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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部著作的作者万之，又是学者，又是作家，又是翻译家。
在这部著作里，他画出了20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肖像。
其中两位——1974年得奖的马丁松和1987年得奖的布罗斯基——很明显是作者的知音作家。
其余的是1990年到2009年得奖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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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万之，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具有世界性文学视角，也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著名汉学家马
悦然的好朋友，每年诺贝尔大奖颁奖，作者都能够有机会参加颁奖会，近距离接触获奖作家和评委，
是目前华人世界最有权威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发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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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马悦然　　自序　　第一辑　逝者长存　　露珠映射的大干世界——197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
主哈瑞·马丁松与自然哲学　　四海无家、四海为家——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瑟夫·布罗斯基
印象　　帕斯的人格之重——纪念199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　　明日
黄花再生香——纪念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作家、英国戏剧家哈罗尔德·品特　　第二辑　文学有
道　　我为人民大众写作——199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葡萄牙小说家萨拉马戈评说　　给历史涂上
诙谐幽默的黑色——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德国小说家格拉斯评说　　“一”以贯之的文学
之道——解读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籍中文作家高行健　　他为历史出庭作证——评2002年匈
牙利籍犹太小说家凯尔泰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出世的精神入世的文学——与马悦然谈2003年诺贝
尔文学奖得奖作家库切其人其作　　第三辑　文化多元　　为什么是德瑞克·瓦尔科特？
——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作家德瑞克·瓦尔科特评说　　她拥有成千上万的读者——1993年诺贝
尔文学奖得奖作家、美国小说家莫里森评说　　抛给一个民族国际主义作家的花环——1994年诺贝尔
文学奖获奖作家、日本小说家大江健三郎评说　　殖民文化嫁接的果实——评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授
予英籍印裔小说家奈保尔　　文明废墟上升起的新星——评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土耳其小说家帕
慕克　　我的祖国是毛里求斯——介绍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　　第四辑　传统新人
　　一个自然主义者的重生——介绍1995年诺贝尔文学家获奖作家、爱尔兰诗人希尼　　文学圣殿里
的丑角——评199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意大利戏剧家达里奥·福　　政治与文学的吊诡游戏—
—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地利戏剧家叶利涅克评说　　只有女人更懂她——有关2007年诺贝尔
文学奖得主、英国小说家多丽丝·莱辛　　无家可归者的文学家园——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作家
缪勒评说　　瑞典学院院士一览表　　跋：人类文学的凯旋曲刘再复——读万之《诺贝尔文学奖传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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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个超前的环保作家　　至今为止，哈瑞·马丁松在中国依然是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瑞典作家，
不如其他瑞典作家如奥古斯特·斯特林堡、塞尔玛·拉格洛夫、阿丝特丽·林德格伦等那么有名，尽
管他是瑞典文学的经典作家，是瑞典文学界公认的继斯特林堡之后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
因此，瑞典学院在1974年让他和另一位瑞典作家艾伊文·雍松分享那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据我所知，马丁松的作品至今还没有一本完整的中文翻译著作出版。
1997年，我曾经翻译过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荨麻开花》部分章节，发表在南京大学当年出版的《
当代外国文学》上。
这大概是他的作品首次被介绍到中国，作为第一个介绍者，我感到很荣幸，但遗憾全书还没有中文译
本出版。
2004年瑞典庆祝马丁松诞辰百年，举行一系列活动，包括皇家剧院上演其唯一的剧作《魏国三刀》，
是中国唐朝历史背景的作品，因为参加演出有中国编舞人员，不懂瑞典语言，我还翻译了整个剧本，
但译本也并没有在中国出版。
　　当然，即使在世界上，马丁松的知名度相对来说也不高，不如前面提到的斯特林堡、拉格洛夫、
林德格伦等。
这里当然是有些原因的。
瑞典学院网站上有介绍马丁松的专门文章，作者拉森承认，即使诺贝尔文学奖也没有“提升(upswing)
”马丁松的国际声誉，他在国外还是“相对来说无人知晓”。
一个主要原因是马丁松本土色彩非常强烈，非常民族化乡土化，他的文学语言有典型的瑞典南部地方
特色，频繁出现各种当地花草植物的名称，而他还“使用自创的语言结构和词汇”，所以翻译成其他
语言就非常困难，各种语言的译本都不多，在其他语言文化和世界文化中的影响自然有限。
　　马丁松受到冷落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思想和艺术创作有一定前卫性，而同时代人还没有充分的
理解。
当别人还在对现代文明高度赞赏的时候，马丁松就已经对大工业和技术发达的社会野蛮掠夺自然资源
式的生产方式表示不满。
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和广岛原子弹轰炸后恐怖的结局，使他对工业和科技的发展越来越持否定态度，
不是政治性的否定而是出于自然的否定。
所以，马丁松确实算是最早的环保作家和“生态主义”诗人。
现代工业技术给马丁松带来的忧虑很早就明显反映在他的第一本原创性小说《失去的美洲豹子》中，
也明显地表现在他的诗集《茨卡达》、《图勒的青草》以及《大车》等作品中。
对于未受破坏的自然的呼唤之情，以及呼吁人类对自然的责任感，还表现在他死后出版的诗集《沿着
回声的小径》及《多丽德人》中。
和这些诗集中对自然的赞美相对照的，是在1956年创作出版的幻想史诗《阿尼亚拉号》中描写了自然
的灾难。
这首长诗描写宇宙飞船“阿尼亚拉号”如何把人类撤出被毁坏的地球，但飞船控制机制也遭毁坏，飞
船上的人类最后被抛入了空荡无边而寒冷的外星空间。
诗人对未来的预见以及充满幻想的风格，使这部作品被文学评论家赞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星球之歌”
，是当代世界文学史稀有的史诗作品，因此也奠定了他作为继斯特林堡之后瑞典文学最伟大作家的地
位。
　　马丁松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还发表过很多哲学散文，提出了环保问题和生态问题
，发展了自己的“自然哲学”理念，并借用中国文化中的道家思想，反对城市化。
能具有这样的生态和环保意识，并用文字文学形式向全人类发出警告，这在全世界的作家中都是非常
超前的，比世界上很多生态学说的开拓者都要早。
　　马丁松写作的题材当然非常广泛，不仅关注环保，还涉及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人类面对的很多重大
问题，所以拉森也指出：“马丁松的写作像镜子一样，映照出二十世纪的重大问题。
这些问题包括社会不公和专制，包括战争与和平，包括商业文化与汽车文化，包括核武器与环境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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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说马丁松也还是个预言家，预见了现代社会未来的“全球化”中会出现的多方面的问题。
因此，近年来，马丁松在瑞典文学和世界文学中的地位越来越引起人们重视。
2004年瑞典文化界举办了很多纪念他诞辰一百周年的活动。
世界各国翻译马丁松的作品日渐增多，日本最近就翻译出版了他的长诗《阿尼亚拉号》。
　　一个作家的创作，能够既有乡土气息，又有广阔视野，地方性与国际性结合，甚至有透视宇宙的
全方位观点，这样的结合实在是比较独特的，像是一个预言者，能在水晶球内看到未来道破人生机密
，所以瑞典学院颁奖词称赞他的写作“捕捉了露珠而映射出大千世界”，这一句话非常简短，其实内
涵丰富深厚而又准确到位。
它能反映出小和大、微观和宏观的关系，而最主要的，还反映一种特殊的自然和宇宙观，用作者自己
的话来说就是“自然哲学”。
“捕捉露珠”一词形象说明他对自然而微观的世界的兴趣，而“大干世界”一词反映他对宏观世界的
观察和思考，两者结合则表达他对自然和宇宙的关注。
　　当今的世界，不少“作家”是从孔方兄的钱眼中看世界的，还有多少作家能够注意到早晨“草丛
”中的露珠？
或者说，他们的生活中已经没有了“草丛”，自然也就没有早晨的“草丛”上的露珠？
那么，谁还能更进一步从这微细晶莹的自然造物中透视大干世界？
马丁松这样的作家，如今大概是寥若晨星了。
　　⋯⋯　　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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