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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初期开始的中国市场经济大潮和1991年苏联的解体，对历经一个世纪风雨的中俄（苏）文学
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最表层的现象是前苏联当代文学作品和近期的俄罗斯文学作品译介量的锐减，这
里除了中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而受到制约外，读者兴趣的转移（不单单对苏俄文学）也许是更直接的原
因。80年代原有的4家俄苏文学专刊，在进入90年代后仅剩下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依托的一家（先是改名
为《苏联文学联刊》，后又更名为《俄罗斯文艺》）。 

    与当代文学作品译介量锐减的状况相反，因不受版权制约和有名著效应，俄国经典文学名著的出版在
这一阶段却再度繁荣起来，大量的名著被重译。应该说重译并非坏事，名著出版的繁荣亦是可喜的现
象，只是在与当代文学的译介比例上似乎过于失调（虽然也许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在继80年代中国出
版了高尔基、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多卷本文集以后，90年代初期和中期又相继推
出（或正在推出）多位俄苏作家的全集（或文集），如《普希金文集》（10卷本）、《莱蒙托夫全集》
（5卷本）、《果戈理全集》（7卷本）、《涅克拉索夫文集》（4卷本）、《屠格涅夫全集》（2卷本）
等。就单个作家而言，我们也可以见到这种繁荣景象，如近些年来出版的有关普希金的集子，除上海译
文出版社出的10卷本外，还有《普希金文集》（7卷本）、《普希金文集》（4卷本）、《普希金抒情诗
全集》（4卷本）、《普希金抒情诗全集》和《普希金长诗全集》等。其中，冯春先生独自完成的《普
希金文集》尤为令人注目，这10卷译本中包括了译者重新译出的普希金所有重要的抒情诗、叙事诗、童
话、诗体小说、小说、散文、戏剧和文学论文等，比较充分地体现了译者的个人风格。而且，从翻译的
水准上看，应该承认，不少重译本较以前的译本在总体水准上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部分译本（如浙江
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新译本）的翻译质量明显超出了以往的译本，受到了专家和读
者的好评。这一时期，许多译者为中俄文学的交流继续在付出他们艰辛的劳动。 

    与翻译出版潮起潮落不同，90年代前期和中期有相当一部分中国当代作家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俄苏
文学，并认真地从中汲取着艺术的养料。我们从近些年来创作成果颇丰的作家张炜的谈话和文字中可以
看到这一点。他在谈到“苏联文学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影响”时认为：“这种影响长时间都不能消失，更
不会随着这个国家的解体而消失”，肖洛霍夫和艾特玛托夫等当代作家“正是继承了俄罗斯文学美好传
统的作家，是最有生命力的代表人物。所以中国当代文学应该感谢他们。在不少人的眼睛盯到西方最时
新的作家身上时，有人更愿意回头看看他们，以及他们的老师契诃夫、屠格涅夫等。米兰·昆德拉及后
来的作家不好吗？没有魅力吗？当然有，当然好；可是他们是不一样的。比较起来，前苏联的那些作家
显得更‘有货’。不是比谁更新，而是比谁更好。……我们往往更容易否认那些‘过时’的。其实哪个
作家不会‘过时’呢？哪个真正的艺术家又会‘过时’呢？”他还表示：“我喜欢也重视拉美，但让我
倾倒的是俄罗斯作家，受影响最大的当然也是。”“屠格涅夫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再后来是艾特玛
托夫和阿斯塔耶夫”；“其实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托尔斯泰。”王蒙在苏联解体后写下的《苏联文学
的光明梦》一文，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中国作家对曾经深受其影响、而今却已划上句号的苏联文学的
冷静思考，这些文字与他以前类似的谈话相比也显得较为全面。王蒙写道：“苏联瓦解了，苏联文学的
光明梦，产生这种梦的根据与对这种梦的需求并没有随之简单地消失。”“用文学来表达人们的梦想，
这本是天经地义的。做梦是可以的，做做梦状却是令人作呕的。只准做美梦不准做噩梦则是专横与无
知。守住梦幻的模式去压制乃至屠戮异梦非梦，这就成了十足的病态。梦与伪梦的经验，我们不能忽
略。”这是清醒的思考，说的是苏联文学，其实何尝不是对当代中国文学所走过的曲折道路的一种认真
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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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90年代较为浮躁的社会心态相比，中国的俄苏文学研究界显示出一种比较成熟的冷静务实的姿态。
在学术著作出版较为艰难的情况下，每年仍有一些扎实的、新意迭出的研究成果问世，这些以中青年学
者为撰写主体的成果表明，中国的俄苏文学研究仍充满着活力，并在一系列重要的领域中有了新的进展
和开拓。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一是以俄罗斯文化为大背景来研究俄国文学。以往俄苏文学研究中这方面的成果很少，任光宣的《俄
国文学与宗教》和何云波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文化精神》这两本著作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了拓荒
的意义。如任著选择俄国文学与宗教的关系作为自己的论述对象。任著以周密详实的论证阐明了宗教对
俄国文学的巨大影响及其消长的过程，论及了俄罗斯的多神教与民间口头创作的关系、基督教的传入和
俄国笔录文学的产生、古代俄国的宗教文学和仿宗教文学、古代俄国的世俗文学。俄国文学中的宗教自
由主义思想和无神论、果戈理的宗教意识及其在创作中的表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与宗教等许
多重要的问题，发表了不少独到的见解。 

    二是对经典作家的研究更加深入，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可推汪介之的《俄罗斯命运的回声——
高尔基思想与艺术探索》和朱宪生的《论屠格涅夫》两书。尽管近年来我国读者对高尔基的热情似乎有
所下降，但是研究者仍以科学的态度并根据新发表的档案材料进行着切实的研究。汪介之的著作就是明
显的例证。此书沿着高尔基一生创作发展的轨迹，考察了各个时期作家的思维热点和创作内驱力，并从
新的角度揭示了作家创作的丰富的思想内涵和文化意蕴，以及作家艺术风格的演变。这本突破以往批评
模式的著作无疑是90年代中国高尔基研究的一个重要收获。这里可以看看其开首的一章。这一章似乎只
是谈了高尔基创作的分期问题，但是它却是全书的逻辑起点和论述基础。作者首先列举了以往高尔基研
究中依据不一（或依据描写对象的变化，或依据体裁样式的更迭，或依据革命发展的阶段等）的一些典
型的分期方法，指出了它们的不科学性，以及对我国一般读者认识高尔基的误导。而后，他又提出了自
己的建立在“外部条件与主观因素兼顾，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统一”的分期方法。这样的新的分期方法
为作者随后提出的一系列独到的见解，诸如《母亲》不是代表高尔基的最高成就的作品，自传三部曲的
基本主题是俄罗斯民族文化心态批判而不是“新人”的成长等，作了有力的理论铺垫。此外，书中对高
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的分析也值得注意。《不合时宜的思想》曾经被苏联高尔基文献档案馆封存了
70余年，80年代末在苏联重新面世后立即受到中国研究者的关注。除了刊物上发表的《＜不合时宜的思
想>是否合时宜》评论文章外，该书中的有关评述可以说是比较严肃而全面的研究了。 

    三是对俄国“白银时代”（1890－1917）的文学，特别是俄国现代主义文学的研究更具力度。近年来
这一领域中已有多部著作问世，如周启超的《俄国象征派文学研究》和郑体武的《危机与复兴——白银
时代俄国文学论稿》等。周启超的《俄国象征派文学研究》一书显得颇有理论气息和深度。俄国象征派
文学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文学中最重要的现象，过去它被视作颓废文学而遭排斥，新时期的中
国对此虽重作评价，但进行专题研究的著作却仅此一部。不仅国内如此，就是在目前的国际学术界，
“对俄国象征派文学整体的艺术个性特征的‘正面考察’与‘本位研究’”，都还“处于开始的阶
段”，因此，作者在这一学术前沿阵地所作的努力是很有价值的。该书首先对俄国象征派文学的内在发
展轨迹、一般的意识形态立场和基本的哲学思想渊源等内容作了评述，而后就将重心转向揭示俄国象征
派文学的艺术个性。书中搭建了这样的论述框架：俄国象征派文学的“理论形态”（“审美至上”的取
向、“象征最佳”的认识、对“词语魔力”的感悟），俄国象征派文学的“艺术形态”（诗的境界、剧
的特色、小说的风貌），俄国象征派文学的“存在状态”（扭曲的图像、倾斜的投影、尚待开发的一片
森林），俄国象征派文学的“文化价值”（诗学的创新、文学的自觉、文化的自省）。全书的主体则是
关于“理论形态”和“艺木形态”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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