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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讲述了奥维德借爱神和爱神之母的委托，分别向男女宣讲恋爱的技巧和艺术。
第一卷向男性宣讲恋爱的场所，教导男性应该到何处去寻找自己喜爱的女子，以及怎样接近并取悦她
们；第二卷是指导男性如何维系与所爱女子的爱情关系；第三卷是女性的课堂，指导女性如何取悦男
人，如何使爱情长久。
《爱药》是给情场失意的男女开的诊治药方：狩猎、种田、戒酒、旅行和回避读情书等，使失意者可
以借助这些行为消解内心的郁闷和痛苦。
《美容》是探讨女性饰容的艺术，可惜没有完成。
《恋歌》歌咏了作者对一个名为考琳娜的情人的爱情，是奥维德恋爱艺术的具体实践。
诗人设想了各种情景，淋漓尽致地抒写了自己的心理变化：或喜或怒，或得意忘形，或垂头丧气，或
沾沾自喜，或卖弄风情。
在作者看来，爱情既是一种神圣的情感，也是一种美的艺术，一场神魂颠倒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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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奥维德（Ovidius，公元前43-公元18），古罗马诗人，与维吉尔、贺拉斯等人齐名。
年轻时
曾赴罗马学习修辞学，其后在雅典、小亚细亚和西西里等地游历，丰富了他的见闻，成为其创作的源
泉。
奥维德一生创作丰富，早期作品多是反映生活与爱情的哀歌体情诗，包括《恋歌》、《列女志》、《
爱的艺术》、《论容饰》和《爱的医疗》等。
诗人于公元8年完成的《变形记》是史诗中的巨作，代表了作者的最高水平。
其作品在中世纪影响甚广，名望曾一度超越维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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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在此仍值得一讲。
那就是阿喀琉斯与斯凯洛斯的少女相结合的传说。
当维纳斯在埃达山脚下战胜了她的两位竞争对手之后，她果真报偿了帕里斯对她的至美所表达的敬仰
。
一个新儿媳从遥远的国度来到普里阿摩斯的家里；从此，在伊利翁城里便多了一位阿尔戈斯人的新娘
。
全希腊的王侯都发誓为那个受辱的丈夫报仇雪耻，因为对这个人的侮辱已经变成对所有人的侮辱。
然而，当时阿喀琉斯（假如他始终屈从于他母亲的请求，该是多么羞耻的事情啊！
）却把他的男性特征隐藏在女人们穿的长衫里。
“哦，埃阿科斯（Aeacus）的后代，你在那儿干什么？
你在忙着纺羊毛吗？
那是男子汉应该干的活吗？
你应该从帕拉斯（Pallas）的其他艺术中寻求你的光荣。
你管那些针线筐子干什么？
你的手生来是拿盾牌的呀！
怎么它握着的是梭子呢？
你难道要用梭子去扑倒赫克托耳吗？
快把这些纺锤抛得远远的吧！
让你勇武的双手去挥舞从珀利翁山运来的长矛吧！
”当机运把这位男扮女装的英雄和那个王族的一位少女带到一张床榻上同枕共眠的时候，那位少女所
遭受的强暴使她顿时明白了她的伙伴的性别。
毋庸置疑，她只能向那强大的暴力屈服（而我们也理应对此坚信不疑），起码她没有为自己向强暴屈
服而恼怒。
“再待一会儿吧！
”当阿喀琉斯放下梭子，操起武器，匆匆忙忙要出发的时候，她曾这样恳求他。
在那个时刻，那所谓的“强暴”究竟成了什么？
得伊达弥亚啊，你为什么用恳求的语气挽留那个给你带来羞辱的人呢？
 是啊，由于羞耻心禁止女人主动去抚爱男人，所以当男人采取主动，先去抚爱女人的时候，女人当然
会非常喜欢。
不过，事实上，年轻人往往对自己的俊美体格过于自信，以至于他觉得女人会主动接近他。
这种想法是不切合实际的。
在爱情这种事上，理应是男人采取主动，理应是他先向女人祈求；而对于男人的祈求，女人一般都会
很好地倾听，并快活地领受。
所以，要想得到她，你就必须去恳求，而她所期待的也正是被人恳求。
你可以向她倾诉你的爱情产生的原因和你最初的感受。
即便是最高的天神朱庇特，他也不得不向传说中的那些女英雄屈膝恳求，尽管他是那么强大，却没有
一个女子主动向他献殷勤。
但是，假如你费尽辛酸所得到的却只是倨傲的鄙视，你应该立刻转身走开，再也不要去苦苦哀求她。
确实，有不少女人所渴望的是那些逃避 她们的人，而厌恶那些死心眼地侍奉她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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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公元18年，在黑海东岸的陶米斯（今罗马尼亚的康斯坦察），一位杰出的罗马诗人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
当时，陶米斯还是一座远离文明、繁荣、欢乐的罗马的荒蛮小城。
诗人去世的时候，恰好已经在那里度过了漫长的十年流放生活。
他生前曾经执著地为爱情而歌唱。
他写的一本指导恋爱艺术的小书便是他被流放到荒蛮的陶米斯的原因之一。
他的这本小书，在漫长的数世纪中被世界上的一些国家或地区当做不道德的淫书尘封在图书馆里。
    这位诗人就是普布利乌斯‘奥维第乌斯·纳索。
人们通称他为奥维德，与荷拉斯、卡图鲁斯、维吉尔并称为“罗马四大诗人”。
    奥维德不是地道的罗马人。
公元前43年，他出生在距离罗马城北约九十英里的苏尔莫（今意大利的苏尔莫纳）。
据他在《恋歌》中所赞美的，苏尔莫是一个溪流纵横、树木葱郁、清丽幽美的地方。
他的家庭属于相当富有的骑士阶层。
十二岁那年，父亲把他和比他大一岁的哥哥送到罗马去求学，后来又送到雅典去深造，所学课程主要
是演说与修辞。
学业完成之后，他携同一位青年诗人到希腊、小亚细亚、西西里等地游历了三年。
大约二十岁时，他回到家乡。
其时，他的哥哥已经病故。
为了维护家庭声誉，他的父亲希望他从事政法工作。
最初，他担任了一些低级官职，但很快就厌倦了。
于是，他违背父亲的意愿，全力以赴地投入诗歌创作之中，而且终生不渝。
    奥维德从十八岁左右开始写诗。
当时，罗马哀歌体诗正处在繁荣时期。
哀歌体诗主要是与英雄格史诗相对的爱情诗，用以抒写爱情的欢乐、悲愁和痛苦。
奥维德的朋友提巴拉斯、普罗佩提乌斯就是以哀歌体诗律进行创作的知名诗人。
受他们的影响，奥维德的早期作品主要也是用哀歌体创作的爱情诗，但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奥德
维对爱情这一主题的发挥所取得的成就超越了他的前辈们。
在他的笔下，无论是抒情、议论、通信，以至神话故事、英雄传说，都能以爱情这个主题为核心，作
美丽而优雅的表述。
而且，他反叛的性格也赋予他的爱情诗以特别的洞察力，使他在抒写热烈感情的同时，还注入一股戏
谑、嘲弄的意味。
    《恋歌》是奥维德的成名之作，也是奥维德一生创作的作品中最多姿多彩、最富有艺术魅力的杰作
之一，其中收入四十九篇诗，大约陆续创作发表于公元前25年至公元前15年。
这部作品有一个完整的故事，歌咏了诗人对一个名叫考琳娜的情人的爱情。
对于考琳娜是否确有其人，奥维德始终讳莫如深，不置可否。
这部作品最突出的特征是细致人微的心理描写。
诗人设想了各式各样的情景，淋漓尽致地抒写了自己的恋爱心理变化。
或喜或怒；或得意忘形，或垂头丧气；或哀求渴望，或懊恼自责；或妒忌情敌，或沾沾自喜；或卖弄
风情，或情诚心痴，所有这些恋爱者的心理变化，在诗人笔下一展无遗，即使在2l世纪的今天读来仍
然栩栩如生，如在眼前。
19世纪法国作家司汤达在《旁情论》一书中曾经专门分析过这部《恋歌》，认为它是把古罗马时期的
爱情描写得最准确、最有诗意的杰作。
    不过在《恋歌》中，奥维德不是一味地歌颂爱情。
爱情诗的作者通常都把爱情歌颂得神圣无比，至高无上。
但是在奥维德这里，这种爱情神话被彻底颠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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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给这种歌颂带来了一定的歪曲、滑稽、戏仿、反讽的意义，似乎爱情不过是一种艺术，一种游戏。
在《恋歌》中，诗人所喜爱的情人考琳娜已是有夫之妇，他给她上的第一课就是教她如何巧妙地欺骗
丈夫。
爱情来得快，争吵来得也不慢，随之而来的还有谩骂和厮打，然后，又是道歉、眼泪和谅解。
不久，诗人开始悔恨自己的不忠行为；没过一会儿，又轮到考琳娜不忠了。
诗人勾引了考琳娜的侍女，又在考琳娜面前矢口否认此事。
但是转眼之间，他又不打自招，要求侍女同他幽会，并威胁说侍女若是拒绝，他就把一切全告诉她的
女主人。
这样的爱情显然是轻浮而不严肃的，加上奥维德轻松活泼的抒写方式，使得《恋歌》在较为广泛的社
会阶层中引起巨大共鸣，因为它对爱情的戏弄无异于对一切神圣事物的戏弄。
今天我们阅读这部《恋歌》，依然会强烈感受到它的魅力，因为完全可以把它当作一部以抒情和描写
爱情心理变化为主的小说来欣赏。
    《恋歌》之后，奥维德创作的重要诗集是《巾帼书简》。
在这部作品里，他侧重探察、描述了女性的恋爱心理。
他设身处地为古代传说中的二十一位女杰（其中有一位是历史上的真人，那就是希腊女诗人萨福，但
她的情书却是写给一位神话中的人物的）写下致丈夫或情人的书信。
这些女杰当中，有的是真正的英雄，有的则是神话传说中的反面人物。
在奥维德的笔下，她们均被赋予了与传统看法相悖的色彩倾向。
例如，历来被看做高尚、理想中妇女典型的珀涅罗珀，她在丈夫奥德修斯不在家的二十余年中，始终
勤俭持家，坚决拒绝一切求婚者的纠缠。
可是，二十余年孤守空床的等待是何滋味？
珀涅罗珀致丈夫的信中可谓行行蕴涵着对丈夫的怨责和期盼。
又如准德拉，她爱上了丈夫前妻的儿子希渡昌托斯，但屡遭拒绝。
她写给希波吕托斯的情书透露出炽烈缠绵、令人击节的感情。
其他，如被帕里斯遗弃了的俄诺涅，被埃涅阿斯遗弃了的狄多娜，被伊阿宋遗弃了的美狄亚，等等。
她们的情书无不显示出各自对爱情的虽不相同、但都一样感天动地的内心世界。
    公元前2年，奥维德发表了指导恋爱艺术的传世之作《爱经》。
这本小书刚一问世，就轰动了罗马城。
于是，奥维德作为情诗奇才的声誉便在罗马文坛上得到确立。
《爱经》共有三卷，奥维德假称受爱神和爱神之母委托，分别向男女两性宣讲恋爱的技巧和艺术。
其中，第一卷向男性宣讲恋爱的场所，教导男性应该到何处去寻找自己喜爱的女子，以及怎样接近并
取悦她们的艺术；第二卷继续向男性说教，指导他们应当如何维系与所爱女子的爱情关系。
在这两卷中，奥维德细致人微地阐发了男性与女性的接触方式、谈话方式的重要性，并且还以神话传
说中的爱情故事生动形象地描写了形形色色的情爱类别。
《爱经》最后一卷是女性的课堂，专门为女性寻找恋爱的武器，教导女性如何取悦男人，如何使爱情
长久的艺术。
在这一卷中，奥维德讲述了女性对待爱情的表达方式，教导她们为了维系和享受爱情，应当如何打扮
自己：比如修容方式、发型、扭动腰瞳的姿态、袒露肌肤的程度，以及言谈、苦笑的方式等等。
关于女性饰容的艺术，奥维德还专门写过一篇《美容》，可惜没有完成。
    《爱经》的问世不仅给奥维德带来了很高的声誉，同时也给他引来了指责。
有的人指责它并非灵丹妙药，因为情场失意者仍然是走投无路。
于是，奥维德又撰写了堪称《爱经》续篇的《爱药》，这篇作品堪称《爱经》第四卷，给情场失意的
男女开出了诊治的药方。
他开列的处方有“狩猎、种田、戒酒、旅行、回避读情书”等等，希望情场失意者能借助这些行动消
解内心的郁闷和痛苦。
    在《爱经》及其续篇《爱药》中，奥维德肯定了作为个体的人享受情爱的神圣权力，他广征博引神
话传说中的爱情故事来证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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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又没有把两性之间的情爱简单地看做动物性的本能行为或拘泥于形式的婚姻。
正如他所说的：“我要歌咏的是没有危险的谈情说爱，是不受禁锢的偷香窃玉。
”他把爱情当做两性之间一种优美的关系来对待，认为有必要把它作为真正人的行为和心理活动去注
意和强化。
尽管如此，在《爱经》、《爱药》中，奥维德那种戏谑、嘲弄一切的态度仍然不时在行文中闪现，从
而使整部作品散发着浓郁的诙谐意味。
    奥维德的上述作品主要在奥古斯都的统治得到巩固的时期发表。
罗马帝国的淫靡的社会风尚给这些作品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当时，上层人物和浪荡子们穷奢极欲、灯红酒绿。
以奥古斯都的女儿朱丽娅为首的一帮青年男女放荡不羁，甚至夜间在市场或讲演台上去纵情狂欢。
奥古斯都为了整顿风尚，追不得已把朱丽娅流放到一个名叫潘达塔利亚的孤岛上。
后来，朱丽娅的长女小朱丽娅也像她的母亲一样放荡风流。
有人揭发了她的淫乱事件，于是，奥古斯都又迫不得已将她流放到一个名叫特莱梅罗的荒岛上。
当时，有几个男人被控告在某时某地做过小朱丽娅的情人或参与了她的淫乱事件，结果也全都被判处
流放，其中就有诗人奥维德，而且奥古斯都还把他当做主要的牺牲品加以处治。
奥维德被定的罪状有两条：一是参与淫乱事件；二是写作诲淫诗篇。
第二条罪状主要就是指《爱经》。
当时，奥古斯都说正是这本书把他的外孙女的脑子给毒害了。
他下令凡是奥维德的书全部禁止并销毁。
从此，奥维德便被放逐到黑海之滨的陶米斯，直到客死在那里。
《爱经》的续篇《爱药》就是奥维德在流放期间创作的。
    如果把奥维德的《恋歌》的内容和《爱经》、《爱药》的内容对比一下，我们会发现它们就像是姊
妹篇：《恋歌》写的是一对恋人的爱情实践，《爱经》与《爱药》则仿佛是对这场爱情实践心得的条
理化、理论化的总结。
可以说没有前者，就不会有后者。
这几部作品合在一起，堪称是奥维德的。
爱经全书”。
    奥维德被流放之后完成的另一部重要作品是《变形记》（已有汉语译本）。
这部作品的构思和部分原稿可能在流放以前就已基本完成。
这部作品共十五卷，是古希腊罗马神话传说的大汇集，其中包括许多动人、离奇的爱情故事。
这也是奥维德的流传最广的作品，是后世的许多西方艺术家寻找创作素材和灵感的重要源泉。
    在文学史上，奥维德是对后世文学艺术家影响最大的古代诗人之一。
他的作品不仅在罗马时期非常流行，在中世纪也深受广大读者青睐。
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他的作品成了激发文学艺术家的创作灵感的永不枯竭的源泉。
在他的身后，我们可以遇上许多深受其作品影响的伟大作家，如薄迦丘、乔叟、蒙田，莎士比亚、弥
尔顿、歌德等等。
    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史上，每一个有文字文明的民族都留下了自己独特的阐发两性情爱关系的经典作
品，一如她们都拥有自己的神圣典籍一样。
例如，在印度，有包罗万象的性爱经典《爱欲经》；在中国，有微言大义的《合阴阳方》、《素女经
》、《玉房秘诀》等；在中东，虽然至今没有发现第一手材料，但由那部充满沙漠风情的“故事之书
”《天方夜谭》不难推测，那里并不缺乏论述两性之爱的经典之作；而在西方，除了相传由古希腊哲
学家亚里士多德著述的《四部曲》以外，最古老的研究性爱的典籍就是古罗马情诗奇才奥维德的《爱
经》、《爱药》和《恋歌》了。
    性爱典籍，或日性典，集中反映着各民族对两性情爱关系的特殊理解。
只要对比一下印度、中国和古罗马性典的内容，就不难看出它们各自源远流长的性爱观念。
    印度《爱欲经》的作者是一个大约生活在公元3—5世纪，名叫瓦希雅亚纳（vatsyayana）的人。
这部著作视野广阔、包罗万象，不仅阐述性爱技巧，同时也广泛触及了性爱哲学、性爱社会学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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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同古罗马的奥维德，古印度的瓦希雅亚纳也没有把性爱简单看做人的动物性的本能行为。
在《爱欲经》中，他是把性爱当做一个与男女两性的智慧密切相关的问题来研究的。
只要谈到“性”的时候，他总是先要谈到“爱”，而且特别注重对爱的心理层面的探讨。
因此，在《爱欲经》中，瓦希雅亚纳论述性爱艺术的时候，从不局限于两性的肉体接触方面，而是开
阔眼界，从提高男女双方的修养人手。
他列举了音乐、诗歌、绘画和舞蹈等六十多种艺术，认为这些艺术都是性爱艺术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而且还进一步断定“美”和性爱是永远同在的。
另外，瓦希雅亚纳还按照品位的不同，把性爱区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单纯的性交合之爱，他认为这
种爱是一种习惯性的动作，一种成瘾的药物；第二类是对特殊的性行为，如接吻、拥抱、口交等沉溺
性的迷恋。
第三类是男女之间的相互吸引，是一种自发的、本能的占有之爱；第四类是单方面的爱，主要是一方
对另一方的美丽的爱慕。
    不过，相比较而言，在《爱欲经》中很难看到在奥维德的《爱经》、《爱药》等作品中随处可见的
那些感叹与渴望、卖弄风情、伪装热忱与反讽意味十足的求爱伎俩等内容。
瓦希雅亚纳在强调两性之爱的奇妙与狂热、解说恋爱的战略与战术的同时，还特别赞扬了爱的专一和
高尚，他建议男人只应该跟自己爱恋的女子结为夫妻并白头偕老。
    由于瓦希雅亚纳认为真爱应以本能为师而无需任何指导，同时又把视野开拓得过于宽阔，试图把与
性爱相关的各个方面全部包罗进《爱欲经》中，花费了很多篇幅去阐发无爱的技巧，结果使得这部古
印度性典虽然篇幅不小，但从头至尾缺乏足够的诗情画意和洋溢着浪漫灵性的画面。
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古罗马奥维德的情爱作品，还是中国古代房中术典籍，字里行间的诗意和灵性堪
称是一大显著特征。
    中国古代的性典可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马王堆出土的竹简医书中的《合阴阳方》、《养生方》证明，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就有了探索性爱
——特别是男女交合之术的著作。
    中国古代的性典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人们讲求天人合一的哲学境界。
从留传下来的那些典籍看，中国古人对待性爱特别讲究顺乎自然、取阴补阳，讲究房事因四时而变化
，甚至还讲究一些忌避，如《医心方》里记载：“彭祖云，消息之情不可不去，又当避大寒、大热、
大风、大雨、日月食、地动、雷电，此天之忌也；醉、饱、喜、怒、忧悲、恐惧，此人之忌也；山川
、神庙、井灶之处，此地之忌也。
犯此忌者，既致疾病，子必短寿。
”另外，那些典籍还对男女情兴有极为深刻的认识，特别强调男女双方性爱过程中的和谐一致，所谓
“男女情动，彼此神交，然后行之，则阴阳和畅，精血合凝”。
同时，那些典籍还强调性交合者——尤其是男性——应当“持八益，去七损”，以此来达到健康长寿
的目的。
    不难看出，中国古代的性典关注的重心在于床上发生的事情。
在那些典籍中充斥着形形色色以临床解剖似的冷静观点区分出来的床上技巧，即所谓的“房中术”。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性爱在中国古人生活中的位置，其一是养生，其二是传宗接代。
个体生命的延续和社会种族的延续在此被巧妙地合二为一。
这种特殊的性爱观念决定了中国古代男女之间通常只有以传宗接代和养生为目的的婚姻，而比较缺乏
像西方男女之间的那种超乎肉体之上、关乎心灵的爱之情感，同时，也理所当然地把女性摆在了从属
的位置上。
    与古印度的《爱欲经》放开眼界、广论性爱不同，与中国古代的那些性典过于关注以养生、求嗣为
宗旨的房中术也迥然相异，古罗马的性典《爱经》等关注的是男女平等的恋爱艺术，探讨的是如何赢
得对方垂青的问题，而不是性爱社会学或性爱房事学。
即便是《爱药》，提供的也不是诊治性功能障碍的药方，而是教导爱情失意者如何克服失恋的痛苦与
烦恼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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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爱经》、《爱药》在内容的广博上不能与古印度的《爱欲经》相比，在语言蕴涵的明哲深邃上
也不能与中国古代的那些房中典籍相比，但是《爱经》、《爱药》等古罗马的性典作品充溢着对恋爱
艺术的理性分析和求爱调情的疯狂激情。
可以说，男女之间超乎本能的、关乎心灵的爱情才是古罗马性典关注的重心所在。
    这部奥维德的《爱经全书》是我于20世纪80年代末翻译的，依据的是1959年格罗塞特与邓拉普有限
出版公司出版的英语散文体版本。
印象中，那是我从我所读的大学的外语系资料室借到的。
其中六幅速写插图的作者是费德里科·伽斯忒隆。
翻译过程中，根据需要，我对译文作了一些注释。
尽管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工夫，参考了很多书籍，但由于本人在希腊罗马神话、传说、历史等方面的知
识所限，错谬之处在所难免。
另外，本人在这篇后记中对古印度、古罗马和中国古代性典的对比也可能是大而无当，贻笑大方的。
谨望方家不吝指正。
    2005年，这部译稿承蒙鹏飞、西闽、兴安等朋友厚爱，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出版过一次。
那一版曾配了大量与内容相关的插图，很受读者欢迎，迄今也已脱销很长时间。
此次重新出版，我又参照原文，对译文和注释做了认真、全面的修订，不仅改正了不少错谬，同时也
对译文语言做了大面积调整。
因此，可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译本。
    曹元勇    201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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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汉译经典056:爱经全书》为全世界公认的西方情爱宝典、男女恋爱的“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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