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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概论　　70年代以后各国文学的丰富多彩,总起来说,恰恰在于它的多元化状态,在于一批极有天赋,
然而有着不同年龄和学识,不同文化背景、思想内涵和表现形式以及不同成就和影响的文人的集合,使
一切思想、主义、流派都要在这个时代展现,所有卓尔不群的大家都要分享这方文学胜地的一角秀色。
　　首先是在欧洲,因为它拥有众多的文学大国和优秀作家。
这30年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31名作家中,欧洲便有19位,占了近三分之二,可谓人才辈出。
虽然欧洲各国的情况不同,文学面貌各异,甚或大相径庭,但它们在新时期、新形势下表现出的活力、创
新和多元化倾向却十分相似。
　　七八十年代,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学取得了新进展,具有一股鲜活的生命力,各种题材、风格的作品大
量涌现。
同时,也涌现出众多驰名国内外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
　　1985年苏联开始改革,提出“社会进一步民主化”和“扩大公开性”的口号。
1986年,苏联第八次作家代表大会在“民主化”和“公开性”原则下召开,会议气氛紧张,争论激烈,作家
间的矛盾和分歧公开化。
1987年,回归文学的“反思”冰山突现水面,直至1989年,反思和回归的热潮势头不改,大量被禁作品开禁,
一时间洛阳纸贵,文学杂志订数猛增。
这一年,主导苏联文坛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从作协章程中删除。
1990年成为“索尔仁尼琴年”,各杂志纷纷抢登他的被禁作品。
　　1991年,风云突变,苏联党政高层领导斗争加剧,各种矛盾公开化,最终导致存在七十余年的社会主义
苏联解体,苏联文学终成历史。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作家由于多年来的积怨和不同政见被分成对垒的两军,口诛笔伐,俄罗斯文学迎来了
寒冷的冬天。
几年后,文学界的这场恶战始趋平息,各种作品百无禁忌、良莠不齐,纷纷破土而出。
这些年,老作家们接连谢世,尚存者已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而那些40年代前后出生的作家逐渐成为文学中
坚,一批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中青年作家则脱颖而出,给俄罗斯文学平添一抹春色。
但是,俄罗斯文学欲现昔日的辉煌,恐怕还得“蓄芳待来年”。
　　东欧(现称中欧和东南欧)诸国与苏联情况基本相似。
在波兰,哥穆尔卡任第一书记的两个五年计划(1961—1970)期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1970年底格但斯
克等沿海城市工人罢工。
70年代后期国家经济恶化,全国发生罢工浪潮,团结工会应运而生。
1981年雅鲁泽尔斯基当选为党中央第一书记,同年12月波兰宣布进入战时状态,所有文艺团体被取消,所
有出版机构被查封,文学刊物停刊,一些作家移居国外。
1983年7月战时状态结束,1989年12月29日波兰人民共和国改国名为波兰共和国。
　　诗歌在波兰文学中占有特殊地位,尤其是诗人米沃什和女诗人希姆博尔斯卡获诺贝尔文学奖,更增
添了波兰当代抒情诗的分量。
除了这两位,享有盛誉的老一代诗人还有赫伯特和鲁热维奇,以及40年代出生的巴兰恰克和李普斯卡,青
年一代则有奥哈拉派的希维特利茨基和波德夏德沃,古典化派的迪斯基和凯拉尔,先锋派的索斯诺夫斯
基。
几代诗人的诗歌特色、艺术形式和美学追求不尽相同,显示出波兰诗歌多元化的发展倾向。
　　匈牙利于1968年开始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导致国内政治生活的重大变化。
1989年10月8日,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大会上该党终止工作,成立匈牙利社会党。
同月,国会修改宪法,规定国家实行多党制,改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为匈牙利共和国。
文学创作在七八十年代除了现实主义作家外,也出现了以沙布·玛克托、曼蒂·伊万为代表的“新月派
”作家和以山陀·弗伦茨、弗耶什·安德烈为代表的“更新代”作家。
　　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导致苏联出兵,领导人杜布切克被捕;昆德拉等作家被开除
出党,流亡国外;哈韦尔等被监禁;大批作家遭流放;由塞弗尔特任主席的作家协会被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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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胡萨克任捷共中央总书记,1987年他辞去总书记职务,只任总统;1989年又辞去总统职务,同年捷联
邦会议两院选举杜布切克为联邦议会主席,剧作家哈韦尔任总统。
1993年元旦,捷克斯洛伐克分为两个独立国家：捷克和斯洛伐克。
这一时期捷克斯洛伐克文学上最负盛名的是198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塞弗尔特和流亡国外、已入
法国籍的作家米兰·昆德拉。
　　在法国,1959年至1963年国民经济高速增长,但工业的过度发展也激化了社会矛盾,社会不满情绪
在1968年的“五月风暴”中暴露无遗。
这次事件震撼了法国,创造了新的意识形态氛围,并导致1969年戴高乐退出政坛,结束了一个时代。
因受语言学、符号学和心理分析学影响,彻底抛弃现实主义而盛极一时的新新小说派开始衰退,主将索
莱尔斯于1980年与《如实》杂志彻底分道扬镳,法国文学进入一个没有中心、没有旗帜、没有流派的多
元化时代,文学的通俗化趋向不可阻挡。
　　原为新小说派元老的西蒙,在法国文坛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于198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他那匠心独运、“将诗人和画家的创作力与对时间的深刻意识结合在一起”的创作思想和风格,无疑使
他成为这一时期自成一格的文学大师。
1996年去世的杜拉斯,擅写日常生活,但她摈弃原先以情节取胜的传统方法,把故事写得扑朔迷离,人物的
内心世界刻画得细腻感人。
一部以少年时代初恋为背景的小说《情人》,缠绵悱恻,充满异国情调。
同样拒绝传统的勒克莱齐奥,他的作品中无论是荒漠大海的神秘冒险,还是节奏疯狂的都市生活,细腻无
序的描写总是与荒诞、寓意性的概括相依相融,传达出作者强烈的主观感受和对社会现实的批判。
图尼埃大器晚成,43岁时才发表处女作,但即获大奖,第二部作品《桤木王》又获龚古尔奖,确立了在法国
文坛的地位。
其作品想像丰富,荒诞离奇又充满象征,但它不同于通俗的科学幻想小说。
莫迪亚诺的作品虚实相间,结构紧凑,语言明快。
通过回忆与想像,以表现生活的不安定和潜伏的危险。
　　战后英国,其殖民帝国土崩瓦解,殖民地纷纷独立。
1982年英军远征马尔维纳斯群岛,而1997年英国最后一个殖民地香港回归中国,最终结束了英国的殖民统
治史。
但“英语世界”的出现,使英语文学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个强大的话语体系。
许多用英语写作的英联邦作家移民英国,亦给英国文学增添了绚丽的篇章。
　　这30年,英国文学前有卡内蒂(用德语写作)和戈尔丁获诺贝尔文学奖,后有出生于特立尼达与多巴哥
的“后殖民”作家奈保尔再摘桂冠。
这30年,英国文学既有老作家莱辛、戈尔丁、斯帕克、福尔斯宝刀不老、笔耕不辍,又有马丁·艾米斯、
麦克尤恩、巴恩斯等中青年作家脱颖而出,日臻成熟;也有布鲁克纳、拜厄特、德拉布尔等女作家巾帼
不让须眉,还有号称“移民三雄”的奈保尔、拉什迪、石黑一雄之崛起,蜚声国际文坛。
这30年,英国诗坛异彩纷呈,新人辈出,多元化的开放格局造就了又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尔兰的
西默斯·希尼。
希尼的诗具有鲜明的民族背景和地方特色。
品特的戏剧也成就斐然,1996年被授予终身成就奖,其戏剧作品语言幽默洗练,善用荒诞和比喻,富有象征
意义。
　　德国在战后分裂成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一道柏林墙将一个民族分为东西两个阵营,走着截然不同
的发展道路。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拆除,1990年两德统一,长达四十年的分裂历史终结。
民主德国曾拥有三位一流作家,一位是女作家克丽斯塔·沃尔夫,她的《卡珊德拉》和《美狄亚》成功
地运用丰富的艺术手段,集神话、象征、荒诞、梦幻于一体,将真实材料与文学虚构及主观评述有机结
合,表达她对人类命运的忧虑;一位是剧作家海纳·米勒,他借助历史、神话和传说,并对戏剧表现形式进
行创新,怪诞奇崛中显露出本人的悲剧史观和对历史与现实的批判;另一位是诗人布劳恩,他的创作简洁
、冷静、客观,富于哲理,表现出对变革的渴望和对美好社会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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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邦德国有两位作家海因利希·伯尔和君特·格拉斯获诺贝尔文学奖。
伯尔“凭借他对时代的广阔视野,结合典型化的灵敏技巧,对复兴德国文学作出了贡献”;格拉斯“以他
嬉戏般的黑色寓言描绘了被遗忘的历史面貌”。
而以心理分析和细节描写著称的马丁·瓦尔泽,模糊了高雅文学和通俗文学界线的居斯金德,专写家庭
生活、表现人的生存状态的女作家沃曼,通过荒诞手法表现现代人失落感的剧作家博托·施特劳斯等,
都是当今德国文学的佼佼者。
　　奥地利1938年被纳粹德国吞并,后作为纳粹德国的一部分参加侵略战争。
1955年,美、英、法、苏四方占领国同奥地利在维也纳签订条约,并于同年10月撤出占领军,接着奥国民
议会宣布奥地利永久中立。
文学上,奥地利属德语文学,约翰内斯·马梅尔与德国的海因茨·康萨利克同为当代德语文学中最负盛
名的大众文学作家。
托马斯·伯恩哈德和彼得·汉德克则是战后奥地利最重要的作家。
前者主要写小说,主题常为疾病、灾难、死亡、绝望和沉沦;后者主要写剧本,创作完全违背传统戏剧,是
一种没有情节、对白、场景、道具的“说话剧”。
　　瑞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持中立,战后政局相对稳定,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人均年收入居世界前列
。
文学创作分德语地区和法语地区,而用德语写作的作家更为著名,其中迪伦马特和弗里施成就最大,均为
戏剧家和小说家。
前者的戏剧立意鲜明,荒诞离奇而富哲理,情节完整而语言幽默;后者的剧作大多表现他对世界的悲观看
法,并有极强的喻意性;小说多表现现代社会中人的异化和个性自我认同的困难。
　　意大利从战后至60年代初,经济发展较快,但后来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使它陷于困境。
70年代后,实行严厉的经济紧缩政策,国民生产总值开始缓慢回升。
80年代初又一次爆发的经济危机持续了三年多,高失业率激发了社会矛盾,恐怖活动猖獗,政府换班频仍,
民众心理空前脆弱。
文学失去了昔日新潮迭涌、流派更替的局面,一片凋零,70年代后始恢复元气,被先锋派否定的现实主义
有所振兴,实验主义继续发展,风格独具的作品时时出现,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两次被意大利作家——蒙
塔莱和达里奥·福摘取。
前者的诗歌表达人的内心世界之细微感情,现代人那孤凄、哀婉、怨怼的情感隐逸于诗的艺术意象之
中;后者集编剧、导演、演员、舞美设计于一身,发挥假面喜剧即兴表演的特长,兼收欧美现代派戏剧的
各种表现手法,创造出独特的现代讽刺喜剧。
埃科是位文艺批评家,也是位文学家,将自己对中世纪文化的研究成果融于结构繁复、情节曲折离奇的
小说中。
卡尔维诺在其寓言式小说中融现实、幻想、哲理为一体,凝重荒诞的哲理性内容和观念糅合在寓言故事
所特有的神秘朦胧的美感之中。
莫拉维亚遵循写实主义传统,以他那敏锐的观察力和精细入微的心理描写,力图揭示异化社会不同时期
的特点和人们精神上的危机。
　　西班牙因佛朗哥的独裁统治而长期闭关自守。
1975年佛朗哥去世,西班牙历史翻开新的一页。
自80年代起,西班牙经济高速增长,文学也蓬勃发展。
阿莱克桑德雷和塞拉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前者继承西班牙抒情诗传统和现代派手法,对人生、爱情和
当今社会的境况作了深刻探求和描述;后者的小说多围绕死亡主题展开,“以富有节制的同情”和充满
悲剧色彩的叙事“勾画了孤独无助者令人心颤的形象”。
　　葡萄牙的情况与西班牙有些相似,独裁者萨拉查在葡统治长达37年,1970年病逝,1974年一些中下级军
官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法西斯政权。
但直到1986年苏亚雷斯当选总统,葡萄牙近六十年才有了第一位文人总统。
同样,葡萄牙这时有了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萨拉马戈,他是位关心世界命运的作家,作品新颖独特,充
满隐喻和暗示,“通过由想像、同情和讽刺所维系的寓言故事,不断使我们对虚幻的现实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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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欧的丹麦、瑞典、挪威、冰岛和芬兰,在60年代经济发展较快,但70年代随着经济危机和失业人数
增加,各国经济发展趋于不平衡。
瑞典经济发达,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前列,教育高度普及,以现代福利国家著称。
挪威的石油出口为其带来巨额利润。
丹麦女作家索若普为丹麦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以写妇女的日常生活著称。
瑞典1974年有两位作家雍松和马丁逊同获诺贝尔文学奖,但都在70年代去世。
目前重要的作家为诗人古斯塔夫松和女小说家埃克曼。
冰岛当前最受欢迎的作家为描写渔民生活、反映冰岛巨变的卡拉松和描绘一个充满欢笑和痛苦的世界
的古德蒙德松。
芬兰的阿尔波·鲁特为芬兰著名工人作家,以写赫尔辛基工人生活著称。
　　希腊有着古老的历史和文化。
1946年爆发内战,1949年希共在内战中失败,大资产阶级掌权,实行白色恐怖。
1967年军人发动政变,建立独裁政府。
1973年废黜国王,确立共和制,1974年军政府垮台。
1981年议会选举,由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执政,并进行了一些社会改革。
1979年诗人埃里蒂斯因“从源远流长的希腊传统中汲取营养,以强烈的感情和敏锐的智力显示了现代人
为争取自由、从事创造性活动而进行的斗争”获诺贝尔文学奖。
　　70年代后,亚洲各国经济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和繁荣,但地区冲突和民族矛盾不断：两伊战争,苏联
入侵阿富汗,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美伊战争,中东战争,印巴冲突,巴以冲突,印尼和菲律宾的民族冲突⋯⋯
影响着亚洲地区的安宁,但总的趋势仍是和平与发展。
与此同时,各国的文学也有新的发展,新的成就。
　　日本文学在七八十年代错综复杂的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影响下,出现了许多文学派别,如“透明族
”、“作为人派”和“内向派”等。
这些文学派别的出现,一方面打破了日本文学的旧传统;另一方面由于作家的反常心理和对现实的不满,
他们的作品中弥漫着种种迷惘、失落、空虚和颓废情绪。
到90年代,这些风行一时的派别渐渐风流云散,呈现出多样化和多元化的态势。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在接受萨特存在主义哲学和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同时,将自己的
美学观和政治观融入日本传统美学中,“在荒诞的故事叙述里蕴藏诗意的抒情,对人类危机进行深刻的
思考”,开创了另一番天地。
　　印度文学自50年代起盛行的区域文学流派长盛不衰,一直延续至七八十年代。
作家们以边缘小村落为依托,以现实主义手法描写那里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具有浓郁的乡土气
息和地方色彩。
90年代后,一批用英语写作的中青年作家,如阿鲁·乔希、维克拉姆·赛德、乌帕马尼亚·查特吉和女作
家阿妮塔·德赛、帕拉蒂·穆克吉等脱颖而出,他们的作品集荒诞与现实于一身,将富有特色的印度文
化传播至世界。
　　以色列自1948年建国后,大批犹太作家从世界各地聚集到此,共同创造了以色列文学的繁荣。
五六十年代以色列文学的领军人物是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阿格农,他“从犹太人民的生活汲取主题”,创
造出“深刻而具特色的叙事艺术”。
60年代至90年代“大屠杀文学”的代表人物为阿佩费尔德,他的《为每桩罪恶》和《不朽的巴特法斯》
为这一流派的代表作;而奥兹则是“新浪潮文学”的代表人物,主张以色列与巴基斯坦和平共处,共同发
展。
　　非洲各国均属发展中国家,经济相对不发达,政局动荡;文学创作水平参差不齐,用阿拉伯语、法语和
英语创作的国家和地区,水平相对较高。
埃及是文明古国,1953年废除君主制,成立共和国。
1967年中东战争,以色列占领西奈半岛。
1978年,埃及通过谈判收回西奈半岛。
1981年萨达特遭暗杀,穆巴拉克当选总统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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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执政后,坚决镇压国内极端势力,继续对外开放,吸引外资,注意改善人民生活。
1988年,小说家马哈福兹因“开创了全人类都能欣赏的阿拉伯语言叙述艺术”而获诺贝尔文学奖。
他的作品继承阿拉伯文学传统,又吸收和运用象征、隐喻、荒诞、非理性等现代手法,丰富小说的表现
力。
　　尼日利亚原为英国殖民地,1960年宣布独立。
独立后,历史遗留的地区和部落矛盾日趋尖锐,政局不稳,军事政变不断,至1985年共有六次大的政变,70年
代成为非洲最大的产油国。
1986年,剧作家兼诗人、小说家的索因卡,因“以广阔的文化视野和诗情横溢的联想影响当代戏剧”而获
诺贝尔文学奖。
他将西方现代戏剧艺术与约鲁巴传统艺术相结合,对发展非洲民族戏剧作出了重大贡献。
　　南非1961年退出英联邦,成立南非共和国,是非洲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
但南非当局长期以来推行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黑人领袖曼德拉被判终身监禁,直至国大党在大选
中获胜。
1991年,白人女作家戈迪默获诺贝尔文学奖。
　　澳大利亚在战后鼓励英国和欧洲人移民,1966年对移民政策进行修改,允许亚洲人移民定居,至80年
代后移民人数激增,使澳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同时亦滋生丰富的物质生活和人的意识危机的矛盾。
1973年小说家怀特因“以史诗般的气概和刻画人物心理的叙述艺术,把一个新的大陆介绍到文学领域中
来”而获诺贝尔文学奖。
一部《风暴眼》集中体现了他的创作思想和现实主义的叙事手法,写出了当代澳大利亚人的自私、冷漠
、苦闷和迷茫。
彼得·凯里是“新小说派”的代表人物,他的长篇小说《奥斯卡和露辛达》是受到赞誉最多的作品,而
伊丽莎白·乔利是女作家中的佼佼者,她发表的许多表现女性问题的作品具有独特而强烈的艺术效果。
　　战后加拿大经济迅速发展,70年代以来魁北克省独立运动曾多次造成国内政治危机,1982年以《宪法
法案》替代《英属北美法》,并确定法语和英语同为加拿大国语。
加拿大民族文学在欧洲文学和美国文学的影响下逐渐走向成熟。
加拿大英语文学的代表人物是女作家阿特伍德,其长篇小说《使女的故事》描写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荒
诞世界,被认为是女权主义的代表作。
她的诗歌一反传统诗的形式,以出人意料的意象,不带感情色彩的风格,表达对妇女生存状况的关注。
迈克尔·翁达杰的作品带有鲜明的多元化特色,一部《英国病人》轰动国际文坛,被认为是“反殖民小
说的经典之作”。
法语文学作家安娜·埃贝尔以《卡穆拉斯卡》被称为“当代最优秀的魁北克小说家”。
　　美国在60年代由于卷入印度支那战争,并将越战升级,导致经济衰退。
1969年上台的尼克松,1974年因水门事件被迫辞职,美国爆发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1975年福特政府正式宣布侵越战争结束,但美苏两国军备竞赛越演越烈。
1991年底苏联解体,冷战结束。
布什和克林顿政府一面试图加强地区间经济合作,一面充当“世界警察”角色,参加海湾战争,长期从各
方面制裁伊拉克,在科索沃问题上干涉别国内政,大肆轰炸南斯拉夫。
　　这30年,美国文学如同它的政治经济一样变化很大。
索尔·贝娄和辛格获诺贝尔文学奖,加上马拉默德和菲利普·罗思,使美国文学拥有四位犹太裔现实主
义大作家。
他们的构思、笔法、风格、哲理思辩各不相同,但都将细致描写与象征、荒诞、寓意性的概括相交融,
创造出新的语境,来表现美国的社会现实和犹太人的生存与命运,传达出作者强烈的主观感受和对现实
的悲剧性理解。
　　同样,厄普代克也以描写细腻和现象主义方法见长,在他创作中占主要地位的“兔子系列”,花费40
年时间描写了不同时期的中产阶级人物兔子哈利·安斯特朗姆的经历和命运,反映出近半个世纪来美国
社会的变迁。
常以暴力和爱情为创作主题的女作家欧茨,在传统的现实主义基础上兼容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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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神秘主义等手法,表现了美国现代社会的复杂生活。
卡弗和贝迪描写平凡生活的细节,塑造各具特色的小人物形象,揭示世界和人生的荒诞,成为“简约派”
的代表人物。
　　变化迅速的美国生活,促使一些作家用更新颖的手法来反映现实。
巴思的作品充分体现了他丰富的想像力和实验精神;冯内古特发展了60年代海勒式的“黑色幽默”,融科
学幻想为一体,对美国社会进行漫画式的嘲讽和揭露;多克托罗对历史和历史人物进行虚构和编织,用匪
夷所思的情节来怀疑美国社会繁荣安定的真实性。
品钦在“黑色幽默”的基础上,以各种艰深的现代科学、杂乱无章的内容和晦涩难懂的语言来营造当代
社会令人窒息的梦魇般气氛。
　　这30年,美国文学亮点中的亮点,是黑人文学的崛起并融入美国的主体文学。
哈里的《根》、艾丽斯·沃克的《紫颜色》、伊什梅尔·里德的《物神》、怀特曼的《隐匿地》以及
桂冠诗人丽塔·多弗,剧作家奥古斯特·威尔逊等,都以他们出色的作品和非凡的才能让人刮目相看。
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199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更为美国文学增添了一抹亮色,而1987年俄罗斯侨民诗
人布罗茨基获诺贝尔文学奖,则多多少少让俄罗斯感到几分沮丧和无奈。
　　60年代西班牙语美洲文学曾发生震惊世界的“文学爆炸”,造就了一批蜚声世界的作家,魔幻现实主
义、心理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社会现实主义等流派纷呈。
70年代以后文坛继续火爆,但进入80年代后,随着聂鲁达、阿斯图里亚斯、卡彭铁尔、科塔萨尔、博尔赫
斯、鲁尔福、纪廉等一批文学大家凋谢,文坛显得静寂许多,到了90年代才又奇迹般复苏,新老作家开始
新一轮冲刺。
智利的巴勃罗·聂鲁达、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墨西哥的奥克塔维奥·帕斯分别获诺贝尔文
学奖,他们的获奖既是西班牙语美洲文学的骄傲,亦给诺贝尔文学奖本身增添了荣光。
而阿根廷的博尔赫斯虽未获此奖,但其声名并不在他们之下。
他的散文和短篇小说清冽、明丽、灵动、精致,令人神醉情驰。
在富恩特斯笔下,现实主义又重放异彩,历史和幻想在作品中交融、升华,组成一首深沉悠远的命运交响
曲。
擅长结构现实主义的巴尔加斯·略萨,个人情爱和社会重大政治问题在他的作品中交相辉映。
卡夫雷拉·因方特注重文学语言的探索与革新,浪漫主义的爱情悲剧被他注入了独特的古巴音乐舞蹈成
分。
　　文学爆炸后,拉美一些青年作家脱颖而出。
智利的伊莎贝尔·阿连德以一部充满魔幻的《幽灵之家》演绎了一个国家风云变幻的历史;她的同胞埃
德华兹1999年获塞万提斯奖,成为该奖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得主;墨西哥的劳拉·埃斯基韦尔的《沸腾》让
读者再次领略魔幻现实主义的魔力;阿根廷的普伊格的《蜘蛛女之吻》重新回到情节,并在小说的叙事
结构中融入影视手段;多产的波塞在《天堂之狗》中用艰深而高品位的文字展示落后的文明与文明的落
后。
　　巴西受葡萄牙殖民统治长达三百余年。
1964年军人发动政变,建立军人政权,三届政府均实行独裁统治。
1979年文人政府掌权,实行大赦,改革经济,逐渐使巴西经济实力居拉美首位。
特雷维桑为巴西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家,其作品短小凝练,意韵深刻。
特莱斯为巴西最负盛名的女作家,文笔细腻流畅,揭露社会风气的败坏和道德的沦丧。
卡布拉尔是战后巴西诗坛声望最高的诗人,具岩石般冷峻的抒情色彩。
而维里西莫则是当今巴西最知名的专栏作家。
　　位于东加勒比海小安的列斯群岛上的一个小点——圣卢西亚,面积616平方公里,人口不足十三万,其
中黑人占九成,原为英国殖民地,1979年始获独立,经济以香蕉种植业为主。
如今小小的岛国,因它的子民沃尔科特获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而闻名遐迩。
瑞典文学院称他的叙事长诗《奥梅罗斯》是“一部恢宏的加勒比史诗”,称他的大量诗作“散发出光和
热,并深具历史眼光,是多元文化作用下的产物”。
　　20世纪末的世界文学乃至文化已显现出多元化和通俗化走向,这种走向也许还将对21世纪的世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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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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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20世纪外国文学史》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九五规划的重点项目,是一部集体撰写的大型文学
史著述,由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以及来自北京、南京、上海和香港等地的科研机构
、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共同编撰。
目前国内外尚无如此规模的同等著述。
这是一部涵盖20世纪东西方全景的文学史,涉及世界五大洲六十多个国家的文学。
本书是五卷本《20世纪外国文学史》的第五卷。
涵盖1970年至2000年的外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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