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0 1 4年俄罗斯文学管窥

孔霞蔚

内容提要 2 0 1 4年 的俄 罗斯文坛热 闹 却又寂 寞 。 热 闹
， 是 因 为 同 往年一样 ，

各大

文学 奖 的评 奖活 动如 火如荼 、 声势浩大 。 寂 寞 ，
在于优秀 的作 品 数量有 限 ， 几部

’

小说在各评 奖活动 中
“

奋力 厮杀
”

， 力 争夺冠 。 2 0 1 4年俄 罗 斯文学 的关键词 ， 是

索罗 金、 普利 列 平 、 沙 罗夫 、 布克莎 、 奇若夫 ， 以及他们 的作 品 《碲钉共和 国 》

《修道院 》 《重返埃及 》 《

“

自 由
”

工厂 》 与 《逐行翻译 》 。 在 收获鲜花与 掌声

的 同 时 ，
这些作 品 也被俄罗 斯 的文学 批评家们从不 同 的角 度所诟病 。 总体上看 ，

2 0 1 4年 的几部重要 小说颇有翻 旧 账之嫌 ， 大部分作 品在重提 陈芝麻烂谷子般 的 旧

事 。 不过 旧事新提不仅不 是坏事 ， 有时还会给人 以 意想不 到 的 收获 。 这大概就是

2 0 1 4年 的俄语文学给我们 的
一

点 启 示 。 此外 ， 几部不错的传记作 品 的推 出
，
也为

2 0 1 4年 的俄语文学增添 了 些许亮色 。

关键词 俄罗 斯文学 文学记事 重要小说 传记作 品

年較ＪＳｉＢ事

2 0 1 4年 1 月 ，
2 0 1 3年度新文学奖 （

Ｈ ｏＢａａｃ Ｊｉ ＯＢｅｃ ＨＯ ＣＴＢ） 揭晓 。 安 ． 伊万诺夫

（
ＡＨｆｌｐ ｅｆｔＨＢａＨＯＢ） 的 《 哈尔滨的螺蛾 》 （

ＸａｐＧｕＨＣＫｕｅＭｏｍｗｉｂＫＵ 、 折桂。 这部小说

讲述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生活在爱沙尼亚的俄罗斯人的经历。 读者投票奖被米 ？ 叶

利扎罗夫 （ ＭＨｘａＨＪｉＥｎＨ 3 ａｐｏＢ） 的短篇小说集 《我们出去抽烟十七年 》 （
Ａｆｗｅｕｕｕｉｕ

ｎｏｎｙｐｕｍｂｎａ  1 7  Ｊｉ ｅｍ
） 获得。

2 0 1 4年 3 月 ， 塔 ？ 托尔斯泰桠 （ ＴａＴｂａＨａＴｏｊｉｃＴａａ） 获别尔金中篇小说奖 ， 获奖作品

为收录在女作家最近十年来首部作品集 《轻松世界 》 中的同名 自传体

中篇小说。 托尔斯泰娅在介绍这部作品时指出 ，

“

这是
一

个爱情故事 ， 整部作品都给

人以温暖的感觉 ’ 而结尾却带有淡淡的忧伤
”

ｏ

2 0 1 4年 3月 ， 女诗人茵娜 ． 利斯尼扬斯卡碰 （
ＨｉｍａＪｌＨＣＨＨＨＣＫａａ ， 1 9 2 8

一

2 0 1 4 ）

逝世。 利斯尼扬斯卡娅出生于巴库 。 1 9 4 8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 。 这是
一

位性格坚强而

倔强的诗人 ， 她曾于 1 9 7 9年参与未经苏联政府机构审查的丛刊 《大都会 》 的出版 ’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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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为抗议苏联作协的不公正行径 ， 与著名作家阿克 肖诺夫等人
一

起退出了苏联作协 。

此后七年间 ， 其作品被禁 。 利斯尼扬斯卡娅的作品主要有诗集 《雨与镜》 《音乐与水

岸 》 等。 自 由 、 背叛、 恐惧与孤独是她偏爱的诗歌主题 ， 语言的纯净和含义的深刻为

她赢得了 
1 9 9 8年的俄罗斯国家奖 、 1 9 9 9年的索尔仁尼琴奖和 2 0 0 9年的诗人奖 。

2 0 1 4年 4 月
， 索尔仁尼琴奖揭晓 ， 文学评论家伊

？

罗德尼扬斯卡娅 （ Ｈ ｐＨ Ｈａ

ＰｏｆｌＭＨＣＫａａ
， 1 9 5 2

—

） 获奖 。 罗德尼扬斯卡娅在 1 9 8 8年至 2 0 0 8年间曾主持俄罗斯著名

文学杂志 《新世界 》 的文学批评栏 目 。 作为文学批评家 ， 她所涉猎的研究领域有十九

世纪俄罗斯古典作家 、 当代俄罗斯文学 、 俄罗斯宗教哲学 、 美学与文艺学等 。 其获奖

理由是她
“

致力于探寻俄罗斯文学的真与美 ， 密切关注时代背景下的社会思想之变

迁
’ 并保持

一

颗敏感的心
”

。

2 0 1 4年 5月 ，
诗人叶

？

叶甫图 申科 （
ＥＢｒｅ ＨＨｆｉＥＢＴｙｍ ｅＨＫＯ

） 携新书 《我来到 了

二
＿

［

世纪 》 、
Ｈ ｎｐｍｕｅｎｅＸＸＩ ｅｅｘ

） 参加环游俄罗斯诗歌巡回朗诵会。

2 0 1 4年 5月 ， 第十届诗人奖在莫斯科揭晓 ， 诗人、 翻译家格
？ 卢萨科夫 （ ＴｅＨＨａＡＨＨ

ＰｙｃａＫＯＢ ， 1 9 3 8
—

） 获奖 。 卢萨科夫曾于 1 9 9 9年获由俄罗斯科学院主办和颇具声望的阿

波罗 ？ 格利高利耶夫文学奖 。 他的代表作有诗集 《呼吸的长度 》 《小鸟的时间 》 《呼

唤 》 等 。 评委、 诗人叶甫盖尼
？ 莱茵评价说 ：

“

卢萨科夫是我们这
一

时代最出色的哲

理抒情诗人 ， 他凭借巨大的悲剧力量 、 惊人的超验思想才能 ， 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

在”

冢 ｏ

2 0 1 5年 6月 ，
国家畅销书 奖揭晓 ， 年轻女作家克

？

布克莎 （
Ｋ ｃｅＨＭＢｙＫｉｕａ

） 凭

借其小说 《

“

自 由
”

工厂 》 Ｕａｅｏｄ如ｄａ
＂

） 获得该奖 。 入围这
一

奖项的另外

五部作品是 ： 谢 ？ 沙尔古诺夫 （ Ｃ ｅｐｒｅｎＵｌａｐｒｙＨＯＢ ） 的 《 1 9 9 3 》 、 巴 ？ 克鲁萨诺夫

（
ＩｌａＢｅ ＪｉＫｐｙｃａＨＯＢ） 的 《头脑的主宰者 》 Ｊａｐｂｅｏｎｏｅｂｉ

） 、 弗 ？ 索罗金 （
ＢｊｉａａＨＭＨｐ

Ｃ ｏｐｏＫＨＨ） 的 《蹄钉共和国 》 、
Ｔｅｊｉｎｙｐｕｎ ） 、 弗

？

沙罗夫 （ ＩＩＩａｐｏＢ） 的 《重

返埃及 》 （
Ｂｏ3 ｅｐａｕｊｅＨｕｅｅＥ 2 ｕｎｅｍ ） 、 马 ？ 巴瑟罗夫 （

ＭａｐａＴＥａｃｕｐｏＢ） 的 《打字机 》

（
ＪｌｅＨａｍＨＯＨＭａ ｉｕｕｎａ

） 0

2 0 1 4年 9月 ， 第十七届莫斯科国际图书展开幕并年度图书奖揭晓 ，
扎 ？ 普利列平

（ 3 ａｘａｐＩＩｐＨＪｉｅｎＨＨ
） 以其长篇小说 《修道院 》 （

6 ＞如服抓
） 获小说奖 。 在稍后的几个月

中 ， 普利列平凭借此作在俄罗斯文坛的各种奖项评选中出尽风头。

2 0 1 4年 1 0 月 ， 莱蒙托夫诞辰二百周年纪念活动隆重展开 。 2 0 1 3年 ， 文学评论家

弗 ？ 邦达连科 （ ＢｊｉａＡＨＭＨｐＢｏＨ，ａａｐｅＨＫｏ） 的传记 《米哈伊尔 ？ 莱蒙托夫 神秘主义天

才 》 就为纪念活动预热 。 纪念活动在莫斯科 、 皮亚季格尔斯克 、 塔尔汗内等地举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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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术会议 、 艺术节 、 戏剧演出等形式 。 在莱蒙托夫诞辰日 当天 ， 总统普京出席了在

塔尔汗内莱蒙托夫庄园博物馆举行的庆祝活动 。

2 0 1 4年 1 0 月 ， 由托尔斯泰庄园博物馆与三星 电子合办的亚斯纳亚 ？ 波 良纳文学

奖揭晓。 鲍 ． 叶基莫夫 （
ＢｏｐｎｃＥｋｈｍｏｂ） 以长篇小说 《 比诺切特 》 （

ＩＴｔｉＨＯＭｅｍ ） 获得

当代经典作品奖 。 小说讲述
一

位年轻人试图挽救濒临绝境的集体农庄的故事。 叶基

莫夫可说是当代硕果仅存的重要 的乡村散文作家之
一

。 二十
一

世纪奖 由阿
？

季托夫

（
ＡｐＣｅＨ ＴＨＴＯＢ

） 获得 ’ 获奖作品是讲述
一

战故事的小说 《别希斯通格的暗影 》 、
ＴｅＨｂ

Ｅｅｘｕｃｍｙｍａ） 。 《文学俄罗斯 》 报副主编罗 ？ 先钦 （ ＰｏｍｓｈＣｅＨＨＨＨ） 以其小说 《您想

干什么 ？ 》 （ ｅｂｉｘｏｍｕｍｅ
） ， 获童年 ？ 少年 ？ 青年奖 。 小说主人公是

一位十四岁

的少女 ， 她试图通过对周边生括的观察以及与长辈的对话 ， 来破解发生在这个国家的

所有对她而言神秘不解的事件 。 有评论认为 ， 谢钦通过少女主人公这
一

角色 ， 表达了

2 0 1 1年在莫斯科博洛特纳亚广场上抗议杜马选举舞弊事件的反对派的立场 。

2 0 1 4年 1 1 月 ， 大书奖揭 晓 。 普利列平的 《修道院 》 折桂。 索罗金的热门大作

《碲钉共和国 》 与沙罗夫的 《重返埃及 》 分列第二 、 三名 。 而读者投票环节的胜出

者 ， 乃是白俄罗斯女作家斯
？

阿列克西耶维奇 （
ＣＢ ｅＴＪｉａＨ ａＡｊｉｅ ｉｃｃｎ ｅＨＨ

） 的 《二手时

间 》 、
ＢｐｅＭｎｃｅＫｙｎｄ

－ｘ 3 Ｈｄ
） ， 普利列平的 《修道院 》 、 阿

？

马库申斯基 （ ＡｊｉｅＫｃｅｆｔ

ＭａＫｙｍＨＨＣＫＨＨ ） 的作品 《驶向阿根廷的客轮 》 （
ＩＪａｐｏｘｏｄ 6 ＡｐｚｅＨｍｕｎｙ 、 分歹！

Ｊ第二 、 第

三名 。 九十高龄的剧作家列 ． 佐林 （
ＪＩｅｏＨＨｆｌ 3 ｏＰＨＨ ） 获得文学特别贡献奖 。 大书奖属

于俄罗斯国家文学奖 ，
是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中最高文学奖项之

一

， 在同类奖项中 ，

其奖金数额在世界上位列第二 ， 仅次于诺贝尔文学奖 。 因此 ， 能获得这
一

奖项 ， 对获

奖者而言可谓莫大的殊荣 。 而且从近几年的评奖情况看 ，
它和老牌的俄语布克文学奖

确实起到了俄语文学风向标的作用 ， 所评出 的获奖作品在读者和批评者中毁誉皆有

之
，
而唯有这样的作品才蕴藏着成为经典的潜力 。 此次评奖共有三百九十五部来自俄

罗斯和其他国家的俄语作品参与角逐 ，
而进入短名单的九部作品中大多被公认为是有

实力而又颇具争议的 。 大书奖评委们的眼光可见
一斑。

2 0 1 4年 1 2 月 ， 第二十三届俄语布克奖揭晓 。 在多个奖项的角逐中呼声颇高却总是

铩羽而归的沙罗夫 ，
终于如愿以偿地斩获最佳俄语小说奖 ， 同时获得由青年读者评出

的大学生布克奖。 其他几位入围者及附属于该奖的小奖获得者 ， 有普利列平的 《修道

院 》 、 维
？ 列米佐夫 （ ＢｈｋｔｏｐＰｅＭＨ 3 0 Ｂ） 的 《 自 由意志 》 （ ＢｏｊｉｈｅｏＪｉｂＨａｘ ） 、 纳 ？ 格罗

莫娃 （ ＨａＴａｎｉＨＴｐｏＭＯＢ ａ ） 的 《钥匙 最后的莫斯科 》 （ Ｋｊｉ ｉｏｍＩＩｏｃｊｉｅｄＨＨＲＭｏｃｉｃｅａ 、 、

叶 ． 斯库利斯卡疲 （ ＥｎｅＨａＣＫｙｊｉＢＣＫａａ） 的 《大理石天銷 》 （ＭｐｃｔＭｏｐＨ ｔａｕｊｉ ｅ6ｅｄｂ）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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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 维什涯夫斯基 （
ＡＨａＴＯＪＩＨＨＢＨｒａＨｅＢＣＫＨＨ） 的 《彼得 ． 斯捷潘诺维奇 ． Ｋ ：的传记 》

（
Ｍｉｉ 3ＨｅｏｎｕｃａＨｕｅ 

Ｉｌｅｍｐａ ＣｍｅｎａＨｏｅｕｎａ Ｋ
． ） 0

2 0 1 4年 1 2 月 ， 托尔斯泰的全部作品 （ 九十卷作品集 ） 完成了数字化工作 。 读者在

ｔｏ ｌｓｔｏｙ．
ｒｕ网站上可获得托翁最为著名的作品及其草稿 。 这

一

工作是在列夫 ？ 托尔斯泰国

家博物馆与亚斯纳亚 ． 波良纳庄园博物馆协同俄罗斯ＡＢＢＹＹ公司联合主持下完成的 。

2 0 1 4年 1 2 月 ’ 年度最后
一

个大奖——第十五届处女作奖在莫斯科揭晓 。 其中分量

最重的大散文奖 ， 由两位来自俄罗斯境外的年轻俄语作家共同分享 ， 他们是乌克兰的

马 ． 马特科夫斯基 （
ＭｓｋｃｈｍＭａＴＫＯＢＣＫＨＨ

） 的 《熊窝里的婴4賴 》 （
ＩｌｏｎｙｚａｉｉｅＭｅｄｅｅｏｔｃｂｅｔｉ

ｄｅｐｊｉｏｚｅ ） 禾口以色列的帕 ？ 托卡连科 （
ｒｉａＢｅｎＴｏＫａｐｅｍａ） ） 的 《钉子 》 （

尸8 0 3如 ） 。 该奖项

颁出的其他各奖如下 ：
小散文奖由米 ． 沙宁 （ ＭｎｘａｎｊｉｎｉａＨＨＨ） 的 《摩舍 》 （ Ｍｏｕｔｅ ）

获得 ； 诗歌奖由乌克兰的阿 ？ 阿法纳西耶娃 （
ＡＨａｃＴａｃＨａＡｔ

Ｊ
ｉａＨａｃｂｅＢａ） 获得 ； 戏剧创

作奖由伊 ． 瓦希科夫斯卡碰 （
ＨｐｕｎａＢａｃｂＫｏｅｃＫｃｕｉ ） 获得 ； 随笔作品奖由 阿 ？ 哈萨诺夫

（ Ａｐｃ ｊｉａＢａ ＸａｃａｎｏＢ ） 获得。 在提到文学发展的趋势时 ’ 评委会由近年来的评奖情况得

出结论 ： 现在的年轻作家更频繁地转向乡村散文的写作。

年度重要小说

在 2 0 1 4年 ， 获得掌声最多的俄语小说 ， 无疑当属索罗金的 《碲钉共和国 》 。 这部

作品广受好评 ， 被普遍认为是 2 0 1 4年的年度好书 。 有趣的是 ， 当它在 2 0 1 3年 1 0 月 由文

集出版社出版后 ，
基本上无人喝彩 ， 在 2 0 1 3 年底俄罗斯各文学报刊杂志上发表的年度

文学总结中 ’ 也很少被人提及 ， 而到了 2 0 1 4年则大放异彩 。

《碲钉共和国 》 是
一

部反乌托邦小说 ，
是对欧洲未来的预见之作 ， 多变 的创作

手法及深刻的预见性被评论界认为是其主要特点 。 小说 由五十个各自相对独立的素描

式的章节组成 ， 各个章节的出场人物少有交叉 ，
情节之间也只是若有似无地相互关

联 ， 所以无论哪
一章都可以作为阅读的起点。 故事发生在二十

一

世纪中叶的欧洲与俄

罗斯。 那时 ， 俄罗斯已然解体 ， 与欧洲
一

起 ， 共同组成了横跨欧亚的国家——碲钉共

和国 。 用索罗金自 己的话说 ，
碲钉共和国是由建立在

“

完全人性化的维度之上
”

的一

些国家组成 ， 它不是巨型帝国 ， 而是像十九世纪中期以前的意大利或德国那样的 、 完

全家庭式的 、 令人舒适的国家。 在这里居住着农奴主 、 十字军军人、 侏儒、 巨人等各

色人等 。 所有人都在寻找幸福 ， 而只有
一

种神奇的金属
——深藏于欧亚大陆地下的

硫
——可以带来幸福 ， 于是 ， 获取硫钉成为人们生活的直接目标与追求 。 很多在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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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 、 生活方式 、 风俗习惯等方面各不相同的小国家 ，
正是因为

“

碲
”

而紧密联系在

了一起……

索罗金正在逐渐成为具有强烈的社会倾向 ， 并善于洞察未来的作家。 他以往的作

品曾被
一向以正统著称的俄罗斯批评家们斥为带有

“

浓烈粪便气味的小说
”

。

“

但 ，

幸运的是 ， 索罗金本人发生了改变。 现在他笔下那些离奇古怪的事开始具有明显的社

会性质 。 已经幵始变得具有诱惑力了 。 他能够把我们 时而送到未来 ， 时而又带回过

去 ， 他在任何地方都能发现中世纪的景观。

”

著名评论家邦达连科如是说。

索罗金生于 1 9 5 5年 ， 是位莫斯科作家 。 他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经典作家 、 剧作

家 。 在苏联时期 ， 他便开始使用后现代主义手法进行创作 ， 但这种文学手法不为当时

出版社所接受 ， 所以他的作品无法出版。 由于索罗金在其作品中时常大量使用方言土

语 、 脏话俚语 ’ 以及大段的自然主义描写 ， 这使他
一

度成为俄罗斯最具争议的作家。

直至 2 0 1 1年 ， 随着反映俄罗斯农民与知识分子之隔膜的小说 《暴风雪 》 的推出 ， 索罗

金作为有担当的作家的名声才 日渐隆盛 ， 甚至被评论家伊 ？ 佐托夫 （ Ｈｒｏｐｉ， 3 ｏｔｏｂ） 称

为
“

当今俄罗斯文学中唯
一

的经典作家
”

。

“

2 0 1 4年是真正意义上的大部头长篇小说年 。 先是所有人被普利列平的 《修道

院 》 折磨得发疯
？
， 然后沙罗夫的 《重返埃及 》 出现在书店柜台上 ， 这部起初刊登

在杂志上的长篇巨制出书后也达到七百六十八页 。 不过读者并没有被吓倒 ， 而是坚持

阅读 。 此外 ， 《重返埃及 》 的电子书下载量还闯入了前列 。

”

这是俄罗斯某网站在对

2 0 1 4年的文学事件进行总结时得出的
一

个结论 。 里面提及的 《修道院 》 和 《重返埃

及 》 经过年底的
一

番激烈
“

厮杀
”

， 最终分别抱得大书奖和布克奖这两个当今俄罗斯

文坛的权威奖项 。 尽管如此 ， 较之于索罗金的 《碲锭共和国 》 ， 这两部作品在大部分

评论家看来却略逊
一

筹 ， 而且争麵多。

与北极圈毗邻 、 被 白海环绕的索洛维茨基岛上 ， 有着俄罗斯最大的修道院——始

建于十五世纪的索洛维茨基修道院 ， 在十六至十九世纪 ， 这里曾是反对政治和宗教独

裁的避难所 ， 而十月革命后 ， 修道院被关闭 ， 并在 1 9 2 6年成为索洛维茨基劳改营 （ 它

是臭名昭著的苏联劳改营的前身 ） ，
1 9 3 9年劳改营被关闭 。 在修道院被当作劳改营的

十余年间 ， 这里不断有人死亡。 在修道院或曰劳改营的院墙内究竟发生了什么 ？ 这正

是普利列平试图通过自 己的小说 《修道院》 告诉读者的 。

① 全书共 7 5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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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道院 》 历时三年半完成 ， 堪称作家的
“

呕心沥血之作
”

。 小说规模宏大 ， 中

心人物达四十余个 ， 有上百个次要人物 。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 ， 随着索洛维茨基劳改

营的落成 ，

一

批囚犯被关押在了这里。 这些囚犯与劳改营的契卡人员
一

起 ， 在阴沉寒

冷的索洛维茨基岛演绎着 自 己的故事 ， 等候命运的安排 。 在小说中 ，
作家着力描写了

监狱看守与囚犯们相互之间的残酷暴行 ， 几乎每
一

页都有令人发指的恐怖画面 ， 但又

不仅局限于此 ， 其中也穿插了感人的爱情故事和人物对历史 、 宗教的深邃思考。 小说

从当代视角 ，
记录了索洛维茨基劳改营里的生活 。 《修道院 》 与索尔仁尼琴、 沙拉莫

夫等老
一

辈经典作家笔下的劳改营作品不同 ， 首先 ，
它以

“

爱
”

收尾 ，
而不是血腥 、

汗水 、 逃跑或监视 、 盯梢为结局 。 其次 ’ 小说蕴藏着宗教意味 ， 以折磨人为能事的劳

改营就设在修道院的高墙内 ， 而与囚徒们隔床而睡的就是
一

群有着虔诚信仰的修士 。

这在某种程度上赋予了作品以圣徒行传的意味 。 第三
，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说 ， 小说

给读者的启示在于 ： 刽子手与受害者之间实质上并无差异 ， 他们都是被形势逼迫到了

不同的位置而已 。 此外 ， 真实可信的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 历史人物与虚构人物之均

衡的构思搭配 ’ 也为普利列平创作的这部
“

索洛维茨基劳改营大百科
”

增色不少。

大书奖评委会给予普利列平之 《修道院 》 的评价是 ：

“

令人信服地延续了俄罗

斯之社会－历史长篇小说的传统 。

”

而文学批评家邦达连科对这位作家及其新作的评

价更为具体 ：

“

扎哈尔已经是
一

位相 当有名的作家 ， 并且凭借自 己的中篇小说集 《沃

西梅西梅 》 、 短篇小说集 《罪孽 》 与短小精悍的长篇 《萨尼卡 》 进入当代俄语文学领

军人物之列。 而他的长篇小说 《修道院 》 在他而言是
一

部启示录作品 ， 是罕见的跨越

之作 ， 而对于我们的整个文学来说 ，
也是一件大事。 继亚历山大

？ 索尔仁尼琴、 鲍里

斯 ？ 希利亚耶夫 、 伊万 ？ 索罗涅维奇、 瓦尔拉姆 ？ 沙拉莫夫之后 ， 哪里还有人能 （ 有

幸 ） 坐下来写索洛维茨基劳改营 、 写
一

般的劳改营类作品呢？ 但 ’ 无论就主人公的性

格而言 ，
还是就情节而言 ， 或是就视野的深度而言 ， 这部小说对于二十世纪的历史来

说都是真实可信的 。 他幸福地游弋于斯库拉与卡律布狄斯之间 ， 游弋于马克西姆
？ 高

尔基在索洛维茨基岛所写的亲苏随笔的影响与亚历山大 ？ 索尔仁尼琴的极端反苏的

《古拉格群岛 》 之间 ， 而在某处将这二者幸运地结合起来。 还有 ， 这是白银时代残存

的
一

块碎片 。

”

不过 ， 俄罗斯文坛对普利列平新作的批评意见也颇为尖锐。 作品的意识形态倾

向成为众矢之的 ： 有评论家讽剌 《修道院 》 是一部
“

及时之作
”

 ’ 所谓及时 ’ 即指它

有刻意迎合俄罗斯现政权之政治立场的嫌疑。 也有批评家直接指出 ，
此部作品具有亲

苏 、 亲斯大林 、 亲现政权的性质。 更有甚者 ， 认为此次大书奖评委会置文学因素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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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 ， 而以作家在作品中所宣扬的政治立场作为评奖依据 ， 才使普利列平得以获奖 ；
在

叙事方面 ， 小说的结构遭到诟病 ： 有评论家认为 ， 这部小说过于冗长 ， 其中
一

些看似

曲折的情节事实上可有可无 ， 而叙事语言也颇为单调 ， 有时作者竟然将
一

些原本内容

丰富 、 含义深刻 、 紧张激烈的情节写成了拖沓啰嗦的喃喃 自语。

普利列平生于 1 9 7 5年 ，
曾在俄罗斯的警备部队服役 ， 并于 1 9 9 6至 1 9 9 9年参加了车

臣战争。 2 0 0 3年开始发表作品 。 自 2 0 0 4年起 ， 多次入围俄语布克奖和国家畅销书奖 、

亚斯纳亚 ？ 波良纳奖的短名单 。
2 0 0 8年曾凭借小说集 《罪孽 》 获得国家畅销书奖。

与
“

改邪归正
”

的索罗金和年纪尚轻 、 资历稍浅的普利列平不同 ， 本年度另
一

部重磅作品 《重返埃及 》 的作者沙罗夫 ， 早已拥有
“

近二十年来最有独创性的俄语小

说家之
一

”

的声望。 他于 1 9 5 2年出生于莫斯科的
一

个作家之家 ，
重要作品有 《排练 》

《老姑娘 》 《拉撒路的复括 》 和 《请像孩子
一

样 》 等。

沙罗夫学识渊博 ， 是
一位原则上只写作

“

最重要事件
”

的作家 。 他善于从普通人

的日 常生活中汲取灵感与素材。 沙罗夫称 自己不懂得 ’ 而且事实上也不爱读任何哲学

著作 ， 仅喜欢读普通人的回忆录 ， 因为只有从这里 ， 才有可能挖掘到揭示历史真相的

“

种子
”

。 而所有这些 ， 正是我们理解 《重返埃及 》 的
一

把钥匙 。

作品的名称显然取 自 《圣经 旧约 》 中的 《 回埃及记 》 。 沙罗夫对此所做的解读

是 ： 俄罗斯二十世纪的历史 ， 就是
一

段返回埃及 、 寻找乐土的历史 。 《重返埃及 》 是

一

部书信体小说 ，
不过除书信外 ，

还包括有作者的摘录和引文 。 主人公果戈理二世与

俄罗斯伟大的经典作家果戈理同名同姓 ， 是作家的旁系后辈 。 他与果戈理家族的十多

位后人亲历了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种种重大事件 ’ 历经磨难。 他们在通信中展开讨论 ，

思考俄罗斯未来的道路。 果戈理们虔诚地相信 ， 在大果戈理当年烧毁的 《死魂灵 》 之

第二 、 三部中 ，
包含有能够救俄罗斯于水火的救世 良方。 他们决定让果戈理二世完成

先辈的未竟之作 ， 以此来扭转二十世纪的俄罗斯历史 ， 使它的革命后代摆脱困境
，
踏

上乐土。 于是 ， 学农出身的果戈理二世开始着手于新的事业 ， 匆匆忙忙写下了史诗的

提纲 ’ 勾勒出 《死魂灵 》 的主人公乞乞科夫的生活道路。 在他笔下 ’ 乞乞科夫成为
一

个分裂派教堂的牧师 ， 打算带俄罗斯人民逃离
“

埃及的奴役
”

， 然而 ， 在经过
一

番苦

修之后 ， 他自 己却因失却信仰而选择了再次出逃
……

在小说中 ， 沙罗夫延续了其
一

贯的创作风格 ， 将历史 、 现实与虚构因素相结合 ，

构成了充满神秘与幻想色彩的作品 。 作家以看似轻松的写作手法与情节构思 ， 牵引

出深刻而恒久的 问题
——

俄罗斯向何处去。 对于这部作品 ， 布克奖评委会委员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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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 德拉贡斯基的评价是 ：

“

这是
一

部非常严肃 、 睿智并且美好的作品 。

”

而对它的

负面评价 ’ 主要集中在情节与人物过于繁杂这一方面。

2 0 1 4年最令人大跌眼镜的文学事件 ， 是国家畅销书奖颁给了年轻女作家布克莎

的
“

生产小说
”
——

《
“

自 由
”

工厂 》 。 事实上 ，
《

“

自 由
”

工厂 》 很难被视为畅销

书
， 即便摆在书店中 ，

它的销量也未必靠前。 不过 ， 对国家畅销书奖颇有了解的读者

会明白 ， 这里所谓畅销书的概念 ， 指的是令阅读者眼前
一

亮 、 为之惊艳的作品 。 而

《

“

自 由
”

工厂 》 恰哈是这样
一部小说 。

小说共分为四十五章 ， 每个章节都是
一个人的 自述 ， 之间互不关联。 四十五个讲

述者来 自同
一家军工厂 ’ 他们讲述自斯大林时代至今的工厂生活片段 ’ 由此构成了工

厂的
一整部发展史 ， 苏联及俄罗斯社会的发展进程也在他们的讲述中得到了呈现。

与苏联时期的
“

生产小说
”

不同 ， 《

“

自 由
”

工厂 》 中既没有对生产活动的描

写 ， 也没有浪漫主义的态度 ， 更没有促使叙事节奏紧张的矛盾冲突。 作为一部近似于

随笔集的 、 书面记录文字式的作品 ，
它就像时下流行的影视记录片 ’

真实可感地记录

着现实存在的人们的谈话 ， 原汁原味地保留了 口语的结构与典型特征 ， 包括话语的间

歇停顿、 因语速过快造成的吞音 、 口语化的词汇等 。 《

“

自 由
”

工厂 》 的意义 ，
主要

在于它恢复了曾于苏联时期盛行的生产小说这
一

小说品类 ，
同时它也是

“

第
一

部描写

苏联时期工业乌托邦的小说
”

。 不过 ， 也有评论家善意地指出 《

“

自 由
”

工厂 》 的不

足之处 ， 在于其结构不够清晰。

布克莎 1 9 8 3年生于圣彼得堡 ， 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经济系 。 著有小说 《 哈希

姆 ． 曼苏洛夫先生的生活 》 、 短篇小说集 《我们扭曲地活着 》 等。

“

再过五十年 ，
它将被视为二十

一世纪初俄语文学的经典之作。

“
——

收获如此

华丽溢美之词的
“

它
”

， 是作家叶 ？ 奇若夫 （
ＥＢｒｅＨＨＨＨＨ？ＯＢ） 的长篇小说 《逐行翻

译 》 （
ＩＪｅｐｅｅｏｄ ｃｎｏｄｃｍｐｏｖＨＵＫａ ） 。 这部作品在 2 0 1 3年经ＡＣＴ出版社推出 ’ 在 2 0 1 4年底

被多位文学评论家列为 2 0 1 4年十本好书之
一

。

《逐行翻译》 讲述的故事发生在一个杜撰出来的国家——前苏联的科什特尔巴斯

坦共和国 （ 以下简称
“

科什特尔
”

） ，
此地颇像前苏联时期 由

“

土库曼之父
”

尼亚佐

夫领导下的土库曼斯坦 。 主人公别奇金是莫斯科的二流诗人 ， 应昔 日大学同学科瑟洛

夫 （科什特尔的政界要人 ） 之邀 ， 前往科什特尔 ， 欲将当地独裁者古里莫夫的诗作翻

译为俄文。 然而 ， 别奇金既不懂科什特尔文 ， 更不懂这个奇特的国家 ，
因而无法按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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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

逐行翻译
”

。 为了完成任务 ， 他努力尝试融入当地生活 ， 甚至试图了解身为外国

人完全不该涉入其中的政治体制 ， 暴君统治下残酷而可怕的现实在他眼中渐渐清晰起

来。 然而 ’ 别奇金注定是
“

另
一

个世界
”

的外来者 。 他的努力融入 、 积极参与 ’ 最终

带给他的却是
一

场悲剧……

《逐行翻译 》 也是
一

部政治小说 。 在作家笔下 ， 科什特尔是东方极权国家的缩

影 ， 它的政治世界如同
一

个迷局 ， 具有典型的反乌托邦色彩 。 居于政治金字塔顶峰

的 ， 是被神化了的
“

人民领袖
”

（ 即独裁者 ） ， 他既是天才领导人 ， 又是勇猛的将

领 ， 还是战争或争端的调解人 ， 是父亲 ， 是诗人 ， 还是预言家。 但不幸的是 ， 几乎没

有人见到过这位领袖的真容。 他只是人们言谈中的人物 ， 是随处可见的有像和发表在

报刊杂志上文章的作者。 可是 ， 任何人都可能由于他的
一

个念头而升入天堂或坠入地

狱。 奇若夫成功地描写了独裁国家之民众与政权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 。 在他笔下 ， 独

裁者 （或曰政权 ） 的专制集权与普通民众的愚昧落后都达到了极致 。

奇若夫本人认为 ， 《逐行翻译 》 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祖国俄罗斯的一种书写 ，
因

为在他看来 ，

“

俄罗斯主要是亚洲国家 ， 而我的主人公 ，
翻译别奇金 ， 从某种意义上

说 ， 完成了
一次独特的俄罗斯之亚洲底层之旅

”

。

奇若夫 1 9 6 6年生于莫斯科 ，
1 9 9 7年开始发表小说 。 作品有长篇小说 《未来人的黑

暗过去 》 《没有台词的角色 》 。 《逐行翻译 》 是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

重要細作品

进入二十
一世纪以来 ’ 俄罗斯文坛渐渐掀起了怀旧热潮 。 与此相关联 ’ 传记作品

越来越受到作家与读者的青睐。 而近年推出的多部文学传记在文学评奖中时有斩获 ，

譬如帕
？ 巴辛斯基 （

ＩｌａＢｅｊｉＢａｃＨＨＣＫＨＨ ） 为托尔斯泰所作的传记 《逃离天堂 》 （
Ｅｅｅｃｍｅｏ

Ｕ 3
ｐａｎ） 与 《马克西姆 ？ 高尔基 》 （ ＭａｘｃｕＭｚｏｐｂＫｕｕ）

， 德 ． 贝科夫 （＾ｈｔｐｈｈＥｕｋｏｂ）

的 《鲍里斯 ？ 帕斯捷尔纳克 》 、
Ｅｏｐｕｃｎａｃｍ ｅｐｎａＫ ）

， 柳 ？ 萨拉斯金娜 （
ＪＩ ｉｏｆｌＭＨＪｉａ

ＣａｐａｃＫＨＨａ） 的 《亚历山大 ？ 索尔仁尼琴 》 （
ＡｎｅＫｃｃｒｎｄｐ

ＣｏｎｏｔｃｅＨｕ ｉ
ｆ
ＵＨ） 等 ，

一经推出都

颇受关注。 2 0 1 4年 ， 书写人物传记的热潮依旧不减 ， 共有四部研究二十世纪上半期俄

罗斯大作家的著作问世。

谢 ． 库尼亚耶夫 （
Ｃ ｅｐ

ｒｅｆｉＫｙＨＨｅＢ ， 1 9 5 7
一

） 历时五年完成的传记作品 《 尼古

拉 ？ 克柳耶夫 》 ｛
ＨｕＫＯＪｉａｉｉ Ｋｊｉｗｅｅ ） 。 传主克柳耶夫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著名的

“

农

民诗人
”

， 时至今 日
， 他的那些散发着青草芳香的诗作仍被俄罗斯读者所喜爱 。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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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亚耶夫的这部作品 ， 是关于这位诗人的首部真正意义上的传记 。 有趣的是 ， 传记

在梳理克柳耶夫与叶赛宁之间复杂的关系时 ， 库尼亚耶夫总是站在克柳耶夫
一

边。

而以往的研究著作中 ，
研究者们对此要么讳莫如深 ， 要么

一带而过 ， 要么干脆倒向

叶赛宁
一

方 。

维 ？ 库里寧 （
Ｂａｎｅ ｃｊｉａＢＫｙｐｎｕｗＨ ， 1 9 6 5

一

） 推出的 《没有洛丽塔的纳博科夫 》

（
Ｈｏ 6ｏＫｏｅ 6ｅ 3 Ｊｌｏｎｕｍｕ ） 是

一

咅 为评论家所看好的传记。 库里率曾经是最年轻的评论

家 ’ 他一度远离文坛 ’ 逐渐被读者遗忘。 这是
一

部极其独特 、 绝对反传统的纳博科夫

传记作品 。 为写作此书 ’ 库里岑二十多年来徐徐缓缓地遍览纳博科夫的著作 。 他以大

作家的传记 、 著作以及俄罗斯文学及自 己的人生道路为索骥 ， 完成了这部
“

同纳博科

夫本人
一

样不落俗套
”

的作品 。 俄罗斯评论界认为 ， 库里岑创作了
“

俄罗斯境内外更

好的纳博科夫传记
”

。

圣彼得堡的文学史学者瓦 ？ 舒宾斯基 （
Ｂａｊｉｅ

ｐ
ｕｆｔＩＩＩｙ 6 ＨＨＣＫＨＨ

，
 1 9 6 5

一

） 推出了

《构造师 尼古拉 ？ 古米康夫的一生 》 （ 3 ｏｄｍｉＨ）Ｋｕ3 Ｈ ｂＨｕｋｏｊｉｏｈＴ
ｙＭｕｎｅｅａ ） 。 事实上 ，

早在 2 0 0 4年 ， 舒宾斯基即已出版过白银时代著名诗人古米廖夫的传记。 十年后的 2 0 1 4

年 ， 他推出 了重写后的版本。 在书中 ， 他塑造了古米廖夫的完整形象 。 有评论家指

出 ， 这是记述古米廖夫生平的最为详尽的传记版本 。 作者使用了数量巨大的文献资

料 ， 运用这些资料塑造了古米廖夫作为诗人与战士 、 旅行家与研究者的形象 。 在书

中 ， 与诗人相关的传说与现实相互交融 ， 他的生平与俄罗斯悲壮的历史栢融合 ， 这使

得作品有趣且震撼人心 。

作家瓦 ． 法捷耶夫 （
Ｂ ａｊｉｅｐＨｆｔＯａＴｅｅＢ

， 1 9 6 0
一

） 第二次创作的 《瓦西里 ． 罗扎诺

夫传 》 （
Ｍｍ册ｏｎｕｃａｍｗＢａｃｗｉｕｘＰｏ 3ｃｍｏ 8ａ ） 出版。 这部作品也是十年前首版 ， 十年后

推出了重写版。 罗扎诺夫是白银时代特点鲜明的作家 、 哲学家 、 思想家。 有评论家认

为 ’ 法捷耶夫的这部作品是迄今为止关于罗札诺夫最完整、 最详细的传记 。 书中介绍

了大作家生命中各个阶段的生活创作 ， 揭示了他的所有矛盾思想与极端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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