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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往开来的一次盛会

   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学术研讨会暨理事会纪要

刘 锟

金秋九月的北方名城哈尔滨 ,碧空万里, 落英缤

纷。在这金色、红色、绿色交织成趣的大千世界里,

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学术研讨会暨理事会隆重开

幕了。来自全国各高校及专门科研机构的理事会成

员聚集在这里,这是老、中、青三代有志于俄罗斯文

学研究的学者们在世纪之交的又一次聚会。这是我

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理事会改组后的第一次会议,

它既肯定了以往 20 多年我国俄罗斯文学研究工作

中的丰硕成果,也对 21 世纪该领域的学术活动和长

远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开幕式上,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石南征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俄罗斯文学研究

室主任、研究员)致开幕词,他提到了 21 年前在这个

城市里的北方大厦召开的全国第二次苏联文学讨论

会,以及在其间召开的意味着该研究会正式诞生的

第一届理事会全体会议,回顾了 20 年来几代学者呕

心沥血、兢兢业业的工作以及他们所取得的重大学

术成果,同时客观地分析了今天俄罗斯文学研究工

作的现状,提出要正确面对时局和观念的转变, 要抓

住机遇,扎扎实实在学术研究的内涵和质量上做文

章,以有效地保持本学科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传统

优势,做到以我为主, 有所建树, 突出学术个性和创

造性。黑龙江大学副校长陈震教授到会表示祝贺,

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在近三天( 9 月 20 日- 9 月 22 日)的大会发言

和学术讨论中,与会代表对俄罗斯文学的多个侧面、

多种角度进行了深入探讨, 会议的论题涉及到该领

域前沿的或敏感的诸多问题, 使与会者彼此获得更

多的信息成为可能,达到了互通有无、相互促进的目

的。他们高水平的论文和精彩的发言把会议的学术

气氛和水准都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老一辈专家的讲话语重心长

年逾古稀的我国俄罗斯文学界资深学者孙绳武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前副总编)在自己的发言中

深情地回顾了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我国俄国文学研究

所取得的可贵成绩, 重申了我们今天的良好局面来

之不易。包文棣 (原上海译文出版社编审、前主编)

以!经典与时尚∀为题, 批评了一部分人在对待新生

事物和经典文化遗产中的不正确态度, 并提出了自

己的看法。他们的深刻体会和精辟见地对于当今俄

罗斯文学界的同行、尤其是年轻学者有着深远的实

际意义。余绍裔 (南京大学原副校长、教授 )和张会

森(黑龙江大学教授)的谈话高屋建瓴, 从文学研究

的思想方法和观念的高度为广大学者提出了宝贵的

建设性意见。余绍裔认为, 要写出好的研究文章必

须具备四个因素: 1、尽量占有大量的材料; 2、必须要

有自己的思想; 3、严格的逻辑性; 4、丰富的美的语

言。他谦逊地对自己有过的# 旧∃ 的指导思想深刻

# 反思∃ , 令在座的同行们受益匪浅,他强调了对待事

物# 一分为二∃的观点, 指出文学作品中流传千古的

令人感动的东西是它的艺术性, 是美的# 人性∃ ,是它

的真诚, 而不是别的。他呼吁大家要学习培养对新

生事物的敏感、勇气和探索精神, 多分析思考, 以便

跟上时代的步伐。而张会森建议同行们在承认# 文

学是生活的百科全书∃的同时, 也要注意到# 文学是

一种语言的艺术∃。他提倡文学研究应更多地注重

文学作品的# 文学性∃ , 即它的审美价值。要开拓思

路,开阔视野, 在把文学作为文化现象研究的同时,

要考虑到它的艺术特点和语言特色, 在方法上要经

常借鉴别国文学研究中的经验和方法等等, 这一切

对于当今的我国俄罗斯文学研究工作具有宝贵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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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关于作家作品研究

作家作品研究一直是文学研究的主流, 这次会

议上对这一问题仍有广泛的探讨和深刻的论述。尤

其是对于肖洛霍夫这一苏联时期地位独特的作家,

专家们最新的观点为人们进一步了解他及其作品的

社会和艺术价值提供了捷径: 北京大学教授李毓榛

从肖洛霍夫手稿的失而复得谈起, 为这位伟大的作

家生前死后遭受的不白之冤鸣了不平; 专事肖洛霍

夫研究的刘亚丁(四川大学教授)从!肖洛霍夫的写

作策略∀的角度开拓了研究的视角和深度, 对他# 中

心作家,边缘写作∃的特殊处境作了论述; 刚刚写作

并出版了!20世纪的文学泰斗肖洛霍夫∀一书的何云

波(中南大学教授)也对肖洛霍夫多重的生存状态或

复杂的心理感受作出了富有逻辑性的揣摩, 他认为

肖洛霍夫由于现实的需要和自己内心的召唤与特殊

处境形成了小说的多重话语, 体现了多种意义, 其中

最主要的是对于回归乡土的向往和展示人类对于生

命的热爱,同时又有一种可怕的人性的攻击性和破

坏欲望的渲泻, 提出了这个作家同时被苏联和西方

两个世界所接受的复杂原因以及他本人为此付出的

沉重代价;另外, 还有冯玉芝提交的论文!肖洛霍夫

研究的方法论∀。而陈训明 (贵州社会科学院研究

员)对俄罗斯社会中特有的# 普希金崇拜∃现象作了

描述,并就其产生的原因、实质以及这种# 崇拜∃的利

与弊作了精辟的分析。同时, 对作品研究采用新颖

的视角是此次会议的一个特色, 例如郑永旺(辽宁师

范大学副教授)将一系列作品串联起来 ,从托尔斯泰

的!安娜 卡列尼娜∀到当代小说!诞生∀ ,从安德列耶

夫到肖洛霍夫, 对俄罗斯文学中的# 死亡美学∃ 作了

饶有兴味的梳理和探讨。而金亚娜 (黑龙江大学俄

语系教授)的!决斗试析∀则从另一个独特的视角对

俄罗斯文学所特有的# 决斗∃主题做了纵向的描绘,

从而把俄国文化和文学的这一对接点展示出来, 并

从理论上作了深入的探讨。查晓燕 (北京大学副教

授)的论文!视野 认知    19 世纪部分俄国作家笔

下的中国∀让我们从俄罗斯文学的窗口窥见了我们

民族昔日的形象,令人耳目一新。而吴嘉佑(安徽黄

山高专中文系副教授)的论文!论普拉东诺夫的创

作∀对这位被埋没多年的苏联作家的作品见地颇多。

关于苏联诗歌

此次会议发言的专家对俄罗斯诗人及诗歌给予

了极大的关注。在苏联诗歌方面颇有建树的汪剑钊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的论文!苏联诗歌的三

个来源∀在对苏联诗歌的概貌作了精当的描述之后,

列举了它的三种主要风格来源: 1、知识分子写作; 2、

新农民诗歌; 3、未来派(部分)与无产阶级诗歌。他

还系统分析了苏联新诗人的主要组成, 对苏联诗歌

发展的特点和状态做了全面的总结, 并表明了自己

的观点和新认识。另外, 张冰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

授)重点谈到了女诗人阿赫玛托娃, 对她的长诗!没

有主人公的长诗∀作了独到的解读,他认为阿赫玛托

娃诗歌的主题是回忆, #反映了她对文化多元时代的

向往∃ ,而后期的诗作体现为与前期的对话, 她采用

公众性的语言是一种晦涩的密写法。而荣洁(黑龙

江大学副教授 )对另一位女诗人茨维塔耶娃的创作

进行了评论, 并深入地谈了自己在研究中的几点体

会, 认为这位女诗人诗歌的特点是: 1、日记体倾向,

是历史的见证人; 2、古老的多神教原型; 3、民间文学

色彩; 4、主题上突出表现爱情的自然力, 生与死等。

孙超(黑龙江大学讲师)则重点探讨了!勃洛克的早

期创作∀ ,对这位象征派诗人进行了阶段性的研究和

把握。

关于俄罗斯当代文学和俄罗斯文学研究

当代文学一直是我国俄语文学界的研究重点和

优势, 在这次会议上,任光宣 (北京大学教授)的报告

!论 20 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短篇小说∀对俄罗斯当代

小说创作作了细致详实的介绍, 对其传统以及该传

统在新时期的演变、它的特征以及这些特征产生的

社会背景、众多的题材以及这些题材的处理方式均

作了贴切的分析和评价, 指出了与社会转型、急剧变

动的时代特征相关的创作多元的后现代特征。余一

中(南京大学教授,!当代外国文学∀主编)以!不同寻

常的十年∀为题, 对 90 年代的俄罗斯文学作了归纳

和思索, 他不同意现今俄国境内外普遍存在的对这

一时期俄罗斯文学的悲观看法, 认为读者和作家的

关系是不断变化的, 在特殊时期的审美探索是真正

意义上的文学向自我的回归,是正常的、健康的文学

的开端。而刚从大洋彼岸访学归来的周启超(中国

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则向大家介绍了!美国学界俄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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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文学研究的现状及若干问题的成果∀ ,无私地提供

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这对我国当前的学科建设具

有重大意义,为我国俄罗斯文学研究展示了一个难

得的参考系。

对比研究及其它热点问题

黑龙江大学著名学者李锡胤教授把俄国诗人纳

德松和中国诗人黄仲则形象地比喻为# 两根藤上的

两个苦瓜∃ , 对两位诗人的社会处境、身世沉浮以及

诗歌的主题和手法等作了对比分析。而陈建华(华

东师大中文系教授)的题为!中国早期的托尔斯泰研

究∀的发言是一个典型的比较文学课题 ,他历数从晚

清时代起的中国学者有关托尔斯泰研究的作品及成

果,把这一研究的历史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并对每个

阶段的风格特点、研究角度作了深入的阐述。

刘文飞(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把读西尼亚

夫斯基!与普希金散步∀的随感定名为!傻子、小偷和

丑角∀ ,从西尼亚夫斯基对普希金的评价中揣摩出一

种独特的文学观念和美学态度, 并论述了其所具有

的启迪意义。而汪介之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关于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几种写法∀的总结和建议引起

了与会者的广泛兴趣, 他对莫斯科大学语文系的 20

世纪俄国文学史、瑞士日内瓦大学教授乔治 尼瓦主

编的多卷本俄罗斯文学史以及李辉凡、张捷主编的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史∀这三部文学史作了详细的分

析和对比,指出其各自的独特性和优缺点,并在此基

础上谈了自己的四点看法, 为以后的文学史写作提

供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参考方案。

大会的正式发言结束后, 代表们就感兴趣的问

题,特别是文学史的编写问题展开了积极的讨论, 大

家各抒己见, 研讨气氛异常浓烈。汪介之补充了自

己对于写作文学史的三点看法, 认为: 1、在交待社会

背景时要注意思想文化背景和当时的精神文化活动

的氛围以及文学活动的形式; 2、文学史的框架结构

最好以文学界的重大事件为分界线, 兼顾文学批评

史的介绍; 3、要树立两种文学史的观念, 即把专门的

高水平的文学史和针对教学的文学史区分开来。张

冰引用了钱钟书!谈艺录∀中的一句话    # 文学史

的迁移变化绝不是和朝代的兴衰相吻和的∃ ,为文学

史编写工作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黎皓智 (南昌大

学教授)针对当今世界多极化的现实, 呼吁文学观念

的更新和多样化, 从自己研究小说文体的切身感受

谈了自己的看法%%这些讨论, 体现了当代俄罗斯

文学研究领域活跃而浓郁的学术气氛。

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面临新世纪的挑战

在温馨而愉快的气氛中, 持续了三天的会议即

将结束了, 代表们意犹未尽, 期待着不久之后的再次

相聚。研究会秘书长刘文飞在闭幕词中有这样一句

话: # 这次会议和 21 年前在哈尔滨召开的第一次理

事会全体会议就像一个对接的圆, 一座合拢的桥, 穿

越时空完成了一次握手, 这标志着一种优良的学术

传统的延续, 在发出一种继往开来的呼唤。∃的确, 正

如石南征会长在开幕式上所说的: #成果和业绩已成

为历史, 新的世纪在召唤我们向本学科的更新领域、

更高层次迈进。为此, 我们应该更切实地筹划主攻

方向, 更细致地分析阻碍我们进一步发展的薄弱环

节和问题∃。21 世纪是充满机遇和挑战的世纪, 我们

中国的俄罗斯文学研究者如何在该研究领域发出自

己的声音, 确立自己的特色, 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认

真思考和付诸行动的。这次会议促进了俄语文学界

同行们的沟通和理解, 增强了凝聚力。金秋的太阳

更加明亮和温暖, 它照耀着这灿烂季节中的累累硕

果, 也照耀着每个人心中萌动着的希望的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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