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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世纪下半叶!西方对中国古典诗歌成就的巅峰+++唐诗有了新

的认知")&世纪初!大批颇有影响力的德国诗人尽管不懂中文!

但纷纷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介入对中国诗歌的改写!从而使处于新

旧交替之际的德国文坛涌现出一股'李白热("自然主义诗人阿

诺,霍尔茨将李白的诗句和母题嵌入其诗歌巨著-幻想者.中$印

象主义诗人理查德,德默尔创造了'拼贴法(!用新的主题将李白

的多首诗歌融汇在一起$表现主义诗人克拉朋特则主张从'精神(

出发!对中国诗的'殿宇(进行重建!不仅借中国诗歌表达了和平

主义思想!还为德国读者呈现了一个绚丽多彩的诗歌王国"可以

说!德国诗人与李白的精神对话使唐诗间接参与了世纪之交德国

现代诗歌的转型和重构!唐诗由此也为世界文学的发展做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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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歌在德语世界的译介经历了一个缓慢而又曲折的过程&!/./-!/.(
年(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36GMP6E=97=34K [6043%编撰的+中华帝国全志,
#!"%&0.C$.2*+"(b"<C.0"+"()E'.*"%被译为德语在罗斯托克出版(其中收录了
+诗经,中的"首作品(这是德语文献中最早的中国诗歌译本&!")/年(歌德
#%<86GGH<01L6GLF<G><3=83%阅读了+花笺记,英译本之后(以附录中出自+百美
新咏,的.篇女性人物传记和诗歌为基础(写下了.首!中国诗"&! !"AA年(德国
诗人弗里德里希'吕克特#*293429:8@Z:Q32=%将法国耶稣会士孙璋#-03Y6G43243
V6:862D3%翻译的拉丁文+诗经,转译为德语出版(使+诗经,第一次完整地呈现在
德语读者眼前&" !"')年(奥地利汉学家奥古斯特'费茨迈耶#-KLK7=;19XD6932%

发表了+离骚,和+九歌,的德译文&!""&年(德国汉学家维克多'冯'施特劳斯
##9:=<2F<G$=26Kg%首次将整部+诗经,直接从汉语译为德语&而中国古典诗歌中
最璀璨的明珠---唐诗则直至!(世纪末才在德国得到广泛传播&

历史上(德国专业汉学起步较晚(其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在)&世纪以前一直深
受法国汉学影响&# !",)年(法国汉学家德理文#562eK9742[32F3R43$69G=M
N3GR7%出版了欧洲首部唐诗译本---+唐代诗歌选,#52c%."%+"(bcC2d#"+"%
6')*9%(其中收录了以李白为代表的A'位诗人的(/首诗作&!",/年(女诗人朱
迪特'戈蒂耶#%K49=8>6K=932%发表了中国诗歌译文集+玉书,#A"A.30"+"7)+"%&

借助旅法华人丁敦龄的帮助(戈蒂耶充分发挥想象力(对中国诗歌进行了天马行空
的改写(受到法国社会特别是文学界的积极评价&+唐代诗歌选,和+玉书,的影响
力很快便超越了国界(在世纪之交$的德国引起巨大反响(并在德国诗坛激起了一
场翻译和改写中国诗歌---尤其是李白诗歌---的热潮&%

一"霍尔茨对李白诗歌的改写与&诗歌革命'

!(世纪末(德国的社会*思想和文化正处在革故鼎新之际(自然主义*印象主
义*象征主义*青春风格*表现主义等文学流派纷纷提出新的文艺主张(探索文学走
向现代的道路&戈蒂耶优美的法语译本让不懂汉语的德国诗人对唐诗产生了浓厚

''#

!

"

#

$

%

[39G29:8N3=329GL.bK6GB6G(@2"$'"#*++."&'.*"%.%&'"*N0Q#(".*(>\==9GL3G$H6003G7=39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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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这里第!''页&

谭渊$+百年汉学与中国形象---纪念德国专业汉学建立一百周年#!(&(-)&&(%,(载+德国研究,(

)&&(年第.期(第,( /'页(这里第/&页&

在德国(!世纪之交"#%6828KG432=J3G43%作为一个文学概念尤指!(世纪末到)&世纪初的过渡阶
段&

蒋向艳$+唐诗在法国的译介和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年版(第!" A,页&



张小燕"谭"渊$世纪之交德国文坛中的 !李白热"

的兴趣(由此(在!"世纪!中国热"退潮之后(中国!再次进入了#德国%知识界和文
化界的视野"&! 在众多中国诗人中(李白尤其受到德国诗人的青睐(被比作中国

的!阿那克利翁"&" 而在早期改写李白的诗人中(阿诺'霍尔茨#-2G<[<0X%*理查

德'德默尔#@9:8624N38D30%*克拉朋特#W06CKG4%都在德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

地(他们根据各自不同的文学主张对李白的诗歌进行了各具特色的改写和再创造(

使唐诗在异域之旅中获得了全新的生命力&

霍尔茨#!",A―!()(%是德国自然主义时期的重要作家和理论家(其早期诗歌

和戏剧创作都体现了自然主义!分秒必争"的风格&# 待自然主义文学在德国退潮

后(霍尔茨全身心投入到诗歌创作中(希望发动一场诗歌革命(改变德国诗坛模仿

成风的乏味局面($其诗集+幻想者,#5')*$)%#%!"(".!"((%便体现了霍尔茨的诗

歌革命主张&这部诗集分上下两册(共!&&首短诗(呈现了两个对立的世界(一个
是诗人所处的大都市和现实世界(另一个是!幻想者"创造出的浪漫的非现实世界(

两个世界彼此映照(形成一个对立统一体(而诗人则在经过现实与非现实世界的游

历后实现了个人的自我超越&!"("年!月(霍尔茨在杂志+青年$慕尼黑艺术与生

活画刊,#7#9"*+$FK*&'*"0.((#%$0."0$":2&'"*%&'0.8$8K0R#*%$#*+A"D"*%上

先期发表了一组来自+幻想者,的诗歌(此处!幻想者"#音译为!方塔苏斯"%本指希
腊神话中睡梦之神的儿子(他可以变幻为各种各样的形态出现在人们的梦里(但其

中第.首诗歌的灵感却来自霍尔茨心中不朽的诗人李白$

一只金色的花船!

乌木桅杆!紫色的帆

乘着它!我们飘入大海"
##

从我们心中

欢呼出一支不朽的歌

属于李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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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双志$+德国对中国文化的认知的现代重构---以!诗歌中国"的发现和译介为例,(载+德国研
究,()&!"年第.期(第!&' !)&页(这里第!&,页&

詹春花$+中国古代文学德译纲要与书目,(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年版(第A/页&
!分秒必争"即!要求作家精确地*丝毫不差地摹写生活现象(3分分秒秒2地*事无巨细地描写事情发生

地的一切活动和变化44"&参见韩耀成$+德国文学史,(第.卷(南京$译林出版社()&&"年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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