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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学中的哥特传统

1.1起源
起初，“哥特”是东日耳曼人部族的一支分支部落。公元

2世纪起他们定居在东欧，公元5-6世纪时，德涅斯特河划分了

他们，河东的叫东哥特人，河西的叫西哥特人。410 年，日耳
曼的西哥特人在领袖阿拉里克的率领下攻占罗马城，并在其境内

建立了西哥特王国(位于高卢西南部和西班牙、卢西塔尼亚)和东

哥特王国(位于意大利和克罗地亚)。然而在民族融合过程中，
哥特人逐渐削弱了民族性，被先进文明所同化。最终，公元 7

世纪时哥特民族消失在人类历史中。

文艺复兴时期，也许是由于意大利人对于哥特人摧毁罗马帝
国的这段历史的仇恨之情始终难以释怀，所以将“哥特”一词

用指建筑风格，意为野蛮，恐怖，黑暗。哥特式风格多用于

教堂和城堡的修建。其建筑特点是高尖顶、厚石墙、狭窄的窗
户、彩色玻璃窗。著名的建筑物巴黎圣母院和圣保罗大教堂堪

称该种风格的典型性代表。

1.2发展与历史
1 7 世纪时，“哥特”一词开始出现在文学中。1 7 6 4 年，

英国作家贺拉斯·华尔浦尔出版了第一部哥特小说《奥特兰托

城堡》，发掘“怪诞”的审美价值，解放被理性束缚的想象
力，其开创的新的小说流派对18 世纪后半叶及以后的小说、影

视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 哥特小说以中世纪为时间，以破败的

古堡、修道院，阴森的坟墓等地为故事背景，以复仇、暴力，
甚至一些超自然现象为故事情节，小说充满了恐怖，古怪，神秘

的气息。

18世纪末19 世纪初，浪漫主义文学的兴盛促使哥特小说迅
速成长，进入哥特小说的繁荣时期。在俄罗斯以卡拉姆津为起点

也掀起了哥特小说的热潮。

2　果戈里小说集《狄康卡近乡夜话》中的“哥特元素”
2.1《狄康卡近乡夜话》中的哥特场景设置

哥特小说偏爱封闭式场景，陈旧的布置，极端天气，以此营

造恐怖、神秘、紧张的气氛。果戈理在《狄康卡近乡夜话》中采
用城堡，墓地，池塘等经典哥特场景来渲染恐怖气氛。

例如在《狄康卡近乡夜话》中常以“黑夜”为背景。小说中

几乎所有的故事都会以某种方式与阴间世界，不洁的力量相联系。
故事常发生在节日前夜，或发生在喧闹的节日集市上。人们认为

节日是神圣的时刻，各个方面都处于临界状态。所以在所有重大

节日的前夕，邪灵都会被激活。
在《可怕的复仇》中采用城堡作为故事背景。当主人公丹尼

洛进入古堡时，古堡里没有蜡烛却灯火通明，墙壁上的神秘标志，

从未见过的奇特的武器，挂在天花板上的蝙蝠等。这些布置暗示
出城堡的神秘，事件的不同寻常，以此吸引读者的眼球。

小说中也出现了另一个传统元素“墓地”。“第聂伯河岸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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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墓地，墓地周围没有青葱草地和其他植被，只有凌乱的十字

架挤在周围，在橙色月光下显得格外荒凉。”除了这些看到的真实
场景,还有主人公幻想虚构的场景增加紧张气氛:“坟墓上的十字架

摇摇欲坠，隐约可见一个骷髅悄悄地从坟中爬出。”通过这些哥特

场景可以预测一场可怕的战争即将来临及预示着主人公丹尼洛会
遭遇不测。

总的来说，所有这些小说中的场景设置都是为了增强阴沉色

调。作者通过对城堡，墓地，黑夜等的描写表现出哥特文学场景
的特殊性，这些场景不仅为后文的发展做了铺垫，还令读者产生

遐想，对其神秘场景产生好奇，提高了文本的可读性。

2.2《狄康卡近乡夜话》中的哥特主题
果戈里在民间故事中融入现实元素，塑造出许多超自然形象，

编织出哥特式的奇幻怪诞情节，创作了一部新的独特的艺术作品。

上帝与魔鬼、光明与黑暗、善与恶之间的斗争是贯穿整个哥特小
说发展史的永恒主题。

魔鬼是哥特小说中的经典主题，在果戈里创作中也有体现。

果戈理塑造的魔鬼形象是建立在人民想象基础上的，民间的地狱
与宗教所描绘的地狱存在差异。果戈里笔下的魔鬼是被驯化的，

具有人性的特点的形象。魔鬼像普通人一样魔鬼有家，有职业，有

工作，有需要，有麻烦。如文中所描写的：“魔鬼，戴着帽子穿着
围裙，站在壁炉前，打扮的像一个厨师，他烤罪人就像主妇们在

圣诞节烤香肠那样愉快”；“他弯下腰吹气，“……玩弄着月亮，把

月亮从一只手扔到另一只手，就像一个赤手空拳摇篮生火的人。”
可见，果戈里敢于突破传统，打破人间与地狱的界限，将魔鬼安

排到世俗生活中。这样描写增添了戏剧性，也说明了善良与邪恶，

上帝与魔鬼的交锋就存在于日常生活中。
宗教主题在哥特小说中占有重要地位。果戈里的《狄康卡近

乡夜话》也体现了鲜明的宗教色彩。《可怕的复仇》中涉及的宗教

主题及对情节的安排具有明显的哥特属性。故事中的哥萨克人是
一群虔诚的东正教信徒，处于欧亚大陆多种宗教信仰相交汇的特

殊地域，这令他们时常受到异教徒的攻击，为维护自己的东正教

信仰他们英勇无畏的与异教徒作斗争。例如故事中果戈里塑造的
正面哥萨克领勇士丹尼洛与邪恶的巫师形象形成鲜明的善恶对比。

巫师犯下的一系列的罪行，特别是乱伦，背叛祖国，谋杀女儿，谋

杀圣徒。当巫师召唤卡捷琳娜的灵魂时，他不仅承认谋杀了他的
妻子，而且还强迫他的女儿爱上了他，也就是说，他打破了乱伦

的禁忌。以及，巫师被铁链锁住，不是因为使用巫术，也不是因

为亵渎神明，而是因他与俄罗斯东正教的敌人相勾结而入狱——
把乌克兰人民卖给天主教徒，烧毁基督教教堂。作为一个哥萨克

上校，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丹尼洛是绝对不能容忍这种背叛行

为。尽管巫师拥有可以召唤灵魂的强大法力，但哥萨克勇士丹尼
洛还是勇敢地与他搏斗，用三重锁将巫师囚禁在深邃的地窖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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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对课程的真实完成情况有切实可行的监督

方法。除此之外，在评价体系中形成性评价信度较低的问题也

会造成最终评价时的偏差，对分析混合式教学效果产生影响。

第二，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平衡的需要。形成性评

价侧重考察学习过程，注重学生的进步与成长，在于非预期性

结果。由于带有激励性质、作业题材和时间宽容度较高，能够

给予学生较大自主性，容易展现习得过程中优秀成功、整体向

好的一面，利于教师从全面发展出发，了解教学得失、改进教

学方法。但形成性评价存在信度较低，需要教师投入大量时

间，评判标准难统一等问题，导致长期以来形成性评价在大规

模展开方面行进不易，最终教学评价系统仍需大量依靠具有高信

度和高利害性的终结性评价。所以，如何让形成性评价的“个

人进步性”与终结性评价的“竞争性”达到平衡，调和终结

性评价片面强调分数的弊端，在实践过程中还需要学校由上至下

地从制度上、行政上支持发展形成性评价。

除上述所提之外，混合式教学模式仍具备无限可能亦或者挑

战，值得进一步地探索。但无论如何，信息技术本身不能帮助

丹尼洛一直捍卫东正教的信仰，捍卫祖国。
3　果戈里哥特创作的影响

3.1推动俄罗斯哥特小说创作的发展

果戈里以俄罗斯本土宗教、俄罗斯人民精神特质为血肉，
以丰富的哥特元素如恐怖场景、超自然人物、怪诞和科幻的情

节为骨架，把哥特文学传统与民间传说相结合，构成了情节丰

富内容充实有趣的故事集。这样的结合不仅能够对俄罗斯人民日
常生活和习俗精准描述，深入了解人民生活，还能彰显俄罗斯

民族特点。总之，果戈里的小说集《狄康卡近乡夜话》在俄

罗斯文学史上的哥特小说中有着独特意义，为后世哥特创作提供
了借鉴。

3.2扩大了哥特小说的创作空间

哥特小说经常通过强调具体的意象来为作品增添危险、不详
的色彩。其中一些意象构建了推动情节发展的物理空间，如旧

城堡、墓穴等，这是一个真实的空间；还有一些意象是独立的

元素，它们没有构建情节的功能，只能给读者增添恐惧感，这
些意象描绘了另一幅非空间的哥特场景。哥特文学最初是以传说

的形式出现的，传统的哥特作家经常以中世纪为故事的时间，

以一个虚构陌生的国家为地点。故事背景通常是古老的城堡、
修道院、墓地等地。这样的故事背景能推动读者的想象力的发

展，勾起读者的阅读兴趣，但同时也限制了哥特小说情节发展

的空间。果戈里敢于创新，在传统哥特空间的塑造基础上他又
为故事情节的展开增添了一个新的真实存在的空间，故事发生的

时间地点变成了现在，且故事的时间和地点都是真实的。除了

哥特小说中常出现的城堡和墓地，他还在小说中插入沼泽，池
塘等日常生活中的真实场景为背景。虽然使用了真实场景，但

暗黑哥特的意味却没有消失。

4　结语
哥特小说作为18 世纪末出现的一股特立独行的小说流派，

以其诡异的恐怖场面、怪诞的人物形象和对社会阴暗面的批判而

引人注目。小说集《狄康卡近乡夜话》体现了果戈里对哥特文
学的继承和发展。

首先，在剧情方面，除了虚构的场景外，果戈理还把普通

的日常生活场景融入故事中。源于生活的真实场景具有强烈的代
入感，能进一步让读者理解和感受哥特式的恐惧。

再者，果戈理发展了哥特文学的传统。《狄康卡近乡夜

话》是根据作者钟爱的乌克兰民间传说改编的。与传统的哥特
情节不同，果戈理的作品具有民间文学的感染力。

最后，从上述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果戈理对其前人创作

的延续和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他的黑色浪漫主义作品打破了俄
罗斯文学的普遍准则，开始了一种新的怪诞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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