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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文学研究一般区分为两种类型: 一是文论研究，二是文本分析。两者之间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

系。本期刊发的两篇文章都属于后者。刘锟以梅列日科夫斯基创作中的彼得堡现代神话为主题，探寻

其中的意蕴。在俄罗斯文化中，彼得堡意谓着“开放”，“对与西方世界的开放”。在全球化的今天，在东

正教背景下考察这一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徐文培则从冯内古科幻现实主义小说文本的开

放性揭示人类生活世界的开放性，值得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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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彼得堡神话是俄罗斯文学中一个稳定而典型的诗学传统，它的人文底蕴为一代代作家所拓展和充实。同

时，对彼得堡神话的诠释也体现出作家的创作个性和独特的艺术体验。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历史小说文本充分发展了彼

得堡神话主题，以自己的宗教精神探索和神秘直觉赋予彼得堡现代神话以本体的地位，充分发掘了彼得堡形象的象征意

义和启示性内涵，体现了作者神秘主义的世界观和对俄罗斯未来精神之路的深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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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onnotation of Petersburg’s Modern Myth in Works of D． Merezhkovsky
Liu Kun

( Center for Russian Language，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Harbin 150080，China)

As a steady and typical poetic tradition in Russian literature，Petersburg’s myth and its profound spiritual connotation were
developed and enriched by writers of several generation． Meanwhile，distinctive expression embodies a writer’s vivid personality，

unique art learn and experience． Texts of Merezhkovsky’s novels developed this motif，and for his unique religious thinking，they
provided ontological status to Petersburg’s modern myth，perfectly explored symbolic and revelation connotation，reflect author’s
mysticism world view and his profound thinking on the way to Russian ideal spiritual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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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堡作为俄国现代化和面向西欧文明的开端，作

为与代表古老俄罗斯民族传统的莫斯科相对的年轻的都

城，成为历代作家和人文学者关注的对象。“它从沼泽之

中突兀崛起，把俄罗斯社会分成不可调和的两派: 对于一

些人来说，它是天堂和乐园，是通向欧洲的窗口; 而对于

另一 些 人 来 说，它 是 预 示 末 世 论 式 的 毁 灭 的 深 渊”。
( Топоров 2003: 1) 普希金就曾“兴高采烈地讴歌年轻的

俄罗斯的象征———彼得堡这北方明珠和军事重镇的出

现”。( 金亚娜 1999 ) 同时，还存在着另一种悖论。根据

俄罗斯文化意识中的“第三罗马”的理念，莫斯科是东正

教使命的中心，而彼得堡在民众的意识中则永远都是一

个“天边的城市”，它陌生而冷漠，是建立在沼泽之中，建

立在无数白骨之上的诡异的城市———在斯拉夫古代神话

中，沼泽是不洁力量的住所，是神圣空间终结的象征。于

331

2012 年第 6 期

总第 169 期

外语学刊

FOREIGN LANGUAGE RESEARCH
2012，No． 6

Serial No． 169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А． Ф． 洛谢夫的神话哲学美学思想”( 10YJAZH049 ) 、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俄

罗斯文学中的彼得堡现代神话意蕴”( 07JJD751081) 的阶段性成果，受到黑龙江省高校青年骨干支持计划项目“А． Ф． 洛

谢夫的象征美学理论研究”( 1252G044) 资助。



是几百年来围绕彼得堡这个城市形成了种种神话。

1 俄罗斯文学中的彼得堡与现代神话

在现代哲学和文化学理论中，“神话”是一个使用得

非常广泛的术语，其定义和阐释不下上百种之多，是人文

学科中的一个时尚概念，但是，它的核心内容仍然是神秘

的、难以把握的。传统的神话概念与宗教相联系，它的语

义学内涵非常宽泛，词源学考证也争论不断，在这个过程

中，这一概念也不断被学术界修正和扩展，现代神话理论

因此得以产生和完善。20 世纪俄罗斯著名哲学思想家

А． Ф． 洛谢夫从人类神话发展史和生活现实着眼系统地

研究了神话的本质，他认为神话是“主客体之间活的交

流，这种交流具有纯粹的真实性、可靠性、原则上的规律

性和结构”( Лосев 1990: 416) ，总之，神话是一个多层次的

象征。现代神话本质上区别于古代神话，是因为现代神

话创造的现实，不可避免地会和时代的日常观念发生关

联，并且被作为不可思议现象的解释、象征性表述和潜意

识的投射。( 劳里·杭柯 2006: 58) 俄罗斯文学中彼得堡

神话的产生和发展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文化和民族心理

机制。
彼得堡的建城历史及与之相关的种种传说作为文化

的镜子和历史状况的结果，表征了它在文学叙事中成为

一种强有力的功能神话的必然性。彼得大帝自上而下的

强制性变革虽然触及到贵族阶层的精英文化，实际上它

并未使民间文化和民众素养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与这座

城市的建立相伴而来的是政治的、宗教的、文化的种种传

说和猜想的迷雾。作家们的创作为某些神话的产生和诠

释提供了极好的载体。几百年来，关于彼得堡城市形象

的文化、哲学阐释深刻而持久地体现在文学中，成为一个

具有固定意义系统的文学象征形象: “迄今为止，很明显，

不同种类的纯文学作品———历史书、指南、报纸甚至趣闻

轶事———都已 经 为 彼 得 堡 神 话 的 发 展 作 出 了 贡 献”。
( Milcolm，Miller 2003: 27)

应该说，俄罗斯文学中的彼得堡现代神话伴随着浪

漫主义创作原则的兴起而逐渐形成。对彼得堡形象的阐

释及其神话意义的思考已经成为俄罗斯文学的一个宏大

传统。各时期的作家们都会被彼得堡这座城市在历史进

程中的神奇意义和诡异传说激起无边的联想和幻觉。现

代神话与古代神话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是集体无意识的

产物，而现代神话带有强烈的作家个性精神特征。但是，

俄罗斯文学中的彼得堡神话仍然体现了俄罗斯民众意识

中关于这座城市的种种悖论。从普希金开始，以彼得堡

为故事空间背景的俄国经典小说基本上从不同的视角挖

掘和定型了这座城市的艺术形象，如普希金的《青铜骑

士》从自然与人的意志、帝王权力与民众对立的角度揭示

了彼得堡灾变和灭亡的主题; 果戈理的《彼得堡故事》则

把这座城市变成涵纳了诡异存在、卑微人性和无常命运

的光怪陆离的空间;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突出了

这座城市阴暗、丑恶、肮脏、非理性的一面……俄罗斯社

会剧烈变动、社会思想空前活跃的 19 － 20 世纪之交，是俄

罗斯精神文化历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被称为俄罗斯文

化的“白银时代”。这一时期作家创作中的新神话意识特

征明显增强，尼采宣称的非理性主义成为新神话意识出

现的序幕，并且这种新神话意识在 20 世纪文化中扎根发

展，成为时代意识的基本特征之一。例如安·别雷的《彼

得堡》就以现代主义的方式渲染了彼得堡的不祥存在

……彼得堡神话成为俄罗斯经典文学传递给现代文学的

一个强大传统是有其内在必然性的，“在日常生活和作家

的创作思维中经常起作用的是一种神话的逻辑，这种逻

辑会创造一个不可能的可能世界，完成不可完成的事情，

实现不可实现的东西———它的前提和结果只通过一个规

律联系起来，即愿望或创作意志的绝对自由”。( Мосейко
2003: 29)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和文化中的新神话意识凸显出人

们对世界的感知中的非理性视野，进而各学科都广泛采

用神话的意义结构或思维逻辑，致使古代传统神话和现

代文化相互作用，互换位置，超现代的思想与神话的神秘

主义相结合。而文学中的彼得堡文本及其神话也是这样

一种不断的结合、互换和颠覆的产物，是一个复杂的研究

对象，具有 多 层 次 多 角 度 的 阐 释 空 间。白 银 时 代 作 家

德·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小说直接取材于俄国历史，不但

具有浓厚的人文关怀、明显的宗教探索倾向和对民族精

神的深刻思考，而且表现出对彼得堡这座城市复杂的情

感和宗教神话体验。

2 梅列日科夫斯基创作中的彼得堡神话
梅列日科夫斯基 1865 年 8 月 2 日生于彼得堡市的一

个旧式宫廷建筑中。在这样一个具有浓郁历史文化背景

的成长环境中，他对彼得堡的体验是深刻而独特的。梅

列日科夫斯基是“白银时代”俄罗斯“新宗教精神”运动的

主要代表，重要的宗教哲学思想家和活动家，也是象征主

义文学纲领的发起人。他不但是象征主义诗人，而且在

历史小说创作方面的地位也不可取代。
梅列日科夫斯基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神秘直

觉。不论是他的小说文本还是精神散文，都具有强烈的

预言性和启示色彩。他在《彼得堡必将一片荒凉》( 1908)

一文中以种种印象强调了对这座俄罗斯新兴都城必然灭

亡的预言。其实这种传说古已有之，而且在以后的作家

作品中都有所体现。只是在梅列日科夫斯基这里被以极

端化的形式呈现出来。那些被彼得大帝强行赶到这个

“天堂”的俄罗斯人都相信这个神话，即这座城市将会被

洪水卷走或沉入沼泽。梅列日科夫斯基认为，在彼得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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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发生过的一切都如同梦魇，在这座城市的面容中能

够读到的只有两个字———“死亡”，只会引起恐怖和终结

的感觉。虽然梅列日科夫斯基是对欧洲文化最为情有独

钟的作家，但是他不喜欢彼得堡。彼得堡不是由本民族

文化和历史积淀自然形成的，即使它是按照欧洲艺术典

范由欧洲建筑师设计的，但它终究不是欧洲。莫斯科就

完全不同，它是自然成长出来的，而彼得堡则是“被生

长”，从地底下拖出来的，或者说简直就是“臆想”出来的。
(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2000: 328) 彼得堡作为彼得大帝意志的

产物，在这位思想家的意识中成为集现代文明和罪恶之

城于一体的怪胎。
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彼得堡小说以历史为题材，承袭

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彼得堡词典”和“彼得堡地图”式

的叙事特点。作者仿佛带领读者亲历彼得堡的大街小

巷、宫廷市井，游历和见证这座城市的往日今昔，小说每

个情节发展和事件背景几乎都详细指明具体地点、周围

环境或行动路线，全面清晰地展现了 18 － 19 世纪的彼得

堡的市井风情。《彼得与阿历克塞》描写了彼得堡刚刚建

立之初从皇室宫廷到山林乡野的俄国社会生活画面;《野

兽王国三部曲》( 包括长篇小说《亚历山大一世》、《12 月

14 日》和剧本《保罗一世》) 创作于 1905 年和 1917 年两次

革命之间，这是俄国历史上的转折时期和极端时刻，这一

时期作家的宗教哲学思索主要集中在俄罗斯未来的道路

和历史意义等问题上，梅列日科夫斯基认为可以借助历

史事件的启示性内涵进行探索。小说描写了发生在这座

城市的社会动荡、政治阴谋及与此相联系的宗教传说和

神学思 考，借 此 探 索 俄 国 历 史 文 化 对 于 基 督 教 的 意

义———继野兽王国的统治之后，俄罗斯以及全人类都在

期待着的基督王国的到来。
2． 1 反基督神话:“青铜骑士”
如果对于果戈理来说涅瓦大街是彼得堡和现代文明

的缩影，那么对于梅列日科夫斯基来说，青铜骑士则是这

座城市传奇历史的象征，是把彼得堡神话化的现实依据。
“在使现实模式化的同时，神话类似于一种提喻( 以部分

喻整体) ，有时也会变成一种夸张( 被神话化的客体被放

大、变得醒 目，类 似 宣 传 画 的 效 果) ”。 ( Хализев 2005:

125) 彼得堡市参政院广场上的青铜骑士塑像———骑在马

上威风凛凛的彼得大帝就是这样一个被神话化了的形

象，它似乎成为彼得堡现代神话的意义核心。这件建于

18 世纪末期法国大师法尔孔奈的杰出作品虽然只是一座

雕像，却是彼得堡的象征符号，是俄国文明启蒙的缩影，

是彼得一世的化身，它代表着彼得大帝“神明般的威力”。
青铜骑士作为彼得大帝强大意志的延伸，仿佛随时都在

参与这座城市的生活，上至帝王贵胄，下至市井百姓。普

希金长诗中的“青铜骑士”形象已经深入人心，它仿佛随

时可以从基座上跳下来奔驰在彼得堡的大街小巷，那清

晰的马蹄声甚至时常会在受到这种意识影响的人耳边响

起……这座雕像面向涅瓦河、背靠伊萨基辅教堂以及涅

瓦大街，雄奇地注视着这里发生的一切，见证着这座城市

的往日与今昔，它仿佛诉说着彼得堡乃至整个俄国的奥

秘与宿命。
梅列日科夫斯基在小说《彼得与阿列克塞》中把彼得

塑造成一个半人半神，集种种矛盾于一身的超人形象。
他丑陋，但又强大; 他残暴，但又仁慈; 他虔敬，但又渎神;

他威力无边，但又渺小无助……这是一个带有偶然性的

决定着俄国命运的形象，梅列日科夫斯基把他看作是人

类历史阶梯上进行宗教精神探索的一个环节，是探索宗

教真理的曲折道路上的一个否定性因素，因此作者在时

间上后续的历史小说作品中会不时把彼得神秘化。
梅列日科夫斯基笔下的青铜骑士神话和俄国历史的

政治传奇密切相关。他在几个世纪以来沙皇俄国统治者

的王位更替、王权和教权的关系以及俄国宗教精神的发

展道路之中既看到“野兽”统治的“反基督”性，也在其中

寻找着未来宗教的启示，这种未来宗教是能够拯救俄国

以及全人类的基督宗教，梅列日科夫斯基期待着“圣灵王

国”的到来。《野兽王国三部曲》中的两位沙皇———保罗

一世和亚历山大一世都是俄国历史上具有神秘传奇色彩

的人物，前者命运离奇多舛最终死于非命，后者则以“王

位上的演员”和“两面神”著称，他突然离奇的死亡以及后

来盛传的隐居民间的传说更令人感到迷雾重重。
《保罗一世》是 梅 列 日 科 夫 斯 基 唯 一 的 戏 剧 作 品，

2003 年在彼得堡建城 700 周年之际，这个剧本被拍成电

影《可怜啊，可怜的保罗!》。影片的名字来自剧本中保罗

的一句独白。保罗一世这个俄国历史上最倒霉的皇帝，

从出生就遭到母亲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冷落和厌恶，时刻

害怕被人处死，在担惊受怕中战战兢兢地长大，但他的儿

子亚历山大却深得祖母喜爱。叶卡捷琳娜二世突然病

故，没来得及宣昭，保罗一世意外当上皇帝，由长期的恐

惧和憎恨到一夜之间君临天下的角色转换使这个心理扭

曲的人变得乖戾残暴，穷兵黩武，引起人们的恐惧和不

满，称他的统治是野兽的统治。梅列日科夫斯基在剧本

中突出塑造心灵和人格几近分裂状态的保罗一世，他感

觉自己就像是笼中的野兽，而皇冠就像荆冠，王位就像十

字架，整个俄罗斯，整个欧洲命运的重负使他几近发疯。
每当处于这样的状态，他就会想起一句话: “可怜啊! 可

怜的保罗!”这句话在剧中是保罗一世向自己的情人安娜

讲起 20 年前在涅瓦河边的一幕而引出的: 月亮照如白

昼，保罗和库拉金走到参政院广场，库拉金落在后面，保

罗“忽然感觉有人和他并排走着，我一看，这人高高的，穿
着黑色披风，帽子压得很低，看不见脸，我问他是谁，这时
他摘下帽子，我认出来他是彼得一世皇帝陛下，他长时间
地看着我，苦楚而柔和地看着我，摇摇头，只说了两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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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啊，可怜的保罗!’我倒下去，失去了知觉……”。
(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1990b: 70)

如同普希金笔下的青铜骑士离开基座飞跑起来一

样，梅列日科夫斯基也运用非现实的手法强化这一神话

意识，保罗一世渴望彼得大帝的庇佑和帮助，他反对母亲

叶卡捷琳娜二世对自己的不公态度，继而反对她的所谓

开明统治，他希望自己的才能和地位得到肯定。可是长

期的压抑使他终日惶惶不安，为了自己的人身安全他命

人修筑米哈伊尔城堡，并在城堡前建造了彼得大帝骑马

征战的雕塑，尽管如此他仍然没有逃脱厄运，在住进城堡

不久这里就成为他的葬身之地。在绝境中保罗一世总是

不由自主地相信彼得大帝那神明一样的威力，但是青铜

骑士只是一个象征符号，一个神话，一个强大的影子，彼

得大帝已经主宰不了他身后俄国的一切。
《亚历山大一世》主要描写亚历山大一世在位的最后

几个月，即从 1824 年 3 月 11 日到 1825 年 11 月 20 日，这

期间人们都知道皇帝将死，作者对皇帝的病情也根据文

献做了详细交待;《12 月 14 日》围绕十二月党人起义事件

展开，事件开始于 1825 年 11 月 27 日彼得堡人知道亚历

山大一世去世，结束于 1826 年 7 月 14 日，即十二月党人

被处决的第二天，在参政院广场举行安魂祝祷仪式。在

小说创作中史实和史料作用的准确程度都得到强化，从

人物到情节地点都有明确的现实依据，一些文献资料包

括当时流行的笑话、格言俗语以及诗歌都被作者以人物

话语或叙事语言引入文本，展现为当时彼得堡的社会风

俗画，增加作品内容的时代感。随着亚历山大一世的去

世，王位继承问题悬而未决，令民众感到俄国前途未卜，

国家所有权像个私人物品被让来让去，国家的命运变成

皇族的家事，这在接受过启蒙思想的十二月党人看来无

疑是荒谬的。十二月党人虽然提出自己的纲领和主张，

但是真正能把俄国引向何处，革命的意义在哪里，没有人

能够确定; 这一切的矛盾、徘徊、探索和思考都会被追溯

到彼得堡的建城者———彼得大帝那里，而十二月政变事

件正是发生在参政院广场，“彼得大帝”的眼前，在这种情

况下作者更不可能不借助青铜骑士阐发自己的精神探索

和事件的象征意义。
这两部小说的许多情节都通过瓦列里安·米哈依洛

维奇·戈利岑公爵的视角和感受来加以呈现，他是十二

月党人秘密协会成员之一，也是作者宗教思考的主要表

达者。作者通过戈利岑的言行和思考赋予十二月革命宗

教意义。在这位小说主人公眼里，彼得堡已经变成一个

大坟墓，就像在《彼得与阿历克塞》中皇太子的预言一样。
因为这里的专制统治、人工雕琢、上层社会的腐朽生活与

建城之时以及后世在建筑工程中大批死去的工匠的阴魂

给人以压抑和不详之感。
彼得堡腐朽的死气沉沉的生活正在期待着一场变

革。戈利岑来到彼得堡后便投入紧张的密秘谋划工作之

中，梅列日科夫斯基有意把每个活动地点都作了详细的

交待，仿佛有意强调这里的每个建筑、每座小桥、每条运

河和街道都在诉说着一个与俄罗斯命运相关的故事，都

是正在发生的一切的见证者。小说中写道戈利岑和彼斯

特尔“沿着新的海军部公园来到参政院广场，向青铜骑士

雕塑走去”，“彼斯特尔绕过雕像，带着平静的好奇看着
它，然后停下来，把脸贴向围栏，看着雕像的脸，就像看着
一个活人的脸，沉默着，仿佛忘记了对方，最后用法语小
声说:‘这里是一个深渊，如果马的前蹄落下，骑士就会万
劫不复’……”;戈利岑说:“而马蹄下的蛇———就是叛乱、
革命……”;彼斯特尔说:“而普希金说，俄国的革命从他
( 彼得大帝———引者注 ) 开始”(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1990c:

233 － 234) 。这两个人物正在探讨彼得大帝对于俄国的

意义。彼得当时根本无法预见到俄国以后发生的一切，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盲目的，但却富有某种神秘的启示和

预言性。彼得大帝建城的意义不是一成不变的，西方也

在进行着变化，不断发生着革命，涌动着革新的思潮，这

是历史的必然，作为先进贵族阶级代表的十二月党人率

先接受西方先进思想，看到俄国农奴制的弊端，希望改革

立宪。在迷茫和焦虑之中，具有启蒙思想的十二月党成

员下意识地相信在青铜骑士身上可能隐藏着关于俄国命

运的预言。
2． 2 大洪水神话: 圣地一片荒凉

小说《彼得与阿列克塞》中，彼得从西方带来的文明

和新鲜事物无不令民众和“长胡子的长老们”惶恐，那些

散发着生命活力的异教神祗激发他们无穷的想像力，一

时之间种种恐怖传闻到处流散。彼得是革新的沙皇，而

他的儿子阿列克塞却是旧信仰的代表，那些两面派在彼

得面前称彼得堡是一片乐土，背后对皇太子说这是“魔鬼

的沼泽、鬼地方”。新旧思想、西方和俄国固有文化传统

之间的斗争在各个领域都互不相让。作品开篇就描写

1715 年 6 月 26 日在彼得堡的夏园里安放从罗马运来的

维纳斯雕像，庆祝“维纳斯节”的场景。彼得把这种庆典

当作俄国的光荣，作为科学和艺术象征的女神维纳斯经

过西方的文明之旅来到俄国，为俄罗斯开启启蒙和文明

的进程。但是阿廖沙做的梦都和基督有关，他在梦中如

同看到在红场和百姓一起庆祝基督进耶路撒冷的活动，

又仿佛看到彼得的酗酒大联欢的队伍，仿佛他被人们遗

弃，单独和基督在虫豸中间，被人践踏，圣地一片荒凉。
圣母像一直是俄国最重要的圣物，会流泪的显灵圣母像

正是俄国民众的骄傲和精神寄托，而彼得却在众目睽睽

之下揭穿这只是个谎言，再一次挑战了人们的精神底线，

引起更大的恐慌……而彼得堡大洪水仿佛印证了人们对

于彼得种种“渎神”行为的传说，这种灾难被蒙上诡异的

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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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堡从开始建设起就饱受水灾之苦，300 年来涅瓦

河水患不断，差不多每 5 年左右就会发生一次。洪水成

为与这座城市紧密相关的神话意象，它是人们潜意识里

的一种隐痛，在具有迷信倾向的俄罗斯心智作用下笼上

一种神秘气氛，而俄罗斯文学中彼得堡的大洪水也常常

具有启示色彩。建城之初 1703 年的大洪水甚至卷走了准

备修建彼得保罗要塞的建筑材料，给了雄心勃勃的彼得

一世一个下马威，但就是这样仍然没有挫败他建立彼得

堡的强大意志，因为他本人喜欢水，并且他“指望在这里

能比任何地方更快地把自己的国民训练得熟谙水性”。
(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1990a: 130) 普希金在《青铜骑士》中描写

了 1824 年大洪水，把关于彼得堡的建城神话和神秘宿命

推向极致。
梅列日科夫斯基在《彼得与阿历克赛》中描写了 1715

年 11 月的大洪水，也为关于彼得是反基督的种种可怕传

说渲染恐怖气氛。“波涛席卷着破碎的平底船、倾覆的小

船、原木、木板、房盖、整栋房架、连根拨起的大树和动物

的尸体”。(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1990a: 142 ) 但在烘托彼得形

象之中，在洪水肆虐的警示中，作者一方面描写彼得的暴

戾强权性格，另一方面却突出彼得人格的复杂性，体现出

梅列日科夫斯基式的二律背反的思想建构模式。“彼得
一整夜没有休息，忙于从水中和火中救人。他像一个普
通消防司令员那样钻进燃烧着的建筑物里，大火烧焦了
他的头发，他险些没被倾落下来的大木头轧死。他帮助
穷人从地下室的住宅里抢救不值钱的家当，站在没腰深
的水里，冰凉刺骨，浑身直打哆嗦。他跟所有人共赴艰
险，鼓舞了所有的人”。(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1990a: 143) 可以

看出，尽管梅列日科夫斯基以自然主义的笔法描写彼得

的种种怪异，他以自己的强硬统治几乎取消东正教会，但

作者仍 然 认 为 彼 得 是 影 响 俄 国 发 展 和 宗 教 进 程 的 超

人———梅列日科夫斯基关注的是这位历史巨人对于俄国

和世界宗教的意义，彼得对旧的历史基督教是一个否定

因素，因此人们称他是反基督，但对于人类走向真正的宗

教真理却是一个积极的因素。
大洪水在犹太教神话和希腊神话中都存在，都由神

对人类罪恶的愤怒而起，因此大洪水是人类毁灭的象征，

代表神的惩罚。而彼得不但以强大意志对抗“神意”，而

且能够对普通百姓实施救赎———这个半人半神的形象在

梅列日科夫斯基笔下的确是作为历史的超人出现的，他

对于俄国和基督教的意义是潜在的。借助大洪水的神

话，梅列日科夫斯基把彼得堡神话内涵与自己的宗教理

念相结合，他认为，彼得堡的建立以及彼得大帝这一历史

巨人的渎神性恰恰也是俄国新的基督教道路的开始，俄

国将在对传统的腐朽的基督教的否定之后迎来真正的地

上自由王国，这是一个未来基督的“圣灵王国”，它不但是

俄罗斯所期待的，而且将是全人类的福音。

3 结束语
彼得堡自诞生之日起就充满神话和传奇，它的启示

录和末世论色彩已经成为无数作家艺术直觉中的一个幻

影。在长期的民族文化心理积淀和作家的创作意识的相

互作用下，彼得堡已经成为一种特殊的俄罗斯精神文化

符号。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创作赋予彼得堡神话以本体的

意义，他不但雄辩地创造一种全新的认知超验实在的方

法———神秘的历史辩证法，而且把彼得堡作为俄罗斯宗

教精神之路的启示之城，挖掘、再现、发挥和重构与之相

关的种种神话。他在小说文本的字里行间，借助彼得堡

的现代神话阐明自己的文化理念和宗教哲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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