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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外国现代派作品选》(A卷)中提到的现代派分支、作家和作品在书中都已有专题述评或译文，这里
一般不再作详细介绍，而只从总的方面对现代派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它的思想特征和艺术特征，它形
成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根源，它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以及我们对它应该采取的态度作些说明，供读者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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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后期象征主义    在欧美现代派文学中出现最早、影响最大的派别要推象征主义。它的起源可以追
溯到十九世纪中叶，而在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盛极一时，世称“后期象征主义”，其影响一直延
续到今天，而且渗透到各种文学体裁。无论在思想倾向或艺术方法上，象征主义都是欧美古典文学和
现代文学的分界线。    一八五七年法国象征派的先驱人物波德莱尔发表诗集《恶之花》，在西方诗歌
界开拓出新的路子。在题材上，它把社会之恶和人性之恶作为艺术美的对象来写(《恶之花》是说诗人
可从丑恶的事物创造美好的东西)，揭示了现代城市巴黎这座“地狱”中的种种罪恶现象(如乞丐、娼
妓、战争等等)，突破了浪漫主义后期风花雪月的框框；在艺术方法上，波德莱尔发展了瑞典神秘主义
哲学家安曼努尔。史威登堡的“对应论”，认为外界事物与人的内心世界息息相通，互相感应契合，
把山水草木看作向人们发出信息的“象征的森林”，诗人可以运用有声有色的物象来暗示内心的微妙
世界。强调刻画个人的感受和内心世界，强调用有物质感的形象，通过暗示、对比、烘托和联想来表
现的方法，后来就成为象征主义以及整个现代派文学的基本倾向和艺术手法。    继波德莱尔之后，法
国诗人韩波和保尔·魏尔伦(1844一1896)强调诗人的幻想、直觉和诗歌的音乐性。一八八六年九月十
五日巴黎《费加罗报》上，诗人让。莫雷阿斯提出了象征主义(Le Symbolisme)①这个称谓，要求诗人
们摆脱自然主义文学着重描写外界事物的倾向，努力探求内心的“最高真实”，要求赋予抽象观念以
具体的可以感知的形式，这时象征主义就作为自觉的文学运动开展起来。这在当时是对日益发达的科
学、工业所引起的注重物质世界的思潮和自然主义文学的反拨。    玛拉美是象征主义运动中承前启后
的中坚人物。理论上，他进一步发展了唯美主义的见解，把诗与散文的语言截然分开；创作上，他刻
意追求诗的雕塑美、音乐美，注重形式上的工整和音韵上的和谐。他认为诗歌是用象征体镌刻出来的
思想；他认为写诗就和作曲一样，文字就是音符，要求诗篇产生交响乐一样的效果，为此不惜废弃标
点符号。由于玛拉美的努力和阿瑟·西蒙斯的著作《象征主义文学运动》的影响，原来局限于法国的
象征主义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向英、美、德、俄、意、西班牙等国家传播，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终于成为一个影响深远的国际性的现代派文艺运动。    比利时诗人维尔哈伦的作品反映了城市的腐败
和农村的贫困，表达了对入侵者的反抗，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二十年代兴起的后期象征主义在更深
刻的程度上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世界的精神危机。但这个流派本身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冲
击下也出现了分化。俄国亚历山大·勃洛克(1880—1921)的长诗《十二个》是用象征主义手法歌颂十
月革命的进步诗篇。谢尔盖·叶赛宁的组诗《不堪视听的莫斯科》则表现了严重的颓唐情绪。    法国
后期象征主义诗歌的主要代表人物保尔·瓦雷里(1871—1945)更加倾向于内心的真实，更加脱离外在
的实际。他的主题经常是感性与理性、灵与肉、变化与永恒、生与死的冲突等等哲理问题，但却运用
了有感染力的形象和语言。    德国大诗人莱纳·玛丽亚·里尔克(1875—1926)以对人生和宇宙的深刻玄
想以及新奇的形象著称。他的《新诗集》力图在诗中创造雕塑的效果。《献给奥尔菲斯的十四行诗》
和《杜伊诺哀歌》表现出神秘主义的倾向。    在英美两国，象征派的影响在经过“意象派”的阶
段(1908—1917)以后，发展为现代派的诗歌运动，其中的主要代表人物为爱尔兰的威廉·勃特勒·叶
芝(1865—1939)和美国的托·史·艾略特(1888—1965)。叶芝中后期的诗歌运用洗练的口语和复杂的象
征来描写现实生活，表达抽象哲理，颇有一些成功的作品。艾略特的《荒原》是被称为二十世纪英美
诗歌的里程碑的，以万物枯死的荒原比喻现代世界，既反映了现代西方人的精神衰竭状态，也宣传了
皈依天主教以求死而复生的思想，曾经产生过巨大影响。    在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下，在二十世
纪二十、三十年代的意大利，出现了以埃·蒙塔莱(1896—1981)等为代表的“隐逸派”诗歌，他们回
避写实，而侧重以敏锐的感觉，奔放的想像，借助隐喻和意象来描绘自然景色，抒发微妙情绪。它是
意大利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表达了在法西斯统治下艺术家对现实的不满。    西班牙著名诗人费·
加·洛尔伽(1899—1936)的作品在接受象征派影响的同时，吸取了西班牙民间歌谣的特色。它歌颂了
西班牙的美好景色和人民的理想及愿望，具有进步的内容和新颖的表达方式，曾经在本国及欧洲产生
重大影响。    象征主义在戏剧方面也有所成就。比利时莫·梅特林克(1862—1949)的《青鸟》、德国盖
·霍普特曼(1862—1946)的《沉钟》和英国约翰·沁(187l一1909)的《骑马下海的人》都是著名的象征
主义剧作。    总起来看，象征主义文学在各个国家和各个作家身上的表现是并不相同的，它有直接地
或曲折地反映现实生活的一面，也有贵族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倾向；它开拓了一些新的表现手法，也有
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的倾向。它十分重视形象思维，用文学所拥有的全部手段来形象地构造意境，力
求表现方法上的浓缩和精炼，也有做过了头，变得晦涩难解的时候。    (袁可嘉)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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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外国现代派作品选》(A卷)选择的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派作品。拉丁美洲和东方的现代
派作品虽然也选了一些，也有自己的特色，但基本上是前者的回响，因此《外国现代派作品选》(A
卷)集中谈西方现代派的情况，读者自可举一反三。表现主义的作品，由艾青、郭沫若、袁可嘉等名家
翻译，包括维尔哈伦、瓦雷里、叶芝、艾略特、卡夫卡等人的作品，集中反映后期象征主义、表现主
义流派的特色，译文前都附有作家小传，为读者更好的理解外国现代派作品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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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买了包你后悔，藏书的人。
2、了解现代派的简明教程
3、自从我在购书中心买了D卷，就念念不忘，决定买齐四本。除了西方各派文学大师云集外，其中差
不多一半都获得过诺贝尔或享誉文坛。体裁丰富，诗选、剧本就占了三分之二。十分厚重的一套书，
无论是从书本本身，还是质量！
4、质量非常好 很满意啊哈哈
5、读到了一些好诗
6、译者没变，忘了是哪一册，封皮上有个小错，垮掉的一代里跨字印作挎，里面还好可以将就。
7、除小说外，收了很多戏剧和诗歌，算比较好的一个选本
8、2006年5月13日 上海图书馆

9、091204 几个不错的戏剧
10、我才第一次买书，星期五晚上买，星期天早上就收到了货，而且书的质量很好。值得收藏
11、2012.4.26-4.30
12、老版本重新印刷，满足了读者需求。
13、经典现代派
14、读高中那会儿超级迷恋意识流来着
15、丢了找不着了
16、非常赞的导读书，加深对各流派的认识，从本书看到了许多作家的节选开发心头好作家，囤书的
范围又扩大了~
17、书拿在手上，觉得像是在地摊上买的盗版货，没有质感，有点失望，唯一觉得还OK的就是送货的
速度。
18、书籍质量还行，内容充实！快递包裹不错！
19、厚
20、挺便宜的，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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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最近我读了捷克作家卡莱尔·恰佩克的剧本《万能机器人》，它讲述了一个机器人大生产的环境
中，人类变得无所事事，甚至已经停止了繁殖后代，最终被机器人消灭的故事。这无疑是一个悲观的
科幻故事，但其中也有很多引人思索的地方。机器人技术的发展建基于科学家罗素姆的天才，他发现
了人类除了按照上帝创造的方式之外，还有一种更加简单的生命形式。他的孩子小罗素姆则把这一切
用于工业化，对于无关的枝节要素大量简化（比如没用的肚脐眼就不要了），批量生产神经与血管，
然后像组装汽车一样组装机器人，最后再灌入知识与智力。这样的制造追求一种经济，与生产无关的
部分都会被省略，比如痛觉最早就是被省略的，但是无痛觉的机器人常常做出自我毁灭的举动，因此
后来才不得不专门添加上去。很明显，这样的机器人形象正是资本家心目中理想的公认，也许还是某
些天朝家长心目中好孩子的理想典范。这样生产出来的机器人，尽管有一定的智力，却被认为是没有
灵魂，具体来说就是被人没有爱与反抗精神。机器人的制造者认为他们无所眷恋，甚至连自己都不爱
，只是有时会失去常态，被称为是机器人痉挛症，这样也就必须进捣碎机了。他们对人类与机器人有
两套不同的词汇，人类的死亡对机器人而言叫做报废，以此来突出人类的特殊地位。他们生产了越来
越高级的机器人，使得所有的活都可以由机器人包办，不再会有人奴役人的现象，但是人类似乎也因
此而退化，他们沉迷于享乐竟然再也生不出孩子了，同时有一股暗流正在广大被奴役的机器人阶级中
流淌着。智力与灵魂是密不可分的，这或许是独裁者必须面对的一个悖论。你要让被统治阶级心甘情
愿接受奴役，就必须去欺骗他们，使他们变得愚昧无知；可要是他们真的愚昧无知了，不仅对其他国
家没有竞争力，甚至还可能由于自己转不过弯而崩溃。人类专门制造了一个机器人导师帮助管理，可
机器人导师最后得出的结论却是人类本身就是余孽的，他不仅要统治机器人，而且还统治人类本身。
正当机器人的制造者想着以后要生产带有不同民族偏见的机器人时，机器人革命的号角已经吹响了！
长年受到残酷待遇的阶级一旦翻身，必将变本加厉的报复，建立起更加疯狂的独裁统治。请看机器人
所散发的传单：“全世界的机器人，我们命令你们杀尽全人类。既不要放过一个男人，也不要怜惜一
个女人：要保护工厂、铁路、机器、矿山和资源。除此之外一概摧毁。然后你们立即回去劳动。任何
时候都不能停止劳动。”可遗憾的是，当机器人杀尽全人类之后，他们并没有掌握生产的秘密，也就
是说等到二三十年后，现在的这些机器人也都会报废掉。尽管在剧本最后作者设定两个机器人产生了
爱情，可即便这件事情真的发生了，也难免会被机器人的独裁统治摧毁：当别的机器人都在辛勤劳动
的时候，怎么还能允许你这两个人谈情说爱呢？
2、2007年在新华书店买的，全套140元左右，当时可谓下了血本，不过还好，没有让我后悔。书中汇
集了不少名家名译，可谓珠联璧合。可惜很多只是节选，窥一斑难知全豹，但作为了解外国现在文学
的入门书籍，是很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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