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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概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并不意味着世界太平。
和平初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由于政治立场、经济利益和意
识形态的巨大差异,迅速进入冷战状态。
双方首先因德国重建而发生分歧,而后是旷日持久的斗争与对峙。
1949年4月4日,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丹麦、挪威、冰岛、葡萄牙、意
大利在华盛顿签署了针对苏联及其盟国的《北大西洋公约》,希腊和土耳其则于1952年,联邦德国和西班
牙于1955年、1982年先后加入。
作为回应,苏联、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民主德国、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八国
于1955年5月14日在华沙缔结《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简称《华沙条约》)。
两大阵营水火不容,军备竞赛节节攀升,使世界长期处于新一轮大战的边缘。
　　与此同时,世界进入高速发展时期,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航空、电讯的商业开发和电影的普及更为人
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生活空间。
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在这个急剧变化而又相对稳定的时期,迎来了新的繁荣。
　　首先,社会主义阵营各国文学的形成和亚非拉文学的迅速崛起,导致文学领域西方中心主义的瓦解
。
世界文学开始出现多元化倾向。
　　苏联作为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面旗帜,在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举足轻重。
苏联文学因而成为各国社会主义文学的榜样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精神食粮。
但这一形势由于苏联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尤其是斯大林的逝世和中苏分歧等一系列变故而
急转直下。
50年代伊始,苏联文艺领域中“无冲突论”的危害日益显露出来,出现了粉饰现实的“节日文学”。
1952年底,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开始纠正这种倾向,号召作家、艺术家“无情地抨击社会中仍然存在的
恶习、缺点和不健康的现象”,“大胆地表现生活的矛盾和冲突”。
1954年末,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于莫斯科召开,继续批判“无冲突论”和粉饰现实的倾向,号召作家
“写真实”和“干预生活”。
同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成为这次代表大会深受关注的主题。
苏联作家结合20年创作实践存在的问题,重新审视1934年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表述;强调共性与个性
、规律性与主动性的关系,提倡大胆探索和不同流派、不同形式、不同风格、不同体裁的并存。
1956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发表《关于克服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决议,致使苏联发生根本转折。
长期以来形成的教条主义、庸俗社会学和简单化的观点和做法遭到批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等问题得
到广泛探讨,作家创作个性受到重视,文学审美品格和人道主义精神引起关注。
50年代末,苏联文学急剧变化,一大批描写小人物、展示人性魅力、表现严酷现实、开拓艺术空间的作品
应运而生。
与此同时,一批初登文坛的青年作家开始描写年轻一代的迷惘,产生了一批“非英雄化”作品。
　　位于中欧、东南欧地区的波、捷、匈、罗、保、阿等国,因为属于社会主义阵营而深受苏联影响。
但在战后的一段时期里,这些国家的文学创作却保持了各自的优良传统。
因此,整个40年代末都是各种文学艺术流派共存的时期,代表不同文学主张与倾向的文学刊物如雨后春笋
层见叠出。
但好景不长,随着波、捷、匈、罗、保等国的政治变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确定为惟一的创作方法,致
使一部分作家被迫转入地下或者保持缄默;另一些作家背井离乡流亡国外。
惟有南斯拉夫是个例外,由于它在政治上与以苏联为首的东欧集团相对立,文学界并未接受社会主义现
实主义创作方法,从而保持了各种流派的并存。
1953年后,这些国家的执政党和政府都相继调整文艺政策,尽管力度大小不一,但总的趋向是放松控制。
之后,又发生匈牙利十月事件和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事件,致使这些国家的政治、文化生活受到前所
未有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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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这个时期的中欧、东南欧国家文学依旧成绩斐然。
现实主义、象征主义、印象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等艺术流派、艺术风格都得到了相
应发展。
　　在民主德国,由于贝歇尔、布莱希特、安娜·西格斯、布雷德尔、雷恩、博多·乌泽和阿诺尔德·
茨威格等作家流亡归来,无产阶级文学传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这一传统深受苏联文学模式的影响,从一开始就置于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之下,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
作方法。
因而,民主德国文学从战后至50年代中期除描写反法西斯斗争和揭露纳粹罪行以外,基本上都是对社会主
义建设业绩和新人的正面歌颂。
到了60年代,情况发生变化,新一代作家开始注意反映生活的矛盾与阴暗面。
其中比较成功有克丽斯塔·沃尔夫、埃尔温·施特里马特、赫尔曼·康特和君特·德·布勒因等作家
的作品。
　　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对西方文学也产生了影响。
60年代,这种影响随着西方国家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左倾和学生运动的爆发而达到了顶峰。
　　这一时期的另一重要现象是亚非文学的崛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亚洲国家遭受日本帝国主义蹂躏。
战后,亚洲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许多国家相继取得独立。
同样,许多非洲国家摆脱英、法、意、葡等国的统治,成为新兴的独立国家。
这些国家由于政治制度不同,国情各异,其文学发展的轨迹和情况不尽相同。
一些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一些国家建立进步的民主政权,一些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还有一些国家
依然保持君主制。
此外,亚非地区局部战争不断,先后爆发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东战争、阿尔及利亚战争等。
这些因素无疑给这些国家的文学造成了重大影响。
与此同时,就主导倾向而论,这一时期的亚非文学又分别受到苏联文学和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这些都导
致亚非国家文学总体上的丰富与多彩。
拿印度和埃及为例,这一时期的文学可谓空前繁荣。
印度文学受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的影响,出现了两大倾向的并存与互惠。
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进步主义文学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一开始就吸引大批作家。
40年代虽然出现了分化,但客观上促进了这类文学的繁荣和成熟。
心理分析小说从四五十年代流行起来。
这类作品不仅将弗洛伊德学说与甘地主义和印度宗教相结合,而且明显地带有自然主义色彩。
埃及经济五六十年代出现了畸形发展的态势,致使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激化。
这客观上为文学提供了十分丰富的素材。
同时,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和西方文学思潮无不对埃及文学产生重要影响,使埃及文学无论内容
上还是形式上都显得相当丰富多彩。
阿拉伯世界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马哈福兹便是这一时期脱颖而出的重要作家。
　　与其他东方国家不同,日本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开始在美国的卵翼下发展经济。
50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日本文学发生了重大变革,传统作家重登文坛,战后派和第三代新
人崭露头角,使这一时期的日本文学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民主主义、现实主义、中间小说、存在主义、先锋派并驾齐驱,互相影响。
日本文学最终孕育了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一批闻名世界的重要作家。
　　由于民主力量占了上风,也由于邻邦美国的强盛和国际市场对石油及农作物的需求,拉丁美洲地区
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
愈来愈多的人了解了建立现代化民主社会可能带来的好处,因而要求变革的呼声日益高涨。
同时,欧美国家的各种思潮连同其文学艺术一股脑儿涌入拉丁美洲国家。
而拉丁美洲国家往往因为历史、文化和社会的原因,对这些思潮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这就导致20世纪中
叶拉丁美洲特有的人文景观,文化的繁荣导致文学的“爆炸”,轰动一时的魔幻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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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心理现实主义、社会现实主义等等,都生成甚至繁盛于这一时期。
1959年,古巴革命的胜利又极大地鼓舞了这一地区的进步作家并为之提供了一个安全、可靠的后方。
60年代,拉美文坛最活跃、最有生气的作家如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科塔萨尔、富恩特
斯、贝内特蒂、萨瓦托等,在古巴周围结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
拉丁美洲文坛流派纷呈,佳作迭出。
　　其次,在社会主义阵营和亚非拉文学与西方文学分庭抗礼的同时,西方文学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方面,现代主义不再一枝独秀,形式主义盛极而衰,一些水火不相容的流派和方法走向了并存和融合。
另一方面,传统文学与时俱进,获得了新的生机。
世界文学因此出现了多重风格、多种流派并存、整合的崭新局面。
　　在法国,传统小说已经成为读者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品种。
女作家萨冈的通俗小说获得了巨大成功。
亨利·特罗亚的传记小说,埃尔韦·巴赞、于连·格林、波伏瓦、萨特等人的自传体小说和马尔罗、莫
里亚克等人的回忆录都拥有大量的读者。
历史小说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阿拉贡的《受难周》、亨利·特罗亚的《义人之光》等一些作品,显示了历史小说的活力。
侦探小说家乔治·西默农和圣安东尼奥的系列作品,以及战后出版的侦探小说丛书“黑色系列”也曾风
靡一时。
现代主义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到五六十年代达到顶峰,但已不再一统天下。
存在主义小说作为其中的一个支流,五六十年代进入了全盛期。
意识流小说方兴未艾。
作为一种创作方法,意识流受到普遍的重视并被愈来愈多的小说家所采用。
新小说在继承意识流小说和荒诞小说的基础上,对传统小说进行了更为彻底的革新。
此外,50年代出现了贝克特和尤内斯库的荒诞派戏剧,从而将荒诞性推演到了极致。
五六十年代也是新的文学批评方法得到充分发展的时期。
以圣伯夫和朗松为代表的传统批评方法受到空前的挑战。
一种以文本结构、叙述语言和文学内在因素为主要对象的新批评从60年代开始形成并得到迅速发展。
同时,以吕西安·戈尔德曼为代表的社会学批评,因其在充分考虑作品生成的社会环境的条件下注重分
析作品的内在结构,而被统称为“发生学结构主义”。
尽管如此,60年代真正引起东方和西方批评家们激烈论战的并非新批评,而是加洛蒂提出的“无边的现实
主义”理论。
　　在英国,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同样是一派多彩的景象。
小说方面,不少战前成名的作家笔耕不辍,伊夫林·沃、普里斯特里、格雷厄姆·格林、奥威尔等均有
新作问世。
新一代作家中,戈尔丁于1954年因小说《蝇王》而一举成名。
艾米斯、韦恩等“愤怒的青年”因抒发愤怒和不满而备受关注。
60年代后期,作家的聚焦点从内容转到形式,开始对小说形式进行更为大胆的实验。
此外,女性作家莱辛、斯帕克、默多克等开始登上文坛,展示风采。
50年代中叶,英国剧坛涌现了一批颇具特色的优秀作家,形成了一场新戏剧运动。
贝克特和奥斯本分别代表了这一运动的两个主要方向,即荒诞派戏剧和写实主义戏剧。
同时,品特的“威胁喜剧”、韦斯克与奥斯本等人的“厨房洗碗池戏”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诗坛也没有因为一些大家的退出而凋零。
康奎斯特、金斯利·艾米斯、詹宁斯、拉金和韦恩等“运动派”诗人在继承和发展中为战后英国诗坛
注入了新的生机。
在文学批评方面,随着西方兴起新左派思潮,文化研究和批评实践构成了文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威廉斯将文学批评扩展为文化批评,并与霍加特、汤普森和霍尔等人一起为英国文化研究作出了贡献。
　　美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大既得利益者,政治上趋向保守,50年代风行一时的麦卡锡主义便是证
明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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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2月,参议员麦卡锡以共产主义已经渗入国务院为由,在美国朝野掀起新一轮反共浪潮,揭开了全国
性政治迫害运动的序幕。
从此,美国及其新盟友与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为敌,战争一触即发,人类和平受到严重威胁。
40年代末至50年代的美国文学并非这一历史的机械反映,但或多或少体现了美国社会的相对平静与保守
。
先是战争题材的盛行,随之而来的则是对中产阶级价值观及生活方式的批判。
与此同时,年轻一代开始以消极形式反对美国社会,形成了以金斯伯格、凯鲁亚克等人为代表的“垮掉
的一代”。
60年代,随着U-2飞机被苏联击落、吉隆滩登陆失败、古巴导弹危机和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及越南战争
的爆发,美国社会进入多事之秋。
反战运动、黑人运动、女权运动和年轻一代的反文化运动此起彼伏。
美国文坛因之而开始呈现出少有的喧哗与骚动。
“垮掉的一代”由西而东,向全国推进。
嬉皮士文学、荒诞派戏剧、黑色幽默、黑人文学和女权主义文学共同赋予美国文学以浓墨重彩。
　　在德国,许多作家都为建立统一、进步的文坛而进行过努力。
但是,政治形势的发展很快使他们的愿望成了泡影。
德国东、西两部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
文学也是如此。
西德文学选择了与东德文学截然不同的路数,不仅各种思潮、流派和创作方法得以并存,就连不乏污点
的作家也有一席之地。
托马斯·曼、德布林、黑塞、楚克迈耶、魏森博恩和雷马克等老作家,以及贝恩、伊丽莎白·朗盖瑟、
贝根格林、容格尔等留守作家,都发挥了很大影响。
格拉斯、伯尔和马丁·瓦尔泽等人的长篇小说创作取得了骄人成绩。
年轻一代作家通过“废墟文学”和“返乡文学”反映了战后德国的真实景象。
60年代中期以后,“福利社会”带来的弊端也成了年轻作家批判的对象。
与此同时,海森比特、黑尔特林、阿尔诺·施密特和奥地利作家汉德克等热衷于语言实验和形式创新,
从而最大限度地颠覆了传统的叙述形式。
60年代末,随着冷战的加剧和东西方矛盾的激化,文学的政治化倾向日益明显,并最终导致了席卷西方世
界的1968年学潮。
这一时期的奥地利文学大致选择了西德文学的发展道路。
瑞士作为中立国,保持了文学的自由发展。
加上弗里施和迪伦马特等著名作家的努力,战后瑞士德语文学很快赢得了国际声誉。
　　与一般西方国家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并未给西班牙和葡萄牙带来光明。
战后的盟国政府在欢庆胜利的同时,开始对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个“准法西斯国家”实行全面封锁。
客观上加剧了佛朗哥和萨拉查的闭关锁国。
硕果仅存的留守作家不得不转入地下,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文学反抗。
这种形势一直持续到50年代中期。
1955年,联合国正式接纳西班牙。
从此,西班牙逐步恢复了与西欧及美洲各国的外交关系。
即便如此,西班牙社会依然处在佛朗哥的铁腕统治之下。
隐晦曲折地表现现实,依然是多数作家选择的创作道路。
从体裁看,小说是这一时期西班牙文学的主要表现形式,塞拉、何塞·玛利亚·希隆内拉、米格尔·德
利维斯、拉法埃尔·桑切斯·费尔罗西奥和女作家卡门·拉福雷特、安娜·玛利亚·马图特等,则是代
表作家。
60年代,随着国际和周边环境的好转,西班牙小说从观念到形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其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作家个性的进一步张扬,形式创新成为西班牙小说的主要标志。
相形之下,西班牙战后的诗歌和戏剧并不像小说那么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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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诗坛由于“二七年一代”的过早凋零而“青黄不接”;剧坛则受战后政治气氛和经济条件的制约,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无法恢复活力。
为了避免各种审查和可能遭遇的麻烦,许多剧院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旧戏新唱”,将战前为人们所喜闻
乐见的一些传统剧目重新搬上舞台,这客观上延续了西班牙源远流长的戏剧传统,并给窒息的生活提供
了一丝文化气息。
　　在葡萄牙,超现实主义给50年代的诗歌创作打上了深深烙印。
到了60年代,随着实验主义诗歌开始兴起,诗坛出现了勃勃生机。
超现实主义、意象主义、晦涩主义和具体派诗歌争奇斗艳。
一时间,新名词、新概念、新形式层出不穷。
小说和戏剧虽然不像诗歌那么热闹,却也得到了响应和发展：一边是新现实主义和存在主义;一边是以
女作家贝萨·路易斯为代表的无主义作家。
新现实主义和存在主义50年代就出现融合,而无主义作家则一步步走向个性化写作。
　　意大利在医治战争创伤的重建时期开始了工业化进程,文坛上出现了新现实主义等重要流派。
新现实主义文学以鲜明的政治倾向、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大众化的艺术风格区别于以往的现实主义创
作。
它在意大利文坛占据统治地位达十年之久,产生了大量优秀的纪实性作品,培养和造就了许多优秀作家
。
与此同时,工业化进程不可避免地催生了大量的工业题材文学。
由此产生的“工业与文学”的讨论,影响了几代作家。
许多著名作家如卡尔维诺等都参加了这场讨论。
此外,工业题材文学派生了两大支流：一是注重形式翻新的实验文学,是一种间接反映工业文明的文学
派别,文史学家称之为“新先锋派”;二是直接描写工业社会的工业文学,多以工业生产和工人劳动为表
现对象。
虽然二者都以反映异化现象为己任,但“新先锋派”文学侧重于形式创新,而工业文学则更多地表现为
内容的翻新。
然而,“新先锋派”在60年代喧闹了一场之后,并没有留下多少成功的作品,倒是稳步遵循现实主义方法
的工业文学取得了丰硕成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过不同遭遇的北欧诸国选择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
50年代,以爵士音乐和可口可乐为象征的美国文化潮水般涌入北欧,冲击着固有的民族文化传统。
随着冷战和扩军备战加剧,知识分子普遍感到悲观失望。
于是,存在主义大行其道,现代主义再度兴盛。
那些自以为奉行现实主义的作家也纷纷采取兼容并包的做法。
60年代,北欧诸国进入“福利社会”后,文学更加丰富多彩。
　　澳大利亚摆脱了有史以来的孤立状态,迅速融入国际社会,迎来了一个社会开放、经济起飞的新时
期。
澳大利亚文学得到了相应发展,虽然发展并不平衡,诗人和小说家的脚步不尽一致,但总体上说,现实主义
文学不再一枝独秀,文坛出现了流派纷呈、人才辈出的繁荣局面,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以及一大批兼收
并蓄、博采众长的作家共同缔造了蔚为壮观的澳大利亚现代文学大厦。
　　新西兰迎来了自己的百年华诞,其文学也进入了成熟季节。
长篇小说破天荒第一次压倒了占主导地位的短篇小说和诗歌,成为文坛的主导形式。
与此同时,美国文学的影响日益明显,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成为多数作家攻击的目标。
诗坛出现了新浪漫主义,小说则呈现出多样化倾向。
　　加拿大在支援西方国家恢复家园的同时,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收益和良好的国际形象。
随着经济的繁荣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加拿大的民族文化得到了长足发展。
老一辈作家笔耕不辍,年轻一代迅速崛起。
他们不仅善于继承传统,而且十分注重借鉴欧美文学,多层次、多方位地开创了民族文学的发展道路。
到60年代,加拿大文学已然形成自己的独立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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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院校纷纷开设独立的加拿大文学课程;一大批作家作品走出国门,引起国际社会关注。
加拿大文学从此不再是英国文学的一个分支,更不是美国文学的翻版。
　　战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除了因两大阵营对峙而产生的种种不同甚至完全对立的文学形态外,还涌
现了各色各样的中间状态、游离状态的文学,其中拉丁美洲文学和一些亚非国家文学的崛起,不能不说
是世界文学的一大进步。
它们极大地丰富了世界文学的画廊,揭示了文学发展的一些带有普遍价值的规律,如文学与政治、继承
与借鉴、扬弃与兼容的关系等。
由于亚非拉文学的兴起,以及多重风格、多种流派的并存、整合与兼容,世界文学开始呈现出空前多元
发展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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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20世纪外国文学史》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九五规划的重点项目,是一部集体撰写的大型文学
史著述,由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以及来自北京、南京、上海和香港等地的科研机构
、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共同编撰。
目前国内外尚无如此规模的同等著述。
这是一部涵盖20世纪东西方全景的文学史,涉及世界五大洲六十多个国家的文学。
本书是五卷本《20世纪外国文学史》的第四卷。
涵盖1946年至1969年的外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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