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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沼地上的火焰》

内容概要

瓦西涅夫斯卡娅另一部重要作品是《水上歌声》三部曲，第一部《沼地上的火焰》（郭一民等译，时
代出版社，1954）完成于波兰灭亡前夜，描写波列色的西乌克兰居民在波兰资产阶级政权殖民统治下
的痛苦生活。第二部《湖里的繁星》（马清槐等译，时代出版社，1954）完成于德国入侵苏联前夜，
描写1939年苏军占领波兰东部后，西乌克兰地区的人民热烈欢迎苏联解放者，推翻了阶级和民族敌人
，在解放的土地上开始新生活的故事。第三部《河流在燃烧》（石光等译，时代出版社，1955），描
写波兰军队和苏军并肩作战，痛击希特勒法西斯，一直打到奥德河畔，解放全部波兰领土的故事。整
个三部曲可以看成是一部近代波兰多灾多难的编年史，从艺术角度看相当不错，清新可读，显示了瓦
西涅夫斯卡娅不俗的写作才华。可惜这部长篇巨著是以苏联观点来解释波兰的屈辱史，而1939年后苏
联对波兰的种种作为不管从哪个角度观察都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
瓦西涅夫斯卡娅在苏联发表的作品很多，我见过的中译本有《只不过是爱情》（金人译，人民文学出
版社，1955），描写一个苏联战士负伤返回家乡后与妻子的情感波折。《生死斗争》（北京师范大学
俄文系翻译组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描写二战前夕波兰共产党的地下活动。《巴黎内外》（
王泽民等译，五十年代出版社，1950），描写战后法国社会的众生相。曹靖华先生在《“虹”译者序
》里提到的瓦西涅夫斯卡娅波兰时期作品《时代的面貌》、《祖国》和《大地在苦难中》，似乎没有
中译本，这三部作品或许会有一些跟后期苏联风格作品不同的风采。
瓦西涅夫斯卡娅生于1905年，1964年去世。战后，瓦西涅夫斯卡娅和她的先生、著名剧作家柯涅楚克
（据曹靖华先生记述，瓦西涅夫斯卡娅在波兰时期结过两次婚，后来是怎样和柯涅楚克结成伉俪的，
待考）是斯大林的第一宠儿，受宠度比法捷耶夫、西蒙诺夫、潘菲洛夫夫妇等要高一个级别。柯涅楚
克因为在战争爆发后创作了为斯大林解围的剧本《前线》而名噪一时，深得斯大林的欢心，战后官至
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成为斯大林核心集团的一分子，但他的话剧作品却颇受
圈内人的腹诽和讥评。苏联解体之后，柯涅楚克夫妇当然形象负面，受柯涅楚克之累，瓦西涅夫斯卡
娅在苏联作家轶闻史上成了一个漫画式的人物，被糟践得不成体统。其实作为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创
作了《虹》这样杰出作品的波兰-苏联双重作家，瓦斯涅夫斯卡娅是值得尊敬的。
（《虹》，曹靖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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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万达. 瓦西列夫斯卡娅，又译作瓦西列芙斯卡雅、华西列夫斯卡娅，关于此人及其作品，有必要先简
单回顾一下历史。
30年代希特勒崛起之后，斯大林和西方都看明白了，这家伙是要大打一场，关键是先打谁。一个想祸
水东引，一个想祸水吸引，希特勒成了香饽饽，你推给我，我推给你，看谁下手够快够狠够准，结果
斯大林赢了。1939年8月23日，斯大林苏联和希特勒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秘密议定书划
分了两国的势力范围，协议双方瓜分波兰。8月3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紧急会议批准了条约，9月1日，
希特勒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1939年9月17日，为了保护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居民的生命财产，60万苏军越过苏波边境，占领了波
兰东部领土，俘虏了25万多名波军官兵（1940年4月，2万多名波军官兵被苏联内务部队枪杀，史称卡
廷事件）。据说苏军和德军会师后，两军还举行了联合阅兵式庆祝共同的胜利。独立的波兰灭亡了，
顽强的波兰人民不甘被侵略者奴役，在以后的六年里，抵抗运动从没中断过，即使是流亡到国外的波
兰人也都在不同的岗位为解放波兰尽力。在这个历史关头，有一位战前已经小有名气的波兰女作家投
奔了苏联，即后来加入苏联国籍、写出众多反法西斯作品的万达.瓦西列夫斯卡娅。由于她此后一直生
活在苏联，有人误以为她是苏联人，其实不是，在1939年之前，瓦西列夫斯卡娅是正宗的波兰人。
曹靖华先生在《“虹”译者序》里这样描述瓦西列夫斯卡娅人生的重要转折：
“作者在遍地烽火里，踏着变成焦土的城市和乡村，步行六百公里，到达苏联边境，到达一个社会主
义的国家，她觉得这是到了老家，到了真正的家乡。她在这里受到苏联人民的盛大欢迎，受到苏联人
民骨肉之亲的关怀，他们欢迎这位为自由而战的坚强的女战士，关怀这位杰出的战斗的苏联女作家！
她被苏联人民选为最高苏维埃代表，参加建设新生活的工作。从卫国战争爆发的第一天起，她就执笔
从戎，投身于大战的血火中，加入反法西斯侵略的武装行列里，担任随军记者和部队文化工作，出生
入死，以至今日。”
中篇小说《虹》是瓦西列夫斯卡娅“投身大战的血火中”奉献的第一部作品，也是她最好的作品。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德国向斯大林苏联发动了“背信弃义”的进攻，战争初期，德军分三路长驱直
入，势如破竹，苏军猝不及防，连连败退，大片国土沦丧，苏联人民从往日的和平生活骤然陷入血与
火的战时生活。当其他作家把目光聚焦于前线时，瓦西列夫斯卡娅却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沦陷区，投向
沦陷区人民的悲惨生活和英勇抗争。在战时早期的文学作品中，描写乌克兰沦陷区生活的《虹》显得
很别致。
《虹》描绘了一幅灾难中的苏联人民的真实图画，被法西斯德军占领的村庄面对的是敌人黑黝黝的枪
口，屈辱、悲愤、痛苦折磨着留下来的妇孺老弱，他们怀着对敌人不共戴天的刻骨仇恨，配合游击队
跟敌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瓦西涅夫斯卡娅像一个雕塑家一样，运笔如刀，刻划了在法西斯铁蹄蹂躏
下奋起抗争的人物群像，特别是女游击队员娥琳娜的形象感人至深。娥琳娜被捕后，敌人当着她的面
枪杀了她刚出生的儿子，她受尽折磨，坚贞不屈，英勇牺牲。娥琳娜和其他村民的苦难象征了苏联人
民的集体苦难，她坚强不屈的形象代表了不可战胜的斯大林苏联坚不可摧的胜利信念和英雄气概。
战争爆发后，瓦西涅夫斯卡娅随军转战在乌克兰战场，耳闻目睹了乌克兰人民如何奋起与入侵的敌人
抗争，特别是普通的女游击队员亚历山德娜.戴丽曼的英雄事迹深深地打动了她。瓦西涅夫斯卡用饱含
激情的诗一样的文笔写出了《虹》，打动了千千万万正在和法西斯敌人作战的苏联军民。在写作《虹
》时，瓦西涅夫斯卡娅的俄文尚不熟练，原作是是用波兰文完成的，翻成俄文后在1942年八九月间的
《消息报》上连载，接着出版了单行本。曹靖华先生收到苏联友人寄来的报纸和书后，即开始译成中
文，1943年出版中译本，后又多次再版，传遍了中国大地，鼓舞了千千万万正在和日本侵略者苦战中
的中国读者。
---------------------
译者郭一民简介：
浙江玉环人。民进成员。1943年毕业于桂林淮南俄专。1950年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翻译局编
辑，北京时代出版社编辑，北京商务印书馆编辑，编审。1939年开始发表作品。1992年加入中国作家
协会。译著《沼地上的火焰》、《湖里的繁星》、《河流在燃烧》(［苏］瓦西列芙斯卡娅著)，长篇
小说《水上歌声》三部曲(合译)、《狱中寄亲友》(［波兰］薇拉·霍隆沙雅著)，长篇小说《代表》(
［苏］穆萨托夫·里赫杰尔著)等。儿童读物《伟大空想家》获中国第四届图书奖一等奖、国家首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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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奖提名奖。
MOREhttp://cache.baidu.com/c?m=9f65cb4a8c8507ed4fece763105d8d3a4e11c1743ca0984d228a8448e435061e50
6694ea7b3f5a419b8f612749e90309f7b63670350722b19bcb9f4da9be932c288e30340746c01e069644ef9d4932b22387
2aedb81897ad814284dda5c4ae5f44bb27127bf0e7fb501763c078811f2697ad8e49654863b9fa4060&p=8b2a91069093
4ea853b5c12c1147&user=bai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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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其实没读完...竖版繁体....翻了几页觉得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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