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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阿拉伯民族文化与文学的基本象征

    王向远

[摘要 ]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在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中看阿拉伯民族的传统文化与文学, 可以把 /沙0作为

/基本象征物0,将其总体特征提炼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文化的沙漠特质: 扩张、包容与吸纳性; 二、诗

人的沙漠性情:性格的多变性与极端性;三、作品的沙质结构:颗粒化、松散化。这三个宏观特征的概括

不仅有助于理解和把握阿拉伯文化与文学的民族特性, 也可为阿拉伯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的比较研究

提供宏观参照。

[关键词 ]沙漠;基本象征; 阿拉伯人;阿拉伯文化; 阿拉伯文学;民族特性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 1004) 3926( 2009) 10) 0181) 07

 作者简介: 王向远 ( 1962-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  100875

  从德国的斯宾格勒开始, 在比较文化研究中,

为寻求比较研究的切入点或层面, 为对总体特征

进行有效的概括, 学者们采用直观的、审美的 /观

相0方法, 用一种具体的物象作为某个民族文化的

象征物, 称为 /基本象征 0, 如把 /泥 0作为巴比伦

文化的基本象征, 如把 /菊花 0与 /刀剑0作为日本

文化的基本象征等。循着这样的思路, 在对阿拉

伯民族文化与文学的特征进行概括的时候, 可以

将 /沙 0作为其 /基本象征 0。

一、文化的 /沙漠特质0:扩张、包容与吸纳性

公元 7世纪伊斯兰教产生之前, 即 /蒙昧时

期0的阿拉伯半岛沙漠地区的游牧民族贝杜因人,

是阿拉伯 ) 伊斯兰文化的原点。贝杜因人是沙漠

之子,贝杜因人的文化带有强烈的沙漠文化的特

征。随着伊斯兰教的产生和扩张, 阿拉伯人与阿

拉伯文化由半岛向四周扩张, 征服了有关部落和

民族,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大阿拉伯帝国, 在

这个过程中, 被征服的各民族被迫或自愿地信奉

了伊斯兰教,成为阿拉伯帝国的臣民, 其文化也逐

渐汇入阿拉伯 ) 伊斯兰教文化当中, 同时,阿拉伯

男性与不同民族的女性 ) ) ) 主要是被俘获的女

性, 称为 /女奴 0) ) ) 通婚混血,阿拉伯人已经不再

是原先的贝杜因人, 形成了新一代的阿拉伯人。

被征服的各地区各民族的人民, 有许多也和贝杜

因人一样原本也是沙漠居民。例如, 被阿拉伯人

征服的北部非洲,包括埃及、利比亚、阿尔及利亚、

摩洛哥等,都属于北部北非沙漠群地带;在西亚地

区,中亚地区, 除两河流域等小片土地之外, 大部

分土地属于沙漠戈壁或半沙漠地带。上述地区的

居民物质与精神生活中本来也带有沙漠文化的某

些特性,被阿拉伯人征服并纳入阿拉伯帝国之后,

阿拉伯人的影响与原有的沙漠生活方式的结合,

使沙漠文化得以延续乃至扩大, 尽管后来有很多

人脱离了沙漠中的游牧生活而生活在城市环境

中,但他们却一直能够保留沙漠之子及沙漠文化

的一些根本特性。这就使得由沙漠生存环境、生

活方式而形成的特有的文化心理, 作为一种集体

无意识,在阿拉伯文化中一直延续至今, 一脉相

承。直到现在, 一些阿拉伯国家领导人都喜欢将

重大的庆典与接待宴请活动安排在沙漠帐篷中举

行,许多居住在城市的阿拉伯人也喜欢在周末假

日到沙漠中扎起帐篷, 体验或追忆祖先的生活方

式,并以此为乐。这一切,都使得阿拉伯 ) 伊斯兰

文学始终带有明显的 /沙漠文化 0的某些特性。所

以对于我们来说, 在考察阿拉伯 ) 伊斯兰文学的
民族特性的时候, /沙漠 0这个词不仅仅是一个地

学词汇,更是一个概括表现其文化形态与文学形

态的关键词, 也是理解阿拉伯 ) 伊斯兰民族性格

的一个关键词。

沙漠地带的自然环境塑造了阿拉伯人独特的

性格。沙漠的气候变幻无常,不可捉摸, 时而风平

沙静,金光四射,令人炫目, 时而狂风大作,飞沙走

石,所向披靡, 昏天黑地, 令人颤栗; 时而明月悠

悠,星光灿烂,令人心旷神怡。人们在这样暴烈而

又神奇,美丽而又残酷的大自然之下, 必然容易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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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对大自然与造物主的敬畏之心, 并由此产生宗

教意识及宗教信仰。伊斯兰教也就是在这种环境

下诞生的。沙漠地区广阔无垠, 风平沙静时一望

无际,阳光明媚,天高云淡,长风无阻, 培育了阿拉

伯人慷慨大方、心胸敞亮、热血沸腾,乐于助人、热

情好客的性格; 沙漠地区干旱少雨, 地面缺乏植

被,温差变化剧烈, 白天阳光暴晒,烈日如焚; 遇到

狂风大作时, 则昏天黑地, 飞沙走石, 培育了阿拉

伯人桀骜不驯、喜怒无常、难以捉摸, 喜欢凭感觉

行事的性格。阿拉伯人勇敢尚武、好勇斗狠, 仿佛

沙暴中的暴烈天气; 阿拉伯人生性敏感, 多神经

质, 常常为了一点小事而暴怒如雷, 不可遏止, 仿

佛流沙,稍有风吹, 就随风而动; 阿拉伯人生性散

漫, 不愿受到约束, 不习惯服从权力, 喜欢无限制

的自由, 仿佛一粒粒沙子, 各自孤立, 互不抱团。

阿拉伯人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部落主义,教派主

义、地域主义、民族主义倾向, 人与人之间,部落与

部落之间, 教派与教派之间, 充满的无休止的争

斗, 各部落、教派、地域、民族、国家之间常常发生

火并、冲突和战争, 仿佛沙子堆在一起, 却无法粘

合为坚固的整体。这一点上, 现代阿拉伯国家之

间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关系就是最好的印证。他们

之间一会儿愤怒, 一会儿冷静; 动不动就拔枪相

向, 继而又互相拥抱, 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当

然, 阿拉伯兄弟间可以因为一些小小的分歧而打

得 /头破血流 0, 但另一方面, 从历史和现实中看,

在两种情况下, 阿拉伯人会体现出其他民族少见

的凝聚力与团结。一种情况是中心凝聚力的形成

与作用。这个中心凝聚力就是宗教。伊斯兰教确

立以后,阿拉伯人以 5古兰经 6为精神动力,靠着战

马刀剑,团结一致对外扩张, 所向披靡, 在较短的

时间里征服了环地中海及中亚广大地区, 建立了

一个空前的阿拉伯帝国。这种强烈而有效的扩张

性只有以沙漠风暴向四外迅速漫延覆盖才可形

容。另一种情况是 /外力 0的影响和作用, 一旦出

现了某种 /外力 0作用 ) ) ) 通常是外部落、外民族、
外国的威胁和入侵, 阿拉伯人就会显出惊人的团

结和一致,正如沙漠中风沙卷起, 所有的沙子都朝

同一个方向和目标猛扑过去。典型的例子就是 10

世纪的欧洲十字军的东征,晚近的例子是 20世纪

中期发生的阿拉伯各国与以色列人的两次 /中东

战争 0。只有一致对外的时候,穆斯林的内部矛盾

就会暂时被掩盖起来, 他们的 /兄弟情谊 0很快恢

复如初,而一致对外。

除上述的民族性格外, 阿拉伯人文化在包容

性、涵盖性这一点上, 也具有鲜明的沙漠特性。干

渴的沙漠最大的物理特性的是吸纳和包容, 在立

体空间上,它善于吸纳哪怕一点点水份, 来滋养干

旱的沙漠生命;在平面空间上, 它善于涵盖和包容

周围的土地, 使周边成为自身的一部分。这一点

突出地表现在阿拉伯人与外民族的种族与文化的

融合方面。从蒙昧时代开始, 阿拉伯就不忌讳与

外族人融血。在对外战争中, 他们将俘虏的外族

女人, 主要是波斯人、罗马人、叙利亚人、埃及人、

柏柏尔人、突厥人、埃及科普特人、非洲黑人等民

族的女人,作为奴隶和财物分配给阿拉伯男人, 阿

拉伯男人纳之为妾, 与他们生儿育女, 久而久之,

阿拉伯人就混入了外族的血缘成分, 此后的阿拉

伯人已经不是原来纯粹的阿拉伯血统, 而是各民

族的混合血统了。起初在阿拉伯人一个家庭中,

家庭的男主人为阿拉伯人, 而他的妻妾却多为外

族女人,他们的孩子却具有两种以上的血缘成分,

后来父亲本身也不是纯粹的阿拉伯人了。从根本

上看,阿拉伯人对混血并不过于在意, 在中世纪长

篇故事文学 5安塔拉传奇 6中, 主人公是蒙昧时期

的阿拉伯骑士诗人安塔拉, 他同时也是一阿拉伯

人与黑人女奴的混血儿。这种在血统上开放的态

度证明了早期阿拉伯人只有部落意识, 而没有种

族与民族主义意识。这种情况与其他一些民

族 ) ) ) 例如同样起源于中东的犹太人 ) ) ) 为保持

血统的纯正性而严格限制与外族通婚, 形成了鲜

明对比。

在阿拉伯帝国建立后, 阿拉伯人常常与战败

国的居民杂居, 共同参加社会、经济活动, 相互之

间的通婚更为常见, 终于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阿

拉伯人。阿拉伯人的这种沙漠般的包容与吸纳特

性,与蒙古人、突厥 (土耳其 )人的草原游牧人的特

性颇有不同, 12~ 13世纪的蒙古人的远征, 所到之

处肆意毁灭外民族的文化, 16世纪突厥人在原属

阿拉伯帝国的土地上建立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

只崇尚政权与武力, 压制思想, 窒息知识, 摧残文

化。与此相反,阿拉伯人却从来不破坏、也不压制

被征服民族的文化,从而体现出它的 /沙漠文化 0

的特性 ) ) ) /覆盖 0而不是毁灭外族文化。所谓

/覆盖0就是以阿拉伯文化的外壳将外族文化包裹

起来,然后积极地、如饥似渴地吸收它们。诚然,

在推行伊斯兰教方面, 阿拉伯人非常严厉,凡不信

教者将受到可怕的惩罚。在推广阿拉伯语, 以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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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伯语取代各民族地方语言方面, 阿拉伯人也很

强硬,但在强力推广阿拉伯语的过程中,却又大量

吸收外族语言 ) ) ) 主要是波斯语、罗马语 ) ) ) 的

养分,使阿拉伯语的词汇不断丰富, 句法结构更加

严谨,表现力不断提高。在宗教和语言之外, 阿拉

伯人却更像是虚心向外民族学习的学生, 例如在

哲学上和科学上, 主要学习希腊罗马; 在文学上、

政治与军事制度上主要学习波斯和印度, 对此, 埃

及现代历史学家艾哈迈德 #艾敏在 5阿拉伯 ) 伊

斯兰文化史 6一书中曾指出: 在对外征服的过程

中, 阿拉伯人在政治组织、社会制度以及哲学、科

学等方面是失败了,阿拉伯人只获得了两种胜利:

就是 /语言 0与 /宗教 0。阿拉伯语统治了整个的

伊斯兰国家, 各国固有的语言都溃败在阿拉伯语

的面前,阿拉伯语文也成为政治与学术统一的文

字。阿拉伯人向外民族文化学习的热情, 特别集

中地表现在 10世纪阿拔斯帝国展开的著名的 /百
年翻译0运动中,那时阿拉伯人用了一百多年的时

间, 将波斯、埃及、希腊、罗马人的各类典籍系统全

面地翻译成阿拉伯文, 这不仅促成了阿拉伯阿拔

斯文化的高度繁荣, 也为古代世界保留了大量文

献。欧洲近代的文艺复兴所要 /复兴 0的古希腊罗

马文化,在欧洲中世纪大都被当作有悖于基督教

的邪教文化毁掉了, 而有相当一部分却由阿拉伯

人在阿拉伯语的译本中保留了下来。由于阿拉

伯 ) 伊斯兰文化的包容性, 阿拉伯 ) 伊斯兰文化
也不是单一的民族文化, 而是以阿拉伯人为主体

的、以伊斯兰教信仰为核心价值的多民族文化的

统一体;同样的, /阿拉伯 ) 伊斯兰文学 0也是一个
广义概念, 它是带有阿拉伯 ) 伊斯兰文化特性的

一种混合体, 并不仅仅是指阿拉伯人及其阿拉伯

语文学,也包括曾属于阿拉伯帝国一部分、后来又

属于伊斯兰教文化的组成部分的波斯人的阿拉伯

语乃至中古波斯语文学, 甚至还包括土耳其人的

阿拉伯语及土耳其语文学 (尽管土耳其人的文学

乏善可陈 )。

二、诗人的 /沙漠性情0:多变性与极端性

混合体往往又是矛盾体, 阿拉伯 ) 伊斯兰沙

漠文化的包容性格, 常常表现为由多种异质文化

因素构成的矛盾性格。这种多极复杂的矛盾性

格, 在历代诗人身上有集中的表现, 而且与沙漠文

化具有密切的对应关系, 以至我们可以把阿拉伯

诗人的性格概括为 /沙漠性情 0。

阿拉伯诗人在阿拉伯历史文化中具有重要地

位。在蒙昧时代, 阿拉伯文里的 /诗歌0一词,原来

是 /知道 0的意思, /诗人 0原本是 /学者 0的意思,

因此诗人是知识渊博的人。在沙漠的环境中, 每

个部落都有自己的诗人, 诗歌是惟一的文化。由

此造成了阿拉伯人尊重诗人、娇宠诗人的习惯。

阿拉伯帝国建立后, 历代统治者为政治斗争和歌

舞升平的需要,都将诗人延揽入宫,许多诗人成为

哈里发宫廷的座上宾客, 成为职业化的宫廷诗人,

靠赏赐而生活。由于诗人处于权力的侧近位置,

处于文化的中心地位, 所以历史上,传记研究法是

阿拉伯文学研究的通用方法, 由此一些著名诗人

生平轶事得以详细记载,这就使得后人能够根据

这些资料,详细了解历代诗人的生活与经历,并由

此窥见他们的性格与心理。

阿拉伯诗人的 /沙漠性情 0, 首先表现在诗人

的性格仿佛沙漠的气候, 变幻无常, 见风转向, 出

尔反尔,缺乏操守,形成了矛盾人格。诗人们一方

面自由、高傲、不合群、孤芳自赏、自命不凡, 在诗

中夸耀自己如何伟大高尚, 不屑于与他人为伍, 这

种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导致了以自我炫耀、自吹

自擂为主题的所谓 /矜夸诗 0的大量流行; 另一方

面,却面对权力和金钱低三下四,为了金钱和赏赐

而厚颜无耻,为邀功请赏而不断写诗歌颂、吹捧权

力者或取悦主人,又大量导致了 /颂诗 0这一题材

类型的泛滥。颂诗方面的典型代表是阿拔斯王朝

时期的艾布 #泰马姆 ( 796~ 843), 为了攀附权贵,

艾布#泰马姆用了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写颂

诗,几乎没有放过他那个时代的任何一个大人物,

被他歌颂的权贵有六十人以上。但阿拉伯的权力

人物素以喜怒无常、难以捉摸著称,许多诗人由于

言论不慎得罪或触怒主人, 或由于自己生活放荡,

行为放肆,都有着被不同的权力者反复驱逐的经

历,于是他们便寻求另外的寄身之处。在阿拔斯

王朝时期,哈里发的中央集权名存实亡, 地方朝廷

林立,也使得诗人在不同的小朝廷中不断奔波选

择。诗人靠给统治者写颂诗而获得富贵, 小朝廷

众多,也使得诗人能够左右逢源,找到赏识自己的

君主。寄生朝廷或富豪府第的诗人, 常常得以忘

形,纵情享乐, 终日吟诗作文、交杯换盏, 纸醉金

迷,导致大量以品评美酒为主题的 /颂酒诗 0、以性

爱为主题的 /艳情诗 0的泛滥。而当诗人们失宠、

或被驱逐的时候, 便由花天酒地、锦衣玉食的生

活,一夜之间形同乞丐, 没有归宿。在这种情况

下,有的诗人恨恨不平,气急败坏, 写诗谩骂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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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泄怨气,于是写出了大量 /讽刺诗 0。也有的诗

人无可奈何, 从提倡苦行生活以接近真主的伊斯

兰苏菲主义中得到慰藉,鼓吹节衣缩食,过简朴乃

至自我折磨的苦行生活, 于是写作 /苦行诗 0。还
有一些诗人到了晚年, 才觉悟到纵情声色的空虚

无聊,开始信奉苏菲主义, 写作 /苦行诗0。总之,

桀骜不驯、我行我素,率性而为、无所顾忌、纵欲放

荡,追名逐利, 狗苟蝇营、攀附权贵, 多侧面的矛盾

集于一身, 成为诗人们共通的生活轨迹。阿拉伯

典籍中关于著名诗人行为劣迹败行、道德堕落的

记载也不知凡几, 随处可见。据阿拉伯文学史家

汉纳 #法胡里著 5阿拉伯文学史 6记载, 蒙昧时代

的代表性诗人之一乌姆鲁勒#盖斯 ( 500~ 540)一

生的 /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狩猎、酗酒、调情中度过

的0; 蒙昧时期另一个诗人塔拉法 ( 534~ 569) /毫

无节制地沉湎于享受, 他酗酒、玩乐、挥霍、奢侈,

一意放纵而不知悔改, 因此他的部落不得不把他

赶走 0; 8世纪阿拔斯王朝时期著名诗人柏萨尔 #

本#布尔德 ( 714~ 784) /生活上放荡不羁,像一切

顽童一样作恶多端,喜欢攻击人, 恣意损伤人们的

名誉和尊严 0, 先是对哈里发大唱赞歌, 得到哈里

发重赏。后来终因作恶过多端, 令哈里发麦赫迪

忍无可忍。下令将其抽打七十鞭至死。据说当巴

士拉人得知柏萨尔的死讯时, 都高兴得奔走相告。
[ 1] ( P154, 63, 157)

著名诗人伊本 #穆尔塔兹 ( 863~ 908)

喜欢过奢靡的生活,终日纵情享乐,有诗为证: /生

活属于落拓不羁者, 任人说三道四, 把嘴皮磨破;

爱做什么, 就做什么, 非难、劝说, 只是白费口舌。

,,多少金银入水流过, 心理痛快, 日子欢

乐。0[ 2] ( P12966)
8世纪另一位大诗人艾布 #努瓦斯

( 762~ 813)一生生活放荡,沉溺酒色, 曾一度因写

作颂诗向哈里发献媚而成为宫廷诗人,过着无节

制的酗酒放荡生活,不仅以玩弄女人而著名, 而且

喜欢玩弄娈童,直至玩得筋疲力尽而死于壮年。 9

世纪的布赫图里以颂诗邀宠、谋求私利,他颂扬过

哈里发,哈里发死后, 他又立即写诗攻击他, 以此

来取悦其仇敌新哈里发。为了金钱不惜在任何一

个权贵者面前卑躬屈膝, 把诗歌当作向愿意高价

收买者出示的商品,有时还厚颜无耻地讨价还价。

为了从某个大人物那里获取赏赐, 他写诗颂扬他,

如果得到报酬,便再写诗颂扬他, 如果被歌颂人的

赏赐延迟或赏钱太少, 他便对那人进行攻击。在

这方面,诗人迪尔比勒 #胡扎伊 ( 756 ~ 860 )最为

典型,此人生性好怒刻薄, 喜欢诽谤和攻击, 他的

大量人身攻击的 /讽刺诗 0最终招致杀身之祸。

, ,类似的例子在阿拉伯文学史上并非个别。

总之,阿拉伯诗人的 /沙漠性情 0表现为一种

多变性、矛盾性、极端性的人格, 仿佛沙漠中变换

剧烈的天气。诗人的生活常常大起大落, 富有传

奇色彩,诗人的创作也像一个多棱镜, 前后左右光

景不同, 显出五光十色。自由与寄生, 逍遥与御

用,享乐与苦行,讽刺与谄媚,涣散与聚合,矛盾地

统一于一身。比较而言, 印度的诗人大都是婆罗

门 /仙人 0, 他们大都不是职业诗人, 而是宗教僧

侣,是众生的精神导师, 教导人民如何遁世和解

脱,没有阿拉伯诗人的追名逐利;中国诗人的身份

大都是 /士人 0,他们不是职业诗人, 诗歌是他们立

身出世的手段之一, 但中国士大夫的核心价值是

道德修养,因此中国诗歌总体上是以伦理道德为

中心。对中国诗人而言, 吟诗作赋本身不仅是一

种艺术修养,也是一种道德修炼,诗人遇到挫折时

偶有狂放沉醉之举, 但难有阿拉伯诗人的我行我

素、放浪形骸。而在阿拉伯社会中,诗人既不承担

印度诗人那样的宗教使命, 也不承担中国诗人那

样的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0的道德使命,

阿拉伯诗人大都是职业化的, 同时常常是权力与

金钱财富的点缀品。阿拉伯诗人所有矛盾的、多

面的人格,都由诗人与权力、诗人与金钱的不同关

系来决定。阿拉伯古代文献中记载了一些诗人与

所侍奉的君主之间关系的轶闻趣事, 折射了阿拉

伯诗人在君王侧近的艰难尴尬的处境。据载, 7世

纪著名诗人祖海尔 (? ~ 662)曾在宗教问题触怒

先知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下令追杀他。诗人写了

一首诗拜见穆罕默德请求宽恕,当他读到 /先知乃

是真主的利剑,闪闪出鞘把众生指引 0的诗句时,

穆罕默德尽释前嫌, 走上前去将自己身上的斗篷

脱下来,披在诗人身上。无独有偶,被历史学家称

为 /桂冠诗人 0的 10世纪时的穆泰奈比 ( 916 ~

966)因被塞弗 #道莱国王所宠幸, 遭人谗言陷害,

穆泰奈比为了表现对国王的忠诚, 写了一首长诗

向国王朗诵,国王听到诗人对自己的含蓄抱怨诗

句时,竟大动肝火, 抄起墨具向穆泰奈比砸去, 并

击中了他的头部, 穆泰奈比忍着鲜血和剧痛,继续

动情地朗诵,表达了对国王的真诚,此时国王大受

感动,走上前去拥抱了他, 并当场赐予两千枚金

币,穆泰奈比转危为安。这些场景表明, 阿拉伯诗

人的多变性、矛盾性与诗人的特殊境遇有关,御用

诗人的安危命运都在君王的喜怒一闪念之间, 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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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对阿拉伯人君王、对阿拉伯人有一种特殊的魔

力和魅力, 一句诗就可以改变诗人的命运。同时

也表明,诗人在阿拉伯社会是一类特殊的人群, 有

才能的诗人容易受到赏识, 君主和社会上对诗人

的要求相对宽容, 只要不太过份, 人们就容忍、甚

至欣赏这些人超出常人的道德规范之外的所作所

为。

三、文学作品的 /沙质结构0:颗粒化、松散化

阿拉伯文学与阿拉伯 /沙漠文化 0的性格密切
相关,并且从不同侧面集中表现了阿拉伯 ) 伊斯

兰文化的特性。

首先,几乎所有研究阿拉伯 ) 伊斯兰文化与
文学的学者们都注意到, 阿拉伯人最大的特长是

擅长辞令。这一点与阿拉伯人原先的沙漠生活方

式有关。比较而言,一般多说,定居的农业民族与

外界交流少, 生活稳定, 按部就班, 生活圈子中都

是亲人和熟人,因而重行动而少言语, 重书写而不

重口头表达。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就是中国人, 孔

子曰: /巧言令色,鲜矣仁 0,他提倡 /讷于言而敏于

行0。与中国这样的农耕民族不同, 商业民族与城

市文明由于与外界接触多,人际关系较为复杂, 各

种交往需要语言交流的艺术, 所以言语艺术较为

发达,典型的代表是古希腊罗马, 在他们的文化

中, 语言艺术的最集中表现就是演说, 演说家作为

语言艺术家备受尊敬, 演说的最主要的要素是情

感与逻辑。所以希腊罗马人不仅推崇演说, 更发

展了使语言表现逻辑化的逻辑学乃至以语言与思

想系统深刻为特点的哲学。相比之下, 阿拉伯人

的语言艺术又属于另外的类型。蒙昧时期的阿拉

伯人由于沙漠地区物质条件的贫乏,他们没有文

字, 有了文字之后由于书写材料的缺乏又难以书

写, 因此, 他们惟一的交流手段是言语, 惟一的精

神生活方式也是言语, 惟一的文学方式就是诗歌

吟唱,伊斯兰形成与传播时期和阿拔斯帝国时期

的阿拉伯人,由于无休无止对外征战, 随时随地发

生的部族冲突与内讧内乱, 都使得斗嘴是武力之

外的另一种战斗形式, 语言是一种不可缺少的武

器。因此阿拉伯人崇尚语言, 并在世纪斗争中提

高和锤炼了语言技巧与表现艺术。 5古兰经 6中特
别推崇和赞扬能言善辩的人, 并说善于辞令的人

将得到安拉的欢心。在崇尚言语艺术方面, 阿拉

伯人的不像中国人,而像希腊罗马人, 但阿拉伯人

的言语艺术与希腊罗马人的言语艺术颇有不同。

对此, 11世纪的阿拉伯学者查希兹曾对当时各民

族的特长加以比较,他写道:

中国人擅长手工艺, 什么铸造、熔炼、花样翻

新的印染、旋工、雕刻、绘画、织布, 无一不精 1希
腊人善于雄辩,而不好动手,精通格言和文学。阿

拉伯人又有所不同, 他们既非商人, 又非工匠; 既

非医生,又非会计; 既不务农, 这样可以免于吃苦

受累, 又不种地, 这样可以免得缴租纳税, ,; 既

不靠在秤上耍手腕谋生,又不懂银钱出纳和度量

衡,只有在他们把兴趣转向吟诗作词、巧言舌辩、

语言变化、跟踪调查、传播消息、背诵家谱,以星辰

辨别方向,以遗迹认明道路, 探究事物之本, 鉴别

良马利剑,背诵口头文学, 领悟客观事物, 判断好

坏优劣时,才能得心应手。
[ 3 ] ( P1 5)

同样是擅长口头表达与言辞, 阿拉伯人的言

语艺术与希腊罗马人的语言艺术颇有不同。用比

喻来说,希腊罗马人的言语与语言像一张张编制

精密的网,逻辑线索严密, 以求无懈可击, 而阿拉

伯人的语言和言语仿佛强风吹卷沙粒,呼啸而出,

充满张力和冲击力,令人难以招架,同时也像沙子

一样,缺乏系统与逻辑。现代埃及著名史学家艾

哈迈德 #爱敏在其巨著 5阿拉伯 ) 伊斯兰文化史6

中指出:阿拉伯人是神经质的, /神经质的人,往往

是聪明的, 其实阿拉伯人就是聪明的人。阿拉伯

人的聪明,可以由他的语言看得出来, 他们说话的

时候,喜用暗示法;又可以由他们颖慧的性情看得

出来,他们对别人的问话, 常是不假思索的冲口而

答。然而阿拉伯人的聪明, 他们只是把一个意思

变为各种形式表达出来。他们说话的时候, 翻新

花样的词语,比异想天开的意义, 还要惊人。所以

也可以说阿拉伯人的口齿强过心思。0 [ 4 ] ( P1 41)
我想

可以把阿拉伯人的言语特性概括为 /沙质结构 0。

阿拉伯人言语方式不在谋篇布局上费心, 而是在

遣词造句上用力。关于这一点, 我们可以从伊斯

兰教的经典、同时也是阿拉伯古典散文的第一部

著作 ) ) ) 5古兰经 6的篇章结构中看得出来。5古
兰经6篇幅较大, 分为 114章, 但大部分章节基本

上以先知穆罕默德在不同时间和地点的演讲内容

为线索编排,章节之间既缺乏内容的逻辑关联, 更

没有文体的分类。有一些章虽然被划为某类, 但

常常夹杂别的经文, 其中的经文内容话题转换频

繁,思路具有相当的发散性。不少学者们曾指出

5古兰经 6的内容特别是一些人物故事受到了 5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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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来圣经 6的影响。但我们同时还要指出,在谋篇

布局上, 5古兰经 6带有明显的阿拉伯文化与文学

的 /沙质结构0的特征。这既是阿拉伯人思维特征

的表现,同时又对此后的阿拉伯语言文学产生了

巨大影响。

阿拉伯言语艺术的这种 /沙质结构 0的特性,

首先造成了阿拉伯文学中短小的、相对独立的 /颗

粒化 0文学形式的繁荣。所谓 /颗粒化0文学形式,

主要是指格言、警句、谚语等只言片语的文学形

式。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这种格言、警句之类的语

言艺术,但阿拉伯 ) 伊斯兰的人这类 /颗粒化 0文

学却格外发达。沙漠中物质的贫乏和环境的单

调, 使得阿拉伯人不得不将历史经验、生活教训,

知识与心得体会用最经济、最短小的语言形式表

现出来,这是格言、警句等只言片语的文学形式得

以发达的最根本的原因。对此艾哈迈德、爱敏写

道: /阿拉伯的文学,充满了玲珑简短的格言, 深刻

隽永的譬喻。阿拉伯的文学家, 对于这方面, 其艺

术水平之高,不能言喻。他们的思想非常敏锐, 口

才非常伶俐,往往一个演说家切入演说的时候, 通

篇讲词,都是些深刻的譬喻和简短而隽永的格言;

每一个句子,都包含着许多意思, 好像许多意义含

蓄在一颗米粒之中;又如分散的蒸汽, 凝结成为一

滴水珠。0 [ 4] ( P147)
后来, 阿拉伯人受到了波斯文学

的影响,而波斯原本是一个哲学思维比较发达的

民族,其哲学学术著作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格言警

句, 波斯语诗歌中哲理诗也特别发达, 这些格言警

句十分适合阿拉伯人的口味, 和阿拉伯人的思想

习惯最为接近,故阿拉伯人大量翻译、引进这些格

言警句,并在诗歌等文学作品中以这些警句来点

缀, 以警句来画龙点睛, 并由此加重了一些了阿拉

伯诗歌的中的哲理色彩。阿拔斯王朝时代, 翻译

热潮的兴起, 希腊罗马哲学与印度宗教思想的影

响, 学术研究气氛的浓厚, 以及注重宗教体验的苏

菲主义的盛行,都给格言警句的流行准备了条件。

/颗粒化0的文学形式反映在诗歌创作中, 就

是诗歌结构的松散化,松散化也就是一种 /沙质结

构0。蒙昧时期阿拉伯诗歌几乎没有什么逻辑和

构思,大部分诗歌都没有表达出完整的思想。而

后来阿拉伯诗歌,一直到 19世纪的阿拉伯文学复

兴运动, 都以蒙昧时代的阿拉伯诗歌为典范, 因

此, 蒙昧时代的阿拉伯诗歌的 /沙质结构 0就贯穿

了阿拉伯诗歌的整个历史。阿拉伯诗歌最经典的

样式 /卡色达 0都有一个没有结构的结构模式: 开

始部分多为使人驻足旧日情人曾经驻扎帐篷的地

方,触景生情,回忆往事, 描绘当年恋爱、分别的情

形,追忆情人的美形倩影, 有时, 描绘遗址的诗句

比描绘其主人的诗句多。在痛哭一场之后, 诗人

方才启程。但是, 他忽然想到了自己的骏马,于是

他赞美骏马,或看见了他面前骆驼,于是又赞美他

的骆驼,描写骆驼的速度和力量,骆驼走过的路程

以及途中所遇到的事物, 最后是诗的核心部分, 其

主题内容或是矜夸 (夸耀自己勇敢慷慨和自己祖

先的荣耀 ) , 或是赞颂 (颂扬部落首领、某个哈里

发、某个国王或某个尊贵的主人、师友 )、或是讽刺

(讽刺、痛斥、贬低自己的敌人、仇人 )、或是哀悼

(缅怀和追悼刚刚战死或死亡的亲人朋友 ), 或是

艳情 (描写自己所爱的女人 ) ,或是颂酒 (歌颂美酒

的滋味、酒器的美丽、抒发饮酒后的美妙感受 )、或

是哲理 (讲一通人生、社会的道理 )。一首诗少则

七行多则上百行, 在老套子中包含了各类主题内

容,而每一种主题内容的转换, 在多数情况下是随

意的、突然的, 没有过渡的。所谓 /矜夸 0、/赞

颂 0、/讽刺 0、/哀悼 0等等题材类型, 都是后世的

文学史家们为研究方便所划分出来的, 其实并不

存在一种独立的诗歌题材类型。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将一首诗, 特别是一首长诗, 删去一部分, 或

将前后的句子倒置; 则读者或听者, 哪怕是专家,

假如在先没有读过原诗, 也是不容易发现的。我

国阿拉伯文学翻译家仲跻昆翻译的中文版 5阿拉

伯古代诗选 6中的大多数诗篇, 都是节选的, 但译

者没有具体注明是哪首诗歌原本是全译, 哪些是

节选的,哪里是被省略未译的。读者同样看不出

来。同时,阿拉伯的诗歌鉴赏也倾向于注重个别

字句,而不是整个诗篇。英国学者基布指出: /诗

人注重诗歌开头的诗句的优美胜过注重全诗结构

的完整。因为一行诗的好坏可以成为衡量一个诗

人地位高低的尺度, 往往以一行或数行好诗就可

以胜过其他诗人。0

文学作品结构 /沙质化 0的特征, 不仅体现在

诗歌作品中,也体现在散文作品中,特别是长篇散

文性作品中。艾哈迈德 #爱敏在 5阿拉伯 ) 伊斯

兰文化史6 (第二册 )中谈到世纪散文作家查希兹

( 775~ 868)的5说明与解释 6一书时, 认为查希兹

的这本书对阿拉伯散文文学的结构松散化富有责

任,他写道: / 5说明与解释6是当时第一部文学作

品,因此,它的模式对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查希

兹对阿拉伯文学著作中的缺陷负有责任。与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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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的著作相比, 查希兹对文学作品的最大影响

是: 内容杂乱, 编排缺乏条理; 诙谐幽默中掺杂着

一些近乎下流的粗俗。我们不想让查希兹承担这

些缺陷的全部责任, 因为文学本身的特点就是富

于变化。不管怎样,查希兹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如果他奠定的基础不是这样子, 那阿拉伯文学就

会是另一种风格了。0[ 3] ( P1367)
在这里, 爱敏将阿拉

伯文学作品的结构上的松散化、沙质化归结为一

部作品的影响,显然不太适当。其实, 这种结构松

散化的倾向在 5古兰经 6中已经显示出来, 结构的

沙质化本质上是阿拉伯思维特性的表现, 而不是

个别作家、个别作品的影响。这种结构不紧密沙

质化特点,在阿拉伯的散文文学作品里面俯拾皆

是。无论是读艾布 #法拉吉的 5诗歌集 6, 或读伊

本#阿布德#朗比 5珍奇的串珠 6, 或读查哈斯的

5动物篇 6及 5修辞与释义 6, 都可以看得出来, 一

本书,一篇文章, 不围绕着一个主题说话, 没有一

定的中心思想,东鳞西爪, 天南海北,信手拈来, 支

离破碎,读者便很难把握住一篇文章的中心思想。

16世纪才成书定型的大型故事集 5一千零一夜 6,
虽然在结构上受到印度 5五卷书6和波斯故事的影

响, 使用了大故事套小故事的方法, 结构逻辑上虽

有所改善,但也存在着芜杂散漫的结构 /沙质化 0
现象。

阿拉伯人文学思维的特性所决定的文学作品

的沙质结构, 导致诗歌发达的阿拉伯没有希腊和

印度那样的史诗。众所周知, 中国及东亚汉文化

圈的古典文学中也没有史诗, 那主要是因为儒家

的理性文化的早熟而过早地结束了信仰的文学时

代。希腊人和印度人都有多神信仰, 而且希腊人

喜欢用概括、分析研究的眼光观察事物, 印度人喜

欢用一种宏大的宇宙意识把握事物, 都适合于史

诗的创作,阿拉伯人则是盘桓于一件件具体事物

的周围,看到的一堆堆的珠宝, 却没有把它们串成

珠宝串。照理说, 阿拉伯人的严酷的自然环境, 频

繁而剧烈的战争, 虔诚的宗教信仰,语言口头表达

上的天赋,以及诗人的专业化、传承化, 都有助于

史诗的产生,但阿拉伯人谋篇布局上的局限,沙质

化诗歌结构模式, 却使他们写不出具有宏大叙事

结构的史诗作品。但另一方面, 沙质化的结构, 使

阿拉伯人更关注局部的与个别的事物, 具有阿拉

伯特色的事物得到历代诗人的不厌其烦的反复吟

诵,沙漠、月亮、繁星、骆驼、帐篷、骏马、利剑, 美

酒、美女等事物, 被无数次的描写咏叹过, 从不同

侧面赋予它们不同的含义, 使它们成为阿拉伯 )
伊斯兰文化的象征与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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