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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反叛的艺术思维方式和异样的书写姿态使经典作家普拉东诺夫的研究成为20世纪俄罗斯文学研究的一
个学术亮点和难点。
我的博士研究生淡修安没有对此望而却步。
他迎难而上，以创作思想为研究对象的立题是对具有强大思想冲击力的反乌托邦作家创作研究的一个
重中之重的切人点，对于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中此类论题少有涉及的学术状态来说，有填空补缺的重
要意义，我高度肯定并赞赏他的论著选题。
《普拉东诺夫的世界——个体和整体存在意义的求索》，论题后半句的提法并非本书作者首创，但对
作家真实深厚的思想底蕴却鲜有系统探讨。
本书对作家的自然观、革命观、社会观、人际观等多个方面的追索，应该说是对作家创作思想精髓所
做的明晰而又全面的概括。
特别应该肯定的是本书中的“人与自然”和“人与革命”两章，由“征服——反征服——和谐”的思
想演进道出了普拉东诺夫思考全人类生存意义的自然观的发展始末，力图从社会变革与自我意识和个
体存在的关系阐释作家的革命观避免了传统的从政治视角判断作家创作是非的窠臼，提供了一个新的
话语方式，十分难得。
作者曾在文本解析中提出不少颇具见地的思想，如自然的生命存在更多地被人物想像成情爱伴侣，成
为情爱之源，反革命势力反对革命的原因不是由于革命本身的真理性与正义性，而由于他们整体上对
整个人类信心的缺失，认定革命无法改变彻底悲哀的世界现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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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拉东诺夫说过：“没有我，人民是不完整的！
”没有普拉东诺夫，20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不完整的！
缺了对普拉东诺夫作品的深度关注和系统研究，当今中国的俄罗斯文学研究，无论这一课题是否时尚
，同样是不完整的！
    本书作为国内第一部研究普拉东诺夫的专著，既有填空补缺之意，也属抛砖引玉之举。
    普拉东诺夫究竟拥有怎样的艺术人生？
作家“回归”之后的超时空命运和价值定位如何？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俄罗斯掀起的普氏研究热潮的风向何在？
普拉东诺夫的艺术世界由哪些基本创作思想元素构成？
作家在那个美好而又狂暴、激情而又困惑的年代，如何从求索人的本真存在意义这一哲理视角看待、
思考和评判人与自然的关系？
如何从关注20世纪俄罗斯和人类的命运这一历史高度深刻反思、追问和预言“那场革命”的历史、现
状和未来？
如何提出并回答两个涉及革命的真理性和正义性的核心问题：“革命到底带来了怎样的个性”？
“哪里才是‘个体’与‘整体’的接合点”？
如何状写和探究在史无前例的社会形态中人与社会间复杂而矛盾的共生图景、在新的历史环境下人与
人间原始质朴而又扭曲异化的情感世界？
对于今人乃至后人而言，作家的艺术思想是否仍然“合乎时宜”？
诸如此类的问题，既是著者探幽的初衷，也是本书论说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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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淡修安，1972年生，四川，“安人，文学博士，2006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
现为四川外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俄罗斯文学和西方叙事学研究。
已在中文核心期刊（CSSCI源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有：《主题与叙事——评普拉东诺夫短篇小说（
回归）》、《（塔曼）多维的语言之美：辞格、语义和语境》、《“英雄”与“常人”——析莱蒙托
夫（当代英雄）中的存在主义哲学内涵》、《西方叙述学理论的范畴、成就及价值》、《狂热、困惑
与沉思——安德烈&#8226;普拉东诺夫的知识分子视角辨析》和《“自然”的价值——安德烈&#8226;
普拉东诺夫自然哲学思想的艺术演绎》等。
发表译作一篇《疑虑重重的马卡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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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第一节　生平与创作  第二节　研究状况第一章　四大创作元素  第一节　自然哲学  第二节　革
命理念  第三节　社会认知  第四节　爱的思想第二章　人与自然　第一节　人与自然的矛盾对立　第
二节　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第三章　人与革命　第一节　社会变革与自我意识　第二节　社会变革与
个体存在第四章　人与社会　第一节　新型社会形态的虚妄与个体存在的盲目　第二节　工业化和集
体化进程中个体与整体的命运　第三节　官僚主义对个体与整体存在的危害第五章　人与人　第一节
　责任使命与两性关系　第二节　社会未来与代际关系结论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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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四大创作元素第一节 自然哲学普拉东诺夫在评普里什文长篇小说《赤裸的春天》（1940）的文
章中，批评普里什文的自然哲学观不是真正的自然哲学，而是“自我中心主义者的认识和梦想”，是
“利己主义的”“社会哲学”：在这样的自然哲学里面，除了虚伪性还包含一些特别的内容。
正是天生的自然本能和情感吸引着人去接近和深入自然，他对博大精深的、丰富精彩的和永恒无限的
动植物世界深感兴趣。
这道理很平常而且简单，是“非哲学的”，但却反映了人身上真实而善良的情感。
人如果是怀着禁欲主义的心理深入自然，把自然当成拯救自我和远离人类社会的隐修院，那么这种行
为就具有了哲学意义，这样的思想理念也就是一种哲学。
但它不是自然哲学，而是社会哲学。
如此理解和对待自然，显然属于社会学的范畴。
这一社会哲学思想产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人类社会本身的不完满性。
而具有这一社会哲学思想的人则更多地显现出利己主义的特征和个性，他们不愿意同所有其他人一起
改变现代人类社会的非完满状态和结束灾难，他们只是寻找个人的瞬间快乐和幸福，并把这快乐和幸
福当成对自己所受的社会损失或伤害的及时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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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些年，有关普拉东诺夫的东西读了不少，但总觉得，与作家艰难沉重却又暗潮涌动的艺术人生、与
他那玄奥神秘而又丰富深邃的小说世界，渐行渐远。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作家回归之初，有位俄罗斯作家就曾提醒：“要想和普拉东诺夫处于同一位
置，需要在精神上做巨大的努力。
”我是在迷恋上普拉东诺夫好一阵子之后才读到这番提醒的。
固然有些迟，可笑当初年少气盛的冲动和无知者无畏的果敢。
待到如今再度体会、感受和领悟时，已经是欲罢不能了。
既然恋上了，就得从一而终；既然做了，就理应有所交待。
无论这种态度当下是否仍合乎时宜，对自诩普拉东诺夫的“粉丝”者来说，就此舍弃偶像，把效法文
人以安身立命的那点儿憨气、硬气和骨气给丢了，虽谈不上有割腕挖肉之痛，可追求学术人生的意义
也就无从谈起。
研究普拉东诺夫究竟难在哪里？
语言的独异乖戾，思想的超前脱俗，时代的变迁断裂，考据的欠缺匮乏？
种种答案，都对、也都不尽对，就好比盲人摸象，各说各话。
普拉东诺夫研究之难，从学界给作家冠戴的种种头衔便可见一斑：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新
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怪诞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乌托邦、反乌托邦⋯⋯几乎传统的
和现代的文学派别都与普拉东诺夫扯上了干系。
研究者们意欲将作家框定在某一“主义”内进行“分割、圈阅和点判”，于是烦恼、糊涂和犯难。
好在普拉东诺夫留下一句话：“哪派也不是，我有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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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假如像普拉东诺夫和布尔加科夫这些作家的作品，写完之后就能和读者见面的话，那么，我们所有的
人的思想就会比现在不知要丰富多少⋯⋯　　——〔苏〕帕乌斯托夫斯基二十世纪俄国文学没有创造
什么特别的东西，除了安德烈?普拉东诺夫写的一部小说和两个故事⋯⋯　　——〔苏〕布罗斯基过去
十年来他已经被视为非凡的美学权威和道德精神权威——完全可以和卡夫卡在西方的地位相提并论。
⋯⋯他的形式成就虽然在美学上可能不及标准的杰作，如普鲁斯特、乔伊斯和曼的作品，或者比利、
马雅可夫斯基和布劳克或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甚至可能在基本构成上不够完整和连贯——但却提
供了一种形而上学思考的机会，而纯美学的客体很少会促发这样的思考。
　　——〔美〕詹姆逊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普拉东诺夫的世界>>

编辑推荐

《普拉东诺夫的世界:个体和整体存在意义的求索》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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