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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都市中的&ldquo;丁香&rdquo;　　郑成志　　一　　戴望舒（1905&mdash;1950），浙江杭州人。
原名戴朝寀，曾用笔名郎芳、艾昂甫、方仁、杜万、孙城、陈御月、江文生等。
早年就读于杭州宗文中学，一九二三年考入上海大学中文系，一九二四年到震旦大学特别班读法文，
翌年升入法科一年级。
一九三一年赴法国留学，先后就读于巴黎大学、里昂中法大学，一九三五年回国。
一九三八年赴香港，参加抗日宣传活动，一九四二年香港沦陷后被日军逮捕，后被保释。
&ldquo;二战&rdquo;结束后于一九四六年回上海，在上海师范专科学校任教。
一九四八年重赴香港，一九四九年回到北京，一九五O年二月二十八日因肺气肿病逝。
　　戴望舒一生主要从事写作和编辑活动，大学时代开始写诗，曾参与创办《璎珞》旬刊（1926，他
本人亦在该刊第一期首次发表新诗《凝泪出门》）、&ldquo;第一线书店&rdquo;（1928，并出版《无
轨列车》半月刊）、&ldquo;水沫书店&rdquo;（1929，并出版《新文艺》月刊）、《现代》月刊（1932
）、《新诗》月刊（1937）、《顶点》（1939）、《中国作家》（英文版，1939）等。
著有诗集《我底记忆》、《望舒草》、《望舒诗稿》、《灾难的岁月》。
在从事创作和编辑活动的同时，戴望舒在他短暂的一生中，曾翻译了数量巨大的外国文学名著，其中
主要有：西班牙作家伊巴涅思的《良夜幽情曲》，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的《少女之誓》，贝洛尔的《
鹅妈妈的故事》，穆杭的《天女玉丽》，法国的古弹词《屋卡珊和尼谷莱特》，陀尔诺伊的《青色鸟
》、《美人与野兽》，《法兰西现代短篇集》，梅里美的《高龙芭》，高莱特的《紫恋》，浦尔惹的
《弟子》，波特莱尔的《恶之华掇英》，前苏联里特进斯基的《一周间》，伊可维支的《唯物史观的
文学论》，伊凡诺夫的《铁甲车》，本约明&middot;高力里的《苏联诗坛逸话》，《西班牙短篇小说
选》，《意大利短篇小说集》，《比利时短篇小说集》，英国莎士比亚的《麦克倍斯》等。
　　二　　戴望舒生前自编过四本诗集。
《我底记忆》于一九二九年四月由上海水沫书店初版发行，同年十一月再版，它是戴望舒自编的第一
本诗集，收辑了戴望舒自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九年五年间的诗作二十六首，编为《旧锦囊》、《雨巷
》、《我底记忆》三辑。
《旧锦囊》辑录早期诗作十二首，从中可以看出，戴望舒是带着我国旧诗（特别是晚唐诗家）、英国
颓废派诗人道生以及法国消极浪漫派的影响步入我国新诗坛的。
《雨巷》所辑，反映出作者对诗的音乐美、诗的形象的流动性和主题的朦胧性的追求；法国早期象征
派诗人魏尔伦的意象的&ldquo;模糊和精密紧密结合&rdquo;、把强烈的情绪寓于朦胧的意象中等主张
，对他影响甚为明显。
而从《我底记忆》辑中的某些诗作，可以感受到诗人致力于诗的感觉、情绪、诗风的自由淳朴和口语
化的追求，显然，果尔蒙、耶麦、保尔&middot;福尔等法国后期象征派诸家的创作和理论，给了他新
的启示。
三辑诗反映了作者五年间诗歌创作的三段历程，而作者将第一辑取名为《旧锦囊》，显然有否定它们
的含义。
　　《我底记忆》尽管是戴望舒的第一本诗集，但它已奠定了戴望舒在中国现代汉语诗坛的地位，而
集子中的《雨巷》更为诗人赢得了&ldquo;雨巷诗人&rdquo;的称号。
《雨巷》是现代汉语诗歌实验的一个里程碑。
它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中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了对李金发式诗歌的生硬移植现象的克服，说明中国诗
人在驾驭象征主义诗歌风格和技巧方面已经渐入佳境；更重要的是，戴望舒通过象征主义内外和应的
本体论美学，一方面打通了深入现代人的感觉世界的道路，另一方面重新发现了中国诗歌&ldquo;以象
写意&rdquo;的抒情传统在现代诗歌中再生的可能性。
《雨巷》寻求现代&ldquo;诗质&rdquo;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不再依赖现代世界的表象，不再像郭沫若
那样对声光电气的现代世界充满好奇和憧憬，而是注重表现人在这个喧嚣世界中迷惘的内心状态。
许多读者都注意到了，这首诗转化了中国古典诗词的一些传统意象，特别是集美丽、高洁、愁绪三位
一体的&ldquo;丁香&rdquo;意象，曾分别出现在杜甫、李商隐、李璟的诗词中，意象所蕴涵的怅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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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感，具有东方美学情调。
然而，更值得注意的，还有这一比喻意象与情境的关系：诗人好像用颓圮的篱墙隔开现代尘世的纷扰
，以便彷徨徘徊的抒情主人公展开他的情绪与幻觉。
这是一个寂寥的世界，静得可以听见春雨落在油纸伞上的声音和鞋底接触地面的声音。
那个像梦一般飘过的、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并不是实指，而是一个象征，一个&ldquo;雨
巷&rdquo;情景中诗歌抒情主人公的内心幻觉，&ldquo;她&rdquo;因景而生，又与景互动相生，构成了
这首诗朦胧神秘的气氛。
而诗中不断分行造成的缓慢，仿佛是抒情主人公在前行又像是原地徘徊的脚步成就了这首诗罕见的音
乐美。
在结构上，《雨巷》始于寻找，继而进入记忆与幻觉，最终复归惆怅。
但结尾不是开头一节的简单重复，不仅是一种诗歌技巧上的照应，幻觉中与芬芳忧郁的丁香姑娘擦肩
而过的&ldquo;相逢&rdquo;，暗示着寻求永远无法与愿望重合的意识，因而雨巷最终变成了一个象征
，并变得更加深不可测。
诗人为什么把人们带入这样一个远离喧嚣尘世的语言世界，为什么希望相逢的是一个有着古典色彩却
又有现代迷惘的丁香姑娘，同时又把这种相逢写成了一个飘忽的梦？
这是不是体现了诗人与现代的紧张关系？
诸多戴望舒的研究者联系&ldquo;五四&rdquo;以来年青知识分子求解放的历程，阐述《雨巷》中抒情
主人公的寻求与失落的内心惆怅，这当然是对的。
但《雨巷》并不直接指向社会，而是进入到记忆和梦境的世界。
这里的记忆混合着个人的情感经验和对传统文化的深情眷念，是向后看的；这里的梦境也不是憧憬式
的、指向未来的，而是怀乡式的。
这不仅由于戴望舒直接写过题为《我底记忆》、《寻梦者》这样的著名诗篇，更在于&ldquo;在满积着
的梦的灰尘中抽烟，/沉想着消逝了的音乐&rdquo;（《独自的时候》）式的品味记忆和梦境的态度：
他喜欢记忆的忠实，喜欢它的声息，它的唠叨、琐碎、古旧和重复；他不喜欢鲜亮的色彩，&ldquo;见
了你朝霞的颜色，/便感到我落月的沉哀&rdquo;，因而更愿意&ldquo;彳亍在微茫的山径，/让梦香吹上
了征衣&rdquo;（《山行》），然而梦来的时候虽然是轻的、静的，而梦本身&ldquo;却载着沉重的昔
日&rdquo;（《秋天的梦》），所以诗的抒情主人公认为自己是&ldquo;辽远国土的怀念者&rdquo;。
在另一首诗中，他将此命名为《对于天的怀乡病》：　　怀乡病，怀乡病，　　这或许是一切有一张
有些忧郁的脸，　　一颗悲哀的心，　　而且老是缄默着，　　还抽着一支烟斗的　　人们的生涯吧
。
　　怀乡病，哦，我呵，　　我也是这类人之一，　　我呢，我渴望着回返　　到那个天，到那个如
此青的天，　　在那里我可以生活又死灭，　　像在母亲的怀里，　　一个孩子笑着和哭着一样。
　　我呵，我真是一个怀乡病者，　　是对于天的，对于那如此青的天的，　　在那里我可以安安地
睡着　　没有半边头风，没有不眠之夜，　　没有心的一切的烦恼，　　这心，它，已不是属于我的
，　　而有人已把它抛弃了，　　像人们抛弃了敝舄一样。
　　诗第一节是一个很生动的怀乡者的雕像，诗中说话者认同自己患着这种类型的疾病，并在第三节
强调自己被它折磨得失眠、头痛，像一个空心人，但却不认为自己怀念的是有实在时空意义上的故乡
，而是&ldquo;渴望着回返/到那个天，到那个如此青的天&rdquo;。
那么，&ldquo;那个如此青的天&rdquo;指的是什么？
或许根据第二节母子关系的意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是潜意识里对子宫的回忆，这是带点弗洛伊德精神
分析色彩的阐述，很有新意，但根据象征主义的逻辑，恐怕落得过实，或许理解为病的对立象征物便
已足够。
它与《雨巷》中那个丁香姑娘相似，是一个混合着记忆与梦想的意象；它的功能也与《雨巷》通过进
入记忆与梦想表现现在的惆怅相同，表现的是现代都市人的&ldquo;怀乡病&rdquo;。
　　《望舒草》是戴望舒自编的第二本诗集，于一九三二年赴法留学时在法国编定，一九三三年八月
由上海现代书局列入《现代创作丛刊》出版单行本。
全书收集了一九二九年出版的《我底记忆》中《我底记忆》辑内诗七首；一九二九年后至一九三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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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法前的诗作三十四首，共计四十一首。
书末附录《诗论零札》十七条，卷首是杜衡作的序文。
《望舒草》在戴望舒的诗作中具有代表性，显示了象征派诗歌艺术的特征，诸如感觉的灵敏、相通；
感觉与情绪的微妙对应；以现代人的口语入诗，摈弃诗的&ldquo;音乐成分&rdquo;；追求诗风的朴素
自然，等等。
诗人经过不断的探索，几经变革，终于找到了&ldquo;新的诗应该有新的情绪和表现这情绪的形
式&rdquo;，完成了&ldquo;为自己制最合自己的脚的鞋子&rdquo;的工作，形成他独特的抒情诗的艺术
风格，从而为中国的新诗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从整部《望舒草》集子来看，戴望舒尽管&ldquo;走出&rdquo;了充满着怀旧的、追忆的、伤感的情绪
基调，表现着对于&ldquo;如此青的天&rdquo;的怀乡式的追寻。
不过，从《我底记忆》笼罩在烟气中杂乱置放的笔、粉盒、酒瓶，人们会更明显看到一个患着城市病
的知识分子的幽闭与感伤。
有谁比戴望舒更好地写出了在加速了的现代时间面前内心深处的寂寞不安？
艾略特曾以公共与私人空间中介场所咖啡馆，描写&ldquo;用咖啡匙量尽了自己的生命&rdquo;的现代
人，而戴望舒则在《我的素描》中直接告诉你：　　辽远的国土的怀念者，　　我，我是寂寞的生物
。
　　假如把我自己描画出来，　　那是一幅单纯的静物写生。
　　我是青春和衰老的集合体，　　我有健康的身体和病的心。
　　&hellip;&hellip;　　在《现代》创刊号发表的诗《过时》中，则干脆提供了一个&ldquo;年轻的老
人&rdquo;的形象：　　老实说，我是一个年轻的老人了：　　对于秋草秋风是太年轻了，　　而对于
春月春花却又太老。
　　这个&ldquo;年轻的老人&rdquo;的抒情形象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表现的正是现代中国诗人对现
代生活的矛盾心理。
就如戴望舒另一首诗《乐园鸟》所写，人类被逐出了&ldquo;乐园&rdquo;进入现代之后，不知
道&ldquo;这是幸福的云游呢，/还是永恒的苦役？
&rdquo;他甚至怀疑繁华的背后是历史的荒芜：　　自从亚当，夏娃被逐后，　　那天上的花园已荒芜
到怎样了？
　　从以上这些有代表性的诗作中可以看出戴望舒的这个集子依然是忧伤缅怀式的，特别是在面对现
代都市生活时的异己感和陌生感已成为《望舒草》中一种独特的景观。
　　《望舒诗稿》是戴望舒的第三本诗集，于一九三七年一月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收辑了《我底记
忆》与《望舒草》两集的全部作品和新作《古神祠前》、《见毋忘我花》、《微笑》、《霜花》四首
，全书共收诗六十三首。
书末除附录《论诗零札》外，还附了自己译为法文的诗六首。
总的说来，《望舒诗稿》不是一本理想的结集。
一方面，戴望舒刚从法国回来，生活相对拮据，为了补贴家用仓促编订而成；另一方面，出版商觉得
戴望舒的诗有销路，因而也竭力促成诗集的早日出版。
这样造成诗集在排字、校对上出现了不少错误，使这本诗集出现诸多的不尽人意之处。
　　《灾难的岁月》收辑的是戴望舒一九三四年五月至一九四五年五月抗战胜利前夕的诗作，共二十
五首，这些都是以前未曾编辑出版过的，戴望舒把它编成第四本诗集，也是他生前自编的最后一本诗
集。
这些后期诗作显示了作者诗风的又一嬗变。
首先在主题和情调上有了新的突破，由过去吟唱怀旧、寂寞的都市病到高歌&ldquo;新的年岁带给我们
新的力量/祝福！
我们的人民/坚苦的人民，英勇的人民/苦难会带来自由解放&rdquo;（《元日祝福》）。
在《狱中题壁》中，诗中的说话人提醒人民应该记住为国捐躯的战斗者，和侵略者作持久的战斗，直
到胜利为止。
与这一主题类似的诗还有《我用残损的手掌》、《心愿》、《等待其二》、《口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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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集子所展示的反法西斯、反侵略的爱国主义基调与前几个集子中所展示的歌咏个人的悲欢离合、
忧伤怀旧基调对比起来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突破。
从中我们也可看出戴望舒的诗歌创作（包括翻译）在这一场民族战争中的嬗变。
　　有些人不喜欢戴望舒表现都市忧郁病的诗，余光中就认为：&ldquo;戴诗意境之病，一为空
洞&hellip;00&hellip;另一为低沉，甚至消沉。
&rdquo;具体说来，前者是觉得戴诗往往依附于梦、记忆等一些抽象的东西，&ldquo;没有哲理的探讨
，缺乏玄学的机智和深度&rdquo;，像《我底记忆》&ldquo;这样的主题，到了玄学派或美国女诗人狄
瑾荪手里，才有好戏可看。
戴望舒的处理是失败的&rdquo;。
后者是因为这些诗没能摆脱&ldquo;低迷的自我&rdquo;，表现出&ldquo;自怜自弃，向命运投降&rdquo;
的倾向，认为&ldquo;真正的悲剧往往带有英雄的自断，哲人的自嘲，仍能予人清醒、崇高、升华之感
，决不消沉&rdquo;。
余光中：《评戴望舒的诗（1975）》。
见《余光中选集》，第三卷，安徽教育出版社。
余光中说得自然有道理，但无论从写法方面，还是从风格方面，他用的都是现代主义诗歌的衡量标准
，而戴望舒本质上却是一个比较多地接受了象征主义影响的现代抒情诗人，他没有创造一个自成一体
的诗歌世界与平庸守旧的现实世界抗衡的现代主义英雄气质。
像大多数抒情诗人那样，戴望舒面对的是个人记忆与梦幻。
因为是&ldquo;个人的&rdquo;，所以他的诗既不追求意象派诗歌的具体性，也不通向现代主义的非个
人化；因为是&ldquo;记忆&rdquo;与&ldquo;梦&rdquo;，不是面对一个行动着的现实世界，所
以&ldquo;空洞&rdquo;，多是感觉和想象而没有现实的&ldquo;内容&rdquo;。
但是我们能否向想象的语言世界要求生活世界的具体内容，能否向寻找微妙的情绪感觉和朦胧神秘气
氛的象征主义索要哲理和玄学的意趣？
我们该如何对记忆与梦想两者纠缠迎拒下灵魂的挣扎保持必要的理解与同情？
戴望舒主张&ldquo;诗是由真实经过想象而出来的，不单是真实，亦不单是想象&rdquo; 戴望舒：《望
舒诗论》。
见《现代》，1932年第二卷第一期。
后题为《诗论零札》作为附录分别收入《望舒草》和《望舒诗稿》。
，所指的真实是什么？
在这篇后来总题为《诗论零札》的不足一千字的语录式诗话中，为什么仅提及&ldquo;诗情&rdquo;的
地方就有十一处之多，而且主要也是讨论&ldquo;诗情&rdquo;的表达问题?为什么他的诗中&ldquo;
我&rdquo;这一直接的抒情形象那么拥挤而不像典型的象征派诗歌重视&ldquo;客观对应物&rdquo;？
现代汉语诗歌在现代性寻求过程中有它自己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就不会也不可能完全跟着别人的思潮
走，我们也不能简单根据西方诗歌思潮、流派的特点处理中国的诗歌文本。
　　戴望舒与李金发的不同，正在于他能立足于自己的感情和表达的需要去接受象征主义诗歌。
李金发的诗是借中国人之手写的法国象征派诗歌，他的&ldquo;弃妇&rdquo;可以说是波特莱尔散文诗
描写的巴黎寡妇的姊妹；戴望舒则以个人的体温融化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的一些色彩，把它改造成了
一种个人的抒情形式，为对现代生活有着强烈的不适感的、生着郁郁寡欢的都市病的人，打开了一条
通向记忆和幻想的道路。
的确，戴望舒是一个优秀的抒情诗人而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的诗境界不大，诗魂柔弱，正如朱光
潜所批评的那样，&ldquo;视野似乎还太狭窄，&hellip;&hellip;感觉似乎还太偏，甚至于还没有脱离旧
时代诗人的感觉事物的方式。
&rdquo; 朱光潜：《望舒诗稿》。
见《文学杂志》，1937年5月创刊号。
但历史的看，戴望舒的诗通过返回个人记忆和梦想的方式推进了现代汉语诗歌对现代&ldquo;诗
质&rdquo;的探求。
就近来看，如前所说，他不再像李金发那样移植西方诗歌，而是用中国的抒情传统嫁接了西方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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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诗歌，从而沟通了象征主义诗歌与现实中国经验和古典情调隔着一层的状态。
就远一点看，经由个人记忆、梦想的&ldquo;返回&rdquo;和象征技巧的运用，更新了&ldquo;新
诗&rdquo;的&ldquo;自我&rdquo;形象，使之少了许多&ldquo;五四&rdquo;诗歌的浮泛色彩，有了更多
的血肉感和真切感。
　　从现代汉语诗歌的历史发展看，戴望舒是中国诗歌现代性寻求的一个重要的中介，无论从经验的
意义上还是从技艺的意义上，现代汉语诗歌都需要戴望舒这样一条通过&ldquo;返回&rdquo;来抵达现
代的道路。
因为有了戴望舒的诗歌，&ldquo;新&rdquo;与&ldquo;旧&rdquo;似乎不那么势不两立了；因为有了戴望
舒对城市病象的一唱三叹，人们对以城市发展为标志的现代生活的感情变得复杂起来了。
杜衡说：&ldquo;在望舒之前，也有人把象征派那种作风搬到中国底诗坛上来，然而搬来的却正
是&lsquo;神秘&rsquo;，是&lsquo;看不懂&rsquo;，那些我以为是要不得的成分。
望舒底意见虽然没有像我这样绝端，然而他也以为从中国那时所有的象征诗人身上是无论如何也看不
出这一派诗风底优秀来的。
因而他自己为诗便力矫此弊，不把对形式的重视放在内容之上&hellip;&hellip;很少架空的感情，铺张而
不虚伪，华美而有法度。
倒的确走的诗歌底正路。
&rdquo;杜衡：《望舒草&middot;序》。
由此看来，戴望舒是自觉追求西方影响的中国化的。
　　并不是前瞻、眺望才能走向现代，&ldquo;回返&rdquo;也能抵达现代，通往现代的道路是多条的
。
很难想象，没有戴望舒这个中介，没有他记忆与梦想的&ldquo;调剂&rdquo;，现代主义诗歌实验会在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吸引那么多的诗歌作者与读者。
　　三　　在戴望舒短暂的一生中，他不仅创作了脍炙人口、影响巨大的诗歌，翻译了大量外国诗歌
和小说；同时他还创作了大量的散文。
这些散文不仅有非常个人化的生活感悟式的散文、还有留法期间的所见所闻、西班牙旅行记、外国作
家评传；甚至包括中国古代小说和戏曲研究论文。
在这些散文中尤其以《山居杂缀》、《我的旅伴》、《鲍尔陀一日》、《在一个边境的站上》、《西
班牙的铁路》等为精美，也使读者看到戴望舒创作的另一种景致。
　　《山居杂缀》是一篇写个人生活的散文，其中包括《山风》、《雨》、《树》、《失去的园子》
四个片段。
这篇散文是在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国共两党又起纷争的背景下创作的，戴望舒在上海因为支持进步的
学生运动又遭到国民党法院的通缉，不得不离开大陆再次赴港避难。
尽管这篇优美的散文感情缠绵而幽深，然而境界却颇高。
在《山风》这个片段中，他含蓄地借山风来寄托自己的情思：&ldquo;敬礼啊，山风！
我敞开窗门欢迎你，我敞开衣襟欢迎你。
&rdquo;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戴望舒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希望能早日看到祖国从灾难中解脱出来；在《
失去的园子》中作者为没有自己耕种的土地而忧伤苦恼，当妻子通过其他方式终于为他找到可以耕种
的园地时，戴望舒却写道&ldquo;那不是我的园地，我要我自己的园地&rdquo;，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作
者对自己&ldquo;园地&rdquo;的思念，同时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成是作家希望早日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
呢？
　　戴望舒对西班牙有独特的感情，他不但欣赏西班牙沙里纳恩、狄戈、阿尔倍谛、阿尔陀拉季雷、
迦费亚思等诗人的创作，也喜爱阿索林、阿耶拉等作家的作品，他将这些诗歌、小说和散文翻译成中
文，让广大中国读者更多地了解西班牙文学。
戴望舒在四篇《西班牙旅行记》中绘声绘色地勾勒了西班牙的风貌和人情。
在《一个边境的站上》，戴望舒用夹叙夹议的描绘写出了&ldquo;西班牙的存在是多方面的&rdquo;：
首先他以自己丰富渊博的历史知识勾勒出历史上的、艺术上的西班牙，但戴望舒认为这只是&ldquo;表
面的西班牙&rdquo;；紧接着戴望舒把自己的情感赋予西班牙的大自然，以飘逸潇洒、疏朗俊秀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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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了&ldquo;西班牙的第二个存在&mdash;&mdash;风景的西班牙&rdquo;；可是，戴望舒并没有满足
于对历史和风景的西班牙的了解，他要让读者了解的是真正的西班牙&mdash;&mdash;西班牙人，他用
精彩的文字、生动的叙述将西班牙人活动的画卷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这个存在是西班牙的底奥，
它蕴藏着整个西班牙，用一种静默的语言向你说着整个西班牙，代表着它的每日的生活，象征着它的
永恒的灵魂。
这个西班牙的存在是卑微至于闪避你的注意，静默至于好像绝灭，可是如果你能够留意观察，用你的
小心去理解，那么你就可以把握住这个卑微而静默的存在，特别是在那些小城中。
这是一个式微的，悲剧的，现实的存在，没有光荣，没有梦想。
现在，你在清晨或是午后走进任何一个小城去吧。
你在狭窄的小路上，在深深的平静中徘徊着。
阳光从静静的闭着门的阳台上坠下来，落着一个砌着碎石的小方场。
什么也不来搅扰这寂静；街坊上的叫卖声在远处寂灭了，寺院的钟声已消沉下去了。
你穿过小方场，经过一个作坊，一切任何作坊，铁匠底、木匠底或羊毛匠底。
你伫立一会儿，看着他们带着那一种的热心，坚忍和爱操作着；你来到一所大屋子前面：半开着的门
已朽腐了，门环上满是铁锈，涂着石灰的白墙已经斑驳或生满黑霉了，从门间，你望见了被野草和草
苔所侵占了的院子。
你当然不推门进去，但是在这墙后面，在这门里面，你会感到有苦痛、沉哀或不遂的愿望静静地躺着
。
你再走上去，街路上依然是沉静的，一个喷泉淙淙地响着，三两只鸽子振羽作声。
一个老妇扶着一个女孩佝偻着走过。
寺院的钟迟迟地响起来了，又迟迟地消歇了。
&hellip;&hellip;这就是最深沉的西班牙，它过着一种寒伧、静默、坚忍而安命的生活，但是它却具有怎
样的使人充塞了深深的爱的魅力啊。
而这个小小的车站呢，它可不是也将这奥秘的西班牙呈显给我们看了吗？
　　这神奇、浓郁的地方色彩，异域风情，确使中国读者感到神往，戴望舒作为一个中国诗人初次踏
上西班牙的土地，怀着对西班牙优美风景、古老文明和发达文化的崇敬心情，熟练地运用清新淳朴的
语言，十分生动地写出了西班牙的悠久历史、自然风光和人生世态。
　　在《西班牙的铁路》这篇旅行记中戴望舒主要叙述了近现代文明与传统的古老的田园牧歌式生活
的冲突。
戴望舒在文章的一开头就引用俄罗斯田园诗人叶赛宁对恬静的乡村被铁路所侵扰而发出的绝望的哀歌
，接着他又引了华盛顿&middot;欧文和乔治&middot;鲍罗对大自然旖旎风光的描绘，以及阿索林对火
车通过西班牙平原的情景的叙述，加上作者对阻挠西班牙建造铁路的历史所做的考证，从而得出结论
：&ldquo;从这些看来，我们可以见到这&lsquo;铁的生客&rsquo;在西班牙是遇到了多么冷漠的款待，
多么顽强的抵抗。
那些生野的西班牙人宁可让自己深闭在他们的家园里（真的，西班牙是一个大园林），亲切地，沉默
地看着那些熟稔的花开出来又凋谢，看着那些祖先所抚摩过的遗物渐渐地涂上了岁月底色泽；而对于
一切不速之客，他们都怀着一种隐隐的憎恨。
&rdquo;但是，历史的车轮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住的，科学在发展，人的认识应该跟上这个步伐，只有这
样社会才能前进，人类才能不断有所发现。
在文章的最后，作者的内心独白用低徊的声调，委婉优美的文字，娓娓写来，赏心悦目，亲切感人：
　　在我前面，两条平行的铁轨在清晨的太阳下闪着光，一直延伸出去，然后在天涯消隐了。
现在，西班牙已不再拒绝这&ldquo;铁的生客&rdquo;了。
它翻过了西班牙的重重的山峦，驰过了它的广阔的平原，跨过它的潺湲的溪涧，湛湛的江河，披拂着
它的晓雾暮霭，掠过它的松树的针，白杨的叶，橙树的花，喷着浓厚的黑烟，发着刺耳的汽笛声，隆
隆的车轮声，每日地，在整个西班牙骤急地驰骋着了。
沉在梦想中的西班牙人，你们感到有点轻微的怅惘吗，你们感到有点轻微的惋惜吗？
　　而我，一个东方古国的梦想者，我就要跟着这&ldquo;铁的生客&rdquo;，怀着进香者一般虔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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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到这梦想的国土中来巡礼了。
生野的西班牙人，生野的西班牙土地，不要对我有什么顾虑吧。
我只不过来谦卑地，小心地，静默地分一点你们的太阳，你们的梦，你们的怅惘和你们的惋惜而已。
　　从这些精彩的散文片段中我们可以看到与戴望舒诗歌非常不一样的风格和情致：戴望舒的许多诗
篇流露过多的忧郁和悲伤，而在他的这些游记散文中却绝少这种伤感低沉的调子，他将历史知识和现
代文明、眼前景色与自己的亲身感受融合起来，使文章妥帖自然、清新隽永，使读者觉得亲切有味的
同时也了解了西班牙人。
诸如此类的文章还有《都德的一个故居》、《记马德里的书市》、《巴黎的书摊》、《香港的旧书市
》等等。
　　纵观戴望舒一生的文学创作，从现代汉语诗歌史的角度看，他接通了中国古典诗歌与西方现代诗
歌，使中国新诗真正走上了&ldquo;现代性&rdquo;寻求的道路。
从他的散文创作来看，尽管戴望舒的诗名掩盖了他作为一名优秀的散文家的名气，但他在散文创作中
所体现的谈天说地、引经据典、清新隽永的风格又使我们看到了戴望舒的散文创作与他的诗歌创作截
然不同的情感和独特的文化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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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了戴望舒各个时期不同体裁、风格的代表作品。
戴望舒早期诗歌多写个人的孤寂心境，感伤气息较重，因受西方象征派的影响，意象朦胧、含蓄；后
期诗歌表现了热爱祖国、憎恨侵略者的强烈感情和对美好未来的热烈向往，诗风变为刚健厚重，语言
洗练纯朴。
其散文清新隽永、意味深长，同样有着浓重的诗的味道，让你在阅读之中如沐春风，也会让你在淡淡
的哀伤中品位人生的意义。

“世纪文学60家”书系的出版，旨在囊括20世纪华文创作的精华，展示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家作品，打
造一份适于典藏的精品书目。
她凝聚了数十位专家的心血，寄括着数以万计的热爱中国现当代文学读者的殷切希望。
我们期望她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和历罗的淘洗，像那些支持这项事业的朋友们所祝愿的那样：“世
纪文学60家”将作为各大图书馆的馆藏经典，高等学校文科考生和文学爱好者的必读书目为世人所瞩
目。
这是一次成功的创作实践，是中国当代文学一个重要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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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戴望舒，（1905—1950）浙江杭县人,中国现代著名诗人。
1925年入上海震旦大学习法文,开始受到法国象征派的影响，1926年参加共青团，1928年后成为水沫社
和其后的杂志的作者之一，创作现代派诗歌，1932年留学法国、西班牙。
1938年赴香港，主编《星岛日报》副刊。
1941年底香港沦陷，被日军以抗日罪名下狱，在狱中保持了民族气节，次年春被营救出狱。
抗战胜利后回上海教书，1949年春北上至解放区。
1950年因病逝世。
诗集有《是底记忆》、《望舒草》、《望舒诗稿》和《灾难的岁月》。
早期诗歌多写个人的孤寂心境，感伤气息较重，因受西方象征派的影响，意象朦胧、含蓄。
后期诗歌表现了热爱祖国、憎恨侵略者的强烈感情和对美好未来的热烈向往，诗风显得明朗、沉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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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都市中的“丁香”
诗歌编
　我底记忆
　旧锦囊
　夕阳下
　寒风中闻雀声
　自家伤感
　生涯
　流浪人的夜歌
　断章
　凝泪出门
　可知
　静夜
　山行
　残花的泪
　闻曼陀铃
　雨巷
　我底记忆我底记忆
　路上的小语
　林下的小语
　夜是
　独自的时候
　秋天
　对于天的怀乡病
　断指 望舒草印象
　到我这里来
　祭日
　烦忧
　百合子
　八重子
　梦都子
　我的素描
　单恋者
　老之将至
　秋天的梦
　前夜
　我的恋人
　村姑
　野宴
　三顶礼
　二月
　小病
　⋯⋯
散文编
创作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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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底记忆　　旧锦囊　　夕阳下　　晚云在暮天上散锦　　溪水在残日里流金　　我瘦长的影子
飘在地上　　像山问古树底寂寞的幽灵　　远山啼哭得紫了　　哀悼着白日底长终　　落叶却飞舞欢
迎　　幽夜底衣角，那一片清风　　荒冢里流出幽古的芬芳　　在老树枝头把蝙蝠迷上　　它们缠绵
琐细的私语　　在晚烟中低低地回荡　　幽夜偷偷地从天末归来，　　我独自还恋恋地徘徊；　　在
这寂寞的心间，我是　　消隐了忧愁，消隐了欢快。
　　寒风中闻雀声　　枯枝在寒风里悲叹，　　死叶在大道上萎残；　　雀儿在高唱薤露歌，　　一
半儿是自伤自感。
　　大道上寂寞凄清，　　高楼上悄悄无声，　　只那孤岑的雀儿　　伴着孤岑的少年人。
　　寒风吹老了树叶，　　又来吹老少年底华鬓，　　更在他底愁怀里　　将一丝的温馨吹尽。
　　唱啊，我同情的雀儿，　　唱破我芬芳的梦境；　　吹吧，你无情的风儿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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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华文20世纪代表作家的代表作 典藏百年精粹 全新精装精彩面世　　世纪文学经典书系旨在囊括20
世纪华文创作的精华，打造一份适于典藏的精品书目。
每本精选集选目及开篇（万言）序言都由该作家的研究专家、著名文学评论家选定、撰写。
 &ldquo;世纪文学60家&rdquo;，是从策划伊始就受到媒体广泛关注的大型图书出版项目，是北京燕山
出版社常销精品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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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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