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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伦的《恰尔德
·

哈洛尔德游记》

潘 耀 琅

拜伦 G (o r eg eG o r do n B y r o n ) 在一八O

九至一八一一年作了一次国外旅行
,

曾先后

游历了葡萄牙
,

西班牙
,

阿尔巴尼亚
,

希腊
,

土尔其及意大利等地
。

这时正是欧洲各国反

动势力嚣张的时期
,

是欧洲反动君主的神圣

同盟大施压力
,

摧残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

动的时期
。

拜伦亲眼看到各国人民所受专制

政治的压迫
,

和他们英勇反抗
,

争取解放的

战斗精神
。

这次旅行开拓了青年诗人拜伦的

眼界
,

丰富了拜伦的社会政治见闻
。

对他的

民主革命思想的成长起了积极的作用
。

拜伦

自己也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
。

他曾在给他母

亲的信中谈到出外旅行比在家闭门读书更为

有益
,

可以减少久居岛国的狭隘偏见
。

拜伦旅行归国后
,

由于友人兼出版商达

拉斯 ( R o b e r t C h a r l e s D a l l a s ) 的一再要求
,

他将 自己在旅途上所写的一些诗稿交给达拉

斯
。

达拉斯一气读完后
,

回信说
: “

你写下了

我从未读过的最有兴趣的诗篇
。

我被吸引得

不得不一 口气把它读完
。

我敢以生命担保它

将大大地提高你的诗誉
。 ”

于是就将诗稿交约

翰
·

默里 ( Jo h n
M ur ar y ) 代为出版

。

当默里

提出要拜伦删改某些政治性较强的部分时
,

拜伦却坚持长诗的政治性
。

他回信写道
: “

我

想我不能做任何删改
。

关于这点谬见
,

我是

有充分根据的
。

《伊里依德》 (罗马诗人维吉

尔的主要作品
,

长达十二卷的史诗 ) 就是一

首政治诗
,

它是有它的政治 目标的
。

…… 西

班牙的情况我是按照我亲眼见到 的 写 下 来

的
。

…… 因此 ,

你知道我的感情是不能改变

的
。

至于在结构和章节方面你如果要改变的

话
,

我可以按照你的意愿去做
。 ”

虽然拜伦拒

绝删改
,

可是在长诗 《恰尔德
·

哈洛尔德游

记》 出版时却仍然有某些章节的内容是 经 过

出版商剪裁删减的
。

尽管如此
,

长诗出版后

却仍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
。

不到三天
,

第一版就销售一空
。

拜伦说
: “

我一早醒来
,

发现我已经成名了
。 ”

长诗一共分四章
。

前两章发表于一八一

二年
。

后两章则是诗人被迫流亡后的作品
。

长诗主要是通过青年贵族恰尔德
·

哈洛尔德

的游历反映了拜伦自己在旅途中的见闻
,

反

映了欧洲十九世纪初叶的重大历史事件
。

在开头的几节诗中拜伦扼要地叙述了恰

尔德
·

哈洛尔德的身世和出游的动机
。

紧接

着就展开了欧洲社会的整幅画面
。

恰尔德
·

哈洛尔德越过葡萄牙进入西班牙时就已经嗅

到硝烟硫磺的气味
,

听到枪弹炮火的声音
。

整个西班牙笼罩在枪林弹雨之中
,

处于紧急

应战的状态
。

牧羊人不能安心看守他们的羊

群
,

农人们看着 自己种植的葡萄在战争的硝

烟下枯萎
,

不再有人在月光下跳舞欢歌
,

而

是哼着咒骂西班牙祸国殃民的统治阶级的曲

调
。

西班牙人民正在英勇地和拿破仑率领的

军队作殊死战
。

拜伦写道
:

西班牙的人民啊 ! 命运多么不幸!

从未获得自由的人为着自由斗争 ;

他们
,

失去国王 的濡弱政府治下的子民
,

卿相都逃亡了
,

庶民却忠诚到底
,



为那些十足的卖国首领争气
。

虽然这祖国仅仅给予他们生命
,

为了荣誉却非把自由争取不行 ;

抵抗到底
,

即使不幸失败了
,

作战
,

作战
, “

那怕肉搏用刺刀 ! ’

(一章八十六节 )

诗人大胆地揭露法国侵略战争的实质是

为了独夫的威风和他要扩大他那 不 义 的 统

治
,

千百万人去送死
。

诗人对西班牙人民的

卫国战争
,

则大加赞扬
。

他塑造了萨拉哥撒

女游击队员的英雄形象
。

他热情洋溢地歌颂

道
:

爱人战死后
,
她没有流无用的眼泪

,

首领牺牲了
,

她站上 了他危险的岗位

伙伴逃奔啦
,

她阻止这卑残的行动
,

敌人退了
,

她率领人马去追踪
,

谁能给死去的爱人更大的安慰?

谁能象她似地为殉难的首领复仇 ?

男儿伤心失望时一个女郎却把残局挽回里

谁能如此勇猛地追击那奔逃的法寇
,

他们在被炮火轰塌的城下
,

败于女流之手 ?

(一章五十六节 )

在整个长诗中
,

诗人仅仅用了短短的三

个诗节就把一个出自闺房
,

英勇地走上战场

的妇女的不屈不挠的英姿活生生地呈现在读

者眼前
,

成为世界文学上不朽的诗句
。

在歌颂西班牙人民英勇斗争的同时
,

诗

人又谴责了反动腐朽卖国求荣的西班牙的国

王查理四世与皇后及其首相高多伊公爵
。

在

叙述了加的斯城的坚贞不屈
,

称它为
“

争自由

的先锋
”

后
,

紧接着就写道
:

这里除了贵族
,

人人都称得上高贵
,

只有堕落的贵宵甘心 做敌人的奴才 1

(一章八十五节 )

诗人的爱僧
,

诗人的褒贬是显而易见的
。

爱的褒的是人民
,

僧的贬的是贵族
。

诗人的

态度是明朗的
。

尽管如此
,

但当法国侵略军

大批地从比利牛斯山奔泻而至的时候
,

诗人

却看不清楚社会历史的远景
。

在反动统治暂

时胜利的情况下
,

由于诗人与西班牙人民联

系得不够紧密
,

很自然地流露出他对战争胜

负
,

人民前途 的怀疑与悲观的情绪
,

他写道
:

唉唉 ! 这幕惨剧还没有停止 ,

生力军还从比利牛斯山奔泻而止
:

战争在扩大
,

事情还只是开始
,

结局如何可真是难 以预测
。

(一章八九节 )

塔拉维拉流掉那么多鲜血
,

巴洛萨的战绩是多么卓越
,

阿尔布亚刺堆满了尸骨
,

但西班牙仍蒙不自由的耻辱
。

她的橄榄树何时再现葱绿?

何时能不受耻辱而得到安乐 ?

不知还要经过多少黑夜似的岁月
,

法国的盗匪才停止掠夺的勾当
,

绝种了的自由之树重在这片土地上生长?

(一章九十节 )

第二章写哈洛尔德来到当时在土耳其铁

蹄下的希腊
。

希腊人民是以忍气吞声
,

逆来

顺受的态度对待土耳其的暴政
。

这引起了诗

人莫大的哀愁
。

从残破的楼堡中依然显现出

它昔 日的威严
。

诗人抚今追昔
,

不胜感慨系

之
。

他历数古希腊的光荣史迹以激起希腊人

民反抗暴政的斗争勇气
。

他一再强调希腊光

荣的过去
,

为的是要希腊人民继承它祖先英

勇战斗的传统
:

美的希腊 1 光荣的残迹
,

使人心伤兮

逝去 了
,

但是不朽
,

伟大
,

虽已消亡!

有谁来领导你一盘散沙似的后裔
,

起来挣脱那久已习惯了的束缚呢?

(二章七十三节 )

诗人对希腊人民的俯首听命
,

委屈求全

表示万分的愤感
。

说他们
“

在土耳其的皮鞭下

呻吟得可怜
,

只好做一辈子的奴隶
” 。

称他们

为
“

安分守己的奴才
,

只会长嘘短叹
,

手里不

拿弓剑
,

而拿奴隶的镰刀
。 ”

最后
,

诗人大声

疾呼希腊光荣的祖先看到这种情况
,

都要在

九泉之下气忿
。

诗人不仅唤醒希腊人民起来

反抗土耳其
,

而且还进一步指出英国在地中

海地区活动的阴谋
,

告诉希腊人民要获得彻

底解放
,

只有依靠自己的奋斗
。

任何依赖思



想都只能是一种幻想 !

世世代代做奴隶的人们 !你们知否
,

谁要获得解放
,

就必须自己动手
,

必须举起 自己的右手
,

才能战胜 ?

高卢人或莫斯科人 岂会对你们公正?

不 ! 他们固然会打败你们的暴君
,

但你们仍然不会获得那神圣 的自由
。

希腊人的魂呀 ! 战胜你们的仇人 !

希腊啊 ! 你的主子变换
,

而你的山河依旧 ;

逝去的是光荣的 日子
,

而不是耻辱的年头
。

(二章七十六节 )

热爱自由的拜伦不仅以诗歌作为武器激

励希腊人民挣脱土耳其所加于他们的侄桔
,

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
。

他自始至终是一位争

自由的战士
。

当希腊人民最后行动起来的时

候
,

诗人积极地参加了这个伟大的民族解放

斗争
。

不惜变卖 自己在英国的家园来支持这

个正义的斗争
。

在生活上与士兵同甘共苦
,

在战斗中身先士卒
。

因此
,

他深得希腊人民

的爱戴
,

被选为希腊军的统帅
。

为了解放被

压迫的希腊人民
,

诗人最后付出了自己的生

命
。

他死在希腊军中
。

临终前
,

在昏迷状态

中
,

诗人口 中尚念念有词
: “

前进
,

前进
,

跟

我来
,

别害怕 ! ”

又感叹道
: “

不幸的人们
,

不

幸的希腊
。

为了它
,

我付出了我的时间
,

我

的资财
,

我的健康
,

现在我将付出我的生命
。

此外
,

我还能作什么呢 ? ”

拜伦的逝世是希腊

的莫大悲哀
,

是土耳其无限的欢欣
。

第三
、

四章是拜伦和他祖国的统治集团

彻底决裂时期写的
。

他在议会中公开维护路

德分子的讲演
。

他在一八一六年写了歌颂反

抗暴政的勇士
“

普罗米修士
”

的长诗
。

他又 向

统治阶级掷过去
“

路德分子之歌
” ,

号召用暴

君们的鲜血来灌溉 自由之花
。

这触怒了英国

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们
。

他们对拜伦进行人

身攻击
,

以他离婚作为借 口
,

捏造了有关他

私生活上不道德的事件
,

使他无法立足于英

国社会
,

不得不背乡离井
,

远走高飞
。

但是
,

整个欧洲大陆在这个时期的总趋势是 日益反

动
。

虽然
,

拿破仑已经一败涂地
,

但继之而

起的却又是另一批专制魔王
。

拜伦内心无比

苦闷
,

极端矛盾
。

这种心情在《游记》中得到

了充分反映
。

长诗第三章就是以诗人 向他女

儿艾达诀别开始
,

又以慈父般的谆谆叮嘱为

结束
。

在这一头一尾的几节诗里诗人抒发了

漂泊异乡
,

远离祖国
,

远离亲人的抑郁悲愤

的心情
。

在这一章里
,

诗人又在哈洛尔德凭吊滑

铁卢战场的几节诗里表达了他自己的看法
。

拿破仑的失败并不是革命的结束
,

更不是自

由的胜利
。

但拜伦在谴责拿破仑的同时却又

流露出同情与惋惜
。

这是诗人对暴政抗议的

不足之处
,

也正是诗人思想深刻矛盾的反映
。

他谴责拿破仑略侵西班牙
,

血洗意大利
。

他

骂拿破仑
“

暴君
” 、 “

独夫
” 、 “

高卢的兀鹰
”

以

及
“

野心的头子
” ,

说拿破仑
“

残暴
” 、 “

虚荣
”

“

愚蠢
” 、 “

高傲
” “

刚惶 自用
”

等等
。

可是
,

另

一方面诗人又赞扬拿破仑为
“

超人
”

并 说 他
“

指挥有方
,

屡建战功
”

称他为
“

盖世的英雄
” 。

拜伦曾经 自命为
“

诗歌领域中伟大的拿

破仑
” 。

他又曾不止一次地说
: “

只有他 (指拿

破仑 )和我两个人是用 N
.

B
.

签名的
”

(拜伦在

一八二二年曾采用 N oe l B yr on 的全李
。 、 他

的《拿破仑烦》和《拿破仑的告别》对一八一四

年拿破仑被欧洲各国盟军击溃而退位表示非

常婉惜
。

在《拿破仑颂》里他把拿破仑写成是

一位
“

拜伦式的英雄
” 。

诗人认为拿破仑失败

的主要原因是
“

由于只看见自己而逐渐变为

盲目
” 。

其实这也正是拜伦 自己最大的 致 命

伤
。

只看见 自己
,

只依靠自己的个人英雄主

义是诗人世界观中的最大局限
,

是他诗作中

孤寂忧郁情调的主要原因
。

雪莱在他的
“

朱

理安与马达罗
”

一诗中对拜伦就就作 了以下

的批评
: “

他感觉他 自己比他的同类要伟大
,

这一点
,

我认为
,

使他的雄鹰般的精神盲 目

了
,

因为他过于注视 自己强烈的光辉
。 ”

可是
,

在滑铁卢战役后
,

拜伦却又在他所写的《译 自

法文的颂诗》里批判了拿破仑
,

揭露任何暴政

终归要失败
,

拿破仑也不能例外
: “

于是他倒



了

—
一切付诸东流

,

谁甘心众人作一个人

的马牛
。 ”

在瑞士的阿尔卑斯山畔
,

诗人冥想着出

生于 日内瓦的伟大的启蒙主义学者卢骚和他

的同道伏尔泰
。

诗人对他们推崇备至
,

称他

们为法国革命的导师
,

掀起了愤怒的浪潮
,

从而打破 了法国千百年来所带的枷锁
。

诗人

随时随地渴望着自由
,

无时无刻不在想冲破

神圣同盟统治下的牢笼
。

法国革命的失败
,

欧洲各国监狱的重新建立引起了诗人无限的

哀思
。

由于拜伦尚不能理解法国革命的资产

阶级的性质
,

对革命的失败只能徒唤奈何
。

他对历史上的兴衰成败因而也就作出了唯心

主义的历史循环的结论
:

从人类的所有故事可找出一个道理
,

兴亡盛衰
,

无非是旧事的轮回和循环 ,

先是自由
,

接着是光荣
,

光荣消灭
,

就出现财富
,

邪恶
,

腐败
,

终于野蛮
。

〔四章一 O 八节 )

但是诗人 自流亡后和社会现实有 了较多

较广的接触
,

虽然反动势力又一度死灰复燃
,

拜伦却意识到人民革命的潜在力量
。

因此
,

在这一段时期内拜伦思想上的矛盾达到了最

高峰
。

一方面他表现了悲观绝望的情绪
,

但

另一方面却又肯定了人民的力量
,

对自由的

前途具有坚定的信心
。

第四章的主题集中在意大利
。

拜伦迁居

到意大利的时候
,

正是它处在四分五裂遭受

着外国统治者奥地利的屈辱的情况中
。

意大

利人民之间也正在孕育着新的革命力量
。

拜

伦参加了意大利秘密革命组 织 烧炭 党
,

并

成为它的领导人之一
。

拜伦的住宅变成了军

火库和革命的参谋部
。

他说
: “

只要意大利能

解放
,

牺牲什么人
,

损失什么东西
,

都算不

了一回事
。

这是一个伟大的 目标
,

是政治的

理想
。

只要想到

—
一个自由的意大利 ! ! ! ”

诗人热情地期待着意大利民族革命的爆发
。

这种心情在第四章中得到了反映
。

意大利的

锦绣河山使得人回忆起意大利过去的强大和

光荣
。

拜伦称意大利为
“

艺术之母
”

和
“

军事

之母
” 。

在这章里他特别提到中世纪领导人民

运动的爱国者里恩济
。

这是一个沉着的号召
,

要意大利人民学习前辈的爱国精神
,

奋起斗

争
,

恢复统一自由的祖国
。

意大利的每一座

古城
,

桥梁
,

纪念塔以及它挥煌的民族文化

在诗人的笔下闪烁着无限的光芒
。

但丁
,

薄

伽丘
,

彼得拉克
,

米盖郎基罗及伽利略的名

字受到了诗人的崇拜和尊敬
。

诗人回溯这些

过去的光荣成就
,

为的是可以给意大利人民

更大的鼓舞来反抗奥地利的奴役
。

因而奥地

利反动政府被吓得急忙下了一道禁令
,

禁止

长诗第四章在意大利境内发行
。

拜伦从他在意大利的革命实践中获得了

新的启示
,

深切地感受到人民力量的逐渐壮

大
。

革命虽然暂时受到挫折
,

但他坚信自由

之树终久是要开花结果的
。

因此
,

阴郁悲伤

的气氛较之前几章已稀薄得多
。

但自由啊
,

你的旗帜虽破而仍飘扬天空
,

招展着
,

就象雷雨似地迎接狂风 ,

你的号角虽 已中断
,

余音渐渐低沉
,

依然是暴风雨后最燎亮的声音
。

你的树木失了花朵
,

树干遍体鳞伤
,

受了斧锥的摧残
,

似乎没有多大的希望
,

但树浆保存着
,

而且种子 已深深入土
,

甚至已传播到那非国的土地上
,

一个较好的春天会带来不那么苦的瓜果
。

(四章九十八节 )

长诗《恰尔德
·

哈洛尔德游记》具有鲜明

的政治倾向性
,

对过去的历史和诗人生活的

时代作了一个全面的评价和批判
。

热爱自由
,

响往民主
,

敢于揭露
,

号召斗争是长诗的基

调
。

诗人在长诗里表示了对一切暴政的反抗
,

对各族人民的解放运动的无限同情与热烈支

持
。

由于时代和诗人个人主义世界观的制约
,

人民革命的失利
,

反动统治的残酷压迫使诗

人同时不得不在长诗里流露出忧郁
,

孤独
,

怀疑
,

悲伤的情绪
。



长诗的主人公恰尔德
·

哈洛尔德不是拜

伦的理想人物
。

在第一
、

二两章序言里他就

曾阐明塑造这个形象的用意
:“

为了让这部作

品多少有些联贯性
,

于是就放进了一个虚构

的人物
,

而这个人物的描写又并 不 求其 完

整
。 ”

哈洛尔德的形象确有诗人的影子
,

他反

映了诗人世界观里个人主义的某 些 个 性 特

征
,

并不等于说就是诗人自己
。

他反映了当

时社会上一部分贵族青年的精神面貌
。

他们

受到了法国革命进步思潮的冲击
,

同情广大

受压迫的人民和风起云涌的解放运动
,

反对

暴政
。

但是由于世界观的局限
,

看不出社会

罪恶的根源
,

找不到具体的斗争道路
,

他们

不满
,

抑郁
,

苦闷
,

悲观
。

在这种情况下
,

他们的反抗只能是消极的
,

与事无补的个人

主义的反抗
,

不是逃避现实
,

就是以堕落的

方式来反抗腐朽的统治
。

哈洛尔德的形象在

当时是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

恰尔德
.

哈洛尔德出生于英国破落的贵

族家庭
,

过着纸醉金迷
,

花天酒地的寄生享

乐生活
。

终 日与酒肉朋友
,

轻浮的情妇在一

起厮混
。

廿三
、

四岁时
,

他感到这种生活的

空虚
,

厌烦了人世间的一切荒唐无耻
,

内心

苦闷非凡
,

企图浪游海外
,

寻求另一个世界

来治愈他的创伤
:

他孤独地怀着优郁的思想
,

终于下定决心离开他的祖国

而去浪游海外炎热的地方 ;

厌倦享乐的生活
,

宁可遭些灾祸
,

但求变换情调
,

落入地狱也不妨
。

(一章六节 )

但当一踏上漫长的旅途
,

驶向异乡时
,

哈洛尔德又情不 自禁地望洋兴叹
,

对着海风

唱出了感伤的
“
晚安曲

” ,

其中有一节可说是

道出了畸零人孑然一身的孤独心情
:

现在我是孑然一身
,

在这辽阔的海上飘零 ,

谁也不为我叹息几声
,

我又何苦代别人伤心?

也许我的爱犬会哀吠不止
,

可怜要赖他人把它喂饱 ,

但是不消多少 日子
,

就会把我当作路人狠咬
。

(一章十三节 9 歌 )

哈洛尔德在生活中是个旁观者
,

只有沉

思默想
,

从未付诸行动
,

他不愿与任何人交

往
,

而却爱与大自然谈心
。

炎凉的世态
,

虚

伪的人生深深地刺伤了哈洛尔德的心灵
。

他

感到苦无知音的孤独
:

但在杂沓和冲撞着的人群之间

听呀
,

看呀
,

感触
,

占有
,

漂泊
,

没有人来爱我们
,

也无人值得爱恋
,

作为一个倦怠不堪的人世的过客
。

趋炎附势的小人
,

不可共患难 !

在那些一步一趋
,

奉承拍马的人们中
,

没有一个有同情心
,

为别人慨叹
,

等我们死时
,

脸上会露出丝毫哀容
:

这样才是孤独 ; 这种味道才算得凄惨 !

`二章廿六节)

哈洛尔德的性格也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有

所发展
。 “

心里满是创伤
,

纵不致命
,

也难复

原
”

的哈洛尔德变得不象过去那么多愁 善 感

了
。

他的志趣比早年也高洁得多
。

在刚离祖

国时
,

他还企图在海外异乡可以找到解脱的

出路
。

可是
,

事与愿违
,

他对整个欧洲现实

和反动统治的实质认识得更深刻
,

他的优郁

更阴沉
,

性格更孤独
。

他悲观绝望到不屑与

任何人为伍
,

孤独高傲得甚至要离弃人世
。

他尽情地陶醉在大自然里
:

在那不见道路的森林中别有一种趣味
,

在寂寞的海岸上 自有一番销魂的欢欣
,

在大海之滨
,

有一种世外的境界
,

没有人来打扰
,

海的咆哮里有音乐 之声
。

我爱世人不算泛泛
,

但我爱自然更深
,

经过我们的这些谈心 ; 和它谈心之际
,

就躲避了我今昔的一切
,

不管是些什么
,

而与整个宇宙打成一片
,

并且心头掀起

我永远不能表达而又无法全部 隐 匿 的 感

触
。

(四章一七八节 )



拜伦理解到哈洛尔德远避人类不就是憎

恨人类
,

而主要是他不愿和那些纵挎子弟在

一起厮混
,

陷在罪恶深渊中不能自拔
。

同时

诗人也意识到了哈洛尔德的个人主义的反抗

是徒劳无益的
。

他认为这是
“

可怜地用错误手

段来对付错误
” 。

他认为在人生的航程 中必须

有航行的目的
,

不能做一个无目的的海上飘

泊者
。

诗人深切地感到哈洛尔德不能表达他

自己的全部思想感情
。

也正是由于这种不满
,

诗人经常以抒情主人公的姿态出 现 在 长 诗

里
,

经常插入一些具有政治色彩的抒情独 白

以弥补哈洛尔德性格之不足
。

在第四章里几

乎已经全部是诗人直接和读者的谈话了
。

抒

情主人公体现了拜伦思想矛盾上的积极面
,

当然也是主要的
,

基本的一面
。

抒情主人公

是一个积极干预生活的战士
。

他热爱生活
,

追求自由
,

敢于揭露
,

敢于斗争
。

他对在祖

国和在旅途上的所见所闻作出果断的评价
。

他为西班牙人民英勇抗敌而感到欢欣鼓舞
,

又为希腊人民默默无闻而感到悲哀
,

更为意

大利人民所受的凌辱而感到不平
。

他谴责英

国的强盗行为
,

他把拿破仑比做狮子
,

又把

神圣同盟比做豺狼
。

他感受被压迫者的痛苦
,

他坚信自由必然会降临
。

他得出的结论是尽

管革命暂时失败
,

而 自由的种子却 已深入人

心
,

终久是要开出自由之花
,

结出胜利之果
。

长诗中的恰尔德
·

哈洛尔德与抒情主人

公是相反相成
,

互相衬托
,

体现了诗人思想

感情的整体
。

然而抒情主人公毕竟还是一位

资产阶级的战士
,

因而在某些方面仍有与哈

洛尔德相通之处
,

不时地表现出个人主义世

界观的某些特征
。

正因为如此
,

我们不难理

解为什么长诗第一
、

二两章刚一出版
,

就获

得畅销
。

一卷书震撼了整个欧洲社会
。

拜伦

也 因此而一举成名
。

当时在广大读者群众中
,

不同的社会阶层对长诗有不同的理解
,

各 自

在长诗 中取其所需
。

长诗的民主倾 向
,

对暴

政的揭露以及对各族人民运动的同情固然激

励了不少先进的人们
;
但优郁阴沉的哈洛尔

德却也吸引了一些拜伦同时代的贵族青年
,

因为这个形象照出了他们自己的影子
,

反映

了他们莫名的哀愁
,

以及在异国风光和大自

然中寻求慰藉
,

表示对现实的无济于事的消

极反抗
。

哈洛尔德一类的贵族青年是离开了

社会斗争
,

陷入了孤高自赏
,

逃避现实的个

人主义漩涡中
。

这种做法既不能使他们脱离

苦海
,

更不能解决现实问题
。

《恰尔德
·

哈洛尔德游记》是一首浪漫主

义的抒情与现实主义的叙事相结合而抒情又

占优势的长诗
。

诗人充分表达了自己对现实

的态度
。

在整部作品中熔铸进 自己的真情实

感
。

诗人把 自己在生活中的感受凝炼成诗
。

他时而引吭高歌
,

歌唱崇高的战斗英雄们
,

时而愤怒地谴责世界各国的反动统治者们
,

时而低头冥想古希腊与古罗马过去的光荣
,

时而又婉惜风尘一世的人物拿破仑
,

时而又

流露出对祖国的怀念
,

时而又诗情洋溢地陶

醉在大 自然中
,

时而又感叹看不见前途的悲

哀
,

时而又慷慨激昂地号召人民积极斗争
。

诗人不断地在叙事过程中插入向读者直抒胸

臆的诗句
,

加强了长诗的艺术感染力
。

诗人

的注意中心不在于叙事而在于抒发 自己炽热

的感情
。

热情奔放
,

气势磅礴是长诗特有的

风格
。

在描写 自然景色上
,

诗人也不是处于旁

观者的地位
,

客观地进行描绘
,

而是眼有所

见
,

心有所感
。

虽是写景
,

实则抒情
:

古堡盛立着
,

象心灵的孤高
,

虽然憔粹
,

但决不向庸众折腰
,

堡内空无一人
,

唯有风从隙缝吹进 ,

它们只能跟浮云暗暗地呼应
。

(三章四十七节 )

诗人在长诗里写了不少这样的诗节来抒

发自己虽然热爱世人
,

但他的所作所为又不

为统治集团所容
,

迫不得 已只能放浪形骸
,



寄情山水以求解脱
,

以示反抗
。

世间既然无

人可语
,

只得与大自然谈心
,

孤独之情可想

而知
。

诗人是借这种世外桃园的境界来烘托

他内心的寂苦
。

诗人的写景可谓是情不离景
,

景不离情地交融在一片了
。

长诗中有不少诗节是描绘诗人所到国家

的自然风景的
。

葡萄牙和西斑牙灿烂 明媚
,

五光十色
,

果实丰满的田野
,

阿尔巴尼亚的

崇山峻岭
,

葱郁丛林
,

岩间瀑布
,

莱茵河两

岸的秀丽风光
,

哥特式的城垣
,

怪石形成的

堡垒
,

阿尔卑斯山的雄伟
、

惊险的冰山雪峰

以及波斓壮阔
,

汹涌澎湃的大海在诗人着意

的描绘下构成了一幅幅绚丽多采
,

生气勃勃

的画面
。

既有诗的情趣
,

又有画的意境
,

真

可谓诗情画意交织在一起
。

这些景色的描绘

之所以充满抒情的激愤色彩是因为它始终贯

串了长诗的基本主题
:

以宏伟壮丽的自然景

色来反衬欧洲现实的空虚与丑恶
。

可惜的是

诗人过于夸大了自然的威严雄壮
,

相形之下
,

人类就显得渺小与无能为力了
。

在描写风光绮丽之乡葡萄牙时
,

诗人写

道
:

蔚蓝色的海面没有一点儿波涛
,

黄金色的橙子点缀着葱绿的树林
,

岩间的瀑布向着幽壑里飞奔
,

山上挂着葡萄
,

山下长着垂杨
,

五光十色
,

交织成这景色多么辉煌
。

(一章十九节 )

在描写莱茵河两岸的景色时
,

诗人说它

是
“

旷阔而不粗野
,

雄壮而不严峻
,

是世上的

佳境
” 。

对阿尔卑斯的冰山雪峰
,

诗人则作了

有声有色的描写
:

”
·

… 我到了阿尔卑斯山
。

它是大自然的宫殿 , 那 巨大的墙

把白雪皑皑的峰顶托上九霄云外
,

而置造物于寒冷庄严的冰宫 以内 ;

在那里冰山凝成而又突然裂崩
,

象冰雪的巨雷 ! 这许多高峰
,

集 了雄伟惊险的景色的大成
,

让我知道大地能戳穿苍弯
,

而把无能为力的人类留在底层
。

(三章六十二节 )

在写第三
、

四章时
,

拜伦已与英国统治

阶级最后决裂
,

诗人心情激愤较前更为真挚
,

更为深刻
。

在这两章里诗人经常是通过景物

的描写来咏史忆古
,

抚今追昔
,

两相对比
,

激起人民的斗志
。

他每过一地都是见景而生

情
,

见物而思人
。

看到滑铁卢的废墟
,

诗人

就联想起走了狮子 (指拿破仑 ) 又来了豺狼

(指神圣同盟 )
。

拿破仑虽败
,

但自由却仍然

渺茫
。

路过瑞士阿尔卑斯山时
,

他追怀十八

世纪
“

为了未来的革命照亮了法兰西智慧
”

的

启蒙哲学的导师卢骚与伏尔泰
。

意大利的每

一座古城
,

每一座纪念物都引起了诗人追怀

古人的幽思
。

威尼斯使他想起了大诗人塔索
,

弗劳伦萨又使他追忆起另一位大诗人但丁
。

拜伦渴望意大利能重新获得它过去的光荣
。

在长诗中拜伦的写景虽然主要是浪漫主

义的抒情
,

但也有相当大的现实主义的概括
。

某些诗节中表现 出的现实主义描写手法达到

了具体而又精确的程度
,

使读者在不知不觉

之间仿佛置身于诗人所写的场景和事件中
,

闻其声而又见其雍
。

对于奋起与法国侵略者

作斗争的西班牙
,

诗人就再现了它严峻备战

的形象
:

茶揭色的莫伦纳山脉上
,

架满了一尊尊的重炮
,

你尽量地向四周眺望
,

只见榴弹山炮
,

堵塞的小道
,

林立的栅栏和灌了水的沟潜
,

一营营的军队和不断的哨岗
,

充分的军火在山洞里贮藏
,

草棚掩护着鞍蟾俱全的战马
,

不灭的火种
、

炮弹堆成金字塔
。

(一章五十一节 )

对侵略战争诗人也作了现实 主 义 的 描

绘
,

概括了当时战场上的残酷悲惨的情况
,

从而使西班牙人民认清祸害的根源
,

激起他

们对统治者的反抗
:



啊 ! 你没有听到可怕的马蹄声?

那不是有人在荒野 上斗争 ?

你没有看到血淋淋的刺刀刺进胸膛 ?

你难道不想救救你的那些兄弟
,

眼看他们死在暴君及其奴才手里?

死亡的火焰在高空燃烧
、

飞驰—
每一阵轰鸣声中有几千个人惨死 ;

死 神来了
,

他乘着硫磺味的热风
,

战神在顿脚
,

许多国家都被震动
。

(一章三十八节 )

因此
,

拜伦的这部早期的浪漫主义长诗

已经含有了现实主义的成分
,

预示了他最后

一部登峰造极的长篇叙事诗
“

唐
·

磺
”

所表现

的现实主义的胜利
。

在运用对比的艺术手法上
,

拜伦是达到

了高度的技巧
。

在长诗中无论是抒情
、

写景
、

叙事
、

造形
,

诗人都运用了鲜明的对比
,

就

是以美好的大自然与丑恶的现实生活进行对

比
。

写自然的美正是为了突出现实的丑
。

以

自然环境中人的自由和现实生活中人的苦难

进行对比
,

写自然环境中人的自由正是为了

突出现实生活中人的不自由
。

从这些对立情

况的相互映照中激起人们对当时 现 实 的 不

满
,

引起人们内心的共鸣
,

爱其所爱
,

憎其

所憎
。

这是向现实的挑战
,

是浪漫主义对比

的积极作用
。

在抒情方面
,

今昔对 比的手法在长诗里

表现得特别显著
。

诗人把希腊和意大利的古

代光荣历史与当时它们所遭受的奴隶命运穿

插的对比
,

写一番古
,

写一番今
,

再写一番

古
,

又写一番今
,

两两相形就更显得是今非

昔比
。

写昔 日的光荣正是为了突出今天的耻

辱从而激发希腊和意大利人民对奴役者们的

仇恨
。

在写景方面
,

诗人在描写了塞维拉城中

那种
“

商女不知亡国恨
”

的豪华欢乐的场面之

后
,

紧接着就描写了农村人民被战争摧残的

艰苦情况
,

对比愈强烈
,

诗人的爱憎就愈鲜

明
。

在叙事方面
,

拜伦善于用彼此对比的手

法
,

叙述阿尔巴尼亚人民朴实无华的风习
,

真诚热情的性格
,

对遇难的远方游客如待挚

友似的给以无私的款待
,

处处都是与英国上

层社会空虚无聊的生活
,

冷漠伪善的性格
,

对在患难中的友邦进行阴险毒辣的掠夺针锋

相对
。

在造形方面
,

诗人往往刻画对立面的人

物
,

使用互映手法
,

使他们相反相成
,

性格

突出
。

在长诗中他塑造了西班牙起义人民和

反动贵族的集体形象
,

从他们在对法国侵略

战争的态度进行显著的对比
。

在战争 中卿相

都逃亡了
,

庶民却忠诚到底
,

非把自由争取

不行
。

谁是谁非
,

读者一目了然
。

在塑造萨拉哥撒女英雄时
,

诗人使用了

一连串的对比来使她的英勇姿态生动地呈现

在读者面前
。

首先他用这位女英雄本身的今

昔生活作对比
。

过去这位女英雄过的是悠闲

安乐的闺房生活
,

一道细细的伤痕会使她心

惊
,

猫头鹰一声叫也会使她战抖
。

而今天
,

为了抗敌
,

却敢于在刺刀相拼
,

和还未冷却

的尸体中行走
,

身先士卒地站在战斗的最前

线
。

然后
,

又用彼此对比的手法以英国
“

嚼

舌出名
”

的女性和这位西班牙的高贵坚韧的

女游击队员交相映照
,

使这个正面人物更显

出她英雄色相
。

长诗《恰尔德
.

哈洛尔德游记》是用斯宾

塞诗体写成的
。

诗人严谨地遵守斯宾塞诗体

的格律和韵脚
。

长诗除第三章第一节例外的

用了十行
,

全部作品都是按斯宾塞诗体
,

每

节九行
,

前八行每行十步
,

第九行十二步
,

韵脚为
“ 。 ba b b c b c了的规律写成

。

可贵的是诗

人的自由翱翔的思想和浩荡奔放的感情并没

有因严谨的形式而受到限制
。

长诗用的典故

较多
。

前两章里还用了一些古语僻字
。

随着

长诗的进展
,

语言愈来愈简洁明白
。

诗人在

插话中用 了比较通俗的人民语言 和 读
,

者 说

话
,

进一步起到说服读者
,

感染读者的积极

作用
。

长诗的风格是热情洋溢
,

气势磅礴
,

构思新颖
,

意境开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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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松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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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诗主人公恰尔德
·

哈洛尔德只是

在外表上与情节的发展有些联系而已
。

诗中

有些场面相互间的联系也显得极其薄弱
。

总之
,

长诗《恰尔德
·

哈洛 尔德 游记》

是十九世纪英国文学中一部优秀的浪漫主义

的诗作
,

奏出了拜伦时代人民的心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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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鼓舞人民
,

推动历史的积极作用
。

遗憾的

是诗人无力再进一步提出解决问题
,

改造社

会的明确纲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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