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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别列列申是中国俄罗斯侨民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他长期生活在中国�游历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深爱中国
的文化�诗中所表达的内容也常常涉及中国景、中国事、中国人、中国情�其创作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作品中常常使
用中国特有的意象来抒发自己的情感�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与情调。他还翻译了大量优秀的中国文学作
品�成为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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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漂泊中吟唱的一生

瓦列里·别列列申（ВалерийПерелешин）�原名
瓦列里·弗兰采维奇·萨拉特柯 彼特里谢（Валерий
ФранцевичСалаткоПетрище）�是白俄罗斯波兰贵族
的后裔。1913年7月20日生于俄罗斯贝加尔湖旁的
伊尔库茨克市一个铁路工程师的家庭�1920年随父母
流亡到哈尔滨�1943年后侨居北京、上海�1953年移
居里约热内卢�1992年在那里去世。
1928年�当时只有16岁的别列列申首次在刊物

上发表作品�从此�便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道路。
1937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途中》（1932～
1937）。他早期具代表性的诗集有《美好的蜂房》
（1939）�《海上之星》（1941）�《牺牲》（1944）等。据他
本人讲�他的创作深受勃洛克的《暴风雪》、《白色的死
亡》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很快在
古米廖夫的创作中�别列列申找到了创作的方法�并
沿着古米廖夫的道路一直走到60年代末。之后�他
又借鉴了曼德尔施塔姆超理性的东西。

别列列申在哈尔滨政法大学毕业后学习汉语�开
始接触中国文学。1939～1943年他迁居北京�加入俄
罗斯东正教传教士团出家为僧�在图书馆整理资料�

在小学任教�并继续学习汉语�研究中国文化。但是�
长达4年的清教徒式的生活使诗人颇感疲惫�于是�
他来到上海。
1950年�别列列申试图移居美国未果。1952年�

经香港移居巴西里约热内卢定居�1958年加入巴西国
籍。这样�巴西就成为了诗人的第三个故乡。

经过将近20年的沉默之后�别列列申终于在60
年代末重返文坛。1967年在友人的帮助下�别列列申
的诗作开始刊登在纽约、慕尼黑、法兰克福等地一些
颇有名望的侨民杂志上。法兰克福的出版社�巴黎、
阿姆斯特丹、霍利奥克等地的侨民出版社紧跟其后纷
纷出版他的诗集�达9部之多。另外�荷兰重新编订
和出版了诗人当年在中国出版的4部诗集�取名为
《客居中国的俄罗斯诗人》（1989年）。
别列列申在自己的《三个故乡》一书中写到：“所

有这三个故乡（出生地俄罗斯�居住地中国与巴西）都
未能满足我内心世界的饥渴。我如今对上帝的信仰
是不可动摇的�但也曾有过被上帝遗弃的那种深深猜
疑、叛逆、绝望以及痛苦的感受”（张永祥2005：9）。诗
人就是带着这样一种坚定而又迷茫的矛盾心情度过

了自己的一生�在巴西里约热内卢郊外的一座演员避
难所里�告别了他人生旅途中的最后一缕阳光�于
1992年11月7日�在孤独中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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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样的中国风格与情调

别列列申创作题材极为广泛�思乡、爱情、生死、
孤独、悲欢离合、宗教及第二故乡的风土人情、文化、
自然景物等�几乎都是他创作的主题。

诗人一生都在异国漂泊�生活艰辛潦倒�暮年客
死他乡�但在他的诗歌中�尽管常常带有忧伤和孤独�
迷茫和彷徨�但却很少有对命运的抱怨和对社会的愤
恨。诗人对给予他坚强、豁达血统的俄罗斯充满了刻
骨铭心的思念和热爱�特别是他在中国生活的早期�
写下了不少有关思念祖国的诗篇：总也忘不掉那六个
字母�（俄文的“俄罗斯”由六个字母构成－－－作者注）
为什么一直都忘不掉她？／美洲找也找不到的国家�／
我想去但去不成的国家。又如：岂止我深深眷恋俄罗
斯？／我发誓爱她的体魄强健�／爱蓝色眼睛�金色发
辫�／只爱她一个�爱到永远！（《俄罗斯》�1944）1。每
当与俄罗斯相关的事物出现时�都会让诗人感到激
动�内心难以平静：如今�天职之音回荡�／故园之声在
心中歌唱�／“伏尔加”这自由词汇�／天外飞来掀起了
波浪（《迷途的勇士》�1947）。无论俄罗斯曾怎样对待
诗人�“但是我绝不会指责�／你怎么会有过错？／无论
温存还是住房�／都无法代替祖国”（《南风》�1948）；也
无论情形发生怎样的变化�诗人将永远“恪守自己的
方式”�不忘自己是“属于不朽的俄罗斯” （《我们》�
1934）�并坚信总有一天一定能回到祖国的怀抱：“在
两千零四十年�（请原谅�也许会错三四年）／自由之光
将遍洒祖国的每一寸土地�／洗刷清白的我将会前往
那里”（《2040年》）。

然而�别列列申毕竟长期生活在中国�他对中国
的山川景物、风土人情�逐渐由陌生到熟悉�由熟悉到
喜爱。他学习汉语�发自内心地认同中国文化�热爱
中国文学和艺术�结交中国朋友�到中国各地游历�并
把他的感受写入诗篇。他的诗歌明显受到了中国古
典诗歌的影响�从意境到意象都有几分中国诗词的情
调和韵味。从标有年代的诗篇中�我们不难发现�40
年代后�诗人将更多美丽的诗篇献给了养育他的第二
祖国－－－中国。

别列列申在《中国》（1942）一诗中称其为“天堂”、
自己的“家舍”、“我的中国”�俨然将自己作为中国的
一位普通公民。在《我�一定回中国》中�诗人坚定而
明确地表达了自己最终的归宿：“我平平静静、明明确
确知道�／我肯定要回中国�在死的那天。”还有什么样

的爱能比叶落归根更能表达诗人对中国这一故乡的

思念与热爱？！诗人将中国比作“温柔的继母”�称“黄
皮肤、矮身材人们”为“我的兄弟”�认为“这里的童话
独一无二”�“令我幻想”�就连这里“夏夜的星星也对
我奇异地闪烁”�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美�那么神秘�
让诗人身心倍感愉悦。诗人感到�自己仿佛“来到了
亲如故土的世界”�他对中国的爱仅仅次于对自己祖
国的爱�除了祖国外�中国是诗人最爱的国家�并在
《三个祖国》中�称中国为自己的“第二个祖国”�而且
喜爱那里的丝绸、茶叶、扇子、荷花�喜爱那里像“天堂
使者”说话般的语言�可以说�喜爱的“绝不掺假”！

诗人把许多赞美的诗篇献给了中国�认为“此地
岂非神仙的天堂？”我们仅仅从他众多诗歌的题目中
便不难看出：“中国”、“游东陵”、“仿中国诗”、“中海”、
“从碧云寺俯瞰北京”、“游山海关”、“胡琴”、“湘潭
城”、“湖心亭”、“北京”等等。诗人随时随地都能发现
并捕捉到中国的美�在诗人眼里�中国的一切都是美
的�景美�人也美�犹如来到天堂。诗人曾有幸在皇家
园林“中海”信步漫游�欣赏水色澄碧�感受荷花飘香。
然而�更让诗人心动的是穿插其中“五光十色”的墙
垣�“中国式的庭院”�眼前飘过姑娘们美丽的“短脸
儿”和小伙子“温和”的话语声。这一切似游历于“神
仙的天堂”！

诗人喜爱中国�甚至希望能够脱胎换骨�出生于
一个传统的多子多福的中国文人宦官之家庭：我倒愿
生在中国南方－－－／例如宝山或者是成都－－－／生在
和睦的官吏家庭�／多子多福的名门望族（《迷途的勇
士》�1947）�并希望能取名或“月笛”�或“龙岩”�或“静
光”�因为�它们或者“适宜命名”�或者“意在庄重”�或
者“取其轻灵”。从其诗作中�不难看出诗人对中国文
化的谙熟。

别列列申常常感叹“中国有多少聪慧的词句！”在
他的作品中�东方特有的词汇频频出现�这源于他对
中国的山山水水、花草树木、节气变化、大街小巷、民
俗民情、历史文化的了解与理解。因此�一些中国特
有的地名�如西湖、宝山、中海、南池子、山海关、东陵；
一些表示中国特有事物的名词�如月牙泉、龙崖、李
白、文昌君、胡同、长辫子姑娘；还有中国特有的民族
乐器胡琴、笛子等；以及一些富有东方情趣的艺术形
象�频繁出现在他的作品中�最常见到的有荷花、菊
花、蝴蝶、黄莺、扇子、拱桥、鼓楼、芦苇、湖泊等。诗人
常常为这些美妙的词汇“怦然心动”�同时�也反映了
诗人对中国文化的“痴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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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俄合璧的艺术创作

早在30年代中期�别列列申就被称为哈尔滨最
著名和最受崇敬的诗人之一。他是一位在中国土地
上成长起来的俄国诗人。他热爱中国文化�精通汉
语�被公认为是俄罗斯最杰出的侨民诗人之一。哈尔
滨和上海的报刊纷纷给别列列申以很高的评价�认为
他“就其主题的深刻性和形式的完美来说�远远超出
了其他几位作者”（刁绍华2001：87）�甚至巴黎著名诗
人安·拉进斯基也在《最新消息报》上撰文赞扬他与
“丘拉耶夫卡”文学小组的几位成员一起编辑出版的
诗集《缠绵集》�其中�特别推崇别列列申�认为“就其
驾驭 素材的能力和诗歌的艺术技巧来说�别列列申最
引人瞩目” （刁绍 华2001：87）。巴黎著 名评论 家格·
阿达莫 维奇也 注 意到哈尔滨这位青年诗人的才华。
然而�别列列申一 生漂泊、历经坎坷�饱受战乱、贫穷、
流浪之苦�但是�无论 何时何地他都没有停止对祖 国
母亲的思念�对养育他的“第二祖 国”的热爱。因此�
留下了一 个游子 饱含对祖 国苦苦的、久久不能如愿
的、爱恨交错的复杂 情感的许多诗篇。他为后人留下
的不只是一 行行的诗句�更多的是一 串串的思考。

别列列申Z 诗歌创作中经过多年艰苦的艺术探
索�集多种流派和传统于一 身。他的第一 部诗集定名
为《途中》�意指Z 学诗的道路上 。这部诗集收录了他
1932～1937年间写的作品�反映了诗人创作初期的艺
术发展轨迹。

别列列申曾 说他的老师是丘特切夫、莱蒙托夫和
他同时代的拉丁斯基。他同拉丁斯基保持过通信联
系。他与这些前辈们逐渐接近的过程�正是他成长为
诗人的过程。从他最 早 的诗作中不难看出莱蒙托夫
对他的影响。别列列申曾 说：“我最 爱的诗体是十四
行体�结构极富挑战性�行文却极优美”。别列列申Z
诗集《歧路》和《栅栏》的跋中这样说：“十四行体是诗
体王国中的皇冠”�“复杂 多变的形式往往更能表达诗
人的意图�更能使诗歌大获成功”。
“别列列申还称勃洛 克是自 己的老师之一 ”（荣洁

2002：48）。同时�别列列申与其他许多俄罗 斯侨民诗
人一 样�都宣称自 己是阿克梅派诗人�甚至干脆称古
米廖夫为自 己的老师。Z 《幸福》（1940年）一 诗中�诗
人直接表达了对古米廖夫的喜爱。甚至�每当看到身
边古米廖夫的诗集时�诗人眼 里都会流露出欣喜。但
是�许多年之后�别列列申承认：“自 从尤里·伊 瓦西

科怂恿我崇拜上 曼德尔施塔姆一 直到60年代以前�
我总以自 己属于古米廖夫学派而自 豪。后来�与几乎
完全理性的古米廖夫相反�我从曼德尔施塔姆那里学
到了对和平超理智的、或者说潜意识的追求。”（张永
祥2005：9）

别列列申Z 诗歌创作的探索中取得了一 定的成
绩�但他并没有停留Z 初期的创作中�而是继续进行
自 己的艺术实验。如果说Z 他初期的诗歌创作中占
主 导地位的是阿克梅主 义 诗学�那么�到了第二部诗
集《美好的蜂房》（1939）�他则 转 向新古典主 义 �诗风
变得平易简朴：离开了没有欢乐的地方�／来到你身
旁�寂静的湖泊�／我是个缺乏自 信的浪子 �／只寻求安
慰�不想受指责 。／．．．．．．（《归来》�1941）

与此同时�别列列申的诗歌格律严谨�音韵 和谐
流畅�他的诗很富音乐性�十分动听�这Z 20世纪俄
语诗歌中也 不多见�如上 文中提到的《湘潭城》就是一
个典型的例子 �重叠的修辞手法是这首诗鲜明的艺术
特色 。全诗二十四行�“湘潭城”一 词竟然出现了高达
十二次之多�平均每两行出现一 次�然而�读者并不觉
得累赘 罗 嗦�反而感到朗朗上 口�极其押 韵 ：微笑向往
湘潭城�／幻想聚会湘潭城�／胡琴赞 美湘潭城�／花朵
倾慕湘潭城。

别列列申的第三部和第四部诗集标志着 诗人创
作的完全成熟�从此�形成了他正统和纯朴的诗风。
别列列申一 般喜欢采用的诗体结构大多是一 个基本
思想�首先出现一 个概括性的形象�然后再 逐渐展开
和变化复现。他不进行叙述�也 不直接抒发感受�而
是把自 己对人生重大问题的思索寓 清新的诗歌意象
之中。因此�他的诗作隐喻丰富�意境幽深�富有哲理
性：是�我是萨拉特卡�也 是彼得里什／从记忆 的春天
起�我便具有双重人格。／愈入深（ 低处／愈见天空明
丽。
30年代后半期�别列列申有时也 用“修士盖尔曼”

署名发表诗作�用以强调他诗歌的禁欲主 义 和逃避现
实的特点�开始Z 宗 教中寻求心灵的慰藉。但这种禁
欲主 义 的人生态度又与他那诗人的感情奔放的精神
世界相矛盾。一 方面�他企图Z 逃避现实中保持精神
平衡；另一 方面�作为一 个人他又刻意追求进取�这种
精神与肉体之间的不平衡和斗争时常出现Z 他的诗
歌中。诗人觉得自 己是“难见光明”的“驼背、瞎子 、聋
子 ”�因此�根本没有人生乐趣可谈；但是�诗人又不甘
愿 如此�于是“抛弃锁链”�“克服衰弱无力”�“飞向上
帝”（《沉默》�1949）。由于他常常感到前途渺茫�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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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陷入精神危机而不能自 拔。因此�光明与
黑暗�绝望与信仰�自 我谴责 与祈求神灵之间的斗争�
成为他诗歌的主 题之一 。故而�他的诗歌也 伴随着 诗
人无法摆脱的心灵痛苦。正如当年哈尔滨著 名俄侨
诗人涅斯梅洛 夫评论 他的第二部诗集《美好的蜂房》
时所说的�30年代后半期�别列列申的诗歌实际上 只
有一 个主 题�即“Z 逃避现实中肯定自 我” （刁绍 华
2001：89）。

别列列申是中俄文化融合下诞生的诗人。他作
为俄罗 斯第二代流亡诗人�7岁离开祖 国�对俄罗 斯几
乎没有具体的印象�但是毕竟他身体里流淌的是俄罗
斯的血液 �又生长Z 中国的俄罗 斯人的小区域中�Z
学校接受的是俄罗 斯传统的教育�因此�俄罗 斯的文
化根植于他的血液 之中。然而�他毕竟Z 中国生活了
整整32年�游遍了中国的南北山 川�还专门学习研究
并深深爱上 了中国的文化�中国这所大学校是真正哺
育他成人的地方。虽然诗人的创作是用俄文书写的�
但是诗中所表达的内容却常常涉 及中国景、中国事、
中国人�中国情�而且时常使用中国特有的意象来抒
发自 己的情感。可以说�除了对祖 国的思念之外�诗
人的创作中有一 点是永恒不变的�那就是对中国的眷
恋与赞 美�并且其世界观和创作都深受中国文化的影
响。中国不仅是他诗歌创作的对象�也 是他诗歌创作
的沃土。中国的悠久文化、山 川名胜、风土人情等都
成了别列列申诗歌创作的源 泉和灵感的来源 。他Z
北京期间写了《从碧云 寺俯瞰北京》、《中海》、《游山 海
关》、《胡琴》等诗。1951年�他游览杭州后�写下了优
美的《湖心亭》�不仅对眼 前的西湖美景赞 不绝口�而
且见景生情�联想起丰富多彩的中国古代文化：金光
笼罩的观音是保佑之神；中国的和尚 Z 寺庙里可兼做
画师；“荷花”寓 意着 出污泥而不染的高贵品质；“黄
莺”则 代表着 欢快与幸福。诗人还从中国的文化中得
到启示：尽管“芦苇”、“蝴蝶”生命短暂 �只要用心“描
绘”�同样可以“生存久远 ”。从而�诗人对未来的生活
以及生命有了重新的认识。同时�诗人对 “荷花”、“扇
子 ”、“黄莺”、“芦苇”、“蝴蝶”这些中国特有的意象娴
熟而准 确的运 用�不能不让人敬佩其深厚的中国文化
的功底。

中国人所特有的审美情趣也 影响了这位异 国诗
人�使他以另一 种眼 光来看待大自 然。1947年他写了
一 首题为《霜叶 红》的诗歌�诗人以中国人所特有的细
腻的审美情感�歌颂秋天的美丽�并透过霜叶 �看到了
秋天的生机�表达了诗人热爱自 然�热爱生活的美好

感情�并坚信“总有短暂 瞬间�霜雪 融化”的时候�到那
时 可以“目睹霜下红叶 与芳唇” 。这首诗显然是受到
杜牧《山 行》的启发而写成的。同时�别列列申也 借此
比喻自 己虽不得志�但也 是有学问有抱负的人�终有
一 天自 己的才能会得到世人的公认。现今的事实不
正是极好的证明！

别列列申的诗歌“从构思到用词�从意象到意境�
都与中国诗歌有相通之处�Z 俄罗 斯侨民诗人当中�
他的诗最 具有中国韵 味。别列列申把中国看成他的
第二故乡�确是肺腑之言”（谷羽2002：29）。既便对俄
罗 斯的描写�他也 常常与中国放置Z 一 起�这完全有
别于俄罗 斯国内俄语诗人的写作�也 有别于中国诗人
对中国的描写。中俄两种文化Z 他的血液 中融合�并
形成了诗人独特的文化品质与特征�这种不同的品质
和特征时常自 觉不自 觉地流露于他赖于表达思想和
情感的诗句中�因而�他的诗歌常常为我们展现出一
幅独特的中俄合璧的画面和场景。

四、中国文化传播的使者

我国诗歌翻译家谷羽先生曾 说：“世界上 各个国
家、各个民族 之间的文化和文学是彼此沟通、互相交
流的�既从对方接纳自 己需要的东西�又向对方施加
影响。但是�一 个民族 对另一 个民族 文化与文学影响
的接受�忆是通过民族 中成员 个人的接受来实现的忆。忆好
的文学翻译家和好的文学家一 样�是作为民族 的代表
者Z 接受着 外来文学的影响。他不仅自 己接受而已�
还要比一 般文学家更为直接地把自 己接受过来的东
西让本民族 广大读者去接受忆。Z 这一 方面�别列列申
就是这样一 位民间的文化使者�成为国与国之间、民
族 与民族 之间文化与文学沟通的桥梁”。

别列列申不仅Z 创作中汲取中国文化的营养�而
且还是一 位优秀的翻译家�他翻译了许多从先秦直到
鲁迅的中国文学作品。早 Z 30年代中期学习汉语
时�他就曾 翻译过李白的一 首绝句并发表Z 《边界》杂
志上 �后来又翻译了《木兰诗》等名篇。40年代初�他
把自 己翻译的中国古典诗词编辑成册�以汉代女诗人
班婕妤的《团扇 诗》开篇�并以此为书名�收有李白、杜
甫、白居易、杜牧、韦应物、李煜、欧阳修、苏轼、柳永、
李商 隐等名家的诗词。这部中国古代诗歌选 集Z 译
者的诗集《牺牲集》（1944）里做了出版预 告�但直到
1970年Z 德国法兰克福才得以问世。别列列申Z 塔
斯社工作期间曾 翻译过中国古代诗歌（如白居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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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行》等）以及现代小说和诗歌。1949年上 海“时
代”出版社出版俄文版《鲁迅选 集》�收进别列列申翻
译的短篇小说《药》和一 些杂 文。他移居巴西后继续
翻译鲁迅的作品。早 Z 上 海他就已开始翻译屈原 的
《离骚》�后来Z 巴西完成�1975年Z 法兰克福出版。
苏联《远 东问题》杂 志1990年第3期刊登了别列列申
的《道德经》诗体译文�他的译文弥补了以往中外翻译
家的不足 �融汇了诗人对《道德经》的深刻理解和高超
的翻译技巧。别列列申Z 译文前译者的话中写道�
《道德经》翻译成任何一 种欧洲文字 都是很困难的�最
大的困难是老子 所用的术语。“一 名外国诗人把中国
哲学诗译得那样确切、优美�可以说别列列申是第一
个”（李仁年1995：45）。

Z 别列列申之前�中国古典诗词已经大量译成俄
文�但Z 他之前的译者或是汉学家而非诗人�或是诗
人而非汉学家�而别列列申则 兼诗人与汉学家于一
身�他的汉诗俄译质量之完美�技巧之高超�是举世公
认的。汉学家符·马 尔科夫就别列列申的汉诗俄译
评论 说：“他的译文永远 有其独到之处�因为汉学家和
诗人这两种天才的完美结合是极其少 见的”（刁绍 华
2001：92）。尤·伊 瓦斯克认为“别列列申翻译的中国
古典诗人的作品�是现有的俄语译文中最 优秀的”（刁
绍 华2001：92）。

别列列申通过其优秀的译文�把中国古典文学的
精品还带给了拉丁世界。1983年�他Z 巴西出版了
《皮酒囊把我们灌糊涂了》一 书�书中收录了他翻译成
葡萄牙文的一 些中国诗歌名篇和他用葡萄牙语创作
的诗歌以及一 些俄诗译文。别列列申不仅是中国文
化传播的使者�也 为人类文化的传播做出了贡献。
“俄罗 斯文学这棵大树的东方枝杈所具有的英雄气
概�是它能够独树一 帜的最 重要的原 因” （王亚民
2005：53）�而别列列申恰恰“是最 富代表性的俄侨诗

人�是俄侨文学家中的领衔人物和代表性人物之一 ”
（王亚民2005：53）。他Z 国际上 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来分校俄罗 斯文学教授西蒙·卡
尔林斯基早 Z 别列列申生前就指出：“热爱俄罗 斯诗
歌的人�如果根据诗人创作的质量而不是根据其地位
来评价�那么他们就会逐渐相信�别列列申属于本世
纪后半叶 第一 流的俄罗 斯诗人。”（刁绍 华2001：92）

别列列申作为有成就的侨民诗人不仅被载 入了
俄罗 斯文学史册�也 必将载 入中国文学和中俄文化交
流的史册。

注　　释
1∙本文中的诗歌均选 自 李延龄主 编�谷羽翻译的《松花江晨曲》�该书
于2002年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和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

参考文献

［1］ 刁绍 华�中国大地哺育的俄罗 斯诗人：瓦列里·别列
列申［J］�《求是学刊》�2001年第1期�87-92页 。

［2］ 谷羽�Z 漂泊中呻吟［J ］�《俄罗 斯文艺》�2002年第6
期�29-32页 。

［3］ 李仁年�俄侨文学Z 中国 ［ J ］�《北京图书馆馆刊》�
1995年1／2期�37-45页 。

［4］ 荣洁�哈尔滨俄侨文学［J ］�《外语研究》�2002年第3
期�45-50页 。

［5］ 王亚民�郭颖颖�哈尔滨俄罗 斯侨民文学Z 中国［J ］�
《中国俄语教学》�2005年第2期�53-56页 。

［6］ 张永祥�20世纪南半球最 优秀的俄语诗人－－－瓦列
里·别列列申［J］�《俄罗 斯文艺》�2005年第4期�9-10页 。

收稿日期：2006－10－19；
本刊修订稿�2008－03－15

通讯地址：730070　西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 俄语系
（责 任编辑　黄玫）

51

王亚民　　别列列申的中国情结和诗意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