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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别样的风景》是关于俄罗斯文学和文化的集子，共分三部分：第一辑是对俄罗斯文学和文化历
史的回顾，对俄罗斯文坛现状的观察；第二辑是对十余位俄罗斯作家的评述，评述对象中既有托尔斯
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经典作家，也有叶罗菲耶夫、佩列文等后现代文学的代表人物；第三辑是
　关于俄罗斯风土风光的几帧速写。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文坛已换了人间，呈现出某种&ldquo;别样的风景&rdquo;，长期从事俄罗斯文学
和文化研究的《别样的风景》作者试图从那幅大风景上裁下几片，再加以组合，向读者诸君献上这本
薄薄的俄罗斯文化写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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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文飞，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河南大学特聘教授，中国俄罗
斯文学研究会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主要著作有《二十世纪俄语诗史》、《诗歌漂流瓶》、《墙里墙外》、《红场漫步》、《明亮的忧伤
》、《阅读普希金》、《布罗茨基传》、《文学魔方》、《伊阿诺斯，或双头鹰》、《俄国文学大花
园》等；主要译著有《俄罗斯文化史》、《俄罗斯侨民文学》、《文学与革命》、《哲学书简》、《
明代的喧嚣》、《文明的孩子》、《三诗人书简》、《萨宁》、《&ldquo;百事&rdquo;一代》、《黑
炸药先生》、《幻象》、《俄罗斯美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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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辑文字是文化的衣裳也谈俄国文化的&ldquo;白银时代&rdquo;二十世纪的俄语文学诺贝尔文学奖
与俄语文学俄语文学：肖洛霍夫之后凯旋之后的失落哈尔滨的俄国侨民文学俄语诗歌的历史和风格当
今俄罗斯的文学地图漫谈俄语布克奖俄罗斯出版业的昨天和今天&ldquo;道德的&rdquo;生态文学俄罗
斯文学在中国的接受和传播第二辑重提托尔斯泰的出走明亮的林中空地寻访陀思妥耶夫斯基两
座&ldquo;樱桃园&rdquo;阿尔志跋绥夫和他的《萨宁》茨维塔耶娃的孤独心笺&middot;情书&middot;诗
简谁是大师？
普里什文和他的《大自然的日历》阅读普里什文的N个理由索尔仁尼琴八十岁成长的烦恼和青春的记
忆索尔仁尼琴遭遇挑战文明的孩子悼布罗茨基彼岸的巴赫金叶罗菲耶夫的《俄罗斯美女》别样的风景
佩列文的《过渡时期辩证法》那迟钝木讷的钟摆普罗哈诺夫和他的《黑炸药先生》第三辑俄罗斯文化
的东西南北雪的莫斯科莫斯科河莫斯科大学俄罗斯的&ldquo;双都&rdquo;大剧院与《天鹅湖》莫斯科
艺术剧院圣彼得堡佚事游谢尔吉镇湖与海黑海边的竹伏尔加之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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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是否使用&ldquo;白银时代&rdquo;这一概念的问题上，也存在着不同的意见。
至今仍有一些学者（主要是一些老辈或老派学者）很反感&ldquo;白银时代&rdquo;的提法，认为它并
不构成一个&ldquo;时代&rdquo;，他们很留恋前苏联学者那个明确却累赘的概念：&ldquo;十九世纪末
至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学&rdquo;。
似乎一用&ldquo;白银时代&rdquo;的概念，就是抬举了这一时期的文学，就是让它与其前辉煌的俄国
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其后繁荣的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平起平坐了。
其实，将前苏联这一领域的主要研究者（如索科洛夫等）的研究成果与当今有关&ldquo;白银时
代&rdquo;的著作做一个比较，发现它们在研究的范围和对象上并无太大的差异；再者，&ldquo;白银
时代&rdquo;文化的总体倾向与其前、其后文化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不能因为其持续的时间短而忽视
其独具的内涵和外延。
因此，&ldquo;白银时代&rdquo;不构成一个时代的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再看一看实际情况：在欧美斯拉夫学术界，早在六十年代就启用了&ldquo;白银时代&rdquo;的概念，
大学里一直开设有以此为题的课程，以其为内容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在俄国，这一概念也已经被广
泛地接受和使用了，就是以前那些用惯了&ldquo;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学&rdquo;之概
念的学者也转而采用更简洁、更顺口的&ldquo;白银时代&rdquo;了；而在我们这里，&ldquo;白银时
代&rdquo;的说法即便不能说深入人心，至少也已让圈内人士耳熟能详了。
所以，现在来谈论是否该使用&ldquo;白银时代&rdquo;的提法，似乎也已经没有意义了。
　　但是，在目前关于&ldquo;白银时代&rdquo;这一概念的认识和理解上，有两种倾向是值得关注的
：一种倾向是将&ldquo;白银时代&rdquo;的内涵宽泛化，另一种倾向是将&ldquo;白银时代&rdquo;的性
质意识形态化。
　　俄国文化的&ldquo;白银时代&rdquo;，通常是指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之后和苏维埃文化之前这
一时间段中的文化，它横亘在两个世纪的交接处，时间跨度为二十余年。
关于&ldquo;白银时代&rdquo;的分期，目前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它大致的起止点还是得到了比较
一致的界定，即托尔斯泰之后和十月革命之前。
当然，你可以说，与托尔斯泰的后期创作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安德列耶夫等人的创作就已经显现
出了与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有所不同的一些特征；当然，你还可以说，十月革命并未能截然阻
断&ldquo;白银时代&rdquo;的文化惯性。
任何一个时代都与其前后时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任何一个时期的划分因而也都是相对的。
相比较而言，&ldquo;白银时代&rdquo;的划分倒还有着更为牢靠的依据，因为，作为其开端的俄国象
征主义诗歌运动，有着与传统俄国文学迥然不同的美学风格和艺术趣味，而注重个人价值和艺术创新
的&ldquo;白银时代&rdquo;文化，必然会在倡导集体和集权的十月政治革命后不久迅速地中止。
面对这样一个相对清晰的文学史分期，我们的一些学者却仍想做某种&ldquo;扩大化&rdquo;的工作，
在尽量拉长、抻宽&ldquo;白银时代&rdquo;。
有人欲加大&ldquo;白银时代&rdquo;的规模，认为其上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下限为斯大林时期的开
始：有人则欲增加&ldquo;白银时代&rdquo;的内容，认为它不仅应该包括当时已近尾声的批判现实主
义文学和新起的无产阶级文学，而且还应该包括进普列汉诺夫等的社会主义学说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
学说。
在已经出版的一套关于&ldquo;白银时代&rdquo;的&ldquo;丛书&rdquo;中，绝大部分作品都写于二十世
纪二十年代末或三十年代，无疑已是&ldquo;苏维埃时期&rdquo;的作品，&ldquo;丛书&rdquo;中的另一
部小说属于批判现实主义晚期，真正意义上的&ldquo;白银时代&rdquo;作品也许只有一部。
我们认为，应该赋予&ldquo;白银时代文化&rdquo;以一个相对稳定、相对明确的界定，否则，失去了
其内在规定性的&ldquo;白银时代&rdquo;概念，便会面临外延泛化的危险，乃至失去其存在的必要性
和合理性。
　　再一种倾向，便是在对&ldquo;白银时代&rdquo;的理解上添加了很多的意识形态意味。
上述一些人士对&ldquo;白银时代&rdquo;概念的反感，其中就包含有这方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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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认为，&ldquo;白银时代&rdquo;的一些作家后来大多不接受十月革命，在革命后流亡国外，与后
来的苏联文学一直处于对立状态，因而是不应大加宣传的。
令人奇怪的是，有些鼓吹&ldquo;白银时代&rdquo;文化的学者却也持有与此相同的思维模式，他们认
为&ldquo;白银时代&rdquo;文化的意义，就在于革命时与现实的距离和革命后与专制的对峙。
这里，在低估或高估&ldquo;白银时代&rdquo;的人士身上都出现了一个&ldquo;时代倒错&rdquo;现象，
即忽略了&ldquo;白银时代&rdquo;是出现在十月革命之前，完全依赖其与之后时代的联系或在之后时
代中的命运来看待它，是难以对它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的。
于是，我们听到了关于&ldquo;白银时代&rdquo;文化为&ldquo;颓废&rdquo;文化的指责，我们听到了关
于那一时期的作家&ldquo;世界观落后&rdquo;、&ldquo;脱离人民&rdquo;的说法。
于是，我们更常在关于&ldquo;白银时代&rdquo;文字中读到某些作家的&ldquo;悲剧&rdquo;命运以及关
于这些命运的感慨。
有意无意之间，人们在将&ldquo;白银时代&rdquo;的文学等同于苏维埃时期的&ldquo;境外流亡文
学&rdquo;、&ldquo;非官方文学&rdquo;乃至&ldquo;持不同政见者文学&rdquo;。
例如，人们最近在谈论&ldquo;白银时代&rdquo;文学时，就时常提及包括肖斯塔科维奇和叶甫图申科
作品在内的花城版的《流亡者文丛》。
有人还将索尔仁尼琴等人、甚至布罗茨基也归入了&ldquo;白银时代&rdquo;作家的行列。
这一切都在强化&ldquo;白银时代&rdquo;文化与苏维埃文化的对立，并欲在这种对立中分出一个高低
来。
文化与专制，知识分子在集权统治下的命运，这只是&ldquo;白银时代&rdquo;文化的一个内容，不是
其全部，而且还只是一个后来附加上去的内容。
再者，对于文化与专制，也可以有多种理解。
比如，在谈到曼德里施塔姆的遭遇时，似乎是阿赫马托娃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换一种社会制度，曼德
里施塔姆的命运也不一定就会好到哪里去。
最近出版的一本索尔仁尼琴传记（《索尔仁尼琴传》，汤姆斯著，马丁出版社）写道，流亡到美国之
后的索尔仁尼琴，与&ldquo;金钱专制&rdquo;下的美国社会同样是格格不入的，该传记的作者因而称
索尔仁尼琴为&ldquo;永恒的持不同政见者&rdquo;。
可见，纠缠在文化与专制之冲突这一点上，并将这一点视为&ldquo;白银时代&rdquo;文化之&ldquo;重
点&rdquo;，是不恰当的，至少是不全面的。
总之，给&ldquo;白银时代&rdquo;的文化添加过重的意识形态色彩，既妨碍我们客观、冷静地评判其
价值和意义，也不利于我们养成历史地接受文化遗产的良好习惯。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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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蓝调文丛》是一套别具个性的散文随笔荟萃，作者是时下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十位代表性人
物，他们既是各自学术领域的专家，又在散文随笔写作方面颇有建树。
　　《别样的风景》为该丛书之一的分册，书中具体收录了：《文字是文化的衣裳》、《当今俄罗斯
的文学地图》、《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接受和传播》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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