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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在海外

百年《荒原》与“荒原”百年
□曾艳兵

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荒地上荒地上

长着丁香长着丁香，，把回忆和欲望把回忆和欲望

参合在一起参合在一起，，又让春雨又让春雨

催促那些迟钝的根芽催促那些迟钝的根芽。。

这是这是2020世纪英美最重要的诗人世纪英美最重要的诗人、、戏剧家和批评家戏剧家和批评家

T.S.T.S.艾略特的代表作艾略特的代表作《《荒原荒原》（》（The Waste LandThe Waste Land））起首起首

的几行诗的几行诗，，许多读者早已耳熟能详许多读者早已耳熟能详。。该诗发表于该诗发表于19221922年年，，迄今迄今

整整百年整整百年。《。《荒原荒原》》被誉为现代诗歌中的里程碑被誉为现代诗歌中的里程碑，，西方文学中的西方文学中的

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杰作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杰作。。2020世纪美国著名文学与社会文世纪美国著名文学与社会文

化批评家特里林说化批评家特里林说：：““《《荒原荒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负盛名最有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负盛名最有影

响力的英语诗歌响力的英语诗歌，，它的打磨最为巧妙精心它的打磨最为巧妙精心，，它的气象最为磅礴它的气象最为磅礴，，

因为它的主题正是现代生活的本质因为它的主题正是现代生活的本质，，它把这种现代生活描绘为它把这种现代生活描绘为

个人绝望的空间个人绝望的空间。。””这首诗不仅影响了几代人的诗歌创作这首诗不仅影响了几代人的诗歌创作，，甚至甚至

改变了人们的诗歌观念改变了人们的诗歌观念，，乃至文学观念乃至文学观念。。百年之后百年之后，，当我们重新当我们重新

翻开这首长诗翻开这首长诗，，大声朗读或是在内心默念时大声朗读或是在内心默念时，，仍然感觉那么熟仍然感觉那么熟

悉而又陌生悉而又陌生。。即便该诗中每一句都读熟了即便该诗中每一句都读熟了，，我们依然还能从中我们依然还能从中

读出某些读出某些““出人意料出人意料””的新意的新意。。

一部社会记录一部社会记录

《《荒原荒原》》的晦涩费解尽人皆知的晦涩费解尽人皆知。。艾略特创作的艾略特创作的《《荒原荒原》》原稿有原稿有

800800多行多行，，后被庞德大段大段地删削后被庞德大段大段地删削，，删成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删成现在我们所看到的

434434行行。。经庞德删改过的经庞德删改过的《《荒原荒原》》于于19221922年年1010月中旬月中旬，，先后在英先后在英

国的国的《《标准标准》》和美国的和美国的《《日晷日晷》》上发表上发表。。第一版单行本在第一版单行本在1212月月1515

日出版日出版。《。《荒原荒原》》的原注是当时为了增加单行本的页数的原注是当时为了增加单行本的页数，，应出版应出版

商人利弗莱特商人利弗莱特（（LiverightLiveright））的要求而加上去的的要求而加上去的。。这首诗最初发这首诗最初发

表时表时，，几乎无人能懂几乎无人能懂。。后来艾略特给诗加了后来艾略特给诗加了5050多条注释多条注释，，但是但是

读者在研读过注释之后读者在研读过注释之后，，发现这些注释也并不好理解发现这些注释也并不好理解。。艾略特艾略特

后来对于这些注释有些心后来对于这些注释有些心

生悔意生悔意，，但事已至此也只好但事已至此也只好

听之任之了听之任之了。。艾略特将庞德艾略特将庞德

修改过的原稿寄给了纽约修改过的原稿寄给了纽约

律师奎恩律师奎恩（（John QuinnJohn Quinn），），

因为因为19191919年艾略特几近精年艾略特几近精

神崩溃时幸得奎恩的热心神崩溃时幸得奎恩的热心

帮助帮助。《。《荒原荒原》》原稿也就从此原稿也就从此

隐匿不见了隐匿不见了。。

一百年来一百年来，，关于关于《《荒原荒原》》

的主旨有关评论和分析数的主旨有关评论和分析数

不胜数不胜数、、莫衷一是莫衷一是。。概而言概而言

之之，，不外乎基督教神学不外乎基督教神学、、社社

会学会学、、个人精神自传等几个个人精神自传等几个

方面方面。。英国批评家皮特英国批评家皮特··琼琼

斯说斯说：：““毫无疑问毫无疑问，，艾略特的艾略特的

杰作杰作《《荒原荒原》》可以有许多不可以有许多不

同的读法同的读法，，既可以当作一首既可以当作一首

追求的诗追求的诗，，也可当作一部社也可当作一部社

会记录会记录，，一次在微弱希望光一次在微弱希望光

照下对无望枯竭的生动召照下对无望枯竭的生动召

唤唤，，一次对于心灵深处景象一次对于心灵深处景象

的探索的探索，，一种思想一种思想。。””《《荒原荒原》》更多的时候被人们看作是当时英国更多的时候被人们看作是当时英国

社会或整个欧洲社会的记录社会或整个欧洲社会的记录。。人们看到的是人们看到的是““倾塌的城楼倾塌的城楼””、、““倒倒

悬的城楼悬的城楼””和和““并无实体的城市并无实体的城市””，，而而““空的教堂空的教堂，，仅仅是风的仅仅是风的

家家””。。美国诗人兼评论家马尔科姆美国诗人兼评论家马尔科姆··考利认为这首诗的主题就是考利认为这首诗的主题就是

““今不如昔今不如昔””。。““我们的时代未老先衰我们的时代未老先衰，，而且甚至找不到自己的话而且甚至找不到自己的话

来哀叹自己的无能来哀叹自己的无能；；这个时代注定要永远借用已死去的诗人的这个时代注定要永远借用已死去的诗人的

歌并把它们拼凑起来歌并把它们拼凑起来。。””这真是诗人已去这真是诗人已去，，““荒原荒原””仍在仍在。。

在某些批评家看来在某些批评家看来，《，《荒原荒原》》不过是用诗歌的形式记录了英不过是用诗歌的形式记录了英

国伦敦国伦敦，，乃至欧洲的日常现实生活乃至欧洲的日常现实生活。。英国当代著名传记学家林英国当代著名传记学家林

德尔德尔··戈登在戈登在《《T. S.T. S. 艾略特传艾略特传：：不完美的一生不完美的一生》》一书中写道一书中写道：：

““《《荒原荒原》》不过是伦敦平淡无奇的一天不过是伦敦平淡无奇的一天。。这首诗从早九点写到夜这首诗从早九点写到夜

幕降临幕降临，，一边是堕落的城市里戏剧性的生活片段一边是堕落的城市里戏剧性的生活片段，，一边是几乎一边是几乎

冲破紧闭的双唇夺口而出的告解冲破紧闭的双唇夺口而出的告解，，两者突兀地相互杂糅两者突兀地相互杂糅，，为这为这

首诗带来巨大的冲击首诗带来巨大的冲击。。””正如诗中所写正如诗中所写：：““你是活的还是死的你是活的还是死的？？你你

的脑子里竟没有什么的脑子里竟没有什么？？”“”“我现在该做些什么我现在该做些什么？？我们明天该做些我们明天该做些

什么什么？？我们究竟该做些什么我们究竟该做些什么？？””如此看来如此看来，《，《荒原荒原》》似乎就是一首似乎就是一首

现实主义的诗现实主义的诗。。

当然当然，，更多的人认为更多的人认为，《，《荒原荒原》》是一首表现资产阶级意识形是一首表现资产阶级意识形

态危机的诗态危机的诗。。吉尔伯特吉尔伯特··海厄特说海厄特说：：““艾略特的许多诗歌都源于艾略特的许多诗歌都源于

今天粗俗的物质主义和脆弱的精神生活间的反差今天粗俗的物质主义和脆弱的精神生活间的反差，，后者注定在后者注定在

前者的冲突中遭受痛苦前者的冲突中遭受痛苦，，虽然不至于消亡虽然不至于消亡，，但会变得残疾或扭但会变得残疾或扭

曲曲。。”“”“粗俗的物质主义和脆弱的精神生活间的反差粗俗的物质主义和脆弱的精神生活间的反差””造成了社造成了社

会的畸形和人的异化会的畸形和人的异化。。在在《《荒原荒原》》中艾略特甚至将自己化身变成中艾略特甚至将自己化身变成

特瑞西斯特瑞西斯，，一个一个““长着皱褶乳房的年老男子长着皱褶乳房的年老男子””，，一个畸形怪异而一个畸形怪异而

又有着某种特异功能的人物又有着某种特异功能的人物。。

开一代诗风开一代诗风

在某些神学家或信徒看来在某些神学家或信徒看来，《，《荒原荒原》》是一首有关信仰的诗是一首有关信仰的诗，，

准确地说准确地说，，一首有关信仰失落的诗一首有关信仰失落的诗。。英国基督教神学家英国基督教神学家、、牛津大牛津大

学教授麦格拉思就将学教授麦格拉思就将《《荒原荒原》》第一章选入他编选的第一章选入他编选的《《基督教文学基督教文学

经典选读经典选读》，》，并在前言中特别提及并在前言中特别提及《《荒原荒原》》原注中提到的奥古斯原注中提到的奥古斯

丁丁《《忏悔录忏悔录》》中的话中的话：：““我徘徊我徘徊，，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啊，，在我年轻的时候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我

走失了走失了，，离你是那么遥远离你是那么遥远，，我自己已变成了一片荒原我自己已变成了一片荒原。。””在艾略在艾略

特看来特看来，，人们远离上帝人们远离上帝，，内心将会是一片荒原内心将会是一片荒原。。

在艺术上艾略特开辟了一代诗风在艺术上艾略特开辟了一代诗风，，影响了后面数代诗人影响了后面数代诗人。。

艾略特在艾略特在《《荒原荒原》》中借神话说话中借神话说话，，借历史说话借历史说话，，借诗歌说话借诗歌说话，，他的他的

长诗俨然成了一部长诗俨然成了一部““关于诗歌的诗歌关于诗歌的诗歌””，，即即““元诗歌元诗歌””。。艾略特通艾略特通

过再现其他人的声音才找到了自己的声音过再现其他人的声音才找到了自己的声音，，他似乎只有通过阅他似乎只有通过阅

读文学作品读文学作品，，并对之产生反应才能牢靠地把握并对之产生反应才能牢靠地把握““现实现实””。。当代学当代学

者彼特者彼特··阿克罗伊德写道阿克罗伊德写道：：““《《荒原荒原》》的主题与意象既是他自己的主题与意象既是他自己

的的，，又不是他自己的又不是他自己的，，它们在他引用的与记忆的东西之间连续它们在他引用的与记忆的东西之间连续

不断地震颤……这既可以说明他诗歌中的那种奇特的共鸣效不断地震颤……这既可以说明他诗歌中的那种奇特的共鸣效

果果，，也可以解释他的诗歌何以没有特别强调什么也可以解释他的诗歌何以没有特别强调什么。。这样这样，，如果一如果一

位读者要使这首诗产生某种意义位读者要使这首诗产生某种意义，，他就不得不加入自己的声他就不得不加入自己的声

音音。。””墨西哥诗人墨西哥诗人、、1990199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斯则说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斯则说：：

““《《荒原荒原》》要复杂得多要复杂得多。。它被说成是一幅拼贴画它被说成是一幅拼贴画，，但我倒认为它是但我倒认为它是

拆卸零件的一个汇总拆卸零件的一个汇总。。一台通过一部分与另一部分之间以及各一台通过一部分与另一部分之间以及各

个部分与读者之间的旋转与摩擦而发射诗歌含义的奇妙的语个部分与读者之间的旋转与摩擦而发射诗歌含义的奇妙的语

言机器言机器。。””《《荒原荒原》》仿佛就是一部奇妙的语言机器仿佛就是一部奇妙的语言机器。。

《《荒原荒原》》的最重要特征就在于神奇地运用了现代蒙太奇的的最重要特征就在于神奇地运用了现代蒙太奇的

剪接手法和拼贴技法剪接手法和拼贴技法。。长诗把远古的神话和传说长诗把远古的神话和传说、、宗教人物和宗教人物和

说教说教、、古典文学和历史故事以及现代西方的生活片段等等奇妙古典文学和历史故事以及现代西方的生活片段等等奇妙

地剪接在一起地剪接在一起，，把看似互不相关的戏剧性场面拼贴在一起把看似互不相关的戏剧性场面拼贴在一起，，把把

表面上风马牛不相及的意象组合在一起表面上风马牛不相及的意象组合在一起，，共同纳入一个以荒原共同纳入一个以荒原

为中心的象征结构为中心的象征结构，，使这些看似无关的场面和意象获得了内在使这些看似无关的场面和意象获得了内在

的联系的联系。。““一堆破碎的偶像一堆破碎的偶像，，承受着太阳的鞭打承受着太阳的鞭打。。””诗人用这些诗人用这些

““破碎思想体系的残片破碎思想体系的残片””支撑起他的支撑起他的““断垣残壁断垣残壁””。。诗的每一个细诗的每一个细

部都是碎片部都是碎片，，但正是这些碎片共同构成了诗的主题但正是这些碎片共同构成了诗的主题。。长诗引述长诗引述

了欧洲神话了欧洲神话、、梵语神话梵语神话、、佛教神话佛教神话、、圣经神话圣经神话、、希腊和罗马神话希腊和罗马神话，，

这些神话看似一堆碎片这些神话看似一堆碎片，，但若拼贴成一幅完整的图像但若拼贴成一幅完整的图像，，却能使却能使

荒原恢复勃勃生机荒原恢复勃勃生机。。

《《荒原荒原》》展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文明的危机和传统展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文明的危机和传统

价值观念的失落价值观念的失落，，反映了整整一代人理想的幻灭和绝望反映了整整一代人理想的幻灭和绝望。。““荒荒

原原””一词已超出了文学的范围一词已超出了文学的范围，，它已成为西方现代文明的象征它已成为西方现代文明的象征。。

百年之后百年之后““荒原世界荒原世界””又如何又如何？？

《《荒原荒原》》百年百年，，百年之后百年之后““荒原的世界荒原的世界””又如何又如何？？放眼看去放眼看去，，欧欧

美世界荒原依然如故美世界荒原依然如故，，较之百年以前或更有甚之较之百年以前或更有甚之。。然而然而，，正因为正因为

如此如此，《，《荒原荒原》》的意义和价值也许就在这里的意义和价值也许就在这里。。在艾略特看来在艾略特看来，，

19201920年前后是人类自己无法理喻的时代年前后是人类自己无法理喻的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不第一次世界大战不

仅从物质上毁灭了欧洲仅从物质上毁灭了欧洲，，而且从精神上彻底埋葬了人们心中的而且从精神上彻底埋葬了人们心中的

上帝上帝。。对理性科学的怀疑对理性科学的怀疑、、对传统道德文化的失望对传统道德文化的失望、、对大规模战对大规模战

争的恐惧争的恐惧、、对经济危机的焦虑对经济危机的焦虑、、对现代化生产中人被异化的担对现代化生产中人被异化的担

忧忧，，终于倾斜了人们所有的观念终于倾斜了人们所有的观念、、信仰信仰、、思考和结论思考和结论。。这个世界这个世界，，

仿佛是仿佛是““死了的山满口都是龋齿吐不出一滴水死了的山满口都是龋齿吐不出一滴水””。。伦敦坍塌了伦敦坍塌了，，

巴黎毁灭了巴黎毁灭了，，美国变形了美国变形了，，就像昔日的庞贝城就像昔日的庞贝城，，人们现在所能见人们现在所能见

到的除了一片荒原之外到的除了一片荒原之外，，似乎什么也发现不了似乎什么也发现不了。。

然而然而，，百年之后百年之后，，这个世界的撕裂似乎愈演愈烈这个世界的撕裂似乎愈演愈烈，，变得更加变得更加

令人难以理喻了令人难以理喻了。。战争的阴云并没有消散战争的阴云并没有消散，，经济危机若隐若现经济危机若隐若现，，

生态危机更是迫在眉睫生态危机更是迫在眉睫，，近三年来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暴发蔓近三年来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暴发蔓

延延，，世界上的荒原景象更加常见世界上的荒原景象更加常见、、更为普遍更为普遍。。整个世界整个世界，，尤其是尤其是

当代西方世界当代西方世界，，我们所看到的常常是撕裂我们所看到的常常是撕裂、、破碎破碎、、冲突冲突，，乃至战乃至战

争争。。““我没有想到死亡毁灭了这许多人我没有想到死亡毁灭了这许多人。。叹息叹息，，短促而稀少短促而稀少，，吐了吐了

出来出来，，人人的眼睛都盯住着自己的脚前人人的眼睛都盯住着自己的脚前。。””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

评家评家、、杰出学者杰出学者、、结构主义批评的重要代表人物希利斯结构主义批评的重要代表人物希利斯··米勒将米勒将

这种荒原景象概括为这种荒原景象概括为““共同体的焚毁共同体的焚毁””。。当代欧洲著名哲学家南当代欧洲著名哲学家南

希在希在《《无用的共同体无用的共同体》》一书中写道一书中写道：：““现代世界最严峻现代世界最严峻、、最痛苦的最痛苦的

见证就是对共同体崩解见证就是对共同体崩解、、错位和焚毁的见证错位和焚毁的见证。。””共同体的焚毁导共同体的焚毁导

致诸多人类灾难的出现致诸多人类灾难的出现，，因此因此，，重建共同体重建共同体，，或者说建构人类命或者说建构人类命

运共同体不仅是当代中国学者的使命和责任运共同体不仅是当代中国学者的使命和责任，，也是当今全人类也是当今全人类

应当思考和关注的问题应当思考和关注的问题。。““荒原荒原””之后之后，，呼唤共同体呼唤共同体，，重建共同重建共同

体体，，乃是我们时代每一个人内心的憧憬和向往乃是我们时代每一个人内心的憧憬和向往。。

百年百年《《荒原荒原》，》，总有让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总有让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19681968年年，，

早已销声匿迹的早已销声匿迹的《《荒原荒原》》的手稿被重新发现了的手稿被重新发现了。。19221922年年，，艾略特艾略特

将完成的将完成的《《荒原荒原》》手稿交给了庞德手稿交给了庞德，，庞德立即对长诗进行了大幅庞德立即对长诗进行了大幅

度地删改定型度地删改定型，，并推荐发表并推荐发表。。同时同时，，艾略特将原稿送给了奎因艾略特将原稿送给了奎因。。

19241924年年，，奎因病逝奎因病逝，，手稿下落不明手稿下落不明。。19681968年年，，奎因的侄女在奎因奎因的侄女在奎因

的遗物中找到了手稿的遗物中找到了手稿。。19711971年年，，艾略特的夫人瓦莱丽女士将艾略特的夫人瓦莱丽女士将

《《荒原荒原》》原稿原稿，，连同有关信函连同有关信函，，影印发表影印发表。。有学者指出有学者指出：：““我们从原我们从原

稿的影印本中稿的影印本中，，至少可以看出三件事情至少可以看出三件事情：：第一第一，，这不是一首在短这不是一首在短

时间内时间内，，一气呵成的即兴之作一气呵成的即兴之作；；第二第二，，这是一首以伦敦为对象这是一首以伦敦为对象，，

托意讽时诗托意讽时诗；；第三第三，，这一首诗在形式上这一首诗在形式上，，原是模仿前人语法格原是模仿前人语法格

式式，，而以音律不同的诗行而以音律不同的诗行，，及散文式的对话及散文式的对话，，穿插组合而成的穿插组合而成的。。

在技巧上在技巧上，，颇能发挥立体剪贴和蒙太奇的效力颇能发挥立体剪贴和蒙太奇的效力。。””然而然而，《，《荒原荒原》》

手稿发表后手稿发表后，，有关这首诗的争论反而更加激烈了有关这首诗的争论反而更加激烈了。。艾略艾略特一贯特一贯

主张主张““非个人化非个人化””的创作方法的创作方法，，而过于强调作者手稿的意义就是而过于强调作者手稿的意义就是

强调强调《《荒原荒原》》的的““个性化个性化””特征特征，，这显然是矛盾的这显然是矛盾的。。那么那么，，我们是否我们是否

可以将艾略特的可以将艾略特的““个性化个性化””创作特点干脆概括为创作特点干脆概括为““非个人化非个人化””创作创作

呢呢？？如此看来如此看来，，有关有关《《荒原荒原》》的争论还会持续下去的争论还会持续下去。。

19301930年年艾略特在为英国作家艾略特在为英国作家、、评论家评论家、、诗人塞缪尔诗人塞缪尔··约约

翰逊的诗写序时写道翰逊的诗写序时写道：：““不管人们愿意与否不管人们愿意与否，，他们的感受性他们的感受性

是随时代而变化的是随时代而变化的，，但是只有一位天才人物才能改变表现但是只有一位天才人物才能改变表现

的方式的方式。。很多二流的诗人之所以是二流的很多二流的诗人之所以是二流的，，就是因为他们缺就是因为他们缺

少那种敏锐和意识来发现他们与前一代人的感觉不同少那种敏锐和意识来发现他们与前一代人的感觉不同，，必必

须使用不同的词汇须使用不同的词汇。。””艾略特就是一位改变了他那一代人表艾略特就是一位改变了他那一代人表

现方式的现方式的““天才人物天才人物””，，并且并且，，他的这种改变和影响持续至他的这种改变和影响持续至

今今、、绵延不绝绵延不绝。。

俄罗斯汉学家的中国诗歌翻译与研究俄罗斯汉学家的中国诗歌翻译与研究
□□【【俄俄】】马萨利莫娃马萨利莫娃··达里玛达里玛··德米特里耶夫娜德米特里耶夫娜 敬如歌敬如歌 译译

马萨利莫娃·达里玛·德米特里耶夫娜，俄罗斯汉学家，诗

人，布里亚特国立大学汉语教师。马萨利莫娃1956年出生于乌

兰乌德，1979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国立大学东方语系（现圣彼得堡

国立大学），后以博士论文《元好问之于中国中世纪文学的创作

地位》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完成答辩，获得语言学副博士

学位。作为一名资深汉语教师兼中国诗歌爱好者，马萨利莫娃

教授在研究中国古典诗歌、汉语教学方面颇有心得，因其中国诗

歌翻译在俄罗斯布里亚特汉学圈负有盛名。

我非常高兴有机会和中国学者、读者们交流，谢谢各位关注

俄罗斯的汉学研究，尤其是对俄罗斯中国诗歌研究的关注。俄

罗斯汉学发展至今已有百年历史，我本科就读的圣彼得堡国立

大学就是俄罗斯研究中国文学的中心之一。就中国文学在俄罗

斯的传播而言，中国诗歌，尤其是唐代、宋代的古典诗歌非常吸

引人，这种吸引力自苏联时期一直保留至今。这两个时代的中

国诗歌之所以如此吸引人，我认为不仅仅在于诗歌创作者的思

想内容的丰富性，更在于唐代、宋代创作诗歌的人数多达上千，

这是中国其他任何朝代难以媲美的。

我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研究兴趣是在学生时代形成的。1974

年我考入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东方语系（苏联时称作列宁格勒国

立大学）开始学习中文。在我的学生时代，中国与苏联之间的外

交关系有些微妙，发生了不少复杂的事情妨碍了中苏交往。但

是，我的父母、亲戚们都支持我选择汉语专业，他们相信未来这

两个伟大国家之间的关系一定会正常化，而两国人民也会在彼

此交流合作中受益匪浅。当两国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发展时，一

定会需要懂彼此近邻语言的人才，这样才能让彼此之间的关系

得到缓和、得到发展。这也是我选择学习汉语的原因，尽管经历

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两国关系才迎来正常化。

当我在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学习的时候，著名的苏联汉学家

彼得洛夫（В.В. Петров）、谢列布里亚科夫（Е.А. Серебряков）给
我们开设了“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史”这两门课，但是受到尼吉

京娜（Т.Н. Никитина）老师的影响，我选择学习古汉语，我当时

的本科毕业论文就是和古汉语语法相关。有了古汉语知识的积

淀，后来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我选择研究中国古典诗歌。不过

直到我在布里亚特国立大学任教以后，我才真正开始对中国古

典诗歌燃起研究兴趣。

我在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时候，最先感兴趣的是中国金

朝。当时我在学习“中国历史”的时候了解到，在中国古代有一

个由女真人建立的金朝（1115-1235年），这个朝代在整个中国

历史中持续的时候很短，我对金朝王朝兴起、衰败的过程并没有

多大兴趣，吸引我关注的是这个朝代的名字，“金朝”在俄语翻译

中有“金”（黄金）的含义，所以我开始好奇这个短暂存在过的朝

代有什么文学作品吗？尤其是有什么诗歌吗？如果有的话，又

是哪些人创作的呢？后来，在不断了解金朝文学的过程中，我开

始发现，金朝不仅保留有丰富的中国文学遗产，还进一步延续了

中国文学的古典传统，这种文学传统的继承就体现在元好问

（1190-1257年）身上。当时在苏联关于元好问的研究、作品翻

译近乎于空缺，元好问的名字仅仅出在两三本有关中国金朝文

学的苏联汉学著作里，苏联汉学家提及元好问的名字，主要是因

为他居住在金朝的领地上，只有元好问的个别诗篇被翻译

了——《东山》《秋怀》《饮酒》《种松》。另一部启发我研究兴趣的

书是英国学者布什（S. Bush）写于 1969 年的《Literati Cul-
ture Under the Chin》，这本书从女真文化与中原文化交融的

角度概述了中国金朝的文化。我认为，诗歌有时候并非只是诗

歌，更是一种历史信息资料，可以反映某种社会关系、历史进程，

有时候诗歌或文学作品可能是研究某一个历史朝代唯一的可靠

资料。因此，对于那些俄罗斯汉学界尚未充分研究的中国诗人，

尤其是那些在中国文学史上留有姓名的诗人们，我认为是十分

有必要研究的。而元好问，作为一个金朝诗人，不仅继承了中国

文学的古典传统，更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我看

来十分具有研究意义。因此我最早的中国古典诗歌研究是从元

好问开始的。

我个人最满意的学术专著是《唐代女性诗歌》及《唐代宫廷

诗歌》，因为俄罗斯汉学界迄今为止还没有人专门研究过这两个

独特的诗人群体：女诗人和君王诗人。在俄罗斯曾经有人翻译

过一些唐代女诗人、君王诗人的作品，但是还没有人对此进行综

合性研究，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我的研究具有开拓性、首创性。

通过研究唐代女性诗歌，可以洞察到中国古代社会妇女生存状

态及环境，而君王诗歌可以让我们深入了解不同时代中国统治

阶层的关心要点。唐诗让我们更好了解到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

情况、中国古人的思想变化，极大丰富了俄罗斯读者的眼界，从

而使他们爱上中国文化。

对于中国诗歌在俄罗斯的传播而言，翻译是一个很重要的

环节，好的翻译可以让读者对诗人、诗歌产生好感，进而加强读

者对中国文化的感知能力。中国古典诗歌的俄译困难，不仅仅

在于诗歌复杂的韵律、规则，更在于诗歌蕴含的大量史实、历史

名称、地理名称、暗示、比拟、风俗习惯、俗语以及对中国现实的

影射。后者对于俄罗斯读者而言非常陌生，因此在翻译的时候既

要照顾到俄罗斯读者的理解水平，同时也要有扎实的中国知识，才

能翻译出正确、可被理解的诗歌内容。在我看来，翻译中国古典诗

歌有两个要点，其一是精准度，就是要精准、正确地翻译中国汉字、

词组的意思；其二是鲜明性，要让不懂中文的俄罗斯读者也能理解

中国诗歌的内涵。但是，实际翻译过程中，很少有俄罗斯译者可以

同时做到上述两点，为什么呢？如果按汉语意思去精准翻译诗歌，

那么诗歌往往很难被读者理解，译者不得不采用一些解释性的翻

译方法，去降低读者的理解难度，与此同时，这些译者的阐释性翻

译破坏了诗歌原有的意思。此外，我认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哲学思

想也很难翻译，首先译者需要确定诗歌作者是哪一个中国哲学

流派，然后还需要掌握这个哲学流派的术语，只有如此，译者才

能真正翻译出诗歌蕴含的哲学思想。我个人比较满意的翻译诗

作是唐代张云容的《和薛昭合婚诗》、白居易的《蜀路石妇》、唐高

祖的《嘲苏世长》、海印的《夜舟》以及沈氏的《同情夫诗》。

根据我对俄罗斯汉学研究的了解，我认为俄罗斯学者对中

国古典诗歌的关注集中在《诗经》、唐代和宋代。《诗经》里大量匿

名诗人留下的诗篇因其深邃的哲学思想和丰富内容引人注目，

而唐代、宋代的诗歌引人瞩目的地方在于其创作人数众多、作品

数量众多，唐代据我所知有两万名诗人，有五万多首诗歌，而且

还存在独特的诗人群体，如帝王、女性。俄罗斯读者很大程度上

对诗歌的主题感兴趣，比如和自然、祖国相关的诗歌，或者是带

有哲学思想的诗歌（尤其是佛教相关），此外还有那些表达中国

人道德观、价值观的诗歌。其中历史主题相关的诗歌在读者、学

者群体中都最受关注，有如下几个原因：第一，如果不了解中国

历史，就无法理解中国古典诗歌；第二，中国古典诗歌里包含有

大量中国历史、哲学信息。

对于俄罗斯汉语学习者而言，中国古典诗歌也是必不可少

的知识来源。俄罗斯高校、俄罗斯研究院都是学习、研究中国古

典诗歌的两大主基地。从群体上看，关注中国古典诗歌的人群

有如下几类：其一，以教授汉语、中国文学为主的俄罗斯高校老

师；其二，俄罗斯科学院专门从事中国学研究的专家；其三，俄罗

斯高校学习中国语言文化的学生；其四，中国古典诗歌爱好者。

前三者都是俄罗斯汉学研究的后备军和主要引导者，他们经常

参加各种与中国文化研究相关的学术会议，对中国诗歌有较高

的鉴赏能力。而第四类人大多不会中文或中文水平较低，他们

一般了解个别著名的中国古典诗人，比如李白、杜甫等。中国古

典诗歌是俄罗斯汉语学习者很好的学习资料，通过学习诗歌，学

生们能极大地扩充词汇量，更深入地理解汉语语法，学习大量汉

字，进一步地丰富自己对汉语的理解。

在俄罗斯出版中国诗歌相关的研究著作、译作一般不存在

任何难题，因为中俄关系向好发展的趋势，俄罗斯民众对中国文

化会产生越来越多的兴趣，这促使出版社倾向于出版和中国文

化相关的书籍。像是论文发表方面，与中国文化研究相关的报

告、会议演讲，也包括中国诗歌研究方向的文章，有时候会得到

相关活动组织方的资助。现在俄罗斯有一些中俄合资的出版

社，他们专门出版俄罗斯汉学家、中国俄罗斯语学者在文学、诗

歌领域的研究著作，这些出版社无疑对中俄两国之间的文化交

流做出了积极促进作用。不过我的研究专著主要是靠个人出

资，个人出资在选择出版社、印刷份数、书籍设计方面都比较自

由。未来，我计划继续研究唐代诗歌，专注于诗歌与佛教思想之

间的联系。

俄罗斯汉学的研究发展也不局限于莫斯科、圣彼得堡，其他

地方也在陆续发展。布里亚特共和国的汉学发展起步相对较

晚，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布里亚特的东方学研究开始发展。莫

斯科大学、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系毕业的学生们成为来布里亚

特传播汉语知识、教授中国文学的最早一批成员。在布里亚特

和中国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哲学、历史、医学和民族学领域。

我所任教的布里亚特国立大学是布里亚特最早创建东方语系、

教授汉语的高等学府，自1991年来，学校就制定了任务——培

养一批懂汉语并具备中国文学、历史、哲学、地理、民族学知识的

汉学家，目前这个任务我们已经完成了。布里亚特国立大学一直

致力于培养具有中文知识的高素质毕业生，这些毕业生在科研院

所、高校继续研究中国语言文化，并在俄罗斯期刊上发表相关研究

成果，还到中国学习。未来，也期待更多中国友人来到布里亚特，

和我们一起分享中国学研究的成果！

（本文译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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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讯

近期，《川端康成传：双面之人》由浙江文

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川端康成一直以来被誉为日本昭和文坛

的巨匠，凭借《雪国》《伊豆的舞女》《千只鹤》

等作品受到世界瞩目，1968年荣获诺贝尔文

学奖，是日本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作家。

本书作者小谷野敦通过对川端康成的大

量日记、书信和相

关历史资料进行细

致分析和研究，以

反歌颂式传记的客

观笔触，从跌宕起

伏的童年经历、苦

涩无奈的失恋故事

到扑朔迷离的自杀

之谜，全方位立体

勾勒出日本文学巅

峰人物传奇且充满

争议的一生。通过

真实再现川端康成

人生轨迹的每一个细节，力图揭开这位日本文

坛风云人物隐秘复杂的内心世界，颠覆长期以

来广大读者对这位文学巨匠的固化认知和定

位，探究川端康成鲜为人知的双重面貌。

小谷野敦整理出了川端康成的年谱，从而

将传记的线性叙述精细到了具体的某年某月

某日，甚至于某日的具体时间点。“精细且复

杂”的细节描述是《川端康成传：双面之人》这

部传记给人的第一直观感受。 （世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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