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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凡-屠格涅夫是十九世纪俄国乃至欧洲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在俄国农奴制

废除前后的特殊社会时代背景条件下，屠格涅夫在其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的社会

人物诸如罗亭、巴扎罗夫、英沙罗夫等，试图寻找那个真正能够改变俄国落后现

状的英雄。在这些英雄人物背后的女性同样光彩照人，她们并未消失在男主人公

艺术形象的光辉之下。她们的产生使得屠格涅夫的文学艺术长廊里更加增添了几

分色彩。时至今日，无论是阿霞还是丽莎或者杰玛和叶琳娜都依然令万千读者激

动不已。

本文试图在文本精读的基础上，结合社会现实的背景，通过别、车、杜的文

艺思想理论结合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对屠格涅夫所创造的女性形象以及塑造这

些女性形象的原因和所采用的艺术表现手法做一个比较全面的研究。

本文共分六个部分：绪论介绍本论题的意义以及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和本论文

采用的研究方法等。第一章按照作品类型归纳了屠格涅夫作品中创造的女性形象。

第二章着重地分析了屠格涅夫创造的女性形象的类型。第三章简要地阐明了屠格

涅夫创造众多女性形象的原因。第四章阐述了屠格涅夫在其作品中创造女性形象

所采用的艺术表现手法。结论部分在总结全文的基础上，客观地阐明了屠格涅夫

所创造的女性形象在其创作中的地位以及这些女性形象的文学与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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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van Turgenev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riters in Russia even the Europe

during the nineteenth—century．Under the conditions of Special social context of time

before and after the abolition of serfdom in Russia，Turgenev in his works shaped a

series of social figures such as Lotine，Bazarov,Yisarov and SO on，trying to find the

heroes who Can really change the lagging reality in Russia．The females did not

disappear under the image of the glorious male protagonist，but behind the heroes are

as brilliant as them．Their emerging Have even added some more colors in the

Turgenev’S literary art gallery．Even today,it is still exciting for thousands of readers

that whether Asha，Lisa or Gemma and Yelena．

This paper，on the basis of reading the text intensively,combining with the

background of social reality,by the bie，che，du‘S artistic thought and theory，attempts to

have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n the female image and the reason why Turgenev

shaped and how expressed them．

This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six parts：The Preface Is to introduce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topic，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thesis，as well as the approach to study．

Chapter I summarizes the types of the female imag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works by

Turgenev created．Chapter II focused on analysis of the types of female images

Turgenev created．Chapter III briefly stated why Turgenev created the image of the

women image．Chapter IV elaborates how Turgenev in his work created the image of

women by the way of artistic expression．The conclusion is foundation on the whole

context，Stated objectively the position of the female image in his works and literary

and social significance of the female images Turgenev created for．

Keywords：Turgenev Realism love Religious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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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引言

俄罗斯妇女向来以聪明、美丽、善良、热情大方而闻名。俄国诗人涅克拉索

夫曾在其诗中写道：“美人如鲜花开放，她是世上的一朵奇葩，脸色绯红，身儿周

正，．个儿高高，她穿什么衣裳都美丽，她干什么活儿都灵巧。"④诚然如此，俄罗

斯妇女的形象因而在不少作家的笔下生辉，令世人为之激动不已。她们是普希金笔

下美丽端庄的达吉雅娜，托尔斯泰塑造的追求爱情自由和个性解放的安娜·卡列

宁娜，被奥斯特洛夫斯基高歌的为求得人格独立而不惜献出自己生命的卡杰琳娜，

而其中让人侧目的亦少不了屠格涅夫描写的一系列俄罗斯女性⋯⋯帕拉莎、阿霞、

齐娜依达、杰玛、娜塔利娅、丽莎、叶琳娜、伊琳娜、玛丽安娜等等，一个个鲜

活的人物形象历经了一百多年岁月的沧桑巨变至今仍闪耀在读者的眼前。事实上，

在屠格涅夫的所有中长篇小说中，他都着力塑造女性形象，以至于因为她们而产

生了俄国文学史上的“屠格涅夫家的姑娘”这一专门词组。其中以中篇小说《阿

霞》、《初恋》、《春潮》和长篇小说《罗亭》、《贵族之家》、《前夜》中的妙龄少女

形象尤为动人。而就连屠格涅夫自己也承认：“《初恋》也许是我最爱的作品，其

它作品或多或少有编造的成分，《初恋》却根据事实写成，不加一点修饰，每当我

反复阅读时，人物的形象就在我眼前鲜明地浮现出来了。"圆“屠格涅夫家的姑娘"

作为他全部创作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许多年来，一直强烈地吸引着屠格

涅夫的研究者们。确实，在屠格涅夫的作品里，女性形象占有重要地位，她们往

往与作品中的男主人公们形成比较大反差。这些女性形象具有怎样的特点，她们

又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时至今日仍颇具研究价值和社会意义。

2、本课题国外和国内的研究状况

在俄国，上世纪早期A·克鲁科夫斯基的《屠格涅夫笔下的俄罗斯女性》(1913

年)一文分析了屠格涅夫作品中众多女性形象具有典型的俄罗斯女性的性格特点

以及塑造这些形象的艺术手法。一直以来，屠格涅夫都深受读者的欢迎和研究者

的重视。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一研究领域，不断出现新成果和新问题，不

断拓宽研究领域，不断改变研究方法，呈现出良好的势头。如H·马尔采夫的《<

∞[俄]涅克拉索夫．涅克拉索犬诗选[M]．魏荒弩译．上海：上海译文fl；版社，1980，第235页．

@[俄]屠格涅犬．屠格涅夫文集[M]．俄文版．第6卷，第3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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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夜>的主人公形象叶琳娜的构思》(1951年)、B·古利亚诺娃的《屠格涅夫<散文

诗>中的妇女形象》(1969年)、B·古梁诺娃的《论屠格涅夫的妇女形象》(1971

年)。有关屠格涅夫研究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出版方面的情况也有新发展。近lO多

年来，俄罗斯国内又出版了不少史料翔实、观点新颖、颇具学术价值的屠格涅夫

传记；恰尔莫夫的《伊万·屠格涅夫》、列别捷夫的《屠格涅夫》及《屠格涅夫

的一生》等， 这些著作充分体现了作者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及科学地编写屠格

涅夫生平传记所获得的成果。在这方面，应该特别提及的是，鲍罗维茨卡娅于1993

年献给屠格涅夫逝世110周年纪念大会的佳作《人尽曲终——屠格涅夫传》。
这部作品以独特的视角和崭新的资料，较为完整而又系统地叙述了屠氏家族的衰

落史。这些资料会给再认识屠格涅夫的性格提供反面的参照物。无疑，这部作品

在一定的时间内有助于掀起新的“屠格涅夫热”。

在中国，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高文风就编译了《屠格涅夫论》①。它主

要收集了俄国文学批评家及前苏联学者对屠格涅夫及其作品的评论、分析，此外，

还收入了屠格涅夫的生平与创作年表、屠格涅夫作品中译本索引等，这是一部资

料性的著作。到八十年代末，李兆林、叶乃方两位先生把那个时期研究屠格涅夫

的成果选编成集为《屠格涅夫研究》②。在该书中，收集了不少研究屠格涅夫的优

秀成果，研究的范围也较广泛。其后，九十年代早期，学者朱宪生推出其多年的

研究力作《论屠格涅夫》③。此专著一出版即被视为“我国屠格涅夫研究的新成就’’。

在该书的第六章，比较全面系统的论述了屠格涅夫笔下的女性形象的类型及特点，

并分析了作家创作道路的发展变化。而近十多年来发表在各类期刊上有关屠格涅

夫的作品中女性形象的研究论文也犹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如刘绿宇在《论“屠

格涅夫家族"的少女和少妇形象》④里认为“屠格涅夫家族”的少女虽有口皆碑，

在人生的道路上却没有好的结局；而少妇们却活得洒脱、惬意、尤其稳操情场胜

券。这显示出男人婚恋观上错位——典雅型、理想型的少女只能成为他们歌咏、

崇拜的对象，而实际上他们追求的却是“生活型”少妇类的女性。文章认为这透

露出作家本人的性与爱方面的困惑。为此，作者认为屠格涅夫的少妇形象应在少

国高文风编译．屠格涅夫论[M]．辽宁：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

。李兆林、叶乃方编．屠格涅夫研究[M]．J：海：上海译文jIj版社，1989．

@朱宪生．论J若格泓人[Mj．香港：香港新世纪{“版社，1991，

固刘绿宇．论“屠格涅大家族，，的少女与少妇形象【J]．外国文学研究，199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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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形象之上。缑广飞在《浅论屠格涅夫的少女少妇对立原则》①的文章中觉得：许

多研究者指出，屠格涅夫善于塑造妙龄少女形象，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这位

艺术大师还塑造了一些光彩照人的少妇典型，如《父与子》中的阿津佐娃、 《贵

族之家》中的瓦尔瓦拉、《烟》中的伊琳娜、 《春潮》中的尼古拉耶夫娜等，而

且这些少妇不是孤立存在的，她们与少女矛盾对立，在小说中构成冲突，这在世

界文学史上是少见的，在屠格涅夫创作中却一再重复，固定为一种少女少妇对立

创作原则。闫吉青的《屠格涅夫少女形象的美学品格》圆认为屠格涅夫笔下的女性

形象具有以下区种品格：崇高美、朦陇美、自然美、柔中有剐，哈斯在《屠格涅

夫塑造俄罗斯少女形象的艺术手法》@中认为屠格涅夫塑造的俄罗斯少女富有东方

女性的忍耐和牺牲精神，具有阳刚与阴柔相结合的性格，是崇高与秀美的融合。

其表现手法主要是：客观叙述与主观感受互辛}，强烈的对比(与男主人公的对比，

女性与女性的对比)，以及性格排列方式和组合方式等。金亚娜的《屠格涅夫笔

下少女形象的共性特征》④一文中指出：孤独、寻求精神导师、非情欲的爱、对理

想的追求和悲屠日命运及理想化的划一等5个方面综述了屠格涅夫所塑造的少女形

象的共性特征。王立业在《屠格涅夫的宗教解读》@一文里挖掘了屠格涅夫作品中

的宗教因素，解读出屠格涅夫在风景描写中对东方佛教的非自觉接受，在爱情描

写中对中国道教与哲学的间接接受，在入物描写中对基督教的自觉接受及其艺术

表现。还有其它不少优秀的研究论文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

3、本论文的创新点、理论和研究方法

综上所述，本课题在国内外都有不少研究，应该说收获还是颇丰的。研究者

们对屠格涅夫作品中的重要女性形象进行了深入的挖掘，从少女到少妇，从农妇

到奏妇等都有比较细致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入们都总结出了屠格涅夫望造的

女性形象的一些性格特征，也谈到了作者在创作中的一些转变。在本论文中，我

将试图从整体上对屠格涅夫的主要作品中塑造的女性形象进行一次系统的梳理，

希望从中找出这些女性形象性格特征的发展规律。在这些变化中既可以发现作者

当时思想的转变，又可以揭示出社会思潮的变化。由于屠格涅夫是一个现实主义

。缑广飞．浅论屠格涅大的少女少妇对立原则[J]．俄罗斯义艺．2003，04，

霉问吉青．葳格涅大少女形象的炎学品格瞪j．德梦斯文艺，zoG3．06．

@哈斯，屠格涅犬塑造俄罗斯少女形象的艺术于法[J3．昭哆这蒙族师专学报，1994，02．

回金亚娜．屠格涅夫笔下少女形象的共性特征[J]．俄语语苦文学研究，2007，01．

@王立业．屠格涅夫的宗教解读[J]．俄罗斯文艺，20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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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因而在他的作品中就一定能够寻找到社会现实的痕迹。我们可以探寻到作

者创作道路的曲折变化，并将在总结众人研究过的屠格涅夫作品中众多女性形象

的性格特征的基础上，来研究作者塑造如此众多动人的女性形象的原因及其表现

这些人物形象的艺术手法。从屠格涅夫的生活和思想信仰方面入手，窥探这位伟

大作家独特的艺术世界。由于俄罗斯民族是一个具有巨大创造精神的民族，而这

种创造精神又集中地体现在文学艺术领域。俄国的文化中向来存在着一种“文学

中心主义”的现象，也就是说，俄国的文学并不仅仅是文学，俄国的文学家一直

在扮演着哲学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的多重角色。屠格涅夫自然也不例外。而

如果你能置身于那个时代的洪流中，就应该会体验到作者在当时的环境下创作的

心理以及思想上的变化。任何作家在创作过程中都会产生创作什么样的人物、为

什么要创作这些人物、以及如何创作这些人物三个方面的问题。众所周知，作家

创作需要灵感，而灵感来源于真实的生活事件。因此要获得灵感就要求作家必须

具备敏锐的社会观察能力。革命民主主义的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在他的论文《真

正的白天何时到来》(1860年)里说得很明白：“他(屠格涅夫)很快就深入到社

会意识中的新要求和新思想，经常在作品中使人注意当前的、开始隐约使社会不

安的问题⋯⋯我们把他在俄国公众中经常获得的那种成功，主要归功于作者那种

对社会动态的敏感⋯⋯”①成功的作家善于在细微的社会变化里，寻找时代变迁的

社会动力，并通过精湛的艺术手段把它展现出来。屠格涅夫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总结屠格涅夫塑造的女性形象的基础上，以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为理论依据，

对人物的性格特点进行解析，从中窥探出作者在当时创作环境下的心理以及时代

的精神。在男权当道的社会年代里，屠格涅夫敢于凸显女性的魅力，表达了对女

性无比的尊重。这对男权至上的社会无疑是一种挑战，同时更是对束缚女性自由、

造成女性悲剧的社会制度的强有力的鞭笞。作者深切的关注着女性的社会地位，

意识到女性地位的提高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在屠格涅夫的作品中，女

性往往是崇高、美丽、纯洁的象征。所以我想，即便是在今天，我们也有必要回

顾一下作者创造出来的女性形象系列——“屠格涅夫家的姑娘”。

①高文风编译．屠格涅夫论[M]．辽宁：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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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屠格涅夫塑造的女性形象

第一节屠格涅夫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1、诗歌散文里的女性形象

提起屠格涅夫塑造的女性形象，首先就会让人想到他一八四三年所创作的“诗

体短篇小说"《帕拉莎》。拿长诗中的女主人公帕拉莎来说，她同普希金笔下的达

吉雅娜犹如一对孪生姐妹。

帕拉莎是一个朴实而又单纯、严肃而又骄矜的女性。她热爱着俄罗斯的大自

然，喜欢读书，渴望获得纯洁的爱情，并且是准备那样真诚地爱着。这一切和达

吉雅娜是多么相似。然而帕拉莎，远不如达吉雅娜那样清醒，在观察自己的对象

上是轻信的。一方面，屠格涅夫通过她与维克多的爱情关系，揭示了奥涅金这一

典型在三、四十年代如何丧失了自己的社会意义。另一方面，从对帕拉莎这一形

象的创造来看，屠格涅夫表露出了其善于洞悉女性心灵方面的才能。他运用比较

明快而简洁的笔调描绘了少女渴望爱情而又心怀羞怯的心理，并揭开了她内心深

处的秘密，把她塑造成动人的初恋少女，令读者眷恋不已。正因如此，屠格涅夫

首次成功地创造的帕拉莎，理应在其创造的女性画廊里占据一席之地。

与这个社会性不明显的女性形象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门槛》中的那个“姑

娘”。在这首散文诗里，所描述的“姑娘”具有浓厚的社会气息。首先作品中“姑

娘”的原型极有可能就是革命者维拉·扎苏利奇，一个敢于向政府要员行刺的女

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人物产生的背景具有极强的社会性。而且这首诗还有着

概括意义，它反映了对一八七七年的重大政治案件的印象，说明有大量妇女参加

了俄国的革命运动。其次， 《门槛》中的俄罗斯女郎的形象与《前夜》里的贵族

少女叶琳娜有很大的相似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她们都是那么

的勇敢与真诚，执著与无畏。如果说叶琳娜追求的还只是爱情的话，那么在《f-j

槛》中，新一代女性形象中的“姑娘”所追求的则是事业，是投身于改造社会现

实的革命事业，这两者之间的差别也显示出了俄国社会生活发展的新要求。从这

一点上来看，屠格涅夫无疑是俄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作品具有极强的与

时俱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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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格涅夫以描写女性而著称，在他的散文诗中还有两篇作品值得关注。他运

用了不同的手法、从不同的角度分别描写了两个不同阶层中的女性，表现出她们

对待爱情的态度，这就是有名的《蔷薇》和《玛莎》。在《蔷薇》中，作者以一

朵花为媒介，描写一位少女所经受的爱的洗礼。这篇作品是描写爱情的，但作品

通篇却没有出现一个“爱"字。作品极其细致的描写了人物的行动，象征的意义

也在人物的活动中得到充分显现，因而给人一种充实的艺术感受。由此我们可以

看到屠格涅夫确实是受到了象征主义文学思潮的某些感染，把象征主义的某些手

法成功地与现实主义的精细描写结合起来，从而使作品产生出一种独特的魅力。

如果说《蔷薇》显示出屠格涅夫对象征主义的某些手法的吸取和利用，那么《玛

莎》无论是在风格上还是在手法上都体现出作家以往的创作特点，在思想上也表

现出作家以往的民主精神和人道感情。 《玛莎》与《蔷薇》不同，它描写的是一

个下层妇女，奇怪的是作品通篇都未出现这个女人，有关她的一切都是通过“我”

与她的丈夫的对话表现出来。事实上，作家根本没有正面去描写她，就是在他人

的叙述中，也少有对她的直接描写。然而，从她的丈夫在其死后八个月，仍然悲

痛欲绝， “还不能忘记"她死时的情景，甚至当着众人的面失声喊出她的名字，

眼里也充满着泪水。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玛莎是一个善良、勤劳的下层

妇女，知道她的爱在她的那个车夫丈夫的生活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尽管作家

没有正面去描写她，但她实际上已成为全篇的中心人物，而人物的艺术感染力也

是十分强烈。

2、中短篇小说里的女性形象

爱情的主题是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的基本题材。在他的长篇小说中关于爱情

的描写也是时常出现的，但这类情感描写更多的是展现人物性格的～种重要手段。

而在他的中短篇小说里，爱情本身则成为作者要表现的主要目的。这种爱情也不

似长篇小说中那样被提到一定的历史和社会面前，赋予一定的社会内容，而是作

为一种自然力量出现的。这类作品着重刻画了爱情的神秘不可捉摸性，并拥有至

高无上的力量，而人在它面前则显得软弱无助。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罩的主人公，

要么作为爱情这种神奇力量的化身出现，如齐娜伊达(《初恋》)、杰玛(《春潮》)；

要么是作为这种力量的奴隶出现，如玛丽雅·巴芙洛芙娜(《僻静的角落》)、维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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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士德》)。在屠格涅夫著名的中篇小说《阿霞》中，阿霞被描绘成了一个自然

与社会的结合体。她是一个十八岁的姑娘，全身洋溢着青春的活力，闪耀着思想

的火花。她对一切事物都怀有好奇心，但对任何事物都不会做深入地仔细观察。

她贪婪地吸取各种感受，但这样做完全是无目的。后来，她对她哥哥在外国偶然

结识的N先生表示好感，阿霞的风情也是这样独特，如同她本人一样。这种风情

也是毫无目的的甚至是不自觉地。她是一个充满野性的姑娘，如同梅里美的卡门

一样狂野奔放，喜欢自由。这些都是由于她独特的生活经历所造就出了她独特的

个性：由于是私生女的社会身份，阿霞在父亲的家里并没有受到贵族小姐式的教

育约束，她完全是自由的。在父亲死后，她在软弱、善良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加京

的庇护下，这种自由不羁的个性得到了充分发展。她喜欢阅读充满爱情描写的法

国小说，时常徜徉在莱茵河畔，时而漫步于悬崖之边，有时亦流连在废墟之中。

她喜欢认识不同的人，放任自身的好奇心。正是这缺乏防范心理的躯体里却激荡

着青春的热情，她不知不觉的陷入了爱的沼泽地。由于这种爱，她一会儿变得粗

野而任性，一会儿又变得温顺而安宁，甚至还有些羞涩。在幽会中由于男主人公

的软弱，那“只消一句话一个字就可以得到的"幸福在他身边消失了。屠格涅夫

真实而生动地把一个受着爱情痛苦折磨的少女呈现在我们面前，不但令人信服地

展示了她性格形成的过程，而且通过对她与男主人公的爱情关系的描写，还不自

觉地透露了男主人公性格形成的社会基础。

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里的男主人公是软弱的，热衷于毫无成果的自我分析。

而作者塑造了一系列性格坚强的妇女与他们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些女主人公的命

运是悲惨的：奥若金娜最终遭到所爱之人的离弃(《多余人日记》)；索非娅(《雅

科夫·帕森科夫》)难逃委身于一个俗不可耐的庸人的命运；玛丽娅·亚历山大洛

芙娜(《书简》)最后也不得不放弃追求自由的念头。但是，在种种生活逆境当中

这些俄罗斯妇女所展现出的高贵品质——她们坚韧顽强的意志，热情如火的情感，

为了纯真的爱情敢于牺牲自我的精神，纯洁无瑕的道德品质——受到了考验。在

屠格涅夫五十年代的中篇小说里，妇女往往比男人更优秀，唯有她们执着的追求

着自己的理想。被自我分析腐蚀掉的“多余人"和浑会璞玉般天真的少女——二

者形成了对比。这种对比成了屠格涅夫的最精美的中篇小说之一一《阿霞》的基

础。诗人涅克拉索夫谈到《阿霞》时说，这篇小说“精美绝伦”，它“洋溢着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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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纯真，整篇小说——是诗歌中的纯金”。

3、长篇小说里的女性形象

屠格涅夫第一部长篇小说《罗亭》中的少女娜塔利娅与罗亭的爱情比其中短

篇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要崇高一些。在屠格涅夫的女性画廊中娜塔利娅的地

位也比较重要。因为娜塔利娅对罗亭的爱情更具社会意义，而且也是屠格涅夫创

造的一系列动人的女性形象中的重要成员之一。

屠格涅夫的个人经历在创造娜塔利娅这个形象中起着重要的影响。屠格涅夫

同巴枯宁的妹妹达吉娜雅．巴枯宁娜曾经发生过所谓的“哲学恋爱”关系。在同

巴枯宁娜的交往中，屠格涅夫经常谈到崇高的爱情，并神往于这种富于自我牺牲

的爱情。尽管他们这种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关系后来结束了，但屠格涅夫显然把

这种对爱情的理解倾注到娜塔利娅这个人物身上。

贵族少女娜塔利娅是一位温柔而又坚强的少女。她深谙诗和艺术，能够体验

到艺术作品中人物的痛苦和欢乐，就其思想发展而言，已经明显超过了她身边的

同龄人。她有意避开各种世俗的约束，追求身心的自由，拒绝温室教育，有对人

生的自主认识。她勇于对罗亭表达自己的爱慕之心，并愿意为了爱情而做出自我

牺牲。由此也可以看出，屠格涅夫早期坚持的爱情观在娜达利娅身上得到充分展

现。然而，罗亭逃脱不了“多余人’’的性格束缚，他缺乏足够的勇气来接受这种

无私而崇高的爱情。在坚强的娜塔利娅面前，他的软弱性暴露无遗。屠格涅夫正

是利用这种崇高而坚强的女性来考验和审判他笔下的男主人公的。娜塔利娅追求

爱情的过程被描写得愈加真挚动人，罗亭的性格也就揭示得愈加深刻有力。

一八五八年，在屠格涅夫完成的第二篇长篇小说《贵族之家》中，屠格涅夫

创造了一个形象使整个俄罗斯都为之流泪的少女丽莎。这是一个从外表到灵魂深

处都烙上了俄罗斯印记的女性。她比帕拉莎更具有自己的个性，而她所受的教养

和个人遭遇又更接近于阿霞。这是一个从内心十分信仰宗教的姑娘，她完全听从

责任心的驱使，唯恐别人遭到痛苦和不幸。她感情细腻，纯洁善良，能够严格控

制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能承担道德责任，并富有自我牺牲精神。她所推崇的不是

虚伪的说教，而是那种愿意为别人受苦的实践。虽然她的教养深深地植根于俄罗

斯人民中，然而在这个纯洁善良的心灵中却诱发出了俄罗斯人民所固有的那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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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品德的萌芽。

同男主人公拉甫列茨基的爱情，从丽莎的角度来说，同一位已婚的男子发生

感情纠葛，无异于犯了一种可怕的罪过。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讲，出于对个人幸福

的向往使得丽莎不由自主地放任这种情感在自己身上蔓延。当她愈发确信自己对

拉甫列茨基的感情，就愈感到痛苦。虽然拉甫列茨基妻子的死讯一度也鼓舞着丽

莎，使她听任命运的安排，怀着一种忐忑的心情憧憬着这种幸福的到来。然而，

无情的现实却浇灭了这刚刚开始闪烁着希望的爱情火花，对幸福的幻想的破灭使

她陷入了一种新的极度的不安和痛苦之中。不幸的丽莎终于选择了俄罗斯最偏远

一角的修道院作为自己人生的下一站。屠格涅夫在小说中利用描写出爱情的失败，

通过男女主人公的悲剧命运，表达了对贵族阶级没落命运的无奈与同情。

继丽莎后，屠格涅夫在第三部长篇小说《前夜》中创造了“俄罗斯妇女的新

典型"的叶琳娜。这个形象，在性格方面与娜塔利娅和丽莎相接近。可就其性格

力量来言，还是要比丽莎坚强得多，就其追求的理想信念又要比娜达利娅崇高些。

在《前夜》中叶琳娜是通过她与其他人物的关系来进行分析的。屠格涅夫创造的

艺术形象叶琳娜是十分丰满而清晰的。作家描写了她性格形成的社会必然性，在

叙述她成长的环境和过程中，无意间揭示了五十年代贵族社会的特点。通过刻画

把自己的才能浪费在毫无价值的的作品上的唯美主义艺术家苏宾，作者借机批判

了纯艺术论者；而在保加利亚人英沙罗夫的形象中，屠格涅夫似乎在暗示俄国的

英沙罗夫的到来。而这一切都是通过叶琳娜与这些人物日常交往关系的描述来展

示的。

叶琳娜是在一个相对宽容的家庭里，自由自在地独立成长起来的。在母亲多

愁善感而又顺从地忍受着自己的生活处境的影响下，叶琳娜从小就被迫去观察亲

人们之问的相互关系，进而养成了她对周围事物能够进行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周

围众多异性的包围中，叶琳娜一眼就认准了保加利亚的革命家英沙罗夫，并对他

一见钟情。她不顾父母的阻拦，亦不顾舆论的压力，勇敢而坚强的爱上了自己崇

拜的英雄。这种感情分明透露出一种对真理的追求和对崇高理想的憧憬，其实质

已然超越了男欢女爱之情。诚如朱宪生先生所说：“叶琳娜选择英沙罗夫，在某种

意义上说，似乎是解决了俄罗斯最需要什么人的问题，而这，正是叶琳娜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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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国文学史中的巨大意义。"①

小说的转折点在于英沙罗夫的突然病故。这个突然其来的噩耗严峻地考验着

小说的女主人公叶琳娜。这种考验是屠格涅夫笔下的女性第一次所经受到的。即

便如此，坚强的叶琳娜也没有选择退缩，她仍一如既往地忠于对英沙罗夫的爱情，

坚持英沙罗夫的理想。她毅然投身到丈夫未完成的革命事业中去，以实际行动来

完成英沙罗夫的理想信念。叶琳娜极其有力地反映了俄国社会中进步阶层对改变

现实状况的渴望，也深刻地反映了俄国革命所处的气氛，同样也强烈地展示了俄

国进步青年身上的战斗情绪。无怪乎杜勃罗留波夫会把叶琳娜和被他称之为“黑

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的卡杰琳娜相提并论。与同时期的俄国文学作品相比，除

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中的维拉·芭芙洛芙娜外，也很难有可以和

叶琳娜并列的崇高女性形象。

到了六十年代中后期，随着俄国反动势力增强，屠格涅夫仍坚持的西欧派自

由主义立场，使他陷入思想危机，这种危机同时也蔓延到他的艺术创作中。长篇

小说《烟》就是在这种危机下产生的作品。

就《烟》的思想性而言，它既反对反动势力，又反对以赫尔岑、奥加廖夫为

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思想上的危机使得屠格涅夫的艺术感受在一定程度上失

去了以往坚持的现实主义的客观性原则。尽管在小说中他依然批判了反动势力，

但对革命团体的某些歪曲的描写，还是招来广泛的批评声。例如在谷柏廖夫的形

象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作家对奥加廖夫的态度。按照屠格涅夫原本的设想，小说

的男主人公李特维诺夫，是作为巴扎洛夫的继任者出现的。然而事实上，屠格涅

夫笔下的“巴扎洛夫的继承者”并不是巴扎洛夫式的实践者，虽然两者都被作者

安排到农场进行实践活动。

与李特维诺夫一样，在《烟》中的女性形象伊琳娜身上似乎也很少保留着以

往屠格涅夫式的姑娘的特质。伊琳娜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人物形象，从她身上充分

暴露出作家在思想上的矛盾。她原本是一个骄傲而美丽、刚毅而果敢的女子，在

青春激荡、情感洋溢的时代就对李特维诺夫暗生情愫。可是从踏入上流社会那一

刻起，她就被周围充满恶习的环境污染得太深，这种毒害几乎使她全部丧失了原

本善良美好的天性。在依琳娜的身上，我们能够感受到她陷入矛盾的性格冲突中

。朱宪生．论屠格涅夫[M]．香港：香港新世纪出版社，1991。第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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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苦闷。一方面，她即便处在上流社会中也得不到丝毫的幸福，另一方面她又惦

念着上流社会带来的虚伪尊荣；一方面她鄙视并攻击那些上流社会的“死木偶”，

另一方面她自己却又要在显贵面前卑躬屈膝。显然，在《烟》中的女主人公伊琳

娜已经没有前几部小说中出现过的那种女性的崇高的气节，虽然在她身上曾出现

过那种向往美好情感的理想。然而，她也还不完全是一个腐化堕落、庸俗不堪的

女人。因而伊琳娜这个女性形象在揭露批判腐朽的上流社会的意义上，还是具有

一定力量的。

屠格涅夫在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处女地》中，比较详尽地描写了“民粹派到

民间去’’的运动。尽管他充分肯定了涅兹丹诺夫等民粹主义者的正直勇敢，但仍

然不认可他们的事业，并暗示了这种运动失败必然的结局，而且同时还谴责了他

们激烈的斗争方式和个人的性格弱点。在创造女主人公玛利安娜方面，作家回到

了先前所歌颂的崇高的女性形象这一特点上来。玛利安娜被屠格涅夫描绘成一个

坚强、勇敢、追求自由与幸福的女青年。她相信真理，渴望自由生活，憧憬幸福

的未来。她开始是爱上了涅兹丹诺夫，抛弃了一切，决心勇敢地追随着他；后来，

她转而选择了索洛明，相信只有肯“扫一屋"的人，才能“扫天下"。从小说中女

主人公玛利安娜选择爱情对象的变化来看，作者的主观意向起着明显的作用。然

而，就玛利安娜这个女性形象而言，有研究者认为：“虽然就玛利安娜对幸福的追

求和对理想的渴望的程度来说，并不比叶琳娜逊色多少，但作为艺术形象，她却

显然没有前几位女性那样鲜明感人。这是由于屠格涅夫渐进主义的立场使其捕捉

社会发展迹象的艺术敏感力减退，再加上他多年漂流在外，这些弱点都反映到作

品的艺术形象的具体创造中来。’’不过，也有人觉得在玛利安娜这个人物身上还

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卢那察尔斯基就曾经指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玛利安娜始

终是一个最好的女性典型，是整个俄罗斯文学的天空上一颗最明亮的巨星。"④例

如，在小说中体现出了她的公民激情与自我牺牲精神。面对他人的不理解，她说：

“我要说不幸——并不是我自己的不幸，我有时好像觉得我是替全俄国受压迫的

人，贫苦的人受苦⋯⋯不， 不是在受苦，我是替他们生气，——替他们不平⋯⋯

我准备为他们⋯⋯牺牲我的生命。”的确，玛利安娜果敢的气魄足以让须眉男儿钦

佩不已。因而，我想她的艺术魅力并不会比前几位女性形象逊色多少。

。[苏]卢那察尔斯基．论俄罗斯古典作家[M]．蒋路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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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屠格涅夫作品中女性形象的类型

1、对立的少女与少妇

众所周知，在屠格涅夫的笔下，纯情的少女似乎是其作品的标志。可是我们

也不能忽视他笔下那些别有韵味的少妇形象。从某种角度上说，屠格涅夫的整个

创作，其实就是一首女性的赞歌。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这些“屠格涅夫家”的

少女与少妇，虽然都是屠格涅夫用心耕耘而收获的果实，但其文学命运却截然不

同：屠格涅夫笔下的少女们，洋溢着真、善、美等人性中的闪光点，是历代的评

论家和热心的读者所赞赏和推崇的；而那些少妇形象，则远没有那么幸运了。许

多评论家对她们都讳莫如深，即便偶尔提及也大多是作为少女们的对立面而加以

谴责。以至于这样一群少妇形象湮没于文学历史的长河之中。的确，屠格涅夫善

以诗意的笔触，揭示少女们美妙的灵魂。在他的作品中，出现了不少的“有者黄

金般的心肠、天使般品质”∞的贵族少女，作者称之为“有教养阶层中的少数人”。

作者把她们塑造成无论是道德品质，还是爱情的态度方面，都是完美无瑕的天使。

她们不但严以律已，宽以待人，而且充满了自我牺牲的精神。她们愿意牺牲家产

乃至社会地位，如娜塔利娅(《罗亭》)；可以牺牲国籍甚至性命，如叶琳娜《前

夜》。如果说这些自我牺牲还有一定的条件，即换取理想中美妙的爱情，那么，

一旦这种爱情与她们的感情发生矛盾时，就连神圣的爱情也不吝出让了，诸如丽

莎(《贵族之家》)、伊琳娜(《烟》)。她们以此来维护作为上流社会的贵族

尊严。而屠格涅夫笔下的少妇们，则恰恰与少女形象相反，她们蔑视少女们以自

我牺牲为代价的道德观念，反而崇尚以自我为中心的享乐主义。她们无视上层社

会所谓的道德规范，而充分享受尘世的声色之乐；她们不愿做表面宁静的“女神”

而甘为内心骚动的女巫。在道德修养上，屠格涅夫把少女们视为圣女，其精神境

界因而往往要远远高于她们选择的对象；而少妇们则似乎注定是不祥的妖女，其

精神境界甚至还比不上其原本就不高尚的情人们。正因如此，也就难怪那些充满

社会责任心和道德感的评论家们，要歌颂纯情的少女而谴责妖艳的少妇们了。屠

格涅夫对待他的两组女性群体的态度似乎流露出作者爱情观中爱与性的困惑。

∞刘绿宇．论“屠格涅夫家族”的少女与少妇们形象EJ3．外国文学研究，1999，02，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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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览屠格涅夫的小说创作不难看出，尽管屠格涅夫在少女身上寄托了无限柔

情，不惜把一切神圣的戈环都赋予她韩j，诸妞美丽、圣洁、温柔、多请、无私奉

献等等，但这些少女在人生道路上，却往往并没有好的结局。被她们看得高于一

切的爱情生活，更多的是以凄惨的悲剧而告终。相比之下，那些少妇们虽然被作

者贴上了冷酷、自私、妖冶、放荡等诺多_并不光彩箭标签，但她们鄯活得异常洒

脱、惬意。她们稳操情场胜券，牢牢掌握着对情人的生杀大权。这种少女、少妇

的爱情悲喜剧，同样饱含着作者对爱与性的困惑，更透露出作者浓浓的爱情宿命

论思想。

2、冲突的理想与现实

法捷耶夫曾经说过：“屠格涅夫对女性的过分崇拜，他那些妇女形象，尤其是

少女形象曾使更为严谨、更注重于七情六欲的现实主义者托尔斯泰感到恼火。但

屠格涅夫的理想化具有自己的魅力、不同寻常的美，它有着自己的真实。我倒认

为，在我们的时代，对青春的女性美的这种描写手法恰恰是我们文学所缺少的，

我们的文学过于自然主义化、过于接近尘世了。有关这种理想的描写，正是我们

青年人所需要的，因为他们向往这种生活。”∞

屠格涅夫的作品尤其是其六部长篇小说被视为19世纪俄国社会生活的一部

真实而生动的艺术编年史，对现代读者仍有极大的认识价值，不仅如此，他笔下

那些纯洁无邪、执着顽强的少女形象迄今仍在继续发挥着陶冶人性、净化灵魂的

社会效果。按理说，时代的进_步、现实生活的改变，人们的艺术审美观也会随之

而改变，然而屠格涅夫塑造的那些栩栩如生的少女形象却似乎具有永恒的魅力。

如果蜕，现代的读者阅读屠格涅夫的小说时，可以相当冷漠她毫{}拆罗搴、拉礴列

茨基这些“多余人"的形象，十分客观地评价虚无主义翥巴扎洛夫、民粹主义者

涅日丹诺夫的话，那么，当他们接触到娜达利娅、丽莎、叶琳娜、玛利安娜这些

少女形象时，就无法将她们完全视椎历史的陈迹两无动予衰。这些艺术慰象不仅

能拨动读者记忆的琴弦，重温旧时的梦想、感受青春岁月带来的冲击，而且还能

激励人们对真善美的进～步追求，憧憬着未来更美好的生活。

这刘瘫是什么缘故睨?有的研究者认为，其串一个重要筑原因就奁子：“屠格

①朱宪生．论屠格涅夹[M]．香港：香港新世纪出版，1991，第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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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夫塑造这几个艺术形象时，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调上涂上了浓重的理想色

彩。她们是现实和理想结合的产物，而这种理想直到现在还在为人们所珍惜、所

追求。"④杜勃罗留波夫早就指出，叶琳娜是“理想的人物，但是她的特征是我们

所熟悉的，我们理解她，而且同情她”。圆杜氏的这个评价是针对《前夜》中的叶

琳娜而发的，但我们认为，它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罗亭》中的娜达利娅、《贵

族之家》中的丽莎以及《处女地》中的玛利安娜。无论是娜达利娅和丽莎，还是

叶琳娜和玛利安娜，都真实地体现了俄国当时特定环境下青年一代的觉醒和追求，

因此她们是现实的，但是作为具体的艺术形象，却又明显带着理想主义的色彩。

如果说，巴尔扎克描写人物是照他“所看到那样去写”、乔治·桑是描写她“想要

看到的样子"，那么，屠格涅夫在塑造这几个少女形象时，走的却是兼而有之的路

子：他根据俄国“社会中正在发展的成分”创造出了理想人物。④

首先，屠格涅夫站在理想的高度来认识俄罗斯妇女的历史命运，他捕捉到萌

动于社会现实中的新思想、新要求、新变动，继而把这种改造社会的希望传达到

俄罗斯女性的身上。索洛明曾对玛利安娜说过：“如今你们，你们全体俄国女人，

已经比我们男人更能干，更高强。’’④这实际上是反映了屠格涅夫自身的判断和愿

望。由于屠格涅夫对俄罗斯女性的过分崇拜与偏爱，因而他笔下这几个少女都被

塑造成完美的代表。当娜达利娅对罗亭做出道义上的判决之后，罗亭也不得不承

认“她是一个特异的女孩子"；在《前夜》中，苏宾曾反复赞叹叶琳娜是一个“不

可思议的人"。小说中这些异性们的评论，在侧面也反映了她们的与众不同、超群

脱俗。她们不仅超越了堂堂须眉，甚至还胜过她们的“引路人”，同时还把整个落

后的社会抛在脑后。这些少女不仅天资聪颖而且坚强果敢，为了追求理想的实现，

不惧自我牺牲。娜达利娅就对罗亭说过：“请相信我，女人不单能够理解自我牺牲，

并且她也能牺牲自己。”@我们姑且不论娜达利娅为争取爱情自由而与母亲分庭抗

礼的决心，且不说叶琳娜、玛利安娜抛弃优裕的物质生活弃家投身事业的壮举，

即使《贵族之家》中的丽莎，哪怕她遁入空门的做法是消极的、走投无路的一步，

但却有力地表明了她忠于自己信念而做出的巨大牺牲。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自

①【俄】屠格涅犬．前夜【M】．石枕川译．译林出版社，1998，译序部分．

@高上风编译．屠格涅犬论【M】．辽宁：辽宁人民出版{}，1986，第41页．

@【俄】屠格涅夫．前夜[烛】。石枕川译．译林】}}；版社，1998，译序部分．

国【俄】屠格涅夫．屠格涅人义集【M】．第pq卷．巴金译．北京：人民文学fH版社，2001，第451页．

@【俄】屠格涅夫．屠格涅天文集【M】．第一二卷．磊然译．北京：人民文学{lj版社，2001，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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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牺牲比之弃家跟随爱人去“天边、地极”的叶琳娜更为沉重。因为丽莎不单是

离开了家庭，而且还有整个社会。其中包括鑫己爱恋镌意专人’她{{】韵愚想和品格，

使她们成为当时出类拔萃的女性，这些艺术形象是典型的，但并不普遍，她们是

现实的，但同时又是理想的。之所以说“现实的’’，是因为在她们身上反映了俄国

青年一代的觉醒和追求，是当时现实生活中正在出现和可能出现的性格；之所以

说“理想的"，是因为这些形象毕竟浓重地体现了作家对俄罗斯妇女的希望和寄托。

因此在具体塑造这几个少女形象时，不同程度地受到作家“想要看到的样子"的

影确。如果说屠格涅夫对待男主人公罗亨、拉南殉茨基、涅日丹诺夫乃至英沙罗

夫的态度，多少还保持着客观评判者的立场，哀叹中夹杂着惋惜，反映出了又爱

又憎的矛盾心理，那么他对待上述四个少女形象则完全倾注了满腔的同情和颂扬。

其次，不少研究者都曾指出，屠格涅夫笔下的少女形象是以理想称胜的。这

是十分精辟的见地。这些令人倾倒的艺术形象并不是美在外表，在《罗亭》中长

得漂亮的并不是“初眼看来也许不觉得可爱"的娜达利娅，而是“端正的梁骨、

傲微拱起的鼻子便尽足令所有男子神魂颠倒”的黎宾娜；《贵族之家》里美貌的是

拉甫列茨基的妻子瓦尔瓦拉，而不是丽莎；《处女地》中的玛利安娜“跟她的舅母

相比，几乎可以说是一个不好看的姑娘"，至于《前夜》中叶琳娜的肖像画也并非

那么十全十美，然而这些形象却以崇高的理想、以独特的内心美深深地打动了读

者的心。她们内在性格的展开大多是通过爱情描写来实现的。那么，屠格涅夫笔

下迷人的诗一般的爱情到底是什么样的爱情呢?杜勃罗留波夫指出，屠格涅夫“是

纯洁的。理想的女性之爱的歌唱家”。是的，这位爱情歌手所赞美的确实是一种理

想的爱情。在这里，爱情这一“永恒主题"得到了发展和升华。屠格涅夫笔下的

爱情显然已经超出了普通的男女之爱，而是以思想的结合为前提和基础。爱情几

乎无一例外的成为女主人公换取社会独立地位的筹码，它与信念、事业共存亡。

在这里，客观条件诸如外貌、门第、年龄甚至国籍都不起任何作用。罗亭长得并

不出众．出身也较低微，但娜达利娅却由于他极力宣传的理想和追求而毫无顾忌

地爱上了他；拉甫列茨基的年龄也比丽莎大得多，是她姑妈眼里的老男人，然而

拨动丽莎心弦的是他个人生活的悲剧以及他们对艺术生活上的共同追求；叶琳娜

为了实现“真J下的善的渴望"的理想，选择了不顾一切的爱上保加利亚的爱国者

英沙罗夫的道路；至于玛利安娜爱上涅日丹诺夫，则主要是两入都祟尚把理想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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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实践。这种纯洁而高尚的女性之爱，把纯真的爱情与社会理想的实现完全溶合

在一起，理想上的结合成了爱情的基石，而这正是多少年来人们追求的理想的完

美爱情。即使到了现在，也仍然对人们具有极大的魅力。

最后，屠格涅夫笔下的少女形象正是通过这“理想爱情”的炼狱，在心理的、

社会的现实冲突中展示了被作家理想化的性格。我们这里谈到的理想化，是指用

理智去预见某一性格即将出现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是植根于现实土壤上的。

它既不是对现实的歪曲反映，也不是对现实的完全复制。屠格涅夫通过诗意的艺

术手法来达到这种理想化效果的。他在给路·皮希的信中写道：“德国人写作时是

会犯两个错误：不够合情合理以及对现实进行糟糕的理想化。其实只要写出全部朴

素和清章来，理想的东西也就随手而得。’’①由此不难发现，屠格涅夫是认为追求

朴素和诗意就能产生理想化的效果。事实诚然如此，屠格涅夫小说里的少女们并

没有干出惊天地泣鬼神的成就来，她们也不过如普通人一样在生活，希望获取独

立思考的空间和追求自由的爱情而已，即使像《处女地》中的玛利安娜，她在弃

家出走“到民间去”之后，也并没有做出任何伟大的事业，似乎反倒成了一个旁

观者。因而，屠格涅夫是向往如同散文一样朴实而自然的生活、思考、恋爱。

3、两性间的对立

在19世纪早期，充满阳刚之气的男性英雄形象颇受俄国作家们的青睐，如《伊

戈尔远征记》中的基辅大公，普希金1 1-_尉的女儿》中的普加乔夫⋯⋯他们尽管

有着性格方面的缺陷，但却都凭借着自己对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敢于直面现实

的勇气，在俄国文学的人物画廊上占有一席之地。在那个时代，作家们笔下的男

性形象向来都是作品的中心。他们的存在表明了在男性话语权的世界里，男性是

时代的主宰，而男性的风采则是时代精神的象征，女性只不过是男性形象生活中

的一个小陪衬，一个简要的说明。但这种情况到了19世纪中叶发生了改变，屠格

涅夫无疑是掀起这股浪潮的骨干力量。在他的作品中描写了众多意志坚定、执着

追求理想的女性形象和性格懦弱、意志薄弱的男性形象。在屠格涅夫所塑造的人

物画廊中，女性形象反而因其纯洁美好的性格特征而占据作品的中心位置，而男

性却成为了时代的“多余人”。这一特征在他的长篇小说《罗亭》和《贵族之家》

。[俄J爝格涅夫．前夜[M]．,,i石枕)ilit-．译林出版社，1998，译序部分．

16



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第一章屠格涅夫塑造的女性形象

中尤为明显。人称“无政府王子"的彼特·克鲁泡特金在《俄国文学的理想和现

实》一文中评论屠格涅夫的创作时曾说过：“爱情是他的全部长篇小说的最主要的

主题，它的充分发展的时刻也就是它的主人公⋯⋯充分地显露自己的时刻。这个

伟大的诗人知道，一个人类的典型不是仅以那个人日常所从事的工作能表现出他

的特点一一虽然这个工作也许是重要的一一更不是滔滔不绝的言语所能表现

的。⋯⋯正是在爱情活动中，人类的性情才表现得充分，表现出它的个性特色。"

①在这两部作品中，爱情再次成为对男主人公的现实考验。通过描述男主人公的爱

情生活，生动地刻画了他们那种优柔寡断、意志薄弱的软弱性格，同时也揭示了

社会变革时期男性形象因其追求的目标与现实的分离而丧失残存的毅力与决心。

他们俨然已经不再能够承担起改造社会的历史使命，从而彻底沦为爱情生活中的

失败者、现实生活中的多余人。而在与男主人公的爱情纠葛中，女性往往表现出

了更加坚定信念的意志与执着追求的精神，尤其是在关乎爱情存亡的紧要关头表

现得尤为突出。这也从侧面反衬出男主人公软弱的性格弱点。娜塔利娅、丽莎正

由于其光彩照入的性格魅力而成为屠格涅夫作品的闪光点。两性间的不对等是屠

格涅夫创作上一个重要的特点。

罗亭在批判了毕加索夫等人的庸俗空虚的消极言论的同时，也深深吸引了娜

塔利娅，并俘获了她的芳心。然而，罗亭仅仅停留在高谈阔论的空洞理论上，却

不会将自己的过人才华运用到现实斗争中去，而且一遇到实际问题，他便完全失

去主张，最终落得一事无成的境地。在和娜塔利娅的爱情受到娜塔利娅的母亲反

对时，他便不知所措的说道：“咱们怎么办?当然只有屈服。”②最后，他屈服于传

统习俗的压力之下，与爱情失之交臂，错过了娜达利娅以至于后悔终生。在他看

来，得不到父母承认的私奔行为是不道德的。因而，他主动放弃了原本属于他的

爱情。他不能忍受娜塔利娅为了他与自己的家庭决裂，更不能做出与娜塔利娅私

奔的疯狂举动。由于虚伪的传统道德观念，以及微弱的自身力量，使得他对与娜

塔利娅的纯洁的爱情产生了莫名的罪恶感。他亲手把这段纯洁而美好的爱情扼杀

在摇篮之中。罗亭正因为对这段恋爱的态度而被戏称为“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

子’’。

对待同样一份爱情，娜达利娅的态度与罗亭却截然不同。虽然她本是一位端

毋刘爱琳．论屠格涅夫作品中两性形象系列的差异[J]．吉林师范人学学报，2004，06，第64页．

。[俄]屠格涅夫．罗亭[M]．陆蠡译．北京：人民文学ffj版社，1983，第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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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纯洁的贵族少女，但她敢于选择爱，也勇于放弃爱。她爱罗亭的聪明和才华，

因为是罗亭唤起了她尘封已久的对生活的热情，连同对理想爱情的渴求。她对罗

亭的爱是无私的，没有掺杂任何世俗的成分。当她母亲因为罗亭的贫穷、没有贵

族身份而宣称：宁愿看到自己的女儿死掉，也不让娜塔利娅做罗亭的妻子时，她

却坚决地回答说：“我宁死也不嫁给旁人。"∞而当罗亭在世俗的阻力面前选择逃避

时，她不无伤心的指责到：“我伤心的是我错认了您⋯⋯屈服!原来您就实像这样

来实践您所高谈阔论的什么自由呀，牺牲呀⋯⋯”圆她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罗亭的懦

弱，并鄙夷了他的言行不一。就连罗亭自己也认为娜塔利娅是个“奇特”的女子，

赞叹她身上有着“多么坚强的意志力”，“在她的面前，我是多么可怜啊!’’③

拉甫列茨基与罗亭不同，他不像罗亭那样热衷于参加课外活动，迷恋于宣传

革命思想，而是把自己全部的心思用在学习科学知识上，试图引领俄国社会走科

技强国之路。他反对空谈、崇尚实际的言论赢得了丽莎的热烈响应和积极支持，

也博得了丽莎的好感。可是他的婚姻生活却是非常不幸。在和妻子瓦尔瓦拉关系

破裂后，他便心灰意冷地逃回到俄国，几乎完全丧失了对生活的热情。然而丽莎

的爱情使他重新燃起对生活的激情与希望。可是，如罗亭一般，他在世俗的道德

观念的压力下，选择了退却。他无奈的放弃了与丽莎朦胧而美好的爱情，回到了

妻子女儿身边，虽然维护了自己负责任的好男人形象，却不得不继续忍受着那没

有情爱和没有任何希望的生活。尽管他也曾私底下告诫过丽莎，要冲破习俗去追

求自己的幸福，不要为了顺从母亲的意愿而嫁给一个没有感情的人，如潘辛。可

他自己却不能走出传统门槛的束缚。在他潜意识里，门第观念和封建伦理道德依

然显现出了强大的力量，而其微弱的自身力量根本不足已支撑他做出独立的选择。

一旦遇到矛盾的现实，他便无条件的屈服于根深蒂固的传统习俗的压力。他无力

抵抗习俗的压力，亦无心冲破束缚，最后只好听从于命运的安排。这正应了黑格

尔所说的名言：“人真正应该害怕的并非外界的力量极其压迫，而是伦理的力量。

伦理的力量是人对自己的自由理性的一种规定，同时又是永恒和不可侵犯的东

西。”与罗亭遇到的来自外部的阻力不同，拉甫列茨基的阻力却完全来自于他自己

的内心。小说结尾处，已是老年的拉甫列茨基不无感慨地发出这样的悲叹：“欢迎

。D【俄】脂格涅夫．罗亭fM】，陆蠡译．北京：人民文学iB版社，1983，第107页．
圆同卜．．

圆【俄】堵格涅夫．罗亭【M】．陆蠡译．北京：人民文学：l{版社，1983，第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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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寂寞的老年!燃尽吧，无用的生命!"@爱情的失败，造就了他内心的孤独，

徒增了绝对入生和前途懿悲观绝望鹩情绪，生活对能恧吉．己然失去了意义，罗

亭与拉甫列茨基两人身上的弱点代表着俄国那个时代的贵族知识分子身上的共同

弱点。具有明显的艺术与社会的典型性。高尔基就谈论过：“屠格涅夫把四十年代

至五十年代许多俄匡贵族的生活秘冒险，就在罗亭身上显现崮来，”国

然而，丽莎无论是在道德上还是在精神气质上都要比拉甫列茨基来得高尚。

与娜塔利娅一样，她同样被男主人公怀有的崇高的使命感和美好的理想所吸引，

并且强烈的同情心促使她深深地同情男主入公不幸的生活。她放任自己与拉甫列

茨基的日益滋长的情愫，并在内心渴望着这份美好的爱情。当拉甫列茨基在传统

道德矛盾中挣扎后进择退却的时候，她伤心地放弃了这段跨越年龄界限的爱情，

最后通入空}1，做了一名修女。在她看来，只有在宗教世界里，才能洗清自身的

罪孽，寻求到了一丝内心的安宁。在许多年以后，当拉甫列茨基在修道院里遇见

她时的情景便可证明这一点：“她迈着修女的均匀、急促而又平静的脚步走了过

去⋯⋯并没有望他一眼；只是朝着饱这一边的话受睛地睫毛几乎不可察觉地颤抖了

一下，她的瘦削的脸更低垂，她那绕着念珠的手指，也互相握得更紧了。”@通过

对丽莎此时的外貌与神态描写，读者不难察觉她内心的苦痛，说明爱情对她造成

的伤害罡口便是时间也难以完全治愈-

在屠格涅夫的作品中，男女主人公的这种性格差异，间接的表明了屠格涅夫

的哲学思想和美学观点。“屠格捏夫怀有浓厚的悲情意识，以至于在他的爱情故事

里，暗藏着人的无穷渴望与人生永远找不到的意义。他的爱情故事大多以悲剧收

场，凸显了作者对男性社会整体上的失望，也是他这种悲观情绪的反映。屠格涅

夫创造的女性形象，包括对两性关系的描写，都表明作家这样的观点：妇女比男

人意志更坚强，富有朝气与激情，渴望并敢于追求真诚的两性之爱。”眵盘D《阿霞》、

《春潮》等，女主人公阿霞与杰玛的形象让人印象深刻，而男性形象的N先生以

及萨宁则早已被读者遗忘。在小说《罗亭》里，罗亭虽擅长言辞，却不善于生活；

他的美妙的语言缺乏行动的强有力佐证。这主要表现在罗亭与娜塔利娅的关系上。

虽然他唤醒了娜塔利娅去追求自由的生活，但是在决定爱情命运的紧要关头却建

峦臻叼羼格涅关．馐格涅犬文鬃洳!．第二卷．磊然-i罩．托衷：入民文擎沌瓶耗，20∞，第3t盒页．

函[苏]高尔基俄国文学史[M]．缪灵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l 979，第296页，

@[俄]屠格涅夫．屠格涅夫文第[M]．第_二卷．磊髂泽．北京：人民文学fl：版社，2001，第349页．

畋U爱琳．论屠格涅丈作品中两性形象系列的差乒[J]．吉林师范人学学报，2004，06，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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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她向自己的母亲屈服。以至娜塔利娅气愤地对他说：“我来找您拿主意，而且是

在这样紧要的关头，可您的第一句话就是：屈服⋯⋯屈服!原来您就是这样来实

践您的那套关于自由，关于牺牲的议论运用到实践中来的⋯⋯”“她的声音哽住

了⋯⋯"④屠格涅夫通过娜塔利娅之口揭露了男主人公的胆小怯懦。罗亭在娜达利

娅走后，就意识到她的指责是正确的：“难道我已经不能再感到爱情了么?这么说，

这一切只好这样结束了!和她相比，我是多么可怜和渺小啊!"。圆正是由于娜塔利

娅的质问，才使得罗亭认识到自身的弱点——缺乏实践精神。在娜塔利娅勇敢不

惧的显微镜下，罗亭胆小怯懦的性格缺陷被无限放大，两者形成极其鲜明的对比。

①[俄]屠格涅夫．屠格涅大文集[M]．第二卷．磊然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第104页．
@同．卜，第105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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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屠格涅夫笔下女性形象的社会性

第一节性格与环境决定命运

1、阿霞之悲

屠格涅夫曾经说过：“我写阿霞时非常激动，我差不多是含着眼泪写的。”①在

中篇小说《阿霞》里，屠格涅夫刻画了一个大自然的女儿，她向往自由美满的生

活，追求理想中完美的恋人。这样一个充满野性的年轻少女，最终还是逃不开爱

情的魔咒。她被爱情的甜蜜迷惑过，同样也品尝到了爱情的苦涩。失恋的结局并

不可悲，可恨的是她如火般地热烈爱情仍无法唤醒男主人公的幡然醒悟。小说的

悲剧性意义也正在于此。阿霞的热情大胆强烈地刺激着N先生的瞻前顾后。两者

截然不同的性格在小说的艺术效果上形成巨大的反差。俄国著名文学评论家车尔

尼雪夫斯基读过《阿霞》后，就发表了有名的文学评论文章《约会中的俄国人》。

在文章里，车尔尼雪夫斯基集中突出了男女主人公在对待爱情方面上的态度。在

看到N先生无情地拒绝阿霞纯洁的爱情告白时，他再也无法忽略这种冷漠态度了，

终于忍不住的拍案叫道：“这是什么意思?她有什么过错?莫非是因为把他看作体

面地人?难道是她来同他幽会这件事会损害了他的名誉?真是莫名其妙!她那苍

白的脸上的一笑一颦都表明她在等待由他的话决定她的命运，她已经义无反顾地

以心相许，如今只等待昕他说出他接受她的心，接受她的生命。可是他却斥责她，

说她损害了他的名誉!这是多么荒唐的残酷!这是多么卑鄙的粗暴!就是这么一

个卑鄙之徒还一直自诩是高尚的人呢!"②‘‘N先生无论如何也不知道他该如何对待

阿霞，当要求他做出勇敢的决断时，简直勃然大怒起来，这对阿霞能有很大不幸

吗?我们不知道这对阿霞有多大的不幸。第一个想法是：这给她造成的不幸微乎

其微；相反，应谢天谢地，幸而为时不晚，我们的罗密欧性格上糟糕透顶的软弱

无力使姑娘立刻离开了他。阿霞伤心几个礼拜，几个月，就会忘掉一切，还可以

产生新的感情，而新的感情的对象将会是配得上她的。但是，不幸恰恰在于她未

必能遇上更加配得上她的人；我们的罗密欧和阿霞的关系具有的可能的喜剧性在

。引自1858年春天屠格涅夫写给列夫·托尔斯泰的私人信件．

。高文风编译．屠格涅夫论[M]．辽宁：辽宁人民ilj版社，1986，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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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我们的罗密欧千真万确是我们社会的优秀人士之一，在于在我们这里几乎再

没有比他更优秀的人。只有当阿霞同其他人一样，在未出现把言语变成事实的要

求之前也局限于美妙动听的高谈阔论，而这种要求一旦出现，也和大家一样噤若

寒蝉，束手旁观的时候——只有到这种时候，阿霞才会满意她对人们的关系。至

于当前，一开始每个人自然都会说，这位姑娘非常可爱，心地高尚，性格异常坚

强有力，总之，是一位令人不能不爱，不能不敬的姑娘；但是，这一切只是在阿

霞的性格，仅仅表现在言语之上，人们只是在猜想她能做出高尚而果敢的行为的

情况下才说说而已；只要她刚刚迈出人们认为按其性格是意料之中的第一步时，

那么立即有成百上千个声音大喊大叫：‘算了吧，这怎么行呢，这是发疯!约一个

年轻人相会!她这是在毁掉自己，毫无益处地毁灭自己!要知道，什么结果也得

不到，除了丧失名誉，她绝对得不到任何东西。怎么能这样愚蠢地拿自己冒险呢?’

——‘拿自己冒险?这倒不算什么了’，另一些人补充说。‘她愿意拿自己怎么办，

随她的便好了，可是为什么要给别人添麻烦?她把这个可怜的年轻人置于什么境

地了?难道他能想到她把他引导得这么远吗?她这样缺少理智，现在让他怎么

办?他若是随着她走，势必毁掉自己；如果他拒绝，就会被人唤作胆小鬼，连他

本人都将蔑视自己。我不晓得，把一些看来并未犯有荒唐行为儿贻人口实的人置

于类似的尴尬境地，这是否称得上高贵。不，这不能算是高贵。可是那可怜的哥

哥呢?他扮演什么角色?妹妹给他奉上的是什么苦果?他整整一生也消化不掉这

颗苦果。没什么可说的，真该感谢亲爱的小妹妹!我不争辩。这一切听上去都非

常动听——又是高尚的抱负，又是自我牺牲，还有天知道是什么好东西，不过，

我只想说一点：我可不希望给阿霞当哥哥。我还可以多一句：我若处在她哥哥的

地位，就一定把她锁在她的房间里，关上半年。为了她本人的利益，必须关押她。

请看啊，她沉醉在高尚的情感中；可是别人却要饱尝她煎熬的苦药，叫他们作何

感想呢?不，我不能把她的行为，她的性格称作为高贵的，因为不能把那些轻率

而无礼地损害他人的人称为高贵的人。’共同的喊声可以用老谋深算的人们的这种

议论来加以解释。尽管有些含羞带怯，我们却不得不承认，这些议论，我们觉得

有根据的。实际上，阿霞不仅损害了自己，而且坑害了所有不幸同沾亲带故或者

有机会同她接近的人；而对那种出于一己之私而损害自己的所有亲朋好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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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不予以谴责。’’①常言道：唾沫都能淹死人。仿佛众人的指责，完全是有

道理。这在侧面也反映出了当时社会环境下，人们的思想所遭受的禁锢。他们不

能够理解也无法理解阿霞勇敢地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的疯狂行为。阿霞对理想爱

情的追求在那种社会条件下，是很难实现的。她对爱情采取积极主动进攻的方式，

与周围的传统世俗观念是格格不入的。阿霞坚决果断的个性使得她敢于追求爱情，

也能够承受爱情所带来的痛苦。阿霞的性格让她不会采取妥协的方式来解决由爱

情而引发的难题，而当时的社会环境又无疑埋葬了她挽回爱情的可能性。毫无疑

问，正是阿霞的性格因素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的影响扼杀了她与N先生之间的爱情。

即便她遇见的不是N先生，她也难逃这种爱情悲剧的命运。因为N先生只不过是

那个时代的男性的一个代表而已，在他身上是具有典型环境下的典型性格特征的。

唯一能够摆脱爱情的烦恼就是选择不要去爱。可这又不符合阿霞的个性。她是那

么渴望自由，渴望独立的。不管是在思想上，还是在爱情生活上，她都希望按照

自己的心来进行选择。假如她不是那么的积极热情，不那么勇敢大方地话，她的

爱情就可能会悄悄地来临。而正是她性格上的特点，吓跑了她的爱情鸟。因而，

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她的爱情悲剧是她的性格与社会环境共同决定的，这种爱情注

定了只有失败的命运。因为在当时的俄国土地上，尚未培育出敢于接受叶琳娜爱

情的英沙罗夫式的英雄人物。屠格涅夫正是通过描述这种男女主人公追求爱情的

过程，来揭示男主人公懦弱的性格，以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会大声呵斥N先生缺

乏“捅破那层窗户纸”的勇气，从而赞赏阿霞坚强的性格力量。

2、从帕拉莎到玛利安娜之旅

从帕拉莎到玛利安娜，屠格涅夫就在其作品中创造出一系列动人的女性形象。

她们是作者人物画廊中熠熠闪光的浮雕，是作家艺术成就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

在这些动人的女性形象身上，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屠格涅夫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

社会的烙印。

首先，我们从她们的爱情方面入手分析。她们追求的爱情固然是真挚纯洁，

却并非是一种超尘脱俗、超越社会与历史的情感。它们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孕

育而生的，承载着一定的社会理想与希望寄托。帕拉莎之于维克托，阿霞之于N

。高文风编译．屠格涅犬论[M]．辽宁：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第15一一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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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娜塔利娅之于罗亭，丽莎之于拉甫列茨基，叶琳娜之于英沙罗夫，伊琳娜

之子李特维诺夫，甚至是玛丽安娜之于索洛明，他们的爱情无不体现了作者有意

追求的社会理想。他们的爱情是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甚至可以这样说，是社会

需要他1'fin种爱情的刺激，寄希望于通过他们的爱情来激起平静的社会湖面上的

阵阵涟漪，而不至于使得社会仍然沉浸得像一潭死水。诚然，在屠格涅夫那时所

处的时代，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再加上历史的禁锢，俄罗斯妇女几乎无法从事有

意义的社会活动。因此，人们不能把她们摆在普加侨夫的位置而对她们进行讴歌。

正是因为这种社会历史条件的不足，使得屠格涅夫只能通过她们对待爱情的态度

的这种手段来刻画她们的性格，塑造作者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形象，从而表达出自

己希望改变社会现状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说，我们不得不佩服作家高超的艺术

技巧及其艺术敏感力。他的眼睛告诉了他的心：社会正迫切需要改变，而我们的

英雄在哪里?带着这样的疑问，屠格涅夫在其艺术创作中试图找到答案。由于怀

着浓浓的社会情结，作家在其作品中塑造出来的人物就很难再超脱出社会的范畴，

因而，无论是帕拉莎还是玛丽安娜，在她们身上都可以找到社会的影子。所以说，

屠格涅夫把这些女性形象看成是“应该如此"的理想人物，是作者“理想女性的

歌唱家"的产物。

其次，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屠格涅夫又是一个卓越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忠于

生活，更忠于自己的艺术感受。在自己的作品里，他既以高超的艺术技巧创造了

充满理想色彩的女性形象，又以深刻地现实主义笔触描绘出许多性格懦弱的青年。

他按照自己的价值观来给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蒙上理想的面纱，又尊重生活的本来

面目来再现生活。社会生活本身发展的规律是这样真实地反映在他的作品里。因

而在他的作品中体现了高度的艺术性和社会性。当然，这种艺术性和社会性是存

在矛盾，它们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够达到和谐统一的。因为一个作家因为自身的世

界观，总会不自觉地站在特定的立场和角度去反映生活。任何作家要做到绝对忠

于生活现实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理想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作家就容易产生一种

偏见，并把它表现在自己的作品中。屠格涅夫在描写爱情，塑造他的女性形象时

也是如此。一方面，屠格涅夫以自己非凡的艺术手法来描绘爱情的纯洁而美丽，

具有理想主义色彩，让读者憧憬不己；另一方面，他又以现实主义作家的敏锐，

把爱情置于社会和历史的前面，超越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渐进．规律，使得爱情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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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的土壤当中开花结果。他明明知道在罗亭的年代是不会有英沙罗夫出现的，

却还要让自己笔下的男主人公接受英沙罗夫式的挑战。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

是屠格涅夫自己把娜塔利娅的爱情给葬送了。因为罗亭根本无法承担起超越自己

那个时代的历史使命。他与娜塔利娅的爱情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它们茁壮成长的

乐土。因此，他们的爱情注定了要接受失败的命运。同样的爱情悲慰在丽莎与拉

甫列茨基身上上演了。这也许是屠格涅夫艺术创作的需要。在他看来，小说中男

女主人公的爱情悲剧，更能激起读者们的同情。更何况，他通过女主人公的爱情

命运以及对男主人们的拷问，生动雨真实妁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现状。男主入公错j

对爱情持拒绝的态度，表明了俄国社会仍然需要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寻找真正

能够解救它的英雄。阿霞们的爱情无疑是自白付出了，因为社会无法承载这种自

我牺牲。她们的爱情丘比特之箭被社会颦硬的盾牌无情维挡在了i'3#I-。

最后，从艺术创造的角度来说，屠格涅夫赋予了女性更多的社会内容，她们

承担着更多的历史使命。在作家看来，无论是帕拉莎还是阿霞，不论是娜塔利娅

还是丽莎，她们都代表着俄国社会、代表着未来。以及后来的叶琳娜、玛丽安娜，

莫不如此。她们利用爱情来对男主人公进行间接抑或直接的考验，在那一刻，她

们仿佛就是上帝派下凡间的天使，扮演审判者的角色。站在某种角度上来看，她

们选择爱情对象并非是为了自身的幸福生活，而是为了整个俄国社会的未来。她

们选择的不是人生中的另一半，而是在寻找那个拯救社会的英雄。在俄国农奴制

废除前后，屠格涅夫就隐隐地感觉到社会生活中需要“新人"，只是连他自己也说

不清社会想找的“新入”到底长成什么模样的。因此，他的创作过程也是一个寻

找探索的过程。而他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则继续在里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直到真

正的英雄出现。总而言之，屠格涅夫笔下的女性形象大多具有浓厚的社会色彩，

她们性格的形成以及对爱情的追求都被提到了社会的层面上。在这种情况下，作

家运用相当完美的艺术形式，以现实主义笔调生动而真实的再现了社会现实。在

他的笔下，不管是N先生还是萨宁，抑或是罗亭还是拉甫列茨基，都具有一定的

社会典型意义。正是由于这种社会典型意义，使得他的作品能够在广大的读者当

中产生强烈的共鸣。他的作品无论是在反映生活的深度方面，还是在艺术的感染

力方面。甚至是在表现社会的意义方面，都达到了一流的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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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爱情的两面性

1、屠格涅夫的爱情观在创作中的体现

屠格涅夫在散文诗《通信集》中借助男主人公把自己的爱情观表达了出来：

“真正的爱情并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一种感情。它甚至不能够算作一种感情。

它只是一种病，一种人人都知道的精神和肉体的状态，⋯⋯它完全像霍乱和热病

一样来得那么快，⋯⋯爱情里没有平等，在爱情里一个人是奴隶，另一个人却是

统治者”。④

屠格涅夫的这种单恋式的爱情观在中篇小说《春潮》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

小说中，男主人公萨宁就被这种畸形的爱情折磨得痛苦不堪。他与玛丽娅·尼古

拉耶夫娜的爱情就是这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没有平等，只有命令与服从。萨

宁就是被玛丽娅彻底征服了，最终蜕变为其石榴裙下的一个玩偶。在小说里，屠

格涅夫细致的描绘了萨宁这种爱情的萌芽，直到最后被抛弃。他在小说中写道：

“⋯⋯从这个女人身上不断散发着令人陶醉又令人痛苦、文静又火热的诱惑，只

有某些不是纯斯拉夫性格的女人才会用这种诱惑征服我们这些有罪的、软弱的男

人!”②“萨宁有时甚至感到遗憾：他跟杰玛，跟自己可爱的杰玛散步从来没能这

么久⋯⋯而这位夫人却能轻而易举地使他听任摆布!"@而玛丽娅也似乎很享受这

种操纵别人的生活，她自己也感叹过：“啊，发号施令多么快活呀!天下再没有更

惬意的事了。"固当然，我们不能说萨宁是一个意志非常坚强的人，但他也不是那

么容易崩溃。当他在不知不觉中坠入了玛丽娅的爱情沼泽地里时，他的内心也有

过挣扎。只不过，这种挣扎的力量对于强大的情爱诱惑而言，实在是太微不足道

了。一边是对杰玛的愧疚，另一边是对玛丽娅无法抗拒的诱惑，这种复杂而矛盾

的情绪深深地折磨着萨宁。屠格涅夫深刻地描述了这种煎熬的内心世界：“还有一

个情况使他难受，使他生气：那就是他怀着爱情，怀着喜悦，怀着感激想杰玛，

想他俩的共同生活，想他未来幸福的时候，这个奇怪的女人，这个波洛佐娃夫人

却寸步不离地出现⋯⋯不!不是出现——而是矗在他的眼前⋯⋯而且照萨宁的说

法，还带着特别幸灾乐祸的心情，他摆脱不了她的影子，他不能不听到她的声音，

。朱宪生．论屠格涅丈[M]．香港：香港新世纪：f{版社，1991，第173页．

圆[俄]屠格涅夫．屠格涅火文集[M]．第五卷．陈殿兴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第379页。
@同E．

@同上．第3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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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不想到她的言谈——他甚至不能不嗅到她衣服上散发的幽雅、清馨、沁人心

脾、像芬芳的黄百合花似的那种特殊香味。⋯⋯他为什么在一心一意想着那个像

白昼一般光辉明朗的意中人时还赶不走这张纠缠不休的脸?这张脸怎么敢透过那

人的几乎像天仙一般的容颜显现出来呢?这张脸不仅透过那人的姣好容颜显现出

来，而且还在放肆地笑着。这灰色的凶狠的眼睛，这酒窝儿，这蛇似的辫子——

难道这一切都粘到他身上，他没有力量把这一切抖掉，甩开?"∞从这段内心的描

述中，读者也可以深深体会到男主人公那种欲罢不能的矛盾心态。其实，在萨宁

的内心深处，他早已看出玛丽娅对自己的卖弄风情，知道这个女人不筢单。即便

在与玛丽娅短暂的接触后，他就深陷泥潭而无法自拔，被她这个“半人半马、半

兽半神的年轻女怪"征服了，他还是不无感慨地说过：“蛇!啊，她是一条蛇!然

而是一条多么美丽的蛇啊!’’@这种矛盾的心情一直困扰着萨宁。一方瓦，他嘎自

自己踏上了一条失去自我的道路，另一方面，他没有勇气舍弃这种病态的单恋情

感，以至于最后被套上了铁戒指，无条件的彻底的沦为玩物。在这种霍乱病毒式

的爱情世界里，只有爱的奴l}与被爱的主人之阊的对话，没有任何哪怕一丁点儿

的自由、尊重可言。在小说的最后，充分的体现了这种爱情的关系。萨宁与玛丽

娅的一段对话就证明了一切：“‘你上哪儿去?’她问他。‘上巴黎还是去法兰克

福?’‘你上哪儿，我上哪，jL，跟你在一起，直到你撵我走，7他绝望地答完，便

跪倒在自己女主宰者得面前，头靠在她的双手上。她抽出双手来，放到他的头上，

用十根手指抓起了他的头发，慢慢地拨弄着，捻动着这些驯服的头发，她挺直了

身子，嘴角上掠过了一丝胜利的微笑，而亮得发白的大眼睛罩只有一种神色，那

就是残忍无情和胜利的满足。老鹰用爪撕碎被抓住的小鸟时眼神就是这样的。”@

“去巴黎啦!去巴黎啦!伊波利特·西多雷奇吃着萨宁给他削净的梨，玛丽娅·尼

吉拉耶夫娜看着住，对他这个被变成奴才的人笑着，那笑容他是熟悉的——那是

主人，统治者的笑⋯⋯"④从小说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真切的感受这种矛盾的爱情

体验，与屠格涅夫所持有的爱情观简直如出一辙。

屠格涅夫在这种爱情关系的处理上，仿佛是信手拈来，描绘得深刻而动人，

恐怕同自己的个人经历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自己也承认《春潮》中的取材与小

曰[蛾】屡格涅夫，鼹搔涅夫文集【螂，第五卷．陈殿箩冬译，她衷：人民文学出救社。2001，繁385页．

母同七．第396页．

@同上．第410页．

回同上．第4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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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场景是他年轻时“个人经历过并切身感受过”。①屠格涅夫与维亚尔多夫人之

间正存在着这种畸形的爱情。屠格涅夫曾经对到访的诗人费特说：“我完全蛰伏于

这个女人的意志。"他向好友倾诉心中的苦闷，“我是咎由自取，⋯⋯只有女人用

鞋跟踩在我的脖子上，把我的脸踩进泥里，我才会感到幸福。"与维亚尔多夫人的

情感纠葛一直困扰着屠格涅夫。这种不体面的爱情生活，使得他苦恼、烦闷，却

又无可奈何。在这种时候，萨宁就仿佛成为了屠格涅夫本人的替身。因而，小说

中萨宁的心里波动变化描绘得十分传神到位，令万千读者唏嘘不已。一方面，萨

宁沉迷于尼古拉耶夫娜天使般地诱惑；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遭受她魔鬼般地奴

役。萨宁的这种微妙心理，被屠格涅夫把握得妙到毫颠。

不仅如此，从另一个角度看，屠格涅夫叙述的是一种不道德的恋情。在《初

恋》中，齐娜依达喜欢上了少年“我”的具有绅士风度的父亲。这种少女爱上有

妇之夫的爱情故事本身是要遭到他人的冷眼。这种爱情无疑是病态的、畸形的。

同样，在《春潮》中，萨宁爱上了有夫之妇尼古拉耶夫娜，只不过在性别上有所

差异而已，其实质都是一样的。然而，在屠格涅夫眼里，爱情也会有神圣而圣洁

的时候。小说《初恋》中，少年“我"对齐娜依达的爱情就是这种纯洁美好的爱

情的代表。在《春潮》里，萨宁与杰玛的爱情也体现了这种高尚情感。萨宁把杰

玛看作是心目中的女神，这种满足感充斥着他的整个心灵。¨意大利女人啊，’他

想，‘跟关于她们的传闻相反，是羞羞答答、不苟言笑的⋯⋯杰玛尤其如此!皇

后⋯⋯女神⋯⋯贞洁的大理石雕像⋯⋯’’’@“他一跨过这道神圣的坎儿，爱的全

部魅力、全部火焰便油然而生，心里又是欣喜若狂，又是受宠若惊⋯⋯他用感激

的目光朝四周扫了一下，便跪倒在可爱少女的脚下，把脸贴在她身上⋯⋯”锄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其实屠格涅夫在内心里是向往崇高美好的理想之爱，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的遭遇使得他对爱情怀着一种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他向往爱，

渴望获得美好的爱情；另一方面，他又对爱情怀着恐惧的心理，害怕爱情带来的

病毒。如同小说《初恋》结尾处“我’’的父亲对他所说的话：“当心女人的爱情一

一当心这种幸福，这种毒素⋯⋯"④在小说《初恋》中，屠格涅夫揭示了爱得本质

和真谛，爱情既可以给你带来幸福和欢乐，也可以给你捎来痛苦和不幸。所以，

∞[俄]屠格涅夫．屠格涅夫文集[M]．俄文版．第八卷，第562页．

。[俄]堵格涅犬．屠格涅夫文集[M]．第五卷．陈殿兴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第340页．

国同上．第363页．

∞朱宪生．走进紫罗兰——俄罗斯文学文体研究[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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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整个对待爱情的态度就是矛盾的。我认为这是有原因的。其一，在屠格涅夫小

的时候，父母的婚姻关系给他造成极大的伤害，以至于他成长后，有意识的排斥

婚姻关系。或者也可以说，是他对婚姻完全没有自信的一种心理表现。因而，在

他的作品中，大多数爱情是只开花不结果的。有人说，人生最精彩的时刻不是梦

想实现的瞬间，而是追求梦想的过程。我想屠格涅夫在意的也是这种追求爱情的

过程，而不在乎爱情最终的结果。有时候，我们甚至会觉得屠格涅夫是在怀疑爱

情。借用《罗亭》中罗亭与娜塔利娅之间关于爱情的一段讨论：“爱情是怎样产生，

怎样发展，怎样消失，这一切都是神秘的。有时它突如其来，毫不犹豫，像白昼

那样令人欢欣愉快；有时像死灰下的余烬，久久地微燃着，等一切都破灭之后，

又在灵魂中蹿出火苗；有时它像一条蛇钻进你的心里；有时又突然从心里溜出

去⋯⋯是啊，是啊；这是个重要的问题。可是在我们的时代有谁在爱?有谁敢于

爱昵?"@其二，也许正如罗亭所言，时代的因素使得屠格涅夫不敢去爱。因为爱

是需要在自由的土地上健康成长。别林斯基在《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中是

这样论述爱情：“通常爱情给分成许多种类和形态；所有这种分类大部分是荒唐的。

因为进行这种分类的是那种擅长幻想和议论爱情，而在实际上却是不会恋爱的人。

他们首先把爱情分成物质的或者肉欲的，以及柏拉图式的或者理想的两种，他们

蔑视前面一种而歌颂后面一种⋯⋯”②我想，屠格涅夫或多或少都带有一种浪漫主

义情结，他或许就属于那种擅长幻想爱情而实际上却不会恋爱的人。

2、寻找初恋般的朦胧美

屠格涅夫说过：“我容易感受诗意。"@确实，无数的读者都曾经迷恋于他笔下

少女们那富有感伤的诗意美、朦胧美。她们不但拥有温柔美丽而又出众的外表，

而且还具有善良纯真的品格。在她们的内心深处，流淌着令人无比感动的诗意美。

这种超越感觉、感知的特殊风韵，都鲜明地体现在那些以“初恋情怀”为本质特

征的少女形象上。屠格涅夫依靠直觉的感悟和亲身的体验，把这种纤细而淡雅的

情致通过艺术创作的方式转化为神奇而诗意般的朦胧美。在屠格涅夫的一生当中，

他有过多次恋爱，但均遭坎坷，以至于终生未娶。对于屠格涅夫这样一个极为敏

。[俄]屠格涅大．屠格涅夫文集[M]．第二卷．磊然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第66页．

圆[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文学论文选[M]．满涛、辛未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第738页．

@武汉人学中文系文艺理论研究室、资料室合编．外因作家谈创作经验[M]．中册．1979，第7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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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并具有浪漫气质的作家来说，悲剧性的爱情体验定然会对他造成巨大的影响。

他的悲剧生活经历与心灵体验不仅构成了其作品伤感的基调抑或流露于字罩行

间，而且还影响到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然而，他笔下的少女从来都不是悲剧

的直接制造者。她们犹如美丽善良的天使，令人可敬可爱。这体现在具有“初恋

情怀"的少女形象上，其特征就是脉脉深情中隐藏着一丝扑朔迷离的情绪，两者

构成一种清新、淡雅而又充满诗意的朦胧美。用俄国作家谢德林的话来说简直就

是“透明的、仿佛用空气凝成的形象"。

拿《初恋》中的齐娜伊达和《阿霞》中的阿霞来说，她们本身就充满着这种

诗意般朦胧美。

作为描写爱情的名篇，屠格涅夫曾在《阿霞》中这样描写N先生的心理体验：

“阿霞探问地望着我，我便向她伸出我的手，这一次我亲热地、紧紧地握着她那冰

冷的、细小的手指。我觉得非常同情她，现在我能够了解很多以前只使我迷惑的

事。她内心的不安，她没有能力控制自己那种炫耀的愿望——现在这一切我都明

白了，我能够一直看到她的灵魂——一种隐秘的负担时时刻刻紧紧地压着她，她

还没有经验的虚荣心不停地、混乱地在挣扎，但是她整个的身心努力向着真实。

我了解，为什么这个奇怪的少女引动了我，这不仅是那种流露在她娇弱的身体里

面的几乎野性的美吸引了我，我也喜欢她的灵魂。"∞这段动人的描写从侧面反映

了阿霞惶恐的内心中带着隐秘，而又不乏真实。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屠格涅夫

此刻并不是用笔在描写N先生的感觉，而是用心在感受着阿霞的朦胧美。这种感

觉完全可以用《贵族之家》的结尾来加以注释：当拉甫列茨基和丽莎在修道院无

言地擦肩而过时，丽莎一眼也没有望他，他只看见“靠他这一边的眼睫毛却几乎

不可见地战栗了”，她的消瘦的面庞也更低垂了，她紧握着的手指也捏得更紧了“他

们两人所想的是什么?所感觉的是什么呢?谁知道?谁能说?人生里面有些瞬间，也

有些情感⋯⋯那是我们只能意会，却不可以言传的。"②正是这种只能意会、不可

言传的，隐藏在人物内心深处隐秘、微妙而又复杂的情愫决定了屠格涅夫笔下少

女形象具有诗意的朦胧美。这种朦胧美给人以无尽的情思与遐想。因此，与其说

她们纯而又纯的心灵或者炽热的情感让男主人公为之心动，倒不如说是作家刻意

唤起读者的遐想和感受。他正是以读者的判断和体验去丰富、填补自己留下的具

。[俄]屠格涅夫．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选[M]．肖珊、巴金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第213页．

。[俄J堵格涅大．贵族之家[M]．赵洵译．P_4)ll：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第236一一2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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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某种不确定因素的、朦胧美的艺术空白，从而使他们受到诗意般的感动。而这

也可以视为屠格涅夫一直在寻找视恋殷豫胧美的一个因素曜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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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屠格涅夫塑造众多女性形象的原因

第一节屠格涅夫的生活经历与女性形象的创造

1、屠格涅夫的生活经历

在屠格涅夫研究方面颇有收获的朱宪生教授认为：“一个作家写什么和怎样

写，固然是和他的世界观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但是同他的生活经历，感受生活

的方式和角度以及个人的性格、气质、感情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所以，在

研究一个作家的创作时，特别是研究屠格涅夫这样世界观充满着矛盾的卓越的现

实主义作家的创作时，一方面应当看到世界观对其创作的重大影响，但另一方面

又不能把他一定时期的作品仅仅归结为一定时期的世界观的表现，还应当考虑到

作家生活经历的特点，感受生活的角度，思考得方式和习惯等因素对其创作的影

响。"∞由此可见，我们在研究屠格涅夫的作品与创作时，应当考虑到作家个人方

面的因素对其创作所产生的不可忽视的作用。而其中屠格涅夫的生活经历对其艺

术创作无疑影响很深。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1818年10月28日出生

在奥廖尔市一个家境中落的贵族家庭。三岁时，他就随父母迁居到母亲的一座豪

华庄园——斯帕斯科耶——卢特维诺沃村。童年的屠格涅夫就在风景如画的村郊

流连忘返地嬉戏玩耍，从此便倾心于大自然了。然而，父母之间糟糕的夫妻关系

一直影响着年幼的屠格涅夫。在这样的环境成长起来的屠格涅夫，对爱情是充满

向往的，可对婚姻生活却始终缺乏信心。因而虽然屠格涅夫在文学领域是天才，

成就辉煌，但是在情感世界却是个不幸者，他终身未娶，在一个有夫之妇的石榴

裙阴影下困惑地度过了一生。1841年，屠格涅夫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在柏林大学

的学习，回到故乡斯巴斯科耶，过起了懒散闲适的贵族生活。23岁的屠格涅夫，

看上了母亲的裁缝的女)LN芙多吉娅。此事被母亲发现后，阿芙多吉娅被赶出了

她的世袭领地“斯巴斯科耶”，走时姑娘已身怀有孕。同年4月，阿芙多吉娅生下

一个长像酷似屠格涅夫的女儿，取名为彼拉盖娅。屠格涅夫正因年轻时的这段恋

情而有一个命运多舛的私生女儿。他被责任感驱使着，以仁慈的父爱庇护着她，

并把她视为生命中希望。1842年5月屠格涅夫要离开故乡，他恋恋不舍地把襁褓

①朱宪生．论屠格涅夫[M]．香港：香港新世纪出版社，1991，第172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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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女儿托付给了母亲。1850年7月，他从法国回到了斯巴斯科耶，女儿的处境

出乎他的预料，狠心的瓦尔瓦拉把彼拉盖娅交给一个农奴洗衣妇抚养。孩子形象

枯槁，蓬头垢面，衣着破旧，村子里的人们因为主子对彼拉盖娅的轻蔑和粗暴态

度，而把她看得比自己还低贱。他们嘲笑她，叫她野孩子，马车夫甚至还强迫小

小年纪的彼拉盖娅去替他打水。屠格涅夫看到女儿生活在屈辱可悲的环境中，立

即给巴黎著名歌唱家波丽娜·维亚尔多夫人去信求助。维亚尔多夫人回信说：“在

俄国，什么教育都不能使这个女孩摆脱尴尬的处境。’’∞她不假思索慷慨地答应收

留和抚养这个小女孩。

到巴黎后，女儿改名为波丽奈特·屠格涅娃。屠格涅夫热爱他的女儿几乎达

到狂热的程度，在与朋友的通信中，无数次的提起波丽奈特，不厌其烦地讲述女

儿成长的故事，希望别人也能从中分享到他的幸福。

1861年5月的一天，在诗人费特的家里，屠格涅夫为了女儿的尊严和好友托

尔斯泰发生激烈的争吵，以至于托尔斯泰甚至提出决斗的要求。正是这次冲突导

致两位文学巨匠断绝往来长达17年之久。在朋友的交情面前，屠格涅夫义无反顾

地选择了女儿的尊严。因为他可以为了她奉献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也在所不借。

此后，女儿遭遇不幸的婚姻陷入生活窘境时，屠格涅夫也给处于绝境中的女儿送

去鼓励与关怀，并主动承担起女儿一家的所有开销。难能可贵的是在屠格涅夫生

命的最后时刻他也惦念着女儿的生活，而且给她寄去生活费。

纵观屠格涅夫的一生，为了实现自己“汉尼拔的誓言”而奋斗着。他不平坦

的生活经历，特别是在情感道路上的坎坷，为自己的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宝贵的

源泉。作为现实主义作家，他始终坚持现实主义原则，重视现实的场面和人物所

提供的原材料，善于从生活中提取创作素材，描绘生活的真实，再现生活的真实。

“他努力描绘了他从中成长起来的、为他所了解的、并且也打动了他的所有心弦

的那个环境。’’圆这是对屠格涅夫的艺术创作生涯如实的反映。

迹。

2、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位女性在其创作中的体现

在屠格涅夫的一生当中，有三位女性在他的生活乃至创作都留下了深深的印

①颜坤琰．悲情屠格涅夫[J]．世界文化，2004，05，第24页．

。[苏]沃罗大斯基．论文学[M]．韩凌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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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就是作为女地主的母亲瓦尔瓦拉。正是由于母亲的为人独断专行，刚愎

自用，残暴凶狠，给屠格涅夫的童年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在她亲自经营的庄园里，

拳打脚踢，掴耳光，这都是司空见惯的家常便饭。农奴稍有过失，就会受毒打，

遭流放，强制嫁娶，遣送当兵。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起来，屠格涅夫后来自

己都说，“在那时我的心灵中即已萌发了对农奴制的仇恨”。1850年11月，当母亲

去世后，屠格涅夫发出这样的感慨：“当我母亲去世之后⋯⋯我就立刻让仆役们自

由了⋯⋯"∞屠格涅夫对母亲的专横以及农奴制的不满，表现在了他的中短篇小说

《木木》等。母亲的种种形为自然而然的在作者的脑海中浮现出来。

其次是维亚尔多夫人。屠格涅夫曾经对到访的诗人费特说：“我完全蛰伏于这

个女人的意志。"他向好友倾诉心中的苦闷，“我是咎由自取，⋯⋯只有女人用鞋

跟踩在我的脖子上，把我的脸踩进泥里，我才会感到幸福。"诚然如此，屠格涅夫

在维亚尔多夫人石榴裙的阴影下过着五味俱全的尴尬生活。以至于维亚尔多夫人

的大女儿露易丝对屠格涅夫经常出现在她母亲身边极其反感。维亚尔多夫人很容

易让人联想到《春潮》中的那个少妇玛丽娅，魅惑男性好像是她与生俱来的本能。

而且，屠格涅夫自己也说过，《初恋》与《春潮》都是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因而成

为自己的最爱。也许正是这种刻骨铭心的切身体验，才使得他在创作中如鱼得水

般地挥洒自如。

最后那个最重要的人无疑是屠格涅夫的女儿——波丽奈特。屠格涅夫为了她

可以牺牲一切，在她身上倾注了复杂的怜悯和慈爱的柔情。他深怕女儿的天性受

到扭曲，他要给女儿创造一片湛蓝的天空，并且还把女儿的身世融入了他创作艺

术形象之中。屠格涅夫在一封给叶丽莎维塔·耶果罗夫娜·拉姆别尔特的信中写

道：“上帝才知道，是我的什么功绩使我了解了两三个美好的女性的精神境界。"

在屠格涅夫看来，女儿波丽奈特肯定是具有美好精神境界的一个，不然他也不会

同托尔斯泰长年断交。

《阿霞》是屠格涅夫最著名的中篇小说，他用诗的语言、优美的意境、浪漫

的氛围，讲述了一个哀婉动人的爱情故事。它是在《现代人》杂志主编、著名诗

人涅克拉索夫的激励下创作出来的。1857年4月7日，诗人给作家去信，希望他

写一篇“格调动人，带有某种深沉而强烈的感伤情绪"的小说来，诗人提示他重

。[苏]季莫菲耶犬主编．俄国古典作家论[M]．上卷．程代熙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第8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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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自己的青年时代，自己的爱情，以及那飘忽不定，如痴如醉的青春激情和那

没有烦恼的愁闷。"“只要能用爱情、痛苦和任何一种理想，去拨动那根同你那颗

心儿一样跳动着的心弦，它就会发出怎样的声音来啊⋯⋯"于是，作家想起了自

己在母亲淫威下的退缩⋯⋯，使他稍感慰藉的是，虽然初恋之花被风吹折了，但

好心的上帝给他送来了爱的天使——波丽奈特。他以抒情的笔触塑造出了阿霞的

动人形象。像波丽奈特一样，阿霞是个绅士和女佣的私生女，也像波丽奈特一样，

阿霞经过教育成了一位小姐⋯⋯。作家还把他初恋情人的一些性格特征，也揉进

了阿霞的艺术形象之中；而在小说的男主人公身上，似乎也晃动着屠格涅夫胆怯

的影子。从此，波丽奈特的身影走进了亿万读者的心中。

第二节屠格涅夫的宗教思想与女性形象的创造

1、屠格涅夫作品中具有宗教思想的女性形象

在俄国，宗教作为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起着不同

的作用，对俄国文化产生了不同的影响。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虽然迎来了“井喷”，

缔造了一个“斯芬克斯"之谜，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是从整体上来说还是压抑

和沉重的。大部分作品主题都围绕着两大问号：谁之罪?怎么办?众多作者在社

会激变面前，表现出了他们的疑虑和困惑，从中自然也折射出他们的人生态度。

他们的人生观与宗教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三巨头：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

斯基、列夫·托尔斯泰，他们都把自己的宗教观反映到自己的作品中，反映到作

品中的女性身上，更加有力地透露出宗教是产生悲剧的根源之一。

在屠格涅夫的作品中，《罗亭》里面的娜塔利娅是带着无奈和厌恶的心情进入

宗教文化控制的上流社会，《贵族之家》中丽莎因爱而不成带着痛苦和赎罪的心情

步入修道院了此一生。丽莎是一个美丽、纯真、善良而又虔诚的基督徒。对她来

说，上帝主宰着世间一切，幸福也是上帝赐予的，因而任何抗争行为都是无效和

有罪的。正是基于这种谦卑忍让的思想，丽莎得知自己拉甫列茨基的妻子并没有

死时，顿时陷入了痛苦之中。她内心充满着矛盾：一方是她信奉的上帝，一方是

她深爱的情人。追随前者，注定要牺牲自己一生的幸福；选择后者，必会被社会

判为有罪之人。最终代表上帝的宗教力量赢得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女主人公

丽莎亲手埋葬了即将属于自己的幸福而走入修道院，用一世的青春和爱情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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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代价换取了一个家庭所谓的“破镜重圆”。以当时社会的道德观来评判，她的这

一行为本身是无可非议，甚至可以说是高尚的，如同中国古代给守寡的妇女立贞

节牌坊一样。然而，在这种虚伪的褒奖背后隐藏着宗教的欺骗性和麻痹性，它是

统治阶级手中无形的皮鞭，丽莎是在这皮鞭下成长起来的温驯的羔羊，始终不敢

跨越雷池一步。她一味地服从忍让，不断地牺牲自我其实是维护了社会伪道德，

更加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统治。所以，对于丽莎而言，她悲剧的制造者实则正是宗

教，而不是她自身。她背负着赎罪的十字架了度余生不可谓不可悲啊1

2、屠格涅夫的宗教思想在其创作中的体现

俄罗斯民族非常信仰东正教的宗教文化，对圣母索菲亚无比的崇拜，宗教

因素的影响由来已久。在屠格涅夫身上，其实也隐藏着宗教的魅影。前苏联著名

屠格涅夫研究家库尔良茨卡娅在其研究著作《长篇小说家屠格涅夫的艺术手法》

中就提出，屠格涅夫的作品隐含着东方的佛教精神。留学西欧的屠格涅夫最先沉

迷的就是叔本华的唯心主义哲学理论。他从叔本华的著作中领略了“善”、“德”“、

诚’’“、仁"的伦理真谛，明白人可以得“道”。只是屠格涅夫将叔本华的“受苦”

与爱情的悲剧联系起来，同时将义务的理念、永恒的自我弃绝与牺牲的必要性联

系在一起。在中篇小说《浮士德》中，屠格涅夫将叔本华学说中怜悯同情的因素处

理为对过去时光的怀念与感伤。整篇小说都流露着屠格涅夫式的悲观情绪。小说

中男主人公对维拉的爱，描写得极具悲剧色彩，他给自己心爱的女人带来爱情，

带来唤起维拉对艺术爱的浪漫情怀，唤醒她沉睡已久的对生活与幸福的憧憬，但

与此同时，却也带给了她个人幸福与道德责任的无情冲突，使得两人非但没得到

所谓的幸福，却陷入囚笼。与道德禁令相违背的任何个人对幸福的追求，如同丽

莎一样，只能导致沉重的犯罪感与幸福本身的毁灭，直到人的肉体死亡——女主

人公是经过痛苦犹豫才走向爱情，而却又偏偏在爱情初露之际猝然死去。屠格涅

夫对这种爱情生活的悲剧性认知，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很接近。究其原因，学者

张建荣指出：“这位德国哲学家以其对人生与人类社会的细致观察，以及对自然世

界的深刻思考吸引了俄国大作家”。二者的人生准则达到惊人的相似，用“摒弃”

一词便可概括。叔本华对人生持一种否定与消极的态度，他更倾向于人对自然欲

望的摒弃，而屠格涅夫则主张对人的整个生活的放弃，用他的话说：“生活不是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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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不是嬉戏，生活甚至不是一种享受⋯⋯生活，乃一种艰苦的劳动，放弃，永

远的放弃，这就是它的隐秘的含义，它的谜底’’。屠格涅夫将幸福与责任看作是互

为排斥的矛盾体。 至于爱情，在屠格涅夫看来，它带给人的是一种表面的幸福，却

使人精神上备加痛苦。它让人以追求个人幸福为发端，却以放弃个性，放弃爱情本

身，甚至毁灭生命为结局。这种“摒弃"或日“放弃”情态的释放，常常是以人物

性格的矛盾为代价。我们看到，屠格涅夫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为了爱常常是奋不顾身，

舍却个性，但这种追求却又是极其脆弱的，往往是经不起爱情的一丝风吹草动，便

放弃追求，其表现形式，要么是神秘失踪(阿霞)，要么是神秘死去(维拉)，更有甚

者，匆匆另寻情感的栖居之地(娜塔利娅、杰玛)竟不惜托付终身于俗流，与当初

的热烈主动执著专一与崇高心性构成鲜明的反衬与矛盾。

俄国社会生活浸透着宗教信仰，这种信仰也渗透进屠格涅夫许多描写人的心

灵的作品之中。在文学作品中通过对人的心灵的追踪与反映，我们看到了俄罗斯

普通民众对自身信仰的追求与探索，人生的忧患“俄罗斯灵魂的躁动与痛楚的良

知"。“屠格涅夫的艺术目的在于写出了时代与个性精神孕育而生的优秀者的同时，

也珍视普通人的情感轨迹，激起普通人情感与心灵的升华。"∞正如俄罗斯学者克

内舍夫认为的那样：屠格涅夫虽不属于那种有着深刻宗教性格的艺术家，但不能

由此推断，屠格涅夫与宗教无关，非但如此，屠格涅夫小说中有着对东方佛教，

中国哲学与道教，还有对本国基督教的层次不同的吸收与表现，这种多元宗教因

素的互为表旱在19世纪俄罗斯经典作家中可谓罕见。

①王立业．屠格涅夫的宗教解读[J]．俄罗斯文艺，2006，04，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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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屠格涅夫创造女性形象的艺术手法

第一节塑造人物形象的多样化手段

1、人物性格的典型化原则

屠格涅夫认为： “生活中的人物原型只能作为塑造典型性格的出发点，但不

能简单地描摹，符合生活真实的并不就是再现性格的典型性。因为在生活中罕有

完美的、纯粹的典型。为了使生活中的素材能达到‘诗的真实’，需要对生活作

集中的，而不是刻板的反映，作家要对生活中的现象进行艺术的概括。他‘不仅

要努力从生活的一切现象里捕捉生活，而且要努力去理解生活，理解生活依之而

运动的却又不是经常显露出来的那些规律’。’’∞“屠格涅夫反对自然主义照相式

地描绘生活，因为这不能深刻地认识生活中的主导倾向。他断言， ‘艺术没有必

要只重复生活’， ‘谁要想把所有的细节都描写出来，他就失败了；应该善于抓

住最典型的细节，唯有这晕包含着才能，甚至包含着所谓创造性’。”圆艺术不是

生活的复制，艺术之所以被称为艺术，乃是因为它“把生活提升到理想”的缘故。

很多研究者都从屠格涅夫的这句名言中见到了“典型化”。从美学的角度来说，

“理想的"和“典型的’’无疑是具有相似之处。著名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说过：

“‘把现实理想化’意味着通过个别的、有限的现象表现普遍的无限的事物。不

是从现实中摹写某些偶然现象，而是创造典型的形象。"@事实上，屠格涅夫在这

方面还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如他认为“生活中很少遇到纯粹的、没有丝毫杂质的

典型”，艺术家必须“排除现实中随处可见的偶然性，才能创造典型”。他以长

篇小说《烟》为例，说明他是从生活中提炼典型的：“伊琳娜的性格是生活中的

人提供给我的，我本人不认识她。但小说中伊琳娜和现实中伊琳娜并不完全相

符⋯⋯我不去抄袭实际的场面或活生生的人物，但这些场面和人物给我提供了艺

术结构的原材料。"身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屠格涅夫重视细节的描写，尤其注重

细节的真实，他认为必须通过意外的偶然性达到典型。由此可见，屠格涅夫关于

典型和典型化的见解是很成熟深刻的，而他也坚持自己“艺术是把生活提升到理

想”的美学原则，并把它运用到自己的创作当中去。无论是娜塔利娅还是丽莎，

∞刘宁主编．俄国义学批评史【M]．叶乃方撰稿．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第474一一475页．
。|百J上，

国[俄]别林斯基．别林斯摹选集[M]．满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第102页．



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第四章屠格涅大创造女性形象的艺术手法

她们身上都具有一定的典型化的性格特征。如娜塔利娅的热情大方，追求思想上

的自由；丽莎的温柔善良，事事忍让，宗教气息浓重。不仅如此，她们同样也被

屠格涅夫赋予了理想化的色彩。因为作家把她们看作是美与善的化身。

2、强烈的对比效果

屠格涅夫善于运用强烈的对比，来体现他所塑造的品德高尚、性格坚强的女

性形象。这是他比较惯用的，且颇为得心应手的手法。屠格涅夫正是利用这种性

格方面的对比来表现出不同的事物具有不同特性的道理。自然而然他所塑造的女

性们都在对比中展现出她们了某些类似或不同的性格。

首先作者把她们与男主人公的进行对比。在屠格涅夫的作品中，少女在与男

主人公的对比主要体现在富有诗意情感的紧张关头。作者通过她们与男主人公的

恋爱中披露出来的优美而隐蔽的个性，无意间使两者对待爱情的态度形成鲜明的

对比。帕拉莎与维克托，阿霞与N先生，娜塔利娅与罗亭，玛丽安娜与涅日丹诺

夫的对比大多如此。

其次是作者把她们置于环境的对比中进行刻画：丽莎、叶琳娜等人的心灵的

美好，性格的善良和坚忍与不幸的悲剧性的命运形成不协调的对比，更有力地揭

发了农奴制社会的黑暗残酷，激发了读者深深的同情心和惋惜之情。第六章里通

过叙述叶琳娜的往事说明了她个性的形成是具有一定的社会条件。从这里我们能

够明白她之所以能够在智力和道德方面早熟的原因。她周围的人物和事物都虚伪

不实，可叶琳娜有正义感，否定独裁崇尚独立自主。同身边的环境相比，叶琳娜

的形象无疑要高大得很多。在这种强烈的对比中我们看出了在她们周围的那些不

同出身和受不同教育的人既有明显的差异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最后作者通过女性之间的对比来进行展示：屠格涅夫把拥有光辉道德的丽莎

与塔季扬娜同轻佻、放荡、堕落的瓦尔瓦拉与依丽娜依琳娜并提。这显示出作者

虽然属于西欧派，但在情感上还是厌恶西欧资产阶级自私放纵的道德行为，而且

在他的内心里面，早已为俄罗斯留下了一片净土，赞美俄罗斯人与生俱有的善良

纯洁的心灵美。与此同时，屠格涅夫又从理智上肯定西欧科学文化的先进性，否

定落后的俄国现实面貌。

这三种对比不是单独的对比，而是相互交叉，互相渗透，互相结合的。有时

不仅与男主人公形成对比，而与环境也形成对比，厚颜无耻的爱争辩的毕加索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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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争宠献媚而且善于讨女人欢心的沃伦斯基形成对比，玛利安娜与涅日达诺夫形

成对比，同时在与环境的对比中更显示其高尚。

3、细节描写的选择

如同在前面引述过，屠格涅夫强调要抓住典型细节，注重小说的细节描写。

所以说熟练运用细节描写来塑造女性形象是屠格涅夫的又一种得心应手的艺术手

法。哈斯在论述《屠格涅夫塑造俄罗斯少女形象的艺术手法》一文时说过： “细

节的描写是对性格的展示中不可缺少的因素。”①普列汉诺夫也认为： “艺术家

不是政治家，他不是议论，而是描绘。"②而且屠格涅夫的细节描写也有他自己的

独特性。首先，他善于选取一些细节，通过生动细致的描绘来揭示人物内心的奥

秘。“作为艺术家的心理学家，他关心的不是单个人反映外部存在时的生理心理

机能，而是考察心理活动的具体过程，心理活动的深刻的社会根源，心理活动的

个体差异与群体共性。"@屠格涅夫正是通过作品中第三者的观察来揭示女性主人

公的内心活动和借用外表上的细节描写来展示她们的内心世界。他巧妙的利用与

女主人公有亲密关系的人的眼睛观察到周围人的口中说出的表面上的变化，以达

到暗示女主人公心理活动的目的。其次，屠格涅夫还直接用描写她们的动作、神

态的方式来展示她们的内心世界。例如，在小说《贵族之家》中，丽莎进入修道

院后的苦闷痛苦生活是难以言表的。所以，当拉甫列茨基来修道院看望她时，她

虽认出了他，可心中的千言万语却只化作一个极其细微的外表神态动作了： “她

迈着修女的均匀、急促而又平静的脚步走了过去——并没有望他一眼；只是朝着

他这一边的眼睛的睫毛几乎不可觉察地颤抖了一下，她的瘦削的脸更低垂，她那

绕着念珠的手指，也互相握得更紧了’’。固虽然上述描绘看似平淡无奇，但是我们

看到的乃是丽莎的灵魂在颤栗。这样的细节选择在其后的小说《前夜》中也有体

现。在第17章里作者描写了伯尔森涅夫告诉叶琳娜，英沙罗夫去莫斯科的消息时

她的脸变得惨白的双手发冷，她询问英沙罗夫突然离去的原因时不由自主地紧紧

握住伯尔森涅夫的手，内心的紧张激动终于迸发成水川般涌出的泪珠⋯⋯所有这

些表情神态描写都揭示了叶琳娜当时的极度恐慌的内心世界，因为她害怕从此就

。哈斯．屠格涅大塑造俄罗斯少女形象的艺术手法[J]．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1992，第15卷，02，第84页．

@伞国马列文艺论著研究所《马列义论研究》编委会编．普列汉诺夫美学思想论集[M]．黄河文艺出版社，1987，

第193贞．

@同卜．第194页．

回[俄]屠格涅夫．屠格涅夫文集I-M-I．第二卷．磊然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第3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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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了英沙罗夫。屠格涅夫也好似无意间为她最后失去英沙罗夫做了铺垫，埋下

伏笔。由于这些特殊细节的选择与处理，使得有些研究者认为： “屠格涅夫是一

个真正善于洞察人的心理的人一样，他的心理主义使他有可能抓住和清楚地表现

出隐秘的心灵的变动并能在一系列场合中再创造出人的内心生活的复杂过程。"∞

在中篇小说《初恋》中，女主人公齐娜伊达一次把深深地依恋着她的那个少年唤

为“小孩子"但是语音未落，她又马上改了口叫他“年青人"。就是这不经意

间的改口，也暗示出了她矛盾复杂的内心。小说中的齐娜依达不过21岁，这是一

个充满幻想的年纪，可她却要因为破产衰败的家境而违背自己的内心与那些自己

根本不爱的男性们整天厮混在一起。屠格涅夫通过生动细致地描写她与男性们看

似热闹的嬉戏场面，暗地里却捕捉到了她内心无比的孤独感。而小说中的男主人

公“我"才仅仅16岁，对齐娜伊达的一见钟情是他这一生里第一次品尝到女性的

滋味。他为她的美丽外表、优雅的举止而陶醉，总是想见到她。他时刻想着如何

才能成为她眼里的焦点，如何才可以从众多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他愿意服从她

的一切，即便她要他从城墙上跳下来也决不皱眉头，尽管这只是她的一句玩笑话

而已。虽然她习惯性地把他视为周围的众多追求者中的一员而和他调情，但在其

内心深处觉得他不过是一个天真的孩子，同时也深切地感到他和周围其他追求者

的不同。他的天真淳朴给她可悲的轻浮生活带来一种亲切的暖意美。她喜欢他爱

她，并愉悦的享受着这种被爱的滋味。然而无论从年龄还是社会地位，她又觉得

他够不上做她的情人的条件。不过她又觉得应该珍惜他对她的这份真挚的恋情，

并且慢慢地在内心里对他暗生一种尊重和爱怜，不愿意伤害他纯真的感情。就是

在这样复杂矛盾的思想和心理活动下“她才会对他叫出，小孩子"之后，立即改

口唤他为“年青人"。齐娜伊达的这些心理活动，我们从需要整个作品的生活逻

辑中才可以客观的分析出来。而屠格涅夫却只用了这样一个小小的细节便把这些

复杂的心理因素表露无遗。总而言之，屠格涅夫在描写少女们心理的时候，往往

专注于描写她们的外表、动作、语言、神态等细节，而不具体详细的推断这种心

理产生的过程。这种方法诚如哈斯称之的“潜台词方法或肖像描写法”。寥寥几

笔的肖像的描摹——动作、语言、神态，心里活动的结果里面包含着许多潜台词，

这也从侧面表现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换而言之，作者塑造这些具有很高审美价

。[苏]C·萨达洛夫．屠格涅夫和俄国现实主义性格学[J]．朱宪生译．外国文学研究，1983，04，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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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典型时，“向内心世界发展，发掘人物性格深层结构中的矛盾内容，写出‘灵

魂深处’把人物内在世界作为自己的审美对象和表现对象。她们所展示的内心世

界时一个不安、骚动和拼搏的世界，但又是一个诗意化了的生气勃勃的世界’’∞。

第二节独特的心理刻画技巧

1、间接的心理描写手法

在俄国文学中，对人物的内心世界作有力的刻画是一个传统的手法。屠格涅

夫的心理描写不但在他的创作手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还具有其独特的韵律。

屠格涅夫认为： “诗人应当是一个心理学家，不过应当是隐蔽的心理学家：他应

当知道和感觉得道现象的根源，但表现的只是兴盛与衰败中的现象的本身。懈“心

理学家应该隐伏在艺术家的身上，正如骨骼隐伏在有血有肉的躯体里，骨骼是作

为躯体的稳固而看不见的支持物为躯体服务。"@屠格涅夫的心理描写的主要特点

在于：叙述心理活动的结果及人物的行动，而不是具体的描绘心理过程的本身。

因而，“屠格涅夫的心理分析原则是‘简练和明确’"④。在长篇小说《罗亭》中，

罗亭以他丰富的思想和奔放的语言征服了在场的每一个人，自然也包括小说的女

主人公娜塔利娅。屠格涅夫的笔触并没有深入到每个人物的内心，而只是写出了

他们各自的内心活动的结果即行动上的表现。如倾心于他的娜塔利娅，“回到家，

她虽然脱了衣服，也上了床，但却是一刻都不曾交睫。她把头支在手上，目光注

视着黑暗；她的脉搏在狂热地跳着，胸口不时发出深深的叹息。"从她的狂跳的

脉搏中可以得知，她的芳心已被他俘获。屠格涅夫虽然没有直接勾画每个人的内

心活动，可读者还是很清楚的明白他们各自在想些什么。就艺术效果来说，这也

是颇为强烈的。在之后的小说《贵族之家》里，这种方法也是被广泛地运用着：

当拉甫列茨基在感情上和丽莎逐渐走进时，从报刊上传来了他妻子的死亡消息；

而正当丽莎与拉甫列茨基相爱着的时候，他的妻子却突然的出现了。丽莎在这两

种情势下的心理是通过行动来表现的：在前者，丽莎“完全怔住了”，表明她惊

恐的心情。而当拉甫列茨基的妻子来到她家时，她“许久站在客厅门外，没有勇

气丌门"，这反映出她觉得自己有罪过的愧疚心情和失去爱情的痛苦的复杂心理。

∞刘再复．性格组合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第41页．

岱古典文艺理论译从编辑委员会编．古典文学理论译丛[M]．1962，第三册，第185页．

国[俄]屠格涅夫．屠格涅大文集[M]．第ll卷．莫斯科：文学}l；版社．1954—1958，第142页．
@刘宁主编．俄国文学批评史[M]．叶乃方撰稿．上海：上海译文Hj版社，1999，第475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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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夜》中，当叶琳娜听到英沙罗夫突然失踪了，便一下“沉到一把椅子里”，

但又“极力想装着冷淡"，表明她已经爱上了英沙罗夫而又怕被别人察觉到的少

女的微妙心情。在伯尔森涅夫告诉她英沙罗夫决定要离开这里时， “她的脸变得

惨自了"， “并且不自觉地把伯尔森涅夫的手紧紧地握在自己冰冷的手里。"而

后当她知道英沙罗夫要离开的真正原因就是爱上了她时，便“无法自控了"，“眼

泪如泉涌般滚出她的眼眶，她跑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用不着对心理过程的

描述，叶琳娜的忧伤和喜悦已裸露在读者面前了。为此，杜勃罗留波夫曾发出这

样的感叹： “屠格涅夫君，这个纯洁的理想之爱的歌唱家，他是这样深刻地透进

年青无邪的少女的灵魂，把她理解得这样完整，⋯⋯使得我们在她的故事中能够

感受到她少女情怀的波动，悄悄地叹气，温和的眼光，能听到激动心灵深处的每

一次跳动。"这种艺术效果的获得，是和屠格涅夫这种独特的心理描写分不开的。

诚然如此，屠格涅夫也认为：“描写的才能是完全体现在对能引起联想的细节的

选择上，描写始终应该是间接的，与其直言不讳倒不如启发暗示。"①而对一个人

内心世界的一些极其重要方面，以及心理过程的结果加以刻画，这就能一方面表

达出主人公的生活追求，另一方面又描绘出其个人的精神完整性。诚然如此，屠

格涅夫是刻画心理变动的艺术家。

2、心理描写与自然描写的有机结合

屠格涅夫的心理描写的另一特色就是它与自然风景描写的有机结合起来，相

映成趣，以坏境来衬托人物的心理活动。屠格涅夫笔下大自然的画面常常与一定

情势下的人物的心理构成各种关系：它有时与人物的内心感受相一致，从而把这

种感受渲染得更加浓烈；它有时与人物的情绪很不协调，从而把这种情绪衬托得

更加鲜明而突出；有时大自然本身就是活生生的生命，与人物进行着情感的交流。

屠格涅夫的作品的艺术魅力，也时常因为这种巧妙的融合达到令人痴迷的地步。

如罗亭与娜塔利娅最后分手的那个早晨，小说中是这样描写的“乳白色的浓云遮

满了整个天空，风呼啸着，悲号着，卷着云头。”②而拉甫列茨基和丽莎相爱的那

个夏夜，大自然也洋溢着幸福：“夏夜的魅力包围着他，周围的一切都显得那么

出人意外地异样，同时又久已熟悉的，那么甜蜜。⋯⋯"④在这些描写中，大自然

。[法]安德烈·莫洛亚．屠格涅夫的艺术[J]．世界文学，1981，05，第267页．

窜[俄]墉格涅犬．屠格涅夫文集[M]．第二卷．磊然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第100页．

@同上．第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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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景色都与人物内心的情绪相一致的。然则在威尼斯那个“明媚而又温柔的夜里”，

一面是“那抚触着人的心灵、唤醒人的欲望”、“有着神奇的不可思议的令人沉

醉”的美景，一面是叶琳娜守护着垂危的英沙罗夫，生之欢乐与死之阴影是如此

的不协调地对照着，形成强烈的对比，叶琳娜内心的苦痛是每一位读者都能为之

动容的。

总而言之，屠格涅夫的心理描写诚如朱宪生先生所言： “他的心理描写，主

要是作为对人物性格的一种揭示，同时又反过来促进性格的发展和巩固。"∞避开

对心理过程的详尽分析，通过心理过程的结果来显示人物的内心活动，这是屠格

涅夫的心理描写的主要特征，也是他丰富艺术表现手段的一种。

国朱宪生．论屠格涅犬[M]．香港：香港新世纪出版社，1991，第2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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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在一八八四年给亚·贝平的一封信里指出： “屠格涅夫对我们文学

的影响是最好的、最富有成效的。他生活过，探索过，并且在自己的一些作品里

说出了他所找到的东西。他没有利用他的才能来隐藏自己的灵魂，像其他人做过

并且还在做的那样，而是把整个灵魂兜底翻过来。他无所畏惧。”@托尔斯泰对屠

格涅夫的评价应该说是很客观的。在屠格涅夫一生的创作当中，让读者印象最深

刻的人物形象无疑会是“多余人’’罗亭。然而，我们同样难以忘怀阿霞、娜塔利

娅、叶琳娜等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屠格涅夫能够把他笔下的女性形象形成一个

系列——“屠格涅夫家的姑娘"，这在俄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活动中都很罕见。

就这一点来讲，屠格涅夫不愧为“理想女性之爱的歌唱家"的称号。他笔下的女

性形象不仅在其自身的文学创作中占有非常显著的地位，在文学创作方面产生重

要影响，而且还具有较为深远的社会意义。

1、屠格涅夫笔下女性形象在其创作中的地位

屠格涅夫曾经在1875年2月22日给米留金娜的信中提到过：“⋯⋯简略地说，

我主要是现实主义者，最感兴趣的是人的瓯貌的生动活泼的真实⋯⋯’’②正是他超

乎常人的艺术敏感力结合社会生活的经历，使得他在艺术创作上游刃有余。屠格

涅夫具有诗人般地忧郁敏感的特质，拥有着女性般地细腻心思，这些因素都影响

着他的艺术创作，诸如创造如此众多有魅力的女性形象。

我们通常以艺术作品的生命力来衡量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如果一部艺术作品

的持久力越强，那么就可以说这个艺术家越伟大，而作品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也

无疑是越大。在今天，我们依然能够幢憬着《初恋》的美好情怀，同情阿霞与丽

莎的悲苦命运，也能从叶琳娜身上感受到生命的力量，既可惜了伊琳娜的聪明才

智的糟蹋，又对玛丽安娜的热情怀有怜悯之心。这些人物形象既丰富了作者的人

物长廊，又为社会塑造了某些典型。即便是作者的“人生的秘密无穷无尽，而爱

情诗这些秘密中最难于捉摸的"宿命论所产生的悲观哀伤情感也丝毫损害不了她

们光彩照人的形象。她们虽然以定型的性格出现，但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她们

。[苏]米·赫拉普钦科，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文学发展[M]．满涛、杨骅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第419页．

@伍蠡甫等编．西方文论选[M]．下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第413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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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格更加丰富化、复杂化。在屠格涅夫创造的一系列丰富的女性形象中，我们

在记住这些生动的人物形象的同时，更应该对作者的创作才能表示钦佩。因为她

们的形象不是作者按主观情感来美化的，而是在真实客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独

特审美情感的形象。这一点，突出体现了作者本人的创作个性，正如他自己所说

的那样：“在文学天才身上⋯⋯不过，我认为，也在一切天才身上，重要的是我

敢称之为自己的声音的一种东西。是的，重要的是自己的声音。重要的是生动的、

特殊的自己个人所有的声调，这些音调在其他每一个人的喉咙里是发不出来

的⋯⋯为了这样说话并取得恰恰J下是这样的音调，必须恰恰具有这样特殊构造的

喉咙。这正像禽鸟一样，⋯⋯一个有生命力的富有独创精神的才能卓越之士，他

所具有的主要的，显著的特征也就在这里。"@这句话说明了屠格涅夫的审美情感

与此相应的艺术表现手法的独特性即由独特的情感的手法所刻画的“屠格涅夫家

的姑娘”的独特性。虽然屠格涅夫笔下的姑娘们大多都以悲剧告终，但我认为呈

现在我们面前的不仅仅是鲜明的性格，还存在强大的内心动机和感情。这些性格

逼真的描绘往往比对主人公进入日常实践的描叙意义更加重大，更加引入入胜。

那种反映在这些性格上的作家对于人及其使命的看法，不仅减少甚至排除了我们

和屠格涅夫笔下优秀的女性之间的暂时障碍，而且还引起了读者对屠格涅夫所描

绘的生活画面以及他的作品中揭示出来的性格冲突产生浓厚的兴趣。

屠格涅夫鲜明生动地描写了女性形象的性格，描写了她们对于生活自决权的

追求。她们的形象融合了社会的、道德的、艺术的、审美的各种要素。所以这除

了给人以认识价值和教育作用之外，更有强大的性格力量和人性之美的享受和陶

冶。屠格涅夫笔下的俄罗斯女性的形象地独创性是不可能重复的。“一个用形象

思维的真正诗人，任何时候也不会感觉到与别人有什么类似的东西。"屠格涅夫

就是让任何人任何时候也不会感觉到与别人有什么类似的作家，而他笔下的女性

形象则成为其艺术宝库中丰富的瑰宝，在其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

2、屠格涅夫笔下女性形象的(社会和文学)影响

加里宁说得很明确：“屠格涅夫的创作不仅具有艺术价值，而且还具有社会意

义。我认为正是这种意义使他的作品获得真正的艺术的光彩。如果从屠格涅夫的

作品中除去社会的内容，那么它们就不能在俄国文学史上占据那么光荣的位置。”

。俄国作家论创作[M]．俄文版，第2卷，第712⋯7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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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恩格斯也说过：“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着普遍解放的天然尺

度。"②因而，众多俄国作家都把同家庭、婚姻密切相关的妇女解放问题融入到自

身的文学创作中去。屠格涅夫作为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在这方面无疑是佼佼者。

他时刻关注着俄国妇女的命运，积极探索着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与地位。他

把妇女解放看成是俄国民族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而塑造了一系列充满时代

特征的具有个性的妇女典型，诸如：热情奔放、追求自由的阿霞，大方端庄、坚

毅果敢的娜塔利娅，善解人意、逆来顺受的丽莎，有理想、有抱负的俄罗斯完美

女性叶琳娜，具有刻薄损人才智的依琳娜，以及敢于尝试实践且富有公民意识的

玛丽安娜，等等，正是她们构成了一个异常生动而真实、充满着时代感的俄国妇

女画廊，她们不仅是屠格涅夫的骄傲，同样也是俄国文学的骄傲，为俄国文学增

添了新的艺术光彩。

就人物形象的完整性而言，屠格涅夫塑造的一系列女性形象确实尤为突出。

在他的作品《阿霞》里的女主人公阿霞，与法国作家梅里美的《卡门》中的卡门

有几分神似。阿霞或许缺少了卡门的狂野，却也多出几分淑女样，至少她在爱的

人面前表现出了女性温柔的一面。《罗亭》里的娜塔利娅无疑会让人想起普希金作

品《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达吉雅娜，两人如同孪生姐妹一样的类似。而在《贵

族之家》中的丽莎则很容易使人把她与易卜生的《玩偶之家》里的娜拉相提并论，

她们都是具有逆来顺受、温柔美丽的美好品格。《烟》里的依琳娜确实是一个交际

花，她同小仲马笔下的玛格丽特有异曲同工之妙，也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

里的娜斯塔霞一样，最终香消玉殒，空留余恨。《处女地》中的女主人公玛丽安娜

是个例外，她是个人生活最终比较完美的一个，与索洛明的结合，踏上了追求实

践的道路。由此可以看出，屠格涅夫能够把自己笔下的女性形象形成一个系列，

这对俄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都具有重要意义。

诚然，屠格涅夫不是一个喜欢人为构造悲惨结局的作家。屠格涅夫有句名言：

“任何艺术都是把生活提升到理想。"③在他笔下的女主人公虽然大多在爱情上遭

遇了不幸，但至少个人还是充满希望的。阿霞虽说没有得到N先生的爱情告白，

。[苏]爱文托人编．加里宁论文学[M]．草婴译．f：海：新文艺出版社，1955，第63页．

圆[德]恩格斯．反杜林论[M]．人民}I{版社，1999，第257页．

囝[俄j屠格涅夫．在莫斯科普希金纪念像揭幕典礼上的讲话[J]朱宪生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第

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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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也没有收获卡门式的结局：娜塔利娅同达吉雅娜的类似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嫁

给了权贵也算是一种补偿；丽莎把俄国最偏远的教堂视为最后的归宿，令人崇敬，

而娜拉冲出家门后的生活则带有太多的悬念；叶琳娜为了完成丈夫的遗愿而投身

革命事业无疑最让人觉得崇高；依琳娜与玛格丽特略显可悲，前者活着而失去了

自我，后者干脆踏上了通往天堂之路。从这一系列的女性形象来看，她们很少被

作者人为安排而进入死亡的陷阱来达到增加催人泪下的凄苦效果，她们可悲的命

运在于选择爱情对象的失败。爱情的失败才是她们悲剧的导火线。换而言之，大

多数男主人公是无法达到她们的标准，性格上的缺陷使得他们承担不起爱情的责

任，自然也享受不到爱情带来的甜蜜生活。这也是屠格涅夫文学艺术创作的一种

特点。在他的作品中，没有血腥的冲突，有的只是性格的冲突与心理的矛盾。即

便如此，我们依然能够从他的作品中感受到女主人公的不幸。如同阿霞，她的爱

情告白并没有得到N先生的响应，这让我们不禁恨起了那个不知好夕的家伙，也

为阿霞的真情得不到回报感到痛心。虽然作品中没有激烈的冲突，但是我们并不

认为这是一部乏味的作品。我想这就是屠格涅夫的风格带给我们的最大惊喜，姑

且称之为唯美现实主义。

屠格涅夫创造的众多女性形象无疑冲击了当时的俄国社会现实。在旧时的俄

国，妇女在恋爱和婚姻上得不到自由，在社会上也没有自己独立的地位，她们犹

如供人玩乐消遣的“商品"，丧失自身应有的人格尊严。在屠格涅夫的作品中，她

们怀着沉重的痛苦与热切的希望，憧憬着爱情的自由与婚姻的幸福，表现出了她

们美好善良的性格，深得读者们的喜爱。她们渴求自由独立的精神也鼓舞了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她们的顺从与软弱，使人们从中吸取了经验与教训。而这些

也正是屠格涅夫笔下那些动人的女性形象所引发的社会效应，她们确实具有深刻

的社会意义。总的说来，无论从文学艺术上还是社会影响方面，“屠格涅夫家的姑

娘’’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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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毕业论文的撰写过程中。我遇到了不少困难，诸如语言难关、学术理论修养的

欠缺等等。在此期间，我获得了他人的很多帮助。首先，我不得不衷心的感谢对

本课题做过相关研究工作的学者教授们，是他们辛勤研究收获的成果给了我大量

的参考资料。我从他们的研究成果中吸取养料，这对我完成毕业论文的撰写工作

起着极大的帮助。因此，我在此要特意的感谢他们，并对他们孜孜不倦的学术研

究精神表示赞赏，希望自己以后也能以他们为榜样，在学术研究领域有所斩获。

其次，我还要感谢我的导师韶醚教授，是他启发了我研究这个课题的灵感。他把

自己的研究成果提供给我参考，并寄希望我能对他研究过的内容做迸一步的深入

研究。他严谨治学的学术研究态度，令我印象深刻。在论文撰写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给我提出积极有益的建议，尽其可能的帮助我度过难关。对于他在我三年的求

学生涯的帮助，我非常感激，永铭在心。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父母和家人朋友，

尤其是我的母亲。在她身上，我看到了女性最伟大的闪光点——为了家庭而默默

无闻地不求回报的付出，相夫教子，孝敬公婆，没有任何怨言。正是从她平凡的

身份中折射出来的伟大光芒，让我感受到女性光辉形象的魅力。而当一听到“屠

格涅夫家的姑娘”一词时，我的脑海闪现出了众多女性形象，她们的确值得我们

称赞。总而言之，感谢所有在本论文撰写过程中给过我帮助的人，我永远祝福他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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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

1、“最后的舞者——蒲宁素描”，发表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研究生

专刊)：

2、“《变色龙》赏析"， 《外国小说鉴赏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5

月；

3、“《套中人》赏析"， 《外国小说鉴赏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5

月；

4、“《玛丽亚》赏析”， 《外国小说鉴赏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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