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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维克多·弗拉基米罗维奇·叶罗菲耶夫是当代俄罗斯文学界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作为一个典型

的后现代主义作家，他用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两把利剑挑战文学中的美学传统和社会学中的伦理传统，借

助苏维埃时代的历史经验和西方同行的精神分析理论，深刻挖掘植根于集体无意识当中的人性之恶。从性

恶论出发，他逐步颠覆了从启蒙主义时代开始一直到苏维埃时代愈演愈烈的人的神话，从而消解了人类中

心主义的狂妄与自大。他继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的深刻认识，创立了新的后人道主义观念，为传统的

俄罗斯文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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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罗菲耶夫 1947 年生于莫斯科一个外交官的家庭，父亲曾任苏联驻法国大使馆的文化

参赞，所以他 8 岁时就去了巴黎，早早就接受了西欧各种思潮的影响。1965 年他考入莫斯

科大学语文系，毕业后成为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的研究生，1975 取得副博士学位，

论文题目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法国存在主义》。 

早期的叶罗菲耶夫主要从事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60 年代末期他开始在杂志上发表评

论文章，1973 年在《文学问题》上发表《萨德，萨德主义和 20 世纪》一举成名。70 年代叶

罗菲耶夫开始文学创作，同样不同凡响，早期的几部文学作品得到了文学界的普遍好评。1979
年他因为组织和参与编辑地下文学刊物《大都会》而被开除出苏联作协，直到 1988 年才重

新恢复其作协成员的身份和在国内发表作品的权利。截止 2008 年他一共出版了 17 部作品，

其中著名的有长篇小说《俄罗斯美女》（1990），短篇小说《和白痴一起生活》（1980），

文学哲学随笔集《在诸多该死问题的迷宫里》（1996），以及他主编的俄罗斯新小说集《俄

罗斯的恶之花》（1997）等。叶罗菲耶夫的作品在国外享有盛誉，被翻译成 27 种文字。仅

《俄罗斯美女》就被翻译成 20 多种文字，被誉为“第一本在俄罗斯出版的国际畅销书”。

此外，叶罗菲耶夫还长期主持“文化”频道的《伪经书》栏目，是俄罗斯国际笔会中心会员。

1992 年荣膺纳博科夫文学奖。 

1 文学的异教徒 

俄罗斯著名作家扎米亚京曾经说过，“……真正的文学不是由那些忠于职守、政治上可

靠的官员创造的，而是由狂妄分子、隐士、异教徒、幻想家、叛逆者、怀疑论者创造的”。

（扎米亚京 2000：63）叶罗菲耶夫就是苏维埃文学阵营里的一个离经叛道、不畏强权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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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徒。早在《萨德，萨德主义和 20 世纪》（1973）一文中，他就涉足了苏维埃时期的禁毁

话题（当时大多数苏联作家对萨德的理解仅限于“施虐狂”的直解），并大胆为臭名昭著的

18 世纪色情作家萨德正名。他认为，萨德主义是一个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文化现象，而不

是所谓的精神病或者性变态。萨德作为思想家完成了对启蒙时代哲学的总结，作为作家则继

承了洛可可文学对色情主题和哲理小说的偏好。叶罗菲耶夫把萨德称为“自由倾听某些话语

真理的作家”，强调真正的创作具有非理性的特质，而作家只是上帝和作品之间的一个特殊

媒介。时隔两年，他在《文学问题》杂志上又挑起一个被苏维埃当局禁止的话题：《论被禁

的侨民哲学家列夫·舍斯托夫的孤独哲学和文学美学信仰》。叶罗菲耶夫在此文中明确了一

个观点：说假话的艺术家必将得到缪斯的惩罚，最终难逃江郎才尽的命运。因为这篇文章，

苏共中央委员会批评杂志犯了“意识形态的错误”，同时剥夺了叶罗菲耶夫去法国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工作的机会。 

然而叶罗菲耶夫并没有因为当局的惩罚而变得驯服。1977 年的某一天他又突发奇想，

要为官方文学所排斥的“流浪文学”举办一个公开的展览。于是乎，在几个青年作家叶·波

波夫、瓦·阿克肖诺夫、安·比托夫等人的响应下，他们着手编撰《大都会》文集，并准备

于 1979 年 1 月 23 日首发。未料此事被当局知晓，苏联作协认为文集具有“自由主义”倾向，

禁止在国内外发表。其结果是举行文集首发式的咖啡馆遭到克格勃的查封，参与其中的作家

均被处理。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大都会”事件。在对叶罗菲耶夫的处理上当局给他提供了两

个选择：要么写悔过书，要么牺牲父亲的政治前途。叶罗菲耶夫在父亲的支持下选择了后者，

始终没有向当局低头。当然他自己也付出了代价：被开除出作协，作品禁止在国内发表。 

1990 年，重新获得在国内发表作品权利的叶罗菲耶夫再次以“叛逆者”的形象出现在

公众视野中。他在《文学报》上以一篇题为《悼亡苏维埃文学》的文章宣告了主流文学的死

亡。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篇文章引发了 250 多篇文章的回应，成为声噪一时的文学事件。在

这篇言辞犀利的悼文中，叶罗菲耶夫对苏维埃文学作了如下定性：“苏维埃文学是社会主义

现实主义观念外加作家人性弱点的产物，这些弱点包括：追名逐利，与官方媾和以及与宗教

领袖或野心勃勃的帝王沆瀣一气”。他认为，苏维埃时期文学的悲剧在于：“作家们长期以

来为了生存不得不违背自己的良心，甚至更糟的是，违背自己的创作风格”。他把斯大林之

后的苏维埃文学分为半官方文学，农村文学和自由派文学，然后逐一分析了这三种文学的衰

亡气象。与此同时，他指出，在苏维埃文学的废墟上正在兴起一种新的开放的文学，这种文

学愿意与任何文化（不论时空上多么遥远）进行对话，从而创建起多语义多文体的结构。他

希望新文学能够摒弃苏维埃文学过多的社会政治因素和道德说教，真正回归到文学本身。

1997 年，叶罗菲耶夫把对新文学的期望转化为行动，主编了代表新文学的文集《俄罗斯的

恶之花》。这部文集不仅是对苏联文学的反叛，也是对俄罗斯经典文学的反叛：作品不再以

传统的道德价值为准绳，而是以恶的诗学、暴力的诗学、病态和恐惧的诗学为指针。 

2 “人道主义神话”的消解者 

自启蒙时代以来，在理性主义光芒的烛照下，人被定义为一种理性的动物，他光明、美

好，富有理性，无所不能。实际上，这是一种对人的美好的想象，一种理想化的人格塑造。

20 世纪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研究颠覆了理性主义关于人的神话，拟定出新的人的观念：人是

意识+无意识+超意识的混合体，而且意识和无意识相比，只不过是冰山一角。 

叶罗菲耶夫将精神分析理论带来的对人的观念的转变称为“人道主义的第二次覆灭”。

他认为，传统的人道主义对人的理解是有偏差的，它们提供的是一种地球上根本不存在的、

理想化的人的观念。叶罗菲耶夫对人的理解不带任何幻想，完全是批评的眼光。他把重估人

的价值看作一种人类学现象，拒绝对人进行理想化的阐释。在随笔《人道主义的第二次覆灭》

中他写道：“从 60 年代文学到新的文学浪潮，文化里首先表达的是对人的看法急剧朝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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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转变。人道主义的覆灭有其合理的怀疑主义因素，因为，人身上的恶根深蒂固，要远比

那些‘社会学家’和坚定的民主人士们认为的深，它存在于最深处，从那里日渐时兴的德·萨

德正温柔地看着我们”。（В. В. Ерофеев 1996: 442） 

基于此，叶罗菲耶夫对俄罗斯经典文学中的人道主义观念提出了质疑。在《俄罗斯的恶

之花》一文中他举了《父与子》中巴扎洛夫的话为例：“人是好的，环境太差”。叶罗菲耶

夫认为这句话可以作为整个 19 世纪文学的注解。他说，19 世纪俄罗斯作家们与糟糕的社会

环境进行的勇敢抗争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对人的本质问题的考量，他们实际上没有余力去思

考深刻的哲学人类学问题。所以，尽管俄罗斯文学丰富多样——独树一帜的心理描写，纷繁

多样的文体风格，以及执着深入的宗教探索，但其总的基调是在创立一种希望的哲学，表达

对美好未来的一种乐观的信念。（В. В. Ерофеев 1997: 8）这一观点尽管有失偏颇（想一想

陀思妥耶夫斯基就能明白），但也道出了俄罗斯文学的某种特质。早在 20 世纪初，索洛古

勃就用《卑微的魔鬼》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作家认为，“恶具有的不是社会意义，而是广泛

而自由地散播在人的心底。希望的哲学对此根本无济于事”。（В. В. Ерофеев 1997: 9）然

而，俄罗斯文学并不想抛开乐观主义的幻想。在苏维埃时代禁止把人道主义学说批评为抽象

的乌托邦思想，因为它动摇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基础。所以，“苏维埃思想家们将人道主

义作为文艺复兴时期亲共产主义的哲学学说与仁爱思想混为一谈，将任何怀疑人道主义的人

视为人类的敌人。这催生了苏维埃文化中“人道主义的狂欢”（普拉东诺夫语）。（В. В. Ерофеев 
1997: 10）而这种抽象概念的狂欢掩盖了“人的消失”的实质，加剧了人道主义的解构进程。 

叶罗菲耶夫对人道主义的批评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国家和社会制度的层面，而是走得更

远，进入到人的本质属性的哲学思考层面。他认为问题不在于追究国家的罪责，而在于揭示

出人在类似环境中的真实自然属性，这种属性也许是传统人道主义所忽略的人性中恶的部

分：“……正是在苏维埃政权下的人，即人道主义的主体，展示了人在特定环境下恶的一面：

卑鄙下流，背叛，见风使舵，低俗，施虐，堕落，蜕化；最后证明，其实人可以无所不为”。

（В. В. Ерофеев 1997: 10）古拉格群岛骇人听闻的生活环境映照出人本身的可怕。尽管如此，

无论在官方文学还是自由派文学中依然在继续鼓吹人道主义。所有的罪行归咎于斯大林及其

爪牙，至多还有制度。人民只是受害者。但人们逐渐意识到，极权社会是一部“共同完成的

作品”，不是某个人或某个群体能轻易造就的。所以必须抛弃关于人与群众的教条观念，重

新深入思考这个问题。从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对“新人”乃至人本身的怀疑。出

现了充满对人的怀疑的文学。维克多·叶罗菲耶夫说，“新文学的意义不在人种学方面的真

实性，也不在于对国家的揭露，而是表明，在脆弱的文化外壳下人实际上是一种无法控制的

动物”。（В. В. Ерофеев 1997: 22）于是，充满怀疑精神的新文学消解了传统的人道主义观

念，建立起新的后人道主义观念。 

正是基于这种后人道主义观念，叶罗菲耶夫的文学创作致力于颠覆苏维埃时代把人视为

超人的神话。所以他的矛头直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中的“英雄浪漫主义”的人的观念。

为了打破“人神美学”的坚壁，作家专门选取一些与苏维埃文学正面英雄孑然对立的人物形

象：疯子，白痴，怪胎，变态狂。然后作品里总是充斥着大量低级粗俗的词汇，充满了对肉

欲色情的关注，作家的意图很简单：用这种所谓的“肮脏的现实主义”去消解苏维埃文学所

创造的人的神话。 

3. 俄罗斯的恶之花 

叶罗菲耶夫后人道主义思想的核心是对人性之恶的认识。他认为，人本身就是一种充盈

世界的万恶之源，人的存在是一种“恶”的存在。但他并不认为人身上的恶完全是由环境造

成的，相反，他常常呼吁要现实地理解人，不要粉饰，而要看到人身上隐藏的无法预料的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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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因素，看到他身上的动物本能。人的天性是历史进化外加某些天生的生物冲动的产物。如

果不理解这些最基本的心理机制，就无法理解社会现象。 

叶罗菲耶夫的后人道主义思想在很多方面得益于德·萨德的理论。萨德认为恶是一种对

他人表示权力的形式。他笔下的人不承认他人的价值，常常化身为暴君或刽子手，只关注自

己的幸福。他的“主权”意味着否定他者的主权。他所操的唯一语言是暴力的语言。在随笔

《萨德，萨德主义和 20 世纪》中叶罗菲耶夫介绍了萨德的哲学和萨德式的主人公（性放纵

者）。他指出，萨德仿佛预见到人在通往个性解放的道路上必定要犯的可怕罪行。因为人的

自由和解放并不一定会引发人的自动完善，相反倒可能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促使人显露出

恶的本性，断绝与人的联系。 

叶罗菲耶夫塑造了自己的萨德式的艺术世界，其中主要有施虐型、施虐-受虐型和恋尸

癖型几种类型。他通过自己的文学实践对萨德的理论作了某些修正。传统上施虐症，施虐-
受虐症和恋尸癖被视为一种罕见的心理病态现象，往往和性暴力相联。叶罗菲耶夫指出，萨

德主义（施虐）不仅存在于性暴力中，它还具有各种变体形式，表现为权利欲和独裁专制。

“真正的历史施虐者要比德·萨德的主人公奸猾百倍，他靠欺骗、伪善、伪装而生存，而且

他伪装的手段十分高明，常常扮演人类朋友的角色。（В. В. Ерофеев 1990: 242）所以，作

家要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赋予读者另一种视力，让他们能够看清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各领域

的萨德主义。最为典型的是作家 80 年代创作的一系列短篇小说：《小鹦鹉》，《和白痴一

起生活》，《少女与死神》以及《三次约会》。 

3.1 《小鹦鹉》：植根于权力欲望的普遍施虐现象 

短篇小说《小鹦鹉》揭示了权力领域中的萨德主义。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形式讲述了一个

刽子手如何冠冕堂皇地折磨并杀害一个无辜青年的故事。作品中主人公身上有斯大林时代刑

侦人员的影子，他办案不单单是履行职责，他喜欢折磨、摧残、侮辱自己的受害者，然后再

把他弄死。拷问和刑讯对他来说仿佛在经历一场独特的、能引起他高潮的浪漫恋情。他很享

受自己对他者的无上权力，并以各种施虐练习表达对受害者独特的“爱”。 

正如萨德的主人公一样，叶罗菲耶夫的施虐者-刽子手“想让每一种东西都能获得不朽”，

为的是能够持久地享受折磨他人的幸福。因此他并不急于处死受害者，尽管他们在严刑逼供

下都招认了他想要的“犯罪事实”。只有当从受害者身上获得了最大限度的满足，而且自己

施虐的想象力枯竭的时候，他才认为案件可以了结了。这时候他心满意足，感到无比的幸福。

作者用抒情的笔调描绘着这一节日的心情：“一条河如银蛇般贯穿整个城市，在河的对岸高

地上立着一片松林，简直美极了！斯皮利顿先生，你不知道闻着草的芳香心情有多好。是三

叶草的味道，馥郁的香气。太美了！”再过一分钟犯人将命丧黄泉。施虐者统治着钟楼顶端，

感觉自己是他人命运的主宰。 

小说的叙事形式别具特色。刽子手的自述语言不是他以国家政权的名义行使暴力的语

言，而是权力本身的语言，这种权力不仅为暴力寻找名正言顺的口实，而且还赋予它崇高的

意义。例如，施虐者语言中一些典型的苏联时期的宣传用语：“我对自己的工作很熟悉，所

以一听刑讯人的叫声就知道是不是自己人”，“您的儿子，叶尔莫拉伊·斯皮利顿诺维奇，

之所以想弄活死去的鹦鹉，其目的是要证明洋鸟比我们的家雀优越，并以此打击我们的自信

心，让我们在全世界面前难堪，出丑”。从这些反映了时代特色的权力话语中我们不难听出

具有解构力量的反讽之意。同样反讽的是小说的叙事语调，刽子手用一种抒情的语调、一种

感伤的语气将自己的施虐行径娓娓道来，强烈地烘托出他对痛苦和死亡的变态反应——不是

同情和恐惧，而是享受。他在这封带有自白意义的书信中不厌其烦地讲述着各种刑讯方式，

仿佛要再次体验施虐的快感。这的确是他在思想上重温快感并延长快感的一种方式。这种方

式也表现出刽子手对自己施虐对象的一种依赖，同时，这封信还是对受害者父亲的一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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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虐，因为刽子手赤裸的告白一定会给他带来巨大的伤害。心理的病态折射出社会的病态，

它们沆瀣一气，形成一股庞大的社会心理氛围。 

塑造“刽子手”这样的人物意在表明，作品表现的不是具体的个人，而是普遍的心理现

象。这种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权力欲望深藏于集体无意识之中，是一种恒常存在于人心理中的

潜在侵略倾向。在一定的条件下，潜在的会变成现实。持久专一地激活心理中的毁灭冲动会

使集体无意识挣脱意识的监控，而集体无意识的解构冲动一旦不受监控便容易变成倾向于仇

恨与恶的可怕力量。叶罗菲耶夫展示了无意识脱离意识的结果：意识出现倒错，把恶视为善，

人身上施虐本能占据上风，社会实践毫无人性。作家感兴趣的不是个案，而是群体的、被视

为常规的现象。 

而且，作家对人性中普遍存在的“万恶之源”的考察是超越意识形态的，这种人性之恶

不独为苏维埃制度下的苏维埃人所有，而是属于地球上存在的每一个人。世界文学中一系列

刽子手形象，比如《索多玛一百天》（萨德）、《死刑之邀》（纳博科夫）以及《杀人是我

的职业》（麦尔勒）等作品中的刽子手都能在《小鹦鹉》中找到投射。这也证明了作者不是

在单独写某个时代的刽子手，而是在写植根于集体无意识之中的侵略-嗜血倾向。（未完待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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