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莱纳·玛丽亚·里尔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莱纳·玛丽亚·里尔克>>

13位ISBN编号：9787561746257

10位ISBN编号：7561746253

出版时间：2006-6

出版时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

页数：173

译者：王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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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纳·玛丽亚·里尔克>>

前言

　　里尔克在1925年10月31日及稍后几天告诉露。
安德烈亚斯·莎乐美，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忍受着恐惧的煎熬。
莎乐美知道这些情况后，觉得好像是洪水决堤了一般，而且人们无法预测它，无法堵住它。
莎乐美就她自里尔克第二次俄国之旅以来对里尔克的了解，给他回了信。
但她也是在不知所措的情况下回的信，而且她越来越不知所措，好像她已清楚里尔克的身体对他的恐
惧起到了多大的作用。
(人们必须查对一下通信的注释所包含的全部内容。
)在南妮，冯德尔莉一一福卡特还没有寄给她关于病榻上的里尔克的情况的第二封信之前，她就停止给
他写信了，"因为我不敢再动笔，不敢在完全不知怎么办的情况下动笔⋯⋯"在现存的莎乐美寄给里尔
克的信中，最后一封信写于1925年12月12日。
　　莎乐美没有一直沉默下去。
1927年夏，她写了《莱纳·玛丽亚·里尔克》，以此作为对里尔克的缅怀。
《莱纳》是一种特殊的记录，莎乐美把它称作一种笔记。
它不是报告体的回忆录，其中没有自娱性的、絮絮叨叨的内容。
它是一种对话，是"再次对过往之事的占有，是最后一次团聚一一对话" 。
她并没有专门写里尔克，而是围绕着他们之间的通信和她对他的了解展开。
她没有谈到他们两人初次相遇的事情，却并没有因此给读者造成隐瞒的印象。
　　当时，莎乐美从里尔克的信里记录下来的话，是在她匆匆一瞥后出版的。
而这次的新版本则将里尔克的原文一字不差地引用下来，并且复核了所有的日期。
　　哥廷根，1984年4月 恩斯特·普费佛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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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含两部作品：《莱纳·玛丽亚·里尔克》和《与里尔克一起游戏俄罗斯》。
前部作品是是后人研究里尔克其人其作最详实的资料。
后部作品是里尔克在俄罗斯的日记作品。
    莱纳·玛丽亚·里尔克，奥地利诗人。
生于铁路职工家庭，大学攻读哲学、艺术与文学史。
1897年后怀着孤独、寂寞的心情遍游欧洲各国。
会见过托尔斯泰，给大雕塑家罗丹当过秘书，并深受法国象征派诗人波德莱尔等人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应征入伍，1919年后迁居瑞士。
他的早期创作具鲜明的布拉格地方色彩和波希米亚民歌风味，但内容偏重神秘、梦幻与哀伤。
欧洲旅行之后，他改变了早期偏重主观抒情的浪漫风格，写作以直觉形象象征人生和表现自己思想感
情的“咏物诗”，对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表示抗议，对人类平等互爱提出乌托邦式的憧憬。
著名作品有借赞美上帝以展现资本主义没落时期精神矛盾的长诗《祈祷书》（1905）、《新诗集》
（1907）和《新诗续集》（1908）。
晚年，他思想更趋悲观。
代表作为长诗《杜伊诺哀歌》（1923）和诸多14行诗。
里尔克的诗歌尽管充满孤独痛苦情绪和悲观虚无思想，但艺术造诣很高。
它不仅展示了诗歌的音乐美和雕塑美，而且表达了一些难以表达的内容，扩大了诗歌的艺术表现领域
，对现代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本书介绍的就是这位伟大诗人的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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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德)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 译者：王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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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翻开九十年代中期莱纳·玛丽亚·里尔克的创作，比如《宅神祭品》、《梦中加冕》，里尔克自
己编辑的刊物《菊苣》中所收录的诗歌、其他散文集以及几部未保存下来的中篇小说，人们不免产生
一种感觉，仿佛在诗人和死亡之间从最初开始就存在着某种关联。
他所赞美的对象与死亡极其接近，似乎它们的柔弱、流逝和消亡促成了诗的升华，它们所散发的美代
表了一种永恒；因此，它们向我们诉说的语调是轻柔的，具有一种感情奔放、激情洋溢的温柔，间或
表现出某种无法言说的音乐性，却又夹杂着若有若无的感伤。
但由此以来很容易造成人们的误解，每每把里尔克的创作视为一种虚假的浪漫主义；因为从创作早期
或者说从一开始，诗人所赞美的消逝并非指向死亡，而是生命，对于里尔克来说，诗歌体现了死亡和
生命互为一体的真实性。
由于粗壮健康的对象拒绝与死亡产生任何关联，因此他选择游弋于对死亡有所体验的事物中，沿着“
死亡”和“生命”这两个可怜的、无法接近的词汇得以交融的边界踯躅前行。
对于这位天生的生命诗人来说，通过诗歌对死亡表达谄媚，从来就不是他的抱负。
他唯一的目的在于：对他认为的真实性进行哪怕是最为粗劣和柔弱的表达。
诗歌即诗人内在的、凝结为词汇并以诉求的形式，得以表达的对真实性的体验一一是存在，而非音节
。
这是因为，不管这听起来有多么矛盾，我还是想在此提前说明，这个柔弱无比的诗人曾经具有粗暴的
特质，这一点可以从他的激进的阐述中得以体现：天国一一采用《圣经》的说法一一是强力的天国，
它不属于那些束手等待的人们，而属于通过抢夺而占有的人们，他们不可侵犯和愚弄，对于他们来说
，死亡和生存不再相互。
P004割裂，这种不依赖于渐进的、预期的发展状态，我们姑且称之为不可发展性，其本身所含有的现
实性以及可视的“现存性”构成了诗人青年时代的精神魅力。
这同样可以解释：为什么里尔克在刚过二十岁的几年中没有普泛的生命计划，而是像他在早年的一封
信中所说的那样，对外部的、“许多可以称为生命的红色强力中的”经验体验怀着一种急不可耐的渴
望。
只是如果可能的话，他打算把那些从内在上倾泻于自身的东西纳入一个整体，以免其分崩离析。
他仿佛双手捧着一件价值连城的器皿，小心翼翼、诚惶诚恐，生怕外界的什么东西与之碰撞，使器皿
产生晃动，因为外界的东西是不受他的意志为转移的：他对于外界没有安全感。
确切来讲，他说到底就像那只器皿，那些不可避免的将要从外部黏附自身、把自身包围的事物，绝不
可能以任何一种方式进入内在的体验。
毋庸置疑，这种对自身肉体状态的恐惧使堅尔克的境地曰渐困难；很久以前他就曾经对我说“我不久
就要倒下厂一一不论是心脏还是肺部”，尽管那时人们绝对有理由认为，里尔克的身体完全健康。
倘若人们就此而对他发出疑问，他往往就会回答说他曾经有过此类的体验，他的任何一种怀疑都是有
根据的，只是那些体验先于所有的现实体验，追溯到一个无法忆起的过往、但依旧在他的记忆深处留
有阴郁的烙印。
仿佛他降生于一个内部世界，被强制推移到一个仍然半怀敌意的外部世界面前，因此他对自己的肉体
充满了不安全感：肉体是外界和内在相互交汇、不得不达成妥协、以一种同一体的形式而登场的舞台
。
另外，里尔克的一个小姐姐在他出生之前夭折，里尔克的母亲把他看作小姐姐的替代物一一小瑞内而
抚养，这一点对于里尔克性格的形成大概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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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莎乐美说，“这一点对于里尔克性格的形成大概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
“不利的影响”，意味着里尔克的性格有缺陷。
比如，由于父母培养他的主导理念和他的名字所产生的自我心理暗示，他性格中就有了明显的女性倾
向，有点像贾宝玉。
他渴望身边的人都是女人，而所有的女人又都是他的姐妹。
莎乐美说：“里尔克把所有的女性都看作自己的姐妹。
正是这个原因，使得里尔克许多早期诗歌以及后来一再出现的女性诗歌显得那么柔和、忧郁。
”岂止是姐妹，他甚至称有些女人为母亲，如莎乐美本人就是。
这不仅因为莎乐美比他大14岁，也不仪因为他有恋母情结，而是因为他需要母爱，他打小就缺乏母爱
，正常的、母亲对儿子的爱。
莎乐美说，里尔克的父母吵吵闹闹、分分合合，他成了他们争吵的砝码，他的感情天平在父母之间摇
晃，有时离父亲近，有时离母亲近。
从长远看，离谁都不近。
他所受的父爱也是匮乏的。
尽管后来牛活中有许多人爱他、帮助他，但他对爱的需求是饕餮式的；当然，他有他满足和感激的时
候，但很少。
　　从社会常识或世俗的角度来看，他确实有点乖僻、怪异，不合群，性格不健全。
但从天才诗人的角度来说，我们不能用这套逻辑来评价鲤尔克的性格。
有人说，里尔克是双性人，甚至被“同志们”纳入他们的行列。
对此，我不敢苟同。
说他是同性恋者的始作俑者是他的初恋女友，而且是在双方都进入了晚年的时候。
那个为里尔克终身未嫁的女人之所以要这么说他，是因为由爱而恨，由恨而报复。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1920年)，西方人骂别人同性恋就如同中国人骂别人断子绝孙，是最严厉的；因
为同性恋被普遍认为是一种罪恶，工尔德就曾因同性恋而坐了牢。
里尔克的初恋发生在他的出生地布拉格，那时他才14岁，他为她狂热地写情诗，厚厚的一大本，合成
他的第一部诗集《生活与歌》，献给了初恋情人，并由这位情人掏钱出版。
这对少男少女的恋爱关系维持了两年半。
之所以分手，是因为單尔克移情别恋。
因此，女友如果骂他是负心汉，完全正当，能博得人们的同情；但骂他是同性恋，则近乎诽谤，只展
现了她本人的刻毒。
后来，许多人以讹传讹，则是荒谬了。
　　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就是沙乐美对里尔克的专论。
当时，她已经65岁，却还能有这样才华四溢的文字、超凡夺目的气度。
在女作家中，她几乎是独步古今。
那时，她已经追随弗洛伊德研究精神分析学达十余年，所以，已经能熟练地运用精神分析学的原理和
方法对里尔克其人其文进行深入而独到的解剖。
与一般女作家不同，她的文字中充满的是紧张的思维和思想的累累硕果，而不是婆婆妈妈的絮语、细
枝未节的交代和暴露狂式的隐私。
　　在我所渎过的有关里尔克的文章中，这篇是最精粹、最丰硕、最切中肯綮的。
是啊，在这个世界上，有谁能比莎乐美史能理解甲尔丸呢？
她是甲尔丸的姐妹，而里尔克是她的兄弟。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莱纳·玛丽亚·里尔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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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