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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感言

高尔基说：“文学是人学。”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人是一个谜。”对

作家而言，书写的志趣既在于解谜，又在于制谜，解人生之谜，制艺术

之谜。对读者和研究者来说，阅读和评价的快感在于猜谜。

在《红楼梦》里，贾环制了个无人能破的谜：“大哥有角只八个，二

哥有角只两根。大哥只在床上坐，二哥爱在房上蹲。”遭到元春“退稿”，

引来众人嘲笑。贾环自揭谜底：一个是枕头，一个是兽头。这显然是个

失败的谜，因为一个谜面里有两个谜底。

而对创作者言，高妙的谜语，恰恰是一个谜面下有无尽的谜底，说

不尽，猜不完，与时俱进，历久弥新。职业读者需要练就一双慧眼，就

像昆虫的复眼，尽可能多地看到谜面下潜伏的无量谜底，揭示人、世界、

艺术这些千古难解之谜。

这本书如果说有什么独到之处，就是作者试图用“复眼”观察外国

文学名家名典，尝试从不同角度解读每部作品，对于这点，我的确有点

固执。即使在平常的教学和研究中，我也在反复强调一点：换个角度看

问题，会有不同景观。因此就有了我出此书的勇气，即便“卑之无甚高

论”，也许会在阅读和评价作品的视角和方法上，对高校外国文学教学和

中学语文教学有所启示，对高校中文系学生和中学生学习外国文学有所

帮助。但愿如此！

这本书的初稿写于2002年，是对我之前教学的集结和反思。当时就

有整理成书的想法，可是，有些作品再读一遍，总会有新的想法冒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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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没有最后的“定论”，觉得不应该就此定稿，总感到没有写完。然而，

对一部作品完全“死心”，死死地认定这就是唯一的最后的结论，这在我

是不大可能的。

带着这样的遗憾，现在决定出版这本书，就算是截至目前的阶段性

认识吧。所幸读者不会在我停止思考的地方停止思考，必然会从我没有

看到的视点继续探测，这正是我们重读经典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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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罗马文学：命运的渊薮

古希腊文学是欧洲文学的源头之一，与古希伯来文学共同构成欧洲

文学的两大渊源———“二希”传统。古希腊文学的产生晚于亚非各文明古

国，但从思想观念的成熟，文学样式的丰富，表现手法的多样，在思想

和艺术探索方面所达到的高度，以及对世界各民族文学产生的影响看，

古希腊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处于领先地位。

在思想内涵上，古希腊文学重视人的价值和需求，强调个性张扬和

理性发展，肯定人与异己力量（大自然、命运） 的搏斗，在思想上为后

世欧洲文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古希腊文学中强烈的人本意识，

经由古罗马文学的传承，对后世欧洲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艺术表现上，古希腊文学首创了许多文学体裁，如史诗、抒情诗、

寓言、诗剧（悲剧、喜剧）、演说辞、对话录和文学理论等；首创了许多

表现形式，如“三联剧”形式、“回顾式”结构、对比手法、现实主义

和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等，在艺术表现上为后世欧洲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范

例。

古希腊文学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荷马时代”或“英雄时代”（公元前12世纪—公元前8世

纪），是由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主要成就是神话和史诗。

古希腊罗马文学：
命运的渊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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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神话包括神的故事和英雄传说。神的故事包括前俄林波斯神

统和俄林波斯神统，叙述众神的诞生、神的谱系、天地万物的起源、人

类的诞生和神在人间的活动。英雄传说描述神人之子建功立业的故事，

“英雄”实则部落首领和集体力量的化身。与神的故事一样，英雄传说围

绕一个主要英雄，也自成系统。

古希腊神话有迥异于其他神话的特点：

首先是神人同一性。神人形貌一样，性别、性情一致，体现了希腊

神话的人性化和人格化特征。在希腊人的想象中，神即超人，男神高大

英俊，能力无穷，集中了人间男子的一切优势；女神美丽聪慧，魅力无

限，集中了人间女子的所有优点。无论男神女神，都既放大了人性的优

点，又夸大了人性的缺陷。在希腊人眼里，无论肉体和精神，神都是超

出了比例的人。

其次是想象诡奇，表现了人类童年时期喜奇浪漫的特点。如关于

“milk road”的有趣想象；关于代达罗斯出逃和百眼怪阿尔戈斯的奇特想

象；赫拉克勒斯历险的想象；伊阿宋盗取金羊毛和美狄亚复仇的想象等，

每一个故事的构想，都体现了希腊人非凡的想象力，表现了他们对宇宙

万类、人间现象和人自身奥秘的探索精神和诠释欲望。

第三是丰富，完善，自成系统。古希腊神话包罗万象，在自然界、

人类社会和人的情感领域都有神的活动，每一类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和

人的七情六欲，都有一个主司之神，并且谱系清晰，神统完整，英雄故

事有始有终。没有哪一个民族的神话能有如此完备的想象和叙述。

第四是突出女神的地位，如美惠三女神，命运三女神，复仇三女神，

文艺女神，海洋女神，智慧女神，掌管婚姻、生育、爱情、狩猎的都是

女神……希腊人把掌管命运的权力赋予女神，连众神之王宙斯都要受其

辖制。但本质上仍然是男神一统天下，虽然掌管智慧的是女神，但她却

从宙斯的头脑里生出，体现了希腊人肯定女性更推崇男性的性别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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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是浓厚的哲学色彩。古希腊神话不仅故事性强，而且每个故事

具有浓厚的哲理意味。如西绪弗斯的故事，说明神对人最重的惩罚，人

生最大的悲剧莫过于徒劳；雅典娜的诞生，表明智慧出自男性的头脑；

俄狄浦斯的传说，彰显了命运的先验性、命运的邪恶和威力等等，寄寓

了古希腊人对世界和人自身命运的哲学思考。

第六是鲜明的人本主义精神。古希腊人重视现世人生的幸福，在他

们的想象中，特洛伊王子帕里斯一定会把金苹果判给爱神和美神阿弗洛

狄忒。在希腊人的观念中，享受人生是第一位的，追求权力和功名退居

其次。同时，肯定人的尊严、价值和抗争命运的精神，这一切为后世欧

洲奠定了良好的人文基础。

第二阶段：“大移民”时期（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6世纪），是奴隶

制城邦形成时期。主要成就是抒情诗和寓言。

以萨福、阿那克瑞翁和品达为代表的抒情诗人，表现了奴隶主贵族

的思想情感。萨福是古希腊最著名的抒情诗人，其诗朴素优美，情感真

挚，柏拉图称之为“第十位文艺女神”。《伊索寓言》以拟人手法，赋予

动物以人格，体现了奴隶和平民的思想情感。

第三阶段：“古典时期”（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4世纪），是奴隶制城

邦繁荣时期。主要成就是戏剧、散文和文艺理论。

三大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以及“喜剧之

父”阿里斯托芬的创作，代表了古希腊戏剧的最高成就。散文包括哲学

著作、演说辞和史学著作。文艺理论以柏拉图的“理式论”和亚里士多

德的“模仿说”为代表。

第四阶段：“希腊化”时期（公元前4世纪—公元前2世纪），是希腊

奴隶制城邦走向衰微时期，史称“希腊化时期”。主要成就是田园诗和米

南德的“新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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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文学是连接古希腊文学和后世欧洲文学的桥梁，具有承前启

后的作用。古罗马文学有其独特的文学价值：较之古希腊文学，更强调

理性、使命和责任感，更崇尚庄严崇高的美学风格，丰富了后世欧洲文

学的思想内涵和艺术表现方式。

古罗马文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共和时期的文学（公元前3世纪—公元前2世纪），主要成

就是喜剧，以普劳图斯和泰伦斯为代表。

第二阶段：共和晚期和奥古斯都时期的文学（公元前2世纪—公元1

世纪），是罗马文学的“黄金时代”，主要成就是散文、诗歌和文艺理论。

代表作有“欧洲散文之父”西塞罗的演说词，奥维德的诗体神话故事集

《变形记》，贺拉斯的抒情诗集《歌集》和文学批评《诗艺》，维吉尔的史

诗《埃涅阿斯记》等。

第三阶段：帝国时期的文学（公元1世纪—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及

其文学走向衰落，主要成就是讽刺诗和小说。

《荷马史诗》：英雄的冒险与回归

荷马问题：希罗多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学者认为，《伊利亚

特》和《奥德赛》两部史诗的作者是荷马，但同时就有人对相关问题提

出了疑问，诸如荷马的出生地、生活年代以及史诗的形成等。1795年，

德国学者沃尔夫等指出荷马史诗并非一人所作，引发了西方学者的争论，

乃至认为根本没有其人，荷马只不过是一位想象中的作者，这就是著名

的“荷马问题”。一般认为，荷马可能是两部史诗的加工者，是一位伴着

竖琴歌吟特洛伊战争及其英雄的盲诗人，生平不详。史诗中歌唱的特洛

伊战争可能发生在公元前12世纪末，两部史诗大约在公元前9世纪至公元

前8世纪初具规模，公元前6世纪中叶，雅典城邦的学者正式写成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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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亚历山大学者最后编定成型。

特洛伊战争的起因：根据希腊人的想象，发生在上古时代的那场远

征特洛伊的战争，起因于一个充满浪漫色彩的神话传说。相传阿喀琉斯

的父母举行婚礼时，邀请众神而忘了不和女神厄里斯。厄里斯为了报复，

在宴席上扔下一个“金苹果”，刻着“赠给最美的女神”，引起赫拉、雅

典娜和阿弗洛狄忒三位女神的争夺，宙斯让特洛伊王子帕里斯评判。三

位女神各许帕里斯好处，赫拉许他成为最伟大的君主，雅典娜许他成为

最勇敢的战士，阿弗洛狄忒许他娶到最美的妻子。帕里斯最后把金苹果

判给了阿弗洛狄忒，她帮助帕里斯拐走了斯巴达国王墨涅拉俄斯的妻子

海伦，并劫走大批财富。希腊各部落公推阿伽门农为首领，联合攻打特

洛伊。战争历时十年，众神各助一方。最后，奥德修斯以“木马计”攻

陷特洛伊城。战后，希腊人各携财宝奴隶还乡。实际上，特洛伊战争与

任何战争一样，是为了争夺财富和奴隶。

《伊利亚特》写英雄的集体出征与冒险，是欧洲文学史上第一部战争

题材的作品。史诗写特洛伊战争十年中最后51天的故事。其主题可有多

方面的认识：其一表现希腊英雄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

其二昭示追求冒险、征服，渴望探索、创造的西方精神。

《奥德赛》反映英雄的个人历险与回归，是欧洲文学史上第一部以个

人经历为题材的作品。写的是特洛伊战争结束后，各路英雄携带财宝和

奴隶返乡，奥德修斯因为得罪了海神，被罚在海上漂流十年后才得以回

家，与妻儿团聚。史诗写了十年中最后42天的故事。通过奥德修斯的海

上漂流，可以看到如下思想内涵：

第一，表现人与强大自然力的搏斗。被希腊人人格化了的大海，代

表威力无穷的自然力，奥德修斯代表能力有限的人类，奥德修斯的海上

历险，既是对强大自然力的惊叹，又是对人的意志力的赞美。奥德修斯

之历险归来，肯定了人的智慧力量和道德力量。史诗通过家庭这条线索，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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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颂了坚贞不渝的爱情，体现出对一夫一妻道德规范的维护。

第二，隐喻人在走向精神家园的过程中必须经受的心灵历险和精神

磨难。20世纪爱尔兰作家乔伊斯即受此启示，写出《尤利西斯》，彰显现

代人的精神漂泊。英国18世纪批评家撒谬尔·约翰逊说：“一个民族接着

另一个民族兴起来了，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的人们过去了，但是人类所

能做的只是把荷马诗中的事件重新安排一下次序，重新给他的人物命名，

变变样子说出他的思想感情，此外就很少有其他内容了。”（《〈莎士比亚

戏剧集〉序言》）

第三，探讨“智者受难”的哲学主题。这一主题在古希腊文学中反

复出现。尼采《悲剧的诞生》：“智慧的刀锋被转向贤明的人；智慧是对自

然所犯的罪行。”智者以其智慧（人力） 破坏自然法则，因而必遭“天

谴”，受到自然力可怕的报复，但人凭借自己的信念和意志必将胜利。制

定“木马计”的奥德修斯是古希腊著名的“智多星”，其命运应证了“智

者受难”的哲学命题。

《荷马史诗》在思想观念方面也有独到的见解：

人生观：肯定人生，追求幸福。西谚云：“十鸟在林，不如一鸟在

手。”古希腊人既是天真烂漫的儿童，又是长于取舍的智者。他们富于幻

想而又重视现实，热爱劳动而又追求享乐，企盼战斗而又爱好和平，体

现出生机勃勃的乐观进取精神和人本主义精神。

战争观：热衷攻城夺地的战争。除了奥德修斯这样的智者，希腊人

认为战争可以赢得荣誉、奴隶和财富，是建功立业的好机会，因而他们

满怀豪情，积极投入战斗，不关心战争正义与非正义、侵略与反侵略的

性质区分，体现了古希腊人认识上的局限。

英雄观：好战尚武、崇尚勇力的英雄主义精神。冷兵器时代的英雄

强悍、勇武、机智，是国家的支柱和骄傲。古希腊人对作战双方的英雄

都持赞美、敬慕态度，不存偏见。如赫克托耳大战阿喀琉斯之际，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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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军和特洛伊人都观战助威，为他们呐喊喝彩。

命运观：认为命运是神秘莫测、刁钻邪恶的强大的异己力量，人在

命运面前是无奈的、悲观的，但人始终在抗争。人在与命运搏斗的过程

中，显示出可贵的意志力量、智慧力量和道德力量，即便在现实中失败

了，却在道义上赢得胜利。

婚姻观：摆脱原始杂婚制的恶俗，肯定一夫一妻制的文明新道德，

但男权思想占主导地位，所谓忠贞观念只是对女子的约束，如描写潘奈

洛佩在家严拒求婚者，保护家庭财产，而奥德修斯却与仙女在岛上同居

而不受道德谴责。

《荷马史诗》在艺术上有自身特点：

戏剧式结构：两部史诗都采用戏剧式的布局手法，将十年战争分别

浓缩在最后51天和42天之内表现。《伊利亚特》以“阿喀琉斯的愤怒”为

线索，统领众多的人物，安排复杂的事件和纷繁的战争场面。史诗开篇

写道：“女神啊，请歌唱佩琉斯之子阿喀琉斯致命的愤怒，那一怒给阿开

奥斯人带来无数的苦难，把战士的许多健壮英魂送往冥府……”《奥德

赛》设置了两条情节线索：奥德修斯的海上历险；家中求婚者的围攻，

其子帖雷马科外出寻父。两条线索围绕一个中心———全家团聚展开，强

调了奥德修斯归乡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突出了主题。

荷马式比喻：荷马擅长用比喻表现事物特征，史诗中大约出现了800

多个新奇、生动、贴切的比喻，如写死亡：“哗啦一声，黑夜就盖上了他

的眼睛。”写被阿伽门农刺杀的敌将躺在地上，享用“青铜的睡眠”。写

英勇的阿喀琉斯用“青铜的嗓音”呼喊。写威武的赫克托耳像“一朵战

云”，笼罩大地。荷马式比喻的特征有二：其一，神似与形似的合一；其

二，喻体包孕丰富的寓意。

善于塑造人物：《荷马史诗》中的人物性格比较单一，并且缺乏变

化，但塑造人物的手段丰富而高明，有侧面烘托：对海伦的描写用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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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特洛伊长老们的赞叹：“为了这样一个女子，我们再打十年战争也值

得！”不着一字而尽得风流。有性格对照：同是骁勇善战的英雄而个性迥

然不同，奥德修斯足智多谋，阿喀琉斯任性骄傲，阿伽门农刚愎自用，

赫克托耳崇高无私。有言行描写：赫克托耳与怀抱娇儿的妻子告别的场

面，通过言行描写，突出赫克托耳的刚正威猛和情深义重。

奇特的想象：想象力体现了一个作家拓展表现空间的能力，荷马在

《伊利亚特》中以丰富的想象描写火神赫淮斯托斯为阿喀琉斯打造盾牌，

盾牌上雕刻的图案，囊括了整个世界：日月星辰、河流大地、婚礼诉讼、

战争场面、耕耘收割、葡萄园、牧猎场和跳舞场等。在《奥德赛》中，

奥德修斯的海上漂泊经历充满奇幻色彩，体现了史诗作者非凡的想象力。

《荷马史诗》也存在局限，诸如：一、夸大神的意志和命运的力量。

在《伊利亚特》中，战争的胜负由神决定，最终由命运决定。在《奥德

赛》中，奥德修斯的“十三难”就是因为得罪了海神。二、奴隶主贵族

的立场。史诗作者明显站在奴隶主贵族的立场上判断是非曲直，如在

《伊利亚特》中，丑化敢于直言的士兵忒尔西忒斯的形象；在《奥德赛》

中，肯定奥德修斯处罚求婚者的行为。三，男权思想占主导地位。《荷

马史诗》中所谓的一夫一妻的道德新风尚，是针对女性而言的，男性并

不受约束，这一切都表现了作者的男权立场。

《俄狄浦斯王》：命运的渊薮与人的抗争

忒拜国王拉伊俄斯向神求嗣，太阳神谕示，他会有儿子，但这个儿

子长大后必犯杀父娶母的大罪。拉伊俄斯十分惊惧，在儿子出生后，把

婴儿双脚钉住，交给牧羊人丢弃。此牧羊人怜悯无辜婴孩，将他送给科

林斯牧羊人，科林斯国王无子，收养了这个孩子，取名“俄狄浦斯”，意

为“脚踵肿胀的人”。俄狄浦斯长大后得知神谕，惊惧逃亡，却在无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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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杀父娶母。悲愤的俄狄浦斯刺瞎双眼，四处流浪。

这部悲剧一直被经典地认为探讨的是命运与人的关系问题。除此之

外，也可以有完全另类的解读。综述如下：

其一，表现人的意志与邪恶命运的强烈冲突。俄狄浦斯是集智慧、

仁德、坚强意志于一身的完美人格的化身，命运被描述成一种神秘莫测

的、残酷无情的、强大的异己力量。人在与命运较量的过程中惨遭失败，

但却在道义上、人格上为人类赢得了尊严。这出悲剧流露了古希腊人对

外在力量的困惑、惧怕心理，揭示人在这种异己力量面前的无能为力和

悲愤情绪，而最突出的是肯定了人的抗争精神和意志力量。

其二，昭示人的有限能力与永恒法则之间的对立。俄狄浦斯之所以

深陷宿命魔掌，是因为他所代表的人的文明力量（人性） 敌不过强大的

自然力量（兽性），人的原始本能是神秘自然力（天道） 的一部分，人的

智慧、道德与意志（人力） 在自然法则面前永远具有不可逾越的局限性。

尽管俄狄浦斯的智慧足以破解斯芬克斯之谜，却无法破解命运之谜，其

美德足以安邦治国，却不足以摆平邪恶命运，其意志能够在厄运面前顽

强屹立，却不能扭转厄运本身。而关键的问题似乎还在于，在厄运面前

他不是挺身抗暴，而是掩面逃避。因之就有了下面一种解读。

其三，人最根本的弱点在于对邪恶力量的恐惧与规避，其实体现了

人对自身罪恶的逃避，残留在文明人潜意识中的动物原型，以邪恶命运

的面目示现。因为人对自身邪恶本质的恐惧，所以假托神谕告白，假借

命运之手“曲折”地实现；因为恐惧，所以逃避。可是，为什么俄狄浦

斯越是逃避就越是逼近命运的陷阱？这是因为：逃避是自我的异化，意

味着丧失理性判断和主观能动性，换言之，逃避是被动行为，“被动”即

被“它”动，被“它”控制，“它”即命运。其实，“神谕”或许是神对

人开的玩笑，亦即人对自己开的玩笑，是一次对人的理性的恶意试炼，

而人的失败在于被这个试炼吓昏了头，迷失了方向，败在输了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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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对人性恶的果报。在希腊神话里，拉伊俄斯因为无子偷了别

人的儿子，这个孩子因为伤心而死。由此看来，拉伊俄斯犯罪在先，俄

狄浦斯受难在后，是父罪子偿。前者是因，后者是果。因而，与其说俄

狄浦斯是神赐予拉伊俄斯的一件可怕的礼物，以惩罚的方式满足了他求

子的愿望，毋宁说是拉伊俄斯自作自受的必然恶果，体现了命运的逻辑

力量：恶有恶报。

其五，彰显了集体暴力与“俄狄浦斯情结”。法国学者勒内·吉拉尔

认为俄狄浦斯是集体暴力的无辜受害者，当旧秩序被颠覆，社会陷入混

乱之际，群体必然要选出一位“替罪羊”替大众赎罪，重建社会秩序。

而俄狄浦斯所谓“杀父娶母”，其实体现了对父亲权威的“模仿欲望”，

吉拉尔以此来解构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

俄狄浦斯的身份定位：

俄狄浦斯是神秘命运的受难者。牧人对俄狄浦斯说：“你生来是个受

苦的人啊！”“生来”的意思即“命运注定”。“神秘命运”可指代任何一

种人自身无法把握的异己力量，在外表现为自然法则和社会规律，在内

表现为人性恶。俄狄浦斯充当了人类的替罪羊，代替全人类承当那万恶

之罪———“杀父娶母”，实际上，“杀父娶母”只是一个寓言，只表示它是

比亡国灭种更让人类耻辱尴尬的罪孽，只体现罪恶不可救赎之程度。从

这个角度讲，俄狄浦斯的受难，具有道德警示意义和崇高价值。

俄狄浦斯是“智者受难”的典范。俄狄浦斯破解了“斯芬克司”之

谜，治理忒拜王国，揭开了自己身世的真相，是智者。而智者以其智慧

破坏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则，必然受到自然力和社会律的反击，必然受难。

其受难方式———“杀父娶母”，也是以破坏自然和人伦规范的形式出现的，

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正如梭罗《瓦尔登湖》的昭示：“智

力是一把刀子，看准了，就一路切开事物的秘密。”而智慧是一柄双刃

剑：在切开事物秘密的同时，让使用它的人手上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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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狄浦斯的命运描述了人的生存处境与人所能达到的境界。古希腊

时代的人类，身处种种困境：险恶的自然环境、愚昧的社会环境和人自

身的无知，遂将人的生存障碍称之为“命运”。在命运的控制下，人身不

由己，处境悲惨，丧失自由和自主能力，人只能以俄狄浦斯式的自戕方

式与命运对抗。实际上，这是一切时代、一切种族、一切人的生存处境

的缩影。

古希腊文学的价值在于张扬生命极限状态下人的理性、道义和人格。

在严酷的环境中，人所能达到的境界是：尽其所能为自己赢得人的尊严

和荣誉，体现了希腊式的悲壮的英雄主义世界观。

艺术特色：

首创“回顾式”结构。神话呈现的顺序结构是：拉伊俄斯犯罪→神

谕→弃婴→逃亡→杀父娶母→追凶→自我放逐；悲剧设计的倒叙结构是：

追凶→倒叙：弃婴→逃亡→杀父娶母→自我放逐。倒叙最适合于戏剧，

其作用是优化结构，使情节更紧凑，冲突更集中。

题材之典范。人与命运的冲突，是人类产生以来人人关心的问题，

但是，中外文学史上，没有哪一个作家表现得如此酷烈，震撼人心。秘

诀在于戏剧冲突的强度，而这种强度来自题材之典范：人要逃避的是如

此令人不齿的罪恶，他必将倾其全力；而这个罪恶是人力绝无可能颠覆

的神谕———命运。双方的抗衡越是强烈，便越是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在矛盾冲突中凸显人物性格。俄狄浦斯的智慧，其一放在破解斯芬

克司之谜中去显示，突出其对忒拜人的恩泽；其二放在追凶的过程中去

表现，突出其正直和勇气。其美德在执着追凶、自我放逐等情节冲突中

得到充分展现。悲剧集中展示了俄狄浦斯性格中的智慧力量、道德力量

和意志力量，控诉了命运的不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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