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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意大利文学》纵观意大意文学从起源到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发展脉络，以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和生动
的语言描述了从意大利文艺术复兴时期到当代社会各个阶段的代表作家及其代表作品。
这是一次意大利文学的巡礼，也是一部用文学展示意大利灿烂文明传统和社会习俗的教科书。
读者一翻开此书，就漫游在博大精深的《神曲》里，沐浴在“意大利诗歌之父”彼特拉克那爱的梦幻
和净化的灵魂中，聆听薄伽丘那惊世骇俗的“人曲”《十日谈》；继而读者随同经历了五百多年社会
动荡和发展的意大利文人的足迹，进入了当今社会，体察和领略当代人被扭曲和异化的心态；最后，
随着80年代风靡全球的《玫瑰的名字》一书，又回归到了中世纪一个神秘莫测的修道院里，与小说的
主人公一起录觅古人留下的足迹，为当年曾发生过的一连串骇人听闻的谋杀案而震惊。
  本书避免了平铺进叙，对于历史上和文坛上有过争议的文人，如读者感兴趣的马基亚维利和邓南遮
，花费了较多的笔墨；而对于享有世界声誉的大作家莫拉维亚和卡尔维诺等人的作表作品，则予以深
入浅出的生动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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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  1 皮兰德娄怪诞剧的魅力——“真诚的人性”  2 期韦伏笔下的“无能人”九 探索内心世界的陷秘
派诗人  1《被掩埋的港口》和《沉舟的欢乐》  2 生活之恶的歌手  3“诗人应以变革世界为已任”十 时
代的强音——新现实主义文学的兴衰  1 凝聚血与沔的《面包与葡萄酒》  2 苦难的土地《基督不到的地
方》  3 不屈的女性：《安妮丝之死》  4 历史与童话：《蛛巢小径》  5 一幅巨型的历史壁画《豹》十一
从“对危机的认识”到“认识上的危机”  ⋯⋯十二 当代人心理的剖析  ⋯⋯主要参考书目意大利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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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神曲》是但丁渊博的才学和非凡智慧韵结晶，诗人旁征博引，既有引自圣经故事、福音书中的人物
和片断，又引用希腊神话、古罗马历史人物和古代神话传说以及伊索寓言。
全书像是论述政治、历史、神学、哲学和宗教观点的参考读物，又像是剖析天文地理、世事民俗，以
及大自然万千现象的百科全书。
全诗抒发了但丁对古希腊和古罗马诗人、哲人们的崇敬之情，他甚至情不自禁地呼吁：“向崇高的诗
人致意吧!”(《地狱篇》，第4章)安排古罗马诗翁维吉尔当向导从幽暗的森林游历到炼狱之顶，本身
就体现了但丁对学识的崇拜，隐喻人类唯有靠哲学、艺术和理性，唯有靠智慧和才识，才能走向现世
幸福；而由恋人贝雅特丽齐引导游历天堂，最终见到上帝，象征着只有靠纯洁的心灵和高尚美德，才
能获得来世幸福，享受天堂的快乐。
 《神曲》是一部艺术珍品，既有多层次的色彩变化，鲜明的画面，又有生动的形象，深刻的寓意。
但丁按照神学观点所安排的“地狱”、“炼狱”和“天堂”这三个不同涵义的境界，采用了不同的色
彩：在尘世犯下罪孽的人所在的地狱是其灵魂经受磨难的境界，用的是晦暗的不和谐的色调；炼狱是
改正过失、完善修身、充满希望的宁静世界，其色调明朗而又柔和；天堂是达到最终幸福的境界，其
色调欢快、明亮、光辉耀眼。
《神曲》浸透了人文主义者对大自然的仰慕。
但丁在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陪同下，冲破了黑暗的地狱，采到了炼狱山的山脚下时，看到的是一派美
妙的大自然景象：蔚蓝的天空，明亮的星辰，澎湃的大海；翻越过炼狱山行至地上乐园时，听到的是
鸟儿的啭鸣，闻到的是馥郁的花香，看到的是苍翠的树丛，感到的是拂面的微风；即使在没有物质、
纯粹精神的天堂里，诗人也用大自然里无所不在的“光”来映衬自己在天国里的喜悦心境和所见所闻
。
塔索去世后的一个多世纪内，随着三个中心论(“地中海中心论”，“神圣罗马帝国中心论”和“地球
中心论”)的衰落，意大利诗坛黯然失色，逐渐失去了它在欧洲文坛中的地位。
但是在波兰科学家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论的启迪下，人们对宇宙有了新的认识，开辟了探索新世界的科
学园地，在政治、哲学和科学领域里涌现出像布鲁诺(1548—1600)，康帕内拉(1568—1639)和伽利
略(1564—1642)这样一些优秀的哲学家和科学家。
他们不畏外国强暴和教会的淫威，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世世代代被人们所称颂。
 1748年亚圣和约签订以后；意大利出现了近五十年的太平盛世，代替西班牙统治的奥地利统治者实行
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措施：废除了天主教审判异教的宗教法庭，取消了农奴制和特权阶层的免税法，
这就使意大利的社会经济出现了新的繁荣局面。
在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思想传统基础上，随着欧洲各国之间文化交流的频繁进行，以卢梭为代表的法
国启蒙主义思想对意大利文学的新的崛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而使意大利出现了文化艺术的新
繁荣，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
当时的米兰、那不勒斯、佛罗伦萨等城市成为启蒙主义文化的中心。
可以说，启蒙主义文化的兴起是文艺复兴反封建反宗教斗争的继续和发展。
在启蒙主义思想的鼓励下，一大批才华横溢的文人纷纷冲破宫廷文学和巴洛克文化的束缚，致力于文
艺上的创新，歌颂理性的伟大力量，力图使自己的作品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表达人物的内心思想感
情。
17世纪末18世纪初有不少文人纷纷集聚在一个名叫“阿卡狄亚”的诗社周围。
以古希腊高原游牧地区阿卡狄亚(Arcadia)命名的诗社的宗旨是重造意大利诗歌鼎盛时期的辉煌，摒弃
华丽雕琢的平庸诗风。
说来很蹊跷，最初发起这些文人聚会的还是当时的瑞典女皇克利斯蒂娜。
她放弃皇位，皈依了天主教，侨居在圣地罗马的一幢别墅里。
早在1665年她就邀请诗人和学者在她下榻的罗马府邸谈文论道，吟诗作曲。
1686年女皇去世后，1690年就正式成立“阿卡狄亚诗社”，奉婴儿耶稣为保护人，以挂有一根月桂树
枝条的风笛为会标，每个成员都以希腊牧人的名字起名，象征他们是前来向刚出世的耶稣进贡贺喜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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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牧民。
18世纪上叶许多想逃避现实的文人纷纷赶到罗马参加该诗社的活动。
 “阿卡狄亚”诗社周围还集聚了很多学者和思想家，他们在意大利文学史上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
。
其中以创立新哲学思想的巴蒂斯塔·维科(1668—1774)最为世人所称道。
1701年他加入了诗社后就发表了《意大利古老民族文化和拉丁语的来源》。
因家境贫困自学成才的维科发奋攻读，勤奋笔耕，花费整整25年心血写就的《民族共同性的科学原理
》(1725)一书充分体现了他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和世界观。
 在对主导历史进程的普遍规律和永恒定义进行研究的基础上，维科认为各个民族都得经历三个不同历
史发展阶段：以感觉为主体的神权统治(神灵时代)，以想像为主体的贵族统治(英雄时代)，以理性为
主导的民众统治(凡人时代)，并提出了社会共存的法则。
就像人的思维必须从感觉、想像过渡到理性一样，在神权统治的时代里，人们只是感觉到却并无体验
；在英雄时代人们则用心灵去体验而产生想像(诗歌就是想像力的产物)；在第三阶段人们是用头脑去
思维(于是就产生了哲学)。
维科认为，历史是一种无休止的循环过程，社会政治制度也一样，从专制神权制到共和制，又从共和
制转化为寡头政治，而人民为了避免少数霸权统治国家的局面，就情愿把权力交给一个君主，从而产
生了帝国。
这种循环构成了帝国的发展。
“摆脱了愚昧无知的人类是出于其思维的本能主宰世界”，所以人凭借思想能够创造历史，正确地认
识历史并寻找到历史发展的规律。
维科的这些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后来得到浪漫主义文人们的推崇，对意大利文明史的发展起到了一定
的推动作用。
1860年意大利统一后，反映民族复兴理想的浪漫主义文学逐渐失去它以往的风采和光辉，面对几个世
纪的民族分裂所造成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尤其是意大利南北两方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不平衡
局面，以及社会的动荡不安，人们普遍产生一种悲观失望和茫然惆怅的情绪，涌现出一批反映社会现
实和时代精神的作家和诗人。
1875—1895年间，意大利文坛出现了一派反映旧社会体制的分崩离析、传统观念被彻底否定的新景象
。
一批展示广阔的社会画面，反映意大利南方贫穷落后的社会现实，揭示旧的社会关系瓦解的叙事小说
应运而生，这就是现实主义的文学潮流，其中最重要的流派就是真实主义。
19世纪末出现在意大利的真实主义文学属于批判现实主义的范畴，受到法国自然主义的影响，其代表
人物是小说家乔瓦尼·维尔加(1840—1922)和文艺理论家路易吉·卡普阿那(1839—1915)。
真实主义产生于1870年左右，结束于20世纪初，持续30年之久。
以维尔加为代表的真实主义文学，如实地反映了封建秩序崩溃、资本主义胜利和巩固时期意大利的社
会问题。
真实主义以真实地描写和严肃地批判社会黑暗面为特色，其作品多以下层人为主人公，因而是当时意
大利社会最需要的文学倾向。
这些真实主义的作品以当时的社会现状和人物的生活环境为背景，语言朴实无华，明晰地剖析了各种
人物的精神世界和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细腻地刻画了人物的性格和心理状态，富有浓厚的地方色彩
和生活气息，令读者感到真切动人。
很多作家仿照维尔加描写自己家乡的人和事的真实主义创作手法，所以19世纪末在意大利出现了蓬勃
的乡土文学，它的特点是既具有民间文学的形式，又具有社会内容。
这些作家把文艺看作是表达时代精神的最理想的工具，以各自不同的形式和风格，真实展示了意大利
社会所蕴含的各种矛盾，人间的悲欢离合和恩恩怨怨，并抒发了自己内心复杂的思想感情。
真实主义到20世纪初开始衰落，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突然又以一种异常活跃的新形式出现在意大利
文坛上，即富有划时代意义的新现实主义文学。
19世纪70年代，意大利完成统一大业后，在伽利略创建的实验科学的启发下和泰纳的决定论的影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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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运而生的真实主义文学发生了危机。
真实主义的代表作家维尔加不无感慨地说：“艺术已成了一种奢侈品，只有抗议社会生活的庸俗化，
只有抗议金钱主宰一切的法则，才能确立艺术本身的价值。
”当时一些资产阶级作家对社会现状不满却又无力反抗，对无产阶级革命不理解又非常恐惧，于是他
们对现实的幻想破灭了，对前途完全丧失信心，从而产生苦闷、彷徨、颓废、悲观的情绪，即所谓“
世纪末”情绪。
19世纪末出现的唯美主义正是这种情绪的反映。
而真实主义所主张的客观反映社会的创作理论，连同文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干预”作用已开始从根本
上动摇了。
文学已不再是社会现实的客观反映，不再是审视和鞭策社会进步的一种手段，也不再具有人性论和社
会伦理道德的价值。
于是，就逐渐产生文艺创作与思想性之间，个性与社会性之间，个人灵感激情与伦理道德之间的严重
脱节，强调个人瞬间产生的美的感受，认为这是人的内心感情和幻想的渲泄和流露。
唯美主义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强调超然于生活的所谓“纯粹的美”，它颠倒了艺术和社会生活的
关系，一味追求技巧和形式的美。
从某种意义上采说，唯美主义的兴起是对资本主义的功利主义哲学、市侩习气和庸俗作风的一种逆反
，尽管它的态度是消极 的。
唯美主义文学重主观幻觉，求神秘怪异，表现了对非理性主义、神秘主义和下意识的崇拜。
它的美学纲领是“为艺术而艺术”，它的哲学基础是反理性的主观唯心主义，其创作特点是悲观、神
秘、虚无、孤寂。
活跃于19世纪末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意大利文坛的邓南遮就是意大利唯美派文人的一位突出代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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