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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学术界普遍忽视 西欧文
一

艺复兴时代之 文学和艺米 的阿拉伯渊 源问题
」

以近代 第一 位

诗人但丁的《神曲)为例
,

可见其时文学的阿拉伯来 源是十分 明显的
。

文学之 外
,

阿拉伯 艺术还 对

文艺复兴时代 西方 的建筑艺术
、

装饰艺术和微型 艺术有重要影响
。

关键词
: 文艺复兴 ; 阿 拉伯 文化 ; 但 丁 ; 威尼 斯东方学派

中图分类号
: K 5 6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0 0 1 一 0 2 2 X (2 0 0 1 )0 6 一 0 1 0 0 一 0 5

在中世纪盛期
,

东西方文化交流步入了一个繁盛 的时代
。

这次大规模的东西文化交流不

仅对当时西方文学和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

而且还对 中世纪 向近代过渡时期的西方

文学和艺术以极大的激励
。

可以说
,

东方的文学和艺术亦成为文艺复兴时代西方文学和艺术

的,-- 个源泉
。

然而
,

在谈论文艺复兴时
,

学者们却往往只 强调西方古典文化对它的影响
,

几乎

完全忽视了东方文化
,

尤其是阿拉伯文化对它的影响
。

因此
,

笔者不揣浅陋
,

就西方文艺复兴

时代文学与艺术的阿拉伯渊源问题作一实证性的探讨
,

以期抛砖引玉
。

在中世纪盛期
,

因东西方文化交流所带来的阿拉伯人的传奇
、

寓言等文学作品的西传
,

不

仅对当时西方的骑士文学产生影响
,

而 且还对后来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也产生影响
。

在意大利人文主义作家 卜伽丘
、

塔索等人的文学作品中都可 以看到东方文学影响的痕迹
。

限

于篇幅
,

我们仅以近代西方第一位诗人但丁为例说明之
。

但丁的《神曲》曾受到过阿拉伯文学的影响
。

最先发现这一问题的是西班牙著名的阿拉

伯学家米格尔
·

埃森
·

帕莱西奥斯( M ig u e l A s in p a la c io s ,

18 7 1一 19 4 4 )
。

19 19 年他出版的《穆

斯林的末世学与 (神曲 ) ))(La e s e a to lo g ia m u s u lm a n a e :1 ]a D iv in 。 c o m m e d i。
,

M a d r id
,

19 19 )系统

阐述了这一论点
,

从而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震惊
。

追随者有之
,

反对者亦有之
。

通过对穆斯林末世学和神曲的比较研究
,

帕莱西奥斯发现
,

两者无论在总体结构上还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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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上都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这表现在
:

其一
,

但丁《神曲》中从地狱到天堂的旅行这

一构思与穆斯林的末世学中穆罕默德升至 大堂的漫长行程相同 ;其二
,

但丁关于天堂与地狱的

想象中的某些特征和细节也与穆斯林的末世学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
,

如但丁与穆罕默德在

神游时都有一个人引导等
。

他最后得出结论
:

丫l王丁关于 天堂与地狱的幻想
,

在结构与许多细节

七应归功 于穆斯林来源 [l ] (P , 3 ‘片

194 4 年人们在巴黎
、

罗 马和牛津相继发现 厂
一

本阿拉伯人传奇 (名为 L iber de S c al a M a -

ch
o m eti )的 13 世纪拉丁文与法文译本

。

这部传奇详细地描述 了穆罕默德在天堂与地狱旅行

的经过
。

通过对它与《神曲》的比较研究
,

我们可以看出
:

其一
,

这部阿拉伯传奇中引导穆罕默

德神游的是天使盖布里尔 (G ab ri el )
,

《神曲》中引导但丁神游 的是诗人维吉尔 ;其二
,

在这部阿

拉伯传奇中
,

试图将穆罕默德在升天过程中引人迷途的是三种声音
,

而在《神曲》中
,

但丁迷途

时恐吓他的则是三只动物 ;其三
,

穆罕默德的第
一

层地狱中的无情大风与但丁的第二圈中的凶

猛大风是相似的 ;其四
,

穆罕默德所看到的大狱 ((;r
e at H e

ll) 有墙和七个大门
,

这可能是但丁第

六圈中的第斯城的模型 〔, 〕(p , 40 一

川 )
0

但丁之《神曲》与阿拉伯传奇中的这种惊人的相似性是无可辩驳的
,

即便是巴莱西奥斯的

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

这可以 说是《神曲》之阿拉伯来源的内在证据
。

而但丁之《神曲》是否受阿拉伯文学影响的关键问题则是
,

但丁是否真正接触过 阿拉伯传

奇 ? 他对伊斯兰 文化与宗教的态度如何 ? 西方当时的文化氛围又是怎样的 ? 即《神曲》之阿

拉伯来源的外在证据问题
。

但丁 对伊斯 兰科学与哲学深有了解
,

这 是大家所公认 的
,

问题是但丁对阿拉伯传奇
、

寓言

是否了解
。

大量事实证明
,

但丁
一

了解阿拉伯传奇与寓言
,

并显然受到其影响
。

这种影响通过两

条途径而至
。

其 一是通过西方的骑士传奇
,

这些骑士传奇是
“

基督徒与穆斯林相遇而结 出的

果实
。

穆斯林英雄与基督徒英雄肩并肩地出现在这些传奇中
”

[ 2 ] (P 12 5 )
。

此类骑士传奇甚多
,

如有关萨拉丁的传奇和西尔阿特
·

安泰来的传奇等
。

为什么但丁将史书中描写成基督徒死乱

的萨拉 J
‘

看作是英雄
,

并与 占代英雄放在 一起加以赞颂
‘

! 因为其中一些有关萨拉丁的传奇就

把他看作是一位骑十英雄
。

在但丁日寸代
,

萨拉 f 的英雄品质是人们十分钦佩的
。

有的学者以

西方的萨拉 厂传奇影响了但丁 为由 而否认阿拉伯传奇对他的影响
,

殊不知
,

这类传奇之出现本

来就是拉丁西方人与穆斯林相互交往的结果
,

而且有些传奇中的人物早已在阿拉伯传奇 中流

传 多年
。

这是一种次级的传播渠道
,

由此
,

但丁得以了解穆斯林英雄人物
。

其二
,

但丁本人可能直接阅读过译为拉 J
一

文的阿拉伯传奇
,

或者通过别人的有关著作了解

了阿拉伯传奇
。

如被一些学者看作是但 丁《神 曲》之依据 的阿拉伯传奇 (即前文 中提 到的

Lib 。 : d e S c a le M a e h o m e ti)是于 一2 6 4 年由意大利人塞纳的勃那文图埃 (B o n a v e n tu ra o f S ie n a

)在

西班牙卡斯提国王阿尔丰索十世的宫廷中译 为拉丁文的
。

从其手稿的情况来看
,

这个译本在

意大利
、

法国
、

西班牙曾广为流传
。

因此
,

但丁 可能读到过它
。

意大利百科全书家拉第尼 (13 世纪初一12 95 ) 出生于佛罗伦萨
, “

早在 14 世纪
.

他就被人

有J引证为
‘

但丁的老师
’

( m a str o d i D a n te )
”

[ : , ] (。 26 )
。

他 曾于 1 26 0 年作为佛罗伦萨大使出使

过西班牙阿尔丰索十世的宫廷
,

可能早就认识勃那文图埃
,

而他本人也是一位对伊斯兰教有浓

厚兴趣
,

并对 阿拉伯哲 学
、

科学
、

文 学
、

宗教有深 刻了 解的学者
。

他 的杰作《珍宝之 书》(Li

Li rr e s d
o : , tr e

、
r

)是用法文写成的
,

并于 14 世纪或在他活着的时候便被一位佛罗 伦萨人勃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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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埃姆邦尼 (B on
o G ia m bon i) 译为意大利方 言托斯堪语

。

从这部著作中
,

我们可 以看 出
,

他

与伊斯兰有甚 多接触
,

这大概是他在出使西班 牙时接触到的
。

他关于知识的分类抄袭于伊本
·

西那
,

他一定利用过阿拉伯语源的动物寓言集
。

从其作品《亚里 山 大里亚传奇》中可 以看

出
,

这则传奇有阿拉伯人的传统
。

他对穆罕默德的预言和穆斯林教义与习俗有一些 了解
。

而

且他的两部著作的书名也显示出是受阿拉伯人此类著作影响而起的
。

但丁可能是通过他而直

接读到阿拉伯人的文学作品
,

或者通过他的著作而 了解阿拉伯文学的
。

另外一些 西方阿拉伯学家的著作可能也是但丁据以了解阿拉伯文学的渠道
。

一是罗曼
·

鲁尔
。

他不仅深人北非传教
,

而且也曾到欧洲各地巡游讲学
。

他的一部用加泰罗文写成的诗

歌《一百位上帝的名字》(E ls c e n t n o m s d e D e u ,

R o m e ,

1 2 5 8 年 )
,

显然受到过穆斯林 同类著作

如《九十九位上帝的名字》(
a l

一

as m a ’ a 卜hus
n a )等的影响

。

他还打算将 自己的著作译为阿拉伯

文
。

他可能熟知穆斯林西班牙伟大的神秘主义者伊本
·

阿拉比(生活于 13 世纪上半叶 )的著

作
,

而
“

伊本
·

阿拉比关于穆罕默德升入天 国的叙述连同其它一些当时流行 的以阿拉伯资料

为基础而写成的拉丁文与法文的同类叙述
,

与但丁《神曲》的结构极 为相似
,

而它可能影响了

但丁的《神曲》
” [ 4 ]( P3 6 )

。

同时
,

根据鲁尔所引用的穆斯林 传奇可知
,

鲁尔知道一百位上帝的

名字
。

而根据 J
·

W
·

雷德贺斯 (R ed h o u se

)的不完全统计
,

阿拉伯语中曾出现 5 52 位上帝的名

字
。

这类穆斯林传奇并非只影响了鲁尔一个人
,

也影响了其它的西方作家
。

如 1 2 34 年在法国

创作而成的《佛莱门卡传奇》(R o m an
c e Fl

a m en ca )中也出现了 72 位上帝 的名字
。

这显然也是

受穆斯林传奇影响之故
。

总之
, “

鲁尔是穆斯林智慧赖以传播到基督教世界的主要渠道之一
。

考虑到他经常居留于意大利
,

他的著作一定很快就为这个 国家所知 ;它们可能是但丁的伊斯兰

与阿拉伯文学知识 的 来源 之一
”

[ 3 ] (内 10 )
。

二 是 皮特
·

帕斯 查尔 (Pe te r P a s e h a l
,

12 2 7一

13 00 )
。

他出生于 巴伦西亚
,

并对阿拉伯文学有深刻的了解
。

他尤其熟知《古兰经》与《圣训》
。

他还熟知末世论的观点和伊本
·

阿拉比的《夜行到上界》(a 卜Isr a ’

ila M aq
a m al

一

A sr a

)和前已

提及的阿拉伯传奇 (Li b e r

de S c al a Mac ho m e ti )
。

这后两本传奇则 与但丁的《神曲》极 为相似
。

因此皮特
·

帕斯查尔可能是穆斯林此类传奇赖以传至但丁的中介之一 [ 3 拭 咫9 3 )
。

当然
,

传播的渠道是多种多样的
。

尤其是 n 世纪末以 降
,

在西方社会兴起 了一股东方热
。

这一潮流并不仅仅局限于哲学与科学领域
,

也遍及文学
、

艺术
、

社会 日常生活等领域
。

而西方

的某些学者
—

如英国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院长索森
—

却偏执地认为
“

中世纪的欧洲极端

抵制伊斯兰文化的影响
,

除了在唯一的一个领域外
,

这个领域便是伊斯兰 充当与古希腊思想之

联系者的领域
。

没有任何一种受专门的伊斯兰启示 的事物 曾在西方扎下根
” [l ] (P 143 )

。

此种

偏见不值一驳
。

因为伊斯兰一阿拉伯文化对西方的影响在科学与哲学领域有明确的证据
,

但

在文学等领域
,

却缺乏明确的证据
。

然而
,

缺少并不是没有
,

而且传播的渠道也并非局限于书

面翻译
,

口译和 以阿拉伯文资料为来源的介绍著作等也是重要的通道
。

事实亦如此
。

虽然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对立十分尖锐
,

但宗教的对立并没有阻止两

者间文化的交流
,

如《古兰经》的翻译等
。

尤其是 13 世纪
,

西方人力图通过和平的传教方式去

征服异教徒
,

而意大利
、

西班牙
、

法国等地所建立 的一些专门研究东方语言
、

宗教
、

文化的学院

便是明证
。

在这股学习东方的热潮中
,

但丁虽然反 对伊斯 兰教 (这是西方人所普遍拥有的宗
.

教对立情绪 )
,

但他对东方文化
、

科学却抱有敬意
,

作为一个有创新精神的诗人
,

他不会拒绝任

何学习 外来文化的机会
。

虽然在但丁 的作品中找不到他引证阿拉伯文献的地方
,

但也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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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反对学习阿拉伯文化的任何言辞
。

而在他的作品中却出现了伊本
·

西那
、

伊本
·

鲁士德
、

萨

拉丁
,

穆罕默德
、

阿里等穆斯林学者和政治家的名字
,

而且他还将前三位与古代 的英雄置于一

起加以赞颂 [ 5〕
。

这说明
,

但丁的宗教情感并没有阻止他去接受伊斯兰
—

阿拉伯文化
。

综合以上各种证据与分析
,

我们可 以断 言
:

但丁之《神曲》的阿拉伯来源是不可否认的
。

东方艺术为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家开辟新的艺术天地以诸多素材 和激励
。

经过几个世纪

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积累
,

在中世纪后期呈现出东
、

西文化水乳交融的迷 人景象
。

其 中最典型

的一个例子便是 14 世纪西班牙的犹 太人《圣经》手稿 中的毯形插页
。

这种插页是用来装饰

《圣经》的艺术画
。

在整部手稿中共有 30 多幅
。

从这些插 图中可 以 看出
,

它的书法与版面设

计传统来 自于早期和当时的希伯莱人手稿
,

其中复杂的几何装饰 图形则是典型的阿拉伯艺术

传统
,

而装饰手稿的那些奇异的群像和装饰细节则又来 自于基督教西班牙
、

法 国和意大利¹
。

这种艺术上的
“

马赛克图景
”

则是多个民族
、

多种文化交融的结果
。

在欧洲大陆和意大利也呈

现 出了此种景象
。

这无疑为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以极大的影响
。

在文艺复兴时代
,

伊斯兰一阿拉伯艺术仍然对西方产生影响
。

在建筑艺术方面
,

伊斯兰建

筑 中的各种拱门不仅对中世纪西方教堂建筑以影响
,

而且还继续对 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以影

响
。

如威尼斯的一所教堂 ( P a la z z o C a ’ d ’ O r o ,

143 1 )
、

英国牛津教堂大厅中的
“

都铎
” ( T u d o r )

拱 门 ( 16 世纪 ) 都是显例
。

中世纪西方的圆顶建筑多受拜占庭影响
,

而伊斯兰 清真寺的尖塔则

对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的钟楼 ( c a m p a ni li) 和英国的尖塔产生 了影响 [ 6
一

(P 17 4 ) 。

伊斯兰
—

阿拉伯装饰艺术和微型艺术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此类艺术的影响则更为广泛
。

阿拉伯装饰艺术的典型代表
—

几何图案和阿拉伯文装饰图案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备受青

睐
。

意大利人文主 义艺术家用
“

阿拉伯图饰
”

这一术语专指此类装饰图案
。

在英国
, “ ‘

阿拉伯

式
’

( Ar ab es q u e )这一名称则是指英格兰自伊丽莎白之后所应用的浮雕 中的传统模式
。

这一名

称表明
,

在这 一 方面
,

我们从 中世纪的阿拉伯借用了某些东西
” [6 j( P 17 6 ) 。

阿拉伯文装饰艺术在西方的风行则在意大利绘画 中得到体现
。

意大利现实主义艺术的创

始人乔托的绘画 中就出现了此种图案
。

他曾在帕多瓦的阿莱那 ( A ren a ) 小教堂创作 了一幅壁

画
,

上面的基督像的右肩上便披有阿拉伯文装饰的带子
。

佛拉
·

安吉里 克 ( Fr a A ng eli cO ) 和佛

拉
·

里帕
·

里皮 ( Fr
a Li p Po LI PP i) 特别喜欢采用此种装饰图案

。

他们甚至用来装饰圣母 的衣

袖和长袍的衣边 [ 6 ] ( Pl “ )
。

他们显然不甚 了解这种装饰图案的来源
,

反映出阿拉伯人的装饰

艺术历经几个世纪已融入西方艺术家的 日常素材之中
。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最杰出的艺术家

列奥那多
·

达芬奇在其绘画 中也描绘过伊斯兰模式 的装饰 图案
。

可见
,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

的艺术家也受到了东方艺术的启发应是无可置疑的
。

在实用的微型艺术方面
,

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艺术家受东方的影响则更大
。

阿拉伯金属

雕刻与镶嵌艺术不仅给中世纪盛期的西方 以很大影响
,

而且当此类艺术于 15 世纪在其发源地

—
阿拉伯世界开始衰落之时

,

它却在西方获得了再生
。

这是因为在十字军东征时意大利各

¹ S yb il

e d s
.

M in lz
, “ T l一。 C a r万

, 。 r P a g e s , , f . }一e 51) a lll、 h
一

I le b re w Fa r h i B ible ” , in M
.

J
.

C h ia t a n d K
.

L
.

R e ye r s ‘, n

T h e M e 。!ie v a l M e d il e r ra n e a l一 : C r o 、、
一

(: u lt盯 a l C 一, n ta e t、 , N 。) r th S la r P r e s、 o f St
.

Clo u d , 19 8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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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所建立起来的东方贸易网络于 15 世纪达于鼎盛之故
。

一位西方学者论道 : “ 在威尼斯
,

穆斯林金属制品对当地的手工艺人的影响是相 当深刻的
,

以致 于兴起了一个与众不 同的威尼

斯东方学派
。

在这个学派中
,

穆斯林的技术与设计图案被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艺

术家加以利用
,

并使之适合于他们的审美观
。 ”

[ 6 ] (P 12 , )此外
,

西方的陶瓷
、

玻璃品
、

木雕
、

象牙

雕刻及书籍装饰等艺术也受到东方的明显影响
,

此不赘述
。

在音乐方面
,

阿拉伯人也给西方以极大的影响
。

一位 西方著名的音乐史家评论道
: “

阿拉

伯音乐的影响是中世纪欧洲音乐向近代欧洲音乐发展 的转机
。

其影响表现于多方面
,

诸如促

进了近代乐器和和声的兴起 ;移人了有量音乐和有量记谱法
; 介绍 了 D 。 、

R e 、

Mi 唱法
,

促进 了

各声部音乐的形成
。

至于节奏
、

曲调 以及艺术风格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
,

尤以西班牙和亚美尼

亚为最
。 ”

〔7 ] (巴 3 5 )

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受东方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和深刻的
,

可 以说
,

这是此前东方艺术

涌向西方之潮流的继续
。

这不仅丰富了西方的艺术宝库
,

而且还在诸多方面给文艺复兴时代

的人文主义艺术家进行艺术上的创新提供 了素材与启迪
。

总之
,

通过以上的研究
,

我们可 以看出
,

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文学和艺术都在一定程度

上受到了阿拉伯文学和艺术的影响
,

它们成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家和艺术家赖以创新的源泉

和动力之一
,

因此
,

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和艺术的东方来源不容忽视
。

但是自近代以来
,

伴随着西

方文化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
,

西方文化优越论甚嚣尘上
。

上述的研究表明
.

西方文化在中世纪

盛期的复兴和繁荣以及自中世纪向近代文化的转变都曾受到过东方文化的启示 和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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