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驰骋文坛半个世纪
《乡愁》是其代表作

余光中1928年出生于南京，祖籍福建永
春。因母亲原籍为江苏武进，故也自称“江南
人”。余光中1952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
系，1959年获美国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先
后任教台湾东吴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台湾大
学、台湾政治大学。其间两度应美国国务院
邀请，赴美国多家大学任客座教授。1972年
任台湾政治大学西语系教授兼主任。1974
年至1985年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
1985年至今，任台湾中山大学教授及讲座教
授，其中有六年时间兼任文学院院长及外文
研究所所长。

余光中一生从事诗歌、散文、评论、翻译，
自称为自己写作的“四度空间”。至今驰骋文
坛半个多世纪，涉猎广泛，被誉为“艺术上的
多妻主义者”。其文学生涯悠远、辽阔、深沉，
为当代诗坛健将、散文重镇、著名批评家、优
秀翻译家。现已出版诗集21种；散文集11
种；评论集5种；翻译集13种；共40余种。代
表作有《白玉苦瓜》(诗集)、《记忆像铁轨一样
长》(散文集)及《分水岭上：余光中评论文集》
(评论集)等。

余光中是个复杂而多变的诗人，他写作
风格变化的轨迹基本上可以说是中国整个诗
坛30多年来的一个走向，即先西化后回归。
在台湾早期的诗歌论战和70年代中期的乡
土文学论战中，余光中的诗论和作品都相当
强烈地显示了主张西化、无视读者和脱离现
实的倾向。如他自己所述，“少年时代，笔尖
所染，不是希顿克灵的余波，便是泰晤士的河
水。所酿业无非一八四二年的葡萄酒。”

余光中著有诗集《舟子的悲歌》、《蓝色的
羽毛》、《天国的夜市》、《钟乳石》、《万圣节》、
《莲的联想》、《五陵少年》、《敲打乐》、《在冷战
的年代》、《白玉�苦瓜》、《天狼星》等十余种。
其中最著名有《乡愁》。余光中的一生是在频
繁的奔波和迁徙之中，多次与亲人的聚散离
合。1971年，20多年没有回过内地的余光中
思乡情切，在台北厦门街的旧居内写下《乡
愁》这首诗。诗歌表达对故乡，对祖国恋恋不
舍的一份情怀。诗歌中更体现了诗人余光中
期待中华民族早日统一的美好愿望。

2015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雷
佳演唱了由诗歌改编的歌曲《乡愁》。

(据四川在线）

余光中病逝：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成绝唱

诗人余光中昨
日在高雄医院过世，
享寿90。原先只以
为是天气多变、气温
偏低，到医院检查后
决定住院静养，没想
到疑似有些小中风、
肺部感染，转进加护
病房;旅居在外的女
儿们也从国外赶回，
谢绝采访，结果1天
之隔，这位作品多选
入课本、文坛的“璀
璨五彩笔”就过世，
亲人与文坛好友都
十分伤痛。

余光中擅写诗、散文、评论和
翻译，自称为“四度空间”。多年
来，余光中笔耕不辍，出版书籍逾
60种。诗作如《乡愁》、《乡愁四
韵》，散文如《听听那冷雨》、《我的
四个假想敌》等，广泛收录入大陆
及港台语文课本。

乡愁四韵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酒一样的长江水，
醉酒的滋味，
是乡愁的滋味，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给我一张海棠红啊海棠红，
血一样的海棠红，
沸血的烧痛，
是乡愁的烧痛，
给我一张海棠红啊海棠红。
给我一片雪花白啊雪花白，
信一样的雪花白，
家信的等待，
是乡愁的等待，
给我一片雪花白啊雪花白。
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
母亲一样的腊梅香，
母亲的芬芳，
是乡土的芬芳，
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
余光中的最后一次公开露

面，是在今年10月23日。彼时台
湾中山大学为他庆祝九十大寿，
当天余光中谈兴极佳，大家怕老
人家太累，想搬张椅子，他却摇手
不用，站着说完全场，直到夫人范
我存在台下打手势，才结束并开
心切蛋糕。

那天，看到许多老朋友的余
光中非常开心，并以古人欧阳修
的绝句《再至汝阴》抒发心情，“黄
栗留鸣桑椹美，紫樱桃熟麦风
凉。朱轮昔愧无遗爱，白首重来
似故乡”。

“故乡”对余光中来说，是绕
不开的两个字。不少人都会记得
他的代表作《乡愁》。这篇被收入
课本的现代诗勾勒了他前半生的
轨迹。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
邮 票 ，我 在 这 头 ，母 亲 在 那
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
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
头。”他在《乡愁》中这样写到。

余光中的另一首作品——当
我死时

当我死时，葬我，
在长江与黄河之间，
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
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
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张大陆
听两侧，安魂曲起自长江，黄

河
两管永生的音乐，滔滔，朝东
这是最纵容最宽阔的床
让一颗心满足地睡去，满足

地想
从前，一个中国的青年曾经
在冰冻的密西根向西瞭望
想望透黑夜看中国的黎明
用十七年未餍中国的眼睛
饕餮地图，从西湖到太湖
到多鹧鸪的重庆，代替回乡
公开资料显示，1928年10月

21日，余光中生于南京，后随父母
辗转福建、江苏、浙江等地。1937
年又因抗日战争流亡于江苏、安

徽，次年随母亲逃往上海，后经由
船只经过香港抵达越南，又经过
昆明、贵阳，抵达重庆与父亲相
聚。1947年入金陵大学读书，后
转入厦门大学。

20岁时，余光中发表第一部
诗集。1949年，他随父母迁香港，
次年赴台，就读于台湾大学外文
系。1958年，余光中又赴美国进
修，次年取得爱荷华大学艺术硕
士，回到台湾任教。

上世纪70年代，余光中写下
代表作《乡愁》。后来他曾对媒体
回忆，当时“感觉回归无期，所以
在这种心情下，写出《乡愁》”。

这以后，余光中的生活逐渐
稳定下来，并在多地任教。几年
前，他曾对媒体谈到自己的作
品。“我写过一千首诗，散文至少
也有一两百篇，所以要真正对我
有一个基本认识，是要看一些书
的。《乡愁》这首诗因为被编到教
科书里，所以大家都念过，而且也
好记，形式单纯。”

绝 色

美丽而善变的巫娘，那月亮
翻译是她的特长
却把世界译走了样
把太阳的镕金译成了流银
把烈火译成了冰
而且带点薄荷的风味
凡尝过的人都说
译文是全不可靠
但比起原文来呢
却更加神秘，更加美
雪是另一位唯美的译者
存心把世界译错
或者译对，诗人说
只因原文本来就多误
所以每当雪姑
乘着六瓣的降落伞
在风里飞旋地降临
这世界一夜之间
比革命更彻底
竟变得如此白净
若逢新雪初霁，满月当空
下面平铺着皓影
上面流转着亮银
而你带笑地向我

步来
月色与雪色之间
你是第三种绝色
不知月色加反光

的雪色
该如何将你的本

色
——已经够出色

的了
全译成更绝的艳

色？
诗人欧阳江河几

年前曾与余光中同台
朗诵，他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回忆，“当时感觉
老先生和蔼可亲，头脑
也很敏捷”。

北京大学中国诗
歌研究院院长谢冕曾
这样评价好友余光中，
“他学贯中西，既有学
习外国诗歌的经验，又
受古典诗歌的影响，把
这些糅合在一起，吸收
了现代诗歌优秀的成
分，是新诗写作的集大

成者”。

我的四个假想敌(节选)

在父亲的眼里，女儿最可爱
的时候是在十岁以前，因为那时
她完全属于自己。在男友的眼
里，她最可爱的时候却在十七岁
以后，因为这时她正像毕业班的
学生，已经一心向外了。父亲和
男友，先天上就有矛盾。对父亲
来说，世界上没有东西比稚龄的
女儿更完美的了，唯一的缺点就
是会长大，除非你用急冻术把她
久藏，不过这恐怕是违法的，而且
她的男友迟早会骑了骏马或摩托
车来，把她吻醒。

我未用太空舱的冻眠术，一
任时光催迫，日月轮转，再揉眼
时，怎么四个女儿都已依次长大，
昔日的童话之门砰地一关，再也
回不去了。四个女儿，依次是珊
珊、幼珊、佩珊、季珊。简直可以
排成一条珊瑚礁。珊珊十二岁的
那年，有一次，未满九岁的佩珊忽
然对来访的客人说：“喂，告诉你，
我姐姐是一个少女了！”在座的大
人全笑了起来。

诗歌评论家霍俊明坦言，余
光中先生的辞世令人惋惜，但是
作为一个诗人他早已经树立起了
语言的诗歌纪念碑。“余光中并不
是一个没有争议的诗人，甚至在
普通读者那里更多的是一个‘乡
愁诗人’。”

他认为，余光中是由大陆去
台的代表性诗人，那种地方空间
的乡愁意识曾激活了那一代人的
写作。“而今，随着他们一个个的
离去，他们带走了那段痛苦的历
史。余光中并非一个单一的乡愁
诗人，他的诗歌写作、诗歌翻译和
文学批评同样值得重视。余光中
的诗歌更好地接续了汉语诗歌的
传统，并且在古典和现代性意义
上予以重新激活。”

(据中新社)

“写过一千首诗”的余光中
乡愁之外还有这些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