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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阿拉伯人之舌》大词典中，“Nafyi”（“流放”或“流亡”）一词是指把人从其国家驱逐出境。
阿拉伯人已知的流放有两种：流放通奸者和流放阴阳人。
“未婚而通奸者被流放他国。
此乃《圣训》中所言之‘放逐’。
阴阳人之流放，意在其不为穆斯林城市所容。
”根据《阿拉伯人之舌》记述，先知穆罕默德“曾下令驱逐名为海伊特和马提欧的两位男子，两人皆
为居于麦地那的阴阳人。
”    但是，过去的阿拉伯人知道政治意义上的流放吗？
或者，今天阿拉伯当局是否会对政治上的反对派判以流放和驱逐？
据我所知，答案是：否。
    当然，确有不少阿拉伯的政治人物、作家、思想家和工人在艰难的主客观环境下，自愿或被迫地离
开祖国前去国外。
但这是出于渴望移民，是另一回事。
就本质而言，移居他乡并非流亡，相反，它是走出内心的沙漠。
移居者受到内心愿望的驱使，想从“集体人”的阶段转向“个体人”的阶段。
这是对自由和解放的渴望，是对走出被束缚的传统、走向自由革新的渴望。
总体说来，对于移居者而言，移居并非为了与他者融合，而是为了挑战风险，拒绝专制，期待工作和
进步。
确实，今天大部分阿拉伯移民都认为他们的现居国比原籍国更加理想，因为这些国家允许他们恢复被
剥夺的自我，展现他们的天赋异禀，生活得自由自在。
这样，他们可以在狭窄而不无风险。
但却富有人性、道义性和创造性的道路上继续前行，正如古代阿拉伯诗人所言：    “栖身之国皆为我
国。
”    或者：    “人如果久留一处，会令人司空见惯；    何不离开一段时间。
归来让人另眼相看。
”    以前，通奸者和阴阳人因其行为实属疾患或有悖宗教和道德而被流放。
至于政治上的反对派，则不予流放，通常是被处死，因为他被视为背叛了奉真主之命、蒙真主之惠建
立的政权。
如果他幸免于死，则意味着他要么逃脱、要么起义。
有时死刑可以延缓，等待他退让和忏悔，重新对当权者俯首听命，但这种情况非常罕见。
    我们只知道古代阿拉伯有两个突出的例子，可视其为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流放”：    第一个是诗人
塔拉法被流放和隔离，正如他本人所述，人们像“避开一匹癫骆驼”一样躲避他。
第二个例子是艾布·宰尔·厄法里被流放到沙漠中的里卜宰城。
在现代，占领阿拉伯国家的殖民主义政权曾实行过政治流放。
殖民结束后建立的民族国家，则不再诉诸流放，而使用其他更有效的途径铲除异见者和反对派，因为
这些国家不是建立在自由选择的基础之上，其政权也不顾及包括多数群体和少数族裔在内的所有国民
，而只厚顾与其关系密切、对其效忠的特殊群体。
于是，在宗教、教派、意见上的格格不入者和寻求有尊严生活的人们面前，自动流亡的道路被打通了
。
    少数群体的地位在不同的阿拉伯国家存在差异。
在一些阿拉伯国家，少数群体不能参与政治，甚至没有议会代表。
不仅宗教少数群体如此，少数民族也走上流亡之路。
比如库尔德人。
而古代延续至今的少数宗教和民族，如萨比教徒、亚述人、迦勒底人和古叙利亚人，其人口正面临危
险的衰减，他们几乎集体移居至世界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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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阿拉伯执政者不再以政治流放对付异己，这是一个需要仔细审视的现象。
对我而言，这首先表明自由思想在阿拉伯生活中并不有机存在着，因为个人——作为个体或独立的人
，能支配自己意志、思想和行动的人。
能决定自我命运的人——的思想也是不存在的。
“集体—民族”是最完美的政治和文化存在，也是这一存在的基础和标准。
它是大树和母亲，个人只是其中的一瓣细芽。
个人不应有见解，除非这种见解只是集体的延伸和重复。
“对宗教发表意见者，即使正确也是错误”，这一教法判语证实了我的看法。
根据这种思维，真理不是一种进发，也不是思想和现宴不断接触后的产物，它预先存在于宗教经典，
存在于获得“公议”的经典诠释之中。
因此，人包含在集体和民族当中，他只是衣服上的一道褶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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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另一个共和国——写作的共和国。
在那里，我们关注的是另一些权利：诗歌、艺术、思想和文学的权利。
”
阿多尼斯编著的《在意义天际的写作：阿多尼斯文选》是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的第一部中文版文集，
《在意义天际的写作：阿多尼斯文选》从阿多尼斯的杂文、散文及论著中精选约三十篇文章，包括论
阿拉伯文化与现实、谈诗论艺、抒情短章、游历纪行等几部分，对于我国读者全面、深入了解阿拉伯
文化与文学颇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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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原名阿里·艾哈迈德·赛义德·伊斯伯尔，1930年生于叙利亚拉塔基亚省，1956年移居黎巴嫩，开始
文学生涯。
1980年代起长期在欧美讲学、写作，现定居巴黎。

阿多尼斯是作品等身的诗人、思想家、文学理论家，是当代最杰出的阿拉伯诗人，在世界诗坛享有盛
誉。
他对诗歌现代化的积极倡导、对阿拉伯文化的深刻反思，都在阿拉伯文化界引发争议，并产生广泛影
响。
迄今共出版22部诗集，并著有文化、文学论著十余部，还有一些译著。
他曾荣获布鲁塞尔文学奖、土耳其希克梅特文学奖、马其顿金冠诗歌奖、法国的让·马里奥外国文学
奖和马克斯·雅各布外国图书奖、意大利的诺尼诺诗歌奖和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等国际大奖。
近年来，阿多尼斯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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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谈论阿拉伯共同的过去，肯定比谈论其共同的未来要容易得多。
也许，我们阿拉伯人在当今关于文化和创新的对话中，沉迷于谈论过去、偏爱过去，是无力谈论未来
的一种表现，至少是对未来漠不关心、满不在乎。
团结，即使是口头上的，也意味着一种和合作者有共同未来的感觉。
但在阿拉伯现代史上，我们没有一次为了某个未来行动而团结起来。
我们只是为应付灾难——巴勒斯坦的灾难而曾经团结过。
而在心理和历史的深度上，灾难只是过去的一部分。
 客观而言，尽管今天阿拉伯人的现状不是游牧而是定居，不是骆驼而是汽车，不是沙漠而是城市，可
是他们冲动地思考和行动，似乎依旧在过着游牧生活。
今天，客观上讲，阿拉伯人生活在城市。
城市，就其兴起的方式和目的而言。
它不是过去。
城市是未来。
尽管如此，你走进任何一个阿拉伯城市，用文明开化的标准衡量它，就会发现它近乎沙漠： 你会看到
它是咖啡馆：无业游民高声喧哗，吞云吐雾，随着烟雾升腾的不只是他们的烦恼，还有他们的肺； 你
会看到它是街道：人群中散发着消费的气息，来的来，去的去，叹息着，哀伤着，梦想着，失望着； 
你会看到它是“单位”：职员们人满为患。
都把精力投放在其他“单位”——有些是公开的，有些是暗地的； 你会看到它凋敝破落：没有像样的
电力和供水，没有像样的中小学校和大学，没有像样的卫生，没有像样的生活； 你会看到它可悲可怜
：没有见解，没有计划，没有前景； 你还会看到，或许是为了逃避这一切。
一代代阿拉伯年轻人甚至逃离自己的语言，他们不愿学习母语，而是争相学习外语。
 那么，该怎样评价这样的城市？
 我们称其为“废城”是否夸张？
 我认为毫不夸张。
 真的，我如此称呼阿拉伯城市并不为过。
在这样的城市里。
在一座座墙壁、宣礼塔和通道之间，人们栖届着，活动着，受到各行各业“导师”们的指导，被他们
实施学校式的、严格而高效的审查。
我无论怎样宽容，充其量也只能把这座城市的日常生活形容为“单调的、半机械的动作”。
 把城市（乃至整个国家）变成高墙围绕的“学校”。
其中的问题在于：只有“导师”（及其子女兄弟等等）享受“知道”和“行动”的权利，而城市本身
却没有“知道”和“行动”的权利。
岂非咄咄怪事！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在意义天际的写作>>

编辑推荐

《在意义天际的写作:阿多尼斯文选》讲述在《阿拉伯人之舌》大词典中，“Nafyi”（“流放”或“流
亡”）一词是指把人从其国家驱逐出境。
阿拉伯人已知的流放有两种：流放通奸者和流放阴阳人。
“未婚而通奸者被流放他国。
此乃《圣训》中所言之‘放逐’。
阴阳人之流放，意在其不为穆斯林城市所容。
”根据《阿拉伯人之舌》记述，先知穆罕默德“曾下令驱逐名为海伊特和马提欧的两位男子，两人皆
为居于麦地那的阴阳人。
”但是，过去的阿拉伯人知道政治意义上的流放吗？
或者，今天阿拉伯当局是否会对政治上的反对派判以流放和驱逐？
据我所知，答案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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