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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希金的黑人曾外祖父儿

时曾被绑架! 并最终来到了

俄国! 在彼得大帝的宫廷中

被 抚 养 长 大 " 普 希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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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 位 有 着

&俄国的莎士比亚' 称号的文

学巨匠在他的小说 (彼得大

帝的摩尔人) *一译 !彼得

大帝的黑奴"% 中曾经披露了

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普希金在俄罗斯人心中

的地位毋庸置疑! 其作品中

的爱国主义精神使其文学成

就更加熠熠生辉" 普希金是

无可争议的俄罗斯文学之父!

堪比莎士比亚在英国人心中

的地位" 然而鉴于俄国社会

一贯的孤立性! 今天的人们

或许很难想象! 创造出叶甫

盖尼,奥涅金的普希金不仅仅

是多元文化与全球交流的倡

导者 ! 他本身就是混血儿 !

并深深为其有着非洲血统感到

自豪"

普希金的曾外祖父阿布拉

姆,彼 得 罗 维 奇,汉 尼 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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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生在今喀麦隆" 在孩提

时! 汉尼拔曾被绑架! 并最终

被带到君士坦丁堡" 之后的故

事语焉不详! 但根据某一个

文学注脚的记载! 托尔斯泰

的祖先们 &解救' 了汉尼拔

*#解救$ 一词出自普希金自

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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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注释%! 并且把

他带到了沙皇彼得大帝的宫

廷中"

汉尼拔在宫中受着各种各

样的奴役! 但他给宫廷带来的

异域色彩使他获得了沙皇的恩

宠! 成为沙皇的教子" 因此他

的新生活显然要光彩夺目很

多" 后来! 他被送到法国接受

了军事教育! 还受封为贵族!

最终官拜上将! 拥有几百个奴

隶" 想象一下! 一位黑人贵

族在
!$

世纪的北部欧洲竟拥

有着大量的白人契约奴工"

在未完成的历史小说

(彼得大帝的摩尔人) 中! 普

希金试图描绘他祖先的生活"

这部小说的写作始于
!$'"

年! 未完稿折射出了作者自己

的偏见" 例如! 黑人伊卜拉金

姆发觉自己在法国受到很多女

士的青睐! 然而这些青睐都

出于猎奇心理! &这种好奇心

虽然被友好的姿态所掩盖! 却

着实伤透了他的自尊心'" 他

羡慕那些 &谁也不在意的人

物! 认为他们的卑微反而是一

种幸福'" 他甚至期待被嘲笑"

而后来他爱上了伯爵夫人 !

&伯爵夫人客客气气地接待了

伊卜拉金姆! 没有对他特别垂

青" 这使他颇为惬意'"

普希金简单而有代入感的

写作! 可以想见最终故事会发

展为欢乐的喜剧! 然而这部未

完稿实际上写得相当精妙" 例

如! 伯爵夫人 &开始找寻在她

客厅里众多的假发中间那显眼

的生着黑鬈发的脑袋的魅人之

处'" 又例如! 伊卜拉金姆偏

执地认为那些围绕在他身边的

女人都对他有着非分之想" 这

些讽刺都有着奥斯丁式的特

点! 只是相对比较节制"

普希金身份认同的核心恰

恰就是这种模糊不清" 有时

候! 他因为自己的非洲血统!

称自己是拜伦式英雄! 在 (奥

涅金) 中写到 &我的非洲'!

好像他也曾在那里一样" 尽管

他自己也拥有俄国奴隶! 却称

呼美国黑奴为 &我的兄弟们'!

并且坚称汉尼拔是 &沙皇的挚

友而非奴隶'" 而其他时候!

他又再现了当时社会的刻板印

象! 就像他描绘伊卜拉金姆想

到伯爵夫人可能会有新的感情

时! &嫉妒便在他非洲人的血

液里沸腾'" 而恰恰这一桥段

也被社会舆论用于描绘普希金

那次悲剧性的决斗"

作为一部历史演义小说!

(彼得大帝的摩尔人) 或许不

是普希金最具开创性的小说"

小说的不完整! 让我们错失了

读到更伟大作品的可能- 由一

位享有白人特权印记的有色人

种描绘的
!$

世纪初俄国黑人

生活的画像" 所以很难说! 这

部出自如此有地位的文学巨

匠. 有着如此创新意义的小说

如能完成! 将会如何塑造西方

社会的准则"

普希金!向非洲祖先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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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情动力量!

"情动力#理论给王德威提
供的第二点启发$ 可能体现在
对启蒙% 革命和抒情三者关系
的重新思考上! "情动力#的变
动不居意味着$ 当在两物或物
与主体之间投入某一动能 $原
本的两者之间就会产生出一种
新的力量$ 导向我们难以预知
的方向! 这一过程很可能还会
激发出系统中每一参与项的全
新的创造力!

按
照 "胡适人文讲座#最
初的设计$最后一讲应

该是主讲嘉宾&可以不止一位'

与中文系师生代表的主题对
谈 ! 本届对谈的主题是 "再论
(启蒙 )% (革命 )***与 (抒
情 )#! 多位参加对谈的老师
都表示 $ 与

')**

年王德威在
北大 "博雅论坛 #上所作的演
讲 "启蒙 %革命与抒情 +现代中

国文学的历史命题 # 相比 $他
们发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 !如
果说

&

年前王德威对三个命
题的论述 $还可能给人造成他
试图以所提倡的抒情 $与原本
占据主流话语地位的启蒙和
革命 $形成二元对立或者三者
鼎足而分的理解 $而这种二分
或者三足鼎立的印象也正是
他招致批评的主要原因 $那么
在此次系列演讲中 $王德威的
表述已经变得更加圆融 +将
"抒情 #作为一种批评的界面 $

在中国文学现代性原有的两
大主导范式 "启蒙 #和 "革命 #

之外 $纳入 "抒情 #作为一种参
数 $ 从而使二元论述三角化 $

进而 "关注 (革命 )% (启蒙 )%

(抒情 )三者的连动关系 #$及
其相互之间不断的翻转辩证 !

此外 $ 在现代语境里谈抒情 $

必 须 同 时 谈 "批 判 性 的 抒
情 #+既是对抒情 "传统 #的批
判 $也是对抒情作为一种批判
性动能的体会 ! 经此调整 $启

蒙 %革命和抒情 $甚至不再是
简单的物理集合并相伴运动
的关系 $而是各自深入到另外
两者的内部 $ 相互交错缠绕 !

正如王德威颇为 "抒情 #地描
述的那样 + "革命的能量既源
于电光石火的政治行动 $也来
自动人心魄的诗性号召 ,而启
蒙虽然意指知识的推陈出新 $

但若无灵光一现的创造性情
怀则难以成其大 ! #也难怪现
场甚至有以革命和启蒙为研
究出发点和中心课题的老师 $

发现他们每每与王老师的抒
情论述不期而遇!

在讲演中 $王德威不止一
次地声明 $他并不是要把 "抒
情 #上升到本体的位置 ! 如果
仅仅将 "抒情 #理解成中国文
学未完成的现代性中一个相
对被忽视的主题 $"抒情 #当然
不可能上升为取代 "启蒙 #和
"革命#而一统天下的 "本体 #!

但是从另一角度而言 $"抒情 #

又确实可以占据某种本体的

位置 ! 因为 $无论我们是回归
中国文论的传统 $将 "诗 #亦即
文学的本质 $理解为 "言志 #抑
或"缘情#$而 -诗大序 .又告诉
我们 "在心为志 $发言为诗 $情
动 于 中 而 形 于 言 #$ "志 #与
"情#实在又是相通的 $还是像
梁启超等深受柏格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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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的
中国现代早期知识分子一样 $

认可 "情 #是对个人亦融入其
中的宇宙生命之流的某种体
验 $文学从而成为因体验而冲
动 %由冲动而寻找表达和彰显
的过程 ! 总之 $作为 "情 #之发
抒的 "抒情 #$都代表了文学之
为文学的最本质方面!

也只有在这种本体的意
义上 $我们才能更深切地理解
王德威在第四讲的总结陈辞
中所表达出来的强烈的 "文学
情结 #+"抒情 # 是文学研究者
之所长 $也是他个人捍卫和解
释 文 学 的 " 通 关 密 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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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王德威对闻一

多视#兴(为#象征廋语(论述的

延伸'!当各种大说在社会上流
行甚至流窜的时候$ 重新看待
在历史的脉络里充满了不稳定
性的"情#之发 "抒 #问题 $透露
出来的$ 恰恰是作为文学研究
者的我们$ 对自己研究领域丰
富性的信心$ 对文学以视通万
里的神思和想象参与历史并能
够与之产生互动之能量的捍卫
和肯定!换言之$将抒情传统延
伸到当代$ 其本身就是一份当
代的"为诗辩护#!

总观四次讲演$仿佛一部刘
若愚-中国文学理论.的现当代
版的提纲和雏形!对于刚刚完成
哈佛 -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
编撰工作%终于卸下主编重任的
王德威教授$我们完全有理由期
待$另一部具有世界眼光%更具
中国本色的新版-中国现代文学
理论.或-现代中国文论.$可以
尽早提上写作日程!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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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在

圣彼得堡) 人们

聚在普希金的塑

像前) 纪念这位

俄罗斯文学之父

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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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

普希金的曾

外祖父 + 出生在

今喀麦隆的阿布

拉姆,彼得罗维

奇,汉尼拔被沙

皇封为贵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