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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博尔赫斯深受中国道家思想的影响，他在其《小径分岔的花园》中运用中国意象营造了一个在时空中无

限运动的花园。太极图代表着道家思想，它所展示的时空观，辩证思想，阴阳说等与圆运动密不可分。

而花园的“圆”设计、以及花园中人物、事件、物象契合太极图所展示的宇宙万物“圆”的运动轨迹，

体现了时空的无限性，具有中国文化特色和神秘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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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orges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Chinese Taoism. He used Chinese imagery to create a garden that 
moves in time and space in his book The Garden of Forking Paths. The diagram of the Universe 
represents Taoist thought, which shows the view of time and space, dialectical thought, yin-yang 
theory and so on that are inseparable from the circle movement. The “circle” design of the garden, 
as well as the characters, events and objects in the garden coincide with the “circle” movement of 
all things in the universe shown in the Universe diagram, which reflects the infinity of time and 
space and has Chines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mysterious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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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岔的花园》是一部极具迂回神秘色彩和中国特色的短篇小说，讲述了一个为德

国在英国做间谍的中国人余准掌握了英方要对艾伯特城市采取军事行动的机密。自知无路可逃，余准计

划在被捕前把机密送回德国，他选择杀掉一个与艾伯特同名的人。逃亡途中余准提前登上火车，下车之

后意外遇到汉学家艾伯特。艾伯特正从事余准曾祖的研究。由此小说的核心内容出现，余准的曾祖对中

国文化有着浓厚兴趣，试图创作一部可媲美《红楼梦》的长篇小说。而这部璧坐玑驰，思想迂回的迷宫

式小说就是《小径分岔的花园》。博尔赫斯在《小径分岔的花园》中以独特的迂回和循环的圆运动展开

对“花园”的叙事。他精妙地将阴阳太极“圆运动”的思想隐藏于该小说的人物、事件、物象、情节等

创作设计中，并且融入了自己的独特认知。如迂回曲折的花园的空间设计、带有中国元素的符号如狮子、

长城、灯笼等，循环等元素，都暗示了道家思想对其创作的影响。 

2. 道家思想对博尔赫斯的影响 

博尔赫斯深受中国道教哲学影响，他曾经说过：“我花了很多年研究中国哲学，尤其是道家思想，

我对这些很感兴趣，我也研究过佛教。我还对苏菲神秘主义感兴趣。所有的这些都对我产生了影响，但

我不知道这一影响达到了何种程度。我研究这些东方宗教或者哲学，是为了给自己的思想或者行为提供

诸多的可能性，或者我会出于文学的目的，从想象力的角度去研究它们。但是我觉得所有的哲学都带有

这些功能。”[1]。 
博尔赫斯设计的《小径分岔的花园》的故事框架类似太极图。太极图的两仪、四象、八卦等变化，

展示了宇宙万事万物生衍变化之道，而该故事篇幅虽短，却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故事体系，每一个事件的

节点又是另一个事件的开端，周而复始，环环相扣，构成一座无限循环的迷宫，类似太极图所展示的一

个有序而无限的宇宙。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博尔赫斯试图在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中表达类似太极图

那样对宇宙的深刻理解和探究。当然，他以一种对过去、现在、未来的跨越和平行的姿态打破了常规叙

事模式，跨越了时空，传递了道家哲学思想，他的作品是对道家思想的致敬以及融会后的贯通。 
道家思想之典范的著作《道德经》的各路译本是博尔赫斯最主要的灵感来源。他虽然不谙汉语，但

在众多汉学典籍启发下，他对中国文化有了自己的独特认知。在《小径分岔的花园》这本书中，中国意

象长城启迪他去寻找长城修建背后的故事，在分析长城修建历程和有关故事后他发出这样的疑问：如此

大规模的军事工程与道家所倡导的“无为而治”思想竟有如此大的冲突。而《红楼梦》中博尔赫斯分析

了贾宝玉自诞生至成长过程中的诸多跳跃空间，认为贾宝玉的身世本就是个错综的谜题，自神奇中诞生

又归于玄幻，这些中国元素为他的迷宫写作提供了很大灵感。 

3. 《小径分岔的花园》中的圆运动 

3.1. 《小径分岔的花园》中的圆与循环 

博尔赫斯在《小径分岔的花园》中修建了一座无限循环的“圆”形迷宫，该空间具有“无限性”。

在小说中，他想象出一个由迷宫组成的迷宫，一个错综复杂，生生不息的迷宫，它包罗着过去和将来。

一座时间的无形迷宫和绝对无边无际的迷宫都是道家的无限性的运用。“我曾自问：在什么情况下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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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才能成为无限。我认为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循环不已、周而复始。书的最后一页要和第一页雷同，

才有可能没完没了地连续下去。”[2]作者借汉学家艾伯特之口道，“我还想起一千零一夜正中间地那一

夜，山鲁佐德王后开始一字不差地叙说一千零一夜地故事，这一来有可能又回到它讲述地那一夜，从而

变得无休无止。我又想到口头文学作品，父子口授，代代相传，每一个新的说书人加上新的章回或者虔

敬地修改先辈地章节。”[2]在他的笔下，时间是一个环形的轨道，过去、现在、未来都在这条环形轨道

上无限循环。博尔赫斯在《小径分岔的的花园》中一边津津乐道地破解谜题，一边源源不断地构建新谜

题，每一个事件的结点既是结局也是开端，让读者在层层的迷宫中陷入循环，永无止境。这与太极图所

传递的总体的思想生生不息，无限运动相契合。而道家太极图，作为一种早期的哲学体系，其主要内容

是探究自然和宇宙的本质，并将其表现为各种符号和符号的组合。这些符号代表各种自然元素和现象，

例如水、火、风等，并和人类思想和行为相联系，形成无限的变化和流动。这种思维模式体现在了博尔

赫斯所描述的迷宫这个符号上，他试图通过迷宫来展示有限世界中的无限可能性，并强调所有事物之间

的联系。 
博尔赫斯将道家太极图所展示的时间和空间、运动和静止这些概念运用到了小说中。太极图中的阴

阳运动和变化被视为整个宇宙中至关重要的力量。道家文化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道”所构成的，而

“道”则是始终存在于世界中心，并贯穿于整个宇宙的无穷无尽的力量。太极图代表着宇宙的初始状态

以及宇宙的发展演化历程，代表着宇宙间阴阳互生，此消彼长的规律[3]。而太极图则将这种“道”的力

量表示为一种交织着阴阳两极的图形，其中黑白两色代表着阴阳两面。太极图也象征着一种永恒的变化

和平衡，它体现了万物之间相互转化、相互依存的原理，展现着宇宙中相互作用和平衡的力量。太极图

以一个圆圈为基础，分为黑白两部分，象征着阴阳两种对立但又相互依存的力量。太极图也包含了一系

列的曲线和边界，这些曲线和边界可以被视为不同的路径。“因为时间永远分岔，通向无数的将来。”

[2]《小径分岔的花园》中无数的小径和分叉都代表着一个可能的现实世界，而每个分叉则代表着在某个

决策点上选择不同路径所带来的后果。这种存在于时间和空间的无限可能性正是太极图中“道”的本质

特征之一。 
博尔赫斯在文章中特别强调了人们的选择和行动对于现实世界的影响。每个人都面临着不同的选择

和决策，不同的决策会带来截然不同的后果。这也与太极图中阴阳两极所隐含的“道”和“德”的概念

有关，即人类应该遵循“道”的原则，秉持正义、公平、善良等“德”的品质，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取

得成功。“道”与“德”交织在一起，相互依存，但又能互相转化。因此，可以说博尔赫斯的文章中的小

径和分叉，以及道家文化中的“道”和“太极”，都表现了对于世界的多元性和变幻无常的哲学思想。 
在小说中，博尔赫斯及他笔下人物的意识思想也在进行一种“圆”形运动。首先，博尔赫斯认为，

圆代表着完整和无限，是人类渴望追求的理想状态。“他认为时间有无数系列，背离的、汇合的和平行

的时间织成一张不断增长、错综复杂的网。由互相靠拢、分歧、交错或者永远互不相干的时间织成的网

络包含了所有可能性。”[2]在小说中，园林设计师彭㝡试图以“圆”作为他对时间和空间的探索的象征。

他的目标是建立一种可以同时显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环形结构。尽管这个项目最终失败了，但它在博

尔赫斯的小说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成为了一个象征性的意象，代表着那些努力创造完美有序系统的

人们的理想。其次，通过对小说中人类对时间流逝的感知方式的分析，“圆”形的循环也存在于时间维

度。在花园中，时间似乎是静止的，而不像现实生活中那样单向流逝。这种情况下，“圆”被赋予了一

种超越时间的意义。在老子看来，“道”是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恍惚”，是一种超越时空的本体[4]。
博尔赫斯在文章中不止一次提到了“轮回”这个词。这个词本身就涵盖了圆形和循环的意义。作者通过

描述那些反复经历着相似场景的人物和事件，表达了一种轮回的哲学思想，并暗示了一种无法逃避的命

运。花园中那座巨大的圆形迷宫也代表着人生的终极问题和命运，表示着一个人的生命周期从出生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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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的完整性。而在博尔赫斯的其他作品中，圆也被用来表示时间和历史的无限循环，强调了人类无法逃

脱历史的轮回。 
这些圆形象征着一个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点的无限循环，也象征着时间的无限性和周而复始的运转。

这个无限循环既可以被看作是空间的象征，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时间的象征。在小说的结尾处，主角发

现他所在的世界只是一个被其他世界包围的圆形空间。这个空间是无限的，由无数个小圆组成。这个场

景进一步强调了时间和空间的完整性、无限性和循环性，同时也向读者展示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宇宙观。

在博尔赫斯的笔下，时间是一个圆，在圆形的轨道上， 任何人和事都在不断被“将来”重复着，过去、

现在和未来都重叠在时间的圆当中[5]。 

3.2. 《小径分岔的花园》中的圆与花园 

在博尔赫斯的文章《小径分岔的花园》中，“圆”是一个没有起点和终点的闭环，是一种永恒的循

环。它一个完美的几何形状，可具体到小说中的物象。比如，花园本身就是一个大圆形，它代表着人类

对于宇宙的探索和理解。花园的中心是一座巨大的圆形迷宫，这个迷宫象征着时间和命运的复杂性。同

时，花园里的小径也呈现出各种不同的圆形形状，例如圆弧、圆环等。这些圆形路径向外扩散，展现出

一种螺旋式的循环性，也许与宇宙的无限性相呼应。这些圆形空间的存在赋予了整个花园以一种神秘而

又和谐的氛围。圆包含了世间万物，也包括生命，从生到死，生生不息，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周而复

始，这折射出“道”是万物的起点，是万物之源。在花园中，小孩让余准一直往左拐，因为这样才可能

走出去。“一直左拐”的方法遵循左手法则，这是在日常生活中走出迷宫最普遍方法，一直靠着墙壁向

左走，循环往复直至走到出口。这是因为在入口和出口的墙壁是一个闭合曲线，这同时是花园的一大特

征，而太极图的总体轮廓就是一个圆形，代表着轮回，需要沿着一个方向循环往复，才走出完美的圆形。

在这个像迷宫且又无边无际的花园中，又分叉出无限的小路，但人只能选择一条小路，经过这条小路会

得到一个结局，可是这个花园中包含了各种结局，因为每一个结局是其他小路的起点，这与太极图最外

圈的圆相呼应，找不到起点和终点，但兜兜转转却进入另一个循环中。通过小路走到的每一个地方，发

生的事情，可能会觉得熟悉，因为这是曾经亲身经历过的。在这条小路上的朋友可能在另一条小路上又

变成了敌人，这具有明显的辩证法，相互对立但无法分离。这像博尔赫斯在《通天塔图书馆》中所写那

样，“假如一个永恒的旅人从任何方向穿过去，几世纪后他将发现同样的书籍会以同样的无序进行重复”

[2]。无论是在花园，还是在图书馆，都包括了任何的可能性，始终在圆中出不去。在《死亡与指南针》

这个故事中，主人公沙拉赫的三起谋杀案的地点像迷宫一样，有三条线。在不同的宇宙中，都有无限的

结局和不同的时间。谋杀案的迷宫地点和小径分岔的花园一样，都在圆中进行无限的圆运动，在运动的

过程中，这些圆相互碰撞，相互交汇，形成无限的小路，从而导出无限的结局。 
博尔赫斯将太极图中的 S 型曲线运用到了花园的设计中。太极图中的 S 型曲线在运动的过程中，阳

和阴相互融合和转化，互相推动彼此不断发展，在此消彼长永不停息。阴阳平衡为最佳状态，在阴阳平

衡时，事物仍在不断变化。把 S 倒过来也是 S，这也说明了无限循环的意义，永恒不变的存在。“潮湿

的小径弯弯曲曲”道出了花园的特征，这个花园具有中式古典园林的特征，而中式古典园林有道家思想

的运用，花园曲径通幽，幽暗神秘，小路不断的分叉，无边无际。无限分叉与弯弯曲曲符合太极图中间

的 S 型曲线，S 型曲线弯曲且无限。花园中包含着“草地”、“叶丛”、“林荫道”等物象，“天人合

一”，“道法自然”，“无为”等道家思想巧妙的融入到园林中，这是源于自然但是高于自然的展现。

古典园林中造园主导因素的借景手法与道家“有无相生，虚实结合”是一脉相承的[6]。所以这个花园的

设计遵循顺应自然，遵从自然，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在中式古典花园中，运用最广泛的就是圆形

的窗户和门，在内外有无限的空间，激发人无限的想象。同时，余准在花园中逃跑，却深陷虚幻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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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他想象自己在山峰中，想象花园宽广无比，想象这是由迷宫组成的迷宫，由此他进入了自己思想的

迷宫花园。他沉醉在圆的闭环中无法自拔，一直依据花园在进行自己思想的圆运动。 
源远流长的辩证法思想是太极图产生的哲学基础[7]。博尔赫斯的圆形迷宫之有无和虚实与太极图中

的黑白两级的独特含义相契合，具有辩证的色彩。太极图中的白色和黑色是两极，是相互对立的极端，

但是随着宇宙不断的运动，阳和阴分别以对方为基础而相互依存，进行无穷无尽的运动和交融。在彭㝡

的广阔地产中间，谁都没有找到迷宫。这不禁会引出一个问题，这个像迷宫一样的花园到底真的存在吗，

就像庄子所写的“庄周梦蝶”一样，事物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具有“有”和“无”的虚实结合。老

子也对“有”和“无”进行过论述，“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8]。两者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

具有辩证的色彩。“有”和“无”对应“虚”与“实”，太极图的黑白两方面包含着虚中有实，实中有

虚，在太极的不断运动中，阴阳不断转换，其中包含了虚实转换，推动对方不断发展。关于花园的地方

一直是模糊的，而关于这个花园的位置也从来没有被指明过。“盖一座绝对无边无际的迷宫的奇怪的传

说”，说明迷宫似乎是虚的，真的不存在，但“我将小径分岔的花园留诸若干后世(并非所有后世)”，“同

我儿时的记忆一样”[2]，又说明迷宫似乎又真真切切的存在，只不过还没有找到。以太极图为基础，有

和无，虚和实的不断转化和融合，使得花园神秘感增强。在花园中，一盏“灯笼”出现了，这是具有中

国意象的物体，而“一盏白月色的鼓形灯笼从深处房屋出来”深刻展现了道家太极图的色彩。灯笼是一

个圆形同太极图一样，且为白月色，它镶嵌在深色背景之中与白色鱼眼点缀在黑色背景之上有异曲同工

之妙。像博尔赫斯在《失眠》中所写那样“宇宙的历史仍在继续”[9]，伴随着的宇宙运行，灯笼白月色

和夜晚黑既相互对立又融合，白与黑交融，浑为一体，构建了一幅类似太极图的场景。 

4. 结语 

在道家思想的影响下，博尔赫斯在《小径分岔的花园》中设计了无限的圆运动，契合了太极圆运动

的规律，具有时间的连续性和永恒性；同时圆运动是一个无限的形状，超越了有限的现实，具有无限性

和神秘性。他从辩证的角度说明万事万物都在瞬息不停的发展与变化的同时，其归途终将会像太极图中

的阴与阳一般交融，之后又会沿着各自的轨迹周而复始的圆运动。圆运动在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岔的花

园》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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