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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勃洛克，是二十世纪初伟大的俄国诗人。
一八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出生在彼得堡一个贵族知识分子的家庭，外祖父是彼得堡大学校长别凯
托夫，父亲是华沙大学法学教授，母亲和外祖母是翻译家。
勃洛克一九○三年和俄国著名的化学家德·伊·门捷列夫的女儿柳鲍芙·德米特里耶芙娜结婚。
一八九八年入彼得堡大学法律系学习，后转入语文系，一九○六年毕业，一九二一年八月七日逝世。
    勃洛克是俄国贵族的最后一位大艺术家，是享誉世界的抒情大师。
他的创作是俄国诗歌最辉煌的现象之一。
他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普希金时代以来俄国诗歌传统的基础上，构筑了一座宏伟的象征主义
的艺术殿堂。
如果说普希金是俄国诗歌大厦的奠基者，那么，勃洛克就是这一大厦的封顶人。
而他所处的时代，正是新旧两个世界历史时代交替的时期，因此，他的创作恰好是一个时刻关注着历
史的运动，并能预感到时代风暴的人的内心体验的见证。
勃洛克五岁起就开始写诗，如他所说：“从儿时起，便有一股跟某人名字联在一起的诗歌潮流不断地
冲击着我。
”少年时期，父母田庄宁静优美的自然风光，一个个女性的爱抚，家庭浓厚的文学氛围，和当时的象
征派作家的不断交往，特别是接受了象征派的先驱之一——宗教唯心主义哲学家弗·索洛维约夫的“
世界灵魂”、“永恒女性”的思想，勃洛克诗才泉涌。
自一八九八年始，以恋人柳·德·门捷列娃为对象的短诗一首接着一首，一发不可收拾。
一九○四年出版的《美妇人集》，便是这一时期诗创作的光辉成就。
这里的“美妇人”，代表了诗人对人间女性之美和永恒女性之美的爱，象征着自然与文化、精神与肉
体的和谐，又和俄罗斯祖国（新娘和爱妻）的形象联系在一起。
此后，勃洛克陆续出版的第二部诗集和第三部诗集，包括《白雪假面》、《城市》、《可怕的世界》
、《报应》、《抑扬格》、《竖琴与小提琴》等组诗，表明了诗人对现实的更大的关注，创作风格上
的重大变化。
一九一四年写作的长诗《夜莺园》，标志着勃洛克创作的完全成熟，揭示了抒情主人公的基本特征，
即性格和心理的双重性和矛盾性，是诗人对其抒情主人公性格发展的一次总结，由神秘主义的出世情
绪向现实方向的接近和转化。
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的爱，对未来的永远的追求，使勃洛克义无返顾地站到了十月革命一边。
一九一八年一月写成的长诗《十二个》，既标志着勃洛克创作的高峰，也是他献给十月革命的一份厚
礼。
他以其圆熟的技巧和惊人的力量，极其概括、简洁、充分、深刻、生动地描绘了一幅被革命风暴笼罩
着的城市的画图。
长诗分十二章，内容各个不同，节奏也非常多样：自由的口语诗，舞蹈民谣的律动，小市民情歌的音
调，革命口号的热情，贫民的街头语等；然而，这看似凌乱的诗节，却汇进了革命的雄伟步伐的庄严
的统一的节奏，直到耶稣基督的出现，形成全诗的极大的和谐。
勃洛克以象征主义的手法，成功地描绘了十月革命中人民翻身做主的革命的真理。
    从《美妇人集》到长诗《十二个》，勃洛克的创作道路是复杂的，但同时又是完整的。
这一完整性是由勃洛克创作中的许多根本性和实质性问题、题材和主题的共同性决定的。
它们在诗人的不同创作阶段得到不同的处理，既与诗人新的生活和创作经验相对应，又在某些方面保
持始终如一。
    勃洛克本人就曾把自己的创作道路看成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
在三卷本的自选集（1911—1912）的序言中诗人说，这里的每一首诗，哪怕形式上比较拙劣，也是有
意义的，它既可独立成篇，又是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    “每一首诗对组成‘章’都是不可或缺的；
若干‘章’构成全书；每本书都是三部曲的一部分；整个三部曲我可以称之为‘诗体长篇小说’：它
写的是同一类思想感情，这是我在有意识的生活以前十二年里始终对之忠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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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到自己的创作道路，即“追求人性的三部曲”时，勃洛克这样理解这一定义的内涵：    “从瞬
间过于灿烂的光——穿过不可或缺的沼泽林带——走向绝望、诅咒、‘报复’⋯⋯以及一个‘社会的
人’，一个勇敢地直面世界的艺术家的诞生⋯⋯”    这一自我写照值得特别注意，它完全符合勃洛克
抒情诗的基本特征，有助于我们认识勃洛克抒情诗的发展脉络和每个创作阶段的特点。
    勃洛克是个心胸博大、富于时代感和忧患意识的诗人，这一点决定了他的作品的分量和特色。
他从创作伊始，就对诗人的使命有了高度的认识：“只有伟大的事物才值得思考，作家应当为自己确
定伟大的任务，并且只确定伟大的任务；不必为自己才疏学浅而自卑。
须知作家是无穷链条上的一环，从一环到另一环应该传递自己哪怕未能实现的希望和哪怕尚不完善的
构想。
”    勃洛克是俄国象征主义的代表诗人，本世纪初俄国知识分子的偶像。
他的成就，应该说，得益于和归功于象征主义流派，但他又不局限于流派，而是大胆地超越之，从而
使自己跻身于不朽诗人行列。
    高尔基说：勃洛克是一个“真正天才的诗人”。
马雅可夫斯基说：“勃洛克代表了整个一个诗的时代，一个不久前结束的时代。
”还应该补充一句，勃洛克也是苏联诗歌的奠基人之一。
    我国读者对勃洛克也不是陌生的。
早在二十年代，长诗《十二个》发表没几年，就被傅东华和胡斅译成了中文。
鲁迅先生也曾多次在自己的文章里提到勃洛克，还亲自为胡斅的译本《十二个》撰写后记，热情地推
荐这位诗人，称他为现代首屈一指的都市诗人。
四十年代，又有戈宝权的新译本《十二个》。
但多年来较全面地介绍和研究这位诗人还很不够。
收在这里的译文，基本上按诗人写作年代选译的各个时期的部分诗作，几部长诗都是全译，以期满足
我国读者阅读、欣赏和研究的需要。
    谢尔盖·亚历山大罗维奇·叶赛宁——十月革命前后和二十年代苏联诗坛最有影响的诗人之一。
一八九五年生于梁赞州康斯坦丁诺沃村一个农民家庭。
由外祖父养育成人。
外祖父、外祖母都是讲故事的能手，对童年时期的叶赛宁影响很大。
他先后就读于四年制乡村小学和斯巴斯·克列皮克教会师范学校。
一九一二年他来到莫斯科，曾在莫斯科沙尼亚夫斯基平民大学历史哲学部学习了一年半。
据叶赛宁自述，他八九岁时即开始写诗，但自觉的诗创作活动则是在十六、七岁的时候。
在莫斯科的时候，诗创作已比较活跃。
一九一五年，他来到彼得格勒，拜见了著名诗人勃洛克，后来又认识了诗人戈罗杰茨基和克留耶夫，
从此，叶赛宁的诗创作活动在一个新的水平更加活跃起来。
    真挚坦率，深沉的忧伤，对生活和对祖国的热爱，也许我们能用这些话来概括叶赛宁的诗歌和他的
一生。
    一个诗人的风格往往在他的早期诗歌里就已表现出来，尽管这些诗不一定很成熟，不一定有多大的
社会意义。
叶赛宁早期的抒情诗，就其纯净和自然美而言，最能表现出诗人的风格，也是他最美的诗。
早在诗人的第一本诗集《亡灵节》中，就已经表现出了叶赛宁独特的诗歌形象和格调的整个体系，包
含了在美学上臻于完美的农村生活画面。
在这些诗歌里，叶赛宁从明朗，快乐的方面来感受生活，使农村生活和大自然的画面显得生动，真实
，绚丽多姿。
像《野樱花飘落》、《手风琴啊，拉起来》、《农舍里》这样一些诗充满了生活的情趣，充满了少年
的欢乐和喜悦，让人心醉。
这是一种略带苦味的甜蜜。
在《湖水上织出了一片晚霞的嫣红》中，诗人无意间点明了他早期诗歌的情调：      晚霞的嫣红里有股
欢乐的忧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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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忧郁感情更清晰而深刻地表现在诗人“对世界上一切生物的爱，以及人们最应得的仁慈”中。
社会和自然界中的不幸衬着北方那单调、荒凉、凄清的景色，使诗人的幸福感自然而然地带上了“无
尽的田野的哀愁”。
像《仿歌》、《盲歌手》、《丹纽莎多好看》都是诗人抒发这种感情的优美诗歌。
而《冬天在唱歌）、《奶牛》、《狗之歌》则是描写动物的杰作。
最有趣的大约是《夏至的夜晚》这首小诗了。
诗人在这首诗里不仅极为生动地讲述了自己的诞生和母亲在树林里分娩的痛苦，描述了诗人自身的气
质，而且还预言了自己的命运：      我像洁白的雪花消溶在蓝天里，      一生和离别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
这不禁使我们想起诗人逝世前一年所写的《波斯情歌》中最美的那首《莎嘉奈，你啊，我的莎嘉奈！
》和逝世那年所写的他最完美的长诗《安娜·斯涅金娜》。
    人生的意义在于追求，人生的幸福和痛苦也来自于追求。
在革命的洪流中，叶赛宁怀着乌托邦的理想歌颂革命，幻想有一个“庄稼汉的天堂”。
他那些强烈表现革命热情的作品，如《铁匠》、《天上的鼓手》、《同志》、《如歌的召唤》等诗，
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诗人的感伤基调，但却是诗人诗歌中革命旋律的起点。
然而，新的世界最初展现在诗人眼前的，只是对大自然和乡村和谐的破坏，只是火与血，只是贫困、
饥饿、灾难和不幸。
这一切都是他那稚嫩的心灵所难以忍受的，从而导致了他对革命的迷惘和抵触，甚至憎恶，也导致了
他个人思想和生活的消沉、颓废和放荡。
而这一切又不能见容于社会，不能得到人们的理解和谅解，致使他对生活感到极度的痛苦和绝望。
表现诗人这种思想和感情的诗篇，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我是最后一个乡村诗人》、（我并不悔恨、呼
号和恸哭》、《四旬祭》和《莫斯科酒馆之音》中的那些诗。
它们从另一方面超出了诗人感伤的极限。
直到革命开始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他才渐渐恢复了内心的平静，振作起来，重新跟上革命的队伍。
但在心灵中却已留下了难以平复的创伤。
从他中期到后期的诗作中，特别是从《给一个女人的信》、《我的道路》这样一些作品中，我们可以
清楚地看到诗人的生活和心灵所经历的崎岖道路，他的认识发展的曲折轨迹。
我们应该懂得诗人那种痛苦、绝望、渴求理解、渴求友爱的心情。
    诗人贵在真诚和坦率，贵在敢于表现自己的个性，暴露自己的思想和感情。
叶赛宁就是这样一个真实的诗人。
从他的诗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他对祖国和人民深挚的爱，更可以看到他在美好的理想与现实产生矛
盾时的一切感受，他由于自身的错误和弱点而产生的悔恨。
他对自己的揭露和谴责严酷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在这方面，就连卢那察尔斯基也称他为“最无畏的战士之一”。
他对自己内心的剖析反映出了千百万普通人在革命发展中的认识过程，表达了他们的希望和痛苦的心
声。
这正是一个诗人的伟大之处。
叶赛宁不是一个革命的诗人，但却是一个民族的诗人，人民的诗人。
    出国之后的后期诗歌反映出了诗人内心的转变。
它使诗人对人生的悲剧因素有了较为深刻的哲学理解，并使诗人选择了正确的生活和创作态度。
由于怀念逝去的俄国而产生的没有出路的苦闷，现在被由于生活的流逝而感到的哀伤取代了。
诗人在逝去的生活中看到了许多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那就是对母亲、妹妹、妻子，以及对人们和大
自然的爱。
在《这是我熟悉的那条街道》、《蓝色窗板的矮小房屋啊》这些诗里，可以看出农村的自然景色缓解
着诗人因丧失感到的痛苦。
在《金色的丛林好意地劝说》这首诗里，浩渺的天地使一切悲哀都显得如此卑微，像空中的鹤群，转
瞬间就隐没在蓝天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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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著名的《给母亲的信》里，母亲的形象洋溢着永恒的温暖和光辉。
而在《莫斯科酒馆之音》中一度很轻浮地对待妇女的酒馆腔调，又变得像早年一样的温柔、纯洁，只
不过掺和着疲乏和苦涩。
像《你尽管和别人干杯去》、《亲爱的，让我们并肩坐下》、《给卡察洛夫的狗》这样一些诗歌，早
已纳入了世界爱情诗的宝库。
最著名的《波斯情歌》与抒情叙事史诗《安娜·斯涅金娜》则成了叶赛宁诗歌宝库中的两颗明珠。
它们表现出诗人几近崩溃的内心世界已经达到了近于完美的和谐。
这时，叶赛宁的诗歌仿佛又恢复了一度失去了生意盎然的感情，节奏和谐，充满欢欣。
他甚至显示出了新的革命认识和信念，写出了《大地的船长》、《二十六人之歌》、《三十六人颂》
和《苏维埃俄罗斯》这样一些歌颂革命和革命者的诗篇。
但是直到最后，他的诗仍然充满着浓重的哀伤和苦味。
这种双重感受基于对生活和对祖国的热爱。
    然而，叶赛宁并没有摆脱掉思想上的矛盾和精神上的痛苦。
由于个人生活的不幸和沉重的社会压力，他越来越陷于苦闷和绝望的困境，终于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
二十八日拂晓，在一家旅馆中自缢身亡，死时才不过三十岁。
诗人最后留下的名作是他在住院治疗精神抑郁症时完成的长诗《阴森森的人》和绝命诗《再见吧，我
的朋友》（1925年12月26日）。
对于叶赛宁之死，高尔基曾说：“俄国文学家的生活中有许多悲剧，叶赛宁的悲剧是其中最令人痛心
的悲剧之一。
”在叶赛宁逝世一周年的那天，有一个美丽的姑娘在诗人的墓前用手枪自杀了，留下的一纸绝命书上
写道：“我的一切都在这座坟墓里。
”这个姑娘名叫加丽雅·别尼斯拉夫斯卡娅。
不少苏联学者认为，《波斯情歌》中的“北方姑娘”指的就是加丽雅，而诗人自杀前割破手指用鲜血
写的绝命诗也是献给她的。
    叶赛宁在他的自述中非常简单地谈了谈自己的生活和文学道路。
他最后说：“至于我生平的其他情况，就全在我的诗里了。
”事实上，他的诗歌才是他的思想和心灵的真实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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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朦胧的早晨起床⋯⋯”  “勿气恼，请原谅，你独自开放⋯⋯”  “我咀嚼着秘密地回旋在我心
中的⋯⋯”  “黄昏，春天的黄昏⋯⋯”  “我等待寒冷的白天⋯⋯”  “白日歪邪的影子在奔跑⋯⋯”
 “你是天国的白昼，你的理想⋯⋯”  “我们相逢在日落时分⋯⋯”  “我们居住在古老的僧侣小屋⋯
⋯”  “我走进昏暗的教堂⋯⋯”  “我是大地之美的主宰⋯⋯”  “我年轻、纯洁又钟情⋯⋯”  “我
点燃蜡烛，我爱惜香火⋯⋯”  “我万分悲痛地将你掩埋⋯⋯”  “缓慢的人生如老巫婆蹒跚而行⋯⋯
”  “你并没有离去。
然而⋯⋯” 歧路（1902—1904）  “休憩徒然。
道路陡险⋯⋯”  “我在梦中有个快活的想法⋯⋯”  “小提琴在山脚下叹息⋯⋯”  工厂  “那时她才
十五岁，但凭心跳⋯⋯”  “整整一年窗户没有动过⋯⋯”  “被遗忘的坟丛野草丛生⋯⋯”  “我醒来
了，——田野里烟雾茫茫⋯⋯” 杂诗（1904—1908）  乌云里的声音  “一个少女在教堂的唱诗班里⋯
⋯”⋯⋯ 城市（1904—1908） 白雪假面（1907） 法伊娜（1906—1908） 纷飞的思绪（1907） 可怕的世
界（1909—1916） 报应（1908—1913） 抑扬格（1907—1914） 杂诗（1908—1916）  竖琴与小提琴
（1908—1916） 卡门（组诗）（1914） 夜莺园（1915） 意大利诗行（组诗）（1909） 祖国（1907
—1916） 十二个叶赛宁诗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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