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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史中
,

写同性恋题材的作品从古

到今有不少
。

纯意义上的同性恋文学
,

似乎

可以界定为专以同性恋为主题的作品
,

以同

性恋者为主要阅读对象
,

作者或多或少地带

有同性恋倾向
,

而不仅仅只是作品中带一些

同性恋情节的叙述
,

或者同性恋者思想
、

情

感
、

行为的描写
。

如果这样
,

同性恋文学的面

就相当窄
,

且只能包括专以同性恋性倾向
、

性经历的描述为内容的作品了
。

有鉴于此
,

我们在此不妨把同性恋文学的范围扩大一

些
,

只要以同性恋现象为主题的
,

或者基本

情节为同性恋行为的
,

都可包括在同性恋文

学的范畴中
。

法国的同性恋文学
,

其起源直接来 自古

希腊的同性恋传统 (荷马史诗中
“
阿西勒和

帕特洛克罗斯
” 、

苏格拉底
、

柏拉图的作

品)
,

当然
,

在 《圣经》中
,

也可以找到它的另

一类起源 (如所多玛和蛾摩拉的毁灭
、

圣保

罗的故事 )
。

在中世纪
,

则有一些修道院诗

歌
,

歌颂同性间的友谊和情爱
。

15 世纪诗人

弗
.

维庸留下的 《同性恋诗歌》也是这方面

的文献
。

至于女子同性恋文学
,

从公元前六世纪

的希腊女诗人萨福起
,

其源流就一直不断
,

法国 16 世纪的路易丝
.

拉贝
,

19 世纪的乔

治
.

桑
,

20 世纪的科莱特
、

尤瑟纳尔
,

都可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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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长期受社会的鄙视
,

同性恋文学的

命运坎坷不平
。

保尔
.

魏尔兰写给兰波的信
,

甚至被兰波的母亲所毁
;
马克

。

阿雷格莱给

纪德的信
,

也被军德的妻子所毁
。

纪德的作

品 《科里东》出版时 (19 24 )
,

曾引起轩然大

波
。

亨利
.

德
.

蒙泰朗一生都有同性恋倾向
,

尽管他可以在街上追逐少年
,

但他不敢在自

己作品中公开表露
,

只能把同性恋倾向写在

笔记中
。

后来他功成名就
,

才在 1 969 年发表

了他早在 1929 年就开始构思的同性恋小说

《少年郎》
,

公开承认自己的同性恋秘密
。

在另一些作者的作品中
,

同性恋也都写

得含糊
、

朦胧
,

甚至改头换面
,

只有那个多次

进监狱的让
。

热奈才敢在 《鲜花圣母》里有

赤裸裸的描写
。

实际上
,

为传统社会所不容

的
,

与其说是同性恋行为本身
,

还不如说是

同性恋的宣告
,

不是
“
做

” ,

而是
“
说

” 。

得罪

社会价值观的
,

不仅仅是这种被多数人和普

通规则看成伤风败俗的行为
,

而且尤其是跟

同性恋连在一起的叛逆思想
。

《背德者》中
,

主人公的妻子死于结核病
,

但在一般读者看

来
,

更是死于米歇尔对她的精神折磨
。

而在

《追忆逝水年华》中
,

普鲁斯特笔下的夏 吕

斯男爵竟在他妻子的葬礼上向教堂唱诗班

的一个 男童询问起他的名字和地址
,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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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精神罪

”

恐怕更为社会所不容
。

普鲁斯特

曾经说过
:

同性恋是整个社会中
“

尽人皆

知
”
的

“
秘密

” ,

这句大实话
,

也十分恰当地

说明了同性恋文学在整个文学史中的地位
,

许多人都在写
,

但人们又有所顾忌
。

直到 19 68 年的
“
革命风暴

”

之后
,

同性

恋描写的禁忌才算被彻底打破
。

雷诺
.

加缪

(R e n e a u Cam u s )
、

伊 夫
·

纳 瓦 尔 (Yv e s

Na v a r r e ) 在 自己的作品中讲述了某种性解

放的经过
。

多米尼克
.

费尔南德斯在 《玫瑰色

的星》(1 9 78) 中展现了他痛苦的精神解放过

程
。

然而
,

艾滋病的出现又引起人们对 同性

恋的新看法
,

甚至有人把同性恋排斥在文学

之外
,

认为写同性恋的文字根本就谈不上是

文学
。

至于女子同性恋
,

其命运则要好一些
,

因为长期以来
,

女子同性恋往往被认为是一

种本性的东西
,

隐藏在所有女性的性欲之

中
,

而且它也不被认为是对社会的反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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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 20 世纪法国文学史
,

同性恋作家

真不少
,

我们可以列出一长列名单
。

他们的

名字连同其作品
,

不会因为同性恋而失去价

值
,

反而因其不易而更显价值
:

马塞尔
·

普鲁斯特 (Ma r e e l p r o u s t ) 的

巨著 《追忆逝水年华》向来被认为是法国 20

世纪文学的一大代表作
。

小说中
,

普鲁斯特

自觉不 自觉地描写 了一些同性恋心理和情

节
。

那个著名的
“
花花公子

”
夏吕斯男爵就

是个例子
。

另外
,

作者在女子阿尔贝蒂娜和

安德蕾的感情经历中
,

故意以女子同性恋的

描写
,

暗示了男子同性恋的一些心理反应
。

安德烈
·

纪德 (An d r 乙 G id e ) 的 《背德

者》是读者比较熟悉的例子
。

其实在纪德的

其他作品中
,

对同性恋也有不少描写或影

射
:

自传 《假如种子不死》中有真诚的坦白
,

游记和 日记中也有一定的叙述
。

就拿纪德的

最后一部小说 《式修斯》(可看成其精神 自

传 )来说
,

也有对同性恋的赞美
。

老年纪德通

过神话人物武修斯
,

表达了自己对爱情 (包

括异性恋和同性恋 ) 的美好憧憬
。

美女阿里

阿德涅要诱惑武修斯
,

而武修斯一边与她虚

与委蛇
,

一边暗恋上她的妹妹
,

同时还忘不

了向美少年格劳科斯频送秋波
。

亨利
·

德
·

蒙泰朗 (He n r i d e Mo n t he r -

la n t) 的许多作品都有同性恋描写的痕迹
,

例如 《梦》
、

《斗兽者》
、

《给欲望之泉》
、

《沙

玫瑰》
,

以及 《少女郎》四部曲小说
,

同性恋

描绘往往杂揉在异性恋之中
,

朦胧含蓄
,

这

与他在公开场合对 自己同性恋倾向的自觉

抑制有很大关系
。

例如在 《斗兽者》中
,

主人

公本来与公爵之女相爱
,

受任性的她的鼓

动
,

去跟一头凶猛的公牛搏斗
,

斗牛之后
,

他

才真正意识到
,

他爱的不是女人
,

而是
“
公

牛
” 。

蒙泰朗只是到了晚年
,

己成为法兰西学

士院院士后
,

才发表了同性恋方面的代表作

《少年郎》
。

他认为这部花费他四十年心血

的作品已言尽了心中之言
,

穷尽了他毕生可

写的主题
,

便在三年后自尽
。

让
·

热奈 (Je
a n Ge n e t )的几乎所有小说

都写到了同性恋
,

尤其是 《鲜花圣母 》
、

《小

偷日记》
、

《玫瑰奇迹》
、

《布雷斯特的科雷

尔》
,

他在同性恋文学中的特殊地位
,

在于他

对性犯罪 (当然也包括其他类型的犯罪 )作

了大胆放荡的直接描写
。

朱利安
一

格林 (Ju l ie n G r e e n ) 是美国

人
,

后来用法语写作
,

其一 生都与肉欲作着

搏斗
,

并在作品中写出了这种自觉斗争的痛

苦
。

小说 《莫伊拉》的主人公约瑟夫对浪荡

女英伊拉的关系只是一出闹剧而 已
,

而他真

正爱的人是清教徒大卫
,

只是大卫的完美使

他不敢贸然示爱
。

小说 《坏蛋》中
,

丑小伙子

加斯东对女主人公的追求漠然无视
,

导致了

她因失望而 自尽
,

而加斯东的怪癖
,

被人看

成是一种恶习
。

格林根深蒂固的天主教思

想
,

使他在作品中坦 白同性恋的同时
,

也把

它看做一种洪水猛兽
,

拼命躲避
。

这种叶公

好龙似的性趋向在他的《每个人在他的黑夜

中》
、

《青年时代》中均能读到
。

2 00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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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米 尼 克
·

费 尔 南 德 斯 (D o mi ni que

Fe r n a n d e z ) 在 19 78 年的作品 《玫瑰色的

星》中
,

以某种 ,’J 自理生物学
”

的方法
,

揭示

了一些著名人物下意识的同性恋倾向
。

他的

小说 《在天使的手中》 (19 82) 以一个同性

恋者的自传形式写成
。

而后来的《贱民的荣

誉》则写一些同性恋者得了艾滋病后生活的

困惑
,

以及他们对自己生活方式的再思考
。

女作家方面
,

科莱特 (Col et t e )本人有

过同性恋经历
,

也难怪她三次婚姻都以不幸

而告终
。

她在 自己的作品中
,

也多次隐约地

描述了自己
“

古怪
”

的情感
。

只有在 《纯洁与

污浊》(19 32 年初版时名为 《欢愉⋯⋯》)

这部她 自己认为最优秀的作品中
,

她对男子

或女子同性恋以及其他
“
怪癖

”

者作了比较

直露的描写
。

在这部作品中
,

她揭示了那些
“

不正常者
”

幽闭的生活
,

郁闷的欢愉
,

同时

也反应了他们渴望幸福
、

希望理解的心境
。

尤瑟纳尔 (Yo u r e e n a r )的作品中
,

有着

男子同性恋的主题
,

而且这一主题反复出

现
,

例如在 《哈德良回忆录》和 《熔炼》中
,

有批评家认为
,

她这样做与其说是为了隐瞒

她对女人的爱
,

还不如说是渴望成为一个男

人
。

尤瑟纳尔本人一直跟一个叫格蕾丝
。

弗

利克的美国女子同居
,

后者是她作品的英译

者
。

西蒙娜
.

德
一

波伏瓦 (S im o n e d e B e a u -

voi r )的某些作品
,

也涉及到了女子同性恋
,

例如她对自己与养女西尔薇娅所谓的
“

最强

烈友谊
”

的关系
。

另 外
,

大 作 家 让
.

科 克 托 (J
e
an

Co 。 t e a u )
、

弗朗索瓦
一

莫里亚克 (F
r a m c o i S

Ma u r ia C
)

,

批评大师米歇尔
.

福柯 (Mie h e l

Fo u e a u lt )
、

罗 兰
·

巴特 (R
o la n d Ba r th e s )都

是同性恋
,

都有这方面的叙事作品或论著
。

值得一提的同性恋文学
,

还有卡罗利
.

本克尔 (K
a r o l i Be n ke r t )

、

米歇尔
.

拉里 维

耶尔 (Mi e he l La r i v i色r e )等人的作品
,

尤

其是钱拉
·

弗尔什 (G‘r a r d Fo r e he )的小说

《明天是星期四》
,

让
.

阿鲁什 (Jea
n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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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u c h) 的论著 《主人的性》
。

居伊
.

霍康盖姆 (G u y Ho c q u e n g he m )建

立 了同性恋革命行动阵线 (FHA R )
,

使同性

恋活动本身成为了一种社会运动
。

借助于这

一运动和某些明星的公开表态
,

同性恋文学

又有了兴旺的标志
:

艾尔维
·

吉贝尔 (He r y 己

Gui be rt ) 写的 《致没有救我命的朋友》和

《怜悯的礼仪》成为了畅销书
。

西里尔
。

科拉

尔 (Cyr il Co lla r d ) 的 《野性之夜 )) (作品

的主人公是一个双性恋的艾滋病患者 ) 也是

同样的命运
。

这两位作家都是艾滋病的牺牲

者
,

而另一位叫马克西姆
·

蒙泰尔 (Max im e

Mo nt el ) 的作家
,

则在 《一种想象的苦难》

(19 9 4) 中
,

为那些死去的朋友作了哀悼
。

到了世纪之交
,

同性恋文学继续有不错

的作品发表
,

如弗雷德里克
·

马泰尔 ( F晚 d 6
-

ri c M叭 el ) 的 《粉红与黑色》和勒内
·

德
·

切

卡蒂 (R e n 在 d e e e e eat y ) 的 ((爱))
。

而评论方

面
,

则有迪迪埃
·

艾里本 (D id i e r Er ibo n )

的 《对男子同性恋问题的思考》
,

乔治
.

肖恩

塞 (Ge o r g e Cha u n e e r ) 的 ((纽约男子同性

恋》
。

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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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 20 世纪的同性恋文学
,

就会谈到

纪德
,

而谈到纪德
,

一般都要谈到 《背德者》

(1902 )
。

《背德者》中的米歇尔
,

可以说就

是纪德的影子
。

米歇尔曾患肺病
,

咯血不止
,

是妻子玛瑟琳无微不至的照料使他恢复了

健康
,

但米歇尔后来沉溺于声色犬马
,

而玛

瑟琳却病倒了
。

米歇尔非但不照顾她
,

反而

带她去北非
,

而且背着她与当地少年搞 同性

恋
,

尽情地享受着
“

乐趣
”

和 “
自由

” ,

最后
,

妻子惬惬病死
,

而这正中米歇尔的下怀
。

作

品特别强调 了人应充分享受欲望的冲动
,

应

拒绝一切肉体和精神的禁忌
,

但被认为
“
背

德
”

的同性恋也给主人公带来一种惶惑感
,

而且多少带有忏悔的痕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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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布

让
.

热奈的小说《鲜花圣母》于 19 4 3

年在监狱中写成
,

以同性恋生活为题材
,

穿插偷窃
、

卖淫
、

走私等犯罪活动
。

作者

笔底透出的
,

是一个动荡不安的西方世

界的客观环境
,

还有一颗真诚的心
:
他毫

不忌讳地写了某种另类人物的下贱生

活
,

把罪孽的心态揭示得淋漓尽致
,

然而

文字中又可看出他不甘堕落于
“
淤泥

”

中
,

试图走向美丽的诗意世界的努力
。

《鲜花圣母》 的创作手法颇具西方现代

文学的一些特色
:
非理性的主题

;
优美的

文字 (纯正的法语中
,

借用了不少同性恋

社会的理语
,

字里行间蕴涵着大量的文

字游戏 ) ;
幽默的文笔 (引经据典中不乏

种种的嘲笑
、

讥讽 ) ;
开放的结构 (虚构

情节与自传性回忆交融一起
,

其间跳跃

大胆 ) ; 极其 自由的时序 (不按照编年史

的方法
,

而是自由转换)
,

等等
。

多
.

费尔南德斯的小说 《在天使手

中》(1 98 2 )获得了龚古尔奖
。

它以意大

利当代著名诗人和电影艺术家皮耶尔
。

保罗
。

帕佐里尼的生活为题材
,

以自传小

说的形式
,

回顾了这位同性恋左派知识

分子的生命历程
。

小说着重写了帕佐里

尼的童年
、

爱情与死亡
,

而且这三者都跟

同性恋文学的类型虽

然近年来才在学术圈子

中得到认可
,

但这并不是

一种新的现象
,

美国的同

性恋文学早已是美国文

学的一块独特领地
。

20世纪 40 年代美国

公开写同性恋的文学作

品数量激增
,

同性恋解放

运动也开始了
。

以 40 年

代在洛杉矶建起的
“
马塔

饮会
”

为标志
,

同性恋理

念和文学同时发展
。

19 44

年
,

年轻诗人罗伯特
。

邓

肯发表 了一篇里程碑式

的散文 《社会中的同性恋

者》
。

在这篇散文中
,

他不

仅表明自己是同性恋者
,

而 且还 以同性恋者作为

受迫害的少数人要求同

性恋者在政治上组织起

来
。

至 19 88 年他逝世时
,

邓肯己被承认是一位很

有影响的美国诗人
,

他的

陈许

许多歌颂男性间家庭生活的诗也被认定为是其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