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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80_83_E8_AF_AD_E6_c64_571230.htm 一、莱蒙托夫介绍 

米哈依尔尤利耶维奇莱蒙托夫（1814～1841）俄国诗人。出

身贵族，不到3岁，母亲去世，由外祖母抚养成人。莱蒙托夫

自幼性格忧郁、孤僻。1828年入莫斯科贵族寄宿中学，开始

写诗。1830年考入莫斯科大学，中途转至彼得堡近卫军骑兵

士官学校。1834年毕业后在骠骑兵团服役。1835年发表长诗

《哈吉阿勃列克》和剧本《假面舞会》。1837年2月普希金遇

难，莱蒙托夫写了《诗人之死》一诗，愤怒指出杀害普希金

的凶手就是俄国上流社会。这首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诗篇震

撼了俄国文坛，奠定了诗人作为普希金继承者的地位，然而

却遭到沙皇反动当局的仇视，莱蒙托夫因此被流放高加索。

同年发表《波罗金诺》，歌颂人民在卫国战争中的爱国主义

热情和英雄气概。经外祖母多方奔走，莱蒙托夫于1838年4月

从流放地返回彼得堡原部队。不久，发表民歌体长诗《商人

卡拉什尼科夫之歌》，赞扬不畏强暴的精神，《咏怀》一诗

谴责贵族青年缺乏思想，对生活采取冷漠态度。1839年发表

歌颂叛逆精神的长诗《童僧》。1840年长篇小说《当代英雄

》问世，作品成功地塑造了继奥涅金之后又一个“多余人”

形象毕巧林。1841年2月回彼得堡休假，完成著名长诗《恶魔

》。莱蒙托夫本想趁休假之便设法离开军队，全力投入文学

创作，但所得到的是限令48小时内离开首都。回高加索后，

一些仇恨诗人的彼得堡贵族唆使青年军官马尔蒂诺夫与莱蒙

托夫决斗，结果诗人饮弹身亡，年仅27岁。莱蒙托夫的艺术



天才没有得以充分发挥，正如高尔基所说：“莱蒙托夫是一

曲未唱完的歌”。尽管如此，他仍然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

的诗篇。 二、泰戈尔介绍 泰戈尔（1861～1941）印度著名诗

人、作家、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191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生于加尔各答市的一个富有哲学和文学艺术修养的家庭，13

岁即能创作长诗和颂歌体诗集。1878年赴英国留学，1880年

回国专门从事文学活动。1884至1911年担任梵社秘书，20年代

创办国际大学。1941年写作控诉英国殖民统治和相信祖国必

将获得独立解放的著名遗言《文明的危机》。泰戈尔是具有

巨大世界影响的作家。他共写了50多部诗集，被称为“诗圣

”。写了12部中长篇小说，100多篇短篇小说，20多部剧本及

大量文学、哲学、政治论著，并创作了1500多幅画，和难以

统计的众多歌曲。文、史、哲、艺、政、经范畴几乎无所不

包，无所不精。他的作品反映了印度人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

种姓制度压迫下要求改变自己命运的强烈愿望，描写了他们

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充满了鲜明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精

神，同时又富有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具有很高艺术价值，

深受人民群众喜爱。其重要诗作有诗集《故事诗集》（1900

）、《吉檀迦利》（1910）、《新月集》（1913）、《飞鸟

集》（1916）、《边缘集》（1938）、《生辰集》（1941）；

重要小说有短篇《还债》（1891）、《弃绝》（1893）、《

素芭》（1893）、《人是活着，还是死了？》（1892）、《

摩诃摩耶》（1892）、《太阳与乌云》（1894），中篇《四

个人》（1916），长篇《沉船》（1906）、《戈拉》（1910）

、《家庭与世界》（1916）、《两姐妹》（1932）；重要剧

作有《顽固堡垒》（1911）、《摩克多塔拉》（1925）、《



人红夹竹桃》（1926）；重要散文有《死亡的贸易》（1881

）、《中国的谈话》（1924）、《俄罗斯书简》（1931）等

。他的作品早在1915年就已介绍到中国，现已出版了10卷本

的中文《泰戈尔作品集》。 三、理性与感受的有机统一（《

帆》赏析） 写这首诗时作者17岁。诗人生前的手编诗集里并

未收入此诗，但是它的永恒的叛逆精神和追求自由的形象，

激励了我国不少读者。仔细分析，这首严谨的小诗不失为诗

人的一篇代表作。 诗从作者给他的友人的一封信中得知它诞

生在一处海岸。诗的第一句所描摹的景象可能是这首诗给人

以最深刻的镜头。淡蓝的雾里一叶孤帆一闪一闪地泛着白光

。诗人面对着这浩淼的天海世界，按捺不住自己的激情，他

突然把自己寄托在那一点帆影上，近乎自言自语道：它要去

遥远的国度去寻求什么？它在自己的故乡抛却了什么？主人

公的发问象主人公的影子一样此时都集中到那叶帆上。由于

有了这样的视角和发问而使那叶帆“活”了，有来历了，不

能不引起人注意了！自言自语的发问更衬托出了它的神圣、

它的内蕴、它的历史。 第二自然段一开始，我们随着作者的

描写将视线转向它的周围，并拉近了观察有浪，有风，有轧

轧作响的桅杆，它们组成帆生命的乐章，这时候，我们才意

识到：帆不是生活在柔和的虚空中，它不是游手好闲，不是

海市蜃楼，它是在那样的环境中挣扎着生存的！不畏风暴。

不垂眉折腰，任凭风浪扑打仍然走自己的路。透射出“即使

它们终于把它撕碎，我还会在浪尖上飞旋”（白烨《船》）

的傲骨和气慨。也深深地理解了下面的诗句：它不是在寻找

幸福，也不是在逃避幸福。它囊括了人类对感情和幸福的渴

望与追求的最纷繁的矛盾。那么它究竟要去做什么呢？ 最后



一段灵魂找到了皈依，看：“下面涌着清澈的碧流，／上面

洒着金色的阳光⋯⋯” 这是一片宁静的描写，头上和脚下的

世界是安谧的、平和的，而且似乎都在向它召唤，也许那就

是它所抛却的，也许那就是幸福。可是它为什么与它们近在

飓尺却表现出既不寻找也不逃避惟我独尊的样子呢？它的畅

快，它的“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的胆识都以一个

行为为目的，那就是： “不安分的帆儿却祈求风暴，／仿佛

风暴里有宁静之邦！” 这是怎样的志向啊！只有把精神的最

高境界寄托在迎击上和与厄运血战到底的决心中，才会有如

此的胸怀和不死的形象。它祈求的是风暴肆意向它进攻的畅

快，是它渴望锻炼灵魂的呼喊⋯⋯所有安谧、温暖、幸福都

与我无缘，在风暴中永生，搏击是它的天性！它的雄魄、它

的不息、它的粗糙、它的嚎啕⋯⋯都在波浪翻滚，桅杆的轧

轧声中被结实地勾勒出来。这是帆的魂灵，是它的本质，是

它发光的原色！这悠远深邃的痛苦，谁能不敬仰，渴望接近

它、理解它？！ 诗写得既有高度理性化的内核，又有浓重的

驱不散的情绪的氛围，这是理性与感受的有机统一，揭示了

强者的精神、气质和灵魂。 四、“萤火虫”微小的强者（《

萤火虫》赏析） “小小流萤”是我们司空见惯的、熟视无睹

的小生灵，“在树林里”，“在黑沉沉暮色里”，它是那么

“微小”，发出的光十分微弱，既不如太阳灿烂，又不如月

亮皎洁。但它是“快乐”的，心中“倾注”了无限的“欢乐

”，由此可见，小小萤火虫寄托了泰戈尔的积极乐观的人生

态度。在作者眼里，萤火虫是完全属于自己的，它不依赖于

任何力量，它“仅仅服从”的是自己“内在的力量”，它是

富有生机的、充满活力的，它的使命便是“冲破”“黑暗的



束缚”，投向宇宙的“一切光芒”。 萤火虫寄托着诗人个人

的思想感情，而诗人的思想感情里又渗透着印度人民为争取

自由而奋斗的民族精神。当时的印度，处于英国的殖民统治

之下，印度人民没有平等自由，没有光明和富裕。帝国主义

的剥削和压迫，迫使人民“冲破”“黑暗的束缚”，纷纷起

来反抗斗争。工人罢工，农民起义，反帝反封建的运动此伏

彼起。诗人在广泛接触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深深感受到了这

种觉醒了的民族精神是何等的可贵、何等的伟大。 因此，泰

戈尔笔下的萤火虫是“微小的强者”形象。百考试题编辑整

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

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