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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恩哼，跟着狗熊筒子 一路捡着，都是宝。“有一种阅读叫做爱情”，哈~（吐槽一下：俄国人的名
字真是又长又多。。。五篇长书评也读完了，相当于温习了一下，除了间断出现的几个“我”以外，
印象深刻的是【格里鲍耶陀夫奖学金--三十银币 】，这30银币，和犹大背叛时领取的数量契合，应该
是在类比格列勃夫与之甘丘克吧。书的开头太好，“随他们去吧，猜不出来算了，他们哪有时间啊”
这语气有点像谁谁谁来着，而结尾里舒列帕再一次出现，成了墓地的守门人，有一点被惊倒。滨河街
和杰留金胡同，他们就这么对着，中间隔着的不仅仅是物质条件和生活方式。
2、结尾略显仓促 收的太快 但仍不失为一部杰出的作品 对人性隐晦一面的深度观察 对人物心理描写方
面尤其让人叹服
3、苏俄文学书再版总是能让我很惊讶的，毕竟现代人不多爱苏俄文学了。小说的特色应该说是叙述
者角度的多变和简练冷静的描写手法，前者只在叶尔绍夫的《神驼马》中见过，后者可以说是冷静以
致冷漠，仿佛是上帝在高度静静地看着圆面包的不动声色、冷血无情。圆面包自然不是一个大奸大恶
的人，但他却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不像舒尔帕那样飞扬跋扈，不像索尼娅那样一往情深⋯⋯你看
不出他在什么时候是以感情为依据来做事的，接近索尼娅只是为了与甘丘克教授亲近，主持外婆葬礼
只是为了不用在批斗会上表态，与舒尔帕一起只是为了能沾些好处⋯⋯毫不怀疑，世上就是有这样的
一些人，也正是这样他们才吃得香，但发挥到极致的，就是圆面包了。以前读了只是一味地恨，现在
重读，反而有种“他们就是这样的！”的同感，只是缘于同样的市侩，只好说天气很好哈哈哈。
4、1
相当喜欢
5、薄薄一本小书，在医院的病床上读的很难。最动人的是插入的三段第一人称叙事的段落（叙述人
不明尤其动人），神来之笔。无所不能的舒烈帕最终成了墓地守门人，三段叙述中最被肯定是，是在
瓦吉姆眼中无足轻重（因而在所有第三人称的叙事中也无足轻重）的安东。体弱的，满怀激情的，诗
人般偏执而最早夭亡的安东。而最终成功的是那个“什么也不是”的人。既不凶狠，也不善良，既不
贪婪也不慷慨，既不是章鱼，也不是死啃书本的人，既不胆怯也不勇敢，既不是机灵鬼也不是傻瓜蛋
。
6、庸俗会杀人。
7、有的部分觉得自己一下就进入到里面了，但突然出来的我是谁？是一个人么？没有完全懂。
8、记得最清楚的是煤添多了，别墅热如火炉，打开窗，俩人躺在被单上，赤身露体。六十年代城市
生活图景，平凡中透露忍耐与残酷。不安的是梦中听见现实在低语。想体会一种感觉，先前的我不复
存在。此岸世界满含痛苦，老教授却不想离开。
9、4.5
10、《滨河街公寓》－－因为孙甘露的福泽，找到这本可能会被遗漏的书。书的第一页的第一句就像
孙甘露所引用的那样扑面而来并夺人眼球--------“如今这样的男孩子在人世间是找不到了。”----zz《
上海流水》60页
11、耀眼的灯火拉开夜景的帷幕，城市大得无穷无尽。我爱这座城市，记得它，熟悉它，竭力理解
它.......
12、说实在的 没看进去⋯⋯
13、很好看。
14、讲发动群众斗群众的一本书，因为远离了那个年代所以不能理解透彻，只觉得作者隐藏了清洗、
审判等等历史背景，刻画人物手法很深刻，形象也鲜活，讲凶恶的大黑狗听到枪响却躲进沙发底下似
有所指。
15、蓝英年的作品
16、挺喜欢的一本。尤其是插入的几段第一人称的讲述，和主人公平淡人生反差强烈，写出了苏联时
代变迁下的哀伤。这本作为中篇来说布局挺好了，但时间总是在跳，像电影，缺少了长篇小说能给人
带来的“生活叙述”的震撼。
17、想起王朔，动物凶猛。
18、语言风格点赞。
19、这本书是一年前从开头第一段话知道的，当时现在一直被深深地震动。“如今这样的男孩子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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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是找不到的了。他们有的阵亡，有的病故，还有些去向不明。有的虽然活着，也完全变成另外
一个人。如果凭借某种魔法，让这另外一个人同已经消失的那个身穿绒布衬衫、脚踏帆布球鞋的孩子
相遇，他真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好了。恐怕他连想也不会想到这是遇见了自己。嗨，由他们去吧，猜
不出来算了！他们哪儿有时间啊。他们划动双手，随波流去，飞速向前，向前，向前，快些更快些，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两岸的景色不断变换，群山向后退去，森林日渐稀疏，天空愈益阴沉，寒气渐
渐袭来。向前赶啊，赶啊——没有力气再回顾留在身后的象天边一朵残云似的凝固了的一切。 ”  作
者的笔触而后变得淡淡的，引起的情绪也淡淡的。可回头一想不免心惊，格列勃夫不正是自己？
20、特里丰诺夫的这部中篇已经包含了生活的厚度。所谓的“知识分子市侩”不正是我这样的人吗？
其实我也是善良的人呀，也有美好的愿望和理想，就像拉斯科尔尼科夫一样，是贫穷，是政治的激流
扭曲了我们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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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滨河街公寓》：以阶级斗争对付阶级斗争在喜欢苏联文学的网友中，很多人都提到《滨河街公
寓》，并给予勿庸置疑的经典地位。很好奇，这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竟然被追捧到如此高昂的
地位。拜读之下，知悉这是一部并不长的中篇小说，但并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整个小说是以一种煞有
介事、剑拔弩张的笔触展开它的故事情节的，苏联小说里最让我撼动的还是《鱼王》这种舒缓的带着
忧伤的白描小说，其实即使在《鱼王》中，也有部分章回的内容，与整体的小说风格不够一致，比如
其中写到一个女大学生迷路在大森林中的那一篇，后来她受到渔民的救治而两个人在天高地远的僻地
里尽享激情之欢，就给人一种过分编织的感觉，也体现了作者的一种低俗的趣味。这就是俄罗斯文学
中的女人安慰与拯救情结的传统。苏俄文学中有两种典型的大相径庭的风格：一种是托尔斯泰的那种
过度的心理描写的风格，另一种是肖洛霍夫式的白描风格。托氏的风格是在所有的人物动作背后，都
要去分析他的心理动机，给人一种叠床架屋的累赘感与烦琐感，而过于累赘的东西，最终给人一种一
览无余的轻渺感。比如《战争与和平》中人物心理展示的过分通透，反而失去了一种模糊性与朦胧性
；而肖洛霍夫的小说里注重人物的外在与自然，对人物的心理进行虚化，反而拓宽人物的心理空间，
给人一种无限广阔的广度。因此，《静静的顿河》就给予了人们以无限解读的可能与空间。《滨河街
公寓》显然属于一种一览无余的叙述笔调，它是以“意”贯“事“，叙述的语调太一本正经，从来不
知道什么幽默，这一点与同样是以“意”贯“事”的瓦西里耶夫可谓是截然不同，相比之下，瓦西里
耶夫在叙述的主调上，采取的是一种契诃夫式的幽默的轻松的语调，这种轻松的语调令整个小说里洋
溢着一种轻灵、敦厚、温暖的基调，而《滨河街公寓》的作者，则给人一种怒发冲冠的感受，在他的
作品中，似乎他拿着一个解剖刀，穷凶极恶地向一个年代、那个年代的人物单刀直入、疱丁解牛一般
地宰割下去，非要一针见血，非要证明作者的深刻程度。但是这种气势汹汹的叙述语调，如果不能够
在小说里揭示出更深刻的生活本质，就会让人感到“不能承受之轻”。虽然《滨河街公寓》在苏联当
年曾经获得过巨大的反响与追捧，但我们离开了那个语境，很难体味到小说里充斥着什么样的敏感的
内质。而恰恰相反，小说里的核心事件，今日读来却感受到作者的思维空间与反映空间的狭隘与苍白
。小说里的主人公反映的是大学里的一段恩怨与纠葛。之前，作者曾经以长篇小说《大学生》一炮打
红，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大学生的恩怨纠葛其实无非是与老师的那么一点碰撞而已，《滨河街公寓》
从某种程度上，在重复着《大学生》里的相似的主题，就是小说主人公格列勃夫在大学期间，左右逢
源，当看到曾经提携他的恩师遭受到打击的时候，他立刻见风使舵，离开这艘破船，另觅高枝了。这
个情节太司空见惯了，而这种学术之争，也根本没有对与错的最终结论，格列勃夫离开他的辅导老师
，并不能证明他就是“市侩”式的背弃。通过学术之争的没有定性的矛盾模式，来界定在这种冲突中
的正确与错误的一方，也往往缺乏说服力，最终感受是令人觉得无所适从。再来看看格列勃夫的老师
甘丘克遭遇到了什么样的事，也是耐人寻味的。小说里确定了甘丘克的一套文学观点，使得小说更像
是一个文学评论的背景读物。小说里说甘丘克曾经在三十年代之前，是加盟过肃反部门的官员，对付
过多罗德诺夫这一类投机分子，当时他手软，没有把这些人干掉。后来甘丘克转到文化战线上来，投
机分子摇身一变，成了学院里的当权派，利用当时的形势，来进行他的阶级斗争的复仇。从这样的设
置来看，甘丘克受到打击与报复，是因为他当年的手下留情，没有坚决执行肃反的冷酷无情的策略，
导致这些当年的阶级敌人漏网之鱼重新掌握了生杀予夺的大权，转手对当年的暴力执行者回赠同样的
暴力，甘丘克十分后悔地说，早知道就不应该在一九二八年的时候，对这些今天置他于死地的那些当
权者手下留情。这样的逻辑可以看出，《滨河街公寓》里恰恰证明出，当年的阶级斗争的肃反形式是
相当必要的，甘丘克遭遇到的迫害，恰恰是因为他当年给阶级敌人的雷霆般的手段是不彻底的，如果
他当年杀了那些投机分子，那么，他就不会在学院里遭遇到清除与迫害。小说里否定了大致在四、五
十年代的学院里的左的一套，但作者把这些左的东西归咎于混入到政权内部的投机分子的所为，“左
”来自于阶级敌人。这一点，在《磨刀石农庄》里也看到相似的设置。小说里描写到反革命分子为了
打击苏维埃，以左的面目出现，造成大面积的饥荒，使群众对政权产生反感。从这一个角度讲，“左
”正是“右”的敌人所为。这种设置手法，在我们中国的文学中也有着雷同的设置。这样，便把“左
”的危害划入到阶级敌人的破坏的范畴中去，似乎“左”也是阶级敌人所为，而正确的政权是不可能
有“左”的。所以，消灭了阶级敌人，“左”自然也就消失了。回到《滨河街公寓》里来，甘丘克教
授在学院里遭受到的批判，实际上是阶级敌人利用“左”的面目来行使发自私欲的报复。这样苏联四
五十年代的“左”，便是因为我们的队伍里混入了阶级敌人。小说里也写到，那些打击教授的阶级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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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久也失势了，并没有形成多大的影响。可以看出，《滨河街公寓》骨子里的核心逻辑，仍然是用
一种阶级斗争来反对阶级斗争。它批判了四五十年代里学院里的不正常的学术空气，但把这一切“左
”的作为归罪于是因为二、三十年代对付阶级敌人的时候，手腕不够严酷，没有消除这些人的肉体，
使他们潜伏下来，从而在四五十年代窃取了权柄之后卷土重来。小说似乎在证明着，当年的肃反是相
当的必要的。依附在这个核心的“骨”上的肉，则是格列勃夫的投机取巧，在严峻的形势面前，抛弃
了他的恩师还有恩师的女儿，从此他与老师一家恩断义绝，走上了一条自我飞黄腾达之路。在道德上
他显然是一个应该受批判者，小说正是用道德批判来取代了历史批判。换一个角度来看，甘丘克的立
场是否就是正确的？他也是一个阶级斗争论的实践者，在该小说当年发表的时候，触动了前苏的热点
议论中心，但事过境迁之后，甘丘克观点的正确与否在历史评判的天平上已经无足轻重了，那么，这
时候我们再来看格列勃夫对恩师学术观点的摒弃是否还应该用历史审判的眼光来衡定？小说实际上用
道德批判取代了历史审判，因为历史审判永远是具有相对性的，是难以作出优与劣的终结答案的，但
是道德审判却相当有效。小说里的格列勃夫背叛老师，这是一种思想上的分歧，是难以为格列勃夫定
下罪名，但他对老师的女儿先乱终弃，就铁定无疑地将他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所以小说里的爱情
段落便显得相当的重要，因为这里是为格列勃夫定罪的一个最容易获得读者认同的砝码。从小说的结
构来看，也不能说是很成功的，开始的时候，小说的主要视角是以格列勃夫为观察点，这种观察的目
光本来可以很好地观察到他碰到的一个搬运工人的层层迷障，他看到的陌生的熟悉人——廖夫申正是
他当年的同学，似乎小说的视角观察的视域应该是廖夫申，但小说却没有将目光投射出去，却反过来
扫视了格列勃夫本人。廖夫申的落魄，小说也没有提示出一个欧亨利式的结尾，使小说的结尾，从开
始就已经确定好了的，整个小说并没有一个新颖的出人意料的结局来让我们反思什么。而其中“我”
的段落的插入，也让小说的视角显得相当的混乱，“我”的部分其实与对格列勃夫的心理揭示的部分
，是站在一个立场上的，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差异，这样勾勒出的人物只能是作者一个角度单方面、
单行道塑造出的人物，没有在换一个角度的情况下，洞察到人物的立体面。相比之下，我们看看《静
静的顿河》里就有多声部的人物心理交锋，作者的立场叙述与人物的心理隐秘其实并不在同样的一个
平面上，这样的人物必然给人一种立体的感觉，而且给予人们以无限的解读的可能。从这一点上说，
《滨河街公寓》显得太满，太主观化，太越俎代庖地代替了生活的如实叙写，完全用作者的一意孤行
的主观意图统帅了生活化的进程，给人一种强行塞入给读者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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