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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欧.东南欧文学史》

内容概要

《20世纪中欧、东南欧文学史》论述的是20世纪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
、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等7个国家的文学史。由于地处贯通欧亚两大洲的咽喉要道，因此，历史上
这7个国家一直是诸多大国争夺和企图占领并加以同化的对象。在长期的、艰苦的斗争中，这些国家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始终如一地保持着自己民族语言文字的独立性。在20世纪，虽然各自政治、经济
发展不同，它们的文化、文学发展进程也有所不同，但共同之处是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西欧和苏俄文
化、文学的影响和导向，同时又顽强地保持住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文学传统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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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欧.东南欧文学史》

作者简介

冯植生，广西百色人。中共党员。1959年毕业于匈牙利布达佩斯大学语言文学系。历任中国科学院哲
学社会科学部文学所研究人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东欧室副主任、主任，研究员。享受
政府特殊津贴。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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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欧.东南欧文学史》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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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节 1956年以前的戏剧创作 第五节 1956年到1989年之间的文学发展道路第六节 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概
况捷克斯洛伐克文学第一章 世纪之交的文学（19世纪90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节 概述第二节 
诗歌第三节 小说第四节 戏剧第五节 理论与批评第二章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文学（1914年一19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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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期）第一节 概述第二节 《西方》和西方派作家第三节 现实主义作家莫里
兹·日格蒙德第四节 “民粹派”作家运动第五节 无产阶级文学派第六节 现实主义文学第三章 二战后
的文学（1945年—1956年）第一节 概述第二节 诗歌第三节 小说与文艺理论第四节 戏剧第四章 改革时
期及其后的文学（20世纪60年代及其后的文学）第一节 概述第二节 诗歌第三节 小说第四节 戏剧第五
节 克尔蒂斯·伊姆雷罗马尼亚文学第一章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文学（1919年—1944年）第一节 概述第
二节 诗歌第三节 小说第四节 戏剧第二章 1944年后的文学第一节 概述第二节 诗歌第三节 小说第四节 
戏剧保加利亚文学第一章 世纪之交的文学（19世纪末至1918年） 第一节 概述第二节 诗歌第三节 小说
第四节 戏剧第二章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文学（1918年至1944年）第一节 概述第二节 诗歌第三节 小说
第四节 戏剧第三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至“四月全会”时期的文学（1944年至1956年）第一节 概述第二
节 诗歌第三节 小说第四节 戏剧第四章 “解冻”时期至剧变前的文学（1956年至1980年末）第一节 概
述第二节 诗歌第三节 小说第四节 戏剧南斯拉夫文学第一章 世纪之交的文学（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
初）第一节 概述第二节 塞尔维亚文学第三节 克罗地亚文学第四节 斯洛文尼亚文学第二章 巴尔干战争
结束（1912年）至30年代末的文学 第一节 概述第二节 塞尔维亚文学第三节 克罗地亚文学第四节 斯洛
文尼亚文学第五节 马其顿文学第三章 民族解放战争时期至60年代末的文学（1941年至1969年）阿尔巴
尼亚文学第一章 世纪之交的文学（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 第二章 巴尔干战争结束（1912年）至30年
代末的文学 第三章 民族解放战争时期至60年代末的文学 （1941年至196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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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欧.东南欧文学史》

章节摘录

波兰文学界一般把19世纪的最后1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的这段时间称为“青年波兰”时期。
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青年波兰”开始于1891年。因为在这一年，三位“新一代”文学家几乎同时
登上文坛。这三位作家是指卡吉米日·普热尔瓦·泰特马耶尔（1865—1940）、弗兰奇舍克·诺维茨
基（1864—1935）、安杰伊·涅莫耶夫斯基（1864—1921）。而关于“青年波兰”时期的结束，大部分
研究者认为，是在1918年，也就是在波兰历经了123年的亡国之痛，重新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时候。“
青年波兰”一词最早的出现，是在1898年阿尔图尔·古尔斯基（1870—1959）在克拉科夫《生活》杂
志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这一系列文章的总题目就是“青年波兰”。“青年波兰”这一提法显然是受
到了当时欧洲其他一些国家文坛的影响。在19世纪末的欧洲许多国家，先后出现了所谓的“青年风格
”，包括德国的青年风格、“青年比利时”、“青年斯堪的纳维亚”等。这些“青年风格”的共同特
点是反对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强调艺术本身的价值，强调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思想。实证主义曾经是
一代波兰人恢复国家独立、消除社会矛盾、改善人民生活的理论武器。但是，随着各种矛盾的加剧，
实证主义的理想越来越多地遭到质疑。如果说“青年波兰”运动开始于1891年，那么波兰社会和文学
界对实证主义思想的批判却早已有之。1887年，“青年波兰”的重要理论家——哲农·普热斯梅茨基
（186l—1944）在主编《华沙生活》时，就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并且预言新的艺术
价值观即将出现。所以，也有学者认为，“青年波兰”实际上从1887年便已经开始。

Page 5



《20世纪中欧.东南欧文学史》

编辑推荐

《20世纪中欧、东南欧文学史》以国家为序，每一个国家文学作为独立单元加以叙述，材料翔实，评
述扼要，以便于读者对该国家文学发展脉络、作者、特点等有详细、明确的了解和认识。《20世纪中
欧、东南欧文学史》作者都是从事该国文学研究多年的、懂得该国语言文字的专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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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欧.东南欧文学史》

精彩短评

1、校对不是很好，然后除非之前有一定的对东南欧文学史的了解，不然还是一头雾水，也没有起什
么入门读物的作用，而且写法很无趣。。。
2、内容有一点点过时了，况且南斯拉夫都分成好几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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