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索尔·贝娄(1915-2005 )是继海明威(1898-1961)和福克

纳 (1897-1962)之 后 美 国 最 重 要 的 小 说 家。 1965 年 他 曾 因

《赫索格》获国际文学奖也是获此奖的第一位美国人。 1968
年 1 月，法国授予他“文学艺术骑士勋章”。 1968 年贝娄还

获得“犹太遗产奖”。 1976 年他以“对当代文化富有人性的

理解和精妙的分析”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索尔·贝娄———“如

饥似渴的观察家”是写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高手，索尔·贝

娄在作品中探寻了美国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的处境， 即个

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不协调，对于美国中产阶级知

识分子的苦闷与彷徨、挣扎与沉沦、失败与失落，描绘得典

雅庄重，意义深刻。 尤其在其第六本小说《赫索格》中塑造了

一 个 非 常 清 晰 又 典 型 的 中 产 阶 级 知 识 分 子 形 象———赫 索

格，尽管赫索格这个人物具有失败者的特征，但在思维与性

格上极为知性与理性，而他所遭遇的种种挫折与困境，也很

贴近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切身体会， 因此能引起多数中产

阶级读者的认同。
《赫索格》中的赫索格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是

一位历史学教授，是一个异化了的犹太人。 他几乎具备作为

有前途的知识分子的所有条件：博士学位、大学教职，专长

思想史，发表过《浪漫主义和基督教》等颇具水平的论著，还

有几笔科研经费。 他一向尊崇理性，关心人道和文明。 但就

是这样一位看似让人羡慕的人物，他的家庭、事业甚至生存

都存在着危机。 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是六十年代， 赫索格

47 岁，他的两次婚姻均以离婚 告 终，同 时 他 不 得 不 放 弃 令

人羡慕的教职，被迫反省自己的立场及生活态度。 他的第一

任妻子黛西带走了儿子， 女儿琼妮则跟第二任妻子玛德琳

住在一起。 两个兄弟不理解他，大多数朋友则站在两位离婚

的妻子一边。 最糟糕的是，他最好的朋友格斯贝奇———一个

只有一条腿的电台音乐唱片节日主持人竞成了玛德琳的情

人，他被抛弃在繁华但却寂寥的世界中。 在接一连二的打击

下，赫索格变得精神恍惚，整天紧张思考，时常自言自语，忙

于写信，给亲戚朋友、报社杂志、知名人士、认识的、不认识

的、活着的、死了的，甚至上帝和自己写信，不过从来不投邮

寄出。 与此同时，他通过联想和回忆，叙述了家庭、父母、兄

姐、妻儿、情妇、朋友的情况以及自己大半辈子的经历和遭

遇。到最后，他脑子一团混乱，精神濒于崩溃的边缘。最终他

独自一人回到路德村的乡间古屋里，准备隐居一段时间，在

恬静的大自然怀抱中汲取原始的生命力， 以恢复心智的平

静，激起新的希望。 从赫索格身上，读者看到了一个内心挣

扎、彷徨苦闷的知识分子从理智到疯癫最后到妥协的过程，
他的精神危机和生存困境在当今社会具有极大的普遍性。
《赫索格》的成功之处，按索尔·贝娄的话说，在于它“描写的

是普遍的困境。 《赫索格》打动了犹太读者、离过婚的、自言

自语的、大学毕业的、读平装书的、自学成才的、仍想继续活

下去的……”。
一、赫索格———当代知识分子的代表

宋兆霖教授认为：“赫索格的精神危机本质上是一种时

代病，正如贝娄曾经说过的那样：‘不可避免的个人混乱，也

就是社会悲剧的写照。 ’更何况，赫索格是一位历史学教授，
思想史专家，是西方现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人物，他的遭遇更

有其代表性，更能说明问题。 ”（宋兆霖译，《赫索格》）所以，
赫索格身上集合了几乎所有的执着敏感的、彷徨苦闷的、总

是陷于徒劳的“思考”旋涡的知识分子的特征，也就是说大

多数知识分子都可以在赫索格身上或多或少的看到自己的

影子。 他们的危机是一种“时代病”。 知识分子和所有人一

样经历着从求生存到求发展的几个阶段， 只不过他们在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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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这条路上走得更为艰苦些。 学识的丰富和思想的敏锐

使得他们能洞察人生与文明社会的人情世态， 在对精神世

界追求方而也执着于常人， 因此他们背负了更多的心灵负

担。 当所有的人们都去寻觅与建构地上天国之时，知识分子

应该伫立于荒凉的边缘， 并冷静地指出那隐约可见轮廓的

天堂构架的缺失：瞧，这最终又是一座人间地狱。 公共知识

分子许知远说过， 知识分子不过比别人更敏锐与深刻地感

受到这一点，流亡感是他们的宿命。 就在人们匆匆忙忙找寻

“永恒幸福”的过程中，那些罕见的知识分子发出了愤怒的

叫喊声但却没有听众。
二、知识分子———孤独的思考者

赫索格就是这样一位“伫立在苍凉的边缘”，对社会发

出了“愤怒的叫喊声”，但却没有听众的孤独的思考者。 他迷

恋上了写信，而这些信又不被邮出，这本身就是一种讽刺，
之所以不被寄出是因为他怕没有人能够理解， 这些信实际

上是写给自己的。 由此可以看出，赫索格是患上了“失语症”
———无法在常态下与周围环境沟通，结果落得个被人误解，
遭人耻笑的下场。 所以赫索格只能通过写信孤独地思考。

思考让赫索格内心一直保持着清醒的状态。 赫索格通

过写信把自己对社会、对人生的种种思考变成文字，这些文

字既可以提醒自己也可以警醒他人，那些堕落的、疯狂的胡

作非为者，并非没有良心，他们的良心不过是暂时沉睡了。
思考的作用就是不断摇醒它。 思考者当然也会做错事甚至

做坏事，但只要不放弃思考，自责和忏悔总会袭上心头，这

样，就不会麻木不仁，就不至于丧失人性。
思考也使赫索格认识到自身的缺陷与弱点。 曾经有读

者 这 样 评 价 赫 索 格，说 他“知 识 丰 富、理 想 高 远，但 态 度 傲

慢、自以为是；对社会、对环境、对旁人只有片面的理解，但

却不停援引书籍， 在忽略现实的状态下， 提出充满理想主

义、甚至浪漫主义的批判；寄望这些愤怒的言语能激发他人

行动起来、进行改革，自己却不曾采取任何具体的动作；当

批判得不到认同和回响，便怪罪其他人自私与愚昧，当愤怒

不平衡的态度影响自身生活时，不低头检讨自己，而是进入

更加愤世嫉俗、怨天尤人的状态。 ”笔者认为这种评价有失

偏颇。 作为一位大学教授，赫索格知识丰富，他对社会问题

有很多专业的见地，能够大量引述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科

学上的知识与观点，怀抱着种种改革的理想。 在他一封有一

封的“信件”中，读者看到了他对生活、对社会、对国家、对世

界、对人生的深刻思考，他承认“对于妻子他不是一个称职

的丈夫；对于孩子他不是一个关爱的父亲；对于父母他不是

一个孝顺的儿子；对于国家他是一个冷漠的公民；对于兄妹

他 是 一 个 疏 远 的 手 足； 对 于 朋 友 他 是 一 个 自 私 自 利 的 人

……总之，他是一个失败的人”。 （宋兆霖译，《赫索格》）这些

话是他进行了深刻的思考的自我剖析和反省之后得出的结

论，显然批评他“不低头检讨自己”是不对的。 对赫索格来

说，不停的思考，也是不停的自我解剖！
赫索格的思考向读者呈现了一个“堕落的现代社会”以

及这个荒诞的社会给赫索格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影响 。 随

着但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 人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人道主义已经被功利主义、享乐主义所替代。 公众的

伦理道德素养存在危机，正如赫索格所说：“在这种年头，要

是仿佛不会给自己招来麻烦似的对人行善， 一定会被人疑

作是脑子有毛病了———患了受虐狂或者是任性症什么的。
人类所有高贵的道德情操， 往往会被人怀疑为一种欺骗手

段。 ”（宋兆霖译，《赫索格》）自己的妻子竟然会和自己最要

好的朋友成为情人。 另外，现代民主制度使犯罪行为减少，
却使个人罪恶感增加；又如，在法庭上，陪审员们会因为赫

索格头上的白发就让他失去了对孩子的监护权……这个世

界是荒诞的， 因此赫索格不知道应该怎样来认识周围的现

实，怎样来对待和安排自己的生活，甚至弄不清自己的生命

到底在哪里，怀疑自己究竟还是不是一个人，他曾痛苦地大

声疾呼：“我感谢上苍给予我一个人的生命， 可是这生命在

哪儿呀?！ 作为我生存惟一借口的人的生命在哪儿呀？! ”他

照着镜子自问：“我的天哪！ 这个生物是什么? 这东西认为

自己是个人。 可究竟是什么？ 这并不是人，但是它渴望做个

人。 像一场烦扰不休的梦， 一团凝聚不散的烟雾， 一种愿

望。 ”（宋兆霖译，《赫索格》）当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中连存在

的意义都找寻不到的话，那么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危机，
他们的行为也就被社会异化了。

思考让像赫索格这样的知识分子触及世界的核心，穿

越沉重的肉身，探测人性的深度。 赫索格通过写信来思考，
而他越思考也就越显出他的孤独， 但赫索格并不知道他的

孤独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他的孤独是普遍性的，正如索尔·
贝娄在他的诺贝尔奖演讲词中所说的 “富于感情的人显得

软弱———他总觉得自己满身全是弱点。 但是，假如他承认自

己的弱点， 承认自己的离群， 从而能深入到自己的内心世

界，不断加深自己的孤独感，那么他就会发现，他和其他孤

独的人是心心相印的。 ”大多数沉浸于思考之中人，尤其是

知识分子，都属于是背负太多心灵负担的孤独的思考者。 他

们执着而清醒， 正是这样， 他们才会看到更多的负面的东

西，因此这群执着而清醒的人就被所谓的“理性”的正常人

视为充满傲慢与偏见的“愚蠢的疯子”。 就像妻子、兄弟、同

事以及朋友眼中甚至是部分读者眼中的赫索格一样。 但是

这群自我放逐的思考着实际上却是在冷冰冰的物质世界里

找寻诗意的失意人。 当机器的轰鸣代替的原始的生存方式，
当人们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对金钱的攫取和占有时， 赫索格

们却在工业文明的阴影之下徒劳地拼合早已破碎的人性，
竭力寻找久已失去的梦想。

结论

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知识被高度专业化、文化被商业

化的社会，知识分子到底应该走上怎样的道路，到底应该是

勇于承担应尽的责任和担当与这个荒诞的社会进行不依不

饶的抗争 , 还是顺应时代的潮流妥协于这个世 界 呢? 那 些

执着于“思考”的知识分子们的确面临了这样一个两难的困

境。 在这样一个价值极度多元化乃至虚无化的社会，人们需

要一种高贵的价值作为导向。 爱德华·萨义德曾经告诫说：
正义与公平，是知识分子应该坚信不移的观念。 只是今天，
“每人口中说的都是人人平等， 和谐的自由主义式的语言。
知识分子的难题就是把这些观念应用于实际情境。 ”这便需

要两个因素：其一，知识分子要会“讲政治”；其二，即萨义德

一再推崇的贾克比对知识分子的要求：“不对任何人负责的

坚定独立的灵魂”。 （萨义德，《知识分子论》）笔者认为后一

点是异常重要的，也是最致命的。 “不对任何人负责的坚定

独立的灵魂”———应该作为当代知识分子的座右铭。 当知识

分子这一特殊的群体， 不再作为社会的批判者和对立面而

存在，而成为既得利益者的一部分，被资本和权力收编后，
那么它存在的理由将是什么呢？ 也许正是索尔·贝娄的文学

创作带给我们的最深刻而忐忑的现实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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