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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普希金的 《高加索的俘虏》

安 镇

《高加索的俘虏》是普希金于 � �� 】年 � 月在南方流放时期完成的第一部新型浪漫主义长

诗
。

这部长诗完成之后
,

在送审时遇到了不少麻烦
。

其中的有些诗句特别是表现了诗人反迫

害和向往 自由的诗句
,

如
“

献辞 ”
中的

“

我很早就饱尝忧患
,

不断地受着迫害
,

我成了诽谤

和愚蠢的报复的牺牲品
�
但是

,

我渴望自由的心却更加刚毅而坚定
。 ”
还有长诗第一部分中的

“

呵
,

自由 � 即使在这荒漠的世界上
,

他还得孤独地把你寻找
”

等
,

都受到了检查官们的曲解
,

窜改和删节
。

此外
,

长诗第二部分中的诗句
� “

命运之神
,

只给了她几个欢乐的夜晚
� ”
检查

官认为这是暗指夜间的情欲
,

将
“

夜晚
” 改成了

“

白天
” ,

即
“

命运之神
,

只给了她几个欢乐

的白天
。 ”
为此普希金曾十分气恼地写道

� “

检查官扼住了我的喉咙
。

我不想
、

不应该
、

也不

能在诗句中使用
“

白天
”

这个词
。

夜晚
、

夜晚
、

看在上帝的面子上
,

欢乐的夜晚实在太少了
。

应该说夜晚
,

因为白天她见不到他
。

请你读读这首诗吧
。

为什么要用
‘

白天
’ ,

而不用
‘

夜

晚
’

一词呢� 在这二十四小时之中
,

哪一刻不符合检查官的心意呢
。” 最后

,

检查官还下令禁

止在 《高加索的俘虏》一书的封面上印制普希金的画像
。

但是
,

长诗在 � � �� 年 � 月初次发表

时
,

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

给诗人带来了极高的声誉
。

在批评界
,

除了 《欧洲导报》的

批评家对于长诗中
“

布尔卡
”
�毛斗篷� 的吹毛求疵之外

,

都反映良好
,

甚至连 《祖国之子》

这样的刊物也称赞说
� “

在这部著作中
,

地方特色描写得清晰
、

准确
。

不论画面
,

感情
,

还是

手法
,

都带有东方艺术色彩
。”

普希金对《高加索的俘虏》也有过多次说明和反思
�

� � � � 年 � 月 �月日
,

他在给格涅季奇。

的信中写道
� “

我的诗作所叙述的故事本应发生在喧哗的顿河河畔
,

即位于高加索咽喉地带的

格鲁吉亚地区
,

但我却将它移到了色彩单调的平原地区
。 ”

同年 � 月 �� 日
,

他在给格涅季奇

的另一封信中更详细地写道
� “

这首诗或故事 �你想叫什么都可以 � 的缺点十分明显
,

所以我

一再犹豫
,

考虑是否将它付印
。

由于提纲太简单
,

思路放不开
,

束缚了手脚
。

描绘高加索风

光的那段是本诗中最好的部分
,

但没有同主人公的行动联系起来
,

只是对地理概况的介绍
,

近

似游记文章
。

主人翁有两个
,

对他们性格的描绘近似小说写法
,

而不是诗歌的写法
。

它有什

么特色呢� 一个没有感情的年轻人遭到不幸
,

这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吗 � 在山民的凶残的本性

面前
,

在车尔吉斯姑娘的美貌面前
,

男主人翁十分冷漠
,

无动于衷
。

这是可能的
,

但有什么

感人之处呢 � 用迎合环境的故事使文章变得生动
,

这并不困难
�

俘虏俄罗斯同胞的车尔吉斯

人可能是那位女郎的情人
,

她的父母和兄弟都可以写进去
,

而且要各具特色
,

但我忽视了
�

其

原因
,

一是因为我太徽 , 二是这些好想法来得太晚
,

当时前两部分已经脱稿了
,

我无意再从

头写起
。

您可以看出
,

对自己作品的偏爱并未使我失去理智
,

在 《高加索的俘虏》这首诗中

确实如此
。

但我向您坦白
,

我十分喜欢这首诗
,

虽然我不清楚为什么
。

这首诗中有些诗句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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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分珍贵
。 ”

在 � � � � 年 �� 月至 �� 月间
,

普希金在给戈尔恰科夫� 的信中谈到俘虏这一形象时写道
�

“

我在他身上想要描写这种成为十九世纪青年特点的
,

对生命和生命享受的淡漠
,

灵魂的早

衰
。 ” � ��� 年

,

在给拉耶夫斯基的信中说
� “

高加索的俘虏的性格不够典型
,

这说明难以成为

浪漫主义诗歌里的主人翁
。 ” � � �� 年

,

他在 《高加索的俘虏》再版前言中写道
� “

这篇短小的

故事所以得到读者垂青
’

,

应归功于对高加索及其山地居民的忠实的描绘
,

虽然这一点人们很

少提到
。 ” �� �� 年

,

他又在 《阿尔兹鲁姆游记》中写道
� “

在这里
,

我看到了一本污旧的 《高

加索的俘虏》的单行本 � 不得不承认
,

我非常满足地把它读了一遍
。

一切都很脆弱
,

年轻
、

贫

乏 �
但对许多事情的预测和表达却是十分真实的

” 。 � � �� 年
,

他在笔记中再次写道
� “ 《高加

索的俘虏》是我初次着力描写这种个性的第一次不成功的试验
� 它所以 比我写过的一切都更

受人欢迎
,

是由于其中忧伤的调子和一些景物描写
。

可是
,

尼古拉
·

拉耶夫斯基。
、

亚力山大
�

拉耶夫斯基�和我
,

都对那些忧伤的诗句笑了半天
。 ” 以上这些

,

对于了解诗人的创作意图和

构思过程
,

以及从整体上把握 《高加索的俘虏》一诗
,

都是大有裨益的
。

长诗成功地刻画了主人翁俘虏的形象
。

虽然普希金自谦地承认
“

这是我初次着力描写这

种个性的第一次不成功的试验
” ,

但是
,

诗人
“

想要描写这种成为十九世纪青年特点的
,

对生

命和生命享受的淡漠
”
的愿望是实现了

。

别林斯基在谈及十九世纪初期俄国贵族青年的特征

时写道
� “

青年人对已逝青春的忧郁感
,

这种原本就没有任何憧憬的幻灭
,

这种在从事最有力

的行为时的心灵的冷漠
,

这种含有冷酷精神的热血沸腾
,

这种不是因为享受过生命的华筵而

具有的膺足感
,

却只是为了代替冷摸和热望
,

这种在完全无所事事的
,

灰色的怠惰中对行动

的渴求
,

—
一句话

,

这种青春之前的老年
,

刚劲之前的衰颓
,

这一切就是普希金以来我们

时代的英雄的特征
。 ”
同时还指出

, “
《高加索的俘虏》里的主人翁—他是那个时代的英雄

。 ”

往后
,

在 《奥涅金》 中的同名主人翁
、

《当代英雄 》中的毕巧林
、

《谁之罪 � 》中的别里托夫
、

《罗亭》和 《奥勃洛莫夫 》中的同名主人翁身上
,

我们会看到一系列这种
“

时代英雄
” ,

即
“

多余人
” 及其发展的轨迹

。

所不同的是
,

在 《高加索的俘虏》里的主人翁身上所反映的
,

只

是这类人物的最初的某些本质特征
,

即既反映了他们的觉醒
,

也反映了这觉醒的朦胧和不成

熟
� 既反映了他们对贵族社会的不满和抗议

,

也反映了这不满和抗议的软弱与不彻底
�
既反

映了他们对行动的渴求
,

也反映了他们渴求行动的缺乏明确的 目标
,

等等
。

当然
,

反映更多

的则是他们对已逝青春的忧郁感
,

憧憬的幻灭感
,

灵魂的冷漠和思想上的未老先衰
,

以及行

动上的怠惰无所作为
。

从这个意义上讲
,

《高加索的俘虏》中的主人翁既是现实的
,

也是历史

的
,

即属于十九世纪初期俄国社会的
“

时代英雄
” 一 一一俄国文学中

“

多余人
”

艺术形象的

始祖
。

正因为如此
,

俘虏的形象才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因素
。

虽然普希金这时对拜伦正
“

祟拜

得发疯
” ,

并想把俘虏写成
“

浪漫主义诗歌里的主人翁
” ,

甚至还赋予这个物 以巨人般的内在

的伟大与奇特等特征
,

但现实主义的因素还是占了主导的地位
,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

首

先
,

诗人真实地揭示了主人翁的个人主义性质
,

即象维雅泽姆斯基。等人所指责的他对车尔吉

斯少女悲剧命运的漠不关心
,

他没有下水去拯救她这一事实所表现的
“

缺乏人性
” ,

等等
�

对

此
,

普希金在给维雅泽姆斯基的信中申述 了自己的看法
� “

关于 《高加索的俘虏》
,

我还要再

说一句
。

你说我的灵魂卑鄙
,

因为我没有为车尔吉斯女郎流泪
。

可你要他怎么办呢 �
‘

他已看

破红尘
’ ,

这就是我的灵魂所要表现的全部感情
。

有些人感到遗憾
,

因为那位俘虏没有跳到水

中去救车尔吉斯姑娘
。

那就试试吧卫我在高加索河里泅过水
,

掉进那条河里根本无法搭救
,

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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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叫我救出一个人
,

那只有魔鬼附体才会有可能
。

我的俘虏是个审慎的聪明人
,

他没有对车

尔吉斯姑娘产生爱情
,

—因此
,

他不去使自己淹没是对的
。 ”

而
“

审慎
”

绝不是浪漫主义诗

歌中主人翁的应有的气质
,

相反却是现实主义文学里个人主义英雄所不可缺少的特征
。

后来
,

在长诗 《茨冈》和诗体小说 《叶甫盖尼
�

奥涅金 》中
,

普希金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了那
“

只顾

自己的意志
” 的 “

绝望的自我主义
”
者们的本质特征

。

其次
,

俘虏的非英雄主义的结尾和悲

剧性命运
,

都具有明显的反卢梭主义的精神
。

卢梭向往人类原始状态的自由平等
,

并以此与

贵族资产阶级社会的
“

文明
”

相对抗
,

还提出了
“

返归自然
”
的口号

。

普希金笔下的主人翁

则与此相反
,

他到原始的自然状态去寻找自由
,

结果却成了车尔吉斯人的俘虏
,

在获得解放

之后
, 又不得不重新回到他久 已厌倦的贵族社会中去

�

在这里
,

诗人批判了贵族出身的主人

翁叛逆的软弱和不彻底
,

还说明了到原始的自然状态中去寻找自由
,

是根本不可能的
,

因为

这是一种倒退行为
,

而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

俘虏形象的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也表现在这里
。

在长诗中
,

山中女郎的形象也被描写得十分美丽动人
。

车尔吉斯少女与俘虏相反
,

在某

种程度上是被诗人理想化和浪漫化了的另一种典型
。

她是大自然的女儿
,

不仅被一种粗犷的

爱好自功的英雄情绪所渲染
,

而且还体现了车尔吉斯人民最优美的素质
,

—强烈而真挚的

爱情和诊之奉献一切的自我牺牲精神
。

山中女郎车尔吉斯少女热烈诚挚地爱着俘虏这个年轻的俄罗斯人
。

每当皎洁的新月从阴

郁的山峰后面升起
,

她便带着酒
、

芬芳的蜂蜜和丰盛的食品
,

从幽暗的小道来到俘虏的住所
�

她与他分享这秘密的晚餐
,
她同他用眼睛和手势谈话

,

这胜过彼此不通的语言
� 她用充满柔

情的目光安慰他
,

还给他唱了不少动听的山歌
。

山中女郎车尔吉斯少女对俘虏的爱情是绝对

专一的
,

她对他表白过
,

她因为爱他
,

决不嫁给另外一个她所不爱的人
,

如果有人强迫她这

样做的话
,

她是不肯屈服和让步的
。

她知道这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着她
�

她的父兄为了金

银正准备将她卖给邻村的一个她所不爱的人
, 她要求父兄转变念头

,

否则的话
,

—不是毒

药
,

便是利剑
。

山中女郎车尔吉斯少女的爱情充满了自我牺牲精神
,

这可以由以下几方面得

到证明飞其一
,

当她知道俘虏早已另有所爱和正为此而悲伤时
,

她不仅对此表示理解
,

而且

还请他原谅自己
,

说
� “

我很理解你的痛苦——请你原谅我的哭啼
,

也不要嘲笑我的不

幸
”。

其二
,

为了让俘虏能与心爱的人相聚
,

她饮忍着即将失去的爱情的痛苦
,

锯掉了俘虏脚

上的镣铐
,

并给了他自由
,

说
� “

你自由了
,

去吧 �
”

其三
,

当俘虏悲噎地请求她一起逃走时
,

她断然拒绝说
� “

这怎么可能 � 你爱着别人——去找她吧
,

去爱她吧 �’’ 同时还祝愿他永

远生活在爱情的幸福里
。

最后
,

当俘虏投入河中游近对岸时
,

她投河自尽了
,

这不仅因为她

不能再与俘虏生活在一起
,

还因为她不愿使自已成为另一个女人对俘虏的爱情的障碍
,

当然

更因为她 已经到了完全没有退路的地步
,

仅就她放走俘虏一事
,

她的父兄乃至整个车尔吉斯

人
,

都是不能容忍的
。

总之
,

与冷漠的、 自私自利和
“

审慎
”
的俘虏相 比

,

热烈真挚
,

绝对

专一和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山中女郎车尔吉斯少文的形象
,

就显得格外伟大而崇高
。

毫无疑问
,

山中女郎车尔吉斯少女的形象
,

也真实地反映了普希金对高加索生活的亲切

感受
。 “

在那时候我需要荒野的地方
,

珍珠般的波涛的地方
,

那喧哗的海
,

那垒列的岩崖
,

和

理想的骄傲的女郎
,

和无名的痛苦⋯⋯
”
普希金后来在 《奥涅金》中回忆道

, “

常常
,

我梦见

一些可爱 的人物
,

于是我的心灵上深深印下了她们的神秘的形象
, 以后缪司就复活了她们

�

这

样
,

淡漠的我
,

就歌唱了山中女郎
,

我的理想
,

⋯⋯ ” 由此不难看出
,

山中女郎车尔吉斯少

女的形象体现了诗人的爱情的幻想和青春的理想
,

以及与十二月党人一致的献身精神
。

关于高加索的自然风先和当地居民的风土人情的描写
,

在长诗中显得非常出色
。

正如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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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斯基基所说
� “

这是第一次
,

高加索的庄严景色及其镖悍的居民被写进俄国的诗歌里—
而

且
,

从普希金的这篇诗
,

俄国第一次认识了那久 已与之刀兵相接的高加索
。 ”

邀立云霄
,

终年

积雪
,

巍峨壮丽的高加索
,

不仅使普希金惊叹不已
,

而且成了他的诗歌的摇篮
,
是它唤起了

诗人的心灵的力量
,

并使他成了高加索真正的歌手
。

请看诗人笔下的高加索
� “

这一幅景色多

么庄严 � 皑白的峰顶是积雪的永恒的宝座
,

屹然不动
,

象层叠的彩云凝固在天边
,

而群山中

的那座高峰
�
埃利布斯

,

那庄严的巨人
,

头上闪耀着冰雪的冠冕
,

以双峰伸向蔚蓝的天空
。”

这首诗中许多写景的片断都是十分忠于大自然的
,

并且永远不会失去它的价值
。

但是
,

高加

索雄伟壮丽的大自然景色
,

不是孤立的或作为附带的插曲出现在长诗中
,

而是作为全诗中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
,

同当地居民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

因此
,

在长诗中
,

我们看到了车尔

吉斯人原始单纯的生活习俗
,

他们的热诚好客和家庭生活的融洽
,

他们的格斗和迅猛不可抵

挡的袭击等等
,

都充满了神奇的魅力
,

令人赞叹和倾倒
。

不过
,

诗人也并没有将他们的生活

理想化
,

即没有隐瞒他们那种原始
、

野蛮和残酷的特征
� “

单调乏味的和平使好斗的心感到厌

倦
,

寻欢作乐的节日游戏常常为残酷的节目扰乱
。

有时候
,

席间疯狂的笑闹伴以刀剑的挥舞
,

奴隶们的人头四处乱飞
,

年轻人鼓掌又欢呼
。 ”
车尔吉斯人的这种

“

野蛮的自由
”

尽管充满了

诗意
,

但在诗人看来
,

它是注定要走向灭亡的
。

对高加索风光和当地居 民生活的忠实描绘
,

被

普希金视为长诗中最好的部分之一
,

也是长诗受到读者垂青的一个重要原因
。

长诗
“

结语
”
部分的思想是矛盾而复杂的

。

一方面
,

诗人歌颂了
“

双头鹰
’

心 的
“

血腥的

战争
”

和
“

俄罗斯的战鼓咚咚响
” ,

并称赞俄罗斯将军齐加诺夫� 、

克特利亚勒沃斯基�和叶尔

莫洛夫。为
“

英雄
” ,

等等
。

对此
,

维雅泽姆斯基曾严厉谴责过普希金
,

认为
“

结语
”

是硬安

上去的多余的尾巴
,

并给全诗
“

涂上了血腥
” 。

他在给亚
·

伊
·

屠格涅夫 � 的信中写道
� “

普希

金最后几句诗拈污了全诗
,

令我感到遗憾
。

克特利亚勒沃斯基和叶尔莫洛夫是哪家英雄 � 他

们的作为有什么高尚之处 � 不外乎是一种黑色的瘟疫
,

是野蛮部落的瘟疫
。

他们这些十恶不

赦之徒只会叫人须发倒竖
,

令人脊背发冷
。

在这点上
,

我对普希金很有气
。

他这种狂热是一

种时代的错误
。” 后来

,

俄国的革命民主派杜勃罗柳波夫等人
,

也对此有过类似的批评
。

应该

承认
,

上述的一些指责和批评是有道理的
。

但是却不可忽视另一方面
,

即在谈到那些将军们

时
,

普希金写道
� “

无论你的雷霆转向哪一方—你一路上就象黑死病
,

给异族到处洒满了死

亡
· ·

一
”

同时还指出
,

俄罗斯的武力并不能使高加索人民屈服
,

说
� “

我们流的血并没有用
�

仍旧是迷人的盔甲
,

仍旧是镖马和深山
,

仍旧是放荡不羁的爱情 �
”

此外
,

普希金对山地居民

不幸命运的同情也是很明显的
, “

呵
,

骄傲的高加索的子孙
,

你们被征服了
,

你们悲惨地死亡

了
” , “

而关于你们所受的酷刑
,

人 民的 口中会悠久地流传
。”
从上面这些复杂的矛盾中

,

我们

还可以发现诗人所怀抱的一种善良的愿望—俄罗斯和高加索人 民之间一定会出现和睦友好

的新局面
。

在同拉耶夫斯基。将军交谈中
,

普希金就说过类似的话
� “

不能永远靠武力过 日子
,

不能经常处于袭击的恐怖之中
,

应该结束这种生活
,

我们和睦友好地生活的日子一定会到

来
。 ”

普希金的 《高加索的俘虏》
,

以它特有的独创与革新而成为俄国新诗的代表作品
。

首先
,

它与以往的俄国浪漫主义诗歌不同
� 以往的俄国浪漫主义诗歌

,

看来天真烂馒
,

不是歌颂光

明
,

就是以感伤的诗句献给心爱的人
,

一切都充满了愉快的田园诗的风味
。

这种诗歌很少或

者根本就不接触现实
,

它的现实是幻想的
,

因此
,

在它里面看到和听到的
,

是天才的绵羊和

纯洁的鸽子的叫唤
,

牧童牧女的亲吻
,

情人的温馨的眼泪被悦耳的歌声打断
,

或者努力表现

对死亡的感伤
,

重复老妇人的关于僵死
、

狐狸精
、

女巫和术士的故事
,

或者少女被死去的未
·

��
。



婚夫用咒语召唤到坟墓里去
,

以及诸如此类陈腐的神话糟粕
。

而 《高加索的俘虏》一诗
,

正

如别林斯基所说
� “

其最大的意义是面向现实
,

从现实生活中取材
,

并提出和回答现实生活中

的重大间题
,

即十九世纪初期俄国贵族青年知识分子的命运问题
。 ”

这个问题成了十九世纪上

半叶俄国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之一
,

在许多作家的创作中得到了连续不断的反映
,

从而构

成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一大特色
。

其次
,

普希金的 《高加索的俘虏》一诗
,

与拜伦的浪漫主义诗歌 �东方故事诗 � 不同
�

第

一是结构不同
,

正如普希金所说
� “

拜伦很少注意自己作品的结构
,

甚至完全不把它放在心上
,

只要有几个彼此联系的场面
,

对于他那丰富的思想感情和景物来说
,

也就足够了
。 ”
这在拜伦

的东方故事诗中特别突出
,

结构上有意安排的不连贯和随意性是它们固有的特点
,

例如 《异

教徒》结构的特点就是浪漫主义的
“

自由
” , 在 《海盗 》第三章中

,

作者故意着重指出长诗结

构上的自由手法
。

在提到古希腊之伟大的第一段的注释中
,

拜伦自己也说
,

他竟不知道为什

么把另一首长诗 �即那时 尚未出版的 《密涅瓦的诅咒》� 中的诗句放在这里
,

并请求读者原谅
。

而在普希金的 《高加索的俘虏 》中
,

就没有这种结构上的不连贯和随意性等缺点
。

其主人翁

从被俘开始到被解放结束
,

结构情节不仅清晰可见
,

有条不紊
,

而且合乎逻辑
,

自然和谐
。

全

诗的思想内容
,

也都分明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

完全不象拜伦那样
,

由于故意不把一切交待

清楚
,

说完
,

以致使读者如堕五里雾中
,

有时甚至摸不清事情的头绪
,

更看不出它们是怎样

发展丫去的
。

第二是人物描写上的不同
,

这也正如普希金所说
� “

归根到底
,

拜伦把握了
,

创

造了和刻画唯一的一个性格 �就是他自己�
,

除了若干散见于他的作品中的讽刺性的狂言暴语

之外
,

他把一切都归结到这个阴沉
,

强大而又如此神秘动人的人物身上
。

当他着手写悲剧时
,

他就把这个阴沉
,
强大的性格的各个组成部分分配给每一个登场人物

,

这样就把一部壮伟的

作品分裂成若干细微而不足重视的人物
。 ”

而在普希金的 《高加索的俘虏》中
,

就 完全避免了

这种人物描写上的单一性和片面性的毛病
。

其中人物和人物之间不仅毫无雷同之处
,

而且还

有明显的差别
,

象俘虏的
“

审慎
”
的个人主义与山中女郎车尔吉斯少女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

相比
,

他们之间的差别不仅非常明显
,

而且还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
即便在同一个人物身上

,

他

的性格的发展也不是单一和片面的
,

象俘虏的复杂而充满矛盾的性格
,

不仅使这一形象更加

丰富和完整
,

而且还加强了它的社会典型意义
。

很明显
,

那种认为普希金的 《高加索的俘

虏》是拜伦诗歌的简单模仿的观点
,

是多么的不符合实际
。

最后
,

普希金的 《高加索的俘虏》一诗的独创与革新
,

还表现在它的不可模仿性这一点

上
。

虽然在长诗间世之后
,

有许多浅薄之徒竟相仿效
,

如什么 《车尔吉斯的俘虏》
、

《莫斯科

的俘虏》
,

等等
。

但正如别林斯基当时所多次指出的一样
,

他们只是向诗人借来了和谐而僚亮

的诗句
,

还有一部分是表现了诗的美
,

这些都是构成普希金作品的外在的一方面的东西
�
可

是他们没有从他那里借来深沉而痛切的感情
,

这充溢在他的作品中
,

并成为艺术作品的唯一

的生命源泉
。

因此
,

他们仿佛是从自然和生活现象上滑过去
,

正象冬 日的残阳的光辉滑过地

面一样
,

而不是把全部生命浸润在里面 � 因此
,

他们只是描写事物或议论事物
,

而不是感觉

事物
� 因此

,

他们的那些模仿性的作品永远不会在读者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象
,

更不会永存于

读者的记忆里
。

而普希金之所以与他的那些模仿者不同
,

就在于他一方面不违背自己的方向

的主流
,

永远牢固地抓住他所代言的那一部分现实 � 另一方面又能永远说出新的东西来
。

而

他的那些模仿者们却一直没有以嘶哑的声音唱完自己的陈腐的
,

令人生厌的老调
。

从这一点

上说
,

《高加索的俘虏 》是一首历史性的长诗
。

你读它时
,

会感到它是只能在某一特定的时期

内写出来的
�
也就因此

,

它永远是美好的
。

假如在我们的时代
,

有哪位多才的人以 《高加索
·

� �
·



的俘虏》的格调和精神写出一首长诗来—那么
,

它一定是一篇吧无价值的作品
,

尽管它在

艺术方面也许远优于普希金的 《高加索的俘虏》
。

总之
,

普希金的主观精神气质的独特性
,

和

社会生活客观发展阶段的规定性
,

决定了 《高加索的俘虏 》一诗的不可模仿这一特点
。

� 尼
�

伊
�

格涅季奇 � �� � �一 �� ���
,

情诗诗人
,

翻译家
,

普希金的朋友
�

� 弗
�

彼
�

戈尔恰科夫 � � � � � 一 ��� ��
,

十六步兵师司令部军需官
,

普希金在吉希尼奥夫时的朋友
。

� 尼
�

尼
�

拉耶夫斯基 � �� ��一 ��招 �
,

骑兵上将尼
·

尼
·

拉耶夫斯基将军同名的儿子
,

少将
,

高加索下

诺夫哥罗德省龙骑兵团团长
,

普希金的好友
。

�亚
·

尼
·

拉耶夫斯基 � �� � �一 � � ���
,

骑兵上将尼
·

尼
·

拉耶夫斯荃将军的长子
,

上校
,

普希金与他有

着奇妙的关系
。

� 彼
�

安
�

维雅泽姆斯基 �� � �� 一 �� � ��
,

公爵
、

诗人
、

批评家
、

普希金的好友
�

�双头鹰
,

当时俄罗斯帝国的国旗
�

� 巴
�

德
�

齐加诺夫 � ��  !一 �� �  �
,

俄国征服高加索的将军
,

后战死在巴库
。

�彼
�

西
�

克特利亚勒沃斯基 � �� �� “ �� �� �
,

俄国征服高加索的将军
�

受伤后隐退
。

� 阿
�

彼
�

叶尔莫洛夫 � �� � �一 �� � �� ,

俄国征服高加索的将军
�

� 亚
�

伊
�

屠格涅夫 � �� ��一 �����
,

宫中高级侍从
,

旅行家
,

普希金的好友
。

� 尼
�

尼
�

拉耶夫斯基 � �� � �一 �� ���
,

骑兵上将
,

卫国战争英雄
, �� �� 年至 �� ��年任基辅步兵团团

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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