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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前 65－前 8）和维吉尔、奥维德同

为古罗马奥古斯都时期的顶级诗人，对后世的诗歌和诗学有深远影响。他

对 17－18 世纪的欧洲新古典主义诗歌尤其有塑造之功，几乎所有诗人都阅

读他，翻译他，模仿他，他的《诗艺》也成为仅次于亚里士多德《诗学》

的古典诗论著作。现代主义兴起之时，美国诗人庞德曾经抱怨：“既不单纯

也不热情，只有在品味食物和语言时才具备感觉，比青铜更恒久，贺拉斯，

秃脑袋，大肚子，粗鲁庸俗，奴颜媚骨，比其他任何文学大师都缺乏诗意，

占据了大英博物馆整整一卷目录，英语诗歌中近一半的劣作都是拜他所

赐。”但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段极富色彩的描写无论是句法还是笔调都非

常接近贺拉斯《讽刺诗集》的风格，而且在贺拉斯的拥护者看来，“比青铜

更恒久”之类的挖苦几乎是无可奈何地承认了这位古罗马大师压倒性的影

响力。不可否认，20 世纪以来，至少在诗人圈中，贺拉斯的重要性已经逊

于他的前辈卡图卢斯，但在崇尚技艺的作家眼里，他仍是一座高峰，例如

现代主义巨匠奥登在 1973 年的《文学自传》一诗中便将贺拉斯和歌德并列

为他晚年的“导师”，称他“诗艺最纯熟”。 

贺拉斯的著作在古罗马时期就已确立经典地位，有阿克隆（Helenius 
Acron）和波皮里昂（Pomponius Porphyrion）为他作注。经过几个世纪的

文化黑暗期，他作品的一些抄本在公元 9 世纪重新出现，并在 1470 年出版。

自那以来，关于他的校勘、注释、评论和翻译已经成为西方古典学的一门

产业，各国出版的重要注本不下四十种，译本更难以计数。而在中国，除

了杨周翰先生翻译的《诗艺》以及王焕生先生、飞白先生翻译的一些短诗

外，还未出现一本有规模的贺拉斯作品选，更无全集，对贺拉斯的研究几

乎集中在《诗艺》上，这无疑与贺拉斯的地位是不相称的。 

本书知难而上，力图填补这个空白。译者精选了贺拉斯的 46 首诗，

共计四千余行，覆盖了他的所有诗集（四部《颂诗集》、《长短句集》、两部

《讽刺诗集》和两部《书信集》），以拉中对照的方式呈现给读者。为了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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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地理解贺拉斯的原作，在翻译之前，译者阅读了数百篇国外学术界的

论文和一些专著，并参考了十余部国外注本和多个英译本。这些前期准备

工作的笔记和翻译过程中的想法都浓缩在本书四十万字的逐行详注中。为

了方便读者全面了解贺拉斯，译者在引言部分介绍了贺拉斯的生平、作品

和所用的格律，在附录部分添加了人物简介、版本简介和参考文献。由于

国内拉丁文资料较少，为了方便拉丁语学习者，译者还在注释中解释了贺

拉斯作品中出现的绝大部分词语，并对所有的语法难点都做了分析。所以，

除了用于文学研究外，本书也可作为拉丁语学习的阅读材料。 

贺拉斯以诗艺高超和音律完美著称，为了体现出这样的特点，译者认

为，必须以格律诗的方式来翻译，并且要创造出不同的汉语格律诗形式，

以与原作的各种格律配合。贺拉斯作品中出现的格律约二十种（详见后面

的“格律简介”），针对每一种，译者都事先设计好每行的顿数和不同的韵

式，所以是典型地“戴着镣铐跳舞”。此外，贺拉斯不同诗集的语体风格也

差别很大，概略而言，《颂诗集》庄重凝练，《讽刺诗集》诙谐灵动，《书信

集》平易亲切，译文在汉语的措辞上也做了相应的调整。由于译诗需要综

合考虑音韵、节奏和语言效果，为了让读者知悉拉丁原文的确切意义，注

释中的散文体翻译尽可能地直译（有时会有生硬之感）。出于节奏的考虑，

除了神话和历史中的著名人物外，书中的人名都没有严格按照发音来翻译，

而是力求简短。 
但从根本上说，任何其他语言都无法再现贺拉斯高妙的语序修辞。由

于拉丁语主要通过格而不是通过语序来表达句法关系，语序就从句法中解

放出来，主要发挥修辞功能。移位（hyperbaton）就是一种重要的语序修辞。

按照古罗马修辞学家昆体良的定义，这种修辞格指“让一个词离开原始位

置一定距离”，换言之，彼此关联的两个词乃至更多词被其他句法成分隔断。

在一首诗中，如此处理的效果是，每个被隔断的词都被新的语境激活了新

的意义，同时也由于摆脱了固定的微观搭配，而与作品整体建立了原本被

抑制的关联，形成了一个“语言互动系统”。贺拉斯尤其擅长使用移位修辞

格，通过这种手段，他让高度形合的拉丁语在自己的作品中尽可能地空间

化了，让每个词都获得了语法之外的丰富意义。尼采曾这样形容贺拉斯诗

歌的艺术效果：“这是词语铺成的马赛克，每个词都通过其声音、位置和意

义向左、向右、向四面八方辐射着它的影响；语符的数目和空间都是最小

的，效力却是最大的；相信我吧，这就是罗马风格，这就是优雅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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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简介 
 

贺拉斯于公元前 65 年 12 月 8 日出生于意大利阿普里亚地区的维努西

亚（Venusia）。从《书信集》第 1 部第 20 首我们可知他出生的年月，苏埃

托尼乌斯为他撰写的传记则点明了日期。他的父亲是一位获释奴隶，职业

是税吏，收入应该不错，至少他尽其所能将贺拉斯送到了罗马的学校，并

亲自监督他的学习。贺拉斯对父亲充满感激，因为他很有生活智慧，在道

德方面也对贺拉斯有很多引导。在《讽刺诗集》第 1 部第 6 首中贺拉斯深

情地回忆了父亲对自己性情的塑造。 
从十岁到二十岁，贺拉斯一直在罗马学习，他的老师是严苛的奥比留

（Orbilius）。他对古罗马前辈的作品不以为然，但对读到的《伊利亚特》

和其他古希腊作品却很痴迷，终其一生，他都是古希腊文学乃至文化的坚

定传播者。大约在二十岁的时候，他远赴雅典学习。在那里，他接触到了

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学园派等各种希腊哲学，伊壁鸠鲁派似乎最契合

他的气质，但他并不是任何派别的拥趸。身处希腊，他广泛阅读了古希腊

的文学作品，后来对他影响最大的是阿尔凯奥斯（Alcaeus）和萨福

（Sappho），其次是阿齐洛科斯（Archilochus）、品达（Pindar）和阿那克里

翁（Anacreon）等人。 
公元前 44 年，恺撒的刺杀者布鲁图斯到了雅典，被当地人视为解放

者，受到热烈欢迎，贺拉斯也欣然加入了他领导的共和派军队。毫无军事

经验的他竟被任命为军政官（tribunus militum，军团级别的指挥官），很让

世人诧异。然而，好景不长，两年之后，共和派军队在腓立比战役中惨败，

贺拉斯侥幸逃生，尝到了命运之无常，从此放弃了一切政治抱负，安心做

一位诗人了。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他都对深陷内战漩涡的罗马国家深感忧虑，但在

公元前 31 年的阿克提翁战役后，他确信屋大维才是天命所归的人物，完全

认同了他的统治。然而，值得一提的是，贺拉斯从未后悔当初参加共和派

的军队，也未否定共和的理想，他接受屋大维主要是因为民族至上观念的

影响。在他眼中，内战是罪恶的，罗马的敌人不在内部，而是外族。 
腓立比战役之后，屋大维为了显示自己宽宏大量，宣布了大赦，贺拉

斯得以在公元前 41 年回到罗马。他的诗才很快引起了注意，并为他赢得了

维吉尔和瓦里乌斯的友谊。在他们的引荐下，贺拉斯结识了屋大维的权臣

麦凯纳斯（Gaius Maecenas）。麦凯纳斯领会了屋大维以文学巩固帝国秩序

的意图，极力奖掖文艺，成为一大批诗人的恩主。贺拉斯也于公元前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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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正式加入了这个圈子，从此衣食无忧。大约在公元前 33 年，麦凯纳斯赠

给贺拉斯一处在萨宾的农场，后来这个风景优美、远离尘嚣的地方成为贺

拉斯最喜欢的隐居地。麦凯纳斯为人谦逊，很有文学鉴赏力，对他身边的

文人也极少束缚干预，所以贺拉斯和他虽是门客和恩主的关系，但也不乏

真正的友谊。 
贺拉斯的文学生涯大体分为三个时期：公元前 41－前 29 年，这个阶

段贺拉斯发表了两部《讽刺诗集》和《长短句集》；公元前 29－前 19 年，

这是贺拉斯创造力的高峰，他发表了前三部《颂诗集》（公元前 23 年）和

第一部《书信集》（公元前 20 年）；公元前 19－前 8 年，这期间他发表了

《世纪之歌》（公元前 17 年）、《颂诗集》第四部（晚于公元前 13 年）和《书

信集》第二部。 
贺拉斯卒于公元前 8 年 11 月 27 日，他终生未婚，没有留下任何后代，

但他的作品已确保了他的不朽地位。 
 

作品简介 
 

贺拉斯开始创作时，古罗马诗坛的许多领域都已被占领，哲学思辨的

诗歌有卢克莱修，爱情诗有卡图卢斯，史诗有瓦里乌斯（维吉尔发表《埃

涅阿斯记》后才将其超越），田园诗有维吉尔，相对而言，只有讽刺诗的发

展余地较大。一个世纪以前的卢基里乌斯虽专攻讽刺诗，也取得了相当成

就，但在贺拉斯看来，他的诗艺尚显粗疏，而且他那种个人攻击式的讽刺

诗已经过时。贺拉斯天然适合创作讽刺诗。首先，他具备小说家那种对生

活敏锐的观察力；其次，他的生活哲学不趋于极端，比较有包容性；再次，

他的语言风格和维吉尔不同，比较贴近日常世界。由于有这些优势，他一

试笔讽刺诗，就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 
在格律和语言方面，他的《讽刺诗集》（Sermones）远比卢基里乌斯的

作品精巧，但贺拉斯从未把它们称为诗歌（carmina 或者 poemata），而只

把它们叫作“闲谈”（sermones），并且说除了格律之外，它们和散文没有

区别。一方面，这是他一贯以退为进的策略，另一方面“诗歌”的概念本

就是浮动的，至少今日没人认为他的这些作品不属于诗的范围。贺拉斯的

讽刺诗既是古罗马的浮世绘，也探讨了一些有永恒趣味的哲学问题。它们

分成两部发表，第一部大约在公元前 35 年或前 34 年发表，第二部发表于

公元前 30 年。英语学术界习惯把它们称为 Satires。 
在写作讽刺诗的同时，贺拉斯决定把一种新的诗体引入拉丁语，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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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体就是《长短句集》（Epodes）的主流格律。epode（希腊语 epōdos）原

是古希腊抒情诗节（ode，希腊语 ōidē）的一部分。完整的 ode 包含 strophe
（希腊语 strophē）、antistrophe（希腊语 antistrophē）和 epode 三部分。公

元前 7 世纪的希腊诗人阿齐洛科斯以 epode 为基础，创造了一种短长格的

格律，它由两行诗构成，第一行是短长格三音步（实际是六音步，即十二

个音节），第二行是短长格二音步（实际是四音步，即八个音节）。阿齐洛

科斯主要用这种诗来攻击自己的私敌。因此，贺拉斯把自己这些模仿阿齐

洛科斯的作品称为 iambi（短长格）。但实际上在《长短句集》的 17 首诗

中，只有 10 首遵循了短长格的格律，然而另外 7 首中，只有 1 首不符合双

行长短句的模式，所以后来人们就把这部诗集称为 Epodes。这些作品中，

有 7 首没有继承阿齐洛科斯的攻击风格，而更偏向抒情诗。《长短句集》创

作于公元前 40 年到公元前 31 年之间。 
贺拉斯的抒情诗主要集中在他的《颂诗集》（Carmina）中，其中前三

部是他本人最为看重的。在著名的《纪念碑》诗（《颂诗集》第 3 部第 30
首）中，他声称自己最大的成就是把阿尔凯奥斯和萨福的传统引入了罗马

诗歌中。这三部诗集共有 88 首诗，其中最早的一首作于公元前 30 年（以

埃及女王克里奥帕特拉之死为题材），但大部分作于他的巅峰期（前 29－
前 19）。此前的卡图卢斯已经是抒情诗的巨擘，但他最主要的成就是爱情

诗，而且采用的主要格律是哀歌体和十一音节体，只有两首用了萨福诗节。

而贺拉斯的抒情诗题材更为广阔，尤其是首创了古罗马的政治抒情诗。在

音律方面，他也更纯熟。在诗作的排列上，贺拉斯颇下了功夫。第一部的

前十一首诗分别代表了三部诗集的十一种格律，只有第二部的第十八首和

第三部第十二首的格律超出其范围。就内容而言，第一首致恩主麦凯纳斯，

第二首致屋大维，第三首致好友维吉尔，也是有意安排的。第三部前六首

构成了一组，是所谓的“罗马颂诗”，都用了阿尔凯奥斯诗节，体现了贺拉

斯以民族诗人自命的雄心。三部颂诗的侧重点各有不同，第一部希腊色彩

最浓，比较偏向纯粹的情感；第二部更具哲学色彩，偏于沉思；第三部政

治意味最突出，突出了公共主题。 
前三部《颂诗集》发表后，有一段时间贺拉斯觉得自己已无写抒情诗

的必要，对哲学兴趣日浓的他重新转向了闲谈式的诗歌，只不过采用了书

信体。虽然他自己把这些新作仍称为 sermones，后世却给它们冠上了《书

信集》（拉丁语 Epistulae，英语 Epistles）之名。这些诗大都表达了贺拉斯

对生活和诗歌的感悟，有 20 首在公元前 20 年结集发表，即《书信集》第

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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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19 年维吉尔去世后，贺拉斯成为罗马无可争议的第一诗人。

公元前 17 年，屋大维指定他创作《世纪之歌》（Carmen Saeculare），并在

国家的庆典上由合唱队朗诵，此后又多次要求他为一些政治场合写抒情诗。

这些作品和他私下写的一些抒情诗于公元前 13 年结集发表，成为第四部

《颂诗集》。 
很快，他的第二部《书信集》也问世了，这部诗集只包含了三首诗，

但都比较长。第一首致屋大维，主要讨论当时的文学风尚，此前屋大维曾

责备贺拉斯不曾为他写过书信体诗作。第二首致弗洛鲁，解释自己为何拒

绝继续写抒情诗。第三首致庇索父子，即后世所称的《诗艺》，创作时间可

能早于前两首。 
贺拉斯作品实际发表的顺序应该是：《讽刺诗集》第一部、《长短句集》、

《讽刺诗集》第二部、《颂诗集》前三部、《书信集》第一部、《世纪之歌》、

《颂诗集》第四部和《书信集》第二部。这本诗选的顺序则是后世贺拉斯

全集一般遵循的顺序，依次是《颂诗集》、《世纪之歌》、《长短句集》、《讽

刺诗集》和《书信集》。 
 

格律简介 
 
    贺拉斯的作品共有 18 种格律，这里只介绍在本书中出现的格律，译者

主要参考了 Chase（1881 年）的概括，格律顺序以本书所选诗作中出现的

顺序为准。其中 ˅ 代表一个短音节，— 代表一个长音节，+ 代表一个可

长可短的音节，X 代表一个长音节或者两个短音节可以互换，| 代表小节

奏单元的分界（ | 代表可分可不分），|| 代表大节奏单元的分界。 
（1）The Lesser Asclepiadic Strophe（《颂诗集》第 1 部第 1 首；第 3

部第 30 首；第 4 部第 8 首），这种诗节每行的格律都是： 
— — | — ˅  ˅ —  ||  — ˅  ˅  — |  ˅  + 
（2）The Sapphic Strophe（《颂诗集》第 1 部第 2 首；第 1 部第 20 首；

第 1 部第 22 首；第 2 部第 2 首；《世纪之歌》），这种诗节前三行的格律是： 
— ˅  | — —  |  —  ||  ˅  ˅  |  — ˅  |  —  + 
第四行的格律是： 
— ˅  ˅  |  —  + 
（3）The First Asclepiadic Strophe（《颂诗集》第 1 部第 3 首），这种诗

节单行的格律是：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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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行的格律是： 
— — | — ˅  ˅ —  || — ˅  ˅  — |  ˅  + 
（4）The Fourth Archilochian Strophe（《颂诗集》第 1 部第 4 首），这

种诗节单行的格律是： 
— X  | — X  | — ||  X  | — ˅  ˅  | — ˅  | — ˅  | — + 
双行的格律是： 
+ — |  ˅ —  |  +  || — |  ˅  —  |  ˅  —  |  + 
（5）The Third Asclepiadic Strophe（《颂诗集》第 1 部第 5 首；第 1 部

第 14 首；第 1 部第 23 首），这种诗节一二行的格律是： 
— — | — ˅  ˅ —  || — ˅  ˅  — |  ˅  + 
第三行的格律是： 
— — | — ˅  ˅ —  |  + 
第四行的格律是： 
— — | — ˅  ˅ —  |  ˅  + 
（6）The Second Asclepiadic Strophe（《颂诗集》第 1 部第 6 首；第 4

部第 5 首；第 4 部第 12 首），这种诗节前三行的格律是： 
— — | — ˅  ˅ —  || — ˅  ˅  — |  ˅  + 
第四行的格律是： 
— — | — ˅  ˅ —  |  ˅  + 
（7）The Alcmanian Strophe（《颂诗集》第 1 部第 7 首；第 1 部第 28

首），这种诗节单行的格律是： 
— X  | — X  | — ||  X  | — X  | — X  | — +  
双行的格律是： 
— X  | — X  | — X  | — + 
（8）The Greater Sapphic Strophe（《颂诗集》第 1 部第 8 首），这种诗

节单行的格律是： 
— ˅  ˅  | — ˅ — + 
双行的格律是： 
— ˅  — — | — ||  ˅  ˅ —  | — ˅  ˅ —  |  ˅  — + 
（9）The Alcaic Strophe（《颂诗集》第 1 部第 9 首；第 1 部第 17 首；

第 1 部第 34 首；第 1 部第 37 首；第 2 部第 20 首；第 3 部第 4 首），这种

诗节一二行的格律是： 
+  | — ˅  | — —  || — ˅  ˅  |  — ˅  + 
第三行的格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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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第四行的格律是： 
— ˅  ˅  | — ˅  ˅  | — ˅  |  — + 
（10）The Greater Asclepiadic Strophe（《颂诗集》第 1 部第 11 首），

这种诗节每行的格律都是： 
— — | — ˅  ˅ —  ||  — ˅  ˅  — ||  — ˅  ˅  — |  ˅  + 
（11）The Iambic Strophe（《长短句集》第 2 首），这种诗节单行的格

律是： 
+ — |  ˅ —  |  +  || — |  ˅ —  |  + — |  ˅ + 
双行的格律是： 
+ — |  ˅ —  |  +  — |  ˅ —   
（12）The Second Archilochian Strophe（《长短句集》第 13 首），这种

诗节单行的格律是： 
— X  | — X  | — ||  X  | — X  | — X  | — + 
双行的格律是： 
+ — |  ˅ —  |  + — |  ˅  +  | — ˅  ˅  | — ˅  ˅  |  + 
（13）The Second Pythiambic Strophe（《长短句集》第 16 首），这种诗

节单行的格律是： 
— X  | — X  | — ||  X  | — X  | — X  | — + 
双行的格律是： 
˅ — |  ˅ — |  ˅  ||  — |  ˅ — |  ˅ — |  ˅  + 

 
这项工作从 2009 年启动，时至今日方才完成，此中甘苦自知，至于效

果如何，需待读者检验。由于译者随后还会撰写一部贺拉斯的研究专著，

在这篇引言中就不长篇大论了。 
 
 
 
 
                                                    李永毅 
 
                                                 2014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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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Maecenas atavis edite regibus,  
o et praesidium et dulce decus meum: 
Sunt quos curriculo pulverem Olympicum  
collegisse iuvat metaque fervidis  

5    evitata rotis palmaque nobilis  
terrarum dominos evehit ad deos;  
hunc, si mobilium turba Quiritium  
certat tergeminis tollere honoribus;  
illum, si proprio condidit horreo 

10   quicquid de Libycis verritur areis.   
Gaudentem patrios findere sarculo  
agros Attalicis condicionibus  
numquam demoveas, ut trabe Cypria  
Myrtoum pavidus nauta secet mare;  

15   luctantem Icariis fluctibus Africum  
mercator metuens otium et oppidi 
laudat rura sui: mox reficit rates 
quassas, indocilis pauperiem pati. 
Est qui nec veteris pocula Massici  

20   nec partem solido demere de die  
spernit, nunc viridi membra sub arbuto 
stratus, nunc ad aquae lene caput sacrae. 
Multos castra iuvant et lituo tubae 
permixtus sonitus bellaque matribus 

25   detestata.  Manet sub Iove frigido  
venator tenerae coniugis immemor, 
seu visa est catulis cerva fidelibus, 
seu rupit teretes Marsus aper plagas.  
Me doctarum hederae praemia front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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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首（致麦凯纳斯） 
 

麦凯纳斯啊，你，王族的贵胄， 
我的坚盾，甜美荣誉的源头： 
有人痴迷于奥林匹亚的尘雾 
随赛车翻卷，闪电般的轮轴 
掠过标锥，手握光荣的棕榈， 
恍惚间与主宰世界的神交游； 
有人宁可让无常的罗马庸众 
簇拥着沿权力之阶步步高升； 
有人只关心自家谷仓的充盈， 
不许利比亚的一粒粮食逃遁。 
手把锄头，农夫怡然耕作 
祖先的土地，阿塔卢斯的财富 
都无法劝他忍受木船的颠簸， 
穿越米尔托翁海，满面恐惧。 
西南风起，伊卡利亚的波涛 
惊吓了行商，闲适静谧的故土 
让他怀念，但转眼船已修好， 
窘迫的生活才是不堪的重负。 
有人不会拒绝老窖的诱惑， 
不会因为虚掷光阴而羞愧， 
时而在葱绿的野草莓树下安卧， 
时而倾听呢喃的神圣泉水。 
许多人喜欢军营，喜欢喇叭 
与号角齐鸣，喜欢战争，尽管 
母亲诅咒它。寒冷的天空底下， 
猎人守候终夜，娇妻抛一边， 
或者鹿被忠诚的狗发现，或者 
野猪挣破了网，在马尔西山间。 
我因为奖赏诗人的常春藤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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