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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可是朋友！我们来得太迟。诸神虽活着，
但却在高高的头顶，在另一个世界。
他们在那里造化无穷，好像不在乎
我们的存亡，然而天神很爱护我们。
因为脆弱的容器并非总能盛下他们，
只是有时候人可以承受神的丰盈。
天神之梦从此就是生命。然而这迷惘
有益，如眠息，困厄和黑夜使人坚强 ，
直到英雄在钢铁摇篮里成长起来，
心已蓄满力量，如从前，与天神相像。
他们随即挟雷声降临。在此期间，我常常
思忖，长眠倒胜过这般苦无盟友，
这般守望，该做什么，在此期间说什么，
我不知道，贫乏的时代诗人何为？
但诗人就像，你说，酒神的神圣的祭司，
在神圣的夜里走遍故土他乡。
——荷尔德林《面饼和酒》
荷尔德林的诗作受诗的天命的召唤身不由己地表达出诗的本质。对我们来说，荷尔德林是真资格意义
上的诗人之诗人。
——海德格尔
没有谁能像荷尔德林那样把风景和元素完美地结合成大自然，并将自然和生命融入诗歌——转瞬即逝
的歌声和一场大火，从此永生。
——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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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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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汉语的容器——序林克译《荷尔德林诗选》（王家新）
卷一
我的决心
致春天
橡树林
许佩里翁的命运之歌
故乡
还乡
爱情
致命运女神
海德堡
黄昏的暇想
我的财富
也许我每天走过⋯⋯
沉坠吧，美丽的太阳⋯⋯
就像在节日⋯⋯
梅农为迪奥蒂玛悲歌
激励
阿尔卑斯山放歌
浪游者
乡间行
卷二
还乡——致乡亲
面饼和酒
斯图加特
诗人的使命
人民的声音
在多瑙河源头
日耳曼
唯一者
漫游
莱茵河
和平庆典
致兰道尔
帕特默斯（附三篇修订稿）
决断
现在让我去吧⋯⋯
生命的一半
岁月
追忆
伊斯特尔河
卷三
谟涅摩叙涅
德意志的歌
给众所周知者
像小鸟缓缓飞行⋯⋯
当葡萄的汁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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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淡黄的叶子上⋯⋯
何为人生？
何为上帝？
致圣母
提坦
可是当天神⋯⋯
下一个栖息地
体验半神⋯⋯
因为从深渊⋯⋯
希腊
致我的妹妹
春天
转生
在树林里
在迷人的蓝光里⋯⋯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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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恕鄙人才疏学浅而无法愉阅
2、“若欲承纳神，人这件容器实在太脆弱。”——“但那神性的，我们毕竟承纳了许多。”
3、读得很痛苦。不太适应西方诗人的宗教体验。我比较拒斥神和英雄的存在。荷尔德林的诗歌很多
都没有定稿。他的诗对我来说，幽曲、蜿蜒，很多诗还偏长。比较喜欢前面一部分的的诗歌。
4、人 脆弱的容器 有时候可以承受 神的丰盈
5、“因为脆弱的容器并非总能盛下他们，

只是有时候人可以承受神的丰盈。”
6、直接来读荷尔德林的诗作感觉有些冒昧，但此种相遇确实又让人兴奋。刚开始接触，因此，不敢
冒然下评，自己的感受在这里也就不赘了。然而，我还是想谈谈此书的翻译，说实话，一遍读下来，
我并不是很喜欢林克的此种翻译。虽然这其中也有荷尔德林原著语言运用上的因素，特别是晚期疯癫
导致的凌乱和琐碎，但林克的译本在汉语的运用上确实不让我满意，很多地方显得有些零碎和不顺，
或许是太过直译的缘故。我这样说，并无他意，我也十分敬重林克所做的努力。接下来，会陆续读一
些其他译者的版本，到时或许会有一个更公正的判断
7、在一个雨天的下午读荷尔德林
8、我的第三本荷尔德林，这本最满意
9、感谢CC赠书，正好前几日想买来着。拿来首先翻了面包与美酒的同译面饼与酒，光题目就不够美
啊，还是喜欢刘小枫译的。感觉太散，没诗情。看了前面几首感觉比这首好。慢慢读慢慢比较吧。在
叙述和抒情，由于是翻译过来的，感觉get不到点。林克的语言还是比较棒的，我推测应该是保持原味
了吧。
10、一个孤单的 热爱世界的方式
11、追忆的再版。进入浪漫派依然有难度。
12、圣洁的灵魂，圣洁的诗歌。荷尔德林唱出的是天国的福音。林克先生翻译的版本应该算现有最好
的翻译版本了吧。
13、荷尔德林，酒神，诗神。
14、林译经常有整句断开中间插入其他语句的情况，语序、词序也经常被重置，不过读习惯了倒有种
别样的美感。美中不足的是有些用词太过随便了，感觉跟荷尔德林并不搭调。
15、在那魅蓝的光晕中有我们的一切。
16、期待荷尔德林
17、神之子
18、对于这种水平的翻译，大概只能在柏华阿姨那里被无限了⋯ 
19、即便如我们的母语这般缺乏"呐喊",读来依旧灵魂颤栗。
20、嘛，每本译文，特别是诗歌，就像是谜底要去猜出谜语。
21、精神的高度。谁能阻止我流浪？我将永远孤独，我将永远爱你。
22、里面有我无法理解的神性 和陌生语境下的大自然与国度 我的诗歌鉴赏力在它面前丝毫显示不出来
就不评分了吧。
23、“但诗人就像，你说，酒神的神圣的祭司，在神圣的夜里走遍故土他乡。”
24、用词突兀，翻译怪异，不可卒读。
25、宽阔、理性、语言密度之美
26、一个猜想：谁能准确地引用一句荷尔德林，谁才是真正懂了自己所谈论的德国到底是什么。
27、今晚万圣翻过 译得不错 可惜纸张前后颜色差异过大 弗罗斯特一集更是太厚 阅读不便 
28、比顾正祥的旧译好很多了。但我觉得这种语感也很难把握。“我不知道，贫乏的时代诗人何为？/
但诗人就像，你说，酒神的神圣的祭司，/在神圣的夜里走遍故土他乡。”“诗人，灵性的诗人/也须
是人世的。”“⋯⋯但那永存的，皆由诗人创立。”
29、王家新的前言虽未曾提起刘皓明，但字里行间透露着对刘皓明的不满，却因为学养远不如刘（他
引述的本雅明根本没到点子上），讲不出对刘的批评来，大约也无意再起笔战（必输），才采取这种
手段表达不满吧。我反正是欣赏刘的译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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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在贫困的时代诗人何为？你说，但他们如同酒神的神圣祭司，在神圣的黑夜里走遍大地。
31、面饼与酒的祭司
32、待到英雄们在铁铸的摇篮中长成，
勇敢的心灵像从前一样，
去造访万能的神祗。
而在这之前，我却常感到，
与其孤身独涉，不如安然沉睡。
何苦如此等待，沉默无言，茫然失措。
在这贫困的时代，诗人何为?
可是，你却说，诗人是酒神的神圣祭司
在神圣的黑夜中，他走遍大地。
33、对于这一类书，不太敢标“读过”，也许终我一生也只能是“在读”⋯⋯注释太少，几乎没有，
是我所不满意的一点。后期诗作的译笔感觉有不太对劲，总觉得有些词儿用得突兀，语气，节奏也有
些奇怪，莫非诗人晚年的风格就是如此么？
34、这样的翻译尚不能令人满意
35、迄今为止最好的荷尔德林中译
36、对我而言还是太勉强了。
37、荷尔德林的诗，属于典型的古典浪漫主义风格，语言平实简单，抒情直接明了，然而从当代读者
的眼光来看，这些诗只能算是分了行的散文而已，表达太过平白，意境也稀松平常，读起来缺乏回味
感和诗意，实在难称佳作。
38、新版仍然没有弥补注释的缺失，令人遗憾。
39、大师是黑洞，吾辈只能在洞外张望。
40、荷尔德林的诗是难读的。愚蠢的我只能从字句本身去感受它的美。而这种感受在荷尔德林文集里
更为明显。甚至在写作小说的过程中，他的每一个句子都饱含着诗意。能够做到这样的作家少之又少
。这一点便足以证明他的伟大。回到这本书本身，林克的翻译也许较能切合荷尔德林吧，至少先刚的
译本不适合我的胃口。这本集子里少数的诗曾在林译荷尔德林《追忆》中出现过。甚至篇头篇尾的序
与记都让人有某种熟悉的感觉。期待更多荷尔德林的作品出现。即使不能理解，但那并不妨碍去感受
句子本身的美。
41、十一日
群星陨落
骨头散落大地
风与夜交替悲鸣

一个村庄沉默
湖水也再不荡漾
他们是诚实的
神灵是诚实的
再远处的陆地上
灯火隐现山峦
像旅人的烟头
他们目睹了
他们要说
让他们说
让他们说给遥远的沾满露水的少女
让他们说给河上唱曲的渔夫
让他们说给风声呼啸的残破窗棂
说给瞎眼的母亲
和手中的钝针
他们说完，他们便啜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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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都是星辰的尸体——
孤独的幽魂

十一日
诗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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