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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俄罗斯画家斯达尔玛霍夫·弗拉基斯拉夫作品《爱情
美好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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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让··马克马克··图里纳图里纳《《河的女儿河的女儿》》
获获““五洲文学奖五洲文学奖””

中国翻译家许钧应邀担任该奖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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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美人士眼中，大名鼎鼎的尤里·维尼楚克

可谓当代乌克兰文坛的传奇人物。1952年，他出生

于乌克兰文化艺术中心斯坦尼斯拉夫城，此一外省

城市一度汇聚了尤里·安德鲁克维奇、尤里·伊兹德

里克、塔拉斯·普罗科哈斯科等一批中青年作家，

乌克兰文学批评家由此将之命名为“斯坦尼斯拉

夫现象”。1970年代初，尚在大学求学期间，维尼

楚克便开始地下文学创作。1973年，维尼楚克从

斯坦尼斯拉夫教育学院毕业，在此期间，他参与的学生刊

物及地下出版物已小有名气，甚至引起了警方的注意，被

迫四处流亡。

流亡期间，因为长得像巴尔干人，乌克兰语又讲得怪

腔怪调，维尼楚克于是自称是来自南斯拉夫的学者，由此

不仅能继续他的文学创作，还能时常抛头露面做演讲，很

长一段时间居然没有被人识破。而在此之前，他只能用假

名或冒用已故作家之名，以便于领取稿酬。不知是出于谋

生需要还是有意为之，他将这一积习保留至今。维尼楚克

时常自夸：在此期间，迫于生计，他谎称其诗作乃是由古老

的凯尔特语“翻译”而来，由此骗过审查官。后来更是变本

加厉，“翻译”了若干“阿卡努米亚”史诗和抒情诗——当

然，该国在地球上从来也不曾存在过。

维尼楚克最为津津乐道的是他在色情文学领域的成

就。被冠以“低俗小说”恶名的《黑夜少女》（1992）出版以

后引起轰动，几乎可以说是一夜成名，但同时他本人亦

领教了成名之艰辛，日夜不得安宁：以“妇女之友”为代表

的社会正统人士和保守势力白天在他的寓所周围集会声

讨；而到了夜晚，年轻的粉丝和拥趸同样又会在此集结，

以示声援——至于“妇女之友”们，此时大多已赶着回家

收听或收看由小说《黑夜少女》改编而成的广播剧和连

续剧。

维尼楚克自认为他成就最大的色情小说非《后宫纪

事》（1996）莫属。该书以自传形式讲述奥斯曼帝国号称“东

方最伟大的皇后”罗克索拉纳的爱情传奇。作者声称在历

史档案馆无意中发现失散数百年的皇后的手稿，经过考

证，证明皇后具有高贵的乌克兰血统，只是由于战乱才被

沙里曼苏丹掳掠到土耳其。作者言之凿凿，读者也拿它当

历史小说，再加上活色生香的异国情调，一时间维尼楚克

竟一跃而成乌克兰头号畅销作家。

与此同时，他还出版了一部诗集《反思》和两部19世

纪乌克兰奇幻故事选集，也广受追捧。1990年代大部分时

间里，他担任反主流的报纸《招贴报》和《后招贴报》的

专栏作家和评论员，招致乌克兰文坛新法西斯主

义和新民粹主义两大阵

营的攻讦。1996 年，他

出任《招贴报》主编并任

职至今。

维尼楚克目前居住

在利沃夫城郊结合部的

维尼克村，似乎有意无意

地与乌克兰文学界保持

距离。1990年代，维尼楚

克最著名的小说是反乌

托邦式的短篇《齐策岛》

（The Island of Ziz）。

作家在这部小说中提出

“反粪污化”的概念，其象

征性隐喻无需解释，即允

许热忱的乌克兰改革者

以荒岛为试验场进行社

会改造（作者对此不无讥

讽）；故事荒诞不经，但同

时又深植于乌克兰独立

后的社会文化语境。他在

世纪之交时期的另一大成就是小说系列“利沃夫三部曲”：

《利沃夫传奇》（1999）、《利沃夫酒馆》（2000）以及《利沃夫

咖啡馆之谜》（2001）。此外，还有以女主角命名的小说《玛

尔瓦·兰达》（2000）和故事集《冰冻时光之窗》（2001）。同

时，他在国际文学奖项中也屡有斩获，如小说《秋园春趣》

（2005）荣膺当年BBC年度图书奖。

故事集《冰冻时光之窗》的编选者、宾夕法尼亚大学乌

克兰小说评论家及翻译家迈克尔·内丹认为，这一短篇故

事集堪称作家代表作品的荟萃，可以全面展示作家创作的

不同维度及其卓越才能。他根据主题和叙述手法，将维尼

楚克全部作品分为五类。抒情短篇如《祖母的刺绣》（1996）

和哲理小说《冰冻时光之窗》构思精妙，既充满诗意描画，

又不乏崇高之美。照评论家的说法，作者是以悲喜交加的

魔幻现实主义笔触刻画出了乌克兰历史的悲剧性及乌克

兰人民的生存状态。在《那年飘香的苜蓿草》和《门铃》等小

说中，维尼楚克作为擅长人性分析的病理学家，以冷峻的

笔调深入到人性至冥至暗处，挖掘其狰狞之一面。由此他

的奇幻小说营造出另一个世界，既可视为对当下的讽刺，

亦可视为与当下的参照。借用什克洛夫斯基“陌生化”理

论，通过视角的转变，他创造出另一个现实——一个令读

者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由此他为这一文学批评术语提供

了绝佳的范例。这在《豌豆汤》《基里姆花床》和《规矩至上》

等小说中有完美体现。

由于主题及叙事的多样性，维尼楚克的短篇故事无不

引人入胜，尽管不同读者的兴奋点各不相同。当然，对西方

读者而言，维尼楚克的小说借助于不偏不倚却又入木三分

的讽喻，刻画出一个与客观现实截然不同的奇幻世界，或

许这一点最令他们心驰神往。魔幻故事集《脉动标灯》是一

个凄婉而哀伤的故事，讲述了外星人与地球公民接触过程

中所遭遇到的误解、冷落和暴力。《麦克斯与我》的故事则

更加发人深省，它描摹了一个神经错乱、凶狠残暴的资产

阶级家庭，为快速致富而无所不为。这种资本主义式的贪

婪与冲动所造成的恶果，正如作品中新贵企业家家族所展

示的，是人变得贪得无厌以至于彻底丧失人性。整部小说

堪称是对1979年前后乌克兰社会生活的绝妙讽刺。

跟他的乡贤果戈里一样，维尼楚克也是当代乌克兰一

流的黑色幽默和怪诞派大师。照片显示出二人连外貌也惊

人地相似，当然，这纯属巧合。维尼楚克的低俗小说能大行

其道，本身也表明独立后的乌克兰文学界突破了之前的各

种禁忌，获得了某种创作自由。小说《玛尔瓦·兰达》游走于

禁忌与黑色幽默的边缘，一方面对公开场合恋童癖的刻画

不无顾忌，一方面却又能凭借高超的技巧将读者带入奇妙

的梦幻世界。维尼楚克以厚颜无耻的男性视角对女性的描

画极富创意，在小说《秋园春趣》以及自传体的《梨煎饼》等

小说中都有所体现。

众所周知，在乌克兰文学长廊里，讽刺与幽默的笑声

从未断绝。从果戈理、布尔加科夫、伊萨克·巴别尔到当代

作家安德烈·库尔科夫……这里是托尔斯泰名著《复活》的

历史舞台；这里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奥斯特洛夫

斯基成长的地方；这里也是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的出

生地；正是在这里，犹太作家伊萨克·巴别尔写下了蜚声世

界的《红色骑兵军》。可见，即使在最为灰暗的年月里，乌克

兰诙谐写作的传统从未间断，无论是历史的变迁，还是时

局的动荡，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喜剧的力量。作为这一文学

传统的继承者，维尼楚克坚持认为这种幽默喜剧的背后有

种更为深沉的力量，换言之，即源自苦难的人生，也能滋生

出诗意来。从这个意义上说，维尼楚克的所有小说都可以

当成一个喜剧来读。随处可见的怪诞意象、闪耀在笑容背

后的泪光和一种穿透表象抵达本质的微妙的魅力，可以直

接抵达人的心灵。从这个角度看，作家维尼楚克思想的深

刻与复杂性又远非“黑色幽默”或“荒诞派”这样的称谓所

能概括。正如曾经为果戈里做传的纳博科夫所说：当某个

人告诉我，果戈里是一个“幽默作家”时，我立即明白，那个

人对文学一知半解。

斯坦尼斯拉夫是乌克兰西南部小城，历史悠久，文教

兴盛。自1662年建城，历经哈布斯堡王朝100多年统治，长

期以来一直被视为乌克兰文化艺术之渊薮。上世纪90年代

初，以传统东欧文化为特色、以西方后现代艺术为形式的

文学思潮在该地逐渐兴起，尤里·安德鲁克维奇是当之无

愧的领军人物。他认为“斯坦尼斯拉夫现象”这一术语是在乌

克兰现实情境与西方后现代语境相结合的历史条件下“应运

而生的”，也可以说是当时现实条件下的必然产物。随着这一

思潮的影响日渐扩大，甚至有外地作家慕名而来，宣布自己

加入这一阵营，如作家、诗人佩特罗山娅。包括维尼楚克在内

的上述作家，以高超的讽喻技巧和一流的文学创作，为“斯

坦尼斯拉夫现象”赢得了国际性声誉。

维尼楚克是不屈不挠的偶像破坏者和讽刺作家，跟古

希腊作家诗人阿奇洛克斯颇为相似。他以笔为刀剑，对盛行

于乌克兰的偶像崇拜和极权政治发起猛烈攻击，无论是政

治方面的停滞还是民族性方面的倒退，都在他鞭挞的范

围。巧妙的讽刺以及苦涩的冷嘲渗透在他几乎所有作品之

中。以上列举的小说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代表了乌克兰文

学创作重获自由以来的第一代作家的最高水准。作家通过

多声部叙事手段，以当下社会现实为基础，凭借文学想象

创造出了一个奇幻世界。

日前，比利时作家让·马克·图里纳的《河的女

儿》一书获得了第十七届“五洲文学奖”。

“五洲文学奖”由国际法语国家组织创设。国

际法语国家组织成立于1970年，现有58个成员

国和26个观察员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与文化领

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01年，为进一步

推进文化与文学交流，开展文学对话，维护文化的

多样性，国际法语国家组织设立了“五洲文学奖”，

每年评选一次，奖励用法语创作的优秀文学作

品。“五洲文学奖”评奖委员会采用常务委员制，由

来自国际法语国家组织成员国的著名作家组成。

第十七届“五洲文学奖”共收到世界各国出版

社推荐的参评小说131部，经由法语国家青年作

家奖协会、塞内加尔作家协会等五家文学协会组

成的审读委员会评审，于2018年7月28日共选出

10部作品参加终评。这10部候选作品的作家来

自法国、加拿大、比利时、瑞士、阿尔及利亚、美国、

伊朗、塞内加尔、马达加斯加等9个国家，显示了

“五洲文学奖”的国际性。

浙江大学文教授、翻译家许钧应邀担任此次

“五洲文学奖”评委，赴法国巴黎参加了评奖与文

学交流活动。此届文学奖评委会有12位委员，其

中有100岁高龄的法兰西学院院士、法国戏剧家

热内·德·奥巴尔迪纳，具有法国和毛里求斯双重

国籍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加拿大籍

的魁北克人文科学院院士、小说家利兹·毕索内

特，出生于黎巴嫩的法国诗人维纳斯·古丽-嘉塔

等，评奖委员会主席由法国女作家波拉·雅克担

任，她同时也是法国费米娜文学奖的评委。许钧

是评奖委员会中惟一一位来自非国际法语国家组

织成员国的翻译家，评委会主席波拉·雅克在致辞

中表示，许钧的加入“显示了五洲文学奖的开放

性，也提升了五洲文学奖的国际声望”。作为“五

洲文学奖”评奖委员会的新成员，许钧在评审中以

翻译家与中国读者的双重视角，从作品的文学性、

文化价值与思想性等三个维度阐述了他心目中

“五洲文学奖”的评奖标准，引起了评奖委员会的

普遍共鸣

在评奖会上，评奖委员们各抒己见，观点不

一，评审异常激烈，先后进行了5轮评选。在决定

获奖作品的第5轮投票前，许钧强调文学作品的

接受性与翻译传播的可能性，力荐《河的女儿》一

书，得到了勒克莱齐奥的响应，最终《河的女儿》以

一票的优势荣膺第十七届“五洲文学奖”，而加拿

大作家斯特法妮·克莱蒙的《音乐之游戏》获得特

别奖。

第十七届“五洲文学奖”借国际法语国家组织

峰会召开之际，于10月9日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

温举行颁奖仪式。受评奖委员会委托，许钧为《河

的女儿》一书撰写了颁奖词：“如果看不见是因为

熟视无睹，那么解放自身的历程之奥秘，构建的便

是一条从看得见的乡土通往不可见的家国之路。

敏感而不屈的灵魂，应和着丰沛而不尽的河流。

《河的女儿》一书以其透溢的人文主义和诗意打动

了评奖委员会，展现了颠沛流离之人遭受迫害和

抛弃的悲惨而漫长的道路。” （世 文）

《《冰冻时光之窗冰冻时光之窗》》
与乌克兰幽默文学传统与乌克兰幽默文学传统

□□杨杨 靖靖

为纪念《世界文学》创刊65周年，中国社会科

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联合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和

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于11月8日至11日在绍

兴市越秀外国语学院召开以“回到源头：文学翻译

与鲁迅精神”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中国社科院外

文所所长陈众议、越秀外国语学院书记费君清、

译林出版社社长顾爱彬、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

会长吴笛等在开幕式上致辞。陈众议在致辞中

谈到《世界文学》与鲁迅的渊源，与《译文》的承

继关系，并指出如今的《世界文学》仍在遵循鲁迅

创办精品杂志的宗旨，高举五四文化先驱曾用血

和泪洗染过的那面旗帜，发扬中华民族不屈不挠、

奋发图强的精神。他认为《世界文学》向世人展示

的是世界文学的真实样貌，其中不仅有欧美文学，

更有亚非拉文学，“一切真实的、美好的、不加引号

的世界文学”，此次纪念《世界文学》创刊65周年

的学术聚会称作“寻根之旅”，是“民族复兴的一枝

迎春花”。

此次会议涵盖鲁迅思想、文学翻译、外国文学

研究、比较文学研究、《世界文学》的发展或影响等

领域的议题。不少与会者探讨了鲁迅留下来的包

括翻译理念在内的思想遗产。浙江大学教授聂珍

钊以其文学伦理学批评为武器，展开对《阿Q正

传》的解析，其观点别开生面。他认为在鲁迅笔

下，阿Q是农民中的先知先觉，是革命的坚定探

索者，阿Q精神其实是一种保护自己、探索革命

的乐观精神，是中国宝贵的精神遗产。广东外语

外贸大学教授栾栋认为鲁迅的艰涩文章和清涩风

骨构成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独特的“涩学”，对矫

正当下文明弊端和治疗国民劣根性有一定借鉴意

义。广西师范大学副教授蒋永国将目光转向日本

鲁迅研究，指出国内学界有必要将日本战前战后

的鲁迅研究进行时空重构，这对贯通百年日本鲁

迅研究、发掘其横向多样性以及认识日本中国学

史的价值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副所

长程巍着重讨论鲁迅的“硬译”思想和现代汉语的

创造之间的关系，认为鲁迅使用“硬译”策略，是为

了改造白话文，增强汉语对陌生文化的接受能力，

进而改变和丰富中国人的感知方式。吴笛认为鲁

迅所倡导的“硬译”或“直译”原则是对文言文意译

的颠覆。这种颠覆策略具有进步意义，背后有更

深的考虑，即借助翻译来克服汉语本身的局限或弊端，充实汉语的表

达形式，以实现文学语言革新、文化启蒙和思想深化的目的。

不少学者的发言涉及文学翻译形势分析、文学翻译理论、文学翻

译家、具体作品的翻译策略等话题。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梁展

对冷战与万隆会议之后的世界文学翻译作了回顾，指出第三世界国

家的互译使世界文学这个战场发生了根本的形势转变。浙江财经大

学教授章汝雯在大会上阐述了后殖民理论对翻译研究领域的影响，

尤其对深化认识翻译与权力关系所起到的作用。宁波大学教授王松

林从文学文体学的理论视角出发，以李商隐的《无题》为检视对象，强

调文学翻译要注重文化差异性和审美差异性问题，同时更要注重准

确性问题。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李永平向与会者介绍了德国诗

人里尔克对冯至创作的影响以及冯至翻译里尔克的心路历程。他指

出冯至所写的十四行诗在意境和思想意味上与里尔克的十四行诗多

有暗合之处。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的戴潍娜简要介绍了周作人在古希

腊文学翻译方面取得的成就，强调他与女诗人萨福之间的精神联

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杨靖以当代乌克兰幽默小说家尤里·维尼楚

克短篇小说集《维尼楚克的奇幻世界》的翻译实践为例，说明语用学

中的会话合作原则以及关联理论可以帮助译者更准确地理解文学作

品中的幽默元素，更忠实地传达原著的风格与精髓。中国社科院外

文所的叶丽贤对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诗人但丁·罗塞蒂的十四行诗集

《生命之殿》的几大音律特征展开分析。

不少与会者就外国文学研究的不同话题发表看法。南京工业大

学教授陈世华对日本老年题材文学作了分类介绍，简要概括了不同

年龄段作家的作品在思想意涵和叙述形式上的特点，并强调这类作

品对社会制度改革所产生的影响。山东师范大学教授王卓指出整个

英美诗歌现代派运动，无论意象派、客体派还是黑山派，在提出自己

的诗学主张时，都会回到东方文明去寻找可用的理论资源。华中师

范大学教授苏晖以“脑文本”为工具来解剖易卜生《社会支柱》的四个

稿本，探寻其间的脉络。她认为这部戏的四个稿本是作家脑文本的

“分身”，而稿本的变化是易卜生把脑文本解码成书写文本过程中伦

理选择的体现。宁波大学教授段汉武认为《远大前程》对泰晤士河的

描绘以及两个人物（流放犯马格韦契和海上寻梦者皮普）的经历都与

19世纪英国的海洋帝国地位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狄更斯的小说可以

说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帝国意识形态建设。江苏师范大学教授张生

珍从美国公民教育史出发来解说青少年文学在塑造青少年过程中所

扮演的角色，即构塑青少年的政治、公共伦理意识，培养他们对多种

族、多宗教并存的世界的尊重。温州大学教授傅守祥将研究视野扩

展到整个20世纪的世界文学，声称将“英雄崇拜”和“理想品格”内化

为一种“责任”和“荣耀”，是20世纪世界文学在经历了复杂的社会大

转型后依旧经典迭出的内在性和主体性因素。上海戏剧学院教授俞

建村简要勾勒了外国戏剧形式对中国话剧形成与发展的影响。越秀

外国语学院讲冰对中国、俄罗斯和西欧的文化学著作中“风格”和“作

者风格”概念作了比对分析。

参与此次学术研讨会的还有作家、杂志主编和音乐人。浙江文

艺出版社编审沈念驹介绍了《译文》（《世界文学》的前身）创办的时代

背景和译坛状况以及《译文》与鲁迅、茅盾、黄源等人的关系。《花城》

杂志主编朱燕玲认为《世界文学》向中国人打开了一扇展望经典的窗

户，为中国人提供了世界意识以及跨文明交流的形式，正与《花城》一

道推动中国文学汇入世界文明的大潮。诗人汗漫在谈话中肯定了翻

译家对推动汉语更准确客观地表达思想所作出的贡献，认为《世界文

学》对中国当代文学具有开放性、先锋性建设的意义。他指出：“正是

翻译，一点一点更新了汉语的、或者说中国的灵魂和容颜。通过翻译

家的工作，那些异域他乡种种崭新的词汇、语式、言说，使汉语乃至汉

人的生活，不至于因陈腐而灭亡，反而通过混血而生动有力。”音乐人

钟立风以《字吸，歌呼》为题，谈到了自己与《世界文学》的邂逅，外国

文学对其音乐创作的滋养。

此次研讨会既有学者的理性批评，也有创作者的感性坦言；既有

对异域文学的探析，也有对中国文学的再回首；既有翻译理论家的宏

观评点，也有文学译者的微观考量；既有对鲁迅等五四前辈筚路蓝缕

之功的肯定，也有对未来“世界文学”和《世界文学》发展的展望。正

如《世界文学》主编高兴在会议总结中所说，“此次研讨会充满了严谨

规范的学术气息，同时又有迷人的文艺色彩。在《世界文学》的老主

编鲁迅的故乡举办纪念创刊活动，本身就具有精神和灵魂意义。”

学者周启超、傅守详、苏玲、徐德林分别主持了各场大会发言。

（叶丽贤 傅燕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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