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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圆形流散：维·苏·奈保尔涉印作品的核心特征》的绪论和第一章首先指出奈保尔是终生飘游
的流散者。
由于奈保尔是经历复杂、作品丰富的作家，笔者从介绍其人其作入手，随后转向国内外奈保尔研究现
状、本课题的研究前景、研究的主题和方法以及奈保尔的涉印流散等。
从而可以看出，本专著在对其涉印的流散特点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强调奈保尔的流散路线主
要是圆形；从现实和虚幻两个方面来论述流散；流散的视角聚焦于印度和印度性等。
　　在此基础上，本书借助于精心选择的奈保尔的九部涉印作品，从不同的角度对其中的相同和相异
的流散特点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第二章从时间关系方面来探讨了流散的本质--现实和虚幻，这体现出所选九部作品的第一个共同的流
散特点。
继续还是停滞；昨日的梦幻、今日的叹息；难以践踏的过去；人生从不惑开始；时间的错位是本章
的5个立足点。
从而时间不仅混乱、而且主要向现在聚焦的圆形特点得以展现。
可以得知，时间关系在流散中是非常重要的。
　　圆形流散是本书的核心之一。
在第三章，从由小到大的神秘之圆、痛心疾首的虚幻之圆、来到圆心又离开圆心、中年印度人的圆形
奋斗、“我”在圆心看他人五个方面论述了奈保尔涉印作品中的另一个共同的流散特点--现实与虚幻
交织的圆形流散。
　　在第四章集中探讨了这九部涉印作品各不同的流散特点。
论述的角度主要有复调、后殖民主义、意象、“林勃状态”等。
复调、意象既体现出流散的复杂性，也体现出其现实和虚幻相转化的特点。
后殖民主义是奈保尔流散情结的重要部分，而“林勃状态”是奈保尔流散特点的重要特征。
这样，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奈保尔作品中流散的杂糅性和复杂性；真实性和虚幻性。
　　但是，终生飘游的奈保尔不管在英国还是在印度都没能找到自己的“根”，那么他真正的归宿在
哪里呢？
本书在第五章中给出了答案：它在奈保尔的自我写作之中。
在这一章中，“第三空间”理论将得以运用，写作在奈保尔流散中的巨大作用将得以体现。
　　第六章论述的是全球性的圆形流散。
近十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多数属于流散作家的行列，除了奈保尔之外，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
得者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也是世界文坛非常独特的流散作家。
他既是作家又是政治家的身份，有“家”而又不愿“回家”的心态，为全世界所关注。
他的获奖引起了巨大轰动但又实属必然。
本书在国内外第一次从全球化和圆形流散相结合的视角探讨了略萨在不同时期的、跨度四十多年的四
部代表作--《城市与狗》、《绿色房子》、《色鬼的盛宴》和《坏女孩》，从不同的角度深入分析它
们的相互融入和契合，从而揭示出其作品的独特魅力和其在当下所产生的全球性意义。
　　在以上各章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得出结论：印度是奈保尔一生的魂牵梦系，流散是其灵魂，圆形
是其流散路线，奈保尔以自己的写作之圆连起了分别以英国和印度为圆心的现实的和虚幻的流散之圆
，不管他是在写作还是身在英国，他的内心最深处都是印度。
他终生飘游在这三个圆形之间。
　　概言之，本书的重要意义和创新点在于：聚焦于奈保尔涉印作品的流散；探讨了他的两部最新作
品的流散特征；强调流散轨迹主要是圆形的；流散既有现实的，又有虚幻的；从时间关系方面来论述
流散；将复调、意象、林勃状态、第三空间等理论用于分析涉印流散；写作与流散的关系；其多部作
品中人物姓名的深刻含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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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中央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兼任英语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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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APEC会议，期间与新加坡总统纳丹单独合影。
2010年8月赴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多所著名高校学习交流。
2011年3月获得中央财经大学“中财121人才工程青年博±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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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印度三部曲》中，奈保尔对印度的历史的透视是非常深刻的。
他认为：印度，印度教的印度，是永恒的，亘古不变的，即使偶尔会有短暂的征服和亵渎，但这种征
服和亵渎也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几个小小的瞬间而已。
印度人对历史的态度是处之泰然的、不疼不痒的，为此，本来可知的历史在印度已经沦落为传奇故事
，印度人对历史的无知让愤怒的奈保尔得出结论：粗读历史，然后从情感上认定印度的永恒和生生不
息，随之而来的并不是对未来被打败被毁灭的恐惧，而是一种视之漠然。
在这种宏大的漠然之中还有对朋友命运的漠然、对社会和国家命运的漠然等。
这种漠然和印度教所宣扬的消极无为、遁世的态度是具有必然联系的。
也就是说，在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的深层，实际也有一个以这种态度为圆心的虚幻之圆。
这种态度是非常可怕的，它使印度人认识到，个人不必承担任何责任，因为印度总会惠顾他们、解决
他们的后顾之忧的。
　　这样，在奈保尔的《印度三部曲》中，广袤的印度就与印度人狭隘的意识形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让他产生了爱恨交织的情感。
联想到自其童年时，印度就停驻在奈保尔的记忆里，他此时对印度的痛恨也更加深切。
奈保尔发现，尽管印度人受到种种条文规则的约束，但他们却处处显示着不被破坏的完整和无损，他
们个体的渺小和卑微也从未引发过他们进行深刻的思考，因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他们的国家将会为
他们解决一切后顾之忧。
奈保尔的这种爱恨交织的情感还表现在他的所见所闻和他的所思所想之间的矛盾。
在印度的大地上，奈保尔看到的是衣衫褴褛的人们、贫瘠狭小的农田、简陋的窝棚、雨季的泥泞，以
及种种衰败和冷清。
而更加可悲的是，印度人对此处之泰然、心安理得。
这和印度教的教义也是吻合的：在世界逐渐萎缩、人类可能性的观念消失的地方，世界就被看成圆满
的。
此时，人退却到他们最后的、坚不可摧的最本能的防御里：他们知道自己是谁，他们的种姓是什么，
他们在万物体系中无可动摇的位置何在，这坚不可摧的最本能的防御就是圆心，而不同的位置与圆心
的距离就构成了不同的半径，这样，层次繁多的多轮圆就得以形成了。
正如同处一个圆形中的物体都有自己特定的位置一样，人在这个圆形的世界上也是有其固定的位置的
。
位置标志着时空的流逝，位置也标志着人生的每个阶段。
生活自身就变成了位置：任何超越于这个圆满而神圣之世界的事物都是空洞和虚幻的。
这样，印度社会固有的圆形堡垒防护体系就得以形成了。
因此在世界变化之中，印度即使在紧急状态下，也能够纹丝不动：回归印度就是回归到世界深层秩序
的认知里，所有事物都固定化，神圣化，所有人都安之若素。
　　综上所述，奈保尔虽是“文学旅人”，但民族情结并没有在他身上消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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