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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小说5鼠疫6借助对苦难 !死亡与存在的思考 � 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推到极致 � 构造了人类反抗姿态与荒诞处 

境之间的张力 � 肯定了一种力所能及的行动 � 提示无神时代的现代人在爱中寻找信仰之源 ∀因此 � 在荒诞与反抗之 

间实现自我的定位 � 成了5鼠疫6给予现代人的重要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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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5鼠疫6 ������是法国作家加缪� ϒ⊂ℜ⊕   

≤ℑ⊆∏ � ���� �����历时 � 年完成的一部力作 �描 

述了在北非一个叫奥兰的小城发生的一场持续近 � 

年的鼠疫之灾 ∀作者生动地刻画了在那个恐怖时期 

人们所经历的从肉体到精神的折磨 �以及对幸福和 

安宁的渴望 ∀小说取材于真实的生活现实 �又注入 

作家一贯的对生命与死亡的思考 � 因此 � 虽然情节简 

单 � 但意蕴丰富 � 常读常新 ∀ 

早在 ���� 年巴黎被德国法西斯占领时 � 加缪就 

打算用寓言的形式对这一吞噬千万人生命的恐怖时 

代给予回应 ∀当时的法国人民 ) ) ) 除了一部分从事 

抵抗运动者外 ) ) ) 就像欧洲中世纪鼠疫流行期间一 

样 � 长期过着与外界隔绝的囚禁生活 ∀因此 � 把在纳 

粹铁蹄蹂躏下的法国搬到小城奥兰 �把残酷的战争 

转换成肆虐的鼠疫 � 这部作品的象征意义显而易见 ∀ 

小说结构严谨 � 生活气息浓郁 �人物性格鲜明 �贯穿 

着人与鼠疫搏斗的史诗般的篇章 !生离死别的动人 

哀歌 !友谊与爱情的美丽诗篇 !地中海海滨奇幻的画 

面 � 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 ∀在卷首献词中 � 加缪引用 

了英国作家笛福的话 � / 用别样的监禁生活再现某种 

监禁生活 �与用不存在的事表现真事同等合 

理 ∀ 0 ≈����� 显然 � 这里所谓的 / 某种监禁生活0 �类似 

于帕斯卡尔关于/ 在终极意义上 � 人都是一个被流放 

的国王0的比喻 � 指示现代人荒诞的生存处境 � 同时 � 

5鼠疫6又通过对创造生命价值的反抗姿态的刻画 � 

肯定了一种力所能及的行动与思想 �让我们在爱的 

交融中领会荒诞与反抗之间的张力 ∀这些都使作品 

远远超越了现实政治层面 �进入存在论维度 ∀ 本文 

力图借助对表层文本的叙事学解释与对深层意蕴的 

哲理性挖掘 � 从双重维度把握5鼠疫6中细腻丰富的 

肌理 ∀ 

一 

5鼠疫6一共有五个部分 � 讲述一个从发现鼠疫 ! 

陷入绝望到寻找对策 !摆脱鼠疫的故事 ∀ 阿尔及利 

亚的奥兰是故事发生的地点 � 这是一个没有鸽子 !没 

有树木和花园的现代化都市 �市民们每天麻木地消 

磨着时光 ∀在小说第一部中 �鼠疫开始降临这座城 

市 � 恐慌的情绪在市民中流转 ∀ 于是市政府下令紧 

闭城门 � 成了/ 囚徒0的市民在死亡的威胁下 � 忍受着 

与亲人分离的痛苦和供应不足带来的困难 ∀第二部 

着重描写流放感 � / 那时刻不离我们心田的空虚 �那 

确确切切的激情 � 那希望时间倒流或相反 � 希望时间 

加快飞逝的非理性的愿望 � 那刺心的记忆之箭 � 正是 

这种流放感 ∀ 0 ≈������ 随着疫情的发展 � 绝大部分人认 

识到应该同鼠疫作斗争 �而不应该听之任之 � 或屈服 

于恶 ∀塔鲁组织了第一个志愿防疫队 ∀里厄医生日夜 

不停地救治病人 � 阻遏疫情的扩散 � 化解人群中弥漫的 

恐慌 ∀第三部继续用诗一样的笔触描写/ 离情和放逐 

感 � 以及这些感情所包含的恐惧和愤慨0 ≈������ � 此时 

/ 所有人的内心也都像黑夜一般忧郁0 ≈������ � / 那逐渐 

充满整个城市的无休无止 !令人窒息的沉重脚步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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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夜复一夜 �以最忠实最忧郁的音调呼应着那盲目 

的执着之情 �这种情绪终于在我们心中取代了爱 

情 ∀ 0 ≈������ 在第四部中 � 希望之光逐渐从黑暗中冉冉 

升起 � 里厄与塔鲁的友谊也让我们感受到一丝温暖 � 

但鼠疫依然笼罩全城 �一个无辜孩子的死与帕纳鲁 

神甫布道的失败让人质疑/ 神正论0的正当性 ∀在最 

后一部分中 � 不懈的反抗有了成效 � 肆虐的鼠疫终于 

奇迹一般消失 � 奥兰城在欢呼声中解禁 �但里厄医生 

并没有感觉到多少轻松 ∀ ) ) ) 这就是作家的叙事轨 

迹 ∀ 

这部小说最明显的主题是隐喻了欧洲在抵抗纳 

粹时的选择 � 它通过/ 荒诞0与/ 反抗0之间的辨证转 

换 � 体现了从/ 个人反抗0到/ 集体反抗0的意识演变 ∀ 

鼠疫的残酷已经不仅仅属于个人 �而是所有人的命 

运 �是我们共同的历史 �/ 原本属于个人的感情 �比 

如 � 和心爱之人的离情别绪 �从最初几周开始 �都突 

然变成了整城居民的共同感情 �而且还夹带着担惊 

受怕 ∀ 0 ≈������ 因此 � 加缪关于/ 作品是一种经常意在 

言外的哲学终点 �是这种哲学的图解和完成0 ≈������ 

的创作主张在这里得到了恰切的实现 ∀ 值得注意的 

是 � 在给罗兰 # 巴特的公开信中 �加缪又明确表示 � 

/ 我希望人们从几种意义上来阅读5鼠疫60 ≈������ � 也 

就是说 � 在创作时他已赋予了小说多重的解读空间 � 

从而使这部现代小说显示出了叙事模式的独特性 ∀ 

众所周知 � 多样性和不确定性是现代小说的共 

同特点 �它源于现代人观念中对传统世界观和小说 

本体论的转变 ∀ 在5鼠疫6中 �叙事时间与事件空间 

的穿插和搏斗 �不仅打破了传统小说以某一个叙述 

者为主的话语霸权 �而且营造了一个充满寓意的舞 

台背景 �使小说的故事情节转化成了一种情势和氛 

围 � 众多人物在此/ 自由选择0 � / 诉诸行动0 �演绎人 

类的生存荒诞性 ∀比如 � 在小说末尾 � 作者承认里厄 

医生是故事的叙述者 �而且里厄沉着冷静的救治活 

动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但作者并没有让他的活动 

覆盖整个舞台 � 面对灾难 � 朗贝尔内心发生的转变更 

让我们感到人性的真实与丰富 �领会到/ 圆形人物0 

的魅力 ∀由此 � 5鼠疫6体现了一种泛狂欢化的风格 � 

突破了从塞万提斯到托尔斯泰习惯性维持着的均衡 

的叙述节奏 ∀这里显然可以看出加缪对陀思妥耶夫 

斯基与卡夫卡的继承 ∀ 

在5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6中 �巴赫金强调 

指出 � 陀思妥耶夫斯基实现了对独白型�单旋律�欧 

洲小说模式的突破 �从而创造了一个复调世界 � / 这 

里恰是众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它们各自的世 

界 � 结合在某个统一的事件之中 � 而互相间不发生融 

合0 ≈��� �� � 这种迥异于传统的/ 狂欢诗学0由此成为 

现代小说的诗学品格 ∀ 从5鼠疫6中 �� 个人物之间 

复杂的意识表现与应对鼠疫这一共同的精神紧张 

中 � 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一个类似于舞台剧的复调 

世界 ∀无论是塔鲁从原罪角度对鼠疫的思考 �还是 

朗贝尔在情爱与友爱之间的彷徨 �无论是隐匿在柯 

塔尔内心中的阴暗 �还是帕纳鲁一心依赖上帝后的 

绝望 � 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审视现代人灵魂的舞台 ∀ 

同样 � 如果把对叙事时间的扭曲作为现代小说 

标志的话 � 那么 � 乔伊斯在5尤里西斯6������中的实 

践显然非常彻底 ∀但是 �必须注意到的另一个现代 

作家就是卡夫卡 ∀早有论者恰当地指出 � / 卡夫卡无 

疑是透过−表现真实细节. 并将之纳入一个荒诞非实 

的框架中去的先驱 ∀ 在卡夫卡对细节的要求上 �有 

更为抽象的想法 ) ) ) 他越是描写细节 �便越是显示 

−真实. 这个概念的不可靠 ∀这个理解在小说史的发 

展上已属启蒙 � −现代主义. 便自此诞生 ∀从此小说 

家开始掌握另一种对抗时间的方式 ∀ 0 ≈������ 这种方 

式就是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的歧异与错位 �具体可 

以细分成/ 无话则短0与/ 有话则长0两种类型 ∀ 

/ 无话则短0指故事时间对叙事时间的征服 �即 

作者用三言两语使读者快速掠过或许很漫长的一段 

日子 � 营造出一种紧张的氛围 ∀在5鼠疫6的第一部 

中 � / � 月 �� 日清晨 � 贝尔纳 # 里厄大夫从他的诊所 

出来 � 在楼梯平台上被一只死老鼠绊了一下 ∀ 0 ≈����� 

这句淡然的叙述开始了一个越来越紧张的事件 ∀ � 

月 �� 日 � 看门人有些不舒服 ∀ � 月 �� 日 �老鼠成批 

死去 ∀ � 月 �� 日 �看门人发病 ∀ � 月 �� 日 �看门人 

死去 ∀市民越来越恐慌 ∀ � 月 � 日 � 里厄打电话给里 

沙尔要求隔离病人 ≈���� ��� ∀ 快速的叙述节奏有效地 

模拟了事件的紧迫性 ∀但是 � 随着故事的发展 � 人们 

逐渐丧失了对物理时间的掌握 � 孤立情绪产生 � 奥兰 

城也完全成为一座孤岛 ∀这样 � 在小说第三部 � 就自 

然出现了/ 有话则长0的局面 ∀也就是说 �叙事时间 

实现了对故事时间的征服 ∀时间的停滞使作者的笔 

触集中到对流放感的细腻刻画 �人类的生存处境由 

此得以酣畅淋漓的表达 ∀ 

二 

从叙事角度展开的上述分析 �显然已经凸现了 

5鼠疫6这部小说的现代意义 ∀但是 � 值得称道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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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文本的可读性 �加缪在叙事中还巧妙地延续了 

传统的批判精神 � 实现了隐喻式书写的特有价值 � 并 

延续基尔克郭尔的思考尖锐地刻画了/ 自我0的生存 

处境 ∀可以说 �这是5鼠疫6能成为现代经典的另一 

个重要原因 ∀ 

在5致死的疾病6中 �基尔克郭尔概括/ 自我0这 

一范畴时曾直截了当地宣称 � 人是由有限与无限 !暂 

时与永恒 !自由与必然这些两元因素构成的综合体 � 

是这两者之间的/ 关系0 ∀ 然而 �仅以这种方式来思 

考 � 人还不等于一个自我 ∀ 自我是这种两元关系与 

自身的关联 � 因此它是一种关系与自身形成的关系 ∀ 

这种多重的关系结构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 �任何错 

位都容易导致/ 绝望0这种致死的病症 ∀ 因此 �在他 

看来 � 只有/ 那信仰的人拥有那对抗绝望的永恒安全 

的抗毒剂 ∀ 0 ≈������ 基尔克郭尔的这一理论在加缪创 

作中得以贯彻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 不同的是 �加缪 

虽然也强调人的关系状态 �但他所说的关系更多地 

发生在人与世界之间 � 因此 � 他用/ 流放0来缓解极具 

冲击力的/ 绝望0 ∀ 在他看来 �流放指代一种生命的 

姿态 � 它更多地源于人与世界间认同的匮乏 ∀ 

的确 � 流放是加缪一贯的主题 � 几乎覆盖了他所 

有的文学创作 ∀如果审视他生前以叙事名义发表的 

九篇作品�5局外人65鼠疫65堕落6和5流亡与独立王 

国6中的 � 个短篇�和遗稿5幸福的死亡6与5第一个 

人6 � 以及被伽利玛出版社归到/ 随笔0名下但严格地 

讲仍然具有叙事性质的文本�5反与正6 中的前三 

篇� � 可以发现这总数为 �� 篇的叙事作品中贯穿了 

一个基本内容 �人生在世的孤单 ∀ 有人据此认为 � 

/ 孤独0是加缪的潜意识表现 �是比形而上的/ 荒诞0 

与/ 反抗0更为根本的题材 ≈����� ���� ∀ 这自然是有道 

理的 ∀不过 � 在笔者看来 � 作为对切身的生命体验的 

把握 � 依旧用与/ 孤独0相类似的/ 流放0来概括会更 

有力度 ∀ 

实际上 � 现代派作品中许多篇目都曾经展示现 

代人的流放感和孤独性 � 如奥尼尔的5毛猿6 � 卡夫卡 

的5变形记65城堡65审判6 � 萨特的5恶心65禁闭65苍 

蝇6以及荒诞派戏剧等等 ∀ 这也暗示出在现代人所 

共同拥有的心灵处境中 �个体生存与所在环境之间 

已经产生了无可挽回的断层 �个体对外部世界的不 

安显得如此普遍 ∀ 在这些荒诞星云中 �加缪叙事作 

品的特殊性体现为 � 由于人与世界的错位 � 存在着方 

向相异的两种流放 ) ) ) 自我放逐与被迫流亡 ∀所谓 

自我放逐 � 指现代人对荒诞世界刻意的反抗 � 比如自 

得其乐的默尔索�5局外人6� � 所谓被迫流亡 � 则指无 

意间陷入极限处境中的挣扎着的现代人 �比如5鼠 

疫6中的主人公 ∀ 可以说 �这两种流放正是/ 荒诞的 

人0在世的基本姿态 ∀如果说后者是恶的象征 � 暗示 

了加缪对暴力的谴责 �从而距离优美与崇高都格外 

遥远的话 � 那么 �前者在诉诸个体情怀时 �则带有些 

许温馨的审美意味 ∀ 比如 �在5流亡与独立王国6 

������中 �加缪描写了一个叫雅尼纳的 / 不忠的女 

人0对远方的饥渴心理 � 

在远方 !更往南行的地方 � 在天与地连成纯净的 

直线之处 � 她突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期待着她 � 那是 

她迄今不曾注意却正是所需要的东西 ∀在这近乎黄 

昏的午后时分 � 阳光逐渐变得极其柔和 � 它由水晶色 

泽变成了流质 ∀ 与此同时 �在一名偶尔来此的女人 

心头 � 一个多年来由于积习和烦闷而形成的情结 �正 

在缓缓解开 ∀ , ,雅尼纳不明白 �为什么这个念头 

搅得她心中充满无涯而甜蜜的惆怅 �以致她得紧闭 

两眼才能尽兴 ∀ 她只知道 �她一向是得以期盼这奇 

特王国的 �但它将永远不会属于她 !不再可能属于 

她 � 除非是在此时此刻 !这稍纵即逝的瞬间 ≈����� ���� ∀ 

这一段抒情的文字极其细腻地刻画了一个/ 生 

活在别处0的女人的心理 ∀ 这里之所以说它细腻而 

真实 � 是因为 �它书写的 �甚至就是你我曾经或即将 

面对的生活 ∀谋划一次离家出走 � 一次 �� 岁的出门 

远行 � 是每一个寂寞少年抑制不住的性情事件 � 它展 

示出初萌的青春热情与对未来的缥缈向往 ∀ 然而 � 

随着年岁的渐长 �生活的锉刀常常将这些少年狂想 

一寸寸磨平 ∀ 于是 �对远方的想象也就真的仅仅成 

为一种想象 ∀ 正如这位/ 不忠的女人0 �婚姻的琐屑 

湮没了少女时代瑰丽的梦幻 �平庸的生活也终于成 

为每日每时都得啜饮的食粮 ∀ 从此 �在夜深人静处 

自我放逐 � 只能成为她最奢侈的精神享受 ∀ 

但是 � 在加缪的笔下 � 还有一种更严峻更残酷的 

生活状态 � 在这里 �甚至连梦想的影子都无处存身 � 

它远远越过了作为/ 自我放逐0的心理事件 �而直逼 

现代人的精神重心 ∀ 5鼠疫6中对苦难 �尤其是对无 

辜孩子之死的书写正属于此 � 可以说 � 这种被迫放逐 

是人类无可回避的灾难 ∀ 

三 

现代人背负和体验着双重痛苦 �一是肉体与精 

神所承受的困厄 !孤独 !疾病 !死亡等 � 二是对生活合 

理性的质疑和抗议而加增的更为强烈的痛苦 ∀ 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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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是有自我意识的人对生存世界和个体行为的冷 

峻审视与尖锐思考的结果 �因此 �在某种意义上 �后 

者比前者更为惨烈而难以承载 ∀在5鼠疫6中 �加缪 

所着力展开的就是对苦难的思考 ∀小说借助以里厄 

医生为代表的几位人物形象 �思考了面对苦难时人 

的态度问题 ∀ / 人人身上都潜伏着鼠疫 �因为 �没有 

人 � 是的 � 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免受其害 ∀ 0 ≈������ 这 

句出自塔鲁之口的双关语 �无疑饱含着意味深长的 

指涉 ∀它提醒我们 � 没有什么与自己无关 � 在威胁人 

类的灾难被消除之前 �不存在所谓个人的幸福 ∀ 正 

如英国诗人邓恩所说 �/ 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损 

失 � 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 ∀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 � 丧 

钟是为你而鸣的0 ∀通过对一场瘟疫的具体描绘 � 小 

说将我们常常以为牢不可破的依靠摧枯拉朽般地打 

垮在地 � 强迫人们走出往日的隐蔽 � 勇敢地面对现实 

和未来 �重新寻找生存的依据 �应该而且必须抵抗 

恶 � 这就是我们的命运 ∀ 

因此 � 5鼠疫6中的/ 鼠疫0已不仅是一种具体的 

传染病 � 而成为多层面的象征 ∀ 大体而言 �分离 !没 

有女性和死亡这三种象征性生活境况隐喻了苦难的 

无处不在 ∀首先是分离的境况 ∀鼠疫的肆虐使奥兰 

城成为一座孤岛 ∀ 于是 �亲属的分离 !夫妻的分离 ! 

情人的分离等等成为普遍的现状 � 它们意味着隔离 ! 

封闭 !囚禁 !流亡和集中营 ∀可以说小说中对种种生 

离死别的描写是着力而动人的 �构成了感人的人道 

主义篇章 ∀ 其次是小说中没有任何一个女性的境 

况 ∀没有女性意味着失衡 !畸形 !苦涩 � 没有生机 � 没 

有激情 � 没有希望 � 没有未来 ∀这种干涩的生命状态 

暗示了恶的肆虐与对美的放逐 ∀这二者共同营造了 

一个远离鲜花与欢笑的黑暗之城 ∀第三种象征性生 

活境况是死亡 � 它意味着极度的痛苦 � 完全的黑暗和 

彻底的毁灭 ∀ 显然 �在这三种境况中 �死亡 �尤其是 

无辜孩子之死 � 是人之荒诞处境的核心 �是一切苦难 

中最令人无法释怀的恶 � 在5鼠疫6的第四部 � 加缪的 

描写让读者心悸不已 � 

当灼人的热浪第三次袭击他时 �他略微抬了抬 

身 � 随即蜷缩成一团 �同时 �出于对火焰般烤人的高 

烧的恐惧 � 他退缩到病床的尽里头 � 发狂似地摇晃着 

脑袋 � 掀掉身上的军毯 ∀ 大滴大滴的眼泪从他红肿 

的眼皮下涌出 �顺着他那铅灰色的小脸流淌起来 ∀ 

发作一阵之后 � 他精疲力竭 � 蜷缩着他那骨瘦如柴的 

双腿和胳臂 � 经过四十八小时的折磨 � 孩子身上的肉 

已经消失殆尽了 ∀这时 � 在这张惨遭蹂躏的床上 � 病 

孩儿的姿势让人想到奇异的钉在十字架上的基 

督 ≈������ ∀ 

这是法官奥东先生的幼子垂死前的挣扎 �加缪 

以近似笔录一样的方式让这些瞬间得以存留 �残忍 

而真实 ∀笔者相信 �没有任何人会对这个场景无动 

于衷 ∀孩子 � 像百合花的蓓蕾一样缓缓开放的生命 � 

曾经给每一对祈祷的父母带来无尽温暖的希望 �就 

在这里 � 在我们的眼前 � 一点一滴地凋零 ∀ 伸出去遮 

挽的手 � 擦拭掉无声的泪 � 都无法阻挡住哪怕是片时 

片刻 ∀幸福 � 早已是如此遥远 �生命的脆弱 �却又是 

如此真实 ∀当孤苦无告的眼睛抬起 � 谁又能不质问 � 

上帝何为 �� 

是啊 � 在哀鸿遍野的人间 � 上帝何为 � 在追问这 

个问题时 � 加缪显然延续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考 ∀ 

陀思妥耶夫斯基终其一生思考苦难 !写作苦难 � 要靠 

作品完成对苦难的征服 ∀ 在5卡拉马佐夫兄弟6中 � 

无神论者伊凡虚构了宗教大法官的传说 ∀ 伊凡崇尚 

理性 � 不承认上帝 �不接受上帝给予的世界 �正是因 

为他不能容忍苦难 �特别是无辜孩子的眼泪 ∀ 他抗 

议道 � / 假如大家都应该受苦 �以便用痛苦去换取和 

谐 � 那么小孩子跟这些有什么相干呢 � , ,我完全 

不明白 � 他们为什么要用痛苦去换取和谐呢 � 0他对 

上帝大声喊道 �如果天国必须要一个捶着胸口而悲 

伤的无辜孩子的眼泪 �那么他宁可退掉天国的入场 

券 ∀可以认为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不局限于呈 

现此世苦难 �而是努力走出堕落的低谷 �要/ 为克服 

堕落而忏悔0 ∀因此 �他抗拒理性的僭妄 �但绝不彻 

底放 逐 理 性 � / 因 为 没 有 理 性 人 类 将 无 家 可 

归0 ≈������ � 他描述/ 地下室人0的痛苦 � 但绝不放弃灵 

魂的自由 � 而要选择苦难之后的自由 ∀ / 地下室人从 

他生活的环境中产生了反抗强加给人的限制的正确 

尺度 �但是 �抉择的经验令他去寻找−全然不一样的 

东西. � 首先去选择真正的自由 ∀ 0 ≈������ 这/ 另外的东 

西0就是基督 ∀也就是说 � 重新寻找基督的道路就是 

陀思妥耶夫斯基为现代痛苦所指引的解脱之途 ∀ 

可以看出 � 关于苦难主题 � 加缪对陀思妥耶夫斯 

基的参照非常明显 ∀ 但正是在这里 �我们区分出了 

两位思想家的高下 ∀对于威胁人类的灾难是什么及 

来自何方这个关键性问题 �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也 

很矛盾 � 但是 �在晚年几乎所有的长篇小说中 �他倾 

注了无可穷尽的天才去思考 �并对/ 群魔0的历史面 

相进行了不懈的探究 �显示出大无畏的思想勇气 ∀ 

然而 � / 加缪却回避对鼠疫面相的研究 �他愿默然承 

认 � 人的认识是有限度的 � 人不可能得知恶的根本原 

因 ∀因此 � 在他的小说中 �瘟疫本身没有得到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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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来了又走了 �既没有除去假面也没有向人们露出 

自己的真相 ∀ 0 ≈������� 这是加缪无可讳言的局限 � 也是 

他在思想深度上不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原因 ∀ 

但是 � 必须指出的是 � 加缪通过以里厄医生为代 

表的创造者传达了另一种希望 � 一种不是来自圣灵 � 

而是来自你我内心的希望来抗拒历史的疯狂和虚 

无 � 这依然有其积极的意义 ∀因为 � 相对于扑朔迷离 

的/ 鼠疫0 � 这种人性的力量更加真实与具体 ∀因此 � 

在小说5鼠疫6中 �虽然加缪没有探究清楚/ 恶0的本 

相 � 但他树立了一种克服精神危机 !重新确立生存哲 

学 !在艰难岁月中如何生活的信仰 ∀这种在/ 人0身 

上体现出来的希望与信仰虽不如橡树一般高大英 

俊 �却更像是加缪用诗一般的语言所赞美过的海边 

的扁桃树 � 

我住在阿尔及尔时 � 冬天我总是耐心地等待着 � 

因为我知道 � 只需一夜的时光 �仅仅一个夜晚 �寒冷 

而纯净的夜晚 � 康苏尔山谷的扁桃树就会开满白花 ∀ 

随后 �我便会看到这层脆薄的雪即可抵挡每一场雨 

以及海上的风 �这使我赞叹不已 ∀ 然而 �年复一年 � 

它都在坚持 � 准备着果实 ≈������� ∀ 

或许 �这一象征就是加缪提示给我们的极限处境中 

的选择 ∀或许 � 还会有无辜的孩子在挣扎中死去 � 还 

会有莫名的灾难在某处降临 � 但是 � 正如诗人里尔克 

所说 � / 有何胜利可言 � �挺住 � �意味着一切0 �加缪 

在5鼠疫6中给出的答案也正在于此 ∀ 

总之 � 在现代叙事模式的基础上 � 5鼠疫6思考了 

人的苦难 !死亡与存在 � 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推到了 

极致 � 在感同身受之中把握生命的荒诞感 �同时 �在 

故事的隐喻层面 �作家又毫不含糊地将/ 荒诞0定位 

于世界的起点上 �指出/ 反抗0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 

力量之源 � 是生命之贫瘠与丰富的联结点 ∀因此 � 正 

是在荒诞与反抗之间 �现代人才真切地体会出极限 

处境下的抉择 �才能在真实性与可能性中活出自我 

的风采 ∀或许 � 这就是加缪及其5鼠疫6的现代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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