
一、概 述

诗歌是诗人内心世界和情感的外在表现，诗人

的内心世界与情感的激烈和冲动以诗歌这种精练而

浓缩的语言精华来对自己的内心和情感进行表现和

喧泄。这种情感或许是内心的激动，或许是内心的愤

怒，或许是内心的喜悦，或许是内心的迷惘，也或许

是内心的看法与观点，大凡诗人在情感上的冲动和

情感上的喧泄方式都是以诗歌的形式来进行一个个

人思想和情感上的个性化描写。诗歌是诗人自己生

活对自己思想、内心和情感上的描写，是生活与自己

情感上的一个碰撞而产生的一个较为升华的一种外

在 表 现 形 式 ， 如 同 英 国 诗 人!"#" 叶 芝（!$%%$&’
#()%*+ ,*&)-）说过，大凡诗人都是在描写自己的生

活，只是这种描写从来不是直截了当的，不像人们在

早餐时一席漫不经心的胡话。诗人在自己的情感外

泄与表现时，都是以适当的意象与象征来与自己的

意志与观点相结合，辅以语言的精华或适当的韵律

来表现自己的情感。

诗歌艺术的创造大都来自于诗人个人的情感，

而生活又成为了诗人情感产生的源泉。同时，诗歌的

创作也是诗人主观意识的一个客观表现形式，它使

得很多人所经历过的生活与情感在思想中变得越来

越清晰，自然在诗歌中创造出了一个情感与经历、生

活的统一。诗人的诗歌艺术的创作过程中，不论是明

显的意识，还是内在的含蓄而模糊的心理，其潜意识

中都有着一种利用自己的诗歌中对生活和经历的情

感表现去影响着人们，并期望在某种情感上产生共

鸣，以完成诗人诗歌情感喧泄的一个心理上的最终

目的。这也可称为诗人心理和诗歌创作上一个“情感

中心张力”（*’.)$./&% 0*/)+&% )*/-$./）。

罗伯特·弗罗斯特诗歌的情感涌动，尤其是其抒

情诗歌的情感涌动主要体现在对美国新英格兰地区

乡村的风俗人情，田园美丽的风光之中。这种“乡村

情结”所带来的许多关于大自然与乡村田园诗歌的

创作，也为他赢来了“新英格兰的农民诗人”的雅号。

他个人的情感在自己所热爱的传统诗歌中自然而有

韵律地表现出来。同时，弗罗斯特在自己乡村抒情诗

歌中也自然的融入了个人生活经历所带来的情感感

触，以不同的诗歌意象和象征来间接地在诗歌富有

戏剧性的旋律和节奏中表现出来。弗罗斯特的情感

喧泄和其诗歌的外在表现形式，都在某种程度上去

体现了诗人个人情感的一种潜意识的张力，以期得

到人们的同感和情感的共鸣。事实上，诗人的这种

“情感中心张力”也代表了诗人个人的思想与观点。

同时，弗罗斯特也成为了具有同样地情感并与之产

生情感共鸣的人们的代言人，也成为了拉尔夫·华尔

多·爱默生（1&%23 !&%4. 5’*+-./）诗歌理论思想中

所谈到的美国诗人特点之一的“诗人具有代表性”的

人物。

罗伯特·弗罗斯特的内心世界的丰富和冲动是

与其情感在内心的涌动在其诗歌中表现了出来，其

情感的颤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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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而传统的诗歌所表现的意义也蕴涵了诗人丰富

的情感涌动。弗罗斯特内心情感的涌动与其情感涌

动的外在表现形式—诗歌也为其赢得了广大的读者

并为之诵读，这样的“情感中心张力”也为其在美国

诗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赢得非官方的称号“桂冠

诗人”的荣誉。

二、抒情诗歌情感窥视

下面摘取罗伯特·弗罗斯特几首抒情诗歌以窥

视诗人在诗歌中的情感涌动与表现，以期对诗人作

出更为深刻的了解和研究。

（一）坚定的事业选择

罗伯特·弗罗斯特在其早期的诗歌艺术创作中

遇到了诸多的坎坷与磨难，他写了一些诗歌，但只在

!"#$年，他才在纽约的一家文学学报上发表了他的

“%& ’())*+,-&：./ 0-*1&”。而后，他进入哈佛大学

读书，但由于身体健康原因，未拿学位就离开了哈佛

大学。在医生的建议下，他带着妻子和孩子去了位于

新罕布什尔州的德瑞，开始他的乡村生活以提高自

己的健康。在那里，他的祖父为他买下了一个农场，

他也开始了自己的乡村生活。在乡村生活的这十多

年，为弗罗斯特诗歌的主题选择和创作产生了很大

的影响。在这十几年里，他写了很多的诗歌，但都未

引起美国文学界和出版商的注意，未能发表或出版。

这也给他思想和心理上带来了影响，个人情感上也

感到了艰苦与失望。这种情感在他著名的诗歌 23*
4567 85) 269*/（未上的路）中得以了表达：

23* 4567 85) 269*/
2:5 +567; 7<=*+1*7 </ 6 &*--5: :557，

./7 ;5++& > ?5(-7 /5) )+6=*- @5)3

./7 @* 5/* )+6=*-*+，-5/1 > ;)557

./7 -559*7 75:/ 5/* 6; ,6+ 6; > ?5(-7
25 :3*+* <) @*/) </ )3* (/7*+1+5:)3；

⋯⋯

⋯⋯

> ;36-- @* )*--</1 )3<; :<)3 6 ;<13
A5B*:3*+* 61*; 6/7 61*; 3*/?*：

2:5 +567; 7<=*+1*7 </ 6 :557，6/7 >⋯⋯

> )559 )3* 5/* -*;; )+6=*-*7 @&，

./7 )36) 36; B67* 6-- )3* 7<,,*+*/?*C
从诗歌的描写和抒发过程来看，这里的“我”就

代表着诗人本人，在他的面前存在着两条“路”。由于

作者有着自己的“乡村田园情结”以及自己生活经历

的影响，热爱乡村的耕作生活成为了自己潜在的意

识，但作为一个诗人，不同于乡村生活中人们所普遍

进行的乡村耕作生活，这又在思想和意识上存在着

根本的差距。基于这点差距，诗人在“路”的选择和判

别上走上了乡村生活中人们很少走的“路”，即走上

了“做诗之路”。

当然，从广义的角度去理解诗歌的意象及象征

意义，那也是可以发挥更为深入的理解。但从诗歌

情感的涌动、表现与诗人最早的诗歌艺术创作之路

时的坎坷、磨难结合起来去理解诗人情感方面表现

的话，那么，这首诗歌也无疑就成为了诗人选择自己

事业方面的一首“言志诗”。弗罗斯特的一生也就在

自己这样的一个思想情感中去完成着自己诗歌事业

上的夙愿，并也以自己的成功来完成了自己在诗歌

事业上的追求。

该诗的情感涌动和表现是以选择乡村生活及田

园风光中的一个适当的意象———树林里的“路”来将

自己事业上的意志情感选择进行的外在表现。诗人

的这种“迷而不宣的智性感觉”也体现了一个诗人思

想及境界上独特的一面。

（二）人生挑战的情感意志

罗伯特·弗罗斯特的人生可以说是在坎坷、磨

难、成功与荣誉中度过的：从自己在童年时期的丧父

所带来的幼小心灵的悲哀和随母飘零的新英格兰故

乡的生活到自己因健康原因造成的哈佛大学的辍

学；从早期自己对诗歌艺术创作的热爱和辛苦以及

未能得到承认的失望到自己因诗歌创作和成就的名

垂功成而获得的四次普利策奖，甚至受邀参加肯尼

迪总统的就职演说而得到的荣誉和尊重。这一系列

的人生旅程给弗罗斯特情感的变化都带来了很重要

的影响，也造就了诗人内心心理的丰富和情感的涌动，

那就是对人生桀骜的执着和探索。这样的情感在其

著名的诗歌A)5DD</1 @& E557; 5/ 6 A/5:& 0=*/</1
（雪夜森林边的停留）中可以得到答案和印证：

A)5DD</1 @& E557; 5/ 6 A/5:& 0=*/</1
E35;* :557; )3*;* 6+* > )3</9 > 9/5:，

F<; 35(;* <; </ )3* =<--61*，)35(13C
F* :<-- /5) ;** B* ;)5DD</1 3*+*
25 :6)?3 3<; :557; ,<-- (D :<)3 ;/5: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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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012 3 "(+# /)%45’#’ 2% -##/，

6.& 45*#’ 2% 7% 8#9%)# 3 ’*##/，

6.& 45*#’ 2% 7% 8#9%)# 3 ’*##/:
诗歌的描写与情感的抒发是以雪夜的森林为背

景，骑马人的内心矛盾与最后的决定为主线进行情

感上的矛盾、喧泄和外在表现的。“森林”是该诗表现

的意象。“森林”富有挑战性的幽暗和深邃，是激发人

们迎接挑战的源动力，也是人们逃避挑战的一个理

由。弗罗斯特以“森林”的深邃、幽暗和捉摸不透来暗

示人生旅程的艰险，但“森林”富有挑战的深邃又是

那么的诱人，是迎接还是逃避，这是需要人的意志情

感与勇气来决定的。人生不管遇到什么坎坷和困难，

思想多么的迷惘和困惑，但为着自己的信仰和理想，

也应该去努力和追求。该诗中，诗人以“森林”为意象，

在描写中适当的穿插一定的物象描写来自然的流露

出自己的情感意志和思想。这种情感的抒发与意志的

表现也自然地表达了诗人对人生挑战的态度和想

法，那就是：人们未来的人生之路是为自己的理想和

信仰去克服个人的思想上困惑和矛盾去努力地追求。

弗罗斯特在该诗中的情感颤动是伴随着自己内

心的矛盾和踌躇的过程中来逐步体现出来的，直到

在诗歌的最后一节中才得到自己在其间经过判断后

而得到的结论。这点与作者漫长的人生经历，尤其是

早期的生活经历历程恰好成了一个心灵上的对应。

这样的情感颤动也印证了诗人早期生活经历的坎坷

所带来的情感经历历程：人生的挑战需要自己的执

着与勇气。诗人该诗中的情感流露与暗示也造就了

诗人人生旅途最终的成功。

（三）舐犊之情的怀念

罗伯特·弗罗斯特的情感如同大多数人一样，是

具有多样性和不同性的，仅是作为一个具有“迷而不

宣的智性感觉”的诗人和自己本身在诗学方面的造

诣及因自己生活经历而造成的内心心理和情感的丰

富，使得弗罗斯特能以精辟，通俗易懂和丰富的诗歌

意象及象征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在表达个人对母亲

的热爱和尊敬这种特殊的情感方面，弗罗斯特用其

著名的一首诗歌!"# ;(’21)#（牧场）来进行了表现。

当然，对母亲的这种特殊的情感是与其幼年及少年

时代的生活经历是分不开的。在弗罗斯特<<岁时，父

亲去世，他随母亲迁往了祖籍新英格兰地区的马萨

诸塞州。在那里，他的母亲以教书来维持一家的生

计，而弗罗斯特却利用读书期间的假期打工挣钱来

补贴家用。家庭虽因生活困难，但其母亲仍然在教育

和生活上给予了弗罗斯特极大的支持与关心，也因

此，使得弗罗斯特对母亲的关心与支持留下了一种

特殊的感情和情感，那是一份热爱与尊敬。这种特殊

的情感颤动在其“牧场”这首诗歌中得到了印证：

!"# ;(’21)#
3’4 7%5.7 %12 2% =*#(. 2"# /(’21)# ’/)5.7，

3’** %.*, ’2%/ 2% )(-# 2"# *#(+#’ ($(,
（6.& $(52 2% $(2=" 2"# $(2#) =*#()，3 4(,），

3 ’"(.’2 8# 7%.# *%.7: — >%1 =%4# 2%%:
3’4 7%5.7 %12 2% 9#2=" 2"# *522*# =(*9，
!"(2’’ ’2(.&5.7 8, 2"# 4%2"#): 32’’ ’% ,%1.7:
32 2%22#)’ $"#. ’"# *5=-’ 52 $52" "#) 2%.71#:
3 ’"(.’2 8# 7%.# *%.7: — >%1 =%4# 2%%:
这首诗是一首抒发作者感情的短诗，同时也是

诗人“母爱”这份特殊情感外泄的表现。弗罗斯特于

<?<@年在伦敦写下了该诗，并收入《波士顿以北》结

集于同年在英格兰出版。该诗中，诗人选择了“母牛”

为诗歌的意象，以“母牛”对刚出生的“牛犊”身上血

迹的舔舐为重心来进行了情景描述。诗人用以物寄

情的诗歌方式来表达了自己的情感，以“舐犊之爱”

来抒发了诗人对母爱的敬意以及对自己母亲的一种

怀念。母亲对诗人的照顾和关心，奉献出的那份母爱

在弗罗斯特的思想和心理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加

之，人之天性的那种“俄底普斯情结”（“恋母情结”）

给弗罗斯特在抒发自己内心对“母爱”的崇敬和敬意

提供了创作的源动力。

弗罗斯特的这份特殊情感的表达来自于自己少

年时的生活经历并因此而永存于自己的思想情感

中。诗人选择适当的情景和意象来将这份特殊的情

感以诗歌的方式表现出来，这也体现出一个诗人“迷

而不宣的智性感觉”的另一个独特的方面：以适当的

情景与意象象征，伴以含蓄、精辟而易懂的诗句来表

现个人的情感颤动。

三、结 论

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凡人都有着不同而多样的

情感，而这些情感的产生是必然与个人的生活经历

与阅历是相联系的，同时，个人情感的颤动也是个人

思想与现实的碰撞。个人情感的颤动都以不同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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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和表现形式来体现出情感与意义、现实的统一。罗

伯特·弗罗斯特个人的生活与经历铺垫了其情感产

生的基础。不同时期的生活与经历给弗罗斯特的内

心与心理上烙下了不同的情感，这也在其诗歌艺术

创作中体现出了不同情感的涌动与表现。诗歌的创

作来源于个人的情感，在弗罗斯特诸多的抒情诗歌

中，思想、观点与现实的碰撞都以诗人不同的情感外

泻方式抒发出来，希冀对人们产生影响并获得情感

上的共鸣。弗罗斯特取得了成功，情感也同样地获得

了共鸣。

参考文献：

〔!〕黄宗英"《抒情史诗论—美国现当代长篇诗歌艺术管窥》" 北京大学出版社，#$$%年&月版

〔#〕赵 彤"《浅析罗伯特·弗罗斯特的生平对其诗歌的影响》" 西昌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年

!"# $%&’#( )* +,)-&).
———/ 0-%12 )* +,)-&). ). 32(&4 5)#-(2 )* 6)7#(- 8()9-

!"#$ %&’()， *+, "-.’/0.’)， 1, 2-3/04’(5

（!" #$%&’() *+)(,+(&- .&/+%01&)02 3’45+)( 6$77&(&2 3’45+)( 8’45,+) 9!:;<<；

<" =+)>5’?5,+ @$"A B’CC7& 845$$72 =D@ >5’?5,+2 8’45,+) 9!E;9E）

/79-(:4-： !"#$%& ’( $)# *#($ +,& -"% ."#$( $" ()"+ ,/0 #1.%#(( $)#’% #2"$’"/3 4’$) 0’--#%#/$ 5’6’/7 #1.#%’#/8# "- ."#$(，
$)# 9:’6#% "- #2"$’"/ ),( 0’--#%#/$ #1.%#((’/7 +,&(; <( , -,2":(“.,($"%,5 ."#$”，="*#%$ >%"($ ()"+( )’( 9:’6#% "- #2"$’"/ ’/
, 0’--#%#/$ +,&; ?)’( .,.#% (#5#8$( , -#+ "- )’( 5&%’8 ."#2( $" 7’6# , .%#5’2’/,%& ,/,5&(’( "/ )’( 9:’6#% ,/0 #1.%#((’"/ "-
#2"$’"/;

;#2 <)(19：="*#%$ >%"($；@&%’8 !"#$%&；A2"$’"/；B:’6#%；C)"+’/7 4,&

第 % 期 赵 彤，刘欢妍，吴学英：情感的颤动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