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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米·普里什文1873年1月23日生于俄罗斯奥廖尔省叶列茨县。
他的父亲出身商人家庭，但一生充满各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最终一事无成，后因赌博倾家荡产，很早
就去世了；母亲则是一个坚强、能干的女性，丈夫去世后，她守寡40年，为赎回自家的庄园、养活子
女并为他们提供受教育的机会而含辛茹苦，终日操劳。
普里什文的夫人后来在谈到双亲对普里什文的影响时这样写道：“如果说，未来的作家从父亲那里继
承了对幻想的热衷，那么，他从母亲那里继承的则是对工作的责任感。
”　　1904年，普里什文开始文学创作，于1905年在《泉水》杂志上发表短篇处女作《小萨沙》，不
久便全力投入文学创作。
但直到30多岁才发表了自己真正有影响的作品，这在天才成群的俄罗斯文学史上算是大器晚成；而他
一直不懈地写作到80余岁，在俄罗斯作家中又算是一个长寿者。
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普里什文写道：“我将自己生命的前半段，即30岁之前，用在了对文化元素的
外在把握上，或是用我如今的话来说，就是用在了对他人智慧的把握上。
在我生命的后半段，从我拿起笔来写作的那个时刻开始，我就步入了与他人智慧的斗争，其目的就是
在保持自我的前提下把他人的智慧转化为自己的财富。
”　　在“他人的智慧”和“自己的财富”之间，普里什文找到了一个过渡，在自己的创作和大自然
之间发现了一种契合，并由此形成所谓的“普里什文风格”，这一被公认为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一
大特色，一个成就。
而由若干短小章节构成的灵活、有机的结构，日记体和格言式的文体，从容舒缓的节奏和亲切善良的
语调，对自然充满诗意的描摹和富有哲理的沉思，这一切合成了“普里什文风格”的具体样式。
这种文风影响到了普里什文同时代及其后的许多俄罗斯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索洛乌欣和阿斯塔菲
耶夫等人，则更被视为他的散文风格的直接继承人。
　　普里什文的作品特色鲜明，放在任何一部合集中都可以轻易地被识别出来，除了其中显在的自然
主题和亲近自然的主观态度外，它在文体上也有着清晰的识别符号。
文学史家一般将普里什文的文字称为“哲理抒隋散文”，通过这个定义不难揣摩出他的散文中所包含
着的哲理和诗意。
散文、哲理和诗意这三者的和谐统一，便构成了普里什文文本最突出的特征之一。
　　普里什文是世界范围内生态文学的先驱作家之一，其作品中充满了善待自然、敬畏生物的思想和
情感。
而且，普里什文的生态和环保思想还不仅仅体现在他的作品中，他同时还是一位身体力行的自然保护
活动家，特别强调保护自然的事业自身就是对青少年进行心灵教育的一种方式，就如他曾经指出：“
儿童心灵的健康在很大程度就取决于孩子们与动物和植物的合理交往。
孩子们自己去帮助动植物生长，这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因此，尽管普里什文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系统的生态学著作，但在世界生态文学的历史中，却无疑
应该占据重要的一席。
　　普里什文是以长篇随笔《鸟儿不惊的地方》和《跟随魔力面包》登上俄罗斯文坛的，而后来的《
大自然的日历》更是其善待自然、敬畏生物的思想的体现。
因此，我们便将这个能概括普里什文整个创作思想的标题借用过来，作为这本集子的书名。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篇幅的关系，《大自然的日历》《林中水滴》和《大地的眼睛》三部作品均系节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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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自然的日历》几可认为是一部纯原生态的作品。
作者将其思想和感情从美学的角度潜入到对世界的原初和根本，即大自然的敬畏和热爱之中。
就如高尔基对其作品的评论一样：“对大地的热爱和关于大地的知识结合得十分完美，这一点，我在
任何一个俄国作家的作品中都还未曾见过。
”　　译作以中国文化诠释着作者的生态理念，读它，将使匆碌中的现代人由衷地感到对自然的需要
：不仅因为那里有久违的纯净的阳光、水流和蓬勃生长的树木，更因为那里有越来越难以触摸到的人
类的根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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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米·普里什文（1873—1954），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上极具特色的作家，被称为怀有强烈宇宙感
的诗人，具有倾听鸟兽之语、草虫之音异能的学者。
同时因其作品中所体现的善待自然、敬畏生物的思想和情感，又被看作是世界范围内生态文学的先驱
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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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大自然的日历(潘安荣译)春天夏天秋天冬天林中水滴(潘安荣译)叶芹草林中水滴大地的眼睛(杨怀玉
译)通向友人的路沉思录人类的镜子猎取幸福(刘文飞译)个人生活故事我的随笔(刘文飞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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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沿湖岸走着，想在“小艇”那儿安顿住处。
一边的湖岸是古老的，比较高，有些地段被沟壑和水流切断；另一边的湖岸很低，水边是沼泽，水底
是沙。
这儿人把沟壑叫做沟子，从戈里察修道院算起，第一个是小丑沟子，是韦斯科沃村的一条极小的溪流
；傍着梅梅卡山，过了韦斯科沃的沟子，是升天沟子和公爵山，不远就是哗山和哗泉。
就在这哗山上，保留着彼得大帝的一条小艇，像保留圣徒的干尸一样，整个庄园也因此叫做“小艇”
。
　　我还来不及登上哗山嘹望一番，小艇看守人的妻子纳杰日达·帕夫洛芙娜就对我讲起了彼得大帝
，说他非常喜欢江河湖泊。
有一次远远见到普列谢耶沃湖，就把马头调过来，穿过成熟的庄稼地，直奔湖边。
韦斯科沃村的一个女人正在割黑麦，忽见一个骑马人乱踩庄稼，就用各种肮脏的话骂他。
彼得听了似乎还满心喜欢。
他重赏了韦斯科沃的农民，其中有些人后来还被他经常召去开会议事。
自那以后，村里就有了杜姆诺夫这个姓氏。
如今的看守伊万·阿基梅奇也姓杜姆诺夫，可见他的一个老祖宗肯定同彼得议过事。
　　我把保存小艇的小房子巡视了一遍。
彼得当年供操练用的庞大舰队只剩下这一条小艇了，艇底都已烂穿。
我回想起历史上，彼得事隔30年后曾重返此地，见到所遗的一些舰只保管失慎，大为恼火，立即给佩
列斯拉夫利的军政长官下了一道严厉命令。
起初，这当然对军政长官是个策励，但随后，舰只每况愈下，直到剩下最后一只小艇，由庄园的历次
私有主一个传一个地保留下来。
最后，沙皇尼古拉一世让弗拉基米尔市的贵族买下小艇，在这儿造了一座小小的白宫、凯旋门，还有
大理石纪念碑，上面刻了彼得命令中的话：　　“佩列斯拉夫利军政长官务必妥善保管所遗舰只、快
艇与大艇，如若失滇，有违此令，尔等及后人必将受到严惩。
”　　我一路思量着彼得的话，来到哗山的悬崖边上，俯视着普列谢耶沃湖，这儿是俄罗斯舰队的摇
篮。
一天来，湖边那一圈化了冰的绿水更加分明了，西天巨大的火轮把水面涂成了血红色。
一种特殊的和谐的鸣声传到我的耳朵里，我知道那是天鹅在高空某处飞过。
　　房子里有些支架和木板，我们用来做了几张桌子和床，又把所有东西收拾干净，一边还欣赏着森
林中一棵树木呼号的声音。
这声音通常只有在幽僻的沟壑里才能听见，可我们在敞着油污大窗的房子里就听见了。
遗憾的只是哪儿也找不到窟窿，可以用来通茶炊的烟囱，无奈中只好把茶炊放在台阶上。
刚放好，我就突然听到离台阶数百步处有黑琴鸡在鸣叫，当我进地窖去找细劈柴时，又惊起了那儿一
只健壮的灰兔，从小窗口蹿了出去。
　　我们一边喝茶，一边美滋滋地听着那棵树的呼号。
　　榛林花开　　森林里亮暗相间，五色斑斓，沟壑里水声潺潺，水边榛林沐浴着阳光，吐出了金黄
的花穗。
猎狗亚里克听到什么动静，第一次伺伏下来。
我以为是公黑琴鸡求偶呜叫，却原来是几乎就在亚里克的脚边有一泓清泉，像黑琴鸡似的低吟。
真正的公黑琴鸡的声音要离得远一些。
我们把那情种轰了起来，随着起飞的还有四只雌黑琴鸡。
屋旁的那棵树__直在呼号，白天在房子里关着窗户都能听见，夜里也听得见。
我爱那棵树，它和我情同骨肉，只不过我不喜欢将此点道破。
春天里，我的心中也总有什么东西在呼号⋯⋯　　小艇对面湖边的冰层边缘下面又结上了冰，但是狗
鱼还是能从冰下通过细沟游到岸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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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看守杜姆诺夫手持渔叉站着，模样活像海神。
离他稍远一些是有名的捉狗鱼能手科米萨罗夫兄弟，再过去是一位助祭——一路上，从韦斯科沃到纳
戈罗德，从奥诺伊到扎泽里耶，整个湖边团团站满了这样的“海神”。
　　他们告诉我，狗鱼游出来的时间是从拂晓到日出，早上9点钟，中午，傍晚5点钟和日落以前。
我讲给他们听，在清理察里津的池塘时曾捉到一条狗鱼，肚子里有鲍里斯·戈都诺夫Ⅲ的金戒指，鱼
的重量达3普特。
接着我就问他们，普列谢耶沃湖里有没有这样的狗鱼。
　　“有的，”他们说，“只是湖很深，那种狗鱼生活在水底，是不出来的。
戴金戒指的鱼湖里也有，是圆腹雅罗鱼，是彼得大帝放的。
”　　“这几天有没有人捉到狗鱼？
”我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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