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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胡赛尼小说$灿烂千阳%中的战争书写

王育平
"东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6$

摘4要#当代阿富汗和战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以阿富汗为背景的文学作品亦难逃战争阴云的笼罩" 不同于传统战

争书写的宏大叙事!胡赛尼在&灿烂千阳)中采取了和战场上士兵不同的平民视角!从普通人日常生活中捕捉战争的幽

灵!通过再现战争为个体带来的直接生命体验和对个人生活历程的影响!把战争日常生活化" 在对战争的日常生活化书

写的基础上!胡赛尼的小说也从个体的角度探讨了对阿富汗传统民族文化的坚守与传承问题!为战乱之后阿富汗的文化

重建播下希望的种子"

关键词#胡赛尼$&灿烂千阳)$战争书写$日常生活$文化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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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阿富 汗 裔 美 国 小 说 家 胡 赛 尼 " e@=H(&

E'??A(/(# $61*+$自 !##%年初登文坛以来#一直

受到评论家的关注% )灿烂千阳* ":4526+#.7

9;$%.7"7 96.+# !##2$是胡赛尼的第二本小说#作

品以两位阿富汗女性在 !# 世纪后半期战乱频仍

的动荡局势下的悲惨生活为主线#勾勒出阿富汗

女性在战争戕害&父权重压的多重危机中夹缝生

存的困境% 小说中#玛丽雅姆出生于 $6*6 年#是

赫拉特富人扎里勒的私生女#从小和她的母亲娜

娜生活在赫拉特城外的泥屋中% 玛丽雅姆 $* 岁

生日那天#为了见到父亲#不顾娜娜的反对只身来

到扎里勒在赫拉特的家中#而娜娜则在她离开之

后自杀身亡% 玛丽雅姆的私生女身份使她处境尴

尬&不为扎里勒的三个妻子所容#加之母亲的自杀

让她异常痛苦#仓促嫁给了年逾四十的鳏夫拉希

德% 玛丽雅姆婚后随拉希德来到喀布尔生活#短

暂的平静生活因她的流产和丧失生育能力而结

束#此后的玛丽雅姆长期生活在拉希德的身心虐

待之中% 莱拉于 $62+ 年出生在和玛丽雅姆同一

个街区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莱拉的父亲上过大

学#曾做过教师#注重对莱拉的教育% 莱拉的母亲

原本美貌聪慧#但在两个儿子参军阵亡后万念俱

灰&整日卧床#没有对莱拉尽到做母亲的职责% 苏

联军队撤出阿富汗之后#喀布尔没有盼到热望中

的和平安宁#反而陷入各派武装势力混战的漩涡%

战争迫使莱拉青梅竹马的爱人塔里克随家人离开

阿富汗#而莱拉一家在搬离喀布尔前夕被炮弹击

中#莱拉痛失双亲#被拉希德和玛丽雅姆所救% 拉

希德设计欺骗莱拉#让她相信塔里克已死% 为了

保住自己腹中塔里克的孩子#莱拉嫁给了年逾花

甲的拉希德% 此后一起生活的 6 年中#玛丽雅姆

对莱拉的态度从敌视渐渐变为友好&爱护#最终在

拉希德要杀死莱拉时挺身而出#打死了拉希德并

一力承担罪名#让莱拉和塔里克带着两个孩子离

开喀布尔#开始了新的生活% 小说的时间线从 !#

世纪 *#年代起#延伸至 !$世纪初#涵盖了阿富汗

社会这段动荡不安的历史时期#战争成为整个故

事发生的时代背景#也是作品在关键时刻情节发

展的助推器%

战争是世界文学中反复呈现的母题之一% 在

历史上#'战争是一个规模宏大&错综复杂的现象

2*

收稿日期#!#!#

3

#+

3

$*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PP\##$$

作者简介#王育平"$62++$#女#河南焦作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文化研究&文学翻译研究%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第 !期

,,它能够使国家混乱&使人民离散&使土地遭受

劫难(

!

% 正因如此#战争书写对作者的文字驾驭

能力提出了挑战#致使荷马在)伊利亚特*中无奈

呼告!'我如何能够绘其全貌0 唯有神力方能面

面俱到%(

"作为一个'从各种战争中诞生&成长&

发展起来的国家(

#

#美国是战争文学生长繁荣的

沃土% 战争书写传统在美国文学中源远流长#历

史上曾出现了库柏&克莱恩&海勒&海明威等书写

战争场景的知名作家% 当代美国文坛也不乏优秀

的战争小说家#如奥布莱恩&鲍尔斯&克雷等% 不

同于这些知名战争小说作家对战场场景和战争英

雄的直观描摹#美国移民作家胡赛尼的作品)灿

烂千阳*通过平民的日常生活叙事视角#呈现出

战争对个人生活的影响#侧重呈现战争的后果%

战场上兵戎相见&枪林弹雨固然惨烈#犹如二战中

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的瞬间一样有视觉和想象

冲击力% 然而#战争的遗留问题带给人们更深远

的影响#如那些广岛和长崎的幸存者们要面对的

艰难人生#亦如)灿烂千阳*中玛丽雅姆和莱拉身

处的窘迫境遇#是漫长而又难捱的痛苦折磨% 从

这个意义上来说#对战争后果的书写更具有现实

意义%

一4个人日常生活与战争场景的交织

通常而言#战争书写的主人公是战场上的士

兵或者是退伍的老兵#表现的大多是战场的血腥

杀戮&战士的绝地求生和英雄主义&国家和民族利

益的政治投射等母题% 曾艳钰认为!'美国战争

文学的叙述者多为美国士兵或者老兵#所有的叙

述也都是以美国为中心#讲述美国士兵眼中的战

场和战争%(

$在)灿烂千阳*中#胡赛尼独辟蹊径#

从个人日常生活的角度书写战争#将战争融入平

民的日常生活经验#使读者通过和作品人物的共

情体验间接经历战争#从而拉近了读者和战争经

历的心理距离%

!#世纪后半期起#阿富汗经历了一系列政权

更迭&暴力革命&对外战争与国内军阀混战#这些

政治事件在)灿烂千阳*中有多处呈现% )灿烂千

阳*中首先登场的政治事件是 $62%年的阿富汗政

权更迭% 此时的玛丽雅姆还生活在泥屋#享受着

扎里勒每周一次的陪伴!'每个星期四#扎里勒带

着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来到泥屋% 正是他告诉玛丽

雅姆#$62%年#她十四岁那年#统治了喀布尔四十

年之久的查希尔国王被一场没有流血的政变推翻

了%(

%当扎里勒向玛丽雅姆解释政变的来龙去脉

之时#玛丽雅姆并没有认真听#最后父女的对话转

移到了扎里勒带给玛丽雅姆的礼物上% 政权更替

无疑是重大历史事件#但对于玛丽雅姆的日常生

活来说#显得遥远而陌生% 彼时的玛丽雅姆尚未

成年#生活在单纯的孩童世界中#享受着简单的平

静生活% 胡赛尼将这样的政治叙事嵌套在玛丽雅

姆和扎里勒父女的家常闲话当中#政治变局在玛

丽雅姆听来#也只是如故事一样稀松平常% 同时#

这样的叙事也提醒读者#在日常生活的平静表象

之下#历史的浪潮正暗自涌动#现实生活成为某种

意义上的复调叙事%

$62%年政变几年之后#阿富汗发生了'四月

革命(

&

#胡赛尼再次将这一历史事件编织入普通

人的日常生活% 小说这样描写这场暴力革命的导

火索!

$62+年!玛丽雅姆十九岁)这年的 "

月 $2日!一个叫米尔,阿克巴,开伯尔

的人被发现死于谋杀* 两天之后!喀布

尔爆发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游行示威活

动* 每个邻居都在街上谈论这件事情*

透过窗户!玛丽雅姆看到那些邻居围成

一圈!兴奋地交谈着!将调频收音机压在

耳朵上*

回顾历史#此刻的阿富汗正处于政变的前夕#

可以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一个共产党人被

+*

!

"

#

$

%

&

J.]'OB@H(/# e=NA)'P=K=/& P'K&?#( 8#,M*"73%82,;#."2. '2R#*R*"'".3# A&)e=NAJ.]'OB@H(/)T=MWK(&BA! T=MWK(&BAQ/(RAK?(NS

YKA??# !##6# V)$*

转引自J.]'OB@H(/# e=NA)'P=K=/& P'K&?#( 8#,M*"73%82,;#."2. '2R#*R*"'".3# A&)e=NAJ.]'OB@H(/)T=MWK(&BA! T=MWK(&BAQ/(>

RAK?(NSYKA??# !##6#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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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艳钰!)当代美国战争小说中的跨国景观与政治*#)外国文学*!#$2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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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革命(发生于 $62+年 "月#苏联为了自己的利益#扶持帮助塔拉基为首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发动了军事政变#推翻了达乌德

政府#改国名为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建立了亲苏的塔拉基政权% $626年#塔拉基被杀#苏联入侵阿富汗#开始了长达 $#年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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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杀#一场酝酿着革命风暴的示威游行#这些对于

政治圈外的平民百姓来说#成为一种可供围观的

政治景观#是茶余饭后的谈资#在平淡的生活中掀

起了几朵浪花% 就连不谙世事的玛丽雅姆也开始

好奇'共产党人是什么( '卡尔3马克思是谁(%

拉希德不屑于回答她的问题#但玛丽雅姆也很快

有了答案!

"月 !2日!一阵枪炮声和突然响起

的喧哗声回答了玛丽雅姆的问题* 她光

着脚丫!跑到楼下的客厅!发现拉希德已

经站在窗边!身上只穿着内衣内裤!头发

凌乱!双手按在玻璃窗上* 玛丽雅姆走

到窗边!站在他身旁* 她看到战斗机在

天空中渐升渐高!向北和向东飞去* 它

们震耳欲聋的呼啸声让她的耳朵发痛*

远方传来爆炸声的回响!突然之间!缕缕

烟尘升向空中*

战争的打响使得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被突然打

乱#玛丽雅姆光着的脚丫和拉希德的衣衫不整即

是战争时期失序生活的写照% 当焦虑的玛丽雅姆

问拉希德'我们该怎么办(时#得到的答案也只是

'只好等待了(% 战争是由掌权阶层操控的群体

性行为#不受普通平民的控制% 战争来临的时候#

任何人都无法为之做好准备-在战争结束之前#平

民百姓能做的似乎只有等待% 战争来袭#日常生

活被打断#无法按照原定的计划进行% 胡赛尼通

过细致描写战争阴影之下的普通人的动作&神情&

心理#再现战争对日常生活的破坏及其制造的心

理恐慌%

苏联撤军之后#阿富汗并没有迎来和平#反而

陷入了国内军阀势力的混战#在苏联入侵时期一

直幸免于战的喀布尔这次也沦为战区% 莱拉说

'我最讨厌的是呼啸声(#因为这呼啸声是爆炸的

前哨#预示着灾难将临#'当她和爸爸坐在餐桌上

吃晚饭时#经常能够听到呼啸声% 每当它响起#他

们的脑袋就会猛地抬起% 他们会听着呼啸声#刀

叉停在半空#嘴里尽是未咀嚼的食物(% 胡赛尼

将战争的印迹刻上餐桌#停在半空的刀叉和嘴里

未咀嚼的食物生动捕捉了战争对日常生活的粗暴

打断#通过子弹&炸弹这些毁灭生命的暗恐力量震

慑人们的生活#使人产生身心两方面的恐惧#而这

样的恐惧并不随着白日的消逝而结束!

每当到了晚上!莱拉就会躺在床上!

看着她的窗户反射出的几道突然亮起的

白光* 屋子摇摇晃晃!几片石灰从她房

间的天花板掉下来!而她静静地倾听着

冲锋枪开火的嗒嗒声!数着有多少枚火

箭弹划过上方的天空* 有时候!火箭弹

喷射出的火焰很亮!人们甚至可以借着

它的光线看书)在这样的夜晚!莱拉便会

彻夜难眠* 而在莱拉能入睡的夜晚!她

又总是梦到炮火(和身体分离的手或脚!

还有不断呻吟的伤者*

战争从白天持续到夜晚#用人为的活动打破

了自然时间的疆界#从而颠覆建立在自然时间基

础之上的普通人的正常生活% 从白天被打断的三

餐#到夜晚睡梦中的梦魇#战争的阴影倏忽来去&

无处不在%

除了打乱日常生活的节奏之外#战争也改变

了个人的生活轨迹#重塑了人物的命运% 以)灿

烂千阳*中另一位女主人公莱拉的经历为例% 莱

拉出生于喀布尔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有两个哥

哥和一个青梅竹马的朋友#父亲对莱拉从小疼爱

有加#妈妈在哥哥们去参军之前也对她视若珍宝#

她本来可以像父亲一样去读大学#因为'从莱拉

小时候起#爸爸就跟她说得很清楚#除了她的安全

之外#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她的教育(#因

为爸爸认为'如果一个社会的女人没有受过教

育#那么这个社会就没有进步的可能(% 然而#战

争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剥夺了父亲为她规划的理

想人生% 首先是莱拉的两个哥哥在她 !岁那年离

开家门去参加反击苏联入侵的圣战#几年后不幸

殉国% 两个哥哥的死对莱拉的母亲打击很大#从

此以后母亲终日卧床#沉浸在哀悼痛苦之中不能

自拔!'将会折磨妈妈余生的病痛出现了% 胸痛#

头痛#关节痛#夜间盗汗#双耳痹痛#还有别的人摸

不到的肿块% ,,多数日子里#妈妈躺在床上%

她穿黑色的衣服% 她揪自己的头发#掐她的嘴唇

下面那颗痣% ,,莱拉相信#在妈妈眼里#她跟两

个哥哥一样#也是不存在的人%(母亲的丧子之痛

是战争带给普通人的极端痛苦#也间接导致了莱

拉的'丧母之痛(#使她早早地失去了母亲的关

爱#然而这只是莱拉人生轨迹出现转折的开始%

为了躲避战乱#莱拉的爱人塔里克和父母一起移

居国外#这对青梅竹马的恋人无奈分别% 而正当

莱拉和父母也打定主意要离开喀布尔时#一枚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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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击中了她们家的房子#莱拉虽然被拉希德和玛

丽雅姆救了过来#但失去了父母&无家可归% 狡诈

的拉希德设计欺骗莱拉说塔里克已死#一无所有

又怀着塔里克的孩子的莱拉出于无奈#嫁给比自

己大四十多岁的拉希德#成为他第二个妻子% 战

争剥夺了莱拉的一切#也加剧了莱拉所面临的困

境#正如拉希德所言!'她可以离开% 我不会挡住

她的路% 但我怀疑她走不了多远% 没有食物#没

有水#口袋里一分钱都没有#到处都有子弹和火箭

弹在飞来飞去% 她可能被拐卖&强奸#或者被人割

开喉咙#扔进路边的臭水沟%(在将所有普通人抛

入无尽苦难的同时#战争在伊斯兰文化主导的阿

富汗也成为男性控制女性的帮凶#通过限制女性

的日常活动来加强男性的权势地位%

二4战争硝烟中的民族文化坚守

战争是残酷的#对文化的破坏力无疑是巨大

的% 古今中外的历次大战后#都有大量珍贵的世

界文化遗产遭到破坏% 由于地处欧亚大陆的交通

要道#阿富汗历史上就是外族入侵的首选之地#也

因此多灾多难% 自 !#世纪中后期开始#阿富汗进

入内忧外患&政变频发的动荡期#传统文化多次遭

到破坏% 战争对一国的政治&经济破坏固然可叹#

战争后的文化之殇亦令人痛心% 二十世纪末#塔

利班政权在阿富汗占据了统治地位#践行伊斯兰

宗教激进主义的塔利班是文化&教育的疯狂破坏

者#曾在 !##$年炸毁了举世闻名的巴米扬大佛%

)灿烂千阳*中#胡赛尼描述了塔利班丧心病狂的

文化杀戮!

那些男人挥舞着斧头!冲向破败已

久的喀布尔博物馆!将伊斯兰文明之前

的雕像砸得粉碎---都是圣战组织还没

来得及抢走的文物* 塔利班关掉大学!

打发学生回家* 他们把挂在墙壁上的画

作摘下来!用刀剑将它们劈成碎片* 他

们踢碎电视的屏幕* 除了$古兰经%之

外!所有的书籍都被成堆地烧掉!书店被

迫关门大吉* 卡里里(帕吉瓦克(安萨

里(哈吉德赫坎(阿什拉奇(贝塔伯(哈菲

兹(雅米(内札米(鲁米(伽亚谟(贝德尔

等诗人的作品被付诸一炬*

'挥舞着斧头('砸( '劈( '踢( '烧(#塔利班

毁坏文化遗产的行为触目惊心% 然而#胡赛尼在

)灿烂千阳*中虽然再现了战争对文化的无情摧

毁#但同时从平民的角度探讨了阿富汗文化传统

以及对阿富汗独特民族文化的坚守和传承#保存

了阿富汗文化的火种%

)灿烂千阳*一书的标题首先彰显了胡赛尼

坚守阿富汗文化独立性&传播民族文化的决心%

小说中#'一千个灿烂的太阳(出自莱拉父亲哈基

姆之口% 当时#莱拉和父母正为离开喀布尔而收

拾行装#父亲在整理自己的书籍#因无法全部带走

而黯然神伤% 此刻#父亲吟诵了波斯诗人赛依伯

在 $2世纪写的一首诗中的两句'人们数不清她

的屋顶上有多少轮皎洁的月亮,也数不清她的墙

壁之后那一千个灿烂的太阳(% 据学者考证#这

首诗是诗人赞美喀布尔的作品#诗句中提到的

'一千个灿烂的太阳(是指 '美丽的喀布尔妇

女(

!

% 在作品尾声部分#经历了战乱的莱拉在

!##%年终于过上了相对安宁的生活#成了一名教

师#不经意间想起玛丽雅姆% 莱拉虽无法探访玛

丽雅姆的墓地#但她时刻能感受到玛丽雅姆的

存在!

玛丽雅姆离得并不遥远* 她就在这

儿!在这些他们重新粉刷过的墙壁之中!

在他们种下的那些树苗之中!在那些给

孩子保暖的毛毯之中!在那些枕头(书本

和铅笔之中* 她就在孩子们的笑声之

中* 她就在阿兹莎背诵的诗句和她朝西

方鞠躬时念出的经文之中* 但是!最重

要的是!玛丽雅姆就在莱拉自己心中!在

那儿!她发出一千个太阳般灿烂的光芒*

显然#玛丽雅姆的善良&勇敢&富有爱心和牺

牲精神使得她成为如太阳般光辉暖人的存在#也

是无数命运多舛但灵魂高洁的喀布尔妇女的化

身% 在西方传统文化语境之下#太阳一般代表着

男性的孔武有力#而月亮则象征着柔美圣洁的女

性% 作为兼跨两种文化的美国族裔作家#胡赛尼

对两种文化的差异自然熟稔% 他着意用'一千个

灿烂的太阳(这一独特的阿富汗传统文化意象作

为自己小说的标题#并且在小说中讲述了两位阿

富汗女性如何承受命运的坎坷磨难&发出自身光

#1

!此处参考)灿烂千阳*中译文作者李继宏为译文附录的)喀布尔*一诗译文做的脚注%



第 !"卷 王育平!论胡赛尼小说)灿烂千阳*中的战争书写

热的故事#表明了他试图让更多读者了解阿富汗

独特民族文化的良苦用心% 胡赛尼用)灿烂千

阳*作题#既凸显了小说对阿富汗女性命运的关

注#又弘扬了阿富汗传统文化#旨在表明这个历史

悠久的文化虽历经战火摧残但依然坚忍顽强%

胡赛尼的战争书写在展现战争对人类文明摧

残破坏的同时#也将文化寻根&文化重建引入读者

的阅读视野% 小说中#胡赛尼将莱拉和塔里克的

爱情放在古波斯文化叙事的框架之内#表达了他

对阿富汗传统文化的刻意挖掘和着重呈现% 在西

方为主导的文学传统中#莎士比亚的戏剧)罗密

欧与朱丽叶*被誉为爱情经典#成为忠贞爱情的

隐喻与象征!

% 在)灿烂千阳*中#莱拉与塔里克

自小相识#从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到青春悸动&两

情相悦#两个人之间的感情虽未以婚姻的形式公

开#但已经被街坊邻居眼见口传!

有一天!她和塔里克手拉手走在街

道上!遇到鞋匠拉希德和他那个穿着布

卡的妻子* 和他们擦肩而过时!拉希德

开玩笑说.&那不是赖里和玛姬浓吗/'

他说的是内扎米那首妇孺皆知的 $! 世

纪浪漫诗中一对命运悲惨的恋人---爸

爸说那首诗是法尔西语的$罗密欧与朱

丽叶%!但他还加上一句!内扎米创作这

个凄恻爱情故事的时间!比莎士比亚早

了四百年*

在这里#胡赛尼抛弃了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一

西方主流文化的情侣意象#将莱拉和塔里克的爱

情类比于古代波斯诗人内扎米作品中'赖里和玛

姬浓(的故事#并且强调这一爱情故事早于莎士

比亚的作品四百年这一史实% 胡赛尼在作品中引

入古波斯诗人#意在为古波斯文化招魂#激发读者

对阿富汗这块土地上悠久历史的神往与想象#寻

找阿富汗的文化之根% 虽然在当今世界#阿富汗

经历了多次战乱#至今仍处于多事之秋#诸多文化

遗产如巴米扬大佛也历经浩劫遭到破坏#但阿富

汗文化的根却一直深植民心#正如'赖里和玛姬

浓(的故事一样流传在街头巷尾#无论是作为阿

富汗知识分子代表的莱拉的父亲哈基姆#抑或是

受教育程度不高的拉希德#都对此烂熟于心%

胡赛尼对莱拉这一人物的情节设置也体现了

他对阿富汗文化浴火重生怀有信心% 生于 $62+

年'四月革命(的当晚#莱拉被戏称为 '革命姑

娘(#到小说结尾时的 !##%年#莱拉一直生活在阿

富汗最动荡的年代里#可以说是战乱时期普通人

特别是阿富汗女性的代言人% 父亲哈基姆是个知

识分子#也是对年少的莱拉影响最大的人% 6 岁

的时候#莱拉跟随父亲来瞻仰巴米扬大佛时感受

到了深深的震撼!'大佛是在一片被阳光晒得发

白的石壁上被开凿出来的#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

们-莱拉想象将近两千年之前#它们也是这样俯视

着路过这座峡谷的丝绸之路上的商旅%(巴米扬

大佛代表了阿富汗悠久的民族文化#用父亲的话

来说#是'祖国的遗产(#可以借此'了解它丰富的

过去(% 塔利班统治时期#巴米扬大佛被斥为'偶

像崇拜和罪恶的物体(而被炸毁#勾起了莱拉对

从前的回忆% 虽然巴米扬大佛被破坏了#但父亲

的教导深藏在莱拉心中% 在小说的结尾#阿富汗

的政局随着临时政府的成立和塔利班从大城市撤

退而暂时安定下来#莱拉毅然放弃了异国的安宁

生活回到喀布尔#成为恤孤院的法尔西语教师%

莱拉的回归具有象征意义% 一方面#莱拉代表着

自己挚爱的父母&兄长以及玛丽雅姆回到喀布尔#

'让他们能够通过她的眼睛(看到喀布尔的变化#

实现了生命的代际传承-另一方面#莱拉重返喀布

尔执教是为了重建阿富汗文化% 语言是文化遗产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传承的核心介质#法尔

西语也叫达里语#被称作'阿富汗的波斯语(

"

#是

很多阿富汗经典文学作品的创作语言#教授法尔

西语本身就是阿富汗民族文化的延续% 只要语言

的堡垒不倒#文化的城墙就会挺立%

结语

文学文本是作家捕捉社会历史脉动的经典介

质% :A(H?'/认为!'作为对真实世界的再现#文学

文本建构想象的社会秩序&人物体系以及政治经

济% 这些文本富含并回应当前的意识形态争

$1

!

"

李建盛!)哲学诠释学与文学的审美真理阐释*#)中国文学研究*!#!#年第 %期%

郭建荣!)'一带一路(背景下阿富汗语言政策演变及启示研究*#)外国语言与文化*!#!#年第 !期#第 $!1页%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第 !期

斗%(

!胡赛尼在)灿烂千阳*中的战争书写远离了

传统战争文学的宏大叙事#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入手#展现战争的野蛮&残酷% 在揭示战争对日常

生活破坏的同时#胡赛尼关注战争年代的民族文

化保存与传承#在满目疮痍的文化废墟中依然心

存希望#对阿富汗民族文化的重建保有信心% 正

如小说最后一章引用的古波斯诗人哈菲兹的诗句

所言!

约瑟将会重返迦南!请别悲哀

棚屋将会回到玫瑰花园!请别悲哀

如果洪水即将来临!吞没所有的

生命

诺亚方舟是你们在风暴中心的指

引!请别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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