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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新编-的'非小说性(

$$$论文学游戏之于鲁迅历史书写的文体效应

李坚怀!赵光亚

摘!要! '故事新编(堪称新文学史上一部孤独的绝响&其卓越的创造性是以非小说的面目出现的&富有形象感的现代话
语恣意地侵入&与古代话语交锋碰撞&形成众声喧哗的语言形象世界&由此促成了文学话语的陌生化&审美经验上的间离
感&并造就了戏仿与反讽的修辞方式) 从而打破了虚实界域&消弭了历史书写的真实性&拆除了小说与非小说*文学与非
文学的障碍&解构了小说固有的内在规定性) 正是在鲁迅天马行空式的游戏精神支配下&这部开放式的*难以命名的天
才作品才得以诞生)
关键词! '故事新编(+!游戏+!语象+!真实+!虚构+!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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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新编&堪称新文学史上一部孤独的绝
响)无论是在其鲁迅个人创作还是整个现代文坛
都具有里程碑意义* 然而鲁迅每每提及%故事新

编&)总是心怀深深的不甘与遗憾)总是念念不忘
地追踪溯源于%补天&)感叹其创作过程受到外部
因素的干扰)诱发了原构思的异变)结果就无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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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新编&的'非小说性(

'有一个小人物跑到女娲的两腿之间来(* 如此)
非但'将结构的宏大毁坏了( !鲁迅)%鲁迅全集&
第四卷 $78")而且还是'从认真陷入了油滑的开
端(!%鲁迅全集&第二卷 4$4"* 鲁迅可能没有完
全料到)那个'小人物(的出现)摧毁的不仅仅是
%补天&所预设的'结构的宏大()一并被摧毁的还
有沿袭两千多年的历史叙事模式及其背负的文化

传统-更始料未及的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与叙述
方式$$$游戏与游戏化叙述$$$相伴着在传统的
废墟中生长出来* 鲁迅带有自责意味的自我审
视)无意间道出了%故事新编&所负载的艺术真
谛)甚至可以把它作为%故事新编&艺术创新的纲
领来看待* 因为从审美机能的角度来看) '油
滑(j'游戏(具有解构与建构的双重性)它的介入
不仅使作品突破了艺术的种种成规)还赋予文本
以前所未有的开放态势$$$%故事新编&是鲁迅
天马行空式的游戏精神支配下)开放式的+难以命
名的天才创造*

一& '无法命名(的文本

%故事新编&的接受史)是一部对其认识不断
深化的历史)也是一部充满误读+歧见与争论的历
史* 个中原因)除了时代文化思潮+既定文艺理论
等对论者眼光的限制之外)还与%故事新编&自身
艺术新变及鲁迅对其含糊不定的指认与命名

有关*
3Z44 年)在%5自选集6自序&中)鲁迅回忆

3Z7# 年的南下情形时说,'逃出北京)躲进厦门)
只在大楼上写了几则%故事新编&和十篇%朝花夕
拾&* 前者是神话

##
)传说
##

及史实
##

的演义
##

)后者则只
是回忆的记事罢了*( !%鲁迅全集&第四卷 "#Z"
两年后)在为%故事新编&撰写的序言中)在忆及
厦门之后)他又说,'后来虽然偶尔得到一点题
材)作一段速写)却一向不加整理*(4着重号为引
者所加3!%鲁迅全集&第二卷 4$""由此我们可以
获得两个重要信息, 一是%故事新编&作为历史题
材系列短篇小说的创作构想)最迟在南下时已经
达成-二是对于%故事新编&的文体)作家自己也
不能有充分的把握)或称之为'演义()或称之为
'速写()即便是'演义()也还是'神话)传说及史
实(的'演义(* 其实鲁迅把小说集定名为%故事
新编&)也是专有所指的)包含文体上的命意)它

是'故事(而且是'新编(的* 在致增田涉的信中
鲁迅也称之为'小说()'目前正以神话作题材写
短篇小说)成绩也怕等于零*( !'4$37%4 致增田
涉(-%鲁迅全集&第十四卷 48#"注意这里对'小
说(的用词是'成绩也怕等于零()那么)丈量成绩
的'标杆(是什么)小说文体特征的'标准答案(又
为何0 他又说,'现在总算编成了一本书* 其中
也还是速写居多)不足称为.文学概论/之所谓小
说*(!%鲁迅全集&第二卷 4$""鲁迅对%故事新
编&的文体认定上贯穿着自始至终的犹豫与模
糊)我们固然可以将之理解为一种不明朗的态度)
或视之为一种表达的策略)但这分明隐含着一种
命名的困难与勉强* 在当时既有的文艺理论框架
下)鲁迅的表述是符合作品和理论实际的)相对于
'文学概论(之所谓小说)%故事新编&是一种异质
的难以归类的文学创造* 它的无定质+无定体)鲁
迅自我指认的'异延(性+不确定性)给后世研究
中长久的论争埋下了伏笔*

另外)鲁迅对待'油滑(的态度)同样流露出
吞吐与犹豫)在给朋友们的信中他一再申明,
'%故事新编&真是.塞责/的东西)除%铸剑&之外
都不免油滑( 4实际上 %铸剑& 也未能例外3
!'4#%7%3 致黎烈文(- %鲁迅全集& 第十四卷
38"* %故事新编&的'内容颇有些油滑)并不佳(
!'4#%33[ 致王冶秋(- %鲁迅全集& 第十四卷
3%"* '油滑是创作的大敌)我对自己很不满意*(
!%鲁迅全集&第二卷 4$4"鲁迅这些在文字交往
场合频频作出的自责性评价)我们不应该简单地
理解为他对自我创作衡估上的一般客套* 更何
况)他还曾对别人作品中的'油滑(现象提出过严
肃的批评* !'44%7%3致张天翼(-%鲁迅全集&第十
二卷 4#""但与此同时)鲁迅又发现'油滑(有其独
特的审美效果$$$会使'有些文人学士不免头痛(
!'4#%7%3致黎烈文(-%鲁迅全集&第十四卷 38")
竟然又自我声明,'此后也想保持此种油腔滑调(
!'44%#%8致黎烈文(-%鲁迅全集&第十二卷 "%7"*
鲁迅历时十三年坚持不懈+只'悔(不'改()一任其
小说'油滑(下去)他这种持续努力却又不乏腹诽
的特别心态)说到底)源自对'油滑(的艺术性质及
其带来的诸如文体效应等方面判断的不确定性*
理性上肯否难断的情形之下)鲁迅最终还是选择了
对个人艺术直觉的信任)但也毕竟给人们对他这种
自我命名而又无现成理论踪迹可循的'油滑(特色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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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理论研究!7%7% 年第 7 期

乃至其文体的把握设置了障碍*
鲁迅独特的审美选择)造就了%故事新编&文

体形式的奇崛+怪异)当然也就难免不合时宜)其
文本形态与传统文艺理论及流行写作模式构成了

对照鲜明的悖论性关系* 首先)%故事新编&人物
的创造没有遵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之法则)
其所谓环境是一种带有隐喻+象征色彩的历史文
化环境)而不是经典理论意义上的自然环境或社
会环境-人物也不同于传统作品中的人物)不具有
很强的典型性)一出场其特征即被定型)没有什么
发展变化)而且是一种类型化+平面化的艺术形象
!一如他的杂文"-作为小说重要元素的故事情
节)也失却了传统意义上的与人物之间的依存关
系)人物性格生成不再是情节展开的动力)情节也
不是人物性格成长的历史)情节的展开为某一预
设的文化逻辑与思想观念所规定并支配-作品创
作的意图也不是为了反映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风

貌+历史人物的生存状态)或揭示历史发展的什么
客观规律或意义)而是对充满着'瞒与骗(的历史
与文化作一次彻底的颠覆与批判)以揭示传统历
史书写与文化传承中被遮蔽了的真相* 总之)
%故事新编&提供的艺术视野全面超越了传统文
艺理论的范畴* 对此)鲁迅是自觉的)因为他曾声
言,'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
不进去*(!%鲁迅全集&第三卷 ""鲁迅还曾宣称,
'非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
!鲁迅)%鲁迅译文全集& 77""* 其实)%故事新
编&独立不倚的文体形式)就是这种'天马行空的
大艺术精神($$$即游戏精神支配下自由挥洒的
结果)而鲁迅的文学'游戏精神(既有传统游戏文
化观念的浸润)同时)也带有日本近代文学的影
响*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鲁迅多次使用'游
戏(概念研究中国小说史* 他认为唐传奇%古岳
渎经&是'滑稽玩世之文()'以文为戏耳(!%鲁迅
全集&第十卷 3%["* 评价%西游记&时认为)'作
者秉性).复善谐剧/)故虽述变幻恍惚之事)亦每
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
玩世不恭之意寓焉( !%鲁迅全集&第九卷 383"*
'然作者虽儒生)此书则实出于游戏*( !%鲁迅全
集&第九卷 387" %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再次
重申)'承恩本善于滑稽)他讲妖怪的喜)怒)哀)
乐)都近于人情)所以人都喜欢看1 这是他的本
领* 而且叫人看了)无所容心4223但觉好玩)

所谓忘怀得失)独存鉴赏了$$$这也是他的本
领(!%鲁迅全集&第九卷 44["* 鲁迅的阐释融汇
了游戏美学的审美愉悦性+自由感+非功利等核心
特征* 这种游戏观念可谓深中%西游记&艺术创
作的审美鹄的* 几乎在同一时期)鲁迅对日本作
家厨川白村的接受又进一步加深了其对游戏观念

的采纳* 他先后翻译并出版了厨川白村%苦闷的
象征&及%出了象牙之塔&两部代表作)前者个别
章节介绍了游戏思想)后者则有一篇专文%游戏
论&* 厨川白村的观点区分了游戏与劳动的界
限)在强调游戏主体自由状态的同时)又指出了游
戏的创造性特质)并否定了贵劳动而贱游戏的世
俗谬见* 鲁迅这种系统地引进游戏理论的举动无
疑为其后来的%故事新编&创作提供了理论支撑*
正是游戏精神这一'本能的缪斯(之创造功能造
就了%故事新编&文体的个性化特征)为现代文学
提供了鲁迅同时代作家所不备)甚至今天来看仍
富启发意义的新的艺术质素*

鲁迅以其独异的创作完成了对自我和时代的

超越)使得既有的小说内在规定性面临着前所未
有的质疑)当然鲁迅的质疑方式本身也同样面临
传统的质疑* 在鲁迅这种无所依傍的创造形式面
前)传统经典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甚至现代主义
理论之塔摇摇欲坠*

二& 矛盾杂糅的语象世界

文学的现代化变革在很大程度上首先表现为

语言意识的自觉* 从索绪尔的语言本体论)维特
根斯坦语言哲学)到强调文本自足的形式主义+结
构主义+新批评)以及巴赫金的文体修辞论)语言
作为文学作品的第一要素)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
视* 对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鲁迅来说)自然
不可能不经受'语言学转向(的洗礼)而天才作家
的艺术本能与个人丰富的语言储备)使他赋予了
%故事新编&一种陌生化的+不无游戏色彩的语言
风格* %故事新编&话语系统中不同话语形式的
喧哗碰撞与文学游戏之间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

系)小说主要包含三个不同层面的话语,
古代话语层* %故事新编&中散落着大量的

古代话语)涉及故事的内容和具体的细节)它们是
支撑起小说文本历史感的主要元素* 小说主要是
有关女娲+后羿+大禹+伯夷+叔齐+老子+庄子+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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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新编&的'非小说性(

子+墨子等的古代神话+传说与历史)这些人物清
晰地提示了文本故事发生的大致时间线索-为了
尽可能地再现历史的空间感)作品还围绕人物精
心地构建富于现场性的话语场)古代社会的习俗
损益+名理制度尽可能地准确逼真)大量远古时期
的各种称谓+语言被引入文本, 古地名)古官名)
古动物名)古兵器名)古食品名)古时的百戏)甚至
司法术语+行政用语+医学术语无不有古代典籍作
为依附)甚至还有古籍中语句的直接引用-作品中
出场的一些次要人物亦基本有其出处)如逢蒙+皋
陶+关尹喜等22凡此种种皆言之有据)力求更好
地实现历史场景的真实还原*

现代话语层* 这是作为历史小说的%故事新
编&)其语言层面非历史化+卓显特色的部分* 比
如%理水&中的'学者('莎士比亚('小品文学家(
'维他命( '遗传学( '摩登()这些突兀的现代语
汇)意味颇为深长)并非专意于炫示语言的丰富多
彩)它是说话人时代属性与文化立场的一种标记)
也给文本制造了种种纹理上的'裂隙(* %故事新
编&中大量的现代话语的介入)并与上一层次的
历史话语构成矛盾悖反)堪称小说语言修辞上的
一大奇观* 文本中现代话语之丰富几乎囊括了现
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到现代机构, 幼稚园+大
学+图书馆)小到现代食品, 面包+炸酱面+酱油+
白糖-还有现代生活场所+现代保险业+现代科学
用语+现代文学艺术用语+现代方言甚至英语22
烘托了一个喧闹嘈杂的现代话语场域* 现代语言
如此高密度+高频率介入)在消弭了小说的历史真
实性的同时)还造成小说情境的荒谬与怪诞*

另外)小说中还有一个中性的叙述人话语层*
这种话语形态不包含任何背景性的暗示因素)没
有明确的历史纪年)属于一种顺乎现代读者阅读
习惯+无时间刻度的'结构性(语言)其基本功能
是搭建一个叙述的框架)为作品故事的展开创造
一个话语平台-它以习见不察的方式存在着)只有
当隐含作者突然介入叙事过程的时候)我们才会
意识到它的声音与存在*

巴赫金因微词于传统文论中的'典型人物
论()转而提出'语言的形象(概念)他认为,'对小
说体裁来说)其特征不是人自身的形象)而是语言

##
形象
##

*(!巴赫金 377"'小说不是建筑在纯粹的思
想分歧上)也不是建筑在纯粹的情节纠葛上)而是
在具体的社会杂语上*( !巴赫金 7%4"某种意义

上)%故事新编&就是一部'反典型(的小说)它还
有一种反差强烈极具视觉冲击力的语言形象感)
文本中的'古代话语(与'现代话语(无论是词语
片段)还是由其构成的更大单位的复合体)都具有
鲜明的形象性* 而作为一种黏合剂的叙述语言)
则把现代语象和古代语象连成一体)生成了极富
新质的文学杂语现象* 小说的杂语特色直接促成
了作品语言的'陌生化()审美体验的'间离感()
以及戏仿+反讽的独特叙事艺术* 因此)辨析文本
中不同话语之间的杂糅组接方式及不同组接方式

对意义生成的影响)就显得尤为重要*
%故事新编&中现代+古代两种不同语象及其

各自内部的组接有特定的机制与规律)大致来说)
其方式主要有并置+改装+嵌入+复现等)现就其中
部分类型略加说明*

并置指的是在'自然(的叙述状态之下)并列
地放置那些或小或大的意义单位$$$在小说中则
体现为把本不属于同一时空之下的现代语象或古

代语象并行排列)使文本的语言层面呈现出强烈
的不协调性与差异感)从而造成视象与声音的错
杂状况)带来奇妙的反讽效果* %故事新编&的并
置方式可细分为古代语象的并置+现代语象的并
置+现代语象古代语象错综并置三种类型* 比如
古代语象的并置)%起死&中,'天地玄黄)宇宙洪
荒* 日月盈昃)辰宿列张*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冯秦楚卫)姜沈韩杨* 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1 敕1
敕1 敕1( !%鲁迅全集&第二卷 "[#!出处!页
码"鲁迅把%千字文&%百家姓&这两部儒家教育开
蒙读本的语言片段强硬拼合$$$两个片段的语言
形象一宏大崇高一平凡琐屑$$$以庄子之口来仿
拟道家作法咒语的神秘性)泄露了这个满口玄言
奥论+自称达性命之源的贤人哲士欺世盗名的本
质* 滑稽与反讽意味自然流出)并且这反讽是双
向反射的)因此达成对历史的真实性和经典话语
自身可靠性的质疑)儒家和道教的根底都被戳破*

%理水&中飞车空投)文化山上的学者与飞车
驾者之间的对话,'古貌林1( '好杜有图1( '古鲁
几哩4223( 'd-h1( !%鲁迅全集&第二卷 4[#
!出处!页码"* 属现代语象的并置* 突兀插入
的现代英语)把故事从历史的情境中拉出)指涉三
十年代北平的所谓'文化城(事件)影射当局的不
抵抗主义* 而在英语中又嵌入'古鲁几哩(这样
了无意义的汉语语音杂拌)从语言的声相层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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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理论研究!7%7% 年第 7 期

英语戏拟)构成对这种语言自身及说话人$$$文
化山上的学者)又一层次的多重反讽*

至于改装)一般以游戏模仿的方式)对现实的
或历史的语象稍事改动化装)创造出一个古今杂
糅+怪诞滑稽的语言形象)这一戏仿性语言形象具
有双重指向性)一方面指向某一特定历史事实)一
方面又与现实相通)在这种双向交汇的互文情境
中)使其自身的荒谬性无所掩饰地释放出来* 改
装也有两型, 一是现代语象历史化)一是古代语
象现代化* 比如现代语象的历史化改装)%补天&
中'古衣冠的小丈夫(是个典型案例* 按鲁迅自
己的说法)其本意是想认真表现文学创造的)不料
在写作过程中)偶然看到胡梦华道学气十足的文
章)心生反感)于是油滑地以胡为模型)顺手取材)
摄其神易其形)稍事'包装()结果便有了头顶方
板)手持竹简)身披绳结)口诵'德('礼(的'古衣
冠的小丈夫(了)并且把他安置在以一副天身立
于天地之间的女娲两腿之间)着实把五四时代仍
抱守礼教残缺的人物好好'伺候(了一番*

%起死&中,'你且听我几句话, 你先不要专
想衣服罢)衣服是可有可无的)也许是有衣服对)
也许是没衣服对* 鸟有羽)兽有毛)然而王瓜茄子
赤条条* 此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你
固然不能说没衣服对)然而你又怎样说有衣服对
呢0(!%鲁迅全集&第二卷 "Z%!出处!页码"此
处属古代语象的现代化改装)把%庄子&中的几句
话杂糅一处)以现代汉语仿拟出之)其间还嵌入了
庄子的原典)在形而下的物质与形而上的精神不
协调缠绕中)庄子高深莫测的思想顷刻间自降其
格)由高雅坠入俚俗+神圣落入荒诞)抖落其神秘
的光环)自我反讽的意味十足*

上述各例因篇幅关系仅限于并置与改装的部

分形式)并且还是较小单位$$$语词+语段层面)
就整部%故事新编&来说)多的是并置+改装+嵌
入+复现种种形式之间交叉衍生组合)各种语
体$$$古典的+现代的+高雅的+俚俗的)体裁语+
职业语+流派语+方言等$$$杂糅)迥然不同的语
象之间展开对话)构成了更为错综的'古今杂糅(
形态)而且不同的语象在上下文中互相勾连+呼
应+映照+抵抗+反射)衍生出多重的复杂况味* 这
是%故事新编&语言层的基本面貌* 佛典%楞严
经&中介绍过道场设置的'多重镜像(,'道场中陈
设)有八圆镜各安其方()'又取八镜)覆悬虚空)

与坛场所安之镜)方向相对)使其形影)重重相
涉*(唐之释子借此布置)以为方便)喻示法界事
理相融)悬二乃至十镜)交光互影)彼此摄入*
!%管锥编&一 3Z$" %故事新编&中语象杂糅现象
的文本效应)很像这类'形影重重相涉( '交光互
影)彼此摄入(的神奇境况*

巴赫金的'语言的形象(文体论)从语言的基
点出发)最终落实在语言形象背后所折射+蕴含的
社会意识形态和历史观念上* %故事新编&中种
种现代语象与古代语象)在共时对话的张力场中
相互对抗+妥协+消解)实际上隐喻了崇高与卑俗+
庄重与游戏+物质与精神+历史与现实+真实与虚
构+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纠缠+抵抗)形成了一股
汹涌+闪烁+变幻不定的语象激流)这是一个充满
生机+动荡+不稳定的语言狂欢世界)一个众声喧
哗的话语场)充分体现出社会思想意识的丰富性
与复杂性* 并在话语游戏的狂欢与对话中实现对
负载传统权威价值观念的语码体系形成全面突

破)揭穿历史及历史书写的不可信实质)体现了对
数千年文明中充满的'瞒与骗(的拒绝)使言说获
得一种不可抗拒的内在批判力度* %故事新编&
开放的语言构成其文本的开放性)有着浓重的实
验色彩)而且繁复多姿的语言形象即杂语现象使
小说获得一种多声部复调的意味*

三& 实虚界阈的突破

作为一种人所共知的常识)任何创作无疑都
具有虚构性* 因此)此处讨论文学的真实与虚构
关系问题)似乎显得有些多余* 不管是现实主义)
还是现代主义)均试图通过种种虚构尽可能地达
成艺术上的真实)而且在叙述的过程中努力抹去
虚构的痕迹)真实性一直被视为一种至高无上的
文学追求)同时也是一种关键的评价准则* 这种
观念还养成了读者相应的阅读经验与审美期待)
尽管他们明白小说不过是虚构的产物而已)但在
具体的接受过程中)还是心甘情愿地赋予作品情
节与人物以真实的信任)并从中获得阅读乐趣*

不过)一旦读者面对鲁迅的小说 %故事新
编&)他既有的审美经验和阅读期待必将面临前
所未有的质疑与考验* 小说中作为时代背景的提
示而设置的古代语象)本是着意于真实历史情境
的创造)但大量的现代语象的不断侵扰)非但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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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新编&的'非小说性(

于这种真实感的产生)反而催化了与其相反作用
力量的生成)不断地撕扯着历史原典书写的假面)
带来小说真实性的含混不清)文学史上向来毫无
争议的真实与虚构的相对关系一时变得十分可

疑* %故事新编&中这种因语象的对立互照而造
成的审美效应)作者以及后来的研究者都倾向于
以一个俗白的概念$$$'油滑($$$来概括)既是
'概括()难免笼统而模糊* 一直以来)鲁迅小说
这一特征或技法并未能在审美或文体创造的层面

得到富有实质性的把握* 此处确乎有必要提及一
个作为参照性'背景(而存在的文学'事件()在鲁
迅去世大约三十年后)能够产生这种虚实含混效
应的叙事技法在西方新兴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中得

到特别的眷顾)并被改良+变异+进化)大量集中地
使用)借此孕育了一种新的小说类型$$$自我意
识小说* 所谓'自我意识小说()一般倾向于定义
为以小说为对象的小说)或曰关于小说的小说)学
界亦称之为'后设小说()或'元小说()等等* 它
最突出的特征是, 作家放弃了传统小说固有的真
实立场及其传达方式)调动种种技术手段来巧妙
地暗示或在作品中公开声明小说是人为编造的)
刻意把虚构的过程或痕迹展示给读者)让读者明
白小说的'小说性(或曰虚构性)自我意识小说是
一种高度游戏化的+颠覆了传统写作模式的新的
书写方式* 必须说明的是)鲁迅%故事新编&对这
种书写方式的尝试是一种有限度的创新性探索)
虽然没有后来者走得更远)但也毕竟表明一种新
的小说可能性与艺术生长点业已被开发出来* 加
拿大后现代主义诗学家琳达#哈琴认为, 当代后
现代主义对文学传统实现的诸种突破中)最具实
质意义的是'虚构与非虚构之间)推而广之)则是
艺术与生活之间(界限的突破!哈奇 783"* %故
事新编&的创新性努力之于晚出的后现代小说鼻
祖博尔赫斯的写作实验)在艺术探索的方向上有
着根本的一致性)不同只在)非小说的写作以及其
他非文学性活动挤压了鲁迅后期的小说写作时

空)更由于他的英年早逝)终止了可能会产生的进
一步创新)而博尔赫斯则持续不断地努力实验)使
得这一技巧由早期的单纯逐渐走向丰富)文体也
逐渐成熟起来)由此开启了二十世纪后半叶席卷
西方的后现代小说创作潮流* 余华是极少数对博
尔赫斯小说艺术保有敏感的中国作家)他曾在
%博尔赫斯的现实&一文谈及博氏小说%乌尔里

卡&)该小说写一个年轻的男人即叙述人'我(和
一个名叫乌尔里卡的年轻女人的邂逅故事)余华
纳闷, 作者先在小说开端令人费解地声明'我的
故事一定忠于事实)或者至少忠实于我个人记忆
所及的事实()而故事的最后却是,'天荒地老的
爱情在幽暗中荡漾)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占有
了乌尔里卡肉体的形象*(余华对此评析道,'为
什么在.肉体/后面还要加上.形象/0 从而使刚
刚来到的.肉体/现实立刻变得虚幻了)这使人们
有理由怀疑博尔赫斯在小说开始时声称的.忠于
事实/是否可信)因为人们读到了一个让事实飞
走的结尾1(余华发现,'其实博尔赫斯一开始就
不准备拿事实当回事4223他这样做就是为了
让读者离开现实(!余华 3%$$37"* 余华真可谓
一语洞穿了博尔赫斯小说的实质)真真有点儿鲁
迅%故事新编&中两种语象矛盾组合而生发出的
意味* 鲁迅嘴上说在创作%故事新编&时'首先)
是很认真的( !%鲁迅全集&第二卷 4$4")但他同
样也根本没拿所谓的历史'事实当回事()现代语
象与古代语象的对立使他随时随地从那被改写了

的漫漶不堪的'历史事实(中抽身离开)使读者明
白所谓历史真实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王瑶曾借助
布莱希特对中国传统戏曲的阐释)来探讨鲁迅
%故事新编&'油滑(的奥秘, 丑角'表演的目的不
是把观众的感情吸引到剧情中去)而是让观众保
持评判的立场)能用清醒的头脑来观察舞台上所
发生的一切* 他认为中国戏曲演员在演出中与所
扮演的人物区分开的方法是.自我间离/)也可以
使观众清醒地保持他同舞台的距离)而不致陷入
舞台幻觉(!王瑶 3Z$"* 类同于布莱希特的'丑
角('间离(原理)鲁迅小说中现代语言形象在文
本中的功能也在'间离()以此提醒读者文本的虚
幻性)不要自我迷失其中* 总之)鲁迅小说中现代
性话语嵌入这一表达方式所造成的艺术效果)与
后现代自我意识小说的艺术具有同质性)不同只
在策略方式有别$$$后现代小说大量施展'作者
出面(之类的技法)而鲁迅则试图以一种语象坐
实小说的历史真实性)同时又以另外一种语象去
实现对这种历史真实情境的消解*

其实)%故事新编&中也有'叙述者(在作品中
'露面(的情形)这赋予文本以显明的自我意识意
味)比如%出关&一文)就有多处叙述者离开其叙
述'岗位()反观自身)暴露自己讲述行为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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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但是青牛留在城里)却没法搬出城外去*
倘要搬)得用起重机)无奈这时鲁班和墨翟还都没
有出世)老子自己也想不到会有这玩意* 总而言
之, 他用尽哲学的脑筋)只是一个没有法*( !%鲁
迅全集&第二卷 "$[!出处!页码"叙述人似乎
忘记了自身的'叙述(职责)不由自主地侧身进入
故事)为老子的坐骑如何出关耗费脑筋* 其二)对
老子编写讲义的情形进行描述时)叙述者又一次
不由自主地'越位(,'然而他还是不动声色)静静
的坐下去)写起来* 回忆着昨天的话)想一想)写
一句* 那时眼镜还没有发明)他的老花眼睛细得
好像一条线)很费力(!%鲁迅全集&第二卷 "#3!
出处!页码"* 诸如'起重机( '这时鲁班和墨翟
还没有出世)老子自己也想不到会有这玩意('那
时眼镜还没有发明(等)这些夹杂在叙述中的诸
多突兀性议论)它们所表明的实际情形及产生的
实际效果是, 叙述者随时从他叙述的故事情境中
抽身而出)转而对故事的主人公品头论足)突显叙
述者存在的现实感)以强化对文本的实际控制力*
作品叙述过程中的这种种'露迹(行为无异于在
向读者暗示故事的虚构性)无形中瓦解了文本的
真实性* 鲁迅不是'以一种怀旧的情感回归历
史)而是以审视的目光重访过去)和过去的艺术和
社会展开一场有反讽意味的对话*(!哈琴 $"

值得注意的是)%故事新编&所表现出的真实
与虚构越界的现象)兼具民族化与鲁迅个人化特
色)上文以自我意识小说为参照)旨在凸显鲁迅杰
出的创造精神与前卫性* 实际上鲁迅并没有放弃
对小说'真实(效果的诉求)也没有完全否定'真
实(之于文学的意义与价值)鲁迅本意在于, 揭示
在所谓的历史'真实(背后)隐匿着一种怎样的促
使这种'真实(产生的条件与过程)最终实现对充
满迷雾与谬见的历史的'祛魅(*

四& '无体裁(式写作

文学体裁演变进化的历史表明)某一文体能
否长期存在并不断完善)特定时代+历史等非文学
因素固然重要)但文体本身的开放性与自我更新
能力尤为关键* 因此)任何一种文体)只有保持开
放的姿态+不断吸纳新质)自觉进行自我优化调
整)才能在增强其艺术表现力的同时强化其生命
力* 对于鲁迅来说)%故事新编&称得上是其毕生

所从事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与文艺倡导三方面
活动的集大成式产物* 但由于它的实验风格过于
超前)导致其问世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再遭
受不被理解的孤寂)人们似乎已模糊地感觉到它
的卓荦不凡)却又始终不能给出令人满意的说明*
这么个看似十分简单却又令学术界喋喋不休地长

期争论的体裁归属问题)着实是一个令人困惑的
难题* 即便学术眼光独到如李长之者)当他面对
鲁迅不拘常规的笔触时)亦颇感费解,'鲁迅有几
篇东西)却写得特别坏)坏到不可原谅的地步*(
究其原因)是小说不像小说)散文不像散文)杂感
不像杂感)'结果就成了.吗也不是/的光景*(!李
长之 34%["李长之的'吗也不是(论)用在%故事
新编&身上)恰准确地概括了作品文体互渗的'无
体裁(写作特征*

%故事新编&文体探索的'无体裁(特征)带有
'非小说性()主要表现为一种文体上的'越界(趋
向* 这与后现代主义文本策略具有同一性)后现代
创作特别'强调文学与其他艺术种类和文学内部不
同文体的.通感/效应+互文作用)促进艺术门类之
间的合作(!张首映 "[%"* %故事新编&不但打破
小说与诗歌+散文+戏剧等不同文学体裁之间的明
确界限)甚至越过文学与音乐+绘画等不同艺术门
类之间)创作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天然鸿沟)其结果
便是产生了一种边缘性的也更具开放性的新文体*

第一)拆除了小说与非小说的界限)引入诗
歌+杂文+戏剧等非小说艺术因素* 不说%铸剑&
中那几支拙古的歌谣对文本形式与意蕴产生了怎

样的影响)%故事新编&之于诗歌的联系)从根底
上说)纯粹是文体精神层面的)小说承续了%野
草&反抗绝望的精神意绪)富有游戏色彩的文字
背后)人们可以触摸到鲁迅那颗绝望+虚无但又无
奈的灵魂)这是斑驳颓败的历史在作者心中投下
的痛苦暗影-与此同时)人们还可以发现在%呐
喊&%彷徨&中闪烁着的却已经黯淡了许多的启蒙
的星光-这种矛盾的情绪与情境)使作者屡屡落入
言说的矛盾与挣扎)希望与幻灭的决绝* 所以从
深层次上看)%故事新编&的小说精神是富于诗性
意味的* %故事新编&文本的杂文倾向最显著)从
早期的李长之+伊凡到当代诸多学者对此都作过
系统的论述)概要而言)其杂文化特色主要为, 其
一)杂文化的思维方式* %故事新编&式的'天马
行空似的大艺术(思维与鲁迅跳脱多变+不拘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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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新编&的'非小说性(

规的杂文思维形式惊人一致)而且二者在艺术批
判的取向上均指向历史文化)并与社会现实紧密
相连* 其二)杂文化的形象的塑造* 鲁迅%故事
新编&平面化+类型化的人物形象与杂文的'取
类(写人的方式高度神似)舍弃了小说创作一贯
遵循的塑造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一般定则* 其
三)杂文化的游戏笔墨* 鲁迅%故事新编&戏谑反
讽的语言特色与杂文的嬉笑怒骂+风趣幽默没有
太大的区别)少了一份峻急辛辣)多了一份从容不
迫)但活泼老到一仍其旧* %故事新编&与戏剧艺
术的融合主要呈现为戏剧化体式+戏剧性结构与
戏剧性情境的创造* %起死&作为一部典型的戏
剧体小说)固然有巴罗哈%少年别&+明清'庄子叹
骷髅(戏的直接影响)说到底还是鲁迅对戏剧艺
术的深切领会与创造性运用-小说极富意蕴的结
尾陡转+对峙格局)亦体现了鲁迅戏剧性手法的精
湛深致-再如戏剧性冲突的创设)%故事新编&尽
管没有惊心动魄的大波大澜)但古今杂糅而导致
的微型冲突+思想交锋的波痕满篇皆是-王瑶详细
论证过'油滑(之于'二丑(艺术的关系)%故事新
编&中的确存在大量的传统戏曲的艺术因子,'丑
角(的频繁登场)戏剧化情境的酝酿+人物语言的
动作性)都在表明鲁迅善于化戏入文-鲁迅小说的
戏剧化是带有'中国旧戏(传统特色的,'没有背
景()'也没有('什么陪衬拖带()'只有几个主要
的人物()简洁得只求'能够将意思传达给别人(
!%鲁迅全集&第四卷 $7#"*

第二)突破了文学与非文学的壁垒)引入电
影+绘画+音乐等非文学的艺术因素* 鲁迅对电影
艺术的表现形式是相当敏感的)比如对苏俄小说
家雅各武莱夫的%十月&他这样评价,'然而)那用
了加入白军和终于彷徨着的青年的主观)来述十
月革命的巷战情形之处)是显示着电影式的结构
和描写法的清新的*( !%鲁迅全集&第十卷 4$7"
鲁迅所谓'电影式的结构和描写法()点出了雅各
武莱夫小说电影化的特点$$$蒙太奇艺术* 前文
所述古代语象与现代语象的杂糅组接)已经充分
显示这种技法在%故事新编&话语层面的普遍使
用* 在情节的处理上)更是处处留下电影画面的
痕迹)平行蒙太奇+对比蒙太奇+复现蒙太奇+声画
蒙太奇)甚至长镜头技巧在%故事新编&屡屡出
现)如%铸剑&中举城百姓观看出丧的情形)是一
个颇具纵深感的盛大场景)颇为类似一组长镜头

式的跟踪表达)作品中许多描写就如同电影分镜
头剧本)具有鲜明的视像性* %故事新编&的绘画
元素也异常突出)女娲醒来后天空中呈现的瑰异
的色彩美)黑色人的明暗对比的剪影)%奔月&中
写人时随时会出现的灵动的线条)当然更集中的
是漫画+速写+汉画像石等艺术元素对小说潜移默
化的影响-鲁迅直言其%出关&中的老子是被'加
以漫画化(送其出关的)因小说的游戏性质)漫画
的笔法在%故事新编&中极其普遍)%理水&里的学
者+官员)%补天&中身着'古衣冠(的'作家()更
不用说%起死&里的庄子+巡警4223均以以少见
总多的笔墨收到传神夸张的效果* 不需进行细部
刻画只消几笔粗线条勾勒的速写笔法也是随处可

见)女娲造人的姿态+%出关&中的签字手在老子
鞍鞯上刺洞的动作)%采薇&中阿金姐+小丙君+小
穷奇等人的一言一行)鲁迅往往寥寥数笔即能形
神兼备)尽显其精神状态与实质-甚至中国最古老
的雕刻艺术$$$汉画像石)也对鲁迅发生着潜在
的影响)鲁迅醉心于汉唐气象)收集了大量珍贵的
汉画像石拓片)汉画像丰富多彩的内容)奇特的构
图形式)古朴简洁传神的笔法)都给他的写作提供
营养-%奔月&中后羿岩石一般挺立着)须发张动)
目光如电的射月雄姿)这有力的构图以及相应的
雕塑感)与汉画像刀劈斧凿的艺术风貌是相通的-
%出关&里老子+孔子的影像则朴拙而简放)其笔
意也深得汉代碑石画砖的神韵)那种萧简的美学
意趣+古朴的意象氛围均来自汉画像石润物无声
的濡染* 一部%故事新编&从%补天&到%起死&)
补天再造+起死回生)这是以'立人( '立国(为宏
愿的启蒙思想家鲁迅毕生的追求)恰似一旋律回
荡穿行于篇中-与此同时)作者又一再向我们呈示
历史的破败+鄙陋与虚假)包括思想文化领域的种
种惰性)这又如一旋律-前述探讨%故事新编&的
语象世界)已经涉及它的多声部与复调性)整部小
说的确如鲁迅演奏的一部明j暗+希望j绝望+理
想j幻灭+崇高j卑俗+庄重j游戏多色调的交响乐)
或许个中的魅力须要有一双灵慧的音乐'耳朵(
才可清晰辨出*

第三)突破了艺术创作与学术研究的界限)把
学术问题的探讨+新的史识与史笔纳入小说中来)
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文学与学术的分野)这成为
%故事新编&又一值得注意的个人化标记* 中国
小说的写作固然有悠久的讲史传统)但鲁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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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新编&的写作于此无论在观念上还是笔法上都
是轩轾分明的* 通常来说)一旦文学创作涉及历
史)不光会有文学自身的考量)还涉及对历史的态
度与叙述方式* 中国的文史家素来信仰'信史(
'信笔()讲究事实)以史料的考究为高)在西方也
有科学主义史观传统* 如此)确立了历史无可怀
疑的权威性)养成了人们对于历史的迷信与盲从
的惰性心态)乃至于古代小说也有割舍不断的慕
史情结)从叙事到观念)借史传的'真()掩小说的
'虚(* 鲁迅对历史有着非同寻常的警觉与敏感)
他从中国古老漫漶的历史与文化中看到了'吃
人(的真相+'瞒(与'骗(的谎言)所谓二十四史不
过是独夫贼子的家谱)是专制者对民众奴役的流
水账簿* 鲁迅对于历史的反动更多的是出于对历
史意识形态导向性的怀疑)对于历史叙事方式的
怀疑* 鲁迅洞穿历史与文化的叛逆眼光)具有
'历史相对论('文化怀疑论(的颠覆色彩)与后现
代史学大师海登#怀特等人的观念有着惊人的相
似* 正是在这种对历史的警觉意识之中)鲁迅采
取'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的游戏方式)照亮
了被传统叠加于其身的层层观念的矛盾性+虚伪
性)达成对历史与现实的反思解构* 不仅如此)鲁
迅甚至以小说的形式直接涉足于学术问题)比如
%补天&)鲁迅说是 '取了茀罗特说)来解释创
造$$$人和文学$$$的缘起*(!%鲁迅全集&第二
卷 4$4"学术方面的目的性可见一斑* 在小说
中)鲁迅以知识考古学家的气魄)艺术化地探讨了
古老文明创化过程中的许多重大命题)如人的起
源+文学的起源及文化的起源与变异等)力图还原
华夏文明所以发生的'原生状态(-其中)小说着意
考索的作为华夏文明发育支撑点的'元命题($$$
语言+文学的起源问题)在文本中有着鬼斧神工却
又合乎历史+文化逻辑的精妙表现* 某种程度上来
说)%补天&就是一部文学史家鲁迅有关汉语言文
学创化历史的学术性问题的文学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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