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适逢英国浪漫派诗人雪莱去世

200周年。在我国的广大中青年、尤其是

爱好文学（外国文学和诗歌）的青年学子

中，知道雪莱名字的人不少。即便不一定

知晓雪莱的大名，但听到或读过或知道

“只要冬天来临，春天还会远吗”这一著

名诗句的，恐怕要多得多。尽管雪莱的

一生只活了短短30年，但他一直是中国

读者眼中欧洲浪漫主义思潮的重要代

表，他梦幻而唯美的抒情诗和极具抗争

性的政论诗被中国新文学视作榜样，他

的反叛精神和个人经历，成为了五四时

期一代青年男女的偶像。鲁迅在写《伤

逝》时，就描写了雪莱对涓生与子君的巨

大的精神激励。他留下的诗句即便是在

其去世两百年后的今天，依然以深入人心

的力量而具有广泛的传诵度和知名度。

珀西 · 比希 · 雪莱（1792-1822）是一

个充满希望和热情，充满理想和正义感、

热烈追求真理和社会公平的诗人，一个热

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热爱人类、渴望社

会进步、世界大同的诗人。尽管他已经离

开我们两百年了，但只要你倾听到或读到

他那些充满热情和理想的诗行，你就会不

由自主地深受感染，不禁被他的真情深深

吸引和打动，你甚至会感到，他依然和当

代的青年人在一起，他就是这代青年中的

一员。他对正义、公正、爱情、理想的向

往，他对自由和民主的追求，是那么引发

年轻人的共鸣。更令人钦佩和赞叹的是，

在他短短的一生中，竟留下了那么多才华

横溢的文学作品，门类包括诗歌、诗剧、散

文、论文等等。上世纪在英国出版的，由

殷本和佩克合编的《珀西 ·比希 ·雪莱全

集》厚达整整十卷，足以看出他蓬勃的创

作力曾经是多么的充沛。要不是在30岁

那年驾船出海，遭遇暴风不幸落水而亡，

雪莱一定还会在浪漫派文学和诗歌创作

的道路上作出更多的贡献和成就呵！

值得一提的是，雪莱似乎早就对自

己的死亡有所预感。1821年时，他在名

为《阿多尼斯》的长诗中写道，“广袤的大

地和混圆的天空分裂了！他将自己交付

给暴风骤雨，动情地回望了一眼岸上被

他抛弃的战栗不已的人群……”这首诗

既是写给刚刚去世的好友济慈的挽歌，

也被后人看作他对自己命运归宿的一次

高歌。这首诗写完不久，雪莱和朋友自

驾的帆船就倾覆在了风暴中的大海，海

难发生前，一位目击者曾让他们赶紧弃

船，然后登上自己的船。但雪莱拒绝了

这个救命的邀请，并坚持在暴风中挂着

满帆，驶向拉斯佩齐亚海湾……

这几乎是雪莱热情而不惧逆流的本

性的一个缩影。这位天才诗人的一生虽

短，走过的道路却从不平坦。他经历的

曲折沉浮，他走过的文学道路是我们常

人难以想象的。

雪莱出生于18世纪末的1792年，当

时的英国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和第一次

工业革命，社会异常动荡，在剧烈的转型

期，社会各阶层的矛盾更趋尖锐，弊端显

露无疑，与此同时，一大波新思想和新思

潮从欧洲大陆传入英国，为这座岛国带

来了层出不穷的骚动和激进观念。人们

的心扉被吹开了，反映在文化艺术领域，

一股声势浩大的浪漫主义运动就此风起

云涌起来。英国的第一代浪漫派作家代

表人物——主要是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

（1770-1850）、柯勒律治（1772-1834）和

骚塞（1774-1843）纷纷涌现。到19世纪

初期，则涌现了第二代浪漫派诗人，他们

开始迅速而茁壮地成长，很快就站上了

历史舞台。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就

是拜伦（1788-1824）、雪莱和济慈（1795-

1821）。他们强烈要求摆脱封建教会势

力，表现出了争取自由和进步的鲜明民

主倾向。他们了解底层百姓的苦难生

活，追求社会公平和平等；在诗歌创作

上，他们除了继续着湖畔派诗人开创的

革新道路，积极反映社会的发展和变革，

努力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外，还进一步扩

大和丰富了英语诗歌的创作内容，创新

了诗歌的形式和格律，增强了诗歌形象

的绚丽色彩和语言的音乐性。英国浪漫

主义文学的发展，不仅对本国的文学发

展潮流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也对欧

洲各国、对整个世界文学的发展，起到了

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和积极作用。

“只要冬天来临，春天还会远吗？”

《西风颂》的这个结尾，无疑是雪莱最广

为流传的金句，诗人短暂的一生，和他所

热情讴歌的社会理想与“黄金时代”，伴

随着他经久不衰的影响力，贯穿了20世

纪中国青年的精神历程。

让我们来看看雪莱短暂而不平凡的

一生和他走过的文学道路吧。

雪莱出生于英国东南部的萨塞克斯

郡一个小贵族家庭，在伊顿公学读书四

年后，进入牛津大学深造。求学期间的

他博览群书，广泛吸纳各种先进的思潮，

也涉猎了各种自然科学领域的新知，他

读了托马斯 ·潘恩的《人权论》；读了洛克

和休谟的哲学著作。他自费印刷出版了

自己写的一本小册子《无神论的必要

性》。在当时，这绝对是一个挑战教会，

颠覆基督教思想和权威的重大事件，很

快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和反响。在拒绝对

学校的质询作出应答后，他被学校开除，

并激怒了他保守的父亲，家族从此与他

断绝往来。19岁，雪莱成了一个真正的

弃儿，不仅被上流社会排挤，也为家庭所

唾弃。但他没有就此止步，而是成长为

了一个日益坚决的革命者。此后，他读

了哲学家威廉 ·葛德文鼓动社会变革的

《社会正义》一书，内心受到了巨大的影

响和冲击。他积极主张用教育手段改造

社会。此后，他的一生一直不懈地抨击

各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显然是和葛德

文提倡的思想的影响密切相关。

1814年，雪莱上门拜访了精神导师

葛德文，其间和葛的女儿玛丽成为朋

友。两人一见钟情，很快就建立了恋爱

关系，在雪莱的第一任妻子海里特在伦

敦的海德公园投水身亡后不久，雪莱正

式与玛丽结婚（后玛丽创作了著名的科

幻恐怖小说《弗兰肯斯坦》）。早在1813

年，雪莱创作长诗《女王麦布》，诗歌的主

题是谴责基督教。他认为是宗教挑起了

人们的争执和仇恨。在长诗中，雪莱提

出了自己对暴政、宗教、战争、婚姻制度

和利润至上的深入反思、思考和批评。

1817年，他创作了长诗《莱昂和西丝娜》，

后经修改后改名为《伊斯兰的反叛》。这

是他一生写得最长的诗作，创作于法国

大革命遭受挫折、君主复辟之后，在将近

五千行的铺排中，雪莱通过对黄金城起

义的描摹，旨在鼓舞人们对革命的信心

和对旧势力的反抗。一年前的1816年，

他与年轻的浪漫派诗人拜伦终于见了

面，两人由此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和至交。他们互相鼓励，互相学习，一起

交流思想、创作和理想抱负，并多次一起

周游欧洲各地。

雪莱由于个人的私生活和某些行

为，在英国一再受到指责、批评和人身攻

击。在这样的气氛和大环境下，雪莱患

上了严重的肺病，需要一段时间进行休

养。他不得已于1818年从英国迁居到

欧洲南部的意大利，并在那里度过了他

一生中最后的四年半。靠近地中海的意

大利气候温暖，阳光明媚，雪莱在这里情

绪大变，诗兴高涨。在意大利，他创作了

四幕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他一

反常规，把一个原来与天神宙斯妥协的

普罗米修斯描绘塑造成一个不屈的斗

士。雪莱的一生就是对人类社会中各种

形式的压迫不断进行斗争的过程，此剧

中他塑造的普罗米修斯就体现了这种顽

强不屈的斗争精神。

1819年，雪莱进入了人生创作最为

丰硕的阶段。他完成了五幕悲剧《钦契

一家》，全剧是用无韵诗写成的，语句轻

快直白，大多采用的是大白话。作者描

写的钦契的女儿是一个悲剧人物，写她

怎样在兽性和封建教会权势的勾结下成

为了不幸的牺牲品。同年，惊闻家乡人

民为抗议危害民生的“谷物法”而遭受迫

害，数百人遭镇压死亡，为表示声援，强

烈抗议暴政，雪莱写下了《暴政的行列》，

“起来吧，像睡醒的狮子，你们多得无法

制服，赶紧摇落你们的锁链，像摇落睡时

沾身的露……”他还写了《致英国人之

歌》《1819年的英格兰》《致自由主张者的

颂歌》。这些诗歌中的名句被谱成曲子，

在后来的英国劳工运动如宪章运动中，

为工人兄弟们广为传唱，成为鼓舞人们

积极投入反抗暴政的有力武器。

在意大利的这几年里，雪莱的创作

热情如大海一般高涨，他写出了许多极为

著名、至今广为流传、脍炙人口的诗歌，如

《西风颂》《云》《致云雀》《致月亮》《阿波罗

礼赞》等。他纪念济慈的长诗《阿多尼斯》

也写于这个时期。虽然雪莱比济慈年长

四岁，但济慈却先他而去了，这令他无比

的悲痛。雪莱一生的最后一篇诗作是《生

命的胜利行列》，原计划要从文艺复兴写

到18世纪启蒙时期的人生理想，遗憾的

是，雪莱仅仅写了500多行，还未及完成

就逝去了。1821年，雪莱开始写他的久

享盛名的文学评论《诗辩》，计划写三部

分，但仅完成了第一部分。在文中，雪莱

系统表达了他对诗歌创作的观点——他

肯定诗和诗人的积极的社会作用，肯定了

他所处的时代的诗人的历史贡献，肯定了

进步的历史观点；他提出“生命的形象表

达在永恒的真理中的是诗”这样练达准确

的定义。雪莱去世的消息是那么令人痛

心和惋惜。翻船落水而亡后十天，他的尸

体才被找到，拜伦赶来出席了雪莱遗体的

火化仪式，并亲手点燃了焚化好友的柴

堆，仪式结束后，拜伦跃入海中，游向海湾

深处已停泊待发的一艘游船，据说他驾驶

着这艘游船去了希腊，并在当地训练了一

支武装，以遥遥呼应他葬于罗马的兄弟雪

莱。可惜的是，在雪莱死后不到两年，拜

伦死于一场高烧。

雪莱的诗歌创作独辟蹊径，充满了

一种乐观精神，在对大自然的描写和叙

述中融入了对人生、对人类理想和前途

的理解和展望，体现了他的积极的人生

价值观、崇高理想和信念。他创作的诗

歌和社会现实密切结合，反映了他对底

层百姓及其命运的深切关怀、对社会公

平和进步的热望，对崇高理想的不懈追

求。他创作的诗歌节奏感强，富于韵律，

易于上口，有很强的音乐感，不少成为英

语中广为流传的千古名句。

作为雪莱最著名的诗篇、英国浪漫

派诗歌的不朽代表作，《西风颂》气势磅

礴，含义深远，感情充沛，具有极为强烈

的英雄气概和鼓舞推动作用。在雪莱

笔下，秋风席卷大地，横扫落叶，既是

自然的破坏者，又是自然的保护者，西

风猛扫大地，激扬长空，掀起大海波涛，

搅得天地不宁；诗人又把自己幻想为一

片树叶、一朵云彩、一星浪花，随西风经

历着大自然的一切，既有灾难痛苦，亦有

云开日出的平和光景。作者写的是大自

然，同时又把自己与自然世界融为一体，

通过一行行诗句寄托着自己的理想、勇

气、雄心壮志和远大理想。通过对西风

的描写，诗人揭示了人类可能同时面临

绝望的困境和胜利的前景，力图鼓舞人

们无畏奋进，接受挑战，迎接暴风，去夺

取胜利。

《西风颂》写于雪莱在意大利佛罗伦

萨附近树林里漫步的一天。那天正是狂

风骤起的天气，他浮想联翩，在激情的支

撑下开始构思起这首诗，经过一个星期

的反复推敲和修改，他完成了这首不朽

的传世之作。全诗由五个小节组成，每

小节是一首十四行诗。当时的十四行诗

有两种形式，即意大利式和英国式，意大

利式分为前八行和后六行，前八行分为

两个四行节，后六行分为两个三行节；英

国式则前由三个四行节组成，后则为一

组英雄双行句。而雪莱的《西风颂》则独

创性地运用了一种新形式，即前四节每

节三行，末节为双行排偶句。其次，每一

大节的脚韵安排也独具雪莱式的层层递

进，这样，全诗从形式感上体现了一种层

层向前推进的态势，使诗歌的形式和内

容和谐统一，给人一种强烈的鼓舞作

用。而恰恰是全诗的最后两行——“预

言的号角已吹响，呵，风呵，只要冬天来

临，春天还会远吗？”成为全诗的高潮和

巅峰，其产生的震撼、激励作用几乎是无

穷的，有哪一位读者读了以后会不受到

感召？这样的诗句鼓舞了一代代的革命

者、改革者、先锋人物、创业者不怕困难，

不避艰险，在挫折和灾难面前不低头，不

却步，勇往直前，迎向光明的所在。

马克思很早就说过，“雪莱本质上是

个革命者，而且他是一直站在社会主义的

先锋队一边的。”虽然他出生于贵族之家，

但他一生都在为推动社会变革与进步鼓

与呼，他面对挫折与打击，绝不屈服，绝不

低头，他广泛阅读进步思想家、哲学家的

著作，汲取先进思想；他也广泛阅读古希

腊古罗马的经典之作，翻译过柏拉图的著

作，从先人的作品中吸取传统和营养。

雪莱去世两百年来，他不仅在英国

文学史上留名，且在世界文学的宝库中，

牢牢占据了一席之地。在现当代世界各

国出版的英国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选

集、选本中，在世界诗歌选本中，雪莱创

作的诗歌几乎是不可或缺的，他和拜伦、

济慈等其他几位英国浪漫派诗人的代表

一起，留存在一代代读者的心中，伴随着

一代代青年的成长流传下去。

（作者为翻译家、上海交通大学外国
语学院英语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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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将自己交付给暴风骤雨

死亡，是他不惧逆流
本性的一个缩影

纪念英国著名诗人雪莱逝世200周年

陈德民

Onewordistoooftenprofaned

Formetoprofaneit，

Onefeelingtoofalselydisdained

Fortheetodisdainit；

Onehopeistoolikedespair

Forprudencetosmother,

Andpityfromtheemoredear

Thanthatfromanother.

Icangivenotwhatmencalllove,

Butwiltthouacceptnot

Theworshiptheheartliftsabove

AndtheHeavensrejectnot,——

Thedesireofthemothforthestar,

Ofthenightforthemorrow,

Thedevotiontosomethingafar

Fromthesphereofoursorrow?

普罗米修斯的斗争，
也是他的化身

生命的形象表达在永
恒的真理中的是诗

To——
ByPercyByssheShelley

致——
珀西 ·比希 ·雪莱作
陈德民译

有一个字眼被用得过滥
我不忍心再来把它滥用，
有一种感情太不受待见
你可岂能再不予以尊重；
有一种希望几近于绝望
稍不谨慎便会将其窒息，
而惟有你给予我的体谅
比起别人的更值得珍惜。

常人之爱非我所能给予，
惟发自内心的真切崇拜
连上苍都不忍推谢婉拒
你又难道会将它拒之门外，——
似飞蛾扑向那星光闪闪，
如黑夜期待着黎明降临，
何如我们在这悲哀的尘寰
依然对未来满怀着憧憬？

雪莱这位天才诗人的一生虽短，走过的道路却从不平
坦。他经历的曲折沉浮，他走过的文学道路是我们常人难以
想象的。
“只要冬天来临，春天还会远吗？”《西风颂》的这个结尾，

无疑是雪莱最广为流传的金句，诗人短暂的一生，和他所热情
讴歌的社会理想与“黄金时代”，伴随着他经久不衰的影响力，
贯穿了20世纪中国青年的精神历程。

 雪莱写给玛丽最

后一封信的手稿，1822年

7月4日，藏于剑桥大学

的博多利图书馆

 雪莱的帆船

素描，藏于剑桥大学

的博多利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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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是雪莱描写爱情的短诗里较为著名的一首，一开头就与
普通的爱情诗的写法完全不同，直接提出一个与常见的“谈情说爱”相
反的论调，即诗人不想通过描写普通的爱情，来亵渎真正的爱情，立刻
使得全诗的格调高出以往所有的爱情诗。

诗人在诗中将自己的爱恋之情比喻成飞蛾扑向星光，黑夜期待黎明，
这也由此成为流传后世的两个关于爱情的著名比喻。

在陈德民看来，《致——》具有“永恒”的价值，是他本人也是翻译圈
公认的翻译得比较成功的一首雪莱的代表作。

观点提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