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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语言与诗的内在关系是但丁诗学的一个重要课题# 这种关系奠基于哲学 神学爱欲观# 按

照这种爱欲观$ 诗歌的源泉和本质是爱的启悟与运动' 作为上帝赐予人类的礼物$ 语言本身和诗

歌一样$ 有着属于它自己的爱欲和爱欲运动# 语言和诗的爱欲运动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 即由上

而下的爱欲运动和由下而上的爱欲运动# 正是在爱欲和爱欲运动的基础上$ 语言和诗在 D神曲E

中被内在地关联起来了# D神曲E 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诗与语言的爱欲运动' 但丁诗学是一种 %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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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 中世纪最伟大诗人但丁的 .神曲/

是用意大利俗语( 而不是用当时流行的文学语言

000拉丁语写成的) 但丁的这一选择当然是深思熟

虑的结果( 事实上他明确地主张& !那些最伟大的

主题似乎应该用最好的方式( 因此也就是说( 应该

用最伟大的俗语加以处理) "

,'-而但丁的 .论俗

语/ 既是一部语言学著作( 同时又是一部诗学论

著) 正因为如此( 诗与语言的关系向来就是但丁诗

学研究史上一个具有本质重要性的课题) 我国学者

缪朗山认为( 但丁选用俗语来创作 .神曲/ 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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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意大利民族语言文学,%-

) 德国当代文学史专

家埃克里1奥尔巴赫则认为( 但丁此举意在创造一

个读者群,!-

) 这两种解释均未触及语言与诗歌在

但丁诗学中的内在关联) 本文试图探讨但丁诗学中

诗与语言的内在关联性以及这种关联性所赖以建立

起来的基础)

一' 诗与爱欲

!爱欲" #R"+,F@$"-$ 原本是柏拉图哲学的

一个重要概念( 意指植根于人的灵魂的对于真'

善' 美的不断渴望( 是一种具有超越指向的欲望和

能力) 后来( 这个主要用于描述人的灵魂和自我的

概念被新柏拉图主义者提升到宇宙观的层面( 并且

在中世纪进一步和基督教神学结合起来) 但丁深受

这种富有新柏拉图主义色彩的神学爱欲观的影响(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的爱欲观)

而正是这种爱欲观( 为但丁的诗学思想和语言观提

供了哲学基础)

在但丁看来( 上帝不仅是万有之源' 万动之

源( 而且本身就是 !爱" ) !太初的大能非言语可

以说明) F他和圣子恒在散发着大爱) F他怀着大

爱( 于凝望圣子的俄顷F井然创造了万物( 使它们

存在F运行于心间或空间) "

,$-'%"上帝的创世活动(

本质上是大爱的流溢) 在爱的流溢中( 上帝不仅创

造了无限的精神存在物( 而且将爱扩展到不死的和

有死的事物上( 将存在的现实性从它的根基处依据

等级向下传递到所有具有潜能的各层次) 因此(

!无论朽或不朽( 宇宙万物F都只是一个理念所放

的光彩) F该理念( 是充满大爱的天父所出) "

,$-'(*

反过来说( 宇宙万物无不来自神性( 无不根据它与

上帝的距离( 或多或少地包含着神的本质) 上帝之

爱不单是宇宙万物存在和持存的终极根据( 也是贯

穿整个宇宙的组织原则( 正是由于渗透于宇宙各个

部分之中的爱( 整个宇宙才被聚合在一起并形成为

一种秩序)

作为上帝之爱的有限流溢物( 宇宙万物全都禀

有一种由上帝赋予的爱( 即先天之爱) !先天的爱

心绝对不会有乖偏"

,*-%!-

( 也就是说( 万物皆有回

归本源' 趋赴至善的倾向( 或者说( 都有爱上帝的

能力和倾向) 人和其他受造物一样禀有先天之爱(

但不同于其他受造物的是( 人还具有后天之爱) 因

为在万物之中( 除了天使( 唯独人被上帝赋予了自

由意志) 人从其自由意志生发出来的爱欲( 就是后

天之爱) 后天之爱意味着( 爱欲的对象和爱的程

度( 都是由人自身自由地选择的) 因此( !后天的

爱心却会有舛讹% 因目标F错误( 因爱得太深或太

浅"

,*-%!-

) 当人选择至善即上帝为爱的对象( 或者

在亲近上帝之外的次善时适可而止( 后天之爱与先

天之爱合而为一( 人就不会沉湎于邪乐甚至犯下罪

愆) 在选取次善为爱的对象时( 如果人选错了对

象( 或者爱的程度有失分寸( 过犹不及( 那么后天

之爱就会乖离先天之爱( 违反造物主的意旨) 因

此( !众善及其反面( F全部从爱中衍生"

,*-%$(

( 而

!一切该受F惩罚的行为和一切美德( 都必然F在你

本身的爱心中找到根由"

,*-%!"

)

基于上述爱欲观( 但丁在 .炼狱篇/ 第 %$ 章

阐述了其诗学思想的核心主张) 在炼狱山的第六

环( 亡魂博纳谆塔认出了朝圣者( 问道& !不过(

告诉我( 我跟前的人是否F新体诗歌的作者( 第一

首诗F以 y心灵受爱所感悟的女士*开头) " 但丁以

谦卑的口吻回答& !我这个人( 心智F受爱的启悟而

留神( 再追摹F内心的感应而记下它的训敕) "

,*-!$%

显而易见( 但丁在这里把诗歌从本质上看作是对

!爱的启悟" 的忠实记录) 但丁对于诗之本质的这

种看法( 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他认为诗是一种

!记录" ) 这种观念与通常的看法大相径庭( 以至

于许多批评家认为这不过是但丁的自谦之辞) 其实

不然( 它应该被视为但丁的真实主张) 事实上( 但

丁后来再一次重复了这一主张) 在 .炼狱篇/ 第

!% 章( 贝缇丽彩训谕正在观瞻凯旋车的但丁记录

所见( 以教导凡间的人& !当你F返回了人间( 请把

所见写真) "

,*-$('而在 .地狱篇/ 第 !% 章( 但丁在

形容宇宙最底层的状态时倍感人类语言难以胜任(

因而渴望有神?相助以 !使我的话不致与事实乖

离"

,+-$('

( 也间接地强调了诗歌的记录性质)

更为重要的是( 但丁强调了诗歌的源泉和本质

是 !爱的启悟" ) 那么( 这里的 !爱" #DB"$$ 究

竟是指什么呢+ 首先( !爱" 是指但丁在 .新生/

中理想化了的那种高雅的' 世俗的爱) 在但丁看

来( 爱情就其本质而言并不是一种破坏性的情感(

相反( 它可以成为一种能够拯救人类的宗教力量)

因为灵魂经过净化' 脱离了感官之欲后( 是一股神

圣的力量( 与崇高的灵魂浑然难分( 能够使人升

华) 事实上( 在 .新生/ 中( 但丁的贝雅特丽齐

就是作为一个具有至高无上的美貌' 美德和力量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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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形象而出现的) 其次( !爱" 是指 !对智慧之

爱" ( 这种 !爱" 可适用于所罗门的智慧( 也可

适用于亚里士多德的智慧) 在 .新生/ 之后( 对

于哲学的兴趣占据了但丁的全部思想) 经过哲学探

索( 但丁决定抛弃原来的温柔的爱情诗( 创作了一

组力图表达其哲学观念的新诗( 要去描绘那些使人

真正得以高贵的品质) 高贵是人天生的美德( 从一

种与生俱来的天性中生发出来( 这种天性由上帝注

入) 最后( !爱" 是指上帝或者说 !大爱" ) 这一

点可以从但丁的用词得到证明) 这里的 !启悟" (

和 .炼狱篇/ 第 %* 章中用以表达人类灵魂之创造

的 !呼入" ( 以及前文所引述的 .天堂篇/ 第 '&

章第 % 诗行中的 !散发" ( 但丁使用的都是同一个

词语( 即 !-L*$&" ) 而在 .天国篇/ 最后一章(

但丁更是直接用 !DB"$" 来指代上帝) 这就说明(

在但丁看来( 就其终极源泉而言( 或者说( 在最高

的意义上( 真正的诗歌来自于大爱亦即上帝( 是大

爱的具身化) 大致说来( 但丁对于 !爱" 的领悟

经历了一个从世俗之爱到智慧之爱' 最后到上帝之

爱的过程( 这同时意味着( 但丁对于诗歌的本质的

认识也经历了一个大致相同的深化' 提升过程)

二' 语言与爱欲

众所周知( 在一个以拉丁语为正统诗歌语言'

俗语被视为低级语言的时代( 但丁却选择了用意大

利俗语来写作 .神曲/ ) 但丁的这一选择不仅在当

时就遭到了许多同时代人的质疑( 而且在很大程度

上导致了 .神曲/ 在近两百年时间里几乎无人问

津) 但实际上( 但丁的选择是有其理论根据的( 这

一根据就是在但丁看来( 语言和爱欲之间存在着内

在的关联)

按照但丁的语言观( 语言并不仅仅只是一种用

以满足人际交流需要的工具( 它连同理智和自由意

志一起( 共同构成了人之为人的本体论规定) 早在

.论俗语/ 中( 但丁已经将有无语言能力和有无语

言需要看作是人区别于下等动物和天使的根本不同

之处) 在 .神曲/ 中( 但丁通过罗马诗人斯塔提

乌斯之口( 不仅解释了人类语言的起源( 而且明确

地提出了人是语言的存在物) 按照斯塔提乌斯的解

说( 在人类灵魂形成之前( 胚胎尚属于 !可塑的

物质" ( 还不是 !一个人" % 唯有经历了这样一个

神圣时刻( 胎儿才能够跃变为 !人" ( 即& !万动

之源就眷顾它( 因自然的大能F造出这样的精品而

欣悦( 并呼入F力量充盈的新精神为它催生) F在脑

里( 新精神见到活跃的外物F就加以吸收而合为魂

魄( 靠自己F就可以生长观照( 自给自足) "

,*-!*(首

先值得指出的是( 这里 !人" 的意大利语用词是

!(&%.," 而不是 !2,%.," ( 而前者在词源学意义上

是指 !说话的存在者" ) 这就意味着( 成为语言存

在物是成为人的一个本质规定) 其次( 语言源始于

上帝( 是上帝在 !欣悦" 中赐予人类的一种礼物)

事实上( 在 .论俗语/ 中( 但丁把人类语言直接

称作 !这么伟大而且是上帝所慷慨赐予的才

能"

,(-%+(

)

以上述两点为基础( 但丁进而提出( 作为上帝

对于人类的一种赐予( 语言不仅源始地勾连着人类

与上帝之间的关系( 而且这种关系的变动也必然要

投射于语言( 由语言状况的变化而表现出来) 正是

根据这种对应性( 但丁在 .论俗语/ 中勾画了三

种语言状况) 第一种状况是( 作为第一个说话者(

亚当的 !第一句话首先是说 y上帝*( 而不是别

的" ( !人类的第一句话是在天堂里说的" ( 是

!快乐的呼声"

,(-%+(

) 第二种状况是( 自从人类因

犯罪被逐出伊甸园以来( !人们最先讲的第一声(

是苦恼的号哭"

,(-%++

) 第三种状况是( 语言的混乱

直接作为一种惩罚) 人类本来操持着同一种语言(

即后来被称作希伯来语的 !神圣语言" ( 因此彼此

之间能够毫无阻碍地沟通) 不料人类却藉此条件而

联合起来兴建巴别塔以期直通天堂) 上帝为了惩戒

人类便淆乱了他们的语言) 从此以后( 人类无法沟

通( 只好散居各地( 并逐渐形成各自的 !俗语" )

从 !亚当的语言" 到俗语这种语言变动( 反映了

人类与上帝的关系不断恶化' 人类日趋疏远上帝的

存在状况)

最后( 由于俗语具有二重性( 俗语的高贵性的

证成需要从其罪性返回其神性) 作为一种能力( 俗

语就其本源而言是 !天赋的" !自然的" ( 因而具

有一定程度的神性) 但是( 另一方面( 俗语是人类

第三次犯罪的产物( 它标示着人类 !以自己的愚

蠢放肆的傲慢激怒了上帝而受到鞭挞" 所留下的

!鞭痕" ( 所以又具有罪性) 而从但丁在 .论俗

语/ 中为意大利俗语所作的辩护来看( 俗语之所

以比 !文言" 更为 !高贵" 恰恰是因为它在本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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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赋有神性( 而 !文言" 是 !人为的" ( 是人类

!发明" 出来的一种 !技术" ) 但是( 兼具神性和

罪性的俗语当然并不现成地就是高贵的) 根据但丁

所作的界定( !高贵" 是指 !任何一种事物之天性

的完善" ) 这就意味着( 俗语要证成其高贵性( 就

必须经由净化其罪性而回返其神性( 从而完满地实

现其本性)

从上述分析来看( 但丁在 .论俗语/ 中制定

标准( 试图将意大利俗语提升为诗歌语言( 实质上

是从神学上对俗语所提出的要求) 按照但丁的神学

语言观( 语言是上帝对于人类之爱的体现( 是人所

以为人的一个根本规定% 人类与上帝的关系决定着

人类语言的状况) 从实然角度来看( 伴随着人类的

堕落( 人类语言也相应地从其高贵天性堕落了% 从

应然角度来看( 倘若人类能够在神学向度上不断改

善其灵魂状况( 那么人类语言也将逐步恢复其神

性( 从上述第三种语言状况返回到第一种语言状

况) 而但丁的神学语言观对于意大利俗语所提出的

要求就是( 它应该' 也能够产生一种指向更高境界

的上升运动( 朝着至善而不断地攀升( 最终证成其

高贵性) 可以说( 这正是但丁毅然决然地选择用意

大利俗语来写作 .神曲/ 的神学原由)

三' 语言与诗的爱欲运动

至此( 我们可以有理由提出( .神曲/ 从根本

上说是一种诗与语言的爱欲运动) 总的来说( .神

曲/ 描写了三种爱和两种爱欲运动) 前者是指上

帝之爱' 先天之爱和后天之爱( 后者是指由上而下

的爱欲运动和由下而上的爱欲运动)

在 .神曲/ 中( 诗作为 !爱的启悟" ( 涉及

到了三种爱( 并且将它们动态化为两种爱欲运动)

.地狱篇/ 的主题是不正当的后天之爱( 给予朝圣

者以启悟的爱也主要是这种爱) .炼狱篇/ 则以先

天之爱为主题( 朝圣者所获得的启悟也来自这种

爱) .天堂篇/ 着重描写的则是上帝之爱以及它对

朝圣者的启悟) 将这三篇结合起来看( .神曲/ 表

现的就是两种爱欲运动) 一是由上而下的爱欲运

动( 主要包括朝圣者所获得的恩典' 宇宙万物及其

秩序对上帝之爱的领悟( 以及朝圣者但丁从天堂返

回人间后对 .神曲/ 的书写) 二是由下而上的爱

欲运动( 即从后天之爱逐步走向先天之爱并最终走

向上帝之爱)

这里详细分析的是容易被忽视的语言的两种爱

欲运动) .神曲/ 中还内含着另外一种语言的爱欲

运动( 即( 但丁在 .地狱篇/ .炼狱篇/ 和 .天堂

篇/ 分别描写了三本书( 它们构成了自下而上的

语言爱欲运动)

在 .地狱篇/ 第 * 章中( 芙兰切丝卡和保罗(

这一对永远被暴风雨席卷的恋人( 因未能恰当地结

合理智与欲望( 丧失了理智之善( 被罚为地狱情欲

圈的永久居民) 而误导他们将理智屈从于欲望的

!根源" ( 乃是一本名为 .湖上骑士兰斯洛特/ 的

书) 用芙兰切丝卡的话来说( !书和作者( 该以葛

尔奥为名" ( 意即这本书及其作者起到了大媒人的

作用) 该书描写了兰斯洛特和茛妮维尔之间逾越礼

法的爱恋( 试图将心灵' 理智与逾矩之爱以文字的

方式结合为一体) 然而( 芙兰切丝卡和保罗阅读这

本书的结果却是理智与爱的乖离& 他们停止了阅

读( 开始拥抱在一起) 这本书自称要结合心灵与超

逾礼法界限的爱( 然而( 它对芙兰切丝卡和保罗所

产生的 !爱的启悟" 却是适得其反( 爱背离了理

智( 并且直接走向了两性的肉体结合)

第二本书出现在 .炼狱篇/ ) 根据罗马诗人斯

塔提乌斯的亲口讲述( 是维吉尔的史诗 .爱涅阿

斯纪/ 激发了他的诗性潜能( 使他成为了一位诗

人) 不仅如此( 斯塔提乌斯还提到( 维吉尔在其

.牧歌集/ 中所写的诗句( 即 !时代在更生复

苏% F公道和人类的太初年代正重来% F一代新人从

天堂降落下土"

,*-!''

( 因为 !话语和新教士的宗旨

相承" ( 故而照亮了他走向基督的道路( 引领他成

为了一位基督教徒)

但丁所描写的第三本书出现在 .天堂篇/ 终

末一歌) !在光芒深处( 只见宇宙中散往F四方上下

而化为万物的书页( F合成了三一巨册( 用爱来订

装) "

,$-$(%显然( 这是一部宇宙的象征之书( 其作

者是上帝( 它所使用的语言则是宇宙万物及其运

动( 它所遵循的语法则是 !爱" ) 这部书在人间有

其用人类语言书写而成的对应物( 即 .圣经/ )

这三本书的依次出现( 对应着从后天之爱升向

先天之爱' 最后通达上帝之爱的爱欲运动的三个阶

段) .神曲/ 是对这一运动的诗歌叙事( 首先是朝

圣者但丁在 !人生的中途" 迷失正道( 误入了幽

暗的森林( 然后在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引导下游历

地狱( 在往昔恋人贝缇丽彩的引导下攀登炼狱山(

最后穿飞过整个有形宇宙( 面见上帝) 其次是朝圣

**!



####### 上 海 理 工 大 学 学 报 #社会科学版$ %&'( 年 第 !" 卷#

者但丁从天堂返回人间( 并以诗人和先知的双重身

份动笔创作 .神曲/ ( 开启语言的由上而下的爱欲

运动) .神曲/ 是一本完整地表现爱欲运动的书(

也就是说( 它是将前三本书囊括其中的第四本书)

正因为如此( 美国著名但丁学家辛格尔顿说( 但丁

是在模仿上帝写作( 他想要写出属于他自己的

.圣经/ )

四' 结束语

但丁诗学可以归结为一种 !爱欲诗学" ) 但丁

的爱欲思想并非完全属于他的独创( 事实上( 它根

植于中世纪成熟时期的爱欲文化( 特别是圣伯纳德

的爱欲神学) 但丁爱欲诗学的真正独特之处在于(

它并没有简单地将语言看作是诗歌叙事的一种工

具( 而是认为语言( 特别是俗语( 也有其自身的爱

欲和爱欲运动) 为了突出这一点( 可以将但丁的爱

欲诗学称作 !语言诗学" 或 !俗语诗学" ) 在这

样一种颇具特色的诗学思想中( 诗和语言被内在地

关联起来了) 如果把朝圣者但丁看作是诗歌的人格

化( 那么他的朝圣之旅表现的就是诗的爱欲和爱欲

运动) 如果把从天堂返回人间的诗人但丁看作是意

大利俗语的人格化( 那么他对于 .神曲/ 这第四

部书的写作( 所展开的实际上是语言或者说意大利

俗语的爱欲和爱欲运动) 无论如何( 在爱欲和爱欲

运动这一基础之上( 诗和语言被内在地关联起来并

融为一体( 其产物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书000

.神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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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 I,&%#.-&%4 M1*''*$(都是采用这种注解模式的

方法来减少读者看菜名时付出的认知努力)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关联理论能对中式菜名的翻译提供

重要的指导作用(译者在翻译时应注重将原菜肴名

的信息意图和外国食客的期待相结合(致力于将读

者在推理过程中付出的认知努力降低到最小(实现

二者之间的最佳关联) 当然(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

译者也要根据所处时空和环境的变化对译文进行适

当调整(使菜名翻译更加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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