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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欧洲中古时代有一种行吟歌人的谣曲。
这些谣曲的内容多半是叙述过去时代的英雄事迹，也有一些是民间传奇故事；这些叙事诗有些篇幅长
达数千行，它们最盛行的时代是公元十一世纪到十五世纪，这时欧洲封建社会正从形成发展到全盛时
期。
我们也可以把这些长篇英雄叙事诗算作欧洲封建时代的史诗。
　　《罗兰之歌》就是这种欧洲封建时代史诗中最著名的一篇。
由于这种文学来自民间，所以原作者是谁，写成于什么时期，也都无法详考。
原作者大概是法兰西的不列坦尼人，后来史诗又经过诺尔曼的文人加工，这是从史诗的文字和其他方
面可以断定的。
在公元一○六六年诺尔曼人征服英国之后，有一位诺尔曼作家，芒姆斯布瑞的威廉，曾写了一部《诸
王史》；他说当诺尔曼大公威廉开始征服英国的决定性战役时，“那时就歌唱了《罗兰之歌》，因为
这位英雄的战斗榜样可以激励战士们⋯⋯”这是关于这部史诗的最早可靠记载。
在一一六。
年，另一位诺尔曼作家魏斯在他的诗里也提到，在这次战役中，一个叫作台勒佛的职业歌人在威廉大
公面前歌唱了关于查理大帝以及罗兰和奥利维等大将如何在昂赛瓦地方战死的谣曲。
从这两人的记载看来，这部史诗显然在公元一○六六年以前就存在了；可能当时还没有定本，只依靠
某种简略的“话本”和职业歌人的记忆被流传下来，不过史诗的大致内容业已存在。
　　现存这部史诗有八个抄本，内容大致相同，其中最完备的是英国牛津大学收藏的一个抄本，共有
三千九百九十八行；这个抄本残缺的地方不多，一般校订这部史诗的学者都同意根据其他抄本补上四
行，共为四千零二行。
现在这个中文译本就是根据这个共四千零二行的校订本翻译的。
这部史诗在欧洲中古时期就有不同欧洲文字的译本。
转译成拉丁文和德文是在十二世纪初，所以法文最后定本显然不能晚于十一世纪末或十二世纪初。
　　史诗的主要内容是关于法兰西皇帝查理出征西班牙，贵族甘尼仑。
怨恨大将罗兰，与敌人同谋，使罗兰和奥利维等大将落入敌人圈套并在昂赛瓦地方英勇牺牲，查理皇
帝为罗兰等人复仇，彻底消灭了敌人，征服西班牙，然后将叛徒甘尼仑处死。
这段故事有一些历史依据，但又不完全是真正历史，其中一些主要人物都是民间艺人根据传说发展创
造出来的。
　　首先让我们看看这段故事的历史背景：查理大帝是确有其人的，他是公元八世纪下半叶至九世纪
初封建欧洲最著名的一位国王；当时近东一带的伊斯兰教国家势力达到地中海，并占有西班牙。
欧洲大陆上的基督教国家在那时还没有同伊斯兰教徒和东方的大食国家发生激烈冲突。
在公元七七七年，西班牙的几位伊斯兰教领袖遣使来要求查理王出兵帮助他们攻打另一个在西班牙的
伊斯兰教王。
查理王同意跟他们合作，就两路进兵去攻打西班牙；他还没有打下沙拉古索城，就听到后方撒克逊人
叛乱，只好放弃进攻，在他撤退时，山地的土著居民乘黑夜袭击了查理王的后卫部队，消灭了他们，
抢走了一些财货。
根据公元九世纪的查理王传记，这次袭击发生于公元七七八年八月十五日。
战死的将官中有一个名叫罗兰的人。
　　从公元九世纪开始，欧洲民间开始了关于查理王的种种传说。
查理王进兵西班牙时，他才三十多岁；他一共也只活了七十多岁，但在史诗中，他已经活了两百多岁
，有着雪白的胡须了。
诗中除了罗兰外，还有许多其他英雄的将官；他们有一些可以在历史上找到，但也不是在公元八世纪
中叶，多半是在公元九世纪十世纪间。
由此可见，这个传说是在九世纪十世纪间逐渐在民间形成发展的。
最初这个传说是关于罗兰被甘尼仑出卖，遭到敌人袭击，英勇牺牲，国王又为罗兰复仇的故事；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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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十世纪之后，由于伊斯兰教势力在地中海一带同基督教国家发生了尖锐冲突，在公元十一世纪和
十二世纪又有了欧洲十字军东侵，因此这个传说也逐渐增加了新的内容，才变成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一
场大规模的神魔战争。
　　根据一般欧洲学者考证，史诗后面一部分，讲伊斯兰教王巴里冈从亚历山大城来帮助沙拉古索的
马西理王，显然是后加的；这一部分共有九百多行。
除了这一部分外，其他较原始部分也经过教会的文人润色，增加了不少基督教色彩。
我们知道历史上的统治阶级总是要利用人民创造的文艺作品为他们的利益服务的。
这一部法兰西人民创作的史诗也曾被当时统治阶级通过它们的文人作了不少加工修改；巴里冈部分的
九百多行，从内容看来，很明显不能早于第一次十字军东侵；这一部分完全是画蛇添足，在艺术上也
比较拙劣；教会文人企图利用这些增添修改，来把这个民间的英雄史诗改成一篇为了激励欧洲基督徒
反对东方的伊斯兰教徒的作品。
西方学者虽然也承认这一部分是后加的，但也有个别学者为之辩护，说这一部分进一步渲染了史诗的
战斗气氛，为这场斗争增加了声势，使史诗更具有巨大规模。
其实这一部分只是前面战争场面的重复和模仿，艺术上并没有多少可取之处。
　　史诗最后一行是“屠若德述说的故事就到此为止”。
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屠若德就是本诗的作者，又考证这个屠若德是个寺院里的僧人，在诺尔曼人征服英
国后，他随同威廉大公到了英国，作了芒姆斯布瑞大寺的住持，死于一。
九八年。
前面提到的芒姆斯布瑞的历史学家威廉是那个寺院图书馆的主管，两人是认识的。
这个考证颇有可能；只是我们知道这篇史诗原来是民间文学，曾在人民中流传，被职业歌人吟唱；即
使这个寺院僧人是最后写下这篇史诗定本的人，他也只不过是个加工者，并不是真正的作者。
也有一些西方学者考证，在这个屠若德之后，另有一个名为屠若德的诺尔曼僧人，是十一世纪末、十
二世纪初人。
如果说诗里某些增加部分与十字军东侵的某些史实有关，那末也许年代较晚的那个屠若德就是最后加
工者，史诗中的巴里冈部分就出于此人之手。
　　在欧洲中古时期，有文化修养的人不多，多半都是寺院里的僧人。
流传下来的欧洲中古时期民间文学作品一般都有浓厚的基督教色彩，这显然都是由于这种文人加工的
结果。
这些寺院僧人一方面用文字记载保留下来不少当时的民间文学，这是件好事；但由于他们的宗教信仰
和统治阶级意识，也有意无意地在这些优美的民间文学作品中作了一些内容上的歪曲，在这一方面，
他们又是做了一件坏事。
我们今天研究欧洲中古时代的文学，应该把人民群众创作的健康优美的东西和统治阶级加进去的糟粕
加以区别。
　　虽然中世纪文人企图把这部史诗加工改造成一部描写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战争的作品，但他们
做得并不成功；当时欧洲文化还处于比较落后的状况，近东一带的伊斯兰教文化，在十字军东侵时代
，比起欧洲文化来是先进的。
欧洲的寺院文人对伊斯兰教文化并没有真正了解。
诗里描写伊斯兰教徒崇拜各种邪神，实际上是反映了欧洲基督徒自己的信仰。
伊斯兰教并不是多神教，也不会供奉穆罕默德的神像；至于其他邪神，如特瓦冈本来是中古基督教中
魔鬼的一个名称，再如阿波连是希腊罗马时代的阿波罗，朱庇特也都是希腊罗马的神名。
诗里的“异教徒”也并不完全指伊斯兰教徒，其中也包括了撒克逊人，丹麦人，斯拉夫人，匈牙利人
，鞑靼人等等，也就是说，包括任何在当时西欧基督教文化以外的人。
　　由于当时欧洲基督教文化并不比亚非的伊斯兰教文化更先进，诗里一些颂扬基督教文化的优越性
的地方，实际上却得到了相反的效果。
诗里描写查理王打下沙拉古索城，大肆屠掠，不肯改信基督教的全部被杀；看到这一部分的时候，读
者都会感到当时欧洲基督教文化还并不十分文明。
　　当然，过去的文艺作品，即使全部是人民创作的，没有经过统治阶级的文人加工，也总会有些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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粕。
诗里一些关于早期封建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和一些宗教色彩，可能是在民间艺人创作这部史诗时就已经
存在。
当我们欣赏这部中古时代的伟大史诗时，我们应当认识到诗里的一些思想和道德标准是同我们今天的
不同的。
诗里英雄们对事业的忠诚坚定，他们始终不懈的旺盛战斗精神，他们对自己同伴的深厚友情，这些都
会使人感奋，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封建时代对领主的忠贞和同伴们的相互关系究竟不同于今天的爱
国主义。
　　这部史诗的光彩远远胜过它的缺点。
最重要的是诗中所表现的旺盛战斗精神和爱憎分明的鲜明立场。
史诗的主题并不是关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一场战争。
史诗是以一些中古欧洲的传说故事和一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基础的，但在这基础上，诗人却选择
了正义必然战胜邪恶这样一个主题，并且指出了对待敌人应该毫不留情，不能妥协求全。
史诗一开始就以罗兰和甘尼仑这两个人物和他们的不同态度说明全诗的中心思想，展开了矛盾。
罗兰的态度是鲜明坚定的，他要求将战争进行到底，不彻底消灭敌人绝不罢休。
甘尼仑的态度则恰恰相反，他对长期进行的斗争感到厌倦，因而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愿意和敌人和
平共处。
他最初也并未存心背叛，但是他相信敌人的甜言蜜语，愿意被他们欺骗，同时当他被提名作国王的使
臣时，又表现了胆小怕死，充分显露了他性格的懦弱。
果然，这样一个懦夫到了敌人面前，由于他不能分清敌我界限，缺乏坚定立场，就被敌人收买，陷害
了罗兰，并且使得查理王的常胜军队遭到重大损失，但是最后正义的军队坚持战斗，终于战胜了外表
强大得多的敌人，叛徒甘尼仑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史诗的辉煌的中心思想使得后世的人读了也感到振奋。
这是一部最富有战斗精神的古代作品。
前面提到，诺尔曼人在公元一。
六六年在英国进行决战之前，曾有歌人歌唱了这首谣曲，这显然不是偶然的。
　　诗里关于反面人物甘尼仑的描写是非常真实可信的。
诗人并没有把这个叛徒一上来就丑化到令人难以相信的程度，相反，在若干描写里，诗人还提到了他
的高贵的仪表和在敌人面前表现的某些勇敢，但是诗人也明白指出了在华丽外表里隐藏的叛徒的丑恶
灵魂。
最初甘尼仑只表现为与罗兰看法不同，他认为“要保持明智”；在路上同大食使臣同行时，他还是对
查理王表示无限忠心和敬佩的；到了马西理王面前，他最初也还忠实地传达了查理王的旨意，甚至冒
了一些生命危险；在史诗第五百行以后，原诗大概缺漏了几行，后面我们就看到由于他缺乏坚定立场
，已经决定接受敌人的贿赂，出卖自己人了，这时“他们还彼此吻了嘴和脸”。
这种性格的发展是很符合真实生活规律的。
诗人关于这个叛徒的高贵仪表的描写正是为了更加衬托出他丑恶的本质，而并不是为他开脱。
　　诗里主要英雄罗兰的性格也描写得栩栩如生。
罗兰性格上并不是没有缺点；他非常刚强，也过于自信。
当查理王要交给他全军的一半，归他统率时，他拒绝了，只要两万人作殿后部队，当敌人大举进攻时
，他的亲爱同伴奥利维要他吹响号角，让查理王回师援救他们，罗兰又认为那样做太可耻，决定要孤
军奋战；这种性格上的缺点使他中了敌人的诡计，终于英勇牺牲。
叛徒甘尼仑了解罗兰性格，他知道如果罗兰统领殿后部队，他决不会在紧急时刻求援或者撤退；这样
他才设下了这个诡计。
如果换一个人，他本来是可以逃脱死亡的。
这一切都描写得合情合理，非常真实。
　　诗人描写甘尼仑和罗兰两人性格上都有缺点，故事中的矛盾也由此而展开，但是两人性格上的缺
点有本质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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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尼仑的缺点是根本思想立场上的缺点；他的思想是机会主义的；他对敌人没有强烈的憎恨，因此他
开始表现为妥协求全，然后在敌人的面前动摇被收买，终于堕落成为完完全全的叛徒。
与此相反，罗兰虽然过于自信，中了敌人圈套，但是他的立场非常坚定，爱憎分明，对敌人毫不妥协
，对自己的事业和同伴十分忠诚；他的过分自信的缺点毫不玷污他的高贵品质。
诗人在描写这两人性格时，明显地表露了他对罗兰的热爱和惋惜，以及对甘尼仑的憎恨和厌恶。
诚然，一个真正的人是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的；也不会有一个真正的人在各方面都完美无缺；诗中
罗兰的性格过分自信，这当然是个缺点。
由于这个性格上的缺点，故事才发展成为悲剧；但是面对敌人，罗兰却是非常勇敢，毫不动摇的。
事实上，诗人不但不想减弱罗兰的性格的这一主要方面，他的勇敢和疾恶如仇的鲜明立场，而且还处
处夸大他作战中的勇猛，特别强调这一方面，甚至有时描写他的勇力是超人的。
这些艺术上的夸张丝毫不损害故事的真实性，却使得这个英雄的形象更加鲜明。
除了大大渲染英雄们在战斗中显示的勇猛而外，诗里还有许多地方也是明显夸大了的，如最后梯埃利
和般那贝决斗胜利后，查理王决定将给叛徒求情担保的人也全部处死，事实上，在中古欧洲，决斗失
败那一方的担保人并不需要处死或受到惩罚；但是这种艺术上的夸张正是表露出人民的爱憎分明的感
情。
由于人民热爱罗兰这样的英雄，他们描写他时自然会把他描写得比凡人更加英勇、更加高大，由于人
民痛恨甘尼仑这样的叛徒，他们就故意渲染他怎样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在民间文学中，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浪漫主义手法；这种基于正义感情的浪漫主义并不减弱作品给予
读者的真实感。
诗中描写奥利维临终前，误把罗兰当作敌人，给了他当头猛击，但是罗兰并不还手，反而悲哀地问道
，“你难道有意要这样干？
这里是非常爱你的罗兰⋯⋯”罗兰的性格像烈火一般非常猛厉，但是在自己同伴面前却是这样温柔；
对战友俯首不加抵抗正衬托出他对敌人的毫不留情。
诗中这些地方描写人物性格非常高明，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很少有比这段更加令人感动的描写。
除了罗兰和甘尼仑这两个人物而外，其他人物如谨慎温良的奥利维，年迈不衰的主教屠宾，老成持重
的奈蒙，忠心的瓜提等等也都各有特色，这里就不一一提及了。
　　总之，《罗兰之歌》是中古欧洲的一部伟大史诗，一部爱憎分明、洋溢着战斗精神的作品。
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值得把它介绍给我国读者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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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罗兰之歌》是中古欧洲的伟大史诗，约写于十一世纪，作者一般认为是法兰西人。
    史诗的主要内容是法兰西皇帝查理出征西班牙，贵族甘尼仑怨恨大将罗兰，与敌人同谋，使罗兰和
奥利维等大将落入敌人圈套并在昂赛瓦地方英勇牺牲，查理皇帝为罗兰等人复仇，彻底消灭了敌人，
征服西班牙，然后将叛徒甘尼仑处死。
    全诗以中古欧洲的一些传说故事、历史人物和事件为基础，表达了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主题。
　　总之，《罗兰之歌》是中古欧洲的一部伟大史诗，一部爱憎分明、洋溢着战斗精神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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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我们伟大的皇帝，查理王，　　整整有七年在西班牙打仗，　　他攻占高地一直到海边，
　　没有一座堡垒能够留在他面前，　　没有一座城镇没有被他打破，　　除了一座山上的沙拉古索
，　　那里的王马西理不尊敬上天，　　只信奉摩诃末和阿波连，　　大祸就要临头，他难以逃免。
　　二　　马西理王在沙拉古索城里；　　他来到果园，在树荫下休息，　　他躺在树下青石座上，
　　有两万多人在他身旁，　　他对他的公侯们说道，　　“诸位，我们遇到何等烦恼，　　美好的
法兰西的查理大帝　　同我们作对，要进攻此地。
　　我没有部队可以同他对阵，　　没有足够的兵力去打垮他们；　　诸位贤卿，给我策划一下，　
　免得我受辱，免得我被杀。
”　　没有一个异教徒吭气作声，　　除了瓦峰寨主自狼康丁。
　　三　　在异教徒中自狼素称多智，　　他也是个很勇悍的骑士，　　只有他能够拯救他的君王，
　　他对国王说，“请不要着慌；　　你不妨答应查理，天之骄子，　　说要同他友好，忠心服侍，
　　献给他猛獒、巨熊和雄狮，　　七百头骆驼，一千只鹰，　　四百头骡子载满金银，　　还有五
十辆大车排成长阵，　　他可以用这些去犒赏大军，　　在这里他打仗已经打够，　　他应该回到法
兰西的埃斯去享受；　　你答应他在圣米迦勒节前往，　　去受洗礼，像那些基督徒一样，　　答应
忠心地作他的臣属，　　要多少人质都按照他的数目，　　十个，二十个，只要取得他信任，　　把
我们亲生的儿子送出国境；　　我也把亲子送去，毫不吝惜，　　宁愿让他们把头颅抛弃，　　也不
要使我们丧失土地，　　不要使我们自己偷生求乞。
”　　四　　白狼康丁说道，“我用我的右手声明，　　以飘动在我胸前的长须为证，　　你将看见
法军立刻后撤，　　回到法兰西他们的故国，　　各自返回他亲爱的家乡，　　查理王也要回到埃斯
的教堂，　　在圣米迦勒节他将举行盛宴，　　在那一天准备同你见面，　　可是他将听不到我们的
消息。
　　查理很骄傲，性子又暴戾，　　他可能把人质全部屠杀，　　但是宁可让他们死于剑下，　　也
胜于丧失咱们美好的国家，　　也胜于遭受那灾难无涯。
”　　异教徒一齐说道，“他说的是真话。
”　　五　　马西理王把主意打定，　　就召唤巴拉盖的克拉林，　　埃斯特马里和尤德罗班，　　
皮雅蒙和大胡子瓜尔兰，　　马星雷和他的叔父马赫，　　海外来的马尔边和约勒，　　和白狼康丁
，一同商量。
　　他就同这十大魔君这样讲，　　“你们现在可以去见查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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