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一九八一年第四期

巴黎第三大学文学博士拉朗德来我校讲学述评

江伙生 罗国祥

法国巴黎第三大学文学博士贝尔纳
·

拉

朗德先生 (M
.

Ber n a r d La l a n d e )
,

他受法国

教育部和外交部的派遣
,

从四月二十 日到五

月二 日在我校讲学
。

拉朗德先生不仅熟悉法国文学通史
,

对

某些作家和作品有独到的见解
,

而且还精通

拉丁文和希腊文
,

在研究法国文学的渊源和

现状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资料
,

取得了多方

面的成果
。

他这次来校讲授的赤贫小说 ( R。 -

m a n p r o l亡t a r i e n )
,

大众小说 ( R o m a n p o P u -

l a i r e )
,

以及通俗小说 ( R o m a n p o p u l i s t e )
,

使人听后耳 目一新
,

在文学流派的评论
,

作

家
、

作品的研究和分类等方面都引起了人们

许多新的思索和探讨
。

拉朗德先生说
,

所谓赤贫小说
,

与我们

通常所说的无产阶级文学 ( L a l i t t o r a t u r e

p r o l亡t a r i e n n e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

后者早在

巴黎公社时期就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

无

论是从作家的世界观
,

创作方法
,

还是从作

品的思想倾向性和艺术特色来看
,

它都是和

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的
。

欧仁
·

鲍狄埃是公社诗人 中最杰出的代

表
,

他的《国际歌》是响彻世界的无产阶级的

战歌
。

另外
,

象女诗人兼散文家路易丝
·

米

歇尔
,

公社最有才华的小说家列昂
·

克拉代

尔都是在无产阶级文学发展过程 中发挥过巨

大作用的文坛明星
。

拉朗德先生说
,

他在这

里提出的赤贫小说是指稍后出现的一种工农

大众的文学
。

它的作者几乎全是工人
。

写作

前是工人
,

写作时是劳动的直接参加者
,

作

品发表后
,

他们仍在劳动岗位上
。

这类作品

采取写实的态度
, 表现了工人赤贫痛苦的生

活
,

肩负的沉重劳动和某些合理的要求
。

代

表作家有亨利
·

布莱依 ( H e n r i B o u l a i l l e )
,

他的代表作是《职业》 ( M
e s m o t i e r s )

。

拉朗德先生指出
,

还应把赤贫小说
,

无

产阶级文学与共产党文学 ( L a l i t t o r a t u r e

e o m m u n i s t e ) 区别开来
。

象阿拉贡和他的诗

集《碎心集》
、

小说《共产党人》 ,

以及艾吕雅

和他的《政治诗集》
、

《礼赞集》等都是另一类

无产阶级文学
,

不仅作家本人都是共产党员
,

而且他们的作品主要是宣传共产主义
,

歌颂

共产党和人民的事业
。

所谓大众小说
,

拉朗德先生说这是就作

品拥有的读者面而言的
。

如果 以作者本人是

否属于平民阶层来决定一部小说是不是大众

小说是不对的
,

因为从来没有一部大众小说

的作家是纯属平民阶层的
。

大仲马的《三个火

枪手》 (旧译《三剑客》 ) 是脍炙人 口的大众小

说
,

但作家却出身于一个将军的家庭
。

如果

以作品中所描写的主要人物是不是属于平民

阶层来判断一部作品是否是大众小说也是不

对的
。

因为象在《三个火枪手》中
,

作家描写

的是法国十七世纪的宫廷
、

王公贵族的生活
,

从王后
,

首相到廷臣宫娥
,

从侠客勇士到在

逃的苦役犯
,

无不被描写得栩栩如生
。

所以

拉朗德先生总结说
,

所谓大众小说是指一本

为人民大众而写的作品
。

如果作品的发行量

大
,

拥有的读者面广
,

读者的绝大部分是属

于人民的范畴
,

那么这部作品就属于大众小

说的范畴
。

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
,

法

国工人阶级的队伍在十九世纪以后才逐步壮

大起来
,

所以主要是以他们为读者对象的大

众小说也只可能产生于十九世纪以后
。



在当今的法国读者中
,

有一个令人奇怪

的现象
,

就是在上流社会的妇女中
,

大众小

说拥有大量的读者
,

而上流社会的男子对这

类文学是不感兴趣的
。

这是因为十九世纪以

来的法国妇女
,

包括上层社会的妇女在内
,

受教育的机会比大革命前少得多了
。

资产阶

级在夺取政权以后
,

是不愿让广大妇女参与

政权的管理和建设的
,

于是限制其在文化修

养上的提高
,

通过各种形式减少其受高等教

育的机会
。

许多教授和高级官员的夫人常常

深居简出
,

操持家务
,

至于广大工农
,

他们

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就更少了
。

所以拉朗德先

生由此引出结论
:
如果一部作品的读者主要

是工人
,

农民
,

市民或未受过高等教育的上

流社会的妇女
,

那么这部作品便可说是大众

小说
。

一本书出版了
,

首先要知道的是
:

谁是

它的读者
,

读者的社会地位
、

文化修养
、

从

事的职业如何
。

在法国文学史上
,

有两条大

的分界线
:

第一条是以十八世纪为界
;
另一

条是以十九世纪末为界
。

二百年以来
,

也许

更早一些
,

法国城里的人就已全识字了
; 然

而就是一百年以前
,

农村识字的人也是极为

个别的
。

当时农村在读书方面的间题是
:

一
,

书源问题
,

二
,

读什么样的书
。

一四六五年

法国印刷术出现以后
,

书的发行量与 日俱增
。

当时有一个叫米歇尔
·

德
.

蒙泰涅的绅士
,

他的私人图书馆里便藏书达一千册以上
。

在

印刷术发明以前
,

即使在学校里也只有老师

才有书
,

学生是很少有书的
。

那时唯一书多

的地方是修道院
。

在 印刷术普遍采用以后
,

也不是人人都有书读
。

第一
,

书价太昂贵
,

第二
,

国王为显示 自己的博学
、

多能和富有
,

把大部分书都集中在国家图书馆里
,

有限制

地让人们 向其借阅
。

在乡村
,

那怕是最边远

的地方
,

开始出现了一种肩背叫卖的书商
。

一只背篓装上几拾本书
,

五花八门
,

什么都

有一点
,

很有点儿
“

杂货担
”

的味道儿
。

但较

集中的还是自然科学
,

文学故事和娱乐消遣

三方面的书
。

作者往往是匿名的
,

或者本来

就是民间流传或集体创作的
。

这类书在各方

面都是正统的
,

保守的
。

是由于农民的需要

产生的
,

还是由于书商的行动时时受到官方

的检查
、

警察的监视而造成? 我们不得而知
。

这是最初关于农民的书源问题
。

稍后在城市

里
,

报纸上 出现了连载小说
,

再往后袖珍小

说便流行起来
,

既便宜
,

又便于携带
。

现在

人们常说的
“

消费小说
” ,

即
“

地铁小说
” , “

公

园小说
” , “

野外郊游小说
”

可能都同袖珍小说

有某些渊源关系
。

至此
,

读书成为了一种普

遍的社会要求
。

大众小说的情节往往是这样的
:

各种人

物在一个地方相会
,

后来又由于种种原因不

得不分离
,

历尽各人的艰难困苦
,

以最后在

一个地方重逢而告结束
。

这种最后的相聚也

分两种情况
,

一是事先没有预料到的
,

人物

在分离后的苦难 中往往濒于绝望
,

而在一个

偶然的机会又欣喜重复 ; 二是分别前就抱定

了要最后重见的决心
,

分离后各自为重逢而

作出努力
,

最后终于达到 目的
。

如果最初的

相会双方是一
“

贵
”

一
“

贱
” ,

如一个王子与一

个妓女
,

故事情节往往这样发展
:

蜜月之后
,

他们有了孩子
,

种种原因造成了他们的分离
,

最后他们重逢 了
。

但是由于社会地位的悬殊
,

王子不能娶妓女为妻
,

于是这个妓女就生病
,

死亡
,

王子带上孩子和另一个有地位的公主

结婚
。

一方面是悲惨 的病故
,

另一方面是喜

庆新婚
。

这人何的不平往往在读者的心中掀

起层层波澜
。

当然
,

不少大众小说的情节往往是另一

个模式
,

即一个穷苦的女人找到了一个有钱

的公子
,

经过无数的磨难
,

终于建立了一个

美好的家庭
。

当今大众小说最 有 名 的 作 家 是 德 利

( D e l l y )
,

其代表作是《奴隶或王后》 ( E s 。 l a v e

。 u R e i en )
。

故事讲的是一个穷苦的少女被一

个俄国王子看中
,

他要娶她
,

她不愿意
。

但

由于她继母的强迫和威胁
,

她终于嫁给了这



个王子
。

婚后
,

他们并不幸福
,

特别是她忍

受的几乎是一个囚徒的生活
。

在一次偶然的

机会
,

她得知是她的继母杀害了她亲生的母

亲
,

而且王子早知道这件事
。

于是她怀疑王

子和她的继母之间有暖昧关系
,

几度悲痛欲

绝
。

后来在一次打猎中
,

她险遭饿狼的伤害
,

王子赶来救 了她
,

自己却被一只突然出现的

熊所伤
。

由于共同努力
,

才从熊口脱生
。

这

样
,

他们终于省悟到
:

他们必须相互依赖
,

于是小俩 口重归于好
,

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
。

这本书的读者很多
,

一版再版
。

妓女们

特别爱看这本书
。

她们处境穷苦
,

卖笑生活

使她们厌倦悲伤
。

小说的故事情节深深吸引

着她们
。

一个穷姑娘找到一个富贵公子
,

这

是妓女们梦寐以求的事儿
。

小说中虽也有 自

然主义的肉感描写
,

但总的倾 向还是好的
。

大众小说还有一个常见的主题
,

就是
“

人

头猎人
”

(L e c h a s s e u r d e t色t e )
。

主要是讲西

方大企业主们用所谓
“

试用
”

的办法剥削失业

者
。

企业主们挂羊头
,

卖狗肉
,

把失业工人

骗来
,

说是
“

试用
” ,

劳动负担极重
,

得到的

报酬极低
, “

油水
”

到手
,

便把他们一脚踢开
。

所以大众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苦大众

的呼声
,

抨击了剥削阶级的凶恶
、

毒辣
,

对

生活底层的劳动者寄寓了同情
。

大 众 小 说 这 套 丛 书 由 阿 尔 坎

( H A R L Q U IN ) 出版社出版
,

每年印数达一

千八百万册以上
。

虽然主题总是差不多
,

只

是把时间
、

地点和人物的模样换一换
,

但这

套书总是畅销的
。

法国人说阿尔坎社出版的

这套丛书就象
“

卖面包
,

每天的面包总是一个

样
,

可是总有人买
。 ”

所谓通俗小说是就作品的主 人 公 而 言

的
。

他们纯粹是一些一般化的人物
,

既不是

最杰出者
,

也不是最平庸的芸芸众生
,

而是
“

你
、

我
、

他
”

这样的平常人和他们极为常见

的 日常生活
。

作家欧仁
.

达比 ( E ug 加
e D ab i )t

的 ((北方客栈》 ( H 6 t e l d u N o r d ) 是人们常谈

论到的一部代表作
。

它讲的是一座专为一般

人开设的小客栈
,

店主人的家庭是个小康之

家
,

妻子
、

儿女都是店员
,

在此歇脚的全是

些平常人
。

小说中既无激动人心的场面
,

也

无引人入胜的情节
。

通俗小说的代表作家是

基
`

德
·

卡尔 ( Q u y d e s C a r s )
,

著名之作是

《作弊的女人》 ( L a t r i e h e u s e )
。

小说讲一男

一女
,

男的是个年青的美国人
,

女的是个年

龄比他大得多的法国人
,

他们共同生活了一

段时间以后
,

女的突然失踪了
。

后来男的又

碰上了另一个女人
,

极象他那失踪的情妇
,

只是年轻多了
。

那女子 自称是他从前情妇的

女儿
,

于是他娶她为妻
。

但事后不久
,

他又

去找他那失踪了的情人
,

但未成功
。

归来后
,

妻子说要自杀
,

因为她认为他不爱她
。

最后
,

那男人发现他的妻子和原先的情妇竟是同一

个人
,

只是请医生用了一种药使她变年轻了

而已
。

通俗小说的主人公
,

性格往往怪僻
,

色

情
。

不管男女都吸烟
,

酗酒
,

寻求刺激
。

小说中

人物的社会地位属于小资产阶级的范畴
,

不

穷也不富
,

但极想发财
,

且慕求虚荣
,

常常

为了面子而打肿脸充胖子
,

结局往往是不幸

的
,

但有时也带来好处
,

喜剧般地结束小说
。

一般的小职员很喜欢读这类小说
,

他们生活

无着落
,

走投无路
,

只好和小说中的人物一

起
“

做美梦
” ,

聊以 自慰
。

这类小说
,

有时也

宣扬爱情专一论
,

即在一个男子的私生活中

容不下两个女人
。

这类小说里常常有这样的

情节
:

母女俩同时爱上了一个男子
,

这个男子

娶了女儿
,

于是母亲出走
。

但是那男子却时

常思念着母亲
。

果然有一天
,

母亲奇迹般地回

来了
,

女儿便想法 自杀
,

因为她发现她丈夫

爱的不是她而是她母亲
。

这类小说的作者从

来不给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做什么结论
,

而

是让读者自己去品味
。

通俗小说的语言虽不

优美典雅
,

但也明白流畅
,

接近民间口语
,

好读易懂
,

当然有时也有不少病句
。

拉朗德先生以 巴尔扎克的小说为楷模
,

(下转 5 5 页 )



重
。

无私才能无畏
,

正是伟大的集体主义精

神
,

铸就了鲁迅一副铮铮铁骨
,

屹立在中华

民族的伟人群象之中
,

成为最为光焰照人的

共产主义道德和光辉人格的典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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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⑧ 《马克思恩格 斯 选 集 》 第 3 卷
,

第 134

页
。

L 《且介亭杂文
·

后记 》
。

L 冯雪峰
: 《鲁迅的文学道路》第 10 页

。

L 《列宁选集》第 4 卷
,

第 3 52 页
。

L 《马克思恩格 斯 选 集》
,

第 4 卷
,

第 4 8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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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州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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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
。

令
月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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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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谧” 弓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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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

令
.

今
.

命
.

今
.

今州卜叫卜
.

令叫卜
.

今
.

(上接 8 2 页 )

赞尝那种人物形象鲜明
,

情节跌宕动人
,

社

会意义重大的传统小说
,

但他并不排斥从五

十年代起正式形成一种文学倾向的反传统的
“

新小说
”

( N
o u v e a u x R o m a n s )

。 “

新小说
”

的

作者们不致力于内容上的挖掘
,

而着笔于形

式上的追求
。

它的人物无主次之分
,

个性模

糊
,

身世不明
,

很少涉及重大题材
,

常陷入

日常琐事之中
。

它反对传统小说中用第三人

称的写作手法
,

而多用第一人称
,

有的甚至

采用第二人称
。

用语常常模棱两可
,

叙事往

往错乱纷云
,

不仅一般人读起来叫苦不迭
,

就是知识界也说
“

新小说难懂
” 。

象罗伯
·

格

里叶 ( R o bb e G r i l l e t ) 和他的 《橡皮》 ( L e s

g o m m e s )
,

米歇尔
.

比托尔 ( M i e h e l B u t o r )

和他的《改变计划》 (L a m o d i f i e a t i o n )
,

克洛

德
·

西蒙 ( C l a u d e S i m o 。 ) 和他的 《故 事》

( H is ot ir e) 等
,

都是在读者中颇有影响的作

家和作品
。

虽然人们对
“

新小说
”

提出了不少

的责难
,

但毕竟不能否认它在文学创新方面

所作的许多新的尝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