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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中国新时期文学显示了自己/ 独质0的特征 � 已经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 !经济 !文化镜相的一部分 � 既有传 

统文化 !道德 !政治的多重负荷 � 又有外来话语 !本土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压抑印痕 � 创作主体的审美走势既有对抗又 

有认同 � 既有消解又有重构 � 既有妥协屈从又有沉默抵抗 ∀在全球化语境下 � 人们的生活越来越程序化 !模式化和 

数字化 � 物质上享受的范畴越宽 � 精神上的空间却越来越窄 ∀文学艺术作为对从物质到精神的双重反映 � 其深层的 

指归则是精神的核质 � 是人类的灵魂 ∀基于此 � 中国作家在输入全球普遍性视野的同时 � 竭力从事本土性和区域性 

的建构 � 既思索/ 世界文学0可能共有的审美价值尺度 � 又着力发掘和创造处于 / 世界文学0视野中的 / 中国文学0独 

特的审美与文化个性 ) ) ) 这其实是一个更为博大的 / 民族寓言0 ∀因此 � 如何使自己的作品充满 / 灵魂的颤动0 � 如 

何使民族寓言的精神传播更加深入文学的核质 � 应该成为每个不甘平庸的中国作家努力思考和自觉行动的艺术追 

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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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发展的中国新时期文学在全球化语境下像 

第三世界其它国家的文学一样 �显示了自己/ 独质0 

的特征 � 既有传统文化 !道德 !政治的多重负荷 � 又有 

外来话语 !本土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压抑印痕 � 创作主 

体的审美走势既有对抗又有认同 �既有消解又有重 

构 � 既有妥协屈从又有沉默抵抗 ∀ 作家人格的复杂 

性 � 作品品质的多义性 � 艺术手法的丰富性 �人物形 

象的飘移性 �文本主题的朦胧性 �人文倾向的透明 

性 � 传播主体的发散性等等 � 都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的 

具状表征 � 都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政治 !经济 !文 

化镜相缩影的一部分 � 并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渗入到 

百姓日常的生活中 ∀ 

米勒认为 � 在全球化时代下 � / 传统意义上的文 

学在新型的 !全球化文化的世界范围内 � 其作用越来 

越小 ∀ 0原因是 � / 由小说提供的文化的功用 �正在被 

电影 !通俗音乐以及电子游戏所取代 ∀ 0这种后工业 

社会消费主义文化的危害在于 � / 淹没了日渐衰弱的 

书籍文化平和的声音 � 同时也淹没了各地民间文化 

的特征 ∀ 0 ≈� 

即是说 � 全球化语境下 � 人们的生活越来越程序 

化 !逻辑化 !体制化 !器物化 !趋同化 !模式化和数字 

化 � 物质上享受的范畴越宽 � 精神上的空间却越来越 

窄 ∀传统意义上人们阅读小说的习惯正逐渐被电影 

电视电脑所创造的/ ∞ � 世界0所取代 �文学的功能 

和意义越来越变得无关紧要 �作家和艺术家这些传 

播精神文明之主体的影响力越来越小 � 文学艺术变 

成了边缘事物 ∀ 

当然 � 文学艺术并不会消亡 � 但创作主体应该深 

刻反省造成文学沦为/ 边缘事物0的原因 ∀ 事实上 � 

作为对从物质到精神的双重反映 �文学作品的深层 

指归是精神的核质 �是终极关怀和人类的灵魂 ∀ 王 

晓明指出 � / 二十世纪当代中国小说的最大问题是看 

不到灵魂 � 看不到灵魂的痛苦 ∀ 对二十一世纪的期 

待 � 是希望能看见灵魂 � 能读到灵魂的颤动 ∀ 0 ≈� 

因此 � 如何克服灵魂的缺失 !找回灵魂 �如何触 

摸和表现灵魂 � 如何使作品充满/ 灵魂的颤动0 � 如何 

使民族寓言的精神传播更加深入文学的核质 �应该 

成为每一个不甘平庸的中国作家努力思考和自觉行 

动的艺术追求 ∀虽然消费主义文化和及时行乐的犬 

儒主义心态 � 特别是影视媒体对文学生产场域的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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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和影响越来越大 � 但影视媒体在夺走文学/ 平面注 

意力0�读纸�的同时 � 却因文学/ 立体注意力0�读屏� 

的大大加强而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中国新时 

期文坛那些叫得响的作家如莫言 !余华 !苏童 !王朔 

等没有一个作家的知名度和作品的热销不与影视的 

改编有关 ∀可以说 �消费主义文化和影视媒体在对 

文学艺术消解的同时 �却也再造了文学艺术的影响 

力 ∀而全球化下的信息互动和科技发展又为文学艺 

术自身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遇和挑战 �外部世界 

的数字化 !体制化 !模式化并不能束缚传播主体的精 

神飞翔 ∀ 

重要的是 � 中国作家在创作上必须廓清意识形 

态上的积弊 �让灵魂从肉体中解放出来 ∀ 因为灵魂 

是躯体自身的结构和功能 � 是活着的人类躯体的/ 形 

式0 � 灵魂的理想状态是脱离躯体而存在 ≈� ∀廓清意 

识形态上的积弊就是让自身处于精神上的自由状 

态 ∀如果没有起码的警醒 �小说就很有可能在已有 

的积弊的基础上增加新的积弊 � 成为积弊的同谋 � 并 

遮蔽灵魂 ∀ 

不可否认的是 �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坛上有这种 

/ 警醒意识0和不断地变化自己的写作风格以接近或 

触及灵魂深度的作家并不少 � 如韩少功从 �� 世纪 �� 

年代中期的5爸爸爸65女女女6到 �� 年代的5马桥词 

典6就是一个深刻的转变 �丙崽 !幺姑和鸡头寨的愚 

昧 !荒诞 !古怪成了马桥人祖先/ 罗人0血风腥雨文明 

变迁的残酷背影 �抽空的灵魂在远古黝黑的土地上 

找到了一方栖息之地 ∀ 类似的转变从残雪5山上的 

小屋6到最近5天堂里的蓝光6也得到了印证 � 后者让 

人感觉到了皮肤的热度与灵魂的呼吸 ∀ 而方方从 

5风景6到5暗示6 !王安忆从 / 三恋0 �即5小城之恋6 

5荒山之恋6和5锦绣谷之恋6�到5富萍6 �莫言从5红 

高粱6到5檀香刑6以及余华从5活着6到5灵魂饭6 � 等 

等 � 都可以看做是作家在对/ 灵魂的颤动0的审美追 

求上所做出的积极努力 ∀ 

这种努力在/ 新生代0作家中更成为难能可贵的 

自觉行动 � 他们视野的开阔 !表现手法的丰富多样和 

对人类终极关怀所投入的精力 �使中国新时期文学 

在奔向现代化征途上注入了一股强大的活力 ∀ 例 

如 � 王彪在5致命的模仿6中展示人的行为跨越时空 

那种惊人的相似性 �跟整个人类文明进程有一种内 

在的联系 ∀而在5身体里的声音6里 �主人公傻瓜因 

病死了 � 突然被雷电击活 �而且一下子长高了 �脑袋 

也开窍了 ∀这是神话寓言 ∀但作者只让这种/ 开窍0 

闪电一下就迅即消失 �傻瓜又退回到从前的愚昧 ∀ 

作者从个体的经验出发 � 着眼的却是全球的视界 �傻 

瓜的清醒实际上并不清醒 �并且所有的人在那个特 

定时期都不清醒 � 正因为此 � 人类才会发生一个又一 

个悲剧 ∀ 

/ 新生代0 另一名作家罗望子5旋转木马6 则用 

/ 拟童话0的方式表现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经验 �旋转 

木马 � 它既不是人又不是动物 � 但它有着人的符号和 

动物的形态 �两者的藕合处恰恰是传播主体的灵魂 

所在 ∀作者把有生命的思想注入到无生命的物体 

上 � 以此来关注整个社会 ∀在另一篇小说5漫步月球 

的马拉松选手6里 �罗望子一方面推翻现实性 �一方 

面又重建现实性 � 其主题与5旋转木马6相同 � 是对抗 

与妥协 � 更是出逃和失败 ∀ / 出逃0是出于对现实挤 

压的无法承受 � / 失败0是出于这种逃亡的非现实性 

所导致的结果 ∀它们都以一种隐喻的寓言方式告诉 

人们 �世界浩荡 �夜色茫茫 �迷茫中的人类 �无处可 

逃 ∀ 

但/ 新生代0的另一主将东西接受了逃亡的事 

实 � 不过他将逃亡的终点定在了母亲的伤口上 �5原 

始坑洞6暗指的就是母亲的子宫 �儿子杀人后 �在坑 

洞里躲了九个月 ) ) ) 象征母亲怀胎九个月 ∀ 而儿子 

先是头发脱落 �后是牙齿疏松 �最终退回到婴儿状 

态 ∀儿子最后被一个类似于母亲的声音召唤出来 � 

死于仇人之手 ∀ 母亲的伤口使人类的灵魂感到疼 

痛 ∀这种疼痛在他的5草绳皮带的倒影6中变成了一 

种宿命和无奈 �人类的一切活动似乎最终都是为自 

己制造绞索 ∀小说中的草绳 !皮带和井 � 都是一个圆 

圈 � 就像故事回到故事本身一样 � 暗示一辈子都在搓 

草绳的吴妈最终用绳子吊死自己的可悲宿命 ∀ 而东 

西的长篇小说5耳光响亮6的视界更为广阔 �牛红梅 

一次次流产隐喻着惨遭破坏的地球 �资源被一点一 

点地掏空 � 并被开采一光 � 剩下的只有一张躯壳 ∀ 她 

的肉体被掏空的同时 � 情感也被洗劫一空 ∀ 

在消费主义社会里 �情感的掏空是特殊情境下 

个人�如牛红梅�得以生存的证明 ∀ 这是一种荒诞 ∀ 

行者在小说5寓言6里 � 将这种荒诞聚焦放大 � 照出了 

人类自身的辛酸和尴尬 � 河并不宽 � 也不深 ∀ 河对岸 

有一个漂亮女人 ∀但是小说中那个要过河的小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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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过不去 � 要过去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 � 即先跟一 

个丑女人睡一觉 ∀ 这是残酷的生存境遇 �要想追求 

美丽 � 必须先与丑陋为伴 �而一旦与丑陋做伴 �你的 

情感必须掏空�麻木� � 即便最终过了河 �你也会产生 

心理阻隔 � 以至于丧失享受美丽的能力 ∀ 

如果说 � 王彪 !东西和行者在对/ 灵魂的找寻0和 

表现上着眼于时空的变幻 !隐喻的切割和对人类自 

身的质疑与审视的话 �那么 �陈家桥 !曾维浩等人则 

更多的关注生命的过程 � 以及在这个过程中 � 人与欲 

望的搏斗和灵与肉的厮杀所付出的沉痛代价 ∀ 

比方 � 陈家桥在5我的意思6里 � 写/ 我0和高红为 

了向张跃借钱而处于一种紧张的心理较量之中 �结 

果置门外张跃的儿子落水的呼救声而不闻 �致使一 

个幼小的生命惨遭夭折 ∀小说揭露出一种残酷的人 

生 � 将某种需要�欲望�置于生命之上 � 现实的利益淹 

没了生命力的呼喊 ∀ 文本最后的温情和悲悯却是 � 

张跃在儿子死后将悲痛压在内心 �平静地把钱分别 

借给了两个为了生存而在他面前进行心理较量间接 

导致他儿子死亡的人 ∀ 这个平凡的细节包含着血 ! 

包含着泪 �也包含着伤和痛 �张跃的行为令作者颤 

动 � 令文本的主人公颤动 � 也令读者颤动 ) ) ) 这就是 

/ 灵魂的颤动0 ∀ 

中国新时期文学尽管还存在许多不足或缺陷 � 

但在第三世界文学疆域里已经表现出了自己独特的 

风景 � 并夯实了与第一世界文学对话的基础 ∀ 当然 

这种/ 风景0或/ 基础0还有待进一步的扩展与深入 � 

同时 � 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 � 创作主体还必须拥有守 

住寂寞和忍受牺牲的人格品质 ∀因为中国文学�大 

而言之文化和文论�在实施全球化战略时 � 不可能一 

下子站到中心 �也不可能不失去一些固有的民族文 

化特征 � 但这种失去是为了更多的得到 ∀ 这种方式 

不仅仅是为了实现/ 从边缘到中心0的无奈选择 �更 

是为了对中心的消解并重构新的中心及其影响中心 

之策略 ≈� ∀全球化浪潮打压了文学 �但也使文学更 

好地抖落一些外在的灰尖和喧闹 � 回归自身 � 从而在 

生产场域里 �创作主体可以更好地实践 �反复打磨 � 

找到自己独特的艺术之路 ∀ 

可喜的是 � 中国文学界内部在全球化语境的挤 

压下一直努力地抗争着 � 在民族 !国家 !旗帜和个人 ! 

家庭和情感的母题下 �积极寻找适合自己的出路 ∀ 

比方 � 几年前兴起 !并一直延续到现在的/ 文体革命0 

就是一个显著例子 �不少作家和文学刊物把文学从 

传统的小说 !诗歌 !散文 / 三分法0 合拢起来并且拓 

宽 � 即把小说 !散文 !诗 !相声 !日记 !法律文件等多种 

文体融为一体 ∀ 例如 �韩少功就喜欢把非小说元素 

引入小说 � 搞一点嫁接和杂交 � 使形式更接近古代杂 

文学的样式 ≈� � 显示小说在影视媒体合围中/ 求变求 

新0的锐气和生气 ∀ 

又如最近 � 年来文学期刊出现的一些新景观 � 

5作家6开辟/ 泛文学0专栏 �表明了跨越现成文体分 

类而尝试多体融合的决心 �5青年文学6主张打破文 

体界限 � 倡导把小说叙事 !散文闲说 !诗歌抒情及报 

告文学纪实等汇为一体的/ 模糊文体0 � 5山花6和5莽 

原6等为/ 新文体0实验开辟窗口 � 还有5花城65钟山6 

等刊物为/ 跨文体0积极造势 ≈� �等等 ∀ 虽然这种实 

践的效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但行为本身的努力已 

经显出其应有的价值 ∀ 它表明 �中国新时期作家在 

追求/ 灵魂的颤动0和世界文学对话的过程中 �不仅 

将自己拉入到以全球优秀文化为价值水准的普遍性 

视野的范畴内 �而且始终专注于自身独特文化个性 

的创造和张扬 ∀ 

换言之 � 中国作家在输入全球普遍性视野的同 

时 � 竭力从事本土性和区域性的建构 �既思索/ 世界 

文学0可能共有的审美价值尺度 � 又着力发掘和创造 

处于/ 世界文学0视野中的/ 中国文学0独特的审美与 

文化个性 ) ) ) 这其实是一个更为博大的 / 民族寓 

言0 �它远远超出了杰姆逊定义的符号指归 �是由全 

球化语境下中国文化母土的具体实际决定的 �即中 

国作家的/ 寓言情结0像一根韧性十足的/ 主轴0贯穿 

着新时期文学的过去 �也联结着中国文学的将来 ∀ 

因为 � 无论这个寓言由于政治风云的变幻 !经济改革 

的深入和文化传统的扬弃和发展而使它裂变或分解 

成种种不同性质的寓言 �如成长寓言 !道德寓言 !政 

治寓言 !文化寓言 !伦理寓言 !民间寓言 !幻象寓言以 

及/ 复合寓言0或/ 超寓言0的审美走势 � 等等 � 从本质 

上说 � 都没有脱离/ 民族寓言0的精神磁场 ∀ 这是中 

国文学独有的特色 � 是民族化的 � 又是世界性的 ∀ 中 

国作家在追赶第一世界文化的现代化征途中 �创作 

群体的集体奋斗并不是茫然的 � 没有目的性的 � 而是 

有着自己清晰的/ 界限0 �可这个/ 界限0并不是对创 

作的制约 � 相反 �它是作家的自觉追求 �它的外延是 

/ 无涯际的0 ∀ 在变化无常的全球化语境下 �握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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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 寓言0 � 就像握住了放飞空中的风筝的拉线 � 无 

论飞得多高多远 �/ 中国0二字都会深深地刻在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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