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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人类文明发展的长河源远流长，历经数千年的流淌，留给

世人难以计数、浩如烟海般的书籍。其中最为璀璨夺目的，是

那些古今中外久经时空考验的名家传世著作。这些名著都凝

聚了人类思想的精华，深入并改变着我们的言行与思想，成为

人类作为万物之灵的不朽佐证。

世事境迁，斗转星移，这些名著创作的时代与我们已经相

去甚远。我们如何在当今的社会情况下解读这些宝贵的精神

财富，赋予其鲜明的时代特色，为社会生活服务，已成为今天

人们思考的一个问题。为此我们组织编写了这套《中外名著

解读丛书》。

本套丛书共分 38 册，都是从人类历史上流传广泛、影响

深远的中外名著中精选而出的。在各个分册当中我们设置了

多个栏目，例如必读理由、作者小传、写作背景、内容概要、精

彩篇章、妙语佳句、作品解读、作品影响、名家评论、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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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书中图文并茂，语言通俗易懂，内容深入浅出，力求多

角度地解读这些中外名著，提炼出作者创作的主旨，为广大读

者提供指导性的阅读建议。

本套丛书在选编过程中由于涉及面广，时间仓促，有误之

处，欢迎广大的读者朋友们指教批评，以便今后修订完善。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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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希金诗选

1

必读理由

普希金被称为“俄国文学的始祖”、“伟大的俄国人民

诗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普希金的诗歌令无数人为

之倾倒，至今仍被热爱诗歌的人们所传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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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希金像

“俄罗斯文学之父”普希金继承发展了 19 世纪俄国浪

漫主义文学，并开拓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道路。他在诗

歌、散文、戏剧等各个方面，为俄国文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开创了俄国文学史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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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地的儿子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1799 年 6 月 6 日

生于莫斯科一个贵族家庭。他的家族虽非当朝显贵，但在

历史上却声望颇高。普希金远祖是普鲁士的移民，其后代

曾多次担任历代沙皇的重臣。

普希金的先辈中有的在军政界颇有建树，但也有因反

对彼得一世改革而被处以极刑的。诗人的祖父列夫·普希

金在 1762 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同彼得三世的争权中，因为站

在彼得三世的一边而获罪。普希金家族正是由于历史关头

中的几次错误选择，才没有能获得宫廷的特殊恩典，因此始

终是普通贵族。诗人的母亲家族中，也有几个是沙俄史上

的名将。他的外曾祖父阿勃拉姆·汉尼拔生于阿比西尼

亚，是一个部落酋长的儿子。后被土耳其俘虏，从土耳其被

带到俄国宫廷。彼得一世发现了这个黑人的聪明才智，送

他去法国军事学校学习，毕业后在当时的彼得担堡任数学

和军事工程学教授，获得少将衔并任要塞司令职位。汉尼

拔的几个儿子，后大多在俄国海军及军事工程方面任要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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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就是诗人后来引以为豪的“六百年世家”的缘由。

到了普希金的父辈，虽也都曾在沙皇军队中任职，但后

来淡漠仕途，热衷文学。普希金的父亲谢尔盖·普希金，特

别喜欢法国文学，被称为俄国最早的“莫里哀专家”，经常

在家里排演莫里哀的戏剧。谢尔盖·普希金开明教子，他

允许小普希金随意浏览自己丰富的法文藏书，还允许他坐

在客厅里听他与客人关于文艺的谈话，这对普希金的未来

成长产生了良好的启蒙作用。伯父瓦西里·普希金在当时

是一位很有名气的诗人。19 世纪初他在围绕着改革俄语

的新旧派的斗争中，站在改革派卡拉姆辛一边。后来还一

度担任过改革派文学社团“阿尔扎马斯社”社长。伯父瓦

西里·普希金同一些文化名流常有交往。这些著书立说的

大人物以及他们生动的谈吐，都给小普希金留下终生难忘

的印象。诗人的双亲———谢尔盖·普希金和纳杰日达·奥

西波芙娜对长子的文学兴趣都起过有益作用，但却做得不

够系统和耐心。又加之他们偏爱次子列夫·普希金，往往

对长子多加责备，所以对其影响并不持久。伯父瓦西里·

普希金恰好弥补了这个遗憾，他很早就发现了小普希金的

聪颖和诗才。外祖母教会了普希金拼读俄语，奶娘阿林娜

·罗吉翁诺芙娜曾用她那生动的民歌和迷人的故事给小普

希金以熏陶，而第一个教普希金写诗的则是伯父瓦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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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希金。因此诗人终生敬重、热爱伯父，并称他为“我的诗

父”。

小普希金幸运的是他的启蒙教师均不平庸。第一个家

庭教师蒙弗尔伯爵受过高等教育，是个画家、音乐家。教他

法语与拉丁语的卢斯洛先生，是个很有才气的诗人。教他

俄语的别利科神甫，也是个名望很高的传教士。这几位启

蒙老师对未来的俄罗斯民族诗人的成长，起到了引路人和

园丁作用。

在 1811 年 1 月，俄罗斯沙皇决定成立贵族学校———皇

村学校，设在彼得堡郊区叶卡捷琳娜皇宫的皇村陈列馆，目

的是为政府培养政治人材。8 月初，伯父带领小普希金到

彼得堡通过了考试。10 月 19 日皇村学校开学那天，以沙

皇亚历山大一世为首的皇室成员、国务会议成员、东正教总

会的神职人员等出席了开学典礼。这充分反映了宫廷及政

府对这所学校的重视。皇村学校的学制为六年，讲授中学

及大学课程。学校里有一批教授，思想进步，确有真才实

学，如讲授俄语与拉丁语的科尚斯基和加里奇，教授修身课

的库尼曾等。他们对普希金的思想和才华的发展产生过重

大的影响，诗人终生缅怀他们，曾多次在诗中表达怀念

之情。

政府原本打算以敌视法国大革命的思想精神来培养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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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贵族子弟。但他们没有预料到的是，皇村学生们在入学

的次年便遇上 1812 年卫国战争。1812 年 6 月，拿破仑亲

率六十万大军入侵俄国。俄军节节败退，直至放弃莫斯科。

拿破仑的入侵充分暴露了农奴制俄国的腐朽和虚弱，并随

之带来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神话般的传说。整个俄国面临

着亡国的威胁，民族迅速觉醒了。莫斯科人民同仇敌忾，坚

壁清野，撤退前火烧莫斯科。大火烧了三天三夜，拿破仑军

队入城后面对着一片断垣残壁，缺粮、无房、又加上北国严

寒的酷袭，只好放弃这座废城，原路逃窜。沿途遭到俄国军

队和游击队的截击，离开俄国时，只剩了三万左右的残兵败

将。卫国战争的胜利，激励了俄国人民，更激励了皇村学校

这一群优秀的贵族少年。普希金在这个历史事件中，认识

了俄罗斯人民的力量，民族自豪感第一次朦胧的意识油然

而生，他开始意识到自己肩负着表达人民意志的某种义务。

在战争爆发前，皇村学校就已经组成了文学小组，伊利

切夫斯基、戴里维格、久赫里别克尔、哥恰可夫等人都在小

组中初露头角。其中后来有几位成了诗人、有几位成了十

二月党人。普希金是小组中最有诗才的少年之一。卫国战

争唤醒了俄罗斯民族，随之也改变了文学的面貌。在战争

年代，像茹科夫斯基、巴丘希科夫、克雷洛夫这些当时的诗

人，都自觉以诗与寓言反映反侵略战争，用爱国主义精神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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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人民。皇村学校里的这群少年诗人对时代脉搏的感应当

然就更敏锐———他们几乎难捺胸中燃烧的爱国主义热情，

几乎不能平静地坐在教室里听讲。他们固然未能驰骋疆场

与顽敌厮杀，但爱国主义的火种却就此永远埋在心头。正

是由于成长在 1812 年这个特殊的年代，正是因为胸中洋溢

的热情，普希金才能在 1814 年写出《皇村回忆》这样优秀

的诗篇。

1815 年 1 月皇村学校举行公开升级考试，七十三岁高

龄的著名诗人杰尔查文亲临考场。这次升级考试的水平关

系到皇村学校声誉，所以加里奇副教授事先就选定了由普

希金当场朗诵一首近似“杰尔查文”主题和风格的抒情诗。

当普希金朗诵完他的《皇村回忆》后，杰尔查文眼含泪花激

动地说: “这就是那将要接替杰尔查文的人!”老诗人想要

拥抱这个诗坛新秀，但少年诗人因为腼腆早已跑出考场。

当晚国民教育大臣举行宴会招待贵宾，诗人的父亲作为成

绩优秀的学生家长也被邀出席，席间杰尔查文及许多贵宾

都称赞普希金的诗才，预言他将在诗坛上赢得荣誉。而教

育大臣却对诗人的父亲说: “我倒是希望把您的孩子培养

成散文家”。这反映了官方重视应用文体而轻视诗歌的观

点。杰尔查文却不以为然地插话说: “让他当个诗人吧!”

识千里马者伯乐，老诗人的殷切期望说明了先辈已经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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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眼前这棵嫩苗有可能长成为俄罗斯文坛的参天大树。

皇村后期，普希金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他的诗，也越来越

受到整个诗坛的瞩目。另一位著名诗人卡拉姆辛在参观皇

村中学时叮嘱普希金:“你要像一头鹰似地翱翔呀，但不要

在中途停止飞行。”茹科夫斯基也称赞普希金是个诗坛奇

才。1816 年夏天普希金常去拜访来皇村消夏的卡拉姆辛，

他还参加了拥护卡拉姆辛的进步诗歌团体“阿尔扎马斯

社”，投身于同保守派“俄罗斯语言爱好者座谈会”的战斗，

普希金那时用的笔名叫“蛐蛐”。

如果说法国拿破仑的入侵强烈地激起俄罗斯人民的爱

国热情，那么这场战争的胜利者俄罗斯军队从巴黎带回的

却主要是关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见闻。长期处于腐朽黑

暗中的俄罗斯青年们听着那些令人惊奇的变革，仿佛走进

了一个神话般的世界，他们不禁要问: 难道俄国不能这样

吗? 普希金正是怀着此种心情，开始接触从巴黎归来的军

官们。离皇村中学不远，驻扎着一个从法国换防回来的禁

卫军骠骑兵团队。普希金同这个团的两名军官———卡威陵

和恰达耶夫过从较密，他常常趁着夜幕去他们的驻地听其

讲述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情况及学说。在归来的途中，他

总是激动不已，常常情不自禁地想: 若俄国也发生这一切，

该有多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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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皇村学校时期，普希金的诗才开始展现。他热

衷于观察和思索，陶醉于诗句的推敲。诗人皇村时代的同

学科莫夫斯基回忆说:“不仅是在课余的休息时间里，在大

休息室里，在皇村那迷人的花园里散步时，就是在教室里，

甚至在祷告时，普希金的头脑里都常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

诗歌构思。这时候他的脸色就时而阴沉时而开朗，他把自

己想到的诗句匆匆写在纸上。通常都是迫不及待地咬着笔

杆，皱起眉头，噘起嘴唇，目光里喷射着火焰，默默地读着自

己写下的诗句。”另一位同学、诗人的好友普希钦也承认他

是当时文学活动的“首领”。

普希金出身贵族，但他的成长却远远超出了贵族阶级

的狭小天地。他正好赶上 1812 年的卫国战争，像一棵劲

松，根深深地扎进俄罗斯大地深处，从民间文学、从人民所

表现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时代的雨

露、人民的汗水、大地的乳汁，为他创造了成为参天大树的

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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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逆的贵族子弟

1817 年 6 月，普希金从皇村学校毕业。同学们各奔东

西，有的从政，有的从军。普希金坚定地选择了作一个诗人

的道路。在毕业前夕写的《给同学们》一诗中，他诙谐地写

道:“朋友们，请稍稍宽容———，请让我戴着红色的尖帽，只

要我不是罪孽深重，必须用钢盔把它换掉。”暗示自己要终

生作个歌唱自由的诗人的愿望。普希金以十等文官身分被

分派到外交部任职。

普希金初入社会，曾经热衷于上流社会的社交生活。

他迷恋神秘的剧院后台与热闹的酒宴，沉溺其中，留恋忘

返。后来他自己也曾回忆道: “在这些充满快乐与希望的

日子中，我最喜欢舞会。”这种醉生梦死的生活方式只能产

生花花公子和奥涅金式的“多余的人”，肯定不会造就出杰

出的诗人。幸运的是普希金少年时代经历了 1812 年的伟

大时代，亲身感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热情，做一个自

由诗人的愿望早已在他的心中萌生，这样才使他免于过久

沉沦在这纸醉金迷的生活之中。另外幸运的是，离开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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