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堤契诺之歌》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堤契诺之歌》

13位ISBN编号：9787532724550

10位ISBN编号：7532724557

出版时间：2001-1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作者：[德] 赫尔曼·黑塞

页数：208

译者：窦维仪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堤契诺之歌》

内容概要

1919年，年轻的黑塞在连遭丧父和婚姻危机的重创后，怀着一颗破碎的心来到瑞士南部一个叫“堤契
诺”的小山村。那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以及淳朴的民风把他吸引住了，他在那里过起了半隐居的
生活。他画画，作诗，写小说，在同第三位妻子妮依结合后，事业上的发展突飞猛进，写下了10余部
不朽的中长篇小说。这本《堤契诺之歌》收录就是黑塞此时期创作的散文、诗歌和绘画作品中的一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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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契诺之歌》

作者简介

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 1877-1962）是20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德语作家之一。他出生于德国南
部符腾堡附近的小镇卡尔夫。黑塞青少年时代的经历，一如他在小说《在轮下》中所塑造的人物赫尔
曼·海尔涅，充满了精神的反抗和冒险。他于1891年秋入毛尔布隆神学校预备班，大半年后他逃离该
校，立志要成为一名作家。其后几年的风风雨雨，使这个热情的少年，终于被人世的艰辛磨练成一个
堂堂男子汉。1904年，小说《彼得·卡门青德》的出版，使黑塞一举成功，两年后《轮下》付梓，更
巩固了他的声誉。
黑塞的文学创作主要继承了19世纪浪漫主义的传统，而在20世纪初叶，现代主义文艺思潮正盛行欧洲
文坛，黑塞的古典风格，使他拥有了浪漫派最后一位骑士的称号。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黑塞
恪守人道与理性，接连撰写反战文章。然而战争机器一旦开动，任何罪恶都会披上爱国主义的堂皇外
衣，黑塞反战的呼声显得是那么的不合时宜。1919年，大战结束后，黑塞发表小说《德米安》，该书
像一股电流十分准确地击中了时代的神经引托马斯·曼评语，在战后德国一代青年个引起巨大反响
。1923年，黑塞加入瑞士国籍，这一似乎偶然的决定使黑塞后来逃脱了德国的纳粹政权对他必然的迫
害。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相对和平的瑞士使黑塞得以用艺术家的方式去建造一个精神空间，
以此抵御战争对世界的毒化。1943年，他的巨著《玻璃珠戏》问世，这又是一部充满了自由与人道精
神的作品。1946年，黑塞获诺贝尔文学奖。1962年，黑塞因脑溢血在睡梦中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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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契诺之歌》

书籍目录

1.目录导读 人文的捍卫者――赫尔曼?黑塞 刘永木前言 生命当如是 福尔克尔米歇尔斯在堤契诺重生山
隘山村农庄午歇红屋罗卡诺之春南方夏日畅饮秋之森林冬三，寄自南方的一封信在阿尔瑟纽屋舍?田
画?园篱堤契诺的教堂小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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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契诺之歌》

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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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契诺之歌》

精彩书评

1、火车站前有一个漠无表情权作通道的小广场，我最近因为换工作的关系，上下班老要经过那里。
前几天，那里忽然搭建起来一个临时的小型书市，我一眼扫过去，基本上可以说是二渠道的微型展销
会，一堆高定价低质量的类盗版图书摆在这里，既不搭调，又无新意。估计多半是为了执行什么行政
计划，才临时拼凑了一些杂牌军在这里。只是毕竟是书市，惯常匆匆的下班脚步也就自然放慢了一点
，于是居然看到了上海图书公司的摊位。这家店倒不陌生，以前读书时常到文庙买书，逛回来的时候
往往会顺便去一下福州路上的几家特价书店，杏花楼旁外文书店对过的上海图书公司，因为一直卖
些1~3折的书，倒也常去。后来自己在福州路上班了，反倒不去了，觉得没什么好书，其实只是自己
胃口变刁了罢。这次它摊位上卖的书却有点意思，基本都是世纪出版集团的库存书，以上海译文和汉
大的居多，均打3折。我还看到自己做的书也赫然其中。而印有汉大字样的书，从今往后的确只能在
旧书摊上看到了。摊位上颇多上海译文版的小说，最成系列的是昆德拉、村上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假
若时光倒流几年，恐怕自己是会乐不颠颠的往口袋里抱的。还有新出的〈洛丽塔〉全译本，居然也能
见到。觉得遗憾的是看到苏珊桑塔格的两本书和〈炼金术士〉，因为自己曾经买的几乎是全价。那天
逡巡半天，后来只买了一本〈约婚夫妇〉，因为最近正在看的艾柯提到过此书。黄杲忻译的〈美国抒
情诗选〉以前翻过，本来不会买的，因为他那种企图在翻译中重现英诗音节和韵律的努力，个人以为
如同照猫画虎，只能求个形似而已。但因为阅读〈理解诗歌〉的经验，遇到要自己翻译时，有坏译本
参考总比没有译本强，便也拿下了。第二天下班经过这里，又买了一本杜拉斯的〈广场〉。买这书全
是因为王道乾。杜拉斯的好看有一大半是因为王道乾，这套精装硬壳的杜拉斯刚出来时就是打着有几
本王道乾译本的旗号，不过因为性价比低得象收藏品，所以也就一直没买，这次算是低位吃进。今天
从那里过的时候，忽然又看到黑塞的〈堤契诺之歌〉，里面除了随笔，还有一些他的水彩画。看了看
版权页，是 2001年出的，是自己孤陋寡闻了。黑塞的小说，除了〈玻璃球游戏〉，其他大抵因为翻译
平平的缘故，印象都不深。这本粗翻了一下，译得倒是不坏，算是这次购书最大的收获。译者窦维仪
，回来查了一下，果然是台湾人。〈堤契诺之歌〉是一个选择的产物，选择继续做一个参与社会的中
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是选择成为一个绝对的写作者。黑塞选择了后者。是对写作的欲望而并非隐居的
欲望，让黑塞成为一个隐士，这一点，似乎不同于陶渊明和梭罗。黑塞好的作品都是在此时此地产生
，我更惊讶的是他居然还是个水彩画家。他一生画画的数量大概要超过文字，那些关于堤契诺的温柔
明亮的水彩画，可以视作是黑塞的日记，因为此时此地，云朵的变幻，树林的生长，以及鸟兽随着天
空和大地的起伏，就是每天正在发生的事情。〈玻璃球游戏〉自己有过一个老版本，同一个译者同一
个出版社，只是封面换了一下，这次也顺手买下，大概是我在并非健忘的情况下第一次重复购书，算
是从读书向藏书无奈过度的一个信号。记得张文江老师曾讲过，20世纪他愿意推荐的小说有一部半，
一部是〈追忆似水年华〉，这半部，就是〈玻璃球游戏〉。半是为了记忆那段听课时光，索性也把周
克希新译的〈追忆似水年华〉第一卷也买了，只是不知道自己何时会阅读它，也不知道周先生何时会
译完它，或者，都不会吧。07.4
2、30元，好贵！那本《婚约》卖29元，至少厚度还能让我放心，这本⋯⋯⋯⋯不过是黑塞的⋯⋯那就
咬咬牙了⋯⋯翻译不是很好，有很多篇和《婚约》里的重复了。但是绘画和诗歌以及一些资料还是很
珍贵的⋯⋯虽然贵，还是推荐。
3、最早了解黑塞是在《读者》上面的散文，后来发现他的文笔真是很了得，所买下了这本书，好喜
欢，有人也读了么？交个朋友分享读后感受啊！~
4、近日读黑塞的散文集，《堤契诺之歌》。黑塞被尊为德国浪漫主义在二十世纪的精神传人，细读
他那些率性朴实的散文，能体会到黑塞的确深得浪漫主义三昧。尤其是他对“流浪”这一主题的感受
： “流浪者天生如此。流浪的冲动和浪迹天涯本身就是一种爱情，一种情欲。旅行的浪漫，一方面无
非来自于对冒险的期待，另一方面则是潜意识里的冲动，想将官能上的欲望升华，任其化为烟云消失
无踪。身为流浪者，我们这样的人总将爱情深藏，只因爱情无法实现；我们总将本该献给女人的爱，
任意投诸村庄、山岳、湖泊、山谷、偶遇的孩童、桥上的乞丐、草原上的牛群、鸟儿与蝴蝶，我们将
爱情与爱的对象分开，对我们而言，爱情本身已经足够。就如同我们流浪并不是为了寻找任何目标，
纯粹只想享受流浪本身，纯粹只为了流浪而流浪。”（黑塞《堤契诺之歌》“山村”，窦维仪翻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01年第一版） 这段话，几乎可以作为舒伯特两大联篇歌曲的注脚。舒伯特两部联篇歌
曲的主题相同，都是——旅行，但又是多么迥异的两段旅途啊。 《美丽的磨坊女》是旅途中一段短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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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契诺之歌》

的歇息。溪水的潺潺与磨轮的转动，构成轻快的流动感。流浪者，应该是一个离开城市的年轻诗人，
暗恋磨坊主的女儿。浪漫主义者是推崇暗恋的，如黑塞所说，“我不想知道你的芳名，不想刻意经营
对你的爱，那将让爱泛滥，令我生厌。”黑塞准确地点出浪漫主义者的流浪和情欲是一体的。情欲是
浪游的推动力，浪游是化去情欲的解药。浪游中的风景，溪水、花朵、鸟儿与蝴蝶，可供浪漫诗人寄
托相思，大自然不再是理性主义者急于规范的外部世界，而是浪漫主义者内心情感的映射。这些景物
和情感的交融，我们都能在舒伯特的“流浪”歌曲中找到。黑塞的解读也回答了为什么浪漫主义者的
爱情大多没有结果，因为那将中断他们的流浪，也意味着情欲的满足和消灭。在舒伯特的套曲中，主
人公继续上路，我们最后甚至都不知道那位磨坊女的姓名。诗歌和音乐中不断反复的溪水意象，也暗
示了匆匆流逝、无所羁留的含义。 正像所有的旅途都有终点，一个毫不妥协的浪漫主义者，其流浪应
该像《冬之旅》那样结束。熄灭浪游者心中情欲之火的，不是满足或放弃，而是自然的冬季，河川冰
封，不再欢快流淌。白茫茫的冰原是流浪者路途的尽头。在这里，大自然再次主导了浪漫主义者的命
运，或者说，他们就是一回事。《冬之旅》的音乐气象由此大变，节奏滞重的乐句在前奏和尾奏处重
复着，空洞呆板，给人艰难前行、近乎停滞的感觉，旅者已经接近了旅途终点——死亡。然而，正像
黑塞喜欢吟诵的那首诗所传达的，浪漫主义者即使在他的最后安息之所，也仍然是一个浪游的异乡人
，这大概就是浪漫主义者的宿命吧： 匆匆，安详时分瞬间即至 我也将随之休憩，头上 美丽、孤寂的
森林簌簌作响 即使在此地，我仍是陌生的异乡人。（艾兴多夫）
5、&quot;如同白昼在早晨与夜晚之间出现一样，我的生命就在流浪的冲动与对家的渴望中度过。也许
，有朝一日我能达到那样的境界，将流浪与异乡藏诸于心，将景致留驻于心，毋须为了亲自体验而流
浪。也许，我能把家乡藏在心中，不再眷顾红屋与花园，心中自有故乡。如果真能如此，生命将截然
不同！生命若有重心，所有的力量将从中散发。然而，我的生命正是缺乏重心，因而在一连串的极端
之间摇摆、晃荡，一会儿渴望安定的家，一会儿渴望漂泊；忽而希冀寂寞与修道院，忽而渴望爱情与
人群；曾收集无数书画，却又一一送出；曾纵情放浪。但又转为禁欲修行；曾信仰生命、崇尚生命为
一切之本，但又看穿所谓生命，不过是为了满足肉欲享受而存在罢了。&quot;(以上摘自第12-13页)***
或是将远方、将流浪的渴望藏诸心间，安于家庭之乐，忍受俗世之累；或者将故乡收进行囊，流浪远
方，倾听自然与灵魂的交响，领略只属于自己的人生，同时也饱受柴米油盐之忧。在生活与艺术之间
，黑塞做了一个后者的尝试。厌倦看爱情和人群，渴望宁静和孤独。放下家庭，告别故乡，寡居提契
诺乡村，以书为伴，徒步乡野荒岭，春夏秋冬、虫鱼鸟兽、花草树篱、山石水涧，一边流浪，一边写
诗作画，记录下生命的点滴感悟。天晴外出，风雨蛰居，从一朵花的凋零中领悟死亡之美，希望子规
继续给儿孙唱歌，哀 悼老树的摧折，新栽的紫荆长成之时，想着自己早已不在人世，熟知鸟巢虫穴，
“大自然中没有所谓单调无聊这回事，那全是都市人的发明”。对于同自己一样老旧的人物景致，希
望他们比自己晚一点离开人间。远遁山林的浪漫诗人，不惧死亡，迎接重生。2011.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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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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