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告别马焦拉》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告别马焦拉》

13位ISBN编号：9787501601622

10位ISBN编号：7501601623

出版时间：1999-2

出版社：外国文学出版社

作者：[俄罗斯] 瓦·拉斯普京

页数：457

译者：董立武,王乃倬,沈治,石国雄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告别马焦拉》

内容概要

Page 2



《告别马焦拉》

精彩短评

1、苏联版樱桃园。
2、　　前些天读了拉斯普京的小说《告别马焦拉》，很是感动。一时间联想起很多关于“告别”的
作品来。也许可以把这称为文学作品中的“告别”主题吧。
　　
　　《告别马焦拉》这部小说并不以情节见长，而是着重描写了一群在马焦拉岛上世代居住的村民因
为修建水电站而被迫离开故乡的心路历程。以达利娅为代表的一群老人们说什么也不想搬离他们世代
居住的这片土地，而以克拉芙卡为代表的新一代青年们却热切盼望着去新的城镇享受现代化的生活。
两代人的冲突实际上是人们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守护与放弃、怀念与忘却、回望与前瞻等诸种矛盾对立
的具体体现。对于老人们来说，马焦拉不仅是一块物质意义上的土地，更是他们灵魂的驻所，是他们
精神的栖息地，马焦拉上的一草一木都是他们先人亲手培植的，都凝结着人们对祖先、对往昔的怀念
，马焦拉的生活方式也是他们自身通过世代的劳动积淀下来的。老人们只有在马焦拉才能感到自身的
存在，才能感受到生命的意义。因此，达利娅永远放不下那用了一辈子的俄罗斯式茶炊，永远也忘不
了去刨土豆，去割草，抱定一颗倔强到近乎顽固的心去抗衡村苏维埃的搬迁命令，纵然新城镇生活在
优越也不为所动。然而，达利娅最终妥协了，她不得不同意搬迁，不得不自己点燃了世代居住的老宅
。小说的悲剧性也正体现在此：老人们竭力想保全的并未留存下来，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美好的生活
却成了阻碍发展的累赘，因此它必须被毁灭，被撕破，呈在人们面前，令人唏嘘不已。
　　
　　达利娅告别马焦拉，犹如柳苞芙告别樱桃园，犹如沙子龙告别断魂枪，犹如索尔仁尼琴笔下的“
我们”告别古战场的遗迹，无论是马焦拉还是樱桃园，亦或是断魂枪和古战场，都蕴藏着伟大的传统
，蕴藏着我们祖先的智慧和劳动。现代化建设固然必要，但有些时候是否过于迅速了呢？拉斯普京并
没有贬斥现代化的进程，但似乎在隐约地告诉我们：马焦拉以及千千万万的村落是我们自身意识积淀
的结果，在那里有我们自己的存在，人们在往前跑的同时，不要那么绝情地抛弃过去。现代化的生活
是方便快捷的，但同时也就意味着它压缩了意识的时间性，截断了我们感知自身存在的过程，从而抹
去了很多快乐与欣喜。我们并不提倡倒退，只是希望人们在生活中能够更自在些，发现自我，免遭异
化。所以，别光顾着往前跑了，偶尔也该回头望望。
　　
3、　　  “告别马焦拉”是“耶利米哀歌”这个强大意象的现代描写，涉及了太多文化状态和人的处
境的话题，而这类话题自然少不了尴尬、酸涩和剧痛。在拉斯普京笔下，即使读者敲碎了一个温情的
外壳，打开了文化多元性的洞口，却依然会毫不犹豫地否定掉那种语言所带有的黑色深沉的诙谐。你
会发现，文化和精神这类话题并非书生或学究们正襟危坐的清谈，要想领悟它的真谛必须回到民间，
回到它的效力开始释放的原点。马焦拉人同《哀歌》中的犹大民一样大多平庸而不自知，他们是按着
趋利避害的原则选择沉默的大多数，软弱地承受着生活的重压，哪怕他们自命为上帝的选民。正如赫
尔岑再三陈明的，“‘人民’并不欲求自由，惟文明的个人希冀自由”，“绝大多数人并不喜欢使人
自由的解放者；他们宁愿因循千年故辙、承受千年旧轭，不肯一冒建设新生活之大险”。于是他们中
的极少数（如《告别马焦拉》中的达丽娅，《哀歌》中的先知耶利米）对落寞凡庸的生活产生了一种
狂怒，发誓要从上飞越如闪电——因此在智慧和爱中创造出了被人类遗忘的不弃不离的高贵和耐性，
他们在冥想中衰老、创造自己的道德，在对真理的披露中昭示群众引领群众。“有的鸟儿是关不住的
，因为它的每片羽翼上都沾满了自由的光辉。当它们飞走时，你会由衷庆贺它获得自由，但无奈的是
，你得继续在这无味之地苟活”。强者自救，圣者渡人，弱者被救，所以“智者说得救之道是困难的
”（《迦托—奥义书》）。这种“超人”的，不可被观念理解、同化的自在性和具有普遍依附力的奴
性是永远黏结在一起的存在，它同不可磨灭的人类繁芜的情感一样，浓得化不开、解不散。
4、启示录性质。
5、读他就感到一种巨大的吸力，让我不断的想念特维尔！
6、恩，这本书我很早就买了，但是一直没读。我的家乡也即将因水电站而搬迁了，看来我该读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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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前些天读了拉斯普京的小说《告别马焦拉》，很是感动。一时间联想起很多关于“告别”的作品
来。也许可以把这称为文学作品中的“告别”主题吧。《告别马焦拉》这部小说并不以情节见长，而
是着重描写了一群在马焦拉岛上世代居住的村民因为修建水电站而被迫离开故乡的心路历程。以达利
娅为代表的一群老人们说什么也不想搬离他们世代居住的这片土地，而以克拉芙卡为代表的新一代青
年们却热切盼望着去新的城镇享受现代化的生活。两代人的冲突实际上是人们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守护
与放弃、怀念与忘却、回望与前瞻等诸种矛盾对立的具体体现。对于老人们来说，马焦拉不仅是一块
物质意义上的土地，更是他们灵魂的驻所，是他们精神的栖息地，马焦拉上的一草一木都是他们先人
亲手培植的，都凝结着人们对祖先、对往昔的怀念，马焦拉的生活方式也是他们自身通过世代的劳动
积淀下来的。老人们只有在马焦拉才能感到自身的存在，才能感受到生命的意义。因此，达利娅永远
放不下那用了一辈子的俄罗斯式茶炊，永远也忘不了去刨土豆，去割草，抱定一颗倔强到近乎顽固的
心去抗衡村苏维埃的搬迁命令，纵然新城镇生活在优越也不为所动。然而，达利娅最终妥协了，她不
得不同意搬迁，不得不自己点燃了世代居住的老宅。小说的悲剧性也正体现在此：老人们竭力想保全
的并未留存下来，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美好的生活却成了阻碍发展的累赘，因此它必须被毁灭，被撕
破，呈在人们面前，令人唏嘘不已。达利娅告别马焦拉，犹如柳苞芙告别樱桃园，犹如沙子龙告别断
魂枪，犹如索尔仁尼琴笔下的“我们”告别古战场的遗迹，无论是马焦拉还是樱桃园，亦或是断魂枪
和古战场，都蕴藏着伟大的传统，蕴藏着我们祖先的智慧和劳动。现代化建设固然必要，但有些时候
是否过于迅速了呢？拉斯普京并没有贬斥现代化的进程，但似乎在隐约地告诉我们：马焦拉以及千千
万万的村落是我们自身意识积淀的结果，在那里有我们自己的存在，人们在往前跑的同时，不要那么
绝情地抛弃过去。现代化的生活是方便快捷的，但同时也就意味着它压缩了意识的时间性，截断了我
们感知自身存在的过程，从而抹去了很多快乐与欣喜。我们并不提倡倒退，只是希望人们在生活中能
够更自在些，发现自我，免遭异化。所以，别光顾着往前跑了，偶尔也该回头望望。
2、“告别马焦拉”是“耶利米哀歌”这个强大意象的现代描写，涉及了太多文化状态和人的处境的
话题，而这类话题自然少不了尴尬、酸涩和剧痛。在拉斯普京笔下，即使读者敲碎了一个温情的外壳
，打开了文化多元性的洞口，却依然会毫不犹豫地否定掉那种语言所带有的黑色深沉的诙谐。你会发
现，文化和精神这类话题并非书生或学究们正襟危坐的清谈，要想领悟它的真谛必须回到民间，回到
它的效力开始释放的原点。马焦拉人同《哀歌》中的犹大民一样大多平庸而不自知，他们是按着趋利
避害的原则选择沉默的大多数，软弱地承受着生活的重压，哪怕他们自命为上帝的选民。正如赫尔岑
再三陈明的，“‘人民’并不欲求自由，惟文明的个人希冀自由”，“绝大多数人并不喜欢使人自由
的解放者；他们宁愿因循千年故辙、承受千年旧轭，不肯一冒建设新生活之大险”。于是他们中的极
少数（如《告别马焦拉》中的达丽娅，《哀歌》中的先知耶利米）对落寞凡庸的生活产生了一种狂怒
，发誓要从上飞越如闪电——因此在智慧和爱中创造出了被人类遗忘的不弃不离的高贵和耐性，他们
在冥想中衰老、创造自己的道德，在对真理的披露中昭示群众引领群众。“有的鸟儿是关不住的，因
为它的每片羽翼上都沾满了自由的光辉。当它们飞走时，你会由衷庆贺它获得自由，但无奈的是，你
得继续在这无味之地苟活”。强者自救，圣者渡人，弱者被救，所以“智者说得救之道是困难的”（
《迦托—奥义书》）。这种“超人”的，不可被观念理解、同化的自在性和具有普遍依附力的奴性是
永远黏结在一起的存在，它同不可磨灭的人类繁芜的情感一样，浓得化不开、解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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