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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外国现代派作品选（C卷）》主要选译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欧美、日本、印度等国属于现代派
文学范围内有国际影响的十个重要流派的代表作品。
以流派为经，时代为纬，分编为四卷十一个专辑。
A卷包括后期象征主义、表现主义；B卷包括意识流、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C卷包括荒
诞文学、新小说、垮掉的一代、黑色幽默；D卷包括虽不属于某个特殊的现代派，但有过较大的影响
，属于广义现代派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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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荒诞文学　　“荒诞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在西方的一个重要的戏剧流派。
它　　最初产生在巴黎，随后又以巴黎为中心迅速向欧美扩展，终于成为二十世纪　　五六十年代统
治西方剧坛的一股强大的文学潮流。
　　最早对荒诞派做出理论上的概括的是英国的戏剧评论家马丁·艾思林。
　　他在一九六一年所写的《荒诞派戏剧》中对这派戏剧做了专门的研究，全面　　分析了它们的思
想特征和艺术特征，把它们正式命名为“荒诞派戏剧”，从　　此，荒诞派戏剧就在西方的舞台上传
播开来。
　　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是：萨缪尔·贝克特及其《等待戈多　　》（1952）、《最后
的一局》（1957），欧仁·尤涅斯库及其《椅子》（1950）、　　《秃头歌女》（1950），阿尔图尔
·阿达莫夫及其《侵犯》（1950）、《乒乓球　　》（1955），让·冉奈及其《女仆》（1947）、《
阳台》（1959），哈罗尔德·品　　特及其《一间屋》（1957）、《生日晚会》（1958）、《看管人
》（1960），爱德　　华·涡比及其《美国梦》（1960）、《谁害怕弗吉尼亚·沃尔芙》（1962）等
。
　　荒诞派戏剧的思想基础是存在主义、尼采哲学和柏格森的直觉主义。
战　　后的西方世界在各个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危机。
特别是两次大战的灾难给一代　　人留下了难以治愈的精神创伤，使他们产生了一种全面的幻灭感，
在许多人　　的心目中，上帝已经死了，昔日那些坚定的信仰早已彻底瓦解，希望、理想　　破灭了
，原先那种安全、稳定的感觉消失了，外部的一切都是那样的不可捉　　摸、瞬息万变。
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的荒诞派作家们敏锐地感觉到现实的　　动荡、冷酷和恐怖。
他们从存在主义的观点出发，发挥了加缪的“荒诞”观　　念，力图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宇宙的存在
和人的一切行为举止都是“没有意　　义、荒诞、无用”这样一个主题。
这种存在状态的荒诞感，概而言之，表现　　在人与世界、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我四个方面的关
系中。
　　首先，在荒诞派笔下，外部世界是毫无意义的，它本身就是一个荒诞的　　存在。
《哑剧》中展现在观众眼前的就是一片毫无生气的沙漠；《最后的一　　局》中外面是一个“一片灰
暗”充满死尸臭味的“零”的世界。
人与这样的　　世界处于一个冷漠、隔绝的状态，因此，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无论怎样　　等待
，也等不来那缥缈的希望——戈多。
外部世界在人的心目中是变幻莫测　　，无法确定的。
于是，第一天晚上还是干枯的柳枝上在第二天晚上竟长出几　　片新叶（《等待戈多》）；钟刚敲了
一点半又敲二十九下（《秃头歌女》）。
这　　样一个不可理喻的世界给人们带来的是恐怖和威胁。
在品特的剧作中，《一　　间屋》的外面总是一个弥漫着威胁与恐怖，使人惶惶不可终日的世界。
人与　　世界这种荒诞的关系是荒诞派戏剧主题的一个方面。
　　其次，人与人的关系也达到十足的荒诞的地步。
最典型的例子是《秃头　　歌女》中的一对男女，他们谈了好久才弄清他俩同乘一趟车，从间个地方
来　　，同住一条街、一幢楼、一间房，同睡一张床，还有孩子，原来是夫妻。
夫　　妻之间尚且如此，其他的关系就更可想而知。
这种人与人之间互相隔绝、孤　　独、陌生的荒诞状态是荒诞派戏剧主题的叉一个方面。
　　战后西方的物质生产畸形发展，人们拜倒在金钱和物质的威力和诱惑下　　，对于物质的无厌的
追求使生活失去了意义，人本身也异化为物的奴隶。
这　　种现象在《椅子》一剧中获得了充分体现。
一对年逾九旬的老夫妇不断往台　　上搬椅子，最后满台的椅子成为舞台的中心形象；《新房客》中
，人被家具　　挤到了一个小小的角警中。
这种物压迫人、主宰人、人与物隶属关系的彻底　　颠倒，也是荒诞派戏剧主题的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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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人与自我的关系也呈现出荒诞状态。
人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什么，　　失去了自己的本质。
这种自我本质的异化，使人成为“非人”。
正如卡夫卡　　的《变形记》中所写的人变成了虫那样，《犀牛》（尤涅斯库）中的人变成了　　牛
。
这种失去“自我”的荒诞现象也是荒诞派戏剧的主题之一。
　　荒诞派戏剧在表现形式和手法上完全不同于传统戏剧和存在主义戏剧。
　　荒诞派作家采用了一套与传统剧截然不同的荒诞手法，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　　：　　第一，这
类戏一般没有故事，没有情节，更谈不到戏剧结构，戏剧冲突　　。
例如：《等待戈多》全剧自始至终写的就是两个流浪汉等待戈多的情景，　　他们在难耐的等待中只
是做些猥琐的动作，讲些无聊的话而已。
　　第二，这类戏没有活生生的人物形象。
戏中人多是干瘪、枯萎的木偶式　　的角色。
如：《快乐的日子》（贝克特）中一个半截埋入土中的老妇每天所做　　的一切完全是受本能与习惯
的支配，她简直就是一具活的僵尸。
　　第三，这类戏常带有梦幻和噩梦的性质，大量使用象征手法。
例如：《　　小爱丽丝》（涡比）就笼罩了一层神秘的梦幻色彩。
女主人公所住的房内那个　　所谓的“世界奇迹的房子模型”，层层相套，似乎没有穷尽，令人恍惚
不解　　，正象征了在一个混乱不堪的世界上真实与虚假之间的界限无法分辨这样一　　个事实。
不少剧中出现的盲、聋、哑的形象都有人与世界、人与人无法沟通　　的象征意味。
　　第四，在荒诞派看来，既然世界和人的存在都毫无意义，那么作为人们　　之间交往的工具——
语言本身也就失去了意义。
因此，这类戏没有连贯的语　　言，更无所谓机警的对话和发人深思的隽语。
它的道白常常是枯燥无味的陈　　词滥调，不断重复的唠叨絮语，思维混乱、语无伦次的杂凑，不合
语法结构　　的句子。
　　总之，荒诞派戏剧通过离奇、荒诞的形式和手法反映了西方世界“一种　　本质上的荒诞控制了
人们的生活”这一现实。
它在打破传统格式上所作的“　　探索”与它颓废没落的思想内容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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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欧美、日本、印度各具地区的文学流派层出不穷，也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
文学作品。
《外国现代派作品选（C卷）》以流派为经，时代为纬，分编为四卷十一个专辑。
本卷是其中C卷，包括包括荒诞文学、新小说、垮掉的一代、黑色幽默几个部分，并具体介绍了各个
流派的的几部优秀作品，具有很高的文学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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