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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言记得去年为一文集写序，起首谈郭沫若，说他对德语文学在中国的介绍与研究，贡献甚大。
当时言犹未尽。
还曾想说，郭氏非德语科班出生，而这种情况在民国时期并不少见，显示那一代学者深厚的学养及宽
阔的视野。
较之当下，对外国文学的介绍和研究大体以研究者所治言语为界。
越界现象有而不多；而在不多者中，成功的更少。
今读张帆《德国早期浪漫主义女性诗学》一书，则想起另一位同样成名于民国时期的学者与诗人吴宓
。
他曾主攻英美文学，但和德语文学也有牵连：译过海涅，甚至写有长文“德国浪漫派哲学家兼文学家
弗列得力希·希雷格尔逝世百年纪念”。
这同时说明，德国浪漫主义文学，最迟在20世纪20年代，已入我国的外国文学评论视阈。
浪漫主义，应属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歧义最多的概念之一。
不管作为个人性情，还是作为文艺现象，均无法避免虚幻无常、浮华幼稚等种种责难，在阶级意识浓
烈的时代和过度，甚至被斥为反动。
但它的确又是人类抗拒启蒙理性对个性的羁约，争取精神自由的重要尝试，为世界精神文明史，留下
丰富遗产。
尤其是德国浪漫主义，它一方面具有德意志民族内倾性的象征意义，另一方面又是这个遍及欧洲的文
学艺术运动的肇始。
且不说德国当红哲学家萨弗兰斯基的鼎鼎大作《 浪漫主义——一个德国事件》 ，径直把“浪漫主义
”定为“一个德国时间”，就是近年来在中国名噪一时的英国哲学家伯林，也曾强调：“无论如何，
浪漫主义运动起源于德国。
”作为一名专业德语教师和德语文学研究者，张帆选此问题，属于本分。
一名专业德语教师和德语文学研究者，张帆选此问题，属于本分。
随着时间的推移，伴随着前苏联左翼文艺理论影响的式微，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在中国的翻译介绍，尤
其在改革开放之后，趋于繁盛。
就是在研究领域，单篇论文除外，近年来专著类研究也时有所现。
笔者所见，至少有赵蕾莲著《论克莱斯特戏剧的现代性》，刘文杰著《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童话研究》 
以及刘学慧著《德国早期浪漫派的世界文学观》等。
凸现德意志民族文化特征的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研究，显然已获中国学界深度关注。
本书则另辟蹊径，以女性的细腻敏感，抉发和探讨德国早期浪漫主义文学中的女性因素，为我们进一
步理解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开启另一窗口，可喜可贺。
女性或女性精神对于德国浪漫主义的重要性，可能大于对德学文学史上任何一个其他运动。
前及吴宓之文，其实已涉此题。
文中有言：“⋯⋯有雷兴等之批评研究以启其先，有海达之精神热诚以广其绪，有葛德之天才以示其
秘，并为之造成文字之工具。
又须经历布格及席勒等诸人之传授，由错误而获正途，由失败而底成功。
而苟无彼才智卓越之加罗林，倾注其热烈之爱情，为之批评，为之赞助，为之诱导劝慰，则威廉· 希
雷格尔August Wilhelm Schlegel (1767—1845) 之译莎士比亚，犹未能成功。
呜呼，天时人事，诸种机缘，共相凑逼，乃结此区区之善果。
甚矣文学创造之非出偶然！
甚矣翻译外国文学名篇之未易言也！
”引文先历数希雷格尔（今译施莱格尔）文学及思想之前驱人物，后突出其妻加罗林（即本书专章论
述的卡洛琳娜·施莱格尔-谢林）的“热烈之爱情，为之批评，为之赞助，为止诱导劝慰”，对于施莱
格尔浪漫主义文学事业的重要作用。
吴宓之言虽出自大半个世纪之前，但于今视之，其目光的敏锐，依然令人感慨万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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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同是这位“加罗林”，以后成为徐菲· 维特曼主编“永恒的女性”丛书中的一种、顾江禾
著《浪漫主义的一生——卡洛琳·谢林》 中的传主。
从书名看，作者强调了她离开施莱格尔后，转嫁谢林后的身份。
可惜此书虽称为“著”，但通篇来看，主要参考艾卡特·克莱斯曼1975 年版《卡洛琳·伯莫尔·施莱
格尔·谢林的一生》和艾里希·施密特1989年版《与卡洛琳相遇―——卡洛琳·施莱格尔·谢林·信
函》两书，缀合成篇，似非学术论著，更属通俗读物。
在中国大陆，恕我孤陋，也就尚无介绍或讨论德国浪漫主义女性诗学的专著。
就此而言，本书对于汉语语境内此题的研究，具有拾遗补阙之功。
此书循学院派论著之规，既孜孜访求现有成果，又详尽归纳前人，再小心推出思考结论，表现出作者
认真的工作姿态和出色的解题能力。
为我们了解德国浪漫主义文学中的女性诗学要素，提供了充分的资料和说明。
而书中的另一重点，即对数位浪漫主义女作家的介绍（其中不乏在中国尚属陌生的诗人），则进一步
拓展了我们对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认识，十分难得。
作者对浪漫主义女作家的兴趣，始自其博士论文。
当时她研究的是克里斯塔·沃尔夫对浪漫主义女性思想和传统的继承问题。
博士毕业并留校任教后，她志趣未减，选取了从现代文学回溯浪漫主义文学的途径，以探索其源。
在对德国文学发展史的讨论中，浪漫主义本来就常被视为现代主义的肇始，这种溯源就变得顺理成章
。
而始终未变的是对女作家的关注。
而此书的完成，也意味着她从克里斯塔·沃尔夫出发，最终完成了探究浪漫主义文学中的女性诗学以
及多位浪漫主义女作家之创作与命运的学术之旅。
不知此书的杀青，意味着她在这一领域、即“女性文学”领域中的终结或者新启？
就我而言，已被书中比重不大、但颇显新意的两节，即第三章中“信件：女性表达自我的媒介”和“
沙龙：女性主体实现的场所”，引发新的期待。
它们切中了当时女性文学独特的存在方式，兴许还给本书作者，留下继续展开的空间。
搁笔之时，有个场景浮现脑海。
那是作者读博期间，参加其学长论文答辩时的情境。
这天讨论稍见拖沓，几近傍晚，有旁听者逐渐离去。
唯见张帆，坐姿不变，或抬头倾听，或低首记录，直到最后。
数年后向当时的答辩委员、来自北京的一位教授举荐张帆。
他仅问道：是当年旁听答辩、坐到结束的那个女孩？
可见张帆的认真，也让他印象殊深。
当年的那个女孩，倏忽间已立业成家，相夫教子，生命中增添了新的欢乐，当然也出现了新的繁难。
不过，正是因为专注与坚持的品格，聪颖与好学的天资，她在学术道路上毫不懈怠，一路走来，成就
斐然。
本书当为明证之一。
卫茂平201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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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德国早期浪漫主义女性诗学作为德国女性文学的本土资源，通过重读早期浪漫派思想家施
莱格尔兄弟、诺瓦利斯、施莱尔马赫、蒂克、里特尔等人的经典文献，从女性视角耙梳和阐释德国早
期浪漫主义女性观，发掘女性诗学的浪漫想象、审美空间、革命诉求和解放特质。
以此为依据，阐述早期浪漫主义女性诗学的主体实践形式——信件小说和女性沙龙，研究德国历史上
第一批女性知识分子卡罗琳娜·封·君特罗德、贝蒂娜·封·阿尼姆、拉赫尔·瓦恩哈根等人的文学
创作和社会实践，揭示女性对早期浪漫主义思潮和文学的贡献，凸显浪漫主义之女性因素，较为完整
地呈现了德国早期浪漫主义女性诗学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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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帆德语文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多次获德国文化部、外交部和德国学术交流中心资助，在德国慕尼黑大学、海德堡大学、柏林洪堡大
学、弗莱堡大学、拜罗伊特大学研读和访学。
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出版专(译)著四部，主(参)编
国家级规划教材两部，在国内外专业期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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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诗人是被诗化的人，需要爱的契机激发灵感，诺瓦利斯在《海因里希·封·奥夫特丁根》中写道
，“一位诗人正在走近，手中牵着一位可爱的少女，她用母语的音律和甜美温柔的吻，开启他愚笨的
双唇，用简约的和弦演奏出无尽的旋律”。
②小说女主人公玛蒂尔德作为爱的化身显身，她正是艺术家海因里希苦苦寻觅的爱的契机，“爱为女
性而存在”，③女性原始和谐的“自然”天性，是爱的载体，“女人的本质完全是爱”，④而“爱是
所有诗的源泉”。
⑤当海因里希找到了女人之爱，便找到了诗之所在，成为真正的诗人。
正如弗·施莱格尔在《诗歌漫谈》中指出，诗存在于女人之爱中，“不拘形式、浑然天成的诗⋯⋯在
女性充满爱的胸脯中燃烧”。
⑥在此意义上，哈纳劳尔·施拉夫指出，“浪漫主义者的女人们⋯⋯便是诗人们表达的诗学生活理想
的化身”，⑦她们诠释了女人真正的存在。
　　浪漫的爱必然生成浪漫的诗，⑧“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的诗是或应该是浪漫的”。
⑨关于“浪漫诗”，弗·施莱格尔在《雅典娜神殿》上发表的断片中给出了如下定义：“浪漫诗是包
罗万象的进步的诗，它的使命不仅是将一切被割裂的诗的体裁重新统一起来，使诗与哲学和修辞学沟
通。
它力求并且应该把诗和散文、创作和批评、艺术诗和自然诗时而掺杂起来，时而融合起来，使诗变得
富有活力，使生活和交往变得富有诗意⋯⋯它包罗一切完全属于诗的东西。
”①这种美好而混杂的诗学形式，融合了“各种庄严的和睦与有趣的享受”，而那种统一单调的形式
“令人不堪忍受”。
②诺瓦利斯赞美诗高于一切，只有诗才能治愈理智造成的创伤。
③施莱格尔指出“浪漫诗是无限的、自由的”，④“浪漫诗的韵律形式中的绝对任意性，以及这一既
定的任意性的绝对合法性和一贯性是浪漫主义的美，——正如女人的妆容和服饰”。
⑤在施莱格尔看来，女人比男人更容易做到这一点，“正如女人的服装胜于男人的服装，女人的精神
也优于男人的精神，她们通过一种独一无二的大胆结合就能将一切文化偏见和市民习俗抛到九霄云外
，进入纯洁的状态，沐浴在自然的怀抱中”。
⑥女人的每个特点都自由而强烈地发挥展现着，并将“所有丰富多样、色彩鲜明的不同特点掺杂在一
起，看起来却并不混乱，因为有种精神赋予了它们生命，散发着一股生气勃勃的和谐与仁爱”。
⑦诺瓦利斯称赞“妇女是人类的典范，她们比我们更完善、更自由，是天生的艺术家”。
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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