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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俄两国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20世纪的历史更把这种交往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
中国新文学的诞生，以及在20世纪的成长、发展和演变的整个过程，始终伴有俄罗斯文学的影响。
然而，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不仅中俄两国的历史道路都充满着曲折与坎坷，两国文学各自的进程也
同样处于动荡起伏之中。
在这样的背景下，两国文学彼此之间的交流、传播、接受和影响，便远不是一帆风顺的。
如今，身处21世纪初叶，回望这百年来的文学交往史，我们既可以窥见那曾经使人感奋的灿烂的朝霞
，那一度充满收获喜悦的金色的原野，也能够看到浓重的阴云和令人惊悸的险滩，还难免涌起面对落
日余晖和苍茫暮色时往往会油然而生的那种留恋与惆怅。
但是不妨说，正是这一切交织而成的丰富与厚重，给我们深入考察两国文学及其关系史，留下了无尽
的空间和说不完的话题。
中国文学界和广大读者所面对的俄罗斯文学，其本身是一种丰富多样、异彩纷呈的客观存在，又是一
个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的实体，而中国文学对它的接纳，则显示出作为接受主体（接受者民族）进行
选择的目光。
这种选择的结果，往往既表明了某种摄取侧重和价值取向，也必然有所舍弃、排拒和失落，甚而有这
样那样的偏颇或变型，并且在总体上呈现出随着历史的变迁而转换的阶段性特征。
在这一过程中，接受主体的民族历史传统、文化心理积淀等“先结构”，接受者民族的现实需求及其
所处的时代氛围，等等，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其中的现实需求则是最具决定意义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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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俄罗斯文学”这一概念的提出和广泛使用，加上苏联解体的历史真实，使得“苏联文学
”这一原有概念面临着被逐渐淡忘的命运。
但是无论如何，作为一种文学史现象的“苏联文学”，即便历来人们对它的评说千差万别，对这一概
念之内涵的解释也各有不同，但它的价值毕竟是客观存在的。
国内俄罗斯文学研究界曾围绕这一话题展开过多次有意义的学术讨论，而在范围更为广阔的欧洲文学
研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领域，乃至一般外国文学史的编撰中，人们也往往从不同的侧面涉及
与此相关的论题。
这一现象让我们不禁想起美国学者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一书中所说的话：“自成一体的民族
文学这个概念有明显的谬误。
至少西方文学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包括整个欧洲、俄国、美国以及拉丁美洲文学在内的紧密整体。
”因此，“一部综合的文学史，一部超越民族界限的文学史，必须重新写过。
”两位学者还强调：“如果仅仅用某一种语言来探讨文学问题，仅仅把这种探讨局限在用那种语言写
成的作品和资料中，就会引起荒唐的后果。
”①毫无疑问，这种开阔的文学视野，这种高屋建瓴的眼光，正是我们的俄罗斯文学研究和其他国别
文学研究所迫切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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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汪介之，安徽庐江人。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研究所所长，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学科带头人，博士研究生导师
。
兼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理事，江苏省比较文学
学会副会长。
主要从事俄罗斯文学、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已出版《俄罗斯命运的回声：高尔基的思想与艺术探索》(
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首届优秀著作奖)、《选择与失
落：中俄文学关系的文化观照》(获江苏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20世纪俄罗斯
文学批评史》(合著，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等学术专著8
部，主编《白银时代名人剪影》《外国文学教程》等高校教材；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并有译作多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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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场争论始于1915年别尔嘉耶夫发表《俄罗斯灵魂》一文。
在此文中，别尔嘉耶夫描述了俄罗斯民族的种种内在矛盾，认为这些矛盾根源于民族性格中女性因素
和男性因素的二律背反，而俄罗斯人的天性则是“女性化”的。
他还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看成斯拉夫人种和日耳曼人种（“男性化”种族）之间预谋已久的世界性斗争
的爆发，断言日耳曼风尚已渗入俄罗斯深层，控制了它的肉体和精神。
面对这一现实，别尔嘉耶夫强调：俄罗斯不能像东方那样限制自己并与西方对立，而应当成为“东方
～西方”，成为两个世界的连接器，而不是分离器。
同年，高尔基也推出《两种灵魂》一文，论及俄罗斯灵魂的双重性。
他首先将东西方两种文化、两种世界观作了对比，认为东方是神秘主义、迷信、悲观主义和无政府主
义的永恒怀抱，也为压抑个性、无所作为和来世思想提供了合适的温床；而西方及其文化则体现出“
生命的赋予”、乐观主义和积极精神，对于个性和行动的崇拜，对于现世幸福的追求。
“欧洲是自己的思想的领袖和主人，东方人则是其幻想的奴隶和仆役。
”他进而指出：在俄罗斯灵魂中，东西方两种精神并存且彼此冲突，造成了它的内在矛盾和不稳定性
。
高尔基认为这是蒙古游牧民族灵魂和斯拉夫人灵魂混合的结果，而东方文化对俄国人心理的影响，要
比它对西欧人心理的影响深重得多。
因此他呼吁俄罗斯人同自身的“亚细亚心理积淀”进行斗争，承认西欧文化的优势并向其学习。
此文发表前后，作家曾在《罗斯记游》、自传体三部曲、《日记片断》《1922～1924年短篇小说集》
等系列作品中，多层面地展示了民族精神风貌；“俄罗斯式的××”“亚细亚式的××”“东方式的
××”等提法，反复出现于其中。
这些作品和他的《两种灵魂》无疑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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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刚刚进入11月就早早袭来的一股寒流使2009年的秋季显得特别短暂，在这样的时日开始翻检自己过
去20多年里研读俄罗斯文学，考察中俄文学关系的过程中陆续留下了的一些文字，对这本文集进行编
选和整理，深感时光流逝之急，也不由得要对自己的问学之路作一番回视。
我的第一篇外国文学评论方面的习作《关于（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通信》，写在就读于吉林大
学研究生院期间，登载于母校的一份内部学刊《研究生时代》（1985年第1期）。
毕业之后来南京不久，我的硕士学位论文的一部分《论高尔基小说的心理现实主义特色》由《外国文
学研究》1986年第3期刊出。
这是我发表学术论文的开端，也是我步入专业研究领域的一种标记。
从那时起到现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以外的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在俄罗斯文学阅读中度过的，其间也陆
续写下了一些心得，那便是在各类报刊上先后发表的百余篇文章。
这些文章和我的几本专著一起粗略地勾勒出一条探求的线索。
这一探究始于对20世纪俄罗斯一位伟大作家的重新认识、重新评价（《俄罗斯命运的回声：高尔基的
思想与艺术探索》），继而扩展到对于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进程的再检视（《现代俄罗斯文学史纲》
《20世纪俄罗斯文学批评史》（合著）、《远逝的光华：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文化》《流亡者的乡愁》
），对于20世纪中俄文学关系的梳理（《选择与失落：中俄文学关系的文化观照》《悠远的回响：俄
罗斯作家与中国文化》（合著）、《回望与沉思》）；直到前不久才最终完成的另一部书稿《伏尔加
河的呻吟：高尔基的最后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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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接受与当代解读:20世纪中国文学语境中的俄罗斯文学》：比较文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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