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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南京大学的外国文学研究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学术传统，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吴宓、陈
铨、梅光迪、楼光来等著名学者就曾在南京大学的前身执教过。
他们深厚的中、西学功底，对外国文学的精深研究，为中国的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
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正是在这些前辈学术传统的影响下，外国文学研究在南京大学始终保持着它的学术活力。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张月超、赵蕤蕻先生的主持下，南京大学中文系外国文学专业成为全国首批具
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
三十年来，在一代代学仁的努力下，这个在中文系最不起眼的小学科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并
于1998年成为全国首批具有博士授予权的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专业。
南京大学文学院素来有着严谨的治学传统，强调史论结合，强调以充分的第一手研究资料来支撑学术
论点，严禁空泛之论。
正是在这一良好的治学之风的熏陶下，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专业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特色，并培养了一
批既有敏锐的学术眼光、强劲的理论穿透力，又有扎实的基本功的博士、硕士研究生，有的博士研究
生已经在外国文学研究界崭露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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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视角下的外国文学研究（上下册）》选进的学术论文，均是南京大学文学院世界文学与比
较文学同仁们以及部分博士、硕士研究生近年来的部分研究成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们近年来对学
术界前沿问题的独立思考。
在选编过程中，编者欣喜地感受到本专业各位同仁以及一些年轻学子们独具特色的学术个性。
譬如，杨正润先生那些功力深厚的有关传记理论及莎学的论文，余一中先生那些材料翔实而又富有激
情和使命感的有关俄罗斯文学的评论文章，余斌先生那些闪烁着睿智的文字鲜活飘逸的学术文章，肖
锦龙先生那些材料丰富、论证缜密的理论探索，昂智慧女士对外国作家和理论家的个性化深度解读等
等，不一而足。
相信这些各具特色的研究成果会从某些侧面展现出南京大学文学院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专业近年来的
学术研究特点，给国内的外国文学爱好者及同行带来某些启发。
建立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的中国学派是近年来时常被提及的话题。
但是，心想未必一定事成，与其忙于造势，不如沉下心来，以中国人的视角，踏踏实实地研究每一个
具体的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的课题。
这是南京大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专业同仁们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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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行吟诗人维索茨基弗拉基米尔·谢苗诺维奇·维索茨基（1938—1980），既是诗人，又是电影、戏剧
演员，同时还是集歌曲创作、演唱于一身的行吟诗歌的重要代表人物。
在戏剧和电影中，他既饰演军人、警察和马雅可夫斯基等典型的正面人物，也演过布罗茨基等“反面
”角色。
苏联官方默许他举办充满讽刺内容的个人演唱会，允许他数次出国访问演出，在他辞世后为之立纪念
碑，建博物馆，追授苏联国家奖金，但他近六百首诗歌中生前仅有一首得以发表，大多数演唱会没有
海报宣传；民众则对他的表演始终如醉如痴，像熟记19世纪的经典诗歌那样熟悉他的诗歌，由他演唱
的歌曲回响在苏联的每一个角落，但却不能以公开出版的形式传播。
所有这些貌似荒诞的事实体现着维索茨基诗人、人、演员的多重身份，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他的生活和
创作呈现出多面性。
维索茨基个人身份的不断转换丰富了其观察生活的视角，使他的诗歌既不同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
现实主义文学，又不同于苏联的反乌托邦文学。
他的文学活动开创了一条前所未有的新路，在语言、修辞、题材、表现手法等方面均有自己的风格，
集中体现了他所代表的“行吟诗歌”的特征。
维索茨基及其行吟诗歌作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俄罗斯文学的特有现象，真实地再现了苏联在短暂“解
冻”之后转入停滞时期的社会现实。
维索茨基1938年出生于莫斯科，父亲是苏联军官，母亲从事翻译工作。
1947—1949年与在德国服役的父亲和继母一起生活并开始学弹钢琴。
1955年考入莫斯科建筑工程学院机械系，第一学期结束便弃学回家，1956年6月考入莫斯科模范艺术剧
院附属的艺术学校。
在艺术学校学习期间，维索茨基经常参加大学生自编自演滑稽作品的娱乐晚会，并开始尝试写诗，创
作讽刺短剧和即兴歌曲。
这些尝试和经历为维索茨基后来的诗歌创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维索茨基的艺术生涯可以分为三个相辅相成的部分，包括戏剧、电影和行吟诗歌的表演，并且均取得
非同凡响的成就。
1960年毕业后，在普希金剧院、小品剧院工作。
1964年起进入柳比莫夫领导下的莫斯科塔甘卡剧院，这成为维索茨基演艺生涯的转折点。
在塔甘卡剧院他出演过《普加乔夫》、《哈姆雷特》、《樱桃园》、《罪与罚》等剧。
1971年塔甘卡剧院首演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维索茨基出演哈姆雷特，获得空前成功，成为
“70年代世界上最优秀的口扮演哈姆雷特的演员之一”①。
自50年代末起，维索茨基开始投入电影表演，总共饰演了约三十个角色。
其中，因在《糟糕的好人》中的出色表演，维索茨基于1974年5月荣获意大利多尔米纳民族电影节“卡
律布狄斯”奖；1979年，他在电视剧《碰头地点不变》中成功地塑造了警察热戈洛夫，“1987年维索
茨基因在电视剧《碰头地点不变》中塑造的热戈洛夫形象和演唱个人独创歌曲’而被追授苏联国家奖
金”②。
起初，维索茨基的行吟诗歌主要以私下演唱的形式出现，因为未获准公开发行，人们使用普通的录音
机相互转录他的演唱，以自发的形式在成千上万的听众中间传播。
后来，官方默许他举办个人音乐会，更多的听众可以当面聆听他的演唱。
从1958年第一次演唱算起，到1980年去世前的22年中，维索茨基共举行过1169次演唱会。
他的足迹遍及苏联各加盟共和国。
他还借出国拍电影、剧团巡演的机会在匈牙利、波兰、英国、法国、保加利亚、墨西哥、德国、美国
、意大利、加拿大等国演唱过他的行吟诗歌。
1980年7月，他在塔甘卡剧院最后一次演出《哈姆雷特》，7月25日因心脏病突发在莫斯科小格鲁吉亚
街家中去世。
尽管维索茨基生前仅有一首诗歌得到发表，但身后未曾间断的纪念活动足以说明他之于俄罗斯文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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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和文学发展的重大意义。
1980年7月28日正值莫斯科奥运会高潮，官方唯恐出现骚乱而不得不允许为维索茨基开追悼会。
在没有公开通知的情况下，成千上万的民众自发地从苏联各地赶往塔甘卡剧院，在炎炎烈日下排成绵
延五公里的送行队伍，与维索茨基告别。
1981年苏联出版维索茨基的第一本诗集《神经》（罗日捷斯特文斯基编辑）；1985年10月12日在维索
茨基墓地立起纪念碑；1989年莫斯科建成维索茨基国家文化博物馆；1995年7月25日，莫斯科斯特拉斯
特内街心公园举行维索茨基纪念碑落成典礼。
截止到1998年诗人诞辰60周年，在俄罗斯、乌克兰、乌兹别克等国已有12条街道以维索茨基的名字命
名，俄罗斯境内建有8座维索茨基纪念碑；1974年俄罗斯天文学家发现的一颗小行星也以维索茨基的名
字命名。
自1988年诗人50周年诞辰以来，逐渐形成了研究维索茨基的热潮。
维索茨基认为，他是受另一位行吟诗人奥库扎瓦的影响而走上创作道路的：“当他（指奥库扎瓦——
本文作者注）伴着吉他朗诵诗歌时，对听众产生的巨大影响让我震惊，我试图自己也这样做。
”③1961年在列宁格勒写成的《文身》是他的第一首诗歌。
维索茨基初期的创作基本上遵循地下讽刺文学和都市歌谣的传统，讽刺是其最重要的表现手段。
此时，期维索茨基的创作不拘一格，变化多样，既有滑稽讽刺诗歌如《文身》、《都市歌谣》，也有
充满矛盾的忏悔诗如《未婚妻为我真切地恸哭》、《伙伴们，给我写信》。
早在1963年，莫斯科模范艺术剧院曾在《微型小区》一剧中采用维索茨基的歌曲《那一晚我没喝也没
唱》和《我带着利刃奔波》，但海报和节目单上均未出现维索茨基的名字。
在维索茨基进入塔甘卡剧院之前，他的创作在内容和题材方面比较单一，还处于探索、尝试的阶段，
对传统的讽刺文学的模仿成分较多，尚未形成自己的风格，他的作品常被人们误认为是民间歌谣。
维索茨基真正步入文学创作的殿堂是在1964年他来到塔甘卡剧院之后。
维索茨基集诗人、人和演员多重身份于一身，这对他以后创作的内容和表现形式都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
如果说在他进入塔甘卡剧院之前的创作还是一种摸索性质的尝试的话，那么进入塔甘卡剧院之后，他
不再囿于单纯为自己狭小的朋友圈而创作，对生活的观察进一步深入，视野变得更为广阔。
随着他演艺生涯的不断发展，其文学创作逐渐步人新的阶段。
在塔甘卡剧院工作期间，以1971年主演哈姆雷特为分界线，可以将他的演艺生涯和文学仓4作活动分成
两个不断发展的阶段。
在塔甘卡剧院工作的前期，当时的剧院刚刚完成整修和重组，年轻的剧院继承着梅耶霍德和布莱希特
留下的传统。
剧院以鲜明的个性和与众不同的精神价值取向著称，加之西蒙诺夫、阿勃拉莫夫、特里丰诺夫、索尔
仁尼琴、奥库扎瓦、阿赫玛杜琳娜、沃兹涅先斯基、肖斯塔科维奇等人的关注和参与，剧院内外营造
出一种开明、思辨、勇于开创的氛围。
剧院重视维索茨基鲜明、真挚而奇特的行吟诗歌，而维索茨基同样需要剧院，因为只有在这里他的行
吟诗歌才“是剧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不是硬插上的节目”①。
在这种轻松、自由的环境中，在剧院上下的鼓励与支持下，维索茨基的创作激情倍增。
此时，他意识到自己的诗歌创作和剧院的艺术探索息息相关，在诗歌内容和表现形式上都进行了不懈
的努力。
这一时期维索茨基行吟诗歌的题材变得相当广泛，例如战争题材的《兄弟墓》，体育题材的《登山队
员》组歌、《多愁善感的拳击手》，道德题材的《嫉妒者之歌》和《出国前》，童话题材的《魔鬼》
、《凶猛的野猪》，科幻题材的《遥远的塔乌一基塔星座》、《谁都想暖和一点》等。
与此同时，他还创作了中篇小说《无梦的生活》（1968—1980年发表）、剧本《非常年轻的列宁格勒
小伙子和来自瑟堡的姑娘之传奇故事》（1969—1992年发表）、电影剧本《就是这么回事》（1967
—197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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