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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0 月 8 日，瑞典文学院宣布：白俄罗斯女作

家、记者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 2015 年度

诺贝尔文学奖。对于多数中国人而言，阿列克谢耶维

奇无疑是陌生的，她到底是谁？为什么能获此殊荣？

继承俄语文学现实主义传统

诺贝尔文学奖颁给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授奖词是：

“她的复调式书写，是对我们时代苦难和勇气的纪念。”

这句话精辟地总结了她纪实文学创作中的三个特点：

以编年体式为每个时代修筑纪念碑为创作宗旨，以平

等展现各种人的声音为创作风格，以对痛苦与勇气的

全面反映为创作内容。

阿列克谢耶维奇生于 1948 年 5 月 31 日，成长于一

个军人家庭。1972 年，她从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新闻系

毕业后，做过中学教师和报刊编辑。在她 40 年的创作

生涯中，主要以非虚构的纪实文学为主，相继出版《我

是女兵，也是女人》、《我还是想你，妈妈》、《锌皮娃娃

兵》、《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来自切

尔诺贝利的声音》等作品。

众所周知，俄语文学有着优良的现实主义传统，很

多作家有直面历史、用生命写作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

担当。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高尔

基等作家的作品都恢弘大气、深沉厚重，人性中的美与

丑呈现得淋漓尽致。同样，在阿列克谢耶维奇之前获

得诺奖的俄语文学作家中，无论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日

瓦戈医生》，还是索尔仁尼琴的《癌症楼》，对于历史的

记录、追问，都与民族反思意识紧紧结合在一起。

事实上，阿列克谢耶维奇继承了俄语文学的现实

主义传统，但她的创作体裁是以非虚构、真实记录为主

要特征的纪实文学。而纪实文学作品获得诺奖，在此

之前仅有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距今已

60多年了。阿列克谢耶维奇说：“我不只是记录事件的

干燥历史，我记录的是人类感受的历史。人们在事件

之中的想法、对事件的理解与记忆；他们相信的或怀疑

的；他们所体会到的希望、错觉和恐惧。”

战争中女性身份的双重表达

在文学题材中，战争永远都是表现的热点，而关于

二战题材的文学作品，全世界有成千上万部。阿列克

谢耶维奇曾讲：“关于战争的一切，我们都是从男人口

中得到的。我们全都被男人的战争观念和战争感受俘

获了，连语言都是男人式的。”她没有亲历二战，为什么

乐于呈现战争？其实这和她的生活成长经历有关，她

有 11个亲戚在战争中死去。她显然是一个性别意识强

烈的作家，她以女性的角度，写战争中的女性。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我是女兵，也是女人》。

二战中，超过 100 万名 15 岁到 30 岁的苏联女兵参加了

战争，她们有医生、护士、伞兵、坦克兵、重机枪手等。

本书中，阿列克谢耶维奇真实记录了女兵们亲历的那

些催人泪下的故事，还有战火中伟大的爱情……

为了写作此书，阿列克谢耶维奇 4 年跑了 200 多个

城镇农村，采访了 500 多位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的女

性。书中，有太多情节令人陷入沉思，包括战争中女性

的勇敢、慈悲、挣扎、崩溃。如一位美丽的姑娘在受访时

讲到，在战场上第一次拿着步枪，准备朝德军军官开枪

时，她的手瞬间就软了，身体也在颤抖，但最终扣动扳机

的挣扎……人性永远都面临两难选择，阿列克谢耶维奇

的战争书写中，读者不仅仅读到一个个战争英雄的形象。

孩子是时代苦难中最深的痛

战争无论胜负，最后受伤的必然是儿童。出于母

性的本能，阿列克谢耶维奇对于战争中儿童的生存状

况进行了最客观的记录。完成《我是女兵，也是女人》

的写作之后，她接着创作《我还是想你，妈妈》。为了写

作，阿列克谢耶维奇对 100多名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儿童

进行了采访。一个孩子在书中回忆：“村子里的一些人

已经奄奄一息，有躺着的、有吊着的，我们倒不害怕，因

为这些人我们都熟悉。后来我们遇到了一个不认识的

女人，我们就哭了起来……”孩子们对战争充满恐惧，

他们期望在和平的环境学习成长。

随后，阿列克谢耶维奇将故事背景切换到阿富汗

战争，写作了《锌皮娃娃兵》。1979年 12月，苏军入侵阿

富汗，直到 1989 年才全部撤出。这场战争持续的时间

比卫国战争整整多一倍，苏军 1.4 万余人战死。《锌皮娃

娃兵》由日记摘抄和被采访者的口述记录组成。书中

写道：有些娃娃兵为排遣作战恐惧，他们吸毒使自己麻

醉，然后疯狂地杀人。作品出版后，随即遭到当局严厉

的批评和指责。很多人认为，这是对军人的亵渎。有

些父母无法接受孩子参与了一场残暴战争的事实，一

次次把阿列克谢耶维奇告上法庭。

文学的真实性力量砥砺人心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创作主题除了战争之外，另外

就是生态灾难的真切再现。《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

死亡还是爱情：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就是代表性的

作品。1986 年 4 月 26 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反应堆

发生爆炸，邻近的白俄罗斯居民失去了太多。一些人

当场死亡，更多人被撤离，被迫放弃一切家产。成千上

万亩土地被污染，成千上万人因此感染各种疾病。切

尔诺贝利核电站事件，是人类有史以来由高科技失控

引发的极其严重的生态灾难。

阿列克谢耶维奇有着记者的职业敏感，以及作家

的社会良心与责任。对这次灾难的书写，她当然不会

失语。为了收集到第一线证人们的珍贵笔录，阿列克

谢耶维奇将他们的声音绘成一部纪实文学史上令人无

法忘记的作品，并借此期盼同样的灾难不再重演。此

书 1997年出版后，阿列克谢耶维奇惹火了官方，被骂成

“叛徒”。从 2000 年开始，阿列克谢耶维奇前往法国等

国家，漂泊长达 10年之久。她表示，她需要在遥远的他

乡来认识自己、认识故乡、认识祖国，甚至认识生与死。

作为第 14 位摘得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的女性，阿列

克谢耶维奇曾说：“生活、战争的很多细节，远比我们作

家自己去构思、编织的要真实，生动得多”。纵观其纪

实文学创作，在过去 40多年里，不难发现她的作品风格

诚实、勇敢，所有的叙述都来自事件中的亲历者。可

见，此类纪实文学作品在面对“时代、战争和人性”宏大

叙事时，文学真实性的力量更能砥砺人心。

池福子，朝鲜族舞蹈教育家、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教

授、国家一级编导。1944 年 2 月 6 日生于吉林省延吉县。

1959 年考入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1965 年毕业后留校任教

至今。现为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北京舞

蹈家协会艺术顾问、中国少数民族舞蹈学会会员。

1988 年公派赴朝鲜平壤音乐舞蹈大学研修朝鲜舞基

训、朝鲜舞教学法、朝鲜长鼓演奏法、朝鲜“字母式”舞蹈谱

记法；1999 年于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艺术（舞蹈）专

业硕士研究生课程班进修；2006 年公派赴美国杨百翰大学

中国高级艺术教育管理班进修。曾多次应邀前往日本、朝

鲜、韩国、哈萨克斯坦、美国等国家参加学术交流、进行创作

并指导演出。

在 45 年的教学期间，她多次荣获专著类、教材类，以

及 24 个国内外剧目类奖项。她曾亲自指导百余名学生参

加国内外演出、比赛，如韩国第三届国际艺术节、韩国传

统舞国际舞蹈比赛、荷花杯舞蹈大赛、桃李杯舞蹈比赛、

“孔雀杯”全国少数民族舞蹈大赛、CCTV 电视舞蹈大赛

以及北京市舞蹈比赛等各种舞蹈比赛，其多部作品荣获

金奖、银奖等 21 个奖项。同时，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

版的《朝鲜族舞蹈教程》被评为中央民族大学和北京市的

精品课程。

此外，池福子自 1988 年至 2006 年，连续六届荣获桃李

杯舞蹈比赛“园丁奖”；2006 年，荣获文化部颁发的文华艺

术 院 校 奖 ，第 8 届 桃 李 杯 舞 蹈 比 赛“ 保 护 传 统 文 化 贡 献

奖”，同年被评为中央民族大学 2005 年度本科教学质量

“十佳”教师；2007 年，获得“繁荣首都文艺事业做出突出

贡献者”荣誉称号；2009 年，荣获中国舞协颁发的“中国舞

蹈艺术卓越贡献舞蹈家奖”；2010 年荣获第六届“北京市

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并多次评为优秀教师、德育工作

积极分子等。

池福子的教育事迹刊登在北京高等教育丛书《德艺双

馨的艺术院校名师》（2007 年 8 月出版）一书中，并在《舞蹈》

杂志（1999年第 1期）上刊登《三十五载舞韶华——记朝鲜族

舞蹈教育家池福子》，在 2005 年 10 月期《舞坛人物》上刊登

《吾师吾友——记舞蹈教育家池福子》；1999 年 7 月，中国教

育台《名师名家》栏目报道了其多年的教学成果和业绩。

《长白祥云》

编导：池福子 编曲：崔龙国 表演：曹阳等

获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节目金奖

获第二届CCTV舞蹈大赛创作、表演优秀奖

获北京市庆祝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文艺作品征集评奖一等奖

《飒韵》

编导：池福子 作曲：黄昌株 表演：薛一村子

获韩国第三届国际艺术节金奖

获全国第十届少数民族“孔雀杯”舞蹈比赛创作、表演二等奖

获韩国首尔国际舞蹈比赛三等奖

《山·风》

编导：池福子 作曲：黄昌株 表演：刘福洋

获韩国传统舞国际舞蹈比赛最高奖

获第二届“荷花杯”舞蹈比赛优秀创作奖、表演二等奖

获第二届CCTV舞蹈大赛优秀创作奖、表演三等奖

《哼塔令》

编导：池福子、金英花

表演：林丽花

《啊！路》

编导：池福子 表演者：崔月梅

获2002年韩国阿里郎海外同胞舞蹈比赛银奖

本报讯 （驻陕西记者任学武

秦毅）近日，由陕西省文化厅、陕西

新华出版传媒集团主办的党益民新

作长篇小说《根据地》首发仪式在陕

西省图书馆举行。陕西省政府相关

领导、专家学者，及老一辈革命家刘

志丹的八妹刘玉兰等百余人出席。

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

篇小说《根据地》，是陕西籍军旅作

家党益民十年磨一剑，以坚实的现

实主义笔触和充满想象力的浪漫

主义激情，书写出的气势恢弘的红

色篇章。《根据地》立足革命史实，

全 景 式 再 现 了 刘 志 丹 、谢 子 长 等

老 一 辈 革 命 家 点 燃 革 命 烈 火 ，创

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波澜壮阔的

奋 斗 历 程 ，是 党 史 军 史 的 生 动 读

本，为读者开启了回眸峥嵘岁月的

独特视窗。

据悉，由陕西省文化厅策划统

筹的以《根据地》为蓝本的戏剧、电

影、电视剧也将陆续推出。

时代苦难和勇气的纪念
——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列克谢耶维奇作品管窥

陈华文

“杨武能著译文献馆”重庆开馆
本报讯 （记 者 舒 琳）日 前 ，

“杨武能著译文献馆”开馆仪式在

重庆图书馆举行。

杨武能是享誉海内外的学者、

翻译家和作家，是地地道道的重庆

人。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投身文学

翻译事业，著译等身，被誉为“德语

界的傅雷”，同时还是世界范围内

歌德研究的顶尖学者。继 2000 年

和 2001 年 先 后 获 得 德 国“ 国 家 功

勋奖章”和“洪堡奖金”之后，2013

年 5 月，他又荣获世界歌德研究的

最高奖“歌德金质奖章”，成为集三

大 奖 于 一 身 的 唯 一 的 中 国 学 者 。

杨武能多年来心系故土，决定将众

多译著作品、手稿、书信等珍贵资

料捐赠给重庆图书馆。重图为此

特别开设“馆中馆”，以杨武能著译

文献馆的特殊形式将这些珍贵资

料妥善珍藏、精心展示、合理开发、

充分利用。

据介绍，该馆兼具阅览和研究

功能，收藏、整理、陈列杨武能著作

和 译 作 的 新 老 版 本 百 余 种 ，并 展

示其稀有和富代表性的手稿和墨

迹 ，以 及 钱 钟 书 、季 羡 林 、杨 绛 等

现当代文坛巨擘与其来往的珍贵

信 函 数 十 封 ，还 有 他 在 海 内 外 获

得的勋章、奖章、奖牌等丰富实物

和文献资料。

亦夫小说《吕镇》聚焦中国乡村社会
本报讯 （记者张妮）由“一起

悦读俱乐部”和中国工人出版社共

同主办的亦夫长篇小说《吕镇》研

讨会近日在京举办。中国小说学

会 会 长 雷 达 、中 国 当 代 文 学 研 究

会会长白烨等 10 余位专家学者与

会，研讨了《吕镇》的思想性、艺术

性等议题。

《吕镇》描写了一个前有忘忧

河 、后 有 石 鹰 山 的 偏 远 小 镇 在 灾

难 临 近 的 时 候 ，一 系 列 充 满 预 言

色 彩 的 传 奇 故 事 ，让 吕 镇 诸 如 父

子 、夫 妻 、情 人 等 人 伦 关 系 ，都 呈

现出一种古怪和不可琢磨的神秘

色 彩 。 每 一 个 突 兀 出 现 的 事 件 ，

结局都走向了人们预料的反面。

与会专 家 表 示 ，这 部 小 说 聚

焦 中 国 乡 村 社 会 ，反 映 了 当 下

中 国 的 剧 烈 变 化 对 乡 村 社 会 的

冲 击 和 影 响 ，既 保 持 了 亦 夫 一 贯

的 汪 洋 恣 肆 的 想 象 力 和 反 叛 常

规 的 诡 秘 风 格 ，也 保 留 了 他 对 于

独 特 民 俗 和 历 史 的 探 索 。 雷 达

表 示 ，在 中 国 乡 村 剧 烈 转 型 的 当

下 ，农 村 成 为 最 好 的 书 写 空 间 ，

亦 夫 对 乡 村 世 界 充 满 批 判 眼 光

和 人 文 关 怀 ，揭 示 了 民 族 性 和 国

民 性 。 他 说 ：“ 在 亦 夫 的 故 事 里

有 文 化 思 考 和 底 蕴 ，这 个 故 事 是

对当下农村农民生活的一种深刻

体 察 ，是 关 于 当 下 农 村 社 会 的 想

象和表达。”

长篇小说《根据地》西安首发

朝鲜族舞蹈教育家—池福子

剧目获奖情况

《啊！路》

《长白祥云》

池福子赴香港蓝玲舞蹈学校讲学

池福子

《 山·风》

《飒韵》 《哼塔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