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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所所长陈众议研究员在演讲会上致辞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先生在演讲 

 



 

演讲会现场互动 

 

 

座谈会上外文所所长陈众议研究员与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先生 

 



 

座谈会现场 

 

  6月12日至20日，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北京塞万提斯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九久网上

书城和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邀请，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秘鲁知名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先生首次正式来华访问，并于6月17日参加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文学演讲会和文学座谈会。 

   

  上午的演讲会在社科会堂举行，来自社科院、高校、出版社、使馆及媒体的各界听众参加了此次

文学盛会，可容纳800人的会场几乎座无虚席。 

 

  外文所所长陈众议研究员和北京塞万提斯学院院长易玛女士，先后致辞，向巴尔加斯·略萨先生

致以崇高的敬意，陈众议所长还代表外文所授予这位尊贵的长者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荣誉

研究员”的称号，这一称号此前曾授予过大江建三郎先生、奥尔罕·帕慕克先生以及勒·克莱齐奥先

生。 

 

  在题为“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一个作家的证词”的演讲中，巴尔加斯·略萨先生首先向台

下的听众简要描述了自己的创作历程：如何在玻利维亚的城市科恰班巴度过难忘的童年，经历人生中

最重要的事——学会阅读；又如何因对书的阅读而引发了最初的写作激情；长大后，如何努力规划自

己的生活，试图让让文学能够以某种方式嵌入到自己的生活中来；在圣马可大学学习法律和文学期

间，独裁政府的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控制渗透，如何激发了他用小说来讲述这种氛围的创作欲望；

有幸到达艺术和文学之都巴黎后，又如何在生活在那里的七年中，从文化的角度发现了一个全新的拉

丁美洲，结识了博尔赫斯、胡里奥·科塔萨尔等一大批出色的拉美作家，而这些经历又如何使他开始

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拉美人，至今他仍对那段岁月充满了怀念。 

 

  在谈到最自己影响最大的作家时，巴尔加斯·略萨先生首推主张“文学应当介入现实”的萨特。

在萨特文学观的影响下，巴尔加斯·略萨坚信：写作，正是为了让人们意识到他们生活中的问题，为

了激励人们采取行动解决他们所面对的问题，为了让人们认识到自己有能力改变糟糕的现实。萨特的

这种思想，使当时正处在独裁军事政府压制下的巴尔加斯·略萨感受到了文学作为一种行动的方式，

是具有意义的，而他受萨特思想影响最深的早期小说作品，都是介入现实的小说，涉及的也大多是军

事独裁，以及这种政体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造成的影响等等社会现实问题。 

 

  巴尔加斯·略萨先生表示，另一种对自己的创作产生重要影响的，是海明威、福克纳、多斯·帕

索斯时代的美国文学，正是那个时代的美国文学家让自己认识到了文学的形式是何等丰富多彩。尤其

是他们中的威廉·福克纳，他所描绘的社会现实同拉丁美洲非常相似：两个共存的社会，到处充斥着

歧视和不平等，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为了描绘这样一个典型的南方世界，福克纳创造了一种极其丰

富的文学技巧和手段，极富原创性，生动多彩，这种文学技巧和语言密切相关。他的语言丰富多彩，

富有韵律，热情奔放，形成一种文字节奏，营造出一个独特的现实、一种巨大的快感、一种丰富的色

彩和一种深层的心理描写。巴尔加斯·略萨先生总结说，如果说萨特的影响是在文学思想方面的话，

那么福克纳就是在叙述技巧、复杂而多样的结构方面影响了自己，那样的结构在描绘秘鲁现实世界的

复杂和多样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巴尔加斯·略萨先生同时也谈到了60年代中后期，自己作品经历的重大转折。这以前因为受到萨

特的影响，他一直对在文学作品中使用幽默有所保留，甚至曾经“愚蠢地妄下结论”，认为好的文学

不应该让人发笑。直到他在秘鲁热带丛林旅行发现了军队建立的劳军女郎系统，并引发了他创作的灵

感时，才感觉到，越是用严肃的方式去讲一个故事，读者就越会觉得它是虚假、编造的，如果想让这

个故事有说服力，那么就需要笑，需要微笑，甚至捧腹大笑。终于，在创作这部名为《潘达雷昂上尉

与劳军女郎》的小说过程中，他发现了文学中幽默的力量，从此之后，他的文学创作被极大的丰富



了。于是，又有了后来的《胡利娅姨妈与作家》，这部穿插了巴尔加斯·略萨先生本人第一次婚姻生

活的小说。 

 

  在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中，巴尔加斯·略萨又认识到：小说这种文学体裁并不是用来讲述“真

实”的，而是用来讲述“谎言”的，即便放入小说中的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最后也会变成在一定程度

上自由自在、摆脱了现实束缚的“谎言”。由此，他意识到了现实主义在文学中的局限性，开始认为

文学永远也不可能仅仅表达单纯、客观的现实。这次经验开阔他我的文学视野，并使他对文学的看法

变得更为敏锐。 

 

  也正是在这部小说之后，巴尔加斯·略萨先生开始从自己的阅读经验出发，阐述自己的文学观。

在他看来，文学的贡献或许首先就在于语言，没有什么能像优秀的文学作品这样让人们如此了解和掌

握自己的语言，认识到自己语言的丰富性，认识到有那么多种可能的方式可以表达自己思想中哪怕最

细微的差别。通过文学，人们得以更好地交流——不仅对于讲同种语言的人，对于讲不同语言、有着

不同文化传统的人来说，文学也是一座不同寻常的桥梁，将不同的文化紧密相连。它告诉人们，在不

同的文化、信仰和语言之间，共性永远比差异更为重要。他认为，在我们所处的时代，知识的丰富使

得各个领域的专业化愈发不可避免，也使得人们越来越孤立于自己特有的知识领域，使人与人之间的

距离越来越远。而文学作为社会活动之一，就是不断打破这种专业化造成的隔离，不断展现不同人之

间的共性以及共通之处，拉近人们同其他文化、思想和宗教的距离。 

 

  文学另外一个重要的贡献，就在于它孕育着批判的精神，正是这样一种批判的精神，能够萌生改

变、变革和改善的意愿，推动着人类的进步。巴尔加斯·略萨先生提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的、

一分为二的世界，一面是飞速的发展，另一面却是顽固地抓住一些给人造成无尽痛苦和伤害的传统不

放。因此，在这样一个世界里，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并不是浪费时间，并不是独享个人时间，而是为

自己装备一份情感、一份批判的精神、一份想象，这些都将很有效地帮助人们抵御世界中存在的伤害

和残暴。 

 

  在精彩的演讲之后，他又与现场的观众进行互动，对“童年生活最深刻的记忆”、“对爱情的看

法”、“对热爱文学的青年人的建议”、“未来的创作计划”等问题，一一进行了热情而又包含真实

体验的回答。 

 

  下午的“文学峰会:巴尔加斯•略萨见面会”在院学术报告厅举行，见面会由中国人民大学的马俊

杰（作家劳马）先生主持，与巴尔加斯·略萨先生进行圆桌座谈的嘉宾有西班牙、秘鲁两国的大使，

陈众议、陆建德、党圣元、董晓阳、吴晓都、白烨、孙郁、耿幼壮、程光炜、林建法、郑书九等学

者，莫言、刘震云、阎连科、张抗抗、徐小斌、李洱等作家，以及赵德明、赵振江、董燕生、尹承

东、林一安等翻译家，院国际合作局和院科研局的领导张友云副局长和朱渊寿同志也出席了此次座谈

会。此外还有其他作家、学者，以及众多难以计数的文学爱好者、高校学生和媒体记者，齐聚一堂，

共同见证这一文坛盛事。 

 

  座谈会上，与会的中方嘉宾首先轮流发言，或表示对巴尔加斯·略萨先生的推崇和敬仰，或谈到

了他的作品在自己创作、翻译和文学评论过程中带来的影响。提问或交流的问题主要包括：“文学创

作与政治关怀”、“幽默、荒诞与民族的苦难”、“文学形式的重要性”“三十年来拉美文学，在中

国的译介、接受和影响”、“巴尔加斯·略萨具体作品及创作方式、技巧”、“巴尔加斯·略萨作品

早期和后期的变化及‘批评的距离’”、“巴尔加斯·略萨的文学评论”、“西班牙的语言、文

化”、“代表作品”等。 

 

  在认真聆听了中国在座各位作家、学者的发言后，巴尔加斯•略萨先生用友好、谦虚，又不失幽默

的态度，对他们的问题逐一进行了回应。 



 

  对于政治与文学的关系问题，在他看来，这是文学所涉及的所有主题中很难有明确的认识和回答

的。文学不能作用、依附于当前，而应该超越当前，达到更为永恒的主题；不应着眼于今天正在经历

的历史，而应着眼于广义上的历史，着眼于大问题，即关乎人类生存条件的问题，如生命、死亡、爱

情、自由或自由的缺失、博爱、孤独、先验或先验的缺失等，这些超越了当前、着眼于人类的普遍生

存条件的主题才是文学的主题。而当文学成为宣传手段时，当文学试图捍卫某种政治、意识形态或宗

教观点时，当文学具有即时的目的性时，形式就会退居到第二位，内容就会凌驾于形式之上。这种文

学从道德和政治的角度上说，意图都是很好的，但正是这种社会和政治关怀消解了作家应关注的核

心，即文学形式、文体、叙述技巧、结构等。因此可以说，文学可以利用政治达到自己的目标，而政

治却不能利用文学，否则就会扼杀文学。他表示，自己很关心政治，但不会将特定、暂时的政治问题

写入文学创作，一个作家应该是自由的，他有权在自己的创作中回避社会和政治问题。伟大的文学应

该是对我们的生存有所帮助的文学，它应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所生存的世界的复杂，人与人之间关

系的复杂，支配人类的各种巨大激情的复杂，如爱情，仇恨，对权力的贪婪，博爱，孤独，友谊，宗

教信仰，又或者信仰的缺失等。 

 

  巴尔加斯·略萨先生还特别强调了文学形式的重要性，在文学创作中，文体、结构、故事的布局

谋篇等，同语言一样重要。他相信，对每一个故事来说，都有一个最适合它的结构，也就是说，一个

能够使故事和故事中行动着的人物具有最大说服力、最大生命力并且最具真实性的结构。作家的任

务，同时也是他面对自己所要讲述的故事时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找到这个结构，找到这种将素材

组织在一起的形式，找到这个能让他的叙述具有最大说服力的结构。在这方面，他有两位老师，那就

是威廉•福克纳和福楼拜。在他看来，所有的故事无一例外都能成为伟大的作品，故事的好坏完全取决

于我们如何讲述它，取决于我们所能找到的风格和结构。 

 

  对于自己的代表作品，巴尔加斯·略萨先生表示自己很难取舍，对他而言，他所写的每一部小

说、戏剧，对他来说都是一次全然不同的冒险。就像福楼拜曾说的那样，写作是一种生活方式，它们

引发他对某一主题的兴趣，令他关注某种社会环境、某个特定的国家、某段历史时期，让他亲自到故

事的发生地去旅行，以取得创作灵感。在这种冒险中，他感到自己慢慢被自己想创作的这些故事所感

染，甚至感受到一种奇妙的感觉，那就是自己不是为自己而活，而是为自己正在创造的那个故事而活

着。因此，他对自己所有写过的小说都感到很亲切，因为每一部小说都代表着他生活中的一个特定时

期，代表着他某一个时期的幻想、失败和沮丧。也正是这些，给予了作家最好的回报和奖赏。 

 

  对于具体作品的解释问题，巴尔加斯·略萨先生提出，他并不认为作者是其作品的最好解说者，

很多时候，作家本人没有足够的距离对作品进行批评式的解读。对于同一部小说，读者有时甚至会出

现完全相反的解读，尽管这些解读相互矛盾，但都同样具有说服力。所以，作家只需要尽力把小说写

到最好，让读者和评论家去诠释，去体会他们所认为美妙的东西。 

 

  巴尔加斯·略萨先生饱含激情和真切创作体验的发言，再次赢得了全场持久的掌声。最后，座谈

会也在这热烈的气氛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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