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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權威的檔案──帝國、文
化與冷戰》（Archives of Authority:
Empire, Culture, and the Cold War）
一書的作者安德魯．魯賓是美國喬治
城大學的學者。他認為文化政治，尤
其是美國暗中資助的文化政治，在
二戰以後帝國權力從英國向美國轉
移的重要階段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
用。

安德魯．魯賓認為這種權力轉移
重塑了戰後的文學空間，同時揭示了

在這個歷史階段，諸如廣播、快速且
在全球發行的雜誌等新的高效的文化
傳輸、複製和傳播模式如何徹底改變
了戰後作家的地位以及世界文學的作
用。

作者的研究表明，喬治．奧威
爾、托馬斯．曼、理查．賴特、瑪麗
．麥卡錫以及阿爾伯特．加繆等作家
的作品幾乎被同時翻譯並發表在各種
相互關聯的期刊上，這些期刊都是由
諸如中情局資助的組織創辦並在全世

界發行的，從而有效地將這些作家、
批評家和知識分子重新塑造成易於辨
識的跨國形象。

例如，美國中央情報局特別重視
《動物莊園》各語種和版本翻譯出版
密切相關。據悉，中情局曾買下了
《動物莊園》的改編權，並投資進行
電影拍攝。之後該片又根據試映效果
進行修改和拍攝，直至中情局認可為
止。作者指出，《動物莊園》和《一
九八四》之所以被選擇，是因為美國

認為這兩部作品對美國在海外實施權
力新模式極其重要。同時，美國在世
界其他國家和地區，也同樣推行了這
種複雜而曲折的文化戰略，也正是通
過這種方式，塑造了戰後符合美國價
值觀的文化和文學權威。

上述作家的作品構成了一種新的
世界文學經典，這種經典在美國得到
讚頌並且據說代表了最優秀的當代思
想，但那些政治上不太有吸引力的作
家們卻被忽視甚至被邊緣化。

文

偉
森

▲

《
帝
國
權
威
的
檔
案
—
—
帝
國
、
文
化
與
冷

戰
》
於
二○

一
二
年
出
版

文化的政治暗戰

鮑
利
斯
．
帕
斯
捷
爾
納
克
（1890-

1960

）
，
出
生
在
一
個

猶
太
﹁藝
術
家
庭
﹂
，
父
親
是
名
畫
家
，
母
親
是
鋼
琴
家
。
鮑

利
斯
於
莫
斯
科
文
學
院
畢
業
，
留
學
德
國
的
馬
爾
堡
大
學
，
攻

讀
哲
學
，
又
在
歐
洲
各
國
遊
歷
。

《
齊
瓦
哥
醫
生
》
的
誕
生

帕
斯
捷
爾
納
克
的
主
要
作
品
有
詩
集
《
雲
霧
中
的
雙
子
座

星
》
、
《
生
活
是
我
的
姐
妹
》
等
。
帕
斯
捷
爾
納
克
的
詩
歌
情

感
充
沛
，
有
一
種
見
證
者
式
的
沉
痛
力
量
。
雖
然
詩
歌
受
到
世

人
很
高
的
評
價
，
但
為
帕
斯
捷
爾
納
克
贏
得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的

卻
是
長
篇
小
說
《
齊
瓦
哥
醫
生
》
。

《
齊
瓦
哥
醫
生
》
描
述
了
俄
國
醫
生
尤
利
．
齊
瓦
哥
，
與

妻
子
冬
妮
婭
以
及
女
護
士
拉
拉
之
間
的
三
角
戀
愛
情
故
事
，
該

書
還
曾
被
荷
里
活
搬
上
銀
幕
，
拍
成
同
名
電
影
《
齊
瓦
哥
醫

生
》
。帕

斯
捷
爾
納
克
於
一
九
四
五
年
開
始
創
作
《
齊
瓦
哥
醫

生
》
，
花
費
了
十
年
才
完
成
。
他
於
創
作
期
間
幾
度
生
病
，
經

濟
狀
況
的
窘
困
，
迫
使
他
還
要
翻
譯
外
國
作
品
來
賺
取
生
活
開

銷
。

創
作
初
期
，
帕
斯
捷
爾
納
克
希
望
通
過
《
齊
瓦
哥
醫
生
》

中
強
調
的
﹁個
人
精
神
﹂
與
世
人
作
某
種
交
流
，
找
到
一
些
真

實
生
活
中
的
愛
。
但
隨
着
故
事
的
進
展
，
他
意
識
到
《
齊
瓦
哥

醫
生
》
將
成
為
對
蘇
聯
歷
史
的
譴
責
。
故
事
的
情
節
、
人
物
及

氛
圍
，
這
些
都
與
蘇
聯
文
學
格
格
不
入
。
故
事
的
字
裡
行
間
散

發
着
對
﹁麻
木
無
情
﹂
意
識
形
態
的
蔑
視
。

作
品
開
篇
從
一
九○

二
年
寫
起
，
﹁結
局
﹂
寫
到
一
九
二

九
年
，
﹁尾
聲
﹂
則
已
寫
到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結
束
後
，
時
間

跨
度
前
後
約
半
個
世
紀
。
書
中
涵
蓋
了
俄
羅
斯
社
會
各
階
層
的

六
十
多
個
人
物
，
其
中
最
主
要
的
是
一
批
知
識
分
子
。
作
品
表

現
了
他
們
在
這
一
歷
史
變
動
年
代
的
複
雜
情
緒
，
以
及
他
們
對

時
代
所
進
行
的
思
考
。

一
九
五
八
年
的
俄
文
版

如
帕
斯
捷
爾
納
克
預
料
到
的
一
樣
，
該
書
果
然
在
蘇
聯
被

禁
，
一
九
五
七
年
被
一
位
意
大
利
出
版
商
將
該
書
偷
運
出
境
，

並
在
米
蘭
以
俄
文
發
行
。

一
九
五
八
年
九
月
，
在
布
魯
塞
爾
舉
辦
的
世
界
博
覽
會

上
，
梵
蒂
岡
展
館
向
蘇
聯
參
觀
者
散
發
《
齊
瓦
哥
醫
生
》
的
俄

文
版
，
書
籍
裝
幀
漂
亮
，
用
藍
色
細
棉
布
做
精
裝
封
面
。
關
於

這
個
神
秘
的
版
本
是
如
何
面
世
的
，
立
刻
出
現
了
很
多
謠
傳
。

最
先
出
現
的
傳
言
是
，
美
國
中
央
情
報
局
是
這
個
版
本
的
秘
密

出
版
者
。

《
當
圖
書
成
為
武
器
：
﹁日
瓦
戈
事
件
﹂
始
末
》
兩
位
作

者
發
現
的
事
實
是
中
央
情
報
局
暗
中
資
助
印
刷
了
大
批
《
齊
瓦

哥
醫
生
》
，
企
圖
通
過
各
種
管
道
送
到
蘇
聯
人
手
中
。
在
《
齊

瓦
哥
醫
生
》
意
大
利
語
版
還
未
出
版
時
，
中
央
情
報
局
就
搞
到

了
書
稿
的
膠
片
，
意
識
到
這
本
小
說
有
宣
揚
﹁個
人
自
由
的
﹂

意
義
，
於
是
開
始
策
劃
印
刷
俄
文
版
。

為
了
避
免
引
起
蘇
聯
懷
疑
，
中
央
情
報
局
還
特
意
通
過
荷

蘭
情
報
機
關
找
了
一
家
阿
姆
斯
特
丹
的
出
版
社
，
在
作
者
和
版

權
持
有
人
都
不
知
情
的
情
況
下
，
印
刷
了
一
千
本
俄
文
版
《
齊

瓦
哥
醫
生
》
，
其
中
一
部
分
被
運
到
一
九
五
八
年
布
魯
塞
爾
博

覽
會
上
，
通
過
梵
蒂
岡
展
館
偷
偷
塞
到
前
來
參
觀
的
蘇
聯
人
手

中
。
似
乎
《
齊
瓦
哥
醫
生
》
成
了
東
西
方
意
識
形
態
鬥
爭
的
一

件
利
器
，
這
也
是
這
部
書
特
殊
經
歷
的
一
部
分
。

一
九
五
八
年
十
月
二
十
三
日
，
帕
斯
捷
爾
納
克
因
小
說

《
齊
瓦
哥
醫
生
》
獲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
也
因
此
登
上
了
美
國

《
時
代
》
周
刊
的
封
面
。
但
《
齊
瓦
哥
醫
生
》
在
意
大
利
面
世

後
，
蘇
聯
政
府
和
報
紙
開
始
猛
烈
地
炮
轟
該
作
品
。
因
為
蘇
聯

眾
多
輿
論
的
反
對
，
這
位
剛
獲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的
人
，
卻
即
刻

被
蘇
聯
作
家
協
會
開
除
會
籍
，
甚
至
有
人
舉
着
標
語
遊
行
要
求

將
他
驅
逐
出
境
：
﹁從
蘇
聯
滾
出
去
！
﹂

諾
貝
爾
獎
風
波

帕
斯
捷
爾
納
克
只
好
拒
絕
去
領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
然
而
這

場
危
機
卻
並
未
結
束
。
在
他
發
出
謝
絕
電
報
的
當
天
，
《
真
理

報
》
發
表
了
一
篇
由
六
位
蘇
聯
科
學
院
院
士
署
名
的
文
章
。
文

章
一
邊
高
度
讚
揚
瑞
典
皇
家
科
學
院
將
諾
貝
爾
物
理
學
獎
授
予

了
三
位
蘇
聯
科
學
家
，
在
另
一
邊
卻
嚴
厲
譴
責
了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
認
為
《
齊
瓦
哥
醫
生
》
﹁充
滿
了
政
治
上
的
偏
見
和
圖

謀
﹂
。隨

後
，
一
份
由
神
秘
人
代
寫
的
﹁悔
過
書
﹂
擺
在
了
帕
斯

捷
爾
納
克
眼
前
。
蘇
聯
作
家
聯
盟
立
即
﹁一
致
通
過
﹂
給
蘇
維

埃
最
高
法
院
的
請
願
信
，
籲
請
執
法
機
關
剝
奪
他
的
公
民
權
，

將
他
立
即
驅
逐
出
境
。
剛
剛
謝
絕
了
殊
榮
的
作
家
已
經
別
無
選

擇
。
他
的
﹁悔
過
書
﹂
於
一
九
五
八
年
十
一
月
六
日
在
《
真
理

報
》
上
發
表
。

帕
斯
捷
爾
納
克
的
表
態
並
不
表
示
他
就
此
無
恙
。
隨
後
員

警
、
偵
探
一
直
對
他
進
行
偵
查
和
監
控
。
一
九
五
九
年
一
月
，

他
在
一
封
寄
出
的
信
中
寫
道
：
﹁我
是
帶
着
面
臨
自
殺
的
心
情

和
憤
怒
情
緒
跨
越
這
個
新
年
的
！
﹂

就
這
樣
，
帕
斯
捷
爾
納
克
成
為
了
諾
貝
爾
獎
歷
史
上
唯
一

的
一
位
不
僅
未
曾
因
獲
獎
而
取
得
榮
譽
，
卻
反
而
招
致
屈
辱
和

災
難
的
作
家
。
在
獲
得
登
上
美
國
《
時
代
》
周
刊
封
面
一
年
半

後
，
他
在
莫
斯
科
郊
外
的
一
個
小
村
莊
孤
獨
地
離
開
人
世
。
他

生
前
在
給
表
妹
的
一
封
信
中
無
可
奈
何
地
寫
道
：
﹁現
在
最
好

的
事
就
是
死
，
但
是
我
也
許
不
應
該
親
手
來
實
現
它
。
﹂

直
到
一
九
八
六
年
蘇
聯
作
家
協
會
正
式
為
帕
斯
捷
爾
納
克

恢
復
名
譽
，
一
九
八
九
年
《
齊
瓦
哥
醫
生
》
終
於
在
蘇
聯
正
式

出
版
，
雖
然
帕
斯
捷
爾
納
克
已
逝
世
多
年
，
但
該
書
卻
早
已
成

為
公
認
的
俄
羅
斯
經
典
文
學
著
作
。

前蘇聯作家鮑利斯．巴斯特納克的長篇小說《齊瓦哥醫生》（內地譯 「日瓦
戈」 ）可以說是冷戰時期最出名的蘇聯小說，在很多國家都是暢銷書。然而小說出
版前的各方角力，出版後作者受到的迫害，這些細節似乎更為人津津樂道。北京大
學出版社三月新出的《當圖書成為武器： 「日瓦戈事件」 始末》一書，作者是
《華盛頓郵報》莫斯科記者站站長彼得．芬恩（Peter Finn）和俄羅斯聖彼德堡
國立大學講師佩特拉．庫韋（Petra Couvée），兩人對《齊瓦哥醫生》出版前後的
波折進行了梳理，並通過對蘇聯官方檔案的研究、當事人的回憶等，更全面地呈
現這段歷史。

▲
帕
斯
捷
爾
納
克
一
九
五
八
年
獲
得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

《
當
圖
書
成
為
武
器
》
三
月
由
北
京
大
學
出
版
社
出
版

▼

《
齊
瓦
哥
醫
生
》
的
內
容
背
景
是
在
一
九
一

○

到
一
九
二○

年
代

▼

帕
斯
捷
爾
納
克
的
詩
歌
集
《
第
二
次
誕
生
》

二○

一
三
年
由
世
紀
文
景
出
版

▼

《
最
初
的
體
驗
》
二○

一
四
年
由
譯
林
出
版

社
出
版
，
書
中
收
錄
了
帕
斯
捷
爾
納
克
的
十
三

篇
中
短
篇
小
說

▼

《
追
尋
：
帕
斯
捷
爾
納
克
回
憶
錄
》
一
九
九

八
年
由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