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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不同魔幻呈现

——以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与莫言的《生死疲劳》为例

齐金花
(盐城工学院外国语学院，江苏盐城224051)

摘要：Hallucinatory realism一词因出现在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国作家莫言的颁奖词

中，用来界定他的写作风格。传入国内，该术语被译为“魔幻现实主义”，从而将莫言的创作风

格归属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由此掀起“误译”的讨论。以此为出发点，依托莫言的《生死疲劳》

和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两部经典作品，来论述这两种风格中的魔与幻的不同呈现，以此确证

莫言的创作风格是有别于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的中国魔幻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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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uucinatory realism一词因出现在2012年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国作家莫言的颁奖词中，

用来界定他的写作风格，而备受关注。此后，这个

术语分别见诸于英、法、德和西班牙四种语言的官

方新闻报道中，而首次传回国内的报道将这一术

语译为“魔幻现实主义”，此后其他各大新闻媒体

纷纷采纳。尽管英文“魔幻现实主义”的表达为

Magical realism，但国内翻译界迅速提出质疑，澄

清“Hallucinatory”和“Ma舀cal”二词义，并非等同。

2012年1 1月，加州大学童明教授提出“谵妄现实

主义”一术语，以区别“魔幻现实主义”。王德领

《莫言与幻觉现实主义》⋯一文发表后，Hallucina-

tory realism翻译为幻觉现实主义这一术语开始被

接受和使用。但还有其他质疑之声不断涌现，例

如中国作协周锡山在微博中提出的神秘现实主义

和神秘浪漫主义等译法。但“误译”事件的发酵

却对确定莫言和马尔克斯创作风格的不同及确认

中国文学风格的独特性意义重大。笔者认为“幻

觉现实主义”这一翻译固然忠实英语原词义，但

却未能概括作者的创作风格。而且人们仅关注到

两个术语源语言使用的不同词汇，而忽视了汉语

语词择取的模糊现象。因为汉语“魔幻”一词已

经囊括了唯物主义范畴外的一切现象，所以其内

涵早已覆盖了magical和hallucinatory，所以即使

忠实地将hallucinatory译成“幻觉”，也依然脱离

不去“魔幻”中的那个“幻”字承载的意义。纠结

与原文的“魔幻”或“幻觉”都没有太大的意义，而

本文并不纠结于此，而重在探讨莫言与马尔克斯

的各自魔幻呈现方式的差异，故本文中笔者称马

尔克斯的创作风格为“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莫言

的则为“中国魔幻现实主义”，并依托《百年孤独》

与《生死疲劳》为例，做具体的解读。

一、关于魔幻与现实的理解

加西亚·马尔克斯和莫言都来自第三世界国

家，代表了西方人眼中神秘的异域的拉美文化和

东方文化，前者在领奖台上毫不忌讳地表明：“我

敢说，今年值得瑞典文学院注意的，正是拉美这种

异乎寻常的现实，而不只是它的文学表现”拉1。

后者在瑞典学院发表文学演讲中毫不掩饰地提到

那位前辈对他曾有过的影响时说：“我追随在这

两位大师(威廉·福克纳和加西亚·马尔克斯)

身后两年，即意识到必须尽快地逃离他们，我在一

篇文章中写道：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

块，如果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_1回归

两位大家的作品，我们发现他们的文学表现和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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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意趣的诸多个性特色，尽管批评界普遍认为

《百年孤独》是“一位举世无双的伟大预言作家的

不朽力作”，是魔幻现实主义(Magical Realism)的

作品，而马尔克斯从来就不承认。他对秘鲁评论

家曼努埃尔·奥索里奥说，“我认为，魔幻情境和

超自然的情境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和平常的、普

通的现实没有什么不同⋯⋯”HJ7。他还说过“实

际上这正是拉美现实的特征。每走一步我们都会

遇到其他文化读者认为是神奇的事情，而对我们

来讲则是每天的现实。我还认为，这不仅是我们

的现实，而且也是我们的观念和我们的文化。”14J8

相反莫言对认定他作品的魔幻现实主义(Halluci—

natory realism)风格时，给予了平和且折衷的接

受。在白岩松对莫言的采访中，莫言讲到《生死

疲劳》中魔幻的内容时说“我觉得这个魔幻是中

国的这种魔幻，就是跟中国的民间故事密切相关

的。我觉得这个评价(诺贝尔的评价)也是对的，

也不能说完全跟我的创作没有关系，基本还是表

述出我的创作一些特质。”．51由此可见，马尔克斯

和莫言都表示他们亦如巴尔扎克对社会百态的诠

释和记述，去呈现生活在古老中国和神秘美洲的

人们持有的与欧洲截然不同的宇宙、自然、生命意

象和象征文化，记述他们在现代科技及发达的世

界面前保持着的原生态，记录他们神话、自然、社

会变迁与人类心灵的互动。只是马尔克斯将魔幻

现实主义推向高潮，而莫言让幻觉现实主义重进

人们的视野，他们在各自作品中的峥嵘驰骋，每每

带给世界一个时代的审美制高点。

此外，从两位作家的颁奖词中领略西方给予

他们创作风格魅力的评价来看，2012年诺贝尔委

员会给莫言的颁奖词为：“将魔幻现实主义(Hal—

lucinatory realism)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

融合在一起”。1982年，诺贝尔委员会给加夫列

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颁奖词为：“《百年孤

独》由于其长篇小说以结构丰富的想象世界，其

中糅混着魔幻于现实，反映出一整个大陆的生命

矛盾。”正如界定他们风格的术语由偏正结构组

成一样，他们的风格都兼具两个要素：形容词(什

么样的)+现实主义，即首先所关注的现实，是各

自的国家、社会、和人存在的现实；其次呈现现实

的手法都运用了想象，且承载了各自民族的民间

故事、神话传说、风俗文化，甚至集体无意识。正

是这双重的“各自”，从根本上奠定了他们各自风

格独特的基石，从而使他们在作品中投射出完全

一样的震撼，却不一样的文学形象和审美志趣。

据此，笔者认为将马尔克斯的创作风格明确为

“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而莫言的创作风格界定为

他所说过的“中国式魔幻现实主义”更为贴切。

二、魔幻在作品中的不同呈现

但无论作者如何看待，读者无疑都清晰地感

受到这两部惊世之作的魔与幻的色彩。从两位作

家对魔幻的解读来看，其创作风格的形成都承袭

了各自的地域文化、民问故事的精髓，打破了现实

与非现实的界限，巧妙杂糅人他们的作品中，为现

实装上神奇的翅膀，让神奇蕴含在现实中，实现了

神奇为现实的世俗美增加了灵性，现实使神奇贴

近了生活的效果，两者的结合不仅成为作品的特

色所在，也成为吸引读者的魅力所系。

《百年孤独》中的魔幻是多维度的，他涉及到

神秘的自然环境、灵异的主观幻觉和传统民间故

事中的神奇逻辑与理念，其意蕴生发于结构、弥漫

到内容，又从故事内部流溢到故事外部，从故事中

人所触及到的魔幻到读者所感受到的魔幻遥相呼

应，虽然魔幻的形式和内容不同，但读者从一开始

就如人幻界，犹如浮士德与魔鬼签订的续约一般

欲罢不能。

首先是马孑L多这个地方的无到有再到无的架

构。无到有为幻境人口，有到无为幻境出口。马

孔多存在百年，因何塞一梦而始，随风而终，本身

就犹如一个神话。正如作者云淡风轻的对采访者

说“这完全是一个荒诞的故事”。其次，一个全知

全能的叙述者以讲述一个临刑场景下引发的回忆

开篇，让“死”的意象永远是主体游离着的思绪裹

挟着神秘与虚幻的，形成心灵时空与现实时空交

汇的灵魂世界的震颤。这是主人公布雷利亚上校

的经历。从此幻像丛生，和人的梦一样存在于人

物的生活中。家族父亲何塞与其仇人亡灵的对峙

出逃到后来握手言和；奥雷里亚诺上校出生前在

妈妈肚子里就会哭；在童年会寓言放在桌子中间

的汤锅会掉下来，后来会预感丽贝卡、蕾梅黛丝

(他未来的妻子)的到来等等；乌尔苏拉与其亡夫

的对话等等，第二代的何塞中枪后，鲜血一直流过

几条街，爬上几个台阶，拐几个弯，流进母亲苏乌

尔苏拉所在的厨房等等，人鬼同处，由此生死的大

悲与大喜也极其自然淡定，不见呼天抢地般的悲

切。而那一样的温情也正是通过这人鬼的日常叙

事，和那流向祖母的血流得以彰显。其三、新生伊

万方数据



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27卷

始的马孔多喧嚣热闹的街道上一个拥有超能力的

人，梅尔基亚德斯，带着他的“魔法”登场，拉美神

话传说的代表登场，他宏观上预知马孔多未来，他

为布恩迪亚家族几代人设下了几代人追索的谜

面。接着，从他宣告“万物皆有灵”“只需唤起让

他们的灵心”拖着两块金属锭把铁锅、铁盆、铁

钳、小铁炉⋯⋯一窝蜂似的追随在他的魔铁后面

开始，使这个家族之首布恩迪亚家族创始人何塞

·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也像这些小器物一样紧

紧地吸附在这个魔法师身后，他把这个何塞从热

忱奋进的原始土著的，朴拙的灵性转换为自闭孤

寂工业文明的，科学的灵性。从此为这个家族的

孤独种子铺下了温床，建立了一个可以孤独的寓

所和一个可以孤独下去的理由。让整个家族一代

代在破解他留下的“羊皮卷”之谜中走向毁灭。

而另一个人物庇拉尔在微观中占卜着这个家人的

命运，她为马孔多的过往又平添了许多魔幻小插

曲。其三、那拉美的神秘自然为上述魔幻之树锦

上添花。布恩迪亚家族第一代人死后天降黄色花

雨。第四代蕾梅黛丝会裹着被单飞走。奥雷里亚

诺第二和情人做爱能让家畜兴旺。第五代梅梅的

相好马里肖·巴比伦身边总是飞着黄色的蝴蝶。

上天可以下四年十一个月零二天的雨，大风会让

马孔多瞬间消失等等，这些因素错综复杂地交织

在马孔多人的历史进程中，交织在人物语言与活

动中，最终稳稳扎根在读者对魔幻的期待视野中。

故事的谜底就是毁灭，毁灭就是谜底，形成一个完

满的由魔力操纵着的历时百年闭合的圆，印证一

个毁灭的宿命。故事内的人在忘我探究，故事外

的人在屏息追寻，文本的魔幻手法充分调动着人

类共有的好奇心，召唤着读者与故事如影随形，直

到那场大风把马孑L多刮走，读者似乎才从海市蜃

楼中走出来，真是亦真亦幻难取舍。

相形之下，如果用“拉美魔幻现实主义”风格

呈现的角度来看，莫言的作品《生死疲劳》是则长

于人世流转展示出东方“中国的魔幻”的魅力。

如果说《百年孤独》是作者用“祖母”那样的耄耋

老人在讲述一个魔幻故事的话，那么《生死疲劳》

则是一个大头婴儿在投诉轮回之苦：历经驴、牛、

猪、狗、猴和人的生命存在。故事架构在“魔”的

叙事视角，定位在“幻”的形象构成，最后落到现

实的时代变迁众生相上。作者曾在接受《南方周

刊》采访时说，受到佛家六道轮回说的启发找到

了讲述这个故事的方法，即让主人公经历了驴、

牛、猪、狗、猴和人的六次死生，每一次都历经爱恨

情仇的折磨，每一次都见证了他周围的世事变迁，

拼接起来，构成一部完整的中国农村五十年发展

史。“轮回说”源自佛教，指一切众生由于惑业所

致，生死于三界六道之中，如车轮般地回转，永无

穷尽。六道是指天道、人间道、修罗道、畜生道、饿

鬼道、地狱道。在这六道中生来死去，死去生来，

周而复始，为六道轮回。《生死疲劳》借用六道中

的畜生道来托化情节结构，由此畜身人心得幻化

之形。作者还综合了道教和各种民间传说中的魔

幻元素和它们化入百姓认知的民俗意识，使这个

故事自身的逻辑编织得天衣无缝，故事外面构成

的是一幅民俗漫溢的乡土现实图画。如孟婆汤一

说，其源于道教，认为人在投胎前，一旦喝了它，就

会忘掉过去的种种。西方曾有过类似的表述，如

古希腊流传的“莫愁河”水，罗马人相信的“奈思

河”水，都在投胎前喝下便起到忘记前生往事的

作用。《生死疲劳》正是以冤鬼西门闹大闹阎罗

殿开篇，陈冤抗辩不成，被鬼卒拉去投胎转世为

驴。投胎前打翻“孟婆汤”，存留前世的记忆，从

此开始畜生道的轮回：驴形、驴态、驴习性，以驴的

视角开始讲述人世现实，此后相继为牛、猪、狗、猴

形皆如此。链接起五十年的是是非非，将前世今

生看得个清清楚楚，道得个明明白白，所以畜身人

心得为“魔”之形。以旁观者理性清醒的态度观

世上常人无法看到的世态人情，同时他的讲述又

非零度的客观无情的描绘，而是充满身在其外，而

情融于其中，形成多视角、多时间、多空间的立体

表达，承魔幻之力而使呈现更加深入全面、阐释更

加深刻透彻，展示了普通农民在历史变迁进程中

所承受的身心砥砺、人性打磨。从六道轮回叙事

的角度看，莫言小说的译者、美国汉学家葛浩文

(Howard G0ldblatt)把这部作品称为寓言。这是

因为他只看到了动物在讲述，而没能理解中国的

民问故事中蕴含的中国特有魔幻意识罢了。这种

魔幻因素构成每一次轮回的中转站，为故事的下

一个进程加油助力，让人、畜之间的一转与一投定

格为一种典型中国式魔幻叙事。

三、结语

综上所述，魔与幻源于民间，源于历史，源于

现实，拉美的神奇魔幻更多架构于自然之界，而东

方中国之幻则更多结缘于人事变迁。那风、那雨、

那血流、那黄蝴蝶、那瘟疫、那占卜、那飞天等等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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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神秘的自然脉脉相系；而那驴、牛、猪、狗、猴和

人则见证人世的苦难流转。这两种神奇在这两部

作品中得以典型的呈现，他们可以是西方视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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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Dif|ferent Presence of The Reality

——Comparing the 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TE and

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

QI Jinhu8

(Scl啪l 0f Fo咒i印Languages，Y舳cheng Institute“1kllIlology，Y明cheng Ji明铲u 224051，Cllina)

Abst糟ct：H81ludnatory re出sm 0ccu巧in the mo“v撕on f打Mo Y舳’s Nobel Prize in UteIatu陀锄d is used in four of the 6ve of-

矗cial versi∞s of山e pre蟠release(En班sh，French，Ge珊龃，aIId Sp蛐ish)to define Mo Y蛐’s bteralure style．The te册’s

咖slati∞in C}linese c肌sed a debate because the translation took tlle s锄e Chjnese words够the magical realism，wIlich cate-

鲥zed Mo Y蚰’s style into Ma舀cal realism of Latin America．1Ks paper stans“th this debate and出en compares the 0ne Hun-

dred Ye懿of S出tute 0f Garcia Marquez and Life and DeaIh Are We撕ng Me 0ut of Mo Yan to demonstrale the di＆rence 0f their

literature styk．

Keywords：ma百c；haⅡucinatory；r；e幽ty，Garcia Maquez；Mo Y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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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the Ideological Content in Jichuntai

——And on the Decline of the ColIoqllial Short Storie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JI Yuping

(Facuhy of Humanjties锄d Social Sciences，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N删ing JiarIgsu 210037，ClIina)

Abstract：11he删s why the couoquial shon stories walked into decline d商ng Ming and Qing D”鹊ties are complex which in—

volve social，p“tical，ideolo舀cal明d fo肿al factors． However the most jmponant re∞orIs lie in its stale ide鹊in thinking帅d

less creativity in content，which ob“ously can’t satis匆the readers’need．SD it is with the story Jichuntai by uu Shengsan writ—

ten to encourage kindness。It has a strong硎enta曲n toward jus矗ce and moral behavior advocated by Daoism and is more】ike in—

structions on modIity，which mal【es it lack the necessary ideolo百cal and anistic senses in a story．So it is inevitably regaIded by

the present public踮tIle laSt coUection 0f coUoqIlial shon stories in Qing Dyn踮ty．

Ke_Ⅳ叫ds：Jiehuntai；the ideol晒cal conten￡；colloqllial shon st谢盼；decline (责任编辑：李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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