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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基的
“

海燕式
”

剧本《底层》浅析

奏
·

力

高尔基是一位
“
属于全世界

”

的小说家
、

剧作家
、

政论家
、

文艺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
。

列宁称他为
“

无产阶级艺术 的 最 杰 出 的 代

表
” 。

①作为小说家
,

他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
,

然而作为二位剧作家
,

他的成就也是显著的
。

他一生中写下了二十部左右的剧本
。

仅在二

十世纪初
,

19 0 5年及以前几年
,

他就成功地

写出了《小市民》 ( 190 1)
、

《底层 》 (1 9 0 2)
、

《避

署客 》 ( 1 9 0 4 )
、

《太阳的孩子们》 ( 1 9 0 5 )
、

(( 野

蛮人》 ( 1 9 0 5) 等剧作
。

这些剧本题材多 种 多

样
,

内容丰富多采
,

既写出了先进工人阶级

的形象
,

也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痛苦
,

同

时还深刻地表现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神

空虚
。

在戏剧创作中高尔基继承了契诃夫的优

良传统
,

量在表现时代精神和心理描写
。

同

时又创造性地发展了这一传统
,

使剧作具有

鲜明的社会政治性和哲理性
。

他木但创作了

大量的剧本
,

而且还对戏剧创作发表了一系

列的精辟论述
。

高尔基作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

一向将

戏剧创作看成是
“

一种庄重和严 肃 的 事 业
”

( 1 9 0 0年 弄月 21 日致契诃夫的信 )
,

是及时反

映时代最强音的革命事业
。

这就是说
,

戏剧

要在表现时代冲突中塑造时代的英雄人物
,

这些时代的英雄人物应 该是积极创造世界的

主人
。

此外
,

作家要求戏剧舞台上出现生动

的典型人物和生动的故事情节
,

以此才能起

到教育人 民和鼓舞人们斗志的社会作用
。

高

尔基在《论剧本 》一文中写道
:

剧本中
“

每个人

物都显然被赋予了阶级的和
`

职业的
’

特征
” ,

“

对戏剧的基本要求是
:
戏剧应该是现实的

、

有情节的
、

充满着行动的
” 。

作家认为要使剧

作中的语言
“

具有艺术价值和社会性的 说 服

力
,

就必须使每个人物的台词具有严格的独

特性和充分的表现力
” 。

假如
“

语言贫乏
、

枯

燥
、

贫血和没有个性
” ,

那么
“

一切剧中人物

都说结构相同的话
,

单调的陈词滥调
” , “

在

舞台上全变成了呆板的
、

胡乱联系起来的语

言所发出的无聊的喧嚣
” ,

这在作家看来简直

是
“

可悲的缺点
” 。

与此同时
,

作家还指出
:

剧本必须适合演出
,

而且表演要规范化
。

为

此
,

高尔基在他每一个剧本上演之前
,

都给

每个角色写出长篇的对人物演出的理解和要

求
。

出色地体现了高尔基的这些 创 作 思 想

的
,

因而在艺术上成就最突出的
,

就是他的

第二部剧作《底层》
。

它是作家子 1 9 0 2年在阿

尔扎马斯流放时写出的
。

作家自己曾说
: “

这

是我对
`

沦落人
,

的世界将近二十年观察的总

结
。 ”

②在剧中他高度地概括了一群无家可归

的流浪汉和流浪女
,

利用舞台艺术的特殊条

件
,

把他们一起安排在
“

一个象洞穴似的地下

室
”

里
。

在夜店里住着的有小偷
、

妓女
、

赌徒
、

游方僧
、

手艺人
、

小贩
,

还有落魄的贵族
、

潦倒的戏子和奄奄一息的病妇等人
,

他们都

是被生活遭迫栖居在这个暗无天 日的夜店里

的房客
,

他们从精神到肉体都受到无情的摧

残
,

变成社会上没有劳动条件
,

也无条件劳

动的一群人
。

这些沦落到
“

底层
”

的人们也在

挣扎
,

向往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

但在当时

的社会制度下
,

他们的希望不断破灭
,

接连

遭到一个又一个的打击
,

最后均以悲惨的结

局告终
。



《底层》的社会意义首先就在于它对吃人

钓 旧社会发出了强烈而愤怒的控诉
。

在资本

主义制度下
,

必然把大批失业的劳动群众推

入饥寒交迫的水深火热之中
,

逼迫着这些人

在社会
“

底层
”

去犯罪
,
使他们变成

“

不象人

的人
。 ”

这里
,

作者将俄罗斯的黑暗现实浓缩

到这个舞台上的黑暗夜店里
,

而这个夜店在

作者笔下活象一座监狱
,

让它的房客们唱着
“

牢狱之歌
”

这是寓意颇深的
。

这些人被生活

彻底击败
,

失去了反抗能力
,

然而
,

他们还

思念着美好的生活
。

在对待人生的出路问题

上
,

却存在着极其对立的观点
。

剧中有三个代表三种对人生不同看法的

人物
:

宣称
“

人这个字听起来多么 自豪!
”

的

流浪汉萨金
,

以谎言安慰人的游方僧鲁卡和

介乎这两者中间的帽匠布伯诺夫
。

布伯诺夫

与鲁卡一样
,

相信人世只有残酷
、

黑暗的生

活
,

这种现实是无法改变的
,

不同的只是
,

鲁卡用美丽的辞藻和美妙的谎言来装饰这一

现实
。

布伯诺夫与萨金相同之处是反对用同

情和谎言安慰人
,

然而
,

萨金相信人们有力

量以自己的智慧和意志战胜苦难重重的
、

奴

役人
、

窒息人的
“

底层
”

生活
,

而在布伯诺夫

身上却完全缺乏这种积极改变人生的信念
。

剧本的中心问题是探讨如何挣脱
“

底层
”

的枷锁
,

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问题
。

这

一 问题的解决是集中在剧中的两个主要人物

鲁卡和萨金的冲突上体现出来的
。

作者对人

的无限信任和尊重的观点是通过剧中人萨金

讲出来的
。

虽然他并不是剧中的正面人物
,

而是一个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流浪汉
。

然而
,

萨金表达这种对人的信念的独白却具

有特殊的意义
。

萨金与夜店中其他的房客不

伺
,

他坚信人不应该向现实生活屈服
,

而应

使现实生活为人服务
,

他说
: “

人就是 真 理
· · · · ·

一切在于人
,

一切为 了人 ! … …人这个

字听起来多么 自豪 l 人—
一定得尊重人 ,

不要怜悯他… …不要幸怜悯去污 辱 他……
在被打入社会的最

“

底层
”

的人中发出这种呼

声
,

有如一束阳光照亮 了黑暗的牢房
。

这种

思想无疑是积极的
,

而这也是反映了高尔基

的著名的人学观
。

高尔基在论述如何写人的评论文章中
,

在自己写人的创作实践中
,

一贯强调要歌颂

人
、

尊重人
、

解放人
,

同时也要改造人
,

并

与摧毁人
、

压迫人
、

侮辱人等社会现象作斗

争
。

作者不但在上述萨金的台词中歌颂人
,

而且通过对剧中人物的刻画表示出
,

他们都

各自具有独特的
、

人的高尚的感情
,

这些感

情被压抑得无法充分表现出来
,

这是把人们

打入
“

底层
”

的社会制度的罪过
,

因而必须要

解放人
。

高尔基在歌颂人的同时也看到在人的生

活中还有丑恶的一面
,

即不劳而获
,

过着寄

生虫生活的人们
。

因此
,

作家指出
,

要成为

一个真正的人
,

他的生活应当是有意义的
。

在人生意义方面高尔基特别强调劳动的重要

性
。

他在很多作品中都歌颂了劳动的光荣和

伟大
。

在作者的笔下劳动— 这就是使人成

为高尚的人的力量
,

使人尊重
,

成为真正的

人
,

成为能够改造世界的极其重要的因素
。

然而
,

在萨金身上正好缺乏的是这种对劳动

的热情
。

虽然他性格豪放
,

胸怀开阔
,

富有

自尊感和对现实的反抗精神
,

即作为
“

临时的

英雄
”

所需要的一切他都具备
。

他也时刻不忘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

并对此充满信心
,

但是
,

萨金的这种信心是难以转化为行动的
,

因为

他已经不习惯从事真正的劳动
,

甚至反对劳

动
,

他认为劳动是奴隶们的事
,

所以他不可

能理解
,

受苦的人们之所以沦入
“

底层
” ,

正

是因为剥削阶级使人民群众作牛作马
,

他们

却可以不劳而获
,

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

因

此
,

萨金也不可能进行真正的斗争
。

他已经

成为一个
“

被生活击溃的人
” ,

作者在谈到这

个剧本时说
: “

我不能借着被生活击溃的人的

嘴来宣传社会主义
” 。

尽管萨金身上存在着种种不符合正面人

物条件的弱点
,

但他毕竟高出于夜店里的其

他人
,

也高出于舞台以外的许多当代人
,

所

以作者只能通过他表达一些 自己 对 人 的 赞



美
。

然而我们可以看出
,

作家在这里并不是

抽象地谈人
,

而是从人的阶级性这一点出发

来观察问题
,

塑造人物的
。

与萨金对人生的态度相对立的是游方僧

普卡所代表的怜悯思想
,

他表面善良
,

对人

亲切
,

竭力安慰人
,

毫不费力气地靠谎言过

日子
。

他是一个
“

诚诚恳恳撤谎
”

的基督徒
。

实际上
,

他根本不相信人的现实是能改变的
,

所以他才用美丽而渺茫的梦想麻醉他周围对

改变现实还抱有一线希望的人们
:

他保证小

偷贝贝尔和娜达莎可以到
“

遍地黄金
”

的西伯

利亚过美好的劳动生活 , 他聚精会神地欣赏

过妓女娜思佳编造的大学生热恋她的故事
,

并鼓励她继续去做奇异的爱情美梦 , 他保证

中了酒毒的戏子可 以到一所富丽堂皇的免费

医院里去恢复健康 , 他还安慰呻吟在床上的

安娜死后可以升入天堂二
,

…

他这种假惺惺的安慰只会给人们带来更

大的失望和痛苦
,

残酷的现实粉碎了他所有

的谎言
。

鲁卡的这种人道主义是虚伪的
、

骗

人的
,

它所起的作用
,

就是劝导受苦受难的

人们长期容忍地狱般的生活
,

使他们脱离现

实社会的斗争
,

’

靠幻想过日子
。

实际上
,

这

个怜悯人的安慰者是最无情的宗教徒
。

他的
“

真理
”

是经不起实际考验的
,

他的谎言一个

接一个地破产
,

一

因此
,

他趁着大家混乱的时

刻
,

悄悄地溜走了
。

他的谎言和安慰所起到

的唯一的实际作用
,

那就是他为安娜编造的
“

天国
,

神
.

话
,

多少减轻了一些她临终前精神

与肉体上的痛苦
,

应该说
,

鲁卡的说教只对

垂死的人有用
,

对活着的人只会有害
,

作者

恰恰是以此揭穿基督教徒人道主义的虚伪性

和消极
、

反动作用
。

萨金在剧中说得好
: “

我

看透了那些谎言 l 谁居心不 良……或是靠榨

取别人的血汗过活
,

谁就需要撒谎… …有的

人靠撒谎支持自己
,

还有人靠撒谎掩饰 自己

… …谎话是奴才和主子的宗教…… ”

在作家晚年时
,

他谈到自己的剧本 《底

层》里的人物鲁卡
,

曾指出
“

还有大批这样的

安慰者
。

他们安慰别人
,

只是为了要别人不

对他们的牢骚感到厌烦
,

不去扰乱他们那逆

来顺受的冷淡灵魂一向对一切事物的平静态

度
” 。 “

这一类安慰者是最聪明
、

最博学和最

雄辩的人
。

因此他们也是最有害的
”

③
。

由此

可 以看出
,

高尔基通过萨金之 口所赞美的人
,

并非抽象的人
,

他所提倡的人道主义也不是

抽象的人道主义
。

作家认为
,

真 正 革 命 的

人道主义首先要捍卫人 民的生活权力
,

并与

摧残人
、

压迫人的制度积极斗争
,

否则
,

只

单纯地呼吁慈善
、

怜悯
,

只对受苦受难的人

进行安慰
,

而不与造成苦难的社会进行斗争
,

这是抽象的人道主义
,

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
,

它只能有如鸦片一样
,

麻痹人民
,

毒害人民
,

这是高尔基所坚决反对的
。

作者就是这样
,

通过各种栩栩如生的人

物形象
,

通过他们的沦落及对人生的探索
,

不仅深刻地揭露了旧社会如何将大批民众抛

入
“

底层
” ,

使他们过着牛马不如的非人生活
,

同时也表明
,

应该怎样改变这种生活
,

打破

套在他们身上和精神上的枷锁
。

这两个命题

就是剧作的中心思想
。

作者所以能够成功地

完成以上两个命题
,

一方面是
,

由于作家本

人也曾长期地生活在
“

底层
” ,

非常熟悉
“

底

层
”

的各种人物
,

深刻地了解他们
,

无限地同

情他们
,

并且挚诚地热爱他们
。

正如普迅曾

经指出的
:
高尔基

“

是
`

底层
,

的代表
”
④

,

作

家的一生
“

就是大众的一休
,

喜怒哀乐
,

无不

相通
”

⑤然而
,

亦不可忽视其另一方面
,

也是

更重要的一方面
,

即作家不仅熟知他笔下的

人物
,

而且是处在 1 9 0 5年革命前夜这个历史

条件下
,

又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商度上
,

所以

才能深入地分析
、

认识这些人物
,

看出萨金

之不足和有如鲁卡这类人物的本质
。

这与作

家本人当时的思想境界是紧密相联的
。

二十世纪初期
,

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准备

时期
,

在高尔基生活中最有意义的就是他与

布尔什维克党的关系 日益密切
。

从 1 9 0 1年起
,

他就开始接近列宁创办的《火星报》 ,

并成为

它的热心读者
。

在《火星报》所宣传的思想影

响下
,

作家本人亲自参加了 1 9 0 1年 3 月
,

在



彼得堡喀山大教堂附近发生的学 生 示威 游

行
,

并在反对沙皇政府镇压群众的抗议书上

签了名
。

高尔基直接参加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实

践
,

进一步体会到广大人民群众在迅速觉醒
,

作家深感新时代的英雄人物层出不穷
, “

需要

英雄人物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

( 1 9 00 年致契诃

夫的信 )
,

因此
,

作家以其参加革命运动的体

会和对即将到来的革命风暴的坚定信心
,

更

加深刻地分析和认识了他所熟悉 的底 层 人

物
,

并通过这些人的生活表明革命必然到来
,

这个剧本对准备 1 9 0 5年革命也是起了重大作

用的
,

因而它是一本杰出的
“

海 燕 式
”

的剧

作
。

《底层》的艺术特色和创作技巧也是很突

出的
。

它的高超之处在于
,

此剧并不追求惊

奇的转折和意外的情节
,

它的舞台效果是通

过剧中各类
“

底层
”

人物之间带有哲理性的交

谈和争辩取得的
。

由于《底层》是一部社会政

治哲理剧
,

因此
,

剧本的政治倾向便使它不

单纯给人一种
“

底层
”

生活的沉重压抑感
,

而

是从整体上使人体验到
,

尽管
“

守望的狱卒
,

不分昼和夜
” ,

站在
“

底层
”

人们的窗前
,

但鼓

舞人们去
“

挣脱铁链
”

的信念却贯穿始终
。

剧

作者通过角色之间双关语的对话
,

用词的各

种特殊意义以及其它技巧
,

使得《底层》一剧

里同时交织着黑暗与光明
,

优伤和欢笑
。

作

者有意识地在剧中不安排大量的阴暗
、

肮脏

的生活细节
,

以突出对未来的信心
。

剧本《底层》充满各种矛盾
,

这 些矛盾由

于餐卡的到来而急剧地尖锐起来
,

一方面
,

这些流浪汉和流浪女不断沉沦下去
,

另一方

面
,

他们又 向往美好的生活
,

然而
,

在当时

的社会制度下
,

这种冲突只能使很多人的结

局是悲剧性的
:

有的病逝
,

有的 自杀
,

有的

被逮捕……剧中人物都是非常个性化的
, “

戏

子天生有一种诗人的
、

知识分子的 气 质
” ,

“

男爵身上明显地璐出了堕落的特征和 寄 生

生活的习惯
” , “

贝贝尔有坚强的性格
,

他还

投有耗尽 自己的力量
,
他梦想生活…… 人物

的独特个性是通过语言的个性化 表 现 出 来

的
: “

他们中间每一个人说的话都符合他的社

会本性
,

都符合他的心理
。

戏子的语言属于

可 以说明他过去的职业的特征
,

男爵的语言

充满了对他过去的回忆
,

娜思佳的语言的特

点是有很多从她所喜欢的黄色小说中汲取来

的句子
,

鲁卡的语言 带 有 农 民 语 言 的 特

点
” 。

⑥萨金的语言生动有力
、

意味深长
,

而

且喜欢说一些
“

奇妙的词儿
” ,

时常夹杂着几

个外文词儿
,

以此显示他在 电报局里做过事
,

“

念过很多的书
” 。

剧中人物的个性都是与阶

级特性有关的
,

作者将二者巧妙地
、

有机地

结合在一起
。

正如高尔基在《论剧本》一文中

所指出的
: “

不要把
`

阶级特征
,

从外面 贴 到

一个人的脸上 去
, · ·

” 二阶级 特 征 不 是 黑

痣……
” 。

《底层 》是高尔基戏剧创作中最优秀的一

个剧本
,

因而刚一问世
,

立即获得社会上的

热烈反映
。

1 9 0 2年 12 月 18 日在莫斯科艺术剧

院首次上演
,

获得巨大成功
。

在莫斯科
,

两

个月中就演出了五十余场 , 在彼得堡
,

场无

虚席
。

《底层 》在西欧也得到广泛的好评
,

它

首先在柏林上演
,

在一个剧院的两年多时间

内
,

就上演了五百场
,

不久它便演遍了欧洲

各国的舞台
。

尽管沙皇政府千方百计地企图

禁止这个剧本的上演
,

但未能得逞
。

《底层 》
·

对迎接即将到来的 19 0 5年的风暴所起的革命

作用是空前的
。

这充分说明它文学价值之高

和社会作用之大
。

据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

回忆
, 《底层》是列宁喜爱的剧作之一

。

契诃

夫也给予它高度评价
。

早在解放前
, 《底层》

就在中国出版了多种译本
,

而且由我国进步

的戏剧工作者将其改编为《夜店》 ,
不但在舞

台上上演
,

还搬上了银幕
。

在苦难深重的中

国人民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

起到了

鼓舞群众
,

号召群众起来与反动派进行斗争

的革命作用
。

我们今天与《底层》中所反映的时代完全

不同了
。

十月革命的胜利赶跑了
“

守望 的 狱

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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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内各厂的协作关系是行政包办的
“

婚姻
” ,

情不投意不合也不能散伙
。

提供协作件的厂就

躺在公司的保护伞下不求进步
。

目前公司往往不属企业型
,

不负经济责任
,

于是
“

大锅饭
”

就

越吃越大
。

所以
,

这类公司一经组成
,

下属的工厂有的自己不求进步
,

也不让别的工厂争取

先进
,

不让别的工厂同公司以外的先进厂协作
,

把大家都捆在一起混 日子
。

咨询组一进洗衣

机厂
,

就遇到这一间题
,

即当时为解决外购外协件问题有两种方案
。

一是原来 已提出的方案
:

组织紧密性的洗衣机总厂
,

把有关连的厂拉进来
,

捆在一起
,

实行协作关系
“

终身制
” ; 另一

种方案即咨询组提出的方案
:
招标

, “

自愿恋爱
” ,
合得来就合

,

合不来就散
。

谁都别想吃
“

大

锅饭
” ,

谁都要用改进经营管理和提供价廉物美的产品与优良服务来取得对方的
“

喜爱
” 。

这种

协作关系既有相对稳定性
,

而又不搞
“

终身制
” 。

这就有利于推动各有关企业前进
。

现在事实

证明后一方案是可取的
,

大家都承认幸亏没有仓促地组织总厂 (公司 )
,

否则该厂的包袱就会

更重
,

经济效益会更差
。

当然
,

这里我们并不否认条件成熟的可以成立公司
。

但即使成立公

司
,

公司与公司之间的协作关系仍然可以通过招标来实现
。

(4 ) 招标有利于推动流通管理体制的改革
。

社会再生产过程是社会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

的统一
,

生产决定流通
,

流通反作用于生产
。

生产与流通这种辩证关系
,

是社会再生产一条基

本的客观经济规律
。

过去
,

我们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
,

在极
“

左
”

路线下
,

重生产
,

轻流通
,

认为流通是可以

由人们的主观意志任意摆布的
,

把流通完全置于某些地方
、

部门的行政机构
,

实际上是置于

某些人的主观意志之下
,

不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
。

这样必然发生上面提到的那些弊端
。

结果
,

遭到了客观规律的惩罚
:

不仅流通被搞乱
,

搞死
,

出现了一些不正常
,

甚至是非社会主义的

关系
,

而且反作用于生产
,

严重地影响了生产的发展
。

实行招标
,

正可以把这些非社会主义

的关系一刀两断
,

使流通中的关系正常化
,

使商品流通能按客观规律的要求进行
,

以充分发

挥流通对生产的积极推动作用
。

总之
,

综上所述
,

招标有利于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
,

有利于突破条块分割
,

有利于在部

份企业之间建立合理的协作关系
,

有利促进流通管理体制的改革
。

(上接第 84 页 ) 砸碎了缠在劳苦大众身上的
“

千斤铁链
” 。 “

太阳出来
”

了
, “

永远是黑暗

的监狱
”

不见了
。

然而
,

今天重读这部闪光

的剧作
,

它仍然深深地打动着读者的心
,

这

是因为它能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万恶的旧世

界
。

不断地回顾黑暗的过去
,

才能更加珍视

光明的今天
,

从而启迪着每一个读者和观众
,

应该象作家所指出的那样去对待生活中的丑

与恶
,

并以积极的斗争姿态
,

满怀信心地为

更美好的明天而奋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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