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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lia Dreyzis）

2007 年毕业于莫大亚非学院（专业为中国语言学），2009 年获

硕士学位（中国语言学）。自 2014 年起为中国文学博士，在华

中师范大学和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学习进修。曾任过莫大亚非学院

中文教研室研究员、俄罗斯科学院人文学院哲学研究所东方哲学

系讲师、ABBYY 软件公司中文词典编纂描述小组的主任。现任

莫大亚非学院中文教研室副教授、俄罗斯科学院语言学研究所研

究员、欧洲中国研究协会（EACS）董事会成员。曾获俄罗斯联

邦总统科研补贴理事会的科研项目津贴以及俄罗斯国家科学基金

会（RSSF）的科研项目津贴。同年获 DJS（诗东西）翻译奖。

在俄罗斯文学、科研期刊上多次发表文章与译文。此外，2007

年出版陆羽《茶经》的注解俄译。2012 年着手于出版俄文《杜

甫诗集》（逐行译注）。2015 年出版余华《兄弟》的全套俄译。

2016 年《兄弟》译本荣获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品读中国”文

学翻译奖。自 2015 年起管理俄罗斯唯一的介绍中国当代诗歌的

网站——《诗·江湖》。2017 年秋季举办第十届国际「莫斯科诗

人双年展」艺术节，邀请十多位中国诗人参加。同年出版《中国

当代诗选》俄译文本。所教课程包括中文翻译、古代汉语、中国

文学、当代中国电影、当代中国诗歌。目前主要从事当代中国诗

歌翻译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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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新编——当代诗中的传统语言结构再
生新编

大概四十年以来，中俄当代诗歌中，许多重要趋势均与重新接触外来影

响有关。同时，这种互动的背后便是对古典传统的重新评价。中文诗歌当中，

传统结构的再生新编似乎是对 20 世纪中文诗歌的反传统的一次大挑战。中国

当代诗歌通过挑战背负着规范、规则以及几乎强制性的语言技巧的传统而来

自我确认独立直耸。当代诗回顾“新诗”的百年历程，试图对 20 世纪初的实

验作出一种新的评价。尽管西方文学继续施加显着的影响，很多作者试图恢

复传统，重塑不同形式的典律。

对于诗歌语言而言，这并不意味着复活节奏、格律或韵脚，而是意味着

将传统诗歌的一定技巧融入当代自由诗中。这些技巧提供了语义的凝聚力，

并构造起一些传统语境空间的聚交点，同时也与吸取 20 世纪欧美先锋传统

叠加在一起。如今，由于作者与古典文学的分离，传统本身就成为文化转移

（cultural transfer）的对象。这一过程产生了当代中国诗歌的独特性，包括对

“现代性”和“中国性”概念的新认识。当代诗歌运用了一套折衷的技术手

段，而当代诗人依靠更广泛的文化共性领域，冒险进行更加勇敢的实验。让

我们以当代俄罗斯诗歌试验为背景来讨论中国当代诗歌的一些语言结构。

重新借用经典结构的第一种技巧便是传统的对仗或对偶，也叫作对照、

对称、对峙、对属等等。传统上，直接的重复法（首语重复法 anaphora 或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