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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希金在俄国文学史上的意义在于他的开创性和典范性
。

从这个角度来看
,

普希金的小

说创作特别值得我们注意
。

在普希金以前
,

俄国诗歌的创作还是取得一定成绩 的
,

杰 尔 查

文
、

茹可夫斯基都是普希金的先导 � 但在小说方面
,

普希金以前
,

几乎没有出现过值得他认

真借鉴的作品
。

高尔基就十分公正的说过
,

俄国的小说创作是从普希金开始的
,

而整个十九

世纪俄国文学中又以小说的成就最大
。

普希金的小说是光辉灿烂的十九世 纪俄国小说创作的

前驱
,

为后来的俄国小说家们树立了榜样
。

果戈里
、

托尔斯泰等小说巨匠对普希金小说 的质

朴
、

精炼
,

都是推崇备至的
。

普希金的小说数量并不多
,

但质量却很高
,

其中尤以 《骚站长》
、

《上尉 的 女 儿》 和

《黑桃皇后》 的成就最大
,

脍灸人口
。

从普希金这些著名的小说在我国传播和评介的情况来

看
,

《骚站长》 和 《上尉的女儿》得到了应有的重视
,

但 《黑桃皇后》 在文化革命前却很少

受人注意
,

甚至许多热爱普希金作品的读者还不知道这位俄国伟大的作家还有这样一篇引人

入胜的小说
。

就笔者所知
,

从开国到文化革命这一段时期
,

《黑桃皇后》 的译文仅在盂什还

译的 《普式庚短篇小说集》 中收有
,

而且这个译本仅在一九五二年印过一次
,

印数也很少
,

后来就绝版了
。

� 近年来
,

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得到了纠正
,

有好几种普希金的小说选和其他

外国小说选都收有 《黑桃皇后》 的译文
,

但评介的文章还很少见到
。

我写这篇文章就是想弥补

一下这个方面的缺陷
。

二

普希金的 《黑桃皇后》 写于一八三三年
。

它的汉文译文大约有二万一千多字
,

在苏联大

都把它视为是中篇小说
,

我国有些同志又称它为短篇小说
。

它是普希金继一八三 � 年 写 的

《别尔金小说集》 之后的又一篇中篇小说的杰作
。

在 《别尔金小说集》里
,

普希金假借一位平庸的外省地主别尔金的叙述把其中五篇小说

串联在一起
。

照说
, ‘

色们都同出一人之手
,

风格应该是统一的
,

但这几篇小说在写法
、

七纷调

上却迥然不同
。

普希金小说创作的新颖之处正是它的千姿百态
、

各放异彩
,

一篇 不 同 于
�



篇
。

普希金在写 《黑桃皇后》 时发挥了他这个不断创新的特点
,

‘

写出了这篇在艺术上别只特

色的作品
。

《黑桃皇后 》以它朴实无华的现实主义的描写与它离奇曲折的情节相结合
,

并在关键时

刻
,

眼看情节趋于结束而又异军突起
,

引来一段怪诞的插曲
,

使得小说的故事迷离扑朔而又

顺理成章
。

《黑桃皇后 》比之 《别尔金小说集》中诸篇
,

不仅内容更加充实
,

人物形象更加

丰满
,

而且在艺术技巧上也更为娴熟
。

它是普希金小说中最富于艺术魅力的名篇
。

《黑桃皇后 》的思想意义在于暴露那种对金钱无限贪婪的利 己主义
。

它通过小说主人公

赫尔曼对金钱的贪婪
,

以及他不择手段地去掠夺钱财的卑劣行径
,

深刻地揭示出当时刚刚出

现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
,

并对之作了无情的批判
。

在俄国文学史上
,

一般认为果戈里在 《死魂灵 》中塑造的乞乞可夫是最早 出现的资产阶

级投机家的形象
,

是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血有肉的
“
金钱骑士

” 的典型
。

就乞宁可夫这个

典型的高度概括力及其鲜明的个性来看
,

赫尔曼这个形象的确是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
。

《黑

桃皇后 》是一篇中篇小说
,

它有限的篇幅也不允许普希金对赫尔曼这个人物作出更为充分和

详尽的描写
。

值得注意的是
,

普希金在他这篇比果戈里的 《死魂灵 》还要早出九年的 《黑桃

皇后 》里
,

也同样地在其主人公的身上揭示出乞乞可夫这 类人物的共同特征
�

对金钱的极端

贪婪和唯利是图
。

普希金早在一八三三年就能觉察出俄国三十年代现实生活中刚刚出现的资

产阶级思想意识
,

并能抓住它的核心
,

对之作出如此深刻的揭露
,

这是难能可贵的
,

它显示

出普希金对新生事物的敏锐观察力
,

和对社会现实的深刻认识
。

四

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代表人物
,

赫尔曼与俄国文学中的贵族子弟形象有很大的

不 同
。

他不象那些传统的纹垮子弟
,

有着世袭的领地和祖传的家业
。 “赫尔曼的父亲是一个

俄国籍的德国人
,

只给儿子很少一点财产
” 。

� 这样的家庭环境使他摆脱了封建贵族那种没

落灼顽唐习气
。

赫尔曼具有
“坚强的性格

” 。

他生性嗜赌
,

但却
“
从不沾牌

,

从不下赌
” 。

在他还没有遇到稳操胜券的发财机会时
,

能耐心地等待
,

奉行
“

节俭
、

克制
、

勤劳
”

的 生 活 信

条
,

但时机一到
,

他就会奋不顾身地扑上去拼搏
。

他与一般贵族子弟最突出的区别是他懂得

金钱的价值
。

他会利用金钱的魔力去增殖
,

发家致富
。

当他闯入伯爵夫人的内室
,

眼看自己

精心策划的阴谋就要得逞时
,

他就迫不及待地讲出自己内心深处最隐秘的抱负
。

他耐心地向

伯爵夫人开导说
� “您为谁保守秘密呢 � 为您的孙子吗 � 他们不知道这个也够有钱了

。

而且

他们不懂得金钱的可贵
。

您的三张牌对败家子也没有什么用 � 如果一个人守不住 父 亲 的 遗

产
,

那么不管他怎样挣扎
,

还是要死于贫困
。

我不是败家子
,

我懂得金钱的价值
。

您那三张

牌对我不会是 白费的
。 ”

在这里
,

普希金深刻地写出了那种具有新兴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代

表人物对没落贵族的蔑视
,

以及他们在追逐金钱道路上跃跃欲试的迫切心情
。

当然
,

在小说

中赫尔曼还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形象
,

但普希金却把俄国三十年代现实生活中开始出现的那

种想方设法掠夺金钱
,

唯利是图的社会意识赋予他的主人公
。



普希金为了着力刻画赫尔受对金钱的贪婪和不择手段的卑劣行径
,

他让自己的人物在一

个特定的环境中去暴露自己丑恶的灵魂
。

赫尔曼为了从伯 爵夫人那儿探明那三张 致 胜 的王

牌
,

他曾冥思苦想
,

用尽心机
。

他知道自己无钱也无势
,

是一个普通的军宫
,

没有什么门路

去接近伯爵夫人
,

他唯一可以利用的条件就是自己还青春年少
。

他为了掠夺金钱竟不惜出卖

自己的肉体和灵魂
。

最初
,

他曾异想天开地去充当那位巳经八十七岁的老伯爵夫人的情夫
。

后来
,

他竟如此下流地利用伯爵夫人的养女丽莎的关系去达到他那个不可告人 的目 的
。

普 希

金生动地描写了赫尔曼如何挖空心忍地去骗取这位纯洁少女的爱情
,

又如何野心勃勃地去探

求伯 爵夫人那三张王牌的秘密
,

从而暴露 了这个人物的真正面 目
。

当赫尔曼利用丽莎的轻信

潜入伯爵夫人的内室时
,

他先是向伯爵夫人恳求
,

继之则是双膝下跪苦苦哀求
,

可以说
,

是

什么卑鄙无耻的话都说尽了
。

最后
,

他利欲熏心
,

甘脆拿出手枪来威胁厂 活生生地把这位风

烛残年的老太太吓死
。

赫尔曼这一系列的行为充分地暴露了他对金钱的贪婪和不择手段的狠

毒
。

他不仅处心积虑地去伤害一位纯洁少女的心灵
,

而且还丧尽天良地去逼死一位 白发苍苍

的老夫人
。

这真是一位心毒手辣的野心家
。

他身上体现出来的那种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处世

哲学真使人不寒而傈
。

怪不得深知其为人的托姆斯基在评论这位朋友时说
,

赫尔曼的
“侧面

象拿破仑
,

而灵魂象靡非斯待” 。

� “
他的良心上至少压着三桩罪行

” 。

这就是赫尔曼一幅

最为真实而又生动的画象
。

五

从揭示小说的主题思想来看
,

伯爵夫人仅是一位陪衬主人公赫尔曼的配角
。

但从小说的

情节发展来看
,

她却是一位关键人物
。

关于她那神秘的传说就是整个 《黑桃皇后 》的核心
,

它推动着赫尔曼的行动而展开小说的全部情节
。

在普希金笔下
,

这个老伯爵夫人写得有血有

肉
,

栩栩如生
,

因为作者在当时的上流社会中对这种类型的人物非常熟悉
。

普希金对现实生

活的认真观察使他能胸有成竹地写出了这位老伯爵夫人的暴庚乖张
、

喜怒无常和无事生非
。

小说中那一段关于她一早起来就无理责难丽莎的描写
,

简直就活画出这个寄生者百无聊赖的

灵魂
。

这个形象生动地表明
,

封建贵族是多么的刻薄寡恩
。

伯爵夫人年轻时曾红极一时
,

而且还在巴黎的社交界大出风头
,

被人称为
“
莫斯科的爱

神
” 。

关于她那三张王牌的神秘传说更使她身价百倍
。

在小说开始时
,

她已是一位老态龙钟
、

年近古稀的老太婆
。

这时
“
她就象上流社会宠坏的女人一样

,

性格乖决
” 。

同时
“
也象所有

的老女人一样
,

既吝裔
,

又极端自私
” 。

她的年龄 巳经不允许她作过多的活 动
,

但 她 却 要

精心地梳妆打扮
,

出入上流社会
。

在舞会上
“只见她脸擦得红红的

,

穿着古老的服装
,

坐在角

落里
,

好象舞厅中一位古怪而又不可少的装饰品
。

客人们一进来
,
就要走到她眼前

,

对她深

深鞠躬
,

犹如履行法定的仪式
。

这以后就没有人注意她了
。 ”

普希金生动地描写了伯爵夫人

从舞会上回来后累得半死不活的样子
。

这时她那腊黄的脸色
,

浑浊的眼光
,

肿胀的双脚
,

以

及她那个无法控制而晃动不己的身子⋯⋯这一切都在她卸妆后暴露无遗了
。

这简直就是一具

木乃伊
。

封建贵族的设落和衰退在这个形象中表现得再生动也没有了
。

普希金在小说中是不轻易给他的人物作过多描写的
,

但在 《黑桃皇后 》中
,

他却用了较

多的笔墨来描写丽丝维塔
·

伊凡诺夫娜的不幸遭遇
。

他写了这位养女可悲的命运
,

刻画 出 她

的温顺
、

屈辱
,

和在爱情 上的备受摧残
。

这表明普希金对弱小者的同情
,

反映出他一贯的
、



深厚的人遣主义精神
。

在小说中
,

丽莎是一位楚楚可怜的弱女子
。

她寄人愉下
,

要在这位羌

事生非的老妇人手下讨生活
。

她名为养女
,

实为丫头
,

尝尽了人间的辛酸
‘
她经常要受那位性

情乖张的老伯爵夫人的刁难和折磨
,

稍有一点不遂这位
“
养母

” 的心意
,

就要遭到无理的厉

声斥责
。

当我们看到她那纯真的感情遭到赫尔曼随意蹂埔时
,

更是令人心痛
。

这是一位既受

封建没落人物的责难
,

而又遭到资本主义势力摧残的
、

令人同情的小人物形象
。

好 心 的 作

者
,

最后让她看清了赫尔曼的无情和无义而得到善终
。

最后终于
“
嫁给一个十分可爱的年青

人
” 。

六

普希金对小说创作的要求是质朴和精炼
。

他在 《黑桃皇后 》中就实践了他这 个 艺术 信

条
。

在 《黑桃皇后 》里
,

赫尔曼是一个穿针引线的人物
,

他的活动推动了整个小说情节的发

展
。

小说一开始
,

作者很快就让赫尔曼上场
,

而且直接进入情节之中
,

形成小说 情 节 的 开

端
。

在小说中
,

赫尔曼的上场没有什么拖泥带水的描写
,

也没有采用一般小说在开头惯用的

由远及近
,

或由大缩小的手法引出主人公
。

甚至对赫尔曼这个人物活动的典型环境
,

也没有

多花笔墨去作正面描写
,

而是把他编织在故事的进程中去揭示
。

象这样让主人公及早出场
,

迅速地展开情节
,

明显地体现出普希金小说创作的质朴和简炼的特色
。

《黑桃皇后 》的内容非常丰富
,

主题思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

虽然他描写的事件还比

较单一
,

只写赫尔曼对金钱的追逐和他最后的败北
,

但它所涉及的三个人物却有着十分深厚

的现实基础
,

容量很大
。

在小说中
,

作者既写 了他们三人的小传
,

交代了他们过去的经历
,

而且还着力刻画他们在特定环境中的思想言行 � 再加上小说情节 的大起大落
,

高潮迭起
,

更

要花去许多笔墨
,

但整个小说都写得十分精炼
。

就其规模
、

主题
、

构思和写法来看
,

它完全

是一部长篇小说的格局
。

但普希金却把它写成一个中篇小说
,

尽量地在其有限的篇幅内去描

述这个离奇曲折而又引人入胜的故事
。

苏联一位评论家曾确切地指出
�
《黑桃皇后 》里隐藏

着一部极为典型的长篇小说
,

它受着一个中篇小说的框架把它紧紧地封锁住
。

这个看法是符

合这篇小说的实际情况的
。

只不过是普希金设计的这个框架十分巧妙
,

它恰到好处的支撑着

这篇小说
。

它的内容虽然多
,

但它的布局并不捉襟见肘
,

反而见其从容和宽余
。

这正是普希

金小说创作中质朴和精炼的功力之所在
。

小说的质朴和精炼还表现在一些具体的描写上
。

《黑桃皇后 》中有许多精彩的场面
,

如

赫尔曼向伯爵夫人的恳求
、

伯爵夫人显灵和第三张王牌的失灵等都写得有声有色
,

活 灵 活

现
,

但它的文字却十分精炼
。

以伯爵夫人显灵一场为例就可看出其描写的细致
、

周 密 和 简

炼
。

这段描写内容 比较多
,

从译文来看也不过五百多字
。

它既烘托了当时伯爵夫人的幽灵突

然出现的神秘气氛
,

又把她来找赫尔曼的缘由交代得一清二楚
。

这段描写
,

一方面要写出赫

尔曼酒后醒来神智非常清楚
,

才能证明伯爵夫人的出现是显灵而不是梦幻
,

从而增强这段描

写的神秘气氛和怪诞成份
。

另一方面还要解释清楚
,

为什么伯爵夫人的幽灵不计前嫌
,

居然

还主动来把那三张致胜王牌的秘密告诉吓死自己的仇人
。

不然就不合乎情理
,

前后不能自园

其说
。

普希金在这儿
,

只用了短短的几百字就把这两个方面都照顾到了
,

讲清楚了
。

关于前

者
,

他写出了赫尔曼如何听到了开门的响声
。

赫尔曼原先还以为是勤务兵回来
,

但后来又发



觉这种拖着便鞋的声音是一个陌生人的脚步声
。

这段描写清楚地揭示出赫尔曼决 不 是 在 梦

中犷他的辫别力证明他是十分清醒的
。

关于后者
,

作者则通过伯爵夫人自己的口来交代
。

原

来
,

·

她是被迫违背了自己的意愿
,

奉命而来
。

这些叙述和刻画把此情此景写得十分真切而又

非常简明
。

它的文字不仅生动
、

传神
,

而且还质朴
、

精炼
。

七

质朴
、

精炼是普希金整个小说创作的特色
,

而 《黑桃皇后 》独具的艺术特色却是它情节

的离奇曲折
,

扑朔迷离
,

和顺理成章
,

合情合理
。

小说情节中有几处完全出人意料
,

使人惊

奇不已
,

但又令人信服
。

如赫尔曼来赴丽莎之约却突然撞入伯爵夫人的卧室
、

伯爵夫人的幽

灵显圣
,

和伯爵夫人告诉赫尔曼的第三张王牌的突然失灵等
。

特别是伯爵夫人的第三张王牌

的突然失灵一处
,

眼看情节就要结束
,

故事即将告终
,

但作者笔锋一转
,

情节又陡然跃起
,

引向新的高潮
,

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

小说最后让赫尔曼承受不了这个沉重的打击而受惊变成

一个疯子
,

这是对他的惩罚
,

罪有应得
。

这样的结局正是作者的创作意图
,

表明了小说批判

锋芒的指向
。

很明显
,

伯爵夫人的显灵就是为了使赫尔曼这个罪魁祸首上当受骗
。

她为了迷

惑对方
,

故意讲明此行身不由己
,

是奉命而来
。

她提出的三个合情合理的条件也是进一步打

掩护
,

使赫尔曼深信不疑
。

赫尔曼第一
、

二张王牌得手
,

使其欢喜若 狂
,

眼看 胜 利 就 在前

头
,

简直是稳操胜券
,

但恰恰是在这个关键时刻
,

第三张王牌突然失灵
,

变成一张倒霉的黑

桃皇后
。

这正是伯爵夫人对赫尔曼的戏弄和报复
。

她要让自己的仇人在兴高采烈和得意忘形

之中突遭晴天霹雳
,

使之所受的打击更加沉重
。

这样处理
,

不仅离奇曲折
,

而且合乎情理
。

当然
,

小说中出现了死人显灵
,

纯属子虚乌有
。

但作者安排了这样一个怪诞的插曲并不是为

了哗众取宠
,

鼓吹神秘主义
,

而是借用这种艺术手法来深化主题
,

进一 步有力地去揭示人物

的性格
。

事实证明
,

这样的表现手法是成功的
,

它取得了相当好的艺术效果
。

”

《黑桃皇后 》中是具有浪漫主义情调的
,

这明显地反映在故事 的传奇性和所采用的怪诞

手祛上
。

但从小说的整体来看
,

这个局部的描写并不能掩盖作品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
。

小说

的主题思想
、

厂

人物形象都有着深厚的现实基础
。

它们都是俄国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社会生活的

真实写照
。

小说对人物的刻画和对环境的描写
,

运用的也是现实主义典型的艺术手法
。

作品

巾细节的描写也极为生动
、

细致
、

具体
,

有着不可怀疑的真实性
。

即便是伯爵夫人这样一位

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人物
,

作者对她生活环境
、

举止习气的描写也是现实主义的
。

可以说
,

《黑桃皇后 》是一篇具有浪漫主义情调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
。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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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式庚短篇小说集》
,

孟什还译
,

文化生 活 出版社一九四四年六 月初版
,

一 九五

二年十二月再版
。

其 中 《黑桃皇后》 被视 为是一篇短篇 小说
,

译 为 《铲形皇后》
。

�
、

,

本文引 文 系肖姗的译文
,

载人 民文学 出版社之 《俄国 文学短篇 小说选》
,

一九八一

年出版
。

�
、

靡非斯特
�

歌德 《浮士德》 中的魔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