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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 跨学科的多维阐释

———评 《奥尔罕·帕慕克小说研究》

朱振武

跨界生存与跨文化传播现象从古代社会就已开始, 不过没有形成当今世界这般广度与深度。 随着

全球化发展进程的深入, 文化混合、 文学混杂、 媒介融合等现象越来越多, 形成不可阻挡也不可忽视

的文化趋势; 而文学界的跨界生存与跨文化创作现象尤其明显, 突出地表现在近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身上, 如 1990 年墨西哥诗人帕斯因 “成功地将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之前的文化、 西班牙殖民者的文

化与西方文化融为一体” [1] 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1992 年得主圣卢西亚诗人沃尔科特的获奖评语中说

他的诗歌 “是多元文化驱动下的产物”, 颁奖词中说他的诗作具有 “几种文化传统的混声合唱或是几个

主题的交响协奏”, 呈现出 “黑白混血风格”;[1] 1993 年得主莫里森的大部分作品都描写了黑人与白人

之间的冲突, 并在冲突中寻找解决的渠道; 2001 年得主印裔英国作家奈保尔的作品涉及 “特立尼达”、
“涵盖了印度、 非洲、 南北美洲、 亚洲的伊斯兰国家, 以及占有相当重要地位的英国”,[2] 融合了多种

文化; 2003 年得主南非作家 J·M·库切的主要作品表现了欧洲文明与非洲文明的冲突; 2006 年得主土

耳其作家帕慕克获奖的理由是 “在追求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杂糅的新象征”,
体现出混杂性 (hybridity) 特点。[3] 还有 2012 年得主我国作家莫言的创作用 “幻觉现实主义将民间故

事、 历史和现代融为一体”, 也具有鲜明的跨界特征。 他们的获奖表明全球文化界、 文学界、 学术界对

跨文化创作、 跨文化传播、 跨界生存现象的高度重视。
我国学术界近年特别重视对这些作家的介绍、 翻译与研究, 很好地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传播, 对

提高我国文学创作水平、 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处理复杂的文化冲突与文化混杂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

价值。 杨中举的专著 《奥尔罕·帕慕克小说研究》 是其中的重要收获之一。 从本书的后记可知 “奥尔

罕·帕慕克小说研究” 早在帕慕克获 2006 年奖后的第三年 (2008 年) 就获得了教育部人文社科立项,
经过三年多的研究, 以同名专著顺利结题。 这说明了国家层面对跨界生存、 跨文化传播、 跨界创作现

象的重视。 通读全书, 可以看出著者很好地把握了帕慕克跨界生存状态、 思想状况与跨文化、 混杂化

创作规律, 并相应运用跨文化、 跨学科的方法对其创作的总体风格、 每一部作品进行了多维度的阐释,
涉及到 “呼愁” 文化诗学风格、 东西文化冲突、 宗教信仰、 政治选举、 文化身份认同、 爱情、 文明的

兴衰等复杂问题。
奥尔罕·帕慕克的小说创作具有鲜明的 “呼愁” 文化诗学风格, 这一风格贯穿帕慕克小说创作始

终。 这种 “呼愁” 与一般的忧愁、 忧伤不同, 它根源于宗教、 浸渍于历史、 传承于土耳其作家作品中、
也散见于西方作家的书写中、 更多地充满在土耳其文化中, 也表现在东西文化思想冲突中。 《奥尔罕·
帕慕克小说研究》 的著者较好地把握了这种文化呼愁风格, 以一种充满文学情怀的调子、 富有诗意的

语言, 把帕慕克个人的、 整个民族的、 文化与历史的呼愁展现而出: “它弥漫于创作的字里行间, 存在

于小说人物性格气质、 言行举止中, 萦绕在作者的思想里, 盘旋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城市物质空间

与精神文化当中, 贯穿在土耳其现代化历史进行中, 游荡在东西文化冲突与混合的进程里, 在帕慕克

看来, ‘呼愁’ 是伊斯坦布尔的城市文化风格, 已经成为土耳其民族的个性特征之一。 从文学接受与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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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角度讲, ‘呼愁’ 则是理解帕慕克小说的关键。” [4](2) 接着著者运用历史学、 医学、 心理学、 文化

学、 人文地理学、 文学、 宗教学相关学科视角, 揭示了生成 “呼愁” 文化诗学风格的内在原因: (1)
在帕慕克看来, 他个人的和整个土耳其的 “呼愁” 均源于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和奥斯曼帝国衰落史;
(2) 在土耳其历史文化、 宗教、 哲学传统语境中, “呼愁” (hüzün) 一词是土耳其语的 “忧伤” 之意,
原指失落及伴随而来的心痛与悲伤。 它根源于阿拉伯伊斯兰教; (3) 医学、 心理学与哲学意义上的

“呼愁”, 涉及生理、 心理、 精神文化方面, 在这个层面上帕慕克探索了这个词的起源; (4) 西方旅行

者和作家视角下伊斯坦布尔的城市忧伤, 这些西方人视角对后来的土耳其诗人、 作家产生了不可忽视

的影响; (5) 土耳其四位有代表性的孤独忧伤的作家是: 诗人雅哈亚、 历史学家科丘、 小说家坦皮纳、
记事散文家希萨尔。 从他们的作品中, 帕慕克清楚地认识到 “呼愁” 是 “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的灵

魂”。 四位作家都是处于过去与现在、 东方与西方关系中的人, 都深受东、 西方两种文化的影响, 在自

觉与不自觉中把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融合在一起; (6) 从根本上说, “呼愁” 产生于东西方文化冲突与

交融混杂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 土耳其、 特别是伊斯坦布尔横跨东西方的地理与文化空间, 使其天然

具有历史文化生成作用; “呼愁” 还是一种由知识分子个人的感觉发展到土耳其民族集体的忧伤感觉,
它已不是某一孤独者的忧伤, 而是千百万人心中共有的忧郁情结。[4](3-9) 这种跨学科、 多视角的研究客

观、 真实, 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也有一定的理论建树, 从根本上解决了研究帕慕克小说创作的理论

前提。
东西方文化关系是帕慕克创作的中心主题, 正是这种东西文化空间为 “呼愁” 提供了生长的文化

基因。 《奥尔罕·帕慕克小说研究》 对此设专章 “呼愁缘起: 传统与现代、 东方与西方的交互影响” 进

行讨论, 具体论述了直接影响帕慕克的东西文化因素, 深化了绪论的研究, 进一步为后面的研究提供

了理论支撑。 具体从三方面进行了论证: (1) 民族问题、 宗教问题、 东西方文化问题、 传统与现代问

题, 形成了混合、 交叉状态, 构成了独特的历史、 宗教、 种族、 文化生态环境, 深刻地影响着土耳其

的现实与未来, 也深刻影响了帕慕克本人;[4](21) (2) 帕慕克作为一个奥斯曼后裔, 他深深地浸润于伊

斯兰文化语境中, 他的种族出身、 家庭背景、 小时候的生活与学习, 成为作家后的阅读、 写作与研究

都与伊斯兰传统文化、 文学密切联系, 没有伊斯兰文化传统就没有帕慕克;[4](33) (3) 西方文化、 文学

的影响: “帕慕克是东西方文化共同的 ‘养子’。 他自称是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 ‘桥梁’, 连接了两个

大陆, 东西方文化在他的灵魂中交汇, 形成其独特的双栖性状态。 如果说伊斯兰文化、 文学是帕慕克

这块 ‘璧’ 的一面, 而西方文化、 文学则是 ‘璧’ 的另一面, 两面相合, 才是 ‘完璧’。 抛开哪一面,
帕慕克都是不完整的, 帕慕克的研究也是残缺的。” [4](45) 这些理论梳理逻辑性强, 前后一致, 为具体作

品研究找到了坚实的立足点, 也为全书的系统化、 理论化提供了支架。
帕慕克每一部新作问世都会引起热销, 引发文学界、 文化界、 宗教界、 政界的争鸣甚至冲突。 这说

明帕慕克的创作触及了时代的痛处、 把准了社会的脉搏, 并且每一次都有新的发展。 《奥尔罕·帕慕克

小说研究》 以 9 个章节的篇幅分别就 9 部作品进行了文本解读与理性分析, 深入浅出地揭示了这些作品

的思想与艺术为何引发争鸣, 有何变化与发展, 既充满文学性又富有理论思辨性。 研究者以帕慕克小

说写作的时间为先后排列相关研究内容, 紧扣作品文本, 结合帕慕克自身的文学观, 深入土耳其历史

与文化、 伊斯兰世界、 东西方文化, 由浅入深、 由简到繁、 由模糊到清晰, 对东西文化冲突、 现代化

困境、 历史与文化身份、 人生与文化、 爱情与城市、 时间与空间、 政治与宗教、 性与情、 生活与艺术

等多重 “呼愁” 一一解读、 剖析。 在此过程中, 可以深切体会到著者换位思考, 进入了帕慕克的艺术

世界与思想领地, 情理并举, 一气呵成, 让读者看到了一个完整的帕慕克。
帕慕克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杰夫代特先生和他的儿子们》 通过三代人的命运, 表现了东西文化关

系冲突与融合相交错的过程。 《奥尔罕·帕慕克小说研究》 以文本细读法、 人物形象分析法, 揭示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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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题: “小说反映的 20 世纪百年史, 是土耳其社会变革与动荡的历史, 充满着东西方思想、 文化的

冲突, 上演着不同政治派别、 宗教团体、 民族的纷争; 从微观上看, 这些历史变化渗透到土耳其普通

人的思想、 行动、 个性、 行为方式之中。 这个过程中, 始终呈现出 “冲突中有融合、 融合中有冲突”
的特点, 特别是小说故事发生地伊斯坦布尔这座横跨东西方地理空间与文化空间的特殊城市, 处于潮

头, 时代的各种变化、 冲突更是弥漫各个角落。 杰夫代特先生一家三代为代表的土耳其人, 正是在这

样的历史氛围与土壤中生活的, 他们无可避免地染上浓厚的时代色彩, 其中共同的因素就是无孔不入

的时代忧郁症———呼愁。” [4](71) 同样, 著者在第三章 《现代化呼愁: 土耳其现代化进程的写真图———
〈寂静的房子〉 》 分析了祖孙三代人面对现代化时的困境; 而在讨论历史小说 《白色城堡》 时, 著者

重点分析了小说中人物身份互换的文化隐喻, 揭示出帕慕克在文化困惑中的理想追求: “帕慕克的小说

《白色城堡》 通过两个不同文化文明背景人物彼此互换身份的寓言性故事, 思考了 ‘我为什么如我所

是’ 这个带有强烈哲学意味的文化身份问题, 批判了一种文化战胜另一种文化的思想, 一种文化优越

于另一种文化的谬论, 表明不同文化相互借鉴与融合、 共同存在与发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表达了作

者 ‘杂交化 (hybridization) 是新生活的模式’ 的理想。” [4](97) 而在对 《黑书》、 《新人生》 研究两章

里, 著者重点揭示小说主人公对自我身份的寻找、 对人生真义的探究过程, 试图同作者一同解开文化

身份与人生的双重 “迷宫”; 《我的名字叫红》 是帕慕克的代表作, 小说以 16 世纪末奥斯曼帝国背景,
围绕土耳其苏丹宫廷细密画师高雅被杀事件, 分 59 个叙述单元, 讲述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故事, 作者把

现代、 后现代艺术和传统经典的叙事方法相结合, 营造了一部兼容历史小说、 推理小说、 侦探小说、
文化小说、 爱情小说、 心理小说、 迷宫小说等于一体的百科全书式作品, 以众多的人、 事、 物作为象

征性形象, 反映了土尔其历史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 交流和融合, 探索了对权力、 名誉、 美、 爱情

等进行争夺、 占有过程中人性的裂变, 在这些总结的基础上研究者准确总结出了它的中心主题: “文

化、 艺术、 信仰的多重呼愁。” 第八章 《政治与信仰呼愁: 追寻生活的对称美与文化的和谐美》 研究了

帕慕克的政治小说代表作 《雪》, 小说用 “雪花” 图形这个隐喻表达了对称与和谐理想, 用政治、 生

命、 诗歌等因素去展现, 具有哲学本体追问的深刻用意: “诗意的雪背后, 并不是自然之雪向我们昭示

的这样简单、 美丽而纯洁, 雪景的背景上总是投下了浓重的呼愁感, 雪的背景中总伴随着政治冲突、
信仰冲突、 谋杀、 怀疑、 监视、 迫害、 自杀、 阴谋等等阴暗的东西。” [4](181) 第九章 《爱情呼愁: 爱情

之伤与文化之痛的双重变奏》 专门讨论了帕慕克著名的爱情小说 《纯真博物馆》, 研究者非常精当地指

出了帕慕克这部小说不只是写刻骨铭心的爱情主题, 更有深刻用意: “帕慕克在世界讴歌爱情的文学艺

术画廊中, 奉献出了一幅独一无二的爱情画卷, 揭示出呼愁遍布的爱情之伤与文化之痛。” [4](209) 第十

章 《城市呼愁: 伊斯坦布尔对帕慕克小说创作的意义》 以文学地理学为视角, 揭示帕慕克城市空间叙

事风格特色, 指出伊斯坦布尔是帕慕克创作中的 “另类主人公”、 “特殊人物形象”: “伊斯坦布尔是帕

慕克的艺术生命之源, 帕慕克是伊斯坦布尔城的灵魂新绿, 给这座城市增添了艺术的常青树; 因为帕

慕克伊斯坦布尔又一次为世界瞩目、 又一次刻进了艺术的画廊, 其生命活力将比城市的废墟更加久长,
在文学艺术的世界中, 伊斯坦布尔才能真正永远不朽。 伊斯坦布尔是帕慕克作品中最核心的 ‘主人

公’, 她的身影随处可见, 带着浓烈的呼愁性格, 弥漫了字里行间, 也引发了千万读者无限的

怅惘。” [4](228)

在系统论述帕慕克小说文化呼愁风格的过程中, 论者还在每一章里特别设置专节就每一部小说的

艺术风格进行概括、 归纳、 提炼, 据不完全搜索统计, 正如文化混合与混杂一样, 著者常常以 “混杂

化”、 “杂交性” 为核心关键词表达帕慕克小说的艺术风格: “帕慕克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在历史与现实

之间, 在自我与他者之间, 在东方与西方之间, 在众多的作家之中———行走, 帕慕克和许多现代、 后现

代作家一样, 吃着 ‘百家饭’、 穿着百衲衣, 博采众长, 成为文学 ‘行者’, 他的创作失去了纯粹,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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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了混杂性与混合性。” [4](56)

综观国内研究帕慕克的成果, 《奥尔罕·帕慕克小说研究》 具有开拓作用, 它是第一本系统研究帕

慕克的专著, 对外国文学研究、 教学及文化研究者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它至少在下列五个方面为奥

尔罕·帕慕克研究做出了贡献: 一是较好地厘清了 “呼愁” 概念; 二是较完整地论证了帕慕克的文化

诗学风格; 三是较深入地剖析了东西方文化冲突对帕慕克创作的思想与艺术影响; 四是把帕慕克创作

中的城市形象 “伊斯坦布尔” 的价值进行了准确定位; 五是跨文化、 跨学科的思维研究路径与帕慕克

创作的跨界、 跨文化特点天然一致, 这也是本书突出的特色。
同时, 这一成果也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意义: (1) 为研究不同文化间的交流、 借鉴、 冲突与融合

等问题提供参考; (2) 可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和谐文化建设提供参考; (3) 从文学研究的角度

进一步研究文明冲突与共存的具体现象, 寻找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借鉴与沟通的正确渠道, 探索世界文

化多样性与同一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为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和谐发展提供理论与文化参考; (4) 在全球

化背景下开展帕慕克研究, 对开放中的中国文化、 文学发展也具有启示意义。 帕慕克是把西方文学与

东方传统成功结合的典范, 这为处于探索、 发展时期的中国当代作家如何借鉴、 融会东西方文学传统,
进行文学创作、 文化建设提供了个案参照。

当然, 文学本身的特性决定了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 《奥尔罕·帕慕克小说研究》 也是

一家之言, 自有其不足之处, 最明显的是理论的提炼还欠缺。 相信著者能够在将来的研究中进行相应

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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