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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青年学者庞激扬长期从事罗马尼亚语言、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潜心研究罗马尼亚当代著名作
家马林·普雷达。
她两度公派赴罗深造，有机会得到了罗马尼亚专家学者的帮助与支持，并完成了这部独具特色的专著
。
作为庞激扬的同行，我为她取得这样的科研成果感到由衷的高兴并表示衷心的祝贺。
马林·普雷达是罗马尼亚最具代表性的当代小说家，他的《莫洛米特一家》（第一部）、《呓语》和
《世上最可爱的人》（节译）三部长篇小说有中文版译本，曾得到读者广泛的好评。
庞激扬在全面、系统、深入地介绍和分析了马林·普雷达的生平、作品和写作手法的基础上，剖析了
作家独特的创作风格和正直、敏锐的人格魅力；同时，她也较客观地评价了马林·普雷达对20世纪下
半叶罗马尼亚文坛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和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这些都证明了她为弥补这一领域的空白所付出的努力。
通常，一个作家在其整个创作生涯中能有一两部经受住时间考验的优秀作品就难能可贵了。
马林·普雷达则不然，抛开他的中短篇小说不谈，他的长篇小说就有《莫洛米特一家》（第一部、第
二部）、《败子》、《不速之客》、《伟大的孤独者》、《呓语》、《劫掠般的生活》和三卷本《世
上最可爱的人》等八部。
况且，几乎每部作品的问世都能引起社会轰动，受到广泛好评，进而成为文坛盛事。
此外，从20世纪50年代起，他的多部作品被改编后搬上银幕，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这在同时期的罗马尼亚作家队伍中是不多见的。
罗马尼亚从1948年起至20世纪50年代末，在当时的国际大背景下，文艺领域实行党的绝对领导，规定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唯一正确的创作方法和评价标准，并以此划线，非此即彼，大搞“一言堂”。
马林·普雷达后来把这一阶段称之为“困惑的十年”。
从1965年罗马尼亚领导人乔治乌·德治病逝，齐奥塞斯库上台后至1971年，文艺政策较前宽松，文坛
气氛也较活跃，对作家队伍也给予了应有的关怀和重视，许多人曾为之欢欣鼓舞。
然而，1971年齐奥塞斯库开始搞“小文化革命”。
1974年以后，领导层个人独裁、个人迷信、家族统治、任人唯亲和打击排斥不同意见泛滥，搞得人人
自危。
我是在马林·普雷达死后一年半，即1981年10月公派到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大学语文系进修的。
当时，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就学期间的罗马尼亚语外教迪亚科内斯库老师时
任布加勒斯特大学学术委员会书记。
此前，除中国外，他还曾被官方派往南斯拉夫和民主德国任语言专家。
在只有通过严格政治审查的人才具备出国条件的情况下，老师三次国外工作的经历说明，他应该是属
于那种政治上受信任和重用的人。
然而，就是我的这位老师，一个初冬的傍晚，他在大学本部那间宽敞却不怎么明亮的办公室里，竟然
忧心忡忡地对我说：“我每天都生活在恐惧之中。
”我一时都愣了，对他这句话颇感困惑，不知所云。
鉴于当时的政治气候，他不可能展开讲，我也不便多问。
由此，就不难理解马林·普雷达在创作《世上最可爱的人》几年的时间之内，精神上承受着巨大的压
力，惶惶不可终日，唯恐出什么闪失，吓得他无论到哪儿每天都随身携带着为之“付出最大努力”的
手稿。
该书问世之后，虽然读者反响巨大而热烈，可没过多久，他却离奇地死在自己的创作室里，面部还有
两处伤痕。
他究竟是怎么死的？
为什么？
事情已经过去了三十个年头，至今疑团难解。
身处复杂社会环境中的马林·普雷达一直刚直不阿，从不趋炎附势和随波逐流，不违背文学良知，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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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现实主义原则，认为反映现实是文学的根基。
而他对现实的见解又独到、精辟，认为现实应包括历史现实、社会现实和心理现实等诸多层面，而这
些层面之间又相互补充，才构成了一个真实的世界。
因而他并不回避当时令许多作家生畏的历史和现实题材，所有作品都是以表现罗马尼亚近代历史和社
会现实为主。
人们也许会纳闷，既然当时的创作和出版环境那么险恶，作家又那么耿直甚至桀骜不驯，可那么多的
书是怎样出的？
这得益于作家的睿智。
他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文学环境中，对现实的反映不再完全依托完整的故事情节或者对冲突的细节描
写，而是间接地表达现实，从而巧妙地绕开所谓的文学“禁区”，得以“蒙混过关”。
对某些敏感问题，采用迂回的办法来对付“书刊审查”。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在布加勒斯特大学进修期间亲耳听到的一则政治笑话：马林·普雷达把《世上最
可爱的人》书稿送有关部门审查，希望能尽快出版。
一天，党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负责人为此事请示齐奥塞斯库。
齐板着脸问：“书名叫什么呀？
”答日：“《世上最可爱的人》。
”齐顿时眉开眼笑，一准儿认定是歌颂他的，立刻指示：“尽快出！
”当然，谁也不会信以为真，认为确有其事。
不过话说回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间的一种情绪。
今天，就姑妄听之吧。
马林·普雷达的作品数量大，有关他的评论也多。
面对如此纷繁的材料，庞激扬表现出很强的综合、分析和梳理能力。
该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
我终生从事罗马尼亚语言文学教学、科研、翻译和新闻工作，对马林·普雷达有所了解。
读了庞激扬的这部专著《马林·普雷达评传》后，亦感到颇有收获，对作家及其作品的了解更全面、
更系统了。
我认为，这部专著的出版，不仅体现了作者个人的科研能力和学术成果，更重要的在于该书所面对的
是中国和罗马尼亚的广大读者，有助于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为中罗文学关系增添了一项新
的内容。
张志鹏2010年6月于北京昌平王府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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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罗马尼亚当代著名作家马林·普雷达（Marin Preda，1922—1980）干1922年出生于罗南部的一个
农民家庭，自幼爱好文学，于1942年起开始文学创作。
他的所有作品均以表现罗马尼亚近代历史和社会现实为主，题材广泛，视角新颖，写作手法独特。
其中，尤以中短篇小说集《大地相遇》（1948年）、长篇小说《莫洛米特一家》（第一、二部）
（1955年、1967年）以及《世上最可爱的人》（1980年）在20世纪下半叶的罗马尼亚文坛独树一帜，
更使其成为当时罗马尼亚最具代表性的现实主义作家之一。
 与同一时期罗马尼亚主流文学不同的是，普雷达并不回避当时令许多作家生畏的近代历史和社会现实
题材，勇于回顾历史，揭示真实现实，力图反映人与历史、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显示
了他作为一名文坛勇者不随波逐流以及敏锐的人格魅力；同时，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和文学环境，普
雷达在运用现实主义手法创作时也另辟蹊径，在承袭和借鉴前人做法的基础上，采用大量迂回的手法
间接表现真实的现实，激发读者的共鸣，在淋漓尽致表达其历史观、自然观的同时更对现实主义进行
了开放式的全新注解。
这些特点贯穿普雷达作品的始终，带动了一批年轻作家，从而构成了罗马尼亚现实主义小说的鲜明特
色，普雷达在20世纪下半叶罗马尼亚文坛的重要地位以及影响力也由此建立。
 普雷达几乎每一部作品的出版都能在当时社会上造成轰动效应，多部作品被改编并搬上银幕；同时还
有许多作品被翻成法、俄、德等国文字，在法国、前苏联以及现在的摩尔多瓦共和国等国有较大的影
响力。
中国译介界曾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将其作为面向国人的介绍对象，翻译并出版了普雷达的部分作品。
 庞激扬编著的《马林·普雷达评传》旨在21世纪全球化的背景下，发掘并探讨罗马尼亚当代文学中的
一些创作现象，并试图从人文主义的角度来诠释作品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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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庞激扬，1969年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
1987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罗马尼亚语专业就读
，1991年毕业。
1991—1992年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任实习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罗马尼亚国情。
1993年起回母校罗马尼亚语专业执教至今，现为罗马尼亚语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1995—1996年赴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大学文学系访学，2000—2003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攻读并获文学硕
士学位。
2003年起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并于2008年获得北京外国语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期间曾于2005—2006年再
次赴罗马尼亚彼特什蒂大学文学系访学，主要研究方向为罗马尼亚当代文学。
近年来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编写并出版了罗马尼亚语教材两部，编写、翻译并出版了辞典
两部，目前继续参与国家汉办组织的对外汉语教材、相关辞典的翻译和编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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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青少年 第一节 “我要读书” 1937年，小学毕业后的马林·普雷达当时15岁，身子依旧瘦
弱、单薄，眉宇间淡淡的忧郁还是没有散去。
生活的艰难、家境的窘迫没有减弱他对书本的追求和对外部世界的好奇，但给他带来了不少压力。
这个敏感、洞察力极强的孩子早早就懂事了，沉默的外表下隐隐透出一份倔犟和自尊，但也有一份无
奈的自卑，无声的眼光中似乎总在呐喊：“我要读书！
我要读书！
” 此时马林所有的希望是继续中学学业并最终成为一名教师，这是他读书的最终目标，但家中的境况
和父亲的态度令他颇为踌躇，十分担心父亲是否还能继续为他支付学费。
在成年后的一次《金星》杂志专访中，马林·普雷达回忆起自己当时曾对未来有过设想，教师就是他
的唯一选择。
他考虑过图尔努一莫古莱来以及阿列克山德利亚的师范学校，那里的学习氛围和条件都比较好，但最
终他放弃了入学考试，因为这两所学校的收费都比较高，家里明显负担不起。
 得知情况的I.泰奥多莱斯库老师提醒马林的父亲老克勒拉苏，告诉他根布隆戈一目斯切尔还有一所师
范学校，那里的收费并不高，而且学校的声誉非常好。
老克勒拉苏心中虽然对此没有太大的把握，但看着儿子眼中的那份渴求，还是赶着马车送马林上路了
。
可就在那里，马林·普雷达却遭遇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打击——他的入学考试都通过了，但体检时因为
眼睛近视，学校认为他不适宜在师范学校就读。
 被学校拒之门外的马林心灰意冷，难道自己的求学愿望就到此为止了吗？
回家后，父亲倒是松了一口气，这正好遂了他的心愿，虽然他没有当着孩子的面说出来。
家人劝说满脸阴郁的马林到米洛什乡去学一门技艺，将来也能靠种田吃饭，养家餬口，这似乎是最合
情合理的选择。
马林默默无语，看来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了，但心中的不甘和悲哀写满了一脸。
 忧郁的马林去了米洛什技校，骄人的入学考试成绩并没有驱除他的失落感，眼里依旧充满被命运戏弄
的无奈和绝望。
 然而就在那所技校的大厅，一件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从此改变了马林的一生。
 第二节 命运的逆转 一筹莫展的马林。
普雷达在米洛什技校的大厅排队等着注册，一同前来的还有沉默寡言的父亲。
里面同时还有另外许多人，普雷达起先并没有注意到那个即将改变他一生的中年人。
也许是普雷达的抱怨和父亲的劝慰引起了那个人的注意，他主动上前和这对父子攀谈起来。
 他的话语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块石头，在普雷达的心中掀起阵阵希望的波澜，使他久久不能恢
复平静。
这个中年人名叫C.博翁，他告诉克勒拉苏父子，邻近的阿尔迪亚尔还有一所新开的师范学校，因为生
源不足，考生可以免试入学，而且学费也不昂贵。
 和父亲商量后，父子俩在这个中年人的带领下前往阿尔迪亚尔，并顺利地在那所师范学校注册入学。
就这样，1937年 8月，15岁的马林·普雷达重新入学了。
虽然比同年级的学生要大两三岁，但普雷达的内心却要比他们激动澎湃得多。
 阿尔迪亚尔师范学校地处幽静的南部小城克里斯图尔，是一所寄宿学校，那儿的老师也非常优秀，普
雷达总算可以继续他的梦想，继续他的学业了。
可惜好景不长，只过了两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并波及这个欧洲东南部的小国，克里斯图尔再也
没有了以往的幽静。
1940年，由于维也纳协议的签订，罗马尼亚的领土被分割，阿尔迪亚尔师范的学生被分配到首都布加
勒斯特的师范就读，从此马林·普雷达的生活被彻底改变了。
 1940年9月，父亲赶着马车将普雷达送上了开往布加勒斯特的火车。
在去火车站的路上，父亲用平静的语言娓娓交代孩子许多需要注意的地方，把自己的处世经验尽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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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传授给孩子。
最后，父亲用尽量平静的语气告诉他，一切都要靠自己，家里再也拿不出供养他读书的钱了。
在开往布加勒斯特的火车上，普雷达突然长大了，但对是否能够适应布加勒斯特的一切，他的心中还
是忐忑不安。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罗马尼亚本国文化得到了长足进步，接近欧洲文化的普遍水平。
当时的布加勒斯特素有“小巴黎” 之称，是全国文化、政治和交通中心。
和当时欧洲其他大城市一样，崇尚现代、追求自由是这个都市的特点。
这里虽然时时面临战火攻击的威胁，但文化艺术沙龙异常活跃，使得这座古老的城市焕发出青春和自
由的气息。
这让这个只习惯于乡村生活的中学生稍稍有些不适应，周围的一切看上去是那么的摩登时尚和光怪陆
离，而自己的装束却是那么土气，显得格格不入。
但不久，普雷达就被这个城市中所洋溢的自由气息所吸引，每每要走出校门去感受时代的空气。
就在这里，普雷达还平生第一次配了眼镜，刹那间，美好的未来如同眼前清晰的事物一样仿佛触手可
及，笼罩在面前的那层薄雾散开了，直觉告诉普雷达，美好而令人激动的日子正在向他招手。
 可是，这个摩登城市里的师范学校沿袭的却是刻板的作息制度，普雷达极度渴望接触新世界的念头总
是被学校早匕 5：30起床、晚上9：00熄灯睡觉的严格作息安排所限制。
外部世界对于十七八岁的普雷达而言诱惑实在太大，年轻的心脏总想随着城市自由的脉动而跳动，于
是他想方设法溜出校门奔向他理想的圣地——文化沙龙，那是他感受文化艺术气息最好的地方。
然而一天中所有的自由支配时间加起来不足四小时，这实在难以满足他极度的渴望。
未过多久，普雷达开始和那套死板的作息制度发生了冲突。
 当时，这所师范学校在全国享有极好的声誉，拥有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市最好的教育家。
例如，知名作家V.斯特莱依努任罗马尼亚语教师，T.伯乌乃斯库一乌尔姆任拉丁语教师，著名历史学
家I.伊奥那什库任历史教师，画家M.奥里乃斯库教授美术⋯⋯但普雷达却感到备受拘束，十分不自在
。
由于多次不经允许擅自离校，副校长已经派人监视他，罚他不准离开学校，并且警告他，如若再次违
反校规，将立刻把他开除。
 可是，文化艺术沙龙中的一幕幕持续萦绕在普雷达的心头，艺术家们的激情刺激着他的神经，琳琅满
目的文学艺术作品让他目不暇接。
文化艺术沙龙才是真正吸引他的世界，一个他从没有想象过的缤纷世界。
普雷达心头原来的梦想已经动摇，做一名教师其实是自己眼界未开、不了解自己内心时的选择；而现
在，普雷达越接触外部世界，越发感受到自己发自内心的呼唤是写作。
 于是，学监们再也看不到普雷达偷偷溜出校门的一幕，取而代之的是他伏案书写的身影。
从那时起，还不到20岁的普雷达开始尝试创作小说了。
每当夜晚熄灯后，普雷达会给他最要好的同学背诵几段写好的小说章节，师范学校的同学们依然记得
那部作品的书名是《窗口》。
最早的读者中也包括拉丁语教师M.约内斯库夫人，有着和普雷达相同写作爱好的她在看完小说后赞叹
不已，直觉告诉她这个孩子具有杰出的写作天赋，他的将来不可估量。
 1941年，交不起学费的普雷达面临辍学的境地。
前面还会有什么在等待着他？
一切都是未知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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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林·普雷达的多部代表作，如《莫洛米特一家》、《呓语》等被翻成英语、法语、俄语、德语
、汉语等多国语言，在20世纪下半叶的法国、苏联较有影响力。
如今，除罗马尼亚本土，邻国摩尔多瓦的文学界也给予了普雷达及其作品极高的评价，称他为20世纪
五六十年代罗马尼亚文学界“追求美学回归的核心人物”。
《马林·普雷达评传》内容丰富，资料翔实。
让我们顺应全球化的浪潮，一起回到20世纪的罗马尼亚，展开一段文学探索之旅，开发一片未被踏入
的处女地，这应该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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