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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文学与华人文学中的跨文化对话与融合探究

姚 岚

中南民族大学 湖北武汉 430074

摘 要：犹太文学与华人文学作为两个独特的文学体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呈现出丰富的文化交汇与对话，通过对

犹太文学和华人文学的创作主题、艺术表现手法以及叙事特征进行深入比较，可以发现两种文学传统在家庭伦理、生

命哲思以及人性关怀等方面存在诸多共鸣。从 20 世纪初期开始，随着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这两种文学传统在创作

手法和思想内涵上逐渐形成互动与融合，现代作家群体通过翻译、改编与创新，将各自优秀的文学传统加以传承与发

展，进而推动了世界文学的多元化发展，探究这两种文学传统的对话与交融，对于促进文学创作和文化交流具有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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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为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不同民

族的文化记忆与精神追求，犹太文学与华人文学分别植根于

各自悠久的文明传统，两者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

艺术特征与美学追求。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不同文明之

间的交流日益密切，文学领域的跨文化对话与融合也愈发频

繁，从历史维度来看，犹太文学与华人文学在叙事传统、主

题表达和艺术手法等方面既有显著差异，又存在诸多相通之

处。探讨这两种文学传统的对话与融合，不仅有助于加深对

彼此文学传统的理解更能为当代文学创作提供新的思路与

灵感，通过梳理两种文学传统的发展脉络，分析其交融特征，

可以为推动世界文学的多元化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1 犹太文学与华人文学的艺术特征比较

犹太文学与华人文学作为两个独具特色的文学体系，在

艺术表现上各具魅力，犹太文学多以散文和短篇小说见长，

善于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和富有张力的情节展现人物命运，

其作品常常蕴含深刻的哲理思考和生命体悟。代表作家如艾

萨克·巴什维斯·辛格、索尔·贝娄等人的作品，往往以独

特的叙事视角展现人性的复杂与矛盾，在表现手法上犹太文

学常常运用象征、隐喻等修辞手段，通过具体细节的刻画呈

现宏大主题，而华人文学则在诗歌和长篇小说领域独树一

帜，注重意境的营造和情感的抒发。从古典诗词到现代小说，

华人作家擅长运用含蓄委婉的手法表达深邃的思想内涵，在

叙事结构上华人文学多采用时空交错的手法，通过多线索的

铺陈展现故事的丰富层次，华人文学特别重视意象的运用，

善于借助自然景物表达人物的内心世界。从艺术风格来看，

犹太文学倾向于直抒胸臆，笔触犀利深刻；华人文学则更注

重含蓄蕴藉，讲究言外之意，这两种不同的艺术特征在当代

创作中相互借鉴，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文学风貌，通过对比研

究这两种文学传统的艺术特征不仅能加深对各自审美追求

的理解，更能为当代文学创作提供新的艺术表现路径。

2 两种文学传统的跨文化交流历程

2.1 早期文学交流与互鉴

早期犹太文学与华人文学的交流始于丝绸之路时期，随

着商贸往来的频繁，两种文学传统逐渐产生了初步接触，在

这一阶段文学交流主要表现为口头文学和民间故事的传

播。经由丝绸之路往来的商旅，将各自富有特色的寓言故

事、民间传说带到彼此的土地上，这些故事经过口耳相传，

逐渐在当地生根发芽，值得关注的是，许多带有普世价值

的故事主题，如善恶报应、诚信互助等，在两种文学传统

中都得到了广泛传播和继承。随着佛经翻译事业的兴起，

犹太文学中的某些叙事方式也随之传入东方，影响了华人

文学的创作手法，这种早期的文学交流虽然规模有限，却

为日后更深层次的文化对话奠定了基础并在民间文学创作

中留下了深远影响
[1]
。

2.2 现代文学创作中的思想共鸣

进入现代社会后，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和翻译事业的繁

荣，犹太文学与华人文学在创作主题和思想内容上产生了更

为深刻的共鸣。现代作家群体开始关注人性探索、生存困境

等共同议题，在作品中展现出相似的人文关怀，这种共鸣首

先体现在对个体命运的深入思考上，两种文学传统的作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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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探讨了现代人在社会变迁中面临的精神困境和价值选

择。他们的作品中常常出现对都市生活的反思，对现代化进

程中人际关系疏离的忧虑以及对传统价值在现代社会中何

去何从的探讨，这些主题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呈现出惊人的相

似性，反映了现代人共同面临的生存困境。

特别是在描写家庭生活、代际关系等方面，两种文学传

统都表现出对亲情维系、文化传承的深切思考。现代犹太作

家笔下对身份认同的探讨，与华人作家描写的文化寻根主题

产生共鸣，反映出在全球化背景下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思

考，这种思想共鸣不仅体现在创作主题上更反映在作品的精

神内核中，展现了不同文化背景下人类共同的精神追求。从

深层次来看，这种共鸣源于两个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

的相似处境：如何在保持民族文化特色的同时实现现代转

型，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坚守传统价值观念，如何在世界文

学的大舞台上展现民族文学的独特魅力，这些问题的探讨构

成了两种文学传统在现代创作中的重要主题
[2]
。

2.3 翻译实践对文学交流的推动

翻译工作在推动犹太文学与华人文学交流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二十世纪初期，随着翻译事业的蓬勃发展，大量

优秀的犹太文学作品被译介到华语世界，这些翻译作品不仅

丰富了华语读者的阅读视野更为华人作家提供了新的创作

参照，译者们通过细致的翻译工作，将犹太文学中独特的叙

事风格和思想内涵准确传达给华语读者。华人文学作品也通

过翻译走向世界，引起犹太作家的关注和共鸣，这种双向的

翻译实践，架起了两种文学传统交流的桥梁，促进了文学创

作的互学互鉴，翻译实践不仅是单纯的语言转换更是一种深

层次的文化对话，为两种文学传统的融合发展提供了重要契

机。

2.4 文学主题的共性与差异

犹太文学与华人文学在创作主题上既有共性又存在差

异。在共性方面两种文学传统都极为重视对亲情、友情等永

恒主题的书写，同时对生命意义的思考也是共同关注的焦

点，这种共性体现在对人性本质的探索上，两种文学传统都

深入挖掘人类情感的深层内涵，描绘人与人之间最本真的情

感联系。在表现手法上都善于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展现人

物命运和社会变迁，比如，通过一顿家庭晚餐、一次闲谈、

一场告别等日常场景，折射出时代的巨大变迁和人物内心的

微妙变化，这些看似平凡的叙事，实则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

理和社会观察。

而在差异方面，犹太文学更多关注个体生存困境和身份

认同问题，作品中常常透露出对命运的深度思考；华人文学

则更注重群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表达，往往将个人命运与

时代变迁紧密联系。这种差异源于两种文化传统的不同特

点：犹太文学传统中强调个体的精神探索和自我认知，其作

品往往展现出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和哲学思考；而华人文学

传统则更重视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强调社会责任感和群体使

命感。这种主题上的异同为两种文学传统的交流互鉴提供了

广阔空间，使作品在保持各自特色的同时又能相互借鉴，正

是这种共性与差异的辩证统一，使得两种文学传统在交流过

程中既能保持自身特色，又能实现创造性的发展。

2.5 叙事手法的借鉴与创新

在长期的文学交流中犹太文学与华人文学在叙事手法

上实现了创造性的借鉴与创新。犹太文学善于运用意识流、

内心独白等现代叙事技巧，这些手法逐渐被华人作家吸收运

用，丰富了华人文学的表现形式，而华人文学中独特的意象

运用和情景交融的写作方式，也为犹太作家提供了新的创作

灵感。在当代创作实践中作家们开始尝试将两种叙事传统有

机结合，创造出既富有东方韵味又具现代意识的作品，这种

叙事手法的创新不仅拓展了文学表现的可能性更推动了世

界文学的多元化发展，通过相互借鉴与创新，两种文学传统

的叙事手法不断丰富和发展，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3]
。

3 跨文化融合视角下的文学发展新趋势

3.1 创作题材的多元化探索

在跨文化融合的背景下犹太文学与华人文学的创作题

材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当代作家不再局限于传统题材，

开始探索更为广阔的创作空间。都市生活、科技发展、环境

变迁等现代主题逐渐成为两种文学传统共同关注的焦点，特

别是在描写跨国移民经历、文化认同等议题时，作家们展现

出独特的创作视角，新生代作家更是打破地域界限，将创作

触角延伸至全球性议题，在作品中展现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

的生存状态和精神追求。这种题材的多元化探索不仅丰富了

文学创作的内容，更反映出当代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通

过对新型题材的开发作家们成功构建起一个融合东西方文

化元素的创作空间，为读者呈现出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学图

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题材的多元化并非简单的题材堆砌，

而是建立在深入理解不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通过创新性的

写作实践探索出一条融合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的创作道

路，在这个过程中作家们既保持了对本土文化的敏感度，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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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吸收国际文学的优秀成果，使作品既有鲜明的民族特

色，又具有普遍的人文价值
[4]
。

3.2 艺术表现手法的融合

在文学创作的艺术表现方面犹太文学与华人文学实现

了深度融合，现代作家在创作中既保留了各自传统中的经典

表现手法，又勇于尝试新的艺术形式。比如，将犹太文学中

的心理描写技巧与华人文学的意境营造相结合，创造出既深

入人心又韵味悠长的表现效果，在叙事结构上作家们尝试将

线性叙事与时空交错相结合，既保持故事的连贯性，又增添

作品的艺术张力。语言运用方面，东西方修辞手法的结合使

作品呈现出独特的美学效果，这种艺术表现手法的融合不仅

突破了传统创作的局限，更为当代文学发展开辟了新的可能

性，通过不断创新和尝试作家们成功实现了传统与现代、东

方与西方艺术手法的有机结合。

3.3 文学批评的跨文化视野

当代文学批评领域呈现出跨文化视野的新特点，评论家

们开始从更宽广的角度解读犹太文学与华人文学作品，批评

视角不再局限于单一文化传统，而是注重探讨作品中蕴含的

普遍人性价值，这种转变体现在评论方法的创新上，评论家

们开始采用多维度的分析方法，将作品置于更广阔的文化语

境中进行解读。在解读文本时评论家们善于运用比较文学的

方法，挖掘不同文化背景下作品的共通之处，比如，在分析

现代都市文学作品时既关注作品中的本土特色，又注意到全

球化背景下城市生活的共同特征，从而揭示出不同文化传统

中相通的人性关怀。

对作品的评价标准也趋于多元化，既重视作品的艺术成

就，又关注其文化价值，这种评价标准的转变使得文学批评

不再是单纯的艺术鉴赏，而成为了解读不同文化的重要途

径。跨文化视野的文学批评不仅丰富了作品解读的维度，更

为读者提供了理解不同文化的新途径，评论家们通过细致的

文本分析，揭示出作品中蕴含的文化密码，帮助读者更好地

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生体验和价值追求。这种批评方式

突破了传统评论的局限，为文学作品的深入解读提供了更为

开阔的思路，推动了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文

学批评不仅成为了连接不同文化的桥梁，也成为了促进文化

对话和理解的重要平台
[5]
。

3.4 文学传统的现代转化

在现代社会背景下犹太文学与华人文学的传统元素正

在经历创新性的转化，作家们努力探索将传统文学元素与现

代表达方式相结合的创作路径。在保持传统文学精神内核的

赋予作品更富时代气息的表现形式，传统题材在现代作家笔

下焕发新的生命力，古老的寓言故事被赋予现代寓意，经典

的文学母题融入当代生活场景，这种转化不是对传统的简单

套用，而是在深刻理解传统精髓的基础上进行的创造性转

化。通过这种现代转化传统文学元素在当代创作中获得新的

表现力，既传承了文学传统的精神价值，又满足了现代读者

的审美需求，这种转化趋势体现了文学传统与现代精神的深

度融合，为文学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4 结语

犹太文学与华人文学的跨文化对话与融合，展现了不同

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的丰富成果，通过对两种文学传统的比较

研究，可以发现它们在精神内核与艺术追求上存在诸多契合

点，从早期的互相借鉴到现代的深度融合，两种文学传统在

相互激荡中不断创新发展，形成了独特的文学景观。这种跨

文化的对话与融合不仅丰富了文学创作的表现形式，也深化

了人类对生命与存在的思考，在全球化背景下推动不同文学

传统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将为世界文学的发展注入新的活

力，激发更多优秀作品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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