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索尔
？

富加德剧作中现实主义传统探微
￥

许秋红

【 内容提要 】 南 非 当 代 著 名 作 家 阿 索 尔
？ 富 加 德 以 见 证 者 的 身 份

创 作 了 多 部 以 南 非 种 族 隔 离 时 期 为 背 景 的 剧 本 。 与 同 时 代 的 诺 贝 尔 文

学 奖得 主 纳 丁 ？ 戈 迪 默 一 样 ，
他 将 文 学 创 作 化 作 战 斗 的 武 器 ， 以 现 实

主 义 作 家 的 无 畏 气 魄 ， 对 种 族 隔 离 制 度 进 行 了 无 情 的 鞭 挞 ， 并 表达 了

自 己 对 身 处 南 非 种 族歧 视 压 迫 下 的 苦 难 大 众 的 同 情 之 心 。 本 文 选取 富

加 德 于 ２０ 世 纪 ６０
—

８ ０ 年 代 撰 写 的 三 部 戏 剧 作 品 《 血 结 》 、 《 希 兹

尉 ？ 班 西 死 了 》 、 《 我 的 孩 子 们 ！ 我 的 非 洲 ！ 》 为 研 究 对 象 ， 根据 现 实

主 义 文 学 的 创 作 特征 ， 从 现 实 再 现 的 真 实 化 和 人 物 塑 造 的 典 型 化 两 方

面
，
深 入分 析 富 加德 如 何很好地 继 承 和 发 扬 戏 剧 的 现 实 主 义传 统 。

【 关键词 】
阿 索 尔 ？ 富 加 德 ；

现 实 主 义 传 统
； 现 实 再 现 的 真 实

化 ；
人 物 塑 造 的 典 型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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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１ ００４
） ０

在源远流长 的非洲文学史 中 ， 南非 文学一直 占据着非 常重要 的地位 。

在南非各种不 同 的语言文学 中 ， 英语文学 因其便利 的发展条件获得 了尤为

瞩 目 的成就 。 在最近一百多年时 间里 ， 南非英语文学发展洪流 中 涌现 出 了

无数文学 巨 匠 。 著名 白 人剧作 家 、 小说家 、 演员 及 导演阿索尔 ？ 富加德

① 本文 系 浙 江 省 ２０ １ １ 计 划 非 洲 研 究 与 中 非 合 作 协 同 创 新 中 心 ２０ １ ５ 非 洲 研究 专 项 课 ？

（
１ ５ ＦＺＺＸ２２ Ｙ Ｂ ） 的研究 成果 。



２ ５ ０ 非 洲研究

（
Ａ ｔ ｈ ｏ ｌＦｕ

ｇ
ａ ｒｄ

， １ ９ ３ ２
—

） 更是其 中 的 佼佼者 。 迄 今 为 止 ，
这位 ２０ １ １ 年 托

尼 奖终 身戏剧 成就奖得 主 已 创 作 完成 ３ ０ 多 部剧 本 。 这些作 品 大都 以 南 非

种族隔离 时期 及后 种族隔离时期 为历史背景 ， 记 录 了 特定历史 时期 里 生 活

在社会底 层 的 人们尤其是黑人们 的 生存状况 ，
对南非 的 种族隔离制 度进行

了 猛烈 的 口 诛笔伐 。 本 文试 图 从现实 主义 的 角度对其 中 三部典型剧 本一？

《 血结 》 （
７７ｉ ｅ 別 ｈｏ ｔ

①
，

１ ９ ６ １ 年 首 演 ，

１ ９ ６ ３ 年发 表 ） 、 《 希兹尉 ？ 班 西

死 了 》
？ １ ９７ ２ 年首演 ，

１ ９ ７ ３ 年 发表 ） 和 《 我 的 孩子

们 ！ 我 的 非洲 ！ 》 （
／＾ （： ／１似「《１

！
／ １＾ ４／

＾？１
！

１ ９ ８ ９ 年首 演 ，

丨 ９ ９ ０ 年发 表 ） 进

行深人剖 析 ，
以 此 来 展 现 作 者 对 南 非 现 实 主 义 戏 剧 发 展 所 作 出 的 重 大

贡献 。

一

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过程及其创作特征

１ ９ 世纪上半 叶 ， 随 着 欧洲 各 国 资 本 主 义 社 会矛 盾 的 进 一 步 激化 ， 各

种社会弊端暴露无遗 。 顺应 时代 的 巨 变 ，
以 真实 、 客观描述社会现实 为 基

础 的现实 主义创作手法毅然接过偏重抒发 主观理想 和情感 的 浪漫 主义 的接

力 棒 ， 当之无愧地成为时代宠儿 ， 在 欧洲掀起 了
一股创作洪 流 ， 并形成 了

一种 广泛 的 文艺思潮 。 在这 一思 潮 影响下 ，
西方各 国 出 现 了

一大批现实 主

义作 家 ， 对世界文学 的 发展产生 了 深远 的影 响 。

步人 ２０ 世纪后 ， 世界文学 的 格 局 发 生 了 日 新 月 异 的 变化 。 虽 然 现 实

主义 文学的主导地 位 已 渐渐被现代 主义 文学所取代 ， 其作 为艺术 的表现形

式也发生 了
一些改变 ， 但它 始终没有退 出 历 史 舞 台 ， 反而在世界各 国 得到

了 某种程度上 的深入 发展 。

在 ２０ 世纪 的南非 ， 现实 主 义 文学一 直是 大 量 本 土作 家 反击 种 族 主 义

的强大武 器 。 继 首 开 南 非 现 实 主 义 文 学 先 河 的 作 家？ 奥 丽 芙 ？ 旭 莱 纳

（
Ｏ ｌ ｉ ｖ ｅＳ ｃ ｈ ｒｅ ｉ ｎ ｅ ｒ

， １ ８ ５ ５
—

１ ９ ２０
） 之 后 ， 纳 丁 ． 戈 迪 默 （

Ｎ ａｄ ｉ ｎ ｅＧｏ ｒｄ ｉｍ ｅ ｒ
，

① 丨 ９ ８７ 年 的修 订版将英 文题 目 改 为 ：

Ｂ ｌ 〇 〇 ｄＫｍ ） ｌ 。

② 该剧 是富加 德 与 他 的 黑 人 演 员 约 翰 ？ 凯 尼 （ Ｊ ｏ ｈ ｎＫ ａ ｎ ｉ
， １ ９４ ３

—

） 和 温 斯 顿 ？ 恩 特 绍 纳

（
Ｗ ｉ ｎ ｓ ｔ ｏ ｎＮ ｌ ｓ ｈ ｏ ｎ ａ

， １ ９４ １ 
）
一起创作 完 成 的  ＜

－

③ 对此作 家 的称 畨转 引 自 俞濒东 、 杨 秀 琴 、 俞 任 远 《 非 洲 文 学 作 家 作 品 散论 》 ， 宁 夏 人 民

出 版社 ２０ １ １ 年 版 ， 目 录 页 。



阿索尔 ？ 富加 德剧作 中现实 主义传统探微 ２ ５ １

１ ９ ２３ 

—

２０ １ ４
） 和富加德等作家 以 各 自 擅长 的 文学形式创作 了 举 不胜举 的

现实主义诗歌 、 小说和戏剧等 ， 对种族隔离制度 的斑斑罪行进行 了深刻 的

揭露和 批 判 。 诺 贝 尔 文 学 奖 得 主 纳 丁 ？ 戈 迪 默 坚 持
“

忠 实 地 描 写 情

状… …使读者再也不能 回 避
” ？

， 可 以 说是他们 中 最 为杰 出 的代表 。 比戈

迪默只小 了九岁 的 富加德也在潜移默化 中 受其影 响 。 富加德在 １ ９ ５ ９ 年 的

欧洲之行 中 ， 拜读观赏 了 欧洲各 国 戏剧大师们 的作 品 ， 其 中包括安东 ？ 契

诃夫 （
Ａ ｎ ｔｏｎＣ ｈ ｅ ｋｈ ｏｖ

， １ ８６０
＿

１ ９０４
 ） 、 约 翰 ？ 奥 斯 本 （ Ｊｏｈ ｎＯ ｓｂｏ ｒｎｅ

，

１ ９２９
—

１ ９９４
） 和 哈罗 德 ． 品 特 （

Ｈ ａｒｏ ｌｄＰ ｉｎ ｔｅ ｒ
， １ ９ ３０

—

２００８
） 等 现实 主 义

剧作家 的宏伟 巨 作 。 在这些文学 巨 匠 的深刻影响下 ， 富加德 的创作也渐渐

呈现 出 了 现实主义 的趋势 。

二 富加德剧本的现实主义特征

现实主义 的基本含义是要求文学艺术真实地反映客观生活 。 它提倡冷

静地观察 、 精确地描绘客观现实 ， 力求再现典型环境 中 的典型人物？
。 现

实主义文学 的特点有 三 ： 第一 ， 真实地再现社会现实 ； 第二 ， 人物 的典型

论 ， 即力求解决文学人物 的特殊性与
一般性之间 的关系 问题 ； 第三 ， 真实

描述复杂 的社会关 系 ， 并且反 映这种关系 的 矛 盾运 动 过程？
。 笔 者 以 为 ，

现实主义文学 的基本特征体现在对现实 的真实再现性和人物塑造 的典型性

两个方面 ，
因此本文拟从这两方面对富加德三部剧本 的现实主义特征进行

探讨 。

（

一

） 对现实的真实再现性

现实 主义作家与 浪漫主义作家 的最大不 同在于前者不再主张在作 品 中

关注 自 己 的 主观理想 和情感 ， 相反 ， 他们将用文字真实地再现现实奉如 圭

臬 。 因 此 ， 现实主义作家都致力 于真实 、 具体 、 细致地描绘复杂的社会现

①俞谶东 、 杨秀 琴 、 俞任远 ： 《 非洲 文学 作 家作 品散论 ＞ ， 宁 夏 人 民 出 版社 ２０ １ １ 年 版 ， 第

１ ０４页 。

② 马新 国 ： 《 西方 文论史 》 ， 高 等教育 出 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 ， 第 ２２６ 页 。

③ 殷企平 、 朱安博 ： 《 什么 是现实主义 文学 ＞ ， 上海外语教胄 出版社 ２０ １ １ 年版 ， 第 １

—

３ 页 。



２ ５ ２ 非 洲 研究

实 ， 富加德也不例 外 。 本 文 拟讨论 的 三 部戏 剧 完 成 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

８ ０ 年

代 ， 肖 时南非 人 民 正经历着一个最黑暗最反 动 的种族主义统治 阶段 。 作 为

一个具有强烈 责任心 的作家 ， 富加德 的 文学创作无疑受到 当 时社会现实 的

深 刻影 响 ， 并 和 同 时代 的 文学楷模 戈迪 默一样 将
“

通 过 准 确 地 刻 画 历 史

事 实对社会 负 责
”

１５ 作 为 自 己 的奋斗 目 标 ， 努 力 真实地刻 画特定 时期 里 人

们 的生 活 。 笔 者将从剧 中 故 事背景及 事件与 现实 的逼真性两个 角 度 来展现

富加 德是 如 何在戏剧 中 如 实地再现南 非特定 时期 人们 的生 活 面 貌 的 。

现实 主 义作家都 主 张 文学作 品 要
“

写 真实
”

， 并描述
“

自 己 所 生 活 的

环境
”

。

？本 文 讨论 的
＝
部富加 德 的剧本从未 离开过南非 具体 的 地理 和 历 史

环境 ， 每部作 品 的地点背景都是真实 的 而非虚构 的 。 虽然作者对剧 中 故 事

发 生地 的介绍 和呈 现倾 向 于 简 明 扼要 ， 但其 真 实性 和 典 型 性却 显 而 易 见 ，

这使作 品 中 的 故 事背 景 承载 了 深刻 的历史 意 义 和 内 涵 。

富加 德 的 成 名 作 《 血 结 》 有 两 个 故 事 发 生 地——科 斯 腾 （
ｋ ｏ ｒ ｓ ｔ ｅ ｎ

）

和 奧 茨 颂 （
Ｏ ｕ （ ｌ ｔ ｓ ｈ ｏ ｏ ｒ ｎ

） 。 通 过黑 人 兄 弟 莫 里 斯 （
Ｍ ｏ ｒ ｒ ｉ ｓ

） 和 扎 卡 里 亚 赫

（
Ｚａ ｃ ｈ ａ ｒ ｉ ａ ｈ

） 的 对话可知 ， 科斯腾是地处 南 非伊丽莎 白 港 郊 区 的 一 个 贫 民

窟 。 那 里 的环境极其糟糕 ， 湖水臭气熏 天 ， 湖 对面工 厂 的排泄物和 周 围 肮

脏 的厕所使 莫 里斯恨不得 马 上 逃 离此地 。 兄 弟 俩 的 生 活 条件也令 人担忧 ：

他们住在一 间 简陋 的棚屋里 ， 是 由 波纹铁皮 、 废弃的木 头 、 旧纸板箱和 布

料搭建而成 的 ；
屋 内 除 了

一些最基本不过 的 生 活必需 品 外 ，
几乎 没有任何

装饰性 的 家具？
。 与 之相 比 ， 与扎卡 里 亚赫通信 的 内 人 女 孩埃 塞 尔 ？ 兰 格

（
Ｅ ｔ ｈ ｅ ｌＬａ ｎ

ｇ
ｅ

） 的居住地奥 茨颂 则 是 另 一 番 天地 ， 那 是一 个 干燥 的 、 白 色

的地方 ， 是 白 人居住 区 。 在黑 人 的 眼 中 ， 那个地方是 白 人威胁 的 来 源地 ，

扎卡里 亚赫也称
“

难过 的 时光都来 自 于 奥 茨颂
” ？

。 剧 本 《 希兹尉 ？ 班西

死 了 》 的 故 事 背 景 ， 是伊 丽 莎 白 港 的 新 布 莱 顿 黑 人 居 住 区 （
Ｎ ｅｗＢ ｒ ｉ

ｇ
ｈ －

①转 引 自 段 枫 《 历 史 的竞争 者
——库 切 对传统现 实 主 义 的 继 承 与 超 越 》 ， 载 《 当 代 外 闻 文

学 》 ２ 〇０６ 年第 ３ 期 ， 第 Ｍ 贞 ，

② 转 引 自 潘 淑 娟 、 高雪 《 现 实 主 义 ： 美 国 民 族 文 学 的 ＊ 正 开端—— 论 美 国 １ ９ 世 纪 现 实 上

义 文 学 的特征 》 ， 载 《 吉林 师范 大学学报 》 （ 人 文 社会科 学版 ）
２ ００ ７ 年第 ３ 期 ， 第 ７ ２ 贞 。

③Ａ ｌ ｈ ｏ ｌＦ ｕ
ｇ
ａ ｒｄ

，ｆｉ ／ｏ ｏｄ伙Ａ ｅ ｒＮ ｅｗＹ ｏ ｒｋ
：Ｔ ｈ ｅ ａ ｔ ｒｅＣ ｏｍｍ ｕ ｎ ｉ ｃ ａ ｔ ｉ ｏ ｎ ｓＧ ｒｏ ｕ

ｐ ，

１ ９９ １
， ｐ

． ２ ． 文 中 所 引 内 容 为 笔 者 自 译 。

④Ａ ｔ ｈ ｏ ｌＦ ｕ
ｇ
ａ ｒｄ

，Ｂ ／ｏ ｏ ＜／ ／ＣｍＨａｍｉＯ ｆ ／ ｉ ｅ ｒＰ ／ ａｙ
ｓ

，

Ｎ ｅ ｗＹ ｏ ｒｋ
：Ｔ ｈ ｅ ａ ｌ ｒｅＣ ｏｍｍ ｕ ｎ ｉ ｃ ａ ｔ ｉ ｏ ｎ ｓＧ ｒｏ ｕ

ｐ ，

１ ９ ９ １
，ｐ

． ３ ７ ． 文 中 所 引 内 容 为笔 者 自 译 ？



阿索尔 ？ 富加德剧作 中现实 主义传统探微 ２ ５ ３

ｔｏｎ
） ， 这是个与科斯腾状况相似 的黑人保 留 区 。 剧本 《 我 的孩子们 ！ 我 的

非洲 ！ 》 的故事发生地被设置在 布拉克瓦特贫 民 区 （
Ｂ ｒａｋｗ ａ ｔｅ ｒ

） 。 从剧 中

白 人 女 生 伊 莎 贝 尔 （
Ｉ ｓａｂｅ ｌ

） 的 口 中 ， 我 们 可 以 得 知 此地 的 大致情 形 ：

“

那个地方的房子都是用波纹铁皮或任何他们 能找 到 的乱七八糟 的东西搭

建起来 的 ， 那里也没有诸如我们这样 的花 园 。 当你驱车经过时 ， 因 为地面

髙低不平 ， 你 只 能 以很慢 的速度前行 。 当风吹过的 时候 ， 漫天都是飞舞起

来 的灰尘和垃圾
”

？
。 离 布拉克 瓦特 贫 民 区不远 的 地方就是 白 人居住 区

，

因此 白 人将它视为眼 中钉 ， 政府正打算 叫黑人搬离此地 。

三部剧本 中所涉及 的故事发生地可 以说是 当 时南非各地贫 民窟 的典型

代表 。 自 １ ９ １ ３ 年反动 的南非政府推行 《 土著土地法 》
？ 以来 ， 成千上万

的黑人农户 被 白 人农场 主 驱 赶 出 了 农场 。 而 １ ９５０ 年公 布 的 《 特定 住 居

法 》
？ 又将数 以 万计 的非洲人赶进 了拥挤不堪 的 白 人城市 的外 围 、 与城市

截然划 开 的
“

土 著人特 区
”

和贫 民 窟 。 富加德在这 三部剧 作 中 ，
通 过对

这些真实 的贫 民窟进行如实 的描述和介绍 ， 将种族隔离大背景下非洲黑人

的生存 困境跃然于纸上 ， 由 此成功唤起 了那些不 了解南非实地实景 的读者

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 中 的苦难人们 的 同情和怜悯 。

富加德对现实 的真实再现还体现在其对生活在种族隔离 时期人们 的不

幸遭遇 的仔细观察和 如实描绘上 。 作者 的家 乡 伊丽莎 白 港是个多种族居住

区
， 随处可 见黑人 、 白 人 、 印度人 、 中 国人和其他有色人种 ， 身为 白 人 的

富加德却 自 幼 亲 眼 目 睹 了南非黑人及其他有色人种所遭受的种种歧视和不

公正待遇 。 长大后 ， 他 曾 在约翰 内斯堡的 土著专员 法庭 内 当 过职员 。 供职

期 间 ， 他又 目 睹 了很多可怕 的 、 对有 色人种 明 显带有侮辱性 的 审理事件 。

离开法庭后他在索菲亚城结识 了许多黑人 ， 通过与他们 的交流 ， 富加德对

贫 民窟黑人们 的悲惨境遇有 了更深刻更全面的 了解 。 细读三个剧本 ， 不难

发现作品 中描述 的事件始终没有离开南非种族压迫现实 的土壤 。

剧本 《血结 》 淋 滴尽致地描绘 了 种 族 隔 离 制 对人性 的 压抑 和摧残 ，

①Ａ ｔ ｈ ｏ ｌＦ ｕ
ｇ
ａ ｒｄ

，
Ｍ
ｙ Ｎ ｅｗＹ ｏ ｒｋ ：Ｓ ａｍ ｕ ｅ ｌＦｒｅ ｎ ｃ ｈ

， Ｉ ｎ ｃ ．

 ， １ ９９０
，ｐｐ

． ２０
－

２ １ ． 文 中 所 引 内容 为笔 者 自 译 。

② 该法案 的其 中 一条 明文规定 是 ： 禁 止非 洲 人购买 、 租佃或 占 有 保 留 地 以 外 的 土地 。 该 内

容转 引 自 郑家馨 《 南非 史 》 ， 北京 大学 出 版社 ２０ １ ０ 年版 ， 第 ２ ３ ０ 页 。

③ 该法案 的其 中 一条 明文规定是 ： 非洲人禁止住在城里 ， 只能住 在郊外 。 该 内 容 转 引 自 郑

家馨 《 南非史 ＞ ， 北京大学 出 版社 ２０ １ ０ 年版 ， 第 ２ ８４ 页 。



２ ５ ４ 非 洲 研 究

为读者 展现 了
一 幅令人 窒息 的社会生活 画 面 。 该剧 主要 围绕发生在哥哥莫

里斯和 弟 弟扎卡里亚赫 身上 的事件而展开 。 兄弟俩虽 同母异 父 、 肤色 有 别

（ 哥哥皮肤 较 白 ， 完 全 可 以 通 过 伪 装 成 功 混 人 白 人 社 会 ， 而 弟 弟 皮 肤 黝

黑 ） 却相互依靠 、 相 依 为命 ，

一 起希冀 着 早 日 攒够钱 到 乡 间 买 块 地 过 上

自 由 的 日 子 。 然 而 ，

一 封来 自 名 叫 埃 塞 尔 ？ 兰 格 的 白 人 女 孩 （ 扎 卡 里 亚

赫从报纸 上找 到 的 笔 友 ， 其哥 哥 是一 名 白 人警 察 ） 的 来 信 打破 了 他 们 苦

心编织着 的 梦想 。 虽然 弟 弟热切希望接受女孩信 中 的邀请与 之见 面 ， 然 而

理性 的 哥哥一 再强调说 ：

“

你 （ 指 弟 弟 ） 会受伤 的 。

”

？
“

你 （ 指 弟 弟 ） 这

样做简 直就是玩火 自 焚 ！ 

” ？ 富 加 德 对 哥 哥 出 于 保 护 弟 弟 的 目 的 强 烈 建 议

其烧毁信件 以 断其念想 的描述是他对南非黑人婚姻生活 的 重要观照 。 众所

周 知 ， 在南非 名 目 繁 多 的 种 族歧视 和 种 族 隔 离 法 中 ，

１ ９５ ０ 年 制 定 的 《 人

口 登 Ｅ法 》 和 《 集 团 居住法 》 是种族隔 离 制 度 的 基石 。 根据这两项法律 ，

南非居 民 被 分 为 白 人 、 有 色 人 （ 包括混 血 种 和 亚 洲 人 ） 和 黑 人 三 大 类 ，

分别进行登记 ， 实行 分 区 隔 离 ， 并 以 此 作 为 划 分权 利 的 依据 。 在 《 集 团

居住法 》 的 基础 上 ，
又 衍 生 出

一

系 列 法律 ， 其 中
一项 便 是 《 不 道 德行 为

修正法 》 （
１ ９ ５ ０ 年制 定 ） 。 此项 法 律 宣 称 ， 为 了 保证南非 白 人社会 不 受所

谓 的
“

玷污
”

， 任何 白 人和 任 何非 白 人 （ 包括 黑人 、 有 色 人 、 印 度 人 等 ）

间 的性关 系 均视为非法 ， 将判 以 重 罪 ？
。 由 此 可 见

， 《 血结 》 中 哥哥 的 蕾

告反 映 了 在种族 主义统治下 的南非 ， 白 人 和非 白 人之 间 交往 的凄惨结局 。

《 希兹尉 ？ 班西死 了 》 堪称是一部无情揭 露种 族 主 义政府 血腥 统 治 的

杰作 。 该剧 主要讲述 了 主 人公 希 兹 尉 ？ 班 西 （
Ｓ ｉ ｚｗ ｅＢ ａｎ ｓ ｉ

） 为 了 养 家 糊

口
，
不得不告别远在威廉斯王城 的 妻儿 到伊丽 莎 白 港谋职 的 经历 。 起先 ，

他寄宿在好友 左拉 （
Ｚｏ ｌａ ） 的住处 。 因 缺乏 居住证和找寻工作许可 证等证

件 ， 当局通 知 他 必 须 在 三 天 内 离 开 当 地 。 后 来 他 到 左 拉 的 好 朋 友 邦 图

（
Ｂｕｎ ｔ ｕ

） 家借宿 。 邦 图 对班西 的 困 境深表 同 情 ， 于 是邀请他去酒 吧 喝酒 。

回 家的路上 ， 邦 图 走进小巷解手时意外发现 了 一具尸 体 。 班西 的第
一

反 应

是通 知警察 ， 但很快被邦 图 制 止 了 ， 因 为后 者 意外发现死者 身 上有 身份证

①Ａ ｔ ｈ ｏ ｌＦ ｕ
ｇ
ａ ｒｄ

，ｆｉ ／ｏ ｏｄ心ｔ ｏ Ｚ Ｐ ／ａｙ
ｓ

，Ｎ ｅ ｗＹ ｏ ｒ ｋ
：Ｔ ｈ ｅ ａ ｔ ｒｅＣ ｏｍｍ ｕ ｎ ｉ ｃ ａ ｌ ｉ ｏ ｉ ｉ ｓＧ ｒｏ ｕ ｐ ，

１ ９９ １
，ｐ

． ３ ２ ． 文 中 所 引 内 容 为笔者 自 译 。

②Ａ ｔ ｈ ｏ ｌＦｕ
ｇ
ａ ｒｄ

，Ｂ ／ｏ ｏｄ 《ｎｏ ｆａｍ／Ｏ ｆ ／ ｉ ｅ ｒＰ ／ａｙｓ
，Ｎ ｅｗＹ ｏ ｒ ｋ

：Ｔ ｈ ｅａ ｔ ｒｅＣ ｏｍｍ ｕ ｎ ｉ ｃ ａ ｌ ｉ ｏ ｎ ｓＧ ｒｏ ｕ
ｐ ，

１ ９ ９ １
， ｐ

． ３ ３ ． 文 中 所 引 内 容 为 笔者 自 译 。

③ 郑 家馨 ： 《南 非史 》 ， 北京 大学 出 版社 ２０ １ ０ 年版 ， 第 ２６９ 页 。



阿索尔 ？ 富 加德剧作 中现实 主义传统探微 ２ ５ ５

及允许 留 在此地找寻工作 的许可证 。 这些证件正是班西可遇而不可求 的 。

在邦 图 的强烈建议下 ， 班西最后决定偷用死者的通行证 ， 通过改名 换姓 以

求生存 。 走投无路的班西偷用死者 身份 的无奈之举 可 以 说是对南非 《 通

行证法 》 的深刻揭 露 和强 烈谴责 。 在 白 人政府统治 下 的南非 ， 非 洲 人若

想畅通无阻 ， 他们 身上必须揣有各种通行证 ： 居 留 许可证 、 住 宿许可证 、

雇 主发给 的证明 书 、 宵禁通行证等？
。 缺乏任何一种证件 ， 他们 就会寸 步

难行 。 由 此可见 ， 虽然剧 中班西通过盗用死人身份重获生计的故事略带虚

构成分 ， 但它绝不失为对剥夺非洲人行动 自 由 的反动法律 的 真实写照 和强

烈控诉 。

创作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 的剧本 《我 的孩子们 ！ 我 的非洲 ！ 》 是对 当

时动荡 的南非政治场景 的 真实反 映 。 此剧 由 富加德根据 １ ９ ８４ 年发生在南

非 当地 的 一 件 真 实 事 件 改 编 而 成 。 作 品 主 要 讲 述 了 黑 人 教 师 Ｍ 先 生

（
Ｍ ｒ ．Ｍ

） 和他引 以 为豪 的 黑人学生 泰米 （
Ｔｈ ａｍ ｉ

） 之 间 发生 的激烈 冲 突 。

Ｍ 先生虽身为一普通教师但心 系 人 民 大众 ， 在种族隔离 形势严峻但 可 能

即将 出 现逆转 的年代里 ，
他不愿他 的好学生泰米沦为凡庸之辈 ， 因 此极力

鼓励后者立志髙远 。
Ｍ 先生积极安排泰米 与 一所私立学校 的 白 人女生 伊

莎 贝 尔 （
Ｉ ｓａｂ ｅ ｌ

） 搭档参加全 国英语文学竞赛 。 若能夺冠 ， 泰米就能获得

奖学金顺利进人大学学 习 。

？然 而 时局混乱 ， 泰米不愿再深造 ， 与 那些 失

去理性的暴 民一起 以武力 的方式对抗反动政府 ， 因 此与老师产生 了 激烈 冲

突 。 虽然在暴 民怀疑 Ｍ 先生 向聱察告密并 以 所谓
“

处置叛徒
”

的 名 义 冲

进学校要对他进行报复前 ， 泰米顺利 提前赶到学校并通 知 老师迅速撤离 ，

然而后者却作 出 了
一个令人意外 的决定——死守学校 ， 永不言弃 。 全剧 以

黑人教师 Ｍ 先生 的悲壮牺牲而告终 。 该剧 的创作时 间 与南非人们迎来他

们 的首位黑人总统纳 尔 逊 ？ 曼德拉 （
Ｎ ｅ ｌ ｓｏｎＭ ａｎｄ ｅ ｌａ

，１ ９ １ ８
—

２０ １ ３
） 贏得

大选获胜 只差 四 五年 的 时 间 。 此时 的 南非正处于新 旧 政权交替 的 特殊 阶

段 。 饱受种族隔离之苦 的广大黑人群众为争取种族平等 、 自 由 的斗争正如

火如荼地进行着 ， 并牵动着全世界主持正义 的人们的心 。 然而怎样才是获

得 自 由 的正确方式呢 ？ 难道只有通过子 弹 和炸 药才能反抗政府 的暴力 吗 ？

①郑家馨 ： ｛ 南 非史 ＞ ， 北京 大学 出 版社 ２０ １ ０ 年版 ， 第 ２ ８６ 页 。

② 许秋红 ： 《 阿索尔 ？ 富 加徳 ： 南 非 反 种族 主 义 的 斗 士 ＞ ， 栽鲍 秀 文 、 汪琳编 ＜ ２０ 世 纪非

洲 名 家名 著导论 ＞ ， 浙 江人 民 出 版社 ２０ １ ６ 年版 ， 第 ２０ 丨

＿

２０２ 页 。



２ ５ ６ 非 洲研究

富加德通过黑人教 师 Ｍ 先生将 他 的 观点 告 知 了 世人 ： 在 纸上 写 下 文 字 ，

才是最有效 的行动 方式 。 《 我 的 孩子们 ！ 我 的 非 洲 ！ 》 是剧 作 家 以 南 非 当

时剧烈 的历史 冲 突 为创作素 材 而 完 成 的 ， 该剧 既提供 了 当 时历史 的 见证 ，

又 揭 示 了 时代变动 的 征兆 ， 完全符合现实 主义文学真实再现社会现实这一

特征 。

阿索尔 ？ 富加德 的 三部剧本始终立 足 于 当 时南非种族隔离 和种族歧视

的历史情境 ， 作 者边认真地观察现实生活 ， 边 积极地思考社会 问 题 ，
最后

借助戏剧这个有 力 武器将真实 的 社会 面貌 和 自 己 的深切感受记 录 了 下来 。

他 的剧作不仅 向 我们 逼真地 、 令人信服地描绘 了 南非特定 时期 里发生在非

洲 黑人身上残酷而又 真实 的 画 面 ， 展现 了 作者对这个 国 家正在 上 演 的这场

历史 悲剧 的 深刻 反思 ，
而且成功激发起 了 大家对南非各种社会 问 题的强烈

关注 ， 这也正是富加德所期 盼 的 ：

“

人类行 为 和精 神 创伤所 引 起 的 巨 大效

应是我创作 的 主要题材 。

”

？

（
二

）
人物塑造的典型化

现实 主 义文学 另 一个重要 的 特征 就是真 实 再现典 型 环境 下 的 典 型 人

物 。
１ ８ ８ ８ 年 ， 恩格斯 （

Ｆｒｉｅｄｒｉ ｃｈＥ ｎ
ｇ
ｅ ｌ ｓ

， １ ８ ２０
—

１ ８ ９ ５
） 在 《致玛 ． 哈克奈

斯 》 的 信 中 曾 经提 到 ：

“

现实 主义 的 意思 是 ， 除 了 细节 的 真实外 ， 还 要真

实地再现典 型环境 中 的典型人物 。

”

？

为 了 深刻批判 和抨击惨无人道 的社会制 度 ， 富加德将 三部作 品 中 的 主

人公毫无例外地置于一个 白 人至上 、 黑人频遭种族隔离 和种族歧视 的文化

语境之下 ， 并充分运用语言 、 心理 、 神态 、 动作 、 细节等描写手法成功 塑

造 了 众 多典型 的非洲 黑人形象 ， 如 《 血结 》 中 的 主人公扎卡里亚赫 、 《 希

兹尉 ？ 班 西 死 了 》 中 的 主 人公斯泰 尔斯 （
Ｓ ｔ

ｙ
ｌ ｅ ｓ

） 及 班西 和 《 我 的 孩子

们 ！ 我 的非洲 ！ 》 中 的主人公黑人教师 Ｍ 先生 。 他们都是种族隔 离统治社

会下典型 的受压迫者 。

《 血结 》 中 的 主人公扎卡里亚赫在一个公 园 当 看 门 人 ， 因 为 工作需要

① 转 引 自 忻颖 《 阿索 尔 ？ 富 加 德 ： 来 自 非 洲 的 世 界 戏 剧 》 ，
载 《 上 海 戏 剧 》 ２ ０ １ ５ 年 第 ９

期 ， 第 ３４ 页 。

？ 转 引 自 杨小 岩 《 试论契诃夫小说 中 的 现 实 主 义 》 ， 载 《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 社 会 科 学 版 ）

１ ９ ８ ２ 年第 ３ 期 ， 第 ６２ 页 。



阿索尔 ？ 富 加 德剧作 中现实 主 义传统探微 ２ ５ ７

长期站立 ， 脚痛一直 困扰着他 ， 每天 回 到 家后 ， 哥哥为他做的第一件事便

是准备好泡脚用 的盐水 。 虽然有一天扎卡里亚赫终于鼓足 勇气跟 白 人老板

说 出 了 自 己 对工作 的 不满 ， 而 白 人老板 的 回 答却 是 ：

“

你 要 么 去 门 口 站

岗 ， 要么就下地狱吧 ！

” ？ 他最后 只 能愤慨地妥协 了 。 扎卡 里亚赫有 与 女

性交往 的强烈意欲 ， 但 困 于拮据 的生活 ， 最后在哥哥莫里斯的建议下 ， 他

结交 了 一位名 叫埃塞尔 ？ 兰格 的女性笔友 。 然而双方通信后 ， 扎卡里亚赫

欣喜而又惊恐地发现兰格是个 白 人女孩 ， 而且她 的 哥哥还是个 白 人警察 。

迫于 当 时南非反动政府推行 的 《 不道德行为修正法 》 ， 他 只 能努 力 抑 制住

内 心的欲望 ， 忍痛割爱 ， 建议肤色显 白 的哥哥假扮他与 白 人女孩见面 。 扎

卡里亚赫的工作遭遇和情感经历正是南非底层人们 暗无天 日 的生活 的真实

写 照 ， 他是 当时南非种族主义统治下千千万万受迫害者的典型代表 。

在剧本 《希兹尉 ？ 班西死 了 》 中 ， 作 者首先让斯泰尔斯 （
Ｓ ｔ

ｙ
ｌ ｅ ｓ

） 用

诙谐幽默 的语调 、

“

闪 回
”

的叙事方式 回 忆 了 其在 福特汽 车 厂打工 的 经

历 。 通过讲述工厂为应付上头 的检査临 时 叫 工人将车间 和 自 己擦洗得一尘

不染 ， 其虚伪做法被暴露无遗 。 接着作 品讲述 了 斯泰尔斯从工厂辞职 自 己

创业开摄影店 的辛苦历程 。 主人公班西 的就业之路明显 比斯泰尔斯的更加

艰难 。 虽然班西设想着 自 己 可 以 做点 小生 意 ， 或者应聘 当 白 人家庭 的佣

人 、 园 丁等 ， 但终 因 缺乏各种证件而希望落空 。 最后朋友邦 图能为他想到

的唯一 出 路就是去矿 山 招工处替 白 人挖金子 。 然而班西 因 为去金矿工作不

仅赚钱少而且极其危险退却 了 。 发生在斯泰尔斯和班西身上林林总总 的就

业经历都深刻展现 了万恶 的种族主义社会制度下殖 民 主义者如何剥削 压迫

非洲 劳动人们 的真实状况 。 发生在剧 中 主人公身上 的故事 ， 同样在南非现

实社会 中 的男 男 女女身上演绎着 。 斯泰尔斯和班西可 以说是非洲 芸芸众生

的最好代表 。

《我 的孩子们 ！ 我 的非洲 ！ 》 中 的 主人公 Ｍ 先生 可 以说是一个典型 的

悲情黑人知识分子的形象 。 他对学生泰米寄予厚望 ， 并劝告他 ：

“

如 果斗

争需要武器 ， 请诉诸文字 。 石头和汽油 弹无法战胜那些装 甲 车 ， 但是文字

可 以 战胜它们 。 文字 的力量远远超过那些暴力 ， 文字可 以进人那些装 甲 车

①Ａ ｔｈｏ ｌＦｕ
ｇ
ａ ｒｄ

，Ｓ Ｚｏｏｄ尺ｎｏ ｔａｎｄＯ ｆＡ ｅｒ尸 ／ａｙｊ ，
Ｎ ｅｗＹ ｏ ｒｋ

：Ｔ ｈ ｅａ ｔ ｒｅＣ ｏｍｍ ｕ ｎ ｉ ｃ ａ ｔ ｉ ｏ ｎ ｓＧ ｒｏ ｕ
ｐ ，

１ ９９ １
，ｐ

． ６ ． 文 中 所 引 内 容为笔 者 自 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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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的 人 的脑袋里从而影响他们
” ？

。 他最后 以 死殉道
， 临死前深情地 呐 喊 ：

“

我 的 孩子们 … … 我 的 非 洲 ！ 我 那 美 丽 的 、 值得骄傲 的 、 年轻 的 非 洲 ！

”

？

从对 Ｍ 先生 的 刻 画 ， 可 以 看 出 理性 的 富 加德对种族 隔 离 制 度 下 的 黑人 知

识分子寄托 了 殷切 的期望 ， 希望他们 能担负起改造社会 的 责任 ，
以 此扭转

南非 当 下 动荡 的 政治局 面 。 通过 塑 造 Ｍ 先生 的 典 型 形象 ， 富 加 德也从 某

种 程度 上 完成 了 对 当 时非洲 黑人知识分子 的生活经历和精 神世界 的 展示 。

虽然剧 中 主人公们 的境遇不尽 相 同 ， 但他们 是典型代表 ， 发生在他们

身 上 的悲惨命运 正 在 当 时 南非 苦难 的 人 民 大众 中 以 相 同 或相 似 的 方式 上

演 。 由 此可 见 ， 富加 德 的 戏剧结合南非 当 时特定 的 历史语境 ， 用 细腻 的 笔

触 ， 构建 了 各具特色 的典型 人物 画 廊 ， 秉承 了 现实 主 义 文 学 的 优 秀 传统 ，

从 而 也展示 了 富加 德剧本作 为现实 主 义作 品 的永久魅力 。

综上所述 ， 富加德怀着对非洲 苦难人们 的 深切 同情和 忧思 ，
通过真实

再现南非种族主 义横行时期 的社会 生 活 、 生动刻 画 特定时期 里受难非洲 黑

人 的典型形象 ， 尖锐地批判 了 种族 主 义 者 的斑斑罪行 ， 清楚地表 明 了 自 己

反 对种族压迫 、 追求人 的精神 自 由 和独立 的 人道 主 义思想 ， 充分体现 了 其

作 为
一个现实 主 义作 家 的情怀 。 自 １ ９９４ 年南非 首位黑人 总统 曼 德拉贏得

大选 后 ， 不合理的种族隔离制 度 已 渐渐退 出 历史舞 台 。 然 而 ， 富加德仍 笔

耕不辍 ，
正 如 他在剧作 《 山 谷之歌 》 （

ｈ办
ｙ

Ｓ〇 ｎｇ ， １ ９ ９ ５ 年首 演 ，
丨 ９％ 年

发 表 ） 中所 表述 的 ：

“

新 的 春天 已 经到 来 ， 我们仍需 坚守 此地 ，
开 始新 的

播种 。

”

？ 新南非 的许多故事正在他 的 笔下娓娓道来 。

（ 责任 编 辑 ：
王 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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