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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0年我出版了一本记述俄罗斯名人坟墓的书。
那本书出版后，我拿给妻子摩挲（她双目失明，看不见，只能用手抚摸）。
她摸了半天，然后对我说：“写坟的书最好不要送人。
收到书的人难免唤起忧伤的感觉。
”在这之前，我每写一篇，便给她读一篇，她觉得情谊深厚，兴趣盎然，鼓励我写下去。
没有想到书出版以后，她会如此反应。
我写作那本书的过程中也和俄罗斯朋友们谈过。
有的人感到不能理解：“你可以写英雄烈士、文化名人，何必一定要写他们的坟墓呢？
”看来，他们也不赞成写这样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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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向俄罗斯84位文学·艺术大师谒拜絮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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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莽，1926年生于哈尔滨。
当年，这座城市有几个区很有俄罗斯风味。
1945年毕业于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学校。
那是一个多民族学习的地方，以俄罗斯孩子为最多。
1945年以后长期在各级中苏友好协会及其所属单位工作，从事俄苏文学研究、翻译、编辑工作和对外
文化交流活动；同时从事文学与美术创作。
先是中苏友好协会会员、理事，现在是中俄友好协会顾问，中国老教授协会专业委员会成员，中国国
际友人研究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的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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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尔京斯基（1889-1957）　音乐大家族——鲍·亚历山德罗夫（1905-1994）　音乐是善　不是恶——
德·肖斯塔科维奇（1906-1975）　神州上空的苏联歌声——瓦·索洛维约夫-谢多伊（1907-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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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亚·谢·格拉西莫夫（1881-1963）　思——谢·梅尔库罗夫（1881-1952）　出身搬运工——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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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杰出代表——鲍·乌加罗夫（1922-1991）　苏联先锋派雕塑家——瓦·西杜尔（1924-1986）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墓碑天堂>>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墓碑天堂>>

章节摘录

插图：自由颂：亚·拉季舍夫（1749-1802）1996年早春，我有机会再度访问俄罗斯。
涅瓦河正在解冻，冬雪还厚厚地覆盖着两岸，我和朋友走进圣彼得堡市内的沃尔科沃公墓。
跨过铁栏大门，眼前是一座教堂。
米黄色的墙上，两扇窗户之间，镶着一块白色的大理石板。
石板顶部是一位端庄英俊的中年人的侧面浮雕头像，下边嵌着几行字：作家、革命家；亚历山大·尼
古拉耶维奇·拉季舍夫；1802年葬于沃尔科沃公墓区内。
同行的朋友告诉我，俄罗斯按当时的宗教信仰，自杀者不能埋在教堂公墓里。
拉季舍夫是自杀身亡的。
所以后人为了纪念他，只能在教堂的墙上镶嵌一块纪念牌，甚至连他的出生年代都没有记载。
2007年10月，我又来到了沃尔科沃公墓。
在教堂旁一眼就看到了一座墓碑。
走到碑前，上边注明是为拉季舍夫建立的。
拉季舍夫的遗骸早已化为祖国的灰土，他的精神遗产像空气一般回荡在俄罗斯大地上空。
二百多年前，拉季舍夫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留学德国，专攻法律，接受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影响，回
国后致力于改革落后的俄国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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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第一次撰写关于俄罗斯墓园文化的书，没有写尽我的想法。
我决定大补和大改一番。
原来的书分为四个部分：文学家墓、艺术家墓、汉学家墓和其他人士墓。
我删除了后两部分，改为现在的四部分；即：作家·诗人篇、戏剧‘电影篇、音乐·舞蹈篇、绘画·
雕塑篇，全是文艺界人士。
原书中收有文学艺术界人士墓碑三十七座，新书增加到八十二座，多了一倍。
墓主的次序是按出生年代排列的。
本书中凡是没有署名的墓主头像都是我画的。
书中的墓碑照片主要是我拍摄的，同时也有不同年代、不同时间陪同我参观墓园时的朋友们拍摄的，
他们是：钮英丽、张小军、李萌、李俊生、宋晓岚。
我在这里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感谢。
我还要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郑秉宏女士。
她不仅出色地编排了这本书，而且还为本书起了名字。
当我完成此书的书稿后，久久想不出一个书名来，是郑秉宏说了一句：“叫《墓碑·天堂》吧！
”我采纳了她的建议。
我还应感谢我与之神交多年，可惜从未谋面的俄罗斯学者素洛蒙·基坡尼斯(1919-2001)。
他多年研究新圣母公墓，编过两本墓主的名单，赠给我一本，为我查找有关墓主起了很大的作用。
2001年我前往莫斯科时很想与他见见面，但得到的确是不幸的消息，他已逝世了，给我留下无限的惆
怅。
高莽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墓碑天堂>>

媒体关注与评论

让没有知觉的躯体在任何地方腐烂都一样，但我还是殷殷期盼长眠在亲爱的故乡。
 　　　　——亚·普希金 人之所以是人，就在于他不能独立一人存在，如同蜜蜂不能独自生存一样
；人身上有一种为他人服务的要求⋯⋯ 　　　　——列·托尔斯泰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
生命每人只有一次。
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
这样，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一为人类解放的斗
争！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 要学会爱自己心中的艺术，而不是艺术中的自己。
 　　——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画家应当像歌手，当他有嗓子时才能上台，才能展出自己的作品。
只要嗓音蜕化——就应当退出舞台，别再露面，免得让人讥笑。
 　　——阿·库因吉 我的交响乐多数是墓碑。
我国死在和葬在不知何处的人太多了（即使是他们的亲属也不知道）。
我有许多朋友就是这种遭遇。
到哪里去为梅耶荷德或者图哈切夫斯基建立墓碑？
只有音乐能为他们作这件事。
我愿意为每一个受害者写一首乐曲，但是这不可能，因此我把我的音乐献给他们全体。
 　　——德·肖斯塔科维奇 他们的名字不可能一一列举，那么多的人在花岗石下安葬。
不过，诵读碑文的诸位须知：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件事被入遗忘。
 　　——奥·别尔戈利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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