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錄—中文論文摘要 

 

一、 研究動機 

民族獨特性的問題對近兩百年來的俄羅斯而言極為迫切，從十九世紀著名的俄羅

斯作家、哲學家、社會活動家與政論家對此問題不斷的探討，正說明了這一點。在蘇

聯政權尚存的階段，由於國際主義思想之控制，此問題實際上並未被研究，而僅出現

在少數作家的作品中，最主要也最明顯地表現在瓦．拉斯普京的作品裡。因此格外重

要也格外有意義去深入研究，由陀斯妥耶夫斯基所提倡，在鄉土主義意識形態範圍內

發展的民族獨特性思想，在百餘年間經歷了何種變化，以及該思想在瓦．拉斯普京的

作品中如何轉變。瓦．拉斯普京的世界觀，與使得十九世紀中葉俄羅斯知識份子激動

不已的斯拉夫主義及鄉土主義思想近似。 

    在今日後蘇聯時代的俄羅斯，民族獨特性的思想，俄羅斯民族為神所揀選的民族

之觀念，以及俄羅斯民族在人類歷史中的傳教士角色，經常在定期刊物中被討論，其

中也包括了東正教教會的刊物，在此情況下常帶有民族主義的傾向。瓦．拉斯普京也

參與對這些問題的積極討論，實際上停止了文藝作品的創作活動，而投身於政論文章

與社會活動的領域。近十五年來，作家的世界觀經歷了重大的改變。他今日的觀點引

發眾多昔日與其立場一致者嚴重的反對聲浪，而其思想的源頭應當在前一世紀七十到

八十年代階段的作品中尋找。 

    民族獨特性的問題對整個當代人類歷史都具有其現實意義。除去本身的負面涵

義，此觀念形成獨特的範疇，一方面反對全球主義的意識型態，另一方面對國際沙文

主義亦持反對立場。這個範疇內的研究無論在任何小的素材上都是迫切的，因為該研

究可作為日後分析普遍世界發展趨勢的材料。 

 

二、 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乃在探究陀斯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記》及其政論文章中所表述，

部分受到斯拉夫主義影響，但同時亦與斯拉夫主義者進行論戰之鄉土主義思想，在

瓦．拉斯普京的作品中產生何種不同反映。為了達成此目的，在本文中提出並解決下

列具體任務： 

（一）分析斯拉夫主義者與鄉土主義者之觀點，以揭示其意識形態的基本原則。 

（二）針對瓦．拉斯普京的三部中篇小說《最後的期限》、《告別馬焦拉》、《失火

記》進行完整的主題思想—文藝分析。 

（三）以上述中篇小說之分析為基礎，探討一九七○到一九八五年間「失根」此

一主題在瓦．拉斯普京的作品中的演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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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將鄉土主義意識型態的基本原則，及瓦．拉斯普京反映在其作品中之世界

觀的基本原則進行對比，以釐清兩者之間的共同性與相異處。 

 

三、研究方法 

    在本論文的研究中使用兩種研究方法： 

（一）功能詩學分析法 

此分析法將文學作品視為功能單位的系統，即透過顯示作品中各成分的功能，

方能理解該作品的意義。此研究法在本論文中用以分析瓦．拉斯普京作品中最

重要的成分：情節結構、人物系統以及象徵形象。 

（二）比較歷史分析法 

旨在顯示歷史現象的共通點與獨特之處，藉此暸解同一現象的不同發展階段，

或是不同研究對象的相同本質。故此研究法在本論文中應用兩次，一為經由對

综比顯示在各篇小說的 合分析結果中的作者立場，以定義「失根主題」在瓦．

拉斯普京作品中發展進程之特徵；二為經由對比相應之意識形態，以揭示顯現

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政論文章中與瓦．拉斯普京作品中的鄉土主義思想之異

同。 

 

四、研究之學術創新點和實際意義 

本論文的學術創新點在於，瓦．拉斯普京的作品實際上是首次在與民族獨特性概

念相關的意識型態層面成為研究對象。除此之外，作家的作品乃是首次與鄉土主義意

識型態進行對比研究，據此可歸納出關於「鄉土」思想之繼承性與轉變的明確結論。

「鄉土」思想乃是俄羅斯社會思想發展中最獨特的思想之一，由此發展出俄羅斯民族

的民族獨特性。本論文研究成果可應用於為人文專業（語文學、哲學、歷史）學生，

針對下列主題做專題課程的準備：「俄羅斯社會思想史中的『民族思想』」、「二十世紀

後半俄羅斯文學的主要發展趨勢」、「瓦．拉斯普京－作家與政論家」。此外，研究結論

可應用於二十世紀俄羅斯文學史，俄羅斯社會思想史的相關學術著作中，乃至於民族

獨特性思想之不同民族－歷史變型的相關研究。 

 

五、論文架構與章節說明 

    本論文由緒論、三個章節、結論以及參考書目構成。 

緒論：緒論中闡明本文之研究動機、目的與研究方法等。 

 

第一章 俄羅斯社會思想史中的斯拉夫主義思想與鄉土主義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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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節 斯拉夫主義意識形態之基本論點 

    第二節 陀斯妥耶夫斯基政論文章中的鄉土主義思想 

 

    第一章具有概述的性質；本章節乃以記載俄羅斯社會思想史的文獻資料為根據，

敘述斯拉夫主義與鄉土主義的基本論點，此二者是處於繼承關係的思潮。十九世紀的

兩個俄羅斯社會思想派別—斯拉夫主義與鄉土主義，對瓦．拉斯普京的創作起了相當

大的影響。這兩派的代表人物都認為，俄羅斯的獨特歷史發展道路不同於西歐，能使

俄羅斯免於革命的震盪。這兩派的思想家都從各方面將西方與俄羅斯進行對比：拒絕

西方文化中的理性主義，主張認知方法的整體性觀念；將東正教視為唯一真正的基督

教信仰，他們僅在東正教裡發現救世的途徑，批判天主教與新教。但是，不同於斯拉

夫主義者，鄉土主義者並不全盤否定西方文明的價值。依鄉土主義者的觀點，俄羅斯

的歷史性任務決定於俄羅斯民族的獨特性，其根源是心理範疇中俄羅斯人在基督教

愛、善與美等理想的基礎上，追求世界統一的天性。儘管鄉土主義者並未論及聚議性

（соборность）、村社性（общинность）等概念，而斯拉夫主義者不知道稍後出現在陀

斯妥耶夫斯基政論文章中，鄉土（почва）此一概念的意義，但顯而易見的是，這兩派

思想同出一系，因為他們的思想基礎乃是關於俄羅斯心靈的獨特結構。 

 

第二章 中篇小說《最後的期限》、《告別馬焦拉》、《失火記》中的「失根」主題 

    第一節 中篇小說《最後的期限》 

    第二節 中篇小說《告別馬焦拉》 

    第三節 中篇小說《失火記》 

 

    在第二章裡針對瓦．拉斯普京 综中篇小說創作風格中最有意義的成分進行 合對比

分析：情節結構、人物系統、象徵意義。瓦．拉斯普京的世界觀原則與鄉土主義之意

識型態相近，在中篇小說《最後的期限》、《告別馬焦拉》、《失火記》中得到最鮮明的

展現。「失根」主題是七十至八十年代間作家創作的中心主題之ㄧ。該主題在中篇小說

《最後的期限》中已初步形成，在《告別馬焦拉》裡進一步發展，最後在《失火記》

達到最高潮。「失根」現象明顯表現在小說的人物系統和象徵形象中。在《最後的期

限》裡「失根」主題展現在家族關係崩解的例子上。老太太安娜行將就木，她作為道

德價值的體現者，悠久的傳統與民族生活方式也隨之消逝。在小說中老太太和她的子

女們形成對比。作者認為子女們道德退化的原因在於離開了故土、脫離民族傳統，以

及城市的個人主義風氣影響。母親最後的呼喚—希望他們回到自己的根，沒有在子女

的心中得到回應。之後在《告別馬焦拉》裡此一主題在更廣闊的社會背景上發展。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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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拉島被人造海洋的波濤所吞沒，俄羅斯農業社會和村社的生活方式消失在科技革命

的猛攻之下。老一輩的人作為民族記憶的體現者，在小說中與被稱為「秕糠」的人相

對立—他們準備放火燒掉自己的老屋，親手淹沒馬焦拉島，也就是毀了自己的根。最

後，該主題在《失火記》中達到最高潮。描寫夜裡供應處倉庫發生的一場火災，拉斯

普京透過這個非常情況以揭示村裡生活的荒謬性：對大自然的掠奪性態度，彼此間的

仇視，居民的道德退化，村社關係的瓦解—這正是失根、改變謀生方式，以及拒絕世

代傳統所帶來的毀滅性後果。只有主角伊凡．彼得羅維奇和他的少數盟友對抗週遭的

混亂。移居者生活方式和心理特有的破壞性，威脅整個人類生存。 

    「失根」主題不僅顯示在小說的人物系統裡，也表現在象徵形象中，達到更高度的

哲學概括。三部小說都具有象徵性的名稱。《最後的期限》—這不僅是給老太太安娜的

最後的期限，也是子女們回到自己的根的最後可能。馬焦拉島—是孕育達麗雅心靈的

土壤，因此島的淹沒乃是象徵著根的毀滅，對過去、對祖先記憶的侮辱，切斷世代的

聯繫。火災伴隨著搶劫和兇殺，象徵著自我毀滅。此外，拉斯普京使用傳統的象徵諸

如土地和房屋。透過書中角色對這些概念的態度，作家顯示人們墮落、失根的程度，

失去與過去、與傳統、與最高生命法則之間聯繫的程度。這些象徵形象在三部小說中

都可見到，不過其意義在每一部小說的文藝系統裡有所轉變。同時應當指出，在《告

別馬焦拉》中，除了傳統的象徵形象，拉斯普京還運用了神話成分，值得注意的是，

此一手法顯示出作家藝術世界與民族傳統的有機聯繫。 

 

第三章 鄉土主義在瓦．拉斯普京一九七○到一九八五年間中篇小說裡的反映 

    第一節 「失根」主題的演變 

    第二節 鄉土主義在瓦．拉斯普京作品中的轉變 

 

第三章探討在瓦．拉斯普京的三部中篇小說裡「失根」主題之發展進程；就鄉土

主義基本論點以及三部中篇小說裡與「失根」主題相關的問題，進行對比分析。在此

基礎上，對瓦．拉斯普京上述階段間之作品中的鄉土主義思想轉變特徵做出結論。在

拉斯普京三部小說中占主導地位的失根主題，十五年間經歷重大變化。人物組成部分

有了改變，持不同世界觀的人們之間的衝突更加深化，在在反映了生活中發生的變

動。在《最後的期限》裡描寫家族關係的崩解，在《告別馬焦拉》中則是刻畫傳統農

業社會的毀滅，而在《失火記》裡則是呈現人們由於離開故土所造成的道德墮落和村

社關係的消失，拉斯普京藉此說明「失根」主題的普遍化。作為一個真誠的藝術家，

拉斯普京以這三部小說見證已迫近的危機情況。 

    將鄉土主義思想的基本原則，與呈現在瓦．拉斯普京創作中的世界觀原則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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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顯示出兩者間的異同之處。許多鄉土主義者的論點為拉斯普京所接受，但由於歷

史情況的不同而有所轉變。拉斯普京和斯拉夫主義者及鄉土主義者一樣，拒絕理性的

認知途徑，承認對周遭世界感知的整體性。不同於斯拉夫主義者和鄉土主義者的著

作，作家七十到八十年代間的作品不帶有明顯表現的宗教性。然而毫無疑問的是，拉

斯普京將東正教視為俄羅斯人精神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份。拉斯普京認為，俄羅斯的

民間信仰乃是基督教與多神教的結合。「村社」概念在拉斯普京的創作中得到藝術的體

現，此概念作為聚議性的具體歷史表現，對於斯拉夫主義者而言極為重要。儘管拉斯

普京不像鄉土主義者，將不同形式的基督教做對照，但不同歷史時期的比較，以及由

此衍生而出的城市與農村間的對比，當然與不同的認知途徑以及不同的宗教信仰變體

相關。拉斯普京認為俄羅斯的獨特性在於民族性的特點，在於村社的生活方式以及東

正教信仰。拉斯普京的「鄉土」概念—是農村以及其保存的民族傳統、道德價值、生

活方式和真正的信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一樣，拉斯普京視人民為理想的體現者。由

現代文明所引發的末世預感，使拉斯普京產生必須復興俄羅斯的思想，以及號召回到

自己的土地，回到民族的根源。 

    鄉土主義思想，無疑地，在拉斯普京的創作中發生轉變，畢竟歷經超過百年歲

月，歷史環境已改變。但顯而易見的，拉斯普京是此一社會思想派別的繼承者。陀斯

妥耶夫斯基與拉斯普京的鄉土主義思想帶有烏托邦的性質，但他們的觀點反映了俄羅

斯知識份子對民族命運、對俄羅斯未來的憂心。 

 

結論中歸納各章節篇後之結論，並在此基礎上做出總結，囊括本研究所有階段。 

 

參考書目：論文撰寫時所使用之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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