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普希金诗选（高中部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普希金诗选（高中部分）>>

13位ISBN编号：9787020057214

10位ISBN编号：7020057217

出版时间：2003-5

出版时间：文学

作者：32开

页数：297

字数：21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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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普希金诗选（高中部分）>>

内容概要

俄罗斯伟大诗人普希金的名字，已经为我国广大读者所熟悉。
中国介绍普希金的著作已有近百年的历史。
从鲁迅、郭沫若、茅盾、郑振铎等前辈作家介绍和翻译普希金开始，经过后来者们的不断耕耘，到本
世纪末，普希金的作品已经以众多的散本和不止一种的文集、全集的形式，出现在读者的面前。
一九九九年六月六日是诗人诞生二百周年。
俄罗斯把这一天作为国家节日举国欢庆。
我国北京、上海等城市也在这一天举行了各种形式的庆祝活动。
人民文学出版社还赶在这一天，出版了普希金在中国百年纪念文集《普希金与我》。
由于中俄特殊的历史因缘，很长时间以来，普希金就是我国读者最喜爱的外国诗人之一。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一七九九年六月六日，生于莫斯科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
父亲崇尚法国文化，伯父是诗人，家里有一个藏书很多的图书馆。
当时俄国著名的诗人卡拉姆津、茹科夫斯基、巴丘什科夫等又常来他家做客。
因此，他幼年时期即受到文学的，特别是诗的熏陶。
因家里聘有一名法国教师，他八岁时就能用法文写诗。
一八一一至一八一七年，他被送到当时沙皇专为贵族子弟设立的彼得堡皇村学校读书。
他的真正的诗歌活动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一八一二年拿破仑的入侵和俄军反攻的胜利，激发了他的爱国主义情感。
一八一四年写的《皇村回忆》得到大诗人杰尔查文的赏识，使他一跃跻身诗坛。
一八一七年他从皇村学校毕业，以十品文官衔去外交部任职。
俄国当时仍然是一个封建农奴制的国家，但是，由于进步的贵族知识分子反对暴政、争取自由的活动
，俄罗斯开始进入一个民族觉醒时期。
　　普希金在学校时即深受一些教授、校内外知识分子自由思想的影响，思想上、精神上已和当时这
种进步运动合流。
一八一七年写出的气势磅礴的《自由颂》，曾以手抄本的形式广为流传并引起思想界的极大重视。
而以《自由颂》为代表的诗篇却触怒了沙皇。
一八二0至一八二四年，诗人被流放到俄国南方。
一八二四年七月，又被流放到他母亲的田庄——北方的普斯科夫城附近的米哈伊洛夫斯克村。
而这时期诗人的名声与影响却与日俱增。
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十二月党人起义被残酷镇压。
一八二五年末，俄皇亚历山大一世病逝，新登基的沙皇尼古拉一世，为了欺骗舆论，于一八二六年九
月 “赦免”了诗人，把他召回莫斯科，但却一直把他置于宪兵的监视之下。
一八三一年二月普希金和冈察洛娃结婚，五月迁居彼得堡，仍在外交部供职。
一八三七年三月八日，在和法国波旁王朝的亡命徒乔治。
丹特士决斗中不幸受重伤，十日逝世。
但是，普希金一生的坎坷经历却给了他机遇，磨难与痛苦却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普希金在流放中继续写各种题材的抒情诗，表达这个跃动着、进发着一种蓬勃朝气的时代的情绪，同
时，又以其一部又一部涉及重大主题的长诗，给俄罗斯诗歌注入了新的活力。
一八一七至一八二０年的戏谑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一举震动了俄国诗坛。
四年南方流放期间撰写的四部长诗《高加索的俘虏》、《强盗兄弟》、《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和《
茨冈人》，创造了俄国诗史上一个真正的浪漫主义时期。
一八二三年动笔一八三０年完成的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则无可争辩地确立了他伟大
诗人兼思想家的崇高地位。
一八二五年在米哈伊洛夫斯克完成的人民性很强的现实主义诗剧《鲍里斯·戈都诺夫》，证明他在思
想上已超越了十二月党人。
生活要求诗人从浪漫主义的朦胧中回到现实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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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二五年以后，现实主义已取代浪漫主义，变成了他创作的主流。
一八二五年末的《努林伯爵》和一八二八年的《波尔塔瓦》，已经是属于现实主义的长诗了。
为了对现实进行深入的思考，从三十年代起他转为以写散文为主，同时继续写一些叙事性和哲理性的
抒情诗，一八三三年还完成了长诗《铜骑士》。
　　普希金用他的诗作、散文、诗体戏剧和诗体童话，开创了俄国文学的一个新时期，使落后于西欧
的俄罗斯文学迅速地赶了上来。
因此，他理所当然地被公认为俄罗斯近代文学的奠基人，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创建者，“俄罗斯诗歌的
太阳”。
　　可以说，普希金一生的创作，就是十九世纪最初几十年间俄罗斯社会前进运动的形象的历史，是
一幅映照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生动的长卷。
读普希金使我们想到的，首先是他的时代代言人、时代歌手的形象。
从《自由颂》开始一系列歌颂自由的诗篇，包括矛头直接指向沙皇和鞭挞恶官的讽刺诗，以及革命低
潮时期一系列歌颂友谊的书信体诗，都是他所处的时代动荡的社会生活的反映。
普希金在一八一八年《致恰阿达耶夫》里明白宣告：“趁胸中燃烧着自由之火，／趁心灵向往着荣誉
之歌，／我的朋友，让我们用满腔／壮丽的激情报效祖国！
”在同年另一首诗里又说：“而我这金不换的声音／正是俄罗斯人民的回声。
”在一八二六年写的《先知》一诗里，他不无自豪地讲出了自己作为诗人的神圣使命：“上帝的声音
向着我召唤：／⋯⋯把海洋和大地统统走遍，／用我的语言把人心点燃。
”而在他逝世前一年所写的《纪念碑》里，他又为自己的一生作了总结：“我将长时期地受到人民的
尊敬和爱戴：／因为我用竖琴唤醒了人们善良的感情，／因为我歌颂过自由，在我的残酷的时代，／
我还为倒下者呼吁同情。
”高尔基说过：“普希金之于俄国文学，正如达·芬奇之于欧洲艺术，同样是巨人。
”历史证明，这种论断千真万确。
　　作为艺术家的诗人，他既讴歌推动时代前进的重大事件，也讴歌生活的丰富多彩。
“我重新歌唱幻想、大自然和爱情，歌唱忠诚的友谊，美好的人物⋯⋯”（《给恰阿达耶夫》，1821
）多年的流放生涯，使他有机会接触社会底层，也有更多的机会游览祖国河山，抒发自己的郁闷的心
绪，但同时也绘制了一幅幅祖国山川的瑰丽的风景画：广大的乡村，浩瀚的草原，茂密的森林，静静
的顿河，雄奇的高加索群山，自由喧腾的大海，南方迷人的夜晚，北方漫天的风雪⋯⋯在它的作品里
，这样的画面随处可见。
无怪当时就有人说，读了普希金，俄罗斯人的压抑的感情仿佛才得到了解放，俄罗斯人仿佛从普希金
才认识了自己伟大的祖国，认识了祖国的美。
这至少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心态。
　　爱情的主题在普希金的抒情诗和长诗里，占有一个很大的分量。
年轻的时候，他就把爱情看成一种神圣的感情。
一八一四年他宣称：“当你陶醉于热烈的爱情，彻不可将爱情的缪斯遗忘；／世上没有比爱情更幸福
的了：一边爱，一边把爱情歌唱”（《致巴丘什科夫》）。
一八一六年更进一步：“爱情对我的折磨我很珍重，纵然死，也让我爱着死去！
”（《心愿》）因此，他的爱情诗总是那样缠绵细腻。
一见倾心的爱慕、长相思的痛苦、嫉妒的折磨、欲言又止的羞怯、绝望中的倾吐、回忆中的甜蜜等常
人会有的感情，都恰如其分地化作他优美动人的诗句。
一八二五年写的脍炙人口的《致克恩》（ “我记得那美妙的瞬间”）一诗，常常作为他的爱情诗的代
表为我国读者反复诵读。
在爱里，他尽情地摄取人间的美；在爱里，他真诚地寻找自己坎坷生涯的慰藉；在爱里，他不断地汲
取创作的动力、生活的勇气。
实际上，自由、爱情、友谊、大自然，在普希金的诗里，经常是同时出现的，并构成了诗人创作的整
体。
　　作为开拓者的诗人，长诗在普希金的创作里占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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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重大的文学问题、社会问题、国家问题等，都在他的长诗里通过他的越来越成熟的高超的诗艺表
现出来。
普希金写于一八三0年以后的诗体童话是他整个创作的一个迷人的组成部分。
他既吸收了民歌的体裁样式，又对这种样式用诗的韵律进行文学加工，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份文学珍品
。
普希金博览群书。
他广泛地阅读了文艺复兴时期、启蒙运动时期大师们的作品，又把本国前辈大诗人看作自己的老师，
因此，他继往开来，汲取一切先行者思想和诗艺上的长处，融会贯通，独辟蹊径，“走自己的路”。
除了早期诗作还有些前人的影子以外，他很快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立足于现实生活，从民间文学汲
取营养，不断扩大语言的领域，运用各种诗韵，不断丰富和发展俄罗斯诗园。
他把俄罗斯诗歌中已有的书信体、浪漫曲、哀诗体、对话体等体裁形式，在新的时代的背景上，发展
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
他还写了不少富有西欧和东方色彩的仿希腊诗、仿但丁诗、仿歌德诗、仿哈菲兹诗、仿古兰经诗等，
从横的方面向世界延伸开去，进一步使俄罗斯诗园荡漾着世界诗园的气息。
普希金的诗，简洁、准确、质朴、流畅、优美、和谐、丰满、完整。
音乐性更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有的评论家直接将他的诗称作语言的音乐，将诗人称作语言音乐家，说他的诗歌的描写力和音乐性获
得了人世间艺术很少达到的统一。
　　这本《普希金诗选》所收的抒情诗和长诗以及两首诗体童话，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普希
金文集》七卷集第一、二、三、四卷，都是他的重要诗作。
所选作品按写作年代排列，既突出不同时期的特点，也显示诗人创作发展的几个时期的轨迹——少年
时期，浪漫主义时期，现实主义时期。
这样，普希金整个诗歌创作的轮廓就一目了然了。
这本《诗选》还曾以人民文学出版社世界文学名著文库的丛书形式和单行本形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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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为了全面提高中小学生的语文素质，增强语文课程的现代意识，大力推进新型的学习方式，国家
教育部分别于2001年和2003年颁布了作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核心内容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
准》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以下简称“新课标”）。
“新课标”对原有《语文教学大纲》中关于语文课外读物的具体篇目作了较大的改动，并规定了不同
阶段学生的阅读总量，要求广大中小学生阅读。
为此，编者于2003年5月编辑出版了一套“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50种），丛书的书目均为“新课标
”所推荐。
　　03年版“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出版三年来，深受全国广大中小学师生的欢迎与喜爱，同时，他
们也对这套丛书的改进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设性意见。
编者对这些意见和建议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与分析，并根据中小学语文教学的最新发展动态，在03年版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的基础上进行了必要的补充与修订，并冠名为“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修
订版），总计60种，一次性同时推出，以飨读者。
　　修订版增加了如下几项内容：第一，从书目上，增加若干中国当代文学的佳作与中外文学的优质
选本；第二，从内容上，每本书增加了简明实用的“知识链接”，含文学常识、要点提示和学习思考
等。
修订后的“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内容更广泛、知识更实用，针对性更强。
它一定能够成为中小学生朋友的良师益友，成为中小学生家庭的必备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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