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变革的厉史进程和巴西文学

方 舟

巴西四百八十多年的历史是一部社会大

变革的历史
,

巴西文学正是在巴 西 整 个 社

会
、

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形成和发

展起来的
。

无数优秀的文学家
、

史学家以他

们的聪明睿智反映这一变革的时代
,

表现整

个民族的追求
,

推动社会的进步
,

同时
,

为

世界文学宝库奉献出丰富多彩的文学瑰宝
,

在世界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
。

巴西文学以 � �   年巴西脱离葡萄牙宣告

独立为分野
,

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
殖民地文学

时期 ∀�# ∃ ∃一 � �   %和民族文学时期 ∀��   一

现在 %
。

巴西文学的第一个时期
,

即殖 民地文学

时期
,

始于荀萄牙殖民者发现美 洲 大 陆 之

时
。

�#∃ 啤佩德罗
·

阿尔瓦雷斯
·

卡布拉尔

率领的探检队梢渡大西洋
,

到达美洲大陆东

海岸
,

揭开 了葡萄牙美洲历史的新的一页
,

从而开始了葡萄牙在美洲的殖民史
。

与此同

时
,

也开始了巴西殖民地文 学时期
。

在到达新大陆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
,

殖

民者没有达到他们寻找黄金和 白银的初衷
。

然而
,

他们在巴西这块广阔的土地上发现 了

大量珍贵的红木
—

巴西木
。

从此开始了巴

西经济的第一个周期
!

巴西木周期
。

对 巴西

木的采伐
,

伴随着殖民者对当地土著印第安

人的掠夺和奴役
。

殖民者把他们在新大陆的

遭遇 以书信形式报告给葡萄牙王室
。

最早记

录发现新大陆经过和 当地风土人情的应首推

佩
·

瓦
·

德 一卡米 尼亚 ∀& 一 �# ∃ ∃ %
。

随着

殖民活动的开展
,

一些出生在葡萄牙的史学

家
、

诗人和文学家也相继来到 巴西
,

他们以

史诗形式真实地记录 了殖民者的征讨活动
,

描绘了新大陆的自然风貌
、

人情习俗
,

从而

创造了既受葡萄牙文化影响
,

又带有浓郁热

带气息的早期殖 民地文学
。

在这一时期较有

成就的作家和作品有
!

若泽
·

德
·

安希埃塔

神父 ∀�# ∋ (一 �# ) ∗ % 写的 《历史 报 告 和 片

断》和用拉丁语写成的祈祷诗
+
编年史家佩

德罗
·

洛佩斯
·

德
·

索萨的 《航海 日记》 ,

佩德罗
·

曼努埃尔
·

诺布雷加 ∀� # �) 一 �# ) ∃%

的信扎和加布列尔
·

苏亚雷斯
·

德
·

索萨的

《巴西记实》等
。

到十六世纪中叶
,

犹太难民把甘蔗引进

巴西
,

在巴西东北部栽种并获得巨大成功
。

此后一个半世纪里
,

巴西进入甘蔗周期
。

十

七世纪初
,

伴随甘蔗种植的大发展
,

巴西东

北部成了经济
、

政治和文化的中心
。

巴西殖

民地社会
、

政 治和经济的发展
,

特别是经济

的繁荣带来了文化的兴旺
。

在不 可避免地受

到欧洲的巴罗克艺术风格影响的同时
,

一种

朦胧的 民族意识 已经在 巴西文学中萌发
。

在

巴伊亚
,

讽刺诗人格雷戈里奥
·

德
·

马托斯
·

格拉 ∀�, ∋ ∋一 �, ∗ ,% 用优美的诗歌形式和

犀利的笔锋揭露僧侣的伪善
,

官僚的贪婪
,

贵族的虚荣和自负
,

抨击殖民统治的黑暗
,

在早期殖民地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
。

他的主

要作品有 《圣 诗集》
、

《打情诗集》
、

《讽



刺诗集》等
。

十七世纪末
,

在米纳斯吉拉斯发现含金

层很厚的矿脉
,

在巴西第一次掀 起
“
黄 金

热
” 。

此后
,

巴西人 口大量内迁
,

在矿区出

现几个新兴城市
。

巴西的政治中心开始从东

北部逐渐 向中南部转移
,

中南部的文化得到

发展
,

一批
“
米纳斯派

”
诗人的出现使那里

成为殖民地诗歌的中心
。

与此同时
,

在南部

沿海城市里约热内卢和东北部地区出现 了一

些文学团体
,

它们受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和美

国革命的自由思想的影响
。

其成员有重要史

学家塞瓦斯蒂安
·

达
·

罗萨
·

皮塔
,

他著有

重要的历史著作 《葡萄牙美洲史》
。

十八世纪初咖啡种植传入巴西
,

并在巴

西丰沃的上地上紧衍开来
,

从此
,

巴西经济

进入咖啡种植周期
。

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
,

到七十年代
,

建立在剥削黑人和印第安人奴

隶劳动基础上的咖啡和棉花种植给巴酉带来

巨大的财富
。

经济的发展促进了 文 化 的 繁

荣
,

巴西文学界开始关注为社会创造如此巨

大财富的奴隶阶级的生活和命运
。

在 巴西文

坛上出现了一批反映印第安人和黑人生活和

斗争的作家和诗人
。

伟大的诗人若泽
·

巴西

利奥
·

达
·

加马 ∀�) ( �一 � ) ∗ # % 写的叙事体

长诗 《乌拉主》最具代表性
。

它叙述了� ) # ∋

一 � ) # ∗年乌拉主印第安人反抗酉班牙
、

葡萄

牙浸略的史实
。

诗人第一次塑造了反抗殖民

统治的印第安人形象
,

讴歌了印第安人的古

风
,

是巴西文学史上第一部著名 诗 作
。

同

时
,
它也为巴西文学进入浪漫主义新时期作

了准备
。

在这一时期
,

著名诗人克劳迪奥
·

科斯塔 ∀�)  ∗一 � ) � ∗ % 和托马斯
·

安东尼奥
·

贡萨加 ∀� ) ( (一 �� � ∃ % 创立
“
海外阿卡迪

亚
”
诗社组织

,

写出了一些优美动人的浪漫

诗歌
。

科斯塔 �) ) ∋年以巴西种植园和矿工生

活为题料写的长诗 《里加别墅》
,

冉现 了劳

动人民在殖民统治下的悲惨遭遇 , 贡萨加在

他的 《迪尔塞乌的玛丽莉娅》诗作中
,

叙述

诗人与恋人悲欢离合的曲折动人的故事
,

以

奔放的热情和坚定的信念表达他对和平生活

的响往
,

成为一篇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代表

作
。

若泽
·

德
·

桑塔
·

利塔
·

杜朗 ∀�)   一

� ) � ( % 写的 《卡拉穆鲁》长诗赢 得 不 朽 声

誉
。

它是依据十六世纪中叶阿尔瓦雷斯
·

科

雷亚发现 巴伊亚的曲折经历写成的
。

诗中叙

述阿尔瓦雷斯同六名水手在巴伊亚附近海上

沉了船
,

被印第安人俘获和吃掉
,

他因病幸

免于难
,

后来
,

终于成为他们的头领
,

被尊

为卡拉穆鲁 ∀海里的龙%
,

并同当地土人酋

长的女儿帕拉瓜苏结婚
。

诗中描绘了巴西大

自然旖旎风光和印第安人习俗
,

是早期史诗

题材的重要作品
。

十八世纪末
,

震憾欧洲的法国资产阶级

大革命浪潮传到美洲
,

深刻地影响着南美洲

各国
。

在法国启蒙主义大师卢梭
、

狄德罗
、

伏尔泰等人思想的影响下
,

巴西先进的文学

家力图摆脱葡萄牙的殖民统治
,

进行社会改

革
,

追求人与人的平等
,

国家的 独 立 和 解

放
,

要求建立本民族的文学
。 �) � ∗年在米纳

斯吉拉斯
,

知识界名流包括一些诗人发起的

以争取独立为宗旨的
“
拔牙者起义

” ,

及以

后相继爆发的反对葡萄牙统治
、

争取独立的

运动
,

都在不同程度上动摇了葡萄牙当局对

巴西的统治
,

对争取巴西的独立起了推动作

用
。

同时
,

也为巴西民族文学的诞生作了思

想准备
。

随着 巴西独立运动的兴起和殖民体

系的崩演
,

一个 以浪漫主义为先导的民族文

学的新时期随即到来
。

二

巴西文学的第二个时期
,

民族文学时期

包括三个阶段
!
浪漫主义文学阶段 ∀��   一

� � � � %
、

现实主义文学阶段 ∀� � � �一 �∗   %

和现代文学阶段 ∀ �∗   一现在 %
。

一
、

浪没主义文学阶段

�� ∃ �年葡萄牙王室为逃避拿破仑入仗
,

迁到巴西的
−且约热内%

’
‘
。

−三室迁至巴西后
,

.

( )
·



时巴西进行一系列改革
!

废除葡萄牙对巴西

的长期贸易垄断
,

开放贸易通商口岸
,

振兴

经济
、

兴办文化
、

教育事业等
。

这些措施促

进了巴西政治
、

经济
、

文化等方面的发展
,

提高了巴西在与葡萄牙交往中的政治地位
,

导致巴西最后由殖民地升格为王国
。

��  �年

葡萄牙王室迁回本土后
,

巴西摄政王佩德罗
应人民的请求

,

留在巴西
,

并于 ��   年 ∗ 月

) 日宣布巴西脱离葡萄牙独立
。

这一重大历

史事件激起巴西人民强烈的民族感情
,

增强

巴西人民的独立意识
。

巴西民族文学就是在

此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
。

巴西浪漫主义文学除具有独立思想
、

浓

厚的民族感情和揭望 同先进国家并驾齐驱的

强烈的世界意识外
,

还存在一种 强 烈 的 寻
“
根

”
愿望

,

即强调对当地土著和对本国自

然景物的讴歌和崇拜
,

要求同葡萄牙彻底决

裂
,

而同印第安主义相结合
。

因为印第安种

族是巴西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 印第安人创

造的古老文化是 巴西文化的
“
根

” 。

十六世

纪中叶
,

奴隶买卖使大批非洲黑人源源不断

地进入巴西
,

直到 � � � �年奴隶制在巴西最终

被康除为止的三个多世纪中
,

数以百万计的

黑人及其后裔在巴西的土地上劳动和生息
,

为巴酉社会的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
。

巴西的

进步文学家也把文学作品反映黑人的命运作

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

早期浪漫主义诗人以多明戈斯
·

贡萨尔

维斯
·

德
·

马加良埃斯 ∀王� ��一 � � �  %
、

若

泽
·

博尼法西奥
·

德
·

安德拉德 一 西 尔瓦

∀� ) , #一 � � ∋�% 和安东尼奥
·

佩雷斯
·

德
·

索萨
·

卡尔达斯 ∀� ),  一 � � �( % 为代表
。

他

们代表着从殖民地文学时期向民族文学时期

过渡的先驱
。

马加 良埃斯的诗歌充满盛行于

欧洲的典型伤感情绪
,

他把人世间的悲哀寄

托在宗教信仰中
,

但同时也尽情地描绘了巴

西大自然的美
,

把感情同大自然融为一体
。

他的 《诗意的叹息和思念》是一部早其浪漫

主义力作
。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
,

巴西浪漫主义文学

进入兴盛时期
。

在 巴西文坛上出现 了一位杰

出的浪漫主义诗人安东尼奥
·

贡萨尔维斯
·

迪亚斯 ∀� �  ∋ 一 � � , (%
。

混血的出身赋予诗

人以明显的巴西人性格和传统的灵感
。

他的

诗歌多反映他抑郁的情怀和浪迹天涯的不幸

遭遇
。

他的主要作品有
!
《美洲 诗 歌 》

《廷比拉人》
、

《女奴》 等
。

浪漫主义小说

家若阿金
·

曼努埃尔
·

德
·

马塞多 ∀� �  ∃一

� � �  % 提倡 民族传统小说要有火热的感情
,

要注意环境的现实性
,

尽量运用幽默和通俗

简炼的语言
。

他创作的 ∀∀/ 昆血女郎》 和 《青

年劳罗》是两部广为流传的佳作
。

若泽
·

阿

伦卡尔 ∀� �  ∗一 � � ) )% 是十九世纪巴西浪漫

主义小说家和戏剧家
。

他提出要在印第安主

义和对本国大自然描写基础上建立真正的巴

西文学
。

他以清丽的文笔
,

富有诗意的语言

把巴西各地的不 同特点
,

如南方 的 大 草 原

∀ 《加乌乔》 %
,

海滨的农舍 ∀ 《伊佩树的

树干》 %
,

圣保罗高原 ∀ 《蒂尔》 % 以及 巴

西的东北部 ∀ 《腹地人》 % 等风光展现在读

者面前
。

在城市小说中
,

他从不 同角度反映

巴西资产阶级生活和道德的悲剧
。

在印第安

主义小说 《瓜拉尼人》 和 《伊拉塞玛》中
,

作者生动地刻画 了印第安人的形象
,

热情赞

扬印第安少女内心的美
。

另一位浪漫主义小

说家马塞多
·

西尔瓦
·

古马朗埃斯
·

塔沃拉

∀��  )一飞� � ( % 的作品多以巴西 腹 地 为 背

景
,

描述采金工人的悲惨遭遇
。

十九世纪后半叶
,

在 巴西诗坛上出现了

一位倍受巴西人民尊敬和爱戴的才华出众的

浪漫主义诗人
、

反对奴隶制的战士安东尼奥
·

德
·

卡斯特罗
、

阿尔维斯 ∀� � ( )一 �� )� %
。

卡斯特罗
·

阿尔维斯生活在巴西人民争取独

立和民主运动如火如茶的时代
。

巴西黑人奴

隶倍受凌辱的悲惨处境
,

全世界舆论对奴隶

制的同声谴责在巴西引起极大的反响
。

这给

诗人的创作提供了深厚的上壤
。

虽然诗人仅

活了二十四岁
,

但他毕生以诗歌为武器
,

为



奴隶们大声疾呼
,

同顽固维护奴隶制的保守

势力进行不懈地斗争
。

他留下许多烩炙人 口

的诗篇
,

被誉为
“
奴隶的歌手

” 。

他的诗作

气势磅礴
,

热情奔放
,

语言优美
,

富有感染

力和想象力
。

主要诗作都搜集在 《浮沫》 和

《奴隶集》 中
。

《海上的悲剧》∀又称 《黑奴船》 % 是阿

尔维斯感人肺腑的悲壮诗篇
。

诗人对发生在

运奴船上的那些触 目惊心的罪行充满无比的

憎恨 , 对奴隶的命运寄予深切的 同 情
。

在

《露西亚》 的诗中
,

诗人通过一个美丽的黑

奴少女的悲惨遭遇
,

对奴隶制的残忍和冷酷

无情作了声泪俱下的控诉
。

卡斯特罗
·

阿尔维斯之后
,

浪漫主义文

学开始向现实主义过渡
。

这一过渡时期的小

说家有阿尔弗雷多
·

德
·

陶 奈 ∀ � � ( ∋ 一

�� ∗ ∗ %
、

若阿金
·

贝尔纳多
·

吉 马 朗 埃 斯

∀��  #一 � � � ( %
。

陶奈以小说 《拉古纳的撤

退》驰名文坛 , 贝尔纳多的作品则多叙述殖

民地时期深入内地寻找矿藏和掠 夺 奴 隶 的
“远征队

” 的悲惨遭遇
,

其主要作品有 《淘

金者》
、

《女奴伊佐拉》等
。

二
、

现实主义文学阶段

十九世纪中叶
,

巴西的经济领域不断拓

宽
,

生产的不断发展
,

特别是咖啡的广泛种

植
,

大量欧
、

亚洲移民的到来促进了经济的

繁荣
。

交通运输的发展和货币的改革促进 了

贸易的活跃
。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
。

自由主义地主和商业资产阶级在一些地区发

起共和运动反对帝制
+ 一些农村手工业者和

商人也先后举行起义
。

十九世纪后期又出现

纺织工人
、

铁路工人的罢工运动
,

工人阶级

队伍不断壮大
。

社会的进步必然反映到文学领域中来
。

浪漫主义的表现形式 已不能反映错综复杂的

杜会矛盾和崭新的现代生活
。

在欧洲特别是

法国和德国现实主义思 想的影响下
,

巴西圣

保罗和累西膝的学院派青年首先举起现实主

义旗帜
,

反对过时的浪漫主义
,

反对精神主

义和教会哲学
。

在小说创作方面
,

一些反映巴西现实生

活的小说家崭露头角
。

早期现实 主 义 作 家

有曼努埃尔
·

安东尼
.

奥
·

德
·

阿 尔梅 达

∀ �� ∋ �一 � � , � %
,

他的 《一个民兵军官的回

忆录》是现实主义小说的雏形
。

此外
,

阿方

索
·

阿里诺斯和富兰克林
·

塔沃拉 ∀� � ( 一

� � � �% 的作品描述普通人的生活场景
,

在一

定程度反映 了巴西社会现实
。

巴西第一部真正现实主义小说要算贡萨

尔维斯
·

阿塞维多 ∀‘� # )一 �∗ ‘∋ %的《姆拉托》

∀− �� �%
。

作家以敏锐的观察力
,

高超的艺

术表现技巧
,

勇敢地反映并抨击了巴西的现

实
。

小说通过地主和黑种女奴的私生子莱蒙

托博士的爱情悲剧
,

揭露教会的伪 善和 罪

恶
,

猛烈鞭答了世俗观念和种族偏见
。

阿塞维

多的作品大多描述底层人民的生活
,

如 《女

人的眼泪》
、

《经济公寓》
、

《寄宿舍》
、

《男人》 等
。

另一位小说家因格拉斯
,

德
·

索萨 ∀�# # ∃一 � ∗ �# % 在小说 ∀∀传教士》中
,

通过
一

名 传教士的放荡不羁的私生活
,

揭露

教会的伪善
。

他的其他作品有 《一个渔夫的

故事》
、

《桑格拉多上校》
、

《种 可 可 的

人》 等
,

他的作品充满自然主义的细 01’描写

和宿命论观点
。

在现实主义文学阶段
,

巴西文坛 上出现

一位伟大的作家马查多
·

德
·

阿西斯 ∀� � ∋ ∗

一 � ∗ ∃ �%
,

他的作品被称为
“

‘

巴西文学的最

高表现
” 。

在诗歌
、

戏剧
、

小说
、

评论等方

面他都取得了突出成就
。

他的诗 歌 强 调 韵

律
、

追求形式完美
,

具有高蹈主义 ∀即帕尔

纳斯派% 文学特点
。

他的天赋发挥得最充分

的方面是小说
,

代表作有 《布拉兹
·

库巴斯

的死后回忆》
、

《金卡斯
·

博尔巴》
。

作者

遵循着一条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
,

注重对人

物性格和心里的描写
,

成为巴西现实主义文

学的奠基人
。

但是
,

他的作品缺乏对社会不

合理现象的强有力地批判
。

这个任务由巴西

现实主义文学家欧克里德斯
·

达
·

库 尼 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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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合,,一  ∗ ∃ ∗ % 完成了
。

库尼亚在童年时代就耳闻目睹咖啡种植

园的奴隶暴动及其非人遭遇
。

十九世纪末
,

他随政府军采访了腹地
,

亲眼看到 �� � ∗年卡

奴杜斯农民起义军的英勇斗争和政府军的残

暴屠杀
。

血淋淋的现实使作家猛醒
,

创作了

以这场震惊全国的农民起义为题 材 的 小 说

《腹地》
。

在小说中
,

他塑造了农民的典型
,

提出 巴西社会的根本问题
,

成为批判现实主

义的开山杰作
,

揭开了巴西文学 的 新 的 一

页
。

这部作品一经问世
,

就受到人们很高赞

誉
,

被称为
“巴西的的第二次发现

” ,

成为

巴西文学中的古典名著
。

� ∗ # ∗年库尼亚被列

为世界文化名人
。

由于书中揭示了腹地农 民

起义的真相
,

控诉政府军犯下的罪行
,

他受

到当局的仇视
。

就在库尼亚着手完成他的第

二部宏文佳作 《失去的乐园》时
,

遭到暗杀
。

这一时期另一位有成就的小说家是格拉

萨
·

阿拉尼亚 ∀�� , �一 � ∗ ∋ �%
。

他的代表作

《伽南》 通过两个移民青年之口
,

探讨 巴西

民族和国家的形成间题
,

被认为 是 典 型 的
“间题小说

,
或

“思想小说
” ,

受到欧洲文

学界的重视
。

他同库尼亚一起
,

被誉为 巴西

小说民族化的奠基人
。

若泽
·

本 托
·

蒙 特

罗
·

洛巴托 ∀� � �  一 � ∗ ( � % 以圣保罗城市生

活为背景
。

开创了一条城市小说 的 创 作道

路
。

他的作品唤起巴西人民对社会问题的觉

醒
,

揭示传统的农村和进步的城市之间的鸿

沟
,

创作出 《乌鲁佩斯》
、

《绿浪》
、

《死

亡的城市》 等作品
。

他还是成绩斐然的儿童

文学作家
,

被誉为
“巴西的安徒生

” 。

在诗歌创作方面
,

继浪漫主义诗歌之后
,

巴西诗歌曾一度出现单纯追求形式完美
、

为

艺术而艺术的高蹈派倾向
。

诗歌虽然优美清

新
,

但却情调低沉
,

内容空泛
。

属 于这一派

的诗人有被称为
“

星星诗人
”

的奥拉沃
·

比拉

克 ∀�� , #一 � ∗ �� % 和被称为
“
鸽子诗人

”
的

赖蒙多
·

科雷亚 ∀ � , ∃一 � ∗ � �%
。

十九世纪末
,

在巴西诗坛上渴望表达内

心世界的象征主义流派兴起
。

它宣扬个人主

义和神秘主义
,

作品充满颓废和悲观情调
。

照人作家若奥
、

达
、

克兽斯
·

伊
·

索萨 ∀ �� , �一

34∗� 年% 以抒情散文形式写成的 《弥撒书》

和诗作 《盾》
,

具有典刑的象征主义特征
。

作者在诗中倾诉自己种族的哀怨
,

表达对远

方的某种美好事物的潜意识预感
。

另一位象

征派诗人是 印欧混 血作家塔维亚斯
·

巴雷托

∀ �� ∋ ∗一� � � ∗ %
。

他的作品除流露出对种族

偏见的艾怨外
,

还把英
、

法等国历史上的法

制观念引进 巴西
,

揭露 巴西社会的弊端
。

三
、

现代女学阶段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
,

欧洲文学艺

术中出现一种反对学院派艺术
、

高蹈主义 以

及各种象征主义过时模式
、

追求现代性的倾

向
。

它要求艺术摆脱传统的法典和规程
,

追

求美学和文学反映时代精神的新 的 表 现形

式
,

各种表现主 义
、

未来主义
、

达达主义等

都具有这种现代化倾向
。

继讲西班牙语美洲

国家出现的现代主义文艺运动之后
,

巴西于

本世纪二十年代也出现现代主义运动
。

� ∗   

年爆发了以圣保罗
“现代艺术周

”
为发端的

现代主义运动
。

里约热内卢
“
物力论

”
派的

格拉萨
·

阿拉尼亚是这次运动的倡导者, 圣

保罗
“原始派

”
的奥斯瓦尔德

·

德
·

安德拉

德 ∀� � ∗ ∃一 � ∗ # (% 和 “
圣保罗中心

”
最有影

响的马里奥
·

德
·

安德拉德 ∀� � ∗ ∋一 � ∗ ( #%

等人领导了运动
。

这次运动试图使 民 族 生

活和民族思想而向现代
,

提出文学民族化
,

反对脱离本民族实际
、

摹仿外国 的 沿 海 主

义
, 强调文学的独立性

,

摒弃对葡萄牙文学

准则的依赖
, 排除和扫清阻碍感情自由表达

的形式主义以及寻求反映时代精神的表现手

法的创作道路
。

于是
,

反映这一艺术倾向的

文艺作品应运而生
,

如蒙特罗
·

洛 巴 托 的

《乌鲁佩斯》
,

曼努埃尔
·

班德拉 的 《狂 欢

节》
,

马里奥
·

德
·

安德拉德的 《充满幻觉

的保利赛娅》等
。

巴西的现代主义运动具有不同于西班牙



美洲文学现代卞 义的特点
!

从持 续 时 间 上

看
,

巴西的现代主 义运动从 � ∗   年起到 �∗ ∋ ∃

年止
,

仅经历八年时间
.

随后便被后现代主

义和先锋派思潮所取代
,

其影响并不深远
,

而西班牙美洲的现代主义持续大约四十年之

久
,

形成一种全新的流派
,

其影响之大甚至

反馈到伊 比利亚半岛
。

从其宗 旨来看
,

前者

没有可能提出和形成一条明确的文学创作道

路
,

它旨在扫清阻碍思想感情自由表达的形

式主 义障碍
,

更多地注重
“现代 化

” 和 创

新
,

而不是美学本身 + 而后者则提出了比较

全面的思想主张
,

形成一种
“
为 艺 术 而 艺

术
”
的唯美主义艺术表现

。

从结果来看
,

前

者虽然也受到欧洲先锋派的影响
,

但由于过
5

分提倡民族化
,

强调 “ 巴西的实际
” ,

以至

走上极端
,

出现
“原始派

” 、 “
美 洲 摸 运

动
” ,

甚至办起 《吃人肉者》 杂志
,

宣扬理

想主义
,

颂扬
“
好的野蛮

” 习俗
+
而后者则

在广泛吸收世界文学
,

特别是欧洲文学精萃

的基础上
,

在内容和形式上进行 大 胆 的革

新
,

产生现代人的艺术
,

美洲人的艺术
,

较

少地方主义乡上偏见
。

现代主义运动宣告了巴西现代文学阶段

的开始
,

它活跃了巴西的文学空气
,

唤起人

们对文学创作道路的探索和追求
,

对巴西文

坛起了醒愚警顽
、

震聋发啧的作用
。

� ∗  ∗一

�∗ ∋� 年
,

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

给巴西带来深刻的影响
,

巴西社 会 动荡 不

定
,

工人
、

农民斗争席卷全国
,

统治阶级内

部分裂成两个对立的联盟
。

� ∗ ∋ ∃ 年 �∃ 月
,

“
自由主义者同盟

”
领袖热图利奥

·

瓦加斯

组成临时政府
,

实行独裁统治
。

士兵起义和

群众抗议活动遭到残酷镇压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

巴西文学的现代主义热情
,

由于对政治

的担心而冷却下来
。

现代主义强调 巴西文学的整体性
,

同时
‘

也不排斥地区文学的发展
,

相反
,

巴西文学

因为有一批优秀的地区小说家创作出生动的

各具特色的地区小说
,

而显得更 加 丰富多

采
。

在地区小说家中
,

以若热
·

亚乌多和吉

马朗埃斯
·

罗萨的影响最大
。

亚马多 ∀� ∗�  一 % 是当代杰出的巴西

地区小说家
,

也是优秀的现实主 义 作 家之

一
。

他不仅在当代 巴西文坛上享有盛名
,

而

且
.

具有国际声誉
。

由刁
!

他经常同下层人民保

持接触
,

作品较好地表达了人民的感情和愿

望
。

他的作品反映知识分子 ∀ 《狂 欢 节 之

国》 %
、

种植园农民 ∀ 《可可》 %
、

流浪儿

∀ 《沙滩上的船 长们》 % 以及渔 民 ∀ 《死

海》 % 的生活
。

他的以农村为题材的三部曲

小说 《无边的 6地》
、

《黄金果的土地》和

《饥饿的道路》
,

对下层人民的遭遇寄予深
切地同情

,

对地主阶级的暴行和帝国主义及

其代理人的掠夺和压迫作了彻底 地 揭 露
。

�∗ # �年以后
,

亚马多又以妓女
、

流浪汉生活

为题材写 了 《加布里埃拉
,

丁香和肉桂》
、

《浪女回归》
、

《喜悦与痛苦》
、

《堂娜
·

弗洛尔和她的两个丈夫》 等作品
。

以腹地为题材的小说家若奥
·

吉马朗埃

斯
·

罗萨 ∀ �∗ ∃ �一 � ∗ , )% 是一位努力发掘地

方语言的创新者
。

他的 ∀∀1 “
阔腹地

!
条条小

路》是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小说
,

被誉为巴

西当代小说的高峰
。

作者借助腹地特定的环

境
,

使用腹地人独特的充满乡土 气 息 的 语

言
,

并把人物粗犷的
7

卜匪行径同细腻的内心

活动加以对比
,

塑造出生动书勺人物形象
,

朴

实无华而又极富创造力
,

具有很高的文学价

值
,

是一部在地区主义典型形式下表现整个

民族面临的重大问题的结构小说
,

堪称自现

代主义运动以来巴西文坛上的一部成绩卓著

的作品
。

此外
,

早年他还著有诗集 《岩浆》

和短篇小说 《萨加拉那》 以及后来创作的短

篇小说集 《舞蹈团》 和 《初期的历史》
。

若泽
·

林斯
·

多
·

雷戈 ∀� ∗ ∃� 一 � ∗ # )%

的作品以巴西东北部甘蔗种植园为题材
,

刻

画了种植园工人的劳动
、

生活习俗
、

冲突与

痛苦
,

展现出一幅幅生动的农村生活画卷
。

作品有 《甘蔗种植园的孩子》
、

《死 火 》



等, 描写腹地的小说 《美丽的宝石》
+
刻画

人物内心活动的小说 《小黑人里卡多》等
。

另一位才情横溢的地仄小说家格拉西利

亚诺
·

拉穆斯 ∀� � ∗  一 �∗ # ∋ % 曾任 巴 西 作

家协会主席
,

在巴西现代文学中享有很高声

誉
,

是东北部杰出的地区小说家之一
。

他文

笔纯熟
,

用语精确洗炼
,

善长人物的心里描

写
。

主要作品有 《苦楚》
、

短篇小说集 《枯

竭的生命》 等
。

著名城市小说家 埃 里 科
·

维 里 西 莫

∀�∗ ∃ #一 �∗ ) )% 的作品主要描写城市中产阶

级生活
,

现代人的思想
、

活动和精神风貌
,

创 造出许多诩诩如生而又各具特色的人物形

象
。

� ∗ ∋ ∋年他发表了第一部充满人情味的小

说 《克拉丽萨》获得成功
,

受到 文 学 界 重

视
。

随后又相继发表 《十字路 口》
、

《远方

的音乐》
、

《太阳下的一处地方》
、

《看那

田野里的百合花》 等
。

小说再现了不同阶层

劳苦大众的生活场景
,

揭示了巴西社会的现

实
。

他创作的历史题材小说
,

以描写巴西南

部社会发展的系列小说 《时间与风》三部曲

最著名
,

被认为是巴西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品

之一
。

在诗歌方面
,

到五六十年代
,

随着先锋

派诗歌的盛行
,

巴西诗坛出现形 式 主 义 倾

向
。

在有关诗歌体裁革新的大辩论基础上
,

形成几个不同的派别
,

如具体派
、

新 具 体

派
、

诗歌一实践派等
。

具体派以若奥
·

卡布

拉尔
·

德
·

梅洛
·

内托为先导
,

他于� ∗ # ,年发

表了具体主义诗作 《两股泉水》
。

这一派的

核心人物有奥古斯托
·

德
·

坎波斯和阿罗尔

多
·

德
·

坎波斯两兄弟
,

以及德西奥
·

皮格

纳塔里
。

他们主张在诗歌创作上同传统的描

写和抒情形式决裂
,

采用单个字母 或 单 个

词
、

符号等表现形式
,

大量使用省略法
、

暗

示法
。

到 � ∗ , �年具体饭诗歌因受到马里奥
·

莎米耶首创的
“
实践诗

”
的竞争而没落

。

但

是
,

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
,

都采用非语言的

符号表达的形式
,

因而最终都否定了诗歌的

传统观念
。

在此期间也出现过一些传统诗作
,

如热

拉尔多
·

梅洛
·

莫朗继 �∗ , (年发表了具有散

文韵味的自由体长诗 《莫朗家族 之 父 》 之

后
, � ∗ )  年又发表了 《热拉尔多 的 意 外 遭

遇》
,

是两部具有自传性质的编年史长诗
。

穆里洛
·

门德斯的诗集 《多面体》也受到人

们的重视
。

�∗ , (年 以后
,

布朗库军政权实行前所未

有的高压政策
,

许多具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和

文化界人士受到监禁
、

放逐或剥 夺 职 业 权

利
,

巴西文学发展进入低潮时期
。

但是
,

军

政府堵塞言路的作法唤起艺术家
、

作家和广

大知识分子的良知
,

激起他们更大的不满
,

尽管军政府对新闻出版事业进行严密的查禁

和控制
,

少数针贬现实
、

揭露时弊的作品还

是躲过军政权的严密监视
,

破上而出
。

如安

东尼奥
·

卡拉多 � ∗ , � 年 发 表 的反 映 巴 西

,’� ∗, (年革命
”
时期当局镇压东北部地区群

众文化活动的典型形势小说 《瓜鲁佩》 , 叙

述波希米亚知识分子投身武装斗争和最终被

镇压的小说 《堂
·

若奥酒巴》 , 阿里亚诺
·

苏亚苏纳 �∗ ) �年发表的政治小说 《王国的宝

石》 + 老作家恩里科
·

维里西莫� ∗ , #年发表

的 《大使先生》和 �∗ ) �年发表的 《安塔雷塔

事件》等
。

在写作手法上
,

这一时期的作品

多采用虚构的背景
,

恐怖
、

荒诞
、

离奇的情

节
,

以达到掩人耳目
、

逃避检查的目的
。

传记文学创作因在一定程度上能超脱现

实
,

风险较少
,

曾出现某些兴旺 景 象
。

自

� ∗ ∋ ∋年温贝托
·

德
·

坎波斯完成了一部感情

真挚的 《回忆录》
,

并取得巨大成功之后
,

回忆录作为一种文学表现形式逐 渐 兴 旺 起

来
。

这在巴西文学史上是少有的现象
。

格拉

西利亚诺
·

拉穆斯的 《童年》
,

奥斯瓦尔德
·

德
·

安德拉德的 《一个没有职业的人》
,

奥古斯托
·

梅耶 尔的 《童年的密秘》和 《花

开时节》相继问世
。

特别是穆里洛
·

门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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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由于农业的生产缺芝资金
,

发 展 缓

慢
,

其中粮食作物生产发展更是如此
。

∀四 % 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
。

战后
,

哥伦比亚商品农业虽有较快的发展
,

但是农

业经济基础较差
,

整个农业生产水平还是比

较低的
。

首先
,

土地利用率低和土地使用不

合理
。

� ∗ ) ∋年
,

全国经营土地面积二千八百

五十万公顷
,

其中一千八百四十二万公顷土

地进行放牧
,

用于农业种植的土地只有四百

六十六万七千公顷
。

其次
,

农业仍是劳动力

密集型的生产部门
,

现代化程度低
。

根据国

家统计局 的统计
, �∗ , �年

,

哥伦 比 亚 只 有

∋
.

, 8的经营单位使用农业机器
, (

.

� 8 的经

营单位使用除草剂
, � �

.

∋ 8 的经 背单位使用

杀虫剂
。

�∗ , �年
,

哥伦比亚拥
一

育拖拉机二万

多台
,

同期阿根廷有十八万台
,

为哥伦比亚的

九倍
,

墨西哥有七万台
,

为哥伦比亚的三点

五倍
,

智利有二万五千台
,

乌拉圭有二万八

千台
,

这两个国家比哥伦比亚小
,

拥有的拖

拉机比哥伦比亚还要多
。

与发达 国家的差距

就更大了
。

同年
,

美 国每个农业经济自立人

口平均使用的农业机器为哥伦比亚的一百五

十倍
。

� ∗ ) ∋年
,

哥伦比亚从事农业生产的经济

自立人 口为二百四十三万人
,

占全国经济自

立人 口的∋∗
.

) 8
。

可见
,

哥伦比亚农业仍是

以劳动密集型为主
,

不少地 区是靠天吃饭
,

抗拒 自然灾害的能力很低
。

∀五% 出口商品作物和粮食作物生产比

例失调
,

粮食进 口不断增加
。

七十年代
,

政

府把提高农业生产率
,

发展非传统产
.
钻放在

优先地位
,

出 口商
.
昂农业得到发展 , 但却忽

视了传统作物生产
,

造成农业内部生产发展

比例失调
。

据拉美经委会统 计
, �∗ # ∃一 �∗ )  

年
,

出口农作物生产 的 年 平 均 增 长 率 达

�
.

 8
,

而传统作物只增 长�8
。

战后
,

由于

城市人 口增加迅速
,

对商品粮食需求扩大
,

国内粮食生产供不应求
,

粮食进 口 不 断 增

加
。

据统计
, � ∗ # ∃一 9 ∗ # (年年平均进 口十一

万吨
, � ∗ ) ∃一 � ∗ ) (年增加到四十 九 万 九 千

吨
, �∗ � ∋年达一百三十万吨

。

上述问题的存在
,

严重影响哥伦比亚农

业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

近年来
,

不少专

家学者提出改变哥伦比亚农业现状的宝贵意

见
。

哥伦比亚政府也采取 了一些措施
,

如强

调恢复农业生产
、

整顿财政
、

增加农业低息

贷款
、

鼓励粮食生产
、

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
、

支援农业生产
,

并对经济结构作了些调整
。

但

看来
,

要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并非易事
,

仍需

要时间
,

哥伦比亚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仍需

要走艰 巨曲折的道路
。

� 哥伦比亚
《垃丁关洲时代

》
周刊

, � !�年 �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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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歌舞年华》 ∀ � & ∋ % 和佩德罗
·

纳瓦的

《骨木》 ∀ � & ∃ % 把自传体小说推向高峰
,

成为 七十年代初问世的重要著作
。

这些作品

从内容上改变了纯资料性特点
,

而且有更大

的艺术性
,
在表现手法上

,

延用了许多先锋

派的创作手法
,

因而
,

作品既象自传
,

又象

小说
,

更富有故事性和浪漫风格
。

总之
,

巴西文学与 巴西社会生活和历史

变革是密不可分的
。

巴西社会每一个历史时

期的重要变革都为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

题材
,

激发他们的创作灵感和激情
,

促进文

学事业的进步
(
同时

,

巴西文学
,

作为上层

建筑的一部分
,

在每一个历史 阶段
,

又艺术

地再现 了社会的的变革
,

表达了 人 民 的 呼

声
,

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

并在其 自身发展过程

中创造出适合于表现社会现实特点
、

反映社

会进步的文学形式
,

以适应时代 发 展 的 要

求
。

随着巴西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实现
,

受军

政府禁锢了二十多年的巴西文学
,

也在开始

复苏
,

一个文学发展的新时期必将到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