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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俄罗斯——携带着诗歌”——《流亡者的乡愁》读后

【作者】一苓

  《流亡者的乡愁:俄罗斯域外文学与本土文学关系述评》  汪介之著  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 

    长期以来，无论是前苏联学者撰写的文学史著，还是我国学者编写的苏联文学史，基本上都不提

及20世纪俄罗斯域外文学，或至多只是将之视为一种被置于否定地位的文学现象。然而，布宁却以

《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成为第一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俄罗斯作家。20世纪30年代初，梅列日科夫

斯基、什梅廖夫亦和布宁一起，同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索尔仁尼琴和布罗茨基分别是1970

年和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此外，域外文学中还涌现出茨维塔耶娃、霍达谢维奇、苔菲、列米佐

夫、阿达莫维奇、扎伊采夫、纳博科夫等大批光彩奕奕的名字。因此，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的完整图

像，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期中，至少有一半是被某种浓重的偏见之雾所遮蔽的。这种遮蔽，反过来也

证明了重建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的必要性。正是出于复现俄罗斯文学准确图像的学术良知，汪介之教

授新近推出了力作《流亡者的乡愁:俄罗斯域外文学与本土文学关系述评》(以下简称《乡愁》)，为读

者呈现了一幅五色斑斓的俄罗斯域外文学的辉煌图景。 

    《乡愁》的主体部分包括“俄罗斯域外文学的兴起”、“‘微型的俄罗斯’——俄罗斯域外文学

的存在状态”、“‘我们何时返回俄罗斯’——俄罗斯域外文学中的回归思潮”、“俄罗斯‘在我们

的精神储藏中’——俄罗斯域外文学中的本土意识”和“俄罗斯域外文学批评的本土视角”五章。虽

然著者自陈该书的主要任务并“不在于详尽描述俄罗斯域外文学的演变历程，也不在于对域外作家及

其创作一一予以评说”，但在第一至第三章、“前言”及“余论”中，还是通过对纷繁史料的精细爬

梳，铺叙了白银时代终结之后大批俄罗斯作家走向境外，在俄罗斯古典传统与白银时代文学的滋养

下，在艰辛痛楚的流离状态中创造出来的骄人成就，描绘了一座座域外文学村落散布于欧亚大陆，形

成“微型的俄罗斯”的独特存在状态。我们看到，虽然剧烈的历史变动使得俄罗斯文学界大批人士流

落异邦，然而通过兴办报刊、出版社，组织文学社团，定期聚谈和著书立说等形式，俄罗斯的作家、

批评家和文化活动家们依然维系着与母国的血缘联系，并迸发出惊人的思想与艺术创造力。 

    在简笔描摹了域外文学三次浪潮起落的全景后，著者随即在第四、第五章中工笔细绘，紧扣域外

文学与本土文学的关系这一基本研究范畴，展开了对域外文学第一浪潮在创作实绩和理论批评两方面

成就的评述。对前一方面，论著先后从“永远的俄罗斯情结”、“追寻民族文化之根”、“自传性作

品:对已逝年华的回望”、“文学回忆录:与往事对话”、“流亡作家与本土文学传统”五个层面铺

开，条分缕析地对域外文学在主题呈现、题材侧重、体裁选择等方面的成就及其与俄罗斯古典文学、

白银时代文学的关联予以了评说。除了“乡愁”这一不变的主题外，域外作家亦对民族文化心理进行

了深切反思。在这一部分，著者不仅重点评价了高尔基在域外发表的《论俄国农民》以及诸多小说、

随笔等在洞视俄罗斯民族文化心理弱点、思考知识分子悲剧性命运、发现民族历史发展迟滞根源等方

面的贡献，亦以饱满有力的激情和深入的理性分析，准确概括了高尔基在探察俄罗斯民族文化心理结

构中的“病灶”方面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读来使人产生灵魂的震撼。俄罗斯域外文学中最具可读

性、也最具有俄罗斯民族特色的类型之一，是作家、学者、思想家们回望已逝年华的自传性作品。对

此，著者也进行了精当的分析，引领读者领略了包括布宁的《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什梅廖夫的

《朝圣》、《上帝的恩年》，茨维塔耶娃的《我的普希金》等在内的一系列自传性小说或散文充满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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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美。书中对“文学回忆录”的考察，更体现出著者鲜明的历史意识。著者大量使用“反顾”、

“回眸”等表述，充分揭示了“对于认识一个特定时代的文化背景、文坛氛围、诗人和作家们的个性

特点乃至他们的相互关系而言”，“文学回忆录”所具有的为“其他文学作品、文学史著述和专题研

究论著所不能替代的”特殊意义。 

    由于中俄两国历史发展的某种相似或共通性，读者又分明感到，著者对俄罗斯域外作家情感、思

想和命运的观照，始终是以20世纪中国文化、文学的发展和几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为参照系的。20世纪

中国文学的命运始终作为一种隐在的背景制约着著者的思路、眼光和文字，这就使他在潜入俄罗斯域

外作家的情感深处、感受他们的灵魂悸动时，会由于自己的人生积累、情感体验和理性思考而与他们

产生更为深切的共鸣，并使整部著作体现出理性与激情交融、诗心与哲思统一的风格。 

【原载】 《文汇读书周报》 2008-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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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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