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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外国文学研究中的女性声音
——“眉湖论坛”在郑州大学举行 □张 雯 袁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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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至的德语文学译介与研究

今年恰逢冯至逝世30周年，斯人虽已逝，而他留下的宝贵

文化遗产，并没有像他所钟情的诗人杜甫在《梦李白二首，其

二》中所言，遭遇“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近年来，上海人民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推出的《冯至译文全集》（2020）

和冯至的《论里尔克》《论歌德》《论诺瓦利斯》（2022）以及由上

海译文出版社正在编辑、出版的更全的《冯至文集》就是明证。

冯至首先是一位诗人和作家，他于1927年4月出版第一

部诗集《昨日之歌》，1929年 8月出版第二部诗集《北游及其

他》，记录了他大学毕业后的哈尔滨教书生活。1930年赴德国

留学，受到德语诗人里尔克、格奥尔格的影响。五年后获得哲学

博士学位，返回国内。冯至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期间，开始翻译

德国歌德专家俾德曼的《歌德年谱》，潜心研究歌德著作，撰写

歌德《浮士德》的研究论文。冯至受里尔克和歌德的影响，创作

了27首十四行诗，取名为《十四行集》。这部薄薄的诗集凝聚了

作者在学习西方诗人及其风格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运用汉语写

作的成果，为中国新诗开拓了一个崭新的领域。

冯至的小说与散文也均十分出色，小说的代表作有上世纪

20年代的《蝉与晚秋》《仲尼之将丧》，40年代的《伍子胥》等；散

文则有1943年编的《山水》集。

冯至同时也是一位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学者，他的《论歌德》

《自然与精神的类比——诺瓦利斯创作中的文体原则》《杜甫传》等

著作奠定了他在外国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

冯至被德国汉学家罗尔夫·特劳采特尔称为“学者型诗人和

翻译家”，他影响最深远的译作是里尔克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

十封信》，193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之后多次再版，影响了一

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另外，他还与夫人姚可崑合作翻译了歌德

《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以及席勒、海涅、里尔克、布莱希特、

尼采等众多德语文学大师的作品，冯至汉译的不少德语诗歌已

经成为翻译文学的经典，被收入国内多种中小学的语文教材。

冯至的主要著作曾经由多家出版社出版，他生前曾先后编

辑过三种自选集，其中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8月出版的《冯

至选集》是一部包括各种文类的综合性文学选集，两卷本的篇

幅促使冯至将他大半生创作的精华尽收其中。冯至把这部自选

集作为对他本人创作的一个总结、一个定本来选，所以不惟选

择精心得当、编排妥帖得体，而且作为“代序”的《诗文自选琐

记》也是深思熟虑的自我总结之作。

1992年，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冯至学术论著自选

集》，主要收录了冯至先生的39篇研究文章，具体内容包括《杜

甫和我们的时代》《论杜诗和它的遭遇》《纪念鲁迅要扩大鲁迅

研究的领域》《〈浮士德〉海伦娜悲剧分析》《尼采对于将来的推

测》等，体现了冯至一生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

1999年，韩耀成、范大灿等人，按文体分类，以写作时间编

序，邀请季羡林先生、汝信先生担任顾问，冯至夫人姚可崑和绿

原任主任委员，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12卷本的《冯至全

集》，包括第一、二卷：诗歌；第三卷：散文小说；第四卷：杂文、文

艺评论及其他；第五、六卷：学术著作；第七卷：译诗；第八、九

卷：译文；第十卷：译文、长篇小说；第十一卷：译文；第十二卷，

日记书信及年谱，几乎囊括了冯至先生所有的作品。然而，随

着国内外学术界对冯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冯至在民国时代翻

译的若干未收入《冯至全集》的诗文，冯至博士论文的德文版，以

及冯至先生协助北京大学德籍教授洪涛生翻译成德文的南戏

《琵琶记》也不该遗忘，这正是笔者收集、整理、出版冯至《论里尔

克》《论歌德》《论诺瓦利斯》（以下简称《冯至三论》）的初衷。

作为《冯至三论》的主编，笔者通过更细致的文献查阅、梳

理、挖掘、校勘和补遗，再一次深刻体验到了冯至德语文学的译

介与他研究水乳交融的关系，强烈意识到冯至等老一代学者外

国文学的研究方法并未过时，这种治学之道实际上是我们深入

阐述外国经典文学名著的一块极为重要的基石。

诗人翻译家

冯至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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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但是作为翻译

家的冯至尚有待

学术界重新发现

与深入研究。造成

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冯至的翻译作品与国内其它译著等身

的翻译家翻译的作品数量相比较为单薄；冯至翻译的文学体裁

主要集中在诗歌，兼顾部分散文作品，因此无法形成巨大的数

量，冯至较少系统性地发表过翻译理论和翻译主张，他有关翻

译的论述散见于各种文章和译序之中。

然而，冯至在翻译领域的建树仍然有许多独到之处。作为

翻译家，他具有强烈的主体性意识，其翻译目的性非常明确，选

择翻译的作品都是歌德、里尔克、海涅等德语文学史上具有重

要地位的诗人作家的作品。在他为数不多的翻译论述《论现在

的文学翻译界》中，他特别指出了当时文学翻译界的误区：大量

译介欧美最畅销的流行一时的作品，另一种就是19世纪初期

的浪漫派的文学，尤其是浪漫派的诗。冯至进而分析了造成这

种翻译热潮的原因，指出了大量翻译这样的作品，多半只是投

合而助长了中国文人的风尚和习气。冯至在比较了浪漫派作品

与经典文学作品之后，呼吁用有限的翻译力量翻译更多经典的

外国文学作品。他认为：“反过来看一看但丁、莎士比亚、歌德，

那些文学界里的伟大建筑家，他们的作品如长城，如金字塔，巍

然不动。给人一种稳重的固定的力量，永远在教育人类，不管人

类在怎样的迅速地转变。”冯至的这种判断极为准确，例如歌德

的名著《浮士德》，虽然目前国内已经出版了58种不同的译本，

但是由于这部皇皇巨著的深度和广度，迄今仍然缺乏更全面、

更深刻的《浮士德》全译阐释本。

冯至慎重地选择自己翻译的作品，不但充分体现了一个有

思想的翻译家在翻译中强烈的主体性意识，而且充分表现了他

十分看重待翻译作品的质量和社会影响。

冯至年轻时代就开始了翻译尝试，他最早翻译的作品是海

涅与歌德的诗歌。据《冯至年谱》记载：冯至1923年入北大德文

系本科，同年9月25日，他翻译了海涅的《归乡集》第九首，刊

于《文艺旬刊》第九期，这是冯至译自德语的第一首诗歌：

脸儿偎着脸儿……

脸儿偎着脸儿，

泪珠儿就一起流，

怀儿密贴着怀儿，

怀儿里情火合奏!

若是汹汹的泪河

注入狂热的情火，

若是我紧紧抱住你，

我死在爱的热望里！

他的第一篇译作虽显稚嫩，但整首译诗激情四溢，情感真

挚；一般来说，诗人的底蕴，中外文的功底，对西方诗歌形式与

内容的深刻理解，以及在外国诗歌汉译的探索与创新意识是翻

译好外国诗歌的前提。冯至经过多年的文学创作与翻译实践，

具备了良好的翻译西方诗歌的能力与基础。因此他翻译的外国

诗歌，在学习与研究西方诗歌的形式与内容基础上，旗帜鲜明

地使用现代汉语，力图体现西方诗歌别具一格的体裁，再现西

方诗歌韵律美的同时，竭力追求准确表达与体现西方诗歌内在

的思想境界与神韵，因此他众多译诗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为

广大读者的喜爱。

冯至的主要翻译成就集中在德语诗歌的汉译上，叶隽概括

了冯至作为译者的精神史轨迹：“1920年代，海涅的爱情诗、荷

尔德林；1930年代，尼采、里尔克；1940年代，歌德；1950年代，

布莱希特、海涅的政治诗；1970年代，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

话》。这大概不仅能显现冯至的译诗兴趣和轨迹，也能见出时代

语境和诗人精神状态的关系。”冯至翻译的诗歌，据笔者不完全

统计，包括歌德诗歌21首，荷尔德林2首，海涅诗歌59首，尼采

诗歌7首，格奥尔格1首，里尔克诗歌12首，布莱希特诗歌13

首，其它诗歌2首，此外，还有他早年翻译的其它国家诗人的诗作

若干首。其中，冯至翻译的海涅诗歌《乘着歌声的翅膀》《罗累莱》

《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里尔克的《秋

日》《豹》《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已经成为我国翻译文学的经典。

冯至翻译的诗歌保留了外国诗歌丰富多彩的外在形式和

韵律美，在翻译中特别注重运用译者独有的个性化语汇，最大

限度地再现外国诗歌的魅力。冯至的诗歌翻译，同时也为他学

习和借鉴西方诗歌艺术形式和创作技巧基础、创作新诗提供了

帮助。顾彬指出：“在他的《昨日之歌》（1927）和《北游及其它》

（1929）中，他在德国叙事谣曲的影响下创作了汉语的类似之

作。”此外，顾彬还分析了冯至创作的诗歌《蛇》的形式与内容，

论证了冯至在新诗创作中对德语诗歌形式与内容的借鉴。

冯至最喜欢的诗人是里尔克与歌德，从冯至翻译里尔克的

过程中，可以体验到他与里尔克精神和气质的密切关系。顾彬

认为冯至深受歌德、里尔克和雅斯贝尔斯的影响。冯至在留学

德国期间，听过雅斯贝尔斯的课，他的博士论文答辩，雅斯贝尔

斯也曾参加。“以上三位的影响在战争时期，也就是当他1936

至1946年期间在昆明西南联大教授德语时多方显示出来。比

较鲜为人知的是他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伍子胥》（1944）。冯

至在这里借助于吹笛人伍子胥的传奇形象描画了诗的力量。他

是在1942年阅读了卞之琳翻译的里尔克的散文诗《骑手克里

斯托弗·里尔克的爱与死之歌》（1899）后受启发而作的。”冯至

1942年出版的《十四行集》，可以从多处发现冯至在思想、精神

和艺术表现形式上与上述三人的思想脉络的契合。

冯至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就翻译了歌德的《箜篌引》《迷

娘》，而他对歌德的翻译与研究，主要集中在1940年代。他翻译

歌德《浮士德》第二部第三幕的片段《哀弗里昂》，译注彼得曼的

《歌德年谱》，以及撰写有关《浮士德》的研究论文，都能明显地

看出冯至的文学翻译与他的学术研究是相辅相成的。在冯至身

上，我们看到了一位学者型诗人的学术研究路径与方法：翻译

系外国文学研究之本，正是有针对性的翻译实践推进和强化了

他的学术研究。

冯至翻译了为数不少的德语作家的各种文学体裁的作品，

涉及歌德、荷尔德林、海涅、尼采、格奥尔格、里尔克、布莱希特

等人的诗歌；作品包括里尔克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

海涅的《哈尔茨山游记》、捷克作家魏斯科普夫的短篇小说《远

方的歌声》等；另外他还与姚可崑合译了歌德的长篇小说《威

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与范大灿合译了席勒的《审美教育书

简》等等。

冯至作为翻译家，以极为严格的态度审视自己的译作，他

能够虚心听取同行的批评意见，不断地改进译文。冯至发表的

几乎每部翻译作品，都经历了不断修订和改进的过程。在他身

上也可见出，一个醉心于翻译的翻译家对自己译作的较真态

度，翻译作品永远没有定本。在他每部翻译作品的前言、序言以

及不少回复友人的书信中，都提及了他对自己译作的看法。例

如，在他《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的《重印前言》中就提及友

人杨业治、舒雨、绿原等人在译稿的修订与完善方面的帮助。他

还感谢杨业治在对比原文与译文的基础上，发现了他译文中的

若干错误，使他能够再次修订译文。又如，冯至早在1942年就

翻译完了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但是他并不满意自己的译

稿，一直压在箱底没有拿出来。后来冯至学生范大灿打算帮助

修订。冯至在中译本序言中做了如下说明：“范大灿同志研究文

艺理论，尤关心德国文学古典时期的美学。他听说我有这部陈

旧的译稿，一再向我问及。最后，我在1982年怀着一种有丑不

能不献的心情，把译稿找出来交给他，请他审校。他收到译稿

后，细心校阅，做了不少合理的改动，并附加了详尽的提要和注

解，这用去了他一年内大部分的业余时间。”这些都彰显了一位

阅历丰富的翻译家对待翻译作品的豁达与严格，也体现了译者

对自己译作高度负责的态度。

在我国翻译事业发展与繁荣的历史背景下，诗人和学者型

翻译家冯至的翻译思想、翻译诗学、翻译作品尚有待人们进行

更深入和细致的梳理与研究，冯至的翻译作品也有待学界在出

发语与目标语的对比与研读上做出更客观与公正的评析。因

此，研究冯至翻译思想的前提首先是认真收集与梳理冯至所留

下的宝贵的翻译遗产。冯至的全部翻译作品，按所翻译的作家

编排，可以分为歌德、席勒、诺瓦利斯、海涅、里尔克、布莱希特和

魏斯科普夫等多人的作品。这些译作大多散见于十二卷本的《冯

至全集》内，以及多种不同的冯至译文集中，还有部分作品散见

于民国时代的报刊，尚未收录到任何一本冯至译文集中。由于版

权所限，《冯至三论》收录的范围主要集中在冯至部分未刊译稿

上，包括冯至翻译与撰写的里尔克、歌德、诺瓦利斯的译文、论

文，其中，冯至的博士论文（德文原版），经笔者多方收集，悉心整

理，仔细校勘，力图向读者呈现翻译家冯至丰富多彩的一面。

《冯至三论》

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德国大文豪歌德对冯至一生都产生过

重大影响，冯至对这两位德语作家的相关论述与翻译，散见于

《冯至全集》的不同分卷；冯至留德期间所做的博士论文研究对

象是德国早期浪漫派诗人诺瓦利斯，为了便于读者更全面了解

冯至对里尔克、歌德、诺瓦利斯的翻译、研究与接受的成果，补

充未收入《冯至全集》的冯至参与的其它作品如《琵琶记》德译

本，笔者收集、整理、校勘了三卷本冯至《论里尔克》《论歌德》

《论诺瓦利斯》：

《论里尔克》，译文部分以1985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冯至选集》第二卷中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为底本，此

为冯至亲自编。德文部分参照德国1929年岛屿出版社出版的

初版以及最近由法国作家让-米歇尔·莫普（Jean-Michel

Maulpoix）撰写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评注本。

《论歌德》以民国时代出版的《歌德论述》为底本，参考冯至

后来修订的《论歌德》，收录冯至毕生有关歌德的研究文章以及

相关论文16篇，以及冯至有关歌德生平传记的翻译与著述，并

给出了《歌德论述》和后来修订的《论歌德》的异文。其中冯至译

注的俾德曼的《歌德年谱》，由于译者当时患病，只译注到1808

年，编者这次依照原著补译了未完成的部分。

《论诺瓦利斯》收录冯至在德国海德堡大学所做的德文博

士论文以及李永平和黄明嘉两位先生合译的汉译，并附有陈铨

当年在《清华学报》发表的有关这篇博士论文的书评。

冯至有三部学术代表作，分别为《自然与精神的类比——

诺瓦利斯创作中的文体原则》（1935）、《歌德论述》（1948，1982

年经冯至先生修订补充为《论歌德》），《杜甫传》（1952初版）。

《冯至三论》收录了前两种。尤其是冯至的博士论文开中国学者

研究德国早期浪漫派作家诺瓦利斯之先河，由于长期没有从德

文翻译成中文，曾鲜为人知。1999年，李永平、黄明嘉合译的译

本面世，才引起了学界，尤其是哲学界、文艺理论界、比较文学

界的重视。

冯至之所以成为一代文学宗师，与他通过大量的翻译实践

汲取西方文学中的宝贵养料密不可分，他的文学翻译与研究是

相辅相成的。冯至通过有意识的翻译实践发现和选择研究对象

和研究主题，从而强化和加深了他对文学作品本质特征的理解

和阐释，这种治学之道在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领域依然值得年

轻学子学习与借鉴。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

作为外国文学研究群体中的重要成员，女性

学者独特的阅读体验和批评视角一直备受关注。

为了发掘外国文学研究中的女性审美，传播文学

批评中的女性声音，近日，郑州大学英美文学研究

中心联合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举办了

首届“全国外国文学研究女性学者眉湖论坛”。论

坛邀请了来自国内多所高校的知名女性专家学

者，她们围绕外国文学中的情感研究、科学想象、

跨媒介叙事以及中国话语建构等议题展开了热烈

的交流与讨论。

女性学者之思考：当代社会的“文学之用”
近年来，文学乃至人文学科在当下技术时代

的功用引发了许多学者的讨论，文学如何介入现

实，古人的情感如何烛照当代个体？清华大学教

授曹莉以英国文学批评家利维斯（F.R. Leavis）

为例梳理了剑桥批评传统。曹莉认为，利维斯既

是一位文学批评家，也是一位教育家。她倡导文

学与文学批评的作用是在国民教育中培养心智、

思想和情感，进而对现代性、工业文明以及现代社

会进行反思。文学应当构建自身的传统，承担其

应有的道德关怀和文化变革意义。对利维斯和英

国文学批评传统的考察，可以为当今大学学科教

育提供发展思路。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金雯以情感为关键词，考

辨了情感的概念及其观念史。她认为情感不仅是

主观世界显现自身的方式，也是这个世界边界不

明及其与物质世界交叉重合的表征，是自我成立

的基础和瓦解的缘由。情感构成了18世纪思想

史和文学史的核心问题，标志着主观世界和物质

世界之间的一道天然桥梁。彼时英国文学中的情

感问题与自我问题也一直延续到19世纪乃至当

下人们对自身和世界的思考之中。如何处理情感

问题，反思精神与物质的博弈及其背后的现代性

议题，这些都构成了文学之用。

无论是文学批评传统的构建，抑或是对文学

作品中情感的体察，既凸显了批评主体的独特体

验，也渗透着“审美共通感”的普遍性原则，这恰恰

就是文学“无用之用”的体现。北京外国语大学金

莉教授以“如何阅读文学”为题为郑州大学外语专

业本科生举办了专场讲座，对文学阅读的技巧和

方法进行了深入的阐释。她从作家、文本与读者

三者之间的关系切入进行文本细读，主张将内部

研读与外部研究相结合，以自己的感受去体会与

印证作者的创作意图。

女性学者之关怀：外国文学研究的中国立场
和时代使命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苏晖尤其关注如何在外国

文学研究领域建构中国视角。她在比较文学视野

中引出“什么是外国文学研究的中国化”这一问

题，指出中国学者需带着中国视角和眼光研究外

国文学，在实事求是对待外国文学原材料的基础

上力求凸显其中国特色、性质、立场。她说，我们

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辩证地看待问题，对外

国文学文化提出大胆的质疑和反思，发扬批判精

神，也要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坚持开放的民族主

义立场。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金冰以科幻小说中的

蒸汽朋克小说为研究对象，梳理并归纳了这一小

说类型的起源、发展和特征，并以此来探讨科技发

展背后的诸多议题。她以科幻小说家威廉·吉布

森（William Gibson）与布鲁斯·斯特灵（Bruce

Sterling）合著的《差分机》（The Difference
Engine，1991)为具体案例，分析小说对英国社会

在工业化时代的变迁与文化变革的隐喻式描写和

想象性重构，认为其对后工业时代面临的技术失控、

生态危机以及科学伦理问题都具有启示录意义。

女性学者之视野：外国文学研究的多元化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张生珍聚焦外国儿童文学

中的女孩形象，她首先对“儿童文学”这一概念进

行了界定，她认为儿童文学中的女孩形象尤其值

得关注，对女孩形象的研究可以呈现各个时代作

家对理想儿童和女孩形象的期待，展现出特定时

代背景下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

山东师范大学教授王卓探讨了外国诗歌中

“黑色维纳斯”形象的演变史及其背后的叙事动

力。她认为，通过对族裔和性别话语体系的挖掘，

我们能够使被遮蔽的历史重新显现，引发大众积

极思考，推动社会进步，从而在真正意义上实现族

裔与性别的公平正义。

大连外国语大学的教授王卉选取了英国黑人

作家大卫·戴比迪（David Dabydeen）的小说《名

姝生涯》（A Harlot’s Progress）为研究对象，认

为该小说是对英国著名现实主义画家威廉·霍加

斯（William Hogarth）同名画作的再现。作为

一位黑人作家，戴比迪并不是对霍加斯组画的内

容进行简单重复，而是通过语象叙事的方式与霍

加斯及其他英国画家的作品产生跨媒介对话，借

此反思18世纪英国的意识形态，揭示出彼时艺术

家在作品中塑造黑人形象的方式和用意，试图跨

越官方历史与或然历史之间的鸿

沟，来探究历史的多元化与包容性

及其伦理诉求。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陈榕聚焦

哥特小说的听觉世界，梳理了哥特

小说文类的诞生、兴起以及范式演

化的过程。她认为，在哥特小说的

发展过程中，由于作家擅长以富有

视觉冲击力的意象营造恐怖诗学，

视觉性在这一文类特征的分析中颇

受瞩目，但哥特小说中的听觉同样

值得关注。陈榕教授通过分析埃德

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等

经典哥特小说家的作品，将听觉与崇

高、超验建立关联，认为哥特小说的

听觉性不仅是美学意义上的，还与身

体、想象力、理性与感性等议题有着

深刻关联，传达着启蒙主义与浪漫主义思潮交汇

的激荡之音。

郑州大学英美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张莉谈到，

眉湖是郑州大学校园的核心景观，寄寓博采众长、

雅趣共享之意。眉湖论坛，借眉湖之意趣，呈现外

国文学研究中的女性经验、女性视角、女性智慧和

女性力量，也表达兼容并蓄、开放包容、博雅远观

的学术态度和追求。郑州大学高晓玲教授强调，

女性智识的彰显，并不是为了导向性别对立，而是

倡导在相互尊重和对话交流的前提下，重视文学

史和批评史中的女性传统，破除以性别来取代审

美的意识藩篱，达到互相倾听、相互借鉴的目的。

纪念冯至逝世纪念冯至逝世3030周年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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