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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一望田野,望一望天空》

内容概要

喧嚣尘上的年代，我们更需要诗歌与远方。一起来读点诗吧。
《望一望田野·望一望天空（经典诗歌插图珍藏本）》精心选取了著名俄罗斯诗人叶赛宁最代表性的
抒情诗100余首，并配以精美珍贵的照片、诗人手稿、朋友画像、俄罗斯风景画等100余幅图片，全面
还原俄语诗歌的俄罗斯风情。图片具有史料价值，弥足珍贵。
愿你安静下来，倾听到最纯粹的声音。

Page 2



《望一望田野,望一望天空》

书籍目录

天已黄昏
在那朝阳以红水
冬天在歌唱——在哀号
拉起来吧，奏一曲吧，那手风琴
湖面上霞光织成的锦缎绯红
春汛
稠李似雪花纷纷瓤洒
头戴野菊编的花环
夜色幽黑
塔妞莎长得真漂亮
我的生命
月夜
繁星
夜
过去了的——永不再来
日出
薄暮烟雾弥散
诗人
桦树
新雪
乡村
复活节的钟声
早安
母亲的祈祷
车夫
降灵节的早晨
我可爱的乡土啊！
在农舍
美哉，我亲爱的罗斯！
但我爱你呀，温柔的祖国！
你呀，我那被遗弃的多土
汗水渗透了的黑油油的地角啊
一片沼泽、泥泞
月亮在烤谷房后
稠李
童乞
母牛
狗之歌
乌云在丛林里织就了花边
银光闪烁的铃儿啊
在丛山，在黄色的深谷后面
春天并不就像欢乐
小河对岸火光闪耀
我又回到这儿，回到亲爱的家
眼睛里映现着绿色的沙粒
在暗雾朦胧的林莽后
远方笼罩着一层薄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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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一望田野,望一望天空》

道路思量着红色的夜晚
再见，故乡的密林
望一望田野，望一望天空
花楸果红了
明天一早把我唤醒
湛蓝的苍穹，艳丽的彩虹
没有白白地下呀暴雨
你在哪里，你在哪里，故乡的小屋
田亩收割了
我沿着初雪的小径彷徨
啊，我确信，我确信
一簇簇金黄的树叶
绿色的秀发
我离开了我故乡的家
哦月亮，月亮
狂风，狂风，啊卷雪的狂风
心灵思慕着苍天
萧瑟之秋，猫头鹰的哀鸣
我是最后一个乡村诗人
我不悔恨，不呼唤，也不悲哀
一切生物都有独特的标志
我不再将自己欺诳
是啊!如今决心已下
这条街我熟悉
升腾了那蓝色的火焰
亲爱的，让我们并排坐下
黄昏皱起了黑色的眉毛
给母亲的信
致普希金
装有淡蓝色护窗板的矮屋
金色的丛林曾殷殷相劝
波斯组曲137我往日的创痛已经平复
我今天问银钱兑换商
莎格纳呀莎格纳，我的姑娘!
你曾经说，萨迪
我从未到过博斯普鲁斯海峡
番红花之国傍晚的霞光
空气蓝幽幽地清澈透明
金色的月亮流泻着寒光
霍拉桑有那样的门户
菲尔多西浅蓝色的祖邦
葱茏而又欢愉的国家
大海在轻声歌唱
做一个诗人——就该这样
情人的双手像一对天鹅
为什么月光如此暗淡
愚蠢的心，不要震颤!
来呀，吻我吧，吻吧
蔚蓝的五月。霞光的温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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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一望田野,望一望天空》

旷野茫茫，月色凄清
别了巴库!
我记得
树叶飘落，树叶飘落
窗上挂着月。窗外吹着风
我没见过像你这样的美人
哎哟，世上小猫何其多
听——奔跑着雪橇
青色的短衫。蓝色的眼睛
迷茫的暴风雪急速地旋转
在那蓝幽幽的傍晚
别撇嘴讪笑
像吉普赛提琴，暴风雪在哭泣
白雪的原野，苍白的月亮
花儿低低地垂下头
你啊，我凋零的枫树
你对我并不爱恋，也不怜悯
再见吧，我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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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一望田野,望一望天空》

精彩短评

1、翻译不算差，但是题解就很把人当小学生了，有写这个的功夫不如把词斟酌一下换掉一些奇怪的
字眼好吗。
2、
......
3、天已黄昏。荨麻上闪烁着露珠。我站在道旁，倚靠着柳树。明亮的月光，直泻我家房顶上。远处
不知什么地方，我听见夜莺在婉转歌唱。
望一望田野，望一望天空，地上和天上都有天堂。我那还未曾耕作的乡土，又淹没在谷物的海洋。从
未放牧过的树林里，又挤满熙攘的牛羊，一条金色的小溪，从苍翠的山峦淙淙流淌。
4、印刷一般，翻译尚可，这位译者还翻译过古米廖夫
5、之前读过普希金和费特，对比之下叶赛宁的许多诗，比如《狗之歌》《母牛》读起来实在让人心
疼，《花儿低低的垂下头》读起来更是让人豁达与心疼的感觉共有。真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对事物的
感知能力让人叹服。
6、我是豆瓣上第一个看这本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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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一望田野,望一望天空》

精彩书评

1、题记：他的诗是不会衰老的，他的诗的新颖和魅力是永久的，在他的诗歌和血液里永远流动着要
永葆青春的新鲜血液。离开时信阳的天空，真正的美震撼心灵，却无法用相机留下父亲说：“燕儿，
你快把这荷花拍给你哥看看。”俄国诗人叶赛宁（1895-1925），全名谢尔盖·亚力山德罗维奇·叶赛
宁，是20世纪杰出的俄罗斯诗人，被誉为“乡村最后一个诗人”。其作品虽受到俄罗斯评论界误解和
批判，但历史证明他是普希金诗歌传统在20世纪20年代的真正继承者，作品在长期尘封后，终成为俄
罗斯家喻户晓的文学经典。我并不是第一次捧起诗集，但却是第一次不舍放下一气呵成的将诗集读完
。叶赛宁的《望一望田野，望一望天空》由翻译家黎华译，语言优美顺畅，读起来丝毫无晦涩感，感
情活泼，令人不由自主的亲近。正如所有的俄罗斯文学家，叶赛宁的诗歌里有大量俄罗斯民族的意向
。白桦、椴树象征故乡与祖国，温馨的家园、亲爱的乡土是诗人笔下永恒的主题；时而出现的火炉、
夜莺，时不时提醒我们诗人对故土、国家深沉的爱。创作主题作为乡土诗人，田园与村庄是特永恒的
创作主题。以此主题，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远处不知什么地方，我听见夜莺在婉转歌唱。””在
那朝霞以红水浇洒白菜小畦的地方，一株幼枫吮吸着田园母亲绿色的乳房。”这两首诗作于1910年，
属于其早期作品。其早期作品活泼、有热情，蕴含着深邃的思想。他的诗诗中有画，诗中的意向新颖
、独创，他的意象体系来自包罗万象的绚丽多姿的大自然，洋溢着大自然的气息和田园风味。此外，
关于诗人的流派。1919年，诗人参加意象派并成为中心人物，写出《四旬祭》《一个流氓的自由》
。1921年离开意象派。关于政治，他歌颂自由，赞扬十月革命，但他并不是真正的理解这些。显现出
矛盾的一方面。诗人是从不惮于表露情感的，爱情也是他创作的重要灵感源泉。他为他思慕过的人、
思慕他的姑娘以及俄罗斯乡村里可爱美丽的万千少女写下了大量诗歌，成为叶赛宁诗歌魅力的内核之
一。“你在抚爱中自个儿摘下头上的丝巾，我把醉了的你带进灌木丛直至黎明。”“隐秘的讯息带来
欣喜，把我的心扉照亮。我思念亲爱的未婚妻，一心只为她歌唱。”关于他的创作主题，最好的回应
他的自述诗《诗人》了。在《诗人》中，他写道：“他置仇敌于死地，他崇敬真理犹如母亲，他热爱
人们就像兄弟，为了大众他准备茹苦含辛。”他曾经在写给挚友的信中说：“我向你起誓，我将遵照
《诗人》的境界行事。哪怕等待我的是屈辱、鄙视或流放。”一语成谶，他的命运的确充满了艰辛，
这都是后话了。 情感经历大抵所有的诗人都是多情的，卢梭、徐志摩、顾城、普希金、叶赛宁⋯⋯他
们有多少才华，就有多少情感。俄罗斯热情的性格使得叶赛宁的感情生活更为丰富，即使与当代一些
名流们相比，也不遑多让。爱情既是其创作重要灵感，他的爱情也是易来易去的。抛去他的各种短期
爱情不谈，他的婚姻即有三次。第一次婚姻的破裂令诗人懊悔不已，如果说他以前的放荡是由于翻转
了天地的风暴使他“不明白不祥的事变要把我引向哪里”造成的，那么，赖依赫和他分手后，他“继
续往下堕落”就不能不说与婚姻破裂无关了。在他自杀的前一年，他还写了《给一个女人的信》向赖
依赫倾诉衷肠。歌德说：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上升！那么，失去引领之后会怎么样呢？不能否认叶
赛宁的堕落身死不是其中的一种结局。他与美国舞蹈家邓肯的那段闪电恋情不无浪漫又充满酸辛，他
们以闪电般的速度走到一起，又以闪电般的速度各自走开。在众人羡慕而又不解的目光里抚摸爱情的
创伤。其第二次婚姻更是短暂，也未在文学史上留下记录。他的第三任妻子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
托尔斯泰娅是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孙女，聪慧、寡言、大方。1925年6月，叶赛宁搬进索菲娅的住
宅，很快便发现彼此性格不合，兴趣各异，相处不快。当年7月，二人共同出游，9月初返回，二人关
系有所改善，并于9月18日登记结婚。我们在这里撇开作品大谈诗人的感情经历似乎言不及义，但众所
周知，个人经历对一个人性格形成、最终命运、道路选择是有很大影响的。无论是关于俄国文学的研
究，还是关于叶赛宁本人的研究，对叶赛宁情感生活的关注都是远远不够的。这些必要的信息，很多
时候都作为一种“猎奇”心理在传播。但从叶赛宁偶像普希金之死看来，感情在诗人生活中的不可替
代的影响，即使是死亡也在所不惜。“我曾整个的——像一座荒芜的花园，沉溺于女色和美酒。如今
我不再喜欢酗酒和狂舞，不再让自己的生命白白虚度。”“如今我在她心里已不值分文，只得在别人
的歌声里我又哭又笑。”命运叶赛宁的命运无疑是不幸的，30岁即逝去的他，还并未能展现出他全部
的才华。对于死因，高尔基在分析时就认为他死于城乡文明的冲突，这个判断是相当深刻的。换言之
，因叶赛宁而出现的“叶赛宁气质”的成因即是：出于对俄罗斯乡村的执着眷恋而不能认同现代文明
的强大推进及其对乡村的破坏。让我们回顾当时的时代背景。1925年，斯大林初掌权，推动了一项急
速工业化的政策。与叶赛宁“最抒情的田园诗人”理想不符，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加深了其内心的忧伤
、悲观，使其精神分裂加剧，导致了他的悲剧命运。诗人在自杀前曾经有指血在地上写了一首绝命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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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一望田野,望一望天空》

：再见吧，我的朋友，再见。亲爱的，我会把你铭记在心间。命运注定永别离，后会相约道有期。再
见吧，我的朋友，勿话别，勿握手，别忧思也别悲戚，——人生死亡不新奇，活着无疑更陈腐！国内
关于叶赛宁的研究中，总不免将其与我国是人海子对比分析。二者也确有很多共同之处。其一，二者
都是诗人，且都选择了自杀的道路。其二，二者诗歌的主题都是乡村。叶赛宁与海子都生活在现代化
高涨、诗歌兴盛的年代。他们都是从乡村走向城市的诗人,他们的诗歌都体现了城市与乡土的冲突。叶
赛宁的诗歌主要从保护大自然的角度出发,孕育了宝贵的生态思想;海子的诗歌则充满了对生命存在本
身的关注与对终极价值的追问。他们的悲剧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悲剧,是现代性的焦虑所致。 我国诗歌
大师艾青说，叶赛宁的诗反映了对旧俄罗斯的依恋，充满了哀怨，给当时俄国神秘主义的诗意一股强
烈的田园的芬芳，像耕牛跑到了客厅，受到惊奇地欢迎。无论如何，对于叶赛宁的诗，我们应用心灵
去感受。他对大自然，对乡村，对农民天国，对古老俄罗斯的依恋是天然的，真诚的，深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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