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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迟子建小说文本的新开拓’

秦殿启
(盐城工学院图书馆，江苏盐城224003)

摘要：迟子建的小说文本钟情于历史，并吸纳了新的方法。尤其是有关“文革”史与伪满洲

国历史的文学表达，作者擅长构建独特的人文视角，从日常生活写起，运用民间立场，书写平

凡的生命个体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的真实感受，显示了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书写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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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子建(以下简称迟)的文学创作和20世纪

80年代的文化热以及西方新历史主义的蔓延是

同步的，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文艺思潮其思想内

涵和基本特点主要体现在“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

的文本性；单线历史的复线化和大写历史的小写

化；客观历史的主体化和必然历史的偶然化；历史

和文学的边缘意识形态化”¨-。迟的童年阶段恰

逢“文革”时期，家庭的遭遇和身边的文革记忆在

幼小的心灵深处留下了难忘的印记。对“文革”

的书写态度上，迟说“伤痕完全可以不必以声嘶

力竭的呐喊和展览显示其痛楚，它可以用很轻灵

的笔调来化解。”¨1用新历史主义的话语来描述，

那就是中心历史的边缘化，大写历史的小写化，客

观历史的主体化，把一些历史碎片的回忆贯穿在

现时的文本叙述中，使文本具有鲜明的历史性。

“历史是日常的”，这是迟看待历史的一种视

角和“用民间立场书写历史”的思路。以满洲国

为例，要想把它“还原到历史状态，其实就是柴米

油盐婚丧嫁娶，当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也有民族

仇恨，而它是隐藏在日常生活中的，是漫不经心

的。”而且写“悲痛和屈辱用看似平淡的日常途径

作为切人点更有深度。”从而“不动声色地把时代

悲痛溶人老百姓的喜怒哀乐之巾，通过整个人物

的描述而令人感动，这才叫真正的史诗。”p o如此

看来，这种把历史融入日常生活，用描写日常生活

来关照历史的做法，是对官史历史观与主流文化

立场的策略反叛，而代之以野史、稗史与民间史的

视角，这正是迟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基本特征。

一、家族史的描述与民间立场的选择

1、家族史的描述。迟对“文革”有着特别的情

结，对“文革”历史的描述摆脱了正史的一元性，

“逐渐为野史的多元化和多层次性消解，以一种

反向性思维消解真实的历史链条。”H1这种反向

思维落实在具体的作品中，那就是以真实历史的

主体承载者所遭遇的切身感受和真实变故来表

达。在《北极村童话》中，通过天真无邪的童年话

语、生命终结的死亡话语以及带有时代气息的

“文革”话语进行了微妙的表达。故事以一个七

岁女孩的记忆，感受到大人对“童言无忌”所做出

的心惊胆战，以碎片式的穿插讲述了姥爷挨斗、大

舅在文革中死于异乡的精神痛苦。“文化大革命

基本上(至少在指导思想上)仍在理智的主宰、支

配，所以对情感和人性的扭曲也是通过理智来进

行的，正是这样，造成了精神上的极大苦痛和心理

上的无比折磨。”p1《原始风景》是作者在更为广

阔的视野上对自己家园、家族、亲人的一次童年生

活的回忆，是一篇放大了的“北极村童话”。

迟对“文革”历史的化解落实到家族史的描

述上，削弱了官方历史的政治话语，强调了历史的

“诗性”——虚构性、创造性和权利性。为此，“小

历史”(Histories)代替了“宏大正史”(Grand his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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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y)。《花瓣饭》以童年视角描述了发生在文革期

间一个家庭一顿晚饭的美丽故事。在小说中，童

心的天真掩盖了大人内心在那段特殊时期的伤痕

与恐惧。文革要求人们从理智上运用阶级和阶级

斗争的观点观察、分析、判断一切，要求人们“分

清敌我”，“划清界限”，小说中父母的宽厚与仁慈

和子女的自私与无知形成对照，这顿用鲜花点缀

起来的花瓣饭，就是作家用以表达其父母爱意与

温馨的象征。从家族史的书写策略对历史的描述

言，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与迟对人性之光的

挖掘有所不同，尤其是侧重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

上，如小说中孙李两家的世代仇杀即是。

2、民间立场的选择。迟对历史的文学表达致

力于把大题材用最日常的民间的立场表达出来，

《满洲国》依照“伪满洲国”14年(1932--1945)的

历史巧妙地构思为14章，每一章以四种计时方式

并列排出并作为章名，即公历纪年、民国纪年、日

本天皇年号纪年、“伪满洲国”皇帝年号纪年。这

种编年体方式书写历史的文学显示了迟对历史的

尊重，同时这种多元化记年在文学上的创新利用，

突出了这段历史的复杂性、特殊性和沉重性。小

说的切人点选择了长春街头一个弹棉花摊，并通

过充满了儿童天性的九岁的男孩吉来的活泼好动

为引子，用童年视角，以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为切

入口展开了这部长篇历史小说的创作。作者特意

让小人物来说历史，把“伪满洲国”历史上的重大

事件融入到小人物的命运中去，通过写历史的一

个片段，并把人物放进去，鲜活地表现具体历史事

件，加之喜怒哀乐，生死离别等情感经历的纵横交

织，在浓郁的地域色彩和风土人情的历史底蕴下

闪烁着人性之光，渗透着人文情怀，显示了迟民间

视角下文学对历史的一种“激活”。以1932年秋

的平顶山大屠杀为例，迟在此安排了一个很有利

的地点和人物，即已嫁到平顶山两年多的吉来的

姑姑美莲，从而获得了最佳的自然视角和人文视

角。通过美莲一个人的视觉、听觉、感觉等的再现

描述了这次大屠杀的全过程。《满洲国》是一个

场面宏大、人物众多的大作。但作者着笔的重点

是形形色色人物的日常生活在这段特殊历史时期

的真实再现。于是，像杨三爷等重利贪色之人，刘

秋兰等老实本分之人，王恩浩等吃穿不愁之人的

为人处世的生活场景得到了激活，显示出民间立

场下的历史真实，反映了历史本身的多元化，并通

过历史与文本的互动，显示出文本的历史性和历

史的文本性。

二、村落史的描述与边缘策略的利用

1、村落史的描述。用村落史的描述来反映文

革历史，是大历史向小历史的一种回归。在《沉

睡的大固其固》中，作者内心含着一种触摸它神

经的激动而疼痛的感觉。小说中的“桦子墙”就

是文革伤痕的见证。在如何化解这段难忘的“伤

痕”上，作者巧妙地借用大固其固的故事：小鱼为

了成长，为了成熟，必须游出小河，穿越大江，投入

海洋。这是生命的经历，也是对生命的考验。迟

在这里侧重表现文化、人性与生存范畴中的历史，

这无疑表现了是新历史主义小说的最重要的特

征。但迟的描述是如此微妙和宽容，和莫言的诗

性话语形成强烈对比，《红高粱家族》以“家族

史”、“村落史”为重彩突现了抗战时期山东高密

东北乡血雨腥风的悲壮惨烈，尤以“红高粱”意象

唤醒了人类的原始野性，夸张而不乏直白和胆魄。

在《越过云层的晴朗》中，迟采用独特的拟人

化叙述视角，用一条跟随过六个主人的狗做“叙

述者”，借用狗的眼睛来观察和记录世态人生，把

文化大革命及改革开放初期的重大事件融人日常

生活的平淡叙述中。在黄狗的六个主人巾，富有

悲剧色彩的莫过于小哑巴、梅主人和文医生，而这

三个人都是“文革”的受害者。在揭示“文革”伤

痕的痛楚上，阿黄的作用在于“人不能知道的真

相，我却能知道，只因为我是一条狗。”极具想象

力地揭露了人类的另一个侧面“人是多么的残忍

和虚伪啊!”通过这种想象，作者鲜活地再现了那

段历史时期的一个个生活画面。这篇围绕东北金

顶镇一带的历史变迁所表现的人性与生存范畴的

村落史，用一些穿插性的历史碎片，深刻反映了

“文革”历史在人们心中抹不掉的伤痕，“它着眼

于历史的局部具体性与个案生动性，在一角一隅、

半鳞半爪中让人感知其沧桑变迁、世事轮回，由此

而触摸到历史那无处不在的宿命力量与悲剧逻

辑。’’‘61

2、边缘策略的利用。边缘策略包含有关注边

缘人物、撷取边缘史料、采用边缘立场、得出边缘

结论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策略及书写策略。边

缘策略的应用使得伪满洲国历史的描述更细致。

它渗透到农村最普通的平民百姓的日常起居，它

关注到城市中的阴暗角落，它牵连到抗日战场上

某个无名小卒。在书写农村及游击战场景的选择

·5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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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迟主要通过一些弱小而特殊的小人物如土匪

胡二、小工杨浩、小乞丐狗耳朵、小战士杨路等人

作为人文视角的选择对象，通过他们曲折奇特的、

充满伤痛的情感经历关照东北乡村的游击战场的

艰苦惨烈的战斗场景和农村的集团部落监控下的

苦难生活场景。通过这些场景的生动描述，显示

了作者对边缘人物的关注，对边缘史料的利用。

棺材铺子、寺庙、秧歌会、油郎乡医、集团部落等成

为很有代表性的人文视角窗口。在书写城市场景

的策略上，迟对烟馆、妓院、当铺等给予了重视，通

过一些凡夫俗子、土匪、乞丐、地主、娼妓、嫖客等

的另类生活来展示这段特殊历史时期的这些边缘

人物的日常生活图景。边缘立场不但贴近生活，

而且更加关注人性，因而更能增强历史的文本性；

而大量真实确凿的历史片断的穿插，又使得文本

的历史性突现出来。

三、心灵史的描述与人性情感的书写

1、心灵史的描述。心灵，一方面指思想与感

情，在佛教中又指人的意识、精神。用心灵史来描

述个体生命在“文革”史中的思想与情感遭遇，包

括人的意识及精神境遇，是迟新历史主义小说一

种表现方法。《北国一片苍茫》运用现实叙事和

梦幻般回忆相结合的方式讲述了乡村女教师芦花

童年时期复杂凄惨的家事。就新历史主义小说而

言，历史话语一旦形成，首要遵循的不是历史过程

的逻辑，而是话语自身的逻辑。在《麦穗》中，迟

主要运用知青话语来讲述“文革”对知青以及年

幼的学生产生的伤痕。小说塑造了一个清纯、懂

事、宽容的女孩西西的艺术形象，“文革”给幼小

西西的心灵留下的不幸，同时也看到了上海知青

图画老师情感的不幸，一种悔恨难平的伤痕永远

留在了其心灵深处。

迟借助文学为逝去的时代留下了心灵史诗，

游刃于丰富的史料，并以主体心灵去激活，力求达

到与历史交融。《树下》以“文革”为背景，倾注了

作者童年的生活体验和青春期那种浸透着忧伤的

浪漫。小说的着笔就是给卑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写

的一部心灵史。从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的基本人

性的高度上，俯视这个甚至有些无聊、荒唐的世

界，写出人的欢乐和忧伤、希望与无奈，展示出一

种生的喜悦与死的悲凉。同时，作者又用轻灵的

笔调通过知青话语、“政治问题”话语载记着文革

的伤痛。迟的表述特色是一种片断式的，把“文

·60·

革”作为一个比较含蓄冷涩的背景，在纵横的时

空坐标下借着童年生活及一些情感故事的穿插回

忆中印记着历史，表现了生存个体的偶然与特殊

历史的必然，以及在客观必然环境下，个体生命的

弱小与无奈。

迟笔下的“文革”有别于“伤痕文学”的直接

而完整的表达。卢新华的《伤痕》，讲述了“69

届”初中女生王晓华为“革命”与被批为“叛徒”的

母亲彻底决裂，并提前毕业和高年级的同学从上

海市插队来到辽宁渤海湾农村劳动、入团、工作、

恋爱的艰辛与曲折的痛苦生活。王安忆对“文革

伤痕”的表述也是全面的、整体性的。写于80年

代初的中篇《墙基》，借上海499弄和501弄两个

贫富对比明显的弄堂中生活的人们在“文革”整

个过程巾的批斗变故，对“文革”进行了否定，并

带给读者以深沉的思考：“墙基，还在，横着。高

H{地面一二厘米，固执地沉默着。”¨o池莉更加重

视知青话语的回忆，在幽默的叙述中不乏讽刺性

的批判。写于21世纪初的中篇《怀念声名狼藉

的日子》，以第一人称“我”回忆了几位初中毕业

生从加入知青大军上山下乡到知青返城的完整过

程，描述知青生活的心态和情感遭遇，鲜活塑造了

纯真的少女知青豆芽菜和虚伪的青年知青书记关

山这两个艺术形象，表现了文革中的知青的内心

的沉重和伤痕。这种描写既突出了“文革”过程

的完整性，又表现了主人公在“文革”过程中的参

与性，对“文革伤痕”的表达更直接，更尖锐，反

思、批判和否定的口气也更明朗。

2、人性情感的书写。《满洲国》人性之光的

发掘是不分民族、职业和阶层的，在小说涉及到各

个角落和各类人群，人性中的善良、真诚、朴素、智

慧、信念等内涵得以鲜活的再现。尤其以人性之

光中最为突出的爱为脉络，围绕情感遭遇得到深

切的表现。迟说过“世上的路有两种，一种有形

地横着，供人前行、徘徊或者倒退；一种无形地竖

着，供灵魂入天堂或者下地狱。在横着的路上踏

遍荆棘而无怨无悔，才能在竖着的路上与云霞为

伍。”¨1这是生命的运动之路，是人性的表现之

路，也是作者对灵魂的探索之路。人的情感经历

占据了小说主导地位。从一对半圆的铜镜说起，

铜镜在我国已有4000余年的历史，它不但承载着

中国的传统文明，而且是中国文化的一种重要象

征。从当代长篇小说叙述特征看，以伪满洲国这

段特殊历史时期为背景展开的宏大场景的话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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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里，铜镜显然被作者赋予了“勿忘国耻”、“以史

为鉴”的象征意义；两半铜镜分别代表中国版图

上的东三省和东三省以外的版图，其分开暗示着

日本武装占领东i省，扶持傀儡政权建立伪满洲

国，东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巾，流离失所。其

合并代表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东北版图重新回到

祖国。在这铜镜里面有的不只是人文情怀，各类

人物与灵魂之间的碰撞也深深蕴涵在其中。有关

铜镜的话语在小说巾除了隐语和象征外，还是贯

穿小说情节发展的线索。一半铜镜照耀着抗日游

击队的艰苦不挠的战斗足迹；一半铜镜反映着难

以摆脱世俗的民问角落。铜镜的离合叙说着抗日

的曲折悲壮，也叙说着伪满洲国里百姓的辛酸忍

耐。两半铜镜的最终合并，巧妙回答了一段辛酸

历史的结束和抗战胜利的喜悦。

男女之爱是情感经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

部分。。迟让爱的力量在对比、升华巾，使读者深刻

感受到人性中的宽容、仁慈、善良、忠厚、真实，更

深刻感受到乡土之情、祖国之情、民族文化之情的

魅力和生命力。胡二和紫环的情感经历则证明了

在这段特殊历史时期，富有人情和野性的匪徒也

参考文献： 、

远远胜过了丧失民族自尊的民族败类和叛徒。王

亭业、郑家晴等人的情感经历及不幸遭遇则是伪

满时期一部分性格软弱的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

他们痛恨日军，义胆小怕事，他们有革命的动机，

又缺乏必要的斗志和勇气，从而演变成为历史的

牺牲品。吉来和王小二是作家着力塑造的两个重

要形象，通过对他们的情感历程的描述，把长春、

哈尔滨、沈阳连为一体，构建了迟笔下极好驾驭的

三点一面的人文视角，把东三省的伪满版图尽收

眼底。北野南次郎和中村正保是小说中两位重要

的日本军人形象，前者是日本细菌部队的研究成

员，热忠于细菌人体实验的刺激和喜好发泄兽欲

的快感；后者是日本派驻在伪满东部的开拓团成

员，他的情感经历尽管付出了温柔、体贴，表现出

了父爱及人性的光辉，但却遭遇着难以安慰的痛

苦和悲剧。在《满洲国》里，主体情感的密集渗入

使历史的偶然性突显出来，使迟文学创作的主

题——“人性之光与人文情怀”突现出来，体现了

迟小说义本对历史描述的尺度与策略，并与正史

话语及传统历史小说的宏大叙事形成鲜明对比，

显示了迟子建小说文本与历史互动的新开拓。

[1]张进．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的思想内涵和基本特征[J]．文史哲，2001，(5)：26—32．

[2]迟子建．越过云层的晴朗[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284．

[3]迟子建，目秋红．我只想写自己的东西[J]．小说评论，2002，(2)：28—31．

[4]王岳川．巾国镜像：90年代文化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260．

[5]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1021．

[6]张清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M]．南京：江苏文艺jf；版社，1997：209．

[7]王安忆．王安忆中短篇小说集[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88．

[8]迟子建．迟子建[M]．北京：人民文学⋯版社，2000：2．

On the New Development of Chi Zijian
7

S Novel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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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i Zijian§novel text closely re．1ates the history，and has taken in the new method．In particular，in the text on”the

Culture Revolution”or”Manchoukuo”history，the author excels to construct the unique information humanities perspective，

writes from the daily life,，the utilization folk standpoint，writes the ordinary life individual under the special historical environ—

ment real feeling，has demonstrated the new historieism novel writting stmtegy．

Keywords：history of”the Culture,Revolution”；history of’’Manehoukuo”；tblk position；new historicism；humanities angl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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