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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之旅 》 中的多文化共栖思想 `
陈 敏

提 要 】《东方之旅 》是黑塞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它蕴含 了作者大半生的对人的内在

精神世界以及人类文化所作的思考和总结 。黑塞将中国老子哲学思想与西方宗教文化融于

作品之中, 运用比喻 、 暗喻等手法表述深刻的思想内涵 , 使人物和情节都给人以神秘 、 魔

幻的感觉 。主人公雷欧兼具东西方文化的特征 , 这种多文化互补的形式才是人类心灵的寓

所 。 “双体人像 ” 的情节则暗示了人类各民族文化是一个整体 , 与 自然 、 宇宙和谐共生 。

《东方之旅 》展现了黑塞的多文化和谐共存思想 。

关键词 】《东方之旅 》 双体人像 跨文化融合 人类精神家园 自然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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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年的 《东方之旅 》是黑塞最重

要的作品之一 。它蕴含诗人大半生来对人的内

心完善以及人类文化所作的思考和总结 。这部

作品保持了黑塞一贯的写作风格 以简洁优美

的乐感语言叙述充满奇幻色彩的故事 , 但蕴意

却无比深远 。

长久以来 , 黑塞的作品被认为是东西方文

化的桥梁 , 他则是德语文学中接受东方思想的

典范 。他的这种东方情结始终与宗教紧密相连 ,

因此他的作品也充满跨宗教的元素 。在 《东方

之旅 》 中, 一个神秘的精神团体去 “东方 ” 旅

行 。作品中既有中国元素 , 又有西方色彩 , 既

有文学情节 , 又不乏宗教场景 , 其间无论是人

物还是情节都给读者以神秘 、 魔幻的感觉 。掩

卷而思 , 那些文字背后的暗含寓意总让人觉得

隐晦不明 。例如神秘独特的主人公雷欧以及作

品最后的那个魔幻情节 “双体人像 ” 最引人深

思 。作为去东方旅行的神秘组织的最高人物雷

欧到底代表了什么 比喻了什么 为什么

与雷欧构成了 “双体人像 ”

正如黑塞研究者们所说的那样 谁要是忽

略简单文字后面的复杂喻意 , 谁就无法领略黑

塞思想的真谛 。这部融汇黑塞大半生思想的作

品当然是我们研究黑塞的重要途径 。要想真正

理解这部作品的深层思想 , 弄清这些疑问 , 就

必须深人探讨 《东方之旅 》的含义 , 雷欧 、

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 。

一 、 《东方之旅 》 是寻找心 灵
家 园的思想之旅

“看似去东方的旅行实际上是一场深人心

灵与精神的旅行 , 是潜人 自我的深层结构 。黑

塞在他的作品中总是在不断地描写内心深处 , 并

此文感谢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 《文学大师黑塞作

品中中西方哲学思想的碰撞与交融 》 与东华大学 年中

央高校基金追加项 目 《黑塞生态哲学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

的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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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作为他生命中最富魅力的事情 。”① 《东方之

旅 》向读者展开一扇通向内心的窗户 , 描写他

的许多过往经历 。 在 《黑塞与中国 》

中写道 “ 《东方之旅 》是一部自传体的童话 ,

展现了黑塞从幼时到 。年间的生活经历 。”②

从这个层面来讲 , 黑塞在 《东方之旅 》 中

展现了他追寻心灵故乡和对 自我心灵探索的过

程 。 “我们的东方之旅不仅是地理上的旅行 , 还

是追寻心灵家园和青春的旅行 , ”③这个旅行不

受时空的限制 , 现实 、 非现实和超现实相互融

合 。 “我们不仅穿梭于不同的空间 , 还漫游于不

同的时代 。我们走向东方 , 我们也奔向中世纪

或者那个黄金时代 。',④黑塞还在 《东方之旅 》 中

集结了他生平最重要的朋友们和 “精神史上无

以计数的伟大人物 , 无论是真实存在的 、还是

被创造出的 , ”⑤他们都是那个神秘的精神团体

成员 。 “正是他们为人类创造诗作 , 塑造人

性 。', ⑥由此可见 , 《东方之旅 》是诗人在他的过

往生涯中作了一次思想之旅 , 也将他的重要思

想隐藏于这部作品中 。

在 《东方之旅 》 中 , 讲述者 是生活

于西方现代工业社会的艺术家 。以艺术家敏锐

的感触力 , 他深刻地体会到人类精神文明在工

业社会的危机 。理性主义经过文艺复兴 、 宗教

革命和启蒙运动三大思潮之后逐渐成为西方的

权威思想 , 成为一切价值判断的尺度 , 为西方

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打下思想基础 , 同时

也造成人类精神世界的分裂 。虽然工业革命之

后人类社会物质生活获得前所未有的提高 , 但

是工具理性的张扬导致人类失去幸福感 , 迷失

精神的家园 , 甚至导致西方精神文明的衰落 。⑦

试图通过朝向东方的旅行寻找到人类精

神的家园 , 挽救衰落的精神文明 。

就这个意义来说 , 又代表了诗人本

人 。黑塞试图在作品中寻找解决人类精神危机

的办法 , 希望在文学世界中通过寻求心灵的家

园使人类精神逐步摆脱枷锁 , 达到自我的完善 。

诗人自己也是终其一生不懈地努力寻求人类精

神的完满之路 。在 《东方之旅 》 中不仅反映了

这种精神危机 , 同时也探寻了解决之道 。进行

东方旅行的神秘团体为寻找心灵家园 , “穿越时

空 , 畅游历史 , 现在与自我 ”。⑧主要人物雷欧

则是指引这个团体的导师 , 希望通过这样 的精

神旅行找到心灵家园 , 实现人们心灵的完满 。

二 、 雷欧 的多文化 身份

《东方之旅 》 中的雷欧是一个神秘的角色 ,

他就像一个多面体 , 不仅具有多种身份 , 言行

举止也表现出多种文化特征 。最初 , 他以仆从

的身份出现在团体中 , 为他们背行李 , 帮助大

家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 在别人需要的时候都会

及时出现 , 并且总是愉悦工作 。人们称他 “仆

人雷欧 ”。 描写道 “许多的同伴和领队

我都很喜欢 , 但是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像雷欧那

样在我的记忆中留下如此丰富的印象 , 尽管那

个时候他只是我们的一个仆从 , 显得是那么的

无足轻重 。”⑨

后来 , 当 在多年之后重遇雷欧之时 ,

他又在做各种各样平凡的工作 , 例如修剪指甲 ,

足部护理 , 按摩 , 康复护理 , 药草疗养等 。在

社会大众的评价体系中 , 这些都是被认为很卑

下 , 大家都不愿意做的事情 , 但实际上却是人

们 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服务工作 。

正当读者被雷欧的神秘性迷惑时 , 他却以

这个精神团体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再次出现在读

者面前 。当他第一次作为最高首领现身时 , “穿

① , 三 、 乞至少刁

矛 及 亡, 吸少 之刀 ,

人, 、 切

人工之二 少 召 。仪 堪

石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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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高德步 《西方世界的衰落 》序言,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年版 。

⑧ , 、 七、一。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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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乙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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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庄严华丽的法衣如同罗马教皇 ” 走上来 , “他

虽谦恭 , 但身上依然散发出无 比的高贵与尊严 ,

就像一个戴着王冠的虔敬教皇或者大主教 。”①

显然 , 雷欧又具有天主教的宗教外观 。他走上

团体法庭时 , 他 的天主教特征又再次被强调

“他就像天主教的代表 , ',② “穿着华丽的法衣 ,

如同教皇般走过首领们 的列 队 , 坐上最 高的

座椅 。”③

雷欧从仆从到服务工再到最高首领 , 身份

的改变却不影响他的言行举止给人留下的印象 。

他总是那么 “简单 、 自然 , 面色红润健康 , 浑

身充满阳光 。对所有的成员都那么友好 , 从不

苛求 。',④他还以同样友好的方式对待 自然界的各

种生物 。无论他走到哪里 , 小动物们都喜欢围

在他的身边 。因为他为其他成员尽心竭力地去

服务 , 所以受到所有人的爱戴 。根据对雷欧的

各种描述 , 可以看出这个人物以下的两个特征

具有道家思想的心灵导师

黑塞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痴迷 , 研究中国

文化长达 年之久 , 因此他在自己的许多作品

和人物中都融进中国传统哲学思想 。他曾写道

“谁要是不想表现智慧 , 而是想呼吸和生活于智

慧之中 , 那他就始终要像老子那样 。老子是人

类最智慧的人 …… ”。⑤老子和道家的哲学思想

深深影响了黑塞 。 《东方之旅 》也是黑塞展现道

家思想的一个平台 。诗人通过对雷欧言谈举止

等各个方面的描写 , 着重表现道家思想在他身

上的烙印 。

如上文所述 , 雷欧虽是这个团体的领袖 ,

他却表现出低调 、谦逊 、 俭朴 , 不为人先的作

风 , 例如他最初的出场几乎是顺带提及 , 丝毫

没有引起读者的注意 。再如雷欧向 解释

服务与统治之间的关系 “这就是服务法则 。想

要生命长久 , 就必须去服务 。只想高高在上地

统治 , 必然无法长久 。” 他还指出 “只想去攫

取统治权的那些人 , 最终必将归于虚无 。”⑥ “统

治等同于服务 ” 这一思想也贯彻于雷欧的所有

言行之中 。他没有过多的说教 、命令 , 只是通

过身体力行来引导人们 。这些都体现了道家思

想 “圣人处无为之事 , 行不言之教 。', ⑦

他从事仆人 、 服务工的工作让人想到老子

“上善若水 ” 的思想 。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 处

众人之所恶 , 故几于道 。',⑧圣人品质就好像水

一样 。水滋润万物而不去相争 , 停留在大家所
厌恶的地方 , 所以最接近道 。圣人心胸善于保

持平静 , 待人善于真诚相爱 , 不争而无怨 。别

人不愿去的地方他愿意去 别人不愿意做的事

他愿做 。他能尽其所能地贡献 自己的力量去帮

助别人 , 但不和别人争名夺利 。

雷欧的这些言行举止都在向众人传递着心

灵的自然 , 平和之精神 。 “他性格特征恰恰符合

道家的理念 。”⑨在不知不觉中 , 不仅团队成员 ,

而且读者也被雷欧的一言一行所影响 , 走上寻

找心灵家园之路 。

由此可见 , 《东方之旅 》 中 , 黑塞把道家

圣人的形象作为塑造雷欧人物特征的模版 。老

子哲学对这部作品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雷

欧是 《东方之旅 》中那个精神团体的 “头领和

信仰 ”, 是这部作品的灵魂人物 。他以道家思

想引领团体成员踏上心灵之旅 , 是他们的心灵

导师 。

这部作品的写作时间在 年到 年之

间 , 那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 , 第二次世

界大战即将开始 。战争深深震动了诗人 , 而战

争导致人类的不幸和世界的黑暗命运啮噬着诗

人的心 。当时德 国的社会民族主义甚嚣尘上 ,

他敏锐地预见到将会出现更大的灾难 。艺术家

的社会责任感让他竭尽全力去警告德 国民众 ,

并试图唤醒世人避免这场更大的灾难 。于是他

把笔作为反抗战争 、 呼唤和平的武器 , 希望通

过文学作品传播和平的信念 , 对抗可怕的社会

现状 。

老子立说的最大动机是要缓和人类社会的

①③④⑥ 从 , , , , , ,

② 〕 , , 」了亡 朋 月召、犯 “刀 月 肠 , 亡

更, “ 、 `￡去 份 , 召泥召 场 决刁 五 敏 ,

,

⑤ , 月 去̀

, ,

⑦ 《老子 》, 二章。

⑧ 陈鼓应 《老子今注今释 》, 商务印书馆 年版 第

页 。

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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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 。他的思想具有强烈 的反 战意识 , 提 出

“夫兵者 , 不祥之器 , 物或恶之 , 故有 道̀ ' 者

不处 。” 锐利的兵器是不祥的东西 , 大家都厌

恶它 , 所有有道的人不使用它 ① , 提倡和谐 自

然的生命观 , 体现了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 。这

恰好与黑塞的反战思想不谋而合 , 所以在他看

来老子这些思想恰恰是开给战乱在即的欧洲社

会一剂救世 良药 , 于是他通过雷欧这个人物体

现老子的治世思想 。

具有天主教外表的信仰之神

在 《东方之旅 》 中 , 诗人不仅在追寻心灵

的家园 , 还在寻求信仰 。他在这部作品中通过

许多宗教情节向我们表达这样的一个思想 , 信

仰在人的生命中无法或缺 。雷欧的言行在体现

道家思想的同时 , 又表现出天主教特点 。通观

整部作品 , 雷欧显然不是这个团体的凡人领导

者 , 许多情节都在暗示他具有超越人世的神性 ,

起到精神信仰的作用 。例如 , 依靠他的

观察和感觉提出雷欧是一个无所不知的神秘人

物 “我心中始终有这样的感觉 , 雷欧无所不

知 , 他或许比我们这些看似是自己主人的人更

加了解我们 。”②

如果我们将作品中那些描述雷欧带领下的

团队生活和失去雷欧之后的团队状况作一下比

较 , 就会发现雷欧在团体成员信仰生活中的意

义 。正如 所说 “没有雷欧 , 没有他灿烂

的容颜 , 没有他快乐的情绪和歌声 , 没有他的

欢欣鼓舞 , 我们的事业莫名奇妙地失去了价

值 。',③在雷欧突然消失之后 , 他们这支团队的崩

溃表现也说明雷欧在众人心 目中的信仰作用 。

以这个精神团队的代表者身份讲述了雷欧

失踪之后 自己内心的痛苦经历 , 并详尽描写所

有团队成员的巨大变化 。大家从最初 的慌乱 、

震惊 、悲伤到脆弱无力 , 信仰怀疑 , 最终丢失

信仰 , 陷人绝望 。而他们这支团队也因此而分

崩离析 , 成员们四散而去 。这一切显然都在告

诉我们 , 这个团队的信仰完全仰赖于雷欧 。

最后 , 在档案室里无意中发现关于

雷欧 的那份 名录单上 , 道 明雷欧 的身份是

“ ”, ④ 意味着什么呢

“ 是埃及地位最为崇高的神 , 也被称为

。他就是罗马人的朱庇特 , 希腊人的

宙斯神 。”⑤ 是埃及的神 , 太阳神和众神

之神 。⑥

雷欧之所以被赋予这样的身份 , 一方面是

因为信仰对黑塞来说始终是最为重要的 。在他

看来 , 没有了信仰 , 我们的世界将陷人绝望 ,

我们的生命将失去价值 。黑塞曾经写道 “我们

不必畏惧铁道和汽车 , 不必恐惧金钱和理性 ,

唯独应对神的忘记和灵魂的平庸倍加恐惧 。在

机械与心灵 , 金钱与上帝 , 理性与虔敬 — 对

真实生活命运和真相的虔敬— 所有这些矛盾

体之间高高架起拱桥 。”⑦

另一方面 , 他认为造成欧洲社会危机和文

化衰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信仰危机 。在

尼采 “上帝死了 ” 的振臂疾呼下 , 以及科学技

术飞速发展不断冲击着基督教存在的根基之时 ,

欧洲人过去的精神信仰处于重重危机之中 。欧

洲的传统宗教已无法解决人的信仰问题 , 于是

黑塞不断地去寻找解决之道 。 “尽管我出生于一

个真正虔诚的家庭 , 但在那里的上帝和信仰我

却无法 接 受 。我 的一 生 都在 找 寻适 合 我 的

信仰 。”⑧

在一篇名为 《找寻集体 》 的文章中他详尽

地表述 “我的信仰之路始终是充满坎坷 。在我

的大部分作品中 , 包括 《东方之旅 》, 比起表述

信仰 , 我稍多地展现 自己的濡̀弱和困境 。尽管

有这些软弱 , 但是信仰使我生活下去 , 使我更

加坚强 。”⑨ 《东方之旅 》成为黑塞探讨信仰与人

精神问题的舞台 。他尝试着为处于精神危机的

① 《老子今注今释 》, 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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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敏 《东方之旅 》 中的多文化共栖思想

将是一个永久的过程 , 所以这个精神世界超越

时空 。也正因此 , 雷欧在作品中始终没有变老 。

他就如同一条人类智慧的大河 , 来 自历史流向

未来 。历史的人如同涓涓小溪 , 不断地汇流到

他这里 。

四 、 结束语

黑塞认为 , 东西方文化应该是休戚相关 ,

“你中有我 , 我 中有你 ”。通过雷欧这个人物 ,

黑塞实现了他的一个人文主义梦想 , 就是人类

的精神世界统一 、 完美 , 人类文化彼此相通 ,

共生共栖 , 从而真正成为人类心灵的家园 。地

球上的人类之间 , 以及人与 自然宇宙之间和谐

共生 。只有这样 , 人类精神世界才能真正走向

自由的彼岸 。

〔导师李永平教授点评 〕
黑塞是 世纪德语文学享有崇高声誉的作

家 ,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在德语作 家中,

很难有一位作家像黑塞那样对 东方文化 , 尤其

对中国的文化和思想充满浓厚的兴趣 。他读过

《诗经 》、 《易经 》、 《论语 》、 《老子 》、 《庄子 》等

中国典籍 , 并将其吸收到他的思想之中 。黑塞

身处欧洲弥漫着文化危机的时代 , 他不仅在西

方文化 自身中寻找危机产生的原因 , 而且以一

个西方人的身份 , 将目光投向东方 。黑塞的一

个重要旨趣 , 就是发现东西方文化共存的可能

性 , 并在东西文化的互补 中, 找到拯救现代欧

洲文化危机的途径 。黑塞的许 多作品都涉及到

东方文化以及 东西文化共融的问题 , 《东方之

旅 》就是其 中最重要的一部作品 。陈敏的论文

意在探讨 《东方之旅 》 中多文化共融的思想 。

在国内, 关于黑塞对东方文化的接受 , 已多有

讨论 , 虽然对 《东方之旅 》 也有论及 , 但尚待

深入 。陈敏 的论文 , 通过 对文本 的细读 , 从人

物 、情节 、 比喻 、 暗喻等手段入手 , 深入揭示

了黑塞将东西方文化加以融合的思想 , 分析透

彻 , 多有发前人所未发之见 。在我看来 , 是 目

前国内探讨黑塞的一篇值得一读的论文 , 故我

作为他的导师 , 推荐此文在贵刊发表 。

本文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外国

文学系 级博士研究生 , 东华大学外

国语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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