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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马克思曾经说过：“文学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

中反映的产物。”

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与社会、政治以及哲学、宗

教和道德等社会科学具有密切的关系，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

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它能深刻反映一个国家或

一个民族特定时期的社会生活面貌。文学的功能是以形象来

反映社会生活，是用具体的、生动感人的细节来反映客观世

界的。优秀的文学作品能使人产生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

闻其声的感觉，并从思想感情上受到感染、教育和陶冶。文

学是语言的艺术，是以语言为工具来塑造艺术形象的，虽然

其具有形象的间接性，但它能多方面立体性地展示社会生

活，甚至表现社会生活的发展过程，展示人与人之间的错综

复杂的社会关系和人物的内心精神世界。

作家是生活造就的，作家又创作了文学。正如高尔基所

说：“作家是一支笛子，生活里的种种智慧一通过它就变成

音韵和谐的曲调了……作家也是时代精神手中的一支笔，一

支由某位圣贤用来撰写艺术史册的笔……”因此，作家是人

类灵魂的工程师，也是社会生活的雕塑师。

文学作品是作家根据一定的立场、观点、社会理想和审

美观念，从社会生活中选取一定的材料，经过提炼加工而后

创作出来的。它既包含客观的现实生活，也包含作家主观的

思想感情，因此，文学作品通过相应的表现形式，具有很强

的承载性，这就是作品的具体内容。



文学简史主要指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这跟各国历史发

展是相辅相成的。历史的发展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时代背

景，而文学的发展也形象地记录了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

总之，学习世界文学，就必须研究世界著名文学大师、

著名文学作品和文学发展历史，才能掌握世界文学概貌。

为此，我们综合了国内外最新的世界文学研究成果和文

学发展概况，编撰了“世界文学百科”丛书。本套书系共计

24册，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文学大师篇”，主要包括

中国古代著名作家、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世界古代著名作家、

亚非现代著名作家、美洲现代著名作家、俄苏现代著名作家、

中欧现代著名作家、西欧现代著名作家、南北欧现代著名作

家等内容；第二部分“文学作品篇”，主要包括中国古代著

名作品、中国现代著名作品、世界古代著名作品、亚非现代

著名作品、美洲现代著名作品、俄苏现代著名作品、西欧现

代著名作品、中北欧现代著名作品、东南欧现代著名作品等

内容；第三部分“文学简史篇”，主要包括中国古代文学简

史、中国近代文学简史、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世界古代文学

简史、世界近代文学简史、世界现代文学简史等内容。

本套书系内容全面具体，具有很强的资料性和系统性，

是广大读者学习了解世界文学的良好读物，也是广大图书馆

珍藏的良好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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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壹

俄罗斯作家卡拉姆津

卡拉姆津，1766年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1780~1783年

就读于莫斯科私立寄宿中学，同时在莫斯科大学旁听。他一

生受法、德启蒙思想家影响很大。

1787年，卡拉姆津开始发表文学译作。1789~1790年游

历西欧，回国后创办文学月刊《莫斯科杂志》（1791～1792），

并陆续刊登他的《一个俄国旅行家的书信》和小说《苦命的

丽莎》（1792）以及文论、剧评和英国作家斯特恩的创作。

卡拉姆津在其创作中宣传贵族感伤主义，挑战当时居统

治地位的古典主义。他主张从日常生活中撷取题材，用农民、

小贵族等作为主人公，强调他们的内心感受和不幸遭遇，在

作品中使用比较清新生动的口语。但卡拉姆津无意反对封建

制度，其政治理想只限于开明君主制。

1802~1803年，卡拉姆津主编保守的文学和政治半月刊

《欧罗巴导报》，并发表中篇历史小说《诺夫哥罗德征服记》，

以证明专制政体的优越性。他从 1804年起全力撰写 12卷本

的《俄罗斯国家史》（1816～1829），上起远古，下迄 17

世纪，主旨仍在维护君权，但文笔清丽，资料丰富，为普希

金的《鲍里斯·戈都诺夫》和 19世纪 30年代俄国许多历史

剧提供了基本素材。

卡拉姆津认为主宰历史的是伟大人物，他的任务则是用

心理分析方法去揭示这些人物的行为动机，阐明历史事件。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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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他的温和的保守主义，他被称为精神上的斯拉夫派之

父。马尔林斯基马尔林斯基，1797年出生于一个破落的贵族

家庭，原名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别斯土舍夫。1824

年参加十二月党人的团体“北社”，曾率领部队参加起义，

失败后被判死刑，后改为流放西伯利亚雅库次克服苦役。

1829年被遣送高加索当兵，在同山民作战中阵亡。

马尔林斯基于 1818年开始发表作品。1822年同别列耶

夫认识后，共同写过一些反对沙俄政府的鼓动性的诗歌，并

合编《北极星》从刊（1823~1825）。

他的创作旺盛时期是在 30年代，其时写有中篇小说《贝

洛左尔中尉》（1831）、《阿玛拉特老爷》（1832）、《战

舰“希望”号》（1833）、《姆拉·努尔》（1836）等作品。

马尔林斯基在作品中以绚丽的文笔描写异域风光，赋予

英雄人物以强烈的感情，为俄国新的浪漫主义小说奠定了基

础。别林斯基曾说，“人们认为在他的身上看到了散文中的

普希金”，高度肯定他在俄国文学史上的成就，但同时也批

评他追求华丽的辞藻和表面的效果。普希金普希金，1799年

出生于莫斯科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他是俄国浪漫主义文学

的主要代表，又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同时，他也

是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奠基人。

他青年时代讴歌自由、反对专制的政治抒情诗，如《自

由颂》等，流传极广，引起了沙皇的愤怒。1820年 5月，诗

人被流放到南方。由于普希金继续歌颂自由，后来过着颠沛

流离和实际上被幽禁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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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放期中，普希金创作了《高加索的囚徒》（1821）、

《强盗兄弟》（1822）和《茨冈》（1824）等长诗，历史悲

剧《鲍里斯·戈都诺夫》（1825），完成了《叶甫盖尼·奥

涅金》的中心部分，此外，还写了许多优美的抒情诗。1825

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沙皇政府企图笼络诗人为专制

制度服务。但普希金依然高唱“旧日的颂歌”，写了怀念和

歌颂十二月党人的诗《致西伯利亚》（1827）等。1830年秋

普希金在领地包尔金诺度过 3个月。《叶甫盖尼·奥涅金》

八、九章，《别尔金小说集》、4个小悲剧和 30多首抒情诗

都在这时完成。30 年代普希金还写了长诗《青铜骑士》

（1833）、中篇《黑桃皇后》（1833）、《杜布罗夫斯基》

（1833）、《上尉的女儿》（1836）及不少更加朴素、完美

的抒情诗。1837年 1月 27日普希金因年轻美丽的妻子的事

与法国七月革命时的逃亡者丹特士决斗，于 1月 29日逝世，

年仅 37岁。决斗事件与沙皇政府的阴谋有联系。普希金的

死震动了俄罗斯。普希金短促的一生，是反对沙皇专制势力

的一生，是为人民歌唱的一生。他在《致诗人》（1830）一

诗中就表明：诗人不应取悦于上流社会，不要计较他们的批

评。《纪念碑》（1836）一诗则是他对自己一生创作的总结，

他用诗作“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所能造的纪念碑”他相

信人民将来必然会承认他的劳绩，因此他对上流社会的毁誉

褒贬抱着同样冷漠的态度。

普希金一生创作了 800多首抒情诗。他被称为俄国现实

主义抒情诗之父。普希金的抒情诗内容丰富，题材广泛，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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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生动优美，大体包括政治抒情诗（如《自由颂》、《致卡

达耶夫》、《毒树》、《致西伯利亚》、《阿里昂》），关

于大自然的诗（如《致大海》、《秋》、《乌云》、《我又

造访了……》），关于友谊和爱情的诗（如《十月十九日》、

《致凯恩》、《我曾爱过你……》、《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及关于诗与诗人题材的诗（如《先知》、《致诗人》、《回

声》、《纪念碑》）等。

《茨冈》（1824）是普希金在南方流放时期所写的一组

浪漫主义长诗中的一篇。长诗的主人公贵族青年阿乐哥厌倦

城市生活，自愿到茨冈人中过流浪生活，与茨冈女郎真妃儿

相爱结合。但后来，当真妃儿爱上另一个人时，阿乐哥终于

抑制不住自己，去杀死了妻子和她的情人。阿乐哥不了解，

也不尊重淳朴的茨冈人的生活权利。而老茨冈则完全是另一

种性格，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妻子丢下儿女离开他而打算复

仇。普希金在阿乐哥身上揭露了贵族阶级的利己主义思想、

习惯和矛盾。原来的封建社会环境和教养在阿乐哥心里形成

的道德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在这里，普希金谴责了拜伦所歌

颂的个人主义英雄，批判了阿乐哥生长的“文明的上流社

会”，但同时，普希金对茨冈人放浪不羁的生活也有所美化。

《驿站长》是《别尔金故事集》（1830）所包括的 5个

短篇中最优秀的一篇小说。写一个地位低微的驿站长维林常

受各种达官贵人的侮辱，他唯一心爱的是他的美丽的女儿。

但一天，忽然一个旅客把他女儿拐骗走了。过了几年，女儿

就被折磨而死，驿站长过着孤独无依的晚年。这篇小说对下



9

层人物驿站长的不幸满怀同情，通过他的遭遇暴露了社会的

不平。《驿站长》是俄国文学中第 1部描写“小人物”的短

篇，它不仅标志着俄国文学的进一步民主化，而且对于从果

戈理的《外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到契诃夫的《苦

恼》的整个 19世纪俄国文学同情下层人民的进步传统有深

远的影响。

30年代普希金对农民问题特别关心，创作了《杜布罗夫

斯基》（1833）和《上尉的女儿》（1836）两个中篇小说。

《上尉的女儿》直接描写了 18世纪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起

义，是普希金 30年代创作的最高成就，也是俄国文学上第 1

部描写农民起义的现实主义作品。

《上尉的女儿》以主人公、贵族青年军官格里尼约夫回

忆的形式写成。小说的重大成就是塑造了农民起义领袖布加

乔夫的形象。普希金笔下的布加乔夫聪明、风趣、“朴素不

凡”、“十分可爱”，同时具有坚强不屈的性格，他仇视贵

族，宁死不屈。当格利尼约夫问他为什么要起义时，他讲了

一个老鹰和乌鸦的童话作为回答。老鹰说：“不！乌鸦兄弟，

与其吃死尸活 300年，不如痛痛快快地喝一次鲜血。”小说

另一突出成就是对混入起义队伍的投机善变的军官施伐勃

林的刻画。这一形象的塑造是普希金现实主义的胜利。但普

希金对农民起义的态度是矛盾的，既有同情和赞扬，也有曲

解和歪曲，同时他美化了女皇。

在艺术上，《上尉的女儿》巧妙地把家庭纪事、个人遭

遇和历史事件 3者结合在一起。在不大的篇幅里，容纳了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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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的生活内容。小说充分体现了普希金的朴素、简洁、圆熟

和明快的散文风格。

丘特切夫

丘特切夫，1803年生于一个传统的贵族家庭。1819年

进莫斯科大学语文系。从 1822年起先后在俄国驻慕尼黑、

都灵等地外交机关任职 20年。

在德国时曾与哲学家谢林和诗人海涅相识。哲学观点受

谢林唯心主义影响，政治观点接近斯拉夫派，但因长期受欧

洲影响而有所不同。诗歌创作被视为“纯艺术派”，也与费

特、迈科夫互异。

30年代后开始在莫斯科刊物上发表诗作，并未引起注

意。1836年他的诗受到普希金赞赏。1854年他的诗集第一

次出版后，博得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

基的好评。

杜勃罗留波夫认为，费特的诗只能捕捉自然的瞬息印

象，而丘特切夫的诗则除描写自然外，还有热烈的感情和深

沉的思考。

丘特切夫的诗集第 2次出版于 1868年。他一生的诗作

有 400首左右。早期个别的诗有明确的社会意义，其他大多

为哲理、爱情、风景诗。他的诗有现实生活的基础。

他肯定重大社会变革的必要，同时又惧怕革命，因此诗

中常反映出对革命风暴的预感和心灵的不安状态。他的情诗

描写细腻，常常通过生动形象的语言来突出主人公内心的感

受。在表现自然风景方面，他善于刻画季节的变化。果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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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戈理，1809年出生于乌克兰的小地主家庭。他的早期创作

具有浪漫主义色彩，1831~1832年发表的《狄康卡近乡夜话》

是他的成名作，这是一部乌克兰民间故事集。1835年，果戈

理写了小说集《密尔格拉得》和《小品集》，这是作家的现

实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小品集》中的小说后又被收入《彼

得堡故事集》（1835~1841），《故事集》多方面地反映了

充满矛盾的彼得堡社会生活。

果戈理继承了普希金《驿站长》的人道主义精神，在《狂

人日记》（1835）和《外套》（1841）中描写了官僚制度统

治下的“小人物”的悲惨命运，深刻地揭露出社会的贫富悬

殊，提出反对等级制度的民主主义思想。1836年果戈理又创

作了剧本《钦差大臣》。果戈理最杰出的代表作是《死魂灵》。

从 1842年《死魂灵》第 1部问世到 1852年果戈理逝世，

是他的思想危机时期。

《死魂灵》第 1部出版后，果戈理受到了反动势力的攻

击。1842年果戈理再次出国。他和进步文学界疏远了，他的

贵族偏见和宗教情绪抬高，世界观中消极的一面占了上风。

他认识到社会“处在十字路口”，认识到农奴制社会瓦解的

趋势，但却不理解资产阶级革命的意义，而把古代宗法制社

会理想化。1847年他发表了《与友人通信选录》，书中否定

了过去创作中某些艺术形象的真实性，宣扬从道德、宗教方

面改善社会，使进步的知识界感到痛心和愤怒，特别是别林

斯基在著名的《致果戈理的信》（1847）中，对于果戈理对

人民利益的背弃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和原则性批判。果戈理没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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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反驳，但也没有改正自己的错误。果戈理在《死魂灵》第

2部中企图描写改恶从善的乞乞科夫和一些正面的地主和官

僚形象。由于这种思想倾向的错误，招致了艺术上的失败。

果戈理的思想危机是在阶级斗争激化的年代，已觉醒的贵族

摆脱不掉本阶级沉重思想影响的悲剧。

著名喜剧《钦差大臣》（1836）是俄罗斯现实主义戏剧

发展中的新阶段。作品描绘了 30~40年代农奴制俄国官僚统

治的真实画面，《钦差大臣》是对专制、官僚制度的讽刺，

对贿赂、盗窃公款、横暴、堕落和卑鄙的揭露。果戈理说：

“《钦差大臣》中，我把那时所知道的俄罗斯的全部丑态，

把一切非正义的行为集中在一起，统统加以嘲笑。”高度的

概括性和猛烈的讽刺、嘲笑是果戈理成熟期创作的特征。剧

本前的题词“脸丑莫怪镜子”表明了作品的现实主义特色。

《钦差大臣》通过一个彼得堡的花花公子赫列斯达可夫

被县城的官吏们误认为钦差而引起的喜剧性冲突，深刻揭露

了官场的腐败和罪恶。以市长为代表的县城官吏们的行为和

心理，概括了媚上欺下、残暴愚昧、无恶不作的俄国官吏的

特点，构成了一部“完备的关于俄国官僚的病理解剖学教

程”。

果戈理在剧中通过刻画其他官吏和地主形象，补充了市

长和赫列斯达可夫的性格特征。这里有自称“自由思想者”

的法官、一个滥用职权的屠夫；有专在“告密”方面“尽责”

的督学；有专为好奇而乱拆信件的邮政局长；横行霸道的警

察；散布谣言的地主……通过他们相互间的勾心斗角，果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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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成功地描绘了官僚集团和贵族内部的矛盾，这是一幅生动

多彩的官场现形图。

果戈理用喜剧手法概括了社会典型形象。他把笑提高为

讽刺和谴责社会罪恶的手段。他认为，在《钦差大臣》中没

有一个正面人物，唯有笑是个正面形象，“一下子把一切嘲

笑个够”，就是说，把笑当成鞭挞沙皇统治的有力武器。果

戈理正是通过笑启发人们深思。赫尔岑认为在果戈理的笑里

有着某种革命的东西，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钦差大臣》演出后在当时进步文学界和反动派之间引

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统治阶级代表和反动文人力图贬低剧

本的意义，说它是对俄罗斯社会的诽谤，是罪恶。别林斯基

却正确指出喜剧的悲剧性，肯定了果戈理在形成俄国民族戏

剧中的重大贡献和他的喜剧的人民性和民主主义思想基础。

但是，在沙皇专制压迫下，果戈理感到害怕和苦闷，终于在

1836年离开祖国，侨居巴黎、罗马等地。果戈理在《钦差大

臣》中其实并不根本否定专制制度，他想用美来教育台下的

市长和赫列斯达可夫之类的人，从道德说教的角度批判沙皇

专制制度，幻想他们改邪归正，幻想有正直的钦差出现。

《钦差大臣》中的反面人物的名字已成了通用词汇。列

宁不止一次在论战中引用过它们。列宁把爱吹牛的孟什维克

称作“赫列斯达可夫”。

《死魂灵》（第 1部，1835~1842）是果戈理创作的顶

峰，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伟大名著。果戈理说过，他要在《死

魂灵》中把“整个俄罗斯显示出来”，要“用不倦的雕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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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有力地刻画”，使地主、官僚以及资产阶级的性格“分

明地，凸出地呈现在读者眼前”，用“分明的笑和不分明的

泪，来历览壮阔的人生”。

《死魂灵》无情地揭露了沙皇俄罗斯社会，揭露了农奴

制度下贪得无度的地主和悲惨的农奴生活，揭露了沙皇官僚

机构的无耻和丑恶，并反映了农奴制的日趋瓦解以及新的资

本主义关系的发展。

整部小说由乞乞科夫为购买死魂灵（即死农奴的名单）

而周游俄罗斯贯穿起来。

果戈理善于用典型的细节描写来塑造人物形象。在一系

列地主形象中，最先出现的玛尼罗夫是懒惰、虚伪、假文明、

好空想、不务实际的贵族寄生虫，地主阶级中知识分子的典

型。

女地主科罗皤契加的个性和玛尼罗夫完全相反，她不用

任何纱幕掩盖自己的愚蠢无知，她没有任何空想。这个形象

的贪婪、闭塞、浅薄、狭隘，反映出小地主经济和资本主义

的联系。

罗士特莱夫是地主中的恶少和无赖，他是闹事鬼、吹牛

家、赌棍、酒徒和浪子的类型。这种人，粗相识，与你一见

如故，看来如豪爽的英雄，狂暴的好汉；几经交往，细体察，

原来是地道的流氓，十足的无赖。

地主梭巴开维支是保守、顽固、冷酷专横的俄国农奴制

度的化身，俄国封建反动势力的支柱。他赤裸裸的奉行这一

制度弱肉强食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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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形象画廊中的最后一个是泼留希金。剥削者的自

私、堕落、吝啬、贪婪，在泼留希金身上发展到了可怕的程

度。这是一个可怕的吝啬鬼，一个丧失全部活人感情，猥琐、

卑微、僵硬、麻木，成为“人的灰堆”的地主典型。

果戈理通过泼留希金的形象，在客观上显示了农奴制崩

溃的必然性，同时，通过这批地主的形象的描绘，展现了一

幅农奴制下贵族社会经济、道德总崩溃的揭露性图画。这些

人才是真正的“死魂灵”。

此外，《死魂灵》还描写了与地主生活有密切联系的外

省官僚世界，这是一股残酷统治人民、保护封建贵族利益的

专制势力。与此同时，在整个作品中，渗透了果戈理对农奴

的悲惨命运的同情和对他们的伟大潜力的赞扬；虽然果戈理

并没有正面写出地主阶级对农奴的剥削，更没有把这两大阶

级的矛盾作为小说的主要矛盾。果戈理并不同意农民起义，

他是从人道、人性的角度来揭露地主的丑恶和同情农奴的。

此外，果戈理心目中的“俄罗斯祖国”也是抽象的，是包括

一切俄罗斯人在内的“全俄”。

在《死魂灵》中，果戈理早期小说中的怪诞情节和神秘

主义消失了，讽刺批判力量更为深刻、强烈，农奴制统治者

的典型形象比《钦差大臣》更丰满了。果戈理现实主义的人

民性、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更成熟。典型化原则已经到

炉火纯青和独具特色的程度。他善于通过社会环境和生活条

件，通过对人物的具体物质生活和细节描写，刻画具有鲜明

个性的典型形象。5个地主各有性格，决不互相重复，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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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创造中是杰出贡献。作者对人物的态度明显地流露在他

描写地主、官吏时所用的讽刺手法中。由此并产生了果戈理

创作最大的艺术特色——“含泪的笑”。果戈理对人民和祖

国的爱和有关的思考则体现于小说里经常出现的抒情插笔

中。作者的爱国主义不能突破他的思想矛盾和阶级偏见，而

只能局限在对农奴制和地主的反人性的恶德的控诉和对祖

国未来的浪漫主义幻想上面。

《死魂灵》的体裁也是俄国文学中特殊的现象。叙事的

散文和诗的意境结合在一起。作家称这部小说是“长诗”并

不是偶然的。果戈理的创作对 19世纪的杰出作家如屠格涅

夫、涅克拉索夫、谢德林、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人都有很大

影响。

果戈理促进了俄罗斯文学语言更接近生动的口语。这种

语言以其简练、有力、确切、惊人的灵活和逼真而受到欢迎。

别林斯基别林斯基（1811~1848）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第

一个光辉代表，杰出的文艺批评家、理论家。别林斯基不顾

尼古拉一世反动统治的迫害，坚决主张文学要揭露专制农奴

制的黑暗，以唤醒人民的觉悟，并且从理论上阐明了批判现

实主义的社会意义，对俄国进步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

献。

别林斯基出生于一个清寒的医生家庭。1833年起任杂志

《望远镜》编辑，1834年发表论文《文学的幻想》，探索了

从罗豪诺索夫到果戈理的俄国文学发展过程。1835年发表的

《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标志着别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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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初步形成。1839年底别林斯基由莫斯

科迁居彼得堡，他逐渐成为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和革命民主主

义者。他担任《祖国纪事》杂志的编辑工作，1846年转到涅

克拉索夫主编的《现代人》杂志，直到逝世都在《现代人》

工作。

从 1840年起，别林斯基每年都在杂志上发表他对一年

来俄国文学的综合性评述。《1847年俄罗斯文学一瞥》（1848）

一文形成了他的现实主义艺术观的最后结论。别林斯基在

《祖国纪事》上共写了 11 篇文章分析普希金的创作

（1843~1846）。1847年 7月写的《给果戈理的信》，对果

戈理晚年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对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

思想的发展和俄罗斯文学的发展，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这

封信是别林斯基文艺批评活动的总结。

别林斯基是在解放运动中“完全代替贵族的平民知识分

子的先驱”（列宁）。他的思想发展通常分为两阶段，即 30

年代的民主主义—启蒙主义阶段和 1840~1848年的革命民主

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阶段。别林斯基克服了唯心主义错误，

转到革命民主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立场后，认为社会主义对

他来说是“思想中的思想，存在中的存在，问题中的问题”

（《18年给鲍特金的信》）。

在文艺理论批评上，别林斯基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主

要是：

第 1，他提出了文学的人民性理论。他认为人民性首先

就是民族特性，因为文学“不可能同时又是法国的，又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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