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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发生了战争》

内容概要

一张已褪了色的集体照片引出了九年级二班在1940年的故事。班长伊斯克拉是个正直、成熟、有理想
的姑娘，她引导同学们以积极的态度生活和学习，热情地帮助有困难的同学。她的母亲当过红军政委
，是个坚定的革命战士，伊斯克拉的成长因此受到了母亲的影响。源于时代对革命事业、阶级斗争等
问题的简单片面的理解，伊斯克拉对同学中许多事物难以接受。维卡的爸爸被怀疑是人民敌人而被捕
入狱。维卡忍受不了这一切，在一次聚会上悄悄与同学告别后自杀了。这在同学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1941年，法西斯德国对苏联发起了进攻。同学们纷纷参加了对敌抗战斗争，他们大多数为祖国和人
民光荣捐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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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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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发生了战争》

精彩短评

1、青春小说一种
2、后来发生了两场战争，一场为了击退入侵者，一场为了证明自己
3、没有黑色的历史，只有红色的记忆。
4、伊斯克拉真是朵动人的火花。
5、很美的故事，语言很压抑也很震撼。他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大家就熟悉多了
6、难过⋯⋯
7、与《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类似，少女处于中心位置。瓦西里耶夫太适合写悲剧。故事的开头总是
欢快明亮，可是经过铺陈之后当你已经深深爱上了主角悲剧就开始了。主人公这样那样的性格又有着
不同命运，可是他们身上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闪光点，这些使得这些人物区分度极高，更加凸显结尾的
悲剧性。
8、首先妙的是时间节点的选取，战争中一代人青春的故事，前面的铺垫与后面的命运结果一对比，
感情渗透进去之后的同感，如一道入味很久的菜，味道必然很好
9、瓦西里耶夫是不是国内没有出过成套的全集？真喜欢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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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发生了战争》

精彩书评

1、《后来发生了战争》：后来发生了“解体”《后来发生了战争》究竟写了什么？我查了一下资料
，竟然没有找到一篇合味的评价。这篇小说写于1984年，离苏联解体的时间，不过五六年的功夫。它
被称为瓦西里耶夫的“战争三部曲”之一，但它故事情节发生的年代，却是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
的1940年。这就使人有一点不解，瓦西里耶夫的三部曲中，故事时间最早的战前生活，恰恰是最迟写
出来的。1984年，离瓦西里耶夫一炮打响的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已经相隔了15年。作者究竟在
《后来发生了战争》中想表达什么，是在说明着为什么苏联人会在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吗？非也。《
后来发生了战争》中描写的时代，是真正的斯大林执掌政权的1940年吗？作者的用意是为了记述一个
战争前的那一个时代的真实吗？恐怕不会这么简单。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写于1984年的《后来发生
了战争》，作者的用意恐怕不是仅仅对他青春时代的一点回顾，恰恰相反，他是想在这部小说里表达
他所感受到的一种时代的悲凉，所感受到的一种宁静的时代里潜在的危机。在小说最后有一个发人深
省而又让人事后诸葛亮般地感到“哀遍华林”的话，失去了女儿的维卡父亲说：“多么悲惨的一年啊
！⋯⋯明年就会是幸福年了。然而，明年恰恰是战争爆发的1941年。总以为当下的生活是最为痛苦的
，但是，一个更为可怕的灾难正在不知不觉地向现实生活走来。这种预感，是由什么触发了瓦西里耶
夫在1984年再次反差式地表达出来？我个人感到，这恰恰是1984年苏联社会积累的诸多的解体的不安
因素，令作者在这部小说里，更多地反映出他已经感受到了的和平时代下潜伏着的危机，而这种危机
，不仅仅是来自于外部，不仅仅是下一年由外部战火燃起的时代的悲剧，而更可能是一个错综复杂交
织着的社会的内部矛盾，正在酝酿着一种剧变的巨大的震动。所以，这部小说，在预示着，看似和平
的生活，其实后面紧跟着的是“战争”，而小说里反映的八十年代的社会思潮的矛盾，后面紧跟着的
恰恰是一个社会的“解体”。这可能就是作者内在的不由自主地表达出来的“哀音”所在吧。1、维
卡自杀的隐寓所在。虽然小说的时代背景发生在和平的环境里，但作者描写的整个社会环境并不平静
，充斥着矛盾、角逐甚至是由此带来的死亡。其中，维卡的自杀身死，是小说中最为核心与主要的事
件。维卡死亡的原因，作者设置的相当不合理。小说中维卡的父亲，是一个颇有民主倾向的知识分子
，是四十年代极易受到清洗的那一种类型，但小说对这一个尖锐的社会矛盾，却作了某种程度的遮掩
，导致情节令人难以置信。维卡的父亲作为知识分子在小说中所犯的错误，竟然是经济犯罪，而不是
所谓的政治犯罪。但从情节来看，作者应该原来是设置成政治犯的，但可能出于某种原因，作者不原
涉及如《阿尔巴特街的儿女》那般的政治指控，所以，轻描淡写地将维卡的父亲设置成了贪污犯。从
小说的情节交代来看，维卡的父亲的确显示出拥有很大财富的可能，包括在乡间还有套别墅，他究竟
从什么地方获得这些财富，小说并没有交代。当维卡的父亲突然被抓走之后，维卡的同学，都不相信
这一切。于是，他们展开了一系列的对维卡的帮助，包括制裁那个传播维卡父亲被抓消息的同学。其
实这个情节相当的生硬且矫揉造作。学生们根本不知道维卡父亲被抓的真相，但是，他们武断地厮守
着一个底线，就是父亲的罪行与孩子没有关系，因此，不应该传播这种负面信息，好像不传播这些信
息，就能够给下一代带来一个健康的环境，这反映了什么问题？恰恰是学生们缺乏正视社会各种负面
信息的能力，他们接受的都是善的与光明的一面，而对社会及生活中出现的丑恶的负面消息，缺乏承
受能力，而不得不采取了一种鸵鸟的政策，并且认为这种保护心灵完整的一个唯一的办法，所以，他
们就可以为了这个缘故，而殴打传播负面消息的同学。正可谓，动机正确，就可以不择手段，这恰恰
反映了作者从战争文学延续而来的一种滥施于和平年代的泛暴力倾向。而且，小说在围绕同学们帮助
与关怀维卡时，采取了一种夸大其词的英雄主义的模式，把平凡生活中的一些小冲突，都变成了一种
带有政治意图的行为。这仍然可以看成是一种政治小说，类似于我国的阶级斗争类小说，任何生活中
的小事，都看成是一种斗争的反映，都要采取横眉冷目的斗争态度。这使人感到作者在刻划人物的时
候，有一点过于用力，过于拔高人物，使人物处于一种真空状态中，反而失却了生活中的平和性。但
是维卡还是自杀了，自杀的原因是什么？维卡在给好朋友的信中，坦白了她的动机所在：如果我们不
再信任我们的父亲，怀疑他们为人正直，我们就会陷入一片荒漠。有一点我是清楚的，那就是不能背
叛父辈。不能这样做，否则我们就会毁掉我们自己，毁掉我们的子孙，毁掉我们的未来。世界上没有
比背叛自己的父亲更为可怕的背叛行为了。这里的情节的龃龉再次凸显出来。维卡的父亲是经济犯罪
，不存在着什么背叛问题，因为只有信仰才能背叛，而维卡却坚守着父亲是好人的理念，无法承认父
亲面临的指控。也许这里进一步证实了维卡父亲被捕的真实的原因，有着政治上的因素。维卡选择死
亡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逻辑？这里的父亲，却使我们想到了四十年代苏联社会中的一个集体的父亲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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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发生了战争》

象，那就是斯大林。这里虽然维卡指代的是自己的父亲，但她的逻辑推理，同样可以指向斯大林。这
一段自白，完全可以用着法捷耶夫自杀时的内心独白。不管维卡的父亲是犯了什么样的罪，但维卡自
杀的原因，恰恰是因为对父亲的信仰的丧失，这也蕴含着作者对社会的一种警告，当一个社会没有自
己的对父亲的信仰与信任的时候，这个社会就会崩蹋。在1984年的社会形势下，瓦西里耶夫“春江水
暖鸭先知”地指出了一个社会在倒塌了信仰之后所带来的可怕的后续影响，及其惨重的后果，我觉得
这才是作者在这部小说中点出的一个深刻的警钟般的命题。也许当时读者在看这个小说时，还无法读
解到作者有意或者无意想表述的主题，但今天我们站在苏联解体的废墟上，我们惊愕地看到，苏联解
体的原因，恰恰是因为整个社会“不再信任我们的父亲”，整个社会选择了背叛，所以，其结果必然
就是这一种“毁掉我们自己，毁掉我们的子孙，毁掉我们的未来。”最可怕的答案，就是一个失去了
“父亲”的雄心力量支撑的庞大的帝国的倒塌与解体。当然，小说后来又轻描淡写地写道，维卡的父
亲是被冤枉的，被释放了出来，但这依然无法改变维卡的死亡悲剧，况且作者用经济犯罪来加诸在维
卡父亲的疑云，是很容易澄清的，假如维卡的父亲是思想犯罪呢？那么，小说该如何给结尾部分展现
出一个明晰的稍稍光明的结局？可见，瓦西里耶夫并不想在过分复杂的政治迷宫中，把自己卷进难以
解脱的政治风波中。这也是从某种意义上讲，瓦西里耶夫的小说，带有一种浅的原因吧。2、        伊斯
克拉源于对真理探讨的痛苦。如果说维卡是因为对父亲的信仰的倒塌而导致精神崩溃的话，那么，小
说中的一个好孩子伊斯克拉的痛苦，则是因为她接受的理念与现实之间的严重冲突。这从某种程度上
讲，正可以看成是苏联社会面临的一个社会之痛。伊斯克拉有一个革命的母亲，她没有父亲，喻示着
母亲是一个没有七情六欲的人，她对女儿的教育，是用皮带来发言。在这种强硬的教育体系下，伊斯
克拉的思想是规范的，传统的，保守的。但是，正如小说里用她的身体开始发育的细节来表现的一样
，一个人的发展是不会受制于自己的意识与理念的。她不想发育，想控制自己的女性形态，她不想让
她的思想越轨，但是，她要成长，必须有着肉体的展开，有着思想的讨论，这时候，伊斯克拉便遇到
了一个极大的精神上的障碍，就是什么是世界的真理。代表体制象征的母亲对她的教育是：“你只要
学会真理，而不需要学会探索真理的本领”。也就是说，你只要接受，而不需要去探索，不需要去怀
疑。但是，伊斯克拉陷入一个无法解开的思辨怪圈中，她想知道的是：既然是真理，为什么还要去争
论呢？实际上，她的这种怪圈恰恰是这个时代造成的。在她所处的那个时代（当然我们很容易将心比
心地了解到这个社会的思维模式），总是强行地灌输给她一个属于真理的东西，她不需要思考，不需
要去掌握真理的本领，她只需要去接受而已，这就是她的全部使命。她已经做的相当好了，对自己担
负的团的事业，可谓是雷厉风行，立竿见影，小说一开篇，就用她指挥同学们拍照片，来展示着她具
备了真理的传声棒的那种工具的职能。但是，她是血肉之躯，就像她的身材的丰满亟需突破胸罩与内
心的束缚一样，她的思想总是会飞越出戒律之外，在所谓的真理之外，找到慰藉心灵的更多的精神支
撑。小说并没有写出她的政治主张，而仅仅是通过她对叶赛宁诗的喜爱，表现了她内心里有一种与时
代精神不相合拍的精神的渴求，诗歌成为击破她的对真理信奉的古板心灵的外力。在这里，不由想到
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利用小说来反党是一大发明”。撇开这句话的用意不说，但不能不说毛泽东
洞若观火。诗歌就能够使人产生动摇与怀疑，何况有着更多指向意义的小说呢？所以，伊斯克拉受到
叶赛宁诗歌的影响，她的思维方式发生了改变，对真理产生了怀疑。在小说里维卡的父亲向她讲述了
许多通行的社会真理之外的更符合人性的真理，比如其中提到的“无罪认定”，便使伊斯克拉深为赞
许。小说写到“无罪认定”，同样是令人感到狐疑万分，因为作者并没有继续把这个理念延伸下去，
在小说里纯粹是作为一种纯粹理念表达出来的，它似乎在暗示着维卡父亲遭受牢狱之灾，恰恰是违背
了人性范围里的“无罪认定”的这一理念的。伊斯克拉接受的这一真理，却遭遇到了现行社会的真理
的狙击，所以她困惑不解，并由此而痛苦。作为伊斯克拉的精神冲突的副线的矛盾，就是她坚守的革
命化的女性理想与维卡、济娜她们信奉成为一个纯粹女人之间的矛盾。其实这也是一个关于爱需不需
要的问题，女人的价值在哪里？伊斯克拉之外的女生们或者说当下的世俗世界观里，提出女性的作用
，就是担负起生命的一半的本能职能，伊斯克拉接受了政治化的理论宣导，所以她对人的生活化的一
面相当的排斥，这也是小说里反映的一个精神冲突的问题，但是相对于伊斯克拉面对的对真理的探求
的矛盾，这一矛盾，只能属于雕虫小技，不值一提了。其实从人性的角度来讲，我们应该容许每一个
人所作出的对自己生命选择的尊重，如果像伊斯克拉那样，只要她愿意选择一种革命的事业化的女性
人生，未尝不可。伊斯克拉没有必要去要求所有的女性都像她一样，走一条革命化的人生道路，但我
们同样应该尊重伊斯克拉这样的选择，这才是我们不认同伊斯克拉的同时，防止我们走上一条与伊斯
克拉极端化固执倾向同义反复的另一种极端。用极端去反对极端，有时恰恰是这个社会的通病。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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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化与革命化的冲突，在小说里是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对垒着的，就是校长与班主任之间的矛盾。校
长希望发挥学生的个性，让学生们得到自由发展，这显然是八十年代苏联的一种时代倾向，而班主任
则是束缚学生们的精神与肉体。这两条线索，在小说里成为了一种针尖对麦芒一样的存在，带有很大
程度的概念化的倾向，并不是来自于真正的生活。这也是一个习惯于写战争题材的作家，在和平的年
代里，也是极其容易地把生活中的矛盾，写成不是东方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样的类型。小
说中除了这两个人物，其它的人物都是陪衬。是填充在骨骼之间的肉而已，不能改变小说的框架。3
、        作者的叙述风格《后来发生了战争》在叙述上更为成熟，因为它毕竟是作者后期的作品。从文
风来看，中国作家徐怀中对瓦西里耶夫的模仿是很明显的。《后来发生了战争》更容易看到它对中国
作家影响深远的那种鸟瞰式与提纲挈领式的叙述风格。瓦西里耶夫的小说，是采用全景式的，他喜欢
以一股意，“统帅”细节的元素。这一点，可能与契诃夫那种鸟瞰生活的写作风格有着某种相似程度
。这种风格，导致了他在长篇写作中会出现“意”与“气”的中断，因为长篇是生活原生态的再现，
而不可能不断地由作者在那里排阵布局。瓦西里耶夫还喜欢对生活进行一种夸大的点评，使小说里洋
溢着一种轻快，他显然采用的不是肖洛霍夫式的白描手法，根本没有进行如实的对生活的描摹，而是
用他的主观意图，将生活元素码进了他的阐述与理解之中。由于不喜欢描写一个完整的场面，而喜欢
进行一种理念的组接，所以，瓦西里耶夫的作品都不太长，因为他没有耐心进行一个场面的塑造，他
急于想把他的理念，借助于情节表现出来，表现完了，他就不想再去还原生活了。这使得瓦西里耶夫
的小说有一种浅表的感觉，还会带来一种概念化的缺陷。这是因为他的意念，超越了他的情节，有一
种作者始终在小说中高高在上地指挥人物的感觉，很多时候，会感到人物很生硬，服从于作者的某种
编造需要。就像《后来发生了战争》一样，小说写的一群中学生，本来没有什么优劣，也没有什么冲
突，但作者非要在里面制造出一些冲突与矛盾，就使得这些矛盾显然在和平时代的环境里的发生具有
了不可信性，而人物在小说中的过分庄严与严肃的表现，就显得用力过猛，如维卡的父亲被释回来，
同学们去看望他，他拉开窗帘，看见外面的雪地上，站满了全班级同学，虽然很有电影镜头感，但在
生活中显然属于一种煽情失控的描写。还有伊斯克拉兴师动众地在厕所里逼迫济娜交出真相、男生们
痛殴高年级的告密者以及同学们为维卡送葬的情节，都太过分注重戏剧化，而且采用了一种电影化的
手段，其表现风格，甚至达到了一种样板戏的程式化的套路，只会让人觉得肉麻，而缺乏生活中的平
淡与自然。这可谓是作者写作中的一个很大的矛盾，也制约了作者艺术层次的提高。另看到消息，说
作者去世，国内少有反响。想想上个世纪，作者来到中国，陪同者随便在长城上找到一个游客，便都
知道《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而不过数十年的功夫，影响中国文化的苏联文学大师便无人问津，这实
际上反映出的一个社会的悲剧，名以人传，一般人都这么说，但是，人以国传，才是真正的原因。一
个社会瓦解了，一个作家对这个社会的文化建树也会应运而倒，无人问津。回想起来，《后来发生了
战争》中作者发掘出的悲哀以及先见之名，由他的去世，再一次得到了残酷的验证。悲乎哉？谁之悲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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