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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有新意的外国文学史著作。它把西方文学放在世界文学的总体格局和东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中
，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其成就，注意吸收最新的研究成果，内容涉及从古代到20世纪的西方文学的近
三千年的历史，重点介绍了大约200个作家。全书史料翔实，论述具体，分析深刻，而且图文并茂，配
有100幅作家图像。
    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陈惇教育，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会国高校外国文
学教学研究会融会长、中国人民大学黄晋凯教授，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
、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院长刘象愚教授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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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星诗社”与龙萨——随笔式散文与蒙田  ⋯⋯第四章 17世纪文学第五章 18世纪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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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索福克勒斯拥护民主制，痛恨暴君，痛恨僭主的专制统治。西西里僭主和马其顿国王都曾向他
发出过邀请，他一概拒绝。他认为“谁要是进入了君主的宫廷，谁就会成为奴隶，不管去时多么自由
。”(见他的残诗)但是，他属于温和的民主派，一方面宣扬民主精神，同时又认为传统的宗教观念和
古老的习俗不应否定；他对传统的命运观念有所怀疑，同时又认为命运无法抗拒。这些方面构成了作
家思想上的矛盾。但是，作为雅典民主制的繁荣时期时代精神的代表。他更多地肯定人的创造能力和
独立自主精神。他在悲剧《安提戈涅》的第一合唱歌中，歌颂了人征服自然的能力和人的聪明才智。
这支合唱歌的第一句：“奇异的事物虽然多，却没有一件比人更奇异”，已经被公认为古希腊文化中
人本精神的名言。在人与命运的关系上，他强调的不是人对命运的服从，而是人的自主精神和人对命
运的反抗。命运在他的心目中，已经不是具体的神物，而是在冥冥之中存在着的一种力量，一种超乎
人类之外的抽象观念。    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在当时获得很大的成功。公元前468年的，，戏剧竞赛中，
他第一次得头奖，赢了埃斯库勒斯。后来又连连在竞赛中得胜。他大约写了一百三十多部剧本(一
说123部)，流传至今的只有七部完整的悲剧，即《埃阿斯》  (约公元前442年演出)、《安提戈涅》(约
公元前441年演出)、《俄狄浦斯王》(约公元前431年演出)、《厄勒克特拉》(公元前419年至415年之间
演出)、《特刺喀斯少女》(约公元前413年演出)、《菲罗克忒斯》(公元前409年演出)、《俄狄浦斯在
科罗诺斯》(公元前401年演出)。索福克勒斯在埃斯库勒斯成就的基础上，又推动了希腊悲剧向前发展
。他首先在悲剧演出中采用第三个演员，这就使剧本的情节和人物可以表现得更加丰富，更加复杂。
同时，也使对白在剧中占有了更加重要的地位，增加了戏剧的成分，减弱了合唱队的作用。索福克勒
斯最重要贡献在悲剧的结构布局方面。他的作品结构复杂，富有悬念，同时又严整简洁，和谐完美。
他特别善于在封闭式的结构中，运用各种手法，把悲剧冲突的发展处理得既出人意料又合情合理，),
从而使剧本产生巨大的震撼力。索福克勒斯善于刻画人物，三言两语就能把人物写得栩栩如生。他说
过，他是按照人“应该是怎样”的原则来塑造人物的，因此他的人物具有理想性。他们既不是神，也
不是普通的人，而是理想的英雄人物；他们比埃斯库勒斯的人物更接近现实，然而又不失其崇高性。
索福克勒斯剧本的语言洗练有力，对白紧凑，文字富于联想，许多段落可以独立成章，被认为是抒情
诗的典范。另外，索福克勒斯还打破了三联剧这种传统的戏剧形式，介绍了可以转动的剧景，改进了
服装和音乐等。    索福克勒斯的作品没有直接涉及当时的现实生活，但表现了公元前5世纪中叶雅典的
时代风尚，即提倡民主精神，鼓吹英雄主义思想，重视人的才智和力量。他的最重要的作品是《俄狄
浦斯王》。剧本取材于一个古老的神话。忒拜王拉伊俄斯无嗣，去得尔福求神。阿波罗神说，他将有
一个儿子，但那孩子将杀父娶母。后来。王后伊俄卡斯忒果然生下—个儿子。拉伊俄斯命仆人弃之山
野，而且在婴儿脚跟钉上钉子，自以为即使有人发现也不会收养这个残废的孩子。谁知那仆人怜悯孩
子，把他送给了邻国科任托斯的牧羊人。科任托斯国王波吕玻斯同样无嗣，便收养了这个孩子，取名
俄狄浦斯(意即脚肿人)。俄狄浦斯长大后，从一个醉汉口中得知。他不是国王亲生，便去得尔福询问
阿波罗神。阿波罗没有告诉他父母是谁，却预言他将杀父娶母。俄狄浦斯为逃避厄运，离家出走。在
一个三岔路口，遇到一个老人，带着四个随从。那伙人非要俄狄浦斯让路，双方争执起来，以致动手
。俄狄浦斯不慎将老人和他的三个随从打死，剩下一人逃回忒拜，谎说是遇到一伙强盗，主人才丧命
。此人正是当初受命丢弃俄狄浦斯的仆人。忒拜人祸不单行，国王死后，又出现人面狮身妖斯芬克斯
。此妖坐在城外山头，向过路人提出一个谜语：什么动物早上四条腿，中午两条腿，晚上三条腿，腿
最多时最软弱。回答不出的人就被它吃掉。多少人就此丧生。正在忒拜人无望的时候，流浪的俄狄浦
斯路过此地，道破了谜底是；人，因为人幼年四肢爬行，成年双腿行走，晚年加拄拐杖助行。斯芬克
斯遂跳崖自杀。忒拜人拥俄狄浦斯为王，王后也嫁给了新王。俄狄浦斯想要逃脱杀父娶母的命运，然
而阿波罗的预言还是应验了，他无意中犯下了这两项大罪。    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不是从头开始描写这
个神话故事，而从十六年之后写起。那时，城邦发生了瘟疫，麦穗枯萎，牛羊瘟死，妇人流产。克瑞
翁回来报告神的指示：天神降灾是因为杀死老王的凶手还生活在忒拜，必须把他驱逐，忒拜才能免除
灾难。俄狄浦斯向众人表示自己查明案情，为城邦复仇的决心。他发誓：“假使他是我家里的人，我
愿忍受我刚才加在别人身上的诅咒。”他恳求预言者拯救城邦，说出谁是凶手。预言者却不肯道出秘
密。俄狄浦斯指责他如此不忠，可能就是罪行的策划者。被激怒的预言者才说出，国王就是那杀人的
凶手。俄狄浦斯怀疑这是克瑞翁的阴谋，指控克瑞翁谋害他，意欲夺取王位。二人争执不下，王后出
来劝架，说预言者和神示都不一定可信，当初有预言说国王将死在他儿子手下，可是，他却是在三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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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口被一伙强盗所杀。俄狄浦斯闻听此话，想起了往事，不禁紧张起来。他向王后打听拉伊俄斯的长
相和被害的经过。知道事情的经过与他的经历大体相同，出入只在打死老王的凶手是一伙强盗还是一
个人。他急于找到那逃回的仆人问个究竟。科任托斯的报信人来到忒拜，报告那里的国王去世，人民
要求俄狄浦斯回国继承王位。但是，娶母的预言使俄狄浦斯不敢回去。恰好那报信人就是当初接受弃
婴的牧人，他告知预言无效：因为俄狄浦斯本不是波吕玻斯亲生。此话使俄狄浦斯大为惊讶。王后却
明白了事情的真相，阻止他追问，随即冲进宫去。人们找到了从三岔路口逃回的随从。报信人认出，
交给弃婴的就是他。在国王的威胁下，他才说出那婴儿不是自己的而是拉伊俄斯家的。俄狄浦斯的身
世大白于天下。他也看到了自己的罪责，冲进宫去。王后已经上吊自杀，俄狄浦斯用金针刺瞎了自己
的眼睛，带着他的女儿离开忒拜。    悲剧中的俄狄浦斯是一个优秀的人物。他追求高尚的道德原则，
他聪明机智为民除妖，他治国贤明，被国人视为救星。但是他一生都处在与命运抗争的过程之中，并
表现出坚强的意志和独立自主的精神。为了逃避厄运，他放弃高位，四处流浪。在剧本集中描写的追
查凶手一事中，他为了拯救国家而穷追不懈。一旦发现自己有可能无意之中犯下了弥天大罪时。他不
掩饰，继续追查，不相信命运具有不可违抗的威力。最后证实自己有罪，他自我流放．承担责任。俄
狄浦斯的独立自主精神与不可抗拒的命运之间，构成了激烈的悲剧性的冲突。俄狄浦斯的事与愿违的
经历，使悲剧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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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绪论在外国文学的教学和研究的领域里，历来有“东方文学”和“西方文学”的提法。所谓“东方文
学”指的是亚非国家的文学。而所谓“西方文学”，指的是欧美国家的文学。其实，这种提法并不具
有严谨的科学意义，但是，自有它的可取之处，因此被广泛使用，也能被大家接受。   “东方”和“
西方”本来是一个地理概念。但是这种概念被历史、文化、政治等学科借用的时候，已经超出地理的
意义而具有一种特定的涵义。欧洲人从自己所处的地理位置出发，历来把地中海东岸一带和亚洲西部
称为近东，而把亚洲东部称为远东。15～16世纪后，欧洲一些国家相继进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
它们为了寻找海外市场，大举进行殖民主义扩张活动。印度、中国等传说中的富庶地区，成为它们的
主要侵略目标。后来，亚洲国家，也就是他们心目中的东方国家，陆续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于是，
“东方国家”也逐渐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同义词。相应的，“西方国家”就成了资本主义列强
的同义词。“东方”与“西方”这两个词产生了新的特定的意义。非洲国家并不属于亚洲，但是，因
为它们属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于是，当人们提到“东方国家”的时候，自觉不自觉地把它们也包
括在里面。约定俗成，“中人本菌家与“西方”国家，成了“亚非”国家与“欧美”国家的代名词。
至于70年代以来出现的“东方主义”的说法，又有其特定的涵义，这里姑且不论。  但是，我们在研究
世界文学时，运用“东方”与“西方”的观念，主要还不是从这种政治的意义出发，而是从文化体系
的意义上来划分的。有文字记载的人类文化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世界上存在的文化也多种多样，然
而就其总体来讲，就大的方面来讲，可以划分为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两大体系。欧美各国有着共同的
文化渊源——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共同的宗教信仰——基督教，而且又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和种族的
政治的联系与纠葛，历来关系密切，交流频繁，其历史和文化发展的进程也具有许多共同之处，因而
形成了一个具有内在联系比较密切的文化体系。与欧美国家相比，亚非国家的情况就很不一样了。它
们的文化渊源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相互的联系也没有欧美国家那么密切，因此在文化上没有整体性
和统一性，其中包含有相对独立的中国文化、印度文化、波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和黑非洲文化。但是
，近代以来的共同的历史命运，宗教、文化的交流，以及在文化形态上的某些有别于欧美文化的共同
特征。又使它们具有某些共性，形成与欧美文化体系不同的另一个文化体系。人们借用政治概念，把
这两种文化体系分别称之为“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文学的情况也是如此。不同的文化传统，
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审美理念，不同的社会状况，不同的历史命运，使东西方文学的发展呈现出
不同的形态，形成不同的特征。所以，在认识和描述世界文学的时候，把它分为西方文学与东方文学
两个部分，是完全有理由的，符合实际的。本书是一本欧美文学史，之所以不用“欧美文学史”而用
“西方文学史”的名称，主要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为的是突出其文化体系的意义。    文学是一个复
杂的现象，影响文学发展的因素也多种多样，要想在一部文学史中，把所有的文学现象包容无遗，把
有关文学史的所有问题都说个一清二楚，那是很难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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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师大老师编写的～不错比南开的实在些
2、课本么～不好也得拿着
3、如果要考北师大文学院的研究生的话，这套书是应该看看的。
4、英雄所见略同了，此书同为北师老师之书，编写及内容选择精当是一贯的，考北师可看看，我也
正在看呢
5、很全面但没重点
6、这套书的编写方式非常好，对于西方文学是放在世界文学的大环境下写的
7、掩卷痛哭⋯我这么无知竟还不愿努力！！
8、五星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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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西方文学史 第一卷 古代-18世纪文学》的笔记-第10页

        在希腊，有着活跃的政治生活，公民有着独立的人格。希腊人认为，在一个合理的、协调的、稳
定的、相对自由的社会中，个人和集体完全可以同时发展。他们尊重个人的重要性和个人尊严，同时
也要求有社会责任感。希腊人的观念是现世的、乐观的、以人为本的。他们热爱生活，追求现世的幸
福和个人荣誉，追求个人的全面发展，不那么注重来事；但是，他们也相信，命运不可抗拒，神祇必
须尊崇，做任何事情都应该保持”适度“。因此，在希腊人的精神中包含着两个方面，有人把它们概
况为阿波罗精神和狄奥尼索斯（酒神）精神。狄奥尼索斯精神指的是积极热情、发挥活力、追求享受
，它赋予人们以勃勃生机和创新精神，使生活充满希望，积极向上。然而，任其泛滥，就会变成破坏
力量。阿波罗精神集中体现在阿波罗神庙里的两个箴言中，即”自重“和”自制“。希腊人追求完美
，也就是这两者的结合，理智与感情，节制与狂欢的和谐。这就是希腊人的生活态度。这才是和谐社
会吧，摒除低级趣味，做个纯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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