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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文学课》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有趣的是，苏联并没有“古拉格群岛”这个地名，这小过是作者的一种比喻。索尔仁尼琴
将整个苏联比喻成巨大的海洋，那些在国内随处可见的监狱和劳改营则变成了一座座岛屿。索尔仁尼
琴将它们称为“古拉格群岛”。 1974年，索尔仁尼琴和其他流亡西方的苏联作家在西柏林创办了刊物
《大陆》，主要发表一些流亡作家的作品。到了20世纪80年代，索尔仁尼琴的作品陆续解禁，并在苏
联开始出版。 索尔仁尼琴虽然被他的东方极权主义抛给了西方资本主义，但是他的反叛精神却没有对
西方社会手下留情。当美国人准备庆祝找到了批判冷战对手的有力武器时，索尔仁尼琴却让他们失望
了。1978年，他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上大肆批评西方社会的实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令所有人傻了眼。另
外，他还不断指责美国音乐令人难以忍受，批评西方新闻媒体对个人隐私的侵害等。 苏联解体后，索
尔仁尼琴接受了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邀请，重新返回祖国。对于这位伟大作家的回归，各界纷纷向他
颁发奖项，但是都被他拒绝了。1998年，俄罗斯当局准备颁给他“圣安德烈荣誉勋章”，也被他拒绝
了。他说：“目睹俄罗斯从欧洲强权的巅峰，堕落到当前如此悲惨的地步，我无法接受任何荣誉。”
直到普京当政，索尔仁尼琴因为比较认同他的执政理念，在2007年接受了普京颁发的2006年度俄罗斯
人文领域最高成就奖——俄罗斯国家奖。 2008年8月，索尔仁尼琴由于心脏衰竭在莫斯科逝世，享
年89岁。西方社会认为索尔仁尼琴是“俄罗斯的良心”、“作家的良心”、“知识分子的良心”，甚
至认为他是“人类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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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文学课》

章节试读

1、《诺贝尔文学课》的笔记-第1页

        莫言、马尔克斯、福克纳、大江健三郎、川端康成、泰戈尔
（脉络：我国得奖者莫言，乡土文学，魔幻现实主义，受福克纳和马尔克斯影响，马尔克斯《百年孤
独》也是魔幻现实主义，马尔克斯也熟读福克纳的书，福克纳：美国南方文学领袖，乡土文学，莫方
受大江健三郎推荐，第二位日本获诺奖作家，那第一位谁：川端康成，第二位获诺奖东方人，那第一
位谁：泰戈尔）

——————————————————————————————
P1
莫言：一个讲故事的人，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获奖理由：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和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
主要作品《红高梁家族》《檀香刑》《丰乳肥臀》（读过）《酒国》《生死疲劳》《蛙》

我必须承认，在创造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
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
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廉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
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诺奖演说《一个讲故事的人》

#作品赏析#
1997年《丰乳肥臀》获首届“大家.红河文学奖”，夺得中国有史以来最高额奖金。P8
2006年《生死疲劳》获第二届“红楼梦奖”。P6
2009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P6
在写作手法上，许多读者对《丰乳肥臀》的第一印象除了强烈的感官刺激，扑面而来的尘土和血腥味
，就是看到了《百年孤独》的痕迹。的确，这两部作品在感官意向上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都是在一
个村庄里几代人的生命延续和兴衰，比如魔幻与现实的互相交杂，比如偏爱对磅礴大雨的描写，比如
鸟仙与疯姑娘⋯⋯整体故事架构和背景也都有相似之处。不得不承认，莫方在创作《丰乳肥臀》时，
将魔幻现实主义搬到了高密东北乡，对生长在中国大地上的人和故事进行了马克尔斯式的奇妙想象和
荒诞处理。P13

关键词：魔幻现实主义  丰乳肥臀 福克纳  马尔克斯 百年孤独

——————————————————————————————

P75
马尔克斯：拉丁美洲的孤独，198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获奖理由：由于其长篇小说以结构丰富的想象世界，其中糅混着魔幻与现实，反映出一整个大陆的生
命矛盾。
主要作品：《枯枝败叶》《百年孤独》《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霍乱时期的爱情》（读过，有藏
书）《苦妓追忆录》《我不是来演讲的》

#作家小传#在大学期间，他一边从事新闻工作，一边开始写作。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西班牙黄金时代的
诗歌，同时模仿卡夫卡、福克纳和海明威的写作方法创作短篇小说。1947年，马尔克斯读了卡夫卡的
《变形记》后产生灵感，写出了第一篇小说《第三次无可奈何》。小说描写了一个已经死去的孩子在
面临第二次死亡时，幻想能够在第三次死亡时获得再生。他用荒诞的手法来表现一个人的求生欲望和
无可奈何的孤独处境。从这篇小说里，已经可以看到马尔克斯对生命的独特思考。P78
（读卡夫卡，学习荒诞的手法，思考当代人科技进步网络社会沟通困难，存在感缺失，关系紊乱到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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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文学课》

而没有身份）

1955年发表了几个短篇小说，如《伊莎贝尔在马孔多的观雨独白》，这个小说描写了大自然给人类造
成的巨大灾难。主人公是一个生活在马孔多镇的妇女，在暴风来临前的三天里，她发现自己腹中有异
物蠕动，她大声呼救，却没有人听见。结果，大树从她的肚子里长了出来，毒蘑菇在她的腋下钻出，
苔藓长满了她的全身，既没有人来帮她，她也没有办法自救。这部小说里出现的“马孔多镇”从此成
了马尔克斯作品中最常见的地名。P78
1967年，马尔克斯发表了长篇小说《百年孤独》，这部作品是他酝酿十八年写成的力作，标志着作家
的巅峰水平，同时奠定了他的国际地位，马尔克斯一跃成为炙手可热的世界级作家和魔幻现实主义文
学的大师。
《百年孤独》的故事发生在虚构的马孔多镇。描写了一个家族一百年内七代人的兴衰与荣辱。小说涉
及社会和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了拉丁美洲历史的缩影。同时，马尔克斯运用奇幻的想象和气势恢宏
的场面，将每一代人、每一个人的传奇人生表现出来。
1969年，《百年孤独》获意大利基安恰诺奖和法国最佳外国作品奖。1982年，马尔克斯以对拉丁美洲
的深刻描写和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穿着哥伦比亚的民族服装接过了获奖证
书，并发表了名为《拉丁美洲的孤独》的获奖演说。P80
《百年孤独》最为人称道的地方就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写法。可以说，马尔克斯小时候从外祖母那
里听来的很多神话故事和宗教传说构成了他这样写作的一个基本前提，同时他也认为：“这就是拉丁
美洲人的思维方法，是拉丁美洲的现实生活独有的特征，不这样写，不足以表现拉丁美洲这片神奇土
地上所发生的一切。”
作者在书中借用了古希腊神话、圣经的故事和印第安神话，让整个马扎多充满了神奇的色彩。当然，
这些都不是毫无意义的添加，而是有着象征意义的想象。例如，马扎多的人曾经集体患上了健忘症和
失眠症，象征着拉丁美洲人忘掉了传统和历史⋯⋯
魔幻现实主义写法的基础就是现实。他曾经说过：“我的所有小说没有一行文字不是以真事为基础的
。”
《百年孤独》被认为是拉丁美洲“文学爆炸”时代的代表作品，在拉丁美洲的文坛里，也只有博尔赫
斯等少数几位作家的作品可以媲美。《百年孤独》出版后，在世界各地掀起了“魔幻现实主义”的风
潮，我国的“寻根派”作家（指莫言？？？）也受到了马尔克斯的影响。P86

关键词：魔幻现实主义  百年孤独 马扎多镇  卡夫卡  变形记  福克纳  海明威  博尔赫斯

————————————————————————————

P183
福克纳：美国南方文学领袖，194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获奖理由：因为他对美国当代小说做出了强有力的和艺术上无以伦比的贡献。
主要作品：《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圣堂》《八月之光》《押沙龙！押沙龙》《一支给爱米
丽的玫瑰》

（莫言和马尔克斯都提到了福克纳，之前只在《西方文学史十五讲》和《伍尔夫读书随笔》中知道了
他的名字）

第一部小说：《士兵的报酬》
第二部小说：《蚊群》
第三部小部：《沙多里斯》1929年，创作生涯进入一个新境界。这部作品以福克纳家庭的历史和传说
为素材，讲述了南方庄园贵族世家沙多里斯家族衰败的故事。从这部小说开始，福克纳的创作日渐成
熟，并且开始展露他独特的宇宙面貌——美国南方的神话系统。
同年，福克纳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喧哗与骚动》出版，此书奠定了他在美国文坛的地位。作者在小说
中运用了大量的多视角叙述和意识流手法，这种方法通过不同性格、不同际遇和不同品质的人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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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文学课》

时间的意识活动，来展现出一个的故事。意识复合流动的效果，虽然内容上稍有重复，不过作者在不
停地变换口气和称谓，因此不会产生赘述
1950年，福克纳获得了194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他在斯德哥尔摩发表的获奖感言中说：“我拒绝认为
人类已经走到了尽头⋯⋯人类能够忍受艰难困苦，也终将会获胜。”他捐出奖金，成立了福克纳小说
奖。
他坚守在美国南方小镇上，写他熟悉的“乡土文学”，他小说中的故事多数发生在虚构的美国南方密
西西比州北部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因此他被称为美国“南方文学领袖”。
《喧哗与骚动》主要讲的是杰弗生镇的康普生家族从显赫一时到最后没落的故事。这部作品分成五个
部分，除了最后一部分“附录”以纪传体形式概述了康普生家族史外，其余四部分的叙述者依次是班
吉、昆丁、杰生和迪尔西（康普生家的老黑奴）。尽管意识流的写法常常让作品显得扑朔迷离，却不
得不承认，正是这种宛如痴人说梦的状态，才让作品真实地呈现出美国南方历史的变化。
《喧哗与骚动》书名出自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第五幕第五场台词：“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
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
在福克纳的这部悲剧中，他将多角度的叙述和意识流的写作手法结合起来，来表述小说“失落天真”
这一主题。他放弃了传统小说家惯用的“全知角度”，而选择用不同主人公自述的方式进行讲述。书
中的每个人都从自已的角度出发，讲自己的故事，就像记者报道新闻一样，分别让当事人讲述事实，
而记者本身不做任何评论。这一点上，福克纳深受詹姆斯乔伊斯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等人的影响。P191
小说的另一种独特手法就是意识流手法。因为意识的活动是迅速而无序的，因此小说的文字就会缺乏
逻辑和时间顺序，有时是从一个思维跳跃到另外一个思维，有时是一连串的思维流动。意识流的写法
无须像安排人物对话一样，设置特别的情境和场合，哪怕只是看到一样东西，听到一种声音，都可以
引发思维的变化。因此，当读者置身于人物的内心世界时，难免会产生混沌迷乱的感觉，不过，当读
者跟随福克纳的引导，从人物内心走到客观世界时，就会对整个环境背景和人物经历有一个深刻的印
象。
在20世纪，福克纳对意识流写法的运用超越了普鲁斯特，也超越了革新了英语文学的爱尔兰人乔伊斯
。P192

关键词：喧哗和骚动  意识流  多角度叙述 乡土文学 意识流四大家：乔伊斯  普鲁斯特  福克纳  伍尔夫  
莎士比亚 麦克白

——————————————————————————————

P51
大江健三郎：我在暧昧的日本，199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获奖理由：通过诗意的想象力，创造出一个把现实与神话紧密凝缩在一起的想象的世界，描绘现代的
芸芸众生相，给人们带来了冲击。
主要作品：《我们的时代》《个人的体验》《广岛杞记》《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同时代的游戏》

（今晚因这本《诺贝尔文学课》第一次知道了大江健三郎。因为在莫言的介绍中提到，他得到了大江
健三郎竭力地向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写推荐信。
之前只知道日本的川端康成获得过诺贝尔奖，并不知日本还有第二位获得诺奖的大江健三郎。真是相
当的无知呀！）
1994年，瑞典文学院以作品《个人的体验》、《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授予大江健三郎诺贝尔文学奖。
瑞典文学院认为，他以“诗的力量创造了一个想象的世界，并在这个想象的世界中将生命和神话凝聚
在一起，刻画了当代人的困惑和不安”，“认为他“深受但丁、巴尔克、艾略特和萨特等西方作家的
影响，开拓了战后日本小说的新领域，并以撞击的手法，勾勒出当代人生百味。”于是，他成为第二
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第一位当然是川端康成啦）P57
2002年他来中国采访莫言后说：“如果继我之后还有亚洲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话，我看好莫言。
”十年后，他的预言成为现实。
他的儿子先天畸形，虽经手术免于夭折，却留下了无法治愈的后遗症。《个人的体验》就是根据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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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文学课》

亲身生活经验写成。小说表现了现代人的孤独，表达了作者对个体之死和人类之死这些重大主题的思
考，最后以主人公下决心承担起抚育畸形儿的重任为结局。
大江从小爱好阅读文学书籍，买的第一本书就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
在大学期间，东京大学文科法文系，他开始阅读萨特的法文原作，同时涉猎其他法国作家的作品，如
加缪。他后来到欧洲旅行期间，在巴黎访问了萨特。

关键词：个人的体验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  艾略特  萨特  加缪

————————————————————————————

P123
川端康成：我在美丽的日本，196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获奖理由：由于他高超的叙事性作品以非凡的敏锐表现了日本人的精神特质。
主要作品：《椿》《伊豆的舞女》《雪国》《千只鹤》《山之音》《古都》

大江健三郎是第二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
那么接下来当然是要了解了一下那个第一位获奖者了。
之前的印象是说川端康成擅长性描写，呵呵，听说过《伊豆的舞女》但没看过，对日本作家不感兴趣
，原因嘛，都懂的。
看了作家小传，居然又是一个自杀的。
一生也蛮坎坷的。幼时父死母死姐死外祖父死，从小经历亲人的相继离世，让川端康成对死亡的体验
比任何人都深刻。从此以后，原本性格孤僻的他更加封闭自已，他一边拒绝和现实的接触，一边将生
命的力量投掷到文学的世界里。（感觉自己现在就是这副德性）
川端康成因为个人的经历，在初期的作品中表现出孤独、沉默、对世事漠然的态度。随着日本古典文
学和禅宗思想对他的影响，作品逐渐开始脱离现实，并且表现出一种浓厚的封建主义思想。如《雪国
》
1968年10月，川端康成以《雪国》《千只鹤》《古都》等作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是历史上第一个
获得这个奖项的日本人，也是继泰戈尔之后第二位获此奖项的东方人。
《千只鹤》是最具川端康成独特风格的作品。在这个故事里，他让爱情和道德发生了冲突。一方面，
他想要抹杀爱情的道德立场，认为不管是道德还是非道德，人的自然感情是真挚的、纯洁的。另一方
面，他又囿于社会现实和传统道德，人的自然情感只能在违背道德的边缘徘徊，最多是一种精神上的
放纵，不敢真正地逾越道德的界限。这样“左右为难”的境地，让他笔下的人物在反叛道德的同时受
到道德的追击，精神上陷入无限的苦闷。
川端康成的作品不能简单以情节为线索进行分析，尤其是在《千只鹤》中，作者在呈现几个人物的情
感、道德和生存状态的同时，更多地展现了日本传统文化中的内在美。可以说，这是川端康成小说的
一大传统。在小说中，川端康成一直在追求一种残存而荒芜的日本美。在凝重、冷静、浓艳而颓废的
文字中，贯穿着一种淡淡的宿命意识和无法释怀的人生哀愁。这和作者本人的成长经历有关，也和作
者所处时代的社会变革有关。
和小说整体的艺术气氛相比，川端康成似乎并不在乎对人物的塑造，即使人物形象干瘪无趣，看起来
毫无特征和性格可言，他也不在乎。主人公菊治就像是一个空洞，只有通过其他人的的衬托才显示出
生气，其他时候，甚至可以说，他只不过是个道具而已。这种写法后来变成了典型的川端式的手法：
对真实的、具象的人物从来不会进行写实的描写。因为他的意图在于营造出整部小说的氛围，而不是
突出表现个性鲜明的人物。

###（典型的川端式的手法，可以学习，用来处理〈身份〉中那个不出现的男主人公。）

川端康成对人物、故事进行刻意的忽略，却将全部的力气花在了对“美”的极致追求让。1952年，他
因《千只鹤》和《山之音》获艺术院奖时，曾在日本天皇面前陈述对《千只鹤》的思考：“小说中的
一位姑娘手拿千只鹤图案包袱皮，因而题名为《千只鹤》。自古以来，千只鹤的模样或图案，是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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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文学课》

美术工艺和服饰方面所喜欢使用的。这是日本美的一种象征。”从这段话中不难看出，川端康成从心
底对“日本美”有一种感伤和怀念。
川端康成在《美的存在与发现》中援引泰戈尔的话说：“日本发展了一种视觉，从美中发现真理，从
真理中发现美。”他在同一篇文章里又说：“风雅，就是发现存在的美，感受已经发现的美，创造有
所感受的美。”
实际上，他的大多作品也的确以发现美，感受美和创造美为已任。
《千只鹤》里，川端康成不厌其烦地描绘着传统的茶道、工艺绝伦的染织绸缎、氤氲着历史氛围的古
都建筑、古典庭园、植物园、工匠荟萃的古老街道以及丰富多彩的民俗节目。在他的笔下，传统的蕊
伎既有着艳而不俗的外表，也有着多情细腻的感情，她们象征了东方文化“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动人
神韵，寄托了川端康成对于传统文化深深的眷恋。
在他的笔下，这些物品已经不是简单的特品，而变成了能够取代主人公的、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形
象。故事里每个人物都对茶道深有研究，但凡人物出场的时候，作者定会对茶室、茶具和室内摆设进
行一番细致的描写。当人物相继死去，当事人用过的茶道用具在不同的人手中流转时，这些静美的器
皿则变成了一种象征，器皿的流向似乎也变成了人物感情向前发展的指南。

###（这种写法很有意思，找一种物品作为象征。）

当然，川端康成在作品中用心安排这些具有悠久历史的茶品、名画一一登场，并不是为了简单地赞美
日本的巷道，而是为了表现他对日本当下文化的态度。川端康成在描写菊治家茶室的污浊时写道：茶
室的水房有死蝉，都长蛆了。“可见，川端康成深知传统的茶道文化已经死去，不复存在了。他在诺
贝尔文学奖演说《我在美丽的日本》中说：“我的小说《千只鹤》，如果人们以为是描写日本茶道的
‘精神’与‘形式’的美，那就错了，毋宁说这部作品是对当今社会低级趣味的茶道发现怀疑和警惕
，并予以否定的。”

关键词：千只鹤  伊豆的舞女  雪国  源氏物语  川端式手法  茶具用品的象征意义
        泰戈尔

——————————————————————————————

P261
泰戈尔：诗歌是献给神的礼物，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获奖理由：由于他那至为敏锐、清新与优美的诗；这诗出之于高超的技巧，并由于他自己用英文表达
出来，使他那充满诗意的思想业已成为西方文学的一部分。
主要作品：《飞鸟集》《吉檀枷利》《园丁集》《采果集》《新月集》《叶盘集》《游思集》《爱者
之贻》《渡口》

1913年，泰戈尔因为英文版的《吉檀迦利》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从此蜚声世界文坛。他是第一个获
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印度人，也是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亚洲人。
《吉檀迦利》是泰戈尔创作中期的作品，也是最能代表他思想观念和艺术风格的作品。在这部抒情诗
集中，泰戈尔用清晰自然，甚至带着泥土芬芳的诗句，向神敬献了生命之歌。他用轻快、欢畅的笔调
写生命的桔荣、现实的悲哀和对祖前途的关怀，写出了一部具有高度文化价值的作品。
在印度被英国殖民统治的年代，从英国传来的西方文化奴化了印度的古老文化，让印度人的传统和远
古文明陷入边缘地带。于是，泰戈尔力图排除西方文化的影响，深入到印度最朴实的地方——乡村，
从农夫、瓦匠和石工那里寻找古老的印度文化，从神话、歌谣和民间故事中搜集创作的素材，从而创
作出最能够代表印度和印度文化的作品。因此，印度人视他为印度文艺复兴运动的领导者。
诗人叶芝特别赞赏《吉檀迦利》，他在看过诗篇后感叹道：“这些诗的感情显示了我毕生梦寐以求的
世界。这些诗歌是高度文明的产物，就像灯芯草和其他草一样从土壤中生长出来。”
美国的印象派诗人庞德读后也说：“这些诗似乎不是风暴或激越的产物，而只是显示了他往常的脾性
。他与大自然浑然一体，没有任何矛盾。”所有读过《吉檀迦利》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他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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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文学课》

诗句中仿佛读出了音乐，读出了神性，读出了一种宁静的精神。
“吉檀迦利”在孟加拉语中是“向神献歌”的意思 ，因此，这部诗集是献给神的，以表达作者敬仰神
，渴求与神沟通、与神结合听意图。不过，泰戈尔的献歌并不是一般的宗教颂神歌，他在诗歌中表达
的是一种对生命、对人生追求和对祖国前途的关怀。
在这部生命的献歌中，泰戈尔笔下的神成了无限生命的象征和无限人格的象征。在他的生命哲学中，
人的生命与自然的生命是统一的，无限生命与有限的生命是统一的，无限在有限中并通过有限来表现
自己。
这部诗集中共有一百零三首诗，分别摘自泰戈尔的孟加拉文诗集《古檀迦利》《奉献集》和《渡口》
等。泰戈尔亲自将这些诗从孟加拉文译成了英文。经过翻译的诗作虽然从原来的韵律诗变成了自由诗
，但是泰戈尔认为：“散文诗应列于真正的诗歌中，因为它可以不受诗体格律的限制而自由表达思想
。”
从这一百多首诗中，我们可以看见提灯顶罐的印度妇女；看到田间路上辛苦工作的工人和农民；看到
弹琴吹箫的音乐家；也能看见在海边与波涛玩耍的孩子。诗人在呈现诗中人物和故事的同时，还为读
者纺织了繁密的雨点、浓郁的花香和轻盈飞舞的鸟儿，将这些最普通的事物化成了诗歌中美妙的诗句
。作者在歌颂母亲、儿童、大自然的同时，也给读者营造了印度宗教充满神秘感的印象。
印度人常说：“我每天读泰戈尔，读他一行，可以把世上一切的烦恼都忘了。”

关键词：印度 新月集  飞鸟集  园丁集  吉檀迦利 叶芝

————————————————————————————
 诺贝尔文学奖简介：
诺贝尔：瑞典发明家和化学家，
1895年设诺贝尔奖：物理、化学、生理和医学、文学、和平五项
1901年首次颁发诺贝尔文学奖 每年10月15日出结果，12月10日在瑞典斯特哥尔摩音乐厅举行颁奖典礼
，并由获奖者发表获奖演说

2、《诺贝尔文学课》的笔记-第39页

        帕慕克 萨特
（脉络：帕慕克，因为有他的《纯真博物馆》读了一半，第二次读到奥斯曼帝国，第一次是在《老虎
的妻子》，对土耳其历史完全无知。先是在领导微信读到伊斯坦布尔的旅游介绍，提到纯真博物馆，
说是根据诺奖得主的书建的，遂买来书看）
（脉络：萨特，某天，微博上看到一段话，是一个叫伏波娃说的，符合当时心情且有道理，就转发了
，觉得这个名字蛮特别，就百度了一下，由此引出了她和萨特的浪漫故事，还看了电影《花神咖啡馆
》买了伏波娃的第二性，感到萨特对她是不公平的，就没再继续深入了解）

P39
奥尔汗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红，200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获奖理由：在追求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
主要作品：《寂静的房子》《白色城堡》《我的名字叫红》《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纯真
博物馆》
帕慕克，伊斯坦布尔理工大学建筑学（来自于他自己的梦想，想修习绘画艺术）后转新闻系。
毕业后直接开始文学写作。他把自己锁在卧室里开始创作，在近八年的时间里几乎与世隔绝。

###（闭关八年耶）

1979年第一本小说《塞夫得特州长和他的儿子们》《土耳其日报》小说首奖和奥尔罕凯马尔小说奖
1983年第二本小说《寂静的房子》被翻译成法语，1991年获欧洲发现奖
第三本小说《白色城堡》1985年，获美国外国小说独立奖，《纽约时报》评论说：“一颗新星正在东

Page 12



《诺贝尔文学课》

方诞生——土耳其作家奥尔汗帕慕克。”《白色城堡》奠定了他的写作风格，在这部小说中，他将西
方小说叙事方式与东方文化神秘主义和象征主义融为一体，让他获得了国际声誉。
第四本小说《黑书》1990年出版，并且成为一个里程牌式的作品。获法兰西文化奖。并于1992年改编
成电影剧本《隐蔽的脸》
1995年第五本小说《新人生》
1998年第六本小说《我的名字叫红》奠定了帕慕克在国际文坛的地位，获2003年柏林文学奖，拿到高
达10万欧元的奖金，还羸得了法国文艺奖和意大利扎纳卡佛文学奖。
他坦言，他是受讲述伊斯兰故事的细密画启发，写下了《我的名字叫红》。在这部小说中，既有他自
己，也有他的家人，他甚至还用到了母亲和哥哥的名字。他这样做的用意，就是想赋予历史小说丰满
的人物性格，令历史变得更具体。

就像他每创作一部作品时都会花大量时间研究土耳其历史一样，在写作《我的名字叫红》之前，帕慕
克就花了六年时间做研究，读书，查找资料，参观博物馆、浏览美术作品等等。回顾这段经历，他说
：“土耳其人是优秀的收藏家，许多古老的政府文件和艺术作品都保存完好。在这些故纸堆里游荡，
我发现许多有趣的事情。在西方化的大趋势下，已经很少有人记得这些故事，我的小说，就是想对那
些被遗忘的故事和美轮美奂的图画致敬。”

###（又是六年的研究）

2002年《雪》，入选2004年《纽约时报书评》“年度好书”
2005年自传性质的小说《伊斯坦布尔》获得当年的诺贝尔提名，获得德国书业和平奖，这是一个分量
仅次于诺贝尔文学奖的国际性大奖。
2006年再度被提名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2005年，帕对有关亚美尼亚人九十年前遭到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种族灭绝的言论表示了支持。他在接受
采访时提到土耳其在二战期间屠杀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的历史事件，并且说道：“三万名库尔德人
和一百万亚美尼亚人在这些地方被杀，除了我，没人敢谈及此。”他的这一举动引起土耳其民族主义
者和政客们的激烈反应，被控告侮辱国家，2005年12月在伊斯担布尔受审，对于“帕案”他解释说：
“我只在乎写作，我是一个陷入政治局势中的文学人。”

和在政治上发表尖锐观点相比，生活中的帕慕克近乎是一个自闭者。他长年住在伊斯坦布尔一栋公寓
中，很少公开露面。这栋公寓可俯瞰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一座桥梁，这座桥梁连通欧亚两大洲，就
像他的思想和创作一样，连接着西方和东方的不同文明。
他每天工作七天，每天从早上九点工作到晚上八点，长时间写作。他认真观察和记录身边人的生活，
很少有自己的社交生活。帕慕克说：不是因为不喜欢，而是代价太大。一个派对回来，我两个星期没
法工作。”
到目前为止，帕慕克已经写作三十年，写作已然变成了他生命吕“唯一的慰藉”。在他所关注的题材
中，伊斯坦布尔是他永远的最爱。他的书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文学的角度，让人们可以更加细致地了解
这座世界上最典型的双重城市。

《我的名字叫红》
这部小说最为称奇的就是它的写作手法。作者在每一章里都会变换一个叙述的人，让一具尸体、一棵
树、一幅画上的狗、甚至一枚到处流浪的假币发出声音，从不同的角度讲述同一个故事。

###（这个不是和福克纳的多角度叙述一样么？只是从福克纳限于多位主人公的“人”的叙述更进一步
发展了，又有了一点“魔幻”的味道。）

它提供给读者一个更全面、多角度看事情的方法，就像欣赏细密画一样，让人醉心于故事本身的同时
，不要忽略掉场景中任何一个微小的物品。作者不厌其烦地重复也不是赘述，而是作者真的有那么多
的东西需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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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仅将其看作“爱情”“侦探”小说，就不对了。更重要的是作者对细密画文化的巨大关怀。
朱光潜先生在《谈文学》中说：“第一流小说家不尽是会讲故事的人。第一流小说中的故事大半只像
枯树搭成的花架，用处只是在撑持信一园锦绣灿烂、生气勃勃的葛藤花卉。读小说只见到故事而没见
到它的诗，就像看到花架而忘记架上的花。”
小说中不以精确见长的细密画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和使用透视法与精确度的法兰克肖像画的碰撞。作
者想要表达的，正是对在土耳其日渐西化的过程中，被外来文明冲击而日益式微的传统艺术的关注。
他在书中提到：“西方的真的就是先进吗？如果在科技上是，那么在艺术上也是吗？”

关键词：多角度叙述  魔幻 侦探 东西方艺术碰撞 细密画  闭关式创作

————————————————————————————

P134
萨特：他人即地狱，196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获奖理由：因为他那思想丰富、充满自由气息和探求真理精神的作品对我们时代产生了深远影响。
主要作品：《恶心》《墙》《存在与虚无》《文字生涯》《自由之路》《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家庭中的白痴》

1905年出生于巴黎，15个月时丧父，随母和是语言学教授的外祖父一起生活，家中藏书多，从小读书
多。4岁因角膜炎右眼失明，19岁入巴黎师范学校攻读哲学。这期间他阅读了笛卡尔、康德、柏拉图等
人的主要著作，这些作品对他后来的哲学思想有很大影响。

第一个独幕剧：《我将有一个好的葬礼》
1928年参加老师资格考试，未能通过。第二年，再度考试，第一名。
这期间认识伏波娃，伏波娃考试第二名。
1929年应征入伍，气象兵，一年半后进一所高中教哲学。
1933年柏林进修胡塞尔现象学。《论自我的超越性》
1938年第一部文学作品，一部关于偶然性的文学作品《恶心》。
《恶心》是一部日记形式的小说，讲述了一个历史学家洛根丁的生活。洛根丁一直借宿在一家小旅馆
里，他的生活非常平淡，除了挖掘一位外交家的逸事，就是在图书馆里和人交谈，或者和一位咖啡馆
的老主顾做爱。洛根丁像所有普通人一样，依赖着一般人对生活的定义和价值观生活。可是，当他开
始阅读，开始思考，偶然的思想火花却让他如晴天霹雳一般，丧失了原本的生活依托。
二战开始，再次入伍，担任气象兵。1940年6月被俘到德国的一个战俘营，但成功逃出，回到法国。
在战俘营期间，他。阅读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并撰写了话剧《巴理奥纳》。
战争的经历使萨特从战前的个人主义转向了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开始主张“文学介入社会。”
1943年，出版哲学专著《存在与虚无》，吸引了大批读者，“存在主义”也渐渐成为法国社会当时最
具影响的思潮。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的写作环境非常艰苦，因为战时的煤炭短缺和电力供应不足，萨特就在一间咖
啡馆里，用乙炔照明来写作。

###（就是花神咖啡馆么？）

《存在与虚无》是法国存在主义的奠基之作。，也让萨特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存在与虚无》
全书分为四个部分，萨特运用自己独立的观点和哲学词语阐述了他对人与世界的理解，同时确定了存
在的范畴、自为存在的结构、特征及其规律。
写作《存在与虚无》期间，萨特理清了对哲学的思考，他对文学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他认为：“文
学应介入社会”“作家的责任在于塑造世界”“我们必须为我们的时代写作”
50年代，在政治上逐渐“左倾”，信奉马克思主义，参加共产党的活动，虽然他不曾加入法国共产党
，却愿意成为共产党的同路人。1955年，和伏波娃应中国政府邀请，来中国进行为期两个月的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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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结束时，在《人民日报》发表《我对新中国的感受》。回法国后在《观察家》发表《我所看到的
中国》，伏波娃两年后出版了《长征》一书。

###（他俩居然还来过中国？？？！！！）

1956年，萨特遣责入侵匈牙利的苏联军队和支持这一行动的法国共产党，并彻底和共产党分道扬镳。
1963年，出版自传性小说《文字生涯》，描写了他小时候在外祖父家的生活，和哲学著作相比，小说
将更多的笔墨放在了萨特的内心独白上。
1964年，因《文字生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他拒绝领奖。

（昨天看诺贝尔文学奖简介时，看到详细介绍如果得奖者拒绝领奖时，奖金的处理办法，当时心想，
哪个傻瓜蛋得了诺奖还不去领奖？世界真是无奇不有噢，还真有这样的傻瓜蛋，比如这个萨特。顿时
觉得好佩服他）

1980年在巴黎去世，享年74岁。伏波娃以萨特最后十年的生活为基础，写了回忆萨特的作品《永别的
仪式》。

《文字生涯》是萨特叙述自己童年经历的小说。写了他6岁到11岁之间在外祖父家的一段生活经历。不
同的是，小说并不是以作者自身所经历过的事伯为线索，而是以他本人的思想发展为脉络。因此，在
这本书中，主人公的真实经历并不重要，悲欢离合，时运兴衰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时刻进行的内
心独白，时刻对自己的行为做出否定或肯定的评价。
评论界甚至有人说，《文字生涯》的精彩程度，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可比。

——————————————————————————————

另有几个，名字如雷贯耳：海明威、赛珍珠、罗曼罗兰、萧伯纳、艾略特，
但其实对他们也是一无所知
再有的，更是连名字都一无所知了：略萨、多丽丝莱辛、索尔贝娄、索尔仁尼琴、贝克特、加缪、罗
素、辛克莱刘易斯、托马斯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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