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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伯伦的多元宗教和哲学观 (上 )

蔡 德 贵

一
、

纪伯伦的宗教背景
纪伯伦

·

哈利勒
·

纪伯伦 (1 8 8 3一 19 3 1) 是阿拉

伯世界近代最负盛名的作家
,

在世界文坛享有和印

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泰戈尔齐名的地位
。

纪伯伦是具有世界影响的东方文学家
,

无论在

生活上
,

还是艺术
、

思想上
,

他都是一位具有双重

性格的人物
。

他出生在黎巴嫩
,

长在美国
; 出身于

基督教马龙派家庭
,

却有反叛宗教的性格
;
他精通

母语阿拉伯语
,

又能用英语写作
;
他住西式楼房

、

用欧洲壁炉
、

喝阿拉伯咖啡
、

用中国红木酒杯喝威

士忌
、

吃猪肉香肠⋯⋯总之
,

他的作品既充满东方

情调
,

挟带着黎巴嫩山野的神秘
,

同时又饱蘸西方

式的激情
,

充满对 自由
、

平等
、

博爱的向往和追求
,

以及对美的讴歌
。

他的思想是综合的
,

一幅他自己

创作的宗教画最能说明这一特点
。

这幅画是通过半

截宝塔来表现的
,

塔顶 由三个头像组成
,

左边是埃

及的拉神头
、

右边是尼采笔下查拉斯图拉的头
、

中

间是菩萨头
,

菩萨头上顶着一个球
,

象征无垠的现

实
。

菩萨胸 口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

一只手

搭着拉神的肩
,

另一只搭着查拉斯图拉的肩
,

从他

被钉的双肩下直到宝塔底层
,

是形形色色的人
。

评

论家认为
, “

这是一种世界性思想的闪光
” , “

将成为
调和世界的甘泉

” 。 “

他的诗远远超越了描绘东方的

神秘感
,

而是在向我们倾心传达基督教与伊斯兰教

之间
、

精神与物质之间
、

东方与西方之间⋯⋯协调

的必要性
。 ”

因此他被称为
“

是推动世界大同和宗教

统一的先驱者之一
” 。 “

是罕见的
、

能够真正超越东

西方隔阂的作家之一
,

是当之无愧地自称为世界公

民的人
,

尽管他同时还是一名黎巴嫩人
,

一个爱国

主义者
” 。 l’7

二
、

纪伯伦对东西方哲学家和宗教的认识

在纪伯伦的作品中
,

涉及东西方不少哲学家
,

如中国的孔子
,

阿拉伯的伊本
·

西拿
、

安萨里
、

伊

本
·

鲁西德
,

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

德国的尼采

等人
,

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当首推尼采
。

对纪伯伦来说
,

伊本
·

西拿的重要性不在于他

是哲学家
,

而在于他是诗人
。

纪伯伦认为
,

在古代

阿拉伯人所写的诗歌中
,

伊本
·

西拿最接近自己的

信念和心理倾向
,

因为伊本
·

西拿写下了人类思想

中最深远的东西
,

知识所产生的想像中最深刻的愿

望
,

希望所升华的疑问以及持续思维
、

长久考虑所

产生的观点
。

在纪伯伦看来
,

伊本
·

西拿是他那个

时代的天才
,

他有用毕生时间探索身体秘密和物质

特征的特点
,

通过物质的方式获知灵魂的隐秘
,

通

过可见的东西了解合理的内涵
。

连他的诗也是鲜明

的例证
,

证明了科学是智慧的生命
,

科学家从实际

的试验逐步转向理性的观念
,

达到精神的感觉
,

直

至真主
。

伊本
·

西拿不仅在思想方面对西方产生了

重大影响
,

而且其诗作也对西方有重要影响
,

在莎

士比亚的戏剧
、

雪莱
、

戈蒂耶
、

布鲁诺等人的诗作

中都不难看到他的影子
,

他在诗歌中表达了不同时

期的几种不同思想
,

这使他不仅成为当时的一个天

才
,

而且是以后若干个时代的天才
,

他的诗作也是

题材最深远和最富光彩的
。

[2]

纪伯伦对安萨里 的哲学思想 了解得比对伊

本
·

西拿的更多
。

在他看来
,

安萨里和基督教思想

家圣奥古斯丁之间有着一种心理联系
,

是一个原则

下的两种相似现象
。

这种原则就是注重内心的实际

倾向
,

它使人从可见的事物及其表面现象转向合理

的事物
,

转向哲学和神学
。

安萨里期待社会具有高

度文明
,

他通过连续不断的探索
,

将科学的结果与

宗教联系起来
,

进一步研究把人们的理解
、

试验同

人们的感情
、

理想混杂起来的神秘问题
。

而与安萨

里同时代的圣奥古斯丁则早他5年写出了 《自白》一
书

,

探讨了将地球及其未来作为攀向存在最高良知

的阶梯
。

只是安萨里比圣奥古斯丁更接近事物的核

心和秘密
,

这是因为安萨里继承的是阿拉伯和希腊

科学原理
,

而圣奥古斯丁继承的则是基督教教会头

面人物的思想
。

因此
,

纪伯伦断言
,

继承是随着岁

月的流逝
,

从一种思想转变为另一种思想
; 一代又

一代
,

某些民族的外表是同有形的特性分割不开的
。

同时
,

纪伯伦也发现
,

在安萨里的思想中
,

有印度

神秘主义和佛教的成分
,

而在斯宾塞和威廉
·

布莱

克的作品中
,

又有安萨里的情感
。

这使安萨里具有

双重影响
,

在西方的东方学者和科学家眼中
,

他具

有崇高地位
,

与伊本
·

西拿
、

伊本
·

鲁西德一样是

第一流的哲学家
。

而神学家们则认为他的思想是伊

斯兰教出现以来最崇高和最显赫的
。

奇怪的是
,

西

方人比东方人更 了解安萨里
,

有不少翻译著述
,

研

究理论
,

探讨其哲学特点和神秘主义 目标
,

而阿拉

伯人却很少谈论和提到他
,

其原因是阿拉伯人至今

仍忙于外表
,

而不注重 内心
,

似乎外表就是生命之



海到达 白昼的黑夜之岸的全部
。

德国唯意志论哲学家尼采是纪伯伦最推崇的人

物
,

其哲学对纪伯伦有重大影响
。

纪伯伦感到
,

尼

采是他最重要的向导
,

最大的助手
,

也是他孤独中

最伟大的友人
,

没有尼采的陪伴
,

没有查拉斯图拉

同他一道漫游
,

他就不会存在
。

他的内心对尼采充

满无上敬意
:

这人真是个伟人 !他以
“
超人

”

的名义

独自与世界交战
。

在这场战斗中
,

世界剥夺了他的

理智
,

但他死得像矮人中的超人
,

在疯狂的神智昏

迷者中像个明智的疯子
,

让人们就这样去说吧 !让疯

子们就这样发疯吧 !他的想象力是何等丰富 !只需一

刹那
,

他就能洞察事物的本质
,

再一刹那
,

他就剥

去由人们虚弱所形成的所有好与坏的薄膜
。

让想象

力去翱翔吧 ! 这真是神来之笔
。

只一笔就创造出一

个新世界
,

再一笔又抹掉一个旧世界
。

尼采强调人生的目的在于发挥权力
,

扩张自我
。

认为超人是历史的创造者
,

否定受理性主义
、

基督

教和人道主义支配的西方文明
。

但纪伯伦从尼采这

里只继承了其人要不断超越自己的思想
,

吸收其富

于 自由精神的因素
。

他喜欢尼采的 《查拉斯图拉如

是说》
,

查拉斯图拉对世界的批判在 《读与写》一节

中的训诫
:

从前精神是上帝
,

其后它变成人
,

现在

它甚至变成了流氓
;
在 《美德歪 曲人们为侏儒》一

节中
,

查拉斯图拉尖刻地嘲弄人们的一切
,

地位
、

准则和宗教
。

都给纪伯伦很深的影响
。

这之后的纪

伯伦更爱对人们进行讥讽
、

攻击他们的神
,

认为神

是人造的
,

是人崇拜自己的产物
,

人类从一开始就

崇拜自己
,

但使用的名称不同
,

表现不同的爱好和

希望—有 时称之为伯阿勒 (胖尼基人所崇拜的太

阳神)
,

有时称
“
木星

” ,

再有时就称
“

上帝
” 。 〔3 ,

从这里也可看出
,

纪伯伦的宗教信仰淡薄
,

有

时表现出极为矛盾的态度
。

他本人生活在基督教和

伊斯兰教双重背景的人群中间
,

宗教意识却又似超

越了这两大宗教
,

精神成了他信仰的最高形式
,

他

虽承认任何精神都体现在上帝之中
,

但上帝是什么 ?

上帝被他喻为陶工
、

射者
、

至高无上的诗人
,

上帝

把宇宙
、

世界和人生凝聚起来并赋予其意义
,

因此
,

上帝永远是人们崇拜
、

追求和热爱的对象
,

是一切

思想感情的核心和终结
。

但是
,

上帝其实就是人自

己
,

人就是上帝
,

上帝是长了双翼的人类
,

是纪伯

伦经常重复的话
。

在纪伯伦看来
,

上帝是因人的需

要而被创造出来的
。

不仅上帝是人造出来的
,

耶稣的故事也是人编

出来的
,

所以
,

纪伯伦还耶稣以人子的地位
,

他写

先知
,

写耶稣
,

也只是写普通人
,

不过耶稣走在众

人之前
,

想得更多
,

看得更远而 已
。

先知是智慧而

孤独的
,

在精神上居高临下俯瞰人生
,

人们崇敬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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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他
,

却未必能理解他
,

他象征着人的精神追求

和终极理想
,

表现人的超验而神秘的宗教情绪
。
〔4]

在这样的矛盾心态下
,

到底是有神还是无神
,

一神还是多神
,

纪伯伦的态度游移不定
。

在纪伯伦

笔下
,

在思想之城居住着两夫子
,

他们互相憎恨
,

互相贬损对方的学识
,

一位是无神论者
,

另一位是

有神论者
,

但是
,

他们最后还是搞不清到底是有神

论正确
,

还是无神论正确
,

这正是他们辩论的结果
。

即便这样
,

纪伯伦也并没有完全否定上帝和宗

教
,

因为在他看来
,

宗教无非是人的一种精神需求
,

既然宗教信仰有益于人类精神的升华
,

那么就让宗

教存在好了
,

但是天堂却不在虚幻的天上
,

而就在

人间
,

甚至就在自己身边
,

在 门后
,

在隔壁屋里
,

稍微带一点自觉和知识
,

就可以向天堂奔去
。

如此

看来
,

上帝的本质也就是人的本质
,

关心上帝也就

是关心人
。

或许
,

通过分析纪伯伦对各种文化的观

点
,

会更清楚地认清他的宗教观本质
。

三
、

纪伯伦的哲学和文化观

纪伯伦出生在黎巴嫩
,

那里一直是多种宗教并

存
,

有犹太教
、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

身为阿拉伯人

的纪伯伦出生在一个基督教马龙派教徒之家
,

不是

穆斯林
。

马龙派在基督教中属东正天主教的一个支

派
,

是持守各种东方礼仪和典制的天主教和教会
。

叙利亚人马龙(MA RON
,

? 一 41 0) 在叙利亚中部阿 巴美

创立该派
,

其隐修院是该派当时的活动中心
。

后来
,

在黎 巴嫩贝鲁特的培开尔贝设立宗主教公署
。

十字

军东征后
,

信徒大多移居黎巴嫩北部山区
,

这正是

纪伯伦的故乡所在
。

马龙派作为基督教中的一派
,

有别于其他宗派之处是明显受伊斯兰教影响
,

规定

神职人员也结婚
,

使用叙利亚语和阿拉伯语
,

保持

古叙利亚教会的传统礼仪
。

可见出生在这样一个家

庭
,

命中注定在纪伯伦的思想中会打上基督教和伊

斯兰教的双重印记
。

这样的文化背景和特殊经历
,

使纪伯伦能够跨

越地域文化障碍
,

以更高的角度
,

从世界文化立场

来看待文化问题
,

使他有可能摆脱地域文化
、

民族

文化甚至宗教文化的传统或偏见
,

将多元不 同文化

视为人类大家庭的共同财富
,

从而融会贯通
、

兼收

并蓄
、

东西合璧
。

在具体观点上
,

纪伯伦有许多与巴哈伊教相同

之处
,

这是不谋而合
,

还是受阿布杜
·

巴哈的影响

所致? 尚无法用具体事实来证实
。

巴哈伊教有句名

言
: “

地球乃一国
,

万众皆其民
。 ”

纪伯伦也说
: “
我

爱故乡
,

爱祖国
,

更爱大地
。 ” “

整个地球都是我的

祖国
,

所有的人类都是我的乡亲
。 ” 〔5]

人们应该自由

往来
,

所有的人应该共享地球上的财富
,

这种思想

正是地球村的思想
,

与 巴哈伊教的观点一致
。

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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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的纷争
、

互相残杀和宗教纠纷
,

纪伯伦对人间

统治者发出质问
:

他们为了保持自己的王座和心情

安宁
,

武装了德鲁兹人同阿拉伯人厮杀
,

鼓动十叶

派同逊尼派抗争
,

煽动库尔德人去屠杀游牧民族
,

鼓动穆斯林抗衡基督徒
。

这种兄长杀害胞弟的状况

要延续到何时?在上帝的眼前
,

十字架远离新月的状

况
,

要延续到何时? 〔6]

出于人类同源的文化观念
,

纪伯伦呼吁雅典的

女儿
、

罗马的姐妹
、

摩西的女友
、

穆罕默德的妻子
、

耶稣的新娘团结起来
,

携手共进
。

纪伯伦说
: “

贫穷

显示了心灵的尊贵
,

富裕暴露了灵魂的肮脏
,

悲哀

同情善 良
,

享乐令人头脑发昏
。

因为人对金钱和享

乐贪得无厌
。

一如以经书的名义犯罪
,

经书无法为

其开脱
;
用人道主义的旗号干下流勾当

,

同人道主

义无相同之处
。 ” 「7丁

在他看来
,

神性即人的精神实质
,

无法以金钱出售
,

纵垮子弟的欢乐不能助其生长
,

富人只顾聚敛财富
,

将神性抛开
,

花花公子们离开

神性去寻欢作乐
。 阳飞纪伯伦以此说明精神文化远远高

于物质文化
,

提倡让人去追求精神的超升
。

因此
,

他肯定地说
: “

是的
,

灵魂或精神上的苏醒对人来说

是最可宝贵的
,

是存在的根本目的
。

但是
,

文明
,

包括其外观
、

形式
,

不正是精神觉醒的需要吗 ?天哪 !

我们怎能否认已然存在的事物及其存在的正当理由

呢?也许当今的文明是短暂的偶然现象
,

然而永恒的

规律能使偶然现象成为通往绝对本质的阶梯
。 ” ‘川

就东西方文化而论
,

各有长短
,

应该互补
。

即

以阿语为例
,

纪伯伦认为
,

语言是民族整体创造的
一种现象

,

或是民族的一般自我
。

如创造力平息和

停止了
,

语言也就停止发展
;
停滞中就有倒退

,

倒

退则意味着死亡和毁灭
。

阿语的前途取决于讲
、

用

阿语的各民族整体中现有的或非现有的创造性思维

前景
。

假如创造性思维存在
,

阿语的前景如同它的

过去一样远大
:
假如创造性思维不存在

,

阿语的前

景将像它的姐妹古叙利亚语和希伯来语 的现状一

样
。

而创造力是一个民族中推动前进的决心
,

是民

族内心对未知的饥饿
、

干渴和追求
,

是民族精神中

的一系列理想
,

且昼夜不息地努力去实现它
。

任何

一个理想并不是由系列环的哪一端实现的
,

而是由

生活添加的新的一环
。

这种力量是个人的才智
,

集

体的热情
。

个人的才智是将集体中隐蔽的不可见的

爱好置于可感觉的明显的形式的能力
。

因此
,

如果

讲
、

用阿语的各民族继续保持总体的创造力
,

阿语

就有光明的前途
。

语言与其他文化现象一样
,

会受

其他语言的影响
。

而影响就如同吃食物
,

语言从外

界摄取
,

经过咀嚼
,

咽到肚里
,

其有益部分转化为

有机部分
。

如果没有用以咀嚼的牙齿和消化的胃
,

食物就会白白地被排泄掉
,

欧洲文明和西方精神对

阿语的影响就是这样
。

他认为
,

西方人的精神既是

阿拉伯人的朋友
,

也是敌人
。

如能把握好它
,

便是

朋友
,

如把阿拉伯人当作祭品
,

它便是敌人
;
如果

从它那里得到适合阿拉伯人的东西
,

它就是朋友
,

如果阿拉伯人被置于适合它的位置
,

它就是敌人
。

所以
,

纪伯伦意味深长地说
:

至于西方精神
,

它是

人的一种作用
,

生活的一部分
。

人的生活是永远前

进的大军
,

语言
、

政府和各种派别正是由其道路上

方飘荡的金色尘埃形成的
。

走在这支大军前列的各

民族是创新者
,

创新者具有影响力
;
在这支大军尾

部的各民族是因循守旧者
,

他们受影响
。

当东方人先进时
,

西方人跟随着
,

我们的文明

对他们的语言具有巨大影响
;
当他们变为先进时

,

我们追随着
,

从根本上说他们的文明对于我们的语

言
、

思想和道德具有巨大的影响
。

从历史看
,

纪伯伦认为东方人是保守主义者
,

不论是自觉或不 自觉
,

怀旧情绪远甚于注重现在和

将来
。

阿拉伯人和东方人应改变这种习惯
,

摆脱 《雅

歌》的在太阳底下没有新事物观念的束缚
,

不能只

对模仿传统
,

而要有所创新
。 f10] 因此

,

他希望每个

阿拉伯人都成为诗人
,

而诗人
“

是所有或大或小的

发明家
,

是所有或强或弱的发现者
,

是所有或伟大

或渺小的创新者
,

是所有生活的热爱者
—

不论其

是宗教头领还是乞丐
,

是心惊胆战地站在昼夜前的

人
一一不管其是哲学家还是葡萄园守望者

” 。 「川

纪伯伦坚信
, “

每个东方人
,

在自己的田野间
、

苗圃里
、

织机前
、

庙宇中
、

讲坛上
、

办公桌旁
,

都

能成为诗人
。

每个东方人都能把自己从模仿和传统
的监狱里解放出来

,

走到阳光下
,

行进在生活行列

中
。

每个东方人都能顺应隐藏在灵魂里的创造力—那是由上帝的子孙创建的永恒的力量
。 ” ‘旧正是在这

样的心态下
,

纪伯伦创造出大量新颖作品
,

将西方

自由平等的人文精神与东方深邃隽永的哲理有机地

结合在一起
,

实践着自己的文化观
,

表现着自己的

哲学思想
。

纪伯伦的哲学思想散见于他所创作的富于哲理

的散文中
,

主要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
、

肉体与精神

的关系
、

认识论
、

真理观
、

时空观等方面的问题
。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
,

纪伯伦提倡和谐
。

在

他看来
,

自然是和谐的
,

自然界的竞争不过是混乱

在渴望有序
。

人与自然应该相互依存
,

人与天地万

物
、

花草虫鸟共同生息
,

生于 自然
,

长于 自然
,

最

后回归 自然
。

自然界给人类提供生存的条件和美的

享受
,

在自然界中有峰峦峡谷
,

大江湖海
;
有狂风

呼啸
,

阳光绚丽
;
有四季交替

,

年轮互换
;
有就鸟

飞翔
,

夜莺歌唱⋯⋯人在大自然中获取灵感
,

升腾

精神
。

但人作为自然长期进化的产物有多重性
,

既



有神性
,

也有人性
,

还有低于人性的侏儒性
。

人性

善而非恶
,

恶行只是善的扭曲或丧失
。

在自然状态

下
,

人既不高于罪犯
,

也不低于先知
,

每个人的自

我都是既小又大
; 既是碎片

,

又是苍弯
;
既是沙与

沫
,

又是大海
。

所以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
,

人与人

的关系
,

也就是人与自己的关系
。

每个自我都有完

善自己的可能性
,

其方法就是用人的神性克服人的

侏儒性
。

这样
,

人就可以实现自我的价值
,

并最终

超越
“

小我
” ,

走向
“

大我
、

真我
” ,

与万物合一
,

与真主合一
,

达到最高境界
。 〔l3]

为实现与大自然合一
,

纪伯伦像中国哲学家庄

子那样向往自然风光的田园生活
。

他叹惜人类随着

现代文明的潮流走
,

直至忘记或几乎忘记那美好
、

朴实
、

充满纯洁和高尚的田园生活
。

在他看来
,

田

园生活
,

如审视它
,

就会发现它在春天微笑
,

在夏

天负重
,

在秋天收获
,

在冬天休憩
;
那生活的各个

阶段就如人类的大自然母亲
。

城市现代文明中的人

们
,

钱财比农村人多
,

但农村人的心灵 比城市人高

尚
。

城市人播种许多
,

却一无收获
;
农村人则种瓜

得瓜
,

种豆得豆
。

城市人是自己欲望的奴仆
,

农村

人是 自我满足的儿女
。

城市人在生活的杯盅中嚷饮

掺有悲哀的苦涩
,

而农村人则畅饮清甜的甘泉
。 汇, 4]

田园诗般的生活吸引着纪伯伦
,

可惜纪伯伦未能像

庄子那样隐遁山林
,

垂钓秋水之溪
,

却最后英年早

逝
,

回归到自然
。

纪伯伦注重精神生活
,

追求精神超升
。

他在 《有

高柱的伊赖姆城》中虚构了一位 以峡谷精灵闻名的

阿米娜
·

阿莱维娅
,

通过她的口阐述了肉体与精神

的关系
。

在纪伯伦看来
,

无论何时何地都有想象或精神

状态
,

一切可见的尔西和合理的事物都是精神状态
。

假如人闭上眼睛
,

望着自己内心的最深处
,

便能看

到世界的普遍性和局部性
,

了解它的规律以及与此

相联系的方法和媒介
,

理解所探索的道路
。

闭上眼

睛
,

打开心之视力
,

就能看到存在的始与末
,

那个

终点会变成起点
,

而起点又变成终点
。

每个人都可

以渴望再渴望
,

直至渴望从视力中剥去表象的帷幕
,

能看到那本体
。

而看到本体
,

就看到 了纯粹的生活

内核
。

而每个本体者都是纯粹的生活内核
。

世界上

的一切都存在于人
,

因人而存在
,

为人而存在
。

世

界上的一切都存在于人的内部
,

所有存在于人内心

的都在世界上
。

彼此之间最近和最远
、

最高和最低
、

最渺小和最伟大之间
,

并没有截然的界线
。

一滴水

中有着浩瀚大海的全部秘密
,

一粒原子中有着地球

上所有的元素
。

一次思想活动中有着世界一切的运

动和秩序
。

只要相信主
,

人的生命便没有尽头
,

人

将同一切事物那样永存
。

人就是人
,

人就是一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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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人会永存
,

因为一切存在都是永存的
。

世界的

存在是其永存的明证
,

而念头和想法正是科学之全

部
。

如果没有念头和想法
,

世界上的科学也就不存

在了
,

过去不存在
,

现在也不存在
。

世界上有些现

象是奇怪的
,

如有人证明了感觉所形容的外表皮原

子的存在
,

却又否认外表皮恰恰是为了原子而形成
;

有人论证了构成眼睛的各种元素的永恒性
,

却又怀

疑将眼睛作为工具的视觉的永恒性
;
有人求证创造

者永恒
,

却又得出起因消失的结论
;
有人注重形成

的表象
,

而不顾表象的成因
;
有人将生命一分为二

,

只相信被动的一半
,

而否认主动的一半
;
有些人注

视着那些沐浴在阳光下的山峦
、

平原
,

倾听着树枝

沙沙引起的空气的语言
,

享用着花草的馥郁
,

又对

自己说
: “

不
,

我所见所闻的不会逝去
,

我所知所悲

的也不会消失
。

但是
,

正是这注视着一切的理智的

灵魂害怕起来
,

沉思着
,

倾听着
,

高兴着
,

悲伤着
;

正是这感觉着的灵魂颤抖着
,

喜悦着
,

感知着
,

悲

伤着
,

证实着
; 正是这被一切环绕的灵魂将像海面

上的泡沫一样消失
,

像阳光直射下的阴影一样消

失
。

一
否认自己存在的存在者是值得惊讶的

。 ” 【l5]

纪伯伦认为
,

主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派遣使者
,

以引导人类走向光明
。

但是
,

有人在自己以外寻找

生命
,

却不知道生命在人体内部
。

但是
,

人是在其

内心的无限与其周围的无限之间存在
。

理性力量是

不可见的
,

但是在人们中间没有人服从不可见的理

性力量
。

有多少人在工作时
,

想象自己是选择者
,

而实际上却是被选择者
。

伟人则不同
,

其伟大之处

正是对某一灵魂的完全服从
,

就如琴弦完全受琴手

的拨动一样
。

因此
,

在可见事物的世界与理性世界

之间有一条通道
,

人在不知不觉中走过
,

随后手捧

着种籽回来
,

将其撒入日常生活的土壤
,

生长成宏

伟的事业或不朽的言论
。

如果没有人们灵魂同以太

灵魂之间开放的通道
,

人们中间就出现不了先知
,

就不会有诗人崛起
,

也不会有知识分子出现
。

纪伯伦的灵魂论有神秘主义倾向
。

他强调
,

人

献身于肉体的愿望
,

但并不轻视其他灵魂对人灵魂

的意愿
,

他借精灵之口说
:

我们是一个世界拥抱的

两个世界中的幻想
,

在一种状态包含的两种状态之

中
,

在两种存在之中
,

这两种存在被一种普遍而永

久的力量汇集一起
:

一种存在无始
,

另一种存在无

终
;
它没有上

,

也没有下
; 既无限度

,

又无方向
。 ￡阁

这种永久的力量就是灵魂
,

人通过科学研究和

感觉的体验
,

了解人类灵魂凭借想象
、

心灵通过渴

望所体验的东西
,

这一天总会来临
。

每一个想象都

有现实
,

所有的思索中都有知识
。

因为心灵之镜反

映出竖在它面前的东西
,

即使它不情愿
,

也做不到
。

这正如平静的湖水才让人看到深处的山峦
、

树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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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案
、

云彩的形状
,

即使它不愿意
,

也做不到
; 又

如灵魂中的细胞不会传回永恒的世界不为之真正颤

抖的声音的回声
,

即使细胞不愿意
,

也做不到
;
又

如光明不会将无本质的东西的影子投在地上
,

即使

光明不愿意
,

也做不到
。

因此
,

他说
: “

信仰一样东

西
,

就是了解这样东西
;
信仰者以其精神的视觉看

到研究者和探索者用肉眼所看不到的东西
,

以其内

在的思维理解了研究者和探索者 以模仿式的思维所

无法理解的事物
;
信仰者以不同于所有其他人所用

的感觉体验了神圣的真理
,

其他人则认为那是一堵

密实的墙
,

边走边说
: ‘

这座城市没有门
’ 。 ” 〔17]

因此
,

通过向往之道到达精神理想之城
,

既要

从信仰之门进去
,

也要通过忍受饥饿的痛楚
、

干渴

的灼烤
、

孤独的悲哀
、

隔离的恐惧才能到达
。

人在

世间
,

要在光明之中走
,

靠着主的保佑走
: 又要凭

着风刮不灭的真理之光走
。

至此
,

纪伯伦与巴哈伊

教走到了一起一宗教所启示的真理和科学研究发
现的真理

,

是并行不悖的
,

科学与宗教是相互协调

的
。

在肉体与灵魂之间
,

人既要献身于肉体的愿望
,

又不要轻视其他灵魂对人的灵魂的意愿
。

纪伯伦自

己清醒地认识到
,

一个人在这个充满喧闹和争斗的

现实世界中
,

时刻要保持灵魂的洁净
,

就必须时时

清算自己的灵魂
,

谴责它
,

抚慰它
,

考验它
,

永远

保持灵魂的高洁和纯净
。 〔l8]

在认识论领域
,

纪伯伦对认识事物
、

自我
,

对

感觉都有 自己的看法
,

形成一种相对主义的认识论
。

在认识事物方面
,

纪伯伦提倡要深入地观察事

物
,

由表及里
,

抓住事物的本质
。

他反对这样的人
:

观察事物往往比较肤浅
,

不能由表及里
,

抓住其本

质
; 不能细心聆听心灵的旋律

,

刚听到一些响动便

感情冲动
; 不去探索生活的真谛

,

被一些眩 目的五

光十色所左右
; 不去研究存在的奥秘

,

只顾一时的

欢乐
。

这种人对人对事都很轻率
,

不假思索便表示

爱憎
,

而事后又后悔自己鲁莽
,

而这种后悔不仅得
不到谅解和宽恕

,

反而会招致讥笑和嘲弄
。 〔19]

认识事物是困难的
,

认识自己更困难
。

纪伯伦

提出
“

认识 自我
”

的命题
,

他结合了一位西方理论

家的思想
,

并采纳了一个东方导师的备忘录
,

借别

人之口阐述说
: “

认识 自我是一切认知之母
,

我应该

认识自己
。

我认识 自己
,

了解自己身体的各个部分

—
外貌

、

分子和原子
。

我应该除去覆盖在自己心

灵秘密上的帷慢
,

抹掉心灵深处的装饰
,

还应该弄

清我物质存在中精神存在之涵义
,

我精神存在中物

质存在之隐秘
。 ” ‘20j 认识自我的方法

,

当然要与别人

做比较
,

但这种比较应该是深层 的
,

而非表层的
,

比方说
,

一个人个子矮
,

而拿破仑也个子矮
,

因此

便觉得自己也会像拿破仑一样伟大
,

这就错了
。

所

以
,

智慧之首是认识 自己
,

是真正深层的认识
,

而

非肤浅的认识
。

人的认识难免有片面性
,

所以认识有相对性
。

对真理的认识也是这样
。

因为真正的光明是来自人

的内部
,

向心灵阐述
,

使心灵为生活欢欣
,

以灵魂

的名义歌唱
;
而真理像星宿

,

只在夜晚显现
。

真理
就如世界上美好的事物一样

,

谁感到无价值的残酷

影响后
,

它才显示出自己令人满意的效果
。

因此
,

真理是神秘的感情
,

会因人而异
,

它教育人为自己

的岁月感到欢欣
,

应该祝愿所有的人都得到这种欢

乐
。

按照自己内心的神秘感情生活的人很多
,

相信

这种感情是主为人类制定的法律的影子 的人也很

多
,

但是他们对自己的岁月毫无欢乐感
,

而是从始

到终
,

悲哀而死
。

在纪伯伦看来
,

这些使人对生活

失望的信念和教导都是荒谬的
,

引导人们绝望
、

忧

愁和苦难的感情是虚假的
; 因为在地球上应该幸福

,

应该知道幸福之路
,

不管到哪里
,

都要 以主的名义

讲这个道理
。

谁看不到这种生活里的天国
,

谁就看

不到来世的天国
; 因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不是当卑

贱的流亡者
,

而是作为无知的儿童学习生活的美德

和秘密
,

崇拜永恒的灵魂
,

考察自己的内心
。

这些

都是与基督教一致的真理观
。 〔211 但是

,

真理无论怎

样相对
,

都是客观存在的
,

正如美早己存在一样
, “

生

活
”

比生灵万物更古老
,

正如大地上美丽的物事产

生之前
,

美早 己展翅
;
亦如真理被道出之前

,

已先

有真理
。 〔2 2。

真理客观存在
,

时空却来自神灵的创造
。

纪伯

伦以文学家加神秘主义思想家的笔触
,

借神灵之口

描绘了时空的被造
:

当大地脱离混沌而呈现
,

我们
,

鸿蒙的子嗣
,

在无欲之光里见到彼此
。

我们首次吐

出沉寂而颤栗的声息
,

加速了空气和海水的流动
。

然后我们携手共步
,

行走在初生的晦嗅世界中
。

自我们最初墉懒的足音发出的回声里
,

诞生了时间
。

这第四位神灵
,

他的脚走在我们的足印之上
。

他的

身影投射了我们的意愿与思想
,

他只有借我们的眼

睛才能睹物察望
。

生命驾临了大地
,

精神
,

这宇宙里有翼的旋律
,

降临了生命
。

我们支配着生命与精神
,

除了我们
,

再无人知道岁月的久远
,

及世代相续的朦胧之梦的

积重
。

及至第七个兆年正午的高潮时
,

我们将大海

出嫁给太阳
。

自它们新婚酣畅的洞房里
,

我们令人

类登场
,

这生灵虽则柔弱
,

却永远带着家系的印记
。

通过足履平地
,

目视群星的人类
,

我们发现通

往大地遥远之邦的路径
。

我们还把人
~

一这滋生在污

水之畔的不起眼的芦苇
,

做成一管长笛
,

从空空的

笛心里
,

我们把声音吹送到万籁俱寂的世界
。 ’23]

纪伯伦是一位典型的神秘主义思想家
,

他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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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踩在天国
,

另一只脚踩在人间
; 一会儿是主派往

人间的先知和使者
,

一会儿是一个普通有血有肉的

人
。

在 《先知》
、

《先知园》等作品中
,

他让自己的

思想任意翱翔
,

充分地表现出 自己神秘主义的哲学

思想和人生观
。

由于 《先知》等作品是用英语写成
,

一出版就轰动世界
,

被认为是
“
东方赠送给西方的

最好礼物
” ‘24]

。

他本人也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优

秀的六位英语作家之一
。

纪伯伦的哲学思想是他一只脚踩在天国的产

物
,

而其人生观却是他另一只脚踩在人间的产物
,

既表现出生活艰难苦涩的一面
,

又表现出生活美好

快乐的一面
。

这是他神秘的天国和现实的人间相互

融合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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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而未能使男性以尊重的目 啊
。

沙比后来在回忆录中承认
,

演讲大厅空荡荡的

光看到她们肉体后面那充盈而深邃的海洋
。 ”

景象使他的精神受到深深的刺激
。

于是
,

他怀着极

尽管沙比的论文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
,

比如明 度苦闷的心情
,

在当日写下 了非常著名的
、

也是他

确提出反对当时流行于阿拉伯各国的歌颂当权者的 作品中最长的一首诗
—

《无名的先知》
。

他在诗中

宫廷诗歌
,

而被有些评论家称之为
“

革命浪漫主义 吟道 (选译其中两段 )
:

的宣言
”

或
“

在当时的反动势力当中引起很大震动 人民啊 ! 我把灵魂的琼浆
,

的战斗檄文
” ,

但以今天的视角从整体上看
,

它应被 掺着生命的黎明倒入酒杯
;

看作是一篇学术论文
,

确切地说是一篇比较文学领 献上时你不仅将美酒洒掉
,

域的论文
。

这对于被人们称为
“
单腿走路

”
(不懂任 还无情地把我的杯子踩碎

。

何外语也未去过阿拉伯以外的任何国家 ) 的沙比来 我胸中的悲痛向何人诉说
,

说
,

是多么不易
,

何况
,

他只是一个 19 岁的文学青 唯以强忍的沉默揩干眼泪
;

年
。

沙比自幼博览群书
,

不仅大量阅读阿拉伯古典 这束鲜花从未有人触摸过
,

文学作品
,

而且读遍了当时可以找到的翻译成阿拉 我的心就是朵朵花中的蕊
。

伯语的外国文学作品
。

他甚至像不懂外语却
“

翻译
”

献上时你不仅践踏了花束
,

了 1 0 0 多部外国小说的林琴南一样
,

请懂外语的朋 还残酷地撕下那片片玫瑰
;

友为自己现场翻译外国名著
,

从而间接地汲取世界 是你给我穿上哀愁的衣衫
,

文学的营养
。

他在论文中提出的尖锐观点只是一家 体验头戴荆棘之冠的滋味
。

之言
,

不是简单的对与不对所能概括的
;
他思想上 沙比是被先天心脏病夺去短短 25 岁生命的

,

他

敢于冲破传统观念束缚的叛逆精神和学术上敢于离 心中的长期郁闷无疑加速了死神的到来
。

今天
,

假

经叛道的怀疑主义意识
,

给我们留下极为深刻的印 如他地下有知
,

他应该感到欣慰了
,

因为能够理解

象
。

他的知音己经遍及天下
。

他的名字始终没有被人们

这次演讲在沙 比一生中具有重大意义是毫无疑 忘记
,

他的诗歌一直被人们传唱
,

他一鸣惊人的论

问的
,

不论反响如何他都应当有心理准备
,

然而接 文人们至今仍争论不休
,

更重要的是他的精神激励

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却是他始料未及的
。

19 3 0 年
,

也 着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志士
。

200 多年前的威廉
.

布莱

就是这次演讲差不多一年以后
,

他来到那个以伊本
·

克说过
: “
一粒沙里有一个世界

,

一朵花里有一个天

赫勒敦名字命名的大厅准备再次就阿拉伯文学发表 堂
,

把无穷无尽掌握于手掌
,

永恒是刹那时光
。 ”

而

演讲
,

当他在几位朋友的陪同下步入大厅时
,

却发 按照他的逻辑
,

瞬间划破夜空的流星也是可以永恒

现里面竟然空无一人
。

也许人们终于回过味儿来
:

的
。

那么
,

把突尼斯天才诗人沙比比喻为一颗永恒

他的演讲再怎么精彩也是要全盘否定咱们的老祖宗 的流星
,

也许不算夸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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