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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到这个世界为的是看太阳

【教学目标】

1、复习诗歌的基本知识,理解诗歌的意象、象征手法；

2、感悟诗歌精炼的语言、丰富的感情和鲜明的节奏

3、联系自身实际，明确人生目标，确立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增强自身设计职

业理想目标的自觉性；

【教学重点难点】

1、进一步增强对诗歌意象、象征手法的理解；

2、感悟诗歌精炼的语言、丰富的感情和鲜明的节奏

【教学方法】讲授、诵读

【教学过程】

一、作者介绍

1、巴尔蒙特·康斯坦丁·德米特里耶维奇（1867-1942）诗人，评论家，翻译家。

童年时代大量阅读，尤其对诗歌感兴趣，尝试自己写诗。 巴尔蒙特在 20 世纪

初的俄国诗坛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一生执著于太阳的崇拜，自称为“太阳的歌手”，

以太阳为题材的作品成为他创作的高峰。巴尔蒙特作为俄国象征派领袖人物之

一，追求音乐性强、辞藻优美、意境深远的诗风。他的诗歌以鲜明的形象性和独

到的艺术手法得到世人的赞誉。1890 年以后出版了三本诗集：《在北方的天空

下》，《在无穷之中》，《静》。它们不仅确立了巴尔蒙特的诗人地位，也是俄

罗斯象征主义的奠基之作。此后诗人笔耕不辍，创作了大量诗篇。1906-1913 年

居住在法国，多次旅行。巴尔蒙特不接受十月革命，1920 年举家迁往法国，并

在国外继续从事创作。1937 年出版了最后一本诗集。

2、生平：巴尔蒙特的一生充满动荡，得到的评价也曾经褒贬不一。1867 年，他

出生于贵族家庭，后在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就读，终因参加学潮被开除。他周游世

界，通晓多种语言，把很多外国作品翻译成俄文介绍到俄国(如：雪莱、波德莱

尔等人的作品) ，打开俄国人的眼界。1907 年,他为工人们写了《复仇者之歌》，

并到处朗诵，惹恼了沙皇政府，被赶出俄国。二月革命后巴尔蒙特返回祖国，那

时俄国的诗坛上已形成各种流派。从象征主义在俄国一出现时起，他就积极投入

到该流派当中，成为了象征派第一浪潮的代表人物之一。用勃洛克的话说，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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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特“是俄国象征主义最伟大的创造者之一”。但后来巴尔蒙特的革命热情发生

转变，对到来的十月革命表示反对并拒绝参与，因此在那个以政治态度作为评价

作家标准的年代，他一度被定性为“颓废、个人主义、反革命”。他的诗歌也被

说成 “基调属于颓废主义，在艺术上追求过分的夸饰和外表的华丽”长期被打

入另册。1942 年,他怀着苦闷和忧郁凄凉地客死在巴黎。

3、诗歌特色：巴尔蒙特作为太阳的“歌手”，很重视诗歌的音乐性，他为俄国

诗坛开创了很多独特的韵律方式。他说：“我总是在由语言的确定区域向音乐的

不确定区域靠近，我竭尽全力追求音乐性。”他在《诗即魔法》一书中写道，“诗

即有节奏的语言表达出来的内在音乐。”而这也是象征派所追求的艺术境界。巴

尔蒙特在自己的诗作中巧妙地使用辅音同音、内韵、复沓、顶针等手法，营造出

一咏三叹的氛围，使每首诗都成为一首首浑然天成的歌曲。勃留索夫称赞他的诗

歌“在轻盈方面超过了费特，在悦耳方面超过了莱蒙托夫”。 巴尔蒙特还很

善于为诗歌营造优美、深远的意境。他常常使用大胆出奇的象征、通感、隐喻等

修辞手段，使诗语飘逸洒脱，蕴味悠长。巴尔蒙特说：“现实主义者永远是简单

的观察者,象征主义者则永远是思想家。现实主义者只热衷于表现具体的生活⋯

⋯ 象征主义者远离现实的存在，只在其中看到自己的理想⋯ ⋯ ”也许正因为他的

这种坚持，正因为他就是一个永远思考着现实存在背后的象征主义者，他的诗歌

才获得了如此动人的魅力，他的精神才能永远追随太阳的光华。

4、评价：巴尔蒙特作为世纪之交的一个复杂的文学现象，得到过诸如“俄罗斯

诗歌的巴格尼尼”的赞誉，也受到过诸如“充满反社会的个人主义情绪”的非议。

但最重要的是他以自己一生的创作印证了他对生活真谛的思考和“我来到这个世

界为的是看太阳”的理想。巴尔蒙特的诗集在俄罗斯受到越来越多读者的欢迎，

还被译成多国文字介绍到国外。我国著名翻译家蓝英年在《〈塞纳河畔〉译后记》

中给以巴尔蒙特这样的评价:“二十世纪俄国诗歌史可以没有阿达莫维奇，甚至

伊万诺夫，却不能没有巴尔蒙特。”这位坚信“人不能生存，当身体离开太阳，

心离开歌”(引自阿赫玛托娃诗《他说过„„》)的“太阳的歌手”也终于像他应该

的那样，穿过拒绝接受他的若干时代的死亡地带，终于在后世得到复活了。

二、解题 诗人轻灵的诗句，道出的正是我们每个人心底的一份渴望。这是对

生命的敬畏与赞美，这是对自然的热爱与讴歌。诗人通过细腻的笔触，描述出了

我们心底深处难以`言传和表达的一种情愫。 太阳是生命的源泉，带给人间

光明和幸福。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曾为她唱过深情的赞歌。这首跃动着太阳

心情的诗写于 1903 年，是巴尔蒙特的诗集《我们将像太阳一样》的开篇之作。

这首诗奠定了整部诗集的基调，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巴尔蒙特在这部诗集的扉

页上引用了古希腊哲学家阿纳克萨格拉的名言写 道：“我来到这世界为观赏太

阳”

三、文章内容分析

（一）、全诗可分为三个部分

1、第一部分（1-2 节）：写诗人庄严地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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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 1-3 句，诗人即宣告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看到太阳、看到海洋，看到

山岗，犹如划破长空的一声春雷，先声夺人，起到振聋发聩的艺术效果。

（2）在这里，太阳、原野、群山、大海和峡谷等意象的使用，营造出一种宏伟

阔大的气势，使诗人的豪情尽显纸上，张扬出诗人对大自然和生命的热爱，对理

想和光明的渴求。

（3）“我来到这个世界为的是看太阳”和“我来到这个世界为的是看大海”，

排比复沓手法的使用，使诗人高扬的诗情最后激发到顶点，发出了“我是世界的

真主”的庄严宣告，一个个性高度张扬的诗人形象跃然纸上。

2、第二部分（3-4 节）:写诗人的自我告白

（1）第 3节解释了第 2节节末“我是世界的真主”中“真主”含义：真主即主

人，我当之无愧，我是世界的主人，而不是它的奴隶，我是命运的主人，而不能

听从命运的安排。

（2）第 4节紧承第 3节的“理想”和“歌唱”两句，诗意进一步深化。 我创造

了自己的理想，而这个理想是来自于苦难，是战胜苦难成就的理想，这样的理想

来之不易，更难能可贵，所以才“受人喜爱”。在这个意义上，“我”歌唱自己

的“理想”和“启示”，因此这样的歌声才“无人媲美”。

（3）这两个自然段之间，意义逐层深化，为前面高昂的诗情奠定坚实的基础，

提供了抒情的支点，如果没有这样的深化，前面“我来到这个世界为的是看太阳”

以及“我是世界的真主”的宣告是苍白无力的。

3、第三部分（第 5节）：写诗人再次宣言

（1）这一次诗人再次发出“我来到这个世界为的是看太阳”的宣告。

（2）进一步深化了诗歌的主题。

四、分析文章特点：

（一）这首诗色彩明快，意象鲜明，格调清新，句法简单，用词简洁，没有生僻

的词汇，但却充满了强大的生命张力。

（二）铿锵的诗句中，回响着俄罗斯灵魂热爱生活、渴望光明的声声呐喊，读之

令人精神振奋。 例：“太阳”一词多次重复出现，它不仅仅代表自然界中的一

个星体，更重要的是它象征着一个崭新的富有生机的世界，象征着希望、光明、

爱等生命中一切崇高美好的事物，是生命不息追求的东西，是世界万物生生不息

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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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诗歌所捍卫的是人的生存中不可缺少的东西，那么，看太阳就是巴尔 蒙

特为生命寻找的一个理由，由此可以体会到诗人对太阳的一片深情。

（三）诗句形式上长短相间，错落有致，音律跌宕，极富跳跃性。

五、教后感：

教学中要抓住“我来到这个世界为的是看太阳”这一关键诗句，重点领悟“太阳”

的象征意义。可重点通过朗读，体会诗人淋漓的豪情和错落有致、跌宕跳跃的音

律，朗读时要指导学生准确把握诗歌基调，设计处理好停顿、重音等技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