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讲 卡夫卡与《城堡》 

一、弗兰茨·卡夫卡的人生档案 

1、卡夫卡是个自传色彩很强的作家。 

2、他的短篇小说《判决》、《变形记》《司炉》等都对他的家庭关

系情节有所描述，有卡夫卡把爱情、把结婚生子看得很重。 

二、卡夫卡小说的异化主题 

1、首先，卡夫卡的小说揭示了人类个体或某一群体，在异己环境（家

庭/社会/世界）中不被接受（或不接受），无所归属，漂泊无依的状

况。 

⑴《变形记》《回家》《启程》《美国》《村子里的诱惑》《城堡》

《集体》《猎人格拉胡斯》《乡村医生》《荆棘丛》《饥饿艺术家》

《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的民族》等式该类小说的代表。 

⑴《变形记》是卡夫卡的短篇代表作，写的是一个人变甲虫的怪异故

事，但小说的重点并不在于对变形的描述，而在对于变形后家人态度、

情感变化的描述。《变形记》是卡夫卡对家庭温情的绝望哀歌，它以

一种荒诞化的方式，把家人间的陌生、冷漠关系渲染到了极致。 

⑴《回家》是一篇微型小说，写的是一个游子回家后的所见所闻与所

感。作品以梦境的方式，写尽了家人间的冷漠关系，家既然已经不再

是家，那么置身其中者也就没有固守其中必要了，流浪自然就成了人

们的一种选择。《启程》这篇小说写的就是这种情况。 

⑴《美国》是卡夫卡的第一篇长篇小说，原名为《失踪的人》，小说

写的是一个名叫卡尔·罗斯曼的少年，因受一个成年女仆的引诱犯下



错误而被父母逐出家门，其后远赴重洋，流落美国的经历。 

⑴《村子里的诱惑》中的那位主人公，想在村子里过夜，不仅没能获

得应有的接待，反而受到了村里人的监视、侮辱。 

⑴《城堡》中的主人公 K，想进入城堡，一直没能如愿，想在村子里

住下，也为村里人所一再阻拦。 

⑴《集体》中的五个朋友拒绝接纳，第六个想加入者到他们的圈子里

来，反对建立新的社团。 

⑴《猎人格拉胡斯》中的主人公，多年前狩猎时坠崖而死，只因死神

之舟迷了航或其他原因，便没能达到彼岸世界，只好乘着小船漂流在

尘世的河流上，没有航向，不知所往。 

⑴《乡村医生》中的那位医生，只因听信了深夜急诊的铃声，便无法

挽回，永远流浪在了荒漠的雪原之上。 

⑴《荆棘丛》更是写进了人类个体（或某一群体）在世界中的尴尬处

境：“误入了一片无法通过的荆棘丛”，“无法穿过”也无法退回，动弹

不得。 

⑴《饥饿艺术家》《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的民族》是两篇艺术家小说

两篇作品。重点写的是艺术家与社会之间的隔膜问题。《饥饿艺术家》

的主人公是一位饥饿表演艺术家，《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的民族》中

的主人公约瑟芬是一位民族歌手。 

2、其次，卡夫卡的小说还反映了人类个体或某一群体为世界所吞噬

的现象。《判决》《诉讼》《在流放地》《一份为某科学院写的报告》

等是这类小说的代表。 



⑴《判决》揭示了人与周围世界之间的不协调关系，展示了人被世界

吞噬的可怕图景。 

⑴《诉讼》被公认为是卡夫卡最优秀的作品之一，是“卡夫卡式小说”

形成的标志。小说主人公约瑟夫·K是银行的一名高级职员。 

3、再次，卡夫卡的小说还表现了人类个体或某一群体在异己环境中

的焦虑、恐惧。 

⑴《地洞》与《邻居》就是集中表现焦虑恐惧的名作。《地洞》写的

是一只躲在地洞中的不知名的小动物，对周围环境的“恐惧” 

⑴《邻居》写的是一个商人因自己办公室隔壁新搬进一位新房客引起

的焦虑、恐惧。卡夫卡通过对这位商人焦虑、恐惧心理的描述、剖析，

揭示了现代人安全感的崩塌状况。 

三、卡夫卡的小说艺术探险 

1、首先是寓言体的创新运用。 

⑴所谓寓言体是一种运用比喻性的故事，来表达某种道理或某种认知

给人以启示的文体。在这种文体当中，作者所描述的故事、所描述的

生活现象并不是作者所真正要表达的，作者真正要表达的意思，大都

隐藏在故事及生活现象的背后。也就是说作者所叙述的故事、所描写

的生活现象，本身并不是自足的，它总是指向另一个世界。 

⑴卡夫卡对于预言体的创新主要表现在意义的呈现模式方面。传统的

寓言文体，讲述的故事、描绘的生活现象，与所表达的寓意之间的关

系一般来说都是较为明确的，作者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利用明喻的方

式，对于自己所要表达的寓意予以说明。也就是说在卡夫卡的小说当



中，故事或生活现象与寓意之间的联系是隐喻的，是不直接的、不稳

定的，这在一定的程度上，造成了卡夫卡小说文本阐释的开放性特征。 

2、其次是着力营造荒诞、梦幻的艺术氛围。 

⑴在现实的叙事当中，不断的有反常的、不合逻辑的事件、事物、场

景参杂其中，如同散落的梦的碎片一般，不断的打断人们惯常的生活

逻辑，从而给人一种似真似幻、扑朔迷离的感觉。 

⑴卡夫卡之所以着力于按照梦的方式进行创作，除个人性格方面的原

因外，主要的还是由于艺术方面的原因。卡夫卡创作的小说文体是一

种寓言体，这种文体时写出来的部分仅仅是一个影子，而它所引出来

的东西才是作者要表达的内容。 

⑴作品中荒诞性、梦幻性的氛围，会逼迫人们作出解释，进而将读者

的审美理解引向作品的“言外之意”或“象外之象”，即作品的寓意。 

3、再次，在叙述与语言方面刻意追求冷峻、客观的风格。在这一点

上，卡夫卡显然受到了福楼拜的影响。 

4、最后，卡夫卡的小说具有可多向阐释的特征。 

⑴卡夫卡的小说之所以具有可多向阐释的特征，这首先与卡夫卡对于

寓言体的采用、隐喻手法的运用有关。 

⑴其次，也与卡夫卡，对于冷静客观叙事语言风格的追求有关。 

⑴另外，还与卡夫卡在创作中所表达内容的复杂性、表达过程的复杂

性有关。 

四、《城堡》：个人的哀歌与民族的哀歌 

《城堡》写于 1922 年 1-9 月间，是卡夫卡最后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



部长篇小说。1926 年，由马克斯·勃罗德代为整理出版。 

1、《城堡》中 K的故事到底蕴含了怎样的深意呢？自《城堡》问世

以来，对于这一问题的阐释就一直层出不穷。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

点有以下几种： 

⑴《城堡》是卡夫卡与父亲沟通失败的譬喻，“《城堡》中的 K不能到

达城堡，不能同城堡官员克拉姆取得联系，这反映了卡卡卡本人无法

同父亲对话这个事实。” 

⑴《城堡》是人类寻找上帝的寓言，“是一部关于寻求得救之途的灵魂

与上帝之间的关系的图画。” 

⑴《城堡》是一部表现艺术理想与艺术实践之间矛盾的作品，是《饥

饿艺术家》的姊妹篇。 

⑴《城堡》是一则关于现代人生存状况的预言，是一部类似《等待戈

多》的作品。 

⑴《城堡》是一部揭示权力社会中小人物悲剧命运的作品，城堡在这

里是一种权力的象征，是整个国家机器的缩影，这个高高在上的衙门，

看起来就像在眼前，但对于广大的在他的统治下的人民来说，它是可

望而不可及的。 

⑴《城堡》是人类追求真理的预言，K 想进入城堡而不得的故事，揭

示了人类追求真理的不可能性。 

2、马克思·勃罗德对于《城堡》的阐释，主要集中在《城堡第一版后

记》和《卡夫卡传》《无家可归的异乡人》等文献当中。在这些文献

中，马克思·勃罗德提出两种并行不悖的观点： 



⑴《城堡》是卡夫卡寻找家庭及正常公共生活的寓言。 

⑴《城堡》是犹太人寻找家园的寓言。 

第二讲 艾略特与《荒原》 

一、艾略特的“非个人化”理论与《荒原》的研究 

1、艾略特提出“非个人化”理论主要的辩驳对象是浪漫主义。 

2、艾略特是“20世纪英语世界最为重要的批评家”，是英美新批评派

的创始人之一，他的批评理论在 20 世纪上半期影响很大，以至于被

新批评派及许多批评家视为《圣经》。 

二、《荒原》的叙事线索、表意结构及主题 

1、《荒原》的题意及表意结构，据艾略特的提著所言取自杰西·韦斯

顿《从祭祀到传奇》中寻找圣杯的传说与詹姆斯·弗雷泽《金枝》中

有关丰年神祭习俗的描述。从《荒原》的文本情况来看，艾略特实际

上还套用了《圣经》中有关上帝对悖逆之人惩罚的誓言。 

2、《荒原》的题词写的是女先知西比尔与孩子们的对话。 

3、《荒原》是一部类似于但丁《神曲》的叙事性作品，采用的是一

种梦幻文学形式。 

4、《荒原》的主题（具体） 

⑴《荒原》全诗共 434 行，分为 5 章。第 1 章“死者的葬仪”，题名取

自英国国教葬仪祷文，但就诗歌本身来看，具体所指应该是丰年神祭。 

① 第 1 章共 76 行，可以分为 4 个小的部分，第 1 小部分首先描写了

荒原景色，然后在此背景上重点写了女贵族玛丽对自己孩提时代生活，

尤其是对自己往昔浪漫时的追忆。 



② 第 2 小部分，首先是引用《旧约》中的典故，描写荒原景象，按

照《以西结书》《传道书》的描述，耶和华曾对悖逆上帝之人发出惩

罚的誓言。那么，这里对于荒原景象的描写运用的就是《旧约》中的

这两处典故。 

③ 第 3 小部分，描述的是女相士索梭斯特里斯运用塔罗牌纸占卜的

场景。这一部分在荒原中所起的作用，类似于《红楼梦》第五回“游

幻境指迷十二钗饮仙醪曲演红楼梦”在《红楼梦》中所起的作用。 

④ 第 4 小部分，写的是“虚幻的”可怖的伦敦城。在这里，艾略特借

用波德莱尔《七个老人》与但丁《神曲》中的诗句来描写伦敦早晨的

上班族。 

⑴第 2 章“对弈”，题名出自英国剧作家托马斯·密德尔顿的剧作《对弈》，

内容主要写的是夫妻间的隔阂。 

这一章主要描述了两个生活场景：一套豪华住宅中一对上流社会夫妇

间的对话，一个下等酒吧里一对下层社会闺蜜间的对话。 

⑴第 3 章“火诫”，提名取自佛教的《火诫》及奥古斯丁的《忏悔录》，

写的主要是炙烤人性的情欲之火。 

① 全章分为 4 个小部分，在第 1 个小部分叙事者，分别以斯宾塞，

巴比伦的囚徒，莎士比亚《暴风雨》中斐迪南王子等人的口吻，描绘

了泰晤士河边的景色，抒写了自己的哀伤叙事者目光所及、听觉所致，

是一派令人作呕的“景象”。 

② 第 2 小部分，写的是在虚幻的城市里士麦那商人尤金尼特先生邀

请叙事者“我”到凯能街饭店吃午餐，到大都会过周末。 



③ 第 3 小部分，写的是希腊神话人物帖瑞西斯的言说 

④ 第 4 小部分叙述、记录的是泰晤士河三女儿之歌。 

⑴第 4 章“水里的死亡”，仅 10 行，写的是腓尼基水手弗莱巴斯葬身大

海的情景。 

⑴第 5 章“雷霆的话”，写的主要是荒原的拯救途径。 

① 第 1 小部分运用了三个题材：在去以马忤斯的途上，目前东欧的

衰落，向“凶险教堂”的行进。 

② 第 2 小部分具体写雷霆的话，用的是印度《奥义书》中的典故。 

③ 第 3 小部分篇幅较短，仅 11 行，但是它是全诗的点题部分，非常

重要。在这里，叙事者结束了自己漫长的“游历旅程”，寻到了拯救荒

原的途径。 

4、《荒原》的主题（总结） 

⑴《荒原》一诗虽名为“荒原”，但描述的真正对象却是人的精神状态。 

⑴在艾略特的笔下，人们彼此疏远，不知奉献，不知克制，耽于情欲

物欲，生命毫无意义，犹如行尸走肉。人们的精神世界就如传说中渔

王治下的国土，《以西结书》中崇拜偶像者遭受惩罚后的图景一样，

陷入了一种干涸、贫瘠、毫无生机的荒芜状态。 

⑴《荒原》写的主要是当代题材，但是“艾略特并不把‘荒原’视作历史

上某一个特定的时刻，或看成仅仅是 20 世纪西方的境遇。整首诗是

想表现一种带有普遍性、永恒性的景象，也是一种对历史的透视”。

也就是说，艾略特笔下的荒原景象既是对现代社会的写照，也是对人

类整个历史的概括。 



⑴《荒原》一诗描述的重点是“荒原”，但是诗人的目的却是荒原的拯

救。如何拯救？雷霆的“Da！Da！Da！”轰鸣声给予了回答。这是印度

经典《奥义书》中的箴言，也是艾略特这个愁容骑士所取到的救世真

经。 

三、《荒原》中的艾略特生平档案 

1、荒原是基于个人生活的不幸而引起的，对整个社会两性关系的关

注而产生的诗作。 

2、他对于两性关系题材的选择、他对于两性生活材料的处理，正流

露了自己对婚姻的厌恶，对生活的惧怕，展示出了他深深的性恐惧、

性压抑和心理情绪。 

3、《荒原》名为荒原描写的地点却是伦敦。 

4、据各种有关文献显示，艾略特创作的荒原时期，正是其一生中的

荒原时期。 

5、学术界往往强调《从祭仪到传奇》《金枝》两书对艾略特构思《荒

原》的启发，但毋庸置疑，艾略特内心的荒原体验，则是促使其创作

的内在情感动力。 

四、《荒原》中的“非个人化”手法 

1、大量借用“他语”。 

在《荒原》的 434 行诗句中，有一半以上的篇幅都与典故或摘引有关，

用典多达百处，引用的文献贯于古今，超越民族。目的： 

⑴为诗歌编织一个整体性的表意结构。 

⑴制造“共同言说”的“普世化”图景，从此遮蔽诗人个人声音。 



“本源性”荒原的揭示。 

2、运用多种语言，多种语体。 

在《荒原》一诗中，艾略特先后运用了英语，法语，德语，拉丁语，

意大利语，希腊语，梵文 7 种语言，流行口语，书面语，古语，土语

4 种语体，营造了一种众语喧哗的文本图景。作者如此写作的用意即

在于达到“非个人化”的效果。 

3、隐去叙事线索，设定特殊的叙事视角。 

在《荒原》一诗中，“我”作为全诗的叙述者和各个章节之间的重要媒

介，声音是非常微弱的，有时甚至被荒原上的其他人物的声音淹没。 

4、扩大诗歌的叙事、描写范围。 

《荒原》一诗共 5章，其中前三章谈论的基本都是两性问题，如果单

看前三章，我们完全可以将其视为一首“情诗”，而该诗的第 4 章、第

5 章则改变了这种状况，从而使该诗走出了两性问题的狭小天地，进

入了广阔的社会领域。 

第三讲 纳博科夫与《洛丽塔》 

一、纳博科夫的漂泊生涯与文学创作 

1、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1899~1977）是当代俄裔美国作家。 

2、在西欧期间，纳博科夫用俄文写作，并以弗·西林为笔名发表作品。

这一时期纳博科夫写下的小说有《玛申卡》《贵族女人》《防守》《眼

睛》《荣誉》《黑暗中的笑声》《绝望》《天赋》《斩首之邀》《魔

法师》等。另外纳博科夫还创作了很多剧本与诗歌，其中剧本《事件》

和《华尔兹的发明》曾在巴黎上演。 



与作家的曲折经历有关。纳博科夫曾指出他的作品都是“失去童年时

代俄国所引起的震动的震波”。 

4、在《说吧，记忆》中，纳博科夫抒发了自己对少年时代俄国生活

的眷恋和怀念。 

5、纳博科夫最初发表作品时用的笔名是“西林”。 

6、纳博科夫提到的“另一世界”的含义，显然并不是俄罗斯文化传统

中超乎现实世界之上的神秘天国，而是指“存在的另一种状态”，即人

类心灵深处涌动着活跃着的情感和幻想，所以西欧时期的纳博科夫，

创作很少涉及流亡主题，民族色彩也很淡。 

7、纳博科夫西欧时期的创作主题可以概括为：人与自身欲望和痴念

之间展开着一场徒劳无果的斗争，现实之“我”与幻想之“我”的纠缠使

人类精神走向混乱和崩溃。 

8、美国时期的纳博科夫在文学创作中转向探寻自我的主题，他超越

俄罗斯流亡者的身份，立足于世界普遍生存境遇的层面，表现人类生

存的孤独感和精神无所归依的漂泊感。 

二、《洛丽塔》一部揭示围困人类的“栅栏”的作品 

《洛丽塔》是纳博科夫的代表，所讲述的是一个惊世骇俗的乱伦故事。 

1、首先，作品通过亨伯特的故事，揭示了人类在梦幻“栅栏”中无力

自拔的状况。 

⑴纳博科夫认为，人类生命总是遭到莫名的侵袭，变得残缺不全。 

⑴作品通过亨伯特错乱的人生轨迹，表现出人类怪异反常的边缘性生



亨伯特决心不屈从死亡的力量，他要以梦幻建构自己的世界，

使自身生命的神采焕发出来。

2、其次，作品通过夏洛特的毁灭，揭示了人类在欲望“栅栏”中的迷

失。 

⑴纳博科夫认为，人类有追求幸福的欲望，但这种欲望往往使人们无

法抵制诱惑。 

⑴洛丽塔的母亲夏洛特在欲望的“栅栏”中，失去明辨是非的判断能力，

并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 

3、再次，作品通过洛丽塔的不幸，展现人类在无知“栅栏”中的可悲。 

⑴纳博科夫体会到，人类在历史和世事的变幻无常中显得渺小无知。 

⑴洛丽塔幼年失去父亲，与母亲相依为命，这种不幸的身世决定了洛

丽塔的坎坷命运。洛丽塔缺少父亲的关怀和教导，对成年男性有着别

样的依恋。但幼小的洛丽塔毫无人生经验，对男性心理中隐秘的卑劣

龌龊一无所知。 

⑴洛丽塔不愿屈从于亨伯特的淫威，想方设法逃掉亨伯特的控制，追

求自由的生活，但是单纯无知再次让他遭到命运的作弄。 

⑴污浊的乱伦生活和淫秽的色情电影，并没有使洛丽塔走向沉沦堕落。

受尽凌辱的洛丽塔决定告别过去，重新开始生活，但爱情的盲目却有

可能再度让洛丽塔的人生变得黯淡无光。 

⑴在《洛丽塔》中，亨伯特的梦幻与过去纠缠不清，他却执着的在其

中追寻真实的事物，洛丽塔虽然斩断了与过去的所有联系，却在走向

新生的道路上彷徨犹豫。 



1、首先，作品展开艺术的自由游戏在于，作品将社会道德与人类激

情并置对峙起来，但不是让一者覆盖另一者，而是为两者设置独立的

叙述空间，允许两者互不干预的，诉说各自的价值标准与行为原则，

鲜明的显现出社会道德的僵化与隐藏在人类激情之下的人性罪恶。 

⑴作品把小约翰癫雷博士迂腐沉闷的道德说教置放在亨伯特激情四溢

的忏悔书之前，雷博士则以社会道德保卫者的身份，正气凛然的批判

亨伯特的罪行。 

⑴另一方面，《洛丽塔》采用一个近乎癫狂的性变态者和杀人犯——

亨伯特向陪审团递交的忏悔书形式，讲述他占有继女的乱伦畸恋的故

事，展现出一个迷乱狂放、动人心魄的情感世界。 

⑴纳博科夫突出亨伯特叙述的悖论和冲突，强调亨伯特叙述的不可靠

性，呈现出话语的暴力。 

2、其次，作品展开艺术的自由游戏在于作品以细腻的手法，撕开覆

盖在人类生活之上的美和崇高的面纱，暴露出充斥在人类生活中的侥

幸和虚伪。 

⑴作品的戏拟手法首先表现在，作品描绘亨伯特将自己的畸恋戏拟为

西方文化的爱情传奇，将人们通常推崇的爱和美的观念与人们生活中

低劣恶俗的趣味奇特的组合在一起，不仅嘲弄西方文化经典中潜在的

庸俗，而且讽刺了亨伯特的荒谬可笑。 

⑴作品的戏拟手法还表现在，作品通过亨伯特的卑鄙情欲戏拟为对爱

情天堂的美好追求，表明人类往往以虚假的幻想来掩盖自己的无耻。 



特想象中爱情天堂中的山丘和洞穴，使“现实的虚构”与“虚构的现实”

相互混淆，揭示出社会现实和人类心灵同样的阴沉迷蒙。 

3、再次，作品作为艺术的自由游戏在于，作品制造出文本的断裂，

表现人类痛苦具有难以探测的深度。 

⑴文本的断裂首先表现为人物的沉默，传达出人类难以言说自身痛苦

的无奈。 

⑴文本的断裂还表现在叙述的中断上，传达出人类无法认识自我的悲

哀。 

第四讲 博尔赫斯与《南方》 

一、博尔赫斯的生平与创作 

1、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1899~1986）是阿根廷著名的小说家、

散文家、诗人，20 世纪无可争议的现代文学大师。 

2、1921 年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后，一度成为“极端主义”文学运动

的领袖，反对传统诗歌格律的束缚，强调通过隐喻创造复杂美妙的意

境。1921~1930 年间，他发表了不少散文，出版了三本诗集：《布宜

诺斯艾利斯的热情》(1923)、《面前的月亮》(1925)、《圣马丁的手

册》(1929) 

3、第一篇幻想小说是《〈吉诃德〉的作品皮埃尔·梅纳尔》，发表于

期刊《南方》，此文的发表标志着一个新的博尔赫斯的诞生。多年之

后，博尔赫斯写成的著名短篇小说《南方》具有自传的性质，它是对

1938 年这个事故的影射，他在病中所产生的幻觉与《南方》有着密



4、在 20 世纪 30~50 年代间，他发表了近 30 个短篇故事，分别收入

《小径分岔的花园》（1941），《杜撰集》（1944），《阿莱夫》（1949），

《死亡的罗盘》（1951）等集子中，这些小说以新奇的构思和深奥的

哲理，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境界，确立了博尔赫斯在世界文坛上的地位，

1961 年，他被授予“福门托奖”，声名大震。 

5、失明没有结束博尔赫斯的艺术生命，在母亲和友人的帮助下，他

继续创作并修订和整理了早期作品。与此同时他多次应邀前往欧美大

学讲学，这个时期的主要作品有《迷宫》，《布罗迪埃报告》《沙之

书》，《老虎的金子》，《莎士比亚的记忆》。 

6、1935 年出版的感觉恶棍列传》是博尔赫斯的第一个小说集。 

7、为博尔赫斯赢得世界声誉的是他的短篇小说，尤其是其中被称为

幻想小说的那一部分作品，他们集中于小说集《小径分岔的花园》，

《杜撰集》《阿莱夫》中，代表着博尔赫斯的文学的最高水平。 

8、1941 年，小说集《小径分岔的花园》出版。文集中的同名小说是

一篇侦探小说，其余 6 篇是幻想小说。《环形废墟》是其中的名篇。 

9、1944 年出版的《杜撰集》，也是一个幻想小说集，《秘密的奇迹》

是一篇有趣的幻想小说。 

二、博尔赫斯的创作观念与创作特点 

1、创作观念 

⑴博尔赫斯的创作观念中对现实的看法十分重要。他的现实观打破了

现实/非现实的二元对立，把现实与非现实置于同一层面。这种观念



与博尔赫斯深刻的唯心主义观念是分不开的。 

⑴博尔赫斯对现实的看法即“除了思维过程外没有别的现实”。物质世

界在博尔赫斯这里是虚幻的，并不那么真实。 

⑴孟氏博尔赫斯创作观念中的另一个关键词，它既是小说中重要的意

象，也是伯尔赫斯进行形而上学思考的载体。梦作为文学作品的表现

对象是非常普遍的，他在不同作家的笔下呈现出不同的色彩，但博尔

赫斯所说的梦与我们通常所说的梦不尽相同。 

⑴博尔赫斯的现实具有柏拉图所偏爱的精神的实在性，不变性和永恒

性。基于这种对现实的抽象看法，博尔赫斯认为文学在反映现实生活

时显得无能为力。 

⑴他主张的幻想文学，可以完全独立于现实，不受现实世界的干扰，“幻

想小说提供了假设的世界，它基于无拘无束的想象的力量，不受再现

美学的约束”。幻想是仅仅依赖文学的内在需要的一种形式。 

2、创作特点 

⑴幻想性。这里所说的幻想不同于通常所说的虚构，而是虚构与真实，

想象与现实，假与真处于一种游离不定的状态，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亦真亦幻的美学形态。有时虚构的故事中会出现一个有名有姓的真实

生活的人物；有时虚构的故事被设置在一个逼真的环境中，而故事的

虚构性一直不能被确定。 

⑴迷宫般的叙述。博尔赫斯在叙述的过程中，经常设置许多岔道、陷

阱使故事朝着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向或同时朝着两个以上的方向发展，

从而使一个故事同时呈现出多种形态和多种解读方式，其复杂性有如



步入迷宫，令人疑惑又迫人求索。 

⑴形而上学主题。博尔赫斯的小说具有浓厚的哲学色彩，他的小说表

达了他对真实、时间、宇宙、自我等根本性哲学问题的思考，这些主

题远离现实世界，而更接近于理念世界，具有复杂的思辨性。 

三、《南方》的幻想 

1、《南方》是博尔赫斯最著名的小说之一，也是博尔赫斯最引以为

豪的作品之一，被收入第二版的《杜撰集》。 

2、《南方》一些句子的共同特征： 

⑴这些句子充满诗意，诗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含混和模糊。 

⑴明喻、暗喻、象征的大量使用。比喻这种修辞手法的本体与喻体之

间的模糊对应的关系也使一切变得似是而非。 

⑴似乎、几乎等表示不确定性的副词的大量使用，也增加了意义的模

糊性。 

3、关于自我与身体的关系西方的三种理论： 

第 1 种是唯物论，第 2 种是二元论，第 3 种是唯心论，其中唯物论和

唯心论都是一元论。 

⑴唯物论对同一性的思考 

① 唯物论认为“我”有一个身体，虽然它是某种高度复杂的东西，但

它是一个有机生物体，是物质的东西 

② 如果按照唯物论的看法，我们就完全无法解释达尔曼去南方的经

历以及他的感受，思考，信念，希望，因为他们是那么生动、强烈，

而且他们不是身体这一物质所具有的特性。心理学家也只能把它简单



的解释为幻觉，而并不能从达尔曼的角度来思考幻觉与自我的关系。 

⑴柏拉图式的二元论对同一性的思考 

① 从唯物论的角度来思考“自我”问题，很难自圆其说，因此，形而

上学家和神学家总是把自我与身体根本分开，把完全不同于身体特性

的那些特性归之于心灵，身体不可能拥有那些特性，因为它生来是一

种物质的东西。 

② 从这个观点来思考达尔曼，我们会认为达尔曼有两部分组成，一

部分是身体，一部分是心灵感觉身体在病床上受到病魔的折磨，而心

灵逃离了身体去往南方。 

③ 根据这种观点，我们可以说达尔曼真正的“自我”是心灵，是那个

即使身体失去了知觉和行动力仍然可以去南方疗养，观看路上风景，

与高桥人决斗的人。而躺在医院里的那个身体也确实存在，但他仅仅

是附属于这个真正的心灵的“自我”的某种东西。 

⑴唯心论对同一性的思考 

① 唯心主义认定事物自始至终都是心灵直觉到的观念，身体也属于

观念。与唯物论者为排除心灵和身体的必然联系而干脆否认心灵的存

在一样，唯心论者干脆否认物质的存在，他们坚持说，包括自己身体

在内的一切身体，只不过是存在于心灵之中的“观念”。身体是否存在

完全取决于它是否能被知觉到。 

② 《南方》中的达尔曼之梦与庄子之梦在结构上具有相似性，达尔

曼在病床上的一系列幻觉，在幻觉中经验到的一切，就是实在。 

四、博尔赫斯与中国文学的关系 



波尔赫斯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在中外比较文学史上是一个特殊的范例。 

1、一方面博尔赫斯从中国传统文学和哲学中汲取了 

养料。 

⑴博尔赫斯读过并熟知许多中国典籍，如《易经》，《庄子》《红楼

梦》等。博尔赫斯还从中寻找那些可以佐证和支撑自己的幻想文学理

论和哲学思想的因素，他的小说中出现中国形象的作品有《女海盗金

寡妇》《小径分岔的花园》，另外还有许多中国哲学、典故、逸事散

见于他的散文中，如“庄周梦蝶”，“中国古代动物分类”“中国梁代君王

权杖”等等。 

2、另一方面，博尔赫斯的文学又反过来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巨大

的影响。 

⑴198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该小说

集是中国最早的博尔赫斯散文集。 

⑴中国先锋作家创作活跃的 80 年代，正值对博尔赫斯的译介活动最为

频繁的时期。博尔赫斯的作品成为很多叱咤文坛的先锋小说家的“写

作圣经”。 

⑴马原是受博尔赫斯影响最大的作家之一，他在随笔、对话、讲稿中

经常提到博尔赫斯。 

⑴博尔赫斯在残血心目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残血的《解读博尔赫

斯》是中国作家较为全面的对博尔赫斯作品的解读，它由残血发表的

一系列阐释博尔赫斯的文章集结而成。 

⑴对博尔赫斯十分推崇的作家还有格非。 



第五讲 贝克特与《等待戈多》 

1、塞缪尔·贝克特（1906~1989）是 20 世纪 60 年代欧美“荒诞派”戏

剧的代表作家，是一位用法语、英语两种文字写作的剧作家，诗人，

小说家。 

2、《等待戈多》的创作，标志着贝克特突破了在小说创作方面遭遇

的瓶颈。 

3、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是一部作为游戏的戏剧，表达存在的戏剧，

作为减法的戏剧。 

一、作为游戏的戏剧 

1、《等待戈多》作为游戏的戏剧，首先体现为戏剧本身无头无尾，

没有中心，没有冲突，戏剧场景显得萧瑟寂寥。 

⑴从戏剧场景来看，《等待戈多》的舞台上的那条空荡荡的乡间小路，

隐喻着人类的处境，即人类被遗弃在一个既无始源也无归处的荒原上，

孤独无依。 

2、其次，《等待戈多》作为游戏的戏剧还体现在人物形象的游戏画

上，戏剧中的人物失去人的主体性，对世界产生了陌生感与不适应感，

因而他们的行为与语言都显得荒谬可笑。 

⑴其中一个流浪汉的名字是爱斯特拉冈，这个名字来自法语，意为龙

蒿，是一种生命力非常顽强的植物。 

⑴一个流浪汉弗拉基米尔的名字，则是俄语沿用至今的古老姓氏，意

为“掌控世界”，显然贝克特使用这个名字带有嘲弄的意味，戏剧中的

弗拉基米尔并没有显赫的地位和杰出的才能而是孑然一身四处游荡，



连自己的生活都无法主宰。 

⑴《等待戈多》中人物姓名的游戏化，反映了人被剥夺生存本质后的

焦虑失望和痛苦。此外，两个流浪汉有着共同特征，即：他们的行为

同样的无聊透顶，语言同样的索然寡味。不过贝克特用代表最平凡的

植物和最显赫的地位的词语给他们命名或许别有用意。在贝克特看来，

无论是精英阶层还是普通大众，整个人类都面临着失去主体性的普遍

境遇，人们在难以言表的挫败和痛苦中不知所措。 

3、再次，《等待戈多》以“误认”手法，在人类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形

成相互转化的游戏，凸显两者之间的含混性，表现人类无法看清自身

生存本质的悲哀。传统戏剧通过运用“误认”手法，安排各种意想不到、

令人惊喜的巧合，让人们最终得偿所愿样人们在品尝生活的妙趣和享

受幸福的甜蜜时对自身的清明理性充满信心样但贝克特在《等待戈多》

中制造出主人公的“误认”，揭示人类理性的非理性素质。 

4、《等待戈多》作为游戏的戏剧，还体现在人物组合间的戏拟关系

上。 

⑴等待戈多中有波卓与幸运儿的主仆组合和两个流浪汉的组合，这两

个组合看似毫无关联，但是贝克特却让他们相互形成戏拟关系，让两

个组合中的人物进行交叉式的角色，互换用以揭示人类思想的软弱愚

昧，表现世界秩序的错乱颠倒与荒唐无稽。 

5、《等待戈多》作为游戏的戏剧，还体现在对“戏中戏”手法的创造

性运用上，贝克特设计“戏中戏”，以戏中之戏的荒诞展现出生活本身

的反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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