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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她    勃朗宁夫妇的爱情传奇是文学史上最脍炙人口的一段佳话。
两位诗人，仿佛是把一个童话搬到了人间。
    先从女主人公讲起。
她，勃朗宁夫人，闺名伊丽莎白·巴雷特，生于1806年，虽是富家小姐，但从小勤奋好学，六岁能读
小说和写诗。
父母加以鼓励，还把她十二岁上写的一部历史题材长诗印了50册。
但才‘女伊丽莎白不幸在十五岁上落入病魔的罗网，据说是因骑马摔伤，得了脊椎伤残，然后又加上
肺病咯血。
病痛难忍，她不得不经常服用鸦片制剂，这使她身体越加衰弱。
她刚成年时母亲去世了，她父亲以清教徒观念和专制方式管制着家庭，不讲情理地禁止子女婚恋，伊
丽莎白在结识勃朗宁之前对父亲是完全服从的。
当她年过三十时，她知道除非出现奇迹，命运已注定她将在病床上了此一生，而到勃朗宁出现之时她
已三十九岁了。
    然而伊丽莎白·巴雷特是个倔强的女子。
病痛折磨下的她并没有放弃诗，她在浪漫主义诗歌特别是雪莱的影响下写作，令人惊讶地把禁锢的生
命能量在创作中发挥出来。
她冲破狭小病房的局限，深切关注当代社会问题，她继承发扬后期浪漫主义诗歌传统，抱着宗教和政
治的双重激情为被压迫被欺侮者大声疾呼：她为妇女呼吁，为处境悲惨的童工请命，她的诗《孩子们
的哭声》对推进英国童工改革发挥了很大影响，她揭露批判奴隶制度的罪恶，写出被鞭打被强暴的女
黑奴的血泪控诉，这造成她与父亲关系失和，因为她父亲拥有大量海外种植园，而奴隶制的一步步被
废除导致他的财产亏损。
    伊丽莎白·巴雷特1844年出版的两卷本诗集使她名满英伦，数年后，桂冠诗人华兹华斯于1850年去
世时，她与丁尼生并列为桂冠诗人候选人。
尽管结果是丁尼生折桂，但在男女不平等的社会条件下，伊丽莎白做到这一步实在是难能可贵。
    他    因诗相知，以诗为媒，伊丽莎白两卷本诗集的出版引出了他，本书的男主人公，罗伯特·勃朗
宁。
    勃朗宁比伊丽莎白年轻，他1812年生于一个银行职员的家庭，父母有很好的文艺素养和大量藏书，
因此他也从小爱读书，并在当时尚处于创作顶峰的拜伦、雪莱影响下，十三四岁上开始以全部热情投
入诗歌创作。
到1844年时，他已出版四部长诗和诗剧，以及总题为《铃铛与石榴》的一系列戏剧独白诗，而且已经
完成了“浪漫主义后”诗歌的转型。
不过，由于探索新路的曲折和人们接受的滞后，对勃朗宁的评论一直不佳，直到1842年《铃铛与石榴
》系列中的《戏剧抒情诗》出版，才为他赢来了转机。
所以这位日后的大师和维多利亚时代主要代表诗人，在1844年时对伊丽莎白还须仰视。
    勃朗宁读到伊丽莎白的诗集十分喜爱，也为伊丽莎白对他的相知而感动（伊丽莎自在诗里把勃朗宁
和华兹华斯、丁尼生并列，并指出把勃朗宁的“石榴”剖到中心，会看到一颗鲜红的人道主义的心）
，在1845年1月给伊丽莎白写了第一封信。
信中说：“我全心爱你的诗，亲爱的巴雷特小姐。
”他盛赞她诗中“新奇的韵律、丰富的语言、凄婉的力量和真诚勇敢的新思想”，然后又加上“我真
的全心爱这些书，而且我也爱你”。
    伊丽莎白在给友人的信中透露：“昨夜我收到诗人勃朗宁的信，这使我欣喜若狂——勃朗宁，《帕
拉切尔苏斯》的作者，神秘之王。
”然而，以自己病弱之身和三十九岁的年龄，她决不敢发勃朗宁那样的狂想，她努力给勃朗宁降温，
但她已身不由己，深深陷入与勃朗宁说知心话的书信来往之中，两人在约六百天的交往中互写了五百
七十多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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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5年5月，勃朗宁得到允许初访伊丽莎白。
这次见面导致感情升级，勃朗宁立即寄出了热烈求爱的情书，但仍遭不敢奢望爱情的伊丽莎白婉拒。
她退回了原信，要求他烧毁，并规定“只能做朋友”。
勃朗宁只得遵命（他的名作《失去的恋人》就是此事的戏剧化描写）。
然而他是个坚毅的人，依旧锲而不舍，他的信伴着他从园中摘取的鲜花，依旧几乎每天出现在她的床
前。
伊丽莎白深感自己寒伧，怕拖累了对方，竭力抗拒着，抗拒着，直到被他的真情融化再也无力抗拒而
投身于爱的怀抱。
    她的爱情诗    勃朗宁明白他追求的是什么——他要接过一个病残者来照顾她的终身。
而一切客观条件都似乎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伊丽莎白比他年长六岁，伊丽莎白的父亲坚决反对他们来
往，而且她已有六年没离开过自己的房间，从当时情况看，她不再有重新站立起来的希望⋯⋯    勃朗
宁迎着逆境而上，伊丽莎白受到极大触动，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我钦佩他坚毅正直的品格。
我因他在逆境中（他的感受比我更为深刻）的勇气而爱他。
”    英国阴冷的天气对肺病不利，当时治肺病又没有特效药，唯一的处方是到温暖的意大利去疗养。
这也正是伊丽莎白得到的医嘱。
然而她严厉的父亲却不予批准，这导致勃朗宁的爱情带着怒火一齐爆发，一双有情人终于决定不顾严
父禁令，“私奔”去意大利。
    这真是异想天开，然而奇迹出现了：爱情给伊丽莎白注入了神奇的力量，还在他们筹划过程中她就
开始站立起来，渐渐能走出房间，得以在久违之后重新亲近大自然，这时她的感觉就像是“甩掉了早
已加身的寿衣”。
1846年9月他俩秘密结婚，伊丽莎白演出了她笔下的“逃亡的奴隶”，和勃朗宁去了意大利，最后定居
在但丁的家乡佛罗伦萨。
父亲从此与她断绝关系，剥夺了她的财产继承权，并拒绝拆看她的信。
但他们在意大利过得很好，尽管经济窘迫却异常幸福。
伊丽莎白的健康有了奇迹般的改善，并在四十三岁高龄生下一子。
尽管长期重病对她体质的损伤难以逆转，他们还是赢得了十五年幸福生活，直到伊丽莎白因肺功能衰
竭，1861年的一个夏日安静地死在丈夫的怀抱里。
    诗人加爱情，不能不产生诗。
爱情不仅挽回了伊丽莎白的健康，也催生了她最好的作品：抒情诗集《葡萄牙女子赠十四行诗》和诗
体小说《奥萝拉·李》。
而勃朗宁也在同一时期出版了《勃朗宁作品集》和《男男女女》，其中包括他最优秀的戏剧独白诗。
意大利的十五年成了他们的黄金时代。
    爱情结出的最直接鲜活的果实，当然是勃朗宁夫人的《葡萄牙女子赠十四行诗》了。
这是在他们的爱情传奇发芽生长的过程中，伊丽莎白涌动的心潮化成的珍宝。
当时她是悄悄儿地写的，直到三年之后的一个早晨，才带点儿犹豫地对勃朗宁说：    “你知道吗，我
曾经写过一些关于你的诗？
”    然后把诗集交给了丈夫：“这些就是，假如你想看看的话。
”    勃朗宁读了诗稿惊喜异常，他说：“我无权把这些自莎士比亚以来最好的十四行诗留给自己一人
。
”他劝伊丽莎白把它们收入了1850年版的作品集。
    为什么诗集题名为《葡萄牙女子赠十四行诗》呢？
原来因伊丽莎白的肤色较黑，勃朗宁对她的昵称是“我的小葡萄牙女郎”。
这个书名饱含着情意，又带点儿活泼调皮，非常可爱。
    葡萄牙位于南欧，又含有一些种族混血因素，所以葡萄牙人的肤色和发色比英国人深。
而伊丽莎白肤色较黑，是因为她的几代祖先都在西印度群岛的牙买加经营甘蔗种植园，在那里混杂了
黑人血统的缘故。
巧合的是，伊丽莎白写的十四行诗不是英国式的莎士比亚体而属标准的拉丁体，也像南欧的葡萄牙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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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他的爱情诗    与勃朗宁夫人的《葡萄牙女子赠十四行诗》一同，本书收入了勃朗宁的爱情诗名篇。
虽同属爱情诗范畴，但他俩的爱情诗读起来非常不同。
    这两位诗人独立意识都很强，各自具有鲜明的风格。
他们写诗，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唱和”，而是更高层次上的对话和交流——既作为恋人和夫妻，更是
作为独具一格的文学家的对话和交流，其中既有共享也有争论切磋，既是思想情感的交流，也是哲学
、价值观、诗艺、体裁和风格的交流。
读他俩的诗，使我们开阔眼界也开阔胸怀。
    他们二人，一位写的是古典诗，另一位写的是“现代”诗：一位写的是个人化直抒胸臆的诗，另一
位写的是客观化戏剧化的诗；一位写的是优美的情诗，另一位写的爱情主题诗丰富多样，但大多数并
不是“情诗”；一位的基本主题是“完美的爱情”，另一位的基本主题是“不完美哲学”；一位堪称
浪漫主义美丽的回声，另一位是浪漫主义的名副其实的终结者。
    这并不是如许多研究者所想的，说明他们之间不协调或有裂痕，而是说明：与世间一切事物一样，
不论是诗还是爱情，都包含“对立统一”的真理。
他们俩貌似完全不同类的诗合在一起，恰好使得主题深化，构成了一个互相呼应和互补的整体，可谓
天作之合。
    勃朗宁爱情主题的诗十分丰富，其中有求爱失败系列、批判男性霸权系列、心灵沟通疑难系列、追
寻不止系列、爱情至上系列等，本书从这些类型中各选一些代表作，按其性质分编三组：    第一组是
爱情小品和抒情诗，但也往往带有戏剧性，如最受群众喜爱的浪漫主义小诗《你总有一天将爱我》，
是勃朗宁的戏剧长诗《碧葩走过》里的一段抒情插曲；他的一些小品诗则带哲理诗性质。
    第二组是爱情探索，采用的是最体现勃朗宁特色的“戏剧独白诗”形式，其中富含抒情和哲思成分
，而以“不完美哲学”为核心。
诗中第一人称的独白者都是“剧中人”，不能等同于诗人自己。
这些诗探讨爱情的奥秘，发人深思，是勃朗宁爱情主题诗中的精华部分。
    第三组是爱情礼赞，也是戏剧独白诗或对白诗，以戏剧性、故事性为特色，通过讲述人间多姿多彩
的故事，表明了爱情在勃朗宁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由此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归纳：    勃朗宁夫妇二人都写了爱情主题的名作。
勃朗宁夫人写的是抒发爱情的诗，而勃朗宁写的是思考爱情的诗。
    解读她的诗    解读她的诗相对容易。
我们现在都很爱说“纯情”，但说的其实往往只是些校园幻想，动漫标签。
要想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纯情，莫若读一读在迟暮岁月追回早春爱情的《葡萄牙女子赠十四行诗》。
    然而解读勃朗宁夫人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
    虽然我们从一个爱情传奇讲起，但我们懂得，读诗要着眼于文学价值，而不是着眼于作者的故事。
正是在这点上，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的解读可说是普遍陷入了一个误区，大多数评论是把《葡
萄牙女子赠十四行诗》当作爱情传奇而不是当作文学作品来看重的，这就弄得本末倒置了。
好比是把《红楼梦》当作曹家与清宫的秘史而不是当作文学作品来看重一样。
    为什么会陷入这种误区呢？
其原因盖出自男性中心主义的视角。
    勃朗宁夫人是个女性主义的先行者，她闯入“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在诗中揭露强暴、卖淫等丑
恶现象，她最雄心勃勃的作品《奥萝拉·李》塑造一个不畏艰难自强不息的女作者形象，尽管结尾也
变成了幸福的家庭主妇，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读者期待给予了满足，还是遭到保守的评论界的酷评。
《奥萝拉·李》受到许多读者欢迎，但评论界抱着“女性必须从属于男性”的顽固观念，攻击这部作
品“违反女性规范，人物塑造糟糕，情节难以置信，冗长乏味，令人反感”，要求家长禁止自己的女
儿读这本书。
勃朗宁夫人去世时，爱德华·费茨杰拉德代表着男性的偏见，在私人通信里写道：“勃朗宁夫人的死
真叫我感到轻松，因为不会有更多的《奥萝拉·李》了！
感谢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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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她是个真正的才女，但这一切有什么意义？
她和她的性别最好去关心厨房和孩子，也许还有穷人。
”    附带提一笔：勃朗宁晚年在书店里偶然翻到费氏书信集里这封信，引起他唯一的一次狂怒：“我
妻子死了他感谢上帝！
”这事使他的心脏受了损伤。
    男性中心主义的审美观点要求女性成为“房中天使”，若不符合这一规范，则把她“妖魔化”为悍
妇和女巫形象。
对勃朗宁夫人的作品包括《葡萄牙女子赠十四行诗》的解读，不能不受这种偏见的影响和扭曲。
在很长时间里，她的女性主义倾向作品遭到贬斥和抹煞，这位女诗人及其文学成就被压缩到仅剩一个
爱情传奇和一部爱情诗集（诗集也只被用于为传奇作注脚），而这个传奇又被描述成“小鸟依人”型
的对丈夫的感恩和对家庭的依恋。
——按照传统观念，这就是妇女的全部天职和使命。
    20世纪初年的评论还曾试图做出如此的定论：“伊·巴·勃朗宁不是作为一个诗人，而是作为一个
女人被人们记得的。
”    不错，勃朗宁夫人在《葡萄牙女子赠十四行诗》中表现了绝处逢生的衷心感激和恩爱之情，但这
并非传统观念所要求的女性对男性的从属；在身体状况上她的确是弱者，但在精神上她是强者，不是
供男性中心主义消费的文学玩偶。
在排除偏见的前提下，我们才能真正欣赏她的诗。
    在遭长期冷遇后，20世纪末期女性主义兴起，伊·巴·勃朗宁因塑造独立自强的女性形象而重新引
起关注和重视，2010年出版了伊·巴·勃朗宁的五卷本作品集。
    解读他的诗    解读他的诗难度可能要更大些。
勃朗宁被认为是英语诗歌中最难懂的诗人，评论家罗斯金就把读勃朗宁的诗比作爬冰川。
由于难懂，译介也较迟，所以不少中国读者知道勃朗宁夫人是诗人，却还不知道勃朗宁先生也是诗人
而且是大诗人。
    席卷欧洲的浪漫主义诗歌在19世纪30年代耗竭了能量，不可挽回地走向了退潮。
浪漫主义衰落的原因之一，就是读者对主观抒情、自我膨胀的调子产生了审美疲劳。
这时，正是勃朗宁率先改弦易辙，转向了“客观化”的方向，为现代诗开启了新的道路，同时他的主
题也从浪漫主义的单纯化转向了复杂化。
在许多方面，开创一代诗风的勃朗宁是现代诗的先行者。
他作为戏剧独白诗大师，对现代诗尤其是对20世纪重要诗人叶芝、艾略特、庞德、弗罗斯特等都有重
要影响。
    评论者认为，勃朗宁似乎“跳跃了几大步”，从浪漫主义直接跳到了心理分析。
先拉斐尔派诗人斯温本说：“他思想的速度和别人比，就像火车比马车，或者电报比火车。
”人们尽力追也跟不上。
因此勃朗宁得到承认较慢，在他赴意大利后，诗名才稳步持续上升。
    客观化、复杂化和心理分析，构成了解读勃朗宁的难点。
读者必须了解：勃朗宁极少作主观抒情，他诗中以第一人称说话的都是客观化的戏剧人物，而这些人
物的内心活动又十分复杂，诗中的矛盾冲突都是从独白者的情感活动中透露出来的。
其次，他的诗主题思想复杂化，不像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诗歌那么鲜明单纯一目了然。
勃朗宁的思想含有丰富的辩证因素，例如完美理想与不完美哲学，就是突出的一对“对立统一”。
他喜欢复杂化并非刁难读者，其实倒是尊重读者，因为以前的诗人都爱“定调子”，把自己的主张灌
输给读者，而勃朗宁却把思考判断的权利交给读者，要求读者保持分辨能力。
勃朗宁面向的是爱思考的读者群。
    解读勃朗宁爱情主题诗，还要加上一个难点，就是诗与诗人真实生活的关系问题。
固然勃朗宁的独白诗是戏剧性的，但也不排除含有作者个人的情感体验。
尤其在他的爱情主题诗中，读者和评论者很容易强调勃朗宁的个人成分。
有些评论者就从他的“沟通疑难系列”“争吵系列”等诗中，作出了“勃朗宁夫妇爱情神话破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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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断；与此同时，舆论也从热炒浪漫的“私奔”，转向纷传他俩的争吵和裂痕。
其实这是带夸张的误读，我们在下一节中还要加以分析。
    浪漫理想与现代哲学    众所周知，爱情的浪漫理想与现实生活间有差距，甚至有天壤之别。
世间不知几许人己掉进了浪漫与现实间（或神话与神话破灭间）的深渊。
所以，推导出“勃朗宁夫妇爱情神话破灭”并不奇怪。
    作为舆论关注的热点，他们在意大利的生活传出来的除喜讯外，也夹杂一些不和谐音。
他们的意见分歧为大家所知的有：对儿子的教育发生分歧，伊丽莎白把儿子男扮女装，而勃朗宁觉得
这对孩子的教育有害；伊丽莎白崇拜拿破仑三世（路易·波拿巴），而勃朗宁严厉批判这个政治投机
家；伊丽莎白迷上了招魂术，而勃朗宁认为这纯属迷信。
人们据此推断：他们俩的爱情神话已经破灭，勃朗宁夫妇的婚姻被说成“根本的不幸和不和谐”与“
一场悲剧”。
论者认为，读《一个女人的最后的话》等“争吵系列”的诗“应与勃朗宁夫妇的生活相参照，其中反
映了勃朗宁夫妇生活中严重而持续的不和”，尤其是勃朗宁的名诗《荒郊情侣》被说成是勃朗宁夫妇
裂痕扩大的明证，是“勃朗宁婚姻生活失败的痛苦的自白”。
    那么，让我们分析一下作为根据的这两首诗吧。
    戏剧独白诗《一个女人的最后的话》反映的是爱人间的争吵。
但作者的倾向性其实异常明显，是对大男子霸权的批判也是对勃朗宁夫人女性主义倾向的支持。
这不但不能证明他们“严重不和”，而恰好证明了他们在重要观点上协同一致。
    爱人问夫妻问有点争吵是难免的，毕竟，浪漫是一阵子，而生活是一辈子。
浪漫派诗人心醉神迷地歌唱爱情，从不写这种“毫无诗意”的琐事，而勃朗宁却反浪漫主义之道而行
之，开始描写爱情生活的“全息”和“两面”，这正是他的创新和开拓。
    《荒郊情侣》是评论界历来争议的焦点，起因则是过分强调了这首诗的个人传记性质。
尽管此诗作于勃朗宁夫妇游历罗马郊野之后，也确实包含作者的感受，但绝非简单的纪实之作。
此诗寓意深广，探讨的是异化和孤立等现代哲学问题。
如果说它证明了什么，那并不是勃朗宁夫妇的“裂痕扩大”，而是在宏观历史背景上，勃朗宁与浪漫
主义爱情观的裂痕扩大。
    原先，浪漫派观点认为理想世界是和谐的，代表至美至善神性的爱情也是绝对和谐的。
然而现代工业化社会改变了人的全部关系，摇摇欲坠的神性王国不得不让位于拔地而起的钢铁企业，
书写浪漫主义诗篇的洁白鹅毛笔也不得不让位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冷峻钢笔了。
于是勃朗宁开始直面不完美人生，形成了他的“不完美”世界观，包括探索他的“1i完美”爱情诗。
    《荒郊情侣》的核心是人的孤立处境和沟通困难。
这一主题是超前的，它预示着20世纪现代派文学异化主题的出现。
而勃朗宁选择“爱情”这个“最不孤立”“最能融合”的情境来表现孤立主题，尤其显出了他的现代
敏感。
    是的，爱情意味着沟通和理解，但“理解”只是两个个体经过努力达到部分的有限的交流，而永远
不会是绝对的沟通或“融合”（例如，我们作为现代人都知道：任何读者对作品的理解都不可能等同
于作者的理解）。
与把孤立推向绝望境地的卡夫卡不同，勃朗宁虽已知道理想永远不可企及，却仍保持着永远追寻不息
的勇气。
    要论勃朗宁夫妇的爱情，那么他们不愧为文学史话中的伟大情侣。
他们的爱情专一执著，感情丰富真挚：不论是意见分歧或是《荒郊情侣》，都不能破坏他们的爱情，
而只能打破既要有爱情就不许有分歧的童话。
    勃朗宁与夫人一样也是儿女情长的人。
这位在文学史上终结了浪漫主义的诗人，其实藏着一颗浪漫主义的心。
不仅是深情的《你总有一天将爱我》，你瞧他在《忏悔》和《在贡多拉船上》赞美爱情至上价值观，
在《骑马像和胸像》中嘲笑缺乏勇气的情人，在《青春和艺术》与《体面》中批判贪图富贵，在“争
吵系列”中支持女性而谴责男性霸权——他那浪漫的，英雄主义的，拐带恋人私奔的“骑士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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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呼之欲出么？
更值得称道的是：勃朗宁和夫人互相是对方诗的知音，而且有互相“仰视”的关系，这才是真正难得
的爱情基础。
    伊丽莎白去世时勃朗宁只有四十九岁。
从意大利返回英伦的他已是众人仰慕的文坛大师，他也曾“为了儿子”谈过对象但又中途放弃，终身
没有再婚。
该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吧！
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勃朗宁夫妇的深厚感情。
    读这本诗让我们感到：勃朗宁夫妇的爱情诗以诚挚的真情和深刻的探索，为神秘的爱情做了一幅“
磁共振”的全息图，为我们留下了珍贵而永恒的文学财富。
    本书由飞白统一编注。
对方平译的部分，是在综合方平原有注释和赏析的基础上加注的，飞白根据需要作了少量增补。
两诗人的姓氏，方平原译作“白朗宁”，现按通用译名统一为“勃朗宁”，谨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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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代表作《葡萄牙女子赠十四行诗集》和罗伯特·勃朗宁关于爱情
主题的戏剧抒情诗歌18首以及两人情书选段。
勃朗宁夫人写的是抒发爱情的诗，而勃朗宁写的是思考爱情的诗。
一位堪称浪漫主义美丽的回声，另一位是浪漫主义的名副其实的终结者。
本诗集堪称天真与成熟的对话，古典与现代的对话。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勃朗宁夫妇爱情诗选>>

作者简介

作者:(英)罗伯特·勃朗宁、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 译者:方平、飞白、汪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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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想起，当年，希腊的诗人曾经歌咏：    那可爱、温馨的岁月，在殷切的期待中，    年年都轮流着带
来了一份厚礼    分送给世上的人们——年老的，年少的⋯⋯    当我这么想，低吟着古诗人的音韵，    
透过我泪眼，逐渐升起了幻觉，    我望见，那欢乐的岁月、哀伤的岁月——    我自己的年华，把一片
片光影接连地    掠过我的身。
紧接着，我觉察（我哭了），    我背后正有个神秘的黑影在移动，    而且一把揪住了我长发，往后拉
，    还听得一声吆喝（我只是在挣扎）：    “这回是谁逮住你？
猜！
”“死，”我答话。
    听哪，那银铃似的回音：“不是死，是爱！
”    可是在上帝的全宇宙里，总共才只    三个人听见了你那句话哪：除了    讲话的你、听话的我，就
是他——    上帝本人！
我们中问还有一个，    是他，出来答话；那昏黑的诅咒    笼罩我眼帘，挡了你，不让我看见，    就算
我瞑了目，放上沉沉的“压眼钱”圆，    也不至于那么彻底的隔绝。
唉，    比谁都厉害，上帝的那一声：“不行！
”    要不然，世俗的诽谤离间不了我们，    怒海和风暴，也不能动摇那坚贞；    横隔着山岭，手和手
还要相连；    终于有一天，天空滚到了我俩中间，    我俩向星辰起誓，更加要握得紧。
    我们天生就不一样，尊贵的人儿呀，    天生不一样：我们的职司和前程。
    你我头上的天使，迎面飞来，    翅膀碰上了翅膀，彼此睁大了    惊奇的眼睛。
你想，你是宫廷里    后妃的嘉宾，千百双殷勤的明眸    （哪怕挂一串泪珠，也不能叫我的眼    有这份
光彩）请求你担任领唱。
    那你干吗从那灯光辉映的格子窗里    望着我？
——我，一个凄凉、流浪的    歌手，疲乏地靠着柏树，哀吟在    茫茫的黑暗里。
圣油搽在你头上——    可怜我，头上承受着凉透的夜露。
    只有死，才能把这样的一对扯个平！
    你曾经受到邀请，进入了宫廷，    英俊的歌手！
你唱着崇高的诗篇；    贵客们停下舞步，为了好瞻仰你，    期待那丰满的朱唇再吐出清音；    而你却
托起寒舍的门闩，你果真    不嫌它亵渎了你的手？
没谁看见，    你甘心让你那音乐飘落在我门前，    叠作层层金声的富丽？
你忍不忍？
    你往上瞧，看这窗户都给闯破——    是蝙蝠，猫头鹰的窠巢占据在顶梁，    是啾啾的蟋蟀在跟你的
琵琶应和！
    住声，别激起回声来加深荒凉！
    那里边有一个哀音，它必须深躲，    在暗里哭泣⋯⋯正像你该当众歌唱。
    肃穆地，我双手托起了我沉重的心，    像当年希腊女儿捧着那坛尸灰：    眼望着你，我把灰倒在你
脚下。
    请看呀，有多大一堆悲哀埋藏在    我这心坎里；在那灰暗的深处，    那惨红的火烬又怎样隐隐地在
烧。
    要是那点点火星给你鄙夷地    一脚踏灭、还它们一片黑暗，    这样也好。
可是，如果你偏不，    偏要守在我身边，等风来把尘土    扬起，把死灰吹活：爱呀，那戴在    你头上
的桂冠可不能给你做屏障，    保护你不让这一大片火焰烧坏了    那底下的发丝。
快站远些呀，快走！
    舍下我，走吧。
可是我觉得，从此    我将会始终徘徊在你的身影里。
    在那孤独的生命的边缘，今后再不能    把握住自己的心灵，或是坦然地    把这手伸向目光，像往日
那样，    能约束自己不感到你的手指    抚摸过我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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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运叫天悬地殊    把我们隔离，却留下你那颗心，    在我的心房搏动着双重的心音。
    正像是酒，总尝得出原来的葡萄，    我的起居和梦寐里，都有你的份。
    当我向上帝祈祷，为着我自个儿，    他却听得了一个名字，那是你的；    又在我眼里，看见含着两
人的泪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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