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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世界文学简论》是学者型著名诗人、国内外数十所大学客座教授鹏鸣在国内外各个大学的演讲
或讲学讲义结集。
《世界文学简论》约45万字，以一个中国作家的视觉，对世界文学史上各个时期的重要作家及代表性
作品进行了概览式的观照与解析。
《世界文学简论》从21世纪全球视野的高度出发，以现代性的建构与解构姿态，将世界文学的发展作
为一个整体来描述，既展现主旋律发展的历史线索，又展现横断面上各种丰富的和声、复调与低音。
用事实说话，有选择性地编排事实、描述事件的发生过程，让读者了解更多的与世界文学相关的历史
、社会和文化信息。
作者有意使用浅显易懂的、没有学究气的文字，将最必要的信息传达给读者。
《世界文学简论》的部分章节曾经在有关报刊、杂志、作者博客及一些著名网站选发，受到了广大读
者和网民的热切关注与高度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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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鹏鸣，1958年生，陕西白水人，新疆大学、延安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西安外事学院等海内外
十余所高等学府客座教授。
已出版有选集、文集及文艺理论、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单行本等六十多部，总计五千余万字，其中
大型爱情组诗《致情人365首》《鹏鸣情诗选》《秋夜听风》《鹏鸣报告文学选》《鹏鸣纪实文学选》
《鹏鸣情诗经典》《中国诗歌史略》《世界文学简论》等代表性作品被翻译成多语种版本行销海内外
。
他的创作活动也很受文学界瞩目，有关他的研究资料结集有《鹏鸣研究资料汇编》十二卷本，传略被
收入美、英《世界名人录》等典籍。
自2000年起，以自己的稿费购买了价值300余万元的各类书籍，无偿捐赠给国内各大学图书馆，还为故
乡捐赠30万元建造希望小学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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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加缪：“我将在希望中死去”
弗吉尼亚?伍尔夫：丰富的痛苦
福克纳：存在之拼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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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诗经》：青春与生命人类文明有两个最为迷人的时期，那便是古希腊和中国的先秦时期。
对理性与自由的崇尚使&ldquo;希腊文明以及希腊文明之下的人类生活弥漫着一种无形的悠闲、清澈和
光辉；它们充满了我们所谓的甘美与光明&rdquo;。
古希腊文化的光芒，不仅炫夺了我们的心目，也照亮了西方乃至世界文明前进的道路。
先秦与古希腊一样，同处于奴隶社会，也是战争频仍，但同时它的文化之璀璨也是有目共睹的，尤其
不朽之作《诗经》以其开中华诗歌之先河的气魄征服了历代读者，深刻地影响了后世诗歌创作以及国
人的整体人格。
《诗经》形成的年代大致与古希腊的《伊利亚特》、《奥德赛》相当。
如果说古希腊的神化和史诗清新纯朴、绚丽柔和、优美单纯，是一个儿童的梦，弥漫着天真、甜蜜和
好奇，那作为我国诗歌光辉起点的《诗经》则因其强烈的时代感、厚重的社会责任感和深重的忧患意
识具有了早熟的气质。
同时，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所洋溢着的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朝气蓬勃的生命力则更
是迷人。
每每读到那些妙趣天成、稚拙率真的章句时，不免掩卷遐思：为那逝去的真性情叹惋，又为曾有着这
真性情欣慰。
那些直白浅露、无拘无束的畅然表达，也正是开篇并举古希腊文明的原因所在&mdash;&mdash;自由的
精神特质着实是它们共同享有的！
最能体现《诗经》纯朴真挚的情怀、热烈健康的青春和欢快明朗格调的，有一部分是那些无意承担教
化之功的爱情诗，集中在《国风》中，有45首，大约占《国风》总篇目的1/4多。
它们形象生动地描述了恋爱活动的整个过程，明朗欢快、兴趣盎然，真是信手拈来字字精彩，耐人寻
味！
打开《诗经》，第一篇是《周南》的《关雎》，言切意婉，一唱三叹，为历来爱情诗之典范。
&ldquo;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rdquo;，由雎鸠的相和鸣，联想与那位美丽善良的姑娘结对。
&ldquo;寤寐求之&rdquo;，朝思暮想，却&ldquo;求之不得&rdquo;，&ldquo;辗转反侧&rdquo;睡不踏实
，遂以丰富而圆满的想象来填充眼前无可排遣的相思&mdash;&mdash;想到将来结婚时场面多么热闹、
婚后感情多么融洽和谐、生活多么美满幸福。
这一切遐想，都是从&ldquo;优哉游哉，辗转反侧&rdquo;的失眠中幻化出来的。
虽是一厢情愿，却并非可望而不可即。
后来的剧作家代剧中人立言，说&ldquo;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rdquo;，反而太露而韵味不足。
阴历三月，采兰水上，拔除不祥。
春水渐长，男女拿着兰草香准备春游。
女曰：&ldquo;观乎！
&rdquo;士曰：&ldquo;既且。
&rdquo;&ldquo;且往观乎！
&rdquo;态度主动、举止大方的女子充满着个性张扬，洋溢着生命活力。
&ldquo;洧之外询迂且乐。
唯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
&rdquo;在宽阔的洧水边，三三两两的成年男女悠悠私语、相互玩笑戏谑，归家时，相互赠之以芍药。
这是《溱洧》为我们描绘的士女踏青图，生动活泼，跃然纸上。
不难发现，在《诗经》以婚恋为对象的作品中，此类描述女性情爱的诗作首次形成风气，女性更多地
成为了叙述的主体，其内心情感高度外化。
她们大胆直率、毫无遮掩地展现着自己的内心世界，无论相思离别、怨恨恋慕，均能直言无隐，就连
自己与男子的私情、幽约，也未尝讳言。
《柏舟》中&ldquo;髧彼两髦，实维我仪&rdquo;，女子告诉母亲，那额前两边披着头发的人，无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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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品和感情上说，都是她理想的伴侣。
&ldquo;之死矢靡它&rdquo;，宁死也绝不嫁给他人。
最可敬可惊的是她竟喊出了&ldquo;母也天只，不谅人只&rdquo;！
真是两脚一跺，眼泪横飞，一声怒喊：&ldquo;你怎么这么不体谅人呀！
妈呀，天呀！
&rdquo;对恋爱自由、婚姻自由如此坚定的垂青在此后几千年里又有几人！
《大车》中&ldquo;岂不尔思，畏子不敢&rdquo;，&ldquo;岂不尔思，畏子不奔&rdquo;，女子斥责男子
：难道我是不想你？
怕你犹豫我才不敢私奔。
&ldquo;毂则异室，死则同穴。
谓予不信，有如皦日。
&rdquo;活着呀，不同室，死了呀，该合葬，你不信，天上的太阳证明我的心！
指日为誓，大胆私奔，生死与共。
感情是何等真挚，反抗是何等强烈！
后世礼教的加重，这类诗歌也是凤毛麟角！
类似这样富有青春活力，勃勃生机的诗作不胜枚举，而它们所抒写的真挚、质朴、健康之情感，不啻
一阵清新的轻飏，叫人耳目一新，那些自然、大胆、酣畅的情感追索也往往震撼着我们的心灵。
难怪谢无量在其专著《中国妇女文学史》中认为，从作者看《诗经》当为&ldquo;妇女文学之
祖&rdquo;。
而朱熹所言及《郑风》时说：&ldquo;郑卫之乐，皆为淫声。
&rdquo;虽是酸腐之言，却也不失&ldquo;《诗经》之情爱文本已俨成大观&rdquo;的有力说明。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在男女双方都从容诉说着自己在情爱领域内的感受时，以女性占据中心地
位&mdash;&mdash;数量上，女性话语主体明显超过男性；在语言的坦率程度上，女性又远比男性大胆
、直率&mdash;&mdash;这固然体现着自由精神、平等观念，但因《诗经》的写作年代正处在由野蛮进
入文明的初期，原始母系社会的影响尚未完全消除，女性不仅被崇拜、爱慕和尊敬，还主宰着自己的
感情世界。
因此她们在情爱关系中居主动地位也就理所当然。
而随着社会向男性中心的逐渐转化，这样的作品自然难以寻觅了。
另据《周礼&middot;媒氏》载：&ldquo;仲春之月，令会男女。
于是时也，奔着不禁。
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会之。
&rdquo;可见政策是鼓励并且有组织地引导男女自由婚恋的，于是在爱情诗中自然有了自由奔放、热烈
活泼的青春气息。
当然这并不妨碍今天的读者为之怦然心动。
除开抒写爱情、婚姻、家庭的极富感染力的篇章，《诗经》中那些描述人民劳动生产的作品，则因巨
大的现实性和深切的人文关怀而兼容了沉稳克制的忧郁气质与顽强向上的生命张力。
《公刘》中连用几个叠句：&ldquo;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rdquo;，把移民安居
后欢声笑语的生活情景生动呈现；而《系》则把&ldquo;百堵皆作&rdquo;的劳动场面写得十分紧张热
闹，那盛土、倒土、寿土、削土的声音，把鼓励劳动情绪的巨大鼓声都压下去了，反映了人民的巨大
创造力和劳动热情。
《周南&middot;芣?》是妇女们三三两两去采集车前子时边采边唱的歌，表达了妇女劳动时欢快之情；
《魏风&middot;十亩之间》唱出了采桑姑娘在劳动中的欢乐和劳动后愉悦的心情；而《周南&middot;
芣苡》的&ldquo;采采芣苡，薄言采之。
采采芣苡，薄言有之&rdquo;，则以其重章叠句的歌唱不但写出采摘过程，更表现出生动活泼的气氛。
清人方玉润说：&ldquo;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旷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忽
断忽续。
&rdquo;不啻为一幅意境深远、情趣盎然的淡彩水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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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诸神常会径直来到人的家中，与人同桌共餐，甚至溜到人的床上与人结合，并且生育出美丽健
康的后代&mdash;&mdash;那些半神的英雄来。
假如你曾因身处这神、人世界交融的奇幻之境而惊喜不已的话，那么，翻开《诗经》读一读&ldquo;静
女其姝，矣我于城隅。
爱而不见，搔首踟蹰&rdquo;。
（《静女》）那惟妙惟肖的情态刻画、富有戏剧性的场景捕捉与呼之欲出的灵动形象是不是同样令人
拍案叫绝、不忍释卷呢？
屈原：生命不息，求索不已长江汉水流域曾有个美丽神奇的国度，虽时光飞逝，可也抹不去人们对它
的记忆。
那里气候温暖，山川秀丽，物产丰富，水陆交通发达，远古的时候那里就演绎了很多惊天动地的故事
，这个地方就是历史上一度令人向往的楚国。
公元前584年的秋天，郑国的军队包围了楚军，并擒获了钟仪，把他献给晋国。
晋人带着钟仪，兴高采烈地回国了，把他囚禁在军用仓库里。
过了两年，钟仪仍然带着南方楚人的帽子，一副威武不屈的神态。
晋国公感到惊奇，两年已过，为什么他还带着南方人的帽子？
于是命人把他带来，询问有关情况。
钟仪拜谢了晋君的厚意，晋君问他家庭出身，回答说：&ldquo;是乐官。
&rdquo;晋君问道：&ldquo;那么你能够演奏音乐吗？
&rdquo;钟仪回答说：&ldquo;这是先人的职责，我不能忘本，岂敢从事于其他事呢？
&rdquo;晋君命人给他一张琴，请他弹奏。
于是一曲凄楚婉转、感人至深的南楚音乐从琴上流出&hellip;&hellip;从此&ldquo;楚囚南冠&rdquo;
、&ldquo;钟仪楚奏&rdquo;用来表达困苦中的爱国恋乡之情。
正是在这个有着浓厚爱国传统的南方楚地上，约公约前340年诞生了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浪漫主
义诗人&mdash;&mdash;屈原。
屈原，名平，字原，战国末期楚国人，卒于公元前278年。
他的生辰是&ldquo;寅&rdquo;，加上&ldquo;平&rdquo;、&ldquo;原&rdquo;正包含着天地人三者统一于
一身的意思。
屈原很以这种与生俱来的美好禀赋而自豪，称之为&ldquo;内美&rdquo;，同时又对自己的美好品德不
断加强修养，抵御世俗世风的侵染称之为&ldquo;外修&rdquo;，就在这&ldquo;内外兼修&rdquo;的过程
中开始了伟大的上下求索，开始对宇宙人生社会的哲学意蕴的追寻。
我们读《涉江》，就会发现在遥远的先秦文学中，能减弱我们对远古的陌生感的莫过于屈原的作品了
。
我们脑海中常常会浮现一幅画：一个高瘦老头，紧锁着双眉，微扬起下巴，身佩长剑，宽袖迎风沉思
，登高远望求索。
这就是每个时代的人都会想起的&ldquo;屈子图&rdquo;，从一定意义上说，屈原同孔子、庄子一样成
了中国文化的一种象征&mdash;&mdash;&ldquo;屈骚精神&rdquo;。
在南方文化的浪漫情怀中，在特定的自身修养和大一统的朝日喷薄欲出的历史环境中，屈原很大程度
上接受了儒家的&ldquo;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rdquo;的理想。
正统思想中&ldquo;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rdquo;，儒家的开山者孔子就提出
：&ldquo;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虫所而众星共之。
&rdquo;儒家的后继者对此进行了发挥：&ldquo;以德行仁者王&rdquo;、&ldquo;人主有能明其德则天下
归之&rdquo;。
这对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屈原而言，不但受到这些正统及儒家思想的影响而
且以原始的痛心和热情，以神话般的气质在这条理想的道路上撒满了绚丽惊艳的浪漫之花。
就是在这条求索的道路上，屈原表现了浓厚的自我与社会双重固持的融合与渗透精神。
首先，屈子对社会理想的固持突出表现在&ldquo;存君兴国&rdquo;的美政理想中。
他站在历史的前沿，洞察社会发展的前景，在《离骚》中表现出了对大一统的憧憬与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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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所描述的上下求索、四方神游的所在，也突破了狭隘的楚国境遇，反映了诗人深沉厚重的历史意
识。
他从儒家的理性角度出发，认为举贤授能是实现&ldquo;美政理想&rdquo;的必由途径，&ldquo;乘骐骥
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rdquo;。
然而不幸的是黑暗的现实、腐败的政治使他壮志难酬，处境很是艰难：要么服从权威，同流合污；要
么坚持己见，斗争到底；要么逃避困难，离国出走。
屈原在理想之路被现实断绝的情况下，不得不转入幻想的世界中，去寻找寄托，寻求解脱，寻求一种
理想生活，寻求实现理想的新路径。
他叩阊阖，登阆风，游春宫，求宓妃，见佚女，灵氛占卜，巫咸降神，最后驾飞龙象车，远路周流，
神驰邈邈，终于临睨旧乡，璞马悲怀，蜷局不行。
屈原的幻想忽上忽下，像梦一样恍惚迷离，飘忽不定，变化万千，但这是伟大诗人的浪漫而艰辛的求
索，即使&ldquo;彭咸之遗则&rdquo;也不放弃，是何等的勇气，何等的坚定！
对社会的关注体现了屈原积极入世、救世的精神，然而屈原对自我的关注并非完全符合儒家的&ldquo;
温柔敦厚&rdquo;的诗教，也不符合儒家的&ldquo;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rdquo;的明哲保身哲
学，屈原的个性精神与道家的避世思想更是相冲突。
从他的作品来看屈原对自我的固持，一方面包含了他忠贞爱国的蕴涵；另一方面还包含着他强烈追求
实现自我价值的精神，一种社会价值与自我价值的高度融合。
其次，他对自我的关注还突出表现在他放言无惮的批判精神、遗世独立的性格上。
他本属贵族中的一员，但他却依据自己的道德理想对楚国昏君奸臣的怨刺和否定，相当程度上超越了
贵族阶级的意义范畴，更广泛地反映出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心理情绪。
可以说，伟大的屈原虽不是历史的先知，但却无愧于自己的时代。
《离骚》如果说是屈原完整的人生历程，那么《天问》则是他对天地大胆的怀疑，是困境中仍孜孜探
索的集中体现。
《天问》发出了对宇宙自然命运人格的质疑，对楚国命运担忧的情怀笼罩着全文的每一个文字。
当然在《橘颂》中&ldquo;遗世独立，横而不流&rdquo;表现对人格的完美追求，《怀沙》中&ldquo;重
仁袭义兮，谨以为丰&rdquo;对节操的坚守，几乎无不表现了屈原对&ldquo;天人之思&rdquo;的探求，
在这不息的探求中却洋溢着这位千古诗人的生命奔流、漫漫求索的精神，尽管求索是沉重的。
诗人因不愿看到亡国之后人生涂炭的惨景而自沉汨罗江，所以今天我们还要向江中抛粽子，还要唱民
歌为他招魂&hellip;&hellip;屈原留给后世的华丽篇章尽显了他对祖国的热爱和执著，对于理想的追求，
对于宇宙生命的思索，这种精神成为以后数千年以来文人志士不可或缺的美好品质。
正如美国学者劳伦斯&middot;A.施耐德说：&ldquo;每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有一个自己所需要所解
释的屈原。
&rdquo;屈原是个爱国者，又是个伟大的诗人，他的意义涵盖了整个文化精神文化的领域，他在自我和
社会的融合中散发的滚滚生命意识、不息的求索精神一定会给当代知识文人以深刻的沉思、启示。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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