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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中国俄语名家学术文库：张建华集》汇录了作者除译作、辞典编纂外的部分论文，反映了
作者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在俄罗斯文学教学、研究中方法论运用的状况，以及研究兴趣、研究视角
的一些变化。
　　全书共分五编，包括俄罗斯文学研究的一般问题、俄罗斯当代文学概论、当代俄罗斯作家与作品
论、俄罗斯经典文学重读和外语教学与文学随笔。
　　第一编对俄罗斯文学研究理论、研究方法的探讨有别于一般的方法论研究，而重在对文化学方法
的运用，主要为针对俄罗斯文学的本土化特征所引发的一些思考。
　　第二编和第三编分别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对俄罗斯当代文学进行了整体概括和重点解读。
　　第四编经典重读反映了作者在教学、研究实践过程中不断深化文本阅读的一些新思。
　　第五编对俄语教学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随笔部分着重运用文学性的手法和语言，对几位俄罗斯学者、作家、教授当下的生存姿态进行了生动
的描摹。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代中国俄语名家学术文库>>

作者简介

　　张建华，男，1945年12月生，浙江省余姚人，俄罗斯文学、文化研究学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1995）。
历任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副主任、主任（1987-1993），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院长（1994-2000）
，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俄语组组长（1994-2000），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
事，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指导教师（2007）。
曾获俄罗斯作家协会高尔基文学奖（2006），俄语世界基金会翻译贡献奖（2009），第七届北京市高
校名师奖（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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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俄罗斯文学研究的一般问题文学文本与文学批评话语文学研究中文化视角的突显——近年来俄
国20世纪俄罗斯文学研究的新动向关于俄罗斯文学的两个问题重构经典、确立主体、再提社会历史学
批评——关于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教学与研究的思考论俄罗斯作家的文化思维及文学创作的结构模式
俄罗斯经典文学中知识分子形象的文化语义探究第二编 俄罗斯当代文学概论20世纪50年代的苏联小
说20世纪60年代的苏联小说关于九十年代俄罗斯文学的文化学思考论俄罗斯小说转型期的美学特征后
苏联文学现代性的精神价值何在人文精神的火种仍在燃烧——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文学世纪末俄罗斯小
说的“泛化”现象种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俄罗斯小说现象观第三编 当代俄罗斯作家与作品论诗人
叶甫图申科与他的长篇小说《不要在死期之前死去》面对灵魂的诘难——评传统而又前卫的长篇小说
《无望的逃离》俄罗斯当代文学中的“红色情调”普里列平与他的长篇小说《萨尼卡》侦探小说《孤
女奇缘》与后苏联通俗文学的勃兴列昂尼德鲍罗金的短篇小说《走进天空》第四编 俄罗斯经典文学重
读营造洁白无瑕的爱的宫殿——写在普希金诞辰二百周年人性的尴尬与人格的缺憾——关于普希金《
驿站长》的再思果戈理小说狂欢化传统的文化意蕴及诗学表达开启莱蒙托夫《当代英雄》新的审美空
间屠格涅夫晚期浪漫主义中短篇小说初探《贵族之家》中的俄罗斯贵族文化意蕴爱情——屠格涅夫笔
下时代英雄心灵与品格的试金石论托尔斯泰80—90年代的中、短篇小说托尔斯泰人文思想的基本构成
及其现代意义中国翻译家及批评家眼中的契诃夫布宁与他的文学创作高尔基思想溯源来自生命与灵魂
的感知第五编 外语教学与文学随笔新型俄语学科的真正确立是培养21世纪俄语人才的前提——关于北
京外国语大学俄语教学之路的思考俄罗斯文学教学的“当代化”、“人文化”、“语言化”、“快乐
化”再访托尔斯泰故居“雅斯纳雅波里亚纳”所想起的“四十岁一代作家”的生力——作家马卡宁访
问散记风骨依然、新韵赏心——俄罗斯年说俄罗斯文学做文学与寻生活的新风景——俄罗斯学者、作
家、教授当下生存姿态描摹主要参考文献《张建华集》收录论著索引作者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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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二元对立的结构模式中，文学创作的艺术世界截然地分为罪恶与神圣、魔鬼与天使两个极端。
这一两极化的文化形态直接体现为小说中或表现现实生活中恶与善、魔鬼与天使的两极斗争，或表现
为踏上从善之路必然要通过对恶的抑制和人性善的张扬，从而展示一个弃恶从善的艰难历程。
忏悔、复活、新生不仅是19世纪俄国文学创作的基本主题，也成为20世纪小说中重要而典型的情节类
型。
这种类型的情节多呈恶与善链式的连续发展，而少有内在矛盾的多元性。
以弃恶从善的转折为特点的“门槛时空”成为小说人物行为的基本时空类型。
在人物由一种精神状态进入另一种精神状态的二元模式中，作家更注重人物道德层次中的此消彼长。
作家多遵循一种由预定的思想模式而落实到现实生活的创作模式，即在既定的道德转化范式的统领下
，以艺术的方式阐释作家的道德理念。
　　《戈洛夫廖夫老爷们》写出了俄国贵族贪婪、自私、堕落的恶的家族的灭亡。
《卡拉玛佐夫兄弟》中老卡拉玛佐夫的身上集中了一切卑劣的性格特征--好色、自私、专横，是一个
病态而又恶毒的灵魂，疯女丽萨维塔被老卡拉玛佐夫奸污后所生的斯梅尔佳科夫更是一个恶的象征，
而纯洁、谦恭、羞怯的阿廖沙却是一个善的代表。
卡拉玛佐夫家族成员各自的生活立场，他们对外部世界的态度和思考，充满着恶与善的较量与斗争。
《罪与罚》中拉斯科尔尼科夫经历了杀人一精神磨难一肉体磨难一灵魂新生的心灵历程。
阿·托尔斯泰三部曲《苦难的历程》，列昂诺夫的长篇小说《贼》、《獾》，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叙事
长诗《春草国》，以及20世纪30年代大量的反映工业化、农业集体化题材的小说、诗歌无不体现了这
样一种情节结构模式：恶的萌生一恶的抑制一受难一新生。
　　多元共存模式展示了一个非恶、非善、善恶相间的自然生存状态。
处于第三种状态中的人物既不作恶，又不行善，既非魔鬼，又非天使，而是以一种自然的状态生存。
恶与善共存并隐藏在这一类人物中，人物既未完成对人性的恶的偏离，善的潜能也未能被充分地释放
与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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