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尔基研究的新开拓

—
《高尔基晚节及其他 》述评

张锦贻

每一个时代都会产生属于 它 自己 的作

家
,

但是只有真正能够站到时代前列的作家

才属于人民
。

被列宁称为
“无产阶级艺术的

最杰出的代表
”
的高尔基

,

便是既标志着一

个伟大的时代
,

又代表着时代精神的一个伟

大的作家
。

在我国
,

他的富于战斗性的抒情

散文《 海燕 》
,

他 的开创性的无产阶级文学

名著《 母亲 》
,

他 的 自传体三部曲《童年》
、

《 在人间 》
、

《 我的大学 》
,

曾经被几代人

广泛阅读
,

不同年龄的读者从这些作品中都

能感受到他所处的时代的精神
。

从某种意义

上说
,

高尔基正是我们 了解和理解�� 世纪初

那个在人类历史上具有非凡意义的时代风貌

的向导
。

然而
,

近年来
,

在国内外报刊上出

现了不少
“
揭露

” 高尔基晚节的文章
 
在世

界文坛上
,

攻计高尔基成了一 种 时 髦 , 那

么
,

真实的高尔基安在 ! 陈寿朋同志的《 高

尔基晚节及其他 》一书 ∀内 蒙 古 大 学 出版

社
, # ∃ ∃ #

%

#�
%

& 对此作 了明确而具体的回

答
。

著者依据他在苏联留学访问时收集到的

第一手资料
,

翔实地
、

历史地阐述 了高尔基

晚年的生活和创作情况
、

他与斯大林的关系

以及他的死因等一系列在苏联和世界文学史

上极为重要的问题
。

但是
,

决不要因此以为这本#∋ 万字的写

高尔基晚年的书是资料书或是散文集
,

它其

实是一本产填的学术研究著作
。

著者在充分

掌握原始资料的基础上
,

以胸有全局的历史

透视力和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
,

来审视在历

史演变中高尔基的生活和言行
,

再给以客观

的历史分析
、

处理和 著 录
,

不 溢 美
,

不掩

丑
,

其目的
,

不仅使读者明了 这 位 伟 大作

家的晚年状况
,

而且通过他的行状来认识历

史
,

评价伟人
,

从实际生活中体味一个伟人

生命的真正意义和价值
。

同时
,

在著者艺术

地描述出高尔基晚年的生活史
、

创作史的过

程中
,

显示出这位无产阶级文学创始人的人

格的形成和发展
,

突出他在思想和艺术上所

达到的独自境界
。

书中重在反映高尔基的人

格素质在晚年生活中的体现以及这时的文格

特色
。

因此
,

这本书在提供 了切要的资料的

同时
,

呈现出自己独特的学术价值
。

它与著

者在(� 年代前期写成
、

出版的《 高尔基美学

思想论稿 》
、

《高尔基创作论稿》
,

共同构成

了高尔基研究的理论体系
。

这是在我国的高

尔基研究领域中所取得的新的成果
。

《 高尔基晚节及其他 》这本书中
,

着重

地叙述 了集作家
、

学者
、

战士这三重人格于

一身的高尔基在晚年所走过的坎坷而又富有

启示的生活道路
,

曲折而又光彩耀目的思想

历程
 
着重地评价了他晚年时致力于长篇小

说《克里姆
·

萨姆金的一生 》的创作
、

致力

于写作论文
、

创办杂志
、

培养青年作家等方面

的成就和意义
 
并以伟大作家的爱国主义思

想作为全书的灵魂
,

统一各个篇章
,

较圆满地

做到史论结合
 
也展示 出著者史识与学识并

长的特点
,

从而形成这本书的明显的特色
。

史识与学识是建立在扎实
、

广博的资料

基础上的
。

本书著者占有较详尽的资料
,

但

不被其挡住视线或沉没其间
,

而是有自己的

观察
、

分析的角度
,

综观各方
,

而后把握住

高尔基的心灵世界与苏联当时的社会现实之



间的内在逻辑联系与高尔基作为一个伟人的

特殊个性
,

获得独创性的结论
。

正如这本书

的《后记 》所述
) “ ·

”⋯高尔基是个恢宏富

丽的世界
,

他始终同苏联人民与世界革命人

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

这便决定了高尔

基学的复杂性和多维性
。 ·

“⋯ ” 正是这种对

人的主观与生活的客观作辩证地考察的研究

方法
,

使著者自如地驾驭资料
,

在高尔基研

究领域里驰骋和开拓
。

基于此
,

著者始终是在一定的历史环境

与具体的历史联系中
,

以发展的
、

整体的目

光审视高尔基晚年的思想进程
。

这也是全书

的写作总则
。

关于高尔基与斯大林的关系
,

他对待人民的态度
,

诸说并存
,

争论激烈
,

著者不迥避矛盾
,

也不屈从偏见
,

他依据上

述的原则
,

首先深人地分析了∗� 多年前 ∀#∃

�∃ 年 & 高尔基写给斯大林的一封信 ∀长期以

来
,

我们从各种版本的《 马恩列斯论文艺 》

中只能读到 # ∃ ∋ �
%

#
%

# +
%

斯大林给高尔基的

回信
。

高尔基的信
,

直到# ∃ ( ∃年才在《苏共

中央通报》上发表 &
。

高尔基在信中首先说到

苏联报刊反映的新生活的阴暗面太多
,

这样

的材料往往会成为敌人攻击苏维埃政权的子

弹
。

然后他坦率地指出
,

党在青年中的威信

逐渐下降
,

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
“
党内摩

擦
”
所造成

。

著者指出
) “

高尔基 # ∃ � (年离

开意大利
,

他是带着对社会主义祖国无比兴

奋和喜悦之情归来的
。 ” “

作为来 自俄罗斯

社会最
‘

底层 ’ 的流浪儿
,

作为亲眼 目堵了

西方法西斯分子扼杀民主 力 量 情况的革命

者
,

他既不愿看到斯大林用逐渐抬头的偏执

与独断给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抹黑  也更不

愿看到国内外真正的敌人借以从根本上把社

会主义的苏维埃推翻‘
” �� 年代末∋� 年代初

的高尔基
,

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

发展和失误之中
,

内心充满矛盾
、

苦闷
,

出

于对布尔什维克党
、

对社会主义祖国的无限

忠诚和深切的爱
,

他想毫无顾忌地对党的领

导人提出忠告
,

一如当年对列宁力陈己见那

样
。

正是出于这个动机
,

他才给斯大林写了

上述内容的信
。

作为一个人民的作家
,

他表

达了人民的心声
,

做了自己应该做和在当时

条件下能够做的事情
。

正是这样
,

就使我们

清楚地看到
,

高尔基是把斯大林作为党的领

袖人物来对待的
,

他怀着一颗真诚的心
,

向

斯大林反映情况
,

提出批评
。

他对俄罗斯祖

国已经出现的灾难
,

没有漠然处之
。 “ 当然

他没有像布哈林那样
,

对斯大林的农业集体

化政策作针锋相对的斗争
,

但他也没有像拉

狄克那样俯身屈就
,

不分是非地一味讨好  

更没有像亚戈达和后来的叶若夫
、

贝利亚那

样
,

成为肃反扩大化的帮凶
。

高尔基就是高
,

尔基
,

一个伟大的文学家
、

思想 家 和 革 命

家
。 ”

著者从高 尔 基 所 处的环境
,

他给斯

大林写信的指导思想
,

他与同时代中的一些
‘

要人的区别及其具体实践活动等方面
,

作了

精辟的论述
,

得出有 见 地 的结论
,

是足以

令人信服的
。

长期以来
,

除了别有用心者
,

遍布于世

界各国的好心的读者们都对高尔基在斯大林

时代 “
保持沉默

”
不能理解

,

种种议论在无

形中造成了一层帷幕
,

遮盖了伟大作家的思

想光彩
。

现在
,

著者在本书中把它撩开 了
。

但是
,

把帷幕撩开还不能使作家思想的光彩

四射
,

重要的是
,

动手把这层帷幕揭掉
。

这

就需要做一番去伪存真的工作
。

著者又以诸多事实来论述
,

证明高尔基

是
“
呼啸于俄罗斯大地与天空间的勇敢的海

燕
” 。

他没有停止过他的
“燎亮的叫喊

” 。

# ∃ � ∃年
,

高尔基抵制 了对苏联小说创作奠基

人之一的皮里尼亚克等人的
“残酷斗争

” 。

当皮里尼亚克的小说受到严厉批判
,

并被匆

匆解除了莫斯科作家协会主席的职务时
,

高

尔基在《 消息报 》发表了题为《论精力的浪

费 》的文章
,

指出对人应采取慎重态度
,

因

为人是新生活的创造者
。 “ ⋯⋯如果我们采

取这样对人的态度
,

我们就完全会从 自己的

孩子们 当中制造出敌人的
。 ”

高尔基谆谆告

诫
,

切勿人为地
“
制造

”
敌人

。

在接着写出

的《 老生常谈 》中
,

进一步揭露了
“工人阶

级中的贪得无厌者
、

恶意煽动者
、

小哄锣
、

被虚荣心折磨的家伙
” 。

# ∃ ∋ �年
,

高尔基拒

不写作《斯齐林传 −−, 连内务人氏委员亚 戈

达让他为《真理报 》写篇《 列宁与斯大林 》



的短文的要求也遭到拒绝
。

两年后
,

季诺维

也夫
、

加米涅夫被诬陷逮捕时
,

亚戈达再次

转达斯大林要求
,

要高尔基撰文控诉
“
个人

恐怖
” ,

高尔基更响亮地回答
) “ 我是要谴

责个人恐怖
,

但我更要谴责 国 家 恐 怖 . ”

# ∃ ∋ /年
,

斯大林借换发党证而使清党扩大化

时
,

高尔基又写亲笔信把受父亲历史问题株

连的高尔基市
“ 红十月

”
糖果厂共产党员彼

克罗夫斯基从厄运下解救 出来
 他又帮助遭

受打击的俄罗斯作家札米亚京获得出国的机

会  
等等

。

这样
,

著者在论述高尔基晚年的

精神风貌与品德人格时注意到 了作家思想发

展的
“
量

” 的积累
,

使作家思想的
“
质

”
立

足于真实可信
、

具有内在逻 辑 演 变 的基础

上
。

与此同时
,

著者又专门用一个小节写 了

这位伟大人物的另一面—
“ 难以摆脱的历

史局限
。 ” 在整个晚年

,

他也未能真正认清

斯大林的错误
。

由于他的名气太大
,

面对人

民群众的欢呼和人们为他的到来而装点的生

活
,

他也写了一些并不符合实际的文章
。

尤

其是那篇极其著名又极有争论的文章《敌人

不投降—
那就要消灭他 》

,

却正是发表于

农业集体化速度过快
、

成千上万农民死于饥

荒
%

、

许许多多的人因无法生存而反抗
、

而被

当作 “
工人阶级的 仇 敌

”
的 时 候

。

著者写

道
) “

高尔基心态流向中的阴影
,

认识水平

上的局限
,

既是伟大理想曲折历程打在杰出

人物身上的烙印
,

也是杰出人物在献 身理想

过程中的意识不到的认识误区
。

伟大理想并

不会因为在前进中有 了迁迥就失去其伟大光

辉  杰出人物也不会因为在认识上有 了误区

而不再成为杰出
。 ”

这是以确凿的史实引发出

的新颖的
、

有说服力的结论
。

它不仅为客观

地
、

公允地评论这位伟大的革命文豪的创作

思想和创作实践提供 了新的分析途径
,

对于

那些竭力要贬低高尔基晚年品格
、

企图抹煞

高尔基晚年成就的倾向
,

也是个有力的反驳
。

如今
,

斯大林逝世已经整整/ �年 了
,

原

苏联已经解体
,

高尔基的作品 却 仍 然在本

国
、

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民中流传着
,

正

如著者所述
) “

高尔基魂系人民
,

人 民永远

怀念高尔基
。 ”

值得一提的是
,

著者在追述高尔基晚年

思想发展的过程时
,

并不是事例的平铺
,

概

念的套用
,

而是紧紧结合他的鲜明的个性特

点
,

即一种炽热纯真
,

棱角分明
、

有强烈正义

感的无产阶级作家的气质
,

给予文学性的形

象描绘
。

著者以第一人称的亲切 口吻
,

对一

些像似琐碎的生平细节
,

如高尔基在儿子过

∋∗ 岁生 日那天
,

穿着一件花花绿绿的东方式

长衫
,

戴一顶绣花小圆帽
,

像 童 话 里 的神

仙
 
他在被守卫阻拦会 客时 脸 色像老虎一

样
,

张大 了嘴
,

低声吼着
 他不喜欢苏联政

府拨给他的那栋住宅楼的奇形怪状的外表和

别出心裁的内部装饰
 
等等

。

都从不同侧面

道出作家独特白弘
、

性与气质
。

以叙述丰富了

议论
,

以抒情渗透 了议论
,

并用这种洋溢着

情思的议论实现了人物性格
,

突现了一个有

血有肉的无产阶级思想家
、

文学家的形象
,

增添 了这本论著的文学色彩
。

著者长期从事外国文学
、

苏联文学的教

学
、

科研工作
,

具有较高的思辨能力与理论

素养
,

因此在论及高尔基晚年致力于写长篇

小说《 克里姆
·

萨姆金的一生 》第四卷时
,

把这部小说概括为
“

具有史诗性质的作品
” ,

并将它的思想内容
、

人物塑造都升华到理性
的高度

。

而在谈及高尔基的政治和其它论文

时
,

又多能着眼于发表论文的时代背景而加
,

以阐释
、

归纳
、

总结
,

形成一个完整的思想

体系
,

并给予公允的评断
,

因而使这本书又

具有很强的科学性
。

高尔基有一句至理名言
) “

书籍是人类

进步的阶梯
。 ” 它启示和引 导 人 们 热爱书

籍
,

热爱知识
 也启示和引导人们理解高尔

基的伟大一生
,

理解高尔基的高尚晚节
。

因

此
,

著者在《 访高尔基故居 》的总题下
,

着

力地叙述 了高尔基的爱书
、

藏书
、

读书
、

评

书
、

写书
、

编书
、

出书
。

哲学方面的著作在

高尔基藏书中占重要位置
,

设有专门的马列

主义经典著作的专柜
。

高尔基成为一个真正

的无产阶级作家
,

正是在接触到马克思主义

之后
,

是在深人地阅读了列宁的著作之后
。

收藏得最多的当然是文艺方面的书籍
。

著者

细心地记叙了这方面的生动事实
)

绝大部分



苏联作家的著作是作者亲笔签名或题辞后赠
0

送给高尔基的  包括有各民族 口头创作和俄

罗斯民间诗歌的大量珍贵的民间文学作品
,

是高尔基在青年时代就搜集到的  有几千本

书上都留下了高尔基用颜色铅笔做的记号
、

写的批语等
。

由此论述了高尔基对一代苏联

作家的支持和帮助  他本人怎样从小就受到

民间文学的滋养  以及他勤奋读书而又不做

书的奴隶的一贯主张
。

从而 由一个独特的角

度揭示了高尔基之所以能成为无产阶级的伟

大作家的诸 多重要的原因与过程
 
揭示了高

尔基晚年虽处于
“
个人迷信

”
思潮泛滥的时

期却仍然保持了革命家气节的思想基础
。

高

尔基广泛而积极地阅读的习惯
,

一直坚持到

他生命的最后一息
。

他的崇高的革命气节
,

使他不仅以 自己的文学创作丰富了世界文化

宝库
,

而且以卓越的理论建树
,

为人类的进

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

高尔基的一生
,

高尔

基的晚节
,

都说明了
)

只有在继承过去文化

的基础上
,

人类才能有所创造
,

有所前进
 

高尔基一生的努力和晚节的高尚
,

不正是使

他有所创造
、

有所前进的根本吗 ! 一种伟大

思想的形成
,

一个伟大人物的诞生
,

都有其

历史的必然性
。

这本书所论述的问题
,

是过

去的研究者较少涉及到的
。

现在
,

著者以其

缤密的
、

客观的论述
,

纠正 了以往一些文章

单纯地从高尔基的几部被公认为是无产阶级

文学的杰作来分析和阐述他的伟大的某些偏

颇
,

使高尔基研究得到深化
,

也使人们对于高

尔基的那句至理名言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

本书末篇《 高尔基在我心中 》
,

似乎只

是叙述 了著者本人的研究工作
,

从容写去
,

娓娓道来
,

而其实是对我国和原苏联的高尔

基研究工作的发展状况
、

出版这方面论著的

时代背景作概括性和综合性的论评
。

这种基

于生动事实的
、

令读者忽而叹息
、

忽而沉思

的
、

别具一格的论评
,

实际上包含着更充分

地肯定高尔基光辉一生的深刻意义
,

包含着

对无产阶级文化运动实践的深入总结
,

也包

含着切身体会
,

包含着对某些理论问题的探

讨
。

著者的见解不一定能为今天生活在高尔

基的祖国的年轻一代所认识和理解
,

但是
,

著者对历史和现实的实事求 是 的 分析 的态

度
,

对于任何时代
、

任何社会的人们
,

都是

一种启迪
。

本书附录中所提供的《高尔基给斯大林

的信》 ∀# ∃ � ∃
%

# #
%

� + &
,

发表于 # ∃ � ∃
%

∃
%

# 1

《消息报 》的高尔基的论文 《 论精 力 的 浪

费 》
,

以及罗曼
·

罗兰与斯洛尼姆斯基回忆高

尔基的文字片断
,

都是些珍贵的史料
%。

这些

珍贵的史料
,

不仅把高尔基研究工作引向深

入
,

同时
,

它对于原苏联社会状况的研究也

是很有意义的
。

它证实了 斯 大 林 的个人迷

信
,

证明了
“左 ” 的路线对社会主义的严重

危害
,

也证明了高尔基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学

家
、

思想家之所以伟大
,

以及在伟大之中所

隐蔽的不足
。

而这种将史实与立论相交错
、

相交汇的论述方式
,

也正适合绝大多数中国

读者对高尔基晚年生活不够了解的实际
。

附录中提供的那份对话记录稿中
,

具体

而又切要地提出了一系列启人深思的问题
,

并有许多有创见
、

有新意的回答
。

譬如认为

弄清革命与文化的关系对高尔基研究有重要

意义
。

因为高尔基是社会主义文化中的一个

重大的
、

富有生命力的现象
。

他是社会主义

文化的奠基人
 
与他同时代的

、

并得到过他

的帮助的布尔加科夫
、

普拉东诺夫
、

扎米亚

京
、

皮利尼亚克的创作也都与社会主义文化

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

同时
,

循着历史发展

的轨迹
,

对高尔基与苏联文学的发展
、

高尔

基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 问 题
,

作 了 动态

的
、

细密的探讨
,

使这方面的研究更具有历

史的纵深感二并由此对我国文艺界关注的社

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概念作出细致的辨析和

论证
。

而最终仍归结到高尔基晚年的思想和

创作
,

使本书的题旨贯串始终
。

书中灵活多

变的论述角度
,

既有利于揭示高尔基思想的

个性特征
,

发人所未发
,

褒贬得失
,

切中肯

繁
 又使论著结构紧凑

,

重点突出
,

观点鲜

明
,

在实际上将高尔基研 究 向 前 推进了一

步
。

可以说
,

这是一本富有开拓性的高尔基

研究的专著
,

是我国高尔基研究工作的一个

新的尝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