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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阿文学交流语境下的鲁迅研究 

兼论鲁迅对巴勒斯坦作家拉沙德.阿布.沙维尔的影响 

论文摘要： 

近几年来，随着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发展以及中国文学的

译介与研究在国际上越来越受关注，中国现代文学巨人鲁迅与

外国文学、外国作家的关系也受到了特别的重视。中国现代文

学作家当中，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家、思想家和中国现代文学

奠基人的鲁迅是第一位被传播到阿拉伯世界的作家，其作品不

仅在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建交不久就被译成阿拉伯语、在几个阿

拉伯国家翻译出版，鲁迅及其文学创作很早也成为了从事中国

文学研究的阿拉伯学者的主要研究对象。更重要的是，鉴于鲁

迅作品所反映的内容与阿拉伯国家民族解放事业息息相关，很

早就深受了广大阿拉伯读者的喜爱，而且还对几个阿拉伯作家

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拟从比较文学跨文化研究的角度分析

中国现代文学大家鲁迅对阿拉伯巴勒斯坦籍作家拉沙德.阿布.

沙维尔创作的影响，主要关注鲁迅与拉沙德.阿布.沙维尔小说

中的女性命运与平凡人物等主题的相似之处。 

关键词：中阿现代文学，鲁迅，拉沙德.阿布.沙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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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لعربيةدراسات لوشون في إطار التفاعلات الأدبية الصينية ا 
 نموذجًاأتأثر الكاتب الفلسطيني رشاد أبو شاور بالصيني لوشون  

 مستخلص
( أحدددا أ دديؤ در  للأدد   رددد ب  1391-1881يعددا ديب ددل فدر الدددي درشدد )  ر  دد     

درشددد )  درثدددا ثر فأشهددديار  ددديي، كددديعد درشددد  ر   دددي يعدددا أفم ديب دددي  درشددد )   درددد     دددر 
 ر ح دث  دياف  ةدي، درلأدة )ميف لد  درلدي  درع دي    يج ة فبعدلدة أم ديرير  د  درعديرر درعي د

أفم  يج دة يم ديم ر  د    رددر درعي مدة  متدي رطدديف فلدم ة( ممدر  ددا مداب لد  در ةدديج    
فديب ي  در شي    فدرعي ر ف ي  يم يم ر     بفعاي     عز دز درةايمدا ديب د  درشد )  

فدرعي    جه مدي.  ف د   دا  درعي  ر ف  رك  أث ياي      ادع ماب ل  در تام   در شي   
درة ددد ع درلت دددي درددد ل   ددديالأ درةاددديميف ديب مدددة درشددد )مة درعي مدددة كددديم درلأددد) دف ديك دددي،ر 
 ياف درلأيحة ديشيبي مة لز اد ل  دلااة ي.  اعدلة أم يم ر     ف لديلأ  ير ليعةدة لدد مداب 

ي در  ي ددي لدد  در تددام   فدر الددي   درعددي ر فدردد     ددر عمددا  ددأثي  عيددير در  ي ددي أف   دد
 إ دددادع ر  ددد  ر فةة)ددديفم  ددد  اددد لأ دراعدلدددة  دددأثي ديب دددل درعي ددد  دراملأددد  )  ع ددديب أ   ددديفع 
 م    ر فذرك ل  كيم درةثم ا در ليع  يار در  ض ميف درةد   ةيد )يي أم ديم أ   ديفع 
 دد  ضدد   لددي أممدد  م)دده  )الأدده حدد م  يد  دده فكم ي دده  إ ددادع ف لددي ديب ددل درشدد )  ر  دد   

لةي ددة مدد  ا ددد . فب)دده ف ددن هر فذردددك لدد  كدديم لليعةدددة مدد ع، فا دد . در ددديأ، فداة يلدده  ير
 فدر خشميف در ي  ة     شص  اٍ ل  ر     فع يب أ   يفع  

    ديب  درش )  فدرعي   درثا ثر ر    ر ع يب أ   يفع الكلمات المفتاحي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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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鲁迅及其作品在阿拉伯世界的传播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樟寿，后改名为周树人。他的

著作主要以小说、杂文为主，代表作主要有：小说集《呐

喊》、《彷徨》与《故事新编》等，散文集《朝花夕拾》，散

文诗集《野草》，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三闲

集》《二心集》《而已集》，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等作品。

中国现代文学家鲁迅小说作品早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被广泛翻

译成阿拉伯语，在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等阿拉伯国家报刊发

表，并在当时的文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鲁

迅的部分小说作品曾经间接地通过第三种外语译成阿拉伯语，

此后，中国外文出版社曾经于 1964 年出版了《鲁迅小说选》阿

拉伯版，1974、1984 年出了新版，收集了鲁迅主要短篇作品的

阿拉伯语翻译，主要包括：《阿 Q 正传》、《药》、《祝

福》、《狂人日记》、《孔乙己》等作品。随着中阿文化交流

的不断发展，近年来，鲁迅的更多作品还直接从汉语译成阿拉

伯语，在阿拉伯世界出版。2016 年，埃及文化部埃及图书总局

与文化宫总局分别出版了《鲁迅短篇小说选》与《阿 Q 正传》

阿语版。阿拉伯文艺界人士与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阿拉伯专家

一直将中国作家鲁迅评为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所

以，在阿拉伯世界有关鲁迅的译介和研究，如译成阿拉伯文的

鲁迅作品、专门研究鲁迅的论著、将鲁迅与阿拉伯不同国家大

作家、思想家等进行比较的论文都非常受人关注。比较文学美

国学派极力倡导的平行研究，是指将那些没有明确直接的影响

关系的两国或多个不同文化背景的文学现象进行类比或对比，

研究其同异，以加深对研究对象的认识和理解，归纳文学的通

则或模式。在此基础上，研究中国文学的埃及和阿拉伯研究者

在埃及思想家、文学家当中，发现了类似于鲁迅的埃及与阿拉

伯作家作品，在诸如作品主题、人物、创作技巧甚至意向、象

征等方面具备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或者因文化背景的不同而产

生的民族特性，因共同的历史背景所产生的人类共同的情感特

征等等，基于这些方面，阿拉伯学者开始了对于鲁迅与埃及及

阿拉伯思想家、文学家展开了各类对比研究，主要从作品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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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思想内容、人物形象、艺术技巧等方面对鲁迅和埃及及阿

拉伯作家作品进行了比较研究。 

最有代表性的还是埃及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中国文学研究员

所写的有关鲁迅与埃及作家塔哈.侯赛因、纳吉布.马哈福兹、

萨阿德.迈卡维、麦哈默德.阿勒.巴达维、阿卜杜.盖法尔.迈卡

维等作家以及叙利亚现代女作家乌勒菲特.艾德里比所进行的比

较研究。本文主要研究中国作家鲁迅对巴勒斯坦作家拉沙德.阿

布.沙维尔小说创作的影响。 

自从鲁迅小说作品引进阿拉伯世界以来，一直在促进中阿文

化与文学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无论是鲁迅文学思想、创作技

巧、表现手法以及选材等都对几代阿拉伯文学家起了一定的启

发与指导作用。 

阿拉伯现代文学史上曾直接或间接地在其作品受到鲁迅影响

的阿拉伯作家，首先要提到的是埃及现代著名小说家、剧作家

及翻译家阿卜杜.盖法尔.迈卡维博士（Abdel Ghafar Makawey 

1930-2012），迈卡维曾经说过：“我读了伟大作家鲁迅的作品

《阿 Q 正传》和其他短篇小说以后，简直无法表示出我对鲁迅

的敬爱。这位伟大的作家对我的写作技巧有很大的影响，我有

十五篇以上的短篇小说是受了鲁迅作品的启发而写出来的。”1 

就其与中国文化及中国文学的关系，迈卡维还说：“中国具有

很丰富的文学传统，我读过中国不少文学作品，特别是中国大

作家鲁迅的小说作品。鲁迅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

作品表现出自己很了解当时中国社会和中国民众的生活。我也

很早将他的小说译成阿拉伯文，在开罗出版。我读过鲁迅的作

品已经有 40 多年了，到现在鲁迅不少作品的故事我还记得很清

楚。我希望我们埃及更加关注中国文化与文学，加强与中国的

文化交流、介绍更多的中国作家作品。”2。继埃及作家阿卜

杜·盖法尔·迈卡维博士后，叙利亚现代女作家乌勒菲特·艾

德里比（Oulfat El-Edelby 1912 -2007）也曾经提到自己受到

鲁迅小说作品影响的第二阿拉伯作家，就此，她曾经说：

“《鲁迅小说选》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由于作者的艺术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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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的才能，反映出了作者所处的那个时代中国人民生活的各个

侧面。我相信它们将成为不朽的文学，因为小说以艺术的形式

忠实地反映出人民的事情，因此，尽管它们写作于半个世纪以

前，作品却仍然使我们感到亲切”。 3（ 笔者曾经专门分别写了

关于埃及作家阿卜杜.盖法尔.迈卡维与叙利亚女作家乌勒菲特.

艾德里比受鲁迅影响的论文）。 

二、鲁迅对巴勒斯坦作家拉沙德.阿布.沙维尔的影响 

巴勒斯坦当代作家拉沙德.阿布.沙维尔可以说是受到鲁迅小说

影响的第三位阿拉伯作家。拉沙德 .阿布.沙维尔 Rashad 

Mahmoud Abu shawir（1942-   ）巴勒斯坦籍作家，生于巴勒

斯坦阿勒.哈利勒（希伯仑）市扎克林村，到 1957 年，其父亲

生活于难民营直。1957 年其父亲移到叙利亚获取政治庇护，此

后，拉沙德跟其父亲并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居住，直到 1965

年，同年父子再回巴勒斯坦，并居住杰里科附近的阿勒.努埃玛

难民营，直到 1967 年。拉沙德早于 1967 年辞退其在银行的工

作，1968 年起，参加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并开始从事新闻工

作，此后，还当过黎巴嫩贝鲁特一家日报主编。曾经于黎巴

嫩、叙利亚、突尼斯、约旦等阿拉伯国家生活。自从 1994 年至

今，一直居住约旦首都安曼。访问过中国、俄罗斯、希腊、奥

地利等国。参与建立巴勒斯坦作家与新闻协会，在阿拉伯不少

大报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1966 年，于耶路撒冷《圣战报》发

表了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他人鞋子》，1973 年以来，在黎巴

嫩、叙利亚、约旦、伊拉克、突尼斯等阿拉伯国家出版了大量

的文学作品，包括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戏剧、儿童文学作

品等。主要长篇作品有：《爱与死的日子》（ أيام الحب  

1973والموت 年，贝鲁特阿勒 .阿瓦达出版社）《情人》

1977العشُاق） 年贝鲁特新闻与文化局出版第一版，到目前为止，

已出 7 个版本，被选为二十世纪阿拉伯最佳 100 长篇小说之

一），《主在第七天没休息》（1986الرب لم يسترح في اليوم السابع，叙

利亚阿勒.赫瓦尔出版社）《泽娜布的窗户》（1994شبابيك زينب

年，贝鲁特文学出版社），短篇小说集有：《昔日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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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鲁特阿勒.塔里阿出版社，1977ذكرى الأيام الماضية）  年）、

《啊，贝鲁特》（آه يا بيروت突尼斯萨拉穆布出版社，到目前为止

已出 6 个版本），《情人旅行》（2009رحلة العشاق）。剧作品有

《陌生人与苏丹》（1984الغريب والسلطان 年贝鲁特阿勒.哈克卡出

版社），儿童作品著有《茉莉花香》（1977عطر الياسمين 年），贝

鲁特达尔.阿勒.马西拉出版社等作品。他的不少小说作品被译

成俄语、波斯语等外语，在国外出版，深受外国读者以及阿拉

伯与外国研究者的广泛欢迎。1996 年被授予约旦作协短篇小说

奖，2015 年被授予阿拉伯作家协会颁发的“耶路撒冷奖”表彰

其半个多世纪的文学生涯，包括他所创作的长篇小说、中短篇

小说、剧作与文学评论等。 

巴勒斯坦著名作家拉沙德·阿布·沙维尔早于 1970 年作为

访问中国的巴勒斯坦代表团团员访问过中国，访问了北京、南

京、上海与广州等地区。访问中国之前，拉沙德除了毛泽东部

分诗作外，没有读过中国文学家作品。就此他说：“在此之

前，我还没有读过古代的或者现代的中国作家作品，那是因为

当时还没有译成阿语的中国文本，这也表明当时我们两个古老

民族之间的强制文化隔离”。4 

但拉沙德·阿布·沙维尔回当时居住的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

后不久，就开始读到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他说“在我居住叙利

亚首都大马士革的 8 年间，当时我在（大马士革出版社）找到

了中国作家鲁迅小说的阿拉伯语译本。我一找到鲁迅的作品就

把它读好，因为我当时很想了解中国小说创作。但我没想到我

读的这位作家的作品让我吃了一大惊。我发现作者是一位大作

家、人道主义作家、酷爱普通平民、了解其生活与遭遇、同情

他们、对于迫使他们面对这样的苦难、愚昧和无知的社会都很

愤怒的作家。那是一位深信自己民族的伟大、相信其一定会经

过当时的落后、减弱以及所遭到的压迫的民族作家”。5 

拉沙德·阿布·沙维尔在这么偶然的机会找到鲁迅的阿拉伯

语版小说作品，终于可以直接读到中国作家作品所反映的中国

文化、社会以及中国人民的苦境，拉沙德就爱其不释手，他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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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在我从叙利亚、黎巴嫩、突尼斯到约旦的紧急旅行中，从

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随身携带的《鲁迅小说选》（1984 年第

三个阿拉伯语版本），表明我是多么欣赏及佩服这位非凡的中

国作家”。6 

通过深读拉沙德·阿布·沙维尔的小说作品，我们认为这位特

别喜爱中国文化、佩服中国现代作家以笔为武器巧妙地反应自

己人民的反抗与个性解放的阿拉伯作家，在一定程度深受了中

国现代文学家尤其是鲁迅的影响，他早于 2011 年对笔者的一封

信中称：“埃及艾因.夏母斯大学哈赛宁.法赫米老师在其给我

发来的一封信中问我是否受到这位作家的影响？就此，我可以

说，这位革命性作家所主张并斗争的价值，就是我自己所信任

的、在我创作的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新闻文章所表现出而支

持的价值，同时也是因其而从一个阿拉伯国家迁移到另外一个

阿拉伯国家的立场所在。这位作家信任中国、信任自己民族以

及中国人及其享受自由及公正生活的权利”。7 

拉沙德·阿布·沙维尔本人为巴勒斯坦乃至是阿拉伯现代文

学史上的重要革命性作家、现实主义作家及浪漫主义作家，他

一生中所创作的大多数小说作品（包括中短篇与长篇作品）特

别关注自己民族人民的现实与苦境、反抗侵略者、寻求个性解

放与国家解放等主题。拉沙德所创作的小说作品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说是模仿了鲁迅的创作特点，虽然没有完全相似的作品，

但是他的部分小说显示了其受鲁迅作品的思想与创作手法。这

也离不开鲁迅作品的当时历史、文化等背景与拉沙德作品所描

写的巴勒斯坦与阿拉伯社会的历史、文化及政治背景有关。 

在中国与阿拉伯现代文学史上，由于种种的历史、社会、政

治及文化背景等原因，中阿现当代著名作家都从不同的角度关

注描写及分析女性在变动社会中所遭到的压力与问题以及女性

为自己家庭、子女及祖国的牺牲。中国现代文学的鲁迅、茅

盾、郭沫若、巴金、老舍、沈从文等文学大家，阿拉伯现当代

文学大家如埃及作家塔哈.侯赛因、陶菲克.阿勒.哈克姆、优素

福.伊德里斯等，巴勒斯坦大作家格桑.卡纳法尼（Gha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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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nafani）、伊米勒.哈比比（Imil Habibi）与拉沙德.阿布.

沙维尔等，都在其作品中都写过不少的女性、反映了当时中阿

封建社会与宗法制度等对女性的压迫与欺负以及当时女性的生

活困境等问题。 

中国作家鲁迅曾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

看”（《坟·再论雷锋塔的倒掉》）。鲁迅不少小说作品就不

乏各种各样的悲剧人物形象，尤其是遭受传统文化与封建习俗

迫害的女性悲剧人物。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思想解放的先驱,特别

关注着中国的女性问题。，通过其文学小说作品,深刻地揭露了

中国封建社会下女性的地位以及残酷的生存现状。鲁迅《祝

福》中的祥林嫂及《伤逝》中的子君，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

形象，不仅表现了作者的妇女观及人道主义，而且对后代的中

外不少作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对传统女性悲剧人物的同情、腐朽陈旧的传统社会制度的抨

击以及描写巴勒斯坦女性为自己家庭及祖国的牺牲等， 可以说

是巴勒斯坦作家拉沙德.阿布.沙维尔描写女性人物的重要主

题，也是其受到鲁迅创作影响的一面。一般来说，女性人物的

种种苦难是拉沙德小说作品描写的最深刻的一面，他的代表作

品如《情人》、《爱与死的日子》、《伏在爱人胸前哭泣》、

《主在第七天没有休息》等作品都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巴勒斯

坦女性的苦难与悲剧命运。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不同国别、民族中的作家有着不同的文

化与社会等的背景，但他们常常会面对同样的生存问题，对这

些问题的思考构成了文学主题上的相似性，通过比较这些相

似，我们能够加深彼此间的沟通和了解，加深对各种生存问题

的认识。下面，我们主要将从两位作者小说作品中所刻划的传

统女性及革命女性以及平凡人物世界分析中国作家鲁迅对巴勒

斯坦作家拉沙德产生的影响。 

1.传统女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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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细读拉沙德·阿布·沙维尔的著名长篇力作《情人》，可

以发现这部小说无论是其人物形象还是创作手段都和鲁迅的

《祝福》有相似之处。拉沙德.阿布.沙维尔 1970 年曾经访华，

回国后由于战争原因曾居住黎巴嫩贝鲁特与叙利亚大马士革，

从 1982-1988 年居住大马士革时，读到了中国现代作家鲁迅的

阿拉伯语版小说作品，高度评价鲁迅的伟大及其作品的独特，

尤其是鲁迅小说中所刻划的人物形象，他曾说：鲁迅大叔深入

到自己故事人物的深处，而不是从外面描述他们，并不是为了

引起同情而写的，而是为了在你读完这些悲惨生活的最后一行

之后，确定你作为读者的最终立场”。8 

拉沙德.阿布.沙维尔的著名长篇小说《情人》早于 1977 年由贝

鲁特新闻与文化局首次出版，1977 年以来，该作品出了 7 个版

本，在黎巴嫩、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出版，后来还被阿拉伯作

家协会选为 20 世纪 100 部作品中最佳中长篇小说之一。作品主

要描写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以及 1948 年至 1967 年的巴勒斯坦

现代历史，反映了巴勒斯坦人民在这一时期所遭受的种种灾难

与遭遇，通过作品的女主人公形象乌母.哈桑以及男性人物形象

描写巴勒斯坦人民、尤其是巴勒斯坦女性的勤劳与斗争、受传

统文化以及男权压迫，但同时也不失去其斗争精神与希望。女

主人公乌母.哈桑虽然失去了自己丈夫成了寡母，不得不吃苦以

养活自己两个儿子，但也没有让她失望、继续在造砖干活以赚

钱帮助自己孩子上学，孩子长大后，还支持儿子与自己相爱的

姑娘“娜达”结婚，乌母.哈桑称：“我当然同意，安拉保佑你

们，很久以前，喜悦没进我们家”。（《情人》第 252-253

页）她还支持第二个儿子与相爱的“泽娜布”结婚，她对儿子

的朋友说：“我可以明天找泽娜布父亲送嫁妆，一周内帮他结

婚”。（《情人》第 142 页）乌母.哈桑 Om Hassan 可以说是拉

沙德作品乃至是巴勒斯坦现代小说史上的传统女性代表。但如

果说所谓传统女性即是常常与自己现实和谐相处，并且听天由

命，思想简单，意识自发、有限的，而且她经常是文盲，她的

兴趣很简单，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是宿命论的，几乎完全受制于

习俗和传统等。但这应该说是消极的传统女性人物形象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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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因为传统的女性还可以有一种积极的女性，拉沙德《情

人》小说中的乌母.哈桑就是这种积极女性的代表。她是一位社

会底层的妇女，淳朴、老实、善良、勤劳，在受到压迫的时候

懂得反抗。这种女性的特点为似乎固守习俗和传统，但同时也

具有灵活性，不反对一切新的思想观念，尤其是如果这不与习

俗、道德价值观和社会规范相抵触或矛盾。当她不能再忍耐压

迫自己的丈夫，她就起来反抗社会的夫权而且支持与鼓励其他

女性反抗及改变不合理的现实。对不停地要找年轻女孩子结婚

的丈夫说：“世界都变了，但你的脑子却是枯燥的。在这个女

孩之前，你都娶了四个女人，这还不够吗？” （《情人》第

60 页）特别同情那个可怜的年轻女孩子：“被迫与这个只知道

满足自己享受的老人结婚” （《情人》第 60 页）。但她同时

也不反对年轻人之间的爱情，协助自己孩子与相爱的女孩子结

婚，相信爱情是伟大的感情，她说：“爱情是一个人一生中最

重要的情感，是使连续性成为可能的燃料。如果爱情在一个人

的生命中结束，他的真实生命就结束了……爱情是人类解放的

力量，是我们由内向外运动的动力”（《情人》第 67 页）。 

鲁迅小说作品中，作者成功地描写了中国古代封建主义的政

治压迫、经济剥削和道德礼教的残害下，那些美好的理想、愿

望被毁灭，作品中充满了一种残酷的悲剧意识。其作品中的这

种悲剧意识较集中地体现在小说集《呐喊》与《彷徨》中，鲁

迅描绘了当时中国病态社会图景，刻画了众多的悲剧人物形

象。鲁迅早于 1924 年写的《祝福》中的祥林嫂是其作品中主要

的悲剧女性人物之一。本作品中，作者也深刻地反映了旧中国

封建礼教摧残、黑暗的社会现实更是劳动妇女的悲剧命运。女

主人公祥林嫂始终遭到了政权、族权和夫权等的残害与剥削，

最终，受不了周围的种种剥削与压迫的祥林嫂走向了死亡。相

较于鲁迅小说《祝福》中的祥林嫂的反抗与最终命运，拉沙德.

阿布.沙维尔《情人》所刻画的典型传统女性形象乌母.哈桑 Om 

Hassan 的反抗最终战胜，她成功地反抗了丈夫所代表的男权意

识与传统的思想观念，她在丈夫身边失去的爱，没有使她失去

懂得爱情的伟大，因此鼓励而且支持自己儿子追求恋爱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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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婚姻自由与相爱的人结婚。乌母.哈桑不夸是整个巴勒斯坦

农村、乃至是阿拉伯世界以及被压迫的第三世界女性的象征。 

2.革命女性形象 

革命女性主要指出那些努力改变社会、推动社会走向发展、承

担救国救民责任的女性形象。中阿现当代文学史上很多作家作

品都富有这种人物形象。无论是鲁迅还是拉沙德.阿布.沙维尔

都是中阿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与革命家，毛泽

东称“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

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新

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还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

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

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

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

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

坚决、最忠实、最热情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

中华民族文化的方向。”巴勒斯坦当代作家拉沙德.阿布.沙维

尔也是阿拉伯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与革命家，

他以其革命性的文学思想创作出了不少的反映巴勒斯坦人民反

抗与革命的作品。他所刻画的革命性人物中也不缺革命女性人

物形象。他于 1986 年在叙利亚出版的《主在第七天没有休息》

长篇小说中的“泽娜布”是其作品最代表性的革命女性人物形

象。她虽然由于 1967 年灾难与家人被迫移居美国，在美国实现

了自己在美国大学上学、学习政治学的愿望，但这一切都没有

逼着她忘记祖国与祖国人民的斗争、自己所信任的革命思想，

因此，在其提高自己的革命意识、了解了巴勒斯坦人民所遭受

的悲剧等后，就到了黎巴嫩参加了驻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抵抗组

织。她经常对自己爱人拉希德说:“我在那里学习，但没有生

活，我是像你、像阿卜杜拉与哈立德博士一样生活，我的妈妈

仍然穿着农民的服饰。” （《主在第七天没有休息》第 67

页）。“美国给了我一点知识，但却没有夺走我的灵魂”

（《主在第七天没有休息》第 1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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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伤逝》中的知识分子革命女性“子君”，她是受五四

运动个性解放思想的青年，可以说是鲁迅作品最代表性的革命

女性之一。子君主张婚姻自由“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

干涉我的权力”最终，，为了能与自己想爱的青年知识分子涓

生结婚，勇于反抗旧思想、封建社会的各种束缚，最终她与涓

生自由恋爱结婚了。“但在婚后，她也将所有的精力放在家庭

琐事上，与其他妇女并无两样。由于涓生的失业，他们的感情

出现了危机，这些事的发生导致子君最终抑郁而死。造成这样

的悲剧就是因为她在婚后的思想变得局限、狭隘，并没有彻底

冲破封建思想的束缚”。9 但相较于鲁迅《伤逝》中的女性人

物“子君”，拉沙德.阿布.沙维尔《主在第七天没有休息》中

的“泽娜布”的革命与反抗旧思想、男权意识、争取个性解放

等更能证明阿拉伯巴勒斯坦女性在长期受旧思想观念的压迫

后，通过教育以及革命思想获取个性解放，因此把自己的解放

与命运与祖国抵抗侵略者以及祖国人民的命运连在了一起，因

此，她就体现了纯洁的、受过教育的革命女性的最突出特征，

她了解自己和周围的世界，以自觉和开放的思想行使自由，打

破对生命的恐惧，冒着生命危险灵魂为了更好的生活，努力克

服旧传统所建立的、使得女性被困于家庭与身体的错误观念。 

3. 平凡人物 

巴勒斯坦作家拉沙德.阿布.沙维尔深受鲁迅影响还表现于其

巧妙地刻画而反映其小说作品中的平凡人物与被压迫民众的世

界与日常生活，拉沙德在其高度评价鲁迅小说现实性及其刻画

的种种平凡人物形象、描写他们的生活遭遇，如《阿 Q 正传》

中的阿 Q、《孔乙己》中的孔乙己、《祝福》中的祥林嫂、

《故乡》中的闺土、《阿长与〈山海经〉》中的阿长等，拉沙

德说：“他努力把那些无名的人物写成有血有肉、有感情、有

悲剧命运、屈辱性格的人物，但却竭尽全力摆脱屈辱，而且将

这种屈辱转化为一种满足感。他能够把无名人转换成令人难忘

的人物，这就是伟大的艺术、是不会随着时间的流失而消亡、

而是会更新、继续存在的艺术”。11 这也是拉沙德在其不少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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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作品所关注的主题。他自己曾经说过：“我所写的作品只有

一个目的，那是表现出我们巴勒斯坦人民及其遭遇，表示出被

侮辱的阿拉伯民族的各种悲哀”。11 他于 2003 出版的《死亡

歌曲》短篇小说集中，成功地刻画了许多令人难忘的平凡人

物、被压迫者、受苦的巴勒斯坦民众人物形象。这部小说集总

共有 23 个短篇作品，都从不同的角度显示了拉沙德与鲁迅一样

的人道主义、批判精神与讽刺以及等特点。拉沙德的《啊，世

界》（آه يا دنيا）、《自由大街》（شارع الحرية）、《一杯咖啡》

（ ن قهوةفنجا ）、《警官与师傅》（الضابط والمعلم）及《死亡歌曲》

等短篇作品深刻的描写了巴勒斯坦平凡人物、社会（الموت غناء）

底层人的日程生活苦难、受压迫以及政治剥削等问题。 

综上所述，鲁迅与拉沙德都是出于自己爱国爱民、反抗一切

阻碍普通百姓民众争取个性解放、享受人道主义的生活的各种

思想观念与制度等，以其批评的精神与讽刺手法在其小说作品

中刻画了中国与巴勒斯坦（阿拉伯）文学史上难忘的平凡人物

形象。 

三、结论 

通过上述对巴勒斯坦作家拉沙德.阿布.沙维尔与鲁迅小说作

品的比较分析研究，我们认为，两位作家的部分小说作品有不

少的相似之处，无论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女性观、思

想理念及创作手法等都有相似之处，这也可说是反映了拉沙德.

阿布.沙维尔受鲁迅影响的原因所在，但拉沙德.阿布.沙维尔作

品与鲁迅作品的相似性，并没有显示其对鲁迅的一般模仿，而

且作为巴勒斯坦以及阿拉伯现当代文学主要作家的拉沙德，他

以自己博大的胸怀和宽广的文化视描写当时的社会。无论是鲁

迅还是拉沙德，他们都在自己作品中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情

感，对祖国前途和民族命运的强烈忧患意识。他们为了提醒祖

国民众尽快打破旧传统的樊篱，走出那绝无窗户万难破毁”的

“铁屋子”，唤醒民众和振兴祖国而奋笔疾书，奋斗不已。通

过两位作家短篇小说作品所刻画的平凡人物形象的分析，表现

出他们的批判现实主义与讽刺等表现手法，以及巧妙地以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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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笔为武器反抗旧的思想观念、政治剥削与腐败等社会疾病。

拉沙德.阿布.沙维尔曾经这样总结了鲁迅小说所蕴含的思想观

念、人道主义精神及其能代表中华民族以及其他争取解放与反

抗的民族的期望“我要对鲁迅大叔说，您这些短篇、中篇与长

篇作品，是充满人类最高尚的感情，活到了今天，我也认为会

长久活下去，因为这些都是用艺术、美丽以及能深入到人的灵

活的深刻人道主义而写作的”。
12
 拉沙德创作的不少小说作品

都可以看到其受鲁迅创作的影响，包括其小说主题、塑造的人

物形象、创作手法等。见证了中阿文学交流的历史以及鲁迅的

伟大，更见证了阿拉伯文学家一直以来对中国文学与文学家的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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