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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作为致力于考察人类灵魂的作家 � 残雪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把握是否具有深刻的当下意义 � 通过分析认为 � 她 

以小说时空构建的新方式勾勒了人的精神轮廓 � 并从反面描述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 在此基础上 � 她提出了现代人 

信仰缺失与重建的问题 ∀其中 � 残雪对于西方文化精神的借重表达了其对当代文化语境的一种深入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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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作家残雪的创作与研究致力于考察人类灵魂 

的历史 � 并由此开掘出众多富有冲击力的思想主题 � 

从而激烈地批判了现代理性话语 ∀ 这种力求以/ 非 

常规的方式0来思想并由之形成的令人颇费思量的 

文本特征 � 不仅显示了残雪作为作家最奇诡之处 � 而 

且意味着她对于中国文化几千年以来形成的理性 

化 !系统化的思维传统的弃绝 ∀ 于是有人将其作品 

称为/ 臆想世界0 ≠ � 又有人质疑其作品 / 迷宫里到底 

有什么0 ≡ � 不能否认的是 �此类询问已然演化成为 

人们竭力解蔽其作品的神秘与玄机的动力 �作为一 

个重视揭示人的精神实在并始终探索生命存在的本 

真意义的作家 � 残雪对于人性 !对于人的精神世界究 

竟是怎样理解的 � 她的这种把握是否具有深刻的当 

下意义 � 本文在对残雪作品全面考察的基础上 �企 

图具体探索其中的思想意义 ∀ 

一 ! 时空构建的新方式与 

人的精神轮廓 

关于容纳我们身体的这个世界 � 荒诞派戏剧领 

袖尤奈斯库曾经如此形容 � / 世界本身就是一个混乱 

的深渊0 ≈����� �/ 是一种奇怪的 �不可解释的东 

西0 ≈����� ∀事实上 �对于现实生活的表相之下所隐 

藏的这个世界的广度与深度及无限性 � 人确实所知 

甚少 ∀不满足于表象而执着于对自我真实和生存真 

相进行追问的残雪小说 �在小说叙事方式上彰显了 

一种独特的立身姿态与创作策略 �坚持用一种鲜明 

的自我意识反抗一种既定的整体性的文化思想 �以 

自己的方式逼近现实之谜与生命的本真 ∀这种鲜明 

的自我意识体现在小说的诸多方面 �例如故事与情 

节被淡化甚至被抛弃 � 叙事讲究反讽 � 小说整体具有 

寓言性质的形而上抽象化 , ,其中 �其作品时空构 

建的方式非常耐人寻味 ∀ 

先来看时间 ∀ 对于以过去 !现在 !将来为尺度 

的 � 主要为叙述故事开展情节提供方便的时间三维 � 

残雪对其进行了合理与有效的转化 � 一者 � 时间演变 

成小说强调关注人物此一刻状态的/ 现在0 �也就是 

说 � 小说取消了传统意义上的过去 !现在 !将来 � 将对 

人物的关注永远定位在现在的这一时刻 � 一者 � 时间 

成为借以区分有限世界与无限世界本质差别的关键 

词 ∀两者中 � 前者意在打破被以大而化之的传统手 

段所遮蔽的生活 �充分还原个体的生命感觉 ∀ 因为 

人生正是由无数的活生生的当下时刻构筑而成 � / 如 

果我们的目光一直专注于单向度时间结构的历史 � 

许多的生存体验就可能被遗忘 ∀ 0 ≈����� 所以只要表 

达清楚了当下的状态 �那么生命从/ 不在场0到/ 在 

场0 � 从/ 缺席0/ 遮蔽0/ 遗忘0到/ 出席0/ 呈现0就不再 

是一个困难的过程 ∀ 正因为如此 �残雪对人物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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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的关注实际上是将笔端导向了潜意识状态下的不 

同人们的内在感觉 !情绪 �或是飘忽的意念 �她笔下 

的小说人物因此显得格外生动而富有生气 �÷ 女士 

饶有兴致地照镜子 �沉醉于对未知世界的思考�5五 

香街6� � 身患绝症的名人呆呆地坐在一大堆医书前 � 

沉迷于对死亡的想象�5名人之死6� �述遗老太婆在 

高楼与游戏机房的截然不同的人生感悟 �5新生 

活6� � 砂原对于毒蛇鱼水不可分的需要�5饲养毒蛇 

的孩子6� , ,每一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感受生 

命 � 思考生命 � 创造生命 ∀他们在当下时刻真正个人 

化的感受与思考汇成了生命的长河 �至关重要地传 

达了生命的感觉与智慧如何形成的鲜活过程 ∀而后 

者的说法显然是基于小说空间的建构 ∀ 残雪将传统 

小说中人物赖以存在的具体的三维空间简化成为两 

个空间世界 � 此在世界与彼岸世界 � 此在世界即现实 

世界 � 彼岸世界即无限的理想世界 ∀ 如果说这个此 

在世界关注的永远是当下一刻 �那么彼岸世界的时 

间标志就是无穷无尽的/ 永恒0 ∀这样的时空构建首 

先是对于现实空间瞬间感觉的强化 �意味着/ 在世 

性0和/ 过程性0对于人的生命的重要 ∀ 正如海德格 

尔在5存在与时间6中 �力求在/ 时间0的境域内通过 

对在世的生存状况的分析 �打破体制文化的遮蔽还 

原生命的感觉所做的努力一样 �残雪小说中现实世 

界的时间运用只是为了表达小说人物的 / 心理时 

间0 � 使人物处在/ 存在0的短暂时间中 ∀ 而彼岸世界 

的时间永恒性的设置 � 则行使着人们超越短暂现实 � 

对家园 !崇拜 !宗教 !乌托邦和白日梦等等理想国追 

求的权利 ∀人们正是凭借对彼岸世界的接近来完成 

对现实世界的痛苦与危机的克服 ∀ 

小说5我在那个世界里的事情6正是以有限世界 

与无限时空为经纬架构了一个复合时空 �典型地诠 

释了作家的这一叙事思想 ∀作品中主人公的叙述始 

终在两个截然相对的领域中交替进行 �其中一个是 

/ 这个世界0 � 天漆黑的下着大雨 � 一群猥琐的带着神 

经质的人们在疯狂地行动着 � 另一个是/ 那个世界0 � 

一个梦境的世界 �有着美丽的如同幻影一般的冰的 

世界 ∀两个世界代表着两个空间 �即肉体世界和在 

它之外的精神世界 ∀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中 � / 我0不 

断地感受到那群可怕的亲戚对/ 我0的逼近 !离去 � 进 

而又再次逼近的时间演进 �感受到那群奇怪的送葬 

者队伍的由远及近 � 婴儿哭叫声的消长 �跳入树坑的 

老妇人的瞬间变成化石 ∀ / 我0的所见所闻所感无不 

以线形的时间为标志 �清晰地标示出事件的更迭及 

由此带来的/ 我0的情绪的多变 ∀也正是出于对这个 

现实世界的紧张 !疑惑和恐惧 � / 我0得以使自己的内 

在精神实践着由这个世界向那个世界逃遁的功能 ∀ 

在那个世界中 �时间只是一个与/ 永恒0相关联的具 

有形而上意味的名词 �它代表着一种存在的状态 � 

/ 我0终于得以摆脱皮囊的桎梏和时间的限制 �在一 

方自由的天地中任意飞升 ∀ 在这里 �身处复合时空 

集中的小说人物在现实世界所经受的生存的痛苦体 

验 � 精神上的无所依傍以及对于自由世界的寻找 �所 

有这些精神特征的描绘实际上都是残雪对于严格意 

义上的理性的人进行充分讨论所勾勒的理论轮廓 ∀ 

二 ! 传统文化精神的反面描述 

以血缘结成的家庭最为直接地表达了人们依托 

于血缘延续以求实现对人生的留恋和对理想的追 

求 ∀因此 � / 重孝0 / 亲子0 / 和谐美满0等在体现了强 

烈的家族亲和力的同时 �突出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 

不求超自然的满足而关注寻求积极的人际关系的价 

值观 ∀当主流文化正极力追捧这种建立在血缘关系 

基础上的传统人伦关系时 �残雪却从反面来剖析家 

庭 � 揭示了人伦信仰的不可靠 ∀ 

她的大部分作品中没有温情脉脉的家庭生活场 

景 � 作父母的对孩子不见得就慈祥和蔼 � 作妻子的对 

于相夫教子的传统家庭生活也毫无审美兴趣与快 

感 � 而作丈夫和孩子的也从来不会将家庭成员放在 

心上 , ,家庭中弥漫的是隔膜 !冷漠和戒备 � 有时甚 

至是欺骗与敌意 ∀在5阿梅在一个太阳天里的愁思6 

中 � 作为妻子与母亲的阿梅在叙述中完全将儿子与 

丈夫视为异己的存在 �他们既不会让她高兴也不会 

让她难过 � 似乎从来都和她没有关系 ∀ 而儿子和丈 

夫也从来都是以/ 喂0称呼阿梅 �他们同样没把阿梅 

放在眼里 ∀ 5苍老的浮云6则更直白地颠覆了所谓的 

人伦亲情 ∀虚汝华的亲属之间彼此勾心斗角 �虚鄙 

视并背叛了自己的丈夫 �虚的父母丈夫联合起来一 

起迫害她 � 而虚的母亲早年就不幸被丈夫抛弃 ∀ 5山 

上的小屋6干脆将家庭成员之间的陌生感与敌意上 

升为一种集体无意识 � / 我0在一种梦魇般的迷茫与 

恐惧中 �已经洞穿了来自父母双亲的疯狂与恶毒的 

兽性压迫 � / 我0对于父母的信赖也因此被完全抽离 

不复存在 ∀更多的作品中主人公是单枪匹马找寻生 

命的意义 � 亲情 !爱情甚至成为前进路上的绊脚石 ∀ 

5新生活6中退了休的老太婆述遗就是这样一位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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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她独自居住在市中心的一幢三十层高的楼里 ∀ 

正是在楼下的黑脸汉子 !大楼的电梯修理工 !以前的 

邻居彭姨 � 还有游戏机房的老板等人的艰苦努力下 � 

她才摆脱了心灵的虚弱与胆怯 �摆脱了缺乏自信的 

生命状态 � 逐渐坚强而深刻起来 � 终于到达了一种为 

所欲为的自由境界 ∀ 通过这种人物设置的方式 �作 

家实现了对人伦亲情的颠覆 �有力地否定了传统文 

化这种功利性信仰的虚伪性 �所谓的/ 亲子0 / 孝道0 

在更大意义上不过是在/ 暗示着对活人自己的安慰 � 

一方面是期望自己死后能够得到同样的待遇 �更深 

层的心理恐怕还是对死后的渺茫感到空虚与恐 

惧 ∀ 0 ≈����� 

残雪批判的锋芒同样指向典型体现了传统文化 

功利特征的道德 ∀ / 道0是指人道 �也就是合乎礼仪 

的原则 � / 德0是指个人的德行 ∀两者互为表里 � 共同 

塑造了千百年来儒家之士的人格追求 ∀ 所谓/ 志于 

道 � 据于德 �依于仁 �游于艺 ∀ 0 ≈ / 德之不修 �学之不 

讲 � 闻义不能徙 �不善不能改 �是吾忧也 ∀ 0 ≈ 的说法 � 

实际包含了/ 道0与/ 德0中不可回避的政治因素 ∀因 

为儒家始祖孔子正是在发现了君主个人的品质与王 

国政权之间存在着莫大的利害关系后 �才认定伦理 

道德的修养不仅是个人的 �更应该是一种政治的需 

要 ∀所以一经世俗政权的消化 �这种对于完美德行 

的理想追求就变味为具有功利主义色彩的政治实用 

主义 �并因此在长达几千年中悄无声息不动声色地 

剥夺了个体的独立价值 ∀ 不能否认的是 �在这组道 

德与自性的天平上 �许多当代作家会自觉地将生活 

的砝码倾向道德的一侧 �以对世俗生活的道德化设 

计掩盖现实生活的悲剧色彩 ∀面对这种已上升为公 

意伦理与集体意志的人伦理念 �残雪以还原世俗生 

活粗鄙的本来面目为手段 �展示了现实生活的复杂 

性与讽刺意味 ∀ 

首先 � 她捕捉了代表理性主体最基本要求的兽 

性层面 … �勾勒了人性底层最真实的一面 ∀ 遵循着 

/ 唯乐0原则的这种兽性 �驱使人完全受自然欲望的 

驱动 � 真实地发泄主体内心的冲动 !欲望与本能 ∀在 

寓言体小说5索债者6中 �猫的形象极其深刻地暗喻 

了人身上这种无法否定与排斥的兽性 �这只处境可 

怜的猫在被/ 我0好心收留后却毫不感激 �只知道贪 

婪地向/ 我0索取美味 �它的过分要求一旦被/ 我0拒 

绝后便发疯似的报复/ 我0 �搅得/ 我0胆战心惊夜不 

成眠 � 看到/ 我0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被搅得一团 

糟的时候 � 它非但不自我忏悔反而对/ 我0面露鄙夷 

与讥诮之色 � 在/ 我0一次次想方设法企图感化它的 

努力中 � 它始终保持着旁观者的冷静与无动于衷 �试 

图摆脱梦魇的/ 我0将它远远地抛到荒郊之后 �它却 

又魔鬼般的尾随/ 我0回了家 ∀这只猫的种种为所欲 

为无所节制的行为 � 彻底背离了感恩 !良心 !同情 !羞 

愧和忏悔等诸多美德 � 所以作为发泄的兽性 � 很明显 

是站在了道德的对立面的 ∀ 而作品中的/ 我0 �作为 

兽性对立面的人 �始终想要将兽性道德化 ∀ 在最初 

收留猫的举动中 �实际已包含了/ 我0暗藏于心的先 

验的道德预设 �被收留的猫会因为感恩而对我俯首 

听命 � 因此会给/ 我0的日常生活带来新鲜有趣的内 

容 � 为/ 我0的单身生活增添情趣与快乐 ∀等到猫兽 

性毕露并毫无收敛时 � / 我0对它采取的包括安抚与 

惩戒在内的所有措施都是企图将它身上的兽性道德 

化 ∀所以 � 作为代表着一种合理的社会秩序的道德 � 

在小说中与猫身上锋芒毕露的兽性进行了一场艰苦 

卓绝的拉锯战 ∀ 而猫的最后归来 �代表着粗蛮与顽 

强不屈的兽性的凯旋 ∀ 

当然 � 对于兽性而言 � 其本能力量最具标志性的 

特征应该是性 ∀性是意味着生命彻底自由的最为自 

然的一种形式 ∀ 残雪在5五香街6中 �以性为中心环 

节 � 淋漓尽致地铺展了人的这种自然属性的可爱与 

道德的不堪一击 ∀当小说开篇 �五香街的中青年女 

子们还在对中青年男子们竟然敢将眼光/ 钻到人家 

裙子底下去了0的行径愤愤不平 �并且大骂其/ 丧失 

了廉耻0时 �随着时间的推移 �在五香街十里长街上 

竟至于发生/ 男女老少全冲动起来 ∀ 见到谁就抱住 

谁接吻 �浑身乱摸 �个别的还就地−胡来. 0的为期一 

天的/ 集体幸福0事件 ∀发生这种集体意志大挪移的 

表面原因似乎是 ′ 女子与同行女士的裸体表演 �然 

而内在的原因却是 ÷ 女士坚韧执着的/ 性探索0计划 

对人们业余文化生活所起的深刻影响 ∀ 关于 ÷ 女 

士 � 作品中如此介绍她的第二职业 � 某日在 ÷ 女士家 

的粉墙上 �出现了/ 用炭笔画的一个男性生殖器0 ∀ 

很显然 �÷ 女士深谙 / 阳物是伟大而神圣的形象 �它 

代表着一种生命力0 ≈������ 的人生道理 �凭借着这种 

被 ⁄ # ♦ # 劳伦斯尊称为人类生活中无价之宝的性 

爱 � 以五香街人们从未见识的神秘感与感染力 � 实现 

了对五香街人们精神世界的集体改造 ∀ 这里 �遮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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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衣服 !古板的性观念 � 不过是人类道德文明的一个 

符号 ∀ ÷ 女士以不可捉摸的神秘和野性舒张的气 

质 � 感召人们抛弃禁锢自己身体的外在道德 ∀ 正是 

因为远离了身体的禁锢 �五香街上的男女老少才可 

能集体探索生命的意义 �齐心推倒通向自由之路的 

道德城墙 � 以各种狂欢姿态奔向自由 ∀ 也因为如此 � 

人和世界的关系才重新获得亲近 �人的灵魂才得以 

与自然之灵共舞 ∀ 所以 �五香街上流行的粗野的偶 

像崇拜 �实际是以某种巧妙的方式传达了人们对于 

象征着生命力的原初本性的尊敬与崇拜 ∀ 

上述作品中残雪实际是以隐曲的笔法描述并批 

判了我们民族文化在历史不断演绎下形成的注重实 

际 !崇尚现实的典型气质 ∀毫无疑问 � 这种传统的品 

质与信仰以重孝 !亲人 !贵民 !崇德为具体载体 � 在我 

们古典社会中曾经起到了维护国家与社会的稳定 ! 

培养文明的繁殖和强化国家理念的积极作用 ∀然而 

对于社会个体而言 �个人因此承担的社会伦理道德 

的承诺无疑又是超负荷的 ∀ 因此 �在面对这种传统 

伦理道德系统时 �一个作家的创作是否包含了相应 

的理性认知与价值判断 �或者说是否确立了属于当 

代语境的新的价值系统 �是考察其思想进化的重要 

标识 ∀对于读者而言 �残雪通过其小说呈现的对中 

国文化负面的核心问题的犀利批判带来的是强烈的 

现代思考 ∀ 

三 ! 彼岸世界的现代缺失与重建 

残雪在对作为传统文化主要基石的伦理品格的 

反面描述中 �昭然揭示了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此岸性 

特征 � 人们缺乏对于彼岸世界 � 那种代表着终极价值 

的客体化的外在对象的信仰 �而只习惯于在现世的 

存在中寻求精神的寄托并索取生命的意义 �以此解 

决生命的困惑 ∀这种此岸性特征在陷入科技不断进 

步 !物质不断丰饶的现代境域时 � 更是被激发得淋漓 

尽致 ∀西方社会由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所奠定的科学 

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人生观的泛滥 �似乎在某种意义 

上成为发展中国家国民的一面镜子 ∀ 致富的人们似 

乎并未因仓廪实而知礼节 � 衣食足而知荣辱 � 物欲横 

流使实用主义成为不少人奉为至尊的人生圭臬 ∀所 

以 � 对当前流行的以技术主义 !物质主义为典型特征 

的新型实用主义的批判成为残雪对于现代信仰批判 

的立论基础 ∀ 

显然 � 在残雪看来 � 复制性与机械性是现代社会 

与现代人类的根本问题 ∀所以 �对于重复而单调的 

模式化的日常生活 �她笔端的人物常常会因此感到 

难以忍受甚至窒息 � 因而左冲右突 !作出开拓生活可 

能性的种种选择 ∀比如 � 通过不断变更居所�痕与述 

遗等的乔迁新居� � 通过坚持不懈的寻找�5约会65天 

堂里的对话6等作品中的/ 我0通过对/ 你0或/ 他0的 

执着寻找� � 甚至通过心灵深处翻江倒海的自我拷辩 

�5乏味的故事65名人之死6等作品中的/ 我0 !名人等 

的静默等待� , ,通过种种活动与方式 � 人物抗拒因 

重复导致的生命停止的存在状态 �努力完备和发展 

自己 � 实现自己身上未被发现的可能性 ∀ 而这种生 

活的可能性会随着主人公的追求一步一步地呈现出 

来 � 貌似相同的日常生活展示出的是截然不同的生 

命境界 � 他们往往对将要达到的更高境界一无所知 � 

只是凭借着一种无知的懵懂或是无畏的勇气向前 

走 � 只有进入了这个更高境界后 � 他们才恍然领悟到 

自己的生命境界已大为提高 ∀ 但是 �前头仍然会有 

另一个更高境界在冥冥中期待着他 ∀对于人的这种 

难以确定的可能性 � 海德格尔认为 � 人作为存在不能 

被确实地加以定义 �就是因为它是可能的存在或是 

一种存在的可能性 ≈������ ∀ 所以 � 正是由于求新求变 

求可能的生命本能与对模式化的本能反感 �主人公 

从一种境界向另一种境界不断深入 �从前的探索足 

迹成为不断后退的历史记忆 ∀ 因为如此 �努力地将 

不确定的前途命运转化为种种可能性 �就成为开拓 

生命境界 !提高生命质量的理论保证 ∀ 

如何才能开拓生命境界 !提高生命质量 � 首先 

必须认清庸常人生的本来面目 ∀残雪的独到之处在 

于 � 她以实实在在的方式揭示了世俗生活的非常意 

义 ∀尽管它肮脏混乱 !嘈杂喧闹 �没有系统性 !卑劣 

, ,残雪从视觉 !听觉 !思维与人性诸多方面还原了 

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 ∀这种还原摆脱了廉价的道德 

美化 �从而使生活本身在小说中显示了原汁原味的 

悲剧色彩 �作品中所有令人心生厌恶的意象以及由 

此构筑而成的恶劣的生存环境 �让人从整体上感受 

到存在的荒诞 !无聊 !丑陋和肮脏 ∀ 5黄泥街6与5五 

香街6是残雪此类作品中最经典的代表 ∀ 

前者通过生活在极度肮脏的黄泥街上的人们对 

恶心丑陋难堪的自然环境和人际关系怡然自得的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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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 对人类的生存境况给予了绝望的揭发 � 将人类真 

善美的本质力量被所谓的文明所束缚的真相进行了 

揭示 ∀后者则借助性 � 对所谓的反对/ 格调低下0/ 粗 

鄙淫秽0/ 有伤风化0等代表了最正统的性观念的外 

在文明进行了批驳 �论证了由生命的激情抒写的人 

生篇章才是最华美眩目的 �也是最道德的 ∀ 残雪的 

选择正应和了英国著名美术史家赫 # 里德的话 � / 艺 

术家搜寻出那些令人不能接受的 !反常的 !堕落的东 

西 ∀他们选择邪恶的一面 �他们这样做不是因为他 

们对世界承担义务 �而是因为要从旧的价值体系的 

不愉快的关系中解脱出来 �因为他们再也不相信这 

种旧的价值体系 ∀ 0 ≈������ 所以 � 对于世俗生活的原初 

生成意义 � 残雪在小说中明确了自己的看法 � 离开了 

世俗生活的现实基础 �所谓的超越与开拓只能是纸 

上谈兵空中楼阁 ∀ 在这个意义上 �最粗鄙 !最丑陋 ! 

最肮脏的世俗生活又是最伟大的 ∀ 

然而世俗生活是把双刃剑 �在磨练人们意志的 

同时 � 它同样也可能销蚀一个人的锐气与胆量 ∀ 所 

以 � 当执着于悲剧性的现实世界 � 最终不得不面对人 

性绝境的真相时 �绝望会成为人类的宿命 ∀ 由于绝 

望 � 现实的苦难会变得越来越沉重 � 人在长久的不堪 

重负中会失去最可宝贵的心灵的自由 ∀ 因为如此 � 

在怀疑中寻找 � 在绝望中不放弃希望 � 在困境中坚信 

意义 � 最终超越世俗 � 是每个人面对人生的虚妄必须 

要解决的问题 ∀ 对此 �不少作家选择了在宗教的世 

界中逃避来自现实境域的心灵压力 ∀ 如佛之对扎西 

达娃 � 伊斯兰教之对张承志 � 道之对阿城 ∀然而对于 

我们整个民族而言 �宗教信仰的缺失毕竟是一个无 

法回避的现实存在 �我们在根深蒂固的世俗人本意 

识之外 � 缺少了西方希伯来 � 基督教为代表的宗教 

人本主义中对灵魂与精神提升的渴求的积极成分 ∀ 

对此 � 许多人已经意识到正是这种/ 终极信仰的匮乏 

限制 了我们 对 于 生命 的 敬 畏 !对 于 苦难 的 悲 

悯0 ≈����� ∀所以如何摆脱我们民族根深蒂固的功利 

性信仰 �如何在人的无穷原欲与高贵的理性之间保 

持和谐与平衡 � 就成为一个无法绕过的难题 ∀对此 � 

残雪的解决方式是艺术 �她认为 � / 艺术本身便是生 

命的艺术 � 一个人如能执著于纯粹的艺术冲动 � 那便 

是执著于生命 � 执著于那博大精深的人性0 ≈� ∀在回 

顾自己十几年的艺术追求中 � 残雪意识到自己/ 在体 

验到纯艺术的终极意境的同时 � 也深深地感到 � 这种 

纯美之境是同宗教意境并列的 � 也许还更为博大 �并 

且二者之间是如此的相通 ∀ 不知从哪一天起 �作为 

写作者的我便不知不觉地皈依了这种生命的哲学 � 

只要我还在写 � 我便信 ∀也就是说 � 这是一种只能在 

行动中实现的信仰0 ≈� ∀事实上 � 美学家宗白华先生 

著名的/ 六境界说0 �即人的生命境界是由功利 !伦 

理 !政治 !学术 !宗教和艺术六重构成�明确指出 �功 

利是人类最为原始的阶段 �而艺术才是人类的终极 

境界 ∀因为功利是为解决生存和生理的需要 �而艺 

术是在人类较好解决了功利需求之后的高层次的对 

生命的珍惜和享用 ∀ 林语堂在5中国人6中也说到 � 

/ 假如没有诗歌生活习惯的诗和可见于文字的诗 �中 

国人就无法幸存至今0 ≈������ �指出了中国人实际上 

是把诗歌散文和艺术作为一种宗教来信仰的事实 ∀ 

艺术在实际上成为维持中国人的精神平衡 !心灵自 

由的载体 �根本原因在于释放了人们生命创造的激 

情 ∀对此 � 残雪将/ 无中生有0理解为艺术的内在精 

神 ∀她认为 � / 从西方来的个体精神的价值 �是无中 

生有 � 是从生命力的冲动生出有来 �从人性 !人的生 

命中生出天马行空的灵魂 �生出不同于物的自 

我 ∀ 0 ≈�� 所以 � 无中生有成为理解残雪小说的关键 ∀ 

这种无中生有的生命追求让人确信 �真正伟大的艺 

术是一种自由的 !使人高贵的 !身心和谐的力量 �它 

能让人塑造自己的未来 ∀ 

注释 

≠ 吴亮在 ���� 年第 � 期5当代作家评论6上发表的5一个臆想世界的 

诞生6中指出 � 残雪的小说是一个充满谵妄的臆想世界 ∀ 

≡ 阎真在 ���� 年第 � 期5文艺争鸣6上发表的5迷宫里到底有什么6 

一文中质疑残雪 �� 年代以后的作品内容的贫乏 ∀ 

≈ 孔子的5论语6中强调了/ 道0与/ 德0对国家治理的重要性 ∀ 

…此处借用乔治 # 巴塔耶关于一个理性主体的系谱学是由人的兽性 

层面 !理性�人性� 层面和宗教层面三个方面共同勾勒的这一说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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