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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阿法拉尼区奇案》

内容概要

《宰阿法拉尼区奇案》是一部向神话寓言发展的著作。《宰阿法拉尼区奇案》讲述了一个荒诞的故事
。一位著名的苏非长老制造了一个咒符。所有宰阿法拉尼的人，除了一男一女以外，在一段时间内都
会丧失性功能。他预言说，咒符的影响将会扩大到整个世界，而且这只是他改善世界状况的第一步。
他的目的是要通过给人类打击，让他们来反省自身状况，认识生命的本质。同时，他还呼吁，人类应
当共同努力，来创造一个没有战争、没有饥饿与压迫，人与人之间能够完全平等的公正的社会。他认
为，这样的目标靠正常的手段显然是无法实现的，因此他为人们制造了咒符，要创造一个咒符的世界
。此外，他还为街区的人制定了几项新规定：居民不得吵架，要友爱宽容；要在晚上八点的时候准时
睡觉，早上七点之前不许出门，并且大家要在同一时间吃同样的早饭。围绕着咒符给街区带来的变化
，街区人们陷入烦躁之中。一方面，由于恐惧心理、侥幸心理，人们对长老的规定都严格服从。但另
一方面，人们又似乎特别没有耐性，常常会产生怀疑和绝望的心理，每个人都处在紧张的状态下，在
希望和绝望的交织、缠绕之下，人性最受压抑、最原始的一面暴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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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哲迈勒·黑托尼（1945-），埃及当代著名作家，1945年5月9日日出生于埃及的农村。上埃及留有大量
的法老文化遗产，这使他自幼就与法老文化结下不解之缘。幼年时，他随父亲举家迁往开罗，生活在
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埃及著名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出生、成长的老城区——哲迈利耶区。
　　20世纪70年代，黑托尼曾经做过6年的战地记者。对战争的亲身经历，对战争失败的冷静认识，都
使他对人生、对生命有了一种全新角度的深刻思考。这段时间的经历对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有着巨大的
影响，在他的很多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他对社会黑暗面的披露，对战争、对人类思想的发展方向
、对生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对人类应该如何面对生活、超越死亡，都有着深刻的思考。黑托尼受
共产主义思想影响很深，是埃及的[左]派代表作家之一。1966年，他还因[共产党罪]而入狱半年。
　　黑托尼作品特点鲜明，具有丰富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他非常善于借鉴本国的历史、文化遗产，法
老时期的文化遗产与伊斯兰文化、文学遗产，特别是苏非文化，对黑托尼的创作影响较大。同时，在
创作手法上，黑托尼则引进西方各种创作方法，结合本土文学特点进行尝试和创新。正如他自己所说
的：[我总是试图将小说放在整个阿拉伯文化遗产的氛围之中，同时创造一些新的表达方式与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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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卷宗一　介绍一些宰阿法拉尼区人的性格特征以及从知情人士那里得到的街区情况汇报卷宗二　周五
发生的一些事情卷宗二附　周五以及第二天发生的事情卷宗三　宰阿法拉尼区人之间爆发的争执事件
以及相关记录第一号记录　最高委员局旧街区警察署来自一份递交给特殊安全局局长的秘密报告里的
内容关于哈桑·艾努尔详细情况的专门一卷汇报为收集新闻信息而做的一些努力反宗教极端主义部门
递交给特殊安全局局长的记录内容（节选）递交给宰阿法拉尼区状况研究最高委员会的报告特殊一卷
　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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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漫不着边的精彩幽默，但过分着重于细节刻画而总体框架很模糊，不知道这书的主旨是不是性解
放，大概是吧。。。
2、RP
3、非常有趣，不过结构似乎有些问题。
4、阿拉伯文的小说，原文没见过想必见了也读不懂，翻译好孬不敢说。阅读经验告诉我，白描加密
集叙事的文本，一定有笔不到意到的寓言性。直义层面的失语，我归咎于自己对埃及历史文化国情民
俗的无知，也暗怪翻译的文学修养欠佳、审美悟性平平，没能提供更多破解文化密码的信息。我只能
耐心琢磨情节发展，等着那些意义从文本的伤口里渗出。随便什么都好，宗教启示或政治隐喻，道德
讽喻或美学革命，总之是对群体命运的某种象征性思考之类的东西⋯⋯结果什么也没等到。没有伪装
或论断，甚至连曲解的机会也不提供，黑大叔干净利索用落下帷幕，后事不详。开显良知重建价值坐
标伦理关怀？什么都说得通，但说什么都会觉得自己特别二。根本没有什么悖谬双构的色情描写，这
黑色幽默的颜色太纯，让人怀疑是个空城计。假若世界上所有男人都性无能，能否拯救沦落的道德？
佛教上是个由色悟空的问题，但这是伊斯兰教背景的小说。詹姆斯说欲望总在时间之外，叙事之外，
在一定具体语境中爆发并成就其历史意义。这句话的意思在读到这本小说时我才明白。性不仅是欲望
的变体，它维系着一切平庸而琐碎的世俗事件，没有什么小说比宰阿法拉尼的故事更能说明这一点。
看小说里的市井描写就想起金瓶梅那些明代世情小说。近似之处在于人物那些丰繁又混乱的宗教态度
，比如乌姆&amp;#8226;苏海尔吵架前都用赞美真主的话作开场白，不同的是金瓶梅里那种礼教压抑所
积蓄的欲望势能，在埃及人身上压根儿就没有。显然故事如果接着往下编，就算全人类都不举，黑大
叔也不会弄出个诺亚方舟倾覆，梦幻泡影如电如露的末世景观。我到处查伊斯兰教的资料，结果还是
不甚了了。只能揣摩黑托尼的哪部分叙事因素是受了苏菲神秘主义哲学的影响。比如宗教描绘的缺失
，这在一个教徒作家的小说里很罕见，大概和苏菲教义里真主是超验的不可言说形容的观点有关。受
了符咒了人们失去性功能，大概是种消极反抗的姿态。真主“在一切之内”，这和泛神论是有别的，
但这种态度和印度教有种亲近感。这是胡乱联想的，我对印度教的无知并不比伊斯兰教少几分。事实
上西方倒是认为，苏菲派和基督教在精神内核上有着很高的一致性。语言真是精神之相。民族感的形
象性、美学依据，都在叙事语言上。冒着清新土腥气的笔调是这小说最好最特殊的部分，有灵性也有
趣味。意识形态总是外衣一件，只有语言的镜子，可以照出那些荒诞故事下呛人的尘世烟波，一一指
向人道的原初和终极。——————————线上为扯，线下为淡—————————哪位对埃及历
史文化国情民俗什么的有研究的好心人，快来给我讲讲吧。埃及，“以劳动人民力量联盟为基础的民
主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七十年代的宪法里就写了“国家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和私人所有制”
三种形式并存。太前卫了，不是说那什么是邓爷爷原创的么。琢磨着金瓶梅的时候，突然觉得李贽的
思想和伊斯兰教里的一部分教义很像啊。我依稀记得哪个学者说李贽思想是儒释道回兼收并蓄，四教
皆崇的。可是除了李贽本人的回教徒家庭背景和他执守回教葬式两点之外还有什么论据？似乎没有详
细论述这一观点的文籍。若要自己论证，得先找李贽年谱，理清他的交游和著述，还得研究一下明代
宗教史。不能以论代史还有什么好玩的！要是我还在学校里混，并且搞外国文学或者比较文学，我大
可以欢呼一声：下辈子有饭吃了，哲麦勒&amp;#8226;黑托尼还木有人搞！可怜的文学研究者们对着资
料奇缺的阿拉伯语文学一定傻眼了，有胆色的赶紧占山头去吧。不过这种书，是要抱着度人金针的热
忱用眉批密密麻麻勾画着读的。世间已无金圣叹张竹坡，念及此可以痛哭一场。要体系化干什么？理
论建设除了为了归类索引方便的工具论意义，还有他妈的什么用？白白了学院派。报上说莫言和黑托
尼“心心相印”（太肉麻了记者同志，您就不觉得换成惺惺相惜得体点吗？）单从小说来看，这两人
创作追求上大概有点相近，也都喜欢自己搞一整套“哲学”体系来支撑自己的作品。我没看过黑托尼
的文学主张不好妄评，不过莫言一向自信有着足够的思维强度能够把握、控制、重塑其生活的时代，
事实上我觉得他其实压根没有。黑托尼倒没有那种强悍雄辩的个人气质，他就像唱太平歌词的，絮絮
叨叨一个话痨，但是温淳谦恭，连玩魔幻都玩得那么实在，比莫言可爱多了。
5、形式大于形象...
6、像是埃及的莫言。
7、还蛮有意思的 我很喜欢
8、果然是我最近一直颇有执念的封闭区域小群体像啊！不无奢侈的铺陈，细致迷人的描绘，实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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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阿法拉尼区奇案》

荒诞，但近结尾处的节奏貌似没把握好。
9、5/10. 差了不止一把火候的感觉，不知道是不是翻译的问题。结尾也略草率。总之这个系列不推荐
。
10、奇妙的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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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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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阿法拉尼区奇案》

章节试读

1、《宰阿法拉尼区奇案》的笔记-第54页

               读这本书之前，对伊斯兰世界的了解只有穿着白色长袍戴着头箍的男人，蒙着黑纱全身只露出
两只眼睛的女人，禁欲，恐怖主义，还有不吃猪肉。
    这本书用亲切温柔的文字，直接把我带去了宰阿法拉尼，这个普通伊斯兰小区的市井生活。身
高127cm的吝啬鬼萝卜头，充满欲望的大嗓门的胖女人，一户人家吵了架所有人家都跑过去围观，一
围观就是好几个小时。还有超爱砍价，砍完又什么都不买的女人。
    这和我们身边的人们似乎没什么区别嘛。
    刚看到所有男人都丧失了性能力，期待后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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