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人有国，诗歌无界 
        —中英文应用专业学生参加第二十五届“诗人之春”活动  

 

         法国的“诗人之春(Printemps des poètes)” 创办于 1999 年，这是一次全国性的诗歌节。“诗

人之春”的目的是鼓励与吸引尽可能多的人在法国各地以各种表达形式颂扬诗歌，把阅读诗歌

作为一种文化实践。 2023 年的活动以“界”为主题，于三月十一日正式拉开帷幕。在现代社会，

高速发展的网络和高科技时代的人们还需要诗歌吗？中英文应用专业的学生们用自己的行动

给出了答案。孔院以“跨越国界，发现中国诗歌之美”为主题，首次为“诗人之春”活动推出了

一系列交流活动。 

 

2023 年 3 月 24 日，留尼汪大学中英文应用专业（LEA）的学生们和留尼汪孔子学院的老

师们一起，在文学院图书馆为现场的诗歌爱好者们献上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朗诵会。 

       借着“诗人之春”的活动，LEA 三个年级三十多位学生，第一次集聚一堂，第一次用他们

所学的中文全程参与，实现了一场春季诗会。 在诗歌的选择阶段，老师们以历史发展为脉络，

给学生讲解了不同时期的诗歌特点以及代表作品，让学生体会诗人的情感表达，欣赏诗歌所

呈现出的波澜壮阔的世间景观和内心世界。通过对二十多首诗歌的学习和赏析，学生了解了

诗歌的发展和诗歌的魅力，并选择了希望在舞台上呈现的作品。 

       在朗诵的雕琢上，以小组为单位，根据他们选择的诗歌，教师团队从诗歌的背景，韵律，

意象的选择，情感的变化等方面进一步深入讲解，并进行朗诵的示范和逐字逐句的纠音，使

学生完整地体会到汉语文字的音乐美，以及诗歌艺术的多样性。 同时，学生还参与了服饰，



配乐和舞蹈的选择，在教师的指导下，了解了各种艺术形式与诗歌的密切关系。为了达到最

佳的舞台效果，老师们还带领学生进行了多次彩排。 当日，中英文应用专业的学生们身着中

国传统服饰，以配乐朗诵、舞蹈、书法、歌唱等多种表演形式，展示了中国文化和汉语语言

表 达 及 应 用 的 多 样 性 。 

                
  伴 随 着 朗 朗 上 口 的 旋 律 ， 朗 诵 会 以 合 唱 《 声 律 启 蒙 》 开 始 ， 正 式 拉 开 序 幕 。 

                                                                                在主持人介绍后，按照诗歌的时代，朗诵会分别呈现了五首古代诗歌和三首现代诗歌。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选取各个时代较有代表性的诗歌外，还有一位学生朗诵了自己的诗

歌作品《致爱妈祖》，展现了自己对诗歌的思考与表达。最后由全体学生和孔院老师一起，

用悠扬的歌声演唱了以诗歌改编的歌曲《明月几时有》，为诗歌朗诵会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诗歌的韵律被观众聆听、意义被在场的 50 多位观众感悟，令现场沉浸在诗歌迸发出的意义和情

感之中。诗歌，无疑将让大家感受到文字所焕发的春天气息，筑起文化的桥梁。 

                 



 

          3 月 31 日星期五下午，中英文应用外语专业的学生也参加了诗人树才的“读中国诗歌”交

流活动。该活动是由法学院与文学院图书馆 (BU Droit Lettres) 和留尼汪读书会（La Réunion 

des Livres）合作举办的。首先，学生们一起了解了这位前外交官的经历——他曾在西非驻扎

超过 10 年，现任北京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负责有关诗学艺术和当代法国诗歌的研究项目，

并翻译了一些法国伟大诗人的作品。随后学生们与他一起朗读了中文以及法文诗歌，并讨论

了树才的一些诗歌的意义或灵感来源，例如《地铁口》和《鱼》。此外，由于树才的《小王

子》译本目前在中国书店销量最高，他还和学生们探讨了翻译家的角色问题。近 40 位学生参

与了“读中国诗歌”交流活动 。 

   

  

 

当晚，诗人树才到达留尼汪大学的 Terre Sainte 校区，与高级汉语班的学生们展开了更

深入的交流。当晚活动的主题是“诗歌翻译的艺术”。交流活动吸引了十几位孔院汉语进修班

的学生。读者听了一些中文诗歌的不同法语翻译版本后，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译者所作出的贡

献，即让读者可以通过另一种语言来欣赏诗歌。对于树才来说，诗歌的艺术性、情感和感觉

的传达胜过字面翻译。因此，翻译为原作品带来了新的生命，他也承认对自己作品的翻译的

改编，能使外语读者更好地掌握诗人在母语中的初始意图。以几首中文诗的翻译为例，树才

让听众既能欣赏原文的美妙，又能通过不同的法语翻译版本认识到翻译对诗歌鉴赏所起的重

要作用。首先，树才分享了伊凡·勒芒（Yvan Le Men）所译的自己的诗，然后，树才介绍了

《诗经·关雎》的各个译本，并指出皮埃尔·凡克莱尔（Pierre Vinclair）的译本最能让人体会到

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旋律与精妙。在听完树才的介绍以后，听众们就“诗歌翻译的艺术”这一主

题与树才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4 月 1 日星期六下午，在 Terre Sainte 的关帝文化中心还举行了以“法语、克里奥尔语

和汉语诗歌”为主题的文学交流活动。这是中国诗人树才和留尼汪诗人伯纳黛特·普卢伊

(Bernadette Pluies)之间的一次前所未有的会面。在庙宇的宽阔庭院中，还有照片和书法展览、

艺术家杜敏的扇子绘画工作坊、以及当地少年钢琴家一诺的钢琴演奏和南部孔院教师郭子阳

的二胡演奏。当天的东道主关帝文化中心协会，接待了超过 60 名热情观众，他们在现场欣赏

了三种语言的诗歌：汉语、法语和克里奥尔语。孔子学院在活动前促成了树才和伯纳黛特·普

卢伊之间的诗歌交流，使得两位诗人在首次见面之前通过文字交流相互了解。观众们也有幸

听到了伯纳黛特·普卢伊的作品《Kouran la mer》的中文版，随后，她在当地乐器 Kayamb 的

悠扬伴奏中朗诵了这首诗歌的原始语言版本。接着，树才的诗歌《母亲》则由伯纳黛特·普卢

伊用克里奥尔语、法语和英语朗诵，最后由树才再用中文朗诵。树才还朗读了他的诗集《天

空俯下身来》的片段和唐代诗人李白的诗歌《静夜思》等经典诗作，并分享了他对文字的热

爱和他作为“暗中的第二位诗人”——文学翻译者的视角。最后，树才表达了与伯纳黛特·普卢

伊会面后的喜悦之情，并邀请她代表法国和留尼汪，参加他参与组织的中国诗歌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