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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尔基是20世纪俄罗斯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也是对中国文学影响最大的外国作家之一，但是对于
他的评价，却历来众说纷纭。
苏联解体后，各种不同观点的交叉更为突出，而对于他生命的最后20年（1917—1936）时间内的思想
、社会活动、文学活动与创作成就，人们的评价更不一致，相互冲突的意见一直存在，无论在俄罗斯
、西方各国还是在中国评论界，情况都是如此。
《伏尔加河的呻吟：高尔基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从文学史实和作家创作的实际出发，依据详实可靠的
第一手资料，认真梳理了“高尔基的最后20年”中对当时一系列重要社会事件和文学现象的反应，考
察了他与苏联领导层的关系，在其社会与文学活动、言论与创作的紧密联系中引领我们走进其精神世
界，对他最后阶段的思想探索和艺术创作做出了力求客观、公正和实事求是的评说。

　　《伏尔加河的呻吟：高尔基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作者认为，正如任何伟大的历史人物一样，高尔
基并不是完人，他在自己生命的最后阶段所说和所做的一切，无疑不是完美的，他也充满着思想矛盾
与精神痛苦。
他始终不渝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知识分子，力图维护苏联在世界上、特别是在西方民主知识分
子面前的美好形象，一直寄希望于科学和文化的振兴与繁荣,然而他既无力拯救所有受到不公正对待的
人们，更不可能从根本上阻止个人崇拜的蔓延和极左路线的推行；既不可能超越时代，也不可能超越
人类的认识水平去解决那些不断困扰着他的矛盾和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高尔基的晚期思想和精神特点，对于20世纪追求人类进步的知识分子来说，无疑具
有某种典型性。
高尔基的创作，是俄罗斯民族走向现代的艰难历程的一种独特回声，并已成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宝贵的
思想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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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介之，安徽庐江人，1986年6月毕业于吉林大学研究生院，1994—1995年曾前往俄罗斯莫斯科普希金
语言学院访学。
现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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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与失落：中俄文学关系的文化观照》、《现代俄罗斯文学史纲》、《20世纪俄罗斯文学批评
史》（合著）、《悠远的回响：俄罗斯作家与中国文化》（合著）、《远逝的光华：白银时代的俄罗
斯文化》、《回望与沉思：俄苏文论在20世纪中国文坛》、《流亡者的乡愁：俄罗斯域外文学与本土
文学关系述评》、《文学接受与当代解读——20世纪中国文学语境中国的俄罗斯文学》等学术专著9部
，主编《白银时代名人剪影》、《外国文学教程》、《20世纪欧美文学史》、《跨文化语境中的比较
文学》、《欧美文学评论选》等高校教材或编著7部；在《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
中国比较文学》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并有译作多篇在《世界文学》、《俄罗斯文艺》等期刊
上发表。
曾主持完成“20世纪俄罗斯文学研究”、“中俄文学理论比较研究”，“20世纪俄罗斯侨民文学与本
土文学关系研究”、“高尔基晚期思想与创作研究”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
规划项目的研究，并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首届优秀著作
奖，江苏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江苏省外国语言文学与翻
译研究优秀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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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这显然不过是所谓"同路人"作家的另一说法。
1929年，西伯利亚"无产阶级作家协会"还通过一项决议，说高尔基是"一个巧于规避和伪装的敌人"，"
越来越成为苏联文学中的一切反动人物的传声筒和防空洞"②。
此后，阿维尔巴赫的《和我们在一起和我们的人》（1931）、《致参加文学活动的工人突击队员们》
（1931），弗？
叶尔米洛夫的《争取战斗的创造性的改造》（1932）等文章，仍然显示出对高尔基的否定性评价。
 此时，高尔基的长篇小说《克里姆？
萨姆金的一生》的前三卷已陆续问世。
作家革拉特科夫、批评家格？
戈尔巴乔夫等人对这部作品的评价基本上是否定性的，其观点带有明显的庸俗社会学倾向。
较早对《萨姆金》予以肯定性评价的苏联作家、批评家，有沃隆斯基、柯岗、普里什文、帕斯捷尔纳
克等人，但他们一般停留在印象式评价的层面。
只有卢那察尔斯基的长篇文章《萨姆金》，从时代背景、体裁特征、主人公性格和叙述方式等不同层
面，对这部小说进行了最初的系统研究。
 1932年以后，特别是1934年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召开之后，高尔基的文学活动的意义逐渐得到了
肯定（虽然不无片面性）。
1936年高尔基去世后，他被说成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人"。
从那时起至50年代初期，在苏联逐渐形成了一支庞大的高尔基研究者队伍，其中包括比亚里克、卡斯
托尔斯基、鲍？
米哈伊洛夫斯基、塔吉尔、米亚斯尼科夫、布尔索夫等，他们推出了一批有一定分量的研究著作。
但是，由于个人崇拜的泛滥和官方文学政策的制约，评论界多从政治视角对高尔基进行赞扬，同时回
避了一些敏感的现象和问题，特别是对于他的晚期思想、文学活动和创作成就，具体评价往往有所保
留。
在这期间陆续问世的三十卷本《高尔基文集》（1949—1955），竟然未收入高尔基的《两种灵魂》、
《不合时宜的思想》、《论俄国农民》、《回忆安德烈耶夫》等重要著述及1917年以后的许多重要书
信。
总体来看，由于庸俗社会学的影响远未肃清，这一时期的研究存在着很大的片面性，特别是未能揭示
作家晚期思想和创作的全部丰富性和复杂性。
 在新的时代氛围中，1954年，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和苏联作家协会理论与批评委员会联合举行高尔
基创作研究问题讨论会，认真讨论高尔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总结了经验教训，促进了此后高尔基研
究，包括睁期高尔基研究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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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加河的呻吟:高尔基的最后20年》由译业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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