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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后》隐含作者的真义

赵 曦
(淮阴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江苏淮安223300)

摘要：欧·亨利《二十年后》在学界一直众说纷纭，无一定论。欧·亨利对于作品中人物究竟持

何态度，从隐合作者切入，基于文本细读，深度分析作品，指出隐合作者表面行文温和，实际上却

深刻鞭挞了社会黑暗面。真实作者与隐合作者存在一定的偏差，这种偏差缘于个人经历与社会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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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亨利是世界文学史上杰出的短篇小说家

之一，共创作了三百多部短篇小说，其中大部分小

说都具备这样的特征：“成熟、幽默、冷嘲热讽、精

巧，充满了丰富的‘人情味”“lJ悖。尽管如此，亦

有评论家持有不同看法，认为欧·亨利的作品缺

少批判的力度，没有深刻揭露美国资本主义社会

吃人的本质，认为他“没有诅咒‘美元帝国’，却能

如小河中的蝌蚪一般，自在地身处其中。”【2心纵

观欧·亨利的小说，评论家们往往不得要点，如果

说他们在其中一些作品中窥见了欧·亨利批判现

实的痕迹，那么这些痕迹也是微乎其微，缺少深刻

的揭露。那么，欧·亨利是否就如评论家们所

认为的那样——对于美国社会的黑暗面存有

温情?

《二十年后》是欧·亨利的一部短篇小说，记

叙的是幼年好友相约二十年后再见的故事。故事

短小精悍，处处设有悬念，吊人胃口；结尾之处，出

乎意料，让人措手不及，显示了欧·亨利的一贯风

格。此篇小说因为其独特的构思、时间的跨度、人

物关系的异常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以往的关

注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从美学的角

度，评析了此篇小说所产生的深层审美意蕴【31；

(2)认为作者意在批判美国社会制度，其小说的

主人公是社会制度的牺牲品，同时亦体现了人性

的复杂性【4'5J。那么，《二十年后》究竟想要揭示

什么呢?面对鲍勃和杰米，欧·亨利到底是什么

态度呢?此前的评论几乎都没有明确指出，皆处

在一种刻意的平衡之中，以社会制度作为幌子，打

出人性的招牌，最终不了了之。此外，尽管学界对

《二十年后》有着一定的关注度，然而，迄今为止，

尚无从隐含作者切入对《二十年后》进行的研究，

也无(--十年后》的真实作者和隐含作者之间关

系的研究。鉴于此，本文从隐含作者概念切入，通

过文本细读，旨在挖掘出隐含作者在潜在文本中

表露的真义，同时也揭示出《二十年后》的隐含作

者与真实作者欧·亨利之间存在的偏差。

若全面仔细地考察《二十年后》的叙事结构，

则会发现在故事的深层，人性存在一种相反的走

向。作品中存在美好与丑陋两种根本对立。第一

种对立涉及怯懦与勇敢。鲍勃与杰米同为生长在

纽约的青年，鲍勃在十八岁的时候选择去西部闯

荡，而年长鲍勃两岁的杰米却选择留在纽约。选

择去留，表面上来看似乎只是一种无关痛痒的决

定，实质上，这只是一处巧妙的伏笔。鲍勃的勇敢

和杰米的怯懦在少年时期已经隐约浮现，但是因

为年龄的假象，他们性格上的本质差异被忽视，甚

至被认为这是寻常之事。事实上，正是因为鲍勃

和杰米性格上的本质差异，他们在践行二十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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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的时候，表现得也截然不同。鲍勃尽管深知

自己是通缉犯，但是为了履行承诺，他不惜千里跋

涉、不顾危险、历经千辛万苦与童年好友相会；杰

米作为一名生长在纽约的警察，他所做的不过是

在街上走一遭，却还心怀疑虑地对待其童年好友。

二者性格上的勇敢与怯懦、坦荡与猜疑显露无疑。

另一处的怯懦与勇敢则表现得比较隐晦。杰米与

鲍勃交谈后、离开前，还故意问鲍勃：“我得走了。

希望你的朋友能来赴约。到了点如果还不来，你

是不是就不等了?”【6Jl∞作为童年挚友，杰米没有

告诉鲍勃，自己就是那个他要等的朋友。此举显

然有着明显的深意：(1)杰米已经排除自己是鲍

勃的朋友；(2)杰米想套出鲍勃逗留时间以便施

以逮捕。然而，作为通缉犯的鲍勃，明知与其交谈

的是警察，他依然对他人深信不疑，面对警察的提

问，他回答得很清晰：“我至少再等他半小时。杰

米还活在世上的话，半小时内准来。再见啦，警

官。“6】娜一51鲍勃的回答亦饱含深意：(1)他依然

认为杰米是朋友；(2)杰米必然与其见面；(3)对

警察毫无防备之心。相比之下，作为警察的杰米

表现得胆怯而卑鄙，作为通缉犯的鲍勃则一如既

往地勇敢、忠诚与坦荡。有些学者认为杰米依然

是有人情味的，是共心鲍勃的，因为他让便衣去抓
逃犯鲍勃，“既维护了朋友之间的情义，又没有犯

失职的罪”[6145。事实上，杰米并非出于对童年好

友的关心和仁爱，他之所以没有当面逮捕鲍勃，正

是其胆怯与平庸的个性所决定的。杰米表面上的

温情脉脉，更加突出显示了其个性中残忍冷酷的

一面。事实上，他身为警察，是国家政权的象征，

代表的是统治阶层的利益。统治阶层的利益便是

杰米的利益，而鲍勃正是触犯了统治阶层利益的

“坏人”，所以杰米面对鲍勃的时候就不再是老友

相聚，而是面对利益敌人。因而对其而言，并没有

友情与依恋之情，有的只是其阶层所特有的警觉

与冷酷。

第二种对立涉及虚伪与真实。杰米的出场颇

为引入注目，因为其是昂首阔步地走在大街上，

“他的昂首阔步是出于习惯，不是故意做作，因为

街上没有旁观者。”C6]149。对此，有学者认为杰米

是正义的化身，从他巡逻的习惯可以断定他是一

个好警察，“是应当被社会所讴歌的形象”∞H5。

那么，欧·亨利想要释放的信息果真如此吗?如

果我们对欧·亨利的作品熟悉，恐怕就很难下此

论断了。警察在欧·亨利的笔下从来都缺少正面

的形象，其中最有名的当属《警察与赞美诗》中的

警察了。在《警察与赞美诗》中，警察的形象无比

鲜明，不仅凸显了其是非不分亦刻画了其无能。

他们总是让坏人逍遥法外，却逮捕了准备洗心革

面、做个好人的苏贝，将其扔进了监狱。此外，在

《新婚的姊妹们》当中，警察也是如此昏庸，自以

为逮捕了坏人，实际上只是逮捕了一个无辜的游

客。显然，在欧·亨利的笔下，警察从来都不是正

义的化身，相反，他们往往代表着昏庸。那么此处

的描写果真是欧·亨利想要一改惯常的路线，重

新刻画警察的新形象吗?当然不是。其实，这些

文字想要说的是即使没有旁观者，作为警察的杰

米也具有很强的表现力，他的昂首挺胸就是长期

做秀的结果。所以，无论是有人无人旁观，做秀已

经侵入杰米的骨髓，成为其性格的一部分。这种

做秀的习惯已经成为一种本能，甚至“他把手中

的警棍挥舞出各种复杂的花样”[61149。作为一名

巡逻的警察，警棍只是一种工具，然而杰米却挥舞

出各种花样，而且还是复杂的花样。如此对杰米

进行描写，只是进一步论证其做秀的特质。那么

是否只有警察杰米如此呢?显然不是——“这个

警察身材高大，走路稍稍有点摇摆，是治安守护人

的极好写照。”[61149这里的“极好写照”指出了杰

米的代表性，说明杰米代表的是警察的整体。这

个群体充满了做秀与虚伪，而不是文字表面所描

述的正面化。这也是欧·亨利常用的技巧之一：

反语与讽刺。为了进一步揭露杰米的虚伪，隐含

作者借用鲍勃之口夸赞杰米：“他是世上最忠诚、

最靠得住的老朋友”，“他虽然是个好人，但太老

实”L6 J150。在鲍勃看来，杰米确实如其所说是忠诚

的朋友，是好人、老实人。但是，从文本中不难发

现杰米的行为既算不上是忠诚与靠得住，更谈不

上老实。相反，“杰美(米)的一系列举动，都表现

出一种带有机械兴致的麻木和冷漠”[4156。不仅

如此，杰米最后还托他人之手给了鲍勃一张便条，

不忘告诉鲍勃他准时到了约定的地点，而且告诉

鲍勃在其划火柴的时候发现了其是通缉犯，因而

他解释：“我自己下不了手，便找了个便衣代

劳”[61152。这种解释充满了牵强，既是其胆怯性格

的体现，亦是其虚伪的表现，否则他绝不会在了解

了鲍勃所有情况之后，还在其等待时期内托人来

逮捕自己的老朋友。另外一个警察便是逮捕鲍勃

的便衣，从他与鲍勃的对话当中不难发现他的虚

伪，分明与鲍勃素昧平生，但是依然装作特别热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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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样子与鲍勃叙旧。由此可见警察这个群体的虚

伪。而便衣的话又正好讽刺了杰米是“最靠得住

的朋友”、“好人”与“老实人”。总而言之，杰米的

虚伪藏在字里行间中，隐含了作者表面上是在赞

美他，实质上却极尽讽刺，深刻揭露了作为统治阶

层的虚伪。

细读{--十年后》，不难发现隐含作者对居于

统治阶层的代表性人物警察持有明显的讽刺态

度，而对于所谓的通缉犯则显露了一定程度的肯

定。然而，让人不解的是，为什么隐含作者在行文

的时候没有明显地突出其观点，反而用了一些极

为有掩饰性的词汇，对警察明褒实贬，却又对通缉

犯明贬实褒?如要想解开这个谜团，考察隐含作

者与真实作者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隐含作者”这一概念由韦恩·布思于1961

年最先提出，他认为一部作品除了真实作者之外，

文本之中有着另外一个作者，即真实作者的“第

二自我”【_7|。申丹认为“所谓‘隐含作者’就是隐

含在作品中的作者形象，它不以作者的真实存在

或者史料为依据，而是以文本为依托”悼¨∞；“就

编码而言，‘隐含作者’就是处于某种创作状态，

以某种方式写作的作者(即作者的‘第二自我’)；

就解码而言，‘隐含作者’则是文本‘隐含’的供读

者推到的写作者的形象。”[9837。迄今为止，虽然

“隐含作者”的定义在学界仍然存在分歧，但是申

丹对于“隐含作者”的理解与韦恩·布思的本义

一脉相承，并在其基础上补充了新的见解。她认

为，隐含作者“与真实作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对真实作者的了解往往有助于对隐含作者的把

握”【8】l叭。因而关注二者之间的关系，结合内在与

外在批评，以便更好、更全面地阐释作品一J。鉴

于对文本的分析，不难发现《二十年后》的叙事充

满了隐含性，表面上对警察竭尽赞美，实际上却用

反语与讽刺的手法对警察群体以及其背后的体制

进行了批判。隐含作者把鲍勃放在明处，借鲍勃

之口说出其复杂的经历，但是当叙事至其西部经

历时，则大片留白，似乎有所隐讳，直到最后一刻

才揭示鲍勃就是被通缉的嫌犯。这种明、暗的处

理不仅反映了隐含作者的不安全感，而且反映了

其某种羞耻感。对于隐含作者而言，鲍勃虽然信

守诺言、忠于朋友、具有探险精神，但是与此同时，

隐含作者亦认为鲍勃的西部经历难于启齿，因而

只是寥寥数语带过，透露了隐含作者对鲍勃(或

者说以鲍勃为代表的群体)的一种排斥感和非认

同感。因而，有学者认为欧·亨利是通过刻画鲍

勃的形象充分体现人性的矛盾，以期使作品显示

出永恒的魅力，【51无疑有以点带面的倾向。事实

上，《二十年后》的隐含作者态度鲜明，即认为警

察群体并非正义的代表，反而具有邪恶的本质：胆

小怕事、擅于撒谎与背叛；对于鲍勃所代表的西部

群体则在赞许的同时有着一些排斥，而不是单纯

的赞美。但是，为什么隐含作者需要运用反语等

修辞手法来刻意掩盖其真实意图，使得其作品表

面看来不够深刻，最多算得上是一篇充满悬疑的

故事呢?如果要弄清楚此事，必须对欧·亨利所

处的时代和其个人经历进行深挖，方能理解欧·

亨利的用心良苦。

欧·亨利所处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在美国飞

速发展的阶段。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导致城市化

进程加速，进而导致资源短期。与此同时，美国西

部大开发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成千上万的美国人

涌向西部寻找土地；金矿的发现则吸引了更多的

淘金人；西部广袤的草地有着数以千计的牛群。

随着西部的不断发展，西部的生活条件大为改善，

更多的工作岗位出现，因而越来越多的人离开拥

挤的东部，前往西部开始新的生活。《二十年后》

中的鲍勃便是其中一员。对于欧·亨利而言，西

部是其生命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年仅二十岁的欧

·亨利为了避免家庭矛盾，追寻梦想，与医生霍尔

夫妇前往德克萨斯州的草原寻求立足之地。在草

原生活期间，欧·亨利经历了骑兵巡逻队与暴徒

之间的战斗，开始深入并熟悉丛林。科图拉是离

其居住地最近的城镇，偶尔会举办沙龙，在沙龙上

可见牛仔与牧场工人在打牌或者赌博，吧台上随

处可见威士忌酒瓶排成一排。尽管不时与巡逻警

官李·霍尔见面，但是欧·亨利居住的地方依然

是远离城镇的草原，甚至露天而眠。朋友教授他

草原上生存的技能，与此同时，也提供书本供其学

习。亲身体验草原上的一切，欧·亨利迫切希望

能够成为牛仔中的一员，为此，他“学会了骑马和

捆绳”[10128，成为了一名正式的驯马师，最终通过

牛仔的考验，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牛仔。这一幕在

《索利托牧场的卫生学》得以清晰体现。展现在

欧·亨利眼前的西部生活既充满了冒险与浪漫、

友谊与关爱，同时也展现了其危险与狡诈的一面。

如果说《活期贷款》展示的是朋友间的爽直与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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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相救，那么《我们选择的道路》则毫无疑问展示

了西部暴徒的生性贪婪与穷凶极恶。因此，欧·

亨利笔下的西部来客鲍勃一方面体现了西部人群

的主要特质——耿直仗义、忠于朋友，另一方面也

隐约体现了西部歹徒的某些凶狠特性，如鲍勃所

言：“我不得不同最精明的人竞争才攒到现有的

这些钱财。”【6Jl∞鲍勃口中的“最精明”的人就是

给他脸上留下伤疤的人，是欧·亨利熟知的西部

歹徒。尽管鲍勃性格的底色是真诚美好的，但是

生活的艰辛也使得他的人性产生了部分改变，变

得“精明”与凶残。因此，隐含作者在刻画鲍勃的

时候，不得不小心翼翼地使用笔墨，在暗处褒扬其

美好的特质，同时又难免表达得有些隐晦。此外，

作为在美国主流社会生活的作家欧·亨利也深知

无论鲍勃拥有如何美好的品质，作为通缉犯的他

也无法被社会接纳。这便是鲍勃出现在夜晚而无

法在白天与杰米相见的暗藏原因之一，也是隐含

作者不得不用隐晦的方式来赞美他的原因。

如果说西部带给欧·亨利的是无尽的美好，那

么与警察的交锋则让其渗透了社会的黑暗面。众

所周知，欧·亨利曾经在银行工作，在此期间被举

报贪污，为此，他一度逃亡，后因妻子病重回家，从

而被捕入狱。但是，欧·亨利是否真的贪污，无人

知晓。然而，不管如何，他成为了一名囚徒。从个

人情感上来说，欧·亨利被捕入狱一事必然在其性

格上打上烙印。这一烙印便体现在学界公认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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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温柔有余，对现实的揭露不足。一旦理解了欧

·亨利的人生遭遇，学界在解读欧·亨利的作品

时恐怕就难以否定其对社会黑暗面揭露之深刻。

四

欧·亨利对现实的揭露隐藏在作品之中。表

面上看，欧·亨利的作品缺乏社会现实批判力度，

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二十年后》的文本表面上

缺乏批判力度，似乎在竭力讴歌警察群体，但是一

旦细读文本，必然会挖掘出隐含作者所持的强烈

的批判态度，只是这种力度被文本表面的温情叙

事所掩盖。然而，文本字里行间的反语与讽刺才

是隐含作者的真实意图，即隐含作者对于统治阶

层(以杰米为代表的警察)的虚伪与怯弱进行了

深刻的鞭挞，同时在一定层面上表达了对于通缉

犯鲍勃的同情。隐含作者之所以如此处理故事情

节，与真实作者欧·亨利的个人经历息息相关。

作为美国主流社会的良好公民，欧·亨利并非对

当时的美国社会的黑暗面存有温情，而是深知赤

裸裸地批判社会的统治阶层、同情统治阶层眼中

的“通缉犯”，其作品必然不被当时的社会所认

同；同时，因为欧·亨利自身经历，他也不得不考

虑自身的安危。在这两种因素的促使之下，真实

作者与隐含作者产生了一定的偏差——真实作者

只能以讽刺、调笑等手段示人，而隐含作者则是

“笑中带泪”，深刻批判了社会的黑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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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lhgeEnglish education has．been undergone three large—sealed reformations from E．G．P to E．S．P．Its problems of

vaHd畸and etRciencyl have always been criticized in and out of the English education society．The withering and crisis of College

English has been devel叩iIIg the prophe6y of the coming“Post—College English Era”．The transformation of CET exists at the

two levels of teaching content and education arts，and relates tO many aspects of education such as policies。market，curricular，

teaching，and learning．It finally leads to the turn of count衅sh teachers from enlightenment education to cooperative leam—

ing，the transformation from cognition to intellection，and the reconstruction from critical thinking to creativit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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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hat’S 0．Henry’S real attitude towards the main characters in After Twenty Years It is still a controversial issue in

academia．In order to solve this proMem．a thorough analysis based on close reading is made in this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plied author．As a result，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implied author narrates the story with a gentle writing style superficially but

actually castigates the darknet_$of society．The real author is not州to the implied author，which is∞u8ed by 0．Henry’S

own experience and the reality of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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