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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 扎 米 悲 剧 初 探

这里所谓
“
尼扎米悲剧

”
,是指中古波斯诗人尼扎米 。甘泽维所作的《五卷诗》这里所谓

“
尼扎

米悲剧
”
,是指中古波斯诗人尼扎米 ·甘泽维所作的《五卷讨》当中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两部叙

事长诗 :《 霍斯陆与西琳》和《蕾莉与马杰农》。对尼扎的悲剧做综合的研究,可以发现 ,在《霍斯陆

与西琳》和《蕾莉与马杰农》中,存在着某些相同或相似之处 ,本文把它们称之为尼扎米悲剧的特

征或模式。本文的目的 ,在于通过对这些特征、模式的论证和剖析 ,阐 释尼扎米悲剧的美学意义以

及其中所包含的民族文化的底蕴。

没有超越就不存在悲剧。中外文学史上那些流传干古的悲剧作品 ,都是成功地展示了主体对

苦难、命运的抗争和越越意识。尼扎米悲剧的主体不仅具有极其强烈的超越意识 .而且其超越在

精神动机上大都达到了很高的层次 ,如 马杰农、蕾莉、西琳、法尔哈德。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
“
人类动机理论

”
7寸 于我们理解尼扎米悲剧主体的这一特征具有一定

的启发。马斯洛把人的基本需要按照由低到高的顺序划分为五类即 :生理需要 ,安全需要 ,归属和

爱的需要 ,尊重的需要(自 我尊重和他人的尊重).自 我实现的需要。他指出:人的需要中最基本、

最低的层次是对生存的需求 ,当 这一需求得到满足后 ,“其他(高一级的)需要就立刻出现了j而且

主宰生物体的是它们,而不是生理上的饥饿。而当这些需要也得到了满足,新的(更高一级的)需

要就又会出现 ,以 此类推。吨他的这个理论包含着这样一种积极的思想 :人是一个不断有所需求

的动物 ,人的一生实际上是处在不断追求之中,正是这种高层次的精神性追求 ,显示了人之所以

为人的本质力量。

对于悲剧主体来说 ,如果其超越的动机不是仅仅为满足基本的生理需求 ,而是要冲破落后的

社会观念和伦理道德的束缚 ,追 求精神的需求 ,个性的自由,那么这种超越造成的悲剧就具有更

大的审美价值。

蕾莉与马杰农的故事源于阿拉伯的传说 ,其悲剧起因于他们分属不同的部族。这一对阿拉伯

青年的爱情本身并未妨碍和破坏什么,但双方家族血缘不同,而在当时 ,阿拉伯人出于对血缘关

系的遵从 ,为了强固血族的结合,在婚姻方面坚守
“
内婚制

”
的法则。因此 ,在这一特殊的情境中 ,

其爱情注定陷入矛盾冲突。马杰农和蕾莉面临着两种选择 :或者屈从
“
内婚制

”
而放弃爱情 ,或者

维护爱情而违背当时部族制的社会法则。在厄运的强大压力下 ,他们表现出了强烈的超越意识。

历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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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杰农选择的是违抗群族道德 ,不顾一切地追求爱情。他
“
无意苟活

”
,“决心以生命殉情⑩。他流

落荒郊 ,呼唤蕾莉的名字 ,谴责世道的不公 ,在世人如
“
犬吠

”
般的非难和包围中,至死不悔。蕾莉

虽被迫嫁给伊本 ,但却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表示了对苦难和命运的抗争。她拒绝伊本接近自己,警

告这个名义上的丈夫勿做非份之想 ,如若
“
以刀相逼

”
,她不惜拼个

“
玉石俱碎

”
。正是在这种自觉

的抗争精神、自我保护能力的最大发挥中,马杰农、蕾莉的人格力量得到了提升 ,超越意识 (亦即

悲剧意识)得到了鲜明的展现。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 :“名利其实的悲剧意识不仅仅是对苦难与死

亡 ,流逝与毁灭的沉思。要让这类事情成悲剧 ,不必须行动。只有当人通过他的行动深深地卷入

注定要毁灭他的悲剧之中,才会有悲剧。岣从他们的超越在精神动机上所达到的层次这一角度

来看 ,马杰农、蕾莉对爱情的忠贞和捍卫 ,不仅反映了他们对爱的追求 ,而且体现出他们对自我尊

重的追求 ,对新的生活方式的追求 ,对独立自由和自我价值实现的追求。为了实现这种精神性的

渴求 ,他们同异己的势力展开了一场鱼死网破的抗争 ,用 生命在我们东方的上空放射出了闪耀夺

目的反抗封建主义的人物解放的曙光。

《霍斯陆与西琳》中的女主人公西琳这一形象的原型 ,是古代流传于阿拉伯的一则爱情传说

中的女奴。在尼扎米的笔下 ,她是以王族的身份出现的。作为上层贵族 ,西琳固然有普通阿拉伯

女性不可奢求的特权 ,但是 ,从她身为古代阿拉伯的一名女性这个意义上看 ,他仍然无法完全摆

脱不幸的命运。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 ,女性的地位远较男子低下 ,在婚姻方面尤无自主权。西琳

这个形象的可贵之处正是在于她能够超越时代伦理规范 ,尊重自己独立的人格 ,敢爱敢恨。她对

霍斯陆一见倾心。但当霍斯陆苦苦向她求欢时 .她却坚决不允 ,要求在他重振山河后再来明媒正

娶。西琳这一行为的心理动机 .显然是对女性普遍处于男性附属品地位的否决和抗争。当霍斯陆

娶玛利姆而得不到安慰 ,希望接西琳入宫时 ,她虽为思念所苦 ,却决不为入宫而践踏自己的人格。

她追求的是真正的两心相依的忠贞的爱情 ,在这爱情中她必须明确拥有属于自己的位置 ,只有在

霍斯陆用情专一时 ,她才会与之结合。在长诗的最后 ,霍斯陆与玛利姆所生之子希鲁耶突然刺死

父王并试图纳西琳为妻 ,血与剑在西琳的人生旅途上筑起了苦难的巅峰。在这尖锐的矛盾冲突

中,西琳导演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悲剧。她殉情而死的场面 ,是何等悲壮 ,何等动人心魄!数百年来 ,

西琳这个艺术形象为无数的读者所喜爱 ,所敬佩,不正是由于她这种非凡的超越意识吗?

尼扎米悲剧的主体是超越中的毁灭者。他们追求自己的理想 ,这理想相对于现实 ,还只是未

来的
“
合理

”
,还不为社会已有的文化所庇护 ,其突破力也还尚不足以反对现实的

“
合理

”
。他们的

生命以及他们所追求的至善至美的东西毁灭了 ,在这毁灭中,他们强烈的超越意识显示出了无限

的审美价值。

尼扎米悲剧的主体敢于超越但却终究不能摆脱失败和毁灭的命运 ,也反映出了诗人的创作

心理。尼扎米生活的年代在 1141至 1209年之间,当 时波斯的社会政治制度是封建王朝专制 ,本

国人民受着外族侵略和内部封建主的双重统治。同时 ,社会的传统习俗对个体行为仍然发挥着极

大的规范作用。在这种社会文化环境中,诗人的理想和愿望得不到实现 ,内 心充满不平和愤懑。在

《咏暮年》这首诗中,他 曾发出这样的呐喊 :

但原我这“
罪恶”的怒火,

能燃烧得更烈更猛 ;

但愿能用这喷吐的火舌 ,

使天地翻覆江海沸腾。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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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尼扎米靠个人的力量无力反抗封建制度 ,他的个人奋斗也必然总是以失败和叹息而告

终。因此 ,反映在他的悲剧中,主体都无法摆脱失败的命运 ,这显然是诗人因个人的理想得不到实

现而流露的悲愤和无奈。

尼扎米悲剧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两部长诗中都写到了人物的
“
疯狂

”
。在《蕾莉与马杰

农》中 ,马杰农(意为
“
疯子

”
)是葛斯的别名 ;《霍斯陆与西琳》中,石匠法尔哈德也曾一度因思恋西

琳而
“
疯狂

”
。他远离人群 ,与野兽为伍。有人认为 ,虽然作品写到了他们变为

“
疯子

”
,但我们并不

能把他们看成疯子 ,他们不过是被社会诬蔑和逼迫为疯子的。实际上 ,仅仅怀着这样善良的心情

看待这个问题是不够的。我认为 ,马 杰农和法尔哈德的
“
疯狂

”
,是他们情感力度的超常性的一种

象征。这不仅无损于他们的形象 ,而且使之表现出了更大的审美价值。

马杰农和法尔哈德皆因爱而
“
疯狂

”
。在冲突中,他们的情感经受着最大限度的痛苦和磨砺。

从冲突总的发展趋向看 ,他们与反超越力量之间的矛盾没有间歇 ,没有调和 ,没有大团圆的结局 ,

而是直接导向主体的悲剧性毁灭。马杰农和法尔哈德就是在这样的人生舞台上 ,酣畅淋漓地坦露

了他们全部的情感。他们的
“
疯狂

”
,是宣泄情感的方式 ,这能使他们发泄自己的全部真情实感 ,表

达他们意欲表达的一切。马杰农与蕾莉被迫分离后 ,他对蕾莉的思恋如火山喷发般迸射出现 ,没

有丝毫掩饰。他神情举止癫狂 ,在众人看来 ,他是
“
马杰农

”(疯子),他却说 :“她若说我醉了 ,我就

是沉醉不醒 ;她若说我伤情 ,我 就是失意伤情
”

,“ 我满怀激情 ,无法平静⋯⋯但愿有人放一把烈

火 ,把我连同我的心一道点着。
”
可见 ,马杰农的

“
疯狂

”
正是他情感炽烈的表现。法尔哈德是一个

平民,在王公贵族面前显然处于与生俱来的地位上的劣势中,但他坚信入格是 平等的 .并敢于正

视、敢于表现自己的感情。他的
“
疯狂

”
和以惊入的速度开通山峦 ,都是任何畏首畏尾、苟且偷生之

辈无法企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 ,马 杰农和法尔哈德的
“
疯狂

”
,不 是他们因无力抗争苦难而导致

的精神崩溃 ,而是他们在矛盾冲突的狂涛里为坚守自己的理想而形成的那种
“
咬定青山不放松

”

的性格的刚毅和坚强。黑格尔曾说过 :“环境的互相冲突愈众多 ,愈艰巨,矛盾的破坏力愈大而心

灵仍能坚持自己的性格 ,也就愈显出主体性格的深厚和坚强。只有在这种发展中,理念和理想的

威力才能保持住 ,因 为在否定中能保持住它自己,才足以见出威力。吒尼扎米在两部悲剧中都描

写了主体情感的爆发和渲泄 过程中出现的
“
疯狂

”
,看来 ,他显然早在黑格尔之前 ,就 己深知悲剧

美学的某些道理了。

以上 ,我们探讨了尼扎米悲剧主体
“
疯狂

”
的特质和美学价值。笔者认为 ,从艺术思维的角度

来看 ,尼扎米悲剧的这一模式反映了人类原始思维对古代文学创作者艺术思维的影响。人类原始

思维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情感性 ,从神话、史诗、传说等古代文学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远古时代人类

如火焰般跳荡的热烈、直率、有力的原始情感。波斯古代的文学遗产《阿维斯塔》中回荡着强烈的

原始情感的旋律 ,对巩固波斯民族喜好激越情感的审美情趣发挥了重要作用。至中古时期 ,从波

斯诗歌之父鲁达基到末代诗圣贾米 ,酣畅淋漓的情感渲泄 ,就一直是波斯文学的突出特征。而波

斯文学又正是以奔放强烈的情感 ,丰富深邃的思想源泉 ,给了阿拉伯文学以巨大的滋养。我们看

到 ,尼扎米也非常注重情感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 ,例 如 ,在《蕾莉与马杰农》的序诗中他写道 :

联章缀句需要的是欢悦与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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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绣诗文就从这二者中产生。

如若激情戴上了枷锁镣铐 ,

诗文就苍白无力 ,令 人感到枯燥。

尼扎米正是在强烈激情的驱动下 ,成功地表现了马杰农、法尔哈德的情感的丰富性和多样化

运动 ,生 动地描绘出其心灵突破退让与安分守己的平庸的限制 ,在情感状态的两极一欢乐与悲

伤、狂喜与绝望之间持续摆动的过程。            伫

或许 ,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 ,马杰农、法尔哈德在对待爱情的态度上感情有余而理性不足。的

确 ,理性体现着人对客观事物深刻全面的认识能力和对自身恰如其分的控制能力 ,是我们人类的

优良品质之一。然而对于爱情 ,我们却经常难以把它单纯地形容为合乎理性的或者
“
疯狂

”
的。实

际上 ,在爱情中,非理性的成份却恰恰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 ,表现在文学作品中,那些因追求爱

情而与环境产生冲突的人物 ,愈是全身心地投入爱情 ,便愈是显得缺乏理性。一个有趣的现象是 ,

波斯文学家对表现人的这种
“
非理性

”
的爱情尤为热情 ,如 1诬 世纪波斯抒情诗大师哈菲兹醉心于

吟咏 奔放无羁的爱情。17世纪波斯作家坎布尔也曾写道 :“爱情是波涛汹涌的大海 ,理性只是闪

烁的砂粒⋯⋯疯狂的爱情的镖枪所留下的创伤 ,用蘸着理性油膏的棉球岂能治愈?”

对于我们当代的读者说来 ,能够从对尼扎米等文学家的作品的审美体验中感受到在正常生

活中难以领略到的这种独特的、热烈的原始感情 ,不能不引起心灵上的震动。这 ,也许就是波斯文

学魅力之所在。

尼扎米的悲剧在情节上的特征 ,主要表现为作品的情节不仅表现行为的外在过程 ,而是注重

表现支配这种行为发展过程的精神心理因素。这对于强化作品的悲剧气氛起到了极好的作用。

《霍斯陆与西琳》和《蕾莉与马杰农》以叙事诗的形式出现 ,但这种形式己和小说紧密地结合

在一起了。在尼扎米之前 ,波 斯的爱情诗主要是把爱情作为恋爱行为的外在过程来描写的。尼扎

米则在表现方法上有向人物内在的心理开掘的倾向,因 此他能够在更深的层面上展示人物情感

的发展形态。当然 ,尼扎米能够做到这一点 ,也是和波斯文学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尼扎米生于阿

塞拜疆的甘泽 ,当 时 ,波斯文化的中心已由波斯可拉桑的图斯、内撒布尔等地转移到阿塞拜疆和

伊斯法罕 ,因而尼扎米自幼就受到了民族文化传统的薰陶。那时 ,波斯叙事诗的风格 ,己 由 11世

纪菲尔多西式的神话传说转向对现实的描绘 ,并且着重表现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爱情故事。尼扎

米正是转变后的诗风的杰出代表。他在创作《霍斯陆与西琳》和《蕾莉与马杰农》的过程中,即 发挥

了诗歌的抒情性特长 ,又采用了一些小说的表现技巧 ,尤其是在构设情节方面达到了很高的造

诣 ,因 而这两部长诗又被人们称为尼扎米的诗体小说。尼扎米的创作实践对波斯文学的迸一步发

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关于西琳与霍斯陆的民间传说 ,在波斯诗人菲尔多西所著《王书》中首次以叙事诗的形式见

著于文字 ,但情节比较简单 ,只是叙述了人物 (主要是霍斯陆)恋爱的行为 ,极小涉及促使人物行

动的精神心理因素。菲尔多西的《霍斯陆与西琳》全文如下 :

波斯国王霍斯陆外出打猎,遇到美女西琳,并深深地爱上了她。霍斯陆国王欲娶西琳为妻,但是由于西

琳出身卑微,这桩婚事遭到了群臣的反对。霍斯陆国王不甘心,他 召开了元老会,征得元老会的同意,终于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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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琳为妻。

霍斯陆前妻之子希鲁耶垂涎后母西琳的美貌。为霸占西琳,他杀死了自己的父亲霍斯陆,篡夺了王位。

西琳在霍斯陆墓前服毒自尽。⑦

尼扎米创作《霍斯陆与西琳》时 ,借鉴了菲尔多西原作的故事框架 ,同 时又进行大胆的创新。

他不但对原故事的情节进行了新的构思 ,而且非常注重用情节的发展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和心

理活动。例如 ,霍斯陆的全部活动己不再只是排除众议与西琳给合 ,而在情节的多线发展中展露

了复杂的情感和多重的性格。西琳也已不只是一个被动的配角 ,她对整个作品情节的发展起到了

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外 ,尼扎米还通过这两个人物与石匠法尔哈德联系交往的情节 ,深入刻画了

他们的心理活动。作品生动细腻地描写出了霍斯陆对西琳的追求怎样由
“
欲

”
的动机逐步转变为

“
情

”
的依恋 ,西琳对霍斯陆的感情怎样由既恨且爱发展为不惜与之同生共死 ,以 及她怎样为法尔

哈德的真情所动 ,决定冲破门第观念与之结合等这一切行为发展演变过程的精神心理因素。在悲

剧中遭到毁灭的 ,不仅仅是作为具体的生存物体的人的生命 ,而且是他们所追求的美好生活和感

情。因此 ,这部作品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诗人准确地把握住了情节这个要素 ,把它作为

表现人物心灵的手段 ,使作品的悲剧气氛更加深郁 ,艺术感染力更加强烈。

在《蕾莉与马杰农》这部长诗里 ,尼扎米也非常注重扩展
“
情节的长廊

”
,在情节的发展中刻画

主体的内心世界。马杰农与蕾莉相爱后 ,遭到众人反对 ,马杰农陷入痛苦的逆境。不久 ,其父出于

爱子之情 ,为他提亲 ,但事与愿违 ,提亲不但未获结果 ,反而加深了两个部族间的矛盾 ,马杰农陷

入更加恶劣的心境中。后义士法努尔挺身而出,愿以朋友之情帮助马杰农与蕾莉相会。但由于他

采取的手段不当 ,不但没有夺回蕾莉 ,反而加快了蕾莉的出嫁。马杰农再次转入更加悲惨的逆境 ,

终于伤情而死。作品情节的每一次
“
突转

”
都凸现了苦难对主体心灵的创痛 ,增强了作品的悲剧气

氛。

四

在《蕾莉与马杰农》和《霍斯陆与西琳》中,尼扎米对人物命运和结局的艺术处理有一个显著

的倾向是所有主要人物均毁灭殆尽 ,就是那些作为陪衬出现的次要人物也基本上都结束了生命 ,

如马杰农的父亲和母亲、蕾莉的丈夫 ,霍斯陆的前妻玛利姆等。死亡 ,是人类生命的规律和特质 ,

也是任何悲剧作品都必然包含的重要的悲剧事实 ,但是 ,尼扎米悲剧的这种人物接连死亡 ,最后

直落得
“
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
的模式 ,却显得非常特殊。

要深刻地理解这个问题 ,我们须首先对尼扎米的宗教信仰和思想有所了解。

尼扎米和绝大多数波斯中古作家一样 ,是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他曾潜心研究神学 ,不仅深深

地信仰伊斯兰教 ,有浓厚的宗教情感 ,而且在思想上深受伊斯兰教哲学的影响。他的文学创作活

动自然而然地受到了其宗教观的影响 ,在他留下的大量诗作里 ,我们随处都可以感到这一点。本

文认为 ,驱使尼扎米描写大悲剧主体毁灭殆尽的创作心理 ,即是受伊斯兰教哲学影响而形成的。

在伊斯兰教关于人生的哲学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宿命论思想 ,其 中有两个主要的范畴 ,即

“
道德的宿命论

”
和

“
肉体的宿命论

”
。所谓

“
肉体的宿命论

”
,主要是关于人类死亡的注定性的思

想 ,其意是指 :无论人如何行事 ,都无法避免这种命运。伊斯兰教 的这种思想体现在宗教教义上

就是
“
末日论

”
,这个教义包含着每个人的生活都是由神意安排在某种模式之中的观点。这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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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 :在死亡时 ,个人尘世生活道路告以完成 ,并且在接受神的审判之后开始另外一段新的旅途。

显然 ,伊斯兰教
“
末 日论

”
的教义把思维集中在人类死亡的绝对性和终极性上。《古兰经》中就明确

写道 :“ 人人要尝死的滋味
”
,真主对人类始祖阿丹说 :“大地上有你们暂时的住处

”
,“ 你们将在大

地上生活 ,将在大地上死亡。
”

尼扎米的思想受伊斯兰教
“
末 日论

”
影响的痕迹在《蕾莉与马杰农》和《霍斯陆与西琳》里随处

可见。他时常感叹人生的短暂 ,死亡的不可阻挡 ,例 如在《蕾莉与马杰农》中 ,他就这样写道 :

短促的生命似电光一闪,行将告终 ,

又象一片带雨的乌云,来去匆匆。

人生短促,漫漫旅程总有终点,

纵有千年寿命也不过是瞬间机缘。

有生命就预示着死亡定将来到 ,

世上哪个得到了长生不老的保票?

因此我们看到 ,尼扎米悲剧里的死亡。使作品的悲剧气氛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笼罩着人的不

可思议的险恶命运 ,仿佛无论人如何行动 ,冥冥之中都存在着将会摧毁他的力量。

一般说来 ,宿命论与悲剧精神格格不入。世界上某些民族虽拥有丰厚的文学遗产 ,但我们却

难以从中找到一部真正的悲剧作品 ,印度的梵语文学即是一例。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严

重的宿命论思想。消磨了民族超越命运的悲剧精神。但是 ,在尼扎米的悲剧里 ,虽然有一定的伊斯

兰教神秘主义色彩 .悲 副主体对命运、死亡感到无奈 ,但他们并不畏惧死亡 ,并不因死亡的注定性

而不去反抗丿\生 的苦难和厄运 c他 们虽然生命化为乌有 ,但精神却得到了提升。从他们的死亡中 ,

我们感受到的不是人类的懦弱和无能 ,而是人类感倩、精神的坚强和伟大。正如培根所言 :“ 人心

中有许多种感情 ,其强度足以战胜死亡—— 仇忾压倒死亡 ,爱情蔑视死亡 ,荣誉感使人献身死亡 ,

巨大的哀痛使人扑向死亡。唯独怯懦软弱使人在还末死亡之前就先死了啕 。

综上所述 ,尼扎米的文学创作既受伊斯兰教哲学的影响 ,又 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宗教观念

的超越 ,这是他的可贵之处 ,也是其悲剧模式意义之所在。

以上 ,本文从四个方面探讨了尼扎米悲剧的美学特点 ,提出了笔者的一些初步见解。近年来 ,

我国东方文学学界对尼扎米及其作品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惟愿今后有更多的人来探讨尼

扎米的作品 ,把我们对这位波斯叙事诗巨匠的研究拓展到更新、更高的境旯。 ¨  ∷

注释 :                              Ⅱ∶

①引自弗兰克 ·戈布尔《第三思潮 :马斯洛心理学》,第 41至 42页 ,上海译文出版社 1ρ 87年版。

②本文所引《蕾莉与马杰农》中诗句 ,均 出目《蕾莉与马杰农》汉译本 ,译者张鸿年 ,中 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

1984年版。

③引自《存在与超越——雅斯贝尔斯文集》第 93页 ,上海三联书店 1988年版。

①引自张晖译《涅扎米诗选》,笫 161页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    
∷ ∷

⑤引自黑格尔《美学》(第 一卷),第 227至 228页 ,商务印书馆 1982年版。    ;
⑥引自培根《论人生》,第 30页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 :

⑦转引自《东方比较文学况仑文集 ,第 325页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