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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戴望舒(1905．3．5-1950．2．28)，浙江杭州人。
中国现代著名诗人、翻译家。
曾就读于上海大学文学系和震旦大学法文班，并留学法国，主要从事诗歌创作、翻译以及编辑工作。
曾坐过日本人的监狱。
建国后不久，在北京病逝。
主要著译有诗集《我的记忆》、译诗集《恶之花掇英》等。
 北塔《戴望舒传》是第一部有关著名诗人戴望舒的传记。
本传记材料十分翔实，而剪裁得当，叙述丝丝入扣，可读性甚强。
同时，本传记对戴望舒成就最突出的诗歌创作，领会深入，剖析独到，分析其诗思诗艺的渊源来，精
见叠出；对戴望舒的法文西班牙文翻译之详情也如数家珍。
行文中充满考证而又绝不枯燥，这些考证也会成为本传记在学术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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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北塔，原名徐伟锋，男，1969年5月1日生于苏州吴江，英语文学学士、比较诗学硕士，现供职于中国
作家协会现代文学馆。
主要著作有中英文对照个人诗集《正在锈蚀的时针》等，主要学术专著有《吴宓传》、《戴望舒传》
等，主要译著有《哈姆雷特》、《小勋爵》、《欧洲幽默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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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花都少年——“说不尽，阳春好”  一 小康之家 女性倾向的名字与自卑情结的根源  二 小学和
中学：旧文学的营垒 新文学的初遇  三 练笔 鸳鸯蝴蝶派的影响 自办杂志第二章 洋场情种——“陌生
人在篱边探首”  一 革命大学里的唯美主义者 偷偷写诗  二 象征主义创作的端倪 翻译浪漫派小说 同时
加入共青团与国民党 被逮捕  三 办杂志 开书店 冯雪峰的影响  加入“左联”并参加成立大会  四 第一部
诗集《我底记忆》 从前期象征主义到后期象征主义  五 《现代》杂志的托举 喜欢上了西班牙文学第三
章 游学欧洲——“这是幸福的云游呢，/还是永恒的苦役？
”  一 爱情的许诺 赖乎乎的出国准备 海上航行的寂寞与兴致  二 拼命翻译以赚钱度日 转入里昂中法大
学与法国人的交往与合作  三 游历西班牙 被开除 狼狈回国 被施蛰存鼓吹为诗坛盟主⋯⋯第四章 黄金
时期——“透过无梦无醒的云雾”  一 解除婚约 休整《现代诗风》结婚  二 《新诗》南北诗人大联合 
诗界领袖 反对“国防诗歌”  三 诗集《望舒诗稿》译介外国诗歌第五章 流亡香港——“你们走了，留
下我在这里等”  一 逃到香港 林泉居的优游生活 娇妻爱女  二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的负
责人与艾青合编诗刊《顶点》  三 为何不撤离 被捕 日本鬼子的酷刑 硬骨头的抵抗 苦难的结晶  四 被营
救出狱 为了活着而屈辱地工作 继纪偷偷地创作抗战诗歌  五 大义灭亲 又想用自杀来挽救婚姻 协议离
婚 乱世中老夫少妻的幸福  六 留港粤文艺作家的联名检举 赴上海为自己辩白 幸亏了夏衍的直接干预  
七 再度被通缉 再度流亡香港 再度离婚第六章 北京贵宾——“只要严肃地工作，前途是无限的”  一 
独自带着两个女儿离开香港 冒充押货员乘坐货船北上  二 邀请杨静北上团圆 被杨静婉言拒绝 与母亲和
孩子在一起  三 参加首届文化会 供职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住院坚持工作  四 诗人之死 隆重的追悼会 胡
乔木亲笔写悼文葬在万安公墓 诗歌比石头更牢固更永久戴望舒年谱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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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本书共分为六章，从“花都少年”、“洋场情种”、“留学欧洲”、“黄金时期”、“流亡香港
”、“北京贵宾”等时段刻画了著名雨巷诗人戴望舒的一生。
    本书是《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之一。
戴望舒是20世纪三十年代著名诗人，比起艾青有过之，曾以《雨巷》风靡一时。
其作品一百首不到，却不乏佳作，显其创作之严谨，为后人敬仰，另其求新求变，以至反叛到否定自
己的成名作，不同于一般人。
     戴望舒（1905-1950），浙江杭县人。
30年代“现代派”诗歌的代表诗人。
抗战爆发以后，诗风有较大转变。
具代表性的诗有：《我思想》《寒风中闻声》《偶成》《无题》《我用残损的手掌》《在天晴了的时
候》《烦忧》。
    1923年秋，18岁的戴望舒考入上海大学。
两年后，进入法国教会在上海办的震旦大学特别班学习法文。
法国神甫教的是雨果、拉马丁、缪塞等浪漫派的经典作品，但戴望舒有更强烈的追新倾向，喜好果尔
蒙、耶麦等后期象征派的作品。
他后来成为那个时代把中国古典诗艺跟西方最新诗艺结合得最好的现代诗人之一，与他的这段学习经
历有很大关系。
他最早的译诗就是在震旦读书期间，将雨果的《良心》译成中文。
之后戴望舒在施蛰存、杜衡创办的刊物《璎珞》上，发表了散文诗《凝泪出门》、《流浪人之夜歌》
等，并翻译诗歌《瓦上长天》、《泪珠飘落萦心曲》。
这两首诗的作者魏尔仑，是法国象征主义的主将之一。
戴望舒用民间小曲的形式来译，但措辞则像宋词小令，用的是文言文。
      1929年4月，戴望舒编定的第一本诗集《我底记忆》，由他自己主持的水沫书店印行。
这是他前期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作。
他的诗从闻一多、徐志摩那儿获取的主要是外在韵律和格式，而从英法诗歌那儿汲取的主要是“忧郁
的情调”。
他早年诗歌形式上的传统倾向还表现在段式上，如多用四行段，其次是三行段。
1928年8月，他作的格律诗《雨巷》在《小说月报》发表。
诗中写道：“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
着愁怨的姑娘⋯⋯”叶圣陶在编发这首诗时，称许他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
由于叶圣陶的极力举荐，戴望舒一夜成名，并以“雨巷诗人”之名行世。
朱自清也曾评定这首诗说，戴望舒“注重整齐的音律美，但不是铿锵而是轻清的”。
      戴望舒靠《雨巷》成名，但他在诗坛的领袖地位则是《现代》杂志造就的，或者说是主编施蛰存的
张扬与推动所致。
在这个杂志里，他发表了大量的诗歌的译作。
      与众不同的留学生涯      戴望舒与施蛰存当年是一同考进上海大学的同窗好友。
戴望舒迷上了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由于他的执著追求，1931年春夏之交，施绛年终于心有所动，决
定与望舒订婚。
但她提了一个条件：戴望舒要出国留学，取得洋学位并找到体面工作后，才跟他正式结婚。
于是，1932年10月8日，望舒搭乘邮船从上海前往法国。
那时走海路需要整整一个月。
到巴黎后，他一面在巴黎大学旁听，一面在一所语言学校学西班牙语。
但他似乎对学位没多少兴趣，甚至没有读书计划。
他在法国忙于写、译，这跟他我行我素的诗人性格有很大关系。
      作为望舒的挚友，施蛰存在国内身兼他的代理、亲友、财务总管等数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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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舒每月给施一定数量的文稿，施负责联系发表、出版事宜，并每月给他汇出一定的款项。
但望舒的稿费根本不足以应付他在巴黎的生活，因此施还得在国内为他筹钱，时时接济他。
后来戴望舒进入费用比较低的里昂中法大学，攻读法国文学史。
但他在巴黎的“老毛病”又犯了，很少去教室听课，几乎用全部时间在搞翻译。
他在法国期间的译作主要有：《苏联文学史话》，这是高力里用法文写的著作，法文原名叫《俄罗斯
革命中的诗人们》。
此书1934年由巴黎伽利马书店出版，仅一个月后，望舒就把它全部译完了。
但这部译作直到1941年12月才在香港出版。
望舒在译者附记中花费相当的笔墨，以控诉的语调，交代了本书在出版上的命运：“把译稿寄到中国
以后，却到处碰壁⋯⋯单是这部小书的题名，已够使那些危在旦夕的出版家吓退了。
”      戴望舒还给他译的《比利时短篇小说集》里的每一篇小说都写了译者附记，介绍了作者和作品。
如对于象征主义大师梅特林克的《婴儿杀戮》，戴望舒的评价是“神似弗兰特画派初期之名画”。
他译的《意大利短篇小说集》1935年9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共收意大利短篇小说10篇，最早的
是16世纪的彭德罗的《罗米欧与裘丽叶达》（莎翁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即取材于此）。
另外还有《法兰西现代短篇集》，以及法国梅里美的《高龙芭》、高莱特的《紫恋》等。
戴望舒在法国不仅从事法译汉，还做汉译法的工作。
当时把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法语在法国是很难发表的，更不要说稿费了。
他之所以做这项工作，主要是因为他与法国汉学家艾登伯的关系。
艾登伯比他小四岁，非常同情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为了能直接阅读中国文学作品，他学习中文，并
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艾田蒲”。
艾登伯把戴望舒作为一个翻译家介绍给《新法兰西评论》和《欧罗巴》——这是为数极少的有可能给
他稿费的杂志。
戴望舒汉译法的作品有张天翼的短篇小说《仇恨》。
他与艾登伯还合作译了施蛰存的《魔道》（法文译名为《吸血鬼》）等。
1957年艾登伯曾应周恩来邀请，率法国汉学家代表团来华访问，回去后写了颇有影响的《东行记》。
      但是与法国相比，西班牙对戴望舒似乎更具有魅力。
早在1928年他23岁时，就翻译出版了西班牙作家伊巴涅斯的小说《良夜幽情曲》和《醉男醉女》。
此后他翻译的较多的是另一个西班牙作家阿佐林的作品。
1933年8月，戴望舒从里昂乘火车去西班牙旅行。
在那段时间，他除了游历，大部分时间是上图书馆、逛书店和书市。
他购买了不少西班牙语的书籍，光是《堂·吉诃德》就买了好几个版本。
他一直将翻译《堂·吉诃德》当做自己一生最大的心愿，回国后经胡适的介绍，中英文化教育基金会
曾约其由原文直接翻译这部巨著。
据施蛰存说：“这个翻译工作是做完成的，但因为译稿按月寄去北京，经过战争，全稿至今      不知下
落。
”叶灵凤也说过，戴望舒翻译此书不久，就爆发了抗日战争；但是十多年来，他一直在继续着这件工
作。
但现在我们能见到只是一些片断，如《香港文学》1990年第7期登载过的望舒译稿《吉诃德爷传》。
不管怎么样，中国读者没能看到望舒的全译本，这是极为可惜的。
      戴望舒在西班牙还买了阿耶拉全集，阿索林等现代作家的小说和散文集，洛尔迦等当代诗人的诗集
等。
这些书籍对他回国后从事西班牙文学翻译起到了莫大的作用。
10月下旬，望舒由西班牙回到法国。
但他没能继续呆下去——里昂大学把他开除了。
有人说，被开除的原因并不是他的旷课离校。
1934年春季，巴黎以及法国若干大城市爆发群众游行，反对法国日益猖獗的法西斯势力，他去参加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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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旅游时，他又参加了西班牙进步群众的反法西斯游行。
西班牙警方通知了法国警方，于是学校将他开除，并遣送回国了。
      创作与翻译的黄金时期      望舒回到上海，才知施绛年已另有所爱。
于是两人登报解除婚约。
此时望舒暂时住在挚友刘呐鸥的公寓里。
同住的还有穆时英、杜衡等。
穆时英见望舒一直未能摆脱失恋的阴影，就把自己的妹妹穆丽娟介绍给他。
穆丽娟刚18岁，从上海南洋女中毕业，也许因为哥哥的关系，她也喜欢文学，对文学上颇有成就的戴
望舒仰慕不已。
戴望舒请穆丽娟帮他抄写文稿，渐渐两人产生情感，便于1936年6月举行婚礼。
婚后戴望舒除了写作和翻译，还到附近的一个教堂去向俄罗斯神甫学习俄语。
不久他就开始翻译普希金、叶赛宁等俄罗斯诗人的作品。
      1935年10月，由望舒主编，脉望社出版的《现代诗风》问世。
施蛰存、戴望舒、杜衡三人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号称“文坛三剑客”。
由于作者的知名度和作品的质量，第一期《现代诗风》1000册很快就卖完了。
可是戴望舒没有趁着这股热劲继续编第二期，他有了新的构想，要和“北方诗派”携手合作，出《新
诗》月刊了。
三十年代初的诗歌界存在着南北对峙问题，北方诗派包括“新月派”和“后期新月派”，代表诗人有
卞之琳、何其芳、林庚、曹葆华等。
南北之分并不只是地域不同，而是由作品的“精神”来加以区别的。
戴望舒弃《现代诗风》而创《新诗》，就是想要实现他那“南北大团结”的构想。
当时新月派首要人物徐志摩飞机失事亡故，朱湘跳江自尽，领头的卞之琳欲打破与现代派对立的局面
，与南方诗人颇为友好，时常联络。
也许望舒正是看准了这种趋势，加紧操作，创办《新诗》，便是他促使南北诗派联合的具体表现。
      1936年10月，《新诗》创刊号诞生。
这是戴望舒为中国诗歌所做的最大的一件事，他为之花费了巨大心血。
《新诗》社址就设在上海亨利路永利村30号他自己家里，经费也主要来自他个人的腰包。
他出了100元，徐迟和纪弦各拿出50元。
《新诗》的编委是一个豪华的阵容，他们是：卞之琳、孙大雨、梁宗岱、冯至、戴望舒。
徐迟和纪弦虽然是出资者，却没有列入编委之列，只是跑前跑后，做诸如校对、印刷、联络等编务工
作。
《新诗》1937年7月停刊，一共出了10期。
在《新诗》上发表作品和译品的有八九十人，“新月”、“后新月”和“现代”济济一堂。
      这一时期，望舒利用自己手中的刊物，介绍、翻译了不少外国诗歌，都是现代诗人的作品。
如《新诗》第一期上有他自己写的散文《记诗人许拜维艾尔》和他自己译的《许拜维艾尔白描像》、
《许拜维艾尔自选诗》和《许拜维艾尔论》等。
这一关于许拜维艾尔的专辑，在中国第一次比较全面地介绍这位重要的法国当代诗人。
《新诗》第二期又推出规模相对小一些的西班牙诗人沙里纳思专辑。
第三期上有戴望舒译的《勃莱克诗抄三》。
勃莱克现通译为布莱克，是英国18世纪末、19世纪初重要的诗人兼版画家。
望舒译了布莱克的《野花歌》和《梦乡》等作品。
《新诗》第七期上有戴望舒用笔名艾昂甫发表的《叶赛宁诗抄》。
叶赛宁的作品以俄罗斯乡村生活为背景，自称是俄罗斯最后一位田园诗人。
最重要的，还数第七、第八期上分期发表的戴望舒译的梵乐希（现在通译为瓦雷里）的《文学》。
那是瓦雷里关于文学的一些思想片断，极为深刻、精练。
      望舒本来是同情左翼思潮的，但他从不随声附和多数人的说法，宁愿背负骂名，也要坚持自己的见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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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左翼文艺大张旗鼓争辨“国防文学”的时候，他因为对“国防诗歌”的不满，从维护诗歌艺术品
位出发，不惜站到了与左翼对立的位置上。
他尖锐地批评了国防诗歌的偏狭、粗糙，认为那些国防诗歌论者“不了解艺术之崇高，不知道人性的
深邃”，而有些作品“只是一篇分了行、加了勉强的韵脚的浅薄而庸俗的演说词而已”。
因此他还译了许多高质量的西班牙抗战谣曲来给中国的诗人们作参照。
      戴望舒与左翼诗人分道扬镳后，基本上采取与他们井水不犯河水的态度，惟一的例外是艾青。
艾青是主张诗歌大众化，为国家民族尽责，并反映时事的。
但他的诗歌修养却主要来自法国和比利时的象征主义。
不过艾青只把象征主义看成艺术的表现手法，仅借用了它的器用层面上的意义，所以没被称做象征派
诗人。
而戴望舒把象征主义看成了诗歌的本质和全部。
不过这并不妨碍这两位大诗人的交往。
      新中国成立后，戴望舒应邀参加首届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大会，胡乔木点名调任他为新闻出版总署
国际新闻局的法文科科长。
但他很快就病倒了。
1950年2月28日，他在给自己打针时因用药过量，不幸逝世，时年仅4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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