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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
①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文学 

 
任光宣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871） 

 

摘  要：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发展景象。本文就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文学的变化及其特征作了客观的介绍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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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85 年开始，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提出“改革和新思维”的思想，拉开了

苏联社会全面“改革”的序幕。 

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的社会总体氛围下，苏联的整个文化空间进行重新的

排列组合，开始了意识形态的、道德的、审美的模式的变更。苏联文学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

国内的地下文学开始走向地上，“异样文学”获得合法的地位，国外的侨民文学大量回归
②
，

等等。这一切打破了传统的苏维埃文学一统天下的发展格局，动摇了苏维埃文学的地位。于

是苏联作家维克多—耶罗菲耶夫 1989 年在《文学报》撰文《悼念苏维埃文学》，断言苏维埃

文学即将结束自己的生命，提前为苏维埃文学送终了。紧接着在 1990 年，苏联取消了对文

学作品的审查制度，苏联宪法中取消了关于共产党在国家中的领导作用这一款。这表明以苏

联共产党为执政党的苏维埃国家将走到自己的尽头。果然，1991 年末苏联解体，存在了 70
多年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地球上不复存在，在克里姆林宫上飘扬了半个多世纪的

苏联红色国旗被俄罗斯的蓝白红三色国旗所替代。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遗产”，俄罗斯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但

俄罗斯远远不能与昔日的苏联相比。在国际上，俄罗斯根本没有昔日苏联的实力和雄姿，失

去了在国际舞台上的超级大国的地位和作用。在国内，俄罗斯在政治上拒绝马克思主义，在

社会制度上拒绝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拒绝无神论，走的是一条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俄罗斯这个国家尽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良好的气候条件和优越的自然环境，但是如今

俄罗斯的综合国力很弱，在经历了苏联解体后十几年痛苦的转型期之后，地大物博的俄罗斯

到 20 世纪末几乎沦为一个世界上的二流、甚至三流国家。 

在社会文化生活领域，俄罗斯如今走的是西方化的道路。俄罗斯学习西方的言论、新闻、

出版自由，而且这种学习达到了“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地步。这样一来，在新闻媒体上，在

报刊杂志上，什么都可以说，什么都可以写，什么都可以刊登，于是，广播电视、报刊杂志、

书籍顿时间变成讨伐苏联的阵地，苏联时期的一切遭到了无情的批判：从社会制度到国家政

体，从意识形态到思维方式，从立法制度到经济政策，从电影戏剧到文学艺术……总之，苏

联的一切都有问题，都应予以批判和否定。与此同时，西方的，尤其是美国的文化急速地传

到俄罗斯。就拿电视广播来说，俄罗斯的电视台很少播放俄罗斯的国产影片和电视剧，而代

之的是西方的枪战片和拉美的电视连续剧，把侦探、暴力、色情甚至同性恋搬上电视。西方

的香水、洗发液、口香糖、啤酒、巧克力甚至避孕套的广告充斥电视屏幕，令许多观众大倒



 10 
 

胃口。 有些人巧取豪夺，发国难财，但他们居然以成功人士自居，在电视上侃侃而谈，“教

导”青年怎样去享受生活。在俄罗斯影视界，昔日那些真正有艺术品位的俄罗斯演员无法适

应当代影视导演的要求，因此很少拍摄影片，而那些能够在电视连续剧中露脸的演员却大都

演技拙劣，只能靠一些低级的噱头吸引观众。俄罗斯电视台电台整天播放西方的摇滚乐，而

俄罗斯优秀的民歌，尤其是卫国战争时期创作的、流传到世界各地的那些脍炙人口的歌曲几

乎被忘却掉了。严肃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少见了，而西方的暴力、色情、甚至淫秽的文学作品

被大量翻译出版，加上半裸体或裸体女郎的封面充斥大街小巷的书摊。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

景下，曾经被誉为世界上读书最多的俄罗斯人民“如今在侦探、言情、凶杀、色情小说里派

遣自己的时间；电视上播放的西方的‘肥皂剧’让俄罗斯人整晚坐在电视机前抹着眼泪；不

少年轻人或是在摇滚舞厅里发疯，或是坐在网吧里玩电脑游戏和浏览色情网站；或是用美国

好莱坞的武打片来锻炼自己的神经，或是在酒吧里用酒精消愁……”（М.М.Дунаев 1999：613）
这就是当今许多俄罗斯人，尤其是俄罗斯青年人的文化生活的写照。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文学变换了自己昔日在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俄罗斯文学不再肩负

着教育俄罗斯人的功能，也不再起着培养俄罗斯公民的作用，因此也就失去了它在俄罗斯社

会里的重要地位。如今，俄罗斯开始像美国一样流行的是文化快餐。西方的畅销书大量涌入

俄罗斯，俄罗斯作家自产的轻松娱乐的读物有自己大量的读者，这样一来，大众文学
③
占据

了严肃文学的地盘，并呈现出取代后者地位的势头。此外，音像产品这些信息的听觉视觉形

式也在渐渐地挤掉了俄罗斯文学在当代文化中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文学艺术在俄罗斯

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不能不发生变化。因此有人为当代的“俄罗斯文学哭泣”，有人认为当代

的“俄罗斯文学的日子不好过”，还有人说，“如今人们不喜爱俄罗斯文学了……更糟糕的是，

如今人们不读它了。即便是读的话，鬼知道都读些什么东西。”（С.Тимина 2002：7） 1999
年，俄罗斯的大型文学杂志《旗》（第 1 期）举办了一次圆桌会议，副标题为“当代文学：

诺亚方舟？”讨论 20 世纪末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和前途问题。有些论者对当代俄罗斯文学的

生存和发展有着一种深深的危机感。评论家和读者争论和思考的问题是，俄罗斯文学这只“诺

亚方舟”是否会在 20—21 世纪之交沉没？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就表明俄罗斯文学在当今俄

罗斯社会中的危机地位了。  

在苏联时期，广大的青少年和各行各业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是读者群中的主力军。在社会

转型时期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急剧地贫困化，读书人沦到社会的底层，他们在生存的漩涡中

挣扎，根本没有资金去买文学书籍，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读书。而广大的青少年或是很少读

严肃的俄罗斯文学作品，或是成了大众文学的读者。因此，当代俄罗斯的严肃文学的读者群

大为缩小，读者日益减少。俄罗斯女作家伊琳娜—拉克莎在一次与笔者的谈话中说得好：“没

有读者就没有作家。”俄罗斯读者数量的锐减让俄罗斯作家的创作积极性大大受挫，有相当

一批作家辍笔不干另谋生路；有些作家虽然没有离开文学，但是已经不再从事严肃文学创作，

而是改弦更张走到畅销书的创作队伍中去；还有些作家虽没有离开文学阵地，但他们转向政

论体裁，用政论作品表达自己对转型期的俄罗斯社会的各个方面变化的认识和看法。这样一

来，90 年代以来严肃的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俄罗斯文学仿佛一艘与狂风暴雨搏击、在激流险滩上艰难航行的

轮船，走着一条曲折坎坷的发展道路。对这个时期的文学发展，俄罗斯文学评论界众说纷纭，

有些观点是大相径庭的。有的评论家认为，与苏维埃时期的俄罗斯文学发展相比，这个时期

的俄罗斯文学发展是缓慢的，在某些方面还有下滑的倾向（Ю.Минералов 2002）。但是另一

些评论家却持相反的观点，认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文学恢复了自己的面貌，获得了真正的发

展：“俄罗斯文学给自己恢复了早已失去的面貌，并且已不再是党和国家按照意识形态培养

公民功能的载体，不再是全民幸福和安康乐观的传声筒，不再是伪现实和伪历史的编造者，

而是成为一种自由的艺术。成为一种如此独立、如此自治的和权威的艺术，就像音乐、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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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建筑等艺术一样。”（С.Тимина 2002：7）此外，俄罗斯文学还把散失在世界各地的自己的

文学“散片”收到自己的怀抱中来，不再有本土文学和侨民文学之分了。 

苏联时期，苏维埃文学的统一空间一直存在，并且被文学家们所共同享有。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文学的统一空间消失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已风光不再，停止了自己的存在。而在苏

联时期受到压制和否定的文学流派和创作方法开始复燃，并光明正大地登上文坛，迎来了俄

罗斯文学发展的多元化时代。苏联解体后，作家阵营急剧分化，民主派和爱国派作家的斗争

更加激烈
④
。在俄罗斯当局的支持下，民主派作家得势，爱国派作家失势。我们仅仅举一个

例子：从 90 年代起，俄罗斯作家们纷纷争取用大众传媒宣传自己和自己的作品，这成为俄

罗斯社会和文坛的一种新现象。然而在当今的俄罗斯，大众传媒几乎被民主派作家阵营所控

制，民主派作家频频上镜，二流作家甚至三流的民主派作家都能得到机会在大众媒体上露面，

在电视、电台开辟专题谈论文学，大肆宣传民主派的主张，介绍自己和自己的作品；可是电

视台和电台基本没有爱国派作家的地盘，爱国派作家在那里没有露脸的机会。就连像拉斯普

京、别洛夫、邦达列夫这样的大牌爱国派作家也是如此，他们长期被打入“冷宫”，仿佛这

些作家在俄罗斯大地上并不存在。如今，俄罗斯电视台和电台是民主派作家一统天下。 

为了证实俄罗斯民主派作家在当今俄罗斯文坛一统天下的这种现实，我们再举两个例

子。2002 年，圣彼得堡大学语文系教授 C.季敏娜编了一部文选教科书，名为《20 世纪末俄

罗斯小说》。在这本书的简介中写道：“这本文选精选了一些当代作家的最有分量的作品，它

们让读者对最新的俄罗斯小说有一个概念。”编者季敏娜认为自己这本书“为的是让读者了

解其发展的总体过程。”（С.Тимина 2002：9）但是在这本要“展示当代小说创作状况的全景，

描绘当代小说的某种完整的图像”的书的目录中，竟然没有拉斯普京、别洛夫、诺索夫、普

拉斯库林、尤里—库兹涅佐夫等著名的爱国派作家和诗人的名字。相反，民主派作家 B.图
奇科夫、B.科涅茨基、B.舍弗涅耳等二流或三流的作家的作品却列入其中。因此我们认为这

本书很难展示和反映 20 世纪末俄罗斯小说创作的全貌，而是一个极具编撰者个人思想倾向

性的文选读本。另一个例子是鲍里斯·图赫撰写的一本书，名为《当代俄罗斯文学的前十杰》。

这位评论家认为当今俄罗斯文学的前 10 名是：鲍里斯·阿库宁、亚历山大·布什科夫、米

哈伊尔·维列尔、波琳娜·达什科娃、亚历山德拉·马利尼娜、维克多·别列文、艾德瓦尔

德·拉德金斯基、弗拉基米尔·索罗金、维克多利亚·托卡列娃和塔季扬娜·托尔斯泰雅。

我们认为把这 10 位作家视为当今俄罗斯文学的前 10 名更是有些可笑。因为作者把畅销书作

家与严肃文学作家列到一起，这种做法本身就是荒唐的。此外，从艾德瓦尔德·拉德金斯基、

亚历山大·布什科夫、米哈伊尔·维列尔、波琳娜·达什科娃这几位的作品价值及其在当代

俄罗斯文学中的地位来看，很难说他们能够进入当代俄罗斯文坛的前 10 杰。显然，这个名

单更是一个带有作者个人倾向性的产物，而不能表明当代俄罗斯作家创作的真实情况。在俄

罗斯，不仅民主派的文学评论家这样做，爱国派阵营的一些评论家也走极端，其文学评论同

样极具个人的思想倾向性。比如，著名的爱国派文学评论家弗拉基米尔·邦达连科就是如此。

弗拉基米尔·邦达连科在他自己把持的《文学之日报》（2002 年 1 月）上撰文，名字叫《文

坛 10 杰》（新千年俄罗斯文坛评说），在邦达连科的笔下， A.普拉汉诺夫、B.利丘金、B.
拉斯普金、Б.叶基莫夫、A.阿法纳西耶夫、Э.利蒙诺夫、Л.鲍罗丁、C.库尼亚耶夫等是文坛

十杰，这里绝大多数是爱国派作家，显然，这个 10 杰名单依然是带有强烈的个人倾向性的

东西。因为在我们看来，有些作家，像Ю.马姆列耶夫、Ю.波利亚科夫等根本没有资格进入

这个名单。因此，在当今的俄罗斯，在民主派和爱国派作家和评论家阵营对立的情况下，要

想列出一个能够客观反映当今俄罗斯文学最高水平的 10 位作家的名单，是一件相当困难的、

甚至是不可能的事情
⑤
。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宣布国家走向市场化经济。俄罗斯的经济市场化也导致俄罗斯文学

出版业的市场化。俄罗斯出版业市场化的受害者首先是大型文学刊物。由于俄罗斯国家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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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文学事业不再予以资助，任由市场机制控制，这样一来，大型文学刊物由于刊登严肃的

文学作品，再加上纸张、印刷费以及相关费用的价格上涨，其定价很高，读者订数减少，为

此刊物是多印多赔钱，少印少赔钱。所以大型文学刊物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不得不减少印数。

像《新世界》、《十月》、《旗》等杂志在苏联时期的印数有几百万份，可如今降到只有一万份

左右
⑥
，有的杂志的印数一降再降，依然难以为继，最终干脆停刊了。如一家相当有影响的

地方文学杂志《伏尔加》在 2000 年就被迫停刊。如今其他的大型文学杂志《莫斯科》、《我

们同时代人》、《涅瓦》、《青年近卫军》等也在艰难地维持自己的生存。 

书籍的出版情况也是这样。如今俄罗斯文学出版的大权掌握在私人出版商的手里。私人

出版商的出版原则以营利为目的，什么书走俏就出版什么书，只要能赚钱，什么书都可以出

版，以迎合一些读者的需求。因此，侦探、科幻、言情、色情甚至淫秽书籍充斥着俄罗斯的

每一个角落，因为这些书有市场，能给出版商带来暴利。比如，如今侦探小说作家玛丽尼娜

的作品十分走红，充斥俄罗斯的大小书店，甚至书摊，她的名字在俄罗斯家喻户晓
⑦
。这样

做的结果是严肃的俄罗斯文学的出版受到巨大的冲击：审美价值和艺术水平高的严肃的文学

作品的出版遇到困难，即使能够出版也是印数寥寥。因此，在俄罗斯文学的市场化和大众文

学的流行不但改变俄罗斯文学的社会地位和读者的审美走向，而且导致文学创作队伍的转

向，相当一批从事严肃文学创作的作家的创作积极性受挫。我们认为这对 20 世纪末俄罗斯

文学的发展是一种灾难。如今，俄罗斯作家对俄罗斯社会的市场经济的态度是不同的。有的

作家对俄罗斯的民主化进程、市场经济表示欢迎，他们撰写小说、诗歌为俄罗斯新政权推行

的市场化经济和俄罗斯大地上发生的种种事件歌功颂德，同时否定苏维埃时期那段历史，将

之说得一无是处，一团漆黑。但是有一些作家没有这样做，而是静下来对俄罗斯大地上发生

的事情进行严肃的思考；还有一些作家用自己的笔以在野的立场直接参加政治斗争。总之，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作家对待俄罗斯的新政权和新政权的各项举措的认识和态度是不同的，这

在他们的文学作品和政论文章中得到充分的表现和反映。  

苏联解体后，多元化是 90 年代以来俄罗斯文学发展的一个总体特征，多元化是俄罗斯

的单一文化向俄罗斯的多维文化过渡的一种现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随着苏联解体而结束了

自己的“使命”。传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不再是俄罗斯作家创作惟一遵循的方法和原则。

俄罗斯作家的写作再也不受什么框框，什么指令，什么审查的限制，他们得到了创作的自由。

因此，俄罗斯文学呈现出一种流派林立，风格纷呈，题材广泛和体裁多样的多元局面。这种

多元的局面在文学流派中表现尤为明显，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流派：有现实主义和后现实主义、

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先锋派和后先锋派、超现实主义和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印象主义、

自然主义、结构主义，等等。在文学批评领域，也不再是社会历史批评方法一花独秀，而是

社会历史的、审美的、道德伦理的、宗教的批评方法百花争艳。而且，在 90 年代的文学批

评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现象。不再是过去的大型的文学杂志上的“巡洋舰式”的长篇评论，而

更多的是报刊上的“短小精悍的”评论。此外网络上的文学评论也开始盛行；评论家和书评

家从昔日的社会历史分析转向文学语言—文本分析；还出现了文学评论的集团化等现象
⑧
。

90 年代以来俄罗斯文学的这种多元化是一种崭新的景象。俄罗斯文学的多元化对其发展有

促进作用，是一件值得肯定的现象。 

在 90 年代俄罗斯文学多元发展格局中，后现代主义文学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因为在

这个时期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相当走红，以至于有的俄罗斯评论家认为俄罗斯文学在 90 年

代进入了后现代主义时期
⑨
。俄罗斯当代评论家 M.利帕维茨基依据作家的创作把俄罗斯后现

代主义文学分为 3 个阶段；B.斯克罗帕诺娃在《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一书中也按照作家

创作出现的先后把后现代主义文学分为 3 次浪潮。后现代主义作品在内容和手法上具有自己

的一些特征。从内容上看，这种作品不大注重情节，视现实和历史为荒诞、无序和混乱；在

艺术手法上往往运用暗示、隐喻、寓意、联想、巧合、列举、粘贴、跳跃、化入等手段，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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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出一种特殊的“文化场”；在语言上，后现代主义作家认为从前的艺术语言不适用了，因此

不能用从前的语言去创作，要进行语言风格的转换，使语言进入一种新的语境。对此，俄国

理论家 B.库拉科夫曾经说过：“后现代主义，这不是风格，不是文学流派。后现代主义——这

是现代艺术语言处在其中的一种情景。”（В.Кулаков 1995：206） 从 90 年代中期起，俄国的

后现代主义文学开始走下坡路，有些后现代主义作家只好向现实主义靠拢，创作出一些兼有

后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特征的“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作品。到 90 年代末，后现代主义作品

虽然在俄罗斯文学杂志上出现，但其发展势头大大减弱，已经显示出强弩之末的态势。   

90 年代俄罗斯文学的语言与苏维埃时期的文学语言相比有比较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

原因之一是由于文学作品主人公的变化引起的。苏联解体后，文学审查制度取消了，作家想

写什么就写什么，什么人都可以成为作品的主人公。昔日苏维埃文学中传统的正面主人公很

少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盲流、酒鬼、吸毒者、妓女、杀人犯，等等。他们进入文学作品并且

成为主人公。这些人物乃至主人公很少有俄罗斯的文学语言，他们的语言充斥俗语、土语、

脏话、黑话，作家为了塑造这些形象，便把他们口中的一些不登大雅之堂的、甚至淫秽的词

藻都搬进文学作品之中。这使作品语言变得复杂和难懂；其次，90 年代，有些作家在作品

里过多使用外来语（尤其是俄语拼写的英语），以示时尚。实际上这不但破坏了俄罗斯文学

语言文本的内在逻辑性，而且也毁坏了俄罗斯语言的纯洁性；第三，90 年代后现代主义文

学走红。后现代主义作家的一个主要的创作笔法和手法就是文字游戏，这种手法使作品文本

缺乏情节性，连贯性，语言失去了具体的语境，所以晦涩难懂。     

苏联解体后，无神论意识形态失去了在国家里主导的意识形态地位。而宗教如决堤的

洪水、狂卷的旋风在俄罗斯社会 “复兴”了。东正教教堂大量修复和重建，神学院和神学

校大量出现，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在社会中作用增强，出版了大量的宗教经典和宗教哲学书籍，

俄罗斯人纷纷转向宗教，在俄罗斯掀起了一场回归东正教的热潮。俄罗斯的宗教回归热潮对

当代俄罗斯文学的创作和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作家们开始重新认识宗教在俄罗斯生活和

俄罗斯人的思想意识中的地位和作用。在这种氛围下，不少俄罗斯作家试图用自己的作品探

讨、表现宗教问题，于是基督教的思想、契机，《圣经》中的人物、情节在 20 世纪 90 年代

以来的俄罗斯文学中大量表现和凸显出来。此外，面对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社会的物欲横流、

当代俄罗斯人的拜金主义和大量的社会邪恶现象，一些作家对进行严肃的思考，如何战胜社

会里存在的邪恶，如何消除社会的不义成为一些具有良知的俄罗斯作家描绘和表现的一个重

要问题。有些俄罗斯作家在寻找新的人生理想、新主人公的过程中得出结论：基督教精神和

基督的思想是战胜物欲、邪恶、不义等丑恶社会现象的“灵丹妙药”。因而出现了大量的宗

教题材和宗教探索的作品。如，沙罗夫的《彩排》，伊万钦柯的《花纹字》，戈连什坦的《圣

诗》和斯拉波夫斯基的《第一次基督的第二次降生》、鲍罗丁的长篇小说《告别》和《面对

审判》、彼特鲁舍夫斯卡娅的《黑夜时分》、阿斯塔菲耶夫的《该咀咒和该杀的》、列昂诺夫

的《金字塔》、阿纳托利·金的《昂里利亚》，等等。到了 90 年代下半叶，《圣经》已经成为

90 年代下半叶一些俄罗斯作家创作的一个重要的源泉，涌现出一大批以宗教为题材的作品，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瓦尔拉莫夫的《诞生》（1996）、《沉没的方舟》（1998）和《教堂圆弧

顶》（1998），利丘金的《分裂派》（1995）、科斯塔玛洛夫的《大地与天空》，（1999）、尤·库

兹涅佐夫的长篇叙事诗《基督之路》（2000）等等。 

   “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句中国谚语适用于对解体后的俄罗斯文学的认

识和评价。由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文学的发展距离我们很近，我们几乎就置身于这个发展的

过程之中，因此我们现在对这个时期俄罗斯文学发展的规律、这个时期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

的价值做出明确的判断并确定其在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地位还为时尚早，还需要一定

的时间，需要一定的距离。但是纵观苏联解体后 20 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文学的发展现状和作

家的创作实践，我们还是可以初步做出如下几点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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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文学摆脱了极权制度的束缚和无神论意识形态的控制，走上文

学自由发展和自身规律的发展道路。但在俄罗斯社会的大环境和文化发展的总体氛围下，俄

罗斯文学走向边缘，失去了昔日的社会中心地位，其社会作用减弱，这是当今俄罗斯文学发

展的现实。 

    2、多元化是苏联解体后这十几年俄罗斯文学发展的一个总体特征。20 世纪 90 年代的

俄罗斯文学与 80 年代后半叶改革时期的俄罗斯文学有所不同。如果说在苏联改革时期的俄

罗斯文学主要是以意识形态分成对立的文学派别，那么在 1991 年后，俄罗斯文学则不仅仅

以意识形态来划分派别，而是以文体、风格、体裁、创作方法分成不同的流派，形成了俄罗

斯文学发展的多元局面。这种局面与 20 世纪初俄罗斯文学的多元格局有相似之处。 

    3、在 20 世纪 90 年代，20 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经典遗产大都被挖掘出来，并且俄罗斯的本

土文学和俄罗斯的俄罗斯文学彻底地汇合起来，纳入俄罗斯文学的统一发展航道。此外，90
年代以来，俄罗斯当代文学发展不是直线的和单层次的，而是多线的和多层次的。俄罗斯文

学渗透着俄罗斯社会转型时期的新精神、新气息、新特征。如作家的审美意识的转变，文学

主人公的更新，风格、题材、体裁的多样，文学评论的价值取向和参照系的变化等等。因此，

用传统的文学标准和精神去衡量和评判当今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和文学发展是行不通的。 

4、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文学虽然呈现出一种色彩斑斓的多元发展景象，但这十几年文学

的发展说明，现实主义依然是俄罗斯文学多元化发展的格局中的一支生力军，是当今俄罗斯

文学发展的主流。许多俄罗斯作家
⑩
的创作实践证明，现实主义在俄罗斯文学中有着深厚的

基础，当代俄罗斯作家们继承俄罗斯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创作出一些文学精品○11。当然，

有些当代俄罗斯作家在继承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同时，也进行积极的创作探索，“与时俱进”

地、大胆地借鉴和吸收一些新的艺术手法，丰富自己的创作。 

5、苏联解体后 90 年代以来涌现出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得到读者和评论界的认可。但

是苏联解体后开始创作并且获得巨大声誉的作家不多，与 70-80 年代俄罗斯文学作品相比， 
90 年代的俄罗斯文学作品成为经典的寥寥无几，这个时期文学作品的影响范围和传播力度

不大。因此，我们觉得这是俄罗斯文学发展的一个平缓时期。 

 
附注 

①笔者曾经在 1997 年、2001 年、2002 年撰文《俄罗斯文学的新发展》（《国外文学》1997 年第 2期）、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文学的发展特征》（《外国文学动态》2001 年第 6期）和《20 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文

坛概观》（《深圳大学学报》2002 年第 2 期）论述过 90 年代俄罗斯发展的状况。 

②在 80－90 年代相交的时期，“回归文学”在俄罗斯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显得最为活跃。在 1987－1991

年的文学评论中，“回归文学”的术语也频频出现。从 1987 年开始，各个大型文学杂志争相刊登不少作家

在 20－70 年代创作的、但由于意识形态的和艺术手法等原因没有与读者见过面的作品。A.阿赫马托娃的《安

魂曲》和 A.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凭着记忆的权利》这两部作品的发表，引起读者的巨大的反响。此外，M.

布尔加科夫的《狗心》、A.普拉东诺夫的《初生海》、A.比多夫的《普希金之家》、杜金采夫的《穿白衣的人

们》、B.格罗斯曼的《人生与命运》、Б.帕斯杰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扎米亚金的《我们》、纳博科夫的

《暗箱》、《马申卡》以及其他一些作家的作品陆续得以出版。这些在苏维埃时代长期被禁的作品，如今凯

旋地回归到读者中间，引起了读者和评论家的兴趣、关心和重视。然而，回归文学作品回归到的是一个新

的社会心理环境和美学环境，这个环境与这些作品诞生年代的环境显然不同。所以这些作品在 80 年代后半

期至 90 年代初问世就获得一种双重身份。一方面，这些作品反映和描写的是 20－70 年代那个特定时代的

历史和事实，另一方面它们又成为当代俄罗斯文学过程中的一种现象。因为这些作品已经有机地融入当代

文学过程中，成为当代文学现象。因此，回归文学作品被广大的读者视为俄罗斯当代文学作品。评论家在

评价这些作品时，注意的是作品历史的、道德的真实，而不大注意作品的风格特征和作家的创作个性。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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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历史的、道德的标准就可以决定一部作品的优劣。批评的、美学的标准退到次要地位，而历史的、道德

的标准占据上风。这样一来，那些描写反对集权制度和斯大林的独裁的作品，第三代侨民作家在苏联境内

创作的那些具有强烈的反对政权、否定现行社会制度的作品的“回归”就比较迅速和顺利（在苏联解体后

这点更加明显），而那些在意识形态上是中立的、但作品在审美上独具特色的作家（如Л.达贝青，K.瓦金

诺夫、C.克尔日扎诺夫斯基，B.纳博科夫等）的作品的“回归”过程就相对比较复杂和缓慢（可见，在对

待 20－70 年代的文学作品的回归问题上，意识形态的倾向性依然是十分重要的）。然而，正是像纳博科夫

这类作家的创作遗产对 90 年代以来的当代俄罗斯文学的艺术风格演变起到重大的影响作用。 

   ③1998 年，《普希金》杂志成立了“大众文学学会”。2000 年，《十月》杂志开辟出“有实际意义的

文化”专栏，以强调大众文学在当今文学多元化格局中的意义。 

④从 20世纪 90年代开始，俄罗斯民主派和爱国派两大文学营垒阵线分明。他们的组织机构、创作 

队伍、评论队伍、报刊阵地等都各据一方，各自为政。从组织结构来看，有4个作家协会：即由加尼切夫 

领导的爱国派的俄罗斯作家协会、由民主派女诗人卡扎科娃领导的民主派的俄罗斯作家协会、由弗拉基米尔-

古谢夫领导的莫斯科作家协会和有众多的当代民主派作家加入的另一个莫斯科作家协会。从文学阵地来看，

爱国派的文学报纸是《文学俄罗斯》，民主派的文学报纸是《文学报》；爱国派的大型文学杂志是《我们同

时代人》、《莫斯科》和《青年进卫军》等，民主派的大型文学杂志是《旗》、《十月》、《新世界》等。

爱国派的主要的文学奖是“托尔斯泰奖”，民主派的主要文学奖是“布克奖”。从创作来看，爱国派作家大

力提倡爱国主义精神，走俄罗斯文学的民族化发展道路，坚持现实主义的传统创作方法；民主派作家主张俄

罗斯发展的民主化道路，是俄罗斯社会民主化的支持者，他们的创作方法比较多样化，既有以现实主义方法

创作的作家，也有大胆地借用西方的创新的艺术手法、用其他方法创作的作家，如后现代主义作家。 

⑤两派评论家都对俄罗斯当代作家的创作和文学发展进行评论，但是两派评论家由于本阵营的利益，

他们的评论往往失去了公正性和客观性。比如，爱国派作家拉斯普金在 1995 年发表的小说《下葬》，并且

于 1996 年获“莫斯科－朋内”国际文学奖。他的获奖引起了爱国派阵营的一片欢呼。爱国派评论家卡金采

夫认为“这是一部非常出色的作品，它标志着一个新的拉斯普金出现了”。可是著名的民主派评论家 C.丘

普里宁则对拉斯普金的《下葬》等作品评价不高，他说：“近年来，拉斯普金很少动笔，去年写了几个短篇，

写得并不怎么好，可是最近得了奖。我认为这是奖励他的过去，因为他昔日有名声。”可见，在俄罗斯当今

这样的文学评论氛围下，是很难列出一个文坛十杰名单的。 

⑥在苏联时期，作协系统内有 15 种语言出版的 17 份报纸和 120 多份杂志，其发行量很大。像《文学

报》的印数从 1929 年就达到 300 万，大型文学杂志《青春》杂志从 1955 年的印数达到 320 万。苏联解体

后，从 90 年代起，文学渐渐走向社会生活的边缘，大型文学杂志的状况急转直下，其发行量锐减。1995

年莫斯科大学社会学研究中心在一次社会调查中，询问1000 人阅读杂志的情况，统计结果是这样的：55％的

人不读任何杂志，经常读大型文学杂志的人数更少。读《十月》杂志的为 30 人，读《旗》杂志的为 70 人

（该杂志在 1931 年的印数就达到 17 万），读《新世界》的人数为 120 人，读《莫斯科》杂志的为 20 人，

读《我们同时代人》杂志的为 70 人，读《青春》杂志的为 100 人。由于读者人数的下降，这些杂志的印数

锐减。如《新世界》杂志在 1991 年以前的印数达 200 多万，1991 年还保持 96 万，1993 年降到 7万多，1996

年又降到 2万多，1998 年降到 1万多（该杂志在 1925 年的印数就达到 35 万）。《我们同时代人》杂志在

1991 年以前的发行量是 70－80 万份。1991 年保持 27.5 万，1993 年是 8.82 万，1996 年降到 2万多，1998

年的印数为 1.5 万。 

⑦如今在俄罗斯，这位女作家的侦探小说的印数高达几千万册。她的作品不但是普通的青少年、工人

和职员的热门书，就是许多高级知识分子也喜欢读玛丽尼娜的侦探小说。 

⑧每个作家阵营，每一种流派作家有自己圈子的评论家。这些评论家对自己圈子的作家作品予以充分

的肯定，而对自己圈子外作家作品基本不涉及。 

⑨有一种社会调查的结果是，在读者中最享有威望的是 B.别列文、B.索罗金、Ю.马姆列耶夫和 Д·加

尔科夫斯基等后现代派作家。 

⑩如：C.扎雷金、Ф.伊斯坎德尔、A.索尔仁尼琴、B.阿斯塔菲耶夫、B.贝科夫、M.库拉耶夫、B.拉斯

普京、B.沃伊诺维奇、M.哈里托诺夫、Д.格拉宁、B.马卡宁等人。 

○11 在 90 年代 ，虽然后现代主义文学在俄罗斯引起了轰动，一批后现代主义作家走红，但是这没能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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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地盘，现实主义作家的队伍保留下来，现实主义文学一直存在并发展着。因为，

诚如俄罗斯当代著名作家Л.鲍罗金所说，“现代派在俄罗斯土壤上不会成长，俄罗斯土壤培育的是现实主

义传统。”应当承认，在这个时期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俄罗斯社会发生的剧变让某些现

实主义作家沉寂了，但是现实主义文学并没有沉寂，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并没有消失。一批现实主义

作家对俄罗斯经典文学传统进行有机的把握和合理的继承，创作了一批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精品。以拉斯

普金、邦达列夫、别洛夫为代表等老牌现实主义作家不断有新作推出，如邦达列夫的《不抵抗》、拉斯普金

的《下葬》、《邻里相处》、《女性谈话》和《在医院里》，别洛夫《大转变的一年》、《蜜月》和《五点多》、

A.伊凡诺夫的《叶尔马克》、B.古谢夫的《激战之后》、普罗哈诺夫的《帝国的最后一个士兵》、B.贝科夫的

《人民的复仇着》和《黄沙》等。还有阿斯塔菲耶夫的《该诅咒的和该杀的》、符拉基莫夫的《将军和他的

部队》、瓦尔拉莫夫的《诞生》和《山》、扎雷金的《同名人士》、乌利茨卡娅的《索涅奇卡》等作品也属于

现实主义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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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ussian literature after collapse of USSR is pluralist,it gives some new characters and  

features ,new method and literature trends,the postmodernism is one of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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