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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裴多菲·山陀尔（1823-1849）19世纪匈牙利著名革命爱国诗人。
他出身贫寒家庭，青少年时期外出求学，当过兵和流浪剧团演员，历经人世间艰辛，为他的诗歌创作
和走向革命道路打下坚实基础。
他的诗歌描写细腻，感情真挚，具有质朴、清新、明快与豪放的特色，极富艺术感染力，不愧是开创
一代新风的诗人。
　　笔者在悉心研读原作的基础上，借鉴中外学者研究成果，结合自身的体会和观点，在书中就诗人
的人生道路、诗歌发展阶段和成就，革命思想和爱国主义精神予以全面阐述与评介，展示诗人创作的
真正意义，以及他勇于奉献的革命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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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植生，1959年毕业于匈牙利罗兰(布达佩斯)大学语文系。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国际匈牙科学会会员。
著有《匈牙利文学史》、《莫里兹》、《裴多菲传》；论文《呼唤民族意识觉醒的歌者》、《裴多菲
诗歌创作简论》、《论约卡伊的小说创作》、《米克沙特的小说创作》、《论尤若夫的诗歌创作》、
《匈牙利现实主义小说家——莫里兹》。
译著(含合译)；《米克沙特短篇小说选》、《笼中鸽》、《圣彼得的伞》、《奇婚记》、《强盗》、
《亲戚》、《金棺》、《匈牙利短篇小说选》、《匈牙利民间故事》以及多位匈牙利作家的诗歌、小
说、散文和理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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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章 生平     第一节 青少年代     第二节 行旅生活     第三节 平民先锋     第四节 革命志士 第
二章 从平民诗人到革命诗人     第一节 1842—1846年     第二节 1846—1848年     第三节 1848—1849年 第三
章 诗歌创作     第一节 爱情诗     第二节 政治抒情诗     第三节 长篇叙事诗 第四章 小说、戏剧、散文、书
信等第五章 结束语 附录一 裴多菲年谱 附录二 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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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作为十九世纪匈牙利革命时代的歌者，裴多菲的全部诗歌在他所生活时代的革命思潮和民族奋起
的沃土里孕育、发展和成熟起来。
    根据史料记载，匈牙利民族的发源地在亚洲。
匈牙利语属于芬兰一乌戈尔语系。
据考证，公元前若干世纪，匈牙利民族曾在伏尔加河地区同芬兰-乌戈尔语系的其他民族一同聚居。
以后。
匈牙利民族逐渐从母系氏族社会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过着游牧生活，逐水草而居，逐渐脱离芬兰一
乌戈尔语系其他民族。
这一迁徙阶段估计从公元五世纪开始，持续了大约四个世纪，迁移路线是从黑海以北俄罗斯大草原开
始，沿亚速海沼泽地带，经过顿河与第聂伯河之间的莱韦迪亚和第聂伯河与多瑙河下游之间的埃泰克
兹，进入喀尔巴阡盆地，约在公元九世纪前后已定居于现在的欧洲中部地区。
这以后，他们向早已在此地居住并从事农业生产的斯拉夫民族学习先进的农耕技术，放弃游牧民族的
生活习性，逐步完成了从氏族社会、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过渡。
他们同时也放弃了原先的多神教信仰，改信基督教，接受以拉丁语为中心的欧洲封建文化，建起了比
现在的匈牙利国土面积大三倍的封建王国。
在文化领域，则经历了从接受拉丁文化影响到逐步发展和确立本民族语言文字、培育与发展本民族文
化的过程。
    由于地处欧洲腹部这一战略要地，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崛起后，企图通过巴尔干半岛向欧洲心脏延伸
，所以，从十四、十五世纪开始，匈牙利就受到来自南面的奥斯曼帝国军队的威胁和侵略。
匈牙利王国军队在1526年莫哈茨战役中被土耳其苏丹军队击败之后，匈牙利三分之一国土被奥斯曼帝
国占领，匈牙利大贵族地主阶级则依附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匈牙利西部领土于是也受到奥地利控
制。
十七世纪末，奥斯曼帝国衰落，土耳其人的势力被驱逐后，匈牙利实质上又沦为奥地利王室的附庸，
人民依然受着丧失国家独立和民族自由的痛苦。
    进入十九世纪，西欧一些较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了很大的发展，与之相比较，匈牙利的社会发
展仍极其缓慢，基本上仍然处于落后的封建主义阶段：政治上，内受大贵族地主阶级的统治，外受奥
地利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的支配与殖民压迫；经济上，国内农奴庄园制盛行，广大劳动人民被各种沉重
的劳役和赋税压得抬不起头，极大地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已经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奥地利资产阶级与匈牙利大贵族地主阶级相勾结，对匈牙利政治上控制
严密，人民毫无自由可言，经济上成为奥地利的原料供应地、倾销产品的市场与输入金融资本的对象
，实际上变成了殖民地。
    严峻的国家、民族前途与命运，引起有识之士的忧患意识。
这首先表现为那些有机会到过西欧(主要是法国)学习的先进分子思想的觉醒，他们在匈牙利国内逐渐
形成自由主义贵族反对派力量。
在他们的极力倡导和推动下，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匈牙利，以振兴民族科学文化为开端，逐步向
政治、经济领域展开，出现了一个以光大民族精神、弘扬民族优良传统为主旨的革新运动。
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一旨在促进民族独立与国家发展的社会革新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在出身于中小贵族
家庭、受到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手中，劳动大众还没有可能被吸收和参加到运动中
来，这决定了它带有浓厚的改良主义的不彻底性。
但是，它毕竟起到启蒙和传播资产阶级思想的作用，具有独特的历史功绩。
到了四十年代末，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下，以柯苏特为代表的激进资产阶级革命派终于同自由
主义贵族反对派的妥协行径彻底决裂，在1848-1849年间领导了全民性的争取民族和国家自由独立的伟
大斗争。
这场革命虽然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了，但它在匈牙利和欧洲的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裴多菲正是在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背景下成长并走上诗歌创作道路，最后以革命爱国诗人的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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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姿态开创一代诗风的。
他在自己的诗篇里，以明快的光谱和斑斓的色彩描绘了沸腾的社会生活，始终如一地表达了他作为爱
国者强烈渴望自由的思想原则。
    裴多菲的一生是短促的，而他的写作期前后也大约只有十年，如果仅从1842年初正式发表诗作
至1849年夏季去世算，就只有七年多一点时间，但是，他却给后人留下了大小诗作八百余篇，其中许
多脍炙人口的诗篇至今仍在广大读者中间传诵。
    第一节  1842-1846年    1842年初，裴多菲在当时匈牙利最著名的大型杂志《雅典论坛》上发表了《酒
徒》一诗，这虽然不是他最早写作的诗，却是他正式发表的第一首诗，以此为始点至1846年间，是他
诗歌创作的第一个阶段。
    从初次涉足文坛的年轻诗人裴多菲的诗歌里，人们已能感受到一股清新的气息，并可以明显地看出
他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影响，它们是当时以魏勒什马尔蒂为代表的匈牙利古典主义浪漫派诗歌和匈牙利
民歌。
在裴多菲最早的诗作中，这两方面的影响是相辅相成的。
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匈牙利兴起的弘扬民族传统、促进民族复兴的思想革新风气，也是魏勒什马尔
蒂等人开创的积极浪漫主义诗歌的主要思想内容及其精髓所在。
在这一革新运动中，作家们还掀起了向民间创作学习的高潮，一时间，到人民群众中去收集和采风成
为时尚，出版了一些经过文人收集、整理的民歌、民谣和民间故事集，对推动文学艺术创作起了积极
的作用。
作家们，包括魏勒什马尔蒂在内的古典主义浪漫派诗人，都乐意从民间创作中汲取营养，虽然他们大
多数人只是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民歌的形式方面，而很少看到民歌、民谣等民间创作在思想内容方面
所包含的重要意义。
    裴多菲与他们不同。
尽管在最初的创作阶段，他也受到古典主义浪漫派诗歌的熏陶，但他对民间创作，主要是对民歌、民
谣的态度，从一开始就有别于古典主义浪漫派中某些诗人的观点。
对裴多菲来说，来自民间的民歌、民谣绝非一种无足轻重、只供满足人们偶然的兴趣或者只是站在高
处加以欣赏的东西，而是应该力求从内容到形式地去摄取民间创作的精华，并且真正融会到自己的创
作中去，最终形成一种自然的能够表达自己思想情感的诗歌表达形式。
这是裴多菲不同于前辈诗人，也大大高于同时代诗人的地方。
P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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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裴多菲·山陀尔19世纪匈牙利著名革命爱国诗人。
裴多菲的名字是同歌德、席勒、涅克拉索夫、拜伦、雪莱、普希金、密茨凯维奇、海涅、维克多·雨
果列在一起的。
裴多菲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位声望超越国界的诗人，死后有多种语言文字翻译出版了他的作品，他
的诗歌几乎传遍了世界所有角落，为诗人自己，也为诗人的祖国匈牙利赢得了崇高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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