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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墨西哥革命小说兴起的原因及其主要特征

韩琦刘豪

三校样

摘要：墨西哥革命小说是一个以1910年墨西哥革命及其后果为研究主题的文学流派。促使该流派形成

的因素包括墨西哥大革命及革命后墨西哥社会发生的深刻变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墨西哥开启的文化本

土主义运动；墨西哥革命政府对革命小说的引导和推动；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墨西哥的传播等等。墨西哥

革命小说的共同特征是现实主义表现方法突出，对旧制度遗产和大革命成败进行了批判和反思，将描写对象

从上层精英转向了“在底层的人们”，体现了民族主义情感和精神，将小说与新闻巧妙地结合，具有自传体和史

诗性等。墨西哥革命小说是墨西哥文化民族主义的内容之一，与墨西哥文化民族主义相辅相成，互相影响，共

同丰富了革命后墨西哥文化革新运动的内涵，推动了墨西哥社会的向前发展。

关键词：墨西哥革命小说；兴起原因；主要特征；本土主义；文化革新运动

墨西哥革命小说是墨西哥革命之后兴起的一个

小说流派，也是墨西哥文化革新运动的重要内容之

一。由于当时不少作家亲身经历或参加了墨西哥革

命，对下层民众的生活状况和革命斗争的复杂性和

艰巨性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他们创作出崭新的墨西

哥本土化的文学作品，对弘扬革命的英雄主义和民

族主义、批判政治腐败和反动势力，推动墨西哥社会

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关于这一问题，国外学者

的研究已经较为深入，①国内学者也有一些初步的

研究成果，本文拟基于上述研究成果，尝试对革命小

说兴起的原因及其主要特征做一论述。

一、墨西哥革命小说产生的原因

为什么墨西哥革命之后，会很快产生一个关于

墨西哥革命的小说流派?为什么这样一个流派随着

时间的推移不断涌现出新的作品，持续时间达半个

世纪之久?其中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点。

1．墨西哥大革命是革命小说的素材源泉，是革

命小说产生的根本原因

“1910年革命那些充满戏剧性和混乱的事件立

即使文学发生了转变，革命造成的动荡当然会影响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墨西哥20世纪前半期的文化革新运动和现代化研究”(13Bss02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韩琦，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和拉丁美洲研究中心(邮编300350)；刘豪，南开大学拉丁关洲研究中心

(邮编300350)。

①国外学者对墨西哥革命小说的研究主要以墨西哥文学家安东尼奥·卡斯特罗·莱亚尔的《墨西哥革命小说》、古巴文学批

评家罗赫利奥·罗德里格斯·克罗内尔的《墨西哥革命小说研究汇编》、德国文学批评家阿达伯特·德索的《墨西哥革命小说》，以

及英国学者约翰·拉瑟福德的相关研究为代表，它们对革命小说的历史背景、定义、范围、特点、分类、发展脉络及影响等做了较

为深入的探析，认为该流派具有文学和历史的双重价值。在国内学界，对墨西哥革命小说的研究多出现在拉美文学史的具体章

节中，如赵德明、赵振江、陈众议、李德恩、朱景东等人的著作，都对革命小说进行过一定深度的探讨。然而，这些研究对革命小说

的认识趋同，视角也较为单一。就专题研究而言，目前仅有徐少军的《浅谈墨西哥革命小说》和刘长申的《从(最底层的人)看阿苏

埃拉的文学创作视角》。值得一提的是张珂的《女性与战争一马斯特雷塔作品中的墨西哥革命重塑》，她通过对墨西哥女性作
家马斯特雷塔的作品《爱之痛》的研究，将国内墨西哥革命小说的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总的说来，国内学界对墨西哥革

命小说的研究还有较大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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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文化活动。”①墨西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生于

1910年11月20日，是由弗朗西斯科·马德罗

(Francisco Madero)领导和发动的，旨在推翻波菲里

奥·迪亚斯(Pomrio Dfaz)的独裁统治。迪亚斯1877

年5月上台，统治墨西哥长达30余年之久。他担任

总统期间，政治上推行独裁专制主义，经济上奉行自

由主义，开启了墨西哥的早期现代化。但是，迪亚斯

代表了大庄园主、天主教会和帝国主义的利益，对内

残酷剥削印第安人，掠夺农民的土地，疯狂镇压工人

运动，限制和排挤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对外则依靠

美国，将开采矿山、修建铁路、开办工厂的许多特权

拱手让给外国垄断公司。结果，阶级矛盾和民族矛

盾日益激化。1910年迪亚斯想第7次连任总统，弗

兰西斯科·马德罗以“反对连任党”领导人身份宣布

自己为候选人。迪亚斯逮捕了马德罗，于6月举行

假选举，宣布自己获胜。马德罗获释后，被迫流亡美

国，在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发布“圣路易斯波托西

计划”，号召11月20日举行起义。他的起义失败后，

墨西哥的农民起义蓬勃开展。北方潘乔·比利亚领

导的奇瓦瓦州农民军和南方埃米利阿诺·萨帕塔领

导的莫雷洛斯州农民军声势最大。他们支持马德罗

反对迪亚斯。1911年5月，迪亚斯被迫辞职并逃亡

国外。革命派迎接马德罗回国担任新总统。但马德罗

政权很快又被维克托里亚诺·韦尔塔(Jos6 vict删一

ano Huerta M丘rquez)政权取代，而后者在1917年又

被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Venustiano carranza)取

代。根据墨西哥《1917年宪法》，卡兰萨1917年3月

被选为墨西哥第一任宪法总统。《1917年宪法》体现

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但是，它的许多重要条

文并未能付诸实施。卡兰萨及其追随者不仅拒绝了

比利亚和萨帕塔关于土地改革的要求，还阴谋杀害

了这两位农民领袖。1920年之后，墨西哥又展开了

巩固革命成果的护宪运动。墨西哥革命虽然几经曲

折，屡遭失败，但最终获得了较大的成功。

墨西哥革命是20世纪初拉美发生的第一次比

较彻底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在墨西哥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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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整个拉美历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场革命

为文学家、艺术家提供了丰富生动的创作素材，成为

革命小说汩汩不竭的源泉。

2．墨西哥革命中断了实证主义的支配地位，开

启了本土化运动

在迪亚斯执政时期，欧洲实证主义思想支配了

墨西哥，迪亚斯政府片面追求“现代性”，在文化上一

味地模仿欧洲和法国，使墨西哥脱离传统，失去了文

化根基，从而陷入了思想混乱的困境。墨西哥革命的

爆发中断了欧洲文明提供的文化给养，同时第一次

世界大战的爆发也使拉美人对欧洲文明的前途产生

了质疑，墨西哥的知识分子开始探寻本国的文化根

源，实证主义的枷锁终于被打破。墨西哥革命是一场

本土运动，起初没有可借鉴的理论和指导思想。帕斯

在其著作《孤独的迷宫》中谈到，萨帕塔的“阿亚拉计

划”试图恢复在改革运动和迪亚斯政权中遭到破坏

的土地制度。这一思想从根本上动摇了自由主义的

根基，表达了从民族的根源中寻找出路，自主探索革

命道路的愿望。②革命动员了各阶层参与斗争，他们

的诉求与墨西哥现实紧密相连，必然带有本土性色

彩。作为革命运动的集中成就，《1917年宪法》本土

色彩浓厚，不仅反映了本国国情与人民需求，还体现

了墨西哥人民的文化自觉性，是“墨西哥文化民族主

义、革命民族主义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③革命使

文化民族主义蓬勃发展起来，由诗人、画家、作家、音

乐家等组成的知识分子团队将目光投向人民和传统

文化，将其作为他们艺术活动的主要元素。“革命不

仅让墨西哥人了解自己，还找到了使自己立于世界

民族之林的特色。”④

3新政府的倡导和推动有益于革命小说的兴起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指出：“‘共

识’是每一个组织的必备条件。”⑤一国政府统治程

度高低的标志之一是能否使国家具有“民族共识

感”，即“其人民对政治系统的合法性是否具有高度

的共识”。这基于公民与领袖之间对“政权建立的基

本原则”是否具有“共同的看法和理想”。⑥具体来

①彼得-斯坦迪什、斯蒂芬·M．贝尔：《浪漫墨西哥》，石小竹、高静译，长春出版社，2012年，第222页。

②octavio Paz，口hbe面1幻de h s川edad y o咖s obras，New York：Pen罂lill Group，1997，pp．172_一175．

⑧El cencro de EstLldios His击dcos del c01e舀o de M缸ico， 删s幻函Gene耐de Me_疵o， Tomo 4，M缸ico：El c01e舀o

de M∈】dco，1 977，pp．348—349．

④Gerardo Fmcisco Boba锄a Encinas(ed．)， Revduc五6n，p抽mra，，矗把ralma朗M∈颤∞duran把d s运知xx， sonora：

Editorial Universidad de Sonora， 201 1， “Introducci6n”，p．1 1．

⑤塞缪尔·P．亨延顿：《转变中社会的政治秩序》，江炳伦等译，(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3年，第19页。

⑥塞缪尔·P寺廷顿：《转变中社会的政治秩序》，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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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归属感是决定性

因素之一，这就要求在国家建立或重建过程中创造

和吸收民族共有的象征元素和价值特征”。①20世

纪20年代，新生的墨西哥革命政权仍受到来自多方

面的挑战。为克服困难局面，巩固政权，与民众达成

“共识”，新政府大力推动了两股改革潮流，即社会经

济改革潮流和文化革新潮流。②文化革新与社会经

济改革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革命时期的文学与小

说就是文化革新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新政府希望通过革命小说肯定革命成果，宣扬

民族主义精神。1925年关于文学的论战是革命小说

作为一种文学流派产生的直接原因。1924年12月

担任公共教育部长的普伊格·卡绍兰克(Jos6 Puig

casaumc)，要求作家摈弃虚假地描绘社会生活的
陈词滥调，做到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他强调为了

达到这一目的，作家可以采取强硬、严厉或忧郁的批

判态度。③新政府的文艺部门先后于1924年12月、

1925年1月通过报刊引发了一场主题为“墨西哥现

代文学是否存在”的论战。一位有声望的评论家弗

朗西斯科·蒙特尔德(Franeisco Monterde)为墨西哥

民族主义文学辩护，④旨在创造一种“革命文化”体

系。以他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制定了民族主义文

学的标准，将马利亚诺·阿苏埃拉《在底层的人们》中

的文学价值作为其基础。该作品刻画了革命事迹，

为民族主义者提供了一系列准则，因而成为一种可

能的“民族文化”基石。由此，阿苏埃拉和他的小说

在沉寂了将近10年后几乎一夜成名，成为20世纪

20一30年代大批作家的效仿对象，革命小说流派随

之产生。

蒙特尔德在奠定新的民族文学基础的同时，知

识分子群体中也掀起了一场批判的浪潮。正因为革

命的不彻底性，此时的墨西哥文学界一方面以作品

的形式肩负起寻找墨西哥文化本源的责任，一方面

在政府“背叛”革命民族主义精神时对其进行批判，

以避免新社会中再次滋生腐败等问题。文学的社会

性赋予它一种伦理道德规范的功用，因而批判性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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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较为浓厚，善于控诉社会不公、揭露社会问题。尽

管革命小说并未完全与政府步调保持高度一致，呈

现出了意识形态的多样性，但这些作品都很好地体

现了文化民族主义的内涵。

1924—1925年的文学论战引起了强烈的社会

反响，刺激了大众对革命题材小说的需求。许多全国

性报纸刊登了对阿苏埃拉的采访，其中一份还连载

了《在底层的人们》。这篇小说的成功引起了文学界

的极大关注。当报社、出版社和作家发现这种旺盛的

市场需求时，他们很快开始利用这一时机，从而推动

了更多革命小说的创作。

4．大革命后的社会经济改革和十月革命的影响

也丰富了革命小说的内涵

从1920年开始，墨西哥急风暴雨般的武装斗争

基本结束，但这并不意味着革命进程的结束，《1917

宪法》中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目标需要得到落实，国

家重建的任务需要完成。政治舞台上的权力斗争不

断，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这自然唤起了作家和读者群

体对政治和社会的关注。代表各方势力(小资产阶级

自由派、无产阶级、大地主阶级、教会)的小说家实际

上将革命小说作为政治和社会辩论的平台，推动改

革的不断深化。新政府逐步实施了土地改革，到

1934年，即在土地改革实行近20年之后，州和联邦

政府向80万农民和4000个集体农庄分配了将近

1800万英亩的土地。但这个成绩与农民阶级的总体

需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卡德纳斯上台后，在他的

任期内(1934_1940年)，又向将近80万的农民分

配了5000万英亩的土地，新成立的集体农庄超过了

1．1万个。到1940年全国近二分之一的可耕地由2

万个集体农庄持有，其成员人数超过1600万。旧的

大庄园体制不复存在。⑤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在一定

程度上得到了满足，农村的阶级矛盾得到了一定程

度的缓和。宪法第123条平衡了劳工与企业的权利

和义务，193 1年通过的《联邦劳动法》忠实地体现了

它的规定。卡德纳斯政府先后对铁路部门(1937年)

和石油部门(1938年)实行了国有化。在工人和外国

①Javier Moyano，“Independencia， mci6n y mciomlismo en M6xico， un enSayo de interpre七aci6n sobre un pmceso m111一

ddinlensiollal”，Re证妇H豇幽：Deba亡es e Ten舱1幽s，V01．13，No．1(2013)，pp．100—107，p．102．
②托马斯·本杰明：《国家的重建》，迈克尔·c．迈耶、威廉·H毕兹利编：《墨西哥史》，复旦人译，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

2012年，第570页。

③刘文龙：《墨西哥：文化碰撞的悲喜剧》，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76页。

④有关论战详情可参见Ignacio M．s611chez Prado， “Vallguardia y caIllpo licerario：La Rev01ucj6n M商cam como aper-

tura es皓dca”，Revjs亡a de Cfidca“￡era出厶dnoanl砸ca珊，a矗o 33，no．66(2007)，pp．187—206．

⑤托马斯·本杰明：《国家的重建》，第585、5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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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主发生冲突时，政府往往采取民族主义立场，在

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本国工人的利益。革命的成果从

而得到了巩固。

另一方面，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马克思主义

的传播，推动了墨西哥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发展，

增强了他们反帝反封建的信念。苏维埃土地法的颁

布对墨西哥有很大的鼓励，1918年墨西哥地区劳工

联合会成立，1919年8月墨西哥第一次全国社会主

义者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了墨西哥马克思主义社会

党，同年11月改称为墨西哥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在

进步的知识分子中问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们甚至

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分析墨西哥革命的进

程，以便寻找真正的出路。就连有些资产阶级人物

也经常把“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词句挂在嘴边。

著名历史学家帕克斯说得好：“墨西哥改革运动在整

个19世纪说的是法国话，但现在却开始说俄国话

了。”①这种影响对小说家们改变传统的立场，将视

野从贵族精英转向劳苦大众起到了重要作用。

正是在上述形势下，墨西哥革命小说无论在深

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得到极大的拓展。

二、墨西哥革命小说的主要特征

学界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在底层的人们》是

第一部墨西哥革命的小说。文学史家和文学评论家

一般将墨西哥革命小说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第一

时期大致为1910至1920年，小说创作纪实性地反

映了墨西哥革命的发展进程，以阿苏埃拉《在底层的

人们》为代表，真实而冷静地记录了革命的发展进

程、革命的残酷性以及作家对革命所持有的悲观主

义态度。第二个时期是墨西哥革命小说的全盛时期，

大致在30年代前后，由于卡德纳斯总统采取了一系

列进步措施，一批进步作家涌现出来。他们接近工

人和农民，比较客观地评价1910年的革命，热情讴

歌革命中的英雄人物，代表性的作家有洛佩斯·伊弗

恩特斯等。第三个时期，从40年代起，有些作家以

分析和批判的态度对待墨西哥革命，尤其注意这场

革命所造成的后果和影响。代表性作家有奥古斯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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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涅斯等人。②根据前人的研究，我们可以依作家的

经历将革命小说家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的作家

不仅目睹了革命，而且亲身经历或参加了革命斗争，

其代表作家为马里亚诺·阿苏埃拉(M撕ano Azuela，

1873—1952)、马丁·路易斯·古斯曼(MartIn Luis

Guzman，1887—1976)、洛佩斯·伊弗恩特斯(cre—

gorio L6pez y Fuemes，1897—1966)、拉法埃尔·F．

穆纽斯(Rafael Felipe Mu矗oz，1899—1972)和鲁

文·罗梅罗(Jos6 Rub6n Romem，1890—1952)等。

第二时期的作家大多在革命时期尚未成年，因此对

革命的印象不深，作品也主要是表现革命的后果，其

代表作家有何塞·曼西西多尔(Jos6 Mancisidor，

1895—1956)、马格达雷诺(Mauricio Magdaleno，

1906—1986)、费雷蒂斯(J噼e FeⅡetis，1902—

1962)和亚涅斯(AgustIn Ya矗ez，1904—1980)等。③

墨西哥革命小说的数量很多，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

300余部(篇)。而且每个作品撰写的视角和风格各有

差异，但我们认为，仍可从中归纳出几个显著特征：

第一，革命小说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特征。在

革命小说中，现实主义表现手法占据了绝对的主导

地位，成为该流派构建文学世界的主要渠道。正如阿

达尔巴尔特·德索在引用卡尔雷通·毕恩斯(calleton

Beans)的话时所言：“无论如何，墨西哥小说确立了

一种以现实主义为主导，以农村的军事斗争、革命和

劫掠行为为题材的传统，成为利萨尔迪(Jos6 Joaq

ufn Fernandez de“zardi)、弗里亚斯(He曲erto F

rIas)、阿苏埃拉、因克兰(Luis Gonzaga Inckn)等人

的创作源泉。”④“艺术改良被一种新的文学现实主

义所取代，这种现实主义涉及社会正义和民族认同

的主题。⋯⋯这些小说探讨了阶级斗争的主题和未

受教育的农村劳动者的困境，采用了一种社会现实

主义的艺术风格。”⑤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现实，

革命小说的作者力求对现实社会的物质和精神进行

客观描写。他们采用了肖像描写的技巧，一笔一画地

勾勒出社会现实，试图将读者置于所描绘的事件之

中，这些事件如同一幅幅美术作品。“人们常常将阿

苏埃拉作品中的章节比作是一张张照片⋯⋯受新型

图像处理技术的影响，许多作家也开始尝试在作品

①转引自徐少军：《浅谈墨西哥革命小说》，《外国文学》1980年第2期，第75页。

②赵德明、赵振江、孙成熬、段若川：《拉丁美洲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95—296页。

③朱景东、孙成敖：《拉丁美洲小说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167页。

④转引自Adalbert DesSau，h N()v幽凼』a RevoJuc渤M谢c如a，trans．by Juan Jos6 utrilla，M缸co：F．c．E．，1972，p．22
⑤Thomas H．HoⅡoway，A compa耐on幻匕曲Am鲥can H括细叮，BlackweⅡPublislling Ltd．，201 1，p．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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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呈现连续的图像”。①现实主义在作品中得以如此

生动、形象地展现，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小说素材来源

于现实，反映了社会动荡、战争冲突以及作者身处时

代的现实，更丰富并刷新了人们对世界、对墨西哥和

墨西哥民族性的认识。因此，现实主义实际上成为

研究革命文学时无法回避的对象。它是革命文学的

常量，以最形象、最贴切的方式展示现实，是革命小

说家文学创作的特点之一。“在墨西哥革命小说中，

历史第一次以其自身的力量存活于艺术世界，墨西

哥作家从此不再需要假借或模仿欧洲的文人、主义

以证明自己的文学价值或给自己的文学作品定位。

从这个意义上说，墨西哥革命小说是对墨西哥小说

传统的决裂”。②

第二，革命小说体现了一种反思和批判的精神。

墨西哥革命小说的主线之一就是对革命意义的反

思，一方面为革命的真正推动力的急剧消失而痛苦，

另一方面对于革命推动力本身的有效性提出质疑。

例如，《在底层的人们》叙述了一支农民起义军从发

展、壮大到失败的过程。作者希望通过塑造马西亚

斯这样一位具有反抗精神的农民、一位为了达到个

人复仇目的而奋斗的英雄，使读者认识到，一支队

伍，一场革命运动，如果没有统一的政治理念和行动

纲领，不是为阶级的共同利益而奋斗，最终必然会失

去前进的方向，甚至走向反面。实际上，作者是通过

马西亚斯来影射墨西哥大革命，小说的真正主人公

是大革命本身。大革命从开始到结束形成了一个轮

回，又回到了原处，一切如故。这场革命运动意味着

“政治理念不成熟、思想意识不统一，肤浅浮躁、盲目

盲从”。③马丁·易斯·古斯曼的作品，无论表现墨西

哥革命的《鹰与蛇》(1928)，还是批判奥夫雷贡、卡耶

斯政权的《考迪罗的阴影》(1929)，都“反映了墨西哥

人民对战争的深刻反思，表现了一代文人的普遍心

情，对革命的不彻底性以及革命所付出的高昂代价

历史教学问题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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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深惋惜，因此，他的作品文辞哀艳，情绪低落”。

何塞·鲁文·罗梅洛的作品《一个乡下人的札记》

(1932)和《我的战马、猎犬和枪》(1936)，同样表现了

对革命的失望心情，尤其充满了对下层的人们——
印第安人的同情，他们浴血奋战、舍生忘死，到头来

却一无所获。④何塞·曼西西多尔的《红色之城》

(1932)则揭露了革命政府时期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

的压榨、排斥以及社会不公，呼吁改变工人的实际境

遇。在他笔下，维拉克鲁斯城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

成为无产阶级运动的舞台，“被救赎的火焰点燃”，⑤

“红色之城”由此得名。这些作品通过反思和批判，表

达了人们对旧秩序的无比愤恨和对美好社会的无限

向往。

第三，革命小说描写的对象从上层精英转向了

“在底层的人们”。革命开始后，“文学作品中的城市

舞台被农村替代，主角也变成了农民。他们被置于小

说的中心，诉说他们的苦难、梦想与希望”。⑥这些

“底层人”包括农民、矿工、印第安人等贫苦大众，他

们对革命的态度最坚决，改变自身命运的愿望最强

烈，因而成为革命中最活跃、最庞大的斗争群体，他

们的真实生活、内心世界、心中的英雄人物都成为革

命小说描写的重点。阿苏埃拉通过其《在底层的人

们》表达了对农民的同情。伊·弗恩特斯的《印第安

人》《土地》等则关注印第安人的实际处境，⑦揭露了

墨西哥上层社会对印第安人的传统偏见和歧视，并

站在他们的立场控诉社会不公，呼吁社会给予其关

注，让印第安人加入到革命的进程中。他提出了印第

安人在革命和国家事务中“应起的作用、应有的地位

和应有的权利问题”。⑧作者意在将印第安人纳入民

族体系，认为将印第安人融人文明、使其摆脱长久以

来的隔离是“救赎”的关键，“他们需要被救赎”。⑨无

论是无地农民还是印第安人，一直以来都处在被奴

役、无权的地位。他们在革命中做出了巨大牺牲，但

①Antonio castro Leal，工a noveb de b reydudon m般jcana，Me)(ico：Porr出，1982，p．27．

②陈众议：《20世纪墨西哥文学史》，青岛出版社，1999年，第29页。

③刘长申：《从(最底层的人)看阿苏埃拉的文学创作视角》，《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第118页。

④陈众议：《20世纪墨西哥文学史》，第33页。

(勃。延Mancisidor，ohras compJe纽s 2，xal叩a：Gobiemo del Estado de Veracmz，1980，p．195．

⑥siMa Lorente—Murphy， “La revoluc‰en la novela”，Re诎船砧er0枷e矗ca瑚，v01．Lv，No．148—149，1989，pp．847—

857，p．851．

⑦该小说讲述了墨西哥印第安农民为解决土地问题，为摆脱庄园主的压迫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有意歌颂农民起义的

壮举。作者明白无误的指出，马德罗一心只想追求的是统治权，并不准备满足农民对土地改革的要求。

⑧朱景东、孙成敖：《拉丁美洲小说史》，第195页。

⑨Gregorio L6pez y Fuences，剧血威o，M纽co：Po曲a，1991，p．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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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战争一结束，他们就被遗忘，继续做着社会的“底

层人”。作家们以敏锐的政治目光发现这些问题，并

将其描写在革命小说中，呼吁社会关注贫苦农民和

印第安人。大革命引发的深刻的社会变革，也在改

变着作家们的立场和观念，极大地丰富了革命小说

的内涵和社会意义。正如陈众议先生所言：“在长达

30余年的创作过程中，墨西哥作家几乎始终充当着

不属于同一阶层的印第安人和广大贫苦农民的代言

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超越了自己阶级和种

族局限的，是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的，无论对墨西哥

社会还是文学艺术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①这

也是墨西哥文学史上的一大转变。

第四，革命小说提供了探讨墨西哥民族性和表

达民族气质与情感的平台。大革命之前的墨西哥已

经处在严重的内忧外患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

家资本渗透对本国民族资本的发展造成了严重障

碍，同时，外国资本与大庄园主沆瀣一气，竭力维持

墨西哥半封建的专制统治，给农民造成了深重的苦

难。革命爆发后，美国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操控革命

形势，甚至进行武装干涉。因此，墨西哥人争取民族

独立的呼声日益高涨，并为实现独立自主做出了不

懈努力。这一背景促使小说家更加关切祖国的命运，

为他们重新寻找和认识民族的本质和表达民族『青感
提供了可能，他们大多将民族主义精神倾注于自己

的作品中，赞颂了人民的斗争精神以及政治家们的

优秀品质。例如，何塞·曼西西多尔的《深渊上的黎

明》展现了“墨西哥人民为保护石油资源同美、英、荷

帝国主义者进行斗争的情形。1938年卡德纳斯总统

宣布把全国的石油资源收归国有，把这场斗争推向

高潮”。②在作品中，以奥苏纳为代表的墨西哥人民

为保护石油资源，反对帝国主义剥削所作的努力与

英美荷石油大亨的贪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卡德纳

斯总统的进步形象也得到刻画。小说中总统最终决

定实行石油国有化政策，保卫国家主权，将故事推向

了高潮。革命的暴风骤雨和社会的急剧变迁使作家

们更加关切祖国的命运，他们把维护国家名誉和民

族尊严视为己任，并把这种感情倾注在作品中。不

少革命小说都传递了革命精神和民族精神，维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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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荣誉和民族的尊严。

第五，革命小说具有史诤陛。革命小说描绘的战
争往往突出某个群体、某个村镇的英雄主义。他们为

追求美好未来、改变自身命运、变革社会现实而进行

斗争。在小说中，尽管每个人物都有各自的身份和性

格塑造，特点不同，但他们都从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整

个群体，是这些群体在革命小说中的集中体现。“虽

然这些小说中人物的名字、性格、经历和特点各有不

同，但他们都反映了一个群体，受同一目标驱使，采

取一致的行动”。③农民起义为土地和自由而战，为

实现自由和夺回失去的土地，揭竿而起，奋力作战，

宁死不屈。作品中体现的墨西哥农民的英雄主义完

美诠释了革命小说的史诤陛特点。这些作品往往真
实地再现了急剧变化的社会和人物事件，为了解墨

西哥革命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因此，“它们具有

文学价值，但更具有文献价值”。④

第六，大多数前期的革命小说家以自传形式描

绘了大革命。这种特点源于革命小说家的亲身经历，

他们或以目击者身份，或以参与者、甚至某一交战方

成员的身份参加了武装斗争，因此，该类型文学作品

的代入感十分强烈，读者如身临其境。作者往往会通

过某一虚构人物来描绘自身的革命经历，如马丁·路

易斯·古斯曼创作的革命编年史和自传体小说《潘

乔·维亚回忆录》、内利耶·坎波贝约的《弹药》、拉法

埃尔·穆纽斯的《忆潘乔·维亚》和《追随潘乔·维亚》

等，这些作者基于与潘乔·维亚近距离接触的经历，

将小说的叙事者和叙事环境融为一体，忠实地展现

大革命历史背景。洛佩斯·伊·弗恩特斯的《土地》以

浓墨重笔歌颂了农民领袖萨帕塔，萨帕塔不仅是一

位英勇的战士，更重要的还是土地改革的旗帜，是广

大农民利益的代表。他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塑造萨帕

塔的高大形象，是由于他年轻的时侯曾经亲自参加

过抗击美国入侵的战斗，亲身经历了战争年代动荡

不安的生活，所以写出来的东西真实感人。马里亚

诺·阿苏埃拉正是由于在比利亚营队中的军医身份，

才为他的《在底层的人们》提供了创作源泉。何塞·巴

斯孔塞洛斯撰写的小说同样具有自传性质。⑤在这

些小说中，往往是作者、叙述者和人物三者实际上构

①陈众议：《20世纪墨西哥文学史》，第34页。

②朱景东、孙成敖：《拉丁美洲小说史》，第210页。

③Antonio cas廿o Leal，工a nov幽de厶revojudon M麟icana，p．29．

④朱景东、孙成敖：《拉丁美洲小说史》，第166页。

⑤彼得·斯坦迪什、斯蒂芬·M．贝尔：《浪漫墨西哥》，石小竹、高静译，第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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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极其自然地展现出作品的自

传风格。

第七，革命小说与新闻的巧妙结合。新闻往往

会成为革命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小说在编辑

成书之前，都是以报刊连载形式出现在公众面前的，

如《在底层的人们》《托莫奇克》等。《在底层的人们》

于1915年10月至12月以连载方式发表在得克萨

斯的《北方通道日报》上，1916年由该报社出版成

书。许多作家甚至精于此道，将单纯的新闻报道发

展为文学作品。可以说，在当时的条件下，若没有新

闻报道对文学的推动和支持，革命文学的印刷和传

播便无从谈起。毫无疑问，新闻是革命小说创作的

一个关键因素。新闻报道对革命文学影响巨大，这

种报道类的写作手法，连同作者的职业实践，不仅培

养了作者的新闻意识，也决定了作者的写作风格。

有些小说家在最初并没有想到写一部小说，而仅仅

是想写一篇新闻报道，一些小说家既是作家，同时也

是战地记者。他们的作品中存在着新闻报道的元素

是毋庸置疑的，而记者多年的工作经验也为革命小

说的撰写集聚了力量。可以断定，革命小说的高度

现实主义离不开新闻的有力支撑。

结语

墨西哥革命小说是墨西哥革命的产物，是关于

1910年墨西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及其后果的文学

创作流派。这一小说流派的形成既得益于墨西哥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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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以及革命后社会经济改革所提供的基本素材，也

得益于墨西哥政府倡导的文化民族主义和文化革新

运动，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环境的变化，特

别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及马克思主义在墨西哥的传

播。一方面，革命小说关注的是墨西哥革命以及革命

后经济社会改革的重大现实题材，通过批判政治腐

败和反革命势力，揭示社会现实问题，总结革命成功

或失败的经验，提出了一系列可能的革命出路，启发

了人们对民族发展道路的思考。另一方面，革命小说

深入刻画了下层民众，通过对他们的语言、心理、习

惯的描写，促进了人们对下层民众和印第安人的关

注。革命小说通过赞扬墨西哥人民的斗争精神和革

命英雄主义事迹，激发了人们的民族自豪感。另外，

革命小说对人的探索，是一种对墨西哥民族性的深

度挖掘，是对文学世界和精神生活的丰富，引发了读

者对人的关注和对墨西哥民族性的思考。墨西哥革

命小说是墨西哥革命及其引起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在

文学中的反映，小说家们转变了传统的立场和观念，

面向本土，面向民众，反帝反封建，思考墨西哥的发

展道路，因此，墨西哥革命小说自然成为墨西哥文化

民族主义的内容之一。文化民族主义与革命小说相

辅相成，互相影响，共同丰富了革命后墨西哥文化革

新运动的内涵，推动了墨西哥革命成果的巩固和墨

西哥社会的向前发展。墨西哥革命小说由此也获得

了很高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成为墨西哥文学史

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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