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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记

«欧洲文学史»分上、下两卷ꎮ 上卷于一九六四年由人民

文学出版社刊行ꎬ下卷完成于一九六五年ꎬ没有付印ꎮ 粉碎

“四人帮”以后ꎬ我们征求了一部分单位和读者的意见ꎬ在力

所能及的范围内ꎬ对旧作进行了必要的修改和增补ꎬ仍请人民

文学出版社出版ꎮ
本书概括地叙述了从古希腊开始到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

社会主义革命为止的欧洲文学发展的历史ꎬ向读者提供一些

基本知识ꎮ 全书除绪言外ꎬ共分八章ꎮ 每章的概论综括了一
个时期欧洲文学的轮廓ꎬ并注意到文学同当时的历史(包括

经济发展和政治情况)与思潮(包括哲学思潮和社会学说等)
的关系ꎮ 然后ꎬ每章又分别叙述这一时期若干国家的文学发

展概况ꎬ着重论述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ꎮ 有些作家如歌德、
雨果等ꎬ创作活动的时间较长ꎬ跨了两个时期ꎬ本书分别在两

章里叙述ꎮ 对于高尔基、尼克索、罗曼罗兰等人一九一七年

以后的创作ꎬ我们也作了适当介绍ꎮ
这次修订时ꎬ仍将绪言和第一至第五章即古代至十八世

纪文学作为上卷ꎬ第六至第八章即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期

文学作为下卷ꎮ 重要作家、作品的中外文译名对照和索引附

于每卷的后面ꎬ大事年表附于下卷末尾ꎮ
本书由杨周翰、 吴达元 、赵萝蕤主编ꎬ冯至同志审阅了全

稿ꎮ 参加编写的有北京大学西语系杨周翰、 吴达元 、赵萝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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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家驷、田德望、殷葆浾、罗经国、李淑、孙凤城、孙坤荣、沈石

岩ꎻ北京大学俄语系张秋华、彭克巽、李明滨ꎻ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冯至、 罗念生、 戈宝权、 陈焜、 吕同六、

杨耀民 ꎻ华中师范学院周乐群ꎻ北京师范大学陈惇ꎻ北京外国

语学院王燎ꎻ以及宋昌中、李万钧等ꎮ
此外ꎬ担负个别段落编写工作的有朱光潜、赵诏熊、盖家

常、魏真、孙新世、魏玲、夏玟、郭向桐、梁明、刘宗次、王忠淇ꎮ
在编写过程中ꎬ我们在一些问题上得到李赋宁、张恩裕、

盛澄华 、赵隆勷、严宝瑜、王泰来、 罗业森 、谭德玲等同志的

帮助ꎬ在此表示感谢ꎮ
这次修订时ꎬ最后由主编杨周翰和罗经国、孙凤城、孙坤

荣、张秋华、李明滨通读定稿ꎮ 我们水平有限ꎬ书中一定存在

不少缺点和错误ꎬ希望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ꎮ

一九七八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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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言

一

我国人民在创造自己民族文化的过程中ꎬ一向善于吸收

外来的优秀文化ꎮ 汉、唐、宋、元诸代ꎬ我国和亚洲许多国家ꎬ
甚至和地中海沿岸地区ꎬ就有文化交流ꎮ 明代中叶以后ꎬ我国

和欧洲文化的接触更为频繁ꎮ 外来文化的影响对我们发展自

己的民族文化起过积极作用ꎮ
五四运动时期ꎬ一批新人物反对封建迷信和旧礼教ꎬ提倡

科学和民主ꎬ反对旧文学ꎬ提倡新文学ꎬ大量介绍外国有用的

新知识ꎬ积极翻译介绍外国文学ꎬ特别是俄罗斯的和一些被压

迫民族的文学ꎬ对于促进中国新文化和新文学的成长ꎬ发生过

很大的影响ꎮ
但是五四运动有着形式主义的缺点ꎬ许多人对外国文学缺

乏鉴别能力和批判精神ꎮ 后来在党的领导下ꎬ左翼文化阵线团结

了广大文学工作者ꎬ在外国文学的介绍和研究方面作出了成绩ꎬ
有助于推进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ꎮ 至于如何正

确对待外国文学遗产问题ꎬ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ꎮ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〇年撰写的«新民主主义论»里明确提

出ꎬ对待外国文化的原则应该是“排泄其糟粕ꎬ吸收其精华”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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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

谈会上的讲话»和«论联合政府»等文献里ꎬ又从不同方面涉

及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ꎬ并作了精辟阐发ꎮ 他指出ꎬ拒绝

继承和借鉴外国文化和文学ꎬ或者对外国文化和文学兼收并

蓄ꎬ盲目搬用ꎬ都是错误的ꎮ 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以中国人民的

实际需要为基础ꎬ把外来的东西加以消化ꎬ批判地吸取其有益

于中国革命的成分ꎬ“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ꎮ① 三十多

年来ꎬ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ꎬ根据毛泽东同志提出

的指导原则ꎬ我们在介绍和研究欧洲文学方面ꎬ获得了很大的

成绩ꎮ 但我国欧洲文学研究工作的基础ꎬ还是较为薄弱的ꎬ如
何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ꎬ正确总结欧洲文学

的历史经验ꎬ以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和发展ꎬ还有待

于我们继续努力ꎮ
这本«欧洲文学史»试图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为指导ꎬ提供有关欧洲文学发展的基本知识ꎬ供高等学校文科

使用ꎬ并为进一步的研究打下一点基础ꎮ

二

欧洲文学从古希腊、罗马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已有两千

多年的历史ꎬ是世界文学中很丰富的一部分ꎮ
古希腊、罗马文学是欧洲最早的文学ꎬ可以说是欧洲文学

的开端ꎮ 它们都是欧洲奴隶社会的产物ꎮ 古希腊文学中的神

话和史诗则反映了更早的、从氏族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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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生活和斗争ꎮ 罗马文学产生在古希腊文学之后ꎬ它使我

们对欧洲奴隶社会的生活和斗争有更充分的认识ꎮ 它是古希

腊和后代欧洲文学之间的桥梁ꎬ在某些方面也有着独特的成

就ꎮ 近代欧洲各国文学在古希腊、罗马文学中获得不少启示ꎬ
不断从中吸取养分ꎮ

公元五世纪以后ꎬ欧洲许多地区相继进入封建社会ꎮ 作

为封建制度支柱的基督教教会ꎬ一开始就敌视并摧残古代的

重视现世生活的文学和“蛮族”的固有文化ꎻ有时则加以改

造ꎬ以适应其自身的需要ꎮ 后来教会在文化上取得了垄断地

位ꎬ又通过宗教文学宣扬否定现世生活的蒙昧主义思想ꎮ 但

欧洲中古文学的主要成就是在各族民间文学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英雄史诗、反映世俗封建主内部骑士阶层理想的骑士文学ꎬ
以及城市兴起后作为资产阶级文学前身的城市文学ꎮ

十四至十六世纪ꎬ资本主义因素在欧洲不少地区得到发

展ꎬ在封建王国的基础上ꎬ许多近代国家开始出现ꎮ 资本主义

在西欧发展最早ꎬ新兴资产阶级的反封建斗争表现为文艺复

兴和宗教改革ꎮ 文艺复兴是一次新兴资产阶级反教会、反封

建的文化思想启蒙运动ꎮ 在古代文化重新被发现的条件下ꎬ
产生了以人文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新文学ꎮ 这种新文学成为当

时文学的主流ꎬ起过巨大的进步作用ꎬ是资产阶级文学的开

端ꎮ
十七世纪ꎬ资本主义在欧洲各发达国家有所增长ꎮ 这时

期欧洲文学的主要潮流是古典主义ꎮ 它是资产阶级和封建王

权相联合的产物ꎮ 它在一些方面继续并发展了文艺复兴时期

文学的传统ꎬ崇尚理性ꎬ以古代文学为典范ꎬ统治欧洲文坛将

及两个世纪之久ꎮ
十八世纪ꎬ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ꎬ再一次产生了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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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文学ꎮ 它把理性作为衡量一切的尺度ꎬ同封建主义和教

会势力进行顽强斗争ꎬ为资产阶级革命作了充分的舆论准备ꎮ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ꎬ欧洲民族解放运动在十九世

纪初蓬勃发展ꎬ浪漫主义文学潮流几乎在所有国家都应运而

生ꎮ 一部分浪漫主义作家在革命的鼓舞下歌颂进步的理想ꎬ
另一部分则对于革命后的社会感到失望ꎬ缅怀往古ꎬ表现出消

沉的情绪ꎮ 但他们在艺术上大都冲破了古典主义的樊笼ꎬ大
胆革新ꎮ

十九世纪中期ꎬ资本主义经济在欧洲各发达国家急剧发

展ꎬ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日益暴露ꎬ落后国家的封建统治

更趋反动ꎮ 批判现实主义在欧洲许多国家先后得到发展ꎬ它
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ꎬ揭露现实的丑恶和黑暗ꎬ对资本主义秩

序起了一定的破坏作用ꎬ艺术技巧也取得巨大成就ꎬ达到资产

阶级文学发展的顶峰ꎮ 但是贯穿其中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

和改良主义思想ꎬ在工人运动日益高涨的情况下ꎬ也暴露出它

的消极和保守的一面ꎮ
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初叶ꎬ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继续

发展ꎬ同时ꎬ欧洲文学中出现了两种突出的现象ꎮ 一方面是自

然主义和形形色色的颓废文学ꎮ 这些流派风靡一时ꎬ从本质

上说ꎬ它们反映着资产阶级精神力量的崩溃ꎬ是资产阶级文学

走向堕落的标志ꎮ 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兴起ꎮ 巴黎公

社文学继英国宪章派诗歌和德国一八四八年革命文学之后ꎬ
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ꎮ 特别是在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的进程

中ꎬ产生了无产阶级文学最成功的代表者ꎬ第一次塑造了工人

和劳动人民的新典型ꎬ表现了工人阶级的伟大斗争和共产主

义的理想ꎮ 无产阶级文学开始了自己的艺术新探索ꎬ标志了

欧洲文学以及世界文学发展的新方向ꎬ预示着社会主义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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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来临ꎮ

三

欧洲文学反映了欧洲从氏族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各个时

期的生活ꎬ历史上各阶级、阶层的思想感情、斗争和憧憬ꎬ尤其

是资本主义从上升到没落的整个历史过程ꎮ 文艺复兴以来

五、六百年的欧洲文学ꎬ表现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ꎬ
如残酷野蛮的原始积累ꎬ长期反复的反封建斗争ꎬ农民和资产

阶级矛盾的激化ꎬ以及不断高涨的工人运动等ꎮ 它还详尽地

描绘了资产阶级各个发展阶段的生活和理想ꎬ这在世界文学

中可以说是一个特殊贡献ꎮ
欧洲文学史拥有像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

克、列夫托尔斯泰和高尔基这样伟大的作家ꎮ 他们的艺术

以激动人心的力量ꎬ反映了他们时代的精神ꎬ表达了他们时代

人民的情感和愿望ꎬ通过影响读者群众的思想感情ꎬ起了推动

历史前进的作用ꎮ 他们的宏伟瑰丽的创作ꎬ在欧洲文学历史

的长河中ꎬ掀起了壮阔的波澜ꎬ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ꎬ提高

了文学的艺术表现力ꎮ
欧洲文学在它的发展过程中ꎬ创造了大量作品ꎬ形成了各

种各样的文学体裁ꎮ 每一种体裁都得到相当发展ꎬ出现过它

的大师或典范作家ꎮ 欧洲文学的艺术手法也是多种多样ꎬ积
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ꎮ

欧洲各时代的作家提出过许多创作主张ꎬ试验过不同的

创作方法ꎮ 他们试图用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

主义等方法反映生活ꎬ表达思想ꎬ抒发感情ꎮ 有些作家自觉或

不自觉地采用某种共同的创作方法ꎬ往往形成一种文学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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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纲领的文学流派ꎮ 这些潮流或流派的出现ꎬ主要是和某

时代某阶层的政治要求分不开的ꎮ 同时它们也和同一时期流

行的哲学思潮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ꎬ如唯理主义之于古典主

义ꎬ黑格尔唯心辩证法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思想之于批判现

实主义ꎬ实证主义之于自然主义ꎬ反理性主义之于世纪末的各

颓废文学流派等ꎮ 欧洲文学史上ꎬ主要是在文艺复兴以后ꎬ各
种创作方法的自成体系ꎬ文学潮流或流派的旗帜鲜明ꎬ是一种

十分突出的现象ꎮ 这些创作方法、文学潮流或流派ꎬ大都在不

同程度上丰富了文学反映生活的能力ꎬ促进了欧洲文学的发

展ꎮ
过去的欧洲文学是人类的一份宝贵的文学遗产ꎬ这份遗

产里虽然有很大部分是属于历史的陈迹ꎬ但也拥有大量可供

无产阶级利用的材料ꎬ以及能够鼓舞今天斗争的作品ꎮ 它对

于了解历史ꎬ研究现状ꎬ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一定的教育意

义ꎮ 欧洲历代有成就的作家的艺术探索ꎬ各时期文学的艺术

经验ꎬ也可以供社会主义文学作为借鉴ꎮ 批判地吸取欧洲文

学的精华ꎬ有助于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建设ꎮ

四

这部文学史所论述的作家和作品ꎬ绝大部分属于十月社

会主义革命以前的各个时代ꎬ特别是属于资本主义时期ꎮ 作

品里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思想感情ꎬ跟我们今天的生

活和思想感情截然不同ꎮ 在学习时ꎬ应当用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观点ꎬ对文学现象进行分析ꎮ 毛泽东同志指出:
“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ꎬ也必须首先检查

它们对人民的态度如何ꎬ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ꎬ而分别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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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态度ꎮ”①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在论述各个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压

迫的同时ꎬ肯定了它们在上升时期的进步作用ꎮ 毛泽东同志指

出:“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ꎬ在它们取

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ꎬ它们是生

气勃勃的ꎬ是革命者ꎬ是先进者ꎬ是真老虎ꎮ”②«共产党宣言»中
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

力ꎬ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ꎬ还要大ꎮ”③但

随着历史的进展ꎬ“在随后的一段时间ꎬ由于它们的对立面ꎬ奴
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ꎬ逐步壮大ꎬ并同它们进行斗争ꎬ
越来越厉害ꎬ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ꎬ化为反动派ꎬ化为落后的

人们ꎬ化为纸老虎ꎬ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ꎮ”④

一般说来ꎬ在某一历史阶段某一民族内部占统治地位的

文化总是统治阶级的文化ꎬ而同时也存在着被统治阶级的文

化成分ꎮ 列宁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中写道:“每个
∙∙

民族的文化里面ꎬ都有一些哪怕是还不大发达的民主主义和

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
∙∙

ꎬ因为每个
∙∙

民族里面都有劳动群众和被

剥削群众ꎬ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

思想体系ꎮ”⑤我们应当分析哪些是统治阶级文学ꎬ哪些是被

压迫阶级的文学ꎮ 我们分析一个作家、一部作品ꎬ要看其属于

哪个时代、哪个阶级ꎻ是人民的文学ꎬ还是统治阶级文学ꎻ是某

一阶级上升时期的ꎬ还是没落时期的ꎮ 有时人民文学也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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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ꎮ «毛泽东选集»第 ３卷ꎬ第 ８７１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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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统治阶级思想的影响ꎬ其中也有糟粕ꎻ属于统治阶级的作

家也有开明和保守、进步和反动之分ꎮ 要具体分析某种文学

现象同当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思潮之间的关系ꎬ看它是站在

进步的方面ꎬ还是站在落后的方面ꎮ
我们对待古代的、外国的作家ꎬ不能用我们今天的标准去

要求他们ꎮ 列宁在«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一书摘要»中指

出:“卓绝地坚持哲学史中的严格的历史性ꎬ反对把我们所能

了解的而古人事实上还没有的一种思想的‘发展’硬挂到他

们名下ꎮ”①对历史上有些优秀作家ꎬ我们不能因为他们没有

反映出彼时彼地最进步的思想或作品中有某些消极因素ꎬ而
予以全盘否定ꎮ 恩格斯对歌德就采取了一分为二的态度ꎬ他
说:“歌德有时非常伟大ꎬ有时极为渺小ꎻ有时是叛逆的、爱嘲

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ꎬ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

隘的庸人ꎮ”②ꎮ 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并未表达他们各自时代

最先进的思想ꎬ但恩格斯和列宁在分别指出他们各自的缺点

的同时ꎬ又给他们以高度的评价ꎮ
对古代的、外国的作家ꎬ我们还应分析他们在艺术上是勇

于创新ꎬ还是墨守成规ꎻ是促进了文学的发展ꎬ还是限制了文

学的表现力ꎮ 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ꎬ不是根据历史活动

家没有提供
∙∙∙∙

现代所要求的东西ꎬ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

提供了新的东西
∙∙∙∙∙∙∙

ꎮ”③

此外ꎬ欧洲文学的范围很广ꎬ要注意部分和整体、点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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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关系ꎮ 只有认识各国文学的独特性ꎬ才能更好地了解

欧洲文学的共同性ꎻ了解共同性ꎬ反过来也会加深对独特性的

认识ꎮ 对于重要的作家和作品有一定的理解ꎬ有助于认识欧

洲文学的发展历史ꎻ同样ꎬ文学史的全面知识也会有助于恰当

地评价作家和作品ꎮ
学习欧洲文学史ꎬ也需要运用联系、比较的方法ꎮ 要注意

前代与后代、国与国之间的关系ꎮ 后代作家对于前代有什么

继承ꎬ又在什么方面发前人所未发ꎬ道前人所未道ꎮ 一个国家

的文学对另一些国家的文学发生过什么影响ꎬ而受影响的国

家又从而怎样丰富了自己民族的文学ꎮ
注意这些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ꎬ将会有助于我们比较

正确地掌握欧洲文学史的基本知识ꎬ评价欧洲文学现象ꎬ使欧

洲文学的遗产为我国社会主义的今天服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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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古 代 文 学

第一节　 概　 论

欧洲古代文学包括古希腊文学和罗马文学ꎮ
古希腊位于地中海东北部ꎬ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希腊ꎬ它的

政治、经济、文化影响东达小亚细亚、叙利亚ꎬ南达埃及、北非ꎬ
西达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ꎬ北达黑海ꎮ 罗马城邦相当于现在

的罗马ꎬ帝国时期最广的疆界北面从不列颠、莱茵河直到黑

海ꎬ东部包括美索布达米亚、叙利亚ꎬ南部包括整个北非ꎬ西部

包括现在的葡萄牙、西班牙ꎬ而以现在的意大利为本土ꎮ
古希腊和罗马都从原始公社进入奴隶社会ꎬ并经历了奴

隶社会由盛及衰的各个阶段ꎮ 希腊在公元前八世纪以前还处

在原始社会ꎬ公元前八至六世纪奴隶社会逐渐形成ꎬ到公元前

五、四世纪进入希腊历史的全盛时期ꎬ公元前四世纪末以后逐

渐衰微ꎬ称为“希腊化”时期ꎮ 罗马也大致在公元前八至六世

纪时原始公社逐渐解体ꎬ经过公元前五至一世纪ꎬ即共和国时

期的奴隶制的发展ꎬ到公元一、二世纪而达到奴隶制全盛时

期ꎬ即帝国全盛时期ꎬ公元三世纪以后罗马奴隶制国家由衰落

而灭亡ꎮ 古希腊和罗马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平行发展的ꎬ直到

公元前二世纪中叶ꎬ罗马才最后代替了希腊在地中海的统治

地位ꎮ
古希腊、罗马同是欧洲文化的发源地ꎮ 当欧洲绝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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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还处在野蛮状态ꎬ古希腊、罗马已经有了高度发展的文

化ꎮ 古希腊、罗马的文化是建立在奴隶社会的基础之上的ꎮ
恩格斯说:“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

分工成为可能ꎬ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ꎬ即为希腊文化创造了

条件ꎮ 没有奴隶制ꎬ就没有希腊国家ꎬ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

学ꎻ没有奴隶制ꎬ就没有罗马帝国ꎮ 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

所奠定的基础ꎬ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ꎮ”①在思想意识、国家制

度、科学文化等等方面ꎬ现代欧洲和古希腊、罗马之间都存在

着千丝万缕的继承关系ꎮ
古希腊、罗马文化是古希腊、罗马社会的产物ꎬ但它又是

在文化发达较早的亚洲西部国家和埃及的影响下发展起来

的ꎮ 无论在宗教、科学、哲学等方面都可以看到埃及、巴比伦

和其他国家的影响ꎬ甚至希腊字母也是在腓尼基字母的基础

上形成的ꎮ 当古希腊、罗马文化发展起来以后ꎬ也反过来影响

了这些国家ꎮ
古希腊、罗马文化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反映了当时的阶

级斗争ꎮ 奴隶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矛盾ꎬ
在奴隶主内部又有上层和下层的矛盾ꎮ 奴隶是社会财富的主

要创造者ꎬ但是他们处在绝对无权的地位ꎬ甚至不被当作人来

看待ꎬ他们的愿望和理想在文化中只能曲折地、间接地有所表

现ꎮ 当时的统治文化是奴隶主文化ꎮ 在奴隶主文化内部也有

两种不同倾向ꎬ一种是代表奴隶主贵族利益的ꎬ一种是代表奴

隶主下层、有时也包括奴隶的利益的ꎮ 这种情况明显地反映

在哲学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中ꎮ 希腊哲学家德谟

克利特、伊壁鸠鲁ꎬ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的唯物主义哲学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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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奴隶主民主派的思想ꎬ而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斯多噶

派、新柏拉图主义者以及他们的罗马代表则反映了奴隶主贵

族的思想ꎮ 有的哲学家既有唯物主义思想也有唯心主义思

想ꎬ如亚理斯多德ꎮ
希腊、罗马文化有许多共同点ꎬ但也有不同之处ꎮ 这主要

是由希腊、罗马奴隶社会各自的特征所决定的ꎮ 希腊的奴隶

制国家表现为各自独立的城邦ꎬ在经济和文化最发达的雅典ꎬ
奴隶主内部民主比较充分ꎮ 罗马则是由城邦发展为庞大的奴

隶制帝国ꎬ有更加严密的国家机器进行专制统治ꎬ民主气氛薄

弱ꎮ 此外ꎬ希腊的工商业比较发达ꎬ而意大利适宜于农业ꎬ大
规模地使用奴隶ꎬ实行大田庄制ꎮ 基于以上原因和其他因素ꎬ
在希腊ꎬ特别是雅典ꎬ在哲学领域中就出现了繁荣的局面ꎻ文
学成为活跃的政治生活中一部分ꎻ在文学和哲学发达的基础

上ꎬ文艺理论获得很高的成就ꎻ科学和艺术十分昌盛ꎮ 此外ꎬ
希腊奴隶主提倡精神和身体的全面发展ꎬ富于机智和创造性ꎮ
而罗马则在国家观念、统治术、法律、军事技术和工程等方面

有更高的成就ꎻ在公民中提倡坚毅、服从、责任感等道德ꎻ在哲

学领域则从希腊的现成体系中取其所需而予以发展ꎬ如希腊

化时期的伊壁鸠鲁、斯多噶哲学、折衷主义以及后来的神秘唯

心哲学ꎻ在文学领域ꎬ罗马沿用了希腊文学的形式ꎬ产生了反

映罗马特点的文学ꎻ此外ꎬ罗马奴隶主文化的寄生性也更为突

出ꎮ
罗马人模仿并继承希腊文化ꎬ有以下一些主要原因ꎮ 当

公元前三世纪罗马开始强大的时候ꎬ希腊已经经历了文化的

全盛时期(公元前 ５ 世纪前后)ꎬ这时希腊文化高于罗马文

化ꎮ 希腊和罗马在地理上是比邻ꎬ希腊又很早就移民到意大

利ꎬ而罗马后来又征服了希腊ꎮ 希腊和罗马的社会制度相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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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罗马开始强大的时候ꎬ希腊文化已进入衰落时期ꎬ罗马所

受希腊影响很大一部分是属于这一时期的ꎮ 更重要的是罗马

文化毕竟是罗马奴隶制社会的产物ꎬ不能认为是希腊文化的

简单重复ꎮ
就希腊文学和罗马文学而言ꎬ前者对后者有很大影响ꎬ但

它们还有各自的特点ꎮ 马克思指出ꎬ希腊的神话和史诗是发

展得最完美的人类童年的产物ꎬ具有永久的魅力ꎮ① 不论神

话还是史诗又都是希腊全民的创作ꎬ在人民中间经过几百年

的锤炼ꎬ在许多方面有它独特的成就ꎮ 继荷马之后ꎬ希腊产生

了一系列杰出的作家ꎬ如抒情诗人萨福、阿那克瑞翁、品达ꎬ寓
言作家伊索ꎬ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ꎬ喜
剧家阿里斯托芬ꎬ哲学家和文艺理论家柏拉图、亚理斯多德ꎬ
以及演说家、历史家等等ꎮ 特别是悲剧和喜剧作家ꎬ他们紧密

结合希腊奴隶制民主政治进行创作ꎬ热情地为民主事业奋斗ꎬ
他们的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ꎮ 他们以民间文学为他们作

品的基础ꎬ既有所继承ꎬ又大胆革新ꎬ取得了重大成就ꎬ形成希

腊文学的古典时期ꎮ 亚理斯多德在公元前四世纪就形成了一

套完整的文艺理论ꎬ尤其是关于悲剧的理论ꎬ对后来欧洲文艺

理论的发展起过深远的影响ꎮ 古希腊文学在思想上和艺术上

都具有首创的性质ꎬ后世欧洲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方法都

可以溯源到希腊ꎮ 欧洲文学的主要体裁ꎬ如诗歌中的史诗、教
谕诗、抒情诗、田园诗ꎬ戏剧中的悲剧和喜剧ꎬ散文中的历史、
演说、哲学论文、对话录、文学评论、传记、传奇和寓言等等ꎬ莫
不创始于希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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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文学虽然总的成就不及希腊ꎬ但是它继往开来ꎬ成为

希腊和后世欧洲文学的中介ꎮ 罗马文学对文艺复兴时期、古
典主义和十八世纪欧洲文学ꎬ影响尤大ꎮ 通过罗马文学作品ꎬ
人们可以看到一些失传了的希腊作品的面貌ꎮ 罗马文学在某

些方面发展了希腊文学ꎬ在某些方面也有所独创ꎬ例如维吉尔

的史诗使古代欧洲文学中的史诗得到定型ꎻ西塞罗的演说在

技巧上达到了古代雄辩术的最高水平ꎻ卢克莱修的哲理诗在

古代文学中占有独特的地位ꎻ普劳图斯的喜剧密切结合罗马

生活ꎬ也取得一定成就ꎻ讽刺诗在罗马文学中比较发达ꎻ此外ꎬ
罗马文学中的警句、小说在古代文学中也较为突出ꎻ文艺理论

方面ꎬ贺拉斯首次提出文艺的教育和娱乐的双重作用ꎮ 但由

于罗马奴隶主显著的寄生性和腐朽性ꎬ在晚期希腊文学的影

响下ꎬ罗马文学常常表现一种颓废倾向ꎮ
希腊文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氏族向奴隶

社会过渡阶段ꎬ这时产生了神话和史诗ꎻ古典时期ꎬ即奴隶制

全盛时期ꎬ产生了悲剧、喜剧、散文和文艺理论ꎻ希腊化时期ꎬ
文学崇尚修辞技巧ꎬ内容贫乏ꎬ主要成就是新喜剧ꎮ 公元二世

纪以后ꎬ希腊影响所及的地区被罗马帝国吞并ꎬ虽仍有希腊语

作家ꎬ但古希腊文学已失去独立性ꎮ 罗马文学发展可分为四

个阶段: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到二世纪中叶为开始阶段ꎬ作品大

都失传ꎬ主要成就是喜剧ꎻ共和末期为一段ꎬ无论散文、诗歌都

有较大成绩ꎬ称为“黄金时代”ꎻ公元一、二世纪ꎬ即帝国初期ꎬ
称为“白银时代”ꎬ以讽刺诗和历史较为突出ꎻ三世纪以后为

衰落阶段ꎮ 此后ꎬ以拉丁语写作的作家中ꎬ基督教作家成为主

流ꎬ此外还有由拉丁语派生的方言文学ꎬ欧洲文学进入中古时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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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古希腊神话和荷马史诗

公元前十二世纪以前ꎬ爱琴海上的克里特岛和希腊半岛

中部的迈锡尼地区已完成从原始公社制向奴隶社会的过渡ꎬ
出现了土地私有制和奴隶制国家ꎬ这两个地区的文化一般称

为克里特文化和迈锡尼文化ꎮ 公元前十二世纪末ꎬ原来居住

在北方的多利斯人①入侵ꎬ摧毁了克里特和迈锡尼的奴隶制

经济ꎮ 多利斯人正处于以父系氏族为基础的部落社会ꎬ此后ꎬ
直到公元前八世纪ꎬ史家称为荷马时代ꎬ或英雄时代ꎮ 这个时

代处于从原始公社制向奴隶制过渡的社会发展阶段ꎬ生产水

平正由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过渡ꎬ它已踏进文明的门槛ꎮ 大

片土地属于公社ꎬ但土地私有制已经出现ꎬ«伊利昂纪»中有

一个描写搏斗的比喻说ꎬ“像两个人争夺田界ꎬ手中拿着量地

的尺子ꎬ在公共的田野上争取自己的一份ꎮ”部落成员之间贫

富不均ꎬ使部落分化为贵族和平民ꎬ部落首领占有大批生产资

料和生活资料ꎬ并拥有家奴ꎮ 家奴的出现只是奴隶制关系的

萌芽ꎬ在整个部落内部还没有建成奴隶制关系ꎮ 当时没有国

家ꎬ最基本的社会集团是部落ꎬ各部落内部实行“军事民主

制”ꎬ设有族长会议和民众大会ꎬ议决部落的重大事件ꎮ 部落

首领是军事统帅、法官和最高祭司ꎬ不拥有行政权力ꎮ 各部落

在战时常常结成不大的军事联盟ꎬ但各自仍旧保持独立性ꎬ联
盟在战后随即解体ꎮ 公元前八到六世纪ꎬ奴隶制关系逐渐形

成ꎬ爱琴海地区出现了许多独立的奴隶制城邦ꎬ其中最重要的

是雅典和斯巴达ꎬ雅典是全希腊的文化中心ꎬ斯巴达则以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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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称ꎮ 各城邦展开了大规模的移民活动ꎬ在小亚细亚、黑海沿

岸、意大利半岛南部、西西里岛和非洲北岸建立了百余个新城

邦ꎬ每个城邦都以城市为中心ꎬ周围有乡镇ꎬ城邦的人口不多ꎮ
希腊人的语言在这个时期主要有埃俄利亚、伊俄尼亚、多

利斯等方言ꎮ 荷马史诗的语言就是前二者的混合体ꎮ 其后在

雅典全盛时期ꎬ雅典的阿提刻方言(属于伊俄尼亚一系)成为

最重要的方言ꎮ 希腊字母据说是在腓尼基字母的基础上逐渐

形成的ꎬ到公元前五世纪末ꎬ伊俄尼亚的文字被普遍采用ꎮ
希腊早期文学的主要成就有神话、史诗和抒情诗ꎮ
希腊神话以口头文学的形式在各部落流传了几百年ꎮ 它

并不是一部完整的作品ꎬ而是散见在荷马史诗、赫希俄德的

«神谱»以及奴隶制古典时期的文学、历史和哲学等著作中ꎮ
现在通常所见的希腊神话故事集都是后人根据古籍整理编写

的ꎮ
古希腊人处于低级的社会发展阶段ꎬ知识不足ꎬ生产水平

低下ꎬ生活艰难ꎮ 有一则神话说ꎬ国王坦塔罗斯受到神的惩

罚ꎬ浸在齐颈的深水中ꎬ身旁有果树ꎮ 他低头喝水ꎬ水即退去ꎬ
伸手取果ꎬ树就避开ꎬ他永远受着饥渴的煎熬ꎮ 这则富于哲理

的故事描绘了在自然和社会中受到折磨并感到迷惘的古希腊

人的形象ꎮ 在这种条件下ꎬ他们只能借助于想象来认识自然

现象和社会现象ꎮ 这样ꎬ就产生了神话ꎮ
希腊神话主要包括神的故事和英雄传说两部分ꎮ
神的故事主要是包括关于开天辟地、神的产生、神的谱

系、天上的改朝换代、人类的起源和神的日常活动的故事ꎮ 在

古希腊人的想象中ꎬ山川林木ꎬ日月海陆ꎬ以至雨后的彩虹ꎬ河
畔的水仙ꎬ都是神的身影ꎻ生老病死ꎬ祸福成败ꎬ都取决于神的

意志ꎬ他们创造了庞大的神的家族ꎮ 宙斯是众神之首ꎬ波塞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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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海神ꎬ哈得斯是幽冥神ꎬ阿波罗是太阳神ꎬ阿耳忒弥斯是猎

神ꎬ阿瑞斯是战神ꎬ赫淮斯托斯是火神ꎬ赫尔墨斯是司商业的

神ꎬ九个缪斯是文艺女神ꎬ三个摩伊拉是命运女神ꎮ 众神居住

在希腊最高的奥林匹斯山上ꎮ 希腊神话中的神和其他比较发

达的宗教中的神不同ꎬ他们和世俗生活很接近ꎮ 多数的神很

像氏族中的贵族ꎬ他们很任性ꎬ爱享乐ꎬ虚荣心、嫉妒心和复仇

心都很强ꎬ好争权夺利ꎬ还不时溜下山来和人间的美貌男女偷

情ꎮ 以宙斯为代表的大多数神都喜欢捉弄人类ꎬ甚至三番五

次打算毁掉人类ꎬ古希腊人常在神话中嘲笑神的邪恶ꎬ指责神

的不公正ꎮ 荷马史诗中曾说ꎬ“神给可怜的人以恐惧和痛苦ꎬ
神自己则幸福而无忧地生活着ꎮ”但是ꎬ也有像普罗米修斯这

样造福人类的伟大的神ꎮ 普罗米修斯把天火盗到人间ꎬ使人

类有了划时代的进步ꎬ宙斯把他钉在高加索山上ꎬ每天放出恶

鹰ꎬ来啄食他的肝脏ꎮ
英雄传说是对于远古的历史、社会生活和人向自然作斗

争等事件的回忆ꎮ 英雄被当作神和人所生的后代ꎬ实际上是

集体的力量和智慧的代表ꎮ 英雄传说以不同的家族为中心形

成了许多系统ꎬ主要有赫拉克勒斯的十二件大功ꎬ忒修斯为民

除害ꎬ伊阿宋取金羊毛和特洛伊战争等系统ꎮ 赫拉克勒斯是

有名的大力士ꎬ他在摇篮中就扼杀了一条水蛇ꎮ 幼年时ꎬ恶德

女神来引诱他走享乐的道路ꎬ但他听从了善德女神的劝告ꎬ决
心不畏艰险ꎬ为众人造福ꎮ 传说他在成人以后ꎬ杀死过有九个

头的毒龙和长着蛇头发的女妖美杜萨ꎬ甚至还到下界打败了

冥王哈得斯ꎬ把被囚的忒修斯救回人间ꎬ使他们夫妻生活美

满ꎮ 关于赫拉克勒斯的故事充满了英勇豪迈的气概ꎬ体现了

古代人民热爱劳动、珍视集体的宝贵品质ꎮ
神话中还包括一部分关于生产知识的传说ꎬ例如普罗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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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斯教人如何造屋、航海和治病的故事ꎮ 也有一大部分神话

描述了日常生活中的欢乐和愁苦ꎮ 有一则神话说ꎬ司掌农耕

的女神得墨忒耳的爱女被冥王抢到地府ꎬ她悲怆欲绝ꎬ以致大

地上不再生长草木ꎮ 由于宙斯的安排ꎬ她每年能和女儿相会

一次ꎮ 她们在一处时ꎬ大地温暖和煦ꎬ万物滋长繁茂ꎬ就有了

春ꎻ女儿归去以后ꎬ大地复归于寒冷肃杀ꎬ就有了冬ꎮ 这则解

释时序的神话反映了人间的悲欢离合ꎮ 从许多神话还可以看

出希腊人好客的风俗和对于音乐、舞蹈及竞技等活动的爱好ꎮ
希腊神话是在长时间内形成的ꎬ神的性格和职责以及故事

情节都有发展变化ꎮ 在最早的神话中ꎬ神的自然属性很强ꎬ往
往具有图腾崇拜的性质ꎬ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ꎬ神的社会属性

逐渐居于主位ꎮ 荷马史诗中的神统反映了氏族社会的等级关

系ꎬ例如宙斯ꎬ他在史诗中是滑稽可笑、性情乖张的氏族首领ꎮ
在奴隶社会里ꎬ神是奴隶主阶级的象征ꎬ在某些悲剧中ꎬ宙斯成

了一意孤行的暴君———民主制度的敌人ꎮ 到了公元前五世纪ꎬ
诡辩派哲人曾经以理性的观点来解释神话产生的原因ꎬ否认神

的存在ꎮ 但是ꎬ贵族集团则尽力扩大神的权威ꎬ柏拉图曾严厉

指责古代诗人把神描写得可憎可笑的渎神行为ꎮ 英雄传说的

历史比较简单ꎬ它始终保持着野蛮时期和氏族社会的烙印ꎮ
马克思曾经指出ꎬ“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

征服自然力ꎬ支配自然力ꎬ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ꎻ因而ꎬ随着这

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ꎬ神话也就消失了ꎮ”又说ꎬ神话是

“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

社会形式本身”①ꎮ 希腊神话是古希腊人最初的意识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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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ꎬ它艺术地概括了他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ꎬ表达了他们

对社会不平现象的义愤ꎬ集中了他们的经验和理想ꎬ充满乐观

精神ꎮ 在后世作家的描述中ꎬ希腊神话具有天真美丽的幻想

和清新质朴的风格ꎮ
神话是古希腊文学的土壤ꎬ此后的诗歌、悲剧等都以神话

和英雄传说为题材ꎬ它对于后代作家也有重要的影响ꎮ
«伊利昂纪»和«奥德修纪»是欧洲文学史中最早的重要

作品ꎬ相传是公元前九至八世纪由一个名叫荷马的盲诗人根

据在小亚细亚口头流传的史诗短歌综合编成的ꎬ因而被称为

“荷马史诗”ꎮ 由于史诗形成的时间很长ꎬ诗中包括了不同时

代的成分ꎬ在行吟诗人被迎入宫廷后ꎬ又有符合贵族利益的倾

向ꎮ 公元前六世纪ꎬ两部史诗正式写成文字ꎬ到公元前三至二

世纪ꎬ又由亚历山大城学者编订ꎬ每部各分为二十四卷ꎮ
«伊利昂纪»描写特洛伊战争的故事ꎮ 这次战争已为考

古发掘所证实ꎮ 特洛伊位于小亚细亚西北海岸ꎬ商业繁荣ꎬ史
诗称它为“富丽的伊利昂”ꎬ“有神话般的财富”ꎮ 公元前十二

世纪初期ꎬ希腊半岛上的一些部落联合进攻特洛伊ꎬ毁灭了这

座城市ꎮ «伊利昂纪»的原意是“伊利昂之歌”ꎬ它本身是一部

神的故事和英雄传说ꎮ
相传阿喀琉斯的父母举行婚礼时ꎬ没有邀请不和女神厄

里斯ꎬ她来到席间扔下一个“不和的金苹果”ꎬ写着“赠给最美

的女子”ꎮ 赫拉、雅典娜和阿弗洛狄忒三位女神果然争夺起

这个苹果来ꎮ 宙斯要她们找特洛伊王子帕里斯评判ꎮ 三位女

神各许帕里斯以最大的好处ꎬ赫拉许他成为最伟大的君主ꎬ雅
典娜许他成为最勇敢的战士ꎬ阿弗洛狄忒答应他娶一个最美

丽的女子ꎮ 帕里斯判定阿弗洛狄忒是最美的ꎮ 他随后到斯巴

达做客ꎬ拐走了斯巴达国王墨涅拉俄斯的妻子ꎬ美丽的海伦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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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劫走大批财富ꎮ 希腊各部落公推阿伽门农为首领ꎬ联合攻

打特洛伊ꎮ 战争进行了十年ꎬ众神各助一方ꎮ 最后ꎬ奥德修设

计把一只内藏兵将的巨大木马遗弃城外ꎬ假装撤退ꎮ 木马被

特洛伊人拖进城中ꎮ 入夜ꎬ希腊人里应外合ꎬ终于攻陷特洛

伊ꎮ 战后ꎬ希腊人各携财宝奴隶还乡ꎮ
史诗集中描写了战争结束前几十天发生的事ꎮ 联军统帅

阿伽门农专横地夺取了阿喀琉斯的女俘ꎬ并使他当众受辱ꎮ
阿喀琉斯是希腊军中武艺最高强的将领ꎬ他拒绝参战ꎬ并祈求

宙斯降灾给希腊人ꎬ希腊人因此屡遭败绩ꎬ阿伽门农赔礼谢

罪ꎬ也遭拒绝ꎮ 在危急的情势下ꎬ阿喀琉斯的好友借他的甲胄

上阵ꎬ被特洛伊英雄赫克托耳杀死ꎮ 阿喀琉斯悲痛欲狂ꎬ他宿

怨顿消ꎬ上阵报仇ꎬ杀死了赫克托耳ꎬ把他的尸体拖在战车后

面泄恨ꎮ 随后ꎬ特洛伊老王跪求尸体ꎬ史诗写到赫克托耳的葬

礼为止ꎮ 全诗共一五六九三行ꎮ
在荷马时代ꎬ部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ꎮ 恩格斯在论及这

个时代时指出:“古代部落对部落的战争ꎬ已经开始蜕变为在

陆上和海上为攫夺家畜、奴隶和财宝而不断进行的抢劫ꎬ变为

一种正常的营生ꎮ”①«伊利昂纪»所描写的战争就是一次在

神话的动人外衣掩盖下的掠夺ꎮ 当时ꎬ由于氏族部落内部发

生了分化ꎬ贵族和平民对战争的态度已有所不同ꎮ 以希腊方

面为例ꎬ氏族贵族由于掠夺品瓜分不均而发生严重的内讧ꎮ
他们把战争当作增加个人财富的重要手段ꎮ 出于这种需要ꎬ
他们把英勇作战看成是至高无上的美德ꎮ 他们热中于战争ꎬ
几经挫折而坚持不懈ꎮ 氏族平民已不像更原始的部落成员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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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能从战争中得到一些好处ꎻ他们在惩罚的威胁下被迫作战ꎬ
牺牲最大ꎮ 阿伽门农试验希腊军队是否有归心的场面ꎬ证明

广大希腊平民有厌战情绪ꎮ 但史诗按照战争既得利益集团的

观点ꎬ丑化了平民代表人物的形象ꎮ 在这种条件下ꎬ史诗对战

争和贵族的歌颂也是从贵族的利益出发的ꎮ 在特洛伊方面ꎬ
氏族平民由于城邦面临毁灭而同仇敌忾地支持贵族ꎬ但他们

也只是作为陪衬英雄的背景而出现的ꎮ
«伊利昂纪»是一部英雄史诗ꎬ氏族的首领从各方面受到

歌颂ꎮ 首先是勇敢ꎬ例如ꎬ安德洛玛刻劝赫克托耳不要上战

场ꎬ诗人这样写道:

　 　 　 　 赫克托耳回答说:“保卫特洛伊是我的职责ꎬ
　 　 　 　 有关战争的一切ꎬ都是我分内的事ꎮ
　 　 　 　 如果我赫克托耳像懦夫一样逃离战场ꎬ
　 　 　 　 岂不要被特洛伊的英勇的儿子们

　 　 　 　 和穿着长袍的特洛伊妇女所耻笑ꎮ
　 　 　 　 我从少年时候起就练习做勇敢的人ꎬ
　 　 　 　 在特洛伊人之中总是战斗在最前列ꎬ
　 　 　 　 替我父亲和我自己赢得光荣ꎮ”

又如ꎬ阿喀琉斯的母亲曾经预言ꎬ他可能有两种命运ꎬ或是过

和平生活而长寿ꎬ或是在战争中早死ꎮ 他为了得到荣誉ꎬ选择

了第二种命运ꎮ 当时战争的方式是很原始的ꎬ一个人能否成

为英雄ꎬ取决于他的膂力ꎬ史诗中的英雄大都体魄矫健ꎬ武艺

高超ꎮ 阿喀琉斯健步如飞ꎬ除了脚踵以外ꎬ他浑身刀枪不入ꎬ
他一出现ꎬ就使敌人丧胆ꎮ 老一辈的英雄涅斯托耳ꎬ由于年迈

体衰ꎬ在诗中就比较逊色ꎮ 史诗中的英雄都是部落首领ꎬ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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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冒犯的威严ꎬ往往表现得专横任性ꎮ 此外ꎬ由于当时的社

会分工不发达ꎬ英雄们都是一身而兼有多种本领ꎬ奥德修既能

造船ꎬ又能打仗ꎬ又能言善辩ꎬ长于出谋划策ꎮ
但是ꎬ史诗中的英雄主要是为了掠夺和加强个人的权势

而战斗的ꎮ 史诗中的英雄观念也和氏族中的等级观念相适

应ꎮ 这些英雄已和英雄传说中的英雄不同ꎬ后者多是群众的

理想和经验的化身ꎬ前者则是高踞于群众之上的骄横的贵族ꎬ
仗势欺压本部落的平民ꎮ 阿伽门农和阿喀琉斯等人就是这种

英雄的代表ꎮ 在氏族内部分化的情况下ꎬ他们是从氏族社会

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的英雄ꎮ 平民的代表忒耳西忒斯则被丑

化为懦夫而受呵责ꎮ 事实上ꎬ他敢于面斥联军统帅和氏族首

领ꎬ号召希腊士兵不再为首领卖命ꎬ并毅然返回家园ꎬ他应是

平民中的英雄ꎮ
«伊利昂纪»描写的战争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存亡ꎮ 全书

以英雄的业绩为中心ꎬ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战斗场面ꎬ人物的情

绪都很激烈ꎬ全诗充满了英雄主义的气息ꎮ 史诗中的性格描

写很出色ꎮ 英雄形象都具有鲜明的个性ꎮ 阿喀琉斯是一个小

部落的首领ꎬ在战争开始前就垂涎特洛伊的财富ꎮ 他在史诗

里拒绝参战ꎬ就是因为他个人在物质利益和权势上受到了双

重损害ꎬ以和最高统帅决裂作为反击ꎮ 他暴躁如雷ꎬ凶猛可

畏ꎬ是氏族首领中蛮勇的典型ꎮ
赫克托耳是一个比较成熟的首领ꎮ 他预感到特洛伊注定

要毁灭ꎬ对妻儿所面临的悲惨命运感到难过ꎬ心情沉重ꎬ但他

控制住自己的悲哀ꎬ毅然负起保卫家国的责任ꎮ 他的形象具

有强烈的悲剧色彩ꎮ 史诗中其他主要人物的形象也很丰满ꎬ
言谈举止和内心活动都写得活泼生动ꎮ 他们的性格常通过戏

剧方式在对话和行为中表现出来ꎬ但一般是固定静止的ꎬ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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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ꎮ
«伊利昂纪»还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宗教生

活、生产贸易和体育竞技等活动ꎮ 其中比较有名的一段ꎬ是描

写铁匠神赫淮斯托斯为阿喀琉斯锻造甲胄ꎬ心里充满劳动的

喜悦ꎮ 他刻在盾牌上的图画ꎬ反映了日常生产劳动的情景ꎮ
«奥德修纪»描写希腊英雄奥德修在特洛伊战后还乡的

故事ꎮ
奥德修在海上漂流了十年ꎬ没有到家ꎮ 在这期间ꎬ有许多

青年贵族觊觎他的财产ꎬ住在他家喧宾夺主ꎬ尽情消耗他的资

财ꎬ向他的妻子求婚ꎮ 第十年ꎬ奥德修漂流到斯刻里亚岛上ꎬ
受到国王的款待ꎬ他向国王追述他离开特洛伊以后的遭遇ꎮ
他先在海上遇到风暴ꎬ部分伙伴被一个独眼巨人库克罗普斯

吞食ꎻ又到了食椰枣者的国土ꎬ这里的人们以椰枣为食粮ꎬ过
路客人吃了就都不愿返回故土了ꎮ 后来ꎬ风神送他一袋礼物ꎬ
当故乡伊塔卡遥遥在望时ꎬ水手们以为袋中有财宝ꎬ把它打

开ꎬ里面装着的各路大风飞了出来ꎬ又把他们吹走ꎮ 他们到了

把人变成猪的女巫的妖岛ꎬ游历了冥土ꎬ经过先以歌声迷人ꎬ
再把人杀死的塞壬妖岛ꎬ遇到六个头十二只脚的女妖斯库拉

和藏在大漩涡下面的女妖卡利布狄斯ꎮ 奥德修和水手们一一

克服了这些危险ꎬ后来ꎬ在太阳神的岛上ꎬ水手们违反约束ꎬ宰
食岛上的神牛ꎬ宙斯用雷霆击沉船只ꎬ只有奥德修一人幸免于

死ꎬ在一个海岛上被仙女卡吕普索挽留了七年ꎮ 此后ꎬ宙斯命

仙女放他还乡ꎬ他才漂流到斯刻里亚岛ꎮ 国王听完故事后送

他还家ꎮ 奥德修伪装为乞丐ꎬ杀死了求婚者ꎬ终于和妻子珀涅

罗珀团圆ꎮ 全诗共有一二一〇五行ꎬ故事的时间约有四十

天ꎮ 　 　 　 　 　
史诗中荒诞不经的事物和故事ꎬ反映了经过幻想加工的

３２



自然现象和古代人类对自然的斗争ꎮ 自然力的主要代表是大

海ꎮ 照史诗的说法ꎬ海洋有紫罗兰一般美丽的色泽ꎬ但随时准

备毁灭人类ꎬ和它比较起来ꎬ人类的力量本来是渺小脆弱的ꎬ
可是ꎬ由于人们机智勇敢、刚毅沉着地和它斗争ꎬ人终于征服

了大海ꎬ人的气派显得比海还伟大ꎮ 这部英雄史诗的诗意ꎬ首
先就表现在这里ꎮ 史诗中各段故事大都包含不少教益ꎮ 例

如ꎬ独眼巨人的身体比人大几十倍ꎬ几乎是不可战胜的ꎬ但奥

德修毫不畏缩ꎬ设法用巨大的树干刺瞎他的眼睛ꎬ巧妙地摆脱

巨人的报复ꎬ逃出了巨人的洞穴ꎮ 这段故事歌颂了人的机智

和勇敢ꎮ 又如ꎬ水手们贪图私利ꎬ违反约束ꎬ打开风袋ꎬ食用了

神牛ꎬ终于带来不可挽回的灾难ꎬ这次失败含有深刻的教训ꎮ
«奥德修纪»还广泛地描写了荷马时代的社会斗争ꎮ 它

反映的社会生活比«伊利昂纪»稍晚ꎬ集体生活的场面很少ꎬ
奴隶主家庭生活的描写很突出ꎬ奥德修便是一个早期的奴隶

主ꎮ 社会斗争集中反映在他和求婚者的斗争中ꎮ 史诗一再提

到ꎬ最使人痛恨的事是求婚者霸占奥德修的财产ꎮ 这场斗争

主要是一场维护私有权的斗争ꎮ 作者认为ꎬ侵夺别人的财产

是可耻的ꎬ求婚者受到的惩罚是罪有应得的ꎬ奥德修代表了正

义的力量ꎮ
这部史诗对于正在形成的奴隶制关系采取了歌颂的态

度ꎮ 诗中把奥德修这样的奴隶主写得慷慨仁慈ꎬ赞扬忠心耿

耿为他服务的奴隶ꎬ反对求婚者那样凶恶的奴隶主ꎬ痛恨背叛

了奥德修的奴隶ꎬ使他们都受到严厉的惩罚ꎮ 史诗强调对于

奴隶主的忠诚ꎬ这一点甚至体现在奥德修的老狗的故事中ꎬ这
只狗衰老已极ꎬ无人理睬ꎬ它第一个认出了归来的主人ꎬ挣扎

着向他表示亲昵ꎬ随即在他脚下死去ꎬ使奥德修也黯然泪下ꎮ
另一方面ꎬ史诗在某些地方也反映了奴隶的不幸命运ꎮ 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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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的养猪奴说ꎬ一个人沦为奴隶ꎬ就失去了人的一半尊严ꎮ 史

诗对于磨面女工等奴隶也寄以同情ꎮ
«奥德修纪»还生动地反映了从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过

渡期间的家庭关系和社会生活ꎮ 当时ꎬ对于妇女来说ꎬ一夫一

妻制显然已经确立ꎮ 史诗着重歌颂珀涅罗珀忠诚贞节的品

德ꎮ 从诗中又可以看出ꎬ当时奴隶主还参加一部分劳动ꎻ手工

业和商业已有相当发展ꎻ贵族武士轻视商人ꎻ社会上有殷勤好

客和喜欢竞技的风气ꎮ 史诗还描写了行吟诗人在筵席上讲述

特洛伊战争故事的情景ꎬ反映了荷马时代文化生活的风貌ꎮ
史诗的中心人物是奥德修ꎮ 他非常机警ꎬ善于克制ꎬ会使

用计谋ꎮ 作为一个早期奴隶主ꎬ他具有为了建立奴隶制而在

奴隶主身上被理想化了的各种品德和才干ꎮ 他是聪明的领导

者、勇敢的战士、生产的能手、受人爱戴的奴隶主和好丈夫ꎮ
他的性格中最重要的方面是不怕困难ꎬ他在不可想象的困难

中表现了英雄本色ꎮ 他历尽千辛万苦ꎬ并不贪图安逸ꎬ他虽然

回到自己家中ꎬ但他听从神的意志ꎬ打算再度离家ꎮ 史诗的这

个收场ꎬ留下了奋勇不息的余音ꎮ
«奥德修纪»是一部描写航海生活和家庭生活的史诗ꎬ它

的艺术特点和«伊利昂纪»很不相同ꎮ «伊利昂纪»的格调比

较悲壮ꎬ节奏比较急促ꎮ «奥德修纪»虽然也写了惊心动魄的

斗争ꎬ但场景瑰丽ꎬ变化较多ꎬ总的格调是平静的ꎮ 诗中描叙

海上经历的部分富于浪漫的幻想ꎬ家庭生活的部分有写实特

点和抒情气息ꎬ有些细节的描写很成功ꎮ 例如ꎬ当老乳母替陌

生人洗脚时ꎬ她从脚上的疤痕认出了化装为乞丐的奥德修ꎬ往
事立即浮现出来ꎬ她悲喜交集ꎬ眼中充满泪水ꎬ激动得说不出

话来ꎮ
«奥德修纪»是欧洲文学中第一部以个人遭遇为主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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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的作品ꎬ成为文艺复兴和十八世纪流浪汉小说及批判现实

主义小说的先驱ꎮ
荷马时代所以能产生这样灿烂辉煌的文学ꎬ是由当时的

历史条件决定的ꎮ 上文已经提到ꎬ马克思认为古代希腊社会

是发展得最完美的人类童年的社会ꎬ只有在生产落后、知识不

足的人类童年ꎬ才能产生希腊人天真美丽的幻想ꎬ它具有永久

的魅力ꎮ 高尔基也说ꎬ荷马时代的文学经过世世代代人的千

锤百炼ꎬ是古希腊人民集体的创造天才的结晶ꎬ后世的个人著

作很难和它媲美ꎮ①

在荷马史诗中ꎬ已经可以看出以人为本的思想ꎮ 古希腊

人也有关于冥府和乐土的观念ꎬ但谈得极少ꎬ他们不大考虑来

生问题ꎬ他们的希望在人间ꎮ 阿喀琉斯的鬼魂说ꎬ他宁愿在人

间为雇工ꎬ也不愿在冥府为王ꎮ 史诗赞美人的美丽和智慧ꎬ嘲
笑神的邪恶ꎮ 作者热爱生活ꎬ歌颂劳动ꎬ面对自然中的凶险

时ꎬ仍然相信人自己的力量ꎮ
史诗中已出现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种最基本的创作

方法的因素ꎬ在«奥德修纪»中ꎬ现实主义方法有所加强ꎮ
荷马时代的文学成就ꎬ还在于创造了完美的史诗形式ꎮ

据亚理斯多德说ꎬ当年的史诗种类很多ꎬ有简单史诗、复杂史

诗、苦难史诗和性格史诗ꎮ 这两部荷马史诗包括了这些史诗

的特点ꎬ通常称为英雄史诗ꎮ 它以严肃重大的事件为题材ꎬ以
英雄人物为中心ꎬ风格崇高ꎬ富于戏剧性ꎮ 它采用第三人称的

叙事方法ꎬ规模宏大ꎬ插曲很多ꎬ语言富于装饰ꎬ常以日常生

活、劳动和自然界的各种现象来做比喻ꎬ采用六音步长短短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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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诗体ꎬ通常称为英雄格ꎮ
荷马史诗在后来的城邦时期是公民教育的重要材料ꎬ它

有如百科全书ꎬ古希腊人从中吸取了关于天文、地理、历史、社
会、哲学、艺术和神话等一切知识ꎮ 荷马史诗是后代欧洲史诗

的典范ꎬ欧洲有许多作家都从两部史诗的故事和人物形象中

取得素材ꎮ 它至今还给读者以艺术享受ꎬ使人了解远古氏族

社会各方面的情况ꎮ
荷马史诗以后ꎬ希腊出现了赫希俄德的教谕诗①«农作与

日子»ꎮ 公元前八世纪ꎬ工商业和货币经济发达ꎬ土地集中在

贵族手里ꎬ农民陷于贫困ꎬ起来反抗贵族ꎮ 赫希俄德的弟弟珀

耳塞斯企图凭借当地贵族的势力侵占他的财产ꎬ他写这首诗

来规劝珀耳塞斯ꎮ 全诗共八二八行ꎮ 诗中叙述人类生活的艰

苦ꎬ提到人类的金时代、银时代、铜时代、英雄时代和铁时代ꎮ
作者认为各个时代每况愈下ꎬ铁时代讲强权ꎬ不讲公理ꎬ农民

有如苍鹰爪下的夜莺ꎮ 诗人劝他的弟弟做事要公正ꎮ 诗中有

一部分描写农民一年的操作ꎬ讲述如何经营农业ꎬ十分精彩ꎮ
最后一节记载每月的吉日和凶日ꎮ 全诗谴责贵族的骄横ꎬ歌
颂辛勤劳动的农民ꎬ是古希腊流传下来的第一首以现实生活

为题材的诗作ꎬ风格清新自然ꎬ平易简洁ꎮ 在赫希俄德的名义

下还传下«神谱»一诗ꎬ大概不是他的作品ꎮ 这首诗描写宇宙

的形成和诸神的世系与斗争ꎬ诗中关于宙斯和提坦神之间的

斗争写得比较生动ꎮ
公元前八至六世纪期间ꎬ氏族社会进一步解体ꎬ奴隶制城

邦逐渐形成ꎮ 氏族社会解体之后ꎬ人们失去了氏族的庇护ꎬ不
得不独自谋生ꎬ面临生存斗争的困难ꎮ 这时候ꎬ集体的情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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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阶级的分化和不平等的社会地位而冲淡了ꎬ个人的遭遇引

起了种种复杂的情感ꎬ这些情感抒发为诗歌ꎬ因此ꎬ抒情诗在

这个时期特别繁荣ꎮ 抒情诗来源于民歌ꎬ分为双管歌(或称

哀歌)、琴歌和讽刺诗ꎮ 双管歌的题材多样ꎬ有军事政治的、
道德教诲的和爱情的ꎬ大都用双管伴唱ꎮ 琴歌分为独唱琴歌

和合唱歌ꎬ以竖琴伴唱ꎮ 讽刺诗用短长格诗体写成ꎬ可以用双

管或竖琴伴唱ꎮ 双管歌体比较安静柔和ꎬ讽刺诗比较活泼、激
昂、锋利ꎮ 双管歌中最著名的是提耳泰俄斯(公元前 ７ 世纪

末)为斯巴达人写的战歌ꎬ雅典立法家梭伦(公元前 ６３９? —
５５９?)为自己的政策辩护而写的政治诗ꎬ以及西摩尼得斯(公
元前 ５５６? —４６８?)为温泉关之役(公元前 ４８０)中殉国的三

百名斯巴达健儿所写的墓志铭ꎮ 讽刺诗用于讽刺或诅咒ꎬ最
著名的作者是阿耳喀罗科斯(公元前 ７１４? —６７６?)ꎬ他的讽

刺尖锐有力ꎮ
独唱琴歌最著名的作者是萨福(公元前 ６１２? —?)ꎬ她是

列斯波斯岛的贵族ꎬ在那里组织了一所音乐学校ꎬ写情歌和婚

歌ꎬ与女弟子唱和ꎮ 她写过九卷诗ꎬ只传下两首完整的诗和一

些残句ꎮ 她用简洁自然的诗句写出了自己复杂的心理变化ꎬ
反映希腊奴隶主贵族的生活情趣ꎮ 萨福死后ꎬ她的名声传遍

了全希腊ꎬ柏拉图称她为“第十位文艺女神”ꎬ她受到西欧历

代具有贵族倾向的诗人的推崇ꎮ 琴歌的另一个著名的作者是

阿那克瑞翁(公元前 ５５０? —４６５?)ꎬ他写了五卷诗ꎬ歌颂醇酒

和爱情ꎬ其中有独唱琴歌、双管歌和讽刺诗ꎬ只传下一些短诗

和残句ꎮ 古代和后世有许多人模仿他的诗体ꎬ称为“阿那克

瑞翁体”ꎮ
独唱琴歌抒写个人的情感ꎬ只流行于狭隘的贵族圈子里ꎮ

合唱琴歌和舞蹈配合ꎬ结构复杂而谨严ꎬ抒写多数人的情感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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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广大人民所喜爱ꎮ 合唱琴歌的最著名的作者是职业诗人品

达(公元前 ５２２? —４４２)ꎮ 当时ꎬ希腊盛行体育竞技ꎬ竞技活

动又和敬神的节日结合在一起ꎬ品达在诗中歌颂奥林匹克①

运动会及其他泛希腊运动会上的竞技胜利者和他们的城邦ꎮ
他写过十七卷诗ꎬ只传下四卷ꎮ 他的诗里有泛希腊爱国热情

和道德教诲ꎻ他歌颂希腊人在萨拉米之役(公元前 ４８０)中获

得胜利ꎻ他认为人死后的归宿取决于他们在世时的行为ꎮ 他

的诗风格庄重ꎬ词藻华丽ꎬ形式完美ꎮ 品达的合唱歌对后世欧

洲文学有很大影响ꎬ在十七世纪古典主义时期被认为是“崇
高的颂歌”的典范ꎮ

和抒情诗同时ꎬ在民间还广泛流传着一些散文故事ꎮ 其

中有许多是动物寓言ꎬ相传是公元前六世纪的伊索所作ꎮ 传

说中的伊索是一个相貌丑陋而绝顶聪明的奴隶ꎬ后来获得解

放ꎮ 公元一世纪ꎬ巴布里乌斯用格律诗改写了一百二十余则

伊索寓言ꎬ编纂成集ꎮ 伊索寓言中可能也有一些来源于亚洲

和非洲ꎮ
伊索寓言的内容和抒情诗很不相同ꎮ 抒情诗主要反映贵

族奴隶主的情趣ꎻ伊索寓言则反映下层平民和奴隶的思想感

情ꎮ 其中有许多故事表现了当时的阶级对立关系ꎬ例如«狼
和小羊»ꎮ 一只狼看见小羊在河边饮水ꎬ想找借口把他吃掉ꎮ
狼指责小羊把水弄脏了ꎬ小羊说ꎬ我在下游ꎬ不可能弄脏上游

的水ꎮ 狼又说ꎬ小羊去年骂过他ꎬ小羊回答说ꎬ我那时还没有

生下来ꎮ 这只狼老羞成怒ꎬ便说:“即使你辩护得好ꎬ我也不

放过你ꎬ”他就把小羊吞吃了ꎮ 寓言的教训是ꎬ“暴君是不缺

少借口的ꎮ”这个故事是对奴隶社会的深刻写照ꎮ 伊索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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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压迫者比作狮子、豺狼、毒蛇、鳄鱼和狐狸ꎬ谴责他们为非作

歹、残害人民的暴行ꎮ 寓言中有许多故事总结了古代人民的

斗争经验和生活教训ꎬ例如«农夫和蛇»教导人们不能对敌人

仁慈ꎻ«猫和鸡»要人们对敌人提高警惕ꎬ不要上当ꎻ«农夫的

儿子们的争吵»说明团结就是力量ꎻ«龟兔赛跑»劝诫人不要

骄傲ꎻ«乌鸦和狐狸»讽刺虚荣心ꎻ«狐狸和葡萄»讽刺无能者

的自我安慰ꎮ 寓言中也有一些反映了被压迫者安于现状的消

极意识ꎬ例如«两只公鸡和鹰»宣传人必须谦卑ꎬ才能得到恩

惠ꎮ 伊索寓言的思想性很强ꎬ形式短小精悍ꎬ比喻恰当ꎬ形象

生动ꎬ对后来欧洲寓言作家影响很大ꎬ常被后人模仿和引用ꎮ

第三节　 古希腊古典时期文学和悲剧、喜剧

自公元前六世纪末到公元前四世纪初ꎬ一般称为希腊史

的“古典时期”ꎮ 这时期的文学主要指雅典文学ꎮ
在早期的雅典城邦ꎬ统治阶级中存在着新兴工商业奴隶

主和土地贵族奴隶主的矛盾ꎮ 由于双方势均力敌ꎬ公元前六

世纪的城邦统治者一向奉行调和政策ꎮ 到了公元前六世纪

末ꎬ工商业奴隶主的力量空前壮大ꎬ实行民主改革ꎬ使自由民

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ꎬ百余年来反对贵族统治的斗争终于取

得胜利ꎬ建成了奴隶主民主制ꎮ 这时ꎬ氏族制度的残余完全被

扫除ꎬ此后的阶级矛盾主要是奴隶和奴隶主的矛盾以及没有

公民权的外邦人和公民的矛盾ꎬ但是ꎬ奴隶主中的民主派和寡

头派的斗争仍旧贯穿了整个古典时期ꎮ
公元前五世纪初ꎬ希腊和波斯之间的经济和政治矛盾引

起希波战争ꎬ希腊人在马拉松之役(公元前 ４９０)和萨拉米之

役中获得重大胜利ꎮ 战后ꎬ一些希腊城邦成立提洛海上同盟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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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防御波斯侵略ꎬ同盟为雅典所控制ꎮ 此后ꎬ雅典的经济和政

治势力蒸蒸日上ꎮ 伯里克理斯执政时期(公元前 ４４３—４２９)
是雅典的黄金时代ꎮ 公元前四三一年ꎬ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

盟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的经济和政治矛盾

引起伯罗奔尼撒战争ꎬ断断续续打了二十七年(公元前 ４３１—
４０４)ꎬ最后以雅典的失败结束ꎮ 在战争期间及战后ꎬ雅典处

于经济和政治危机之中ꎬ贫富的矛盾以及奴隶和奴隶主之间

的矛盾日益尖锐化ꎬ经常发生奴隶逃亡和起义的事件ꎮ 伯罗

奔尼撒战争以后ꎬ希腊再次和波斯发生战争ꎬ各城邦之间也不

断混战ꎮ 城邦制度已不能实现奴隶制经济发展所要求的统

一ꎮ 公元前四世纪中叶ꎬ北方的马其顿兴起ꎬ不久便征服希

腊ꎬ从而结束了古典时期的希腊历史ꎮ
在古典时期ꎬ雅典的工商业和农业比较发达ꎬ由于外族侵

略和内部的民主斗争ꎬ城邦政治生活十分活跃ꎬ促进了文化的

繁荣ꎮ 城邦经常举行盛大的节庆活动和体育竞技活动ꎮ 历史

科学、自然科学和哲学也随着发展起来ꎬ建筑和雕塑艺术有了

飞跃的进步ꎮ 这个时期ꎬ文学上的主要收获是悲剧和喜剧ꎬ文
艺理论也有很高的成就ꎮ

古希腊悲剧一说是起源于“酒神颂”ꎬ悲叹酒神狄俄倪索

斯在尘世遭受的痛苦并赞美他的再生ꎻ另一说是起自阿提刻

农村在节庆中关于死亡等悲伤事件的严肃表演ꎮ 一般采用第

一说ꎮ 关于悲剧的词源ꎬ一解为“山羊歌”ꎬ因为酒神颂的合

唱队披着山羊皮扮演半羊半人的角色ꎻ或解为在表演比赛中

歌者争取的奖品是山羊ꎮ
公元前五六〇年ꎬ僭主庇西士特拉妥为了讨好农民ꎬ把农

村中盛行的酒神祭典搬到雅典城中ꎬ举行祭典时的表演就是

悲剧的前身ꎮ 在奴隶主民主制时代ꎬ雅典领袖利用这种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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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最广泛的表演形式来进行宣传教育ꎮ 伯里克理斯发放观剧

津贴ꎬ改建露天剧场ꎬ在每年春季举办盛大的戏剧比赛ꎬ使剧

场成为当时自由民的政治讲坛和文化生活的中心之一ꎮ 希腊

悲剧就在这种条件下发展起来ꎮ
在题材方面ꎬ悲剧逐渐由酒神颂扩大到神话和英雄传说

的范围ꎬ它保留了酒神颂的合唱队形式和抒情诗的特点ꎬ剧中

的对话采用诗体ꎮ 悲剧的形式是逐步发展完善的ꎮ 最初的酒

神颂是由歌队提出问题ꎬ由作者扮演回答者临时口占作答ꎮ
这个回答者就是第一个演员ꎮ 第一个悲剧诗人据说是忒斯庇

斯ꎬ他在公元前五三四年左右又采用了一个演员ꎬ把酒神颂化

为悲剧ꎮ 这是雅典城第一次上演悲剧ꎮ 公元前五世纪初ꎬ埃
斯库罗斯把演员数目增加到两个ꎬ每个演员都穿高底靴ꎬ戴面

具ꎬ可以轮流扮演几个人物ꎮ 合唱队最初是十二人ꎬ后来增至

十五人ꎮ 合唱队跳舞ꎬ唱歌ꎬ对剧中人表示同情ꎬ提出劝告ꎬ向
观众解释或预示后来的情节ꎬ对剧中事件的发展表示感慨ꎬ此
外还起到换幕的作用ꎮ

根据亚理斯多德的定义ꎬ希腊悲剧描写的是严肃的事件ꎬ
目的在于引起怜悯和恐惧ꎬ并导致这些情感的净化ꎻ主人公往

往出乎意料地遭到不幸ꎬ演成悲剧ꎬ因而悲剧的冲突成了人和

命运的冲突ꎮ
悲剧中的确贯穿着命运观念ꎬ这种观念的产生是因为希

腊人把不可理解的社会发展趋势和个人遭遇归因于命运的捉

弄ꎮ 因此人和命运的冲突ꎬ实际上是以迷信的方式反映了人

和社会环境以及人和人之间的冲突ꎮ 悲剧的产生是由于悲剧

中的英雄敌不过社会邪恶势力的缘故ꎮ 主人公虽然最后毁

灭ꎬ但他在精神上是不可战胜的ꎮ 因此ꎬ希腊悲剧主要不在于

写悲ꎬ而在于表现崇高壮烈的英雄主义思想ꎬ风格很雄伟ꎮ 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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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悲剧兴盛于民主制战胜独裁制和希腊人战胜波斯侵略的时

代ꎬ它的基本主题是写古代的民主斗争ꎬ悲剧中贯穿了反对独

裁、侵略和压迫的精神ꎬ歌颂为自由和正义而斗争的英雄行为

和爱国思想ꎮ 它虽以神话、英雄传说为题材ꎬ但它和当时的政

治密切相关ꎬ具有鲜明的倾向性和深刻的思想性ꎮ
公元前五世纪是希腊悲剧的繁荣时期ꎬ当时有许多悲剧

诗人创作了大批剧本参加比赛ꎬ最有名的是三大悲剧家埃斯

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ꎮ 古希腊悲剧只传下他们

三人的一小部分作品ꎮ
埃斯库罗斯(公元前 ５２５? —４５６)出身贵族ꎬ曾参加马拉

松之役和萨拉米之役ꎬ抗击侵略ꎬ老年时ꎬ因为和雅典人发生

冲突ꎬ曾两次赴西西里ꎮ 传说他写了九十部悲剧和“萨堤洛

斯剧”①ꎬ只传下七部ꎮ 他在世时得过十三次奖ꎮ 他的作品反

映了雅典民主制建成时期的社会生活ꎮ
埃斯库罗斯在政治上拥护民主派ꎬ他的悲剧中处处流露出

民主精神ꎮ «波斯人»写波斯水师在萨拉米之役的覆灭ꎬ是现存

的唯一以当时的现实为题材的悲剧ꎬ显示雅典的民主制度优越

于波斯的专制制度ꎮ 诗人认为ꎬ希腊人之所以获得胜利是因为

他们是自由人ꎬ为保卫祖国的自由独立而战ꎻ波斯人之所以失

败是因为波斯国王骄傲自大ꎬ受到神的惩罚ꎬ还因为波斯士兵

是被奴役的人ꎬ在杀头的威胁下被迫作战ꎮ «七将攻忒拜»中的

波吕涅刻斯是一个攻打祖国的叛徒ꎬ诗人用他来影射雅典僭主

希庇亚斯ꎬ希庇亚斯曾在马拉松之役企图借波斯兵力复辟ꎮ 但

是ꎬ埃斯库罗斯思想上存在着矛盾ꎬ他有时用贵族眼光来看待

当时的现实ꎮ 他在«报仇神»中劝雅典人不要随便修改法律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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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他不同意民主派对元老院的改革ꎻ他在«普罗米修斯三部曲»
中流露了调和寡头派和民主派的愿望ꎮ 政治上的矛盾也反映

在宗教方面ꎮ 诗人把神放在重要的位置上ꎬ他一方面在«俄瑞

斯忒斯三部曲»中赞美神的公正ꎬ另一方面又在«被缚的普罗米

修斯»中对神抱敌视态度ꎮ 他一方面相信命运的威力ꎬ认为连

神也不能逃脱命运的摆布ꎬ另一方面又相信人的自由意志ꎬ认
为人应该对自己的命运负责ꎮ 埃斯库罗斯的思想矛盾反映了

雅典早期民主派的特点ꎬ他们在政治经济上一向采用适当节制

贵族ꎬ适当满足自由民愿望的改良措施ꎻ在意识形态上也是力

图使先进思想和传统观念调和起来ꎮ
埃斯库罗斯的悲剧充满了昂扬的战斗精神ꎬ常常有欢庆

胜利的收场ꎬ表明他对民主制的胜利满怀信心ꎮ 恩格斯曾经

称他为“有强烈倾向的诗人”①ꎮ
埃斯库罗斯最重要的作品是«普罗米修斯三部曲»中的

第一部曲«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公元前 ４７９—４７８)ꎮ 悲剧取

材于普罗米修斯盗取天火的神话ꎮ 开场时ꎬ宙斯为了惩罚普

罗米修斯ꎬ派威力神和暴力神用铁链把他钉在高加索山上ꎮ
河神俄刻阿诺斯来劝他和宙斯和解ꎬ被他谢绝ꎮ 普罗米修斯

表示ꎬ“宙斯的王权不打倒ꎬ我的苦难就没有止境ꎮ”他知道ꎬ
如果宙斯和某一位女神结婚ꎬ她将生一个比宙斯强大的儿子ꎬ
把宙斯推翻ꎮ 赫耳墨斯奉命来逼迫普罗米修斯把这个秘密讲

出来ꎬ他坚决不讲ꎮ 他说ꎬ“我不肯拿我这不幸的遭遇来换取

你奴才的命运ꎮ”随后ꎬ天塌地陷ꎬ普罗米修斯被打进深渊ꎮ
第二部曲«被释放的普罗米修斯»已失传ꎬ据说ꎬ在剧中ꎬ宙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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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摆脱他父亲克洛诺斯关于他将被推翻的诅咒ꎬ同普罗米

修斯和解了ꎮ 第三部曲«带火的普罗米修斯»也已失传ꎬ据说

是描写雅典人对普罗米修斯的崇拜仪式和火炬游行ꎬ表现对

人类社会进步的信心ꎮ
«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是希腊悲剧中主题最崇高、风格最

庄严的作品之一ꎮ 剧本用全宇宙来影射小小的雅典城邦ꎬ把
民主派和寡头派表现为超人的神明ꎬ把民主斗争提升到关系

人类命运的高度ꎬ表现了为正义事业而斗争的高尚精神和雄

伟气魄ꎮ 全剧富于哲理和肃穆气氛ꎬ感情汹涌澎湃ꎬ体现了雅

典民主派的自豪感ꎮ
普罗米修斯在赫希俄德的«神谱»中本来是一个小神ꎬ经

过埃斯库罗斯的塑造ꎬ他成了一位不畏强暴、不怕牺牲、敢于

斗争的伟大的神ꎬ成了民主派的化身ꎬ他憎恨不正义的神ꎬ宁
可承受亿万年的苦难也决不向他们屈服ꎮ 普罗米修斯的形象

堪称不朽ꎬ他从古到今都获得进步人类的称赞ꎬ马克思称他为

“哲学的日历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①ꎮ
宙斯在剧中是个新得势的神ꎬ他敌视人类ꎬ甚至企图毁灭

人类ꎬ是人类的公敌ꎮ 他在普罗米修斯的帮助下推翻他父亲

而获得王位ꎬ但他恩将仇报ꎬ对他的战友进行迫害ꎮ 他不讲信

义ꎬ残忍暴虐ꎬ专制横蛮ꎬ荒淫邪恶ꎮ 在宙斯的形象里反映出

雅典当日的僭主ꎮ 除了攻击宙斯而外ꎬ诗人还讽刺河神的怯

懦ꎬ挖苦赫耳墨斯的奴才根性ꎬ所以马克思说ꎬ希腊众神在

«普罗米修斯»中“悲剧式地受到一次致命伤”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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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博士论文›序»第 ３ 页ꎮ 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６１ 年ꎮ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ꎮ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１ 卷ꎬ
第 ５ 页ꎮ



«普罗米修斯»的剧本结构简单ꎬ动作很少ꎬ独白和合唱

队的抒情诗在剧中的比重很大ꎬ普罗米修斯就像是酒神颂歌

中的回答者ꎬ剧中出现的人物向他提问题ꎬ他回答问题并抒发

他的感触ꎮ 宙斯在剧中始终没有出场ꎬ但他的淫威无处不在ꎬ
他的无形的形象比有形的形象更有力ꎮ

埃斯库罗斯的其他名剧是«俄瑞斯忒斯三部曲»(公元前

４５８)ꎬ这是现存的古希腊唯一的三部曲ꎮ 第一部«阿伽门农»
是古希腊最出色的悲剧之一ꎮ 阿伽门农出兵特洛伊时ꎬ曾经

杀死他的女儿伊菲革涅亚祭神ꎬ他的妻子克吕泰墨涅斯特拉

想为女儿复仇ꎬ串通她的情人埃癸斯托斯在阿伽门农得胜回

国时把他谋害了ꎮ 第二部«奠酒人»写阿伽门农的儿子俄瑞

斯忒斯回国为父报仇ꎬ杀死他的母亲ꎮ 第三部«报仇神»写俄

瑞斯忒斯在雅典法庭受审ꎬ雅典娜女神宣判他无罪ꎮ 剧本结

束时ꎬ雅典人欢庆城邦的保护神雅典娜的节日ꎮ 这个三部曲

的主题是描写父权制对母权制的胜利和进步的法治精神对血

族复仇观念的胜利ꎮ①

埃斯库罗斯是古希腊悲剧的真正创始者ꎬ恩格斯称他为

“悲剧之父”②ꎮ 他使悲剧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完备的形

式ꎮ 他首先采用三部曲的悲剧形式ꎬ每部既能独立存在ꎬ各部

之间又有紧密的联系ꎮ 据说ꎬ布景、庄严的舞蹈、高底靴和轻

飘鲜明的服装都是埃斯库罗斯首先采用的ꎮ
埃斯库罗斯的人物都是巨人式的ꎬ但一般说来ꎬ他们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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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看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ꎮ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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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固定不变ꎮ 他的悲剧富于抒情气氛ꎬ不大注重情节的戏剧

性ꎮ 他的风格庄严崇高ꎬ词汇丰富ꎬ但有时显得堆砌ꎮ
阿里斯托芬在他的喜剧«蛙»里对埃斯库罗斯推崇备至ꎬ

认为他的悲剧有很大的教育意义ꎮ 他的作品在十九世纪受到

广泛的重视ꎮ 据说ꎬ埃斯库罗斯是马克思最喜爱的作家之一ꎮ
索福克勒斯(公元前 ４９６? —４０６)的父亲是制造盔甲的

作坊主ꎮ 诗人早年和寡头派领袖客蒙来往ꎬ后来和民主派领

袖伯里克理斯交谊甚笃ꎮ 公元前四四〇年ꎬ他被选为雅典十

将军之一ꎬ公元前四一三年ꎬ参加了反民主的政变ꎮ 他大约写

了一百三十部悲剧和“萨堤洛斯剧”ꎬ现存七部ꎬ其中以«安提

戈涅»和«俄狄浦斯王»两部最为杰出ꎮ 他得过二十四次戏剧

奖ꎬ是得奖最多的悲剧诗人ꎮ
索福克勒斯生活在雅典城邦盛极而衰的时期ꎮ 伯里克理

斯时代虽然被称为“黄金时代”ꎬ但城邦已潜伏着深重的社会

危机ꎻ雅典在提洛同盟中的压迫者的地位加强了城邦上层的

寄生性和反动性ꎻ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以后ꎬ民主制大大削

弱ꎮ 民主制的衰落和社会动乱在自由民阶层中引起了对民主

理想的幻灭情绪ꎮ 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中有一种惶惑不解和事

与愿违的沉重心情ꎮ 他也把社会的各种现象归因于命运的捉

弄ꎮ 对他来说ꎬ命运不是具体的神祇ꎬ而是一种抽象的力量ꎮ
他虽然相信命运的威力ꎬ但又认为命运是不公平、不合理的ꎮ
他重视自由人的个性和自由意志ꎬ不甘向命运屈服ꎬ他的英雄

人物具有和仇敌或命运斗争到底的坚强意志ꎬ他们相信自己

是站在正义一方ꎬ所以临危不惧ꎬ明知事之不可为而为之ꎮ 索

福克勒斯重视人的才智和力量ꎬ他在«安提戈涅»中说人是世

间最奇异之物ꎬ赞美人善于工作ꎬ善于运用语言和思想ꎮ
索福克勒斯在政治上属于温和的民主派ꎬ主张维护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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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ꎬ反对独裁ꎬ但他又赞成限制公民的权利ꎬ在伦理方面ꎬ他
主张中庸适度ꎮ

索福克勒斯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俄狄浦斯王»(公元前

４３１)ꎮ 他借用一个古老而惊心动魄的故事反映了当时的现实ꎮ
忒拜国王拉伊俄斯从神那里得知ꎬ由于他自己早先的罪恶ꎬ他
的儿子命中注定要杀父娶母ꎬ他因此抛弃了自己的婴儿———俄

狄浦斯ꎮ 这婴儿被科任托斯国王波吕玻斯收养为己子ꎮ 俄狄

浦斯长大后ꎬ也从神那里得知他的命运ꎬ他一心要反抗命运ꎬ
就逃往忒拜ꎬ在路上一时动怒ꎬ打死一个老年人ꎬ正巧是他的

生父ꎮ 他猜破了人面狮身的女妖的谜语ꎬ为忒拜人解除了灾

难ꎬ被忒拜人拥戴为王ꎬ娶了前王的寡后ꎬ实际上是自己的生

母伊俄卡斯忒ꎮ 剧本开始时ꎬ忒拜发生瘟疫ꎬ神示说ꎬ必须把

杀害拉伊俄斯的凶手驱逐出境ꎬ瘟疫才能平息ꎮ 俄狄浦斯诚

心为城邦谋福ꎬ为了禳除灾难ꎬ他想尽各种办法去查访凶手ꎬ
结果发现凶手就是他自己ꎬ娶母的预言也应验了ꎮ 极度的悲

痛进一步酿成惨剧ꎬ伊俄卡斯忒自杀ꎬ俄狄浦斯悲愤欲狂ꎬ刺
瞎了自己的眼睛ꎬ并且请求放逐ꎮ

«俄狄浦斯王»的主题是描写个人的坚强意志和英雄行

为同命运的冲突ꎬ表现了善良的英雄在力量悬殊的斗争中不

可避免的毁灭ꎮ 俄狄浦斯体现着奴隶主民主派的理想君主的

一些特点ꎮ 他聪明诚实ꎬ热爱真理ꎬ关心自由民ꎬ敢于面对现

实ꎬ承担责任ꎮ 他的悲剧命运在于ꎬ他清白无辜ꎬ却要承受先

人的罪恶ꎻ他越是竭力反抗ꎬ却越是陷入命运的罗网ꎻ他越是

真诚地想为城邦消弭灾难ꎬ却越是步步临近他自己的毁灭ꎮ
他的毁灭一方面宣扬了命运有不可抗拒的威力ꎬ同时也表明

命运具有伤天害理的邪恶性质ꎬ反映了雅典自由民对于社会

灾难无能为力的悲愤情绪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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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狄浦斯王»在思想上和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ꎮ 亚理

斯多德认为它是希腊悲剧的典范ꎮ 剧中的悲剧冲突、悲剧性

格和悲剧效果都足以代表希腊悲剧的特点ꎮ 索福克勒斯在写

作这个剧本时ꎬ已经跨出了早期的模仿阶段ꎬ在艺术上达到成

熟的地步ꎬ形成了自己的风格ꎮ 剧本一开始就摆出了严重的

事件ꎬ悲剧气氛很强烈ꎬ而他还能毫不费力地加强这种气氛ꎬ
把剧情逐步推向高潮ꎻ剧情合理自然ꎬ其中每一件事都是前一

件事的必然发展ꎬ尽管情节复杂ꎬ却表现得简练紧凑ꎬ每一个

戏剧动作都发挥出最大的效果ꎮ 索福克勒斯造成了一种使观

众明白而剧中人不明白的戏剧情境ꎻ俄狄浦斯不自知的状态ꎬ
更提高了他的悲剧性ꎮ 在可怖的命运面前ꎬ俄狄浦斯的英雄

行为非常壮烈ꎬ激起很大的怜悯和恐惧ꎮ
索福克勒斯的另一杰作是«安提戈涅» (公元前 ４４１)ꎮ

剧本叙述俄狄浦斯的女儿安提戈涅反抗暴君的命令ꎬ埋葬他

的哥哥波吕涅刻斯ꎬ因而被处死ꎮ 剧本的主题是描写宗教伦

理和残暴的法律的冲突ꎬ代表正义的安提戈涅虽然遭到毁灭ꎬ
但暴君克瑞翁也只落得众叛亲离的下场ꎬ为自己造成悲剧ꎮ
剧本的主旨仍在于提倡民主精神ꎬ反对独裁制度ꎮ 剧中的矛

盾冲突很复杂ꎬ但结构很严谨ꎮ 安提戈涅本来是个弱女子ꎬ但
她勇敢倔强ꎬ有牺牲精神ꎬ她的道义力量使她成为一个高大的

形象ꎮ
索福克勒斯使悲剧艺术达到完美的境界ꎬ他突破抒情诗

式的悲剧形式ꎬ减少合唱队的作用ꎬ加强了戏剧动作ꎮ 他放弃

了三部曲的形式ꎬ能够更加简练地在一出悲剧中表现复杂的

戏剧冲突ꎮ 他最注意情节的整一和内在联系ꎬ使剧本成为一

个有机的整体ꎬ他的作品在希腊戏剧中结构最为完整ꎮ 索福

克勒斯不注重写神而注重写英雄ꎻ不注重大段抒发人物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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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而注重刻画人物性格ꎬ使它成为剧情发展的基本动力ꎮ 他

还善于采用对照人物的手法ꎬ使人物性格格外鲜明ꎮ 索福克

勒斯的风格简洁自然ꎬ对话很紧凑ꎬ符合人物的身分ꎮ 他的合

唱歌也写得很美ꎬ特别是«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一剧中的第

一合唱歌和«安提戈涅»中的第三合唱歌ꎬ被誉为抒情诗的典

范ꎮ
阿里斯托芬在«蛙»里认为索福克勒斯最有资格继承埃

斯库罗斯ꎮ 拉辛认为«俄狄浦斯王»是一部最完美的悲剧ꎬ莱
辛和歌德对他的技巧评价很高ꎮ

欧里庇得斯(公元前 ４８５? —４０６)出身贵族ꎬ曾学过自然

哲学ꎬ与苏格拉底和一些诡辩派①哲学家交往ꎬ被称为“剧场

里的哲学家”ꎮ 他晚年由于反对侵略战争ꎬ对神抱怀疑态度ꎬ
以致不见容于雅典当局ꎬ到马其顿国王宫中作客ꎬ后来死在那

里ꎮ 他大约写过九十二部悲剧和“萨堤洛斯剧”ꎬ现存有«美
狄亚»、«特洛伊妇女»、«伊菲革涅亚在陶洛人里»、«希波吕

托斯»等十八部悲剧ꎬ得过五次戏剧奖ꎮ
欧里庇得斯的作品反映了奴隶主民主制发生危机时期的

雅典社会ꎮ 他主张维护民主制的一些重要原则ꎬ认为全体公

民在法律面前应一律平等ꎬ人人都应有发言权ꎬ他也同样谴责

僭主ꎮ 但他和前两个悲剧家不同ꎮ 埃斯库罗斯热烈拥护民主

制ꎬ索福克勒斯对民主制的信心已发生动摇ꎬ欧里庇得斯则深

切体会到民主制所产生的严重弊端ꎮ 他受到诡辩派进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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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ꎬ对于雅典城邦对外侵略、对内压迫的政策ꎬ对于当时

的妇女地位和宗教意识都发生了怀疑ꎮ 他说神是“古老的谎

话”ꎬ甚至认为ꎬ“奴隶身上只有一件东西不体面ꎬ那就是奴隶

这名称”ꎮ 在欧里庇得斯看来ꎬ决定人的命运的不再是神ꎬ而
是人自己ꎮ 欧里庇得斯在某些地方超出了奴隶主民主制的限

制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大众的民主要求ꎮ 但他也没有

完全摆脱旧思想的束缚ꎬ仍旧保留了一些传统的宗教观念ꎮ
欧里庇得斯和其他的悲剧家一样ꎬ也借用现成的神话和

英雄传说的情节进行创作ꎬ但他改变了这些传说的性质ꎮ 希

腊众神在诗人笔下失去了神性而无恶不作ꎻ古代的英雄也失

去他们的庄严而变得厚颜无耻ꎬ自私自利ꎻ特洛伊战争也失去

了英雄主义的色彩而成为野蛮残酷的侵略战争ꎮ 这种不同的

处理ꎬ一方面是由于诗人的意图在托古喻今ꎬ另一方面也是由

于诗人对理想化了的传说发生怀疑ꎮ
欧里庇得斯深切关怀妇女的命运ꎬ他现存的悲剧中有十

二部是写妇女的ꎬ其中最重要的是«美狄亚» (公元前 ４３１)ꎮ
科尔喀斯公主美狄亚不顾一切爱上了伊阿宋ꎬ帮助他杀死了

她的兄弟ꎬ抢去她父亲的金羊毛ꎬ然后随他来到希腊ꎬ和他结

婚ꎮ 剧本开始时ꎬ伊阿宋行将另娶科任托斯公主ꎬ遗弃美狄

亚ꎬ科任托斯国王还要把她驱逐出境ꎮ 美狄亚痛苦得几乎发

狂ꎮ 她起初和伊阿宋争吵ꎬ后来假意与他和解ꎬ打发两个儿子

把两件浸沾毒药的礼物送给新娘ꎬ害死了新娘和国王ꎮ 为了

惩罚伊阿宋ꎬ使他断绝后代ꎬ美狄亚在痛苦中杀死了她的两个

儿子ꎬ自己乘龙车逃往雅典ꎮ
在英雄时代和氏族社会解体时期ꎬ妇女的地位还相当高ꎮ

到了公元前六世纪至五世纪期间ꎬ私有制的发展使家庭制度

巩固下来ꎬ婚姻已经固定为一夫一妻制ꎮ 但一夫一妻制只对

１４



妇女有约束ꎬ男子则可以把妻子关在家中ꎬ自己在外胡作非

为ꎬ或随便把妻子遗弃ꎮ 妇女的地位几乎和奴隶相等ꎬ她们的

生活是痛苦的ꎮ «美狄亚»一剧反映了当时妇女的处境ꎬ美狄

亚在剧中说ꎬ“在一切有理智、有灵性的生物当中ꎬ我们女子

算是最不幸的ꎮ”欧里庇得斯对这种不平等的社会现象表示

愤慨ꎬ他赞成妇女起来反抗ꎮ
美狄亚是一个聪明倔强、有办法、有胆量的女性ꎮ 她是外

国人ꎬ得不到城邦的保护ꎬ在离乡背井、只身无援的处境中被

丈夫遗弃ꎬ又遭到国王的迫害ꎮ 她对丈夫的强烈的爱转化为

强烈的恨ꎬ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心爱的儿子ꎬ以图报复ꎬ向社会

提出抗议ꎮ 她复仇的方式固然残酷ꎬ但这是社会把她逼到这

个地步的ꎮ
伊阿宋本来是一个取金羊毛的英雄ꎬ也很爱美狄亚ꎮ 回

国后ꎬ他贪图权势和钱财ꎬ变成一个喜新厌旧的小人和野心

家ꎮ 他忘恩负义ꎬ遗弃了美狄亚ꎬ还处处为自己的背叛行为辩

护ꎮ
欧里庇得斯善于描写炽烈的感情ꎮ 美狄亚的爱和恨都超

出了一般的感情ꎬ合唱队以中庸之道婉言相劝ꎬ也不能使她平

息ꎮ 从这部戏里可以看出ꎬ社会动荡引起人们心理的变化ꎬ中
庸适度的平衡感打破了ꎬ代之而起的是骚动激烈的感情ꎬ近乎

变态ꎮ 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反映了这种情绪ꎮ
欧里庇得斯一般不甚注重结构ꎬ但这部悲剧的结构比较

完整ꎮ 在剧中ꎬ崇高和庄严的传统气氛消失了ꎬ只有冷酷无情

的实际生活景象ꎮ 剧本的前半部着重描写美狄亚被逼而濒于

绝望的情绪ꎬ后半部着重描写美狄亚心中对丈夫的恨和对儿

子的爱的激烈斗争和她的复仇行动ꎬ气氛可怖ꎮ
«特洛伊妇女» (公元前 ４１５)也是欧里庇得斯的名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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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剧本假托特洛伊战争的故事ꎬ反映了雅典人在公元前四

一六年攻下守中立的墨罗斯岛、大肆杀戮的历史事实ꎮ 剧中

描写特洛伊城被焚毁ꎬ男子被杀尽ꎬ妇女沦为奴隶ꎬ赫克托耳

的幼子被希腊人从城墙上扔下来摔死ꎬ景象很悲惨ꎮ 剧中抒

情气氛浓厚ꎬ心理描写深刻ꎬ但是各场之间的联系比较松散ꎮ
欧里庇得斯的剧作标志着旧日的英雄悲剧的结束ꎮ 悲剧

到了他的手中ꎬ现实的社会问题才提得特别鲜明ꎬ特别广泛ꎮ
索福克勒斯曾经说ꎬ他自己的人物是理想的ꎬ欧里庇得斯的人

物是真实的ꎮ 这句有名的话指出了希腊悲剧发展的一个方

面ꎮ 欧里庇得斯首先描写日常生活ꎬ甚至把农民、奴隶、儿童

和仆人作为悲剧中的人物ꎮ 欧里庇得斯还善于描写人物的心

理ꎬ特别是妇女的心理ꎮ 他的语言自然流畅ꎬ接近口语ꎬ富于

感情ꎮ
欧里庇得斯生前不大为同时代人所了解ꎬ死后的名声比

较大ꎮ 阿里斯托芬在«蛙»里指责欧里庇得斯不应描写妇女

的激情和不健康的心理ꎬ但也承认他在戏剧艺术上有某些长

处ꎮ 亚理斯多德对欧里庇得斯有许多指责ꎬ但也称赞他善于

运用日常语言ꎬ善于造成悲剧的效果ꎬ引起观众的怜悯和恐

惧ꎮ 欧里庇得斯的戏剧对古希腊“新喜剧”①、罗马文学和后

世欧洲文学有很大的影响ꎮ
古希腊喜剧起源于祭祀酒神的狂欢歌舞和民间滑稽戏ꎮ

这种滑稽戏产生于墨加拉城邦民主制建立时代(公元前 ６００
年左右)ꎬ后来流传到阿提刻ꎬ具有了诗的形式ꎬ成为喜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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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希腊喜剧的发展可分成三个时期:公元前四八七至四〇四年称为旧喜

剧ꎻ公元前四〇四至三三八年称为中期喜剧ꎻ公元前三三八至一二〇年

称为新喜剧ꎮ



公元前四八七年ꎬ雅典正式确定在春季酒神节庆中增加喜剧

竞赛项目ꎮ
希腊喜剧大半是政治讽刺剧和社会讽刺剧ꎬ产生于言论

比较自由的民主政治繁荣时代ꎮ 在内战期间ꎬ战乱频繁ꎬ城邦

内部贫富对立加剧ꎮ 当时民主权利虽然受到限制ꎬ但仍多少

有一些言论自由ꎬ因此喜剧加强了批判性ꎬ得到进一步的发

展ꎮ 这时的喜剧称为“旧喜剧”ꎬ讽刺的对象是社会的著名人

物ꎬ特别是当权人物ꎮ 剧中人大半是普通人ꎬ角色比悲剧的多

一些ꎬ每剧一般由六个部分组成:一、开场ꎻ二、进场ꎻ三、对驳

场ꎻ四、评议场ꎻ五、插曲ꎻ六、退场ꎮ 但也不十分严格ꎬ主题思

想主要表现在对驳场中ꎮ 斗争一方胜利之后是一些欢乐的场

面ꎬ显示胜利的后果ꎮ
亚理斯多德认为ꎬ喜剧是对丑的和滑稽的事件和人物的

模仿ꎬ但是他有轻视旧喜剧的意思ꎮ 实际上ꎬ旧喜剧的表现形

式是轻松的ꎬ但它的意图是严肃的ꎮ 喜剧作家善于利用日常

生活中的琐事和滑稽、偶然的事件ꎬ通过夸大来表现生活的本

质ꎮ 喜剧通过嘲笑而起教育作用ꎮ
公元前五世纪ꎬ雅典产生三大喜剧诗人:第一个是克拉提

诺斯ꎬ第二个是欧波利斯ꎬ第三个是阿里斯托芬ꎮ 只有阿里斯

托芬传下一些完整的作品ꎮ
阿里斯托芬(公元前 ４４６? —３８５?)是雅典公民ꎬ拥有土

地ꎮ 他交游甚广ꎬ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朋友ꎮ 诗人敢于在

剧中抨击雅典的当权人物ꎬ特别是克勒翁ꎻ曾被控告侮辱了雅

典公民和城邦ꎬ但他并不退缩ꎬ仍旧继续讽刺他们ꎮ 他写过四

十四部喜剧ꎬ现存十一部ꎮ
阿里斯托芬的喜剧触及当时一切重大政治问题和社会问

题ꎬ描述了雅典奴隶主民主制危机时期的社会生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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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斯托芬的世界观基本上反映了自由民中的农民的利

益ꎬ他提出一些新思想ꎬ但在政治上又有保守倾向ꎮ 他坚决反

对雅典集团和斯巴达集团之间的战争ꎮ 他在«阿卡奈人»、
«和平»和«吕西斯特拉忒»等剧中主张议和ꎬ同时也歌颂马拉

松时代抗击外国侵略者的精神ꎮ 内战期间ꎬ雅典的民主越来

越衰落ꎬ政治越来越腐败ꎬ政治煽动家克勒翁的气焰特别嚣

张ꎮ 诗人在«骑士»中大胆地把克勒翁描写成一个愚弄人民

的骗子ꎬ还在剧中使象征人民的德谟斯返老还童ꎬ恢复马拉松

时代的精神ꎮ 战后ꎬ雅典经济崩溃ꎬ一般人民更加穷困ꎬ社会

上产生了理想国思想ꎬ要求平均财富ꎮ «公民大会妇女»和

«财神»等剧都反映了这些思想ꎮ 但诗人的态度是矛盾的ꎬ他
一方面认为贫富不均的现象不合理ꎬ另一方面又认为富裕意

味着脱离劳动ꎬ而没有劳动就不可能产生财富ꎬ因此他对于平

均财富的思想也有怀疑ꎮ 阿里斯托芬对妇女问题也非常注

意ꎬ他反对妇女没有政治权利的不平等现象ꎬ批判轻视妇女的

思想ꎮ 他在«吕西斯特拉忒»中认为ꎬ妇女也了解政治问题ꎬ
能够挽救城邦ꎬ治理国事ꎬ但他又不主张妇女彻底解放ꎮ 阿里

斯托芬反对诡辩派的新教育ꎬ提倡培养心灵、注重节制的旧教

育ꎮ 他对神采取嘲笑态度ꎬ同时仍旧拥护传统宗教ꎮ
阿里斯托芬留下一些关于创作的言论ꎮ 他在«阿卡奈

人»中提出ꎬ他写作喜剧的目的是为了发扬真理ꎬ支持正义ꎬ
给人民指出教训ꎬ把他们引上幸福之路ꎮ 他在«蛙»一剧中提

出ꎬ推崇一个诗人的标准ꎬ要看他是否为国家教好人民ꎮ 酒神

在剧中宣称ꎬ使人类堕落的诗人应当处死ꎮ 他最早明确地表

述了文艺的社会功能ꎮ
«阿卡奈人» (公元前 ４２５)是阿里斯托芬第一部成功的

喜剧ꎮ 在“开场”中ꎬ农民狄开俄波利斯看见雅典公民大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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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一个提倡议和的人讲话ꎬ他给了那人八块钱币ꎬ派他替他自

己一家人同斯巴达人议和ꎮ 在“进场”中ꎬ雅典附近受战祸最

深的阿卡奈人(合唱队)用石头追打狄开俄波利斯ꎬ指责他叛

国ꎮ 他在“对驳场”中争辩说ꎬ他并不想投靠斯巴达人ꎬ他本

人也受到他们的蹂躏ꎬ但雅典人也要对引起战争负责ꎮ 有一

些阿卡奈人不服ꎬ请主战派将领拉马科斯来帮忙ꎬ狄开俄波利

斯当场和他扭打ꎬ把他打败ꎬ并去和伯罗奔尼撒人通商ꎮ 接着

的“插曲”表现了作交易的场面ꎬ显示和平的好处ꎮ 拉马科斯

再度出征ꎬ在“退场”中ꎬ他跛着脚上场ꎬ他在战争中负伤ꎬ痛
苦万分ꎮ 狄开俄波利斯却由两个吹双管的女子伴着ꎬ饱食大

醉ꎬ得意洋洋ꎮ
«阿卡奈人»通过漫画式的夸张手法和表面上很不严肃

的讪笑打诨的场面来反映生活ꎬ很像闹剧ꎮ 例如ꎬ狄开俄波利

斯和拉马科斯的争辩本来是件正经事ꎬ但两人却在台上撒野ꎬ
通过扭打来解决问题ꎻ又如ꎬ有一场写一个农民在战乱中丢掉

耕牛ꎬ几乎把眼睛哭瞎ꎬ他来到狄开俄波利斯的市场上买“和
平眼药”ꎬ谐谑地表现了农民的和平愿望ꎮ 这些场面都很滑

稽ꎮ 但是ꎬ在“退场”中ꎬ堂皇的雅典将军在台上哇哇大叫的

场面就很丑ꎮ 在这些滑稽和丑陋的事件中ꎬ寄寓着非常严肃

的思想ꎮ «阿卡奈人»的政治作用在于扫除雅典公民中的主

战心理ꎬ号召订立和约ꎮ 诗人在剧中指出ꎬ战争对政治煽动家

和军官有利ꎬ对人民有害ꎻ他认为战争双方都有过错ꎬ主张各

城邦团结友好ꎬ发扬马拉松精神ꎬ共同对付波斯的侵略威胁ꎮ
阿里斯托芬正是从这个思想高度去俯视脚下的现实ꎬ才把生

活中丑陋的本质挖掘出来ꎬ尽情地加以嘲笑ꎮ
狄开俄波利斯是个典型的阿提刻农民ꎬ他头脑清楚ꎬ有机

智ꎬ有胆量ꎮ 拉马科斯是一介武夫ꎬ头脑糊涂ꎬ虚荣心强ꎬ外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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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干ꎮ
«鸟»(公元前 ４１４)也是阿里斯托芬的杰作之一ꎬ是现存

的唯一以神话幻想为题材的喜剧ꎮ 剧中有两个雅典人和一群

鸟一起在天和地之间建立了一个“云中鹁鸪国”ꎮ 这个国家

是一个理想的社会ꎬ其中没有贫富之分ꎬ没有剥削ꎬ劳动是生

存的唯一条件ꎮ 这部喜剧讽刺雅典城市中的寄生生活ꎬ是欧

洲文学史上最早描写理想社会的作品ꎮ 在艺术性方面ꎬ«鸟»
无疑是阿里斯托芬最优秀的作品ꎮ 剧中情节丰富多采ꎬ由合

唱队扮演的飞鸟出入林间ꎬ五色缤纷ꎮ 全剧富于幻想ꎬ抒情气

氛浓厚ꎮ 在阿里斯托芬的剧作中ꎬ这部喜剧的结构最完整ꎮ
阿里斯托芬的想象力非常丰富ꎬ他的戏剧情节是虚构的ꎬ

往往流于荒诞ꎬ但主题很现实ꎮ 他喜欢采用夸张手法ꎬ仿佛是

用一面凸凹不平的镜子来映照生活ꎬ镜中的形象虽然是漫画

式的ꎬ但反映了生活的本质ꎮ 他有时还采用象征手法ꎬ把一些

抽象概念拟人化ꎮ 阿里斯托芬富于机智ꎬ善于使用谐音字ꎬ并
戏拟悲剧中的诗句ꎬ产生喜剧效果ꎮ 他运用民间的朴素生动

的语言ꎬ配合着城市里的文雅语ꎬ台词灵活生动ꎮ 他的剧中有

美丽的诗ꎬ也有粗野的场面ꎮ 海涅曾说ꎬ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像

童话里的一棵树ꎬ上面有思想的奇花开放ꎬ有夜莺歌唱ꎬ也有

猢狲爬行ꎮ
恩格斯曾经称阿里斯托芬为“喜剧之父”和“有强烈倾向

的诗人”ꎮ①

和悲剧与喜剧同时ꎬ希腊出现了正式的历史著作ꎬ从文学

角度说ꎬ它意味着散文的发展ꎮ 希腊有三位著名的历史作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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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八八五年一月二十六日恩格斯致敏娜考茨基信ꎮ «马克思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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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是希罗多德(公元前 ４８５? —４２５?)ꎬ他被称为“历史之

父”ꎬ著有«历史»(又名«希腊波斯战争史»)一书ꎬ记载埃及、
西亚和希腊的历史以及希波战争ꎮ 作者已经开始比较各家记

载ꎬ力图发现历史的真相ꎬ但他仍旧在历史框架中嵌入许多传

说和故事ꎮ 他看不出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ꎬ往往用命运和神

力来解释这些事件ꎮ 他的描写手法引人入胜ꎬ文字流畅ꎬ清晰

自然ꎮ 第二个是修昔底德(公元前 ４６０? —４００?)ꎬ他著有«伯
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ꎬ未完成ꎮ 作者能够分析经济、政治和

军事之间的联系ꎬ揭示历史事件发展中的因果关系ꎮ 他还能

引用战争双方的言论ꎬ分析史料ꎬ核对证据ꎮ 他的叙述谨严ꎬ
风格简洁生动ꎮ 第三个是色诺芬(公元前 ４３０? —３５５?)ꎬ他
写过各种著作ꎮ 在他的历史著作中ꎬ他把历史归结为个人的

斗争和军事首领的活动ꎮ 他的代表作是«长征记» (又名«万
人进军»)ꎬ叙述公元前四〇一年一支希腊雇佣军深入波斯腹

地ꎬ帮助波斯皇帝之弟小居鲁斯争夺波斯皇位ꎬ以及希腊人艰

苦撤退的经过ꎮ 作者本人曾参加这次战争ꎮ 他的历史写得平

易简洁ꎬ但缺乏深刻的思想内容ꎮ
由于当时的政治纷争剧烈ꎬ雄辩术(演说)在雅典得到发

展ꎬ产生了十大演说家ꎬ其中最著名的是伊苏格拉底和狄摩西

尼ꎮ 伊苏格拉底(公元前 ４３６—３３８)把统一希腊的希望寄托

在少数强有力的统治者身上ꎮ 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号召全部希

腊城邦联合起来讨伐波斯的演说词(公元前 ３８０)ꎮ 他的文体

讲究和谐ꎬ重视节奏ꎮ 狄摩西尼(公元前 ３８３—３２２)号召希腊

各城邦联合起来抵抗马其顿的菲力浦二世ꎬ失败后ꎬ服毒自

杀ꎮ 他最有名的作品是第三篇反对菲力浦的演说(公元前

３４１)ꎬ这篇演说洋溢着忧国忧民的热情ꎬ提醒希腊人注意马

其顿的威胁ꎬ号召他们团结御侮ꎬ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ꎮ 他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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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用简单的语言表达激昂的情绪ꎬ对后世的雄辩术有很大的

影响ꎮ
在文艺理论方面ꎬ最重要的作家是哲学家柏拉图和亚理

斯多德ꎮ
柏拉图(公元前 ４２７? —３４８)出身雅典贵族ꎬ早年从哲学

家苏格拉底求学ꎮ 苏格拉底被雅典民主政权以破坏宗教和毒

害青年的罪状处死后ꎬ柏拉图曾游历埃及等地ꎮ 回雅典后ꎬ他
创办学园ꎬ授徒讲学ꎬ并撰写哲学对话录ꎬ直到死时为止ꎮ 柏

拉图的对话录总共有四十多篇ꎬ内容涉及政治、伦理、文艺、教
育以及当时争辩激烈的一些哲学问题ꎮ 最著名的有体现他的

政治纲领的«理想国»ꎬ讨论修辞学和辩证法的«斐德若»ꎬ讨
论审美教育的«会饮»ꎬ和谈到理想国的社会组织的«法律»等
篇ꎮ 这些对话中主要发言人都是苏格拉底ꎬ论敌则大半是诡

辩派哲学家ꎮ 柏拉图自己在对话中始终没有出场ꎬ苏格拉底

可能就是他的代言人ꎮ
柏拉图生活在雅典贵族失势、民主派当权的时代ꎬ他提倡

贵族政治ꎬ反对民主制度ꎮ 在哲学上ꎬ他继承了苏格拉底的唯

心主义ꎬ成为西方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的始祖ꎮ 他把“理式”或
宇宙间的原则和道理看作是第一性的、永恒普遍的ꎬ至于感官

接触的世界则是“理式”世界的摹本或幻影ꎬ无永恒性和普遍

性ꎬ所以不仅是第二性的ꎬ而且是不真实的ꎮ 柏拉图的哲学体

系中还谈到关于爱情的理论ꎮ 他反对把爱情当成利害关系和

情欲的满足ꎬ认为爱情是从人世间美的形体窥见美的本体以

后所引起的爱慕ꎬ人经过这种爱情而达到永恒的美(理式)ꎮ
这种思想虽然具有反对庸俗爱情的意义ꎬ但本质上是精神贵

族的观点ꎬ是他唯心主义体系的一部分ꎮ 后世的“柏拉图式

的精神恋爱”ꎬ就是导源于他的爱情学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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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在«理想国»里对诗人提出两大罪状ꎮ 第一ꎬ诗不

能教人认识真理ꎮ 例如画家画床只是模仿木匠制造的床ꎬ而
木匠造床又模仿床之所以为床的道理(理式)ꎬ所以文艺只是

“模仿的模仿”ꎬ“影子的影子”ꎬ“和真理隔着两层”ꎮ 其次ꎬ
诗滋养着应该由理智压制下去的“人性中的卑劣部分”ꎬ例如

情感和欲念ꎮ 而且ꎬ希腊诗人把神和英雄写得无恶不作ꎬ破坏

了宗教信仰ꎬ起了伤风败俗的作用ꎮ 根据这两大罪状ꎬ他把诗

人逐出了他的理想国ꎮ 但柏拉图实际上并不否定文学艺术ꎬ
他只是反对具有民主倾向的文学艺术ꎮ 他从反动的贵族利益

出发ꎬ提出文艺必须服务于贵族政治的观点ꎮ
此外ꎬ柏拉图还发挥了希腊传统的灵感说ꎮ 他认为创作

的源泉是灵感ꎬ诗人须有神灵凭附ꎬ转入狂热状态ꎬ才能创造

出伟大的作品ꎮ 这也是客观唯心主义在创作理论上的表现ꎮ
柏拉图的对话录对希腊文学有很大的贡献ꎮ 它的特点是

用提问、启发、诱导等方式解决疑难ꎬ以浅喻深ꎬ由近及远ꎬ层
层深入ꎬ使读者不但看到思辨的结果ꎬ还看到思想发展的过

程ꎮ 柏拉图描写对话者之间的矛盾ꎬ具有一定的戏剧性ꎮ 人

物有一定的个性ꎬ如苏格拉底的发言总带些装傻ꎮ 对话场所

的描绘也颇生动ꎮ 此外ꎬ他善于运用形象的比喻来说明抽象

观念ꎮ 例如ꎬ他用两匹马的活动来比喻人的灵魂中的冲突ꎮ
一匹马驯良而懂得节制ꎬ代表德行ꎻ另一匹马桀骜不驯ꎬ代表

情欲ꎮ 这两匹马同驾一辆车子ꎬ发生了痛苦的冲突ꎬ使御者不

能驱车升到诸天的绝顶ꎮ
公元三世纪ꎬ柏拉图的哲学思想由普洛丁努斯发展为新

柏拉图主义ꎮ 这种新柏拉图主义在中古同基督教神学结合在

一起ꎬ在哲学和美学方面统治了一千多年ꎮ 柏拉图和新柏拉

图派的思想在后来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及浪漫主义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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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过很大的影响ꎮ
亚理斯多德(公元前 ３８４—３２２)生在马其顿ꎬ父亲是御

医ꎮ 他二十一岁时赴雅典从柏拉图学哲学ꎬ柏拉图死后ꎬ他回

到马其顿ꎬ当菲力浦二世的儿子亚历山大的教师三年ꎬ及至亚

历山大即位东侵ꎬ他又回雅典开办一所学校ꎬ授徒讲学ꎬ撰写

哲学和科学著作ꎮ
亚理斯多德并不维护奴隶主贵族制ꎬ他认为贫富悬殊会

引起社会动荡ꎬ只有中等的富裕才是幸福ꎮ 在伦理学上ꎬ他提

倡中庸哲学ꎮ 亚理斯多德的思想代表奴隶主中的中等阶层的

利益ꎮ
在哲学方面ꎬ亚理斯多德发展了赫拉克利特的唯物的和

辩证的思想ꎬ奠定了形式逻辑学的基础(«论工具»)ꎬ论证了

一般与特殊的统一ꎬ认为理性原则存在于感性事物之中ꎬ从而

彻底批判了柏拉图的客观唯心主义观点ꎮ 但是在肯定神为创

造因这一点上ꎬ他还是唯心主义的ꎮ
在文艺理论方面ꎬ亚理斯多德利用他那丰富的哲学和自

然科学知识ꎬ对希腊文艺作了总结ꎮ 他的«诗学»和«修辞学»
都是这种总结的成果ꎮ 他抓住文艺的一些基本问题ꎬ作出了

在当时是最深刻的解答ꎮ
亚理斯多德的«诗学»首先阐述文艺和生活的关系ꎬ他发

扬了古希腊传统的“模仿说”ꎬ认为现实世界是文艺的蓝本ꎬ
文艺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ꎮ 模仿并不是消极的抄袭ꎬ而是通

过观察和认识ꎬ来反映现实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事物ꎮ «诗学»
第九章有一段比较诗和历史的话是极其重要的:“诗人的职

责不在描述已发生的事ꎬ而在于描写可能发生的事ꎬ即按照可

然律或必然律是可能的事ꎮ 诗人和历史家的差别在于ꎬ
历史家描述已发生的事ꎬ而诗人却描述可能发生的事ꎬ因此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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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比历史更近于哲学ꎬ更严肃ꎻ因为诗所说的多半带有普遍

性ꎬ而历史所说的则是个别的事ꎮ 所谓普遍性是指某一类人ꎬ
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ꎬ在某种场合下会说些什么话ꎬ做些什么

事ꎬ———诗的目的就在此ꎬ尽管它给所写的人物安上姓名ꎮ 至

于所谓特殊的事则指例如亚尔西巴德①所做的事或所遭遇到

的事ꎮ”这段话有几点含义:首先ꎬ诗有诗的真实ꎬ它是合乎规

律的ꎬ带有普遍性的ꎬ所以柏拉图说诗不显示真理的论点不能

成立ꎮ 其次ꎬ诗的真实不同于历史的真实ꎬ艺术的真实不同于

生活的真实ꎻ诗是虚构ꎬ在虚构中揭示事物的必然性而抛去偶

然性ꎬ所以诗或艺术的真实可以高于生活的真实ꎮ 这就推翻

了柏拉图认为艺术只是“影子的影子”的论点ꎮ 再次ꎬ诗可以

通过“安上姓名”的个别人物来显示出普遍性和必然性ꎬ这就

是“一般与特殊统一”的观点ꎮ
由于认识到诗必须符合可然律和必然律ꎬ显示事物的内

在联系ꎬ亚理斯多德特别强调作品必须是有机的整体ꎬ从这个

观点出发ꎬ他认为无论是史诗还是悲剧ꎬ都应以动作或情节为

纲ꎬ而不应以人物性格为纲ꎬ因为以情节为纲ꎬ较易显出事件

发展的必然性ꎮ 情节要整一ꎬ一部作品只应有一个主要的情

节ꎬ从开始发展到顶点ꎬ然后转到必然的结局ꎮ
亚理斯多德在«诗学»里着重分析了悲剧ꎮ 第六章里悲

剧的定义是重要的:“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

度的动作的模仿ꎻ用的是由各种雕饰来提高的语言ꎬ不同的雕

饰用在不同的部分ꎻ方式是通过动作而不是通过叙述ꎻ引起怜

悯和恐惧ꎬ从而导致这些情感的净化ꎮ”接着他指出ꎬ“动作须

有动作的人物ꎬ人物必然具有性格和思想两方面的特点ꎮ”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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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ꎬ亚理斯多德就指出了分析一般戏剧作品所必须考虑到的

六个要素:动作(情节)、人物性格、思想、语言、表演(通过人

物动作ꎬ不通过叙述)和歌唱(因为希腊悲剧有合唱队)ꎮ 此

外ꎬ他还指出悲剧所引起的情感是对人物所受灾祸的怜悯和

恐惧ꎮ 这些情感在看悲剧时受到“净化”ꎬ所以对心理能起健

康的影响ꎮ 这里也就批判了柏拉图的文艺伤风败俗的观点ꎮ
他在论悲剧时ꎬ强调动作的整一ꎬ并指出悲剧的时间不应

无限制地延续ꎮ 这些观点后来被古典主义者引申为悲剧的三

一律ꎮ
总的说来ꎬ亚理斯多德的文艺观点是符合现实主义的ꎮ

他的«诗学»为西方的文艺理论奠定了基础ꎬ两千多年来一直

有深远的影响ꎮ
公元前四世纪下半叶ꎬ马其顿征服了整个希腊ꎮ 亚历山

大逝世(公元前 ３２３)后ꎬ庞大的帝国分化为几个王国ꎬ各自实

行中央集权制ꎬ此后二百多年间ꎬ希腊各城邦保有一定程度的

独立ꎬ时常掀起反马其顿的斗争ꎮ 但是ꎬ由于内忧外患ꎬ希腊

的政治形势异常动乱ꎬ贫苦平民一再要求废除债务ꎬ重分土

地ꎬ奴隶连续起义ꎬ政变频繁ꎬ各城邦不断受到马其顿的打击ꎮ
公元前一四六年ꎬ希腊为罗马所灭ꎮ

自公元前四世纪末叶至公元前二世纪中叶ꎬ希腊文化在

东方广泛传播ꎬ并和东方文化互相交流ꎬ这一时期被称为“希
腊化”时期ꎮ 这时期文化中心逐渐由雅典移至埃及的亚历山

大城ꎬ其科学、艺术、哲学相当发达ꎬ学术界注重书籍整理ꎬ建
成了规模空前的大图书馆和博物馆ꎮ 但古希腊文学至此已届

尾声ꎬ文学脱离现实和群众ꎬ讲究词藻ꎬ有学究气味和感伤情

调ꎬ对于当时严重的阶级斗争和对外战争无所反映ꎮ 比较有

成就的是新喜剧、拟剧、田园诗和史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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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腊化时期ꎬ剧场已不再是群众性的政治文化活动中

心ꎬ而是富人的娱乐场所ꎮ 新喜剧正是为满足这样的需要而

产生的ꎮ 它不谈政治ꎬ通过爱情故事和家庭关系来反映当时

的社会风俗ꎬ表现贵族青年男女要求自由独立的愿望ꎬ它强调

情节的曲折和风格的雅致ꎬ缺乏深刻的思想内容ꎮ 新喜剧中

出现了一些新的人物类型ꎬ如食客、兵士、艺妓和家奴等ꎬ常常

把奴隶写得聪明机智ꎮ 新喜剧的讽刺很生动ꎮ 剧中没有天神

出场ꎬ也没有合唱队ꎮ 新喜剧一般分五部分ꎬ中间穿插歌舞ꎮ
最著名的新喜剧作家是米南德ꎮ

米南德(公元前 ３４２? —２９２?)出身贵族ꎬ写过一百多部

喜剧ꎬ得过八次戏剧奖ꎬ只传下«恨世者»和一些残篇ꎮ «恨世

者»和残篇«评判»等剧的主题都在于劝善规过ꎬ提倡宽大仁

慈ꎬ以调和社会矛盾ꎮ 米南德强调性格的重要性ꎬ他认为人们

的幸运或不幸取决于自己的性格ꎮ 他的人物彼此有联系ꎬ各
个人物都能推动情节向前发展ꎮ 剧本的结构紧凑ꎬ语言接近

口语ꎬ适合人物的性格、身分和年龄ꎮ 米南德的剧本ꎬ通过罗

马剧作家的改编ꎬ对后世欧洲喜剧尤其是风俗喜剧发生了影

响ꎮ
拟剧起源于巫师祭神时的歌唱表演ꎬ是一种短剧ꎬ在街头

演出ꎮ 拟剧描写日常生活ꎬ讽刺风俗习惯ꎬ风格很粗俚ꎮ 对中

古意大利和其他国家的民间喜剧有影响ꎮ
田园诗是忒俄克里托斯(公元前 ３１０? —２４５?)首创的ꎮ

他传下的诗有二十九首ꎬ这些诗描写西西里美好的农村生活

和自然风景ꎬ清新可爱ꎮ 古希腊的田园诗对后世欧洲带有贵

族倾向的诗歌有很大的影响ꎮ
这时期还产生过几部史诗ꎬ其中比较著名的是阿波罗尼

俄斯(公元前 ２９５? —２１５?)的«阿耳戈号航海记»ꎬ这首诗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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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伊阿宋乘“阿耳戈”号船到黑海西岸科尔喀斯去取金羊毛

的故事ꎮ 伊阿宋爱上美狄亚ꎬ在她的帮助之下取得金羊毛ꎮ
诗中富于浪漫情调ꎬ对美狄亚的恋爱心理作了生动的描述ꎮ
诗的风格优美ꎬ描写动人ꎬ但结构松散ꎬ人物刻画很差ꎮ

从传说中的荷马算起ꎬ古希腊文学经历了很长一个过程ꎮ
它是欧洲文学的开端ꎮ 它首先在罗马文学中得到继承和发

展ꎮ 在中古的西欧ꎬ它遭到摈弃和埋没ꎬ只是在拜占廷文化中

保存了一部分ꎮ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ꎬ它又重新被发现ꎮ 希腊

文学中以人为本的现世精神被后世资产阶级发展为反封建的

思想武器ꎮ 文艺复兴以后ꎬ它受到不同时代的欧洲作家的重

视ꎮ 古希腊文学至今对我们还有认识价值和审美意义ꎮ

第四节　 罗 马 文 学

约在公元前二千年ꎬ拉丁人部落定居意大利中部拉丁姆

地区ꎬ其后伊特鲁利亚人、希腊人、高卢人陆续迁移到意大利ꎬ
共同构成早期意大利的主要居民ꎮ

罗马历史一般分为三期ꎮ 第一期是王政时期(公元前

７５３—５１０)ꎬ这时期中各拉丁村落结成同盟ꎬ又合并其他地

区ꎬ建立了罗马城邦ꎮ 当时罗马还处在从氏族向阶级社会过

渡阶段ꎬ开始出现奴隶ꎬ居民分为贵族与平民两个集团ꎮ 第二

期是共和时期(公元前 ５１０—２７)ꎬ王政被推翻ꎬ建立了奴隶制

贵族共和国ꎮ 共和国初期(公元前 ５１０—２６４)ꎬ古典的奴隶制

已初步形成ꎮ 平民为反对债务奴役ꎬ争取政治权利ꎬ和贵族进

行激烈斗争ꎮ 在这阶段内ꎬ罗马征服了意大利ꎮ 共和国中期

(公元前 ２６４—１３３)ꎬ社会进一步分化ꎬ豪门贵族和从事商业

金融的富裕平民(称为“骑士”)掌握了政权ꎬ形成新贵族的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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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共和国政体ꎮ 为了这两个阶级的利益ꎬ罗马开始向地中海

地区扩张ꎬ经过三次布匿战争ꎬ三次马其顿战争ꎬ罗马征服了

西部地中海和巴尔干半岛大部分地区ꎬ成为庞大的强国ꎮ 共

和国末期(公元前 １３３—２７)ꎬ战争的结果使奴隶数量激增ꎬ出
现了大田庄制ꎮ 对奴隶剥削的加剧引起不断爆发的大规模奴

隶起义ꎬ如西西里奴隶起义和斯巴达克领导的起义ꎮ 大田庄

制使小农经济破产ꎬ农民流入城市ꎬ造成失业现象ꎮ 在反对贵

族的斗争中ꎬ城乡下层联合为民主派ꎮ 骑士阶级为争取政治

权利ꎬ利用失地农民和城市贫民反对元老贵族ꎮ 在错综的国

内阶级矛盾、军权实力派滋长和版图扩大的情况下ꎬ城邦共和

制无法维系ꎬ让位于独裁和帝国制度ꎮ 第三期是帝国时期

(公元前 ２７—公元 ４７６)ꎬ可以分为两个阶段ꎮ 初期从屋大维

执政到公元一九三年ꎬ是帝国繁荣时期ꎬ也称“罗马和平”时
期ꎬ生产发达ꎬ帝国疆界扩展到最大范围ꎮ 皇帝以加强军事独

裁和官僚机构来维持统治ꎬ同反对帝制、坚持共和的元老院贵

族之间展开激烈斗争ꎬ自由民的民主运动重新兴起ꎬ皇帝往往

以残酷恐怖手段镇压反对派ꎮ 罗马对外省ꎬ经济上通过官僚

体系进行压榨ꎬ政治上采用分而治之的政策ꎬ对人民的反抗实

行镇压ꎮ 但各行省经济迅速发展增强ꎬ罗马本土在帝国中逐

渐失去主导作用ꎮ 奴隶来源削减ꎬ越来越多地采用隶农制ꎮ
帝国后期经济衰落ꎬ奴隶、隶农、贫农起义ꎬ外省人民运动不断

发展ꎬ蛮族屡次入侵ꎬ腐朽的奴隶制帝国在这些力量的冲击下

终于覆灭ꎮ
罗马文学的语言是拉丁族的语言———拉丁语ꎮ 它包含了

伊特鲁利亚、希腊、高卢等语言因素ꎮ 文学语言和日常生活所

用的口语相差颇为悬殊ꎬ文学语言的特点在于简练有力ꎬ语法

结构严谨ꎮ 拉丁语原有轻重音ꎬ在希腊诗歌影响下ꎬ罗马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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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采用了以长短音为准的“音量制”ꎮ 随着帝国的扩张ꎬ到了

公元四世纪ꎬ拉丁语在西方各省代替了当地的土语ꎬ最后发展

为法兰西、西班牙、葡萄牙等“罗曼斯”语种ꎮ 东方各省仍以

希腊语为主要语言ꎮ
罗马神话可以说并不存在ꎮ 最早的意大利的神祇是同宗

教迷信分不开的ꎮ 古罗马人认为每个地方或场所都有它的神

祇ꎬ例如家神、灶神、囤神、门神ꎮ 罗马人从事农牧业ꎬ因此认

为田地、山林、泉水、河流也都有神祇居住掌管ꎬ如作物和羊群

之神法乌努斯、林神狄安娜ꎮ 人们必须向这些神祇祭献ꎬ才能

求得安宁和保护ꎮ
同希腊文化接触后ꎬ许多原来的罗马的神便同希腊的神

融合起来ꎬ具有了希腊神的特点(即人格化)和属性ꎮ 罗马人

信奉的天空之神尤皮特便等同于希腊的宙斯ꎬ他的妻子尤诺

等同于赫拉ꎬ海神奈普图努斯等同于波塞冬ꎬ冥神狄斯等同于

普鲁托(又称哈得斯)ꎬ罗马人崇奉的春天女神维纳斯等同于

阿弗洛狄忒ꎬ酒神巴库斯等同于狄俄尼索斯ꎬ火神伏尔康等同

于赫淮斯托斯ꎬ林神狄安娜等同于阿耳忒弥斯ꎬ神的信使麦尔

库利等同于赫尔墨斯ꎬ如此等等ꎮ
这些希腊和罗马的神到了后代ꎬ有些以希腊名称传世ꎬ这

是因为罗马人没有类似的神而原封不动地接受了希腊传统ꎬ
如阿波罗、文艺女神缪斯ꎻ有的恐怕是出于偶然ꎬ如希腊冥神

普鲁托流传而狄斯不传ꎮ 有些以罗马名称传世的ꎬ或因是罗

马所独有ꎬ如囤神佩那特斯ꎬ或因历代诗人、艺术家广泛使用ꎬ
如战神玛尔斯(即希腊的阿瑞斯)、小爱神丘比德(即希腊的

埃洛斯)ꎮ
罗马最早的文学是在劳动和举行宗教仪式时所唱的诗歌

和原始的、笑剧式的对话ꎬ但留传绝少ꎮ 留存下来的最早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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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作品是戏剧ꎮ 共和国中期ꎬ罗马国势扩张ꎬ进行大规模的武

力掠夺ꎬ奴隶主积聚了大量财富ꎬ生活日趋奢侈ꎮ 贵族、骑士

和他们所豢养的大批食客需要娱乐ꎮ 这样ꎬ在早期的节日歌

舞、民间戏剧的传统和希腊戏剧的影响下ꎬ罗马戏剧获得了一

定的繁荣ꎮ 由于元老贵族权力强大ꎬ压制民主ꎬ戏剧很少直接

涉及当时重大的政治问题ꎮ①
早期罗马戏剧主要有悲剧和喜剧两种ꎬ有的是模仿希腊

的ꎬ也有以罗马历史和现实生活为题材的ꎮ 悲剧都已失传ꎬ流
传下来的喜剧主要有普劳图斯和泰伦斯的作品ꎮ 他们对欧洲

文艺复兴和以后的戏剧很有影响ꎮ
提图斯玛求斯普劳图斯(公元前 ２５４? —１８４)出身

于意大利中北部平民阶层ꎬ早年到罗马ꎬ在剧场工作ꎮ 后来他

经商失败ꎬ在磨坊作工ꎬ并写作剧本ꎮ 他写过一百多部喜剧ꎬ
流传二十部ꎮ 这些剧本都采用希腊新喜剧、尤其是米南德的

喜剧的题材和背景ꎬ来反映罗马社会生活ꎮ 他的主要作品有

«孪生兄弟»ꎬ这出戏通过幼年失散的一对兄弟被人错认的情

节ꎬ反映了罗马上层社会的生活和精神面貌ꎮ 喜剧的主人公

对妻子不忠ꎬ偷窃她的衣服首饰赠给妓女ꎮ 作者通过一个为

阔人帮腔帮闲的食客的形象ꎬ说明这种人是真正的奴隶ꎬ奴隶

可以打断锁链ꎬ而食客却被饮食的链条永远牢牢锁住ꎮ «吹
牛的军人»写一个雅典青年所结识的妓女被一个军官霸占ꎬ
青年的奴隶设计使青年重获妓女ꎬ军官受到奚落ꎮ 奴隶在剧

中调兵遣将ꎬ是主要角色ꎮ «一坛黄金»叙述老人尤克里奥发

现藏金ꎬ失而复得的故事ꎬ刻画了一个吝啬鬼患得患失、疑神

疑鬼的心理ꎬ最后他把金子送人ꎬ心里才得安宁ꎮ 普劳图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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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剧从平民观点讽刺社会风习ꎬ特别针对当时淫乱、贪婪、寄
生等现象ꎬ予以针砭ꎮ 他嘲笑富人、贵族ꎬ对奴隶表示同情ꎮ
他所创造的人物完全是罗马社会的人物ꎮ 他生动地刻画了军

官、兵士、水手、大小商人、高利贷者、奴隶、婢女、食客、庸医、
老鸨、妓女、浪荡青年、老父、主妇、吝啬鬼、战俘、厨师等ꎬ也刻

画了天神、家神等神话人物ꎮ 他善于创造喜剧性情节ꎬ但是其

中有时也有不近情理的地方ꎮ 他又善于利用旁白、独白揭示

人物心理ꎬ如尤克里奥失金之后叫道:“我完了ꎬ我死了ꎬ我被

人谋害了我到哪儿去? 我在哪儿? 我是谁? 你们笑

什么? 我受不了了!”作者的语言俏皮ꎬ风格粗犷ꎮ
普布留斯泰伦提乌斯阿非尔ꎬ通称泰伦斯(公元前

１９０? —１５９)ꎬ是出生北非的奴隶ꎬ随主人到罗马受贵族教

育ꎬ不久获释ꎮ 他写过六部喜剧ꎬ绝大部分是改编或翻译米南

德的作品ꎮ 他的喜剧多是通过父子、兄弟等家庭成员间的关

系反映老少两代人之间的矛盾ꎮ 老的一代企图维护古老的贵

族道德ꎬ年轻一代则生活放荡ꎮ 作者为年轻一代的行为不检

辩护ꎬ主张宽恕容忍ꎮ
泰伦斯的代表作为«婆母»和«两兄弟»ꎮ «婆母»一剧写

青年潘菲路斯生活荒唐ꎬ勉强从父命和一女子结婚ꎮ 婚后不

久得一子ꎬ夫妻都不能肯定婴儿的父亲是谁ꎬ最后发现父亲正

是潘菲路斯自己ꎮ 剧中两家父母都对青年的妻子表示爱护与

同情ꎮ 作者认为要维护正常家庭关系ꎬ家庭成员应相互体谅ꎬ
尽管青年行为不检点ꎬ也是可以原谅的ꎮ «两兄弟»写米丘和

狄米亚兄弟二人ꎬ兄无子ꎬ过继了弟弟一子ꎮ 兄教子从宽ꎬ弟
从严ꎮ 兄子行为不羁ꎬ抢劫奴隶商的一个女奴ꎮ 后来发现他

是为了弟弟而抢劫的ꎮ 最后狄米亚悔悟ꎮ 作者认为宽容可以

防止子弟欺骗父母ꎮ 他站在贵族立场ꎬ认为穷人所以不干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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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事ꎬ是因为他们没有钱ꎻ富人有钱ꎬ就不免要干荒唐事ꎬ应予

以原谅ꎮ 泰伦斯喜剧结构周密完整ꎮ 他刻画人物内心矛盾比

较细致ꎬ如«婆母»中潘菲路斯又孝母ꎬ又爱妻ꎬ又恋妓ꎮ 他擅

长叙事ꎬ语言流畅ꎮ
罗马戏剧到帝国时期ꎬ虽有奥维德、塞内加等作家ꎬ但由

于政治自由减少ꎬ缺乏群众基础ꎬ迎合少数贵族趣味ꎬ而日渐

衰落ꎮ
共和国末期和屋大维统治时期被称为罗马文学的“黄金

时代”ꎮ 共和国末期ꎬ政治斗争ꎬ尤其是贵族派和平民派之间

的斗争ꎬ异常激烈ꎻ随着阶级矛盾复杂化和帝国的扩张ꎬ罗马

统治阶级的法律得到发展ꎮ 这些因素促成了雄辩术的发达ꎮ
西塞罗把古代雄辩术推到了高峰ꎮ

马尔库斯图留斯西塞罗(公元前 １０６—４３)是罗马政

治家、哲学家和最重要的散文作家ꎮ 他的著作充分反映了共

和国末斯罗马动荡的政治生活ꎮ 在政治上ꎬ他基本上站在贵

族元老派的立场ꎬ主张贵族的“贤人政治”ꎮ 他以律师从政ꎬ
当选为执政官ꎬ后来在“后三雄”与元老派斗争中被杀ꎮ 在哲

学上ꎬ他折衷希腊学院派、斯多噶派和伊壁鸠鲁派的伦理学ꎬ
把这些思想介绍给罗马ꎬ成为中古和近代欧洲哲学思想同希

腊哲学思想之间的桥梁ꎮ 他的主要散文成就是他的演说辞和

书信ꎮ 他遗下书信九百封ꎬ其中主要的有«致阿提库斯书»十
六卷、«致友人书»十六卷ꎬ反映了共和国末期社会政治生活ꎬ
描绘了形形色色的政治人物ꎬ风格接近口语ꎮ 他的演说辞共

存五十八篇ꎬ一部分是法庭演说ꎬ另一部分是政治演说ꎮ 后者

中最著名的是反对民主派喀提林演说四篇和模仿狄摩西尼而

作的反对安东尼(«菲力匹克»)演说十四篇ꎮ 他的演说按照

修辞程式组织材料ꎬ词汇丰富ꎬ句法考究ꎬ一句中讲求妥贴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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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从属子句ꎬ局部之间要求对称ꎬ以累积说服力量ꎬ而在句尾

特别注意音调的抑扬顿挫ꎬ称为“西塞罗式的句法”ꎮ 他也善

用提问、直接向对方致词、比喻、讽刺等修辞手段ꎮ 他认为演

说主要是打动听者的感情ꎬ而不是诉诸理性判断ꎬ因此他不惜

用诬蔑或歪曲事实的手段ꎮ 他的演说文的风格被后代一些作

家和演说家奉为榜样ꎮ
该尤斯尤利马斯凯撒(公元前 １０２? —４４)是在共和

国末期贵族和平民的复杂斗争中出现的军事冒险家ꎮ 他也是

一个杰出的散文作家ꎮ 他的历史著作«高卢战纪»七卷记述

罗马人征服高卢人和日耳曼人的过程ꎮ «内战纪»三卷回忆

他和庞培的战争ꎮ 凯撒的散文风格和西塞罗不同ꎬ他不用修

辞的藻饰ꎬ而以简明精炼、朴实无华著称ꎬ反映了罗马人讲求

实用的特点ꎬ成为拉丁散文另一种典范ꎮ
提图斯卢克莱提乌斯喀鲁斯ꎬ通称卢克莱修(公元

前 ９９? —５５?)ꎬ是共和国末期的主要诗人之一ꎮ 他的作品反

映了民主派对贵族元老的反抗ꎮ 贵族如西塞罗主张“使公民

相信ꎬ神是万物的主宰和统治者”ꎬ利用宗教控制人民ꎬ卢克

莱修却提倡唯物论、无神论ꎮ 他的唯一作品哲理诗«物性论»
六卷ꎬ每卷千余行ꎬ提出“无不能生有”ꎬ宇宙一切都由原子组

成这一基本的、唯物的论点ꎮ 他说ꎬ灵魂也是物质的ꎬ随躯体

而死亡ꎬ人死后失去感觉ꎬ死后的恐怖和神罚都是迷信ꎮ 他用

大量篇幅解释雷、地震、瘟疫等最易引起迷信的现象ꎮ 他描写

了万物和人类的起源ꎬ歌颂人类文明ꎬ对人类前途充满信心ꎮ
卢克莱修用生动的比喻解决了表达抽象概念的困难ꎬ例如用

远山放牧的羊群来比喻静止的物体ꎬ构成这物体的原子却像

单只的羊一样在运动着ꎮ 他又用字母与词的关系比喻原子与

万物的关系ꎮ 全诗规模宏伟ꎬ风格崇高ꎮ 马克思称他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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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罗马的史诗诗人”①ꎮ
内战时期ꎬ一部分贵族青年对现实表示不满ꎬ沉湎于爱情

生活ꎬ追求个人幸福ꎮ 贵族阶级的旧道德和家庭伦理也濒于

破产ꎮ 此外ꎬ罗马诗人又受到希腊化时期侧重内心感受、雕琢

辞藻的诗风的影响ꎮ 这些因素促成了罗马抒情诗歌的繁荣ꎬ
当时诗人辈出ꎬ形成潮流ꎬ其中以卡图鲁斯最为杰出ꎮ

该尤斯瓦利留斯卡图鲁斯(公元前 ８４? —５４?)出生

于富有的骑士家庭ꎬ在罗马和贵族交往ꎬ追求一个贵族出身的

有夫之妇ꎬ她在他的诗里被称为莱斯比亚ꎮ 卡图鲁斯的诗作

现存一一六首ꎬ其中有致友人的ꎬ有悼念亡兄的ꎬ有讽刺凯撒

的ꎬ有庆祝别人婚礼的ꎬ还有希腊小型史诗的翻译ꎬ而以致莱

斯比亚的诗最为著名ꎮ 这些抒情诗的特点在于作者善于捕捉

各种不同的情感ꎬ如欣悦、狂喜、失望、平静ꎬ而用警句式的语

言表达出来ꎮ 他用优美的文字歌颂生活中的欢乐ꎬ如六十一

首«结婚曲»ꎮ 他的诗歌也反映了罗马贵族的道德堕落ꎮ
屋大维建立元首制ꎬ在共和的外衣下实行军事独裁ꎬ受尊

号ꎬ称“奥古斯都”ꎬ实际上已向帝制过渡ꎮ 屋大维四十几年

的统治(公元前 ３１—公元 １４)是在长期内战之后ꎬ他停止了

苛捐杂税和土地没收ꎬ使动荡的罗马保持暂时的稳定ꎮ 这一

时期ꎬ罗马奴隶主意识到国家的“光荣”ꎬ在内战时期受损失

最大的小土地所有者对新政权也寄予幻想ꎮ 在前一时期文化

成就的基础上ꎬ罗马文化达到了它的最高峰ꎮ 为了笼络民心ꎬ
巩固统治ꎬ屋大维重视文化工作ꎬ保护那些为其政权服务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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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活动ꎮ 针对内战后罗马公民颓废苟安的倾向ꎬ他试图利用

古代宗教和道德ꎬ培养公民的责任感ꎬ宣传罗马的历史使命ꎮ
他的亲信麦凯纳斯把当时最杰出的作家吸引到他的周围ꎬ为
元首的文化政策服务ꎬ但是他们的创作并不完全符合元首的

政策ꎮ 此外ꎬ代表贵族元老保守势力、反对元首独裁的美萨拉

也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批文人ꎬ但是他们终于和元首妥协ꎬ他
们的创作往往使人消极地逃避到享乐主义中去ꎮ

这一时期的文学缺乏前一时期的哲学探索精神和激烈政

治辩论的热情ꎬ而更多地肯定现存秩序所带来的和平生活和

强大的国力ꎻ文学风格不及前一时期的遒劲和豪放ꎬ而技巧更

趋成熟ꎬ追求表达的完美ꎬ强调内心的感受ꎮ
普布留斯维吉留斯马罗ꎬ通称维吉尔(公元前 ７０—

１９)ꎬ是罗马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家ꎮ 他出生于意大利北部一

个富裕农民的家庭ꎬ在罗马学法律ꎬ后来改习哲学和文学ꎮ 内

战时期ꎬ他的田产被没收去犒赏老兵ꎬ他向屋大维申诉而重获

土地ꎮ 他认识了麦凯纳斯ꎬ成为麦凯纳斯文学小组的成员ꎮ
他一生写过三部作品:«牧歌»、«农事诗»和«埃涅阿斯纪»ꎮ

«牧歌»(约成于公元前 ４２—３７)是在希腊田园诗影响下

写成的ꎮ 它由十首短歌组成ꎬ采用牧羊人对歌或独歌的形式ꎮ
十首诗中有情诗、哀歌、哲理诗、酬友诗ꎬ但也有一部分描写农

村凋敝的现实ꎬ反映了小土地所有者厌恶内战、对大奴隶主消

极抗议的情绪ꎮ 在第九歌中ꎬ诗人借牧羊人的口说道:

　 　 　 　 我们今生居然经历到了未曾梦想过的事ꎬ
　 　 　 　 一个陌生人变成了我们的土地的占有者ꎬ
　 　 　 　 他居然说ꎬ“这是我的地ꎬ你们老农户ꎬ搬走ꎮ”
　 　 　 　 在这样颠三倒四的世界ꎬ我们认输ꎬ我们悲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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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正在把这群羔羊给他送去ꎬ愿他倒霉!

作者感激元首使他重获土地(第 １ 歌)ꎬ歌颂黄金时代的重新

到来ꎬ庆祝罪恶与恐怖的结束ꎬ希望毒蛇毒草不再伤害羊群

(第 ４ 歌)ꎮ 但诗人同时怀疑黄金时代是否能实现ꎬ目前的和

平能否持续ꎮ 这给作品蒙上一层感伤的色调ꎬ成为作者的风

格特点ꎮ 由于内容和形式的新颖ꎬ«牧歌»出版后传诵一时ꎬ
引起权贵的注意ꎮ

«农事诗»四卷(约成于公元前 ３７—３０)ꎬ每卷五百余行ꎬ
分别写种谷物、种橄榄和葡萄、畜牧、养蜂等农事ꎬ属于赫希俄

德的教谕诗的类型ꎮ 维吉尔此诗是应麦凯纳斯之约而写的ꎬ
为屋大维吸引农民回到农村的政策服务ꎮ 诗人虽未描写大田

庄制度下奴隶的劳动生活ꎬ但他同情并肯定劳动ꎬ认为“劳动

战胜了一切”ꎻ他对照战乱生活与和平宁静的农村生活ꎬ歌颂

意大利丰饶的自然资源ꎬ表达了奴隶主阶层的爱国情感ꎻ他描

写一年四季的自然景色和动植物的习性(如蜂群的劳动和战

斗)ꎬ保存了当时的一些农业知识ꎮ 诗中也有些神话插曲(如
俄耳甫斯下冥土寻找妻子)ꎮ 在对自然的看法上ꎬ他和卢克

莱修不同ꎬ他仍然相信神的主宰力量ꎮ 这部作品的风格特点

在于诗人对种种自然现象很敏感ꎬ赋予生产劳动以诗意ꎬ表达

了独立小农的情趣ꎮ
维吉尔的主要作品是史诗«埃涅阿斯纪»十二卷ꎬ近万

行ꎬ写于诗人一生最后十一年ꎬ至逝世时尚未修改完成ꎮ 诗人

遗嘱将诗稿焚毁ꎬ但屋大维下令保存ꎮ 前六卷模仿«奥德修

纪»ꎬ写特洛伊王子埃涅阿斯在特洛伊灭亡后夫妻离散ꎬ携带

老父、幼儿、随从和家族的神祇在海上飘泊七年ꎬ经历千辛万

苦ꎬ到达了迦太基ꎬ女王狄多盛情招待他ꎬ他向女王追述了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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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伊陷落和自己飘泊的悲惨经历ꎬ并和女王结婚ꎮ 但由于神

的指令ꎬ他必须离弃狄多到意大利重建邦国ꎬ致使狄多自杀ꎮ
埃涅阿斯抵达意大利后ꎬ参拜神庙ꎬ在神巫引带下游历地府ꎬ
见到亡父的灵魂ꎬ亡父向他预示了罗马的未来ꎮ 后六卷仿

«伊利昂纪»ꎬ写主人公到了拉丁姆地区ꎬ受到国王拉提努斯

的款待ꎬ神意要他和国王的女儿结婚ꎬ激怒了她早先的求婚者

鲁图利亚王图尔努斯ꎬ因而引起双方的战争ꎬ全诗以图尔努斯

被埃涅阿斯杀死结束ꎮ
这部史诗的主题是谈帝国的命运ꎮ 诗人歌颂罗马祖先建

国的功绩ꎬ歌颂罗马的光荣ꎬ并说明罗马称霸的使命是神所决

定的ꎮ 他把埃涅阿斯的儿子尤鲁斯写成是凯撒和屋大维这一

族的祖先ꎬ因而肯定了屋大维的“神统”ꎮ 主人公埃涅阿斯的

全部艰辛的经历说明缔造帝国之不易ꎬ更应珍视帝国的和平ꎬ
表现了奴隶主的爱国精神ꎮ 全诗是颂扬屋大维并为其政策服

务的ꎮ
史诗主人公虔诚、勇敢、克制、大度、仁爱、公正不阿ꎬ作者

认为一个理想的政治领袖应该具有这些品德ꎮ 埃涅阿斯和奥

德修同是流浪者ꎬ但他负有重大使命ꎬ是神的意志的执行人ꎮ
同样是大将ꎬ他不像阿喀琉斯为了争夺一个女俘的私事而放

弃责任ꎬ却是克制了自己的感情ꎬ服从使命ꎮ 从«埃涅阿斯

纪»开始ꎬ欧洲文学中第一次出现了所谓责任与爱情的冲突

的主题ꎮ
史诗虽然写罗马的光荣ꎬ但作者也不时流露出哀伤情绪ꎬ

例如主人公在迦太基看见尤诺神庙上刻着特洛伊故事ꎬ叹息

道:“人间一切都引我伤心落泪”等ꎮ 诗中比较生动的人物是

失败者狄多和图尔努斯ꎬ作者对他们寄予很大同情ꎬ使读者感

到作者对“罗马和平”、帝国光荣能否维持抱有一定的怀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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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史诗的风格不像荷马史诗那样活泼明快ꎬ 而是严

肃、 哀婉、 朦胧的ꎮ 作者细腻地描写了狄多和图尔努斯之

死、 主人公和长嫂的告别、 在地府遇到亡魂等情节ꎮ 他爱用

幻景、 梦境、 预言、 暗示、 讽谕等手法ꎮ 他也着重人物心理

的刻画ꎮ
史诗故事性强ꎮ 比喻往往采用大自然中的现象ꎬ切合人

物性格或情节ꎬ如把杀死特洛伊老王的皮洛斯比作春天蜕皮

的毒蛇ꎬ出现在阳光里ꎬ新鲜、年轻ꎬ但闪动着三叉舌ꎮ
维吉尔史诗没有人民口头文学的特点ꎬ是欧洲“文人史

诗”的开端ꎬ使古代史诗在人物、结构、诗歌格律等方面进一

步获得了定型ꎮ
维吉尔的严肃性和宗教思想ꎬ使他成为在中古时期末被

排斥的少数古典作家之一ꎮ 但丁认为他最有智慧ꎬ最了解人

类ꎬ在«神曲»中让他作为地狱和炼狱的向导ꎮ 此后ꎬ他对文

艺复兴和古典主义文学影响最大ꎮ
昆图斯贺拉提乌斯弗拉库斯ꎬ通称贺拉斯(公元前

６５—８)ꎬ是奥古斯都时期最主要的讽刺诗人、抒情诗人和文

艺批评家ꎮ 他父亲是获释奴隶ꎮ 贺拉斯在内战时期参加过共

和派军队ꎬ共和派失势ꎬ他和元首统治妥协ꎬ受到麦凯纳斯的

庇护ꎮ
他的早期作品有«长短句»一卷十七首和用六步诗行写

成的«闲谈集»(又称«讽刺诗集»)二卷十八首ꎮ 其中最早的

诗歌表现了共和派的倾向ꎬ但不久诗人就转而歌颂屋大维ꎮ
他和维吉尔一样反对内战ꎬ要求宁静和平的生活ꎮ 他的根本

思想是亚理斯多德的中庸小康和伊壁鸠鲁的享乐主义ꎬ反映

了奴隶主中的小土地所有者的理想ꎮ 他从这个观点出发ꎬ在
早期作品里主要讽刺罗马社会的风俗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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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现实ꎬ如暴发户的炫耀、寄生阶层的追逐遗产和金钱、
社会的淫靡、投机讹诈、生活腐朽等现象ꎮ 作者自称师承公元

前二世纪罗马讽刺诗人鲁齐留斯①等ꎬ但缺乏鲁齐留斯的政

治热情和尖锐性ꎮ
使贺拉斯享有盛名的是他后期的«歌集»又称«颂歌集»

四卷百余首ꎬ和«诗简»二卷二十三首ꎮ «歌集»主要是抒情

诗ꎬ中心主题是醇酒、恋爱、诗歌、友谊ꎬ都可归结为个人享乐ꎮ
根据他的中庸思想ꎬ他认为享乐也不宜过分ꎮ 他怕贫困ꎬ也反

对饕餮ꎻ既要依附权门ꎬ又要有一定的独立ꎮ 最理想的生活是

田园生活ꎬ知足长乐ꎮ
颂歌中有一部分被称为“罗马颂歌”ꎬ赞美帝国统治者所

提倡的道德如淳朴、坚毅、正直、尚武、虔诚等ꎬ宣扬奴隶主的

爱国精神ꎬ赞颂屋大维ꎮ 他这一类的代表作是«世纪之歌»ꎬ
那是典型的庙堂文学ꎬ为适应屋大维的需要而写的ꎮ

贺拉斯的«诗简»内容驳杂ꎬ比较重要的是论文艺的部

分ꎬ«诗艺»即是其中的一封ꎮ
贺拉斯继亚理斯多德之后重申文学模仿自然之说ꎮ 他肯

定文学的教育作用ꎬ即寓教诲于娱乐之中ꎮ 他针对当时贵族

奴隶主追逐财货、道德败坏的风尚ꎬ以及专以布景华丽、场面

热闹取胜的舞台ꎬ提出戏剧应当宣扬公民道德ꎬ歌颂英雄业

绩ꎬ写爱国题材的主张ꎮ 这都是符合屋大维的政策的ꎮ
在创作方法上ꎬ他强调作家应有生活感受和刻苦的功夫ꎮ

创作要合乎“情理”ꎬ作品要注意整体效果ꎬ创新不能超过“习
惯”所允许的范围ꎮ 他重视程式ꎬ提倡沿用现成题材ꎬ强调判

断力ꎬ形式和语言必须仔细推敲ꎮ 这些主张在当时有积极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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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ꎮ 但作者总的倾向是保守的ꎻ他不忽视内容ꎬ但更注意形式

的完美ꎮ 贺拉斯的文艺思想和创作原则ꎬ对文艺复兴ꎬ特别是

对古典主义文学起过很大的影响ꎮ
贺拉斯的诗歌以表达的准确和恰到好处见称ꎮ 他说:

“如果你安排得巧妙ꎬ家喻户晓的字便会取得新的意义ꎮ”
普布留斯奥维第乌斯纳索ꎬ通称奥维德(公元前

４３—公元 １８)ꎬ是奥古斯都时期第三个重要诗人ꎮ 他出生于

富裕的骑士家庭ꎮ 早期作品内容轻佻ꎬ风格纤巧ꎬ反映了罗马

奴隶主贵族和富有阶层糜烂淫逸的生活现实ꎮ «爱情诗»三
卷ꎬ包括哀歌体诗四十九首ꎬ设想各种情景ꎬ追求爱情ꎬ以享乐

主义为主导思想ꎮ «古代名媛»是二十一首用哀歌体写的诗ꎬ
大半是作者设想古代传说中的女子如珀涅罗珀、狄多写给丈

夫或情人的书信ꎬ表示离恨或责备对方无情ꎮ 人物与人物之

间的关系有一定戏剧性ꎬ但无真实感情ꎮ 这部作品在中古和

文艺复兴时期极有影响ꎮ «爱的艺术»三卷也是用哀歌体写

的ꎬ把求爱写成一种学问ꎬ反映出罗马奴隶主精神上的堕落颓

废ꎮ 奥维德早期作品违反了屋大维“重整道德”的政策ꎬ在他

五十岁那年被放逐到黑海之滨ꎮ
在放逐前ꎬ奥维德完成了哀歌体的«岁时记»六卷ꎬ属教

谕诗一类ꎮ 作者的目的在于肯定并歌颂罗马的各种制度ꎮ 自

正月至六月ꎬ他在每月下写出本月的天文现象、历史事件和宗

教节日的起源和仪式等内容ꎬ这对了解罗马风习有一定参考

价值ꎮ
奥维德的主要作品是«变形记»十五卷ꎬ用六步诗行写

成ꎮ 这是由二百五十个神话故事组成的故事集ꎬ其中五十个

较长ꎮ 全部故事从天地创造一直写到当代罗马ꎬ使这部作品

成为古代神话的汇编ꎬ后世欧洲文学家、艺术家多从这里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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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材ꎮ 作者根据毕达哥拉斯一切生物死后灵魂相互转替的唯

心学说ꎬ从思想上把各个故事联系起来ꎬ因而故事中的人物无

不变为动物、植物甚至顽石ꎮ 作者最后把凯撒化为天上的星

辰ꎬ用此来歌颂帝国ꎮ 书中著名的故事有日神之子法厄同的

故事ꎬ阿拉克涅变蜘蛛的故事ꎬ金羊毛的故事ꎬ描写农民日常

生活的菲勒蒙的故事ꎬ皮格玛利翁的故事等ꎮ 作者用故事中

套故事、人物轮流说故事、对话、描写器物上的故事画、写完一

个故事又写一个性质相反的故事等方法ꎬ把各种故事串联起

来ꎮ 他注意描写人物心理ꎬ尤其是嫉妒和复仇ꎮ 故事的叙述

富于想象力ꎬ他的风格受到当时流行的修辞学的影响ꎮ 这部

作品在中古和文艺复兴时期都很流行ꎮ
奥维德在流放年间写的哀歌体的«哀怨集»五卷、«庞图

斯①诗简»四卷ꎬ备述流放之苦ꎬ哀求释放ꎮ 奥维德最后死在

流放所ꎮ
以上三个罗马文学中的主要诗人都属于麦凯纳斯集团ꎬ

此外还有抒情诗人普洛培尔提乌斯和美萨拉集团的抒情诗人

提布鲁斯ꎬ他们的诗歌都表现了柔弱、抑郁的情绪ꎮ
罗马在屋大维死后的二百年间ꎬ即帝国初期ꎬ文学史上称

为“白银时代”ꎮ 宫廷趣味占统治地位ꎬ到二世纪前半叶达到

高潮ꎮ 贵族青年以公开朗诵空洞无物的诗歌为时髦ꎬ文学更

加成为少数人的消遣ꎬ颓废倾向更为明显ꎮ 这时一部分贵族

作家仍然向往共和国时代ꎬ但在专制淫威箝制言论自由的情

况下ꎬ他们的思想多倾向于斯多噶派的内心宁静和坚忍ꎬ有时

悲观绝望ꎬ流于宗教迷信ꎬ有时则又阿谀奉承ꎬ正如恩格斯所

说:“同普遍的无权地位和对改善现状的可能表示绝望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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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相适应的ꎬ是普遍的意志消沉和精神颓废ꎮ”①在充满阴谋、
暗杀、恐怖的时日ꎬ歌颂帝国或追求“幸福”的抒情诗中断了ꎮ
而这一时期成就最大的是反映奴隶主下层思想的讽刺文学和

反映旧共和派不满情绪的作品ꎮ 外省发展的结果ꎬ外省作家

增多了ꎮ
鲁齐乌斯安奈乌斯塞内加(４? —６５)是罗马最重要

的悲剧作家ꎮ 据说他参加过元老院贵族反对尼禄专制统治的

活动ꎬ尼禄命令他自杀ꎮ 作为哲学家ꎬ他宣扬斯多噶伦理学ꎬ
以内心宁静克服生活中的痛苦ꎬ表现了这一时期罗马贵族的

软弱、悲观ꎮ 他宣传同情、仁爱ꎬ甚至认为奴隶也应得到平等ꎬ
以调和阶级矛盾ꎬ他被称为“基督教的叔父”②ꎮ 他的哲学书

信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散文有很大影响ꎮ 他写过九部悲剧ꎬ都
不是为了上演而写的ꎮ 他的代表作«美狄亚»以流血复仇为

主题ꎮ «费得尔»描写强烈的情欲ꎮ «特洛伊妇女»反映了命

运的残酷ꎮ 他的悲剧素材多半采自希腊悲剧ꎬ内容是宣扬作

者的斯多噶伦理学ꎬ讨论生死、情欲、自由意志、罪恶、惩罚等

问题ꎮ 有些剧本也攻击了暴君ꎮ 总的说来ꎬ塞内加的悲剧充

满屠杀、恐怖、出卖、复仇ꎮ 人物的情感保持高度紧张ꎬ作者强

调人物的内心痛苦ꎬ并采用鬼魂和巫术的场面来渲染悲剧气

氛ꎮ 他的悲剧还有锋利的对白、长段的演说辩论等特点ꎮ
另一旧贵族作家该尤斯彼特隆纽斯(死于公元 ６５ 年)

是尼禄的亲信ꎬ后以畏谗自杀ꎮ 小说«萨蒂里卡»一般公认是

他的作品ꎬ现存原作的一部分ꎬ基本上是散文ꎬ夹杂诗歌ꎮ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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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通过主人公恩柯尔皮乌斯的自述ꎬ广泛描写了一世纪意大

利南部半希腊化城市的生活ꎮ 他是个流氓窃贼ꎬ和两个同伙

到处行窃ꎬ干了许多荒唐勾当ꎮ 全书主要部分写主人公到暴

发户、获释奴隶特里玛尔奇奥家参加的一次宴会ꎮ 当时获释

奴隶数量日增ꎬ靠投机、放高利贷、买卖奴隶致富ꎮ 作者站在

贵族立场ꎬ讽刺这些人的庸俗趣味ꎮ 特里玛尔奇奥的田地大

得“连乌鸦都飞不到头”ꎬ奴隶多得“分了四十个等级”ꎬ在他

的田庄上ꎬ一天出生七十个小奴隶ꎮ 作者大力描绘了宴会的

奢侈ꎮ 小说中穿插一些民间流传的故事和文学批评ꎬ最著名

的故事是讽刺以弗所地方一个寡妇在丈夫陵墓里和看守犯人

尸体的兵士恋爱的故事ꎮ 书中人物的语言符合他们的方言特

点ꎮ 小说里的猥亵成分反映了当时贵族堕落的精神面貌ꎮ 本

书可以说是欧洲文学史上最早一部流浪汉小说ꎮ
和以上作家的倾向相反的有该尤斯尤利乌斯菲德鲁

斯(公元 １ 世纪前半期)ꎮ 他是希腊北部出生的奴隶ꎬ在屋大

维宫廷服役ꎬ获释ꎮ 他是罗马唯一重要的寓言诗人ꎬ著有«寓
言集»五卷ꎬ大都仿伊索的动物寓言ꎮ 他站在罗马受压迫阶

层立场ꎬ借寓言讽刺罗马社会和政治ꎮ «寓言集»中最著名的

有狼和羔羊的故事ꎬ揭露告密者“捏造理由陷害无辜的人”ꎮ
青蛙因为缺水反对太阳结婚ꎬ“如果它生出小太阳来ꎬ未来不

堪设想”ꎬ用以讽刺权臣想娶皇帝的亲族ꎬ夺取皇权ꎮ 菲德鲁

斯在欧洲寓言的发展中占有一定地位ꎮ
继贺拉斯的«诗艺»以后ꎬ罗马文学中一篇比较重要的文

艺理论作品是«论崇高»ꎬ也是用书信体写的ꎮ 作者相传是希

腊人朗吉努斯(１ 世纪末)ꎬ用希腊文写作ꎮ 他提出崇高的风

格主要决定于庄严伟大的思想和强烈激荡的感情ꎬ然后借助

技巧ꎬ才能产生伟大作品ꎮ 那些认为财富、名誉、权势是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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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不可能有伟大的灵魂ꎬ产生伟大作品ꎮ 作家若只是注意

修辞就等于诡辩或存心欺骗ꎮ 他认为当代文学所以败坏ꎬ是
因为作者内心被情欲所支配ꎮ 论文还强调作品应为更广大读

者所接受ꎬ说明作者反映了民主潮流的文艺观点ꎮ
这一时期ꎬ具有民主倾向的讽刺作家有马希尔和朱文纳

尔ꎮ
马尔库斯瓦利留斯马尔提阿里斯ꎬ通称马希尔(４０? —

１０４?)ꎬ出生于西班牙ꎬ终生贫困ꎮ 他著有«斗兽场表演记»一
卷ꎬ此诗写斗兽场开幕式上所见的血腥娱乐ꎬ歌颂提图斯皇帝

“与民同乐”ꎬ并无批判ꎮ «礼物铭文»两卷ꎬ备赠礼者随同礼

物赠人之用ꎬ是适应罗马的食客制度的作品ꎮ 马希尔的主要

著作是«警句诗集»十二卷ꎬ一千五百余首ꎮ 其中一部分内容

猥亵ꎬ大部分讽刺罗马社会的风习和各种社会类型ꎮ 这些短

诗的总和给读者绘出一幅一世纪的罗马生活图景ꎮ 作者在斯

多噶哲学影响下也写了他的生活理想———小康的田园生活ꎮ
诗人对社会下层表示一定的同情ꎬ有时流露出感伤情绪ꎬ例如

他哀悼六岁的女奴之死ꎬ希望诗人自己的父母在黄泉之下能

好好保护她ꎮ 马希尔诗歌的风格简短生动ꎬ含蓄突兀ꎬ富于机

智和讽刺ꎬ欧洲文学中的警句这一体裁从马希尔起得到定型ꎮ
德奇姆斯尤尼乌斯尤文纳里斯ꎬ通称朱文纳尔(６０? —

１２７?)ꎬ他父亲可能是一个获释奴隶ꎮ 他终生贫困ꎬ四、五十岁

时才开始写诗ꎮ 据说他因为讽刺皇帝而被放逐到埃及ꎬ并死

在那里ꎮ 他遗诗共十六首ꎬ每首从百余行至六百余行不等ꎬ用
六步诗行的诗格ꎮ 他自称“忿怒促使我写诗”ꎬ并说要继承鲁

齐留斯的讽刺锋芒ꎬ写“与人有关的一切”ꎮ 在当时讽刺作家

中ꎬ他的态度最严肃ꎮ但由于言论不自由ꎬ他有时只能托古

喻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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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作品讽刺性强ꎬ最有力的讽刺是针对皇帝的淫威和

大臣的阿谀而发的ꎮ 他认为在罗马皇帝宰割下的世界已是半

死了ꎮ 渔人打了一条六斤重的大鱼ꎬ没有人敢买ꎬ因为这种大

鱼只配献给皇帝ꎬ大臣们附和着说:“这条大鱼是皇朝的祥瑞ꎬ
它是自愿投入鱼网的ꎮ”他又揭露帝国言论不自由ꎬ皇帝的密探

布满罗马ꎬ人人噤若寒蝉ꎬ如果谁敢“像鲁齐留斯那样ꎬ操刀在

手ꎬ忿然大吼”ꎬ“那就会引起〔统治者的〕恼怒和〔批评者的〕悲
痛”ꎮ 朱文纳尔特别同情文人食客ꎬ那些“在意大利只有在死

时才穿得上一件‘拖袈’的人”ꎮ 他最感痛心的是“尊严”的丧

失:“不幸的穷人最难忍受的一点就是受人嘲笑ꎮ”他讽刺奴

隶主贵族的门第观念ꎬ提出“道德是衡量高贵的唯一的、仅有

的标准”ꎮ 但他的作品也表现出宿命论观念ꎬ把对恶人的惩罚

寄托在恶人的良心谴责上ꎬ歌颂仁慈是人类“最高的情感”ꎮ 他

的诗忿恨不平ꎬ热情洋溢ꎬ并生动地描写了罗马社会生活ꎮ
帝国时期罗马文学对后世的另一贡献是传记文学ꎮ 传记

文学在希腊时期已颇发达ꎬ但传世甚少ꎮ 古代传记起源于挽

歌和悼词ꎬ起着纪念的作用ꎮ 古代历史学家突出个人的作用ꎬ
把某些哲学家、文学家、军人、演说家的事迹记载下来ꎬ成为传

记ꎬ仍属历史范围ꎮ 有的传记则出于政治上的赞颂、攻击或辩

护ꎮ 亚理斯多德对伦理学的研究ꎬ引起对社会类型(如饶舌

者、吝啬鬼)的兴趣ꎬ出现了肖像式的行状ꎬ作为纠正时弊的

实例ꎮ 希腊化时期ꎬ对古籍的整理和注释需要介绍作者的生

平和著述ꎬ也形成了传记的一种ꎮ 自传、回忆录之类的作品ꎬ
又往往带有自我辩解或生活总结的性质ꎮ 西塞罗写他任执政

官时期的经历ꎬ奥古斯丁(３５４—４３０)的«忏悔录»ꎬ都属于此

类ꎮ 罗马早期传记大都失传ꎬ一、二世纪以塔西陀、绥通纽斯

和普鲁塔克三人对后世最有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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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布留斯科尔涅留斯塔奇图斯ꎬ 通译 塔西陀

(５５? —１１８?)ꎬ出身旧贵族ꎬ被称为贵族共和派最后一个代

表ꎬ帝制的专横与恐怖使他不满ꎮ «阿格利可拉传»一卷写罗

马驻不列颠总督阿格利可拉的一生ꎬ用以说明即使在暴政下

也可能存在不同流合污、不阿谀奉承的“伟大”人物ꎮ 阿格利

可拉是作者的岳父ꎬ作者出于政治动机为他辩护ꎬ进行歌颂ꎮ
其方法是通过叙述阿格利可拉的一系列活动ꎬ主要是军事活

动ꎬ来刻画他的性格ꎬ同时夹叙夹议ꎮ 他在描写主人公政治活

动之时ꎬ偶尔也穿插一场个人的遭遇ꎬ如主人公的幼子之死ꎮ
作品中不列颠酋长的誓师词是一篇动人的演说ꎬ其情绪实际

上反映了罗马共和派贵族要求自由的企望ꎮ 塔西陀另有«日
耳曼志»一卷ꎬ记载日耳曼各部落的地理、社会、宗教、军事、
政治、风习等ꎮ 作者认为ꎬ各部落虽然野蛮ꎬ但有朝气ꎬ帝国的

罗马虽有高度文明ꎬ但已腐败衰朽ꎮ
塔西陀主要著作有«历史»ꎬ残存四卷余ꎬ写六九至九六

年间的事ꎻ«编年史»残存约十二卷ꎬ写一四至六八年间的事ꎮ
两部作品的文学性很强ꎬ给后世留下了帝国时期政治生活的

最生动的记载ꎮ 作者从个人创造历史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ꎬ
把历史写成帝王将相的实录或传记ꎬ同时又从共和派贵族立

场出发ꎬ描写帝国的恐怖暴政和对外关系ꎬ因此他特别注意人

物的塑造和气氛的烘染ꎮ 主要人物都具有鲜明的、各不相同

的性格ꎮ 例如克劳迪乌斯皇帝庸碌无能ꎬ优柔寡断ꎬ任凭皇后

摆布ꎬ他不知有“憎恨、满意、忿怒、悲伤或其他人类感情”ꎻ他
的皇后麦莎丽娜则是荒淫无耻的典型ꎮ 尼禄皇帝之母阿格利

皮娜是一个狠毒的、想要独揽大权的野心家ꎬ而尼禄本人则是

残酷、怯懦而又爱歌咏、演出、竞技的纨绔青年ꎮ 作者从人物

之间的勾心斗角的关系、人物行为的动机来刻画人物ꎬ因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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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鲜明ꎬ叙述富有戏剧性ꎬ常为后世戏剧家、小说家所引用ꎮ
塔西陀的散文风格以简练著称ꎬ有如警句ꎬ如«阿格利可拉

传»中不列颠酋长演说时指控罗马侵略者说:“他们造成一片

荒芜ꎬ而称之为和平ꎮ”
希腊语作家普鲁塔克(４６? —１２０?)著有«道德论说文

集»和«希腊、罗马名人传»ꎻ后者共五十篇①ꎬ记载从半神话

人物一直到一世纪的罗马皇帝的生平ꎮ 作者把一个希腊名人

和一个罗马名人的传并列ꎬ如传说中的城邦创建人、雅典王忒

修斯和罗马王罗慕路斯ꎬ希腊演说家狄摩西尼和罗马演说家

西塞罗ꎻ大多数附有“合论”ꎬ加以对比ꎬ以折衷派的道德标准

衡量人物ꎬ宣扬节制、人道以及对神的恐惧来反对罪恶和暴

政ꎮ 作者按希腊传记程式ꎬ写传主的身世、出生、青少年时期、
性格、事迹ꎬ直到逝世ꎮ 但着重细节与轶事ꎬ说教目的明显ꎮ
书中保存了许多故事ꎬ后来作家研究古代思想、吸取素材时多

所征引ꎮ 莎士比亚写希腊、罗马人物的悲剧都取材于此书的

英译本ꎮ
与普鲁塔克同时的罗马传记作家该尤斯绥通纽斯特

朗奎鲁斯(６９? —１４０?)著有«名人传»ꎬ已散佚或残阙ꎻ«十二

凯撒传»(１２１)是他的主要作品ꎬ包括从凯撒起到多密善十二

个皇帝的传记ꎮ 他曾任哈德理安皇帝的秘书ꎬ因而他的传记

里利用了许多文献档案ꎮ 他的传记的格式是同普鲁塔克一样

的ꎮ 他接受帝国制度ꎬ只是不赞成皇帝的残暴ꎬ对皇帝政治上

和私生活上的腐败有所贬抑ꎮ 关于灾异、妖兆等迷信记载尤

多ꎮ 对人物的状貌和性格的描写有一定的生动性ꎮ
希腊和罗马在同亚、非两洲接触频繁以后ꎬ亚、非的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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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在两地得到传播ꎮ 公元前二世纪小亚细亚的“米勒图斯

故事”(失传)最有代表性ꎬ内容多写爱情和冒险ꎮ «萨蒂里

卡»中以弗所寡妇的故事即其中一例ꎮ 这些流传在民间的故

事成为阿普列尤斯«变形记»的基础ꎮ
鲁齐乌斯阿普列尤斯(１２４? —１７５?)出生于北非一个

官吏家庭ꎬ后来入了埃及的伊希斯教门ꎬ在罗马作过律师ꎮ 他

的主要作品是«变形记»ꎬ又名«金驴记»ꎮ 这是罗马文学中最

完整的一部小说ꎮ 青年鲁齐乌斯因事赴希腊北部帖萨利地

方ꎬ这是有名的妖术之邦ꎬ他止宿于高利贷者米罗家中ꎬ米罗

的妻子是个女术士ꎬ青年误敷了她的魔药ꎬ变成一头驴子ꎬ被
一群强盗劫去ꎬ后来落到奴隶主庄园ꎬ又辗转卖给磨坊主和菜

农ꎬ又为军人劫去ꎬ卖给贵族厨奴ꎬ最后伊希斯女神把他救了ꎬ
他恢复了人形ꎬ就皈依伊希斯教门ꎮ

这部小说以主人公的遭遇为纽带ꎬ真实而广泛地描写了

罗马帝国外省生活ꎮ 例如贵族地主纵犬咬死小农三个儿子ꎬ
强占土地ꎻ罗马军官强夺人民财产ꎻ富人豢养野兽ꎬ举办斗兽

会等ꎮ 小说也叙述了不少由于贪图金钱、遗产ꎬ或由于情欲而

引起的凶杀ꎮ 作者利用主人公变驴后的遭遇和感受ꎬ刻画了

穷人和奴隶受奴役和虐待的处境ꎮ 主人公虽然变成驴子ꎬ但
保持了好奇的性格ꎻ虽不能说话ꎬ但仍是一个能思考、有见识

的观察者ꎮ 由于人们不怀疑他ꎬ他能听到、见到人们最卑鄙的

思想和行为ꎮ 同时ꎬ小说也写了不少巫术、怪异ꎬ贯穿着埃及

宗教的神秘精神:主人公历尽苦难ꎬ最后达到和平仁爱的彼

岸ꎮ 书中最著名的插曲«小爱神和普苏克»写公主普苏克以

美貌引起爱神维纳斯的嫉妒ꎬ和小爱神结婚后又引起自己两

个姐姐的嫉妒ꎮ 作者的散文富于机智、夸张ꎬ杂有古语、口语ꎬ
极为生动活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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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中最后一位重要作家是希腊语讽刺散文家鲁齐

阿努斯ꎬ亦称琉善(１２５? —２００?)ꎮ 他出生于叙利亚一个贫

苦家庭ꎬ遍游小亚细亚、希腊、意大利等地ꎬ曾任律师、修辞教

师、官吏ꎮ 他的著作约有八十种ꎬ讽刺古代社会瓦解时期各种

宗教、哲学流派、修辞、文学等方面ꎮ 恩格斯称他为“古希腊

罗马时代的伏尔泰ꎬ对任何一种宗教迷信都一律持怀疑态

度”①ꎬ其中也包括基督教ꎮ 马克思指出:从琉善的作品中ꎬ可
以看到当时的哲学家如何被人民看作是“当众出洋相的丑

角ꎬ而罗马资本家、地方总督等如何把他们雇来养着作为诙谐

的弄臣”②ꎮ 古代希腊诸神也被他嘲笑得体无完肤ꎮ 他最主

要的作品有:«诸神的对话»ꎬ以生动活泼的语言ꎬ剥掉了神的

尊严ꎮ③ «死者的对话»讽刺社会上的虚荣、欺骗、追求暴利的

风气ꎮ 讽刺故事«伯列格林努斯之死»写流氓利用人们对基

督教的信仰进行欺骗ꎮ④ «一个真实的故事»以荒诞不经的航

海游记形式ꎬ讽刺当时的历史、游记、诗歌、哲学、考据等著作ꎮ
琉善的作品反映了二世纪奴隶制社会开始瓦解时期奴隶主思

想意识的崩溃ꎮ 他的散文风格轻快ꎬ富于机智ꎬ爱引用古希腊

文学、历史、哲学中的辞句ꎬ也染上修辞的习尚ꎮ
二世纪以后ꎬ帝国经济衰退ꎬ官僚机构和军队空前膨胀ꎮ

统治集团贪污挥霍ꎬ赋税的重担落在社会中、下层身上ꎮ 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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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２２ 卷ꎬ第
５２７—５２９ 页ꎮ



举行起义ꎬ中央政权瘫痪ꎻ外省各地局势混乱ꎬ人民起义和各

种宗教(包括基督教)运动结合爆发ꎬ帝国濒于崩溃ꎮ 虽然三

世纪末皇帝实行改革ꎬ一方面迁都东部ꎬ一方面利用基督教劝

人顺从、爱敌人、寄希望于来世的思想和它的群众基础ꎬ定为

国教ꎬ也未能挽回颓势ꎮ 罗马下层居民和隶农、奴隶欢迎入侵

的蛮族ꎬ罗马经过几次洗劫之后终于在四七六年覆灭ꎮ
帝国末期文学的特点是:异教思想和现实主义衰退ꎬ内容

空虚ꎬ怅惘地向往古代ꎬ雕琢辞藻ꎮ 在创作缺乏生命力的时

候ꎬ文学活动主要是对古代作品进行诠释ꎮ 同时ꎬ宗教唯心哲

学泛滥ꎬ著名的宗教作家有吉洛姆(３４０? —４２０)、奥古斯丁

等ꎮ
帝国东迁以后ꎬ形成拜占廷文化ꎬ这是希腊传统、基督教

和亚洲文化的混合物ꎮ 基督教对古代文学极端仇视ꎬ四世纪

时焚毁了亚历山大城的图书馆ꎬ在东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成

批迫害研究古代文学的学者ꎬ文学为教会服务ꎬ文学活动局限

于编写圣者传、编纂辞书、选辑古代作品等工作ꎬ创作极为贫

乏ꎮ
从四、五世纪起ꎬ欧洲文学实际上已开始向中古时期过

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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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 古 文 学

第一节　 概　 论

欧洲中古历史一般分为三个阶段ꎮ 初期(５—１１ 世纪)是
封建社会形成时期ꎻ中期(１２—１５ 世纪)是封建社会全盛时

期ꎻ末期(１６—１７ 世纪中叶)是封建社会衰亡、资本主义产生

时期ꎮ 就文学史而言ꎬ最后一个阶段已是近代欧洲资产阶级

文学的开始ꎬ不包括在中古文学史之内ꎮ 初期的前几个世纪ꎬ
蛮族尚无文字记载的文学ꎬ拉丁文文学则几乎全是教会文学ꎬ
当时介乎欧、亚两洲之间的拜占廷文化远远高出欧洲蛮族文

化ꎮ 中古比较有成就的文学大半产生于九、十至十四、五世

纪ꎮ 从地域范围来说ꎬ中古文学已扩大到希腊、罗马以外的全

欧洲ꎮ
欧洲封建社会的开始ꎬ是以西罗马帝国灭亡(４７６)和蛮

族登上历史舞台为标志的ꎮ 帝国内部封建因素———隶农的出

现和蛮族的入侵促成了帝国的灭亡ꎮ 蛮族主要指克尔特人、
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的各个部落ꎮ 克尔特人在罗马帝国时期

已大都和罗马人融合ꎮ 摧毁西罗马帝国的主要力量是日耳曼

人ꎮ 斯拉夫人对东罗马帝国的封建化起过重要的作用ꎮ
各蛮族的封建化过程先后不一ꎮ 从四世纪末开始ꎬ匈奴

人的西移和蛮族内部的发展引起了民族大迁移ꎮ 五世纪西罗

马灭亡后ꎬ日耳曼各部落在帝国废墟上建立了许多国家ꎬ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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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集中、公社解体和农民的农奴化ꎬ逐渐由氏族社会过渡到

封建社会ꎮ 日耳曼各部落中最强大的法兰克王国ꎬ在八至九

世纪查理大帝的统治下完成了封建化ꎮ 查理死后ꎬ王国分裂

为西法兰克(法兰西)、东法兰克(日耳曼)和意大利三个部

分ꎮ 九至十一世纪ꎬ封建庄园制和等级制的建立巩固了封建

主的统治ꎮ 斯拉夫各族在八世纪以前还处在氏族社会末期ꎬ
九世纪左右ꎬ先后进入封建社会ꎬ其中以西斯拉夫人的摩拉维

亚、南部斯拉夫人的保加利亚和东斯拉夫人的基辅罗斯①最

为强大ꎬ基辅罗斯在十世纪已有很高的文化ꎬ十三世纪中叶为

蒙古人所占领ꎮ 北欧各日耳曼族以地处边陲ꎬ发展落后于欧

洲其他地区ꎬ长期保持氏族社会ꎬ约在十一世纪前后才开始封

建化ꎮ
近代欧洲的国家在各部落定居并建立封建国家的过程中

已粗具规模ꎮ
封建生产方式比以前的奴隶制是一大进步ꎮ 农奴可以占

有部分生活资料和简陋的生产工具ꎬ生产力得到了提高ꎮ 但

剥削仍然极为残酷ꎮ 作为基层经济组织的庄园为世俗或教会

领主所有ꎬ生产一切必需品ꎬ成为一个自足的经济单位ꎮ 主要

劳动者是农奴ꎬ他们依附于土地ꎬ负担繁重的生产劳动ꎬ受着

徭役、租税的盘剥ꎮ 封建主为了巩固统治ꎬ发展了封建等级

制ꎬ他们各有自己的武装和堡垒ꎬ用以压迫人民ꎮ 封建主和农

奴之间的矛盾构成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ꎮ 城市发达以后产生

了市民阶级ꎬ他们也受到封建剥削ꎬ和农民一起反对封建主ꎮ
“反封建的革命反对派活跃于整个中世纪ꎮ”②封建主各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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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ꎬ彼此经常进行掠夺战争ꎬ或联合起来反抗君主ꎬ造成封建

社会的混乱局面ꎮ
在欧洲封建社会内ꎬ基督教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ꎮ 它在

罗马帝国后期已被定为国教ꎮ 当日耳曼人在罗马帝国版图内

建立起一系列新兴封建国家的时候ꎬ他们并未采用基督教ꎬ而
是与依附于奴隶主的基督教进行斗争ꎮ 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

哲学家波依修斯(４８０—５２４)代表新兴封建阶级ꎬ否定了基督

教的一些基本教义ꎮ 他虽未摆脱神学的影响ꎬ但他像卢克莱

修一样ꎬ宣称“无不能生有”ꎬ一切存在都有原因ꎮ
随着封建主同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的发展ꎬ封建主逐渐

利用并接受了基督教这一具有普遍影响的精神统治工具ꎬ基
督教遂与封建蛮族王国合流ꎮ 同时ꎬ教会本身也逐渐变成了

大封建主ꎬ建立了一个以教皇为首的统一组织ꎬ不仅在经济上

剥削各国人民ꎬ而且以其禁欲主义、否定现世的来世思想从精

神上麻痹人民ꎮ
北欧各国受到基督教势力的侵袭较晚(约在 １１ 世纪前

后)ꎬ氏族社会文化保存最久ꎮ 东斯拉夫人在十世纪末从拜

占廷接受了基督教ꎬ这是符合罗斯封建统治者的利益的ꎬ基督

教巩固了封建关系ꎬ加强了大公的势力ꎮ 同时ꎬ基督教的传入

也促进了罗斯和拜占廷之间的文化交流ꎬ推进了罗斯文化ꎮ
基督教的主要思想武器是«圣经»ꎮ «圣经»由«旧约»和

«新约»两部分组成ꎮ «旧约»是希伯来人(分为以色列和犹太

部落)古代文献的汇编ꎬ内容包括公元前十三世纪至公元前

三世纪之间民间流传的历史传说、战歌、爱情诗歌、先知的言

行录、法律、宗教教条和戒规等ꎬ成为犹太教的经典ꎮ 这些作

品大部分用希伯来文写定ꎬ其后又译成希腊文ꎬ其中有一部分

是亚洲西部的优美的文学ꎮ «新约»则成于基督教兴起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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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１、２ 世纪)ꎬ包括有关耶稣言行的传说、耶稣使徒的传

说和书信ꎬ用希腊文或希伯来文写成ꎮ 基督教会把«旧约»和
«新约»合为一书ꎬ称为«圣经»ꎮ «圣经»虽然是亚洲宗教文

献ꎬ但随着基督教势力的扩张ꎬ在宗教改革时期又被精心译成

各国文字ꎬ对欧洲社会思想和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ꎮ
教会垄断着中古的文化ꎮ 它从«圣经»中找出统治、压迫、

剥削人民的“理论”根据ꎮ 它销毁古代文物和书籍ꎬ对古希腊、
罗马的“异教”文化基本上采取敌视、排斥的态度ꎬ但是为了吸

取古代文化中有利于教会统治的思想ꎬ也保留了其中一部分ꎬ
如柏拉图的神秘思想、亚理斯多德的形而上学ꎮ 此外ꎬ为了阅

读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圣经»ꎬ办理东西方教会之间的外交ꎬ
用统一的拉丁文加强西方教会之间的联系ꎬ并创作教会文学以

及其他原因ꎬ僧侣们也通过古代文学作品学习古代语言ꎮ 可

是一般说来ꎬ他们对于古代文学往往歪曲附会ꎬ竭力消除其中

的现世思想ꎮ 对于蛮族的神话、传说、史诗、文化活动ꎬ教会采

取压制政策ꎬ压制不成ꎬ就加以窜改ꎮ 教会本身的文学多是用

拉丁文写的基督故事、圣徒传、祷告文、赞美诗等ꎬ以宣扬世俗

生活的罪恶ꎬ劝人忏悔或用迷信恐吓人民ꎮ 但某些出自下层

僧侣手笔的作品往往在宗教外衣下多少反映了人民的情绪ꎮ
教会虽然敌视人民的文学ꎬ人民的文学在整个中古时期

并未被扼杀ꎮ 很早的时候ꎬ日耳曼人就有历史歌谣和神话传

说ꎬ稍后又产生了有关民族大迁移时代的英雄史诗ꎮ 在克尔

特人中间流行着关于英雄库胡林和芬恩的故事ꎬ以及稍后的

关于亚瑟王的故事ꎮ 斯拉夫人中也流传着许多英雄歌谣ꎮ 此

外ꎬ各民族都有谚语、格言、谜语、咒语等民间文学ꎮ 这些文学

大都口口相传ꎬ民间艺人在保存、传播、加工方面起了很大作

用ꎮ 他们一部分被迎入宫廷ꎬ大部分从一处流浪到另一处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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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头镇口说唱ꎮ 这种文学由于受到教会敌视ꎬ很多都已失传ꎬ
九、十世纪以后才部分地记录下来ꎬ从中可以看出中古早期氏

族社会人民的生活、信仰、精神面貌和艺术风格ꎮ 在十三、四
世纪ꎬ欧洲许多国家出现了谣曲ꎮ 这是一种较短的叙事诗ꎬ往
往采用古代英雄史诗、当代历史人物或事件、生活中不平常的

事件、民间故事甚至骑士传奇编写而成ꎮ 它常常被用来歌唱ꎬ
有时对唱ꎬ有时采取领唱合唱方式ꎬ在农村城镇流传ꎮ 中古后

期民间文学中还有过抒情诗ꎬ歌颂爱情和自然ꎬ但这类作品留

存极少ꎮ 农民运动结合着城市平民运动和“异端”运动ꎬ提出

与贵族平等、消灭贫富差别的政治、经济要求ꎬ这在文学中也

有反映ꎮ 中古主要文学成就都和民间文学有一定联系ꎬ另一

方面ꎬ民间文学ꎬ特别是后期ꎬ往往也受到封建意识尤其是教

会思想的影响ꎮ
随着封建国家的逐渐形成ꎬ在和异族的斗争中ꎬ产生了后

期的英雄史诗ꎮ 这些英雄的精神世界有的已超出狭隘的部落

范围ꎬ具有爱国思想ꎬ体现了人民的愿望ꎮ 封建全盛时期的骑

士文学则主要表达了封建主的理想ꎬ宣扬封建主的道德ꎮ 但

它也往往表现出反禁欲主义、反等级观念ꎬ反映统治阶级内部

的矛盾ꎮ 它的构成因素极为复杂ꎬ有时以民间文学为基础ꎬ但
又掺杂古代文学、东方文学、宗教文学等因素ꎮ 后期的英雄史

诗和骑士文学以法国为最发达ꎮ
城市的出现使西欧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ꎮ 城市产生了

资产阶级前身的市民以及不同的城市阶层ꎬ也产生了城市文

化ꎮ 出现了不是教会办的学校和大学ꎬ引起教会的敌视和争

夺ꎮ 唯物主义思想有所发展ꎬ法国的阿贝拉尔、西班牙的阿威

罗厄斯、英国的罗哲尔培根都是反经院哲学的代表ꎮ 出现

了城市文学ꎬ以反教会、反封建为其基本特点ꎮ 市民阶级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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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和政治上是软弱的ꎬ它往往依靠机智来和强大的封建势力

作斗争ꎬ反映在文学上就是«列那狐传奇»这类作品ꎮ 市民的

要求也见于在中古后期比较发达的戏剧ꎮ 在资本主义发展较

早的国家如意大利ꎬ已形成人文主义思想的萌芽ꎬ并产生了但

丁这样的向文艺复兴过渡的诗人ꎮ
十字军东侵对西欧文化的发展起过促进的作用ꎬ从此ꎬ东

方故事、爱情诗歌、东方史诗以及华丽的风格被吸收到欧洲文

学中来了ꎮ
欧洲中古文学在艺术上比较突出的特点之一是寓意ꎬ这

是一种在宗教文学影响下形成的特殊的形象思维方法和表现

手法ꎮ 作者常常假托梦境或幻景来反映生活现实ꎬ体现理想ꎬ
或把抽象品质拟人化ꎬ如把真理写成一个高贵的妇人ꎬ或用形

象象征抽象品质ꎬ如用玫瑰象征爱情ꎮ 这种手法一直影响到

但丁ꎬ在后来欧洲文学中仍被普遍使用ꎮ 中古的骑士传奇强

调人物心理、冒险经历、细节描写ꎬ创造了一种新的长篇叙事

文学ꎬ对后来小说发展有一定影响ꎮ 随着蛮族国家的建立ꎬ民
族地域逐渐划定ꎬ民族语言也逐渐形成ꎮ 尽管教会作家和僧

侣一般都用拉丁文写作ꎬ但世俗文学从英雄史诗、骑士传奇到

戏剧、寓言、笑话一般都用“俗语”———民族语言或方言创作ꎮ
近代欧洲各国文学和语言的开始大都可以追溯到中古时期ꎮ

第二节　 英雄史诗和骑士文学

中古欧洲的英雄史诗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反映了处

在氏族社会末期的蛮族部落的生活ꎬ他们基本上还未封建化ꎬ
一般也没有受到基督教的影响ꎮ 这类代表作有日耳曼人的

«希尔德布兰特之歌»、盎格鲁撒克逊人(日耳曼人的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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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贝奥武甫»ꎬ以及冰岛的“埃达”和“萨迦”ꎮ 这类史诗和

荷马史诗同是氏族社会末期的产物ꎬ歌颂的多是部落的贵族

英雄ꎬ而自由贫民和奴隶都不占重要地位ꎮ 它们的内容多以

神话或历史事件为依据ꎮ 神在故事中干预人的命运ꎬ但人对

神已开始失去敬仰ꎮ 这些故事在民间口头流传ꎬ写定的人往

往不可考稽ꎮ 日耳曼人的英雄史诗数量极多ꎬ从更多方面反

映了氏族社会生活ꎬ如部落之间的血仇关系ꎬ象征权力的黄金

给部落带来的诅咒和灾难ꎻ更加突出英雄的悲剧性格ꎻ更多魔

怪、法术等因素ꎮ
另一类英雄史诗也以历史人物、民间传说为基础ꎬ如«罗

兰之歌»、«熙德»、«尼伯龙根之歌»和«伊戈尔远征记»ꎬ但这

类史诗是欧洲各民族高度封建化以后的产物ꎮ 各部落先后从

分散状态走上趋于统一的封建国家的道路ꎮ 国家的统一是符

合人民的愿望的ꎬ是进步的ꎮ 史诗中的英雄反映了这种愿望ꎮ
他们和前一时期的英雄不同ꎬ他们的荣誉观念已不限于狭小

范围的部落英雄的复仇义务ꎬ而开始具有国家观念的内容ꎮ
他们是要求团结、抵御外侮的英雄ꎮ 同时ꎬ在他们身上ꎬ封主、
封臣的关系体现得很明显ꎮ 在基督教的影响下ꎬ他们的爱国

行为往往表现为反对异教徒的斗争ꎮ 在这类史诗里ꎬ多神教

的神话因素相对减少ꎮ 但欧洲各主要国家的历史发展不尽相

同ꎬ史诗题材本身的发展情况和写定的年代也不同ꎬ因此上述

特点在各国的英雄史诗中很不一致ꎮ
第一类英雄史诗中最早、最完整的作品是«贝奥武甫»ꎮ

全诗长三千余行ꎬ其中所记的历史事件属于六世纪ꎬ反映盎格

鲁撒克逊人在欧洲大陆的生活ꎬ他们定居不列颠后ꎬ在八世

纪以古英语写定ꎬ它成为英格兰民族第一部史诗ꎬ现存唯一手

抄本属于十世纪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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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诗共分两部分ꎮ 第一部分写瑞典南部耶阿特族贵族青

年贝奥武甫渡海到丹麦ꎬ替丹麦人消灭为害的巨妖格伦德尔

和巨妖的母亲ꎮ 诗中特别强调主人公的见义勇为、徒手搏斗

的英雄气概ꎮ 第二部分写五十年后贝奥武甫作为国王为本族

杀死焚烧人民房屋的火龙并因而牺牲的事迹ꎬ歌颂了主人公

忘我无私、具有高度责任感的道德品质ꎮ 他虽然是部落贵族ꎬ
但不脱离人民ꎬ体现了氏族社会瓦解时期部落人民的理想ꎮ

诗中写火龙发怒是因为一名犯罪的奴隶逃避法律ꎬ恰巧

躲进龙窟ꎬ偷了一个金杯而引起的ꎮ 奴隶把金杯献给主人

(贝奥武甫的臣属)ꎬ赎了罪ꎮ 奴主又将金杯献给贝奥武甫ꎮ
从这神话和现实交织而成的情节中ꎬ可以看出奴隶同氏族贵

族的关系ꎬ以及当时法律的一斑ꎮ
诗中常用对比、对话和插语等方法ꎬ突出主人公英勇正直

的性格ꎮ 关于巨妖格伦德尔敌视人间欢乐、巨妖之母所住的

水底魔窟、火龙失宝以后的焦急、忿怒等场景的描写ꎬ也是这

部史诗的精彩部分ꎮ 诗人写道:“当龙醒来ꎬ斗争又重新燃

起ꎮ 它嗅嗅岩石ꎬ勇猛的心发现了敌人的脚印ꎮ 宝物的

守卫者沿着地面一路搜寻ꎬ贪婪地想发现在他睡眠时欺侮他

的那个人ꎮ 龙心中燃烧着凶猛的烈火ꎬ它围绕着墓墩转来转

去ꎮ 荒野里ꎬ杳无人迹ꎮ 它强烈要求战斗ꎮ 它又沿着墓

穴ꎬ看看那被盗的宝藏ꎮ 忿怒在心中沸腾ꎬ它焦急地等待着黑

夜的来临ꎮ”诗中还描写了部落贵族生活如宴会、说唱ꎬ以及

信仰、神话ꎬ都极生动ꎮ 史诗的结构比较集中精炼ꎮ 它用头韵

体写成ꎬ使用一种特殊的形象比喻(同义语)ꎬ如称大海为“鲸
鱼之路”ꎬ兵士为“拿盾牌的人”ꎬ酋长为“宝物的守卫者”等ꎮ
这些是北欧史诗共有的特点ꎮ 这部史诗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

出基督教思想的影响ꎬ如把氏族社会的命运观念同上帝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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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混同起来ꎬ把格伦德尔称为该隐的族类等ꎮ
日耳曼人的史诗«希尔德布兰特之歌»残存六十八行ꎬ流

传于八世纪ꎬ手抄本属于九世纪ꎬ叙述民族大迁移末期随东哥

特国王狄特里希出征的希尔德布兰特在三十年后返回故乡、
在边境上和他的儿子战斗的故事ꎮ 父亲认出了儿子ꎬ赠给他

一个金环ꎮ 儿子拒绝这个“异族人”的赠品ꎬ为了保持日耳曼

战士的荣誉ꎬ向父亲挑战ꎬ父亲也只好应战ꎬ残稿在描写激烈

的战斗处中断了ꎮ 这一片段着重刻画了日耳曼人刚强勇敢的

性格ꎮ 诗中对话富有戏剧性ꎮ 这是仅有的一首用古德语写成

的日耳曼英雄诗歌ꎮ
反映欧洲氏族社会末期生活的文学以冰岛为最丰富ꎮ 最

初ꎬ挪威的“海盗”和农民于九世纪后半期到十世纪初叶开始

定居于冰岛ꎮ 当时他们还处于原始公社解体阶段ꎮ 居民中有

自由人ꎬ有奴隶ꎻ在自由人中ꎬ氏族贵族掌握立法和司法大权ꎬ
形成贵族共和国ꎬ贵族军事民主持续了很久ꎮ 十二世纪初ꎬ封
建关系逐渐形成ꎮ 九、十世纪之交ꎬ爱尔兰基督徒也定居冰

岛ꎬ至十二世纪氏族贵族同教会合流ꎬ他们占有土地日广ꎬ到
十四、五世纪进入封建全盛时期ꎮ

最早从挪威迁来的定居者带来了古代北欧的神话和英雄

传说ꎬ形成独特的冰岛文学ꎬ从形式上它可以分成诗歌和散文

两种ꎮ 冰岛诗歌绝大部分(３０ 首)收在诗集“埃达”①里边ꎮ
这些口头诗歌约在十二世纪写定ꎬ十七世纪发现的唯一留存

的手抄本大约是十三世纪写的ꎮ “埃达”中的诗歌可以分为

三类:神话诗、教谕诗和英雄史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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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诗的代表作为«佛卢斯泡»ꎬ又名«女法师的预言»
(１０ 世纪末)ꎬ纪录了有关世界的创造、毁灭和再生的传说ꎬ也
描绘了氏族制末期的社会矛盾ꎮ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

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这首诗写成于海盗时代ꎬ当时氏族

社会已趋瓦解ꎬ所以它写的是诸神的没落和世界的毁灭、大灾

难到来以前的普遍堕落和道德败坏:①

　 　 　 　 弟兄们彼此

　 　 　 　 相互杀害ꎬ
　 　 　 　 姐妹们的儿子

　 　 　 　 相互残杀ꎻ
　 　 　 　 世界在痛苦中ꎬ
　 　 　 　 淫乱风靡ꎻ
　 　 　 　 枪的时代ꎬ刀的时代ꎬ
　 　 　 　 盾牌被砍裂ꎻ
　 　 　 　 风暴的时代ꎬ饿狼的时代ꎬ
　 　 　 　 世界将要覆灭ꎮ
　 　 　 　 大地在吼叫ꎬ
　 　 　 　 女巨人在飞ꎻ
　 　 　 　 人们彼此

　 　 　 　 相互陷害ꎮ

同时ꎬ从这段诗中也可以看出母权制的残余尚未消失ꎮ “姐
妹们的儿子相互残杀”指的就是在母权制下ꎬ母系关系被看

成是血缘关系ꎬ比之父系关系更为密切和神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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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ꎬ诗人也表现了对理想社会的向往:

　 　 　 　 她①看见一座殿堂ꎬ
　 　 　 　 比太阳还美丽ꎬ
　 　 　 　 顶上铺着黄金ꎬ
　 　 　 　 底座是宝石ꎻ
　 　 　 　 许多有道德的人

　 　 　 　 将住在这里ꎬ
　 　 　 　 永远享受着

　 　 　 　 无上的幸福ꎮ

另一首代表作«洛卡森那»ꎬ又名«洛奇的吵骂»ꎬ写被压

迫的神洛奇嘲骂主神奥丁ꎬ反映出氏族社会的信仰随着氏族

社会的衰落而消失ꎻ同时奥丁是氏族贵族所信奉的神ꎬ对他的

批评也反映了贵族和平民的矛盾ꎮ 这首诗富有戏剧性ꎬ它的

佚名作者被称为北欧的阿里斯托芬ꎮ
教谕诗的内容和观点驳杂ꎮ 在代表作«豪玛冒尔» («天

帝之歌»)中ꎬ有的段落体现农民追求小康生活的愿望ꎻ有的

表达氏族领袖的理想ꎻ有的反映氏族的集体观念ꎻ另外一些是

具有警告或诫谕性质的诗ꎮ
“埃达”中的英雄史诗都很短ꎬ有的残缺不全ꎮ 其中主要

诗篇以佛尔松族的传说为中心ꎬ这一传说在“萨迦”和«尼伯

龙根之歌»中叙述得更完整ꎬ但在“埃达”里ꎬ这个传说的每个

片段都具有独立性ꎬ可作为歌唱的单位ꎬ并更多地保存了氏族

社会的面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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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岛散文叙事文学称为“萨迦”ꎬ意为“话语”①ꎮ 这类作

品数量很多ꎬ包括历史、英雄传说、王朝史话、家族史话ꎬ写成

于十二、三世纪ꎬ也有属于十四世纪的ꎬ但大都反映氏族社会

生活ꎮ 其中对后来欧洲文艺影响较大的是«佛尔松萨迦»ꎬ写
佛尔松家族和纠奇家族传说ꎮ 中心故事写佛尔松族的英雄西

古尔德杀龙得宝ꎬ遗弃了未婚妻布仑希尔特ꎬ娶了纠奇族女子

古德伦ꎬ布仑希尔特嫁给古德伦的哥哥巩纳尔ꎬ并嗾使他杀死

西古尔德ꎮ 西古尔德死后ꎬ布仑希尔特的哥哥匈奴王阿提拉

觊觎纠奇族宝物ꎬ强娶了古德伦ꎬ并杀死巩纳尔ꎮ 古德伦为哥

哥报仇ꎬ杀死第二个丈夫匈奴王和他的儿子ꎬ然后自杀ꎮ 这部

“萨迦”保留了这一传说的许多氏族社会特点ꎮ 黄金宝物在

当时象征权力和权力带来的灾难ꎬ得到宝物的人必然遭到灾

难ꎮ 灾难在这里又被理解为命运ꎬ因此灾难来临之前总有预

言、梦兆ꎬ以说明其不可避免ꎮ 这就使“萨迦”充满了悲剧气

氛ꎮ 作者又突出人与人之间的背信弃义的行为ꎬ反映出氏族

社会末期的情况ꎮ 在复仇问题上ꎬ古德伦的丈夫被自己的兄

弟们杀死ꎬ她不向他们报仇ꎬ而仅仅表示哀痛ꎬ但匈奴王杀死

她的兄弟们ꎬ她立即报仇ꎬ这说明血缘关系重于夫妇关系ꎮ
«尼奥尔萨迦»是另一巨著ꎮ 主人公尼奥尔是一个平民

“执法人”②ꎬ他是个贤德老人ꎬ希望氏族之间和平相处ꎬ但由

于儿子杀了人引起血仇ꎬ结果老人一家被仇人烧死在家里ꎬ若
干年后女婿卡利为他报了仇ꎮ 故事发生在十、十一世纪之交ꎬ

０９

①

②

“萨迦”一词在后来欧洲许多民族的语汇中成为通用名词ꎬ意为长篇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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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纪写成ꎮ 作品描叙了复仇观念与要求和平法治的思想

之间的矛盾ꎬ带有基督教色彩ꎮ
芬兰人民史诗«卡勒瓦拉»(又名«英雄国»)也是中古欧

洲著名的史诗之一ꎬ它既不同于日耳曼人和北欧的史诗ꎬ也不

同于法国和西班牙的史诗ꎮ 它具有芬兰民族的特点ꎮ 这部巨

著是芬兰人民在长期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的ꎮ 从七世纪末、八
世纪初起ꎬ芬兰人民中就流传着各种有关本民族的古代神话

和传说ꎬ一般都是歌摇形式ꎬ有些是十二世纪瑞典人把基督教

传入以后的产物ꎮ 到了十九世纪ꎬ芬兰医生艾里阿斯隆洛

特(１８０２—１８８４)长期深入民间ꎬ收集了大量的歌谣ꎬ编成一

部完整的史诗ꎬ题名«卡勒瓦拉»ꎬ于一八三五年出版ꎮ 此后

他又继续收集补充ꎬ一八四九年出版了史诗的最后定本ꎬ包括

五十支歌曲ꎬ二二七九五行诗句ꎮ
«卡勒瓦拉»以争夺“三宝”的故事为核心ꎬ描写了卡勒瓦

拉的英雄们和北方黑暗国波赫尤拉之间的斗争ꎮ 三宝指的是

一座能自动制造谷物、盐和金币的神磨ꎮ 这部史诗虽有神话

因素ꎬ但以直接具体地描摹现实的生活和人物为其特色ꎬ反映

了芬兰人民在氏族制度瓦解时期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意识ꎮ 史

诗不仅写了氏族之间的斗争ꎬ氏族制瓦解时期的种种社会现

象ꎬ而且还有许多日常生活和风习的细致描述ꎬ带有浓厚的民

族色彩ꎮ 这部史诗形成于基督教思想统治时期ꎬ但是仍然保

留着芬兰人民原有的多神教信仰ꎬ只有在少数歌谣中可以看

到基督教的影响(如结尾部分关于圣母的故事)ꎮ 诗中有关

于宇宙的创造、铁的发明、天时气候、耕作酿造等传说ꎬ也包括

一些咒语ꎮ 这些都反映了人民对于自然的朴素认识和征服自

然的斗争和愿望ꎮ “三宝”本身也表达了人民对于繁荣富裕

的理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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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诗成功地描绘了两个人民英雄的形象ꎬ他们都是人民

的战士和劳动能手ꎬ为了卡勒瓦拉人民的光明幸福ꎬ他们和波

赫尤拉凶暴贪婪的女族长娄希进行了艰巨的斗争ꎮ 诗中的主

要英雄是享有极高威望的老歌手万奈摩宁ꎬ他的歌曲能感动

神人鸟兽ꎬ同时他又是能耕作善渔猎的农民ꎮ 他懂得各种咒

语ꎬ具有无比的智慧和勇敢精神ꎬ在争夺“三宝”的战斗中建

立了丰功伟绩ꎮ 另一个重要英雄是铁匠伊尔玛利宁ꎬ他沉默

寡言ꎬ埋头工作ꎬ锻造出各种工具、武器和艺术品ꎬ“三宝”就
是他的伟大创造ꎮ 除了这两个英雄以外ꎬ活泼轻率的青年战

士勒明盖宁也是夺取“三宝”战斗中的重要人物ꎮ 史诗歌颂

了创造性劳动和英雄们为人民幸福而进行的斗争ꎮ
这部史诗全部都用四音步扬抑格头韵体写成ꎬ经常运用

重复的诗句和夸张的手法ꎬ具有人民诗歌的特点ꎮ 它对芬兰

民族文学和民族语言起过巨大作用ꎮ
第二类英雄史诗ꎬ即作为欧洲各民族高度封建化的产物

的英雄史诗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ꎬ是法国的 «罗兰之歌»
(１０８０?)ꎮ 它在十一世纪以咏唱方式在民间流传ꎬ现在我们

读到的最古的本子是十九世纪发现的十二世纪手抄本ꎮ 最后

一行诗提到杜罗勒都斯这个名字ꎬ他可能是民间艺人或这个

本子的抄写人ꎬ也可能是在民间创作基础上加工的诗人ꎮ 史

诗用诺曼语写成ꎬ共二九一节ꎬ四〇〇二行ꎬ每行十音ꎬ尾音是

谐音ꎬ不是押韵ꎮ 这个形式是由诗的咏唱性质决定的ꎮ
这部英雄史诗的主人公罗兰是法兰克国王查理大帝的十

二重臣之一ꎮ 查理大帝在西班牙对阿拉伯人作战ꎬ萨拉哥萨

山国国王马尔西勒遣使求降ꎮ 查理大帝指派加纳隆作使臣ꎬ
去和马尔西勒议定投降条件ꎮ 叛徒加纳隆却向马尔西勒献

策ꎬ在查理大帝班师回国时ꎬ袭击他的后卫部队ꎮ 罗兰是后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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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的主将ꎬ他和他的战友们以及二万精兵在英勇战斗并击

毙了无数敌人后ꎬ全都壮烈牺牲ꎮ 最后ꎬ查理大帝为法兰克军

队报仇ꎬ消灭全部敌人ꎬ并将加纳隆处死ꎮ
«罗兰之歌»有一定的历史根据ꎮ 七七八年ꎬ查理大帝从

西班牙回国ꎬ法兰克部落巴斯克人袭击他的部队ꎬ把他们全部

杀死ꎮ 史诗说罗兰和他的战友们死于阿拉伯人的背信弃义ꎬ
这是人民根据自己的需要ꎬ把他们刻画成抵抗外族、忠君爱国

的英雄ꎮ 人民的幻想还创造了加纳隆这个人物ꎬ为了表明如

果没有这个卖国贼ꎬ阿拉伯人决不可能有力量打败法兰克军

队ꎮ
恩格斯在谈到«罗兰之歌»时①指出ꎬ查理大帝体现了法

兰西的统一ꎬ体现了一个理想的、还不存在的封建王国ꎮ 诗中

的查理是新兴封建阶级统一国家的象征和理想ꎮ 恩格斯又

说ꎬ法兰西是骑士制度发展的中心ꎬ十一世纪末骑士制度在此

首先形成ꎮ 诗中把罗兰写成一个理想的骑士ꎬ他爱国、忠君ꎬ
对敌勇敢作战ꎬ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ꎬ阵亡时ꎬ他把脸朝向敌

人ꎬ以表示其仇恨和不屈ꎮ 这种刻画都体现了封建阶级上升

时期的理想ꎬ也是符合人民保卫自己土地的愿望的ꎮ
诗中写罗兰同阿拉伯人作战也是为了基督教的利益ꎬ他

死后被天使接到天堂ꎬ这正好说明封建统治阶级同宗教的合

流ꎮ
«罗兰之歌»的描写简要确切ꎬ鲜明突出ꎬ勾画人物性格一

般只用三言两语ꎮ 诗中有好几处采用重叠法ꎬ例如奥利维埃

三次建议罗兰吹号角ꎬ罗兰三次拒绝ꎮ 作者也喜欢用对比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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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大帝为国勤劳ꎬ爱将士胜于爱自己的生命ꎻ马尔西勒懦弱

卑鄙ꎬ使他悲恸的不是将士的牺牲ꎬ而是儿子的死亡ꎮ 罗兰忠

心耿耿ꎬ为“可爱的法兰克”流尽了最后一滴血ꎻ加纳隆为了

个人恩怨不惜出卖自己的国家ꎮ 重叠法和对比法是民间文学

的艺术特色ꎮ «罗兰之歌»是中古时期法国人民的优秀作品ꎮ
和«罗兰之歌» 类似的是西班牙英雄史诗 «熙德» (约

１１４０)ꎮ 西班牙从八世纪初被阿拉伯人占领以后ꎬ人民长期

反抗外族侵略ꎬ到十一、二世纪进入高潮ꎮ 熙德①就是这一斗

争中产生的英雄ꎮ 熙德死后出现了一系列关于他的传说和谣

曲ꎬ史诗«熙德»就是其中一部杰出的作品ꎮ 全诗长三七〇〇

行ꎬ分为三章ꎮ 第一章写卡斯提尔王阿尔芳索听信谗言放逐

熙德ꎬ熙德和摩尔人(阿拉伯人的一支)作战ꎬ屡屡获胜ꎮ 第

二章写国王给熙德的两个女儿说亲ꎬ熙德根据封建义务勉强

答应ꎮ 第三章写两个女婿对妻子的暴行ꎬ熙德和两个女婿比

武并战胜了他们ꎮ 熙德在诗里首先是一个战胜侵略者的英

雄ꎬ他向摩尔人讨索贡赋ꎬ夺取他们的城池、财货ꎬ连同俘虏献

给国王ꎬ强迫各摩尔国王臣服于西班牙国王ꎬ这样来体现他的

爱国思想ꎮ 在熙德身上ꎬ封主封臣的观念很强ꎮ 同时ꎬ他也是

信奉基督教而反对异教的一个英雄ꎮ
为了突出熙德的英雄性格ꎬ作者创造了两个怯懦的女婿

的形象ꎬ作为对比ꎬ他们“只想获得财富ꎬ不想去冒风险”ꎮ 作

者承认国王是“天然尊长”ꎬ但也反映了国王和封臣、封臣和

封臣之间的矛盾ꎮ 从«熙德»里ꎬ我们也可以看出封建骑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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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夺生活ꎮ
德国的英雄史诗«尼伯龙根之歌»(约 １２００)共九五一六

行ꎬ分为上下两部ꎬ上部名«西格夫里特之死»ꎬ下部名«克里

姆希尔特的复仇»ꎮ 尼德兰王子西格夫里特是一个有名的勇

士ꎬ他早年曾杀死怪龙ꎬ并占有尼伯龙根族的宝物ꎮ 他爱慕布

尔艮特国王巩特尔的妹妹克里姆希尔特的美貌ꎬ想和她结婚ꎮ
他帮助巩特尔打败敌人ꎬ又帮助巩特尔娶得冰岛女王布仑希

尔特ꎬ巩特尔才允许他和克里姆希尔特成婚ꎮ 十年后ꎬ布仑希

尔特和克里姆希尔特发生纠纷ꎬ她发现巩特尔是依靠西格夫

里特的力量才娶得她的ꎬ感到自己受了侮辱ꎬ便唆使巩特尔的

侍臣哈根在打猎时杀害了西格夫里特ꎮ 西格夫里特死后ꎬ哈
根把尼伯龙根宝物沉入莱茵河ꎮ 克里姆希尔特为了复仇ꎬ在
寡居十三年之后ꎬ同意嫁给势力强大的匈奴王埃采尔ꎮ 又过

了十三年ꎬ她借故约请巩特尔等亲戚来匈奴国相聚ꎬ在一次骑

士竞技大会上ꎬ对布尔艮特人大肆杀戮ꎮ 最后哈根被俘ꎬ她要

求他说出尼伯龙根宝物的所在地ꎬ遭到拒绝ꎬ于是把哈根杀

死ꎮ 她的部下希尔德布兰特不能容忍她的残暴ꎬ也杀死了她ꎮ
这篇史诗的故事导源于民族大迁移后期匈奴人和布尔艮

特人的相互斗争ꎬ又穿插了许多其他历史传说ꎬ和«佛尔松萨

迦»的故事有共同的地方ꎬ但又有本质的不同ꎮ «尼伯龙根之

歌»以氏族社会部落之间的血仇为基础ꎬ所写的是十二世纪

封建社会ꎮ 它围绕尼伯龙根宝物的争夺ꎬ反映了封建主之间

的权势之争ꎮ 更重要的是它塑造了西格夫里特这一骑士理想

形象ꎮ 他在接受爵位的典礼上就表示立志要把一切危害国家

的外侮弭平ꎻ他忠诚勇敢ꎬ模范地遵守和克尽封建义务ꎮ 诗中

的哈根ꎬ就像«罗兰之歌»中的加纳隆ꎬ阴险、凶残ꎬ同西格夫

里特形成对比ꎮ 诗中处处强调封建等级关系ꎬ例如布仑希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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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因为她的婚姻是由“侍从”西格夫里特撮合而成的便感到

耻辱ꎮ 诗中反映的宫廷生活ꎬ如宴会、婚礼、丧礼ꎻ骑士道ꎬ如
打猎、比武、对妇女的殷勤ꎻ宗教生活ꎬ如望弥撒、洗礼ꎻ基于政

治利益的婚姻ꎬ如第十歌中巩特尔决定把妹妹克里姆希尔特

许配给一位尚未宣布名字的骑士时ꎬ她就表示愿意接受ꎻ又如

巩特尔向布仑希尔特求婚ꎬ埃采尔向克里姆希尔特求婚ꎬ而他

们都未见过对方本人ꎬ①———这一切都说明这首诗同«罗兰之

歌»一样ꎬ也是反映封建阶级上升时期的生活和理想的ꎮ
这部史诗所用的诗体ꎬ后来称为尼伯龙根诗体ꎬ每四行一

节ꎬ每行中有一停顿ꎬ便于民间艺人朗诵ꎮ
俄罗斯的英雄歌谣产生于早期封建社会ꎬ即从基辅罗斯

到蒙古人占领时期(９—１５ 世纪)ꎮ 它是一种短小的叙事诗ꎬ
流传下来的共一百余首ꎬ大都歌颂勇士保卫疆土的战斗生活ꎮ
最著名的勇士是穆罗姆人伊里亚ꎬ有关他的歌谣也最多ꎮ 传

说他本来是个瘫痪的农民ꎬ喝了游方僧的蜜酒后ꎬ具有惊人的

体力ꎬ便离家开始戎马生活ꎮ 歌谣叙述了他消灭各种各样的

敌人、为民除害的英雄事迹ꎮ 他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谋幸

福ꎬ曾几次冒犯王公贵族ꎬ被关进地窖ꎮ 但是当敌人乘机入

侵ꎬ国王请他出来迎敌时ꎬ他并不计较个人恩怨ꎬ慨然允诺ꎮ
他说:

　 　 我去作战是为了正教的信仰ꎬ
为了罗斯的国土ꎬ
为了光荣的京城基辅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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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寡妇、孤儿、穷人ꎻ
若是为了狗王符拉季米尔ꎬ
我决不迈出这地窖一步!

有些英雄歌谣则歌唱中古罗斯的和平生活ꎬ如«伏里加和米古

拉»、«萨特科»等ꎮ 俄罗斯英雄歌谣情节简朴ꎬ爱用夸张手法ꎮ
俄罗斯英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 (１１８５—１１８７)是中古

时期另一部出色的史诗ꎮ 作者不详ꎮ 十八世纪末才发现这部

作品的十六世纪抄本ꎮ 全诗是根据一一八五年罗斯王公伊戈

尔一次失败的远征的史实写成的ꎬ除序诗外分为三部分ꎮ 第

一部分写伊戈尔出征和被俘ꎮ 第二部分ꎬ作者通过基辅大公

的“金言”ꎬ号召各王公团结起来捍卫祖国ꎮ 第三部分ꎬ俄罗

斯大地响应人民的呼吁ꎬ帮助伊戈尔逃出囚禁ꎬ重返祖国ꎬ象
征罗斯的复兴ꎮ

当时基辅罗斯正处在内忧外患之中ꎬ王公们不断地相互

残杀ꎬ而突厥族的波洛夫人则盘据在黑海沿岸ꎬ严重地威胁着

罗斯人民的安全ꎮ 作者指出形成民族危机的根本原因既非敌

人强大ꎬ也不是神的意旨ꎬ而是王公们的争权夺利:

　 　 王公们抗击邪恶人的斗争停止了ꎬ
兄弟手足只顾争吵:
“这是我的ꎬ那也是我的!”
对于一些细小的事情ꎬ
王公们却说:“这是大事ꎮ”
于是他们给自己制造了内讧ꎬ
而那邪恶人便从四面八方

侵犯罗斯的国土ꎬ势如破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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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通过基辅大公的“金言”和自己的呼吁ꎬ要求王公们和人

民踏上金马镫ꎬ为“罗斯的国王”、为“伊戈尔的创伤”雪耻报

仇ꎮ 基辅大公被写成一个捍卫全罗斯利益的英明统治者ꎬ他
体现了作者的理想ꎮ «远征记»表现的爱国主义思想在当时

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ꎬ马克思说:“这部史诗的要点是号召俄

罗斯王公们在一大帮真正的蒙古军的进犯面前团结起来ꎮ”①

史诗一方面谴责伊戈尔贪图个人荣誉、孤军出征的轻率

行动ꎬ另一方面却热烈歌颂他敢于抗御敌人的英雄气概ꎮ
“钢铁铸成的”伊戈尔不顾日蚀的凶兆ꎬ誓师出征ꎮ 他的战士

个个都是“在号角声中诞生ꎬ在头盔下长大ꎬ用长矛利刃进

餐”的健儿ꎮ 作者把这次远征看作全民事业的一部分ꎬ伊戈

尔的惨败震动了整个罗斯ꎬ伊戈尔的妻子在城头上的哭诉正

反映了人民的悲痛和希望:

　 　 光明的、三倍光明的太阳啊!
你对任何人都是温暖和美丽的:
神啊ꎬ你为什么要把你那炎热的光芒

照射到我丈夫的战士们身上?
为什么在那干旱的草原上ꎬ
你用干枯扭弯他们的弓ꎬ
用忧愁塞住他们的箭囊?

伊戈尔的远征不仅和人民有血肉联系ꎬ而且和罗斯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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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息息相关的ꎮ 不论伊戈尔出征、战败ꎬ还是逃回罗斯ꎬ罗
斯大地上的飞禽走兽、树木花草甚至山川日月ꎬ都积极地分担

他的命运ꎬ从而加强了史诗的爱国思想和抒情气氛ꎮ 作者虽

把自然万物都当作有灵之物ꎬ但基本上还是表现了基督教思

想ꎬ马克思说:“全诗具有英雄主义和基督教的性质ꎬ虽然多

神教的因素还表现得非常明显ꎮ”①

«远征记»和民间歌谣有密切的联系ꎬ如史诗中的固定修

饰语、象征、哭诉、比喻等手法都取自民间歌谣ꎮ

骑士文学盛行于西欧ꎬ反映了骑士阶层的生活理想ꎮ 以

出身而言ꎬ最早的骑士来自中小地主和富裕农民ꎮ 他们替大

封建主打仗ꎬ从后者获得土地和其他报酬ꎮ 骑士有了土地ꎬ住
在堡垒里ꎬ剥削农奴ꎬ成为小封建主ꎬ思想上是支持封建等级

制的ꎮ 后来骑士土地成为世袭ꎬ于是形成了固定的骑士阶层ꎮ
十一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十字军东侵提高了骑士的社会地

位ꎬ使他们接触到东方生活和文化ꎮ 骑士精神逐渐形成了ꎮ
爱情在他们生活中占主要地位ꎬ表现为对贵妇人的爱慕和崇

拜ꎬ并为她们服务ꎮ 他们常常为了爱情而去冒险ꎮ 在他们看

来ꎬ能取得贵妇人的欢心ꎬ能在历险中取得胜利ꎬ便是骑士的

最高荣誉ꎮ 由于他们处在封建统治阶级的低层ꎬ他们中间有

些人也有锄强扶弱的一面ꎮ 他们并不反对基督教ꎻ正相反ꎬ他
们有时也为宗教去冒险ꎬ因为基督教对他们是有利的ꎮ 但他

们往往不顾基督教的出世思想和禁欲主义而要求享受生活ꎬ
要求文化ꎬ从东方回来的骑士把东方文化带到了当时还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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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蛮状态的西欧国家ꎮ 他们之中产生了一些诗人和歌手ꎮ 他

们的诗作歌唱现世生活和爱情ꎬ歌唱骑士的冒险ꎬ同时也有浓

厚的宗教色彩ꎬ弥漫着宗教神秘思想ꎬ并且往往掺杂着一些怪

异故事ꎮ
十二、十三世纪是骑士文学的繁荣时期ꎬ以法国为最盛ꎮ

骑士文学分两种:骑士抒情诗和骑士传奇ꎮ
骑士抒情诗的中心是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ꎮ 普罗旺斯民

族从法兰克王国瓦解以后ꎬ政治独立ꎬ商业发达ꎬ贵族文化也

趋于繁荣ꎮ “它在近代的一切民族中第一个创造了标准语

言ꎮ 它的诗当时对拉丁语系各民族甚至对德国人和英国人都

是望尘莫及的范例ꎮ”①普罗旺斯诗人被称为“特鲁巴杜尔”
(或译行吟诗人)ꎬ多数是封建主和骑士ꎬ也有少数手工艺人

和农民ꎮ 他们的名字流传下来的有数百之多ꎬ但作品留存的

很少ꎮ 他们的诗歌一般咏唱对贵妇人的爱慕和崇拜ꎬ其中以

“破晓歌”最为著名ꎮ “破晓歌”叙述骑士和贵妇人在破晓时

候分离的情景ꎮ 恩格斯指出ꎬ在中世纪统治阶级中ꎬ婚姻是包

办的ꎬ是一种政治行为ꎬ是封建主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ꎬ并举

了«尼伯龙根之歌»中克里姆希尔特等人的婚姻为例ꎮ② 他又

指出ꎬ骑士爱则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个人之爱ꎬ其作用是破

坏了封建主夫妇之间的忠诚ꎬ并且说普罗旺斯爱情诗的精华

是“破晓歌”ꎮ③ 这种诗歌在当时很受欢迎ꎬ后来就变得千篇

一律了ꎮ 普罗旺斯诗人运用的诗体有的是从民间诗歌接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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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ꎬ有的是他们自己创造的ꎮ 他们的诗格律谨严ꎬ技巧复

杂ꎮ 他们对诗学作过一些探索ꎬ有“明”和“暗”两派ꎮ 明派主

张诗要明朗易懂ꎬ暗派提倡隐晦难解的风格ꎮ 十三世纪初北

方贵族在教皇策动下镇压了南方“异端”运动ꎬ南方一些贵族

如土鲁斯伯爵等ꎬ由于容纳“异端”ꎬ也遭到覆灭ꎬ在他们宫廷

中居留的许多普罗旺斯诗人逃亡国外ꎬ把抒情诗传统带到意

大利ꎬ推动了文艺复兴时期抒情诗歌的发展ꎮ
德国这时也产生过大量的骑士抒情诗人ꎬ其中特别值得

一提的是瓦尔特封弗格尔瓦德(１１７０—１２２７)ꎮ 他出身

于一个贫穷的骑士家庭ꎬ一一九八年后在各地漫游了二十多

年ꎬ熟悉人民的疾苦ꎬ他的作品超出了一般骑士抒情诗的范

围ꎮ 如有名的抒情诗«菩提树下»不是写骑士对贵妇人的爱

慕ꎬ而是写普通青年男女的淳朴爱情ꎬ音调和谐ꎬ语言简练ꎬ有
民歌风味ꎮ 更有意义的是他的政治诗和格言诗ꎬ主要反映当

时教皇和王权的斗争ꎮ 作者态度鲜明地维护王权ꎬ揭露教皇

分裂德国的阴谋ꎬ谴责教皇的虚伪ꎬ表现了爱国精神ꎮ
骑士传奇的中心是法国北方ꎮ 法国北方的诗人被称为

“特鲁维尔”(也译为行吟诗人)ꎮ 骑士传奇的主题大都是骑

士为了爱情、荣誉或宗教ꎬ表现出一种冒险游侠的精神ꎮ 骑士

传奇不同于英雄史诗ꎬ它没有历史事实根据ꎬ而是出自诗人的

虚构ꎬ有的取自民间传说ꎬ有的模仿古希腊、罗马的作品ꎮ 骑

士传奇可以按题材分为三个系统ꎮ
一、古代系统一般是模仿古希腊、罗马文学的作品ꎬ像

«亚历山大传奇»、«特洛伊传奇»、«埃涅阿斯传奇»等ꎮ 这些

传奇写古希腊、罗马故事ꎬ但它们的英雄则具有中古骑士的爱

情观点和荣誉观点ꎮ
二、不列颠系统是围绕古克尔特王亚瑟的传说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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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ꎬ其中主要写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的故事ꎮ 这些故事在

西欧各国流传很久ꎮ 法国诗人克雷缔安德特洛亚(１２ 世

纪)是这个系统的代表作家ꎮ 他的主要作品有«朗斯洛或小车

骑士»(１１６５?)、«伊凡或狮骑士»(１１７５?)、«培斯华勒或圣杯

传奇»(１１８０?)ꎮ «朗斯洛»是最典型的骑士传奇ꎬ写亚瑟王的

骑士朗斯洛和王后耶尼爱佛的恋爱ꎮ 为了寻找耶尼爱佛ꎬ朗
斯洛不惜牺牲骑士的荣誉ꎬ不骑马而坐上小车ꎬ随后又冒生命

危险爬过一道像剑一样锋利的桥ꎮ 在比武场上ꎬ不论耶尼爱

佛命令他退让或还击ꎬ他都唯命是听ꎬ绝对忠诚ꎮ 他集中体现

了骑士的爱情观点ꎮ «培斯华勒»写骑士们到各处寻找盛过

基督的血的圣杯ꎬ充满神秘幻想ꎮ 德国诗人哈尔特曼封
奥埃(１１７０? —１２１５?)、沃尔夫拉姆封埃森巴赫(１１７０—
１２２０)等都以克雷缔安的作品为蓝本ꎬ写出长篇的骑士传奇ꎮ

«特利斯坦和伊瑟» (１２ 世纪)也属于不列颠系统ꎬ是在

德、法两国民间流行很广的一部亚瑟王传奇ꎮ 保留下来的只

有法国两诗人贝卢勒和汤玛(均 １２ 世纪)及德国诗人高特夫

里特封史特拉斯堡(创作时期约在 １２０５—１２２０)等人的

残篇ꎮ 这个传奇写特利斯坦和伊瑟无意中喝了一种药酒ꎬ其
功效是使人永世相爱ꎮ 他们受到伊瑟的丈夫马尔克国王的残

酷迫害ꎬ但他们的爱情永远消灭不了ꎮ 这个故事肯定骑士的

爱情ꎬ把爱情描写成为不可抗拒的力量ꎬ就这一点来说ꎬ是和

基督教把爱情看成是邪恶的那种宗教道德观点相抵触的ꎮ
三、拜占廷系统是用拜占廷流传的古希腊晚期故事写成

的作品ꎮ «奥迦生和尼哥雷特»(１３ 世纪)写贵族子弟奥迦生

爱上女奴尼哥雷特ꎬ遭到父亲的反对ꎮ 他为了爱情忘了保卫

国家、抵抗外敌的骑士责任ꎮ 这部传奇说明从罗兰到奥迦生

的二、三百年中ꎬ骑士精神已经衰落了ꎮ «奥迦生和尼哥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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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中咏唱和叙述互相交迭ꎬ咏唱部分是用韵文写的ꎬ叙述部

分是散文体ꎮ
骑士传奇反映的生活面狭窄ꎬ虚构成分较多ꎮ 它往往以

一两个骑士为中心人物ꎬ把他们的冒险经历组织成一个长篇

故事ꎬ在人物外形、内心活动、生活细节等方面都有细致的描

写ꎬ对话生动活泼ꎮ 这些艺术特点使骑士传奇初步具备了近

代长篇小说的规模ꎮ

第三节　 城 市 文 学

西欧各国从十一世纪起ꎬ由于手工业和农业的分工、商业

的发展ꎬ产生了城市ꎬ形成了从事工商业的市民阶级ꎮ 城市是

在不断斗争中发展的ꎬ经历过三个阶段ꎮ 第一阶段是十二、十
三世纪ꎬ市民为自己的独立ꎬ不分阶层ꎬ共同反抗封建主ꎬ建立

公社ꎮ 第二阶段是十三、十四世纪ꎬ手工业主反抗城市贵族上

层分子ꎬ进行“行会革命”ꎮ 第三阶段是十四世纪以后ꎬ城市

平民(帮工、徒工、雇工等)反抗城市贵族和大行会ꎮ 国王一

向利用城市来和割据的封建贵族作斗争ꎮ 城市是王权的支持

者ꎬ因为市民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ꎮ 农民反封建

的斗争逐渐表面化ꎬ他们和城市平民结成一股强大的反封建

力量ꎬ冲击着封建制度ꎮ 这又迫使小封建主向国王寻求保护ꎬ
并支持王权ꎮ 教会和国王之间虽有矛盾ꎬ但它一直是封建制

度最顽强的支柱ꎮ
十二世纪ꎬ城市打破了教会对教育的垄断ꎮ 它要求有自

己的文化教育ꎬ办起私立的非教会学校ꎬ其中最著名的是法国

阿贝拉尔的学校ꎮ 彼埃尔阿贝拉尔(１０７９—１１４２)是早期城

市文化的代表ꎮ 他用理性来限制宗教信仰的权威ꎬ他针对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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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度的辩护士所提出的“信仰而后理解”的口号ꎬ提出“理解而

后信仰”的相反的口号ꎮ 尽管他并不根本否定宗教信仰ꎬ而
只是反对盲目信仰ꎬ但教会还是对他进行残酷的迫害ꎮ 同时ꎬ
在西欧许多国家产生了“异端”运动ꎬ形成了世俗文化ꎮ 教会感

到危险ꎬ竭力加以压制ꎮ 它设立宗教裁判所ꎬ作为镇压“异
端”教派和自由思想的工具ꎮ 它又从理论上反攻ꎬ圣贝拿

尔(１０９１—１１５３)、圣阿尔伯特(１１９３—１２８０)、圣托玛斯

阿奎那斯(１２２４—１２７４)等是捍卫教会权威的理论家ꎮ
城市文学的产生同城市斗争及“异端”思想有密切关系ꎬ

同时也适应了市民对文化娱乐的要求ꎮ 城市文学多数是民间

创作ꎬ有强烈的现实性和乐观精神ꎬ描写市民生活或提出市民

最关心的社会问题ꎮ 它歌颂市民或农民的个人机智和聪敏ꎬ
反映了萌芽中的新阶级的精神特征ꎮ 它的主要艺术手法是讽

刺ꎬ有时尖锐ꎬ有时温和ꎬ这要看作者是站在城市上层还是下

层的立场ꎮ 此外ꎬ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接受了封建文学和教会

文学的隐喻、寓言、梦境等手法ꎮ 它的风格简单朴素ꎬ语言生

动鲜明ꎬ有时流于粗俗ꎮ
法国是西欧城市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ꎬ城市文学也最发

达ꎮ “韵文故事”是法国最流行的一种城市文学类型ꎬ当时数

量很多ꎬ保留下来的却很少ꎮ 它的特点是故事性和讽刺性都

很强ꎮ 作者把社会生活用生动的语言写成引人入胜的故事ꎬ
把骑士和僧侣的丑态揶揄尽致ꎬ同时也暴露市民的贪婪自私ꎮ
它反映的社会面广ꎬ从骑士、僧侣、法官到商人、手工业者、农
民、仆役以及乞丐都成为它描写的对象ꎮ 记述农民生活的故

事特别多ꎬ因为当时市民都来自农村ꎬ在思想上和农民有密切

联系ꎬ而且城市斗争在最初阶段是和农民的反封建斗争结合

在一起的ꎮ «布吕南»揭露乡村教士贪婪成性ꎬ想骗取农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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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ꎬ结果却赔了自己的牛ꎮ «驴的遗嘱»谴责教会巧立“遗赠”
之名ꎬ强夺农民的财产ꎮ «以辩论征服天堂的农民»写一个农

民死后想进天堂ꎬ圣彼得、圣汤玛、圣保罗不许他进去ꎮ 农民

和他们讲理ꎬ把他们驳倒ꎬ他们只好让他进入天堂ꎮ 故事中虽

有迷信的因素ꎬ但也说明农民认为天堂不能让统治阶级垄断ꎬ
农民也有权进去ꎮ «农民医生»写一个农妇受了丈夫的殴打ꎬ
于是捏造说她丈夫会治病ꎬ但一定要打他一场ꎬ他才会承认自

己是医生ꎮ 这农民挨了打ꎬ被迫当医生ꎮ 凭他的机智ꎬ他终于

摆脱窘境ꎮ 这个故事赞扬了农民和市民的机智狡猾ꎬ下层妇

女第一次在中古文学作品里占重要地位ꎮ 十七世纪莫里哀采

用这个情节ꎬ经过加工ꎬ写成«屈打成医»ꎮ 这一类文学在德、
英等国也很流行ꎬ如德国有关阿米斯牧师的故事ꎮ

城市文学中最重要的一种民间创作是«列那狐传奇»ꎮ
这个故事在西欧各国传播甚广ꎬ十二、十三世纪法国有很多民

间诗人用它写诗ꎬ保留下来的有二十七组诗ꎬ共三万多行ꎬ这
二十七组合起来构成全部故事ꎬ主要情节是列那狐和依桑格

兰狼之间的斗争ꎮ 他们因个人恩怨ꎬ互相仇恨ꎮ 依桑格兰尽

管力气大ꎬ但每一次都遭到列那的暗算ꎬ吃了大亏ꎮ 他向诺布

勒狮控告列那ꎮ 诺布勒很想敷衍了事ꎬ但在商特克雷公鸡和

班特母鸡哭诉之下ꎬ他不得不传列那到庭受审ꎮ «列那狐的

审判»是二十七组诗中最精彩的一组ꎬ故事性强ꎬ讽刺尖锐ꎬ
性格描绘也很精确ꎮ 列那被判有罪ꎬ但凭他的狡猾智慧ꎬ终于

逃脱ꎬ获得最后胜利ꎮ
«列那狐传奇»是一部讽刺作品ꎮ 它以兽寓人ꎬ并且赋予

群兽以人的行动、语言、思想和感情ꎬ这样来揭露封建统治阶

级的丑恶和腐败ꎮ 诺布勒狮是国王ꎬ横行霸道ꎬ独断独行ꎮ 依

桑格兰狼和布伦熊等是贵族廷臣ꎬ为非作歹ꎬ强取豪夺ꎮ 贝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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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主教是一头笨驴ꎻ教皇代表缪萨尔是一只骆驼ꎻ普利莫在祭

坛上大唱弥撒ꎬ是一条嗜酒的狼ꎮ 下层社会也有代表人物ꎬ像
鸡、兔、蜗牛等ꎮ 列那狐的形象特别复杂ꎮ 尽管故事说他是贵

族廷臣之一ꎬ但在他和狼、熊、狮等斗争中ꎬ他却是一个反封建

人物ꎬ至少是一个封建逆臣ꎮ 他是智力的象征ꎬ他的胜利表示

市民智慧战胜了封建暴力ꎮ 二十七组诗都把市民的机智狡猾

作为优良品质而加以肯定ꎮ 另一方面ꎬ列那狐和下层社会的

普通人也有矛盾ꎮ 他欺压他们ꎬ他们抵制他ꎬ反击他ꎮ 在这些

斗争中ꎬ列那总是失败者ꎬ他欺压弱小的行为受到谴责ꎮ 这部

作品贯彻了小人物可以战胜大人物的思想ꎮ 在这一意义上ꎬ
列那狐又是城市贵族上层分子的形象ꎮ

«列那狐传奇»问世后ꎬ法国有好几个诗人为它写续篇ꎬ
德国、英国、弗兰德斯、意大利都有译本或模仿作品ꎮ 十八世

纪九十年代ꎬ歌德根据这则故事写成叙事诗«列那狐»ꎮ
«玫瑰传奇»也是法国城市文学中一部重要作品ꎬ作者是

威廉德洛利斯(? —１２３５?)ꎬ他未把全诗写完就去世了ꎬ
由若望德墨恩(１２４０? —１３０５?)续完ꎮ 这部传奇采用寓

意手法ꎬ人物除诗人本人外都以概念为名ꎬ如爱情、美丽、理
智、吝啬、嫉妒等ꎮ 前半部写诗人梦游花园ꎬ爱上一朵玫瑰ꎮ
爱情、直爽、欢迎等支持他ꎬ嫉妒、危险、谣言等多方阻拦ꎮ 玫

瑰受到监视ꎬ诗人朝夕思念ꎮ 在后半部ꎬ爱情大力帮助诗人ꎬ
发动文雅、慷慨、直爽、怜悯、大胆等和诗人一起克服种种障

碍ꎬ终于得到玫瑰ꎮ 前后两部分的主题思想是对立的ꎮ 前半

部基本上继承了骑士文学的传统ꎬ宣扬骑士爱情观点ꎬ有一大

段谈爱情理论ꎬ是模仿罗马诗人奥维德的«爱的艺术»的ꎮ 后

半部反映了市民的思想感情ꎮ 它批判禁欲主义和蒙昧主义ꎬ
谴责十三世纪教皇用来蛊惑人心、压制“异端”的游乞僧团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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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要以理智和自然的原则对待爱情和生活ꎮ 这部作品在中

古时期发生过广泛的影响ꎮ
城市文学作家在抒情诗方面也作出了成绩ꎮ 法国的吕特

勃夫(? —１２８０)是中古时期第一个优秀的市民抒情诗人ꎮ
他出身于社会下层ꎬ一生贫病交迫ꎮ 他的诗歌多半描写自己

的穷苦生活ꎮ 他讽刺僧侣、骑士、法官和城市贵族上层分子ꎬ
揭露托钵求乞的游乞僧是腰缠万贯的富家翁ꎬ指出罗马教廷

是黑暗腐化的地方:

　 　 谁带着钱来罗马ꎬ
谁就获得僧禄ꎮ

中古时期的抒情诗人中成就最高的是弗朗索瓦维庸

(１４３１—１４８０?)ꎮ 他在巴黎下层社会中长大ꎬ生活放荡不羁ꎬ
盗窃财物ꎬ经常和法院警卒作对ꎬ先后遭到监禁和流放ꎬ几乎

死于绞刑ꎮ 他是一个典型的流浪诗人ꎬ写过两部诗集:«小遗

嘱集»(１４５６?)和«大遗嘱集»(１４６１)ꎮ 他大胆暴露内心的复

杂感情ꎬ甚至包括卑鄙的感情ꎮ 他有时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对

待生活ꎬ以半严肃半诙谐的口吻写他的“遗嘱”ꎮ 他抱着焦虑

恐惧的心情ꎬ面对死亡的威胁ꎬ写他的有名的«绞刑犯的谣

曲»ꎬ表示他对生命的留恋ꎮ 他看出富人和穷人的社会地位

不平等ꎬ但他指出有钱有势的人最后总是和贫贱的人一样ꎬ免
不了一死ꎮ 在«往日贵妇的谣曲»里ꎬ他说历史上有过不少美

人ꎬ多少人拜倒在她们脚下ꎬ结果还不是香消玉殒ꎬ长埋地下?
他写道:“去年的雪如今安在?”同样ꎬ在«往日王爷的谣曲»
里ꎬ他写道ꎬ历史上有过不少帝王英雄ꎬ受人尊敬崇拜ꎬ现在还

不是躺在坟墓里ꎬ长眠不起? “英勇的查理大帝如今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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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庸诗集中的谣曲写得特别精彩ꎬ饶有民间诗歌的风味ꎮ
他的两部诗集反映出十五世纪法国社会动荡不安的状态ꎮ

这一时期农民运动在文学上也有所反映ꎮ 英国下级僧侣

威廉兰格伦(１３３２? —１４００?)的长诗«农夫皮尔斯»是英国

农民运动的直接产物ꎬ当时流传颇广ꎮ 诗的第一部分ꎬ作者通

过一系列的梦境和众多的寓意形象(如“七大罪恶”)ꎬ揭露了

封建社会特别是教会和僧侣的种种罪恶ꎮ 在他所梦见的农民

皮尔斯这一形象中ꎬ他注入了自己的理想ꎬ肯定劳动是社会存

在的基础ꎬ反对任何形式的剥削ꎬ提倡平等ꎮ 第二部分写皮尔

斯追求真理和善的历程ꎬ多是经院式的辩论ꎬ形象性不强ꎮ 这

部作品以劳动人民为主人公ꎬ在农民运动高涨时期提出改革

要求ꎬ起过进步作用ꎮ 当然它也反映了时代的局限ꎬ寄希望于

封建国王ꎬ并且受到很深的宗教影响ꎬ在作品的最后ꎬ作者幻

想人们团结在统一的教会的旗帜下ꎬ向罪恶进行斗争ꎮ 马克

思在谈到十四世纪英国农民起义领袖约翰鲍尔的农民平等

思想时ꎬ曾提及兰格伦的«农夫皮尔斯»ꎬ并建议人们把它同

“高雅的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对比一下”①ꎬ从而指出了这

部长诗的基本倾向ꎮ
中古后期ꎬ谣曲盛行于各日耳曼民族的国家如北欧各国、

冰岛、英国、苏格兰以及南欧的西班牙ꎬ其中以英国的一组谣

曲«罗宾汉谣曲»(保存了约 ４０ 首)成就较大ꎮ 罗宾汉出身自

由农ꎬ据说生活在十二世纪ꎬ他不堪封建压迫ꎬ逃往绿林ꎬ成为

“不受法律保护的人”ꎮ 他和一些同样受封建主压迫的农民、
手工艺人结伙ꎬ出没绿林、城镇ꎬ专门抢劫财主和大僧侣ꎬ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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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欺凌的穷人ꎬ并和追捕他们的官吏、地主、僧侣进行顽强的

斗争ꎮ 他射得一手好箭ꎬ非常勇敢、机智、豪迈ꎬ对战胜敌人充

满信心ꎮ 他虽然不愿给国王服务ꎬ并捕食树林中属于国王的

鹿ꎬ但他并不把国王当成敌人ꎮ 谣曲的艺术特点是故事性强ꎬ
往往出现意外的情节ꎬ对话很多ꎬ富于抒情性ꎮ 罗宾汉谣曲在

十四、五世纪流传很广ꎬ在文艺复兴时和十九世纪还经常为作

家所采用ꎮ 类似罗宾汉的传说许多国家都有ꎬ如挪威的神箭

手艾吉尔ꎬ瑞士的神箭手威廉退尔ꎬ都反映了农民的抗暴斗

争ꎮ 谣曲这一诗歌形式直到现在仍然在一些国家流行ꎮ
中古时期ꎬ戏剧这一领域长期被教会占据着ꎮ 宗教戏剧

有两种:奇迹剧和神秘剧ꎮ 其情节取自«圣经»和圣母或圣者

的传说ꎬ充满宗教色彩ꎬ是宣传迷信的工具ꎮ 十三世纪ꎬ市民

思想打进宗教戏剧ꎬ有的作家把日常生活写进他们的奇迹剧ꎬ
但其中的宗教迷信色彩仍很浓厚ꎮ 真正的世俗戏剧到十四世

纪才出现ꎮ 这时候ꎬ市民要求有自己的娱乐ꎬ组织自己的剧

团ꎮ 戏剧活动在欧洲各城市中都有一定的发展ꎬ而以法国最

为突出ꎮ 巴黎有两个重要剧团:法院书记剧团和傻子剧团ꎮ
它们编写的剧本ꎬ有道德剧、傻子剧和笑剧三种体裁ꎮ

道德剧通过寓意的手法ꎬ宣扬宗教道德或世俗道德ꎮ
傻子剧用人物装疯作傻来表示市民对封建贵族和教会的

不满情绪ꎬ 讽刺性较强ꎮ 彼埃尔  格兰高尔 ( １４７５? —
１５３８?)的«傻王的把戏»(１５１２)中的傻王影射法王路易十二ꎬ
傻娘是教会ꎬ教皇被称作“顽固人”ꎮ

笑剧比道德剧和傻子剧在当时更有现实意义ꎮ 笑剧人物

一般是市民ꎬ反映的是他们的生活和处世态度ꎮ 从中古时期

保留下来的笑剧中最优秀的一部是«巴特兰律师的笑剧»
(１４７０)ꎬ写一个骗上加骗的故事ꎮ 布商想骗律师ꎬ受骗的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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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自己ꎮ 律师替羊倌出谋ꎬ骗过了法官和他的主雇———布

商ꎬ羊倌却又骗了律师ꎬ赖了他的律师费ꎮ 在这部以欺骗为主

题的剧本里ꎬ作者的同情显然是在骗术高超的那一面ꎬ他把机

智和狡诈作为一种道德品质加以赞扬ꎮ «巴特兰律师的笑

剧»和«列那狐传奇»及韵文故事等同样说明着ꎬ市民在和封

建贵族斗争中一开始是依靠机智来取胜的ꎬ同时也很好地证

明ꎬ资产阶级文学是以骗子人物开始的ꎮ «巴特兰律师的笑

剧»在人物性格刻画方面说不上有很高的艺术性ꎬ但按照职

业身分来描绘每个人物的心理状态ꎬ在这方面有一定成就ꎮ
十八、十九世纪还有作家采用它的情节编写喜剧ꎮ

第四节　 从中古到文艺复兴的过渡
和意大利诗人但丁

　 　 中古欧洲的城市文学反映了市民的要求ꎬ具有反封建、反
教会的倾向ꎮ 他们在作品中常常以机智战胜残暴愚蠢的封建

主ꎬ对自己的胜利抱乐观态度ꎬ表现得很有信心ꎮ 而市民对世

俗生活的兴趣ꎬ又使城市文学具有较多的现实主义因素ꎮ 城

市文学的这些新的特点ꎬ使它成为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前驱ꎮ
但是作为资产阶级前身的市民ꎬ还不是一种强大的社会

力量ꎬ远远不能和封建统治阶级相抗衡ꎬ他们还不可能有鲜明

的阶级意识ꎮ 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因素较为发展、政治斗争

比较激烈的地方ꎬ这一阶层才得以初步形成带有自觉性的阶

级意识ꎬ茁发人文主义思想的萌芽ꎬ出了一批向文艺复兴过渡

的作家ꎮ 这些作家重视现世生活ꎬ肯定个人地位ꎬ或多或少地

具有近代的民族意识ꎮ 他们的作品继承了城市文学的现实主

义因素ꎬ但比起城市文学来ꎬ不仅反映的现实面更为广阔ꎬ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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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更能反映时代的重大问题ꎮ 他们的讽刺已不是斗智、嘲笑ꎬ
而是更能打中封建主和教会的要害ꎮ 他们提高了俗语ꎬ使之

更加丰富ꎮ 但是另一方面ꎬ他们还没有摆脱封建意识和神学

思想的束缚ꎬ艺术上也常常未能完全超出中古文学表现方法

的范围ꎮ 欧洲各国由于经济、政治条件的不同ꎬ这一类介乎两

个历史发展阶段之间的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出现也先后参差不

齐ꎮ 他们当中有的带着更多的中古文学的特点ꎬ如维庸ꎻ有的

更接近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ꎬ如彼特拉克、乔叟ꎮ 而最有代

表性的作家则是但丁ꎮ 恩格斯把他称作“中世纪的最后一位

诗人ꎬ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①ꎮ
但丁阿利吉耶里(１２６５—１３２１)出身于佛罗伦萨一个

属于圭尔弗党②的没落的小贵族家庭ꎬ早年的文学创作属“温
柔的新体”③诗派ꎮ 为了歌颂他所爱的女子贝雅特里齐ꎬ他写

过一系列抒情诗ꎮ 在这些诗里ꎬ他把妇女高度理想化ꎮ 贝雅

特里齐被写成一个从天国下凡显示奇迹的天使ꎮ 她死后ꎬ但
丁把歌颂她的诗用散文串联起来ꎬ名为«新生» (１２９２?)ꎮ 但

丁对贝雅特里齐的爱是精神上的爱ꎬ带有强烈的神秘色彩ꎮ
他使用的艺术手法是中古文学所惯用的梦幻、寓意、象征等ꎮ
除了«神曲»以外ꎬ«新生»是但丁最重要的文学作品ꎮ 但它没

有涉及当时社会的主要方面ꎬ艺术上还没有完全达到成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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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ꎮ
但丁好学深思ꎬ掌握了中古文化领域里的广博知识ꎬ这给

他后来的创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ꎮ
他曾参加政治活动ꎬ一三〇〇年当选为佛罗伦萨市的行

政官ꎮ 他坚决反对教皇干涉佛罗伦萨内政ꎬ于一三〇二年被

放逐ꎬ至死没有重返故乡ꎮ
政治生活使但丁触及了现实社会的重大问题ꎮ 放逐期

间ꎬ他坚强不屈ꎻ他看到祖国壮丽的河山ꎬ接触到社会上各个

阶层ꎬ加深了爱国思想ꎮ 他的眼界扩大到意大利全国和整个

基督教世界ꎮ
放逐初期ꎬ但丁写过两部著作ꎮ «飨宴»(１３０４—１３０７)是

用意大利文写的ꎬ借诠释自己的一些诗歌ꎬ把当时各方面的知

识通俗地介绍给一般读者ꎬ作为精神食粮ꎬ故名«飨宴»ꎮ 书

中盛赞俗语的优点ꎬ批判封建等级观念ꎬ阐明真正的高贵在于

具备优良的道德品质的人文主义思想ꎮ 这部著作给意大利语

学术性散文奠定了初步基础ꎮ «论俗语» (１３０４—１３０８)用拉

丁文撰写ꎬ目的在引起知识界对于民族语言的注意ꎮ 这是最

早一部关于意大利语及其文体和诗律的著作ꎮ 书中阐明了俗

语的优越性和形成标准意大利语的必要性ꎬ对于解决意大利

的民族语言和文学用语问题起过重大的作用ꎮ 从这本书可以

看出但丁用意大利语写作«神曲»的理论根据ꎮ
在放逐中但丁深刻地认识到祖国的和平与统一是当时的

重要课题ꎮ 他在意大利看不到能够实现和平与统一的力量ꎬ
因而把希望寄托在神圣罗马皇帝身上ꎮ 他用拉丁文撰写的

«帝制论»(１３１０?)以经院哲学的推理方式ꎬ系统地阐述了他

的政治观点ꎬ论证人类社会的目的在于使人类能够充分发挥

潜在的才能ꎬ而这一目的只有在皇帝统治下的和平自由的环

２１１



境中才能实现ꎮ 这种观点带有强烈的空想性质ꎮ 但是他强调

政教分离ꎬ反对教皇干涉政治ꎬ则表达了新时代的要求ꎮ 书中

还热烈赞扬古罗马的光荣传统ꎬ流露出作者的爱国思想ꎮ
«神曲»的写作开始于但丁放逐初年(大约在 １３０７ 年)ꎬ

他逝世前不久才完成ꎮ 政治上的挫折和个人的不幸遭遇ꎬ使
但丁感到在生活中迷失了方向ꎮ 放逐期间他看到意大利和整

个欧洲处于纷争混乱的状态ꎬ因而对祖国和人类的命运怀着

深切的忧虑ꎮ 但他并不悲观ꎬ坚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实现和

平与统一的人物出现ꎮ 他意识到自己担负着揭露现实ꎬ唤醒

人心ꎬ给意大利人民指出政治上、道德上复兴的道路的历史使

命ꎮ 写作«神曲»的动机正在于此ꎮ
«神曲»的故事采用中古梦幻文学的形式ꎮ 诗里叙述但

丁在林中迷路后走出森林ꎬ忽然被三只野兽(豹、狮、狼)挡住

去路ꎮ 正危急时ꎬ罗马诗人维吉尔出现ꎬ他受贝雅特里齐的嘱

托来救但丁ꎬ引导他游历了地狱和炼狱ꎬ接着贝雅特里齐又引

导他去游天国ꎮ 游历的过程构成«地狱»、«炼狱»和«天国»
三部曲ꎮ 每部有三十三歌ꎬ连同作为全书序幕的第一歌共一

百歌ꎬ这种匀称的结构是建立在中古关于数字的神秘意义和

象征性的概念上ꎬ并不是从作品本身的内在必要性产生的ꎮ
和许多中古文学作品一样ꎬ全书的情节充满了寓意ꎬ在解释上

引起很多争论ꎬ可是但丁在作品中所要贯彻的主题思想相当

明确:在新旧交替的时代ꎬ个人和人类怎么样从迷惘和错误中

经过苦难和考验ꎬ到达真理和至善的境地ꎮ 维吉尔象征理性

和哲学ꎬ他引导但丁游历地狱和炼狱ꎬ标志着个人和人类在哲

学的指导下ꎬ凭借理性认识罪恶和错误ꎬ从而悔过自新的过

程ꎮ 贝雅特里齐象征信仰和神学ꎬ她接替维吉尔作向导ꎬ引导

但丁游历天国ꎬ标志着个人和人类通过信仰的途径、神学的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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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ꎬ认识最高真理和达到至善的过程ꎬ这种境界ꎬ依靠理性和

哲学是无法达到的ꎮ 认为信仰和神学高于理性和哲学ꎬ这完

全是但丁作为中古诗人的偏见ꎬ他所认识的真理和至善ꎬ显然

还局限在基督教神学的观点里ꎮ 但他追求最高真理的精神和

关怀人类命运的热情ꎬ在中古时期说来ꎬ还是有进步意义的ꎮ
围绕着这个中心思想ꎬ«神曲»广泛地反映了现实ꎬ给中

古文化作了艺术性的总结ꎬ同时也射出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

义思想的曙光ꎮ
但丁幻游地狱、炼狱和天国时ꎬ遇到历史上和死去不久的

一些著名人物ꎮ 他和各种正面与反面人物的交谈ꎬ广泛地接

触到当时政治和社会的状况以及中古文化领域里的成就和问

题ꎮ 例如和洽科的谈话(«地狱篇»第 ６ 歌)提供了佛罗伦萨

的社会情况ꎻ和卢加的诗人波拿君塔的谈话(«炼狱篇»第 ２４
歌)涉及了意大利抒情诗的发展ꎻ和手抄本彩饰画家欧德利

西谈到(«炼狱篇»第 １１ 歌)意大利绘画的发展ꎻ维吉尔的话

和但丁自己的叙述(«地狱篇»第 ４ 歌)ꎬ说明了中古对希腊、
罗马诗人和哲学家的认识和评价ꎮ 尤其是维吉尔和贝雅特里

齐这两个向导ꎬ用答疑的方式ꎬ阐述了当时哲学、科学和神学

上的许多重要问题和理论ꎮ 因此ꎬ«神曲»除了是一部政治倾

向性强烈的长诗外ꎬ还起到传播知识的作用ꎬ带有百科全书的

性质ꎮ 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作品的艺术性ꎬ书中某些阐述

学理的部分(如«天国篇»第 ２ 歌关于月球上的暗斑的来源问

题)ꎬ与其说是诗ꎬ不如说是有韵的学术性散文ꎮ
但是«神曲»的进步意义主要在于它揭露了现实ꎬ如封建

统治者的残暴专横ꎬ市民的贪财好利ꎬ尤其是教会的贪婪腐

化ꎮ 但丁虽然是正统的天主教徒ꎬ但他对教会的尖锐批评在

客观上是和异端运动中人民反教会的情绪一致的ꎮ 诗中还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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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描绘了佛罗伦萨从封建关系向资本主义关系过渡时期的

社会和政治变化ꎻ可是他又把封建宗法时代的佛罗伦萨美化

为一个平静淳朴的牧歌式的社会ꎬ来和动荡的现实社会对比ꎮ
«神曲»的揭露一般是通过人物形象进行的ꎮ 揭露者和

被揭露者大都是历史上或当代的名人ꎬ如用圣彼得暴露罗马

教廷的腐败ꎬ用法国加佩王朝的始祖揭发法国王室的罪行ꎬ用
教皇尼古拉三世揭发他自己和他的后继者博尼法齐乌斯八世

及克力门五世的罪行ꎬ因为但丁相信ꎬ只有通过著名的人物和

事件ꎬ才能够震动人心ꎬ促使改革早日实现ꎮ
在对待诗中人物的态度上ꎬ但丁常常是矛盾的ꎮ 他一方

面根据教会的道德标准ꎬ把保罗和弗兰齐斯嘉作为犯淫乱罪

的人放在地狱里ꎬ但同时又对他们的命运极度同情ꎬ以致晕倒

过去ꎻ把法利那塔作为信奉异端的人放进地狱ꎬ同时又赞扬他

的英雄气概和爱国行为ꎻ把乌勾林诺作为卖国者放在地狱的

底层ꎬ但又从人道出发ꎬ对他和他的儿子们被关入塔牢活活饿

死的惨剧表示极端愤恨ꎮ 书中屡次揭露教皇博尼法齐乌斯八

世的罪行ꎬ当他还在世的时候就宣布他一定要入地狱ꎬ但对他

在阿纳尼受到的污辱则非常愤慨ꎮ 同样ꎬ在古人中ꎬ卡图作为

异教徒ꎬ作为反抗凯撒和犯自杀罪的人ꎬ按照但丁一贯的道德

标准ꎬ是应该入地狱的ꎻ但他却成为炼狱的监督者ꎬ因为但丁

把他看成是道德完善和热爱自由的典型ꎮ 维吉尔作为异教

徒ꎬ被放在地狱外围的“悬狱”里ꎬ不能升天国ꎬ可是但丁把他

选为游历地狱和炼狱的向导ꎬ称他是“拉丁人的光荣”、“其他

诗人们的荣誉和光明”、“智慧的海洋”ꎬ对他怀有无限的尊敬

和热爱ꎻ对于“悬狱”里的其他希腊和罗马诗人、哲学家、政治

家等也流露出不同程度的敬意ꎮ 但丁把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尤

利西斯(奥德修)作为使用阴谋诡计的人放进地狱ꎬ但是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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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美的语调描写他为了求知ꎬ战胜后不肯还乡ꎬ坚持航海探险

的英勇行为ꎮ
诗人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常常有矛盾ꎮ 他把现世生活看

成是来世永生的准备ꎬ把代表禁欲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圣者放

在最高的天上ꎬ但诗中主要还是表现了他对现世生活的兴趣ꎬ
即使“从佛罗伦萨来到正直、健全的人民当中” (指天国)ꎬ他
也忘不了“那个使我们变得如此凶恶的打谷场上” (指地球

上)的事情ꎮ 他借欧德利西的口讲到荣誉的虚幻无常ꎬ但又

借维吉尔的口肯定追求荣誉的必要ꎬ并且表示自己要借«神
曲»永垂不朽ꎮ 在哲学观点上ꎬ他通过维吉尔的话肯定理性

的局限:“谁要是希望人的理性能够走遍三位一体的神所走

的无穷的道路ꎬ谁就是疯狂ꎮ”然而又通过尤利西斯的话ꎬ认
为人类“生来不是为了像兽一般地生活ꎬ而是为了追求美德

和知识”ꎬ这是人文主义思想ꎮ 在政治上ꎬ前面已说过ꎬ他竟

指望神圣罗马皇帝来实现祖国的和平与统一的理想ꎮ
凡此种种矛盾都是但丁作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个诗人、新

时代的最初一个诗人在世界观上的矛盾ꎮ
«神曲»描写的虽然是来世ꎬ但不是从禁欲主义观点出发

的ꎮ 诗中的来世正是现世的反映:地狱是现世的实际情况ꎬ天
国是争取实现的理想ꎬ炼狱则是从现实到达理想必经的苦难

历程ꎮ 书中揭露现实的部分占很大比重ꎬ可是但丁也很着重

描写生活的理想ꎮ 这说明«神曲»并不纯粹是现实主义的ꎬ也
是浪漫主义的ꎮ 在黑暗的现实基础上产生了他的光明理想ꎬ
诗人渴望一个没有黑暗和罪恶的世界ꎮ

«神曲»中塑造的人物ꎬ性格鲜明ꎬ形成一座丰富多姿的

人物形象的画廊ꎮ 作为«神曲»的主人公ꎬ诗人自己的性格和

精神面貌描绘得最为细致入微ꎮ 但丁常常(特别在«地狱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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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通过人物在戏剧性场面的行动和对行为动机的挖掘来刻

画性格ꎮ 他勾勒人物形象的特征ꎬ有时只用寥寥数语ꎮ 例如ꎬ
“他挺胸翘首昂然直立ꎬ似乎对地狱怀着极大的轻蔑”ꎬ这两

行诗就使法利那塔的英雄气概呈现在我们眼前了ꎮ
«神曲»对于地狱、炼狱、天国的描写不像中古一般文学

作品那样模糊混乱ꎬ而是构思明确ꎬ想象丰富ꎮ 诗人幻想地狱

在北半球ꎬ是一个巨大无比的深渊ꎬ从地面通到地心ꎬ形状象

圆形剧场ꎻ炼狱是一座雄伟的高山ꎬ耸立在南半球的海洋中ꎬ
山顶是地上乐园ꎻ天国由托洛米天文体系里的九重天和超越

时间空间的净火天(即严格意义上的天国)构成ꎬ这九重天环

绕着大地旋转ꎬ净火天则是永恒静止的ꎮ 三个境界细分为若

干层ꎬ体现出作者根据哲学、神学观点所要阐明的道德意义ꎮ
三个境界的性质不同ꎬ因而色调也各不相同ꎮ 地狱是痛苦和

绝望的境界ꎬ色调是阴暗的或者浓淡不匀的ꎻ炼狱是宁静和希

望的境界ꎬ色调是柔和爽目的ꎻ天国是喜悦的境界ꎬ色调是光

辉耀眼的ꎮ 在«地狱篇»中但丁只以自然景象为陪衬ꎬ主要描

绘人物受苦的场面ꎬ«炼狱篇»才直接写了自然景色ꎬ«天国

篇»则广泛地利用自然界空灵的现象———光来表现精神喜悦

的程度ꎮ 这些境界都记述得非常真实ꎬ使人如身历其境ꎮ 对

自然的描写也往往富有高度的画意ꎬ足见但丁对自然之美极

为敏感ꎮ 这一点也是他作为新时代诗人的特征ꎮ
但丁在塑造人物形象和描写情景时ꎬ善于使用来源于现

实生活和自然界的比喻ꎮ 例如ꎬ形容鬼魂们注视但丁和维吉

尔ꎬ说它们像老裁缝穿针时凝视着针眼一样ꎮ 形容两队魂灵

相遇ꎬ彼此接吻致意ꎬ说是像蚂蚁在路上觅食ꎬ彼此相遇时互

相碰头探询消息ꎮ 禁食的魂灵瘦得两眼深陷无神ꎬ则像是宝

石脱落的戒指ꎮ 所写的对象越不平常ꎬ就越是用人们熟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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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来比喻ꎮ 形容基督上升ꎬ光芒下射ꎬ照耀着圣者们ꎬ说是

像日光从云缝透出ꎬ射在繁花如锦的草坪上ꎮ 这些比喻使人

物和情景鲜明突出ꎬ取得了造型艺术的效果ꎮ
«神曲»的细节描写固然巧妙ꎬ但它的主要成就还在于高

度的概括和综合ꎮ 这部作品把诗人的内心生活经验、宗教热

情、爱国思想和政治文化方面的重大问题ꎬ把历史的和现实

的、古典的和基督教的因素融为一个和谐的整体ꎮ 在这一点

上ꎬ«神曲»确实是很成功的ꎮ
«神曲»共一四二三三行ꎬ全诗用三韵句①写成ꎬ三韵句是

但丁以当时民间诗歌常用的一种格律作为基础而创制的ꎮ 更

重要的是ꎬ«神曲»是用意大利语撰写的ꎬ这对于解决意大利

的文学用语问题和促进意大利民族语言的统一起过很大的作

用ꎬ因此但丁成了意大利第一个民族诗人ꎮ 马克思和恩格斯

对但丁评价很高ꎬ把他列为世界最伟大的诗人之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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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文艺复兴时期文学

第一节　 概　 论

文艺复兴是十四至十六世纪在欧洲许多国家先后发生的

文化和思想上的革命运动ꎮ 这个时期ꎬ古希腊、罗马文化重新

受到重视ꎬ因而有“文艺复兴”之名ꎮ 但“文艺复兴”不是古代

文化简单的复兴ꎬ而是标志了资产阶级文化的萌芽ꎬ反映了新

兴资产阶级的要求ꎮ
这一时期欧洲封建社会经历了深刻的变化ꎮ 一系列封建

统一国家如法国、 英国、 西班牙、 葡萄牙、 波兰、 俄国等先

后成立ꎬ 为近代资产阶级国家打下基础ꎮ 还有一部分地区如

意大利、 德国ꎬ 仍然存在着封建割据局面ꎮ 在封建社会内

部ꎬ 各地先后产生了资本主义因素ꎬ 出现了初具规模的手工

业和发达的商业贸易ꎮ 意大利是资本主义发生最早的地区ꎬ
在十四、 五世纪其北部的若干城市ꎬ 手工业已比较发达ꎬ 银

行和商业有很大发展ꎬ 成立了若干城邦ꎮ 但这些新兴城市受

到封建势力的包围ꎬ 并且彼此竞争ꎮ 法国在百年战争

(１３３７—１４５３) 中获胜后ꎬ 国家一度统一ꎬ 王权扶植工商

业ꎬ 有了第一批手工业工场ꎮ 十四、 五世纪ꎬ 德国工商业城

市也相当发达ꎬ 但是诸侯割据的形势十分严重ꎬ 没有中央政

权ꎬ 这就有利于教皇势力的扩张ꎮ 西班牙继光复运动之后在

十五世纪完成了统一ꎬ 封建主为开辟财源ꎬ 开始向海外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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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ꎬ 地理发现刺激了工商业的发展ꎮ 十六世纪初西班牙王当

选为德国皇帝ꎬ 势力遍及西欧大陆ꎬ 成为当时最大的封建

主ꎮ 西班牙的封建势力阻碍了资本主义的进展ꎬ 资本主义因

素一度高涨ꎬ 随即衰落ꎮ 十六世纪ꎬ 英国作为一个封建专制

的统一国家形成ꎬ 资本主义突飞猛进ꎬ 深入农村ꎬ 在战胜西

班牙以后ꎬ 取得了海上霸权ꎬ 扩大了殖民掠夺ꎮ 在东欧ꎬ 波

兰在十四世纪驱逐了条顿骑士团ꎬ 十五世纪完成统一ꎮ 十五

世纪ꎬ 莫斯科大公击退蒙古人ꎬ 建立中央政权ꎬ 到十六世纪

末消灭了封建割据ꎬ 形成统一的国家ꎮ 在这些国家ꎬ 资本主

义工商业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ꎮ
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ꎬ许多国家内出现了新的阶

级———资产阶级ꎮ
这时ꎬ封建势力———世俗封建主和教会在政治、经济和思

想领域内仍占统治地位ꎮ 农民和城市平民到处同封建统治阶

级进行激烈的斗争ꎮ 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还很软弱ꎬ没有可能

夺取政权ꎬ建立资产阶级的统一国家ꎮ 它一方面和农民、城市

平民联合ꎬ反对封建ꎬ另一方面ꎬ由于它本身是靠用暴力夺取

农民的生产资料ꎬ剥削城市手工业劳动者而发展起来的ꎬ因而

它又害怕农民运动和城市平民起义ꎬ往往和封建主妥协ꎮ 资

产阶级或在封建国家内部形成若干分散的独立城邦ꎬ或依附

王权ꎬ求得保护ꎮ 统一的封建国家对资本主义是有利的ꎬ而王

权也利用资产阶级来摧毁封建贵族的势力ꎮ
资产阶级反封建的主要斗争形式之一是宗教改革运动ꎮ

德国、英国、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都经历过自己的宗教改革运

动ꎮ 恩格斯认为德国的宗教改革是欧洲资产阶级反封建的第

一次大决战ꎮ 教会是封建制度的主要支柱ꎬ资产阶级“要在

每个国家内从各个方面成功地进攻世俗的封建制度ꎬ就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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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摧毁它的这个神圣的中心组织”①ꎮ 宗教改革以后ꎬ基督教

在西欧分裂为新教和旧教两大派ꎮ 在很长时期内ꎬ新教称基

督教ꎬ代表资产阶级利益ꎻ旧教称天主教ꎬ代表封建阶级利益ꎮ
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另一主要表现是“文艺复兴”ꎮ

资产阶级继承和发展了中古市民阶层反教会、反封建的精神ꎬ
并吸取了十二、三世纪十字军东侵和阿拉伯人带来的西亚的

科学和唯物主义思想ꎮ 古希腊、罗马作品的手抄本和艺术品

的重新发现ꎬ给人们打开一个与中古迥然不同的古代世界ꎮ
十五世纪末的地理发现也使人们的眼界更为开阔ꎮ 在这些条

件下ꎬ形成了资产阶级的文艺复兴运动ꎮ 中国印刷术通过西

亚传入欧洲ꎬ也大大有助于欧洲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传播ꎮ
这一运动并未波及资本主义发展程度较低的东欧和北欧等地

区ꎮ
文艺复兴时期所形成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被称为人文主

义②ꎮ 人文主义者主张一切以“人”为本ꎬ来反对神的权威ꎮ
这是因为“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都合并到

神学中”③ꎬ从而“一般针对封建制度发出的一切攻击必然首

先就是对教会的攻击”④ꎮ 资产阶级要把阻碍它发展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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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ꎮ «马克思恩

格斯选集»第 ３ 卷ꎬ第 ３９０ 页ꎮ
欧洲语言中 Ηｕｍａｎｉｓｍ 一词一般译为人文主义或人道主义ꎮ 在十四至

十六世纪资产阶级利用古代文化和哲学思想来反对中古神权ꎬ这时这

一词可译为人文主义ꎮ 到了十八、九世纪ꎬ一些进步作家强调博爱、仁
爱等口号来反对资本主义发展后日益残酷的现实ꎬ这时可译为人道主

义ꎮ 但人文主义并不排斥人道主义因素ꎮ
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ꎮ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４ 卷ꎬ第 ２５１ 页ꎮ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７ 卷ꎬ第 ４０１ 页ꎮ



信条以及其他封建观念重新予以估价ꎮ 为了反对教会认为人

生是苦难和罪恶的妄说ꎬ反对禁欲主义和来世思想ꎬ资产阶级

就肯定现世生活ꎬ肯定人有追求财富和个人幸福的权利ꎬ歌颂

爱情ꎬ要求解放个性ꎬ并多方面发展个人才智ꎬ提倡冒险精神ꎮ
为了反对蒙昧主义、神秘主义ꎬ资产阶级就提倡理性ꎬ认为人

是有理性的动物ꎬ应该去追求知识ꎬ探索自然ꎬ研究科学和唯

物哲学ꎮ 为了反对封建的残酷压迫ꎬ资产阶级就鼓吹仁慈、博
爱ꎻ为了反对等级制度ꎬ资产阶级就歌颂友谊和个人品德ꎬ提
倡平等ꎮ 总之ꎬ人文主义反映了一个新兴阶级的要求ꎬ它在当

时是进步的思想ꎬ表现了蓬勃的革命朝气、满怀信心的乐观精

神和巨大的创造性ꎮ 它是以后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初思想准

备ꎮ
但是人文主义者所想到、所推崇的“人”ꎬ实质上是指资

产阶级自身和本阶级的人ꎮ 他们把资产阶级和个人的要求合

理化ꎬ个人主义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准则ꎮ 在提倡发挥个人才

智和事业心的同时ꎬ资产阶级表现了它的弱肉强食的掠夺本

质ꎻ在反对贵族血统的同时ꎬ又看不起下层人民ꎮ 个别人文主

义者如马基雅维里为了夺取并维护权力ꎬ主张使用诈术ꎬ不受

任何道德的约束ꎮ
人文主义者承担了资产阶级在文化思想领域内反封建斗

争的任务ꎮ 其中最杰出的都是“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

面ꎬ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①ꎮ 他们对欧洲文化

作出了巨大贡献ꎮ 他们的活动深入到社会生活各个部门ꎬ最
初是搜集古代手抄本和研究古代语言、哲学、文学ꎬ杰出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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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有意大利的彼特拉克、卜伽丘、波吉奥布拉丘里尼ꎬ其后有

法国的毕代ꎬ德国的赖希林ꎬ尼德兰的埃拉斯慕斯ꎬ英国的莫

尔ꎬ西班牙的魏维斯等ꎬ他们的目的在于从古代文化中吸取思

想上的营养ꎮ 同时ꎬ在自然科学的各个方面ꎬ如意大利的达
芬奇、伽利略ꎬ波兰的哥白尼ꎬ德国的凯普勒等ꎻ哲学方面如意

大利的瓦拉、米兰多拉ꎬ法国的蒙田ꎬ英国的培根ꎻ社会理论方

面如英国的莫尔ꎬ意大利的康帕内拉ꎻ艺术方面如意大利的

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菲尔ꎬ德国的杜勒等ꎬ都有很大建

树ꎮ 在科学领域ꎬ他们奠定了自然科学的基础ꎬ推动了生产

力ꎻ在哲学领域ꎬ他们有助于唯物主义的发展ꎻ在社会思想领

域ꎬ第一次出现了空想社会主义ꎻ在艺术领域ꎬ他们一反中古

呆板的、象征的、虚幻的艺术ꎬ表现出生动活泼的写实精神ꎮ
资产阶级思想的发展并不是没有经过斗争的ꎮ 这一斗争

特别尖锐地反映在哲学问题上ꎮ 从十四到十六世纪围绕亚理

斯多德关于灵魂的学说展开的长期论战ꎬ正是这一斗争的表

现ꎮ 同样ꎬ从彼特拉克、卜伽丘开始的围绕着神学与文学的关

系的论战ꎬ和为诗歌争取地位的努力ꎬ也反映了新旧的斗争ꎮ
教会对人文主义者极端仇视ꎬ加以严酷的摧残ꎮ 意大利

哲学家庞波那齐对灵魂不朽说表示怀疑ꎬ受到教皇的迫害ꎬ他
的著作被焚ꎮ 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反对地球是宇宙中心之

说ꎬ他的著作被天主教会列为禁书ꎮ 法国作家拉伯雷的作品

遭到天主教堡垒巴黎大学的谴责ꎮ 法国人文主义者多雷否认

灵魂不死ꎬ被处火刑ꎮ 同样ꎬ意大利哲学家布鲁诺继承并发展

了哥白尼的学说ꎬ被天主教会从一国驱逐到另一国ꎬ最后也被

宗教裁判所用火刑处死ꎮ 此外如伽利略、康帕内拉也受到宗

教裁判所的迫害ꎬ康帕内拉因为组织反对西班牙统治的起义ꎬ
被囚达二十七年之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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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者在这一时期起过很大的历史进步作用ꎮ 但他

们ꎬ尤其是其中的一些学者ꎬ多半和下层人民有一定的距离ꎮ
他们往往有和教会、贵族妥协或相通的一面ꎬ他们本人有的是

贵族ꎬ有的是僧侣ꎮ 他们虽然同情人民ꎬ但往往采取居高临下

的态度ꎬ有时甚至敌视人民ꎮ 他们中间的哲学家、科学家也还

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ꎮ
文艺复兴时期西欧的新文学是以人文主义思想为内容

的ꎮ 这是欧洲资产阶级文学的开端ꎮ 这时文学更加具有民族

特点ꎬ更富于民族历史内容ꎻ优秀作家提出有关国家命运的问

题ꎬ充满着爱国情绪ꎮ 人文主义者中除少数学者用拉丁文写

作外ꎬ无不以本国语言创作ꎬ一方面表现民族自豪感ꎬ一方面

也为了使作品能为更多读者所接受ꎮ 他们从古代和人民语言

中吸取营养ꎬ扩大了语言的表现能力ꎬ对本国的文学语言的形

成作出了巨大贡献ꎮ
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文学在创作方法的发展上达到一个

重要阶段ꎬ取得了新的成就ꎮ 在反封建、反教会的斗争中ꎬ作
家的创作更为自觉了ꎮ 他们热爱生活ꎬ要求了解现实ꎬ反映现

实ꎬ抛弃了中古的象征的梦幻文学的手法ꎬ注重写实ꎮ 当时的

杰出作家都具有时代感和历史感ꎬ他们的反封建意识使他们

的作品带有强烈的讽刺性质ꎬ某些人甚至对资本主义关系作

过敏锐的观察ꎬ并予以批判ꎬ间接地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愿望ꎮ
人文主义作家描叙了广阔的社会生活ꎬ创造了一系列不朽的

艺术形象ꎬ丰富了欧洲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ꎮ 他们对人类发

展具有信心ꎬ优秀的作品不仅健康、乐观ꎬ并且富有浪漫主义

的热情和幻想ꎮ 他们笔下的人物也往往体现了他们的理想ꎮ
近代欧洲文学中的许多体裁都在文艺复兴时期奠定了基

础ꎬ如抒情诗中的十四行诗体等ꎬ初步具有近代特点的短篇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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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ꎬ围绕着一个或几个主人公的经历并以广阔的现实社会为

背景的长篇小说ꎬ打破悲剧和喜剧界限的戏剧ꎬ随笔式的散文

等等ꎮ
各国文学由于历史条件不同ꎬ成就的方面也各有不同ꎮ

意大利的新文学诞生最早ꎬ彼特拉克歌颂个人爱情的抒情诗

为西欧其他各国开了风气ꎻ卜伽丘的短篇小说发展了中古的

民间故事ꎬ辛辣地讽刺了僧侣阶级ꎮ 一些学者对古代学术的

研究促进了文艺理论的繁荣ꎬ推动了西欧其他各国来建立适

合资产阶级需要的新诗学ꎮ 德国资产阶级的兴起主要体现为

宗教改革和农民运动ꎬ人文主义运动只局限于少数研究古代

语言的知识分子ꎬ但民间文学和讽刺文学比较发达ꎮ 法国的

文艺复兴运动有和宫廷相结合的一面ꎬ在文学上出现了七星

诗社的带有贵族色彩的诗歌流派ꎬ但也出现过拉伯雷的充满

人文主义者反封建热情的小说ꎮ 稍后ꎬ人文主义者反对盲目

信仰的思想表现在蒙田的散文里ꎮ 在封建势力强大的西班

牙ꎬ贵族和教会的文学仍有很大影响ꎮ 但西班牙在中古民间

戏剧的基础上发展了具有民族特点的戏剧ꎬ也产生过独特的

流浪汉小说ꎬ人文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塞万提斯的小说«堂
吉诃德»和维加的一部分戏剧中ꎮ 英国资产阶级在十六世纪

获得迅速发展ꎬ阶级矛盾尖锐ꎮ 英国的特殊条件使得这时期

英国文学具有深刻的思想性ꎮ 英国的新文学诞生于意大利和

法国之后ꎬ吸取了它们的创作经验ꎬ在艺术上成就最大ꎮ 优秀

作品的数量和种类也极可观ꎬ而以戏剧最为繁荣ꎬ成为文艺复

兴时期欧洲文学中的高峰ꎮ
这时期除了以人文主义为内容的新文学以外ꎬ同时存在

着民间文学和封建文学ꎮ 许多人文主义作家常从民间文学中

吸取营养ꎬ但也或多或少受到封建文学的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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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学在中古民间文学的基础上继续发展ꎮ 德国关于

浮士德的传说表达了人民反对宗教、追求知识的愿望ꎻ大量的

民歌和厄仑史皮格尔的故事反映出中古以来农民和手工业者

的反封建斗争ꎮ 城市平民的文学继续出现ꎬ如城市手工业者

出身的诗人的诗歌、谣曲ꎮ 故事、笑话、寓言、民间戏剧等也很

盛行ꎮ
封建文学在文艺复兴时期并未绝迹ꎬ在封建势力比较强

大的地区还很流行ꎮ 教会通过它的作家企图继续统治人们的

精神世界ꎬ大力扶植封建文学ꎮ 托玛斯阿奎那斯的神学著作

从十六世纪起多次印刷出版ꎮ 德国僧侣托玛斯肯皮斯(１５
世纪)的«论模仿基督»一书也流传极广ꎮ 这两人是中古末期

最有影响的反动教会作家ꎮ 十六世纪西班牙僧侣洛攸拉为耶

稣会士写了«精神锻炼»一书ꎮ 此外ꎬ教会还采用文学形式传

播它的反动思想ꎬ产生了西班牙女僧铁列莎的赞美诗和大批

其他宗教文学作品ꎮ 以上这些作品都宣传神秘主义、禁欲主

义ꎬ肯定教会的统治ꎬ目的在于压制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ꎮ
世俗封建文学一方面常和宗教神秘主义文学合流ꎬ如十

五至十七世纪在西班牙流行的神秘主义诗歌ꎻ另一方面则表

现为回光返照的骑士文学ꎬ如十五世纪英国马罗礼的«亚瑟

王之死»ꎬ十五世纪末至十六世纪在西班牙风行一时的«高卢

的阿玛狄斯»ꎮ 骑士传奇在意大利也仍然很流行ꎮ 这时的世

俗封建文学ꎬ总的说来ꎬ是中古封建文学的末流ꎬ标志着封建

贵族的没落ꎮ
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以人文主义文学为主流ꎮ 它以深刻

的思想内容、高度的艺术概括、自由的结构、包罗万象的人物、
生动有力的语言ꎬ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历史真实ꎬ表达了新兴阶

级的理想和广大人民的愿望ꎬ推动了欧洲文学的发展ꎬ为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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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资产阶级文学奠定了基础ꎬ对人类文化作出了贡献ꎮ

第二节　 文艺复兴发源地意大利的文学

意大利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ꎮ 在十四世纪ꎬ富裕的商人、
手工业工场主、银行家成为北部城邦里新兴的统治阶级ꎮ 这

个新兴阶级需要文学艺术丰富它的精神生活ꎬ反映它的生活

理想ꎬ也需要科学技术增加它的财富ꎮ 它培养出大量为它服

务的人才:法律家、外交家、艺术家、诗人和学者ꎮ 这些人重视

现世生活ꎬ强调个人作用ꎬ蔑视否定现世的基督教ꎻ他们研究

人和人的生活ꎬ宣传人文主义思想ꎮ 在经济繁荣的基础上和

人文主义思想的指导下ꎬ意大利的文学艺术有了高度的成就ꎮ
古希腊、罗马文化的重新发现对人文主义思想和诗人、艺

术家的创作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ꎮ 但这些思想家和诗人更重

视罗马文化ꎬ因为他们的民族意识渐渐觉醒ꎬ渴望意大利统

一ꎻ作为古罗马的“后裔”ꎬ他们追本溯源ꎬ向往罗马古代的光

荣ꎮ
意大利并未能得到统一ꎮ 它从十五世纪后期起ꎬ成为法

国和西班牙的侵略对象ꎮ 到了十六世纪ꎬ意大利战争频繁ꎬ大
部分地区受西班牙控制ꎬ许多城邦已经变为封建式的公国ꎬ由
专制暴君统治着ꎮ 加上东方贸易因土耳其势力膨胀而陷于停

顿ꎬ商运从地中海转向大西洋ꎬ也使意大利经济凋零ꎬ工商业

活动范围缩小ꎬ资本转入农业ꎬ又回到落后的封建制度ꎮ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衰退ꎬ政治的日趋反动ꎬ宗教裁判所

势力的猖獗ꎬ进步的哲学家和科学家如布鲁诺、康帕内拉、伽
利略等遭受迫害ꎬ人民起义受到残酷镇压ꎬ文艺复兴也就在意

大利结束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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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上ꎬ文艺复兴最早的代表人物是号称人文主义先

驱的彼特拉克和卜伽丘ꎮ
弗兰齐斯科彼特拉克(１３０４—１３７４)生于佛罗伦萨ꎮ

他父亲是当地一个公证人ꎬ和但丁同时被流放ꎮ 彼特拉克本

人早年旅居普罗旺斯多年ꎬ曾漫游法国、弗兰德斯和莱茵河流

域ꎮ 他喜欢搜集希腊、罗马古籍抄本ꎬ研读罗马著名作家的著

作ꎬ说西塞罗和维吉尔是古典学问的“两只眼睛”ꎮ 一三七四

年罗马市民群众起义ꎬ反对贵族的暴虐统治ꎬ彼特拉克写信给

起义首领科拉底里恩佐表示支持ꎮ 彼特拉克的著作大部

分是用拉丁文写的ꎬ如他的叙事诗«阿非利加»(１３４２)ꎮ 诗中

颂扬了古罗马西皮奥击败汉尼拔的英雄事迹ꎬ他希望这部作

品能使他“永垂不朽”ꎮ 但他最优秀的作品是用意大利文写

的抒情诗集«歌集»ꎮ
«歌集»主要歌咏他对女友劳拉的爱情ꎬ也包括少量政治

抒情诗ꎬ诗中赞颂祖国ꎬ号召和平与统一ꎬ揭露教会的腐化ꎮ
«歌集»反映出诗人内心的矛盾:热爱生活和自然ꎬ渴望人间

的幸福ꎬ追求爱情和荣誉ꎬ但不能和宗教传统及禁欲主义思想

决裂ꎻ有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ꎬ而又脱离人民ꎬ轻视群众ꎮ 这

些矛盾正是从中古过渡到新时代的人文主义者的矛盾ꎮ 他的

抒情诗继承普罗旺斯和“温柔的新体”诗派的传统ꎬ克服了抽

象性和隐晦的寓意ꎬ表现了新的人文主义精神ꎬ使爱情诗接近

生活ꎮ 诗人在劳拉身上寄托他关于美和精神品质的理想ꎬ同
时也对她的形体之美一再加以歌颂ꎮ 彼特拉克对于自然之美

也很敏感ꎬ有些诗把歌颂劳拉和描绘自然结合起来ꎬ«清、凉、
甜蜜的水»这首诗就是显著的例子ꎮ 彼特拉克善于叙述内心

的变化和抒写爱情的经验ꎬ超过以前的诗人ꎮ 这些诗都表现

了人文主义者以个人幸福为中心的爱情观念ꎮ 他的«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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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容和形式方面都为欧洲资产阶级抒情诗开创了道路ꎮ
«歌集»中占大部分的十四行诗达到艺术上的完美ꎬ成为欧洲

诗歌中一个重要诗体ꎮ①

乔万尼卜伽丘(１３１３—１３７５)是一个商人的儿子ꎬ早年

在那不勒斯经商ꎬ接触到宫廷和贵族骑士生活ꎬ熟读罗马古典

文学作品ꎮ 他后半生大部分时间住在佛罗伦萨ꎮ 在这一城邦

的政治斗争中ꎬ他拥护共和政体ꎬ反对贵族和勾结贵族的资产

阶级上层分子ꎬ但是轻视下层群众ꎮ 他和彼特拉克交往ꎬ热心

研究古代典籍ꎬ是第一个通晓希腊文的人文主义者ꎮ
卜伽丘的早期作品是一些以爱情为主题的传奇和叙事

诗ꎮ 他的杰作是«十日谈» (１３４８—１３５３)ꎮ 这部作品的开端

叙述十个男女青年为躲避黑死病ꎬ在佛罗伦萨乡间一个别墅

里住了十天ꎬ讲了一百个故事ꎬ故名«十日谈»ꎮ 这些故事ꎬ有
的取材于中古行吟诗人的传说ꎬ有的取材于东方故事集(如
«一千零一夜»和«七哲人书»)ꎬ但反映的主要是当时意大利

广阔的社会现实ꎮ 故事多半以爱情和聪明机智为主题ꎬ也常

常把二者结合起来ꎮ 作者塑造了许多不同职业、不同社会阶

层的人物形象ꎮ 他揭露讽刺天主教僧侣和封建贵族生活腐

朽、道德败坏ꎬ称道商人、手工业者等聪明勇敢ꎬ赞美男女青年

之间的爱情ꎮ 卜伽丘热爱现世生活ꎬ坚决反对禁欲主义ꎬ在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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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上比彼特拉克更前进一大步ꎮ 他的创作表现出文艺复兴初

期的民主倾向ꎮ 他最进步的思想是对于封建社会中阶级不平

等和男女不平等的批判(如第 ４ 日第 １ 故事和第 ６ 日第 ７ 故

事)ꎮ 但是«十日谈»歌颂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ꎬ对于放

纵的情欲描写过分ꎬ也有道德说教的地方ꎮ
«十日谈»在欧洲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ꎮ 它发展了中

古的短篇故事ꎬ不仅叙述事件ꎬ并进而概括现实ꎬ塑造人物ꎬ刻
画心理ꎬ描绘自然ꎮ 作者有意识地注意结构上的技巧ꎬ例如使

用框形结构ꎬ把一百个故事镶嵌在一起ꎻ在第一日第九故事里

把情节发展的转折点放在两个主题的交叉点上ꎮ 他创造了一

些巧妙的讽刺手法ꎮ 卜伽丘是一个自觉的文体家ꎬ«十日谈»
的散文以古代罗马作家为典范ꎬ结构完整ꎬ文笔精炼ꎬ善用对

比ꎬ语言丰富、鲜明、生动ꎬ为意大利散文奠定了基础ꎬ正如

«神曲»为意大利诗歌奠定了基础一样ꎮ «十日谈»出版后ꎬ立
即被译成西欧各国文字ꎬ对十六、七世纪西欧现实主义文学发

生过很大影响ꎬ为欧洲近代短篇小说开了先河ꎮ 此后一直到

十六世纪ꎬ意大利短篇小说风行一时ꎬ短篇小说家都继承卜伽

丘的创作传统ꎬ写出当时资产阶级所喜爱的接近现实而又复

杂曲折的新故事ꎮ
卜伽丘死后一直到十五世纪中叶ꎬ意大利人文主义运动

主要表现在对古代文化的研究上ꎬ没有出现重要作家ꎮ 十五

世纪中叶以后ꎬ诗人、作家虽然众多ꎬ甚至像米开朗琪罗那样

的大艺术家也写出过不少优秀的抒情诗ꎬ但他们的意义不能

同文艺复兴早期的彼特拉克和卜伽丘相比ꎮ 这时期意大利文

艺复兴的成就主要在绘画、雕刻、建筑和科学方面ꎬ同时民间

文学也得到提倡和发扬ꎮ
把人文主义思想和民间文学题材融合在一起ꎬ在艺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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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成就的是卢多维科阿利奥斯托(１４７４—１５３３)ꎮ 他

出身于贵族家庭ꎬ为菲拉拉公爵艾斯提家族服务多年ꎮ 他的

代表作是传奇体叙事诗«疯狂的奥尔兰多» (１５１６—１５３２)ꎮ
这部长诗情节复杂ꎬ主要线索有三条:奥尔兰多(即罗兰)对
安杰丽嘉的爱情ꎻ查理大帝及其骑士对回教徒的战争ꎻ鲁杰罗

对勃拉达曼提的爱情ꎮ 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条线索ꎮ 奥尔兰

多迷恋安杰丽嘉ꎬ为寻找她走遍天涯地角ꎬ后来知道她已和梅

多罗结婚ꎬ他由于气愤和绝望而发了疯ꎮ 在发疯的场面ꎬ作者

描写奥尔兰多的心理变化深刻入微ꎬ是全诗的顶峰ꎬ作品即由

此得名ꎮ 诗人以这三条线索为纲ꎬ把许多故事巧妙地穿插在

一起ꎬ使叙事、抒情和田园诗的成分、悲剧和喜剧的因素、严肃

和诙谐的情调互相交错配合ꎮ 书中人物ꎬ除了英雄美人以外ꎬ
还有魔术师、妖精和仙人ꎮ 作者对于冒险离奇的骑士故事都

用嘲讽态度来处理ꎬ用以说明骑士生活的复活是不可能的ꎬ使
这部富于幻想的长诗具有了现实意义ꎮ 诗中歌颂了爱情、友
谊以及忠贞、勇敢和牺牲精神ꎮ 热爱现实世界ꎬ热爱人体、自
然和艺术之美ꎬ反对宗教偏见和禁欲主义的人文主义思想在

诗中得到反映ꎮ 作者有时也谴责外国侵略者和意大利各据一

方的暴君们ꎬ希望意大利实现和平与统一ꎮ 阿利奥斯托的诗

音韵和谐ꎬ语言鲜明生动ꎮ 他的创作对于后来欧洲叙事诗很

有影响ꎮ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后的著名诗人是托夸多塔索

(１５４４—１５９４)ꎮ 他生在一个廷臣和诗人的家庭ꎬ作过菲拉拉

公爵艾斯提家族的宫廷诗人ꎬ由于神经失常被监禁七年之久ꎮ
塔索是人文主义者ꎬ对于爱情、美和感官的快乐有热烈的要

求ꎮ 而这时天主教教会为了抵制宗教改革运动ꎬ加强了有关

宗教信仰的控制ꎬ引起他的内心矛盾ꎬ他怀疑自己的宗教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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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正统ꎬ害怕宗教裁判所的迫害ꎮ 他的叙事诗«被解放的

耶路撒冷»(１５７５)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成的ꎮ 这部作品以歌

颂的态度叙述第一次十字军将士在高弗莱多底布留尼的

统帅下ꎬ经过种种挫折和残酷的战斗ꎬ最后取得对回教徒的胜

利ꎬ攻下圣城耶路撒冷ꎮ 这个主题在当时有政治上的现实意

义ꎮ 土耳其断绝了意大利东方贸易的出路ꎬ威胁着意大利本

土ꎬ作者要唤起英雄精神ꎬ抵抗土耳其的扩张ꎮ 他又企图通过

基督教与异教的斗争和两种文化思想的冲突来显示基督教信

仰的力量ꎬ这和当时天主教反对宗教改革的运动有联系ꎬ但是

诗中异教因素往往战胜了基督教因素ꎮ 许多故事描写爱情的

力量战胜了基督教信仰ꎬ如里那尔多由于迷恋魔女阿尔米达

而忘记了自己的基督教战士的责任ꎮ 塔索所要表达的宗教思

想是反对宗教改革运动的天主教教会强加在人们头上的ꎬ它
毫无打动人心的力量ꎮ 基督教英雄史诗的创作源泉事实上早

已枯竭ꎬ塔索塑造出来的基督教英雄高弗莱多也只能是一个

抽象的人物ꎮ 可是在一些表现非基督教精神的人物形象和场

面的描写上ꎬ这部长诗却显示出它的艺术威力ꎬ闪耀着意大利

文艺复兴最后的光芒ꎮ
在文艺复兴时期ꎬ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对文艺理论的探讨

十分活跃ꎮ 他们首先面临的任务是为诗歌辩护ꎬ因为当时天

主教会认为诗歌不能表现真理而且伤风败俗ꎮ 在早期ꎬ彼特

拉克和卜伽丘都认为诗歌能用寓意表达真理ꎬ起到教育作用ꎮ
十五世纪中叶以后ꎬ研究亚理斯多德«诗学»和贺拉斯«诗艺»
的风气盛极一时ꎮ 但是形成两派:保守派把亚理斯多德的理

论看成普遍永恒的“法则”ꎻ革新派则强调民族、时代和风俗

习惯不同ꎬ不能完全走古希腊、罗马的老路ꎬ为一些新兴的文

学体裁进行辩解ꎮ 这两派的“古今之争”在十七世纪的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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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ꎮ

第三节　 德 国 文 学

德国在十六世纪是封建统治下一个落后的农业国ꎬ政治

上是分裂的ꎬ经济力量是分散的ꎬ但是资本主义因素在个别城

市中有所发展ꎮ 罗马天主教会、神圣罗马帝国皇权和封建诸

侯对人民进行重重剥削ꎬ使农民、城市平民直至部分小贵族都

对现存制度感到不满ꎮ 宗教改革和农民起义标志着资产阶级

第一次向封建制度冲击ꎮ 宗教改革在欧洲产生了很大影响ꎬ
十六世纪二、三十年代ꎬ路德派新教已传入北欧以及英、法、波
兰等国ꎮ 德国的民族感情在这一世纪的革命高潮中觉醒起

来ꎮ 德国各地的农民起义ꎬ此伏彼起ꎬ延续数十年之久ꎬ他们

“所怀抱的理想和计划ꎬ常常使他们的后代为之惊惧”①ꎬ但最

后遭到诸侯们残酷的镇压ꎮ 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

面:人文主义者反教会、争取思想自由的作品ꎬ宗教改革和农

民起义中富有战斗性的政论文和从中古时期发展来的民间文

学ꎮ
在德国ꎬ人文主义思想多半在各大学的学者中间传布ꎬ它

代表早期资产阶级想从中古的蒙昧主义和经院哲学的束缚中

解放出来的要求ꎮ 著名的人文主义者约翰赖希林(１４５５—
１５２２)编纂了«蒙昧者书简» (１５１５)ꎬ这些书简在罗马讽刺诗

人的影响下ꎬ借蒙昧的神学家的口吻ꎬ模拟他们拙劣的拉丁

文ꎬ揭露经院学者和僧侣们的狭隘无知以及教会的道德败坏ꎮ
德西德利乌斯埃拉斯慕斯(１４６６—１５３６)生于尼德兰的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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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丹ꎬ是一个著名的语言学家ꎬ学识渊博ꎬ先后旅居法、英、德、
意、瑞士各国ꎬ和莫尔友善ꎮ 他的著名文学讽刺作品、用拉丁

文写的«愚蠢颂»(１５０９)ꎬ从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观点出发ꎬ通
过“愚蠢”这个人物的自白ꎬ揭露僧侣的虚伪愚昧ꎬ批判诸侯

争权夺利的战争ꎬ嘲讽迷信ꎬ肯定现世生活ꎮ 这些人文主义者

的著作具有积极意义ꎬ但他们用拉丁文写作ꎬ和人民有相当大

的距离ꎮ 最富有战斗性的人文主义者是乌利希封胡登

(１４８８—１５２３)ꎬ他参加过济金根的骑士起义ꎬ是«蒙昧者书

简»第二部(１５１７)的主要撰稿人ꎮ «书简»第二部比第一部词

锋更为锐利ꎬ给教会以毫不容情的抨击ꎮ 他也用德语写诗ꎬ表
达自己鲜明的战斗立场ꎮ 他模仿琉善写作«对话录»ꎬ并把其

中最主要的几篇从拉丁文译成德语ꎬ有两篇通过作者和“热
病”的对话表示出对自己民族的热爱ꎬ涉及当时政治上和宗

教上的重大问题ꎮ 他以文学为武器ꎬ反对诸侯的分裂统治和

罗马天主教会对德国人民的压迫ꎬ努力唤起人民的民族意识ꎮ
马丁路德(１４８３—１５４６)是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ꎮ

他在一五一七年宣布宗教改革纲领ꎬ一五二〇年写成«致德

意志民族的基督教贵族书»ꎬ反对教皇干涉王权ꎬ呼吁德意志

教会摆脱罗马教皇种种不合理的控制ꎬ并提出一系列反对天

主教教义的主张ꎬ要求建立新教ꎮ 从一五一七到一五三三年ꎬ
他根据人文主义学者对古代语言研究的成果ꎬ采用人民语言ꎬ
把希伯来语和希腊语的«圣经»译成德语ꎮ 他的«圣经»译本

使农民和平民能够援引«圣经»中的章句为自己的阶级利益

辩护ꎬ并对于促进德国民族语言的统一发生重大影响ꎮ 他写

过许多赞美诗、论争性散文和寓言ꎬ最流行的一首赞美诗是

«我们的上帝是一座坚固的堡垒»(１５２５)ꎮ “路德不但扫清了

教会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ꎬ而且也扫清了德国语言这个奥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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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斯的牛圈ꎬ创造了现代德国散文ꎬ并且撰作了成为十六世纪

«马赛曲»的充满胜利信心的赞美诗的词和曲ꎮ”①

但是路德逐渐和诸侯妥协ꎬ背叛了人民ꎮ 把人民的宗教

改革进行到底ꎬ彻底反对封建统治的是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

托马斯闵采尔(１４９０? —１５２５)ꎮ 闵采尔以牧师的身分ꎬ在宗教

外衣下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ꎬ于一五二五年失败被杀

害ꎮ 他倡导一种原始的共产主义ꎬ要求平均分配财富ꎬ在宗教

问题上他已不局限于抨击天主教的一切主要论点ꎬ而是更进

一步抨击基督教的一切主要论点ꎬ接近于后来的泛神论和唯

理主义ꎮ 他的«对诸侯讲道» (１５２４)号召萨克森的诸侯反对

天主教ꎬ而他的«公开驳斥不忠实世界的错误信仰»则进一

步抨击封建统治者ꎮ他在他的«论据充分的辩护词»里把路

德称为“维登堡的行尸走肉” ꎬ宣告与路德断然决裂ꎮ一五

二五年他发布«致阿尔斯特德人民书» ꎬ号召城市贫民与农

民联合起来ꎬ举行起义ꎮ这些文件论证充足ꎬ热情充沛ꎬ是用

火热、锋利的语言写成的ꎬ是德国最早的优秀的革命宣传文

字ꎮ
随着城市的发展ꎬ这一时期民间文学极为繁荣ꎮ 因为新

兴市民阶层需要文化生活ꎬ而印刷术的普遍使用提供了满足

这一需要的条件ꎮ 中古晚期流行的小故事和“笑话”大大发

展ꎬ不少“笑话”收集成册ꎮ 民间故事书也风行一时ꎬ或取材于

中古传说ꎬ或取材于东方和南方国家的故事ꎬ良莠不齐ꎮ 其中

意义较大ꎬ能反映时代生活的有 «梯尔厄伦史皮格尔»
(１５１５)ꎮ 书中主人公厄伦史皮格尔是一个农民ꎬ作品通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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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许多民间故事和笑话串联在一起ꎮ 有的故事写手工业行会

师傅受到厄伦史皮格尔的愚弄ꎻ有的写厄伦史皮格尔以农民

的机智战胜了统治阶级ꎬ或对教会进行批评ꎮ 例如故事之一

叙述厄伦史皮格尔被一个伯爵雇佣为守塔人ꎬ因为伯爵苛待

他ꎬ使他常常挨饿ꎬ他便使出妙计ꎬ捉弄伯爵ꎬ伯爵责问他为什

么这样作ꎬ他答道:“谁挨饿受罪ꎬ谁就会想出一些计谋来ꎮ”这
部作品反映了农民在革命前夕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宗教改革

的要求ꎮ 另一部民间故事书是«浮士德博士的生平»(１５８７)ꎮ
浮士德实有其人ꎬ出生于十五世纪末的德国ꎬ传说他通晓天

文地理ꎬ懂得魔术ꎬ死于一五四〇年ꎮ故事书叙述浮士德和

魔鬼订约ꎬ把肉体和灵魂卖给魔鬼ꎬ魔鬼答应为他服务二十

四年ꎬ满足他的一切愿望ꎮ他和魔鬼上天入地ꎬ纵论天文地

理ꎬ并追求人生享乐ꎮ作者虽然站在宗教立场反对浮士德ꎬ
但从浮士德的言行里也反映出文艺复兴时代探索宇宙奥

秘ꎬ追求知识的冒险精神ꎬ因而引起人民广泛的兴趣ꎮ同时

代英国作家马娄和后来歌德都以浮士德为题材ꎬ写出他们的

名著ꎮ
这一时期来自社会下层的一个多产作家是汉斯萨克斯

(１４９４—１５７６)ꎮ 他是个鞋匠ꎬ主要的成就是戏剧与诗歌ꎮ 他

提高了手工艺人的诗歌ꎬ把中古的宗教戏剧发展为反映人民

生活的讽刺戏剧ꎮ 这些戏剧大都取材于民间故事ꎬ描写的对

象有市民、农民、奴仆、骑士、流浪汉等ꎮ 他的作品ꎬ形象生动ꎬ
语言通俗幽默ꎬ内容和形式都为当时人民所喜爱ꎮ 但是他反

映的生活面狭窄ꎬ对现存社会制度表示满足ꎬ局限于投合市民

阶层的趣味ꎮ
宗教改革的不彻底ꎬ农民革命的失败ꎬ加强了德国的分

裂ꎮ 这一世纪德国没有能产生像英国、法国、西班牙那样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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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族文学ꎬ但是在这动荡的时代ꎬ德国文学是和社会生活密

切联系的ꎬ它接近人民群众ꎬ具有现实主义因素ꎮ

第四节　 法国文学和拉伯雷

十五、十六世纪是法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ꎮ 某些手

工业部门已超出中古行会的范围ꎬ手工业工场开始出现ꎮ 商

业也相当活跃ꎬ里昂成为国际性的金融市场ꎮ 但法国仍然是

一个封建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农业国ꎮ
十六世纪的法国是西欧最大的中央集权国家ꎬ王权地位

相当巩固ꎮ 贵族地主需要王权镇压农民起义ꎬ保护他们的封

建特权ꎮ 天主教教会虽然和国王有矛盾ꎬ但它仍要依靠王权

来排斥“异端” ꎮ正在形成中的资产阶级也是王权的可靠的

同盟者ꎬ他们借钱给国王ꎬ包收国税ꎬ购买官职ꎮ他们之中

有一部分人逐渐贵族化ꎬ当上法官ꎬ成为“穿袍贵族” ꎮ城市

平民和农民受到重重剥削和压迫ꎬ城市起义和农民暴动日趋

频繁ꎮ
十五世纪末ꎬ法国新兴资产阶级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想

意识ꎮ 在意大利的影响下ꎬ人们开始钻研希腊文学和哲学ꎬ人
文主义思想得到传播ꎮ 毕代(１４６７—１５４０)、拉伯雷、杜尔奈

伯(１５１２—１５６５)、拉缪(１５１５—１５７２)等是法国最早的人文主

义者ꎮ 教会和巴黎大学仇视新思想ꎬ有时甚至企图使用消灭

肉体的野蛮手段来消灭人文主义思想ꎬ一五四六年里昂的语

言学家、印刷商多雷(１５０９—１５４６)被处绞刑和火刑ꎬ就是这

种迫害的著名例子之一ꎮ
法国的宗教改革是在加尔文派的领导下进行的ꎮ 加尔文

(１５０９—１５６４)最初曾受到路德的影响ꎮ “加尔文的信条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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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资产阶级中最勇敢的人的要求ꎮ”①他所提倡的教会制度

比较民主ꎬ是“选民公社”制度ꎮ 加尔文信徒在法国称为胡格

诺教徒ꎮ 一五四〇年法国设立宗教裁判所ꎬ大肆镇压加尔文

信徒ꎮ 一五六二年开始的胡格诺战争延续了三十多年之久ꎬ
这场残酷的宗教内战也是一场大封建主争权夺利的战争ꎮ

法国文艺复兴运动有时也得到王权的支持ꎮ 弗朗索瓦一

世在人文主义者毕代的建议之下ꎬ一五三〇年成立以研究希

腊语、拉丁语和希伯来语为主的法兰西学院ꎬ和巴黎大学相对

抗ꎮ 弗朗索瓦的姐姐玛格利特德那伐尔的宫廷ꎬ是受教

会和巴黎大学迫害的人文主义者和加尔文信徒的避难所ꎮ
法国人文主义作家有两种不同倾向ꎮ 具有贵族倾向的七

星诗社中的抒情诗人肯定生活ꎬ歌颂自然和爱情ꎬ反对禁欲主

义ꎬ有时也关心人民疾苦ꎬ但他们更注意的是民族语言的统一

和民族诗歌的建立ꎮ 民主倾向作家如拉伯雷则和人民比较接

近ꎬ对封建势力和教会予以猛烈的抨击ꎮ 这两种作家都钻研

古代的文学、历史、哲学ꎮ 拉伯雷是有名的希腊语文学者ꎬ他
从古希腊文化吸取精神力量ꎬ和封建势力作斗争ꎬ同时也大量

采用民间故事来丰富他的作品ꎮ 七星诗社作家更多地以古希

腊、罗马文学为榜样进行创作ꎬ表达人文主义思想ꎬ而对于民

间文学和人民语言则极端轻视ꎮ
这一时期小说和抒情诗最为繁荣ꎮ 中古后期曾经泛滥一

时的骑士传奇已不受欢迎ꎮ 骑士阶层衰落了ꎬ人们对骑士冒

险生活不再感兴趣ꎻ识字的人多起来ꎬ从听故事转到读故事ꎮ
这样ꎬ散文故事和小说应运而生ꎬ代替了用诗体撰写的骑士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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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ꎮ 故事作家中值得一提的是玛格利特德那伐尔(１４９２—
１５４９)ꎮ 她的«七日谈»(１５５８)是模仿«十日谈»而写的故事集ꎮ
小说中ꎬ拉伯雷的«巨人传»成就最高ꎮ 至于抒情诗ꎬ在维庸

以后ꎬ法国尽管有不少诗人ꎬ像修辞派诗人、里昂派诗人等ꎬ但
他们都未写出有价值的诗歌ꎮ 在七星诗社以前ꎬ稍有成就的

是克雷曼马罗(１４９５—１５４４)ꎮ 他接近宗教改革运动ꎬ屡遭

迫害ꎮ 他采用罗马文学中的诗简、讽刺诗等形式进行创作ꎮ
作品中反映的社会面比较狭窄ꎬ但有一定的真实感情ꎮ 他是

从维庸过渡到七星诗社的桥梁ꎮ 小说和抒情诗之外ꎬ法国人

文主义者在语言学和翻译古代作品上也作出了成绩ꎮ 到了十

六世纪后半期ꎬ散文得到发展ꎬ文艺复兴后期最重要的人文主

义作家蒙田的«散文集»是法国第一部最优秀的散文作品ꎮ
弗朗索瓦拉伯雷(１４９５? —１５５３)是欧洲文艺复兴时

期重要的人文主义作家之一ꎮ 他出身于律师家庭ꎬ早年受僧

侣教育ꎬ在僧院里就已研读古希腊文学和哲学ꎮ 不久ꎬ他和毕

代通信ꎬ到法国各地游学ꎬ和散居各地的人文主义者讨论问

题ꎮ 游学时期ꎬ他有机会接近人民ꎬ增加了对社会的认识ꎮ 他

对数理、医药、考古、天文、植物等都作过钻研ꎮ 一五三〇年

后ꎬ他在里昂行医ꎬ是法国最早研究解剖学的医生之一ꎮ 他不

仅用医药减轻病人的痛苦ꎬ还写些故事供他们消遣ꎬ他的文学

创作就是这样开始的ꎮ 长篇小说«巨人传»共五部ꎬ一五三二

年后陆续出版ꎬ①被巴黎大学和法院宣布为禁书ꎬ拉伯雷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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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巨人传»原名«卡冈都亚和庞大固埃»ꎮ 一五三二年出版«庞大固埃»
部分ꎬ是全书的第二部ꎮ 一五三五年出版的«卡冈都亚»ꎬ是全书的第一

部ꎮ 第三、四两部先后在一五四五和一五五〇年出版ꎬ第五部在拉伯雷

死后出版于一五六二年ꎮ



到意大利和法国小城躲避ꎮ «巨人传»第一部的主人公是国

王格朗古杰的儿子卡冈都亚ꎮ 他生下来便会说话ꎬ喝一万七

千多匹母牛的奶ꎬ他的衣服用一万二千多尺布制成ꎮ 这种夸

张的描写是要说明人的力量是巨大的ꎮ 卡冈都亚最初受中古

经院教育的毒害ꎬ后来人文主义教育才把他解救出来ꎮ 他到

巴黎旅行ꎬ在实际生活中得到锻炼ꎮ 这时ꎬ他的国家受到邻国

国王毕可肖的侵略ꎬ他率领若望修士等击退敌人ꎮ 他建立德

廉美修道院酬答若望的功劳ꎮ 第二部的主人公是卡冈都亚的

儿子庞大固埃ꎮ 他一开始就受人文主义教育ꎮ 祖孙三代巨

人ꎬ一代比一代受到更好的教育ꎬ一代比一代幸福ꎬ反映了作

者的人类不断进步的思想ꎮ 第三部用很多篇幅讨论巴汝奇要

不要结婚的问题ꎬ在这里作者对宗教迷信加以揭露和嘲笑ꎮ
随后庞大固埃、若望修士和巴汝奇等一起出发到世界各地寻

找“神瓶”ꎮ 第四、五两部写他们在旅行中遇到无数骇人听闻

的事ꎮ 第四部的第五章到第八章写巴汝奇和羊商斗智的一段

是书中最精彩的故事之一ꎬ饶有民间故事风味ꎮ 第五部的讽

刺比前四部更尖锐ꎬ对违反自然、抵制科学的教会势力和危害

人民的封建司法作了猛烈的抨击ꎮ 庞大固埃一行人走过许多

地方后ꎬ终于找到了“神瓶”ꎮ “神瓶”给他们的答复是:“喝
呀ꎮ”作者的意思是教人吸取人类的知识ꎬ以此来武装自己ꎮ

拉伯雷在«巨人传»第五部的序言里谈到他为谁写作ꎬ他
形象地说ꎬ他“要伺候石工ꎬ替石工烧火煮饭”ꎮ 小说中的巨

人在法国民间创作中早已存在ꎮ 格朗古杰是十五世纪一个民

间笑剧中的人物ꎬ卡冈都亚的名字早已见于民间故事ꎬ庞大固

埃曾经在中古时期的神秘剧里出现过ꎬ他为人机警ꎬ喜欢恶作

剧ꎮ «巨人传»中穿插着一些民间故事ꎬ赞扬劳动人民的善良

品质ꎬ歌颂他们的勇敢和智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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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伯雷的巨人思想贯穿在整部作品中ꎬ体现在三个巨人

的形象上ꎮ 他们一方面食量过人ꎬ饕餮好酒ꎬ纵情享乐ꎮ 作者

以赞赏的口吻肯定他们的享乐人生观ꎬ这是对僧侣主义和禁

欲主义的嘲讽ꎮ 另一方面ꎬ他又把一些优良品质赋予他的巨

人ꎮ 格朗古杰爱和平ꎬ爱人民ꎮ 他的国土被敌人侵略时ꎬ他首

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统治地位ꎬ而是人民的利益ꎮ 卡冈都亚

对教会很不恭敬ꎮ 巴黎圣母院是教会权威的象征ꎬ卡冈都亚

却把它的大钟从钟楼上取下来ꎬ作为马铃ꎬ使巴黎大学神学家

们惊惶失措ꎬ乱成一团ꎮ 他指出教会是是非丛生之地ꎬ修道生

活是违背自然的ꎮ 他主张人们自由发展ꎬ不受宗教教条的束

缚ꎮ 庞大固埃体现出文艺复兴时期的好奇心理和创造精神ꎬ
他游历冒险是为了探索宇宙的秘密ꎬ寻求真理ꎮ 这三个巨人

的形象虽然表面上荒诞不经ꎬ甚至不可思议ꎬ但实际上作者是

把他们作为人的力量的象征来塑造的ꎮ 十六世纪新兴资产阶

级意识到ꎬ要解放被封建制度束缚了几百年的生产力ꎬ人的力

量的解放是首要问题ꎮ 卡冈都亚和庞大固埃是知识渊博的

人ꎬ是人文主义者拉伯雷的理想人物ꎮ
如果说巨人的形象主要是用浪漫主义手法表现出来的ꎬ那

么在巴汝奇的形象上则有较多的现实主义成分ꎮ 他是法国从

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时所产生的一种人物类型ꎬ他用

狡猾方式进行剥削ꎬ谋求个人利益ꎮ 他向老百姓借钱ꎬ说尽一

切好话ꎬ钱到了手ꎬ老百姓休想他还债ꎮ 他有时也会吃点亏ꎬ但
有仇必报ꎮ 羊商因为得罪了他ꎬ便死在他的手里ꎮ 可是ꎬ拉伯

雷对这个资产阶级典型人物是同情的ꎬ说他是“世界上最好的

好孩子”ꎬ把他写成狡猾中有幽默ꎬ非常乐观ꎬ他在庞大固埃等

人消灭害人的恶魔和邪恶的巨人时ꎬ也起了一定作用ꎮ
拉伯雷对僧侣有深刻认识ꎬ揭露他们的寄生性和腐朽性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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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也塑造了出身于下层僧侣的若望修士的理想形象ꎮ 修道

院遭受劫掠ꎬ院长和其他修士慌成一团ꎬ“以唱赞美诗和作祷

告来抵抗敌人ꎬ用美丽的词藻来祈求和平ꎮ”若望修士却立刻

拿起武器ꎬ抗击敌人ꎮ 他为人诚实ꎬ心地善良ꎬ尽管语言粗野ꎬ
但直爽可亲ꎮ

«巨人传»的主要特点是揭露性强ꎮ 作者认为宗教迷信妨

碍社会向前发展ꎮ 巴黎大学的神学家妄想统治精神世界ꎬ他
们成为拉伯雷嘲笑的对象ꎮ 他指出巴黎大学经院哲学的唯心

主义实质ꎬ讽刺安岱雷希王国的女王把抽象、本质、外形、
概念、想象这“五种元素”作为主要食粮ꎮ他揭露反动的罗

马教廷ꎬ说它是“对世界的威胁” ꎮ他愤怒抨击封建司法ꎮ
穿皮袍的猫王是非常可憎可怕的畜生ꎬ是非不明ꎬ曲直不

分 ꎮ它们的法律好比蜘蛛网ꎬ专捕捉小苍蝇、小蝴蝶ꎬ不敢

惹大牛蝇ꎮ 它们身上挂一个开口大袋ꎬ用来接受贿赂ꎮ 拉伯

雷继承了法国中古城市文学的传统ꎬ对后来的讽刺文学有很

大影响ꎮ
«巨人传»描写的德廉美修道院体现了作者的社会理想ꎮ

在这个修道院里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尔虞我诈ꎬ而是互相

信任ꎮ 不论男女ꎬ都可随时进院修道ꎬ也可随时退出ꎮ 他们不

受任何教规的约束ꎬ“可以光明正大地结婚ꎬ人人都可以发财

致富ꎬ自由自在地生活ꎮ”修道院只有一条院规:“做你所愿做

的事ꎮ”拉伯雷标榜的社会原则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

级个性解放的要求ꎮ
拉伯雷认为解放人的力量要通过教育ꎮ 因此ꎬ教育问题

在«巨人传»里占很重要的地位ꎮ 拉伯雷强调教育要把体育锻

炼包括在内ꎮ 他批判中古经院教育窒息“人的天性”ꎬ提出新

的人文主义的教育方案ꎬ主张使人全面发展ꎬ培养“全知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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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ꎬ也就是适应当时资产阶级需要的人ꎮ 他特别强调知识

的作用ꎬ以为人类只要掌握了科学ꎬ在学问上成为巨人ꎬ就有

力 量和黑暗势力作斗争ꎬ为人类创造美好光明的幸福世

界ꎮ
«巨人传»没有严密的结构ꎮ 第一、二两部还有一定的脉

络可寻ꎬ故事围绕着卡冈都亚和庞大固埃两个巨人的经历而

发展ꎮ 最后三部只凭庞大固埃等的游历冒险这条线索把故事

无限地延长下去ꎮ 作者利用这种结构形式ꎬ在广阔的背景上

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和罪恶ꎮ 他特别注意人物外形的描绘ꎬ
但有前后不一致之处ꎮ 庞大固埃在第三部还是个魁梧的巨

人ꎬ第三部以后却好像和平常人一样了ꎮ «巨人传»的语言富

于创造性ꎬ有时气势磅礴ꎬ热情充沛ꎬ有时庄严雄辩ꎬ但也有一

些段落流于庸俗粗野ꎮ 拉伯雷大量运用各行各业的语言ꎬ这
说明他对社会下层的行话也很熟悉ꎮ 他往往一连使用几个意

义相近的词来描写一个动作或表达一个概念ꎮ 这是拉伯雷的

夸张手法的一种表现ꎬ同时也说明十六世纪的法兰西语还未

固定下来ꎮ
七星诗社是由六个人文主义作家和他们的老师希腊语文

学者多拉共七人①组成的ꎬ他们大都出身社会上层ꎮ 由杜
贝雷执笔的«保卫和发扬法兰西语»(１５４９)是七星诗社的宣言

书ꎬ随后龙沙又陆续发表一些文章和著作ꎬ进一步阐述他们的

理论ꎮ 他们表示要为法兰西民族语言统一ꎬ为建立一个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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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七星诗社的七人是:彼埃尔德龙沙(１５２４—１５８５)ꎬ卓阿金杜贝

雷( １５２２—１５６０)ꎬ雷米贝洛( １５２８—１５７７)ꎬ安东纳德巴依夫

(１５３２—１５８９)ꎬ朋都士德缔亚尔(１５２１—１６０５)ꎬ爱缔安若岱勒

(１５３２—１５７３)ꎬ若望多拉(１５０８—１５８８)ꎮ



和希腊、罗马媲美的法国诗坛而奋斗ꎮ 他们反对用拉丁语或

外国语从事文学创作ꎮ 他们肯定法兰西语可以用来表达高深

的学问和思想ꎬ但也承认法兰西语词汇需要加以丰富ꎬ提出

向希腊和拉丁语假借词汇ꎬ把旧字改造成新字ꎬ创造新词等

办法来“发扬”法兰西语ꎮ他们对劳动人民语言的歧视是他

们的理论脱离人民的表现ꎮ他们主张采用希腊、罗马文学的

诗体和意大利十四行诗体ꎬ摈弃民间诗歌所使用的诗体ꎬ这
也 暴露了他们轻视民间创作的贵族倾向ꎮ他们在法兰西语

言文学方面开始的工作ꎬ到十七世纪才为古典主义作家所完

成ꎮ
彼埃尔德龙沙出身贵族家庭ꎬ他的老师多拉说他会

成为“法兰西的荷马”ꎮ 龙沙的第一部诗集«颂歌集»(１５５０)
是模仿古希腊诗人品达的作品ꎮ 后来ꎬ他转而模仿另一个希

腊诗人阿那克瑞翁和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ꎮ 他写过很多作

品ꎬ运用过各种各样的诗体ꎮ 在«关于时代灾难的时论诗»
(１５６２)里ꎬ他大声疾呼ꎬ要求停止宗教内战ꎮ 龙沙是法国第

一个近代抒情诗人ꎮ 他把爱情作为诗的主题ꎮ 他热爱现世生

活ꎬ追求欢乐ꎮ 他的抒情诗亲切轻松ꎬ自然景色的描写和诗的

感情相当协调ꎬ但过于刻意模仿造作ꎮ 他在十六世纪欧洲有

很高的声望ꎬ十九世纪有些法国浪漫主义诗人很推崇他ꎮ
七星诗社其他诗人中以卓阿金杜贝雷的抒情诗写得

较好ꎮ 他的初期作品模仿彼特拉克ꎬ很不自然ꎮ 他在罗马居

住时所写的«悔恨集»(１５５８)的主题是爱情、友谊和乡思ꎬ摆
脱了初期的模仿作风ꎬ写出内心的蕴结和悲伤ꎮ

七星诗社的爱缔安若岱勒是个剧作家ꎮ 悲剧«克莉奥

佩特拉»(１５５２)是他的代表作ꎬ以古代罗马历史事迹为情节ꎬ
具有后来古典主义悲剧的一些特征ꎮ 十六世纪法国产生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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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剧作家ꎬ其中以罗伯特加尼埃(１５２４—１５９０)的成就较

高ꎮ 他写过七部悲剧ꎬ罗马悲剧家塞内加对他影响很大ꎮ 这

时候的剧作家在人文主义运动的促进下ꎬ向古代文学和历史

著作寻找故事情节ꎬ模仿古代剧作家ꎮ 有的人从意大利接受

三一律ꎬ开始探索戏剧理论ꎮ 从这些现象看来ꎬ十六世纪可以

说是十七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戏剧的萌芽时期ꎮ
杰克阿米奥(１５１３—１５９３)翻译过普鲁塔克的«希腊、

罗马名人传»ꎮ 他的译本(１５５９)不但对丰富法兰西语的词

汇ꎬ而且对西欧文学贡献都很大ꎮ 一些古典主义作家曾向他

的译本寻找戏剧创作题材ꎮ
米舍勒爱冈德蒙田(１５３３—１５９２)是法国文艺复

兴后期的人文主义作家ꎬ先后当过法院顾问和市长ꎮ 他从小

便学会了拉丁语ꎮ 他读古希腊、罗马作品时不断写心得ꎬ作笔

记ꎬ为他后来的«散文集»(１５８０—１５８８)打下基础ꎮ 这部文集

是很多篇长短不齐的文章构成的ꎬ每篇有一个题目ꎬ讨论一个

独立问题ꎬ彼此之间不一定有联系ꎮ 他生活优裕ꎬ对当时法国

激烈的阶级斗争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ꎮ 同时ꎬ动乱的时代又

使他深感个人生活受到威胁ꎬ产生了怀疑论的思想ꎮ 在«散
文集»中最著名的一篇«为雷蒙德塞崩德辩护»里ꎬ他说

人是渺小的ꎬ人和禽兽不同之处在于人能够思考ꎮ 正因如此ꎬ
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就有分歧意见ꎬ有矛盾ꎮ 人人都

自以为掌握真理ꎬ别人总是错误的ꎬ于是产生争论ꎬ甚至导致

战争ꎮ 其实ꎬ几百年来ꎬ人类追求真理ꎬ其结果只是证明自己

的无知ꎮ 他教人不要说:“我懂得ꎬ”要说:“我懂得什么呢?”
他这种怀疑论反映了当时一部分人文主义者的精神状态ꎬ他
们对旧的信条失去信心ꎬ而对新的事物又缺乏高度热情ꎮ 蒙

田怀疑ꎬ但不否定一切ꎮ 他认为生活是真实的ꎬ应当尽量享受

５４１



它ꎮ 享受生活首先要精神自由ꎬ心情恬静ꎬ不让习惯、偏见等

束缚自己的思想ꎬ不让贪婪、吝啬等欲念扰乱自己的心情ꎮ
«研究哲学就是为了学死»一文教人不要害怕死亡ꎬ尽情享受

生活ꎮ 他这种思想是以个人为中心的ꎮ 对他说来ꎬ只要个人

真正享受到生活的快乐ꎬ什么政治制度、宗教信仰都无足轻

重ꎮ «论儿童教育»一文也反映了他的怀疑和享乐的思想ꎮ
他不主张把很多知识教给儿童ꎬ认为这会给他们带来痛苦ꎬ而
不是快乐ꎮ 他的教育目的是培养所谓道德高尚、悟性高、判断

力强的“绅士”ꎮ 他的观点代表法国资产阶级上层的观点ꎮ
蒙田用漫谈的口吻写«散文集»ꎬ给读者以亲切自然之感ꎮ 他

的文章富有形象性ꎬ不乏诗意ꎮ «散文集»在法国散文史上有

重要地位ꎮ 蒙田也是欧洲近代散文这一体裁的创始人ꎮ

第五节　 西班牙文学和塞万提斯

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ꎬ西班牙结束了反摩尔人侵略的

斗争ꎬ国家趋于统一ꎮ 一四六九年卡斯提尔公主伊莎贝拉和

阿拉贡国王斐迪南联姻ꎬ标志了西班牙专制君主制国家业已

形成ꎮ 十五世纪末地理大发现后ꎬ西班牙在美洲进行残酷的

殖民活动ꎬ掠夺了大量的黄金ꎮ 查理一世一五一六年继位ꎬ一
五一九年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ꎬ改称查理五世ꎬ西班牙成

为称霸于欧、美两洲的强大王国ꎮ 国内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王

权的鼓励下一度繁荣ꎮ
西班牙的强盛时期极为短暂ꎬ十六世纪中叶后已经开始

衰落ꎮ 资本主义关系没有得到充分发展ꎬ王权很快走向反动ꎬ
不断发动对外掠夺战争ꎬ大量耗费资财ꎮ 专制王权又和教会

勾结ꎬ镇压一切进步思想ꎮ “西班牙的自由在刀剑的铿锵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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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黄金的急流中、在宗教裁判所火刑的凶焰中消失了ꎮ”①

但是ꎬ西班牙人民从未停止过斗争ꎬ反抗专制政府和天主教教

会黑暗统治的起义连续不断ꎮ
十六世纪初ꎬ西班牙出现一些人文主义学者ꎬ他们创办学

校ꎬ批判宗教偏见ꎬ介绍并模仿古希腊、罗马和意大利的文学ꎬ
传播人文主义思想ꎮ 但是人文主义思潮遭到反动统治的摧

残ꎬ发展迟缓ꎮ 贵族骑士文学流行一时ꎬ反动的宗教思想对文

学也有很大影响ꎮ 十六世纪后半期ꎬ人文主义文学才达到繁

荣ꎬ涌现出许多优秀作家ꎬ西班牙文学进入“黄金时代”ꎬ以小

说和戏剧的成就为最大ꎮ
小说方面ꎬ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骑士传奇和田园传奇

虽很流行ꎬ但是在一部对话体的小说«瑟列斯丁娜»(１４９７)中ꎬ
已经出现了以下层人民为主人公ꎬ描写社会现象的新倾向ꎮ

十六世纪中叶ꎬ西班牙产生一种新的小说类型———流浪

汉小说ꎮ 这种小说和中古市民文学有相通之处ꎮ 西班牙城市

发达较晚ꎬ流浪汉小说就是城市发达后的产物ꎮ 它多半描写

城市下层生活ꎬ并从下层人物的角度去观察和讽刺一些社会

现象ꎮ 主人公常是失业者ꎬ在封建和资本主义交替时代ꎬ靠个

人机智谋求生存ꎬ抵抗压迫ꎮ 他们没有什么道德标准来指导

自己的行动ꎬ往往表现出玩世不恭的态度ꎮ 这种小说所反映

的正是当时西班牙骑士传奇作家所不屑于反映的生活ꎬ具有

一定的现实主义成分ꎮ
西班牙最早、最有代表性的一部流浪汉小说是«小癞子»

(１５５３)ꎬ全名为«托美思河的小拉撒路»ꎬ作者不详ꎮ 小说由

主人公小癞子自述他的经历ꎮ 他从小就离开贫困的家庭ꎬ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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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驱使ꎬ最初给一个刻薄的瞎子领路ꎮ 后来他侍候一个吝啬

的教士ꎬ因为偷吃面包ꎬ被赶了出来ꎮ 第三个主人是绅士ꎬ此
人穿着漂亮ꎬ气派华贵ꎬ可是身无分文ꎬ靠小癞子每天乞食供

养ꎮ 以后小癞子的主人有教士、出卖赦罪符的僧侣、驻堂神

父、公差等ꎮ 这些人大都贪婪吝啬ꎬ靠欺诈为生ꎮ 他也学会了

欺诈ꎬ只求发迹ꎬ不顾廉耻ꎮ 最后ꎬ他当了叫喊消息的报子ꎬ靠
不义之财ꎬ靠妻子和神父私通ꎬ过着富裕的日子ꎮ

这部小说通过小癞子的流浪史ꎬ写出社会上各个阶层的

人物ꎬ以幽默俏皮的手法ꎬ大胆地讽刺了僧侣的欺骗、吝啬、贪
婪、伪善ꎬ贵族的傲慢和空虚ꎬ揭露了西班牙社会的腐朽和衰

落ꎮ 作者善于刻画形象ꎬ语言简洁流畅ꎬ叙述生动自然ꎬ笔调

辛辣有力ꎬ他创造了一种新型的体裁ꎬ受到广泛的欢迎ꎮ
大约半个世纪以后ꎬ西班牙出现另一部重要的流浪汉小

说:马提欧阿列曼(１５４７—１６１４)的«阿尔法拉契人的古斯

曼»上下两部(１５９９ꎬ１６０４)ꎮ 他模仿«小癞子»的写法ꎬ以更大

的规模反映西班牙社会生活ꎮ 此后ꎬ这种小说大量出现ꎬ一直

延续到十七世纪初期ꎮ
西班牙的流浪汉小说一般采用自传体的形式ꎬ以主人公

的流浪为线索ꎬ人物性格比较突出ꎬ主人公的生活经历和广阔

的社会环境描写交织在一起ꎬ已初具近代小说的规模ꎮ 但是

主人公的性格没有发展ꎬ情节和情节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ꎮ
西班牙流浪汉小说对于以后欧洲小说的发展ꎬ特别在长

篇小说的人物描写和结构方法上ꎬ有过深远的影响ꎮ
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在小说方面的最高成就是塞万提斯

的«堂吉诃德»ꎮ
米盖尔德塞万提斯萨阿维德拉(１５４７—１６１６)是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ꎮ 他生于西班牙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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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没落贵族家庭ꎬ父亲是医生ꎮ 一五六九年他到意大利ꎬ后
来参加西班牙驻意军队ꎮ 在对土耳其的海战中他带病上阵ꎬ
负了重伤ꎬ左手残废ꎮ 一五七五年回国途中ꎬ他被土耳其海盗

掳去ꎬ在阿尔及利亚服苦役五年ꎬ一五八〇年由亲友赎回ꎮ 他

以一个英雄的身分回国ꎬ但是后半生却贫困潦倒ꎮ 他曾任军

需官、税吏ꎬ接触到农村生活ꎻ他一度因不能上缴公款而入狱ꎮ
这种种经历使他逐渐看清了西班牙的现实和人民的被压迫地

位ꎮ
塞万提斯曾采用当时流行的各种体裁进行创作ꎬ他写抒

情诗、讽刺诗ꎬ也模仿田园传奇和骑士传奇写了«伽拉苔亚»
(１５８５)和«佩尔希莱斯和西吉斯蒙达历险记»(１６１７)ꎬ他写过

长诗«巴尔那斯游记»(１６１４)ꎬ也写过许多剧本ꎬ出版的有«喜
剧和幕间短剧各八种»(１６１５)和悲剧«奴曼西亚»(１５８４)ꎻ小
说方面有短篇小说集«训诫小说» (１６１３)、长篇小说«堂吉诃

德»ꎮ 其中以悲剧和长短篇小说较为重要ꎮ
悲剧«奴曼西亚»以古代西班牙奴曼西亚军民反抗罗马侵

略者的历史为题材ꎬ写法类似中古道德剧ꎬ剧中出现许多寓意

性的人物ꎮ 奴曼西亚人在罗马军队围困下坚持抗战十四年ꎬ
他们的遭遇惨绝人寰ꎬ但始终英勇不屈ꎮ 最后ꎬ罗马军破城而

入ꎬ全体居民自杀殉国ꎮ 塞万提斯这部悲壮动人的历史悲剧

歌颂了西班牙人民的爱国精神和英雄性格ꎬ深受人民喜爱ꎮ
«训诫小说»包括十三篇作品ꎬ其中有曲折的爱情故事ꎬ

有世态风俗写照ꎬ也有哲学议论ꎮ 这些小说受到意大利小说

的影响ꎬ但充满着西班牙生活的特色ꎬ表现了作者反对封建偏

见ꎬ反对压迫奴役ꎬ肯定个性自由ꎬ同情人民遭遇的人文主义

思想ꎮ
«堂吉诃德»是塞万提斯的代表作ꎮ 小说的全名为«奇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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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想的绅士堂吉诃德台拉曼却»ꎬ共两部ꎮ 第一部出

版于一六〇五年ꎬ立刻受到读者欢迎ꎬ反动集团在一六一四年

出版了一部伪造的续篇ꎬ歪曲塞万提斯的作品ꎮ 塞万提斯为

了抵制伪作的恶劣影响ꎬ立即写完第二部ꎬ一六一五年出版ꎮ
当时西班牙王权用骑士的荣誉和骄傲去鼓动贵族建立世

界霸权ꎬ而美化封建关系、情节离奇虚幻的骑士传奇正适合他

们的需要ꎮ 塞万提斯痛恨这种文学ꎬ他在全书的自序中公开

宣布他要“攻击骑士小说”ꎬ“把骑士小说的那一套扫除干净”ꎮ
«堂吉诃德»故意模拟骑士传奇的写法ꎬ描述堂吉诃德和

他的侍从桑丘潘沙的“游侠史”ꎮ 堂吉诃德是拉曼却地方

一个穷乡绅ꎬ本姓吉哈达ꎬ他读骑士传奇入了迷ꎬ想当游侠骑

士ꎮ 他拼凑了一副破烂不全的盔甲ꎬ自称为堂吉诃德ꎬ骑上一

匹瘦马ꎬ取名“驽氶难得”ꎬ而且仿照骑士的作法ꎬ物色了邻村

一个养猪女郎为自己的意中人ꎬ给她取个贵族名字叫杜尔西

内娅台尔托波索ꎬ决心终身为她效劳ꎮ 一切齐备ꎬ他就离

家出走ꎬ从事游侠ꎬ前后共三次ꎮ 最初一次ꎬ他单枪匹马出游ꎬ
受伤而归ꎮ 后来ꎬ他找了邻居桑丘潘沙作侍从一同出去ꎮ
堂吉诃德满脑子都是骑士传奇中的古怪念头ꎬ以为处处是妖

魔鬼怪ꎬ是他冒险的机会ꎮ 他把风车当巨人ꎬ把旅店当城堡ꎬ
把理发师的铜盆当作魔法师的头盔ꎬ把羊群当军队ꎬ把苦役犯

当作受迫害的骑士ꎬ把皮酒囊当作巨人头ꎬ不顾一切地提矛杀

去ꎬ结果闹出无数荒唐可笑的事情ꎮ 这些行动不但害了别人ꎬ
也使自己挨打受苦ꎬ弄得头破血流ꎮ 但是他执迷不悟ꎬ直到几

乎丧命ꎬ才被人抬回家中ꎮ 临终时他醒悟过来ꎬ立下遗嘱ꎬ不
许他的唯一的亲人侄女嫁给骑士ꎬ否则她就得不到遗产ꎮ

«堂吉诃德»揭露了骑士传奇的荒唐和危害(如第 １ 部第

６ 章、第 ４８ 章)ꎬ尽情嘲笑了骑士理想和骑士制度ꎮ 从这部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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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出版以后ꎬ西班牙再也没有出现过骑士传奇ꎮ
作者通过堂吉诃德主仆的游侠经历ꎬ反映了十六世纪至

十七世纪初西班牙的广阔的社会现实ꎮ 小说中出现将近七百

个属于各阶层的人物ꎬ如贵族、僧侣、地主、市民、兵士、农民、
演员、商人、理发师、骡夫、牧羊人、强盗等等ꎮ 所写的生活面

从公爵的城堡到外省的小客店ꎬ从贫穷的农村到杂乱的城镇ꎬ
从平原到深山ꎬ从大路到森林ꎬ构成一幅完整的社会画卷ꎮ 小

说第二部关于公爵城堡的描写ꎬ集中揭露了贵族的腐朽实质ꎮ
贵族们虽然态度傲慢ꎬ生活奢华ꎬ实际上借了债无力偿还ꎬ精
神上更是空虚无聊ꎬ以捉弄堂吉诃德主仆来排解愁闷ꎮ 书中

有许多地方描写旅店的情况ꎬ广泛暴露了当时社会上庸俗自

私的市侩习气ꎮ 又写到人民的贫困和受压迫的情形ꎬ如小农

奴安德列斯受地主虐待等ꎮ 小说还接触到政治、经济、道德、
文化和风俗习尚等方面ꎬ充分揭示了这个威震世界的西班牙

王国已经破绽百出和它必然衰落的趋势ꎮ
主人公堂吉诃德是欧洲文学中一个著名的典型ꎮ 他是个

矛盾复杂的人物ꎮ 他按骑士传奇行事ꎬ疯疯癫癫ꎬ滑稽可笑ꎮ
但是他的荒唐行为往往出于善良的动机ꎮ 他攻打风车ꎬ是自

以为要清除万恶的巨魔ꎮ 他释放苦役犯ꎬ是为了反对奴役ꎬ给
人自由ꎮ 堂吉诃德痛恨专横残暴ꎬ反对压迫ꎬ同情被压迫者ꎬ
向往自由ꎮ 他把维护正义ꎬ锄强扶弱ꎬ消除世间的不平作为自

己的天职ꎬ而且见义勇为ꎬ从不怯懦ꎬ为了主持正义ꎬ个人生死

可以置之度外ꎬ具有英勇无畏、忘我斗争的精神ꎮ 堂吉诃德也

是一个具有崇高理想和渊博学识的人ꎬ只要不触及骑士这个

题目ꎬ他的思想和谈吐都很清醒而深刻ꎮ 他谈到不分你我、人
人和谐相处的古代理想社会ꎬ谈到自由的可贵、奴役的可恨ꎬ
谈到清廉公正、爱护百姓的政治理想ꎬ还谈到文治武功、贵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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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教育文艺等ꎬ广泛地涉及了人文主义者所关心的各种问

题ꎮ 但是他脱离实际ꎬ完全生活在幻觉之中ꎬ他对着臆造的敌

人不顾一切地横冲直撞ꎬ只能闯祸坏事ꎮ 同时ꎬ他想恢复的是

过时的骑士制度ꎬ把游侠骑士单枪匹马打抱不平的方式当作

主持正义、改造社会的途径ꎬ结果自己碰得头破血流ꎬ他的善

良动机总是得到相反的结果ꎮ 这个形象反映了塞万提斯的人

文主义理想和西班牙现实的矛盾ꎬ也反映了西班牙人文主义

者的弱点ꎮ 塞万提斯看到现实的黑暗ꎬ也看到骑士游侠的方

式不能解救社会ꎬ但是看不到在反动统治下决不可能实现人

文主义理想ꎮ 于是他在嘲笑骑士制度的同时ꎬ又回过头来ꎬ以
理想化的骑士精神来反对没落的封建阶级和市民阶层的庸碌

自私ꎮ 他揭露了西班牙现实ꎬ然而他的理想却是回复到古代

社会ꎮ
桑丘潘沙是小说的另一主人公ꎮ 他和堂吉诃德的关系ꎬ

既是对立的ꎬ又是相辅相成ꎬ他们两人的外表和性格都形成鲜

明的对比ꎮ 桑丘具有西班牙农民的特点ꎬ作者在他身上也注

入了自己的理想ꎮ 他是一个帮工ꎬ家里穷得无以为生ꎬ才听信

堂吉诃德的劝诱ꎬ出来游侠ꎮ 他希望得到一次意外的成功ꎬ做
个海岛总督ꎬ改变他一家的窘况ꎮ 他的处境说明了西班牙农

民的贫困ꎮ 桑丘贪图小利ꎬ胆小怕事ꎬ时时为自己打算ꎬ也反

映了农民狭隘自私、目光短浅的一面ꎮ 但是桑丘头脑清醒ꎬ随
时都提醒堂吉诃德从幻想回到现实中来ꎮ 他的语言诙谐生

动ꎬ一出口就是连串的谚语ꎬ表现了他的健康乐观的性格ꎮ 桑

丘当总督的情节最突出地体现了他的智慧和才能ꎬ他毫无自

私的念头ꎬ断事英明ꎬ办事公正ꎬ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ꎮ 堂吉

诃德用骑士方式不能实现的理想ꎬ在桑丘的行动中却实现了ꎮ
«堂吉诃德»标志着欧洲长篇小说一个新的发展阶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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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注意塑造人物ꎬ着力刻画了两个典型ꎮ 人物性格复杂多

面ꎬ不是静止的ꎬ是有发展的ꎮ 作者往往把堂吉诃德主仆在现

实生活中的活动加以夸张ꎬ反复强调他们的某些特点ꎬ并通过

他们之间的对比和他们彼此推心置腹的谈话ꎬ来突出这两个

人物的性格ꎮ 塞万提斯虽然模仿骑士传奇ꎬ但是主人公的游

侠不在离奇虚构的环境中进行ꎮ «堂吉诃德»虽也近似流浪

汉小说ꎬ但情节更为丰富、复杂ꎬ环境都经过一番选择和安排ꎮ
例如书中常常以旅店为人物活动的背景ꎬ因为这里可以出现

各种人物ꎬ看到各种社会关系ꎬ更便于描写广阔的生活ꎮ 小说

在主要情节之外ꎬ还穿插一些独立的故事ꎬ更广泛地反映了现

实ꎮ 第二部中ꎬ这类故事经过作者的有意改进ꎬ融合到主要情

节中去了ꎮ «堂吉诃德»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最重要的长篇

小说之一ꎬ它对于欧洲近代长篇小说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ꎮ
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的戏剧相当繁荣ꎮ 十六世纪初期的

戏剧家还大都是模仿古希腊、罗马和意大利的戏剧ꎬ后来有些

作家努力摆脱古代戏剧的法则ꎬ创造适合本国人民需要的作

品ꎮ 五十年代后ꎬ西班牙戏剧进入繁荣时期ꎬ优秀的剧本大量

涌现ꎬ固定的公众剧场建立起来ꎬ面向广大群众的民族戏剧逐

渐形成ꎮ 这种繁荣景象ꎬ一直继续到十七世纪初期ꎮ
费力克斯洛卜德维加卡尔皮奥(１５６２—１６３５)

是西班牙民族戏剧的主要代表ꎮ 他出身于马德里一个没落贵

族家庭ꎬ曾在许多贵族手下供职ꎬ参加过一五八八年“无敌舰

队”对英战争ꎬ一六一四年接受教职ꎬ成为僧侣ꎮ 他写过各种

体裁的作品ꎬ主要成就是戏剧ꎮ 据说他写了一千八百多部剧

本ꎬ现在还留下四百多部(其中有些作品是否为维加所写ꎬ尚
有争论)ꎬ另有宗教剧四十多部ꎮ

维加在论文«当代写作喜剧的新艺术»(１６０９)里ꎬ主张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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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创作应该以满足当代观众的要求为准则ꎬ不必拘泥于古代

的陈规ꎮ 他说自己创作时要用三重锁把一切规则锁住ꎬ并把

普劳图斯和泰伦斯抛出书房ꎮ 他谈到戏剧应该逼真地反映现

实ꎬ可以“和自然一样”ꎬ悲剧和喜剧因素应掺杂在一起ꎮ 他

主张写三幕剧ꎬ而且特别重视情节安排的技巧ꎮ 这些看法实

际上也就是西班牙民族戏剧基本原则的总结ꎮ
维加取材极为广泛ꎮ 其作品表现了人文主义思想ꎬ也受

到贵族意识和宗教意识的影响ꎮ 从内容来看ꎬ他的剧本主要

可分为两大类ꎮ 第一类写爱情和家庭问题ꎬ其中一大部分被

称为“斗篷加剑”的喜剧ꎬ因为主人公多半是以斗篷与剑为服

饰的贵族ꎮ 维加把爱情看作一种可以冲破封建道德和等级偏

见的力量ꎬ他歌颂青年追求爱情自由的斗争ꎬ如«园丁之犬»
(１６１８)、«带罐的姑娘»(１６２７)ꎬ有些剧本还描述了人民怎样

为维护自己的爱情与权利而向专横的贵族展开斗争ꎬ如«最
好的法官是国王»(１６２０—１６２２)ꎮ 但是也有些“斗篷加剑”的
喜剧只写贵族家庭纠纷和维护贵族荣誉的题材ꎬ局限较大ꎮ
第二类剧本是谈社会政治问题的ꎬ主要取材于民族历史和民

间传说ꎮ 这类剧本揭露了暴君的罪恶ꎬ塑造了一些理想君主

的形象ꎬ如«塞维利亚之星»(１６２３)ꎮ 有些则直接描写西班牙

农民对封建主的反抗ꎮ
«羊泉村»(１６０９—１６１３)是维加最成功的作品之一ꎬ描叙

一四七六年羊泉村人民反抗领主的史实ꎮ 剧中写卡拉特拉瓦

骑士团队长费尔南戈麦斯在驻地羊泉村企图污辱当地村长

的女儿劳伦夏ꎬ劳伦夏被青年农民弗隆多索救出ꎮ 随后费尔

南又破坏这对青年的婚礼ꎬ劫走新娘ꎬ要把弗隆多索绞死ꎮ 劳

伦夏逃回村中ꎬ呼吁乡亲起来抗暴ꎮ 全村人民起义ꎬ攻占城

堡ꎬ杀死了费尔南ꎮ 事后ꎬ国王赦免全村人民ꎬ把羊泉村收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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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管辖ꎮ
剧本揭露了封建主的专横暴虐ꎬ歌颂农民为维护自己的

荣誉和自由而进行的正义斗争ꎮ 剧中的农民集体的形象最为

动人ꎬ他们的反抗情绪随事态的发展而增长ꎬ法官严刑拷打他

们ꎬ全村三百多人众口一词说杀死队长的是“羊泉村”ꎬ连十

岁的小孩也这样坚强ꎮ 女主人公劳伦夏的形象也很生动ꎬ她
从一个聪明倔强的姑娘成长为英雄ꎮ 剧本最后也反映了维加

对专制王权的看法ꎬ以为人民和国王的利益可以一致ꎬ共同反

对封建主ꎮ
维加的剧本都是三幕诗剧ꎬ场次很多ꎬ场景经常变换ꎬ剧

情进展很快ꎬ悲剧因素和喜剧因素交织在一起ꎮ 维加善于安

排富于戏剧性的场面ꎬ情节引人入胜ꎬ结局往往出人意外ꎬ偶
然的因素在情节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ꎮ 维加剧本中人物众

多ꎬ描写真实生动ꎬ但是性格刻画不够深刻ꎮ
维加的剧本在当时享有极高的声誉ꎬ剧场几乎天天上演

他的戏ꎮ 塞万提斯称他是“自然的奇迹”ꎮ 他的创作奠定了

西班牙民族戏剧的基础ꎬ形成一个戏剧流派ꎬ并影响到十七、
十八世纪欧洲其他国家的戏剧ꎮ

第六节　 英国文学和莎士比亚

十四世纪以后ꎬ英国封建经济开始衰落ꎬ资本主义兴起ꎮ
“在英国ꎬ农奴制实际上在十四世纪末期已经不存在了ꎮ”①从

十四到十五世纪ꎬ羊毛业有很大发展ꎬ到了十六世纪ꎬ英国资

本主义成长更快ꎬ圈地运动使资本主义深入到农村ꎮ 地中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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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道的改变以及英国战胜西班牙后夺得的海上霸权ꎬ进一步

刺激了英国工商业的发展和海外的掠夺ꎬ促成经济的高涨ꎮ
在十四世纪ꎬ市民阶级已经兴起ꎬ到了十六世纪形成资产

阶级ꎮ 世袭贵族在农民起义、百年战争、玫瑰战争之后ꎬ到十

六世纪已大部消灭ꎬ一部分贵族资产阶级化ꎬ成为新贵族ꎮ 另

一部分贵族不甘灭亡ꎬ勾结国外封建势力ꎬ和王权斗争ꎮ 王权

在基本上消灭了世袭贵族ꎬ并进行宗教改革之后ꎬ建立起统一

的中央政权ꎮ 王权利用资产阶级ꎬ资产阶级也支持王权ꎬ以扫

清世袭贵族的残余势力ꎮ 但资产阶级和封建王权之间仍然存

在着矛盾ꎬ资产阶级掀起清教运动来反对代表王权的国教ꎬ为
十七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作了准备ꎮ 资产阶级的发展是依靠残

酷剥削国内广大的农民和城市平民而取得的ꎮ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民族国家的形成给资产阶级打开

了广阔的前景ꎬ也促成文学的繁荣ꎮ 人文主义思想在新文学

的园地里开花结果ꎬ十六世纪后半期到十七世纪初期ꎬ诗歌、
戏剧、小说、散文都很发达ꎬ成为文艺复兴时代英国文学的全

盛期ꎮ 但阶级矛盾在当时是十分尖锐的ꎬ因而文学也反映出

不同的倾向ꎬ大体可以分为民主和贵族两类ꎮ 圈地运动使广

大农民流离失所ꎬ陷于饥饿贫困的绝境ꎬ城市贫民人数激增ꎬ
政府颁布血腥的法令迫使他们廉价出卖劳动力ꎮ 有一些新兴

资产阶级作家对劳动人民表示深厚的同情ꎬ他们不仅反封建ꎬ
而且对资本主义也有所批判ꎬ如莫尔、莎士比亚ꎮ 另一些作家

则带有较浓厚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倾向ꎬ他们反对教会的

禁欲主义ꎬ关心资产阶级自身的发展ꎬ但和劳动人民有很大距

离ꎬ如斯宾塞ꎮ
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在英国的另一表现形式是清教运

动ꎮ 清教这一教派反对国教中的天主教残余因素ꎬ反映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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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上层利益ꎮ 它提倡节俭ꎬ以上帝的意志为借口ꎬ替资本积

累作辩护ꎮ 它反对世俗文化ꎬ尤其是人民群众所喜爱的戏剧ꎮ
从思想上说ꎬ它是一种新的禁欲主义ꎮ

具有新的人文主义思想的作家中最早的代表是杰弗利
乔叟(１３４０? —１４００)ꎮ 英国资产阶级文学可以说是从他开

始的ꎮ 他生活的时代ꎬ正值市民阶级兴起ꎬ农民起义震撼了封

建统治的年代ꎮ 他和兰格伦同时ꎬ但反映了新的潮流和趋势ꎮ
乔叟出生于富有市民家庭ꎬ早年在宫廷服务ꎬ多次出使法

国和意大利ꎻ脱离宫廷后ꎬ任伦敦海关监督和外省官职ꎮ 他的

长诗«特洛伊勒斯和克丽西达»(１３８１?)是根据卜伽丘的长诗

«菲洛斯特拉托»改写的ꎬ叙述特洛伊战争时期特洛伊王子特

洛伊勒斯和一个贵族寡妇克丽西达恋爱ꎬ后来克丽西达又爱

上希腊将领ꎬ背弃了特洛伊勒斯ꎮ 作者从新兴市民阶级的立

场出发ꎬ肯定个人有追求幸福的权利ꎬ反对封建礼教和教会的

禁欲主义ꎮ 作者把爱情看作人的“天性”ꎬ嘲笑王子在开始时

表现的对爱情的抗拒态度ꎮ 他歌颂男女主人公的恋爱ꎬ同情

王子的不幸结局ꎬ宽恕女主人公的“变节”ꎮ 在性格塑造上ꎬ作
者 发挥了传奇文学中的心理刻画手法ꎮ故事虽然发生在古

代 的特洛伊ꎬ但诗中描绘的则是十四世纪英国贵族的生活

图景ꎮ
乔叟的主要作品«坎特伯雷故事»(１３８７—１４００)ꎬ以一批

从伦敦到坎特伯雷去朝圣的客人的旅行为线索ꎬ写了二十四

个短篇故事ꎬ绝大部分用诗体写成ꎮ 卷首有总序ꎬ是全书最精

彩的部分ꎮ 作者介绍了朝圣的香客ꎬ有声有色地刻画了他们

的外表、举止和精神面貌ꎮ 他们之中有骑士、侍从、地主、自耕

农、贫苦农民、形形色色的僧侣、女尼、市民、商人、海员、大学

生、手工业者等ꎬ构成了十四世纪英国社会的缩影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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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有的取材于民间传说和口头文学ꎬ有的取材于骑士

文学和宗教文学ꎬ但故事反映的生活属于十四世纪英国的现

实社会ꎮ 故事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写爱情和婚姻问题的ꎬ作者

的基本态度和«特洛伊勒斯和克丽西达»中所表现的相同ꎮ
他否定那种诉诸武力的、骑士式的爱情(«武士的故事»)ꎬ肯
定女权(«巴斯妇的故事»)ꎻ他对丈夫一再考验妻子表示不以

为然(«学者的故事»ꎬ即«十日谈»最后一个故事)ꎬ反对买卖

婚姻(«商人的故事»)ꎬ主张夫妇互相敬爱 («自由农的故

事»)ꎮ 另一部分是讽刺僧侣的欺骗(«法庭差役的故事»、
«船手的故事»、«赦罪僧的故事»中的开场语)ꎬ揭露教会对人

民的压迫(«游乞僧的故事»)ꎬ也有揭露金钱的罪恶的(«寺
僧的乡士的故事»、«赦罪僧的故事»)ꎮ 乔叟的故事体现了反

封建倾向和人文主义思想因素ꎬ反映出十四世纪英国历史的

趋势ꎬ暴露了封建阶级尤其是教会的腐朽败落ꎮ 但作者并未

能摆脱宗教思想ꎬ表现了消极容忍的人生哲学(«梅利比的故

事»)ꎮ 和卜伽丘一样ꎬ他在肯定爱情ꎬ反对禁欲主义的同时ꎬ
也流露出市民阶层对纵欲的欣赏ꎮ 这些都是本书的糟粕ꎮ

乔叟的现实主义成就很高ꎮ 他为市民创作ꎬ继承了城市

文学的描写现实的传统ꎮ 在人物塑造、叙事技巧和语言运用

等方面ꎬ他都远远超过英国以前和同时代的作家ꎬ甚至超过卜

伽丘ꎮ 他所塑造的人物不仅外貌栩栩如生ꎬ而且结合外貌展

示人物的内心特征ꎮ 他利用故事之间的插曲ꎬ或使人物用所

讲的故事彼此讽刺ꎬ来突出人物之间的矛盾ꎬ使这部作品具有

很强的喜剧性ꎮ 在结构上ꎬ各个故事的框架并不呆板ꎬ作者从

现实生活中选出朝圣的场面ꎬ予以充分发挥ꎮ 作品尽管还有

许多题外话ꎬ但由于他善于选择和安排情节ꎬ因此故事性强ꎮ
他的风格特点是幽默和讽刺ꎬ在揭露人物的虚荣、伪善、庸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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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蠢时ꎬ不作强烈谴责ꎬ这是和作者的市民立场分不开的ꎮ 乔

叟不用法语或拉丁语写作ꎬ而用伦敦方言ꎮ 他的语言生动活

泼ꎮ 他在许多故事中所首创的诗体ꎬ称为双韵体①ꎬ成为以后

英国诗歌中最通行的一种ꎮ 乔叟被称为“英国诗歌之父”ꎮ
乔叟死后ꎬ出现了一批模仿者ꎬ但他们的成就不大ꎮ 整个

十五世纪英国人文主义文学处于停滞状态ꎬ但英国知识界

(贵族、僧侣)仍不断和意大利有密切交往ꎬ介绍古代哲学和

文学ꎮ 十五世纪末牛津大学正式教授古代语言ꎬ出现了一批

人文主义学者ꎬ成为英国文艺复兴的先导ꎮ 印刷术的传入也

有助于新思想的传播ꎮ
托马斯莫尔(１４７８—１５３５)是英国最主要的早期人文

主义者ꎮ 他出身伦敦市民上层ꎬ在牛津大学学习ꎬ和埃拉斯慕

斯交往ꎬ后来任下议院议长和英国最高法官ꎮ 英国的圈地运

动和随宗教改革而来的“对教会地产的大规模的盗窃”②给人

民群众带来巨大灾难ꎮ 莫尔同情人民ꎬ反对宗教改革ꎬ并因此

被杀ꎮ 莫尔写过许多关于宗教改革的论战文章、历史和传记ꎬ
而主要著作是用拉丁文写的«乌托邦»(１５１６)ꎮ

«乌托邦»分两部分ꎮ 第一部分写作者出使尼德兰ꎬ遇见

一个葡萄牙航海家ꎬ通过和他的对话ꎬ作者批判了当时的英国

和欧洲社会ꎮ 第二部分ꎬ航海家描写乌托邦的社会制度ꎮ
«乌托邦»有力地揭露了英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残酷性ꎮ
作者目击农民由于圈地运动而陷入惨境ꎬ对于这“羊吃人”的
社会提出忿怒的谴责ꎮ 他以对人民的深厚同情ꎬ揭发了法律

的残酷ꎬ封建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ꎬ统治阶级敲骨吸髓的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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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贪得无厌的掠夺和寄生生活ꎬ以及其他不公平现象ꎮ 他认

为社会罪恶的原因在于私有制ꎬ必须废除私有制才能实现社

会正义ꎮ 针对这一情况ꎬ他设计了自己的理想国ꎮ 在他的理

想国里ꎬ没有私有制ꎬ没有人剥削人的现象ꎬ人人劳动ꎬ产品丰

富ꎬ按需分配ꎮ 这里没有专制暴政ꎬ没有宗教迷信和宗教狂

热ꎬ人与人的关系是和谐的ꎮ 但乌托邦的经济基础是以家庭

为生产单位的中古式的手工业ꎬ它的政治组织是若干城邦的

联合体ꎮ 乌托邦仍然允许奴隶存在ꎬ脑力劳动者仍占优越地

位ꎬ宗教仍然是必要的ꎮ 它是一个被美化了的宗法社会、中古

生产方式、城邦政体的混合物ꎬ纯属空想ꎮ 这部作品是资本主

义产生以后一系列畅想未来的著作的开端ꎬ对后来描写理想

社会的文学有很大的影响ꎮ
十六世纪中叶到十七世纪初是英国文艺复兴的繁荣时

期ꎬ出现了大批作家ꎮ 在诗歌方面ꎬ这一时期内产生过大批以

人文主义为内容的新创作ꎬ歌颂爱情ꎬ歌颂祖国ꎬ宣扬新思想ꎮ
诗人们借鉴古典的和外国的诗歌格律ꎬ介绍意大利的十四行

诗体ꎬ并创造了在英国诗坛影响深远的无韵诗体ꎮ 这批诗人

中ꎬ除莎士比亚以外ꎬ最有成就的是埃德门斯宾塞(１５５２—
１５９９)ꎬ他的长诗«仙后»(１５８９ꎬ１５９６)歌颂女王ꎬ宣扬资产阶级

新人应具的品质ꎬ是第一部英国资产阶级的民族史诗ꎮ 在风

格上ꎬ他继承了骑士传奇文学ꎬ也模仿意大利的阿利奥斯托ꎮ
诗歌的繁荣和文艺理论的研究也是分不开的ꎬ意大利的

文艺理论推动了英国在这方面的活动ꎮ 锡德尼 ( １５５４—
１５８６)的«为诗一辩» (１５８０)是对清教徒的反击ꎬ总结了英国

民族文学的成就ꎬ并传播了意大利多年来探讨的关于三一律

等的创作理论ꎮ
从五十年代开始ꎬ古希腊、罗马和当代其他国家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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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译成英语ꎬ对传播新思潮ꎬ推动文学发展起了很大作用ꎮ
应当顺便一提的是«圣经»的翻译ꎬ从一五二五年起共出过九

种英译本ꎬ以最后的一六一一年译本为定本ꎮ «圣经»的翻译

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政治生活中一件大事ꎬ译文朴质、严
肃ꎬ能够发挥英国民族语言的特点ꎬ自成风格ꎬ对后来英国散

文影响很大ꎮ
文艺复兴时期英国小说也开始发达ꎮ 一种属于传奇性

质ꎬ适应贵族趣味ꎬ如约翰李利的 «攸弗依斯» ( １５７９ꎬ
１５８０)、锡德尼的«阿刻底亚» (１５９０)ꎮ 另一种反映社会下层

的流浪汉生活或手工艺人发家的经历ꎬ如纳施(１５６７—１６０１)
的«不幸的旅客» (１５９４)、狄罗尼(１５４３? —１６００?)的«纽伯

利的杰克»(１５９６—１６００)ꎬ这是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先声ꎮ
资产阶级民族意识的觉醒ꎬ新大陆的发现ꎬ资产阶级的国

外掠夺ꎬ使这一时期产生了大量的历史和地理著作ꎬ给文学创

作以启发ꎬ并为它提供了素材ꎮ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散文作家是弗兰西斯培根

(１５６１—１６２６)ꎮ 马克思、恩格斯称他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

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①ꎮ 他出身贵族ꎬ因受贿ꎬ削官

入狱ꎬ据说他因为在露天试验雪的消毒作用时受寒得病而死ꎮ
培根在实验科学的基础上发展了唯物主义ꎬ反对中古经院哲

学和神学ꎮ 他认为感觉是一切知识的源泉ꎬ提出归纳法作为

认识方法ꎮ 这些思想都包括在他的«学术的推进» (１６０５)和
用拉丁文写的«新工具» (１６２０)等哲学著作中ꎮ 但马克思也

指出培根的唯物主义“还充满了神学的不彻底性”②ꎮ 他的未

１６１

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２ 卷ꎬ第 １６３ 页ꎮ
同上ꎮ



写完的«新大西岛»(１６２７)描绘了一个理想国ꎬ在那里科学能

够有很好的发展条件ꎮ
培根对文学的主要贡献是 «论说文集» ( １５９７ꎬ １６１２ꎬ

１６２５)ꎬ共五十八篇ꎮ 这些文章以贵族和资产阶级上层读者

为对象ꎬ谈论哲学、宗教、政治制度和国家以及处世、修身、养
性等问题ꎮ 他反对天主教ꎬ但不否定宗教ꎬ他鼓励商业和殖

民ꎬ在统治术上ꎬ他和马基雅维里的观点是一致的ꎮ 他在论述

处世接物的文章中肯定自私自利、尔虞我诈的资产阶级道德

标准ꎮ 有些文章也记录了一些有用的经验ꎬ如«论读书»ꎮ
培根不像怀疑主义者蒙田ꎬ他对一切问题都有很肯定的

看法ꎮ 在文章风格上ꎬ他不像蒙田那样随意ꎬ而以凝炼有力著

称ꎬ用最经济的词汇表达丰富的思想ꎬ文句很像警句格言ꎬ有
时近于枯涩ꎮ 思想的组织安排极为缜密ꎮ 这些特点都表现了

拉丁散文的影响ꎮ 文章中也常常点缀着富有诗意的比喻ꎬ如
“名誉像一条河ꎬ轻飘而虚肿的东西浮在上面ꎬ沉重而坚实的

东西沉到底下”ꎮ 又如他把语言比作织着人物故事的帷幕ꎬ
人不说话就像卷起的帷幕ꎮ 培根一向被认为是英国论说文的

创始人ꎮ
十六世纪英国文学以戏剧的成就为最大ꎮ 英国民间戏剧

的传统从十三、四世纪以来一直没有中断ꎬ在城市和乡村都很

活跃ꎬ十五世纪戏剧已成为宗教斗争的武器ꎬ到十六世纪中

叶ꎬ一些中学和大学开始演出古代戏剧ꎬ扩大了戏剧的内容ꎮ
从八十年代开始ꎬ随着民族意识的增长ꎬ以英国历史为题材的

历史剧一度繁荣ꎮ 九十年代以后ꎬ英国戏剧进入全盛时期ꎬ产
生了几十个有成就的剧作家ꎮ 伦敦在一六四二年清教徒封闭

剧院以前ꎬ公私剧场不下二十所ꎮ 这个时期的戏剧广泛地反

映了复杂的阶级斗争和社会各阶层的要求ꎬ作家们把戏剧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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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最能生动反映现实、表达他们的思想的一种文学形式ꎮ 艺

术上也达到高度成熟阶段ꎮ
当时的观众包括了广泛的社会阶层ꎮ 女王经常召剧团进

宫演出ꎻ另一部分观众是贵族和社会上层ꎻ而绝大多数观众则

是市民和市民下层如小业主、帮工、徒工、仆役等ꎮ 剧场常常

成为徒工暴动的集合点ꎮ 由于政治斗争十分尖锐ꎬ政府严密

控制言论和出版ꎬ剧作家不得不用古代、外国或本国历史故事

为题材来表达他们的见解和要求ꎮ
当时为贵族和城市上层服务的剧场称为私家剧场ꎮ 公共

剧场则对广大市民开放ꎬ都是沿袭中古剧场或旅店院落的规

模ꎬ予以改造而成ꎬ是个圆形建筑物ꎮ 剧场的中心是一块露天

空地ꎬ舞台突进池心ꎬ其余三面有三层廊座环抱ꎮ 市民下层观

众付较低票价站在池心看戏ꎬ贵族有时坐在台上ꎮ 演出一般

在下午ꎮ 台上无幕ꎬ道具简单ꎬ背景是固定的两层建筑ꎬ上层

往往当作阳台或楼ꎬ下层作为内室ꎮ 剧场由资本家集股经营ꎮ
演员也集股组成剧团ꎬ自备服装道具ꎬ剧本由演员自己或其他

剧作家提供ꎮ 一个剧团的演员兼股东一般十一、二人ꎬ相当于

行会的行东ꎻ以下有“雇佣演员”若干人ꎬ相当于帮工ꎻ再下有

童龄演员ꎬ相当于徒工ꎮ 收入由剧场主和剧团分摊ꎮ 女角都

由童龄少年扮演ꎮ 由于伦敦受清教徒控制ꎬ公共剧场一般被

迫设在城外ꎬ剧团还不得不寻求王室或贵族保护ꎬ号称女王的

或某某大臣、贵族的仆人ꎮ 由于迫害、瘟疫或其他原因ꎬ剧团

往往必须到外地甚至外国去流浪、演出ꎮ
莎士比亚以前的主要剧作家是一批所谓“大学才子”ꎮ

他们大都受过大学教育ꎬ接受了人文主义思想ꎬ很有才华ꎮ 他

们的倾向性不尽相同ꎬ但都在某些方面对英国戏剧作出了贡

献ꎬ莎士比亚正是在他们成就的基础上ꎬ把文艺复兴时期的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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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戏剧推向高峰ꎮ
“大学才子”中最早的是约翰李利(１５５４? —１６０６)ꎮ

他的喜剧具有贵族人文主义倾向ꎬ多半用古代神话和古代文

学为题材ꎬ以田园或大自然为背景ꎬ用典雅的散文ꎬ写爱情故

事ꎬ歌颂女王ꎮ 他的剧中保留了将严肃情节和滑稽情节糅杂

在一起的英国民间戏剧传统ꎮ
托玛斯基德(１５５８—１５９４)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剧作家ꎬ

出生于伦敦一个公证人家庭ꎬ没有进过大学ꎮ 他参加过无神

论团体ꎬ曾被逮捕ꎬ死于贫困ꎮ 他的«西班牙悲剧» (１５８９)以
西班牙宫廷阴谋为背景ꎬ通过父亲装疯为儿子报仇的故事反

映了宫廷的倾轧ꎬ揭发马基雅维里式的阴谋家ꎮ 他认为生活

应该幸福ꎬ但现实却充满了不平ꎮ 基德注意情节结构ꎬ主要人

物性格鲜明ꎬ他的无韵诗体能激动观众ꎬ在风格上接近罗马悲

剧家塞内加ꎮ 这部作品从第一次公演起ꎬ在英国舞台不断演

出几乎达五十年之久ꎬ对莎士比亚影响很大ꎮ
罗伯特格林(１５５８—１５９２)属于“大学才子”之列ꎬ他一

生放荡潦倒ꎬ写过许多反映社会下层生活的自传体小册子ꎮ
他曾和莎士比亚合作写剧ꎮ 他的剧有反对贵族和资产阶级上

层的倾向ꎬ他希望他们悔悟ꎬ进行道德改善ꎬ如«伦敦的一面

镜子»ꎮ 他突出平民的高贵品质来和贵族对照ꎬ如«僧人培根

和僧人本盖»(１５９０)、«威克菲尔的护林人»(１５９２)ꎮ 前者中

的两个僧侣追求知识ꎬ是浮士德式的人物ꎻ在后者中ꎬ民间传

说的英雄佐治格林和罗宾汉成为重要人物ꎮ 格林把民间传

说、民族历史作为素材ꎬ又在舞台上呈现出纯粹英国乡村的气

氛ꎬ这是他对当时英国戏剧的贡献ꎮ
克里斯托弗马娄(１５６４—１５９３)是坎特伯雷鞋商之子ꎬ

在剑桥大学读书ꎬ也是“大学才子”之一ꎬ同基德一样也在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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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参加过无神论团体ꎮ 他说宗教是为了使人恐惧而产生的ꎬ
他叫人不要怕鬼ꎬ并鄙视上帝和神父们ꎬ他指责圣徒叫人们违

反良心向官吏屈服ꎮ 但从他的作品看来ꎬ他并没有完全摆脱

宗教束缚ꎮ 他在酒店与人口角械斗时被杀ꎬ有人认为这和政

治有关ꎮ
马娄共留下六部剧作ꎮ «帖木儿» (１５８７ꎬ１５８８)和«马耳

他岛的犹太人»(１５９０)表现资产阶级追求无限权力和财富的

欲望ꎬ但作者又指出权力和财富并不能使人幸福ꎮ 蒙古可汗

帖木儿征服了亚、欧许多国家ꎬ不可一世ꎬ却不能挽回他心爱

的皇后的死亡ꎬ自己作为“上帝的鞭子”也有死去的一天ꎮ 马

耳他岛的犹太富商巴拉巴斯ꎬ贪婪成性ꎬ屋里堆满黄金ꎬ狠毒

地药死自己的女儿ꎬ害死她的爱人ꎮ 财富毁灭了他的 “人

性”ꎬ最后自己也落进沸镬丧命ꎮ
«浮士德博士的悲剧» (１５９２—１５９３)是马娄最杰出的作

品之一ꎮ 它是根据新译成英语的德国民间故事书而写成的ꎬ
叙述浮士德把灵魂卖给魔鬼ꎬ魔鬼供他驱使二十四年ꎬ到期他

的灵魂被魔鬼劫往地狱的故事ꎮ 在这部作品里ꎬ作者肯定知

识是一切力量中最伟大的力量ꎮ 有了知识就可以获得财富ꎬ
就能探出“所有外国君主的秘密”ꎬ就能“用一道铜墙把德国

围起”ꎬ“让学生们能穿上绸缎衣服”ꎬ一句话ꎬ能征服自然ꎬ实
现社会理想ꎮ 但是要获得知识首先必须和宗教蒙昧主义进行

顽强的斗争ꎮ 浮士德的悲剧反映了人文主义者最终未能从宗

教中解放出来的历史真实情况ꎮ
马娄对英国戏剧的贡献在于创造了巨人性格ꎬ巨人是中

古道德剧中暴君和丑角“罪恶”等形象的新发展ꎮ 在马娄剧

中ꎬ巨人占中心地位ꎬ这是和人文主义者强调个人作用的思想

分不开的ꎮ 马娄把充满浪漫主义热情的抒情风味带进戏剧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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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结构则显得松弛ꎬ没有摆脱中古连台大戏的习惯ꎮ 无韵诗

体经过他有力的锤炼ꎬ表达能力大大提高ꎮ
威廉莎士比亚(１５６４—１６１６)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

有成就的作家之一ꎬ在他的作品里ꎬ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表

现得最为充分ꎬ艺术性也最高ꎮ 他的作品为资产阶级的兴起

作了最有力的舆论准备ꎮ 他出生于英国中部斯特拉福城一个

富裕市民家庭ꎬ少年时代在当地“文法学校”学习古代语言和

文学ꎮ 二十岁后ꎬ他到伦敦谋生ꎬ广泛接触到各阶层的生活ꎬ
加深了他对社会的认识ꎮ 一五九〇年左右ꎬ他参加剧团ꎬ开始

舞台和创作生活ꎮ 他的绝大部分戏剧是利用现成材料加以改

编而写成的ꎬ在改编过程中给以新的内容和艺术加工ꎮ 在二

十几年的时间里ꎬ他写过三十七部戏剧ꎬ此外还有两首长诗和

一百五十四首十四行诗ꎮ 一六一三年左右ꎬ他离开伦敦ꎬ回到

家乡ꎬ一六一六年逝世ꎮ
莎士比亚的创作可以按思想和艺术的发展分为三个时

期ꎮ 第一时期(１５９０—１６００)正值伊利莎伯女王统治后期ꎬ国
内ꎬ宗教改革、血腥立法、镇压农民起义ꎬ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

了道路ꎮ 但这时英国基本上还是封建社会ꎬ封建势力还很强

大ꎬ女王比较成功地运用王权维持了封建势力同新兴资产阶

级之间的平衡ꎮ 对外ꎬ英国战胜了西班牙“无敌舰队”ꎬ增强

了资产阶级的民族自信ꎮ 这时ꎬ莎士比亚的作品ꎬ基调是乐观

的ꎮ 他的喜剧宣扬爱情(仁爱精神)可以战胜一切ꎬ提倡个性

解放ꎻ历史剧则反复批判封建专制和封建割据ꎬ宣传开明君主

的理想ꎬ鼓吹资产阶级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ꎮ
他早期两首长诗«维纳斯与阿都尼»(１５９３)和«鲁克丽丝

受辱记»(１５９４)都根据奥维德的故事写成ꎮ 前者描写爱神对

青年猎手阿都尼的爱情与追求ꎬ后者谴责荒淫强暴的行为ꎬ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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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上总的特点是华丽纤巧ꎮ «十四行诗» (１５９２—１５９８)中的

大多数ꎬ据一般公认ꎬ是写给一个青年贵族的ꎬ另一组诗是写

给一个深肤色的女子的ꎮ 这些诗歌颂友谊和爱情ꎬ诗人把它

们看作是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表征ꎬ他特别强调心灵的结

合、忠诚和谅解这些人文主义理想ꎮ 诗人歌颂青春和美ꎬ以与

现实中的丑恶相对照ꎬ坚信美好的事物应当永存ꎬ并可以借助

于文艺而成为不朽ꎮ 诗中也表现了诗人对现实的批判和生活

体验ꎮ 十四行诗具有新兴资产阶级肯定生活、要求解放个性

的反封建理想ꎬ也流露出患得患失、取悦贵族的倾向ꎮ 诗人的

情绪变化多端ꎬ有时欢乐ꎬ有时忧伤ꎬ有时表现嫉妒ꎬ有时沉

思ꎮ 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比彼特拉克更向前发展一步ꎬ主题

更加丰富ꎬ对待爱情已没有宗教情绪或封建等级观念ꎮ 他改

变了意大利的格式ꎬ按四、四、四、二编排ꎬ每首诗更能体现起

承转合ꎬ情感和思路曲折而有变化ꎮ 他喜欢从生活和大自然

中ꎬ从乡村、城市、法庭、舞台、宫廷、战场、商人的柜房、教堂等

场所寻找生动的形象和比喻ꎮ 他常用对照、多义词、重复、停
顿、头韵、长短音的错落来烘托内容ꎬ增强音乐性ꎮ 十四行诗

这一外来形式在莎士比亚笔下得到了发展ꎮ
这一时期ꎬ莎士比亚写过九部以英国历史为题材的历史

剧ꎬ在当时盛行的历史剧中成就最高ꎮ 九十年代王权虽仍巩

固ꎬ但王位继承问题日趋迫切ꎬ封建势力蠢蠢欲动ꎬ英国有可

能重新出现内战局面ꎮ 莎士比亚作为人文主义者ꎬ关心民族

命运ꎬ反对封建内讧ꎬ要求在一个开明君主的统治下ꎬ巩固国

内和平与统一ꎬ使国家臻于富强ꎬ这是符合资产阶级发展的利

益的ꎮ 他比当时任何剧作家都更系统地探索了过去两三百年

的历史ꎬ他认为观察历史可以比较准确地预示未来ꎮ 在历史

剧中他批判了一系列的封建君主ꎬ谴责了封建集团间的血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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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ꎬ表达了新兴资产阶级的理想ꎮ
最早的历史剧«亨利六世»上中下三部(１５９０—１５９１)写

这冲龄登位的国王统治五十年间(１４２２—１４７１)的事迹ꎮ 第

一部写英国在英法百年战争中由于贵族不和而失利ꎻ第二部

写国内贵族的纷争和平民起义ꎬ导致内战ꎻ第三部写号称“红
白玫瑰战争”的封建内战ꎬ属于红玫瑰贵族集团的国王在内

战中被杀ꎮ 在三剧中ꎬ亨利被写成一个软弱无能ꎬ既不能保全

国外领地ꎬ又不能制止贵族内讧的君主ꎮ «理查三世»(１５９２)
与前三剧合为四部曲ꎬ写篡夺王位的白玫瑰集团爱德华四世

死后ꎬ同族贵族理查用卑鄙、血腥手段排除了六个王位继承

人ꎬ登上统治宝座(１４８３—１４８５)ꎬ很快为敌党所杀ꎬ结束了玫

瑰战争ꎮ 理查不仅是个暴君ꎬ而且具有阴险狡诈、冷酷毒辣的

特点ꎮ «约翰王» ( １５９４) 是一部独立的历史剧ꎬ 写约翰

(１１９９—１２１６)虽然有反天主教的一面ꎬ但企图谋害合法继承

人ꎬ篡夺了王位ꎬ引起外患ꎮ «理查二世»(１５９５)、«亨利四世»
上下部(１５９７—１５９８)和«亨利五世» (１５９９)构成第二个四部

曲ꎬ从历史顺序看来ꎬ第一个四部曲正衔接在第二个四部曲之

后ꎮ 作者把理查二世(１３７７—１３９９)写成优柔寡断、听信宠臣

的昏君ꎬ不能维持贵族势力的平衡ꎬ他的堂弟利用时机夺去王

位ꎬ自立为亨利四世(１３９９—１４１３)ꎮ 亨利四世登位ꎬ由于王

位来路“不正”ꎬ终生惴惴不安ꎬ虽然两次平复贵族内乱ꎬ但太

子不务“正业”ꎬ和流氓鬼混ꎬ王位前途仍然堪忧ꎮ 后来太子

逐渐改过自新ꎬ继位为亨利五世(１４１３—１４２２)ꎮ 亨利五世用

对外战争解决了国内矛盾ꎬ战胜法国ꎬ夺回在法国的领地ꎮ 莎

士比亚写他性格中有善良仁慈的一面ꎬ有时能以普通人自居ꎬ
在他身上多少寄托了对君主和民族英雄的理想ꎮ

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ꎮ 资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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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为了自身的发展ꎬ要求排除封建制度所设置的重重障碍ꎬ尤
其关心封建割据的局面和王权的封建性质ꎮ 但由于它自身的

软弱ꎬ它只能寄希望于一个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开明君主ꎬ他要

能镇压封建势力ꎬ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ꎮ 莎士比亚认为

这是可以做到的ꎬ即通过道德改善的途径把封建君主改造过

来ꎬ使之成为后来历史上的立宪君主ꎮ 作为资产阶级思想家ꎬ
莎士比亚的谋虑远远超过同时代的作家ꎮ 但他的基本观点仍

然是历史唯心主义ꎮ 在他的历史剧里无例外地出现市民、社
会下层、广大人民群众ꎬ他同情他们的疾苦ꎬ并认为他们能明

辨是非ꎬ但他并不相信他们能改变自己的命运ꎬ改革仍须自上

而下ꎮ
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具有史诗的宏大规模ꎬ虽然讲的是英

国过去的历史ꎬ却写出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社会和当时人

们所关心的问题ꎬ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ꎮ 他用广阔的社会

画面、多样化的人物形象和生动的情节ꎬ反映了英国封建秩序

逐渐瓦解的漫长过程ꎮ 他描绘了各种社会力量之间———主要

是王权与封建贵族之间、封建主与封建主之间、国内封建主和

国外封建主之间以及统治阶级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和反复

斗争ꎮ 他塑造了一系列代表各种社会力量的人物———君主、
大小封建贵族、主教、大小官吏、市民、手工艺人、农民、仆役、
兵士以至流氓强盗ꎮ 许多人物ꎬ尤其是封建暴君ꎬ不仅具有典

型意义ꎬ而且各有特点ꎮ 帝王将相的场面和群众的场面、悲剧

和喜剧的场面、主要情节和次要情节ꎬ相互交织ꎮ 人民群众在

他的历史剧中不是主要人物ꎮ 他们有时是帝王将相等主角的

陪衬ꎬ有时是作者的代言人ꎬ有时作者对他们表示同情ꎬ有时

则加以丑化ꎮ
«亨利四世»是莎士比亚最有代表性的历史剧ꎬ它写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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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制度没落的趋势ꎬ表现了作者对封建割据局面的批判ꎬ并
形象地描绘了如何通过道德改善而产生理想君主的过程ꎮ 亨

利四世以封建的血腥方式篡夺了理查二世的王位ꎬ不仅自己

日夜良心不安ꎬ而且由于不孚众望ꎬ给野心勃勃的贵族造成借

口ꎬ他又和封臣争夺俘虏ꎬ引起叛乱ꎮ 莎士比亚认为封建主之

所以跋扈ꎬ敢于同王权较量ꎬ根源在于君主ꎮ 他认为亨利四

世、五世、六世以至理查三世一百年的混乱导源于亨利四世的

行动ꎮ 另一方面ꎬ莎士比亚又看出封建贵族的没落ꎬ他们傲

慢、迷信ꎬ彼此各谋私利ꎬ不能团结一致ꎬ只能被国王击败ꎮ 贵

族青年飞将军代表封建贵族的新生一代ꎬ为了维护贵族“荣
誉”和利益ꎬ敢于赴汤蹈火ꎬ但勇而无谋ꎬ终于战死ꎮ 贵族“荣
誉”在太子的流氓伙伴福斯塔夫口中更是受到百般奚落ꎮ 剧

本令人信服地表明ꎬ整个封建制度已经不成气候ꎮ 但作者认

为英国这个“患病的躯体”只要有“良言和少许药物”还是能

恢复健康的ꎮ 亨利四世自始至终要去耶路撒冷忏悔自己的罪

孽ꎬ亨利五世则改邪归正ꎬ由一个浪子转变为英明君主ꎬ表现

了作者对于道德改善所寄予的幻想ꎮ
剧本的主题不仅体现在国王与太子的行动以及国王与贵

族的战争中ꎬ而且和广阔的社会生活有机地组织在一起ꎮ 剧

中描写了宫廷和贵族城堡中的生活ꎬ公路上的抢劫ꎬ政府的搜

捕ꎬ四乡的征兵骚扰ꎬ官吏的无情压榨和层层敲诈ꎬ农民和手

工艺人的失业贫困ꎬ以至酒店、妓馆的情景ꎬ构成一幅十六世

纪英国动荡社会的生动画面ꎮ 这一“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①

的核心人物是福斯塔夫ꎮ 他是个破落骑士ꎬ是一批流氓的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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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ꎬ倚仗他和太子的亲密关系ꎬ招摇撞骗以至打家劫舍ꎬ无恶

不作ꎮ 在战场上ꎬ他保持一种“有分寸的勇敢”ꎬ为了苟全性

命ꎬ竟不惜装死ꎬ并进而虚报军功ꎮ 他躯体肥胖ꎬ自己看不见

自己的膝盖ꎬ他走过的地方ꎬ贫瘠的土地好像涂上了一层猪

油ꎮ 他是一个酒色之徒ꎬ他的谋生本领是吹牛、欺骗、诡辩、顺
风转舵、趁火打劫、混水摸鱼ꎬ他惟恐天下不乱ꎮ 对于被抓的

壮丁ꎬ他毫无同情怜悯之心ꎮ 他出身封建阶级ꎬ但对于这一阶

级视为最珍贵的品质———荣誉ꎬ则弃之如敝屣ꎮ 他的生活理

想只在于声色口腹的享乐ꎮ 福斯塔夫正是封建关系解体时期

“无衣无食的雇佣兵”和“冒险家”①的典型形象ꎮ 但是另一

方面ꎬ莎士比亚又十分欣赏他的机智ꎬ以同情的笔调描写他被

摈弃之后在悲愤中默默无闻地死去的情景ꎮ 这种矛盾态度统

一于作者的资产阶级世界观ꎮ
莎士比亚对现实生活的深入而广泛的观察以及对他所处

的那个时代的悉心探索ꎬ奠定了他的现实主义的深厚基础ꎮ
莎士比亚在第一期还写过大约十部喜剧、一部悲剧ꎮ 他

的喜剧主要不是讽刺社会现实ꎬ而更多表现人文主义者的理

想ꎬ喜剧的主题可以用罗马诗人维吉尔一句常被人引用的话

来概括:“爱征服一切ꎮ”作者歌颂爱情和友谊ꎬ宣扬个性解

放、婚姻自由和个人争取幸福的权利ꎮ 另一方面ꎬ他批判封建

门阀观念、封建道德和封建压迫的其他种种表现ꎬ也批判资本

主义所暴露的一些恶迹ꎮ 资产阶级的“仁爱”原则通过斗争

最终取得胜利ꎬ因而他的喜剧带有浪漫主义的抒情气氛ꎮ
最早的喜剧«驯悍记»(１５９３)、«维洛那二绅士»(１５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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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徒劳»(１５９４)ꎬ虽然体现了人文主义者的观点ꎬ但有时

思想不够明确ꎬ艺术也还不够成熟ꎮ 一五九五年以后ꎬ莎士比

亚接连写了几部优秀的作品:«罗密欧与朱丽叶»(１５９５)、«仲
夏夜之梦»(１５９６)、«威尼斯商人»(１５９７)、«温莎的风流娘儿

们»(１５９８)、«无事生非»(１５９９)、«皆大欢喜»(１６００)、«第十

二夜»(１６００)等ꎮ
«罗密欧与朱丽叶»虽然是悲剧ꎬ但在精神上则和这一时

期的喜剧完全一致ꎮ 这对青年一见倾心ꎬ但因封建世仇ꎬ恋爱

受到阻挠ꎬ导致二人的死亡ꎮ 最后ꎬ双方家长鉴于世仇铸成的

错误ꎬ言归于好ꎮ
这出悲剧反映了人文主义者的爱情理想和封建恶习、封

建压迫之间的冲突ꎮ 诗人以抒情笔调ꎬ特别在月夜阳台两个

主人公对话一场中ꎬ写出了一首赞美青春和爱情的颂歌ꎮ 诗

人多用日光、月光、星光等代表光明的比喻来形容青春爱情的

美ꎬ在封建的黑夜放出光明ꎮ 青年主人公虽然最后都牺牲了ꎬ
但剧本表明美好的事物和真正的爱情是不朽的ꎬ死神是无能

为力的ꎬ在付出一定代价之后ꎬ封建偏见可以被克服ꎮ
«威尼斯商人»内容更加丰富ꎬ写威尼斯商人安东尼奥为

了帮助友人巴萨尼奥成婚ꎬ向犹太人高利贷者夏洛克转借现

金ꎬ夏洛克出于忌恨ꎬ假意不收利息ꎬ戏约到期不还ꎬ可以割安

东尼奥身上一磅肉ꎮ 安东尼奥的货船到期未归ꎬ不能还债ꎬ夏
洛克坚持要实践借约条款ꎮ 巴萨尼奥的未婚妻鲍西娅假扮律

师出庭ꎬ也按条款不准夏洛克多割、少割、流血或伤害安东尼

奥生命ꎮ 夏洛克败诉ꎮ
戏剧的主题是所谓慷慨无私的友谊、真诚的爱情、仁爱同

贪婪、嫉妒、仇恨、残酷之间的冲突ꎮ 剧本的主要线索是安东

尼奥和夏洛克的对立ꎮ 其次是巴萨尼奥和鲍西娅的爱情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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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ꎬ作者用民间流传的从金、银、铅三个瓶子中抽签的故事ꎬ说
明真正爱情不取决于外表的富丽ꎮ 最后一条重要线索是夏洛

克女儿杰西卡和基督教青年罗兰佐的爱情ꎬ由于夏洛克的阻

止ꎬ二人被迫私奔ꎮ 夏洛克同安东尼奥之间的矛盾ꎬ本是从中

世纪遗留下来的旧式高利贷者同新兴工商业资本家之间的矛

盾ꎮ 作者站在新兴资产阶级立场赞美安东尼奥ꎬ把他写成一

个高贵的“商人王子”、“最和善的人”ꎬ他关心朋友的幸福ꎬ保
存了“古罗马人的荣誉”ꎮ 另一方面ꎬ作者又从人文主义观点

谴责夏洛克对金钱的贪欲ꎬ贪欲使他丧失“人性”ꎬ使他变得

嫉妒、阴险、残酷ꎬ贪欲超过了对女儿的爱ꎮ 但作为一个受侮

辱的犹太人ꎬ作者又对他寄予莫大同情ꎬ他用明确有力的语言

大声疾呼道:“难道犹太人没有眼睛么? 犹太人没有手么?
你们刺我们ꎬ我们不流血么? 你们损害我们ꎬ难道我

们不应当报复么?”全剧矛盾的高潮是法庭一场ꎬ鲍西娅对夏

洛克的胜利是仁爱对贪欲和维护贪欲的无情法律的胜利ꎮ 鲍

西娅是莎士比亚创造的理想化的女性形象ꎮ 她淳朴ꎬ富于同

情ꎬ有才智ꎬ自信ꎬ体现了莎士比亚理想中的资产阶级新女性ꎮ
爱情故事给戏剧提供了浪漫气氛ꎬ夏洛克的仆人丑角朗斯洛

特提供了笑料ꎮ
«无事生非»、«皆大欢喜»、«第十二夜»和较早的喜剧一

样ꎬ也都以青年男女爱情为主题ꎬ他们克服了某些障碍ꎬ获得

幸福结局ꎮ 作者思想更趋明确ꎬ曲折复杂、相互交错的情节糅

合得更加贴切ꎬ除了主要人物———贵族青年男女以外ꎬ次要人

物如丑角或其他喜剧人物也更加丰满ꎬ他们不仅给主要人物

的富有浪漫色彩的世界带来欢乐ꎬ而且也增强了戏剧中的讽

刺性和生活场面ꎮ 剧中往往配有歌唱和舞蹈ꎬ更加强了抒情

乐观气氛ꎮ 在语言方面也基本摆脱了早期的缺乏内容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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俏皮而俏皮的习气ꎮ «无事生非»和«第十二夜»都以贵族宫

邸为背景ꎬ«皆大欢喜»则同«仲夏夜之梦»一样ꎬ更多以大自

然为背景ꎮ
«皆大欢喜»是莎士比亚的有代表性的喜剧之一ꎮ 有三

条主要线索:公爵被弟弟篡夺爵位ꎻ公爵之女罗瑟琳和僭主之

女西莉娅被放逐ꎻ青年奥兰多被哥哥夺去产业ꎮ 三条线索里

的正面人物都会合在亚登森林里ꎬ最后恶人悔改ꎬ公爵复位ꎬ
情人结为终身伴侣ꎮ

作者在«皆大欢喜»里创造了一个理想世界ꎬ描绘了他所

向往的人与人的关系ꎮ 在具有英国大自然特色的森林里ꎬ人
们“像在黄金时代一样”自由自在地生活ꎬ“没有充满猜嫉的

宫廷的风险”ꎬ没有敌人ꎬ没有忘恩负义ꎮ 大自然给人以道德

力量ꎬ启发人的同情心ꎮ 剧中除了描写一对主人公的真挚爱

情以外ꎬ还写到罗瑟琳和西莉娅的“胜过亲姊妹”的友情ꎻ特
别强调了老仆亚当和奥兰多主仆二人的自我牺牲和相互关

心ꎻ善良的公爵吸引了许多善良的人们在他周围ꎬ他们“自甘

流放”ꎬ从善如流ꎮ 作者以这些理想的人与人的关系来同现

实中虚伪的友谊、轻佻的爱情、自私自利、不容善良人栖身的

情况相对比ꎮ 莎士比亚认为善可以感化恶ꎬ发挥个人才智也

能够战胜恶ꎬ获致幸福ꎮ 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罗瑟琳形象里ꎮ
莎士比亚成熟的喜剧往往带有忧郁色彩ꎬ体现在一些人

物身上ꎬ如«威尼斯商人»中的安东尼奥ꎬ«第十二夜»中的奥西

诺公爵ꎮ 在«皆大欢喜»里ꎬ奥兰多曾说:“我在世界上白白占

一个位置ꎬ不如空出来ꎬ让给更有资格的人ꎮ”甚至罗瑟琳也感

叹道:“这日常生活的世界充满了多少荆棘!”反面人物ꎬ忧郁

的杰奎斯ꎬ也给全剧的幸福结局带来疑虑ꎮ 这一迹象说明莎

士比亚即使写喜剧ꎬ也并不是不感到现实和理想的矛盾ꎮ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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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着力写这矛盾时ꎬ他的创作就进入第二时期ꎬ即悲剧时期ꎮ
第二时期(１６０１—１６０７)是莎士比亚创作最光辉的时期ꎮ

伊利莎伯女王统治末年ꎬ封建势力觊觎王位ꎬ跃跃欲试ꎮ 王权

同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也趋于紧张ꎮ 一六〇三年詹姆斯一世

继位ꎬ宣扬君权神授ꎬ迫害清教徒ꎬ与国会决裂ꎬ宫廷权贵生活

奢靡ꎻ对外ꎬ他同封建堡垒西班牙妥协联姻ꎬ以换取西班牙对

他的支持ꎮ 当时资产阶级革命的形势远未成熟ꎻ尽管资产阶

级同广大劳动人民都受封建势力的压迫ꎬ但它从根本上说是

同劳动人民对立的ꎬ这造成它政治上的软弱ꎮ 莎士比亚的悲

剧正是这一形势下的产物ꎮ
莎士比亚把人文主义理想和封建、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之

间的矛盾归结为抽象的善与恶的道德问题ꎮ 作为人文主义

者ꎬ他反对暴力ꎬ主张人道ꎬ但仅仅通过道德改善ꎬ仍无法解决

社会矛盾ꎻ他同情人民疾苦ꎬ但又只看到个人作用ꎬ强调思考

力量ꎬ这样的矛盾必然产生抑郁愤懑的悲剧ꎮ 莎士比亚所写

的悲剧ꎬ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作为资产阶级先进知识分子的

人文主义者的软弱性和不可解决的矛盾ꎮ
莎士比亚的悲剧创作不仅具有深刻的批判性质ꎬ而且在

当时可能达到的程度上最真实地反映了现实ꎮ 他创造了一系

列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ꎬ他们体现着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性

格ꎬ也反映出作者的理想ꎮ 作者把他们放在尖锐斗争的中心ꎬ
正面主人公具有巨大的道德上的勇气ꎬ斗争顽强ꎬ黑暗力量最

后使他们毁灭ꎬ但他们总是取得道义上的胜利ꎮ 悲剧的矛盾

也往往表现为主人公内心的斗争ꎮ 人物性格更具发展的特

点ꎬ它是在和外界斗争与内心斗争中随着复杂剧情的进展而

揭示出来的ꎮ 情节的安排、悲剧气氛的渲染、语言风格的变

化ꎬ都和主题紧密配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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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喜剧也带有悲喜剧的性质ꎮ «特洛伊罗斯与

克瑞西达» (１６０２?)、«终成眷属» (１６０３?)和«一报还一报»
(１６０３?)虽仍以爱情为主题ꎬ但爱情上笼罩了一层背弃或罪

恶的阴影ꎮ
«哈姆莱特»(１６０１)是莎士比亚最主要的悲剧作品之一ꎮ

哈姆莱特的故事ꎬ最早见于十二世纪末一部丹麦史ꎬ十六世纪

末英国作家把它编成戏剧ꎬ以复仇为主题ꎬ极为流行ꎬ但已失

传ꎮ 莎士比亚的作品一般公认是根据那部失传悲剧改编的ꎮ
丹麦王子哈姆莱特在德国人文主义中心维登堡大学读

书ꎮ 他的叔父克劳狄斯毒死老哈姆莱特ꎬ篡夺了王位ꎬ并娶了

嫂嫂ꎮ 哈姆莱特回国以后ꎬ父亲的鬼魂告诉他自己致死的原

因ꎬ他遵照鬼魂嘱咐ꎬ决定复仇ꎮ 同时国王开始怀疑哈姆莱

特ꎬ在大臣波洛涅斯的建议下ꎬ利用大臣自己的女儿、哈姆莱

特的情人奥菲利娅去试探他ꎬ又指使哈姆莱特的两个同学罗

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去试探他ꎬ都被他识破ꎮ 哈姆莱特利

用一个剧团到宫廷演戏的机会ꎬ证实了鬼魂的话ꎬ决心行动ꎮ
他说服母亲疏远国王ꎬ并把波洛涅斯错当国王杀死ꎮ 国王派

哈姆莱特和两个同学赍诏书去英国索讨贡赋ꎬ想借英王之手

除掉哈姆莱特ꎬ哈姆莱特发现阴谋ꎬ中途矫诏ꎬ折回丹麦ꎮ 这

时奥菲利娅因为父亲被情人杀死ꎬ疯癫自尽ꎮ 国王乘机挑拨

波洛涅斯的儿子雷欧提斯以比剑为名ꎬ设法用毒剑刺死哈姆

莱特ꎮ 在最后一场比剑中ꎬ哈姆莱特、国王、王后、雷欧提斯同

归于尽ꎮ
哈姆莱特是悲剧的中心人物ꎮ 他是一个典型的人文主义

思想家ꎬ同时作者也在这形象里注入了自己的理想ꎮ 他对于

世界和人类抱有美好的希望ꎬ他说:“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

作品! 理智是多么高贵! 力量是多么无穷! 行动多么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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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洞察多么像天神! 宇宙的精华! 万物的灵长!”哈姆莱

特的性格是快乐的ꎮ 他是个王子ꎬ为人民所爱戴ꎬ是“国家的

期望和花朵”ꎮ 他对待下属和朋友没有架子ꎬ能欣赏别人的

美德和才干ꎮ 他痛恨一切虚伪和罪恶ꎬ在体力上也十分勇敢

英武ꎮ 他性格中的主要特点是敏感ꎬ易于冲动ꎬ喜欢思考ꎮ
在他和黑暗现实的接触和斗争的过程中ꎬ他的性格也随

着发展ꎮ 在他心目中ꎬ老哈姆莱特是人类最完美的代表ꎬ他的

父母之间的关系是人类最和谐的关系ꎮ 父死母嫁使他的理想

初次遭到幻灭ꎮ 由于他坚信理想ꎬ他的失望也是沉重的ꎬ以至

希望“这太太结实的肉体能融解并化成一滴露水”才好ꎮ 由

于不理解理想何以会幻灭ꎬ他就变得十分忧郁ꎮ 鬼魂出现后ꎬ
他找到罪恶的制造者ꎬ并立意复仇ꎮ 但他立刻把个别和普遍

现象联系起来ꎬ看出这是一个“整个时代脱榫”的问题ꎬ丹麦

和全世界都是一座监狱ꎮ 他的维护理想、改变现实的强烈愿

望使他决定担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ꎬ但又感到力不胜任ꎬ
诅咒命运ꎮ 自己的悲痛和国王的怀疑使他一半真疯ꎬ一半装

疯ꎮ 任务的艰巨使他迟迟不能行动ꎮ 他安排了戏中戏ꎬ证实

了鬼魂的话ꎻ周围许多事情都给他刺激ꎬ如剧中剧的演员因为

剧情的悲惨而感动ꎬ福丁布拉斯士兵为争夺弹丸之地而视死

如归ꎻ鬼魂再度出现敦促他复仇ꎻ甚至敌人也行动起来ꎬ布置

了借刀杀人的阴谋ꎮ 但哈姆莱特仍然一再延宕ꎮ 他顾虑重

重ꎬ“把后果考虑得过分周密”ꎬ对后果“这一从未发现的国

土”不摸底ꎮ 最后只能凭一时冲动ꎬ抱着宿命论观点行动起

来ꎬ任凭命运女神把他当一管箫ꎬ吹出她愿吹的调子ꎮ 这种行

动带有极大偶然性ꎮ 哈姆莱特临死自知任务并未完成ꎬ要求

同学霍拉旭活下去ꎬ把他的事迹告诉后人ꎮ
哈姆莱特的性格和性格的变化以及悲剧的结局ꎬ最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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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反映了人文主义思想的历史进步性和致命弱点ꎮ 作为人文

主义者———新兴资产阶级进步思想家ꎬ他具有美好的理想和

善良的愿望ꎬ他看到封建社会衰亡、资本主义兴起这一历史转

折时期的种种矛盾ꎬ也看到和痛恨资本主义带来的罪恶ꎬ并且

认为有责任改变这种状况ꎬ勇于反对ꎮ 他对于这种状况最终

会得到改变抱有信心ꎮ 但他的理想是抽象的ꎬ在冷酷的、充满

罪恶的社会面前是没有力量的ꎮ 他把社会斗争归结为抽象的

善恶好坏的道德问题ꎬ在消灭罪恶、实现理想的途径问题上ꎬ
他只想到个人的作用ꎮ 尽管他为人民所爱戴ꎬ尽管人民已经

起来反抗暴君ꎬ他也只想用个人力量来消灭“压迫者的虐待”
等恶迹ꎮ 他强调思想的力量ꎬ因而思考多于行动ꎮ 他的理想

是他唯一的精神支柱ꎬ他不愿也不能放弃ꎬ因而造成不可解决

的内心矛盾和悲剧结局ꎮ
哈姆莱特在悲剧中的主要对手是克劳狄斯ꎬ克劳狄斯身

上集中了封建、资本主义社会许多恶德:荒淫、阴险、狠毒ꎬ而
表面上则殷勤微笑ꎮ 在他周围聚集着波洛涅斯、雷欧提斯、罗
森格兰兹、吉尔登斯吞、奥斯里克等朝臣ꎬ他们趋炎附势ꎬ阿谀

奉承ꎮ 其中波洛涅斯形象最为突出ꎬ他世故ꎬ自满ꎬ自以为是ꎬ
不择手段ꎬ事事插手ꎮ 这些人物构成文艺复兴时期一个宫廷

或统治集团的典型环境ꎮ 天真的奥菲利娅和缺乏辨别力的皇

后ꎬ都由于性格不坚强ꎬ在这环境里只能被利用而成为牺牲

品ꎮ 主人公的挚友和同学霍拉旭在宫廷里是客人ꎬ是悲剧的

见证人ꎮ 他和主人公一样有修养ꎬ有学问ꎬ不轻信ꎬ他站在正

义一边ꎬ但没有哈姆莱特的思想深度、激情和壮志ꎮ 他和哈姆

莱特形成一定的对照ꎬ也是哈姆莱特的唯一支持者ꎮ
悲剧的冲突从一开始就极为尖锐ꎬ随着剧情的展开ꎬ双方

的斗争一步紧逼一步ꎬ直到终局ꎮ 情节丰富ꎻ背景同剧情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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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ꎬ具有特色ꎮ 守卫城堡暗示出整个丹麦外敌临境ꎬ动荡不

安ꎮ 御前会议、幕后密谋、大臣的家庭关系、人民起义、葬礼、
比剑等ꎬ特别是民间剧团到宫廷演出ꎬ都有强烈的时代和民族

特点ꎮ 鬼魂的出现是原剧所有ꎬ当时观众相信有鬼ꎬ莎士比亚

用此引起观众同情ꎬ渲染悲剧气氛ꎮ 波洛涅斯训子一场、埋葬

奥菲利娅时掘墓一场提供了喜剧性的对照ꎮ 在主人公和演员

的对话中ꎬ莎士比亚发表自己对文学、戏剧的观点ꎬ对当时剧

团的表演也表示了意见ꎮ
莎士比亚之前以及其后ꎬ英国舞台上“复仇剧”风靡一

时ꎬ«哈姆莱特»也是已经有人写过的一出“复仇剧”ꎮ 这些

“复仇剧”往往只限于写个人仇隙ꎬ渲染恐怖ꎬ以其刺激性吸

引观众ꎮ 莎士比亚善于利用人们喜闻乐见的故事ꎬ加以改造ꎬ
赋予新的、更加深刻的内容ꎬ这一点也是值得肯定的ꎮ

莎士比亚的人物的语言总是随性格不同而变化ꎮ 在刻画

哈姆莱特时ꎬ他多次运用独白ꎬ有时用诗体ꎬ有时用散文ꎬ语言

有时急促ꎬ有时隐晦ꎬ有时粗俚ꎬ有效地烘托出主人公的性格

特征、内心矛盾和感情变化ꎬ使他成为有血有肉、生动具体、富
有个性的形象ꎮ

«奥瑟罗»(１６０４)是根据十六世纪后半期意大利一篇短

篇小说改编的ꎬ把一个普通爱情悲剧故事变换成一出人文主

义理想幻灭的悲剧ꎮ
威尼斯大将摩尔人奥瑟罗和威尼斯元老的女儿苔丝狄蒙

娜结婚遭到元老反对ꎬ诉诸威尼斯公爵ꎮ 公爵正要派奥瑟罗

去领地塞浦路斯岛抵御入侵的土耳其人ꎬ不加追究ꎮ 奥瑟罗

手下旗官伊阿古由于奥瑟罗把副将职位给了凯西奥而怀恨在

心ꎬ到了岛上诬称凯西奥和苔丝狄蒙娜有私情ꎬ引起奥瑟罗的

嫉妒ꎬ把妻子扼杀ꎮ 后来奥瑟罗发现真相自杀ꎮ 伊阿古也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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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应有的惩罚ꎮ
奥瑟罗本来是文艺复兴时期靠军功发迹的冒险家ꎬ但莎

士比亚赋予他坦率、天真、单纯、正直的品质ꎮ 他相信人ꎬ不轻

易怀疑ꎮ 他疾恶如仇ꎬ在杀死苔丝狄蒙娜之后ꎬ当人们惋惜他

从一个好人堕落成杀人凶手时ꎬ他说他是一个“正直的凶手ꎬ
我干的事不是出于私恨ꎬ完全是出于荣誉的观念”ꎮ

伊阿古则是利己主义的化身ꎬ是一个马基雅维里式的阴

谋家ꎮ 为了达到个人目的ꎬ他不顾一切道德约束ꎬ看准奥瑟罗

的弱点ꎬ伪装诚实ꎬ而暗中运用造谣中伤、搬弄是非、无中生有

等手段ꎬ来陷害无辜ꎬ是一个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典型人

物ꎮ
通过这两个人物之间的矛盾ꎬ莎士比亚所要表明的就是

人文主义者向往的人与人之间的“真诚相待”的关系ꎬ在残酷

无情、不讲信义的现实面前遭到彻底失败的悲剧ꎮ
苔丝狄蒙娜和奥瑟罗是同类相求而引为知己ꎬ他们的爱

情也被描写成建筑在“真诚”之上的爱情ꎬ它冲破了等级观

念ꎬ甚至无视种族的歧异ꎬ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典范ꎮ 伊阿

古的挑唆引起奥瑟罗的嫉妒ꎬ而奥瑟罗是“不大容易嫉妒的ꎬ
但一旦被人煽动ꎬ就会糊涂到极点”ꎮ 奥瑟罗的嫉妒虽然产

生于私有观念ꎬ男女之间并非真正平等ꎬ但在莎士比亚笔下ꎬ
嫉妒只是杀妻的一个次要原因ꎬ真实原因则是在维护人与人

之间的“真诚”关系这一人文主义者所信奉的原则ꎮ
李尔王的故事在十六世纪英国历史著作和诗歌中已经流

行ꎬ又被编成剧本于一五九四年上演过ꎮ 莎士比亚的«李尔

王»(１６０５)是在这基础上加工改造而成ꎮ 它叙述古代不列颠

王李尔年老ꎬ把国土分给三个女儿ꎮ 长女高纳里尔和次女里

根言过其实地表白对父亲的爱ꎬ得到国土ꎬ三女考狄利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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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ꎬ反而激怒李尔ꎬ被剥夺份地ꎬ远嫁给法国国王ꎮ 长次女和

她们的丈夫的忘恩负义和冷酷残忍把李尔王逼疯ꎮ 在狂风暴

雨之夜ꎬ他冲出女儿的宫廷ꎬ奔向原野和无情的风雨之中ꎮ 考

狄利娅闻讯ꎬ兴兵讨伐ꎬ但她和李尔都被俘虏ꎬ考狄利娅被缢

死ꎬ李尔也在悲痛疯癫中死去ꎮ
与此平行的情节是大臣葛罗斯特听信私生子的谗言ꎬ放

逐了儿子ꎬ自己因为反对李尔长次女的不义被挖去眼睛ꎬ在原

野上受到避害装疯的儿子的保护ꎮ 高纳里尔和里根为了争夺

葛罗斯特的私生子的爱情ꎬ彼此争风吃醋ꎬ自相残杀而死ꎮ
«李尔王»所要说明的是权威同人文主义者向往的真正

的爱、真诚、理性和社会正义之间的矛盾ꎮ 李尔王在开始时是

一个封建君主ꎬ他按照封建继承法把国土分封给三个女儿ꎻ在
父女关系上ꎬ他要求口头的爱ꎬ要求绝对服从ꎬ表现出专断的

特点ꎻ他要的不是“真诚”而是虚伪ꎬ他虽把权力交给了女儿

们ꎬ但仍要维持表面尊严ꎮ 这样一个带有封建权威观念的人

遇到了两方面的挫折:代表“真诚”的爱的考狄利娅伤害了他

的自尊心ꎻ口是心非、虚伪欺骗的大女儿和二女儿对他冷酷无

情ꎬ又给他极大打击ꎬ使他咒骂她们忘恩负义ꎬ以致发了疯ꎮ
李尔王的转变过程表现了一个封建君主ꎬ或在更大意义

上说ꎬ封建观念的改造过程ꎮ 李尔通过一次受酷刑般的痛苦

经历才幡然悔悟ꎮ 他认识到代表仁爱、宽恕等原则的考狄利

娅、肯特、爱德伽等是正确的ꎮ 莎士比亚用浩瀚无际的原野、
狂风暴雨的黑夜这样一些原始的大自然的激荡情景ꎬ不仅烘

托出李尔转变的痛苦心情ꎬ同时也批判了李尔王长女和次女

违反人文主义原则的冷酷无情ꎮ 在莎士比亚看来ꎬ人类社会

或人性中存在着善与恶两个因素ꎬ大自然同人性一样ꎬ也有善

与恶两个方面ꎮ 在暴风雨一场中ꎬ大自然的恶更进一步衬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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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人类社会的恶ꎮ 莎士比亚设计了一个远古时代、荒无人烟、
又没有地名的原野这样一个时间空间背景ꎬ借以使李尔的经

历具有更普遍而广阔的意义ꎬ暗示人文主义原则是亘古常青

的原则ꎮ 而其所以为悲剧则是因为他在错误的道路上栖迟不

悟ꎬ盲目冲撞ꎬ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ꎬ待他悔悟过来说:“阿谀

我的人对我说ꎬ我是一切ꎻ这是谎话ꎬ”但为时已晚了ꎮ 给悲

剧带来一线希望的则是代表真正的“爱”这一人文主义理想

的考狄利娅ꎮ
在暴风雨之夜的几个场面ꎬ李尔开始对受苦的人表示普

遍同情:“可怜的衣不蔽体的穷人ꎬ不论你们在哪里ꎬ都在忍

受无情风雨的袭击ꎬ你们头上没有屋顶遮盖ꎬ腹内饥饿ꎬ衣衫

褴褛像凿着窗洞ꎬ你们把自己保护起来吧! 我过去照顾你们

太不够了! 豪华的人应受些教训ꎬ暴露你自己一下ꎬ感受一下

穷人所感受的ꎮ”这固然反映作者对穷苦人的同情ꎬ但更重要

的是通过这一细节来肯定仁爱原则ꎮ
考狄利娅代表的是“真诚”的爱ꎮ 她说她不能把全部爱

交给父亲ꎬ只能按照她的本分爱他ꎬ一分不多ꎬ一分不少ꎬ要保

留一部分给未来的丈夫ꎬ因而激怒了李尔ꎮ 这一观点既批判

了封建权威所要求的绝对服从ꎬ也肯定了新兴资产阶级对个

人幸福的要求ꎮ
葛罗斯特父子的情节是莎士比亚添加的ꎬ用以烘托主题

的普遍性ꎮ
«麦克白» (１６０６)是根据苏格兰历史编写的一出悲剧ꎮ

苏格兰大将麦克白和班柯征服叛乱班师回来ꎬ遇见三个女巫ꎬ
预言麦克白本人和班柯的后代将做苏格兰国王ꎮ 女巫的预

言、自己的野心和麦克白夫人的怂恿ꎬ促使他杀死在他堡垒里

作客的苏格兰国王邓肯ꎬ篡夺了王位ꎮ 为保证王位巩固ꎬ他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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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班柯ꎬ但班柯之子逃逸ꎮ 班柯鬼魂的出现和贵族们的猜疑

使他感到不安ꎬ他又去询问女巫ꎬ女巫要他注意贵族麦克德

夫ꎬ但又告诉他“凡是女人生的人都不能伤害他”ꎬ“除非柏嫩

森林移动ꎬ他也不会被人消灭”ꎮ 他企图杀害麦克德夫ꎬ但麦

克德夫逃走ꎬ麦克白便杀死了麦克德夫的妻子和孩子ꎮ 麦克

白众叛亲离ꎬ他的妻子也发了疯ꎬ最后麦克德夫和邓肯的儿子

从英国进军ꎬ把麦克白消灭ꎮ
莎士比亚把麦克白写成一个拯救了国家、立过功勋、有所

作为的英雄ꎮ 他从人性论出发ꎬ指出麦克白的性格中有想干

一番伟大事业的雄心或野心ꎬ但同时也有善良的一面ꎬ“充满

了太多的仁慈的奶汁”ꎬ想通过“圣洁的”途径达到自己的目

的ꎮ 这两个侧面在他内心发生矛盾ꎮ 女巫的预言ꎬ特别是麦

克白夫人的挑唆ꎬ影响着他ꎬ腐蚀着他ꎬ最后他被野心所征服ꎬ
走上了犯罪的道路ꎮ

麦克白夫人从一开始就毫无犹豫ꎬ她是个奶汁里都流着

毒液的狠毒人物ꎮ 甚至对于她自己喂奶的婴儿ꎬ当他对她微

笑的时候ꎬ她都可以狠心把奶头从他娇嫩的嘴里拔出来ꎬ把他

摔得脑浆迸裂ꎮ 她像踢马刺一样刺激着麦克白性格中的恶ꎮ
麦克白的悲剧在于野心战胜了善良的天性ꎬ这场善与恶

的搏斗在他内心引起极度的矛盾和痛苦ꎮ 他“杀害了睡眠”ꎬ
不仅杀死了睡眠中的邓肯王ꎬ也杀死了他自己内心的宁静ꎮ
干了不义之事ꎬ只能用更多的不义之事来使自己地位巩固ꎻ罪
恶是一种恶性循环ꎮ 这样的人一旦在血泊中趟了一段路程ꎬ
就无法回头了ꎬ心肠只能愈来愈狠毒ꎮ 犯罪行为使他陷入愈

来愈深的绝望和痛苦之中ꎬ以至疯狂ꎬ把希望寄托在占卜迷信

之上ꎬ最终为反暴的力量所消灭ꎮ 对麦克白来说ꎬ死亡和毁灭

是解除个人精神痛苦的唯一途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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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在这部作品中批判了现实世界存在的野心的腐

蚀作用ꎬ肯定了人文主义者的“仁爱”原则ꎬ肯定了“良知”ꎬ指
出野心同仁爱是势不两立的ꎻ仁爱是人的“天性”ꎬ残暴是违

反“人性”的ꎮ 就连麦克白夫人后来也感到她所犯的罪行像

梦魇一样压在她的良心上ꎬ以致她得了梦游病ꎬ疯癫而死ꎮ
«麦克白»的直接政治意义ꎬ在于说明一个有所作为的英

雄一旦抱有野心ꎬ不仅个人毁灭ꎬ而且祸国殃民ꎬ引起反抗ꎮ
自己弑君ꎬ别人也可依法炮制ꎻ结果是身败名裂ꎬ反悔无及ꎮ
这出戏同莎士比亚一系列历史剧一样都批判了统治者的个人

野心ꎬ但不同之处在于这出戏突出了内心斗争ꎬ突出了犯罪者

的矛盾心理ꎬ虽然在有些君主如亨利四世身上ꎬ这种内心矛盾

已略见端倪ꎮ 莎士比亚刻画人物心理ꎬ主要是通过独白ꎮ 女

巫和鬼魂也反映了主人公内心的愿望和恐惧ꎮ
除上述四大悲剧外ꎬ莎士比亚还根据普鲁塔克的«希腊、

罗马名人传»写了«雅典的泰门»(１６０６?)、«安东尼与克莉奥

佩特拉»(１６０７)和«科利奥兰纳斯»(１６０７)ꎮ
«雅典的泰门»写雅典富有的贵族泰门由于好客而倾家

荡产ꎬ他向朋友们求援ꎬ遭到拒绝ꎬ成为厌世者ꎮ 一次ꎬ他装了

许多碗温水ꎬ请朋友们来“赴宴”ꎬ他用温水泼他们ꎬ咒骂他们

的不冷不热的交情ꎮ 他离开城市住在海滨洞中ꎬ在挖野菜根

时挖到藏金ꎬ他把金子散发给过路人或找他的人ꎬ同时诅咒黄

金和人类ꎮ 最后他死在海滨ꎬ留下一篇表示厌世思想的墓志ꎮ
这部悲剧标志着莎士比亚人文主义思想的低潮ꎮ 它沉痛而忿

怒地控诉了金钱对人以及人与人关系的腐蚀作用:

金子! 黄色、闪光、宝贵的金子
这么一点点就足够颠倒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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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丑、是非、尊卑、老少、勇懦
这黄色的奴才

能制造或破坏宗教ꎻ祝福罪人ꎻ
麻风病人被当做情郎ꎻ有了它ꎬ
在元老会议上ꎬ强盗可以封官获爵ꎬ
受人们的跪拜、颂扬ꎻ有了它ꎬ
老朽的寡妇也能再作新娘ꎮ

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其他著作中ꎬ曾引这段话来说明货币的

本质以及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消灭一切差别的作用ꎮ
莎士比亚的悲剧都是写人文主义者的理想同封建、资本

主义现实之间的矛盾ꎬ其中以«哈姆莱特»和«李尔王»的概括

性为最强ꎮ 人文主义原则虽然遭到现实的挫折ꎬ但莎士比亚

始终未予放弃ꎬ一直把它作为反封建的思想武器ꎮ
莎士比亚创作的第三时期(１６０８—１６１３)ꎬ封建王朝更加

暴露其专制的本来面目ꎬ清教徒力量壮大ꎬ他们和王权的冲突

也相应地愈趋尖锐ꎮ 人文主义者所抱的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

离更难弥合ꎮ 专横的王权和清教徒控制的议会都极力压制言

论自由ꎮ 詹姆斯一世提倡迷信ꎬ生活奢华ꎬ影响到舞台ꎬ贵族

流派风行一时ꎮ 流行的、描写市民生活的风俗喜剧又缺乏深

刻内容ꎮ 戏剧界以及整个文坛甚至出现一股颓废潮流ꎮ
莎士比亚这一时期在找不到出路的情况下ꎬ转向神话剧

的创作ꎬ主要作品有«辛白林»(１６０９)、«冬天的故事»(１６１０)
和«暴风雨»(１６１１)ꎮ 这些作品对黑暗现实都有所揭露ꎬ而更

多以宽恕和解为主题ꎬ把希望寄托于乌托邦式的理想世界和

未来的青年一代ꎮ 他保持了人文主义者的信念ꎬ相信人类有

前途ꎬ始终表现乐观精神ꎮ 这种信念由于缺乏社会基础ꎬ不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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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空想性质ꎮ 在艺术上ꎬ晚期作品也带有传奇和浪漫色彩ꎮ
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暴风雨»写米兰公爵普洛斯彼罗被

弟弟安东尼奥夺去爵位ꎬ携带魔术书籍和襁褓中的女儿米兰

达流亡到荒岛ꎮ 后来他制造一场风暴ꎬ把安东尼奥、那不勒斯

国王和王子腓迪南所乘的船摄到荒岛ꎬ饶恕了安东尼奥ꎬ恢复

了爵位ꎬ腓迪南和米兰达结了婚ꎬ大家一同回意大利去ꎮ
在作品中ꎬ莎士比亚明确提出自己的理想国的主张ꎮ 剧

中大臣贡柴罗表述理想国时说ꎬ在这里没有私有土地、继承

权、税收ꎬ没有富裕、贫困和奴役ꎬ没有贸易、官吏甚至文字ꎬ没
有叛变、刀兵ꎬ大地自然产生一切ꎬ人人安适ꎬ妇女纯洁ꎮ 达到

理想的手段是魔术ꎬ主人公用魔术惩罚了自然界的恶势力和

社会上的恶人ꎬ也用魔术创造了幸福生活ꎮ 魔术的实质是思

想ꎬ主人公用思想驱使岛上的精灵爱丽儿ꎬ他可以用思想把爱

丽儿“想”来ꎬ精灵就是主人公思想的化身ꎮ 在作者看来ꎬ更
可靠的手段是道德改善、宽恕与悔悟ꎮ 人文主义者相信人是

美好的ꎬ人有改善的可能ꎮ 米兰达第一次见到许多人的时候

惊叹道:“真是奇迹! 世界上有这么多美妙的生物! 人类真

美! 美好的新世界啊!”她又说人像一座美好的庙堂ꎬ“恶不

可能居住在内ꎬ恶的精灵如果有这样一所美仑美奂的房屋ꎬ善
也一定争着要住进去的ꎮ”

莎士比亚的理想只是对现实的否定ꎬ他把人类的前途寄

托在道德改善上ꎬ这和当时许多先进的人文主义者是一致的ꎮ
莎士比亚是欧洲文学史上少数最杰出的作家之一ꎮ 他从

人文主义观点出发ꎬ对封建势力衰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这一

历史过渡时期的英国社会作了广泛而深刻的分析和描绘ꎬ予以

痛切的批判ꎬ间接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情绪和愿望ꎮ 他创造过一

系列欧洲文学中的著名形象ꎮ 他塑造的人物丰富多样ꎬ他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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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①ꎬ而是活生生的、从生活中概

括出来的、有个性、有发展的人物ꎮ 在许多人物特别是正面人

物中ꎬ他注入了自己的理想ꎮ 莎士比亚的戏剧描绘了广阔的社

会生活图景ꎬ从古代到当代ꎬ从宫廷到战场ꎬ从市肆到乡村ꎬ从
英国到意大利ꎬ把文艺复兴时期五光十色的社会都收罗眼底ꎬ
而主要的则是十六、十七世纪之交的英国现实ꎮ 莎士比亚除了

少数作品外都是沿用旧情节ꎬ他善于推陈出新ꎬ利用民间戏剧

传统和古典戏剧传统ꎻ他经常在一出戏里安排平行交错的情

节ꎬ悲剧中插入喜剧的因素ꎬ抒情性和戏剧性场面相互交叉ꎬ场
景随剧情需要而更迭ꎬ时间随剧情的需要而压缩或伸延ꎬ因此

莎士比亚的戏剧情节总是生动的ꎮ 最后ꎬ莎士比亚是一位杰出

的语言大师ꎬ他吸收了人民语言、古代和当代文学语言的精华ꎬ
在他的成熟作品中能做到得心应手ꎬ与人物当时当地的心情吻

合ꎬ按人物性格和剧情需要ꎬ时而诗体ꎬ时而散文ꎮ 早期语言流

于华丽ꎬ后期日趋成熟ꎬ但始终生动而富于形象性ꎮ 他的许多

词句脍炙人口ꎬ成为英国全民语言的一部分ꎮ
与莎士比亚同时或稍后还有一大批剧作家在进行创作ꎬ

他们的作品不论思想性或艺术性都不及莎士比亚ꎮ 他们仍可

以按照倾向大致分为两派:民主倾向和贵族倾向的作家ꎮ
本琼生(１５７２—１６３７)是其中最主要的作家ꎮ 他崇尚古

希腊、罗马文学ꎬ他的喜剧和悲剧都接近后来的古典主义戏剧ꎮ
他的悲剧«希杰那斯»(１６０３)以罗马历史为题材ꎬ借罗马皇帝的

形象批判专制暴政ꎬ借大臣希杰那斯的形象批判马基雅维里式

的野心家ꎮ 他的悲剧虽然力图忠实于历史文献ꎬ但情节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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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具有一定的生动性ꎮ 琼生更重要的成就是他的喜剧ꎮ 他的

有关喜剧创作的“气质论”要求人物具有主导的情欲或“气
质”ꎬ如贪婪、好静、嫉妒等ꎮ 他的著名喜剧 «伏尔蓬涅»①

(１６０６)就写威尼斯一富翁的狡猾ꎮ 伏尔蓬涅虽然有钱ꎬ但仍

贪得无厌ꎬ和食客莫斯卡(苍蝇)串通一气ꎬ伪装将死ꎬ遗产无

人继承ꎬ骗取一批贪利之徒的钱财和妻子ꎮ 这出喜剧和另一

出«炼金术士»(１６１０)都揭露了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人们追逐

金钱的风气ꎬ喜剧性很强ꎮ
另一较有成就的剧作家是托玛斯戴克(１５７２? —１６３２)ꎮ

他曾和莎士比亚合作写戏ꎮ 他继承格林的戏剧、纳施和狄罗尼

的小说的传统ꎬ写市民生活ꎬ歌颂市民上层的勤劳发家和提高

自己社会地位的愿望ꎮ 他的代表作«鞋匠的节日» (１５９９)写
十五世纪伦敦鞋匠西蒙艾尔变成伦敦市长的故事ꎬ同时也

写贵族青年扮成鞋匠追求前任伦敦市长的女儿ꎬ最后结了婚ꎮ
代表贵族倾向的剧作家有弗兰西斯波门(１５８４? —

１６１６)和约翰弗莱彻(１５７９—１６２５)ꎮ 后者也曾和莎士比亚

合作ꎮ 波门和弗莱彻合写过很多剧本ꎬ悲喜剧«菲拉斯特»
(１６１１)写被篡夺王位的王子菲拉斯特以仁爱感化了僭主ꎮ
作者不仅通过菲拉斯特的形象美化贵族ꎬ而且对剧中另一些

贵族的荒淫无耻采取默许的态度ꎮ
这一时期无论是批判封建专制或为王朝服务的许多剧

本ꎬ都充满了流血、恐怖的因素ꎮ 这一从基德和莎士比亚开始

的特点到了莎士比亚后继者的手里ꎬ更是变本加厉ꎮ 这一方

面反映了封建王朝的恐怖统治更趋黑暗ꎬ另一方面也说明了

作家的颓废倾向ꎮ 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是约翰韦伯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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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８０? —１６３８?)ꎬ他的代表作有«白魔鬼» (１６１１)和«玛尔

菲公爵夫人»(１６１３)ꎬ都是写当代意大利的情杀故事ꎬ反映了

文艺复兴时期贵族宫廷的淫乱、险毒和残暴ꎬ后一剧虽然有争

取婚姻自主、打破等级观念的一面ꎬ但和前一剧一样ꎬ充满了

流血、放毒、苦刑、疯狂、情欲的描写ꎮ 作者对这种道德沦丧抱

着绝望的态度ꎮ
莎士比亚以后甚至同时的英国戏剧表明ꎬ人文主义作为

一种改变现实的理想遇到了危机ꎮ 剧作家脱离人民ꎬ戏剧为

腐朽的宫廷贵族服务ꎮ 清教徒敌视戏剧ꎬ害怕戏剧中的民主

成分ꎬ也反对其中的贵族成分ꎬ一六四二年通过议会ꎬ封闭了

伦敦剧场ꎬ结束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戏剧ꎬ英国文艺复兴运

动也随之告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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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十七世纪文学

第一节　 概　 论

文艺复兴时期ꎬ资本主义在欧洲许多国家普遍产生ꎬ并且

有了一定的进展ꎮ 到了十七世纪ꎬ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

衡性甚为明显ꎮ 早在地理大发现时期ꎬ意大利就已经丧失了

商业中心的优越地位ꎬ经济急剧衰落ꎮ 它不断受到外国侵略ꎬ
政治不稳定ꎬ天主教势力猖獗ꎮ 德国遭受三十年战争的浩劫ꎬ
人口锐减ꎬ土地荒芜ꎬ工商业凋零ꎬ整个国家长期陷入四分五

裂的状态ꎬ在这种条件下ꎬ德国资产阶级未能形成一支有效的

反封建力量ꎮ 西班牙自从“无敌舰队”被歼灭后ꎬ丧失了海上

霸权ꎬ不再是欧洲强国ꎬ工商业一蹶不振ꎬ封建势力也极猖獗ꎬ
进步力量受到宗教裁判所的严重打击ꎮ 俄国长期受异族侵

凌ꎬ经济上极为落后ꎬ农奴制仍然在继续发展ꎮ 十七世纪后半

期ꎬ农民反抗沙皇和贵族的情绪日益高涨ꎮ
在十七世纪欧洲各国中ꎬ只有英、法两国的资本主义大步

向前发展ꎮ 英国资本主义的特点是深入农村ꎬ扩大海外贸易ꎮ
部分贵族从封建剥削转到工商业经营ꎬ形成了“新贵族”这一

阶层ꎮ 资产阶级联合新贵族ꎬ打着宗教的旗帜ꎬ利用农民运

动ꎬ发动了资产阶级革命ꎮ 但他们害怕群众进一步的革命要

求ꎬ很快就和封建势力妥协ꎬ导致了王权复辟ꎮ 法国在十六世

纪末年结束胡格诺战争ꎬ得到喘息机会ꎬ农业生产和工商业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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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向荣ꎮ 它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如英国那样快ꎬ但走在欧洲大

陆国家的最前面ꎮ 法国的王权保证了民族国家的统一ꎬ它的

重商主义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ꎬ资产阶级对王权采取妥协让

步的态度ꎮ 但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之间的根本矛盾依然存

在ꎬ十七世纪是这两个阶级势均力敌、互相利用的时期ꎮ
和政治经济相同ꎬ十七世纪欧洲各国文化发展也是不平

衡的ꎮ 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继续宣传科学ꎬ反对天主教的神秘

主义和教会僧侣ꎬ受到反动统治的迫害ꎮ 康帕内拉被关在狱

中达二十七年ꎻ伽利略被宗教裁判所判处徒刑ꎬ出狱后仍受严

密监视ꎮ 意大利逐渐丧失了它在欧洲文化中的重要地位ꎬ文
学趋于衰落ꎬ“马里诺派”诗歌泛滥一时ꎬ这是一种堆砌典故、
雕琢词藻的贵族形式主义作品ꎮ 在德国ꎬ文化也受到摧残ꎬ没
有产生具有全欧意义的作品ꎬ值得注意的只是格里美尔斯豪

森的流浪汉小说«痴儿西木传»ꎮ 在西班牙ꎬ人民的精神世界

遭到耶稣会和宗教裁判所的严密控制ꎬ产生于贵族集团中的

“冈果拉派”作家得到统治阶级的鼓励ꎮ 西班牙文学急剧衰

落ꎬ只有卡尔德隆在戏剧方面作出了一些成绩ꎮ 俄国文化在

十七世纪仍处于落后状态ꎬ但也产生了历史歌谣、讽刺故事等

民间文学ꎬ戏剧第一次出现了ꎮ 彼得一世改革后ꎬ俄国文学开

始发生变化ꎬ但总的说来ꎬ这个时期没有产生优秀的作品ꎮ
英、法两国和其他国家不同ꎬ它们的资产阶级不仅在工商

业上有很大的进展ꎬ而且逐渐形成自己的社会政治思想体系ꎮ
霍布士是十七世纪英国最重要的哲学家ꎬ他肯定君主集权制ꎬ
代表了新贵族和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ꎮ 弥尔顿在他的政论文

章里提出人生来是自由平等的革命思想ꎬ认为执政者的权力

是人民所赋予ꎬ人民有权推翻甚至杀死暴君ꎮ 霍布士对十八

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有很大影响ꎮ 十七世纪法国产生了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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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哲学家:伽桑狄和笛卡儿ꎮ 伽桑狄在认识方面是感觉论

者ꎬ他肯定感觉是知识的唯一来源ꎮ 他的社会观点是“自然

权利”的观点ꎬ他说国家只是一种分工ꎬ是建立在社会契约的

基础上的ꎮ 笛卡儿是法国唯理主义的奠基人ꎬ他认为检验真

理的标准不是实践而是理性ꎬ这显然是唯心论ꎮ 但他主张用

理性代替盲目信仰ꎬ反对宗教权威ꎬ则是进步的ꎮ 他的思想适

应十七世纪法国资产阶级的需要ꎬ对法国文学起的作用比伽

桑狄大得多ꎮ
英、法两国文学在十七世纪得到发展和繁荣ꎮ 英国文学

和资产阶级革命有血肉联系ꎬ产生了资产阶级革命诗人弥尔

顿ꎮ 总的说来ꎬ他的创作反映了英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情绪ꎮ
他在革命年代里写的宗教和政治的论战文章ꎬ表现出他对革

命的热情和信心ꎮ 一六六○年复辟后ꎬ他仍然保持着很高的

战斗情绪ꎬ写出三部优秀诗篇ꎬ都是采用«圣经»题材ꎬ这一事

实很好地说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斗争和宗教斗争是密切结合

的ꎬ资产阶级清教徒革命家为了掩盖本阶级的狭隘利益ꎬ从
«圣经»借来响亮的口号ꎬ用以激励人民起来革命ꎮ 在复辟前

后进行创作的作家中ꎬ德莱顿等人在戏剧、诗歌方面也作出一

些成绩ꎬ但他们极力讴歌复辟王朝和天主教教会ꎮ
法国文学在十七世纪达到全欧的最高水平ꎬ产生了古典

主义潮流ꎮ 这一潮流是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产物ꎬ它在创作实

践和理论上都以古希腊、罗马为典范ꎬ因而有“古典主义”的
名称ꎮ 古希腊、罗马的哲学、历史、文学在文艺复兴时期早已

为人文主义者所推崇ꎬ他们掀起向古代学习的高潮ꎬ主要是从

中吸取热爱生活、肯定人的力量的思想ꎬ用以反对天主教的禁

欲主义ꎮ 但在十五世纪ꎬ意大利也出现一批学者ꎬ着重研究亚

理斯多德和贺拉斯的文艺理论ꎬ并初步提出悲剧创作中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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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律问题ꎮ 到了十六世纪后半期ꎬ有的作家像法国的龙沙、英
国的琼生等ꎬ在创作实践上ꎬ有意识地学习古代的艺术方法ꎬ
或多或少地采用古代文学的体裁和题材ꎬ同时三一律问题也

从意大利传到西班牙、英国和法国ꎬ并在法国引起热烈的讨

论ꎮ 这样ꎬ诗人、作家向古代寻找文学创作典范和理论根据的

倾向逐渐加强了ꎮ 这倾向在十七世纪的法国找到了最合适的

土壤ꎮ 法国的中央集权制度、资产阶级对专制王权的妥协让

步ꎬ为它提供了政治基础ꎬ笛卡儿的唯理主义又为它提供了哲

学基础ꎬ古典主义作为一种艺术流派很快就形成了ꎮ
法国古典主义文学以戏剧成就最为突出ꎬ产生过三个卓

越作家:悲剧家高乃依和拉辛ꎬ喜剧家莫里哀ꎮ 在别的方面ꎬ
古典主义作家也作出了优异的成绩ꎬ像拉封丹的寓言诗、波瓦

洛的理论著作等ꎮ
在古典主义作家中ꎬ虽然各人采用的体裁不尽相同ꎬ各人

气质也有差别ꎬ但他们在政治立场、哲学思想和文学观点上有

共同之处ꎮ
古典主义者在政治上拥护王权ꎬ他们的作品具有鲜明的

政治倾向性ꎮ 他们宣传个人利益服从封建国家的整体利益ꎬ
主张自我克制ꎮ 这是资产阶级对王权迁就让步的表现ꎮ 但他

们对封建君主并不一味颂扬ꎮ 高乃依要求国王以仁政治理国

家ꎻ拉辛谴责专制暴政ꎬ揭露贵族荒淫无耻ꎻ莫里哀反对宗教

欺骗和封建黑暗势力ꎬ并且进一步暴露资产阶级的缺点ꎮ 古

典主义具有资产阶级的妥协性ꎬ这也表现为对凡尔赛文学趣

味的尊重ꎬ对民间文学的轻视ꎮ 只有莫里哀和拉封丹ꎬ有时向

民间文学吸取营养ꎮ
古典主义文学是崇尚理性的文学ꎮ 高乃依的悲剧描写理

性和感情的剧烈冲突ꎬ通过悲剧英雄的坚强意志克制了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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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ꎬ理性得到最后胜利ꎮ 拉辛的悲剧谴责那些情欲横流、丧
失理性的贵族人物ꎮ 莫里哀的喜剧对一切不合理性的封建思

想道德和风俗礼教加以嘲笑ꎮ 波瓦洛从这些诗人的成就总结

出一套古典主义文学理论时ꎬ把理性作为文学创作和评论的

最高标准ꎮ 恩格斯指出ꎬ“这个永恒的理性实际上不过是正好

在那时发展成为资产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悟性而已ꎮ”①

古典主义者把古希腊、罗马文学奉为典范ꎬ从中找到了符合

他们理想的英雄人物ꎮ 在他们看来ꎬ艺术创造不在于创造新的故

事情节ꎬ而在于运用艺术手法处理现成的故事情节ꎮ 古典主义悲

剧家大都从古希腊、罗马文学和历史中寻找题材ꎬ来表达自己的

思想感情ꎮ 他们关心的不是历史真实ꎬ而是自己时代的生活真

实ꎮ 至于莫里哀ꎬ他的剧情很多是取自当时的生活的ꎮ
古典主义文学要求艺术形式完美ꎮ 其戏剧结构谨严朴

素ꎬ故事发展合乎常情ꎬ不浪费笔墨ꎬ没有和情节发展不相干

的插曲ꎮ 古典主义文学的语言准确、明晰、合乎逻辑ꎬ这些特

点后来成为法国语言的规范ꎬ但有时也表现出宫廷贵族的典

雅趣味ꎮ 古典主义诗人采用的亚历山大诗体后来也成为法国

的主要诗体ꎮ 在研究人、描绘人物性格、分析人物内心活动等

艺术手法上ꎬ古典主义作家作出了优异的成绩ꎮ
古典主义在十七世纪法国历史条件下有其进步意义ꎮ 它

加强了法兰西人的民族观念和对国家的责任感ꎬ推动了法国语

言和民族文化的形成ꎮ 它强调文学对社会的作用ꎬ主张文学反

映生活ꎬ注意人物的心理分析ꎮ 在这些方面ꎬ它对欧洲现实主

义文学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ꎮ 但古典主义也有它的局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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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ꎮ 它的创作首先是为宫廷服务的ꎬ必然要迎合宫廷和贵族

的趣味ꎬ不去考虑人民的爱好ꎮ 它要求戏剧集中精炼ꎬ往往使

人物概念化ꎬ缺乏个性ꎮ 它的理论家把古典主义文学法则说成

是永恒的法则ꎬ这就不能不成为限制作家创作的清规戒律ꎮ 尽

管如此ꎬ由于法国古典主义作家善于在这些法则范围之内发挥

自己的艺术才能ꎬ他们还是写出了不少优秀的作品ꎮ 有的作家

有时突破这些法则ꎬ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民主传

统ꎬ始终和人民及民间艺术保持联系ꎮ 古典主义戏剧标志欧洲

戏剧在莎士比亚之后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ꎮ
古典主义统治欧洲文学二百年之久ꎮ 十七世纪以后ꎬ许

多国家在不同的时代ꎬ在不同的程度和意义上ꎬ有过它们的古

典主义文学时期ꎮ 英国在十七世纪末以后出现古典主义流

派ꎮ 在德国、意大利、俄国等国家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学时ꎬ法
国古典主义文学对它们起了借鉴作用ꎮ 它对欧洲其他国家的

影响直到十九世纪浪漫主义兴起后才逐渐消失ꎮ

第二节　 法国古典主义文学和莫里哀

法国在十六世纪后期发生的胡格诺战争破坏了生产和人

民生活ꎬ国家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ꎮ 一五九八年亨利四世颁

布南特敕令ꎬ结束了这场战争ꎬ专制王权逐渐消灭封建割据ꎬ
重新建立中央集权ꎮ 十七世纪二、三十年代ꎬ封建主在南方的

最后据点被攻破ꎬ国家再度统一ꎮ 四十年代资产阶级的起义

和五十年代大贵族的叛乱①先后受到镇压ꎬ六十年代国王的

绝对权力达到了最高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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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纪法国资本主义发展主要表现在从手工业生产转

到手工业工场生产上ꎮ 但法国基本上仍然是一个农业国ꎮ 天

主教会是封建制度的主要支柱ꎮ 贵族继续保留旧的封建特

权ꎬ阻碍资本主义发展ꎮ 专制王权在维护封建生产的同时ꎬ为
了自身利益ꎬ采用重商主义政策ꎮ 它准许开办手工业工场ꎬ创
设贸易公司ꎬ实行保护关税和殖民扩张ꎮ 它之所以给资产阶

级一些经济好处ꎬ还开放一部分政权ꎬ是因为要拉拢资产阶

级ꎬ使之不和农民及城市平民一同起来革命ꎮ 资产阶级力量

还不够壮大ꎬ需要王权保护工商业ꎬ因而对王权表示拥护ꎮ 但

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之间的斗争还是剧烈的ꎮ 他们势均力

敌ꎬ王权成为这两个阶级之间的“表面上的调停人”①ꎮ 农民

和城市平民受到重重剥削ꎬ不断起义ꎬ但都被专制政府用暴力

镇压下去ꎮ
十七世纪法国专制君主成为民族统一的奠基人ꎬ宫廷成

为文化中心ꎮ 路易十三的首相黎塞留和路易十四都很注意网

罗人才ꎬ一方面用金钱地位笼络他们ꎬ要他们为王权服务ꎬ另
一方面把他们置于宫廷的监督和影响之下ꎬ使他们的活动不

致损害专制王朝的利益ꎮ 当时最杰出的诗人、作家、戏剧家、
画家、建筑师、音乐家几乎都和宫廷发生关系ꎮ 一六三五年黎

塞留创立法国学士院ꎬ把它作为推行他的文化政策的机构ꎮ
它一成立就计划要编写一部法兰西语言字典ꎬ这部字典在一

六九四年出版ꎬ对统一法兰西语言有很大贡献ꎮ 从六十年代

开始ꎬ路易十四的宫廷实际上指导着全国文化的发展ꎬ凡尔赛

的文学艺术趣味成为一时的风尚ꎬ并为欧洲其他国家的宫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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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模拟ꎮ
十七世纪法国文学的主要流派是古典主义ꎮ 此外还有贵

族沙龙文学和市民文学ꎮ
贵族阶级对法兰西语言和文学活动很感兴趣ꎮ 他们在贵

妇人的沙龙里讨论文学问题ꎬ朗诵诗歌、戏剧ꎮ 贵族作家写得

最多的是小说ꎬ其中有的长达数百万言ꎬ其特征是缅怀中古ꎬ
描写狩猎和战争故事ꎬ歌颂贵族爱情和田园式的生活ꎮ 他们

精心制造的沙龙语言矫揉造作ꎬ晦涩难解ꎬ表现出他们自命风

雅的、但实际上是庸俗无聊的贵族趣味ꎮ 他们脱离现实ꎬ追求

华丽的辞藻ꎬ受到进步作家的讽刺和抨击ꎮ
和贵族沙龙文学对立的是所谓“世俗现实主义小说”ꎬ有

的模拟贵族作品ꎬ目的在于讽刺它ꎬ有的描绘市民、大学生、农
民、戏剧演员和江湖卖艺者ꎬ特点是反映下层社会的生活ꎬ具
有自由粗犷的滑稽风格ꎮ 尽管这一流派的作家也受到古典主

义作家的嘲笑和攻击ꎬ他们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却有一定

的积极作用ꎮ
十七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文学的全盛时期是六、七十年代ꎬ

但在十六世纪ꎬ它已开始萌芽ꎮ 马雷伯(１５５５—１６２８)可以说

是它的创始人ꎮ 他主张文学要为王权服务ꎮ 他严格要求语言

纯洁ꎬ反对七星诗社毫无限制地扩大法语词汇ꎮ 他规定亚历

山大诗体的结构ꎬ禁止使用跨句ꎮ 他的理论受到一些人反对ꎬ
但符合时代要求ꎬ终于逐渐占了优势ꎮ 十七世纪初期ꎬ伏日拉

(１５９５—１６５０)和法国学士院致力于语言的规范化ꎬ夏泼兰

(１５９５—１６７４)进一步探讨了悲剧规律ꎬ笛卡儿倡导唯理主

义ꎬ都有助于古典主义的形成ꎮ 法国古典主义的发展可以分

为两期ꎮ 三、四十年代是第一期ꎬ是古典主义兴起并显示出新

生力量的时期ꎻ六、七十年代为第二期ꎬ是古典主义茁壮并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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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许多优秀作品的时期ꎮ 古典主义作家不断地受到旧势力的

攻击ꎬ他们予以猛烈的回击ꎬ谴责贵族沙龙文学ꎮ 可是ꎬ他们

在自己的作品中也保留了“典雅”趣味ꎮ 同时ꎬ他们又轻视

“世俗现实主义文学”ꎬ反对它的粗犷俚俗的风格ꎬ但和它同

样要求真实反映生活ꎬ而且他们当中也有人描绘了下层社会ꎮ
古典主义作家在各种文学体裁上作出了优秀的成绩ꎬ但

以戏剧最为突出ꎮ 十七世纪初期ꎬ法国戏剧逐渐繁荣ꎬ剧作家

辈出ꎬ作品很多ꎮ 不少作家如阿狄(１５７０? —１６３１)等采用古

希腊、罗马故事写悲剧ꎬ但情节结构松散ꎬ舞台场景杂乱ꎬ戏剧

冲突不尖锐ꎬ不能集中反映生活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三一律问题

的争论就更为剧烈了ꎮ 到了三十年代ꎬ黎塞留通过法国学士

院攻击高乃依的«熙德»ꎬ三一律便成为古典主义悲剧家共同

遵守的规律ꎮ
彼埃尔高乃依(１６０６—１６８４)是法国古典主义第一期

的重要作家之一ꎮ 他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ꎬ父亲是律师ꎮ 他

的故乡卢昂是十七世纪初期法国戏剧活动的重要城市ꎮ 一六

二九年他开始创作ꎬ写悲剧ꎬ也写喜剧ꎮ 一六三三年他到巴

黎ꎬ一度被黎塞留雇佣去写剧本台词ꎮ 黎塞留因为他不按照

自己的提纲写ꎬ把他解雇了ꎮ 高乃依一共写过三十多个剧本ꎬ
大部分是悲剧ꎬ也有喜剧、悲喜剧、英雄喜剧、芭蕾剧等ꎮ 他最

成功的作品是一六三六至一六四三年写成的ꎮ
«熙德»(１６３６)是高乃依最优秀的作品ꎬ是法国第一部古

典主义悲剧ꎮ 情节不是取自古希腊、罗马ꎬ也不是直接取自中

古英雄史诗«熙德»ꎬ而是取自西班牙维加派作家卡斯特罗的

剧本«熙德的青年时代»ꎮ 主人公堂罗德利克是西班牙贵

族青年ꎬ卡斯提尔王国的老臣堂狄哀格之子ꎮ 他和堂高

迈斯之女施曼娜相爱ꎮ 堂狄哀格被任命为太子的师傅ꎬ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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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迈斯妒忌他ꎬ打他一个耳光ꎮ 堂罗德利克于是处在剧

烈的矛盾中:要封建家族荣誉还是要爱情ꎮ 他终于决心报仇ꎮ
在一场决斗中ꎬ他杀死了堂高迈斯ꎮ 父仇报了ꎬ爱情却失掉

了ꎮ 他痛苦万分ꎮ 正在这时候ꎬ摩尔人入侵卡斯提尔ꎮ 堂
罗德利克率众击退敌人ꎬ成为民族英雄ꎬ获得了“熙德”称号ꎮ
同时ꎬ施曼娜一直不断地要求国王替她报父仇ꎬ国王耐心开导

她ꎬ成全了这一对贵族青年的婚姻ꎮ
«熙德»的悲剧冲突是责任和爱情之间的冲突ꎬ主要表现

在堂罗德利克和施曼娜二人身上ꎮ 堂狄哀格受了堂高

迈斯的侮辱ꎬ堂罗德利克不得不考虑报仇的问题ꎬ但他不是

没有犹疑的ꎮ 在父亲和情人之间ꎬ他曾经偏向于情人一面ꎬ不
愿意伤害她的感情ꎮ 经过痛苦的思考ꎬ他才认识到ꎬ牺牲个人

利益事小ꎬ维护封建家族荣誉事大ꎮ 他又考虑到ꎬ如果忍气吞

声ꎬ他在施曼娜眼里必然是个懦夫ꎬ同样也要丧失爱情ꎮ 他的

矛盾得到解决ꎬ这全靠理性和坚强意志ꎮ 在作者心目中ꎬ这样

的英雄不仅能够克服个人感情ꎬ而且一定是封建国家、封建整

体利益的捍卫者ꎮ 作者把剧情进一步引到摩尔人的入侵ꎬ堂
罗德利克在一场夜战里打败敌人ꎬ俘虏两个摩尔国王ꎬ成为

民族救星ꎮ 无论在爱情问题上或在战场上ꎬ理性都获得了胜

利ꎮ 堂罗德利克的形象集中表现了高乃依对悲剧英雄的理

想ꎬ同时也对法国贵族提出一种新的道德标准ꎬ要求他们以堂

罗德利克为榜样ꎬ为封建整体利益而放弃个人利益ꎮ
同样ꎬ施曼娜的形象也体现出古典主义作家崇尚理性的

特点ꎮ 她爱堂罗德利克ꎬ但杀父之仇不能不报ꎮ 她要求国

王主持公道ꎬ替她报仇ꎮ 但堂罗德利克为家族荣誉ꎬ奋不顾

身地向身经百战的堂高迈斯挑战ꎬ并且战胜了他ꎻ随后又为

国家安全ꎬ立下辉煌的战功ꎬ威震敌人ꎬ受到举国人民的爱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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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英雄气概感动了她ꎬ加深了她对他的爱ꎮ 她的矛盾更加

尖锐了ꎮ 最后ꎬ她接受国王的劝导ꎬ答应和堂罗德利克结

婚ꎬ这仍然是理性的胜利ꎮ 在她身上ꎬ理性和爱情有矛盾的一

面ꎬ也有统一的一面ꎮ 她对堂罗德利克的爱情不是不可解

释的神秘的爱ꎬ而是建筑在理性之上ꎬ建筑在封建道德标准之

上的ꎮ
在次要人物身上ꎬ高乃依也描写了理性和感情的冲突ꎮ

堂狄哀格是一个有理性的贵族ꎬ承认国王有绝对权力ꎬ认为

臣民不管有过多少汗马功劳ꎬ必须服从国王的意旨ꎮ 堂高

迈斯不能克制个人感情ꎬ自恃有功ꎬ桀骜不驯ꎬ对国王有很大

的抵触情绪ꎮ 高乃依肯定前者ꎬ谴责后者ꎮ 他还刻画了一个

理想国王的形象:堂菲南ꎮ 这个国王明辨是非ꎬ贤明谨慎ꎬ
不滥发命令ꎬ很讲人情ꎬ采取说理方法来对待臣民ꎮ

«熙德»演出后受到巴黎观众的热烈欢迎ꎬ同时遭到一些

人的攻击ꎬ黎塞留对它也很不满意ꎮ 他不仅对高乃依的成功

怀有妒意ꎬ更重要的是他不能容忍悲剧中的国王以理性方式

而不是以专制手段统治国家ꎮ 而且ꎬ黎塞留一向严厉禁止决

斗ꎬ悲剧中却违反他的政策ꎬ三次通过决斗来解决纠纷ꎮ 黎塞

留利用法国学士院攻击«熙德»ꎮ 夏泼兰执笔的«法国学士院

对‹熙德›的意见书»(１６３８)是奉他的意旨而写的批评文章ꎬ
诬蔑法国第一部悲剧杰作为抄袭作品ꎬ并谴责它违背了三一

律ꎮ 高乃依被迫接受三一律后ꎬ又写出几部优秀悲剧ꎮ
«贺拉斯»(１６４０)写罗马的贺拉斯三兄弟和邻国阿勒伯

的居理亚斯三兄弟作战的故事ꎮ 最小的贺拉斯是最后的胜利

者ꎮ 为了祖国的光荣ꎬ他打死了和他有亲戚关系的居理亚斯

三兄弟ꎮ 他班师回来的时候ꎬ他的妹妹因为被杀死的居理亚

斯三兄弟中的一个是她的未婚夫ꎬ因而埋怨贺拉斯ꎬ并辱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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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命来保卫的罗马ꎬ他就把她杀死ꎮ 作品的主题是爱国和

个人爱情之间的冲突ꎮ
«西拿»(１６４０)写罗马执政官西拿要谋杀皇帝奥古斯都ꎬ

西拿的情人爱米莉因为父亲被奥古斯都处死ꎬ立意报仇ꎬ因而

也唆使西拿去谋杀ꎮ 奥古斯都在宽容和反击之间ꎬ选择了前

者ꎮ 这出戏集中体现了法国资产阶级对专制君主的看法ꎮ 通

过奥古斯都ꎬ高乃依刻画了一个宽宏大量、以仁政治理国家的

国王形象ꎮ «西拿»虽然描写西拿、马克西姆和爱米莉三人之

间的恋爱关系ꎬ但它基本上是一部政治悲剧ꎮ 奥古斯都、西
拿、马克西姆等讨论君主制和民主制的原则及其利弊ꎬ是当时

法国贵族和资产阶级共同关心的问题ꎮ
«波利厄克特» (１６４３)是一部基督教悲剧ꎮ 波利厄克特

反抗罗马统治者的迫害ꎬ为基督教事业而献出自己的生命ꎮ
剧中穿插着一个爱情故事ꎬ作者用这情节来突出地描绘主人

公的坚强意志和自我牺牲精神ꎮ
«熙德»、«贺拉斯»、«西拿»和«波利厄克特»是高乃依最著

名的四部悲剧ꎮ 一六四三年后ꎬ他继续写了二十来部剧本ꎬ但
都不是成功之作ꎮ 他在政治思想上逐渐追随黎塞留的政策ꎬ
在创作上追求离奇复杂的情节ꎬ这就导致了他的艺术的衰落ꎮ

高乃依的悲剧情节ꎬ除了«熙德»等极少数例外ꎬ大都取自

罗马历史ꎮ 他认为罗马人意志坚强ꎬ可供人们效法ꎮ 他的悲剧

英雄善于自我克制ꎬ使感情服从理性ꎮ 他们所作的事ꎬ作者认

为是任何理想英雄都应该作的事ꎮ 他把资产阶级所理解的人

性作为普遍人性加以描绘ꎮ 他的作品讨论了十七世纪法兰西

人所关心的许多社会政治问题ꎬ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ꎮ
高乃依的语言明确有力ꎬ和他的悲剧人物的坚强性格是

一致的ꎮ 剧中的诗句以雄辩著名ꎮ 他的悲剧英雄谈论社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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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问题时ꎬ往往一泻千里ꎬ滔滔不绝ꎮ 他的文体有时也给人以

夸张的印象ꎮ
若望拉辛(１６３９—１６９９)是法国古典主义第二期诗人ꎬ

是最有代表性的古典主义悲剧作家ꎮ 他出身于一个公务员家

庭ꎬ曾在冉森教派学校读书ꎮ 这一教派中有些人对古希腊文

学修养很高ꎮ 拉辛从他们学习了古希腊文学ꎬ特别是史诗和

悲剧ꎮ 从一六六四到一六九一年ꎬ他一共写过十一部悲剧和

一部喜剧ꎮ «安德洛玛刻»和«费得尔»是他的代表作ꎮ
«安德洛玛刻» (１６６７)的主人公是特洛伊英雄赫克托耳

的寡妇安德洛玛刻ꎮ 城破家亡时她暗中把儿子藏起来ꎬ使他

未遭杀害ꎬ自己被俘当了皮洛斯的女奴ꎮ 皮洛斯是希腊英雄

阿喀琉斯之子ꎬ厄庇洛斯的国王ꎮ 他爱上了安德洛玛刻ꎬ迟迟

不和未婚妻赫耳弥俄涅结婚ꎮ 悲剧开始时ꎬ希腊使节俄瑞斯

忒斯到厄庇洛斯ꎬ要皮洛斯把安德洛玛刻的儿子交出来ꎬ以绝

后患ꎮ 安德洛玛刻被迫答应和皮洛斯结婚ꎬ以便保全儿子ꎮ
赫耳弥俄涅妒恨交加ꎬ利用俄瑞斯忒斯对她的爱情ꎬ唆使他去

杀死皮洛斯ꎬ随即自杀ꎬ俄瑞斯忒斯也发了狂ꎮ
«安德洛玛刻»是第一部标准的古典主义悲剧ꎮ 它体现

了以古希腊、罗马文学为典范的原则ꎬ故事取自欧里庇得斯的

两部悲剧«安德洛玛刻»和«特洛伊妇女»ꎮ 和古希腊悲剧相

同ꎬ它的结构简练集中ꎮ 它写四个人物的恋爱关系ꎬ情节本身

是复杂的ꎬ拉辛却处理得非常干净利落ꎮ 他没有从头写他们

爱情的产生和经过ꎬ而是从俄瑞斯忒斯作为希腊使节来到厄

庇洛斯王国写起ꎮ 他的来到引起了一系列的矛盾ꎮ 皮洛斯要

求安德洛玛刻给他一个最后答复ꎬ这答复不仅影响到皮洛斯

对赫耳弥俄涅的态度ꎬ而且将要决定俄瑞斯忒斯的命运ꎮ 安

德洛玛刻拒绝皮洛斯ꎬ皮洛斯就会回心转意ꎬ和赫耳弥俄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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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ꎮ 安德洛玛刻答应他ꎬ俄瑞斯忒斯的多年愿望就有可能实

现ꎬ获得赫耳弥俄涅的爱ꎮ 在皮洛斯的王宫ꎬ这一天仅仅发生

了俄瑞斯忒斯来到这一件事ꎮ 这件事是悲剧冲突的起点ꎬ矛
盾从此急剧发展ꎬ各个人物的心情随着起变化ꎬ冲突越来越尖

锐ꎬ一直到收场ꎮ 简练集中是«安德洛玛刻»的特点ꎬ也是古

典主义悲剧的艺术特征ꎮ
在这部悲剧里ꎬ拉辛谴责那些情欲横流、丧失理性的贵族

人物ꎮ 皮洛斯对未婚妻赫耳弥俄涅背信弃义ꎬ不惜抹掉自己

的光荣历史ꎬ作出危害希腊各族人民的勾当ꎬ甚至在神庙宣布

特洛伊人的敌人为自己的敌人ꎮ 这一切无非是要博取一个女

子的欢心ꎬ而这个女子却是希腊人的死敌赫克托耳的寡妇ꎮ
他任性专横ꎬ是暴君的形象ꎮ 俄瑞斯忒斯身为希腊各族的使

节ꎬ却希望皮洛斯拒绝交出安德洛玛刻的儿子ꎬ因为这对他自

己有利ꎬ可以满足他的情欲ꎮ 他是一个绝望的情人ꎮ 他在情

网里越陷越深ꎬ终于作了一个使节所不该作的事ꎬ犯了弑君渎

神之罪ꎮ 赫耳弥俄涅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ꎮ 皮洛斯为她的

母亲和家族出过力ꎬ在特洛伊战争中显示过英雄气概ꎮ 赫耳

弥俄涅热烈爱他ꎬ到厄庇洛斯等候结婚ꎬ却被冷淡了数年之

久ꎬ最后被抛弃ꎮ 她恨他ꎮ 她最不能忍受的是她败于一个女

奴之手ꎮ 拉辛着重描写了她的嫉妒心理ꎮ 她决心杀死荒淫暴

虐的皮洛斯ꎮ 但她不择手段ꎬ利用俄瑞斯忒斯对她的爱情来

报仇ꎮ 最后ꎬ她跑到神庙ꎬ在皮洛斯尸体旁自杀ꎬ这是她爱他

的最强烈的表现ꎮ 这三个人物的下场不是死亡便是疯狂ꎮ 他

们的命运和冉森教派的宿命思想是一致的ꎮ 冉森教派认为人

类由于犯了原始罪孽ꎬ注定要犯错误ꎬ受惩罚ꎬ只有极少数获

得“神恩”的人才有可能得救ꎮ 在拉辛看来ꎬ皮洛斯、俄瑞斯

忒斯和赫耳弥俄涅显然都不在这少数人之列ꎮ 他们的理性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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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不了感情ꎬ他们的情欲使他们互相残杀ꎮ 通过这三个形象ꎬ
拉辛揭露了当时法国宫廷和贵族的荒淫无耻ꎮ

悲剧的主人公安德洛玛刻和他们不同ꎬ她的感情和理性

是统一的ꎮ 她怀念赫克托耳ꎬ要为亡夫守节ꎮ 她爱她的儿子ꎬ
要为赫克托耳保全遗孤ꎮ 她的感情是强烈的ꎬ无可非议的ꎮ
同时ꎬ她有高度的理性ꎮ 在她苦苦哀求感动不了皮洛斯的铁

石心肠ꎬ眼看自己的儿子将要死在希腊人刀下时ꎬ她决心牺牲

自己的贞操ꎬ保全儿子的生命ꎮ 她答应和皮洛斯结婚ꎬ要求他

宣誓后把她的儿子作为自己的儿子ꎬ帮助他重建特洛伊城ꎮ
她决心在皮洛斯宣誓后自杀ꎬ从而保全儿子ꎬ也保全自己的贞

操ꎮ 在这部悲剧里ꎬ她是最值得观众同情的人物ꎮ
«费得尔»(１６７７)是一部揭露法国宫廷和上层社会腐化

堕落生活的悲剧ꎬ情节取自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希波吕托

斯»ꎮ 雅典王后费得尔爱上国王的前妻之子希波吕托斯ꎮ 后

来知道了希波吕托斯爱别人而不爱她ꎬ她由妒生恨ꎬ把他害

死ꎬ自己也服毒自杀ꎮ
这部悲剧充分表现了拉辛的艺术才能ꎬ他对费得尔的心

理活动描写得细致深刻ꎮ 费得尔由爱到恨ꎬ最后起了杀意ꎬ是
有一定过程的ꎮ 她和国王忒修斯结婚后ꎬ就爱上他的前妻之

子ꎬ但她假装恨希波吕托斯ꎬ来掩盖对他的爱ꎮ 她极力排挤

他ꎬ自己的心情也受到压抑ꎬ陷在极度苦闷中ꎮ 悲剧开始时ꎬ
作者通过她和保姆的谈话交代了她的矛盾心情ꎮ 这是理性克

制感情的阶段ꎮ 她的丈夫离家半年ꎬ毫无音讯ꎬ传说他已死

亡ꎬ她似乎可以无需再隐藏自己的感情了ꎮ 在保姆怂恿之下ꎬ
她果然向希波吕托斯倾诉她的爱ꎬ结果遭到拒绝ꎮ 她的心情

由爱转到羞愧ꎬ但还说不上恨ꎮ 正在这时候ꎬ忒修斯忽然回家

了ꎮ 费得尔深自谴责ꎬ后悔暴露了自己的感情ꎮ 她的理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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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一度催促她向丈夫坦白ꎮ 但是ꎬ当她知道希波吕托斯爱阿

丽西 ꎬ自己有一个情敌时ꎬ心情突然复杂化了ꎮ 这个发现引

起她强烈的嫉妒ꎬ同时她又害怕希波吕托斯把她的过错告诉

忒修斯ꎮ 她完全丧失了理性ꎬ她对希波吕托斯的爱终于转而

为恨ꎮ 她决心假手忒修斯去害死他ꎮ 他死后ꎬ她的理性重占

上风ꎮ 她认识到自己的错误ꎬ向丈夫坦白ꎬ服毒自杀ꎮ 作者把

她的感情变化写得层次分明ꎬ合乎逻辑ꎮ 她的形象有力地说

明拉辛善于分析上层社会妇女的心理ꎮ
«费得尔»演出时ꎬ一部分反对拉辛的贵族用卑鄙手段组

织起来抵制它ꎮ 拉辛从此搁笔ꎬ表示抗议ꎮ 他的最后两部悲

剧«爱斯苔尔»和«阿达莉»是他十多年后写出的ꎮ
«爱斯苔尔»(１６８９)和«阿达莉»(１６９１)是根据«圣经»故

事写成的ꎮ «爱斯苔尔»提出宗教容忍的思想ꎮ 一六八五年ꎬ
路易十四宣布废除南特敕令ꎬ天主教会重新迫害胡格诺教徒ꎮ
拉辛选择爱斯苔尔的故事作为他的悲剧情节ꎬ它的政治意义

很明显ꎮ «阿达莉»以人民起来推翻专制暴政为主题ꎬ它和拉

辛以前所写的只有揭露而提不出解决矛盾办法的作品比较起

来ꎬ就显得更有反封建反暴政的倾向ꎮ
拉辛的悲剧不同于高乃依的悲剧ꎮ 高乃依的代表作写于

专制君主政体上升时期ꎬ拉辛是在这个政体巩固和衰落的年

代进行创作的ꎮ 高乃依塑造了一系列理想的悲剧英雄形象ꎬ
其目的是要引起人们的钦佩赞赏ꎻ拉辛却着重揭露封建统治

阶级的黑暗和罪恶ꎬ激起人们的恐惧和愤怒ꎬ他的作品具有更

鲜明的现实意义ꎮ 他的悲剧简练集中ꎬ三一律对他不是束缚ꎬ
而是使他的艺术才能得到充分发挥的最好形式ꎮ 人物心理分

析是他的艺术特色ꎬ这特色在社会上层妇女身上表现得最为

突出ꎮ 拉辛的语言自然流畅ꎬ质朴动人ꎬ尤其是在人物感情最

５０２



激动的时候ꎮ 和高乃依的作品相同ꎬ拉辛的悲剧具有一定的

民主思想ꎬ但他们的创作仍然没有摆脱宫廷趣味ꎮ
莫里哀(１６２２—１６７３)是欧洲最杰出的喜剧家之一ꎮ 他

是古典主义作家ꎬ但并不拘泥于古典主义法则ꎮ 他的喜剧具

有鲜明的反封建、反教会的特色ꎬ但也带有宫廷色彩ꎮ
他原名若望—巴蒂斯特波克兰ꎬ莫里哀是他的艺名ꎮ 他

出身于资产阶级ꎬ父亲是巴黎室内陈设商ꎬ供应宫廷陈设ꎬ买
得“国王侍从”的称号ꎮ 莫里哀童年时代常随外祖父观看民间

戏剧的演出ꎮ 上中学时ꎬ他学习了拉丁文ꎮ 传说他曾听过唯

物主义哲学家伽桑狄讲学ꎬ人们以此解释他的喜剧中的自由

思想ꎮ 他的父亲要他学法律ꎬ继承他的商业ꎮ 莫里哀既不想

当律师ꎬ也不愿意当陈设商ꎬ决心以戏剧为终生事业ꎮ 一六四

三年ꎬ他和一些青年戏剧爱好者一起组织“光耀剧团”ꎮ 他们

没有演戏经验ꎬ没有自己的剧目ꎮ 剧团营业惨淡ꎬ负债累累ꎮ
莫里哀是剧团的对外负责人ꎬ被捕下狱ꎮ 靠他的父亲替他还

债ꎬ他才出狱ꎮ 他和他的伙伴们一起到外省去ꎮ 一六四五到

一六五八年ꎬ他们走遍法国ꎮ 他长期深入生活ꎬ经常和地方官

绅打交道ꎬ并接触到社会下层ꎮ 一六五二年ꎬ他成为“光耀剧

团”领导人ꎮ 他们的演剧艺术大大提高ꎬ他开始为剧团编写喜

剧ꎮ 他在外省编写的剧本大部分已遗失ꎬ保留下来的只有«冒
失鬼»(１６５３)和«情怨»(１６５６)ꎬ是用意大利喜剧风格写成的ꎮ
一六五八年他回到巴黎ꎬ在卢佛宫演出他在外省编写的«多
情的医生»ꎬ非常成功ꎬ路易十四要“光耀剧团”留在巴黎ꎮ

«可笑的女才子» (１６５９)是他回巴黎后编著的第一部剧

本ꎬ嘲笑法国封建社会生活和贵族沙龙的所谓“典雅”的文学

流派ꎬ指出这个流派歪曲自然ꎬ违背理性ꎮ 这部讽刺喜剧刺痛

了自命风雅的贵族男女ꎬ一度被禁演ꎮ 由于路易十四的干预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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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令不久便解除了ꎮ
«丈夫学堂»(１６６１)和«太太学堂»(１６６２)标志着莫里哀

创作的一个新阶段ꎮ 他从情节喜剧转向风俗喜剧ꎮ 他从人文

主义观点出发ꎬ讨论了爱情、婚姻、教育以及其他社会问题ꎮ
«太太学堂»的艺术成就比«丈夫学堂»高ꎮ «太太学堂»的主

人公阿尔诺耳弗年老、富有ꎬ相信金钱万能ꎬ可以购买一切ꎮ
他想有一个百依百顺的妻子ꎬ便用钱买来年轻的阿涅丝ꎮ 他

给她灌输贤妻良母的道德观念和摩西十诫的宗教思想ꎬ想把

她培养成为奴隶式的妻子ꎮ 但阿涅丝爱上青年奥拉斯ꎬ冲破

阿尔诺耳弗的严密提防ꎬ和奥拉斯结了婚ꎮ «太太学堂»演出

后ꎬ沙龙人物攻击莫里哀ꎬ说他的剧本轻佻、下流、淫秽、亵渎

宗教ꎮ 莫里哀一连演出两部反批评的、充满战斗性的喜剧:
«太太学堂的批评»(１６６３)和«凡尔赛宫即兴»(１６６３)ꎮ 他明

确表示他的喜剧主要是为广大观众服务ꎬ而不是为那些坐在

舞台上面指手画脚的贵族看客服务的ꎮ 他反对把文学体裁分

成等级ꎬ说喜剧不比悲剧低ꎬ写喜剧要比写悲剧困难ꎮ 他不赞

成用清规戒律束缚诗人、作家的才能ꎮ 剧本写得好坏不在于

是否服从这些规律ꎬ要看是否合乎常识和理性ꎬ是否能感动观

众ꎬ教育观众ꎮ
一六六四至一六六九年是莫里哀创作的全盛时期ꎮ 他的

艺术走上另一个新阶段ꎬ把风俗喜剧和性格喜剧结合起来ꎮ
他一连写了几部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高的作品ꎬ有的揭穿宗

教欺骗和伪善行为ꎬ有的讽刺贵族荒淫无耻和庸俗无聊ꎬ有的

鞭挞资产阶级ꎬ揭露他们的吝啬和虚荣的本质ꎮ
«达尔杜弗ꎬ又名骗子»①(１６６４—１６６９)在欧洲喜剧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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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的地位ꎬ是莫里哀的最大成就ꎮ 它的讽刺矛头直接指向

君主专制政体的主要支柱:教会ꎮ 达尔杜弗是个手段灵活的

宗教骗子ꎬ披着虔诚的天主教徒的外衣ꎬ进入了奥尔贡的家ꎮ
奥尔贡和他的母亲白尔奈耳太太受了他的蛊惑ꎬ把他看成圣

人ꎬ颂扬他ꎬ供养他ꎮ 达尔杜弗则尽其所能ꎬ在一些琐屑事情

上表现他的“崇高”的宗教德行:“有一天他祷告的时候捉住

一个跳蚤ꎬ事后还一直埋怨自己不该生那么大的气ꎬ竟把它捏

死了ꎮ”奥尔贡对他五体投地ꎬ打算把爱女嫁给他ꎬ把财产托

付给他ꎬ把不可告人的政治秘密告诉他ꎮ 由于达尔杜弗的

“教导”ꎬ奥尔贡说ꎬ他可以看着他的兄弟、子女、母亲、妻子一

个个死去而无动于衷ꎮ 由于达尔杜弗的挑拨ꎬ奥尔贡狠心驱

逐自己的儿子ꎬ剥夺其财产继承权ꎮ 他想不到他所敬爱的

“上帝的意旨”的执行者原来是一个卑鄙的小人ꎮ 达尔杜弗

竟然想勾引奥尔贡的妻子艾耳密尔ꎬ他对艾耳密尔说:“如果

上帝是我的情欲的障碍ꎬ拔去这个障碍对我算不了一回事ꎮ”
他的罪行被揭穿后ꎬ他不但企图霸占奥尔贡的全部财产ꎬ还打

算利用奥尔贡出于信任而交给他的秘密政治文件来陷害对

方ꎮ 他厚颜无耻地说ꎬ他所以这样做ꎬ都是为了上帝ꎬ为了国

王ꎮ 他用上帝和国王来遮盖他的邪恶的心灵ꎮ
十七世纪六十年代ꎬ法国专制政体越来越反动ꎬ宗教伪善

几乎遍及整个上层社会ꎬ其中包括天主教会的大主教和其他

高级僧侣ꎬ以及王太后为首的许多王亲国戚和达官大臣ꎮ 早

在二十年代ꎬ法国就有一种反动的天主教组织ꎬ叫做“圣体

会”ꎬ又名“信士帮”ꎮ 这一伙人仇视他们心目中的异教徒、无
神论者、自由思想者及一切反对教会和君主政体的人ꎮ 他们

披着慈善事业的外衣ꎬ干警察特务工作ꎬ暗中监视居民ꎬ陷害

倾向信仰自由的人ꎬ达尔杜弗就是这些伪善信士的典型形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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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杜弗»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ꎮ 它的概括性很强ꎬ直到现

在ꎬ“达尔杜弗”这个名字不但在法国ꎬ而且在欧洲许多国家

的语言中已成为“伪善”的同义语ꎮ
在达尔杜弗形象的塑造上ꎬ莫里哀运用了卓越的艺术手

法ꎮ 达尔杜弗在第三幕第二场才第一次出场ꎬ但在前两幕通

过奥尔贡、白尔奈耳太太和其他家庭成员的矛盾ꎬ观众对达尔

杜弗的性格已经有了深刻的印象ꎬ都知道他是一个伪善者ꎮ
他出场时所说的几句假虔诚的话ꎬ只能引起人们对他的鄙视

和耻笑ꎮ 第四幕结束时ꎬ眼看这个剧本要以悲剧告终ꎮ 第五

幕忽然急转直下ꎬ国王明察ꎬ救了奥尔贡一家ꎮ 这收场似乎不

合情理ꎬ但不是不能解释的ꎮ 它体现了十七世纪法国资产阶

级需要依附王权、乐于歌颂国王的政治倾向ꎮ
«达尔杜弗»第一次在凡尔赛宫上演时只有三幕ꎬ它的尖

锐讽刺触犯了圣体会和那些支持圣体会的贵族ꎮ 他们在路易

十四面前攻击莫里哀ꎬ说他反对宗教ꎮ «达尔杜弗»被禁止演

出ꎮ 莫里哀三次修改他的剧本ꎬ把三幕剧改为五幕剧ꎬ使穿黑

袈裟的达尔杜弗改穿世俗服装ꎬ但讽刺宗教伪善的主题并未

改动ꎮ 他先后两次向路易十四上陈情表ꎬ甚至以不再写喜剧

来要挟路易十四ꎬ但禁令仍未解除ꎮ 一六六九年ꎬ«达尔杜

弗»第一次公开演出ꎬ获得很大成功ꎬ从此成为莫里哀的最受

观众欢迎的剧本ꎮ
«堂璜»(１６６５)是莫里哀的第二部巨型讽刺喜剧ꎬ写一个

在十七世纪法国非常流行的西班牙故事ꎮ 堂璜这个“恶棍大

贵人”有两面性ꎮ 一方面ꎬ他是封建社会产生的最典型、最无

耻而又伪善的掠夺者ꎮ 另一方面ꎬ他漂亮、聪明、勇敢、文雅ꎮ
他的形象表现了十七世纪法国封建贵族在生活和道德上的腐

败ꎬ但他却有一副高贵堂皇的外表ꎮ «堂璜»演了十五场便被

９０２



禁了ꎮ
«愤世嫉俗»(１６６６)的主人公阿尔赛斯特的性格相当复

杂ꎮ 他基本上是个正直的人ꎮ 他揭发贵族们自私自利、庸俗

无聊、吹牛拍马、争权夺利ꎬ自己却爱上一个好诽谤别人的淫

荡女人ꎮ 这矛盾把他造成一个滑稽可笑而带有悲剧性的喜剧

人物ꎮ «愤世嫉俗»是莫里哀精心雕琢的喜剧ꎬ波瓦洛给它以

很高的评价ꎬ认为它是莫里哀最优秀的作品ꎬ但演出并不成

功ꎮ
«屈打成医»(１６６６)说明莫里哀的喜剧和法国民族文学

传统的密切关系ꎮ 他采用中古韵文故事«农民医生»的情节ꎬ
把主人公斯卡纳赖尔刻画为民间英雄ꎮ 斯卡纳赖尔机智、勇
敢、活泼ꎬ充满生命力ꎮ 他扮演的是骗子角色ꎬ但莫里哀要揭

发的不是斯卡纳赖尔ꎬ而是那些不学无术、欺骗讹诈的医生ꎮ
斯卡纳赖尔是作者用来进行批评的武器ꎬ不是批评的对象ꎮ

«吝啬鬼»(１６６８)也是莫里哀的优秀喜剧之一ꎬ讽刺资产

阶级贪财如命的本质ꎮ 阿尔巴贡是个靠放高利贷发财的资产

者ꎮ 他在儿女面前装穷ꎬ嫌他的儿子在穿著打扮上花钱ꎬ教他

拿赌博赢来的钱去放高利贷ꎮ 关于女儿的婚姻ꎬ他考虑的是

对方要不要陪嫁ꎮ 他放高利贷ꎬ想不到借债的人就是自己的

儿子ꎮ 他想续弦ꎬ却成了儿子的情敌ꎮ 这些偶合场面在现实

生活中是不常见的ꎬ但莫里哀运用起来却大大加深了喜剧气

氛ꎬ深刻反映了资产阶级人与人之间在金钱面前赤裸裸的利

害关系ꎮ 他埋在花园里的一万金币被偷后ꎬ他痛哭流涕ꎬ几乎

想以身殉ꎮ 他闹翻了天ꎬ把家里所有的人都看成贼ꎬ要求开动

国家的一切统治机器ꎬ替他找回他的“命根子”ꎮ 莫里哀很出

色地用喜剧夸张的手法ꎬ把阿尔巴贡的吝啬性格烘托出来ꎮ
«乔治唐丹»(１６６８)也是一部讽刺资产阶级的喜剧ꎬ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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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他们向上爬的虚荣心理ꎮ 乔治唐丹是个暴发户ꎬ企图以

依附贵族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ꎮ 他用自己的钱使贵族丈人

免于破产ꎬ他的妻子对他却不忠实ꎮ 莫里哀谴责贵族的无耻ꎬ
描写乔治唐丹的不幸遭遇ꎬ同时也指出ꎬ应该对这不幸负责

的是乔治唐丹本人ꎮ
一六六九年后ꎬ莫里哀还写过一些优秀喜剧:«贵人迷»

(１６７０)、«司卡班的诡计»(１６７１)、«女学者»(１６７２)、«没病找

病»(１６７３)等ꎮ «司卡班的诡计»是一部有民主倾向的喜剧ꎮ
它采用罗马喜剧家泰伦斯的«福尔米奥»的情节和意大利即

兴喜剧的结构形式ꎬ但主角司卡班却是十足的法兰西民间人

物ꎮ 他不仅像«达尔杜弗»中的道丽娜和«吝啬鬼»中的阿箭

那样替小主人出谋献策ꎬ战胜顽固落后的家长ꎬ而且有本领使

他的老主人在被他捉弄时还把他当作自己的忠心仆人ꎮ 他狡

猾、聪明、灵活、快乐ꎮ 波瓦洛一向热烈赞赏莫里哀的艺术才

能ꎬ但不欣赏«司卡班的诡计»ꎮ 他谴责莫里哀“抛弃趣味和

风雅”ꎬ说他不应该把“司卡班装人的口袋”搬上舞台ꎮ 实际

上ꎬ莫里哀用民间戏剧的优良传统丰富了他的喜剧创作ꎬ这正

是他的优点ꎮ
莫里哀虽然有时在题材上走出古典主义的框子ꎬ但他的

喜剧具有古典主义的优点ꎬ结构形式谨严ꎬ戏剧冲突鲜明ꎮ 他

没有受到三一律的束缚ꎬ反而以高度的技巧掌握了这个规则ꎮ
他在形象塑造方面显示出卓越的艺术才能ꎮ 他的人物特点是

集中、夸张ꎬ概括性强ꎬ他们的一言一行都突出地表现了他们

的主导性格ꎮ 莫里哀把伪善者的一切特征都集中在达尔杜弗

身上ꎬ使他几乎成为伪善的化身ꎮ 同样ꎬ他把阿尔巴贡的吝啬

也刻画成强烈的情欲ꎬ并且用夸张手法突出他的性格ꎮ
莫里哀的人物的语言和他们的性格、身分完全一致ꎮ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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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喜剧有的用诗体ꎬ有的用散文ꎮ 诗剧大都采用亚历山大体ꎬ
有时也用自由体ꎮ 他的散文流畅自然ꎬ很接近口语ꎮ 他的喜

剧吸取了人民的语言ꎬ有不少句子已成为谚语ꎮ
古典主义文学的成就并不限于戏剧ꎬ巴斯加 ( １６２３—

１６６２)的宗教论战作品、拉罗史孚哥勒(１６１３—１６８０)的伦

理著作、波舒埃(１６２７—１７０４)的演说词、赛维尼夫人(１６２６—
１６９６)的书信、累慈红衣主教(１６１３—１６７９)的回忆录等都享

有很高声誉ꎮ 他们都是散文作家ꎮ 第二期古典主义诗人中同

莫里哀和拉辛齐名的有«寓言诗»作者拉封丹及«诗的艺术»
作者波瓦洛ꎮ

若望德拉封丹(１６２１—１６９５)是欧洲著名的寓言作

家之一ꎮ 他生于一个小官吏家庭ꎬ在农村度过童年ꎬ一六五二

年到巴黎ꎮ 他从小喜爱田野森林ꎬ注意禽兽特性ꎬ熟悉农民生

活ꎮ 他钻研古代文学ꎬ也爱读中古的法国民间文学和文艺复

兴时期拉伯雷、卜伽丘、阿利奥斯托、塔索等人的作品ꎮ
拉封丹写过悲剧、喜剧、哀歌、民歌、故事诗等ꎬ但以«寓言

诗»的成就最为突出ꎬ享有全欧声誉ꎮ «寓言诗» (１６６８ꎬ１６７９ꎬ
１６９４)共十二部ꎬ二百三十九篇ꎮ拉封丹说ꎬ他的«寓言诗»是

一部巨型喜剧ꎬ幕数上百ꎬ
　 　 宇宙是它的背景ꎬ
人、神、兽扮演其中的角色ꎮ

在这部“巨型喜剧”里ꎬ作者制作了十七世纪法国社会的大画

幅ꎬ塑造了各个阶层的人物性格ꎬ分析他们的心理活动ꎮ 狮是

封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的形象ꎮ 有的狮子英明ꎬ善于使用人

才(«狮子出征»)ꎻ有的狮子衰老无能(«年老的狮子»)ꎻ有的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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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需要老鼠的援助(«狮子和老鼠»)ꎻ有的蛮横ꎬ恃强凌弱(«母
牛、母山羊、母绵羊和狮子合伙»)ꎮ «狼和小羊»的故事和伊索

寓言相同ꎬ不管小羊怎样对狼讲道理ꎬ狼总是要吃羊的ꎮ 这首

诗一开头就写道:“强者的理由永远是最好的理由ꎮ”它深刻揭

露了封建社会是弱肉强食、人吃人的社会ꎮ «小耗子、小公鸡和

猫»中的猫是达尔杜弗一类的人物ꎬ是披着宗教外衣做尽坏

事的伪善教士的形象ꎮ 在小耗子面前ꎬ他装成非常温和、谦
虚、仁慈ꎬ实际上比小公鸡更可怕ꎬ是鼠类最危险的敌人ꎮ

拉封丹对劳动人民有一定的感情ꎮ «死神和樵夫»诉说

樵夫处在“兵士、捐税、债主、赋役” 的重压下的痛苦心情ꎮ
«老太婆和两个女仆»描写富人用种种手段剥削穷人ꎬ要女仆

为自己积累财富ꎬ连她们休息睡觉的权利也被剥夺了ꎮ «樵
夫和麦丘利»叙述丢了斧头的樵夫不贪财ꎬ不说谎ꎬ不肯冒认

金斧和银斧ꎻ劳动人民勤劳诚实的美德得到作者的赞赏ꎮ 这

些寓言现实意义很强ꎬ具有鲜明的民主倾向ꎮ
«寓言诗»的道德格言没有道学家的气味ꎬ是作者从实际

生活中体验出来的一些立身处世的道理ꎮ 拉封丹劝人不要损

人利己(«鹤和狐狸»、«猎狗和她的伙伴»)ꎬ不要吝啬、贪财

(«下金蛋的鸡»、«失去财宝的守财奴»)ꎮ 他说ꎬ“劳动就是

财富”(«庄稼人和他的孩子们»)ꎬ“人们必须互助ꎬ这是自然

法则”(«狗和驴子»)ꎬ“任何事情都要考虑后果”(«狐狸和山

羊»)ꎮ 有些寓言诗抒发了作者的感情ꎬ如对悠然自在的生活

的喜爱ꎬ对大自然的欣赏ꎬ对友谊的珍惜等等ꎬ因而饶有抒情

诗风味ꎮ
拉封丹是描绘禽兽的能手ꎬ寓言诗中的禽兽在他笔下绘

影绘声ꎬ给人以真实之感ꎮ 寓言故事一般简短ꎬ集中精炼ꎬ富
有戏剧性ꎬ有开场ꎬ有发展ꎬ有高峰ꎬ有收场ꎮ 他善于采用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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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言ꎮ 拉封丹是个杰出的诗人ꎮ 他的诗的韵律千变万化ꎬ
有亚历山大体ꎬ更多的是长短不齐的自由体ꎮ

尼古拉波瓦洛—德彼雷奥(１６３６—１７１１)是古典主义

的发言人和立法者ꎬ生于资产阶级家庭ꎮ 他学过神学和法律ꎬ
但他既不愿献身宗教ꎬ也不想当法官ꎬ一心一意要作诗人ꎮ 一

六六○至一六六九年ꎬ他先后写过十二篇讽刺诗ꎬ一六六九年

后陆续写了一些«诗简»及其他诗作ꎮ 他最重要的作品是用

诗体写成的文艺理论«诗的艺术»(１６７４)ꎮ
波瓦洛开始写作时ꎬ古典主义的新生力量已经开始显露ꎬ

但还不很茁壮ꎮ 旧派势力感到新派作家的威胁ꎬ对他们极力

排挤打击ꎮ 波瓦洛以保卫古典主义作家为己任ꎮ 他用讽刺的

武器来“消除时代的谬误”ꎬ揭露那些投靠贵族财主的“文丐”ꎬ
抨击贵族沙龙中流行的违反现实的作品ꎮ 他指出ꎬ尽管«熙
德»为黎塞留所反对ꎬ但巴黎观众的赞赏抵消得了法国学士

院的谴责ꎮ «费得尔»上演后遭到旧势力的恶意排挤ꎬ波瓦洛

写诗简一封安慰拉辛ꎬ给他的悲剧以很高的评价ꎮ 他用热情

洋溢的话赞扬莫里哀的诗才:“请你指教我ꎬ莫里哀ꎬ你的韵

是哪里找来的?”他对古典主义的成长和发展起过很大作用ꎮ
«诗的艺术»是古典主义作家成就的理论总结ꎬ其中有一

般性的理论ꎬ也有具体的规律ꎮ 波瓦洛认为诗人要有天赋才

能ꎬ但也强调辛勤劳动的重要ꎮ 伟大的诗人要有伟大的心灵ꎬ
写诗不是作买卖ꎬ诗人的目的不在赚钱ꎮ 他的理论体现着以

古代文学为典范的古典主义原则ꎮ 他为每一种体裁制订规

则ꎬ并提出一些古希腊、罗马作家作为学习榜样ꎮ 他明确规定

理性是文学创作的基本原则ꎬ他说:“要爱理性:愿你的写作

永远从理性获得光芒和价值ꎮ”他教人“一切要以良知为归

依”ꎬ“永远要使良知和韵律符合一致”ꎮ 在他看来ꎬ良知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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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ꎬ理性是构成普遍“人性”的核心ꎮ 他要求作家注意真

实ꎮ 早在«诗简»里ꎬ他就写道:“只有真才是美ꎬ只有美才可

爱ꎮ”在«诗的艺术»里ꎬ他进一步指出作家必须观察生活ꎬ“把
自然奉为唯一的研究对象”ꎬ“诗人永远不要离开自然”ꎮ 他

所理解的“自然”ꎬ不是自然景色ꎬ而是客观世界ꎮ
波瓦洛为诗体划分等级ꎬ把它分为“大体裁”和“小体

裁”ꎮ 大体裁是史诗、悲剧和喜剧ꎬ其他都是小体裁ꎮ 他说史

诗只能取材于古代神话ꎬ«圣经»不能给史诗提供素材ꎮ 悲剧

要“逼真”ꎬ他要求悲剧家严格遵守三一律ꎬ“舞台表演自始至

终只能有一个情节ꎬ要在一个地点和一天内完成”ꎮ 他规劝

喜剧家“研究宫廷ꎬ认识城市”ꎮ 宫廷要研究ꎬ城市只要求认

识ꎬ至于下层社会生活就不能登大雅之堂了ꎮ 他因为莫里哀

把民间戏剧的创作手法和人物形象搬上舞台而表示惋惜ꎮ
«诗的艺术»中有些观点值得重视ꎬ但也有错误的地方ꎬ

尤其是他把古典主义美学原则看成是永恒不变的观点ꎮ 尽管

如此ꎬ波瓦洛的理论对现实主义美学有一定的贡献ꎬ这是无可

否认的ꎮ
十七世纪后期路易十四王朝日益反动ꎬ阶级矛盾更为激

烈ꎬ这矛盾在文学中得到了反映ꎮ 后期作家拉布吕耶尔和费

纳龙的作品对现状表示不满ꎬ提出改革的要求ꎬ他们的民主倾

向为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文学准备了一定的条件ꎮ
若望德拉布吕耶尔(１６４５—１６９６)的«品格论»(１６８８)是

一部独创一格的散文作品ꎬ其中有人物素描、小型故事、戏剧

性场面、思想片段等等ꎬ以人物素描写得较为出色ꎮ 作者刻画

了十七世纪七、八十年代法国社会各阶层人物的肖像ꎮ 亲王、
公爵是国王豢养的奴才ꎮ 他们表面亲热ꎬ背后互相排挤攻击ꎮ
资产阶级欺骗成性ꎬ唯利是图ꎮ 作者指出金钱败坏社会风气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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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父母子女之间的感情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ꎮ 他也描写了

农民的悲惨生活ꎮ 他们终年劳动ꎬ住在兽洞里ꎬ只靠黑面包、
水和树根活命ꎮ 作者说ꎬ他们应该有权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ꎮ
他把“大人物”和人民作对比ꎮ “大人物”表面堂皇ꎬ实际上没

有灵魂ꎻ人民没有可以炫耀的外表ꎬ但本质是好的ꎮ
弗朗索瓦德拉莫特费纳龙(１６５１—１７１５)当过

路易十四的孙子的师傅ꎬ以自己的政治思想教育王孙ꎮ 他提

出“国王是政府的仆人”的进步思想ꎬ来对抗路易十四的“朕
即国家”的专制主义ꎮ 他的«忒勒马科斯»(１６９９)是一部传奇

小说ꎬ采用荷马史诗«奥德修纪»第四章的故事ꎮ 忒勒马科斯

离家寻访父亲奥德修ꎬ从庇洛斯、斯巴达走到卡吕普索岛ꎬ甚
至到了地狱ꎮ 小说的结构形式和拉伯雷的«巨人传»有相似

之处ꎮ 作者通过忒勒马科斯的飘流各地ꎬ阐述他的反对专制

暴政的思想ꎮ 他批评路易十四的战争和殖民政策、宫廷的奢

侈、官吏的腐败ꎮ 他描写专制王权压迫下的人民大众的苦难ꎬ
提出他的理想社会ꎬ在这社会里ꎬ人民负担合理的捐税ꎬ安居

乐业ꎬ不受战争威胁ꎮ
十七世纪八、九十年代ꎬ法国文学界发生一场“古今之

争”ꎬ争论的中心问题是:作家应当学习古人ꎬ还是学习今人?
有些人根据当时自然科学的新发明ꎬ认为今人在科学领域内

已经超过古人ꎬ文学艺术也不可能例外ꎮ 十七世纪诗人、作家

已作出优异成绩ꎬ不比古代作家差ꎮ 一六八七年ꎬ查理贝洛

勒(１６２８—１７０３)在法国学士院宣读他的诗«路易十四时代»ꎬ
他说路易十四时代和罗马奥古斯都时代相比毫无逊色ꎮ 但他

错误地把一些曾受波瓦洛严厉批评的贵族沙龙作家和高乃

依、莫里哀并列ꎬ用来作为今人胜于古人的证明ꎮ 波瓦洛在他

宣读时当场退席ꎬ表示抗议ꎮ 随后ꎬ波瓦洛提出反驳ꎬ以荷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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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维吉尔为例ꎬ说明古代作家是绝对卓越的ꎮ 拉封丹和拉布

吕耶尔同他站在一边ꎮ 他们看不见时代已经改变ꎬ坚决认为

古代文学是最高的典范ꎬ今人永远超不过古人ꎮ 直到一六九

四年ꎬ波瓦洛和贝洛勒互相让步ꎬ两派争论才暂时停息ꎬ但问

题远未解决ꎮ 十八世纪环绕这问题的争论仍然不时发生ꎬ有
时剧烈ꎬ有时缓和ꎮ 一百多年后ꎬ浪漫主义作家推翻了古典主

义的权威ꎬ争论才最后结束ꎮ
“古今之争”说明法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增长了ꎬ不能忍受

古人比今人优越的观点ꎬ同时它又是文学中自由倾向的表现ꎬ
诗人、作家不再愿意接受古典主义清规戒律的束缚ꎬ要求创作

有更大自由ꎮ “古今之争”可以说是宣布了十八世纪启蒙思

想家和作家的自由批判精神的诞生ꎮ

第三节　 英国文学和弥尔顿

十七世纪英国海外贸易和工业日益发达ꎬ农村中资本主

义关系进一步发展ꎮ 但国王查理一世仍然是最大的土地领

主ꎬ他控制生产和贸易的专利权ꎬ征收重税ꎬ引起人民群众的

不满ꎬ同时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也尖锐化了ꎮ 资产阶级在国会

里和经营工商业的新贵族结成同盟ꎬ反对王权ꎬ并在人民群众

支持下ꎬ于一六四二年发动革命ꎮ 一六四九年革命成功ꎬ建立

共和国ꎬ判处查理死刑ꎬ克伦威尔执政ꎮ
共和国成立以后ꎬ人民群众有进一步的民主要求ꎬ资产阶

级感到恐惧ꎬ在一六六○年和旧贵族妥协ꎬ迎回查理二世复

辟ꎮ
复辟后的政权日趋反动ꎮ 詹姆斯二世想恢复天主教ꎬ以

巩固他的反动统治ꎮ 宫廷充满了骄奢淫逸的风气ꎮ 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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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六八八年发动政变ꎬ即所谓的“光荣革命”ꎬ迎来荷兰的

威廉作英国国王ꎬ建立君主立宪国家ꎮ 从此资产阶级的统治

才逐渐巩固下来ꎮ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在宗教的外衣下进行的ꎮ 早在十六

世纪后半期ꎬ英国资产阶级认为宗教改革不彻底ꎬ国教保留了

许多天主教因素ꎬ因而创立一个新教派———清教ꎮ 清教反对

国教铺张浪费的宗教仪式、贵族阶级奢侈淫靡的生活ꎬ以及戏

剧娱乐等ꎬ提倡勤俭节欲ꎬ以利资本积累ꎮ 资产阶级在进行革

命时ꎬ利用清教运动ꎬ从«圣经»上借来响亮口号ꎬ以鼓起人民

的革命情绪ꎮ
革命时期ꎬ随着人民运动的高涨ꎬ出现了利尔本(１６１８—

１６５７)和温斯坦利(１６２８? —１６９８)等人民运动领袖ꎬ他们写

了许多政论文ꎬ要求把革命向前推进一步ꎬ争取广大人民的政

治和经济权利ꎮ 但这些运动的参加者成分复杂ꎬ在大资产阶

级的残酷镇压下先后遭到失败ꎮ
在革命和复辟时期最有成就的作家是弥尔顿ꎬ其次是班

扬ꎮ 此外ꎬ在诗歌方面有两个主要派别ꎮ 一派是以约翰邓

恩(１５７２—１６３１)为首的“玄学派”ꎬ他们的诗歌一般写爱情、
隐居生活或宗教感情ꎮ 他们脱离现实ꎬ强调个人内心感受ꎬ诗
歌的内容晦涩难解ꎬ以意象奇幻取胜ꎬ反映了当时一部分文人

对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理想失去信心ꎮ 别一派是骑士

派ꎬ他们在内战期间多半参加过王军或王党ꎮ 他们的诗多以

爱情为主题ꎬ宣扬及时行乐的思想ꎬ缺乏真实严肃的感情ꎮ
复辟后ꎬ封建王朝从法国带来古典主义的文学趣味ꎬ提倡

戏剧ꎬ恢复了清教徒所封闭的剧院ꎬ文学创作一时以戏剧为

主ꎮ 剧作家有德莱顿、 威彻理 ( １６４０—１７１６)、 康格利夫

(１６７０—１７２９)等ꎬ其中德莱顿最重要ꎮ 这时流行的戏剧大都

８１２



写爱情故事ꎬ迎合宫廷贵族的庸俗趣味ꎮ
约翰弥尔顿(１６０８—１６７４)生于伦敦一个富裕的清教

徒家庭ꎬ在剑桥大学求学时和毕业后一个时期ꎬ钻研古代和文

艺复兴时期文学ꎬ深受人文主义思想熏陶ꎮ 一六三八年他旅

行意大利ꎬ访问过被天主教会关在狱里的伽利略ꎬ并和意大利

的文人学者交往ꎮ 一六三九年ꎬ英国革命形势紧张ꎬ他回国参

加反对国王和国教的斗争ꎬ在一六四一到一六四五年间发表

过许多政论小册子ꎬ一六四九年共和国成立后ꎬ新政府任命他

为拉丁文秘书ꎮ 他写了不少文章捍卫共和国ꎬ因积劳过度ꎬ双
目失明ꎬ但仍坚持斗争ꎮ 王朝复辟后ꎬ他受到迫害ꎬ著作被焚

毁ꎬ生活贫困ꎮ 这一时期ꎬ他完成了三部杰作:«失乐园»、«复
乐园»和«力士参孙»ꎮ

弥尔顿早年的创作主要是短诗ꎬ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快
乐的人»和«幽思的人»(１６３２)ꎮ 这两首诗描写诗人的轻松愉

快心情和沉思的乐趣ꎬ体现了人文主义者对生活享受的追求ꎮ
他的十四行诗歌颂自由ꎬ斥责教会ꎬ或抒写个人的情怀ꎬ艺术

上有较高的成就ꎮ
弥尔顿在担任政府职务前后写过不少政论文ꎬ参加宗教

和政治论战ꎮ 他站在清教徒立场ꎬ主张取消国教的主教制度ꎬ
并在政治问题上给王党以有力打击ꎮ 他的«论出版自由»
(１６４４)主张言论自由ꎬ反对当权的长老派的跋扈ꎮ «论国王

与官吏的职权»(１６４９)从«圣经»和古希腊、罗马的政治学说

中找出论据ꎬ说明人民有权废除和杀死暴君ꎬ以坚定人民的革

命信心ꎮ «为英国人民声辩» (１６５１)驳斥反动派所谓英国人

民犯了弑君之罪的谰言ꎮ
«失乐园» (１６６７)长约一万行ꎬ分十二卷ꎬ故事取自«旧

约»ꎮ 夏娃和亚当因受撒旦引诱ꎬ偷吃知识树上的禁果ꎬ违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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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上帝旨令ꎬ被逐出乐园ꎮ 撒旦原是大天使ꎬ但他骄矜自满ꎬ
纠合一部分天使ꎬ和上帝作战(卷 ５、６)ꎬ于是被打到地狱里遭

受苦难(卷 １、２)ꎮ 他这时已无力反攻天堂ꎬ才想出间接报复

的办法ꎬ企图毁灭上帝创造的人类ꎮ 上帝知道撒旦的阴谋ꎬ但
为考验人类对他的信仰ꎬ便不阻挠撒旦ꎮ 撒旦冲过混沌ꎬ潜入

人世ꎬ来到亚当居住的乐园(卷 ３、４)ꎮ 上帝派遣拉法尔天使

告诉亚当面临的危险ꎬ同时把上帝创造世界和人类的经过告

诉他(卷 ７、８)ꎮ 但是亚当和夏娃意志不坚ꎬ受了撒旦的引诱ꎬ
吃了禁果(卷 ９)ꎮ 上帝决定惩罚他们(卷 １０)ꎬ命迈克尔天使

把他们逐出乐园ꎬ在放逐前ꎬ迈克尔把人类将要遭遇的灾难告

诉了他们(卷 １１、１２)ꎮ
诗人写这首诗的目的在于说明人类不幸的根源ꎮ 他认为

人类由于理性不强ꎬ意志薄弱ꎬ经不起外界的影响和引诱ꎬ因
而感情冲动ꎬ走错道路ꎬ丧失了乐园ꎮ 夏娃的堕落是由于盲目

求知ꎬ妄想成神ꎮ 亚当的堕落是由于溺爱妻子ꎬ感情用事ꎮ 撒

旦的堕落是由于野心勃勃ꎬ骄傲自满ꎮ 诗人通过他们的遭遇ꎬ
暗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也由于道德堕落、骄奢淫逸而惨遭失

败ꎮ
弥尔顿继承了十六世纪的人文主义思想ꎬ接受了十七世

纪新科学的成就ꎬ同时对它们采取批判的态度ꎮ 他肯定人生ꎬ
但否定无限制的享乐ꎮ 他肯定人的进取心、自豪感ꎬ但否定由

此演变出来的野心和骄傲ꎮ 他肯定科学ꎬ但认为科学并不是

一切ꎬ有科学而没有正义和理想ꎬ人类不会得到和平与幸福ꎮ
弥尔顿的这种思想也就是革命的清教思想的反映ꎮ

弥尔顿在思想上要批判骄矜的撒旦ꎬ感情上却同情他所

处的地位ꎬ因为撒旦受上帝惩罚ꎬ很像资产阶级受封建贵族的

压迫ꎮ 在描绘地狱一场时ꎬ弥尔顿虽然口口声声说撒旦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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嫉妒、野心勃勃ꎬ但在对话里ꎬ在形象上ꎬ撒旦又完全是一个受

迫害的革命者ꎮ 这个形象十分雄伟ꎬ在凶险的地狱背景衬托

下ꎬ他的战斗决心表现得更鲜明ꎮ 撒旦说:

　 　 　 　 战场上虽然失利ꎬ怕什么?
这不可征服的意志ꎬ报复的决心ꎬ
切齿的仇恨ꎬ和一种永不屈膝ꎬ
永不投降的意志———却都未丧失ꎮ

同时通过和撒旦一起被贬入地狱的天使们的形象ꎬ诗人描绘

了当年愤怒的革命战士:

　 　 　 　 对最高的掌权者ꎬ
他们发出了怒吼ꎬ并用手中的枪ꎬ
在他们盾牌上ꎬ敲出猛烈的声响ꎬ
愤愤然向头上的天穹挑战ꎮ

这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可磨灭的记录ꎬ是卓越的艺术成

就ꎮ 而诗中的上帝却显得冷酷无情ꎬ缺乏生气ꎮ
弥尔顿在这首诗里对于封建贵族的放荡生活也给予尖锐

的批评ꎮ
在«失乐园»里ꎬ弥尔顿显示了高超的艺术ꎮ 诗人的革命

热情和高远的想象使他雕塑出十分雄伟的人物形象ꎬ如撒旦、
罪恶、死亡等ꎬ描绘了壮阔的背景ꎬ如地狱、混沌、人间等ꎮ 他

的诗歌风格是高昂的ꎮ 诗中运用了璀璨瑰丽、富有抒情气氛

的比喻ꎬ独特的拉丁语的句法ꎬ和雄浑洪亮的音调等ꎮ 在结构

上ꎬ«失乐园»承继着古希腊、罗马史诗的传统ꎬ成为英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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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部杰出的史诗ꎮ
«复乐园»(１６７１)四卷ꎬ根据«新约路加福音»描述耶稣

被诱惑的故事ꎮ 耶稣在约旦河畔由圣徒约翰施洗后ꎬ准备公

开布道ꎬ这时圣灵引他到荒郊ꎬ先要给他一次考验ꎮ 这考验就

是撒旦对他的引诱ꎮ 撒旦第一天以筵席ꎬ第二天以城市的繁

华和古希腊、罗马的文学艺术引诱耶稣ꎬ都遭到拒绝ꎮ 第三天

撒旦使用暴力ꎬ把耶稣放在耶路撒冷的庙宇的顶上ꎬ他也毫不

畏惧ꎮ 后来天使们把他接下来ꎬ认为他胜利地经受了考验ꎬ于
是他开始布道ꎬ替人类恢复乐园ꎮ

«复乐园»和«失乐园»都说明了生活的引诱问题ꎬ但«失
乐园»所强调的是理性控制情欲ꎬ是人文主义对生活的肯定

和清教的道德观之间的相互协调ꎻ而«复乐园»则强调信仰消

除情欲ꎬ体现宗教思想的胜利ꎬ这首诗反映了革命挫败后ꎬ诗
人厌弃和抗拒复辟王朝的道德堕落和反动王朝对古代文化的

歪曲ꎬ以锻炼自己的性格ꎬ继续和封建势力作斗争ꎮ 诗里的耶

稣念念不忘罗马奴役下的以色列ꎬ他认为以色列的解放一时

还不能实现ꎬ但是他说:“一旦那一天来临ꎬ你不要想象我会

坐失良机ꎮ”这说明了诗人对英国革命的始终不渝的态度ꎮ
«力士参孙» (１６７１)是一出悲剧ꎬ取材于«旧约士师

记»ꎮ 参孙是以色列民族英雄ꎬ被妻子大利拉出卖给非利士

敌人ꎬ眼珠被挖掉ꎬ每日给敌人推磨ꎮ 一个节日ꎬ非利士人庆

祝对参孙的胜利ꎻ参孙痛苦万分ꎬ这时他父亲劝他和解ꎬ大利

拉的忏悔更给他以刺激ꎬ敌人赫拉发对他威胁和侮辱ꎬ这些都

激发了他的战斗精神ꎮ 在敌人威逼他表演武艺之后ꎬ他撼倒

了演武大厦的支柱ꎬ整个大厦坍塌ꎬ他和敌人同归于尽ꎮ
这出悲剧表现了坚强的革命精神ꎮ 它反映了王朝复辟后

资产阶级革命者内心的痛苦和身受的迫害ꎮ 歌队这样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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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神:　 　 　 　

　 　 你甚至叫他们

死在邪门异教的刀剑之下ꎬ
把他们尸体丢给野狗、猛禽ꎻ
或使他们作俘虏ꎬ
或朝代改了ꎬ在暗无天日的法庭里

受负义群氓的审判处刑ꎮ

从这里可以看出复辟王朝如何残酷地对待革命者ꎬ如何

杀的杀ꎬ放逐的放逐ꎬ就连克伦威尔的尸体也被枭首示众ꎮ 他

们痛苦异常ꎬ愤怒无比ꎬ一定要继续革命:

有一天神会把不可战胜的力量

放在人民救星的手里ꎬ
来镇压世间的暴力、人民的迫害者

和野兽一般狂暴的恶人ꎮ

诗人也指出深自忏悔ꎬ克制骄矜ꎬ控制情欲ꎬ恢复信心ꎬ是资产

阶级革命的道路ꎮ
«力士参孙»采用了崇高严肃的题材ꎬ具有汹涌澎湃的感

情ꎬ质朴有力的语言ꎬ活泼有节的音律ꎮ 这一悲剧是弥尔顿艺

术的新发展ꎮ 它运用希腊悲剧形式ꎬ实际上是一部宏伟的剧

诗ꎮ
约翰班扬(１６２８—１６８７)是典型的清教徒作家ꎮ 他以

补锅为业ꎬ参加国会军ꎬ后来在家乡传道ꎬ反对国教ꎬ王朝复辟

后ꎬ被捕入狱达十二年ꎮ 在狱中和出狱后ꎬ他写过不少作品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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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是«天路历程»(１６７８ꎬ１６８４)ꎮ
«天路历程»是一部寓意小说ꎮ 前部叙述名为“基督徒”

的主人公抛弃家园妻子ꎬ跋涉高山深水ꎬ战胜猛兽妖魔ꎬ最后

到达天国之城的经历ꎮ 后部描写基督徒的妻子ꎬ继丈夫之后

寻找天国的故事ꎮ 这部作品反映了小生产者的宗教狂热ꎬ同
时通过一系列寓意形象对社会现实有所批判ꎮ 例如基督徒路

过名利城时ꎬ看到灵魂肉体、功名富贵都在市场出卖ꎬ他自己

也遭到违法乱纪、荼毒生灵的法官的迫害ꎮ 有些情节和人物

写得比较生动ꎮ 在语言方面ꎬ班扬采用了人民的口语ꎬ生动有

力ꎮ
英国文学中的古典主义因素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已经存

在ꎬ从弥尔顿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到古代文学的影响ꎮ 但古典

主义作为一个流派则是随复辟王朝从法国回来之后才形成

的ꎮ 英国古典主义流派依附反动封建王朝ꎬ从一开始就具有

保守倾向ꎮ 他的创始者是约翰德莱顿(１６３１—１７００)ꎮ 他

是复辟王朝的桂冠诗人ꎬ信仰天主教ꎬ他站在保守立场写了一

些政治讽刺诗、宗教论争诗和剧本ꎮ 他的文学评论如«论剧

诗»(１６６８)和许多作品的序言ꎬ强调理性和规律ꎬ指出悲剧中

三一律的重要性ꎬ主张形式完美ꎮ 他推崇古希腊、罗马作家ꎬ
但也肯定乔叟、斯宾塞、莎士比亚的成就ꎮ 他观察敏锐ꎬ对作

家的评论时有灼见ꎬ超出前人和同时代的评论家ꎮ 他的大量

古典主义创作ꎬ系统的古典主义理论ꎬ他的讽刺诗的技巧ꎬ他
的翻译ꎬ他的准确平易的散文ꎬ都对十八世纪英国古典主义文

学有很大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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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西班牙文学

十六世纪后半期ꎬ西班牙已经开始衰败ꎮ 到了十七世纪ꎬ
西班牙虽然在国外还占据某些领地ꎬ但已失去强国地位ꎮ 各

地起义不断发生ꎬ政府几乎无力对付ꎬ而宫廷中还保持繁缛的

礼仪和豪华的生活ꎮ 专制政府又通过天主教教会用残酷手段

加强反动统治ꎬ使整个西班牙笼罩在阴暗的宗教气氛之中ꎮ
十七世纪的西班牙文学也趋于衰落ꎬ逐渐失去了“黄金

时代”的繁荣景象ꎮ 天主教反动统治使文艺复兴时期以人文

主义为内容的文学遭到沉重打击ꎬ宗教思想控制着整个文学

界ꎬ贵族绮丽派盛极一时ꎮ
西班牙贵族绮丽派文学被称为冈果拉派ꎬ创始人是路易

斯德冈果拉(１５６１—１６２７)ꎮ 冈果拉早期写故事诗和短

诗ꎬ后期发表了不少风格纤巧的诗歌ꎬ如长诗«寂寞»(１６１３)
和«波利非莫和伽拉苔亚的故事»(１６１２—１６１３)ꎬ它们曾产生

广泛的影响ꎬ形成一个诗派ꎮ 这个诗派轻视人民群众ꎬ提倡为

“高雅人士”写作ꎬ作品堆砌夸张的词藻ꎬ充满各种隐喻和难

解的词句ꎮ 其内容大都是人生无常、终归毁灭等悲观思想ꎮ
十七世纪上半期ꎬ西班牙人文主义作家虽然遭到教会的

迫害ꎬ但仍然坚持斗争ꎮ 剧作家如蒂尔索德莫里纳

(１５７１? —１６４８)、阿拉尔康(１５８１—１６３９)和卡斯特罗(１５６９—
１６３１)继承维加的传统ꎬ取材于民间文学和历史传说ꎬ写了大量

的作品ꎮ 蒂尔索德莫里纳的«塞维利亚的嘲弄者»(１６３０)
第一次以关于堂璜的民间传说为题材ꎬ描写一个丧尽天良、勾
引妇女的贵族青年ꎬ揭露贵族的罪恶ꎮ 卡斯特罗的«熙德的青

年时代»(１６１８)取材于民间谣曲ꎬ描写这个西班牙民族英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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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迹ꎮ 在散文方面ꎬ凯维多(１５８０—１６４５)的成就较大ꎮ 他是

西班牙最后的人文主义代表之一ꎬ写过许多讽刺性的散文ꎬ也
写了流浪汉小说类型的作品«大骗子堂帕勃罗斯布斯康的

一生»(１６２６)ꎮ 他痛恨贵族、僧侣、贪官污吏、炼金术士、占星

术士等和社会上的道德败坏现象ꎬ给以无情揭露ꎮ 但是在反

动统治下ꎬ他看不见出路ꎬ作品也不免染上悲观色彩ꎮ
十七世纪西班牙最重要的作家是戏剧家彼德罗卡尔德

隆德拉巴尔卡(１６００—１６８１)ꎮ 卡尔德隆出身于马德

里贵族家庭ꎬ曾在马德里耶稣会学院学习ꎬ后来到萨拉曼加大

学攻读哲学和神学ꎮ 他很早就写戏剧ꎬ一六三五年入宫廷服

务ꎬ管理宫廷剧院ꎬ创作了大量剧本ꎬ成为维加以后西班牙最

有名的戏剧家ꎮ 一六五一年ꎬ他入教士籍ꎬ一直担任重要的教

会职务ꎮ 他写过一百二十部剧本ꎬ另有八十部宗教剧和二十

篇幕间短剧ꎮ 在艺术技巧上ꎬ他继承维加的传统ꎬ但是也讲究

华丽的布景和服装ꎬ运用夸张的言词ꎮ 他的作品多采用中古

题材ꎬ有浓厚的天主教色彩ꎮ 许多剧本探讨宗教哲学问题ꎬ直
接宣传否定现世、相信来世和忏悔赎罪等宗教思想ꎬ他到晚年

就专写宗教剧了ꎮ 但是卡尔德隆的作品中也有肯定现世幸福

的人文主义主题ꎬ如«精灵夫人»(１６２９)ꎮ 有的剧本甚至歌颂

农民反对贵族迫害的斗争ꎬ如«萨拉梅亚的镇长»(１６３６)ꎮ 这

些矛盾都反映了人文主义的衰落、天主教统治和贵族文学的

深刻影响ꎮ
«人生如梦»(１６３５)是卡尔德隆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ꎬ

主人公是波兰王子西吉斯蒙德ꎮ 国王从天象中得知王子将是

一个凶恶残暴的人ꎬ因此从小就把他囚禁在边塞的古塔里ꎬ过
着半人半兽的生活ꎮ 一天国王用药将他麻醉ꎬ送回宫中ꎬ等他

醒来ꎬ给了他最高的地位和权利ꎮ 西吉斯蒙德为了报复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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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的迫害ꎬ殴打朝臣ꎬ甚至威胁国王ꎮ 国王认为他野性未驯ꎬ
又将他麻醉ꎬ送回古塔ꎮ 王子醒来ꎬ想起前事ꎬ认为这不过是

一场梦ꎬ人生也不过是一场梦ꎬ从此个性大变ꎮ 不久ꎬ国内爆

发起义ꎬ起义者攻入宫中ꎬ擒住国王ꎬ西吉斯蒙德被拥戴为首

领ꎮ 但是这一次他却贤明公正ꎬ宣布施行仁政ꎬ又将王冠归还

父亲ꎮ
这个剧本像卡尔德隆的许多剧本一样ꎬ用寓意的手法阐

述哲理ꎮ 西吉斯蒙德是一个象征性的人物ꎬ他最初是个性情

暴烈的反抗者ꎬ他斥责国王不该既给他生命ꎬ又把他当野兽看

待ꎬ实际上这是对天主教哲学的抗议ꎮ 但是他随即认为人世

一切无非是梦幻ꎬ希望只在来世ꎬ因而变成一个温顺的忏悔

者ꎮ 卡尔德隆通过这个形象提出一个抗议性的问题ꎬ而得出

的却是宗教忏悔的结论ꎮ
卡尔德隆的剧本具有较高的技巧ꎬ善于刻画人物内心ꎬ富

有抒情特点ꎬ许多剧本的独白后来都成了流行的抒情诗ꎮ 这

些都大大影响了十九世纪初期的许多著名作家ꎮ

第五节　 德 国 文 学

十七世纪ꎬ 德国爆发了残酷的三十年战争 ( １６１８—
１６４８)ꎮ 这次战争又称为宗教战争ꎬ实际上是德国的公侯们

为了争权夺利ꎬ利用新教和旧教的分歧ꎬ形成两个阵营ꎬ各自

勾结国外势力ꎬ在德国的国土上烧杀掠夺ꎮ 战争的结果是德

国人口减去三分之一ꎬ城市萧条ꎬ田地荒芜ꎬ矿山损坏ꎬ工商业

衰退ꎮ 大小公侯们只靠着残酷剥削农奴ꎬ维持他们的专制统

治ꎮ 这种情形使德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长期处于落后状态ꎮ
在文学方面ꎬ德国人文主义者的批判精神和民间文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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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封建内容ꎬ在这黯淡的时代里也消失了ꎮ 市民出身的作家

大都依附宫廷ꎬ为公侯们服务ꎮ 一些所谓奖掖文化的宫廷成

为文学活动的中心ꎬ而宫廷又一味模仿外国风尚ꎬ有的把法国

作为榜样ꎬ有的更多地接受西班牙、意大利文化的影响ꎮ 诗人

们则迎合主人的意旨和趣味ꎬ从事写作ꎬ作品内容贫乏ꎬ充满

华丽的词藻、离奇的比喻和堆砌的典故ꎬ成为形式的游戏ꎮ 但

也有少数作家关怀人民的痛苦和国家的命运ꎬ考虑祖国语言

和文学的前途ꎬ在文学理论或实践上作出贡献ꎮ 奥皮茨

(１５９７—１６３９)看到意大利和法国的诗人如彼特拉克、龙沙等

向古代诗歌学习ꎬ提炼自己祖国的语言ꎬ写出格律谨严的民族

诗歌ꎬ他认为德国的诗人也应该能够这样ꎮ 他在他的«德国

诗论»(１６２４)里吸取了法国、意大利文艺理论和实践的成果ꎬ
论述诗的原理和作用ꎬ区分文学的种类ꎬ提倡语言的纯洁性ꎬ
探讨诗的格律ꎮ 他制定抑扬格和扬抑格的规则ꎬ倡导十四行

体和亚历山大体ꎬ对于德国诗歌格律的发展起了划时代的作

用ꎮ 诗人弗莱明(１６０９—１６４０)和格吕菲乌斯(１６１６—１６６４)
都能超越德国文艺界的狭窄范围ꎬ开辟诗的领域ꎮ 前者远游

俄国、波斯ꎬ扩大了眼界ꎬ后者漫游荷兰、法国、意大利ꎬ接触到

当时欧洲哲学、科学、艺术的新成就ꎮ 他们在奥皮茨的影响

下ꎬ运用各种新诗体ꎬ写出反映时代苦难和渴望和平的感人的

诗歌ꎮ 格吕菲乌斯的十四行诗«祖国之泪» (１６３６)概括地叙

述了战争的罪恶和恐怖ꎬ最后他认为比死亡、瘟疫、火灾和饥

馑更为可怕的是许多人丧失了灵魂ꎮ 这是德国十七世纪诗歌

中一首有代表性的名篇ꎮ 格吕菲乌斯也从事戏剧创作ꎬ他是

德国第一个把市民生活写入悲剧的作家ꎬ但当时无人响应ꎻ德
国市民悲剧到一百多年以后的莱辛和席勒手里ꎬ才真正地形

成和发展起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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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诗人都生活在十七世纪前半期ꎬ有比较丰富的知识ꎬ
在提高德国语言、制定诗歌格律等方面有一定贡献ꎬ并为十八

世纪德国民族文学的形成作了一些准备ꎮ 但是他们只向古希

腊、罗马和外国学习ꎬ而轻视本国的民间文学ꎬ有些文学史家

把他们的作品称为“学者的诗”ꎬ并不完全恰当ꎬ但也有一定理由ꎮ
到了十七世纪后半期ꎬ小说家汉斯雅科布克里斯托弗封
格里美尔斯豪森(１６２２? —１６７６)则和他们完全两样ꎮ 他继承十

六世纪民间故事书的传统ꎬ在西班牙流浪汉小说的影响下ꎬ从
平民的立场出发ꎬ写出一系列小说ꎬ广泛描绘了三十年战争时

期德国的社会面貌ꎮ 这套小说中以六卷的«痴儿西木传»
(１６６８—１６６９)最为成功ꎬ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ꎻ其他的小说

都和«痴儿西木传»有一定的联系ꎬ但又各自独立成篇ꎮ
«痴儿西木传»用第一人称叙述西木从童年到中年的遭

遇和发展ꎮ 他儿时由一对农民夫妇抚养ꎬ十岁左右ꎬ军队抢劫

了他的村庄ꎬ他逃入树林ꎬ被一个隐士收容ꎮ 隐士死后ꎬ他卷

入混乱的战争中ꎬ时而在瑞典的军队里充当“小丑”ꎬ时而被

科罗亚人俘虏ꎬ时而成为远近驰名的猎兵ꎬ时而到巴黎过放荡

生活ꎬ时而又在旧教的队伍里服务ꎮ 他在这些遭遇中碰到的

形形色色人物ꎬ对他发生了好的和坏的影响ꎮ 后来他去俄国ꎬ
经过朝鲜、日本、澳门、印度洋、君士坦丁堡、意大利回到故乡ꎬ
他作了一次环球旅行ꎮ 在第五卷的最后两章里ꎬ他给自己过

去动荡不定的生活做了总结ꎬ并整段引用了西班牙作家古瓦

拉(１４９０—１５４５)论文中的话ꎬ“向世界告别”ꎬ要再过隐士生

活ꎮ 第六卷是小说的“续篇”ꎬ记载西木第二次远游ꎬ流落在

一座荒岛上ꎬ在那里劳动为生ꎬ决定不再回到充满罪恶、屠杀

和欺骗的欧洲ꎮ
«痴儿西木传»的主人公从一个淳朴无知的儿童ꎬ经过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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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扮傻的“小丑”和冒险的流浪汉的生活ꎬ不断地追求荣誉、金
钱、爱情、知识ꎬ在战争的风雨里吹来卷去ꎬ经历了无数的所谓

幸福和不幸ꎬ最后是看破世情ꎬ向人生诀别ꎮ 全书以隐居始ꎬ
以隐居终ꎬ作者的思想是消极的ꎮ 但书中有不少地方是作者

亲身的经历ꎬ他自己也是从少年时期起就卷入战争的漩涡ꎬ切
身感受过人民的苦难ꎬ亲眼看到社会上种种不合理现象ꎬ所以

他和当时一般的宫廷诗人迥然不同ꎬ能站在同情人民的立场ꎬ
深刻地描绘这个灾难重重的时代ꎮ 他说ꎬ他的作品不是为宫

廷而是为众人写的ꎬ不只是供人娱乐ꎬ也要起教育和改善社会

的作用ꎮ 他的小说也反映出被压迫人民的愿望和当时进步的

社会思想ꎮ 他曾通过一个自称尤皮特的老人ꎬ梦想将来的德

国应该解放农奴ꎬ豁免税收ꎬ消除宗教分歧ꎬ建立和平ꎮ 他叙

述再洗礼派在当时的匈牙利组织新村ꎬ生产资料收归公有ꎬ男
女享有同等权利ꎬ种种设想和康帕内拉的«太阳国»极为接近ꎮ

«痴儿西木传»的语言是人民的语言ꎬ朴素自然ꎬ又富有

形象性和幽默感ꎮ 它一般被认为是流浪汉小说ꎬ但从它所涉

及的广大的社会面、主人公性格的发展ꎬ以及比较谨严的结构

看来ꎬ它已经超过流浪汉小说的范围ꎬ可以说是德国一部最早

的现实主义小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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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十八世纪文学

第一节　 概　 论

十八世纪欧洲各国历史情况不尽相同ꎮ 英、法仍然是最

先进的国家ꎮ 英国一六八八年的“光荣革命”推翻了复辟王

朝ꎬ确立君主立宪政体ꎬ建成资产阶级和新贵族领导的政权ꎮ
资产阶级在国外大规模进行殖民扩张ꎬ国内发展工商业ꎬ大型

手工业工场发达ꎬ在一些生产部门开始采用机器ꎬ十八世纪中

叶发生了工业革命ꎮ 资产阶级在十八世纪初期还有反封建残

余的任务ꎬ但它和劳动人民的矛盾随着本世纪经济的发展而

日益尖锐ꎮ 法国在欧洲大陆各国中工商业最为发达ꎬ六、七十

年代ꎬ手工业工场开始零星使用机器ꎬ规模较大的企业出现

了ꎮ 但它仍然是个封建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ꎮ 专制王权对

外不断发动战争ꎬ外交一再失败ꎬ对内加紧压榨人民ꎬ屡次宣

告财政破产ꎮ 封建阶级和第三等级之间的矛盾尖锐到极点ꎮ
一七八九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

一次最彻底的斗争ꎬ它的胜利标志着欧洲新的社会政治制度

的确立ꎮ 在德国一些主要城市ꎬ工商业也有一定的进展ꎬ但很

缓慢ꎮ 德国一直处于封建割据状态ꎬ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

上都依附贵族宫廷ꎬ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ꎮ 意大利继续受到

外国侵略ꎬ教会势力猖獗ꎬ资本主义遇到很大阻力ꎮ 俄国比西

欧国家落后ꎬ从彼得一世时期开始才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ꎬ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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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有所增长ꎬ但对农奴的剥削比以前更为残酷ꎮ 七十年代

爆发的规模巨大的普加乔夫起义尽管归于失败ꎬ但有力地打

击了农奴制度ꎬ促进了俄国人民的觉醒ꎮ
十八世纪资产阶级科学家在数学、物理、化学、植物、动

物、天文学等方面作出卓越的贡献ꎬ其中以牛顿 ( １６４２—
１７２７)的成就最为突出ꎮ 英国哲学家洛克(１６３２—１７０４)继霍

布士之后发展了经验主义ꎬ推动了这一时期的唯物主义和自

由思想的传播ꎮ 他在政治上拥护君主立宪制ꎬ主张人民通过

议会行使权力ꎮ 他认为私有财产是人类的天赋权利ꎬ国家的

主要任务在于保护私有制ꎮ 洛克对欧洲启蒙运动影响很大ꎮ
法国思想家贝勒(１６４７—１７０６)和封特奈勒(１６５７—１７５７)继

承笛卡儿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ꎬ摈弃其中上帝存在和灵魂

不死的唯心主义思想ꎬ把理性作为反对封建制度和宗教权威

的武器ꎬ提倡自由检验的科学精神ꎬ肯定人类要不断地进步ꎮ
他们是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先驱ꎮ

十八世纪具有全欧性的思想运动是启蒙运动ꎮ 启蒙思想

家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础上ꎬ在自然科学和唯物主义哲

学的影响下ꎬ形成了他们自己的体系ꎮ 启蒙运动是宣传资产

阶级思想的运动ꎬ启蒙学家以先进的观点教育民众ꎬ为一七八

九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准备了思想条件ꎬ因而有“启蒙”之

名ꎮ 启蒙运动在法国声势最为浩大ꎬ在德国也有蓬勃的发展ꎬ
俄、意等国启蒙思想也很流行ꎮ 英国在十七世纪虽已发生了

资产阶级革命ꎬ但仍然有着启迪民众向封建势力继续斗争的

历史任务ꎮ 由于这个任务是在革命后提到日程上来的ꎬ所以

英国的启蒙活动和法、德等国的启蒙运动并不完全相同ꎮ
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反封建、反教会斗争的继续和发展ꎬ

它继承了人文主义者的理想ꎬ要求从教会束缚下解放个性ꎬ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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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比人文主义者更进一步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封建社会的全

部上层建筑ꎬ其目的是要推翻封建大厦ꎬ建立资产阶级政权ꎮ
因此ꎬ这一思想运动也是一场非常剧烈的政治革命运动ꎮ 教

会是主要的封建堡垒ꎬ它宣称神权和君权至高无上ꎬ世界是上

帝创造的ꎬ帝王权力是神授的ꎮ 启蒙思想家用唯物主义反对

这种唯心主义ꎬ肯定世界是物质的ꎬ国家权力属于人民ꎮ 他们

用政治自由对抗专制暴政ꎬ用信仰自由和宗教容忍对抗宗教

压迫ꎬ用自然神论和无神论来摧毁天主教权威和宗教偶像ꎮ
他们不满意政治上的无权地位ꎬ反对贵族阶级的特权ꎬ要求在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ꎬ创造了天赋人权的理论ꎮ 他们在斗争中

使用的武器是理性ꎬ他们用理性检验所有的旧制度、传统习惯

和道德观点ꎬ正如恩格斯所说:“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

威ꎬ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ꎮ 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

度ꎬ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ꎻ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

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ꎮ 思维着的悟性

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ꎮ 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

形式、一切传统观念ꎬ都被当做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

了ꎮ”①

启蒙思想家具有乐观的战斗精神ꎬ相信人类不断进步ꎬ将要

在封建社会的废墟上建立一个新的社会ꎬ即他们所标榜的“理性

的王国”ꎮ 这个王国在他们看来将是真理和正义的社会ꎮ “过去

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ꎮ 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ꎮ 从今以

后ꎬ迷信、偏私、特权和压迫ꎬ必将为永恒的真理ꎬ为永恒的正义ꎬ
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排挤ꎮ”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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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ꎬ启蒙思想家所宣扬的“理性的王国”不过是理想化

的资产阶级王国ꎮ 他们从来不否定私有制度ꎻ正相反ꎬ他们把

这制度看成是不可动摇的原则ꎬ甚至是人权的一部分ꎮ 他们

为之斗争的自由平等实际上也只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ꎮ 尽

管如此ꎬ“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在当时并没有表现出任何自私

的观念ꎻ相反地ꎬ他们完全真诚地相信共同的繁荣昌盛ꎬ
而且真诚地期望共同的繁荣昌盛ꎬ他们确实没有看出(部分

地还不能看出)从农奴制度所产生出来的制度中的各种矛

盾ꎮ”①他们真诚地相信封建制度一经铲除ꎬ全体人民将普遍

享受自由平等的幸福生活ꎬ他们真诚地相信自己是为全人类

而奋斗的ꎮ
启蒙运动家对物质世界的解释是机械唯物主义的ꎬ对社

会历史的观点是唯心主义的ꎮ 他们过分强调思想意识的力

量ꎮ 他们认为人类历史充满虚伪和谬误ꎬ这是因为教会统治

了一切ꎬ把人类推到黑暗和愚昧的深渊里ꎻ因此ꎬ他们以为提

倡科学、文化和教育就可以改造社会ꎮ 他们在对民众进行启

蒙的同时ꎬ把希望寄托在教育统治者上面ꎮ 他们幻想统治者

一旦接受了启蒙思想ꎬ成为“开明君主”ꎬ便会施行开明政治ꎮ
关于宗教问题ꎬ他们中有人高举无神论的旗帜ꎬ反对天主教ꎬ
也有一些人用自然神论的观点否认上帝存在ꎬ却又承认自然

本身就是神ꎮ 此外ꎬ有些人还提出“自然人”的理论ꎬ来和社

会的人对抗ꎬ号召人们“返回自然”ꎮ 这种观点固然有反封建

的积极意义ꎬ但也有否定人类文明的一面ꎬ因而也是属于唯心

主义的ꎮ 这些思想表现出启蒙运动家的历史和阶级局限性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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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们仍然不失为卓越的思想家ꎻ“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

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ꎬ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ꎮ”①

十八世纪欧洲各国之间的文化关系非常密切ꎬ英、法两国

对其他国家的影响最大ꎮ 英国的社会制度为许多国家的先进

人士所向往ꎮ 法国的重要启蒙思想家几乎都到过英国ꎬ把英

国的进步思想介绍给法国ꎮ 莎士比亚的戏剧也是在十八世纪

才传到欧洲大陆ꎬ开始影响法、德、俄、意等国文学ꎮ 这一时期

的英国小说家理查生受到狄德罗的热烈赞赏ꎬ他的小说影响

了卢梭ꎬ卢梭又对德国的许多诗人发生影响ꎮ 法国十七世纪

古典主义文学以它的卓越成就ꎬ在欧洲各国掀起了向法国学

习的浪潮ꎮ 许多国家从统治者一直到一般文人作家都竞相模

仿路易十四时代的文学艺术ꎮ 古典主义创作原则对一些国家

的民族文学的建立起过一定作用ꎬ但它的宫廷趣味迎合统治

阶级的需要ꎬ在这些国家里也产生了华丽典雅的文学作品ꎮ
另一方面ꎬ法国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的作品出版后ꎬ几乎立刻

传到其他国家ꎬ或很快就出现了译本ꎬ人们竞相传诵ꎬ成为欧

洲各国人民反对封建专制、争取自由的有力斗争武器ꎮ
这一时期古典主义继十七世纪之后ꎬ仍然统治着欧洲文

坛ꎬ许多国家先后有了自己的古典主义流派ꎮ 但在十八世纪ꎬ
最能体现时代精神的是启蒙文学和英国的现实主义小说ꎮ 在

英国ꎬ古典主义虽有相当声势ꎬ出现过以蒲伯为首的古典主义

派ꎬ但这个时期成就最大的作家是笛福、斯威夫特和菲尔丁ꎮ
他们中有的强烈表达了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和愿望ꎬ有的对

封建阶级进行揭露ꎬ最进步的作家对本阶级所暴露的缺点提

出尖锐的批判ꎮ 他们的文学活动具有启蒙的性质ꎮ 他们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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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小说的主人公不是国王和贵族ꎬ而是普通人ꎬ特别是社会的

中、下层人物ꎮ 他们关心社会问题ꎬ注意环境描写和性格刻

画ꎮ 他们的作品为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准备了条

件ꎮ 在法国ꎬ古典主义牢牢地占领着文坛ꎬ不少作家仍按古典

主义的原则从事创作ꎬ但没有写出优秀作品ꎮ 这一时期最受

民众欢迎的是以启蒙思想为内容的文学ꎮ 孟德斯鸠、伏尔泰、
狄德罗和卢梭是启蒙运动思想家和活动家ꎬ同时也是启蒙文

学家ꎮ 他们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革命性ꎬ是欧洲启蒙

文学最典型的范例ꎮ 德国启蒙作家反对封建专制ꎬ争取建立

德国民族文学ꎬ但也表现出和宫廷贵族妥协的软弱性ꎮ 莱辛

是最重要的德国启蒙作家ꎬ他把戏剧作为宣传启蒙思想的工

具ꎬ在戏剧理论和创作两方面都有所建树ꎮ 意大利戏剧一度

繁荣ꎬ哥尔多尼继承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传统ꎬ受到法

国启蒙思想家的深刻影响ꎬ写过不少富有民主思想的社会喜

剧ꎬ反映了意大利资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日益自觉ꎮ 俄国在三

十年代后形成古典主义流派ꎮ 这一派作家受到启蒙思潮的影

响ꎬ提倡科学、文化和爱国精神ꎬ讽刺并批评农奴制度所产生

的不合理现象ꎮ 九十年代出现了反映农民革命情绪的作家拉

吉舍夫ꎮ
启蒙文学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和民主性ꎮ 启蒙作家把

文学创作看成是宣传教育的有力工具ꎬ他们常常深入浅出ꎬ把
深奥难解的哲学思想写得通俗易懂ꎬ唤醒人民起来反对封建

制度和宗教迷信ꎮ 为了达到这目的ꎬ他们着重反映人民大众

的日常生活ꎬ描写普通人的英雄行为和崇高感情ꎮ 他们作品

中的贵族一般是批判揭露的对象ꎮ 他们之中只有少数人用诗

体进行创作ꎬ绝大多数是使用散文ꎮ 他们喜欢采用民间故事

和人民的语言ꎬ使作品容易为民众所了解ꎮ 他们不把描绘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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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和性格作为创作的主要任务ꎬ但他们虚构的人物和情节常

能引人入胜ꎬ发挥启蒙教育作用ꎮ 他们常用的手法是讽刺和

说理ꎻ讽刺作品尖锐辛辣ꎬ摧毁力很大ꎻ说理文逻辑严密ꎬ说服

力很强ꎮ 有的启蒙作家ꎬ如狄德罗和莱辛ꎬ在美学方面深入探

讨ꎬ提出许多新的见解ꎬ丰富了欧洲资产阶级现实主义文艺理

论ꎮ 十八世纪作家创造了一些新体裁ꎬ如正剧、哲理小说和抒

情小说等ꎬ以适应启蒙运动的需要ꎮ
十八世纪后期ꎬ欧洲产生了感伤主义文学流派ꎬ其发源地

为英国ꎮ 英国资产阶级统治的巩固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ꎬ
社会矛盾更加显著ꎮ 资产阶级中、下层的人深感社会上贫富

悬殊ꎬ自己的生活和社会地位得不到保障ꎬ感伤情绪由此产

生ꎮ 感伤主义文学正是这种情绪的反映ꎮ 在理查生的小说中

已经出现感伤因素ꎬ但英国感伤主义代表作家是斯泰恩ꎬ感伤

主义就是以他的小说«感伤旅行» (１７６８)而得名的ꎮ 这一派

作家夸大感情的作用ꎬ细致描写人物的心情和不幸遭遇ꎬ以引

起读者的同情和共鸣ꎬ有时对受压迫的劳动人民的疾苦表示

怜悯ꎬ具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ꎮ 他们有时放任个人情感ꎬ
沉溺于感情世界ꎬ脱离现实ꎻ有时甚至爱抒发个人对生、死、黑
夜和孤独的哀思ꎬ致使他们的作品往往充满悲观失望的情调ꎮ
他们最爱用的体裁是哀歌、旅行记和书信体小说ꎮ

法国在十八世纪并未产生真正的感伤主义文学流派ꎮ 狄

德罗的正剧ꎬ特别是卢梭的«新爱洛伊丝»虽然也有浓厚的感

情色彩ꎬ但感情主要是用来对封建制度、封建道德作斗争的ꎬ
因此富有战斗性ꎮ 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在德国兴起的狂飙突进

运动标志着德国资产阶级民族意识的觉醒:要求自由和个性

解放ꎮ 狂飙突进运动作家中有些人受了理查生、斯泰恩、卢梭

等人的影响ꎬ他们的作品也带有浓厚的感伤主义色彩ꎮ 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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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后半期ꎬ俄国也一度出现了感伤主义流派ꎬ代表作家是卡

拉姆辛ꎮ 他们的作品反映了俄国贵族的没落情绪ꎬ成就不高ꎮ
感伤主义文学对于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有很大影

响ꎮ

第二节　 英 国 文 学

英国社会在十八世纪经历了巨大而深刻的变革ꎮ 一六八

八年的“光荣革命”确立了君主立宪政体ꎬ高官厚禄虽仍为土

地贵族所垄断ꎬ但国家政策基本上是为金融工商业者的经济

利益服务的ꎮ 政府以殖民制度、保护关税制度、国债制度、近
代课税制度促进工商航海业的发展ꎬ对外连年进行殖民战争ꎮ
劳动人民受到极为残酷的压迫和剥削ꎬ资本主义经济空前繁

荣ꎬ大型手工业工场在主要生产部门代替了小作坊和个体生

产者ꎮ 十八世纪中叶发生工业革命ꎬ出现了使用机器的工厂ꎬ
人口向城市集中ꎬ新的城市在兴起ꎮ 工业无产阶级和工业资

产阶级诞生了ꎮ 自耕农遭到破产ꎬ旧式乡绅也在消失ꎮ 较多

代表土地贵族利益的托利党和较多代表金融工商业者利益的

辉格党轮流把持政权ꎮ 官场贪污贿赂公行ꎻ司法机构弊端重

重ꎬ它镇压人民ꎬ保护有产者的利益ꎻ选举制十分腐败ꎻ上流社

会的奢侈、投机、纵饮、豪赌成为一时风气ꎮ
这一时期英国的启蒙思想家和作家以理性为武器反对封

建残余ꎬ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ꎬ对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民

表示同情ꎮ 另一些作家也打着理性的旗号ꎬ但他们却为现存

制度辩护ꎬ认为存在的一切都是合理的ꎮ
古典主义在这个时期还有很大影响ꎬ保守作家大都遵循

古典主义创作原则ꎬ一些进步作家也或多或少带有古典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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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ꎮ 但这一时期最有成就的作家、批评家都打破古典主义

的清规戒律ꎬ反映更广阔的现实ꎮ 十八世纪中叶以后ꎬ不论古

典主义或现实主义都逐渐被一些新的流派所代替了ꎮ
本世纪初期ꎬ古典主义在诗歌创作中最有影响ꎮ 最重要

的作家是蒲伯(１６８８—１７４４)ꎮ 他模仿罗马诗人ꎬ有的诗对贵

族生活进行温和的讽刺ꎬ有的宣扬庸俗哲学ꎮ 他长于说理ꎬ诗
风精巧隽俏ꎬ缺乏深厚感情ꎬ形式多用双韵体ꎮ 此后ꎬ诗歌中

感伤主义、浪漫主义因素逐渐增长ꎬ为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歌

作了准备ꎮ
十八世纪英国的戏剧创作成就不大ꎮ 在前期ꎬ古典主义

戏剧和市民喜剧并存ꎬ除了盖依(１６８５—１７３２)的政治讽刺剧

«乞丐的歌剧»(１７２８)以外ꎬ没有产生杰出的作品ꎮ 后期才有

了一些优秀的喜剧ꎮ
由于出版物审查法的废止(１６９５)ꎬ政治斗争的需要ꎬ城

市的发展ꎬ读者的增多ꎬ物质条件的便利ꎬ期刊事业达到前所

未有的繁荣ꎮ 几乎每个名作家都办过期刊ꎬ如笛福的«评论

报»、约翰逊的«漫游者»、菲尔丁的«修道院花园杂志»等等ꎮ
最有文学价值的是艾迪生(１６７２—１７１９)和斯蒂尔(１６７２—
１７２９)的«旁观者» (１７１１—１７１２ꎬ１７１４)ꎮ 这份刊物每期只登

一篇文章ꎬ或议论一般社会生活ꎬ或评介作家或作品ꎬ具有一

定的启蒙意义ꎮ 其中有一组以虚构人物罗吉德柯夫雷爵

士等为中心的文章ꎬ是介乎散文与小说之间的作品ꎮ
十八世纪英国文学最主要的贡献在小说方面ꎮ 笛福、斯

威夫特、理查生、菲尔丁、斯摩莱特等都是有影响的小说家ꎮ
这个时期的小说主要是现实主义的ꎬ它在唯物主义思想的影

响下ꎬ继承并发展了过去小说———主要是流浪汉小说的传统ꎬ
反映了初期资本主义社会暴露出的种种矛盾ꎬ适应日益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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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产阶级读者群众的要求ꎮ 这种小说一般不再是脱离现实

的虚构故事ꎬ而是以社会生活为题材ꎬ以普通人ꎬ特别是中下

层人物作为主人公ꎮ 主要的小说多半含有对社会现实的批

判ꎬ以比较严肃的态度对待政治社会问题ꎮ 小说更多地注意

结构ꎬ情节趋于集中ꎬ时间、地点的安排也较严密ꎮ 人物性格

的塑造、感情心理的刻画、环境的描写都有了显著的进步ꎮ 语

言一般是日常生活用语ꎮ 这些特点标志着英国现实主义小说

发展的新阶段ꎬ为以后英国和欧洲现实主义小说的繁荣提供

了条件ꎮ
这个时期ꎬ文学作品开始成为商品ꎬ作家逐渐成为自由职

业者ꎬ不再需要显贵作“恩主”ꎮ 作家往往受雇于书商ꎬ撰写

或编译各种著作ꎬ成名的作家有较高的社会地位ꎮ 作家集中

在伦敦ꎬ他们往往和党派活动有密切的关系ꎬ利用期刊、小册

子或传单对时事发表意见ꎮ 他们组织俱乐部(如斯威夫特、
蒲伯、盖依等的“斯克瑞布勒瑞斯俱乐部”ꎬ约翰逊、哥尔斯

密、鲍斯威尔的“文学俱乐部”)ꎬ常在固定的咖啡馆或餐馆会

面、谈天、看报ꎮ
丹尼尔笛福(１６６０? —１７３１)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个

重要的小说家ꎬ对英国小说的发展起过很大作用ꎮ 他出身于

清教徒的小商人家庭ꎬ自己也是商人ꎮ 一六八八年政变时他

积极支持新政权ꎬ参加政治活动ꎬ发表有关政治、经济、宗教等

方面的政论文ꎮ 因讽刺当政的托利党的宗教政策ꎬ他被捕入

狱ꎬ以致破产ꎮ 此后他为历届内阁大臣奔走ꎬ并编辑报刊ꎮ 五

十九岁时他的«鲁滨孙飘流记»出版ꎬ获得很大成功ꎬ后来他

又写了不少长篇小说ꎬ包括«摩尔弗兰德斯»ꎮ
笛福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ꎮ 他的中心思想是发展资

本主义工商业ꎬ特别是贸易ꎻ他主张扩充殖民地ꎬ反对专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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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等级制度ꎬ为资产阶级争取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ꎮ
«鲁滨孙飘流记» (１７１９)是以第一人称写的长篇小说ꎮ

鲁滨孙在青年时代不安于平庸的小康生活ꎬ违背父亲的劝告ꎬ
私自逃走ꎬ到海外经商ꎮ 他为摩尔人所掳ꎬ做了几年奴隶ꎮ 后

来ꎬ他逃往巴西ꎬ成了种植园主ꎮ 由于缺乏劳动力ꎬ他到非洲

购买奴隶ꎮ 途中遇难ꎬ他独自飘流到南美附近的无人荒岛ꎮ
小说主要描写他在岛上二十八年的生活ꎮ 也很快战胜了忧郁

失望的心情ꎬ从破船上搬来枪械和工具ꎬ依靠劳动改善了自己

的环境ꎮ 他猎取食物ꎬ修建住所ꎬ制造各种用具ꎬ种植谷类ꎬ驯
养山羊ꎬ表现出不知疲倦、百折不挠的毅力ꎮ 独自生活多年

后ꎬ他遇见一些土人到岛上来举行人肉宴ꎬ他从他们手中救出

一个将要被杀的土人ꎬ把他收为自己的奴隶ꎬ取名星期五ꎮ 最

后ꎬ他帮助一个舰长制服叛变的水手ꎬ搭乘舰长的船返国ꎮ 他

又获得历次冒险所积累的财物ꎬ成为巨富ꎬ并派人到他经营过

的荒岛ꎬ继续垦殖ꎮ
«鲁滨孙飘流记»的价值在于:我们从这部小说可以认识

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新兴资产阶级的精神面貌ꎮ 作者在

鲁滨孙身上注入自己的理想ꎬ把他塑造成为资产阶级心目中

的英雄人物ꎬ对他的品质极力加以美化ꎮ 鲁滨孙的父亲具有

保守的世界观ꎬ而鲁滨孙则不安于现状ꎬ他总是在行动ꎬ在追

求ꎮ 他在荒岛上不惜劳力ꎬ不怕艰难ꎬ凭着似乎是开辟新天地

的热情ꎬ用自己的手创造了自己的小王国ꎮ 他的勤劳的目的

当然是为了个人生存ꎬ为了创造私人财富ꎮ 他的活动还给人

以个人能够创造一切财富的假象ꎮ 鲁滨孙这个形象也反映了

殖民主义者的一些特点ꎮ 他贩卖黑奴ꎬ经营种植园ꎬ在荒岛上

以代表资本主义文明的火枪和基督教征服土人ꎬ并把资本主

义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带到了岛上ꎮ 以上种种ꎬ作者都以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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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态度加以叙述ꎮ
«鲁滨孙飘流记»的主人公是普通的中产阶级人物ꎬ这是

和过去的传奇与流浪汉小说不同的ꎮ 作者擅长写具体的行动

和环境的细节ꎬ使读者如身临其境ꎬ信以为真ꎮ 他塑造的唯一

人物具有典型意义ꎮ
笛福另一部重要小说是«摩尔弗兰德斯»(１７２２)ꎬ也是

以第一人称写的ꎮ 主人公摩尔弗兰德斯是一个贫苦天真的

女子ꎬ受人欺骗ꎬ而又生活无靠ꎬ以致逐渐堕落ꎬ成为窃贼ꎬ最
后被流放美洲ꎬ但以幸福婚姻告终ꎮ 从这部作品里可以看出

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腐蚀作用ꎬ但作者以肯定的态度ꎬ描写了

主人公不择手段的欺骗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尔虞我诈ꎮ
约拿旦斯威夫特(１６６７—１７４５)生于爱尔兰ꎬ家境贫

苦ꎬ靠亲戚的帮助在都柏林三一学院毕业ꎮ 此后他往来于伦

敦和爱尔兰之间ꎬ作过私人秘书和爱尔兰的乡村牧师ꎮ 一六

九六年左右ꎬ他写出有名的«一个木桶的故事»ꎬ讽刺天主教、
英国国教和清教ꎮ 一七一○年底至一七一四年ꎬ他为托利党

内阁大臣服务ꎬ编«考查者»报ꎬ写政论ꎮ 这个时期他和作家

蒲伯、盖依、医生阿布斯诺特等交往ꎮ 托利党失势后ꎬ他定居

爱尔兰ꎬ终生担任都柏林圣派特立克大教堂教长ꎮ 爱尔兰实

际上是英国第一个殖民地ꎬ斯威夫特这时对爱尔兰的状况有

深刻的认识ꎮ 从一七二○年开始ꎬ他用锐利的文笔写了一系

列文章和讽刺诗ꎬ猛烈攻击英国的殖民统治ꎮ «关于普遍使

用爱尔兰纺织品、用具、制品的建议»(１７２０)指出英国的侵略

使爱尔兰生产凋敝ꎬ号召抵制英货ꎬ使用国货ꎮ «德莱比尔的

信»(１７２４)共七封ꎬ假托一个名叫德莱比尔的布商ꎬ抗议英国

国王特许一个英国商人在爱尔兰铸造贬值铜币ꎬ呼吁全国一

致拒用ꎬ并指出爱尔兰人民应享有和英国人同等的自由权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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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温和的建议»(１７２９)里ꎬ斯威夫特怀着强烈的憎恶心

情ꎬ以表面温和的笔法ꎬ忿怒地谴责英国的奴役和剥削ꎬ指出

爱尔兰穷人无法生存ꎬ唯一出路只能是吃掉或出卖自己的孩

子ꎮ 他受到爱尔兰广大人民的爱戴ꎬ被称为“爱国志士”ꎮ
«格列佛游记»(１７２６)是斯威夫特唯一的小说ꎬ是一部讽

刺杰作ꎬ全书分四卷ꎬ叙述一个英国医生格列佛航海飘流到几

个幻想的国家的经历ꎮ 第一卷写他在小人国(利立浦特)宫
廷看到身长不过六英寸的小人以种种卑鄙手段争权夺利ꎬ互
相倾轧ꎮ 政客们按照鞋跟高低的不同而分成两党ꎬ彼此誓不

两立ꎮ 利立浦特和另一小人国因为争论吃鸡蛋时打破大端还

是小端而连年血战ꎮ 皇帝想利用格列佛吞并敌国ꎬ遭他拒绝ꎮ
格列佛为了避免报复ꎬ逃离利立浦特ꎮ 这一卷主要讽刺英国

统治集团的争权夺利、党派纠纷和以宗教信仰分歧为借口的

掠夺战争ꎮ
第二卷写格列佛到了大人国(布罗卜丁奈格)ꎬ被当作玩

物送入宫廷ꎮ 格列佛把英国政治、法律、经济、军事等方面的

情况向国王夸耀ꎬ国王对此一一进行质问和抨击ꎮ 作者通过

国王的话谴责了英国的腐败政治和侵略战争ꎮ 大人国的政治

社会情况体现了作者一些正面理想ꎮ 这里法律简明ꎬ没有常

备军ꎬ重视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实学ꎮ 国王认为治国之道不外

常识和理智、公理和仁慈ꎮ
第三卷叙述格列佛在飞岛(勒皮他)、巴尔尼巴比、巫人

岛(格勒大锥)、拉格奈格等地的见闻ꎮ 这部分内容较为驳

杂ꎬ主要是对脱离实际的科学研究、对英国政治情况等方面的

讽刺ꎬ也反映了人民反压迫的斗争ꎮ
格列佛在最后一次航海中到了慧痠国ꎬ在那里ꎬ马是有理

性的、公正的、爱好和平的、统治全国的动物ꎬ而人形的“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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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则是丑恶、贪婪、淫乱、好战的兽类ꎮ 格列佛向供养他的

灰马介绍并批判英国状况ꎮ 马国处于原始状态ꎬ除三年开一

次的国民大会外ꎬ无任何组织ꎮ 格列佛想终老于此ꎬ但被赶

出ꎮ 在全书最后一章ꎬ作者谴责了殖民制度ꎬ把殖民者比作海

盗、屠夫ꎮ
斯威夫特对英国政治ꎬ尤其是对英国在爱尔兰的统治ꎬ有

亲身的体验和深刻的认识ꎮ «格列佛游记»抨击了英国十八

世纪初期的资本主义统治ꎬ批判了行政、立法、司法制度ꎬ殖民

主义ꎬ金钱关系等各方面的黑暗和罪恶ꎮ 游记也表现了一定

程度的保守倾向ꎬ如肯定等级制度ꎬ留恋较原始的社会ꎬ不恰

当地讽刺自然科学ꎬ并流露出一些阴暗情绪ꎮ 书中深刻的内

容和丰富的幻想交织在一起ꎮ 全书ꎬ尤其是前二卷中ꎬ情节和

细节都极生动滑稽ꎬ富有童话色彩ꎬ许多场面使人难忘ꎮ 作者

成功地运用了多种讽刺手法ꎬ如象征影射、直接谴责、反语、夸
张、对比等ꎮ 故事是通过格列佛的游历串联起来的ꎬ这是继承

了流浪汉小说的结构方法ꎮ 这部作品的语言朴实清晰ꎬ准确

有力ꎮ
撒缪尔理查生(１６８９—１７６１)生在一个细工木匠的家

庭ꎮ 他十五、六岁时到印刷店作学徒ꎬ并利用闲暇时间自学ꎮ
后来他自己开店ꎬ在当时印刷业中很有名望ꎮ 他根据别人建

议ꎬ写了一部尺牍ꎬ备人模仿ꎬ内容多是劝善修身之道ꎬ由此他

得到启发ꎬ写了他的第一部书信体小说«帕米拉» (１７４０—
１７４１)ꎬ副标题是«美德有报»ꎮ 小说写一个乡绅家的女仆帕

米拉坚决抵御主人对她的无礼企图ꎬ迫使他正式娶她为妻ꎬ婚
后她又以自己的品德、仪貌赢得乡绅和他的朋友们的尊重ꎮ
作者把帕米拉当作中等阶层女德的典范ꎬ但她不过是把贞操

当作商品ꎬ待价而沽ꎮ 理查生最成功的小说«克莱丽莎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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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１７４７—１７４８)也是一部书信体小说ꎮ 克莱丽莎的家庭为

了经济利益ꎬ强迫她嫁给一个她所厌恶的富人ꎮ 她在危急中

逃出ꎬ落入花花公子勒甫雷斯的手中ꎮ 她发现勒甫雷斯的自

私面目ꎬ但已无法逃走ꎬ终于因长期受到肉体上、精神上的折

磨而死ꎮ 小说揭露了当时普遍存在的妇女婚姻不能自主的现

象ꎬ批判了贵族、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ꎮ
理查生在英国和欧洲小说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地位ꎮ 他的

小说完全摆脱了以主人公多种多样的见闻经历作主线的传统

写法ꎬ而是集中描写一件事的始末ꎮ 他不用奇闻异事吸引读

者ꎬ而是以日常生活中的婚姻、道德等问题为内容ꎮ 他特别注

意分析和描写人物的情感和心理ꎬ不仅限于叙述人物的行动ꎮ
他善于写善良的弱女子令人心酸的处境和她们的悲苦心情ꎬ
目的在于引起读者感情上的共鸣ꎮ 帕米拉企图自杀前的心

理ꎬ克莱丽莎受折磨时的境况和悲伤ꎬ曾使当时许多读者流

泪ꎮ 这一特点使他的作品具有感伤主义因素ꎮ 他的小说冗

长ꎬ说教气味浓厚ꎮ
亨利菲尔丁(１７０７—１７５４)是十八世纪英国最杰出的

小说家ꎮ 他出身破落贵族ꎬ曾在贵族的伊顿学校和荷兰莱顿

大学学习ꎮ 一七二八年他的第一部喜剧公演ꎬ一七三○年回

国ꎬ以戏剧创作为主ꎬ在此后七年中写过许多喜剧、笑剧、讽刺

剧和小歌剧ꎬ主要讽刺当时的社会习俗和政治黑暗ꎮ «巴斯

昆»(１７３６)和«历史纪事» (１７３７)讽刺以行贿贪污著名的英

国第一任首相瓦尔浦ꎮ «历史纪事»借用当时记述国内外大

事的年鉴的名称ꎬ写一七三六年发生的事ꎮ 作者用剧中剧的

手法ꎬ写一个作家在排戏ꎬ戏中演几个政府首脑商议怎样弄

钱ꎬ有人主张征税ꎬ另一个说他在想还有什么可征的税ꎬ最后

他们一致同意对无知征税ꎬ因为大多数有钱人是无知的ꎮ 当

５４２



他们离开舞台时ꎬ剧中的剧作家说他们征税去了ꎬ并指出“欧
洲整个历史就是这么回事”ꎮ 剧中有一场ꎬ影射瓦尔浦用这

样搜刮来的钱收买反对派ꎮ «历史纪事»激怒了瓦尔浦ꎬ他在

当年就使议会通过戏剧审查法ꎬ封闭大批戏院ꎬ只留下两家ꎮ
菲尔丁不得不结束戏剧创作ꎬ去学习法律ꎮ 四十年代初他又

开始写作ꎬ创办期刊ꎬ写小说ꎮ 一七四八年他为生活所迫ꎬ担
任伦敦一个区的治安法官ꎮ 他在一七五四年因病到葡萄牙的

里斯本休养ꎬ不久在那里逝世ꎮ 他的小说中重要的有四部ꎮ
«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 (１７４３)以当时一个有名的

强盗首领魏尔德的事迹为根据ꎬ讽刺瓦尔浦型的资产阶级政

客ꎮ 魏尔德利用手下盗贼作案ꎬ赃物大部分归他所有ꎮ 他小

时的同学———开珠宝店的哈特夫利诚实善良ꎬ对他一片热情ꎬ
他却骗走哈特夫利的大批财宝ꎬ害他入狱ꎬ拐走他的妻子ꎬ企
图霸占她ꎮ 但魏尔德终于失败被捕ꎮ 在狱中他还和另一强盗

首领争夺控制和勒索其他犯人的权利ꎮ 菲尔丁认为盗匪首领

和政府首相没有差别ꎬ他们的“伟大”就是压迫和剥削善良的

“小人物”ꎬ盗取“公众的钱袋”ꎬ并且彼此倾轧ꎮ 小说中的正

面主人公哈特夫利心地善良纯朴ꎬ作者在他身上寄托了自己

的人道主义理想ꎮ 作者往往通过寓意的手法进行讽刺ꎬ如魏

尔德在狱中和另一强盗首领争夺睡衣的情节ꎬ体现统治集团

争权夺利的无聊可笑ꎮ
«约瑟安德鲁传» (１７４２)写贵族布比夫人的男仆安德

鲁拒绝女主人的引诱而被解雇ꎬ他离开伦敦去找他的情人、女
仆芳妮ꎬ途中他先后遇到本村牧师亚当斯和芳妮ꎮ 小说主要

描写这三个穷人在路上的经历ꎮ 他们遇到形形色色的人物ꎬ
如糊涂的治安法官ꎬ企图凌辱芳妮的乡绅ꎬ拿穷人开心的地

主ꎬ狠心的店主妇ꎬ爱猪甚于爱人的牧师ꎬ富有而一毛不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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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家ꎻ他们也遇到一些善良的穷人ꎮ 最后安德鲁和芳妮克服

种种阻挠ꎬ结成婚姻ꎮ 这部小说广泛反映了当时英国乡村社

会情况ꎬ真正的主人公是亚当斯牧师ꎬ他心地善良ꎬ爱打抱不

平ꎬ但不了解人情世态ꎬ常常陷于尴尬可笑的境地ꎮ 作者有意

把他刻画成一个堂吉诃德式的人物ꎬ来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恶

习相对照ꎮ 类似亚当斯的形象在以后英国现实主义小说中常

常可以遇到ꎮ
«汤姆琼斯» (１７４９)是菲尔丁的代表作ꎮ 小说通过弃

儿汤姆琼斯和乡绅女儿苏菲亚魏斯顿的恋爱故事ꎬ描绘

了十八世纪中叶英国社会生活的广阔、真实的图画ꎮ 全书由

三部分组成ꎬ分别叙述主人公在乡村、在逃往伦敦的路上和在

伦敦的活动ꎮ 出身不明的汤姆在乡绅奥尔华绥抚养下长大ꎬ
是一个真诚、心肠好但又轻率放任的青年ꎮ 他得到苏菲亚的

爱ꎬ受到奥尔华绥的外甥、伪善自私的布利非的中伤ꎬ被赶出

家门ꎮ 苏菲亚也因父亲强迫她嫁给布利非而偷逃出来ꎮ 他们

在路上经历了种种事件ꎬ到了伦敦ꎬ在那里汤姆又被布利非陷

害ꎬ苏菲亚也受到家人的强制ꎮ 最后布利非面目暴露ꎬ汤姆和

苏菲亚结婚ꎮ 菲尔丁通过汤姆和布利非的对比ꎬ肯定了发自

内心的善ꎬ否定资产阶级以自私为核心的伪善ꎮ 作品批判了

以门第、金钱为条件的婚姻ꎬ揭露了贵族的荒淫无耻和上流社

会的罪恶ꎮ 全书人物四十多个ꎬ几乎包括社会各个阶层ꎬ如贵

族、乡绅、商人、追逐财富的冒险家、教师、守林人、旅店主、军
官、被迫为盗的穷人等等ꎮ 其中许多人物刻画生动ꎬ具有典型

意义ꎮ 作品结构完整ꎬ情节生动ꎬ语言机智精炼ꎮ
这部作品每卷第一章是一篇独立的散文ꎬ大都是文论性

质的ꎬ阐述作者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见解ꎮ
菲尔丁把«约瑟安德鲁传»和«汤姆琼斯»的体裁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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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散文体的滑稽史诗”ꎮ 它们的共同点是反映的生活面广

阔ꎬ以普通人为描写对象ꎬ富有滑稽、幽默、讽刺的成分ꎬ利用

了一些如一主一仆、旅途经历、旅店风波等传统手法ꎮ
«阿米莉亚»(１７５１)是菲尔丁最后一部小说ꎮ 温顺贞洁

的阿米莉亚出身富家ꎬ却宁愿嫁给穷军官布斯上尉ꎮ 生活的

贫困、有权势的人物对阿米莉亚的野心和布斯的轻率性格ꎬ都
给他们带来困难ꎬ给阿米莉亚带来痛苦ꎮ 最后布斯认识到自

己过去的错误ꎬ又得到意外的财产ꎬ他们的苦难才告终了ꎮ 这

部小说的情调和前两部不同ꎬ很少有滑稽幽默的成分ꎬ而着力

描写女主人公的不幸遭遇和凄凉的心情ꎬ带有感伤主义因素ꎮ
它的情节更集中ꎬ批判性更强ꎬ它揭示穷人受有钱人的压迫凌

辱ꎬ着重谴责英国的司法系统ꎬ刻画了治安法官、律师、执行

吏、狱卒等一群枉法受贿的司法界人物形象ꎮ 全书在内容和

形式上都接近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ꎮ
菲尔丁着重批判社会的不平等现象ꎮ 他揭露统治阶级的

等级观念、拜金主义、道德败坏ꎬ对中、下层人民抱有极大的同

情ꎮ 他的批判是从人性论、抽象道德观出发的ꎬ他的正面人物

体现了这种观点ꎮ 小说的大团圆结局也说明了这种思想的局

限性ꎮ 和同时代的小说相比ꎬ他的小说反映的生活面更广ꎬ人
物性格塑造更丰满ꎬ更有典型性ꎬ结构更加完整ꎮ 他是十八世

纪欧洲最有成就的现实主义小说家ꎮ
托比亚斯斯摩莱特(１７２１—１７７１)出身苏格兰地主家

庭ꎬ在一次英、法争夺南美洲殖民地的战役中ꎬ当过英国军舰

上的军医助手ꎮ 一七四四年后他开始创作ꎬ并参加在野党反

对瓦尔浦的活动ꎮ 他的主要贡献是小说创作ꎮ
«蓝登传»(１７４８)是带有自传成分的小说ꎮ 蓝登的父亲

因婚姻问题出走ꎬ蓝登童年受家族歧视ꎬ教师虐待ꎮ 他当过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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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医生的学徒ꎬ后来到伦敦谋生ꎬ作了军舰上的医生ꎬ参加战

争ꎮ 离开军队ꎬ他就伪装贵族ꎬ在国内外靠欺骗和赌博为生ꎮ
最后他和舅父一起到海外贩运黑奴ꎬ在美洲遇到发了财的父

亲ꎬ和他一同回国ꎮ «蓝登传»采用流浪汉小说的形式ꎬ通过

主人公的经历反映英国和欧洲社会各阶层的生活ꎮ 小说愤懑

地揭露了英国政府的贪污腐败、社会上对苏格兰人的歧视ꎬ特
别揭发了英国海军的黑暗ꎬ但小说缺乏深度ꎬ作者对主人公的

行径也毫无批判ꎮ
«亨弗利克林克»(１７７１)是书信体小说ꎬ通过一个老乡

绅和他的家人在一次旅行中所写的书信ꎬ反映英国的广阔现

实ꎮ 作者描写了贵族、资产阶级在游览胜地巴斯的奢华生活ꎬ
公路上盗贼横行的情形ꎬ工业革命开始后伦敦等城市的畸形

发展ꎬ劳动人民的失业现象等ꎮ 作者创造了几个有声有色的

人物ꎬ笔调轻松幽默ꎮ
十八世纪后半期ꎬ工业革命发生后ꎬ社会矛盾更趋复杂ꎬ

出现许多新的文学流派ꎮ 古典主义已成尾声ꎻ诗歌和小说中

感伤主义流行ꎻ对资本主义现实不满所引起的复古倾向开始

抬头ꎻ同时一些民主作家对劳动人民表示同情ꎬ在启蒙思潮和

法国革命的影响下ꎬ谴责了封建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ꎮ 这

一时期的文学为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潮流的形成作了准备ꎮ
撒缪尔约翰逊(１７０９—１７８４)是英国十八世纪后半期

古典主义文学的代表ꎬ生于一个书商家庭ꎬ曾在牛津大学学

习ꎬ因贫辍学ꎮ 后来他到伦敦ꎬ以写作为生ꎮ 从一七四七年

起ꎬ他用八年时间编纂英语辞典ꎬ于一七五五年出版ꎮ 他的辞

典在促进英国语言规范化方面作出了一定贡献ꎮ
约翰逊继承十八世纪初艾迪生和斯蒂尔的传统ꎬ肯定中

产阶级的道德观念ꎬ以“文学反映永恒人性”为标准来衡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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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ꎮ 他的«莎士比亚集序言» (１７５９)虽然没有完全摆脱古典

主义原则ꎬ但也肯定莎士比亚在悲剧中加进喜剧因素ꎬ并为莎

士比亚不遵守三一律辩护ꎮ 他的«诗人传» (１７８１)写英国十

七、十八世纪重要诗人的生平和创作ꎬ注意材料的搜集和生活

细节的叙述ꎬ夹杂对作品的评价ꎬ成为独具一格的传记文学ꎮ
约翰逊在开始编纂辞典时ꎬ曾写信给贵族吉斯特菲尔伯

爵求助ꎮ 伯爵置之不理ꎮ 辞典编成后ꎬ伯爵又答应给他支持ꎮ
他在有名的«致吉斯特菲尔伯爵的信» (１７５５)中谢绝伯爵在

他成功后给他的支持ꎬ这标志了文人隶从贵族恩主时代已经

结束ꎬ他们取得了经济独立ꎬ开始成为“自由职业者”ꎮ
感伤主义诗歌在十八世纪前半期已有所表现ꎮ 汤姆逊

(１７００—１７４８)在长诗«四季»(１７２６—１７３０)中描写大自然的各

种变化和诗人的感受ꎬ向大自然寄托孤独的心情ꎮ 诗里有一

些感伤主义的插曲ꎬ其中有的表现了对农民疾苦的同情ꎮ 杨

格(１６８３—１７６５)的«哀怨ꎬ或关于生、死、永生的夜思»(１７４２—
１７４５)写于六十岁以后ꎬ抒发了诗人在妻女相继亡故的打击下

个人的极度痛苦ꎮ 他认为生活就是痛苦ꎬ理性无能为力ꎮ 格

雷(１７１６—１７７１)的«墓园哀歌» (１７５０)以完美的古典主义诗

歌形式表达他对农民的同情ꎬ为农民的天才得不到施展而鸣

不平ꎬ谴责暴君ꎬ但全诗基调是低沉的ꎮ 这个时期还有一些其

他的诗人也以死、坟墓为题材写诗ꎬ形成所谓“墓园诗派”ꎮ
十八世纪中叶ꎬ许多诗人对中古感到兴趣ꎮ 格雷在六十

年代初以古威尔士故事写诗ꎬ翻译了冰岛的史诗ꎮ 稍后ꎬ波西

(１７２９—１８１１)搜集古代民歌ꎬ编成«英国古诗选» (１７６５)ꎬ也
反映了社会上对中古的兴趣又一次抬头ꎬ对于带有忧郁的、悲
剧的情调的诗歌ꎬ兴趣更浓ꎮ 苏格兰农民出身的麦克菲逊

(１７３６—１７９６)搜集克尔特人的民歌ꎬ并以现代英语仿作«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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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集»(１７６２—１７６５)ꎬ假托是古代歌者莪相的作品ꎬ称颂古代

英雄ꎬ惋惜英雄时代的消失ꎮ «莪相集»的影响一时遍及全

欧ꎮ 却特顿(１７５２—１７７０)假托中古诗人之名ꎬ发表了一些富

有中古浪漫色彩的诗歌ꎮ
复古倾向在小说中的反映是所谓“哥特式①小说”ꎮ 这一

流派的作家有贺拉斯瓦尔浦(１７１７—１７９７)、拉德克力夫夫

人( １７６４—１８２３)、路易斯 ( １７７５—１８１８) 和麦图林 ( １７８２—
１８２４)等ꎮ 他们的小说描写由于争夺财产或满足个人情欲而

引起的谋杀、迫害ꎬ主要人物往往是病态的ꎮ 它们多半以中古

的城堡为背景ꎬ充满恐怖神秘的气氛ꎮ
劳伦斯斯泰恩(１７１３—１７６８)是感伤主义小说的代表

作家ꎮ 他是牧师ꎬ但生活极不检点ꎮ «商第传»(１７５９—１７６７)
共九卷ꎬ没有写商第的生平ꎬ却写了商第的父亲和叔父的怪

癖ꎮ 作者认为人对怪癖应取放任态度ꎬ不受传统道德的束缚ꎮ
小说偶尔有同情小人物的情节ꎮ 在形式上ꎬ它打破传统小说

的格式ꎬ打乱时间、空间的次第ꎬ充满长篇插话ꎬ甚至把序言插

在全书的中间ꎮ 书中有时留下空白ꎬ有时插入一页黑纸ꎮ 他

的«感伤旅行»(１７６８)写自己在英法战争时期取道法国到意

大利去的经历ꎮ 它主要不写自己见到的现实ꎬ而是写他对一

些小事的感受和异想ꎮ 作者对别人的心情也极为敏感ꎬ要求

彻底解放感情ꎬ宣扬感情至上ꎮ 他的作品追求琐细的感受、幽
默的情趣、新奇的表现手法ꎬ而缺乏深刻的社会意义ꎮ

奥立佛哥尔斯密(１７３０—１７７４)是十八世纪后期重要

作家ꎮ 他生于一个爱尔兰牧师家庭ꎬ大学毕业后又学医ꎬ以后

住在伦敦ꎬ主要靠写作为生ꎬ和约翰逊友善ꎮ 他写过许多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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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品ꎬ他的诗歌、小说、喜剧都有相当成就ꎮ «世界公民»原
名«中国人信札»(１７６０—１７６１)ꎬ假托一个中国人把他在伦敦

的见闻写成书信ꎬ寄回中国ꎬ讽刺了英国社会的风俗习惯、文
学、各种社会类型以及他们的精神道德面貌ꎮ «威克菲牧师

传»(１７６８)写一个乡村牧师受地主的欺压ꎬ他的女儿受地主

的蹂躏ꎬ儿子也遭到迫害ꎬ全家入狱ꎬ最后地主的叔父才使他

们全家苦尽甘来ꎮ 作品批判了地主阶级欺压善良ꎬ也讽刺了

资产阶级中下层人们的虚荣心ꎮ 它带有感伤主义成分ꎬ极力

写主人公的悲惨处境以打动读者ꎮ 作者认为应该以道德改善

社会ꎬ以仁爱待人ꎬ应安于淳朴的生活ꎬ带有相当浓厚的妥协

性ꎮ 他的风俗讽刺喜剧 «好心人» ( １７６８) 和 «委曲求全»
(１７７３)在当时获得很大成功ꎮ 诗作«荒村» (１７７０)哀悼资本

主义工业化所破坏的农村ꎬ以理想化的旧农村的淳朴安适和

当前的荒凉作对比ꎮ
理查布林斯莱谢立丹(１７５１—１８１６)是十八世纪后期英

国最有成就的喜剧家ꎮ 他出身于演员家庭ꎬ后来成为戏院经

理、国会议员ꎮ 当时一般剧本追求造作的感情和夸张的戏剧

性ꎬ失去了和生活的联系ꎮ 谢立丹却以启蒙思想家的批判精

神进行创作ꎮ 他的第一部喜剧«情敌» (１７７５)对中上层社会

的一些风习作了温和的讽刺ꎬ创造了一个咬文嚼字但经常用

错字的喜剧人物马拉泼洛普夫人ꎮ 他最有名的作品«造谣学

校»(１７７７)揭露了上流社会的造谣中伤、伪善、淫逸放荡的风

习ꎮ 出身寒微、嫁给年老的爵士的提兹尔夫人一心想学贵妇

人的派头ꎬ在一群道德败坏、搬弄是非的人中间几乎失身给伪

君子约瑟萨尔菲斯ꎬ只是在认清约瑟的面目之后ꎬ在丈夫的

感化下才悔悟过来ꎮ 作品另一条线写约瑟和他的弟弟查理的

对比:前者满口仁义道德ꎬ骨子里却是自私自利ꎬ荒淫无耻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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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行为放荡ꎬ本质却是善良的ꎮ 他们共同追求一个女子ꎮ 后

来他们的叔父从国外回来ꎬ化装为高利贷者和穷亲戚ꎬ分别去

见他们ꎬ才揭露了约瑟ꎮ «造谣学校»是英国十八世纪上流社

会的缩影ꎬ讽刺辛辣ꎬ情节生动有趣ꎬ人物语言符合个性特点ꎮ
罗伯特彭斯(１７５９—１７９６)是十八世纪苏格兰最杰出

的诗人ꎮ 他出生于贫苦的佃农家庭ꎬ只在童年受过几年教育ꎬ
以后利用农田劳动之余自学ꎮ 在苏格兰民间传说和歌谣的哺

育下ꎬ他十几岁时就开始写诗ꎮ 一七八六年他的第一部诗集

出版ꎬ轰动了苏格兰ꎮ 后来他游历苏格兰北部高原地区ꎬ并开

始整理和改写民歌ꎮ 他当过税收员ꎬ法国大革命时期他曾买

炮资助ꎬ不幸为英国政府截获ꎮ 他在贫困中死去ꎮ
彭斯生活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时期ꎮ 他写了许多诗篇赞美

革命、自由、平等ꎬ反对专制压迫、民族压迫ꎮ 他歌颂美国的独

立和法国的革命ꎮ «自由树»一诗赞颂在自由鼓舞下的法国人

民“砍下国王的狗头”ꎬ“使走狗们遁逃”ꎮ 这首诗最后写道:

让我们祈祷会有一天来到ꎬ
　 古老的英格兰也把这棵名树种好ꎻ
这未来的一天啊ꎬ让我们放开歌喉ꎬ
　 愉快地迎接自由!

他在«苏格兰人»一诗中ꎬ通过曾在十四世纪打败英国侵略军

的苏格兰国王之口ꎬ发出争取自由的战斗号召:

死一个敌人ꎬ少一个暴君!
多一次攻击ꎬ添一分自由!
　 　 动手———要不就断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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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斯和苏格兰广大农民一样ꎬ身受民族压迫和贵族地主、
教士的政治迫害、经济剥削与精神束缚ꎮ 他看到农民“吃粗

粮ꎬ穿破烂”ꎬ而“蠢才穿罗着缎ꎬ坏蛋饮酒作乐”ꎮ 他揭露社

会的不平ꎬ对寄生虫、剥削者作了淋漓尽致的讽刺和鞭挞ꎮ 在

他的名诗«两条狗»中ꎬ他利用地主家和农民家的两条狗的对

话ꎬ把地主和农民的生活加以鲜明的对照ꎬ农民们挨打挨骂ꎬ
受冻受饿ꎬ地主们却用逼来的血泪斑斑的租金吃喝嫖赌ꎮ 他

的«威利长老的祈祷»揭露了牧师的贪杯好色和伪善ꎮ 彭斯

希望把牧师、主教送上天去修道ꎬ给贵族备好铡刀ꎬ让爵士上

吊ꎻ他希望和平、友爱与自由的社会到来(如«大好年华»)ꎮ
他的诗称赞人民的光明正大、勇敢、忠实和友爱等品质ꎮ

彭斯的许多抒情诗和他整理的民歌至今还在广泛传唱ꎬ
如«我的心呀在高原»、«约翰安德生ꎬ我爱»、«一朵红红的

玫瑰 »、«往昔的时光»等ꎮ 在这些诗里ꎬ他歌颂祖国、友谊和

爱情ꎮ 他也写过一些民歌体的谐谑诗ꎮ
彭斯的诗有深厚的人民性ꎬ反映了人民反剥削、反压迫的

要求ꎬ表达了苏格兰农民的情绪和资产阶级的启蒙理想ꎬ诗中

感情淳朴深挚ꎬ语言清新明快ꎮ 他成功地运用了民歌体和苏

格兰方言ꎮ 他的作品有时也流露出乐天知命的思想或伤感情

绪ꎬ有些用英语写的诗比较缺少他的特色ꎮ
威廉布莱克(１７５７—１８２７)也是一位民主诗人ꎮ 他出身

小商人家庭ꎬ少年时当版画师的学徒ꎬ后来以刻版画为生ꎬ在
这方面也很有成就ꎬ曾为«旧约约伯记»、但丁的«神曲»、杨格

的«夜思»和格雷的诗歌等作插图ꎮ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ꎬ
他结识了民主主义者潘恩、葛德汶、玛丽沃尔斯顿克拉夫特

等人ꎬ他们对他的作品有影响ꎮ 他的抒情诗集«天真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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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８９)歌唱自然环境中的生活的欢乐和“爱、仁慈、怜悯、和
平”ꎮ «经验之歌»(１７９４)的情调有了显著的改变ꎮ 这本诗集

主要描写生活中的不幸和痛苦ꎬ对社会提出控诉ꎮ 如在«伦
敦»一诗中ꎬ诗人描写他所看到的每一张脸“都浮现着衰弱ꎬ
浮现着伤感”ꎬ他听到成人的呼喊ꎬ孩子的惊叫ꎬ士兵的叹息ꎬ
妓女的咒诅ꎮ «扫烟囱的孩子»控诉社会对贫苦儿童的残酷ꎮ
«虎»歌颂暴力的美ꎮ 布莱克的另外一些作品如«法兰西革

命»、«欧洲»ꎬ歌颂自由、解放ꎬ要求改革现实ꎮ 他还写过许多

长诗以表达理想ꎬ但神秘主义和象征色彩浓厚ꎬ流于晦涩ꎮ

第三节　 法国启蒙时期文学

十八世纪法国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ꎬ终于导致了一七八

九年的资产阶级革命ꎮ 在革命前几乎一百年的时间里ꎬ资产

阶级启蒙思想家、作家以先进的思想教育民众ꎬ为革命打下了

基础ꎮ
十八世纪的法国在经济上依然是封建生产关系占优势的

农业国ꎬ政治上仍旧是封建专制国家ꎮ 资本主义生产取得长

足进展ꎬ出现了有大量工人集中生产的工场和工业城市ꎬ有些

工场逐渐采用零星的机器ꎮ 资产阶级经济力量有所加强ꎬ连
封建政府财政困难的时候也向他们乞求援助ꎮ 专制王朝腐败

不堪ꎬ财政混乱ꎬ引起各等级的普遍不满ꎮ 受压迫最深的是第

三等级中的下层群众ꎮ 从十八世纪初年的卡米扎尔起义开

始ꎬ农民和市民暴动经常发生ꎮ 王朝依靠军队、警察、法庭、监
狱等统治机器苟延残喘ꎮ 天主教会始终是封建制度的捍卫

者ꎬ因此ꎬ反专制斗争必然要和反教会斗争结合在一起ꎮ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增长ꎬ法国资产阶级对改革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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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政治的要求日益强烈ꎮ 资产阶级的先进思想家大都把目光

转向已经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英国ꎮ 他们羡慕它的社会政治

制度和欣欣向荣的自然科学和文学艺术ꎮ 牛顿的科学成就和

洛克的哲学思想被介绍到法国ꎮ 莎士比亚和理查生在法国影

响很大ꎮ 尽管伏尔泰站在古典主义捍卫者的立场ꎬ说莎士比

亚戏剧“野蛮”ꎬ但也承认有向他学习的必要ꎮ 狄德罗热烈赞

赏理查生ꎬ卢梭受理查生小说的影响ꎬ写成«新爱洛伊丝»ꎮ
同时ꎬ英国的一些社会风尚也开始传到法国ꎬ为一部分人所接

受ꎬ如英国式的园艺和文学俱乐部ꎮ
凡尔赛宫不能再以自己的艺术趣味影响文艺界ꎬ巴黎的

沙龙、咖啡馆和俱乐部成为法国的文化活动中心ꎮ 诗人、作
家、思想家、艺术家在那里不仅谈论文学艺术ꎬ还讨论社会、政
治、宗教等问题ꎮ 有的沙龙、咖啡馆和俱乐部是自由思想的传

布场所ꎬ人们批判揭露专制暴政ꎬ提倡宗教容忍和无神论ꎬ要
求创作自由ꎬ主张文学反映资产阶级生活ꎮ 有的则是保守作

家的堡垒ꎬ他们憎恶启蒙运动ꎬ极力美化贵族生活ꎬ他们的创

作具有浓厚的罗珂珂①色彩ꎬ受到封建统治者的鼓励和保护ꎮ
进步作家则不断遭受王朝和教会的迫害ꎬ他们的作品中有不

少是秘密出版的ꎬ出版后又被列为禁书ꎮ 伏尔泰和狄德罗都

坐过牢ꎬ卢梭被迫流亡国外ꎮ 启蒙思想在斗争中不断发展ꎬ终
于传播到全国各地ꎮ

十八世纪初期ꎬ古典主义在戏剧领域仍占统治地位ꎬ但已

呈现出衰落的迹象ꎮ 悲剧家克雷毕庸(１６７４—１７６２)模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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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ꎬ但他追求恐怖的剧情、宏伟的场面ꎬ走进了脱离现实的绝

境ꎮ 喜剧方面的情况略胜一筹ꎬ作家较多ꎮ 列牙尔(１６５５—
１７０９)和勒萨日接受莫里哀的传统ꎬ写讽刺喜剧ꎻ马黎伏

(１６８８—１７６３)把爱情作为喜剧主题ꎬ«爱情和命运的游戏»
(１７３０)是他的代表作ꎮ 他们都取得一定的成就ꎮ

十八世纪初期的小说家和十七世纪小说传统有一定的联

系ꎮ 喜剧家马黎伏也写小说ꎬ他模拟贵族沙龙小说ꎬ予以讽

刺ꎬ但仍保留“典雅”趣味ꎮ普莱伏(１６９７—１７６３)教士的«曼
侬列斯戈»(１７３２)是十七世纪爱情小说的继续ꎬ它暴露了

路易十五时代腐化的贵族生活ꎬ在法国曾风行一时ꎮ 作者的

爱情观点是宿命论的ꎮ 普莱伏把理查生的小说译成法语ꎬ对
法国十八世纪文学有相当影响ꎮ 这一时期的作家中成就较高

的是勒萨日ꎬ他是剧作家ꎬ也是小说家ꎮ
阿兰—列内勒萨日(１６６８—１７４７)生于一个公证人家

庭ꎬ当过律师ꎬ译过西班牙小说ꎬ从翻译走向创作ꎮ «杜卡雷»
(１７０９)是一部讽刺喜剧ꎬ揭露包税人的集团 ꎮ 作者塑造了几

个骗子形象ꎮ 伯爵夫人骗杜卡雷ꎬ骑士骗伯爵夫人ꎬ男仆和侍

婢骗他们三人ꎮ 杜卡雷是最无耻的大骗子ꎬ他靠包收税款起

家ꎬ掠夺人民ꎬ盗窃国库ꎮ 一七一二至一七三二年ꎬ勒萨日为

集市剧场写过一百多出小型喜剧ꎬ其中有的是和别人合作的ꎮ
这些喜剧不同于古典主义喜剧ꎮ 当时ꎬ法兰西喜剧院垄断戏

剧上演权ꎬ只演传统的古典主义剧目ꎬ千方百计迫使集市剧场

关闭ꎮ 为了对付法兰西喜剧院的干预ꎬ勒萨日不得不经常改

变他的戏剧形式ꎬ有时以歌曲为主ꎬ对白为辅ꎬ有时把对白和

舞蹈结合起来ꎬ有时是纯粹的哑剧ꎮ 这些通俗作品讽刺性强ꎬ
有 的公开嘲笑法兰西喜剧院的剧目ꎬ有的以暗示手法揭露

封建社会的黑暗面ꎬ但都具有现实主义因素ꎬ颇受普通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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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ꎮ
长篇小说«吉尔布拉斯»(１７１５ꎬ１７３５)叙述一个西班牙青

年的遭遇ꎮ 他原来是个天真无知的孩子ꎬ为了冲破封建社会

的种种障碍ꎬ他不择手段地向上爬ꎬ终于爬到首相秘书的地

位ꎮ 作者通过吉尔布拉斯的形象ꎬ说明在封建社会里ꎬ一个

出身微贱的人即使有很好的德行和很大的才能ꎬ也不会受人

重视ꎮ 他要有所作为ꎬ必须和坏人同流合污ꎮ 吉尔布拉斯

为了不被生活所淘汰ꎬ只好走上卑鄙肮脏的道路ꎬ猎取金钱地

位ꎮ 勒萨日认为吉尔布拉斯和那些当权者一起强取豪夺ꎬ只
是暂时的事ꎬ他成功后还会过诚实的生活ꎮ 在小说第三部里ꎬ
他果然成为一个关心人民疾苦的好人ꎮ 勒萨日谴责封建阶级

的等级偏见ꎬ但他肯定吉尔布拉斯的利己主义人生观ꎮ 在

他看来ꎬ吉尔布拉斯走上骗子的道路ꎬ应该负责的是封建社

会ꎬ而不是他自己ꎮ 作者在小说中还塑造了首相赖玛公爵的

形象ꎬ揭露封建官僚机构的贪赃枉法ꎮ 但他对贵族仍存有幻

想ꎬ把奥利法瑞斯伯爵刻画成一个关心国家利益的贤明首相ꎮ
勒萨日在«吉尔布拉斯»里写出了封建制度瓦解、资本

主义关系上升时期的法国社会生活的特征ꎮ 金钱统治一切ꎬ
破坏了人与人之间应有的关系ꎮ 这个社会是自私自利的黑暗

王国ꎬ从上到下ꎬ人人都为私利打算ꎬ设法升官发财ꎬ做狡黠者

中的最狡黠者ꎮ
«吉尔布拉斯»的结构形式同西班牙流浪汉小说以及

十七世纪法国“世俗现实主义小说”有相似之处ꎮ 它在叙述

主人公的冒险生活的同时ꎬ穿插一连串的故事ꎬ这些故事之间

往往缺乏有机的联系ꎮ 勒萨日塑造了吉尔布拉斯这一鲜明

的人物形象ꎬ描绘了一个具体的历史环境ꎬ提出一些颇有现实

意义的社会问题ꎮ 他丰富了西欧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方法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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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在揭露封建社会方面具有启蒙文学的一些特征ꎮ
从十八世纪二十年代起ꎬ启蒙作家开始发表作品ꎮ 孟德

斯鸠和伏尔泰是老一辈的启蒙文学作家ꎬ狄德罗和卢梭属于

年轻的一代ꎮ 他们在反封建、反教会、争取自由平等的斗争中

有共同的目标ꎬ但他们之间也有分歧ꎮ 在政治问题上ꎬ孟德斯

鸠主张君主立宪制ꎬ要求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ꎬ伏尔泰和

狄德罗提倡开明君主制ꎬ只有卢梭提出更进步的共和制ꎮ 在

宗教问题上ꎬ孟德斯鸠虽然是天主教徒ꎬ但他的作品猛烈批判

教会的腐败和黑暗ꎮ 伏尔泰和卢梭自始至终停留在自然神论

的水平ꎬ狄德罗却从自然神论走到无神论ꎮ 关于社会制度ꎬ几
乎所有的启蒙作家都不触动私有制ꎮ 卢梭虽然揭露私有制是

社会不平等的根源ꎬ但他不主张消灭私有制ꎬ只要求用法律限

制财产集中ꎮ 唯有梅里叶、摩莱里和马布里提出了取消私有

制、平均分配土地的空想共产主义ꎮ
尽管启蒙作家意见分歧ꎬ甚至在某些人之间发展成为仇

隙ꎬ他们却曾经一起合作ꎬ共同为宣传启蒙思想而斗争ꎮ 这就

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百科全书»编写工作(１７５１—１７６６)ꎬ
几乎所有的启蒙思想家都为这部著作撰过稿ꎮ “百科全书

派”可以说是“启蒙活动家”的同义语ꎮ «百科全书»总结了资

产阶级在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各方面的创造发明和成就ꎬ它
是在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进步思想指导下编写的一部反封

建、反教会的巨著ꎮ 它的编写和出版不断受到封建政府和教

会的迫害和禁止ꎮ 由于主编人狄德罗的努力坚持和进步力量

的支援ꎬ终于全部完成ꎮ
查理—路易德斯贡达孟德斯鸠(１６８９—１７５５)生

于贵族家庭ꎬ叔父是波尔多法院院长ꎮ 孟德斯鸠幼年学习过

古希腊语和拉丁语ꎬ后来专攻法律ꎮ 他当过律师和法院顾问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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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一六年继承叔父的子爵爵位和法院院长职务ꎮ 在工作

中ꎬ他认识到封建法律是为王权服务的ꎬ开始怀疑法律能否作

到真正公允ꎮ 一七二一年ꎬ他的«波斯人信札»在荷兰出版ꎬ
未署名ꎮ 这部作品立刻风行一时ꎮ 一七二八年ꎬ孟德斯鸠辞

去法院院长职务ꎬ开始为«论法的精神»收集资料ꎮ 他到欧洲

各国旅行ꎬ深入研究英国的宪法和议会制度ꎮ 一七三四年他

发表一部历史著作:«罗马盛衰原因论»ꎮ «论法的精神»是一

七四八年出版的ꎮ
«波斯人信札»是一部书信体的文学创作ꎮ 两个波斯青

年郁斯贝克和黎伽ꎬ在路易十四统治的最后五年和奥尔良公

爵摄政的头五年旅居巴黎ꎮ 他们把所见所闻写信报告在波斯

的朋友和家人ꎬ后者也写信给他们ꎬ向他们报道波斯消息ꎮ
«波斯人信札»是一部讽刺作品ꎮ 它揭露法国统治阶级

庸俗堕落、荒淫无耻ꎬ批判上流社会的种种恶习和生活方式ꎬ
指出决斗和赌博等的危害性ꎮ 它嘲笑资产阶级羡慕贵族地

位ꎬ出钱雇人替自己伪造家谱ꎬ“清洗祖先的名声”ꎮ 有四、五
封信是直接攻击法国暴君路易十四的ꎬ第三十七封信谴责他

喜欢谄媚ꎬ培养伪善ꎬ奢侈浪费ꎬ好大喜功ꎮ 有些信描写摄政

王时代的财政总监约翰劳开设银行ꎬ滥发纸币ꎬ使全国经济

陷于破产ꎬ人民受到巨大的损失ꎮ 作者对罗马教皇权力提出

怀疑ꎬ说他只是一个古老的偶像ꎬ人们给他烧香ꎬ无非因为习

惯如此ꎮ 第二十四封信说ꎬ教皇是一个最强有力的魔法师ꎬ统
治着人们的精神世界ꎬ硬要人们相信:“三等于一ꎬ人们所吃

的面包并非面包ꎬ所饮的酒并不是酒ꎮ”孟德斯鸠说ꎬ«圣经»
有多少行字ꎬ就有多少可以争辩的地方ꎮ 他谴责宗教迫害和

宗教战争ꎬ主张宗教应当有容忍精神ꎮ 第十一至十四封信中

的穴居人的故事阐述作者的理想社会ꎬ把宗法式生活美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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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满幸福的生活ꎮ
«波斯人信札»用相当多的篇幅描写波斯贵族的生活ꎮ 作

者通过波斯故事影射法国的专制暴政ꎬ同情那些受压迫被摧

残的波斯妇女和阉奴ꎮ 他借波斯贵族郁斯贝克的妻妾之口ꎬ
指出妇女不是男子的私有财产ꎬ她们拥有和男子平等的权利ꎮ

孟德斯鸠把他的作品写成波斯游客的通信ꎬ其用意是要

掩护他对封建社会的尖锐批评和讽刺ꎬ逃避审查制度的迫害ꎮ
十八世纪法国出版过很多东方游记和书信集ꎬ介绍这些国家

的风俗人情ꎬ受到读者欢迎ꎮ 这也是孟德斯鸠采用这种形式

的原因之一ꎮ «波斯人信札»没有完整具体的情节ꎬ只是叙述

一些零星故事ꎬ谈论一些人物ꎬ借此阐发作者对政治、社会、宗
教、道德等方面的启蒙思想ꎮ 它为十八世纪哲理小说开辟了

道路ꎮ
孟德斯鸠在启蒙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ꎬ不仅因为他在

«波斯人信札»里宣传了反对封建专制、反对教会迫害的进步

思想ꎬ而且也因为他写了«论法的精神»ꎮ 这部社会科学著作

费了他二十多年的工夫ꎮ 他首先阐明法律不是一成不变的ꎬ
它是社会制度的产物ꎬ随着社会的改变而改变ꎮ 他指出专制

政体是最反动的政体ꎬ不仅因为它用暴力统治国家ꎬ剥夺人民

的自由ꎬ还因为它本身是愚蠢的政体ꎬ需要愚蠢的被统治者ꎬ
也需要愚蠢的统治者ꎮ 在本书里ꎬ他提出了三权分立的理论ꎮ
孟德斯鸠的社会学说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许多革命活动

家所接受ꎬ并反映在一七八九年的«人权宣言»和一七九一年

的宪法里ꎮ
伏尔泰(１６９４—１７７８)原名弗朗索亚—玛丽阿卢埃ꎬ是

十八世纪声望最高的启蒙作家ꎬ生于资产阶级家庭ꎮ 他青年

时代读过贝勒和封特奈勒的进步作品ꎬ他推崇梅里叶的«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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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ꎬ但反对后者的空想共产主义ꎮ 他涉足于社会上层的交

际场所ꎬ经常在自由思想极为浓厚的沙龙和咖啡馆中出现ꎮ
他年少气盛ꎬ敢于议论ꎬ不怕触犯权贵ꎬ一度被驱逐出巴黎ꎬ后
来又被关进巴士底监狱ꎮ 一七二五年ꎬ他和一个小贵族发生

冲突ꎬ被迫离开法国ꎮ 一七二六到一七二九年ꎬ他住在伦敦ꎬ
研究英国社会政治、牛顿的科学思想、洛克的唯物主义哲学和

英国文学与戏剧ꎬ他第一个把莎士比亚戏剧介绍到法国ꎮ 回

国后ꎬ他发表«英国通信集»(１７３２)ꎬ宣扬资产阶级革命后英

国各方面的成就ꎬ批判法国封建专制制度ꎬ宣传唯物主义哲

学ꎬ传播自由平等思想的种子ꎮ 这部作品被反动政权宣布为

禁书ꎮ 一七五〇年ꎬ他接受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邀

请ꎬ访问柏林ꎮ 他发现他想象为开明君主的弗里德里希二世

也是个非常残暴的专制国王ꎬ这加深了他对专制暴政的憎恨ꎮ
这一时期ꎬ他和法国年轻一代的启蒙活动家接近ꎬ为«百科全

书»写稿ꎬ这些文稿后来收在他的«哲学辞典» (１７６４)里ꎮ 一

七五五年起ꎬ他定居在法国和瑞士边境的费尔奈ꎮ 他和欧洲

各国人士通信ꎬ接待他们ꎬ并且以实际行动干预社会生活ꎮ 尽

管他在启蒙运动中有很高的地位ꎬ他的思想却比狄德罗、卢梭

等温和保守ꎮ 在政治上ꎬ他主张开明君主制ꎻ在宗教上ꎬ他是

自然神论者ꎻ他批判教会ꎬ但说:“如果没有上帝的话ꎬ也应该

虚构一个ꎬ”用来约束人民ꎬ维持社会秩序ꎬ保护私有制ꎮ
伏尔泰是多产作家ꎮ 他的全集包括哲学著作、历史著作、

史诗、抒情诗、讽刺诗、哲理诗、哲理小说、五十多部悲剧和喜

剧、一万多封信札ꎮ
伏尔泰开始文学创作时ꎬ他的愿望是继高乃依和拉辛之

后ꎬ成为一个不朽的悲剧诗人ꎮ 他的第一部创作是悲剧«俄
狄浦斯»(１７１８)ꎬ以后所写的绝大多数剧本也是悲剧ꎮ 他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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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古典主义戏剧传统的熏陶ꎬ推崇高乃依和拉辛的悲剧艺术ꎬ
但反对古典主义理论家把他们的文学原则说成是永恒不变的

那种静止观点ꎮ 他一度被莎士比亚的艺术所吸引ꎬ给莎士比

亚以很高的评价ꎮ 后来他又从古典主义趣味和民族偏见出

发ꎬ说«哈姆莱特»“是一部粗糙野蛮的剧本ꎬ法兰西和意大利

的最低级的民众也忍受不了”ꎮ 他看出十八世纪的法国古典

主义悲剧已丧失了拉辛悲剧的热情ꎬ只是冷冰冰的“五幕谈

话”ꎮ 为了克服这一缺点ꎬ他又主张适当地采用莎士比亚的

一些手法ꎬ来加强戏剧效果ꎮ 他决心改革ꎬ于是在他的悲剧中

出现了鬼魂ꎬ响起了炮声ꎬ罗马元老穿上红袍ꎬ匈奴人和鞑靼

人戴上铁盔ꎮ 但是ꎬ他认为将古希腊、罗马文学当作典范的古

典主义原则仍然有效ꎮ 他的悲剧情节虽然比较复杂ꎬ却并不

违背三一律ꎮ 在戏剧艺术形式上ꎬ他的悲剧尽管有一些新的

东西ꎬ基本上还是保守的ꎮ
伏尔泰的悲剧形式上是古典主义的ꎬ内容却贯穿着启蒙

主义精神ꎮ «布鲁图斯»(１７３０)是一部政治悲剧ꎬ宣扬效忠于

共和政体的思想ꎮ 罗马元老布鲁图斯的儿子把祖国出卖给共

和国的敌人———被驱逐出国的罗马暴君ꎮ 布鲁图斯毫不犹疑

地对他判处死刑ꎮ 他的儿子被处决后ꎬ他说道:“罗马自由

了ꎬ这就成了!”这部悲剧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年月里起过很

大作用ꎬ它激起人们对专制暴政的仇恨ꎬ宣传自由的思想ꎮ
«札伊尔»(１７３２)叙述伊斯兰教的苏丹奥洛斯曼和女基督教

徒札伊尔相爱的故事ꎮ 宗教偏见在这对情人之间引起一连串

的误解ꎬ终于导致悲惨的结局ꎮ 作者极力描绘奥洛斯曼的嫉

妒性格ꎬ很明显地受了«奥瑟罗»的影响ꎮ 在他的另一部有名

的悲剧«穆罕默德»(１７４２)里ꎬ他对宗教狂热表示憎恨ꎬ宣传

宗教容忍的观点ꎮ 他认为宗教信仰和教会人士所宣扬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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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不过是欺骗和谎言ꎮ 穆罕默德为了消灭自己的政敌ꎬ卑
鄙无耻地以爱情为饵ꎬ迫使一个对他具有狂热信仰的青年杀

死自己的父亲ꎮ «中国孤儿»(１７５５)是伏尔泰受到元曲«赵氏

孤儿»的启发而写成的一部悲剧ꎮ 作者称赞中国的哲学智

慧ꎬ它能使侵略中国的成吉思汗①被古老的中华民族的智慧

所征服ꎬ转变为明智的哲人ꎬ成为“哲学家国王”ꎮ 伏尔泰从

事戏剧创作ꎬ其目的是把戏剧作为宣传武器ꎬ用来激励法国人

民向封建专制制度、宗教狂热作斗争ꎮ 他的悲剧以曲折有趣

的情节和先进的政治内容吸引观众ꎬ在十八世纪起过传播启

蒙思想的重大作用ꎮ
四十年代后ꎬ伏尔泰写了几部哲理小说ꎮ 这些小说作为

宣传工具ꎬ比他的戏剧创作更有力量ꎮ
«查第格又名命运»(１７４８)的主人公是一个聪明能干、具

有高尚道德品质的青年ꎬ但命运对他来说是不可理解的ꎮ 他

每作了一件好事ꎬ随之而来的几乎总是一场灾难ꎮ 他说:“我
作的好事对我全是祸根ꎬ我享受的荣华富贵不过是叫我在苦

海中陷得更深ꎮ 要是我和别人一样凶恶ꎬ也就跟他们一样快

乐了ꎮ”这里ꎬ伏尔泰提出了善与恶的问题ꎬ这问题的提出有

其现实的社会意义ꎬ是对充满邪恶的封建社会的揭露ꎮ 在

«隐士»一章里ꎬ作者想证明善恶相生ꎬ恶运对人也是一种磨

练ꎮ 查第格从隐士的话中获得了生活的勇气ꎮ 小说以查第格

当上国王告终ꎬ这体现了伏尔泰的“哲学家国王”的政治思

想ꎮ 在查第格身上ꎬ作者写出了启蒙哲学家的遭遇ꎮ 十八世

纪启蒙学者受到社会恶势力的压迫ꎬ但以他们的智慧和勇敢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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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不懈的努力ꎬ终于获得最后胜利ꎮ
«老实人又名乐观主义»(１７５９)的主人公是个心地善良、

头脑简单的青年ꎮ 他是一个男爵的养子ꎮ 男爵家里的家庭教

师邦葛罗斯教导他说ꎬ这个世界安排得很好ꎬ“一切都是十全

十美的”ꎮ 但生活告诉他ꎬ世界并不是这么一回事ꎮ 他爱上

男爵的女儿ꎬ被男爵驱逐ꎮ 他流浪到欧洲许多地方ꎬ也去过美

洲ꎬ处处受到折磨ꎮ 他耳闻目睹的一切都证明邦葛罗斯的哲

学思想是错误的ꎮ 就是邦葛罗斯自己ꎬ也受尽种种灾难ꎬ当过

奴隶ꎬ染上恶疾ꎬ几乎死于宗教裁判所的火刑ꎮ 在这部哲理小

说里ꎬ伏尔泰愤怒地谴责了把自然灾害(１７５５ 年的里斯本大

地震)解释为对人类罪孽的惩罚这种谬论ꎬ同时也驳斥了莱

布尼茨、波林布罗克、舍夫茨伯利等的盲目乐观主义ꎮ 他用大

量事实证明现实生活充满着邪恶和黑暗ꎬ所谓这个世界安排

得妥妥当当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ꎮ 这些人的观点只能对封建

统治有利ꎬ而不利于反封建、反教会的斗争ꎮ «老实人»反对

盲目乐观ꎬ但并不悲观失望ꎮ 在十七、十八两章中ꎬ伏尔泰写

了一个理想世界ꎮ 老实人旅行到“黄金国”ꎬ那里石头就是黄

金ꎮ 人们不受金钱势力的支配ꎬ和邻国不相往来ꎬ没有教士迫

害他们ꎬ没有法院和监狱ꎮ 他们过着富裕幸福的生活ꎬ科学文

化非常发达ꎮ 在最后一章ꎬ作者指出ꎬ“工作可以使我们免除

烦恼、纵欲、饥寒这三大灾害”ꎬ全书以“要紧的还是种我们的

园地”这句名言告终ꎮ
伏尔泰的哲理小说的人物、故事和背景都出于虚构ꎬ骤看

起来似乎是不真实的ꎬ荒诞不经的ꎮ 但荒诞中隐藏着严肃的

思想、深刻的哲理ꎬ具有摧毁力量ꎮ 荒诞并不妨碍作者反映现

实社会ꎬ却正好是对封建礼教的嘲弄ꎮ 通过荒诞不经的故事

和人物ꎬ伏尔泰把十八世纪法国封建社会的一切魑魅魍魉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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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在阳光底下ꎬ以嬉笑怒骂的口吻鞭挞专制国王的暴虐ꎬ封建

贵族的寄生生活ꎬ法院官吏的贪婪ꎬ教会人士的虚伪ꎬ宗教迷

信的危害ꎬ宗教裁判所对自由思想的残酷压迫等等ꎮ 他给自

己提出的任务不是描写人物性格ꎬ而是创造讽刺性的形象和

故事ꎮ 他出色地完成了这个任务ꎮ 他继承拉伯雷的传统ꎬ使
他的哲理小说具有法国民族特点ꎮ 他善于利用民间流传的故

事ꎬ这些故事在他的小说里并不显得粗俗ꎬ反而发射出智慧的

光芒ꎮ 伏尔泰是个语言大师ꎬ他的语言精炼简洁ꎬ字句谑而且

虐ꎬ三言两语便击中敌人的要害ꎮ
伏尔泰的思想不仅深入十八世纪法国第三等级人们的心

里ꎬ为一七八九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准备了思想条件ꎬ而且对十

九世纪欧洲许多国家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斗争起过很大作

用ꎮ
德尼狄德罗(１７１３—１７８４)生于法国外省一个相当富

裕的家庭ꎮ 他的父亲先把他送去学神学ꎬ希望他当天主教士ꎬ
后来要他学法律或医学ꎮ 狄德罗自己却坚决要成为作家ꎮ 他

的父亲以不再接济生活费用来威胁他ꎮ 狄德罗在巴黎流浪ꎬ
任私人教师ꎬ作些翻译工作ꎮ 他认识了一些文人作家ꎬ同卢梭

和孔狄亚克来往最密ꎮ 这时候ꎬ他的启蒙思想开始形成ꎬ对封

建秩序抱反对态度ꎮ 他的初期作品«哲学思想» (１７４６)只是

用自然神论的观点和天主教对抗ꎬ说明他尚未摆脱早年所受

的神学教育的影响ꎮ 尽管如此ꎬ«哲学思想»仍被巴黎法院宣

布为禁书ꎬ全部销毁ꎮ 从«供非盲人阅读的论盲人书»(１７４９)
开始ꎬ他走向无神论和唯物主义ꎮ 封建专制政府以“散布危

险思想”的罪名把他关进监狱ꎮ 出狱后ꎬ他和达朗贝尔合作ꎬ
编撰«百科全书»ꎬ阐述进步的资产阶级世界观ꎬ给封建思想

体系和天主教以无情的打击ꎮ 他们不断受到王权和教会的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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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ꎮ 后来达朗贝尔辞去编撰职务ꎬ«百科全书»的主编工作落

在狄德罗一人身上ꎮ 他依靠那些当时被称为“百科全书派”
的进步作家、思想家的协助ꎬ以及订户的支持ꎬ完成了这部伟

大著作的编撰和出版工作ꎮ 同时ꎬ他写过很多戏剧理论和艺

术批评著作ꎬ创作了一些剧本和优秀小说ꎮ 一七五七年ꎬ他和

卢梭发生争端ꎮ 一七七三年ꎬ他应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

的邀请ꎬ访问莫斯科ꎮ 他企图劝她接受启蒙思想ꎬ实行进步的

政治社会改革ꎬ他的尝试失败了ꎮ 他临终前ꎬ天主教士劝他放

弃无神论观点ꎬ他愤怒地拒绝了他们的劝告ꎮ
狄德罗是资产阶级现实主义美学的先驱之一ꎬ对绘画、雕

刻、音乐、戏剧、表演艺术等有创造性的见解ꎮ 在造型艺术理

论方面ꎬ他的代表作是一七五九到一七八一年所写的«沙龙»
和一七六五年的«论绘画»ꎮ 他反对浮华纤巧的罗珂珂艺术ꎬ
批评迎合贵族趣味的艺术家ꎮ 他主张艺术要模仿自然ꎬ他说:
“自然所创造的一切都是正确的ꎮ”在«沙龙»里ꎬ他劝青年画

家不要老在卢佛宫临摹那些大画家的作品ꎬ要走到生活中去ꎬ
到教堂、街道、公园、市场各处去观察具有各式各样感情的人

物的动作ꎮ 他说艺术家不能满足于反映生活ꎬ必须对生活表

示自己的意见ꎮ 他指出艺术和伦理学之间、美和善之间有密

切关系ꎮ
«关于‹私生子›的谈话»(１７５７)和«论戏剧诗»(１７５８)是

狄德罗最重要的戏剧理论著作ꎮ 他反对古典主义的狭隘的美

学观点和清规戒律ꎬ要求艺术民主化ꎮ 他明确提出ꎬ戏剧是反

封建斗争的有力武器之一ꎮ 他主张用符合资产阶级愿望的市

民剧来代替为封建宫廷服务的古典主义戏剧ꎮ 他创造了一种

介乎悲剧和喜剧之间的戏剧体裁:正剧ꎮ 古典主义认为悲剧

表现“崇高”的感情ꎬ应当反映王公贵族的生活ꎬ资产阶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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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只有在喜剧里才有一席之地ꎮ 狄德罗指出ꎬ资产阶级和平

民同样具有“崇高”的感情ꎬ应该在舞台上表现他们ꎮ 他说剧

作家要关心社会上发生的重大问题ꎬ戏剧要起教育民众的作

用ꎮ 他劝作家注意现实生活ꎬ到乡村去ꎬ到茅屋里去ꎬ访问住

在那里的人ꎬ看看他们的床铺、饮食、房屋、衣服ꎮ 他的理论大

大促进了欧洲现实主义戏剧的发展ꎮ 狄德罗写过两部正剧:
«私生子»(１７５７)和«家长»(１７５８)ꎮ 他着重从人物的社会身

分(商人、工人、法官等)或家庭关系(父子、夫妻等)来刻画性

格ꎬ注意人物性格和客观环境的联系ꎮ
狄德罗的文学声誉不是建立在他的戏剧创作上ꎬ而是建

立在他死后出版的三部小说上ꎮ
«修女»写于一七六〇年ꎬ出版于一七九六年ꎬ是一部揭

露性很强的书信体小说ꎮ 苏姗娜西蒙南是一个天真无邪的

少女ꎬ对生活有无限的喜爱ꎮ 天主教会硬把她关在修道院里ꎬ
要她过违反自然的禁欲生活ꎮ 她忍受不了女院长的无耻行为

和对她的迫害ꎬ便逃出修道院ꎮ 法院不但不保护她ꎬ反而和教

会一起迫害她ꎮ 在最后一封信里ꎬ她说如果教会和法院逼她

回到修道院去ꎬ她宁愿以自杀了此一生ꎮ 小说以苏姗娜表示

决心告终ꎬ使读者对她的命运感到极大的不安ꎬ激起人们对封

建制度和天主教的仇恨ꎮ
«定命论者雅克»写于一七七三年ꎬ出版于一七九六年ꎬ没

有连贯的中心情节ꎬ是由许多对话和长短不齐的故事组成的ꎬ
其中以德拉波姆雷太太布下天罗地网来惩罚她的情夫这

一故事写得最好ꎬ它揭露了当时贵族阶级的腐朽生活ꎬ席勒曾

把它译为德文ꎬ用«妇女复仇»的题名出版于一七八五年ꎮ 这部

小说的主人公雅克是个仆人ꎬ跟随主人出外旅行ꎮ 他们随时

停下来ꎬ有什么可看的就看看ꎬ并且加以议论ꎮ 途中以及在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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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休息时ꎬ雅克讲自己的爱情经历和其他故事ꎮ 通过这些谈

话和故事ꎬ作者揭露了封建社会的丑恶ꎮ 他把雅克的主人刻

画成一个除了饮食游乐外什么都不知道的社会寄生虫ꎬ雅克

却心地善良ꎬ足智多谋ꎮ 雅克对生活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ꎬ不
管遭遇什么坏事ꎬ或受到主人的无理责骂和鞭打ꎬ他总是说:
“上天是这样规定了的ꎮ”雅克的形象反映了在天主教会的精

神统治下ꎬ下层人民群众所受的宗教毒害ꎮ 狄德罗的目的是

要指出:封建社会充满了坏事ꎬ这些坏事当然也是“上天规定

了的”ꎬ那么ꎬ所谓上天的“公正”和“仁慈”岂不是骗人的鬼

话? «定命论者雅克»并不直接揭露宗教ꎬ而是用暗示手法启

发读者思考问题ꎬ激起他们去愤恨封建社会中的不合理现象ꎮ
«拉摩的侄儿»写于一七六二年ꎬ歌德曾把它译成德文ꎬ

译本出版于一八〇五年ꎬ法文本初版于一八二三年ꎮ 这部小

说的主要部分是拉摩的侄儿(书中的“他”)和狄德罗(书中的

“我”)两人的对话ꎬ对话中时常插上作者的感想和对主人公

的描绘ꎮ 主人公实有其人ꎬ是十八世纪音乐家、作曲家若望
菲力浦拉摩的侄儿ꎮ 狄德罗以真人真事为基础ꎬ运用他的

想象力ꎬ加上夸张手法ꎬ简洁集中、突出生动地塑造了一个寡

廉鲜耻但又观察敏锐的资产阶级无行文人的形象ꎮ
拉摩的侄儿是个音乐家ꎬ不乏才能ꎬ但穷困潦倒ꎬ流落街

头ꎬ和流浪歌手为伍ꎬ终于堕落成为贵族富人的食客ꎮ 对他说

来ꎬ生活的意义在于设法把肚子填饱ꎮ 他早上起来第一件心

事是想想在谁家吃午饭ꎬ午饭后他便考虑到哪一个有钱人家

去吃晚饭ꎮ 只要吃饱ꎬ这一天他就认为过得不错了ꎮ 为了在

豪富人家饭桌上保住一个席位ꎬ他乐于充当他们的小丑ꎬ装疯

卖傻ꎬ阿谀奉承ꎬ让他们侮辱自己ꎬ使他们感到高兴ꎮ 他要经

常压抑自己的自尊心ꎬ放弃人的尊严ꎮ 有一次ꎬ他偶然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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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ꎬ“表露了理性和诚实”ꎬ他立刻被驱逐ꎬ重新陷入饥饿之中ꎮ
拉摩的侄儿的形象相当复杂ꎮ 他不是一个单纯的食客ꎬ

他对音乐、戏剧、文学有一定的修养ꎬ对政治、社会、道德、教育

各方面有自己的见解ꎮ 他的谈话中穿插着许多意义深刻的警

句ꎮ 他说在大臣们的心目中ꎬ“没有什么比谎言对人民更有

用ꎬ没有什么比真理更有害”ꎮ 他又说:“我看见很多很多诚

实的人ꎬ他们并不快乐ꎻ我又看见无数的人ꎬ他们快乐ꎬ却不诚

实ꎮ”他看出金钱的威力和对人的精神的支配作用:“一个人

只要有钱ꎬ无论干什么都不会失去荣誉的ꎮ”他认识金钱是罪

恶的根源ꎬ却又承认富人有权利任意使用他们的钱ꎮ 他说他

一旦发了财ꎬ也要成为“最蛮横无耻的流氓”ꎮ 他看出巴黎社

会贫富悬殊ꎬ一方面少数人大吃大喝ꎬ另一方面多数人挨饿挨

冻ꎬ但他感到愤懑的却是:豪富人家的宴会中没有一个席位是

他的ꎬ没有一块金币从他们的钱袋落在他的手里ꎮ 他也知道

社会上的坏现象是封建制度造成的ꎬ他未尝不希望有个好制

度ꎬ但他认为最好的世界ꎬ如果他不在里面ꎬ也是不足取的ꎮ
他对道德问题谈得很多ꎮ 对他说来ꎬ世界上没有绝对的

真或假、好或坏、可敬或可笑、正直或邪恶ꎬ一切都取决于个人

利益ꎮ 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引导人们不担风险地追求享受ꎮ
他不愿意用自己的劳动来换取食物、衣服、金钱等等ꎬ而甘当

一个社会寄生虫ꎬ寄人篱下ꎬ受别人的恩惠ꎬ也受别人的讪笑ꎮ
他说ꎬ人的本性就是“牺牲同类来寻求自己的幸福”ꎮ 他是一

个极端自我中心的利己主义者ꎮ
«拉摩的侄儿»揭露性很强ꎬ狄德罗从启蒙思想家的角度

出发ꎬ通过主人公的卑鄙丑恶行为ꎬ也通过他那些有的正确、
有的谬误的言论ꎬ谴责了人欲横流的法国“上流社会”ꎮ 在法

国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时期ꎬ达官贵人和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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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产者不择手段ꎬ不顾人民死活ꎬ猎取金钱ꎬ追求物质享受ꎬ
甚至道德和教育都被用来为他们服务ꎮ 拉摩的侄儿就是这个

社会制造出来的恶徒ꎬ他又反过来影响这个社会ꎬ“像酵母一

样开始发酵”ꎬ制造出更多的恶徒ꎮ 他知道自己的行径是无

耻的ꎬ但不以为耻ꎬ对自己的无耻反而津津乐道ꎮ
狄德罗的小说最常用的形式是书信体和对话体ꎮ 他自己

往往在小说中出现ꎬ时而抒发他对一些事物的感想ꎬ时而评述

人物的精神状态ꎮ 他采用这些手法ꎬ可以毫无拘束地谈论各

种问题ꎬ通过小说向读者传播他的启蒙思想ꎮ 他的小说情节

一般不很紧凑ꎬ例如在«定命论者雅克»中ꎬ读者就不很容易

抓住故事的线索ꎮ 他的故事也不是很能引人入胜的ꎬ«拉摩

的侄儿»虽然有很精彩的地方ꎬ但以全书而论ꎬ哲学成分比较

多些ꎮ 尽管如此ꎬ狄德罗仍然塑造了一些富有典型意义的人

物形象ꎬ像仆人雅克、拉摩的侄儿等ꎮ 他很注意人物的精神状

态ꎬ特别是人物的矛盾性格:雅克是个定命论者ꎬ但非常乐观ꎻ
拉摩的侄儿是个无耻的食客ꎬ却又观察敏锐ꎬ不乏正确的见

解ꎮ 狄德罗也着重描绘人物的形态ꎬ借以发掘他们心灵深处

的思想感情ꎬ拉摩的侄儿拉小提琴、唱歌、表演谄媚者、模仿小

方丈等几段描写都是非常精彩的ꎮ
若望—雅克卢梭(１７１２—１７７８)是法国最杰出的启蒙

活动家之一ꎮ 他出身于日内瓦一个加尔文教派的小资产阶级

家庭ꎮ 父亲是钟表匠ꎬ爱读小说ꎬ儿子才六岁ꎬ便和儿子一起

读十七世纪法国爱情小说以及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

传»ꎮ 卢梭十二岁离开日内瓦ꎬ在法国的萨伏亚一带流浪ꎬ在
德华朗夫人家度过几年安静生活ꎬ醉心于阿尔卑斯山区的

宏伟壮丽的自然景色ꎮ 他当过学徒、仆人、家庭教师ꎬ受尽富

人的白眼和凌辱ꎮ 一七四一年他到巴黎去ꎬ结识了年轻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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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启蒙学家狄德罗、格里姆等ꎬ他的启蒙思想逐渐形成ꎮ 他为

«百科全书»写稿ꎬ论述音乐问题ꎮ 在巴黎ꎬ他看不惯贵族的

奢侈生活ꎬ认识到“他们在虚伪的感情掩盖之下ꎬ只受利益和

虚荣的支配”ꎮ
一七四九年ꎬ他在杂志上读到第戎科学院的征文启事ꎬ征

文题目是«科学艺术发展是否有助于改善风俗?»ꎬ他说当时

他的思想像潮水一样涌了出来:“这一刹那间ꎬ我看见了另一

个宇宙ꎬ我成了另一个人ꎮ”在狄德罗鼓励下写成的«论科学

和艺术»(１７５０)定下了他以后著作的基调ꎮ 他提出科学艺术

发展并不给人类带来幸福ꎬ反而带来灾难的观点ꎮ 他指出文

化是为腐朽的贵族阶级服务的ꎬ他们的豪华生活建筑在大多

数人的贫困上面ꎮ
他的第二篇论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１７５５)

揭发了私有观念ꎬ指出这观念产生了社会不平等ꎬ使富人僭夺

了统治权力ꎬ使千千万万穷人沦为奴隶ꎮ 他说ꎬ“人与人之间

生来就是平等的”ꎬ后来有一个人把一块土地圈起来ꎬ说“这
是我的”ꎬ私有观念于是产生了ꎬ公民社会形成了ꎬ随之而来

的是战争、贫困和灾难ꎮ 他谴责专制暴政ꎬ宣称杀死和推翻暴

君的人民起义是合法行动ꎮ 他抨击私有制ꎬ但并不主张消灭

私有制ꎬ只希望制订法律限制财富大量集中ꎮ 这是他的小资

产阶级局限性的表现ꎮ 他提出“返回自然”的口号ꎬ这是对封

建社会的否定ꎬ是进步的ꎮ 但在否定封建社会的同时ꎬ他也否

定了人类文明和进步ꎮ
这两篇论文发表后ꎬ卢梭的激烈观点轰动一时ꎮ 一七五

六年ꎬ他抛弃巴黎的城市文明ꎬ先后住在爱弥达日和蒙莫朗

西ꎬ在大自然的怀抱里ꎬ过着简单朴素的隐居生活ꎮ 他同狄德

罗和格里姆决裂ꎬ同伏尔泰和达朗贝尔为了演剧问题发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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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调和的争论ꎮ «致达朗贝尔论演剧书» (１７５８)是一部文艺

论战作品ꎮ 卢梭和伏尔泰的观点是抵触的ꎮ 伏尔泰说悲剧和

喜剧对社会风俗有利ꎬ可以提高道德ꎬ加强理性ꎻ卢梭则认为

戏剧迎合观众的爱好ꎬ刺激他们的感情ꎬ对社会风俗有百弊而

无一利ꎮ 他反对达朗贝尔建议日内瓦政府建筑剧院ꎬ他说一

个城市有了剧院和演员就不可避免地破坏居民的良好风俗ꎬ
把他们引上懒惰、奢侈和淫乱的歧途ꎮ 他认为古典主义戏剧ꎬ
连莫里哀的喜剧也在内ꎬ都是不道德的ꎮ 为了批判封建的和

资产阶级的文学艺术ꎬ他不分青红皂白地否定了戏剧的教育

作用ꎮ 他建议用民众在传统节日举行的健康的娱乐活动来代

替演戏ꎮ
在蒙莫朗西居住的几年是卢梭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ꎮ 他

发表了三部重要作品:«新爱洛伊丝»、«社会契约论»和«爱弥

儿»ꎮ
«尤丽又名新爱洛伊丝» (１７６１)写贵族姑娘尤丽和她的

青年家庭教师圣普乐相爱的故事ꎮ 卢梭把他的小说叫做«新
爱洛伊丝»ꎬ因为这对情人和中古时期法国哲学家阿贝拉尔

与他的女学生爱洛伊丝一样ꎬ都是以悲剧结束他们的恋爱的ꎮ
尤丽的父亲是一个封建等级偏见很深的贵族ꎬ坚决不肯把女

儿嫁给出身第三等级的圣普乐ꎬ命她和贵族德伏勒玛结婚ꎮ
圣普乐离开了尤丽的家ꎮ 尤丽在婚后把自己过去的恋爱告诉

了丈夫德伏勒玛ꎬ丈夫表示对他们信任ꎬ请圣普乐回来ꎮ 尤

丽和圣普乐两人朝夕相见ꎬ极力克制自己的感情ꎬ但内心非常

痛苦ꎬ最后ꎬ作者以尤丽的死亡结束了他的小说ꎮ
«新爱洛伊丝»是书信体的小说ꎬ写信的人除尤丽和圣普

乐外ꎬ还有德伏勒玛、尤丽的表姐克雷尔、圣普乐的好友英

国爵士爱德华等ꎮ 在这些信里ꎬ卢梭揭露了封建等级制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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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感情的罪恶ꎬ主张感情自由、感情解放ꎬ反映了资产阶级

革命前夕法国人民不甘受封建王朝和天主教会的统治ꎬ要求

在一切方面获得自由和解放的强烈愿望ꎮ 同时ꎬ作者通过他

的人物表达了他对社会、政治、戏剧、音乐等问题的意见ꎬ这些

意见和他其他作品中的启蒙思想是一致的ꎮ
«社会契约论»(１７６２)是一部社会政治著作ꎬ阐明国家的

建立是人民之间协议的结果ꎮ 人们结合为国家ꎬ同意放弃

“天然自由”ꎬ换取“公民自由”ꎮ 国家的最高权力属于人民ꎮ
“服从法律的人民”同时也是“创造这些法律的人民”ꎮ 卢梭

提出公民选举领袖的共和制度ꎬ他向往的国家实质上是保障

资产阶级民主权利的国家ꎮ 他的政治思想比伏尔泰和狄德罗

都更进步ꎬ后来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派中最革命的雅各宾派的

政治纲领的基础ꎮ
«爱弥儿又名论教育»(１７６２)共五卷ꎬ通过爱弥儿受教育

的故事ꎬ阐明作者的教育观点ꎮ 卢梭的出发点是:“一切事物

出自创世者之手都是好的ꎬ到了人的手里便全变坏了ꎮ”他认

为教育人就是要防止人变坏ꎬ恢复“自然人”ꎮ 爱弥儿是个贵

族出身的孩子ꎬ卢梭认为贵族孩子可以教好ꎬ教育能够战胜贵

族阶级偏见ꎮ 作者反对用襁褓包裹爱弥儿ꎬ因为襁褓妨碍他

自由活动ꎮ 他要爱弥儿离开城市ꎬ住在乡村ꎬ免得他产生不合

自然的感情ꎮ 要让他通过感觉来认识冷热、重量、距离等等ꎮ
他做错了事ꎬ不必斥责他ꎬ而要引导他自己认识错误ꎮ 白天他

顽皮ꎬ打破了玻璃窗ꎬ晚上让他睡在这屋子里ꎬ他给寒风吹醒ꎬ
就明白不应任意破坏了ꎮ 教育不在于教儿童读很多书ꎬ学习

语言、历史、地理等等ꎮ 卢梭对寓言如同对戏剧一样ꎬ抱有成

见ꎬ认为寓言不易为孩子所理解ꎬ并对他们十分有害ꎮ 他逐字

逐句地分析拉封丹的寓言诗«乌鸦和狐狸»ꎬ说它不道德ꎬ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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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事和语言都不是儿童所能接受的ꎮ 爱弥儿长大后ꎬ作者

要他学会一种手艺ꎬ使他自食其力ꎮ 他不反对爱弥儿有宗教

信仰ꎬ但他要爱弥儿信仰的不是天主教ꎬ而是自然神教ꎮ 第四

卷中«萨伏亚牧师的信仰自白»一节阐明了卢梭的自然神论

的观点ꎬ赞美庄严灿烂的自然景色ꎬ描写作者和自然互相沟通

的精神状态ꎮ 第五卷叙述爱弥儿认识了小姑娘苏菲ꎬ她受过

和爱弥儿大致相同的教育ꎮ 他们相爱ꎮ 爱弥儿到欧洲旅行ꎬ
接受政治教育ꎬ回来后他们便结婚了ꎮ

«爱弥儿»出版后ꎬ卢梭被封建政府和教会迫害ꎬ四处流

亡ꎬ受到很大刺激ꎬ几乎精神失常ꎮ 在流亡的年月里ꎬ他感到

有必要为自己辩护ꎮ 一七六五至一七七〇年ꎬ他着手写«忏悔

录»ꎮ «忏悔录»分两部分(１７８２ꎬ１７８９)ꎬ是他的自传ꎬ是一个出

身低微的人反对社会不平等、为维护“人权”而斗争的记录ꎬ
是用散文写成的诗篇ꎮ 卢梭说他写这部作品的目的是忏悔他

一生中所犯的过错ꎮ 但他有他的骄傲ꎮ 他认为自己是世界上

最纯洁的人ꎮ 他问道ꎬ在最后审判那一天ꎬ有谁敢说“我比这

个人(指卢梭自己)更好”? «忏悔录»表明ꎬ他和其他的人一

样生来是个好人ꎬ对他的缺点和过错应负责任的是万恶的社

会ꎮ 他赤裸裸地写出了他自己的思想感情ꎬ指出“个人”有无

限的精神财富和潜在力量ꎮ 他的个人主义有它的积极的一

面ꎮ 在十八世纪法国封建社会里ꎬ第三等级被践踏ꎬ受屈辱ꎮ
他们在第一、二等级的眼里是没有权利、没有地位的贱民ꎮ 卢

梭肯定人的价值ꎬ要求个人解放ꎬ是对封建制度的强烈抗议ꎮ
卢梭是杰出的法国散文作家之一ꎮ 他的散文不仅说理性

强ꎬ富于雄辩ꎬ而且饶有抒情风味ꎮ 他强调感情在文学中的地

位ꎮ «新爱洛伊丝»的魅力不在于它的故事情节ꎬꎬ而在于对

尤丽和圣普乐的感情的描写ꎮ 他们的感情是无法控制的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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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社会偏见或宗教观念所能压抑的ꎮ 卢梭对大自然有无限的

热爱ꎮ 在«新爱洛伊丝»里ꎬ他用很大的篇幅、热烈的词句描

写阿尔卑斯山和莱蒙湖的景色ꎮ 他不是客观地描写自然ꎬ而
是情景交融ꎬ使自然与人物的感情和谐一致ꎮ 他对自我作热

情的赞颂ꎬ这种特征在«忏悔录»中表现得最为突出ꎮ 他描写

自我和周围环境的冲突ꎬ强调个人在社会中的作用ꎮ 这种自

我赞颂表现了资产阶级要求个性解放的反封建精神ꎮ 推崇感

情ꎬ热爱大自然ꎬ赞扬自我ꎬ这三方面是卢梭文学作品的特点ꎬ
对十九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发生过巨大的影响ꎮ

十八世纪七、八十年代ꎬ法国国内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ꎬ
反对封建统治、要求自由平等的呼声越来越高ꎬ启蒙思想深入

人心ꎬ封建专制制度面临崩溃ꎮ 革命气氛在进步作家的优秀

作品中得到反映ꎬ其中以博马舍的两部喜剧最为显著ꎮ
博马舍(１７３２—１７９９)原名彼埃尔—奥古斯旦加隆ꎬ生

在一个钟表匠的家庭ꎮ 他接受当时的进步思想ꎬ自称是伏尔

泰和狄德罗的学生ꎮ 他的生活经历很复杂ꎬ当过路易十五的

秘书ꎬ王室公主们的音乐教师ꎬ他也是个企业家ꎬ活跃于金融

界ꎬ和权贵打过官司ꎬ多次被捕入狱ꎮ 他曾出巨资为伏尔泰印

行全集ꎬ运送军火并组织义勇军帮助美国独立战争ꎮ 他最早

的戏剧创作是两部正剧: «欧也妮» ( １７６７) 和 «两朋友»
(１７７０)ꎮ «试论严肃的戏剧类型»(１７６７)接受和发展了狄德

罗的理论ꎬ强调第三等级的普通人应当代替王公贵族而成为

戏剧的主人公ꎬ要求戏剧反映现实生活和重大社会问题ꎮ 一

七七三年他和法官哥士曼打官司ꎬ写«备忘录»(１７７３—１７７４)
四部ꎬ控诉封建法官贪赃枉法ꎬ揭露法院贿赂公行ꎮ 这部作品

在人物素描和讽刺幽默方面很出色ꎮ
«塞维勒的理发师»又名«防不胜防»ꎬ一七七二年写成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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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七五年演出ꎬ叙述老医生霸尔多洛强迫养女罗丝娜和自

己结婚ꎬ罗丝娜却爱上年轻的阿勒玛维华伯爵(化名为兰多

尔)ꎬ伯爵靠他的旧仆人费加罗的帮助ꎬ冲破了老医生的提

防ꎬ和罗丝娜结婚ꎮ
霸尔多洛是一个资产者ꎬ但满脑子封建思想ꎬ用暴力和愚

昧控制罗丝娜ꎮ 他反对一切新事物ꎬ咒骂他的时代为“野蛮

的时代”ꎬ憎恨“思想自由、万有引力、电气、信教自由、种牛

痘、金鸡纳霜、«百科全书»、正剧”ꎮ 罗丝娜反对他的奴役ꎬ决
心要跳出火坑ꎬ她说道:“我孤苦伶仃ꎬ被人软禁ꎬ遭受一个非

常可厌的男人的折磨ꎬ难道想要打破奴隶的枷锁就是罪恶

吗?”阿勒玛维华伯爵热情豪迈ꎬ在爱情问题上有新的看法ꎬ
对封建爱情观念抱批判否定的态度ꎮ 这是他的进步的一面ꎮ
但他究竟是一个大贵族ꎬ在思想感情上是和人民对立的ꎮ 费

加罗是全剧的灵魂ꎮ 他不同于莫里哀喜剧中的仆人ꎬ他对政

治、社会、文艺各方面都有他自己的见解ꎮ 他帮助伯爵骗霸尔

多洛ꎬ因为他同情罗丝娜ꎬ也因为他知道为伯爵服务对自己有

利ꎮ 同时ꎬ他对伯爵也有斗争的一面ꎮ 他要保持自己的独立

人格ꎬ不受伯爵侮辱ꎬ他直言不讳地告诉伯爵ꎬ主人在道德上

比不上仆人ꎮ 这部剧本反映了大革命前夕法国的社会生活ꎬ
提出一些尖锐的社会问题ꎬ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ꎮ

«费加罗的婚姻»又名«狂欢的一天»ꎬ是«塞维勒的理发

师»的续篇ꎬ一七七八年写成ꎬ一七八四年演出ꎮ 它的情节相

当复杂ꎮ 主要矛盾是费加罗和伯爵之间的矛盾ꎮ 费加罗在伯

爵婚后回到伯爵的府邸ꎬ当他的仆人ꎮ 他准备和伯爵夫人的

使女苏姗娜结婚ꎮ 伯爵企图诱骗苏姗娜ꎮ 他和伯爵夫人结婚

时ꎬ曾宣布放弃贵族在农奴结婚时对新娘的初夜权ꎮ 现在ꎬ他
又想在苏姗娜身上“赎回”这个可耻的权利ꎮ 这就掀起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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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剧烈的斗争ꎮ 在当时第三等级的观众看来ꎬ斗争不仅关系

到苏姗娜的清白和费加罗的尊严ꎬ更重要的是:让农奴制度复

辟呢(法国在 １８ 世纪后半期已取消这个制度)ꎬ还是彻底消

灭农奴制度? 初夜权实际上是作者用来象征贵族地主对农奴

的封建特权的ꎮ 作品的戏剧冲突体现了一场非常尖锐的阶级

斗争ꎮ 费加罗在这场斗争中的胜利ꎬ意味着第三等级的胜利ꎬ
法国人民反封建的胜利ꎮ

«费加罗的婚姻»是一部讽刺喜剧ꎮ 作者借费加罗的口

揭露封建政治的本质ꎬ对封建官僚机构特别是司法机关加以

鞭挞ꎮ 在第五幕费加罗的著名独白里ꎬ作者指出ꎬ贵族之所以

骑在人民的头上ꎬ只是因为他们生在贵族家庭ꎬ至于像费加罗

这样的老百姓ꎬ尽管有很大才能ꎬ却连生活也不易维持ꎬ随时

随地会被捕入狱ꎬ丧失自由ꎮ 他嘲笑封建专制国家的所谓

“出版自由”ꎬ抨击封建专制政府用以镇压人民的统治机器ꎬ
特别是囚禁政治犯的巴士底监狱ꎮ 在喜剧的结尾ꎬ博马舍写

道ꎬ“人民受着压迫ꎬ他们就会诅咒ꎬ会怒吼ꎬ会行动起来ꎮ”
«费加罗的婚姻»的政治倾向性是很鲜明的ꎮ 正因如此ꎬ封建

最高统治者路易十六非常仇视它ꎬ一再下令禁止上演ꎮ 博马

舍进行了整整六年的斗争ꎬ最后靠巴黎人民的舆论力量ꎬ才冲

破了路易十六的禁令ꎬ达到演出的目的ꎮ
博马舍的两部喜剧继承古典主义的艺术成就ꎬ情节紧凑ꎬ

冲突鲜明ꎬ同时具有狄德罗所提倡的正剧的特点ꎬ反映了重大

社会问题ꎬ充满时代的生活气息ꎮ 剧本讽刺辛辣ꎬ幽默有趣ꎬ
它们的语言像火一般在十八世纪反封建情绪高涨的法国观众

心里燃烧起来ꎮ
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ꎬ博马舍写出费加罗三部曲的第三

部«有罪的母亲» (１７９２)ꎮ 他把伯爵刻画成一个道德高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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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主义者ꎬ费加罗不再是反封建的英雄人物ꎬ却成了伯爵的

忠实仆人ꎮ 这说明博马舍放弃了他的两部优秀喜剧的民主倾

向ꎬ他的创作生命也就终结了ꎮ

第四节　 德国文学和莱辛

德国在十八世纪政治经济都还落后ꎬ全国分裂为三百个

左右的封建小邦ꎮ 小邦的统治者大都仿效法国宫廷ꎬ专制独

裁ꎬ骄奢淫逸ꎬ道德败坏ꎮ 这种封建割据的局面ꎬ使德国不可

能产生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ꎮ 德国资产阶级包括下级官吏、
商人、小业主和手工业者ꎬ他们一般都是依靠为宫廷服务而生

活ꎬ他们的生产也主要是为了满足宫廷的奢侈消费ꎮ 这种在

经济上依附封建统治阶级的地位ꎬ决定了德国资产阶级思想

上的软弱性和政治上的妥协性ꎮ
德国的政治经济虽然落后ꎬ但资本主义还是逐渐在发展ꎬ

手工业生产已变为手工业工场ꎬ并能初步利用当时科学技术

的成果ꎮ 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割据、要求民族统一的情绪也有

所增长ꎮ 在生产和科学有了一定提高的基础上ꎬ并在法国和

英国先进思想的影响下ꎬ德国也产生了启蒙运动ꎮ
当时ꎬ迎合宫廷趣味的、以阿那克瑞翁诗派为代表的罗珂

珂文学曾风靡一时ꎬ但主要成就是在启蒙思想指导下的启蒙

文学ꎮ 由于德国资产阶级没有政治地位ꎬ资产阶级革命的条

件还不具备ꎬ这一阶级的进步知识分子都在文化领域里求发

展ꎬ造成十八世纪中叶以后德国文学的繁荣ꎬ产生了莱辛、歌
德和席勒等杰出的启蒙作家ꎮ 他们反对封建专制和教会特

权ꎬ为建立民族文学而斗争ꎬ但他们的作品也反映出德国资产

阶级的妥协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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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文学是资产阶级以其明确的阶级意识进行自我教育

的文学ꎮ 在十八世纪前期ꎬ以英国期刊为榜样的各种“道德

周刊”极为流行ꎬ其主要目的是教育广大市民阶层ꎬ传布启蒙

思想ꎮ 同时ꎬ许多作家也把舞台看作宣扬启蒙思想、唤醒民族

意识的适当场所ꎬ从而促进了十八世纪德国戏剧的繁荣ꎮ
德国启蒙文学分前后两期ꎮ 四十年代以前为前期ꎬ这一

时期的代表人物高特舍特以法国古典主义原则为标准改革德

国戏剧ꎬ要求语言规范化ꎬ创作合乎规则ꎮ 到了以莱辛为代表

的后期ꎬ德国民族文学才奠定了基础ꎬ发挥了比较大胆的批判

精神ꎮ
约翰克里斯托弗高特舍特(１７００—１７６６)是来比锡大学

教授ꎬ早年主办过道德周刊ꎮ 他的主要功绩是改革德国戏剧ꎬ
并对戏剧理论有所建树ꎮ 他曾经与女演员卡罗利娜奈贝尔

(１６９７—１７６０)长期合作ꎬ开展戏剧改革运动ꎮ 在一七四〇年

之前ꎬ他是德国文学界的权威人物ꎮ 他推崇德国启蒙哲学家

沃尔夫(１６７９—１７５４)的唯理主义ꎬ接受波瓦洛«诗的艺术»的
文艺理论ꎬ提倡戏剧创作应以高乃依和拉辛为榜样ꎮ 他的主

要著作«为德国人写的批判诗学试论» (１７３０)树立了他的文

艺理论观点ꎮ 这部作品分两部分ꎬ第一部分论诗的一般规律ꎬ
第二部分论文学的体裁ꎮ 高特舍特和波瓦洛一样ꎬ强调文学

体裁有等级之分ꎬ并且把文学规律看成是固定不变的ꎮ 他主

张戏剧应一律分为五幕ꎬ严格遵守三一律ꎬ例如关于时间的一

致ꎬ他认为一出戏的情节只应在白天的十小时之内进行ꎬ因为

夜里是睡眠的时间ꎮ 为了保持所谓真实性ꎬ他不容许剧中有

独白和冷场ꎬ反对丑角出场ꎮ 他要求语言明确ꎬ文字典雅ꎮ 高

特舍特的论点主要是针对十七世纪以来德国流行的“历史大

戏”而发的ꎬ这些戏内容庞杂ꎬ形式混乱ꎬ追求离奇的情节ꎬ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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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庸俗趣味ꎮ 高特舍特认为文学应合乎理性ꎬ他说ꎬ“理性是

正确的风格的基础和源泉ꎮ”他要求文学创作应以教育人和

改善道德为目的ꎮ 他研究古代文学和英、法两国文学ꎬ终于在

法国古典主义文学中找到典范ꎬ以便使德国戏剧合理化、规律

化ꎬ更好地教育观众ꎬ这和当时的启蒙精神还是相适应的ꎮ
但是高特舍特片面强调理性ꎬ反对文学创作应有丰富的

想象ꎬ他机械地用古典主义的规律衡量一切ꎬ许多不符合这些

规律的作家都遭到排斥ꎬ因而他对莎士比亚表示厌恶ꎮ 这使

他渐渐为同时代人所抵制ꎮ 从一七四〇年起ꎬ他同瑞士人波

特玛(１６９８—１７８３)和布莱丁格(１７０１—１７７６)展开论争ꎬ引起

全德国的注意ꎮ 这两个瑞士人也和高特舍特一样ꎬ主张文学

应起教育作用ꎬ但是他们认为文学不能缺乏想象力ꎬ他们推崇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诗人弥尔顿ꎬ嘲笑高特舍特呆板地模仿法

国人ꎬ用枯燥的清规戒律束缚作家的创造性ꎮ 高特舍特痛斥

他们摈弃理性ꎬ使用矫饰夸张的语言ꎮ 当时许多人参加这场

论争ꎬ出版许多刊物ꎬ互相攻讦ꎬ甚至演变为人身攻击ꎮ 这两

派的论争反映了十八世纪前期德国文学界的贫乏ꎬ它缺乏民

族内容ꎬ所争论的不过是以模仿哪一国为宜而已ꎮ 莱辛后来

在他著名的寓言«猴子和狐狸»中ꎬ借一只自夸善于模仿别人

的 猴子ꎬ对那些缺乏创造性和民族性的作家作了尖锐的讽

刺ꎮ
实践波特玛和布莱丁格的主张ꎬ使高特舍特归于失败的

是弗里德里希高特里卜克罗卜史托克(１７２４—１８０３)ꎬ他
在一七四八年完成了«救世主»(１７４８—１７７３)的前三章ꎬ这首

长诗以弥尔顿的«失乐园»为榜样ꎬ打破了高特舍特规定的文

学教条ꎬ情感充沛ꎬ一时赢得广大读者的欢迎ꎮ 但是这部作品

主要只有宗教内容ꎬ缺乏弥尔顿的革命精神ꎬ等到它全部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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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完成时ꎬ读者也就从欢迎转为冷淡了ꎮ 克罗卜史托克在文

学上最有成就的是抒情诗ꎬ他以颂歌体的形式写诗ꎬ歌颂友

谊、爱情、自然和祖国ꎬ表现出德国资产阶级反封建的爱国精

神ꎬ对于后来狂飙突进时期一部分青年诗人有很大影响ꎮ
到了启蒙后期ꎬ德国民族文学才开始走向一个光辉的时

代ꎬ它的奠基人是莱辛ꎮ
高特荷德埃夫拉姆莱辛(１７２９—１７８１)出生在贫穷

的牧师家庭ꎬ一七四六年入来比锡大学ꎬ和来比锡活跃的戏剧

界有接触ꎬ后来在柏林参加过报刊编辑工作ꎮ 他终生为了能

靠写作维持独立生活而奋斗ꎬ但是一生贫困ꎬ不得不先后充当

一个将军的秘书ꎬ又为一个公爵管理图书ꎮ 莱辛在戏剧理论、
戏剧创作和美学方面作了杰出的贡献ꎮ 此外ꎬ他也写过诗体

和散文体的寓言、有关哲学和神学的评论文章ꎮ
莱辛在一七五九年完成«寓言三卷集»和«关于寓言的论

文» ꎮ他推崇伊索寓言ꎬ指责拉封丹及其追随者的语言过于

雕琢ꎮ莱辛这三卷寓言是用散文写成的ꎬ语言精炼ꎬ风格朴

素ꎮ
这些寓言已经显露出莱辛对德国现实的批判的锋芒ꎮ

«好战的狼»揭露普鲁士专制政权侵略好战的本性ꎮ «水蛇»通
过一条吞食青蛙的水蛇ꎬ刻画出统治阶级的残暴ꎮ «驴和狮»
叙述一只驴子和狮子为伴就蔑视同类ꎬ讽刺市侩小人的虚荣ꎮ
«驴和狼»、«宙斯和绵羊»等用一系列软弱无能的动物形象ꎬ
鞭挞德国市民阶层中苟且偷安的思想ꎮ 此外还有不少寓言对

当时德国文艺界的现象进行了批判:«鸵鸟»嘲笑只唱高调、
没有创作成果的人ꎻ«夜莺和云雀»讽刺脱离群众的作家ꎮ 莱

辛的寓言简短有力地表达了他的进步思想和批判精神ꎮ
莱辛的重要美学论著是 «拉奥孔ꎬ论画和诗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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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６６)ꎮ 作者通过特洛伊祭司拉奥孔父子三人被蛇缠死的

故事在古代造型艺术和诗歌中的不同处理ꎬ来探讨画和诗反

映现实的不同方法ꎮ 自古以来ꎬ文艺理论家对于这两种艺术

都未能划清界限ꎮ 贺拉斯说“诗即画”ꎬ古希腊诗人西摩尼得

斯认为画是无言的诗ꎬ诗是能言的画ꎮ 这类论点延续了千百

年ꎬ一向被人接受ꎬ德国著名的艺术理论家温克尔曼(１７１７—
１７６８)在他的古代艺术研究中ꎬ也没有摆脱这种观点ꎮ 莱辛

认为诗和画各有特点ꎬ雕刻、绘画之类的造型艺术应表达出最

精彩的“固定的一瞬间”ꎬ而诗则应模拟在时间上连续不断的

行动ꎮ 莱辛分清诗和画的界限ꎬ是为了强调诗具有自己独特

的作用ꎬ应该表现人的个性和感情ꎬ描写斗争ꎬ以满足资产阶

级文艺的需要ꎮ
莱辛毕生从事戏剧活动ꎮ 他主张德国必须有自己的民族

戏剧ꎬ作为争取德国民族统一的有力工具ꎮ 他认为戏剧是文

学体裁中的最高形式ꎮ 早在«关于当代文学的通信»(１７５９—
１７６５)中ꎬ莱辛已经谈到他对民族文学的主张ꎬ尖锐地批判了

高特舍特ꎬ提出要以莎士比亚为榜样ꎮ
一七六七年ꎬ汉堡建立民族剧院ꎬ莱辛为剧院的历次演出

撰写评论ꎮ 但这个剧院开办一年便倒闭了ꎬ莱辛把他的评论

辑录出版ꎬ分为上下两卷ꎬ每卷各五十二篇ꎬ命名«汉堡剧评»
(１７６７—１７６９)ꎮ 这是德国资产阶级戏剧理论方面的一部重

要文献ꎮ
«汉堡剧评»涉及的问题很广ꎮ 莱辛针对当时戏剧缺乏

明确的目标这一情况ꎬ强调戏剧的教育作用ꎬ主张剧院应当成

为改进道德的学校(第 １、２ 等篇)ꎮ 他认为德国应当有自己

的民族戏剧ꎬ反对许多作家对法国古典主义悲剧的模仿和崇

拜ꎬ他讽刺这些人“比法国人更法国化” (第 ５９ 篇)ꎮ 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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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反映十八世纪德国资产阶级的现实ꎬ提倡写市民悲剧ꎬ因
为市民阶层的普通人也可以有不平凡的命运ꎬ更容易引起周

围人们的同情(第 １４ 篇)ꎮ 莱辛也批判了从内容到形式都极

其混乱的“历史大戏”ꎮ 他号召向莎士比亚学习ꎬ因为莎士比

亚的剧作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情感和愿望ꎬ忠实地再现了丰富

多采的生活(第 ６９ 篇)ꎮ 莱辛探讨了“模仿自然”的问题ꎬ要
求文学反映客观现实ꎮ 他说ꎬ作家在刻画人物性格时ꎬ必须合

乎“内在可能性”ꎬ合乎自然ꎬ也就是要有逻辑性和真实性ꎮ
他反对戏剧中的三一律ꎬ说它们妨碍了“模仿自然”的原则ꎮ
莱辛又提出作家在描绘客观现实时ꎬ必须善于区分主次ꎬ把注

意力集中在本质的事物上(第 ２３、７０ 等篇)ꎮ 关于历史剧ꎬ他
说剧作家不是历史学家ꎬ剧作家采用历史故事ꎬ只是为了创作

上的需要ꎬ不必追究历史细节ꎮ 但是人物性格不应脱离历史

环境ꎬ必须刻画出特定环境中特定人物应有的性格ꎬ即性格和

环境要有内在联系(第 １８、１９ 等篇)ꎮ
莱辛的戏剧创作是他的戏剧理论的实践ꎮ 他以简洁鲜明

的语言反映时代的关键性问题ꎬ发挥了反封建、反教会的启蒙

思想ꎮ
莱辛早年就开始戏剧创作ꎬ其中«萨拉萨姆逊小姐»

(１７５５)可以说是德国市民悲剧的真正开端ꎮ 他的著名剧作

是喜剧«明娜冯巴尔赫姆»、悲剧«爱米丽雅迦洛蒂»和
诗体剧«智者纳旦»ꎮ

«明娜冯巴尔赫姆ꎬ又名军人福» (１７６７)ꎬ写七年战

争(１７５６—１７６３)后的一段故事ꎮ 普鲁士军官台尔赫姆和敌

国萨克森一个贵族小姐明娜冯巴尔赫姆相爱订婚ꎬ随后

经过种种波折ꎬ终于圆满成婚ꎮ 作者塑造了一个有理性的、道
德完美的理想人物台尔赫姆ꎬ来体现他的启蒙思想ꎬ强调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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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化作用ꎮ 这部剧本也反映了普鲁士国家的黑暗ꎮ 普鲁士

国王为了维持他的专制统治ꎬ只允许贵族和外国人在他的军

队里充当军官ꎬ像台尔赫姆这样开明的人却遭到排斥ꎮ 剧中

还通过旅馆老板探人秘密的活动ꎬ揭露了普鲁士的警察特务

制度ꎮ 全剧结构紧凑ꎬ对话生动ꎬ饶有风趣ꎮ
«爱米丽雅迦洛蒂»(１７７２)的故事发生在十五世纪的意

大利ꎬ叙述一个亲王想诱骗爱米丽雅ꎬ采用宠臣玛里内利的计

谋ꎬ在爱米丽雅去结婚的路上ꎬ雇佣一批强盗杀死她的未婚夫ꎬ
把她骗到宫中ꎮ 爱米丽雅的父亲奥多雅多为了保护女儿的贞

操ꎬ忍痛杀死了她ꎮ 剧中的亲王是德国十八世纪荒淫无耻的封

建统治者的化身ꎮ 玛里内利是一个长于谄媚、善用阴谋诡计的

宫廷侍从ꎮ 爱米丽雅是市民道德教育下安分守己、未通世故的

女子ꎮ 剧中最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奥多雅多是一个没落贵族ꎬ他
具有资产阶级思想ꎬ痛恨统治者ꎬ不愿和宫廷交往ꎬ但他软弱无

力ꎬ只采取躲避的态度ꎮ 女儿被骗入宫ꎬ在他心里引起“理智和

愤怒”的交战ꎬ他要为“受害的道德报仇”ꎮ 他杀死女儿ꎬ便认为

保存了她的贞操ꎬ取得了道义上的胜利ꎮ 这体现了德国资产阶

级的特点ꎮ 他们厌恶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败坏ꎬ但是没有力量

向统治阶级进行面对面的斗争ꎬ只能用市民道德来和它对抗ꎮ
这是德国文学中一部杰出的市民悲剧ꎮ

«智者纳旦»(１７７９)是莱辛和德国正统教会论争、反对宗

教偏见的作品ꎮ 故事发生在十字军东侵时代的耶路撒冷ꎮ 一

个信仰基督教的圣殿骑士被回教的苏丹俘虏ꎬ一天ꎬ犹太富商

纳旦家中失火ꎬ骑士从火中救出纳旦的养女蕾霞ꎬ两人发生了

爱情ꎮ 但他们信仰不同ꎬ不能结婚ꎮ 这时苏丹因国内财政困

难ꎬ求助于纳旦ꎮ 谈话之间ꎬ苏丹问纳旦ꎬ基督教、回教和犹太

教中ꎬ哪一种是真正的宗教ꎮ 纳旦用三个戒指的典故说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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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宗教应该彼此容忍ꎬ不应互相敌视ꎮ 最后弄清了真相ꎬ原来

蕾霞和圣殿骑士是兄妹ꎬ都是苏丹的侄辈ꎮ 戒指的故事出自

卜伽丘的«十日谈»ꎬ写三兄弟从父亲处各得戒指一枚ꎬ其中

一真二假ꎬ法官劝告他们只要自己努力ꎬ任何一个戒指都会显

示力量ꎮ 莱辛以此说明三种宗教都有价值ꎬ反对正统教会的

褊狭ꎬ宣扬了启蒙运动的容忍思想ꎮ 作者寄希望于人类互爱

的远景ꎬ梅林说:“莱辛在他的晚年只想用一种理想的人

道主义来战胜‘愚昧世界的反抗’ꎬ由此可以看出ꎬ他离开唯

物主义的世界观有多么远ꎮ”①

莱辛在德国政治经济落后的情况下ꎬ勇敢地揭露封建统

治阶级的腐朽ꎬ批判宫廷文艺ꎬ宣传启蒙思想ꎬ提高民族觉悟ꎬ
为德国文学开辟新的阵地ꎬ给了同时代和后代的作家以深刻

的影响ꎮ
十八世纪七十年代ꎬ德国发生一次声势浩大的全国性的

文学运动ꎬ即狂飙突进运动ꎬ是由于当时的作家克令格尔

(１７５２—１８３１)的同名剧本而得名的ꎮ 狂飙突进运动是德国

启蒙运动的继续和发展ꎬ它在反封建和强调文学的民族性方

面比启蒙时期更向前跨进一大步ꎬ标志着德国资产阶级民族

意识有了进一步的觉醒ꎮ 这一派作家从本民族历史中吸取题

材ꎬ发扬民族风格ꎮ 为了摆脱封建束缚ꎬ他们崇尚感情ꎬ要求

自由和个性解放ꎬ但是带有狂热的、傲慢的、脱离人民的个人

主义倾向ꎮ 他们拥护卢梭“返回自然”的口号ꎬ歌颂理想化的

自然秩序ꎬ赞扬他们心目中的所谓淳朴的儿童和劳动人民ꎮ
卢梭的«新爱洛伊丝»对他们有很大影响ꎮ 他们大都是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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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ꎬ富有狂热的幻想、奔放的激情ꎬ作品中充满浪漫主义气息ꎬ
并掺杂着感伤主义成分ꎮ

狂飙突进运动时期产生过许多诗人和作家ꎬ首先是一七七

〇至一七七一年间聚集在斯特拉斯堡的赫尔德尔、歌德、瓦格

纳(１７４７—１７７９)、棱茨(１７５１—１７９２)、克令格尔等人ꎮ 后来赫尔

德尔和歌德合编«德国的风格和艺术»(１７７３)ꎬ阐扬了狂飙突进

运动的美学纲领和文艺观点ꎮ 属于这一运动的作品大都和当

时人们关心的社会问题有密切联系ꎬ例如瓦格纳的«杀婴儿的

母亲»(１７７６)描述妇女被人抛弃后的悲惨命运ꎬ棱茨的«家庭教

师»(１７７４)反映市民出身的知识分子当家庭教师而受人歧视的

境遇ꎮ 此外ꎬ狂飙突进运动的另一支流“格廷根林苑派”的诗人

们在克罗卜史托克影响下ꎬ写出了反封建的、歌颂自由的诗歌ꎮ
约翰高特夫利特赫尔德尔(１７４４—１８０３)被称为狂

飙突进运动纲领的制订者ꎮ 他早年学医ꎬ后来改习神学和哲

学ꎬ研究过康德和卢梭ꎬ卢梭对他影响很大ꎮ 一七六九年他在

巴黎结识狄德罗ꎬ回国后又认识了莱辛和歌德ꎮ 他在文学上

的主要贡献是文艺理论以及对民间文学的搜集和研究ꎮ 他的

«论语言的起源» (１７７２)驳斥了当时所谓语言起源于上帝的

谬论ꎬ重视人民的语言ꎬ认为促进德语的发展是德国民族文学

的重要任务ꎮ 他从反封建的民主主义角度搜集和研究民歌ꎬ
他编纂的民歌集«民歌中各族人民的声音» (１７７８—１７７９)对
德国诗歌发生很大影响ꎮ 他强调民族感情ꎬ打破陈规旧律ꎬ推
进了狂飙突进运动ꎮ 后来他研究各国的历史、风俗、宗教、哲
学、艺术和科学ꎬ著有«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 (１７８４—
１７９１)ꎬ来阐述他的人道主义观点ꎮ

这一时期ꎬ德国文学的代表人物是青年歌德和席勒ꎮ 他们

写出了富有反抗性的作品ꎬ正如恩格斯所说:“这个时代的每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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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作都渗透了反抗当时整个德国社会的叛逆的精神ꎮ”①

约翰沃尔夫冈歌德(１７４９—１８３２)出生于美因河畔

法兰克福一个富裕的市民家庭ꎮ 一七六五年他到来比锡大学

学习法律ꎬ开始文学创作ꎬ写过一些罗珂珂风格的抒情诗ꎮ 他

对自然科学和艺术发生兴趣ꎬ读过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
(１７６４)ꎮ 一七七〇年到斯特拉斯堡大学求学ꎬ成为狂飙突进

运动的主要参加者ꎮ 这时赫尔德尔介绍歌德读荷马、莎士比

亚和十八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ꎬ并引起他对民歌的重视ꎬ他
曾经协助赫尔德尔搜集民歌ꎮ

狂飙突进时期ꎬ歌德的主要作品是«铁手骑士葛兹冯

贝利欣根»(１７７３)、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１７７４)
和一些优秀的抒情诗ꎮ

«铁手骑士葛兹冯贝利欣根»的主人公是德国十六

世纪一个没落骑士ꎬ他一度参加农民起义ꎬ但最后背叛了农

民ꎮ 歌德把他写成一个对诸侯作战、反封建、争自由的英雄ꎬ
为狂飙突进运动的反抗精神服务ꎬ他表达了德国资产阶级青

年一代的革命情绪ꎮ 恩格斯说这部作品是“通过戏剧的形式

向一个叛逆者表示哀悼和敬意”②ꎮ 它是在莎士比亚戏剧的

影响下写成的ꎬ人物众多ꎬ场面不断变换ꎬ在形式上打破了戏

剧的成规ꎮ
«少年维特的烦恼»以书信体叙述维特爱上一个名叫绿

蒂的姑娘ꎬ绿蒂已和别人订婚ꎬ引起维特很大的痛苦ꎮ 他试图

在工作中求得精神上的解脱ꎬ但是也失败了ꎮ 因为他和封建

社会格格不入ꎬ对生活感到无望ꎬ终于自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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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小说不只在德国ꎬ而且在欧洲也产生了巨大影响ꎬ到
十八世纪末ꎬ它已被译成俄、英、法、意等十多个国家的语言ꎮ
小说通过维特和绿蒂之间的不幸的爱情和维特的社会经历ꎬ
反 映出德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苦闷ꎬ揭露和批判了正在衰

亡 的封建社会里种种腐朽和虚伪的现象ꎬ引起许多人的共

鸣ꎮ
维特这一形象代表当时德国社会里觉醒了的青年一代ꎬ

他迫切要求从封建桎梏下解放出来ꎬ但是他的个人反抗方式

只能使他走向自杀ꎮ 这一行动虽然表示他不愿和一般市侩同

流合污ꎬ苟且偷生ꎬ但也说明德国资产阶级还找不到一条真正

摆脱封建束缚的道路ꎮ
这部作品处处表现出狂飙突进运动的精神:对自然的描

绘和歌颂ꎬ对纯朴的农民和天真的儿童的赞美ꎬ对个人聪明才

智的颂扬ꎬ对周围鄙陋环境的唾弃ꎬ感情洋溢ꎬ带有感伤色彩ꎬ
从这里可以看出理查生和卢梭对歌德的影响ꎮ

歌德青年时代的抒情诗克服了德国十八世纪中叶内容贫

乏、文词纤巧、缺乏真实感情的诗风ꎮ 这些诗热情充沛ꎬ语言

有力ꎬ吸取了民歌的精华ꎬ对自然界有深切的感受ꎬ如«欢迎

和别离»、«五月歌»等ꎮ «五月歌»中写道:

大地何嫣妍!
太阳何灿烂!
自然何伟丽

照我心目间!

千种声欢愉

都自深胸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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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哟太阳ꎬ
幸福哟欢乐!

«普罗米修斯»一诗中普罗米修斯对宙斯的蔑视和反抗ꎬ也体

现了狂飙突进运动的叛逆精神ꎮ
一七七五年ꎬ歌德到魏玛宫廷ꎬ渐渐脱离了狂飙突进运

动ꎮ 他的«浮士德»和其他杰作都是到魏玛以后写成的ꎮ
约翰克里斯托弗弗里德里希席勒(１７５９—１８０５)

出生于医生家庭ꎬ少年时被迫进了有“奴隶养成所”之称的符

腾堡公爵的军事学院ꎬ初学法律ꎬ后来学医ꎮ 八年严酷专制的

学院生活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反抗情绪ꎮ 他写出了他早期最成

功的剧本«强盗»和«阴谋与爱情»ꎮ
«强盗»(１７８０)中的主人公卡尔穆尔是穆尔伯爵的长

子ꎬ为人放荡不羁ꎮ 后来他写信给父亲ꎬ请求宽恕ꎮ 但是他的

弟弟弗朗茨从中挑拨ꎬ使老穆尔和卡尔断绝父子关系ꎮ 卡尔

便结集伙伴ꎬ投身绿林ꎬ杀富济贫ꎬ幻想改造社会ꎮ 弗朗茨把

父亲关进古塔ꎬ又想霸占卡尔的未婚妻阿玛丽亚ꎮ 卡尔从古

塔中救出父亲ꎬ老穆尔不久死去ꎮ 卡尔命令强盗们活捉弗朗

茨ꎬ弗朗茨自杀ꎮ 最后ꎬ阿玛丽亚和卡尔会面ꎬ她要求卡尔开

始新的生活ꎬ可是群盗反对ꎬ卡尔被迫杀死阿玛丽亚ꎬ他也不

愿再和群盗在一起ꎬ便向官府自首了ꎮ
席勒在剧本第二版的扉页上写道:“打倒暴虐者!”并引

用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特斯(公元前 ４６０—３７７)的话:“药不

能治者ꎬ以铁治之ꎻ铁不能治者ꎬ以火治之ꎮ”这充分说明了

«强盗»反专制暴君的主题思想ꎮ 主人公卡尔穆尔的言行

体现了当时资产阶级青年对德国封建专制制度的自发性反

抗ꎮ 在著名的波希米亚森林一场中ꎬ卡尔叫道:“我的手艺是

０９２



涤耻雪恨———复仇是我的本行ꎮ”这部作品也揭露了贵族和

僧侣贪污腐化的生活ꎬ恩格斯说它“歌颂一个向全社会公开

宣战的豪侠的青年”①ꎮ 但卡尔的自首正和维特的自杀一样ꎬ
表明德国资产阶级青年的个人反抗是毫无出路的ꎮ «强盗»
首次上演ꎬ立即轰动一时ꎮ 法国大革命时ꎬ还在巴黎演出过ꎮ

市民悲剧«阴谋与爱情» (１７８３)是席勒青年时代最成熟

的作品ꎬ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②ꎬ它集中反映了

德国市民和封建统治者之间的矛盾ꎮ 故事发生在一个公国

里ꎬ宰相瓦尔特的儿子菲迪南和穷提琴师米勒的女儿露易丝

相爱ꎮ 瓦尔特为了获得更大的权势ꎬ强迫菲迪南和某公爵的

情妇结婚ꎬ遭到菲迪南的拒绝ꎮ 瓦尔特便和秘书布置阴谋ꎬ逮
捕米勒ꎬ然后由秘书胁迫露易丝写一封假情书给宫廷侍卫长ꎬ
作为释放她父亲的条件ꎬ并要她发誓保密ꎮ 他们故意使这封

信落到菲迪南手里ꎬ菲迪南质问露易丝ꎬ露易丝遵守誓言ꎬ不
肯说出真相ꎮ 菲迪南悲愤交集ꎬ把露易丝毒死ꎬ死前露易丝说

出实情ꎬ菲迪南后悔不及ꎬ也自杀了ꎮ
瓦尔特和秘书的阴谋行为代表了德国腐败而反动的统治

阶级ꎮ 女主人公露易丝高呼道:“等级的限制都要倒塌ꎬ阶级

的可恨的皮壳都要破裂ꎬ人都是人!”这话反映了进步青年要

求打破封建等级制度、要求平等的思想ꎮ 剧中刻画得最成功

的人物是提琴师米勒ꎬ他是德国市民阶层的代表ꎬ这一阶层具

有自己的道德观念和自尊心ꎬ但他们畏惧统治阶级ꎬ只求在自

己的小天地里享有和平ꎬ不受当局的干扰ꎬ这说明当时德国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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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的力量还很薄弱ꎮ 此外ꎬ作者又通过一个宫廷侍从替

公爵送给情妇一盒珠宝时的对话ꎬ对德国公侯出卖壮丁给外

国进行殖民战争的罪行作了大胆的揭发ꎮ
席勒青年时期的作品是富有战斗性的ꎮ 他继承莱辛的理

想ꎬ把戏剧看作推行教育的工具ꎮ 他的著名文章«舞台应该

充作道德的场所» (１７８５)论到戏剧同社会和国家的关系ꎬ他
认为舞台要伸张正义ꎬ“把宝剑和天秤接受过来”ꎬ对封建社

会的罪恶作出裁判ꎮ 他说ꎬ“如果我们将来能有一座民族剧

院ꎬ我们才能成为一个民族ꎮ”
席勒后来从事历史研究ꎬ暂时中断了创作生活ꎮ 同时ꎬ由

于狂飙突进运动者的理想和德国贫乏的现实社会之间存在着

很大距离ꎬ到了八十年代中叶ꎬ这次运动也就接近了尾声ꎮ

第五节　 意大利文学

十七世纪意大利在西班牙占领下ꎬ政治分裂ꎬ经济衰落ꎬ
天主教宗教裁判所压制思想言论ꎬ文学严重脱离现实ꎬ极端形

式主义的马利诺诗派盛极一时ꎮ 十八世纪初叶ꎬ奥地利代替

了西班牙的统治ꎬ在新的外族压迫下ꎬ意大利仍然是一个分裂

衰弱的国家ꎮ 从十七世纪末年到十八世纪中叶ꎬ在诗坛上占

统治地位的是阿尔卡底亚派ꎬ这个诗派和它所反对的马利诺

诗派同样严重地脱离现实ꎬ它所提倡的田园诗是一种缺乏思

想性的、形式主义的文学ꎮ 从十八世纪中叶起ꎬ意大利出现了

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局面ꎬ奥地利统治者和意大利的公侯们

在政治上作了一些改革ꎬ经济有了起色ꎮ 资产阶级较前壮大ꎬ
民族意识日益觉醒ꎬ法国启蒙思想传播到进步知识分子中间ꎬ
意大利文学出现新的繁荣ꎮ 启蒙思想在意大利被看作文艺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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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的继续和发展ꎬ但是人们对待社会现实不

采取革命态度ꎬ而采取温和的批判态度ꎬ这反映了当时意大利

资产阶级的软弱性ꎮ 例如ꎬ诗人帕利尼(１７２９—１７９９)就是以

温和的嘲讽笔调去描绘贵族生活的空虚无聊的ꎮ 他的诗里也

显示出旧的阿尔卡底亚派的形式和新的启蒙思想内容之间的

矛盾ꎮ 意大利民族意识的觉醒、政治热情的高涨ꎬ最鲜明地反

映在阿尔菲爱里(１７４９—１８０３)的作品中ꎮ 他对悲剧进行了

改革ꎬ用古希腊、罗马和«圣经»的题材以及简练有力的语言

写出富有思想性的剧本ꎬ对十九世纪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起

了推进作用ꎮ 但意大利十八世纪的主要文学成就是哥尔多尼

的喜剧ꎮ
卡尔洛哥尔多尼(１７０７—１７９３)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ꎬ

以律师为业ꎬ三十年代即开始创作剧本ꎮ 一七四八年放弃律

师业务ꎬ为剧团编剧ꎮ 他一生写过二百六十七个剧本ꎬ其中有

一百五十多个喜剧ꎮ 当时舞台上流行意大利的独特剧种———
即兴喜剧ꎬ这种喜剧没有固定台词ꎬ由演员临时想出对话和独

白ꎮ 剧中滑稽人物戴着假面具ꎬ因而又名假面喜剧ꎮ 它原来

具有社会讽刺性质ꎬ但是到了十八世纪却变得庸俗鄙陋ꎬ缺乏

思想内容ꎮ 哥尔多尼作为启蒙的编剧家ꎬ要求戏剧对观众有

所教益ꎬ为此必须改革即兴喜剧ꎬ使之成为有固定台词的现实

主义喜剧ꎮ
为了寻找新型喜剧的方向ꎬ他研究了本国和外国的经验ꎮ

他年轻时受过马基雅维里的喜剧«曼陀罗花»的启发ꎬ但对他

影响最大的是莫里哀和英国十八世纪的剧作家ꎮ 他在«喜剧

剧院»(１７５０)这一剧本里阐明了自己的喜剧观点ꎮ 他要求喜

剧忠实地再现生活ꎬ反对三一律和盲目崇拜亚理斯多德ꎬ提倡

性格喜剧ꎬ强调正面性格和反面性格的鲜明对比ꎬ使喜剧能起

３９２



更大的教育作用ꎮ
哥尔多尼在喜剧改革和创作中贯彻了这些观点ꎮ 他对当

时的即兴喜剧进行了合理而且可行的改革ꎬ他的剧本还保留

了一些传统的假面人物ꎬ但他们不再是定型的ꎬ而是有现实内

容的形象ꎮ 哥尔多尼的性格喜剧多方面地反映了社会生活ꎬ
因而又是风俗喜剧ꎬ虽然主要以威尼斯为背景ꎬ却具有更广泛

的社会意义ꎮ
他把讽刺揭露的锋芒指向贵族阶级ꎮ «封建主» (１７５２)

一剧描写腐化堕落的侯爵引诱农家妇女ꎬ遭到殴打ꎬ农民联合

起来ꎬ决定同贵族作斗争ꎮ 但剧本最后让一个农家女子和侯

爵结婚ꎬ以阶级调和告终ꎮ 在«女店主» (１７５３)中ꎬ作者通过

侯爵和伯爵的形象ꎬ讽刺了没落贵族和购买贵族爵位的暴发

的资产者ꎮ 女主人公在耍弄了这两个显贵人物之后和一个仆

人结了婚ꎮ 许多生动的生活场面、民主的思想内容和女主人

公动人的形象ꎬ使这个剧本成为一部杰作ꎮ
哥尔多尼也揭露批判资产阶级的恶习和缺点ꎮ «老顽固

们»(１７６０)一剧以新老两代人之间的矛盾为主题ꎬ反映了十

八世纪威尼斯社会的危机ꎮ 剧情是在典型的威尼斯商业资产

阶级环境中展开的ꎮ 一个商人的女儿想在结婚前和素不相识

的未婚夫见一面ꎬ这违反了当时威尼斯的习俗ꎮ 一位聪明热

情的太太帮助她ꎬ使她如愿以偿ꎮ 两家的父亲都是顽固的家

庭暴君ꎬ因为这件事竟解除了他俩的婚约ꎮ 那位太太仗义执

言ꎬ终于成全了这对青年男女ꎮ 剧本在描绘威尼斯的生活特

色和刻画各个顽固人物性格的细微差别上ꎬ都较为成功ꎮ
在哥尔多尼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剧本中ꎬ最出色的是«乔

嘉人的争吵»(１７６２)ꎬ它描述渔民争吵打架的场面ꎬ一位年轻律

师使大家言归于好ꎬ并帮助他们办理了几件婚事ꎮ 剧本由一

４９２



系列鲜明生动的现实生活场景组成ꎬ通过争吵的形式写出劳

动人民的一些优良品德ꎬ同时也流露了作者对人民的同情ꎮ
哥尔多尼的喜剧改革引起以哥齐为首的反启蒙的批评家

的猛烈攻击ꎬ他不得不于一七六二年离开祖国ꎬ侨居巴黎ꎬ一
直到死ꎮ

第六节　 俄 国 文 学

俄国长期遭受鞑靼人和其他外族的侵略ꎬ地理上又和西

欧的发达国家隔离ꎬ经济文化处于落后闭塞的状态ꎮ 这种情

况直到十八世纪才开始有所改变ꎮ
十八世纪初ꎬ彼得一世(１６８２—１７２５)厉行改革ꎬ按照欧

洲发达国家的方式建设军队ꎬ统一了国家的版图ꎮ 他从瑞典

人手中夺回波罗的海出海口ꎬ为进一步向西欧汲取文明开辟

了道路ꎮ 彼得一世的改革在建立和巩固俄罗斯民族国家方面

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ꎮ 但是ꎬ他的改革是依靠扶植新兴的贵

族地主和商人、加强封建农奴制来进行的ꎮ 彼得死后的三十

年间不断发生宫廷政变ꎬ贵族地主在政变中巩固了自己的统

治地位ꎮ
彼得一世提倡科学ꎬ简化俄文字母ꎬ出版报纸ꎬ创办公众

剧院ꎬ鼓励翻译介绍西欧著作ꎮ 他在宫廷中强行推广法国礼

仪ꎬ仿效法国风尚ꎬ提倡用法语交谈ꎮ 他在文化上所作的一切

努力大大推进了俄国文化教育的发展ꎬ但有盲目崇拜外国、忽
视民族文化的一面ꎬ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ꎮ

彼得一世时期ꎬ俄国文学还处于从古代文学向新的内容

和形式过渡的阶段ꎮ 三十至五十年代ꎬ专制制度日趋巩固ꎬ法
国古典主义的影响深入俄国ꎮ 于是形成俄国古典主义流派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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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第一批俄国作家康捷米尔(１７０８—１７４４)、罗蒙诺索

夫、苏马罗科夫(１７１８—１７７７)等ꎮ 俄国古典主义反映了先进

贵族的世界观和他们对文化生活的要求ꎬ它除了遵守古典主

义原则和形式方面的规定以外ꎬ还具有自己的特点ꎮ 为了建

立民族文学ꎬ俄国古典主义作家大都向民族历史和民族生活

汲取题材ꎬ特别注意文学语言和诗体改革ꎬ强调爱国思想和科

学文化的启迪作用ꎮ 此外ꎬ这一时期社会矛盾加深ꎬ法国启蒙

思潮开始传入俄国ꎬ俄国古典主义作家比较注意文学的社会

功能ꎬ往往采用讽刺体裁来表示他们的社会见解ꎮ
十八世纪前半期ꎬ俄国最重要的作家是米哈伊尔瓦西

里耶维奇罗蒙诺索夫(１７１１—１７６５)ꎬ他又是著名的学者ꎬ
出生在白海边一个农民家庭ꎬ毕业于斯拉夫—希腊—拉丁学

院ꎬ后来进科学院附设的大学学习ꎬ并被派往国外研究自然科

学ꎮ 一七四一年回国后ꎬ他在科学院任职ꎬ创办了莫斯科大学

(１７５５)ꎮ 他在进行科学活动的同时ꎬ又从事语言研究和文学

创作ꎬ写过颂诗、史诗、悲剧、讽刺诗和散文ꎬ翻译过希腊文学

作品ꎮ
罗蒙诺索夫在纯洁俄罗斯语言、使文学语言接近口语方

面贡献很大ꎬ著有«修辞学» (１７４４)、«俄语语法» (１７５７)和

«论俄文宗教书籍的益处» (１７５７)等ꎮ 他认为俄语是一种丰

富、灵活、生动有力的语言ꎬ同样具有欧洲其他语言的优点ꎮ
彼得一世改革以来ꎬ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ꎬ俄语中夹杂着

许多外来词汇ꎬ古老的教会斯拉夫词汇也未经清理ꎮ 他针对

这种情况提出了改革意见ꎮ 根据古典主义的原则ꎬ他把文学

体裁划分为高、中、低三种ꎬ规定每种体裁所允许使用的词汇ꎬ
主张避免陈旧的教会斯拉夫词汇和不必要的外来语ꎮ 这为克

服当时俄语的混杂现象、创造统一的规范语言打下了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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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蒙诺索夫文学创作的成就主要是诗歌ꎮ 他的诗颂扬英

雄的业绩ꎬ充满对祖国的热爱ꎮ 他认为诗歌最重要的任务不

是咏唱醇酒和爱情ꎬ而是培养崇高的爱国精神ꎮ 这种看法鲜

明地体现在他写的颂诗里ꎮ «伊利莎伯女皇登基日颂»(１７４７)
实际上是一首对祖国和彼得一世的赞歌ꎮ 诗人把彼得一世奉

为榜样ꎬ希望女皇伊利莎伯继承父业ꎬ开发资源ꎬ发展科学ꎬ培
养人才ꎬ使俄国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ꎮ 他向年轻一代呼吁ꎬ相
信“俄罗斯的大地能够诞生自己的柏拉图和智慧过人的牛

顿”ꎮ 他还以颂诗体裁写过一些雄伟瑰丽的科学诗ꎬ解释自然

现象(«晨思上天之伟大»、«夜思上天之伟大»等)ꎮ 他在同时

代诗人特列佳科夫斯基(１７０３—１７６９)研究的基础上ꎬ提出俄

国重音诗体的理论(«论俄文诗律书»ꎬ１７３８)ꎬ并在创作中进

行了成功的实验ꎮ 他的诗音调铿锵ꎬ庄严雄辩ꎬ富有节奏感ꎮ
十八世纪六十年代ꎬ俄国社会矛盾激化ꎮ 在沙皇庇护下ꎬ

地主享有支配农奴的绝对权利ꎬ正如当时民歌«奴仆们的哭

诉»中所说ꎬ“老爷们杀死一个奴仆就像宰一匹马ꎬ而且还不

准农奴控告他ꎮ”农民运动不断高涨ꎬ七十年代爆发了普加乔

夫领导的规模宏大的农民起义ꎮ 严重打击了地主贵族的统

治ꎬ是俄国农奴制危机的最初表现ꎮ
这一时期在农民运动的影响下ꎬ反对农奴制的进步思想

有所发展ꎬ向封建统治阶级进行了尖锐的斗争ꎮ 女皇叶卡捷

琳娜二世(１７６２—１７９６)即位之初ꎬ假意接受启蒙思想ꎬ标榜

“开明君主”制度ꎬ提倡文学创作ꎬ出版杂志ꎬ并亲自动笔ꎬ其
目的是要使文学为她的反动统治服务ꎮ 但是进步作家诺维科

夫、冯维辛、拉吉舍夫等在他们的作品里彻底揭穿了这个“穿
裙子的达尔杜弗”ꎬ传达了农民的某些呼声ꎮ 普加乔夫起义前

夕ꎬ诺维科夫(１７４４—１８１８)创办«雄蜂» (１７６９—１７７０)和«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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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１７７２—１７７３)两种杂志ꎬ揭露了农民在地主残酷剥削下

濒于绝境的悲惨情况ꎮ «雄蜂»这个名称本身就是针对不劳

而获的统治阶级的ꎮ 诺维科夫在«雄蜂»上公开反对叶卡捷

琳娜二世关于讽刺的主张ꎮ 他认为讽刺不应是“含笑的”讽
刺ꎬ而是“咬人的”ꎻ不应是抽象笼统的ꎬ而是具体的ꎬ应当对

准社会的具体丑恶现象加以无情揭露ꎮ 他对讽刺的看法在当

时产生了良好的影响ꎮ 冯维辛的喜剧«纨绔少年»和拉吉舍

夫的散文«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发扬了这种重视社会

根本问题的讽刺传统ꎮ 诗人杰尔查文(１７４３—１８１６)在«费丽

察»(１７８３)里ꎬ又把讽刺手法运用到颂诗体裁中ꎬ将歌颂叶卡

捷琳娜二世的“美德”和讽刺宠臣们的荒淫无耻融合在一起ꎮ
杰尼斯伊凡诺维奇冯维辛(１７４５—１７９２)是十八世

纪后半期俄国讽刺文学的代表ꎮ 他出生于贵族家庭ꎬ曾在莫

斯科大学就读ꎬ后任外交部翻译ꎬ当过显贵者的秘书ꎬ游历过

西欧许多国家ꎮ 在早期诗歌里ꎬ他尖锐地指责沙皇的专制暴

虐ꎮ 他写过各种体裁的讽刺作品ꎬ其中以喜剧最为成功ꎮ
«旅长»(１７６６)嘲笑了贵族中老一代的愚昧和年轻一代所受

外国教育的毒害ꎮ 冯维辛最著名的喜剧是 «纨绔少年»
(１７８２)ꎮ 女地主普罗斯塔科娃多方虐待寄养在她家的孤女

索菲亚ꎬ后来由于索菲亚可以继承叔父斯塔罗东的一宗财产ꎬ
普罗斯塔科娃便强迫她做自己的儿媳ꎮ 但是索菲亚在开明贵

族普拉夫津和斯塔罗东保护下ꎬ终于和贵族军官米朗结婚ꎻ普
罗斯塔科娃因虐待农民和孤女被法办ꎬ财产也交官代管ꎮ

作者真实地刻画了普罗斯塔科娃这个农奴主的形象ꎮ 她

横暴、奸诈、愚蠢、狠毒ꎮ 她对农奴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ꎬ农奴

出身的保姆在她家工作了四十年ꎬ所得的酬报是“一年五个

卢布ꎬ外加每天五记耳光”ꎮ 她虐待周围的一切人ꎬ包括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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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ꎬ却十分溺爱儿子米特罗方ꎬ一心希望他娶上成了巨富的

索菲亚ꎮ 在母亲的教养下ꎬ米特罗方是个只会吃喝玩乐的纨

绔少年ꎬ他已经十六岁ꎬ念了三年书ꎬ却不会加减乘除ꎮ 他利

用母亲的溺爱装病逃学ꎬ捉弄仆人ꎮ 他善于见风使舵ꎬ并像普

罗斯塔科娃一样凶暴狡黠(“米特罗方”ꎬ希腊文的意思是“像
母亲”)ꎮ 剧中的正面人物如斯塔罗东、普拉夫津等都写得不

成功ꎮ 喜剧的结构简洁紧凑ꎬ是按古典主义的三一律写成的ꎮ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拉吉舍夫(１７４９—１８０２)出

身贵族ꎬ青年时代在德国留学ꎬ受到法国启蒙学者卢梭、马布

里等的影响ꎬ成为具有民主思想的唯物主义者ꎮ 他回国后ꎬ普
加乔夫起义和政府的血腥镇压使他认识到沙皇统治的反动

性ꎬ并用批判的眼光重新估量了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见解ꎮ 俄

国多次对外战争ꎬ连年饥荒ꎬ美国和法国的革命先后爆发ꎬ这
些事件也促使他考虑俄国的现实和未来ꎮ 他写过哲学著作、
政论和文学作品ꎬ其中最重要的是«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

记»(１７９０)ꎮ 本书出版后ꎬ他立即遭到逮捕ꎬ被判处死刑ꎬ后
改为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ꎬ直到晚年才被召回ꎮ 一八〇一年ꎬ
他参加了政府的法律编纂委员会的工作ꎮ 次年自杀ꎬ以抗议

沙皇对他的新迫害ꎮ
拉吉舍夫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的开端引用特

列佳科夫斯基的一行诗作为题词ꎬ把专制农奴制度比作一只

生有“一百张血盆大口”的怪物ꎮ 作品描写俄国农民过着极

其悲惨的牛马生活ꎬ他们成年累月地为地主服徭役ꎬ只有夜里

和星期天才能耕种自己的小块土地ꎮ 他们靠糠菜充饥ꎬ住在

倒塌的矮屋子里ꎮ 地主就是这样依靠大批农奴的破产和死亡

而发财致富的ꎮ 作者愤怒地诘问地主:“贪婪的野兽ꎬ永不知

足的吸血鬼ꎬ你们给农民留下了什么? 只有你们无法抢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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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ꎮ 是的ꎬ只有空气!”作者详尽地描述了公开拍卖农奴等

骇人听闻的事实ꎬ指出这一切都是由于“法律给农奴规定了

一条死路”ꎬ农奴制度是和沙皇专制统治密不可分的ꎮ 叶卡

捷琳娜二世曾告诉伏尔泰ꎬ说俄国农民可以随意吃鸡ꎬ极力宣

扬自己的“德政”ꎮ 拉吉舍夫在«旅行记»中愤怒地戳穿了这

个所谓开明君主的假面具ꎮ 他说ꎬ沙皇的红袍上沾满了人民

的血泪ꎬ手指上有人的脑浆ꎬ两脚站在污泥里ꎻ人民称沙皇为

“骗子、伪君子、害人精”ꎮ
拉吉舍夫深信农民革命不可避免ꎬ任何镇压只会引起更

加强烈的反抗ꎮ 他说农民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ꎬ就会像冲破

堤坝的激流一样ꎬ势不可挡ꎮ «扎伊佐沃»一章记述全村农民

用木棍打死为非作歹的地主父子四人ꎬ事后法院给农民判罪ꎬ
他们仍不屈服ꎮ 作者站在农民一边ꎬ认为他们是无辜的ꎮ 在

其他章节里ꎬ他甚至号召农民起来烧光地主的房屋ꎮ 他希望

俄国人民能够推翻沙皇政权ꎬ建立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资产

阶级联邦共和国ꎮ 在«特维尔»一章的颂诗«自由颂»里ꎬ作者

以满腔热情欢呼革命:

我看见利剑到处闪耀ꎬ
死神变成各种各样的形象ꎬ
在沙皇高傲的头顶飞翔ꎮ
欢呼吧ꎬ被束缚的人民!
大自然赋予的复仇权利

已经把沙皇带到死刑台上!

拉吉舍夫把他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沿途见闻ꎬ按各驿站

的名称分章辑录成书ꎬ其中虽无统一的情节ꎬ但前后贯穿着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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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农民革命的思想ꎮ 他如实地反映生活ꎬ同时抒发了自己

对农民的深厚感情和对贵族地主的憎恶、愤慨ꎮ 作品不以人

物刻画见长ꎬ往往通过旅行者的感受去打动读者ꎬ在这方面ꎬ
显然受到了感伤主义的影响ꎮ

«旅行记»出版后不久就传到宫中ꎬ叶卡捷琳娜二世在盛

怒中往书页上批道:拉吉舍夫“把希望寄托在农民造反上

面”ꎬ“比普加乔夫更坏”ꎮ 这部作品在俄国一直被列为禁书ꎬ
但仍以手抄本形式到处流传ꎬ对十二月党人和普希金起过很

大的思想影响ꎮ
普加乔夫起义后ꎬ俄国也产生了感伤主义文学ꎮ 感伤主

义在俄国是贵族地主阶级精神危机的表现ꎮ 它虽然促进了俄

国散文的繁荣ꎬ对丰富文学语言和心理描写的技巧有一定贡

献ꎬ但是这一流派的作品美化贵族地主ꎬ企图掩饰地主和农奴

之间的对立关系ꎬ也有其消极的一面ꎮ 卡拉姆辛 ( １７６６—
１８２６)被认为是这一派的代表ꎬ他的中篇小说«苦命的丽莎»
(１７９２)叙述农村少女丽莎被贵族少爷埃拉斯特遗弃以至自

杀的故事ꎮ 作者同情丽莎的不幸ꎬ对她的心理活动写得比较

生动ꎬ文笔流畅ꎮ 但他站在贵族立场ꎬ用“命运”来为埃拉斯

特辩护ꎬ抹杀了造成丽莎的悲剧的社会原因ꎮ
十八世纪俄国文学的成就虽不如同时期的西欧国家ꎬ但

就俄国本身来说ꎬ仍是一大进步ꎮ 它在思想和艺术上都为十

九世纪俄国文学的大步跃进作了准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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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作家中外文译名对照和索引

Ａ

阿贝拉尔ꎬ彼埃尔　 ＡｂｅｌａｒｄꎬＰｉｅｒｒｅ　 ８３①ꎬ１０３ꎬ２７３
阿波罗尼俄斯　 　 Ａｐｏｌｌｏｎｉｏｓ　 ５４
阿狄ꎬ亚历山大　 Ｈａｒｄｙꎬ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　 １９７
阿耳喀罗科斯　 Ａｒｋｈｉｌｏｋｈｏｓ　 ２８
阿尔菲爱里　 ＡｌｆｉｅｒｉꎬＶｉｔｔｏｒｉｏ　 ２９３
阿奎那斯ꎬ托玛斯　 ＡｑｕｉｎａｓꎬＴｈｏｍａｓ　 １０４ꎬ１２６
阿拉尔康　 ＡｌａｒｃｏｎꎬＪｕａｎ Ｒｕｉｚ ｄｅ　 ２２５
阿利奥斯托ꎬ卢多维科　 ＡｒｉｏｓｔｏꎬＬｕｄｏｖｉｃｏ　 １３１ꎬ１６０ꎬ２１２
阿里斯托芬　 Ａｒｉｓｔｏｐｈａｎｅｓ　 １３ꎬ３７ꎬ４０ꎬ４３—４７
阿米奥ꎬ杰克　 ＡｍｙｏｔꎬＪａｑｕｅｓ　 １４５
阿那克瑞翁　 Ａｎａｃｒｅｏｎ　 １３ꎬ２８ꎬ１４４ꎬ２７９
阿普列尤斯　 Ｌｕｃｉｕｓ Ａｐｕｌｅｉｕｓ　 ７６
阿威罗厄斯　 ＡｖｅｒｒｏèｓꎬＩｂｎ Ｒｏｓｃｈｄ　 ８３
艾迪生　 ＡｄｄｉｓｏｎꎬＪｏｓｅｐｈ　 ２３９ꎬ２４９
埃拉斯慕斯ꎬ德西德利乌斯　 ＥｒａｓｍｕｓꎬＤｅｓｉｄｅｒｉｕｓ　 １２３ꎬ１３３ꎬ１５９
埃斯库罗斯　 Ａｉｓｋｈｙｌｏｓ　 １３ꎬ３３—３７ꎬ４０
奥古斯丁　 Ａｕｒｅｌｉｕｓ 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ｕｓ　 ７３ꎬ７８
奥皮茨ꎬ马丁　 ＯｐｉｔｚꎬＭａｒｔｉｎ　 ２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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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维德　 Ｐｕｂｌｉｕｓ Ｏｖｉｄｉｕｓ Ｎａｓｏ　 ６０ꎬ６８—６９ꎬ１０６ꎬ１６６

Ｂ

巴尔扎克ꎬ奥诺瑞　 ＢａｌｚａｃꎬＨｏｎｏｒé ｄｅ　 ５ꎬ８
巴依夫ꎬ安东纳德　 ＢａｉｆꎬＡｎｔｏｉｎｅ ｄｅ　 １４３
巴斯加　 ＰａｓｃａｌꎬＢｌａｉｓｅ　 ２１２
柏拉图　 Ｐｌａｔｏｎ　 １２ꎬ１３ꎬ１８ꎬ４４ꎬ４９—５１ꎬ８２
班扬ꎬ约翰　 ＢｕｎｙａｎꎬＪｏｈｎ　 ２１８ꎬ２２３
鲍斯威尔　 ＢｏｓｗｅｌｌꎬＪａｍｅｓ　 ２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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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特隆纽斯　 Ｇａｉｕｓ Ｐｅｔｒｏｎｉｕｓ Ａｒｂｉｔｅｒ　 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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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ｎ　 ２７６—２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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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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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ｎｓ Ｊａｋｏｂ 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ｆｅｌ ｖｏｎ　 １９１ꎬ２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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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洛姆　 Ｅｕｓｅｂｉｕｓ Ｈｉｅｒｏｎｙｍｕｓ Ｓｏｐｈｒｏｎｉｕｓ　 ７８
基德ꎬ托玛斯　 ＫｙｄꎬＴｈｏｍａｓ　 １６４
伽桑狄　 ＧａｓｓｅｎｄｉꎬＰｉｅｒｒｅ　 １９２ꎬ２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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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姆辛　 Карамзинꎬ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ович　 ２３８ꎬ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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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皮斯ꎬ托玛斯　 ＫｅｍｐｉｓꎬＴｈｏｍａｓ 　 １２６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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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萨日ꎬ阿兰—列内　 ＬｅｓａｇｅꎬＡｌａｉｎ－Ｒｅｎé　 ２５７ꎬ２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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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１—２７６ꎬ２８６ꎬ２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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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罗礼　 ＭａｌｏｒｙꎬＳｉｒ Ｔｈｏｍａｓ　 １２６
玛格利特德那伐尔　 Ｍａｒｇｕｅｒｉｔｅ ｄｅ Ｎａｖａｒｒｅ　 １３８
麦图林　 ＭａｔｕｒｉｎꎬＣｈａｒｌｅｓ Ｒｏｂｅｒｔ　 ２５１
麦克菲逊　 ＭａｃｐｈｅｒｓｏｎꎬＪａｍｅｓ　 ２５０
孟德斯鸠ꎬ查理—路易德斯贡达 　 ＭｏｎｔｅｓｑｕｉｅｕꎬＣｈａｒｌｅｓ－Ｌｏｕｉｓ ｄｅ

Ｓｅｃｏｎｄａｔ　 ２３６ꎬ２５９—２６１
蒙田ꎬ米舍勒爱冈德　 ＭｏｎｔａｉｇｎｅꎬＭｉｃｈｅｌ Ｅｙｑｕｅｍ ｄｅ　 １２３ꎬ１２５ꎬ１３９ꎬ

１４５—１４６ꎬ１６２
米开朗琪罗　 ＭｉｃｈｅｌａｎｇｅｌｏꎬＢｕｏｎａｒｒｏｔｉ　 １２３ꎬ１３０
米兰多拉　 ＭｉｒａｎｄｏｌａꎬＰｉｃｏ ｄｅｌｌａ　 １２３
米南德　 Ｍｅｎａｎｄｒｏｓ　 ５４ꎬ５８ꎬ５９
弥尔顿ꎬ约翰　 ＭｉｌｔｏｎꎬＪｏｈｎ　 １９２ꎬ２１７—２２１ꎬ２８１
闵采尔ꎬ托马斯　 ＭüｎｔｚｅｒꎬＴｈｏｍａｓ　 １３５
莫里哀(原名若望－巴蒂斯特波克兰) 　 Ｍｏｌｉｅｒｅ ( 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 Ｐｏ￣

ｑｕｅｌｉｎ)　 １０５ꎬ１９３ꎬ１９４ꎬ２０６—２１２ꎬ２１４ꎬ２１６ꎬ２５７ꎬ２７３ꎬ２７７ꎬ２９３
莫尔ꎬ托马斯　 ＭｏｒｅꎬＴｈｏｍａｓ　 １３４ꎬ１５６ꎬ１５９
莫里纳　 ＭｏｌｉｎａꎬＴｉｒｓｏ ｄａ ２２５

Ｎ

纳施　 ＮａｓｈｅꎬＴｈｏｍａｓ　 １６１ꎬ１８８
８０３



奈贝尔ꎬ卡罗利娜　 ＮｅｕｂｅｒꎬＣａｒｏｌｉｎｅ　 ２８０
诺维科夫ꎬ尼古拉伊凡诺维奇　 Новиковꎬ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２９７ꎬ

２９８

Ｏ

欧里庇得斯　 Ｅｕｒｉｐｉｄｅｓ　 １３ꎬ３３ꎬ４０—４３
欧波利斯　 Ｅｕｐｏｌｉｓ　 ４４

Ｐ

帕利尼　 ＰａｒｉｎｉꎬＧｉｕｓｅｐｐｅ　 ２９３
潘恩ꎬ安东　 ＰａｎｎꎬＡｎｔｏｎ　 ２５４
庞波那齐　 ＰｏｍｐｏｎａｚｚｉꎬＰｉｅｔｒｏ　 １２３
品达　 Ｐｉｎｄａｒｏｓ　 １３ꎬ２９ꎬ１４４
培根ꎬ罗哲尔　 ＢａｃｏｎꎬＲｏｇｅｒ　 ８３
培根ꎬ弗兰西斯　 ＢａｃｏｎꎬＦｒａｎｃｉｓ　 １２３ꎬ１６１ꎬ１６２
彭斯ꎬ罗伯特　 ＢｕｒｎｓꎬＲｏｂｅｒｔ　 ２５３—２５４
蒲伯ꎬ亚历山大　 Ｐｏｐｅꎬ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２３５ꎬ２３９ꎬ２４０ꎬ２４２
普莱伏ꎬ安东尼　 ＰｒéｖｏｓｔꎬＡｎｔｏｉｎｅ Ｆｒａｎçｏｉｓ　 ２５７
普洛培尔提乌斯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ｕｓꎬＳｅｘｔｕｓ　 ６９
普洛丁努斯　 Ｐｌｏｔｉ^ｎｕｓ　 ５０
普劳图斯　 ＰｌａｕｔｕｓꎬＴｉｔｕｓ Ｍａｃｃｉｕｓ　 １４ꎬ５８ꎬ１５４
普鲁塔克　 Ｐｌｏｕｔａｒｃｈｏｓ　 ７３ꎬ７５ꎬ１４５ꎬ１８４

Ｑ

乔叟ꎬ杰弗利　 Ｃｈａｕｃｅｒꎬ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１０８ꎬ１１１ꎬ１５７—１５９ꎬ２２４
琼生ꎬ本杰明　 Ｊｏｎｓｏｎꎬ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１８７ꎬ１９３
却特顿　 ＣｈａｔｔｅｒｔｏｎꎬＴｈｏｍａｓ　 ２５１

Ｒ

若岱勒ꎬ爱缔安　 ＪｏｄｅｌｌｅꎬＥｔｉｅｎｎｅ　 １４３ꎬ１４４
９０３



Ｓ

萨福　 Ｓａｐｐｈｏ　 １３ꎬ２８
萨克斯ꎬ汉斯　 ＳａｃｈｓꎬＨａｎｓ　 １３６
塞万提斯萨阿维德拉ꎬ米盖尔德　 Ｃｅｒｖａｎｔｅｓ ＳａａｖｅｄｒａꎬＭｉｇｕｅｌ ｄｅ　

１２５ꎬ１４６ꎬ１４８—１５０ꎬ１５２ꎬ１５３ꎬ１５５
塞内加ꎬ鲁齐乌斯安奈乌斯 　 ＳｅｎｅｃａꎬＬｕｃｉｕｓ Ａｎｎａｅｕｓ 　 ６０ꎬ７０ꎬ１４４ꎬ

１６４
赛维尼夫人　 ＳéｖｉｇｎéꎬＭａｒｉｅ ｄｅ Ｒａｂｕｔｉｎ－ＣｈａｎｔａｌꎬＭａｄａｍｅ ｄｅ　 ２１２
色诺芬　 Ｘｅｎｏｐｈｏｎ　 ４８
莎士比亚ꎬ威廉 　 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ꎬＷｉｌｌｉａｍ　 ５ꎬ７５ꎬ１５６ꎬ１６０ꎬ１６３ꎬ１６６ꎬ１７６ꎬ

１７９ꎬ１８９ꎬ２２４ꎬ２５０ꎬ２５６ꎬ２８１ꎬ２８３ꎬ２８４ꎬ２８８
斯摩莱特ꎬ托比亚斯　 ＳｍｏｌｌｅｔｔꎬＴｏｂｉａｓ Ｇｅｏｒｇｅ　 ２３９ꎬ２４８
斯蒂尔　 ＳｔｅｅｌｅꎬＲｉｃｈａｒｄ　 ２３９ꎬ２４９
斯宾塞ꎬ埃德门　 ＳｐｅｎｓｅｒꎬＥｄｍｕｎｄ　 １５６ꎬ１６０ꎬ２２４
斯威夫特ꎬ约拿旦　 Ｓｗｉｆｔꎬ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２３５ꎬ２３９ꎬ２４２—２４４
斯泰恩ꎬ劳伦斯　 ＳｔｅｒｎｅꎬＬａｕｒｅｎｃｅ　 ２３７ꎬ２５１
索福克勒斯　 Ｓｏｐｈｏｋｌｅｓ　 １３ꎬ３３ꎬ３７—４０ꎬ４３
梭伦　 Ｓｏｌｏｎ　 ２８
苏格拉底　 Ｓōｋｒａｔēｓ　 １２ꎬ４０ꎬ４４ꎬ４９ꎬ５０
苏马罗科夫　 СумароковꎬАлександр Петрович　 ２９６
绥通纽斯　 Ｓｕｅｔｏｎｉｕｓ ＴｒａｎｑｕｉｌｌｕｓꎬＧａｉｕｓ　 ７３

Ｔ

塔西陀　 ＴａｃｉｔｕｓꎬＰｕｂｌｉｕｓ Ｃｏｒｎｅｌｉｕｓ　 ７３ꎬ７４
塔索ꎬ托夸多　 ＴａｓｓｏꎬＴｏｒｑｕａｔｏ　 １３１ꎬ１３２ꎬ２１２
泰伦斯　 Ｐｕｂｌｉｕｓ Ｔｅｒｅｎｔｉｕｓ Ａｆｅｒ　 ５９ꎬ６０ꎬ１５４ꎬ２１１
特列佳科夫斯基　 ТредиаковскийꎬВасилий Кириллович　 ２９７ꎬ２９９
特洛亚ꎬ克雷缔安德　 ＴｒｏｙｅｓꎬＣｈｒéｔｉｅｎ ｄｅ　 １０１

０１３



提布鲁斯　 ＴｉｂｕｌｌｕｓꎬＡｌｂｉｕｓ　 ６９
提耳泰俄斯　 Ｔｙｒｔａｉｏｓ　 ２８
缔亚尔ꎬ朋都士德　 ＴｈｙａｒｄꎬＰｏｎｔｕｓ ｄｅ　 １４３
忒俄克里托斯　 Ｔｈｅｏｋｒｉｔｏｓ　 ５４
忒斯庇斯　 Ｔｈｅｓｐｉｓ　 ３２
汤姆逊　 ＴｈｏｍｓｏｎꎬＪａｍｅｓ　 ２５０
托尔斯泰　 Толстойꎬ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５ꎬ８

Ｗ

瓦尔浦ꎬ贺拉斯　 ＷａｌｐｏｌｅꎬＨｏｒａｃｅ　 ２５１
瓦格纳ꎬ亨利希莱奥波尔特　 Ｗａｇｎｅｒꎬ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Ｌｅｏｐｏｌｄ　 ２８７
瓦拉　 ＶａｌｌａꎬＬａｕｒｅｎｔｉｕｓ　 １２３
威彻理　 ＷｙｃｈｅｒｌｅｙꎬＷｉｌｌｉａｍ　 ２１８
韦伯斯特ꎬ约翰　 ＷｅｂｓｔｅｒꎬＪｏｈｎ　 １８８
维吉尔　 Ｖｅｒｇｉｌｉｕｓ ＭａｒｏꎬＰｕｂｌｉｕｓ　 １４ꎬ６３—６６ꎬ１１３ꎬ１１６ꎬ１２８ꎬ１７１ꎬ２１７
维加卡尔皮奥ꎬ费力克斯洛卜德 　 Ｖｅｇａ ＣａｒｐｉｏꎬＦｅｌｉｘ Ｌｏｐｅ ｄｅ　

１２５ꎬ１５３—１５５ꎬ２２５ꎬ２２６
维庸ꎬ弗朗索瓦　 ＶｉｌｌｏｎꎬＦｒａｎçｏｉｓ　 １０７ꎬ１０８ꎬ１１１
魏维斯　 ＶｉｖｅｓꎬＪｕａｎ Ｌｕｉｓ　 １２３
温斯坦利ꎬ威廉　 ＷｉｎｓｔａｎｌｅｙꎬＷｉｌｌｉａｍ　 ２１８
温克尔曼　 Ｗｉｎｃｋｅｌｍａｎｎꎬｊｏｈａｎｎ Ｊｏａｃｈｉｍ　 ２８３ꎬ２８８
沃尔夫ꎬ克里斯蒂阿封　 Ｗｏｌｆｆꎬ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ｖｏｎ　 ２８０
沃尔斯顿克拉夫特ꎬ玛丽　 ＷｏｌｌｓｔｏｎｅｃｒａｆｔꎬＭａｒｙ　 ２５４

Ｘ

西摩尼得斯　 Ｓｉｍｏｎｉｄｅｓ　 ２８
西塞罗　 ＣｉｃｅｒｏꎬＭａｒｃｕｓ Ｔｕｌｌｉｕｓ　 １４ꎬ６０ꎬ７３ꎬ１２８
希罗多德　 Ｈｅｒｏｄｏｔｏｓ　 ４８
锡德尼　 ＳｉｄｎｅｙꎬＳｉｒ Ｐｈｉｌｉｐ　 １６０ꎬ１６１

１１３



席勒ꎬ约翰克里斯托弗弗里德里希 　 Ｓｃｈｉｌｌｅｒꎬ Ｊｏｈａｎｎ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２６８ꎬ２８７ꎬ２９０—２９２

夏泼兰　 ＣｈａｐｅｌａｉｎꎬＪｅａｎ　 １９７ꎬ２００
谢立丹ꎬ理查布林斯莱　 Ｓｈｅｒｉｄａｎꎬ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ｒｉｎｓｌｅｙ　 ２５２
修昔底德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　 ４８

Ｙ

亚理斯多德　 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ｅｓ　 １２ꎬ１３ꎬ２６ꎬ３２ꎬ３９ꎬ４４ꎬ５１—５３ꎬ６６ꎬ６７ꎬ８２ꎬ１２３ꎬ
１３２ꎬ１９２

杨格　 ＹｏｕｎｇꎬＥｄｗａｒｄ　 ２５０ꎬ２５４
伊壁鸠鲁　 Ｅｐｉｋｏｕｒｏｓ　 １１ꎬ１２ꎬ６６
伊索　 Ａｉｓōｐｏｓ　 １３ꎬ２９
伊苏格拉底　 Ｉｓｏｋｒａｔｅｓ　 ４８
约翰逊ꎬ撒缪尔　 ＪｏｈｎｓｏｎꎬＳａｍｕｅｌ　 ２３９ꎬ２４０ꎬ２４９ꎬ２５０

Ｚ

朱文纳尔　 Ｄｅｃｉｍｕｓ Ｊｕｎｉｕｓ Ｊｕｖｅｎａｌｉｓ　 ７２

２１３



重要作品中外文译名对照和索引

Ａ

«阿达莉»　 Ａｔｈａｌｉｅ　 ２０５
«阿尔法拉契人的古斯曼»　 Ｖｉｄａ ｄｅ Ｇｕｚｍａｎ ｄｅ Ａｌｆａｒａｃｈｅ　 １４８
«阿耳戈号航海记»　 Ａｒｇｏｎａｕｔｉｋａ　 ５４
«阿非利加»　 Ａｆｒｉｃａ　 １２８
«阿格利可拉传»　 Ｄｅ Ｖｉｔａ Ｔｕｌｉ Ａｇｒｉｃｏｌａｅ　 ７４ꎬ７５
«阿伽门农»　 Ａｇａｍｅｍｎｏｎ　 ３６
«阿卡奈人»　 Ａｋｈａｒｎｅｉｓ　 ４５ꎬ４６
«阿刻底亚»　 Ａｒｃａｄｉａ　 １６１
«阿米莉亚»　 Ａｍｅｌｉａ　 ２４８
“埃达”　 Ｅｄｄａ　 ８５ꎬ８７ꎬ８９
«埃涅阿斯纪»　 Ａｅｎｅｉｓ　 ６３—６５
«爱的徒劳»　 Ｌｏｖｅ’ｓ Ｌａｂｏｕｒ’ｓ Ｌｏｓｔ　 １７１
«爱的艺术»　 Ａｒｓ Ａｍａｔｏｒｉａ　 ６８ꎬ１０６　
«爱弥儿又名论教育»　 Ｅｍｉｌｅ ｏｕ ｄｅ Ｉ’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２７４ꎬ２７５
«爱米丽雅迦洛蒂»　 Ｅｍｉｌｉａ Ｇａｌｏｔｔｉ　 ２８４ꎬ２８５
«爱情和命运的游戏»　 Ｌｅ Ｊｅｕ ｄｅ Ｉ’Ａｍｏｕｒ ｅｔ ｄｕ Ｈａｓａｒｄ　 ２５７
«爱情诗»　 Ａｍｏｒｅｓ　 ６８
«爱斯苔尔»　 Ｅｓｔｈｅｒ　 ２０５
«哀怨ꎬ或关于生、死、永生的夜思»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ｔꎬｏｒ Ｎｉｇｈｔ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ｎ

ＬｉｆｅꎬＤｅａｔｈꎬａｎｄ Ｉｍ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２５０
«哀怨集»　 Ｔｒｉｓｔｉａ　 ６９

３１３



«安德洛玛刻»　 Ａｎｄｒｏｍａｑｕｅ　 ２０２ꎬ２０３
«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　 Ａｎｔｏｎｙ ａｎｄ Ｃｌｅｏｐａｔｒａ　 １８４
«安提戈涅»　 Ａｎｔｉｇｏｎｅ　 ３７ꎬ３９
«奥德修纪»　 Ｏｄｙｓｓｅｉａ　 １９ꎬ２３—２６ꎬ６４ꎬ２１６
«奥迦生和尼哥雷特»　 Ａｕｃａｓｓｉｎ ｅｔ Ｎｉｃｏｌｅｔｔｅ　 １０２
«奥瑟罗»　 Ｏｔｈｅｌｌｏ　 １７９ꎬ２６３

Ｂ

«巴尔那斯游记»　 Ｅｌ Ｖｉａｊｅ ｄｅｌ Ｐａｒｎａｓｏ　 １４９
«巴斯昆»　 Ｐａｓｑｕｉｎ　 ２４５
«巴特兰律师的笑剧»　 Ｌａ Ｆａｒｃｅ ｄｕ Ｍａîｔｒｅ Ｐａｔｈｅｌｉｎ　 １０９ꎬ１１０
«白魔鬼»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Ｄｅｖｉｌ　 １８９
«百科全书»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éｄｉｅ　 ３５９ꎬ２６２ꎬ２６６ꎬ２７２
«报仇神»　 Ｅｕｍｅｎｉｄｅｓ　 ３３ꎬ３６
«暴风雨»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ｅｓｔ　 １８５
«保卫和发扬法兰西语»　 Ｄéｆｅｎｓｅ ｅｔ Ｌ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 ｌａ Ｌａｎｇｕｅ ｆｒａｎçａｉｓｅ　

１４３
«贝奥武甫»　 Ｂｅｏｗｕｌｆ　 ８５ꎬ８６
«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Ｐｒｏｍēｔｈｅｕｓ ｄｅｓｍōｔēｓ　 ３４ꎬ３５
«被解放的耶路撒冷»　 Ｌａ Ｇｅｒｕｓａｌｅｍｍｅ ｌｉｂｅｒａｔａ　 １３２
«被释放的普罗米修斯»　 ｐｒｏｍēｔｈｅｕｓ ｌūｏｍｅｎｏｓ　 ３４
«备忘录»　 Ｌｅｓ Ｍéｍｏｉｒｅｓ　 ２７６
«编年史»　 Ａｎｎａｌｅｓ　 ７４
«变形记»(奥维德)　 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ｏｓｅｓ　 ６８
«变形记»(又名«金驴记»ꎬ阿普列尤斯)　 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ｏｓｅｓ　 ７６
«波利厄克特»　 Ｐｏｌｙｅｕｃｔｅ　 ２０１
«波利非莫和伽拉苔亚的故事»　 Ｆｂūｌａ ｄｅ ｐｏｌｉｆｅｍｏ ｙ Ｇａｌｅｔｅａ　 ２２５
«波斯人»　 Ｐｅｒｓａｉ　 ３３
«波斯人信札»　 Ｌｅｔｔｒｅｓ Ｐｅｒｓａｎｅｓ　 ２６０ꎬ２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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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列格林努斯之死»　 Ｄｅ Ｍｏｒｔｅ Ｐｅｒｅｇｒｉｎｉ　 ７７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Ｅｕｇｇｒａｐｈｅｓ ｏ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ｎ　 ４８
«布鲁图斯»　 Ｂｒｕｔｕｓ　 ２６３
«不幸的旅客»　 Ｔｈｅ Ｕｎ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ｅ Ｔｒａｖｅｌｌｅｒ　 １６１

Ｃ

«财神»　 Ｐｌｏｕｔｏｓ　 ４５
«忏悔录»(奥古斯丁)　 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ｅｓ　 ７３
«忏悔录»(卢梭)　 Ｌｅｓ 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ｓ　 ２７５ꎬ２７６
«长短句»　 Ｅｐｏｄｅｓ　 ６６
«长征记»(又名«万人进军»)　 Ｋūｒｏｕ Ａｎａｂａｓｉｓ　 ４８
«晨思上天之伟大»　 Утреннее размышление о божьем величестве　 ２９７
«痴儿西木传»　 Ｄｅｒ Ａｂｅｎｔｅｕｅｒｌｉｃｈｅ Ｓｉｍｐｌｉｃｉｓｓｉｍｕｓ　 １９１ꎬ２２９ꎬ２３０
«吹牛的军人»　 Ｍｉｌｅｓ Ｇｌｏｒｉｏｓｕｓ　 ５８
«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из Петербурга в Москву　

２９８ꎬ２９９

Ｄ

«大好年华»　 Ｗｈ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Ｗｅ Ｉｄｌｙ Ｗａｓｔｅ Ｏｕｒ Ｐｒｉｍｅ　 ２５４
«大骗子堂帕勃罗斯布斯康的一生»　 Ｅｌ Ｂｕｓｃóｎ　 ２２６
«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Ｗｉｌｄ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２４６
«大遗嘱集»　 Ｌｅ Ｇｒａｎｄ Ｔｅｓｔａｍｅｎｔ　 １０７
«达尔杜弗»　 Ｌｅ Ｔａｒｔｕｆｆｅ　 ２０７ꎬ２０９
«带罐的姑娘»　 Ｌａ Ｍｏｚａ ｄｅｌ Ｃａｎｔａｒｏ　 １５４
«带火的普罗米修斯»　 Ｐｒｏｍēｔｈｅｕｓ ｐｕｒｐｈｏｒｏｓ　 ３５
«当代写作喜剧的新艺术»　 Ａｒｔｅ ｎｕｅｖｏ ｄｅ ｈａｃｅｒ ｃｏｍｅｄｉａｓ　 １５３
«道德论说文集»　 Ｍｏｒａｌｉａ　 ７５
«德国的风格和艺术» 　 Ｖｏ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 Ａｒｔ ｕｎｄ ＫｕｎｓｔꎬＥｉｎｉｇｅ ｆｌｉｅｇｅｎｄｅ

Ｂｌäｔｔｅｒ　 ２８７
５１３



«德国诗论»　 Ｂｕｃｈ ｖｏｎ ｄｅｒ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Ｐｏｅｔｅｒｅｉ　 ２２８
«德莱比尔的信»　 Ｔｈｅ Ｄｒａｐｉｅｒ’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２４２
«第十二夜»　 Ｔｗｅｌｆｔｈ Ｎｉｇｈｔ　 １７２ꎬ１７４
«帝制论»　 Ｍｏｎａｒｃｈｉａ　 １１２
«奠酒人»　 Ｋｈｏｅｐｈｏｒｏｉ　 ３６
«定命论者雅克»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ｌｅ Ｆａｔａｌｉｓｔｅ　 ２６８ꎬ２６９ꎬ２７１
«冬天的故事»　 Ｔｈｅ Ｗｉｎｔｅｒ’ｓ Ｔａｌｅ　 １８５
«斗兽场表演记»　 Ｌｉｂｅｒ Ｓｐｅｃｔａｃｕｌｏｒｕｍ　 ７２
«杜卡雷»　 Ｔｕｒｃａｒｅｔ　 ２５７
«对话录»　 Ｇｅｓｐｒäｃｈｂüｃｈｌｅｉｎ Ｈｅｒｒ Ｕｌｉｒｉｃｈｓ ｖｏｎ Ｈｕｔｔｅｎ　 １３４
«对诸侯讲道»　 Ｄｉｅ Ｆüｒｓｔｅｎｐｒｅｄｉｇｔ　 １３５
«多情的医生»　 Ｌｅ Ｄｏｃｔｅｕｒ ａｍｏｕｒｅｕｘ　 ２０６

Ｅ

«俄狄浦斯»　 Ｏｅｄｉｐｅ　 ２６２
«俄狄浦斯王»　 Ｏｉｄｉｐｏｕｓ Ｔｙｒａｎｎｏｓ　 ３７—３９
«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　 Ｏｉｄｉｐｏｕｓ ｅｐｉ Ｋｏｌｏｎｏｉ　 ４０
«俄瑞斯忒斯三部曲»　 Ｏｒｅｓｔｅｉａ　 ３４ꎬ３６
«俄语语法»　 Российская грａмматика　 ２９６
«莪相集»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Ｏｓｓｉａｎ　 ２５１

Ｆ

«法国学士院对 ‹熙德› 的意见书» 　 Ｌｅ 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 ｄｅ Ｉ’ Ａｃａｄéｍｉｅ
ｆｒａｎçａｉｓｅ ｓｕｒ ｌｅ Ｃｉｄ　 ２００

«法兰西革命»　 Ｆｒｅｎｃｈ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２５５
«法律»　 Ｎｏｍｏｉ　 ４９
«凡尔赛宫即兴»　 Ｌ’ｌｍｐｒｏｍｐｔｕ ｄｅ Ｖｅｒｓａｉｌｌｅｓ　 ２０７
«费得尔»(塞内加)　 Ｐｈａｅｄｒａ　 ７０
«费得尔»(拉辛)　 Ｐｈèｄｒｅ　 ２０４ꎬ２０５ꎬ２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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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加罗的婚姻»　 Ｌｅ Ｍａｒｉａｇｅ ｄｅ Ｆｉｇａｒｏ　 ２７７ꎬ２７８
«费丽察»　 Фелица　 ２９８
«菲力匹克»　 Ｏｒａｔｉｏｎｅｓ Ｐｈｉｌｌｉｐｐｉｃａｅ　 ６０
«菲拉斯特»　 Ｐｈｉｌａｓｔｅｒ　 １８８
«菲洛斯特拉托»　 Ｆｉｌｏｓｔｒａｔｏ　 １５７
«斐德若»　 Ｐｈａｉｄｒｏｓ　 ４９
«愤世嫉俗»　 Ｌｅ Ｍｉｓａｎｔｈｒｏｐｅ　 ２１０
«封建主»　 ｌｌ ｆｅｕｄａｔａｒｉｏ　 ２９４
«疯狂的奥尔兰多»　 Ｏｒｌａｎｄｏ ｆｕｒｉｏｓｏ　 １３１
«佛尔松萨迦»　 Ｖöｌｓｕｎｇａ—Ｓａｇａ　 ９０ꎬ９５
«佛卢斯泡»(又名«女法师的预言»)　 Ｖöｌｕｓｐ　 ８８
«复乐园»　 Ｐａｒａｄｉｓｅ Ｒｅｇａｉｎｅｄ　 ２１９ꎬ２２２　
«伏尔蓬涅»　 Ｖｏｌｐｏｎｅ　 １８８
«福尔米奥»　 Ｆｏｒｍｉｏｎ　 ２１１
«浮士德»　 Ｆａｕｓｔ　 ２９０
«浮士德博士的悲剧»　 Ｔｈｅ Ｔｒａｇｉｃ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Ｄｏｃｔｏｒ Ｆａｕｓｔｕｓ　 １６５
«浮士德博士的生平»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 ｖｏｎ Ｄｒ Ｊｏｈａｎｎ Ｆａｕｓｔｅｎ　 １３６

Ｇ

«感伤旅行»　 Ａ 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ａｌ Ｊｏｕｒｎｅｙ　 ２３７ꎬ２５１
«高卢的阿玛狄斯»　 Ａｍａｄｉｓ ｄｅ Ｇａｕｌａ　 １２６
«高卢战纪»　 Ｄｅ Ｂｅｌｌｏ Ｇａｌｌｉｃｏ　 ６１
«歌集»(又名«颂歌集»)　 Ｃａｒｍｉｎａ　 ６７
«歌集»　 Ｉｌ Ｃａｎｚｏｎｉｅｒｅ　 １２８ꎬ１２９
«格列佛游记»　 Ｇｕｌｌｉｖｅｒ’ｓ Ｔｒａｖｅｌ　 ２４３ꎬ２４４
«供非盲人阅读的论盲人书»　 Ｌｅｔｔｅｒｅ ｓｕｒ ｌｅｓ ａｖｅｕｇｌｅｓ  １’ｕｓａｇｅ ｄｅ ｃｅｕｘ

ｑｕｉ ｖｏｉｅｎｔ　 ２６６
«公民大会妇女»　 Ｅｋｋｌｅｓｉａｚｏｕｓａｉ　 ４５
«公开驳斥不忠实世界的错误信仰» 　 Ａｕｓｇｅｄｒüｃｋｔｅ Ｅｎｔｂｌöｂｕｎｇ ｄ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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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ｌｓｃｈｅｎ Ｇｌａｕｂｅｎｓ　 １３５
«古代名媛»　 Ｈｅｒｏｉｄｅｓ　 ６８
«古代艺术史»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ｒ Ｋｕｎｓｔ ｄｅｓ Ａｌｔｅｒｔｕｍｓ　 ２８８
«关于当代文学的通信»　 Ｂｒｉｅｆｅꎬｄｉｅ ｎｅｕｅｓｔ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 ｂｅｔｒｅｆｆｅｎｄ　 ２８３
«关于普遍使用爱尔兰纺织品、用具、制品的建议» 　 Ａ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Ｕｓｅ ｏｆ Ｉｒｉｓｈ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　 ２４２
«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 　 Ｉｄｅｅｎ ｚｕｒ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ｄｅｒ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ｒ

Ｍｅｎｓｃｈｈｅｉｔ　 ２８７
«关于‹私生子›的谈话»　 Ｌｅｓ Ｅｎｔｒｅｔｉｅｎｓ ｓｕｒ ｌｅ ｆｉｌｓ ｎａｔｕｒｅｌ　 ２６７
«关于时代灾难的时论诗»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 ｓｕｒ ｌｅｓ ｍｉｓèｒｅｓ ｄｕ ｔｅｍｐｓ　 １４４
«关于寓言的论文»　 Ａｂｈａｎｄｌｕｎｇ üｂｅｒ ｄｉｅ Ｆａｂｅｌ　 ２８２
«贵人迷»　 Ｌｅ 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 ｇｅｎｔｉｌｈｏｍｍｅ　 ２１１

Ｈ

«哈姆莱特»　 Ｈａｍｌｅｔ　 １７６ꎬ１７９ꎬ１８５ꎬ２６３
«汉堡剧评»　 Ｈａｍｂｕｒｇｉｓｃｈｅ Ｄｒａｍａｔｕｒｇｉｅ　 ２８３
«好心人»　 Ｔｈｅ Ｇｏｏｄ－ｎａｔｕｒ’ｄ Ｍａｎ　 ２５２
«豪玛冒尔»　 Ｈｖａｍｌ　 ８９
«贺拉斯»　 Ｈｏｒａｃｅ　 ２００
«和平»　 Ｅｉｒｅｎｅ　 ４５
«恨世者»　 Ｄｙｓｋｏｌｏｓ　 ５４
«亨弗利克林克»　 Ｈｕｍｐｈｒｙ Ｃｌｉｎｋｅｒ　 ２４９
«亨利六世»　 Ｈｅｎｔｙ ＶＩ　 １６８
«亨利四世»　 Ｈｅｎｒｙ ＩＶ　 １６８ꎬ１６９
«亨利五世»　 Ｈｅｎｒｙ Ⅴ　 １６８
«虎»　 Ｔｈｅ Ｔｉｇｅｒ　 ２５５
«画家»(杂志)　 Живописец　 ２９７
«荒村»　 Ｔｈｅ Ｄｅｓｅｒｔｅｄ Ｖｉｌｌａｇｅ　 ２５２
«欢迎和别离»　 Ｗｉｌｌｋｏｍｍｅｎ ｕｎｄ Ａｂｓｃｈｉｅｄ　 ２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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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恨集»　 Ｌｅｓ Ｒｅｇｒｅｔｓ　 １４４
«会饮»　 Ｓｕｍｐｏｓｉｏｎ　 ４９

Ｊ

«结婚曲»　 Ｅｐｉｔｈａｌａｍｉｕｍ　 ６２
«吉尔布拉斯»　 Ｇｉｌ Ｂｌａｓ　 ２５８
«寂寞»　 Ｓｏｌｅｄａｄｅａ　 ２２５
«伽拉苔亚»　 Ｇａｌａｔｅａ　 １４９
«家庭教师»　 Ｄｅｒ Ｈｏｆｍｅｉｓｔｅｒ　 ２８７
«家长»　 Ｌｅ Ｐèｒｃ ｄｅ Ｆａｍｉｌｌｅ　 ２６８
«绞刑犯的谣曲»　 Ｌａ Ｂａｌｌａｄｅ ｄｅｓ Ｐｅｎｄｕｓ　 １０７
«皆大欢喜»　 Ａｓ Ｙｏｕ Ｌｉｋｅ Ｉｔ　 １７２ꎬ１７３ꎬ１７４
«警句诗集»　 Ｅｐｉｇｒａｍｍａｔｏｎ ｌｉｂｒｉ　 ７２
«精灵夫人»　 Ｌａ ｄａｍａ ｄｕｅｎｄｅ　 ２２６
«精神锻炼»　 Ｅｘｅｒｃｉｔｉａ　 １２６
«经验之歌»　 Ｓｏｎｇｓ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２５５
«救世主»　 Ｍｅｓｓｉａｓ　 ２８１
«巨人传»　 Ｇａｒｇａｎｔｕａ ｅｔ Ｐａｎｔａｇｒｕｅｌ　 １３９—１４０ꎬ１４２ꎬ１４３ꎬ２１６

Ｋ

«卡勒瓦拉»　 Ｋａｌｅｖａｌａ　 ９１
«坎特伯雷故事»　 Ｔｈｅ Ｃａｎｔｅｒｂｕｒｙ Ｔａｌｅｓ　 １０８ꎬ１５７
«科利奥兰纳斯»　 Ｃｏｒｉｏｌａｎｕｓ　 １８４
«可笑的女才子»　 Ｌｅｓ Ｐｒéｃｉｅｕｓｅｓ ｒｉｄｉｃｕｌｅｓ　 ２０６
«克莱丽莎哈娄»　 Ｃｌａｒｉｓｓａ Ｈａｒｌｏｗｅ　 ２４４
«克莉奥佩特拉»　 Ｃｌéｏｐａｔｒｅ　 １４４
«考查者»报　 Ｔｈｅ Ｅｘａｍｉｎｅｒ　 ２４２
«苦命的丽莎»　 Бедная Лиза　 ３０１
«快乐的人»　 Ｌ’Ａｌｌｅｇｒｏ　 ２１９

９１３



Ｌ

«拉奥孔ꎬ论画和诗的界限» 　 Ｌａｏｋｏｏｎ ｏｄｅｒ üｂｅｒ ｄｉｅ Ｇｒｅｎｚｅｎ ｄｅｒ Ｍａｌｅｒｅｉ
ｕｎｄ Ｐｏｅｓｉｅ　 ２８２

«拉摩的侄儿»　 Ｌｅ Ｎｅｖｅｕ ｄｅ Ｒａｍｅａｕ　 ２６９—２７１
«蓝登传»　 Ｒｏｄｅｒｉｃｋ Ｒａｎｄｏｍ　 ２４８ꎬ２４９
«朗斯洛或小车骑士»　 Ｌａｎｃｅｌｏｔ ｏｕ ｌａ Ｃｈｅｖａｌｉｅｒ  ｌａ ｃｈａｒｒｅｔｔｅ　 １０２
«老实人又名乐观主义»　 Ｃａｎｄｉｄｅ ｏｕ １’Ｏｐｔｉｍｉｓｍｅ　 ２６５
«老顽固们»　 Ｉ ｒｕｓｔｅｇｈｉ　 ２９４
«理查二世»　 Ｒｉｃｈａｒｄ Ⅱ　 １６８
«理查三世»　 Ｒｉｃｈａｒｄ Ⅲ　 １６８
«理想国»　 Ｐｏｌｉｔｅｉａ　 ４９ꎬ５０
«历史»(又名«希腊波斯战争史»)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　 ４８
«历史»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ｅ　 ７４
«历史纪事»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ｆｏｒ １７３６　 ２４５ꎬ２４６
«李尔王»　 Ｋｉｎｇ Ｌｅａｒ　 １８０ꎬ１８１ꎬ１８５
«力士参孙»　 Ｓａｍｓｏｎ Ａｇｏｎｉｓｔｅｓ　 ２１９ꎬ２２２ꎬ２２３　
«礼物铭文»　 ＸｅｎｉａꎬＡｐｏｐｈｒｅｔａ　 ７２
«炼金术士»　 Ｔｈｅ Ａｌｃｈｅｍｉｓｔ　 １８８
«两朋友»　 Ｄｅｕｘ Ａｍｉｓ　 ２７６
«两条狗»　 Ｔｈｅ Ｔｗａ Ｄｏｇｓ　 ２５４
«两兄弟»　 Ａｄｅｌｐｈｏｅ　 ５９
«列那狐»　 Ｒｅｉｎｅｋｅ Ｆｕｃｈｓ　 １０６
«列那狐传奇»　 Ｌｅ Ｒｏｍａｎ ｄｅ Ｒｅｎａｒｔ　 ８４ꎬ１０５ꎬ１０６ꎬ１１０
«鲁滨孙飘流记»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Ｃｒｕｓｏｅ　 ２４０—２４２
«鲁克丽丝受辱记»　 Ｌｕｃｒｅｃｅ　 １６６
«路易十四时代»　 Ｌｅ Ｓｉèｃｌｅ ｄｅ Ｌｏｕｉｓ ｌｅ Ｇｒａｎｄ　 ２１６
«旅长»　 Бригадир　 ２９８
«吕西斯特拉忒»　 Ｌｙｓｉｓｔｒａｔｅ　 ４５

０２３



«孪生兄弟»　 Ｍｅｎａｅｃｈｍｉ　 ５８
«吝啬鬼»　 Ｌ’Ａｖａｒｅ　 ２１０
«论崇高»　 Ｐｅｒｉ Ｈｙｐｓｏｕｓ　 ７１
«论俄文宗教书籍的益处» 　 Рассуждение о пользе книг церковных в

российском языке　 ２９６
«论俄文诗律书» 　 Письма о правилах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стихотворства　

２９７
«论法的精神»　 Ｌ’Ｅｓｐｒｉｔ ｄｅｓ Ｌｏｉｓ　 ２６０ꎬ２６１
«论国王与官吏的职权»　 Ｔｈｅ Ｔｅｎｕｒｅ ｏｆ Ｋ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Ｍａｇｉｓｔｒａｔｅｓ　 ２１９
«论绘画»　 Ｅｓｓａｉ ｓｕｒ ｌａ ｐｅｉｎｔｕｒｅ　 ２６７
«论据充分的辩护词» 　 Ｈｏｃｈ ｖｅｒｕｒｓａｃｈｔｅ Ｓｃｈｕｔｚｒｅｄｅ ｕｎｄ Ａｎｔｗｏｒｔ ｗｉｄｅｒ

ｄａｓ ｇｅｉｓｔｌｏｓｅ ｓａｎｆｔ－ｌｅｂｅｎｄｅ Ｆｌｅｉｓｃｈ ｚｕ Ｗｉｔｔｅｎｂｅｒｇ　 １３５
«论剧诗»　 Ａｎ Ｅｓｓａｙ ｏｆ Ｄｒａｍａｔｉｃ Ｐｏｅｓｉｅ　 ２２４
«论科学和艺术»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 ｓｕｒ ｌｅ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ｔ ｌｅｓ ａｒｔｓ　 ２７２
«论模仿基督»　 Ｄｅ 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ｅ Ｃｈｒｉｓｔｉ　 １２６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 ｓｕｒ １’ｏｒｉｇｉｎｅ ｅｔ ｌｅｓ ｆｏｎｄｅｍｅｎｔｓ

ｄｅ １’ｉｎéｇａｌｉｔé ｐａｒｍｉ ｌｅｓ ｈｏｍｍｅｓ　 ２７２
«论说文集»　 Ｅｓｓａｙｓ　 １６２
«论俗语»　 Ｄｅ ｖｕｌｇａｒｉ ｅｌｏｑｕｅｎｔｉａ　 １１２
«论戏剧诗»　 Ｄｅ ｌａ Ｐｏéｓｉｅ ｄｒａｍａｔｉｑｕｅ　 ２６７
«论语言的起源»　 Ａｂｈａｎｄｌｕｎｇ üｂｅｒ ｄｅｎ Ｕｒｓｐｒｕｎｇ ｄｅｒ Ｓｐｒａｃｈｅ　 ２８７
«伦敦»　 Ｌｏｎｄｏｎ　 ２５５
«伦敦的一面镜子»　 Ａ Ｌｏｏｋｉｎｇｇｌａｓｓ ｆｏｒ Ｌｏｎｄｏｎ　 １６４
«洛卡森那»　 Ｌｏｋａｓｅｎｎａ　 ８９
«罗宾汉谣曲»　 Ｂａｌｌａｄｓ ａｂｏｕｔ Ｒｏｂｉｎ Ｈｏｏｄ　 １０８
«罗兰之歌»　 Ｌａ Ｃｈａｎｓｏｎ ｄｅ Ｒｏｌａｎｄ　 ８５ꎬ９２—９４
«罗马盛衰原因论»　 Ｃｏｎｓｉｄéｒａｔｉｏｎｓ ｓｕｒ ｌｅｓ ｃａｕｓｅｓ ｄｅ ｌａ ｇｒａｎｄｅｕｒ ｄｅｓ Ｒｏ￣

ｍａｉｎｓ ｅｔ ｄｅ ｅｕｒ ｄéｃａｄｅｎｃｅ　 ２６０
«罗密欧与朱丽叶»　 Ｒｏｍｅｏ ａｎｄ Ｊｕｌｉｅｔ　 １７２

１２３



Ｍ

«马耳他岛的犹太人»　 Ｔｈｅ Ｊｅｗ ｏｆ Ｍａｌｔａ　 １６５
«马赛曲»　 Ｌａ Ｍａｒｓｅｉｌｌａｉｓｅ　 １３５
«玛尔菲公爵夫人»　 Ｔｈｅ Ｄｕｃｈｅｓｓ ｏｆ Ｍａｌｆｉ　 １８９
«麦克白»　 Ｍａｃｂｅｔｈ　 １８２ꎬ１８４
«曼侬列斯戈»　 Ｍａｎｏｎ Ｌｅｓｃａｕｔ　 ２５７
«曼陀罗花»　 Ｍａｎｄｒａｇｏｌａ　 ２９３
«漫游者»　 Ｔｈｅ Ｒａｍｂｌｅｒ　 ２３９
«冒失鬼»　 Ｉ’Ｅｔｏｕｒｄｉ　 ２０６
«美狄亚»(欧里庇得斯)　 Ｍｅｄｅｉａ　 ４０ꎬ４１ꎬ４２
«美狄亚»(塞内加)　 Ｍｅｄｅａ　 ７０
«玫瑰传奇»　 Ｌｅ Ｒｏｍａｎ ｄｅ ｌａ Ｒｏｓｅ　 １０６
«蒙昧者书简»　 Ｅｐｉｓｔｏｌａｅ ｏｂｓｃｕｒｏｒｕｍ ｖｉｒｏｒｕｍ　 １３３ꎬ１３４
«民歌中各族人民的声音»　 Ｓｔｉｍｍｅｎ ｄｅｒ Ｖöｌｋｅｒ ｉｎ Ｌｉｅｄｅｒｎ　 ２８７
«名人传»　 Ｄｅ Ｖｉｒｉｓ Ｉｌｌｕｓｔｒｉｂｕｓ　 ７５
«明娜冯巴尔赫姆»　 Ｍｉｎｎａ ｖｏｎ Ｂａｒｎｈｅｌｍ　 ２８４
«摩尔弗兰德斯»　 Ｍｏｌｌ Ｆｌａｎｄｅｒｓ　 ２４０ꎬ２４２　
«没病找病»　 Ｍａｌａｄｅ ｉｍａｇｉｎａｉｒｅ　 ２１１
«墓园哀歌»　 Ｅｌｅｇｙ ｉｎ ａ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Ｃｈｕｒｃｈｙａｒｄ　 ２５０
«牧歌»　 Ｅｃｌｏｇａｅ　 ６３ꎬ６４
«穆罕默德»　 Ｍａｈｏｍｅｔ　 ２６３

Ｎ

«内战纪»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ｉ ｄｅ Ｂｅｌｌｏ Ｃｉｖｉｌｉ　 ６１
«尼奥尔萨迦»　 Ｎｊａｌｓａｇａ　 ９０
«尼伯龙根之歌»　 Ｄａｓ Ｎｉｂｅｌｕｎｇｅｎｌｉｅｄ　 ８５ꎬ８９ꎬ９５ꎬ１００
«鸟»　 Ｏｒｎｉｔｈｅｓ　 ４７
«纽伯利的杰克»　 Ｊａｃｋ ｏｆ Ｎｅｗｂｕｒｙ　 １６１

２２３



«农夫皮尔斯»　 Ｐｉｅｒｓ Ｐｌｏｗｍａｎ　 １０８
«农民医生»　 Ｌｅ ｖｉｌａｉｎ ｍｉｒｅ　 １０５ꎬ２１０
«农事诗»　 Ｇｅｏｒｇｉｃａ　 ６３ꎬ６４
«农作与日子»　 Ｅｒｇａ Ｋａｉ Ｈｅｍｅｒａｉ　 ２７
«奴曼西亚»　 Ｌａ Ｎｕｍａｎｃｉａ　 １４９
«女学者»　 Ｌｅｓ Ｐｒéｃｉｅｕｓｅｓ ｒｉｄｉｃｕｌｅｓ　 ２１１
«女店主»　 Ｌａ Ｌｏｃａｎｄｉｅｒａ　 ２９４

Ｏ

«欧也妮»　 Ｅｕｇéｎｉｅ　 ２７６
«欧洲»　 Ｅｕｒｏｐｅ:Ａ Ｐｒｏｐｈｅｃｙ　 ２５５

Ｐ

«帕米拉»　 Ｐａｍｅｌａ　 ２４４
«庞图斯诗简»　 Ｅｐｉｓｔｕｌａｅ ｅｘ Ｐｏｎｔｏ　 ６９
«旁观者»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ｔａｔｏｒꎬ　 ２３９
«评论报»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３９
«评判»　 Ｅｐｉｔｒｅｐｏｎｔｅｓ　 ５４
«品格论»　 Ｌｅｓ Ｃａｒａｃｔèｒｅｓ　 ２１５
«婆母»　 Ｈｅｃｙｒａ　 ５９
«普罗米修斯»　 Ｐｒｏｍｅｔｈｅｕｓ　 ２９０
«普罗米修斯三部曲»　 Ｐｒｏｍｅｔｈｅｉａ　 ３４
«佩尔希莱斯和西吉斯蒙达历险记» 　 Ｌｏｓ ｔｒａｂａｊｏｓ ｄｅ Ｐｅｒｓｉｌｅｓ ｙ

Ｓｉｇｉｓｍｕｎｄɑ　 １４９
«菩提树下»　 Ｕｎｔｅｒ ｄｅｒ Ｌｉｎｄｅ　 １０１

Ｑ

«骑士»　 Ｈｉｐｐｅｉｓ　 ４５
«乞丐的歌剧»　 Ｔｈｅ Ｂｅｇｇａｒ’ｓ Ｏｐｅｒａ　 ２３９

３２３



«七将攻忒拜»　 Ｈｅｐｔａ ｅｐｉ Ｔｈｅｂａｓ　 ３３
«七日谈»　 Ｈｅｐｔａｍｅｒｏｎ　 １３９
«强盗»　 Ｄｉｅ Ｒäｕｂｅｒ　 ２９０ꎬ２９１
«乔嘉人的争吵»　 Ｌｅ ｂａｒｕｆｆｅ Ｃｈｉｏｚｚｏｔｔｅ　 ２９４
«乔治唐丹»　 Ｇｅｏｒｇｅ Ｄａｎｄｉｎ　 ２１０
«情怨»　 Ｌｅ Ｍａｒｉａｇｅ ｆｏｒｃé　 ２０６
«情敌»　 Ｔｈｅ Ｒｉｖａｌｓ　 ２５２
«屈打成医»　 Ｌｅ Ｍéｄｅｃｉｎ ｍａｌｇｒé ｌｕｉ　 １０５ꎬ２１０

Ｒ

«人生如梦»　 Ｌａ Ｖｉｄａ ｅｓ Ｓｕｅｎｏ　 ２２６　
«日耳曼志»　 Ｇｅｒｍａｎｉａ　 ７４

Ｓ

«萨蒂里卡»　 Ｓａｔｙｒｉｃｏｎ　 ７０ꎬ７６
“萨迦”　 Ｓａｇａ　 ８５ꎬ８９ꎬ９０
«萨拉梅亚的镇长»　 Ｅｌ ａｌｃａｌｄｅ ｄｅ Ｚａｌａｍｅａ　 ２２６
«萨拉萨姆逊小姐»　 Ｍｉｓｓ Ｓａｒａ Ｓａｍｐｓｏｎ　 ２８４
«塞维勒的理发师»　 Ｌｅ Ｂａｒｂｉｅｒ ｄｅ Ｓéｖｉｌｌｅ　 ２７６ꎬ２７７
«塞维利亚的嘲弄者»　 Ｅｌ ｂｕｒｌａｄｏｒ ｄｅ Ｓｅｖｉｌｌａ　 ２２５
«塞维利亚之星»　 Ｌａ Ｅｓｔｒｅｌｌａ ｄｅ Ｓｅｖｉｌｌａ　 １５４
«散文集»　 Ｌｅｓ Ｅｓｓａｉｓ　 １３９ꎬ１４５ꎬ１４６
«瑟列斯丁娜»　 Ｌａ Ｃｅｌｅｓｔｉｎａ　 １４７
«僧人培根和僧人本盖»　 Ｆｒｉａｒ Ｂａｃｏｎ ａｎｄ Ｆｒｉａｒ Ｂｕｎｇａｙ　 １６４
«沙龙»　 Ｌｅｓ Ｓａｌｏｎｓ　 ２６７
«莎士比亚集序言»　 Ｐｒｅｆａｃｅ ｔｏ 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　 ２５０
«杀婴儿的母亲»　 Ｄｉｅ Ｋｉｎｄｓｍöｒｄｅｒｉｎ　 ２８７
«傻王的把戏»　 Ｌｅ Ｊｅｕ ｄｕ Ｐｒｉｎｃｅ　 １０９
«商第传»　 Ｔｒｉｓｔｒａｍ Ｓｈａｎｄｙ　 ２５１

４２３



«少年维特的烦恼»　 Ｄｉｅ Ｌｅｉｄｅｎ ｄｅｓ ｊｕｎｇｅｎ Ｗｅｒｔｈｅｒｓ　 ２８８
«社会契约论»　 Ｌｅ ｃｏｎｔｒａｔ ｓｏｃｉａｌ　 ２７３ꎬ２７４
«神谱»　 Ｔｈｅｏｇｏｎｉａ　 ２７ꎬ３５
«神曲»　 Ｌａ Ｄｉｖｉｎａ Ｃｏｍｍｅｄｉａ　 ６６ꎬ１１１—１１８ꎬ１３０ꎬ２５４　
«圣经»(«旧约»、«新约») 　 Ｔａ Ｂｉｂｌｉａ　 ８１ꎬ８２ꎬ１０９ꎬ１３４ꎬ１６１ꎬ１９２ꎬ２０５ꎬ

２１５ꎬ２１９ꎬ２２２ꎬ２５４ꎬ２６０ꎬ２９３
«扫烟囱的孩子»　 Ｔｈｅ Ｃｈｉｍｎｅｙ Ｓｗｅｅｐｅｒ　 ２５５
«诗的艺术»　 Ｌ’Ａｒｔ ｐｏéｔｉｑｕｅ　 ２１２ꎬ２１４ꎬ２１５ꎬ２８０
«诗简»(波瓦洛)　 Ｌｅｓ Ｅｐｉ^ｔｒｅｓ　 ２１４ꎬ２１５
«诗简»(贺拉斯)　 Ｅｐｉｓｔｕｌａｅ　 ６７
«诗人传»　 Ｌｉｖ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ｅｔｓ　 ２５０
«诗学»　 Ｐｅｒｉ Ｐｏｉｅｔｉｋｅｓ　 ５１—５３ꎬ１３２
«诗艺»　 Ａｒｓ ｐｏｅｔｉｃａ　 ６７ꎬ７１ꎬ１３２
«十二凯撒传»　 Ｄｅ Ｖｉｔａ Ｃａｅｓａｒｕｍ　 ７５
«十日谈»　 １１ Ｄｅｃａｍｅｒｏｎ　 １２９ꎬ１３０ꎬ２８６
«十四行诗»　 Ｓｏｎｎｅｔｓ　 １６７
«世界公民»(原名«中国人信札»)　 Ｃｉｔｉｚｅ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２５２
«世纪之歌»　 Ｃａｒｍｅｎ Ｓａｅｃｕｌａｒｅ　 ６７
«失乐园»　 Ｐａｒａｄｉｓｅ Ｌｏｓｔ　 ２１９ꎬ２２１ꎬ２２２ꎬ２８１
«试论严肃的戏剧类型»　 Ｌ’Ｅｓｓａｉ ｓｕｒ ｌｅ ｇｅｎｒｅ ｄｒａｍａｔｉｑｕｅ ｓéｒｉｅｕｘ　 ２７６
«四季»　 Ｓｅａｓｏｎｓ　 ２５０
«死者的对话»　 Ｍｏｒｔｕｏｒｕｍ Ｄｉａｌｏｇｉ　 ７７
«司卡班的诡计»　 Ｌｅｓ Ｆｏｕｒｂｅｒｉｅｓ ｄｅ Ｓｃａｐｉｎ　 ２１１
«颂歌集»　 Ｌｅｓ Ｏｄｅｓ　 １４４
«苏格兰人»　 Ｓｃｏｔｓ ｗｈａ ｈａｅ　 ２５３
«岁时记»　 Ｆａｓｔｉ　 ６８

Ｔ

«太太学堂的批评»　 Ｌａ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ｄｅ １’Ｅｃｏｌｅ ｄｅｓ Ｆｅｍｍｅｓ　 ２０７
５２３



«太太学堂»　 Ｌ’Ｅｃｏｌｅ ｄｅｓ Ｆｅｍｍｅｓ　 ２０７
«太阳国»　 Ｃｉｖｉｔａｓ Ｓｏｌｉｓ　 ２３０
«堂璜»　 Ｄｏｎ Ｊｕａｎ　 ２０９
«堂吉诃德» 　 Ｅｌ Ｉｎｇｅｎｉｏｓｏ Ｈｉｄｅｌｇｏ Ｄｏｎ Ｑｕｉｊｏｔｅ ｄｅ ｌａ Ｍａｎｃｈａ 　 １２５ꎬ

１４８—１５０ꎬ１５２ꎬ１５３
«汤姆琼斯»　 Ｔｏｍ Ｊｏｎｅｓ　 ２４７
«忒勒马科斯»　 Ｌｅ Ｔéｌéｍａｑｕｅ　 ２１６
«特利斯坦和伊瑟»　 Ｔｒｉｓｔａｎ ｅｔ Ｙｓｅｕｌｔ　 １０２
«特洛伊妇女»(塞内加)　 Ｔｒｏａｄｅｓ　 ７０
«特洛伊妇女»(欧里庇得斯)　 Ｔｒｏｉａｄｅｓ　 ４０ꎬ４２ꎬ２０２
«特洛伊传奇»　 Ｌｅ Ｒｏｍａｎ ｄｅ Ｔｒｏｉｅ　 １０１
«特洛伊勒斯和克丽西达»(乔叟)　 Ｔｒｏｙｌｕｓ ａｎｄ Ｃｒｙｓｅｙｄｅ　 １５７ꎬ１５８
«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莎士比亚)　 Ｔｒｏｉｌｕｓ ａｎｄ Ｃｒｅｓｓｉｄａ　 １７６
«梯尔厄仑史皮格尔»　 Ｔｉｌｌ Ｅｕｌｅｎｓｐｉｅｇｅｌ　 １３５
«天路历程»　 Ｔｈｅ Ｐｉｌｇｒｉｍ’ｓ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２２４
«天真之歌»　 Ｓｏｎｇｓ ｏｆ Ｉｎｎｏｃｅｎｃｅ　 ２５４
«铁手骑士葛兹冯贝利欣根»　 Ｇöｔｚ ｖｏｎ Ｂｅｒｌｉｃｈｉｎｇｅｎ　 ２８８
«帖木儿»　 Ｔａｍｂｕｒｌａｉｎｅ　 １６５

Ｗ

«蛙»　 Ｂａｔｒａｋｈｏｉ　 ３７ꎬ４０ꎬ４３ꎬ４５
«纨绔少年»　 Недоросль　 ２９８
«往日贵妇的谣曲»　 Ｌａ Ｂａｌｌａｄｅ ｄｅｓ Ｄａｍｅｓ ｄｕ Ｔｅｍｐｓ ｊａｄｉｓ　 １０７
«往日王爷的谣曲»　 Ｌａ Ｂａｌｌａｄｅ ｄｅｓ Ｓｅｉｇｎｅｕｒｓ ｄｕ Ｔｅｍｐｓ ｊａｄｉｓ　 １０７
«往昔的时光»　 Ａｕｌｄ Ｌａｎｇ Ｓｙｎｅ　 ２５４
«为德国人写的批判诗学试论» 　 Ｖｅｒｓｕｃｈ ｅｉｎｅｒ ｋｒｉｔｉｓｃｈｅｎ Ｄｉｃｈｔｋｕｎｓｔ ｖｏｒ

ｄｉｅ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２８０
«为诗一辩»　 Ａｐｏｌｏｇｉｅ ｆｏｒ Ｐｏｅｔｒｉｅ　 １６０
«为英国人民声辩»　 Ｐｒｏ Ｐｏｐｕｌｏ Ａｎｇｌｉｃａｎｏ Ｄｅｆｅｎｓｉｏ　 ２１９

６２３



«威克菲尔的护林人»　 Ｔｈｅ Ｐｉｎｎｅｒ ｏｆ Ｗａｋｅｆｉｅｌｄ　 １６４
«威克菲牧师传»　 Ｖｉｃａｒ ｏｆ Ｗａｋｅｆｉｅｌｄ　 ２５２
«威利长老的祈祷»　 Ｈｏｌｙ Ｗｉｌｌｉｅ’ｓ Ｐｒａｙｅｒ　 ２５４
«威尼斯商人»　 Ｔｈｅ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 ｏｆ Ｖｅｎｉｃｅ　 １７２ꎬ１７４
«维洛那二绅士»　 Ｔｗｏ Ｇｅｎｔｌｅｍｅｎ ｏｆ Ｖｅｒｏｎａ　 １７１
«维纳斯与阿都尼»　 Ｖｅｎｕｓ ａｎｄ Ａｄｏｎｉｓ　 １６６
«委曲求全»　 Ｓｈｅ Ｓｔｏｏｐｓ ｔｏ Ｃｏｎｑｕｅｒ　 ２５２
«温莎的风流娘儿们»　 Ｔｈｅ Ｍｅｒｒｙ Ｗｉｖｅｓ ｏｆ Ｗｉｎｄｓｏｒ　 １７２
«我的心呀在高原»　 Ｍｙ Ｈｅａｒ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ｌａｎｄｓ　 ２５４
«我们的上帝是一座坚固的堡垒»　 Ｅｉｎ ｆｅｓｔｅ Ｂｕｒｇ ｉｓｔ ｕｎｓｅｒ Ｇｏｔｔ　 １３４
«无事生非»　 Ｍｕｃｈ Ａｄｏ ａｂｏｕｔ Ｎｏｔｈｉｎｇ　 １７２ꎬ１７３ꎬ１７４
«五月歌»　 Ｍａｉｌｉｅｄ　 ２８９
«舞台应该充作道德的场所» 　 Ｄｉｅ Ｓｃｈａｕｂüｈｎｅ ａｌｓ ｅｉｎｅ ｍｏｒａｌｉｓｃｈｅ Ａｎ￣

ｓｔａｌｔ ｂｅｔｒａｃｈｔｅｔ　 ２９２
«乌托邦»　 Ｕｔｏｐｉａ　 １５９
«物性论»　 Ｄｅ Ｒｅｒｕｍ Ｎａｔｕｒａ　 ６１

Ｘ

«西班牙悲剧»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Ｔｒａｇｅｄｙ　 １６４
«西拿»　 Ｃｉｎｎａ　 ２０１
«希波吕托斯»　 Ｈｉｐｐｏｌｙｔｏｓ　 ４０ꎬ２０４
«希尔德布兰特之歌»　 Ｄａｓ Ｈｉｌｄｅｂｒａｎｄｓｌｉｅｄ　 ８４ꎬ８７
«希杰那斯»　 Ｓｅｊａｎｕｓꎬｈｉｓ Ｆａｌｌ　 １８７
«希腊、罗马名人传»　 Ｂｉｏｉ Ｐａｒａｌｌｅｉｏｉ　 ７５ꎬ１４５ꎬ１８４ꎬ２７１
«熙德»(英雄史诗)　 Ｌｅ ｃｉｄ　 ８５ꎬ９４
«熙德»(高乃依)　 Ｌｅ Ｃｉｄ　 １９８—２０１ꎬ２１４
«熙德的青年时代»　 Ｄａｓ ｍｏｃｅｄａｄｅｓ　 １９８ꎬ２２５
«喜剧剧院»　 Ｔｅａｔｒｏ ｃｏｍｉｃｏ　 ２９３
«喜剧和幕间短剧各八种» 　 Ｏｃｈｏ ｃｏｍｅｄｉａｓ ｙ Ｏｃｈｏ ｅｎｔｒｅｍｅｓｅｓ ｎｕｅｖｏｓ

７２３



ｎｕｎｃａ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ｄｏｓ　 １４９
«仙后»　 Ｔｈｅ Ｆａｅｒｉｅ Ｑｕｅｅｎｅ　 １６０
«闲谈集»(又名«讽刺诗集»)　 Ｓｅｒｍｏｎｅｓ　 ６６
«飨宴»　 Ｃｏｎｖｉｖｉｏ　 １１２
«小癞子»ꎬ即«托美思河的小拉撒路»　 Ｌａ ｖｉｄａ ｄｅ Ｌａｚａｒｉｌｌｏ ｄｅ Ｔｏｒｍｅｓ　

１４７
«小遗嘱集»　 Ｌｅ Ｐｅｔｉｔ Ｔｅｓｔａｍｅｎｔ　 １０７
«鞋匠的节日»　 Ｔｈｅ Ｓｈｏｅｍａｋｅｒ’ｓ Ｈｏｌｉｄａｙ　 １８８
«辛白林»　 Ｃｙｍｂｅｌｉｎｅ　 １８５
«新大西岛»　 Ｎｅｗ Ａｔｌａｎｔｉｓ　 １６２
«新工具»　 Ｎｏｖｕｍ Ｏｒｇａｎｕｍ　 １６１
«新生»　 Ｖｉｔａ Ｎｕｏｖａ　 １１１
«新爱洛伊丝»　 Ｌａ Ｎｏｕｖｅｌｌｅ Ｈéｌｏïｓｅ　 ２３７ꎬ２５６ꎬ２７３ꎬ２７５ꎬ２７６ꎬ２８６
«雄蜂»(杂志)　 Трутенъ　 ２９７ꎬ２９８
«修辞学»(亚理斯多德)　 Ｒｈēｔｏｒｉｋａ　 ５１
«修辞学»(罗蒙诺索夫)　 Риторика　 ２９６
«修道院花园杂志»　 Ｔｈｅ Ｃｏｖｅｎｔ Ｇａｒｄｅ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３９
«修女»　 Ｌａ Ｒｅｌｉｇｉｅｕｓｅ　 ２６８
«学术的推进»　 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１６１
«驯悍记»　 Ｔｈｅ Ｔａｍ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ｒｅｗ　 １７１
«训诫小说»　 Ｎｏｖｅｌａｓ ｅｊｅｍｐｌａｒｅｓ　 １４９

Ｙ

«雅典的泰门»　 Ｔｉｍｏｎ ｏｆ Ａｔｈｅｎｓ　 １８４
«亚历山大传奇»　 Ｌｅ Ｒｏｍａｎ ｄ’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　 １０１
«亚瑟王之死»　 Ｍｏｒｔｅ ｄ’Ａｒｔｈｕｒ　 １２６
«羊泉村»　 Ｆｕｅｎｔｅ Ｏｒｅｊｕｎａ　 １５４
«夜思上天之伟大»　 Вечернее размышление о божьем величестве　 ２９７
«一报还一报»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ｆｏｒ Мｅａｓｕｒｅ　 １７５

８２３



«一朵红红的玫瑰»　 Ａ ＲｅｄꎬＲｅｄ Ｒｏｓｅ　 ２５４
«一个木桶的故事»　 Ａ Ｔａｌｅ ｏｆ ａ Ｔｕｂ　 ２４２
«一个温和的建议»　 Ａ Ｍｏｄｅｓｔ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２４３
«一个真实的故事»　 Ｖｅｒ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　 ７７
«一坛黄金»　 Ａｕｌｕｌａｒｉａ　 ５８
«伊戈尔远征记»　 Слово о полку Игореве　 ８５ꎬ９７ꎬ９８
«伊菲革涅亚在陶洛人里»　 Ｉｐｈｉｇｅｎｅｉａ ｈē ｅｎ Ｔａｕｒｏｉｓ　 ４０
«伊利莎伯女皇登基日颂» 　 Ода на день восшествия на престол

Елизаветы Петровны　 ２９７
«伊利昂纪»　 Ｉｌｉａｄｏｓ　 １５ꎬ１９ꎬ２０—２３ꎬ２５ꎬ６５
«伊凡或狮骑士»　 Ｙｖａｉｎ ｏｕ ｌｅ Ｃｈｅｖａｌｉｅｒ ａｕ Ｌｉｏｎ　 １０２
«遗书»　 Ｍｏｎ Ｔｅｓｔａｍｅｎｔ　 ２６１
«阴谋与爱情»　 Ｋａｂａｌｅ ｕｎｄ Ｌｉｅｂｅ　 ２９１
«英国古诗选»　 Ｒｅｌｉｑｕｅｓ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Ｐｏｅｔｒｙ　 ２５０
«英国通信集»　 Ｌｅｓ Ｌｅｔｔｒｅ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ｑｕｅｓ ｓｕｒ Ｉ’Ａｎｇｌｅｔｅｒｒｅ　 ２６２
«有罪的母亲»　 Ｌａ Ｍèｒｅ ｃｏｕｐａｂｌｅ　 ２７８
«幽思的人»　 Ｉｌ Ｐｅｎｓｅｒｏｓ　 ２１９
«攸弗依斯»　 Ｅｕｐｈｕｅｓ　 １６１
«愚蠢颂»　 Ｌｏｂ ｄｅｒ Ｔｏｒｈｅｉｔ　 １３４
«寓言集»　 Ｆａｂｅｌｌａｅ　 ７１
«寓言三卷集»　 Ｆａｂｅｌｎ ｉｎ ３ Ｂüｃｈｅｒ　 ２８２
«寓言诗»　 Ｌｅｓ Ｆａｂｌｅｓ　 ２１２ꎬ２１３
«园丁之犬»　 Ｅｌ Ｐｅｒｒｏ ｄｅｌ Ｈｏｒｔｅｌａｎｏ　 １５４
«约翰安德生ꎬ我爱»　 Ｊｏｈｎ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ꎬｍｙ Ｊｏ’　 ２５４
«约翰王»　 Ｋｉｎｇ Ｊｏｈｎ　 １６８
«约瑟安德鲁传»　 Ｊｏｓｅｐｈ Ａｎｄｒｅｗｓ　 ２４６ꎬ２４７

Ｚ

«造谣学校»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ｆｏｒ Ｓｃａｎｄａｌ　 ２５２ꎬ２５３
９２３



«查第格又名命运»　 Ｚａｄｉｇ ｏｕ ｌａ Ｄｅｓｔｉｎéｅ　 ２６４
«札伊尔»　 Ｚａïｒｅ　 ２６３
«丈夫学堂»　 Ｌ’Ｅｃｏｌｅ ｄｅｓ Ｍａｒｉｓ　 ２０７
«哲学辞典»　 Ｌｅ Ｄｉｃ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ｑｕｅ　 ２６２
«哲学思想»　 Ｌｅｓ Ｐｅｎｓéｅ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ｑｕｅｓ　 ２６６
«致阿尔斯特德人民书»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 ａｎ ｄｉｅ Ａｌｌｓｔｅｄｔｅｒ　 １３５
«致阿提库斯书»　 Ａｄ Ａｔｔｉｃｕｍ　 ６０
«致德意志民族的基督教贵族书» 　 Ａｎ ｄｅｎ ｃｈｒｉｓｔｌｉｃｈｅｎ Ａｄｅｌ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　 １３４
«致吉斯特菲尔伯爵的信»　 Ｌｅｔｔｅｒ ｔｏ Ｌｏｒｄ Ｃｈｅｓｔｅｒｆｉｅｌｄ　 ２５０
«致友人书»　 Ａｄ Ｆａｍｉｌｉａｒｅｓ　 ６０
«智者纳旦»　 Ｎａｔｈａｎ ｄｅｒ Ｗｅｉｓｅ　 ２８４ꎬ２８５
«终成眷属»　 Ａｌｌ’ｓ Ｗｅｌｌ ｔｈａｔ Ｅｎｄｓ Ｗｅｌｌ　 １７６
«中国孤儿»　 Ｌ’Ｏｒｐｈｅｌｉｎ ｄｅ ｌａ Ｃｈｉｎｅ　 ２６４
«仲夏夜之梦»　 Ａ Ｍｉｄｓｕｍｍｅｒ Ｎｉｇｈｔ’ｓ Ｄｒｅａｍ　 １７２ꎬ１７４
«诸神的对话»　 Ｄｅｏｒｕｍ Ｄｉａｌｏｇｉ　 ７７
«自由树»　 Ｔｈｅ Ｔｒｅｅ ｏｆ Ｌｉｂｅｒｔｙ　 ２５３
«祖国之泪»　 Ｔｒäｎｅｎ ｄｅｓ Ｖａｔｅｒｌａｎｄｅｓ　 ２２８
«最好的法官是国王»　 ＥＩ ｍｅｊｏｒ Ａｌｃａｌｄｅ ｅｌ Ｒｅｙ　 １５４

０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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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节　 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果戈理、屠格

　 　 　 　 　 　 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 １９１
　 第七节　 中欧、东南欧文学和裴多菲 ２３０
第八章　 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初期文学

　 第一节　 概论 ２４０
　 第二节　 巴黎公社文学、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

１



　 　 　 　 　 　 和罗曼罗兰 ２４７
　 第三节　 北欧文学和易卜生、尼克索 ２７５
　 第四节　 英国文学 ２８９
　 第五节　 德国文学 ３１０
　 第六节　 中欧和东南欧文学 ３２８
　 第七节　 十九世纪后期俄国文学和托尔斯泰 ３３７
　 第八节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俄国文学和高尔基 ３６０

大事年表 ３８１
重要作家中外文译名对照和索引 ４０３
重要作品中外文译名对照和索引 ４１７

再版后记 ４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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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十九世纪初期文学

第一节　 概　 论

这一时期的文学包括从一七八九到一八三〇年这段时

期ꎮ 这是欧洲历史上的重大转折时期ꎮ
一七八九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ꎬ开辟了欧洲资本主义

发展史上一个新时代ꎮ 它用革命手段摧毁了封建统治ꎬ为法

国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条件ꎮ 同时ꎬ在这次革命的鼓舞下ꎬ欧
洲其他许多国家反封建斗争高涨ꎬ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ꎮ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具有深远的影响ꎬ正如列宁指出的:“这次

革命给本阶级ꎬ给它所服务的那个阶级ꎬ给资产阶级做了很多

事情ꎬ以至整个十九世纪ꎬ即给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

纪ꎬ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ꎮ”①

英国在工业革命以后ꎬ工业资本兴起ꎬ工业资产阶级同把

持政权的土地贵族与金融资产阶级存在着矛盾ꎬ同时劳资矛

盾日益暴露ꎬ例如十九世纪初发生了工人自发的捣毁机器运

动ꎮ 法国在革命以后ꎬ资本主义也得到很大的发展ꎬ工业生产

中机器生产逐渐增多ꎬ波旁王朝复辟后ꎬ资产阶级和封建王朝

妥协ꎬ但彼此间也有矛盾ꎬ在人民群众斗争高涨的形势下ꎬ一

１

① 列宁:«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ꎮ «列宁全集»第 ２９ 卷ꎬ第 ３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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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三〇年爆发了资产阶级七月革命ꎮ 在德国ꎬ十九世纪初资

本主义有所发展ꎮ 法国革命虽然使德国资产阶级一度感到鼓

舞ꎬ但雅各宾专政却使它万分恐惧ꎮ 由于德国资产阶级在政

治上和经济上的软弱性ꎬ这个国家仍然处于分裂和落后的状

态ꎮ 这一时期ꎬ俄国国内的资本主义因素也有了较多的增长ꎮ
俄国是封建农奴制国家ꎮ 沙皇和贵族农奴主对内残酷地剥削

和压迫人民ꎬ对外穷兵黩武ꎬ进行扩张ꎬ镇压法国革命和欧洲

资产阶级革命ꎬ起着欧洲宪兵的反动作用ꎮ 这一时期俄国农

民运动风起云涌ꎬ发生了反对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的十二月

党人贵族革命ꎮ
一七八九年法国革命后ꎬ在欧洲许多国家ꎬ民族意识高

涨ꎬ民族解放运动广泛展开ꎮ 拿破仑失败后ꎬ以俄、普、奥为首

的封建君主勾结欧洲封建反动势力ꎬ于一八一五年缔结“神
圣同盟”ꎬ镇压欧洲的革命运动ꎮ 但是许多国家仍然发生了

争取民族自由和独立的斗争ꎮ 西班牙和意大利爆发革命ꎬ希
腊人民为摆脱土耳其的奴役进行战斗ꎮ 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不仅反对本国的封建统治阶级ꎬ并且也往往反对以

“神圣同盟”为代表的欧洲国际封建反动势力ꎮ
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思潮同文学关系密切ꎮ 在德

国ꎬ康德(１７２４—１８０４)、费希特(１７６２—１８１４)、谢林(１７７５—
１８５４)和黑格尔(１７７０—１８３１)的唯心主义哲学盛行ꎮ 德国古

典哲学包含有辩证法ꎬ但它夸大主观作用ꎬ宣扬宗教和神秘主

义ꎬ对于浪漫主义文学强调主观精神和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

有过一定影响ꎮ 这一时期ꎬ空想社会主义在欧洲一些国家里

传播很广ꎬ其主要思想家有法国的圣西门(１７６０—１８２５)和傅

立叶(１７７２—１８３７)ꎬ以及英国的欧文(１７７１—１８５８)ꎮ 空想社

会主义者是现代无产阶级还未充分发展时期的产物ꎬ他们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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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ꎬ看到资本主义使劳动人民日益贫困ꎬ因
而抨击资本主义制度ꎬ提出消灭阶级差别的方案ꎮ 但是ꎬ他们

看不到也不可能看到无产阶级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力量ꎮ 他

们不主张政治斗争ꎬ企图以个人的空想计划代替社会斗争来

实现人类的解放ꎮ 他们和启蒙思想家一样幻想“立即解放全

人类”ꎬ幻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①ꎮ 空想社会主

义对积极浪漫主义作家有一定的影响ꎮ
浪漫主义运动是这一时期具有全欧影响的文学运动ꎬ是

法国大革命、欧洲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高涨时期的产物ꎮ
浪漫主义运动不是一个统一的文学运动ꎬ由于作家的立

场不同ꎬ形成两个对立的流派ꎬ即消极浪漫主义和积极浪漫主

义ꎮ 消极浪漫主义反映贵族的没落情绪和一些被法国雅各宾

专政吓破了胆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情绪ꎻ这一流派的作家从

保守的立场批评启蒙思想和资本主义ꎮ 他们反对资产阶级民

主革命ꎬ幻想历史倒转ꎬ拥护封建复辟ꎬ把古代宗法式社会理

想化ꎮ 积极浪漫主义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想情绪ꎬ这
一派的作家对法国革命的后果表示失望ꎬ认为启蒙思想家所

提出的“理性王国”并不是绝对理性的ꎮ 他们揭露资本主义

社会的黑暗ꎬ抨击专制统治和教会ꎬ支持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

运动ꎬ要求进一步改变现状ꎮ 但他们的思想核心仍旧是资产

阶级人道主义、个人主义ꎬ他们仍旧跳不出启蒙思想家所提出

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范畴ꎮ 他们的政治主张在一定

程度上符合劳动人民的利益ꎬ但他们大多数脱离劳动人民ꎬ作
品中流露着强烈的个人主义、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思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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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义文学虽然从思想内容上大致可以分为消极浪漫

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两个流派ꎬ但从艺术表现手法上讲ꎬ具有

以下一些共同的特征ꎮ
描写理想、抒发强烈的个人感情是浪漫主义作家的一个

重要特征ꎮ 他们并不致力于塑造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ꎬ而特

别着重描写作家个人的主观世界、对事物的内心反应和感受ꎮ
消极浪漫主义作家缅怀过去ꎬ沉溺于玄妙、神秘世界的探索ꎮ
他们抒发的大都是个人享受和自我陶醉或悲观厌世的情感ꎮ
积极浪漫主义作家强烈要求突破封建束缚ꎬ追求个性解放ꎬ他
们在作品中着力描写同封建社会或资产阶级社会统治集团格

格不入的天才人物或叛逆性格ꎮ 他们强调个人才能和个人的

社会作用ꎬ同广大劳动人民有很大距离ꎮ
浪漫主义文学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着力描绘大自然景

色ꎬ抒发作家对大自然的感受ꎮ 浪漫主义作家通常以大自然

为背景ꎬ或者以它为描写对象ꎮ 他们经常把大自然的“美”和
现实的“丑”加以对比ꎮ 自然景象和作家自己的或作品主人

公的内心世界紧密联系着ꎬ大自然被看作他们精神上的寄托ꎮ
消极浪漫主义作家笔下的大自然有出世的、宗教的神秘色彩ꎬ
他们从大自然里寻求刺激ꎮ 积极浪漫主义作家往往把对大自

然的描写和对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歌颂结合在一

起ꎬ但也常把大自然作为精神上的避难所ꎮ
浪漫主义作家对民谣和民间传说发生极大兴趣ꎬ用来作

为创作的素材和借鉴ꎮ 消极浪漫主义作家对资本主义带来的

“文明”感到不满ꎬ他们宣扬普通人民是“纯朴”的ꎬ没有受到

城市“文明”的沾染ꎬ实际上他们所描写和注意的是人民中受

封建统治阶级影响的落后的因素ꎬ如顺从、乐天知命、迷信等ꎮ
积极浪漫主义作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ꎮ
４



他们从民间创作中吸收养料ꎬ采用民间文学的题材ꎬ学习富有

号召力和战斗性的民间诗歌格律ꎬ歌颂民间传说中的英雄人

物ꎮ
浪漫主义作家喜欢运用夸张的手法ꎮ 他们常常在作品中

描述异乎寻常的情节、自然环境和人物ꎮ 在刻画人物性格时ꎬ
他们又常常突出它的某一方面ꎮ 浪漫主义的风格特色是运用

华丽的词藻和丰富的比喻ꎻ诗歌的格律比较舒展、自由ꎻ但是

也往往流于矫揉造作ꎬ以华丽的词句掩盖抽象的内容ꎮ
诗歌是浪漫主义作家最常用的文学体裁ꎬ这一时期特别

盛行的是抒情诗ꎮ 他们喜欢夸大诗人和诗歌的作用ꎬ把诗人

视为人类的导师ꎬ认为“人类的伟大精神”和“深奥的思想”在
诗歌中获得了最高的、最理想的表现ꎮ 此外ꎬ十八世纪后半期

发展起来的历史剧和历史小说也是浪漫主义作家所喜用的文

学体裁ꎬ积极浪漫主义作家在这方面的成就较大ꎮ 革命形势

扩大了他们的眼界ꎬ社会的动荡和变革加强了他们的历史感

和民族意识ꎬ他们往往选择历史上的重大事件ꎬ描写人民群众

的英勇斗争ꎬ谴责封建暴政ꎬ对民族命运表示关怀ꎮ
浪漫主义文学反对十七世纪以来统治欧洲文坛的古典主

义ꎮ 古典主义在十七世纪起过进步作用ꎬ但是在新的历史条

件下ꎬ它的创作原则已经日益成为束缚资产阶级作家自由表

达思想感情的教条ꎮ 浪漫主义作家要求个性解放ꎬ在文学上ꎬ
他们反对古典主义把古代作家奉为偶像ꎬ反对古典主义崇尚

理性ꎬ压制个性ꎬ束缚创作自由ꎮ 他们在美学理论和创作实践

上同古典主义展开斗争ꎬ制订了纲领性的浪漫主义宣言ꎮ 但

是应该指出ꎬ有些浪漫主义作家也继承了古典主义的一些艺

术经验和创作手法ꎮ
浪漫主义文学的特征在十八世纪的感伤主义文学、德国

５



狂飙突进运动的文学和英国的前浪漫主义文学中已有所表

现ꎮ 卢梭的«新爱洛伊丝»和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对浪

漫主义作家有很大影响ꎮ 此外ꎬ十八世纪后半叶欧洲许多作

家所搜集的民间文学和当时流行的哥特式小说也为浪漫主义

作家所借鉴ꎮ
由于各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ꎬ社会生活和文化传统不

同ꎬ浪漫主义文学在各国发展的情况也不尽相同ꎮ 法国革命

爆发后ꎬ欧洲封建反动势力进行疯狂反扑ꎬ与这些封建势力相

呼应的消极浪漫主义首先产生ꎮ 以后ꎬ随着欧洲资产阶级民

主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展开ꎬ积极浪漫主义取代了消

极浪漫主义的地位ꎬ并在对后者的斗争中得到发展ꎮ
消极浪漫主义产生在封建势力顽强、资产阶级软弱的德

国ꎮ 这一派的代表有属于耶拿派和海德尔堡派的作家ꎮ 耶拿

派的史雷格尔提出了纲领性的浪漫主义理论ꎮ 德国消极浪漫

主义的创作和理论对英国和法国的浪漫主义文学的形成有很

大影响ꎮ 这一时期德国进步文学的代表是歌德和席勒ꎬ他们

同消极浪漫主义作家进行了斗争ꎮ 歌德在这个时期完成了他

的重要著作«浮士德»ꎮ
十八世纪末英国首先产生的也是消极浪漫主义文学ꎬ代

表作家是所谓湖畔派诗人ꎮ 他们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时

表示拥护ꎬ但在雅各宾专政后转而反对革命ꎮ 湖畔派诗人柯

尔律治曾留学德国ꎬ受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和消极浪漫主义文

学影响很深ꎮ 拜伦和雪莱在十九世纪初开始创作ꎬ他们同湖

畔派作过尖锐的斗争ꎮ 拜伦的作品和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对同

时代和以后的欧洲作家如普希金、密茨凯维奇、巴尔扎克等有

很大影响ꎮ
法国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涌现了大量的革命诗歌ꎮ 督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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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以夏多布里盎为代表的消极浪漫主义作家ꎬ标志着被推

翻的封建贵族对法国革命的反扑ꎮ 在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发展

过程中ꎬ倾向于积极浪漫主义的女作家斯太尔夫人起了很大

的作用ꎮ 她曾寓居德国ꎬ受到同时代德国作家的影响ꎬ她的著

作为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奠定了理论基础ꎮ 法国积极浪漫主义

诗人雨果早期受消极浪漫主义影响ꎬ但从复辟王朝后期起ꎬ他
的反封建、反教会的倾向逐渐明确起来ꎮ 他是法国浪漫主义

运动的领袖ꎮ
十九世纪初ꎬ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高涨ꎬ产生了以白尔

谢、曼佐尼和莱奥帕尔迪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ꎮ 意大

利浪漫主义文学基本上反映了意大利自由资产阶级的要求ꎬ
它同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有密切关系ꎮ

在俄国ꎬ积极浪漫主义的代表是以雷列耶夫为首的十二

月党作家和普希金ꎮ 他们和消极浪漫主义诗人茹科夫斯基反

映了浪漫主义在俄国的两种不同倾向ꎮ
波兰民族诗人密茨凯维奇继承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ꎬ又

吸收歌德、席勒和拜伦等的一些特点ꎬ为波兰民族文学奠定了

基础ꎮ
这一时期ꎬ浪漫主义是主要的文学潮流ꎬ但是也出现了最

早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ꎮ 法国的司汤达一八三〇年发表«红
与黑»ꎬ巴尔扎克一八二九年发表«朱安党人»ꎻ普希金一八三

〇年最终完成的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ꎬ也是一部批判现

实主义作品ꎮ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ꎬ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ꎬ在一些资

本主义较为发达的国家里ꎬ劳资矛盾开始上升为社会的主要

矛盾ꎮ 在俄国ꎬ沙皇专制统治和农奴制也更加反动腐朽ꎮ
浪 漫主义作家的理想日益显出它的空幻性ꎬ浪漫主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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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于衰落ꎬ批判现实主义逐渐成为欧洲文学中的主要潮

流ꎮ 　 　 　 　

第二节　 德国文学和歌德、席勒

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到一八三〇年左右ꎬ德国文学

非常繁荣ꎬ“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同时发展ꎮ 尤其是歌德和

席勒合作的十年(１７９４—１８０５)ꎬ在德国文学史上被称为文学

的“古典时期”ꎮ
直到十九世纪初叶ꎬ德国政治分裂、经济落后的情况仍然

没有改变ꎮ 资本主义经济只在个别地区ꎬ如东部的萨克森、西
部的莱茵河流域ꎬ有了一定的发展ꎮ 法国革命爆发后ꎬ普鲁士

和奥地利联合欧洲反动的封建势力进攻法国ꎬ企图扼杀这场

革命ꎬ但在法兰西共和国人民军队英勇抵抗的面前遭到失败ꎬ
莱茵河以西地区为法军所占领ꎮ 后来拿破仑在法国取得政

权ꎬ对德国发动战争ꎬ于一八〇六年击败普鲁士ꎬ把莱茵河和

易北河之间的各邦组成莱茵联盟ꎮ 一八一三年拿破仑失败

后ꎬ欧洲各国的封建君主在维也纳举行分赃会议ꎬ随后又缔结

了反动的“神圣同盟”ꎮ 德国经过拿破仑战争的风暴ꎬ从二百

九十多个国家合并为三十四个国家和四个自由市ꎬ它们在奥

地利控制下组织了德意志联邦ꎮ 这个联邦未能对德国统一起

促进作用ꎬ只不过是各邦统治者用以控制人民、镇压进步力量

的工具ꎮ 德国人民所向往的统一和自由都成为泡影ꎮ 这是一

个黑暗的、反动的封建复辟时期ꎮ
对于法国革命ꎬ德国社会各阶级有不同的反应:封建统治

阶级是革命的死敌ꎻ农民和工人表示热烈欢迎ꎬ个别地区有自

发性的起义事件发生ꎬ但很快就遭到当地反动统治者的镇压ꎻ
８



基本上是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一度感到无限兴奋ꎬ他们

认为前一代启蒙思想家所梦想的“理性王国”即将随着革命而

实现ꎮ 但德国的资产阶级是脆弱的ꎬ它主要还是依附封建势

力而生存ꎬ这个阶级的知识分子只能抽象地赞同革命ꎬ却没有

实行革命的要求和能力ꎮ 他们既不满封建的专制制度ꎬ又害

怕自下而上的斗争ꎬ所以在法国革命逐渐深入ꎬ尤其是在雅各

宾党专政时ꎬ除了少数人如盖奥尔格弗尔斯特尔(１７５４—
１７９４)等以外ꎬ大多数都吓得倒退了ꎬ有的甚至成为革命的反

对者ꎮ 在贫穷落后的德国ꎬ哲学家和诗人只能在精神世界中

创造资产阶级的理想图像ꎬ例如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谢林的

唯心主义哲学ꎬ歌德、席勒的“古典”主义文学和一些浪漫主

义者的梦幻ꎬ以及贝多芬的音乐等ꎬ基本上都是这样ꎮ
这一时期的哲学和文学有相当密切的关系ꎮ 康德企图调

和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这两种互相敌对的世界观ꎬ在他承认

客观世界即“物自体”的存在的同时ꎬ又宣称这个“物自体”是
不能认识的ꎬ可能认识的只是现象世界ꎮ 康德的主观唯心主

义以及他对天才、自由、艺术即游戏之类的概念的阐述ꎬ替浪

漫主义运动奠定了哲学基础ꎮ 他把艺术和审美活动看作自然

界的必然王国和精神界的自由王国二者之间的桥梁ꎬ这一思

想对德国“古典”主义文学也起了影响ꎮ 席勒在«审美教育书

简»里曾对此加以发挥ꎮ 费希特摈弃了康德的“物自体”ꎬ把
“非我”看作“自我”的创造性活动的产物ꎬ他的极端主观唯心

主义哲学也成为浪漫主义的理论依据ꎮ 黑格尔集德国古典唯

心主义哲学之大成ꎬ认为一切存在的事物都是绝对理念的

“另一体”或自身发展的结果ꎬ他发扬了康德以来德国哲学的

辩证思想ꎬ在哲学和艺术理论中都建立了历史发展观念ꎮ 谢

林则宣扬自然和精神、客体和主体在“绝对”中的统一ꎻ他说ꎬ
９



自然是看得见的精神ꎬ精神是看不见的自然ꎮ 这种哲学对浪

漫主义运动有很大影响ꎮ
德国“古典”主义文学不同于十七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文

学ꎬ更不同于德国启蒙文学初期高特舍特倡导的对法国古典

文学形式的模仿ꎮ 它是在德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ꎮ 十

八世纪八十年代ꎬ歌德和席勒先后脱离狂飙突进时期ꎬ在法国

革命前后动荡不安的年代里ꎬ逐渐形成他们的“古典”主义文

艺思想ꎮ 他们认为人类历史在不断发展ꎬ日益接近所谓人道

主义的理想ꎬ他们企图培养完整的、和谐的人ꎮ 他们的人道主

义理想承袭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传统ꎬ但是削弱了后

者的反宗教、反封建的内容ꎬ而提倡以宽容和妥协来解决情感

和理智、自由和法则、个人和社会的矛盾ꎮ 他们在创作方法上

强调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相结合ꎻ在艺术上要求形式完整ꎬ语
言纯洁ꎮ 他们接受了温克尔曼用以概括希腊艺术特点的“高
贵的单纯和宁静的伟大”的看法ꎬ把希腊艺术作为典范ꎬ同时

也从民间文学里吸取养分ꎮ 但他们回避革命ꎬ不想通过社会

和政治的变革来改造人ꎬ只想用抽象的理想来教育人ꎬ甚至企

图在“和谐”中维持旧的社会秩序ꎮ 这种建立在历史唯心主

义基础上的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ꎮ 实际上ꎬ他们所谓的“人
类”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人ꎬ所追求的自我完成是资产阶级个

人主义的一种表现ꎮ
德国“古典”主义文学虽然反映出德国资产阶级的弱点ꎬ

但它的思想内容基本上是积极的、向前看的ꎬ它在艺术上有很

大的成就ꎮ 与此相反ꎬ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大多数是消极的、向
后看的ꎬ甚至是病态的ꎮ 德国浪漫主义运动开始于十八世纪

九十年代ꎬ结束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ꎮ 当“古典”主义主要只

能由歌德和席勒这两个名字来代表时ꎬ浪漫主义则拥有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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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家和诗人ꎮ 早期的浪漫主义者除诺瓦利斯出身贵族外ꎬ
史雷格尔兄弟、蒂克等都是出身于小资产阶级ꎬ对法国革命曾

一度表示欢迎ꎬ随后由于对法国革命暴力的恐惧和厌恶ꎬ才否

定现实ꎬ向后退却ꎮ 他们缅怀过去ꎬ歌颂封建的、教会的中古

时代ꎮ 他们标榜要创造一种“新”的文艺ꎬ实际上这是一种反

动的文艺ꎮ 他们继承了狂飙突进运动崇尚情感、不受理性约

束的方面ꎬ却丧失了狂飙突进文学中那种战斗的、反封建的精

神ꎮ 在艺术上ꎬ同启蒙时期文学相反ꎬ他们混淆文学艺术种类

的界限ꎻ同“古典”主义文学相反ꎬ他们的作品形式散漫ꎬ语言

含糊甚至怪诞ꎮ 他们写出大量作品ꎬ艺术上的成就却很有限ꎬ
政治上则越来越趋向反动ꎬ标志着资产阶级向封建贵族投降ꎮ
在某种意义上说ꎬ他们已成为十九世纪末期资产阶级颓废文

学的“先驱”了ꎮ
在拿破仑占领德国的时期ꎬ德国人民民族意识觉醒ꎬ爱国

情绪高涨ꎬ涌现出爱国歌手如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

(１７６９—１８６０)、台奥多尔克尔纳尔(１７９１—１８１３)等ꎬ他们

抵抗法国侵略ꎬ号召人民起来行动ꎬ尽管他们的思想中含有狭

隘的民族主义成分ꎮ 时势所趋ꎬ一些较晚的浪漫主义者在他

们创作辞藻华丽、充满怀古情调的作品的同时ꎬ也不能不考虑

到祖国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ꎮ 他们中间ꎬ有人写出爱国诗歌ꎬ
有人挖掘中古时代的文学遗产ꎬ有人搜集和整理民间童话和

民歌ꎮ 也有个别作家在反对市侩习气、揭露社会不合理现象

的作品中显示出现实主义的因素ꎮ 此外ꎬ浪漫主义者在翻译

介绍外国文学方面也有过卓越的成绩ꎮ 这可以说是德国浪漫

主义派对德国文学作出的带有积极性的贡献ꎮ
维也纳会议以后ꎬ德国封建势力非常猖獗ꎬ浪漫主义文学

内容更为空虚ꎬ不少浪漫主义者美化封建贵族和天主教教会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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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腐朽的封建制度穿上妖冶的服装ꎬ成为反动统治者的文化

助手ꎮ 这期间老年的歌德却密切注意欧洲先进国家的进步事

物ꎬ继续进行创作ꎮ 他反对文学中一切神秘的、宗教的、蒙昧

主义的倾向ꎬ不断地谴责浪漫主义脱离现实和敌视人生ꎮ 他

说ꎬ“古典的是健康的ꎬ浪漫的是病态的ꎮ”但他晚年的作品ꎬ
无论是内容和形式都不能说纯粹是“古典”主义的ꎬ其中含有

不少积极浪漫主义的成分ꎮ 与此同时ꎬ青年海涅已经写出清

新生动的抒情诗和尖锐地讽刺德国落后现象的散文ꎬ预示德

国文学中一个新时代将要来临ꎮ 他的创作本是在浪漫主义的

影响下开始的ꎬ但他后来却“用鞭笞答谢了老师”ꎮ
歌德在一七七五年接受萨克森—魏玛公爵卡尔奥古斯

特的邀请ꎬ到魏玛任枢密顾问ꎬ担任军事、交通、财务等行政工

作ꎮ 意大利旅行(１７８６—１７８８)归来后ꎬ他摆脱了行政事务ꎬ
从事文艺创作和科学研究ꎬ并领导魏玛宫廷剧院二十七年之

久(１７９１—１８１７)ꎮ 除少数几次旅行外ꎬ他长期居住魏玛ꎬ一
八三二年逝世ꎮ

歌德初到魏玛的十年ꎬ是从狂飙突进运动转入“古典”主
义的过渡时期ꎮ 他到了萨克森—魏玛公国ꎬ本来抱着一套改

良主义的想法ꎬ企图在政治上、经济上实行改革ꎬ但是没有成

功ꎮ 这时期他的主要创作是一些抒情诗和叙事谣曲ꎬ如«致
月词»、«浪游人的夜歌»、«迷娘»、«魔王»、«渔夫»等ꎮ 这些

诗是青年歌德诗歌的继续ꎬ但是已经失去«普罗米修斯»那种

反抗的精神ꎬ而代之以更多的抒情因素ꎮ 到了八十年代初期ꎬ
他的诗中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内容越来越多ꎬ他笼统地赞颂

人的“高贵”、“友爱”、“善良” (如«神性»)ꎮ 同时ꎬ他的某些

具体工作如视察矿山等使他渐渐对自然界发生兴趣ꎬ他研究

了地质学、生物学、解剖学ꎬ这对于他思想中的唯物主义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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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进化论观点起过相当大的促进作用ꎮ
一七八六年ꎬ歌德到意大利旅行ꎮ 他在意大利停留将及

两年ꎬ研究古希腊、罗马艺术ꎬ接受了温克尔曼的艺术观点ꎬ形
成了他的“古典”主义文艺思想ꎮ 在意大利ꎬ他完成了一七七

五年就已开始的悲剧«哀格蒙特»(１７８８)ꎬ把一七七九年写的

«伊菲革涅亚在陶里斯»散文稿改为无韵诗体(１７８７)ꎬ回到魏

玛后ꎬ又写出八十年代初所计划的«托夸多塔索»(１７９０)ꎮ
这三部剧本ꎬ第一部标志着从狂飙突进到“古典”主义的过

渡ꎬ后两部则是歌德“古典”主义初期的代表作ꎮ
«哀格蒙特»的剧情发生在十六世纪尼德兰反西班牙统治

的解放战争时期ꎬ剧中主人公总督哀格蒙特伯爵为尼德兰人

民所爱戴ꎬ但是他对敌人态度游移ꎬ不够坚强ꎬ最后被西班牙

派来镇压尼德兰人民的阿尔巴将军逮捕处死ꎮ 歌德在这里创

造了哀格蒙特的情人克莱尔辛的感人形象ꎬ她来自民间ꎬ质朴

忠实ꎬ在哀格蒙特被捕后ꎬ她勇敢地呼吁市民起义ꎮ 但是往日

表示拥护哀格蒙特的人们都慑于阿尔巴的威力ꎬ不敢行动ꎮ
她呼吁无效ꎬ服毒自杀ꎮ 哀格蒙特在临死的前夕ꎬ梦见克莱尔

辛化作自由女神在云中出现ꎬ宣示他的死亡将给尼德兰带来

解放ꎬ并且递给他胜利的花环ꎮ 这个剧本还贯穿着像«铁手骑

士葛兹冯贝利欣根»那种狂飙突进、反抗暴君、争取自由的

精神ꎬ但是歌德把历史上反动的哀格蒙特写成一个正面的理

想人物ꎬ把尼德兰解放战争中进行过英勇反抗的人民写成无

能的群氓ꎬ这反映出歌德的历史唯心主义和轻视群众的观点ꎮ
“古典”主义诗剧«伊菲革涅亚在陶里斯»在德国文学史

上和莱辛的«智者纳坦»、席勒的«堂卡洛斯»相提并论ꎬ被称

为最突出地宣扬人道主义的三部剧作ꎮ 歌德的人性论、人道

主义思想在这个剧本里表现得最为完整ꎬ他宣扬人道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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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ꎬ竭力要使人看到人性的感化力量ꎬ其结果ꎬ伊菲革涅亚

这个形象既不是希腊时代的ꎬ也不是当时德国的现实中所能

存在的ꎬ只是诗人头脑中一个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榜样而已ꎮ
«托夸多塔索»通过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菲拉拉公爵

的宫廷诗人塔索和公爵的大臣安托尼俄的争执ꎬ反映了当时

歌德切身感到的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ꎬ即艺术创作和为宫廷

政治服务之间的冲突ꎮ 这个剧本说明诗人若不愿沉沦毁灭ꎬ
就必须和现实妥协ꎮ 但它更多地是反映出歌德在魏玛宫廷中

的苦闷ꎮ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ꎬ歌德认识它的历史意义ꎬ却又

否定它的暴力手段ꎬ并对革命中的群众力量缺乏理解ꎮ 他写

了一些蔑视群众、嘲讽革命的诗歌ꎬ如 «威尼斯格言诗»
(１７９６)中的一部分ꎬ以及戏剧如«市民将军» (１７９３)、«激动

的人们»(１７９４)等ꎮ 歌德主张政府须顺应时势进行改革ꎬ来
对付革命ꎮ 他在不少作品里都表达了改良主义的思想ꎬ这充

分反映出德国资产阶级的懦弱和它的反动性ꎮ 被称为“市民

牧歌”的«赫尔曼与窦绿台»(１７９７)是一部用古希腊六步格诗

体写成的叙事诗ꎬ叙述法兰西共和国的军队占领莱茵河以西

地区后ꎬ德国人大批向莱茵河东逃亡时在半天内发生的一段

故事:金狮饭店店主的儿子赫尔曼和逃亡人群中一个女子窦

绿台的爱情ꎮ 歌德在这里主要歌颂了德国小市民安分守己、
害怕革命的保守思想ꎬ歌德自己曾说:“我试图把一个德国小

城生活中的纯洁的人性ꎬ在叙事诗的坩埚里从矿渣中分化出

来ꎬ并想把世界舞台上巨大的运动和变迁ꎬ用这面小镜子来予

以反映ꎮ”这里所谓的纯洁的人性ꎬ无非是对于小市民的庸俗

安定生活的美化ꎮ
一七九四年以后ꎬ歌德和席勒日渐接近ꎬ彼此密切合作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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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一八〇五年席勒逝世ꎬ十多年内两人都写了许多重要作

品ꎮ 歌德在这时期内完成了长篇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

时代»(１７９５—１７９６)、«浮士德»第一部(１８０８ 出版)ꎬ以及前

边已经提到过的«赫尔曼与窦绿台»ꎮ
«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ꎬ是歌德用他一七七七至一

七八五年间写的一部小说稿«威廉迈斯特的戏剧使命»为基

础ꎬ加以改编和扩充写成的ꎮ 德国资产阶级建立民族剧院ꎬ企
图通过戏剧教育群众ꎬ以求得在精神上统一德国ꎬ莱辛、席勒以

及当时一些民族剧院的创办者ꎬ都对此做过很大的努力ꎮ «戏
剧使命»也反映了这种资产阶级的愿望和企图ꎮ 出身于商人家

庭的威廉迈斯特不满意他身边的狭隘庸俗的环境ꎬ投身于他

认为拥有广阔天地的戏剧事业ꎬ想建立一所民族剧院ꎮ 他幼年

就爱好傀儡戏ꎬ到了青年时期ꎬ他经常到剧院看戏ꎬ爱上女演员

马利亚娜ꎬ不久由于误会和她分开ꎬ随后加入一个流动剧团ꎮ
这个剧团到处流浪ꎬ有时也受雇到贵族府邸去表演ꎮ 但剧团的

实际情况和他对戏剧的理想有很大距离ꎬ他感到失望ꎬ最后发

现了莎士比亚ꎬ在莎士比亚的著作中看到一个丰富多采的世

界ꎬ他亲自串演哈姆莱特ꎬ想成为德国的莎士比亚ꎮ «学习时

代»把一部原来主要是描述戏剧生活的小说发展成“教育小

说”ꎬ作者在其中树立了“古典”主义的人生理想ꎬ即不断地克制

自己ꎬ培养自己的个性ꎬ作为一个所谓完整的人投入现实生活ꎮ
所以在«学习时代»里ꎬ威廉的戏剧事业只是他成长中的一个阶

段ꎬ在这阶段里他接触到各阶层的人物ꎬ经历了许多迷津和错

误ꎬ最后被接纳加入一个秘密团体ꎬ为改造社会而努力ꎮ
«学习时代»描绘了德国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前后的社会情

况ꎮ 小说前半部通过演员和贵族这两种人的活动ꎬ反映出德

国社会的鄙陋而可怜的状态ꎻ小说最后两篇写到的秘密团体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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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想起当时欧洲盛极一时的“共济会”①一类的组织ꎮ 但小

说里秘密团体的首脑罗塔利奥以及他周围的人物都是些理想

化的贵族ꎮ 罗塔利奥解放农奴ꎬ实际上是迫于时势ꎬ同时也是

为了个人利益ꎮ 歌德希望在肯定现存社会制度的前提下ꎬ通
过贵族的道德改善来改变现实ꎮ 全书对于贵族具有的优越条

件经常加以歌颂和赞赏ꎮ 威廉厌弃商人家庭孜孜为利的庸俗

环境ꎬ同处于下层地位的演员们生活在一起ꎬ这些人物描绘得

很生动ꎬ有血有肉ꎻ等到他脱离剧团ꎬ加入秘密团体ꎬ发展到一

个所谓较高的生活阶段ꎬ这时人物的活动却使人感到空虚了ꎮ
这说明秘密团体所追求的不过是一种不能实现的空想ꎮ

作为描述个人发展和成长的教育小说ꎬ«学习时代»在德

国文学史上居于重要的地位ꎬ对十九世纪不少作家的长篇小

说如凯勒的«绿衣亨利»等发生过很大的影响ꎮ
席勒逝世后ꎬ在反拿破仑战争前后的十几年内ꎬ歌德用很

大一部分时间和精力从事自传的写作ꎮ «诗与真» (前 ３ 卷

１８１１—１８１４ꎬ第 ４ 卷 １８３３)叙述他从童年到应邀至魏玛为止

的一段生活ꎬ但也叙述了当时的政治社会情况ꎬ和他怎样在与

社会的接触中形成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ꎮ 书中的第七篇全

面而深入地论述了德国十八世纪中叶的文学ꎬ一般认为这是

德国文学史著作中最早的一篇ꎮ 被视为自传第二部的«意大

利游记»(１８１６—１８１７)记载歌德在意大利旅行中的感受ꎬ可
以从中了解诗人转向“古典”主义的变化ꎮ

这段时期ꎬ歌德研究阿拉伯、波斯文学ꎬ受到启发ꎬ写出一

部诗集«西东合集» (１８１９)ꎮ 诗里出现不少东方的人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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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ꎬ采用了东方的素材ꎬ而表达的多半是诗人对于时代、历史

的观察和对于生命演变的探索ꎮ
歌德一生从未停止诗歌创作ꎮ 他的诗歌从青年时期情感

的抒发到晚年对于事物的观察ꎬ用歌德自己的话来说ꎬ是“一
部巨大的自白的断片”ꎮ 尽管他的思想有很大的保守性和妥

协性ꎬ可是他的诗歌在思想情感的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他同

时代的作家ꎮ 他的诗歌形式是多种多样的ꎬ发挥了德国语言

的最大功能ꎬ影响了德国整个十九世纪的诗歌ꎮ
歌德晚年致力于«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 (１８２１—

１８２９)和«浮士德»第二部(１８３２)的写作ꎬ这两部作品都是在

歌德逝世前不久脱稿的ꎮ
«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的完成距离«威廉迈斯特

的学习时代»有三十多年ꎮ 在这三十多年内ꎬ欧洲先进国家

如英国、法国的社会在起着急剧的变化ꎬ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

的情况下ꎬ贫富的悬殊更为加深ꎬ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在自己

的头脑里设计了一套套改革社会的方案ꎮ 歌德晚年注意到这

些空想社会主义学说ꎬ自己也考虑过新时代提出的问题ꎮ 歌

德在«漫游时代»里探索了如何教育青年、未来的社会应该是

什么样子等等问题ꎮ 从书名上看ꎬ«漫游时代»是«学习时代»
的继续ꎬ但是在结构形式和思想内容上ꎬ它却是一部与«学习

时代»连续性不大的、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的作品ꎮ «漫游时

代»包含着一些与全书故事有联系的或者没有多少联系的短

篇小说、格言语录ꎬ还穿插了日记、信札和诗歌ꎬ这是浪漫主义

小说家喜欢采用的形式ꎮ 威廉迈斯特在这里已经失去主人

公的地位ꎬ他只不过起到线索的作用而已ꎮ
歌德在小说中创造了一个乌托邦式的“教育区”ꎬ阐述了

他的教育思想ꎮ 威廉把他的儿子菲利克斯送到教育区ꎮ 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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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儿童要受严格的训练ꎬ摆脱从不同家庭里带来的特殊习惯ꎬ
遵守共同的纪律ꎮ 每个学童都就性之所近学习一种手艺ꎬ掌
握一些书本知识ꎬ锻炼身体ꎬ先从事实际工作ꎬ然后才谈到学

术ꎬ并且要求人人都熟悉农业ꎮ
«学习时代»里的那个秘密团体在«漫游时代»里成为一

种世界组织ꎮ 这个组织有两组人:居住者和漫游者ꎮ 居住者

在固定的地区从事劳动ꎻ漫游者则在祖国境内或外国开辟新

的园地ꎮ 在这个组织里不同的劳动都同样有价值ꎬ社会等级

的区分消除了ꎬ人人要有一技之长ꎬ都是集体的一分子ꎮ 威廉

用几年时间学会了医术ꎬ成为外科医生ꎮ
歌德一再强调在这空想的社会里ꎬ每个人要处处对己对

人都有用处ꎮ 但是这里的每个人ꎬ在歌德心目中不过是些个

体劳动的手工艺者ꎮ 并且他不但不否定私有制ꎬ还要大力提

倡它ꎬ认为每个人应尽量积累财富ꎬ以便能用来帮助他人和团

体ꎮ 这样的社会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空想社会ꎮ 虽

然如此ꎬ这部小说所倡导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把个

人作为社会整体的一部分的观点ꎬ却标志着晚年歌德在当时

欧洲先进思想影响下的转变ꎮ
«浮士德»是歌德的创作顶峰ꎮ 歌德写作«浮士德»ꎬ从狂

飙突进的一七七三年起到一八三一年全部完成ꎬ将及六十年

之久ꎮ 从一八〇六年第一部脱稿到晚年集中力量写第二部ꎬ
中间也有二十年的距离ꎬ但是和«威廉迈斯特»相反ꎬ第一

部和第二部首尾是比较一贯的ꎮ
«浮士德»悲剧取材于十六世纪关于浮士德的传说ꎬ描述

浮士德一生发展的过程ꎬ他如何摆脱中古时期的蒙昧状况ꎬ探
寻新的道路ꎬ跟一切困难和障碍搏斗ꎬ克服了内在的和外在的

矛盾ꎬ终于得到了“智慧的最后的断案”ꎮ 歌德描述浮士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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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了五个阶段的悲剧:第一部主要是知识悲剧和爱情悲剧ꎻ第
二部则包含了政治悲剧、美的悲剧和事业悲剧ꎮ

在第一阶段知识悲剧里ꎬ浮士德年已半百ꎬ过的是脱离现

实的书斋生活ꎬ他探索各种学术领域ꎬ得到的却是烦琐的、僵
死的知识ꎬ越学越感到知识贫乏ꎬ对于包罗万象的自然和丰富

的人生ꎬ既不能认识ꎬ也不能享受ꎮ 他求死未果ꎬ求生不能ꎬ陷
入苦闷的深渊ꎮ 当他绝望地诅咒世间的一切时ꎬ魔鬼靡非斯

托非勒斯乘隙而入ꎬ说可以陪着他到“小世界”(爱情)和“大
世界”(政治)去享受生活ꎮ 于是他和魔鬼订下契约ꎬ离开狭

窄的书斋ꎮ 这里反映了死的知识同活的、与生活相结合的知

识的矛盾ꎬ作者借用魔鬼的口ꎬ对德国十八世纪僵死的学术进

行了辛辣的讽刺ꎮ
浮士德被魔鬼领到一个女巫那里喝了魔汤ꎬ恢复了青春ꎬ

遇见一个小市民家的女孩子甘泪卿ꎬ魔鬼帮助他获得她的爱

情ꎮ 爱情生活使这个单纯的市民女子因失误而毒死母亲ꎬ溺
死婴儿ꎬ她的哥哥也死在浮士德的剑下ꎬ最后她自己发了狂ꎬ
被囚在狱里ꎮ 浮士德经历了爱情的享受ꎬ也感到极大的良心

谴责的痛苦ꎮ 这就是«浮士德»中所谓的“甘泪卿悲剧”ꎮ 这

悲剧有两方面的意义ꎮ 一方面是当时阶级斗争在爱情中的反

映:在不同阶级的男女之间的爱情中(浮士德是以贵族的身

分出现的)ꎬ小市民出身的女子常常陷入孤苦无援的悲惨境

地ꎬ这是狂飙突进文学中常常出现的一个主题ꎮ 另一方面是

浮士德本人的问题ꎬ浮士德的发展使他不得不抛弃甘泪卿ꎬ因
为他若是和她结婚ꎬ就必得一生过着庸俗的小市民生活ꎮ 抛

弃是悲剧ꎬ不抛弃也是悲剧ꎬ这悲剧是不能避免的ꎮ 但是后来

作者为了减轻甘泪卿悲剧给读者留下的悲惨印象ꎬ在第二部

最后一场中ꎬ使死后的甘泪卿成为“赎罪女子中之一人”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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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把浮士德的灵魂引向圣母ꎬ充当了像«神曲»中贝雅特里齐

那样的角色ꎮ
浮士德在强烈的刺激下ꎬ好像经历了一次死亡ꎬ后来在

“风光明媚的地方”精灵们的歌声中又得到新生ꎮ 魔鬼把浮

士德带到皇帝的宫廷里ꎬ为一个腐朽的封建王朝服务ꎮ 这个

王朝财政困难ꎬ大臣们互相抱怨ꎬ但皇帝仍贪图享乐ꎬ举行化

装舞会ꎮ 他们向皇帝建议发行纸币ꎬ暂时度过财政上的难关ꎮ
皇帝知道浮士德擅长魔术ꎬ叫他使古希腊美女海伦的幻影显

现出来ꎬ供大家欣赏ꎮ 浮士德看到从未见过的古希腊的美女ꎬ
大受感动ꎬ昏倒在地上ꎮ 这一段政治悲剧说明为封建王朝服

务ꎬ除了供奉统治者消遣取乐外ꎬ不会做出什么有意义的事ꎬ
这里也触及了歌德本人在魏玛宫廷中的一些切身体验ꎮ

魔鬼背着昏迷不醒的浮士德回到故居的书斋ꎬ浮士德旧

日的学生瓦格纳正在制造一个“人造人”ꎮ 魔鬼帮助瓦格纳

把“人造人”造成ꎮ “人造人”率领浮士德和魔鬼到古希腊的

神话世界去寻找海伦ꎮ 浮士德感动了地狱的女主人ꎬ她允许

海伦复活ꎮ 象征古典美的海伦在舞台上出现后ꎬ和浮士德结

了婚ꎬ生下一个儿了叫作欧福良ꎮ 欧福良代表浪漫主义精神ꎬ
他不受约束ꎬ无限制地向上追求ꎬ很快便陨逝了ꎮ 随着儿子的

死亡ꎬ海伦也消逝了ꎬ她只留下一件衣裳托着浮士德回到北

方ꎮ 这种美的幻灭告诉读者ꎬ“古典”主义的美的王国也不能

是人生最后的目标ꎮ
浮士德的最后目标是创造事业ꎮ 他看着海滨潮汐涨落ꎬ

起了雄心ꎬ想把大海化为平地ꎮ 这时皇帝国内发生内乱ꎬ浮士

德借用魔鬼的魔术把内乱平息ꎬ在海边获得一块封地ꎮ 为了

实现他的愿望ꎬ他率领这块地方的人民改造自然ꎬ向大海索取

陆地ꎮ 浮士德已经一百岁ꎬ双目失明ꎬ魔鬼见他的末日已到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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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遣死灵们给他挖掘墓穴ꎬ但他仍然雄心勃勃ꎬ听到死灵们的

锄头声ꎬ以为是为他服务的群众在筑壕挖沟ꎬ他说道:

是的! 我完全献身于这种意趣ꎬ
这无疑是智慧的最后的断案:
“要每天每日去开拓生活和自由ꎬ
然后才能够作自由与生活的享受ꎮ”
所以在这儿要有环绕着的危险ꎬ
以便幼者壮者都过活着有为之年ꎮ
我愿意看见这样熙熙攘攘的人群ꎬ
在自由的土地上住着自由的国民ꎮ
我要呼唤对于这样的刹那:
“你真美呀ꎬ请停留一下!”
我在地上的日子会有痕迹遗留ꎬ
它将不致永远成为乌有ꎮ ———
我在这样宏福的预感之中ꎬ
在将这最高的一刹那享受ꎮ

在得到“智慧的最后的断案”、要尽量享受那“最高的一刹那”
时ꎬ浮士德倒在地上与世长辞了ꎮ

«浮士德»全剧的内容是由两次赌赛引起的:一次是魔鬼

和天帝的赌赛ꎬ从这里又产生了浮士德和魔鬼的赌赛ꎮ
第一个赌赛在«天上序幕»里ꎮ 魔鬼敢于和天帝赌赛ꎬ因

为浮士德陷入绝望的深渊ꎬ对一切发生怀疑ꎬ正处在可以受魔

鬼诱惑的成熟时期ꎮ 魔鬼自信ꎬ若是趁这时候向他伸出魔手ꎬ
使他背离天帝ꎬ攫取他的灵魂ꎬ定能成功ꎬ可以在天帝面前夸

耀胜利ꎮ 天帝则有更坚强的信心ꎬ他认为“人在努力时ꎬ难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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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ꎻ并且“一个善人ꎬ在他摸索之中不会迷失正途”ꎮ 所以

天帝把浮士德交给魔鬼ꎬ并没有什么不放心ꎮ
第二个赌赛在浮士德的书斋里ꎮ 浮士德和魔鬼订立契

约ꎬ魔鬼提出的条件是ꎬ在浮士德有生之年ꎬ他情愿作浮士德

的仆人ꎬ供他驱使ꎻ浮士德死后ꎬ灵魂则归他所有ꎮ 浮士德自

信ꎬ他的努力不会停息ꎬ他向魔鬼提出条件ꎬ他说ꎬ假如有一次

他在软床上偷安ꎬ便算是走上了末路ꎻ假如魔鬼能引诱他生出

满足的念头ꎬ他的一生便算罢休ꎻ假如他对某一个刹那说:
“你真美呀ꎬ请停留一下ꎬ”他的生命便算完了ꎮ

这两个赌赛订好以后ꎬ魔鬼就担任起他的职务ꎮ 他一方

面尽仆人的责任ꎬ处处给浮士德帮忙ꎬ一方面随时施展伎俩ꎬ
阻碍浮士德向上ꎮ 他陪伴着浮士德经过了“小世界”和“大世

界”ꎬ浮士德始终没有感到满足ꎬ停顿不前ꎬ直到最后在创造

事业的阶段里ꎬ对着最高的一刹那说了一声“你真美呀ꎬ请停

留一下”ꎬ随即死去了ꎮ 这到底是谁输谁赢了呢? 从形式上

看ꎬ浮士德的确说了请一刹那停留的那句话ꎻ从实质上看ꎬ浮
士德一生孜孜不倦ꎬ纵使走过许多迷津ꎬ犯过许多错误ꎬ但从

未停滞僵化ꎮ 所以浮士德死后ꎬ魔鬼和天使们展开了一场浮

士德灵魂的争夺战ꎮ 结果还是魔鬼失败ꎬ天使胜利了ꎮ 当天

使们荷负着浮士德的灵魂向高空飘浮时ꎬ他们说ꎬ“凡是自强

不息者ꎬ到头我辈均能救ꎮ”
浮士德和靡非斯托非勒斯是欧洲文学中具有典型意义的

两个人物ꎬ他们代表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两个不同的方面ꎮ
歌德通过浮士德一生的发展ꎬ概括了从文艺复兴到十九

世纪西欧资产阶级上升时期进步人士不断追求知识、探索真

理、热爱生活的过程ꎬ描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内心和外界的

矛盾ꎬ以及他们对于人类远景的想望ꎮ 浮士德自从在中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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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书斋里觉醒以来ꎬ就强调行动ꎬ把«圣经»里的“泰初有

道”译成“泰初有为”ꎬ对一切采取积极态度ꎮ 他和魔鬼订约

后ꎬ这样宣告说:

我要纵身跳进时代的奔波ꎬ
我要纵身跳进事变的车轮!
苦痛、欢乐、失败、成功ꎬ我都不问ꎻ
男儿的事业原本要昼夜不停ꎮ

等到晚年ꎬ他肯定了改造自然这一事业的意义ꎮ 这是什

么性质的事业呢?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ꎬ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为

了殖民主义的利益ꎬ正在设想一些当时认为“宏伟”的计划:
开凿苏伊士和巴拿马运河ꎮ 歌德在«浮士德»里虽然通过魔

鬼的口对残酷的海外殖民有所揭发ꎬ如说有强权就有公道ꎬ海
盗、走私、战斗是三位一体ꎬ谁若要把它们分成三项ꎬ谁就是外

行ꎻ但是歌德对于运河的开凿计划则不胜神往ꎬ他只看见改造

世界面貌的一面ꎬ看不见有利于殖民主义掠夺的一面ꎮ 他曾

经说ꎬ他愿亲眼看到计划的实现ꎬ为此真值得多活几个五十

年ꎮ 歌德被资产阶级利用新的科学技术改造自然的计划所鼓

舞ꎬ使浮士德在改造自然的事业中展望人类的远景ꎬ但是歌德

始终不能认识人类要通过革命创造合理的社会ꎬ才能有很大

的发展ꎮ 所以浮士德的远景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幻景ꎮ
魔鬼靡非斯托非勒斯则代表文艺复兴以来欧洲资产阶级

中的另一种类型ꎬ对生活采取玩世不恭的虚无主义态度ꎮ 他

初次在浮士德的书斋里出现作自我介绍时说:

我是否定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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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物都是有成必有毁ꎮ
所以倒不如始终无成ꎮ
因此你们便叫作“犯罪”、
“毁灭”ꎬ更简单一个字“恶”ꎬ
这便是我的本质ꎮ

浮士德一生努力ꎬ逝世后“合唱队”说ꎬ“那是过去了ꎮ”魔鬼却

认为与其说过去ꎬ倒不如说根本没有:

过去和全无ꎬ完全一体!
永恒的创造是毫无意义!
不过把成品驱逐向“无”里!

我所喜欢的是永恒的太虚ꎮ

这样看来ꎬ人世间的一切工作和努力都成为不必要的了ꎮ 歌

德塑造魔鬼有两重意思:天帝在和魔鬼赌赛时说ꎬ人们的精神

总是容易懈怠ꎬ贪图安逸ꎬ因此他才造出魔鬼ꎬ来激发人们更

加努力ꎮ 此外ꎬ歌德还给了魔鬼一个任务ꎬ通过他对于社会上

落后和反动的现象ꎬ如对于当时大学里的课程、唯心主义哲

学、浪漫主义诗歌和骑士小说、教会和宫廷的腐败、新兴大都

市的罪恶、纸币制度的骗局、殖民主义的海上掠夺等ꎬ都给以

尖锐的讽刺ꎮ
«浮士德»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ꎬ它可以被看成一部欧洲

文艺复兴以后三百年资产阶级精神生活发展的历史ꎮ 它的悲

剧意义ꎬ总的看来ꎬ无论在浮士德生活的哪一阶段ꎬ都反映出

德国资产阶级和德国封建社会的鄙陋状况的无法调和的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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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ꎮ 浮士德最后得到“智慧的断案”ꎬ在当时的德国也是不可

能实现的ꎮ 一八二六年ꎬ歌德自己在通知«海伦幕» (即第 ２
部的第 ３ 幕)单独发表的预告里也说ꎬ“浮士德的性格ꎬ在从

旧日粗糙的民间传说所提炼到的高度上ꎬ是表现这样一个人

物ꎬ他在一般人世间的限制中感到焦躁和不适ꎬ认为据有最高

的知识ꎬ享受最美的财产ꎬ哪怕是最低限度地满足他的渴望ꎬ
都是难以达到的ꎻ是表现这样一个精神ꎬ他向各方面追求ꎬ却
越来越不幸地退转回来ꎮ”

在艺术结构方面ꎬ第一部紧凑而自然ꎬ第二部由于内容过

于丰富广泛ꎬ有的地方显得庞杂ꎬ有的地方艰深不易理解ꎮ 悲

剧的每个阶段ꎬ在时间和地点上往往相隔很远ꎬ作者运用了与

之相适应的各种不同的诗体ꎮ 语言风格也是变化多端ꎬ严肃

和诙谐、壮丽和轻松、明朗和隐晦ꎬ互相轮替ꎬ和内容同样丰富

多采ꎮ 这部悲剧既不是“古典”主义的ꎬ也不是浪漫主义的ꎬ
而是“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ꎮ

歌德不仅是德国的、而且是欧洲的资产阶级上升时期一

个具有代表性的诗人ꎮ 他一生的著作ꎬ反映了他那时代资产

阶级的精神面貌以及对于将来社会远景的设想ꎮ 同时歌德却

经常感到ꎬ这些设想和德国社会的鄙陋状态有着很大的距离ꎬ
他在矛盾之中有时战斗ꎬ有时妥协ꎬ这两种态度都表现在他的

著作里ꎬ正如恩格斯所说:“歌德有时非常伟大ꎬ有时极为渺

小ꎻ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ꎬ有时则是谨小

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ꎮ 连歌德也无力战胜德国的

鄙俗气ꎻ相反ꎬ倒是鄙俗气战胜了他ꎻ鄙俗气对最伟大的德国

人所取得的这个胜利ꎬ充分地证明了‘从内部’战胜鄙俗气是

根本不可能的ꎮ 歌德过于博学ꎬ天性过于活跃ꎬ过于富有血

肉ꎬ因此不能像席勒那样逃向康德的理想来摆脱鄙俗气ꎻ他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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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敏锐ꎬ因此不能不看到这种逃跑归根到底不过是以夸张的

庸俗气来代替平凡的鄙俗气ꎮ 他的气质、他的精力、他的全部

精神意向都把他推向实际生活ꎬ而他所接触的实际生活却是

很可怜的ꎮ 他的生活环境是他应该鄙视的ꎬ但是他又始终被

困在这个他所能活动的唯一的生活环境里ꎮ”①这段对歌德的

评价和分析是十分精辟和扼要的ꎮ
和歌德的 «哀格蒙特» 相似ꎬ席勒的剧本 «堂卡洛斯»

(１７８７)标志着作者从狂飙突进到“古典”主义的过渡ꎮ 剧本

也是以尼德兰独立斗争时期为背景ꎬ但地点是在西班牙菲利

普二世宫廷的周围ꎮ 剧中的主要人物是储君堂卡洛斯的朋友

波萨侯爵ꎮ 波萨具有资产阶级的进步思想ꎬ希望人类自由和

社会正义早日实现ꎬ他从尼德兰回到西班牙ꎬ不满于西班牙统

治者对尼德兰人民的奴役ꎬ向国王菲利普二世要求思想自由ꎬ
并劝说具有自由思想的堂卡洛斯争取被派往尼德兰去ꎬ帮助

那里的人民获得解放ꎮ 国王却决定派残暴的阿尔巴将军去镇

压尼德兰人ꎮ 堂卡洛斯和他的继母伊丽沙白王后相爱ꎬ由于

阿尔巴和御前牧师多明吉的阴谋陷害ꎬ这两个代表进步力量

的朋友先后遭到杀戮ꎮ 这部剧本体现了自由和专制、人权和

奴役、启蒙思想和封建教会反动势力之间的斗争ꎮ 作者通过

波萨的言词和行为ꎬ宣扬了当时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ꎮ
马克思所说的“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

筒”②ꎬ这部剧本最能作为代表ꎮ 但是作者自己意识到ꎬ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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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还不可能实现ꎬ波萨说ꎬ“这个世纪对于我的理想是不成

熟的ꎮ”«堂卡洛斯»虽然有一定的反封建专制的倾向ꎬ但席勒

通过波萨这个人物把人民自由解放的希望寄托于统治者ꎬ比
起«阴谋与爱情»来ꎬ反封建的现实意义已大为减退了ꎮ

这时期ꎬ在阶级剥削十分残酷的德国社会中ꎬ席勒却脱离

实际ꎬ写了一系列人道主义的长篇颂歌ꎮ 在«欢乐颂»(１７８６)
里他歌唱友谊和爱情能包罗万有ꎬ号召全世界的人拥抱在一

起ꎬ互相亲吻ꎬ进行和解ꎮ «艺术家们» (１７８９)初步阐述了后

来在«审美教育书简»中形成的美学思想ꎬ并认为“人类的尊

严”要靠艺术家们来维护ꎮ
从一七八七到一七九二年ꎬ席勒研究尼德兰独立战争和

德国三十年战争的历史ꎬ一七八九年任耶拿大学历史教授ꎮ
一七九二年ꎬ法兰西共和国政府授与«强盗»作者以法国名誉

公民的荣衔ꎬ但是席勒后来对于法国国王被杀和雅各宾党专

政持反对态度ꎮ 席勒在一七九二至一七九六年研究康德哲

学ꎬ写了些论美学的著作ꎬ其中最重要的是«审美教育书简»
(１７９５)和«论朴素的诗和感伤的诗» (１７９６)ꎮ 席勒在«审美

教育书简»里批判了封建统治的腐败ꎬ也不满资产阶级革命

的“粗暴”ꎮ 他从唯心主义出发ꎬ主张通过美育实现所谓“自
由王国”ꎮ 他认为ꎬ人只有在审美的艺术活动中ꎬ也就是在游

戏活动中ꎬ感性和理性、主体和客体、个人和社会、本能要求和

伦理要求这些对立物才能得到统一ꎬ达到真正的自由ꎮ 这自

由意味着精神的解放和所谓人格的完美ꎬ它将为政治、经济上

的自由准备条件ꎮ 席勒在畏惧革命ꎬ而又感到哲学上道德上

的理想同政治、社会的实际之间存在着极大矛盾的情况下ꎬ提
出了这种空洞的教育计划ꎮ «论朴素的诗和感伤的诗»对诗

歌作了历史的观察和分析ꎬ探讨了文艺创作中某些根本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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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ꎮ 作者指出诗人有两种类型:一种诗人和自然现实是协

调统一的ꎬ他们的诗是朴素的ꎻ另一种诗人和自然现实相对

立ꎬ而又追求和自然现实的协调统一ꎬ他们的诗是感伤的ꎮ 前

者多半是古人ꎬ后者多半是近代的人ꎻ但古人中也有后者ꎬ如
贺拉斯ꎻ近代人中也有前者ꎬ如莎士比亚和歌德ꎮ 前者是现实

主义的ꎬ直接反映现实ꎻ后者是理想主义的ꎬ反映由现实提升

的理想ꎮ 他又说ꎬ这两种创作方法可以互相结合:“有一种更

高的概念可以统摄这两种方式ꎮ”现实主义者要防止对事物

表面现象的自然主义描述ꎻ理想主义者要防止不切实际的幻

想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在文学理论上ꎬ席勒最早运用了“现实主

义”、“自然主义”这两个名词ꎮ
席勒和歌德订交后ꎬ在歌德的影响下ꎬ逐渐脱离哲学ꎬ又

恢复了文艺创作ꎬ到一八〇五年逝世为止ꎬ是他创作最丰富的

时期ꎮ 在创作方法上也有一定的变化ꎮ
«华伦斯坦»三部曲(１７９９)描绘了德国十七世纪三十年

战争时代的图像ꎬ刻画出剧中主人公华伦斯坦复杂矛盾的性

格ꎬ是席勒历史剧中一部代表作ꎮ 华伦斯坦是信仰旧教的皇

帝斐迪南二世的军队统帅ꎬ他骁勇善战ꎬ深得部下拥护ꎬ但是

有个人野心ꎮ 他希望尽早停止互相残杀的内战ꎬ统一德国ꎮ
但他迷信星象ꎬ遇事迟疑不决ꎻ而个人野心竟驱使他和敌人瑞

典勾结ꎬ最后众叛亲离ꎬ被原来最爱戴他的一个部下杀死ꎮ 全

剧分三部分:«华伦斯坦的阵营»、«皮柯乐米尼父子»、«华伦

斯坦之死»ꎮ
«华伦斯坦的阵营»是德国第一部有群众场面的戏剧ꎬ里

边出现了农民、市民、随军女商贩、各种各样的士兵ꎮ 作者描

述了人民怎样被士兵蹂躏ꎬ德国的社会秩序怎样被破坏ꎬ并且

写出不同民族的士兵对统帅华伦斯坦的崇拜ꎮ 从士兵们的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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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中已经透露出华伦斯坦和皇帝之间的矛盾ꎮ
在«皮柯乐米尼父子»里ꎬ奥克它佛皮柯乐米尼中将受

钦差大臣奎士登普诱劝ꎬ阴谋放逐华伦斯坦公爵ꎬ中将的儿子

麦克司皮柯乐米尼上校对华伦斯坦却无限忠诚ꎬ并热爱他

的女儿特克拉ꎮ 这时华伦斯坦已经和瑞典军队暗通消息ꎬ但
他不打算和皇帝立即决裂ꎬ因为他夜观星象ꎬ认为当前星宿的

位置对他不利ꎮ 同时奥克它佛劝他的儿子和华伦斯坦分开ꎬ
麦克司不相信华伦斯坦会叛变ꎮ 这一部主要是叙述奥克它佛

和华伦斯坦之间的勾心斗角ꎮ
在«华伦斯坦之死»里ꎬ华伦斯坦居于首要地位ꎮ 事态的

发展迫使华伦斯坦采取行动ꎮ 他不能长此在幻想和迷信的支

配下摇摆不定ꎮ 或者和皇帝决裂ꎬ或者和瑞典人决裂ꎬ必须作

出决定ꎮ 奥克它佛使将官们越来越多地背离统帅ꎮ 华伦斯坦

不得不转移驻地ꎮ 麦克司对于统帅的尊敬趋于幻灭ꎬ和瑞典

人作战身亡ꎮ 一天夜间ꎬ华伦斯坦正焦躁不安地期待着胜利

的瑞典军队到来ꎬ被一个骑兵旅长杀死ꎮ
席勒在他研究三十年战争历史的基础上写出这部剧本ꎮ

在德国历史上最混乱、最艰苦的时代ꎬ统治阶级中间的争权夺

利、互相猜疑ꎬ以及叛国、卖友、阴谋、暗杀种种行径ꎬ都在这部

作品里得到反映ꎮ 具有复杂性格的华伦斯坦是这个混乱时代

产生的人物ꎮ 他想结束战争ꎬ实现和平统一ꎬ希望封建公侯们

摈除宗教偏见ꎬ放弃私人利益ꎮ 但更能左右他的行动的是个

人野心、迷信星象ꎬ以致他堕落到叛国通敌的地步ꎬ最后是身

败名裂ꎮ 对于这个所谓性格悲剧的主人公ꎬ作者并未寄予同

情ꎬ更说不上把他当作正面人物ꎮ 剧中正面人物是作者唯一

不根据史实所创造的麦克司ꎮ 麦克司敬重他的统帅ꎬ又热爱

统帅的女儿ꎬ他相信人世有不变的道德、绝对的理想、纯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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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ꎮ 他是作者笔下的理想形象ꎬ但是他在冷酷的现实面前

遭到了毁灭ꎮ
拿破仑的入侵使德国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ꎬ在这形势下

席勒写出爱国主义戏剧«奥尔良姑娘» (１８０１)和«威廉退

尔»(１８０４)ꎮ 这两部戏剧都取材于中古时期ꎬ但他不是像反

动浪漫主义者那样寻求过去的梦幻ꎬ美化教会和贵族ꎬ而是描

述被外族侵略或统治的人民同心协力反抗外族的压迫ꎬ显示

出人民的力量ꎮ
«奥尔良姑娘»取材于中古末期英法百年战争中女英雄

约翰娜(即贞德)的故事ꎮ 席勒把这部剧本称为“浪漫的悲

剧”ꎬ把约翰娜的史实做了大量的更改ꎮ 英国侵略者深入法

国内地ꎬ国王查理七世和他的军队节节败退ꎮ 这时奥尔良一

个牧羊少女自称受到神灵启示ꎬ决心放弃一切人世间的幸福ꎬ
献身于解救法国人民的事业ꎮ 她放下牧杖ꎬ拿起武器ꎬ率领人

民向侵略者反攻ꎮ 她高举圣旗ꎬ敌人望风披靡ꎬ使查理七世得

以在莱姆斯举行加冕典礼ꎮ 但在胜利中ꎬ她在战场上放走了

已经落在她手里的最凶狠的敌人英国将领里昂奈ꎬ因为她举

起宝剑要杀死他的那一瞬间ꎬ对他发生了爱情ꎮ 从此她精神

萎靡ꎬ再也没有杀敌的勇气ꎬ最后经过放逐被英军俘虏ꎮ 她在

被俘时ꎬ拒绝了里昂奈对她表示的爱情ꎬ恢复了神灵所赋予她

的力量ꎬ挣脱枷锁ꎬ解救了被围的国王ꎬ在战场上负伤死去ꎮ
席勒写约翰娜率领法国人民勇敢杀敌ꎬ显示出人民的威力ꎬ写
得很成功ꎮ 但是全剧通过约翰娜对敌人发生一瞬间的“爱
情”的情节ꎬ宣扬了所谓的“人性”ꎮ 作者把人性的力量看得

高于民族矛盾ꎬ模糊了敌我界限ꎬ这是作者的人道主义思想在

作品中所起的消极作用ꎮ
«威廉退尔»取材于十四世纪瑞士人民反抗奥地利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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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历史和传说ꎮ 奥地利总督在瑞士施行暴政ꎬ压迫人民ꎬ瑞
士一部分农民、牧人、猎人等结成团体ꎬ图谋起义ꎮ 著名射手

威廉退尔虽然是一个见义勇为的人ꎬ却独来独往ꎬ没有加入

这个团体ꎬ对暴政采取容忍和沉默的态度ꎮ 后来因为触犯了

总督ꎬ遭到逮捕ꎬ他在大风暴中逃脱ꎬ把总督射死ꎮ 人们听说

退尔被捕ꎬ发动了起义ꎬ其他地方的总督也被逐ꎬ人民获得自

由ꎮ 剧本描绘了瑞士农民团结一致反抗外族压迫的英雄气概

和他们的优秀品质ꎬ揭露了统治者的暴行ꎮ 剧中的贵族在民

族矛盾中是和人民站在一起的ꎬ但是已经感到本阶级的没落ꎮ
在人民取得胜利后ꎬ一个贵族当众宣布解放农奴ꎮ 作者幻想

贵族能采取开明措施ꎬ和人民携手ꎬ这反映出他对贵族的妥协

和美化ꎮ 威廉退尔的性格比较复杂ꎬ他一方面见义勇为ꎬ救
助受难者ꎬ一方面又单干独行ꎬ不敢触犯统治者ꎬ满足于平静

无事的家庭幸福ꎮ 他不加入农民的反抗联盟ꎬ却又说若是祖

国发出号召ꎬ他绝不逃避ꎮ 农民在结盟宣誓时说ꎬ“我们是同

一民族ꎬ我们要团结一致ꎬ”退尔却认为ꎬ强者独自一人是最

有力的ꎮ 直到酷吏直接迫害到他身上时ꎬ他才起来反抗ꎮ 席

勒在这部剧本中虽然描写了农民、牧人、猎人们的起义ꎬ但真

正起决定作用的是威廉退尔ꎮ 作者把轻视劳动人民的个人

主义者威廉退尔写成扭转乾坤的英雄人物ꎬ充分暴露了席

勒的唯心史观ꎮ
席勒和歌德曾经合写«警句»ꎬ抨击社会上的市侩习气和

文艺界庸俗鄙陋的现象ꎮ 席勒的著名叙事谣曲«人质»、«手
套»、«潜水者»、«伊俾科斯的鹤»等都富有戏剧性ꎬ对暴君和

暴行提出控诉ꎬ但也宣扬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可以互相

宽容的妥协思想ꎮ 此外ꎬ席勒还继续写了不少哲理诗ꎮ
在席勒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约翰克里斯蒂安弗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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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希荷尔德林(１７７０—１８４３)ꎬ是德国十八世纪末、十九世

纪初除歌德和席勒以外具有代表性的诗人ꎮ 从一八〇六年

起ꎬ他精神错乱ꎬ创作生活中断ꎬ使他未能得到更大的发展ꎮ
但他十几年的创作给德国文学作出不少贡献ꎮ 他在法国革命

的鼓舞下ꎬ于一七九一年前后写了一系列关于资产阶级所倡

导的“美”、“自由”、“友谊”、“爱情”、“青春”等概念的颂歌ꎮ
他把古希腊世界看作最完美的世界ꎬ认为在那里人与自然是

和谐一致的ꎮ 但是德国的现实给他很大的苦恼ꎮ 他热爱祖

国ꎬ渴望希腊精神在德国再生ꎬ同时又越来越感到这种愿望不

可能实现ꎮ 他的诗歌的基调也逐渐从歌颂转为深沉的哀诉ꎮ
他运用德国语言的能力达到了很高的水平ꎮ 其书信体抒情小

说«徐培里安» (１７９７—１７９９)的主人公徐培里安是一个希腊

青年ꎬ参加了一七七〇年希腊人民反土耳其压迫的起义ꎬ一时

无限兴奋ꎬ他看到“一切为了每个人ꎬ每个人为了一切”ꎮ 可

是后来又看见军队纪律松弛ꎬ肆意抢劫ꎬ他失望地感到在现实

和理想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ꎮ 他受了伤ꎬ又得到爱人逝世

的消息ꎬ最后离开希腊ꎬ到了德国ꎮ 作者通过徐培里安的信

札ꎬ对德国鄙俗的现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ꎮ 全书洋溢着对古

希腊世界的渴望、理想的幻灭和对幻灭的哀悼ꎮ 德国浪漫主

义文学绝大部分是消极的ꎬ如果说德国也有积极浪漫主义者ꎬ
那就是荷尔德林了ꎮ

德国浪漫主义文学作为一个有纲领的运动在文坛上出

现ꎬ是在十八世纪末ꎬ也正是歌德和席勒合作、致力于“古典”
主义文学建设的时期ꎮ 这时史雷格尔兄弟、蒂克、诺瓦利斯等

以耶拿为中心ꎬ出版杂志«雅典娜神殿» (１７９８—１８００)ꎬ宣传

他们的文学主张ꎮ 他们被称为早期的或耶拿派的浪漫主义

者ꎮ 其中的代表人物是理论家弗里德里希史雷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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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７２—１８２９)ꎮ 史雷格尔是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成长起来

的ꎬ也曾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表示欢迎ꎬ但不久便改变了他的

进步立场ꎬ形成他的消极浪漫主义的理论ꎮ 他写过许多“断
片”ꎬ在«雅典娜神殿»发表ꎬ其中最有名的第一一六则集中地

表达了早期浪漫主义的核心思想:“浪漫文艺是一种前进的

综合文艺ꎮ 它的职责不仅是把文艺中一切划分开的种类又联

合起来ꎬ使文艺和哲学与辩论术相接触ꎮ 它要把并且应该把

诗和散文、独创性和批评、艺术的诗和天然的诗时而掺和ꎬ时
而融化ꎬ使诗成为生动的、有社会性的ꎬ使生活和社会成为诗

的”他在这则断片里还说:“浪漫主义的诗还在演变中ꎬ
其实这是它的本质ꎬ它只是永远演变ꎬ永远不能完成ꎮ 没有理

论能把它阐发详尽ꎬ只容许一种预感的批评去刻画它的理想ꎮ
只有它是无限的ꎬ正如只有它是自由的一样ꎻ被认为是它的第

一条法则的ꎬ是诗人的为所欲为、不能忍受任何约束的法

则ꎮ”这种唯心主义文艺理论模糊了文艺种类和体裁的界限ꎬ
使它们不能根据不同的特点去发挥作用ꎬ而且把诗人的主观

性强调到绝对的地步ꎬ无视客观世界的存在ꎮ 在这种理论指

导下ꎬ浪漫主义作品大都是作家主观臆想的产物ꎬ而不是客观

现实的反映ꎮ 但是史雷格尔也意识到这种不受任何约束的、
无限的主观幻想和现实有着不可逾越的距离ꎬ二者之间存在

着无法解决的矛盾ꎬ于是他又提倡所谓“浪漫式的暗嘲”ꎬ就
是在创作过程中ꎬ感到矛盾无法解决时ꎬ作者便站在第三者的

地位ꎬ采取游戏嘲讽的态度ꎬ把幻想加以毁弃ꎮ “浪漫式的暗

嘲”作为一种创作手法ꎬ被许多浪漫主义者运用ꎻ后来它到了

海涅手里ꎬ进一步成为嘲讽浪漫主义的一种武器ꎮ
史雷格尔的小说«路琴德» (１７９９)是他的理论的实践ꎮ

小说结构散漫ꎬ把一些抒情的信札、断片、对话等掺杂在一起ꎮ
３３



书中没有故事情节ꎬ只有一对影子一般的人物尤利乌斯和路

琴德在幻想和渴望中倾吐衷情ꎻ他们反对社会的道德和习俗ꎬ
但颂扬的却是闲散生活、为所欲为、性爱自由和官能享受———
浪漫的爱情和婚姻ꎮ 作者在这里明目张胆地指出ꎬ享受闲散

生活的权利是“贵族的根本原则”ꎮ 小说出版后ꎬ席勒给以尖

锐的批评ꎬ谴责作者“把厚颜无耻宣告为他的女神”ꎮ 后来史

雷格尔变得更为反动ꎬ皈依天主教会ꎬ在政治上竟成为奥地利

首相梅特涅反动政权下的臣仆ꎮ
弗里德里希史雷格尔的哥哥奥古斯特威廉史雷格

尔(１７６７—１８４５)是法国斯太尔夫人的朋友ꎬ曾陪伴她旅行欧

洲的许多国家ꎮ 在他的讲演录«论美的文学和艺术»(１８０１—
１８０４)、«论戏剧艺术和文学»(１８０９—１８１１)里ꎬ他系统地阐述

了浪漫主义的文艺观点ꎬ划分了古典和浪漫的界限ꎮ 他的贡

献是在翻译介绍方面ꎮ 他要求翻译必须精确ꎬ保持原文风格ꎮ
他自己能纯熟地掌握诗的格律和技巧ꎬ所以他的翻译工作很

成功ꎮ 他所译的莎士比亚十七部剧本ꎬ是德国翻译文学中的

宝贵财富ꎮ
如果说史雷格尔兄弟奠立了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理论基

础ꎬ那么ꎬ早期的浪漫主义作家就是诺瓦利斯和蒂克了ꎮ
诺瓦利斯原名弗里德里希封哈尔登贝尔格(１７７２—

１８０１)ꎬ他创作的时间只有短短几年ꎬ他的反动神秘的世界观

反映在他的浪漫主义诗歌、小说和大量的断片里ꎮ 他的代表

作«夜的颂歌»(１８００)共分六章ꎬ里边掺杂着诗歌和有节奏的

散文ꎮ 由于他的年轻的未婚妻已死ꎬ他自己也渴望死去ꎬ幻想

在死后和她结合ꎮ 他把夜看作是一切的源泉ꎬ是宇宙之母ꎬ是
无限的ꎻ光和白昼是从夜里产生的、有限的ꎮ 他认为ꎬ尘世生

活是向“无限”的过渡ꎬ在死亡中才显示出永恒的生命ꎮ 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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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迷醉的语言歌颂夜和死ꎬ引诱人脱离现实生活和光明ꎬ是德

国浪漫主义文学中毒素最浓的一部作品ꎮ 他未完成的长篇小

说«亨利希封奥夫特尔丁根»(１８０２)ꎬ是为了反对歌德的

«威廉迈斯特»而写的ꎮ 他把十三世纪传说中一个抒情诗

人作为小说的主人公ꎬ把当时由于城市兴起而使得阶级矛盾

日趋尖锐复杂的社会描绘成一个理想的牧歌式的世界ꎮ 青年

亨利希在梦中看见一朵“蓝花”ꎬ他便念念不忘ꎻ这“蓝花”是
浪漫主义的无限的渴望的象征ꎮ 他随着母亲和几个商人从故

乡出发ꎬ旅行到奥格斯堡ꎮ 一路上的遇合并没有什么故事情

节ꎬ只是为了阐述作者的观点而安排了一些冗长的对话ꎮ 亨

利希通过矿工认识到自然的力量ꎬ通过隐士理解了历史ꎻ到了

奥格斯堡ꎬ他的诗才通过爱情得到发展ꎮ 他把自然界说成

“心灵的另一存在”ꎬ把在外界遇到的事物看成象征符号ꎮ 作

者这种极端反动的唯心主义使小说中的一切都沉浸在没有任

何现实气息的幻想中ꎮ 诺瓦利斯写出大量的断片ꎬ他说他企

图用来编成一部包罗万有的百科全书ꎬ实际上这是他的混乱

的神秘思想的总汇ꎮ
鲁德维希蒂克(１７７３—１８５３)是一个多产作家ꎬ写过许

多小说、戏剧、诗歌、童话ꎬ还翻译过«堂吉诃德»ꎮ 他在启蒙

思想的影响下开始写作ꎬ晚年的作品已经具有现实主义因素ꎮ
作为一个浪漫主义作家ꎬ蒂克的代表作是未完成的长篇小说

«法朗茨斯特恩巴尔特的漫游»(１７９８)和一些童话ꎮ «法朗

茨斯特恩巴尔特的漫游»叙述十六世纪一个青年画家斯特

恩巴尔特漫游意大利的经历ꎮ 小说里没有贯穿全书的主要情

节ꎬ只是穿插着一些谈话、感想、诗歌和写景ꎮ 作者把十六世

纪理想化ꎬ认为当时的行业制度有利于艺术的繁荣ꎮ 蒂克的

童话故事如著名的«金发的艾克贝尔特» (１７９６)、«鲁恩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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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０２)等ꎬ都不过是以童话形式宣扬这个浪漫主义的反动思

想:人在命运或自然威力面前无能为力ꎮ
早期浪漫主义运动没有持续多久ꎬ但这一派的言论和作

品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向封建势力的投降ꎬ在德国文艺界起

过很大的消极反动作用ꎮ 不久ꎬ在一八〇五年以后ꎬ又有一批

新的浪漫主义作家和学者先后聚集在海德尔堡ꎬ创办刊物ꎬ形
成晚期的浪漫主义ꎬ又称为海德尔堡派ꎬ其中心人物是阿尔尼

姆和布仑塔诺ꎮ
鲁特维希约阿黑姆封阿尔尼姆(１７８１—１８３１)和

克雷门斯布仑塔诺(１７７８—１８４２)写过许多诗歌和小说ꎬ他
们的反动政治立场比早期浪漫主义者更为鲜明ꎮ 他们美化中

古社会ꎬ维护封建制度ꎮ 但他们两人合编的«儿童的神奇号

角»(１８０６—１８０８)是赫尔德尔以后一部重要的民歌集ꎬ里边

收录了德国三百年来的一些民歌ꎮ 由于编者的反动立场ꎬ所
收民歌的内容很少有反映人民痛苦或对贵族和教会剥削表示

反抗的ꎮ 歌中的词句和结构也经过编者的改写和加工ꎬ但原

作的朴素风格还是保留下来了ꎮ 这些民歌新鲜活泼ꎬ给当时

德国的诗歌注入了新的血液ꎬ对十九世纪许多抒情诗人发生

过影响ꎮ
德国著名语言学家和 «儿童与家庭童话集» ( １８１２—

１８１４)编纂者雅科布格林 ( １７８５—１８６３) 和威廉格林

(１７８６—１８５９)兄弟曾同浪漫主义者交往ꎬ思想却倾向于资产

阶级自由派ꎮ 他们注意民间文学ꎬ搜集民间童话ꎬ亲自记录ꎬ
加以整理ꎮ 其中有许多幻想丰富的神奇故事表达出人民的愿

望和是非感:贪婪的富有者得不到好下场ꎻ被压迫、被歧视的

劳动者和儿童经过重重灾难ꎬ最后得到胜利ꎻ农民和手工业者

在受人轻视或凌辱时显示出惊人的智慧ꎬ而暴君、地主自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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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有势ꎬ实际上却愚蠢无知ꎬ在人前丢丑ꎻ忠诚老实、被“聪
明人”嘲笑的“傻瓜”总是得到同情和赞扬ꎮ 但这些童话的蓝

本大都是封建社会的产物ꎬ更加以编纂者的唯心主义世界观

的局限ꎬ其中不少是带有浓厚的宗教情绪ꎬ宣扬封建道德ꎬ鼓
励安分守己的处世态度的ꎮ

一八〇九年以后ꎬ阿尔尼姆和布仑塔诺到了柏林ꎬ组织了

“基督教德国聚餐会”ꎬ浪漫主义运动的中心从海德尔堡转到

柏林ꎮ 参加这个聚餐会的有克莱斯特、沙米索、艾兴多尔夫

等ꎬ他们的创作成就超过了阿尔尼姆和布仑塔诺ꎮ 剧作家兼

小说家亨利希封克莱斯特(１７７７—１８１１)的作品越出了

狭义的浪漫主义范畴ꎮ 他出身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ꎬ对本

阶级感到不满ꎬ而对资产阶级也采取厌恶和否定的态度ꎮ 他

早年受过启蒙思想影响ꎬ但由于研究康德哲学ꎬ片面地接受了

“物自体”不能认识的理论ꎬ因而陷入真理不可知的悲观主义

和宿命论的泥淖ꎮ 他是一个顽强的民族主义者ꎬ坚决反对拿

破仑ꎬ却又找不到促使民族复兴的真正力量ꎬ只好寄希望于腐

朽的奥地利皇朝和普鲁士国王ꎮ 他的思想充满矛盾ꎬ无法解

决ꎬ最后自杀结束了生命ꎮ 他的许多创作都反映出这种矛盾ꎬ
但是独幕喜剧«碎罐»(１８０８)和中篇小说«米赫尔戈哈斯»
(１８１０)却具有现实主义的因素ꎮ «碎罐»叙述一个贪污好色

的法官亚当夜间潜入农女夏娃房中ꎬ夏娃的未婚夫正巧在这

时来访ꎬ一敲门ꎬ亚当吓得跳窗逃跑ꎬ碰碎了一只罐子ꎮ 夏娃

的母亲以为罐子是未婚夫打碎的ꎬ要他赔偿ꎻ未婚夫以为夏娃

另有所爱ꎬ要和她解除婚约ꎻ三人去到法庭ꎬ最后经过对证ꎬ真
相大白ꎬ审判官成为受审人ꎮ 剧情发生在荷兰一个农村ꎬ实际

上是揭露当时普鲁士司法界的腐败情况ꎮ 全剧结构紧凑ꎬ语
言生动而饶有风趣ꎬ是德国为数不多的喜剧中一部优秀作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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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赫尔戈哈斯»取材于德国十六世纪一件史实ꎬ主人公马

贩子米赫尔戈哈斯本来是一个社会上所谓循规蹈矩的商

人ꎬ但是受到容克地主的欺压和迫害ꎬ“正义感使他变成了强

盗和凶犯ꎮ”作者描述封建贵族的贪婪、狡诈和无能ꎬ是成功的ꎻ
戈哈斯从“良民”转变为强盗的过程ꎬ也写得合情合理ꎮ 但克莱

斯特笔下的戈哈斯并不是革命者ꎬ只是一个因自己的利益受

到侵犯、被抽象的正义感所驱使而起来反抗的商人ꎮ 到了小

说的后半部ꎬ戈哈斯听取马丁路德的劝告ꎬ放下武器ꎬ屈膝

投降ꎬ最后竟甘愿引颈受戮ꎬ加之描叙中又掺杂着神秘的宿命

论思想ꎬ小说便失去前半部的光辉ꎬ变得苍白无力了ꎮ
阿德贝尔特封沙米索(１７８１—１８３８)出身法国贵族ꎬ

法国革命后随父母逃到德国ꎮ 他具有比较进步的资产阶级民

主思想ꎮ 他的童话小说«彼得史勒密奇遇记»(１８１４)写贫

穷的彼得史勒密把自己的影子卖给魔鬼ꎬ换来一个幸福袋ꎬ
从袋中可以取得他所希望的一切东西ꎮ 他据有大量财物ꎬ但
是由于失掉了影子ꎬ受尽人们的歧视和嘲笑ꎬ终日痛苦ꎬ无法

生活下去ꎮ 最后他抛弃幸福袋ꎬ远离社会ꎬ在大自然中研究自

然现象ꎬ才感到满足ꎮ 这篇小说用离奇的幻想揭露了金钱的

罪恶ꎬ讽刺了庸俗的市侩社会ꎬ有一定的进步意义ꎮ
约瑟夫封艾兴多尔夫(１７８８—１８５７)是德国浪漫派

中有成就的抒情诗人ꎮ 他的诗歌虽然缺少深刻的思想和广阔

的内容ꎬ但是没有德国一些浪漫主义者所常有的那种神秘阴

暗的情绪ꎻ它们歌咏自然景色ꎬ纯朴明朗ꎬ具有民歌的风格ꎮ
他写过长篇和中篇小说ꎬ其中以中篇 «一个废物的生涯»
(１８２６)最为流行ꎮ

维也纳会议以后ꎬ德国封建势力猖狂一时ꎬ消极浪漫主义

者如史雷格尔兄弟、阿尔尼姆等或则死心塌地为它服务ꎬ或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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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当它的代言人ꎮ 这时一个重要的德国浪漫主义后期作家是

恩斯特台奥多尔阿马德乌斯霍夫曼(１７７６—１８２２)ꎮ
他是普鲁士政府的法官ꎬ发表过大量的小说ꎬ通过荒诞离奇的

故事ꎬ一方面反映官吏、市侩、小市民的庸俗丑恶的生活ꎬ另一

方面又描绘诗人和艺术家的幻想世界ꎮ 他的小说经常把拟人

化的动物、精神病患者、魔术师、艺术家等作为主人公ꎬ描写自

然和人生中所谓“夜的方面”ꎬ充满阴暗神秘的气氛ꎮ 但他对

待这“夜的方面”和诺瓦利斯不同ꎬ他并不把夜和死加以美

化ꎬ而是使人感到ꎬ那些引起悚惧的事物来源于庸俗生活ꎬ许
多鬼怪是现实丑恶的比喻和夸张ꎮ 霍夫曼的作品虽有现实主

义因素ꎬ但归根到底ꎬ他和诺瓦利斯都是病态的ꎮ 因此海涅

说:“评判他们的著作不是批评家的事ꎬ而是医生的事ꎮ 诺瓦

利斯诗中的玫瑰光彩不是健康的ꎬ而是患肺病的颜色ꎬ霍夫曼

幻想故事中火红的炽热不是天才的ꎬ而是发烧的火焰ꎮ”
在霍夫曼的小说里ꎬ热情的诗的世界和冷酷的市侩社会

经常相互交织ꎬ它们彼此对立ꎬ不能调和ꎬ作者却总是把前者

看作更高的真实ꎮ 他早期的代表作«金罐»(１８１４)ꎬ写一个在

现实生活中十分笨拙的穷学生内心里蕴藏着丰富的诗的境

界ꎬ星期日出游ꎬ走入魔境ꎬ最后获得了魔术师的女儿ꎮ 童话

«侏儒查赫斯ꎬ绰号朱砂»(１８１９)的主人公是一个丑陋可怜的

侏儒ꎬ不能说话ꎬ也不能走路ꎬ魔女同情他ꎬ让他头上长出三根

金黄头发ꎮ 这三根头发发挥了很大的魔力:凡是他周围的人

所做的好事ꎬ都算在他的分上ꎻ凡是他本人所做的坏事ꎬ都写

在别人的账上ꎮ 他进入公爵的都城ꎬ飞黄腾达ꎬ最后那三根头

发被人拔掉ꎬ群众嘲笑他ꎬ他无地自容ꎬ跳入手提桶里淹死ꎮ
这是对不劳而获、专门享受别人劳动成果的剥削者的尖锐讽

刺ꎮ «雄猫穆尔的生活观感及乐队指挥约翰内斯克莱斯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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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的传记片段» (１８２０—１８２２)ꎬ是霍夫曼晚期带有总结性的

重要作品ꎬ书中把博学的雄猫穆尔的回忆录和乐队指挥克莱

斯勒尔的自传交错排列ꎬ前者是对德国社会种种鄙陋现象的

尖锐嘲讽ꎬ后者表达了一个热狂的艺术家在现实和理想的矛

盾中所感到的痛苦ꎮ
霍夫曼写过大量的中篇和短篇小说ꎬ收在«仿卡洛画风的

幻想故事»(１８１４—１８１５)和«谢拉皮翁兄弟»(１８１９—１８２１)两
部集子里ꎮ 其中的主题也大都是表现艺术和生活的矛盾的ꎮ

在十九世纪德国文学中ꎬ除了歌德和海涅以外ꎬ霍夫曼是

对其他国家影响较大的一个作家ꎮ 他对于丑恶的现实生活的

揭发和讽刺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巴尔扎克和果戈理ꎻ他作品

中的怪诞风格和颓废气氛ꎬ则更多地影响了后来的某些作家ꎬ
如美国的爱伦坡和法国的波德莱尔ꎬ以及俄国陀思妥耶夫

斯基的一部分作品ꎮ
到一八三〇年前后ꎬ德国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发展ꎬ资产阶

级进步力量对统一和民主的要求日益迫切ꎬ浪漫主义文学也

接近尾声ꎬ成为新进作家海涅等人攻击和批判的对象ꎮ
从本节叙述的情况看来ꎬ这个时期的德国文学和英国、法

国文学相比ꎬ有很大的不同ꎮ 在英国和法国ꎬ古典主义文学代

表反动的旧势力ꎬ已濒于灭亡ꎬ显示进步的革命精神的是积极

浪漫主义文学ꎮ 德国却正相反ꎬ歌德和席勒的“古典”主义反

映了资产阶级的进步思想ꎬ创造出德国文学史上最优秀的名

著ꎬ而浪漫主义文学除了极少数的例外ꎬ几乎都是消极的ꎬ为
反动的封建制度服务的ꎮ 这是由于德国政治和经济落后于英

法两国的缘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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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英国浪漫主义文学
　 和拜伦、雪莱

　 　 法国革命爆发时ꎬ英国工业革命已经开始ꎬ工业无产阶级

队伍也在成长ꎮ 十九世纪最初十年间ꎬ北方工业区已发生过

多次工人暴动ꎬ最剧烈的是一八一一到一八一二年的群众性

的破坏机器的勒德运动ꎮ 政府镇压工人运动ꎬ造成一八一九

年著名的彼得卢的大屠杀ꎮ 劳资矛盾已经很尖锐ꎬ但此时英

国工业资本家和大企业主在政治上还未取得绝对的统治地

位ꎬ他们和操纵议会的金融寡头、土地贵族集团之间存在着矛

盾ꎮ 一八三二年的改革法案巩固了资产阶级的最后胜利ꎮ
十八世纪后半叶ꎬ英国和爱尔兰、苏格兰之间的民族矛盾

加深ꎬ对外进行了美洲和印度的殖民战争ꎮ 在法国革命的影

响下ꎬ由资产阶级激进派领导的民主运动在十八世纪最后十

年达到高潮ꎮ 当时民主会社林立ꎬ如“革命社”、“权利法案

社”、“人民之友社”等ꎬ其中以一七九二年成立的“伦敦通讯

社”为最激进ꎬ规模最大ꎬ组织也最民主ꎮ 它吸引了当时许多

著名的民主思想家和文人ꎬ如潘恩、葛德汶、布莱克等ꎬ也吸收

了许多工人ꎮ “通讯社”的活动在雅各宾专政时期达到高峰ꎬ
它召开了全英人民大会ꎬ邀请其他民主会社参加ꎬ并通过了要

求停止对法战争和扩大选举权的决议ꎮ
民主派反封建、反资本主义罪恶的斗争突出地反映在葛

德汶(１７５６—１８３６)和反动思想家勃克(１７２９—１７９７)的论战

中ꎮ 勃克在«对法国革命的感想» (１７９０)这一著作中维护旧

制度ꎬ认为社会是在过去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ꎬ不能用强制的

办法把它推翻ꎮ 民主派纷纷起来加以驳斥ꎬ普里斯特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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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勃克书»(１７９１)和潘恩的«人权论»(１７９１)都曾给勃克以

有力的反击ꎮ 但是葛德汶的回答更进一步ꎮ 他在«政治正义

性的研究»(１７９３)一书中不但驳斥了勃克的论点ꎬ还在启蒙思

想的基础上提出他的空想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理想ꎮ 葛德汶

还写过一部暴露贵族地主迫害农民、揭发法律不公正的小说

«凯列布威廉斯»(１７９４)ꎮ 葛德汶的理论著作在工人和民主

派中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ꎬ雪莱就是他的热烈拥护者ꎮ 另一个

激进派的代表作家是威廉科贝特(１７６２—１８３５)ꎮ 他主编«政
治纪闻»(１８０２—１８３５)周刊ꎬ并在周刊上发表«骑马乡行记»
(１８２１—１８３４)ꎮ 这部作品以通俗平易的文字ꎬ报道了作者骑

马在英国旅行时的见闻ꎮ 作者从小生产者的立场出发ꎬ对当

时英国农民的贫困表示深切同情ꎬ要求改善他们的境况ꎬ同各

种形式的大土地所有制进行斗争ꎬ辛辣地抨击英国的国教、金
融寡头等反动势力ꎬ但很少超过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水平ꎮ

这一时期英国文学的主要成就是浪漫主义诗歌ꎬ但是不

同倾向的浪漫主义诗人之间却存在着政治和美学观点上的分

歧ꎬ并展开过激烈的论战ꎮ 湖畔派诗人①华兹华斯、柯尔律

治、骚塞在法国革命初期对这场革命还表示欢迎ꎬ雅各宾专政

时期他们却感到恐惧ꎬ深怕法国人民的革命行动会影响英国

人民ꎬ因而开始转变ꎬ仇视革命和民主运动ꎬ颂扬统治阶级的

国内外反动政策ꎬ推崇国教ꎬ拥护“神圣同盟”ꎮ 积极浪漫主

义诗人拜伦和雪莱继承启蒙思想和民主思想的传统ꎬ始终同

情法国革命ꎮ 他们支持勒德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ꎬ反对反动

的英国王室和托利党政客ꎬ反对教会和“神圣同盟”ꎮ 华兹华

斯和柯尔律治都曾系统地阐述自己的文学主张ꎬ他们强调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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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主观想象力ꎬ否定文学反映现实ꎬ否定文学的社会作用ꎮ
湖畔派致力于描写远离现实斗争的题材ꎬ讴歌宗法式的农村

生活和自然景物ꎬ描写神秘而离奇的情节和异国风光ꎬ美化封

建的中古ꎮ 他们笔下的大自然往往带有神秘色彩ꎮ 相反ꎬ积
极浪漫主义诗人强调文学和现实的联系ꎬ肯定文学的社会作

用和教育意义ꎮ 在工人阶级尚未成熟的条件下ꎬ他们的作品

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ꎬ它们强烈要求摆

脱封建束缚ꎬ追求个性解放ꎻ这种激情往往也体现在他们描写

的大自然中ꎮ
乔治戈登拜伦(１７８８—１８２４)出生于贵族家庭ꎬ十岁时

继承爵位和诺丁昂的祖传领地ꎬ一八〇一年进哈罗学校ꎬ一八

〇五年入剑桥大学ꎮ 他读书很广泛ꎬ对历史、哲学和文学深感

兴趣ꎮ 为了答复保守派对他第一部诗集的批评ꎬ拜伦发表了

双韵体长诗«英国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１８０９)ꎮ 诗人辛辣地

讽刺了湖畔派诗人ꎬ广泛评论了当时其他许多诗人和批评家ꎮ
拜伦的早期代表作是长篇叙事诗«恰尔德哈罗德游

记»(第 １、２ 章ꎬ１８１２)ꎮ 在此以前ꎬ他游历过葡萄牙、西班牙、
阿尔巴尼亚、希腊、土耳其等地ꎮ 长诗表现了拜伦强烈追求个

人自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ꎮ 他从这种思想出发ꎬ对窒

息个人自由的英国大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的联合统治进行抨

击ꎬ对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表示同情ꎬ但是

由于他脱离人民ꎬ他的斗争是孤独的ꎬ他时常陷于悲观苦闷之

中ꎬ对人生抱着虚无主义态度ꎮ 长诗虽然以哈罗德为主人公ꎬ
描写他在欧洲的经历ꎬ但事实上拜伦通过哈罗德主要表现了

自己悲观厌世、蔑视群众的消极思想ꎮ 当拜伦涉及欧洲资产

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ꎬ受到鼓舞时ꎬ往往撇开忧

郁的哈罗德这个形象ꎬ由诗人自己直接出来发表意见ꎮ
３４



在第一章里ꎬ一开始ꎬ贵族青年哈罗德已经厌倦了生活ꎬ
感到孤独和苦闷ꎬ他离开英国ꎬ作为一个“忧愁的流浪者”前
往欧洲大陆旅行ꎮ 他首先到了葡萄牙ꎮ 诗人特别注意到葡萄

牙人民受奴役的处境ꎬ美丽的自然风光恰好和现实形成对比ꎮ
在西班牙的见闻是第一章的中心ꎮ 西班牙正遭受外敌的侵

略ꎬ诗人号召人民起来解放自己ꎮ 他以五节诗描写了游击队

的女英雄、保卫萨拉哥萨城的姑娘ꎮ 她虽然柔弱ꎬ但爱人死

后ꎬ奋起领导游击队ꎬ追击法国军队ꎬ表现得英勇机智ꎮ 在写

到卡狄兹城时ꎬ诗人也描述了西班牙著名的斗牛场面ꎬ并指出

都市的封建贵族和骑士风气的腐朽ꎮ
第二章写哈罗德到了希腊和阿尔巴尼亚ꎮ 诗人凭吊了雅

典文化古迹ꎬ指责苏格兰籍的爱尔金公爵把著名的雅典神庙

中的珍贵石刻全部盗往英国ꎮ 拜伦还认为希腊人民必须自己

起来进行斗争ꎬ俄国、法国固然能打败希腊的敌人ꎬ但是希腊

并不能因此获得自由ꎮ 哈罗德最后到达阿尔巴尼亚ꎬ会见了

首领阿里帕夏ꎮ 作者描写了英勇善战的普通人民、殷勤好

客的苏里欧人、各族人民的生活风尚和民间歌舞ꎬ还记载了士

兵们爱唱的战歌ꎮ «哈罗德游记»包含着迫切的政治社会内

容ꎬ吸引了欧洲广大读者ꎮ
一八一二年ꎬ拜伦出席上议院ꎬ发表著名演说ꎬ反对处死

破坏机器的工人ꎮ 同时发表的政治诗«编织机法案编制者

颂»痛斥政府迫害工人的措施ꎬ并指出一切立法机关、警察、
军队都是为统治集团利益服务的ꎮ 拜伦的第二次著名演说揭

露并痛斥了英国对爱尔兰人民的压迫ꎮ 但是由于统治集团对

他的诽谤ꎬ欧洲反动势力的猖獗ꎬ诗人感到愤慨ꎬ并表现出悲

观失望的情绪ꎮ 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是“东方故事诗”ꎬ包括

«异教徒» ( １８１３)、 «阿比道斯的新娘» ( １８１３)、 «海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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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１４)、«莱拉»(１８１４)、«柯林斯的围攻» (１８１５)和«巴里西

纳»(１８１５)ꎮ 这些作品的中心人物是“拜伦式的英雄”ꎬ他们

蔑视“文明”社会ꎬ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反

叛热情ꎮ 情节主要写个人的复仇和反抗ꎬ背景多为南欧的大

海、原野或土耳其王宫等ꎮ 主人公往往为个人自由、爱情幸福

而奋斗ꎬ他们傲世独立ꎬ行踪诡秘ꎬ脱离社会ꎬ脱离群众ꎬ奋斗

没有明确的前景ꎬ最后遭到失败或死亡ꎮ 这种叛逆性格后来

还有所继续和发展ꎬ成为他的许多作品的中心人物ꎮ
一八一六年ꎬ拜伦被迫离开英国ꎮ 统治阶级对他反对政府

的活动久怀敌意ꎬ借故制造舆论ꎬ迫使他不得不出国远行ꎮ 他

首先到了瑞士ꎬ遇见雪莱ꎬ雪莱的乐观情绪影响了他ꎮ 在这一

段时间ꎬ拜伦写过若干反映革命斗争的著名短诗ꎬ如«锡庸的囚

徒»(１８１６)、«普罗米修斯» (１８１６)、«勒德派之歌» (１８１６)等ꎮ
前两首诗主要写革命者在专制统治的监禁下受尽折磨ꎬ但表现

出坚毅不屈的精神ꎮ «勒德派之歌»具有更积极的意义ꎮ 拜伦

用短小有力的诗句号召工人扔下梭子ꎬ拿起武器ꎬ用自己手织

的布匹来包裹暴君的尸体ꎬ用暴君的血来灌溉自由之树ꎮ
在瑞士ꎬ拜伦还写了«恰尔德哈罗德游记»的第三章

(１８１６)ꎻ第四章(１８１８)是在意大利写成的ꎮ 两章的主要内容

仍是时代的重要事件ꎬ哈罗德在第三章中来到滑铁卢战场ꎮ
拜伦看见滑铁卢一役拿破仑失败后ꎬ“神圣同盟”把欧洲封建

君主纠合在一起ꎬ反动势力猖獗ꎮ 他认为只有争取自由的战

争才是光荣的ꎮ 在描写日内瓦的景物时ꎬ诗人追忆法国大革

命ꎬ提到启蒙思想家卢梭和伏尔泰ꎮ 他说卢梭、伏尔泰和狄德

罗的思想燃遍了全世界ꎬ鼓舞了人们反专制的热情ꎮ 在第四

章里ꎬ诗人用很多篇幅歌颂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和佛罗伦萨

的光辉文化和当时的诗人、历史家、雕刻家、科学家ꎮ 在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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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的遗迹时ꎬ拜伦回顾罗马共和国的历史ꎬ歌颂对建立罗

马有过贡献的人物ꎮ 拜伦认为意大利应当继承过去的“光
荣”ꎬ摆脱奥地利统治ꎬ争取独立自由ꎮ 诗人以为“自由”的旗

帜虽已破碎ꎬ但仍高高飘扬ꎬ“自由”的种子根深蒂固ꎬ定能开

花结果ꎮ 作者在叙述旅途所见时ꎬ经常描绘自然景色ꎬ把美丽

的自然和丑恶的现实对比ꎬ来表达自己的感情ꎬ如第三章中写

暴风雨的几节:

天变了! ———竟变得这样! 啊! 夜晚ꎬ
风暴和黑暗ꎬ你们真有奇妙的力量ꎬ
在力量中又有美ꎬ正像妇女黑亮的眼

放射出来的光彩! 在更远的远方ꎬ
在震动的岩石中ꎬ过了一岗又一岗ꎬ
活泼的雷霆在跳跃! 不只是一块云ꎬ
而是每座山现在都发出了声响ꎬ
朱拉在透过云雾的衣裳答应ꎬ
是快乐的阿尔卑斯大声呼叫的回声!

而这是在夜晚———多么光辉的夜晚!
你来不是叫人酣睡! 请让我也能

分享你的勇猛而博大的狂欢ꎬ
成为暴风雨和你的一个部分!
湖面的放光ꎬ水上是磷火荧荧ꎬ
大雨正飞舞着降到大地上!
现在天又黑了ꎬ———可是接着ꎬ群岭

又发出了山啸似的齐声震响ꎬ
好像正在为地动山摇的新生而欢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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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诗«恰尔德哈罗德游记»虽然表现了拜伦对资产阶

级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热情ꎬ但是也自始至终贯穿着

悲观和虚无主义思想ꎮ 拜伦在诗中不止一次地表示对生活厌

倦ꎬ表示自己已经尝够生活的真味ꎬ把世上的一切都看得无所

谓了ꎻ“尘世上的荣誉ꎬ野心和斗争ꎬ爱情和悲哀”ꎬ“都不能用

那尖刀在他心坎上划下深痕”ꎮ 拜伦在诗中还表现了蔑视群

众的思想ꎬ认为“自己最不适合与人们为伍”ꎻ他赞美旷野和

人迹不到的地方ꎬ认为和禽兽为邻不会寂寞ꎮ 在诗中ꎬ拜伦虽

然一再拿希腊、罗马等国家的“光荣”历史和这些国家在当时

所处的屈辱地位进行对照ꎬ但他对于历史的解释是十分错误

的ꎬ他认为历史上一切丰功伟绩、兴亡盛衰ꎬ“无非是旧事的

轮回和循环”ꎬ这充分说明了他的虚无主义思想ꎮ
一八一六年秋ꎬ拜伦到了意大利ꎮ 他完成了在瑞士开始

的哲理诗剧«曼弗莱德»(１８１７)ꎮ 这部作品和神秘剧«该隐»
(１８２１)体现着和“东方故事诗”同样的情绪ꎬ进一步描写了叛

逆性格ꎮ 曼弗莱德对知识和生活都感到失望ꎬ认为“知识之

树不是生命之树”ꎬ他不愿再在人群中生活ꎬ也不愿作“群氓”
的领袖ꎮ 在这种情绪支配下ꎬ他独自在阿尔卑斯山上徘徊ꎬ寻
求遗忘或死亡ꎮ 他召来支配宇宙中各种自然力量和人类命运

的精灵ꎬ但是他们都不能满足他的愿望ꎮ 最后出现了反对自

由、恢复旧制度的复仇女神和罪恶的精灵之王ꎮ 曼弗莱德拒

绝向他们屈膝ꎬ但是又借助他们的威力重见了他所爱的女子

的幽灵ꎮ 幽灵预言他次日将死ꎮ 他临终时拒绝修道院长的挽

救ꎬ也坚决拒绝精灵的召唤ꎬ孤寂地死去ꎮ 诗剧的主人公对理

性和知识表示失望ꎬ这反映了启蒙思想家所提出的“理性王

国”的破产ꎮ 同时他又坚持启蒙思想家的反封建精神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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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自由和意志独立ꎬ但傲世离群、悲观绝望的个人主义情绪

终于导致了他的死亡ꎮ
«该隐»是用«圣经»故事写成的ꎬ诗人把该隐写成第一个

反对专制神权、离经背道的叛逆者ꎮ 该隐认为神的权威不一

定就是正义ꎬ神权要求于人的显然只是愚昧和服从ꎮ 但是该

隐认为知识也没有改善人的地位ꎬ挽救人类死亡和覆灭的命

运ꎮ 该隐在探索人生和哲学问题时ꎬ在反对神权时ꎬ始终是孤

独的ꎮ 这种寂寞、悲观、失望的情绪和曼弗莱德有相似之处ꎮ
但是«该隐»反对宗教的精神却有积极意义ꎮ 在“神圣同盟”
嚣张、力图重建宗教权威的年月里ꎬ拜伦的诗剧是一个有力的

抗议ꎮ 华兹华斯颂扬宗教的«教会十四行诗»于此时出版ꎬ
«该隐»的精神是与此针锋相对的ꎮ

在意大利时期ꎬ拜伦参加烧炭党人的革命活动ꎬ钻研意大

利的历史和文学ꎬ这时他的作品具有更大的积极意义ꎬ现实主

义成分增强ꎮ 他写了以下三类作品:以意大利和东方历史为

题材的诗剧«威尼斯总督马里诺法利埃洛» (１８２０)、«萨达

纳巴勒斯» (１８２１)、«福斯卡利父子» (１８２１)ꎻ卓越的故事讽

刺诗«审判的幻景»(１８２２)、«青铜世纪»(１８２２)ꎻ未完成的杰

作、长篇叙事诗«唐璜»(１８１８—１８２３)ꎮ
历史剧«马里诺法利埃洛»表达了拜伦反封建的共和

主义思想和热情ꎬ剧情和当时烧炭党活动有联系ꎬ作者以过去

的革命历史作为当前革命的借鉴ꎮ
在«青铜世纪»一诗中ꎬ拜伦揭发了一八二二年秋“神圣

同盟”在维罗纳召开的会议ꎮ 会议拟定了镇压欧洲人民革命

的方案ꎬ拒绝听取希腊代表的意见ꎬ并容许法国路易十八的政

府对西班牙实行武装干涉ꎮ 作者用讽刺笔法塑造了路易十

八、亚历山大一世和威灵顿等人的肖像ꎬ并以轻蔑的口吻去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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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三位一体的“神圣同盟”ꎮ 他又揭露了英国地主和金融巨

头相互勾结ꎬ在战争中发财致富ꎬ镇压革命活动ꎮ 拜伦还提出

了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ꎮ 在描写拿破仑战争时ꎬ拜伦

惋惜拿破仑在广大人民觉醒的年代没有成为华盛顿ꎮ 他又把

美国的国会制和维罗纳会议相比ꎬ在美国会议上发言的是民

主思想家派屈立克亨利、科学家富兰克林和反专制的华盛

顿ꎬ而在“神圣同盟”会议上发言的却是危害人民利益的反动

君主ꎮ 拜伦以形象的比喻ꎬ讽刺并揭发了“神圣同盟”的反动

本质ꎬ文字刚健有力ꎬ流畅通俗ꎮ
«唐璜»写成十六章ꎬ全诗未完ꎮ 作者以嘲讽的口吻把诗

献给“桂冠诗人”、“托利党人”和“叛徒”骚塞ꎬ也讽刺了柯尔

律治的形而上学和华兹华斯«郊游»一诗的玄秘哲学ꎮ 作者

谴责这些隐居在闭塞的湖区而不见海洋的诗人受反动统治者

雇佣ꎬ既歌功颂德ꎬ又赞助统治者对内对外的血腥政策ꎮ 长诗

前六章描写出生于西班牙的主人公唐璜的身世和恋爱生活ꎬ
对虚伪的封建道德标准表示蔑视ꎮ 唐璜被迫逃亡海外ꎬ在海

上遇到风暴ꎬ船只覆没ꎬ部分幸存者受尽饥饿的折磨ꎬ最后唐

璜一个人漂流到海岛上ꎬ为希腊海盗的女儿海黛所救ꎮ 在描

述唐璜和海黛的恋爱以及海盗宅中的宴乐时ꎬ拜伦写了著名

的«哀希腊»一诗ꎬ歌颂希腊过去的光荣ꎬ哀悼希腊当时受奴

役的处境ꎮ 后来唐璜被海盗送到奴隶市场拍卖ꎬ入了土耳其

的禁宫ꎮ 这六章虽然揭露了上流社会ꎬ但更多的是描写异邦

情调ꎬ情节离奇ꎮ
七、八、九三章叙述一七九〇年的俄土战争ꎬ俄国军队在

苏沃洛夫将军率领下攻占了伊兹迈尔ꎮ 作者写到战争的巨大

创伤和破坏ꎬ并且指出这不是为自由而战ꎬ而是为了权威和荣

誉ꎮ 但他支持人民反封建的暴力斗争ꎬ他要使石头也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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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暴君ꎮ 唐璜在战争中立了功ꎬ成为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宠

臣ꎬ最后奉命出使英国ꎮ
长诗的最后六章是一幅英国社会生活图ꎮ 这是拜伦最熟

悉的题材ꎮ 通过政论性的插话ꎬ他指出英国是各族人民的狱

吏、自由的镇压者ꎬ一再抨击托利党大臣镇压人民起义ꎬ揭露

专制暴政的罪行ꎬ申斥那些反动诗人ꎬ也反对柏克莱的唯心哲

学和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说ꎮ 故事写唐璜一靠近英国海岸

就感到资本主义发达的英国社会气氛ꎬ发现自己置身在

那些傲慢的店主中间ꎬ这些人

自南到北无情地发令、发货ꎬ
连海浪本身也要向他们纳税ꎮ

借唐璜在英国的旅行ꎬ作者首先记述了伦敦文学界的情况、议
会的辩论、上流社会生活等ꎮ 他指出金钱是社会的主人ꎬ也是

欧洲的真正统治者ꎮ 拜伦还塑造了贵族政客阿孟德维尔公爵

和他的夫人的形象ꎬ详细描写了他们的生活环境和各种活动ꎬ
这些都具有一定的概括性ꎬ体现了作者现实主义艺术的成就ꎮ
阿孟德维尔公爵参预国家机密ꎬ他态度傲慢ꎬ精通宫廷生活的

奥秘ꎬ是个模范的侍臣ꎻ公爵夫人出身高贵ꎬ豪富、美貌ꎬ礼貌

周到ꎬ恪守规范ꎮ 议会会议结束后ꎬ公爵夫妇回到乡间古邸ꎬ
作者追溯了公爵的历代祖先:专横强暴的侯爵、法官、主教、律
师和将军们ꎮ 他详细描述了公爵和他的数十名各式各样的座

上客如何在乡间过着悠闲奢侈的寄生生活ꎮ 公爵除选购名

画、修葺古屋、招待宾客外ꎬ还担任地方上的治安法官ꎮ 诗中

以辛辣、幽默的讽刺笔法勾画了公爵夫妇笼络选民的场面ꎮ
这部长诗主要通过政论性的揭露和现实主义的描叙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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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了拜伦对封建专制和金钱统治的轻蔑和仇视ꎮ 唐璜爱情生

活的描写占去许多篇幅ꎬ但唐璜在作品中主要只起了贯串故

事、展示社会画面的作用ꎮ 作者在诗中随处都流露出反封建

的激昂情绪ꎬ但同时也表现了浓厚的虚无主义色彩ꎮ 拜伦说

他同情弱者ꎬ但如果当权者一旦受到挫折ꎬ他就会逐渐变为极

端保皇主义者ꎬ因为他也同样仇恨民主的专政ꎮ 拜伦从来没

有明确地意识到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性质ꎬ也没

有提出过经济上和政治上平等的要求ꎬ他所要求的是个人的

绝对自由ꎮ «唐璜»中辛辣的讽刺、诙谐的剖析、诗意的描写、
政论性的揭发等ꎬ使这部长诗在内容和风格上都很富于多样

性ꎮ
拜伦的民主革命性表现为对封建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厌弃

和对民族独立与民主的同情ꎮ 他的政治理想是当时美国的资

产阶级共和国ꎬ他对历史上的共和体城邦也怀有敬意ꎮ 他参

加过烧炭党的活动和希腊的独立运动ꎬ最后病死希腊ꎮ 他的

民主理想的基础是对个人自由和个人发展的强烈要求ꎮ 他对

人民同情ꎬ但又缺乏信任ꎬ这是他悲观怀疑情绪的主要根源ꎮ
正如马克思所说ꎬ拜伦要是活得再久一些ꎬ就会成为一个反动

的资产者ꎮ①
拜伦是这一时期欧洲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ꎬ他的作品引

起了广大读者的共鸣ꎮ 当时欧洲许多著名作家ꎬ有的对他的

作品作了很高的评价ꎬ有的受到他的影响ꎬ如法国的雨果、俄
国的普希金、德国的歌德、波兰的密茨凯维奇等ꎮ

波西比希雪莱(１７９２—１８２２)出生于富裕地主家庭ꎬ
祖父和父亲在政治上都是顽固的保守派ꎮ 雪莱在伊顿学校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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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ꎬ对自然科学和哲学发生极大的兴趣ꎬ喜欢研究化学、电学、
天文学并作科学试验ꎬ他也广泛地阅读了柏拉图、休谟、启蒙

思想家的著作和泛神论、自然神论①等哲学理论ꎮ 葛德汶的

«政治正义性的研究»、潘恩的«人权论»和卢梭的«论人类不

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对他发生过深刻影响ꎮ 上大学时ꎬ他写

了论文«无神论的必然性»(１８１１)ꎬ被学校开除ꎬ这篇论文的主

要内容后来被收在«麦布女王»的注释中ꎮ 雪莱确认私有制的

罪恶ꎬ他反对剥削制度ꎬ并热情地追求一个未来的空想社会ꎮ
雪莱曾于一八一二年二月到爱尔兰ꎬ发表演说ꎬ写政论ꎬ

支持爱尔兰人民反对英国压迫的斗争ꎮ 回到英国后ꎬ他写了

第一首长诗«麦布女王» (１８１３)ꎮ 这首诗表达了作者对现实

的态度和他最基本的政治、哲学、美学观点ꎬ对理解雪莱的世

界观有重要意义ꎮ 长诗采取梦幻和寓言的形式ꎬ写仙后麦布

女王带领着熟睡的纯洁少女伊昂珊的灵魂ꎬ到宇宙中去观察

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ꎮ 仙后指出过去的人类享有 “自

由”ꎬ但这种“自由”被暴君和僧侣摧毁了ꎮ 少女的灵魂看到

一座守卫森严、人口稠密的城市ꎬ君主和走狗们挥霍人民的劳

动果实ꎬ而千百万人民却忍受着饥饿ꎬ他们的才智也受到严重

的摧残ꎮ 仙后说人民还没有觉醒ꎬ还没有站起来推翻君主、僧
侣和政客ꎬ但是她指出变革是自然的基本法则ꎬ人民的智慧会

成熟ꎬ理性的声音将唤醒人民ꎬ推翻不正义的制度和宗教迷

信ꎮ 长诗用不少的篇幅描写了未来的光景ꎬ那时候人人丰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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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食ꎬ才智也得到解放ꎬ统治大地的将是幸福和科学ꎮ 在这首

诗中ꎬ雪莱反对私有制ꎬ同情广大人民ꎬ但他把变革的必然性

看成是抽象的自然精神或宇宙精神的体现ꎮ 他又认为实现变

革首先要解放受压抑的天才ꎬ依靠道德和理性等品质ꎮ
«麦布女王»的发表触怒了统治阶级ꎮ 雪莱不得不于一

八一八年和拜伦一样ꎬ永远离开英国ꎮ 离国之前ꎬ他写了一首

以革命为主题的重要长诗«伊斯兰的起义» (１８１８)ꎮ 在长诗

的序言中ꎬ雪莱说明他的写作目的是为了唤起人们对“自由”
和“正义”的热情和信心ꎮ 他为雅各宾专政的“恐怖时代”的
民主措施辩护ꎬ尖锐地批判当时文学界普遍流行的悲观失望

情绪ꎬ申斥了马尔萨斯学说ꎮ 诗的开头是一段寓言式的引子:
空中突然出现蛇和鹰的厮杀ꎬ象征善与恶的斗争ꎮ 蛇象征善ꎬ
被鹰战败落入海中ꎬ但是它被一个美丽的姑娘所收养ꎬ后来又

重新起来斗争ꎮ 作者通过寓言说明革命虽然遭到挫折ꎬ但是

必会有新人接替ꎬ将它继续下去ꎬ直到胜利ꎮ 长诗的主要情节

写伊斯兰黄金城的革命ꎬ作者以此来暗示法国革命ꎮ 革命的

领导者是一对青年男女莱昂和茜丝娜ꎮ 莱昂领导人民反对专

制ꎬ推翻暴君ꎬ解放城市ꎬ和人民一起庆祝胜利ꎮ 人民要求处

死暴君ꎬ但是莱昂怜悯他已经孤立ꎬ将他释放了ꎮ 不久暴君回

来图谋复辟ꎬ并开始大规模屠杀ꎬ烧死了所有主张信仰自由的

人们ꎬ也烧死了莱昂和茜丝娜ꎮ 诗人指出莱昂和茜丝娜虽死ꎬ
他们的精神必将得到发扬ꎬ幸福社会必将到来ꎮ 这首诗热情

地歌颂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ꎬ当时法国革命正遭受挫败ꎬ封建

王朝复辟ꎬ雪莱并不因为封建势力的一时猖獗而对前途失去

信心ꎬ他相信封建反动派必然要覆灭ꎮ 雪莱在诗中虽然肯定

法国革命ꎬ但他主张人民斗争的主要手段应该是说理和宣传ꎬ
而不是武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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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一八年三月雪莱去意大利ꎬ常常和拜伦交往ꎮ 同年ꎬ
雪莱作«裘利安和麦代洛»一诗ꎬ是在威尼斯和拜伦争辩后写

的ꎬ麦代洛指拜伦ꎬ裘利安指雪莱自己ꎮ 裘利安想要说服麦代

洛ꎬ劝他不要悲观绝望ꎬ指出人类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ꎬ未来

大有希望ꎮ
«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 (１８１９)写于英国劳资矛盾尖锐

化、欧洲民族运动高潮时期ꎮ 作者在序言中指出ꎬ他虽然沿用

埃斯库罗斯的情节ꎬ但是改变了妥协的结局ꎮ 诗剧一开始写

普罗米修斯被代表社会压迫和专制的天神尤皮特拴缚在高加

索的岩石上ꎬ受着长期痛苦的折磨ꎬ但他坚毅不屈ꎬ拒绝向暴

君投降ꎮ 世上充满着专制和神权带来的罪恶和苦难ꎬ但是预

知未来的精灵说人类是有希望的ꎬ因为人类有反专制的毅力

和自我牺牲精神ꎬ还有哲学家的智慧和学问以及诗人的创造

和理想ꎮ 精灵又指出“痛苦”是“爱”投下的影子ꎬ这使普罗米

修斯渴望看见别离已久的爱人ꎬ海洋的女儿ꎬ美貌的亚细亚ꎮ
第二幕写亚细亚在美丽的山谷里迎接春天和黎明ꎬ预感到即

将和普罗米修斯重逢ꎮ 她和妹妹潘西亚来到了象征变革必然

性的冥王那里ꎬ变革的时机终于来到ꎬ亚细亚显示了惊人的美

貌ꎮ 时间神使亚细亚和普罗米修斯重新团圆ꎬ又把冥王带到

尤皮特那里ꎮ 冥王把尤皮特拉下宝座ꎬ象征力量的神赫拉克

勒斯解放了普罗米修斯ꎮ 时间神在第三幕结尾时描写了解放

后的面貌:

看啊ꎬ宝座上已没有君主ꎬ人与人

像精灵一样ꎬ彼此并肩而行ꎮ

宝座、祭坛、法庭、监狱ꎻ里里外外

４５



都是些无知的愚人在背负着

朝笏、王冠、宝剑、锁链与典籍ꎬ

这些已是人类不复记忆的鬼魂ꎮ

令人厌恶的假面具已经撕下ꎬ人之上

已没有王ꎬ人人自由ꎬ不受限制ꎬ
人人平等ꎬ不分阶级、种族、国家ꎬ
没有畏惧、崇拜、地位和头上的君主ꎬ
人是公正的、温和的、有智慧的

诗剧的最后一幕是整个宇宙欢呼新生和春天再来的颂

歌ꎮ 旧时代被埋葬了ꎬ时间和人类思维的精灵庆贺并歌唱着

人类未来的光辉成就ꎮ 诗歌艺术和科学将为人们所享有ꎬ
“爱”将替代“恐惧”而使世界成为乐园ꎮ 温和、美德、智慧和

忍耐将重建大地ꎮ 诗剧中普罗米修斯和天神尤皮特的斗争ꎬ
表现了法国革命失败后英国和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家对封建反

动势力的不满和反抗情绪ꎮ 尽管在雪莱创作的年代里ꎬ反动

势力猖獗ꎬ以俄、普、奥为核心的“神圣同盟”对欧洲资产阶级

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大肆镇压ꎬ但雪莱对斗争的前途充满必

胜的信心ꎮ 他相信历史必然要将骑在人民头上的专制君主赶

下宝座ꎬ一个充满“爱”的世界乐园必然取而代之ꎮ 诗剧的缺

点在于对社会发展和变革的看法是唯心的ꎬ宣扬宽恕、仁爱等

道德品质ꎮ 诗人虽然强调反专制暴政的不屈斗争ꎬ但也把抽

象的人类“爱”作为改造社会的主要力量ꎮ
在这首诗中ꎬ诗人除了中心人物以外ꎬ还创造了许多以神

话为依据的精灵和代表自然界各种力量的精灵ꎮ 这些精灵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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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宇宙中运行无极、变化有矩的力量ꎬ也象征现实中一切变革

的动力ꎮ 诗剧的艺术魅力在于它的磅礴的抒情风格ꎬ诗人把

普罗米修斯的解放摆在全宇宙范围内加以颂扬ꎬ给人以巨大

空间的感觉和万物迅速变化与运转的感觉ꎮ
历史剧«钱起» (１８１９)是根据罗马钱起家族的遗稿所记

述的史实写成的ꎮ 剧本写女主人公的父亲佛兰切斯科钱起

专制暴虐ꎬ害死儿子ꎬ奸淫女儿ꎬ作践妻子ꎮ 他这种暴戾行为受

到封建君主和教皇的纵容ꎮ 女儿贝雅特里齐是一个纯洁、美丽

的少女ꎬ她起初企图说服父亲ꎬ后来又求救于教会和法庭ꎬ但全

归失败ꎮ 最后她和继母、兄弟派人暗杀了钱起ꎬ他们被教皇判

处死刑ꎮ 剧本的女主人公敢于以暴抗暴ꎬ但作者认为她应该以

仁爱感化罪恶ꎬ由于她采用暴力ꎬ才导致了悲剧的结局ꎮ
一八一九年创作的政治抒情诗是雪莱的杰出成就ꎮ 他虽

然被迫离开英国ꎬ却时刻关心国内斗争ꎮ 彼得卢的大屠杀激

起诗人的无比愤怒ꎬ他写了好几首优秀的政治诗ꎬ如«致英国

人之歌»、«写于卡色瑞执政时期»、«十四行诗:一八一九年的

英国»、«专制暴君的化装舞剧»等ꎮ 在«专制暴君的化装舞

剧»中ꎬ诗人描写屠杀、欺诈、虚伪、暴政等罪行戴着英国内阁

反动大臣和君权、神权、法权等面具ꎬ和刽子手们一起排成行

列ꎬ在被屠杀的工人群众的血泊中耀武扬威地游行ꎮ 但是诗

人指出人民胜利的希望并未消失ꎬ而是在日益增长ꎬ大地正号

召人民奋起ꎮ 雪莱把劳动者受奴役的处境和自由的未来作了

对比ꎬ自由对工人来说是劳动的自由ꎬ是丰足的生活ꎬ对富人

来说应该是约束和惩罚ꎮ 他认为只要群众坚定、勇敢、团结一

致地向统治阶级示威ꎬ统治阶级必然会感到他们的血腥镇压

是可耻的ꎬ数量上占绝大多数的人民必能争得自由ꎮ «致英

国人之歌»号召工人、农民起来斗争ꎬ在宪章运动时期成为广

６５



大工人的战歌ꎮ 雪莱指出ꎬ物质财富甚至武器都是劳动人民

创造的ꎬ必须为他们自己所占有ꎮ 在这些政治诗中ꎬ他从启蒙

思想出发ꎬ认为人人应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ꎬ并表明他对劳动

人民怀着深刻同情ꎬ已意识到劳动群众的巨大力量ꎮ 但雪莱

强调人民只要觉悟起来ꎬ就可以用“精神”力量战胜统治者ꎮ
这些诗采用人民熟悉的语言ꎬ辞意通俗ꎬ号召力强ꎬ对后来宪

章派诗歌很有影响ꎮ
二十年代初民族运动的高涨在雪莱作品中也有强烈的反

映ꎮ 他写了«自由颂»、«自由»、«那不勒斯颂»、«给意大利»等
政治抒情诗ꎮ 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革命运动被镇压后ꎬ民族运

动的中心移到希腊ꎮ 作者最后一部抒情诗剧«希腊»(１８２２)是
献给争取民族独立的希腊人民的ꎬ反映了诗人对民族运动的

同情和支持ꎮ 雪莱根据当时的报刊记载ꎬ描写了希腊人民反

对土耳其侵略者的英勇事迹ꎬ还预示了希腊未来胜利的远景ꎮ
雪莱晚期的抒情诗中最著名的有描述自然景物的«西风

颂»(１８１９)、«致云雀»(１８２０)、«阿波罗赞歌»(１８２０)等ꎮ «西
风颂»抒发了诗人豪迈、奔放的革命热情ꎬ西风虽然摧残了一

切ꎬ但也播送了新生的种子ꎮ 诗人希望自己化为西风ꎬ把他对

未来的预言传遍人间ꎮ 他说:“如果冬天已经来临ꎬ春天还会

遥远么?”«致云雀»一诗模拟云雀高飞的节奏ꎬ云雀一边高

蹿ꎬ一边歌唱ꎬ愈唱愈响亮ꎬ愈飞愈高ꎮ 诗人一边倾听云雀的

歌声ꎬ一边希望自己的歌声也能给人们带来快乐和希望ꎮ 雪

莱描写的自然景物往往体现着他对实物的细致观察ꎬ风格时

而奔放不羁ꎬ时而婉转悠扬ꎬ语言富有音乐性ꎬ比喻丰富恰当ꎬ
通俗易懂ꎮ

雪莱的«诗辩»(１８２１)是一篇未完成的论文ꎬ它阐明了英

国积极浪漫主义的文学观点ꎮ 雪莱根据丰富的史料ꎬ论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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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自古以来就是和社会相联系的ꎬ也论证了文学的教育作

用ꎮ 他肯定荷马创造了时代的理想人物ꎬ能吸引读者去效法

他们ꎻ希腊悲剧和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英雄人物有巨大的教育

意义ꎻ但丁是中古欧洲的启蒙者ꎬ文艺复兴的先驱ꎻ弥尔顿在

愚昧的复辟时期创造了撒旦的光辉形象ꎬ具有反专制的道德

力量ꎮ 他又指出希腊衰亡时期诗歌的腐朽堕落和当时的社会

生活有关ꎬ英国复辟时期的戏剧也是如此ꎮ 雪莱强调诗歌在

他那时代也该起改造社会的作用ꎮ 雪莱还认为诗人“不但深

刻观察了现在的实际情况ꎬ发现现存事物应该遵守的法则ꎬ而
且还从现在观察到将来”ꎮ 但他抹杀文学的渊源来自生活ꎬ
强调诗歌反映的是永恒的真理和不变的人性ꎬ夸大诗人和诗

歌的作用ꎬ他把诗人称为立法者和先知ꎬ断言诗歌改造社会的

作用胜过实用技术、政治经济学和哲学ꎮ 雪莱也过分强调天

赋和直觉、灵感在创作过程中的作用ꎮ 尽管雪莱有这些思想

上的局限性ꎬ但同拜伦相比ꎬ他具有更多的理想主义ꎬ更多地

向前看ꎬ因而恩格斯称他为“天才的预言家”①ꎮ
约翰济慈(１７９５—１８２１)出生于伦敦一个小业主家庭ꎬ

当过药剂师的学徒ꎬ后来放弃学医ꎬ专事创作ꎮ 一八一七年出

版了他第一本诗集(包括«读恰普曼译荷马»、«蚱蜢和蟋蟀»
等)ꎮ 这些诗表现了他对古典诗歌的爱好和描写自然景物的

才能ꎮ 一八一八年所写的长诗«安狄米恩»以希腊神话为素

材ꎬ记述牧人安狄米恩寻找月神的故事ꎬ象征诗人追求理想的

过程ꎮ 诗人把现实社会的丑恶同大自然、诗歌、友谊、爱情的

美相对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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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一九年是他创作的高峰ꎬ他写了许多抒情叙事诗、颂
歌和十四行诗ꎮ «圣阿格尼斯节前夕»和«伊莎贝拉»两诗写

青年的爱情ꎬ流露出作者反对封建专制家庭压制自由恋爱的

思想ꎮ 在艺术上ꎬ济慈极力渲染浪漫主义气氛ꎬ追求绘画和雕

塑中的色彩感和立体感ꎮ «秋日颂»表现秋天丰熟的景象和

诗人自己的感官陶醉ꎮ «希腊古瓮颂»描绘古瓮上被艺术家

所凝固了的生活图画ꎬ诗人认为这比变幻无常的现实生活更

美丽ꎬ代表了永恒的美ꎮ 未完成的诗«海庇里安» (１８１８—
１８１９)通过新旧两代天神之间的斗争ꎬ说明新的更美好的一

代必将代替旧的一代ꎮ
济慈的作品主要以刻画鲜明具体取胜ꎬ他所写的景物具

有实物感ꎬ这是同他追求美感以逃避现实的思想分不开的ꎮ
尽管他有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不满的一面ꎬ他的诗歌却常常

带有显著的唯美主义色彩ꎮ
瓦尔特司各特(１７７１—１８３２)是欧洲历史小说的创始人ꎬ

出生于苏格兰爱丁堡一个保守的律师家庭ꎬ曾当过律师ꎬ后来

专事写作ꎮ 十八世纪资本主义在苏格兰得到发展ꎬ英国资本

也大量渗入ꎬ破坏了苏格兰的封建经济和长期保存下来的氏

族制度ꎬ引起苏格兰广大阶层特别是农民对英国的仇恨ꎮ 司

各特一生坚持保守的政治立场ꎬ留恋被资本主义破坏了的宗

法社会ꎬ但以同情的态度描写苏格兰农民ꎬ反映了强烈的民族

感情ꎮ 恩格斯充分肯定司各特的小说的认识价值ꎬ他在«家
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在瓦尔特司各特的小说中ꎬ
我们可以看到关于苏格兰高地的这种克兰的生动描写ꎮ”①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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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也十分爱读司各特的小说ꎬ一八六六年他写信给恩格斯

说ꎬ他在最近一次病中不得不停止工作ꎬ“而且甚至使我不能

阅读任何东西ꎬ除了瓦尔特司各特的作品以外ꎮ”①

司各特自幼喜爱苏格兰的民间歌谣和故事ꎬ很早就搜集

这方面的材料ꎮ 一八〇三年出版«苏格兰边区歌谣集»ꎬ总结

了这一时期他采集校订民间文学的工作ꎮ 他还致力于收集各

国民间文学ꎬ并译过歌德的«铁手骑士葛兹»ꎮ
司各特最早的作品是一些长篇历史叙事诗ꎬ如«最末一

个行吟诗人之歌» (１８０５)、«马密恩» (１８０８)、«湖上夫人»
(１８１０)等ꎮ 这些叙事诗一般写中古氏族之间、苏格兰和英格

兰封建主之间的斗争ꎬ情节曲折ꎬ带有恐怖、神秘的浪漫主义

气氛ꎬ近似湖畔派诗人的某些作品ꎻ但作者注意刻画民间风

尚、民族精神和民众场面ꎬ这是他独有的风格ꎮ
司各特在四十三岁时开始写小说ꎬ一共写了约三十部ꎮ

第一部小说«威弗莱»(１８１４)叙述一七四五年苏格兰民族领袖

图谋恢复斯图亚特王朝的故事ꎬ反映了苏格兰人民的反英情

绪ꎮ 接着他又写出«盖曼纳林»(１８１５)和«好古者»(１８１６)ꎮ
这些最早的小说已经表现了作者对民族历史、民俗民情和下

层人民生活的强烈兴趣ꎬ也表现了他的保守的封建地主立场ꎮ
描写苏格兰生活最杰出的作品是«修墓老人»(１８１６)、«罗

伯罗伊»(１８１７)和«中洛辛郡的心脏»(１８１８)ꎮ «修墓老人»
叙说一六七九年苏格兰清教徒为反对英国国教主教制举行起

义、被英王詹姆斯二世镇压的故事ꎮ 这次起义是十七世纪英

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延续ꎮ 詹姆斯力图恢复革命前的封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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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ꎬ镇压那些具有共和主义思想的清教徒ꎮ 小说的主人公莫

顿是一个温和的长老会派的清教徒ꎬ他在激进的长老会派约

翰巴尔福的激励下参加起义ꎬ成为他们的领导者之一ꎮ 小说

以不少篇幅记述苏格兰起义者的群众场面和他们的英勇、坚
定与愤怒ꎮ 他们最初取得了胜利ꎬ但由于缺乏组织和准备ꎬ终
于失败ꎬ莫顿和其他一些领袖被捕ꎮ 作者描绘了清教徒领袖

麦克布莱尔在残酷的审判中所表现的坚毅不屈的气概ꎬ使旁

观者动容ꎬ但是作者又把起义的坚定分子写成宗教狂热者或

褊狭的过激分子ꎮ 司各特写约翰巴尔福惨死ꎬ莫顿由于和贵

族的联系ꎬ只受到放逐的处分ꎬ最终回国和他相爱的贵族女子

结婚ꎮ “光荣革命”后ꎬ作为新教徒的威廉三世取代詹姆斯ꎬ
巩固了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妥协ꎬ缓和了清教徒的反抗情

绪ꎮ 作者对苏格兰人民怀有强烈的民族感情ꎬ也反对保皇党

中最凶恶的上层ꎬ在政治上倾向于和资产阶级妥协的托利派ꎮ
«罗伯罗伊»以支持斯图亚特王朝的雅各派一七一五

年暴动为背景ꎬ写英国北方贵族奥斯包狄斯东一族两支之间

的纠纷ꎮ 一支在伦敦经营海外贸易ꎬ成为金融巨头ꎬ另一支在

英国北部拥有封建庄园ꎬ过着典型的地主式的生活ꎮ 伦敦一

支的弗兰西斯由于同另一支的拉斯里发生争执ꎬ到苏格兰山

区向罗伯罗伊求援ꎮ 罗伯罗伊是苏格兰氏族后裔ꎬ作者

歌颂了这个抗击英国压迫的苏格兰民族英雄ꎬ写他为生活所

迫ꎬ忿而为盗ꎬ盘踞险峻的山区ꎬ在民间行侠ꎬ并率领部族同英

军英勇作战ꎮ
“中洛辛郡的心脏”指的是爱丁堡监狱ꎮ 小说开始时写

一七三六年在爱丁堡发生的苏格兰市民反对英国统治者的暴

动ꎮ 市民因同情一个被处死的走私贩而向市警示威ꎬ但是警

备队长卜丢司下令枪杀群众ꎬ因而被判死刑ꎮ 后来英国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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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令缓刑ꎬ激起市民的极大忿怒ꎮ 群众在走私贩的伙伴罗伯

逊的领导下举行暴动ꎮ 他们从狱中揪出卜丢司ꎬ把他处死ꎮ
小说描写了炽热的群众场面ꎬ表现了群众的机智、团结、镇静

和有组织的行动ꎮ 小说的主要情节却是写苏格兰农民迪恩斯

一家的遭遇ꎮ 迪恩斯的次女爱菲因有杀婴的嫌疑ꎬ被监禁在

“中洛辛郡的心脏”里ꎮ 姐姐珍妮是小说的中心人物ꎬ她不肯

伪造见证来拯救妹妹ꎬ宁可历尽艰苦徒步到伦敦去ꎬ以同乡的

情谊请求苏格兰贵族亚盖尔公爵帮助ꎬ最后见到王后ꎬ使妹妹

获得特赦ꎮ 作者从民族立场同情苏格兰市民和手工业者的反

英暴动ꎬ并以深厚的同情刻画了农民的女儿珍妮ꎮ 但是他用

理想化的手法来描写苏格兰贵族和农民之间的亲如一家人的

宗族关系ꎬ反映了他的保守的政治立场ꎮ 小说还在最后以罗

伯逊为中心安排了一些离奇曲折的情节ꎮ
司各特还写过许多有关英国和法国历史的著名小说ꎬ如

«艾凡赫»(１８２０)、«肯纳尔沃思堡»(１８２１)、«昆廷杜沃德»
(１８２３)等ꎮ «艾凡赫»是作者第一部描述中古生活的作品ꎬ背
景在十二世纪末的英国ꎮ 小说中的主要矛盾是撒克逊贵族和

诺曼贵族、被征服者和征服者之间的剧烈斗争ꎬ作者同情被征

服的撒克逊贵族ꎬ支持撒克逊的自由农民ꎮ 小说通过主人公

撒克逊贵族后裔艾凡赫的冒险经历ꎬ描写了比武、攻打城堡、
骑士爱情、绿林侠盗的生活等场面ꎬ生动地再现了十二世纪英

国的民族矛盾、民族风尚和各阶层的生活ꎮ 作者把国王狮心

理查写成正面人物ꎻ他英勇、正直ꎬ对撒克逊族一贯友好ꎮ 撒

克逊贵族和农民都支持狮心理查ꎬ反对傲慢、凶残的诺曼贵族

和理查的弟弟、企图篡位的约翰ꎮ 他们终于粉碎约翰和诺曼

贵族的阴谋ꎬ狮心理查保住了王位ꎮ 小说中的自由农民就是

民间传说的侠盗罗宾汉和他的伙伴们ꎮ 他们的活动丰富了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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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人民场面ꎮ
«肯纳尔沃思堡»主要写十六世纪伊利莎伯朝恃权争宠

的大臣莱斯特伯爵为了保护自己的声名地位ꎬ残杀了和他秘

密结婚的妻子ꎮ 作者也以生动的细节描写了伊利莎伯女王ꎬ
宠臣萨塞克斯和莱斯特两大派系之间的明争暗斗ꎬ在莱斯特

公爵的城堡肯纳尔沃思举行的招待女王的盛大宴会和各种反

映历史、传说的化装表演ꎮ 小说还穿插了不少伊利莎伯时代

的文坛轶事和有关民间艺人、药师、巫师、小酒店生活的记述ꎬ
使小说成为一部丰富多采的风俗史ꎮ

一八二五年英国发生经济危机ꎬ和司各特有联系的出版

公司破产ꎬ使他负债十三万英镑ꎮ 司各特写书偿债ꎬ因而损害

了健康ꎮ
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取材于十二世纪以后的历史ꎬ善于描写

历史上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ꎬ往往把一些个人的遭遇同巨大

的历史变革结合在一起ꎬ给人民以较为显著的地位ꎮ 他的作品

从民间文学中吸取养分ꎬ富于生动的地域特点和民族色彩ꎬ规
模宏大ꎬ情节离奇曲折ꎬ场面绚丽动人ꎮ 他擅长通过风景和环

境来烘托气氛ꎬ并把它们和故事的发展联系在一起ꎮ 他的小说

为此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形成提供了条件ꎮ 欧洲许多著名

作家推崇他的作品ꎬ有些还受到他的影响ꎬ如法国的巴尔扎克、
雨果、梅里美、大仲马ꎬ俄国的普希金ꎬ意大利的曼佐尼等ꎮ

第四节　 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和雨果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１７８９—１７９４)的政治斗争非常

复杂尖锐ꎬ国内有保皇分子的阴谋破坏ꎬ国外有欧洲封建联盟

国家的武装干涉ꎬ同时革命阵营内部也发生派别斗争ꎮ 在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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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的五年中ꎬ革命形势急剧发展ꎬ经历了三个阶段ꎮ 一七八九

年七月到一七九二年八月是自由主义贵族阶级、国王和大资

产阶级结成联盟的阶段ꎻ一七九二年八月到一七九三年六月

是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吉伦特党执政的阶段ꎻ一七九三年

六月到一七九四年七月ꎬ是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雅各宾党专

政的阶段ꎮ 雅各宾党体现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城市平民

的利益ꎬ是革命的资产阶级最坚决的代表ꎮ 这种复杂而尖锐

的政治斗争在当时戏剧、散文和歌曲里得到强烈的反映ꎮ
这个时期的戏剧比较重要的有悲剧和时事短剧ꎮ 悲剧取

材于历史ꎬ或者歌颂罗马时代的英雄事迹ꎬ或者揭露法国历史

上的封建罪恶和宗教迫害ꎮ 其目的是借古喻今ꎬ服务于当时

的革命事业ꎮ 玛利—若瑟夫谢尼耶(１７６４—１８１１)是写这

类悲剧的著名作家ꎮ 他的时事短剧取材于当时的现实生活ꎬ
没有复杂的情节ꎬ它是革命斗争中逐日发生的重大事件在舞

台上迅速的记录和直接的反映ꎬ颇为革命观众所欢迎ꎮ
为了鼓动和宣传的需要ꎬ演说和政论文盛极一时ꎮ 在封

建专制时代ꎬ演说主要是统治阶级用以宣传宗教的工具ꎮ 资

产阶级革命给演说提供了新的内容和听众ꎬ因而演说体散文

获得迅速的发展ꎮ 这个时期著名的革命领袖马拉(１７４５—
１７９３)、丹东(１７５９—１７９４)、罗伯斯庇尔(１７５８—１７９４)等人也

都是著名的演说家ꎮ 法国在革命以前没有日报ꎬ只有杂志和

不定期的报纸ꎬ而且内容都是属于文学、科学和宗教方面的ꎬ
不涉及政治ꎮ 革命爆发以后ꎬ创办日报之风大兴ꎬ于是与演说

文相类似的政论文也应运而生ꎮ
革命时期歌曲创作极为丰富ꎬ有的是群众自发的创作ꎬ有

的出自职业作家之手ꎮ 在当时传播最广的歌曲中ꎬ«一切顺利»
(１７９０)反映法国人民在革命艰苦时期对革命前途的乐观情绪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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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纽勒歌»(１７９２)讽刺路易十六和王后阴谋叛国、逃亡未

遂的可耻勾当ꎮ 卢歇德利勒(１７６０—１８３６)的«马赛曲»(１７９２)显
示了法国人民保卫祖国、铲除封建暴君的坚强意志ꎬ在抵抗外

国武装侵略的战争中起着“共和国最高统帅”(拿破仑语)的作

用ꎻ玛利—若瑟夫谢尼耶的«出征歌»(１７９４)表达了前后方人

民奋起杀敌、捍卫共和的愿望ꎮ 歌曲是法兰西民族优秀的文学

传统ꎬ这个传统在革命风暴中得到进一步的发扬ꎮ 革命时期的

歌曲诙谐轻快ꎬ充满战斗激情ꎬ它是法国人民爱国精神和革命

精神的光辉体现ꎮ 它对十九世纪革命民主主义诗人贝朗瑞产

生过影响ꎬ而且也为巴黎公社时期的诗人们所批判继承ꎮ
玛利—若瑟夫谢尼耶的哥哥安德烈谢尼耶(１７６２—

１７９４)的诗歌也反映了这个时期的复杂尖锐的政治斗争ꎮ 他

的早期作品表现出享乐主义的倾向ꎬ以及希腊、罗马抒情诗的

影响和造型艺术的特征ꎮ «牧歌集»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作ꎬ
此外他还写过一些科学诗ꎬ歌颂科学发明和启蒙思想ꎮ 一七

八九年革命爆发时ꎬ他同情革命ꎬ发表了迎接自由的颂歌ꎬ但
是在雅各宾党专政时期ꎬ他却参加君主立宪派的政治活动ꎬ反
对雅各宾革命政权ꎬ因而被判处死刑ꎮ 囚禁期间ꎬ他写了«古
体讽刺诗集»(１７９４)ꎬ以正义的化身自居ꎬ对雅各宾政权进行

恶毒咒骂和诬蔑ꎬ暴露出他的反动本质ꎮ
安德烈谢尼耶在诗体改革方面作出大胆的尝试ꎬ反对

亦步亦趋地模仿古代作品ꎮ 他生前只发表过两首诗ꎬ死后二

十五年ꎬ他的诗集才出版问世ꎮ 他的诗受到浪漫派诗人的重

视ꎬ对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巴拿斯派①也产生了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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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九四年雅各宾政权被推翻后ꎬ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

的政权随之建立ꎻ人民群众的处境日益恶化ꎻ巴贝夫的秘密组

织———平等社的活动遭到失败ꎬ保皇党的叛乱不断发生ꎮ 拿

破仑以平息国内叛乱和击退国外封建联军而震动全欧ꎬ但随

之而来的是波旁王朝的复辟ꎮ 一八二四年ꎬ路易十八逝世ꎬ查
理十世执政ꎬ是波旁王朝反动统治最黑暗的时期ꎬ极端保皇分

子进入内阁ꎬ天主教教会势力更为猖獗ꎬ这样就促成了人民群

众反对波旁王朝斗争的高涨ꎮ 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后ꎬ掠夺

革命果实的银行家统治着法国ꎬ金融资产阶级进入全面胜利

和巩固时期ꎬ但同时ꎬ资产阶级的掘墓人———无产阶级也开始

登上历史舞台ꎮ
这一时期法国社会正处于急剧转折之中ꎬ革命和反革命、

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十分激烈、十分尖锐ꎮ 封建势力妄图恢

复革命前的旧秩序ꎬ广大人民群众和资产阶级民主派渴望实

现革命的理想ꎮ 消极的和积极的浪漫主义流派就是上述阶级

斗争的反映ꎮ
在积极浪漫主义文学发展过程中ꎬ卢梭的学说起过重大

的作用ꎮ 卢梭宣扬个性解放ꎬ崇尚想象ꎬ歌颂自然ꎬ肯定感情

是人的思想行为最奥秘的源泉ꎮ 卢梭这种关于感情的学说ꎬ
成为后来浪漫主义作家的思想基础ꎬ导致浪漫主义抒情风格

的形成ꎮ
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ꎬ也受到欧洲其他国家文学的

影响ꎮ 这个时期ꎬ其他国家的作品大量地被介绍到法国ꎬ如英

国的莎士比亚、弥尔顿、拜伦、雪莱ꎬ德国的歌德、席勒以及意

大利但丁的«神曲»、西班牙的民歌ꎮ 这些作家和作品的介

绍ꎬ使法国作家扩大眼界ꎬ在促使他们摆脱古典主义法则的束

缚上起了一定的作用ꎮ
６６



消极浪漫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在法国是同时出现的ꎮ 消

极浪漫主义代表作家是夏多布里盎ꎬ而他的同时代人斯太尔

夫人则有积极浪漫主义的倾向ꎮ 他们都反对古典主义ꎬ但在

政治上并不一致ꎮ 夏多布里盎是正统王朝的拥护者ꎬ斯太尔

夫人则代表自由资产阶级ꎮ 属于消极浪漫主义的还有十九世

纪二十年代开始登上文坛的拉马丁和维尼ꎮ
一八二四年以后ꎬ以雨果为中心的积极浪漫主义者开始

显示他们的力量ꎮ 二十年代后ꎬ法国人民反波旁王朝斗争的

高涨和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广泛传播ꎬ是促使积极

浪漫主义者展开活动的重要原因ꎮ 民主主义诗人贝朗瑞在这

个时期的歌曲创作ꎬ早期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的理论著

作«拉辛和莎士比亚»(１８２３—１８２５)ꎬ都在不同情况下有助于积

极浪漫主义运动的开展ꎮ 一八二七年雨果发表«克伦威尔序

言»ꎬ全面提出浪漫主义的纲领ꎬ是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史上一件

大事ꎮ «序言»从戏剧角度猛烈抨击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ꎬ要求

扩大艺术表现的范围ꎬ强调自然中的一切都可成为艺术题材ꎬ
并提出对照原则ꎬ认为自然中的一切事物都是通过两种不同要

素的对比而表现出来的ꎬ艺术的任务就在于再现一切事物的对

比ꎬ他指出古典主义者违反了自然法则ꎬ只描写“崇高文雅”的
一面ꎬ而忽略了“丑怪粗野”的一面ꎮ 同时«序言»也提出艺术

选择问题ꎬ认为艺术是自然的集中而强烈的表现ꎬ不是单纯表

现事物本身ꎻ艺术的真实是一种高于现实的真实ꎮ 为了做到这

一点ꎬ艺术家必须进行选择ꎬ不是选择“美”的东西ꎬ而是选择有

特点的东西ꎮ «序言»还涉及了描写地方色彩、韵文体优于散

文体以及吸取普通语言等问题ꎮ 尽管«序言»有些看法是错

误的ꎬ例如认为基督教把人类引进新的发展阶段ꎬ并根据基督

教宣扬的“善”与“恶”两种因素构成人的本性这一唯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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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ꎬ提出艺术上的对照原则ꎻ但就其总的精神来说ꎬ«序言»
还是强烈地反映了一八三〇年革命前夕新兴资产阶级的民主

要求ꎬ标志着积极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的公开决裂ꎬ也标志着

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之间的继续分化ꎬ对当时文坛

的影响是极为巨大的ꎮ 作为一个文学运动ꎬ积极浪漫主义不

但有它的纲领ꎬ而且有它的刊物(«地球»)、组织(“第二文

社”)和基本队伍ꎬ参加这个队伍的除了作家以外ꎬ还有画家

和雕刻家ꎮ 一八三〇年二月雨果的«欧那尼»上演ꎬ剧本反封

建暴君的主题ꎬ以及演出时剧院中那场激烈的斗争ꎬ显示着积

极浪漫主义反古典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的胜利ꎮ
消极浪漫主义代表作家勒内德夏多布里盎(１７６８—

１８４８)出身于旧贵族家庭ꎮ 法国革命爆发后ꎬ他曾至北美旅

行ꎬ后来因在反革命战争中受伤ꎬ流亡伦敦ꎬ在那里发表了反

对启蒙思想的«革命论»ꎬ并着手撰写«基督教真谛»ꎮ 一八〇

〇年他发表中篇小说«阿达拉» («基督教真谛» 中一个片

段)ꎬ一八〇一年ꎬ正当拿破仑和罗马教皇签订合作协定之

际ꎬ«基督教真谛»全书出版ꎬ对于恢复宗教势力起了推波助

澜的作用ꎮ 随后他又将书中另一个片段«勒内»抽出ꎬ和«阿
达拉»合印出版ꎮ

«阿达拉»描写爱情和宗教的冲突ꎬ结果宗教战胜了爱

情ꎮ 作者在这里力图使人相信基督教的“庄严伟大”ꎬ宣扬原

始罪恶、惟有基督教能使人免遭尘世苦难等反动观点ꎮ 一个

信奉天主教的印第安女子阿达拉爱上异教徒夏克塔斯ꎬ但是

由于母亲许过愿把她献给上帝ꎬ她不敢违背誓言ꎬ让母亲在来

世受苦ꎬ于是服毒自尽ꎮ 阿达拉临终时ꎬ由于传教士对她进行

天国的说教ꎬ她也就不再感到死亡的痛苦ꎮ 夏克塔斯曾经因

为阿达拉的死而诅咒过天主教的残酷ꎬ最后也与天主教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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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ꎮ 在«勒内»里ꎬ夏多布里盎以他自己为蓝本ꎬ描写一个没

落贵族青年的形象ꎮ 勒内为了追求“无名的幸福”ꎬ焦躁不

安ꎬ四处飘泊ꎬ抱怨宇宙人生ꎬ而对死亡和荒凉残破的景物则

特别留恋ꎮ 勒内这种宿命论的、无法解脱的忧郁心情ꎬ实际上

是被剥夺了特权的贵族阶级对法国革命的不满情绪的集中表

现ꎮ 夏多布里盎对勒内这个人物抱有无限的同情ꎻ他把他写

成世界上最不幸的人ꎬ并认为这种不幸正是出身高贵的勒内

与众不同之处ꎮ 假如说ꎬ作者在«阿达拉»里ꎬ力图使人相信

基督教的“庄严伟大”ꎬ那么在这里ꎬ就是要挽救那个注定要

灭亡的贵族阶级的威望ꎮ
夏多布里盎在政治上一直忠于正统王朝ꎬ波旁王朝复辟

时期ꎬ他又恢复政治活动ꎬ成为当时法国反动政治舞台上一个

重要角色ꎮ 在创作方面ꎬ夏多布里盎还写了小说«殉道者»
(１８０９)、«纳契人» (１８２６)、«阿邦赛拉琪末代王孙的艳遇»
(１８２６)、游记«巴黎至耶路撒冷之行»(１８１１)和自传«墓外回

忆录»(１８５０)等作品ꎮ
夏多布里盎对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ꎮ 而这

些影响ꎬ按其性质来说ꎬ又是复杂的ꎮ 他散布了中古基督教的

有害的偏见ꎬ也对中古文化艺术ꎬ特别是建筑艺术的传播起了

一定的作用ꎮ 他扩大了自然描写的范围ꎬ使海洋、山岳、森林、
陵阙等巨型景物进入文学领域ꎬ但他笔下的自然景物都是为

他的消极反动思想服务的ꎮ 他创造了“世纪病”的病态形象ꎻ
年轻一代的浪漫派作家ꎬ特别是拉马丁和维尼ꎬ都受到这一病

态的意识形态的感染ꎮ 他提出历史比较的文学批评方法ꎬ反
对古典主义诗学的绝对标准ꎬ但这也不过是为了维护他本阶

级的利益而采取的一种文艺上的改良主义措施而已ꎬ因为古

典主义诗学的绝对标准ꎬ作为一种宣传工具来看ꎬ在当时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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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继续很好地为封建贵族政治服务了ꎮ
夏多布里盎的文体ꎬ矫揉造作ꎬ炫耀辞藻ꎬ但这仍然无法

掩盖思想内容的虚伪性和反动性ꎮ 马克思曾对夏多布里盎作

品的内容与形式提出了严厉的批判ꎮ
马克思指出:“这个写起东西来通篇漂亮话的家伙ꎬ用最

反常的方式把十八世纪贵族阶级的怀疑主义和伏尔泰主义同

十九世纪贵族阶级的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在一起ꎻ”①马

克思还指出:“这个作家我一向是讨厌的ꎮ 如果说这个人在

法国这样有名ꎬ那只是因为他在各方面都是法国式虚荣的最

典型的化身ꎬ这种虚荣不是穿着十八世纪轻佻的服装ꎬ而是换

上了浪漫的外衣ꎬ用新创的辞藻来加以炫耀ꎻ虚伪的深奥ꎬ拜
占廷式的夸张ꎬ感情的卖弄ꎬ色彩的变幻ꎬ文字的雕琢ꎬ矫揉造

作ꎬ妄自尊大ꎬ总之ꎬ无论在形式上或在内容上ꎬ都是前所未有

的谎言的大杂烩ꎮ”②

二十年代登上文坛的消极浪漫主义诗人阿勒封斯德
拉马丁(１７９０—１８６９)生于旧贵族家庭ꎮ 一八二〇年他发表

«沉思集»ꎬ歌颂爱情、死亡、大自然和上帝ꎮ 对拉马丁来说ꎬ
人生是痛苦和失望的源泉ꎬ因而他把理想寄托在已经消逝的

事物和天堂的幻想上面ꎬ或者向大自然寻求安慰ꎮ 拉马丁在

«新沉思集»(１８２３)和«诗与宗教的谐音集»(１８３０)中继续发

挥«沉思集»的主题ꎬ但忧郁的气氛已被作者日益明确的宗教

信念所代替ꎮ 拉马丁在一切现象背后都看到上帝的存在ꎬ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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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切现象都成为他赞美上帝的借口ꎮ
拉马丁早在二十年代就已经开始政治生活ꎬ一八三〇年

七月革命后ꎬ逐渐从保守立场转到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立场ꎬ宣
传人道主义思想ꎬ强调要使诗歌为宣传自己的思想服务ꎮ 一

八三六年发表的史诗«若瑟兰»反映了拉马丁在这个时期的

精神面貌ꎮ 若瑟兰是一个年轻教士ꎬ为了履行宗教职责ꎬ他牺

牲了对罗朗丝的爱情ꎬ在僻远的山村里ꎬ过着隐忍、虔诚的生

活ꎬ救济贫困ꎬ宣传热爱宇宙万物的泛神论思想ꎮ 尽管«若瑟

兰»描写阿尔卑斯山的自然景物和乡村生活ꎬ但作品的中心

思想却是反动的ꎬ作者在这里力图把基督教和社会主义调和

起来ꎬ用“博爱仁慈”缓和阶级矛盾ꎬ美化宗法社会生活ꎮ 马

克思和恩格斯对拉马丁作了严厉的批判ꎬ指出他在一八四八

年二月革命中起了“削弱无产者的革命斗志”①的作用ꎮ
另一个消极浪漫主义诗人阿勒弗莱德维尼(１７９７—

１８６３)ꎬ贵族出身ꎮ 一八三五年他发表由三个中篇小说组成

的集子«军人的屈辱与荣誉»ꎬ根据自己过去军营生活的回

忆ꎬ描述士兵的悲惨命运ꎮ 同年演出«查特顿»ꎬ剧本取材于

十八世纪英国青年诗人查特顿因贫困而自杀的故事ꎬ谴责了

资本主义社会金钱统治的罪恶ꎮ 一八三七年以后ꎬ维尼开始

过离群索居的生活ꎬ走进“象牙之塔”ꎮ 遗著«命运集»(１８６４)
是他在诗歌方面的代表作ꎮ

维尼是一个反映没落阶级情绪的哲理诗人ꎮ 他生活在资

本主义获得胜利的社会中ꎬ眼见自己所属的贵族阶级必然要

遭到灭亡ꎬ因此感到绝望(«摩西»)ꎮ 他悲叹爱情和大自然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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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给人安慰(«参孙的愤怒»、«牧童住宅»)ꎬ甚至上帝也同

大自然一样冷酷无情(«橄榄树山»)ꎮ 他这种对旧制度必然

遭到灭亡的认识和对旧制度所抱的孤臣孽子的心情ꎬ使他摆

出一副忍苦傲世、消极沉默的态度ꎬ来对抗历史的前进ꎮ 维尼

采用象征的手法ꎬ把他个人的矛盾和痛苦说成是全人类的ꎮ
他的诗给六十年代巴拿斯派铺平了道路ꎮ

十九世纪初ꎬ对积极浪漫主义起过重要作用的资产阶级

自由主义作家斯太尔夫人(１７６６—１８１７)ꎬ是瑞士银行家、路
易十六的财政大臣内克的女儿ꎮ 她早年接受了启蒙思想的影

响ꎬ特别崇拜卢梭ꎮ 斯太尔夫人最初拥护资产阶级革命ꎬ可是

在雅各宾党开始专政时ꎬ她曾怀着惊恐的心情一度离开法国ꎮ
拿破仑执政后ꎬ她在巴黎的沙龙成为不满拿破仑独裁政治的

人们的活动中心ꎻ另一个自由资产阶级政论家、中篇小说«阿
道尔夫»(１８０７)的作者班加曼贡斯当(１７６７—１８３０)是这个沙

龙中的重要人物ꎮ 一八〇〇年斯太尔夫人发表«论文学»ꎬ其中

对自由的颂扬ꎬ实际上是对拿破仑的公开挑战ꎮ 一八〇二年发

表的小说«黛菲妮»ꎬ因为带有反教会的倾向ꎬ同拿破仑与罗马

教皇签订合作协定的政策相抵触ꎬ引起了拿破仑的不满ꎮ 从

这时起ꎬ斯太尔夫人开始她的流亡生活ꎬ游历欧洲各国ꎮ 一八

〇七年小说«柯莉娜»出版ꎬ一八一〇年她写成«论德意志»ꎮ
在这时期ꎬ自由资产阶级的摇摆性在斯太尔夫人身上表现得

更为突出ꎮ 她力图同拿破仑政权和解ꎬ并且接受了天主教信

仰ꎮ 但对拿破仑垮台后的波旁王朝复辟ꎬ她还是采取反对的

态度ꎮ 欧洲封建联军进占巴黎的消息ꎬ使她感到万分痛苦ꎮ
她说法兰西是她的祖国ꎬ法兰西的不幸就是她的不幸ꎮ

作为小说家的斯太尔夫人ꎬ在«黛菲妮»和«柯莉娜»两部

作品中ꎬ第一次在法国文学领域提出妇女自由权利和社会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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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习惯之间的矛盾的问题ꎮ 黛菲妮是一个天真热情的女子ꎬ
可是她的坦率的行为ꎬ不但为封建道德和教会偏见所不容ꎬ而
且始终得不到情人莱昂斯德蒙多维勒的谅解ꎬ最后服毒

自尽ꎮ 柯莉娜是一个渴望个性自由、热情奔放的意大利女诗

人ꎬ年幼时备受继母的歧视和迫害ꎬ后来和英国青年奥斯华尔

德相爱ꎮ 但是奥斯华尔德出身于清教徒家庭ꎬ性情拘谨ꎬ终于

牺牲对柯莉娜的爱情ꎬ遵照父亲的遗嘱ꎬ和一个符合贤妻良母

标准的女子结婚ꎬ致使柯莉娜感到绝望ꎬ抱疾而终ꎮ 黛菲妮和

柯莉娜二人临死时都同天主教和解了ꎬ把实现幸福的希望寄

托在天国的梦想上ꎮ 斯太尔夫人力图证明社会传统势力不可

避免地要战胜个人意志和个人热情ꎮ 两个女主人公对社会传

统发出抗议ꎬ而最后又屈服于宗教信仰ꎮ 她用皈依宗教来解

决她们的命运问题ꎮ 在这里她所表现的摇摆和软弱立场ꎬ对
当时自由资产阶级来说ꎬ是有代表性的ꎮ

斯太尔夫人对文学理论和批评也有所贡献ꎮ 她在这方面

的许多见解ꎬ对浪漫主义文学的成长和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

学批评的发展ꎬ起过重大的作用ꎮ 她在«论文学»中着重阐述

文学发展和社会状况之间的相互关系ꎬ要求用历史比较的方

法来代替古典主义文学法则ꎬ认为批评家应该从产生作品的

政治社会环境中去理解和说明作品的特征ꎬ而不是像古典主

义者那样ꎬ用一个固定的、统一的标准去衡量各个时代的文

学ꎮ 在«论德意志»中ꎬ斯太尔夫人介绍了德国的风俗习惯、
文化艺术和哲学思想ꎬ阐述了在«论文学»中已经提出的南方

文学(古典主义文学)和北方文学(浪漫主义文学)相对立的

论点ꎮ 她猛烈抨击矫揉造作的沙龙文学和妨碍创作自由的以

希腊、罗马文学为规范的古典主义法则ꎮ 她认为受资产阶级

革命影响的浪漫主义文学将比过去的文学更有力量ꎬ更有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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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性ꎬ因为它是在本民族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ꎬ它反映了本国

的历史和宗教ꎮ 她提出“用我们自己的感情来感动我们自

己”ꎮ 她还强调法国应向莱茵河彼岸的作家如歌德、席勒、史
雷格尔兄弟等学习ꎮ

法国民主主义诗人和歌手彼埃尔—若望贝朗瑞

(１７８０—１８５７)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ꎮ 他在大革命的年代

里度过他的童年ꎬ受到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ꎻ先后当过旅店雇

工、排字工人、店铺学徒、图书馆馆员ꎮ 他于一七九八年开始

创作ꎬ最初写哀歌、喜剧和歌剧ꎬ后来才写歌曲ꎮ 他的第一首

著名歌曲«意弗都国王»(１８１３)假借十四世纪法国民间故事ꎬ
讽刺拿破仑穷兵黩武的政策ꎮ 这首歌曲的成功使贝朗瑞更加

坚决地从事社会政治歌曲的创作ꎮ
贝朗瑞的歌曲创作在复辟时期达到了高峰ꎮ 路易十八即

位后ꎬ贝朗瑞就认为自己唯一的任务是要帮助人民群众从白

色恐怖下解放出来ꎮ «白帽徽»(１８１６)揭露贵族的卖国行为ꎬ
讥讽那些要为侵略者的胜利而干杯的流亡贵族ꎮ «贵族狗告

状»(１８１４)嘲笑流亡贵族企图恢复封建特权ꎮ «加拉巴侯爵»
(１８１６)揭露专横暴戾的大地主的丑态ꎬ加拉巴要向“贱民”宣
战ꎬ威胁他们去履行封建义务ꎬ并要把这些特权传给他的后

裔ꎮ 贝朗瑞的笔锋也指向法国反动势力的堡垒———教会僧

侣ꎮ 他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满口仁义道德、维护统治阶级利益

的天主教ꎬ如«头脑简单的查理的加冕» (１８２４)、«教皇的婚

礼»等ꎮ 他的歌曲最初以传单的形式出现ꎬ后来才印成集子ꎮ
复辟政府曾多次逮捕他ꎬ但他在监狱里继续斗争ꎬ人民群众纷

纷起来为他向政府抗议ꎮ 他的创作在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的

日子里成为反波旁王朝的有力武器ꎮ
七月革命后ꎬ他在政治上摇摆不定ꎬ投票赞成路易菲力

４７



浦为法国国王ꎮ 但他很快就看出新政权的丑恶本质ꎬ拒绝接

受七月王朝给他的职位ꎮ «七月的坟墓» (１８３２)表示他对革

命后果的失望ꎬ于是富翁、大资产阶级成为他在这个时期讽刺

的对象ꎮ 他揭露资产阶级当权者的实质(«蜗牛»ꎬ１８４０)ꎬ指
控资产阶级社会秩序(«年老的流浪汉»)ꎬ对劳动群众的悲惨

命运寄以深切的同情(«杰克»)ꎮ 他这个时期的作品也突出

地反映了空想社会主义对他的影响ꎬ流露出不经过暴力斗争

便可以消灭帝王的思想ꎮ 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ꎬ他的歌曲

再度发出战斗的号召ꎬ预言暴君一定要淹没在革命的洪流中

(«洪水»ꎬ１８４７)ꎮ 一八四八年革命失败后ꎬ他在«死神和警

察»里ꎬ对第二帝国进行了强有力的讽刺ꎮ
贝朗瑞的创作具有鲜明的倾向性和现实意义ꎮ 他的艺术

特点是形象鲜明突出ꎬ有血有肉ꎬ概括了一定的社会典型现

象ꎮ 他塑造艺术形象的手法和形式是多样的ꎬ故事性、戏剧性

比较强ꎮ 他提问题的方法有时直截了当ꎬ开门见山ꎻ有时运用

比喻和寓言ꎮ 他的语言纯朴自然ꎬ丰富多采ꎬ没有空洞的字眼

和华丽的辞藻ꎬ是人人都能了解的人民语言ꎮ 每首歌词都具

有和谐的韵律ꎬ明快动听ꎮ 这些特点和民间歌谣ꎬ特别是和大

革命时期的歌曲有密切的关系ꎮ 贝朗瑞既继承了这些优良传

统ꎬ又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ꎬ从而使歌曲成为完美的文艺作

品ꎮ 他的创作之所以有如此成就ꎬ是与他的民主主义思想和

歌曲应为现实斗争服务的文艺观点分不开的ꎮ 他的歌曲为广

大人民所喜爱ꎬ成为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有力的思想武

器ꎬ同时也遭到反动统治者的诽谤ꎮ 他死后ꎬ有些资产阶级文

学史家又极力贬低他的作品的价值ꎬ但是都未能损害贝朗瑞

的艺术的光辉ꎮ
维克多雨果(１８０２—１８８５)是法国积极浪漫主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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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表ꎮ 他的一生占了十九世纪四分之三以上的时间ꎮ 雨果

生于法国东部贝桑松ꎬ他的父亲是拿破仑部下的军官ꎬ母亲信

奉旧教ꎬ拥护王室ꎮ 在政治上ꎬ青年时期的雨果同情保皇党ꎬ
一八二六年开始从保皇主义转向资产阶级自由主义ꎮ 在文学

上ꎬ他从创作歌颂王朝和天主教的诗歌(«颂歌和杂诗»ꎬ１８２２)ꎬ
从否认文坛上存在着古典主义同浪漫主义的分歧ꎬ到企图调

解分歧(«新颂歌集»ꎬ１８２４)ꎬ最后则完全站到新兴浪漫主义

一边ꎮ 这一转变以一八二七年发表的剧本«克伦威尔»和«克
伦威尔序言»为标志ꎮ 剧本因为不符合舞台艺术的要求ꎬ未
能演出ꎮ 但序言却成为当时浪漫主义运动的一篇重要宣言ꎮ
一八二九年发表«东方集»ꎬ表现出雨果对二十年代希腊人民

争取独立斗争的同情ꎮ 诗集除了歌颂希腊独立战争的主题以

外ꎬ还描写了地中海沿岸国家的风土人情ꎬ但也有些诗和所谓

东方主题无关ꎮ 一八二九年出版中篇小说«一个死囚的末

日»ꎬ呼吁废除死刑ꎬ是雨果人道主义思想最早的体现ꎮ
一八三〇年二月二十五日演出他的«欧那尼»ꎮ 剧本叙

述十六世纪西班牙一个贵族出身的强盗欧那尼为父复仇、同
国王抗争的故事ꎬ但是其中的反封建思想很不彻底ꎮ 剧中国

王卡尔洛先是一个暴君ꎬ后来又成为开明皇帝ꎻ强盗欧那尼原

来和国王势不两立ꎬ当面斥责他暴虐无道ꎬ后来又和他妥协ꎬ
感恩戴德ꎮ 主要人物具有骑士精神ꎬ封建社会的荣誉观念在

这里受到赞扬ꎮ 作者一方面反对封建暴君ꎬ一方面又赞扬封

建道德ꎬ歌颂开明皇帝ꎬ这种思想上的矛盾和混乱ꎬ正是这个

时期雨果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治立场的反映ꎮ 不过尽管如

此ꎬ剧本所包含的反封建暴君的主题ꎬ仍然反映了一八三〇年

七月革命前夕反对复辟王朝斗争的迫切性和尖锐性ꎬ因而剧

本演出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ꎮ 同时在表现形式方面ꎬ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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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一反古典主义戏剧的惯例ꎬ大量采用奇情剧的手法ꎬ如乔

装、密室、毒药、宝剑等ꎬ以加强舞台效果ꎮ 不论在内容上还是

形式上ꎬ«欧那尼»都体现了«克伦威尔序言»中提出的艺术必

须从古典主义“解放”出来这一原则ꎮ
雨果热情地迎接七月革命ꎮ 他在«致年轻的法兰西»

(１８３０)中赞扬革命的胜利ꎬ又在«赞美诗»(１８３１)中歌颂为革

命英勇牺牲的战士ꎮ
一八三一年发表长篇历史小说«巴黎圣母院»ꎮ 故事发

生在十五世纪的巴黎ꎮ 巴黎圣母院副主教克洛德孚罗洛追

逐吉卜赛卖技女子爱斯梅拉达ꎬ他的“爱”实际上是在道貌岸

然的外表掩盖下的罪恶的情欲ꎮ 圣母院撞钟人驼背的伽西莫

多也爱慕爱斯梅拉达ꎬ他虽然外形丑陋ꎬ他的爱却是“全心全

意”的ꎬ雨果把伽西莫多写成一个“忠诚”、“勇敢”、具有“自
我牺牲”精神的人ꎮ 雨果在这里宣扬了“爱情”和“仁慈”可以

创造奇迹、改变人的精神面貌的人道主义思想ꎬ但同时也对中

古教会的黑暗和罪恶进行揭露ꎮ 孚罗洛一面宣扬禁欲主义ꎬ
一面对爱斯梅拉达产生邪念ꎬ并因劫持未遂而加以陷害ꎬ将她

置于死地ꎮ
既体现中古艺术成就、又体现中古基督教偏见的巴黎圣

母院ꎬ在小说中占有重要地位ꎻ它是十五世纪巴黎的心脏ꎬ同
时也是小说情节线索的集结点ꎮ 书中对教堂钟声所作的淋漓

尽致的描绘ꎬ具有巨大的艺术感染力ꎮ 钟声使全城活跃ꎬ使遭

人唾弃的撞钟人伽西莫多暂时获得了精神上的解放ꎮ
在小说中ꎬ作者还描写了巴黎无产者的武装暴动ꎮ 雨果

看到ꎬ这一群被封建社会唾弃的人不仅是反对法官和领主、而
且是反对国王路易十一本人的一支力量ꎮ 国王为法国的统一

而同法官、领主作斗争ꎬ但又敌视人民群众ꎮ 小说虽然充满资

７７



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ꎬ但较之剧本«欧那尼»ꎬ具有更为明确

的反封建倾向ꎮ 讽刺的锋芒不只是指向封建贵族ꎬ也指向作

为封建势力的重要支柱的天主教教会ꎮ
一八三一年ꎬ雨果发表«秋叶集»ꎮ 在这本描写家庭生活

和个人心情的诗集里ꎬ作者仍然写出了像«朋友ꎬ最后一言»
这样的诗篇ꎬ肯定诗歌的战斗任务ꎬ宣称要用刚毅雄健的音调

代替柔和平静的歌唱ꎮ 一八三二年演出剧本«逍遥王»ꎬ演完

头一场即被禁止ꎬ因为剧本揭露了十六世纪法国国王弗朗索

瓦一世及其宫廷的荒淫无耻ꎮ 中篇小说 «穷汉克罗德»
(１８３４)是六十年代完成的长篇社会小说«悲惨世界»的前奏ꎬ
雨果在这里提出工人因贫困而犯罪的问题ꎬ幻想通过道德教

育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ꎮ 从一八三五到一八四〇年ꎬ
雨果出版«黄昏之歌»、«心声集»和«光与影»三部诗集ꎬ描写

社会政治主题的诗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ꎮ 剧本«吕伊布拉

斯»(１８３８)通过历史题材ꎬ对七月王朝统治集团进行抨击ꎮ
三、四十年代雨果作品中的揭露性和抗议性不断增强ꎬ这是和

七月革命后法国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有密切联系的ꎮ 但同

时也不能不看到ꎬ雨果这时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ꎬ
幻想调和各敌对阶级ꎬ寻找君主制和民主制合作的可能ꎬ这就

导致他这一时期在政治上和七月王朝的妥协ꎮ 他在一八四一

年发表拥护君主立宪政体的演说ꎬ一八四五年被接纳为贵族

院议员ꎻ同时ꎬ他作品中的某些神秘思想和悲观情绪ꎬ显然也

是和他的摇摆不定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立场分不开的ꎮ 一八

四三年«卫戍官»上演失败以后ꎬ作为一个作家ꎬ雨果沉默了

将近十年ꎮ 直到一八四八年革命后ꎬ特别是一八五一年拿破

仑三世政变后ꎬ他的创作才又开始一个新的阶段ꎮ
阿勒弗莱德缪塞(１８１０—１８５７)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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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被称为浪漫主义的“顽皮孩子”ꎬ中年以后对人生和社会

问题表示关怀ꎮ 他的第一部诗集«西班牙和意大利故事»
(１８３０)着力鼓吹狂暴的热情ꎬ描写荒唐的事迹和奇异的地方

色彩ꎬ但同时也对这些时髦题材持一种讽刺态度ꎮ 诗集«坐着

扶手椅观剧»(１８３２)对异国情调和感伤主义的讽刺更为突出ꎮ
一八三五年ꎬ在和女作家乔治桑的感情破裂后ꎬ缪塞写

了«四夜组诗»ꎬ诗中充满颓废思想ꎮ
一八三六年发表的«一个世纪儿的忏悔»是一部自传性

小说ꎮ 作者在主人公沃达夫的形象中描写十九世纪二十年代

一个感染“世纪病”的资产阶级知识青年ꎮ 按照作者的解释ꎬ
拿破仑帝国的崩溃和对拿破仑英雄主义的幻灭ꎬ是产生沃达

夫的怀疑和忧郁的社会根源ꎮ 在分析这种根源时ꎬ缪塞表达

了二十年代法国知识青年对拿破仑的怀念和对僧侣当道的复

辟王朝的不满ꎮ
缪塞还写过一些剧本(«喜剧与格言»)ꎬ其中有的取材于

历史ꎬ有的取材于民间故事和日常生活ꎬ一般都以恋爱心理描

写为主要内容ꎮ
积极浪漫主义小说家乔治桑(１８０４—１８７６)原名露西

奥朱尔杜邦ꎬ是拿破仑时代一个军官的女儿ꎮ 乔治桑

从中学毕业ꎬ就对政治、文学和舞台艺术发生浓厚的兴趣ꎬ尤
其崇拜卢梭的学说ꎮ 她十八岁时和杜德芳男爵结婚ꎬ因婚姻

不幸ꎬ九年后离家出走ꎬ到巴黎从事文艺创作ꎮ 一八三二年发

表«印第安娜»ꎬ获得很大的成功ꎮ 接着她又写成«华伦蒂纳»
(１８３２)、«莱莉亚»(１８３３)、«杰克»(１８３４)等小说ꎮ 这些小说

的中心内容ꎬ都是写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的妇女命运问题ꎮ
作者从人道主义出发ꎬ反对阻碍妇女个性解放的资产阶级道

德观念ꎬ揭发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ꎮ 乔治桑在争取妇女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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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自由和社会地位的同时ꎬ也歌颂爱情至上的思想ꎮ
四十年代ꎬ乔治桑认识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拉曼奈

(１７８２—１８５４)和彼埃尔勒鲁(１７９７—１８７１)等人ꎬ并积极参

加他们的宣传活动ꎮ 从这时起ꎬ乔治桑在创作上便从“个
人问题小说”转入“社会问题小说”ꎬ写了«周游法国的旅伴»
(１８４０)、«安吉堡的磨工» (１８４５)、«安多亚纳先生的犯罪»
(１８４７)等作品ꎬ其中的正面人物全是一些主动放弃特权的善

良仁慈的贵族ꎮ 作者力图证明“仁慈”、“博爱”可以导致阶级

合作ꎬ幻想实现所谓社会主义的理想生活ꎮ
一八四八年革命以后ꎬ由于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力量和对

革命前途感到失望ꎬ乔治桑放弃巴黎的政治生活ꎬ隐居到故

乡的庄园中ꎬ写她在一八四六年即已开始写作的田园小说ꎮ
这类小说如«魔沼» (１８４６)、«小法岱特» (１８４９)、«弃儿法朗

莎»(１８５０)等ꎬ虽然对农村资产者的自私自利和重利盘剥提

出谴责ꎬ却也大大美化了小农经济制度下的农村生活:宁静的

大自然ꎬ淳厚的习俗ꎬ友爱的感情ꎻ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人满

足于现状ꎬ不要求摆脱个人的不幸命运ꎬ对社会重大问题更是

漠不关心ꎬ一切都沉浸在牧歌气氛之中ꎮ 一八四八年以后ꎬ乔
治桑的小说和戏剧大力维护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ꎬ表现出

严重的保守倾向ꎮ 她晚年还写过一些关于十七世纪上流社会

生活的小说ꎬ这表明她离开她当时的现实斗争越来越远了ꎮ
乔治桑总共写过百卷以上的文艺作品、二十卷回忆录、

大量的书简和有关政治社会问题的论文ꎬ在法国拥有广大的

读者ꎬ也受到欧洲先进作家和理论家的推崇ꎮ 她的作品虽然

有很多缺陷ꎬ但毕竟反映了一八三〇到一八四八年这一时代

的民主思想和进步要求ꎬ描绘了“穷人和受轻视的阶级”ꎮ 她

属于恩格斯在一八四四年所说的“作家当中的新流派”ꎬ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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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派正是那个“时代的旗帜”①ꎮ

第五节　 意大利浪漫主义文学

十八世纪末叶ꎬ意大利处于奥地利、西班牙的奴役和各邦

封建君主以及罗马教廷的统治下ꎬ资本主义发展缓慢ꎬ资产阶

级力量弱小ꎮ 法国大革命推动了意大利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

的斗争ꎮ 一八〇五年拿破仑取得意大利王位ꎬ实施某些资产

阶级性质的政治经济改革ꎬ废除贵族、教会特权ꎬ打击了封建

势力ꎬ资本主义有了新的发展ꎮ 拿破仑失败和维也纳会议后ꎬ
意大利重新遭受奥地利的蹂躏ꎬ封建王朝和教皇政权实行复

辟ꎬ反动势力十分猖獗ꎮ 但黑暗统治促使人民的民族意识和

革命觉悟不断提高ꎬ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也在逐渐增长ꎬ民族

复兴运动蓬勃兴起ꎮ 贵族自由派领导的秘密革命团体烧炭党

在一八二〇、一八二一年先后起义ꎬ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政治纲

领ꎬ不依靠群众ꎬ起义遭到失败ꎮ 一八三〇年法国七月革命

后ꎬ意大利资产阶级对于统一和民主的要求愈益迫切ꎬ资产阶

级民主派取代贵族自由派成为民族复兴运动的领导力量ꎮ 一

八三一年ꎬ马志尼领导的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青年意大利”
成立ꎬ明确提出建立独立自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口号ꎮ 争

取民族解放的起义不断爆发ꎬ特别是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

巴勒莫、米兰、威尼斯、罗马等地的起义ꎬ声势浩大ꎬ席卷全国ꎬ
猛烈冲击了奥地利侵略者和国内世俗封建主的统治ꎬ为未来

的胜利创造了条件ꎮ
民族复兴运动对意大利文学产生过深刻的影响ꎮ 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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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恩格斯:«大陆上的运动»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１ 卷ꎬ第 ５９４ 页ꎮ



浪漫主义是这一运动在文学上的产物和反映ꎮ 浪漫主义者强

调文学同时代精神和社会生活的联系ꎬ采用诗歌、历史剧、历
史小说等体裁ꎬ讴歌爱国主义ꎬ维护民族尊严ꎬ抒发人民渴望

独立和自由的崇高理想ꎬ诅咒民族压迫和封建专制ꎬ发挥了重

要的社会作用ꎮ 同时ꎬ浪漫主义文学也反映出民族复兴运动

的弱点和领导运动的资产阶级政治上、经济上的软弱性ꎮ 不

少作家脱离和轻视人民群众ꎬ受基督教思想的影响较深ꎬ他们

在作品中大都只是提出民族问题ꎬ而回避社会问题ꎻ一些作家

在革命低潮时期陷于悲观动摇ꎬ有的甚至公开反对革命ꎮ
乌哥福斯科罗(１７７８—１８２７)是意大利最早的浪漫主

义作家ꎬ曾参加反抗奥地利侵略者的斗争ꎮ 他的作品反映出

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这一代先进青年目睹祖国的不幸ꎬ
渴望自由解放ꎬ但是找不到出路的情绪ꎮ 著名长篇小说«雅
科波奥尔蒂斯的最后书简»(１８０２)鲜明地表达了意大利爱

国者对拿破仑法国的痛苦的失望ꎮ 另一个早期浪漫主义作家

西尔维奥佩利科(１７８９—１８５４)最初是烧炭党运动的支持

者ꎬ后来投奔反动阵营ꎮ 他的第一部悲剧«利米尼的弗朗西

斯科»(１８１５)取材于但丁的«神曲»ꎬ抒发对祖国的热爱ꎬ但流

露出宗教情绪ꎮ 一八一八年ꎬ他主办第一个浪漫主义文学刊

物«调解人»ꎬ传播民族复兴的思想ꎮ 一八二〇年因参加烧炭

党活动被奥地利当局逮捕ꎬ长期监禁ꎮ 他出狱后所写的«我
的囚徒生活»对暴力革命表示畏惧和厌恶ꎬ鼓吹基督教的温

顺、宽容ꎮ 这种错误说教在他以后的作品中得到进一步发展ꎮ
乔万尼白尔谢(１７８３—１８５１)是意大利浪漫主义的理

论家、诗人ꎮ 他出身于商人家庭ꎬ是烧炭党的成员ꎮ 一八二一

年参加皮埃蒙特起义ꎬ起义失败后被迫长期流亡国外ꎻ一八四

八年回国参加著名的米兰起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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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格利佐斯多莫给儿子的亦庄亦谐的信»(１８１６)ꎬ被
称为意大利浪漫主义的宣言ꎮ 他在信中提出浪漫主义诗歌的

创作原则:诗歌应该描写自然ꎬ反映现实ꎬ表达同时代人的思

想和激情ꎬ成为“活人的诗”和心灵的镜子ꎻ反对盲目崇尚和

模仿古人ꎬ脱离时代ꎻ诗歌应该跳出上层社会的狭窄天地ꎬ
“面向人民”ꎻ诗歌的形式要突破传统的框框ꎬ生动活泼ꎬ不受

拘束ꎬ直接、鲜明地抒发作者的情感ꎮ 白尔谢所说的“人民”ꎬ
有时又称“中等阶级”ꎬ实际是指资产阶级ꎮ 他的观点反映了

在民族复兴运动中登上政治舞台的资产阶级的要求ꎮ
长诗«帕尔加的逃亡者» (１８２１)通过巴尔干半岛帕尔加

共和国一个流亡者的叙述ꎬ描写土耳其的野蛮侵略给他的祖

国带来的悲惨命运ꎮ 长诗以高昂的激情歌颂帕尔加人民在抗

击入侵者的斗争中英勇无畏、宁死不屈的精神ꎬ和誓以战斗赢

得独立和自由的坚强信念ꎬ揭露英国政府对帕尔加人民背信

弃义的行径ꎮ 这首诗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ꎬ表达了正在争取

民族解放的意大利人民的心声ꎮ
爱国主义精神也有力地贯穿在组诗«谣曲集» (１８２２—

１８２４)里ꎮ 白尔谢以深切的同情申诉意大利人民在奥地利统

治下遭受的深重灾难(«朱丽娅»)ꎬ赞颂献身于祖国解放事

业、流亡国外的烧炭党人ꎬ谴责背叛意大利、镇压人民的封建

君主(«克拉丽娜»)ꎬ描述意大利人民对侵略者的普遍的憎

恨ꎬ指出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对立(«追悔»、
«玛蒂尔达»)ꎮ 组诗«幻想» (１８２９)回忆中世纪伦巴第人民

反抗外来侵略的光荣历史ꎬ激励现代意大利人民奋起斗争ꎻ诗
人有力地表明:自由从不赏赐给懦夫ꎬ它属于为自由斗争的战

士ꎮ 一八三一年ꎬ波伦尼亚、莫德纳起义爆发ꎬ白尔谢立即写

了«拿起武器!»一诗ꎬ号召人民用武装斗争迎接自由统一的

３８



新意大利的诞生ꎮ 铿锵雄健的诗句“起来ꎬ意大利! 起来ꎬ拿
起武器! 你解放的日子已经来临!”鼓舞了爱国志士的斗争ꎮ
白尔谢的诗歌吸取民歌的特点ꎬ感情奔放ꎬ豪迈有力ꎬ人物内

心活动刻画得比较细腻ꎮ
亚历山德罗曼佐尼(１７８５—１８７３)是意大利浪漫主义

的重要作家ꎮ 他出生于米兰一个贵族家庭ꎬ外祖父是著名的

启蒙思想家、律师ꎮ 他自幼接受启蒙主义和伏尔泰思想的熏

陶ꎬ成年后拒绝继承父亲的伯爵封号ꎮ 一八〇五到一八一〇

年寓居巴黎ꎬ受到欧洲进步哲学思潮和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

影响ꎮ 曼佐尼站在自由资产阶级的立场ꎬ赞助法国革命和本

国民族复兴运动ꎬ反对教会对民族独立统一事业的干预ꎮ 一

八一〇年ꎬ他接受洗礼ꎬ皈依基督教ꎬ企图把启蒙主义和宗教

信仰、资产阶级革命的要求和基督教宣扬的平等仁爱的教义

糅合起来ꎬ这使他的创作充满了复杂深刻的矛盾ꎮ
民族复兴运动的精神在曼佐尼的诗歌中得到反映ꎮ 他十

六岁写作的第一首诗«自由的胜利»采用象征手法ꎬ欢呼法国

革命ꎬ赞颂自由、平等对封建暴君和异族统治者的胜利ꎬ抨击

教会对进步科学文化的迫害ꎮ «利米尼宣言»(１８１５)发出“团
结就是自由”的号召ꎬ呼吁一切爱国者联合起来ꎬ争取祖国的

独立和自由ꎮ 一八二一年烧炭党发动伦巴第起义ꎬ他写了颂

诗«一八二一年三月»ꎬ热忱歌颂在民族解放斗争中英勇献身

的战士ꎮ 这首诗直到一八四八年米兰起义时才得以问世ꎬ在
起义者中间广泛流传ꎬ成为激励他们斗争的战歌ꎮ 曼佐尼的

诗歌也表现出企图在基督教中寻求出路的思想ꎮ 纪念基督教

宗教节日的组诗«圣歌» (１８１２—１８２２)宣扬基督教的道德力

量ꎬ说它能给人类带来平等、正义和高尚的情操ꎮ 纪念拿破仑

逝世的抒情诗«五月五日»(１８２１)ꎬ描述这个统治者波澜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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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生ꎬ把历史解释为天意的体现ꎮ
曼佐尼按照浪漫主义戏剧理论创作的两部悲剧ꎬ都是取

材于历史ꎬ借古喻今ꎬ表达对祖国命运和前途的关切ꎮ 在«卡
玛尼奥拉伯爵» (１８１６—１８２０)的前言里ꎬ他尖锐抨击古典主

义戏剧的三一律和主人公必须是贵族的等级观点ꎬ主张戏剧

反映现实ꎮ 悲剧的情节取自十五世纪威尼斯和米兰的战争ꎮ
主人公卡玛尼奥拉具有浪漫主义戏剧中英雄人物的特点ꎬ他
是农民出身的统帅ꎬ品德高尚ꎬ骁勇善战ꎬ富于献身精神ꎬ但最

后成为封建君主政治阴谋的牺牲品ꎮ 作者揭示了这一悲剧的

深刻历史原因ꎬ认为意大利的四分五裂ꎬ长期的封建内讧ꎬ导
致了各种灾难和外族入侵ꎮ 他借悲剧的合唱队号召意大利人

民团结一致ꎬ实现祖国的解放ꎮ «阿岱尔齐»(１８２２)是一部抒

情悲剧ꎬ通过描写八世纪法兰克国王查理大帝对伦巴第王国

的征服ꎬ谴责外族侵略者发动的战争ꎬ指出被奴役的人民不能

把争取自由的希望寄托于侵略者ꎮ 作者在这两部作品里也宣

扬神秘的天命观念和抽象的博爱精神ꎬ因而削弱了悲剧的思

想性ꎮ
小说«约婚夫妇»(１８２１—１８２３)是曼佐尼的代表作ꎬ以十

七世纪三十年代西班牙统治伦巴第时期为背景ꎮ 农村纺织工

人伦佐和鲁茜亚互相爱慕ꎬ准备成婚ꎮ 恶霸地主堂罗德里戈

意欲霸占鲁茜亚ꎬ对他们横加迫害ꎮ 伦佐被迫逃离农村ꎬ流亡

到米兰ꎬ鲁茜亚躲在修道院避难ꎮ 当地大寨主被堂罗德里戈

买通ꎬ把鲁茜亚劫持到山寨ꎮ 寨主正经历着思想危机ꎬ对过去

的罪恶生活感到厌倦和悔恨ꎮ 他被鲁茜亚的纯洁所感动ꎬ在
一个红衣主教的启迪下ꎬ幡然悔悟ꎬ改邪归正ꎮ 鲁茜亚被护送

到米兰ꎮ 伦佐历经饥民暴动、瘟疫和其他波折以后再次来到

米兰ꎬ和鲁茜亚相逢ꎬ结成美满的婚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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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以广阔的画面ꎬ生动地反映了十七世纪上半叶意大

利的社会政治生活ꎮ 作者把主人公的身世放在当时意大利的

具体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ꎬ予以真实的描写ꎬ尖锐地揭露

出ꎬ西班牙侵略者及其卵翼下的贵族阶级的统治ꎬ造成意大利

长期封建割据ꎬ内讧四起ꎬ经济凋敝ꎬ灾荒遍地ꎬ瘟疫肆虐的局

面ꎮ 一对农村青年的不幸遭遇ꎬ象征着意大利人民的悲惨境

况ꎻ十七世纪三十年代西班牙统治下的意大利ꎬ成为十九世纪

上半叶奥地利奴役下的意大利的缩影ꎮ 作者把锋芒明确地指

向外来侵略者ꎬ触及了争取民族独立和统一这一意大利社会

最尖锐的问题ꎬ使这部历史小说具有了现实意义ꎮ
«约婚夫妇»是意大利文学史上第一部以被压迫的劳动

人民为主人公的小说ꎬ其中展示了农民、车夫、船夫、仆人、小
手工业者等普通人的生活ꎬ表现出他们热爱劳动、团结友爱、
仇恨侵略者和封建势力的品质ꎮ 伦佐朴实憨直ꎬ富于热情ꎬ为
了争取幸福ꎬ不畏艰险ꎻ鲁茜亚心地纯洁ꎬ为人善良ꎮ 作者对

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批判结合在一起ꎮ 他把

被压迫者的高尚品质同封建贵族、恶霸的丑行劣迹互相对照ꎬ
刻画了后者依仗侵略势力欺压同胞ꎬ凶暴贪婪ꎬ腐化堕落的丑

恶嘴脸ꎬ对那些为他们效劳的神甫、律师的趋炎附势、伪善自

私进行申斥ꎮ
«约婚夫妇»也明显地反映出曼佐尼思想上的局限性ꎮ 小

说宣扬天命观ꎬ在铺叙主人公的遭遇的过程中处处让人觉得ꎬ
由于神明主持正义ꎬ赐福弱者ꎬ那一对有情人才摆脱了重重困

难ꎬ获得美满结局ꎮ 小说谴责教会放弃维护弱者的职责ꎬ鼓吹

借助基督教来培养高尚的情操ꎬ实现人的自我完善ꎬ使他们“摆
脱迷津或绝境”ꎮ 书中的两个重要人物鲁茜亚和大寨主就是按

照这种思想塑造出来的ꎮ 鲁茜亚柔顺、忍耐ꎬ浸透着基督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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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爱思想ꎮ 她不怨恨任何人ꎬ即使对待堂罗德里戈这样的大恶

霸ꎬ她也只是祈求上帝能够“感化”和“宽恕”他ꎬ化“横暴”为
“温良”ꎮ 大寨主是和官府、贵族沆瀣一气的“杀人不眨眼的江

洋大盗”ꎬ但一经红衣主教劝谕ꎬ立即“放下屠刀”ꎬ痛改前非ꎬ致
力于“补赎旧日的罪过ꎬ救恤贫困”ꎬ成为“圣徒”ꎮ 曼佐尼在这

里宣扬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在上帝的感召下ꎬ共同接受基督教的

仁爱思想ꎬ根除社会邪恶ꎬ企图以此调和阶级矛盾ꎮ 这种思想

反映了意大利自由资产阶级的弱点:既要求推翻封建压迫ꎬ取
得民族解放ꎬ又害怕高涨的革命运动ꎬ因而幻想用道德感化的

方法同强大的封建贵族和教会势力实行妥协ꎮ
«约婚夫妇»为意大利历史小说的发展开拓了道路ꎮ 十

九世纪三十至七十年代ꎬ这种体裁风行全国ꎬ产生了许多借过

去的斗争来表达民族复兴运动思想的历史小说ꎬ如古埃拉齐

的«佛罗伦萨围困记»(１８３６)、尼埃沃的«一个意大利人的忏

悔»(１８６７)等ꎮ
　 　 贾科莫莱奥帕尔迪(１７９８—１８３７)是意大利最有影响的浪

漫主义诗人ꎬ出生于教皇辖地一个落后偏僻的城镇雷康那蒂ꎮ
父母亲是破落贵族ꎬ思想保守ꎬ作风专横ꎮ 他自幼攻读古典文

学ꎬ造诣很深ꎮ 最初接受卢梭、伏尔泰等的启蒙思想ꎬ反对国内

外封建主的压迫和教会的权势ꎬ强烈要求改变祖国的现状ꎮ
莱奥帕尔迪最优秀的诗篇同早期民族复兴运动的高涨紧

密地联系在一起ꎮ 一八一八年ꎬ他写了两首著名的颂诗:«致
意大利»、«但丁纪念碑»ꎮ «致意大利»歌颂意大利过去的光

荣ꎬ哀悼它现在遭受的屈辱ꎮ 诗人把意大利比作一个遍体鳞

伤、身戴镣铐、掩面哭泣的妇女ꎬ他对祖国蒙受的灾难表示羞

愧和悲愤ꎬ谴责意大利的儿女们忘记本民族的光荣历史ꎬ放弃

争取自由的斗争的卑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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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为你战斗?
没有一个儿女保卫你?
武器ꎬ把武器给我!
我将独自战斗ꎬ
独自捐躯沙场ꎮ
啊ꎬ天哪ꎬ愿我的鲜血化作烈火ꎬ
燃烧在意大利人的胸膛!

在«但丁纪念碑»里ꎬ诗人呼吁意大利人放弃对和平的幻想ꎬ
不再为侵略战争流血ꎬ并以伟大爱国者、争取自由的战士但丁

的形象ꎬ激励同时代人继承意大利的光荣传统ꎬ从祖先那里汲

取荣誉感和力量ꎮ
随后写作的几首诗歌«致安杰罗玛伊»(１８１９)、«为保丽

娜姊的婚礼而作»(１８２１)、«致球赛优胜者»(１８２１)ꎬ贯穿着追

求民族独立和自由的精神ꎮ 诗人要求把古罗马和文艺复兴时

代的著作当作光复祖国的精神武器ꎬ呼吁母亲们为祖国养育

健壮的一代ꎬ要青年们锻炼体魄ꎬ以拯救意大利ꎬ夺取胜利ꎮ
二十年代初ꎬ莱奥帕尔迪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折ꎮ 烧炭

党运动接连遭到奥地利统治者的残酷镇压ꎬ白色恐怖笼罩全

国ꎮ 一八二二年ꎬ他毅然离开“活人的墓穴”雷康那蒂ꎬ满怀

希望来到罗马ꎮ 奢糜、腐败而冷酷的罗马社会使他深为失望ꎮ
他在意大利各地流浪了几年ꎬ饱受贫困和重病的折磨ꎬ所接触

到的尽是封建复辟时期的黑暗现实ꎮ 他这个阶段的作品充满

着绝望哀伤的颓丧情调ꎮ 抒情诗«小布鲁图斯» (１８２１)叙述

古罗马政治家布鲁图斯兵败自杀ꎬ哀叹美德虚幻无用ꎬ宗教是

欺诈ꎬ命运的力量不可抗拒ꎮ «萨福的最后之歌»(１８２２)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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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女诗人萨福遭受冷酷的自然的歧视ꎬ容貌丑陋ꎬ得不到爱

情和幸福ꎬ痛苦地自杀身死ꎮ 作者在其他抒情诗里忧伤地吟

咏ꎬ青春是“枯寂的人生的唯一花朵”ꎬ但青春早逝ꎬ自然夺取

了他爱慕的两位少女的生命ꎬ“朦胧的希望”化为“甜蜜的欺

骗”(«致席尔维娅»ꎬ１８２８ꎻ«回忆»ꎬ１８２９)ꎻ人生的欢乐只是

恐惧的间歇ꎬ是更残酷的痛苦的前奏(«暴风雨后的平静»ꎬ
１８２９ꎻ«乡村的星期六»ꎬ１８２９)ꎻ人生毫无价值ꎬ只是一个走向

死亡的历程ꎬ爱情和死亡犹如“命运的孪生兄弟”(«一个亚洲

游牧人的夜歌»ꎬ１８３０ꎻ«爱情和死亡»ꎬ１８３２)ꎮ 诗人在一八二

三至一八二五年间还写过许多对话录和散文ꎬ其中只有少数

几篇讽刺世人贪图安逸ꎬ追求时髦ꎬ盲目自信的恶习ꎬ指出对

人进行和谐的智育、体育的必要性ꎬ大多数则是从哲理的角度

论证诗歌中宣扬的悲观厌世的思想ꎮ 莱奥帕尔迪用这些唯心

主义的宿命论和虚无空幻的观念来解释他所经历和目睹的现

实生活ꎬ这反映了诗人在封建复辟时期令人窒息的反动统治

下找不到出路ꎬ因而产生悲观主义的特殊心情ꎮ
莱奥帕尔迪晚年创作的诗歌反映出他的痛苦、矛盾的思

想状况ꎮ 抒情诗«金雀花» (１８３６)认为人类仿佛生长在维苏

威火山上的金雀花ꎬ永远处于被自然吞噬的威胁之下ꎬ作者呼

吁人类发扬相亲相爱、团结互助的精神ꎬ向共同的仇敌自然开

战ꎮ 这是用对自然的斗争来替代现实的政治斗争ꎮ 在政治讽

刺诗«鼠蛙交战记续篇»(１８３７)里ꎬ他以寓意的形式抨击奥地

利统治者倒行逆施ꎬ指出他们是自由的敌人ꎬ申斥波旁王朝的

无能和贪吝ꎬ同时批评烧炭党人是言论多于行动的懦夫ꎬ表现

了诗人对贵族自由派领导的烧炭党运动的失望ꎮ «翻案诗»
(１８３５)把锋芒指向当时正在迅速形成的资本主义关系ꎬ辛辣

地揭露号称“新文明发源地”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抛弃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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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和美德ꎬ压制民主ꎬ对外发动战争ꎬ攫取财富和屠杀人

类等罪恶ꎬ讥笑资本主义社会的表面繁荣ꎬ但又对科学技术的

发展和社会进步表示怀疑ꎮ
莱奥帕尔迪的诗歌继承了古希腊和意大利抒情诗的传

统ꎬ语言洗练朴素ꎬ格律自由多变ꎬ善于以鲜明突出的形象、丰
富生动的写景来抒发复杂细微的心理活动ꎬ对以后的抒情诗

创作有很大的影响ꎮ

第六节　 俄国文学和普希金

十九世纪初ꎬ俄国资本主义因素有所发展ꎬ农奴制度瓦解

的征兆日渐显著ꎮ 一八一二年拿破仑入侵俄国ꎬ亚历山大一

世利用人民的力量ꎬ打败拿破仑ꎬ爬上欧洲霸主的宝座ꎬ对外

主宰“神圣同盟”ꎬ疯狂镇压欧洲民族民主运动ꎻ对内实行高

压政策ꎮ 农民不满情绪日益强烈ꎬ起义频繁ꎬ士兵暴动也时有

发生ꎮ 在资本主义要求发展、农民运动此起彼伏的条件下ꎬ一
些进步贵族青年军官受到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影

响ꎬ组织秘密团体ꎬ于一八二五年十二月率领三千名士兵ꎬ发
动反专制农奴制度的起义ꎬ即历史上所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ꎮ
一九一四年ꎬ列宁说:“俄国解放运动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ꎬ
这是与影响过运动的俄国社会的三个主要阶级相适应的ꎬ这
三个主要阶段就是:(１)贵族时期ꎬ大约从一八二五年到一八

六一年ꎻ(２)平民知识分子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时期ꎬ大致上

从一八六一年到一八九五年ꎻ(３)无产阶级时期ꎬ从一八九五

年到现在ꎮ”①十二月党人“同人民的距离非常远ꎮ 但是ꎬ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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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业没有落空”①ꎬ他们的活动唤醒了后来的革命者ꎮ
俄国人民对拿破仑的胜利以及十二月党人运动的兴起ꎬ

增强了人们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向往ꎬ促进了俄国浪漫主义文

学的诞生ꎮ 十二月党诗人和普希金是俄国积极浪漫主义的代

表ꎬ他们的作品与贵族革命运动紧密相连ꎬ讴歌反专制、争自

由的理想ꎬ对人民有一定的同情ꎮ 他们重视本国历史ꎬ提倡民

族文学ꎮ 作为积极浪漫主义对立面的消极浪漫主义的代表ꎬ
是诗人茹科夫斯基ꎮ 他的诗歌大都远离现实ꎬ追求内心的自

由和谐ꎬ宣扬神秘主义ꎮ
与二、三十年代浪漫主义文学盛行的同时ꎬ现实主义文学

也在迅速形成ꎮ 反对专制农奴制度的斗争要求文学揭露现实

的丑恶ꎬ探求社会黑暗、腐败的根源ꎬ这促使一些作家走向了

现实主义ꎮ 十八世纪讽刺作家和拉吉舍夫的创作ꎬ感伤主义

和浪漫主义在心理描写方面的探索ꎬ特别是十二月党作家要

求表现民族独特性的主张ꎬ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现实主义

文学的形成ꎮ 尽管它这个时期带有温和的贵族倾向ꎬ反映的

生活面还不够广ꎬ但已初步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的基本特点ꎬ如
克雷洛夫的寓言、格里包耶陀夫的戏剧«智慧的痛苦»和普希

金的作品ꎮ
十二月党作家包括雷列耶夫、 丘赫尔别凯 ( １７９７—

１８４６)、奥陀耶夫斯基(１８０２—１８３９)和别斯土热夫即马尔林

斯基(１７９７—１８３７)等ꎮ 他们继拉吉舍夫之后ꎬ把文学当作反

对专制农奴制度的斗争工具ꎬ使文学同解放运动联系起来ꎮ
他们认为诗人首先应当是一个热爱祖国、争取自由的公民ꎬ民
歌是文学的源泉ꎮ 他们的创作从民歌吸取营养ꎬ充满着英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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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概和牺牲精神ꎬ创造了爱祖国反暴政的英雄形象ꎮ 他们常

借历史人物抒发自己的感情ꎬ但由于他们远离人民ꎬ而历史观

又是唯心的ꎬ所以他们所选择的人物多是王公贵族ꎬ并往往加

以美化ꎮ
康德拉季费陀罗维奇雷列耶夫(１７９５—１８２６)生于

贵族家庭ꎬ参加过一八一二年抗法战争ꎬ后来领导秘密团体

“北社”ꎬ策划了一八二五年起义ꎬ是被沙皇绞死的五个十二

月党领袖之一ꎮ 他的第一首名诗«致宠臣»(１８２０)所痛斥的ꎬ
就是当时沙皇的亲信阿拉克切耶夫:

傲慢的宠臣ꎬ无耻又阴险ꎬ
狡猾的谄媚之徒和君王卑鄙的伙伴ꎬ
祖国残暴的统治者ꎬ十足的恶棍ꎬ
你仰仗钻营而攫取了显位!

诗人相信“被暴政激怒的人民一定会无比严峻”ꎬ他鼓动人们

去推翻专制政权ꎮ 他起义前不久写的«公民»一诗ꎬ谴责对

“祖国灾难”漠不关心ꎬ号召年轻人参加起义ꎬ不要“玷辱公民

的称号”ꎮ 这些诗在进步贵族青年中间流传甚广ꎮ 诗集«沉
思集»(１８２５)赞扬了一些历史人物ꎬ但由于不符合史实ꎬ当时

就受到普希金批评ꎮ «沉思集»中以«伊凡苏萨宁»一篇最

有名ꎬ描写的是一个热爱祖国的民族英雄ꎮ 雷列耶夫的作品

一直被沙皇政府查禁ꎬ但他的热情昂扬的诗句仍然传播开去ꎬ
为俄国进步作家所推崇ꎮ

伊凡安德烈耶维奇克雷洛夫(１７６８—１８４４)是欧洲

文学史上著名的寓言作家之一ꎮ 他出身贫寒ꎬ少年时代在市

议会和税务局当职员ꎬ以后任彼得堡公共图书馆馆员达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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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久ꎮ 十八世纪末ꎬ他办过讽刺杂志ꎬ写过喜剧和小品文ꎮ
从一八○六年开始ꎬ他写了二百零五篇诗体寓言ꎬ共九卷ꎮ 他

的寓言反映的生活面很广ꎬ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有四类:暴露专

制农奴制度的罪恶(«狐狸和土拨鼠»、«村会»、«杂色羊»
等)ꎻ反映一八一二年抗法战争时期的重大事件(«梭鱼和

猫»、«猫和厨子»等)ꎻ歌颂人民的辛勤劳动(«鹰和蜜蜂»、
«池沼和河流»等)ꎻ批判对西欧文化的模仿和迷信(«小狮子

的教育»、«蜜蜂和苍蝇»等)ꎮ
在«鱼的跳舞»里ꎬ狮王因受理子民的控告而出巡ꎬ遇到

一个统管水族的“乡下佬”在煎鱼ꎮ 狮王问“乡下佬”ꎬ鱼为什

么在锅里乱蹦乱跳? “乡下佬”谄媚地回答说:“他们见到你ꎬ
高兴得跳起舞来了ꎮ”于是狮王认为他的水族子民生活得很

好ꎬ不会有什么不公正的审判ꎬ便满意地走开了ꎮ 这则寓言直

接影射亚历山大一世的昏庸ꎬ指责他纵容宠臣阿拉克切耶夫

鱼肉人民ꎬ讽刺性很强ꎮ «农民与河»写小河泛滥ꎬ冲毁庄稼ꎬ
淹死牲口ꎬ给农民造成巨大灾害ꎮ 农民去找小河的首脑大河

主持公道ꎬ但发现他们损失的东西半数都漂浮在大河上ꎮ
在«树叶和树根»里ꎬ作者更明确地肯定下层人民的作用ꎬ

谴责贵族上层人物ꎬ指出树根如果枯萎ꎬ树叶一定也活不成ꎮ
克雷洛夫在寓言中抨击专制农奴制社会的腐朽ꎬ同情农

民ꎮ 但他的思想也有保守的一面ꎬ例如认为法国革命过激ꎬ他
本人又未能摆脱封建等级观念(«青蛙要一个沙皇»、«马和骑

师»、«一棵麦子»)ꎬ等等ꎮ
克雷洛夫的寓言(包括他所译的伊索寓言和根据伊索寓

言等改写的作品)力图反映现实ꎬ针砭时弊ꎮ 他进一步使寓

言这种体裁成为具有巨大概括意义的讽刺艺术ꎮ 他的作品富

于生活气息ꎬ戏剧性强ꎬ角色的社会属性鲜明ꎬ而又有个性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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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ꎬ语言简练ꎬ诗句流畅ꎮ 他大量采用谚语和俗语ꎬ在俄国文

学史上第一次使书本语言和民间口语融合起来ꎮ 克雷洛夫对

后来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很有影响ꎮ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格里包耶陀夫 ( １７９４—

１８２９)出身于贵族家庭ꎬ一八○六至一八一二年在莫斯科大

学学习ꎬ开始接近未来的十二月党人ꎬ思想上与他们有很多共

同之处ꎮ 他在一八一二年参加卫国战争ꎬ战后在外交部工作ꎮ
一八一八年格里包耶陀夫任俄国驻波斯大使秘书ꎮ 一八

二二年调到梯弗里斯ꎬ任高加索总司令叶尔莫洛夫的外事秘

书ꎬ那里的军官中间有很多十二月党人ꎮ 他正是在这样的环

境中写成了«智慧的痛苦»ꎮ 剧本立刻以手抄本流传开来ꎬ对
反农奴制思想起了宣传鼓动作用ꎮ

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ꎬ格里包耶陀夫因受牵连而被捕ꎬ
但是查无实据ꎬ于一八二六年获释ꎬ接着便被任命为俄国驻波

斯大使ꎮ 但正如作家本人认为的那样ꎬ这是一次“政治流放”ꎮ
一八二九年ꎬ波斯人民不满沙皇对外政策ꎬ袭击俄国大使

馆ꎮ 格里包耶陀夫就是死在这次事件中ꎮ
«智慧的痛苦»描写进步贵族青年恰茨基从国外回到莫

斯科ꎬ发现俄国社会仍旧是一潭腐臭的死水ꎬ儿时的女伴也已

堕落ꎮ 他向这个社会发出猛烈抨击ꎬ结果被上流社会污蔑为

疯子ꎬ他一怒之下再次出走ꎮ 作者通过恰茨基的遭遇ꎬ说明了

有才智的人在俄国所遭受的痛苦ꎮ
«智慧的痛苦»写于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前夕ꎬ反映了俄国

贵族革命开始阶段的上层社会中的尖锐冲突ꎮ 一方以法穆索

夫为首ꎬ是代表“过去的世纪”并顽固地维护封建农奴制度的

反动势力ꎻ另一方是以恰茨基为首的ꎬ代表“当今的世纪”的
进步贵族知识分子ꎬ他们向往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ꎬ强烈地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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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奴制度ꎮ 这正是俄国贵族革命阶段的中心问题ꎮ
剧本对法穆索夫集团作了鲜明的刻画ꎮ 这是心中没有祖

国和人民的反动的一帮ꎬ他们的人生目的全在功名利禄ꎮ 最

反动的农奴主法穆索夫仇视一切文明与进步ꎬ随时准备将农

奴发配到西伯利亚ꎻ武夫斯卡洛茹布是典型的阿拉克切耶夫

式的军阀ꎬ他要让所有的学校不教科学ꎬ只教军事操练ꎻ小官

僚莫尔恰林为了升官发财ꎬ极尽逢迎拍马之能事ꎮ 这些形象

历史地、真实地反映了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俄国反动官

僚社会的面貌ꎮ
恰茨基则与这一切反动势力恰恰相反ꎮ 他仇视农奴制

度ꎬ愤怒谴责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蹂躏ꎻ他痛恨俄国大官僚贵族

毫无民族气节、匍匐在西欧脚下的丑态ꎻ他反对愚民政策ꎬ推
崇文化教育ꎮ 恰茨基具有十二月党人的某些特征ꎬ但是没有

达到后者的高度ꎮ 他在遭到上流社会的诋毁后ꎬ所想的是:
“我要走遍全世界! 去找一角地方ꎬ让这被侮辱的感情得到

安歇ꎮ”可以说ꎬ恰茨基是一个有代表性、有典型意义的十九

世纪二十年代俄国进步贵族知识分子的形象ꎮ
«智慧的痛苦»虽然仍有古典主义三一律的痕迹ꎬ但写出

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ꎬ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之

一ꎮ 剧本语言准确、生动、口语化ꎬ其中的一部分已经成为日

常生活中的谚语ꎮ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１７９９—１８３７)出身

于古老的贵族家庭ꎮ 青年时代就学于沙皇政府专为培养贵族

子弟而设立的皇村高等学校ꎬ和一些未来的十二月党人很接

近ꎬ受到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ꎮ 卫国战争更激起他的民

族意识与爱国心ꎮ 一八一七年皇村学校毕业后在外交部供

职ꎬ参加过十二月党人团体的活动ꎬ形成了反对专制农奴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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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步思想ꎮ 一八二○年因所写政治诗被政府流放南俄ꎮ 一

八二四年与上级发生冲突ꎬ被遣回他父母的领地米海洛夫斯

克村ꎬ由当地长官监督ꎮ 次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发生后ꎬ普希金

被召回莫斯科ꎬ此后便定居在莫斯科和彼得堡ꎬ出入于上流社

会ꎬ同时受到密探的监视ꎮ 一八三七年ꎬ政府纵容一名逃亡的

法国保皇党人在决斗中杀害了他ꎮ
普希金从皇村学校毕业后不久ꎬ连续写了一些反对暴政、

歌颂自由的政治诗ꎬ如«自由颂»(１８１７)、«童话»(１８１８)、«致
恰达耶夫» (１８１８)、«乡村» (１８１９)等ꎬ在当时进步贵族青年

中间广泛传诵ꎮ 其中最著名的是«致恰达耶夫»ꎮ 这首诗抒

发了贵族先进分子的共同感受ꎬ充满反抗专制暴政的思想和

必胜的信心ꎮ 诗的结尾是:

同志ꎬ相信吧:迷人的幸福的星辰

就要升起ꎬ射出光芒ꎬ
俄罗斯要从睡梦中苏醒ꎬ
在专制暴政的废墟上ꎬ
将会写上我们的名字ꎮ

当然ꎬ普希金并没有达到必须用革命手段推翻沙皇制度的结

论ꎬ他只主张君主立宪ꎮ 他抽象地把“法”提到至高无上的地

位ꎬ没有看到“法”不过是统治阶级手中的一种工具(«自由

颂»)ꎮ
普希金的政治诗具有积极浪漫主义的精神和明朗清新的

抒情风格ꎬ体现了十二月党人那种追求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

政治热情ꎬ语言通俗活泼ꎮ 有的政治诗还以现实主义笔触ꎬ展
示了农奴制度下俄国农村的悲惨图景ꎬ充满了对人民苦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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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情ꎮ
普希金流放南俄后在总督公署供职ꎬ和十二月党人的交

往更加频繁ꎮ 当时欧洲民族解放运动正在蓬勃发展ꎮ 他在一

八二一年所写的«短剑»一诗ꎬ称颂历史上暴力谋反的人ꎻ«希
腊的女儿»歌颂为民族解放事业献身的英雄ꎮ 但不久ꎬ意大

利、西班牙革命相继遭到挫折ꎬ俄国政治生活也日益黑暗ꎬ他
对贵族革命运动的前途发生怀疑ꎮ 南俄时期ꎬ他写过不少浪

漫主义抒情诗ꎬ如«囚徒»(１８２２)、«致大海»(１８２４)ꎮ 此外又

写了一组长诗ꎬ包括«高加索的俘虏» (１８２２)、«强盗兄弟»
(１８２２)、«巴赫奇萨拉伊的泪泉»(１８２４)和«茨冈»(１８２７)等四

篇ꎬ反映了二十年代进步贵族青年探求社会出路的不安情绪ꎮ
«茨冈»描叙贵族青年阿乐哥不见容于政府ꎬ跟茨冈人①

一起流浪ꎬ并成为茨冈姑娘真妃儿的丈夫ꎮ 两年后ꎬ他发觉妻

子另有新欢ꎬ怀着嫉妒和复仇的心理杀死了妻子和她的情人ꎬ
遭到茨冈人的唾弃ꎮ 在这首长诗的前半部ꎬ作者采用浪漫主

义所常用的“返回自然”的主题ꎬ描写阿乐哥愤慨地批判城市

文明的虚伪和对金钱的膜拜ꎬ在茨冈人中间过着自由自在的

生活ꎮ 后半部写阿乐哥与茨冈人的冲突ꎮ 在长诗中ꎬ诗人以

浪漫主义情调把茨冈人的生活和老茨冈的道德加以理想化ꎬ
用茨冈式的自由生活对照文明社会ꎬ用老茨冈的道德对照阿

乐哥的利己主义ꎮ 但在长诗的结尾ꎬ诗人又指出ꎬ茨冈人的无

拘无束的生活并不自由、幸福ꎮ 这表明ꎬ作者已意识到浪漫主

义主人公返回自然的愿望也是虚幻的ꎮ
一八二四年ꎬ普希金在米海洛夫斯克村过着幽禁的生活ꎮ

他钻研俄国历史ꎬ搜集童话和民歌ꎮ 这一切ꎬ丰富了他的创

７９
① 即吉卜赛人ꎮ



作ꎬ加强了他的作品的民族特色ꎬ对他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起

过良好作用ꎮ
历史剧«波里斯戈都诺夫» (１８２５)是他最著名的戏剧

作品ꎬ描写十六、十七世纪之交俄国动乱年代的故事ꎮ 据当时

民间传说ꎬ奸臣戈都诺夫在一五九一年害死了年幼的皇储季

米特里ꎮ 戏剧开始时写一五九八年戈都诺夫登上皇位ꎮ 一六

○三年ꎬ一个青年僧侣葛里戈里偶然知道了戈都诺夫篡位的

内幕ꎬ怀着个人野心ꎬ僭用季米特里的名义ꎬ投奔波兰ꎮ 次年

假皇子季米特里在波兰贵族地主支持下ꎬ举兵反叛戈都诺夫

朝廷ꎮ 人民不堪戈都诺夫的苛政ꎬ拥戴假皇子ꎬ使他取代了戈

都诺夫的地位ꎮ 悲剧虽然涉及争权夺利的宫廷纠纷和俄国与

波兰的民族矛盾ꎬ但着重揭示的是戈都诺夫失败的社会原因ꎮ
戈都诺夫杀死皇储ꎬ篡夺皇位ꎬ取消“尤利节”ꎬ使他失去了人

心ꎮ 作者让假皇子的一个近臣加夫里拉普希金点明全剧的

中心思想:

我们厉害的是什么?
并不是军队ꎬ不是的ꎬ也不是波兰的援助ꎬ
而是公意ꎬ是的! 人民的公意ꎮ

作者以古喻今ꎬ在剧中指出沙皇和人民相对立ꎬ人心向背是改

朝换代的决定性因素ꎮ 对历史的这种看法ꎬ在当时的俄国有

一定的进步性ꎬ但也有规劝沙皇施行开明政治的意思ꎮ 这部

历史悲剧打破古典主义的陈套ꎬ分为二十三场ꎬ剧情发生的地

点不断变换ꎬ前后经过七年ꎬ人物众多ꎮ 戈都诺夫和假皇子的

性格比较鲜明ꎮ 剧中有规模宏大的群众场面ꎬ这在俄国戏剧

史上还是第一次ꎮ 全剧用无韵诗体写成ꎬ为了符合人物身分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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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有时采用俚俗的语言ꎬ有时采用高雅的语言ꎬ有时用诗ꎬ
有时用散文ꎮ

十二月党人失败后的次年ꎬ新即位的尼古拉一世为了收

揽人心ꎬ把普希金召回首都ꎮ 普希金对他抱有幻想ꎬ曾写过

«绝句体诗»和«致友人»两首诗ꎬ把争取自由的希望寄托在开

明君主的“慈念”上ꎮ 这是普希金思想上软弱的一面ꎮ 但他

又不能忘怀旧日的朋友十二月党人ꎮ 一八二七年ꎬ他写了

«致西伯利亚»一诗ꎬ向十二月党人说道:你们“悲壮的工作和

思想的崇高意向决不会就那样消亡”ꎬ胜利终会到来ꎮ 他托

人把这首诗带给流放中的十二月党人ꎮ 奥陀耶夫斯基立即写

了一首诗给普希金ꎬ诗中说:“我们悲壮的工作不会就这样消

亡ꎬ星星之火即将成为熊熊的烈焰ꎮ”这段时期ꎬ沙皇亲自监

察普希金的思想言论ꎬ秘密警察不断纠缠他ꎮ 一八三○年秋ꎬ
他在波尔金诺逗留了三个月ꎬ写出四个小悲剧、一部长诗、六
篇小说、约三十首抒情诗等ꎮ 六篇小说中的五个短篇合称

«别尔金小说集»(１８３２)ꎬ其中的«驿站长»是俄国文学中第一

篇描写“小人物”的作品ꎬ叙述一个小驿站的站长受到过往官

员的欺凌ꎬ他的女儿被一个骠骑兵拐走ꎮ 作者把主人公写成

一个逆来顺受的可怜虫ꎬ对他寄予深厚的同情ꎬ鲜明地反映了

作者的人道主义思想ꎮ
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 的写作前后经过八年

(１８２３—１８３０)ꎬ一八三三年出版全书ꎮ 小说描写当时一个贵

族青年奥涅金感到社交生活空虚无聊ꎬ离开首都ꎬ来到乡间ꎮ
他拒绝了外省地主的女儿达吉雅娜的爱情ꎬ在决斗中杀死挚

友连斯基ꎮ 他漫游全国之后回到彼得堡ꎬ又遇见达吉雅娜ꎬ这
时她已成为社交界的贵妇人ꎮ 他追求她ꎬ但遭到拒绝ꎮ

奥涅金是俄国文学中第一个“多余的人”的典型ꎮ 他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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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资本主义文明的熏陶ꎬ读过英国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

的«国富»、卢梭的«民约论»ꎬ喜爱拜伦颂扬自由和个性解放

的诗歌ꎬ并且对科学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发生兴趣ꎮ 他也曾

有过热烈的梦想ꎬ希望在俄国出现某些资本主义性质的变革ꎮ
可是ꎬ他看见的俄国到处是愚昧落后、墨守成规ꎮ 而在贵族环

境中成长起来的奥涅金又远离人民ꎬ不可能看到变革俄国社

会的力量和道路ꎮ 结果ꎬ热情消失ꎬ梦想破灭ꎬ只落得整天无

所事事ꎬ沉溺于舞会、剧场、醇酒与美女之中ꎬ以填补自己内心

的空虚ꎮ 奥涅金蔑视俄国贵族社会ꎬ不愿出任公职ꎬ但又无力

与这个社会决裂ꎮ 正如赫尔岑所说:“奥涅金是一个游手好

闲的人ꎬ因为他从来不做什么事ꎬ他在他所处的范围内是一个

多余的人ꎮ”“多余的人”典型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ꎮ 这些

贵族知识分子对社会有一定批判能力ꎬ但是远离人民ꎬ结果一

事无成ꎮ 这就是他们最终成为悲剧性人物的根本原因ꎮ 普希

金通过这一典型的塑造ꎬ实际上是谴责了形成这种性格的专

制农奴制社会ꎮ
女主人公达吉雅娜是普希金笔下的一个理想的贵族妇女

形象ꎬ她不喜欢外省地主的平庸生活ꎬ爱读理查生和卢梭的作

品ꎬ更珍爱俄国的自然景色ꎬ她生活在俄国民间传说和童话的

幻想世界里ꎮ 普希金强调她对奥涅金纯洁真诚的爱情和对普

通人的尊重ꎬ用以和贵族上流社会相对照ꎮ 后来她违反自己

的心愿ꎬ嫁给一个年老的将军ꎬ成为彼得堡贵族沙龙的受人景

仰的女主人ꎮ
这部诗体小说主要描述二十年代俄国的上层社会生活ꎬ

它以简洁的笔触表现了俄罗斯的民族习俗ꎬ讽刺了形形色色

的城市贵族和乡村地主ꎬ画面比较广阔ꎬ细节描写精确ꎬ所塑

造的人物及其环境都具有典型性ꎬ对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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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立起了很大作用ꎮ 书中吸收了拜伦长诗的一些艺术技

巧ꎬ运用大段的抒情插叙ꎮ 全诗分八章ꎬ每章节数不等ꎬ每节

十四行ꎻ诗句洗练流畅ꎬ富于变化ꎮ
三十年代时ꎬ普希金继续写出许多作品ꎮ 他的抒情诗的

艺术造诣得到进一步提高ꎬ如«我又重新造访» (１８３５)
等ꎮ 童话诗优美而富有民间故事特点ꎬ如«渔夫和金鱼的故

事»(１８３３)等ꎮ 短篇小说«黑桃皇后» (１８３４)批判了资产阶

级的“金钱骑士”ꎮ 此外他还发表一些政论和文论ꎬ并于一八

三六年创办文学杂志«现代人»ꎮ 这个时期他对农民问题尤

其关切ꎬ创作过两部有关的小说:«杜布罗夫斯基»(１８３５)和
«上尉的女儿»(１８３７)ꎮ

«上尉的女儿»是一部取材于普加乔夫起义的历史小说ꎮ
故事发生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ꎮ 贵族青年军官格利涅夫到边

防炮台就职ꎬ中途为暴风雪所阻ꎬ偶然和普加乔夫结识ꎬ并送

给他一件兔皮袄御寒ꎮ 格利涅夫到炮台后ꎬ爱上了上尉司令

的女儿玛莎ꎮ 后来普加乔夫率领农民起义ꎬ攻破炮台ꎬ杀死了

司令等人ꎮ 格利涅夫也被起义军俘获ꎮ 普加乔夫感念旧恩ꎬ
把他释放ꎬ并成全他的婚事ꎮ 普加乔夫起义失败后ꎬ格利涅夫

因这件事受到怀疑ꎬ被政府逮捕ꎮ 上尉的女儿玛莎只身前往

彼得堡谒见女皇叶卡捷林娜二世ꎬ澄清了怀疑ꎬ格利涅夫遂被

释放ꎮ 这部小说以格利涅夫的个人命运为线索ꎬ通过第一人

称的叙述ꎬ再现了普加乔夫暴动的历史事件ꎮ 普希金在写作

前曾到普加乔夫当年活动地区访问调查ꎬ研究了大量原始资

料和历史书籍ꎬ并于一八三三年撰写了«普加乔夫史»ꎮ
贵族社会一贯把普加乔夫丑化为无恶不作的强盗ꎬ而普

希金在小说中却把普加乔夫写成一个勇敢机智、乐观豪迈、热
爱自由、深受人民爱戴的农民运动领袖ꎬ同时还生动地描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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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运动的宏大规模和广泛的社会基础ꎮ 这种写法在俄国文

学中是没有先例的ꎬ它表明普希金对农民抱有同情ꎮ 当然ꎬ这
并不是说普希金已经站到革命农民一边ꎮ 相反ꎬ他借格利涅

夫之口说道:“这遍地烽火的广大边区的景象ꎬ真是可怕极

了愿上帝保佑你ꎬ不让你看到俄国的暴动———既无意义

又残酷的暴动”ꎻ“青年人啊请你牢牢记住:最完善而持

久的改革ꎬ应当是由于风气的改良而来ꎬ不经过任何暴力的震

动ꎮ”尽管普希金对农民抱有同情ꎬ但由于他的贵族立场ꎬ却
又反对使用革命暴力ꎬ因而从根本上否定了农民暴动ꎬ只把变

革现状的希望寄托在社会风气的逐步改良上面ꎮ 此外ꎬ小说

又通过普加乔夫与格利涅夫之间的关系ꎬ宣扬超阶级的同情、
友谊与互相信任ꎬ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作品的思想性ꎮ

普希金是生活于俄国解放运动中的贵族革命阶段的人

物ꎮ 他的创作既反映了当时进步贵族知识分子对资产阶级自

由、平等、博爱的强烈追求ꎬ又反映了他们本身的阶级局限性ꎮ
从艺术成就上看ꎬ普希金的创作对俄罗斯民族文学的形成、现
实主义的确立和文学语言的丰富与提高作出了重大贡献ꎮ

第七节　 中欧、东南欧文学
和密茨凯维奇

　 　 十八世纪末叶和十九世纪初叶ꎬ中欧的波兰、捷克和斯洛

伐克、匈牙利ꎬ东南欧和巴尔干半岛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
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马其

顿、门的内哥罗和阿尔巴尼亚ꎬ都处于外族的奴役与统治之

下ꎬ其国土或被外族独占ꎬ或被列强瓜分ꎮ 当时在这个地区ꎬ
原有的封建关系日益瓦解ꎬ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形成和发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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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ꎮ 同时ꎬ随着民族和社会压迫的加深ꎬ这一地区人民的民族

解放斗争和民族复兴运动ꎬ也在风起云涌ꎮ
波兰在一七七二、一七九三和一七九五年ꎬ曾先后三次被

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所瓜分ꎮ 这三国都在分割的领土内ꎬ建
立起自己的统治制度ꎬ实行殖民政策ꎮ 结果波兰各地区之间

的经济联系遭到破坏ꎬ危及小贵族、工商业者和城乡广大劳动

人民的根本利益ꎬ因此进步的小贵族发动的起义ꎬ能得到人民

的支持和响应ꎮ 一七九四年三月ꎬ克拉科夫爆发了由塔杜施

科希秋什科领导的起义ꎬ四月间进而席卷华沙ꎮ 这次起义

虽然在当年十月为俄国军队所镇压ꎬ却在波兰民族独立斗争

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ꎮ 在一八二五年俄国十二月党人革命

和一八三○年法国七月革命的影响下ꎬ一八三○年十一月ꎬ波
兰小贵族和资产阶级又在华沙起事ꎬ不幸失败ꎬ从此ꎬ俄国在

波兰的反动统治更变本加厉了ꎮ
捷克和斯洛伐克是中欧的古国ꎮ 远在十五世纪初叶ꎬ在

宗教改革家杨胡斯(１３６９—１４１５)的思想和主张的感召下ꎬ
就爆发过反对罗马天主教会和日耳曼贵族封建统治的胡斯革

命运动(１４１９—１４３４)ꎬ对捷克人民的生活和历史ꎬ特别是对

文化方面ꎬ发生了深远的影响ꎮ 十六世纪初叶ꎬ奥地利哈布斯

堡王朝为了防止土耳其人入侵ꎬ建立一个包括匈牙利、捷克和

斯洛伐克在内的多民族的中欧国家ꎬ实际上是把这些国家置

于自己的控制之下ꎮ 一五四七至一六二○年间ꎬ捷克和斯洛

伐克人民曾多次举行起义ꎬ反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ꎬ但在一

六二○年白山战役中失败后ꎬ就完全丧失了民族独立ꎬ进入捷

克历史上的所谓“黑暗时期”ꎬ直到十八世纪末叶民族复兴运

动开始时为止ꎮ 这个时期ꎬ捷克文字被禁止使用ꎬ捷克文书籍

被大量焚毁ꎬ有名的学者和作家纷纷流亡国外ꎬ农民遭受的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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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更为残酷ꎬ十八世纪时ꎬ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农民多次发动反

封建的起义ꎬ迫使哈布斯堡王朝不得不在一七八一年废除农

奴制ꎮ 十九世纪初叶ꎬ捷克和斯洛伐克经历了工业革命的过

程ꎬ迅速地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ꎮ
匈牙利和东南欧及巴尔干半岛的几个国家和民族ꎬ从十

五、六世纪起先后受到土耳其人的入侵和奴役ꎮ 一五二六年

土耳其人在莫哈契战役中获胜ꎬ侵入匈牙利本土ꎮ 十七世纪ꎬ
奥地利和土耳其为了夺取匈牙利领土ꎬ连续不断地互相争斗ꎮ
一六九九年奥地利和土耳其签订卡尔罗维茨和约后ꎬ从土耳

其人手中夺去了匈牙利大部分领土ꎬ并开始在那里实行殖民

地政策ꎬ使匈牙利人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遭到沉重压迫ꎮ
一七○三至一七一一年ꎬ匈牙利爆发了由拉柯契费伦茨领

导的、有广大农民参加的争取民族解放的独立战争ꎮ 十八世

纪末叶ꎬ匈牙利受到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和革命思想的影

响ꎬ在一七九四至一七九五年间又掀起由马尔丁诺维奇伊

格纳茨领导的、旨在建立共和国的革命运动ꎮ 这些起义和运

动虽然归于失败ꎬ但匈牙利人民的斗争并没有停止ꎮ
罗马尼亚(原来分为瓦拉几亚、摩尔多瓦、特兰西瓦尼亚

３ 个公国ꎮ １８６１ 年ꎬ前两个公国合并ꎬ取名罗马尼亚)从十六

世纪起受土耳其人统治ꎮ 十七世纪末叶起ꎬ奥地利哈布斯堡

王朝在特兰西瓦尼亚一带取代了土耳其人的地位ꎮ 一七八四

至一七八五年ꎬ特兰西瓦尼亚爆发了霍里亚、克洛什卡、克里

山等人为首的农民起义ꎮ 一八二一年ꎬ瓦拉几亚又出现图多

尔弗拉迪米雷斯库领导的反封建和反土耳其的革命运动ꎮ
这些斗争最后遭到挫败ꎬ却沉重地打击了土耳其人和封建主ꎮ

从十三、四世纪起ꎬ土耳其人侵入保加利亚、塞尔维亚、波
斯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等巴尔干国家ꎮ 一三八九年塞尔维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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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尼亚联军在科索伏战役中被土耳其人击败以后ꎬ巴尔干

半岛各国都被土耳其并吞ꎮ 土耳其人在这些国家建立了军事

封建统治ꎬ强制人民改变宗教信仰ꎬ恣意摧残文化教育ꎬ因此

各地针对侵略者展开了“海杜特”(游击队)运动ꎬ前后有五个

世纪之久ꎮ 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则在十六、七世纪落到哈

布斯堡王朝手里ꎮ 阿尔巴尼亚人民在民族英雄斯坎德培

(１４０５—１４６８)的率领下ꎬ对土耳其人进行了将近二十五年

(１４４３—１４６７)的英勇斗争ꎬ在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史上写下

最辉煌的篇章ꎮ
这个时期ꎬ中欧、东南欧和巴尔干半岛许多国家的文学的

发展ꎬ是和这些国家的民族解放事业不可分的ꎮ 作家和诗人

通过自己的作品展开启蒙工作ꎬ唤醒人民起来争取民族复兴

和保卫民族文化传统ꎮ 积极浪漫主义成了这个时期各国文学

的主要潮流ꎮ
在波兰ꎬ十八世纪后半叶出了不少启蒙运动作家ꎮ 他们

在作品中反对封建统治和反动的天主教ꎬ反对流行的教堂拉

丁语和法语ꎬ开始用人民大众的语言来写作ꎬ促进了波兰文学

语言的发展ꎮ 伊格纳齐克拉西茨基(１７３５—１８０１)的讽刺

诗和寓言ꎬ就是当时杰出的代表作ꎮ 科希秋什科领导的起义

爆发时ꎬ波兰又出现了“雅各宾派”的革命诗歌ꎮ 雅库勃雅

辛斯基(１７５９—１７９４)成为这段时期民族解放运动中的第一

位诗人ꎮ 十九世纪初ꎬ随着这个运动的日益高涨ꎬ积极浪漫主

义有了很大的发展ꎬ其代表人物是亚当密茨凯维奇和尤利

乌什斯沃伐茨基ꎮ 密茨凯维奇的地位尤为重要ꎬ他不仅奠

定了波兰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的基础ꎬ而且为波兰现实主义文

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ꎮ
在捷克和斯洛伐克ꎬ由于哈布斯堡王朝的长期统治ꎬ从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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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世纪末叶就掀起了民族复兴运动ꎮ 保卫民族文化和使用民

族语言ꎬ在唤起民族意识方面发挥过很大作用ꎮ 杨科拉尔

(１７９３—１８５２)是捷克文学的奠基者ꎬ他在诗集«斯拉夫人的

女儿»(１８２４)中ꎬ号召斯拉夫各族人民团结友爱ꎮ 弗切拉

科夫斯基(１７９９—１８５２)研究了斯拉夫各民族的民间诗歌ꎬ通
过民歌体的作品反映出人民对自由解 放的渴 望ꎮ 浪漫主义

诗人卡马哈(１８１０—１８３６)的抒情—叙事诗«五月» (１８３６)
和许多歌颂祖国的诗作ꎬ对捷克和斯洛伐克文学的发展也起

过不小的影响ꎮ
在匈牙利ꎬ反对土耳其人入侵和哈布斯堡王朝统治ꎬ长期

成为文学的主题和动力ꎮ 十六世纪在对土耳其人斗争中献身

的第一位杰出的抒情诗人巴拉什巴林特(１５５４—１５９４)ꎬ就写

过雄壮的“战歌”(１５８９)ꎮ 十七世纪时ꎬ诗人兹里尼米克洛什

(１６２０—１６６４)又在史诗«西盖蒂堡危急»(１６４５—１６４６)中ꎬ歌颂

了一五六六年匈牙利人民为了捍卫西盖蒂堡而对土耳其人进

行的英勇搏斗ꎮ 十七世纪末叶哈布斯堡王朝从土耳其人手中

夺取匈牙利大部分领土以后ꎬ同样对匈牙利实行民族压迫政

策ꎬ使匈牙利民族文化陷于衰落的境地ꎮ 但从十八世纪中叶

起ꎬ法国启蒙思想在匈牙利得到广泛的传播ꎬ于是匈牙利提出

民族复兴的口号ꎬ为改革和使用匈牙利语言以及用启蒙运动的

精神来发展科学文化而奋斗ꎮ 当时诗人考金茨费伦茨

(１７５９—１８３１)所领导的语言革新运动ꎬ丰富了匈牙利的文学语

言ꎮ 匈牙利第一位革命诗人鲍恰尼亚诺什(１７６３—１８４５)的
«法兰西的变革»(１７８９)ꎬ成为爱国志士的革命歌曲ꎮ 抒情诗人

乔科诺伊—维泰兹米哈伊(１７７３—１８０５)最早从民间诗歌中

汲取创作源泉ꎮ 法泽考什米哈伊(１７６６—１８２８)根据民间传

说写成的著名幽默叙事诗«牧鹅少年马季»(１８０４)ꎬ描述一个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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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的农村牧鹅少年对傲慢的地主进行了三倍的报复ꎮ 匈牙利

最早的剧作家考托纳尤若夫(１７９１—１８３０)ꎬ写出了反抗外族

统治的著名悲剧«邦克总督»(１８２１)ꎮ 十九世纪初叶ꎬ浪漫主义

文学在匈牙利兴起ꎬ诗人基什法卢迪兄弟———山陀尔(１７７２—
１８４４)和卡罗伊(１７８８—１８３０)成为这一运动的创始人ꎮ 这时考

尔采费伦茨(１７９０—１８３８)写了匈牙利的«国歌»(１８２３)ꎬ弗勒

斯马尔蒂米哈伊(１８００—１８５５)写了爱国主义诗歌«号召»
(１８３６)ꎬ唤醒人民起来为自由解放而战斗ꎮ

在罗马尼亚ꎬ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叶ꎬ进步文化界为了

反对土耳其的奴役压迫和克服过去的封建落后状况ꎬ开展了

广泛的活动ꎬ如兴建学校ꎬ创办报刊ꎬ建立使用罗马尼亚语言

的剧院ꎮ 作家们很注意民间文学ꎬ安东潘恩(１７９４—１８５４)
就是研究和搜集民歌的先驱之一ꎮ 在丰富多采的民间叙事

诗、战斗的“海杜特”歌曲和优美的“多依那”民歌中ꎬ处处表

现出罗马尼亚人民求解放的愿望ꎮ
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等国的民歌一向有着光荣的斗争传

统ꎬ特别是“海杜特”歌曲和民间叙事诗最为流行ꎮ 从十八世

纪末叶起ꎬ这些国家都开展了民族复兴运动ꎮ 帕伊西希伦

达尔斯基(１７２２—１７９８)的«斯拉夫—保加利亚史»(１７６２)ꎬ对
保加利亚的民族复兴和民族文学的进一步发展起了很大作

用ꎮ 民俗学者符克斯泰芳诺维奇卡拉吉奇 ( １７８７—
１８６４)搜集和编选过多卷的塞尔维亚民间史诗ꎮ 他所编写的

塞尔维亚语法和辞书ꎬ奠定了塞尔维亚文学语言的基础ꎬ大大

促进了本国文学的发展ꎮ
阿尔巴尼亚有过不少反对外族入侵的民间叙事诗ꎮ 民族

英雄斯坎德培的名字ꎬ不仅长久地活在阿尔巴尼亚人民心中ꎬ
而且也长久地活在阿尔巴尼亚民间诗歌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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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九世纪前半叶中欧和东南欧各国的文学中ꎬ亚当
密茨凯维奇占有特殊的地位ꎮ 他的诗作对波兰的革命和文学

都起了巨大的影响ꎮ
亚当密茨凯维奇(１７９８—１８５５)出身于小贵族家庭ꎬ从

小就了解祖国的悲惨命运ꎬ热爱民歌和民间传说ꎮ 一八一五

年他进了当时立陶宛的文化中心维尔诺大学ꎬ学习语言文学ꎬ
还先后加入大学里的秘密爱国团体“爱学社”和“爱德社”ꎬ决
心“为了祖国、学识和正义”而奋斗ꎮ 密茨凯维奇在中学时代

开始写诗ꎬ早年醉心于伏尔泰、歌德、席勒和拜伦等人的作品ꎮ
大学毕业后写成他最早的浪漫主义抒情诗«青春颂»(１８２０)ꎬ
号召青年们起来推翻旧世界ꎬ建立新生活ꎮ 这首以“自由的

曙光ꎬ我向你致敬! 救星的太阳正跟着你上升!”为结尾的

诗ꎬ立即在进步的波兰青年当中广泛流传ꎬ而且在一八三○年

华沙起义时发生过很大的影响ꎮ
一八二二年ꎬ密茨凯维奇的第一本诗集出版ꎬ其中收有歌

谣和传说等ꎮ 诗集反对当时在波兰文坛占统治地位的伪古典

主义的传统ꎬ成为波兰浪漫主义诗歌的第一次集中表现ꎬ在内

容和形式上都富于民间文学色彩ꎮ 一八二三年ꎬ第二本诗集

出版ꎬ包括两篇重要作品:叙事诗«格拉席娜»和诗剧«先人

祭»第二、四两部ꎮ «格拉席娜»是一篇取材于十四世纪的“立
陶宛故事”ꎬ歌颂立陶宛的美丽勇敢的女英雄格拉席娜ꎬ她为

了保卫祖国ꎬ在和日耳曼十字军骑士搏斗中献出了自己的生

命ꎮ 诗剧«先人祭»第二部通过民间祭祀祖先的礼俗ꎬ描写几

个亡魂的遭遇ꎬ反映出农民对地主残酷压迫的严正抗议和报

复ꎬ并表达了作者的民主思想ꎮ 第四部写青年古斯塔夫失恋

的痛苦与不幸ꎬ是一篇浪漫主义的爱情悲剧ꎬ作者还没有突破

追求“个人解放”、“个性自由”的框子ꎬ同时也可以从诗中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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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歌德和席勒对他的影响ꎮ
一八二三年十月ꎬ密茨凯维奇因为参加秘密团体的爱国

活动被沙皇当局逮捕ꎬ次年十月流放到俄国ꎬ前后将近五年之

久ꎮ 在彼得堡ꎬ他和十二月党诗人雷列耶夫等人很接近ꎮ 一

八二五年ꎬ他访问南俄的敖德萨和克里米亚等地ꎬ写成一组

«克里米亚十四行诗»(１８２６)ꎮ 组诗富有东方色彩ꎬ流露出诗

人对祖国的怀念ꎮ 一八二六年十月ꎬ他和普希金在莫斯科相

识ꎬ结成知交ꎮ 一八二八年ꎬ长诗«康拉德华伦洛德»出版ꎮ
诗人通过康拉德为了雪耻报仇诈降十字军骑士团ꎬ从内部打

击敌人使其遭到惨败的故事ꎬ歌颂立陶宛人民的英勇斗争ꎬ此
外ꎬ诗中又反映了俄国十二月党人的革命活动ꎮ 康拉德这个

民族英雄的浪漫主义式的个人反抗ꎬ表现了拜伦对作者的影

响ꎮ 彼得堡审查机关不慎放过了«康拉德华伦洛德»ꎬ但是

华沙警察当局嗅出它的味道ꎬ向沙皇政府告密ꎮ 诗人的朋友

们担心他再遭迫害ꎬ设法帮助他提前离开俄国ꎮ 他先后到了

捷克、德国(在魏玛访问过歌德)、瑞士和意大利等处ꎬ从此流

寓国外ꎬ直到逝世ꎮ
一八三○年十一月华沙起义爆发时ꎬ密茨凯维奇正在罗

马ꎬ他立即启程回国ꎬ但抵达波兹南时起义已被镇压ꎮ 他先停

留在德国的德累斯顿ꎬ一八三二年迁居巴黎ꎬ专事写作ꎮ 这个

时期ꎬ诗人创作了他最重要的作品«先人祭»第三部(１８３２)和
叙事诗«塔杜施先生»(１８３２—１８３４)ꎮ «先人祭»第三部完成

于德累斯顿ꎬ它虽然是早年所写诗剧的续篇ꎬ但主题完全不

同ꎬ诗人写信给一位朋友说:“我打算写出我们祖国遭受迫害

和磨难的全部历史ꎮ”诗中记述了一八二三年作者被拘捕的

情形ꎬ控诉了沙皇俄国对波兰的侵略和血腥统治ꎬ也反映了华

沙起义失败后波兰人民遭到的迫害和大屠杀ꎮ 主人公康拉德

９０１



再不象以前的古斯塔夫一样为失恋而痛苦ꎬ他受到华沙起义

的影响ꎬ走上参加社会斗争和为祖国献身的道路ꎮ 用他独白

中的话来说:

如今我已把我的灵魂和我的祖国连在一起ꎬ

我和祖国是一个整体ꎮ
我的名字叫做千百万人———正是为了爱千百万人ꎬ
我才如此痛苦ꎬ忍受酷刑ꎮ
我看着我可怜的祖国ꎬ
像儿子看着被车裂而死的父亲ꎻ
我忍受着整个民族的苦难ꎬ
像母亲感受着腹中胎儿活动的阵痛ꎮ

密茨凯维奇最后一部杰作«塔杜施先生»又名«在立陶宛

的最后一次袭击»ꎬ它以一八一一至一八一二年的历史事件为

背景ꎬ描述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波兰贵族的生活和经历ꎮ
它通过立陶宛两个有世仇的大家族的年轻一代———塔杜施和

佐霞的恋爱故事ꎬ反映出波兰小贵族阶级的没落和旧的历史时

代的终结ꎬ预示新的资本主义社会即将诞生ꎬ又讲到在一八一

二年拿破仑和俄国作战的年代里ꎬ波兰爱国志士怎样为了祖

国的复兴而反对沙皇ꎮ 诗中充满着对祖国的热爱ꎬ号召消除

世族间的仇恨和纷争ꎬ团结起来争取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ꎮ
全诗富有抒情成分ꎬ对诗中人物以及波兰的日常生活和自然

景色都作了极为生动的描写ꎮ 这部长诗是密茨凯维奇创作道

路的最高峰ꎬ也是他从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的一座里程碑ꎮ
一八四○年ꎬ密茨凯维奇在巴黎大学开讲斯拉夫文学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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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度受到神秘主义宗教思想的影响ꎬ甚至放弃了写作ꎮ 由

于欧洲各国革命特别是一八四八年革命运动的高涨ꎬ诗人终

于摆脱神秘主义ꎬ重新投入斗争ꎮ 一八四八年ꎬ他去罗马组织

波兰军团ꎬ为意大利和波兰人民反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

统治而战ꎮ 一八四九年ꎬ他在巴黎创办«人民论坛报»ꎬ写过

许多政论文章ꎬ主张各族人民结成革命联盟ꎬ共同反对专制制

度ꎮ 他对社会主义表示同情ꎬ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崭新的

词ꎬ旧社会和它所有的代表者假如不了解这个词的意义ꎬ都会

在这个词里读到死刑的判决”ꎮ 他又说:“社会主义是一

个崭新的现象ꎬ它表现了旧社会的人们所不能理解的新的向

往和新的热情ꎮ”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ꎬ诗人于一八五五

年去到君士坦丁堡ꎬ准备再次组织波兰军团ꎬ为祖国的解放而

战ꎬ不幸染上霍乱症ꎬ同年十一月死在当地ꎮ
密茨凯维奇一生经历了逮捕、监禁、放逐、流亡ꎬ最后客死

异乡ꎮ 他的生活和创作中始终贯穿着一个理想ꎬ就是争取祖

国的解放ꎮ 他给伪古典主义以有力的打击ꎬ为波兰的积极浪

漫主义文学奠定了基础ꎮ 在他后期的创作中ꎬ现实主义因素

不断增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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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十九世纪中期文学

第一节　 概　 论

一八三○年法国七月革命推翻波旁王朝ꎬ建立了代表金

融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ꎮ 一八三二年英国议会通过改革选举

制度的法案ꎬ工业资产阶级参加了政权ꎮ 这两个事件标志着

资产阶级在欧洲范围内的胜利ꎮ 在英、法两国ꎬ上升的资产阶

级和封建势力的斗争虽未结束ꎬ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

盾已日益发展ꎬ逐步升到首要地位ꎮ 一八三一和一八三四年

法国里昂织工两度起义ꎬ一八四八年六月巴黎无产阶级举起

红旗ꎬ提出建立“民主的、社会的共和国”的政治口号ꎮ 一八

三八至一八四八年ꎬ英国爆发了以工人为主体的宪章运动ꎮ
甚至在资本主义发展程度较低的德国ꎬ西里西亚织工也于一

八四四年举行了起义ꎮ 正如恩格斯所说ꎬ从一八三○年起ꎬ在
英、法两国ꎬ“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ꎬ已被承认是为争夺统治

而斗争的第三个战士ꎮ”①在蓬勃开展的工人运动的基础上ꎬ
马克思和恩格斯于一八四八年发表«共产党宣言»ꎬ完成了由

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的飞跃ꎮ
四十年代末ꎬ欧洲许多发展比较缓慢的国家也陆续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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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深入、范围更广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ꎮ 在一八四八年法

国二月革命的影响下ꎬ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欧洲民主民族

革命风起云涌ꎮ “一八四八年革命强迫欧洲的一切民族表明

态度:是拥护这次革命ꎬ还是反对这次革命ꎮ 在一个月内ꎬ已
经成熟到能够进行革命的一切民族都进行了革命”①ꎬ诸
如奥地利帝国的维也纳人民起义ꎬ德国柏林的革命ꎬ意大利的

米兰起义ꎬ奥地利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的反封建、反民族压迫

的起义ꎬ匈牙利反奥地利统治的民族解放战争ꎮ 一八四八年

的欧洲革命摧毁了“神圣同盟”所竭力维护的封建秩序ꎬ但由

于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的软弱ꎬ由于无产阶级政治上的不够

成熟ꎬ这些地区的革命都失败了ꎮ 即使在法国ꎬ一八五一年政

变也恢复了帝制ꎮ 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失败暴露了资产阶级和

封建势力妥协、害怕无产阶级的反人民本质ꎮ
五、六十年代ꎬ在英、法两国ꎬ资本主义依靠剥削国内人

民ꎬ特别是剥削殖民地人民ꎬ得到飞速发展ꎮ 当时的英国被称

为“世界工场”ꎬ称霸世界市场ꎬ残酷镇压殖民地革命运动ꎬ已
经开始具有帝国主义的一些特征ꎮ 法兰西第二帝国代表金融

贵族和工业巨头的利益ꎬ对内实行军事独裁ꎬ对外掠夺殖民

地ꎮ 在德国ꎬ反动的保皇主义者俾斯麦推行“铁血政策”ꎬ着
手统一全国ꎮ 在大块领土被奥地利占领的意大利ꎬ人民要求

统一的斗争又一次高涨ꎬ资产阶级依靠撒丁王国的军事力量ꎬ
通过和贵族地主妥协的道路ꎬ也建立了统一的国家ꎮ 德、意两

国的统一ꎬ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ꎬ有利于工人运动ꎬ但由于

保存了君主制度和封建势力ꎬ人民受着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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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双重压迫ꎮ 这一时期ꎬ资产阶级在英、法的统治日益巩固ꎬ
因而采取了一些虚伪的自由主义政策ꎬ散布改良主义的幻想ꎬ
以缓和国内阶级矛盾ꎮ 欧洲工人运动在五十年代尚未摆脱资

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影响ꎮ 英国的工联主义、法国的蒲鲁

东主义、德国的拉萨尔主义ꎬ以及在一些落后地区较有影响的

巴枯宁主义等ꎬ背叛工人阶级的利益ꎬ鼓吹阶级调和ꎬ已经沦

为反动的宗派ꎬ严重地阻碍着工人运动的开展ꎮ 六十年代ꎬ在
一八五七年波及全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后ꎬ工人运动重

新高涨ꎬ工人群众日益感到团结斗争的必要ꎮ 一八六四年九

月ꎬ马克思、恩格斯亲自建立了第一国际ꎬ这是科学社会主义

同工人运动结合的产物ꎮ 马克思、恩格斯在第一国际历届大

会上粉碎了形形色色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反动宗派ꎬ为国际工

人运动制定了统一的无产阶级革命策略ꎮ 正是在这种条件

下ꎬ一八七一年诞生了巴黎公社ꎬ第一次建立起无产阶级专

政ꎬ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写出光辉的新篇章ꎮ
俄国资本主义经济远远落后于西欧ꎬ但在三十至四十年

代ꎬ工商业也得到一定的发展ꎮ 农民起义持续不断ꎮ 十九世

纪俄国解放运动的中心问题ꎬ就是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ꎮ
解放运动的第一时期即贵族革命阶段ꎬ开始于一八二五年ꎮ
克里米亚战争(１８５３—１８５６)的失败ꎬ全面暴露了封建俄国的

衰朽ꎮ 沙皇政府被迫于一八六一年宣布自上而下的农奴制改

革ꎬ但农民身受的剥削和压迫却更为沉重ꎮ 解放运动大致上

从此进入第二时期ꎬ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ꎮ 早在四

十年代ꎬ革命民主主义已开始成为思想界的旗帜ꎮ 五十至六

十年代形成了革命民主主义思潮ꎬ产生了一批平民知识分子

革命家ꎮ 他们反对沙皇专制ꎬ主张废除农奴制度ꎬ并对资本主

义提出批判ꎻ但他们是空想社会主义者ꎬ幻想通过半封建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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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村社过渡到社会主义ꎮ 在革命民主主义思想鼓舞下ꎬ俄国

人民反沙皇制度的斗争更加高涨ꎮ 一八六三年ꎬ波兰爆发了

反对俄国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ꎮ
这一时期ꎬ欧洲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错综复杂ꎬ各国所

走的道路也各有特点ꎬ但一切都和资本主义不同程度的发展

有关ꎮ 发达国家已经确立了资产阶级的金钱统治ꎬ在落后国

家ꎬ金钱关系也开始渗透到封建社会内部ꎬ这就更激化了已经

相当尖锐的社会矛盾ꎮ 不仅劳动群众更加贫困和无权ꎬ中小

资产阶级也大批破产ꎬ或面临着破产的威胁ꎮ 贵族对于已经

或即将来到的资本主义新现实怀着极大的恐惧和仇恨ꎮ 资本

主义固有矛盾的进一步暴露ꎬ封建社会瓦解的加速ꎬ不能不对

一些作家产生深刻的影响ꎮ 他们置身于这个矛盾重重的社

会ꎬ成为自己阶级的自觉或不自觉的代言人ꎬ他们揭示资产者

带来的新秩序或封建社会的旧生活ꎬ鞭笞黑暗丑恶的现象ꎬ探
求摆脱社会现状的种种可能ꎮ 法国的司汤达、巴尔扎克ꎬ英国

的狄更斯和俄国的普希金、果戈理最先表现了这种新的创作

倾向ꎬ形成一种文学潮流ꎬ后来被称作批判现实主义ꎮ 就西欧

(主要是英、法两国)说ꎬ批判现实主义是资产阶级胜利和巩

固时期出现的文学现象ꎻ就俄国说ꎬ则是资本主义逐步兴起ꎬ
封建制度开始走向溃灭时期的产物ꎮ

批判现实主义的形成和发展ꎬ也同欧洲十九世纪上半期

的哲学和科学有密切关系ꎮ 黑格尔的辩证法、费尔巴哈的人

本主义唯物论、孔德的实证主义、自然科学方面的新成就和实

验科学的流行ꎬ以及法国复辟时期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如基佐

等的历史观ꎬ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一些批判现实主义作家ꎬ
启发他们去探求表现现实的新方法ꎮ

欧洲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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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ꎬ但十八世纪英国小说、法国启蒙运动文学和俄国讽刺文学

等ꎬ则是批判现实主义在艺术方法上的直接先驱ꎮ 从反映现

实的基本方法说ꎬ批判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是颇不相同的ꎬ但
批判现实主义也借鉴了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的艺术经验ꎬ如浪

漫主义者表现历史题材时注重风俗画面的描绘ꎬ他们在心理

描写上的某些技巧等等ꎮ
这一时期欧洲批判现实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ꎮ

三、四十年代ꎬ法国和英国出现了巴尔扎克、狄更斯ꎬ俄国出现

了果戈理ꎮ 五、六十年代ꎬ西欧批判现实主义者虽然写过一些

进步作品ꎬ但他们的批判力量已有所削弱ꎬ改良主义思想和悲

观情绪更加严重ꎬ自然主义倾向日益明显ꎮ 而在俄国ꎬ批判现

实主义文学却有很大发展ꎬ产生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

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托尔斯泰ꎮ
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政治态度不尽相同ꎮ 就他们的主要

倾向而言ꎬ有的站在自由主义贵族立场ꎬ有的代表资产阶级民

主派或小资产阶级的利益ꎬ有的从革命民主主义的观点出发ꎬ
反映了当时农民的某些情绪和要求ꎮ

一般说来ꎬ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受到启蒙思想、空想社会主

义和基督教博爱思想的影响ꎬ他们的世界观的核心是资产阶

级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ꎮ 他们从各自的阶级利益出发ꎬ对资

本主义和封建社会冷酷的现实ꎬ尤其是资产阶级金钱统治ꎬ提
出指责ꎬ对社会下层的贫困生活表示同情ꎮ 批判现实主义作

家塑造了出色的社会的反面典型ꎬ如保守顽固的贵族、穷凶极

恶的地主、冷酷无情的资本家、贪婪的高利贷者、守财奴、自由

主义伪君子、个人野心家和庸俗的小市民等ꎮ 巴尔扎克的

«人间喜剧»描绘了法国社会许多阶层的生活和风貌ꎬ写下了

资产阶级丑恶的发家史ꎮ 狄更斯的作品批判了英国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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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教育和伪善的慈善机关等等ꎮ 在俄国ꎬ专制农奴制进入

最腐朽反动的阶段ꎬ资本主义迅速发展ꎬ广大人民身受双重剥

削和压迫ꎬ阶级斗争尖锐异常ꎮ 果戈理、屠格涅夫和车尔尼雪

夫斯基等人的创作反映了俄国的社会面貌ꎮ 批判现实主义是

封建制度溃灭、资产阶级上升和走向衰落过程的珍贵的艺术

文献ꎮ 它对于封建社会的腐朽生活的指责ꎬ对于资本主义及

其上层建筑的揭露和批判ꎬ曾使人们对旧秩序产生怀疑ꎬ在历

史上具有一定的进步作用ꎮ
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也有着不可克服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局

限ꎮ 他们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是不全面的ꎬ大部分作家只描

写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ꎬ以及中小资产阶级同大资产阶级、
贵族的矛盾ꎮ 这种矛盾在作品中往往借助个人同社会的冲突

表现出来ꎬ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被渲染成时代的“英雄”ꎮ 劳

动群众反抗剥削者的斗争没有得到反映ꎬ有的作家即使涉及

这个题材ꎬ也只是作了零星、局部的描写ꎬ甚至加以歪曲ꎮ 作

家对劳动人民往往止于怜悯同情ꎬ工人和农民大都被表现为

消极的受难者ꎮ 批判现实主义在揭发社会罪恶时ꎬ往往通过

伦理道德的途径来解决问题ꎬ即或提出一些社会改革方案ꎬ也
大都未触及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ꎬ不能给社会指明真正的出

路ꎮ 无论西欧或俄国的多数作家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了

改良主义思想ꎬ并由于或多或少地意识到社会改良的不可能ꎬ
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彷徨悲观情绪ꎮ 俄国革命民主主义作家虽

然强调用革命手段摧毁沙皇制度ꎬ但他们对未来的设想是空

幻的ꎬ看不见通向“理想世界”的具体道路ꎬ因而他们的乐观

精神也只能给人以空泛的印象ꎮ 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宣扬的是

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ꎮ 他们塑造的正面人物多数是脱

离人民的个人主义“英雄”、忏悔的贵族、“改好了的”资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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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心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社会上的“多余的人”ꎬ以及温

和驯良的“小人物”等ꎮ
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本时期的文学中虽占主要地位ꎬ但

在法国和俄国ꎬ浪漫主义文学仍继续发展ꎮ 法国积极浪漫主

义作家如雨果发表了他的代表作ꎬ其中现实主义成分有所增

强ꎮ 消极浪漫主义诗人拉马丁的作品仍有较大影响ꎮ 俄国的

莱蒙托夫创作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小说ꎬ但也写过许多浪漫主

义诗歌ꎮ 在德国ꎬ青年时代一度倾向于浪漫主义的诗人海涅ꎬ
随着德国革命的发展ꎬ创作中的批判精神增强ꎬ写出了一些优

秀的政治诗ꎮ
随着工人运动的开展ꎬ无产阶级强烈要求运用文学来表

现并鼓舞自己ꎮ 本时期产生了光辉的英国宪章派文学和德国

无产阶级第一个诗人维尔特ꎮ 无产阶级文学表达了广大劳动

群众的要求ꎬ充满着向剥削制度坚决斗争的革命精神ꎬ具有强

大的政治鼓动力ꎬ但还未能摆脱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ꎬ在艺术

上也不够成熟ꎮ 然而这是一个伟大的开端ꎮ 马克思、恩格斯

对海涅、琼斯、维尔特等人的思想和创作有过很大影响ꎮ 四十

年代末ꎬ在欧洲各国民主运动中产生一些来自人民群众的革

命歌谣ꎬ它们在本时期的文学中也放出了光彩ꎮ
在中欧、东南欧的民主、民族解放运动中ꎬ许多国家的文

学都有较大发展ꎬ出现了裴多菲这样重要的作家ꎬ他们利用文

学这一武器来反封建、反民族压迫ꎬ对这些国家的革命作出了

贡献ꎮ 他们的不少作品在当时的欧洲流传ꎬ后来又受到一些

被压迫民族的欢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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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
和巴尔扎克

　 　 一八三○年七月革命以后ꎬ法国社会进入金融资产阶级

统治时期ꎬ同时法国无产阶级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ꎮ 一八三

一年里昂纺织工人起义是法国工人阶级第一次显示自己的力

量ꎬ不仅在法国ꎬ而且也在欧洲其他国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ꎮ
一八四八年革命结束了七月王朝金融资产阶级的统治ꎮ

尽管革命以失败告终ꎬ但是工人阶级所显示的巨大力量已经

引起资产阶级的恐惧ꎬ而反动统治集团对工人运动的阻挠和

迫害也日益加剧ꎮ
一八五一年十二月ꎬ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ꎬ宣布解散国

会ꎬ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ꎻ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嚣张一时ꎬ工人

运动暂时转入低潮ꎮ 但是六十年代后ꎬ工人运动又重新兴起ꎬ
为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革命高涨创造了条件ꎮ

这一时期ꎬ虽然还存在着封建残余势力和资产阶级的矛

盾ꎬ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逐渐成为法国社会的基

本矛盾ꎮ 同时在资产阶级内部ꎬ大资产阶级和中、小资产阶级

的矛盾也暴露出来ꎮ 占统治地位的大资产阶级不但压迫无产

阶级ꎬ使劳资冲突日益加深ꎬ而且也压迫中、小资产阶级ꎬ使他

们在经济上陷于贫困破产ꎬ政治上受到排挤ꎮ
在文化方面ꎬ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继续传播ꎬ人道主义思想

广泛流传ꎮ 此外ꎬ孔德(１７９８—１８５７)的实证主义哲学、达尔

文(１８０９—１８８２)的进化论、克罗德贝尔纳(１８１３—１８７８)的
«实验医学研究导论»等ꎬ也开始对当时社会的思想意识产生

影响ꎮ 他们只把人作为生物来研究ꎬ认为人和生物一样ꎬ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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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和发展是由环境决定的ꎬ但他们看不到人的阶级本质ꎮ
随着社会形势和文化思想条件的改变ꎬ这个时期的法国

文学也起着重要的变化ꎬ出现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ꎬ它反映了

法国封建社会瓦解和资本主义胜利的历史过程ꎬ抨击了资产

阶级金钱统治的罪恶ꎮ 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对人民群众抱有一

定的同情ꎬ但对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始终未能抛开幻想ꎮ 巴

尔扎克是一个保皇党人ꎬ司汤达在政治上没有超出资产阶级

自由主义的范畴ꎬ梅里美晚年作了拿破仑三世宫廷的座上客ꎬ
福楼拜对人民群众的恐惧远甚于对他们的同情ꎮ

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发展是同法国十八世纪后期的现实

主义文学传统分不开的ꎮ 狄德罗不论在描写当时的社会生活

方面ꎬ或在叙述手法方面ꎬ都给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提供了榜

样ꎮ 巴尔扎克对作为小说家的狄德罗推崇备至ꎬ从某些人物

形象身上也可以看到这两者之间的血缘关系ꎮ 十八世纪以前

的拉伯雷、莫里哀和拉布吕耶尔等一直是司汤达、巴尔扎克等

人喜爱的作家ꎬ他们从这些作家对现实的观察和严峻的讽刺

中获得了丰富的营养ꎮ 十九世纪初风行一时的通俗小说ꎬ对
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也有一定的影响ꎮ

除了本国文学传统以外ꎬ法国批判现实主义还接受了外

国文学的成果ꎬ其中特别突出的是英国司各特的历史小说ꎮ
司各特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着重描写人物活动的环境和曲折的

情节ꎬ他的小说富于故事性和戏剧性ꎮ 巴尔扎克从司各特作

品中得到的启发尤为显著ꎮ
在批判现实主义作为主要流派出现于文坛的同时ꎬ积极

浪漫主义传统也在继续发展ꎮ 一八五○到一八七七年是批判

现实主义作家福楼拜写成他的代表作的时期ꎬ而这个时期也

正好是积极浪漫主义作家雨果创作活动的重要阶段ꎮ 在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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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潮的影响之下ꎬ虽说雨果作品中的现实主义成分比前一时

期大为增强ꎬ但在艺术风格上ꎬ他始终保存着充满抒情气氛的

浪漫主义特色ꎮ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加深ꎬ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还

出现了戈蒂耶、波德莱尔等颓废派作家ꎮ 和批判现实主义、积
极浪漫主义作家不同ꎬ他们对生活采取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

的态度ꎬ他们把资本主义世界的丑恶看作一种固定的、永恒的

现象ꎬ否定人类进步的可能ꎬ宣扬为艺术而艺术ꎬ甚至从基督

教“原始罪恶”的观点出发ꎬ深信人本身就是邪恶的、腐朽的ꎬ
从而得出资本主义社会罪恶不可避免的结论ꎬ嘲笑提倡社会

改革和宣传人类进步的活动ꎮ 颓废派的主导倾向是逃避现

实ꎬ否定生活ꎬ把人引进象牙之塔或神秘主义世界ꎬ对日后巴

拿斯派和象征主义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ꎮ 颓废派在反功利

主义的口号下ꎬ一直是同十九世纪中叶人道主义思潮和“为
人生而艺术”的主张相对立的ꎮ 一八四○年雨果在«诗人的

任务»一诗中ꎬ指出诗人在民众苦难深重的时刻ꎬ不应逃离社

会ꎬ独善其身ꎻ这是雨果对戈蒂耶所宣扬的唯美主义的严正谴

责ꎮ 一八四二年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前言»中ꎬ全面提出

现实主义的纲领ꎬ强调作家应该同时是研究现代社会生活的

历史家ꎻ这实际上也就是对颓废派一种有力的答复ꎮ
司汤达ꎬ原名亨利贝尔(１７８３—１８４２)ꎬ是法国批判现

实主义文学最早的代表作家ꎬ出生于一个反动、保守的律师家

庭ꎮ 他早年接受启蒙思想ꎬ同情一七八九年的资产阶级革命ꎮ
十七岁时加入拿破仑的军队ꎬ把拿破仑看作唯一能击败封建

反动势力的英雄ꎬ崇拜他的魄力和才干ꎬ赞扬他打破等级界

限ꎬ从平民中大量选拔军官ꎮ 复辟以后ꎬ司汤达侨居意大利ꎬ
开始文学创作ꎬ一八二一年因和烧炭党人交往被驱逐出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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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汤达侨居意大利期间ꎬ深受意大利浪漫主义尤其是曼

佐尼的影响ꎮ 意大利浪漫主义同德、法消极浪漫主义不同ꎬ后
者宣扬唯心的神秘主义ꎬ前者则强调文学要写真实ꎬ要提倡民

族传统ꎮ 用曼佐尼的话来说:“戏剧人物的可信与否ꎬ全在他

的真实性”ꎬ“最伟大的诗人都从民族传统中吸取题材”ꎬ目的

是为当前民族解放斗争服务ꎮ
在意大利期间ꎬ司汤达写了不少游记、随笔和艺术家评

传ꎮ 二十年代初回国后ꎬ他在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的论战中

发表著名的文艺论著«拉辛和莎士比亚»(１８２３)ꎬ强调文学要

反映现实ꎬ为现代人服务ꎮ 他举罗马凯旋门同法国的凯旋门

为例ꎬ说“罗马的艺术家是浪漫主义者ꎬ他们刻画的是当时的

真相ꎬ因此感动了他们的同胞”ꎻ法国作品完全模仿罗马ꎬ而
“各个时代的模仿者都是古典主义者”ꎮ 可见司汤达所谓的

“浪漫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指的现实主义ꎬ而“古典主义”
在他的词汇里则是没有生命力、衰落腐朽、供宫廷取乐的文

学ꎮ 从这个意义上说ꎬ莎士比亚和拉辛都是浪漫主义者ꎮ “这
两位伟大诗人都模仿自然ꎮ”在艺术形式方面ꎬ司汤达提倡朴素

自然的散文体诗剧ꎬ反对墨守三一律和亚历山大诗体的成规ꎮ
他倡导简单明晰的语言风格ꎬ反对夏多布里盎式的矫揉造作和

夸张ꎮ 司汤达的理论继承了法国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的唯物

主义ꎬ他的«拉辛和莎士比亚»是法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

文学第一部理论文献ꎬ对这种文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ꎮ
司汤达的主要长篇小说«红与黑» (１８３０)是法国批判现

实主义第一部成熟的作品ꎮ 主人公于连索瑞尔是一个锯木

厂主的儿子ꎬ怀有强烈的向上爬的个人野心ꎬ从小就崇拜拿破

仑ꎬ想靠建立军功而飞黄腾达ꎮ 但在复辟年代ꎬ他的希望不能

实现ꎬ他看出只有通过教会的道路ꎬ才能达到目的ꎮ 他把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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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文«圣经»背得烂熟ꎬ当地神甫很信任他ꎬ介绍他到市长

德瑞那家里当家庭教师ꎮ不久ꎬ因和德瑞那夫人恋爱ꎬ他被

迫离开市长家ꎬ到神学院学习ꎮ 后来他去巴黎ꎬ当了德拉
木尔侯爵的秘书ꎬ得到侯爵的赏识重用ꎬ和侯爵的女儿玛蒂尔

德发生爱情关系ꎬ侯爵只好赠给他土地、金钱、贵族封号和军

衔ꎮ 正当他踌躇满志的时候ꎬ德瑞那夫人在教士威逼下写

来一封揭发他的信ꎬ使侯爵取消了女儿和他的婚约ꎮ 于连野

心未遂ꎬ一怒之下用手枪打伤了德瑞那夫人ꎬ因而被捕ꎬ最
后被判死刑ꎮ

于连代表当时中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右翼ꎬ他们

和当权的贵族、教会有矛盾的一面ꎬ因为封建等级制度是他们

想爬到上层地位的障碍ꎻ但更主要的是他们和上层妥协的一

面ꎮ 他们和封建统治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ꎬ他们根本不要

推翻封建制度ꎬ只想自己爬到上流社会ꎬ满足权势和财富的欲

望ꎬ和贵族、僧侣一道维护封建制度ꎬ统治人民ꎮ 于连的形象

就是这一阶层在法国一八三○年七月革命前的典型形象ꎮ
于连不满封建等级制度ꎬ但向上爬的欲望又使他依附于

特权阶级ꎬ冒着生命危险为贵族秘密会议递送情报ꎮ 他把全

部«圣经»看成谎言ꎬ却又把它熟读ꎬ立志当教士ꎮ 他声言巴

黎是个“阴谋和伪善的中心”ꎬ但又竭力想钻进巴黎上流社

会ꎬ羡慕他们的权力、财富和豪华的寄生生活ꎮ 他在一定程度

上对贫苦的劳动人民表示同情ꎬ然而又极端蔑视他们ꎮ 于连

的反抗性取决于贵族上流社会对他的态度ꎬ他的主导方面是

向统治阶级投靠ꎮ 他对社会作了某些批判ꎬ仅仅是由于他个

人向上爬的欲望得不到满足ꎮ 每当他受到提拔重用时ꎬ他总

是对赏识他的主人感激涕零ꎮ 司汤达从自己的阶级立场和世

界观出发ꎬ对于连的个人野心、利己主义和为个人幸福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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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ꎬ作了肯定的描绘ꎬ最后法庭上的一段更把于连渲染成

一个反对统治阶级的英雄ꎮ 实际上ꎬ于连的一生是资产阶级

个人主义野心家的一生ꎬ他在法庭上短短的发言是个人野心

未遂的怨恨的发泄ꎬ他的死也是个人主义野心家失败后悲观

绝望的必然结果ꎮ
在«红与黑»中ꎬ司汤达反映了贵族和日益得势的资产阶

级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教会和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复杂关

系ꎬ他对封建贵族和教会作了一些揭露ꎬ描述了七月革命前夕

在人民革命浪潮冲击下的贵族的恐慌、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

子右翼的情绪ꎬ因而这部作品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ꎮ 但«红
与黑»并没有表达出七月革命前夕ꎬ广大法国劳动群众和中

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反贵族、反教会和反复辟的时代精神ꎬ
只不过是塑造了一个出现于革命浪潮中的个人主义野心家的

形象ꎬ并且在美化这个人物的同时ꎬ宣扬了腐朽的资产阶级生

活观和幸福观ꎮ
司汤达另一部重要小说是«巴马修道院» (１８３９)ꎮ 主人

公是意大利巴马公国的贵族法布利斯台尔唐戈ꎮ 他青年

时代参加拿破仑军队ꎬ拿破仑失败后返回意大利ꎬ在他姑母的

帮助下ꎬ到神学院学习ꎬ被任命为代理大主教ꎬ后来因为几次

恋爱失败ꎬ隐居到修道院ꎬ不久死去ꎮ 司汤达笔下的法布利斯

和于连一样ꎬ也是一个有才能的、精力充沛的青年ꎮ 他也企图

通过从军和出任教职来满足个人野心ꎬ并想在爱情中求得个

人幸福ꎮ 作者着力描写了巴马宫廷的政治阴谋和斗争ꎬ反映

出“神圣同盟”时期意大利社会的黑暗和混乱ꎮ
司汤达又写了长篇小说«吕西安娄凡»和自传体小说

«亨利勃吕拉的一生»ꎬ都未完成ꎬ还留下一部中短篇小说

集«意大利遗事集»ꎮ 这些作品都在他死后很久才出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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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西安娄凡»又名«红与白»ꎬ主人公的父亲是一个大

银行家ꎬ拥护七月王朝ꎮ 吕西安最初倾向于共和主义ꎬ他父亲

叫他从军ꎬ他同于连相反ꎬ对从军不感兴趣ꎮ 在镇压工人起义

时ꎬ他遭到工人的仇视ꎬ又看到同伍军官的卑鄙行径ꎬ于是他

放弃军职ꎬ当了政府职员ꎮ 官府见闻也使他厌恶ꎮ 他又经历

了一些活动ꎬ一直徘徊动摇ꎮ 他认为唯一的幸福就是爱情ꎮ
这部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法国七月王朝统治时期的社会

矛盾ꎬ内容和格局同«红与黑»和«巴马修道院»有类似之处ꎮ
司汤达的小说情节集中ꎬ人物性格鲜明突出ꎬ语言简明精

确ꎬ没有冗长琐碎的描写ꎮ 他善于揭示人物的内心冲突和思

想感情瞬息间的变化ꎬ来突出他们的个性特征ꎮ 他的心理描

写丰富了塑造形象的现实主义艺术方法ꎮ
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奥诺瑞巴尔扎克(１７９９—

１８５０)生于法国西部的都尔城ꎮ 他的父亲出身农民家庭ꎬ后
来成为资产者ꎮ 巴尔扎克青年时期在僧侣所办的学校学习ꎮ
一八一四年ꎬ他去巴黎学法律ꎬ曾先后在诉讼代理人事务所和

公证人事务所当实习生ꎮ 他的父亲希望他毕业后当律师ꎬ但
是巴尔扎克决心从事文学创作ꎮ 一八一九至一八二○年间ꎬ
他写了一篇诗体悲剧«克伦威尔»ꎬ但这个剧本被认为是失败

之作ꎮ 他转而写作当时极为流行的神怪小说ꎬ不到四年

(１８２１—１８２５)写了将近四十种ꎬ都没有签署作者的真名ꎬ其
中有的还是和别人合著的ꎮ

一方面由于家庭接济很少ꎬ另一方面又由于沾染了巴黎

社会的奢侈恶习ꎬ巴尔扎克经常陷入手头拮据的困境ꎮ 为了

摆脱这种困境ꎬ他从一八二五年起经营企业ꎬ出版古典文学名

著ꎬ开办印刷厂ꎬ制造特型铅字ꎬ但是没有成功ꎬ他决定仍旧靠

写作维持生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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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小说«朱安党人» (１８２９)是巴尔扎克用真名发表的

第一部作品ꎬ描述一八○○年法国布列塔尼在保皇党煽动下

发生的反对共和国政府的暴动ꎮ 作者赋予英勇的共和国军人

以应有的光彩ꎬ但也大大美化了朱安党首领孟多兰侯爵ꎬ表现

出他当时对贵族的同情ꎮ 为了写这部小说ꎬ他曾细心研究有

关暴动的历史文献ꎬ亲自去布列塔尼调查山川形势和农民生

活ꎬ访问暴动的目击者和参加者ꎬ还从友人柏尔里公爵夫人那

里收集许多关于朱安党人的掌故ꎮ 从写神怪小说过渡到写历

史小说ꎬ是巴尔扎克走向批判现实主义的第一个重要步骤ꎮ
他在«朱安党人»中描写的不是古代历史ꎬ而是属于当代社会

生活范畴的重要事件ꎮ 着重反映当代社会生活ꎬ正是巴尔扎

克日后所写的«人间喜剧»的一个特点ꎮ
一八三一年ꎬ巴尔扎克加入保皇党ꎮ 但是他的政治态度

和极端保皇党人也不完全一致ꎮ 他是党内的自由派ꎬ在党员

中间不大受欢迎ꎬ他甚至公开批评保皇党ꎬ说“这个政党令人

厌恶”ꎬ“这是一个失败的政党ꎮ”
从一八二九年写«朱安党人»起ꎬ巴尔扎克的创作开始进

入成熟时期ꎬ即«人间喜剧»时期(１８２９—１８４８)ꎮ 在三、四十

年代ꎬ他除致力于文艺创作以外ꎬ还出入巴黎上流社会的沙

龙ꎬ为几种报刊撰稿ꎬ他接触的生活面非常广泛ꎮ
巴尔扎克从这时期起ꎬ就在现实主义理论方面进行探索ꎮ

他认为小说家必须面向现实生活ꎬ使自己成为当代社会的风

俗史家ꎻ又认为小说家的任务不仅在于摹写社会现象ꎬ还须阐

明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ꎬ指出人物、欲念和事件背后的意义ꎮ
在塑造人物的问题上ꎬ他强调特性ꎬ也强调共性ꎻ他说诗人的

使命在创造典型ꎬ使典型个性化ꎬ个性典型化ꎻ又说典型人物

应该把那些多少和他类似的人的性格特点集于一身ꎮ 他还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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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艺术必须为社会服务ꎻ认为艺术家不仅描写罪恶和德行ꎬ而
且要指出其中的教育意义ꎻ艺术家必须同时是道德家和政治

家ꎮ
作为巴尔扎克的代表作的«人间喜剧»ꎬ包括九十六种长

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ꎬ分为“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和“分
析研究”三个部分ꎮ “风俗研究”是其中的主要部分ꎬ在这里

又分“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
“政治生活场景”、“军人生活场景”和“乡村生活场景”六个

方面ꎮ 作品最初定名为«社会研究»ꎬ后来受了但丁«神曲»①

的启示ꎬ才改用«人间喜剧»这个名字ꎮ
从当代风俗史家的角度出发ꎬ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

描写了十九世纪前半期法国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交替的历史

时期ꎮ 这个时期的特征ꎬ是金钱逐渐代替了贵族头衔ꎮ 一八

三○年革命以后ꎬ金钱统治的威力尤为强大ꎮ 资产阶级以捞

钱为生活目标ꎬ他们通过各种方法和手段来达到目的ꎬ而更多

的是用欺诈和暴力进行掠夺ꎮ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ꎬ描
绘了从拿破仑帝国、复辟王朝到七月王朝这一历史时期法国

社会的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的活动场所ꎬ使作

品成为一个由两千多个人物构成的广阔的社会画面ꎬ从中可

以看出封建主义必然为资本主义所代替的规律ꎬ和资本主义

制度的某些弊病ꎮ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描写了形形色色具有时代特

点的资产者ꎬ从他们身上反映出资产阶级的发家史ꎮ 在这里ꎬ
有原始的、低级的贮藏商品的高利贷者高布赛克(«高利贷

者»ꎬ１８３０)ꎬ有懂得钱币作用的葛朗台老头(«欧也妮葛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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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ꎬ１８３３)ꎬ以及高级的金融巨头纽沁根(«纽沁根银行»ꎬ１８３８)
等ꎮ 他们是资产阶级世界的真正主人ꎻ他们在国家法律的庇护

和社会舆论的支持下ꎬ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ꎬ公开进行掠夺ꎬ而
在掠夺方式上又各有特点ꎮ 高布赛克是旧式的剥削者ꎬ还没有

学会“最新”的发财致富之道ꎬ他宁愿把商品贮藏在家里ꎬ而不

敢把它当作资本来增殖ꎻ他是以囤积商品的方式来贮藏货币的

守财奴ꎮ 葛朗台老头的活动范围则比较广泛ꎮ 他是由旧式剥

削者向资本主义企业经营过渡的一个精明能干、狡猾诡诈的投

机商人ꎮ 他知道把金钱放到有利可图的企业中去ꎬ从而积累更

多的资金ꎮ 在他心目中ꎬ金钱是人们生活的目的ꎮ 他非常吝

啬ꎬ利用周围所有的人为他掠夺金钱的目的服务ꎮ 银行家纽

沁根男爵是交易所中用暴发户手段兴起的新型资产阶级ꎮ 他

的策略是使所有的资本经常处于不断的“运动”中ꎮ 他利用

法律的庇护搞假倒闭ꎬ逼得几千家小存户陷于破产ꎬ自己却捞

到百万黄金ꎮ 他不像高布赛克和葛朗台老头那样装穷、吝惜ꎬ
使自己的财富深藏不露ꎬ而是穷奢极欲ꎬ用各种方法炫耀自己

的财富ꎮ 他身上表现了享乐、黄金和鲜血混在一起的特点ꎮ
他是七月王朝时期法国金融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ꎮ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刻画了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

的形象ꎬ如拉法埃尔德瓦仑丹(«驴皮记»ꎬ１８３１)、拉斯蒂

涅(«高老头»ꎬ１８３４ꎻ«纽沁根银行»ꎻ«不自知的喜剧演员»ꎬ
１８４６)、吕西安吕庞泼莱(«幻灭»ꎬ１８３７—１８４３ꎻ«娼妓荣辱

记»ꎬ１８３８—１８４７)和伏脱冷(«高老头»、«幻灭»、«娼妓荣辱

记»)等ꎮ 除了伏脱冷以外ꎬ他们当初走进社会时ꎬ都想通过

“正当的”途径寻找个人出路ꎬ后来由于沾染了上层社会的恶

习ꎬ一个个弄得道德堕落ꎮ 瓦仑丹从外省来到巴黎ꎬ幻想得到

学者的光荣ꎬ刻苦自励ꎬ自从认识贵妇人馥多拉以后ꎬ他便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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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切手段去追求金钱ꎮ 拉斯蒂涅是一个获得成功的野心

家ꎮ 他从对巴黎社会的接触和观察中找到成功的秘诀ꎬ苦役

逃犯伏脱冷是他的引路人ꎮ 拉斯蒂涅虽说有时不免怀疑和懊

悔ꎬ但最后还是走上邪路ꎬ成为寡廉鲜耻的流氓政客ꎬ金融资

产阶级的代理人ꎮ 吕西安吕庞泼莱是一个有才能的青年诗

人ꎬ他从外省来到巴黎ꎬ渴望找到出人头地的捷径ꎮ 新闻记者

罗斯多告诉了他当前文坛的内幕ꎬ他便出卖自己的才能ꎬ做一

个不择手段的文艺评论家ꎮ 但是为了获得成功ꎬ他必须干更

多的罪恶勾当ꎮ 曾经作过拉斯蒂涅的引路人的伏脱冷ꎬ在这

里又为吕庞泼莱策划阴谋ꎬ用逼死吕庞泼莱的情妇的办法ꎬ企
图使吕庞泼莱获得百万家财ꎮ 伏脱冷还犯了其他谋杀罪行ꎬ
而吕庞泼莱则以同谋犯的嫌疑被捕ꎬ死在狱中ꎮ 伏脱冷是资

产阶级个人野心最突出的典型人物ꎬ在他身上集中了个人野

心的一切罪恶ꎻ他以愤世嫉俗的面貌出现ꎬ猛烈攻击资产阶级

的道德和法律ꎬ实际上却在传播这种道德和法律ꎮ 拉斯蒂涅

和吕庞泼莱便是在他指引下的两个利欲熏心的青年ꎬ一个爬

进了统治集团ꎬ一个死于牢狱ꎮ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描写了资产阶级家庭的悲剧ꎮ

在金钱原则的统治下ꎬ家庭成为人们互相欺骗掠夺的场所ꎮ
做女儿的耗尽父亲的财产ꎬ然后把父亲像一只挤干了的柠檬

似的丢掉(«高老头»)ꎮ 做父亲的为了金钱ꎬ逼死自己的妻

子ꎬ又葬送了女儿的一生(«欧也妮葛朗台»)ꎮ 做母亲的企

图霸占自己丈夫的遗嘱ꎬ以便剥夺儿女的财产 («高利贷

者»)ꎮ 做妻子的宣布丈夫为白痴ꎬ要求执管他的产业(«禁治

产»ꎬ１８３６)ꎬ或者干脆翻脸不认自己的丈夫(«夏倍上校»ꎬ
１８３２)ꎮ 为了私心ꎬ不惜用卑劣的手段ꎬ损害亲人的幸福(«贝
姨»ꎬ１８４７)ꎬ或对穷亲戚任意侮辱ꎬ一旦穷亲戚变富ꎬ就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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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他杀害ꎬ夺取他的财产(«邦斯舅舅»ꎬ１８４６)ꎮ
作为历史残余势力的封建贵族ꎬ在«人间喜剧»中占有重

要的地位ꎮ 在刻画这些形象时ꎬ巴尔扎克常常表现出对贵族

阶级的深切同情ꎮ 例如在«高老头»中ꎬ他用感叹的笔调描写

鲍赛昂子爵夫人的爱情悲剧ꎬ百般美化她的贵族气节ꎬ用希腊

女神和罗马斗士来形容她被迫告别巴黎时的神态ꎻ又如在

«禁治产»中称德埃斯巴尔侯爵为超凡入圣的贵族ꎬ因为他

保持了清廉正直的家风ꎻ又如在«幽谷百合»(１８３５)中ꎬ对于

莫尔梭夫夫人用祈祷来驱除邪念、克制情欲ꎬ也是赞扬备至ꎬ
认为在莫尔梭夫夫人和她对青年贵族菲里克斯的爱情之间那

场不为人知的搏斗ꎬ几乎和史册上著名的战役同样伟大ꎮ 但

是在不少场合ꎬ巴尔扎克对封建贵族的讽刺和嘲弄却也极其

尖刻辛辣ꎮ 德法罗阿骑士(«老处女»ꎬ１８３６)是一个狡猾的

贵族ꎬ他自视甚高ꎬ目空一切ꎬ但他在婚姻竞争中ꎬ却被强悍的

自由党人杜布斯吉耶弄得狼狈不堪ꎮ 德爱斯格里雍侯爵

(«古物陈列室»ꎬ１８３６—１８３８)是宗法社会“忠诚”、“坚强”和
“高贵”等的化身ꎬ然而他这些“品德”解决不了实际生活中的

任何问题ꎬ甚至也不能保证自己的家庭中不出败坏家风的子

弟ꎮ 他的儿子维克多里延因伪造支票而受到银行家杜克罗

阿兹的控告ꎬ后来只是由于按杜克罗阿兹的意志行事ꎬ放下

贵族架子去做银行家的侄女婿ꎬ才免于破产ꎬ保全了名誉ꎮ 在

巴尔扎克笔下ꎬ爱斯格里雍侯爵是一个失去时代意义、只配进

“古物陈列室”的玩艺儿ꎬ而他的儿子则是在资产阶级金钱关

系中腐化堕落的花花公子ꎮ
巴尔扎克也是拿破仑的热烈崇拜者ꎮ 拿破仑的形象在

«人间喜剧»中得到多次反映ꎬ如在«乡村医生» (１８３３)、«一
桩神秘案件»(１８４１)、«三十岁的女人»(１８３１—１８４２)、«夏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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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校»等作品里ꎮ 同时ꎬ作者也着力描写了和拿破仑相联系

的帝国时代军官的形象ꎮ
在«人间喜剧»中ꎬ巴尔扎克以赞赏的心情描述共和主义

的英雄人物ꎮ 例如在作者笔下ꎬ«幻灭»中的米希尔克雷斯

蒂安是一个具有丹东和圣鞠斯特气魄的政治家ꎮ 他提倡欧洲

联邦制ꎬ对欧洲贵族阶级威胁很大ꎮ 一八三一年巴黎共和党

人起义时ꎬ他和一个普通士兵一样ꎬ在战斗中英勇地死去ꎮ 他

的牺牲引起所有认识他的人们的深切哀悼ꎬ人们经常怀念他ꎮ
又如«农民»(１８４４)中的尼兹龙ꎬ是一个农民出身的共和主义

老战士ꎬ“坚强得像钢铁ꎬ纯洁得像黄金ꎮ”他放弃他在大革命

中应得的财产ꎬ甘愿过贫苦的生活ꎬ曾把独子送到前方去参加

保卫祖国的战争ꎮ 因为他憎恨有钱的人ꎬ他特别受到农民的

爱戴ꎮ
日益得势的资本主义侵入农村后所产生的变化ꎬ在«农

民»中得到深刻的反映ꎮ «农民»描写的是贵族大庄园土地所

有制和资产阶级小土地所有制的冲突ꎬ而农民处在这两种社

会力量中间ꎬ就像“虫子夹在锤子和铁砧之间一样”ꎮ 代表资

产阶级利益的高利贷商人高贝丹和里谷战胜了代表贵族大地

主利益的蒙戈奈将军ꎬ但是被高利贷商人和富农吸引到这场

残酷斗争中来的农民却毫无所得ꎬ他们只不过陷入一种新的

奴役ꎬ遇到了更狠毒的主人ꎮ 巴尔扎克在这里描写了资产阶

级革命后农村在地主和资产阶级双重剥削下的贫困状况、农
民对剥削者的强烈憎恨ꎬ以及农民由当时的经济地位所决定

的对高利贷商人的依赖关系ꎮ
在«人间喜剧»中ꎬ巴尔扎克以同情的态度描写了劳动群

众的贫苦生活ꎮ 在叙述里昂纺织工人起义时ꎬ他指出这次起

义的正义性和社会原因:“定货停止的时候ꎬ工人因饥饿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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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ꎻ即便是在有工可做的时候ꎬ也几乎是半死半活地度日ꎮ 任

何一个苦役犯也比他们幸福ꎮ”(«纽沁根银行»)
巴尔扎克力图在«人间喜剧»中概括十九世纪前半期法

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全貌ꎬ把小说写成一部法国资本主义社会

的风俗史ꎬ但是其中没有包括“工人生活场景”ꎻ三、四十年代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ꎬ在«人间喜剧»中只是得到

零星的、间接的反映ꎮ 巴尔扎克写了农民的贫困生活和悲惨

命运ꎬ但他对农民暴动始终采取否定态度ꎬ把农民反抗贵族的

斗争说成是残忍的、野蛮的报复行为(«农民»)ꎮ 他赞扬共和

主义英雄ꎬ歌颂拿破仑的功绩ꎬ但他对封建贵族的同情也是显

而易见的ꎮ 他这种复杂的政治态度和思想倾向ꎬ正是他那自

由化的贵族保皇党立场的反映ꎬ这里既有封建主义因素ꎬ又有

资本主义因素ꎮ
一八三四年发表的长篇小说«高老头»ꎬ在«人间喜剧»中

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ꎮ «人间喜剧»的许多重要角色ꎬ在«高
老头»里已经出现ꎬ从人物体系来看ꎬ«高老头»可以说是«人
间喜剧»的序幕ꎮ

这部小说叙述复辟王朝时期一个青年大学生在巴黎资产

阶级社会影响下ꎬ逐步走向腐化堕落的故事ꎬ作者抨击资产阶

级的极端利己主义和建筑在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上面的人与

人的关系ꎬ同时又在超阶级的“父爱”的名义下ꎬ转而肯定资

产阶级的腐朽寄生的生活原则ꎮ
故事发生在颓败、粗俗和寒伧的伏盖公寓ꎮ 公寓中有三

个房客特别惹人注目:怀着寻找个人出路的目的的大学生拉

斯蒂涅ꎬ行迹可疑的议论家伏脱冷以及年迈力衰、神情沮丧的

高老头ꎮ 高老头有两个女儿ꎬ大女儿当了伯爵夫人ꎬ二女儿嫁

给银行家纽沁根ꎮ 由于表姐鲍赛昂子爵夫人的介绍ꎬ拉斯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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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认识了高老头的两个女儿ꎬ并且特别属意于二女儿纽沁根

夫人ꎬ企图利用她来作为个人飞黄腾达的跳板ꎮ 但是拉斯蒂

涅没有钱ꎬ无法博得巴黎贵族妇女的青睐ꎮ 伏脱冷猜透了他

的心事ꎬ便向他宣扬要成功就不能怕弄脏手的谬论ꎬ并为他策

划谋财害命的阴谋ꎮ 伏脱冷原来是一个著名的苦役逃犯ꎬ他
终于案破被捕ꎻ不久ꎬ鲍赛昂夫人又因为情场失意而遁世ꎮ 但

这两个引路人的遭遇ꎬ对拉斯蒂涅来说ꎬ都是新的人生一课ꎬ
他决心接受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金钱至上的法则ꎮ 同时ꎬ高
老头的命运也对拉斯蒂涅发生了重要的作用ꎮ 高老头一生疼

爱他的两个女儿ꎮ 为了满足她们的虚荣心和金钱欲ꎬ他牺牲

了全部家私ꎬ结果却被她们遗弃ꎬ在贫困和疾病中死去ꎮ 高老

头这种悲惨的结局ꎬ使拉斯蒂涅再一次受到了资产阶级自私

自利的生活教育ꎬ促使他最终地决定他的道路:决心用一切卑

鄙手段向上爬ꎬ在资产阶级世界里当一名“英雄好汉”ꎮ
拉斯蒂涅伶俐狡猾ꎬ头脑冷静ꎻ在邪恶的诱惑面前ꎬ他并

不是毫无顾虑的ꎬ有时甚至也为自己的荒唐行为感到羞愧ꎮ
可是他每次内心斗争的结果ꎬ总是邪恶占上风ꎮ 为了添制一

套漂亮衣服ꎬ他写信给母亲和妹妹告急ꎻ回信来了ꎬ他感动得

流泪ꎬ责备自己不该这样狠心利用至亲骨肉的感情ꎬ他很想不

拿这笔钱ꎬ但是转眼之间ꎬ想到能够穿上新衣出入交际场中ꎬ
他又得意非凡ꎬ觉得整个世界已经是他的了ꎮ 伏脱冷向他建

议谋害维多利小姐的哥哥ꎬ使她成为唯一继承人ꎬ如果他和她

结婚ꎬ他就可以弄到一百万陪嫁ꎮ 他虽说拒绝了这个罪恶的

计划ꎬ但并没有停止对维多利小姐谈情说爱的勾当:只要罪恶

的行为不是出于自己之手ꎬ也未始不可以享受罪恶的果实ꎮ
他在觉察到高老头的悲剧以后ꎬ便成为伏盖公寓中唯一同情

高老头的人ꎬ他护理高老头的疾病ꎬ央求高老头的两个女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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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父亲送终ꎬ他典当自己的表来给高老头办理后事ꎬ他差不多

是唯一参加高老头的葬仪的人ꎮ 但是ꎬ向上爬的野心还是在

他身上占了上风ꎬ他在安葬高老头以后ꎬ就上纽沁根夫人家里

吃晚饭去了ꎮ 拉斯蒂涅从外省到巴黎ꎬ不是非走邪路不可ꎬ但
他在巴黎社会环境的影响之下ꎬ逐步腐化堕落ꎮ 后来ꎬ当他在

«纽沁根银行»中重新出现时ꎬ他是个搞银行假倒闭的帮手ꎻ
在«不自知的喜剧演员»中ꎬ他已经获得爵位ꎬ当上部长了ꎮ

伏脱冷是资产阶级世界一名凶残的掠夺者ꎬ因为遭到追

捕ꎬ他对社会进行猛烈的反抗ꎮ 从巴尔扎克后来的小说中ꎬ我
们知道他当时在巴黎给一批犯人管理一笔暂时不能公开的财

产ꎮ 在伏盖公寓的房客中ꎬ他看准了初出茅庐的拉斯蒂涅ꎬ千
方百计地对他加以诱惑ꎬ私下和他畅谈为人处世的秘诀ꎮ 他

骂尽了巴黎上流社会的卑鄙龌龊ꎬ但他自己所追求的却是要

捞一笔资本到美洲去贩卖黑奴ꎮ 他把自己置于道德之外、法
律之上ꎬ用不道德来反对不道德ꎬ用无法纪来反对无法纪ꎮ 他

和其他掠夺者作斗争ꎬ采用了毒蛇猛兽互相咬啮对方咽喉的

方法ꎬ谁是强者ꎬ谁就获得胜利ꎮ 伏脱冷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抨

击是由于掠夺失败的个人仇恨而产生的ꎬ只要个人野心得到

满足ꎬ他就可以不再抨击ꎮ 后来ꎬ在«娼妓荣辱记»中ꎬ伏脱冷

已摇身一变而为巴黎秘密警察厅长ꎮ
高老头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靠投机倒把大发横财的面条

商人ꎬ他原想爬得更高ꎬ但是在金融势力统治日益强大的情况

下ꎬ他的幻想不能实现ꎬ因而他在妻子死后ꎬ就把全部希望和

感情转移到两个女儿身上ꎮ 两个女儿十五岁时便有自备马

车ꎬ生活非常奢华ꎬ像一个有钱的老爵爷所养的情妇ꎬ只要一

开口ꎬ最荒唐的欲望也会得到满足ꎮ 后来高老头为了给这两

个嫁给名门贵族的女儿挣面子ꎬ结束了他的面条生意ꎮ 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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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两个女婿不愿意公开接待他ꎬ他竟像乞丐一样ꎬ从旁门偷

偷地去探望女儿ꎬ或者守候在马路旁ꎬ窥伺女儿乘坐华丽的马

车走过去ꎮ 他是伏盖公寓里大家取笑的对象ꎬ能够从拉斯蒂

涅那里打听到两个女儿寻欢作乐的情况ꎬ是他的无上的快乐ꎬ
而拉斯蒂涅也就因此成为他推心置腹的朋友ꎮ 至于他的两个

女儿ꎬ她们只有在被债主逼得无路可走的时候才跑来找他ꎬ而
他总是千方百计地满足她们的需要ꎬ为的是有机会看她们一

眼ꎮ 他病重垂危时渴望看看自己的女儿ꎬ可是她们都不肯为

了给父亲送终而牺牲一次参加舞会的机会ꎮ 高老头临终时ꎬ
在他的嚎叫和诅咒中ꎬ夹杂着对两个女儿的凄惨的呼号ꎮ 他

甚至曾经发狠要再去做面食生意ꎬ赚它几百万回来ꎬ因为钱可

以买到一切ꎬ也可以买到女儿ꎮ 当他看出自己已经完全被女

儿抛弃时ꎬ他不由得叫喊起来ꎬ他要去抗议:如果做父亲的给

踩在脚底下ꎬ国家不就要亡了吗? 高老头的殡葬ꎬ仅仅由于拉

斯蒂涅及其朋友青年医科学生皮安训四处奔走ꎬ才得以草草

了事ꎮ 两个女儿和女婿都没有参加送葬ꎬ却派了他们有爵徽

的空车ꎬ跟着灵车一直送到公墓ꎮ
«高老头»还成功地描写了许多次要人物ꎬ如伏盖太太、

纽沁根男爵和皮安训等ꎮ 伏盖太太是一个城市小市民的代表

人物ꎬ她可以从舞女那样的笑容满面ꎬ一变而为债主的冷酷无

情ꎮ 她想尽办法在房客的膳食上节省开支ꎬ把房客喝剩的酒

用瓶子收集起来ꎬ年年望着自己园子里的苹果树发愁ꎬ惟恐苹

果收成不好ꎮ 高老头的悲惨的死亡ꎬ只有当她害怕由此而给

她带来一些额外的开销时ꎬ才引起她的不安ꎮ 纽沁根男爵是

金融资产阶级的代表ꎬ他在«人间喜剧»中多次登场ꎬ是«人间

喜剧»的主要主人公之一ꎮ 他在«高老头»中虽说只是初露头

面ꎬ但我们已能看出这个资产阶级强盗的实质ꎮ 皮安训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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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笔下的正面人物ꎬ他刻苦勤学ꎬ和拉斯蒂涅所走的道路恰恰

相反ꎮ 他同样在巴尔扎克的另一些小说中出现ꎬ却没有成为

任何一部小说的中心人物ꎬ其典型性远不如«人间喜剧»中的

反面形象那么突出ꎮ
作为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ꎬ巴尔扎克的创作特点主

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ꎮ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ꎬ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作了广阔

的反映ꎮ 他以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为中心图画ꎬ以金钱统

治原则为这幅图画的线索ꎬ描绘了十九世纪前半期法国社会

的历史ꎬ并以批判态度指出产生这些现象的多种原因或一种

原因ꎬ阐明隐蔽在这一大堆人物、激情和事件中的意义ꎬ暴露

了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罪恶ꎬ为我们认识当时法国社会提供了

丰富的材料ꎮ
«人间喜剧»的许多重要人物(如拉斯蒂涅、伏脱冷、纽沁

根伯爵、皮安训等)在不同的小说中重复出现ꎬ这些小说明确

地反映出他们的各个不同的生活阶段及其相互联系ꎬ从而加

深了«人间喜剧»这幅广阔的社会画面的整体性和连贯性ꎮ
«人间喜剧»中的人物性格是典型化的ꎮ 尽管巴尔扎克唯

心地认为“欲念”是人的基本要素ꎬ强调“欲念就是整个世界ꎻ没
有欲念ꎬ宗教、历史、小说、艺术都是无用的”ꎬ但他总是把体现

某一“欲念”的人物性格放在一定的生活环境中来研究它的具

体发展过程ꎬ从不孤立起来描写它ꎮ 而他要求通过生活环境来

塑造人物性格这一现实主义基本原则的确立ꎬ又是和他深信人

是环境的产物这个观点相联系的ꎮ 巴尔扎克作品里的中心人

物乃至一些次要人物ꎬ都极为鲜明突出ꎮ 葛朗台老头不同于

十七世纪莫里哀笔下的守财奴阿尔巴贡ꎬ也不同于«人间喜

剧»所描写的十九世纪任何其他守财奴和资本家的形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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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扎克着重描叙了物质环境ꎬ如住宅、住宅的周围、城
市、街道以及室内装璜和日常生活用具等ꎮ 对什么样的人就安

排什么样的环境ꎮ 浪漫派作家通过大自然描写来抒发人物的

内心感受ꎬ巴尔扎克则借助于物质环境的描写来刻画人物性格

(但有时也不免失之烦琐)ꎬ这是巴尔扎克一个独创的手法ꎮ 他

把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ꎮ 他的作品暴露了

资本主义世界的脓疮溃疡ꎬ指出资产阶级如何仇视人类感情和

才能的正常发展ꎬ使人们陷于良心泯灭、道德堕落的境地ꎮ 一

部«人间喜剧»事实上就是一部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控诉书ꎮ 马

克思和恩格斯曾给予巴尔扎克以很高的评价ꎮ 马克思认为巴

尔扎克是一位“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的著名作家①ꎬ恩格

斯写道:“不错ꎬ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ꎻ他的伟大的

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ꎻ他的全部同情

都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ꎮ 但是ꎬ尽管如此ꎬ当他让他

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ꎬ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

的ꎬ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ꎮ 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的

人物ꎬ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ꎬ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

们ꎬ这些人在那时(１８３０—１８３６)的确是代表人民群众的ꎮ 这

样ꎬ巴尔扎克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ꎻ他看

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ꎬ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

更好命运的人ꎻ他在当时唯一能找到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

到了这样的人ꎬ———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

一ꎬ是老巴尔扎克最重大的特点之一ꎮ”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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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四八年六月革命以后ꎬ雨果的生活和创作发生了重

要的变化ꎮ 他虽然并不了解这次革命是“现代社会中两大对

立阶级间的第一次伟大战斗”①　 这一深刻意义ꎬ但是对革命

后法国资产阶级政权日益反动、捍卫共和政体成为时代迫切

的要求这一点ꎬ雨果是看得很清楚的ꎮ 因此ꎬ当很多作家陷于

悲观消极ꎬ远离社会斗争ꎬ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时候ꎬ雨果却

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走向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政治立场ꎮ 一

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ꎬ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ꎬ雨果参加了共和

党人组织的反对政变的起义ꎬ并因此遭到迫害ꎬ开始了历时十

九年的流亡生活ꎮ 他最初在比利时首都避难ꎬ不久由于比利

时政府的干涉ꎬ迁到英吉利海峡英属哲尔西岛ꎬ后来又由于英

国政府的干涉ꎬ转往格恩西岛ꎮ 直到一八七○年普法战争爆

发ꎬ拿破仑三世垮台ꎬ才回到法国ꎮ 流亡期间ꎬ他拒绝接受拿

破仑三世的大赦ꎬ宣称“篡夺者在位一天ꎬ就在海外流亡一

天”ꎮ
流亡期间ꎬ雨果恢复了创作活动ꎮ 一八五二年发表抨击

拿破仑三世政变的政治讽刺小册子«小拿破仑»ꎬ并写了另一

本政治讽刺小册子«罪恶史»ꎮ 一八五三年发表政治讽刺诗

杰作«惩罚集»ꎮ 这部诗集以此次政变为中心题材ꎬ对拿破仑

三世扼杀共和、背信弃义ꎬ作了辛辣的讽刺和诙谐的咒骂ꎬ表
达了对政变中广大受难者的同情和对蒙受耻辱的法兰西民族

的悲愤ꎬ以及正义终将抬头、光明一定到来的乐观信念ꎬ并记

述了捍卫共和、宁愿流亡、决不屈服的决心和流亡中对故国的

思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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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社会小说«悲惨世界»是雨果的代表作ꎬ全书共五

部ꎬ开始写作于一八四五年ꎬ发表于一八六二年ꎮ 小说的主人

公冉阿让是拿破仑时代一个穷苦农民ꎬ因为偷了一块面包ꎬ被
捕判罪ꎮ 后来由于几次越狱ꎬ被判加刑ꎬ因而坐了十九年的监

牢ꎮ 冉阿让出狱后ꎬ无家可归ꎬ米里哀主教留他过夜ꎮ 他在当

天晚上又偷了主教家里的银器ꎮ 主教不予追究ꎬ反而加送给

他一对银烛台ꎬ对他说:“但愿你从此做一个老实人ꎬ我把你

的灵魂买了下来ꎬ而且送给了上帝ꎮ”主教的“仁慈”使冉阿让

深为感动ꎮ 从此ꎬ冉阿让就成为一个“弃邪归正”的道德家ꎮ
八年后ꎬ冉阿让化名为马德兰ꎬ在蒙特猗城开设工厂ꎬ救

济贫困ꎬ促进了该城的繁荣ꎬ因而被推选为市长ꎮ 在他的工厂

里ꎬ有一个名叫芳汀的女子ꎬ遭到情夫的遗弃ꎬ她把私生女珂

赛特寄养在小酒店主德纳第家里ꎬ自己则出来做工ꎮ 当她的

身世被发觉后ꎬ她被厂方解雇ꎬ而流氓德纳第夫妇又乘机敲诈

勒索ꎬ她为了自己和女儿的生存ꎬ被迫沦为娼妓ꎮ 当马德兰知

道这一情况时ꎬ芳汀已经病入膏肓ꎮ 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ꎬ马
德兰答应负责抚养她的女儿ꎮ

在蒙特猗城ꎬ唯一敌视市长的是警官沙威ꎬ他一直怀疑马

德兰就是他当年看管过的犯人冉阿让ꎮ 有一次官方抓到一个

窃贼ꎬ狱中两个老犯人错误地咬定这个窃贼就是失踪已久的

冉阿让ꎬ法庭就要给他判定终身流刑ꎮ 马德兰不愿嫁祸于人ꎬ
毅然前去自首ꎮ 当时法官不敢给他定罪ꎬ警官沙威却不肯放

过ꎬ于是冉阿让又被投进监狱ꎬ但不久他又越狱逃跑ꎮ
一个圣诞节的晚上ꎬ冉阿让路过孟费郿村镇ꎬ认出了在德

纳第家备受虐待的珂赛特ꎬ便把她赎买下来ꎬ当作自己的女儿

来抚养ꎬ住在巴黎郊外一所古老的修道院里ꎮ
一八三二年ꎬ巴黎共和党人起义ꎬ反对路易—菲力浦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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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ꎬ冉阿让参加了起义的巷战ꎬ并极其英勇地从阴沟中救出在

战斗中受伤的共和主义者马吕斯(珂赛特的爱友)ꎮ 这时沙

威也混进街垒ꎮ 他被起义者抓住ꎬ而冉阿让却把他放了ꎮ 沙

威深受感动ꎬ他思想里发生矛盾ꎬ不能继续执行逮捕冉阿让的

司法职务ꎬ遂投河自杀ꎮ
不久ꎬ马吕斯和珂赛特结了婚ꎮ 冉阿让为表示自己的诚

实ꎬ将自己一生的经历告诉了马吕斯ꎮ 马吕斯不能理解他ꎬ反
而认为他是一个一贯犯法的坏人ꎬ对他日渐疏远ꎮ 后来马吕

斯间接了解到冉阿让一生行事的难能可贵ꎬ痛悔自己态度粗

暴ꎬ马上和珂赛特一起去探望他ꎮ 这时他已病重垂危ꎮ 但是

在临终前能得到一对青年人的谅解ꎬ使他感到莫大的欣慰ꎮ
整个故事是以冉阿让对米里哀主教的回忆而结束的ꎮ

«悲惨世界»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贫苦阶层的不幸ꎬ也
集中表达了雨果在过去许多作品里已经提出的“仁慈”、“博
爱”可以杜绝邪恶ꎬ改革社会的人道主义思想ꎮ 冉阿让因饥

饿而犯罪ꎬ资产阶级法律对他的不公平的惩罚ꎬ使他变得凶狠

粗暴ꎬ敌视社会ꎻ可是当主教用道德感化他时ꎬ他却变成了一

个乐善好施、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人ꎮ 沙威是统治阶级的忠

实鹰犬ꎬ后来也为冉阿让的“宽大”、“仁慈”所感动ꎬ“天良”
发现ꎬ投河自杀ꎮ 雨果力图通过这些事例ꎬ说明作为“仁慈”
化身的米里哀主教精神的伟大以及企图用刑罚来消除社会罪

恶的资产阶级法律之无用ꎮ 雨果宣扬“仁慈”是社会生活的

最高准则ꎬ是提高个人道德、化罪恶为善良和医治社会灾难的

根本途径ꎬ而资产阶级的严刑峻法ꎬ依他看来ꎬ非但不能杜绝

邪恶ꎬ反而使“人性”愈益败坏ꎮ
尽管雨果在«悲惨世界»中也歌颂战斗ꎬ赞扬革命ꎬ用许

多篇幅去描述一八三二年巴黎人民起义和共和主义英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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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八十岁的老翁马白夫ꎬ十一岁的流浪儿伽弗洛什等)ꎬ但
在雨果思想中ꎬ革命斗争只占次要地位ꎬ主要的仍然是人道主

义原则ꎮ 这个原则的实质是阶级调和论ꎬ它能麻痹和瓦解被

压迫人民的斗志ꎬ使他们照旧处于被怜悯的地位ꎬ而无损于资

产阶级的统治ꎮ
雨果在流放期间还写过长篇小说«海上劳工» (１８６６)和

«笑面人»(１８６９)ꎮ 前者歌颂海上渔人战胜自然的顽强斗争ꎬ
后者描绘十八世纪初英国贵族的腐化残暴ꎮ

一八七○年普法战争爆发ꎬ拿破仑三世政权崩溃ꎬ雨果怀

着悲喜交集的心情回到法国ꎮ 在反对普鲁士黩武主义的斗争

中ꎬ雨果一方面呼吁法国人民起来保卫祖国ꎬ另一方面也大力

呼吁德国人民起来反对普军的侵略罪行ꎮ 一八七一年发生了

巴黎公社起义ꎮ 雨果最初反对起义ꎬ认为国难当前ꎬ不应发生

内战ꎬ对凡尔赛分子和巴黎公社双方均有所谴责ꎮ 公社失败

后ꎬ他却毫无畏惧地站出来为遭受残酷迫害的公社社员辩护ꎬ
呼吁赦免公社全体社员ꎬ并让流亡的公社社员在比利时首都

他的住宅里避难ꎬ但是雨果并不了解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作

用ꎬ他只不过是从人道主义出发ꎬ对受迫害的人们表达他的同

情心和正义感罢了ꎮ 一八七二年发表的«凶年集»ꎬ反映了雨

果在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时期的全部思想感情(包括正确的

和错误的)ꎮ 其中最好的作品ꎬ是那些谴责普军暴行、激励爱

国热情的诗篇ꎮ
一八七四年ꎬ他发表了充分体现他的人道主义精神的长

篇小说«九三年»ꎬ其中描写的是一七九三年共和国军队镇压

旺岱地区反革命叛乱的故事ꎮ 雨果在这里热情地歌颂共和国

军队的英勇战斗ꎬ但又提出“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ꎬ有一个

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的错误观点ꎮ 司令官郭文私自放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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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革命头子朗特纳克侯爵ꎬ因为后者是在逃跑时为了从火中

救出三个小孩而被捕的ꎮ 郭文这一行为违反革命的利益ꎬ因
而被送上断头台ꎮ 但是执行死刑的政务委员西穆尔登ꎬ由于

思想里发生矛盾ꎬ也在郭文被处决的同一瞬间开枪自杀了ꎮ
在无产阶级已经显示了自己的伟大力量的年代ꎬ雨果宣

扬的人道主义和人性论ꎬ随着历史的进展而日益失去它的进

步性ꎮ
欧仁苏(１８０４—１８５７)是法国十九世纪中叶著名小说

家ꎮ 他的作品揭露了这个时期法国社会的种种弊端ꎬ描绘了

下层人民的贫困状况ꎮ 一八四二年发表的«巴黎的秘密»曾
引起强烈的反应ꎮ 这部小说写德国封建王公的儿子鲁道夫同

一个英国没落贵族女子相爱ꎬ生下一个女儿ꎮ 后来女方改嫁ꎬ
把女孩托给公证人抚养ꎬ以后这女孩就下落不明了ꎮ 鲁道夫

为寻访女儿ꎬ周游世界ꎬ在巴黎下层社会乔装巡行ꎬ进行拯救

“堕落灵魂”的道德感化事业ꎮ 最后他发现妓女玛丽花就是

他的亲生女儿ꎬ他把她救出火坑ꎬ带回德国ꎮ 在鲁道夫的感化

下ꎬ玛丽花终于皈依上帝ꎬ进了修道院并死在那里ꎮ
这部作品写了巴黎的监狱、病院、酒吧间和强盗窝等等下

层社会ꎮ 作者以同情态度描绘的穷人生活ꎬ具有很强的揭露

性ꎮ 恩格斯在«大陆上的运动»一文中肯定它说:“这本书以

显明的笔调描写了大城市的‘下层等级’所遭受的贫困和道

德败坏ꎬ这种笔调不能不使社会关注所有无产者的状况ꎮ”①

但在如何拯救这个世界的问题上ꎬ作者却开出了“慈善家”的
药方ꎬ因而受到傅立叶主义者和青年黑格尔派的推崇ꎮ 马克

思在«神圣家族»中对«巴黎的秘密»作了精辟的分析批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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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方面肯定这部小说的进步意义ꎬ另一方面也指责欧仁
苏所宣扬的以阶级调和、道德感化等来改良社会的措施ꎬ以及

对人民革命力量的鄙视ꎮ 这些正和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哲

学”具有同样反动的实质ꎮ
除了«巴黎的秘密»以外ꎬ欧仁苏的重要作品还有«流

浪的犹太人»和«人民的秘密»ꎮ
普罗斯贝尔梅里美(１８０３—１８７０)出生于一个画家家

庭ꎬ曾在大学攻读法律ꎮ 一八二二年他认识了司汤达ꎬ把司汤

达当作自己学习的榜样ꎮ 一八二五年ꎬ他发表«克拉拉伽

索尔戏剧集»ꎬ共收短剧八种ꎬ假托为一个西班牙女演员的著

作ꎮ 这部作品谴责教会僧侣的狂热和伪善ꎬ揭露查理十世的

腐败无能ꎬ反对复辟王朝压迫西班牙的民族解放运动ꎬ也宣扬

了个人自由ꎮ 一八二八年出版历史剧«雅克团»ꎬ描写十四世

纪法国农民起义ꎬ用来影射二十年代末法国的反封建斗争ꎮ
作者虽然指出农民起义是不可避免的ꎬ并认为农民是反封建

主力ꎬ但又把他们看成乌合之众ꎮ 在结构方面ꎬ他吸收了莎士

比亚戏剧的一些特点ꎬ如社会各个阶层人物的出场ꎬ场景的变

换和多样化ꎮ 在司各特影响下写成的长篇历史小说«查理九

世时代轶事»(１８２９)以十六世纪法国天主教迫害和屠杀新教

徒为题材ꎬ表现出强烈的反封建意识ꎬ但和«雅克团»一样ꎬ也
反映了不相信人民群众和害怕人民革命的情绪ꎮ

从一八二九年起ꎬ梅里美写了许多中、短篇小说ꎬ其中比

较著名的有«马铁奥法尔哥尼»、«费德里哥»、«一场赌博»
(以上均收入«镶嵌画集»ꎬ１８３３)、«嘉尔曼» (１８４５)和«高龙

巴»(１８４０)ꎮ 这些作品有的取材于历史ꎬ有的取材于当代社

会ꎬ有的取材于异域远方ꎬ并常用寓言形式ꎬ歌颂“尊严”、“荣
誉”、“自由”、“良心”、“善良”、“义务”ꎬ用来对照和批判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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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现实社会中的自私、虚伪等现象ꎮ 正面人物被赋予一些

“原始的”特点如残酷、横暴、报复心理、纵情等ꎬ作者认为这

些比封建主和资产阶级联合统治下的“文明”要好些ꎮ 他在

浪漫主义的影响下ꎬ美化了远方异域的“朴实”、“善良”的宗

法关系ꎬ例如法尔哥尼因为独子贪利出卖了一个逃亡者而亲

手把他杀死ꎬ以维护宗族的荣誉ꎮ 赌徒费德里哥看到另外十

二个赌徒由于输在他手下ꎬ以致铤而走险ꎬ被官军杀害ꎬ他为

此忏悔ꎬ拯救了他们的灵魂ꎬ使他们最后进入天堂ꎮ 嘉尔曼放

荡成性ꎬ凶残狡黠ꎬ因为她爱上了另一个男子ꎬ决心抛弃她的

情夫ꎬ宁可被情夫杀死ꎬ也不改变她的意志ꎮ 作者却把这样一

个女子美化成为追求自由的正面形象ꎮ 梅里美这些小说都是

用个人主义、人道主义或理想化了的宗法社会道德为武器ꎬ对
当时的社会进行批判的ꎮ

居斯达夫福楼拜(１８２１—１８８０)生于法国北部诺曼第

省的卢昂ꎮ 他的父亲是一个著名的外科医生ꎮ 一八四五年父

亲去世后ꎬ福楼拜在卢昂附近居住ꎬ在那里写出了他所有的重

要作品ꎮ
福楼拜青年时期的作品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ꎮ 一八

五六年发表的«包法利夫人»是他第一部批判现实主义小说ꎬ
体现了巴尔扎克提出的小说家必须面向当代生活的创作原

则ꎮ 女主人公爱玛是一个富裕农民的女儿ꎬ在专门训练青年

女子进入贵族社会的修道院寄宿学校受教育ꎬ在那里受到脱

离实际的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ꎬ头脑里充满了无名的感伤ꎬ幻
想过浪漫主义小说中所描写的恋爱生活ꎮ 结婚后ꎬ由于对丈

夫包法利医生的平庸和整个外省的庸俗、狭隘、丑恶的市民生

活不满ꎬ她向往浮华的上流社会ꎬ和当地一个小地主私通ꎬ既
而又和一个律师的秘书发生关系ꎬ终至负债累累ꎬ服毒自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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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女主人公的悲剧ꎬ福楼拜毫不留情地揭露了法国外

省贵族、地主、市侩、高利贷者的丑恶面貌ꎬ同时也尖刻地讽刺

了包法利夫人的浪漫主义幻想ꎮ 尽管如此ꎬ作者认为包法利

夫人的堕落应由社会负责ꎮ 正是修道院寄宿学校中的贵族教

育、当时风靡法国的消极浪漫主义小说、贵族地主社会的纨绔

子弟以及庸俗卑劣的小市民ꎬ使包法利夫人走上了犯罪的道

路ꎮ
小说中另一个重要人物药剂师郝麦ꎬ是法国外省市民阶

层的代表ꎮ 他自私自利ꎬ庸俗虚伪ꎬ但他却被称为社会先进分

子ꎬ志满意得ꎬ荣获了十字勋章ꎮ 这部小说发表后触怒了当时

的统治阶级ꎬ他们曾经以有伤风化的罪名对福楼拜提出控告ꎮ
«萨朗波»(１８６２)是一部历史考古小说ꎬ描述公元前三世

纪迦太基雇佣军起义所引起的战争ꎮ 为了写这部作品ꎬ作者

除了到小说情节发生的地点去游历以外ꎬ还阅读过数以千计

的有关书籍ꎮ 小说中的写景场面非常出色ꎬ而且是和情节相

结合的ꎮ 福楼拜在这里严格地采用他所一再强调的“冷静

的、客观的”创作方法ꎬ力求避免作者的主观热情渗透到作品

中去ꎮ
«情感教育»(１８６９)是福楼拜第二部以当代生活为题材

的长篇小说ꎬ它通过一个青年的感情生活ꎬ广泛地反映了一八

四○到一八五一年的法国社会ꎮ 主人公弗雷德利克莫罗是

一个意志薄弱、耽于梦想、对万事都缺乏进取心的青年知识分

子ꎮ 他在政治上同在爱情上一样ꎬ是一个失败主义者ꎮ 他在

革命动荡的年代ꎬ灰溜溜地过了一生ꎮ 莫罗是时代的产物ꎬ福
楼拜通过他的命运ꎬ谴责了资产阶级社会对青年人的不良影

响ꎬ它使他们意志瘫痪ꎬ成为废物ꎮ 但这部小说在叙述一八四

八年革命的那些章节里ꎬ也反映出作者对人民群众的鄙视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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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运动的恐惧和对人类前途缺乏信心ꎬ这说明在福楼拜的

思想中是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的ꎮ
一八七四年ꎬ福楼拜发表«圣安东的诱惑»最后的定稿ꎮ

在他这部从青年时期就动笔的以宗教传说为题材的小说里ꎬ
也充满着对人类命运的怀疑和悲观情绪ꎮ 福楼拜最后一部长

篇小说«布华尔和贝居舍»ꎬ在他死后发表于一八八一年ꎬ写
两个小职员从事科学试验终于失败的故事ꎮ 作者一方面讽刺

资产阶级的病态文化ꎬ另一方面又坚持他那认为真理是不可

能获得的宿命论观点ꎮ 除了上述几部长篇小说以外ꎬ福楼拜

还写过短篇小说«淳朴的心»、«希罗迪娅»和«圣朱利安传

奇»ꎬ一八七七年用«三故事»的名称出版ꎮ
福楼拜非常重视艺术形式ꎬ在小说的结构、意境、词句和

文章节奏等方面都反复推敲ꎮ 他还特别重视写作前的调查研

究工作ꎮ 为了写一个普通村庄或峭壁下一条人行小道ꎬ他必

定事先亲自去进行观察ꎻ为了写一个鹦鹉标本ꎬ必须在他面前

摆一个鹦鹉标本ꎮ 作为小说家ꎬ福楼拜不但追求艺术的完美ꎬ
也追求科学的精确ꎮ

但是也必须指出福楼拜在艺术理论问题上的错误观点ꎮ
他把艺术看作认识世界的唯一可靠的手段ꎬ认为通过美感可

以认识“绝对”ꎮ 他说美具有普遍性和永久性ꎬ宗教和哲学都

不能避免被毁灭、被否定的厄运ꎮ 他这种艺术上的绝对主义

和神秘主义ꎬ是开始走向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文化的反映ꎮ
福楼拜是一个极端悲观主义者ꎬ由于对资产阶级现实感到强

烈不满ꎬ而又对人类前途缺乏信心ꎬ在绝望之中他就逃避到艺

术中去ꎬ宣扬艺术高于一切ꎮ 福楼拜这种思想不可能不影响

他的创作ꎬ正因为如此ꎬ他的文学成就未能达到巴尔扎克和雨

果的高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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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无产阶级的兴起ꎬ在剧烈的阶级斗争现实面前ꎬ出现

了颓废文学流派ꎬ它的代表人物是戈蒂耶和波德莱尔ꎮ
戴奥菲勒戈蒂耶(１８１１—１８７０)青年时期学过绘画ꎬ一

八三○年以后ꎬ他放弃绘画职业ꎬ专门从事文艺创作ꎬ逐渐走

上唯美主义道路ꎮ 诗集«珐琅与宝石»(１８５２)是他的代表作ꎮ
他还写过小说、游记和大量的文艺评论ꎮ

戈蒂耶追求造型美ꎮ 他说只有有形的世界对他才是存在

的ꎮ 他认为艺术的全部价值只在于具有完美的形式ꎬ艺术家

的任务就是表现形式的美ꎬ而无须为作品的道德意义操心ꎮ
根据上述理论ꎬ戈蒂耶在诗歌创作中提出“艺术移植”的

口号ꎮ 他力图用语言再现造型艺术给人的感觉ꎬ因而他的诗

偏重文字雕琢ꎬ缺乏思想内容ꎬ仅仅给人以感官上特别是视觉

上的空洞感觉而已ꎮ 即使是他的抒情诗ꎬ感情的因素也被压

缩到最低限度ꎮ
戈蒂耶的诗歌理论和实践ꎬ反映了四、五十年代法国一部

分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动荡的形势下的消极悲观

思想ꎮ 他们在反对功利主义的虚伪口号下ꎬ既对资本主义社

会的现实采取冷漠态度ꎬ又害怕人民群众的革命风暴ꎮ
查理波德莱尔(１８２１—１８６７)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ꎬ年

轻时因与继父感情不和ꎬ被遣送至海外ꎬ回国后在巴黎过着放

荡荒唐的生活ꎮ 一八四八年二月ꎬ他参加街垒战斗ꎬ并创办宣

传革命的刊物ꎮ 但是他并不了解这次革命的真正意义ꎬ他加

入战斗只是出于小资产阶级的狂热ꎮ 一八五七年出版的诗集

«恶之花»ꎬ是他的代表作ꎮ
«恶之花»包括«忧郁和理想»、«巴黎画景»、«酒»、«恶之

花»、«叛逆»和«死亡»六个诗组ꎬ通过作者本人的生活经验ꎬ
反映了近代资产阶级颓废文人和艺术家的精神危机ꎮ 波德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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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在这里ꎬ把他的痛苦、绝望、迷惑、悔恨以及摆脱邪恶、向往

天国的情绪ꎬ赤裸裸地暴露了出来ꎮ 他曾说:“在这本残酷的

书里ꎬ我写下了我的全部思想、全部心灵、全部信仰和憎恨ꎮ”
作者对自己认为是邪恶败坏的东西却采取迷恋和欣赏的态

度ꎮ 这种态度从诗集的标题«恶之花»已可见出ꎮ 波德莱尔

是一个极端悲观主义者ꎬ他揭露人生恶习和社会病态ꎬ不是从

要求变革的愿望出发ꎬ而是把恶习和病态看成一种不可改变

的永恒现象ꎻ这实际上是拜倒在丑恶面前ꎬ因而对丑恶的揭露

也就不可避免地要转化为对丑恶的迷恋和欣赏ꎮ
在艺术理论方面ꎬ波德莱尔强调感官的作用ꎬ特别是各种

感官的相互作用ꎮ 依他看来ꎬ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是互相呼应、
互为象征的ꎻ宇宙是一座神秘的象征的森林ꎬ通过各种不同的

形式以显示其自身的存在ꎮ 他的感官呼应论正是他的神秘主

义宇宙观在艺术理论上的反映ꎬ后来成为象征主义诗歌艺术

的思想基础ꎬ同时也受到巴拿斯派的推崇ꎮ
这一时期法国资产阶级文学评论界的主要代表是查理—

奥古斯丁圣勃夫(１８０４—１８６９)ꎮ 他生于中产阶级家庭ꎬ一
度学医ꎬ后来受到浪漫派作家的影响ꎬ从事创作ꎬ写过诗和小

说ꎬ但他主要的活动是在评论方面ꎮ 当浪漫主义进入高潮时ꎬ
他写了«法国十六世纪诗歌史纲»(１８２８)ꎬ指出浪漫主义文学

是十六世纪七星诗社传统的复兴ꎮ 后来他在国外讲授法国文

学ꎬ发表了大量的评论ꎮ «波尔罗亚勒修道院史» (１８４０—
１８６０)和«星期一杂谈» (１８５１—１８６２)是他两部主要的论文

集ꎮ 前者叙述冉森教会文化中心的发展史ꎬ但其中有不少关

于十七世纪作家和作品的重要评论ꎮ 后者是一部在报刊文艺

专栏发表过的零散文论的汇编ꎮ
圣勃夫是一个运用“历史比较法”的有代表性的文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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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家ꎮ 他说ꎬ“我可以欣赏一部作品ꎬ但不了解作家而要对作

品作出判断是很困难的ꎮ”因此ꎬ他认为评论家的任务就在于

研究作家的气质、道德、理智和物质生活等ꎬ尽可能搜集作家

本人、他的家庭、朋友、门徒乃至敌人的材料ꎬ从各方面去挖掘

他的精神秘密ꎬ描绘出一幅个性鲜明的肖像ꎮ
圣勃夫的文学评论事实上也就是作家的“心灵评传”ꎮ

他不像古典主义评论家那样ꎬ用固定的、统一的标准去衡量各

个时代的作品ꎮ 但是他只对生活中各种具有突出特征的个别

现象感到兴趣ꎬ把文学看作是作家个人气质的表现ꎬ而不是一

种社会意识形态ꎮ 他强调生活环境对作家气质的影响ꎬ但他

所谓的生活环境是没有阶级内容的ꎮ 在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

下ꎬ他曾设想要像博物学家对动植物进行分类一样ꎬ把人的气

质分为若干类ꎬ撰写“人的精神自然史”ꎮ
圣勃夫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ꎬ他的抽象的超阶级的文

学观点正是他这种政治立场的反映ꎮ 他是斯太尔夫人之后一

个比较重要的法国评论家ꎬ他的著作为法国文学史的研究提

供了不少资料ꎮ

第三节　 英国宪章运动文学、批判
现实主义文学和狄更斯

　 　 十九世纪三十到七十年代ꎬ英国工业资本主义通过一系

列社会改革法案ꎬ取代了商业金融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的地

位ꎬ在经济上、政治上取得绝对优势ꎮ 三十年代初ꎬ资本主义

剥削更为残酷ꎬ广大劳动人民生活极端贫困ꎬ劳资矛盾已逐渐

成为社会主要矛盾ꎮ 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末ꎬ工人运动发

展为全国性的宪章运动ꎮ 五、六十年代ꎬ英国资产阶级在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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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进行大规模的血腥掠夺ꎬ国内经济呈现表面繁荣ꎬ统治

阶级实施点滴的改良以缓和阶级矛盾ꎻ英国工人运动受到工

联主义的严重影响ꎬ处于低潮ꎮ
这一时期ꎬ各种为资本主义剥削辩护的反动思潮十分猖

獗ꎮ 马尔萨斯(１７６６—１８３４)的«人口论»形成于工业革命初

期ꎬ它把社会贫困的原因归于人口的增长ꎬ以掩盖资本主义剥

削的实质ꎮ 十九世纪中叶代表工业资本家利益的曼彻斯特政

治经济学派就曾利用过它ꎮ 他们自己又建立了一套自由贸

易、自由竞争的学说ꎬ旨在追求无限制的利润ꎮ 哲学领域中盛

行的是以边沁(１７４８—１８３２)和穆勒(１８０６—１８７３)为代表的

资产阶级功利主义ꎮ 他们虽然宣称社会道德的依据应该是大

多数人的最大幸福ꎬ但他们所谓的大多数人是指剥削阶级而

言ꎬ他们断定人类行为的根本动力是利己主义ꎬ并且认为资产

阶级的利己主义道德是合理的ꎮ 卡莱尔(１７９５—１８８１)批评

马尔萨斯和曼彻斯特政治经济学派ꎬ揭发英国资本主义社会

的“金钱崇拜”和伪善ꎬ但他要求像中古一样建立宗教信仰ꎬ
由工业资产阶级那类“卓越的人物”来组织劳动ꎬ克服资本主

义社会的混乱ꎮ 改良主义从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一直

在英国流行ꎬ严重地影响了英国工人运动的开展ꎮ
在宪章运动中产生了宪章运动文学ꎬ这是无产阶级文学

在英国文学史以至世界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ꎮ
这一时期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产生了狄更斯、萨克雷、夏洛蒂

勃朗特和盖斯凯尔夫人等作家ꎬ马克思称他们为“出色的一派

小说家”ꎬ并说他们揭示了许多“政治的和社会的真理”①ꎮ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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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品反映了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后的英国社会生活ꎮ 他们大

都经历过宪章运动或受到这一运动的影响ꎮ 个别作家触及当

时社会中的劳资矛盾ꎬ以同情的态度描写劳动群众的贫困生

活ꎬ但他们的作品带有浓厚的感伤色彩ꎬ从人道主义思想出

发ꎬ提出改良的措施ꎬ来缓和阶级矛盾ꎮ 他们对社会的批判主

要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要求ꎬ主要题材是小资产阶级个人奋

斗的历史ꎬ正面人物几乎都是“小人物”ꎬ如小市民、小手工业

者、小商人、破落贵族的子弟、贫苦的家庭教师等ꎮ 在艺术手

法上ꎬ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继承了十八世纪现实主义和感

伤主义小说的传统ꎬ特别表现在情节结构和人物刻画方面ꎬ但
也有很大的革新ꎮ 在五、六十年代ꎬ英国多数批判现实主义作

家的后期作品显示出和资产阶级统治妥协的倾向ꎬ改良主义

和悲观绝望的情绪都有所增强ꎮ
宪章运动文学是在三、四十年代工人运动高涨的条件下

产生的ꎮ 英国工人阶级为了争取政治权利ꎬ于一八三八年以

“人民宪章”的形式向议会提出有关普选的要求ꎬ遭到议会拒

绝ꎬ于是在全国各地发起广泛的群众运动ꎮ 宪章运动经历了

两个阶段ꎮ 四十年代以前ꎬ工人运动和资产阶级激进派联合

行动ꎬ宪章是他们的共同要求ꎮ 从四十年代起ꎬ工人阶级除了

坚持宪章的内容外ꎬ并单独提出自己的经济和政治要求ꎬ和资

产阶级激进派分手ꎮ 一八四七和一八四八年ꎬ宪章运动达到

新的高潮ꎮ 但由于运动内部分裂、资产阶级的收买和镇压、改
良主义思想的滋长ꎬ宪章运动走向衰落ꎮ 列宁认为宪章运动

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

革命运动”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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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章运动文学的形成也有它的文化基础ꎮ 四十年代中

叶ꎬ英国工人阶级开始举办自己的文化教育事业ꎮ 早在一八

三七年ꎬ宪章派就创办了通俗报刊«北极星»ꎬ经常刊载工人

诗歌ꎮ 诗人大都是来自各工业区的工人和活动家ꎬ许多诗人

的姓名现在已经无从查考ꎮ 但是也出现过一批有名的作家如

琼斯、林顿、惠勒(１８１１—１８６７)和麦西(１８２８—１９０７)等ꎮ 宪

章运动诗歌一般都写得短小精悍ꎬ有鼓动力ꎬ适合于集体歌

唱ꎮ 从这些短歌的形式上可以看出工人阶级的歌手很熟悉拜

伦和雪莱的政治诗ꎬ但它们和积极浪漫主义诗歌不同ꎬ是从工

人阶级的切身利益出发ꎬ号召工人兄弟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起

来斗争ꎬ具有明确具体的政治目标ꎮ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

级状况»一书中曾引用宪章运动诗人爱德华米德写的«蒸
汽王»(１８４３)一诗ꎬ并说“它正确地表达了工人中的普遍的情

绪”ꎬ揭露了“比旧的农奴制更坏的”、“伪善的、隐蔽的奴隶

制”ꎬ批判这种奴隶制口头上承认自由权ꎬ而实际上把工人当

作“白奴”ꎮ① 恩格斯亲自把这首诗译成了德文ꎮ 又如在«给
歇劳浦郡的宪章派»(１８４３)一诗中ꎬ宪章运动诗人明确指出ꎬ
斗争的目标是推翻掠夺工人的专制暴君和为大资产阶级服务

的政党ꎮ 这首诗气势雄壮ꎬ一开始这样写道:

举起宪章的旗帜登上高岗ꎬ
　 把它插上里金山的峰顶ꎬ
让它的口号骄傲地飘荡ꎬ
　 和专制暴君说一个分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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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些诗歌欢呼人民宪章ꎬ欢呼人民政治运动的光明前途ꎬ
如«向人民宪章九呼万岁» (１８４２)、«一首颂歌» (１８４３)、«自
由的呼声»(１８４２)等ꎮ

宪章运动诗歌是为教育和组织群众而写的ꎬ往往出现炽

热的群众场面ꎬ如描写去伦敦请愿的歌曲ꎮ 有的诗歌向群众

揭露阶级敌人ꎬ如指责辉格党虚伪的改革措施的«一首新的

宪章派之歌»(１８４１)ꎻ有的揭发“反谷物法联盟”妄图用自己

的口号来偷换“人民宪章”的阴谋ꎬ如«联盟»(１８４１)、«即兴»
(１８４３)ꎻ有的则是揭发异己分子ꎬ警告同志们谨防资产阶级

奸细的破坏活动ꎬ如«百万人之歌»(１８４２)ꎮ 有些诗歌还表现

了群众对领袖和同志的爱戴和关怀ꎬ支援被囚禁的同志或纪

念被害者ꎬ激励士气ꎬ号召再接再厉地斗争ꎬ如«福洛斯特»
(１８４０)、«献给宪章主义的十四行诗» (１８４０)、«献给死难的

谢尔»(１８４０)等ꎮ
宪章运动诗歌对统治阶级剥削的揭发比资产阶级民主派

诗歌更能触及本质ꎬ更深刻有力ꎬ表现了对剥削者的轻蔑和仇

恨ꎬ如«怎样作一个大老爷» ( １８４０)、 «贵族是什么东西»
(１８４２)、«托利老爷» (１８４２)等ꎮ «贵族是什么东西»一诗用

一连串生动、素朴的比喻ꎬ揭露了剥削者不劳而获的寄生性和

他们对人民的祸害ꎮ 诗中把贵族称为“一件在宝座旁陈列的

古董ꎬ一块有生命的污泥”ꎬ“一只雄蜂”ꎬ“民族的灾害ꎬ靠公

款吃饭的乞丐”ꎬ表面上像“一只华丽的蝴蝶”ꎬ其实是“国家

的毛虫”ꎮ
宪章运动诗歌体现了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ꎬ如歌颂

爱尔兰革命英雄的«爱国者之墓»(１８４３)ꎬ鼓励美国民主派反

奴隶制斗争的«给美国诗人»(１８４４)ꎬ号召全世界工人阶级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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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斗争的«给各国工人阶级»(１８４０)等ꎮ
宪章运动作家也写文学评论ꎮ 四十年代初ꎬ苏格兰宪章

派主办的«宪章通报»和其他刊物ꎬ已经评论过弥尔顿、彭斯、
拜伦、雪莱、狄更斯等人作品的进步思想和社会意义ꎮ 这些论

文首先鉴别作品的思想性ꎬ但也不忽视艺术性ꎮ 英国消极浪

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逝世时ꎬ宪章派评论家写出短文ꎬ称他为

“贵族统治下领薪俸的奴隶ꎬ君主政体供养下的寄生物”ꎬ并
说绝大多数同胞不曾为他的死洒下眼泪ꎮ 在题名«诗人的政

治观点»(１８４０)的一系列文章中ꎬ评论者认为“最真诚的诗人

都是最热烈的政治家”ꎬ驳斥了政治对艺术有害的论点ꎮ 但

是他们对资产阶级进步作家的缺点谈得很少ꎮ
埃内斯特琼斯(１８１９—１８６９)出身贵族家庭ꎬ曾学习法

律ꎬ一八四五年以后参加工人运动ꎬ成为宪章运动领导人之

一ꎬ和马克思有过交往ꎮ 一八四八年ꎬ他被捕入狱ꎮ 晚年ꎬ英
国工人运动低落ꎬ他在政治上转而倾向资产阶级激进派ꎮ 他

写过许多政论、诗歌、小说和文论ꎮ 他的政论、公开信(«致宪

章派»ꎬ１８４８)和演说(«组织、组织、再组织»ꎬ１８５０)是出色的

号召斗争的文章ꎮ 公开信是琼斯被捕入狱后由«北极星»发
表的ꎬ信中指出宪章派必须用自己的斗争行动迫使其他社会

阶层承认工人阶级的正当权利ꎬ号召工人阶级不但要加强组

织ꎬ而且要扩大组织ꎬ派代表到还未发动起来的农民中间去宣

传ꎬ因为农民将是工人阶级最有力的支持者ꎮ 他主张向农民

宣传时应避免空谈抽象的原则ꎬ必须说明宪章的具体目标和

要求ꎮ 最后他说ꎬ“如果我被判罪ꎬ我将以骄傲的心情走向监

狱ꎬ而且深信不会在那里待得很久ꎮ”
琼斯的诗歌也是和他的社会活动紧密联系的ꎮ 他写过不

少诗歌号召工人争取自己的权利ꎬ如«我们的号召» (１８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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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前途»(１８４６)、«五月之歌»(１８４７)、«前进» (１８４７)、
«人民之歌»(１８４８)等ꎮ 对于反动派欺压劳动人民的手段ꎬ他
也不断加以揭发ꎬ如«皇家的恩赐» (１８４７)、«堵口者之歌»
(１８４８)ꎮ 在一八四八年欧洲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高涨年代ꎬ他
写了«自由进行曲»(１８４８)、«渔人»(１８５１)等诗ꎮ 在«自由进

行曲»中ꎬ他指出“封建宝座已经摇摇欲坠”ꎬ号召各国人民团

结起来ꎬ他还指出各国人民的力量已在增强ꎻ最后ꎬ他呼吁爱

尔兰人民和英国人民共同为宪章奋斗ꎮ «渔人»讽刺拉马丁、
尼古拉一世、梅特涅等妄想以和平、自由、法治等香饵欺骗人

民ꎬ要他们放弃斗争ꎬ但是诗人说ꎬ人民已经觉醒ꎬ不会再上渔

翁之钩ꎬ相反ꎬ鱼儿将要使渔翁不得安宁ꎮ 琼斯的长诗«印度

人的叛变»(１８４８)鼓励印度人民推翻英国统治者ꎮ 这首诗在

风格上受到雪莱的影响ꎮ 琼斯的诗歌表现了乐观精神ꎬ对宪

章运动的前途很有信心ꎬ如«未来之歌»(１８５２)等ꎮ
琼斯也写过一些小说ꎮ «人民的传奇» (１８４７—１８４８)描

叙波兰人民解放华沙ꎬ把沙皇军队赶出国境的英勇事迹ꎮ
«妇女的苦难»(１８５０—１８５１)是未完成的四部曲ꎬ其中一部写

一个工人家庭的贫困生活ꎮ 琼斯还写了一些文学评论ꎬ他提

出文学必须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斗争ꎬ号召作家“到人民中间

来ꎬ为人民写作”ꎮ 他甚至鼓励保守派的勃朗宁“避开国王和

王后———离开宫廷的豪华ꎬ进而升入穷苦人的茅舍”ꎮ 他认

为宪章运动的诗歌是“时代最清新、最激动人心的诗歌”ꎬ要
求戏剧、小说等也表现宪章运动ꎮ

另一个宪章运动诗人、作家ꎬ是威廉詹姆斯林顿

(１８１２—１８９７)ꎮ 他又是个版画家ꎮ 一八三九年ꎬ他发表一组

名为«献给尚未解放的人们的赞歌»ꎬ四十年代ꎬ他编辑过多

种刊物ꎬ写了不少歌颂英国和欧洲革命事件的诗篇ꎬ主要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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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各民族的挽歌»(１８４９)ꎮ 五十年代初ꎬ他写了组诗«反对

地主制的诗歌和申诉» (１８５１—１８５３)ꎮ 此后他移居美国ꎬ一
八七一年曾发表文章为巴黎公社辩护ꎮ

林顿的«劳工与利润» (１８４７)一诗ꎬ写于宪章运动第二、
三次高潮之间ꎬ揭发工业资本家盗窃劳动人民的创造发明ꎬ用
来养肥自己ꎬ而劳动人民却在饥饿中死去ꎻ同时ꎬ他配合当时

形势ꎬ揭露统治阶级取消谷物法是为了有利于自由贸易这一

罪恶目的ꎮ 在«各民族的挽歌»中ꎬ林顿以挽歌的形式ꎬ激励

各国人民打破沉寂ꎬ推翻暴政ꎬ争取自由和解放ꎮ 诗人把自己

的诗篇比作“带火焰的宝剑”ꎬ要在地平线上点燃革命的烈

火ꎮ 在«为了罗马»(１８４９)一诗中ꎬ诗人热情歌颂马志尼所领

导的抗奥斗争ꎬ并说“为了罗马ꎬ就是为了全世界ꎬ我们进行

的是同一场斗争”ꎮ 在«人民的集会» (１８５１)一诗中ꎬ他号召

人民应当像雪片一样ꎬ团结起来ꎬ“焊接在一起”ꎬ直到形成一

次雪崩ꎬ雷鸣般地翻滚ꎬ把反动派统统埋葬掉ꎮ
宪章运动文学一开始就有较广泛的群众基础ꎬ具有强烈

的战斗性和鼓动力ꎮ 和宪章运动诗人同时活动的资产阶级民

主派诗人从人道主义出发ꎬ虽然也描写工人的悲惨生活ꎬ但是

他们排斥群众性斗争ꎬ幻想感动统治阶级ꎬ以便能实施一些改

革ꎬ来改善人民的处境ꎬ如托玛斯胡德(１７９９—１８４５)的«衬
衫之歌»(１８４３)等ꎮ

宪章运动由于种种历史原因ꎬ还未能得到马克思主义的

指导ꎬ它的活动主要局限于争取实现宪章ꎬ始终没有超出资产

阶级的民主自由思想ꎬ这些缺点也反映在宪章运动文学中ꎮ
查理狄更斯(１８１２—１８７０)是英国这一时期的批判现

实主义作家ꎮ 他出生于贫苦的小职员家庭ꎬ十二岁时ꎬ父亲负

债入狱ꎬ他自己到一家皮鞋油作坊当学徒ꎮ 由于从小贫困ꎬ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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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又在律师事务所和新闻报社工作ꎬ他对英国下层人民有所

了解ꎬ熟悉城乡生活和议会政治ꎮ 一八三五年他开始写小说ꎬ
先后写了十几部长篇ꎮ 狄更斯第一部长篇小说«匹克威克外

传»(１８３６—１８３７)一鸣惊人ꎬ它叙述商人匹克威克先生和他

的朋友们到英国各地游历的故事ꎬ以幽默和讽刺的手法勾画

了讼师、法官、法庭、议会选举、穷学生、女学校、债务人监狱、
酗酒的牧师等ꎮ 作者美化主人公匹克威克先生ꎬ把他写成一

个天真善良的资产者形象ꎬ他的仆人韦勒满口伦敦土话ꎬ机智

而又淳厚ꎬ主仆关系和谐无间ꎮ 书中的田园生活带有浪漫色

彩ꎬ和充满欺诈的城镇生活形成对照ꎮ «奥立弗退斯特»
(１８３７—１８３８)写孤儿奥立弗退斯特的痛苦经历ꎮ 他出生

在济贫院ꎬ后来在棺材店当学徒ꎬ逃到伦敦后ꎬ落入了以费根

为首的贼窟中ꎮ 他历尽艰险ꎬ才得到好心肠的资产者布朗劳

和姨母梅里一家的保护ꎬ最后发现自己原来是个有钱人的儿

子ꎬ继承了一大笔遗产ꎮ 这部小说的题材和结构比第一部紧

凑而集中ꎬ描叙了济贫院、贫民区、贼窟生活ꎬ对教区小吏、法
官等反面人物作了漫画式的讽刺ꎮ 写济贫院时ꎬ作者揭发了

伪善的新济贫法剥削贫民的情况ꎮ 狄更斯又在初期创作中批

判了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教育机构和唯利是图的金钱原则ꎬ
如«尼古拉斯  尼克尔贝» ( １８３８—１８３９)、 «老古玩店»
(１８４０)ꎮ 初期作品的讽刺比较温和ꎬ他对资本主义社会还抱

有幻想和乐观情绪ꎮ 他创造了一系列“善良的”资产者的形

象ꎬ弱小者差不多都得到慈祥的资产者的庇护ꎬ结局圆满ꎮ
四十年代时ꎬ狄更斯的小说创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ꎮ 一

八四二年ꎬ他访问美国ꎬ发表«美国札记»ꎬ揭露美国奴隶制、
国会和资产阶级舆论的假民主ꎮ 小说 «马丁瞿述伟»
(１８４３)描写主人公小马丁在美国的经历ꎬ抨击了美国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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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地产公司的欺骗投机ꎬ和市民崇尚虚荣浮华的恶习ꎮ 但作

品主要还是写英国的社会生活ꎮ 作者塑造了一个英国资产者

的典型———伪君子裴斯匿夫ꎮ 他外貌庄严ꎬ满口仁义道德ꎬ但
一心只想图谋老马丁的产业ꎮ 约那斯瞿述伟是小说中另一

个资产者形象ꎬ他的处世箴言是:“要干掉别人ꎬ不然别人就会

干掉你ꎮ”他为了早日继承产业ꎬ竟蓄意谋害他的父亲ꎮ 这一时

期狄更斯的杰作是«董贝父子»(１８４８)ꎮ 小说的主人公是经营

海外贸易的董贝父子公司的经理董贝先生ꎮ 这家公司的利润

原则统治着英国上层社会ꎬ也统治着董贝ꎮ 他的生活中心是公

司的盈利和前途ꎮ 他有一个女儿ꎬ但女儿不能继承父业ꎬ因而

受到冷遇和歧视ꎮ 他对儿子则悉心培养ꎬ使之成为自己事业的

继承人ꎮ 董贝傲慢、冷酷无情ꎬ深信金钱有无上的权威ꎮ 后来

他借助金钱势力ꎬ续娶了美貌的贵族少妇伊迪丝葛兰吉ꎬ使
金钱和门阀结成联盟ꎬ以巩固他那权威人物的地位ꎬ但是董贝

终于失败了ꎮ 儿子因病死去ꎬ后妻因不能忍受他的冷酷ꎬ和他

的助手卡格尔私奔ꎬ公司也宣告破产ꎮ 最后他女儿的“柔情”教
育了他ꎬ他在女儿身边才享受到“幸福”ꎮ 作者也描写了小市

民、贫民和工人ꎬ来和董贝相对照ꎮ 书中的某些细节反映出工

业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后英国社会生活的变化ꎬ如城镇面貌的

改变等ꎮ 长篇小说«大卫考坡菲»(１８５０)具有自传性质ꎬ通过

一个孤儿的遭遇ꎬ对儿童教育、腐败的司法界和好利者的丑恶

面貌作了广泛的描述ꎮ 小说塑造了几个生动的人物形象ꎬ如终

日愁穷、幻想立即发迹的米考伯等ꎮ 四十年代的狄更斯作品中

值得注意的还有一部«圣诞故事集»(１８４３—１８４８)ꎬ其中的代表

作是«圣诞欢歌»(１８４３)、«钟声»(１８４４)和«炉边蟋蟀»(１８４５)ꎮ
这些作品是阐发作者正面理想的寓言式的故事ꎬ反映了他的人

道主义幻想和感伤情调ꎮ «圣诞欢歌»和«炉边蟋蟀»宣传冷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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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产者必须改变心肠ꎬ同社会下层的人和睦相处ꎬ学习他们

友爱互助的精神ꎮ «钟声»着重抨击马尔萨斯的学说、曼彻斯

特学派的自由竞争原则和边沁的功利主义ꎮ 这一时期的作品

塑造了一些资产者的典型ꎬ揭发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钱关系ꎮ
但是狄更斯认为ꎬ为富不仁的资产者可以从孤独和失败中吸

取教训ꎬ接受小资产阶级的“情感教育”ꎬ最后得到道德的改

善ꎮ 作者着力描写小人物的温情和道德感化力量ꎬ并把原来

寄托在资产者身上的希望转移到小人物身上ꎮ
五、六十年代是狄更斯创作的高峰时期ꎮ 长篇小说«荒

凉山庄»(１８５２—１８５３)揭露英国司法系统的拖沓和腐败ꎬ使
打官司的人倾家荡产ꎬ养肥了以司法为职业的人ꎮ 书中以久

悬未决的贾迪斯家族的遗产分配案为线索ꎬ写一对青年男女

理查德卡斯顿和婀达克莱尔的遭遇ꎮ 他们由相爱而秘密

结婚ꎮ 理查德把前途希望完全寄托在继承贾迪斯遗产的可能

性上ꎬ因此陷入司法系统的无底深渊ꎬ耗尽了资财ꎬ丧尽了志

气ꎬ终至早死ꎮ 小说还写到和贾迪斯家族有联系的另一情节:
贵族妇女德洛克夫人有一个私生女儿ꎬ受到险诈的家庭律师

的要挟ꎬ她被迫从家里出走ꎬ倒毙在她情人墓前ꎮ 作者强调ꎬ
凡是和司法系统有接触的人ꎬ都像沾染了瘟疫一样不得善终ꎮ
在抨击司法系统的同时ꎬ小说又揭示了英国议会中两党喋喋

不休的争吵和议会竞选中普遍行贿的风气ꎮ 全书人物众多ꎬ
除以上的主要角色外ꎬ还有向工人散发布道文的女信徒、向非

洲人传教并以发财致富来诱骗他们种植咖啡的女慈善家、伪
善的牧师、高利贷者、吃白食的文人等ꎮ 作者以同情的笔调描

摹了极端贫苦的砖瓦工人、贫民窟中扫烟囱的孩子和许多善

良正直的下层人民ꎬ还写到法院附近一家堆满破烂的旧货店ꎬ
店主绰号大法官ꎬ某天ꎬ破烂自发燃烧ꎬ店主也因此丧生ꎮ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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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情节以寓言的方式ꎬ暗示了衰朽腐败的英国社会行将崩溃

的前景ꎮ
«小杜丽»(１８５５—１８５７)围绕女主人公杜小丽的父亲和

情人先后因负债入狱的情节ꎬ揭发了作者称为“繁文缛礼局”
的英国政府机关的官僚制度和文牍的繁复ꎬ把持这些机关的

几个家族像蚂蟥和狗虻一样ꎬ吸吮着人们的血液ꎮ 作者描绘

了金融家投机的大骗局、房东的盘剥、社会上负债破产和犯罪

的普遍现象、虚荣的生活风尚等ꎬ他还着力揭示了债务人监狱

的内幕和贫民聚居的“心碎院”里的生活景况ꎮ «我们共同的

朋友»(１８６４—１８６５)有六条情节线索ꎬ批判了劳而不获、不劳

而获的社会现象ꎮ 作者把英国社会比作一个巨大的垃圾堆ꎬ
垃圾堆的形象成为小说的背景ꎮ 他又刻画出一个概括了六十

年代英国资产阶级的许多特征的人物———鲍德斯耐普ꎮ 他是

腐朽的英国社会的罪魁ꎬ但却以社会的裁判者自居ꎬ夸耀英国

资产阶级的成就ꎬ把英国宪法说成是一个“伟大”的政治纲

领ꎮ 这几部作品都表现了作者沉重的心情和强烈的愤怒ꎮ
这一时期狄更斯还写了三部比较重要的小说ꎮ 除反映金

钱统治和犯罪行为的«远大前程»(１８６０—１８６１)外ꎬ最值得注

意的是«艰难时世»和«双城记»ꎬ它们接触到尖锐的阶级斗

争ꎬ却宣扬阶级调和ꎬ反对暴力革命ꎮ «艰难时世» (１８５４)写
某工业市镇的生活ꎮ 纺织厂厂主庞得贝和议员兼教育家葛雷

梗紧密合作ꎬ控制着市镇的经济命脉和教育机构ꎬ他们都信奉

注重实利、不讲情义的功利主义生活原则ꎬ主张低价买进ꎬ高
价卖出ꎮ 葛雷梗把年轻的女儿嫁给了年龄比她大得多的庞得

贝ꎬ使她受尽痛苦ꎮ 在葛雷梗自己的教育主张下ꎬ他的儿子成

了盗窃犯ꎬ后来才通过切身的惨痛教训ꎬ又受到一个马戏团的

女孩子西丝的感化ꎬ改变了生活态度ꎮ 庞得贝吹嘘自己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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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家ꎬ诬蔑工人由于妄想过奢侈生活才产生不满情绪ꎮ 作者

还刻画了工人斯梯芬布拉克普尔的形象ꎬ他虽然备受折磨ꎬ
却不肯参加工人运动ꎬ同时也不当庞得贝的奸细ꎮ 他要求的

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谅解ꎮ 通过庞得贝这一人物ꎬ小说谴责

了自由主义的工业资本家ꎬ批判了功利主义和马尔萨斯学说

等反动理论ꎮ 狄更斯同情被压迫阶层的悲惨生活和他们勤劳

友爱的优秀品质ꎬ但是他不赞成工人斗争ꎬ丑化组织斗争的工

联领袖ꎬ并把主张阶级合作的落后工人斯梯芬写成正面人物ꎮ
马戏团的西丝具有下层人民的某些优秀品质ꎬ但更多是体现

了作者的温情主义和以情感教育来促成阶级谅解的幻想ꎬ成
为他的思想的传声筒ꎮ

«双城记»(１８５９)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ꎬ通过曼奈特医生

的亲身经历和被封建贵族绞死的农民这两个生动情节ꎬ说明

革命不可避免地必然要到来ꎮ 但是狄更斯从人道主义立场出

发ꎬ一方面同情曼奈特医生和农民的悲惨遭遇ꎬ一方面又攻击

雅各宾专政ꎬ用漫画笔法丑化革命中的坚定分子ꎬ歌颂为友献

身的理想化人物卡尔登ꎮ
狄更斯在政治上始终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ꎬ这种

民主主义的基础仍然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ꎮ 狄更

斯宣称要保卫个人权利和幸福ꎬ他同情下层人民的悲惨生活ꎬ
但害怕一切暴力和群众的革命实践ꎮ 他反对阶级斗争ꎬ主张

用点滴改良来调和阶级矛盾ꎬ以小人物的诚挚的温情感动上层

统治者ꎬ唤醒他们的“良心”ꎻ他把普及教育当作改造社会的主

要方法ꎬ要求改革不健全的政治机构如议会、法院、慈善机关

等ꎮ 这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家毫不要求推翻资本主义制

度ꎬ他们在人民群众中间散布幻想ꎬ希望通过一些改革ꎬ通过

一些“救世主”的恩赐ꎬ使资本主义社会变得“完善”起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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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梅克庇斯萨克雷(１８１１—１８６３)作为讽刺小说家

和社会评论家ꎬ他的风格比较接近于狄更斯ꎮ 但是他的锋芒不

仅指向资产阶级ꎬ也针对封建残余ꎮ 他的作品所接触的社会问

题不如狄更斯的广泛ꎬ劳动人民生活在书中也不占什么篇幅ꎮ
萨克雷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ꎬ父亲是那里的税务员兼行

政官ꎮ 六岁时ꎬ他被送回英国ꎬ一八二九年进剑桥大学ꎬ后来

又在伦敦学法律ꎬ当过记者ꎮ 萨克雷在政治上是一个资产阶

级激进派ꎬ反对封建特权和等级观念ꎬ主张改良主义的社会变

革ꎮ
萨克雷最早的作品是一些讽刺短文和中短篇小说ꎮ 有的

短篇小说描画上流社会各种骗子和冒险家ꎬ有的讽刺当时流

行的渲染犯罪行为的小说ꎮ 这些作品一般都缺乏他后来达到

的那种现实主义深度ꎬ主要是写离奇的情节ꎮ
萨克雷的第一部佳作是由四十五个短篇组成的«势利者

集»(１８４６—１８４７)ꎮ 他在一系列特写中讽刺封建贵族和资产

阶级的骄横无知和浮华虚荣ꎬ刻画了贵族的、商界的、都市的、
军队的、教会的、学府的、文坛的和乡村的势利者等等肖像ꎮ
作者认为当时社会关系的主要特征就是“势利”ꎬ贵族制度是

培养“势利”的肥沃土壤ꎬ宪法则是这种社会风尚的有力支

持ꎮ 他说势利者就是“卑鄙地崇拜卑鄙事物的人”ꎮ 他要求

社会平等ꎬ用才能和品德而不用门第和钱财作为衡量人的标

准ꎮ 这部文集为萨克雷的代表作«名利场»作了准备ꎮ
长篇小说«名利场» (１８４８)通过主要人物的遭遇和各式

各样势利者的事迹ꎬ揭发了英国社会中的金钱统治和门第的

权势ꎮ 小说的副标题是«没有正面主人公的小说»ꎮ① 女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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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蓓基夏泼出身贫寒ꎬ父母双亡ꎬ在学校中遭受歧视ꎬ感到

忿懑不平ꎬ离校后便开始投机、冒险的生活ꎮ 她认为她没有条

件成为一个“有品德”的女人ꎬ她靠自己的美貌ꎬ利用一切手段ꎬ
力图在上流社会里取得一个稳固的地位ꎮ 她虽然费尽心机ꎬ
但上流社会始终门禁森严ꎬ她的出身和贫寒阻碍她获得成功ꎮ
作者借此来批判社会上的种种丑行ꎬ但也以欣赏态度描写了

她那不择手段的个人奋斗ꎬ并把责任归于社会ꎬ为她开脱ꎮ
这部作品的主要成就在于塑造了一个小资产阶级冒险家

的典型ꎬ并通过蓓基的遭遇ꎬ揭露了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社会

中的利害关系和腐朽堕落的风尚ꎮ 小说着重剖析主要人物的

阴暗的心理活动ꎬ善于运用冷嘲热讽的笔调ꎮ 书中穿插着许

多与情节无关的议论ꎮ
五十年代的萨克雷的小说表明他的批判倾向已逐渐减

弱ꎮ «潘登尼斯的历史» ( １８４９—１８５０) 和 «钮可模一家»
(１８５４—１８５５)等写上流社会生活ꎬ刻画了几个比较成功的封

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反面形象ꎮ 历史小说«亨利艾斯芒德

的历史»(１８５２)以十八世纪初英国对外战争和保皇党人的复

辟活动为背景ꎬ描写贵族青年艾斯芒德为了他所爱的子爵夫

人ꎬ放弃了自己继承子爵爵位的权利ꎮ 他参加过战争和复辟

活动ꎬ后来又爱上子爵夫人的女儿ꎬ但在政治和爱情上都未能

获得成功ꎮ 最后他和子爵夫人结婚ꎬ移居美洲ꎮ 作品再现了

十八世纪英国上层社会的生活风尚ꎬ批判了贵族的虚荣浮华ꎬ
并通过主人公的感受ꎬ表达出作者对人生的消极态度ꎬ充满着

感伤和忧郁的情调ꎮ
伊利莎伯克莱格洪盖斯凯尔夫人(１８１０—１８６５)是

一个牧师的女儿ꎬ自幼熟悉小市镇生活ꎮ 她和一个牧师结婚

后ꎬ迁居曼彻斯特ꎬ在那里开始和工人接触ꎬ经历过宪章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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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次高潮ꎮ
她的主要小说«玛丽巴顿»(１８４８)ꎬ写宪章运动时期曼

彻斯特的劳资矛盾ꎮ 老工人约翰巴顿是宪章运动的积极参

加者ꎬ曾代表工人到伦敦请愿ꎮ 他很关心工人的生活ꎬ后来因

为遭到资本家歧视ꎬ长期失业ꎮ 他的女儿玛丽巴顿是一个

制帽工人ꎬ起初由于幼稚和虚荣ꎬ常同工厂主卡森的儿子亨利

交往ꎬ拒绝了工人杰姆威尔逊的爱情ꎮ 她后来悔悟ꎬ决心同

亨利绝交ꎮ 这时亨利由于粗暴蛮横ꎬ被工人暗杀ꎮ 这次暗杀

是经过抽签ꎬ由约翰巴顿去执行的ꎮ 事后约翰受到“良心

的谴责”ꎬ向卡森坦白、悔罪ꎮ 卡森原谅了巴顿ꎬ表示愿意尽

量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ꎮ 作者反对资方对工人持强硬态度ꎬ
但也反对工人的“过激”的抗争ꎬ主张劳资之间和平共处ꎮ 她

认为尖锐的斗争对双方都不利ꎬ只是说明了雇主的“不仁”和
工人的“不智”ꎮ 她的社会理想是披着基督教“仁爱精神”外
衣的改良主义ꎮ

四十年代以后ꎬ英国工人运动衰落ꎬ作者写了«克兰福»
(１８５３)、«露斯» (１８５３)、«北与南» (１８５５)、«妻子和女儿»
(１８５６)和一些短篇小说ꎬ其中«北与南»通过英国南部一个富

家女子和北部工业资本家的爱情故事ꎬ进一步宣扬改良主义

思想ꎬ主张举办福利事业ꎬ改善工人生活ꎬ调和劳资矛盾ꎮ 其

他作品主要写小市镇人物的生活和遭遇ꎬ批判和揭露性减弱ꎮ
夏洛蒂勃朗特(１８１６—１８５５)出身于清苦的牧师家庭ꎬ

上过教规严厉、生活条件恶劣的寄宿学校ꎬ后来当家庭教师ꎮ
她的作品主要是写小资产阶级人物的孤独、反抗和奋斗ꎮ

夏洛蒂勃朗特第一部刊行问世的小说«简爱»(１８４７)的
女主人公简爱是一个出身贫寒的孤儿ꎬ她从小寄养在舅母

家ꎬ遭到虐待ꎬ后来舅母把她送进慈善机关举办的寄宿学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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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ꎬ她在物质上受尽苛刻的待遇ꎬ精神上又感到屈辱ꎮ
简爱力图摆脱穷困ꎮ为了追求“独立”生活ꎬ她离开寄宿学

校后ꎬ到一个地主家里当家庭教师ꎮ 她鄙视徒有仪容、贪求钱

财的上层社会妇女ꎬ以自己“清高”和“独立”的个性博取了庄

园主人罗切斯特的爱情ꎬ和他结了婚ꎬ获得了“个人幸福”ꎮ
当时ꎬ英国妇女在政治方面处于无权地位ꎬ在就业方面受到歧

视ꎮ 简爱的个人奋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权运动者所提

出的妇女社会地位问题ꎮ 小说还谴责了上层人物的势利观念

和慈善学校的伪善ꎮ 但书中的社会画面仍然显得狭小ꎮ 女主

人公虽然标榜“清高”ꎬ“不求于人”ꎬ最后还是依靠一笔意外

的遗产才摆脱贫穷的境况ꎬ做了罗切斯特的妻子ꎮ
这一时期的女作家还有夏洛蒂勃朗特的妹妹爱米丽

勃朗特(１８１８—１８４８)和乔治艾略特(１８１９—１８８０)ꎮ
爱米丽勃朗特的小说«呼啸山庄»(１８４７)ꎬ描写山庄老

主人从工业城市利物浦街头捡到一个吉卜赛弃儿希斯克利

夫ꎬ带回家中抚养ꎮ 希斯克利夫和老主人的独女嘉瑟琳从小

相爱ꎬ但嘉瑟琳答应了一位青年地主的求婚ꎬ希斯克利夫于是

出走ꎮ 三年后这个微贱的弃儿回到山庄ꎬ不择手段地向两家

地主复仇ꎻ这件事曲折地反映出随着工业的发展和社会的变

动ꎬ连英国北部偏僻地区的地主阶级也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生

活下去了ꎮ 希斯克利夫和嘉瑟琳的爱情是向传统势力的挑

战ꎮ 但小说着力渲染的是希斯克利夫在恋爱上的绝望心情ꎮ
他的复仇只是为了个人爱情ꎬ最后他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剥削

者ꎮ 爱米丽勃朗特用浪漫主义笔触描写自然环境ꎬ以增强

神秘和狂暴的气氛ꎻ在结构上则采用一个自始至终目击呼啸

山庄变化的老家人对陌生人讲故事的倒叙手法ꎬ使情节既有

吸引力ꎬ又显得十分可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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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艾略特原名玛丽安伊文思ꎮ 她的父亲是一个

农场管事ꎬ她在农村度过童年ꎬ农村环境成为她日后创作的主

要背景ꎮ 一八四八年艾略特到伦敦ꎬ从德文翻译出版了施特劳

斯的«耶稣传»ꎮ 一八五○至一八五三年为伦敦一家进步刊物

撰稿ꎬ担任编辑ꎮ 一八五四年从德文翻译出版了费尔巴哈的

«基督教的本质»ꎬ同年她违反当时的习俗ꎬ未举行婚礼ꎬ和一个

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兼政论家乔治亨利路易士同居ꎬ因为根

据英国法律ꎬ路易士的妻子患精神病ꎬ不能办理离婚手续ꎮ
艾略特的小说较著名的有«亚当比德» (１８５９)、«弗洛

斯河上的磨房»(１８６０)、«织工马南»(１８６１)和«米德尔马契»
(１８７１—１８７２)等ꎮ

艾略特的创作中充满着抽象的伦理和道德问题ꎬ她的伦

理哲学的最高原则是所谓无私的“仁爱”ꎮ 她笔下的主要人

物几乎无例外地代表着两种势力ꎬ即“邪恶”和“仁爱”ꎬ最后

“仁爱”总是感化了“邪恶”ꎮ «弗洛斯河上的磨房»叙述磨房

主的一对子女的故事ꎮ 哥哥汤姆自私、褊狭、保守ꎬ妹妹曼琪

则天真善良ꎮ 她因为和父亲的仇人的儿子恋爱ꎬ遭到哥哥的

阻挠ꎬ后来又和表妹的未婚夫恋爱ꎬ为社会所不容ꎬ被汤姆赶

出家门ꎮ 最后镇上发洪水ꎬ磨房受到冲击ꎬ曼琪奋不顾身ꎬ抢
救哥哥ꎮ 代表“仁爱”的曼琪感化了扼杀“人性”的汤姆ꎬ双方

言归于好ꎬ但不幸洪水把他们两人都淹死了ꎮ
由于艾略特的唯心主义思想ꎬ她的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大

都概念化ꎬ但她在描写英国农村和小市镇生活时ꎬ塑造了很多

不同职业的鲜明形象ꎮ 在«米德尔马契»中ꎬ她还揭露了一八

三二年英国议会改革的虚伪性ꎬ并且讽刺了议会的竞选ꎮ
在诗歌领域ꎬ自从拜伦、雪莱以来ꎬ除宪章派诗歌外ꎬ成就

不大ꎬ主要的诗人有丁尼生(１８０９—１８９２)和勃朗宁(１８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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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９)ꎮ 丁尼生继华兹华斯之后为桂冠诗人(１８５０)ꎬ他的作

品反映了保守的资产阶级宗教观和道德观ꎮ 到了五、六十年

代ꎬ这种倾向便发展成为沙文主义和对统治阶级的颂扬ꎮ 勃

朗宁的作品也表现了同样的保守观点ꎬ但很少写到当代社会ꎬ
大都描述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生活ꎬ许多诗用“戏剧独白”
的形式写成ꎬ用来刻画人物的心理ꎬ流于晦涩ꎮ 勃朗宁夫人

(１８０５—１８６１)也是当时有名的诗人ꎬ她主要写爱情诗ꎬ如«葡
萄牙人的十四行诗» ( １８４７)ꎮ 她的短诗 «孩子们的哭声»
(１８４４)反映童工的悲惨生活ꎮ “前拉斐尔派”诗歌的主要代

表罗塞蒂(１８２８—１８８２)和稍后的史文朋(１８３７—１９０９)的作

品ꎬ具有明显的颓废和唯美主义的倾向ꎮ 他们都对资本主义

文明表示不满ꎬ于是逃进“纯美”的世界ꎬ在早期文艺复兴的

意大利艺术中找到了他们的理想ꎮ

第四节　 德国文学和海涅、维尔特

拿破仑被击败后ꎬ欧洲封建反动势力猖獗一时ꎮ 在分裂

的德国ꎬ资产阶级本来就软弱ꎬ封建势力更为猖狂ꎮ 十九世纪

三十年代德国开始工业革命ꎬ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力

量逐渐加强ꎬ工人阶级也随之成长起来ꎮ 在法国七月革命的

影响下ꎬ德国人民反封建的情绪日益高涨ꎬ消除割据状态、统
一全国成了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ꎮ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ꎬ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

剥削的斗争也展开了ꎮ 这种斗争最强有力的表现是一八四四

年西里西亚的织工起义ꎬ它说明德国工人阶级已成为一股独

立的政治力量ꎮ 一八四八年ꎬ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

言»ꎬ建立了科学社会主义ꎬ指出了无产阶级的奋斗方向ꎮ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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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三月ꎬ柏林爆发资产阶级革命ꎮ 由于资产阶级软弱并害怕

无产阶级ꎬ他们背叛人民ꎬ和封建贵族妥协ꎬ致使革命遭到失

败ꎮ 革命以后ꎬ普鲁士容克贵族和大资产阶级联盟ꎬ篡夺了国

家政权ꎬ对一切进步力量采用高压手段ꎮ 但是ꎬ德国工人运动

在第一国际领导下ꎬ得到了蓬勃的开展ꎮ
三十年代出现了“青年德意志派”ꎬ这是一八三○年法国

七月革命后德国一批资产阶级革命作家的总称ꎬ他们的主要

代表是路德维希伯尔纳、卡尔古茨柯、亨利希劳伯ꎮ 他

们写了许多诗歌、戏剧、小说和政论文章ꎬ在政治上反对封建

专制ꎬ在文艺上反对脱离现实的消极浪漫主义ꎮ 他们的作品

曾于一八三五年遭到德、奥各邦政府的禁止ꎮ 但是他们一般

只停留在空洞的议论上ꎬ和人民群众有很大的距离ꎬ其中有许

多人在晚年甚至和反动势力妥协ꎮ 四十年代ꎬ还出现了一些

“真正的社会主义”诗人ꎬ主要有卡尔格律恩、赫尔曼毕

特曼、阿尔弗莱麦斯纳、卡尔倍克等ꎮ 他们打着“人性”、
“普遍的爱”等旗帜ꎬ把人道主义看作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

“科学”基础ꎬ主张通过和平的道德说教将人类引向社会主

义ꎮ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ꎬ例如麦斯纳就用“造物主弄坏了的

事ꎬ人类永远不能使它变得更好”的诗句ꎬ公开宣扬与现实妥

协ꎮ 又如倍克的«致洛特希尔特家族»一诗ꎬ表面上仿佛在抨

击大资产阶级ꎬ实际上却是一首颂歌ꎮ 马克思、恩格斯对“真
正的社会主义”者作了尖锐的批判ꎬ指出他们的反动本质ꎬ认
为他们这种社会主义的目的在于取消阶级斗争ꎬ维护现存制

度ꎬ“直接代表了一种反动的利益ꎬ即德国小市民的利益ꎮ”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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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ꎬ思想性较强、艺术成就卓越的是革命民主主义

诗人海涅和毕希纳ꎮ 他们不仅猛烈抨击封建制度ꎬ同时也揭

发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剥削现象ꎬ主张穷人起来对富人革命ꎮ
还出现了无产阶级诗人维尔特ꎬ他反映和歌颂了工人的斗争ꎮ
在四十年代革命高潮中涌现出许多革命诗人ꎬ其中以格奥尔

格海尔威(１８１７—１８７５)和斐迪南弗莱列格拉特(１８１０—
１８７６)比较重要ꎬ他们都和马克思有密切的交往ꎮ 海尔威在

«莱茵报»上发表«党»(１８４２)一诗ꎬ提出诗歌应该为革命服务

的观点ꎬ号召诗人要用诗歌当刀剑投入战斗ꎬ让党来编织诗人

的桂冠ꎮ 这首诗成为当时革命诗人的纲领ꎮ 弗莱列格拉特是

«新莱茵报»编辑之一ꎬ一八四八年他发表具有强烈革命性的

诗歌«死人告活人书»ꎬ被反动政府逮捕ꎮ «新莱茵报»被迫停

刊时ꎬ他写了«新莱茵报»告别辞ꎬ用“再见———可不是永别ꎬ
他们打不死我的精神ꎬ我马上又要回来”的诗句ꎬ表达了决不

中止革命的战斗精神ꎮ 这一派诗人的创作和活动ꎬ曾经对革

命斗争起过鼓动作用ꎮ 但他们都是小资产阶级革命者ꎬ革命

失败后ꎬ有的脱离了革命ꎬ有的同现实妥协ꎮ 此外ꎬ在四十年

代革命高涨时期ꎬ群众中也产生了一批优秀的革命诗歌ꎮ 虽

然保存下来的不多ꎬ但是都充分表达了四十年代德国人民的

革命情绪ꎮ 例如«捷锡歌»(１８４５?)描述史托珂夫的市长捷锡

谋刺普鲁士王的事件ꎬ恩格斯认为这是十六世纪以来流行的

两首最好的政治民歌之一ꎮ «血腥的法庭»(１８４４)又名«织工

歌»ꎬ反映织工对厂主的憎恨和他们的反抗情绪ꎬ其中有这样

的诗句:

你们这些流氓ꎬ魔鬼的后代!
你们这些可诅咒的匪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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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吞食了穷人的全部财产ꎬ
你们要被诅咒ꎬ领受你们的报应!

马克思对它作了很高的评价ꎬ说它“一下子就毫不含糊地、尖
锐地、直截了当地、威风凛凛地厉声宣布:它反对私有制社

会”①ꎮ 此外ꎬ«工人之歌»(１８４８)、«起来ꎬ无产阶级ꎬ工人们»
(１８４９)等诗歌也都明确反映了当时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意

识ꎮ 马克思、恩格斯不但对这些民歌给予很高评价ꎬ并且亲自

把它们收集起来ꎮ
一八四八年革命失败后ꎬ许多人悲观失望ꎮ 叔本华的

“唯意志论”和“人生就是痛苦”的悲观哲学发生了极大的影

响ꎮ 在文学界ꎬ一些作家逐渐走上逃避现实的道路ꎬ脱离时代

和社会的“地方文学”风行一时ꎮ 连当时比较优秀的作家也

不例外ꎬ如戏剧家弗里德里希赫贝尔(１８１３—１８６３)在完成

早期的现实主义作品«玛利亚玛格达莲»(１８４４)以后ꎬ也和

现实妥协了ꎮ 这时期影响较大的是施托姆和凯勒ꎮ 特别是凯

勒ꎬ他在一八四八年后仍旧写出了许多反映现实的作品ꎮ
亨利希海涅(１７９７—１８５６)生于破落的犹太商人的家

庭ꎮ 一七九五年拿破仑军队占领他的故乡杜塞尔多夫ꎬ进行

了一些社会改革ꎬ犹太人的地位得到改善ꎮ 海涅从童年时代

就开始接受法国大革命中自由、平等的思想的影响ꎮ 他在大

学学习时ꎬ先后听过浪漫主义作家奥古斯特威廉史雷格

尔和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讲课ꎮ 海涅在二十岁左右开始创

作ꎬ他的进步思想不断遭受普鲁士专制政府的压制ꎮ 一八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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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法国爆发七月革命ꎬ他受到很大鼓舞ꎮ 次年他到了巴黎ꎮ
除中间两次短期回国外ꎬ他一直侨居法国ꎮ 在法国ꎬ他结识了

巴尔扎克、乔治桑和波兰音乐家肖邦等人ꎬ并和圣西门主义

者发生密切联系ꎮ 四十年代ꎬ他和马克思建立了友谊ꎮ 在马

克思的鼓励和帮助下ꎬ他写出许多具有战斗性的政治诗歌ꎮ
海涅晚年因病长期卧床ꎬ仍然坚持创作ꎬ但作品中流露出悲观

消沉的思想ꎮ
海涅的早期作品写于一八一七到一八三一年间ꎮ 他在封

建专制制度下感到压抑ꎬ发出了要求摆脱反动统治和争取自

由的呼声ꎮ 他不仅锐利地揭露德国社会的形形色色的矛盾ꎬ
而且描写了国外的所谓自由资本主义世界的真实面貌ꎮ 这个

时期他的主要作品是«歌集»和«旅行札记»ꎮ
«歌集»(１８２７)包括他早年陆续发表的«青春的苦恼»、

«抒情插曲»、«还乡集»和«北海集»等组诗ꎮ 这些诗多半以

个人的爱情苦恼为主题ꎬ其中有不少篇章流露出忧伤的情调ꎮ
在描写夜景、月亮、森林和梦幻境界时ꎬ可以看到浪漫主义诗

歌对作者的影响ꎮ 但是他和消极浪漫主义诗人不同ꎬ没有逃

避现实ꎬ沉湎于死亡的思想情绪ꎬ相反地ꎬ他在倾诉他的不幸

遭遇的同时ꎬ显示出对生活的热爱ꎮ 有些诗歌已经表现了他

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和忧虑ꎮ 例如«神的没落»(１８２２)中写道:

我透过硬得像石块般的外壳ꎬ
观看世人的住宅和他们的心ꎬ
在这两方我只看到欺骗和苦难ꎮ

在这些诗里ꎬ海涅也使用了他那独特的抨击社会弊端的讽刺

和冷嘲的笔法ꎮ 诗中充满民歌色彩ꎬ风格朴素ꎬ语言简洁ꎬ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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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和谐ꎬ自然景物和个人感情相交融ꎬ是德国的优秀抒情诗

篇ꎮ
他的散文作品«旅行札记»分为四部ꎮ 第一部«哈尔茨山

游记»(１８２６)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德国社会现实面貌的一幅

速写ꎮ 作者辛辣地讽刺特权阶级ꎬ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市侩的

庸俗和市民阶层的浅薄和褊狭ꎮ 另一方面ꎬ他也发抒了对祖

国自然景色的热爱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ꎮ 在艺术手法上ꎬ海
涅把抒情和政论自由地结合在一起ꎬ把作者主观的印象、思想

情感和对事实的客观报道融会在一起ꎮ 他以讽刺、幽默、活泼

的笔调ꎬ写出了令人窒息的德国现状ꎮ 这部作品标志着海涅

已开始走上反映现实的创作道路ꎮ 第二部«观念———勒格朗

特文集»(１８２７)用回忆的方式颂扬拿破仑在德国推翻封建制

度的进步作用ꎬ把统一的法国和分裂的德国作了鲜明的对照ꎮ
这本书一出版就遭到普鲁士反动政府的查禁ꎮ 第三部包括

«从慕尼黑到热那亚的旅行»(１８２８)、«璐珈浴场»(１８２９)等篇ꎬ
描绘了意大利的风景和社会政治生活ꎬ揭露了贵族、天主教的

反动性ꎬ并对当时贵族作家一味模仿古典文学的形式、脱离现

实的倾向进行批判ꎮ 札记的第四部是«英国片段»(１８３１)ꎮ 一

八二七年ꎬ海涅曾到英国旅行ꎮ 他以敏锐的目光ꎬ观察了当时

欧洲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社会中的阶级矛盾ꎮ 他从繁华的

大都市的背后ꎬ看到一贫如洗的劳苦大众的生活ꎮ «伦敦»一
章深刻地描绘了他在伦敦街头目睹的下层人民的悲惨景象ꎬ
指出在大多数人挨饿的同时ꎬ却有少数人沉湎在宴乐中ꎬ他们

就是贵族和大资产阶级ꎮ 这些人给下层人民制造贫困ꎬ他们

是剥削者和压迫者ꎮ 海涅痛骂他们是“趾高气扬的盗贼”ꎮ
作品结束时ꎬ海涅预言了爆发革命的必然性ꎮ

从一八三一年起ꎬ海涅流寓巴黎ꎮ 和圣西门主义者的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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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ꎬ和法国进步作家的交往ꎬ扩大了他的眼界ꎮ 另一方面ꎬ他
也看到法国大资产阶级篡夺了七月革命的胜利果实ꎬ人民生

活并未改善ꎮ 他认识到“这个资产阶级跟那个贵族阶级是同样

没有用ꎬ它以同样的自私自利代替了贵族”ꎮ 海涅对七月革命

的幻想逐渐破灭ꎮ 这一时期他为德国报纸写稿ꎬ报道法国情

况ꎬ抨击法国统治阶级ꎮ 后来他把这些文章辑录成书ꎬ题名«法
兰西现状»(１８３２)ꎮ 同时ꎬ他也密切注意祖国的发展ꎮ 他为法

国报纸写过许多关于德国情况的论文ꎬ其中最重要的是«论浪

漫派»(１８３３)和«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１８３４)ꎮ
«论浪漫派»一书集中表现了海涅的文学观点ꎮ 他猛烈

批判德国消极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家ꎬ称他们是“死亡的诗

人”ꎬ他揭露他们在社会、政治上的消极作用ꎬ指出他们的逃

避现实的作品只能“危害祖国的自由和幸福”ꎮ 他提出文学

必须和生活相结合ꎬ正如希腊神话中的安泰不能离开他的大

地母亲一样ꎮ 他企图通过这部作品ꎬ结束消极浪漫主义在德

国文坛的统治地位ꎮ
在«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中ꎬ海涅对德国历史上宗

教和哲学方面的著名人物逐一作了评价ꎮ 他嘲笑康德和费希

特的唯心主义哲学ꎬ批判黑格尔的“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
的反动观点ꎮ 但是他也看出了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意义ꎮ 后来

他在«教义»(１８４２)一诗里ꎬ又进一步肯定黑格尔哲学中的积

极因素ꎮ 恩格斯对海涅这种敏锐的观察给予很高的评价ꎬ在
«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指出ꎬ海涅是第一

个看到德国古典哲学的革命意义的作家ꎮ
四十年代ꎬ海涅的创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ꎮ 德国一八四八

年资产阶级革命前夕ꎬ起义事件不断发生ꎬ海涅很受鼓舞ꎮ 一

八四三年ꎬ他在巴黎结识了马克思ꎬ四十六岁的海涅对年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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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非常尊敬ꎮ 和马克思的交往使海涅加深了对社会矛盾

的认识ꎮ 这个时期他所写的许多诗歌突破了个人抒情的范围ꎬ
密切结合当时德国革命斗争的实际ꎮ 其中一部分标题为«时代

的诗»ꎬ对一切反动势力予以尖锐的嘲笑和抨击ꎬ发出了推翻旧

制度的响亮号召ꎬ如著名的«等着吧»、«西里西亚纺织工人»、
«掉换来的怪孩子»、«一六四九———一七九三———????»等ꎮ

在短诗«等着吧» (１８４４)中ꎬ诗人说ꎬ他不仅能发出美丽

的闪电ꎬ还有打雷的才能ꎮ 一旦适当的日子来到ꎬ他将发出雷

鸣的言词ꎬ霹雳的响声:

暴风雨将要在那一天

甚至把一些槲树吹倒ꎬ
一些教堂的高塔要倒塌ꎬ
一些宫殿也将要动摇!

在这里ꎬ诗人毫不忌讳地直接向封建贵族和教会发出了

战斗的宣言ꎮ
«西里西亚纺织工人» (１８４４)这首最富有战斗性的诗反

映了一八四四年西里西亚织工的起义ꎬ歌颂他们是自觉的战

士和旧制度的掘墓人ꎬ他们一面织布ꎬ一面发出对上帝、国王

和专制国家的三重诅咒:

梭子在飞ꎬ织机在响ꎬ
我们织布ꎬ日夜匆忙———
老德意志ꎬ我们在织你的尸布ꎬ
我们织进去三重的诅咒ꎬ
　 　 我们织! 我们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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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推崇说:“这首歌暗中针对着一八一三年普鲁士人的

战斗叫嚣:‘国王和祖国与上帝同在!’ꎬ这种叫嚣从那时起就

是保皇党人心爱的口号”恩格斯认为ꎬ这首歌的原文是

他所知道的最有力的诗歌之一ꎮ① «掉换来的怪孩子»
(１８４４)充分表达了海涅对军国主义普鲁士的莫大憎恨ꎬ诗人

用讽刺夸张的手法来刻画它的丑恶、愚蠢、侵略、贪婪的特性:

一个孩子有个大葫芦头ꎬ
浅黄的髭须ꎬ苍老的发辫ꎬ
蜘蛛般的长臂可是很强健ꎬ
有巨大的胃ꎬ肠子却又小又短———

海涅 在 他 晚 年 所 写 的 « 一 六 四 九———一 七 九

三———????»(１８５５)一诗中ꎬ叙述了一六四九年英国专制国

王被判处死刑ꎬ一七九三年法国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ꎬ他预

言ꎬ德国封建王朝覆灭的年份必将到来ꎮ 所不同的是ꎬ英、法
两国的资产阶级在一六四九和一七九三年曾经是革命的ꎬ而
德国资产阶级则要跟在德国王朝的灵柩后面哭哭啼啼ꎮ 海涅

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ꎮ
海涅的政治诗含有辛辣的讽刺ꎬ节奏有力ꎬ文字朴素ꎬ譬

喻生动ꎬ形象通俗鲜明ꎮ
海涅最突出、最重要的作品是政治长诗«德国ꎬ一个冬天

的童话»(１８４４)ꎮ 全诗共二十七章ꎬ以冬天象征死气沉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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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ꎬ通过童话般的幻想ꎬ逐章对德国的检查制度、关税同盟、
骑士制度、政治上的分裂等现状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抨击ꎮ 反

动的普鲁士统治者、目光短浅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奴颜婢膝的

市侩、虚伪的宗教、狭隘的民族主义者都遭到海涅的辛辣讽刺

和嘲笑ꎮ 诗一开始就斥责德国消极浪漫主义所唱的“绝望的曲

调”ꎬ反对那种麻痹人民思想的“催眠曲”ꎮ 作者针锋相对地提

出他自己要制作一首“新的歌ꎬ更好的歌”ꎬ要在地上 建立平等

自由的“天国”ꎮ 紧接着ꎬ他又猛烈攻击普鲁士专制政体ꎬ把
它比作一只丑恶的鸟ꎮ 在第七章里ꎬ他嘲笑当时的德国说:

　 　 　 　 法国人和俄国人占有了陆地ꎬ
　 　 　 　 海洋是英国人的ꎬ
　 　 　 　 我们的支配权却不用说

　 　 　 　 只是在梦中ꎬ在天空的王国里ꎮ

第二十六章把腐朽、分裂的德意志三十六个封建小邦比

作“三十六个粪坑”ꎬ认为清除这些粪坑决“不能用玫瑰油和

麝香”ꎬ必须用暴力ꎮ 海涅显示了他同反动统治作斗争的坚

定性ꎮ 在第十二章里同资产阶级激进派论争时ꎬ他指责他们

反封建不彻底ꎬ他自己决不是像他们所说的那样逃避斗争ꎬ他
“不是羊”也“不是狗”ꎬ而是一只富有战斗性的凶狠的“狼”ꎮ
长诗集中地体现了海涅艺术风格的特点:夸张的讽刺、离奇的

譬喻、民间的传说、个人的幻想和风趣的对话都交织在一起ꎮ
海涅晚年由于长期患病卧床ꎬ脱离现实斗争ꎬ曾一度产生

苦闷的情绪ꎮ 这种心情在他的诗集«罗曼采罗»(１８５１)里得到

反映ꎬ但其中也有一些优秀的政治讽刺诗ꎬ表明作者并没有完

全失去斗志ꎮ 在他去世前一年写的«路苔齐亚»法文本序言中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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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涅表示了他对共产主义的态度ꎬ他认识到“未来时代是属于

共产主义者的”ꎮ 但因为海涅生活在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

经过时ꎬ而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还未成熟的过渡时期ꎬ他不能

正确认识未来的共产主义ꎮ 他一方面愤怒地掊击封建贵族的

反动势力ꎬ对资产阶级社会作了揭露和讽刺ꎬ甚至看到劳动人

民起来革命的必然趋势ꎬ另一方面ꎬ他却始终没有突破资产阶

级民主主义的立场ꎬ认识不到劳动人民的巨大的历史作用ꎬ因
而把共产主义看作一般的平均主义ꎬ担心在共产主义社会里ꎬ
胜利的无产阶级只重视创造物质财富ꎬ会用“粗糙”的双手毁坏

人类的文化艺术ꎻ这种观念使海涅对共产主义怀有疑惧心理ꎮ
和海涅同时代的、但是逝世较早的另一个革命民主主义

作家格奥尔格毕希纳(１８１３—１８３７)出生于医生家庭ꎬ自己也

学过医ꎮ 他很早就接受法国革命思想的影响ꎬ为了解放农民ꎬ
使他们摆脱封建枷锁ꎬ他团结了一些农民、手工业者和知识分

子ꎬ于一八三四年组织“人权协会”ꎬ进行秘密的革命活动ꎮ 他

主办«黑森快报»(１８３４)ꎬ写了许多政论文章ꎬ号召农民起义ꎮ
在每份快报的首页都写着法国革命时期流行的两句口号:“对
茅屋———和平ꎬ对王宫———战争!”作者运用通俗的语言和精确

的统计数字ꎬ使文章富有说服力和鼓动性ꎬ他在激励农民起来

推翻封建诸侯的时候说:“擦亮你们的眼睛ꎬ数数你们的压迫者

的数目吧ꎬ他们所以有力量ꎬ全在于他们吸取了你们的鲜血ꎬ
在于他们有一支从你们那儿征集来的军队ꎮ”“你们长年累月

在土地上耕掘ꎬ那么也给你们的暴君挖一个坟墓吧!”
毕希纳的创作期只有三年ꎬ共写过三个剧本ꎬ其中较重要

的是«丹东之死»(１８３５)ꎬ以法国大革命时期罗伯斯庇尔和丹

东两派之间的冲突为背景ꎮ 作者肯定罗伯斯庇尔的革命坚定

性ꎬ虽然对丹东之死抱有一定同情ꎬ但还是谴责了丹东放弃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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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ꎬ沉湎于个人的生活享受ꎮ 在丹东要求罗伯斯庇尔放弃革

命政策的一段对白中ꎬ罗伯斯庇尔回答丹东说:“社会革命没

有结束ꎻ谁要是半途停止革命ꎬ那就是给自己掘坟墓ꎮ”但作

者又认为罗伯斯庇尔的革命政策并不能解决广大劳苦人民的

生活问题ꎬ正如丹东在煽动群众时所说的:“你们要面包ꎬ他
们把头颅扔给你们! 你们渴ꎬ他们叫你们喝断头台上的血!”
剧本表达了作者要求推翻封建制度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德国革

命民主主义的观点ꎬ但是他仅仅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反对社

会贫富不均的现象ꎬ对于怎样才能解决人民的“胃”的问题ꎬ
消除贫富不均ꎬ毕希纳自己也是模糊不清的ꎮ «沃伊采克»是
一部未完成的社会悲剧ꎬ取材于当时在来比锡发生的一起大

案件ꎮ 戏剧的矛盾建筑在阶级对立的基础上ꎬ主人公来自穷

苦的下层人民ꎬ他为生计所迫ꎬ给一个医生充当试验品ꎬ过着

动物般的生活ꎮ 因为他所爱的女子被有权势的人利诱、勾引ꎬ
他就杀死了她ꎮ 这部作品反映了作者对劳苦人民在资本主义

社会里所受苦难和剥削的同情ꎮ
格奥尔格维尔特(１８２２—１８５６)生于牧师家庭ꎬ少年时

期当过学徒ꎬ后来在莱茵河流域和国外经商ꎮ 一八四三到一

八四五年他旅居英国ꎬ结识了一些宪章派人士ꎬ常常参加工人

集会ꎮ 一八四三年起ꎬ维尔特先后同恩格斯和马克思建立了

深厚的友谊ꎬ从他们那里接受科学共产主义思想ꎬ加入了“共
产主义者同盟”ꎮ 一八四八年ꎬ马克思、恩格斯创办«新莱茵

报»ꎬ维尔特担任副刊编辑ꎬ写过许多优秀的政治诗和散文ꎮ
恩格斯对他的工作评价很高ꎬ说:“我不相信在别的报纸上什

么时候有过这样有趣而锋利的小品栏ꎮ”①一八五六年ꎬ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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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在古巴的哈瓦那去世ꎮ
维尔特的诗歌在形式上受到海涅的影响ꎬ讽刺性很强ꎬ手

法丰富多采ꎬ在内容上则十分新颖独特ꎮ 工人和贫苦手工业

者受到诗人的热烈歌颂ꎬ他们第一次以自觉的战斗姿态出现

在德国的文学作品里ꎮ 例如在一八四三到一八四六年间创作

的«饥饿之歌»中ꎬ作者写道:

　 　 　 　 尊敬的国王陛下ꎬ
　 　 　 　 你可知道这惨事一桩?
　 　 　 　 星期一我们只吃了一点ꎬ
　 　 　 　 星期二我们就断了粮ꎮ

　 　 　 　 星期三我们只好挨饿ꎬ
　 　 　 　 星期四我们受尽了苦ꎬ
　 　 　 　 啊ꎬ差一点ꎬ差一点ꎬ
　 　 　 　 我们就饿死在星期五!

　 　 　 　 快叫人在星期六给我们

　 　 　 　 烤些干净像样的面包ꎬ
　 　 　 　 不然ꎬ国王陛下ꎬ在星期天ꎬ
　 　 　 　 我们就要把你抓住吃掉ꎮ

这首诗有申诉ꎬ有抗议ꎬ虽然是描写工人的饥饿ꎬ但用的不是

灰色的唉声叹气的调子ꎬ而是幽默、开朗的笔调ꎬ最后发出了

使统治阶级发抖的警告ꎮ 维尔特的著名组诗«兰卡郡之歌»
(１８４５)反映英国工业区兰卡郡的工人生活和他们反抗资本

家的斗争ꎮ «一百个哈斯韦尔男子»描写矿坑失事ꎬ死了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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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矿工ꎬ矿主只拿出每人一周的工资来抵偿他们的生命ꎮ
«铸炮者»和«兰卡郡酒店老板»两诗倾诉工人阶级对资本家

的愤怒和反抗ꎮ 前者叙述一个兵工厂工人为厂主劳苦了一辈

子ꎬ却因年老被赶出门外ꎬ最后他觉悟到必须为工人阶级自己

铸造一尊大炮ꎮ 后者指出织羊毛的工人没有毛衣穿ꎬ种地的

农民饿着肚子上床ꎬ运煤的工人把一车一车煤从矿坑运到地

面上ꎬ而自己的妻儿却冻死在家里ꎬ最后他们一起发出了诅咒

的吼声ꎬ作者预言睡在鸭绒被里的富翁当晚将做噩梦ꎮ 在

«他们坐在板凳上»一诗中ꎬ维尔特写英国工人听到德国西里

西亚织工起义时是如何激动:

　 　 　 　 紧握拳头ꎬ挥动帽子ꎬ
　 　 　 　 他们全都义愤填膺ꎬ
　 　 　 　 森林和草原同时响起:
　 　 　 　 “西里西亚ꎬ祝你成功ꎮ”

这首诗表现了国际工人的团结一致和互相支持ꎬ维尔特的思

想和感情已和这些被剥削被压迫的人交融在一起ꎮ 他的诗歌

自然健康ꎬ语言简练ꎬ具有朴素的民歌风格ꎮ
维尔特的散文作品中最富有特色的是«不列颠人的社会

和政治生活速写»(１８４３—１８４８)ꎬ包括十四篇文章ꎬ其中有英

国风景描写ꎬ经济问题论述ꎬ无产阶级贫困情况报道ꎬ对英国

宪章运动领袖的刻画和对宪章运动本身的描述ꎮ 这些文章说

明无产阶级能够以自己的力量去解放自己的阶级ꎬ他们的战

斗已经开始ꎮ 在«英国工人花会»一篇中ꎬ作者看到未来社会

的一切都是光辉灿烂的ꎬ预言无产阶级将在世界上创造出新

的文学和艺术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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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两部小说 «德国商业生活的幽默速写» ( １８４５—
１８４８)和«著名骑士史纳普汉斯基的生平事迹»(１８４９)发表在

«新莱茵报»副刊上ꎬ激烈地抨击了德国的容克贵族和资产阶

级ꎬ揭露和讽刺了他们的丑恶面貌ꎮ
维尔特的创作年限虽然很短ꎬ但他积极参加革命活动ꎬ写

了许多忠实反映无产阶级生活和斗争的作品ꎬ因而恩格斯在

纪念他的一篇文章里称颂他是“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和最重

要的诗人”①ꎮ
台奥多尔施托姆(１８１７—１８８８)生于德国北部的胡苏

姆ꎬ这个小城曾长期处在丹麦统治下ꎮ 他的创作有诗歌和中

短篇小说ꎮ 他的诗反映的生活面相当狭窄ꎬ主要是写个人爱

情和田园生活ꎬ但也有一些诗表露了他对家乡命运的关怀ꎮ
他的诗歌具有民歌风格ꎬ语言简练ꎬ音韵和谐ꎮ

施托姆的主要成就是小说ꎮ 他早期的代表作«茵梦湖»
(１８４９)写出身小康之家的伊利莎白和青年莱茵哈特彼此相

爱ꎬ但她的母亲不顾他们的爱情ꎬ把她嫁给一个富人ꎮ 作者认

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以金钱为基础的婚姻关系是不合理的ꎬ但
他笔下的两个青年都逆来顺受ꎬ缺乏反抗精神ꎮ 全书带有浓

厚的忧伤情调ꎮ 在施托姆后来的作品里ꎬ对社会批判的因素

有所加强ꎬ感伤的情调逐渐减弱ꎮ 最后一部小说«骑白马的

人»(１８８８)描绘北海附近的农民青年霍克海因钻研科学技

术ꎬ想要改建防御海洪的堤岸ꎬ受到保守势力的阻挠ꎮ 他孤军

作战ꎬ得不到群众支持ꎬ最后终于失败ꎬ死在洪水中ꎮ 霍克
海因是一个具有启蒙思想的人物ꎬ提倡科学ꎬ反对迷信ꎮ 但是

他骄傲自大ꎬ高踞在群众之上ꎬ这导致了他的毁灭ꎮ 施托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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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缺乏强烈的倾向性ꎬ没有反映出时代的重大问题ꎬ却体现

了一八四八年德国革命失败后ꎬ知识分子对现状的不满和忧

郁孤寂的心情ꎮ
郭特夫里特凯勒(１８１９—１８９０)是瑞士的德语作家ꎬ生

于瑞士一个镟工家庭ꎮ 他早年在德国读书ꎬ受费尔巴哈的唯

物主义影响很大ꎮ 一八四八年ꎬ瑞士由许多小邦联合成为一

个统一的联邦国家ꎬ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权ꎬ凯勒拥护这一

变革ꎮ
他的绝大部分小说反映了十九世纪四十到七十年代的瑞

士社会生活ꎬ其中最著名的是长篇小说«绿衣亨利» (１８５５)ꎮ
主人公绿衣亨利经常穿绿外套ꎬ因而得名ꎬ他父亲早死ꎬ家境

清寒ꎬ后来他去德国学画ꎬ一直找不到正确的艺术道路ꎬ生活

又极端贫困ꎬ精神上非常苦闷ꎮ 此后他在回家途中偶尔结识

两个无神论者ꎬ初步接受了唯物主义ꎬ同时他又看到瑞士已变

成统一的联邦国家ꎬ处处洋溢着民主进步的气氛ꎬ这一切使他

的思想起了很大变化ꎮ 回家后ꎬ他重遇过去的女友ꎬ爱情又增

加了他的力量ꎬ他终于摆脱了彷徨苦闷的精神状态ꎮ 他认识

到参加实际社会活动才是为祖国服务的正确道路ꎮ 当时作者

对瑞士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抱有幻想ꎬ认为在这种制度之下ꎬ个
人和社会之间的矛盾可以得到解决ꎮ 这部小说采用第一人称

的自传形式ꎬ书中许多人物形象富有个性ꎬ生动鲜明ꎮ 凯勒的

短篇小说集有«塞尔德维拉的人们» (１８５６—１８７４)、«七个传

说»(１８７２)和«苏黎世短篇小说集»(１８７７)ꎮ «塞尔德维拉的

人们»描述十九世纪中叶瑞士资本主义开始发展时的人民生

活ꎬ揭露社会上落后保守的倾向ꎬ批判了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

特性ꎮ 作者创造了各种社会阶层的人物形象ꎬ大多数是中产

阶级和农民ꎮ 这部小说集中以«乡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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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著名ꎬ它描写一对青年男女彼此相爱ꎬ可是双方的家长受到

资本主义思想意识的影响ꎬ互相争夺田产ꎬ成了仇人ꎬ他们的

子女无法结婚ꎬ终于一起自杀ꎮ 这个爱情悲剧揭露了资本主

义渗入瑞士农村后造成的恶果ꎮ
凯勒晚年对瑞士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感到失望ꎮ 他最后一

部长篇小说«马丁萨兰德» (１８８６)说明瑞士社会和其他资

本主义社会一样ꎬ也充满了贪污腐化、损人利己、虚伪欺骗等

罪恶ꎮ

第五节　 意大利文学

一八四八年的意大利革命打击了外国统治者和本国封建

势力ꎮ 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ꎬ愈益要求扫除外族奴役和封建

割据造成的障碍ꎮ 从五十年代末叶起ꎬ民族复兴运动进入更

广泛、深入的时期ꎮ 以马志尼、加里波第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

主派ꎬ主张推翻国内外封建主的统治ꎬ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ꎮ
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则主张在独立、统一的基础

上建立萨伏依王朝领导下的君主立宪政权ꎮ 由于无产阶级力

量弱小ꎬ资产阶级民主派在斗争关键时刻动摇妥协ꎬ大资产阶

级窃取了民族复兴运动的胜利果实ꎮ 一八六〇年ꎬ由萨伏依

王朝领导的意大利王国宣告成立ꎮ 一八七〇年ꎬ罗马解放ꎬ教
皇被剥夺世俗权利ꎬ意大利的独立和统一最后完成ꎮ

然而意大利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并未同时完成ꎮ 君

主立宪政权代表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利益ꎬ没有进行广泛的

社会改革ꎬ资本主义只在北方取得迅速的发展ꎬ国内大部分地

区仍然保留着封建土地所有制ꎬ劳动人民沦于资本主义和封

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之下ꎮ 广大中小资产阶级、农民同大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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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大地主的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ꎬ并且日趋尖锐ꎮ 这样ꎬ
反映民族复兴运动理想的浪漫主义文学就逐渐失去现实意

义ꎬ趋向衰落ꎮ 广大中下阶层不满现状、迫切要求继续进行社

会变革的思想ꎬ在文学里得到了反映ꎮ
拉法埃洛乔万尼奥里(１８３８—１９１５)生于罗马ꎬ年轻时

在撒丁王国的军队里任军官ꎬ参加过反对奥地利占领者的斗

争ꎮ 后来志愿加入加里波第率领的远征军ꎬ在攻克罗马的战

役中立下功绩ꎮ 退役后在师范学校教授文学、历史ꎬ同时从事

新闻和文学活动ꎮ 他写过现代题材的长篇小说、历史小说、历
史剧、诗歌和研究一八四八年意大利革命的史学著作ꎬ其中以

长篇历史小说«斯巴达克»(１８７４)最为出色ꎮ
小说取材于公元前一世纪斯巴达克领导的古罗马奴隶起

义的史实ꎮ 斯巴达克原是受奴隶主压迫和凌辱的角斗士ꎬ在
一次角斗表演中由于勇敢机智而被解放ꎬ成为自由人ꎮ 公元

前七三年ꎬ他率领七十八名角斗士揭竿而起ꎬ杀上维苏威火

山ꎬ点燃了奴隶起义的革命烈火ꎮ 起义部队迅速发展壮大ꎬ在
三年多里纵横转战ꎬ所向披靡ꎬ把罗马派来围剿的官军打得落

花流水ꎮ 革命风暴猛烈地冲击着奴隶主帝国ꎮ 在胜利的形势

下ꎬ领导集团发生分裂ꎬ起义部队滋长了骄傲情绪ꎬ在同大贵

族克拉苏率领的优势敌人的激战中遭到失败ꎬ斯巴达克也壮

烈牺牲ꎮ 十九世纪曾有许多作家和歌剧作者以斯巴达克起义

为题材进行创作ꎬ但都没有成功ꎮ 乔万尼奥里以同情奴隶起

义的态度和亲身参加民族复兴运动的体验ꎬ对这一伟大历史

事件加以艺术上的再创造 ꎬ写出了意大利文学史上第一部反

映劳动人民武装斗争、塑造奴隶起义英雄光辉形象的作品ꎮ
小说深刻细腻地揭露出奴隶社会的黑暗和阶级矛盾的尖

锐ꎬ一开始就把抨击的矛头直指统治集团ꎮ 竞技场惊心动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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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斗表演ꎬ鲜明地展示了奴隶主骄奢佚乐、凶残跋扈的罪

恶ꎮ “我们在流血流汗ꎬ痛苦地呻吟ꎬ暴君们却在宫殿里举杯

痛饮!”小说中所引的“自由女神之歌”道出了当时阶级矛盾的

实况ꎮ 残酷的阶级压迫是造成奴隶起义的根源ꎮ 奴隶们“把镣

铐和铁链铸成锋利的短剑”ꎬ高举义旗ꎬ向奴隶主阶级展开你

死我活的大搏斗ꎬ誓要“用压迫者的血来抵偿被压迫者的呻

吟”ꎮ 他们第一次在文学作品中成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富
于生气和创造性、推动社会前进的主人公ꎮ 作者热情歌颂奴

隶起义的伟大业绩ꎬ写出了奴隶们的英雄气概和高尚道德ꎮ
作者把斯巴达克放在小说的中心地位ꎬ精心塑造了这个

令人难忘的典型ꎮ 他的英勇、机智、刚毅和忘我的精神ꎬ体现

了奴隶阶级的崇高品质ꎮ 他忠于革命事业ꎬ具有透彻剖析形

势的政治头脑、卓越的指挥艺术和组织才能ꎻ他为部队制定了

正确的军事路线和严明的纪律ꎻ他坚持原则ꎬ在正确意见未被

采纳时又善于照顾大局ꎬ在关键时刻勇于为革命力挽狂澜ꎮ
这些都生动地显示出斯巴达克代表着千百万被压迫奴隶的利

益和愿望ꎬ集中了他们的智慧和才能ꎬ是奴隶阶级的旗帜和

“理想的化身”ꎮ
小说又比较成功地塑造了陪衬人物苏拉、克拉苏等奴隶

主贵族的形象ꎬ对他们的暴虐、堕落、虚伪的本质予以无情揭

发和鞭挞ꎬ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刻画了贵族在野派代表凯撒

和卡提林纳的贪婪、诡诈的阴谋家面貌ꎬ揭露他们企图借奴隶

起义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野心ꎮ 书中还申斥了教会充当奴隶

主帮凶的可耻行径ꎮ
乔万尼奥里是立足于他当时的意大利的现实来写这部历

史小说的ꎮ 他怀着明确的政治倾向ꎬ借用斯巴达克起义的题

材ꎬ抒发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意大利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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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理想ꎮ 书中的斯巴达克不止一次地表示ꎬ他献身的事业

不只是争取奴隶的自由ꎬ而是争取普遍的“自由、人权和平

等”ꎬ实现“民族与民族之间互相亲善友爱”ꎬ建立一个“正义

与智慧的世界”ꎮ 这显然已经超越了奴隶起义的斗争目标ꎮ
作者在书中明确地说ꎬ他写斯巴达克这样一位古代杰出人物ꎬ
是要“让后世这些丧失了英武气概而且日趋退化的子孙回忆

一下他们祖先的事迹”ꎬ从失败中振作起来ꎬ为实现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的理想而斗争ꎮ 民族复兴运动的著名英雄加里波第

以“狂喜”的心情阅读了«斯巴达克»ꎬ他在致作者的信中表

示ꎬ希望他的同胞们重视这部小说的“伟大价值”ꎬ“保持毫不

动摇的坚毅精神”ꎬ捍卫神圣的自由事业ꎮ
«斯巴达克»具有较高的艺术感染力ꎮ 作者凭借他那渊

博的历史知识ꎬ以广阔的画面和生动的细节ꎬ展示出罗马奴隶

社会的阶级关系、政治制度、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ꎬ并进而以

雄浑有力的笔墨ꎬ描绘了这个典型环境中的奴隶起义的兴衰

过程和起义英雄的性格特征ꎬ又兼用夸张、想象、衬托等手法

精心刻画人物的精神境界和心理ꎬ使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较

好地糅合在一起ꎬ既揭示了历史的真实ꎬ又体现了十九世纪意

大利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意愿ꎮ
但小说中也存在着缺陷ꎬ这表现在对暴君苏拉的妻子范

莱丽雅和贵族妓女爱芙姬琵达的描写上面ꎮ 作者把人性写成

一种高于阶级矛盾、能够主宰人的一切行为的力量ꎬ渲染爱情

对范莱丽雅和爱芙姬琵达的感化作用ꎬ同时夸大了个人感情

对革命成败的影响ꎬ似乎只要罗马贵妇人都效法范莱丽雅ꎬ奴
隶制就可以废除ꎬ而爱芙姬琵达对斯巴达克由爱到恨的感情

变化ꎬ又仿佛是导致起义失败的转折点ꎮ 小说还把资产阶级

提出的人权、平等、博爱的原则ꎬ勾画成为一幅人类理想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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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蓝图ꎬ是“无可争辩和不可推翻的原则”ꎮ
民族复兴运动以后ꎬ有些曾是共和主义者的作家政治上

逐渐保守ꎬ转到君主立宪派的立场上ꎮ 卡尔杜齐就是一个代

表ꎮ
乔祖埃卡尔杜齐(１８３５—１９０７)出身于一个医生和烧

炭党秘密成员的家庭ꎬ六十年代民族复兴运动高涨时期成为

共和主义者ꎮ 他在五十至七十年代初叶创作的诗歌中赞美法

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意大利人民反对外族侵略和封建专制的斗

争ꎬ称颂马志尼、加里波第是“前无古人的崇高英雄”ꎬ称颂他

们为祖国解放事业建树的伟大功绩ꎮ 他的名诗«撒旦颂»
(１８６３)讴歌撒旦的反叛精神ꎬ谴责教会扼杀自由和理智ꎬ阻
碍人类和文明的进步ꎮ 他对欧洲其他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

寄予同情ꎬ用热情的诗句呼吁他们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哈布

斯堡王朝:“奋起战斗吧ꎬ各个被压迫的民族! 我们将在战斗

中携手前进!”(«西西里和革命»ꎬ１８６０)诗人还写了一些优秀

的讽刺诗ꎬ揭露上层阶级攫取胜利果实、背弃人民的卑劣行

为ꎮ 但是有的诗歌流露出对君主政权的幻想ꎬ把皮埃蒙特国

王和自由战士同样当作革命者来歌颂ꎮ
意大利王国成立以后ꎬ卡尔杜齐的诗歌逐渐丧失了原先

的战斗性ꎮ 在诗集 «新诗» ( １８６１—１８８７)、 «野蛮颂歌»
(１８７７—１８８９)、«诗歌和韵律» (１８９８)里ꎬ诗人沿用古典主义

诗歌的题材ꎬ返回封建的中古和文艺复兴时代ꎬ吟咏自然景

色ꎬ缅怀往昔ꎬ抒发个人的情感ꎬ艺术上追求形式的美和韵律ꎬ
流露出颓废主义的情调ꎮ 这些诗歌试图引导读者脱离现实斗

争ꎬ起着维护资产阶级君主政权的作用ꎮ 也有些诗篇表现了

作者的模糊的乌托邦幻想ꎮ 一八九〇年ꎬ他当选为意大利王

国议会的参议员ꎮ 卡尔杜齐的创作反映了民族复兴运动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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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君主政权妥协的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思想情绪ꎮ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ꎬ意大利出现一个新的文学潮流———

真实主义ꎮ 真实主义受到法国自然主义的影响ꎬ但实际上更

接近于批判现实主义ꎬ是意大利具体的民族历史条件的产物ꎮ
真实主义反映了封建秩序崩溃、资本主义关系胜利和巩固时

期的意大利社会问题ꎮ 它把注意力集中于当时阶级矛盾最尖

锐、生活最贫困的地区ꎬ要求作家客观地观察现实生活ꎬ在作

品中毫不粉饰地予以再现ꎬ主张揭示人物与环境的联系ꎻ它以

中下层人民为主人公ꎬ抨击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和残余的封

建势力的罪恶ꎬ表达了破产的中小资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情

绪ꎮ
路易吉卡普安纳(１８３９—１９１５)是真实主义理论家、作

家ꎬ和维尔加共同奠定了真实主义的理论基础ꎮ 他把目光投

向西西里农村和社会下层ꎬ在短篇小说和长篇«洛卡维迪纳

侯爵»(１９０１)里展示出半封建的西西里农村的惊人贫困ꎬ农
民对土地和劳动的热爱ꎬ外省生活的平庸空虚ꎮ 他的作品有

时流露出自然主义的倾向ꎬ企图通过人物的病态现象来研究

社会环境ꎬ因而掩盖了阶级矛盾ꎮ
玛蒂尔德塞拉奥(１８５６—１９２７)是一位多产的女作家ꎬ

她的作品大都描写那不勒斯中下层市民的生活ꎬ抨击资本主

义金钱势力造成社会邪恶ꎬ导致人们经济破产和道德堕落ꎮ
萨尔瓦多迪贾柯莫(１８６０—１９３４)用那不勒斯方言写了

许多诗歌、短篇小说和剧本ꎬ反映社会底层的水手、工人、艺人

和儿童的苦难生活ꎮ 上述两个作家都揭露了被资产阶级称为

“安乐乡”的游览胜地那不勒斯的阴暗面ꎮ
格拉齐娅黛莱达(１８７５—１９３６)以细腻的笔触描写撒

丁岛农民和牧人的生活ꎬ表现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同撒丁岛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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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文明的冲突以及后者的解体ꎮ
乔万尼维尔加(１８４０—１９２２)在真实主义文学中占有

重要的地位ꎮ 他出生于西西里岛文化中心卡塔尼亚市一个贵

族家庭ꎬ祖父是烧炭党成员ꎮ 他二十岁时进大学攻读法律ꎬ开
始文学活动ꎮ 在政治上ꎬ他是热烈的民主主义者ꎮ 他最早的

两部历史小说«山地的烧炭党人» (１８６１—１８６２)和«滨海湖»
(１８６３)取材于意大利人民反抗外来侵略、争取独立和自由的

史实ꎬ贯穿着当时处于高潮的民族复兴运动的精神ꎮ 随后发

表的几部爱情小说如«一个女罪人» (１８６６)、«夏娃» (１８７３)
等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ꎬ缺乏思想深度ꎬ但受到城市资产

阶级的欢迎ꎮ
一八六五年ꎬ维尔加离开西西里ꎬ先后在佛罗伦萨和米兰

居住ꎬ同政治界和文化界的进步人士广泛接触ꎬ同文艺理论

家、作家卡普安纳结下深厚的友谊ꎬ这对他的思想和创作产生

过很大影响ꎮ
维尔加最优秀的作品是他奉行真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产

物ꎮ 中篇«奈达»(１８７４)描写一个雇农妇女的苦难身世ꎬ是他

的第一部真实主义小说ꎮ 短篇小说集«田野生活» (１８８０)和
«乡村故事»(１８８３)是十九世纪下半叶西西里乡村风貌的组

画ꎬ作者怀着巨大的同情ꎬ以敏锐的观察力ꎬ描摹农民、渔民、
矿工、小手工业者的劳动生活和遭受剥削、压迫、凌辱的不幸

境遇ꎬ刻画出形形色色的地主、官吏、法官、律师和神甫的形

象ꎬ揭发他们互相勾结ꎬ鱼肉人民的罪恶ꎬ同时对新兴资产阶

级的贪婪冷酷也予以有力批判ꎮ 作者强调ꎬ农民虽然贫贱ꎬ却
具有丰富的情感和高尚的品格ꎮ 但有时他只限于客观地描写

现实环境给劳动人民造成的精神创伤ꎬ从而损害了人物形象ꎮ
维尔加计划以«被征服者»为总题创作一套长篇小说ꎬ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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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完成了«马拉沃里亚一家»和«堂杰苏阿多师傅»两部ꎮ
«马拉沃里亚一家» (１８８１)的故事发生在西西里一个穷困偏

僻的小渔村ꎬ“上帝和世人遗忘了的地方”ꎮ 主人公安东尼
马拉沃里亚是个勤劳正直的老渔民ꎬ他想凭借儿孙的强壮劳

力和一条渔船ꎬ挣脱世代贫穷的命运ꎬ但结果希望破灭ꎬ家破

人亡:海上风暴吞噬了他唯一的儿子和赖以生存的渔船ꎬ瘟疫

又夺去儿媳的生命ꎻ孙子们或在战争中丧命ꎬ或受到城市文明

的诱惑ꎬ道德堕落ꎬ不可救药ꎻ老马拉沃里亚也在高利贷的剥

削下破产ꎬ在医院里痛苦地死去ꎮ 小说成功地描绘出西西里

渔民的辛酸生活ꎬ反映了在迅猛发展的资本主义的冲击下农

村封建宗法制崩溃的过程ꎬ谴责资本主义城市文明是腐蚀农

民的邪恶力量ꎮ
«堂杰苏阿多师傅» (１８８９)的主人公杰苏阿多贫农出

身ꎬ当过苦力ꎬ后来发迹ꎬ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富翁ꎬ“人间的

上帝”ꎮ 他一心向上爬ꎬ挤入资产阶级上流社会ꎬ但受到资产

阶级和贵族的联合一致的反对ꎮ 他在同这些势力搏斗中不断

遭到失败ꎬ成为“被征服者”ꎬ丧失了反抗的力量和他所聚敛

的全部财富ꎬ最后众叛亲离ꎬ孤独地离开人世ꎮ 小说以一幅幅

生动的画面ꎬ描写出急遽发展的资本主义如何造成农村剧烈

的阶级分化ꎬ破坏传统的社会关系ꎻ又如何给劳动人民带来新

的灾难ꎬ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ꎬ“除掉

金钱ꎬ没有别的上帝”ꎮ 小说还斥责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

的私利ꎬ在一八四八年革命高潮中同封建势力妥协并背叛革

命的行为ꎮ
维尔加后来还出版过几部短篇小说集和根据短篇改编的

剧本ꎬ但与旧作相比ꎬ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有逊色ꎮ
维尔加的创作打破民族复兴运动后资产阶级为了粉饰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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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而制造的太平假象ꎬ揭示了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

性ꎬ暴露了十九世纪末叶意大利社会的痈疽ꎬ以感人的艺术力

量反映出ꎬ在资产阶级新秩序和旧的封建关系的双重羁轭下ꎬ
劳动人民愈加深深地陷入苦难的深渊ꎮ 他的作品生活气息浓

郁ꎬ文风朴实ꎬ大量汲取西西里民间的词汇和谚语ꎬ人物性格

鲜明ꎬ常常用细致的写景来烘托人物心理刻画ꎬ使作品具有抒

情性ꎮ 由于他对资产阶级革命感到失望而又远离新兴无产阶

级运动ꎬ加之受了自然主义的影响ꎬ因而看不到解决社会矛盾

的前景ꎬ常在作品中宣扬现实生活和人的命运不可改变的观

点ꎬ对宗法制农村社会的瓦解表示惋惜ꎬ流露出比较浓厚的悲

观哀伤的情调ꎮ 以维尔加为代表的真实主义对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文学和电影产生了很大影响ꎮ
二十世纪初ꎬ意大利进入帝国主义阶段ꎬ真实主义发生危

机ꎮ 维尔加从此辍笔ꎬ在卡塔尼亚度过晚年ꎮ

第六节　 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果戈理、
　 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

　 　 十九世纪中叶ꎬ俄国解放运动已由贵族时期逐步过渡到

平民知识分子时期ꎬ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时期ꎮ 在三、四十年

代ꎬ农奴制危机日益加深ꎬ反农奴制的社会活动家多半还是贵

族中的先进人物ꎮ 到五、六十年代ꎬ俄国进入“农奴制改革”
阶段ꎬ出现了一批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ꎮ

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ꎬ尼古拉一世用残暴

的手段统治俄国ꎮ 宪警和密探遍布全国ꎬ以监视对政府和教

会不满的人ꎬ搜索秘密团体ꎻ他颁发苛刻的书刊审查条例ꎬ宣
布“决不赐给农奴以自由”ꎮ 但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ꎬ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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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制的危机日渐显著ꎮ 农民自发的反抗斗争不断发生ꎬ如三

十年代初的“霍乱暴动”和四十年代的“马铃薯暴动”ꎮ 连沙

皇警察头子卞肯陀尔夫也承认:“农奴制的现状是国家底下

的一座火药库ꎮ”
为了抵制俄国贵族革命和西欧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影

响ꎬ沙皇政府提出“正教、专制制度、民族性①”三位一体的反

动谬论ꎬ用以维护专制农奴制ꎮ 他们说正教是“社会幸福和

家庭幸福的保证”ꎬ专制制度是国家的“奠基石”ꎬ而俄罗斯民

族则生性“虔诚”、“温顺”ꎮ 反动文人布尔加林(１７８９—１８５９)
和格列奇(１７８７—１８６７)积极鼓吹这套官方谬论ꎮ 进步知识

分子则加以嘲笑ꎬ并寻求改造社会的理论ꎮ 三十年代初ꎬ莫斯

科大学出现许多学生小组ꎮ 赫尔岑小组继承十二月党人的传

统ꎬ宣传反专制农奴制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ꎬ探讨西欧空想社

会主义ꎮ 斯坦凯维奇(１８１３—１８４０)小组研究谢林和黑格尔

的唯心主义哲学ꎬ向往改造社会的事业ꎬ但脱离俄国实际ꎬ流
于空谈ꎮ 四十年代发生了斯拉夫派和西欧派的论战ꎮ 斯拉夫

派站在保守贵族的立场ꎬ反对俄国走西欧的资本主义道路ꎬ主
张回到古代宗法社会去ꎮ 西欧派是具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倾

向的贵族ꎮ 他们提倡走西方的道路ꎬ赞扬英国式的议会政治ꎬ
抨击农奴制ꎬ嘲笑斯拉夫派的复古主义ꎻ但他们只要求改良ꎬ
害怕革命ꎮ 与斯拉夫派和西欧派都不同的是革命民主派ꎬ其
代表人物是平民知识分子的先驱别林斯基ꎮ 他既反对斯拉夫

派对古代社会的美化ꎬ又批评西欧派对资本主义的膜拜ꎮ 他

站在农民方面ꎬ同专制农奴制进行了顽强的斗争ꎬ极力为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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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政治权利ꎮ 他认识到俄国的前途要靠农民起来解决ꎮ 与

别林斯基共同战斗的ꎬ还有贵族革命家赫尔岑ꎬ他在哲学上认

识到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ꎮ
沙皇对思想界反动统治的强化ꎬ使进步作家遭到残酷迫

害ꎮ 普希金、莱蒙托夫被谋杀ꎬ谢甫琴科被流放ꎬ别林斯基受

到密探的监视ꎮ 但是进步作家仍然冲破了反动政府的高压ꎬ
在作品中表现出反专制农奴制度的批判精神ꎮ 莱蒙托夫继承

普希金的诗歌传统ꎬ用“注满了悲痛与憎恨的铁的诗句”ꎬ向
尼古拉暴政挑战ꎮ 平民诗人柯里佐夫(１８０９—１８４２)写了反

映农民疾苦的纯朴诗篇ꎮ 果戈理用讽刺的武器和卓越的艺术

描写ꎬ揭发农奴制的腐朽和官僚统治的罪恶ꎬ确立了俄国文学

的批判倾向ꎮ 但一伙反动文人却大肆攻击进步文学ꎬ说果戈

理的作品只写黑暗ꎬ不写光明ꎬ是对俄国的“诽谤”ꎬ并把他贬

为低贱的“自然派”ꎮ 别林斯基给反动文人以猛烈的回击ꎬ用
革命民主主义观点对“自然派”作了精辟的阐述ꎮ 他认为“自
然派”的特色就是真实描写和严肃批判农奴制社会的黑暗

面ꎬ以下层人民为作品的主人公ꎬ因而是当时俄国社会最迫切

需要的文学流派ꎮ 别林斯基的理论对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

的确立与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ꎮ 四十年代后半叶ꎬ涅克拉索

夫、屠格涅夫等开始创作ꎬ发表了许多揭发社会黑暗、描绘平

民和农民生活的优秀作品ꎮ
米哈依尔尤利耶维奇莱蒙托夫(１８１４—１８４１)出身

于贵族家庭ꎬ先后在莫斯科大学和彼得堡禁卫军军官学校学

习ꎬ一八三四年入骠骑兵团服役ꎮ 他在中学时代开始写诗ꎬ受
到普希金和拜伦的影响ꎮ 一八三七年普希金遇害ꎬ莱蒙托夫

写了«诗人之死»一诗ꎬ激怒了沙皇政府ꎬ被流放到高加索ꎮ
一八四一年他在一次决斗中被杀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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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蒙托夫的青年时期ꎬ正是十二月党人失败后俄国反动

势力猖獗、一部分群众情绪低落的时期ꎬ这对他有极大的影

响ꎮ 他的诗歌浸透着对社会的强烈不满ꎬ同时又流露出一种

孤独、伤感和绝望的情绪ꎬ«孤帆» (１８３２)便是一例ꎮ 这反映

出ꎬ在贵族革命阶段ꎬ进步贵族一方面憎恶现实ꎬ另一方面又

远离人民ꎬ看不到变革社会的力量ꎬ因而陷入悲观的境地ꎮ
«诗人之死»直接抨击沙皇及其宠臣们ꎬ诗人直呼他们为“扼
杀‘自由’、‘天才’和‘光荣’的刽子手”ꎮ «鲍罗金诺»(１８３７)
通过一个老炮兵的回忆ꎬ歌颂一八一二年反拿破仑侵略的战

争中人民的英雄气概ꎮ 一八三八年所写的«咏怀»ꎬ对贵族青

年的冷漠怯懦的生活态度进行谴责ꎮ 莱蒙托夫在他的后期抒

情诗中ꎬ已开始认识到两个对立着的俄国ꎮ 从一八四一年的

«别了ꎬ满目疮痍的俄国»中ꎬ可以看到诗人对于“老爷的”俄
国的无比憎恨ꎬ«祖国»(１８４１)则表达了他对农村的淳朴生活

的喜爱ꎮ
叙事诗«商人卡拉希尼科夫之歌»(１８３８)ꎬ写伊凡雷帝时

代一个沙皇近卫士侮辱了商人卡拉希尼科夫的妻子ꎬ被商人

在拳斗中打死ꎬ商人被沙皇判处死刑ꎮ 这篇作品具有明显的

反专制倾向ꎮ
基本上是一八三八年完成的叙事诗«恶魔»ꎬ通过恶魔对

一个格鲁吉亚女朗的爱情ꎬ歌颂他的叛逆精神ꎬ同时也指出他

是孤独的ꎮ 叙事诗«童僧»(１８４０)的主题仍然是赞扬叛逆者ꎬ
诗里描写一个从小就被俄国将军俘虏的高加索山村少年———
童僧ꎬ他逃脱牢狱般的寺院ꎬ企图回到故乡去寻找自由的生

活ꎮ 他在高加索的崇山峻岭中走了三天ꎬ途中和豹子搏斗ꎬ虽
然获得胜利ꎬ但自己也受了重伤ꎬ被人找回来时已经奄奄一

息ꎮ 作者歌颂了童僧的反抗和勇敢ꎮ 但这个单枪匹马地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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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英雄”ꎬ仍以悲剧结束了他的斗争ꎮ 长诗描绘了瑰奇壮丽

的高加索风光ꎬ情景交融地表达出主人公强烈的斗争精神ꎬ是
俄国文学中积极浪漫主义的代表作ꎮ

小说«当代英雄»(１８４０)是莱蒙托夫最著名的作品ꎬ包括

五篇独立的故事ꎬ由主人公毕巧林把它们贯串起来ꎮ 毕巧林

是彼得堡一个富有的贵族青年军官ꎬ他对贵族社会的空虚庸

俗感到厌倦ꎬ但又无力摆脱这种寄生生活ꎮ 因此他苦闷彷徨ꎬ
只能把精力耗费在许多卑鄙无聊的事情上ꎬ求得个人的一时

快慰ꎮ 他又常常作自我分析ꎬ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毫无意义ꎬ于
是痛苦绝望ꎬ否定一切ꎬ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ꎬ成为悲观厌世

的个人主义者ꎮ 这说明贵族革命失败后ꎬ部分进步贵族的社

会改革理想已开始幻灭ꎮ 毕巧林也是俄国文学史上“多余的

人”中的一员ꎮ 但与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相比ꎬ毕巧林的形

象反映出在俄国解放运动日益深入的情况下ꎬ贵族青年的弱

点和阶级局限性暴露得更为明显ꎬ他们已很难有所作为ꎮ
小说抨击了造成毕巧林这种性格的贵族社会ꎬ同时也谴

责了毕巧林的缺点ꎮ 但作者又对他充满惋惜和同情ꎬ为他的

缺点开脱ꎮ
小说的主要艺术特点是心理分析ꎮ 作者使用各种艺术手

法ꎬ多方面地展示了毕巧林的内心矛盾ꎬ从而对现实主义创作

方法作出了贡献ꎮ
总的说来ꎬ莱蒙托夫的作品渗透着对封建农奴制俄国的

不满与抗议ꎬ从艺术方面看ꎬ他是继普希金之后的一个具有独

特风格的作家ꎬ在他的创作中ꎬ积极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

的特点兼而有之ꎮ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１８０９—１８５２)生于乌

克兰一个地主家庭ꎮ 他在涅仁高级中学读书时ꎬ曾受到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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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ꎮ 一八二八年中学毕业后ꎬ他抱着当一

名法官为国家服务的愿望去到彼得堡ꎮ 彼得堡的官僚社会使

他失望ꎬ他当了一名小职员ꎬ生活贫困ꎮ 一八三一年ꎬ他结识

了普希金ꎮ 一八三四到一八三五年在彼得堡大学教世界史ꎮ
一八三六年ꎬ他的«钦差大臣»上演ꎬ他遭到反动贵族的诽谤ꎬ
被迫出国ꎬ长期居住罗马ꎮ 果戈理晚年由于长久脱离俄国现

实ꎬ又受了斯拉夫派和宗教的影响ꎬ思想转向反动ꎮ
果戈理第一部成名作«狄康卡近乡夜话» (１８３１—１８３２)

是一本乌克兰民间故事集ꎬ其中神话、传说、童话成分同现实

生活的描写交织在一起ꎮ 作者谴责乡村封建势力和金钱势力

对人民的压迫ꎬ嘲弄魔鬼、妖精和巫师ꎬ歌颂人民的勇敢、机智

和爱国精神ꎬ作品充满乐观和幽默的气氛ꎮ 但有的故事具有

神秘色彩ꎮ
中篇小说集«密尔格拉得» (１８３５)包括四篇作品ꎮ 其中

的«旧式地主»描叙一对所谓善良的地主老夫妻ꎬ他们除了

吃ꎬ就是睡ꎬ此外对什么也没有兴趣ꎮ 古老的宗法制庄园日益

荒芜ꎬ主人公们也无声无臭地死去ꎮ «伊凡伊凡诺维奇和

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ꎬ写两个“体面”的绅士因

细故结仇ꎬ成年累月地争吵和打官司ꎮ 在这两篇小说中ꎬ果戈

理以幽默讽刺笔调描写了宗法制度下的地主的猥琐、庸俗而

腐朽的生活ꎬ但也带有温情和留恋ꎮ 别林斯基曾指出ꎬ“含泪

的笑”是这些作品的独特的艺术风格ꎮ 果戈理嘲笑地主生

活ꎬ他的笑的目的是企图引导读者深思社会问题ꎬ但“含泪的

笑”本身也包含着作者对他本阶级的同情ꎮ «塔拉斯 布尔

巴»描绘了十七世纪初期哥萨克反对波兰贵族侵略的英勇斗

争ꎮ 主人公是哥萨克老队长塔拉斯布尔巴ꎮ 他勇猛豪放ꎬ
热爱哥萨克集体ꎬ亲手打死了叛变投敌的小儿子ꎮ 作者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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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扬老队长、他的长子和全体英勇的哥萨克时ꎬ实际上也是在

狠狠地鞭挞当代地主的庸碌无为ꎮ 这正是英雄赞歌«塔拉斯

布尔巴»和同一文集里的«旧式地主»等篇的内在联系ꎮ
«彼得堡故事» (１８３５—１８４２)是一组描写彼得堡生活的

中篇小说ꎮ 这些小说揭露官僚社会的冷酷、虚荣ꎬ反映了“小
人物”的悲惨命运ꎮ 在«涅瓦大街» (１８３５)中ꎬ作者描绘了这

条五光十色的大街ꎬ它是彼得堡的缩影ꎮ 在那里ꎬ鄙俗的贵族

官僚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ꎬ而所谓有理想的画家ꎬ却因看到现

实的丑恶而发狂自杀ꎮ «狂人日记» (１８３５)写一个小官吏一

生为长官服务ꎬ削了无数支鹅毛笔ꎮ 他原以为长官具有崇高

廉洁的品德ꎬ后来却发现“一切最好的东西”都被这些“大人”
霸占去了ꎮ 他痛苦地质问“为什么要分成许多等级”ꎬ终至发

狂ꎬ宣布自己是西班牙皇帝ꎬ要向大人物报仇ꎮ 结果他被禁闭

起来ꎬ受到残酷迫害ꎮ 最后他呼吁:“妈妈ꎬ救救你可怜的孩

子吧! 这世界上没有他安身的地方! 大家都迫害他ꎮ”
这部作品有力地揭露了官僚等级制度ꎬ作者对“小人物”是深

切同情的ꎮ «外套» (１８４２)描写小官吏亚卡基亚卡基耶维

奇悲惨屈辱的一生ꎮ 他成年累月地抄写文书ꎬ还经常受人愚

弄ꎮ 他节衣缩食ꎬ好容易才做了一件新外套ꎬ这成了他生平唯

一的欢乐ꎮ 但不久他的外套被人抢去ꎬ他央求警察局长帮助ꎬ
却挨了一顿臭骂ꎬ从此一病不起ꎬ终于死去ꎮ «外套»深刻地

暴露了剥削阶级对小职员的欺压和凌辱ꎬ是十九世纪俄国文

学中描写“小人物”命运的一篇杰作ꎮ 果戈理的资产阶级人

道主义思想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ꎬ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我
们大家都是从«外套»里钻出来的ꎮ”

在写小说的同时ꎬ果戈理还写过一些喜剧ꎬ其中最著名的

是«钦差大臣»(１８３６)ꎮ 故事发生在俄国一个偏僻的小城里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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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们得悉钦差大臣要来私行察访的消息后ꎬ惊惶失措ꎬ把一

个偶然路过的彼得堡小官员赫列斯达可夫误认为钦差ꎬ争先

恐后地巴结他ꎬ向他行贿ꎬ市长甚至把女儿许配给他ꎮ 赫列斯

达可夫起初莫名其妙ꎬ后来就乐得以假作真ꎬ捞了一大笔钱

财ꎬ扬长而去ꎮ 官吏们知道真相后ꎬ懊悔不及ꎬ哭笑不得ꎮ 接

着传来了真钦差到达的消息ꎬ喜剧以哑场告终ꎮ «钦差大臣»
的剧情表面看来是偶然发生的ꎬ实际上却反映了当时俄国官

场的典型现象ꎮ 市长老奸巨滑ꎬ自夸骗过三个省长ꎻ他贪污成

性ꎬ从不放过他所能捞到的一切ꎮ 他认为官吏贪污是理所当

然ꎬ但贪污的多寡应以官阶的高低为标准ꎮ 他对他治下的市

民横加凌辱ꎬ并巧立名目ꎬ勒索他们的钱财ꎮ 他对上级阿谀奉

承ꎬ一心想到彼得堡去当将军ꎮ 此外ꎬ作者还塑造了一系列小

城官场的丑类ꎬ如阴险残忍的慈善医院院长、受贿的法官、胆
小的督学、偷看别人信件的邮政局长等ꎬ都是鲜明生动的典

型ꎮ 赫列斯达可夫是作者着重刻画的对象ꎮ 他是彼得堡一个

花花公子ꎬ轻浮浅薄ꎬ喜欢自我吹嘘ꎬ随意撒谎ꎮ 他被当作钦

差ꎬ一方面是由于小城官吏的惊惶失措ꎬ另一方面也由于他的

气质具有彼得堡官僚的特征ꎮ 这部喜剧深刻地反映了俄国专

制制度的腐朽ꎬ但果戈理是为了改善社会道德ꎬ幻想借助讽刺

的力量使贵族观众改恶从善ꎮ 剧本结尾安排了真钦差到来的

场面ꎬ使喜剧达到最后的高潮ꎮ 但也说明作者对沙皇专制政

体抱有幻想ꎬ并没有否定整个官僚制度ꎮ
这部作品没有正面人物ꎬ作者认为正面人物就是“笑”ꎮ

喜剧的全部情节是由钦差大臣将要到来这一消息带动起来

的ꎬ它从第一句台词起立即展开ꎬ步步深入ꎬ直达高潮ꎮ
果戈理对沙皇政府垄断的剧院专门上演法国等外国通俗

笑剧和传奇剧的情况感到不满ꎬ希望继承俄国民族戏剧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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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ꎮ 他在«钦差大臣»中进一步确立了讽刺批判的倾向ꎬ对后

来俄国戏剧的发展影响很大ꎮ
«钦差大臣»的演出引起贵族官僚社会的震动ꎬ反动文人

竭力攻击它ꎬ说它是对俄国的诽谤ꎮ 果戈理于一八三六年被

迫离国ꎬ侨居巴黎、罗马等地ꎮ 一八四二年ꎬ果戈理在国外完

成了他的著名小说«死魂灵»第一部ꎬ其中心人物是八等文官

乞乞科夫ꎮ 当时俄国每十年进行一次人口登记ꎬ根据登记征

收人头税ꎮ 在两次登记之间ꎬ有些农奴死后ꎬ地主没有报请注

销ꎬ这些死了的农奴①在法律上仍被认为是活人ꎮ 乞乞科夫

企图利用这一情况ꎬ收买一批死农奴ꎬ作为抵押品ꎬ骗取钱财ꎮ
他来到某省省会ꎬ结交了许多官僚地主ꎬ接着遍访各地庄园ꎬ
向形形色色的地主收购死农奴(死魂灵)ꎮ 结果乞乞科夫一

下子变成了名义上拥有四百农奴的大地主ꎮ 最后因一个卖主

揭露内幕ꎬ乞乞科夫才狼狈地离去ꎮ
果戈理在«死魂灵»中通过对各个庄园的外貌、内部陈设

和地主本人的仪表以及生活嗜好的细致描写ꎬ特别是通过有

关买卖死魂灵的对话和过程ꎬ刻画了若干具有鲜明个性的地

主典型ꎮ 玛尼洛夫懒懒散散ꎬ从不过问家务ꎬ整天沉醉在不着

边际的空想里ꎮ 他对他的庄园、家庭和周围官吏都感到满意ꎬ
爱用甜言蜜语讨人欢心ꎬ笑眯眯地捧着抄写得很工整的死农

奴名单送给乞乞科夫ꎮ 这是一个披着高雅绅士外衣的寄生

虫ꎮ 女地主柯罗博奇卡是个寡妇ꎬ善于经营ꎬ贪婪而吝啬ꎬ她
像一个小钱柜ꎬ悄悄地把钱一个一个积攒起来ꎮ 她愚昧闭塞ꎬ
生性多疑ꎬ在出卖死魂灵时生怕在价格上吃亏ꎮ 诺兹德廖夫

是流氓恶棍式的地主ꎬ他蛮横无礼ꎬ嗅觉灵敏ꎬ哪里有赌博、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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殴或热闹场合ꎬ他必定赶去ꎮ 他爱吹牛撒谎ꎬ造谣诽谤ꎮ 索巴

凯维奇粗壮笨重ꎬ喜欢大吃大喝ꎬ他善于经营庄园ꎬ把自己的

住宅和家具造得很牢固ꎬ在钱财问题上极为精明ꎬ是贪婪顽固

的地主富农典型ꎮ 大地主普柳什金是个猥琐而贪得无厌、吝
啬到近乎病态的守财奴、吸血鬼ꎬ他衣著褴褛ꎬ家里像一个堆

满破烂的旧货店ꎬ仓库里的面粉因收藏过久ꎬ硬得像石头一

样ꎬ要用斧头来砍才行ꎬ呢绒衣料腐烂到一碰就成灰ꎮ 他的庞

大的庄园一片荒芜ꎬ农奴大批地死去或逃亡ꎬ但他却不惜耗费

全部精力ꎬ到路上去拾鞋底、铁钉、破瓦等废物ꎮ
以上这些形象揭示了地主阶级的寄生性、卑劣、鄙俗和腐

朽ꎬ他们实际上已变成了真正的“死魂灵”ꎮ 从这些形象中ꎬ
可以看出俄国农奴制社会日益瓦解的趋势ꎮ 但是作者惋惜地

主个性的毁灭ꎬ因而没有充分写出地主阶级压迫和剥削农民

的本质特点ꎮ
乞乞科夫出身小地主ꎬ自幼受父亲的影响ꎬ认为金钱是生

活的主宰ꎬ“朋友可以抛弃你ꎬ钱是永远不会抛弃你的ꎮ”从做

小学生起一直到当官吏ꎬ他一贯善于投机赚钱ꎬ巴结师长和上

司ꎮ 在官场中ꎬ他虽屡遭失败ꎬ但执拗顽强ꎬ每次都从头做起ꎬ
以达到发财的目的ꎮ 后来他发现ꎬ死魂灵的交易可以使他捞

到大批钱财ꎮ 乞乞科夫是从地主贵族过渡到资产者的新的社

会典型ꎮ 他既精通地主官僚社会的“人情世故”ꎬ又擅长投机

钻营的发财之道ꎬ用体面的外表和甜言蜜语来掩盖卑鄙的灵

魂ꎮ 大批农奴的死亡引起他的欢乐ꎬ这就暴露了新兴资产者

的贪婪本性ꎮ
在«死魂灵»的一些插曲中ꎬ作者对农奴表示同情ꎬ个别

地方还写到他们的反抗ꎮ 但总的说来ꎬ他笔下的农奴是愚昧

无知的ꎮ 作者在抒情插叙中把俄国比作一辆奔驶的三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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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ꎬ朦胧地相信俄国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ꎬ但这未来是个什么

样子ꎬ果戈理本人也不清楚ꎮ
«死魂灵»第一部发表后ꎬ果戈理的思想矛盾加剧ꎮ 他一

方面深刻体会到农奴制瓦解的趋势ꎬ另一方面又不赞成西欧

的资本主义道路ꎬ于是在斯拉夫派的影响下把目光转向古代

宗法制社会ꎮ 一八四七年ꎬ他发表«与友人书信选集»ꎬ宣扬从

道德、宗教入手来改善社会ꎬ维护沙皇制度ꎬ因而受到进步知

识界尤其是别林斯基的严厉批评ꎮ 果戈理在«死魂灵»第二部

中企图描写改恶从善的乞乞科夫和一些正面的地主官僚ꎬ但
他 自己也感到形象苍白无力ꎬ便在死前不久把原稿焚毁

了ꎮ
果戈理的主要作品深刻地揭露并批判了专制农奴制社

会ꎬ对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确立起了巨大的作用ꎮ
维萨利昂格利戈利耶维奇别林斯基(１８１１—１８４８)

是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文学评论家ꎬ是俄国解放运动中“完
全代替贵族的平民知识分子的先驱”①ꎮ 他出身于一个平民

医生家庭ꎬ一八二九年入莫斯科大学学习ꎬ组织过平民学生的

文学团体ꎮ 一八三二年他因写作一部反农奴制的剧本ꎬ被学

校开除ꎬ次年开始从事文学评论ꎮ 一八三九年起ꎬ他主持«祖
国纪事»杂志评论栏ꎬ一八四七年转到涅克拉索夫主办的«现
代人»杂志ꎮ 由于别林斯基的出色的评论活动ꎬ这两种杂志

成为四十年代俄国最先进的杂志ꎮ 一八四八年ꎬ政府准备拘

捕他ꎬ但他不久即病逝ꎮ
别林斯基的思想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ꎮ 三十年代ꎬ他从

启蒙主义的立场猛烈抨击农奴制度ꎮ 三十年代末ꎬ曾一度接

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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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黑格尔“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ꎬ一切合理的都是现实的”
的命题ꎬ错误地认为专制农奴制是现实的ꎬ也就是合理的ꎬ从
而产生了与现实妥协的思想ꎮ 四十年代初ꎬ他在俄国日益高

涨的农民运动影响下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ꎬ接受了空想社会主

义ꎬ颂扬法国革命ꎮ 他在文学评论中通过分析作品来揭露专

制农奴制俄国的愚昧、野蛮与落后ꎮ 他在一生的最后几年预

见到ꎬ俄国人民将起来粉碎身上的枷锁ꎮ 同时ꎬ他在哲学思想

上也转向了唯物主义ꎮ
别林斯基的文学评论活动也可分为两个阶段ꎮ 三十年代

是他探索俄国文学发展道路的时期ꎮ 在 «文学的遐想»①

(１８３４)中ꎬ他考察了俄国文学的历程ꎬ指出十八世纪文学尚

未摆脱对西欧文学的模仿ꎬ大多数作家的作品还缺少民族特

点ꎮ 他要求文学具有民族独创性ꎬ并忠实地描绘俄国的生活

画面ꎮ 在«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 (１８３５)
中ꎬ别林斯基阐述了他的现实主义理论ꎮ 他把诗分为“理想

的诗”和“现实的诗”两类ꎬ认为“现实的诗” “在全部赤裸裸

的真实中再现生活”ꎬ“更符合我们时代的精神和需要ꎮ”他热

情地赞扬果戈理中篇小说的现实主义和暴露倾向ꎬ但又认为

作家可以“不自觉地”、“无目的地”、但却是忠实地描写生活ꎮ
四十年代ꎬ随着别林斯基的革命民主主义和唯物主义观

点的逐渐形成ꎬ他的文学评论进入成熟时期ꎮ 一八四二年

«死魂灵»第一部出版后ꎬ别林斯基写了«乞乞科夫的游历或

死魂灵»(１８４２)等文ꎬ指出«死魂灵»这类长篇小说并不像斯

拉夫派所说的是古代叙事诗的再现ꎬ而是复杂的当代社会生

活的产物ꎬ是生活的一面镜子ꎻ«死魂灵»也不像御用文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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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是对俄国生活的诽谤ꎬ而是对它的黑暗面的有力批判ꎮ
别林斯基在这些论文中开始强调作家的思想对创作的意义ꎬ
指出思想内容是衡量一个作家的尺度ꎮ

«亚历山大普希金作品集»(１８４３—１８４６)是一部包括十

一篇论文的专著ꎬ它阐述了俄国文学中现实主义形成的过程ꎬ
发挥了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和社会意识的表现等观点ꎮ 他

认为«叶甫盖尼奥涅金»忠实地反映了俄国社会发展的一个

重要时期ꎬ深刻地揭示了社会矛盾ꎬ同时ꎬ从普希金的作品中

处处可以看出ꎬ他还站在贵族阶级的立场ꎬ“这是使«叶甫盖

尼奥涅金»在今天有许多陈旧的东西的原因ꎮ”
«一八四六年俄国文学一瞥»(１８４７)和«一八四七年俄国

文学一瞥»(１８４８)ꎬ论述了“自然派”的形成过程和它的特色ꎬ
并提出对俄国文学的系统的看法ꎮ 别林斯基认为“自然派”
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的康捷米尔ꎮ 十八世纪以来俄国

文学的发展是从模仿走向“靠近现实、靠近自然”ꎬ走向“独创性

和民族性”的过程ꎮ 普希金汇集前人的文学成就ꎬ奠定了“现实

的诗”的基础ꎬ但未完全摆脱西欧文学的影响ꎮ 果戈理对俄国

现实的真实描写ꎬ开辟了俄国文学的批判现实主义道路ꎮ 四十

年代后半期ꎬ以果戈理为代表的“自然派”形成ꎬ影响日益扩大ꎬ
决定了俄国文学的方向ꎮ 别林斯基指出ꎬ“自然派”首先要求艺

术描写的真实性ꎮ 他反对反动文人把艺术当作撒谎和粉饰现

实的工具ꎬ揭露他们害怕表现现实的真相ꎮ 接着又说ꎬ“自然

派”要求作家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贵族文人所不屑描写的大众

和普通人ꎮ 他强调农民也是人ꎬ他们甚至“在智力、情操和性格

方面”比贵族更高ꎮ 他竭力为农民在文学中争取一席地位ꎮ 别

林斯基又指明ꎬ“自然派”还要求“表现社会问题”ꎬ批判和否定

专制农奴制的黑暗现实ꎮ 他揭露了“为艺术而艺术”论的虚伪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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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道:“剥夺艺术为社会服务的权利ꎬ不是抬高艺术ꎬ而是贬低

艺术ꎬ因为这意味着夺去了它的生命———思想ꎮ”
«给果戈理的信»(１８４７)体现了别林斯基最主要的政治观

点和文艺观点ꎮ 在这封信里ꎬ他批驳了果戈理«与友人书信选

集»中的错误ꎮ 他认为ꎬ俄国社会的进步决不能依靠果戈理晚

年所宣扬的神秘主义、禁欲主义和宗教虔诚ꎬ俄国当前最迫切

的问题是废除农奴制度ꎻ要促进文明和教化ꎬ在人民中间唤醒

几世纪来湮没了的“人类尊严感”ꎮ 别林斯基还批判了果戈理

对俄国人民的看法ꎬ指出俄国人民并不虔信宗教ꎬ拥护专制政

体ꎮ 相反ꎬ“他们有着太多的常识、清醒与肯定的理智”ꎬ因此

他们是有伟大的历史前途的ꎮ 别林斯基强调ꎬ俄国社会的形

势要求作家反映人民的情绪和愿望ꎬ表达进步的思想ꎬ只有这

样 的作家才能受到人民的尊重ꎮ读者“可以宽恕作家写一

本 拙劣的书ꎬ但决不能宽恕他写一本有毒素的书” ꎮ这封

信概括了别林斯基的革命民主主义信念ꎬ列宁称它是“一篇

没有经过审查的民主出版界的优秀作品”①ꎬ它表现了“农奴

的情绪”②ꎮ 这封信在当时虽然未能发表ꎬ却在进步读者中流

传很广ꎮ
别林斯基以文学评论为武器向专制农奴制度进行顽强的

战斗ꎬ这个战斗传统对五十至六十年代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车

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产生过很大影响ꎬ并为他们所

继承和发扬ꎮ
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赫尔岑(１８１２—１８７０)出身贵

族家庭ꎬ少年时代受到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影响ꎬ立志为废除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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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农奴制而斗争ꎮ 在莫斯科大学学习时ꎬ他同奥加辽夫一起

组织小组ꎬ研究和宣传革命思想ꎮ 因此ꎬ大学毕业后曾两次被

流放ꎮ 一八四二年ꎬ他结束了第二次流放ꎬ回到莫斯科ꎬ立即

开始大量写作哲学论著和文学作品ꎬ对俄国社会、对“官方民

族性”理论和斯拉夫主义进行揭露和批判ꎮ 他主要的哲学著

作有«科学上的一知半解»(１８４２—１８４３) 和«自然研究通信»
(１８４５—１８４６)ꎮ 列宁指出:“他领会了黑格尔的辩证法ꎮ 他

懂得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ꎮ 他超过黑格尔而跟着费尔

巴哈走向了唯物主义ꎮ”列宁又说:“赫尔岑已经走到辩证唯

物主义跟前ꎬ可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前面停住了ꎮ”①此后ꎬ赫尔

岑又写了«谁的罪过?»、«偷东西的喜鹊»等文艺作品ꎮ 一八

四七年ꎬ他为了更好地展开革命鼓动工作而前往西欧ꎬ从此再

未回国ꎮ 侨居国外期间ꎬ赫尔岑因为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的

失败ꎬ陷入精神破产的状态ꎮ 他开始转而批判资本主义ꎬ逐步

形成他那独特的“俄国农民社会主义”的思想ꎮ 五十年代时ꎬ
他和奥加辽夫在伦敦创办«北极星»丛刊(１８５５—１８６９)和«钟
声»报(１８５７—１８６７)ꎬ秘密运回俄国传播ꎮ 这些报刊大力揭

露俄国社会的黑暗腐朽ꎬ宣传解放农民的革命主张ꎬ打破了国

内的沉闷窒息的空气ꎮ 但是他还没有彻底摆脱贵族革命家的

局限ꎬ活动圈子狭小ꎬ不完全相信人民的力量ꎮ 他曾经在«钟
声»上登载他写给沙皇的书信ꎬ幻想感动沙皇ꎬ使其自动把土

地发给农民ꎬ因此遭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谴责ꎮ 六十

年代初ꎬ农奴制“改革”的骗局和农民运动的高涨使他丢掉了

幻想ꎬ站到车尔尼雪夫斯基为首的革命民主派一边ꎮ 所以列

宁指明:“尽管赫尔岑在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动摇不定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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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主义毕竟还是在他身上占了上风ꎮ”①一八六九年即赫尔

岑逝世前一年ꎬ他同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决裂ꎬ把视线转向马

克思领导的第一国际ꎬ承认了国际的革命领导作用ꎮ
赫尔岑创作过许多别具一格、带有浓厚的政论色彩的小

说ꎮ 中篇小说«偷东西的喜鹊» (１８４８)写一个农奴出身的女

演员一生的悲惨遭遇ꎬ深刻揭露了贵族对农奴的压迫ꎮ 长篇

小说«谁的罪过?»(１８４５—１８４７)是他最著名的作品ꎮ 贫寒的

大学毕业生克鲁采费斯基到一个退伍将军的庄园里当家庭教

师ꎬ和将军的私生女柳邦卡由恋爱而结婚ꎮ 他们离开庄园ꎬ去
过一种独立而平庸的小康生活ꎮ 这时ꎬ贵族青年别里托夫闯

进了他们的家庭生活ꎮ 这是一个“多余的人”的典型ꎮ 他渴

望有所作为ꎬ但脱离实际ꎬ以致一事无成ꎮ 别里托夫对社会的

不满赢得了柳邦卡的爱慕ꎬ而他也恋上了对农奴制充满怨恨

的柳邦卡ꎮ 但是为了避免破坏别人的家庭ꎬ他终于远走国外ꎮ
小说以三个青年的消沉和苦闷告终ꎮ 这究竟是“谁的罪过”
呢? 作者通过三个青年的悲剧性遭遇ꎬ以及对他们周围人物

的描写ꎬ实际上回答了问题ꎬ指出罪魁祸首是封建农奴制的俄

国社会ꎮ
«往事与随想»(１８５２—１８６８)是赫尔岑的一部回忆录ꎬ长

达七卷ꎬ内容极为丰富ꎬ包括作者在俄国和国外经历的许多历

史事件ꎮ 书中记录了他一生的思想探索过程ꎬ描写了形形色

色的人物ꎬ文笔活泼生动ꎬ对了解当时俄国和西欧的历史、社
会思想、文学艺术等方面很有价值ꎮ

俄国在一八五三到一八五六年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失败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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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暴露了农奴制度的腐朽ꎮ 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ꎬ农
民暴动席卷了大半个俄国ꎮ 同时ꎬ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ꎬ一批

平民知识分子活动家登上政治舞台ꎮ 他们主张通过农民革命

去推翻农奴制度ꎮ 他们的圈子比贵族革命家扩大了ꎬ和人民

的联系密切了ꎮ 俄国解放运动从此进入第二阶段ꎬ即平民知

识分子阶段ꎮ 一八六一年实行的农奴制“改革”ꎬ仅仅把农民

从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ꎬ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

展提供了有利条件ꎬ却保留了许多农奴制残余ꎮ 因此ꎬ改革以

后ꎬ被“解放”的农民遭受了封建地主和新兴资产者的双重剥

削ꎬ农民暴动更加频繁ꎬ声势更加浩大ꎮ 革命民主派进行了广

泛的活动ꎬ揭露改革的骗局ꎮ 贵族资产阶级自由派则赞美改

革ꎬ掩饰改革后更见尖锐的社会矛盾ꎮ
这一时期ꎬ社会矛盾在文学中有着鲜明的反映ꎮ 车尔尼

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涅克拉索夫所代表的革命民主派

主张文学应该成为“生活的教科书”ꎬ要求文学为反对专制农

奴制度的斗争服务ꎬ从而促进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繁荣ꎮ
他们的杂志«现代人»在当时进步知识分子中间起过重大影

响ꎮ 相反地ꎬ德鲁日宁(１８２４—１８６４)等自由主义作家和费特

(１８２０—１８９２)、迈科夫(１８２１—１８９７)等“纯艺术派”诗人ꎬ却
贬低“自然派”文学的意义ꎬ宣称文学的唯一目的就是创造

“美”ꎬ鼓吹“为艺术而艺术”ꎬ力图引人脱离现实斗争ꎬ起着维

护沙皇反动统治的作用ꎮ
在农奴制改革前夕ꎬ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进入空前繁

荣的时期ꎮ 许多作家如屠格涅夫、奥斯特罗夫斯基、涅克拉索

夫等继承“自然派”的传统ꎬ从各自的思想立场出发ꎬ在作品

中对现实生活作了比较深刻的艺术概括ꎬ提出许多迫切的社

会政治问题ꎮ 五十年代登上文坛的托尔斯泰也开始揭露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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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腐朽与堕落ꎮ
农奴制改革后ꎬ在沙皇政府的高压下ꎬ革命民主派受到残

酷的迫害ꎮ 一八六二年ꎬ«现代人»杂志被查封ꎬ车尔尼雪夫

斯基被逮捕ꎮ 屠格涅夫、冈察洛夫等人的自由主义倾向更加

明显ꎬ他们创作中的批判精神也逐渐衰落ꎮ 但涅克拉索夫、谢
德林等仍然坚持革命民主主义观点ꎬ利用锐利的讽刺武器ꎬ继
续揭发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ꎮ 一八六三年ꎬ涅克拉索夫恢复

了«现代人»ꎬ并登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怎么办?»ꎮ
此外ꎬ评论家皮萨列夫(１８４０—１８６８)主编的«俄国言论»杂志

也属于进步阵营ꎮ 他的观点接近于革命民主主义ꎬ但过分强

调普及自然科学知识的启蒙作用ꎬ带有改良主义色彩ꎮ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１８１８—１８８３)出生于

贵族家庭ꎬ彼得堡大学毕业后到德国留学ꎬ研究黑格尔哲学ꎮ
早年醉心于浪漫主义诗歌ꎮ 随着俄国农奴制危机的加深ꎬ他
在别林斯基的思想影响下ꎬ发表了反农奴制的«猎人笔记»ꎬ
走上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ꎮ 他曾担任«现代人»的撰稿

人ꎬ但始终是一个温和的贵族自由主义者ꎬ拥护沙皇政府的农

奴制改革ꎮ 正如列宁在一九一八年所指出的ꎬ“六十年前屠

格涅夫羡慕温和的君主制的和贵族的宪制ꎬ而厌恶杜勃罗留

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所主张的农夫民主制ꎮ”①五、六十年

代之交ꎬ他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发生分歧ꎬ终于在一八六〇

年脱离«现代人»ꎮ 屠格涅夫长期侨居西欧ꎬ自七十年代起定

居巴黎ꎬ和流寓西欧的民粹主义者往来ꎬ并时常资助他们ꎬ把
他们看作一种能迫使政府实现渐进性政治改革的力量ꎮ 一八

八三年ꎬ屠格涅夫在巴黎病逝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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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格涅夫的第一部现实主义作品«猎人笔记» (１８４７—
１８５２)包括二十五个短篇ꎮ 作者采用一个猎人到乡村行猎时

所写笔记的形式ꎬ描叙了农奴制度下的外省城镇和乡村各个

阶层的生活ꎬ如不同类型的地主、农奴、磨坊主妇、县城医生、
在草原上看守马群的农家孩子ꎬ直至脱离现实、脱离人民的贵

族知识分子等ꎮ 其中也有纯粹描绘大自然景色的抒情散文ꎬ
如«树林和草原»ꎮ 这部作品的题材多种多样ꎬ但大都贯穿着

一定的反农奴制思想ꎮ 作者着力突出了农民的天赋智慧和坚

韧性格ꎬ他们的多才多艺和丰富的内心世界(«霍尔与卡里内

奇»、«歌手»、«孤狼»等)ꎮ 他怀着人道主义的同情心ꎬ揭示

了他们在农奴制度下所受的摧残和贫困屈辱的生活ꎬ虽然没

有充分写出农民对地主的愤怒和反抗ꎬ但揭露地主阶级的罪

恶本身ꎬ也就是对农奴制的抗议ꎮ
屠格涅夫的主要作品是长篇小说ꎮ «罗亭»(１８５６)和«贵

族之家»(１８５９)反映了三、四十年代俄国社会特别是贵族知

识分子的生活ꎮ 罗亭是“多余的人”行列中的新典型ꎮ 屠格

涅夫力求在五十年代新的历史条件下ꎬ探索“多余的人”性格

的社会根源ꎬ评价三、四十年代进步贵族知识分子的历史作

用ꎮ 他肯定罗亭在三、四十年代的黑暗时期热忱宣传资产阶

级启蒙思想ꎬ起了进步作用ꎮ 但他又从五十年代要求采取积

极行动这一高度ꎬ指出罗亭脱离实际ꎬ徒尚空谈ꎬ已担负不起

改革现实的任务ꎮ 他是语言的巨人ꎬ行动的矮子ꎮ 然而作者

又对罗亭们的悲剧命运十分惋惜ꎬ再三为他们辩解ꎮ «贵族

之家»进一步写到贵族庄园的衰亡和贵族知识分子历史作用

的消失ꎬ充满了挽歌的情调ꎬ并宣扬了恋爱至上的人生观ꎮ
在写作«罗亭»和«贵族之家»的间隙ꎬ屠格涅夫还创作过

一组脱离社会现实、以爱情为主题的中篇小说ꎬ如«浮士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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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５６)、«阿霞»(１８５８)等ꎬ这反映了作者的人生虚幻、个人幸

福渺茫的宿命论思想ꎮ 他这种消极观点同他政治上的自由主

义有着密切联系ꎬ因而受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批评ꎮ
俄国解放运动进入第二阶段ꎬ平民知识分子取代贵族革

命家的领导地位以后ꎬ屠格涅夫也从表现“多余的人”转向描

写“新人”ꎮ 长篇小说«前夜»(１８６０)写贵族少女叶琳娜不满于

平庸的贵族生活ꎬ渴望行动ꎬ但她在俄国知识分子中找不到她

的理想人物ꎮ 后来她遇到保加利亚爱国志士英沙罗夫ꎮ 这是

一个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民族解放事业的青年ꎮ 叶琳娜和他

相恋ꎬ抛弃了贵族家庭ꎬ与他同赴保加利亚参加反土耳其压迫

的起义ꎬ途中英沙罗夫病故ꎬ叶琳娜决心在起义军中作一名志

愿护士ꎬ以继承丈夫的遗志ꎮ 屠格涅夫在创作这部小说时ꎬ认
为俄国即将废除农奴制ꎬ正处于大变革的“前夜”ꎬ他在叶琳

娜和英沙罗夫这两个人物身上寄托了自己的“新人”理想ꎬ这
种“新人”能为全民族利益而牺牲自我ꎮ 但当时俄国所面临

的是反对专制农奴制度的革命斗争ꎮ 屠格涅夫强调全民族的

利益和各个阶级的联合ꎬ便掩盖了当时俄国阶级斗争的实质ꎮ
«父与子»(１８６２)是屠格涅夫最著名的长篇小说ꎮ 贵族

子弟阿尔卡狄基尔沙诺夫一八五九年大学毕业后ꎬ带着他

的朋友、平民出身的医科大学生巴扎罗夫到父亲的田庄作客ꎮ
巴扎罗夫的民主主义观点ꎬ同基尔沙诺夫一家、特别是同阿尔

卡狄的伯父巴威尔的贵族自由主义观点发生了尖锐的冲突ꎬ
在这场冲突中巴扎罗夫占了上风ꎮ 有一次ꎬ巴扎罗夫和阿尔

卡狄到省城去参加舞会ꎬ遇见贵族寡妇奥津左娃ꎬ巴扎罗夫对

她产生了爱情ꎬ但是遭到拒绝ꎮ 最后巴扎罗夫回到父母家中ꎬ
在一次解剖尸体的时候感染病菌而死ꎮ

小说反映了农奴制改革前夕民主主义阵营和自由主义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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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之间的尖锐的思想斗争ꎮ 巴扎罗夫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

者ꎮ 他具有坚强的性格和埋头工作的习惯ꎮ 在政治上ꎬ他反

对农奴制度ꎬ批判贵族自由主义ꎬ否定贵族的生活准则ꎻ在哲

学上ꎬ他是个唯物主义者ꎬ重视实践ꎬ提倡实用科学ꎻ但是他也

表现出某些庸俗唯物主义的观点ꎬ例如否定艺术的作用ꎬ等
等ꎮ 这部小说还塑造了各种类型的贵族地主形象ꎬ同巴扎罗

夫形成鲜明的对照ꎮ 保守派贵族巴威尔认为ꎬ只有贵族才能

推动社会进步ꎬ贵族制度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原则”ꎮ 他特别

崇拜英国式的贵族政治ꎬ颂扬贵族的“荣誉”ꎬ追求西欧资产阶

级的生活方式ꎮ 他敌视革命民主主义运动和进步青年ꎮ 阿尔

卡狄的父亲尼古拉则是一个温和的自由主义贵族ꎬ他预感到

本阶级将被淘汰ꎬ力图“适应”新生活的要求ꎬ带有浓厚的感伤

情调ꎮ 作者把这两个父辈人物写成落后于时代、再也不能推

动俄国社会前进的人ꎬ但他又在某些地方情不自禁地对他们

流露出同情ꎮ 阿尔卡狄一开始也和巴扎罗夫一样ꎬ是作为儿

子一辈的代表出现的ꎮ 他追求时髦ꎬ附和巴扎罗夫的观点ꎬ但
他不过是一个“软绵绵的、自由主义派的少爷”ꎬ后来便沉醉在

贵族式的爱情中ꎬ追求地主的安逸生活了ꎮ 巴扎罗夫在精神

力量上压倒了周围一切贵族ꎬ用作者的话来说ꎬ这显示了“民
主主义对贵族的胜利”ꎮ 但作者从贵族自由主义的立场出发ꎬ
并不相信巴扎罗夫型的人物的理想和事业ꎬ认为巴扎罗夫注

定要死亡ꎮ 屠格涅夫虽然表现了巴扎罗夫容易同农民、平民

接近这一特点ꎬ却又强调他同人民之间的隔膜和对农民的轻

蔑ꎮ 在他和奥津左娃的那段插曲里ꎬ作者描写了爱好清静、生
活懒散的贵族妇女奥津左娃ꎬ着力渲染了巴扎罗夫的矛盾:他
否定贵族的生活准则ꎬ却对这种生活不无欣赏ꎻ他否定感情ꎬ
自 己却又陷入爱情之中ꎮ这就歪曲了民主主义者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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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貌ꎮ
«父与子»出版以后引起当时批评界的强烈反应ꎮ 自由

主义者不满意作者让巴扎罗夫在精神上战胜贵族ꎻ有些民主

主义者则认为作者的同情仍在贵族一边ꎬ巴扎罗夫的形象是

对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歪曲ꎮ 这只能说是屠格涅夫本身的世界

观矛盾的结果ꎮ
此后ꎬ屠格涅夫的政治观点更加保守ꎮ 他不仅同«现代

人»杂志的领导者断绝了联系ꎬ而且也不再同先进人士赫尔

岑和奥加辽夫来往ꎮ 这不能不表现在他最后的两部长篇小说

«烟»(１８６７)和«处女地» (１８７７)中ꎮ 前者揭露上层贵族ꎬ却
也歪曲和讽刺了流亡国外的俄国政治侨民ꎮ 后者反映七十年

代的民粹派运动ꎬ但是对这场运动也有所曲解ꎮ 这两部作品

更鲜明地表现了屠格涅夫的贵族自由主义立场ꎮ
屠格涅夫晚年还写过一些以«散文诗» (１８７８—１８８２)为

总标题的小型作品ꎮ 这是他长期观察生活的成果ꎮ 其中有的

虽然带着悲观主义情绪ꎬ但大部分作品的基调是健康的ꎮ 特

别是«门槛»一篇ꎬ刻画了一个俄国女革命家的动人形象ꎮ
«俄罗斯语言»则表明作者临终前不久对祖国和人民的美好

未来的坚定信念ꎮ
屠格涅夫小说最显著的艺术特点是浓厚的抒情风格ꎮ 他

以温情脉脉的笔调抒写男女主人公的悲剧命运ꎬ这种感伤情

调是他的贵族自由主义和悲观主义思想的表现ꎮ 他善于体察

大自然的细微变化ꎬ并使之和人物的情绪融为一体ꎬ往往带有

怅惘柔弱的色调ꎮ
伊凡亚历山大罗维奇冈察洛夫(１８１２—１８９１)生于

贵族兼商人家庭ꎬ毕业于莫斯科大学ꎬ曾任国民教育部的图书

审查官ꎮ 他在三十年代开始创作ꎬ写过三部长篇小说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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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作品ꎬ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奥勃洛摩夫»(１８４９—１８５９)ꎮ
这本小说分为四部ꎬ第一部用大量篇幅描写贵族地主奥

勃洛摩夫躺在床上和沙发上ꎬ一无所为ꎮ 第二部写奥勃洛摩

夫在童年的朋友、企业主希托尔兹的强迫下ꎬ起了床ꎻ后来贵

族少女奥尔迦爱上了奥勃洛摩夫ꎮ 在第三部里ꎬ奥尔迦对奥

勃洛摩夫完全失望ꎬ彼此分手ꎮ 在第四部里ꎬ希托尔兹和奥尔

迦结婚ꎬ奥勃洛摩夫则和他的房东寡妻同居ꎬ最后死去ꎮ
作者通过这一简单情节ꎬ成功地塑造了俄国地主阶级的

一个典型形象ꎮ 奥勃洛摩夫从小有家奴服侍ꎬ后来拥有三百

多个农奴ꎬ从田庄可以得到大笔收入ꎮ 和所有的农奴主一样ꎬ
他以不为衣食奔走而自傲ꎬ以从不亲手穿袜子为光荣ꎮ 他怠

惰麻木ꎬ整日昏昏欲睡ꎬ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躺卧中度过ꎮ
他甚至在梦中也梦见睡觉ꎮ 作者把他写成一个极端无能的

人ꎬ他没法把思想集中起来考虑任何实际问题ꎬ更不能克服微

不足道的障碍ꎬ去处理一件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情ꎮ 希托尔

兹和奥尔迦用尽种种办法想使他振作一些ꎬ他却还是回复到

终日躺卧的常态ꎬ蜷缩在房东寡妇为他安排的贵族式的平静

和享乐中ꎮ 作者借用希托尔兹的话说ꎬ奥勃洛摩夫毁于“奥
勃洛摩夫性格”ꎬ即农奴制生活方式所养成的惰性ꎮ 照作者

看来ꎬ农奴主奥勃洛摩夫是这种生活方式的牺牲品ꎬ因而在讽

刺奥勃洛摩夫的同时ꎬ又把他美化为正直、善良和“具有黄金

般心灵”的人ꎬ对他寄以同情ꎬ为他的毁灭表示深深的惋惜ꎮ
这表明了冈察洛夫贵族自由主义立场的局限ꎮ 奥勃洛摩夫是

属于“多余的人”一类的人物ꎮ 但随着俄国解放运动进入资

产阶级民主主义阶段ꎬ这些受过西欧“文明”熏陶的先进贵族

终于失去作用ꎬ变成了躺卧不起的废物奥勃洛摩夫ꎮ 这一典

型客观上反映了俄国贵族革命阶段的结束ꎮ
３１２



冈察洛夫在小说中也试图塑造新的“英雄”来代替奥勃

洛摩夫ꎮ 希托尔兹基本上是作者的理想ꎮ 他赋予希托尔兹以

资产阶级的“进取心”和贵族的文化教养ꎬ但是这违背了历史

的真实ꎮ 从俄国资产阶级中不可能找出真正的英雄ꎬ希托尔

兹只能是一个苍白的形象ꎮ 革命民主主义评论家杜勃罗留波

夫写了«什么是奥勃洛摩夫性格?» (１８５９)一文ꎬ指出主人公

的“惰性”植根于他的农奴主地位ꎮ 这种“奥勃洛摩夫性格”
乃是社会进步的阻力ꎬ它并没有像冈察洛夫所理解的那样被

埋葬了ꎬ而是必须继续与之斗争ꎮ 这篇文章反映出ꎬ在俄国社

会中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已经取代了贵族革命家ꎮ
列宁曾多次引用奥勃洛摩夫形象来批评苏维埃社会中某

些停滞现象和某些人萎靡不振、无所作为的精神状态ꎮ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奥斯特罗夫斯基(１８２３—

１８８６)出生于官吏家庭ꎮ 他曾就学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ꎬ从
一八四三年起在法院当小职员ꎬ通过所审理的案件ꎬ他广泛了

解了商人和市民的生活ꎬ为创作积累了素材ꎮ 一八五〇年ꎬ他
发表喜剧«自己人ꎬ好算帐»来揭露商人家庭内部尔虞我诈的

关系ꎬ被公认为一个有才能的剧作家ꎮ 翌年ꎬ他辞去公职ꎬ专
门从事写作ꎮ 为了改变俄国剧院只演外国戏和古典戏的风

气ꎬ为了争取平民剧作者和演员的福利ꎬ他团结戏剧界一些进

步人士ꎬ做了许多工作ꎮ 一八八六年ꎬ他被政府任命为莫斯科

各剧院的剧目部主任兼戏剧学校校长ꎬ但不久即逝世ꎮ
他个人单独创作的悲剧、喜剧、历史剧和童话剧共四十七

部ꎬ与别人合作的剧本七部ꎬ此外他还翻译过二十多部外国剧

本ꎮ 他的创作表现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启蒙思想ꎮ «自己

人ꎬ好算帐»写一个富商鲍尔肖夫为了骗取钱财ꎬ赖债不还ꎬ
伪称破产ꎬ把全部财产转移到他的管事波德哈留辛名下ꎻ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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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为钓饵ꎬ诱骗波德哈留辛为他效劳ꎮ 但波德哈留辛比鲍

尔肖夫更奸诈ꎬ他利用法律的规定ꎬ把全部财产据为己有ꎬ并
和鲍尔肖夫的女儿结了婚ꎮ 他们夫妻两人又串通一气ꎬ不去

保释因债务下狱的鲍尔肖夫ꎮ 作者用这个骗上加骗的故事ꎬ
揭露了商业界的金钱利害关系ꎬ通篇的喜剧性很强ꎮ 这是他

的批判现实主义创作的开端ꎮ 但在一八五二至一八五五年

间ꎬ他受到斯拉夫派的影响ꎬ在«贫非罪»(１８５４)等剧作中美化

宗法制度下的商人生活ꎬ宣扬了道德感化和良心觉醒的思想ꎮ
不久ꎬ在专制农奴制爆发总危机的形势下ꎬ他接受革命民主主

义者的批评帮助ꎬ又回到民主主义的立场ꎮ 一八五六年ꎬ他去

伏尔加河上游一带旅行ꎬ加深了对俄国黑暗现实的了解ꎬ从此

创作了许多名剧如«肥缺»(１８５６)、«大雷雨»(１８６０)、«智者千

虑ꎬ必有一失»(１８６８)、«来得容易去得快»(１８６９)、«狼和羊»
(１８７５)、«没有陪嫁的女人»(１８７９)和«名伶与捧角»(１８８２)等ꎮ

他的剧作大都通过家庭关系或产权关系ꎬ去表现农奴制

改革前后的俄国城镇生活ꎬ抨击带有宗法制特点的旧式商人

和“有教养”的新式资产者ꎬ谴责破落无耻的贵族地主和贪污

受贿的官僚ꎮ 作者继果戈理之后ꎬ创造了众多的反面形象ꎬ描
绘了金钱的罪恶ꎮ 他把小商人、下级官吏、演员、教师、店员、
侍役、食客、媒婆、巫师、香客等城镇的中下层人物形象搬上舞

台ꎬ扩大了俄国戏剧的表现范围ꎮ 他有时讽刺一些中下层人

物贪财、庸俗和媚上欺下的行为ꎬ有时也用同情的笔调描写他

们受人欺凌的屈辱生活ꎮ 他笔下的平民知识分子大都具有自

食其力、自尊心强和正直不阿等特点ꎬ他们是社会的启蒙者ꎬ
但不是革命者ꎮ 奥斯特罗夫斯基本人不是革命民主主义者ꎬ
农民在他的作品中几乎没有地位ꎬ他也没有直接描写农奴和

地主之间的矛盾ꎮ 同时ꎬ他往往把复杂的社会矛盾抽象地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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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为善与恶、青年人与老年人之间的冲突ꎮ
悲剧«大雷雨»是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影响最大的作品ꎮ

故事发生在伏尔加河畔一个风景如画的小镇ꎮ 商人的儿媳卡

杰林娜备受婆婆卡巴诺娃的折磨ꎬ而从软弱的丈夫奇虹那里

也得不到精神上的安慰ꎮ 她爱上另一个商人提郭意的侄儿鲍

里斯ꎮ 在一次大雷雨中ꎬ她感受到极大的宗教恐怖ꎬ向婆婆和

丈夫坦白了自己和鲍里斯约会的事ꎮ 后来ꎬ鲍里斯被提郭意

遣送到偏僻的远方ꎬ卡杰林娜也被婆婆关了起来ꎮ 她再也不

能忍受ꎬ终于投河自尽ꎮ
作者借着卡杰林娜追求个性解放而被毁灭的情节ꎬ描写

了商人和市民的生活环境ꎮ 那是一个停滞闭塞的地方ꎬ是一

个罪恶深重的“黑暗王国”ꎮ 那里的人们不知道外界的变化ꎬ
相信种种愚昧、荒诞的谣言ꎬ相信地狱天堂之说ꎮ 有钱人把穷

人当作奴隶ꎬ利用穷人的廉价劳力攫取暴利ꎮ 他们把大门关

得紧紧的ꎬ生怕别人看见他们在虐待自己的家人ꎮ 美丽的风

景无人欣赏ꎬ一切生机遭到窒息ꎮ 而统治这个天地的则是提

郭意和卡巴诺娃ꎮ
“提郭意”一词在俄文中是“野蛮”的意思ꎮ 他在家里和

小镇上飞扬跋扈ꎬ逢人便骂ꎮ 当他应该付钱或人家对他提到

钱的问题时ꎬ他浑身冒火ꎬ如同要他的老命ꎮ 农民上市政府控

告他克扣工资ꎬ他对市长说:“我少给每人一个戈比ꎬ那就可

以积攒好几千卢布了ꎮ”这是宗法制度下的典型的俄国商人ꎬ
他兼有贪婪无度的资产者本性和蛮横粗野的农奴主特点ꎮ
“卡巴诺娃”是从俄文“野猪”一词演化而来的ꎮ 她是一个冷

酷而又伪善的寡妇ꎬ以折磨和侮辱别人为乐ꎬ不容许儿女有一

点独立见解ꎬ她离间儿子和儿媳之间的感情ꎬ唆使儿子虐待妻

子ꎬ竭力维护宗法社会的家庭关系ꎮ 她极端愚昧ꎬ仇视社会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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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ꎬ反对资产阶级带来的“物质文明”ꎬ惧怕生活中的任何微

小的变化ꎮ 在他们的压制下ꎬ奇虹、鲍里斯等人养成了萎靡不

振、软弱怕事的性格ꎮ
作者写了来自家庭内部的反抗ꎬ塑造了卡杰林娜这样一

个追求个人幸福和不甘屈辱的形象ꎮ 她不堪非人的待遇ꎬ不
愿过自欺欺人的生活ꎬ为了追求爱情自由ꎬ她在一定程度上摆

脱了旧道德的羁绊ꎬ冲破了宗教的藩篱ꎬ终于以一死向卡巴诺

娃和提郭意的统治提出控诉ꎬ反映了俄国市民阶层的反封建

情绪ꎮ 但她又未能完全摆脱宗教和封建伦理的束缚ꎬ所以在

她的反抗过程中ꎬ又表现出担惊受怕、顾虑重重的心理ꎮ
«大雷雨»充分体现了作者的戏剧风格特点ꎮ 剧中一些

场面似乎和主要冲突无关ꎬ但却构成了这种冲突的社会背景ꎬ
烘托出气氛ꎬ说明了人物行动的原因ꎮ 全剧具有浓郁的生活

气息、较为广阔的社会画面、散文诗式的语言风格和严密的结

构等特色ꎮ
奥斯特罗夫斯基继承俄国戏剧传统ꎬ也接受了西欧十八

世纪启蒙时期戏剧的思想影响ꎬ他把十九世纪初即已开始的

建立俄罗斯民族戏剧的工作ꎬ大大地推进了一步ꎮ
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 ( １８２８—

１８８９)是俄国解放运动第二个阶段ꎬ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的杰出作家和活动家ꎮ 他出生于牧师家庭ꎬ一八四六

到一八五〇年在彼得堡大学学习时ꎬ阅读了别林斯基、赫尔岑

和西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ꎬ痛恨农奴制度ꎮ 五十年代俄

国农奴与农奴主之间的尖锐矛盾ꎬ促使他形成了革命民主主

义的世界观ꎮ 他说:“如果革命爆发ꎬ我不会坐视ꎬ我一定要

参加进去ꎮ”一八五四到一八六二年ꎬ车尔尼雪夫斯基主持

«现代人»杂志ꎮ 他发表一系列美学、哲学、政治经济学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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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著作ꎬ如«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１８５５)、«果戈理时

期的俄国文学概观» (１８５５—１８５６) 、«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

理»(１８６０)、«资本和劳动» (１８６０)等ꎬ宣传唯物主义和革命

民主主义ꎬ并投身于实际斗争ꎮ 他团结一批政论家、进步青年

和军官ꎬ用革命思想影响他们ꎮ 一八六一年ꎬ他写出著名的革

命宣言«农民的同情者向贵族统治下的农民致敬书»ꎮ
车尔尼雪夫斯基始终站在农民一边ꎬ他希望推翻专制农

奴制ꎬ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ꎬ通过农民公社实现社会主义ꎮ
他不了解ꎬ解放农奴实际上只是为资本主义扫清道路ꎮ 正如

列宁所说ꎬ“车尔尼雪夫斯基是空想社会主义者ꎬ他幻想通过

旧的、半封建的农民公社过渡到社会主义ꎬ他没有看见而且也

不能在上一世纪的六十年代看见:只有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

的发展ꎬ才能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创造物质条件和社会力量ꎮ
但是ꎬ车尔尼雪夫斯基不仅是空想社会主义者ꎬ他同时还是一

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ꎬ他善于用革命的精神去影响他那个时

代的全部政治事件ꎬ通过书报检查机关的重重障碍宣传农民

革命的思想ꎬ宣传推翻一切旧权力的群众斗争的思想ꎮ”①

一八六二年ꎬ沙皇政府捏造罪名ꎬ逮捕了车尔尼雪夫斯

基ꎬ把他囚禁在彼得保罗要塞ꎮ 他在狱中写了充满革命信心

的长篇小说«怎么办?»ꎮ 一八六四年ꎬ他被流放西伯利亚服

苦役ꎬ七年期满后ꎬ又放逐到雅库梯、维留依斯克等荒僻地方

度过十二年ꎮ 一八八三年ꎬ他被转移到阿斯特拉罕ꎮ 他在监

牢、苦役和流放中过了整整二十七年ꎬ直至一八八九年才获准

回故乡萨拉托夫ꎬ同年逝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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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ꎮ 他坚持物质

是第一性的ꎬ意识是第二性的ꎻ他一贯反对不可知论ꎻ他看出

黑格尔的两重性ꎬ说:“黑格尔的原则是极有力和广泛的ꎬ但
他的结论却是狭隘和微不足道的ꎮ”他具有某些辩证法观点ꎬ
坚信新事物必然战胜旧事物ꎬ“反动时期只能暂时阻碍必不

可免的进步ꎮ”
由于俄国社会生活的落后ꎬ车尔尼雪夫斯基未能把哲学

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统一起来ꎬ上升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的高度ꎮ 但是他在捍卫唯物主义的斗争中起过巨大的

作用ꎮ 列宁说:“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唯一真正伟大的俄国著

作家ꎬ他从五十年代起直到一八八八年ꎬ始终保持着完整的哲

学唯物主义的水平ꎬ能够摈弃新康德主义者、实证论者、马赫

主义者以及其他糊涂虫的无聊的胡言乱语ꎮ”①

«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革命民

主主义美学的代表作ꎮ 论文的主要贡献在于针对当时流行的

黑格尔唯心主义美学ꎬ提出了“尊重现实生活”、“美就是生

活”等唯物主义观点ꎬ把艺术与现实世界联系起来ꎮ 从这一

点出发ꎬ车尔尼雪夫斯基要求文学再现生活ꎬ说明生活ꎬ判断

生活ꎬ成为“生活的教科书”ꎬ即发挥文学的战斗作用ꎮ 车尔

尼雪夫斯基的美学观中有辩证法因素ꎮ 例如ꎬ他指出ꎬ不同社

会集团对美的标准也不同ꎮ 农民因为需要劳动ꎬ认为健康的、
体格结实的人很美ꎻ贵族由于过着寄生腐化的生活ꎬ认为“苍
白的颜色ꎬ忧郁的症状ꎬ却更为可爱”ꎮ 此外ꎬ作者还注意到ꎬ
美是随着生活和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ꎮ

但在强调美是生活的同时ꎬ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艺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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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造性估计不足ꎬ他认为艺术中的美不过是自然的一种苍

白的复制而已:“就题材来说ꎬ就对人物描写的典型性和完整

性来说ꎬ诗歌作品远远不如现实ꎮ”他没有看到艺术和生活二

者之间的辩证关系ꎬ即艺术的源泉固然是生活ꎬ而艺术又“比
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ꎬ更强烈ꎬ更有集中性ꎬ更典型ꎬ更理想ꎬ
因此就更带普遍性”①ꎮ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狱中和流放地写过一些文学作品ꎬ如
长篇小说«怎么办?» (１８６３)、«序幕» (１８６５—１８６８)等ꎬ其中

最著名的是«怎么办?»ꎮ 小说的女主人公薇拉出身于小市民

家庭ꎬ她为了反对买卖婚姻ꎬ在她弟弟的家庭教师罗普霍夫帮

助下从家里出走ꎬ并和罗普霍夫结婚ꎬ后来她按劳动组合原则

办了一个缝纫工场ꎮ 两年后薇拉和她丈夫的朋友吉尔沙诺夫

发生了感情ꎬ罗普霍夫经过对自身“利益”的考虑ꎬ假装自杀ꎬ
前往美国参加废奴运动ꎮ 过了几年ꎬ他作为一家英国公司的

代理人回到俄国ꎬ并建立新的家庭ꎮ 最后ꎬ吉尔沙诺夫和罗普

霍夫两家住在一起ꎬ相处得很融洽ꎮ
这部小说企图解答要反对专制制度应当怎么办的问题ꎮ

作者的答案是:必须产生一批“新人”(小说的副标题是«新人

的故事»)ꎬ由他们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ꎮ 因而全书的中心

内容是“新人”的生活道路和精神面貌ꎮ 作者描写了“普通的”
和“特别的”两类“新人”ꎮ 罗普霍夫、吉尔沙诺夫、薇拉体现了

普通的“新人”的特点ꎮ 他们出身于小市民、小公务员家庭ꎬ都
没有什么社会地位ꎬ与剥削寄生的贵族地主不同ꎬ他们从事自

然科学研究ꎬ宣传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ꎬ反对宗教迷信和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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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ꎮ 他们对社会起了启蒙学家的作用 ꎮ 他们的行动准则和

处世哲学是“合理的利己主义”ꎮ 他们受到费尔巴哈“幸福论”
的影响ꎬ认为追求个人幸福是“人的本性”ꎬ但应在他人的幸

福中来满足“我”这个“本性”的要求ꎮ 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

件下ꎬ这种道德观反映了进步分子为农民谋利益的愿望ꎮ
小说中的拉赫美托夫是作者塑造的一个“特别的人”的

形象ꎮ 他在吉尔沙诺夫等的影响下ꎬ背叛了贵族家庭ꎬ走上革

命道路ꎮ 为了应付未来艰苦的革命斗争和专制制度的残酷迫

害ꎬ他顽强地锻炼自己ꎬ特意睡钉子床ꎬ在物质生活上也有所

克制ꎻ他到处浪游ꎬ同劳动人民一起做工ꎬ体验他们的生活ꎮ
作者热烈地颂扬他为“茶中的茶素”、“原动力的原动力”ꎮ 由

于图书审查的关系ꎬ作者对这个职业革命家形象只作了简略

的刻画ꎮ
薇拉所创办的缝纫工场ꎬ体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对未来

社会的生产组织的理想ꎮ 他认为ꎬ一个合理的社会应该满足

每个社会成员的物质要求ꎬ而关键就是在生产中“所有主和

工作者完全统一”ꎮ 作者这样描叙薇拉的工场里的女工们:
“本钱是他们的ꎬ他们本身便是老板ꎬ因此老板应得的那份利

润归他们所有了ꎬ”在那里ꎬ每个工人所得的钱比别的企业的

工人更多ꎬ生活更富足ꎮ 作者以为ꎬ在未来社会中ꎬ通过这种

劳动组合ꎬ可以消除剥削ꎬ使人人都富足ꎮ 然而ꎬ离开无产阶

级政权ꎬ这样的生产方式仍不能避免自由竞争和两极分化ꎮ
所以ꎬ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想社会也只能是一种空想ꎮ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俄国五、六十年代农奴制改革和农民

运动蓬勃发展时期最卓越的思想代表ꎮ 他的活动是多方面

的ꎮ 他是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领袖ꎬ又在哲学、政治经济学、
美学、文学评论、小说等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ꎬ为此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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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的不幸遭遇感到十分愤慨ꎮ 恩格斯说:“尼古拉车尔

尼雪夫斯基这位伟大的思想家ꎬ他对俄国有无数的贡献ꎬ把他

长年流放在西伯利亚的雅库特人中间而对他施行慢性暗杀ꎬ
将永远成为‘解放者’亚历山大二世的可耻的污点ꎮ”①

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杜勃罗留波夫 ( １８３６—
１８６１)生于牧师家庭ꎮ 一八五三年ꎬ他不顾父亲要他上神学

院的意愿ꎬ进入彼得堡的中央师范学院历史哲学系学习ꎬ受到

赫尔岑、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著作的影响ꎬ形成了革命

民主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世界观ꎮ 一八五六年ꎬ他结识了车尔

尼雪夫斯基ꎬ一八五七年大学毕业后便参加«现代人»杂志的

编辑工作ꎬ开始文学评论活动ꎮ 由于工作紧张和肺病严重ꎬ他
在二十五岁时就去世了ꎮ 他把短促的一生献给俄国解放运

动ꎬ在几年之中写出几十篇美学和哲学论文ꎬ深刻地揭露了俄

国这个“黑暗王国”ꎮ 正如列宁指出的ꎬ即使是在沙皇血腥统

治下的农奴制俄国ꎬ“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还是

善于说出真相ꎬ他们的办法就是一方面闭口不谈一八六一年

二月十九日的诏书ꎬ另一方面嘲笑和责骂当时的自由派ꎮ”②

杜勃罗留波夫的第一篇文学论文«俄罗斯语文爱好者谈

话良伴»(１８５６)ꎬ是研究十九世纪俄国期刊文学的ꎮ 他批判

了当时学院派和“纯艺术”派的文艺评论标准ꎬ主张文学应当

反映和批评现实社会ꎮ «论俄国文学发展中人民性渗透的程

度»(１８５８)一文ꎬ从文学是“按照生活而形成”的观点出发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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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了西欧文学和人民生活的关系ꎬ指出在西欧文学中存在着

许多代表不同观点和利益的派别ꎬ但是“几乎没有人民的一

派在内”ꎮ 作者着重研究了俄国文学发展的历史ꎬ认为人民

性在俄国文学中还没有得到完全的体现ꎮ 他要求作家和人民

逐步接近起来ꎬ从人民利益的观点出发去评价社会生活ꎬ真实

地反映现实ꎻ而只有这样的作家才配称为具有“人民性”ꎮ 杜

勃罗留波夫在这里所说的人民ꎬ主要是指俄国的广大农民ꎮ
杜勃罗留波夫最著名的文学论文ꎬ是评论冈察洛夫、奥斯

特罗夫斯基和屠格涅夫的三篇文章ꎮ «什么是奥勃洛摩夫性

格?»(１８５９)阐释了冈察洛夫小说«奥勃洛摩夫»的主人公性

格的社会意义ꎬ指出奥勃洛摩夫的“惰性”正是他的农奴主地

位和寄生生活造成的ꎮ 文章认为ꎬ这一典型的出现是“时代

的征兆”ꎬ它是奥涅金、毕巧林、罗亭等一系列“多余的人”形
象发展到五十年代的结果ꎬ奥勃洛摩夫这种人并不像冈察洛

夫所理解的那样已被埋葬了ꎮ 相反ꎬ当时贵族社会中到处都

有奥勃洛摩夫性格ꎬ因此必须继续与之作斗争ꎮ 但杜勃罗留

波夫对冈察洛夫的贵族自由主义观点没有充分展开批驳ꎬ有
些地方甚至把奥勃洛摩夫这个典型的客观意义和作家创造这

一典型的主观意图混淆了起来ꎮ
«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 (１８６０)是评论奥斯特罗夫斯基

的剧作«大雷雨»的ꎮ 文章从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出发ꎬ评述

了这部描写俄国城镇生活的戏剧ꎬ肯定了卡杰林娜的反抗精

神ꎬ并指出这个形象的出现标志着俄国封建社会已遇到阻力

和抵抗 ꎬ她是黑暗的专制农奴制王国里的一线光明ꎮ 文章还

进一步指出ꎬ卡杰林娜的形象表明ꎬ那种只能说、不能行的贵

族知识分子已不能满足社会的要求ꎬ当时需要的是能够行动

的、有坚强性格的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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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１８６０)评论了屠格涅夫的小说

«前夜»ꎮ 杜勃罗留波夫赞扬英沙罗夫反抗土耳其压迫的爱

国精神ꎻ同时点明ꎬ俄国社会所需要的不是英沙罗夫那种反对

异族压迫的英雄ꎬ而是和本国的专制农奴制压迫作斗争的革

命家ꎬ也就是“俄国的英沙罗夫”ꎮ 他还通过对女主人公叶琳

娜的分析ꎬ满怀信心地指出ꎬ俄国的英沙罗夫很快就要出现ꎮ
也就是说ꎬ俄国已处在革命的前夜ꎬ“前夜离随之而来的下一

天并不远ꎬ总共只有一夜之隔!”他根据对作品的剖析而得出

的革命性结论引起屠格涅夫的反感ꎬ但对革命民主派却是一

个巨大的鼓舞ꎮ
杜勃罗留波夫的文论闪烁着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战斗精

神ꎮ 他总是对所评论的作家和作品的意义给予新的阐发ꎮ 他

不仅能客观地分析作品ꎬ解释作家的创作意图ꎬ而且能通过对

作品所反映的现实的分析ꎬ表达自己对社会政治问题的见解

和理想ꎮ 继别林斯基之后ꎬ杜勃罗留波夫发挥了文学要服从

社会斗争的思想ꎮ 他的文章思路细密ꎬ热情洋溢ꎮ 他和车尔

尼雪夫斯基曾经被恩格斯誉为“两个社会主义的莱辛”①ꎮ
尼古拉阿列克塞耶维奇涅克拉索夫(１８２１—１８７８)

是革命民主主义诗人ꎮ 他出生于伏尔加河畔一个地主家庭ꎬ
父亲是个退役军官ꎬ为人残暴ꎬ不愿为儿子的学业花费金钱ꎬ
于一八三八年把他送往彼得堡进武备学堂ꎻ但他违背父亲的

意志ꎬ径自到彼得堡大学去旁听ꎮ 于是他的父亲对他断绝了

全部接济ꎮ 从此ꎬ十七岁的涅克拉索夫便不得不长期过着饥

寒交迫的生活ꎮ 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诗歌的探索和创作ꎮ 一八

四一年ꎬ他结识了别林斯基ꎮ 正是在后者的帮助下ꎬ他才逐渐

４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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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真正的诗人”的道路ꎮ
一八四七年起ꎬ涅克拉索夫主办«现代人»ꎬ积极从事编

辑和诗歌创作活动ꎮ 农奴制改革后ꎬ他维护该刊的革命民主

主义传统ꎬ不顾条件艰难ꎬ继续担任主编ꎮ 一八六六年«现代

人»被查封后ꎬ他又于一八六八年和谢德林一起主办«祖国纪

事»ꎬ使它成为七十年代进步阵营的喉舌ꎮ 他的创作是在别

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直接影响下开展

的ꎬ他的世界观也是在他们的熏陶下形成的ꎮ 列宁虽然指出

涅克拉索夫曾一度“在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自由派之间摇摆不

定”①ꎬ却把他同讽刺作家谢德林相提并论:“涅克拉索夫和萨

尔蒂科夫曾经教导俄国社会要透过农奴制地主所谓有教养的

乔装打扮的外表ꎬ识别他的强取豪夺的利益ꎬ教导人们憎恨诸

如此类的虚伪和冷酷无情ꎮ”②列宁认为涅克拉索夫是农民的

革命意志的忠实表达者ꎮ
涅克拉索夫在四、五十年代的创作主要是抒情诗ꎬ他讽刺

官僚、贵族的腐败ꎬ描写城市贫民和农民的悲惨生活ꎮ 在«当
代颂歌»、«摇篮歌»(１８４５)等诗中ꎬ他用简洁凝练的诗句ꎬ辛
辣地讥讽了“外表是官吏ꎬ灵魂是下流胚”的达官贵人ꎮ «犬
猎»和«故乡» (１８４６)对荒淫愚昧的地主生活作了无情的揭

露ꎮ «夜里我奔驰在黑暗的大街上» ( １８４７)、 «大街上»
(１８５０)等诗描写彼得堡的贫困饥饿的角落ꎬ抒发为了给死去

的孩子买棺材而沦落为娼的妇女的悲哀ꎬ描绘因饥饿偷窃一

块面包而被逮住的可怜的病人等ꎬ暴露了尖锐的社会矛盾ꎮ
在«昨天五点多钟»(１８４８)一诗中ꎬ涅克拉索夫表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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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受压迫的劳苦大众呼吁ꎮ 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ꎬ农村的

苦难加深ꎮ 在«一块未收割的田地»(１８５４)中ꎬ诗人展示了农

村一片残破凄凉的景象ꎮ «大门前的沉思» (１８５８)描写一群

从外省长途跋涉来到彼得堡请愿的农民ꎬ在一个显贵的府邸

门前遭到呵斥ꎬ连门也不让进ꎮ 骄奢淫逸的府邸主人ꎬ同衣服

褴褛、背脊伛偻、脚上磨出血泡的农民构成鲜明的对比ꎮ 诗人

从这一场面联想到全俄国农民的苦难ꎬ说人民的悲哀比春天

泛滥的伏尔加河水还要深广ꎮ 这首诗由于揭露性强ꎬ当时未

能公开发表ꎬ但以手抄本广泛流传过ꎮ
这一时期ꎬ涅克拉索夫明确表示了他对诗人使命的看法ꎮ

在«诗人与公民»(１８５６)一诗中ꎬ他反对“纯艺术派”诗人“在
苦难的岁月里ꎬ歌唱山谷、天空和大海的美丽ꎬ歌唱亲爱的恋

人的抚爱”ꎬ认为这是可耻的ꎮ 他提出要做一个诗人ꎬ首先必

须是一个热爱祖国的公民和反对社会罪恶的战士ꎬ不怕狂风

暴雨ꎬ不顾流血牺牲:

　 　 　 　 你可以不成为诗人ꎬ
　 　 　 　 但必须做一个公民ꎮ

六、七十年代ꎬ涅克拉索夫除了继续写作农村题材的抒情

诗(如«农忙时节»ꎬ１８６２)外ꎬ还写过一些抨击资本主义残酷

剥削的抒情诗篇ꎮ 著名的«铁路»(１８６４)一诗ꎬ叙述修建铁路

给人民带来的灾难ꎮ 车厢里一个孩子问他的将军父亲ꎬ这条

铁路是谁修建的? 将军回答说ꎬ是彼得安德莱维奇伯爵ꎮ
诗人便说:不要用谎话欺骗孩子ꎬ铁路是被饥饿驱使到这里来

的人民ꎬ在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压榨下修建成的ꎮ 为修建铁

路ꎬ无数工人和农民牺牲了生命ꎬ“铁路两旁俄罗斯人的白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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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山”ꎮ 这首诗强调劳动人民是物质文明的真正创造者ꎬ表
示相信俄国人民必将“为自己铺出一条光明宽阔的大道”ꎮ

这一时期ꎬ涅克拉索夫的主要作品是叙事诗ꎬ例如«严
寒ꎬ通红的鼻子»(１８６３)描述一个农民在暴风雪中ꎬ在沉重的

劳动下累倒病死ꎬ他的妻子负起赡养一家大小的重担ꎬ她在另

一个严寒的冬天ꎬ在密林中打柴时也冻死了ꎮ 男女主人公的

命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改革后的农民依旧遭受奴役的情

景ꎮ «俄罗斯妇女» (１８７２)写两位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抛弃贵

族家庭的优裕生活ꎬ历尽艰辛到西伯利亚去寻找被流放的丈

夫ꎬ表现了她们刚毅顽强的意志和对正义事业的信念ꎮ
涅克拉索夫的主要长诗是«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

(１８６３—１８７６) ꎮ 七个贫苦的农民争论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

子ꎮ 有的说是地主ꎬ有的说是官僚、神甫、大腹贾、大臣、沙皇

等ꎮ 由于争执不下ꎬ便决定去漫游俄罗斯ꎬ亲眼看看谁是幸福

的人ꎮ 作者借用这个情节ꎬ广泛地描述了改革前后的社会生

活ꎮ
长诗用许多篇幅来描写地主官僚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迫

害ꎮ 在改革前ꎬ地主可以对农奴为所欲为ꎬ他们说:“法律就

是我的意愿ꎬ拳头就是我的警察ꎮ”废除农奴制的法令颁布

后ꎬ地主仍不肯放弃自己的特权ꎬ他们连这一温和的改革也不

能接受ꎬ仍然千方百计骗取农民的土地ꎮ 作者还揭露了新兴

资产者对农民的压榨ꎬ他们低价收买农产品ꎬ进行掠夺ꎮ 改革

以后ꎬ在地主和资本家双重压迫下ꎬ农民的苦难更加深重了ꎮ
他们只有进小酒馆、矿区和监狱这三条出路ꎮ 但农民中间已

经有许多人觉醒过来ꎮ 老农萨威里的阶级仇恨已发展到公开

反抗的程度ꎬ他带头活埋了凶恶的管理人ꎮ 四十年的监禁流

放并没有摧毁他的坚强意志ꎮ 流放回来后ꎬ他依然昂着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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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刺字的ꎬ但不是奴隶!”农妇玛特辽娜饱尝了被奴役的痛

苦ꎬ却仍旧保持着一定的反抗精神ꎮ 作者也写到农民的软弱

一面ꎮ 有一个家奴ꎬ实在不能忍受地主的残酷压迫ꎬ便把他带

到密林中ꎬ要以自杀来“感化”这个地主ꎮ 诗人说:

　 　 　 　 你又贫穷又富饶ꎬ
　 　 　 　 你又强大又软弱ꎬ
　 　 　 　 俄罗斯母亲啊!

诗人用这样一首船夫曲来概括这一历史时期俄国农民的力量

和弱点ꎮ 他迫切地希望农民能早日摆脱愚昧ꎬ走向光明幸福ꎮ
最后ꎬ他又在长诗中塑造了同情农民苦难的平民知识分子格

利沙的形象ꎮ “哪儿呼吸困难ꎬ哪儿有痛苦的声音”ꎬ他就首

先到那儿ꎮ 但诗中对于改革后贵族地主的新的掠夺以及资本

主义在农村的渗透ꎬ展示得还不够充分ꎮ 正面人物的描写也

反映了作者思想上的局限ꎬ例如玛特辽娜对所谓好心的上层

人物还抱有一定的幻想ꎬ萨威里还带着一些悲观情绪ꎮ 长诗

具有许多民间口头创作的特色ꎬ不论是情节构思、形象塑造、
诗歌语言ꎬ显然都受到民间文学的影响ꎮ

涅克拉索夫的诗歌反映了劳动人民的苦难和要求改变现

状的愿望ꎬ表达了诗人对俄国人民前途的关怀ꎬ开辟了俄国诗

歌发展的新阶段ꎮ 他的诗歌对俄国进步的绘画和音乐也产生

过影响ꎮ
塔拉斯格里戈利耶维奇谢甫琴科(１８１４—１８６１)是

乌克兰的革命民主主义诗人ꎮ 他出身农奴ꎬ给地主当过僮仆ꎬ
后来被送到彼得堡去当画师的学徒ꎮ 一八三八年ꎬ诗人茹科

夫斯基等把他从地主手中赎出来ꎬ送他进美术学院学习ꎮ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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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四四年美术学院毕业后ꎬ他回到乌克兰ꎬ参加革命民主主义

运动ꎬ写了许多诗篇ꎬ并且给农民朗诵ꎮ 一八四七年ꎬ谢甫琴

科被捕ꎬ流放到中央亚细亚边远地区的军队中服役ꎮ 一八五

七年他恢复自由后ꎬ在彼得堡结识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

留波夫等ꎬ这使诗人的革命民主主义观点更为成熟ꎮ 由于多年

的流放、监禁生活损害了健康ꎬ谢甫琴科四十七岁就病逝了ꎮ
谢甫琴科是乌克兰第一个杰出的民间诗人ꎬ被称为“科布

查(乌克兰一种弦乐器)歌手”ꎮ 他的诗篇采用朴素的民歌形

式ꎬ主要内容是反映乌克兰人民的苦难生活ꎬ发抒对故乡的挚

爱ꎮ 第一部诗集«科布查歌手»(１８４０)描写乌克兰农民特别是

妇女的贫困、悲惨的生活境遇ꎬ表达了蕴藏在她们内心的愤怒

和反抗情绪ꎮ 叙述诗«海达马克» (１８４１)刻画了十八世纪反

抗波兰贵族侵略者的哥萨克起义者ꎬ歌颂了人民的斗争精神ꎮ
«在囚室内»包括谢甫琴科在流放期间所写的许多洋溢

着政治热情的战斗诗篇ꎮ 在名诗«遗嘱»(１８４５)中ꎬ诗人嘱咐

要把他葬在故乡乌克兰ꎬ他相信人民很快就要起来推翻农奴

主的压迫ꎬ打碎身上的枷锁ꎮ 他说ꎬ待到古老的第聂伯河将敌

人的污血荡涤掉的时候ꎬ他就要从墓穴里出来ꎬ为人民而欢

唱ꎮ 他在诗中召唤人民奋起斗争:

　 　 　 　 起来吧ꎬ
　 　 　 　 砸碎身上的锁链ꎬ
　 　 　 　 用敌人的鲜血ꎬ
　 　 　 　 浇开自由之花ꎮ

谢甫琴科的作品由于和劳动人民有血肉联系ꎬ一直受到

人民的珍爱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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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中欧、东南欧文学和裴多菲

十九世纪三十至六十年代ꎬ中欧、东南欧和巴尔干半岛许

多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ꎬ由于一八三〇年法国七月革命、三十

年代末至四十年代末英国宪章运动、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

西欧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及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思想

影响ꎬ有了进一步的发展ꎮ
首先是波兰ꎬ在一八三〇年十一月出现了由小贵族和资

产阶级发动的反对沙皇俄国统治的武装起义ꎮ 随着波兰社会

矛盾的日益尖锐化ꎬ一八四六年二月在克拉科夫发生了由爱

德华邓波夫斯基领导的、有广大农民群众参加的暴动ꎬ加里

西亚的农民也相继起事ꎬ但都被奥地利当局所镇压ꎮ 这次起

义具有重大的意义ꎮ 马克思曾指出:“克拉科夫革命把民族

问题和民主问题以及被压迫阶级的解放看作一回事ꎬ这就给

整个欧洲作出了光辉的榜样ꎮ”①一八四八年法国二月革命以

后ꎬ波兰各地纷纷发难ꎮ 一八六三年在俄国统治的地区ꎬ以雅

罗斯瓦夫东布罗夫斯基为代表的“红色分子”所领导的农

民起义ꎬ迫使沙皇当局在一八六四年也实行了“土地改革”ꎮ
从这时起ꎬ波兰就迅速地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ꎮ

捷克在西欧革命运动的影响下ꎬ一八四八年六月在布拉

格ꎬ接着在各地先后开展了反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斗争ꎮ
一八六七年奥匈帝国成立ꎬ捷克和斯洛伐克的人民从此长期

遭受奥匈帝国的统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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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匈牙利ꎬ这个时期发生了科苏特拉约什领导的反哈

布斯堡王朝的革命ꎮ 一八四八年三月ꎬ首都佩斯的工人、大学

生和小资产阶级首先起事ꎮ 同年九月ꎬ奥地利军队入侵ꎬ引起

匈牙利人民的独立战争ꎮ 这场战争虽被奥地利和沙皇俄国所

挫败ꎬ却在匈牙利历史上留下了光荣的一页ꎮ 马克思和恩格

斯曾密切注意匈牙利革命运动的发展ꎬ而且给予它以很高的

评价ꎮ 恩格斯这样写道:“在一七九三年以后ꎬ在一八四八年

的革命运动中ꎬ一个被占优势的反革命包围的民族敢于用革

命的激情来对抗怯懦的反革命的狂暴ꎬ用 ｔｅｒｒｅｕｒ ｒｏｕｇｅ[红色

恐怖]来对抗 ｔｅｒｒｅｕｒ ｂｌａｎｃｈｅ[白色恐怖]ꎬ这还是第一次ꎮ”①

在一八四八年的罗马尼亚ꎬ瓦拉几亚、摩尔多瓦和特兰西

瓦尼亚三个公国都出现了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斗争ꎬ
最后因为国内反动封建势力的阴谋破坏和土耳其的武装干涉

而失败ꎮ 特兰西瓦尼亚一带的革命还遭到了哈布斯堡王朝和

沙皇俄国军队的镇压ꎮ
在土耳其奴役下的巴尔干半岛的许多国家ꎬ民族解放运

动也蓬勃开展ꎮ 特别是在保加利亚ꎬ大批爱国志士如瓦西尔

列夫斯基、赫里斯托波特夫率领人民举行武装起义ꎬ并在

战斗中英勇牺牲ꎮ 一八七六年的四月起义ꎬ虽然遭到土耳其

人的扼杀ꎬ但它在保加利亚的民族解放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

位ꎮ 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人民也组织过多次暴动ꎬ但都被

土耳其人残酷地镇压下去了ꎮ
这一时期中欧、东南欧和巴尔干半岛国家的民族解放运

动ꎬ在这些国家的文学中都有所表现ꎮ
在波兰ꎬ一八三〇至一八三一年的起义在尤利乌什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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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瓦茨基(１８０９—１８４９)的创作里得到了反映ꎮ 他出身于一个

文学教师的家庭ꎬ他早期发表的«自由颂»、«颂歌»、«库里克»
(谢肉祭节)等革命诗歌赞颂了一八三〇年十一月华沙起义ꎬ发
生过很大影响ꎮ 起义失败后他流亡国外ꎬ最后侨居巴黎ꎬ写了

不少剧本和诗篇ꎮ 一八三四年发表剧本«科尔迪安»ꎬ描写波兰

人民如何反抗沙皇俄国的侵略ꎬ同时也揭示了贵族在斗争中的

软弱性ꎮ 一八四一年写成的长诗«别尼奥夫斯基»和剧本«方泰

齐»ꎬ更进一步体现出他的革命观点和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倾

向ꎮ 这一时期波兰现实主义文学继续发展ꎬ散文作品逐渐代替

了诗歌ꎮ 如小说家约瑟夫科热尼奥夫斯基(１７９７—１８６３)、约
瑟夫克拉舍夫斯基(１８１２—１８８７)、特奥多尔叶什(１８２４—
１９１６)等人ꎬ都是在这时候从事写作的ꎮ

在捷克和斯洛伐克ꎬ这个时期涌现许多作家ꎬ积极参加了

民族解放和民族复兴运动ꎮ 约瑟夫卡耶坦狄尔(１８０８—
１８５６)是民族戏剧的奠基人ꎮ 他在一八三四年写成的剧本«菲
德洛瓦奇卡»(鞋匠节)中的民间歌手马雷什所唱的«我的故乡

在哪儿»ꎬ一九一八年被采用为捷克国歌ꎬ一直流传到现在ꎮ 他

还写过以十五世纪末捷克矿工起义为题材的历史剧«库特诺山

的矿工»(１８４７)ꎬ和表现捷克宗教改革家杨胡斯战斗的一生

的历史剧«杨胡斯» (１８４８)ꎮ 讽刺诗人卡列尔哈弗里切

克—鲍罗夫斯基(１８２１—１８５６)在他的诗歌中ꎬ尖锐地反对奥地

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ꎮ 民间文学研究家和诗人卡列尔雅

罗米尔爱尔本(１８１１—１８７０)专门研究和搜集捷克、斯洛伐克

和其他各斯拉夫民族的民间故事ꎬ他根据民间传说写成的诗集

«花束集»(１８５３)ꎬ在捷克诗歌中占有特殊的地位ꎮ
女作家鲍日娜聂姆佐娃(１８２０—１８６２)是这一时期捷

克重要作家之一ꎮ 她出身于一个贵族庄园的马夫的家庭ꎬ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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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就热爱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民间文学ꎬ并且熟悉农村生活ꎮ
她一八四三年开始写作ꎬ这正是捷克文学从浪漫主义向现实

主义发展的时期ꎮ 她的许多优秀的中、短篇小说(如«长夜»、
«卡尔拉»、«野姑娘芭拉»、«穷人»、«好人»)ꎬ描写了捷克的

农村生活和风土人情ꎮ 她最著名的作品是中篇小说«外祖

母»(１８５５)ꎮ 作者在书中塑造出一个普通的捷克农村妇女的

形象ꎬ并通过她再现了农村的古老风习ꎬ介绍了各种民间传

说ꎮ 这部小说为捷克现实主义文学奠定了基础ꎬ已经成为捷

克家喻户晓的一本名著ꎮ
在斯洛伐克ꎬ民族复兴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路多维特什

图尔(１８１５—１８５６)于一八四五年创办«斯洛伐克民族报»ꎬ宣
传民族解放和民族复兴的思想ꎬ为创建斯洛伐克的文学语言

作出了贡献ꎮ 一八六二年在斯洛伐克成立民族文化团体“斯
洛伐克学会”ꎬ出版斯洛伐克文书籍ꎮ 这个时期从事创作的

有诗人安德烈斯拉德科维奇(１８２０—１８７２) 和杨鲍托

(１８２９—１８８１)等ꎮ 杨科马图什卡(１８２１—１８７７)的«雷电在

塔特拉山上空轰响» (１８４４)一诗ꎬ被认为是对奥地利帝国统

治的抗议的歌声ꎮ 这首诗和狄尔的«我的故乡在哪儿»ꎬ后来

成为捷克和斯洛伐克国歌的前后两个组成部分ꎬ沿用至今ꎮ
在匈牙利ꎬ民族解放斗争在一八四八年发展到最高峰ꎬ这

一斗争在革命诗人裴多菲山陀尔的诗歌中得到最好的体现ꎮ
和裴多菲同时的另一位杰出诗人是奥洛尼亚诺什(１８１７—
１８８２)ꎬ他根据十四世纪匈牙利人民英雄多尔第米克洛什的

传说写成的长篇叙事诗«多尔第»(１８４７)ꎬ和裴多菲的长诗«亚
诺什勇士»具有同等地位ꎮ 在散文方面ꎬ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

是约卡伊莫尔(１８２５—１９０４)ꎮ 他出身于中产阶级的律师家

庭ꎬ参加过一八四八年三月起义ꎬ但事败之后就离开革命队伍ꎬ
３３２



专门从事写作ꎮ 他是个多产作家ꎬ先后写过一百一十卷小说ꎬ
其中最重要的有«一个匈牙利富豪»(１８５３—１８５４)、«卡尔帕蒂

若尔坦» (１８５４)、«铁石心肠人的儿女» (１８６９)、«黑钻石»
(１８７０)、«金人»(１８７３)等描述匈牙利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生

活的长篇小说ꎬ晚年又写成中篇小说«黄蔷薇»(１８９３)ꎮ 约卡伊

是匈牙利积极浪漫主义的代表之一ꎬ但他的作品也带有现实主

义的成分ꎬ为匈牙利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ꎮ
在罗马尼亚ꎬ诗人格里高利亚历山德雷斯库(１８１０—

１８８５)的作品ꎬ反映了罗马尼亚人民反抗土耳其统治的斗争ꎮ
诗人和剧作家瓦西列亚历山德里(１８２１—１８９０)是一八四

八年革命的积极参加者 ꎬ写过不少民歌体的抒情诗和叙事

诗ꎮ 他的«罗马尼亚的觉醒»(１８４８)等爱国主义诗歌ꎬ号召人

民起来争取民族解放ꎮ 他的创作对罗马尼亚文学的发展作出

了重要贡献ꎮ
在保加利亚ꎬ这正是民族解放斗争和民族复兴运动最高

涨的时期ꎬ同时也是革命诗歌最发达的时期ꎮ 诗人多勃里钦

图洛夫(１８２３—１８６６)写出了«起来啊ꎬ起来啊ꎬ巴尔干的英雄»
等爱国主义诗歌ꎮ 彼特科斯拉维伊科夫(１８２８—１８９５)的«给
保加利亚人»(１８７９)和长诗«大队长鲍伊卡»(１８７３)ꎬ反映了保

加利亚人民对自由解放的渴望和决心ꎮ 在保加利亚文学史上ꎬ
革命诗人和政论家赫里斯托波特夫(１８４８—１８７６)占有重要

地位ꎮ 他出身于一个进步教师的家庭ꎬ十五岁到俄国敖德萨

求学ꎬ深受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思想影响ꎬ决心反对土耳其

人的奴役ꎮ 一八六七年他亡命罗马尼亚ꎬ在流亡期间同保加

利亚革命领袖瓦西尔列夫斯基等人相识ꎮ 一八七六年保加

利亚爆发四月起义ꎬ波特夫率领一支两百人的队伍ꎬ横渡多奼

河ꎬ进入保加利亚境内ꎬ参加反对土耳其人的斗争ꎬ在五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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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ꎮ 波特夫的一生很短促 ꎬ他只活到二十

八岁ꎬ但他留下的诗歌和政论却对保加利亚民族解放事业和

保加利亚文学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ꎮ 他的诗大都是在一八

七〇年前后写成的ꎬ其中以«告别» (１８６８)、«哈吉迪米特

尔»(１８７３)、«瓦西尔列夫斯基的绞刑» (１８７６)等最为有

名ꎮ «哈吉迪米特尔»结尾处有这样的句子:

　 　 　 　 在争取自由的战斗里倒下去的人ꎬ
　 　 　 　 他永生不死:大地、天空、野兽、自然ꎬ
　 　 　 　 都要为他哭泣悲伤ꎬ
　 　 　 　 歌手们也要用歌曲来将他颂扬

这几行诗在保加利亚尽人皆知ꎬ它们好像是波特夫为自

己战斗的一生所作的写照ꎮ 波特夫之后ꎬ很多保加利亚爱国

志士都是唱着这几行诗从容就义和英勇牺牲的ꎮ
在塞尔维亚ꎬ民俗学者符克斯泰芳诺维奇卡拉吉奇

继续进行搜集和编辑塞尔维亚民间史诗的工作ꎮ 在斯洛文尼

亚ꎬ出现了诗人法朗塞普列舍伦(１８００—１８４９)ꎬ他在一八

四七年出版的诗集中收集了他的优美的抒情诗作ꎮ 在门的内

哥罗ꎬ诗人彼得涅果什(１８１３—１８５１)在著名诗剧«山地花

环»(１８４７)中ꎬ描写了十八世纪初门的内哥罗人民反对土耳

其人的斗争ꎮ
这个时期ꎬ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们正在创建

自己的民族文学ꎬ号召人们抛弃土耳其语和希腊语ꎬ改用祖国

语言进行教学和从事写作ꎮ 意大利南部的阿尔巴尼亚侨民居

留地出现一种“阿尔别列什(阿尔巴尼亚的古名)文学”ꎬ其代

表人物是耶罗尼姆德拉达(１８１４—１９０３)ꎬ他著有浪漫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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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长诗«密洛萨奥之歌»(１８３６)ꎮ 后来他又发表长诗«无辜的

斯坎德培» (１８７２—１８８４)ꎬ来歌颂十五世纪阿尔巴尼亚民族

英雄斯坎德培对土耳其人的英勇战斗ꎮ
在十九世纪中叶中欧和东南欧各国的文学里ꎬ匈牙利的

裴多菲山陀尔(１８２３—１８４９)占有特殊的地位ꎮ 他出生于

一个农村屠户的家庭ꎬ自幼清苦度日ꎬ没有读完中学就独自出

外谋生ꎬ当过兵ꎬ做过演员ꎬ浪游过很多地方ꎬ非常熟悉劳动人

民的苦难ꎮ 他热爱匈牙利的民歌ꎬ一八三八年开始写诗ꎮ 早

期作品带有浓厚的民间生活气息ꎬ并具有民歌的自然与纯朴

的特色ꎮ
裴多菲在一八四四至一八四五年所写的诗歌ꎬ鲜明地表

现出反专制、反封建的民主倾向ꎮ «贵族»、«反对国王»、«匈
牙利的贵族»等诗揭露封建统治者的丑恶嘴脸ꎻ«爱国者之

歌»、«生和死»、«祖国颂»等作品ꎬ反映诗人对祖国与人民的

热爱和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的决心ꎮ
一八四四年是裴多菲向民歌学习的丰收年代ꎮ 这一年他

写成两首长诗:«农村的大锤»和«亚诺什勇士» (旧译名«勇
敢的约翰»)ꎮ «农村的大锤»是一首讽刺史诗ꎬ诗人用辛辣的

语言讥笑旧社会的各种丑恶现象ꎬ并对贵族地主表示憎恨和

蔑视ꎮ «亚诺什勇士»是一首以民间传说为题材的英雄叙事

诗ꎬ它通过主人公———贫穷的青年牧羊人亚诺什的经历ꎬ表现

了匈牙利人民抗暴政、求解放的热烈愿望和斗争精神ꎬ诗中也

充满着追求个人幸福的思想ꎮ
一八四六年ꎬ裴多菲的思想和创作生活中发生一次重大

的转变ꎮ 从这年春天起ꎬ他开始积极参加革命活动ꎬ组织匈牙

利第一个作家团体“青年匈牙利”ꎬ编辑刊物«生活场景»ꎮ 他

在一八四六和一八四七年所写的诗歌如«我梦见流血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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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一个念头在烦恼着我»、«男人ꎬ就应该有男人的骨气»、
«蒂萨河»、«为了人民»等ꎬ都洋溢着渴望战斗的革命热情和对

即将来临的革命风暴的赞颂ꎮ 从此裴多菲就用诗歌当武器来

为人民的斗争事业服务ꎮ像«致十九世纪的诗人» 、«致奥洛

尼亚诺什»、«穿破烂衣服的士兵»、«诗歌»等诗ꎬ都明确地

表现了诗人的创作思想和美学观点ꎮ 他在«致十九世纪的诗

人»中这样写道:

　 　 　 　 谁是诗人ꎬ谁就得前进ꎬ
　 　 　 　 千辛万苦地和人民在一起!

在«穿破烂衣服的士兵»中他又写道:

　 　 　 　 我的连队ꎬ我站在你们的士兵当中ꎬ
　 　 　 　 我和你们一同作战!
　 　 　 　 我用自己的诗歌作战
　 　 　 　 我的每一首诗就是一个战斗的青年ꎮ

一八四七年二月间ꎬ裴多菲读了奥洛尼的长诗«多尔第»
以后ꎬ立即写成«致奥洛尼亚诺什»一诗ꎬ和奥洛尼结下终

生的友谊ꎮ 他在写给奥洛尼的一封信中ꎬ讲出了他对于诗歌

的信念:“不管人们怎样讲ꎬ真正的诗歌总是人民的诗歌ꎮ 我

们都赞同这样的意见:应该使它成为统治力量! 假如人民在

诗歌当中起着统治作用ꎬ那么人民在政治方面取得统治的日

子也就更加临近了ꎬ而这正是这个世纪的任务ꎻ实现这个任

务ꎬ是每个具有崇高心灵的人的目标ꎬ这样的人再也不能冷眼

旁观:为了几千个人过舒服的日子和享福作乐ꎬ千百万人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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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苦受难ꎮ 让人民———上天堂ꎬ让贵族———下地狱!”
一八四八年初ꎬ革命浪潮席卷全欧ꎬ三月间匈牙利也爆发

了革命斗争ꎬ裴多菲成为这场斗争的旗手ꎬ他的诗歌成为打击

敌人、鼓舞人民的重要武器ꎮ 三月十五日ꎬ裴多菲领导下的激

进青年在佩斯发动起义ꎮ 当革命群众聚集在国家博物馆前面

时ꎬ裴多菲朗诵了他刚写成的«民族之歌»ꎮ 这首著名的革命

诗歌成了三月十五日佩斯起义的宣言:

　 　 　 　 起来ꎬ匈牙利人ꎬ祖国正在召唤!
　 　 　 　 时候到了ꎬ现在干ꎬ或者永远不干!
　 　 　 　 是做自由人呢ꎬ还是做奴隶?
　 　 　 　 就是这个问题:你们自己选择! ———
　 　 　 　 在匈牙利人的上帝面前ꎬ
　 　 　 　 我们宣誓ꎬ
　 　 　 　 我们宣誓ꎬ我们

　 　 　 　 永不做奴隶!

这一时期ꎬ裴多菲写了许多革命诗歌如«一八四八年三

月十五日»、«大海汹涌着»、«匈牙利人民»、«自由颂»、
«把国王绞死»等ꎬ这都是人民革命热情的集中反映ꎮ 同一时

期写成的长诗«使徒»ꎬ描述一个怀抱着崇高理想、为人民献

身的革命家锡尔维斯特所经历的艰苦生活道路和斗争的历

史ꎬ他最后因为谋杀国王被判死刑ꎮ 这首长诗充满着对人民

解放事业的信心和对专制暴政的无比仇恨ꎬ但也反映了裴多

菲的世界观的局限性ꎮ 锡尔维斯特是个“孤独的革命家”ꎬ他
热烈地期望着一个理想社会的诞生ꎬ但他和广大人民群众缺

少联系ꎬ他不是组织人民起来斗争ꎬ却把希望寄托在暗杀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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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动上ꎬ这正是他最后遭到失败的原因ꎮ
一八四八年秋天ꎬ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向刚刚获

得解放的匈牙利进攻ꎬ以科苏特为首的护国委员会成立ꎬ开始

训练国民军ꎬ进行保卫祖国的独立战争ꎮ 这时裴多菲写过不

少政治抒情诗ꎬ表现了对革命前途的焦虑和对叛徒的切齿痛

恨ꎬ号召大家起来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到底ꎮ 一八四九年初

布达佩斯失守ꎬ裴多菲写出«战歌»和«爱尔德利的军队»ꎬ用激

昂的诗句鼓舞战士们ꎮ 就在这年七月ꎬ裴多菲在作战中牺牲ꎮ
裴多菲的诗歌在反封建、反民族压迫的斗争中起过一定

的进步作用ꎮ 裴多菲所追求的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ꎮ
他的思想基本上就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自由、平等、博爱”
等思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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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

　 　 世纪初期文学

第一节　 概　 论

巴黎公社失败以后ꎬ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初ꎬ
欧洲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法、德、俄ꎬ工业生产日益集

中ꎬ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ꎮ 这些国

家争夺国际市场ꎬ继续执行对外侵略扩张政策ꎬ剥削殖民地人

民ꎬ引起被压迫、被剥削民族的反抗ꎬ也加深了帝国主义国家

之间的矛盾ꎬ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ꎮ
巴黎公社起义给欧洲各国无产阶级指明了斗争方向ꎬ从

七十年代开始ꎬ欧洲许多国家的工人运动相继获得新的发展ꎬ
出现了工人阶级的政党ꎬ马克思主义在工人群众中得到进一

步的传播ꎮ 但在工人运动内部ꎬ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修正

主义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ꎮ 这一时期出现了英国的费边主

义、工联主义ꎬ法国的无政府工团主义ꎬ俄国的孟什维主义ꎬ特
别是以伯恩施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等ꎬ这
些机会主义派别先后遭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严厉谴责和

彻底揭露ꎮ 在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中ꎬ各国工人运动的左派

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ꎮ
在欧洲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

期ꎬ中欧、东南欧和巴尔干半岛各国的民族解放斗争和反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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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ꎬ继续开展ꎮ 在北欧各国ꎬ经济上也有所发展ꎬ自由资产

阶级或地主富农占统治地位ꎬ改良主义的影响较大ꎮ
二十世纪初ꎬ国际革命运动的中心转移到俄国ꎮ 一九〇

五年在俄国爆发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ꎬ为一九一七

年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作了准备ꎮ
这一时期ꎬ在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力量面前ꎬ资产阶级为

了竭力挽救自己的衰落ꎬ除了用武力公开镇压无产阶级革命

运动ꎬ还从思想上向无产阶级进攻ꎬ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资产阶

级哲学思潮ꎮ 法国的泰纳继承实证主义哲学ꎬ用实验科学的

方法解释社会现象和精神活动ꎬ认为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受

着共同规律的支配ꎬ得出“罪恶和道德是同糖和硫酸一样的

产品”的错误结论ꎬ从而否定了社会现象和精神活动的阶级

内容ꎮ 他认为人完全受制于物质环境ꎬ抹杀了人对环境的改

造作用ꎻ并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ꎬ提出“种族、环境和时代”是
决定物质和精神文明的三大要素的理论ꎮ 泰纳的决定论是机

械唯物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ꎬ在七、八十年代ꎬ对欧洲许多国

家的文化思潮发生过重大影响ꎮ
九十年代在法国产生的以柏格森(１８５９—１９４１)为代表

的直觉主义哲学ꎬ反对泰纳的决定论ꎬ强调人的主观认识作

用ꎮ 他认为唯一的现实乃是藏在粗糙的物质外衣下的“永恒

的生命洪流”ꎬ人们只有通过直觉、本能和感情进入“永恒的

生命洪流”ꎬ才能认识一切事物的实质ꎮ 柏格森的直觉认识

论是一种反理性、反科学的神秘主义ꎮ
反理性、反科学的主观唯心主义还突出地表现在德国尼

采(１８４４—１９００)的超人哲学中ꎮ 尼采以反对资产阶级传统

道德、反对基督教的面貌出现ꎬ鼓吹意志的力量ꎬ断言这种力

量是自然和社会中一切过程的动力ꎮ 他否定人类的进步ꎬ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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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人民群众ꎬ宣扬极端个人主义的超人哲学ꎬ认为弱肉强食是

一切生物的本性ꎮ 尼采的反动哲学是为垄断资本主义服务

的ꎬ是后来法西斯统治的理论基础ꎮ
十九世纪末ꎬ对欧洲各国思想界产生深广影响的ꎬ还有上

一时期就已出现的德国叔本华(１７８８—１８６０)的悲观主义哲

学ꎮ 叔本华也否定自然和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的ꎬ否认历史

上任何进步现象ꎬ宣称世界是由盲目的、非理性的、荒唐的意

志统治着的ꎮ 他的“唯意志论”助长了十九世纪末的悲观主

义思潮ꎬ而且和尼采哲学一样ꎬ成为后来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基

础ꎮ
对欧洲这一时期思想界影响很大的另一种学说ꎬ是奥地

利医生弗洛伊德(１８５６—１９３９)的心理学ꎮ 弗洛伊德认为“下
意识”ꎬ特别是“性的本能”ꎬ决定了人的意识和一切社会活

动ꎻ他歪曲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ꎬ是在为帝国主义时期

资产阶级的罪恶辩护ꎮ
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文学流派很多ꎬ除批判现实主义文

学外ꎬ还先后出现了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和公开为帝国主义侵

略作辩护的文学ꎬ这反映了从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

的复杂尖锐的社会矛盾ꎮ 这些流派和上述的思潮有着不同程

度的联系ꎮ
无产阶级文学在上一时期已经发挥革命的战斗作用ꎬ一

八七一年以后ꎬ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ꎬ又得到进一步的发

展ꎮ
在资产阶级文学流派中ꎬ自然主义首先产生于法国ꎮ 六

十年代中期ꎬ泰纳的学生左拉在他一系列的论文中探讨自然

主义的理论ꎻ随后ꎬ为了进一步明确他的观点ꎬ又提出“实验

小说”的口号ꎮ 按他的看法ꎬ小说家不单是要把事实“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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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记载下来ꎬ而且应该用所描写的事实来证明某一科学定

理(如遗传学的定理)ꎮ 小说家的创作实践就像科学试验ꎬ要
把人放在依据事实创造出来的环境中ꎬ研究环境对人的影响ꎮ
左拉还认为小说家在研究和描写事实时不应作出判断ꎬ小说

家应该是超党派、超政治的ꎮ 左拉和泰纳一样ꎬ用自然规律来

代替社会规律ꎬ抹杀人的阶级性ꎮ 同时ꎬ他把艺术创作和实验

科学等同起来ꎬ实际上是取消了艺术的存在ꎮ 根据自然主义

原则写成的作品ꎬ总是着重对生活琐事、变态心理和反常事例

本身的详细描写ꎬ缺乏具有社会意义的艺术概括ꎬ歪曲事物的

真相ꎬ模糊事物的本质ꎬ把读者引向悲观消极ꎬ丧失对社会前

途的信心ꎮ 自然主义对当时欧洲文坛的影响很深ꎮ 许多作家

如法国的莫泊桑、挪威的易卜生、德国的霍普特曼等ꎬ都在不同

程度上表现出自然主义的倾向ꎮ 八十年代末ꎬ在德国还产生了

以史拉夫和霍尔茨为代表的“彻底的自然主义”文学运动ꎮ
八十年代首先在法国产生的象征主义诗歌ꎬ是十九世纪

末叶资产阶级颓废文学最有代表性的流派之一ꎮ 象征主义理

论家、诗人马拉美认为ꎬ诗歌应当表现“理想世界”ꎬ这种“理
想世界”是理性所不能把握的ꎬ是超现实的ꎬ只能通过象征去

予以暗示ꎮ 对他说来ꎬ诗是一种隐晦的、谜语式的寓言ꎬ如果

直陈其事ꎬ那就已经将诗歌四分之三的快感取消了ꎮ 象征主

义抛弃了对世界的理性认识ꎬ反对如实地描写客观世界ꎬ反对

诗人明确地表现自己的思想ꎬ要求艺术家逃遁到奥秘的个人

内心世界中去ꎮ 这种诗歌的出现是和同一时期哲学领域中的

直觉主义相呼应的ꎮ 象征主义宣扬艺术至上ꎬ逃避现实ꎬ破坏

了思想逻辑和语言规范ꎬ把诗歌引向歧途ꎮ 象征主义诗歌的

形式主义ꎬ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洲其他国家颓废诗歌

的产生和发展有很大影响ꎬ它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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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尔德所代表的英国唯美主义也发生了影响ꎮ
八十年代末ꎬ资产阶级维护其反动政治阵地的企图ꎬ在当

时文学领域里也得到强烈的反映ꎮ 有些作家ꎬ如法国的巴莱

斯、德国的李林克隆ꎬ从狭隘的民族主义出发ꎬ歌颂强权ꎬ宣扬

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ꎮ 此外还出现了维护和粉饰殖民主义的

文学ꎬ英国的吉卜林把推行殖民主义政策说成是白种人的

“神圣义务”ꎬ法国的洛蒂则用异国情调的描写掩盖殖民掠夺

政策的实质ꎮ
这一时期ꎬ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欧洲各国的发展参差不

齐ꎮ 在西欧ꎬ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最大ꎬ莫泊桑的中

短篇小说和罗曼罗兰的长篇小说有较突出的成就ꎮ 英国有

哈代、肖伯纳等作家ꎮ 德国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ꎬ批判现实

主义文学这一时期才繁荣起来ꎬ出现了亨利希曼和托马斯

曼等作家ꎮ 这一时期西欧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在作品中揭露

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ꎬ谴责上层社会道德的堕落ꎬ对资本主义

文化的危机感到忧虑ꎬ不满于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势力的日

益猖獗ꎮ 他们的作品反映了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彷徨

苦闷情绪ꎮ 这些作家不了解或者惧怕无产阶级革命ꎬ并受到

唯心主义哲学、自然主义和颓废文学等多方面的影响ꎬ他们的

作品不能正确地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ꎬ其批判的成

分和无可奈何的沮丧心情往往结合在一起ꎮ 他们没有也不可

能真实地表现正在成熟壮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ꎬ往往歪曲、
丑化劳动群众ꎮ 和上一时期的批判现实主义相比ꎬ这些作品

中的个人反抗和人道主义思想虽然也有反对资产阶级、反对

帝国主义侵略和同情人民的一面ꎬ但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日

益发展的条件下ꎬ其消极的一面显得更为突出了ꎮ
在中欧、东南欧和巴尔干半岛各国ꎬ随着反封建、争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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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独立的革命运动的新高涨ꎬ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也形成和发

展起来ꎬ特别是波兰、捷克、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等国ꎮ
在西班牙ꎬ培尼托贝雷斯加尔多斯(１８４３—１９２０)和

维森托布拉斯科伊巴涅斯(１８６７—１９２８)创作了具有鲜

明民族色彩的现实主义作品ꎮ 加尔多斯的 «民族演义»
(１８７３—１９１２)共四十六部ꎮ 全书以十九世纪西班牙资产阶

级五次革命为背景ꎬ从一八〇五年西班牙人民反抗拿破仑入

侵开始ꎬ到一八七五年资产阶级政府垮台ꎬ封建势力复辟为

止ꎬ展示了十九世纪西班牙社会的广阔画面ꎮ 伊巴涅斯的

«茅屋»(１８９８)突出地表现了在封建地主压迫下ꎬ西班牙农民

的悲惨命运ꎮ 伊巴涅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还发表过«启
示录四骑士»(１９１６)ꎮ 这部作品谴责帝国主义战争ꎬ暴露德

意志军国主义的狰狞面目ꎬ在欧美很受欢迎ꎮ
在北欧ꎬ七十至八十年代ꎬ批判现实主义在挪威获得很大发

展ꎮ “挪威在最近二十年中所出现的文学繁荣ꎬ在这一时期ꎬ除了

俄国以外没有一个国家能与之媲美ꎮ”①易卜生创作了一系列“社
会问题剧”ꎬ揭发资产阶级的伪善和守旧ꎬ描绘出挪威中小资产者

的心理面貌ꎬ对当时欧洲的戏剧改革作出了贡献ꎮ
在俄国ꎬ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得到进一步发展ꎬ其代表作家

是列夫托尔斯泰ꎬ他的后期作品对当时国家、教会、社会和

经济等制度进行猛烈的抨击ꎬ反映出一八六一至一九〇四年

整个时期俄国解放运动的历史特点以及它的威力和局限ꎬ表
达了俄国农民群众在资产阶级革命前夕的思想和情绪ꎮ 但俄

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局限也很明显ꎬ尤其是在九十年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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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ꎬ俄国解放运动进入无产阶级革命时期ꎬ他们不可能站在时

代最先进的思想高度上ꎬ真实反映人民的伟大历史运动ꎬ其作

品中的批判成分往往和反对革命的种种因素混合在一起ꎮ
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深入ꎬ随着无产阶级文学的出

现和发展ꎬ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也建立起来ꎮ 马克思、恩格

斯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ꎬ对于思维和存在、
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论述ꎬ科学地揭示了

包括文学在内的意识形态的本质ꎮ 和唯心主义、机械唯物主

义所理解的不同ꎬ文学是反映社会存在的一种特殊意识形态ꎬ
并积极影响着社会存在ꎮ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基础和上层建

筑的学说ꎬ揭示出作为上层建筑现象之一的文学ꎬ是由经济基

础所决定ꎬ又反过来对基础起着巨大的反作用的ꎮ 马克思主

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基础和上层建筑的

学说ꎬ为文学的阶级性原理、文学必须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原

理ꎬ奠定了理论基础ꎮ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资本主

义社会中文学的商品性质ꎬ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于文学创作

的敌对性原理ꎮ 这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解决ꎬ使文学理论从此

才真正成为一门科学ꎮ
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光辉著作中ꎬ还直接论述和涉及许

多文学问题ꎮ 他们在文艺领域里的斗争ꎬ主要是为已经登上政治

舞台的无产阶级在文艺中争取地位ꎮ 恩格斯指出ꎬ“工人阶级对

他们四周的压迫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ꎬ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

的地位所作的剧烈的努力———半自觉的或自觉的ꎬ都属于历史ꎬ
因而也应当在现实主义领域内占有自己的地位ꎮ”①这是对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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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的伟大号召ꎬ号召他们表现已经参加了五十年战斗的无

产阶级ꎮ
二十世纪初ꎬ列宁在俄国革命实践中ꎬ丰富并发展了马克

思主义ꎬ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进入一个新阶段ꎮ 列

宁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ꎬ他在文艺领域里进行的

斗争ꎬ是为了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ꎬ创造无产阶级社会主

义的新文艺ꎮ 他在一九〇五年发表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

物»一文ꎬ是建立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学的纲领性文献ꎮ 当

时ꎬ包括文学书刊在内的出版物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日益突

出ꎬ革命斗争要求无产阶级出版物更自觉地、公开地用党的思

想教育人民ꎬ更有成效地促进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ꎮ 列宁提

出了文学的党性原则ꎬ粉碎了资产阶级所标榜的“创作自

由”ꎬ指出写作事业必须以党的思想为指针ꎬ为千百万劳动人

民服务ꎮ
这一时期ꎬ无产阶级文学经过几十年的酝酿ꎬ积累了经

验ꎬ向前迈进了一大步ꎬ获得了重大成就ꎮ 七、八十年代产生

的巴黎公社文学ꎬ反映了法国无产阶级的坚定的革命意志和

昂扬的斗争精神ꎮ 著名的«国际歌»传遍世界ꎬ成为国际无产

阶级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巨大精神武器ꎮ 在其他国家ꎬ无产

阶级文学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ꎮ 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

义革命的胜利开创出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ꎬ为无产阶级文学

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ꎮ

第二节　 巴黎公社文学、法国批判现实
　 主义文学和罗曼罗兰

　 　 一八七〇年的普法战争导致了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灭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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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七一年巴黎工人武装起义ꎬ推翻资产阶级政府ꎬ成立巴黎

公社ꎬ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专政ꎮ 公社失败后ꎬ
反动的资产阶级获得胜利ꎬ一八七五年成立法兰西第三共和

国ꎮ
从八十年代起ꎬ法国劳动群众的境况日益恶化ꎻ手工业

者、手艺匠、小企业主和小商人大批破产ꎮ 政府高级官员中出

现了骇人听闻的巴拿马运河公司的贪污案件ꎬ统治集团内部

的倾轧加剧ꎮ 资产阶级政府对外加紧进行殖民掠夺ꎬ并准备

对德国的复仇战争ꎮ 九十年代发生了犹太族军官德莱福斯中

尉被诬告案ꎬ引起一场全国性的运动ꎬ这一运动是当时法国民

主力量和反民主力量之间的斗争的表现ꎬ它暴露了资产阶级

共和政府的反动本质ꎬ也反映了人民群众对资产阶级共和政

府的仇恨心理ꎮ
法国工人运动在七十年代末有了新的进展ꎮ 一八七九

年ꎬ法国第一个真正的工人政党成立ꎬ提出社会主义的主张ꎬ
并且通过由马克思、恩格斯、盖德和拉法格起草的党纲ꎮ 但由

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的影响ꎬ工人运动内部也产生了形

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如可能派、无政府工团主义ꎬ展开了长期、
复杂、尖锐的斗争ꎮ 九十年代以后ꎬ国际上的许多重大事件

(第二国际的活动、１９０５ 年的俄国革命)都对法国工人运动和

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起过巨大的影响ꎮ
在左拉最后确立自然主义理论以前ꎬ在六十年代ꎬ爱德

孟龚古尔(１８２２—１８９６)和于勒龚古尔(１８３０—１８７０)兄

弟二人合写的«日尔米尼拉赛德» (１８６５)已经是一本典型

的自然主义小说ꎮ 小说描写一个女仆的悲惨命运ꎬ但作者在

这里特别感兴趣的是女主人公在爱情方面的变态心理ꎬ至于

产生这种变态心理和反常事例的社会原因ꎬ则完全没有涉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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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宣称要追求“民主主义”ꎬ并在观察下层社会生活时抱着

所谓“严格的科学态度”ꎬ事实上ꎬ作品并没有提供下层社会

生活的真实画面ꎬ只是摄取了一些外表现象而已ꎮ 自然主义

丑化工人阶级ꎬ掩盖资产阶级剥削本质ꎬ把工人贫困的原因归

结为工人本身的“罪恶”ꎬ在当时就起着反动的作用ꎮ
自然主义在诗歌方面的表现是六十年代开始形成的巴拿

斯派ꎮ 巴拿斯派宣扬艺术至上ꎬ不问政治ꎻ他们标榜创作“冷
静的”、“客观的”、“无我”的诗ꎬ宣扬为艺术而艺术ꎬ单纯注重

艺术形式ꎬ刻意追求造型美感ꎮ 巴拿斯派的创始人是勒贡特

德里尔ꎮ 另一个重要代表诗人是洛赛玛丽亚德爱

雷狄亚(１８４２—１９０５)ꎮ
象征主义作为一种文学运动ꎬ是一八八六年«费加罗日

报»发表若望莫雷亚斯(１８５６—１９１０)执笔的«象征主义宣

言»时开始的ꎬ但是在这以前ꎬ象征主义的基本精神和创作原

则ꎬ在魏尔仑、兰波和马拉美等人的作品中已有具体的表现ꎮ
魏尔仑把诗歌看作个人奥秘的感情和细微的感官的直接表

现ꎻ兰波把诗歌看作对不可知的世界的一种神奇的认识手段ꎻ
对于马拉美ꎬ诗歌则是为了揭示隐藏在一切事物背后的“理
想世界”ꎬ即事物的“纯净”状态ꎮ 他们都把客观世界看作主

观世界的“象征”ꎬ发展了波德莱尔“宇宙是一座象征的森林”
的神秘主义观点ꎮ 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创作方法充分反映了

资产阶级的没落ꎮ
八十年代末出现了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文学ꎮ 小说家保

尔布尔泽(１８５２—１９３６)认为必须以君主主义思想和天主教

信仰来教育青年ꎬ才能复兴法兰西民族ꎮ 莫里斯巴莱斯

(１８６２—１９２３)以宣扬颓废的个人主义的«自我崇拜»(１８８８—
１８９１)三部曲开始他的创作ꎮ 后来他成为“民族复兴”的鼓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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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ꎬ以沙文主义和专制主义来对抗民主共和的传统ꎬ并成为德

莱福斯事件中反动阵营的领袖之一ꎮ 他在第二个三部曲«民
族精力小说»(１８９７—１９０３)里颂扬的一个富有精力的乐观主

义者ꎬ实际上是信奉狭隘民族主义的典型人物ꎮ 彼埃尔洛

蒂(１８５０—１９２３)是宣扬殖民主义的代表作家ꎬ他继承了消极

浪漫主义的传统ꎬ在他的描写远方国家“原始状态” (即所谓

异国情调)的小说中ꎬ贯穿着爱情、死亡、怜悯等“永恒”的主

题ꎻ他力图使人相信生活在任何地带ꎬ人的命运总是不变的ꎬ
这实际上是掩盖殖民主义者和当地居民之间的真实关系ꎮ 同

时ꎬ他以欧洲“文明人”的姿态去描写远方国家的“原始状

态”ꎬ鼓励殖民主义扩张政策ꎮ
上述各种文学流派活跃的年代ꎬ在巴黎公社革命的影响

下ꎬ产生了巴黎公社文学ꎮ 巴黎公社文学同自然主义、象征主

义以及反动文学尖锐地对立着ꎬ它反映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

高涨ꎬ表现国际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ꎬ发扬法国文学的优良传

统ꎬ给文学为革命服务提拱了光辉的范例ꎮ 与此同时ꎬ一些进

步作家也在努力接近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ꎬ在作品中用论战

的形式对第三共和国政府展开尖锐的批判ꎬ法朗士和罗曼
罗兰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ꎮ 在反对各种消极、颓废、反动的文

学流派的斗争中ꎬ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拉法格作出了显著

的贡献ꎮ
保尔拉法格(１８４２—１９１１)是法国社会主义政党创始

人之一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和学生ꎮ 他力图把马克思主

义的原理应用于文学评论ꎬ以作品写作时期的政治社会情况

为基础ꎬ以阶级斗争为依据ꎬ将文学评论和当前革命需要紧密

结合在一起ꎬ使文学评论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活动的一个组成

部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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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左拉的‹金钱›»(１８９１—１８９２)一文中ꎬ拉法格分析了

自然主义的原则ꎬ指出自然主义作家仅仅对生活作最浮面的

观察ꎬ不去探究产生现象的社会原因ꎮ 因此ꎬ虽说他们达到了

最大限度的外表的准确性ꎬ但是他们的作品中并没有生活的

真实ꎮ 他还严厉地谴责了自然主义作家对生活所采取的“纯
科学”、超政治的态度ꎬ强调地指出艺术家的阶级立场的重要

性ꎮ 拉法格在批判左拉的自然主义倾向的时候ꎬ也对左拉作

品中的批判现实主义特色作出了正确的评价ꎬ毫不犹豫地称

左拉是“巨人”ꎮ 在论都德的«萨弗»的文章(１８８６)中ꎬ他抨击

了作者的低级趣味ꎮ «法国舞台上的达尔文主义» (１８９０)一
文批判了都德的剧本«生存竞争»中弱肉强食的思想ꎮ

尽管拉法格的文学论著不多ꎬ其中有的文章ꎬ例如«雨果

传说»(１８８５)ꎬ甚至带有片面性ꎬ但总的说来ꎬ这些著作却标

志着法国文学评论史上的一个新方向ꎮ
巴黎公社文学是巴黎公社革命的产物ꎬ是无产阶级文学

发展的新阶段ꎮ 巴黎公社文学包括公社参加者在公社存在时

期以及后来在流放和囚禁中所写的诗歌、小说和散文ꎮ
普法战争后期ꎬ法国人民爱国情绪空前高涨ꎬ其中的先进

分子认为反对普鲁士的侵略必须同时反对法国资产阶级卖国

贼ꎬ反对德法两国政府互相勾结ꎬ企图扼杀无产阶级革命力量

的阴谋ꎮ 路易丝米歇尔(１８３０—１９０５)在她的诗«和平示

威»(１８７０)中ꎬ号召德法两国人民一起打击共同敌人———波

拿巴和威廉一世ꎮ 拉叔赛在«我们要兄弟般友好» (１８７１)一
诗中ꎬ指出各国被压迫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ꎬ需要“兄弟般友

好”ꎬ共同反对各国专制制度ꎮ 这些诗歌突破了狭隘的爱国

主义ꎬ开始具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ꎮ
公社成立后ꎬ在文艺方面进行了有意义的改革工作ꎮ 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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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公社革命的巴黎艺术家组成艺术家联合会ꎬ号召艺术家用

文艺“阐明、反映当前的革命运动”ꎮ 公社重视文艺教育工

作ꎬ准备举行有关美学、文艺、哲学的报告会ꎮ 这些文艺政策

后来由于资产阶级军事进攻而没有来得及付诸实施ꎮ 公社存

在的七十二天ꎬ公社的战士们在紧急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中ꎬ写
下了第一批公社诗歌和文章ꎬ发表在报刊上或印成传单ꎬ对当

时的斗争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ꎮ 但是ꎬ这些作品中的绝大部

分后来被反动的凡尔赛分子销毁了ꎮ
巴黎公社的许多优秀作品是在革命失败后二十年间创作

的ꎮ 许多诗人在诗歌中揭露了资产阶级镇压革命的滔天罪

行ꎮ 诗人特洛爱尔在«牺牲者和刽子手»一诗中ꎬ愤怒地谴责

凡尔赛刽子手们在屠杀公社社员的时候ꎬ甚至把尚有一丝生

气的老人和妇女踩在他们的铁蹄之下ꎬ指出他们是资产阶级

雇来的暴徒、忠实走狗、野兽ꎮ 鲍狄埃在«白色恐怖» (１８７１)
一诗中ꎬ揭露了刽子手们占领巴黎之后ꎬ以整整八天的时间ꎬ
用机关枪向人群射击的罪行ꎮ 葛洛维斯于格 ( １８５１—
１９０７)的«狱中歌» (１８７３)揭露了“沙多里”集中营的集体屠

杀ꎬ特务、警察对革命者所施的酷刑ꎮ 这些诗歌充分表现了公

社诗人对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刻骨仇恨ꎮ
公社革命的失败ꎬ促使无产阶级摆脱资产阶级共和主义、

阶级合作、空想社会主义等的影响ꎬ认识到只有通过阶级斗争

才能改变自己的地位ꎮ 这种思想在巴黎公社的诗歌中有所反

映ꎬ在诗人拉德米尔的«劳动者的觉醒»(１８７１)里更是得到了

集中的体现:

　 　 　 　 奴隶和农奴ꎬ工人或无产者ꎬ
　 　 　 　 你们创造了一切ꎬ却一无所有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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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打碎千百年统治枷锁的时候了ꎬ
　 　 　 　 要敢于要求ꎬ因为世界是属于你们的ꎮ

公社诗人意识到要推翻剥削制度ꎬ实现英特纳雄耐尔的

伟大理想ꎬ必须通过国内革命战争而不是阶级合作ꎬ无产阶级

要和农民联合起来共同斗争ꎮ 好几个公社诗人都写过«国际

歌»ꎬ歌颂英特纳雄耐尔ꎮ 爱玛奴埃尔特劳尔姆在他的«国
际歌»(１８７１ 年 １０ 月)中写道:

　 　 　 　 既然剥削者在屠城之后

　 　 　 　 又想吞噬农村ꎬ
　 　 　 　 我们应当在国内战争中

　 　 　 　 结成工农联盟!
　 　 　 　 大家来吧ꎬ这是神圣的战争:
　 　 　 　 农民拥抱工人ꎻ
　 　 　 　 土地归耕者所有ꎻ
　 　 　 　 工厂属于劳动的人们ꎮ
　 　 　 　 
　 　 　 　 伟大的英特纳雄耐尔ꎬ
　 　 　 　 前途万丈光芒ꎮ

尽管资产阶级血腥镇压了巴黎公社革命ꎬ但是ꎬ许多诗人

对斗争前途仍然抱着必胜的信念ꎮ 若望—巴蒂斯特克莱曼

(１８３６—１９０３)①的«浴血的一周»(１８７１)ꎬ在每一节里控诉了

刽子手的罪行之后ꎬ都以民歌的叠句写道:

３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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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会长久ꎬ
　 　 　 　 这些坏日子总有过去的时候ꎮ
　 　 　 　 当心我们报仇ꎬ
　 　 　 　 所有的穷人都动手!

公社诗人认识到在敌人的胜利中蕴藏着失败ꎬ在革命的失败

中蕴藏着胜利ꎮ 诗人奥里维埃苏埃特尔在«复活的巴黎公

社»中写道ꎬ当资产阶级在花天酒地ꎬ夸耀战功的时候ꎬ人们

已经听见他们背后掘墓人的脚步声ꎮ 鲍狄埃预言ꎬ资产阶级

“就是倾海洋之水ꎬ也难扑灭”人民革命的怒火 ꎮ 无产阶级反

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不会终止的ꎬ人民高呼“巴黎公社万

岁!”的时候已经来临!
公社作家在文艺理论方面也有所建树ꎬ其中以克莱曼的

见解最为鲜明ꎮ 他主张文学应当成为革命宣传的手段ꎬ反映

人民要求的工具ꎮ 他在«诗歌集»序言(１８８５)中写道:“我们希

望民歌在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中占有一个战斗岗位”ꎬ“诗
歌要预示出社会发展的动向ꎬ并且为准备未来而斗争ꎮ”他认为

必须赋予作品以鲜明的阶级色彩和强烈的阶级感情:“假如诗

人自己没有感受过对刽子手的刻骨仇恨和对牺牲者的深切同

情ꎬ那么就写不出好的作品ꎮ”同时他又指出:“要想写出真实

的、具有社会意义的、激动人心的诗句ꎬ必须深入到工人的贫困

而劳苦的生活中去ꎮ 要想用朴实的语言描绘出劳动人民的痛

苦ꎬ反对资本主义的奴役ꎬ歌唱无产阶级的要求ꎬ必须深入工

地、矿山和工厂ꎮ”这些革命的文艺观点和当时资产阶级的自

然主义、象征主义等流派的观点是针锋相对的ꎮ
巴黎公社文学ꎬ特别是诗歌ꎬ真实地反映了巴黎公社的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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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斗争ꎮ 公社最优秀的诗人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

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ꎮ 他们大胆地预言资本

主义必然灭亡ꎬ未来的世界是英特纳雄耐尔ꎮ 这些诗歌充分

表现了法国无产阶级坚定的革命意志和昂扬的战斗精神ꎮ 但

是公社文学也反映了这次革命的不成熟性ꎮ 公社不少作家来

自其他的阶级和阶层ꎬ他们多少还带有资产阶级共和主义、无
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ꎮ 他们在诗歌中提出的英特

纳雄耐尔的理想还带有一定的抽象性质ꎮ 小说家瓦莱斯和克

拉代尔的作品流露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思想ꎮ 路易丝
米歇尔也未能摆脱无政府主义的影响ꎮ

巴黎公社诗歌具有强烈的宣传鼓动作用ꎬ作家往往运用

对比的手法ꎬ在描写资产阶级反动派的残暴的同时ꎬ以激奋的

语言表达了对于革命前途的信心ꎬ使他们的诗歌产生了巨大

的号召和感染力量ꎮ 公社诗人一般采用民歌的形式来写诗ꎬ
许多诗配上群众所熟悉的曲调ꎬ可以演唱ꎮ

公社诗人中成就最大的是«国际歌»作者欧仁鲍狄埃

(１８１６—１８８７)ꎮ 他生于巴黎一个贫困的工人家庭ꎬ“在整个

一生中他一直是一个穷人和无产者ꎮ”①他早年加入工人运

动ꎬ亲身参加一八四八年六月的巴黎工人起义ꎬ在工人群众歌

手和贝朗瑞的影响下ꎬ开始诗歌创作ꎮ 这些诗歌反映了无产

阶级摆脱贫困的愿望和对恶劣的劳动条件的愤怒抗议(«消
灭痛苦»ꎬ１８４８)ꎬ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座“要拆除的老屋”
(«老屋要拆除»ꎬ１８４８)ꎮ 但是ꎬ从鲍狄埃这一时期写下的诗

歌中也可以看出ꎬ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资产阶级共和主义和

傅立叶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ꎬ如«自由树»(１８４８)等ꎮ

５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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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五一年路易拿破仑政变以后ꎬ鲍狄埃曾领导印花布

行业的工人ꎬ组织工会ꎬ加入第一国际ꎮ 在普法战争中ꎬ他参加

了保卫巴黎的爱国斗争ꎬ写下«自卫吧ꎬ巴黎»(１８７０)、«一八七

〇年十月三十一日»(１８７０)等诗歌ꎮ 巴黎公社成立时ꎬ鲍狄埃

当选为公社委员ꎬ积极投身公社的军事和经济工作ꎬ负责领导

工人协会联合会和艺术家联合会ꎬ制定并执行公社的革命文艺

政策ꎮ 他参加过保卫公社的街垒战ꎬ五月底革命失败ꎬ六月初

他就写出不朽的«国际歌»(１８７１)ꎬ十七年后ꎬ歌词由比利时出

生的工人作曲家比尔狄盖特(１８８４—１９３２)谱曲ꎬ从此传遍全

世界ꎬ成为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战歌ꎮ 公社的失败迫使

鲍狄埃逃往英国和美国ꎮ 在美国ꎬ他参加工人运动ꎬ帮助美国

工人建立起第一个社会党ꎻ他研究科学社会主义ꎬ进一步总结

了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ꎮ 一八七六年ꎬ他写下三部长诗:«美国

工人致法国工人»、«工人党»和«巴黎公社»ꎮ 在这些诗中ꎬ鲍
狄埃分析了美国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ꎬ揭露美国的进步是杀人

的进步ꎬ美国的自由是虚伪的自由ꎮ 诗人向无产阶级指出:巴
黎公社的纲领就是劳动者的纲领ꎬ无产阶级只有把有闲阶级赶

走ꎬ才能成为世界的主人(«美国工人致法国工人»)ꎮ 诗人从政

治上全面分析了巴黎公社革命ꎬ肯定它的伟大意义ꎬ得出这样

的结论:“如果要敌人投降ꎬ必须解除他们的武装”ꎬ“对豺狼虎

豹仁慈ꎬ就等于犯下大罪ꎮ”他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

吃人的本质:“用一句话来概括:人肉的筵席ꎻ只有两个阵营:吃
人的人和被吃的人!”(«巴黎公社»)一八八〇年鲍狄埃回到法

国ꎬ立即投入斗争ꎮ 这时ꎬ工人运动中出现了机会主义———“可
能主义”ꎬ即是为争取可能的改良而奋斗ꎬ它执行着“一个苏”①

６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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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而根本放弃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理想ꎮ 鲍狄埃在反对

资产阶级反动派和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捍卫了巴黎公社的革命

原则ꎮ 他写道:无产阶级要“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武器”ꎬ“一
定要把革命进行到底” («烤烤火吧! 用你自己的木柴»ꎬ
１８８５)ꎮ 在«巴黎公社烈士纪念碑»(１８８３)和«纪念一八七一

年三月十八日»(１８８７)两首诗中ꎬ诗人再次歌颂伟大的巴黎

公社革命ꎬ对未来充满着信心:“我们会看见明天将要到来ꎬ
而三月十八日就是明天的序曲ꎮ”一八八四年鲍狄埃的第一

卷诗集«谁是疯子?»出版ꎬ一八八七年逝世前出版第二卷ꎬ题
名«革命歌曲集»ꎮ

«国际歌»的中心思想是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通过阶级

斗争ꎬ彻底摧毁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ꎬ彻底消灭剥削制度ꎬ实
现国际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ꎮ 作者以热情磅礴的语言ꎬ表达

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全世界无产

者ꎬ联合起来!”这一口号的伟大意义ꎬ主张打碎资产阶级国

家机器ꎬ由无产阶级做天下的主人ꎮ

　 　 　 　 起来! 全世界受罪的人!
　 　 　 　 起来! 饥饿的囚徒!
　 　 　 　 真理像火山那样怒吼ꎬ
　 　 　 　 喷发出最后的烈火ꎮ
　 　 　 　 旧世界我们要彻底摧毁ꎬ
　 　 　 　 奴隶们起来呀起来!
　 　 　 　 世界要根本改变!
　 　 　 　 无地位的人要做主人!①

７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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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歌»明确指出ꎬ无产阶级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

解放自己ꎬ“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ꎬ什么上帝、圣皇和清官ꎻ
劳动者全靠自己救自己!”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剥削人和人

压迫人的阶级关系ꎬ鲍狄埃也作了深刻的揭露:“政府在压

迫ꎬ法律在欺诈ꎬ捐税将民脂民膏搜刮ꎻ豪富们没有任何义务ꎬ
穷人的权利是句空话ꎮ” «国际歌»彻底地否定了资本主义社

会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ꎬ要资本家把剥削得来的人民的

“劳动成果”交还给人民ꎬ说“这不过是讨还宿债”ꎮ
«国际歌»揭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的不可调

和性ꎬ指出只有通过革命手段乃至武装斗争才能解决这个矛

盾ꎮ 对斗争的前途ꎬ诗中充满着无产阶级的乐观主义精神、国
际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念ꎮ

　 　 　 　 我们是工人和农民ꎬ
　 　 　 　 
　 　 　 　 哪能让寄生虫安身ꎮ
　 　 　 　 吃我们肉的有多少人!
　 　 　 　 这些乌鸦和秃鹰ꎬ
　 　 　 　 一旦被消灭干净ꎬ
　 　 　 　 太阳永远放光明ꎮ

　 　 　 　 这是最后的斗争ꎬ
　 　 　 　 大家团结起来ꎬ
　 　 　 　 英特纳雄耐尔ꎬ
　 　 　 　 就是明天的人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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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对«国际歌»及其作者作了高度的评价:“公社被镇

压了但是鲍狄埃的«国际歌»却把它的理想传遍了全世

界ꎬ在今天这首歌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有活力”ꎻ“鲍狄埃是

在贫困中死去的ꎮ 但是ꎬ他在自己的身后留下了一个非人工

所能建造的真正的纪念碑ꎮ 他是一位最伟大的用歌作为工具

的宣传家ꎮ”①

鲍狄埃是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代言

人ꎮ 他的诗歌概括地反映了巴黎公社前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

争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实现英

特纳雄耐尔的伟大思想ꎮ 这些诗歌诞生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烈

火中ꎬ特别富于战斗性ꎮ 鲍狄埃歌颂了伟大的公社和公社的

英勇战士们ꎬ用诗歌总结了革命的经验教训———无产阶级要

走巴黎公社走过的这条路ꎬ并坚信胜利的明天一定要来到ꎮ
当然ꎬ作者还认识不到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重要作用ꎬ对未来

的歌颂有时也比较抽象ꎮ
鲍狄埃的诗歌具有高度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和爱憎分明

的阶级感情ꎬ感染力甚强ꎮ 诗歌风格庄严雄伟ꎻ艺术形式多样

化ꎬ有歌曲、十四行诗、颂诗、讽刺诗等ꎮ 这些诗歌吸取了民歌

的特点ꎬ韵律丰富ꎬ便于歌唱ꎮ
鲍狄埃的著作ꎬ相当一部分已经被资产阶级反动派毁掉

或失传ꎬ流传下来的只有一百多首诗歌ꎬ但对无产阶级文学的

发展有很大的贡献ꎮ
除鲍狄埃外ꎬ巴黎公社还拥有一些较著名的诗人和小说

家:
女教师路易丝米歇尔(１８３０—１９０５)以“蒙马特尔红色

９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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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娘”的称号闻名于巴黎ꎮ 她忘我地献身于公社事业ꎬ积极

参加了保卫公社的浴血战斗ꎮ 被捕后英勇不屈ꎬ在法庭上严

厉谴责资产阶级反动政府ꎬ后被判处终身流放ꎮ 路易丝米

歇尔是个热情的富于牺牲精神的革命战士ꎬ但在理论上很不

成熟ꎮ 流放期间她接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想ꎬ一八八〇年大赦

回国后一直参加无政府主义派别的活动ꎬ曾再次被捕入狱ꎮ
她在监狱里和流放地写过许多诗歌ꎬ表达公社战士坚定不移

的革命意志ꎬ如«红石竹花»、«囚徒之歌»等ꎮ 她的散文著作

«公社»和«回忆录»记述了她在巴黎公社革命中的经历ꎬ有一

定的历史价值ꎮ
茹尔瓦莱斯(１８３２—１８８５)是公社的活动家ꎬ公社委

员ꎬ«人民呼声报»主编ꎮ 公社失败以后ꎬ他流亡到英国ꎬ一八

八〇年回国ꎮ 一八八三年重新主办«人民呼声报»ꎬ向第三共

和国作斗争ꎮ 瓦莱斯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很深ꎬ轻视革命

理论与革命政党的作用ꎬ对马克思主义几乎一无所知ꎬ但他痛

恨资本主义社会ꎬ文章尖锐泼辣ꎬ在巴黎人民中有相当广泛的

影响ꎮ 他最重要的作品是自传体小说«雅克文特拉»三部

曲:第一部«童年» (１８７８)ꎬ第二部«中学毕业生» (１８７９)ꎬ第
三部«起义者» (１８８５)ꎮ 三部曲描写了一个贫穷的知识分子

从自发反抗到参加革命的过程ꎮ
巴黎公社最有才能的小说家是列昂克拉代尔(１８３５—

１８９２)ꎮ 他的作品充满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愤怒抗议和对社会

革命的坚定信仰ꎮ 他的代表作«雅克拉塔斯» (１９３１ 年出

版)刻画了革命工人和公社战士的正面形象ꎬ并描写了以拉

塔斯为代表的农民走向革命的过程ꎮ 克拉代尔的其他著名作

品还有«独眼»(１８７７)、«凯尔纳杰ꎬ旅途看守人»(１８８１)及短

篇小说«复仇者»、«被诅咒的女人»等ꎮ
０６２



爱米尔左拉(１８４１—１９０２)出生于一个工程师的家庭ꎮ
他的童年和青年时期是在贫困中度过的ꎮ 中学毕业后ꎬ他在

巴黎一家运输公司当职员ꎬ后来又在书店工作ꎬ此后专门从事

创作ꎮ
六十年代中期ꎬ左拉受到泰纳的决定论和克罗德贝尔

纳的遣传学说的影响ꎬ开始探索一种新的文艺创作理论ꎬ即自

然主义ꎮ 他认为小说不单是忠实地反映现实ꎬ而且要从所描

写的事物中得出符合某种自然科学定理的结论ꎮ 他说ꎬ小说

类似化学试验室中对某种物质所作的试验ꎬ不过试验的对象

是人ꎮ 他认为小说家的积极作用ꎬ在于把人放在小说家依据

事实创造出来的环境中ꎬ研究环境对人的影响ꎻ而对人具有决

定意义的环境ꎬ则照例是受物理、化学、生物学和生理学的规

律(例如遗传)的支配ꎬ而不受社会规律的支配ꎮ 左拉还声称

小说家只观察事实、研究事实而不下断语ꎻ小说家应该超越道

德和政治ꎮ 左拉这种理论显然是极端错误的ꎮ
左拉在一八六八年制定«鲁贡—马卡尔家族史»的计划ꎬ

以第二帝国为背景ꎬ描述一个家族的两个分支在遗传法则支

配下的盛衰兴亡史ꎮ 这套书包括二十卷长篇小说ꎮ 第一卷

«鲁贡家族的家运»出版于一八七一年ꎬ最后一卷«巴斯卡医

师»出版于一八九三年ꎮ 在这二十多年里ꎬ法国社会政治发

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二帝国崩溃ꎬ巴黎公社革命爆发ꎬ第三共

和国反动统治加强ꎮ 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激烈斗争的现实

面前ꎬ左拉虽然也在作品中写到劳资对立和劳动人民的苦难ꎬ
但他把工人的贫困归咎于遗传、酗酒ꎬ从而掩盖了阶级压迫的

事实ꎮ
«萌芽»(１８８５)是左拉的代表作ꎮ 小说以煤矿工人罢工

为背景ꎬ描写了矿工的悲惨生活ꎬ但是严重地歪曲了他们的罢

１６２



工斗争ꎮ
书中叙述蒙苏煤矿公司由于经济危机爆发ꎬ工人失业的

现象日趋严重ꎮ 一个失业的机器工人艾蒂安找不到工作ꎮ 恰

好一名推煤车的女工死了ꎬ他就顶替了空缺ꎮ 公司方面为了

克扣工资ꎬ在挖煤工人和推煤车的工人之间挑起事端ꎬ分裂工

人队伍ꎮ
随着经济危机的尖锐化ꎬ剥削也愈来愈重ꎮ 一方面降低

工资ꎬ另一方面又增加罚金ꎮ 面对资方的这种进攻ꎬ在艾蒂安

组织之下的罢工开始了ꎬ接着发生了群众性的暴动ꎮ 公司方

面始而用饥饿来迫使工人让步ꎬ继而出动军警ꎬ实行血腥镇

压ꎬ最后使用阴谋分化手段ꎬ使罢工运动遭到失败ꎮ 为了面

包ꎬ工人们不得不重新回到矿井里去工作ꎬ其中也包括艾蒂

安ꎮ 可是在复工的第一天ꎬ矿井里发生一场惨祸ꎮ 一个相信

无政府主义的工人苏瓦林ꎬ因为和艾蒂安争夺领导权ꎬ暗中破

坏矿井的排水设备ꎬ使整个矿井都被大水淹没ꎮ 当时艾蒂安

也在矿井底下ꎬ被救出以后ꎬ他觉得在这儿再也待不下去ꎬ于
是离开矿区ꎬ到巴黎参加革命去了ꎮ

«萌芽»中除艾蒂安以外ꎬ还描写了其他工人的贫困生

活、不幸遭遇以及他们的反抗和斗争ꎮ 小说写到矿工的艰苦

的劳动过程ꎬ反映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下劳动的残酷性ꎮ 挖

煤工人在温度很高的矿井底下闷得透不过气来ꎬ脚下满是泥

水ꎬ必须跪着、爬着或仰卧着干活ꎬ时时刻刻有被活活压死的

危险ꎮ 但左拉所塑造的工人形象ꎬ不管是其中的主人公还是

普通工人群众ꎬ都很粗鲁、愚昧、野蛮ꎬ行事全凭一种动物式的

本能ꎮ 甚至他们的斗争也带着很大的盲目性ꎬ他们只有疯狂

破坏一切的本能冲动ꎬ是一群为饥饿所激怒起来的乌合之众ꎮ
罢工斗争的组织者艾蒂安是个人主义英雄ꎬ他把自己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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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的守护人”ꎮ 不是群众斗争鼓舞着艾蒂安ꎬ而是艾蒂安

以救世主的姿态在群众中传播模模糊糊的“真理”ꎮ 随着他

的威信的提高ꎬ他的虚荣心和领袖欲也逐渐滋长起来ꎮ 罢工

斗争失败以后ꎬ他表现得非常软弱ꎬ流露出感伤的心情ꎬ自己

感到困倦ꎬ觉得群众也困倦ꎮ 他号召工人团结起来安安静静

地建立工会ꎬ幻想通过工会的合法运动(经济斗争)ꎬ就可以

使政权从资产阶级手中转移到无产阶级手中ꎮ 艾蒂安不是一

个真正的工人阶级的领导者ꎬ他充分体现了左拉的小资产阶

级改良主义的观点ꎮ
«崩溃»(１８９２)反映了普法战争、第二帝国的崩溃和巴黎

公社革命等历史事件ꎮ 在这部小说里ꎬ左拉指出第二帝国的

崩溃是由于政治军事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和自私自利ꎻ他一

方面谴责法国民族的叛徒ꎬ另一方面又揭露普鲁士军国主义ꎮ
但是在巴黎公社的问题上ꎬ左拉暴露了他的严重的阶级局限

性ꎬ他把公社革命看成民族自相残杀ꎬ认为它给法国民族带来

了巨大的灾难ꎮ
写完«鲁贡—马卡尔家族史»以后ꎬ左拉又着手写另一套

长篇小说«三大名城» (１８９４—１８９８) ꎮ 一八九八年ꎬ左拉参

加了由德莱福斯事件所触发的反政府的民主运动ꎬ写了«我
控诉!»一文ꎬ谴责政府违反法纪ꎬ蹂躏人权ꎬ引起反动势力对

他的迫害ꎬ因而出走英国ꎮ 流亡期间ꎬ他着手写«四福音书»
(«繁殖»ꎬ１８９９ꎻ«劳动»ꎬ１９０１ꎻ«真理»ꎬ１９０３ꎻ«正义»)ꎬ歌颂

人的生存和繁殖的本能ꎮ 这种对天性和本能的歌颂是他的自

然主义观点的表现ꎮ 和雨果一样ꎬ左拉也是把知识和教育看

作改良社会、造福人类的唯一途径ꎮ 在«劳动»一书中ꎬ他更

提倡要建立“劳动、才能与资本和平联合的乌托邦”ꎬ宣扬阶

级合作ꎬ调和阶级矛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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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封斯都德(１８４０—１８９７)出生于法国南部的尼姆

城ꎬ因家庭破落ꎬ十五岁就出外谋生ꎬ十七岁时前往巴黎ꎮ 早

期曾发表诗集和独幕剧ꎮ 半自传性长篇小说«小东西»(１８６８)
是他的成名作ꎬ描写一个外乡青年到巴黎求职ꎬ受到上流社会

的冷遇ꎮ 小说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关系ꎬ
获得文艺界的好评ꎮ 一八七〇年普法战争爆发ꎬ都德应召入

伍ꎮ 他以这次战争为背景写了«最后一课»、«柏林之围»等短

篇小说ꎮ 这些作品以深刻的爱国主义内容和卓越的艺术技巧ꎬ
在国内外享有很大声誉ꎮ 一八七〇年以后都德和左拉、龚古

尔兄弟交往密切ꎬ在理论上受自然主义影响ꎬ但在创作上的主

要倾向仍是现实主义ꎮ 都德一生写过十三部长篇小说、四部

短篇小说集ꎬ还有一些剧本和诗作ꎬ他讽刺资本主义社会的黑

暗腐败现象ꎬ对普通人民则寄予深切的同情ꎮ 他的艺术特点

是善于用简洁的笔触描绘复杂的社会政治事件ꎮ
基德莫泊桑(１８５０—１８９３)生于诺曼第一个破落贵

族家庭ꎮ 一八七〇年普法战争爆发ꎬ他应征入伍ꎬ战后在海军

部和教育部当了十几年的小职员ꎮ 一八八〇年ꎬ他发表第一

篇短篇小说«羊脂球»ꎬ以后陆续写了三百五十多篇中短篇小

说、六部长篇小说ꎮ 他的作品主要是写普法战争、城市中小资

产阶级生活和农村生活三个方面ꎮ
在以普法战争为主题的短篇小说中ꎬ莫泊桑揭露了侵略

者的残暴野蛮和法国军队的腐败无能ꎬ歌颂了法国人民对侵

略者的英勇抵抗 ꎮ 但莫泊桑并没有触及法国的真正抵抗力

量———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ꎮ 事实上ꎬ法军在色当惨败

后的第二天ꎬ巴黎工人和国民军就推翻了第二帝国ꎬ表现出与

敌人血战到底的坚强意志ꎮ 莫泊桑的作品没有反映这些真正

的英雄ꎬ他的正面人物多数是小有产者和小市民ꎬ他们对普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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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人极其软弱ꎮ
在莫泊桑的中短篇小说里ꎬ有很多是描写中小资产阶级

和市民生活的ꎮ 莫泊桑对这些小市民的贪婪、向上爬、虚荣心

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可笑行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ꎮ «项
链»写一个小公务员的妻子因爱慕虚荣ꎬ向朋友借了一串项

链去参加一次豪华的宴会ꎬ回家途中不幸丢了这串项链ꎬ只能

借钱买来一串新的作为赔偿ꎬ她花了整整十年工夫ꎬ节衣缩

食ꎬ才还清债务ꎬ最后偶然发现所借的项链原来是假的ꎮ 莫泊

桑同情小资产阶级在第三共和国时期每况愈下的境遇ꎬ但也

蔑视、嘲笑他们对资产阶级社会的仰慕ꎮ 他不可能为他笔下

的“小人物”找到出路ꎮ 在他们身上ꎬ他看到的只是“绝对的

空虚”和“自身生活里的漫无边际的、单调的痛苦:过去的痛

苦、现在的痛苦、未来的痛苦”ꎮ («散步»)
在莫泊桑的六部长篇小说中ꎬ«一生»和«漂亮朋友»比较

重要ꎮ
«一生»(１８８３)描写一个贵族女子约娜ꎬ在青年时期对婚

姻、家庭抱有种种幻想ꎬ但是现实生活中的资本主义家庭关系

使她的幻想一个个破灭了ꎬ最后她对生活作出了悲观的结论:
“看来世界上一切都是欺骗、忧愁、痛苦、悲伤和死亡ꎮ”通过

约娜的一生遭遇ꎬ作者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虚

伪、欺骗和道德堕落ꎬ他对灭亡了的贵族阶级表示惋惜和同

情ꎬ宣扬了悲观宿命的思想ꎮ
«漂亮朋友»(１８８５)是莫泊桑的长篇小说中揭露性最强

的一部ꎮ 作品主人公乔治杜洛华原是法国在非洲的一个下

级殖民军官ꎬ回到巴黎后ꎬ由«法兰西生活报»政治栏主编介

绍ꎬ进入了报界ꎮ 这个双手沾满殖民地人民鲜血的流氓刽子

手ꎬ在报纸上用造谣欺骗取悦于他的后台主子———报馆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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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金融财阀ꎬ又用肮脏下流手段博得上流社会贵妇人的欢心ꎮ
主编死后ꎬ他和主编的妻子结婚ꎬ分得一笔遗产ꎮ 这样ꎬ他便

由一个穷光棍变成巨富ꎬ成为政界和新闻界的重要人物ꎮ 小

说结束时ꎬ杜洛华又和他的情妇、报业巨头瓦尔特夫人的女儿

结婚了ꎮ 莫泊桑着力描写杜洛华利用卑劣的流氓手段不断向

上爬ꎬ终于爬进第三共和国的统治集团ꎬ从而揭露了统治集团

内部的腐朽、贪婪、尔虞我诈以及荒淫无耻的糜烂生活ꎮ 但在

这个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实

面前ꎬ莫泊桑束手无策ꎬ因此在他的批判揭露中经常掺杂着消

极的宿命思想ꎮ 他假借作品中的诗人瓦兰纳的口宣扬了悲观

主义和虚无主义ꎬ把人生看成一个向死亡迈进的过程ꎬ得出万

事皆空、生活就是死亡的结论ꎮ
阿纳托尔法朗士(１８４４—１９２４)生于巴黎一个旧书商

家庭ꎮ 一八八一年发表长篇小说«波纳尔之罪»ꎮ 九十年代ꎬ
他参预了德莱福斯事件ꎬ坚决加入民主阵营ꎬ反对当时的反动

政府ꎮ 他还经常参加工人的活动ꎮ 法朗士的政治活动对他的

创作发展起过很大的影响ꎮ 一八九七至一九○七年他写了四

卷长篇小说«当代史话»ꎮ 小说的中心人物贝日莱先生是一

个外省教师和拉丁文学者ꎬ在他身上体现了当时进步知识分

子的特点ꎮ 通过这个人物ꎬ法朗士揭露了德莱福斯事件、封建

贵族和教会的阴谋活动ꎬ对政治和社会风尚作了批判ꎮ 贝日

莱谈到资产阶级共和国时尖锐地说:“我们消灭了老的特权

阶层ꎬ只是为了让后来的、无耻的、最强暴的特权阶层取而代

之ꎮ 十八世纪的革命竟是一次为了贪图国家财产的人的革

命ꎬ人权宣言竟成为私有者的宪章ꎮ”法朗士在这里描绘了第

三共和国特定历史阶段的画面ꎬ揭露了当时的政治黑幕ꎮ
«企鹅岛»(１９０８)是一部寓言小说ꎬ假托一个企鹅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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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来影射第三共和国社会ꎬ无情地揭露了这个时期的议会

制度、对外政策、科学文化和社会风尚ꎮ 小说的最后ꎬ企鹅中

发生战争ꎬ企鹅岛沦为废墟ꎬ废墟上又出现了新的国家ꎮ 但

是ꎬ尽管国家发生了变革ꎬ企鹅仍旧是一种贪婪、自私、愚蠢和

凶残的鸟ꎬ它的本性是不变的ꎮ 变革后的社会也依然如故ꎮ
作者在这里作出了历史循环论、社会改革徒劳无益的悲观主

义结论ꎮ
«诸神渴了»(１９１２)描写一七九三年雅各宾专政的历史

事件ꎮ 主人公甘墨林是一个很有才能的画家ꎬ他贫穷潦倒ꎬ但
具有“崇高”的共和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ꎮ 法朗士虽然承认革

命的伟大ꎬ但是他的小说对革命的解释仍然是«企鹅岛»中历

史循环论的观点ꎬ作者并没有对这次革命的作用和意义作出

正确的分析ꎬ而是把革命的结果说成是毫无意义的血腥屠杀ꎮ
二十世纪初期ꎬ法朗士不仅积极参加国内的政治斗争ꎬ而

且写了一些关于俄国一九○五年革命的政论如«走向幸福的

时代»、«保卫无产阶级»等ꎮ 法朗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时还不能正确理解这次战争的性质ꎬ但战争结束时他的态度

有了转变ꎬ认识到“人们自以为是为祖国牺牲ꎬ实际上却是为

工业家而死”ꎮ 他欢迎十月革命ꎬ第一个签名反对帝国主义

对苏维埃共和国的武装干涉ꎮ
罗曼罗兰(１８６６—１９４４)生于一个中产者家庭ꎬ父亲是

公证人ꎬ母亲是虔诚的天主教徒ꎮ 他年轻时受到十八世纪启

蒙思想的影响ꎮ 一八八六年ꎬ他考进巴黎高等师范学校ꎬ次年

开始和托尔斯泰通信ꎬ托尔斯泰使他过分重视道德精神的力

量ꎮ 一八八九至一八九一年ꎬ他到意大利ꎬ在罗马的法兰西学

校从事研究ꎮ 一八九五和一九○四年ꎬ他先后在巴黎高等师

范学校和巴黎大学讲授美术史ꎮ
７６２



罗曼罗兰早期的创作中有«革命戏剧集»ꎬ包括«群狼»
(１８９５)、«丹东» (１９００)、«七月十四日» (１９０２)三个剧本ꎬ都
取材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ꎮ «丹东»描述雅各宾党执政带来

的“恐怖”ꎮ 罗兰同情反对革命深入的丹东ꎬ把他写成理性和

博爱的化身ꎬ而把坚持革命的罗伯斯庇尔写成一个失去理性、
不讲人道的阴险人物ꎮ 罗兰将革命内部的阶级分化理解为革

命领袖之间的个人矛盾ꎬ同时宣扬超阶级的“博爱”ꎬ用所谓

的“博爱精神”来反对人民的革命行动ꎮ «七月十四日»描写

法国人民在革命发动的日子里所表现的革命激情ꎬ从抽象的

善恶、爱憎的观念出发ꎬ赞美那些革命战士ꎮ 作者企图以“博
爱”的思想来调和阶级矛盾ꎬ鼓吹各个敌对阶级的人们彼此

携起手来ꎬ成为纯粹的“人”ꎮ
接着ꎬ罗兰写成三部英雄传记:«贝多芬传» (１９０３)、«米

开朗琪罗传» (１９０６)和«托尔斯泰传» (１９１１)ꎮ 这些传记中

的英雄ꎬ不论是音乐家、雕刻家或作家ꎬ都对他的思想起过深

刻的影响ꎮ 他极力描写这些文艺家、思想家敢于正视黑暗现

实、鞭挞腐朽社会的精神ꎮ 他把他们的成就说成是个人主义

和人道主义精神力量的胜利ꎬ宣扬他们如何为追求“真正的

艺术”而受苦受难ꎮ 作者特别鼓吹托尔斯泰的博爱主义ꎬ说
它能使当代的一切阶级、一切民族联合一致ꎬ彼此相爱ꎮ

罗曼罗兰早期的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在他的重要

作品«约翰克利斯朵夫» (１９０４—１９１２)中有了进一步的发

展ꎮ 这部长篇小说共十卷ꎮ 主人公约翰克利斯朵夫克拉

夫特出生在德国莱茵河畔一个小城市ꎬ父亲和祖父都是贫穷

的音乐师ꎮ 克利斯朵夫从小在父亲严厉管教下学习音乐ꎮ 他

随父亲进宫演奏ꎬ目睹封建贵族的骄横跋扈ꎬ同时也看到了小

市民的奴颜婢膝ꎮ 他鄙视豪门ꎬ反抗宫廷ꎬ攻击贵族和市侩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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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受到他们排斥ꎬ被迫逃往法国ꎮ 在巴黎ꎬ他接触到政治界

和文化界ꎬ发现法国和德国同样腐败ꎬ对泛滥一时的资产阶级

颓废文化表示极大的憎恶ꎮ 他的傲慢态度引起上流社会的攻

击和嘲骂ꎮ 在他的孤单的斗争中ꎬ唯一给他支持的是他的法

国朋友奥里维ꎮ 奥里维了解他ꎬ同他一样厌恶法国的庸俗社

会ꎮ 接着ꎬ克利斯朵夫接触到下层人民ꎬ他痛恨上层阶级对他

们的压迫ꎬ但他自己却又站在自以为高人一等的知识分子的

立场ꎬ对广大劳动群众采取蔑视态度ꎬ断言他们的斗争只是为

了“物质利益”ꎬ不是为了“崇高”的理想和信仰ꎮ 他不愿和他

们联合起来ꎬ认为艺术家参预他们的斗争ꎬ就是“背弃艺术”ꎮ
他公开声称“不能拿艺术去替一个党派服务”ꎮ 在一次五一节

游行示威时ꎬ他和奥里维被卷进群众同警察的搏斗中ꎬ奥里维

在混战中受伤致死ꎬ这对克利斯朵夫是一记沉重的打击ꎮ 从

此ꎬ他万念俱灰ꎬ不问世事ꎮ 晚年的克利斯朵夫避居意大利ꎬ
不管社会是非ꎬ但求平息一切冲突ꎬ调和一切矛盾ꎬ专心创作

宗教音乐ꎬ追求精神上的自我完成ꎬ最后在追忆往事中死去ꎮ
克利斯朵夫痛恨德国宫廷的伪善和横暴ꎬ痛恨和警察制

度相配合、甘心为反动统治服务的德国市侩文化和艺术ꎮ 在

巴黎ꎬ他同样感到窒息ꎮ 在音乐厅ꎬ在戏院ꎬ在文化沙龙ꎬ在他

和出版商接触的时候ꎬ在他和音乐家、艺术家、评论家谈论的

时候ꎬ他处处嗅到虚伪的气息ꎮ 通过克利斯朵夫这个人物ꎬ罗
曼罗兰揭示了德、法两国进入帝国主义时期后的社会矛盾ꎬ
强烈地批判了颓废堕落的文化艺术ꎮ

作者把克利斯朵夫描写成为一个具有坚强意志和无穷力

量的、凌驾于庸俗的资产阶级社会之上的英雄人物ꎬ把他看作

是能够克服资本主义文明危机的优秀知识分子ꎮ 克利斯朵夫

憎恨腐朽的社会ꎬ对日益增长的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感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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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ꎮ 他宣扬博爱思想ꎬ把艺术看作是最崇高的东西ꎬ最能体现

人类的爱ꎬ是促进民族和谐的最有力的手段ꎮ 他同情人民和

工人运动ꎬ但始终坚持个人反抗ꎬ强调个人的精神力量ꎬ不相

信人民群众ꎮ 他一方面主张艺术接近生活ꎬ接近人民ꎬ造福人

类ꎬ另一方面在悲观失望时却逃避现实ꎬ企图在艺术中寻求个

人的精神解脱ꎮ 他的活动反映了十月革命以前整整一代具有

民主思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叛逆、彷徨、追求和幻灭ꎮ
这部小说富有独特的艺术风格ꎮ 罗兰把心理描写放到最

重要的地位ꎬ充分表现克利斯朵夫的内心矛盾ꎮ 他把自然景

物作为陪衬ꎬ把莱茵河作为主人公的顽强生命力的象征ꎮ 他

强调人物在典型环境中的感受而不强调行动ꎬ并以大自然的

美来对照现实的黑暗ꎮ 通过这些手法ꎬ他有力地烘托出了令

人窒息的社会气氛ꎮ 小说的心理描写和自然景物描写处处同

作者的哲理思想相联系ꎬ抒情因素和哲理、政论因素交织在一

起ꎮ
一九一三年ꎬ罗曼罗兰写成中篇小说«哥拉布勒尼

翁»ꎬ描述法国文艺复兴末期一个细工木匠的故事ꎮ 布勒尼翁

热爱劳动ꎬ有一手好手艺ꎬ雕塑自然景物和人像都栩栩如生ꎮ
他敢于嘲弄贵族ꎬ鼓动群众包围市政府ꎬ撤去骑在老百姓头上

的市议员的职务ꎮ 但是他又阻止革命人民分贵族的财物ꎬ主张

背篮子的穷人和戴王冠的国王相爱ꎬ要求“让每个人在太阳下

都有一个位置ꎬ让每个人都有一块土地”ꎮ 他希望儿孙后代能

过美好的生活ꎬ人类团结互助ꎬ但是他对现实生活则随遇而安ꎬ
不求改变ꎮ 他讥笑上帝ꎬ但晚年却唱赞美诗ꎬ说“我所有的东西

越少ꎬ我的生命就越丰富”ꎮ 他不满贵族的压迫ꎬ也不想革命ꎮ
这部小说再次表现了罗曼罗兰的人道主义思想ꎮ

一九一四年ꎬ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后ꎬ罗兰站在反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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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战争的和平主义者的立场ꎬ发表一系列反战文章ꎬ抨击交战

双方ꎮ 这些文章后来收入两部论文集:«超出混战»(１９１５)和
«先驱者»(１９１９)ꎮ

一九一七年ꎬ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ꎬ罗兰一

方面向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致敬ꎬ另一方面却又担心“革命

产生仇恨ꎬ加深仇恨”ꎮ 他抽象地反对一切“暴力”ꎬ害怕集体

主义制度妨碍他个人的“精神独立”ꎮ 一九一九年ꎬ他发表

«精神独立宣言»ꎬ一九二一年和巴比塞展开论战ꎬ坚持人道

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立场ꎮ
二十年代ꎬ罗兰经历过一次剧烈的精神危机ꎮ 他转向印

度的甘地ꎬ接受甘地的非暴力和不抵抗主义的思想ꎮ 三十年

代初期ꎬ法西斯势力越来越猖獗ꎬ新的帝国主义战争迫在眉

睫ꎮ 现实教育了罗兰ꎬ打破了他的阶级和平的幻想ꎬ使他认识

到要消灭法西斯主义ꎬ必须依靠社会主义苏联和世界人民的

力量ꎮ 这个时期ꎬ大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向法西斯阵营ꎬ也
使他看清了所谓“精神独立”是不可能的ꎮ 一九三一年ꎬ他发

表著名论文«向过去告别»ꎬ批判了自己走过的道路ꎮ 他积极

地参加反对法西斯和保卫和平的政治活动ꎮ 一九三五年ꎬ他
访问苏联ꎬ会见了高尔基ꎮ 这时他已完成第二部长篇小说

«欣悦的灵魂»①(１９２２—１９３３)ꎬ接着又出版了论文集«十五

年斗争»(１９３５)和历史剧«罗伯斯庇尔»(１９３９)ꎮ
«欣悦的灵魂»共分四卷:«安乃德和西尔薇» (１９２２)、

«夏季»(１９２４)、«母与子»(１９２７)、«女预言者»(１９３３)ꎮ 前三

卷的时代背景是二十世纪初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ꎬ女主人公

安乃德和克利斯朵夫有很多相似之处ꎬ只是反战思想表现得

１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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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强烈ꎮ 安乃德的斗争同样是孤独的ꎬ和广大劳动群众没

有任何联系ꎮ 她的唯一支柱是她自己的“精神纯洁”ꎮ 第四

卷«女预言者»是罗兰思想转变后写成的ꎮ 安乃德开始接近

劳动群众ꎬ逐渐克服反抗只停留在思想而不见于行动、或思想

多于行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弱点ꎮ 同时ꎬ罗兰着力描写

安乃德的儿子玛克的思想进步过程ꎮ 开始时ꎬ他虽然憎恨资

本主义世界ꎬ但他是在“个人主义的沙漠”中成长的青年ꎬ坚
持个人精神独立ꎬ不愿参加政治斗争ꎮ 后来受了他的妻子的

影响ꎬ他接近当时的精神独立运动、和平运动和泛欧主义运

动ꎮ 他发现所谓从事精神独立运动的学者只关心自己的利

益ꎬ所谓和平运动不过是使大资本家的剥削神圣化ꎬ所谓泛欧

运动就是强调帝国主义国家的共同利益以反对社会主义的苏

联ꎮ 在所有这些纱幕后面ꎬ一小撮垄断资产阶级分子正在发

动侵略战争ꎮ 玛克决心和战争贩子们作斗争ꎮ 他自费印了一

本小册子ꎬ揭发德、法两国的垄断资本家串通发动战争的阴

谋ꎬ但这本小册子受到排挤ꎬ卖不出去ꎬ到不了读者手里ꎮ 玛

克终于发现个人反抗是毫无力量的ꎬ自己正处在一个“无门

无窗、隔绝于伟大的人民和行动的生活的个人主义死穴里”ꎮ
他开始意识到ꎬ无产阶级是“世界命运的主人”ꎬ“如果缺乏有

组织的劳动阶级的力量ꎬ什么都不能实现ꎮ”玛克终于积极投

入反法西斯主义、保卫社会主义的苏联的斗争ꎮ
但是玛克的进步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界限ꎬ

尽管他由个人精神独立转变到参加反法西斯斗争ꎬ他对无产

阶级专政却还抱有恐惧心理ꎬ他的行动的主要目标是反法西

斯ꎬ而不是推翻整个资本主义旧世界ꎬ建立共产主义新世界ꎮ
他认为促进社会进步ꎬ必须以像他那样的优秀分子为核心ꎬ集
合“散漫”的群众来进行斗争ꎬ而不是和工人运动相结合ꎬ投

２７２



入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队伍ꎮ 虽然他否定了个人反抗的道

路ꎬ但在大多数场合ꎬ他还是单枪匹马作斗争的ꎮ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ꎬ法国沦陷ꎮ 罗曼罗兰隐居维

兹莱ꎬ没有参加什么政治活动ꎮ 他埋头写回忆录«内心旅程»
(１９４２)和友人的传记«查理贝玑»(１９４４)ꎮ

这一时期ꎬ法国颓废派作家代表是魏尔仑、兰波和马拉

美ꎮ 保尔魏尔仑(１８４４—１８９６)是一个外省军官的儿子ꎬ后
来在巴黎市政厅当录事ꎮ 他早期的诗歌创作ꎬ如«忧郁诗章»
(１８６６)、«华宴集»(１８６９)和«幸福之歌»(１８７０)ꎬ带有浓厚的

巴拿斯派的色彩ꎬ但诗中已经出现无名的忧郁、朦胧的梦境这

样一些不同于巴拿斯派的艺术特色ꎮ
魏尔仑的诗歌的颓废倾向ꎬ集中地表现在他反现实主义

这一点上面ꎮ 他拒绝在诗歌中反映客观现实ꎬ宣称梦想是诗

歌的国度ꎬ嘲笑富于战斗气息的“雄辩”的诗ꎮ 因此ꎬ他的诗

歌着重描写模糊的、飘忽的、难以捉摸的、缺乏明确性的精神

状态和宗教神秘主题ꎬ一切都笼罩在朦胧飘忽的气氛中ꎮ
为了表现诗人的奥秘微妙的主观感受ꎬ魏尔仑片面追求

诗歌的形式ꎬ特别强调字音的功效ꎮ 依他看来ꎬ只要搭配得

好ꎬ字的声音比字的意义更具有暗示的力量ꎮ 魏尔仑这种

对 诗歌音乐性的追求ꎬ使他的诗歌成了纯粹主观感觉的产

物ꎮ
阿尔杜尔兰波(１８５４—１８９１)生于法国北方亚尔登省ꎮ

一八七○年ꎬ他写了二十多首诗ꎬ对资本主义社会作了一定的

揭露ꎮ 他一度参加巴黎公社的活动ꎬ并在革命影响下写成

«巴黎人口激增»和«让娜马丽的手»两诗ꎬ前一首诗是对凡

尔赛刽子手的谴责ꎬ后一首是对参加“五月浴血”战斗的英雄

的赞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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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兰波并没有认识到这次革命的真正意义ꎮ 巴黎公社

失败后ꎬ他逃避斗争ꎬ钻进艺术的“象牙之塔”ꎮ 差不多就在

“五月浴血”事件发生的同时ꎬ他提出诗人要彻底摆脱现实ꎬ
投身于梦幻的世界ꎮ 在他看来ꎬ诗的使命不在于描写目所能

及的现实ꎬ因为现实太卑鄙了ꎬ而在于描写人们从未听过、从
未见过、难以表达的事物ꎮ 他说诗人应该是一个具有超人智

慧的“幻觉者”ꎬ他宣称他以后要努力使自己成为“幻觉诗

人”ꎬ也就是说ꎬ通过直觉去获得对“绝对事物”的认识ꎮ
一八七一年ꎬ他写了«醉舟»、«母音»和«田神的脑袋»等

诗ꎮ 一八七二年写的«彩画集»是一部根据“幻觉诗人”的创

作原则写成的作品:现实被幻觉所代替ꎬ混乱成为宇宙的中

心ꎬ别人是很难明确理解其中的真正意义的ꎮ 兰波的创作活

动只有三年(１８７０—１８７３)ꎬ在他最后十八年的岁月中ꎬ他在

海 外 过

着艰苦的漂泊生活ꎬ后来得了重病才回到法国ꎬ死在医院

里ꎮ
斯特法纳马拉美(１８４２—１８９８)从一八七五年开始写

«爱罗第亚德»和«一个田神的午睡»起ꎬ他的诗就晦涩难懂ꎬ
严重地脱离现实ꎮ 马拉美力图通过互不联系的奇特的意象和

诗句的音乐性来暗示事物存在的感觉ꎬ亦即“事物的纯净状

态”ꎮ 这种“纯净状态”ꎬ实际上是一个人对事物所产生的抽

象空洞的感觉ꎮ
马拉美在一八九七年作的«掷骰子永远战胜不了偶然»

一诗ꎬ完全按乐谱的格式来排写ꎻ使用大小不同的字体ꎬ篇页

是长方形的ꎻ留下大量空白ꎬ相当于音乐中的“休止”ꎮ 马拉

美用空白来解决诗歌创作上的矛盾ꎬ这可说是象征主义把诗

歌引向绝路的一个典型例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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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北欧文学和易卜生、尼克索

丹麦、瑞典和挪威等北欧国家处于欧洲边陲ꎬ经济发展比

较缓慢ꎬ封建关系在十二到十三世纪才逐渐形成ꎮ 在十六、十
七世纪ꎬ各国虽然先后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ꎬ但资本主义生产

的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欧ꎮ 十九世纪初ꎬ北欧的海上贸易有了

进一步的开展ꎬ造船等工业也跟着兴起ꎬ落后的经济才开始活

跃起来ꎮ
十八世纪末ꎬ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冲击下ꎬ北欧各国新

兴资产阶级曾经得到一些民主权利ꎬ但在“神圣同盟”建立以

后又受到封建统治者的限制ꎬ很少表现出革命性ꎬ它们惧怕国

内农民运动ꎬ采取了和封建贵族妥协的立场ꎮ 随着资本主义

的发展ꎬ丹麦、瑞典和挪威在十九世纪中叶和二十世纪初叶先

后建成君主立宪制国家ꎮ
在历史上ꎬ丹麦和瑞典比较强盛ꎬ曾在政治、经济和文化

上长期控制挪威、冰岛和芬兰ꎮ 这三国独立后ꎬ北欧所有国家

之间的联系仍相当密切ꎬ其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程度相近ꎬ文
化上具有共同的传统ꎬ近代又有共同的文学运动ꎮ 因此ꎬ斯堪

的纳维亚地区形成了一个稍异于西欧的独特的区域ꎮ
十九世纪北欧文学的主要潮流ꎬ前半世纪是浪漫主义ꎬ后

半世纪是批判现实主义ꎬ在最后十年里ꎬ无产阶级文学有了发

展ꎮ
十九世纪初北欧各国的浪漫主义运动ꎬ因各自的社会政

治条件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倾向ꎮ 挪威的浪漫主义文学和民族

解放运动有联系ꎮ 挪威从十五世纪起就是丹麦的藩属ꎬ一八

一四年摆脱丹麦统治以后ꎬ又被迫和瑞典封建主结成同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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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欧洲革命的影响下ꎬ挪威的民族解放运动不断高涨ꎮ
挪威的浪漫派作家多数出身于农民ꎬ他们抛弃了官方和文学

界长期使用的丹麦语ꎬ改用本国民间语言写作ꎬ对现代挪威语

的规范化作出了贡献ꎮ 他们积极整理并研究民族历史和民间

文学ꎬ编写历史剧ꎬ以恢复民族文化ꎬ唤起爱国主义思想ꎬ推动

民族解放运动ꎮ 易卜生的早期创作活动就是属于这个运动

的ꎮ 在丹麦和瑞典ꎬ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要作家则是代表封建

主义和资本主义势力的牧师和大学教师ꎬ这些人主要接受西

欧浪漫派的消极影响ꎬ他们虽然在整理和传播北欧古代文化

方面有一些功绩ꎬ但逃避现实ꎬ沉湎于古代ꎬ经常以梦幻的形

式描写宇宙的奥秘、爱情和古代传奇ꎬ被称为“复古的浪漫

派”ꎮ
在十九世纪的丹麦ꎬ比较有成就的作家是安徒生ꎮ
汉斯克利斯蒂安安徒生(１８０５—１８７５)的父亲是穷

苦的鞋匠ꎬ母亲是洗衣女工ꎬ他自己长期遭受贫困的折磨ꎬ在
一八二七年开始文学活动以后ꎬ又屡屡受到社会上层的打击

和嘲弄ꎮ 他写过诗歌、小说和戏剧ꎬ以童话最为成功ꎮ 从一八

三五年发表第一集童话起ꎬ生前一共发表了一百五十六篇童

话和故事ꎮ 他是十九世纪第一个赢得世界声誉的北欧作家ꎮ
安徒生的童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ꎮ 他

处于下层ꎬ对社会上贫富悬殊的状况有切身的感受ꎮ 他赞美

穷人的“善良”品德ꎬ对他们的贫困、羞辱、不幸和死亡感到深

切的悲伤ꎮ «卖火柴的女孩»是一个突出的例子ꎮ 这个穷孩

子在风雪之夜流落黑暗的街头ꎮ 富裕的人家正在欢度除夕ꎬ
她却只能靠点燃火柴取暖ꎮ 火柴的微光带来种种快乐的幻

象ꎬ在幻象中她看到了丰盛的筵席、人们欢度圣诞节的情景ꎬ
但每当她向幻象接近的时候ꎬ它们立即消逝了ꎮ 最后ꎬ她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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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祖母的回忆中冻死街头ꎮ
穷苦人民的遭遇在«她是一个废物»、«柳树下的梦»、«依

卜和小克丽斯特»等童话中表现得更为凄凉ꎬ他们抱着幸福

的愿望ꎬ一生辛苦ꎬ却遭到悲惨的结局ꎮ
另一方面ꎬ安徒生也在许多童话中描写统治阶级的邪恶ꎮ

«皇帝的新衣»写一个穷奢极侈、爱好虚荣的皇帝ꎮ 他为了炫

耀自己的威仪ꎬ每天换一套新衣ꎬ结果被两个编子捉弄ꎬ穿上

实际并不存在的“新衣”参加游行典礼ꎬ群臣阿谀地赞美他ꎬ
只有一个天真的孩子指出他是赤身露体的ꎮ «夜莺»和«豌豆

上的公主»等童话ꎬ揭露了压迫阶级的庸俗和娇气ꎮ
安徒生的作品富于同情心ꎮ 但是ꎬ他以感伤的眼光看待

世界ꎬ充满了自我怜悯的情绪ꎮ 他只看到劳动群众的不幸ꎬ看
不见他们所蕴藏的力量ꎻ他满腔悲苦ꎬ却缺乏追求解放的坚忍

刚毅的斗争精神ꎮ 童话«丑小鸭»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思

想倾向上的许多特征ꎮ 一只奇异的小鸭因为容貌丑陋而受尽

凌辱和折磨ꎬ长大后却原来是一只美丽的天鹅ꎮ 这个故事以

富有诗意的想象表达了作者的思想ꎮ 安徒生认为备受歧视的

穷人像这只丑小鸭一样具有高贵的品质ꎮ 但这只小鸭在长大

以前只是顾影自怜ꎬ逆来顺受ꎬ长成天鹅以后也只是驯良地供

人观赏ꎬ并不飞入蓝天ꎬ追求真正的解放ꎮ 安徒生笔下的“善
良”ꎬ事实上是基督教的忍耐和顺从ꎮ 他宣扬基督教的博爱

思想ꎬ在«钟声»等作品中希望穷人和富人的下一代在上帝的

感召下携起手来ꎮ 他对统治阶级也只能作出一般的、温和的

揭露和讽刺ꎬ甚至幻想唤起他们对于“真”、“善”、“美”的热

爱ꎬ变成“善良”的人ꎮ
十九世纪中叶ꎬ北欧各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在造船、航海、

伐木和农业方面有显著的进展ꎬ资产阶级先后参政ꎮ 一八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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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ꎬ在欧洲革命形势的影响下ꎬ北欧农民运动高涨ꎬ丹麦资

产阶级为了转移视线ꎬ摆脱国内的危机ꎬ企图向外扩张领土ꎮ
一八六四年爆发了丹麦和普鲁士的战争ꎬ丹麦战败ꎬ失去若干

领土ꎮ 战争的失败暴露了北欧政治和经济上的种种矛盾和弱

点ꎬ引起各阶层对社会问题的注意ꎮ 在这个基础上ꎬ北欧出现

了一群批判现实主义作家ꎮ 这一潮流的理论家是丹麦的勃兰

兑斯ꎮ
盖奥尔格勃兰兑斯(１８４２—１９２７)于一八七一年在哥

本哈根大学发表激烈的演说ꎬ高度评价十九世纪西欧的文学

成就ꎬ以此作为效法的榜样ꎬ并猛烈抨击丹麦文坛ꎮ 这些演讲

后来集成«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出版(共 ６ 卷ꎬ１８７１—１８８８)ꎮ
勃兰兑斯尖锐地指出ꎬ丹麦文学处于惊人的停滞状态ꎬ比

西欧各国落后了四十年ꎻ它的某些特征对社会进步是有害的ꎮ
丹麦文学具有淳朴的诗意ꎬ但思想上薄弱ꎬ缺乏变革的要求ꎻ
这种文学充满了“非常抽象的理想主义ꎬ它不是以我们的生

活为题材ꎬ而是以我们的梦想为题材ꎮ 这种理想是对现实的

逃避”ꎮ 勃兰兑斯认为ꎬ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ꎬ主要在于丹麦

作家大部分是官员、牧师和大学教师ꎬ他们受官方思想和神学

的束缚ꎬ只能写出一些毫无生气的作品ꎮ 勃兰兑斯大声疾呼ꎬ
要求发挥个人的自由意志和独立思考ꎬ在文学上造成一个

“近代的突破”ꎬ他指出:“文学要有生气ꎬ就必须提出问题来

讨论”ꎬ他为北欧文学提示了前进的方向ꎮ
勃兰兑斯的激进民主主义文学观震动了北欧ꎬ他虽然不

断受到攻击和迫害ꎬ这些思想却迅速地传播开来ꎮ 丹麦的雅

科布森(１８４７—１８８５)ꎬ挪威的易卜生、比昂逊(１８３２—１９１０)、
加尔伯利(１８５１—１９２４)、李(１８３３—１９０８)和基兰德(１８４９—
１９０６)等人纷纷起来响应ꎬ一时形成了一次强大的文学运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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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一反北欧浪漫派脱离实际的倾向ꎬ热烈关心现实的社会

问题ꎬ特别是当时的妇女地位和所谓道德良心问题ꎬ对中小资

产阶级社会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暴露和批判ꎮ 他们反对因循守

旧和假仁假义的道德习俗ꎬ提倡独立思考ꎮ 但是ꎬ这些作家虽

然对社会不满ꎬ但他们最高的口号仅仅是“提出问题来讨

论”ꎬ没有明确的纲领ꎬ因而使这场运动受到各种思潮的影

响ꎬ发生分化ꎬ后来他们大都转到自然主义、神秘主义和悲观

主义方面去了ꎮ
这个时期ꎬ丹麦哲学家基尔克郭尔德对文学也产生过很

大影响ꎮ
梭伦基尔克郭尔德(１８１３—１８５５)是现代存在主义哲

学的创始人ꎬ他认为人的存在是荒谬而不可解释的ꎬ人因为生

活的挫折和死亡的结局而永远处于绝望之中ꎻ物质世界和人

类社会也是荒谬而不可解释的ꎬ任何科学都不能说明它们的

存在和发展ꎮ 因此ꎬ他反对执着于世俗世界的生活态度ꎬ既反

对声色名利或道德伦理ꎬ又反对信奉科学ꎬ追求知识和理性ꎮ
他提出存在主义的价值标准ꎬ强调充分认识人的绝望的生命

条件ꎬ以荒谬的态度对抗荒谬而充满敌意的世界ꎬ选择痛苦的

激情的生活ꎬ从而使绝望转化为幸福ꎬ把自己奉献给人所同样

不能感知的上帝ꎮ 同时ꎬ基尔克郭尔德又宣扬真理的主观性ꎬ
主张维护“自我”ꎬ形成“强力个性”ꎬ按独特的个人意志生活ꎮ
基尔克郭尔德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条件夸大成为人类永恒

的生存条件ꎬ否定了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历史和通过革命变

革取得更大进步的无限的可能性ꎮ 存在主义也绝不是超脱于

世俗世界的生活准则ꎬ它事实上浸透了冷酷而不负责任的唯

我主义和享乐主义ꎮ 这些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产生了

更大的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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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作家是挪威的易卜生ꎮ
亨利克易卜生(１８２８—１９０６)出身于富裕的商人家庭ꎬ

父亲破产后在药店当学徒ꎮ 一八四九年ꎬ他在欧洲革命浪潮

的激荡下开始创作ꎬ前后写了二十五部剧本ꎮ
易卜生的早期创作属于挪威的浪漫主义文学流派ꎮ 在

五、六十年代ꎬ他写了«厄斯特罗的英格夫人» (１８５７)、«赫尔

格兰德的勇士»(１８５７)、«觊觎王位的人»(１８６３)等戏剧ꎮ 这

些剧本取材于古挪威的民间传说和历史ꎬ复活了挪威人民熟

知的古代英雄如英格夫人和霍尔恩ꎬ把现实斗争和民族历史

联系起来ꎬ在人民心中激起奋发的爱国主义精神ꎮ
一八六四年ꎬ丹麦被普鲁士打败ꎬ挪威统治阶级不支持丹

麦ꎬ使易卜生感到失望ꎬ他离国出走ꎬ长期居留意大利和德国ꎮ
挪威政治家的虚伪使他看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的欺骗

性ꎮ 自此以后ꎬ他认为真正的自由在于个性的解放ꎬ提出了

“精神反叛”的口号ꎮ 一八六六和一八六七年发表的诗剧«布
朗德»和«彼尔英特»是两部主题相互呼应的剧本ꎬ他借助

于象征性的情景来表现“人的精神反叛”ꎬ发出模糊的“向高

处去”的号召ꎮ
一八七七年以后ꎬ易卜生开始写作一系列 “社会问题

剧”ꎬ陆续发表«社会栋梁» (１８７７)、«玩偶之家» (１８７９)、«群
鬼»(１８８１)、«人民公敌»(１８８２)等ꎮ 这些剧本尖锐地提出了

关于妇女地位、道德、法律和市政等问题ꎬ其中最重要的是

«玩偶之家»和«人民公敌»ꎮ
«玩偶之家»的女主人公娜拉是她的丈夫海尔茂的“小鸟

儿”、“小松鼠”ꎮ 海尔茂过去患过重病ꎬ娜拉出于真诚的爱

情ꎬ瞒着他假冒父亲的签字举债救活了他ꎮ 剧本一开始ꎬ海尔

茂行将担任银行经理ꎬ得意洋洋ꎮ 他打算辞退一个男职员ꎬ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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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娜拉的请求把这个职位让给她的女友ꎮ 但这个职员就是娜

拉的债主ꎬ他以揭发挪拉的假签字相要挟ꎬ要求她替他保全职

位ꎬ娜拉相信海尔茂会保护她ꎬ正像她为海尔茂冒险一样ꎮ 她

心中充满幸福的感觉ꎬ但她又不忍牵连丈夫ꎬ准备自杀ꎬ自己

承担全部责任ꎮ 不料海尔茂知道原委以后骤然翻脸ꎬ他呵斥

娜拉断送了他的前途ꎬ恶毒地咒骂她是“下贱女人”ꎬ正在这

时ꎬ债主受到娜拉女友的感化ꎬ退回了假字据ꎮ 海尔茂顿时转

怒为喜ꎬ声称自己的“翅膀宽”ꎬ要永远保护他的“小松鼠”ꎮ
娜拉至此恍然大悟ꎬ发现自己原来是丈夫的玩物ꎮ 她拒绝了

海尔茂关于家庭神圣的宗教和道德说教ꎬ毅然出走ꎬ离开了这

个玩偶之家ꎮ
海尔茂是资本主义社会典型的“正人君子”ꎬ有钱有势ꎬ

也很疼爱妻子ꎻ娜拉贤良温柔ꎬ活泼可爱ꎬ一向以丈夫为自己

的生活中心ꎮ 但易卜生揭开了甜蜜温柔的动人纱幕ꎬ赤裸裸

地暴露了资产阶级男权社会对女性的玩弄ꎮ 娜拉一旦识破这

种屈辱的地位ꎬ对于保护这种关系的宗教、法律和伦理道德都

发生了怀疑ꎮ 娜拉以做玩物为耻的态度和追求解放的决心具

有积极意义ꎮ 但她在深夜出走ꎬ外面一片黑暗ꎬ剧终前的最后

一瞥也象征着娜拉的前途非常渺茫ꎮ
«人民公敌»通过一个小城镇发生的事件ꎬ揭露资本主义

社会反人民的本质ꎮ 斯多克曼医生从一个兴建中的疗养区矿

泉里发现危险的传染病菌ꎬ主张重新改建矿泉管道ꎮ 但是ꎬ这
个建议会影响资本家的利益ꎬ遭到市长(他的哥哥)、报界、房
主等有产者的激烈反对ꎮ 医生不肯妥协ꎬ并且举办演讲会ꎬ想
向市民说明真相ꎬ宣传自己的社会主张ꎮ 市长却利用这次集

会煽动听众ꎬ以表决的“民主方式”宣布医生是“人民公敌”ꎮ
易卜生选择事关健康的病菌毒害问题为题材ꎬ尖锐地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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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了资产阶级唯利是图、丧心病狂的本性ꎬ也揭穿了资产阶级

民主的虚伪性质ꎮ 易卜生用疗养区比喻他所处的社会ꎬ这个

社会打着疗养胜地的幌子ꎬ实际上是在散布害人的毒菌ꎮ
斯多克曼医生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ꎮ 他感到官僚和资

产阶级掌握实权ꎬ成为社会上“结实的多数派”ꎬ是自由和真

理的最大敌人ꎮ 但他不懂得ꎬ他们是虚假的多数ꎬ真正的多数

是人民ꎮ 他把人民也包括在虚假的多数中ꎬ一起加以抨击ꎬ最
后得出结论:只有像他那样既无同盟、也无依靠的“最孤立的

人才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ꎬ才能管理世界ꎮ 这段台词产

生了很大的影响ꎬ但易卜生却不能说明ꎬ为什么这种最孤立的

人才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ꎮ 斯多克曼医生的形象总是带着

一厢情愿的精神胜利法的气味ꎮ
易卜生后期的思想比较悲观ꎮ «野鸭»描写一个不幸者

把精神寄托在自己明知是谎言的希望上ꎬ以维持他的生命ꎮ
一个自以为负有救世使命的人对他指出这是谎言ꎬ想要挽救

他ꎬ但是却粉碎了他的精神支柱ꎬ使他悲惨地死去ꎮ 这个剧本

表明ꎬ易卜生对他自己多年来大声疾呼的“人的精神反叛”感
到了痛苦的幻灭ꎮ

易卜生的创作发展在当时是具有代表性的ꎮ 他一生都想

寻找出路ꎮ 他早年在历史中寻求力量ꎬ在哲学中探索人生的

宗旨ꎮ 后来随着对现实认识的加深ꎬ他着重表现了理想和现

实的矛盾ꎬ但这个矛盾得不到解决ꎬ他只能陷入神秘的悲观主

义ꎮ 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是欧洲戏剧的新发展ꎮ 当时ꎬ欧洲

盛行结构精巧而内容贫乏的取悦上层社会的戏剧ꎮ 易卜生发

扬了欧洲戏剧的现实主义传统ꎬ把剧场从娱乐场所变为激发

观众思考社会问题的教育场所ꎮ
他的社会问题剧针对现存的社会问题ꎬ抓住典型人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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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加以解剖ꎬ进而推翻公认的道德准则ꎮ 它的论争性的构

思不露痕迹地体现在生动的情节和真实的人物形象中ꎬ有时

还得到诗意的渲染ꎬ达到了思想内容和戏剧性的统一ꎮ 在戏

剧高潮中ꎬ易卜生自然地展开说理的“讨论”ꎬ对已经发生的

事件进行严肃的探讨ꎬ向观众揭示其中的意义ꎮ “讨论”的戏

剧性很强ꎬ人物的性格在讨论中获得了更充分的发展ꎮ “讨
论”的台词有很多警句ꎬ大都精辟锋利ꎬ发人深思ꎮ 但有的

“讨论”也生硬勉强ꎬ有说教的弊病ꎮ
在十九世纪下半叶ꎬ瑞典比较重要的作家是斯特林堡ꎮ
奥古斯特斯特林堡(１８４９—１９１２)的父亲是破产商人ꎮ

他一生贫困ꎬ做过小学教师、图书馆职员和化学试验员ꎬ著有

五十多部多幕和独幕剧ꎬ六十多部小说、诗歌和散文集ꎮ
斯特林堡早年写过一些反映社会问题的作品ꎬ如小说

«红房间»(１８７９)和«新国家» (１８８２)ꎬ对瑞典上层社会有比

较深刻的揭露ꎮ 但他又受到叔本华、尼采和弗洛伊德等人的

影响ꎬ时而关心妇女解放ꎬ时而采取尼采的仇视女性的态度ꎻ
他有时以现实主义手法揭露社会黑暗ꎬ但总的倾向是越来越

深地陷入变态心理ꎬ用反理性的哲学观察世界ꎮ
斯特林堡的自然主义戏剧主要有«父亲» (１８８７)、«朱丽

小姐»(１８８８)、«伴侣»(１８８８)和«死魂舞»(１９０１)等ꎮ 这些剧

本直接描写变态的社会关系和充满极大痛苦的激情ꎮ 例如ꎬ
«父亲»写一个妻子为了和丈夫争夺女儿的好感ꎬ不择手段地

用诡计把丈夫逼成疯子ꎮ 这些人彼此虎视眈眈ꎬ时刻打算扑

过去割断对方的咽喉ꎮ 他们因为自己痛苦ꎬ就以使别人更痛

苦为快ꎮ 这些剧本充分贯彻了作者的自然主义主张ꎬ把人生

描写成本能和欲望的冲突ꎬ对生活作了歪曲的解释ꎮ
一九○二年ꎬ斯特林堡写了«梦的戏剧»ꎬ又成为欧洲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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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主义文学的先驱ꎮ 这部剧本以无逻辑的梦魇的形式ꎬ描写

天帝因陀罗的女儿为要了解人类而来到人间ꎬ结果发现“瑞
典是一所疯人院”ꎻ人间有剥削和压迫ꎬ但这位神的女儿认为

人们痛苦的根源在于他们的欲望造成了自身的堕落ꎮ 她和被

折磨者一起呼号ꎬ期望上天拯救ꎮ 剧本表现了作者渴望摆脱

痛苦的思想ꎬ但又充满由于痛苦而失去常态的绝望情绪ꎮ
在北欧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运动衰落和分化的时期ꎬ北欧

无产阶级文学有了发展ꎮ 自七十年代起ꎬ马克思主义理论在

北欧的影响逐渐扩大ꎻ各国都掀起了规模比较大的罢工斗争ꎬ
取得组织工会的权利ꎻ但另一方面ꎬ机会主义思潮也开始在北

欧泛滥ꎮ 各国社会民主党在八、九十年代相继成立ꎬ它们受到

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影响ꎬ放弃阶级斗争ꎬ鼓吹阶级合作ꎬ妄
想和平长入社会主义ꎮ 北欧无产阶级文学是在同机会主义作

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ꎮ 它主要的旗手是丹麦的尼克索ꎮ
尼克索(１８６９—１９５４)原名马丁安德逊ꎬ父亲是石匠ꎬ

母亲是铁匠的女儿ꎬ他自幼做过牧童、报童、农场雇工、石匠、
鞋匠和泥水匠ꎬ后来勉强进了大学ꎮ 作为一个无产阶级作家ꎬ
他是在反对资本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成长的ꎮ 一八八八

年ꎬ他参加了丹麦工人运动ꎬ开始接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ꎮ 后

来ꎬ他在朋友的资助下出国养病ꎬ到过意大利、西班牙和德国

等国ꎬ对于国际工人运动有了广泛的了解ꎬ参加了反对正在各

国滋长的机会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斗争ꎮ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尼

克索找到了无产阶级斗争的正确道路ꎮ 他谴责右倾机会主

义ꎬ退出社会民主党ꎬ成为一九二○年正式成立的丹麦共产党

的创始人之一ꎮ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ꎬ他被丹麦社会民主党

列入交给德国法西斯的黑名单ꎬ不久被捕入狱ꎮ 一九四三年

逃出监狱时ꎬ尼克索已经七十四岁ꎬ但他仍旧顽强地为工人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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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事业而奋斗ꎬ直到八十五岁逝世为止ꎮ
尼克索自一八九三年左右开始写作ꎬ在六十余年内发表

过大量的政论、演说、诗歌、剧本和小说ꎮ 他的早期作品基本

上是批判和暴露现实的ꎬ但带有悲观主义和自然主义色彩ꎮ
尼克索最著名的作品是三部曲«征服者贝莱» (１９０６—

１９１０)、«普通人狄蒂» ( １９１７—１９２１) 和 «红色的莫尔顿»
(１９４５)ꎮ 这三部曲围绕着马克思主义者莫尔顿和机会主义

者贝莱这两个中心人物的活动而展开ꎮ 第一部«征服者贝

莱»包括四卷ꎬ第一卷«童年»和第二卷«学徒生活»以贝莱少

年青年时代的生活为线索ꎬ描写丹麦城乡劳动者在七、八十年

代的贫困生活ꎻ第三卷«伟大的斗争»和第四卷«黎明»ꎬ以贝

莱成为工人领袖并蜕化为机会主义者的过程作线索ꎬ描写丹

麦无产阶级在九十年代的英勇的罢工斗争ꎬ和此后机会主义

思潮在丹麦的泛滥ꎮ
贝莱是农场雇工的儿子ꎬ父子同在偏远的半宗法式的小

岛上给农场主放牛ꎬ生活艰难ꎮ 以后ꎬ贝莱雄心勃勃地去到一

个小城ꎬ幻想“征服世界”ꎬ做了鞋匠学徒ꎮ 他在这里看到更

多的穷人的悲惨遭遇ꎬ并结识了石匠的儿子莫尔顿ꎮ 年少的

莫尔顿严肃地思考穷人为什么会受苦的问题ꎬ使贝莱受到很

大影响ꎮ 成人以后ꎬ贝莱抱着新的希望前往首都哥本哈根做

鞋匠ꎬ遭到把头的剥削ꎬ在莫尔顿的启发下ꎬ他开始认识到工

人必须团结起来ꎬ于是重新整顿了瘫痪的鞋匠工会ꎬ和把头进

行斗争ꎬ经过几次失败ꎬ终于打破了把头的控制ꎮ 从此贝莱在

工人中有了威望ꎬ进而领导首都五万工人的大罢工ꎬ迫使资产

阶级让步ꎬ并承认工会的合法性ꎮ 罢工胜利后ꎬ贝莱思想里固

有的个人野心大大地滋长了ꎮ 他得到了高官厚禄ꎬ害怕触怒

资产阶级ꎬ主张通过建立合作社和争取议会多数等合法途径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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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进入社会主义ꎮ 在这整个过程中ꎬ莫尔顿支持罢工ꎬ但是

怀疑合法的途径ꎬ他继续寻找革命真理ꎮ
第三部«红色的莫尔顿»的情节紧接第一部ꎬ描写二十世纪

初年的丹麦社会状况ꎮ 贝莱这时已成为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内
阁部长ꎬ生活舒适ꎮ 他宣称ꎬ阶级斗争已经结束ꎬ丹麦立即可以

和平长入社会主义ꎮ 但他所开创的合作社运动彻底失败ꎬ工人

中已经有一部分认清贝莱的面目ꎬ开始探索革命的道路ꎬ也有

一部分走上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邪路ꎮ 第一次世界大战

爆发以后ꎬ第二国际完全瓦解ꎮ 贝莱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勾结ꎬ
用欺骗手段把丹麦工人送到德国军火工厂做工ꎬ为帝国主义效

劳ꎮ 莫尔顿这时成了一个著名的无产阶级作家ꎮ 他坚决反对

阶级合作ꎬ主张发动革命的内战ꎬ以夺取政权ꎮ 他进行宣传活

动ꎬ在演讲中说:“用饥饿来杀人ꎬ由于肺结核而造成慢性死亡ꎬ
千百万人做着资本主义利润的牺牲品ꎬ所有这一切难道比战争

好吗?”但是丹麦还没有成立马克思主义政党ꎬ先进的工人也没

有组织起来ꎬ莫尔顿的革命主张不可能变成现实ꎬ他陷入深刻

的苦闷ꎮ 有一年莫尔顿在瑞典听说ꎬ列宁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

上把老资格的修正主义者驳得体无完肤ꎮ 他庆幸俄国工人“撕
掉了眼罩”ꎬ抛弃了欺骗他们的人ꎮ 不久ꎬ十月革命成功ꎬ莫尔

顿访问苏联ꎬ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ꎬ成为成熟的无产阶级战士ꎮ
第二部«普通人狄蒂»ꎬ是第一部和第三部中间的独立的

插曲ꎮ 莫尔顿和贝莱的活动在这一部中退居为背景ꎮ 尼克索

通过穷苦的农妇狄蒂从生到死的遭遇ꎬ广泛地描绘了丹麦城

乡劳动人民在和平条件下的悲惨处境ꎬ他怀着崇敬的心情ꎬ叙
述了狄蒂的勤劳善良的品德和对光明未来的向往ꎮ

尼克索的三部曲回顾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二

十年代的丹麦历史ꎬ生动地揭露了丹麦工人运动领导集团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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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工农群众ꎬ投靠资产阶级的丑恶面目ꎬ歌颂了丹麦无产阶级

的优秀分子所代表的革命道路ꎮ
尼克索采用对比手法ꎬ深刻地揭示出机会主义者和广大人

民群众的尖锐对立ꎮ 全书通过上百个人物的遭遇ꎬ反映了广大

劳动人民的忧患ꎮ 例如ꎬ贝莱的父亲ꎬ老一代的农民拉赛幻想

凭着辛勤的劳动创立家业ꎬ但他的劳动果实被地主所剥夺ꎮ 这

个一向安分守己的农民忍无可忍ꎬ忿怒地表示要把压迫穷人的

官吏全部扼死ꎮ 他晚年投靠自己的儿子贝莱ꎬ仍然没有着落ꎬ
只好上街行乞ꎬ最后悲惨地饿死在一个阴暗的地下室里ꎮ 人民

的苦难历历在目ꎬ但机会主义者视而不见ꎬ竟然美化资本主义

制度ꎬ吹嘘丹麦是一个“富人不多ꎬ穷人更少”的幸福国家ꎮ 广

大的工农群众开始懂得ꎬ穷人要争取自己的权利ꎬ“只有依靠自

己的拳头”ꎬ而机会主义者却说ꎬ应该放弃阶级斗争ꎬ和有钱人

合作ꎬ以便“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ꎮ 后来劳动人民逐步摆脱掉

宿命论思想的束缚ꎬ忍受着巨大的牺牲ꎬ坚持长时期的罢工ꎬ在
斗争中认识到自己的伟大力量ꎮ 但是机会主义者却瓦解并出

卖了工人运动ꎬ他们公然吸收资本家加入社会民主党ꎬ开除并

迫害参加过斗争的老战士ꎬ把人民更深地投入帝国主义战争的

灾难ꎮ 三部曲清楚地表明ꎬ机会主义者的背叛使丹麦人民付出

了惨重的代价ꎬ这条历史教训是不能忘记的ꎮ
尼克索描写丹麦工人运动所受的挫折ꎬ突出地说明了马

克思主义真理的宝贵和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必要性ꎮ 在

当时ꎬ革命的客观条件接近成熟ꎬ无产阶级中的优秀分子已经

识破机会主义者的本质ꎬ但苦于没有革命政党来加以领导ꎮ
莫尔顿在艰苦的条件下进行探索ꎬ直到十月革命以后ꎬ才找到

三十多年来梦寐以求的革命真理ꎮ
三部曲在社会运动的广阔背景上突出了莫尔顿和贝莱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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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代表不同路线的人物ꎮ 莫尔顿的形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

在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泛滥期间的革命者的面貌ꎮ 他年轻时就

决定:他的理想不是要爬到上层阶级ꎬ而是永远站在劳动者的

队伍中ꎬ争取本阶级的解放ꎮ 他宁可暂时孤立ꎬ也不肯和机会

主义者同流合污ꎮ 德国社会民主党所派的代表ꎬ自称来自马

克思主义的故乡ꎬ诱骗他放弃阶级斗争ꎮ 他立即认出这个

“兄弟党”的代表实际上是军事投机家和德国资本家的混合

物ꎮ 他坚定地站在最广大的劳动人民的立场上ꎬ认为有剥削

就有反剥削的行动ꎬ谁要是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ꎬ谁就是和

剥削者站在一起ꎮ 在莫尔顿活动的大部分时期内ꎬ丹麦的无

产阶级革命政党还没有成立ꎬ人们也还不知道列宁在高举革

命旗帜反对机会主义ꎮ 在这困难的年代ꎬ莫尔顿逆流而进ꎬ坚
持无产阶级的原则性ꎬ是一个光辉感人的革命者的形象ꎮ

贝莱从小抱着往上爬的野心ꎬ贪图眼前利益ꎬ每当面临重

要的抉择ꎬ他总是自然而然地倾向机会主义ꎮ 莫尔顿揭露有

钱人剥夺穷人创造的财富ꎬ他却认为如果穷人“动手去夺回

来ꎬ准不会有好处”ꎮ 莫尔顿指出无产者应该团结ꎬ他却以为

团结只是为了争取较好的劳动条件ꎮ 在罢工处于僵持阶段ꎬ
工人们饥寒交迫的时刻ꎬ他接受资产阶级的引诱ꎬ做了资本家

的职员ꎮ 后来他又骗取工人的信任ꎬ走上为资本家和军国主

义者效劳的邪路ꎮ
小说通过这两个人物发展道路的对比ꎬ为丹麦无产阶级

指出了正确的方向ꎮ
围绕着莫尔顿的光辉形象ꎬ尼克索广泛展示了工农群众

的劳动和斗争ꎮ 他对群众中的小康思想和宿命论思想提出善

意的批评ꎬ同时又描写了郁积在他们心头的愤怒和他们日益

觉醒的革命愿望ꎮ 第一部所写的罢工斗争是一曲宏伟的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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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ꎮ 罢工如燎原的烈火ꎬ各个行业的工人团结成为一股力量ꎬ
高举共产国际的红旗向警察展开搏斗ꎬ使资产阶级心惊胆战ꎮ
作者相信工人阶级一定能使自己得到解放ꎮ

第四节　 英 国 文 学

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到二十世纪初ꎬ英国社会从自由资

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ꎬ英国资产阶级的寄生性、腐朽性

和反动性日益显著ꎬ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ꎬ英国在国际上丧

失了工商业的垄断地位ꎬ尽管它依然是世界金融的中心ꎻ在国

内ꎬ农业危机和工业危机加深了阶级矛盾ꎮ 七、八十年代ꎬ自
由党和保守党轮流执政ꎬ对内实行细小让步ꎬ笼络工人贵族ꎬ
对外实行疯狂的殖民政策ꎮ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ꎬ机会主

义在英国工联组织中仍占统治地位ꎬ但随着国内矛盾的加深ꎬ
工人运动又开始活跃起来ꎮ 不熟练的工人组织了新工联ꎬ发
动罢工和示威斗争ꎬ遭到政府的血腥镇压ꎮ 十九世纪末、二十

世纪初ꎬ英国政府加强军国主义统治ꎬ发动南非的布尔战争ꎬ
参加镇压义和团的八国联军ꎬ并加紧剥削劳动人民ꎬ增加赋

税ꎬ阶级矛盾空前激化ꎬ曾发生多次规模巨大的罢工ꎮ
随着工人运动的开展ꎬ社会主义思想开始传播ꎬ很多资产

阶级作家也标榜社会主义ꎮ 正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

况»英国版序言中所说的:“不用说ꎬ现在的确‘社会主义重新

在英国出现了’ꎬ而且是大规模地出现了ꎮ 各色各样的社会

主义都有”①莫里斯对资本主义制度表示强烈的不满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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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只有流血革命才能铲除这个制度ꎬ他在资产阶级作家中思

想最先进ꎬ但是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带有很大的空想性ꎮ 肖伯

纳也提倡“社会主义”ꎬ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宗教、政治

的虚伪性ꎬ批评英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和军国主义ꎬ但作为费

边社的一个奠基人ꎬ他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社会达尔文

主义”和改良主义ꎮ 威尔斯也标榜社会主义ꎬ参加过费边社ꎬ
他同样否定革命ꎬ提倡“贤人政治”ꎬ主张以科学技术人才管

理国家ꎮ 甚至唯美派作家王尔德也高唱“社会主义”ꎬ在这个

幌子下宣扬个人主义和唯美主义ꎮ
十九世纪末ꎬ在法国唯美派的影响下ꎬ英国一些作家表现

了强烈的唯美倾向ꎮ 他们企图用艺术的“美”来抵销资本主

义制度所产生的丑恶现象ꎮ 王尔德提出“为艺术而艺术”的
主张ꎮ 莫里斯在参加工人活动的同时ꎬ举办了手工艺工场和

印刷厂ꎬ用中古的美术来装饰生活ꎬ他的文学作品也带有返回

中古的唯美倾向ꎮ 高尔斯华绥揭露了资产阶级的深入骨髓的

占有欲ꎬ但他的作品特别强调资本主义敌视并扼杀艺术ꎬ也带

有一定的唯美倾向ꎮ
七、八十年代以后ꎬ英国进入帝国主义时期ꎬ阶级矛盾尖

锐起来ꎬ一部分中小资产阶级作家感到彷徨苦闷ꎬ对当时流行

的唯心主义哲学发生共鸣ꎮ 哈代目睹英国农村破产的情况ꎬ
在作品中描写了资本主义给农村带来的灾难ꎬ并对农民的悲

惨境遇寄予同情ꎮ 但由于他看不到出路ꎬ在唯心主义哲学的

影响下ꎬ他的创作带有浓厚的悲观色彩和宿命论思想ꎮ 其他

作家如威尔斯也具有悲观主义倾向ꎮ
这一时期ꎬ英国统治阶级为了推行殖民政策ꎬ大力鼓吹好

战的沙文主义ꎬ美化维多利亚女王的统治ꎬ在文学中宣传冒

险、犯罪和颓废的内容ꎮ 吉卜林配合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ꎬ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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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白人的负担” 和弱肉强食的 “森林法律”ꎮ 斯蒂文生

(１８５０—１８９４)、柯南道尔(１８５９—１９３０)等作家描写海上冒

险、神秘的异国情调、侦察凶杀的故事ꎬ引导读者脱离社会斗

争ꎮ
这一时期ꎬ英国文学流派纷纭复杂ꎮ 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如梅瑞狄斯、巴特勒、哈代、肖伯纳、高尔斯华绥、威尔斯等尽

管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道德、宗教和文化等方面作了批

判ꎬ但他们宣传阶级调和ꎬ否定阶级斗争ꎮ 梅瑞狄斯(１８２８—
１９０９)早期属于“前拉斐尔派”ꎬ他的小说如«理查费弗洛尔

的苦难» (１８５９)、«利己主义者» (１８７９)ꎬ多围绕婚姻爱情的

不幸ꎬ从自由主义的立场ꎬ谴责资产阶级、贵族的自私自利ꎬ对
当时政治、社会、教育有一定揭露ꎬ但他的出发点仍然超不出

启蒙思想家的“理性”ꎮ 他的小说着重心理描写ꎬ风格流于雕

琢ꎮ 巴特勒(１８３５—１９０２)的小说«乌有乡» (１８７２)、«众生之

路»(１９０３)讽刺资产阶级的宗教、道德、教育、家庭制度ꎬ但他

自己也只能提出“诚恳”、“纯朴”、“善良”等抽象的道德观念

来作为医治资产阶级罪恶的药方ꎮ
另一些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则已开始注意到无产阶级的生

活ꎬ如玛格丽特哈克奈斯(生于 ５０ 年代末)ꎮ 她的小说«城
市姑娘»(１８８８)以伦敦东区一个贫苦缝纫女工耐丽为主人

公ꎬ她受到衣冠楚楚的资产者阿瑟格兰特的诱骗ꎬ怀孕后遭

到遗弃ꎬ陷入悲惨境地ꎮ 哈克奈斯通过这个极其平凡的故事ꎬ
揭露资产者的虚伪性ꎬ对受苦的工人表示深切同情ꎮ 此外ꎬ乔
治吉辛(１８５７—１９０３)所写的«德谟斯———英国社会主义的

故事»(１８８６)也属于这一类ꎮ 这些作家虽然注意和同情无产

者的遭遇ꎬ但是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的觉醒ꎬ在他们的作品

中ꎬ无产阶级只是作为消极受难的群众出现的ꎮ 工人出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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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雷塞尔的«穿破裤子的慈善家»ꎬ不仅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经

济、政治、文化各方面作了无情的揭露ꎬ而且还塑造了一个正

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工人形象ꎮ
威廉莫里斯(１８３４—１８９６)出生于一个富裕的资产阶

级家庭ꎮ 他在五十年代已开始写诗ꎬ在“前拉斐尔派”的影响

下ꎬ写过«地上乐园»(１８６８—１８７０)等作品ꎮ 他早期诗歌大都

取材于古代和中古的故事ꎮ 七十年代ꎬ他到冰岛等地去旅行ꎬ
回国后发表了以北欧古代传说为题材的史诗和抒情诗ꎬ其中

最重要的是«佛尔松族的西古尔德» (１８７６)ꎮ 这些作品都表

现了诗人对“维多利亚时代”社会现实的不满ꎬ企图从资本主

义以前的文学艺术中寻找美好的理想ꎮ 莫里斯认为资本主义

的奴役使劳动者的智慧和艺术才能受到摧残ꎬ要使艺术得到

真正繁荣ꎬ必须把劳动变成一件创造美丽事物的乐事ꎮ 他举

办了一个手工艺工场ꎬ生产日常生活所需的实用美术品ꎮ
随着八十年代工人运动的开展ꎬ在当时社会主义思想影

响下ꎬ莫里斯于一八八四年和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马克思

艾威林组织了“社会主义同盟”ꎮ 一八八七年ꎬ他参加伦敦

工人游行示威ꎬ目睹政府对游行群众的血腥镇压ꎬ使他进一步

认识到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是没有任何妥协可言的ꎬ英
国人民要争取美好的未来ꎬ必须团结起来坚决地向统治者进

行斗争ꎮ
«社会主义歌集» (１８８３—１８８６)收录了他为«正义» 和

«共和»两杂志所写的诗歌ꎮ 这些诗歌大都是在工人运动的

启发下写成的ꎮ 在«不要老爷»一诗中ꎬ莫里斯直接号召受奴

役的人们不要害怕牺牲ꎬ与其受奴役而生ꎬ不如斗争而死ꎻ他
鼓励他们起来ꎬ结束老爷们的统治ꎮ 在«工人进行曲»中ꎬ莫
里斯对斗争的前途充满希望ꎬ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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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吧! 雷声隆隆!
看啊! 阳光下ꎬ大地上ꎬ
出现了愤恨、希望和奇迹ꎬ
人民的队伍在前进ꎮ

长诗«向希望前进的人们» (１８８６)描写一个诗人和他的

爱人沉醉在田园式的爱情生活中ꎮ 远方传来不安、骚动的声

音ꎮ 他们抛弃恬静的生活ꎬ到人民中去找寻不安和骚动的原

因ꎬ于是看见了人民的苦难ꎮ 他们四处寻找希望ꎬ终于找到了

社会主义ꎮ 诗中又描写诗人去到巴黎ꎬ热情地歌颂巴黎公社

的英勇斗争ꎬ认为公社给人们展示了未来的前景ꎮ 作者通过

主人公的经历ꎬ表现了他自己思想发展的过程ꎮ
«梦见约翰保尔»和«乌有乡消息»是莫里斯的两部幻

想小说ꎮ
«梦见约翰保尔» (１８８８)描写作者梦见一三八一年英

国农民起义的领袖之一约翰保尔ꎬ并和他交谈ꎮ 作者向约

翰保尔叙述了一三八一年以后英国历史的演变:人民起义

不断发生ꎬ虽然大都以失败告终ꎬ但人民力量在这些斗争中一

天天壮大ꎬ人剥削人的社会肯定会被消灭ꎮ
«乌有乡消息» (１８９０)预言二百年后英国将会发生的变

化ꎮ 作者在梦中到了共产主义的英国ꎬ那时英国社会已完全

改观ꎬ城市和农村变得十分清洁、整齐、美丽ꎬ人们都很健康ꎮ
这里已经没有私有制ꎬ人们不知道买卖为何物ꎮ 人剥削人的

现象已被消灭ꎬ劳动成为人生幸福的必要因素ꎬ人人在身心两

方面都得到充分的发展ꎬ人与人之间出现一种和睦相处的新

关系ꎮ 资产阶级的政治机构不复存在ꎬ国会大厦变成了大粪

３９２



场ꎮ 国际上的竞争和战争也没有了ꎮ 乌托邦的居民告诉作

者ꎬ这一切都是经过流血斗争取得的ꎮ 他说ꎬ英国人民自从一

八八七年在特拉法尔加广场举行群众大会和示威ꎬ受到政府

的血腥镇压后ꎬ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ꎬ想通过和统治阶级协商

或改良的办法来实现共产主义ꎬ但对方始终毫不让步ꎬ并且加

强了反动统治ꎮ 最后人民还是用革命手段推翻了资本主义制

度ꎬ建成了新的社会ꎮ
莫里斯在这两部作品里提出消灭私有制的主张ꎬ肯定暴

力斗争ꎬ但是他把暴力革命写成一件突然而起的事情ꎬ没有指

出革命的准备和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中的作用ꎮ 他的共产主

义具有乌托邦的性质ꎬ在«乌有乡消息»中ꎬ他指出机器劳动

使劳动者成为机器的奴隶ꎬ但他主张用手工业劳动代替机器

生产ꎬ这是违反历史发展进程的ꎮ
这两部作品都采用英国文学中乌托邦小说的形式ꎮ «乌

有乡消息»的主人公生长在资本主义社会ꎬ对乌托邦的一切

都感到新奇不解ꎬ闹了许多有趣的笑话ꎮ 作者运用这类手法ꎬ
批评了资本主义社会种种不合理的现象ꎮ

托马斯哈代(１８４０—１９２８)是十九世纪末英国批判现

实主义小说家和诗人ꎮ 他的父亲是建筑师ꎬ他自己也学过建

筑ꎬ他一生的大部分时期是在故乡道塞特郡度过的ꎮ
哈代的创作时期包括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的

阶段ꎮ 他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给劳动人民ꎬ尤其是给农民带来

的不幸和灾难ꎬ对他们表示同情ꎮ 他的小说一直以故乡道塞

特郡和该郡附近的地区作背景ꎮ 这是一个几乎没有工业可言

的农业区ꎬ但它同样受到资本主义的渗透ꎮ 特别是七十年代

以后ꎬ资本主义的侵入破坏了整个农村ꎬ使农村的宗法社会的

基础彻底崩溃ꎮ 他观察了农业危机在道塞特郡所造成的悲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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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果ꎬ描写这一地区农民所受的灾难ꎮ 但是他用唯心主义解

释社会变化的原因ꎬ认为支配人的命运的是一种“弥漫宇宙

的意志”ꎮ 这是宿命论的观点ꎮ
哈代最有成就的作品是名为“威塞克斯小说”的一系列

小说ꎮ 威塞克斯是道塞特郡及其附近地区的古称ꎮ
威塞克斯小说的开头几部写了英国农村的恬静景象ꎮ

«绿荫下»(１８７２)描写一种类似世外桃源的田园生活ꎬ作者以

为这是理想的社会生活ꎮ «远离尘嚣» (１８７４)也是记述明朗

恬静的田园生活的ꎬ但是已透露出悲剧的情调ꎬ作者已开始了

解到ꎬ在新的经济条件下ꎬ幸福的田园生活只是一种幻想ꎬ在
后来出版的«还乡» (１８７８)和«卡斯特桥市长» (１８８６)里ꎬ他
完全抛弃了对田园生活的幻想ꎬ更清楚地认识到旧的宗法社

会的必然灭亡ꎮ
哈代的主要作品是«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ꎮ
«德伯家的苔丝»(１８９１)描写贫穷的农家女子苔丝一生的

遭遇ꎮ 她渴望凭自己的劳动过日子ꎬ但是在当时的社会中却

接二连三地受到沉重的打击ꎮ 苔丝还非常年轻的时候ꎬ就因

为家庭贫困ꎬ不得不上德伯家去当女工ꎬ遭到资产阶级纨绔子

弟亚雷德伯的污辱ꎬ怀了身孕ꎬ成为一个“失了身的女子”ꎮ
她忍受周围人们的歧视和道德偏见的压力ꎬ孩子病死后ꎬ她在

一家牛奶场工作ꎬ认识了一个牧师的儿子ꎬ青年大学生安玑
克莱ꎬ不久便和他相爱ꎮ 苔丝向克莱讲述了自己过去的不幸

经历之后ꎬ充满资产阶级的虚伪的伦理偏见的克莱ꎬ突然一反

往常的态度ꎬ遗弃了苔丝ꎬ使她走上更加悲惨的道路ꎮ 苔丝转

到另一个农场劳动ꎬ受到资本家更为残酷的剥削ꎮ 后来父亲

死去ꎬ一家人沦落街头ꎬ纨绔子弟亚雷又来纠缠她ꎬ她不得已

而又迁就了他ꎮ 克莱的突然归来使苔丝受刺激太深ꎬ终于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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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她杀死亚雷的悲剧ꎮ她成了一个杀人犯ꎬ被法庭判处

死刑ꎮ
主人公苔丝所受的压迫是双重的ꎮ 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

济不能维持的条件下ꎬ她为了生活ꎬ不得不忍受农业资本家的

剥削ꎬ并受到富家子弟的污辱ꎮ 但是使她陷入绝境的是资产

阶级社会的道德偏见ꎮ 代表这种偏见的克莱对她的遗弃ꎬ使
她精神上遭到沉重的打击ꎬ失掉了生活的信心ꎬ终于成为资产

阶级伦理道德的牺牲品ꎮ
哈代对苔丝寄予深厚的同情ꎬ认为她是无罪的ꎬ是个受难

者ꎮ 他把这样一个犯了“奸淫罪”和“杀人罪”的女子称做“一
个纯洁的女人”ꎬ并用这一称号作为本书的副标题ꎬ向资本主

义社会的伦理道德提出抗议ꎮ 小说以十九世纪末英国小农经

济破产的情况为背景ꎬ也描写了资本主义农场工人出卖劳动

力的悲惨境遇ꎮ
«无名的裘德» (１８９５)写青年石匠裘德一生的遭遇ꎮ 他

自幼无依无靠ꎬ凭自修学会了拉丁文、希腊文ꎬ获得了不少知

识ꎮ 他一心希望入大学ꎬ将来做一个教师ꎬ但资本主义社会的

高等学府蔑视这个出身低微的青年ꎬ把他排斥在门外ꎬ他的求

学计划失败了ꎮ 他和表妹的爱情触犯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宗教

和道德教条ꎬ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ꎬ爱人离去ꎬ孩子惨死ꎬ他自

己也在孤独中死去ꎮ 资产阶级社会的道德、法律、宗教以至教

育制度就这样一步步地把这青年石匠逼上了死路ꎮ 裘德一生

个人奋斗ꎬ最后还是默默无闻ꎬ没有实现他成名的愿望ꎮ 作者

通过裘德的遭遇ꎬ谴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制度和婚姻关

系的不合理ꎮ
哈代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出发ꎬ抨击虚伪的宗教教

义和资产阶级道德ꎬ宣扬“仁爱”精神ꎮ 苔丝和裘德ꎬ虽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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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是农业工人ꎬ一个是石匠ꎬ这两个形象在哈代笔下ꎬ都是他

的“仁爱”思想的具体表现ꎬ并不是工人、农民的真实形象ꎮ
哈代把苔丝写成“仁爱”精神的化身ꎬ她虽被克莱遗弃ꎬ在物

质上和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打击ꎬ但她宽恕了克莱的行动ꎬ默默

地守候着他的归来ꎬ终于重新赢得了他的爱情ꎮ 最后苔丝被处

死刑ꎬ但哈代认为她所代表的“仁爱”精神取得了胜利ꎬ在小说

结尾安排了克莱和苔丝的妹妹恋爱的情节ꎮ 裘德虽然对社会

提出强烈的控诉ꎬ但他所追求的是要人们以“仁爱”精神对待

他ꎬ只是在冷酷的现实面前ꎬ他的理想不得不遭到破产罢了ꎮ
哈代的小说具有浓厚的悲观色彩ꎮ 他认为苔丝和裘德的

悲剧都是冥冥中由神的意志安排定当的ꎬ无论人们怎样努力

和反抗ꎬ总逃不脱神的意志的主宰ꎮ 他把工人、农民的悲剧归

结为命运的作弄ꎬ不去深入揭示悲剧的社会原因ꎬ从而减弱了

作品的社会意义ꎮ 他的小说在情节结构的安排上也反映出宿

命论观点ꎬ导致主人公悲剧的每一个步骤ꎬ都被写成是不可避

免的事件ꎮ 有时作者还用神秘的预兆、诅咒等手法来渲染悲

剧的必然性ꎮ 由于他对宗法制农村社会的留恋ꎬ他在小说中

常常很细致地描写古老的风俗习惯和农村的自然景色ꎮ
乔治伯纳肖(肖伯纳ꎬ１８５６—１９５０)是这一时期英国

批判现实主义剧作家ꎮ 他生于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一个公务员

家庭ꎬ青年时生活贫困ꎬ充当地产公司职员ꎮ 二十岁时ꎬ他到

伦敦从事美术、音乐和戏剧评论工作ꎬ从此开始了他的漫长的

创作生活ꎮ
肖伯纳的世界观是十分复杂的ꎮ 他接触过社会主义思

想ꎬ对帝国主义的反动政策和资本主义社会虚伪的宗教、伦理

道德等方面抱着批判的态度ꎬ但他的主导思想是改良主义ꎮ
一八八四年他和韦伯夫妇成立费边社ꎬ撰写费边社宣言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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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关于费边主义的论文ꎬ提出用渐进的、滴点的改良来改变

资本主义制度ꎬ反对暴力革命ꎮ 他也受到当时欧洲流行的柏

格森、叔本华、尼采等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ꎬ在某些作品中宣

扬“生命力”、“人种论”等反动理论ꎮ 但肖伯纳主张作家应写

政治和社会问题ꎬ强烈反对颓废派“为艺术而艺术”的论调ꎮ
肖伯纳对现代英国戏剧的发展作了很大贡献ꎮ 英国戏剧

自十七世纪以来ꎬ 没有多少成就ꎮ 十九世纪末庇耐罗

(１８５５—１９３４)和琼斯(１８５１—１９２９)等试图革新ꎬ但因其作品

内容贫乏ꎬ收效很少ꎮ 当时英国戏剧乞灵于法国戏剧ꎬ迫求结

构的完整ꎬ也未能挽回厄运ꎮ 此外ꎬ王尔德的喜剧曾以俏皮的

语言迎合伦敦上流社会的趣味ꎬ但是内容缺乏现实意义ꎮ 肖

伯纳对英国剧坛这种情况感到不满ꎬ他向英国观众和读者介

绍易卜生的问题剧ꎮ 易卜生的戏剧在伦敦上演时ꎬ他著文赞

扬ꎬ发表了评论文集«易卜生主义精华»(１８９１)ꎮ
一九○○年前ꎬ肖伯纳发表过三个戏剧集:«不愉快的戏

剧»(１８９２—１８９４)、«愉快的戏剧» (１８９４—１８９７)和«为清教

徒写的戏剧»(１８９７—１８９８)ꎮ
«不愉快的戏剧»包括三个剧本ꎬ其中较好的是«鳏夫的

房产»和«华伦夫人的职业»ꎮ «鳏夫的房产»尖锐地揭穿了资

产者萨托里斯财富的罪恶来源ꎬ指出外表体面的资产阶级是

占有大量房地产、靠剥削贫民窟里的穷人养肥自己的ꎬ并把他

们比作粪蛆ꎮ 萨托里斯不顾贫民的生命安全ꎬ不肯花一文钱

维修房屋ꎬ并派爪牙向穷人逼交租金ꎻ他还收买贫民窟中的残

破房产ꎬ进行投机活动ꎮ 青年医生屈仑奇蔑视自己未婚妻的

父亲萨托里斯靠贫民窟的房租发财致富ꎬ但当他发现自己的

体面也是靠同样肮脏的收入来维持时ꎬ他不得不和萨托里斯

妥协ꎮ «华伦夫人的职业»从另一个角度揭发了资产阶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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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们高人一等的生活ꎬ那实质上也是靠肮脏的钱来维持的ꎮ
华伦夫人的女儿薇薇是一个高傲的大学生ꎬ从来不知道她的

父亲是谁ꎬ也不知道她的生活费用的来源ꎮ 有一天ꎬ华伦夫人

终于把自己的境遇告诉了她ꎮ 华伦夫人出身贫寒ꎬ一个姐姐

在工厂做工ꎬ中毒而死ꎻ另一个姐姐出嫁后生了三个孩子ꎬ丈
夫酗酒ꎬ生活无法维持ꎮ 华伦夫人自己先后在厨房打杂ꎬ在酒

吧间当侍女ꎬ生活很苦ꎮ 最后ꎬ她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与人

合伙开妓院ꎬ才变得富裕起来ꎮ 华伦夫人向薇薇指出ꎬ她没有

理由自命清高ꎻ华伦夫人同时还指出ꎬ社会上很多体面人物也

和她一起干肮脏的勾当ꎮ 薇薇的自尊心受到极大打击ꎬ但她

对社会上的这种黑暗采取不了了之的逃避态度ꎬ离开家庭ꎬ谋
求“独立”生活ꎮ

肖伯纳这些戏剧用俏皮的对话、出人意料的结局ꎬ揭露了

“维多利亚时代”后期食利者的寄生性和他们的虚伪道德ꎮ
他的正面主人公往往是一些有一技之长的知识分子ꎬ他们对

资产阶级社会的庸俗表示不满ꎬ想凭自己的才能过“独立”生
活ꎬ来表示对现实的反抗ꎬ但他们总是不能挣脱庸俗社会的势

力ꎬ最后和现实妥协ꎮ 这些戏剧的揭露性比较强ꎬ但正面主人

公则显得软弱无力ꎮ 肖伯纳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脓疮ꎬ但
提不出改造的办法ꎮ

第一次大战前ꎬ肖伯纳发表了«巴巴拉少校»(１９０５)ꎮ 这

一时期英帝国主义的垄断特征已经暴露无遗ꎬ政府的内外政

策都是为垄断资本家的超额利润服务的ꎮ 剧本揭露了国家只

是垄断资本家的工具ꎮ 巴巴拉是军火商人安德谢夫的女儿ꎬ
在“慈善机关”“救世军”里任少校ꎮ 她专心一志地从事慈善

救济和宗教宣传ꎬ自以为这是拯救人们的灵魂的高尚事业ꎮ
当她发现这种慈善机关原来是她父亲这一类的资本家出钱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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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ꎬ她的幻想破灭了ꎮ 但是她看到她父亲的军火工厂管理得

井井有条ꎬ工厂里实行了若干改良措施ꎬ因此她同意父亲的决

定ꎬ将由她和自己的未婚夫柯森斯去继承军火事业ꎮ 作者在

这个剧本里对垄断资本家作了一定的批判ꎬ指出他们是把

“不以为耻”当座右铭的ꎮ 安德谢夫厚颜无耻地声称自己就

是英国政府ꎻ政府的法令和措施都是为了满足他牟利的要求ꎻ
战争对他有利ꎬ政府就发动战争ꎬ和平对他有利ꎬ政府就保持

和平ꎮ 作者还指出宗教和慈善事业也是为资本家服务的ꎮ 安

德谢夫赤裸裸地承认他资助宗教和慈善事业的目的就是叫工

人驯服ꎬ要他们只看到个人利益ꎬ只关心天国的事情ꎬ不关心

工会活动和社会主义ꎮ 这个剧本也同样暴露了肖伯纳思想上

的严重缺点ꎮ 肖伯纳认为贫困是最大的罪恶ꎬ也是“社会安

全”的最大危险ꎮ 甘于贫困的道德说教是虚伪的道德ꎻ基督

教教人安于现世的贫困ꎬ是虚伪的宗教ꎻ穷人犯法而受惩罚ꎬ
只能增加危险ꎮ 因此他提出“人人发财”这一资本主义剥削

原则ꎬ幻想借此来消除贫困ꎬ肯定发财是合乎道德的ꎮ 他提出

改良法律ꎬ消灭惩罚ꎬ消灭仇恨ꎬ实际是向统治阶级乞求仁慈ꎬ
调和阶级矛盾ꎮ 作者不仅把一个垄断资本家作为正面主人

公ꎬ肯定发财掠夺的原则ꎬ加以美化ꎬ并且通过巴巴拉和他的

妥协ꎬ说明只有在管理“完善”的资本主义制度下ꎬ才能实现

“真正的”宗教和道德ꎮ 因此ꎬ这部作品比肖伯纳从前的作品

更加证实了他在找不到社会出路而又不肯革命的时候ꎬ必须

只能肯定资本主义原则ꎮ
«伤心之家»(１９１７)是肖伯纳有意模仿契诃夫的风格写

成的ꎬ它的副标题叫做«俄国风格、英国主题的狂想曲»ꎮ 剧

本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背景ꎬ描写资产阶级社会中一群感到

生活没有意义的人聚集在一个老船长家里ꎬ每个人都追求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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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幸福ꎬ但是都追求不到ꎮ 作者把摇摇欲坠的大英帝国比

作一艘行将沉没的破船ꎬ剧中人物的混乱绝望的心情反映了

英国资产阶级社会正在走向毁灭ꎮ 作者认为“有教养的”知
识分子应当干预政治ꎬ不应让愚蠢的政客去胡作非为ꎬ这些政

客拥有权力ꎬ并受实力雄厚的资本家的支配ꎬ导致战争ꎬ结果

“有才能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放下“有用的”工作ꎬ去参加屠

杀ꎬ造成了文化和人才的浪费ꎮ 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学习老

船长的勇气ꎬ去参预政治ꎬ因为英国的希望就寄托在这批“有
才能的”人士身上ꎮ 这部作品充分说明了作者只相信资产阶

级知识分子、不相信群众的费边主义观点ꎬ他希望这些“贤
人”来为资本主义这条破船掌舵ꎮ 资本家是盗贼ꎬ但怎样除

掉他呢? 剧中仍用幻想的手法ꎬ借德国飞机的轰炸ꎬ把一个资

本家和小偷炸死ꎬ这样就为“贤人”扫清了道路ꎮ
肖伯纳晚期比较优秀的剧本是以«政治狂想曲»为副标

题的«苹果车» (１９２９)ꎮ 剧本描写一九六一年将要发生的事

情ꎬ这时英国无论在经济、政治或文化方面实际上都已成为美

国的附庸ꎮ 美国驻英国大使万哈顿朝见英国国王马格纳斯ꎬ
说美国决定重新加入大英帝国ꎬ变为它的一个自治领ꎮ 这其

实是美国想并吞英国ꎬ使英国沦为美国殖民地的一个花招ꎮ
国王表示坚决抵制ꎮ 作品通过这个幻想的情节揭示了第一次

大战后英国负债累累ꎬ在经济上不得不依附美国的情况ꎮ 剧

本还揭露了英国议会的反民主本质和工联主义的丑恶面貌ꎮ
二十和三十年代肖伯纳其他一些剧本表现了他的创作的衰

退ꎮ «日内瓦»(１９３９)一剧指出希特勒的反动的“种族优越

论”比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还要毒辣ꎬ作者揭露张伯伦的绥靖

政策实际上助长了法西斯的气焰ꎮ 但是出路何在呢? 他只能

诉诸一个虚无缥缈、完全不可能存在的审判法庭来审判这些

１０３



战争狂人ꎮ 由于对社会发展的前途缺乏认识ꎬ他只得选择寓

言和象征来阐明自己的态度ꎮ 这一时期创作里的幻想和虚构

的成分增加了ꎮ
肖伯纳的戏剧反对十九世纪以来充斥于伦敦舞台的黄色

剧本ꎬ提出了社会问题ꎬ对于英国戏剧的革新作出了贡献ꎮ 他

的剧本富于政论性ꎬ讽刺尖刻ꎬ常用互相矛盾、似非而是的俏

皮话来达到批评和揭露的目的ꎮ 例如在«支配命运的人»
(１８９５)里有这样一段话:

“英国人什么好事坏事都做ꎬ但是永远不会做错事ꎮ 英

国人无论做什么事都有原则:按爱国原则进行战争ꎬ按商业原

则进行掠夺ꎬ按帝国主义原则进行奴役ꎮ”
但是肖伯纳的语言有时也流于俏皮打诨ꎬ缺乏积极意义ꎮ

他的剧本结构比较松散ꎬ人物缺乏血肉ꎬ常常是作者思想的传

声筒ꎮ
约翰高尔斯华绥(１８６７—１９３３)出生于富裕的律师家

庭ꎬ毕业于牛津大学ꎬ当过一个时期的律师ꎬ但不久就专门从

事创作ꎮ
高尔斯华绥在早期小说«洛宾别墅»(１９００)和«法利赛人

岛»(１９０４)中已经开始露出批判的锋芒ꎬ揭露了资产阶级的

庸俗和社会上惊人的不平等现象ꎮ
高尔斯华绥最主要的作品是以福尔赛一家为主体的一组

三部曲«福尔赛世家» (１９０６—１９２１)ꎮ 福尔赛家族是英国资

产阶级的缩影ꎬ作者突出了它的食利寄生的一面ꎮ «有产业

的人»(１９０６)是三部曲中的第一部ꎬ它成功地塑造了资产者

索米斯福尔赛的形象ꎮ 索米斯是这个家族的精神代表ꎮ 他

的整个灵魂浸透着铜臭ꎬ除了对私有财产的占有欲以外ꎬ他对

一切东西都不感兴趣ꎮ 他的生活目的、日常接触、家庭关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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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然的欣赏等等都是以“福尔赛精神”ꎬ即对财产的私人占

有为试金石来评定它们的价值的ꎮ 他娶了贫穷而美貌的伊琳ꎬ
以为他供给她过阔绰的生活ꎬ为她盖别墅ꎬ买宝石别针ꎬ就可以

占有她的爱情ꎮ 但是伊琳厌恶丈夫的私有观念ꎬ爱上了懂得艺

术的建筑师波辛尼ꎮ 索米斯利用自己金钱的力量ꎬ迫害这个

没有钱的建筑师ꎮ 波辛尼死于车祸以后ꎬ伊琳又回到索米斯

那里ꎬ索米斯似乎胜利了ꎬ但是他永远占有不了伊琳的爱ꎮ
高尔斯华绥在这部作品里细致地描写了索米斯的心理活

动ꎬ批判了资产者的私有观念ꎮ 但他认为索米斯之流仍然是

社会的栋梁ꎬ他们唯一的缺点是冷酷无情ꎬ他们的财产占有欲

使他们丧失了对美的欣赏力ꎮ 作者没有接触到资产者的剥削

本质ꎬ反而美化了他们中的一些人ꎮ 例如ꎬ索米斯的伯父乔里

恩就被写成一个正面人物ꎮ
«有产业的人»是三部曲中最好的一部ꎮ 在第一次世界大

战后写成的其他两部即«骑虎»(１９２０)和«出租»(１９２１)以及另

一组三部曲«现代喜剧»(１９２４—１９２８)里ꎬ作者对现实的批判更

为软弱ꎮ 在这些作品里ꎬ索米斯已经克服占有欲ꎬ变成一个“完
美无缺”的资产者ꎮ 作者把索米斯和越加堕落的青年一代资产

阶级相比ꎬ认为青年一代很难像索米斯那样担负起支撑资产阶

级国家的重任ꎬ从而更进一步美化了索米斯的形象ꎮ
高尔斯华绥除了小说以外ꎬ还写过一些剧本ꎬ其中比较重

要的是以马口铁厂工人罢工为背景的三幕剧«斗争»(１９０９)ꎮ
工人领袖罗伯茨主张ꎬ工人必须团结起来同白脸的、铁石心肠

的怪物———资本家作斗争ꎬ直到“吸血鬼”求饶为止ꎮ 工厂董

事会主席安东尼拒绝向工人让步ꎬ他认为劳资之间的利害关

系犹如“地球的南北极一样悬殊”ꎬ对付工人只有用“铁腕”ꎮ
作者虽然写了一场紧张的阶级斗争ꎬ但是他把这场斗争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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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结为两个主要人物性格上的冲突ꎮ 他认为资本家固然不应

该压迫工人ꎬ工人也不应该采取激烈手段进行反抗ꎮ 斗争只

会给双方都带来不利ꎬ因此必须相互谅解ꎮ 戏剧结束时ꎬ工人

们背离了罗伯茨的领导ꎬ董事会也撇开安东尼ꎬ劳资妥协ꎮ 这

个结局说明了作者调和阶级矛盾、否定阶级斗争的思想ꎮ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１８６６—１９４２)生于小商人家庭ꎬ

早年贫困ꎬ当过布店学徒ꎬ后入伦敦大学攻读生物学ꎬ一度担

任生物学教师ꎬ后来又从事新闻编辑工作和创作ꎮ 在他的大

量作品中ꎬ以科学幻想小说较为著名ꎮ
威尔斯的科学幻想小说表现了他对科学技术力量不断发

展的信念ꎬ但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ꎬ科学技术的发达不但

不会给人类带来幸福ꎬ反而会招致灾难ꎮ «隐身人»(１８９７)和
«星际战争»(１８９８)集中地反映了他这种思想ꎮ

在小说«时间机器» (１８９５)里ꎬ作者通过科学幻想ꎬ表现

了他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看法ꎮ 小说描写一个科学家驾驶

一种新机器ꎬ叫做时间机器ꎬ在时间里旅行ꎬ来到公元八○二

七○一年的世界ꎮ 那时由于资本主义极端发展的结果ꎬ人类

已经演化为壁垒分明的两种互相残杀的生物:一种是住在地

面上的艾洛依ꎬ他们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后裔ꎮ 另一种是住在

地底下的莫洛克ꎬ他们是现代工人阶级的后裔ꎻ艾洛依几十万

年来养尊处优ꎬ终日不劳动ꎬ以致躯干体格全都缩小了ꎬ变成

侏儒一般ꎮ 莫洛克由于祖先长期以来在光线暗淡的工厂里操

作ꎬ终年不见阳光ꎬ养成在地下劳动的习惯ꎮ 莫洛克白天在地

底下生产ꎬ产品却归地面上的艾洛依所享有ꎬ于是他们夜晚就

出来捕捉艾洛依ꎬ把后者吃掉ꎮ 在这部作品里ꎬ威尔斯用一个

幻想的未来社会来影射畸形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ꎬ揭示了资

产者和无产者的对立ꎬ指出资产阶级的寄生性ꎮ 但小说将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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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描绘成为吃人的生物ꎬ则是错误的ꎮ
从一九○○年起ꎬ威尔斯除了科学幻想小说以外ꎬ还写过

一些直接反映现实的小说ꎬ其中比较著名的有 «吉普斯»
(１９０５)、«东诺—邦盖»(１９０９)、«包里先生的历史»(１９１０)等ꎮ

«东诺—邦盖»写一个药店商人爱德华潘德拉弗发明

一种补药ꎬ命名为“东诺—邦盖”ꎬ并取得专利权ꎬ大发横财ꎮ
这个店员出身、衣着褴褛的小人物爬上财阀宝座的秘诀是:到
处兜售、钻营和吹嘘ꎬ目的就是要骗取钱财ꎮ 他收买了一份文

学报纸ꎬ在上面用异想天开的词句大做广告ꎬ和同业竞争ꎮ 结

果ꎬ在金融集团的内部倾轧中ꎬ他遭遇劲敌而破产ꎬ最后在逃

避通缉的途中死去ꎮ
威尔斯这部作品涉及了广阔的社会生活ꎬ除了着重暴露

英国商业资产阶级的投机活动和寄生本质ꎬ还通过爱德华的

嫂嫂在贵族府邸当女仆的情节ꎬ揭示了封建贵族的势利和他

们的社会影响ꎮ
和爱德华潘德拉弗的贪得无厌、买空卖空相对照的是

他的侄儿ꎬ青年科学家乔治潘德拉弗ꎮ 他头脑清楚ꎬ冷静地

观察着叔父的飞黄腾达ꎬ最后从叔父的发迹和破产得出人生

变幻无常的结论ꎮ 他是作者心目中的实干家ꎮ
威尔斯夸大科学技术人员的作用ꎬ把改造社会的希望寄

托在他们身上ꎮ 他认为实现社会主义不必通过革命ꎬ只要依

靠科技人员去重新组织经济ꎬ逐步改良ꎬ就能获得成功ꎮ 十月

革命后ꎬ威尔斯曾经两次访问苏联ꎬ先后和列宁、斯大林谈过

话ꎬ他不得不承认当时苏联的成就ꎬ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

的改良主义主张ꎮ
罗德雅德吉卜林(１８６５—１９３３)生于印度ꎬ父亲为孟买

大学教授ꎮ 吉卜林六岁时回英国学习ꎬ后来又到印度当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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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和报纸编辑ꎬ写过不少诗歌和长、短篇小说ꎬ为英帝国主

义的侵略战争和殖民制度辩护ꎮ 他的诗歌汲取英国下层社会

的日常口语ꎬ大都采用谣曲的形式ꎬ企图以此引起广大读者的

喜爱ꎮ 诗集如«兵营谣曲» (１８９２)歌颂在海外殖民的英国侵

略军ꎬ把他们写成为祖国争光的英雄ꎮ 在南非的布尔战争和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ꎬ他看到英帝国的利益受到威胁ꎬ在«白
种人的负担»(１８９９)、«教训»(１８９９—１９０２)、«新生»(１９１４—
１９１８)等诗里煽起沙文主义情绪ꎬ要英国人民为帝国主义侵

略作出牺牲ꎮ
«森林之书»(１８９４)是一部童话体小说ꎬ吉卜林在那里以

比较隐晦的形式来宣传他的殖民主义主张ꎮ 小说描写印度森

林中一个“狼孩”的故事ꎮ “狼孩”从小由母狼喂养ꎬ在野兽群

中长成ꎮ 森林的法律是弱肉强食ꎬ他必须为自己的生存同野

兽竞争ꎮ 吉卜林以动物生活暗示人类生活ꎬ企图将野兽的法

则运用到人类社会中来ꎬ把帝国主义对殖民地人民的残暴统

治描绘成合理的事ꎮ 小说«勇敢的船长» (１８９７)叙述一个纨

绔子弟经过海上严峻的生活考验ꎬ变成了勇敢坚强的青年ꎮ
他是吉卜林理想的帝国主义接班人ꎮ 小说«基姆» (１９０１)写
一个生长在印度的英国孩子ꎬ他精通印度语言ꎬ熟悉印度各阶

层ꎬ跟随一名特务在印度刺探土著部落的情报ꎮ 他服从命令ꎬ
又能随机应变ꎬ克服种种困难ꎬ完成主子交给他的任务ꎮ 吉卜

林把这样一个忠实执行帝国主义分子指示的人作为榜样来教

育英国青年ꎬ这充分说明吉卜林思想的反动性ꎮ
吉卜林的小说语言流畅ꎬ有些人物和场面写得很生动ꎮ

例如«森林之书»中对狼、虎、猴各种动物的描写十分切合动

物的习性ꎬ«勇敢的船长»和«基姆»中儿童的一些动作也很活

泼ꎮ 因此ꎬ他的作品拥有不少的读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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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卡王尔德(１８５６—１９００)生于爱尔兰都柏林一个

外科医生家庭ꎬ是英国唯美派的代表作家ꎬ创作有童话、小说、
戏剧和论文ꎮ 王尔德在他的童话里对穷人表示了一定的同

情ꎬ他的戏剧对贵族上流社会也作过一些温和的讽刺ꎬ但他的

主导思想是颓废的享乐主义ꎮ 王尔德晚期生活腐化堕落ꎬ一
八九七年曾因行为不检被控入狱ꎮ 一九○○年病死于巴黎ꎮ

他的«快乐王子集» (１８８８)是一部童话故事集ꎮ 其中以

«快乐王子»较有名ꎬ叙述矗立在某城市中心的快乐王子塑像

同情城里穷人的悲惨境遇ꎬ请求一只燕子从他身上取下金银

珠宝来賙济他们ꎮ 随后冬天来临ꎬ燕子因为帮助王子塑像做

好事ꎬ耽误了南飞的日期ꎬ冻死在王子塑像的脚边ꎬ塑像也因

为失去了光彩而被人们拆毁ꎮ 这本童话集里的故事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上严重存在的贫富悬殊的现象ꎬ但是从

中也可以看出王尔德的唯美主义思想ꎮ 快乐王子的塑像因为

失去了“美”ꎬ人们就把它抛弃ꎮ 王尔德认为“美”是永恒的ꎬ
在上帝的天堂里ꎬ快乐王子将会永远存在ꎮ

小说«道连葛雷的画像» (１８９０)是王尔德颓废思想的

代表作ꎮ 道连葛雷年轻貌美ꎬ他希望自己青春常驻ꎬ能永远

过颓废的生活ꎮ 一个画家为他画了一幅栩栩如生的肖像ꎬ一
年年过去了ꎬ画中的葛雷变得日益衰老ꎮ 他每作一件堕落的

事ꎬ画中人的脸部便多添一分狰狞ꎬ身上也多增加一些血迹ꎬ
他自己却保持了青春ꎮ 葛雷罪孽日深ꎬ在绝望之中用刀子去

刺画像ꎬ结果把自己刺死了ꎮ 他死后ꎬ面貌变得狰狞可怕ꎬ而
画像却恢复了青春ꎮ 在这部作品里ꎬ作者以欣赏的态度描写

了主人公的堕落过程ꎬ葛雷把享乐看成人生的最高目标ꎬ为了

满足自己的享乐和对“美”的追求ꎬ他可以犯罪ꎮ 作者同时也

提出了艺术至上的主张ꎮ 画家在画肖像时ꎬ由于不抱任何

７０３



“功利”和“道德”的目的ꎬ纯粹是追求“美”ꎬ把全副心灵投入

“美”的创造ꎬ才使画像具有了生命ꎮ 作者借此宣扬ꎬ只有“为
艺术而艺术”才能创造真正的艺术品ꎮ

王尔德的剧本有«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 (１８９２)、«理想

的丈夫»(１８９５)、«名叫埃耐斯特的重要性»(１８９５)等ꎮ 这些

剧本通过俏皮的对话ꎬ对上流社会虚伪的体面作了某些批评ꎬ
但是题材狭窄ꎬ所描写的只局限于社交界的小圈子生活ꎬ戏剧

冲突又大都是由一场误会造成虚惊而引起的ꎬ对社会的谴责

极为微弱ꎮ 相反ꎬ这些剧本中都有一些玩世不恭的角色ꎬ通过

他们的对话和颓废的生活ꎬ作者宣扬了他的享乐主义ꎮ «莎
乐美»(１８９３)是王尔德用«圣经»故事改编的剧本ꎬ记述古代

犹太王的女儿莎乐美不惜用杀人的手段ꎬ疯狂地追求刹那间

的享乐ꎬ这个情节进一步宣传了作者的颓废思想ꎮ
在社会主义思想开始在英国传播的时期ꎬ王尔德也在

“社会主义”的幌子下推销“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ꎮ 他的«社
会主义制度下的人的心灵» (１８９１)一文认为ꎬ在资本主义社

会里ꎬ艺术家不得不为了维持生活而从事艺术创作ꎬ他们的心

灵不能自由发展ꎬ艺术不能成为个人享受的对象ꎮ 他在这篇

文章中提出“社会主义”ꎬ把社会主义社会说成是能最大限度

地发展每个人的个人主义的社会ꎬ在那里ꎬ艺术是个人享受ꎬ
当艺术家不为任何功利目的服务时ꎬ艺术才能繁荣ꎮ 王尔德

把政治和艺术对立起来ꎬ抹杀了艺术的社会内容ꎮ
罗伯特特雷塞尔(１８６９? —１９１１)原名罗伯特努能ꎮ

他很早就当了工人ꎬ曾在南非居住ꎬ在布尔战争中加入布尔人

一方ꎬ被俘至英国ꎮ 一九○二年他定居英国南部小城海斯汀

斯ꎬ当油漆房屋和写招牌的工人ꎬ并参加当地的社会民主同盟

支部ꎮ 他的唯一小说是«穿破裤子的慈善家»(１９０６—１９１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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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患有严重的肺病ꎬ这部小说是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写成的ꎬ
历时三年ꎮ 作者于一九一一年病死于一所贫民医院ꎮ

«穿破裤子的慈善家»这个书名是指不觉悟的工人说的ꎮ
作者提醒他们不要受资本家的欺骗ꎬ心甘情愿地听任资本家

剥削ꎬ把挣来的菲薄的工资像“慈善家”一样“慷慨”地塞进资

本家的钱袋ꎮ
小说以英国南部某个小城为背景ꎬ描写了一些不同年龄、

不同工种的建筑工人在一年不同季节里的遭遇ꎮ 老工人林登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被资本家无理解雇ꎬ后来病死在济贫

院中ꎮ 另一个老工人菲尔波特由于资本家不顾劳动安全ꎬ在
工作时被一座扶梯压死ꎮ 青年学徒伯特整天像牛马一样受老

板和工头的驱使和斥责ꎮ 青年工人伊斯顿因为贫困ꎬ受人欺

骗ꎬ以致夫妻不和ꎮ 作者描绘了失业的阴影时刻威胁着这些

工人ꎬ画出英国工人阶级生活的一个侧面ꎮ
作者着重刻画了一个正在觉悟过来的英国工人形象———

欧文ꎮ 欧文的主要活动是在工人中间揭示工人贫困的根源ꎬ
使他们觉醒起来ꎬ不再受资本家欺骗和压迫ꎮ 资本家编造种

种谬论ꎬ说什么资本家动脑ꎬ工人动手ꎬ工人天生就应该服从

资本家指挥ꎻ说什么工人贫困是由于子女过多ꎬ由于机器代替

了人工ꎬ由于工人酗酒懒惰等等ꎮ 欧文戳穿这种谬论ꎬ指出这

是要掩盖剥削ꎬ麻痹工人斗争意志ꎮ 欧文还用通俗易懂的语

言、图表、形象在工人中间宣传社会主义思想ꎬ揭露宗教、慈善

事业、新闻、教育等的欺骗实质ꎮ 作者热情洋溢地描写了欧文

对自己阶级兄弟的爱护和关心ꎬ歌颂了他热爱劳动的品质ꎮ
欧文虽然一再受到贫困、饥饿和死亡的威胁ꎬ但他最终还是相

信社会主义的胜利ꎬ“那时升起的社会主义太阳所散发的金

黄色光辉ꎬ将照耀整个快乐的世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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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雷塞尔怀着无比的愤怒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残酷

性ꎬ指出资本主义英国是一座悲惨的人间地狱ꎬ要求变革英国

社会ꎬ结束剥削制度ꎬ使英国工人永远摆脱受奴役的地位ꎮ 但

欧文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ꎬ他的活动还只停留在口头

宣传的阶段ꎬ他本人的思想中也存在不少资产阶级的因素ꎮ
工人们还处在不自觉或半自觉的状态ꎬ没有进行有组织的斗

争ꎮ 作者在揭露资本主义社会时ꎬ借用了批判现实主义的某

些艺术手法ꎬ但他出身于工人阶级ꎬ对本阶级的疾苦有切身的

感受ꎬ因此能比较深刻而真实地反映当时的英国现实ꎬ他对现

实的揭露和批判是同时期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所不能企及

的ꎮ

第五节　 德 国 文 学

一八七一年普法战争后ꎬ德国容克地主和资本家“自上

而下”统一了全国ꎬ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对法国的掠夺和各

国最新技术成就等有利条件ꎬ使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ꎮ 这

个以霍亨索伦王朝的普鲁士王为首的帝国ꎬ对内镇压人民革

命ꎬ对外掠夺殖民地ꎬ列宁称它为 “容克资产阶级帝国主

义”①ꎮ 与此同时ꎬ德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也有了很大发展ꎮ 在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ꎬ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于一八六九年

正式成立ꎬ一八七五年二月和另一派合并ꎬ建立了德国社会主

义工党(１８９０ 年改称社会民主党)ꎮ 通过反对俾斯麦的“社会

主义者非常法令” (１８７８—１８９０)的斗争ꎬ工人运动得到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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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开展ꎮ 早在一八七○年ꎬ马克思就已指出:普法战争“开辟

了一个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时代ꎬ这场战争已经把欧洲

大陆的工人运动的重心从法国移到德国”①ꎮ 但是这个时期

德国文学的成就ꎬ与它四周的邻国相比则颇有逊色ꎮ
当时德国文学中有所谓“模拟文学”的一派ꎬ代表作家为

诗人盖贝尔(１８１５—１８８４)、小说家海泽(１８３０—１９１４)和戏剧

家魏尔顿勃洛赫(１８４５—１９０９)ꎮ 他们的作品模仿德国古典

文学ꎬ缺乏创造性ꎬ虽然风行一时ꎬ但也引起青年人的不满ꎮ
另一方面ꎬ左拉和易卜生在德国开始发生影响ꎮ 有些德国作

家把他们不加分辨地都看作自然主义者ꎬ认为运用他们的创

作方法就可以为德国文学开辟新的道路ꎬ较好地反映社会生

活ꎮ 这就形成了德国的自然主义文学运动ꎮ 这一派的主要作

家是约翰内斯史拉夫 ( １８６２—１９４１)、阿尔诺霍尔茨

(１８６３—１９２９)和盖尔哈特霍普特曼ꎮ 前两人后来甚至提

出“彻底的自然主义”ꎬ主张作家应该把现实中一切细微的事

物ꎬ每个最轻微的声音、最小的阴影都毫不遗漏地、如实地表

达出来ꎮ 首先ꎬ作品应该和人的生活完全一样ꎬ如咳嗽、打嗝、
喉音等都要充分描写ꎻ其次ꎬ小说和戏剧描写人生断片时不应

有终结ꎬ因为人世间的事从来没有真的终结ꎻ第三ꎬ提倡“每
秒体”ꎬ将每秒钟发生的事叙述无遗ꎮ 这种极端的主张是企

图纯粹用记录来代替艺术ꎮ 一八八五年在慕尼黑出版的杂志

«社会»ꎬ大力宣传自然主义创作方法ꎬ介绍左拉、易卜生等人

的作品ꎮ 一八八九年柏林的“自由舞台”首次上演易卜生的

剧本«群鬼»ꎬ很受观众欢迎ꎮ 同年十月霍普特曼的第一部自

然主义剧本«日出之前»也在“自由舞台”上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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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自然主义运动ꎬ从大胆暴露社会黑暗、打破沉闷空

气、描述现实生活等方面来看ꎬ有其一定的进步性ꎮ 但是它没

有看到社会的本质ꎬ更没有看到将来ꎻ它否认艺术构思ꎬ实际

上等于取消了艺术ꎮ 因此ꎬ这种自然主义是没有前途的ꎮ 霍

普特曼后来也逐渐离开自然主义ꎬ写出一些批判现实主义的

作品ꎮ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ꎬ德意志帝国从自由资本主义过

渡到帝国主义阶段ꎬ孕育世界战争的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变

本加厉ꎮ 同时ꎬ德国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影响严重ꎬ社会民主

党的革命作用逐渐衰退ꎬ后来甚至堕落到赞成帝国议会去准

备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ꎮ 这时候ꎬ一部分作家对统治阶级表

示不满ꎬ并感到文化的危机ꎬ但是他们看不到前途ꎬ陷入彷徨、
痛苦的境地ꎮ 他们在尼采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和法国象征派

的影响下ꎬ企图用所谓新的创作方法来表现现代生活ꎬ于是形

成不同的现代主义文学流派ꎮ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出现

印象主义和新浪漫主义ꎬ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又产生了表现主

义ꎮ 这是德国现代派文学的三个主要流派ꎮ 前二者又都属于

象征主义ꎮ
印象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是李林克隆(１８４４—１９０９)和

戴默尔(１８６３—１９２０)ꎮ 他们凭着自己的主观认识去观察世

界ꎬ在创作中力图表达瞬息间获得的印象和偶然产生的感觉ꎮ
他们的诗歌追求音调和谐、节奏强烈ꎬ有的内容空虚ꎬ玩弄词

句ꎬ有的则提倡强权ꎬ宣传军国主义思想ꎮ
新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是霍夫曼斯泰尔(１８７４—

１９２９)、盖奥尔格(１８６８—１９３３)和早年的里尔克ꎮ 他们脱离

现实ꎬ逃避到所谓“美”的世界里ꎬ使生活神秘化ꎮ 他们一心

一意地追求语言美ꎬ竭力把词从它的普通的、日常的范围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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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出来ꎬ升华到一种“光彩的境界”中去ꎬ并且专找奇异的、神
秘的、“有魔力的”事物作为创作对象ꎮ

表现主义文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已出现ꎬ大战中成

为德国文学的主要潮流ꎬ遍及各个文学领域ꎮ 它把文学创作

的形式结构完全推翻ꎬ提倡无政府主义的创作自由ꎮ 这一派

认为艺术的任务就是把作者个人的品质和特征在最大限度内

主观地表现出来ꎮ 因而他们的作品不是根据客观世界的实际

来进行描述ꎬ而是凭自己的“灵魂”来表现ꎬ并且特别强调运

用“激情”ꎮ 他们认为:艺术的美不是和外界的一致ꎬ而是和

艺术家的内心的一致ꎻ“艺术是表现ꎬ不是再现ꎮ”这种作品ꎬ
内容抽象空洞ꎬ无法反映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ꎮ 第一次大战

后ꎬ极端的表现主义竟发展成为达达主义ꎬ表现主义作家本身

也有很大分化ꎮ
这一时期ꎬ在德国资产阶级文学中ꎬ自然主义派和现代派

虽然盛极一时ꎬ但主流还是批判现实主义ꎬ其代表作家有冯塔

纳、亨利希曼、托马斯曼和赫尔曼黑塞ꎮ 他们的作品揭

露德国资本主义社会的腐败ꎬ反对容克贵族和军国主义ꎬ同时

也接触到知识分子的出路这一主题ꎬ在欧洲文学中占有一定

的地位ꎮ
在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工人运动蓬勃开展的过程中ꎬ产

生了许多工人诗歌ꎬ其中也包括德国工人阶级的领袖卡尔李

卜克内西(１８７１—１９１９)的诗ꎮ 这些诗反映了德国人民对德意

志帝国和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愤怒和仇恨ꎬ以及对斗争前途的

信念ꎮ 杰出的工人运动活动家梅林、蔡特金(１８５７—１９３３)和卢

森堡(１８７０—１９１９)的文学论著ꎬ是德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

评论的代表作ꎬ对于当时进步文学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ꎮ
弗朗茨梅林(１８４６—１９１９)是杰出的早期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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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评论家ꎮ 他同恩格斯相识交往ꎬ并和李卜克内西、卢森

堡、蔡特金等一起投身于革命活动ꎬ是德国共产党的前身“斯
巴达克派”领导人之一ꎮ

梅林在文学评论方面的主要著作是«莱辛传奇»(１８９３)ꎬ
其中心内容是对十八世纪普鲁士国家、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

希二世以及对莱辛的评价ꎮ 当时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的文学史

家和历史学家把弗里德里希二世吹捧为开明君主ꎬ认为他是

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德国启蒙文学的促进者ꎬ称他为“复兴

国家的英雄”ꎬ并把普鲁士的兴起看作德国获得拯救的希望ꎮ
梅林根据确凿的材料驳斥他们ꎬ他揭发普鲁士国家出卖民族

利益、推行军国主义的反动实质ꎬ并用莱辛的生平和作品证明

普鲁士侵略好战的本性和对启蒙运动所起的阻碍作用ꎮ 恩格

斯在一八九三年给梅林的信上评论了他这部著作ꎬ指出梅林

在方法论上有某些缺点ꎬ即对于思想观念的形成和经济基础

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作用的辩证关系还考虑得不够ꎮ 但是恩格

斯认为ꎬ这本书“是现有的对普鲁士国家形成过程的最好的

论述ꎬ我甚至可以说ꎬ是唯一好的论述ꎬ在大多数场合ꎬ甚至在

细节方面ꎬ都很正确地揭示出相互联系”①ꎮ
梅林还写过许多评论德国和外国文艺思潮或作家的文

章ꎮ 他尖锐地批评自然主义派ꎬ认为他们虽然有勇气暴露没

落垂死的资本主义社会ꎬ但是他们“奴性地模仿自然”ꎬ对任

何社会问题都束手无策ꎮ 他同时也批评了颓废派ꎬ强调指出

“作家和艺术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ꎬ也不是浮游在云端里

的ꎬ而是生活在他们的人民和时代的阶级斗争中”ꎮ 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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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不仅要把握住旧世界ꎬ而且还要把握住新世界ꎬ不仅能

够从鄙陋的统治世界里挖掘出今天的祸患ꎬ还要能够挖掘出

明天的希望”ꎮ
梅林为了满足党的干部的需要ꎬ以简明的语言写了«中

古以后的德国历史»(１９１０)ꎬ其中结合历史的叙述ꎬ兼论了德

国的主要文学流派和作家ꎮ
革命作家罗伯特施韦策(１８２１—１９０７)是威廉李卜

克内西和倍倍尔的朋友ꎬ曾为德国无产阶级文学作出过一定

的贡献ꎮ 他早年参加工人协会ꎬ因宣传进步思想被驱逐出境ꎮ
后来他流亡到瑞士ꎬ一八六一年回柏林ꎬ担任报刊编辑ꎬ继续

从事工人运动ꎬ以后成为专业作家ꎮ 他写过许多反映劳动人

民生活的中篇小说如«没有祖国»(１８６８)、«庸医»(１８７０)等ꎬ梅
林称之为当代中篇小说的典范ꎮ 在长篇小说«为了自由———德

国农民战争的历史小说»(１８９８)里ꎬ作者站在无产阶级立场ꎬ描
绘了德国的农民战争ꎮ 故事发生在施瓦本—法兰克一带ꎬ那里

爆发了农民和公爵之间的斗争ꎬ施韦策在这支十六世纪初的农

民队伍的兴起和失败过程中ꎬ以古喻今ꎬ总结了一八四八年革

命的经验ꎬ展示了人民革命胜利的远景ꎮ 他用鲜明的图像ꎬ把
贵族、骑士、市民阶级同农民的矛盾表达出来ꎬ并指明这次农

民战争失败的原因是由于农民力量的不统一和骑士、市民阶

级同贵族的妥协ꎮ 这在当时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作品ꎮ
台奥多尔冯塔纳(１８１９—１８９８)是德国批判现实主义

作家ꎬ出生于一个药商家庭ꎬ早年在柏林、来比锡等地药店里

工作ꎬ从一八五○年起以写作为职业ꎮ 一八六一至一八八二

年发表的«勃兰登堡漫游记»ꎬ主要是描写勃兰登堡的贵族生

活和风土人情ꎮ 他的作品很多ꎬ其中有长短篇小说和自传ꎮ
一八七八年发表的长篇历史小说«暴风雨前»是他的批判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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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主义道路的开端ꎬ后来的«沙赫封乌特诺夫»(１８８３)和
«艾菲布里斯特»(１８９５)批判封建贵族ꎻ«燕妮特赖贝尔

夫人»(１８９２)批判资产阶级ꎮ 他特别憎恶贵族统治阶级和资

产阶级暴发户ꎬ同情不合理制度下的牺牲者ꎬ歌颂来自平民阶

层的人物的善良行为ꎮ
«艾菲布里斯特»是冯塔纳的代表作ꎬ写贵族小姐艾菲

布里斯特的婚姻悲剧ꎮ 她母亲婚前曾和男爵殷士台顿相

爱ꎬ艾菲长大后ꎬ母亲作主把她嫁给了他ꎮ 殷士台顿在海滨小

城凯辛当县长ꎬ只顾往上爬ꎬ不关心妻子ꎮ 艾菲在年龄和感情

上同丈夫有很大距离ꎬ感到生活空虚ꎮ 不久ꎬ她认识了丈夫的

朋友克拉姆巴斯少校ꎬ克拉姆巴斯是个玩弄女性的花花公子ꎬ
他引诱了艾菲ꎮ 后来殷士台顿调职柏林ꎬ艾菲就此摆脱了克

拉姆巴斯ꎮ 六年后ꎬ殷士台顿偶然发现克拉姆巴斯和艾菲过

去的通信ꎬ知道了他们间的关系ꎮ 他为了贵族的名誉ꎬ就和克

拉姆巴斯决斗ꎬ把对方打死ꎬ又和艾菲离婚ꎮ 最后艾菲病死在

娘家ꎮ
作者通过艾菲在婚姻和爱情上的不幸遭遇ꎬ揭露批判了

普鲁士贵族阶层道德习俗的虚伪和残酷ꎮ 艾菲从小接受贵族

教育ꎬ崇拜金钱名位ꎬ爱慕虚荣ꎬ对生活充满幻想ꎮ 她顺从母

亲的安排ꎬ同意嫁给年龄比她大一倍以上的殷士台顿ꎬ就因为

他有名誉和地位ꎮ 正是这种传统的道德观毁灭了她ꎮ 同样ꎬ
殷士台顿也是贵族道德观的俘虏ꎬ他发现妻子对他不忠以后ꎬ
出于贵族名誉观念ꎬ和克拉姆巴斯决斗ꎮ 正如他的朋友维勒

斯多夫所说:“我们的名誉崇拜是一种偶像崇拜ꎬ只要这个偶

像存在一天ꎬ我们就必须服从它ꎮ”作者虽然批判了贵族的虚

假的荣誉心ꎬ但是仍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ꎬ对艾菲和殷士台顿

寄予同情ꎮ 小说紧紧抓住艾菲的婚姻这一主要情节逐步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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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ꎬ结构紧凑ꎬ描写细致ꎮ 全书采用大量对话ꎬ使人物形象

更鲜明生动ꎮ
盖尔哈特霍普特曼(１８６２—１９４６)早期是德国自然主

义运动的代表作家ꎮ 他生于西里西亚ꎬ祖父当过织工ꎮ 一八

八四年他在柏林大学学习ꎬ接触到左拉和易卜生的作品ꎬ并结

识了一些劳动者ꎮ 同时他也和德国的自然主义作家来往ꎮ 他

写过四十多部剧本和一些小说、诗歌ꎮ 他的剧作以自然主义

开始ꎬ从自然主义走到现实主义ꎬ后来还写过象征主义和新浪

漫主义的作品ꎮ
«日出之前»(１８８９)是霍普特曼第一部成功的剧本ꎮ 青

年洛特是个空想家ꎬ抱着改良社会的意图ꎬ到一个矿区去了解

生活ꎮ 他和矿主克劳塞的女儿海伦娜相爱ꎮ 当他知道海伦娜

的家庭几代都是酒徒以后ꎬ便离开了她ꎮ 剧本以海伦娜自杀

告终ꎮ 这是一部自然主义作品ꎬ作者认为是酒精中毒的遗传

导致了洛特和海伦娜的爱情悲剧ꎮ 当时德国舞台上演出的多

半是外国戏或历史剧ꎬ«日出之前»反映了德国的现实生活ꎬ
在初次上演后ꎬ引起观众的热烈反应ꎬ震撼了沉闷的社会空

气ꎬ轰动一时ꎮ 特别是在第二幕中ꎬ作者通过洛特和海伦娜的

谈话ꎬ对社会作了大胆的批评:“比如这样的事就是荒谬绝伦

的ꎬ汗流满面的劳动者在挨饿ꎬ而懒汉倒可以生活得很富足ꎮ
在和平时期ꎬ杀人要受惩罚ꎬ而在战争的时候ꎬ杀人却受到赞

扬ꎮ 刽子手遭人轻视ꎬ而那些士兵身边挂着佩刀和宝剑这种

杀人的工具ꎬ却趾高气扬地走来走去ꎮ”这里ꎬ作者不仅批评

了社会上贫富不均的现象ꎬ还对德意志帝国穷兵黩武的军国

主义进行了谴责ꎮ
霍普特曼最重要的剧本«织工» (１８９２)描写织工和资本

家的斗争ꎬ梅林曾给予很高的评价ꎮ 剧本以一八四四年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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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亚织布工人起义的著名事件为背景ꎬ作者在一八九一年亲

赴该地收集材料ꎬ并参考马克思的战友沃尔夫的一个关于织

工起义的报告ꎬ才写成这个五幕剧ꎮ 剧本写工场主德赖西格

企图用压低工资的办法来加强对织工的剥削ꎮ 织工们无法生

活ꎬ自动集合起来ꎬ高唱革命民歌向工场主示威ꎬ要求增加工

资ꎮ 当工场主指使警察蛮横地逮捕织工时ꎬ织工们愤怒地殴

打警察ꎬ并捣毁工场主的住宅ꎮ 在附近织工群众响应下ꎬ浩浩

荡荡的起义队伍涌向邻村ꎬ同政府调来的军队搏斗ꎮ 剧本以

一个不愿参加斗争的老织工希尔塞被流弹打死和织工们击退

敌人后的欢呼告终ꎮ
«织工»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描写工人反抗资本家

剥削的第一部德国文学作品ꎮ 剧中没有突出的主人公ꎬ只有

受苦的、战斗的织工群众场面反映了工人阶级力量的强大ꎮ
织工的性格通过他们同工场主德赖西格及警察之间的斗争ꎬ
得到充分的表现ꎮ 作者在全剧中贯穿了织工起义是阶级剥削

和阶级压迫的必然结果这一思想ꎮ 一八四四年的起义最后是

失败了ꎬ但是«织工»却以波澜壮阔的斗争作为收场ꎬ这说明

作者对工人阶级的斗争前途具有必胜的信念ꎮ 最后一幕中ꎬ
霍普特曼对希尔塞的刻画和处理是引人深思的ꎮ 希尔塞是一

个“安分守己”的老织工ꎬ他不愿参加斗争ꎬ并劝别人也放弃

斗争ꎬ而敌人的枪弹却正好击中了他ꎮ 工场主德赖西格这个

人物刻画得也很成功ꎮ 他残酷无情ꎬ掠夺成性ꎬ而且善于敷衍

搪塞ꎬ狡猾多变ꎬ常常以各种各样的面貌来掩盖自己剥削阶级

的本质ꎬ结果只能是欲盖弥彰ꎮ
但是ꎬ霍普特曼对织工生活和斗争的描写也存在着比较

严重的缺点ꎬ他笔下的工人缺乏积极的理想ꎬ他过分突出他们

的自发斗争中的消极破坏方面和复仇情绪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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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剧«獭皮»(１８９３)通过警察局长封魏尔罕这个人物ꎬ
揭露和讽刺德意志帝国容克贵族和政府官吏的自满自负和愚

昧刚愎ꎮ 封魏尔罕把盗窃獭皮的沃尔夫太太当作好人ꎬ拒
绝考虑别人提供的破案线索ꎬ甚至当众为私买赃物的船夫乌

尔柯夫辩护ꎬ因此案件始终未破ꎮ
梦幻剧«汉纳勒的升天»(１８９４)和童话剧«沉钟»(１８９６)

显示了霍普特曼创作中的消极方面ꎬ即受到象征主义的影响

而具有神秘主义色彩ꎮ «汉纳勒的升天»写救济院里的小女

孩汉纳勒不堪继父虐待ꎬ自杀未死ꎮ 她发着高烧ꎬ独自在黑暗

中做梦ꎬ梦见她所想象的天国ꎮ 本剧除首尾是实事外ꎬ其余都

是汉纳勒临死时的幻觉ꎬ她平常所见的真人都出现在她的梦

幻里ꎮ 剧本对穷苦人民的生活有一些描写ꎬ但是作者脱离现

实ꎬ着力于铺叙汉纳勒的天堂幻境ꎮ 梅林曾对这种逃避现实、
遁入梦幻的态度作过严肃的批评ꎬ认为这是一种“叛徒行

为”ꎮ «沉钟»是一部象征主义的童话剧ꎬ它的主题是生活和

艺术的矛盾ꎮ 通过主人公亨利希不断铸钟的奋斗过程ꎬ可以

看出尼采“超人”思想的影响ꎮ
霍普特曼后来又写过一些反映现实生活的社会剧ꎬ如

«车夫汉塞尔»(１８９８)、«洛塞柏恩特» (１９０３)、«大老鼠»
(１９１１)等ꎮ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ꎬ他表现出狭隘的民族情绪ꎮ
他晚年的作品不像早期那么出色ꎬ有剧本 «日落之前»
(１９３２)、自传«我青年时代的冒险»(１９３７)等ꎮ

九十年代后ꎬ德国批判现实主义的重要代表作家是亨利

希曼和托马斯曼兄弟两人ꎮ
亨利希曼(１８７１—１９５０)出身于大商人家庭ꎬ对资产阶

级的情况比较熟悉ꎮ 他在柏林和慕尼黑的大学读过书ꎬ后来

旅行法国、意大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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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作品«在懒人乐园里»(１９００)是一部长篇小说ꎬ辛辣

地讽刺了柏林的新闻界和交易所ꎮ 中心人物是大银行家和证

券经纪人ꎬ他们借金钱的魔力操纵国内外的事务ꎮ 作者着重

指出支配“懒人乐园”的是投机买卖的风气ꎬ揭露了金融垄断

的黑暗罪恶ꎮ
«垃圾教授ꎬ又名一个暴君的末日»(１９０５)是亨利希曼

的优秀作品之一ꎬ它猛烈抨击了德意志帝国的教育制度和虚

伪堕落的资产阶级道德ꎮ 小说主人公是中学教师拉特教授ꎬ
绰号“垃圾教授”ꎬ他身上充分反映了德国帝国主义政策和意

识形态的基本特点ꎮ 他把绝对服从的思想灌输给学生ꎬ要他

们无条件地服从官方权威ꎬ使他们成为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

的忠实工具ꎮ 学生表现出一点独立思考ꎬ他就视为犯罪行为ꎬ
说成是“叛变”ꎮ 他非常害怕革命ꎬ认为必须用最残酷的方法

加以镇压ꎮ 拉特不学无术ꎬ却宣称要写一部著作:«荷马研

究»ꎮ 亨利希曼不仅讽刺了拉特如何趋炎附势ꎬ向上爬没

有成功ꎬ结果身败名裂ꎬ而且通过其他人物如牧师、作家、参议

员等ꎬ辛辣地嘲笑了德意志帝国的奴隶主义ꎮ 本书结构严谨

精炼ꎬ语言犀利、简洁、生动ꎬ笔调丰富多样ꎬ有时讽刺辛辣ꎬ有
时慷慨激昂ꎬ有时愤懑不平ꎬ有时又悲切痛苦ꎮ

小说«小城»(１９０９)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意大利的生

活ꎬ写一个剧团来到一座小城ꎬ为了演出问题ꎬ引起两个资产

阶级政党之间的斗争ꎮ 在揭露资产阶级分子彼此恶毒倾轧的

同时ꎬ作者颂扬了普通人民之间的友情ꎮ «小城»发表后不

久ꎬ亨利希曼写了两篇论著:«精神与行动»(１９１０)和«伏尔

泰—歌德»(１９１０)ꎬ明确地阐述他的进步思想、政治观点和他

对文学在社会中的作用与责任的看法ꎮ 他激烈地攻击德意志

帝国的国家制度ꎬ高度评价法国文学的进步传统和法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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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斗争ꎮ 政论«左拉论»(１９１５)实际上是一篇斗争号召书ꎬ它愤

怒地谴责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ꎬ并且要求用革命来结束战争ꎮ
«臣仆»是亨利希曼最优秀的讽刺小说ꎬ写于一九一二

至一九一四年ꎬ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革命后才出版ꎮ 主人公狄

德利希赫斯林是一个小造纸厂老板的儿子ꎬ从小喜欢梦想ꎬ
欺软怕硬ꎬ胆怯残忍ꎮ 进大学后参加了反动的学生组织“新
条顿团”ꎬ沙文主义思想在他身上大大滋长ꎮ 大学毕业后ꎬ父
亲已去世ꎬ他当了厂主ꎬ进一步和社会上各方面接触ꎬ干出一

系列蛮横无耻的反动行径ꎮ 他一面附和自由党人ꎬ一面又恭

维保皇党人ꎬ目的只有一个:扩充自己的势力ꎬ追求金钱利益ꎮ
在两党斗争中ꎬ他最后倒向保皇党ꎬ投靠贵族市长武尔科ꎬ当
上市议员ꎬ并和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勾结起来ꎬ互相利用ꎬ狼狈

为奸ꎮ 以后他更加飞黄腾达ꎬ成为帝国的一个忠诚臣仆ꎮ
赫斯林是德国帝国主义臣仆的典型形象ꎮ 他恬不知耻地

谄媚君主和容克贵族ꎬ而帝国主义环境又给他的掠夺本能开

辟了极其广阔的活动场所ꎮ 他的极端利己主义从童年和青年

时代起就发展和巩固起来ꎮ 他的性格一贯胆小而残忍ꎬ既害

怕权势ꎬ又崇拜权势ꎬ在强者面前是奴才ꎬ在弱者面前是暴君ꎬ
完全体现了当时德国帝国主义一切臣仆的特点ꎮ 赫斯林有自

己的箴言:“凡是要践踏别人的人就得忍受别人的践踏ꎬ这是

权力的铁的规律ꎮ”他在威廉一世纪念像揭幕典礼上的演讲ꎬ
赤裸裸地表现了德国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ꎬ大量散播法西斯

思想ꎮ 通过赫斯林的发展过程ꎬ作者描绘了德国军国主义和

帝国主义的狰狞面貌ꎬ同时也揭示了自由主义者的无能和社

会民主党中工人贵族的蜕化ꎮ 亨利希曼在本书中对工人的

艰苦生活和一八九二年柏林失业工人的游行示威作过一定程

度的反映ꎬ但是由于他对正在斗争的无产阶级还缺乏认识ꎬ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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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这方面写得不够成功ꎮ
«臣仆»在艺术上的主要特点是运用讽刺的笔调刻画人

物形象ꎬ然后用这些形象进行深刻的揭露ꎮ 作者广泛使用夸

张和对比的手法ꎬ把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和外形特征赤裸裸地

暴露在读者面前ꎮ
完成«臣仆»以后ꎬ亨利希曼写了两个续篇:«穷人»

(１９１７)和«首脑»(１９２５)ꎮ 这三部小说合称为«帝国»ꎮ
从二十世纪初到一九二三年ꎬ亨利希曼还写过三部独

幕剧、六部多幕剧ꎮ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他看到人

类发展的方向ꎬ加强了他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深度ꎮ 一九

三三年希特勒篡夺政权后ꎬ他和高尔基、罗曼罗兰等一起反

对法西斯暴政和侵略战争ꎮ 他被迫离开祖国ꎬ流亡法国ꎬ并发

表«国王亨利四世的青年时期»(１９３５)和«国王亨利四世的完

成时期»(１９３８)ꎮ 这是一部取材于十六世纪法国胡格诺战争

的历史小说ꎬ其实是针对当时德国法西斯专政的现实而写的ꎮ
作者塑造了一个代表人民利益和民族利益的领袖形象ꎬ这和

法西斯分子把希特勒吹捧为德国人民的“领袖”成了鲜明的

对照ꎬ对反希特勒斗争具有一定的意义ꎮ 一九四○年他流亡

到美国ꎬ写了自传«对一个时代的观察» (１９４４)和长篇小说

«呼吸»(１９４９)ꎮ 一九五○年他准备回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ꎬ
但因病在加利福尼亚逝世ꎮ

托马斯曼(１８７５—１９５５)是亨利希曼的弟弟ꎬ早年在

慕尼黑一家保险公司当见习生ꎬ后来在慕尼黑大学旁听文学

艺术课程ꎬ一八九五至一八九七年和亨利希曼一起住在意

大利ꎮ 他的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 (１９０１)写自由资本

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一个资产阶级家族的没落ꎮ 中篇

小说«特利斯坦» (１９０２)、«托尼阿克略格尔» (１９０３)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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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几年陆续发表的一些中、长篇小说ꎬ主要涉及资本主义社会

中艺术的“发展”和艺术家没有出路的问题ꎮ 他笔下的艺术

家大都自命清高ꎬ和普通人格格不入ꎬ甚至和社会隔绝ꎬ产生

彷徨苦闷的情绪ꎮ 作者把这一切完全归罪于庸俗的资产阶级

社会ꎬ而艺术家本人不负任何责任ꎮ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ꎬ托马斯曼认不清帝国主义战争

的本质ꎬ他认为从德国方面看这还是一次“民族”战争ꎮ 他把

亨利希曼的«左拉论»看作对祖国的背叛ꎮ 他从狭隘的民

族观点出发ꎬ和哥哥争论ꎬ发表了«一个不问政治的人的观

察»(１９１８)ꎮ 战后他写了长篇小说«魔山»(１９２４)ꎬ揭露资产

阶级寄生生活的空虚和腐烂ꎻ书中主人公借参加战争来摆脱

无聊的病态生活这一情节ꎬ说明作者已看到欧洲资产阶级社

会生活和战争之间的内在联系ꎮ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篡夺政权后ꎬ托马斯曼的政治认识

有所提高ꎬ并积极参加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ꎮ 他先流亡到瑞

士ꎬ一九三八年到美国ꎮ 一九三三至一九四三年间ꎬ他完成了

«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四部曲ꎮ 这一组长篇小说取材于«旧
约»中关于约瑟夫的传说ꎬ讲的是犹太人遭受苦难的故事ꎮ
作者描写了犹太人善良的性格和高尚的品德ꎬ借此驳斥希特

勒种族主义者的排犹谬论ꎮ 在他们迫害犹太人的高潮中写这

样一部作品ꎬ有一定的积极意义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ꎬ托马斯曼迁居瑞士ꎮ 一九四六年ꎬ

他发表论文«反对布尔什维主义是我们时代的大蠢事»ꎬ他预

感到共产主义潮流势不可当ꎬ对未来有了比较清醒的看法ꎮ
一九四七年ꎬ他的长篇小说«浮士德博士»问世ꎬ写一个不乏

才华的资产阶级音乐家接受了颓废艺术ꎬ内心空虚ꎬ最后发疯

的故事ꎮ 作者不仅抨击把艺术作为买卖交易的资本主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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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ꎬ而且也批判资产阶级颓废艺术家ꎬ反映了帝国主义时代资

产阶级艺术家的穷途末路ꎮ «骗子费利克斯克鲁尔的自

白»第一部(１９５４)是托马斯曼最后一部长篇小说ꎬ写一个

侍者冒充别人名字游历世界和招摇撞骗的故事ꎮ 书中以轻松

的笔调描写这个冒险家ꎬ尖锐地讽刺了资产阶级尔虞我诈、自
私自利的丑恶现象ꎮ 一九五五年作者逝世ꎬ同书的后面几部

只留下一些片段ꎮ
托马斯曼的早期代表作是«布登勃洛克一家»ꎬ副标题

叫«一个家庭的没落»ꎮ 它描写大资本家布登勃洛克祖孙四

代的发展过程ꎮ 故事发生在一八三五至一八七六年的商业城

市吕贝克ꎮ 小说开始时ꎬ正是大粮商布登勃洛克家的鼎盛时

期ꎮ 老约翰布登勃洛克刚买进一座大房子ꎬ亲友前来庆贺ꎮ
这个家族经济上有实力ꎬ社会上有地位ꎮ 但到小约翰继承家

业后ꎬ他有了一个竞争者:暴发户哈根斯特罗姆ꎮ 由于斗争激

烈ꎬ生意清淡ꎬ加之时局动荡不定ꎬ女儿婚事上又失算ꎬ他感到

经营非常困难ꎮ 然而他并没有想到如何去适应新的环境ꎬ继
续守着布登勃洛克家的传家箴言:“白日精心于事务ꎬ然勿作

有愧于良心之事ꎬ俾夜间能坦然就寝ꎮ”到第三代托马斯经营

时ꎬ他家和哈根斯特罗姆家在社会地位和经济势力方面的竞

争达到了最激烈的阶段ꎮ 由于战争、投机失利等原因ꎬ托马斯

连遭打击ꎮ 最后ꎬ布登勃洛克家败落下来ꎬ老约翰购置的那座

大房子也落到哈根斯特罗姆手里ꎮ 托马斯死后ꎬ他的儿子汉

诺体弱多病ꎬ胆小怕事ꎬ耽于幻想ꎬ没有实际能力ꎬ更无法适应

那个弱肉强食的社会ꎮ 小说以汉诺的死亡告终ꎮ
全书通过布登勃洛克家四代的兴衰ꎬ反映了德国从自由

资本主义走向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历史过程ꎮ 第一和第二两代

在“忠厚诚实”的幌子下进行大量剥削ꎬ发财致富ꎮ 第三代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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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既按旧的剥削方式经营ꎬ也想作一些投机买卖ꎬ但垄断资

本家哈根斯特罗姆使用掠夺并吞的手段ꎬ最后击败了布登勃

洛克家ꎮ 同时ꎬ作者又揭发了资产阶级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ꎬ
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间的感情都是由金钱决定的ꎮ 小约

翰的女儿安冬妮的几次结婚离婚以及布登勃洛克家子弟争夺

遗产的纠纷ꎬ最能说明这个问题ꎮ 作者虽然没有完全意识到

布登勃洛克家的没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ꎬ但是他能

在家庭生活的描写中ꎬ揭露出资产阶级社会的衰落和腐朽ꎬ这
正是作品的巨大现实意义ꎮ

托马斯曼以高度的艺术技巧ꎬ从典型人物的变换中表

现历史时代的更替ꎬ而这些人物又都生活在典型社会环境之

中ꎮ 作品结构严谨ꎬ全书十一个部分几十个章节一章一节都

作了精心处理ꎮ 有些情节虽然重复出现ꎬ但并不单调ꎬ反而能

加深读者对人物性格的认识ꎮ 小说的语言精炼ꎬ对话生动ꎬ有
幽默感ꎮ

本书虽然揭露批判了资产阶级ꎬ但作者是站在资产阶级

立场上看待这一问题的ꎬ因此他在描写布登勃洛克一家的衰

亡过程时ꎬ流露出无可奈何的惋惜之情ꎬ对某些资产阶级人物

表示同情ꎮ 同时ꎬ书中有些地方受到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的

影响ꎬ对人生抱有消极悲观的情绪ꎮ 此外ꎬ作者描写一八四八

年革命波及吕贝克城的情况时ꎬ对工人阶级的形象也有所歪

曲ꎮ
托马斯曼和亨利希曼在艺术风格上有显著的不同ꎮ

前者在发展德国文学优秀传统的基础上ꎬ接受了俄国的现实

主义风格ꎬ特别是列夫托尔斯泰ꎬ对他影响很大ꎮ 后者比较

倾向于法国的现实主义传统ꎬ在风格、语言上受法国作家的影

响较深ꎮ 但是他们两人的长篇小说都反映了德国社会在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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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时期的矛盾ꎮ
赫尔曼黑塞(１８７７—１９６２)是和亨利希曼、托马斯

曼兄弟同时代的另一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ꎮ 他出身于牧师家

庭ꎬ十五岁时因受不了神学院里令人窒息的宗教压迫ꎬ逃跑出

来ꎬ自己谋生ꎮ 他学过修理钟表ꎬ当过书店店员ꎬ靠自修钻研

文学ꎬ从事创作ꎮ «彼得卡门青特»(１９０４)是他第一部成功

之作ꎬ是以第一人称写成的自传体小说ꎮ 作者提出了资产阶

级社会中艺术家的命运问题:逃向自然还是投身到生活中去?
黑塞对这个问题并没有明确答复ꎮ

长篇小说«在轮下» (１９０６)是对德国教育制度的一个抗

议ꎮ 主人公汉斯盖本拉特出身低微ꎬ但聪明勤奋ꎬ他的父亲

和教师希望他通过神学院的道路进入上流社会ꎮ 在神学院教

育制度的“轮”下ꎬ他感到身心受了很大的束缚和压抑ꎬ不久

患病ꎬ离开神学院ꎮ 他回家后ꎬ因失恋受到强烈刺激ꎬ身体更

加衰弱ꎬ最后由于酒醉ꎬ误堕河中溺死ꎮ 这部作品是根据黑塞

自己少年时代的经历写成的ꎬ指出了德国学校教育是统治阶

级的工具、帝国的一根柱石ꎬ它毒害和摧残了青年人的心灵和

身体ꎮ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ꎬ黑塞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出发ꎬ反

对战争ꎬ反对法西斯主义ꎮ 这时的主要作品有 «德米昂»
(１９１９)、«草原狼»(１９２７)«玻璃珠游戏»(１９４３)等ꎬ从中可以

看出他对资产阶级社会已经失去信心ꎬ而憧憬着一个新的、更
好的社会ꎮ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ꎬ他定居瑞士ꎬ直到逝世ꎮ 黑塞

一生创作过大量小说和诗歌ꎬ他的作品语言通俗、清新流利ꎬ
很受一般读者欢迎ꎮ

莱纳尔玛利亚里尔克(１８７５—１９２６)是本世纪初著

名的象征主义诗人ꎬ德国新浪漫主义的代表ꎮ 他生于布拉格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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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职员的儿子ꎬ曾到欧洲许多国家旅行ꎬ 还去过北非ꎮ
一八九四年开始写作ꎬ早期诗歌带有捷克波希米亚民歌的痕

迹ꎮ 后来他受到法国象征主义的影响ꎬ逐渐脱离现实ꎬ一方面

歌颂个人在社会中孤独、寂寞与死亡的感觉ꎬ一方面又刻意描

绘人生以外的“有生”和“无生”的万物ꎬ一味追求新奇的比喻

和所谓的语言美ꎬ诗歌内容不易为人理解ꎮ 他的主要作品有

诗集«图像集» (１９０２)、«祈祷书» (１９０５)、«新诗集与新诗续

集»(１９０７—１９０８)、«杜伊诺哀歌» (１９２３)和长篇小说«马尔

特劳利德布里格随笔»(１９１０)等ꎮ
里尔克的诗歌注重韵律ꎬ雕琢细腻ꎬ比喻新奇ꎬ充满神秘

色彩ꎮ 他在一九○三年写的«豹»可以用来说明他这些特点:

它的目光被那走不完的铁栏

缠得这般疲倦ꎬ什么也不能收留ꎮ
它觉得只有千条的铁栏杆ꎬ
千条的铁栏后便没有宇宙ꎮ

强韧的脚步迈出柔软的步态ꎬ
这步态在极小的圈中旋转ꎬ
仿佛力之舞围绕着一个中心ꎬ
在中心一个伟大的意志昏眩ꎮ

只有时眼帘无声地撩起ꎮ ———
于是有一幅图像浸入ꎬ
通过四肢紧张的静寂———
在心中化为乌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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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借用关在铁笼里的豹的形象ꎬ反映十九世纪末、二十

世纪初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内心活动ꎮ 他们脱离群

众ꎬ和当时的革命运动有很大距离ꎬ在窒息的社会的压抑下ꎬ
感到无处发挥自己的力量ꎬ因而苦闷、彷徨ꎬ好像铁笼中的豹

一样ꎬ被束缚在一个极小的圈中ꎬ以致“伟大的意志昏眩”ꎮ 原

诗节奏富有音乐性ꎬ用词造句别具匠心ꎮ 里尔克的许多诗歌

都有这种特点ꎮ 从有些诗中还可以看出他在不断地探索生活

的意义ꎬ但由于神秘主义世界观的局限ꎬ他不可能找到出路ꎮ
里尔克的诗歌和诗论ꎬ对现代欧美资产阶级文学还有相

当的影响ꎮ

第六节　 中欧和东南欧文学

十九世纪后半期ꎬ中欧、东南欧和巴尔干半岛一些国家的

民族解放运动和革命斗争日益高涨ꎮ 例如ꎬ一八七七至一八

七八年俄土战争后ꎬ保加利亚人民从土耳其长达五个世纪的

奴役下获得解放ꎬ罗马尼亚摆脱了对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从

属关系ꎬ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人民也取得独立ꎮ 一九一二

至一九一三年的巴尔干战争中ꎬ土耳其人的统治最后崩溃ꎬ阿
尔巴尼亚在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宣布独立ꎮ 这一时期ꎬ随着民

族解放运动的胜利ꎬ中欧和东南欧各国的内部关系也发生了

变化:资本主义迅速发展ꎬ而农村中仍然存在着封建制度的残

余ꎬ阶级分化加剧ꎬ农民生活更为贫困ꎮ 十九世纪末叶各国工

人运动兴起ꎬ从七十年代起ꎬ无产阶级政党相继成立ꎮ 一九○
五年俄国革命的爆发和一九一○年巴尔干国家社会民主党代

表会议的召开ꎬ对各国工人运动和革命斗争起了巨大的影响ꎮ
在文学方面ꎬ中欧和东南欧各国的浪漫主义流派已经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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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ꎬ现实主义日益发展ꎬ尤其是批判现实主义小说获得了杰出

的成就ꎮ 反对外族压迫ꎬ争取民族解放和民族复兴ꎬ暴露统治

阶级的罪恶和腐朽ꎬ反映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的疾苦ꎬ号召人

民起来求解放ꎬ成为本时期那些国家文学的共同的主要特征ꎮ
在波兰ꎬ由于新兴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加

强ꎬ工人运动随之展开ꎮ 在农村中ꎬ虽然一八六四年实行了土

地改革ꎬ但是大量的土地仍旧掌握在地主和外国殖民者的手

中ꎻ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ꎬ一方面出现了农业资产阶级ꎬ他们

采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ꎬ对贫雇农加以残酷剥削ꎻ另一方

面ꎬ大部分农民家破人亡ꎬ流离失所ꎬ变成城乡无产阶级ꎬ过着

贫困悲惨的生活ꎮ 十九世纪末叶波兰这一经济和社会变革的

过程ꎬ都反映在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奥若什科娃、显克微

奇、普鲁斯、柯诺普尼茨卡以及稍后的热罗姆斯基和莱蒙特等

人的作品中ꎮ
艾利查奥若什科娃(１８４１—１９１０)出生于一个进步的

贵族地主的家庭ꎬ积极参加过一八六三年波兰人民争取民族

解放的起义ꎬ并从那时起开始文学创作活动ꎮ 她在中篇小说

«洼地» (１８８３)、«久尔济一家» (１８８５)和长篇小说«涅曼河

上»(１８８８)等作品中ꎬ揭露了土地改革后波兰贵族地主的腐

化堕落ꎬ描绘了处于民族和社会双重压迫下的波兰和白俄罗

斯农民的厄运ꎮ
亨利克显克微奇(１８４６—１９１６)生于小贵族家庭ꎬ一八

七六年他作为«波兰报»的记者到美国采访ꎬ三年间目睹并体

验了美国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和“自由”ꎮ 他所写的文章

«旅美书简»和小说«为了面包»、«奥尔索»、«灯塔看守人»
等ꎬ揭穿了美国是“天堂”的神话ꎬ描绘了波兰移民的悲惨处

境ꎮ 八十年代ꎬ他把目光转向中古时期ꎬ写出反映十七世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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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人民抗击异族侵略的历史小说三部曲«火与剑»、«洪流»和
«伏沃迪约夫斯基先生»ꎮ 显克微奇晚年又完成两部长篇小

说:«你往何处去» (１８９６)和«十字军骑士» (１８９７—１９００)ꎮ
前者写古罗马暴君尼禄时代的社会和基督教徒殉道的故事ꎬ
后者以十五世纪波兰人民同日耳曼条顿骑士(十字军骑士)
的斗争事迹为题材ꎮ 十字军骑士团曾侵入波兰和立陶宛一

带ꎬ烧杀抢劫ꎬ无恶不作ꎬ终于在一四一○年七月格隆瓦尔德

战役中被波兰人民击败ꎮ 显克微奇在小说中虽然只局限于塑

造几个波兰的英勇战士的形象ꎬ但这些人物正好体现了当时

波兰人民的强烈的爱国思想ꎮ
鲍列斯瓦夫普鲁斯(１８４７—１９１２)出生于破落的小贵

族家庭ꎬ曾因参加一八六三年起义被沙皇当局逮捕ꎬ从七十年

代起开始从事文学创作ꎮ 他在中篇小说«前哨»(１８８５)中ꎬ反
映出六十至七十年代波兰农村的阶级分化以及德国殖民者对

波兰农村的入侵ꎮ 他的长篇小说«傀儡» (１８８７)一向被视为

十九世纪波兰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作ꎬ它描绘了波兰资本主

义发展的过程ꎬ叙述了波兰新兴资产阶级的形成和封建地主

阶级腐朽没落的情景ꎮ 晚年ꎬ他著有一部表现古埃及生活的

小说«法老»(１８９５)ꎮ
玛丽亚柯诺普尼茨卡(１８４２—１９１０)诞生在一个爱国

律师的家庭ꎬ一八七七年开始发表诗作ꎮ 她的短篇小说描叙

波兰农民和城市贫民的痛苦生活ꎮ 她的诗歌充满爱国主义激

情ꎬ号召人民起来争取民族和社会的解放ꎮ 她遭到反动当局

迫害ꎬ不得不流亡国外ꎮ 她最著名的作品是长诗«巴尔采尔

先生在巴西»(１９１０)ꎬ写一批被迫移居南美的波兰农民的悲

惨遭遇ꎬ最后以港口工人罢工的雄伟场景结束ꎮ 这篇长诗是

波兰现实主义诗歌的代表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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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泰芳热罗姆斯基(１８６４—１９２５)生于破落的小贵族

家庭ꎬ从九十年代起开始写作ꎮ 他的长篇小说«无家可归的

人们»(１９００)描绘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穷困生活ꎮ «徒劳无功»
(１８９８)和«灰烬»(１９０４)两部小说ꎬ写的是波兰人民对沙俄占

领者的抗争ꎮ 符瓦迪斯瓦夫莱蒙特(１８６７—１９２５)出生于

乡村教堂的风琴手家庭ꎮ 他从事过各种职业ꎬ尤其熟悉波兰

农村ꎮ 他的长篇小说«福地» (１８９７—１８９８)揭示波兰工业城

市罗兹的发展情况和无产阶级的厄运ꎮ 他最成功的作品是长

篇小说«农民»四部曲(１９０４—１９０９)ꎬ包括«秋»、«冬»、«春»、
«夏»ꎬ其中绘出了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波兰农村和农民

生活的广阔图景ꎮ
在捷克ꎬ这个时期出现了聂鲁达、捷赫、伊拉塞克等许多

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ꎮ 杨聂鲁达(１８３４—１８９１)诞生于布

拉格小城区一个退伍士兵兼小商人的家庭ꎮ 他是诗人和小说

家ꎬ又是政论家和文艺评论家ꎮ 他的文学活动是从诗歌开始

的ꎬ出版过好几种诗集ꎮ 他六十年代开始写小说ꎬ其短篇小说

集«小城故事»(１８７８)描绘了布拉格小城区市民的生活和习

俗ꎬ揭露出捷克资产阶级社会的真相ꎮ 斯瓦托普鲁克捷赫

(１８４６—１９０８)出生于一个庄园管家的家庭ꎮ 他是抒情诗人ꎬ
八十年代写成的诗集«黎明之歌»(１８８７)和«新诗集»(１８８８)
表达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ꎮ 代表作«奴隶之歌» (１８９４)通
过两个青年奴隶不幸的爱情的故事ꎬ影射捷克人民所遭受的

民族压迫ꎮ
阿洛伊斯伊拉塞克(１８５１—１９３０)是捷克十九世纪末

和二十世纪初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捷克历史小说的创始人ꎮ
他出生于农村手工业者家庭ꎬ一八七四年写过一部表现一七

七五年捷克纳霍德边区农民起义的小说«斯卡拉克一家»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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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四年完成著名历史小说 «狗头军» (中译名 «还我自

由»)ꎬ反映十七世纪末捷克边区农民的起义ꎮ 此外ꎬ他还著

有以十五世纪胡斯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历史小说三部曲«在激

流中»(１８８７—１８９０)、«抗击众敌»(１８９３)、«弟兄们»(１８９９—
１９０８)ꎬ以及剧本«杨日什卡»(１９０３)、«杨胡斯»(１９１１)、
«杨罗哈奇» (１９１４)等ꎮ 他笔下的人物主要是平凡的捷克

人:农民、手工业者和知识分子ꎻ他们参加民族解放斗争的事

迹ꎬ在读者心中唤起了爱国热情ꎮ 伊拉塞克为青少年写的

«捷克古代传说»一书ꎬ更为捷克广大读者所喜爱ꎮ 但由于他

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观点来表述捷克的过去ꎬ
他未能看清捷克人民斗争历史的本质ꎮ

在斯洛伐克ꎬ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家有诗人巴沃尔奥尔

萨格赫维兹多斯拉夫(１８４９—１９２３)和小说家马丁库库

钦(１８６０—１９２８)等人ꎬ他们都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映了斯洛伐

克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和农民的不幸生活ꎮ
匈牙利在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革命和独立战争失败以

后ꎬ受到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更为残酷的统治ꎮ 这段时期ꎬ资
本主义进一步发展ꎬ农村阶级分化加剧ꎬ劳动人民的生活日益

困难ꎮ 在文学中ꎬ批判现实主义取代了浪漫主义ꎬ这在小说家

米克沙特、莫里兹和诗人奥第等人的作品中表现得特别明显ꎮ
米克沙特卡尔曼(１８４７—１９１０)出生于小贵族家庭ꎬ一八八

四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可敬的老爷们»ꎮ 他一生著作很

多ꎬ全集达六十四卷ꎬ多半以匈牙利贵族生活为题材ꎬ代表作

有长篇小说«圣彼得的伞»(１８９５)、«奇婚记»(１９００)和«年轻

的诺斯季和托特玛丽的故事» (１９０８)ꎬ其中用幽默笔法无情

地揭露和讽刺了匈牙利贵族地主的腐朽没落ꎬ以及新兴资产

阶级的卑鄙无耻ꎮ «奇婚记»一书不仅暴露贵族的卑劣阴谋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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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抨击了反动的天主教会ꎬ因而长期被禁止出版ꎮ
莫里兹日格蒙德(１８７９—１９４２)是这个时期杰出的小

说家ꎬ出生于农村木匠的家庭ꎬ当过新闻记者ꎮ 他最早的短篇

小说«七个铜板» (１９０７)ꎬ以一个穷苦母亲的艰难生活为题

材ꎬ曾引起匈牙利文艺界的极大注意ꎮ 他一生共写过七十多

卷作品ꎬ包括长篇小说«污金»(１９１０)、«火炬»(１９１７)等ꎮ 长

篇小说«亲戚»(１９３０—１９３２)则是他晚期的代表作ꎮ
奥第安德烈(１８７７—１９１９)是诗歌方面的代表人物ꎬ出

生于破落的贵族家庭ꎮ 他继承匈牙利革命诗歌的传统ꎬ写过

«多热久尔基的孙子» (１９０７)、«匈牙利雅各宾党人之歌»
(１９０８)、«无产者的儿子之歌»(１９０８)等ꎮ 他的«我们向革命

迈进»(１９１３)一诗ꎬ号召人民起来进行革命斗争ꎬ他曾因此以

攻击立宪国家制度的罪名被法庭传讯ꎮ
在罗马尼亚ꎬ这个时期诗歌界的代表是米哈伊爱明内

斯库(１８５０—１８８９)ꎬ他出生于小地主家庭ꎬ从童年起就热爱

罗马尼亚民歌和民间故事ꎬ一八六六年开始创作ꎮ 一八七一

年巴黎公社起义后ꎬ他作长诗«皇帝和无产者»(１８７４)表示热

烈欢迎ꎬ并在罗马尼亚文学中头一次创造出工人阶级的形象ꎮ
他写过不少政治抒情诗如«堕落的青年» (１８６９)、«我们的青

年人»(１８７６)、五封«信» (１８８１—１８９０) 等ꎬ揭露国内的丑恶

现象ꎬ对地主和资产阶级社会道德风习加以无情的批判ꎮ 他

还创作过很多民歌体的抒情诗和一首取材于民间传说的长诗

«金星» (１８８３)ꎮ 这个时期ꎬ罗马尼亚现实主义文学开始出

现ꎬ剧作家伊昂卢卡卡拉迦列(１８５２—１９１２)是重要的代

表人物ꎮ 他出生于一个演员家庭ꎬ十八岁起就参加剧院的工

作ꎮ 他用讽刺和幽默的笔法写过不少中、短篇小说ꎮ 他最成

功的剧作是喜剧«一封遗失的信»(１８８４)ꎬ写两个表面上互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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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容的政党———自由党和保守党在竞选中的阴谋ꎬ从而揭露

了资产阶级社会的虚伪政治和种种丑剧ꎮ 在同一时期从事创

作的ꎬ还有伊昂克里昂加(１８３７—１８８９)、伊昂斯拉维支

(１８４８—１９２５)和亚历山德鲁弗拉胡查(１８５８—１９１９)等ꎬ他
们都在小说中反映出农民的贫困生活ꎮ

保加利亚在七十至八十年代正处于民族解放斗争的高

潮ꎬ许多作家参加了这场斗争ꎬ而且把它当作文学的主题ꎮ 这

个时期出现了卓越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伐佐夫ꎮ 伊凡伐佐

夫(１８５０—１９２１)出生于小商人家庭ꎬ后来投身革命ꎮ 他的创

作活动是从诗歌开始的ꎮ 他的战斗诗篇鼓舞了人民争取民族

独立的斗志ꎬ在一八七六年四月起义中发生过很大的影响ꎮ
起义失败后ꎬ伐佐夫一度流寓罗马尼亚ꎮ 他先后出版过«旗
与琴»(１８７６)、«保加利亚的悲哀»(１８７７)、«拯救»(１８７８)等诗

集和组诗«被遗忘者的史诗»(１８９３)ꎬ反映了土耳其奴役下的保

加利亚人民渴望解放和自由的情绪ꎮ 伐佐夫还写过很多讴歌

人民的英勇斗争的中、短篇小说和戏剧ꎬ而他最成功的作品则

是长篇小说«轭下»(１８８７—１８８９)ꎮ 本书取材于四月起义ꎬ作
者使用现实主义手法ꎬ塑造了以奥格涅诺夫为中心的一群革

命者的形象ꎬ表现了保加利亚人民反抗土耳其压迫者的英雄

气概和宁死不屈的精神ꎮ «轭下»不仅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ꎬ
艺术上也有很高的成就ꎮ 与伐佐夫同时从事写作的ꎬ还有诗人

派约雅沃罗夫(１８７７—１９１４)和小说家埃林彼林(１８７８—
１９４９)ꎬ他们的作品描写了保加利亚农民的贫困生活和斗争ꎮ

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ꎬ随着民族解放运动

的发展ꎬ文学也开始从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ꎬ而且出了不少

知名的作家和诗人ꎮ 塞尔维亚有诗人约凡约凡诺维奇兹

玛伊(１８３３—１９０４)、小说家米洛凡格利希奇(１８４７—１９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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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剧作家布朗尼斯拉夫努希奇(１８６４—１９３８)ꎻ克罗地亚有

小说家奥古斯特谢诺阿(１８３８—１８８１)、克萨威尔迪雅尔

斯基(１８５４—１９３５)ꎻ斯洛文尼亚有诗人安东阿什凯尔茨

(１８５６—１９３２)和小说家伊凡参卡尔(１８７６—１９１８)等人ꎮ
他们的作品充满着爱国主义精神ꎬ反映出对异族侵略与奴役ꎬ
特别是对奥匈帝国统治的憎恨ꎮ 他们又描写了广大农民所受

的封建地主压迫(如谢诺阿的长篇小说«农民起义»和参卡尔

的中短篇小说)ꎬ揭露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堕落腐化(如努希奇

的剧本«部长太太»)ꎮ
阿尔巴尼亚人民反对土耳其奴役的斗争ꎬ在十九世纪末

和二十世纪初更为高涨ꎮ 在阿尔巴尼亚历史上ꎬ这一时期被

称为“民族复兴”时期ꎬ纳伊姆弗拉舍里和安东萨科—恰

佑比就是这个时期两位杰出的作家和诗人ꎮ 纳伊姆弗拉舍

里(１８４６—１９００)把一生献给了阿尔巴尼亚的启蒙运动ꎮ 他

的著名长诗«畜群和大地» (１８８６)描写祖国大自然的美丽和

人民的辛勤劳动ꎬ唤起人民的爱国心ꎬ他深信祖国终会获得解

放ꎮ 他在长诗«斯坎德培史»(１８９０—１８９５)中ꎬ歌颂向土耳其

人作了二十五年英勇斗争的民族英雄斯坎德培的光辉事迹ꎮ
安东萨科—恰佑比(１８６６—１９３０)曾长期侨居埃及ꎮ 他的

著名诗集«父亲托莫里» (１９０２ꎻ托莫里是阿尔巴尼亚一座高

山ꎬ人民称之为“父亲托莫里”)ꎬ写出了阿尔巴尼亚人民在土

耳其统治下所受的压迫和痛苦ꎬ表达了他们渴望自由解放的

心情ꎮ 稍后的诗人恩德烈米耶达(１８６６—１９３７)ꎬ也写过不

少爱国主义的作品ꎮ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ꎬ在中欧和东南欧一些国家ꎬ随

着工人运动的兴起、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和革命斗争的尖锐

化ꎬ继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之后ꎬ出现了最初的无产阶级革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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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ꎬ这在波兰和保加利亚的诗歌中表现得更为显著ꎮ
波兰第一本工人诗歌集«他们要求什么?»于一八八二年

在日内瓦出版ꎬ其中大部分作品都是囚禁在华沙和波兹南监

狱里的革命者所写的ꎮ 一九○五年ꎬ克拉科夫又出版一本工

人诗集«劳动与斗争之歌»ꎮ 这个时期ꎬ革命家路德维克瓦

棱斯基(１８５６—１８８９)的«镣铐舞»(１８８３)、革命诗人鲍列斯瓦

夫捷尔文斯基(１８５１—１８８８)的«红旗» (１８８１)和瓦茨瓦夫

希文齐茨基(１８４８—１９００)的«华沙革命歌»(１８８３)ꎬ都是最

流行的作品ꎮ «华沙革命歌»在波兰的革命斗争和俄国一九

○五年革命中发生过很大的作用ꎬ也是伟大导师列宁最喜欢

的一首歌曲ꎮ
在保加利亚ꎬ迪米特尔布拉戈耶夫(１８５６—１９２４)不仅

是无产阶级政党———“紧密派”社会民主党的创建者ꎬ而且是

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ꎮ 在“紧密派”社会民主党的

活动和思想的影响下ꎬ保加利亚也出现了最初的无产阶级诗

歌ꎮ 例如迪米特尔波梁诺夫(１８７６—１９５３)在«被打倒的偶

像»(１８９５)、«死亡之树»(１９０５)、«无产阶级的诞生» (１９０５)
等诗中ꎬ预言资本主义社会必定灭亡ꎬ宣告了新兴无产阶级的

伟大历史使命ꎮ “紧密派”社会民主党活动家、讽刺杂文作家

格奥尔基基尔科夫 ( １８６７—１９１９) 所写的 «劳动之歌»
(１８９８)和«工人进行曲»(１８９９)ꎬ成了当时保加利亚最流行的

无产阶级歌曲ꎮ
同一时期ꎬ其他国家也有不少作家开始反映工人阶级的

生活和斗争ꎮ 如捷克诗人彼得贝兹鲁支(１８６７—１９５８)在

诗集«西里西亚之歌»(１９０９)里ꎬ描写了捷克奥斯特拉瓦地区

矿工的艰辛劳动和不幸命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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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十九世纪后期俄国文学
和托尔斯泰

　 　 农奴制改革后ꎬ俄国资本主义依靠破产农民提供的廉价

劳动力而迅速发展ꎮ 但是农奴制残余在俄国依然存在ꎬ地主

照旧盘剥农民ꎬ政权仍掌握在贵族地主手中ꎬ资产阶级在政治

上十分软弱ꎮ 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剧了农村的阶级分化ꎬ破产

和贫困的农民日益强烈地要求摆脱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资本主

义的剥削ꎬ不断掀起起义的怒潮ꎮ 农村的情况引起一部分激

进的知识分子的注意ꎬ七十年代产生了民粹派“到民间去”的
革命运动ꎮ 但是民粹派无视资本主义已在俄国发展这一事

实ꎬ企图在半封建的农民公社和小农经济的基础上过渡到社

会主义ꎬ并且夸大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ꎮ 由于错误理论

的指导和不了解农村实际ꎬ他们在农村的宣传活动遭到失败ꎮ
八十年代ꎬ民粹派转而采取个人恐怖手段ꎬ给革命造成了很大

损害ꎮ 一八八一年ꎬ亚历山大三世继位后ꎬ反动统治变本加

厉ꎬ民粹派逐渐堕落为自由主义者和富农利益的代表ꎬ鼓吹改

良主义ꎬ阻碍着正在兴起的工人运动ꎮ 七、八十年代ꎬ俄国无

产阶级开始进行经济斗争ꎮ 一八八三年ꎬ普列汉诺夫在日内

瓦成立“劳动解放社”ꎬ传播马克思主义ꎮ 一八九五年ꎬ列宁

在彼得堡建立“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ꎬ把马克思主义和工

人运动结合起来ꎬ掀起了巨大的革命浪潮ꎬ从此俄国解放运动

进入第三阶段ꎬ即无产阶级革命时期ꎮ
这一时期ꎬ批判现实主义在俄国文学中仍是主流ꎬ并取得

了进展ꎮ 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深感社会矛盾愈加尖锐复杂ꎬ在
农民和城市下层人民反抗情绪的影响下ꎬ对贵族地主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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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资本主义势力提出更强烈的批判ꎬ更注意农民和城市下层

人民的苦难ꎮ 他们的艺术技巧也更加成熟ꎮ 长篇小说继续繁

荣ꎬ短篇小说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ꎮ
社会矛盾的加剧也反映在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之间的思想

分野和他们的世界观的矛盾上ꎮ 谢德林继承革命民主主义的

传统ꎬ主办«祖国纪事»(１８８４ 年被查封)ꎬ他的讽刺作品发挥

了巨大的战斗作用ꎮ 托尔斯泰表达了宗法制农民的思想和情

绪ꎬ他一方面无情抨击土地私有制、官办教会和资产阶级金钱

势力ꎬ另一方面却又鼓吹“不以暴力抗恶”、“道德上的自我完

善”和宗教的博爱精神ꎮ 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暴露了贵族资

产阶级社会的畸形和丑恶ꎬ同情被欺凌与被侮辱的“小人

物”ꎬ但是他渲染城市下层人物的消极颓丧的一面ꎬ宣扬逆来

顺受的宗教哲学ꎬ攻击革命运动ꎮ 契诃夫和柯罗连科主要表

现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心情和愿望ꎮ
这一时期民粹派中间也出现一批作家如格列勃乌斯宾

斯基(１８４３—１９０２)、纳乌莫夫(１８３８—１９０１)等ꎮ 他们的小说

和特写描述农村的贫困ꎬ揭露富农的剥削ꎬ但把资本主义在农

村的发展看作偶然现象ꎬ美化农民公社制度下的宗法关系ꎮ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１８２１—１８８１)

出生于没落的贵族家庭ꎬ他的父亲是莫斯科一所贫民医院的

医生ꎮ 一八四三年他从彼得堡工程学校毕业后ꎬ开始从事文

学创作ꎮ 四十年代他参加了反专制农奴制的进步小组ꎬ曾在

小组中宣读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ꎬ因此于一八四九年四月

被捕ꎮ 在西伯利亚流放期间(１８４９—１８５９)ꎬ他的反动的“土壤

派”理论逐渐形成ꎮ 他认为俄国的“土壤”不适于宣传革命斗

争ꎬ因为人民是笃信宗教和顺从、忍耐的ꎬ只要贵族阶级也接受

人民的道德与宗教观点ꎬ就可以使两个对立的阶级和解ꎬ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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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得到改造ꎮ 一八五九年他回彼得堡后ꎬ在杂志上宣扬

这些观点ꎬ反对革命民主主义ꎮ 他的作品反映了被封建资本

主义势力排挤到社会“底层”的人们(没落贵族、城市贫民和

潦倒的知识分子等)的挣扎、彷徨和悲观绝望的情绪ꎬ虽然具

有强烈批判的成分ꎬ但也包含着许多消极和反动的思想因素ꎮ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成名作中篇小说«穷人» (１８４６)采用

书信体裁ꎬ叙述一个年老贫穷的小官吏杰符什金同情被地主

迫害的孤女瓦尔瓦拉的故事ꎮ 他为了帮助她ꎬ自己搬到贫民

窟ꎬ省吃俭用ꎬ由于能照顾这个孤女而感到安慰ꎮ 后来杰符什

金更加贫困ꎬ受到官僚老爷们的揶揄和欺凌ꎬ瓦尔瓦拉走投无

路ꎬ不得不嫁给地主为妾ꎮ 这部作品继普希金的«驿站长»和
果戈理的«外套»之后ꎬ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怜悯心描写

“小人物”ꎬ绘出了彼得堡穷人的悲惨的生活画面ꎮ 作者着力

挖掘“小人物”的内心世界ꎬ强调他们具有“人的尊严感”ꎬ精
神高尚ꎬ却又把他们描写为神经质的、病态的人ꎬ对生活悲观

绝望ꎮ 小说具有悲剧性抒情风格ꎬ并充满令人窒息的阴郁情

调ꎬ而女主人公对她的命运的妥协ꎬ可以说是作者后来宣扬的

顺从、忍耐等反动观点的萌芽ꎮ
一八六一年农奴制改革时期ꎬ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了

«被欺凌与被侮辱的»ꎮ 这部长篇小说描写贵族资产者瓦尔

科夫斯基公爵和一些受他欺凌的人们之间的冲突ꎮ 公爵在青

年时期为了夺取某工厂的财产ꎬ诱骗并遗弃了厂主的女儿ꎬ使
她流落在彼得堡贫民窟ꎮ 作者着重写了公爵和厂主女儿的私

生女涅莉的悲惨命运和病态心理ꎮ 此外ꎬ公爵为了使自己的

儿子阿辽沙和富翁的女儿结婚ꎬ破坏了阿辽沙和管家的女儿

娜塔莎的爱情ꎬ欺侮了管家一家人ꎮ 小说对贵族资产阶级社

会的罪恶进行了揭露ꎬ对被欺凌与被侮辱者寄予同情ꎬ但充满

９３３



阴暗、悲惨、呻吟的调子ꎬ宣扬对富人的罪恶也要加以宽恕ꎬ以
及真正的幸福存在于受苦受难之中的反动观点ꎮ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罪与罚» (１８６６)描写资本主

义社会在道德伦理方面的深刻矛盾ꎮ 小说叙述贫穷的法科大

学生拉斯柯尼科夫杀害了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ꎬ起初他觉

得“杀死这百无一用、像虱子一般的老太婆”算不了犯罪ꎬ后
来受到“良心”谴责ꎬ陷于半疯狂的痛苦中ꎮ 他遇到醉汉马美

拉多夫的女儿索尼娅ꎬ得知她为了维持一家的生活ꎬ竟走上街

头卖淫ꎮ 她那种以自我牺牲来解救人类苦难的思想ꎬ感动了

拉斯柯尼科夫ꎮ 于是他去官府自首ꎬ并走向“新生”ꎮ 这部小

说描叙了彼得堡社会中穷人们颠沛流离、走投无路的悲惨生

活ꎬ反映了贫富的对立ꎬ其中主要部分是对于拉斯柯尼科夫犯

罪动机的分析ꎮ 作者指出ꎬ主人公受到“不做奴隶ꎬ就做统治

者”的资产阶级掠夺心理和“超人”哲学的支配ꎬ同时也受到

无政府主义反抗情绪的影响ꎮ 但作者的批判是从基督教的顺

从、忍耐、爱别人的原则出发的ꎬ因而把信仰宗教、忍受人间苦

难的女主人公索尼娅的形象写成黑暗社会中的一线光明ꎬ实
质上是宣扬同黑暗现实妥协、甘受奴役这一反动思想ꎮ 作者

还企图以拉斯柯尼科夫的形象来影射当时的革命平民知识分

子ꎬ这是毫无根据的ꎮ
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要小说有

«白痴» (１８６９)、«群魔» (１８７１)、«卡拉玛佐夫兄弟» (１８８０)
等ꎮ «白痴»通过女主人公娜斯塔西雅的悲惨遭遇ꎬ揭示了妇

女在资本主义社会被当作商品拍卖的处境ꎮ 另一方面通过男

主人公梅希金公爵的形象ꎬ宣传用道德伦理来感化人们和改

造社会ꎬ反对革命民主主义ꎮ «群魔»集中地攻击和诽谤革命

者ꎬ虽然它也讽刺了自由派ꎮ «卡拉玛佐夫兄弟»是作者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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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作品ꎬ它刻画贵族地主卡拉玛佐夫一家贪财好色的卑劣

性格ꎬ鼓吹只有基督教的宽恕和仁爱才能解除人类苦难ꎬ洗涤

人间罪恶ꎮ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对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的欧洲

资产阶级文学有很大影响ꎮ 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ꎬ
他的作品中的反动思想的危害性显得更加突出ꎮ 但也必须注

意到ꎬ虽然他为读者设计了一条错误的屈从的道路ꎬ但他那些

反映现实的篇章仍可以使人看到俄国的黑暗面ꎬ激起对社会

不平的抗议ꎮ
米哈伊尔叶夫格拉福维奇萨尔蒂科夫 ( １８２６—

１８８９)ꎬ笔名谢德林ꎬ生于地主家庭ꎬ青年时代钻研过西欧空

想社会主义和别林斯基的著作ꎮ 后来他作了政府官员ꎬ一八

四八年发表宣传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中篇小说«矛盾»和«一
件错综复杂的事»ꎬ遭到流放ꎮ 七年流放使他熟悉了俄国外

省官场的内幕ꎬ接触到在官僚制度统治下人民的痛苦生活ꎮ
一八五六年ꎬ尼古拉一世死后不久ꎬ谢德林回到彼得堡ꎬ曾先

后任梁赞省和特维尔省副省长ꎬ惩办贪官污吏ꎬ保护农民ꎮ 一

八六三至一八六四年与涅克拉索夫合办«现代人»杂志ꎮ 一

八六八年辞去官职ꎬ与涅克拉索夫合办«祖国纪事»ꎬ专门致

力于文学工作ꎮ «祖国纪事»在七、八十年代始终捍卫革命民

主主义传统ꎬ谢德林在该刊发表了大量政论、杂文、小说、寓言

性的童话ꎮ 一八八四年«祖国纪事»被查封后ꎬ谢德林在十分

困难的条件下ꎬ又用童话的形式与沙皇制度进行斗争ꎮ
«外省散记»(１８５６)是谢德林在流放归来后发表的一部

特写集ꎮ 他用幽默讽刺笔法勾画了许多外省官吏的肖像ꎬ暴
露他们掠夺人民的种种无耻行径ꎮ 车尔尼雪夫斯基所写«评
‹外省散记›»一文ꎬ对它评价很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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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奴制改革后ꎬ谢德林的创作进入成熟时期ꎮ 他写了许

多讽刺特写和小说ꎮ 短篇小说集«庞巴杜尔先生和庞巴杜尔夫

人»(１８６３—１８７４)揭露自由主义政客在维护祖国利益、发展文

化的幌子下掠夺人民ꎬ成为专制政权的帮凶ꎮ «一个城市的历

史»(１８６９—１８７０)是一部用县志形式写成的讽刺作品ꎬ以夸张

和幻想的艺术手法概括了俄国专制统治者的典型特征ꎮ
长篇小说«戈洛夫廖夫老爷们» (１８８０)是谢德林的代表

作ꎮ 他通过一个地主家族三代人命运的描写ꎬ真实地展示了

地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腐化堕落和必然走向灭亡的前途ꎮ
女地主阿林娜戈洛夫廖娃掌握大权ꎬ是全家唯一精明能干

的人物ꎬ她的生活目的就是掠夺土地ꎬ扩充家业ꎮ 农奴制改革

后ꎬ她不能适应新的经营方式ꎬ当权力被次子犹杜什卡骗取

后ꎬ她感到精神空虚ꎬ不久死去ꎮ 长子斯捷潘是个无赖ꎬ幼子

帕维尔是阴郁的厌世者ꎬ他们放荡酗酒ꎬ先后凋亡ꎮ 犹杜什卡

的形象具有很高的典型意义ꎬ在他身上集中了剥削阶级的许

多特征:贪婪、伪善、阴险、堕落和精神空虚ꎮ 他逼死了家庭的

不少成员ꎬ整天盘算着吸吮农民的血汗ꎬ是一个“话匣子、撒
谎者和流氓”ꎬ“彻头彻尾的俄国式的伪君子ꎮ”列宁常用这个

形象批判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ꎮ 第三代的地主子女更加无

能和堕落ꎬ相继夭折ꎮ 全家只剩下犹杜什卡一人ꎬ他的家业衰

落了ꎬ他的精神也趋于崩溃ꎬ最后暴死ꎮ
这部作品写于改革以后ꎬ和屠格涅夫写贵族之家时所用

的柔和笔调不同ꎬ作者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ꎬ彻底暴露了

地主阶级的腐朽性ꎬ辛辣而深刻地描述了其心理状态和精神

特点ꎮ 小说写到这个家庭的成员一个接一个地死亡ꎻ书中对

庄园风景的凄凉暗淡的描绘ꎬ以及笼罩着全书的阴郁紧张的

气氛ꎬ都烘托出地主统治必然崩溃的主题思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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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德林晚年发表了三十多篇寓言ꎮ «一个庄稼汉养活两

个将军的故事»(１８６９)写两个将军漂到荒岛ꎬ不肯劳动ꎬ几乎

饿死ꎬ后来发现一个农民ꎬ便命令他去找食物ꎬ又怕他逃走ꎬ叫
他自己把自己捆在树上ꎮ 作者揭露了官僚贵族掠夺和寄生的

本性ꎬ同时也不满意那个任凭将军奴役的农民ꎮ 谢德林在作

品中时常描写这一类的农民形象ꎬ为此曾遭到一些人民“保
护者”的攻击ꎮ 他则反驳道ꎬ对于不觉悟的农民“谈不上同

情ꎻ而假如他们愿意摆脱不觉悟的状态ꎬ那么同情他们就完全

正确了”ꎮ 应该说ꎬ革命民主主义者在写到农民的“愚昧”时ꎬ
既有低估人民群众的反抗性的一面ꎬ又有“感叹大俄罗斯人

民群众缺乏革命性”①、而想以此鞭策人民觉醒起来的一面ꎮ
«信奉理想主义的鲫鱼»(１８８４)写一条鲫鱼宣传博爱ꎬ向残暴

的梭鱼乞求和平ꎬ结果还是被梭鱼吃掉ꎮ 这则童话戳穿了自

由主义派向反动统治者谋求妥协的丑态ꎮ 谢德林的童话主要

作于黑暗的八十年代ꎬ富于政治色彩和战斗精神ꎮ
谢德林是继果戈理之后俄国文学中又一位杰出的讽刺作

家ꎮ 他的作品中对俄国专制农奴制社会的揭露具有深刻的意

义ꎮ 因此ꎬ列宁说:“不时在«真理报»回忆、引证并解释谢德

林及‘旧时的’民粹民主派的其他作家的作品ꎬ是很好的ꎮ 对

«真理报»的二五○○○名读者说来ꎬ这是恰当的、有意义的ꎻ
而且可以从另一个方面、用另一种口吻阐明工人民主派的许

多当前问题ꎮ”②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１８２８—１９１０)是伟大

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ꎮ “他在自己半世纪以上的文学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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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了许多天才的作品”ꎬ主要是描写了一九○五年革命前

的旧俄国ꎬ提出了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ꎬ并且拥有巨大的艺术

力量ꎬ从而“使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第一流的地位”①ꎮ
列宁高度重视托尔斯泰ꎬ曾专门写过七篇文章ꎬ从“俄国

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动力”的观点出发ꎬ分析和研究托尔斯泰

的学说和作品ꎬ批判对托尔斯泰的各种错误论点ꎻ列宁用辩证

唯物主义的反映论ꎬ把托尔斯泰同俄国革命联系起来ꎬ提出一

个著名的论断:“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ꎬ并指明ꎬ这面

镜子恰恰反映了十九世纪下半期到二十世纪初俄国“农民资

产阶级革命的特点”②ꎬ非常突出地晃示了俄国农民群众运动

的力量和威力ꎬ又充分体现了它的弱点和局限ꎮ
托尔斯泰生于图拉省亚斯纳亚波良纳一个伯爵家庭ꎬ

长大后承袭了爵位ꎮ 一八四四年他进入喀山大学学习ꎬ接触

到卢梭、孟德斯鸠的著作ꎬ开始对学校教育不满ꎬ三年后退学ꎬ
回家经营田庄ꎬ并实行一些自由主义的改革ꎮ 一八五二年他

到高加索从军ꎬ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塞瓦斯托波尔战役ꎬ
亲眼看到沙皇军事机构的腐败ꎬ对贵族社会表示厌恶ꎮ 一八

五六年退役回家ꎬ次年和一八六○年两次赴西欧旅行ꎬ探求俄

国社会问题的答案ꎮ 西欧的现实促使他同样地憎恶资本主义

的“文明”ꎮ 此后直到他八十二岁去世ꎬ大部分时间都在自己

的庄园中度过ꎬ主要是从事创作ꎬ也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和农村

改革ꎬ继续探索俄国社会的出路ꎮ
按世界观来说ꎬ托尔斯泰的创作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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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至七十年代是他创作的前期ꎮ 一八五二年他发表第

一部作品«童年»ꎬ开始了他的文学活动ꎮ 这部小说和后来的

«少年»(１８５４)、«青年»(１８５７)合成自传性的三部曲ꎬ体现了他

早期的思想探索ꎮ 三部曲描写贵族少爷尼古连卡从童年到青

年的成长过程ꎮ 尼古连卡一方面沾染了崇尚虚荣的恶习ꎬ接受

了贵族阶级的一些偏见ꎬ另一方面也看到这个阶级的虚伪与自

私ꎮ 他从青年时期就开始洗涤自己的灵魂ꎬ追求“人生的真

谛”ꎮ 作品从道德的角度揭露贵族社会ꎬ同时却又美化地主庄

园中的宗法关系ꎮ 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１８５６)也具有

某些自传性成分ꎮ 它描写青年地主聂赫留朵夫从“博爱”出
发ꎬ为农民盖房子ꎬ实行减役减租ꎬ幻想用这类办法把农民从

贫困中“拯救”出来ꎬ终因得不到农民的信任而失败ꎮ
反映克里米亚战争的 «塞瓦斯托波尔故事» ( １８５５—

１８５６)使托尔斯泰获得了声誉ꎮ 他用俄国士兵的勇敢去对照

贵族军官的腐败ꎬ以表现他对贵族社会的不满ꎮ 但他对战争

的性质缺乏正确理解ꎬ同时ꎬ他只是从贵族立场出发来赞扬士

兵的爱国精神ꎮ
一八五五年末ꎬ托尔斯泰前往彼得堡ꎬ认识了«现代人»

杂志的一些进步作家ꎮ 一八五七年ꎬ他发表短篇小说«卢塞

恩»ꎮ 这是他根据旅行西欧时在瑞士风景区卢塞恩的见闻写

成的ꎮ 小说谴责了英国绅士们对一个流浪歌手的欺凌ꎮ 作者

认为ꎬ资产阶级的文明和理性都是虚伪的ꎮ 但他在批判资本

主义的同时ꎬ也全盘否定了资产阶级带来的进步ꎮ
从以上作品可以看出ꎬ托尔斯泰从创作活动一开始ꎬ就敏

锐地注意到俄国社会里上层与下层、地主与农民、贫与富之间

存在着尖锐的对立ꎮ 他既对贵族阶级的寄生和腐朽表示不

满ꎬ又憎恶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ꎮ 但是他幻想靠所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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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精神”使人们“互相亲近”ꎬ使矛盾变为“无限的和谐”ꎮ
正如他在«卢塞恩»中所说的:“我们有一个ꎬ并且只有一个毫

无错误的指导者”ꎬ那“就是深入我们内心的世界精神”ꎮ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ꎬ围绕着农奴制问题的斗争日趋

尖锐ꎮ 托尔斯泰同革命民主派发生了严重分歧ꎮ 车尔尼雪夫

斯基等主张发动农民起义ꎬ推翻专制农奴制度ꎮ 托尔斯泰反

对这种革命观点ꎮ 一八六○年ꎬ他同屠格涅夫一起退出了

«现代人»杂志ꎮ 但是一八六一年的农奴制改革使他大为失

望ꎮ 他说ꎬ改革“除了许诺以外ꎬ别无他物”ꎮ 他在担任地主和

农民之间的调解人时ꎬ“对农民表现了特别的偏袒”ꎬ引起保守

派贵族的“切齿痛恨”ꎮ 一八六二年ꎬ他的家受到政府搜查ꎮ
改革以后ꎬ他认为当务之急是在农村推行启蒙工作ꎮ 因

此ꎬ他在他的庄园中兴办小学ꎬ发行教育杂志«亚斯纳亚波

良纳» (１８６２—１８６３)ꎮ 一八六三年他发表中篇小说 «哥萨

克»ꎬ描写贵族青年奥列宁抛弃城市的安乐去高加索从军ꎬ决
心同哥萨克一起过朴素的山民生活ꎮ 但不久他在同一个哥萨

克姑娘的恋爱事件中暴露了他的自私本性ꎬ为山民们所鄙弃ꎬ
只好重返城市ꎮ 作者把山民生活理想化ꎬ希望贵族青年脱离

上层社会ꎬ返回自然ꎮ 这说明作者对贵族阶级不满ꎬ但又无可

奈何ꎬ只好诉诸一种脱离现实的理想境界ꎮ 奥列宁这个形象ꎬ
同作者已往的自传性作品中的主人公一样ꎬ体现了托尔斯泰

对于俄国社会问题和贵族出路问题的痛苦探索ꎮ
一八六三年起ꎬ托尔斯泰停止办学ꎬ埋头于文学创作ꎮ 六

十和七十年代ꎬ他接连写出两部长篇巨著 «战争与和平»
(１８６３—１８６９)和«安娜卡列尼娜»(１８７３—１８７７)ꎮ

«战争与和平»以一八一二年俄法战争为中心ꎬ从一八○
五年彼得堡贵族沙龙谈论对拿破仑作战的事写起ꎬ中经俄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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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军同拿破仑部队之间的奥斯特里茨战役、一八一二年法军

对俄国的入侵、鲍罗金诺会战、莫斯科大火、法军全线溃退ꎬ最
后写到一八二○年十二月党人运动的酝酿为止ꎮ 全书以包尔

康斯基、别祖霍夫、罗斯托夫和库拉金四个豪族作主线ꎬ在战

争与和平的交替中ꎬ展现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家庭生活的

无数画面ꎻ描绘了五百五十九个人物ꎬ上至皇帝、大臣、将帅、
贵族ꎬ下至商人、士兵、农民ꎻ反映了各阶级和各阶层的思想情

绪ꎻ提出了许多社会、哲学和道德问题ꎮ 它又是一部歌颂人民

战争的史诗ꎮ
小说揭露和谴责了宫廷官僚和上层贵族的腐败ꎮ 在国家

危难时期ꎬ他们照样寻欢作乐:“舞会仍旧在进行ꎬ还是同样

演出法国戏ꎮ 宫廷的兴致一如往昔ꎬ还是同样的争名夺利和

钩心斗角ꎮ”书中对库拉金一家的丑行劣迹ꎬ特别是对库拉金

的女儿爱伦的荒淫糜烂生活ꎬ进行了猛烈的抨击ꎮ 但是托尔

斯泰并没有否定整个贵族阶级ꎮ 他竭力美化罗斯托夫一家那

种温情脉脉的庄园贵族的“品德”和包尔康斯基一家那种忠

贞为国的老贵族的“古风”ꎮ 他还着意塑造了两个理想的贵

族青年形象———安德烈包尔康斯基和彼尔别祖霍夫ꎮ 安

德烈包尔康斯基出身名门ꎬ但他鄙视上层贵族的庸碌ꎬ决心

成就自己的功名ꎮ 他当库图佐夫的副官ꎬ作战英勇ꎬ后来受伤

躺在奥斯特里茨战场上ꎬ仰望天空ꎬ领悟到大自然的宏伟和神

秘ꎬ感到个人功名的渺小ꎬ产生了厌世思想ꎮ 一八一二年战争

时他又为爱国激情所推动ꎬ投入鲍罗金诺会战ꎬ身受重伤ꎬ临
死前信仰了博爱主义ꎮ 彼尔别祖霍夫向往理想的道德生

活ꎬ但是妻子爱伦的堕落和上流社会的腐朽使他痛苦绝望ꎬ他
被共济会的博爱教义所吸引ꎬ从事慈善事业ꎬ在自己庄园里实

行改革ꎮ 在战争中ꎬ他同情人民的苦难ꎬ企图刺杀拿破仑ꎬ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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俘后ꎬ受到浸透宿命论思想的农民普拉东卡拉塔耶夫的启

示ꎬ形成了顺从天命、爱一切人的世界观ꎮ 后来他和罗斯托夫

家的娜塔莎结成美满幸福的家庭ꎬ从此更致力于宣扬博爱精

神ꎬ但周围的社会现实仍然使他不满ꎬ最后他参加秘密团体的

活动ꎬ接近了十二月党人式的叛逆思想ꎮ 作者通过这两个人物

着重宣扬的是“为上帝而活着”、“爱一切人”的道德观念ꎬ他企

图以此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的办法ꎬ同革命民主派抗衡ꎻ就连他

用诗意笔调描绘的娜塔莎终于以贤妻良母为归宿这一情节ꎬ也
是为了说明他反对革命民主派关于妇女解放的主张ꎮ 这一切

都表明作者仍然是站在贵族立场去寻求社会问题的答案的ꎮ
小说很注意描写人民群众ꎬ赞扬他们在抗击法军入侵时

的爱国精神ꎮ 奥斯特里茨战役中行伍出身的军官图欣指挥炮

队英勇奋战ꎬ鲍罗金诺会战中士兵的高昂斗志ꎬ敌占区农民在

游击战中的英雄行为等等ꎬ都被刻画得细致而生动ꎮ 托尔斯

泰认为ꎬ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民群众的情绪ꎬ而不是帝王将

相ꎮ 但他所理解的群众ꎬ只是一种顺从天意的、盲目的、“蜂
群式”的力量ꎮ 他这个看法集中地表现在他所塑造的宗法制

农民卡拉塔耶夫的形象上ꎮ 这个农民逆来顺受ꎬ一切听天由

命ꎬ说:“人不是自己在生活ꎬ而是上帝在安排ꎮ”作者对这种

落后农民的歌颂ꎬ正反映了他自己在后期大肆宣扬的“不以

暴力抗恶”的思想ꎮ
«安娜卡列尼娜»的问世ꎬ是托尔斯泰的批判现实主义

新发展的标志ꎬ也是他的世界观矛盾的更集中的表现ꎮ 起初ꎬ
他只打算写一部家庭生活小说ꎬ叙述一个已婚女子的不贞和

由此产生的悲剧ꎮ 但七十年代俄国资本主义的急剧发展ꎬ冲
击着许多阶级和阶层ꎬ造成社会的大动荡ꎮ 这引起作者的注

意ꎬ促使他大大扩充了原来的构思ꎬ引进了广泛的社会生活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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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ꎬ提出很多迫切的社会问题ꎮ 列宁曾经引用托尔斯泰借列

文之口说出的一句话:“现在在我们这里ꎬ一切都翻了一个

身ꎬ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ꎮ”列宁认为ꎬ“对于一八六一至一九

○五年这个时期ꎬ很难想象得出比这更恰当的说明了ꎮ”①列

宁并且解释道ꎬ那“翻了一个身”的东西ꎬ就是农奴制以及与

之相适应的整个“旧秩序”ꎬ而那“刚刚开始安排”的东西ꎬ却
是托尔斯泰极不愿意看到的资产阶级制度ꎮ 应该说ꎬ这一切

在«安娜卡列尼娜»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ꎮ
小说是由两条平行而又互相联系的线索构成的ꎮ 一条是

贵族妇女安娜ꎬ她由于对她的丈夫、大官僚卡列宁不满ꎬ爱上

了花花公子渥伦斯基ꎬ并和他同居ꎬ她的行为遭到贵族社会的

鄙弃ꎬ后来她又受到渥伦斯基的冷遇ꎬ终于在痛苦和绝望中卧

轨自杀ꎮ 围绕着安娜对爱情的追求ꎬ作者对上流社会、官僚贵

族作了暴露性的勾画ꎮ 另一条线索是外省地主列文和贵族小

姐吉提的恋爱、波折、终成眷属的故事ꎮ 作者通过列文对事业

和生活道路的探索ꎬ广泛描写了农奴制改革后的地主、农民、
新兴资产者、商人阶层ꎮ

安娜是一个追求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人物ꎮ 她不愿过互

相欺骗、没有爱情的家庭生活ꎮ 她为了自己的幸福离家出走ꎬ
但是为上流社会的虚伪道德观所不容ꎮ 忠于封建操守和追求

个人幸福这两种思想ꎬ在她心里形成激烈的冲突ꎮ 结果她在

“一切全是虚伪”的慨叹中ꎬ在“上帝ꎬ饶恕我的一切”的哀号

中死去ꎮ 安娜的悲剧既是对封建贵族社会的暴露和抗议ꎬ也
反映了俄国资产阶级的软弱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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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对安娜的态度是双重的ꎮ 他一方面同情她的不幸ꎬ
揭露那逼死她的贵族社会的荒淫和虚伪ꎻ另一方面ꎬ他又强调

安娜是为“情欲”所支配ꎬ破坏了家庭的和谐ꎬ也毁灭了她自

己ꎮ 在托尔斯泰看来ꎬ家庭关系是宗法制度的基础ꎬ是神圣不

可侵犯的ꎬ只有夫妻相爱ꎬ长幼相亲ꎬ才能给整个社会带来幸

福ꎮ 正因为安娜追求个人幸福而使家庭成员蒙受牺牲ꎬ从而

违反了“爱”的教义ꎬ作者才让她饱受折磨ꎬ并使这一形象蒙

上一层罪人的色彩ꎮ 他引用«新约罗马人书»中的两句话

“伸冤在我ꎬ我必报应”作为全书的题词ꎬ也透露了他对安娜

的基本看法ꎮ 他认为安娜应当受谴责ꎬ但是上流社会比她更

坏ꎬ根本不配惩罚她ꎬ只有上帝才是真正的裁判者ꎮ 托尔斯泰

借安娜的悲剧无情地撕破了上层贵族道貌岸然的假面具ꎬ同
时却又鼓吹“爱的宗教”、禁欲主义和“向上帝呼吁”ꎬ这恰恰

暴露了他的世界观中的矛盾ꎮ
列文体现了托尔斯泰的理想ꎬ代表他这一时期的思想特

点ꎮ 列文是一个死抱住宗法制不放的贵族地主ꎬ他赞扬自给

自足的农村ꎬ憎恨都市文明ꎬ看不起那些“用二十个戈比就可

以买到的”资产者ꎬ反对地主采用西欧方式经营田庄ꎮ 但他

又不能不看到俄国农奴制崩溃、资本主义成长的事实ꎮ 为了挽

救贵族地主的没落ꎬ他实行农事改革ꎬ把自己的庄园当作使俄

国避免资本主义的试验场ꎮ 他主张地主参加部分劳动ꎬ农民参

加部分管理ꎬ以诱使农民更多地干活ꎮ 照他的说法ꎬ这样“农民

好一些ꎬ我们的利益也就多一些”ꎬ也就能保持地主土地所有

制ꎮ 但他的改革还是失败了ꎮ 他感到绝望ꎬ只好在“博爱”和
“善”之类的“上帝的法则”中寻求精神平静ꎬ终于皈依宗教ꎬ鼓
吹无为主义和“不以暴力抗恶”ꎮ 从列文的形象可以看出ꎬ托尔

斯泰后期的某些宗法制农民观念这时已开始形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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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ꎬ是托尔斯泰创作后期的起点ꎮ
这时ꎬ俄国的阶级斗争又趋激烈ꎮ 农民在“解放”中本来就遭

受了一连串的掠夺ꎬ濒于破产ꎬ现在又遇上连年歉收ꎬ成千上

万人死于饥饿与瘟疫ꎮ 农民被迫奋起抗争ꎮ 一八七九年农民

暴动席卷欧俄二十九省ꎬ一八八○年又增加到三十四省ꎻ同
时ꎬ年轻的无产阶级也起来反对资本主义剥削了ꎮ 农民运动

与工人运动相汇合ꎬ再一次形成革命形势ꎬ唤起了托尔斯泰的

注意ꎮ 他在一八七八年就感到ꎬ民粹派薇拉查苏里奇刺杀

彼得堡总督事件是“革命的先兆”ꎮ 他本人也加紧社会活动ꎬ
遍访大教堂、修道院ꎬ同主教、神甫谈话ꎬ出席法庭陪审ꎬ参观

监狱和新兵收容所ꎬ调查城市贫民区等ꎬ这一切使他更加认清

专制制度和剥削阶级的腐朽ꎬ引起了他的世界观的剧变ꎮ 他

在«忏悔录»(１８７９—１８８１)里说:“一八八一年这个时期ꎬ对我来

说ꎬ乃是从内心上改变我的整个人生观的一段最为紧张炽热的

时期”ꎬ又在日记中写道:“我弃绝了我那个阶级的生活ꎮ”列宁

对托尔斯泰的变化作了概括:“乡村俄国一切‘旧基础’的急剧

的破坏ꎬ加强了他对周围事物的注意ꎬ加深了他对这一切的兴

趣ꎬ使他的整个世界观发生了变化ꎮ 就出身和所受的教育来

说ꎬ托尔斯泰是属于俄国上层地主贵族的ꎬ但是他抛弃了这个

阶层的一切传统观点”ꎬ转到宗法制农民的观点上来ꎮ
托尔斯泰转变后的世界观仍然包含着显著的矛盾ꎬ既有

强有力的一面ꎬ又有极软弱的一面ꎮ 强有力的方面是ꎬ“他在

自己的晚期作品里ꎬ对现代一切国家制度、教会制度、社会制

度和经济制度作了激烈的批判”①ꎬ达到“撕下了一切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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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的“最清醒的现实主义”①ꎬ成为一个“强烈的抗议者、激
愤的揭发者和伟大的批评家”②ꎬ他反映了一八六一到一九○
五年这个时代的俄国社会情况ꎻ反映了当时广大被压迫群众

的情绪、他们的生活和痛苦、他们的愤怒和自发的反抗ꎻ他
“对土地私有制的毅然决然的反对ꎬ表达了一个历史时期的

农民群众的心理”③ꎮ 而托尔斯泰的软弱方面ꎬ则是他狂热地

鼓吹“不以暴力抗恶”、“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博爱”等托尔

斯泰主义的反动学说ꎮ
　 　 托尔斯泰世界观中的这种矛盾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矛盾ꎬ
而是体现着千百万俄国农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形成的一个思

想体系ꎮ 他们由于“几百年来农奴制的压迫和改革以后几十

年的加速破产ꎬ积下了无数的仇恨、愤怒和拚命的决心ꎮ 要求

铲除官办的教会ꎬ打倒地主和地主政府ꎬ消灭一切旧的土地占

有形式和占有制度ꎬ扫清土地ꎬ建立一种自由平等的小农的社

会生活来代替警察式的阶级国家”④ꎮ 但另一方面ꎬ农民又是

在旧制度下生活和教养出来的ꎬ“他们在吃母亲的奶的时候

就吸取了这个制度的原则、习惯、传统和信仰”⑤ꎬ他们习惯于

“用很不自觉的、宗法式的、宗教狂的态度”⑥来对待社会问

题ꎬ结果他们大多数人斗争不够坚决ꎬ甚至只会祈祷和哭泣ꎮ
托尔斯泰的学说综合了宗法制农民的观点ꎬ“反映了一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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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深的底层都在汹涌激荡的伟大的人民的海洋ꎬ既反映了它

的一切弱点ꎬ也反映了它的一切有力的方面ꎮ”①所以列宁指

出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ꎬ并且号召俄国人民研究托尔

斯泰的作品ꎬ以便更好地认识敌人和看清自身的弱点ꎮ
托尔斯泰在«忏悔录»、论文«那么我们应当怎么办?»

(１８８６)及«宗教神学批判» (１８８０)中ꎬ在剧本«黑暗的势力»
(１８８６)和«教育的果实»(１８８６—１８８９)中ꎬ都表达了他转变以

后的观点ꎮ
最充分地反映托尔斯泰后期世界观矛盾的ꎬ要算是他最

后一部长篇小说«复活» (１８８９—１８９９)ꎮ 他起初的构思是以

一件诉讼案为基础ꎬ写一本道德教诲小说ꎮ 但在十年创作过

程中ꎬ他数易其稿ꎬ主题前后迥异ꎬ最后写成一本表现尖锐的

阶级对立、政治意义很强的社会问题小说ꎮ 它对俄国旧社会

的揭露和批判空前激烈ꎬ而对托尔斯泰主义的宣传也异常集

中ꎮ 可以说ꎬ这部书是托尔斯泰世界观和创作的总结ꎮ
«复活»写贵族青年聂赫留朵夫诱奸了农奴少女卡秋莎

玛丝洛娃ꎬ随后遗弃了她ꎬ使她备受凌辱ꎬ沦为娼妓ꎬ最后又

被诬告犯杀人罪而下狱ꎬ并判处流放西伯利亚ꎮ 聂赫留朵夫

作为陪审员在法庭上与她重新见面ꎬ受到良心谴责ꎬ决定赎

罪ꎬ为她奔走伸冤ꎬ上诉失败后又陪她去流放ꎮ 他的行为感动

了玛丝洛娃ꎬ使她重又爱他ꎮ 但她为了不损害他的名誉地位ꎬ
终于同一个“革命者”结婚ꎮ 通过这些情节ꎬ作者反映了各个

方面的社会生活ꎬ刻画了各个阶级的人物ꎮ
小说揭露了法庭、监狱和政权机关的黑暗ꎬ以及官吏的昏

庸残暴和法律的反动ꎮ 在堂皇的法庭上ꎬ一群执法者各有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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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事ꎬ随随便便将玛丝洛娃判刑ꎮ 接着ꎬ在主人公上诉的过

程中ꎬ作者又进一步鞭挞了高官显宦:国务大臣是个吸血鬼ꎬ
枢密官是蹂躏波兰人的罪魁ꎬ要塞司令双手沾满起义农民的

鲜血ꎬ副省长经常以鞭打犯人取乐ꎮ 托尔斯泰愤怒地控诉道:
人吃人并不是从原始森林里开始ꎬ而是在各部会、各衙门里开

始的ꎮ 他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法院的阶级实质:“法院无非是

一种行政工具ꎬ用来维护对我们阶级有利的现行制度罢了ꎮ”
小说又撕下了官办教会的“慈善”面纱ꎮ 神甫们貌似正

经ꎬ实际是为了多捞得“一笔收入”ꎮ 狱中做礼拜的场面令人

毛骨悚然ꎬ“饶恕我!”的祈祷声竟和囚犯的镣铐声响成一片ꎮ
至于神甫把碎面包浸在酒里充当上帝的肉和血ꎬ叫犯人吃喝

以“清洗罪恶”ꎬ更是一种公开的欺骗ꎮ 作者激愤地揭发ꎬ专
制政府残害人民的暴行是直接得到教会支持的ꎬ教会不过是

沙皇的另一种统治工具ꎮ 因此ꎬ不但书中的这类描写被审查

机关砍掉了许多ꎬ而且作者本人也被开除了教籍ꎮ
本书比托尔斯泰过去的任何作品都更为深刻地指明了农

民贫困的根源是地主土地占有制ꎮ 农村满目荒凉ꎬ民不聊生ꎬ
主要原因是ꎬ唯一能够养活他们的土地ꎬ却被地主从他们手里

夺去了ꎮ 因此ꎬ作者代表俄国农民发出沉痛的呼吁:土地不能

成为任何人的财产ꎬ它跟水、空气、阳光一样ꎬ不能买卖ꎬ凡是

土地给予人类的种种好处ꎬ所有的人都有同等的享受权ꎮ 此

外ꎬ小说对资本主义给农民造成的祸害也作了揭发批判ꎮ
列宁指出:“托尔斯泰的批判所以有这样强烈的感情ꎬ这

样的热情ꎬ这样有说服力ꎬ这样的新鲜、诚恳并有这样‘追根

究底’要找出群众灾难的真实原因的大无畏精神ꎬ是因为他

的批判真正表现了千百万农民的观点的转变ꎬ这些农民刚刚

摆脱农奴制度获得了自由ꎬ就发现这种自由不过意味着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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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死和城市‘底层’的流浪生活等等新灾难罢了ꎮ”①«复活»
的力量的主要来源也就在这里ꎮ

同时ꎬ小说里也有许多糟粕ꎮ 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和玛丝

洛娃通过“忏悔”和“宽恕”ꎬ走向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复活”ꎬ
使“人性”由丧失到复归ꎻ在这里ꎬ作者露骨地宣扬了他的人

性论、“不以暴力抗恶”、“道德上的自我完善”、“爱的宗教”
等麻醉人民、瓦解斗志、取消革命的“托尔斯泰主义”毒素ꎮ
在小说结尾ꎬ他甚至干脆搬出«福音书»来宣传“爱仇敌ꎬ帮助

敌人ꎬ为仇敌效劳”的反动教义ꎮ 此外ꎬ书中对革命和革命者

形象都作了严重歪曲ꎮ
一九〇五年革命前夕ꎬ托尔斯泰写了短篇小说«舞会以

后»(１９０３)和中篇历史小说«哈吉穆拉特»(１９０４)ꎬ抨击沙皇

军队和政府的暴虐专制ꎮ 一九〇五年革命后ꎬ他既否定这次

革命ꎬ又反对斯托雷平反动派对革命者的镇压ꎮ 晚年ꎬ他千方

百计要摆脱贵族的特权生活ꎬ放弃私有财产ꎬ终于在俄历一九

一〇年十月二十八日夜弃家出走ꎬ十一月七日病逝在一个小

火车站上ꎮ
托尔斯泰继承了俄国和西欧批判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ꎬ

并善于创新ꎬ而不墨守惯常的艺术格式ꎮ 他的长篇小说包含

着丰富的生活内容ꎬ涉及大量哲理、道德、宗教和历史问题ꎬ艺
术表现领域极为广阔ꎮ 他擅长深刻细致的心理描写ꎬ尤其善

于刻画人物思想感情的产生和变化ꎬ使形象跃然纸上ꎬ栩栩如

生ꎮ 他的语言精确、鲜明ꎬ能够表达事物的特征和本质ꎮ 但

是ꎬ有时托尔斯泰的反动说教损害了他的艺术形象和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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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ꎮ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１８６０—１９０４)生于小商人

家庭ꎮ 一八八四年他在莫斯科大学医学系毕业后ꎬ开始行医ꎬ
广泛接触社会生活ꎮ 一八九〇年ꎬ他到库页岛考察苦役犯和

当地居民的境况ꎬ对俄国的黑暗现实有了进一步的认识ꎮ 此

后他长期居住在乡村ꎬ并和高尔基建立了友谊ꎮ 契诃夫具有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ꎬ渴望新的生活ꎬ但常常流露出对社会

现象迷惑不解的感伤情绪ꎮ
契诃夫的中、短篇小说共四百七十多篇ꎬ其中大都是短

篇ꎮ «小公务员之死»(１８８３)、«变色龙»(１８８４)和«普里希别

叶夫中士» (１８８５)表面上写的是日常生活中无伤大雅的笑

话ꎬ实际却嘲笑了专制警察制度和小市民的奴性心理ꎮ «苦
恼»(１８８６)、«万卡»(１８８６)反映城市下层人民的生活ꎬ对“小
人物”的悲愁寄予同情ꎮ «苦恼»写一个马车夫在儿子死后几

次找人谈心ꎬ但无人理睬ꎬ只好向他的老马倾诉衷肠ꎮ 作者的

人道主义思想在这里表现得很明显ꎮ 他通过马车夫小小的精

神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故事ꎬ控诉了彼得堡社会的冷漠无情ꎬ小
说弥漫着浓厚的阴郁和伤感的气氛ꎮ

八十年代末ꎬ俄国社会日益黑暗ꎬ契诃夫的小说更加严峻

深沉ꎬ对生活的描绘也更广泛ꎮ 中篇小说«第六病室»(１８９２)
写一个发生在外省医院里的故事ꎮ 医师拉京不满于这所医院

的紊乱ꎬ但又认为个人无能为力ꎬ采取了不闻不问的消极态

度ꎮ 一次他巡视精神病患者所住的第六病室ꎬ结识了因反抗

专制压迫而被关进来的知识青年格罗莫夫ꎬ和他谈得很投机ꎮ
因此ꎬ拉京也被当作精神病人关了起来ꎬ受到医院看门人的毒

打ꎮ 这时拉京才认识到“不以暴力抗恶”是错误的ꎬ但第二天

他就中风死去ꎮ 阴森恐怖的第六病室可以说是专制俄国的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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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ꎮ 作者鞭笞了知识分子的苟且偷安ꎬ批评了托尔斯泰的不

抵抗主义ꎮ «带阁楼的房子» (１８９６)通过一个画家的恋爱悲

剧ꎬ批判了民粹派的“小事”论ꎬ但作品中笼罩着浓郁的哀愁

情调ꎮ
这个时期ꎬ契诃夫对知识分子的庸俗猥琐的生活也进行

了有力的抨击ꎮ «姚内奇» (１８９８)叙说青年医生姚内奇到外

省行医ꎬ和当地知识分子屠尔金一家相交往ꎮ 这一家人把一

切都安排得似乎美满得体ꎬ丈夫、妻子、女儿各有自己的“艺
术天才”ꎬ经常有客人来欣赏他们的表演ꎮ 但无论是主人自

我陶醉的表演ꎬ还是客人附庸风雅的爱好ꎬ都只为了掩饰他们

的空虚无聊ꎮ 作者用精巧的性格描写ꎬ揭示了姚内奇从一个

有朝气的平民知识分子堕落为毫无理想、对平庸生活心满意

足的资产阶级奴仆的过程ꎮ «套中人» (１８９８)写一个小城的

中学古希腊文教员别里柯夫ꎬ他在晴天也穿着雨鞋ꎬ带着雨伞

出门ꎬ习惯于把一切日常用具装在套子里面ꎮ 他与世隔绝ꎬ好
比一个装在套子里的人ꎬ却喜欢到处告密ꎬ长期危害了这个小

城居民的自由ꎬ小城的生活因而变得死气沉沉ꎮ 他也想到结

婚ꎬ但害怕“生出什么事来”ꎬ久久不敢向女方求婚ꎬ后来看见

她竟骑自行车上街ꎬ认为太不体面ꎬ因此和她哥哥争吵ꎬ从楼

梯上被推下来ꎬ不久即死去ꎮ 在专制制度濒临崩溃的年代ꎬ作
者痛感改变俄国现状的必要ꎬ塑造了别里柯夫这一典型ꎮ 他

是官方制度的维护者ꎬ告密的小人ꎬ“他像害怕瘟疫一样ꎬ害
怕一切新事物ꎬ害怕一切超出平凡庸俗的生活常轨以外的东

西ꎮ”①作者认为ꎬ知识分子的猥琐生活同样是一种“套子”ꎬ

７５３

① 斯大林:«联共(布) 中央委员会向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的结

论»ꎮ «斯大林全集»第 １３ 卷ꎬ第 １３ 页ꎮ



它窒息了他们的创造精神ꎮ
契诃夫对农民问题也很关心ꎬ在中篇小说«农民»(１８９７)

和«在峡谷里»(１９００)中ꎬ描写了农民的贫困生活和资本主义

在农村的渗透ꎬ但他笔下的农民都很软弱ꎬ缺乏反抗精神ꎮ
契诃夫写了许多剧本ꎮ 他的独幕剧带有通俗笑剧的特

点ꎬ主要通过日常生活中喜剧性的事件嘲笑小市民和地主的

鄙俗无耻ꎬ其中较有名的是«蠢货»(１８８８)和«求婚»(１８８９)ꎮ
契诃夫的多幕剧的主人公大都是外省不关心政治的知识

分子ꎮ 他们有的希望在艺术上有所成就(例如 １８９６ 年写的

«海鸥»的女主角)ꎬ有的幻想从资产阶级手中拯救俄国的森

林为后代造福(例如 １８９７ 年写的«万尼亚舅舅»中的乡村医

生)ꎬ有的憧憬一种“正直健康”的生活(如«三姊妹»ꎬ１９０１)ꎮ
他们的个人抱负都不能实现ꎬ这使他们朦胧地意识到ꎬ自己的

不幸似乎有着某种社会原因ꎮ 总的来说ꎬ契诃夫的多幕剧曲

折地反映了革命高潮前夕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苦闷

和追求ꎮ 作者本身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ꎬ欣赏这些人物的所

谓正直、敏感和幻想ꎬ同情他们的命运ꎬ而对于他们脱离人民、
脱离实际的致命弱点ꎬ没有给予足够的批判ꎬ有时甚至开脱了

他们自己应负的责任ꎬ认为在当时的俄国没有他们值得为之

奋斗的英雄事业ꎮ «樱桃园»写于一九〇三年ꎬ这已是一九〇

五年革命的前夜ꎬ剧本的基调比较乐观ꎮ 贵族地主朗涅夫斯

卡娅和她的哥哥戛耶夫在空虚、放荡的生活中挥霍了全部钱

财之后ꎬ为了偿还债务ꎬ不得不把樱桃园拍卖给企业主、商人

陆伯兴ꎮ 作者通过朗涅夫斯卡娅这种徒尚空谈、毫无实际行

动能力的人物ꎬ揭露了地主阶级的寄生和腐朽ꎬ以及他们的必

然灭亡ꎻ同时通过陆伯兴这种商人ꎬ说明资产阶级的崛起是不

可避免的ꎬ并且贬斥他们是“碰见了什么就要吃掉什么的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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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野兽”ꎮ 契诃夫怀着乐观的情绪看待旧时代的灭亡ꎬ期待

新生活的到来ꎬ他借平民知识分子、大学生特罗菲莫夫之口说

出了这一点ꎮ 但是ꎬ未来的新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ꎬ要依靠哪

个阶级才能予以实现ꎬ对这些问题ꎬ他并没有明确的答案ꎬ虽
然当时俄国无产阶级已经显示出自己的力量ꎮ 这明显地表现

了他的思想局限性ꎮ
符拉季米尔加拉克齐昂诺维奇柯罗连科(１８５３—

１９２１)生于小官吏家庭ꎬ七十年代上大学时受到民粹派运动

的影响ꎮ 一八七六年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捕ꎬ一年后获释ꎮ 一

八七九年再度被捕ꎬ流放到西伯利亚ꎬ在农民中生活了多年ꎬ
还当过鞋匠ꎬ直至一八八五年才获准迁居下诺夫戈罗德(今
高尔基市)ꎮ 　 　 　 　

柯罗连科从八十年代开始写作ꎬ发表过许多中、短篇小说

和论文ꎮ 他的作品主要是反映农民的艰苦境况、无权地位和

他们的觉醒ꎬ也描写了手工业者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日益

贫困的生活(«巴甫洛沃特写»ꎬ１８９０—１８９７)ꎬ以及为真理和

自由而奋斗不屈的人们(«奇女子»ꎬ１８８０)ꎮ 柯罗连科具有民

粹派的思想倾向ꎬ不理解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ꎬ但由于他熟悉

农村的情况ꎬ不像民粹派那样美化半封建的农民公社ꎮ «马
卡尔的梦»(１８８５)叙述农民马卡尔受压迫的一生ꎬ表现了他

的反抗意识的萌芽ꎮ «嬉闹的河» (１８９２)写一个摆渡船夫九

林ꎬ他平时显得冷漠、消极ꎬ但当河水泛滥ꎬ渡船遇险时ꎬ他立

即振作起来ꎬ镇定地指挥船上人与急流斗争ꎬ使渡船脱离险

境ꎬ显出了英雄气概ꎮ
柯罗连科最著名的作品是富有哲理意味的«盲音乐家»

(１８８９)ꎮ 这部中篇小说描写一个有音乐才能的盲童ꎬ起初常

为自己的生理缺陷而苦恼ꎬ后来认识到ꎬ无论条件怎样艰难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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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应该积极地参加社会生活斗争ꎬ为苦难的人民出力ꎮ 他

终于和一群盲艺人一起走向民间ꎬ在为人民歌唱的事业中得

到幸福ꎮ
柯罗连科晚年创作了他最长的作品«我的同时代人的故

事»(１９０５—１９２１)ꎮ 这是一部回忆录性质的小说ꎬ介绍了十

九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俄国社会的发展情况和重大的历史事

件ꎮ
柯罗连科把自发反抗的农民形象引进俄国文学ꎬ强调用

积极的态度对待生活ꎬ这是他对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贡

献ꎮ

第八节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
　 俄国文学和高尔基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ꎬ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

阶段ꎮ 俄国资本主义也于二十世纪初发展成为帝国主义ꎮ 但

是ꎬ俄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不同ꎬ它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

过渡ꎬ是在社会经济各个方面保存大量封建农奴制残余的情

况下进行的ꎬ列宁认为它是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ꎮ 这时的俄

国ꎬ贵族地主阶级仍然掌握着国家政权ꎮ 资产阶级十分软弱ꎬ
只能依靠沙皇政权的保护来求得发展ꎮ 而沙皇政府为了推行

霸权政治ꎬ参加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斗争ꎬ也需要发展资本主

义ꎮ 于是ꎬ俄国资产阶级和沙皇结成了反动同盟ꎬ推翻俄国专

制制度的历史任务就落到无产阶级身上ꎮ
自从一八九五年列宁在彼得堡组织“工人阶级解放斗争

协会”以后ꎬ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得到蓬勃发展ꎬ世界革命

的中心转移到俄国ꎮ 一九〇〇年列宁创办了«火星报»ꎬ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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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马克思主义政党作好思想准备ꎮ 一九〇三年ꎬ在和各种机

会主义的激烈斗争中ꎬ形成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ꎮ 一

九〇五年ꎬ第一次俄国革命爆发ꎬ无产阶级举行声势浩大的政

治示威和武装起义ꎬ农民也纷纷暴动ꎬ起来响应ꎮ 这次革命虽

然没有取得胜利ꎬ却沉重地打击了沙皇制度ꎬ成为十月革命的

一次总演习ꎮ 在一九〇八年开始的斯托雷平反动统治年代

里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同路人动摇变节ꎬ修正主义思

潮泛滥ꎬ颓废文化猖獗ꎮ 布尔什维克党在艰苦的条件下聚集

革命力量ꎬ列宁开展巨大的理论工作ꎬ在哲学、政治、文艺等领

域中粉碎了各种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潮ꎬ为无产阶级革命

的胜利作了多方面的准备ꎮ 在一九一四年开始的第一次世界

大战中ꎬ布尔什维克党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
战斗口号ꎬ深入发动群众ꎬ在一九一七年二月资产阶级革命后

不久ꎬ于同年十月在列宁领导下举行起义ꎬ取得了社会主义革

命的伟大胜利ꎮ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ꎬ俄国文学充满着激烈的思想

斗争ꎬ呈现出复杂的局面ꎬ其中有三个主要潮流ꎬ即批判现实

主义文学、颓废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ꎮ
九十年代ꎬ除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柯罗连科等仍继

续创作外ꎬ还出现一批新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ꎬ如绥拉菲莫维

支、魏列萨耶夫(１８６７—１９４５)、库普林(１８７０—１９３８)、安德列

耶夫(１８７１—１９１９)等ꎮ 他们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

个时期俄国社会生活的特点ꎬ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疯狂掠夺和

沙皇军队的残暴ꎮ 九十年代末到二十世纪初ꎬ高尔基通过

“星期三文学联合会”和知识出版社ꎬ团结了后起的批判现实

主义作家ꎬ对他们的创作产生过良好的影响ꎮ 随着无产阶级

革命运动的发展ꎬ特别是在一九〇五年革命时期ꎬ批判现实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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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作家的思想分化日益明显ꎮ 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ꎬ安德列

耶夫等人倒向敌对阵营ꎬ和颓废派合流ꎻ库普林等悲观绝望ꎬ
在创作中表现了显著的自然主义倾向ꎻ绥拉菲莫维支从一九

〇五年就开始描写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ꎬ逐步转向社会主义ꎻ
后起的阿列克塞托尔斯泰(１８８３—１９４５)则仍然站在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立场ꎬ批判腐朽没落的贵族社会ꎮ
与此同时ꎬ俄国的颓废文学也风靡一时ꎬ反映了贵族资产

阶级在无产阶级革命风暴面前恐惧、颓唐的心理和对革命的仇

视ꎮ 九十年代出现的象征主义是俄国最早的颓废派ꎬ它不仅受

到西欧颓废文学的影响ꎬ还和茹科夫斯基的消极浪漫主义、费
特的“纯艺术”诗歌有着联系ꎮ 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有梅列日科

夫斯基(１８６５—１９４１)、巴尔蒙特(１８６７—１９４２)等ꎮ 他们的诗歌

虽有各自的特点ꎬ但都浸透了神秘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ꎬ认为

“自我”是唯一的现实ꎬ即使描写外在世界ꎬ也把它当作上帝或

某种超自然、超现实力量的象征ꎬ发抒悲愁颓丧、孤独厌世的情

绪ꎬ鼓吹“超人”哲学ꎮ 二十世纪初又出现了阿克梅主义派ꎮ
“阿克梅”一词来自希腊文ꎬ意思是“顶峰”ꎮ 他们吹嘘他们的

诗歌是诗歌发展的顶峰ꎬ实际上是比象征主义更为堕落的一

派ꎮ 他们宣传回到人类原始状态ꎬ赞美兽性ꎬ渲染色情和贵族

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趣味ꎬ歌颂帝国主义掠夺战争ꎬ同时又表

现了极度的绝望情绪ꎬ代表诗人有古米略夫(１８８６—１９２１)、阿
赫玛托娃(１８９３—１９６６)ꎮ 继阿克梅主义派之后ꎬ未来主义派也

喧嚣一时ꎮ 他们标榜要创造“未来的艺术”ꎬ使用空洞的“革
命”词句ꎬ宣称反对资产阶级艺术ꎬ实际上只不过是颓废派的变

种ꎮ 他们在创作和生活上都表现出无政府主义的倾向ꎬ全盘否

定文化遗产ꎬ狂热追求诗歌形式的“革新”ꎬ杜撰新词ꎬ爱作文字

游戏ꎬ作品晦涩难解ꎮ 颓废文学在散文方面也有所表现ꎮ 阿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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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巴绥夫(１８７８—１９２７)的长篇小说«萨宁»(１９０７)宣扬虚无主

义和极端个人主义ꎬ诽谤无产阶级革命运动ꎬ以自然主义手法

描写狂乱的色情ꎮ
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１９０５)一文中ꎬ对资产阶

级文学的实质作了彻底批判ꎮ 高尔基也团结批判现实主义作

家ꎬ对颓废文学潮流进行斗争ꎮ 他写了«保尔魏尔仑和颓废

派»(１８９６)等文ꎬ指出颓废派是“一种有害的、反社会的现象ꎬ一
种必须与之斗争的现象”ꎮ 普列汉诺夫谴责颓废派在虚伪地宣

传艺术的无思想性和追求形式主义ꎮ 十月革命摧毁了颓废文

学所依附的社会制度之后ꎬ一些颓废派作者公开反对革命ꎬ逃
亡国外ꎻ另一些则改头换面ꎬ纠集资产阶级文人继续活动ꎮ

这一时期ꎬ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ꎬ产生了俄国无

产阶级文学ꎮ 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第一次提

出文学的党性原则ꎬ要求写作事业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

一部分ꎬ成为整部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ꎬ应当接受党

的领导和监督ꎻ要求写作必须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ꎮ①

随后ꎬ列宁在一九〇八到一九一一年写了七篇评论托尔斯泰

的文章ꎬ根据阶级分析的原则ꎬ指明托尔斯泰作品的精华和糟

粕ꎬ为无产阶级批判继承文学遗产树立了典范ꎮ 接着ꎬ列宁又

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 (１９１３)一文中提出“两种文

化”的学说ꎬ指明“每一个现代民族中ꎬ都有两个民族ꎮ 每一

种民族文化中ꎬ都有两种民族文化”ꎮ 即除了居统治地位的

地主资产阶级等剥削阶级的文化外ꎬ“每个民族的文化里面ꎬ
都有一些哪怕是还不大发达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

分ꎬ因为每个民族里面都有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ꎬ他们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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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ꎮ”①

列宁提出的文学的党性原则和两种文化的学说ꎬ是无产

阶级文学的纲领和批判继承文化遗产的指针ꎬ对俄国无产阶

级文学的壮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ꎮ 布尔什维克党十分重视文

学的革命宣传鼓动作用ꎬ在«火星报»、«真理报» (１９１２ 年创

刊)等党的机关报刊上发表过许多革命作品和诗歌传单ꎬ培
养了无产阶级作家ꎬ有力地促进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ꎮ

九十年代ꎬ高尔基的早期作品反映了日益高涨的无产阶

级斗争情绪ꎬ从劳动者的角度批判了资本主义现实ꎮ 一批工

人出身的诗人如拉金 ( １８６０—１９０１)、 什库辽夫 ( １８６７—
１９３０)、涅恰耶夫(１８５９—１９２５)等ꎬ写了许多革命鼓动诗歌ꎬ
其中充满着对资本主义和沙皇统治的憎恨ꎬ洋溢着革命斗争

的激情ꎬ具有强烈的鼓舞力量ꎬ很受工人群众欢迎ꎮ 最著名的

诗篇有拉金的«同志们ꎬ勇敢地前进»(１８９７)等ꎮ 一九〇五年

革命时期ꎬ无产阶级文学在革命烽火中得到更迅速的成长ꎮ
高尔基发表了小说«母亲»ꎮ 绥拉菲莫维支描绘了革命工人

形象ꎬ别德内依写过长诗和许多鼓动诗ꎮ 一九一四和一九一

七年ꎬ在高尔基主持下先后出版了«无产阶级作家文集»ꎮ 俄

国无产阶级文学的辉煌成就ꎬ为十月革命后苏联社会主义文

学的发展准备了有利条件ꎮ
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１８５６—１９１８)

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的创始人ꎮ 他

出生于小地主家庭ꎬ一生的活动可分为三个阶段ꎮ 从一八七

五到一八八三年为第一阶段ꎬ这时他是民粹派ꎬ上大学时曾担

任民粹派刊物的编辑ꎬ因受政府迫害而流亡国外ꎬ接触到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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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恩格斯的著作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ꎮ 从一八八三到一九〇

三年为第二阶段ꎬ他成了马克思主义者ꎮ 一八八三年ꎬ他在日

内瓦组织“劳动解放社”ꎬ翻译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ꎬ向俄国

传播马克思主义ꎬ批判民粹派的错误观点ꎬ写了有名的«社会

主义和政治斗争»(１８８３)、«我们的意见分歧»(１８８５)、«论一

元论历史观之发展»(１８９５)、«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
(１８９８)等ꎮ 这些著作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ꎬ其中

«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一书所起的作用更大ꎬ它“培养了

一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①ꎮ 后来列宁在评价普列汉诺夫

的时候曾经指出ꎬ“他个人的功绩在过去是很大的ꎮ 在一八

八三至一九〇三年的二十年间ꎬ他写了很多卓越的著作ꎬ特别

是反对机会主义者、马赫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的著作ꎮ”②一

九〇三年以后是普列汉诺夫一生活动中的第三阶段ꎬ这时他

思想右倾ꎬ在无产阶级专政和工农联盟问题上同列宁发生分

歧ꎬ在一九〇三年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上反对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ꎬ倒向孟什维克ꎬ随后变成孟

什维克的一个首领ꎬ敌视十月革命ꎮ
普列汉诺夫是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家之一ꎮ 他在研

究和阐述马克思主义美学问题ꎬ揭露唯心主义文艺观ꎬ批判颓

废派“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等方面ꎬ做过很多工作ꎮ 他用唯

物史观进行文艺评论ꎬ坚持文艺作品的思想性ꎬ并强调阶级的

功利主义ꎮ
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ꎬ普列汉诺夫就力图用马克思主

义观点来研究美学ꎮ 他的«没有地址的信» (１８９９—１９００)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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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探讨艺术的起源问题ꎮ 书中用原始部族的大量史料ꎬ论证

了艺术(音乐、舞蹈、绘画等)是在劳动中产生的ꎬ批驳了资产阶

级美学家认为艺术产生于游戏或内心活动等唯心主义观点ꎮ
在«从社会学观点论十八世纪法国戏剧文学和法国绘

画»(１９０５)和«艺术与社会生活»(１９１２—１９１３)中ꎬ他用历史

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了艺术与生活的关系ꎮ 他根据丰富的欧洲

文学史料ꎬ阐述了十八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文学衰落和十九世

纪欧洲颓废文学盛行的社会根源和历史原因ꎬ指出阶级斗争、
时代风尚、社会心理和社会艺术趣味对文学艺术的重大影响ꎬ
论述了文艺的阶级性原理ꎮ 他从政治斗争的形势出发ꎬ揭露

资产阶级作家标榜“为艺术而艺术”的社会根源ꎬ批判了狂热

追求形式以掩盖空虚的内容的各种颓废文学流派ꎮ
在评论易卜生、托尔斯泰、高尔基时ꎬ他强调先进思想对

艺术创作所起的良好作用ꎮ 相反ꎬ反动思想则给艺术带来危

害ꎮ 但在论托尔斯泰时ꎬ他往往把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完

全对立起来ꎮ 他推崇高尔基的剧本«敌人»ꎬ认为它是一部反

映工人阶级高度觉悟和集体主义精神的杰作ꎮ 而他对«母
亲»的评价却暴露了他的孟什维克观点ꎬ说是在这部小说中

“宣传家高尔基压倒了艺术家高尔基”ꎮ
普列汉诺夫还写过一些评论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的文

章ꎮ 他正确指出ꎬ在“美是生活”的定义中ꎬ车尔尼雪夫斯基

未能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去具体阐明“生活”的含义ꎮ 但

他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学是“生活的教科书”这个定义的

战斗性则认识不足ꎬ因此也就不能予以足够的重视ꎮ
普列汉诺夫虽然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出了可贵的贡

献ꎬ但在他的观点中也存在某些严重的错误ꎮ 他的唯物主义

美学观是不彻底的ꎬ未能完全摆脱康德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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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认为美是没有私心的、旁观和直觉的等ꎮ 他不能辩证地看

待艺术与科学、感情与理智、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ꎬ
往往把二者对立起来或割裂开来ꎮ 他没有完全摆脱“人性

论”的束缚ꎬ有时竟然将“生存竞争”说应用于社会问题ꎬ因而也

就不能用阶级观点去分析文学作品ꎮ 他把艺术家的阶级性和

艺术家的“本能”加以对立ꎬ认为前者决定艺术的功利主义ꎬ后
者则保证艺术的“纯洁性”和“客观性”ꎬ这也是荒谬的ꎮ 他后

期在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立场和前后矛盾的论点ꎬ使他接近了资

产阶级的文艺思想ꎬ甚至反对列宁提出的文学的党性原则ꎮ
亚历山大绥拉菲莫维支(１８６３—１９４９)原姓波波夫ꎬ生

于哥萨克军官家庭ꎬ在彼得堡大学读书时参加了革命小组ꎬ曾
写传单声援因谋刺沙皇而被判死刑的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

(列宁的哥哥)ꎬ因而被捕ꎮ 在流放期间ꎬ他开始写短篇小说ꎮ
九十年代深入观察了工农生活ꎮ 一九〇三年ꎬ他参加“星期

三文学联合会”ꎬ在高尔基影响下逐渐接近无产阶级革命运

动ꎮ 一九〇五年革命高涨时ꎬ他成为俄国最早的无产阶级作

家之一ꎮ 十月革命后写了著名长篇小说«铁流»(１９２４)ꎮ
绥拉菲莫维支早期的短篇小说大都描叙工人、农民的贫

困生活ꎬ揭发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ꎮ «在浮冰上»(１８８９)讲
猎人索洛卡为富农债务所逼ꎬ冒着生命危险在浮冰上捕猎海

豹ꎬ终于被海潮卷走的悲惨故事ꎮ «扳道夫»(１８９６)写一个铁

路小站上的扳道夫ꎬ被沉重的劳动和上司的压迫弄得精神恍

惚ꎬ一次误以为忘了扳道岔ꎬ在火车驶近时卧轨自杀ꎮ 作者对

劳动人民怀着深厚的同情ꎬ但未能表达他们的革命要求ꎮ
一九〇五年革命时期ꎬ他写过一些表现工人阶级革命斗

争的作品ꎮ 短篇小说«炸弹» (１９０５)写一个普通家庭妇女在

丈夫和革命工人的启发下ꎬ走上了革命的道路ꎮ 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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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礼进行曲»(１９０５)描述一个革命家的葬礼如何变成一次

工人群众斗志昂扬的政治示威ꎮ 这些作品歌颂工人群众的革

命英雄主义ꎬ反映了工人运动的高涨ꎮ
长篇小说«草原上的城市» (１９０９)描写一个荒僻小镇由

于铺设铁路而变成资本主义城市的故事ꎬ揭露了资产阶级的

血腥掠夺ꎮ 酒馆主人查哈尔用种种卑鄙野蛮的手段发财致

富ꎬ成为拥有上千工人的厂主ꎮ 他摇身一变ꎬ道貌岸然ꎬ大办

“慈善”事业ꎬ并主张加强“治安”ꎬ巩固“秩序”ꎮ 作者还谴责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ꎬ起初他们鄙视查哈尔ꎬ后来却变成他的奴

仆ꎮ 作者也描叙工人群众的罢工斗争ꎬ但未能塑造出工人阶

级战士的鲜明形象ꎬ没有写出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作用ꎮ
杰米扬别德内依(１８８３—１９４５)原名叶菲姆阿列克

谢耶维奇普里德伏罗夫ꎬ生于贫农家庭ꎬ曾入彼得堡大学学

习ꎬ一九〇九年开始发表诗作ꎮ 他的早期作品受到民粹派的

思想影响ꎮ 一九一一年后ꎬ他成为布尔什维克报刊的经常撰

稿人ꎬ在党的帮助和培养下ꎬ写过许多密切配合当时政治斗争

的诗歌ꎬ一九一二年入党ꎮ 十月革命后ꎬ他是最有成就的苏维

埃诗人之一ꎬ受到列宁的很高评价ꎮ
十月革命前ꎬ别德内依的政治抒情诗反映人民群众的革

命要求ꎬ揭露统治者对人民的血腥镇压(«连拿事件»ꎬ１９１２)ꎬ
他经常采用诗体寓言的形式ꎬ嘲讽统治阶级和革命的叛徒孟

什维克ꎬ鼓舞人民的斗志ꎬ如«树皮鞋和皮靴»(１９１２)、«杜鹃»
(１９１２)ꎮ 长诗 «关于土地、关于自由、关于工人的命运»
(１９１７)是十月革命前诗人重要作品之一ꎬ写两个青年农民在

布尔什维克党的影响下走上革命的道路ꎬ反映了第一次世界

大战到十月革命这一时期无产阶级的斗争ꎬ揭露了资产阶级

临时政府的反人民本质ꎮ 别德内依的诗歌富有民谣特点ꎬ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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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易懂ꎬ鼓动性强ꎬ为广大群众所喜爱ꎮ
马克西姆高尔基(１８６８—１９３６)原名阿列克塞马克

西莫维奇彼希柯夫ꎬ是世界无产阶级文学的第一个伟大代

表ꎮ 他出生于下诺夫戈罗德一个细工木匠的家庭ꎬ早年丧父ꎬ
寄居在经营小染坊的外祖父家里ꎬ只上到小学三年级ꎬ就因外

祖父破产而辍学ꎮ 他从十一岁开始独立谋生ꎬ当学徒ꎬ做童

工ꎬ在轮船上做仆役ꎬ在戏院里当配角等ꎮ 一八八四年ꎬ他离

开故乡到喀山ꎬ做工之余ꎬ勤奋读书ꎬ并接触到民粹派和俄国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ꎬ在工人和农民中进行革命宣传ꎬ为沙皇政

府所监视和逮捕ꎮ 他曾两度在南俄和乌克兰一带流浪ꎬ对于

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愿望了解很深ꎮ 一八九二年ꎬ高尔基初次

发表作品ꎬ一八九五年参加报社工作ꎮ 一八九八年ꎬ他的«特
写和短篇小说集»出版ꎬ引起文坛重视ꎮ

高尔基早期的中、短篇作品大致可分为两类ꎬ一类偏重表

现理想ꎬ一类偏重描写现实ꎮ
前一类作品有«马卡尔楚德拉» (１８９２)、«伊则吉尔老

婆子»(１８９５)和«鹰之歌»(１８９５—１８９８)等ꎮ 短篇小说«伊则

吉尔老婆子»包括伊则吉尔所讲的三个故事ꎮ 第一个故事叙

述鹰和少女所生的儿子腊拉ꎬ长期离群索居ꎬ养成狂妄傲慢的

性格ꎬ打死了不愿同他相好的姑娘ꎮ 人们把他驱逐出去ꎬ他因

受尽孤独之苦ꎬ痛不欲生ꎬ最后化为影子在草原上游荡ꎮ 另一

个故事描写青年丹柯和他的一族人被仇敌赶进原始森林ꎬ生
命危在旦夕ꎬ他坚毅顽强地领着族人向困难作斗争ꎮ 他抓开

自己的胸膛ꎬ高高举起燃烧着的心ꎬ给人们照亮了走出森林的

道路ꎮ 丹柯的心始终闪烁着不灭的光芒ꎬ变成了雷雨之前出

现在草原上的蓝色火星ꎮ 在这两个童话之间ꎬ插入了伊则吉

尔的故事ꎮ 她年轻时只求个人享乐ꎬ不愿为人们谋求幸福ꎬ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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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浪费在爱情游戏之中ꎬ她的“爱”给许多人带来不幸和死

亡ꎬ也毁灭了自己ꎮ 作者通过三个故事的对照ꎬ热情歌颂丹柯

舍己为人的牺牲精神和勇敢坚强的英雄性格ꎬ谴责腊拉的极

端个人主义和伊则吉尔虚度一生ꎮ 这篇小说体现了高尔基早

期对生活意义的探索ꎬ以及他造福人民的崇高理想ꎮ 但丹柯

只是一个单枪匹马的英雄ꎬ他把群众看成“群氓”ꎬ这说明作

者还未能完全摆脱民粹派的思想影响ꎮ «鹰之歌»通过一个

鞑靼族牧人讲述的鹰和蛇争辩的故事ꎬ批判了蛇苟且偷安的

市侩心理ꎬ颂扬了鹰的战斗精神ꎬ鹰虽然牺牲了生命ꎬ“可是

在勇敢、坚强的人的歌声中ꎬ你永远是一个活的榜样ꎬ一个追

求自由、追求光明的骄傲的号召!”
高尔基这类早期作品和俄国十九世纪积极浪漫主义文学

有近似之处ꎮ 例如ꎬ作者喜欢描写坚强性格之间的冲突ꎬ推崇

热爱自由的英雄ꎬ借用民间传说的情节和形象ꎬ表现“生”战
胜“死”、“爱”战胜“仇”、“光明”战胜“黑暗”等抽象信念ꎻ此
外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也是明显的ꎮ 但这些作品

又高于已往的积极浪漫主义ꎬ如作者在评价主人公时ꎬ总是以

他们对人民群众的态度如何而决定褒贬ꎮ 作品还洋溢着要求

根本变革社会的战斗激情ꎬ反映了俄国九十年代工人运动走

向高涨时期劳动群众的情绪和愿望ꎮ
高尔基早期偏重描写现实的作品有«叶美良皮里雅

依»(１８９３)、«切尔卡什»(１８９５)、«柯诺瓦洛夫»(１８９７)、«好
闹事的人» (１８９７)和«因为烦闷无聊» (１８９８)等ꎮ 这些作品

控诉沙皇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残忍和伪善ꎬ揭露资产

阶级知识分子和小市民的低级趣味、安于现状和卖身求荣ꎬ着
重描写了工匠、农民等劳动者的生活境况和对社会的愤懑ꎬ以
及城乡流浪汉的遭遇和追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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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切尔卡什»写流浪汉切尔卡什雇佣农民加夫

里拉ꎬ深夜泛舟ꎬ盗卖码头上的货物ꎬ翌晨分钱时ꎬ加夫里拉贪

心不足ꎬ苦求多分ꎬ后来竟暗中把切尔卡什打伤ꎮ 切尔卡什轻

蔑地将钱掷给加夫里拉ꎬ扬长而去ꎮ 作者用鲜明的对照手法

表现了两个人物的不同精神面貌和生活追求ꎮ 流浪汉切尔卡

什勇敢机智ꎬ爱好自由ꎬ他蔑视金钱ꎬ不为金钱所奴役ꎬ对资本

主义有一种自发的反抗情绪ꎬ作者笔下的农民加夫里拉却胆

小迷信ꎬ只想赚两百卢布购置田产ꎬ变成了金钱的奴隶ꎬ以致动

手行凶ꎮ 高尔基谴责资本主义社会追求金钱的风气腐蚀了劳

动者ꎬ认为私有观念导致人们相互欺诈和残杀ꎮ 高尔基赞扬切

尔卡什的叛逆精神ꎬ但也揭示了他那种自暴自弃和无政府主义

情绪使他不能给社会带来有益的东西ꎮ 作者深感社会的不合

理ꎬ但还不明白应该依靠什么社会力量去推翻那个制度ꎮ
高尔基这类偏重描写现实的早期作品ꎬ有着和批判现实

主义相同的一面ꎮ 他以资本主义社会下层人民的生活为中

心ꎬ把工人、小手艺人、农民和乞丐等作为小说主人公ꎬ特别是

塑造了一系列游民无产者———流浪汉的形象ꎮ 这些流浪汉在

作者笔下不仅是社会的牺牲者ꎬ而且是敢于怀疑和反抗资本

主义及其处世哲学的人物ꎮ 他们在精神上高于因循守旧、追
求平庸生活的小市民ꎬ更是高于资产阶级ꎮ 作者看到了他们

脱离劳动和具有无政府主义情绪ꎬ指出他们的自暴自弃和悲

观绝望是有害的ꎮ 他曾经称他的这些主人公是“一时的英

雄”ꎬ认为他们不是真正的革命力量ꎮ 但他不了解ꎬ如果无产

阶级政党对他们引导得法ꎬ消除他们的破坏性ꎬ是可以把他们

改造成为一种革命力量的ꎮ
二十世纪初ꎬ俄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ꎬ高尔基亲身参加了

一九〇一年彼得堡的群众示威ꎬ并著文驳斥政府对这次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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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歪曲ꎬ因而被捕ꎬ列夫托尔斯泰等曾设法营救ꎮ 一九〇二

年ꎬ高尔基当选为俄国科学院名誉院士ꎬ却被沙皇无理地宣布

选举无效ꎮ 为此ꎬ柯罗连科、契诃夫等作家也发表声明放弃自

己的“院士”称号ꎬ以示抗议ꎮ 高尔基在二十世纪初同布尔什

维克党人联系日益密切ꎬ并在物质上资助过党ꎬ为党的报刊写

文章ꎬ起草革命传单ꎬ参加了一九〇五年莫斯科武装起义ꎬ他
的住宅成为起义者的据点之一ꎮ 起义失败后ꎬ他受到政府迫

害ꎬ不得不于一九〇六年流亡国外ꎮ 随后由党派往美国宣传

俄国革命ꎬ为革命筹集经费ꎮ 这一时期ꎬ他的著名作品有«海
燕之歌»、«底层»、«敌人»、«母亲»等等ꎮ

高尔基以«海燕之歌» (１９０１)迎接了二十世纪无产阶级

的革命风暴ꎮ 这首革命颂歌是他参加彼得堡示威游行后写成

的ꎮ 他用象征和寓意的艺术手法ꎬ热情歌颂人民群众的革命

斗争ꎮ 海风呼啸ꎬ阴云密布ꎬ波涛迎着轰鸣的雷声向上冲击ꎮ
海鸥吓得连声哀号ꎬ海鸭和企鹅躲藏不迭ꎬ只有矫健勇猛的海

燕在风暴之前翱翔ꎬ激起阵阵浪花ꎬ充满胜利的信心ꎬ呼唤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作者通过海鸥、海鸭等形象ꎬ嘲
笑了革命风暴来临前惊慌怯懦的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ꎬ以
澎湃汹涌的大海象征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ꎬ借海燕颂扬无产

阶级高昂的战斗热情ꎬ坚信革命风暴一定会战胜密布的阴云ꎬ
预报了革命高潮的迫近ꎮ «海燕之歌»较之高尔基九十年代

作品ꎬ具有更加明确的革命理想ꎬ包含的社会阶级内容更加明

晰ꎮ 在俄国革命和国际工人运动中ꎬ«海燕之歌»被看作一篇

豪情洋溢的革命檄文ꎬ起过极为巨大的政治鼓动作用ꎮ 列宁

在一九〇六年写的«暴风雨之前»一文中ꎬ曾借用这篇作品里

的形象和诗句ꎮ
一九〇五年革命前后ꎬ高尔基深感剧场是号召革命、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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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志的思想阵地ꎬ于是写了一系列戏剧作品ꎮ «小市民»
(１９０２)揭示了两种对立的生活态度ꎮ 小市民别斯谢苗诺夫

害怕现实中的任何变动ꎬ竭力维持他的宁静安逸的无聊生活ꎮ
他的儿子彼得曾经参加进步的学生运动ꎬ但被学校开除后十

分懊悔ꎬ认为个人前途从此被断送ꎮ 他虽然讨厌父亲因循保

守的清规戒律ꎬ但实质上仍是一个追求个人安逸、害怕革命的

小市民ꎮ 作者指出ꎬ这些小市民的生活态度是由他们的私有

者地位决定的ꎬ他们脱离劳动ꎬ陷入个人主义的泥沼ꎬ阻碍了

社会进步ꎬ也毁灭了自己ꎮ 别斯谢苗诺夫的养子、火车司机尼

尔代表新的社会力量ꎬ他认为生活充满着劳动和战斗的欢乐ꎬ
并且要按照自己的理想来建设生活ꎮ 他自豪地说ꎬ“谁劳动ꎬ
谁就是主人ꎮ”他不能容忍由“猪猡、傻瓜、小偷”之类的小市

民和寄生者来支配生活ꎬ坚信“不变的(火车)行车时刻表是

没有的!”高尔基在作品中第一次描写了现代产业工人ꎬ把自

己的理想寄托在工人阶级身上ꎮ 尼尔的形象是在家庭日常生

活的冲突中树立起来的ꎬ他在社会阶级斗争中的革命作用则

展示得不够ꎮ 但尼尔是一种新思想的代表ꎬ他预示了高尔基

以后的创作方向ꎮ
«底层»(１９０２)是最能代表高尔基戏剧风格的剧作之一ꎮ

剧本描写城市下等旅店中一群挣扎在社会底层的人ꎮ 作者把

流浪汉的生活实况搬上舞台ꎬ揭示了广大下层人民和资本主

义制度之间的矛盾ꎬ控诉了资本主义的罪恶ꎬ又通过游方僧鲁

卡同其他流浪汉的冲突ꎬ批判了鲁卡的以宗教博爱为核心的

资产阶级人道主义ꎮ 作者借潦倒的职员沙金的口指出ꎬ应该

相信“人”的创造力量ꎬ但这些关于“人”的颂词里还缺乏明确

的阶级观点ꎮ
这一时期ꎬ高尔基还写了«避暑客»(１９０５)、«太阳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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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１９０５)等剧本ꎬ来谴责脱离人民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ꎮ
在国外写成的«敌人»(１９０６)ꎬ是高尔基最优秀的剧作之

一ꎮ 它描写工人群众反抗工厂主的斗争ꎬ在党的领导下迅速

地由自发走上了自觉的道路ꎮ 剧中的工人阶级代表辛佐夫是

个有高度觉悟的布尔什维克ꎬ他把大批年老和年轻的工人团

结成为一个战斗的集体ꎮ 他们在罢工中坚持明确的政治目

标ꎬ具有顽强的斗志ꎬ充满胜利的信心ꎮ 虽然在剧本末尾ꎬ厂
主在军警支持下把罢工暂时压了下去ꎬ但是全剧预示着ꎬ在觉

悟了的工人阶级面前ꎬ资产阶级的统治将不会长久了ꎮ
在国外旅行期间ꎬ高尔基还写过两本政论集«我的访问

记»(１９０６)和«在美国» (１９０６)ꎮ 他用夸张讽刺手法描绘了

欧美资本主义社会的畸形发展ꎬ揭露了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

者的残忍性和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虚伪性ꎮ 他指出ꎬ
纽约是“黄色魔鬼(指黄金)的城市”ꎬ“共和国大王”(指垄断

资产阶级)控制着整个社会和政府ꎬ人民贫困、痛苦ꎮ 他强调

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作用早已丧失ꎬ曾经是欧洲大陆资产阶

级革命策源地的“美丽的法兰西”也已衰老ꎮ 从作品可以看

到高尔基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猛烈批判ꎮ
«母亲»(１９０６)是高尔基最优秀的代表作ꎬ它描叙俄国无

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和群众的觉醒过程ꎬ曾得到列宁的高

度评价ꎮ 列宁说ꎬ这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ꎬ“很多工人不自

觉地、自发地参加了革命运动ꎬ现在他们读一读«母亲»ꎬ对自

己会有很大的益处ꎮ”①小说的素材取自一九〇二年索尔莫伏

镇工人示威游行事件ꎬ两个主人公是以这次示威的领导者之

一、工人扎洛莫夫和他的母亲为原型的ꎮ 小说第一部的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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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区的生活ꎬ接着写老工人弗拉索夫

的儿子巴维尔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领导下ꎬ和工人一道掀起

了反对厂主额外剥削的“沼地戈比事件”ꎮ 巴维尔和他的同

志们被捕入狱后ꎬ他的母亲尼洛夫娜也参加了革命ꎮ 广大工

人群众在斗争中提高了觉悟ꎬ在五一国际劳动节举行声势浩

大的示威游行ꎬ但遭到统治者的残酷镇压ꎬ巴维尔再度被捕ꎮ
第二部描写母亲毅然接替儿子ꎬ勇敢而沉着地担负起革命工

作ꎬ革命运动的规模越来越大了ꎮ 巴维尔利用法庭作讲坛ꎬ揭
露敌人的罪恶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真理ꎮ 最后ꎬ母亲在车站散

发儿子的法庭演说稿ꎬ革命的思想传播开去ꎬ预示了无产阶级

革命的必然胜利ꎮ
主人公巴维尔十六岁便挑起家庭生活重担ꎬ他像老一代

工人那样ꎬ十分苦闷烦恼ꎮ 但他生活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ꎬ
同革命者接触使他逐步懂得了工人痛苦的原因ꎬ唤醒了他的

阶级意识ꎮ 他参加秘密的读书小组ꎬ学习革命理论ꎮ 对他的

成长更有决定意义的是阶级斗争的实践ꎮ 工厂主以治理沼地

为名克扣工人的工资ꎬ引起广大工人不满ꎮ 巴维尔在党的指

示下ꎬ号召工人团结一致ꎬ举行罢工ꎮ 罢工虽然没有组织起

来ꎬ却使广大工人意识到自己的力量ꎬ同时也锻炼了巴维尔ꎮ
他认识到这次失败是由于对工人发动不够ꎬ自己还不善于向

群众“说明真理”ꎮ 巴维尔的成长ꎬ表明俄国工人运动已从宣

传革命理论进展到组织实际斗争ꎮ
巴维尔出狱后ꎬ和工人小组的同志们一起聚集力量ꎬ准备

在五一节举行政治示威ꎮ 母亲和他的女友担心他又要坐牢ꎬ
劝他不要亲自拿红旗ꎬ但他把个人安危置于度外ꎬ以革命利益

为重ꎬ坚持原来的决定ꎬ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ꎮ 作者用颂歌的

笔调描写了五一游行的群众场面ꎬ队伍像一只展翅欲飞的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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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ꎬ又像一个锋利的楔子ꎮ 巴维尔高举着火样的红旗ꎬ走在楔

形队伍的最前面ꎬ高呼“我们精神的故乡ꎬ社会民主工党万

岁”ꎬ他像磁石一样吸引了游行群众和过路的行人ꎬ大家都跟

着他高唱革命歌曲ꎬ向着敌人的刺刀冲去ꎮ 作者通过这一场

面的描写ꎬ烘托出一个勇敢、成熟、和群众有着血肉联系的工

人阶级先锋的高大形象ꎬ把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写得有声有

色ꎮ
在第二部里ꎬ巴维尔在狱中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ꎬ坚持斗

争ꎬ他的英雄气概大大鼓舞了同志们ꎮ 在法庭上ꎬ他以新世界

的主人、统治阶级的审判者的身分ꎬ发表了一篇光辉的演说ꎮ
他运用马克思主义颠扑不破的真理ꎬ深刻揭露私有制度的罪

恶ꎬ有力地论证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必要和可能ꎬ宣告了资产

阶级的必然灭亡和无产阶级的必然胜利ꎮ 他的演说是一篇向

旧世界挑战的革命宣言ꎮ
巴维尔是一个由普通工人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ꎮ

作者在他身上倾注了自己的理想和革命热情ꎬ并通过他反映

了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ꎮ 巴维尔作为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

作方法塑造的第一个无产阶级英雄人物ꎬ具有深刻的典型意

义ꎮ
母亲尼洛夫娜是这部小说的另一个主人公ꎮ 她不仅受到

剥削阶级的压榨和宗教的精神奴役ꎬ而且受到夫权的压迫ꎬ养
成一种胆怯、悲愁的性格ꎮ 她起初把“社会主义者”想象为可

怕的暴徒ꎬ但长期和革命者相处ꎬ看到他们都和善可亲ꎬ于是

不知不觉变成了革命的同情者ꎮ 儿子被捕后ꎬ她出于对儿子

的热爱ꎬ主动参加了革命工作ꎮ 她回忆自己过去的痛苦ꎬ认识

到“有钱人”和人民是对立的ꎬ初步批判了自己的母爱情感的

自私和狭小ꎬ开始关心别的同志ꎮ 她觉得自己是个对革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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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人ꎬ摆脱了狭隘的精神状态ꎮ 五一游行时ꎬ她在群众高亢

有力的歌声里ꎬ深深地感觉到工人阶级的力量、革命道路的漫

长和艰险以及人民对革命胜利的信心ꎮ 作者意味深长地作了

这样的安排ꎬ正是在儿辈被抓去的地方ꎬ一个年老的新战士站

出来了ꎮ
巴维尔再度被捕后ꎬ党让母亲迁居到革命知识分子尼古

拉的家中ꎮ 她投身到广阔的阶级斗争的天地里ꎬ给农民输送

革命书籍和传单ꎬ开辟新的据点ꎬ进行革命鼓动ꎮ 农村的革命

实际鼓舞了她ꎬ同时也加强了她的阶级仇恨ꎮ 她获得了新的

信念ꎬ心胸日益开阔ꎬ自觉地把革命事业、战友和儿子三者融

为一体ꎬ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革命工作ꎬ并对这种战斗的沸腾

生活产生热爱ꎬ体验到战斗的愉快和幸福ꎮ
贫农出身的无产阶级革命者雷宾是小说着意塑造的另一

个形象ꎮ 他受到沉重的剥削和压迫ꎬ有强烈的反抗精神ꎬ但由

于身上的狭隘的农民意识ꎬ又有民意党和机会主义者对他的

影响ꎬ他起初不相信工人革命者和革命理论ꎬ只相信农民“自
己的智慧”ꎮ 他走着个人反抗的道路ꎬ不能不处处遭到失败ꎮ
后来在党的争取和教育下ꎬ他认识到革命理论的巨大作用ꎬ迫
切地要求巴维尔给他革命书籍ꎮ 他在斗争实践中ꎬ终于接受

了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ꎬ走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大道ꎮ
此外ꎬ小说还描写了一群革命知识分子的形象ꎮ
«母亲»是俄国无产阶级文学中第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ꎬ

也是体现列宁的文学党性原则、实现文学为无产阶级服务的

一部典型作品ꎮ 但书中也存在一些缺陷ꎬ如安德列在工人们

杀死沙皇密探后流露了人性论的观点ꎬ而作者却对他的脆弱

和动摇加以渲染ꎬ批判得也软弱无力ꎮ 雷宾的“造神论”思想

在书中也没有被充分驳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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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最初发表于美国杂志ꎬ一九〇七至一九〇八年ꎬ先
后在欧洲许多国家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ꎬ对于国际工人运动和

民族解放运动ꎬ对于国际无产阶级文学ꎬ都发生了积极的影响ꎮ
一九〇七年ꎬ高尔基到伦敦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

次代表大会ꎬ和列宁建立了亲密的友谊ꎮ 此后直到一九一三

年ꎬ他定居于意大利喀普里岛ꎮ 那里聚集了各种俄国政治流

亡者ꎬ波格丹诺夫和巴扎罗夫等人进行反对列宁和布尔什维

克的派别活动ꎬ鼓吹马赫主义哲学ꎬ力图把科学社会主义和宗

教结合起来ꎮ 高尔基没有认清他们在政治上分裂党和麻痹人

民的危害ꎬ接受了他们的一些思想影响ꎮ 他在中篇小说«忏
悔»(１９０８)和后来写的一部分政论、文学论文中ꎬ表现了造神

论的观点ꎮ 他抛开神的观念的历史内容和阶级内容ꎬ认为这

个观念曾起过一些好作用ꎬ说神虽然不存在ꎬ但要制造一种新

的对神的信仰(如对人民的宗教式崇拜)来代替旧的宗教ꎬ以
鼓舞人民的斗争和创造精神ꎮ 正如列宁所指出的ꎬ“神的观

念永远是奴隶状况(最坏的、没有出路的奴隶状况)的观念ꎬ
它一贯麻痹和削弱‘社会感情’ꎬ以死东西偷换活东西ꎮ 神的

观念从来也没有把‘个人同社会联系起来’ꎬ而是一贯用对压

迫者的神圣性的信仰来束缚被压迫阶级ꎮ”①在列宁的原则性

的批评和多方面的关心帮助下ꎬ高尔基在一九一三年以后克

服了这一政治性的错误ꎮ
一九一三年ꎬ高尔基按照列宁的指示ꎬ利用沙皇大赦的机

会ꎬ回到俄国ꎮ 在革命重新高涨的年代ꎬ他作为一个声誉卓著

的无产阶级作家ꎬ展开了巨大的文化组织工作和文学活动ꎬ编
辑了«无产阶级作家选集»、俄国一些民族文学的专集和«编

８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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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史»等杂志ꎬ并主持«真理报»的文艺栏ꎬ积极为党的报章杂

志写稿ꎮ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ꎬ他有力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和

民族沙文主义ꎮ 在一九〇八至一九一七年的十年间ꎬ他对俄

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堕落和猖獗一时的欧洲颓废文学

潮流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ꎮ 他和俄国文化界许多进步人士保

持着密切的联系ꎬ帮助他们接受社会主义ꎮ
这一时期ꎬ高尔基创作甚多ꎬ有描写革命斗争和歌颂人民

的中篇小说«夏天» (１９０９)和故事集«意大利童话» (１９１０—
１９１３)ꎻ有揭露统治阶级及其仆从的反动面目、批判小市民庸

俗生活的剧本 «末裔» ( １９０８)、中篇小说 «奥库罗夫镇»
(１９０９)、«马特维科热米亚金的一生» (１９１０—１９１１)等ꎻ还
有自传体三部曲中的前两部 «童年» ( １９１３)、 «在人间»
(１９１６)ꎬ以及一些关于俄国作家的回忆录ꎮ

«意大利童话»包括二十七篇故事ꎮ 其中一篇描写意大

利那不勒斯电车工人在广大群众支持下ꎬ取得了罢工的胜利ꎮ
另一篇写热那亚工人为支援巴马的阶级兄弟而罢工ꎬ把他们

挨饿的孩子接来抚养ꎮ 作者强调无产阶级团结的力量ꎬ指出

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形成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和集体主义ꎮ 还

有一篇故事写辛普朗隧道工人ꎬ他们确信劳动可以使人成为

无敌的力量ꎬ工人阶级的一切希望必定会实现ꎮ 另一篇写一

个普通工人向工程师宣传社会主义ꎬ认为做一个社会主义者

比为资本家服务的工程师来得高尚ꎮ 这部作品充满了革命和

劳动的豪情ꎬ反映了工人运动重新高涨时期的革命士气ꎮ 列

宁认为这部作品是“精彩的‘童话’”和“革命传单”ꎮ①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给高尔基的活动开辟了一个新

９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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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地ꎬ他成为社会主义新文化和新文学的杰出建设者之一ꎬ
作出了重大的贡献ꎮ 高尔基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ꎮ 列宁在二

十世纪初就说高尔基“用自己的艺术天才给俄国(而且不仅

仅是俄国)的工人运动带来了如此巨大的益处”①ꎬ他“同俄

国和全世界的工人运动结合得太牢固了”②ꎬ“高尔基毫无疑

问是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ꎮ”③

０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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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一九〇九年十一月列宁致高尔基信ꎮ «列宁全集»第 ３４ 卷ꎬ第 ４１５ 页ꎮ
列宁:«资产阶级报纸关于高尔基被开除的无稽之谈»ꎮ «列宁全集»第
１６ 卷ꎬ第 １０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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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年 表

年　 　 代 历史阶段和重要
历　 史　 事　 件

主要文学潮流和
作　 家、作　 品

公元前

１２—８ 世纪 希腊原始公社向奴隶
　 制社会过渡

希腊神话形成时期

«圣经旧约»开始形成(最
　 晚部分成于公元前 ３ 世
　 纪)

１２ 世纪初 特洛伊战争 荷马史诗«伊利昂纪»和«奥
　 德修纪»编成(公元前９—
　 ８ 世纪)

８—６ 世纪 希腊奴隶制城邦形成
罗马原始公社解体 ꎬ
　 王政时期

希腊赫希俄德教谕诗«农作
　 与日子»(公元前８世纪末)
希腊女诗人萨福抒情诗(公
　 元前 ７ 世纪末)

６—１ 世纪 罗马奴隶制贵族共和
　 国时期

希腊伊索寓言(公元前 ６ 世
　 纪)

５—４ 世纪 希腊奴隶制社会全盛
　 时期

４９２—４４９ 希腊波斯战争 希腊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
　 的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
　 斯»(公元前 ４７９—４７８)

４３１—４０４ 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
　 伯罗奔尼撒战争

希腊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
　 的悲剧«俄狄浦斯王»(公
　 元前 ４３１)
希腊悲剧诗人欧里庇得斯
　 的悲剧«美狄亚»(公元前
　 ４３１)

１８３



年表

年　 　 代 历史阶段和重要
历　 史　 事　 件

主要文学潮流和
作　 家、作　 品

希腊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
　 的喜剧«阿卡奈人»(公元
　 前 ４２５)
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对话
　 录»(公元前 ４ 世纪前半)

３３８ 马其顿征服希腊 希腊哲学家亚理斯多德的
　 «诗学»(公元前４世纪后
　 半)

４ 世纪末—
２ 世纪中叶

希腊奴隶制社会衰落

罗马奴隶制社会发展
　 时期

“希腊化”时期的文化

希腊喜剧作家米南德的“新
　 喜剧”(公元前 ４ 世纪末)

２６４—１４６ 罗马发动三次布匿战
　 争

罗马普劳图斯的喜剧(公元
　 前 ３ 世纪末)

２１４—１６８ 罗马发动三次马其顿
　 战争

罗马泰伦斯的喜剧(公元前
　 ２ 世纪前半)

１３８—１３２ 西西里奴隶起义
７４—７１ 斯巴达克领导的奴隶

　 起义
罗马卢克莱修的哲理诗«物
　 性论»(约公元前 ５４)
罗马西塞罗的主要演说词
　 (公元前 ４４—４３)

公元前 ３１—
公元 １４

罗马屋大维执政 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史诗«埃
　 涅阿斯纪»(公元前３０—
　 １９)
罗马诗人贺拉斯的诗歌(公
　 元前 １ 世纪后半)
罗马诗人奥维德的神话诗
　 «变形纪»(公元初)

公　 元
１—２ 世纪 罗马帝国时期ꎬ罗马

　 奴隶制社会由盛及
　 衰

罗马诗人朱文纳尔的讽刺
　 诗(约 ９８—１２７)
希腊语作家普鲁塔克的«名
　 人传»(约 １００—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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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表

年　 　 代 历史阶段和重要
历　 史　 事　 件

主要文学潮流和
作　 家、作　 品

希腊语作家琉善的讽刺故
　 事(２ 世纪)

２—５ 世纪 罗马帝国衰落 «圣经新约»写成
３７６ 西哥特人进入罗马帝

　 国ꎬ日耳曼民族大迁
　 移开始

４７６ 西罗马帝国灭亡

５—１１ 世纪 欧洲封建社会初期

７１１ 阿拉伯人侵入西班牙ꎬ
　 西班牙开始光复运
　 动ꎬ１５ 世纪完成

７６８—８１４ 法兰克国王查理大帝
　 统治ꎬ８００ 称罗马皇
　 帝

英国史诗«贝奥武甫»写成
　 (８ 世纪)

８２２ 基辅罗斯建国 日耳曼史诗«希尔德布兰
　 特之歌»写成(９ 世纪)
芬兰史诗«卡勒瓦拉»(７—
　 １２ 世纪)

１０—１３ 世纪 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出
　 现ꎬ意大利最早ꎬ威
　 尼斯、佛罗伦萨建
　 立共和国

１０７２—１０９２ 突厥人势力伸张到小
　 亚细亚

法国史诗«罗兰之歌»写成
　 (１０８０?)

１０９６—１０９９ 第一次十字军东侵(主
　 要共八次)

１１５４—１１８６ 德国国王弗里德里希
　 一世六次侵入意大
　 利ꎬ建立“神圣罗马
　 帝国”ꎬ延续到 １８０６

西班牙史诗 « 熙德 » ( 约
　 １１４０)
俄罗斯史诗«伊戈尔远征
　 记»(１１８５—１１８７)

１２—１５ 世纪 欧洲封建社会中期 德国史诗«尼伯龙根之歌»
　 (约 １２００)
冰岛“埃达”和“萨迦”(约
　 １２—１３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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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表

年　 　 代 历史阶段和重要
历　 史　 事　 件

主要文学潮流和
作　 家、作　 品

１２３５ 教皇格雷哥利设“宗教
　 裁判所” ꎬ扩及意、
　 法、西各国ꎻ法国于
　 １７７１ꎬ西班牙于１８２０
　 废止

骑士文学盛行( １２—１３世
　 纪)
城市文学 « 列那狐传奇 »
　 (１２—１３ 世纪)

１２７０ 第八次十字军东侵

１４—１７ 世纪 资本主义生产先后在
　 西欧各国萌芽

文艺复兴

意大利但丁 « 神曲 » ( 约
　 １３０７—１３２１)

１３３８ 英法百年战争开始 意大利彼特拉克«歌集»(１４
　 世纪前半)
意大利卜伽丘短篇小说集
　 «十日谈»(１３４８—１３５３)

１３８１ 英国农民起义 英国乔叟«坎特伯雷故事
　 集»(１３８７—１４００)

１３９６ 土耳其占领巴尔干半
　 岛

１４１９—１４３４ 捷克的胡斯革命运动

１４３４—１４９２ 美第奇家族统治佛罗
　 伦萨

１４３６ 德国古登堡开始活字
　 印刷

１４９２ 哥伦布航抵美洲
１４９４—１５５９ 法国侵略意大利的战

　 争
１５ 世纪末 英国圈地运动开始

１６—１７ 世纪 欧洲封建社会后期 意大利达芬奇、米开朗琪
　 罗创作盛期(约 １５００)
尼德兰人文主义学者埃拉
　 斯慕斯«愚蠢颂»(１５０９)

１５１５—１５４７ 法国弗朗索瓦一世统
　 治

德国民间故事书«梯尔厄
　 伦史皮格尔»(１５１５)
英国人文主义者莫尔«乌
　 托邦»(１５１６)

４８３



年表

年　 　 代 历史阶段和重要
历　 史　 事　 件

主要文学潮流和
作　 家、作　 品

意大利阿利奥斯托叙事诗
　 «疯狂的奥尔兰多»
　 (１５１６—１５３２)

１５１７ 德国马丁路德宣布
　 宗教改革纲领

１５１９—１５５５ 西班牙查理一世当选
　 为神圣罗马皇帝ꎬ
　 称查理五世

法国拉伯雷小说«巨人传»
　 (１５３２—１５６２)

１５２４—１５２５ 德国农民战争

１５２７ 查理五世侵占罗马
１５３６ 法国加尔文倡新教
１５４３ 波兰哥白尼发表«天

　 体运行论»
法国“七星诗社”成立(约
　 １５５０)
西班牙流浪汉小说«小癞
　 子»(１５５３)

１５５５—１５９８ 西班牙菲力浦二世统
　 治

１５５８—１６０３ 英国伊利莎伯女王统
　 治

１５６２—１５９４ 法国胡格诺战争

１５７２ 法国迫害新教的圣巴
　 托罗缪大屠杀

意大利塔索叙事诗«被解
　 放的耶路撒冷»(１５７５)
法国蒙田«散文集»(１５８０—
　 １５８８)
德国民间故事书«浮士德
　 博士的生平»(１５８７)

１５８８ 英国击败西班牙无敌
　 舰队

１５８９—１６１０ 法国亨利四世统治 ꎬ
　 波旁王朝开始

英国马娄«浮士德博士的
　 悲剧»(１５９２—１５９３)
英国培根«论说文集»(１５９７
　 —１６２５)
英国莎士比亚悲剧«哈姆
　 莱特»(１６０１)

５８３



年表

年　 　 代 历史阶段和重要
历　 史　 事　 件

主要文学潮流和
作　 家、作　 品

１６０３—１６２５ 英国詹姆士一世统治 莎士比亚悲剧«奥瑟罗»
　 (１６０４)
莎士比亚悲剧«李尔王»
　 (１６０５)
英国琼生喜剧«伏尔蓬涅»
　 (１６０６)
西班牙塞万提斯小说«堂
　 吉诃德»(１６０５—１６１５)
西班牙维加戏剧«羊泉村»
　 (１６０９—１６１３)

１６１８—１６４８ 德国三十年战争

１６２４—１６４２ 法国黎塞留当政 西班牙卡尔德隆戏剧«人
　 生如梦»(１６３５)
法国古典主义文学产生

法国高乃依悲剧«熙德»
　 (１６３６)

１６４２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ꎬ
　 欧洲近代史开始

１６４８—１６４９ 法国反专制的“福隆
　 德”运动

１６４９ 英国查理一世被处
　 死ꎬ成立共和国

１６６０ 英国封建王朝复辟

１６６１—１７１５ 法国路易十四统治 法国莫里哀喜剧«达尔杜
　 弗»(１６６４—１６６９)
法国拉辛悲剧«安德洛玛
　 刻»(１６６７)
英国弥尔顿史诗«失乐园»
　 (１６６７)
德国格里美尔斯豪森小说
　 «痴儿西木传»(１６６８—
　 １６６９)

６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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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代 历史阶段和重要
历　 史　 事　 件

主要文学潮流和
作　 家、作　 品

法国拉封丹«寓言诗»
　 (１６６８—１６９４)

１６７４—１６７５ 法国农民起义 法国波瓦洛古典主义理论
　 著作«诗的艺术»(１６７４)

１６８２—１７２５ 俄国彼得一世统治

１６８８ 英国“光荣革命”ꎬ建
　 立君主立宪政体

１７０１—１７１３ 西班牙王位战争

１７０２—１７０４ 法国卡米札尔农民起
　 义

法国梅里叶写成«遗书»
　 (１８ 世纪初)
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

法国勒萨日小说«吉尔布
　 拉斯»(１７１５—１７３５)
英国笛福小说«鲁滨孙飘
　 流记»(１７１９)
法国孟德斯鸠«波斯人信
　 札»(１７２１)
英国斯威夫特小说«格列
　 佛游记»(１７２６)
法国伏尔泰«英国通信集»
　 (１７３２)

１７３３—１７３５ 法、西对奥地利战争 英国理查生书信体小说
　 «帕米拉»(１７４０—１７４１)ꎻ
　 感伤主义文学出现

１７４１—１７４８ 奥地利王位战争 伏尔泰哲理小说«查第格»
　 (１７４８)
英国菲尔丁小说«汤姆琼
　 斯»(１７４９)
法国狄德罗主编«百科全
　 书»(１７５１—１７６６)

７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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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代 历史阶段和重要
历　 史　 事　 件

主要文学潮流和
作　 家、作　 品

１７５２—１７６８ 法国爆发六次农民起
　 义

意大利哥尔多尼喜剧«女
　 店主»(１７５３)
法国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
　 起源和基础»(１７５５)

１７５６—１７６３ 七年战争
约 １７６０ 英国工业革命开始 卢梭书信体小说«新爱洛伊

　 丝»(１７６１)
１７６２—１７９６ 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

　 二世统治
狄德罗小说«拉摩的侄儿»
　 (１７６２)
德国莱辛«汉堡剧评»
　 (１７６７—１７６９)
英、德等国对古代民歌的搜
　 集、编辑(６０—７０ 年
　 代)
英国产生 “ 哥特式 ” 小说
　 (６０ 年代)
感伤主义文学流行(１８世纪
　 后半)
英国斯泰恩小说«感伤旅
　 行»(１７６８)
德 国 “ 狂 飙 突 进 运 动 ”
　 (１７７０—１７８５)

１７７３—１７７５ 俄国普加乔夫起义
１７７４ 法国路易十六即位 德国歌德书信体小说«少年

　 维特的烦恼»(１７７４)

１７７５—１７７７ 法国城市反饥饿暴动

１７７６ 美国独立 法国博马舍喜剧«费加罗的
　 婚姻»(１７７８)

１７８２—１７８６ 法国城市反饥饿暴动 俄国冯维辛喜剧«纨绔少
　 年»(１７８２)
德国席勒悲剧«阴谋与爱
　 情»(１７８３)

８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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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代 历史阶段和重要
历　 史　 事　 件

主要文学潮流和
作　 家、作　 品

１７８７—１７９１ 俄土战争 俄国拉吉舍夫«从彼得堡
　 到莫斯科旅行记»
　 (１７９０)

１７８９—１７９４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１７８９—１８０４ 法兰西第一共和国 法国革命歌曲«一切顺利»
　 (１７９０)

１７９２—１７９３ 法国吉伦特党执政 法国卢歇德利勒革命歌
　 曲«马赛曲»(１７９２)

１７９３—１７９４ 法国雅各宾党专政
１７９３ 路易十六被处死 德国文学的“古典时期”

　 (１７９４—１８０５)

１７９５ 瓜分波兰 浪漫主义文学盛行

德国消极浪漫主义作家
　 史雷格尔等出版«雅典
　 娜神殿»杂志(１７９８—
　 １８００)

１７９９ 拿破仑专政 席勒历史剧«华伦斯坦»三
　 部曲(１７９９)

１８００ 拿破仑入侵意大利 英国消极浪漫主义诗人华
　 兹华斯和柯尔律治«抒
　 情谣曲集»序(１８００)
法国斯太尔夫人«论文学»
　 (１８００)
法国消极浪漫主义作家夏
　 多布里盎小说«阿达拉»
　 (１８００)

１８０１—１８２５ 俄皇亚历山大一世统
　 治

斯太尔夫人小说«黛菲妮»
　 (１８０２)
法国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
　 义著作(１８０２—１８２５)

１８０４—１８１４ 法兰西第一帝国 席勒剧本«威廉退尔»
　 (１８０４)

１８０５ 拿破仑战胜俄奥联军

９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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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代 历史阶段和重要
历　 史　 事　 件

主要文学潮流和
作　 家、作　 品

１８０６ 拿破仑击败普鲁士 歌德悲剧«浮士德»第一部
　 (１８０６)
俄国克雷洛夫«寓言»
　 (１８０６ 开始)

１８０７—１８０８ 拿破仑入侵葡萄牙和
　 西班牙

法国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
　 义著作(１８０８—１８２９)

１８０９ 奥国梅特涅掌权 斯太尔夫人«论德意志»
　 (１８１０)

１８１１—１８１２ 英国勒德工人运动

１８１２ 拿破仑侵略俄国 英国拜伦叙事长诗«恰尔
　 德哈罗德游记»第一、
　 二章(１８１２)

１８１３ 德国反拿破仑战争 法国贝朗瑞歌曲«意弗都
　 国王»(１８１３)
英国欧文的主要空想社会
　 主义著作(１８１３—１８１４)
英国雪莱叙事长诗«麦布
　 女王»(１８１３)

１８１４—１８３０ 法国波旁王朝复辟
　 (路易十八)

英国司各特历史小说«威
　 弗莱»(１８１４)

１８１４—１８１５ 维也纳会议

１８１５ 拿破仑在滑铁卢最后
　 失败

贝朗瑞歌曲主要创作期
　 (１８１５ 以后)

波旁王朝再度复辟

欧洲反动势力缔结
　 “神圣同盟”
意大利烧炭党民族复
　 兴运动

意大利白尔谢«格利佐斯
　 多莫给儿子的亦庄亦谐
　 的信»(１８１６)
意大利诗人莱奥帕尔迪
　 «致意大利»(１８１８)

０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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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史　 事　 件

主要文学潮流和
作　 家、作　 品

拜伦叙事长诗«唐璜»
　 (１８１８—１８２３)

１８１９ 英国镇压工人运动的
　 彼得卢大屠杀

雪莱诗剧«解放了的普罗
　 米修斯»(１８１９)

１８２０ 西班牙革命 法国消极浪漫主义诗人拉
　 马丁«沉思集»(１８２０)

１８２１ 希腊爆发反土耳其的
　 民族起义

雪莱论文«诗辩»(１８２１)

意大利曼佐尼历史小说
　 «约婚夫妇» ( １８２１—
　 １８２３)
俄国格里包耶陀夫喜剧
　 «智慧的痛苦»(１８２１—
　 １８２４)
波兰民族诗人密茨凯维奇
　 诗剧«先人祭»第二、四
　 部(１８２３)
法国司汤达论文«拉辛和
　 莎士比亚»(１８２３)

１８２４—１８３０ 法国波旁王朝查理十
　 世统治

１８２５—１８５５ 俄国尼古拉一世统治
１８２５ 俄国十二月党人起义 德国海涅«旅行札记»

　 (１８２６—１８３１)
法国雨果剧本«克伦威尔»
　 序言(１８２７)
俄国普希金叙事长诗«茨
　 冈»(１８２７)
法国巴尔扎克小说«朱安
　 党人»(１８２９)、«人间喜
　 剧»(１８２９—１８４８)

１８３０ 法国七月革命ꎬ推翻
　 波旁王朝

普希金诗体小说«叶甫盖
　 尼奥涅金»(１８３０)

１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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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史　 事　 件

主要文学潮流和
作　 家、作　 品

１８３０—１８４８ 法国七月王朝 司汤达小说«红与黑»
　 (１８３０)

１８３０ 华沙起义 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渐盛
　 (３０ 年代起)
雨果剧本«欧那尼»演出
　 (１８３０)

１８３１ 法国里昂织工起义 歌德«浮士德»第二部
　 (１８３１)

意大利马志尼成立
　 “青年意大利”组织

雨果小说«巴黎圣母院»
　 (１８３１)

１８３２ 英国议会改革 密茨凯维奇«先人祭»第三
　 部(１８３２)、叙事长诗«塔
　 杜施先生»(１８３２—１８３４)
法国乔治桑小说«印第安
　 娜»(１８３２)

１８３４ 里昂工人再度起义 巴尔扎克小说«高老头»
　 (１８３４)
德国“青年德意志派”(３０
　 年代)
丹麦安徒生«童话»第一集
　 (１８３５)
俄国果戈理喜剧«钦差大
　 臣»(１８３６)
法国缪塞小说«一个世纪儿
　 的忏悔»(１８３６)

１８３７—１９０１ 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统
　 治

俄国莱蒙托夫小说«当代
　 英雄»(１８４０)

１８３８—１８４８ 英国宪章运动 俄国“自然派”形成(４０年
　 代)
英国“宪章派”文学(４０年
　 代)
果戈理小说«死魂灵»
　 (１８４２)

２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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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史　 事　 件

主要文学潮流和
作　 家、作　 品

１８４４ 德国西里西亚织工起
　 义

海涅叙事长诗«德国ꎬ一个
　 冬天的童话»(１８４４)
法国梅里美小说«嘉尔曼»
　 (１８４５)

１８４６ 波兰克拉科夫起义

１８４７—１８４８ 欧洲经济危机 俄国别林斯基«给果戈理
　 的信»(１８４７)
俄国赫尔岑小说«谁的罪
　 过?»(１８４７)
俄国涅克拉索夫主编«现
　 代人»杂志(１８４７)
英国夏洛蒂勃朗特小说
　 «简爱»(１８４７)

１８４８ 马克思、恩格斯发表
　 «共产党宣言»
意大利西西里起义

法国二月革命ꎬ法兰
　 西 第 二 共 和 国
　 (１８４８—１８５２)
匈 牙 利 佩 斯 起 义
　 ———“红色恐怖”
德国柏林革命

捷克布拉格反对奥地
　 利的起义

德国反动的“真正社会主
　 义”诗歌(４０ 年代)
德国革命诗歌(４０ 年代)
德国无产阶级诗人维尔特
　 的诗歌(约 １８４８)
匈牙利民族诗人裴多菲的
　 诗歌(约 １８４８)
英国狄更斯小说«董贝父
　 子»(１８４８)
英国萨克雷小说«名利场»
　 (１８４８)
英国盖斯凯尔夫人小说
　 «玛丽巴顿»(１８４８)
德国施托姆小说«茵梦湖»
　 (１８４９)
俄国冈察洛夫小说«奥勃
　 洛摩夫»(１８４９—１８５９)
英国“前拉斐尔派”颓废诗
　 歌流派(约 １８５０)

３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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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５１ 法国路易拿破仑政
　 变

法国圣勃夫评论集«星期
　 一杂谈»(１８５１—１８６２)

１８５２—１８７０ 法兰西第二帝国 法国颓废派诗人戈蒂耶
　 «珐琅与宝石»(１８５２)
狄更斯小说«荒凉山庄»
　 (１８５２—１８５３)

１８５３—１８５６ 俄土克里米亚战争 狄更斯小说«艰难时世»
　 (１８５４)
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学位
　 论文«艺术对现实的审
　 美关系»(１８５５)
瑞士凯勒小说«绿衣亨利»
　 (１８５５)
捷克聂姆佐娃小说«外祖
　 母»(１８５５)
法国福楼拜小说«包法利
　 夫人»(１８５６)
俄国屠格涅夫小说«罗亭»
　 (１８５６)
俄国杜勃罗留波夫的文学
　 论文(１８５６—１８６０)

１８５７ 欧洲经济危机 法国颓废派诗人波德莱尔
　 诗集«恶之花»(１８５７)
俄国奥斯特罗夫斯基悲剧
　 «大雷雨»(１８６０)

１８６１ 俄国亚历山大二世
　 “改革”农奴制

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
　 合并为罗马尼亚

１８６２ 普鲁士俾斯麦当政 雨果小说«悲惨世界»
　 (１８６２)
屠格涅夫小说«父与子»
　 (１８６２)

４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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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巴拿斯派诗人德里
　 尔的诗歌(１８６２)

１８６３ 波兰反对沙皇统治的
　 起义

车尔尼雪夫斯基小说«怎
　 么办?»(１８６３)

１８６４ 丹麦和普鲁士战争

第一国际成立ꎬ１８７２
　 迁往美国ꎬ１８７６ 解
　 散

涅克拉索夫长诗«谁在俄
　 罗斯能过好日子»(１８６３
　 —１８７６)
法国龚古尔兄弟发表自然
　 主义小说(１８６５)

１８６６ 欧洲经济危机 法国泰纳«艺术哲学»
　 (１８６５—１８６９)
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
　 «罪与罚»(１８６６)
法国«当代巴拿斯»杂志出
　 版(１８６６—１８７６)

１８６７ 奥匈帝国成立

　 ６０ 年代 捷克“民族复兴”运动 涅克拉索夫和谢德林主编
　 «祖国纪事»杂志(１８６８)
俄国托尔斯泰小说«战争
　 与和平»(１８６３—１８６９)

１８６９ 德国社会民主党成立 法国都德小说«小东西»
　 (１８６８)

１８７０—１８７１ 普法战争ꎻ德国容克
　 资产阶级统一德国

１８７０—１９４４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

１８７１ 巴黎公社革命 巴黎公社文学(约１８７０—
　 １８９０)
法国鲍狄埃«国际歌»
　 (１８７１)
法国左拉小说«鲁贡—马
　 卡尔家族史» (１８７１—
　 １８９３)

５９３



年表

年　 　 代 历史阶段和重要
历　 史　 事　 件

主要文学潮流和
作　 家、作　 品

保加利亚波特夫的诗歌
　 (１８６８—１８７６)
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
　 学主流»(１８７１—１８８８)

１８７０—１８９０ 欧洲从自由资本主义
　 向帝国主义阶段过
　 渡

　 ７０ 年代 俄国民粹派运动

１８７３ 欧洲经济危机 托尔斯泰小说«安娜卡
　 列尼娜»(１８７３—１８７７)
雨果小说«九三年»(１８７４)
罗马尼亚爱明内斯库长诗
　 «皇帝和无产者»
　 (１８７４)

１８７７—１８７８ 俄土战争

保加利亚、罗马尼亚
　 摆脱土耳其统治ꎬ
　 取得独立

捷克—斯拉夫人社会
　 民主党成立

捷克聂鲁达小说集«小城
　 故事»(１８７８)

１８７８—１９１２ 阿尔巴尼亚“民族复
　 兴”运动

１８７９ 法国组成工党 挪威易卜生戏剧«玩偶之
　 家»(１８７９)
谢德林小说«戈洛夫廖夫
　 老爷们»(１８８０)

１８８１ 俄国民粹派炸死沙皇
　 亚历山大二世

易卜生戏剧«群鬼»(１８８１)

１８８２ 欧洲经济危机 易卜生戏剧«人民公敌»
　 (１８８２)
“新浪漫主义”小说出现
　 (８０ 年代)

６９３



年表

年　 　 代 历史阶段和重要
历　 史　 事　 件

主要文学潮流和
作　 家、作　 品

１８８３ 马克思逝世 法国莫泊桑小说«一生»
　 (１８８３)

俄国普列汉诺夫组织
　 “劳动解放社”

１８８４ 英国“社会主义同盟”
　 成立

英国“费边社”成立

捷克伊拉塞克小说«狗头
　 军»(１８８４)
罗马尼亚卡拉迦列喜剧
　 «一封遗失的信»(１８８４)
德国自然主义杂志«社会»
　 出版(１８８５)
莫泊桑小说«漂亮朋友»
　 (１８８５)
法国«象征主义宣言»发表
　 (１８８６)
波兰普鲁斯小说«傀儡»
　 (１８８７)
保加利亚伐佐夫小说«轭
　 下»(１８８７—１８８９)
波兰奥若什科娃小说«涅
　 曼河上»(１８８８)
瑞典斯特林堡剧本«朱丽
　 小姐»(１８８８)

１８８９—１９１４ 第二国际 俄国柯罗连科小说«盲音
　 乐家»(１８８９)

１８９０ 欧洲经济危机 英国莫里斯小说«乌有乡
　 消息»(１８９０)
英国唯美派作家王尔德小
　 说«道连葛雷的画像»
　 (１８９０)
阿尔巴尼亚弗拉舍里长诗
　 «斯坎德培史»(１８９０—
　 １８９５)

７９３



年表

年　 　 代 历史阶段和重要
历　 史　 事　 件

主要文学潮流和
作　 家、作　 品

德国印象主义诗歌(９０年
　 代)
俄国象征派诗歌(９０年代)
英国哈代小说«德伯家的
　 苔丝»(１８９１)
法国拉法格论文«左拉的
　 ‹金钱›»(１８９１—１８９２)

１８９２ 柏林工人示威 德国霍普特曼剧本«织工»
　 (１８９２)
英国吉卜林«兵营谣曲»
　 (１８９２)
英国肖伯纳«不愉快的戏
　 剧»(１８９２—１８９４)

１８９３ 波兰社会民主党成立 德国梅林论著«莱辛传奇»
　 (１８９３)
捷克诗人捷赫«奴隶之歌»
　 (１８９４)

１８９５ 恩格斯逝世

列宁建立“工人阶级
　 解放斗争协会”

德国冯塔纳小说«艾菲
　 布里斯特»(１８９５)
英国威尔斯小说«时间机
　 器»(１８９５)
匈牙利米克沙特小说«圣
　 彼得的伞»(１８９５)
波兰显克微奇小说«你往
　 何处去»(１８９６)、«十字
　 军骑士»(１８９７—１９００)
法国法朗士小说«当代史
　 话»(１８９７—１９０７)

１８９８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
　 立

俄国契诃夫戏剧«万尼亚
　 舅舅»(１８９７)、短篇小说
　 «套中人»(１８９８)

８９３



年表

年　 　 代 历史阶段和重要
历　 史　 事　 件

主要文学潮流和
作　 家、作　 品

１８９８—１８９９ 法国德莱福斯事件 德国施韦策小说«为了自
　 由———德国农民战争的
　 历史小说»(１８９８)

１８９９—１９０２ 英国发动布尔战争 托尔斯泰小说«复活»
　 (１８９９)
俄国普列汉诺夫论著«没
　 有地址的信» (１８９９—
　 １９００)

１９００ 列宁创办«火星报» 米克沙特小说«奇婚记»
　 (１９００)

１９００—１９０３ 欧洲经济危机 俄国高尔基革命诗歌«海
　 燕之歌»(１９０１)
德国托马斯曼小说«布
　 登勃洛克一家»(１９０１)
高尔基剧本«小市民»和
　 «底层»(１９０２)
阿尔巴尼亚萨科—恰佑
　 比诗集«父亲托莫里»
　 (１９０２)
斯特林堡“表现主义”剧本
　 «梦的戏剧»(１９０２)
波兰莱蒙特小说«农民»四
　 部曲(１９０２—１９０９)
契诃夫剧本«樱桃园»
　 (１９０３—１９０４)

１９０４—１９０５ 日俄战争 法国罗曼罗兰小说«约
　 翰克利斯朵夫»(１９０４
　 —１９１２)

１９０５ 俄国革命 肖伯纳剧本«巴巴拉少校»
　 (１９０５)
英国高尔斯华绥小说«福
　 尔赛世家»(１９０６—
　 １９２１)

９９３



年表

年　 　 代 历史阶段和重要
历　 史　 事　 件

主要文学潮流和
作　 家、作　 品

德国亨利希曼小说«垃圾
　 教授»(１９０５)
高尔基剧本«敌人»和小说
　 «母亲»(１９０６)
丹麦无产阶级作家尼克索
　 的小说«征服者贝莱»
　 (１９０６—１９１０)
英国无产阶级作家特雷塞
　 尔的小说«穿破裤子的
　 慈善家»(１９０６—１９１０?)

１９０７ 欧洲经济危机 法朗士小说«企鹅岛»
　 (１９０８)
俄国绥拉菲莫维支小说
　 «草原上的城市»(１９０９)

１９１０ 巴尔干各国社会民主
　 党代表会议

波兰柯诺普尼茨卡长诗
　 «巴尔采尔先生在巴西»
　 (１９１０)
意大利未来派文艺出现
　 (１９１０)
高尔基故事集«意大利童
　 话»(１９１０—１９１３)

１９１２ «真理报»创刊

阿尔巴尼亚独立

普列汉诺夫论著«艺术与
　 社会生活 » ( １ ９ １ ２—
　 １９１３)
俄国反动的“阿克梅派”诗
　 歌出现(１９１２—１９１３)
亨利希曼小说«臣仆»
　 (１９１２—１９１４)
匈牙利奥第诗作«我们向
　 革命迈进»(１９１３)

１９１４—１９１８ 第一次世界大战 德、奥“表现主义”文学流
　 派产生

００４



年表

年　 　 代 历史阶段和重要
历　 史　 事　 件

主要文学潮流和
作　 家、作　 品

１９１７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
　 命

俄国别德内依长诗«关于土
　 地、关于自由、关于工人
　 的命运»(１９１７)
尼克索小说«普通人狄蒂»
　 (１９１７—１９２１)

１９１８ 捷克和匈牙利分别成
　 立共和国

１９１９—１９２１ 欧洲经济危机

１９１９—１９４３ 第三国际

１９２２ 意大利墨索里尼实行
　 法西斯统治

罗曼罗兰小说«欣悦的灵
　 魂»(１９２２—１９３３)
德国诗人里尔克«杜伊诺哀
　 歌»(１９２３)
瑞士“达达主义”、法国“超
　 现实主义”等现代主义
　 流派(２０ 年代)

１９２４ 列宁逝世 绥拉菲莫维支小说«铁流»
　 (１９２４)
高尔基小说«阿尔达莫诺
　 夫家的事业»(１９２５)

１９２９—１９３３ 欧洲经济危机 肖伯纳剧本«苹果车»
　 (１９２９)

１９３３ 德国希特勒实行法西
　 斯统治

托马斯曼小说«约瑟夫和
　 他的兄弟们» ( １９３３—
　 １９４３)
高尔基小说«克里姆萨姆
　 金的一生»(１９２７—１９３６)

１９３６—１９３９ 西班牙反法西斯内战ꎬ
　 欧洲反法西斯斗争
　 高涨

亨利希曼历史小说«国王
　 亨利四世的青年时期»
　 (１９３５)和«国王亨利四世
　 的完成时期»(１９３８)

１０４



年表

年　 　 代 历史阶段和重要
历　 史　 事　 件

主要文学潮流和
作　 家、作　 品

１９３７—１９３８ 欧洲经济危机

１９３９—１９４５ 第二次世界大战 肖伯纳剧本«日内瓦»
　 (１９３９)
尼克索小说«红色的莫尔
　 顿»(１９４５)

２０４



重要作家中外文译名对照和索引

Ａ

阿恩特ꎬ恩斯特莫里茨　 ＡｒｎｄｔꎬＥｒｎｓｔ Ｍｏｒｉｔｚ　 １１①

阿尔尼姆ꎬ鲁特维希约阿黑姆封　 ＡｒｎｉｍꎬＬｕｄｗｉｇ Ｊｏａｃｈｉｍ ｖｏｎ　 ３６
阿尔志巴绥夫ꎬ米哈依尔彼得罗维奇 　 АрцыбашевꎬМихаил Пет￣

рович　 ３６２
阿赫玛托娃ꎬ安娜安德烈耶夫娜　 АхматоваꎬАнна Андреевна　 ３６２

阿什凯尔茨ꎬ安东　 ＡšｋｅｒｃꎬＡｎｔｏｎ　 ３３５
艾兴多尔夫ꎬ约瑟夫封　 ＥｉｃｈｅｎｄｏｒｆｆꎬＪｏｓｅｐｈ ｖｏｎ　 ３８
爱明内斯库ꎬ米哈伊　 ＥｍｉｎｅｓｃｕꎬＭｉｈａｉ　 ３３３
爱尔本ꎬ卡列尔雅罗米尔　 ＥｒｂｅｎꎬＫａｒｅｌ Ｊａｒｏｍｉｒ　 ２３２
埃林彼林　 Елин Пелин　 ３３４
艾略特ꎬ乔治　 ＥｌｉｏｔꎬＧｅｏｒｇｅ　 １６５
安德 列 耶 夫ꎬ 列 昂 尼 德  尼 古 拉 耶 维 奇 　 Андреевꎬ Леонид

Николаевич３６１
安徒生ꎬ汉斯克利斯蒂安　 ＡｎｄｅｒｓｅｎꎬＨａｎｓ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２７６ꎬ２７７
奥第安德烈　 Ａｄｙ Ｅｎｄｒｅ　 ３３３
奥洛尼亚诺什　 Аｒａｎｙ Ｊｎｏｓ　 ２３３
奥若什科娃ꎬ艾利查　 ＯｒｚｅｓｚｋｏｗａꎬＥｌｉｚａ　 ３２９
奥斯特罗夫斯基ꎬ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 　 ОстровскийꎬАлександр

３０４
① 阿拉伯数字是页码ꎮ 下同ꎮ



Николаевич　 ２０７ꎬ２１４ꎬ２１５
奥陀耶夫斯基ꎬ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 　 Одоевскийꎬ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９１ꎬ９９

Ｂ

巴尔扎克ꎬ奥诺瑞　 ＢａｌｚａｃꎬＨｏｎｏｒé　 ７ꎬ４０ꎬ６３ꎬ１１５ꎬ１１６ꎬ１１９—１２１ꎬ１２５—
１３２ꎬ１３４ꎬ１３６ꎬ１３７ꎬ１４４ꎬ１４６ꎬ１７１

巴比塞ꎬ亨利　 ＢａｒｂｕｓｓｅꎬＨｅｎｒｉ　 ２７１
巴拉什巴林特　 Ｂａｌａｓｓｉ Ｂｌｉｎｔ　 １０６
巴莱斯ꎬ莫里斯　 ＢａｒｒèｓꎬＭａｕｒｉｃｅ　 ２４４ꎬ２４９
巴特勒ꎬ萨缪尔　 ＢｕｔｌｅｒꎬＳａｍｕｅｌ　 ２９１
巴尔蒙特ꎬ康斯坦丁  德米特里耶维奇 　 Бальмонтꎬ Константин

Дмитриевич　 ３６２
拜伦ꎬ乔治戈登 　 ＢｙｒｏｎＴꎬＧｅｏｒｇｅ Ｇｏｒｄｏｎ　 ７ꎬ４１—５１ꎬ５３ꎬ５４ꎬ６６ꎬ１０８ꎬ

１５２ꎬ１５４ꎬ１６６
白尔谢ꎬ乔万尼　 Ｂｅｒｃｈｅｔꎬ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７ꎬ８２ꎬ８３
伯尔纳ꎬ路德维希　 ＢöｒｎｅꎬＬｕｄｗｉｇ　 １６８
倍克ꎬ卡尔　 ＢｅｃｋꎬＫａｒｌ　 １６８
鲍恰尼亚诺什　 Ｂａｔ 'ｓｎｙｉ Ｊｎｏｓ　 １０６
鲍狄埃ꎬ欧仁　 ＰｏｔｔｉｅｒꎬＥｕｇèｎｅ　 ２５２ꎬ２５４—２５９
鲍托ꎬ杨　 ＢｏｔｔｏꎬＪｎ　 ２３３
贝朗瑞ꎬ彼埃尔—若望　 ＢéｒａｎｇｅｒꎬＰｉｅｒｒｅ—Ｊｅａｎ　 ６５ꎬ６７ꎬ７４ꎬ７５ꎬ２５５
贝兹鲁支ꎬ彼得　 ＢｅｚｒｕсꎬＰｅｔｒ　 ３３６
比昂逊　 ＢｊöｒｎｓｏｎꎬＢｊöｒｎｓｔｊｅｒｎｅ Ｍａｒｔｉｎｉｕｓ　 ２７８
毕希纳ꎬ格奥尔格　 ＢüｃｈｎｅｒꎬＧｅｏｒｇ　 １７７ꎬ１７８
毕特曼ꎬ赫尔曼　 ＰüｔｔｍａｎｎꎬＨｅｒｍａｎｎ　 １６８
别德内依ꎬ杰米扬　 БедныйꎬДемьян　 ３６４ꎬ３６８
别林斯基ꎬ维萨利昂  格利戈利耶维奇 　 Белинскийꎬ Виссарион

Григгорьевич　 １９３ꎬ２０１—２０４ꎬ２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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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库钦ꎬ马丁　 Ｋｕｋｕ 'ｃｉｎꎬＭａｒｔｉｎ　 ３３２
库普林ꎬ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　 КупринꎬАлександр Ианович　 ３６２

Ｌ

拉法格ꎬ保尔　 ＬａｆａｒｇｕｅꎬＰａｕｌ　 ２５０ꎬ２５１
拉马丁ꎬ阿勒封斯德　 ＬａｍａｒｔｉｎｅꎬＡｌｐｈｏｎｓｅ ｄｅ　 ６７ꎬ７０ꎬ７１ꎬ１１８
拉金ꎬ列昂尼德彼得罗维奇　 РадинꎬЛеонид Петрович　 ３６４
兰波ꎬ阿尔杜尔　 ＲｉｍｂａｕｄꎬＡｒｔｈｕｒ　 ２４９ꎬ２７３ꎬ２７４
莱蒙特ꎬ符瓦迪斯瓦夫　 ＲｅｙｍｏｎｔꎬＷłａｄｙｓłａｗ　 ３３１
莱蒙托夫ꎬ米哈依尔尤利耶维奇 　 ЛермонтовꎬМихаил рьевич　

１１８ꎬ１９３—１９５
莱辛　 ＬｅｓｓｉｎｇꎬＧｏｔｔｈｏｌｄ Ｅｐｈｒａｉｍ　 １５ꎬ３１４
莱奥帕尔迪ꎬ贾科莫　 ＬｅｏｐａｒｄｉꎬＧｉａｃｏｍｏ　 ７ꎬ８７—９０
雷列耶夫ꎬ康德拉季费陀罗维奇 　 РылеевꎬКандратий Фёдорович　

７ꎬ９２
李　 ＬｉｅꎬＪｏｎａｓ　 ２７８
李卜克内西ꎬ卡尔　 ＬｉｅｂｋｎｅｃｈｔꎬＫａｒｌ　 ３１３
李林克隆　 ＬｉｌｉｅｎｃｒｏｎꎬＤｅｔｌｅｖ ｖｏｎ　 ２４４ꎬ３１２
里尔克ꎬ莱纳尔玛利亚　 ＲｉｌｋｅꎬＲａｉｎｅｒ Ｍａｒｉａ　 ３１２ꎬ３２６—３２８
利勒ꎬ卢歇德　 ＬｉｓｌｅꎬＲｏｕｇｅｔ ｄｅ　 ６５
林顿ꎬ威廉詹姆斯　 Ｌｉｎｔｏｎꎬ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ａｍｅｓ　 １５２ꎬ１５５ꎬ１５６
卢森堡ꎬ罗莎　 ＬｕｘｅｍｂｕｒｇꎬＲóｚａ　 ３１３
卢梭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ꎬ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　 ６ꎬ４５ꎬ６６ꎬ７２ꎬ７９ꎬ８７
洛蒂ꎬ彼埃尔　 ＬｏｔｉꎬＰｉｅｒｒｅ　 ２５０
罗兰ꎬ罗曼　 ＲｏｌｌａｎｄꎬＲｏｍａｉｎ　 ２４４ꎬ２４７ꎬ２５０ꎬ２６７—２７３ꎬ３２２
罗塞蒂　 ＲｏｓｓｅｔｔｉꎬＤａｎｔｅ Ｇａｂｒｉｅｌ　 １６７

０１４



劳伯ꎬ亨利希　 Ｌａｕｂｅꎬ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１６８

Ｍ

马哈ꎬ卡列尔亨涅克　 ＭｃｈａꎬＫａｒｅｌ Ｈｙｎｅｋ　 １０６
马拉美ꎬ斯特法纳　 ＭａｌｌａｒｍéꎬＳｔéｐｈａｎｅ　 ２４３ꎬ２４９ꎬ２７４
马图什卡ꎬ杨科　 ＭａｔùšｋａꎬＪａｎｋｏ　 ２３３
麦西ꎬ杰拉尔德　 ＭａｓｓｅｙꎬＧｅｒａｌｄ　 １５２
麦斯纳ꎬ阿尔弗莱　 ＭｅｓｓｉｎｅｒꎬＡｌｆｒｅｄ　 １６８
曼ꎬ亨利希　 Ｍａｎｎꎬ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２４４ꎬ３１３ꎬ３２０ꎬ３２１ꎬ３２５
曼ꎬ托马斯　 ＭａｎｎꎬＴｈｏｍａｓ　 ２４４ꎬ３１３ꎬ３２２—３２５
曼佐尼ꎬ亚历山德罗　 ＭａｎｚｏｎｉꎬＡｌｅｓｓａｎｄｒｏ　 ７ꎬ６３ꎬ８４—８６ꎬ１２２
迈科夫ꎬ瓦列利安尼古拉耶维奇 　 МайковꎬВалериан Николаевич　

２０７
梅里美ꎬ普罗斯贝尔　 ＭéｒｉｍéｅꎬＰｒｏｓｐｅｒ　 ６３ꎬ１２０ꎬ１４３ꎬ１４４
梅林ꎬ弗朗茨　 ＭｅｈｒｉｎｇꎬＦｒａｎｚ　 ３１３ꎬ３１４ꎬ３１５ꎬ
梅列日科夫斯基ꎬ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ꎬДмитрий

Сергеевич　 ３６２
梅瑞狄斯ꎬ乔治　 ＭｅｒｅｄｉｔｈꎬＧｅｏｒｇｅ　 ２９１
密茨凯维奇ꎬ亚当　 ＭｉｃｋｉｅｗｉｃｚꎬＡｄａｍ　 ７ꎬ５１ꎬ１０５ꎬ１０８—１１１
弥尔顿　 ＭｉｌｔｏｎꎬＪｏｈｎ　 ５８ꎬ６６
米克沙特卡尔曼　 Ｍｉｋｓｚｔｈ Ｋｌｍａｎ　 ３３２
米歇尔ꎬ路易丝　 ＭｉｃｈｅｌꎬＬｏｕｉｓｅ　 ２５１ꎬ２５５ꎬ２５９
米耶达ꎬ恩德烈　 ＭｊｅｄａꎬＮｄｒｅ　 ３３５
米德ꎬ爱德华　 ＭｅａｄꎬＥｄｗａｒｄ Ｐ.　 １５２
缪塞ꎬ阿勒弗莱德德　 ＭｕｓｓｅｔꎬＡｌｆｒｅｄ ｄｅ　 ７８ꎬ７９
莫里斯ꎬ威廉　 ＭｏｒｒｉｓꎬＷｉｌｌｉａｍ　 ２９２—２９４
莫里兹日格蒙德　 Ｍóｒｉｃｚ Ｚｓｉｇｍｏｎｄ　 ３３２
莫泊桑ꎬ基德　 ＭａｕｐａｓｓａｎｔꎬＧｕｙ ｄｅ　 ２４３ꎬ２４４ꎬ２６４—２６６
莫雷亚斯ꎬ若望　 ＭｏｒéａｓꎬＪｅａｎ　 ２４９

１１４



Ｎ

纳乌莫夫ꎬ尼古拉伊凡诺维奇　 Наумовꎬ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３３８
尼采ꎬ弗里德里希　 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ꎬ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２４１ꎬ３１２ꎬ３１９
尼埃沃ꎬ依波里托　 ＮｉｅｖｏꎬＩｐｐｏｌｉｔｏ　 ８７
尼克索　 ＮｅｘøꎬＭａｒｔｉｎ Ａｎｄｅｒｓｅｎ　 ２８４—２８８
涅果什ꎬ彼得　 ＮｊｅｇｏšꎬＰｅｔａｒ　 ２３５
涅克 拉 索 夫ꎬ 尼 古 拉  阿 列 克 塞 耶 维 奇 　 Нｅкрасовꎬ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　 １９３ꎬ２０７ꎬ２０８ꎬ２２４—２２８
涅恰耶夫ꎬ叶戈尔叶菲莫维奇　 НечаевꎬＥгор Ефимович　 ３６４
聂鲁达ꎬ杨　 ＮｅｒｕｄａꎬＪａｎ　 ３３１
聂姆佐娃ꎬ鲍日娜　 ＮěｍｃｏｖꎬＢｏžｅｎａ　 ２３２
努希奇ꎬ布朗尼斯拉夫　 Ｎｕšｉ 'ｃꎬＢｒａｎｉｓｌａｖ　 ３３５
诺瓦利斯ꎬ 弗里德里希  封  哈尔登贝尔格 　 Ｎｏｖａｌｉｓꎬ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ｖｏｎ

Ｈａｒｄｅｎｂｅｒｇ　 １１ꎬ３２ꎬ３４ꎬ３５

Ｐ

潘恩ꎬ安东　 ＰａｎｎꎬＡｎｔｏｎ　 １０７
潘恩ꎬ托玛斯　 ＰａｉｎｅꎬＴｈｏｍａｓ　 ４１ꎬ５２
裴多菲山陀尔　 Ｐｅｔöｆｉ Ｓｎｄｏｒ　 ２３３ꎬ２３６—２３９
佩利科ꎬ西尔维奥　 ＰｅｌｌｉｃｏꎬＳｉｌｖｉｏ　 ８２
庇耐罗ꎬ亚瑟温　 ＰｉｎｅｒｏꎬＳｉｅ Ａｒｔｈｕｒ Ｗｉｎｇ　 ２９８
普列舍伦ꎬ法朗塞　 ｐｒｅšｅｒｎꎬＦｒａｎｃｅ　 ２３５
普鲁斯ꎬ鲍列斯瓦夫　 ＰｒｕｓꎬＢｏｌｅｓｌａｗ　 ３３０
普列 汉 诺 夫ꎬ 格 奥 尔 基  瓦 连 廷 诺 维 奇 　 Плехановꎬ Георгий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３６２ꎬ３６４—３６６
普里斯特莱ꎬ约瑟夫　 ＰｒｉｅｓｔｌｅｙꎬＪｏｓｅｐｈ　 ４１
普希金ꎬ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　 Пушкинꎬ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７ꎬ５１ꎬ６３ꎬ９１ꎬ９５—１０２ꎬ１１５ꎬ１９３
２１４



Ｑ

契诃夫ꎬ安东巴甫洛维奇　 ЧеховꎬАнтон Павлович　 ３００ꎬ３３８ꎬ３５６—
３５８ꎬ３６１ꎬ３７２

乔科诺伊—维泰兹米哈伊　 Ｃｓｏｋｏｎａｉ—Ｖｉｔéｚ Ｍｉｈｌｙ　 １０６
乔万尼奥里ꎬ拉法埃洛　 ＧｉｏｖａｇｎｏｌｉꎬＲａｆｆａｅｌｌｏ　 １８４ꎬ１８５
切拉科夫斯基ꎬ弗朗蒂舍克拉迪斯拉夫　 Ｃ̌ｅｌａｋｏｖｓｋ 'ｙꎬＦｒａｎｔｉšｅｋ Ｌａｄｉｓ￣

ｌａｖ　 １０６
钦图洛夫ꎬ多勃里　 ЧинтуловꎬДобри　 ２３４
琼斯ꎬ埃内斯特　 ＪｏｎｅｓꎬＥｒｎｅｓｔ　 １１８ꎬ１５２ꎬ１５４ꎬ１５５
丘赫尔别凯ꎬ 维里盖里姆  卡尔洛维奇 Кюхельбекерꎬ Вильгельм

Карлович　 ９１

Ｒ

热罗姆斯基ꎬ斯泰芳　 ＺｅｒｏｍｓｋｉꎬＳｔｅｆａｎ　 ３３１
茹科夫斯基ꎬ瓦西里安德烈耶维奇　 ЖуковскийꎬВасилий Андреевич

７ꎬ９１ꎬ３６２

Ｓ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ꎬ米哈伊尔叶夫格拉福维奇 　 Салтыков—Ще－
дринꎬМихаил Ефграфович　 ２０８ꎬ２２５ꎬ３３８ꎬ３４１—３４３

萨克雷ꎬ威廉梅克庇斯　 Ｔｈａｃｋｅｒａｙꎬ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ａｋｅｐｅａｃｅ　 １５０ꎬ１６２ꎬ１６３
萨科—恰佑比ꎬ安东　 Ｚａｋｏ—ＣａｊｕｐｉꎬＡｎｄｏｎ　 ３３５
塞拉奥ꎬ玛蒂尔德　 ＳｅｒａｏꎬＭａｔｉｌｄｅ　 １８８
桑ꎬ乔治　 ＳａｎｄꎬＧｅｏｒｇｅ　 ７９ꎬ８０ꎬ１７１
骚塞ꎬ罗伯特　 ＳｏｕｔｈｅｙꎬＲｏｂｅｒｔ　 ４２ꎬ４９
沙米索ꎬ阿德贝尔特封　 ＣｈａｍｉｓｓｏꎬＡｄｅｌｂｅｒｔ ｖｏｎ　 ３８
莎士比亚ꎬ威廉　 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ꎬ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５ꎬ３４ꎬ５８ꎬ６６ꎬ１４３
圣勃夫ꎬ查理—奥古斯丁　 Ｓａｉｎｔｅ－ＢｅｕｖｅꎬＣｈａｒｌｅｓ－Ａｕｇｕｓｔｉｎ　 １４８ꎬ１４９

３１４



史拉夫ꎬ约翰内斯　 ＳｃｈｌａｆꎬＪｏｈａｎｎｅｓ　 ２４３ꎬ３１１
史雷格尔ꎬ奥古斯特威廉 　 ＳｃｈｌｅｇｅｌꎬＡｕｇｕｓｔ 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１ꎬ３４ꎬ３８ꎬ７４ꎬ

１７０
史雷格尔ꎬ弗里德里希　 Ｓｃｈｌｅｇｅｌꎬ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６ꎬ１１ꎬ３２—３４ꎬ３８ꎬ７４
史文朋ꎬ爱尔吉侬查理　 ＳｗｉｎｂｕｒｎｅꎬＡｌｇｅｒｎｏｎ 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６７
施韦策ꎬ罗伯特　 ＳｃｈｗｅｉｃｈｅｌꎬＲｏｂｅｒｔ　 ３１５
施托姆台奥多尔　 ＳｔｏｒｍꎬＴｈｅｏｄｏｒ　 １７０ꎬ１８１
什库辽夫ꎬ菲力普斯捷潘诺维奇　 ШкулëвꎬФилипп Степанович　 ３６４
什图尔ꎬ路多维特　 ŠｔúｒꎬＬｕｄｏｖíｔ　 ２３３
叔本华ꎬ亚瑟　 ＳｃｈｏｐｅｎｈａｕｅｒꎬＡｒｔｈｕｒ　 ２４２ꎬ２９８ꎬ３２５
斯蒂文生ꎬ罗伯特路易斯　 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ꎬＲｏｂｅｒｔ Ｌｏｕｉｓ　 ２９１
斯拉德科维奇ꎬ安德烈　 ＳｌｄｋｏｖｉěꎬＡｎｄｒｅｊ　 ２３３
斯拉维支ꎬ伊昂　 ＳｌａｖｉｃｉꎬＩｏｎ　 ３３４
斯拉维伊科夫ꎬ彼特科　 СлавейковꎬПетко　 ２３４
斯太尔夫人　 Ｍａｄａｍ ｄｅ Ｓｔａëｌ　 ７ꎬ６７ꎬ７２ꎬ７３
斯特林堡ꎬ奥古斯特　 ＳｔｒｉｎｄｂｅｒｇꎬＪｏｈａｎꎬＡｕｇｕｓｔ　 ２８３
斯沃瓦茨基ꎬ尤利乌什　 ＳłｏｗａｃｋｉꎬＪｕｌｉｕｓｚ　 １０５ꎬ２３１
司各特ꎬ瓦尔特　 ＳｃｏｔｔꎬＷａｌｔｅｒ　 ７ꎬ５９—６３ꎬ１２０
司汤达　 Ｓｔｅｎｄｈａｌ　 ７ꎬ６７ꎬ７７ꎬ１２１—１２５
苏ꎬ欧仁　 ＳｕｅꎬＥｕｇèｎｅ　 １４２ꎬ１４３
绥拉菲莫维支ꎬ亚历山大绥拉菲莫维支 　 Сｅｐａфимович 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афимович　 ３６１ꎬ３６４ꎬ３６７

Ｔ

泰纳ꎬ依波里特　 ＴａｉｎｅꎬＨｉｐｐｏｌｙｔｅ　 ２４１ꎬ２４３
特雷塞尔ꎬ罗伯特　 ＴｒｅｓｓｅｌｌꎬＲｏｂｅｒｔ　 ２９１ꎬ３０８ꎬ３１０
屠格涅夫ꎬ伊凡谢尔盖耶维奇 　 ТургеневꎬИван Сергеевич 　 １１６ꎬ

１１７ꎬ１９３ꎬ２０８—２１２
托尔斯泰ꎬ列夫尼古拉耶维奇 　 Толстойꎬ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１１６ꎬ

４１４



２４５ꎬ２６７ꎬ３２５ꎬ３３７ꎬ３４３—３４６ꎬ３４８ꎬ３５０—３５５ꎬ３６１ꎬ３６３ꎬ３６６ꎬ３７２
托尔斯泰ꎬ阿列克塞尼古拉耶维奇 　 ТолстойꎬАлекс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３６２
陀思妥耶夫斯基ꎬ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 　 ДостоевскийꎬФед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４０ꎬ３３８—３４０

Ｗ

瓦莱斯ꎬ茹尔　 ＶａｌｌèｓꎬＪｕｌｅｓ　 ２６０
瓦棱斯基ꎬ路德维克　 Ｗａｒｙ 'ｎｓｋｉꎬＬｕｄｗｉｋ　 ３３６
王尔德ꎬ奥斯卡　 ＷｉｌｄｅꎬＯｓｃａｒ　 ２４３ꎬ２９０ꎬ２９８ꎬ３０７ꎬ３０８
威尔斯ꎬ赫伯特乔治　 ＷｅｌｌｓꎬＨｅｒｂｅｒｔ Ｇｅｏｒｇｅ　 ２９ꎬ２９１ꎬ３０４ꎬ３０５
维尔加ꎬ乔万尼　 Ｖｅｒｇａꎬ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１８９—１９１
维尔特ꎬ格奥尔格　 ＷｅｅｒｔｈꎬＧｅｏｒｇ　 １１８ꎬ１６７ꎬ１７８—１８１
维尼ꎬ阿勒弗莱德　 ＶｉｇｎｙꎬＡｌｆｒｅｄ ｄｅ　 ６７ꎬ６９ꎬ７１
弗勒斯马尔蒂米哈伊　 Ｖöｒöｓｍａｒｔｙ Ｍｉｈｌｙ　 １０７
魏 烈 萨 耶 夫ꎬ 维 肯 季  维 肯 季 耶 维 奇 　 Вересаевꎬ Викентий

Викентьевич　 ３６１
魏尔仑ꎬ保尔　 ＶｅｒｌａｉｎｅꎬＰａｕｌ　 ２４９ꎬ２７３
魏尔顿勃洛赫　 ＷｉｌｄｅｎｂｒｕｃｈꎬＥｒｎｓｔ ｖｏｎ　 ３１１
温克尔曼ꎬ约翰　 ＷｉｎｃｋｅｌｍａｎｎꎬＪｏｈａｎｎ Ｊｏａｃｈｉｍ　 １０ꎬ１３
乌斯宾斯基ꎬ格列勃伊凡诺维奇　 УспенскийꎬГлеб Иванович　 ３３８

Ｘ

席勒ꎬ约翰克里斯托弗弗里德里希 　 Ｓｃｈｉｌｌｅｒꎬ Ｊｏｈａｎｎ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６—１０ꎬ１４—１６ꎬ２５—３２ꎬ４０ꎬ６６ꎬ７４ꎬ１０８

希伦达尔斯基ꎬ帕伊西　 ХилендарскиꎬПаисий　 １０７
希文齐茨基ꎬ瓦茨瓦夫　 ＳｗｉｅｃｉｃｋｉꎬＷａｃłａｗ　 ３３６
夏多布里盎ꎬ勒内德　 Ｃｈａｔｅａｕｂｒｉａｎｄꎬ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Ｒｅｎé ｄｅ　 ６８—７０
显克微奇ꎬ亨利克　 ＳｉｅｎｋｉｅｗｉｃｚꎬＨｅｎｒｙｋ　 ３２９

５１４



肖伯纳　 ＳｈａｗꎬＧｅｏｒｇｅ Ｂｅｒｎａｒｄ　 ２４４ꎬ２９０ꎬ２９１ꎬ２９７—３０２
谢诺阿ꎬ奥古斯特　 ŠｅｎｏａꎬＡｕｇｕｓｔ　 ３３５
谢甫琴科ꎬ塔拉斯格里戈利耶维奇 　 ШевченкоꎬТарас Григорьевич

　 １９３ꎬ２２８ꎬ２２９
谢尼耶ꎬ安德烈　 ＣｈéｎｉｅｒꎬＡｎｄｒé　 ６５
谢尼耶ꎬ玛利—若瑟夫　 ＣｈéｎｉｅｒꎬＭａｒｉｅ－Ｊｏｓｅｐｈ　 ６４ꎬ６５
雪莱ꎬ波西比希 　 ＳｈｅｌｌｅｙꎬＰｅｒｃｙ Ｂｙｓｓｈｅ 　 ６ꎬ４１ꎬ４２ꎬ４５ꎬ５１—５８ꎬ６６ꎬ

１５２ꎬ１５４ꎬ１６６

Ｙ

雅科布森　 ＪａｃｏｂｓｅｎꎬＪｏｎｓ Ｐｅｔｅｒ　 ２７８
雅辛斯基ꎬ雅库勃　 Ｊａｓｉ 'ｎｓｋｉꎬＪａｋｕｂ　 １０５
雅沃罗夫ꎬ派约　 ЯворовꎬПейо　 ３３４
亚历山德里ꎬ瓦西列　 ＡｌｅｃｓａｎｄｒｉꎬＶａｓｉｌｅ　 ２３４
叶什ꎬ特奥多尔托马斯　 Ｊｅｚ̇ꎬＴｅｏｄｏｒ Ｔｏｍａｓｚ　 ２３２
伊拉塞克ꎬ阿洛伊斯　 ＪｉｒｓｅｋꎬＡｌｏìｓ　 ３３１
伊巴涅斯ꎬ维森托布拉斯科　 Ｂｌａｓｃｏ ＩｂñｅｚꎬＶｉｃｅｎｔｅ　 ２４５
亚历山德雷斯库ꎬ格里高利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ｓｃｕꎬＧｒｉｇｏｒｅ　 ２３４
易卜生ꎬ亨利克　 ＩｂｓｅｎꎬＨｃｎｒｉｋ　 ２４３ꎬ２４５ꎬ２７８ꎬ２８０—２８３ꎬ２９８
约卡伊莫尔　 Ｊóｋａｉ Ｍóｒ　 ２３３
雨果ꎬ维克多　 ＨｕｇｏꎬＶｉｃｔｏｒ　 ７ꎬ５１ꎬ６３ꎬ６７ꎬ７５—７８ꎬ１２０ꎬ１３８—１４２ꎬ１４６

Ｚ

兹玛伊ꎬ约凡约凡诺维奇　 ＺｍａｉꎬＪｏｖａｎ Ｊｏｖａｎｏｖｉ 'ｃ　 ３３４
兹里尼米克洛什　 Ｚｒíｎｙｉ Ｍｉｋｌóｓ　 １０６
左拉ꎬ爱米尔　 ＺｏｌａꎬＥｍｉｌｅ　 ２４３ꎬ２４８ꎬ２５１ꎬ２６１ꎬ２６３ꎬ３１１ꎬ３１７

６１４



重要作品中外文译名对照和索引

Ａ

«阿达拉»　 Ａｔａｌａ　 ６８ꎬ６９
«阿岱尔齐»　 Ａｄｅｌｃｈｉ　 ８５
«阿道尔夫»　 Ａｄｏｌｐｈｅ　 ７２
«阿比道斯的新娘»　 Ｔｈｅ Ｂｒｉｄｅ ｏｆ Ａｂｙｄｏｓ　 ４４
«阿波罗赞歌»　 Ｈｙｍｎ ｏｆ Ａｐｏｌｌｏ　 ５７
«阿霞»　 Ася　 ２１０
«爱尔德利的军队»　 Ａｚ Ｅｒｄéｌｙｉ ｈａｄｓｅｒｅｇ　 ２３９
«爱国者之歌»　 Ｈｏｎｆｉｄａｌ　 ２３６
«艾菲布里斯特»　 Ｅｆｆｉ Ｂｒｉｅｓｔ　 ３１６
«艾凡赫»　 Ｉｖａｎｈｏｅ　 ６２
«哀格蒙特»　 Ｅｇｍｏｎｔ　 １３ꎬ２６
«安狄米恩»　 Ｅｎｄｙｍｉｏｎ　 ５８
«安多亚纳先生的犯罪»　 Ｌｅ Ｐéｃｈé ｄｅ Ｍｏｎｓｉｅｕｒ Ａｎｔｃｉｎｅ　 ８０
«安吉堡的磨工»　 Ｌｅ Ｍｅｕｎｉｅｒ ｄ’Ａｎｇｉｂａｕｌｔ　 ８０
«安娜卡列尼娜»　 Αнна Каренина　 ３４６ꎬ３４８ꎬ３４９
«奥勃洛摩夫»　 Обломов　 ２１３ꎬ２２３
«奥库罗夫镇»　 Городок Окуров　 ３７９
«奥尔索»　 Ｏｒｓｏ　 ３２９
«奥尔良姑娘»　 Ｄｉｅ Ｊｕｎｇｆｒａｕ ｖｏｎ Ｏｒｌｅａｎｓ　 ３０
«奥立弗退斯特»　 Ｏｌｉｖｅｒ Ｔｗｉｓｔ　 １５７

７１４



Ｂ

«巴巴拉少校»　 Ｍａｊｏｒ Ｂａｒｂａｒａ　 ２９９
«巴尔采尔先生在巴西»　 Ｐａｎ Ｂａｌｃｅｒ ｗ Ｂｒａｚｙｌｉｉ　 ３３０
«巴甫洛沃特写»　 Павловские очерки　 ３５９
«巴赫奇萨拉伊的泪泉»　 Бахчисарайский фонтан　 ９７
«巴黎公社»　 Ｌａ Ｃｏｍｍｕｎｅ ｄｅ Ｐａｒｉｓ　 ２５６
«巴黎圣母院»　 Ｎｏｔｒｅ－Ｄａｍｅ ｄｅ Ｐａｒｉｓ　 ７７
«巴黎的秘密»　 Ｌｅｓ Ｍｙｓｔèｒｅｓ ｄｅ Ｐａｒｉｓ　 １４２
«巴黎至耶路撒冷之行»　 Ｌ’ｌｔｉｎé－ｒａｉｒｅ ｄｅ Ｐａｒｉｓ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６９
«把国王绞死»　 Ａｋａｓｓｚｔｏｋ ｆöｌ ａ ｋｉｒｌｙｏｋａｔ　 ２３８
«巴里西纳»　 Ｐａｒｉｓｉｎａ　 ４５
«巴马修道院»　 Ｌａ Ｃｈａｒｔｒｅｕｓｅ ｄｅ Ｐａｒｍｅ　 １２４ꎬ１２５
«白痴»　 Идиот　 ３４０
«白帽徽»　 Ｌａ Ｃｏｃａｒｄｅ ｂｌａｎｃｈｅ　 ７４
«伴侣»　 Ｋａｍｒａｔｅｒｎａ　 ２８３
«邦克总督»　 Ｂｎｋ Ｂｎ　 １０７
«邦斯舅舅»　 Ｌｅ Ｃｏｕｓｉｎ Ｐｏｎｓ　 １３０
«包法利夫人»　 Ｍａｄａｍｅ Ｂｏｖａｒｙ　 １４４
«包里先生的历史»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ｒ.Ｐｏｌｌｙ　 ３０５
«豹»　 Ｄｅｒ Ｐａｎｔｈｅｒ　 ３２７
«暴风雨前»　 Ｖｏｒ ｄｅｍ Ｓｔｕｒｍ　 ３１５
«保加利亚的悲哀»　 Тъгите на България　 ３３４
«保尔魏尔仑和颓废派»　 Полъ Верлен и декаденты　 ３６３
«鲍罗金诺»　 Бородино　 １９４
«贝多芬传»　 Ｖｉｅ ｄｅ Ｂｅｅｔｈｏｖｅｎ　 ２６８
«贝姨»　 Ｌａ Ｃｏｕｓｉｎｅ Ｂｅｔｔｅ　 １２９
«悲惨世界»　 Ｌｅｓ Ｍｉｓéｒａｂｌｅｓ　 ７７ꎬ１３９ꎬ１４０
«被打倒的偶像»　 Срутените кумири　 ３３６

８１４



«被欺凌与被侮辱的»　 Униженные и оскорбленные　 ３３９
«被遗忘者的史诗»　 Епопея на забравените　 ３３４
«北极星»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ｔａｒ　 １５４
«北极星»(丛刊)　 Полярная звезда　 ２０５
«北与南»　 Ｎｏｒｔｈ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１６４
«崩溃»　 Ｌａ Ｄéｂâｃｌｅ　 ２６３
«彼得堡故事»　 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е повести　 １９７
«彼得卡门青特»　 Ｐｅｔｅｒ Ｃａｍｅｎｚｉｎｄ　 ３２６
«彼得史勒密奇遇记»　 Ｐｅｔｅｒ Ｓｃｈｌｅｍｉｈｌｓ ｗｕｎｄｅｒｓａｍｅ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３８
«避暑客»　 Дачники　 ３７３
«变色龙»　 Хамелеон　 ３５６
«别尔金小说集»　 Повести Белкина　 ９９
«别尼奥夫斯基»　 Ｂｅｎｉｏｗｓｋｉ　 ２３２
«兵营谣曲»　 Ｂａｒｒａｃｋ Ｒｏｏｍ Ｂａｌｌａｄｓ　 ３０６
«滨海湖»　 Ｓｕｌｌｅ Ｌａｇｕｎｅ　 １８９
«波尔罗亚勒修道院史»　 Ｌ’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ｅ Ｐｏｒｔ－Ｒｏｙａｌ　 １４８
«波里斯戈都诺夫»　 Борис Годунов　 ９８
«玻璃珠游戏»　 Ｄａｓ Ｇｌａｓｐｅｒｌｅｎｓｐｉｅｌ　 ３２６
«布登勃洛克一家»　 Ｂｕｄｄｅｎｂｒｏｏｋｓ　 ３２２ꎬ３２４
«布华尔和贝居舍»　 Ｂｏｕｖａｒｄ ｅｔ Ｐéｃｕｃｈｅｔ　 １４６
«不列颠人的社会和政治生活速写»　 Ｓｋｉｚｚｅｎ ａｕｓ ｄｅｍ Ｓｏｚｉａｌｅｎ ｕｎｄ Ｐｏｌｉ￣

ｔｉｓｃｈｅｎ Ｌｅｂｅｎ ｄｅｒ Ｂｒｉｔｅｎ　 １８０
«不自知的喜剧演员»　 Ｌｅｓ Ｃｏｍéｄｉｅｎｓ Ｓａｎｓ ｌｅ Ｓａｖｏｉｒ　 １２８ꎬ１３４
«部长太太»　 Ｇｏｓｐｏｚｈａ Ｍｉｎｉｓｔａｒｋａ　 ３３５
«编织机法案编制者颂»　 Ｏｄｅ ｔｏ 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ｂｉｌｌ　 ４４

Ｃ

«草原狼»　 Ｄｅｒ Ｓｔｅｐｐｅｎｗｏｌｆ　 ３２６
«草原上的城市»　 Город в степи　 ３６８

９１４



«扳道夫»　 Стрелочник　 ３６７
«查理贝玑»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Ｐéｇｕｙ　 ２７３
«查理九世时代轶事»　 Ｌａ Ｃｈｒｏｎｉｑｕｅ ｄｕ Ｔｅｍｐｓ ｄｅ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ＩＸ　 １４３
«查特顿»　 Ｃｈａｔｔｅｒｔｏｎ　 ７１
«长夜»　 Ｄｌｏｕｈ ｎｏｃ　 ２３３
«娼妓荣辱记»　 Ｓｐｌｅｎｄｅｕｒｓ ｅｔ Ｍｉｓèｒｅｓ ｄｅｓ Ｃｏｕｒｔｉｓａｎｅｓ　 １２８ꎬ１３４
«沉思集»(拉马丁)　 Ｌｅｓ Ｍéｄ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７０
«沉思集»(雷列耶夫)　 Думы　 ９２
«沉钟»　 Ｄｉｅ ｖｅｒｓｕｎｋｅｎｅ Ｇｌｏｃｋｅ　 ３１９
«臣仆»　 Ｄｅｒ Ｕｎｔｅｒｔａｎ　 ３２１ꎬ３２２
«池沼和河流»　 Пруд и река　 ９３
«茨冈»　 Цыганы　 ９７
«衬衫之歌»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ｉｒｔ　 １５６
«惩罚集»　 Ｌｅｓ Ｃｈâｔｉｍｅｎｔｓ　 １３８
«城市姑娘»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Ｇｉｒｌ　 ２９１
«处女地»　 Новь　 ２１２
«出征歌»　 Ｌｅ Ｃｈａｎｔ ｄｕ ｄéｐａｒｔ　 ６５
«出租»　 Ｔｏ Ｌｅｔ　 ３０３
«畜群和大地»　 Ｂａｇëｔｉ ｅ ｂｕｊｑëｓｉｊａ　 ３３５
«穿破裤子的慈善家»　 Ｔｈｅ Ｒａｇｇｅｄ Ｔｒｏｕｓｅｒｅｄ Ｐｈｉ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ｉｓｔｓ　 ２９２ꎬ３０８
«穿破烂衣服的士兵»　 Ｒｏｎｇｙｏｓ ｖｉｔéｚｅｋ　 ２３７
«从慕尼黑到热那亚的旅行»　 Ｒｅｉｓｅ ｖｏｎ Ｍüｎｃｈｅｎ ｎａｃｈ Ｇｅｎｕａ　 １７２
«从社会学观点论十八世纪法国戏剧文学和法国绘画» 　 Французская

　 драматиче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французская живопись ＸＶＩＩＩ века
с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социологии　 ３６６

«蠢货»　 Медведъ　 ３５７
«村会»　 Мирская сходка　 ９３

Ｄ

«大卫考坡菲»　 Ｄａｖｉｄ Ｃｏｐｐｅｒｆｉｅｌｄ　 １５８
０２４



«大海汹涌着»　 Ｆöｌｔｍａｄｏｔｔ ａ ｔｅｎｇｅｒ　 ２３８
«大雷雨»　 Гроза　 ２１５—２１７ꎬ２２３
«大街上»　 На улице　 ２２５
«大队长鲍伊卡»　 Бойка－войвода　 ２３４
«大门前的沉思»　 Размышления у парадного подьезда　 ２２６
«带阁楼的房子»　 Дом с мезонином　 ３５７
«黛菲妮»　 Ｄｅｌｐｈｉｎｉ　 ７２
«丹东之死»　 Ｄａｎｔｏｎｓ Ｔｏｄ　 １７７
«党»　 Ｄｉｅ Ｐａｒｔｅｉ　 １６９
«当代颂歌»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ода　 ２２５
«当代英雄»　 Герой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　 １９５
«当代史话»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ｉｎｅ　 ２６６
«道连葛雷的画像»　 Ｔｈｅ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Ｄｏｒｉａｎ Ｇｒａｙ　 ３０７
«德米昂»　 Ｄｅｍｉａｎ　 ３２６
«德国商业生活的幽默速写» 　 Ｈｕｍｏｒｉｓｔｉｓｃｈｅ Ｓｋｉｚｚｅｎ ａｕｓ ｄｅｍ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ＨａｎｄｅｌｓＩｅｂｅｎ　 １８１
«德国ꎬ一个冬天的童话»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Ｅｉｎ Ｗｉｎｔｅｒｍäｒｃｈｅｎ　 １７５
«德谟斯———英国社会主义的故事» 　 Ｄｅｍｏｓ—Ａ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ｏｃｉ－

ａｌｉｓｍ　 ２９１
«德伯家的苔丝»　 Ｔ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Ｕｒｂｅｒｖｉｌｌｅｓ　 ２９５
«狄康卡近乡夜话»　 Вечｅра на хуторе близ Диканьки　 １９６
«灯塔看守人»　 Ｌａｔａｒｎｉｋ　 ３２９
«底层»　 Ｈａ　 дне　 ３７３
«弟兄们»　 Ｂｒａｔｒｓｔｖｏ　 ３３２
«第六病室»　 Палата №６　 ３５６
«地上乐园»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ｌｙ Ｐａｒａｄｉｓｅ　 ２９２
«多尔第»　 Ｔｏｌｄｉ　 ２３３
«多热久尔基的孙子»　 Ｄóｚｓａ Ｑｙöｒｇｙ ｕｎｏｋａ’ｊａ　 ３３３
«堕落的青年»　 Ｊｕｎｉｉ Ｃｏｒｕｐｔｉ　 ３３３
«对法国革命的感想»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４１

１２４



«东方集»　 Ｌｅｓ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ｅｓ　 ７６
«董贝父子»　 Ｄｏｍｂｅｙ ａｎｄ Ｓｏｎ　 １５８
«斗争»　 Ｓｔｒｉｆｅ　 ３０３
«读恰普曼译荷马»　 Ｏｎ Ｆｉｒｓｔ Ｌｏｏｋ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Ｃｈａｐｍａｎ’ｓ Ｈｏｍｅｒ　 ５８
«杜伊诺哀歌»　 Ｄｉｅ Ｄｕｉｎｅｓｅｒ Ｅｌｅｇｉｅｎ　 ３２７
«杜布罗夫斯基»　 Дубровский　 １０１
«杜鹃»　 Кукушка　 ３６８
«短剑»　 Кинжал　 ９７
«东诺—邦盖»　 Ｔｏｎｏ－Ｂｕｎｇａｙ　 ３０５

Ｅ

«俄罗斯妇女»　 Русские женщины　 ２２７
«恶之花»　 Ｌｅｓ Ｆｌｅｕｒｓ ｄｕ Ｍａｌ　 １４７ꎬ１４８
«恶魔»　 Демон　 １９４
«厄斯特罗的英格夫人»　 Ｆｒｕ Ｉｎｇｅｒ ｔｉｌ Øｓｔｒａｔ　 ２８０
«儿童与家庭童话集»　 Ｋｉｎｄｅｒ ｕｎｄ Ｈａｕｓｍäｒｃｈｅｎ　 ３６
«儿童的神奇号角»　 Ｄｅｓ Ｋｎａｂｅｎ Ｗｕｎｄｅｒｈｏｒｎ　 ３６

Ｆ

«法老»　 Ｆａｒａｏｎ　 ３３０
«法利赛人岛»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ｎｄ Ｐｈａｒｉｓｅｅｓ　 ３０２
«法朗茨斯特恩巴尔特的漫游»　 Ｆｒａｎｚ Ｓｔｅｒｎｂａｌｄｓ Ｗａｎｄｅｒｕｎｇｅｎ　 ３５
«法兰西现状»　 Ｆｒａｎｚöｓｉｓｃｈｅ Ｚｕｓｔäｎｄｅ　 １７３
«法国十六世纪诗歌史纲»　 Ｔａｂｌｅａｕ ｄｅ ｌａ Ｐｏéｓｉｅ ａｕ ＸＶＩｅ Ｓｉèｃｌｅ　 １４８
«法兰西的变革»　 Ａ ｆｒａｎｃｉａｏｒｓｚｇｉ Ｖｌｔｏｚｓｏｋｒａ　 １０６
«珐琅与宝石»　 Ｅｍａｕｘ ｅｔ Ｃａｍéｅｓ　 １４７
«方泰齐»　 Ｆａｎｔａｚｙ　 ２３２
«反对国王»　 Ａ Ｋｉｒｌｙｏｋ ｅｌｌｅｎ　 ２３６
«仿卡洛画风的幻想故事»　 Ｐｈａｎｔａｓｉｅｓｔüｃｋｅ ｉｎ Ｃａｌｌｏｔｓ Ｍａｎｉｅｒ　 ４０

２２４



«菲德洛瓦奇卡»　 Ｆｉｄｌｏｖａｃ̌ｋａ　 ２３２
«肥缺»　 Доходное место　 ２１５
«弗洛斯河上的磨房»　 Ｔｈｅ Ｍｉｌｌ ｏｎ ｔｈｅ Ｆｌｏｓｓ　 １６６
«佛罗伦萨围困记»　 Ｌ’ａｓｓｅｄｉｏ ｄｉ Ｆｉｒｅｎｚｅ　 ８７
«佛尔松族的西古尔德»　 Ｓｉｇｕｒｄ ｔｈｅ Ｖｏｌｓｕｎｇ　 ２９２
«福地»　 Ｚｉｅｍｉａ ｏｂｉｅｃａｎａ　 ３３１
«复活»　 Ｂｏｃкｐｅｃｅниｅ　 ３５３ꎬ３５５
«福尔赛世家»　 Ｆｏｒｓｙｔｅ Ｓａｇａ　 ３０２
«福斯卡利父子»　 Ｔｈｅ Ｔｗｏ Ｆｏｓｃａｒｉ　 ４８
«浮士德博士»　 Ｄｏｋｔｏｒ Ｆａｕｓｔｕｓ　 ３２３
«浮士德»(歌德)　 Ｆａｕｓｔ　 ６ꎬ１５ꎬ１８ꎬ１９ꎬ２１ꎬ２３ꎬ２４
«父亲»　 Ｆａｄｒｅｎ　 ２８３
«父与子»　 Отцы и дети　 ２１０ꎬ２１２
«父亲托莫里»　 Ｂａｂａ－Ｔｏｍｏｒｒｉ　 ３３５

Ｇ

«该隐»　 Ｃａｉｎ　 ４７ꎬ４８
«盖曼纳林»　 Ｇｕｙ Ｍａｎｎｅｒｉｎｇ　 ６０
«橄榄树山»　 Ｌｅ Ｍｏｎｔ ｄｅｓ Ｏｌｉｖｉｅｒｓ　 ７２
«高龙巴»　 Ｃｏｌｏｍｂａ　 １４３
«高利贷者»　 Ｇｏｂｓｅｃｋ　 １２７ꎬ１２９
«高老头»　 Ｌｅ Ｐèｒｅ Ｇｏｒｉｏｔ　 １２８—１３０ꎬ１３２ꎬ１３５
«告别»　 Ｈａ прощаване　 ２３５
«歌集»　 Вｕｏｈ ｄｅｒ Ｌｉｅｄｅｒ　 １７１
«哥萨克»　 Казаки　 ３４６
«革命歌曲集»　 Ｃｈａｎｔｓ 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　 ２５７
«革命戏剧集»　 Ｔｈéâｔｒｅ ｄｅ ｌａ 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２６８
«哥拉布勒尼翁»　 Ｃｏｌａｓ Ｂｒｅｕｇｎｏｎ　 ２７０
«格拉席娜»　 Ｇｒａｚ̇ｙｎａ　 １０８

３２４



«戈洛夫廖夫老爷们»　 Господа Головлевы　 ３４２
«给意大利»　 Ｔｏ Ｉｔａｌｙ　 ５７
«给果戈理的信»　 Письмо к Гоголю　 ２０４
«工人党»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ｅｎ’ｓ Ｐａｒｔｙ　 ２５６
«工人进行曲»　 Работнически марш　 ３３６
«工人之歌»　 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ｌｉｅｄｅｒ　 １７０
«狗头军»(«还我自由»)　 Ｐｓｏｈｌａｖｃｉ　 ３３２
«孤帆»　 Белеет парус одинокий　 １９４
«古物陈列室»　 Ｌｅ Ｃａｂｉｎｅｔ ｄｅｓ Ａｎｔｉｑｕｅｓ　 １３０
«古体讽刺诗集»　 Ｌｅｓ Ｉａｍｂｅｓ　 ６５
«故乡»　 Ｐодина　 ２２５
«关于土地、关于自由、关于工人的命运» 　 Про землюꎬпро волюꎬпро
　 　 рабочую долю　 ３６８
«观念———勒格朗特文集»　 Ｉｄｅｅ—Ｄａｓ Ｂｕｃｈ Ｌｅ Ｇｒａｎｄ　 １７２
«鳏夫的房产»　 Ｔｈｅ Ｗｉｄｏｗｅｒ’ｓ Ｈｏｕｓｅｓ　 ２９８
«光与影»　 Ｌｅｓ Ｒａｙｏｎｓ ｅｔ ｌｅｓ Ｏｍｂｒｅｓ　 ７８
«贵族»　 Ａ Ｎｅｍｅｓ　 ２３６
«贵族狗告状»　 Ｌａ Ｒｅｑｕêｔｅ Ｐｒéｓｅｎｔéｅ ｐａｒ ｌｅｓ ｃｈｉｅｎｓ ｄｅ ｑｕａｌｉｔé　 ７４
«贵族之家»　 Дворянское гнездо　 ２０９
«国王亨利四世的青年时期»　 Ｄｉｅ Ｊｕｇｅｎｄ ｄｅｓ Ｋöｎｉｇｓ Ｈｅｎｒｉ Ｑｕａｔｒｅ　 ３２２
«国王亨利四世的完成时期»　 Ｄｉｅ ｖｏｌｌｅｎｄｕｎｇ ｄｅｓ Ｋöｎｉｇｓ Ｈｅｎｒｉ Ｑｕａｔｒｅ　
　 ３２２
«国际歌»　 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２５３ꎬ２５５—２５９
«国歌»　 Ｈｉｍｎｕｓｚ　 １０７
«果戈 理 时 期 的 俄 国 文 学 概 观» 　 Очерки гоголевского периода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ｙры　 ２１８

Ｈ

«哈吉迪米特尔»　 Хаджи Димитьр　 ２３５
４２４



«哈吉穆拉特»　 Хаджи Мурат　 ３５５
«哈尔茨山游记»　 Ｄｉｅ Ｈａｒｚｒｅｉｓｅ　 １７２
«孩子们的哭声»　 Ｔｈｅ Ｃ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１６７
«海庇里安»　 Ｈｙｐｅｒｉｏｎ　 ５９
«海燕之歌»　 Песня о Буревестнике　 ３７２
«海达马克»　 Гайдамａки　 ２２９
«海盗»　 Ｔｈｅ Ｃｏｒｓａｉｒ　 ４４
«海鸥»　 Чайка　 ３５８
«海上劳工»　 Ｌｅｓ Ｔｒａｖａｉｌｌｅｕｒｓ ｄｅ ｌａ ｍｅｒ　 １４１
«好闹事的人»　 Озорник　 ３７０
«好古者»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ｑｕａｒｙ　 ６０
«汉纳勒的升天»　 Ｈａｎｎｅｌｓ Ｈｉｍｍｅｌｆａｈｒｔ　 ３１９
«号召»　 Ｓｚóｚａｔ　 １０７
«好人»　 Ｄｏｂｒｙ` ěｌｏｖěｋ　 ２３３
«赫尔曼与窦绿台»　 Ｈｅｒｍａｎｎ ｕｎｄ Ｄｏｒｏｔｈｅａ　 １４ꎬ１５
«赫尔格兰德的勇士»　 Ｈæｒｍæｎｄｅｎｅ ｐå Ｈｅｌｇｅｌａｎｄ　 ２８０
«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　 Дуч света в темном царстве　 ２２３
«黑桃皇后»　 Пиковая дама　 １０１
«黑钻石»　 А ｆｅｋｅｔｅ ｇｙéｍｎｔｏｋ　 ２３４
«黑暗的势力»　 Власть тьмы　 ３５３
«黑森快报»　 Ｄｅｒ Ｈｅｓｓｉｓｃｈｅ Ｌａｎｄｂｏｔｅ　 １７７
«亨利勃吕拉的一生»(小说残篇)　 Ｌａ Ｖｉｅ ｄｅ Ｈｅｎｒｉ Ｂｒｕｌａｒｄ　 １２４
«亨利希封奥夫特尔丁根»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ｖｏｎ Ｏｆｔｅｒｄｉｎｇｅｎ　 ３５
«亨利艾斯芒德的历史»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Ｈｅｎｒｙ Ｅｓｍｏｎｄ　 １６３
«洪水»　 Ｌｅ Ｄéｌｕｇｅ　 ７５
«红与黑»　 Ｌｅ Ｒｏｕｇｅ ｅｔ ｌｅ Ｎｏｉｒ　 ７ꎬ１２４ꎬ１２５
«红房间»　 Ｒöｄａ ｒｕｍｍｅｔ　 ２８３
«红色的莫尔顿»　 Ｍｏｒｔｅｎ ｈｉｎ Ｒøｄｅ　 ２８５ꎬ２８６
«华伦斯坦»三部曲　 Ｗａｌｌｅｎｓｔｅｉｎ—Ｔｒｉｌｏｇｉｅ　 ２８
«华沙革命歌»　 Ｗａｒｓｚａｗｉａｎｋａ　 ３３６

５２４



«红旗»　 Ｃｚｅｒｗｏｎｙ ｓｚｔａｎｄａｒ　 ３３６
«华伦蒂纳»　 Ｖａｌｅｎｔｉｎｅ　 ７９
«花束集»　 Ｋｙｔｉｃｅ　 ２３２
«呼啸山庄»　 Ｗｕｔｈｅｒｉｎｇ Ｈｅｉｇｈｔｓ　 １６５
«湖上夫人»　 Ｔｈｅ Ｌａ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ｋｅ　 ６０
«狐狸和土拨鼠»　 Лиса и сурок　 ９３
«欢乐颂»　 Аｎ ｄｉｅ Ｆｒｅｕｄｅ　 ２７
«还乡»　 Ｔｈｅ Ｒｅｔｕｒ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ｖｅ　 ２９５
«荒凉山庄»　 Ｂｌｅａｋ Ｈｏｕｓｅ　 １５９
«幻灭»　 Ｌｅｓ Ｉｌｌｕｓｉｏｎｓ Ｐｅｒｄｕｅｓ　 １２８ꎬ１３１
«黄昏之歌»　 Ｌｅｓ Ｃｈａｎｔｓ ｄｕ Ｃｒéｐｕｓｃｕｌｅ　 ７８
«黄蔷薇»　 Ｓｒｇａ ｒóｚｓａ　 ２３４
«皇帝的新衣»　 Ｋｅｊｓｅｒｅｎｓ ｎｙｅ Ｋｌæｄｅｒ　 ２７７
«皇帝和无产者»　 �̄�ｍｐｒａｔ ｓｉ ｐｒｏｌｅｔａｒ　 ３３３

«灰烬»　 Ｐｏｐｉóｔｙ　 ３３１
«火与剑»、«洪流»、«伏沃迪约夫斯基先生»三部曲　 Ｏｇｎｉｅｍｉ ｍｉｅｃｚｅｍꎬ

ＰｏｔｏｐꎬＰａｎ Ｗｏłｏｄｙｊｏｗｓｋｉ　 ３３０
«火炬»　 Ａ ｆｋｌｙａ　 ３３２
«华伦夫人的职业»　 Ｍｒｓ.Ｗａｒｒｅｎ’ｓ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　 ２９８

Ｊ

«基姆»　 Ｋｊｍ　 ３０６
«基督教真谛»　 Ｌｅ Ｇéｎｉｅ ｄｕ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ｓｍｅ　 ６８
«吉普斯»　 Ｋｉｐｐｓ　 ３０５
«觊觎王位的人»　 Ｋｏｎｇｓ－Ｅｍｎｅｒｎｅ　 ２８０
«加拉巴侯爵»　 Ｌｅ Ｍａｒｑｕｉｓ ｄｅ Ｃａｒａｂａｓ　 ７４
«嘉尔曼»　 Ｃａｒｍｅｎ　 １４３
«简爱»　 Ｊａｎｅ Ｅｙｒｅ　 １６４
«艰难时世»　 Ｈａｒｄ Ｔｉｍｅｓ　 １６０

６２４



«教会十四行诗»　 Ｅｃｃｌｅｓｉａｓｔｉｃａｌ Ｓｏｎｎｅｔｓ　 ４８
«教皇的婚礼»　 Ｌｅ Ｍａｒｉａｇｅ ｄｕ Ｐａｐｅ　 ７４
«教育的果实»　 Плоды просвещения　 ３５３
«郊游»　 Ｔｈｅ Ｅｘｃｕｒｓｉｏｎｓ　 ４９
«杰克»　 Ｊａｃｑｕｅｓ　 ７５
«捷锡歌»　 Ｄａｓ Ｌｉｅｄ ｖｏｍ Ｔｓｃｈｅｃｈ　 １６９
«捷克古代传说»　 Ｓｔａｒé Ｐｏｖěｓｔｉ ｃ̌ｅｓｋé　 ３３２
«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　 Ｐｒｏｍｅｔｈｅｕｓ Ｕｎｂｏｕｎｄ　 ５４
«金罐»　 Ｄｅｒ ｇｏｌｄｅｎｅ Ｔｏｐｆ　 ３９
«金星»　 Ｌｕｃｅａｆｒｕｌ　 ３３３
«金人»　 Ａｚ ａｒａｎｙｅｍｂｅｒ　 ２３４
«禁治产»　 Ｌ’Ｉｎｔｅｒｄｉｃｔｉｏｎ　 １２９
«警句»　 Ｘｅｎｉｅｎ　 ３１
«久尔济一家»　 Ｄｚｉｕｒｄｚｉｏｗｉｅ　 ３２９
«九三年»　 Ｑｕａｔｒｅｖｉｎｇｔ－ｔｒｅｉｚｅ　 １４１
«军人的屈辱与荣誉»　 Ｓｅｒｖｉｔｕｄｅ ｅｔ Ｇｒａｎｄｅｕｒ ｍｉｌｉｔａｉｒｅｓ　 ７１

Ｋ

«卡斯特桥市长»　 Ｔｈｅ Ｍａｙｏｒ ｏｆ Ｃａｓｔｅｒｂｒｉｄｇｅ　 ２９５
«卡尔帕蒂若尔坦»　 Ｋｒｐｔｈｙ Ｚｏｌｔｎ　 ２３４
«卡尔拉»　 Ｋａｒｌａ　 ２３３
«卡拉玛佐夫兄弟»　 Братья Карамазовы　 ３４０
«卡尔马纽勒歌»　 Ｌａ Ｃａｒｍａｇｎｏｌｅ　 ６５
«卡玛尼奥拉伯爵»　 ＩＩ Ｃｏｎｔｅ ｄｉ Ｃａｒｍａｇｎｏｌａ　 ８５
«凯列布威廉斯»　 ｔｈｅ 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Ｃａｌｅｂ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４２
«抗击众敌»　 Ｐｒｏｔｉ ｖšｅｍ　 ３３２
«肯纳尔沃思堡»　 Ｋｅｎｉｌｗｏｒｔｈ　 ６２ꎬ６３
«康拉德华伦洛德»　 Ｋｏｎｒａｄ Ｗａｌｌｅｎｒｏｄ　 １０９
«科尔迪安»　 Ｋｏｒｄｉａｎ　 ２３２

７２４



«科学上一知半解»　 Дилетантизм в науке　 ２０５
«科布查歌手»　 Кобзａрь　 ２２９
«可敬的老爷们»　 Ｎｅｍｚｅｔｅｓ ｕｒａｉｍéｋ　 ３３２
«克里米亚十四行诗»　 Ｓｏｎｅｔｙ Ｋｒｙｍｓｋｉｃ　 １０９
«克伦威尔序言»　 Ｌａ Ｐｒéｆａｃｅ ｄｅ Ｃｒｏｍｗｅｌｌ　 ６７ꎬ７６
«克伦威尔»(雨果)　 Ｃｒｏｍｗｅｌｌ　 ７６
«克伦威尔»(巴尔扎克)　 Ｃｒｏｍｗｅｌｌ　 １２５
«克拉拉伽索尔戏剧集»　 Ｌｅ Ｔｈéâｔｒｅ ｄｅ Ｃｌａｒａ Ｇａｚｕｌ　 １４３
«克兰福»　 Ｃｒａｎｆｏｒｄ　 １６４
«柯莉娜»　 Ｃｏｒｉｎｎｅ　 ７２
«柯诺瓦洛夫»　 Коновалов　 ３７０
«柯林斯的围攻»　 Ｔｈｅ Ｓｉｅｇｅ ｏｆ Ｃｏｒｉｎｔｈ　 ４５
«苦恼»　 Ｔｏｃｋａ　 ３５６
«库里克»　 Ｋｕｈｉｋ　 ２３２
«库特诺山的矿工»　 Ｋｕｔｎｏｈｏｒšｔí ｈａｖíｙ̌ｉ　 ２３２
«快乐王子集»　 Ｔｈｅ Ｈａｐｐｙ Ｐｒｉｎｃｅ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Ｔａｌｅｓ　 ３０７
«傀儡»　 Ｌａｌｋａ　 ３３０
«昆廷杜沃德»　 Ｑｕｅｎｔｉｎ Ｄｕｒｗａｒｄ　 ６２

Ｌ

«拉辛和莎士比亚»　 Ｒａｃｉｎｅ ｅｔ 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　 ６７ꎬ１２２
«垃圾教授»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Ｕｎｒａｔ　 ３２０
«兰卡郡之歌»　 Ｌｉｅｄｅｒ ａｕｓ Ｌａｎｃａｓｈｉｒｅ　 １７９
«来得容易去得快»　 Бешеные деньги　 ２１５
«莱莉亚»　 Ｌéｌｉａ　 ７９
«莱拉»　 Ｌａｒａ　 ４４
«莱辛传奇»　 Ｌｅｓｓｉｎｇ－Ｌｅｇｅｎｄｅ　 ３１４
«狼和羊»　 Волки и овцы　 ２１５
«老古玩店»　 Ｔｈｅ Ｏｌｄ Ｃｕｒｉｏｓｉｔｙ Ｓｈｏｐ　 １５７

８２４



«老处女»　 Ｌａ Ｖｉｅｉｌｌｅ Ｆｉｌｌｅ　 １３０
«劳动之歌»　 Песен на труда　 ３３６
«勒德派之歌»　 Ｓｏ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ｕｄｄｉｔｅｓ　 ４５
«勒内»　 Ｒｅｎé　 ６９
«黎明之歌»　 Ｊｉｔｒ̌ｎí ｐíｓｎě　 ３３１
«理想的丈夫»　 Ｔｈｅ ｌｄｅａｌ Ｈｕｓｂａｎｄ　 ３０８
«理查费弗洛尔的苦难»　 Ｔｈｅ Ｏｒｄｅａｌ ｏｆ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Ｆｅｖｅｒｅｌ　 ２９１
«雷电在塔特拉山上空轰响»　 Ｎａｄ Ｔａｔｒｏｕ ｓａ ｂｌ 'ｙｓｋａ　 ２３３
«连拿事件»　 Лена　 ３６８
«镣铐舞»　 Ｍａｚｕｒ ｋａｊｄａｎｉａｒｓｋｉ　 ３３６
«猎人笔记»　 Запиｃки охотника　 ２０８ꎬ２０９
«利己主义者»　 Ｔｈｅ Ｅｇｏｉｓｔ　 ２９１
«流浪的犹太人»　 Ｌｅ Ｊｕｉｆ Ｅｒｒａｎｔ　 １４３
«卢塞恩»　 Люцерн　 ３４５
«鲁贡—马卡尔家族史»　 Ｌｅｓ Ｒｏｕｇｏｎ－Ｍａｃｑｕａｒｔ　 ２６１
«路琴德»　 Ｌｕｃｉｎｄｅ　 ３３
«露斯»　 Ｒｕｔｈ　 １６４
«璐珈浴场»　 Ｄｉｅ Ｂäｄｅｒ ｖｏｎ Ｌｕｃｃａ　 １７２
«炉边蟋蟀»　 Ｔｈｅ Ｃｒｉｃｋｅｔ ｏｎ ｔｈｅ Ｈｅａｒｔｈ　 １５８
«驴皮记»　 Ｌａ Ｐｅａｕ ｄｅ Ｃｈａｇｒｉｎ　 １２８
«旅美书简»　 Ｌｉｓｔｙ ｚ ｐｏｄｒóｚ̇ｙ ｄｏ Ａｍｅｒｙｋｉ　 ３２９
«旅行札记»　 Ｒｅｉｓｅｂｉｌｄｅｒｎ　 １７１
«吕西安娄凡»　 Ｌｕｃｉｅｎ Ｌｅｕｗｅｎ　 １２５
«吕伊布拉斯»　 Ｒｕｙ Ｂｌａｓ　 ７８
«绿衣亨利»　 Ｄｅｒ ｇｒüｎｅ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１６ꎬ１８２
«绿荫下»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 Ｔｒｅｅ　 ２９５
«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 　 О русской повести и 　

　 повестиях г.Гоголя　 ２０２
«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　 Ｚｕｒ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ｒ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ｕｎ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　

ｐｈｉｅ ｉ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１７３
９２４



«论浪漫派»　 Ｄｉｅ ｒｏｍａｎｔｉｓｃｈｅ Ｓｃｈｕｌｅ　 １７３
«论文学»　 Ｄｅ ｌａ Ｌｉｔｔéｒａｔｕｒｅ　 ７３
«论德意志»　 Ｄｅ Ｌ’Ａｌｌｅｍａｇｎｅ　 ７２ꎬ７３
«论俄国文学发展中人民性渗透的程度» 　 О степени участия 　 　

ｈародности в развитии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２２２
«论朴素的诗和感伤的诗»　 Ｎａｉｖｅ ｕｎｄ 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ｃｈｅ Ｄｉｃｈｔｕｎｇ　 ２７
«罗马尼亚的觉醒»　 Ｄｅᶊｔｅｐｔａｒｅａ Ｒｏｍîｎｉｅｉ　 ２３４
«罗亭»　 Рудин　 ２０９
«罗曼采罗»　 Ｒｏｍａｎｚｅｒｏ　 １７６
«罗伯罗伊»　 Ｒｏｂ Ｒｏｙ　 ６０
«罗伯斯庇尔»　 Ｒｏｂｅｓｐｉｅｒｒｅ　 ２７１
«洛宾别墅»　 Ｖｉｌｌａ Ｒｕｂｅｉｎ　 ３０２
«洛卡维迪纳侯爵»　 ＩＩ ｍａｒｃｈｅｓｅ ｄｉ Ｒｏｃｃａｖｅｒｄｉｎａ　 １８８

Ｍ

«矛盾»　 Противоречия　 ３４１
«茅屋»　 Ｌａ Ｂａｒｒａｃａ　 ２４５
«猫和厨子»　 Кот и повар　 ９３
«马和骑师»　 Конь н всадник　 ９３
«马丁萨兰德»　 Ｍａｒｔｉｎ Ｓａｌａｎｄｅｒ　 １８３
«马丁瞿述伟»　 Ｍａｒｔｉｎ Ｃｈｕｚｚｌｅｗｉｔ　 １５７
«马尔特劳利德布里格随笔» 　 Ｄｉｅ Ａｕｆｚｅｉｃｈｎｕｎｇｅｎ ｄｅｓ Ｍａｌｔｅ
Ｌａｕｒｉｄｓ 　 Ｂｒｉｇｇｅ　 ３２７
«马拉沃里亚一家»　 Ｉ Ｍａｌａｖｏｇｌｉａ　 １９０
«马密恩»　 Ｍａｒｍｉｏｎ　 ６０
«马赛曲»　 Ｌａ Ｍａｒｓｅｉｌｌａｉｓｅ　 ６５
«马特维科热米亚金的一生»　 Жизнｂ Матвея Кожемякинａ　 ３７９
«马卡尔的梦»　 Ｃｏн Ｍａкａｐａ　 ３５９
«马卡尔楚德拉»　 Макａр Чудра　 ３６９

０３４



«玛丽巴顿»　 Ｍａｒｙ Ｂａｒｔｏｎ　 １６４
«玛丽亚玛格达莲»　 Ｍａｒｉａ Ｍａｇｄａｌｅｎ　 １７０
«麦布女王»　 Ｑｕｅｅｎ Ｍａｂ　 ５２
«曼弗莱德»　 Ｍａｎｆｒｅｄ　 ４７
«盲音乐家»　 Слепой музыкант　 ３５９
«没有地址的信»　 Письма без адреса　 ３６５
«没有陪嫁的女人»　 Безприданница　 ２１５
«没有祖国»　 Ｈｅｉｍａｔｌｏｓ　 ３１５
«美国工人致法国工人»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ｅｎ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ｏ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ｍｅｎ ｏｆ Ｆｒａｎｃｅ　 ２５６
«美国札记»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Ｎｏｔｅｓ　 １５７
«梦的戏剧»　 Ｅｔｔ Ｄｒöｍｓｐｅｌ　 ２８３
«梦见约翰保尔»　 Ａ Ｄｒｅａｍ ｏｆ Ｊｏｈｎ Ｂａｌｌ　 ２９３
«萌芽»　 Ｇｅｒｍｉｎａｌ　 ２６１ꎬ２６２
«密尔格拉得»　 Миргоｐод　 １９６
«密洛萨奥之歌»　 Ｋëｎｇëｔｅ Ｍｉｌｏｓａｏｓ　 ２３６
«蜜蜂和苍蝇»　 Пчела и муха　 ９３
«米赫尔戈哈斯»　 Мｉсｈаеｌ Ｋоｈｌｈааｓ　 ３７
«米开朗琪罗传»　 Ｖｉｅ ｄｅ Ｍｉｃｈｅｌ－Ａｎｇｅ　 ２６８
«米德尔马契»　 Ｍｉｄｄｌｅｍａｒｃｈ　 １６６
«民族演义»　 Ｅｐｉｓｏｄｉｏｓ Ｎａｃｉｏｎａｌｅｓ　 ２４５
«民族之歌»　 Ｎｅｍｚｅｔｉ ｄａｌ　 ２３８
«名叫埃耐斯特的重要性»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Ｂｅｉｎｇ Ｅｒｎｅｓｔ　 ３０８
«名利场»　 Ｖａｎｉｔｙ Ｆａｉｒ　 １６２
«名伶与捧角»　 Таланты и поклонники　 ２１５
«命运集»　 Ｌｅｓ Ｄｅｓｔｉｎéｅｓ　 ７１
«摩西»　 Ｍｏïｓｅ　 ７１
«魔沼»　 Ｌａ Ｍａｒｅ ａｕ Ｄｉａｂｌｅ　 ８０
«魔山»　 Ｄｅｒ Ｚａｕｂｅｒｂｅｒｇ　 ３２３
«母亲»　 Ｍать　 ３６６ꎬ３７２ꎬ３７４ꎬ３７７

１３４



«牧鹅少年马季»　 Ｌｕｄａｓ Ｍａｔｙｉ　 １０６
«牧歌集»　 Ｌｅｓ Ｂｕｃｏｌｉｑｕｅｓ　 ６５
«牧童住宅»　 Ｌａ Ｍａｉｓｏｎ ｄｕ Ｂｅｒｇｅｒ　 ７２
«墓外回忆录»　 Ｌｅｓ Ｍéｍｏｉｒｅｓ ｄ’Ｏｕｔｒｅ－Ｔｏｍｂｅ　 ６９

Ｎ

«那么我们应当怎么办?»　 Так чго же нам делать　 ３５３
«那不勒斯颂»　 Ｏｄｅ ｔｏ Ｎａｐｌｅｓ　 ５７
«男人ꎬ就应该有男人的骨气»　 Ｈａ ｆéｒｆｉ ｖａｇｙꎬＬéｇｙ ｆéｒｆｉ　 ２３７
«内心旅程»　 Ｌｅ Ｖｏｙａｇｅ Ｉｎｔｅｒｉｅｕｒ　 ２７３
«尼古拉斯尼克尔贝»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Ｎｉｃｋｌｅｂｙ　 １５７
«你往何处去»　 Ｑｕｏ ｖａｄｉｓ? 　 ３３０
«年老的流浪汉»　 Ｌｅ Ｖｉｅｕｘ Ｖａｇａｂｏｎｄ　 ７５
«年轻的诺斯季和托特玛丽的故事»　 Ａ ｎｏｓｚｔｙ ｆíú ｅｓｅｔｅ Ｔó’ｔｈ Ｍａｒｉｖａｌ
　 ３３２
«涅曼河上»　 Ｎａｄ Ｎｉｅｍｎｅｍ　 ３２９
«纽沁根银行»　 Ｌａ Ｍａｉｓｏｎ Ｎｕｃｉｎｇｅｎ　 １２８ꎬ１３２ꎬ１３４
«钮可模一家»　 Ｔｈｅ Ｎｅｗｃｏｍｅｓ　 １６３
«农民起义»　 Ｓｅｌｊａｃ̌ｋａ ｂｕｎａ　 ３３５
«农民»(巴尔扎克)　 Ｌｅｓ Ｐａｙｓａｎｓ　 １３１ꎬ１３２
«农民»(莱蒙特)　 Ｃｈłｏｐｉ　 ３３１
«农民»(契诃夫)　 Мужики　 ３５８
«农村的大锤»　 Ａ ｈｅｌｙｓｅｇ ｋａｌａｐａｃｓａ　 ２３６
«奴隶之歌»　 Ｐíｓｎě ｏｔｒｏｋａ　 ３３１

Ｏ

«欧那尼»　 Ｈｅｒｎａｎｉ　 ７７ꎬ７８
«欧也妮葛朗台»　 Ｅｕｇéｎｉｅ Ｇｒａｎｄｅｔ　 １２７ꎬ１２９

２３４



Ｐ

«庞巴杜尔先生和庞巴杜尔夫人»　 Помпадуры и помпадурши　 ３４２
«潘登尼斯的历史»　 Ｐｅｎｄｅｎｎｉｓ　 １６３
«匹克威克外传»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ｈｕｍｏｕｓ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ｃｋｗｉｃｋ Ｃｌｕｂ　 １５７
«骗子费利克斯克鲁尔的自白»第一部 　 Ｂｅｋｅｎｎｔｎｉｓｓｅ ｄｅｓ Ｈｏｃｈｓｔａ￣
ｐｌｅｒｓ 　 Ｆｅｌｉｘ Ｋｒｕｌｌ－Ｄｅｒ Ｍｅｍｏｉｒｅｎ ｅｒｓｔｅｒ Ｔｅｉｌ　 ３２４
«贫非罪»　 Бедность не порок　 ２１５
«漂亮朋友»　 Ｂｅｌ－Ａｍｉ　 ２６５
«苹果车»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ｅ Ｃａｒｔ　 ３０１
«帕尔加的逃亡者»　 Ｉ ｐｒｏｆｕｇｈｉ ｄｉ Ｐａｒｇａ　 ８３
«葡萄牙人的十四行诗»　 Ｓｏｎｎｅ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１６７
«普里希别叶夫中士»　 Унтер Пришибеев　 ３５６
«普罗米修斯»　 Ｐｒｏｍｅｔｈｅｕｓ　 ４５
«普通人狄蒂»　 Ｄｉｔｔｅ Ｍｅｎｎｅｓｋｅｂａｒｎ　 ２８５ꎬ２８６

Ｑ

«七个铜板»　 Ｈéｔ ｋｒａｊｃｒ　 ３３３
«七个传说»　 Ｓｉｅｂｅｎ Ｌｅｇｅｎｄｅｎ　 １８２
«七月的坟墓»　 Ｌｅｓ Ｔｏｍｂｅａｕｘ ｄｕ Ｊｕｉｌｌｅｔ　 ７５
«妻子和女儿»　 Ｗ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Ｄａｕｇｈｔｅｒｓ　 １６４
«骑虎»　 Ｉｎ Ｃｈａｎｃｅｒｙ　 ３０３
«骑马乡行记»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Ｒｉｄｅｓ　 ４２
«骑白马的人»　 Ｄｅｒ Ｓｃｈｉｍｍｅｌｒｅｉｔｅｒ　 １８１
«奇女子»　 Чудная　 ３５９
«奇婚记»　 Ｋüｌöｎöｓ ｈｚａｓｓｇ　 ３３２
«祈祷书»　 Ｄａｓ Ｓｔｕｎｄｅｎｂｕｃｈ　 ３２７
«旗与琴»　 Пряпорец и гусла　 ３３４
«启示录四骑士»　 Ｌｏｓ ｃｕａｔｒｅ ｊｉｎｅｔｅｓ ｄｅｌ Ａｐｏｃａｌｉｐｓｉａ　 ２４５

３３４



«企鹅岛»　 Ｌ’Ｉｓｌｅ ｄｅｓ Ｐｉｎｇｏｕｉｎｓ　 ２６７
«起来ꎬ无产阶级ꎬ工人们»　 Ａｕｆꎬ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ｅｎꎬＡｒｂｅｉｔｓｌｅｕｔｅ　 １７０
«起来啊ꎬ起来啊ꎬ巴尔干的英雄!» 　 Станиꎬстаниꎬ юнак балкански!
　 　 ２３４
«乞乞科夫的游历或死魂灵» 　 Похождение Чичиковаꎬили Мертвые

　 души　 ２０２
«弃儿法朗莎»　 Ｆｒａｎçｏｉｓ ｌｅ Ｃｈａｍｐｉ　 ８０
«恰尔德哈罗德游记»　 Ｃｈｉｌｄｅ Ｈａｒｏｌｄ’ｓ Ｐｉｌｇｒｉｍａｇｅ　 ４７
«钱起»　 Ｔｈｅ Ｃｅｎｃｉ　 ５６
«前夜»　 Ｈａкａнｙнｅ　 ２１０ꎬ２２４
«前哨»　 Ｐｌａｃóｗｋａ　 ３３０
«犬猎»　 Псовая охота　 ２２５
«忏悔录»(列夫托尔斯泰)　 Исповедь　 ３５１ꎬ３５３
«忏悔»(高尔基)　 Исповедь　 ３７８
«强盗»　 Ｄｉｅ Ｒäｕｂｅｒ　 ２７
«强盗兄弟»　 Братья разбойники　 ９７
«切尔卡什»　 Челкаш　 ３７０
«亲戚»　 Ｒｏｋｏｎｏｋ　 ３３３
«钦差大臣»　 Ревизор　 １９８ꎬ１９９
«青春颂»　 Ｏｄａ ｄｏ ｍłｏｏ 'ｓｃｉ　 １０８
«青蛙要一个沙皇»　 Лягущкиꎬпросящие царя　 ９３
«青铜世纪»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Ｂｒｏｎｚｅ　 ４８
«情感教育»　 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ａｌｅ　 １４５
«穷汉克罗德»　 Ｃｌａｕｄｅ Ｇｕｅｕｘ　 ７８
«穷人»(聂姆佐娃)　 Ｃｈｕｄí Ｌｉｄé　 ２３３
«穷人»(亨利希曼)　 Ｄｉｅ Ａｒｍｅｎ　 ３２２
«穷人»(陀思妥耶夫斯基)　 Бедные люди　 ３３９
«秋日颂»　 Ｔｏ Ａｕｔｕｍｎ　 ５９
«秋叶集»　 Ｌｅｓ Ｆｅｕｉｌｌｅｓ ｄ’ａｕｔｏｍｎｅ　 ７８
«求婚»　 Предложение　 ３５８

４３４



«囚徒»　 Узник　 ９７
«裘利安和麦代洛»　 Ｊｕｌｉａｎ ａｎｄ Ｍａｄｄａｌｏ　 ５４
«群魔»　 Бесы　 ３４０
«群鬼»　 Ｇｅｎｇａｎｇｅｒｅ　 ３１１

Ｒ

«人民公敌»　 Ｅｎ Ｆｏｌｋｅｆｉｅｎｄｅ　 ２８１
«人民的秘密»　 Ｌｅｓ Ｍｙｓｔèｒｅｓ ｄｕ Ｐｅｕｐｌｅ　 １４３
«人民论坛报»　 Ｔｒｙｂｕｎａ Ｌｕｄóｗ　 １１１
«人间喜剧前言»　 Ｐｒéｆａｃｅ ｄｅ“Ｃｏｍéｄｉｅ Ｈｕｍａｉｎｅ”　 １２１
«人间喜剧»　 Ｌａ Ｃｏｍéｄｉｅ Ｈｕｍａｉｎｅ　 １２６ꎬ１２７ꎬ１２９—１３２
«人权论»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Ｍａｎ　 ５２
«日出之前»　 Ｖｏｒ Ｓｏｎｎｅｎａｕｆｇａｎｇ　 ３１１ꎬ３１７
«日内瓦»　 Ｇｅｎｅｖａ　 ３０１
«日尔米尼拉赛德»　 Ｇｅｒｍｉｎｉｅ Ｌａｃｅｒｔｅｕｘ　 ２４８
«若瑟兰»　 Ｊｏｃｅｌｙｎ　 ７１

Ｓ

«塞尔德维拉的人们»　 Ｄｉｅ Ｌｅｕｔｅ ｖｏｎ Ｓｅｌｄｗｙｌａ　 １８２
«塞瓦斯托波尔故事»　 Севаｃтопольｃкие рассказы　 ３４５
«三十岁的女人»　 Ｌａ Ｆｅｍｍｅ ｄｅ Ｔｒｅｎｔｅ Ａｎｓ　 １３０
«三故事»　 Ｔｒｏｉｓ Ｃｏｎｔｅｓ　 １４６
«三大名城»　 Ｌｅｓ Ｔｒｏｉｓ Ｖｉｌｌｅｓ　 ２６３
«三姊妹»　 Три сестры　 ３５８
«参孙的愤怒»　 Ｌａ Ｃｏｌèｒｅ ｄｅ Ｓａｍｓｏｎ　 ７２
«散文诗»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в прозе　 ２１２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的心灵»　 Ｔｈｅ Ｓｏｕｌ ｏｆ Ｍａｎ Ｕｎｄｅｒ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３０８
«社会主义歌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Ｓｏｎｇｓ　 ２９２
«社会栋梁»　 Ｓａｍｆｕｎｄｅｔｓ Ｓｔｏｔｔｅｒ　 ２８０

５３４



«森林之书»　 Ｔｈｅ Ｊｕｎｇｌｅ Ｂｏｏｋｓ　 ３０６
«神曲»　 Ｌａ Ｄｉｖｉｎａ Ｃｏｍｍｅｄｉａ　 ２０ꎬ６６ꎬ８２ꎬ１２７
«审美教育书简»　 Ｄｉｅ Ｂｒｉｅｆｅ üｂｅｒ ｄｉｅ äｓｔｈｅｔｉｓｃｈｅ Ｅｒｚｉｅｈｕｎｇ ｄｅｓ Ｍｅｎｓｃｈｅｎ
　 ９ꎬ２７
«审判的幻景»　 Ｔｈｅ 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　 ４８
«什么是奥勃洛摩夫性格?»　 Что такое обломｏвщина? ２２３
«生和死»　 Éｌｅｔꎬｈａｌｌ　 ２３６
«圣阿格尼斯节前夕»　 Ｓｔ.Ａｇｎｅｓ’Ｅｖｅ　 ５９
«圣安东的诱惑»　 Ｌａ Ｔ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ｄｅ Ｓａｉｎｔ Ａｎｔｏｉｎｅ　 １４６
«圣诞故事集»　 Ｃｈｒｉｓｔｍａｓ Ｔａｌｅｓ　 １５８
«圣诞欢歌»　 Ａ Ｃｈｒｉｓｔｍａｓ Ｃａｒｏｌ　 １５８
«圣彼得的伞»　 Ｓｚｅｎｔ Ｐéｔｅｒ ｅｓｅｒｎｙöｊｅ　 ３３２
«圣经»　 Ｔｈｅ Ｂｉｂｌｅ　 ２３ꎬ４８ꎬ１２３
«莎乐美»　 Ｓａｌｏｍé　 ３０８
«沙赫封乌特诺夫»　 Ｓｃｈａｃｈ ｖｏｎ Ｗｕｔｈｅｎｏｗ　 ３１６
«萨达纳巴勒斯»　 Ｓａｒｄａｎａｐａｌｕｓ　 ４８
«萨朗波»　 Ｓａｌａｍｍｂô　 １４５
«萨宁»　 Санин　 ３６２
«山地的烧炭党人»　 Ｉ ｃａｒｂｏｎａｒｉ ｄｅｌｌａ ｍｏｎｔａｇｎａ　 １８９
«山地花环»　 Ｇｏｒｓｋｉ ｖｉｊｅｎａｃ　 ２３５
«商人卡拉希尼科夫之歌»　 Песня про царя Ивана Васильｅвичаꎬ　 　

молодого опричника и удалого купца Ｋалашникова　 １９４
«伤心之家»　 Ｔｈｅ Ｈｅａｒｔｂｒｅａｋ Ｈｏｕｓｅ　 ３００
«上尉的女儿»　 Капитанская дочка　 １０１
«少年维特的烦恼»　 Ｄｉｅ Ｌｅｉｄｅｎ ｄｅｓ ｊｕｎｇｅｎ Ｗｅｒｔｈｅｒｓ　 ６
«谁的罪过?»　 Кто виноват? 　 ２０６
«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　 Кому на Руси житъ хорошо　 ２２７
«谁是疯子?»　 Ｑｕｅｌ ｅｓｔ ｌｅ ｆｏｕ? 　 ２５７
«诗与真»　 Ｄｉｃｈｔｕｎｇ ｕｎｄ Ｗａｈｒｈｅｉｔ　 １６
«诗与宗教的谐音集»　 Ｌｅｓ Ｈａｒｍｏｎｉｅｓ ｐｏéｔｉｑｕｅ ｅｔ ｒｅｌｉｇｉｅｕｓｅｓ　 ７０

６３４



«诗人的政治观点»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ｏｅｔｓ　 １５４
«诗歌和韵律»　 Ｒｉｍｅ ｅ ｒｉｔｍｉ　 １８７
«诗人之死»　 Смерть позта　 １９３
«诗人与公民»　 Позт и гражданин　 ２２６
«诗辩»　 Ａ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ｏｅｔｒｙ　 ５７
«时代的诗»　 Ｚｅｉｔｇｅｄｉｃｈｔｅ　 １７４
«时间机器»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　 ３０４
«十字军骑士»　 Ｋｒｚｙｚ`ａｃｙ　 ３３０
«十四行诗:一八一九年的英国»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ｉｎ　 １８１９　 ５６
«十五年斗争»　 Ｑｕｉｎｚｅ Ａｎｓ ｄｅ ｃｏｍｂａｔ　 ２７１
«死神和警察»　 Ｌａ Ｍｏｒｔ ｅｔ ｌａ ｐｏｌｉｃｅ　 ７５
«死人告活人书»　 Ｄｉｅ Ｔｏｔｅｎ ａｎ ｄｉｅ Ｌｅｂｅｎｄｅｎ　 １６９
«死魂灵»　 Мертвые души　 １９９—２０２
«死魂舞»　 Ｄöｄｓｄａｎｓｅｎ　 ２８３
«死亡之树»　 Дървото на смъртта　 ３３６
«使徒»　 Ａｚ ａｐｏｓｔｏｌ　 ２３８
«势利者集»　 Ｔｈｅ Ｓｎｏｂｓ ｏｆ Ｅｎｇｌａｎｄ　 １６２
«双城记»　 Ａ Ｔａｌｅ ｏｆ Ｔｗｏ Ｃｉｔｉｅｓ　 １６０ꎬ１６１
«斯巴达克»　 Ｓｐａｒｔａｃｏ　 １８４ꎬ１８６
«斯拉夫人的女儿»　 Ｓｌｖｙ ｄｃｅｒａ　 １０６
«斯拉夫—保加利亚史»　 История славяноболгарская　 １０７
«斯卡拉克一家»　 Ｓｋａｌａｃｉ　 ３３１
«四夜组诗»　 Ｌｅｓ Ｎｕｉｔｓ　 ７９
«四福音书»　 Ｌｅｓ Ｑｕａｔｒｅ Ｅｖａｎｇｉｌｅｓ　 ２６３
«颂歌»　 Ｈｙｍｎ　 ２３２
«颂歌和杂诗»　 Ｏｄｅｓ ｅｔ Ｐｏéｓｉｃｓ ｄｉｖｅｒｓｅｓ　 ７６
«苏格兰边区歌谣集»　 Ｔｈｅ Ｍｉｎｓｔｒｅｌｓ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ｏｔｔｉｓｈ Ｂｏｒｄｅｒ　 ６０
«苏黎世短篇小说集»　 Ｚüｒｉｃｈｅｒ Ｎｏｖｅｌｌｅｎ　 １８２
«树叶和树根»　 Листы и корни　 ９３
«树皮鞋和皮靴»　 Лапоть и сапог　 ３６８

７３４



«梭鱼和猫»　 Щука и кот　 ９３
«首脑»　 Ｄｅｒ Ｋｏｐｆ　 ３２２
«碎罐»　 Ｄｅｒ ｚｅｒｂｒｏｃｈｅｎｅ Ｋｒｕｇ　 ３７

Ｔ

«塔杜施先生»　 Рａｎ Ｔａｄｅｕｓｚ　 １０９ꎬ１１０
«獭皮»　 Ｄｅｒ Ｂｉｂｅｒｐｅｌｚ　 ３１９
«太阳的孩子们»　 Дети солнца　 ３７３
«唐璜»　 Ｄｏｎ Ｊｕａｎ　 ４９ꎬ５１
«堂杰苏阿多师傅»　 Ｍａｓｔｒｏ ｄｏｎ Ｇｅｓｕａｌｄｏ　 １９０
«堂卡洛斯»　 Ｄｏｎ Ｃａｒｌｏｓ　 １３ꎬ２６ꎬ２７
«套中人»　 Человек в футляре　 ３５７
«特利斯坦»　 Ｔｒｉｓｔａｎ　 ３２２
«蒂萨河»　 Ａ Ｔｉｓｚａ　 ２３７
«田野生活»　 Ｖｉｔａ ｄｅｉ Ｃａｍｐｉ　 １８９
«铁流»　 Железный поток　 ３６７
«铁路»　 Железная дорога　 ２２６
«铁石心肠人的儿女»　 Ａ ｋöｓｚíｖü ｅｍｂｅｒ ｆｉａｉ　 ２３４
«童年»　 Детство　 ３７９
«童年少年青年»　 ДетствоꎬＯтрочествоꎬЮность　 ３４５
«童僧»　 Мцыри　 １９４
«偷东西的喜鹊»　 Ｃｏｐｏкａ－воровка　 ２０５
«头脑简单的查理的加冕»　 Ｌｅ Ｓａｃｒｅ ｄｅ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ｌｅ Ｓｉｍｂｌｅ　 ７４
«图像集»　 Ｂｕｃｈ ｄｅｒ Ｂｉｌｄｅｒ　 ３２７
«徒劳无功»　 Ｓｙｚｙｆｏｗｅ ｐｒａｃｅ　 ３３１
«托尔斯泰传»　 Ｖｉｅ ｄｅ Ｔｏｌｓｔｏï　 ２６８
«托夸多塔索»　 Ｔｏｒｑｕａｔｏ Ｔａｓｓｏ　 １３ꎬ１４
«托尼阿克略格尔»　 Ｔｏｎｉａ Ｋｒöｇｅｒ　 ３２２

８３４



Ｗ

«洼地»　 Ｎｉｚｉｎｙ　 ３２９
«瓦西尔列夫斯基的绞刑»　 Обесване на Васил Левски　 ２３５
«外省散记»　 Губернские очерки　 ３４１
«外套»　 Шинель　 １９７ꎬ３３９
«外祖母»　 Ваｂｉс̌ｋａ　 ２３３
«玩偶之家»　 Ｅｔ Ｄｕｋｋｅｈｊｅｍ　 ２８０
«万卡»　 Ванька　 ３５６
«万尼亚舅舅»　 Дядя Ваня　 ３５８
«往事与随想»　 Былое и думы　 ２０６
«威尼斯总督马里诺法利埃洛»　 Ｍａｒｉｎｏ Ｆａｌｉｅｒｏ　 ４８
«威廉退尔»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Ｔｅｌｌ　 ３０
«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Ｍｅｉｓｔｅｒｓ Ｌｅｈｒｊａｈｒｅ　 １５ꎬ１７
«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Ｍｅｉｓｔｅｒｓ Ｗａｎｄｅｒｊａｈｒｅ　 １７
«威弗莱»　 Ｗａｖｅｒｌｅｙ　 ６０
«为了面包»　 Ｚａ ｃｈｌｅｂｅｍ　 ３２９
«为了自由———德国农民战争的历史小说» 　 Ｕｍ ｄｉｅ Ｆｒｅｉｈｅｉｔꎬ 　 Ｇｅ￣

ｓｃｈｉｃｈｔｌｉｃｈｅｒ Ｒｏｍａｎ ａｕｓ ｄｅｍ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Ｂａｕｅｒｎｋｒｉｅｇ　 ３１５
«卫戍官»　 Ｌｅｓ Ｂｕｒｇｒａｖｅｓ　 ７８
«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　 Ｌａｄｙ Ｗｉｎｄｍｅｒｅ’ｓ Ｆａｎ　 ３０８
«文学的遐想»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мечтания　 ２０２
«蜗牛»　 Ｌｅｓ Ｅｓｃａｒｇｏｔｓ　 ７５
«我的访问记»　 Мои интервｂю　 ３７４
«我的故乡在哪儿?»　 Ｋｄｅ ｄｏｍｏｖ ｍｕ̇ｊ? 　 ２３３
«我的囚徒生活»　 Ｌｅ ｍｉｎ ｐｒｉｇｉｏｎｉ　 ８２
«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　 История моего современника　 ３６０
«我们共同的朋友»　 Ｏｕｒ Ｍｕｔｕａｌ Ｆｒｉｅｎｄ　 １６０
«我们的青年人»　 Ａｉ ｎｏᶊｔｒｉ ｔｉｎｅｒｉ　 ３３３

９３４



«我们向革命迈进»　 Ｒｏｈａｎｕｎк ａ ｆｏｒｒａｄａｌｏｍｂａ　 ３３３
«我梦见流血的日子»　 Ｖéｒｅｓ ｎａｐｏｋｒóｌ ｌｍｏｄｏｍ　 ２３６
«我又重新造访»　 Вновъ я посетил　 １０１
«沃伊采克»　 Ｗｏｙｚｅｃｋ　 １７８
«污金»　 Ｓｒａｒａｎｙ　 ３３３
«乌有乡»　 Ｅｒｅｗｈｏｎ　 ２９１
«乌有乡消息»　 Ｎｅｗｓ ｆｒｏｍ Ｎｏｗｈｅｒｅ　 ２９３ꎬ２９４
«无产阶级的诞生»　 Рождението на ηролетария　 ３３６
«无产者的儿子之歌»　 Ｐｒｏｌｅｔｒ ｆｉú ｖｅｒｓｅ　 ３３３
«无辜的斯坎德培»　 Ｓｋëｎｄｅｒｂｅｕ ｉ ｐａｆａｔ　 ２３６
«无家可归的人们»　 Ｌｕｄｚｉｅ ｂｅｚｄｏｍｎｉ　 ３３１
«无名的裘德»　 Ｊｕｄｅ ｔｈｅ Ｏｂｓｃｕｒｅ　 ２９５ꎬ２９６
«无神论的必然性»　 Ｔｈｅ Ｎｅｃéｓ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ｔｈｅｉｓｍ　 ５２
«五月»　 Ｍｊ　 １０６
«舞会以后»　 После бала　 ３５５

Ｘ

«西班牙和意大利故事»　 Ｌｅｓ Ｃｏｎｔｅｓ ｄ’Ｅｓｐａｇｎｅ ｅｔ ｄ’Ｉｔａｌｉｅ　 ７９
«西东合集»　 Ｗｅｓｔ－öｓｔｌｉｃｈｅｒ Ｄｉｖａｎ　 １６
«西风颂»　 Ｏｄｅ 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Ｗｉｎｄ　 ５７
«西盖蒂堡危急»　 Ｓｚｉｇｅｔｉ ｖｅｓｚｅｄｅｌｅｍ　 １０６
«西里西亚纺织工人»　 Ｄｉｅ Ｓｃｈｌｅｓｉｓｃｈｅｎ Ｗｅｂｅｒ　 １７４
«西里西亚之歌»　 Ｓｌｅｚｓｋé ｐíｓｎě　 ３３６
«希腊»　 Ｈｅｌｌａｓ　 ５７
«希腊的女儿»　 Гречанка　 ９７
«希腊古瓮颂»　 Ｏｄｅ ｏｎ ａ Ｇｒｅｃｉａｎ Ｕｒｎ　 ５９
«锡庸的囚徒»　 Ｔｈｅ Ｐｒｉｓｏｎｅｒ ｏｆ Ｃｈｉｌｌｏｎ　 ４５
«喜剧与格言»　 Ｃｏｍéｄｉｅ ｅｔ ｐｒｏｖｅｒｂｅｓ　 ７９
«嬉闹的河»　 Река играет　 ３５９

０４４



«夏倍上校»　 Ｌｅ Ｃｏｌｏｎｅｌ Ｃｈａｂｅｒｔ　 １３０
«夏天»　 Лето　 ３７９
«先驱者»　 Ｌｅｓ Ｐｒéｃｕｒｓｅｕｒｓ　 ２７１
«先人祭»　 Ｄｚｉａｄｙ　 １０９
«现代人»(杂志)　 Современник　 ２０１ꎬ２０８ꎬ２２２ꎬ３４１
«现代喜剧»　 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ｏｍｅｄｙ　 ３０３
«乡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Ｒｏｍｅｏ ｕｎｄ Ｊｕｌｉａ ａｕｆ ｄｅｍ Ｄｏｒｆｅ　 １８２
«乡村故事»　 Ｎｏｖｅｌｌｅ ｒｕｓｔｉｃａｎｅ　 １８９
«乡村医生»　 Ｌｅ Ｍéｄｉｃｉｎ ｄｅ Ｃａｍｐａｇｎｅ　 １３０
«项链»　 Ｌａ Ｐａｒｕｒｅ　 ２６５
«向过去告别»　 Ａｄｉｅｕ ａｕ Ｐａｓｓé　 ２７１
«逍遥王»　 Ｌｅ Ｒｏｉ ｓ’ａｍｕｓｅ　 ７８
«小东西»　 Ｌｅ Ｐｅｔｉｔ Ｃｈｏｓｅ　 ２６４
«小城»　 Ｄｉｅ Ｋｌｅｉｎｅ Ｓｔａｄｔ　 ３２０
«小城故事»　 Ｍａｌｏｓｔｒａｎｓｋé ｐｏｖíｄｋｙ　 ３３１
«小杜丽»　 Ｌｉｔｔｌｅ Ｄｏｒｒｉｔ　 １６０
«小法岱特»　 Ｌａ Ｐｅｔｉｔ Ｆａｄｅｔｔｅ　 ８０
«小公务员之死»　 Смерть чиновника　 ３５６
«小拿破仑»　 Ｎａｐｏｌéｏｎ ｌｅ Ｐｅｔｉｔ　 １３８
«小市民»　 Мещане　 ３７３
«小狮子的教育»　 Ｂｏспитание Льва　 ９３
«笑面人»　 Ｌ’ｈｏｍｍｅ ｑｕｉ ｒｉｔ　 １４１
«血腥的法庭»(又名«织工歌»)　 Ｄａｓ Ｂｌｕｔｇｅｒｉｃｈｔ　 １６９
«写于卡色瑞执政时期»　 Ｌｉｎｅｓ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ａｓｔｌｅｒｅａｇｈ Ａｄｍｉｎｉｓ　

ｔｒａｔｉｏｎ　 ５６
«谢拉皮翁兄弟»　 Ｓｅｒａｐｉｏｎｓｂｒüｄｅｒ　 ４０
«心声集»　 Ｌｅｓ Ｖｏｉｘ ｉｎｔéｒｉｅｕｒｅｓ　 ７８
«欣悦的灵魂»　 Ｌ’Ａｍｅ Ｅｎｃｈａｎｔéｅ　 ２７１
«新沉思集»　 Ｌｅｓ Ｎｏｕｖｅｌｌｅｓ Ｍéｄ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７０
«新国家»　 Ｄｅｔ ｎｙａ ｒｉｋｅｔ　 ２８３

１４４



«新诗»　 Ｒｉｍｅ ｎｕｏｖｅ　 １８７
«新诗集»　 Ｎｏｖé ｐíｓｎě　 ３３１
«新诗集与新诗续集»　 Ｎｅｕｅ Ｇｅｄｉｃｈｔｅ ｕｎｄ ｄｅｒ ｎｅｕｅｎ Ｇｅｄｉｃｈｔｅ ａｎｄｅｒｅｒ 　

Ｔｅｉｌ　 ３２７
«新颂歌集»　 Ｌｅｓ Ｎｏｕｖｅｌｌｅｓ Ｏｄｅｓ　 ７６
«信»　 Ｓｃｒｉｓｏａｒｅａ　 ３３３
«信奉理想主义的鲫鱼»　 Карась－идеалиｃт　 ３４３
«星际战争»　 Ｔｈｅ Ｗａｒ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３０４
«星期一杂谈»　 Ｌｅｓ Ｃａｕｓｅｒｉｅｓ ｄｕ Ｌｕｎｄｉ　 １４８
«匈牙利的贵族»　 Ａ ｍａｇｙａｒ ｎｅｍｅｓ　 ２３６
«匈牙利人民»　 Ａ ｍａｇｙａｒ ｎéｐ　 ２３８
«匈牙利雅各宾党人之歌»　 Ｍａｇｙａｒ ｊａｋｏｂｉｎｕｓ ｄａｌａ　 ３３３
«凶年集»　 Ｌ’Ａｎｎéｅ Ｔｅｒｒｉｂｌｅ　 １４１
«雄猫穆尔的生活观感及乐队指挥约翰内斯克莱斯勒尔的传记片段»
　 Ｌｅｂｅｎｓａｎｓｉｃｈｔｅｎ ｄｅｓ Ｋａｔｅｒｓ Ｍｕｒｒ ｎｅｂｓｔ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ｒｉｓｃｈｅｒ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ｅ ｄｅｓ
　 Ｋａｐｅｌｌｍｅｉｓｔｅｒｓ Ｊｏｈａｎｎｅｓ Ｋｒｅｉｓｌｅｒ　 ３９
«修墓老人»　 Ｏｌｄ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６０
«徐培里安»　 Ｈｙｐｅｒｉｏｎ　 ３２

Ｙ

«雅科波奥尔蒂斯的最后书简»　 Ｕｌｔｉｍｅ ｌｅｔｔｅｒｅ ｄｉ Ｊａｃｏｐｏ Ｏｒｔｉｓ　 ８２
«雅克团»　 Ｌａ Ｊａｃｑｕｅｒｉｅ　 １４３
«雅克文特拉»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Ｖｉｎｇｔｒａｓ　 ２６０
«亚当比德»　 Ａｄａｍ Ｂｅｄｅ　 １６６
«亚历山大普希金作品集»　 Сочинения Александра Пушкина　 ２０３
«亚诺什勇士»　 Ｊｎｏｓ ｖｉｔéｚ　 ２３３ꎬ２３６
«烟»　 Дым　 ２１２
«严寒ꎬ通红的鼻子»　 МорозꎬКрасный нос　 ２２７
«燕妮ꎬ特赖贝尔夫人»　 Ｆｒａｕ Ｊｅｎｎｙ Ｔｒｅｉｂｅｌ　 ３１６

２４４



«杨胡斯»　 Ｊａｎ Ｈｕｓ　 ３３２
«杨罗哈奇»　 Ｊａｎ Ｒｏｈｃ̌　 ３３２
«杨日什卡»　 Ｊａｎ Žｉžｋａ　 ３３２
«羊脂球»　 Ｌａ Ｂｏｕｌｅ ｄｅ Ｓｕｉｆ　 ２６４
«摇篮歌»　 Колыбелｂная песня　 ２２５
«姚内奇»　 Ионыч　 ３５７
«野姑娘芭拉»　 Ｄｉｖ Ｂｒａ　 ２３３
«野蛮颂歌»　 Ｏｄｉ ｂａｒｂａｒｅ　 １８７
«野鸭»　 Ｖｉｌｄａｎｄｅｎ　 ２８２
«夜的颂歌»　 Ｈｙｍｎｅｎ ａｎ ｄｉｅ Ｎａｃｈｔ　 ３４
«夜里我奔驰在黑暗的大街上»　 Еду ли ночью по улице тëмной　 ２２５
«叶甫盖尼奥涅金»　 Евгений Онегин　 ７ꎬ９９
«叶美良皮里雅依»　 Емельян Пиляй　 ３７０
«一八四八年三月十五日»　 １５ ｄｉｋ Ｍｒｃｚｎｓꎬ　 １８４８　 ２３８
«一八四六年俄国文学一瞥» 　 Взгляд на русскую литературу　 １８４６　
　 года　 ２０３
«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 　 Взгляд на русскую литературу　 １８４７　
　 года　 ２０３
«一个城市的历史»　 История одного города　 ３４２
«一个地主的早晨»　 Утро помещика　 ３４５
«一个废物的生涯»　 Ａｕｓ ｄｅｍ Ｌｅｂｅｎ ｅｉｎｅｓ Ｔａｕｇｅｎｉｃｈｔｓ　 ３８
«一个念头在烦恼着我»　 Ｅｇｙ ｇｏｎｄｏｌａｔ ｂｎｔ ｅｎｇｅｍｅｔ　 ２３７
«一个女罪人»　 Ｕｎａ ｐｅｃｃａｔｒｉｃｅ　 １８９
«一个庄稼汉养活两个将军的故事» 　 Повесть о томꎬкак один мужик
　 двух генералов прокормил　 ３４３
«一生»　 Ｕｎｅ Ｖｉｅ　 ２６５
«一个死囚的末日»　 Ｌｅ ｄｅｒｎｉｅｒ ｊｏｕｒ ｄ’ｕｎ ｃｏｎｄａｍｎé　 ７６
«一个匈牙利富豪»　 Ｅｇｙ ｍａｇｙａｒ ｎｂｏｂ　 ２３４
«一个世纪儿的忏悔»　 Ｌａ 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 ｄ’ｕｎ ｅｎｆａｎｔ ｄｕ Ｓｉèｃｌｅ　 ７９
«一个意大利人的忏悔»　 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 ｄｉ ｕｎ ｉｔａｌｉａｎｏ　 ８７

３４４



«一封遗失的信»　 Ｏ Ｓｃｒｉｓｏａｒｅ ｐｉｅｒｄｕｔа　 ３３３
«一件错综复杂的事»　 Запутанное дело　 ３４１
«一块未收割的田地»　 Несжатая полоса　 ２２６
«一切顺利»　 Çａ ｉｒａ　 ６４
«一桩神秘案件»　 Ｕｎｅ ｔéｎéｂｒｅｕｓｅ ａｆｆａｉｒｅ　 １３０
«遗嘱»　 Завешание　 ２２９
«易卜生主义精华»　 Ｔｈｅ Ｑｕｉｎｔ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Ｉｂｓｅｎｉｓｍ　 ２９８
«驿站长»　 Станционный смотритель　 ９９ꎬ３３９
«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　 Эстет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искусства к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２１７
«艺术与社会生活»　 Искусство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жизнь　 ３６６
«异教徒»　 Ｔｈｅ Ｇｉａｏｕｒ　 ４４
«伊菲革涅亚在陶里斯»　 Ｉｐｈｉｇｅｎｉｅ ａｕｆ Ｔａｕｒｉｓ　 １３
«伊莎贝拉»　 Ｉｓａｂｅｌｌａ　 ５９
«伊斯兰的起义»　 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ｔ ｏｆ Ｉｓｌａｍ　 ５３
«伊则吉尔老婆子»　 Старуха Изергиль　 ３６９
«意大利童话»　 Сказки об Италии　 ３７９
«意弗都国王»　 Ｌｅ Ｒｏｉ ｄ’Ｙｖｅｔｏｔ　 ７４
«英国片段»　 Ｅｎｇｌｉｓｃｈｅ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ｅ　 １７２
«英国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Ｂ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Ｓｃｏｔｃｈ Ｒｅｖｉｅｗｅｒｓ　 ４３
«因为烦闷无聊»　 Скуки ради　 ３７０
«鹰和蜜蜂»　 Орел и пчела　 ９３
«鹰之歌»　 Песнъ о Сｏкｏле　 ３６９
«茵梦湖»　 Ｉｍｍｅｎｓｅｅ　 １８１
«阴谋与爱情»　 Ｋａｂａｌｅ ｕｎｄ Ｌｉｅｂｅ　 ２７
«隐身人»　 Ｔｈｅ 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 Ｍａｎ　 ３０４
«印第安娜»　 Ｉｎｄｉａｎａ　 ７９
«庸医»　 Ｄｅｒ Ｗｕｎｄｅｒｄｏｋｔｏｒ　 ３１５
«勇敢的船长»　 Ｃａｐｔａｉｎｓ Ｃｏｕｒａｇｅｏｕｓ　 ３０６
«幽谷百合»　 Ｌｅ Ｌｙｓ ｄａｎｓ ｌａ ｖａｌｌéｅ　 １３０

４４４



«有产业的人»　 Ｔｈｅ Ｍａｎ ｏｆ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３０２ꎬ３０３
«鱼的跳舞»　 Рыбья пляска　 ９３
«渔夫和金鱼的故事»　 Сказка о рыбаке и рыбке　 １０１
«远离尘嚣»　 Ｆａ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ａｄｄｉｎｇ Ｃｒｏｗｄ　 ２９５
«远大前程»　 Ｇｒｅａｔ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　 １６０
«约翰克利斯朵夫»　 Ｊｅａｎ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　 ２６８
«约婚夫妇»　 Ｉ ｐｒｏｍｅｓｓｉ ｓｐｏｓｉ　 ８５—８７
«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　 Ｊｃｓｅｐｈ ｕｎｄ ｓｅｉｎｅ Ｂｒüｄｅｒ　 ３２３
«轭下»　 Под игото　 ３３４

Ｚ

«杂色羊»　 Пестрые овцы　 ９３
«在浮冰上»　 Ｈａ льдине　 ３６７
«在激流中»　 Ｍｅｚｉ ｐｒｏｕｄｙ　 ３３２
«在懒人乐园里»　 Ｉｍ Ｓｃｈｌａｒａｆｆｅｎｌａｎｄ　 ３２０
«在轮下»　 Ｕｎｔｅｒｍ Ｒａｄ　 ３２６
«在美国»　 Ｂ Америке　 ３７４
«在人间»　 В людях　 ３７９
«在峡谷里»　 В овраге　 ３５８
«葬礼进行曲»　 Похоронный марш　 ３６７
«怎么办?»　 Что делать? 　 ２０８ꎬ２１８ꎬ２２０
«炸弹»　 Бомбы　 ３６７
«蚱蜢和蟋蟀»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ｈｏｐｐｅｒ ａｎｄ Ｃｒｉｃｋｅｔ　 ５８
«战争与和平»　 Война и мир　 ３４６
«哲 学 中 的 人 本 主 义 原 理 » 　 Антропологический принцип в
философии　 ２１８
«拯救»　 Избавление　 ３３４
«征服者贝莱»　 Ｐｅｌｌｅ Ｅｒｏｂｒｅｒｅｎ　 ２８５
«蒸汽王»　 Ｔｈｅ Ｓｔｅａｍ Ｋｉｎｇ　 １５２

５４４



«政治正义性的研究» 　 Ａｎ Ｅｎｐｕｉｒｙ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４２ꎬ５２
«支配命运的人»　 Ｔｈｅ Ｍａｎ ｏｆ Ｄｅｓｔｉｎｙ　 ３０２
«织工»　 Ｄｉｅ Ｗｅｂｅｒ　 ３１７ꎬ３１８
«织工马南»　 Ｓｉｌａｓ Ｍａｒｎｅｒ　 １６６
«智者纳坦»　 Ｎａｔｈａｎ ｄｅｒ Ｗｅｉｓｅ　 １３
«致奥洛尼亚诺什»　 Ａｒａｎｙ Ｊｎｏｓｈｏｚ　 ２３７
«致勃克书»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ｔｏ Ｂｕｒｋｅ　 ４１
«致宠臣»　 К временщику　 ９２
«致大海»　 К морю　 ９７
«致恰达耶夫»　 К Чаадаеву　 ９６
«致十九世纪的诗人»　 Ａ ＸＩＸ ｓｚｚａｄ Ｋöｌｔöｉ　 ２３７
«致西伯利亚»　 Ｂ Ｃибирｂ　 ９９
«致英国人之歌»　 Ｓｏ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Ｍｅｎ ｏｆ Ｅｎｇｌａｎｄ　 ５６
«致云雀»　 Ｏｄｅ ｔｏ ａ Ｓｋｙｌａｒｋ　 ５７
«智者千虑ꎬ必有一失»　 Ｈａ всякого мудреца довольно простоты　 ２１５
«智慧的痛苦»　 Горе от ума　 ９４ꎬ９５
«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　 Когда же придет настоящий день? 　 ２２４
«中洛辛郡的心脏»　 Ｔｈｅ Ｈｅａｒｔ ｏｆ Ｍｉｄｌｏｔｈｉａｎ　 ６０
«钟声»报　 Колокол　 ２０５
«钟声»　 Ｔｈｅ Ｃｈｉｍｅｓ　 １５９ꎬ２７７
«众生之路»　 Ｔｈｅ Ｗａｙ ｏｆ ａｌｌ Ｆｌｅｓｈ　 ２９１
«周游法国的旅伴»　 Ｌｅ Ｃｏｍｐａｇｎｏｎ ｄｕ ｔｏｕｒ ｄｅ Ｆｒａｎｃｅ　 ８０
«朱安党人»　 Ｌｅｓ Ｃｈｏｕａｎｓ　 ７ꎬ１２６
«朱丽小姐»　 Ｆｒöｋｅｎ Ｊｕｌｉｅ　 ２８３
«侏儒查赫斯ꎬ绰号朱砂»　 Ｋｌｅｉｎ Ｚａｃｈｅｓ ｇｅｎａｎｎｔ Ｚｉｎｎｏｂｅｒ　 ３９
«诸神渴了»　 Ｌｅｓ Ｄｉｅｕｘ ｏｎｔ ｓｏｉｆ　 ２６７
«著名骑士史纳普汉斯基的生平事迹» 　 Ｌｅｂｅｎ ｕｎｄ Ｔａｔｅｎ ｄｅｓ ｂｅｒüｈｍｔｅｎ
　 Ｒｉｔｔｅｒｓ Ｓｃｈｎａｐｐｈａｈｎｓｋｉ　 １８１
«专制暴君的化装舞剧»　 Ｔｈｅ Ｍａｓｋ ｏｆ Ａｎａｒｃｈｙ　 ５６

６４４



«自己人ꎬ好算账»　 Свои люди－ｃｏчтемся　 ２１４
«自然研究通信»　 Письма об изучении природы　 ２０５
«自由»　 Ｌｉｂｅｒｔｙ　 ５７
«自由颂»(雪莱)　 Ｏｄｅ ｔｏ Ｌｉｂｅｒｔｙ　 ５７
«自由颂»(裴多菲)　 Ａ ｓｚａｂａｄｓｇｈｏｚ　 ２３８
«自由颂»(斯沃瓦茨基)　 Ｏｄａ ｄｏ Ｗｏｌｎｏ 'ｓｃｉ　 ２３２
«自由颂»(普希金)　 Вольность　 ９６
«祖国»　 Родина　 １９４
«祖国纪事»(杂志)　 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　 ２２５ꎬ３３８ꎬ３４１
«祖国颂»　 Ａ ｈａｚｒóｌ　 ２３６
«罪恶史»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ｕｎ Ｃｒｉｍｅ　 １３８
«最末一个行吟诗人之歌»　 Ｔｈｅ Ｌａ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Ｍｉｎｓｔｒｅｌ　 ６０
«罪与罚»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　 ３４０
«昨天五点多钟»　 Вчерашний деньꎬв часу шестом　 ２２５
«坐着扶手椅观剧»　 Ｌｅ Ｓｐｅｃｔａｃｌｅ ｄａｎｓ ｕｎ ｆａｕｔｅｕｉｌ　 ７９

７４４



再 版 后 记

«欧洲文学史»上卷自一九六四年初版以来ꎬ已经整整二

十年ꎬ下卷自一九七九年付印ꎬ也有五年多了ꎮ 这次ꎬ人民文

学出版社由于原纸型已经破损ꎬ决定重新排版ꎬ我们趁此机会

对全书又通读了一遍ꎮ
在通读过程中ꎬ我们对旧版里某些失误和不适当的提法

作了修订ꎮ 在作家和作品的译名方面ꎬ我们也尽可能参照现

有的中译本ꎬ采用比较通行的译法ꎬ以便于读者查阅ꎮ
本书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ꎬ但由于各校开课对象、师资条

件、授课时数各不相同ꎬ因此讲授教师可根据各自的情况灵活

使用ꎮ 对于一般读者ꎬ本书仍不失为一本了解欧洲文学发展

的重要参考书ꎮ
参加这次通读修改工作的有主编杨周翰和罗经国、孙凤

城、孙坤荣、张秋华、李明滨、彭克巽、李淑、王泰来等同志ꎮ 特

别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的编辑同志仔细地校阅

了全书ꎬ改正了许多不合适的地方ꎬ我们深表谢意ꎮ
诚恳地希望使用本书的读者提出宝贵意见ꎮ

修订小组

一九八五年元旦于北京大学

８４４



欧 洲 文 学 史

杨周翰  吴达元  赵萝蕤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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