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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名著译林：癌症楼》是一部充满象征和隐喻的作品。
"癌症楼也叫做13号样楼"。
科斯托格洛托夫经过二十几年的军队、劳改营、流放地的生活后，他得了癌症，直至奄奄一息才好不
容易住进了癌症楼。
接受放射治疗后，他的病情渐渐好转。
但是，下一个疗程的"激素疗法"将使他失去性能力。
在多年劳改、流放、沉冤蒙难的日子中，他已淡记了女人，当他来到"癌症楼"治疗的时候，性意识在
他身上猛醒，强烈的情欲，本能的欲望，成为生命力后标志⋯⋯《名著译林：癌症楼》是一部呼唤人
性的人道主义作品，同时又是剖析社会"毒瘤"、反思时代和历史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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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　（俄语：Александр Исаевич
Солженицын；1918年11月12日-2008年8月3日）。
前苏联俄罗斯作家。
生于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市。
1924年，随寡母迁居到顿河上的罗斯托夫市。
在这里，他读完了中学，考入罗斯托夫大学的物理数学系，1941年以优异成绩毕业。
与此同时，因酷爱文学，他还在莫斯科文史哲学院函授班攻习文学。

　　苏德战争爆发后，索尔仁尼琴应征入伍，曾任大尉炮兵连长，两次立功受奖。
1945年2月，作者在东普鲁士的前线被捕，因为他同一个老朋友通信中批评了斯大林，内务人民委员部
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的罪名判处他8年劳改。
刑满后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
1956年解除流放，次年恢复名誉，后定居梁赞市，任中学数学教员。

　　1962年11月，经赫鲁晓夫亲自批准，索尔仁尼琴的处女作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在《新世界》上刊出。
这部苏联文学中第一部描写斯大林时代劳改营生活的作品，立即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响。
1963年，作者加入苏联作协。
这以后，他又写了好些作品，但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除了《马特辽娜的家》等四个短篇外，其余均
未能在苏联境内发表。
1962年发表描写苏联集中营生活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5年3月，《伊凡·杰尼索
维奇的一天》受到公开批判。

　　1967年5月，第四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前夕，索尔仁尼琴给苏联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散发
对本国书刊检查制度的“公开信“，抗议苏联的报刊检查制度，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和
秘密的检查制度”，遭到当局指责，大会通过了谴责他是苏联作家的叛徒的决议。
1968年写成暴露莫斯科附近一个政治犯特别收容所的中篇小说《第一圈》及叙述苏联集中营历史和现
状的长篇小说《癌症楼》，均未获准出版。
1968年《癌症楼》和《第一圈》在西欧发表。
1969年他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
此时引起了国际上一些著名作家如萨特的抗议。

　　70年代后，他实际上已成为与物理学家萨哈罗夫齐名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
1970年，“因为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索尔仁尼琴获诺贝尔文
学奖。
但迫于形势，索尔仁尼琴没有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
1971年，德、法两国同时出版他的长篇小说《1914年8月）。
1973年12月，巴黎出版了他的《古拉格群岛》第一卷，披露了从1918年到1956年间苏联监狱与劳改营
的内幕。
1974年2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其苏联国籍，把他驱逐出境到西德，同年10月，美国
参议院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12月起侨居瑞士苏黎世，随后他移居美国。

　　1974年10月，他联合一些在西方流亡的苏联作家，在西柏林创办了《大陆》文学季刊，作为发表
苏联流亡作家作品的阵地，他亲自写了发刊词。
1978年6月8日他在美国哈佛大学发表演讲时，因批评西方社会的实利主义和自由主义，引起一场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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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期间他在西方出版的作品
，还有《古拉格群岛》、《牛犊顶橡树》和《1916年10月》、《1917年3月》等 。
《古拉格群岛》由作者的个人经历
，上百人的回忆、报告、书信，以及苏联官方和西方的资料组成，分七大部分叙述1918～1956年，特
别是斯大林执政期间，苏联各地关押迫害数百万人的（由于是不同时期，分批处决，具体数字难以统
计）集中营的情况
，书中描述的情况令人发指。
《牛犊顶橡树》是一部关于苏联国内“文学生活的特写”，其中讲到自己作品的遭遇。
另两部均为长篇小说，与《1914年8月》组成三部曲，表明作者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否定十月革命的
历史必然性，并对列宁进行了攻击。
主张“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恢复“古老的俄罗斯生活方式”。

　　1980年代末以后，作家被允许回国，原来遭禁的一些作品也已陆续在国内出版。
在俄罗斯国内，评论界和读者对他及他的创作褒贬不一。
经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邀请，
于1994年回归俄罗斯。
但在1998年叶利钦宣布颁发给他国家奖章的时候，他为了抗议叶利钦的毁灭性国内政策，拒绝接受。
直到2007年，他才接受普金亲自去他家颁发的国家奖章。

　　1989年，苏联作协书记处接受《新世界》杂志社和苏联作家出版社的倡议，撤消作协书记处
于1969年11月5日批准的把索尔仁尼琴开除出苏联作协的“不公正的、与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相抵触的决
定
”，同时委托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的作家们向最高苏维埃提出撤消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74年2月12日的
命令。
根据苏联作协的决定，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开始在苏联国内陆续出版。

　　2008年8月3日深夜，索尔仁尼琴由于心力衰竭在莫斯科逝世，享寿8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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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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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小蜜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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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医生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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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人们靠什么活着？

　第九章 Tumor cordis
　第十章 孩子们
　第十一章 桦树癌、
　第十二章 一切欲望和激情全都复归
　第十三章 幽灵也一一归来
　第十四章 审 判
　第十五章 每人都有自己难念的经
　第十六章 荒唐的事
　第十七章 伊塞克湖草根
　第十八章 “哪怕在墓道入口处⋯⋯”
　第十九章 接近于光的速度
　第二十章 美好的回忆
　第二十一章 阴影消散
第二部
　第二十二章 流入沙漠的河
　第二十三章 为什么不过得好点呢？

　第二十四章 输 血
　第二十五章 薇 加
　第二十六章 卓越的创举
　第二十七章 人各有所好
　第二十八章 处处是单数
　第二十九章 硬话与软话
　第三十章 老医生
　第三十一章 市场偶像
　第三十二章 从反面来看
　第三十三章 顺利的结局
　第三十四章 结局也比较悲惨
　第三十五章 创世的　第一天
　第三十六章 也是最后的一天
附录：
授奖词
受奖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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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随着小房间门的吱呀声响，帕维尔&middot;尼古拉耶维奇身穿绿色和褐色条纹新睡衣、趿着暖和
的毛皮镶边拖鞋走了出来。
他那光秃秃的头上戴着一顶崭新的深红色的绣花小圆帽。
此刻，在没有冬大衣领子和围脖遮掩的情况下，他脖子侧面那个有拳头大的肿瘤看起来让人格外害怕
。
他的脑袋已不是正中地支撑着了，而是微微偏向了一边。
儿子去把换下来的衣物统统收进手提箱里。
妻子把钱藏进包里，惴惴不安地望着丈夫：&ldquo;你是不是觉得特别冷呢？
&hellip;&hellip;刚才应该带一件厚长衫。
我会送来的。
对了，这里有一条小围巾，&rdquo;她把围巾从他衣兜里掏了出来，&ldquo;围上好了，免得着凉！
&rdquo;她裹着褐色狐皮领和皮裘，身体显得有她丈夫三倍粗。
　　&ldquo;现在你到病房里去，安置一下。
把吃的东西都放好，好好看看和想想，还需要什么，我坐在这儿等着。
待会儿你下楼来告诉我，傍晚我就会把东西都送来。
&rdquo;她并没六神无主，她总是把什么事情都考虑得很周到，不愧为丈夫的生活伴侣。
帕维尔&middot;尼古拉耶维奇怀着感激和痛苦的心情看了看她，然后看了看儿子。
　　&ldquo;这么说，尤拉，你要走了？
&rdquo;&ldquo;是晚上的那趟火车，爸爸。
&rdquo;尤拉走到跟前说。
对待父亲他保持尊敬的态度，但是毫无热情。
即使是此刻，与留下来住院的父亲离别，也像平时一样，一点也不激动。
他对待一切都是漠然的。
　　&ldquo;那就走吧，孩子。
这可是你头一回出差去办重要的事情。
一开始你就要保持公正的口气。
不能心肠太软！
心肠软了反而会害了你自己！
要永远记住，你不是尤拉&middot;鲁萨诺夫，不是以个人身份出现的，你是法律的代表，明白吗？
&rdquo;尤拉明白也罢，不明白也罢，反正帕维尔&middot;尼古拉耶维奇此刻很难找到更确切的话来说
。
米塔不知所措，急着想走。
&ldquo;我和妈妈还要在这儿等你的。
&rdquo;尤拉微微一笑。
&ldquo;你先上去看看，别急着告别，爸爸。
&rdquo;&ldquo;您自己能走到那里吧？
&rdquo;米塔问。
&ldquo;我的天，人家勉强站得住，难道您不能把他扶到床前吗？
把兜子带去！
&rdquo;帕维尔&middot;尼古拉耶维奇像个孤儿似的望了望自己的家人，拒绝了米塔的搀扶，自己牢牢
地抓住栏杆，开始上楼。
他的心怦怦直跳，而这还绝不是因为登高。
他沿着梯级往上走，犹如被押上那个&hellip;&hellip;怎么称呼它呢&hellip;&hellip;像讲台似的高处去砍掉
脑袋。
护士长提着他的兜子，抢在前面跑上楼去，在那里她向玛丽亚喊了几句什么话，而帕维尔&middot;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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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拉耶维奇还没走完第一段楼梯的时候，米塔就已经从楼梯的另一边跑了下来，并且迅速走出大楼，
以此向卡皮托利娜&middot;马特维耶夫娜表示；她的丈夫将会在这里得到怎样精心的护理。
帕维尔&middot;尼古拉耶维奇缓慢地登上楼梯拐弯处那宽阔的平台这样的平台只在古老的建筑物里才
有。
在楼梯中间的这块平台上，放着两张有病人的床，旁边还有床头柜，居然一点也不影响人们上上下下
。
其中一个病人情况不妙，心力衰竭，正在用氧气袋输氧。
　　鲁萨诺夫竭力不看他那没有转机的脸：扭过身去望着上面继续攀登。
　　但在第二段楼梯顶上等待着他的也不是令人振奋的景象。
护士玛丽亚站在那里。
她那黝黑的神像式的脸上既没有笑意；又没有问候的意思。
她个子很高，又瘦又扁，像个士兵在那里等他，而且马上就通过楼上的穿堂间在前头带路。
从这里开始，有好几道门，凡是不挡住门的地方都有病床，上面躺着病号。
在没有窗子的拐角上，一盏经常开着的台灯照亮了护士用的一张小写字台，还有她的配药桌子，旁边
墙上挂着一个带毛玻璃和红十字的壁柜。
他们从桌子旁边走过，再经过一张病床跟前，玛丽亚就伸出瘦长的胳膊示意：&ldquo;从窗子那里算起
第二张床。
&rdquo;话音刚落她就匆忙走开，这是一般医院令人不快的特点：不站上一会儿，也不聊几句。
　　病房的门经常是敞开着的，但尽管是这样，帕维尔&middot;尼古拉耶维奇进门时还是感觉到潮湿
、浑浊和混杂着药品的气味，对他这样嗅觉灵敏的人来说，这使他很难受。
　　病床都垂直墙壁而放，排得很挤，狭窄的通道只有床头柜那么宽，即使是病房中间的通道也仅能
容两个人擦肩而过。
　　在这中间通道里，站着一个穿粉红色条纹睡衣的矮敦敦的宽肩膀病人。
他的整个颈脖都用绷带包扎得很紧很厚，纱布几乎碰到了耳垂。
绷带的白箍使他那褐发蓬乱、木呆呆的沉重脑袋不能随便动弹。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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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ldquo;回到乌什-捷列克以后，为了使肿瘤不向任何部位转移，我还要用伊塞克湖的草根把它制
住。
用剧互治病似乎包含着一种浩然正气，因为毒药不用佯装成无害的物&hellip;&hellip;这样我们就知道自
己在迎接什么。
&rdquo;　　&mdash;&mdash;《症症楼》　　《真理报》将索尔仁尼琴与列夫&middot;托尔斯相提并论
，认为他对&ldquo;处于备受屈辱时刻的人的品质&rdquo;的描写使人的心灵痛苦得缩紧起来，使人的
精神得以升华。
　　&mdash;&mdash;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　　全世界成百上千万人把亚历山大&middot;索尔仁
尼琴的名字和创作与俄罗斯本身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他的科学研究和杰出的文学著作，事实上是他全部的生命，都献给了祖国&hellip;&hellip;　
　&mdash;&mdash;弗拉基米尔&middot;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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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索尔仁尼琴从流放地到塔什干治病的坎坷经历和所见所闻，构成了《癌症楼》这部小说的基本素
材。
作者写出了主人公科斯托格洛托夫及其同病房里的各个病人的不同命运和经历，他们性格的形成和人
性的扭曲。
作者写的是人生的坎坷，但实际上是社会悲剧的写照。
一个个知识分子和忠心耿耿的干部被捕、流放、劳改的事实，使作者陷入痛楚的沉思，思考产生这些
悲剧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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