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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尼伯龙人之歌》这部史诗已经有中文译本，关心中世纪德语文学的读者可能早已熟悉。
以往将书名译为《尼伯龙根之歌》，但从字面上看，“尼伯龙根”指的是人还是物，是城市还是河流
，并不明确。
在北欧冰岛歌谣集《埃达》（edda）里记载，古代勃艮第国有一个王族称尼伯龙（NibeluNge），相传
，他们确实拥有一大批宝物。
后来有人将这个传说与在北方流传的另外一个关于尼德兰英雄西格夫里特打败尼伯龙和希尔伯两个王
子占有其全部宝物的传说融合在一起，创作了这部史诗dasNibeluNgeNlied。
在中古德语中尼伯龙人称der NibeluNc，复数加词尾e，即die NibeluNge。
按照通常习惯，像这样名词的复数词尾是不需要翻译的，也很难翻译，譬如derdeutsche德意志人，复
数是die deutscheN，翻译成中文时依然是“德意志人”。
同样，尼伯龙人一词的复数即die NibeluNge翻译成中文时也不需要将其词尾翻译出来，译为“尼伯龙
人”为宜。
根据构词法的要求，dasNibeluNgeNlied是现代德语的NibeluNgeN加lied组成的复合词，以往所译的根字
只是音节geN的译音。
此外，在这部史诗中虽然“尼伯龙人”不再仅仅指勃艮第国的王族，而是宝物掌握在谁手里，谁便是
“尼伯龙人”，但作品的内容讲的都是这些“尼伯龙人”从兴盛到衰亡的故事。
因此从内容上看也可以说，这部史诗就是一首对于这些“尼伯龙人”悲壮命运的颂歌。
出于上述考虑，我将这个译本改名为《尼伯龙人之歌》。
    《尼伯龙人之歌》又称《尼伯龙人的厄运》，大约写成于一二〇二至一二〇四年之间。
作者可能是奥地利人，出生于帕骚与维也纳之间的多瑙河流域，姓名不详。
关于他的身世没有文字记载，作者的职业也是众说纷纭，从作品的基本思想和所描述的社会内容来看
，可能是下层骑士，曾在帕骚大主教手下或附近的尼德恩寺院供职，有一定文化修养，对法律、宫廷
礼仪以及骑士生活很熟悉。
    《尼伯龙人之歌》的原文是用中古高地德语写成，全诗有三十九歌，2379诗节，每诗节四行，
共9516行。
故事情节取材于欧洲古代英雄传说，可分为两大组成部分。
第一歌至第十九歌为第一部分，以法兰克或尼德兰传说为基础，讲的是西格夫里特的故事。
尼德兰王子西格夫里特从小生活在父王的宫廷，成年时晋升为骑士。
后来与勃艮第国公主克里姆希尔德结婚，婚后登基加冕，成为一位强大的国王，占有尼伯龙宝物。
十年后，应勃艮第国王恭特和王后布伦希尔德邀请，西格夫里特携妻子克里姆希尔德去沃尔姆斯省亲
。
由于两位王后的争吵，引起布伦希尔德的仇恨，忠臣哈根为王后报仇，杀死了西格夫里特，随后夺走
了尼伯龙宝物。
第二十歌至第三十九歌为史诗的第二部分，这一部分以勃艮第传说为基础，内容讲的是克里姆希尔德
的复仇或称勃艮第王国的覆灭。
克里姆希尔德在沃尔姆斯宫廷寡居十三年之后，远嫁匈奴国王艾柴尔。
又过了十三年，她看到匈奴国的臣民以及聚集在那里的外国王侯将帅都顺从了她的统治，认为复仇的
时机已到。
她说服艾柴尔邀请勃艮第国亲人来匈奴国赴宴。
客人到达后，克里姆希尔德首先索要尼伯龙宝物，后来又下令焚烧大厅，从而引起匈奴人与勃艮第人
之间的大杀戮。
克里姆希尔德要求哈根说出宝物存放在何处，哈根不说。
她于是下令砍下恭特的头颅，并亲自杀死哈根。
老帅希尔德勃兰特看见一位勇士惨死在一名妇人手里，不忍漠视，当即杀死克里姆希尔德。
全部故事就此以众英雄同归于尽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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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前所述，《尼伯龙人之歌》是在古代尼德兰传说系统和勃艮第传说系统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的。
这两个传说系统都是形成于公元三七六至六〇〇年的欧洲民族大迁徙年代。
它们经过后来几百年的口口相传，发展演变，到了十三世纪，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都已经基本定型。
《尼伯龙人之歌》作者的主要功绩在于，他把这两个彼此独立的传说组织成为一个首尾连贯、总体统
一的故事，从而借助古代日耳曼人的英雄形象表现十三世纪的社会生活和骑士理想。
因为故事中人物的思想、价值标准和行为方式都是十三世纪的，所以这部史诗已经不属于古代英雄文
学的范畴，而是一部以古代英雄故事为题材的宫廷骑士史诗。
它的人物的思想、价值标准和行为方式都是十三世纪的。
    在《尼伯龙人之歌》中，一个中心冲突是争夺尼伯龙宝物。
尼伯龙宝物是一批巨大的财富。
在封建社会，财富是封建宫廷赖以生存的条件，也是封建统治的基础。
财富意味着权势，有财富才有权势，失去财富就失去权势。
所以，尼伯龙宝物就成了权势的象征，贯穿全诗的争夺尼伯龙宝物的斗争实际上就是封建王侯争夺权
势的斗争。
起初，西格夫里特占有尼伯龙宝物，他的国家被称为尼伯龙国。
当时的尼德兰繁荣昌盛，是一个强大的封建王国。
勃艮第国位于莱茵河中游，克里姆希尔德是勃艮第国王恭特的妹妹。
西格夫里特与克里姆希尔德的婚姻将这两个国家连接为姻亲邻邦。
后来，克里姆希尔德伤害了勃艮第国王后布伦希尔德，忠臣哈根为了给王后报仇，杀死了西格夫里特
。
然而，哈根并不善罢甘休，他深知财富的重要性，于是处心积虑地怂恿恭特国王说服克里姆希尔德同
意将她的尼伯龙宝物从尼德兰运回勃艮第国（1107节，1－4行）。
克里姆希尔德在丈夫死后一直寡居在沃尔姆斯宫廷，她拿到宝物之后，广泛布施，取悦人心，培植自
己的势力。
哈根看到她有可能作为西格夫里特的遗孀与勃艮第国分庭抗礼（1128节，3－4行；1130节，1－4行）
，于是抢走全部宝物，使之成为勃艮第国的财富。
史诗至此，尼德兰王国销声匿迹，勃艮第国代之而起，被称为尼伯龙国，勃艮第人也被称为尼伯龙人
。
后来克里姆希尔德远嫁匈奴，表面上是为了寻找时机给亡夫西格夫里特复仇，实际上也是为了找回失
去的宝物。
当她的勃艮第亲人应邀来匈奴宫廷做客时，她见面第一句话就是索要宝物（1741节，1－4行）；在匈
奴宫廷，匈奴人与勃艮第人展开大杀戮，她知道是哈根杀死了西格夫里特，然而，在哈根被生擒后，
她并不急于向他讨还血债，而是要他说出宝物藏在何处，甚至许诺，只要他肯交出从前从她手里夺走
的财产，就可以不把他杀掉（2367节，2－4行）。
哈根断然拒绝她的要求。
克里姆希尔德看到收回宝物的希望已不复存在，她复辟天下的梦想彻底破灭，于是置血缘纽带于不顾
，令人杀死恭特，后来又亲斩哈根，同时也结束了自己的复仇生涯。
    两位王后的争吵是全诗故事情节发展的关键性转折，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布伦希尔德感到自己受了伤害，于是授意哈根谋杀西格夫里特；克里姆希尔德为了复仇策划了在匈奴
宫廷的血腥屠杀，结果是众英雄同归于尽，勃艮第王国彻底覆灭。
而两位王后争吵的原因都是要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地位。
封建社会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君君臣臣，其界限不得逾越，是天经地义的戒律，有了地位才有尊
严，而要维护尊严必须维护地位。
封建君主靠尊严和地位维系其统治，因此视尊严与地位为自己存在的价值。
布伦希尔德纳闷，既然西格夫里特是国王的一名封臣（420节，2行；423节，1行），为什么长期不来
向国王进贡？
克里姆希尔德作为一名封臣的妻子为什么敢于同她平起平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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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感到自己的尊严受到挑衅，于是千方百计地贬低西格夫里特，欲将西格夫里特置于恭特之下，她坚
持说，“恭特才是真正的王中之王”（818节，3－4行）。
克里姆希尔德竭力反抗这种企图，她反驳说，“他（西格夫里特）的门第和等级与恭特完全一样”
（819节，3－4行），因此她理应是堂堂正正的王后，把她置于封臣之妻的位置无疑贬低了她的地位。
一个要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地位，一个要争得同样的尊严和地位，这就是两位王后争吵的实质。
    骑士阶级也和古代英雄一样，把勇敢和忠诚奉为崇高的荣誉和理想的品德。
但是他们的勇敢和忠诚的涵义已经发生变化，注入了新的价值观念。
首先，《尼伯龙人之歌》中的人物都是勇敢的，充满英雄气概。
但是，《尼伯龙人之歌》的作者作为霍亨斯陶芬王朝兴盛时期的诗人虽然也让他的人物保持了古代英
雄的勇敢精神，但他所理解的勇敢精神已经不仅仅表现为披坚执锐和浴血奋战，他笔下的英雄还必须
经受痛苦，要迎接命运的挑战，而且最后都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从而捍卫自己的人格和信念，成为
自己命运的主人。
克里姆希尔德本是一位温柔贤淑的少女，后来命运使她成为一名疯狂的复仇者。
为了复仇，她不惜牺牲亲生儿子的性命点燃战斗的导火线（1961节），也是为了达到复仇的目的，她
让成千上万的勇士，包括自己的兄弟残酷厮杀，最后自己也与他们一起在血泊中倒下。
哈根作为恭特的忠臣和心腹，他看出克里姆希尔德邀请他的主人去匈奴赴宴是一种阴谋，起初竭力警
告主人前去十分危险。
可是，当他看到匈奴之行不可避免的时候，为了证明自己的勇气和胆量，毅然决然随同前往（1513节
，1－3行）。
多瑙河上的女仙们对他预言这次旅行有去无返，面对死亡的厄运，他将摆渡他们过河的木船砸碎，切
断回头之路，表现了绝不因害怕而逃跑的大无畏精神（1583节，1－4行）。
后来在艾柴尔的宫廷里，他面对愤怒的克里姆希尔德，对杀死西格夫里特的罪行供认不讳（1790节，2
－3行），也是因为他相信，任何一种否认或回避都意味着怯懦，而任何一点怯懦都有失英雄本色，
损害英雄的荣誉。
因此，他绝不屈服，视死如归。
    同样，忠诚的涵义也有新的发展，注入了十三世纪骑士阶级的思想。
这一点主要表现在哈根和吕狄格这两个人物的心理变化上面。
哈根是勃艮第国的忠臣，为了宫廷的荣誉和国王的权益一向舍生忘死，忠贞不渝。
可是在史诗的最后，勃艮第国的全体勇士被围困在匈奴人的大厅里，当他们看见全副武装的吕狄格走
来，一场杀戮不可避免的时候，他们本以为，哈根会挺身而出，同吕狄格浴血奋战，然而，这位一向
作为忠诚倡导者和忠诚美德化身的哈根却出人意料地恳求吕狄格把盾牌送给他，并且保证，“我的手
在战斗中决不碰你一下”（2201节，3行）。
国王的忠臣，在这最后一瞬间通过对“敌人”的恳求和承诺，背叛了自己的主人，同时也背弃了自己
一贯恪守的忠诚的原则。
这不能不说他的忠诚观念在发生变化。
而吕狄格所经受的内心冲突则进一步显示，在《尼伯龙人之歌》中，忠诚已经不再是惟一的至高无上
的行为准则。
吕狄格是匈奴国王的一名边塞方伯，他赖以生存的土地和财产都是国王恩赐的，因此忠于国王是他应
尽的义务。
另一方面，也是他亲自将勃艮第人接到匈奴国，请他们到家中做客，并且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年轻的
吉赛海尔国王的，因此，保护这些客人的安全又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后来在匈奴人和勃艮第人展开血战的时候，他陷入了激烈的内心冲突，因为“不管我站在这一边，还
是那一边，我的行为都有失偏颇，有损骑士的尊严。
如果我双方都弃之不顾，又要遭世人责难”（2154节，1－3行）。
在忠诚与情意之间他无法做出抉择，最后只好以死消除自己心灵的痛苦，捍卫自己的人格和尊严。
吕狄格的“灵魂悲剧”打破了只有对于君主的忠诚才是至高无上的观念，它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新的骑
士的人道主义思想，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除君臣关系之外，还有亲属关系和朋友关系，而这些关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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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重要的。
    真实性是这部史诗在创作上的最大特点。
作者着眼描写现实生活，他把他的人物放在一个真实的世界。
譬如，《尼伯龙人之歌》的故事就发生在莱茵河和多瑙河流域，这里的大路和小径、城市和河流都是
真实的，甚至像帕骚大主教彼尔格林这个人物在历史上也确有其人。
既然是现实生活，就有欢乐和痛苦。
作者认为，生活就是对欢乐和痛苦的体验，而且欢乐总是在痛苦中结束。
因此，乐而生悲，福以祸终是这部史诗的又一主导思想。
克里姆希尔德从许多妇人的经历中看到，“世上的爱情到头来总是以痛苦告终”（17节，3行），因此
她决定终身不嫁。
可是她后来还是接受了西格夫里特的爱情，从此灾祸接踵而来。
先是丈夫西格夫里特被杀害，接着尼伯龙宝物被夺走，直到后来自己也在匈奴宫廷的大屠杀中与勃艮
第国一起灭亡。
庆典本是宫廷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该是欢乐的高潮。
在《尼伯龙人之歌》中作者描述了四次庆典，但每次庆典都是下一次不幸的开始。
西格夫里特帮助恭特打败萨克逊人胜利而归，在庆功会上与克里姆希尔德订下终身，这就为她后来一
系列痛苦埋下祸根；布伦希尔德在沃尔姆斯举行的婚宴上流泪，新婚之夜不让恭特与她亲近，致使恭
特非请西格夫里特来床上行骗不可，布伦希尔德的腰带和戒指因此失窃；西格夫里特夫妇来沃尔姆斯
参加庆典，庆典上两位王后发生争吵，克里姆希尔德出示腰带和戒指，引发布伦希尔德的仇恨，结果
招来西格夫里特的杀身之祸；最后在匈奴宫廷举行的盛宴酿成匈奴人与勃艮第人的大杀戮，各路英雄
，也包括克里姆希尔德在内，通通壮烈牺牲，勃艮第王国就此覆灭。
此外，甚至一向作为王宫贵族消遣娱乐的出游狩猎也被利用，成为杀害无辜的阴谋，使这次消遣娱乐
以西格夫里特之死而告终。
因此，在全诗结尾时，作者这样说道：“国王举行的庆典就此以痛苦收场，世界上的欢乐，到头来总
是变成悲伤（2378节，3－4行）。
”“以后发生的事情，我也不能告诉你们，我只知道，人们看见许多骑士和妇人，还有高贵的侍从，
他们都为失去亲友而伤心。
故事到此结束，这就是《尼伯龙人的厄运》（2379节，1－4行）。
”    《尼伯龙人之歌》是一种口头文学，主要是讲给人听的，而不是写给人读的。
这一点作者一开头就交代得很清楚：“现在请听我讲这些事迹（1节，4行）。
”因为这些故事是直接讲给人听的，所以具有如下特点：    一、故事以克里姆希尔德为中心，情节首
尾连贯，总体统一。
从她梦见一只野鹰被两只大鹫啄死到她被希尔德勃兰特杀死是全部故事的框架，在这中间发生的一系
列事情都与她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但讲述时有的放在前面，有的放在后面，有时由近及远，有时由远及近，因而结构不够严密。
    二、在总的框架之内，各个故事相对独立，自成一体，有人把这种结构形式称做“段落结构”。
从西格夫里特在沃尔姆斯出现到他携妻子克里姆希尔德返回尼德兰为第一“段落”；从西格夫里特和
克里姆希尔德应邀来沃尔姆斯到西格夫里特之死为第二“段落”；从吕狄格替匈奴国王艾柴尔向克里
姆希尔德求婚到克里姆希尔德成为匈奴王后为第三“段落”；从勃艮第人应邀赴匈奴宫廷到故事结束
为第四“段落”。
从局部来看，“段落”与“段落”之间没有紧密的联系，间隔的时间空隙甚大，譬如，从第一“段落
”结束到第二“段落”开始经过了十年，从第二“段落”结束到第三“段落”开始经过了十三年，从
第三“段落”结束到第四“段落”开始又经过十三年。
在这三十六年的时间里都发生过什么事情，作品中没有记载。
用近代小说的标准衡量，这是布局上的一大缺陷，但是，对于《尼伯龙人之歌》来说，却是自然的，
因为对于听众最重要的是每次所听的故事要有头有尾，生动有趣，引人入胜。
至于这次听的故事与下次听的故事相距多长时间，这并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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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仅仅起着划分“段落”的作用，对于人物和事件的发展没有影响，故事中许多人物，虽然经过近
四十年的岁月，年龄始终未变。
此外，《尼伯龙人之歌》不仅可以分为四大“段落”，而且每一大“段落”又可分为若干小段故事，
每一小段故事都独立完整，扣人心弦。
这正是《尼伯龙人之歌》在艺术上的最大成就。
    三、人物的行为方式仅仅与他所处的环境相吻合，人物缺乏统一性格。
西格夫里特初到沃尔姆斯的时候，犹如一个来自深山的野人，蛮横无理，十分鲁莽。
他迫不及待地向恭特宣战，企图诉诸武力获得克里姆希尔德。
但不久他又变成一名温顺的、十分耐心的求婚者，愿意接受一切考验。
作者没有交代他内心的变化，因为他的任务是讲故事，人物的行为方式是根据具体故事的特定环境而
设计的，只要符合环境的需要，人物就完成了角色的使命。
这种情况，在克里姆希尔德这个中心人物身上可以看得更清楚。
克里姆希尔德本来是一位温柔善良的少女，深得众人厚爱。
可是后来，她变成了一名残暴成性的刽子手，为了挑起匈奴人与勃艮第人之间的大屠杀，她甚至故意
挑动哈根杀死自己亲生的幼子；为了夺回尼伯龙宝物，她不仅令人杀死长兄恭特，还手提恭特的首级
逼迫哈根说出宝物藏在哪里，哈根不从，她又亲手杀死了哈根。
克里姆希尔德性格上的这一巨大变化，使她前后判若两人。
对此作者也没有做任何交代。
作者只着眼于讲故事，并不着眼于剖析人物的内心世界，塑造完美的人物性格。
他只须讲述一个人物在一个特定的故事环境中做了些什么，无须讲述他为什么这样做。
就人物而言，他只须讲他们的状态，无须讲他们的发展。
在布伦希尔德身上也体现了作者“讲故事”的意图。
布伦希尔德本是冰岛国的一位女王，专横跋扈，所向无敌。
可是和恭特结婚以后，她突然变成了一个爱虚荣、好嫉妒、心胸狭窄的普通妇人。
她不能容忍克里姆希尔德对她的冒犯，于是指使侍从给她报仇，成为史诗中一系列阴谋的肇始者。
她只在史诗的第一部分出现，到了第二部分，作者讲的故事与她无关，这个人物也就销声匿迹。
    四、《尼伯龙人之歌》是用诗体写成，诗文采用了特殊的尼伯龙诗节（NibeluNgeNstrophe），即每
一诗节有四个长行，每一长行又分为两个短行，中间有一个停顿。
前三个长行中每一行的第一个短行有四个扬音，第二个短行有三个扬音，只有第四长行的两个短行各
有四个扬音。
尼伯龙诗节听起来有强烈的节奏感，便于口头传诵。
    《尼伯龙人之歌》中的故事最初只是靠口头讲述，没有写成文字。
十三世纪初被记录下来并写成这部史诗以后，深受众人喜爱，广泛流传，不断有人传抄。
从十三世纪到十六世纪出现了许多手抄本，仅现在搜集到的就有三十种之多，其中十种是完整的。
最早的手抄本产生于十三世纪初，即在这部作品问世不久，可惜没有完整保存下来，只剩下一些断篇
。
最晚的手抄本见于十六世纪初。
在这十种完整的手抄本中，有三种比较重要，它们分别被称为手抄本a，手抄本b和手抄本c。
普遍认为，手抄本b最接近原诗的正本，手抄本a是后来从手抄本b派生出来的，比手抄本b简短。
手抄本c经过了仔细加工，被看做是原诗的修订版，但肯定不是出自作者之手，产生于一二二〇年前
后。
由于这些手抄本的最后一句话各异，因此又分为N?t本（dasist der NibeluNge N?t：这就是尼伯龙人的厄
运）和liet本（das ist der NibeluNge liet：这就是尼伯龙人之歌）两种，手抄本a和手抄本b属N?t本，手抄
本c属liet本。
《尼伯龙人之歌》产生后不久，即有一个续篇问世，称为《哀诉》（dieklage）。
经多方考证，续篇《哀诉》与原诗正本确有不少联系，但两部作品的内容与形式都相去甚远。
    从十六世纪开始，《尼伯龙人之歌》逐渐被遗忘，到了十七世纪上半叶则完全被湮没在故纸堆里。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尼伯龙人之歌>>

是瑞士学者、文艺理论家约翰·雅可布·波德默（johaNNjakob bodmer 1698—1783） 于一七四八年首
先发现了这部作品，并于一七五八年第一次印刷出版。
此后，各种手抄本被陆续发现，一七八二年瑞士学者克里斯朵夫·海因里希·米勒（christophheiNrich
müller 1740—1807）编订了第一个完整的版本。
但是，这一努力在十八世纪并没能引起学术界和文学界对这部作品的重视。
真正认真研究这部作品并认识到它的伟大意义的是十九世纪初的德国浪漫派。
一八二七年卡尔·约瑟夫·西姆洛克（karljoseph simrock 1802—1876）出版了《尼伯龙人之歌》的现代
德语译本，从此这部史诗才重新被广大读者所接受。
诗人歌德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重视这部作品的。
他为西姆洛克的现代德语译本写了书评，并且在同艾克曼（johaNNpeter eckermaNN 1792—1854）谈话
时，把这部史诗与荷马史诗相提并论，给予它很高评价。
    自十九世纪以来，不仅研究《尼伯龙人之歌》的论著与日俱增，而且利用《尼伯龙人之歌》的题材
进行创作和改写的作品也层出不穷，如十九世纪初叶弗利德里希·赫伯尔（Ｆriedrichhebbel 1813
—1863）改写的三部曲《尼伯龙人》（die NibeluNgeN 1861），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 1813
—1883）利用这一题材创作的歌剧《尼伯龙人的戒指》（der  riNg der NibeluNgeN 1851—1852），等等
。
直到最近研究和改写《尼伯龙人之歌》的兴趣仍方兴未艾，各种校勘本、翻译本、改写本以及研究专
著不断出现。
对《尼伯龙人之歌》的研究重点也从作品本身发展到对作品的接受史方面。
    在我国，钱春绮先生早在五十年代就将这部作品译成了中文。
从那时起，《尼伯龙人之歌》这部德国中世纪的著名史诗便为中国的外国语言文学工作者所熟悉。
近年来，《尼伯龙人之歌》的故事又不断散见于各种外国古代故事的中译本中，成为中国读者，尤其
是儿童读者最喜爱的欧洲古代故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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