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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文学中的奥维奇金流派

罗 岭

三十年代以来
,

苏联社会由于出现了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对抗性矛盾的错误理论
,

在文

学上便相应地产生了以粉饰现实为 目的的
”

无冲突论
” ,

这种理论在四十年代的后期更加恶性

发展而达到了高潮
。

在它的影响下
,

全部社会问题被纳入一个呆板的模式
,

归结为
“

好
”

与
“

更好
”

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

作家们按照这个公式去进行创作
,

不敢接触生活的真实
,

不去塑

造消极的反面的典型
,

而是逃避现实
,

粉饰现实
,

塑造一些苍白的臆想的所谓正面的高大的

英雄人物形象
,

描写四平八稳的东西
,

于是文学作品中讽刺体裁没有了
,

悲剧体裁没有了
,

日常生活题材没有了
,

抒情诗没有了
,

描写 自然和爱情也变成了文学的禁区
。

4

在社会矛盾越是尖锐的地方
,

文学上粉饰现实的现象越是突出
。

反对
“

无冲突论
”

的斗争

也最先从那里发难
。

以描写农村题材为特点的奥维奇金流派也就是在一个广阔的社会背景上
,

`

产生的
。

苏联从一九四六年卫国战争结束之后
,

农业经济处在一种非常困难的境地
。

一九五三年

的农业总产量还没有达到十月革命前一九一兰年的水平
。 ’

形成这一局面有两方 面 时原 因
,

一是战争所留下的影响
,

二是苏联农村政策的失误
:

例如国家对农民控制得过死
;
对农民征

购的太多
; 工农产品价格悬殊 ; 再加上一些农村干部贪脏枉法

,

独断专行
,

强迫命令
,

严重

地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等等
。

广大农民的生活仍处在非常艰苦的状况之中
。

但是由于
“

无冲

突论
”

的影响
,

充斥于文坛上的农村文学作品则完全术顾这一严峻的现实
,
·

把农村描写成为花

果满园
,

稻谷满仓
,

莺歌燕舞的乐园
。

例如巴巴耶夫斯基的《金星英雄》 ( 1 94 8) 和它的续篇 《阳

光普照大地》 (1 95 0)
、

尼古拉耶娃的《收获 》 ( 1 9 50 )
、

彼尔水亚克的《珍贵的遗产 ))( 1” 53 )
、

安德

烈耶夫的《宽广的流水》 ( 1 9 5 3 )
、

卢什金的《艰难的道路》 ( 19 5 4) 等等
,

都是一些甜言蜜语粉饰

生活的作品
。

它们在内容上回避生活的真实和重大的社会矛盾
,

而作品中的人物 则 是 概 念

化
、

公式化的干瘪瘪的活动影子
。

他们没有个性
,

没有内心冲突
。

这些缺乏思想性和艺术感

染力的作品不仅没有受到批判
,

反而还被授予各种奖金当作样板来宣传
。

当时也有个别别开

生面的作品
,

例如安东诺夫的《雨》 (1 9 5 1)
,

接触到农村生活的矛盾
,

描写了一个条件艰苦
、

困难重重的农庄修桥工地
,

描写了两个不 同的干部
,

他们不同的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
。

但它

不仅没有得到肯定
,

反而 由于发出与众不 同的声音而遭到评论界的批评和责难
。

总之
,

四 十年代末
,

五十年代初的苏联文学由于
“

无冲突论
”

的严重影响
,

正处于低潮
。

在描写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中表现尤其突出
。

这种现象使文学创作走进一条狭窄的死胡同
。

它反过来又助长了生活里那些弄虚作假
、

欺下瞒上
、

强迫命令
、

阿谈逢迎的腐朽作风
,

使得

农业生产停步不前
,

每况愈下
。

苏联领导人在五十年代初期 己经意识到这种文学上的落后现

120



象
,

但是不敢正视这种现象产生的真正原因
。

他们企图局
;

部改善文学状况
。

一九五二年如月

七 日《真理报 》发表了《克服戏剧创作的落后现象》的社论
一

,

开始对
“

无冲突论
”

进行批判
。

;

社论

说
: “

新旧事物的斗争性引起了各种各样的冲突
,

而没有冲突就没有生活
,

大概也不会有艺术

了 ,
” “ `

无冲突论
’

必然导致对现实作出反现实主义的歪曲和片面的描写
” 。 亨我们也有反面的

典型
,

丑恶的东西在我们生活中还不少
,

伪君子也不乏其人
,

我们不应该害拍搞示缺点和困
,

难
, · ·

一我们需要有果戈理和谢德林
” 。

后来在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上
,

一

联共 丈布 ) 中央土作

总结报告中又指出
, “

我们的作家和艺术家必须在作品中无情地抨击在社会中仍然存在 的恶

习
、

缺点和不健康的东西
” , ”

我们需要苏维埃的果戈理和谢德朴
二

, , `

把生括中的一切
:反 面

的
,

腐朽的和垂死的东西
,

一切阻碍迸步的东西都烧毁厂应该说
,

这种对 卜无冲突论
”

的批判
,

只限于承认苏联社会中有
“

新
”

与
“

旧
”

的冲突
,

只不过是把
“

新
”

与
“

伯 , 的冲突来代替
,

好
一

与
“

更好
”

的冲突
,

他们把全部落后的现象都归结为旧社会旧道德的残余
,

而没有看到新的历史

条件新的政策和粉饰现实的需要所带来的严重后果石这种反对
“

无冲突论
”

是表面的
,

软弱的
,

然而它给苏联文坛吹进了一股清新的空气
,

使文学创作开始活跃起来
。

.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

奥维奇金的特写小说《 区里的 日常生活》于 19 能年 g月在《新世界》杂志上发表
。 `

奥维奇金 (1 90 4一 1 9 6 8 )
,

是一位农村文学家
。

他具有深厚的农村生活的基础
。

他对农民

的生活
、

农业劳动
、

农庄的组织和领导 、 都是非常熟悉的; 他的作品都是以农民的生活作为

背景的
。

早在 1 9 3 5年
,

他就写了欢集体农庄的故事》 , 1 9 3 9年写了《普罗斯科菲娅
·

乌克西莫芙

娜》
,

玲 41 年写了《斯图卡契来客》等等作品公这些作品接触到苏联农村生活的一些矛 盾
,

在

一定的程度上表现了群众的思想感
`

赓 ;
一

提出了;他们关切的种种问题
犷
但没有引起 普 遍 的注

意
。

·

’ :
_

`

犷
一

:
一

_
` ’ _

丫
_

;一 …
一 、

《区里的 日常生活》则是奥维奇金在
」

自已创
`
作道路上的里程碑

。

他以一个真正艺术象的勇

敢在这篇作品里揭示了苏联农村的现实矛盾和冲突
。

然而
,

尽督已经有了滚真理报夯的号召
,

它的问世还是经厉了一段艰难的历程 、
、

一
「 - -

一
· 「

、
」

L

一
`

1

一九五二年的秋天、
一

奥维奇金带着宜 己的手稿从宁静的俄罗斯中部尔戈夫地区乘车来到

了莫斯科
,

亲手把稿子送到杂志的编辑部去
。

这时 己是《真理报》发表反
“

无冲突论
’ ,

的专论五

个月之后了
。

然而杂志上发表的作品仍然是四平人稳粉饰现实的东西` 编辑部的先生们在对

这一篇集中表现生活冲突的作品感
r

到
“

别开生面
”

之余
,

仍然是心有余悸
。

.

他们对作者低声地

说了不少好话之后
,

把稿子依旧退回
一

给他
。

’

奥维奇金在一次二次兰次碰壁之后
,

一

不有皂不感到

深深的祖丧了
。

他不能在莫斯科呆下
一

去
,

只好乘车回去
。

他 已经到了火车站
,

一

马上就要禽去

了
,

但是他仍然不能甘心
,

忽然想到还有一家《新世界》杂志子于是他又抱着试一试的心理把

稿子送了去
。

幸亏是最后一试公 稿
一

子才被发表了出来
。

’ 厂

二
在这篇作品里

,

奥维奇金塑造了一个区委第一书记包尔卓夫的形象
。

他是“ 个巩固
、

保

守
、

冷酷
、

自私 自利的官僚主义者
。

他的工作作凤是发公文 f 打电话
、

下指示百
,

对上起的指

示
,

不管是否合乎政策和实
,

际情况
,

都一律
i

盲旨地执行妇他为了好大喜功
,

以国
一

象需要为
一

理

由
,

对
一

已经完成缴粮任务的农庄加码
,

要求它们超额上墩粮食甘同时
,

他不顾阴雨连锦的实

际情况
,
给各个农庄下达电话指示

,

动员所有的联合机和收割机以及其它二切最
,

普
气

通 的 工

具
,

保证打谷机昼夜不停地工作
,

以完成国家规定的每天缴粮任务
。

·

总之
,

一

包尔卓失所作所

为都是为了一个目的
,

即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和向上爬
。 ;

至于农庄和农民生活
一

的真实情况
一

,

他

是不间不 闻的
,

至于农庄和农民的利益
,

他是在所不顾的
。

作品还描写了第二书记马尔登诺夫的形象
、

他的作风禾 l包尔
、

卓夫的作风完全不
、

同
,

他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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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群众
、

关心生产
,

关心农民的生活
,

对于包尔卓夫的瞎指挥
,

要农庄超额缴粮
,

是坚决反

对的
,

他和包尔卓夫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

、

`

在《区里的 日常生活》这篇作品问世之前
,

官僚主义者包尔卓夫的形象是从来没有人写过

的
。

苏联作家对这种人物是回避的
,

缄 日不言的
。

奥维奇金第一次描写了这种人物形象
,

描写

了党的官僚主义者
,

不只是如《真理报》社论《克服戏剧创作的落后现象》所号召的揭露
“

新
”

与
“
}日

”

的残余斗争
,

还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一个地区的党的第一书记
,

表现出一个艺术家的敏锐

和勇敢
。

从苏联文学的发展历程来看
, 《 区里的 日常生活》这个短篇特写吹响了在文艺创作中

反对
“
无冲突论

”

的号角
r

d

尽管它只不过是接触到党内的矛盾
,

没有描写什么惊心 动 魄 的 斗

争
,

表现出作品的软弱的二面
,

但是总的说来它是震撼苏联文坛的第一声春雷
,

是冲破
“

无

冲突论
,

帷幕的一只春燕
。

一
’

`

;

《区里的 日常生活》艰难间世的历程说明在苏联文艺界反
“

无冲突论
” ,

不是发一两篇社论
,

作一两个报告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

苏联文学创作要取得新发展
,

还有待于政抬生活里的重大

变化和作家在创作实践方面的进一步努力
。

’ .

」 「 _ ,

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同志逝世
, 是苏联社会政治生活里的已件大事

。

《真理报》在这一年里接

连发表了两篇社论《克服文艺学的落后现象》 、 《进一步提高苏联戏剧水平》反对
“

无冲突论
” ,

不

仅指出文学应该表现
“

新
”

与 竺旧
”

的斗争
,

而且提出了文学要
“

写真实
”

和
“

积极干预生活
”

的口

号
。

它大大调动了文学家们的积极性
,

它使他们明确地认识到
,

作家不只是生活的反映者
,

而且是生活的推动者
。

作家要以积极的态度去反映斗争
, ·

要站在广大人民的一边
,

要勇敢地

提出广大人民关注的间风
」

在苏联政治生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
,

苏联文艺界出观了一种新

的信息
。

这个信息如爱伦堡一九五四年发表的小说的题名《解冻》一样
,

它宣告了一个新的历

史时期开始和文学艺术的春天的到来扩而在创作实践中最早反映这早春的天气的还是奥维奇

金
。

他在斯大林同志逝世后的三个月就在《真理报》发表了 《区里的 日常生活》 的 续 篇 《在前

方》
。

《在前方 》描写接近人民群众的求实派第二书记马尔登诺夫代替了官僚主义者包尔卓夫
,

担任 了
一

第州书记职务
。

它富有寓意地宣告包尔卓夫 的失败积官僚主义统治的结束
。

一九五四年奥维奇金在《新世界》第三期发表他的第三篇特写 《在同一区里》 ,

它与前两篇

不同的是
,

不只是揭露一个区的官僚主义者
,

而且是揭露吮个州的官僚主义者
,

不只是揭露

个别的官僚主义者
,

而且是揭露一群官僚主义者
,

不只是揭露孤立的官僚主义者
,

而且是揭

露这些官僚主义者有莫斯科大机关里的权势人物作后台
,

把矛盾斗争推向纵深发展
。

紧接着

奥维奇金又在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七
、

.

三十
、

三十一日《真理报 》上发表他的第四篇特写 《亲

自动手》 切在一九五六年《新世界粉第三期
、

第五期
、

第八期连续发表了他的第五篇特写《艰难的

春天》
。

这五篇特写被结集成《区里的 日常生活》出版
。

它受到苏联广大读者的欢迎
,

是苏联文

学发展中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
。

一
一

这部特写集
,

从内容上来看
,

是苏联文学中第一部揭露农村生活阴暗面的作品
。

它大胆

地反映了农村中并非一片光明的情景
·

,

触及到农村生活中许多重要的问题
,

揭露了农业管理体

制和政策上的毛病
:

例如农民在经营管理方面
,

’

在耕作劳动方面都没有自主叔
,

农民的物质

利益和农业收成上的好坏没有直接关系等等
。

它并且为苏联文学画廊增添了包尔卓夫的典型

形象
。

包尔卓夫是集合官僚主义
、

命令主义
、

形式主义于一身的
“

党官僚
”

的代表
。

包尔卓夫

的名字
,

包尔卓夫的作风很快进入苏联人民生活中
,

成为称呼一切官僚主义者及其风尚的通

用名词
。

这部特写集
,

从艺术形式看与过去的特写不伺
。

它介于刁
、 说和特写之间

。

篇与篇之间情

1 2 2



节上有 ` 定的连贯性
,

主要的主人公也 ` 直是包尔草夫
、

乌
·

尔登诺夫等等几个人护但是各篇
又是相对独立的犷 它不像小说那样受情节的约束

。

同时作者还可以出疡议论各种问题
,

并宜

自由地从一个问题转到另二个问题
,

政论性很强 `
、

这部特写集的巨大意义还在于它给苏联文学带来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

它象一股沁人心脾
的春风

,

吹进了萧瑟的苏联文坛
,

带来了盎然的春意
。

·

我们知道奋在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六

年这个动荡的年代里
,

许多作家趋于抗默 ` 另外一部分作家埋头于历史题材的创作
,
更有一

些作家放下手中的笔去投身于政治斗争
。

对子当代生活题材
,

一

他们望而却步
。

他们认为写历

史题材比较容易
,

比较稳妥
,

写当代题材
,

不容易掌握歌颂和粉饰
、 一

批评和抹黑 之间 的 界

线
,

不容易捕提现实星活中尖锐的真正富手戏剧性的冲突
。 ,

奥维奇金的特写则是 、 个突破
, 几

一个成功的范例
, `

一个崭新的开始
。

它引来二大群中青年作象
,
紧紧地追随着他

。

这群作象
中的大多数人名望不高

,
资厉不深 ;

,

毓没有令人称羡的文学生涯护也没有卷轶浩繁的巨著
。

他们带着浓郁的乡土气息
,

采用特写的形式
,

多层次地揭示了苏联农村生活的矛盾冲突和阴

暗面
。

甚至个别以粉饰现实著名的作家
,

在新的形势下
,

也转向奥维奇金
。

他们 汇合福起
,

形成

了奥维奇金流派
。

这二派派作家和他们的代表作品有
:

多罗什
: 《农村日记》 (1 g “ 一 1 954 )

、

《多

雨的夏季》 ( 1 95 6) ;
特罗耶波利斯基

: 《一个农艺师的札记》 ( 19 5 3一19 54 ) , 伏罗宁
: 《不需要

的荣光叔1 95 5)
;
卡利宁

: 《中等水平叭1 0 53 )
、 《月夜》 ( 1 95 幻 , 田德里亚科夫

: 《伊万
·

楚普

罗夫的堕落》 ( 1 9 5 3 )
、

《阴雨天 》 ( 1 95 4)
、

《不称心的女婿》 ( 19 5 4)
、

《路上的坑洼 })( 工95 匆
、 嵌死

结》 ( 1 9 5 6)
;
扎雷金

: 《今年的春夭》 ( 1弱 5) 泳红色的三叶草》 ( 1 9 5 5)
;
索洛乌欣

:

《金窑拭 19 56 )
、

《弗拉基米尔村道》
(19

5 4)等等
。 · 、 - :

,
,

“ 丫
、

这一文学流派有着共同的特点
,

他们都 以描写农村题材为主
,

都采用了特写和特写式小
说的文学形式

。

他们的作品像一般洪流冲击着苏映农村的春个方面的僵硬的左的顽固势力
。

首先
,

这一支学流派的作品塑造了仄卞至上的各种农村人物解像
`

’

政与奥维奇金儿乎同

时而经历相同的作家特罗耶波尔斯基为例
,

’

他在 10 53 一 ” 54 年穴新世蜘发表的包括七篇特写

的《一个农艺师的杂抄》就是一群农村人物的画册
`在

、

第一篇《顺手捞俪第二篇谬老顽固》里
,

描

写了一些处处为个人打算
,

小私有者心远严重的集体农庄庄员的面貌
;
在第兰篇《夸夸其谈》

里描写了懒于劳动
,

光爱空谈的文犊主义者
;
在第西篇《挂牟手》里则揭露农村中一些干坏事

的家伙
;
在第五篇《伊洛纳特》里则描写二个兼有优缺点的甲间天物 、

一

在第六篇《二夫》里描写

了一个富有人倩昧的生产队长
,

「

在第七意《普洛霍乐第十七一
白铁匠天王》里则描写了一个

与前篇生产队长完全对立的形象
。

这是一个不学无术
、

刚惶自用
、 `

对上逢迎 f 对下蛮横的官

僚主义者
。

这个端着
“

铁饭碗
,

的农村干部
,

无论走到那堕
,

一

就给那里带来灾难和混乱
。

但是

他由于有上
.

级管僚的庇护
,

再加上他那随机应变
、

善作假检讨的本领
,

因此不省出了多大的

乱子
,

他都能蓬凶化吉犷调任新职` 他就这祥二连罢了十六次官
,

换了干七个地方
,

最后还

棍上了第十七任农庄主席的职位
。

将萝耶波尔斯塞通过对这个农村基层下部不倒翁的揭露
,

深刻地反映了苏联社会官僚主义的瘤疾
。

一 ’ `

’

其次
,

这一文学流派的作品还深刻地揭露了官僚主叉的形成不是一般的社会阿题
,

而是

官僚主义制度造成的
。

这一点在田德里亚科夫的嗽死结》里表现得最为鲜明
。

《死结》描写区委

宣传部长曼苏罗夫在开始的时候还是一个为 民清命的干部扩他是作为一个革新者而被提拔到

区委第一书记的位置上的
。

但是他上台之后犷农庄的情况并没有任何改变
,

原来他过去孜孜

以求的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
,

而是追求区委第一书记的宝座
。 `

他达到 了这一 自的之后
,

一

所作

所为
,

就专 l , 迎合州委书记
:

例如州委书记凭主观愿望要购进一批优种牛
,

曼苏罗夫为了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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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

就冒然认购了五百条
,

并强迫各农庄买回饲养
。

由于缺乏饲料和饲养的经验
,

,

优种牛接连

倒毙
。

曼苏罗夫不引咎自责
,

反而还要杀一做百
,

埠到发生死牛事故的那个农庄 的 主 席 自

杀
。

在这种情况下
,

他还不就此止步
,

继续强行贯彻上级轻率的命令
:

修建饲养车间
,

实际

上这时农庄的燃眉之急是修缮破烂的牛娜
,

以保障耕牛越冬
。

但是他所考虑的是饲养车间是
“

新事物
” ,

·

反对它会招来
“

保守落后
”

的非议、
.

修葺牛棚晕日常事务
,

吃力不讨好
。 “

新事物
”

即使失败
,

也
“

怪不到自己头上
” 弘 万一成功抓再有利于他向上爬

。
_ .

曼苏罗夫是甲个官僚主义者的典型形象
,

1

是一个崭新的文学形象
。

他不 同于奥维奇金笔

下官僚主义者包尔卓未
。

他开始绘人的印象是年轻有为
、

果断
、

有头脑
、 ;

勇往直前
,

是一个

具有革新精神的于部
Q

但是他州上台
,

爬上了区委第甲书记的位罩之后
,

他郭迅溥地转向自
己的对立面

,
’

变成了丫个哗上级马首是瞻的官僚丰义煮
。

他比体的前任更坏
,

他的前任们只

不过是应声卑
、

传声筒州 而他却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有沪纽造性
”

的为非作歹者
,

力图利用他人

的错误
,

踩着他人往上爬
。 ,

了 . . _ _

一
.

`

曼苏罗夫不是姆式的剥削者气
.

不是丫般的骗子和冒名的
“

发明家认 他并不从事非法的勾

当
,

他主要是在现存的社会制度下
,

选择最无风脚
一

最行冬有热
一

最通行的方法
, 以博取上

级的欢心而实哪个人的月的
· .

一
.

,
、

_
_ 「1

、 L
`

: 厂 、
.

苏联的干部制度给曼苏罗夫这二类人大显身手提供了客观条件
。

小说以《死结》为名
,

对

苏联的干部制度作了最辉刻而彻底的揭露
。 、

.

卜 4

、

再者
,

这一文学沐派的作品还评刻揭霹了社会政治间题是碑样严熏地影响了人们的性格
和他们的家庭生活

。

以沃罗宁的《不需要的荣光》为例
,

小说以卡秋莎
,

鲁柯宁娜和瓦西里
’

马

蓄雾羹纂贯鹭蒙霭箕琴瞿麟豁耀臀默缨;雯雾表套鑫拿
婚匆 生活很幸福 , 俱是卡秋莎不安于丫个背溥挤姆员的位置

:
「

为追本做英雄人卿没 日没夜地
干 ` 果然英雄称号落到碑也的身上

, 列宁助章也落到她的身上
·

于晕州秀书记看曳了她
,

把她

由一个普通的农庄员提捧为农庄主席
。 一

从此她青亏真上
,

界当选为最亮苏维攀代表
·

各种荣

言擎露翼翼馨馨黑纂馨圣默群掣粼:嘿轰爵育髦曹艾
者 、 农庄的事业被她搞得乱糟糟的了

。

马拉霍未冷眼观寒彩这二切
, 为她担介

、 为她着急
,

于是他劝告她
,

忠告她
, : 尽 良己可能地帮助她

,

而她把这洲切却看成是他
“

嫉妒
”

她
,

反过来

无理取闹
,

迫使他无可奈何她离家纵走了
。

、 一
r

一

;
一 _

, L

二
,

` , ·

沃罗宁通过描述官僚丰采对农业华产的破坏
,

揭示两种社会冲率怎样浑刻堆影响到男女
主人公的性格和他们的家庭生话

·

粤维奇金非常赞许宣
, ;

说官不落案臼
,

非常新颖
。

通过人物性格冲突来揭示社会矛盾也是老作家尼古拉耶妹的《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

的主题
。

’ .

尼古拉耶娃曾以创作长篇小说笨收获汝著名
。 、
在那部作品里苏联农村被描写成花果飘

香
、

歌舞升平的景象
。

后来她终于摆脱了
“

无冲突论
” ,

参娜到奥维金奇流派的行列里来
。

她

在` 3 5 4年发表了《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 o)) 小说描写主冬公娜斯嘉从学校毕业之后分配到
一个偏僻的地区的拖拉机站当总农艺师

, 她是一个身林矮小
,

外貌平常的姑娘
,

但是她是一

个具有远大志向
、

热爱人民
、

对工作有高度责任感的人
,

西娜的领导烈是一个固步 自封
、

因循

保守
、

高枕无忧
、

落后不前的拖拉机站站长
。

_

她对他深为不满
,

积极和他进行不 妥 协 的 斗

争
。

她对许多间题提出尖锐的批评朴 如指出派住区里学习方形点播法的人选不合理
; 厩肥无

人 问津 ;
,

修配厂的工作一天不如一天
,

、

播种机的检修不合格等等
。

拖拉机站站长不仅不接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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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批评和建议
,

反之
,

认为她是一个没有经验
,

没有知识
,

没有耐公
,

没有纪律的人
,

因

而反批评她
,

甚至处罚她
,

给她记过
,

调动她的工作
,

还要把她撵走
。

面对着这一切
,

娜斯

嘉怎么办呢 ? 尼古拉耶娃没有故意美化和拔高她
,

既描写了她朴素
、

文静的外表
,

缺乏生活

经验
,

受到委屈容易流泪等年轻姑娘的弱点
,

又着力刻划她的内心的勇敢
,

对 自己要求严格

的大公无私
,

无
孵慎的性格 ,. 一她镶有厨服

,

恤鹤
力工作之务 蜘触

农工彝牛活
,

为

他们上课
,

关心他们的生活
,

和他们交朋友
,

和他们建立密切的友谊
。

与此同时
,

她积极向

区委
、

省委写报告
,

如实反映情况
,

最后她的斗争获得胜利
。

尼古拉耶娃敏锐地抓住生活里的新事物
,

在大胆揭露农村落后面貌的同时塑造了娜斯嘉

和拖拉机站站长两种对立的性格
。

通过他们性格的尖锐冲突揭示在当反对官俘丰义斗争中成
长起来的新型人物的性格特点

。

对于他们的胜利作了极大的肯定和歌烦
。

奥维奇金流派不仅在思想内容上有着再述一致的东西
,

在艺术手法上也萨
共 同的 特

点
。

他们作品所描写的都有具体而真实的内容
,

但并不局限于真人真事卜作品内寒是作家对
生活进行概括的结果 , 作品的人物也是经过作家塑造而具有典型意义的

`

}李格川洱此作品具有

特写风格
,
但又不完全是特写

。

所以人们把奥维奇金流派的作品称之为特写小说
,

。

特写小说

多以事件为中心
,

通过事件揭露矛盾
,

提出问题
。
事件又多以实际生活的顺序展开亏 带有某

种客观报导的性质
。

五干年代初期
,

苏联社会正处在激烈动荡的变化中
。

人们的注意力集中

默霖雾豪恶濡默虑漂瓢器翼澄肾
{

募尸督
。

.

甲势 “

特写小说
,

一

因为不是 以人物为中心
,

对人物的描写极为简洁
,

有的是速写式吓 亨的是
精选式的

。

细节的勾画刃甚至是漫画式的
。

人物个性刻划主要通过对话
,

而不是通过细致入

微的心理描吼 因此
,

人物描写比较粗琉而不精细
。

这是奥维奇金流派特写小说的丫个缺点、

特写小说的另一个缺点
.

是有
“

急就篇
”

的味道
。

给人以头重脚轻
、

草草收兵的感觉
。 ,

作品

多以先进战胜落后的喜剧结束
:
官僚主义者被撤职

、

降职
、

他调
、

落选
、

受法律制裁
;

; 而先

进人物则多被提拔
,

受到群众的拥戴
。

这种结局大快人心了 但就斗争的复熟
片
矛盾的多样化

来说
,

又未免过于简单化了
。 「

* :

洲

奥维盔寄硫派是
1咐 2
月。 5 6年苏联文坛上的

:

一股主流
。

它在揭露社会问题; 士

拱被干预生

黔群朦罗粼缘瞬全纂霭育粼策粼聪皇
无论在思想上

,

艺术上
,
奥维奇金流派都是苏联文学中的创新者和开拓者

。 `

他们在苏联

活实页

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重大影响是永远值得重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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