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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诗的见证》中收录的切斯瓦夫·米沃什的六个讲座的重量和意义怎样高估都不为过。
《诗的见证》以其浓缩和简洁阐述的力量，为我们提供一把了解米沃什诗学历史哲学、哲学和美学的
钥匙。
当然，米沃什全部著作提供了对二十世纪困境的最深刻反应之一。
他反对各种一般见识，这些见识认为我们文明是没有前景的，而文化的异化则是可无逆转的事实。
他的反对，对他的波兰读者来说似乎可能更自然。
毕竟，在像波兰这样的国家，当代诗歌不止一次地证明它是社会的存在不可或缺的；它发挥见证现实
、抵抗压迫和成为希望来源的作用，这作用不是抽象原理，而是很多人具体和亲身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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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taw
Mitosz)，波兰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史家。
1911年出生于波兰第一共和国的立陶宛。
“二战”期间在华沙从事地下反法西斯活动。
“二战”后在波兰外交部供职，曾在波兰驻美国及法国使馆任文化专员和一等秘书。
1950年护照被吊销，后选择了政治流亡的道路。
先在法国获得居留权。
1960年应邀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授，1961年起定居美国。

主要作品有诗集《关于凝冻时代的诗篇》(1932)、《第三个冬天》(1936)、《白昼之光》(1953)、《太
阳从何方升起，在何方沉落》(1974)、《在河岸上》(1994)、《路边的小狗》(1997)、《这》(2000)、《
第二空间》(2002)、《俄尔甫斯和欧律狄刻》(2002)等二十余部；政论集《被禁锢的头脑》(1953)和散
文集《圣弗朗西斯科海湾幻象》(1969)共十余部；...
(展开全部) 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aw
Mi?osz)，波兰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史家。
1911年出生于波兰第一共和国的立陶宛。
“二战”期间在华沙从事地下反法西斯活动。
“二战”后在波兰外交部供职，曾在波兰驻美国及法国使馆任文化专员和一等秘书。
1950年护照被吊销，后选择了政治流亡的道路。
先在法国获得居留权。
1960年应邀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授，1961年起定居美国。

主要作品有诗集《关于凝冻时代的诗篇》(1932)、《第三个冬天》(1936)、《白昼之光》(1953)、《太
阳从何方升起，在何方沉落》(1974)、《在河岸上》(1994)、《路边的小狗》(1997)、《这》(2000)、《
第二空间》(2002)、《俄尔甫斯和欧律狄刻》(2002)等二十余部；政论集《被禁锢的头脑》(1953)和散
文集《圣弗朗西斯科海湾幻象》(1969)共十余部；长篇小说《伊萨谷》等两部；《波兰文学史》以及
多部译著。

曾荣获波兰雅盖沃大学、美国哈佛大学、意大利罗马大学等近十座世界知名学府的荣誉博士学位及各
种勋章。
1978年获俗有小诺贝尔奖之称的诺斯达特国际文学奖。
198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在对他的授奖词中说：“他在自己的全部创作中，以毫不妥协的
深刻性揭示了人在充满剧烈矛盾的世界上所遇到的威胁。
”。
2004年8月在波兰克拉科夫逝世，享年93岁。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诗的见证>>

书籍目录

一、从我的欧洲开始
二、诗人与人类大家庭
三、生物学课
四、与古典主义争吵
五、废墟与诗歌
六、论希望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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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确实，有什么差别呢？
当听说某些地方一些人类遭另一些人类残暴对待时，我们内心的抗议之声回荡在空虚中，而且没有任
何正当性，除了抗议之声本身。
虽然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间死去的数百万男女老幼至今依然被哀悼，但我们很难不想到一种日
益强大的趋势，这趋势就是把人类与苍蝇和蟑螂等同起来；我们可以假设，某个恰如其分的崇高目标
可为灭绝苍蝇提供正当理由，而那些未受打扰的人则对此毫无感觉。
一个二十世纪的诗人，就像一个孩子，他被成年人训练去尊重赤裸裸的事实，而成年人自己也是在一
种极其残酷的环境中成长的。
这个诗人会希望根据某个基本原则来说是或说不，但要这样做的话，他就必须承认在现象的互相作用
背后存在着一个有意义的世界结构，而我们的心灵和思想是与这个结构密切联系的。
然而，一切都联合起来摧毁这个假定，仿佛它是我们对奇迹的信仰的残余。
这是否意味着人类通过以科学为指导，现在已达到成熟阶段了？
这是可能的。
但尚有另一种可能性。
社会组织以某种滞后的方式消化科学的副作用，于是发生这种情况，也即十九世纪科学产生的概念和
观念直到现在才刚刚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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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米沃什的《诗的见证》，我二十年前就买了，我还在扉页上注明“一九九。
年香港辰冲图书公司”，并在内文里划了很多横线和纵线，写了若干眉批。
想不到就像一些我看过后来又由我翻译的书一样，这本诗论集的中译竟然又落到我手上。
更想不到的是，这本书是如此适合我现在重读、细读、深究，使得我自己成为最大受益者。
这是因为，书中很多问题也都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尤其是我写诗已有二十多年，心智也已成熟，恰恰
来到了有足够基础和经验去感受、领会和体认米沃什诗观的状态。
而我不能不说，才华洋溢、智力超群的诗论家实在不少，包括我即将翻译的布罗茨基和希尼，以及我
翻译过的曼德尔施塔姆，还有我敬佩的瓦莱里、艾略特和奥登——但是，我真感到米沃什是二十世纪
最头脑清醒的诗人，而且也是最勇敢的，简直是孤身奋战，近于先知，至少可以说，他的预见力是惊
人的。
    我这个结论，如果结合米沃什一生经历和他写作《诗的见证》的背景来看，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米沃什活到九十多岁，几乎成为一个完整的二十世纪人：童年和青年时代经历两场世界大战，又经历
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统治，然后流亡法国，在流亡法国十年间又必须面对法国知识分子替苏联辩护
的压力。
一九六一年他五十岁时移居美国，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斯拉夫语言和文学。
在美国，他又差不多默默无闻了二十年。
这个时期，他仅以《被禁锢的头脑》为人所知。
这是一本描述极权制度下作家被权力诱惑的专著。
这本震惊西方知识界的书，在中国读者看来，实在平平无奇——这算什么！
因为这类情况简直是司空见惯，小菜一碟。
但我相信每一个中国作家和知识分子都应该好好看一看这本书，因为我们愈是觉得它浅显或不值一提
，就愈是可以用它来衡量我们麻木的深度！
    直到他一九八。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的诗才开始引起真正的注意。
而这个时候他可以说已是波兰的民族诗人——他的著作在波兰长期被禁，都是通过地下渠道流传的。
    米沃什自称是一个神灵附体的诗人，故不轻易谈诗。
他写了很多散文和评论，评论所谈的，大多数是广义的文学问题和文学以外的哲学、宗教问题。
《诗的见证》是他在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二年担任哈佛诗歌教授期间写的，这也是第一位斯拉夫人担
任诺顿讲座教授。
这个时候，他已写了一生的大部分著作，过了七十岁。
这本诗论集的一些观点，已散见于他一些散文和访谈，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说。
但这一次他可以说是一方面总结一生的经验，另一方面总结二十世纪诗歌的经验，正式地、集中地、
浓缩地谈诗。
在诗歌经验方面，米沃什青年时代接受古典主义和神学训练，又接受过马克思主义影响，又去过法国
游学。
在游学期间他不仅亲眼目睹文学艺术首都巴黎的风貌，而且主要还接受他的远房表兄奥斯卡·米沃什
的教诲。
奥斯卡是一位杰出但隐遁的法国诗人和神秘主义者，在法国诗坛他可以说是置身其中又置身其外，他
留给年轻的米沃什的诗学遗产是弥足珍贵的，因为那是一个真正内行人的诗学。
而米沃什本人也变成这样一位真正的内行人。
    米沃什提出的问题，概括地说，是古典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问题，换个角度看，也就是这
三者各自构成的樊笼，以及诗人如何应付或突破这些樊笼。
古典主义问题在于传统手法变成惯例，容易造成诗人缺乏原创性，因而脱离现实。
现实主义问题在于缺乏距离感和容易流于琐碎，以及导致诗人在面对大灾难时变得哑口无言或诉诸陈
腔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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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主义问题则是一个更大问题，它音调阴郁、色彩昏暗，为写作而写作，在某种程度上不仅脱离现
实而且也是陈腔滥调和自我复制。
与此相关的是三条线索。
第一，诗人与人类大家庭分离，变成一个孤独者、隔世者，没有读者，没有听众，这也基本上是现代
主义的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有赖于另两条线索，也即(第二)追求真实、正视客观世界和(第三)超越阴郁和颓废的
末日论，怀着希望。
    第二条线索也是米沃什关于诗歌的定义“对真实的热情追求”的核心，这真实，在某种程度上即是
现实主义，但只是在某种程度上而已。
因为，尤其是在中国语境中，现实主义已变成一个陈腔滥调的肤浅概念。
米沃什心目中的真实是世界的真相。
因而，它可以说是无边的，而现实主义如果我们正确地理解，应是一种无边的实现主义，而不是我们
现时所见的中国新文学以来的狭窄现实主义或亡p国新文学以来对外国现实主义的狭窄理解。
在米沃什看来，现实如果不是完全无法捕捉的，至少也是非常不容易捕捉的。
事实上可能正因为如此，古典主义才那么吸引人，甚至可以说，现代主义也才那么吸引人。
正因为现实是如此难以捉摸，我们才必须警惕掉人肤浅的现实主义的陷阱——这方面，米沃什以波兰
诗歌的战时题材为焦点，做了非常令人信服的剖析，证明现实是需要距离的，否则就容易陷入跟古典
主义相同的陈规。
我们常常听人说，诗人要关注现实，尤其是发生大灾难的时候。
可是米沃什提出警告：“我们也不免要怀疑，某些现实区域究竟能不能成为诗或小说的题材。
”他指的是一些非常残酷的现实例如大屠杀。
但是，与现实保持距离，需要巨大的勇气，米沃什在诺贝尔文学奖演说中就说：“对现实的拥抱如果
要达到把它一切善与恶、绝望与希望的古老纠结都保存下来的程度，则可能只有距离才做得到，只有
飞升至现实上空才做得到——但这样一来，又会变得像是道德背叛。
”    第三条线索是超越阴郁的悲观音调。
在本书中，米沃什有两个似乎互相矛盾的说法。
一方面他说诗歌就应当是末世论的，另一方面他对现代诗的末日论音调表示不满。
我的理解是，末世论是怀着期待和希望的，相信一切阴郁的事情过去之后，将会有人性和文艺的复兴
，而末日论则是深陷于主观性之中，看不到任何未来。
这就像我们都深陷于某种长期的困境或黑暗中，很多人完全被这个环境所左右和摆布，但也有少数人
坚韧不拔，在同样的困境中挺住，不仅怀着希望而且为新的复兴做好准备。
米沃什非常动人地说：“如果解体就是发展的一个功能，如果发展就是解体的一个功能，那么两者之
间的竞争也许很有机会以解体的胜利告终。
在很长时间内，但不是永远——而这儿正是希望进入之处。
”正是在这里，米沃什显示出他的智慧。
而他坚韧不拔的生命历程，本身即是这种希望的见证。
这智慧，也见诸米沃什在刚才这段引文中对阴郁音调的充分理解，如同他在本书别处也都对他诗学的
对立面有充分理解，因为他也常常站在他自己的对立面中。
他并不是简单地站在绝望的对立面提出希望，而是他本人就站在这绝望中，他的希望是靠消化大量绝
望来维持的，因而像他这样一种怀着希望的人是要比绝望的人艰难好几倍的。
美国诗人、米沃什诗歌长期英译者罗伯特·哈斯曾说，米沃什“对生活有着巨大的胃口，但他见过的
恐怖是如此多，以致他不觉得他应该喜欢生活”。
    作为中国读者，我们不免要问，一个中国诗人，站在中国写作的语境中，该如何对待米沃什这本书
中提出的古典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问题，尤其是如何对待现代主义呢？
首先是对真实的热情追求，这是肯定的，我们整个古典传统中的伟大诗人也都是真实的热情追求者。
由于真实的含义是非常广的，我们恰恰可以利用它的无所不包来修正和拓宽我们对现实和现实主义这
些概念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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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当我们看到人们说杜甫是现实主义诗人时，我们从人们谈论的内容看，他们所谓的现实主义只是
社会承担而已，而社会承担是一个十分狭窄而且常常是太过功利的概念，米沃什对此也是十分警惕的
。
但如果我们说杜甫的诗是对真实的热情追求，那就完全正确了。
    至于古典主义，我们新诗是告别中国古典主义诗歌的产物，它的语言是相对幼嫩的，它主要是受外
国浪漫主义和一小部分现代主义的影响，到八十年代以后才较大部分地受外国现代主义影响。
外国古典主义如同中国的古典主义，对新诗影响似乎不大，部分原因是外国古典主义的格律和音韵难
以翻译过来，外国古典主义的“传统手法”，包括大量典故，也不是中国读者熟悉的。
在这种没有外国古典主义作强大后盾的环境下，外国浪漫主义对中国诗歌的影响基本上是无效的，如
果不是负面的。
如此一来，剩下的就是现代主义了。
而纵观新诗的成就，主要正是现代主义影响的结果。
没错，米沃什眼中负面和消极的现代主义，在中国恰恰是正面和积极的。
在四十年代的战乱和五十年代以后历次政治运动的压力下，新诗所使用的语言很快就变成教条语言。
现代主义对语言的关注一方面使新诗语言坚固起来，另一方面有效地抵抗了官方教条。
即使就绝望而言，在官方的虚假希望和虚假乐观主义统治之下，绝望恰恰是更真实的，甚至可以说还
绝望得不够深。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绝望或阴郁主调反而变成对真实的热情追求。
但更幸运的是，绝望和阴郁音调并非中国现代主义的主旋律，反而是对语言的可能性的探索，对语言
的魅力本身的追求。
这种对语言的重视，或者一定程度上对“纯诗”的重视，本身反而变成了对真实的热情追求的一部分
。
    总之，现代主义遗产是中国新诗的营养液。
但现代主义包括纯诗和对语言的关注，如今在中国似乎也已来到穷途末路，进入米沃什所担忧的处境
。
这也正是米沃什这本诗论集对我们的意义所在。
米沃什在一篇论文《反对难懂之诗》中说：“西方诗歌已如此深地走入主观性的道路，以致它已停止
承认客观规律。
它甚至似乎认为一切存在的事物都只是感觉，没有客观世界这回事。
在这种情况下，你爱说什么都可以，完全失去控制。
”他在诺贝尔文学奖演说中则对为写作而写作或者说“不及物”写作的政治后果提出警告：“在文学
作为书写的理论，也即语言以自身为食的理论，与极权主义国家的增长之间，似乎有某种隐蔽的联系
。
”他进而说：“一个国家没有理由不容忍一种只包含创造实验性诗歌和散文的活动⋯⋯只有当我们假
设一个诗人不懈地努力把自己从借来的风格中解放出来，追求现实，他才是危险的。
”    我认为，现代主义已像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一样，是既成事实，而且就像我所说的，
对我们新诗来说还是一份重要遗产。
因此，拒绝它是徒劳的。
我们完全可以继续活用它，就像我们已经做过的那样。
这继续活用，在我看来就是把现代主义当成像西方古典主义那样来训练诗人的基本功。
这训练无疑将充满各种现代主义的“传统手法”和陈腔滥调，但这儿也是希望进入之处：一、在经过
长时间训练之后，诗人也许会像波兰诗人科哈诺夫斯基那样，在个人生活发生巨变时顺势写出足以留
传后世的真实的诗歌，但这仍是被动的，尚有更主动的，也即二、在经过长时间训练之后，诗人有意
识地突破自己的学徒训练期，朝着“对真实的热情追求”努力和奋进。
当诗人已站在“对真实的热情追求”这块坚实的土地上时，尚有更广阔的领域等待他去开采，这就是
尽可能吸取中国古典主义和西方古典主义的丰富成果。
这个处方，也即寄居现代主义，然后立足“对真实的热情追求”，以及进一步迈向古典主义，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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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相应加减：立足“对真实的热情追求”，兼顾对现代主义和对古典主义的热情吸取；或仅仅立足“
对真实的热情追求”，兼顾对古典主义的热情吸取。
    米沃什的“希望进入之处”，是非常迷人的说法，这本身就给人以希望。
虽然他针对的是二十世纪西方诗歌，但是非常有可能的是，这希望并不是在西方现代诗的阴郁或绝望
之处进入，这复兴也并不一定产生于已有过文艺复兴的西方。
这希望，这复兴，完全有可能产生于中国，而此时此刻的我们，可能正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做好一切
准备。
至少，我是一直这样相信的。
    感谢魏东先生约我译这本书，使我得以深入了解它；感谢编辑们提出很多有益的修改意见；感谢朋
友邓宁立小姐帮我找出个别漏译的字眼。
    译者    二0一一年九月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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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米沃什乃198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其作品国内仅有《拆散的笔记簿》、《米沃什诗选》及
《米沃什词典》，其散文代表作尚无系统译介，本次推出&ldquo;米沃什作品选&rdquo;主要是其散文
作品。
米沃什其创作在道德意识上的探索吸引了众多读者，经由著名诗人如王家新、翻译家、诗评家如黄灿
然等推介，已是大名鼎鼎。
本书特别延请知名诗人、学者、翻译家黄灿然先生翻译，可谓名著名译，保证了本书原汁原味地传达
米沃什的精义，提升了出版品质。
　　2.哈佛诺顿讲座在西方非常知名，许多知名作家、学者应邀前往开讲，并由哈佛大学出版社结集
成书，国内已引进过一部分这类作品。
　　3.米沃什以诗歌知名，但其散文的成就也很高，本书相当于其诗歌自传，对于喜欢米沃什或西方
诗歌的读者很有诱惑力，同时本书借由诗歌表达对于二十世纪的反省也很有力度，值得再三品读。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诗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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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