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 卷第 � 期 

���� 年 � 月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ϑ . ΧΕ ΝΤ . ΣΟΥΤ Η ΥΝΙς .(ΣΟΧΙΑΛ ΣΧΙΕ ΝΧΕ)
             

∂ ∉⊂� ��  → ∉ 1 � 

ƒ⊕ℜ� ���� 

病入膏肓世界的梦呓 
) ) ) 残雪小说语言论 

孙德喜 

�扬州大学文学院 �江苏扬州 �������� 

摘要 � 残雪的小说虽然少不了写梦 � 但是她常常写的是/ 清醒状态的梦0 ∀与此相对应 � 她在小说中创造了别具一格 

的梦呓式的语言 � 以突出表现一个噩梦时代的文化氛围 � 揭示生活于这个时代人们的病态心理与孤僻的精神状态 ∀ 

残雪小说语言的非理性化使她获得了较多的自由 � 能有效地将人类心灵深处最隐秘 !最阴暗的东西抖露出来 � 并向 

其复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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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每个人都免不了要做梦 ∀ 梦有种种 �大致 

可分为两大类 � 一类是甜美幸福的梦 � 往往是一种甜 

蜜的回忆或者是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憧憬 �另一类 

是惊惧恐怖的梦 � 通常是心理的巨大压力或压抑与 

苦闷所致 ∀而同是梦呓的语言由于梦的类型有别而 

形态不一样 ∀在 �� 世纪后 �� 年的小说中 � 描写梦 ! 

表现梦的作品不在少数 � 而残雪虽然少不了写梦 � 但 

是她常常写的却不是睡眠中的梦 � 而是另一种梦 � 

� / 清醒状态的梦0 ∀ 所谓/ 清醒状态的梦0 �就是指 

处于现实生活中的人由于精神的缺陷与心理上的人 

格障碍而在醒着的时候精神恍惚 � 心理变异 � 常常产 

生各种幻觉 !幻像 !幻景或一定程度的思维错乱 ∀因 

而这往往是一个个令人直冒冷汗或者感到作呕的梦 

魇 � 类似于惊惧恐怖的梦 ∀换言之 � 小说中的人物虽 

然并不在梦乡之中 �但是他们那种浑浑噩噩的生活 

状态就像是在永远也醒不来的梦中 ∀ 与此相对应 � 

残雪在创作中创造了别具一格的梦呓式的小说语 

言 � 她小说中的大部分人物似乎都有一种神经质 � 整 

日处于似梦非梦的状态 ∀他们的言语具有梦呓一样 

的诡异 � 而且小说的叙述语言也渗透着梦呓的因子 � 

常常让人难以捉摸 � 留下的印象也相当模糊 � 读者在 

阅读时似乎也在随着小说的叙述一起梦游 ∀因而我 

们姑且将残雪小说的这种语言称为/ 梦呓语言0 ∀小 

说的梦呓语言从根本上讲不同于日常里人们做梦时 

的呓语 � 尽管二者在表面形态上非常相似 ∀ 如果说 

人们做梦时的呓语在很大程度上仅仅具有一般的心 

理学与生理学意义 �那么小说的梦呓语言则往往隐 

含着较为深刻的文化心理 �因而值得我们做深入的 

研究 ∀

梦呓语言在残雪小说中的表现是多种形态的 ∀ 

首先是小说中的许多人物的言语逻辑混乱 �没有应 

有的过渡与连接 � 前言不搭后语 � 所说事物常常超乎 

常规 � 十分怪异 � 令人难以置信 ∀ 5苍老的浮云6中的 

虚汝华的言语就常常是这样 ∀ / 楮树上已经结果了 � 

等果子一熟 � 你就会睡得很熟很熟 � 这话是你告诉我 

的 ∀ 从前母亲老跟我说 �别到雨里去 �别打湿了鞋 

子 ∀她是一个很厉害的女人 �打起小孩来把棍子都 

打断了 ∀她身上老长疮 �就因为她脾气大 ∀ 不过那 

个时候 � 我还是睡得很熟 �一个梦也没做 ∀ 0很显然 � 

虚汝华的这段话前言不搭后语 �没有内在的逻辑联 

系 ∀ / 果子一熟0与/ 睡得很熟很熟0之间根本就不存 

在因果关系 � / 她脾气大0同样也不能成为/ 她身上老 

长疮0的理由 � 由此可见说话人思维上的逻辑混乱 ∀ 

在5黄泥街65痕65天窗65山上的小屋6等作品中 �人 

们都可以读到这种荒诞不经的人物语言 ∀透过这种 

语言 � 人们可以感受到小说中的这些人物心理上的 

紧张 � 特别是5山上的小屋6中的/ 我0 !5旷野里6中的 

/ 她0等人的言语很容易让人想起5狂人日记6中狂人 

的言语 � 他们的言语颠三倒四 � 逻辑混乱 � 思维无序 � 

总是对周围怀有一种恐惧感 � 总是提防别人 � 同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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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都患有迫害狂的妄想症 �让人感到他们的言语 

带有严重的神经质 ∀由于恐惧造成了心理上的巨大 

压力 �残雪笔下的许多人物的感官已经不能正常地 

感知周围的客观事物 �头脑中的种种幻景 !幻觉 !幻 

像不断出现并渗透到所感知的客观事物中去 �从而 

造成言语中的事物产生严重的变异 �让人感到莫名 

其妙 ∀残雪小说的这种语言无疑渗透着她本人的许 

多人生体验与情绪记忆 ∀ 据了解 � / 残雪从小瘦弱 � 

极其敏感 � 神经气质 ∀深藏着她的恐惧 �她的表现是 

极为狂傲和怪拗的 ∀ 她哭起来上气不接下气 �同人 

吵起来 � 单瘦的小身子直发抖 ∀ 0 ≈����� 还有一位学者 

从残雪的5美丽南方之夏日6的/ 简短自传0中分析出 

残雪小说中的/ 某些个人的心理成分 � � 诸如她的 

自我分裂 !自我保护 !焦虑 !恐被窥 !孤独 !无力 !幻觉 

的强化 !寻找对话者以及失望 !自恋 !梦的纠缠 !对外 

界的侵害的过度敏感等等 ∀ 0 ≈����� 从残雪的心路历程 

来看 � 她在青少年时期 � 幼小的心灵就蒙上了一层难 

以抹去的阴影 �父亲挨整 �母亲被放逐劳改 �全家被 

下放 � 祖母在大饥荒的年月挨饿死于水肿病 ∀ ≈���� 严 

酷的社会文化环境造成了残雪精神上的抑郁与心理 

上的某种程度上的/ 自我分裂0 �而这种/ 自我分裂0 

在创作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渗透于小说的人物心灵 ∀ 

因此 �这种噩梦式的人物语言原来是一个噩梦时代 

的文化与人们精神的突出表现 ∀ 

其次 � 以转述的方式展现小说人物之间言语的 

相互矛盾 � 给人以模糊而混沌的感觉 � 读者也仿佛置 

于一种飘忽的梦幻之中 �觉得那转述就是一种梦呓 

之语 ∀ 5突围表演6的叙述出自五香街的一个居民之 

口 ∀可是这位居民的叙述一开始就围绕着 ÷ 女士的 

年龄与 ± 男士的长相间接地转述他人之言 � 然而众 

多的他人之言虽然落实在具体的问题上 �却没有哪 

个声音能够以确凿的证据作符合逻辑的充分说理 � 

因而也就没有哪一个说法占上风 ∀因为几乎所有的 

说法都不过是凭一点点印象作根据捕风捉影 �再添 

油加醋加以渲染 �具有很大的主观臆断性 ∀ 既然众 

人没有一个统一的逻辑 � 没有充分的讲话的依据 � 那 

么在很大的随意性的纷争中自然就很难有多大的意 

义 � 只是形成了相互干扰 �没有听众 �也没有结果的 

纷乱的杂音 ∀ 这种杂音虽经转述的过滤 �终因过于 

纷杂而最终无法说得清楚 ∀无论是 ÷ 女士的长相和 

年龄 � 还是 ± 男士的相貌都是/ 一个互相矛盾的模糊 

印象0 ∀因此 �这些杂音给人的印象是十分模糊的 � 

恍恍惚惚如在梦中 ∀ 从另一方面来看 �杂音形成的 

相互干扰 � 造成了严重的无序与内耗 � 于是也成了困 

扰着每个人的噪音 ∀从人际之间的语言关系来讲 � 

要使自己的言语产生意义 � 首先必须有听众 � 除非是 

内心独白式的自言自语�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讲 � 即使 

是自言自语 � 也是需要听众的 � 只不过此时的听众是 

另一个自我� ∀ 其次是应在一定程度上被理解与接 

受 � 否则只能是由于所指得不到实现而使能指变成 

空洞洞的词语的外壳 ∀ ÷ 女士在家屋门前的长条桌 

上发表演讲 � 虽然/ 五香街的群众蜂拥而至0 � 但是这 

些人只能被认为是观众而不是听众 �因为他们是来 

/ 大看西洋镜0的 � 换言之 � 他们是作为纯粹旁观的看 

客前来的 ∀既然如此 �他们对 ÷ 女士的演讲内容并 

不感兴趣 � 因而根本没有介入到文本中去 � 那么 ÷ 女 

士的演讲无异于空中的一连串噪音 ∀ 因此 �那 ÷ 女 

士所发表的慷慨激昂的演讲也就变成没有任何意义 

的一连串声音 ∀ 5公牛6中的夫妻俩始终各说各的 � 

一个总是唠叨着玫瑰 � 一个则一直说着自己的牙齿 ∀ 

俩人既然谈不到一个话题 �那么就根本不可能形成 

巴赫金所说的对话 ∀同样 � 他们这样各说各的话 �也 

是没有意义的声响 � 尽管他们都可能渴望能有听众 � 

能被理解与接受 ∀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言语行为明显 

地反映了残雪小说艺术世界的紧张的人际关系 �人 

与人之间的严重的隔阂 !冷漠 !无法沟通和互相猜 

忌 ∀而这些人之所以还对他人怀有某种浓厚的兴 

趣 � 并不表明他们有着走进他人精神世界的愿望和 

要求 � 而是因为他们的心理阴暗 � 试图通过某些途径 

以满足自己强烈的窥视欲和表演欲 ∀窥视欲和表演 

欲都是病态的心理状态 �窥视往往是针对他人隐私 

而来的 �总希望从他人的隐私中寻找一些低俗的东 

西来充当无聊时的谈资与笑料或为自己充当道德审 

判官提供材料 �表演欲则是人的自大与自恋的具体 

表现 � 在他人面前的表演 � 总希望将他人的目光牵引 

到自己的身上 � 以便使他人关注自己 � 提高自己在他 

人心目中的地位 �甚至暗暗希望他人羡慕与嫉妒自 

己 � 似乎自己比他人高过一筹 � 自然自己就可以显得 

比他人优越 �以满足自己浅薄的虚荣 ∀ 这种不正常 

的心理状态使残雪小说艺术世界中的人们形成紧张 

的社会氛围与文化氛围 �因而成为言语梦呓的重要 

根源 ∀
再次 � 对于我们的国人来说 � 十年/ 文革0就是一 

场漫长的噩梦 ∀残雪的5黄泥街6以/ 文革0为背景 � 

然而残雪小说中的这个背景并不十分鲜明 �而是淡 

得很 ∀如果注意到小说的叙述或人物的口头仍然保 

留着那个时代的词汇和语言 �我们就无不感受到那 

个存留在我们记忆中的梦魇岁月的文化氛围 ∀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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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革委会0/ 加强自我改造0/ 形势一片大好0 / 好得 

很0/ 造反派0/ 抓党内一小撮0/ 自我暴露0/ 要严防敌 

人的破坏0以及人名/ 张灭资0 / 江水英0等等都非常 

鲜明地打着那个时代的烙印 ∀ 作为一个时代的语 

言 � 如果就在这个时代被言说 � 那只能表明言语者已 

经将自己融于这个时代的主流文化 �如果这个时代 

已经远远地逝去 � 那么对于言说者来说 �在不同的语 

境中表达着不同的文化内涵 �有的可能表示言语者 

对这个时代的留恋 � 有的表示一种反讽 �有的则表明 

言说者的思维方式与意识形态仍然停留在那个时 

代 ∀就5黄泥街6中的那些人来说 �他们或许并不一 

定就生活在/ 文革0时代 �但是他们都毫无疑问地都 

生活在/ 文革0的阴影之中 �或者说他们仍然在 / 文 

革0的梦魇中生活 ∀ 因为他们在操作这种/ 文革0时 

代的语言时 �是那么的认真 !虔诚 �这些/ 文革0年代 

的语汇竟是脱口而出 �完全是一种下意识的言语 ∀ 

虽然我们不能肯定他们就生活在/ 文革0时代 �但是 

对于他们来说 � 他们还远远没有走出那个噩梦 � 正如 

5苍老的浮云6中老况所言 � / 所有的人 � 讲什么话 � 做 

什么事 � 都规定得好好的 ∀ 而我 �什么也不是 �也变 

不像 � 哪怕费尽心机模仿别人走路 � 哪怕整日站在办 

公室的窗口装出思索的样子 �腿子站断 ∀ 其实我也 

是被规定好了的 �就是这么一个什么也不是的人 ∀ 0 

老况的这番话揭示了一个时代的病症 � � 极左政治 

的专制之下 �人们失去了自由以后也就变得不像人 

了 ∀既然如此 �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各种荒唐怪异之 

事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就使我们明白了造成小说中 

的这些可怜而可恶的人物精神病态与心理变态的某 

些原因 ∀ 

第四 � 残雪小说的叙事大多出于某个人物的视 

角 � 而且不少采用的还是第一人称的叙事 ∀ 在叙事 

中 � 所描写的事物大多是印象性的 � 然而这些印象有 

的与人们所说的大相径庭 � 其本身就非常荒诞 � 严重 

违背常理 � 背离现实 ∀ 5黄泥街6的开头这样叙述道 � 

那城边上有一条黄泥街 �我
· 

记
· 

得
· 

非
· 

常
· 

真
· 

切
· 

∀ 但 

是他
· 

们
· 

都
· 
说
· 

没
· 

有
· 
这
· 

么
· 

一
· 
条
· 

街
· 

∀ 

我去找 � 穿过黄色的尘埃 � 穿过被尘埃蒙着的人 

影 � 我去找
· 

黄泥街 ∀ 

我逢人就问
· 

� / 这是不是黄泥街 � 0所有的人都向 

我瞪着死鱼的眼珠 � 没
· 
人
· 

回
· 

答
· 

我的问题 ∀ �着重号为 

引者所加 � 本节中下同 ∀ � 

这里的叙述人凭着记忆寻找/ 黄泥街0 �而且非 

常自信自己的记忆 � 可是别人却/ 都说没有这么一条 

街0 � 这就引起了叙述人对自己记忆的怀疑 �于是 

/ 我0在寻找的过程中再去 / 问0人 �但是却/ 没人回 

答我的问题0 �问而无果 ∀至此 �读者的心目中也不 

禁心存疑问 � 这/ 黄泥街0在现实中到底存在不存在 � 

又由于叙述人是/ 穿过黄色的尘埃 � 穿过被尘埃蒙着 

的人影0 � 自然给这个十分悬乎的/ 黄泥街0笼罩上一 

层朦胧 � 仿佛成了一个梦 ∀ 5种在走廊上的苹果树6 

在最后的一部分中叙述道 �/ 所有的事都仿佛是真 

的 � 栽种在走廊水泥地上的苹果树结出了硕果 � 窗前 

出现骆驼的神秘剪影 �蓝皮肤的婆子像马蜂一样振 

翅飞翔 � 三妹的未婚夫变成了挂在墙上的假面 ∀ 0这 

段叙述很可能是一段隐喻意义颇为丰富的文字 �不 

过我们注意到这句话 � / 所有的事都仿
· 

佛
· 

是
· 

真
· 

的
· 

0 �这 

是一句暗示性很强的话 �意在将读者导引至小说叙 

述的恍惚朦胧的梦境之中 �让读者在这些诡异甚至 

谵语式的语言中感受到梦人呓语的因迷乱而表现出 

的荒唐 ∀ 

最后 � 既然残雪的小说所叙述的梦幻绝大多数 

是充满恐惧和惊悚的 �那么小说的叙述语言中也就 

充斥着许许多多令人感到厌恶 !作呕 !惧怕的物象 � 

窜来窜去的苍蝇 !蟑螂 !老鼠 !蛞蝓 !蛆虫 !蝙蝠 !疯 

猫 !蚊子 !蚰蜒 !蚂蟥 � 泛滥于人们视野的垃圾 !粪便 ! 

蛛网 !尘埃 !铁锈 !黑蘑菇 !烟灰 !各种尸体与病态化 

脓的躯体和器官 � 还有那些昏沉沉 !懒洋洋而又无所 

事事的男女老少以及/ 弥漫在空中0的/ 刺鼻的死尸 

臭味0�5黄泥街6� � 等等 ∀位于一般语言结构中的单 

个的词语往往很难引起人们的注意 �除非在特定的 

语境中给予充分的强调 �然而当众多意义指向集中 

于某一处时 � 其能量就很可能远远超过相加的总和 � 

以震撼人心的力量穿透读者的感觉 �因此语言的功 

能也就突破了一般的传达信息的意义 �从而撞击读 

者的心扉 � 强化读者的感知和记忆 ∀这样 � 所有这些 

表示丑恶的事物的词语几乎都汇聚到了残雪的小说 

语言之中 � 形成一个功能强大的语言场 � 直接冲击着 

读者的艺术感知 �因而这是一种非常具有震撼力的 

语言 ∀它的目的并不是将读者推到那地狱般的/ 死 

水0世界去经受痛苦的折磨 � 而是通过这种强有力的 

刺激可以使平日里处于麻痹状态的神经惊醒过来 � 

使我们从浑浑噩噩的梦魇中清醒过来 �以便更清楚 

地认识我们的现实 ∀ 比如/ 黄泥街0 的存在因其丑 

陋不堪在小说中受到大家的否定 �但是在仔细阅读 

中我们无不感到这条脏 !乱而且烂的街时时处处都 

能在现实中见到其影子 ∀ 

睡梦中的人是处于非理性状态的 �他的梦呓无 

疑也是非理性的 �甚至是情绪化的 ∀梦呓式的小说 

# � � # 第 � 期                   孙德喜 �病入膏肓世界的梦呓 ) ) ) 残雪小说语言论



语言固然不能等同于睡梦中的呓语 �但它也是非理 

性的 ∀作为小说中的人物语言 �非理性化在许多情 

况下表明言语者某种心理的病态与精神上的残疾 ∀ 

对于作家来说 �语言的一定程度的非理性化很可能 

意味着更大的自由 ∀残雪曾经表示 � / 诗的形式束缚 

了我 � 感到不自由 ∀小说能够自由地表现 � 所以我趋 

向于小说 �在我最近的小说中 �使用的单词大量减 

少 � 变得简单 � 重复的东西显得多了 ∀ 我在设法从语 

言之中得到自由 � 从束缚中摆脱 ∀ 0 ≈������ 而这种自由 

可以使残雪能够十分潇洒地驰骋于小说人物的精神 

世界 � 有效地将人类心灵深处最隐秘 !最阴暗的东西 

抖露出来 ∀残雪对于自己的创作目的说得很清楚 � 

/ 我写这种小说完全是人类的一种计较 �非常念念不 

忘报仇 � 情感上的复仇 �特别是刚开始写的时候 �计 

较得特别有味 � 复仇的情绪特别厉害 � 另一方面对人 

类又特别感兴趣 � 地狱里滚来滚去的兴趣 ∀ 0 ≈������ 可 

见她之所以如此不惜使自己的小说语言在梦呓式的 

表述中受到丑恶事物的沾染而令人不由得常常皱起 

眉头 � 是因为她对人类沉沦地狱的深恶痛绝 � 因此她 

要像鲁迅那样奋起而复仇 �着力于从形而上的层面 

上作精神的复仇 ≈� ∀因此 �她要以自己的独特的方 

式将她心中的光明照向黑暗 �使黑暗得以彻底地暴 

露 � 从而使/ 黑暗才成其为黑暗0 ∀ 以往那些没有被 

光芒照耀的黑暗由于在黑暗之中 �我们无法看到也 

无法注意到 � 即使遭到黑暗的袭击 � 我们也无法知道 

黑暗之所在而无可奈何 ∀现在残雪将黑暗暴露在光 

明面前 � 就可以使我们将黑暗看得清清楚楚 ∀ 或许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 约翰 # 多米尼才这样评价残雪 � 

她/ 从一个似乎是病入膏肓的世界创造了一种象征 

的 !新鲜的语言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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