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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第三只眼睛看诺贝尔文学》视野开阔、情感充沛、文笔雅洁，探究诺贝尔文学奖的精神内涵、
透视当下中国文学的尴尬境遇，多有梳理，多富开创，是国内“诺贝尔文学奖研究”这门“显学”的
重要考索成果。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第三只眼睛看诺贝尔文学>>

作者简介

　　王芳，女，1960年11月19日出生。
1983年本科毕业于内蒙古大学汉语言文学系，1986年研究生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
现为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担任全国高等教育外国文学指导委
员会理事。
　　主要研究方向：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
出版专著《中西方文学人文精神比较研究》。
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代表论文《红楼梦与魔幻现实主义》《中西方文学自我意识比较》《中国五四
新文学与俄白银时代比较》等，被《人大复印资料》《高校社科文摘》《新华文摘》等刊物转载或收
入要目。
曾主持内蒙古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一项，主持自治区教育厅项目两项，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
一项。
获“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政府奖”二等奖一项，三等奖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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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捷尔纳克——俄罗斯“回归文学”的杰出代表第六章 诺贝尔文学与法兰西文学大国的风范一、文学
思潮的领舞者二、萨特——存在主义文学的代表三、西蒙与新小说四、勒·克莱齐奥——世界的漂泊
者第七章 诺贝尔文学与英国文学的现代性一、英国20世纪文学的现代性二、T·S艾略特——第一位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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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的作家第九章 亚洲文学与诺贝尔文学的世界性一、亚洲文学的古老传统与现代性转折二、泰戈尔—
—亚洲文学走向西方的桥梁三、川端康成——日本文学美学精神的代表四、大江健三郎——一个日本
文学中的另类第十章 诺贝尔文学与拉丁美洲的爆炸文学一、诺贝尔文学园地的拉美风情二、拉丁美洲
理想的象征——米斯特拉尔三、马尔克斯与拉丁美洲的“文学地震”四、拉丁美洲当代诗坛的一颗明
星第十一章 诺贝尔文学与东方文化的解读一、阿格农与希伯来文学传统二、纳吉布·马哈福兹——让
阿拉伯文学走向世界三、帕慕克视野中的东西方文明冲突第十二章 诺贝尔文学奖坛上的女性作家一、
女性作家对诺贝尔文学理想主义的诠释二、拉格洛夫——诺贝尔文学奖女性得主的一面旗帜三、多丽
丝·莱辛——女性作家中的长青树四、女性作家对诺贝尔文学的意义第十三章 诺贝尔文学与北欧文学
的奇幻异彩第十四章 中国文学的诺贝尔奖情结一、焦虑与不屑二、沈从文与诺贝尔文学的情缘三、追
问与思考四、中国文学离诺贝尔文学奖有多远五、中国文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可能性附录一 历届诺
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及其代表作名录附录二 诺贝尔文学奖大事记附录三 各国获奖数量（截止2010年）参
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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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黑塞文学生涯前后长达60年，在这期间他兼收并蓄从丰富的哲学和文学著作中汲取思想、主题和
叙事技巧。
黑塞专家们找出了他的阅读造成的几种最重要的影响。
德国浪漫派作家中的歌德、让·保尔、诺瓦利斯和其他人对他的影响是如此深远，在哲学家里面要数
康德、叔本华和尼采给他的印象最为深刻。
他还沉浸于东方哲学和宗教思想之中，其中包括中国古代诗人和印度的《奥义书》等。
历史学家布克哈特、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和荣格，以及俄国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对黑塞的思想和艺
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从浪漫主义者强调直觉的个人主义、叔本华和尼采的意志哲学以及弗洛伊德和荣格的深层心理学中间
，黑塞发展出一种类似现代存在主义的浪漫派个人主义，一种避免了早期德国浪漫主义那种多愁善感
的个人主义。
他的具有高度自传性和自白性的作品主要描述他称之为内心旅程的个体的发展。
黑塞自称，在他生命里，对他影响最大的要数印度和中国的哲学，黑塞的东方主义将亚洲视为个人新
生和精神价值的源泉。
黑塞一生热爱东方文化，尤其偏爱中国古代思想，从1911年开始直至逝世，五十多年未曾中断对中国
的论述工作，《玻璃球游戏》便是这一种探索的最重要著作，作家努力熔铸世界文化于一炉，以寻求
不同文化融和途径，其中尤以涉及中同的内容为最多，全书从头至尾不断写到中国，引言里有“中国
语言”、“中国古代圣贤”、《吕氏春秋》和中国古代音乐等，正文里则更进一步，竟然让自己化身
为“中国长老”，向主人公传授中文、中国书法和《易经》等，最后，甚至把玻璃球游戏的高峰定位
于“中国屋落成庆典”。
　　在世人眼中，黑塞这位194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是一位小说家，然而，他实际上是一位本质上
的诗人。
在13岁的时候，他已经清楚自己“一心只想成为一个诗人，其他皆非所愿。
”在他大约30岁的时候，他曾为自己拟过一则墓志铭：“诗人黑塞长眠于此，他不被人们视为诗人，
却被当作消遣小说家受到过赞誉。
”这虽不无自嘲之意，但在幽默中也带着几分不为人知的遗憾。
黑塞的小说充满人道主义追求和哲理思辨，他确确实实是一位诗人，在他的散文和小说中，满是诗意
的意象和诗一般的语言，而黑塞毕生诗作也不断，1895年发表第一首诗，1899年出版第一本诗集《浪
漫歌集》，1961年出版自选的最后一本诗集《阶段》，最后一首诗《裂枝的嘎鸣》写于1962年8月，就
在他去世前的一星期。
可以说，近70年的时光中，黑塞与诗结下了不解之缘。
　　黑塞是一位极具特色的小说家，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和唯美主义者，一生孜孜不倦地追求精神的和
谐与完美。
同时，他也是一位人道主义者，他作品的主题是人的命运，侧重于探索人的精神世界。
终其一生，不但从未任过公职、从不参加任何党派团体，而且连普鲁士艺术学院院士的头衔他也辞掉
，是一位名符其实的独行者。
他一生不喜欢做公众人物，尽量避免接受采访。
1946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也没有去参加，只写了一篇简短的答谢辞。
他所注重的是人，通过不留情地剖析自己的灵魂，进而剖析人类的灵魂。
他的作品发出的信息是要人们听从自己最内部的感情与灵魂和良知的召唤，更好地认识自己是天地的
一部分，从内部更新自己。
正是这种精神使黑塞拥有世界各地读者，黑塞的作品已不仅仅属于瑞士或德国，而是属于全世界的。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第三只眼睛看诺贝尔文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