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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纳吉布·马哈福兹研究不仅是阿拉伯文学界特有的现象，事实上，在整个阿

拉伯文化史的框架里，都是无法回避的存在。无论从哪个角度审视，都无法否

认马哈福兹对于 20世纪埃及文学、文化的经典意义。由此，他自然也成为了一

位“被研究得较充分的作家”，关于他的研究资料在埃及早已汗牛充栋，中国也

不乏译介或论述，马哈福兹研究已经成为内涵颇为丰富的、复杂的显学。

然而，长期以来，马哈福兹既有被各国广大读者赞叹钦佩的一面,也有被不

断误读的一面。对于中国人来说，能否正确解读马哈福兹仍然是一个问题，他

在哲学、宗教方面的造诣很高，更何况我们对埃及现当代的思想和历史还知之

甚少，这样往往容易造成误读，甚至是读不懂。为了从学术角度对马哈福兹文

学进行严肃解读，廓清其创作思想的基本构成，本书以解读马哈福兹小说文本

为基础，结合作家的思想与人生经历，挖掘马哈福兹文学创作的精神本质及作

家表现这些本质的诗学手段。本书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导论概述马哈福兹文学成就、文学思想的重要价值，梳理当前研究概况，提

出本书的主要内容、方法、创新点和逻辑框架。

第一章分析马哈福兹思想的构成。寻求埃及民族现代复兴的路径是马哈

福兹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在他看来，法老文明中蕴含着民族复兴的源头，

可以由此开启民族复兴的现代契机。他以自由与公正这两大价值观为基点，不

断探索如何革新埃及国民的精神状态、如何建立新的社会。

第二章探讨马哈福兹思想的哲学基础。马哈福兹不仅深入钻研过伊斯兰

哲学，还接触了西方现代哲学流派如存在主义、社会主义，深受柏格森、叔本华、

尼采等哲学家的思想的影响。梳理、分析马哈福兹思想与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

有利于我们更加清楚地理解与认识马哈福兹的文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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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吉布·马哈福兹研究

第三章分析马哈福兹思想的宗教渊源。第一节分析认为作家对宗教的皈依

逐渐变成一种道德和情感的需要，他肯定宗教的积极意义，批判宗教文化中保

守僵滞的消极因素。在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上，他强调两者之间的互补性。对待

不同的宗教，他呼吁秉持宽容理解的立场。第二节分析了作家对伊斯兰苏非主

义的特别关注。

第四章分析马哈福兹小说的宏大叙事。他的文学创作充分体现出时代和民

族的审美心理结构和文化精神结构。他始终将埃及历史的解读、国家意识的弘

扬、民族生存发展的渴望、人类精神境界的提升等诉诸于宏大叙事。民族主义、

科学主义、人本主义三大思想始终是贯穿其作品宏大叙事构建过程的主线，这

在第一节中具体分析。其宏大叙事的结构性因素包括了遵循政治生活逻辑、叙

评政治人物、场景描写、时空跨度等四个方面，这在第二节论述。第三节探讨他

如何将民族国家宏大叙事与普通人物日常生活相结合，以个人化的切入角度，

表达了对历史与现实、对世界与个体的独特经验与理解。

第五章归纳了马哈福兹小说的时空机制。第一节总结认为作家在创作中

以日常时间为基础，从历史时间、心理时间、模糊时间等多个维度的时间进行

叙事，他打破日常时间的凝滞性与循环性，将辉煌的过去、荒诞的现在、未知的

将来融合在一起，使得小说渗透着历史和人生悟性的悲怆，反映出对生存与秩

序的渴望。第二节探讨马哈福兹的空间艺术。空间是马哈福兹小说人物塑造和

主题深化的场域，具有物理、人文、心理和宗教等多维属性。咖啡馆在马哈福兹

作品和生活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它表现出强烈的时空主体性，这在第三节进行

具体分析。

第六章探讨马哈福兹小说的主题叙事。死亡、性爱、梦境、父权等重要主题

不仅贯穿了作家的大部分作品，更与他的政治哲学诉求紧密相关。第一节“死亡

叙事”既源于作家精神层面的本能因素，更源于埃及特定历史背景下对个体生

命存在的悲剧性体验。该节从不同角度对马哈福兹的死亡叙事进行分析：从死

亡形式论出发探讨死亡风景在不同作品中的表现及审美差异；从死亡本体论出

发探讨作家对文学中死亡的思考和艺术意蕴；从死亡价值论出发分析死亡意识

与哲学、文学、意识形态、文化观念的关系。第二节“性爱叙事”展示作家从伦理、

历史、哲学高度对性爱的理性思考，一方面他实现了人本意义的价值建构，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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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生命活动的存在意义、实现方式、价值标准以及性爱与人类物质、精神生活

的关系。另一方面，他通过对性爱的表现、对深层人性的开掘隐喻当时社会的压

抑，使之成为埃及社会和文学进步的表现。第三节“梦境叙事”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作家的内心图景，作为他看待和思考各种问题的独特视角，包括对存在的

确认，对现代与传统、历史与记忆的思考。第四节“父权叙事”对马哈福兹多部小

说中呈现的父权意识、父权叙事模式进行了梳理分析，目的在于揭示父权意识

与其文学思想之间的密切关联，以及不同作品在这一主题方面所具有的内在共

通性。被英国殖民者占领下的主权丧失被具象化为一种更直接的父权丧失、精

神归属的丧失、身份认同的焦虑。父权叙事由此寄托了马哈福兹重建社会秩序、

重建个人精神信仰的文化理想。

第七章分析马哈福兹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本章对作家笔下重要的人物群体

进行分组，选取宗教人物、知识分子、女性人物、街区头人以及庸众、上埃及人和

犹太人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等五组人物来分别进行分析，着重展示马哈福兹小说

人物群体的社会状态。

第八章总结马哈福兹的其他创作，梳理他创作过的专栏评论、电影剧本、戏

剧等。

本书在引用马哈福兹的原著进行翻译时，参考了国内阿拉伯语界前辈们的

部分译著，均已在参考书目中列出。其余例证则为作者个人所译。由埃及书局

出版的马哈福兹小说大部分都有较多版次，同一内容在不同版次的页码相差较

大，为了方便读者从中文版或阿拉伯文版中查找，本文引用原文时一般标注章

节，对于没有章节编号的作品如《就剩一小时》《古希图穆尔咖啡馆》等则注明页

码，版本在参考书目中说明。由于学识和时间所限，本书错误纰漏在所难免，敬

请各位专家读者指正。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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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纳吉布·马哈福兹(1911—2006年)，全名纳吉布·马哈福兹·阿卜杜勒·阿齐

兹·易卜拉欣·艾哈迈德·巴夏，是为阿拉伯文学赢得世界关注的埃及著名作

家，其诸多作品已被译成各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广为传播。马哈福兹开创了阿

拉伯小说的新走向，其魅力不仅在于其文学创作的技巧或形式，更在于其充满

智慧思考的文学思想。他终其一生诠释了文学本身“把握永恒变化着的历史和

现实的能力”①。自 1928年发表有关哲学和文学的短文开始，直至 2005年《痊

愈期间的梦》结集出版，他创作的小说包括 3部长篇、30部中篇、19部短篇集

（短篇小说共 223篇），此外还有不少电影及戏剧剧本等。他先后获得了古特·

古卢比奖（1943）、教育部奖（1944）、阿拉伯语协会奖（1946）、国家文学奖

（1957）、一级勋章（1962）、国家文学表彰奖（1968）等几乎埃及所有重要的文学

奖项，并在 1988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对马哈福兹的文学作品进行评论历来是埃及乃至阿拉伯文学界乐此不疲

的事情。迄今为止马哈福兹文学研究获得了长足的进展，研究方法呈现出多样

化趋势，经历了从全面述评到专题研究、从文本解读到跨学科探讨的过程，研究

内容覆盖了马哈福兹小说创作理论、创作实践和他的思想、生平以及影响等诸

多方面。当然其中的问题也不少，可以说是当代阿拉伯文论现状的缩影。

直到 19世纪 40年代后期，埃及评论界才开始关注马哈福兹的创作，这距

离马哈福兹投身文学已经十年有余。最初开始关注并研究马哈福兹的是著名

评论家赛义德·古塔布和安瓦尔·麦阿达威，两人的评论都发表在《使命》杂志

上。马哈福兹的巨著《三部曲》于 19世纪 50年代问世，尽管这一时期的埃及报

纸上也有一些相关的访谈和报道，但学术意义上的研究极少。目前可考的文献

中仅有一本是 19世纪 50年代末出版的译作，即 1959年由纳兹米·鲁戈博士译

成阿拉伯文出版的东方学家 Jacques Jomper的著作《纳吉布·马哈福兹的三部

淤蔡翔：《何谓文学本身》，《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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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吉布·马哈福兹研究

曲》，这本小册子只简要介绍了三代人中的几个主要人物，严格说来尚不能算作

埃及的研究成果。

19世纪 60年代马哈福兹研究开始起步，成果以论文为主，就单部作品的

研究较多，多出自一些著名评论家之手，如路易斯·爱德华、阿巴斯·萨利哈等；

专著仅有格里·舒克里的《归属———纳吉布·马哈福兹文学研究》（1964）和纳比

尔·拉盖卜的《纳吉布·马哈福兹的艺术形式问题》（1967）等。

19世纪 70年代马哈福兹研究进入发展时期。1970—1979年出版的相关

专著约有 12部。虽然马哈福兹研究在这一时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体系和规

模，但基本上是以作家为中心，把作品看作是他个人意图的外化，通过作品来

阐释他的内心世界。在这一阶段，他创作中的象征主义、伊斯兰思想等开始得

到较多关注。

1980—1988年获奖前的马哈福兹研究发展缓慢，著作相对较少，仅 10本

左右，但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成果也是在这一阶段出现的，如希扎·高希姆的著

作《小说结构———对纳吉布·马哈福兹三部曲的比较研究》（1984）、阿卜杜·穆哈

辛·塔哈·白德尔的著作《纳吉布·马哈福兹:见解与手法》（1984）等。

从马哈福兹获奖后到 19世纪 90年代中期是马哈福兹研究的快速发展且

多产的阶段。马哈福兹获奖当年和次年出版的论著就达 26部（不包括旧书的

再版），更不用说各种媒体的大量报道。埃及这种空前的热情持续了 8年之久

（1997年一年仍有 8部作品出版，此后两年很少），整个 19世纪 90年代有 31

部专著出版。

从整体来看，马哈福兹研究涵盖了传记研究、社会学批评、形式批评、文化研

究等多个领域，立足于实证性、资料分析的“人与作品”这一传记式研究方法和注

重作品社会、历史背景的社会历史研究法仍然占据着研究方法的主流，如拉贾·纳

高什、杰马勒·基塔尼、格里·舒克里等人的访谈录。可以说，传记式研究法、社会历

史批评方法长期以来是马哈福兹文学研究的主线。这类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也出现了不少相似或重复的研究。

马哈福兹从 19世纪 50年代末期开始就接受了大量采访，获奖后的相关报

道、访谈更是经常见诸报端。自 1958年 10月 14日杂志《鲁兹·尤素夫》发表《作

家与他表达的阶层》开始，见于《共和国报》《晚报》《消息报》《十月》《广播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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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点钟》《图画》《新月》等，约 438篇。①大部分文章都是关于他的新书出版

介绍、个人近况、生日庆祝、各种会见、与记者的对话等。这样的对话体批评形式

对埃及文学批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正如陈骏涛指出的，“‘访谈录’或

‘对话录’是对话体批评的一种，这是一种既能亲近作家又能走进读者的形式”②，

然而其中有一部分访谈录浮于表面、不得要领，发表评论的很多记者甚至根本没

有读过相关作品。

在大量的访谈录中，艾哈迈德·阿提耶的《和马哈福兹在一起》（1971）、杰马

勒·基塔尼的《马哈福兹在回忆》（1980）、拉贾·纳高什的《纳吉布·马哈福兹文学

与生活回忆录》（1998）等通过访谈录音整理的材料比较翔实可信。另外，穆罕

默德·萨勒马维对马哈福兹进行的访谈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他俩的对话内容

自 1994年 12月 22日起每周四在《金字塔报》发表，作家谈论的话题涉及诸多

领域，如恐怖主义、埃及历代领导人、民族主义，到 2006年 4月 27日《紧急法有

什么用？》为止，一共 500篇，不包括 2006年 8月 17日《当纳吉布·马哈福兹逃

离了诺贝尔先生》，8月 31日《是真主赋予存在以意义！》。③这些访谈录提供了

接近作家的另一种观察角度，关注其创作故事及其对作品的自我解读。作家对

于创作的“再叙述”展示了自己文学人生的方方面面，包括成长经历、创作心得、

思想观念以及对重要作品的不同解读等。这些深入细致的访谈和对话著述为

进行作家作品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和保存价值。为口

述史与文学史、知识分子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了样本。其重要意义正如王尧指出

的：“当我们以口述史的方式进入‘当代文学史’时，我们即获得了一条重返当代

文学话语实践场所的途径，这使我们有可能在书写历史时重建文学史的时间与

空间，并且激活口述者的记忆。”④

在马哈福兹小说理论研究方面，其创作理论和批判方法得到了研究者们的

较多关注。相对于马哈福兹早期的浪漫主义和后期的现代主义创作（马哈福兹

本人和一些研究者们将此称为新现实主义）而言，他的现实主义创作历来受到

淤盂该数据根据埃及书目服务与学术统计中心：《纳吉布·马哈福兹：见于各刊物的作品
目录》统计得出，开罗：民族书籍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 147~187、93~117页。

于陈骏涛：《精神之旅———当代作家访谈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 3~
4页。

榆王尧：《文学口述史的理论、方法与实践初探》，《江汉学刊》，2005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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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吉布·马哈福兹研究

更多重视，学者们将他的现实主义划分为批判现实主义、外在现实主义、自然主

义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不同种类。这类创作理论研究在早期就出现

了不同声音的论战，如伊德瓦尔·赫拉塔认为，“马哈福兹的艺术基本上不是现

实主义艺术”，因为他笔下的人物，尤其是祖辈、父母辈们的形象“是人性理想模

式中的主要代表”，他们已经超越了现实。①马哈茂德·艾明·阿莱姆的看法则相

反，他认为“马哈福兹的艺术与现实的紧密程度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他笔下

的人物是“成熟的社会典型”，人物“个人的心理特点与社会发展、思想进步融合

在一起”。②对主要人物、典型性格分析是这类研究者考察作品的重要内容，他们

对埃及现实与马哈福兹的作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辩证分析。马哈福兹曾长期被

定义为现实主义作家，但随着他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作品问世，这一提法逐渐

被较多研究者否定。从小说《新开罗》（1945）开始，他塑造的人物主要为中产阶

级的典型代表，通过人物的生存状态或精神状态来透视复杂的历史景象和当时

埃及社会关系的构成。正是由于这些作品的“典型性”符合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

界定标准，而被称为现实主义小说。对于《三部曲》以后的创作，马哈福兹自己则

称之为新现实主义，不少研究者也沿用了这一提法。马哈福兹表示“新现实主义

写作的动机是某些思想和感受，面向现实，使其成为表达这些思想和感受的手

段”③。联系他的作品可以发现，这种新现实主义实质上就是人性主义，一种对人

生和社会的哲理思考。在研究中采用“新现实主义”这一提法显然不够严谨，对

后期作品的概括过于笼统。就马哈福兹的现实主义而言，它出现在 20世纪中

叶，与 19世纪中叶的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人的现实主义势必不同，马哈福兹

融合了内心独白、意识流等在传统现实主义作品中不曾有的手法，同时也突破

了传统现实主义的那套话语成规。面对马哈福兹对传统现实主义的超越，与之

相关的研究也不能局限在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框架内。

有关马哈福兹小说创作实践的研究，焦点相对集中在对他的艺术手法和作

品结构的考察分析上。研究者们对他的早期历史小说的创作艺术批判较多，大

多数人认为这三部作品的缺陷不仅在于没有给读者留下适当的文本空间，作家

淤【埃及】伊德瓦尔·赫拉塔：《纳吉布·马哈福兹的世界》,埃及《杂志》,1963年 1月。
于【埃及】马哈茂德·艾明·阿莱姆：《洞察纳吉布·马哈福兹的世界》，开罗：埃及图书总

署，1970年，第 63页。
盂【埃及】尤素夫·沙鲁尼：《三位长篇小说家》，开罗：埃及图书总署，1980年，第 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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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声音比较明显；而且一些多余的细节描写也明显地游离于主题之外；另

外，对标准语的使用也显得僵硬。接下来发表的《汉·哈利利市场》《蜃景》也受到

过不少指责。这些批评认为马哈福兹在早期创作中对于战争、疾病、死亡这样沉

重的主题缺乏驾驭的经验，语言风格也显得过于书卷气。直到《三部曲》，尤其是

其中第三部分《甘露街》的出现，研究者们才一致认为马哈福兹的风格出现了转

折，语言也有了质的飞跃。关于马哈福兹的艺术风格，拉贾·纳高什提出过一个

著名的类比:马哈福兹早期的创作风格像托尔斯泰，后期(指《盗贼与狗》之后)

则接近陀思妥耶夫斯基。①叶哈亚·哈基、贾比尔·阿斯福尔都对此表示认同。②

在作品结构的分析上，以易卜拉欣·法特希为代表的大部分研究者认为马哈福

兹的各部作品貌似结构不同，实则共有一个总体框架、都受到同一种深层结构

的控制，也就是说所有的作品都可以被看作是一部大作品、一个有规律的体系。

但“新批评”流派的马哈茂德·鲁贝阿则在《小说阅读：纳吉布·马哈福兹作品选

读》中表示：马哈福兹的每部作品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与其他作品之间不存在

联系。③希扎·高希姆运用比较文学中的平行理论对《三部曲》小说结构进行了深

入研究，其著作《小说结构———对纳吉布·马哈福兹三部曲的比较研究》(1984)

是一部备受学者们推崇的力作，它和纳吉·纳吉布的《托马斯·曼和马哈福兹的

跨代小说》(1982)作为 20世纪 80年代的代表成果，表明埃及的马哈福兹研究

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民族范围，研究视野不断开阔。

长期以来，就马哈福兹的小说创作阶段如何划分的问题，也让学者们争论

不休。大部分人都将他的创作生涯划分为几个阶段,认为他每个阶段都在追随

一种文学流派，故用创作的主要倾向来命名该阶段。如 20世纪 80年代以前提

到的是“三阶段”法，即历史浪漫主义阶段、现实主义阶段和新现实主义阶段。当

时马哈福兹的“诗化小说”还没有出现，只是在一些小说中有一点诗化倾向,与

《街区轶闻》这样的“诗化小说”还有较大差别。这一划分法到 20世纪 90年代在

以拉贾·纳高什为代表的研究者手中得到完善，他们认为至少应分为四个阶段:

淤【埃及】拉贾·纳高什：《纳吉布·马哈福兹的爱》，开罗：埃及旭日出版社，1995 年，第
254页。

于【埃及】贾比尔·阿斯福尔：《解读对马哈福兹的评论：早期观点》，埃及杂志《四季》，
1981年 4月。

盂【埃及】马哈茂德·鲁贝阿：《小说阅读》，开罗：埃及安吉鲁书店，1989年，第 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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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吉布·马哈福兹研究

初期为历史小说阶段、早期为现实主义小说阶段、中期为象征主义小说阶段、后

期为诗化小说阶段。①第二种意见认为应该按不同主题划分为历史题材小说、社

会题材小说和人性主义题材小说、哲理题材小说。评论家穆斯塔法·白尤米在反

驳“阶段划分”时指出:“作家在创作生涯中不可能限定自己在某一阶段创作什

么题材的小说，创作过程也意识不到这一点，只能说有个主要倾向而已，不能用

一个提法囊括整个阶段的所有作品，例如 80年代创作的《千夜之夜》《伊本·法

图玛游记》都是历史题材小说，就不能归为第四个诗化小说阶段。”②这种划分的

支持者还有阿卜杜·穆哈辛·塔哈·白德尔和易卜拉欣·法特希等。

第一种划分法尽管能突出每个阶段作品的主要特点，但是初期至后期这样

的四个阶段划分应该是针对作家的创作艺术从生涩到成熟的发展过程而言，如

果用于作品研究,即便对初、早期作品可以适用，对中后期融合了多种艺术手法

的作品恐怕也会以偏概全，同时这种划分也忽略了作家创作的规律。马哈福兹

于 20世纪 60年代曾对评论家福阿德·德瓦拉说，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个现

实主义作家，是从评论家们笔下才知道的。③在实际研究中，这种提法也带来了

尴尬:如心理小说《蜃景》(1948)就曾让一些研究者左右为难，只好又划出了“心

理分析阶段”，而此“阶段”也仅此一部作品而已。相比之下，第二种划分法要更

为科学一些。

至于马哈福兹的思想研究，如他的政治观、女性观、革命观等，历来受到重

视。与宗教相关的研究，探讨较多的是他对苏非主义的关注。在研究他的思想

时，由于研究者们受到自身立场及其他内在条件的局限，往往将自己的观点凌

驾在学术之上,通过对其思想的评判而否定他的创作：“马哈福兹是一个小资产

阶级作家，他不去反映为了生存而奋斗的社会新生力量。”“他记录的是他那个

阶层的悲剧，看不到更远。”“马哈福兹的世界观是机械的，认为世界按照不变的

规律静止……作品停留在表面，实质上很空洞。”持相反观点的人则认为他是

“最理解中产阶级的作家、最能反映他们的问题”。同时有人认为他是埃及第一

位社会主义作家，也有人将他定为伊斯兰主义作家，还有人认为他从创作《命运

淤【埃及】拉贾·纳高什：《纳吉布·马哈福兹的爱》，开罗：埃及旭日出版社，1995年，第
254页。

于资料来源于笔者 2005年 5月 22日在开罗阿拉伯研究中心对白尤米的访谈录音。
盂埃及《作家》杂志，总第 22期，1963年 1月。

006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的嘲弄》开始到后来的所有作品就一直是一位爱国的进步主义作家。

自 20世纪 60年代马哈福兹研究兴起时，作为研究的主要形式的评论文章

常刊登在几家大报或杂志上。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金字塔报》《晚

报》《今日消息》《文学》《作家》《杂志》等数十种报纸杂志上有关马哈福兹的文章

达 118篇，登载的访谈约 36篇，撰稿人大多为当时著名的文学家和评论家。如

塔哈·侯赛因写过《〈宫间街〉》和有关探讨《米德格胡同》的《我们的现代文学》，

阿巴斯·萨利哈在 1959年就写过 5篇关于马哈福兹的文章，而尤素夫·沙鲁尼、

路易斯·爱德华也写过不少有关马哈福兹的文章。不过后者对马哈福兹的抨击

较多，一个公开的原因是:马哈福兹坚持使用标准语创作，与爱德华对土语的热

情呼吁背道而驰。

此后，随着马哈福兹研究走向系统化、扩大化，不少学者纷纷投入其中，队

伍不断壮大。从研究类型上大致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作品形式研究。研究者们大多从事有关创作技巧手法、作品结构、

小说语言、叙事、电影改编等方面的研究，在文学或语言学某一分支的学科体系

下进行探讨，分析方法严谨，论述比较清楚，有较强的说服力。研究成果如阿卜

杜·穆哈辛·塔哈·白德尔的《纳吉布·马哈福兹:见解与手法》(1984)、法蒂玛·

穆萨的《马哈福兹与阿拉伯小说的发展》(1999)、希扎·高希姆的《小说结构———

对纳吉布·马哈福兹三部曲的比较研究》(1984)等。然而在小说语言这一重要

分支上，研究者们从文学评论角度提及它时总是停留在印象式的评说，来自作

者主观感受得多,进行定量定性分析得少，结论一般都是“笔下的人物语言个

性化”“平白易懂”之类的字眼。进行这样的论证实际意义不大,并不能突出马

哈福兹的个人特点。从现代语言学角度进行研究的有开罗大学师范学院教授

穆罕默德·哈马德，他运用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研究了马哈福兹作品中《古兰

经》句子的构成和不同创作阶段几个助词使用情况的变化。

第二类是作品内涵研究。这类研究注重发掘文本内涵，归纳分析作品中的

人物形象、主题思想、作家思想观点以及生平等。该派大多数人为文艺评论家或

大学教师，他们写作比较灵活自由，采用的西方文艺批评理论从历史主义到结

构主义应有尽有。可以说，围绕着以文本为中心或以作家为中心的研究都得到

了发展，但是目前缺乏以读者为中心的研究，尚未开始考察马哈福兹作品的价

值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浮动、不同时代的读者的接受不同等问题。此类研究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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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拉贾·纳高什的《纳吉布·马哈福兹的爱》(1997),另外格里·舒克里的《归属者》

(1964)已经多次再版，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他的《纳吉布·马哈福兹：从杰

马里叶区到诺贝尔》(1988)也产生了较大影响，还有《纳吉布·马哈福兹：半个世

纪的创作》(1989)等。穆斯塔法·白尤米近年来对马哈福兹的研究取得了颇多成

果，引起了广泛关注。

20世纪 90年代以来，传统的实证研究、社会历史研究方法不断得到继承、

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用符号学理论、叙事学理论、文化研究理论等新的批

评方法研究马哈福兹文学的成果。传统实证研究与新的批评理论相互交织，共

同促进了马哈福兹研究的深化。这种多样化的研究转型为马哈福兹小说解读

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使其超越了传统的、重视美学价值的研究模式，开始关注作

品涉及的文化、社会问题。这与 20世纪 90年代西方盛行的文化研究相呼应，

尽管活跃程度不够，但它标志着马哈福兹研究出现了跨学科特征。

赛义德·苏莱曼研究了作家所有小说中涉及对阿拉伯传统文化的吸收、运

用，并于 2000年出版了《马哈福兹小说中对传统文化的运用》。穆斯塔法·白尤

米更为关注马哈福兹的创作与埃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联系，

较有影响的著作有：《马哈福兹作品人物词典》（1997），研究其作品涉及的真实

历史人物的，《马哈福兹作品中的〈古兰经〉》（1999）探讨《古兰经》对其作品的影

响。在他们之前有先驱赛义德·法拉吉，在 1990年的著作中探讨过马哈福兹作

品中所体现的伊斯兰与西方文明的冲突。研究者们运用历史学或社会学的眼

光看待作品，将文学的文本分析大量运用到文化研究中，揭示了马哈福兹作品

背后的埃及社会文化框架、他的作品与现实之间的落差，不仅开辟了分析马哈

福兹经典作品的新视野，还深刻展现了埃及特定年代的文化脉络和社会氛围。

马哈福兹的小说创作对于埃及本土文化传统的奠定功不可没，这类研究不仅促

进了埃及文化研究的发展，更意味着对马哈福兹小说产生的审美功能和社会功

能的再认识。

埃及最高文化委员会自 2008年开始推出《纳吉布·马哈福兹专辑》：第一辑

《起步》（2008）、第二辑《马哈福兹与人文传统》（2009）、第三辑《历史与时间》

（2010）、第四辑《马哈福兹与电影》（2011）、第五辑《马哈福兹与革命》（2012），展

示了近年来埃及学界对马哈福兹研究的观念和方法在不断丰富，引进了西方不

少理论成果，同时又对过去的马哈福兹研究重新发掘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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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埃及的马哈福兹研究存在的问题是：第一，大部分研究主要侧重于小说

主题思想、文化内涵、作家创作意识等外部研究，对小说内部研究（形式层面）的

研究还略显不足，许多研究没有很好地将批评理论与文本分析紧密结合起来。第

二，论题过于集中，出现不少切入方法雷同，观点相似的重复研究。马哈福兹是一

位对小说形式极为关注的作家，从形式角度对马哈福兹的小说结构、叙事艺术进

行整体研究的成果还没有出现。第三，一些研究在理论上虽然有一定创新，但还

难以构成对马哈福兹小说艺术形式和诗学问题的整体、系统的研究，对他小说创

作风格的嬗变以及他多样的形式创新意识缺乏整体把握，这些研究领域都有待

今后的研究者不断努力。第四，大多数研究是以一部（篇）小说作为分析对象的个

案研究，往往以叙事的局部和细节分析为中心，缺乏一种宏观的研究视野以及对

作家创作的整体把握，很容易忽略小说形式本身所具有的深刻意义。

马哈福兹是作品被汉译最多的阿拉伯作家，在我国相关译介研究的状况

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20世纪 80年代一度繁荣的译介奠定了我国研究的基

础。首部中译本于 1984年问世，至今其小说已被翻译的有 26部（篇）作品。自

20世纪 50年代的简单介绍开始，相关介绍评论和学位论文数量都已积累不

少，多部文学史以单章或单节的形式进行过整体性研究，为今后研究奠定了基

础。第二，我国尚未建立完整的研究体系，研究广度与深度有待推动。目前我国

在此研究领域存在的空白与盲区较多，对其小说尚未进行全面研究，其电影戏

剧剧本、评论等更是鲜有涉及。第三，学术视野不够开阔，理论方法有待更新。

迄今为止的大部分研究从传统文学批评角度评论，未能对文本进行多角度的

深入挖掘。

本书从马哈福兹的阿拉伯文著作、阿拉伯国家的相关研究资料出发，在细

读作品的基础上，结合有关访谈录、专栏评论等相关材料，采用了文本细读、比

照剖析、循环阐释的方法，同时还使用了精神分析学、叙事学、文体学等理论资

源，力求多角度多层次地挖掘马哈福兹思想与文学的内容、意义和价值。本书

在分析写作过程中，始终将文本研读放在首位，毕竟文本才是研究的出发点。

马哈福兹的思想是多元的，又是辩证统一的，正是这多元的思想因素才成

就了他的深刻，才成就了他对埃及 20世纪文学史和思想史的巨大贡献，马哈福

兹将是一个永远说不完的话题。

导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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