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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瓦尔拉莫夫
1963 年出生于莫斯科的阿列克塞·瓦尔拉莫夫是俄罗斯当

代优秀的青年作家。他1985 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语文系，之后
在该系任教至今。他从1987 年开始进行文学创作，作品已受到

《旗》、《十月》、《新世界》等俄罗斯主流文学刊物的青
睐，并受到批评界的普遍关注。作为年轻一代的作家，瓦尔拉
莫夫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风格，旨在探寻内心世界的归属。

2 　关于《沉没的方舟》
俄国东部普斯塔河边的原始森林里有个古老而神秘的村落布

哈拉。在此生活的人们是一群东正教分裂派教徒，他们恪守祖
先旧习与世隔绝。离村子不远是一个林场小镇，叫做“四十
二”。镇上有一位教师伊利亚，他试图改变布哈拉封闭愚昧的
现状，却毫无结果。玛莎是镇上一个普通孩子，也是伊利亚的
学生。布哈拉陷入末世危机，一场大火将村子烧毁。玛莎带着
珍贵资料逃离了出去。伊利亚也在大火中幸存，他用文化教育
孩子，鼓励他们走向外面的世界，自己却遭到杀害。多年后玛
莎成了著名的历史学家，她想找到森林中曾经的布哈拉，却一
无所获：那个神秘的小村庄不复存在，只有普斯塔河翻滚着浑
浊的河水流过。

3　《沉没的方舟》中的三种主要价值观
3.1柳波的价值观
柳波在此作品中是绝对的恶的代表，他利用自身的身体缺陷

建立了阉割派，蛊惑众人来满足自己的欲望。
“邪教会的声誉不断增长，救主的布道被人们手写传抄，

录音录像在全国范围内传播。这个团体发行报纸与杂志，印刷
书籍，从事福利事业，举行退休人员免费午餐，向孤儿院发送
礼物，一切的干得不声张、高尚。”（第 1 2 2 页）入教的人
都是一些“困苦、负担沉重的人，精神不稳定的、发疯的人们，潜
在的狂躁症患者，杀人未遂者，受压制者，不自信，不成功者，暴
力与欺骗的牺牲品，残疾人。”（第151页）柳波给他们钱、栖身
之地、提供工作与食物。柳波的所做并非是为了普度众生，而是
为了从驾驭他人中得到精神满足。他利用共同的残疾，将这些人
牢牢拴在一起。

柳波代表着邪恶。他沉浸在自己作为的主教的权利当中，他
最想得到的是圣女玛莎。圣女玛莎是善良与纯洁的代表，如果可
以得到圣女玛莎，他的欲望就可以得到极大的满足。柳波最后被
布哈拉的主教瓦西安捆在一起，被活活烧死。这也印证了邪恶之
人应该得到应有的惩罚。

3.2瓦西安的价值观
主教瓦西安，“这个知道一切神职仪式细节的人，他不信仰短

名字耶稣这个古代拜占庭上帝，而却把自己行将结束的一生献给
了他。”（第198页）瓦西安并不相信宗教，却当上了主教，这让
他内心非常的矛盾与痛苦。他每天按部就班的颂念经书，举行仪
式，而然他从未信过宗教，这给他带来极大的撕裂感。瓦西安真
正做到了委屈自己，成全他人。

“主教点起一小堆篝火，煮着茶，偷偷打开了收音机。他贪婪
地听着空中电波的嘶嘶声、旋律、播音员的声音、转播的体育比
赛，想象着遥远的城市与地方。这收音机是他鲜有娱乐生活中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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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沉没的方舟》(1997)是一部蕴含着浓厚的宗教情结，反映时代变化与俄罗斯人精神困惑的长篇小说。作者把布哈拉比
作上帝的“方舟”，通过情节的巧妙安排，性格各异的主人公交织碰撞，他们不断地追寻探索，最终领会了上帝的真谛。本文尝试研
究《沉没的方舟》中透露的三种主要价值观，希望能起到一定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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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快乐，每次他都不允许自己听得超过半个小时，后来干脆缩
短为5分钟，但无论他怎么节省电池，都用不了多久。”（第197页）
然而无论如何他都无法面对这样空虚的生活，他无时无刻不在审
判着自己的内心。

“他觉得自己不是主教，而是那个叫瓦西里·古季诺夫的历史
学者，他想救布哈拉，但却以一种狡猾的方式使它毁灭，剥夺了
这些人的自由与按自己意志行事的可能性。”（第211页）人法地，
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世间万物自有其运行规律。瓦西安
以一己之力控制着布哈拉居民的精神生活，违背了事物发展的客
观规律。

瓦西安意识到自己强行控制别人的精神信仰是多么残酷的事
情。他最终看清了自己，并将自己与柳波捆在了一起，一起葬身
于火场之中。

3.3伊利亚的价值观
小说中校长伊利亚·彼得罗维奇是一位具有思想、追求信念

的知识分子。他从莫斯科师范学院毕业后，自己选择了偏远的小
镇“四十二”来当校长。伊利亚是真正的实干家，“他不喝酒，也
不抽烟、也不骂人，却订了“四十二”镇的人闻所未闻的大量报
刊杂志，每次去区里都带回大量的书籍。”（第26页）

校长伊利亚是一个清醒的人，他热爱教育事业，相信科学。他
想做出一番事业，想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世界，却在现实生活中
四处碰壁。他的失败意味着在其生活的社会中科学理性的失败，
在作者看来，仅仅靠纯粹的科学理性是无法改变个人命运的。

但是后来的伊利亚突破了自己。伊利亚知道要实现人类的幸
福，需要靠自己的双手。他命令阉割派这帮人动手挖地窖，采蘑
菇，他带领这帮人伐木，建房子。他和和来此寻找救主的阉割派
的女人们生下了十二个孩子。这十二个孩子是校长生命与精神的
延续，“火灾废墟上生命又回归了”(第236页)， 他给孩子们“讲
世界 、历史 、上帝 、星星与遥远的大陆 ，绘制地图，读诗”，
他教会他们应该团结友爱，“应该战胜这个世界，拯救它”(第 237
页 )，他把他们推向森林外面的世界。尽管伊利亚最终被人所杀
害，但他将自己的心血灌注在了这些孩子们身上，嘱托孩子们要
到外面的世界去寻找真理。

4　结论
瓦尔拉莫夫的这部《沉没的方舟》明显起到了警醒世人的

作用。他刻画了三位性格分明的主人公，展现了拥有三种不同价
值观的个体的不同结局。意在告诫大家，面对现今复杂多变的社
会，保持坚定的信念是非常重要的。他呼吁人们要相信自身的力
量，因为只有自己的奋斗才能开创一片新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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