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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余光中先生的对话集。
书中所收的文字一是各大媒体对余先生的访问，一种是诸多专家、学者与余光中的对话、聊天。
书中话题涉及各个方面。

　　本书是余光中访谈在海内外第一次系统结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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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余光中，祖籍福建永春，1928年10月21日生于江苏南京，在秣陵路小学读书（原崔八巷小学
）1947年入金陵大学外语系（后转入厦门大学），1948年随父母迁香港，次年赴台，就读于台湾大学
外文系。
1952年毕业。

1953年，与覃子豪、钟鼎文等共创“蓝星”诗社。
后赴美进修，获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学位。
返台后任师大、政大、台大及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现任台湾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

　　梁笑梅，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研究员，余光中研究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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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光中访谈录
 《诗刊》访余光中
 西化不等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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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众圆同心
 华文写作的“三个世界”
 诺贝尔奖与华文文坛
 以中国历史文化为核心
 每个人的生活中都要有诗——余光中访谈
 乡愁不是地理上的可能更是时间上的伟大的情书已经成为绝响了
 生活里面还应该有艺术生活里面应该有美
 中文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美丽的文字
 大陆年轻一代杰出的诗人有舒婷、北岛余秋雨的散文是相当好的
 不要抛弃了五千年的文化
 你选择了青春也就要接受青春痘
 解不尽的乡愁——余光中访谈
 和余光中的对话——余光中访谈
 不变的是对中文的热爱——《余光中集》发布会答记者问
 我把自己想像成“茱萸”的孩子——余光中访谈
 壬蒙、余光中对话录：用哪一只手写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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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我在处就是中国——余光中访谈
 中文是中国文化的半径
 活的传统才真正属于我们
 台湾人是否还有乡愁的情怀？

 大陆遗产还需加强管理
 三分之二是作家三分之一是学者
 两岸文化交流可左右逢源——余光中对话厦大学者
 “救国文联盟”还有草莽味
 “乡愁”已经远离台湾年轻人
 烦恼转个弯就是快乐
第二辑 黄河的声音是我的胎记
 乡愁是一种情结——余光中访谈
 乡愁是一种情怀
 诗是情人，散文是妻子
 最要紧的是能把古今中外融和起来
 人的心里充满文化的回音
 文学艺术是内在自然与空间——湖南卫视访余光中
 江河必将入海——杨澜对话余光中
 黄河的声音是我的胎记——访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
 中文不能受到冷落
 中文的美是惟一的
 中文是基调，英文是协助
 中文如同国防
 中华文化是民族融和最可亲的方式
 20年的乡愁
 我的店里还有很多“菜”
 每个人都有“乡愁”
 黄河常在梦中流淌
 自命李白的传人
 诗歌不会死亡
 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
 我的四个假想敌
 跟夫人说四川话
 十几年来经常去大陆
 受欢迎的余爷爷
 中华文化是一个奇大无比的圆
 余光中：把岛上的文字传回中原
 最浅的海峡，最深的乡愁
 在诗里喊魂，在歌中怀乡
 中文能走多远，中国文化就能走多远
 余光中的上海
 上海与台湾
 上海文化
 说说龙应台
 余光中：诗人出书不容易，散文比诗歌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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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文比诗歌受欢迎
 新一代诗人少人关注
 大陆诗歌不怎么流行
 乡愁是对大陆的眷恋
 我的乡愁是对整个大陆的眷恋
 文学创作上我是“多妻主义者”
 不要为了五十年的政治抛弃了五千年的文化
 一湾乡愁水，痴痴赤子情
 20分钟与20年的乡愁
 中国文化的传承与隐忧
 孝，新时代有新内涵
 中文是中国文化的长城
 “乡愁诗人”难消乡愁
 “游子文化是一种向心力”
 “凡我在处，就是中国”
 警惕西化幼稚病
 日暮乡关何处是——诗人余光中
 对话余光中：飞越那“一湾浅浅的海峡”
 两岸直航是一次正面的发展
 “南京是我诗心起跳的地方”
 在重庆读的也是南京的中学
 坐在马车夫旁听“得得”的马蹄声
 出生前一天“随母亲爬栖霞山”
 因为绝望，所以《乡愁》
 首回大陆，感觉既亲切又陌生
 一回南京，玄武湖边，走着走着，记忆就回来了
 二回南京，看到面貌“如旧”的母校，心里不是那么不胜沧桑
 乡愁并不因为你回到故乡就被消解掉了
 《明报》访余光中
 余光中——驰骋中西
 英文教学须视乎科目
 了解作者背景有助明白诗
 把李白“从唐朝叫醒”
 余光中：我的心里有中国文化的胎记
 关于《乡愁》
 关于故乡
 关于诗
 关于复古
 余光中：沧海桑田即乡愁
 诗歌有国界
 每个时代都有诗人
 会再为深圳写一首诗
 拥有四度空间的学者——余光中先生访谈录
 诗歌：从中国诗的现代化到现代诗的中国化
 散文：在中国文字的风火炉中炼丹
 评论：评论家也是一种作家，所以也是一种艺术家，而非
 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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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译：译者必须也是学者，翻译不折不扣是一门艺术
第三辑 关于翻译与诺奖
 余光中谈翻译
 诺贝尔奖，中国人的缺席——余光中、马悦然、沈君山跨疆界跨领域的对话
 引言：从缺席诺贝尔文学奖谈起
 第一问：文学是不是学术？
莎士比亚不能来教书
 第二问：文学有没有国界？
中国人的想法跟德国人一模一样
 第三问：文学评审有没有客观标准？
吴承恩肯定得诺贝尔奖!
 结语：期待一个东方诺贝尔文学奖
 文学诺奖评审团只有一人懂中文
 关于诺奖：真的无所谓，莎士比亚也没有得过
 关于诗歌：流行歌词就是诗，别跟周杰伦“较真”
附录
 余光中先生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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