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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如何新绎"论当代作家对(鹅笼书生)故事的接受

谷文彬

摘!要"本文通过考察当代作家接续六朝志怪小说$续齐谐记%中)鹅笼书生*文脉的形式&剖析当代作家对)鹅笼书生*
故事的叙述主题(叙述视角(叙事内涵等方面的继承与转化&可以比较准确理解当代作家对)鹅笼书生*故事接受的意义'
这一文化现象既呈现了古典新绎的可能性&又展示了古典新绎的途径&还提供了古典新绎方法层面上的思考&契合了中
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一社会与学术命题'
关键词"古典新绎+!$鹅笼书生%+!当代作家+!创造性转化
作者简介"谷文彬&文学博士&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小说史及小说文献研究' 通讯地址"湖南省湘
潭市雨湖区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888#$' 电子邮箱"$"=99=938njjW4%6'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六
朝佛教灵验类小说研究*,项目编号"8</bLT#9$-(湖南省教育厅双一流学科优秀青年项目)拟效与创新"/鹅笼书生0故
事群研究*,项目编号"8;T#=<-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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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六朝志怪小说的佼佼者!吴均的)续齐
谐记*文笔清丽$叙事逶迤$想象丰富# 其中以
)鹅笼书生*%又名)阳羡书生*)阳羡鹅笼*&最为
出色!故事大意为东晋阳羡人许彦负鹅赶路!途中
遇一书生!目睹书生次第吞吐器具肴馔和男女离
奇之事# 其故事奇幻诡谲!而颇受历代文人的好
评!著名戏剧家汤显祖盛赞其情节'展转奇绝(

%袁宏道!屠隆 :&!鲁迅亦称赞'阳羡鹅笼之记!
尤其奇诡者也( %)中国小说史略* "<&# 该作品
对后世文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聊斋志异+巩
仙*)阅微草堂笔记+王菊庄* )虞初新志+雌雌
儿传*)灯草和尚* )谐铎+顶上圆光*等作品!都
不同程度上对)鹅笼书生*有所借鉴#!

进入 "# 世
纪 ;# 年代以来!当代作家一方面从西方文学中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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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创作技巧的灵感!另一方面又从中国传统文化
资源中汲取养料!譬如上古神话$六朝志怪$明清
小说等!尤其是进入 "8 世纪后!在大力弘扬传统
文化的时代语境下!)鹅笼书生*再次焕发出新的
活力!成为这一时期作家回归传统$寻求艺术新变
的依托# 比如贾平凹的)太白山记+饮者*%8<;<
年&$张晓风的)人环*%8<<: 年&$计文君的)阳羡
鹅笼*%"##= 年&$赵端的)鹅笼书生* %"#8# 年&$
杭程的)鹅笼书生*%"#8: 年&等作品!皆带有'鹅
笼书生(故事的流风余韵# 不过上述这一现象!
尚未在学界引起足够的注意#"

鉴于此!本文试图
考察当代作家接受'鹅笼书生(故事的多种方式!
剖析古今'鹅笼书生(故事的异同!进而思考这一
个案背后所隐含的文化意义!个人独创与历史传
承$古典小说的现代性等问题#

一! 敷衍!套用和新编"当代作家接续
(鹅笼书生)文脉的三种方式

!!纵观当代作家对'鹅笼书生(故事的接受!归
纳起来!其方式为以下三种"一是对'鹅笼书生(
故事的直接敷陈演绎!二是套用'鹅笼书生(套盒
式结构模式来批判现实$观照人性的奥秘/三是以
'鹅笼书生(故事为生发点去编织新的传奇#

!一" 对#鹅笼书生$故事的直接敷陈演绎
所谓的'直接敷陈演绎(是指在不改变原作

品的叙事模式$叙事结构和故事走向的基础上!对
原作品进行一些细节上的扩充# 当然这种扩充不
仅仅是篇幅上的变化!还体现在作家有意通过对
原作品的重述!融入个人的人生体验$思想情感和
审美意识!可以说是作家所处时代语境$文化语境
下的一种修辞表达# 这方面的例子有张晓风的
)人环*#

)人环*大意为阳羡许彦受老夫人之命!挑着
两只鹅去邻村王家纳采!途中误将一位书生错认
为自家少爷!书生称自己脚痛!请求坐在鹅笼里让
许彦担上一程# 许彦吓得挑着鹅笼拔腿就跑!没
想到跑了一段路!回头看到书生挤在鹅笼内!且与
鹅相安无事的异象!方知遇到奇人# 随后书生以
法术设宴款待许彦!并从口中吐出一名服饰华丽
的女子贞娘伺候# 书生喝醉后!贞娘吐出一名男
子!名叫李生# 而李生又背着贞娘!从嘴里吐出另
一名女子蜜姬伺候他# 这一连串的'人环(最后

又一一被吞了回去!书生留下两个铜盘送给他留
作纪念%张晓风!)人环* 8:8.8:;&# 对照原作
品!)人环*基本上和吴均的)鹅笼书生*是一致
的!小说的人物及其对照关系不变!叙事结构和故
事走向亦与原作相同# 但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张
晓风不仅增加了角色的名字!还增添了许多细腻
的环境和心理描写!从而让故事人物获得更多的
体谅与关照#

!二" 套用#鹅笼书生$套盒式结构模式
除了直接敷陈演绎!当代作家接受'鹅笼书

生(故事的另一种方式则是套用'鹅笼书生(的结
构模式!从而实现批判社会现实$观照人性奥秘的
目的# 吴均的)鹅笼书生*给人印象深刻的除了
想象奇特!还有结构新奇!故事通过一环又一环的
人物关系讲述了许彦一次奇特的经历# 这种套盒
式结构

#
颇为别致!它有效地规避了以往小说平

面化的叙事方式!让小说文本呈现出动态的发展!
摇曳多姿!令人耳目一新!过目难忘!为小说带来
了新的思维方式和表现面貌!由此构织出耐人寻
味的小说!贾平凹的)饮者*和计文君的)阳羡鹅
笼*就是如此#

贾平凹的短篇小说集)太白山记*中的)饮
者*!讲述在太白山北侧开饭馆的夜氏为求生意
顺通!中秋之夜邀请乡长来喝酒!乡长喝不过夜
氏!于是用手蘸酒在桌上画一个圆圈!从圈中跳出
来一妇人!陪夜氏喝酒!还是不敌夜氏!于是妇人
又蘸酒画圈!从圈中走出一个男青年!男青年亦不
敌夜氏!又蘸酒画圈!从圈中走出青年的妻弟!妻
弟蘸酒画圈!从圈中走出妻弟的小姨子!最终小姨
子赢了夜氏!之后!小姨子$妻弟$男青年$妇人则
先后逐个没入酒圈中不见了%贾平凹!)太白山
记* 89.8;&# 这个故事很显然是套用了)续齐
谐记+鹅笼书生*的套盒式结构!从而营造出一
种奇诡野趣$扑朔迷离的艺术效果#

计文君的短篇小说)阳羡鹅笼*则以吴均的
)鹅笼书生*为引子!通过三个故事)是佛手柑的
香*)下一秒钟给你*)没有哪一种更强烈*讲述了
四对男女 '春(与 '高($ '高(与 '红($ '红(与
'张($'张(与'雪(错综复杂的关系!其中'春(与
'高(是情人关系!'高(与'红(曾经是情人关系!
而'张(又是'高(的下属!'红(和'张(表面上是
一对恩爱夫妻!但实际上'张(又与暧昧情人'雪(
纠缠不清11作者用一种温和平静的语调讲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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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彼此之间的欺骗$隔膜$伤害以及和爱欲
相关的彼此偎依的一丝暖意( %郭艳 第 $ 版&#
计文君在这篇小说中!沿用六朝志怪小说'鹅笼
书生(故事的套盒式结构!将不同空间的人和事
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她'在纷
乱零散中将事物组织起来赋予精密形式的能力(
%李敬泽!)序*/计文君!)天河* 8&!还'建构起
一套能够有效地切入当下生活$不失整体感又能
凸现个体心灵的 ,深度模式-( %赵黎波编著
"83&#

!三" 以#鹅笼书生$故事为生发点去编织新
的传奇

当代小说家还有一种极具代表性的接受方

式!那就是碎片截取原作品!以古代为背景去构
想$编织新的故事!这种创作方式又叫'故事新
编(# 在现当代文学史上!鲁迅的)故事新编*无
疑有导夫先路之功!为后来作家取材传统文化资
源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当代作家中也有不少人奉
行'故事新编(的创作理念!以原作品为生发点!
重新撰写新的传奇!比如汪曾祺$贾平凹$莫言$叶
兆言等# 其中就'鹅笼书生(故事而言!赵端的
)鹅笼书生*和杭程的)鹅笼书生*无疑是这方面
的代表#

在赵端%笔名大端&的)鹅笼书生*中!我们可
以看到作者从'鹅笼书生(故事中截取了鹅笼$书
生$姑娘$男子$屏风等素材!同时保留了笼人比
例$吐纳等要素!但故事内容却有了全新的设定!
叙说的是一个负鹅赶路的老农!路上邂逅了一位
书生!书生称自己脚痛!要求进鹅笼中被担一程!
老农听了哈哈大笑"'书生8 你能进这鹅笼中!我
就背你走一通8(没想到书生很轻松地就坐进鹅
笼中!老农只好认了栽# 在后来的赶路途中!老农
摔了一跤!鹅笼撞到大树上!老农也滚进鹅笼中!
没想到笼子没变大!老农也没变小# 再后来!书生
吐出佳肴$姑娘!姑娘又吐出公子!没想到公子吐
出的却是一个戏班子!热闹的表演却不慎引来了
火灾!烧毁了鹅笼!小公子吓得一口吞了戏班子!
小姑娘吓得一口吞了小公子!书生吓得把小姑娘
吞进口中!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 最后留下愣愣
的老农和烧坏的鹅笼#

这篇故事通过负鹅老汉赶路途中的一系列奇

遇!展现出的是儿童绘本所强调的丰富的故事性$
趣味性和幻想性# 正如这套'中国古典童话(系

列介绍的那样!'在广泛无边的中国传统文化中!
裁剪出适合儿童的尺寸!重新发现隐藏在烦琐古
文中的本土童话(%大端 8&# 赵端的)鹅笼书生*
对传统故事的解构和改编!将原作恐怖$丑恶的元
素尽量减少!并适当进行语言的转换!使之更符合
儿童的阅读心理!从而实现向儿童展现了古典文
学千百年来厚重的艺术成就和文化积淀的目的#

杭程编剧的舞台剧)鹅笼书生*也化用了原
作中的形象来进行故事新编!比如许彦$书生!还
有鹅笼$吐纳等素材!但实际上是作家借此来表达
'中国古代有情$有义$厮守红尘的爱情观(%文纳
第 : 版&!他以清末民初村夫许彦为治不孕之症挑
鹅贩卖换钱治病!邂逅落魄书生为引子!引出近三
千年间的三段色彩浓郁的传奇情爱故事!分别名
为)有义*)有欲*)有情*!'在时间的倒叙中述说
着,情由欲起!生发为义-的情爱观( %丁莹 第 ;
版&!意蕴深厚!引人入胜# 可以看出!在这类以
古代为背景的'故事新编(作品中!作家们往往
'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鲁迅!第 "
卷 =$#&!尽管其人物$事件不一定是吴均的)鹅
笼书生*中原有的!但想象天马行空$故事离奇曲
折倒是贴合原作的#

二! (鹅笼书生)故事在当代文学中的
历史传承

!!以上是就当代作家对'鹅笼书生(故事接受
方式的考察!无论是对志怪小说)鹅笼书生*直接
敷陈演绎!还是套用其套盒式结构来实现批判社
会现实$观照人性奥秘的目的!抑或是借其为生发
点!重新编织传奇!都彰显了志怪小说)鹅笼书
生*穿越时空的强大生命力!作家们借此从中国
古典文学中发现创作资源!在激活传统资源的同
时!也在寻求与当下的对话# 那么!在这个'激
活(和'对话(的过程中!当代作家传承了'鹅笼书
生(故事的哪些方面3 这是我们需要厘清的又一
个问题# 我们发现'鹅笼书生(故事在当代文学
中的历史传承!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赓续志
怪小说述异传统!主要表现在充分利用'鹅笼书
生(非凡的文学想象力$奇异的艺术空间和独特
的小说结构!从而完成对传统文学资源的转化与
利用/二是追随'鹅笼书生(古典美学意境!从而
达到对传统文学精神接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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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赓续志怪小说述异传统
早在先秦时期!)山海经*就开了述异的先

河# 魏晋南北朝时期!'崇异尚奇(则成为这一时
期志怪小说家共同的追求# 比如)拾遗记*作者
王嘉'殊怪必举('爱广向奇( %丁锡根编著 $<&/
葛洪)神仙传自序*宣称该书'深妙奇异(%丁锡根
编著 $$&/)玄中记*作者郭璞'好古文奇字( %房
玄龄等 8;<<&/干宝)搜神记序*则直接道出他的
编撰目的在于'明神道之不诬也( %丁锡根编著
$#&# 在这样的时代风气和文学潮流中!志怪小
说便形成了一种源远流长的述异传统!即'借由
对幻魅$奇诡的渲染!构成中国文学重要的叙事向
度(%马兵 第 " 版&# 而吴均的)续齐谐记+鹅笼
书生*中的'笼亦不更广!书生亦不更小(%李剑国
9"<&$口吐美味佳肴$变化莫测的次第吞吐等描
写!奇中有幻!幻中有奇!把读者引入了一个眼花
缭乱的梦幻世界!可以说将这一时期的志怪小说
述异传统发挥到了极致!充分彰显了志怪小说的
魅力!开启了当代作家寻求艺术新变的构想!一定
程度上拓展了中国当代文学表现手法#

以张晓风的)人环*为例!虽然是对吴均的
)鹅笼书生*的直接敷陈演绎!但实际上是对原作
所开创的文学想象$虚构性和诗意性的确认和实
践# 吴均的)鹅笼书生*虽然离奇诡谲!但作者所
处时代的小说编撰方式仍然强调的是史录性这一

特点!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吴均这篇小说或
许只是孕育了虚构性思维!非有意为小说# 张晓
风的)人环*一方面承接了原作的虚构思维!另一
方面则又融入了作家的'个人化虚构(和'当代性
想象(!这种'个人化虚构(和'当代性想象(!'使
作品中的精悍文本在保持古事$轶事$异事的叙事
形态之时!具备了对既有文本的叙事惯性的僭越
与超克!并在新编当中赋予知识性$人道性$道德
性$寓言性等神性思维!这不仅完成了对前文本粗
犷甚至残缺的叙事情境和叙事逻辑的铺衍!也以
极富有创造力的想象诗学!构筑起一个个奇行异
禀$光怪陆离的斑斓生命宇宙( %金春平 第 3
版&#

至于杭程的)鹅笼书生*!在继承原作奇幻
的时空结构之余!还进一步将叙事时间跨度拉
大!从民国到明朝再到唐朝又到周朝!并且有意
打破线式顺序!造成一种时空错乱感!从而让这
种无古无今的时间安排与无大无小的空间观相

映成趣#
!二" 追随#鹅笼书生$古典美学意境
吴均的)鹅笼书生*通过非凡的想象构造出

一个明显不同于现实空间的异质空间!由此形成
一种虚实相生$亦真亦幻的审美效果!从而呈现出
一种虚幻$怪诞$空灵的古典美学意境# 这一点在
当代作家的'鹅笼书生(故事中也有充分的表现#
例如贾平凹的)饮者*!乡长'趴在桌上!手蘸酒画
一圆圈(%贾平凹 8:&!依次走出乡长爱人$儿子$
妻弟$小姨子!又依次消失不见!很显然!作家也是
借助一种非现实的$怪异的叙事手法来建构异质
空间!'将现实世界和幻想世界联成一体!扩大了
人物活动的空间!两个世界的界限消失使得事实
和幻想$现实和理想扭结在一起( %潘雁飞 99&!
从而呈现出一种虚幻$怪诞不失空灵的审美效应#
这既是作家作品魔幻色彩的一种表现方式!也是
作家追随'鹅笼书生(古典美学意境的一种具体
实践# 再如计文君的)阳羡鹅笼*虽是讲述了一
个现代人复杂多变的情感纠葛故事!但她的叙事
节奏始终都是在一种冷静的克制下进行的!语言
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 因此就整个文本而言!
最终呈现出来的依然是古典美学意境"含蓄蕴藉#

事实上!当代作家对'鹅笼书生(的历史传承
包含了这一时期创作主体对传统文化资源的自觉

认同和学习# 张晓风就曾说过!'唯有真正爱过
中国的人才知道怎样去爱西方!唯有真正爱过古
典的人才知道怎样去爱现代( %张晓风! )序
曲...写在第五墙出版之前* ;&# 贾平凹则'较
多地继承了从)世说新语*$唐人传奇$宋人话本
到)浮生六记*)聊斋志异*)金瓶梅*)红楼梦*一
脉相承的古典艺术美学精神( %李星!)序*/王永
生编!)贾平凹文集*第 8 卷 $&# 计文君的小说
虽然'叙事及思想形态有着鲜明的现代感!但她
的审美趣味却又明显地衷情于传统( %吴义勤!
)序*/计文君!)器+剔红* 8&# 由此可知!'鹅
笼书生(故事所表现出来的叙事结构和审美追求
与当代作家的艺术追求高度一致!'鹅笼书生(是
其'展开叙事的情感引子$飞扬想象的审美酵母!
是包罗其天才想象力的巨大空间容器(!给予'其
想象的自由和叙事上天然的亲近感!使其获得叙
事与抒情的高度自由!作家的创作也因此在文学
史上具有了独异性!其笔下的人$事$情以及写人$
叙事$抒情的语言风格$叙事策略及其实现的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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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也因此独异而别致(%王西强 89$&# 当代作
家关于'鹅笼书生(的书写!承继了志怪小说'述
异(的传统!笔下所呈现的审美效应是虚幻$
怪诞#

三! (鹅笼书生)故事在当代文学中的变异

就'鹅笼书生(故事而言!毕竟是一篇古代小
说!当代作家与古代文人笔下的'鹅笼书生(故事
还是存在着差异!也就是说!对于任何一种跨时空
的接受对象!我们都不应该忽视其中变异的部分!
否则就不能真正地理解或解释这种接受现象# 所
以!对'鹅笼书生(故事在当代文学中的变异的梳
理亦是题中应有之义# 从现有作品来看!'鹅笼
书生(故事在当代文学中的变异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一" #鹅笼书生$故事主题由#爱广尚奇$向
多元化转变

吴均的)鹅笼书生*虽然涉及男女之间彼此
背叛$人与人之间信任危机等方面!但作者的本意
仍然停留在六朝志怪小说家'爱广尚奇(的层面!
对于人性的探讨并不是他的主要目的# 但是在当
代作家对'鹅笼书生(故事的接受过程中!其作品
主题却发生了多元化的转变!已经由最初的'爱
广尚奇(向婚姻$爱情$人性$社会现实等方面拓
展$延伸#

首先!就现实批判而言!这一点在贾平凹的
)饮者*中有明显的表现!贾氏虽然借用了'鹅笼
书生(吐纳想象和套盒式结构!但他更多的是通
过荒诞怪异的叙事视角和叙事手法来批判官场胡

吃海喝的腐败作风和对基层乡吏生存状态的嘲

讽!体现出浓郁的现代意识#
如果说贾平凹是借'鹅笼书生(故事的叙事

结构来实现对当下社会现状的批判!那么张晓风$
计文君两位女性作家则不约而同地希望借此来表

达她们对爱情$婚姻乃至对人性的思索# 如前所
述!张晓风的)人环*虽是敷衍)续齐谐记+鹅笼
书生*!但这只是一个叙述框架!它着重表现的!
是她对于社会和人生$人和人性的思考与探索!是
'表面的故事总是含有另外一个隐秘的意义(%杰
姆逊 8#3&# 张晓风曾说过'我喜欢人# 我喜欢
看人!喜欢听人!喜欢思索人(!尽管'人是如此奇
异不可解!但人仍是我们唯一可以去付出并且可

以收纳的对象( %张晓风!)第三害后记* $"<.
$3#&# 因此!张晓风的这篇小说是从人性的视角
去重新阐释原典!赋予古代小说以现代精神!在古
人古事的叙述中揭橥'通古今之变(的人性的真
实# 计文君则'善于通过敏感纤细的女性视角探
寻复杂多变的情感世界!以爱情为切入点观照社
会转型时期现代逻辑和传统意识在人内心中的碰

撞(%张维阳!孟繁华 83=&!在)阳羡鹅笼*这篇
短篇小说里揭示出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和冷漠!展
示的是现代人挥之不去的挣扎和迷茫!某种意义
上和吴均的)鹅笼书生*所表达出的对于情感的
理解和思考有相通之处# 不同的是!在)续齐谐
记+鹅笼书生*中!'人物与人物之间有着明显的
层级关系!上一层对下一层的私情其实是不知情
的(%李群 88:&# 但在计文君这篇小说里!每一
个个体对身边人的私情却是'洞悉一切的冷静和
漠然(%计文君!)器+剔红* 8;;&!他们不仅不质
询!反而有意回避# 这种回避实际上反映了他们
对自身处境的一种自我麻痹与自我催眠#

与张晓风$计文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杭程的
)鹅笼书生*则是对原作进行了反向重构!通过三
段不同朝代色彩浓郁的传奇情爱故事!呈现出他
心目中'充满了东方的豁达$智慧和向往!是深刻
的$美好的$宽容的( %丁莹 第 ; 版&中国古典爱
情观#

通过上述不同作品!我们发现无论是贾平凹$
张晓风还是计文君$杭程等人!他们并不着眼于
'神异(的展现!而是致力于创作主体$古典小说
和时代语境的沟通融合# 同样的小说母本!同样
的时空对话!不同的创作取向!蕴含着创作的多种
可能性#

!二" #鹅笼书生$故事叙事视角由限知向全
知转换

文学作品的传播!除了思想情感要适应不同
时代环境外!表达方式同样也要适应不同时期的
需求# 吴均的)鹅笼书生*!通篇以许彦的视角进
行叙事!这是典型的限知视角# 诚如杨义所言"
'志怪小说别出心裁!标新立异!其中的佳作较多
地采用限知视角#(%";9&这不仅是出于客观记述
的需要!还可以有效地呈现'神异(效果的结果#
但是当代作家所创作的'鹅笼书生(很多时候与
古代不同!他们更多地采用了全知视角!这一点在
张晓风的)人环*$计文君的)阳羡鹅笼*中有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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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现# 这种全知视角的采用!'既可以停留在
人物的外部!描写其客观的言行!又能够深入人物
的内心世界!揭示其隐秘的心理活动( %林沙鸥
8=3&!从而让文本呈现出许多细腻的心理活动描
写!这些描写让人物的下一步行为有了合情合理
的可能!获得了读者的关注和谅解# 比如在)人
环*中!无论是贞娘的不满!还是李生的口是心
非!抑或蜜姬的哀怨惆怅!均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读
者面前# 又如)阳羡鹅笼*'红(和'张(去'高(家
做客!当'高(的妻子用一条昂贵的裙子不动声色
地宣告了妻子的主权时!作为'高(曾经的情人的
'红(落荒而逃!作者在这里穿插了一大段'红(的
内心独白!这些细腻的心理描写不仅写出了'红(
的挣扎和迷茫!也让小说的可读性和耐读性得到
保障#

!三" #鹅笼书生$故事欲望的书写进一步
强化

吴均的)鹅笼书生*虽是为了展现书生奇异
的法术!但客观上也展现了男女之间的欲望!如爱
与占有$信任与背叛$控制与反抗等# 当代作家在
讲述'鹅笼书生(故事的时候!也继承了这一点!
但较之原作!对欲望的书写进一步强化!并融入了
创作主体对伦理道德的反思#

我们在这里不妨以计文君的)阳羡鹅笼*为
例# 这篇小说讲述了四对男女错综复杂的情感纠
葛!但更多地描述'欲望带来的痛苦!即使通过技
术手段成功地$偷偷地暂时获得满足!更大的痛苦
如影随形!每个人都是不快乐的!被欲望驱使得狼
狈不堪(%计文君!岳雯!王清辉 8"9&# 颇有文
学修养的'春(一面与'高(偷情!一面又在酒吧买
醉!只有这样'才让她感觉不到骨头缝里那风湿
一样的酸冷寒痛(%计文君!)器+剔红* "#:&!从
而填满内心的空虚# 而'高(的妻子一面用价值
不菲的裙子来宣示妻子的主权!另一面则用庞大
的拼图游戏来填补个人的失落# 正如'张(感慨
的!'人的心实在是太大了!装了那么多东西!还
是空空荡荡的( %计文君!)器+剔红* "#$&# 故
事的结尾!'红(选择了告别过去!和'张(好好地
过自己的日子# 而'张(在和'雪(纠缠了一晚上
后!也选择了回到家中# 这个结尾在某种程度上
可以视为作家对当下伦理道德的反思# '随着时
代的变化!爱情在文学书写中逐渐与道德相剥离!
受商品和金钱裹挟的人们对真挚爱情的呼唤使爱

情具有了独立的价值# 这种逻辑的激进演化!使
婚外情也被认作是爱情!它伤害了婚姻却成就了
爱情!多元主义的价值观使对爱情的宽容变成了
对爱情的纵容#( %张维阳!孟繁华 83=&进而生
成出一种泯灭道德良知的生存困境# 如何才能走
出这个困境!作者给出了她心目中的答案"珍惜眼
前人# 这种欲望的书写实际上反映的是作者对社
会转型期现代人婚姻价值失范的思索# 两者遥相
呼应!凸显了不同时期作家对人性幽微和婚姻爱
情的探寻!为不同文化语境下的对话提供了契机#

绾结而论!当代作家之所以对'鹅笼书生(作
出上述种种改编!既与古典小说资源自身强大的
生命力有关!也与这一时期作家创作认知变化以
及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的语境等因素有关#

一方面!以'鹅笼书生(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小
说资源丰厚$多样!它始终在不同时期以不同形态
参与着当下文学创作与文学建设!它时而是以隐
形的文学资源状态而存在!时而又以显性的文学
资源状态而存在!吸引着一部分当代作家在此驻
足$反思!进而成为破解创作困境的一种有效途
径# 另一方面!伴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日益频
繁!当代作家也逐渐意识到民族身份认同的危机
感和重要性!张晓风$贾平凹$计文君等人在创作
实践中对传统文学资源有意识地靠近!深入地思
索!他们不再像 "# 世纪 ;# 年代作家那样隐藏或
回避古典小说资源!而是认为'随着写作的深入!
重新审视中国的传统文学!寻找汉语叙事新的可
能性的愿望也日益迫切(%格非 "3$&!而'鹅笼书
生(故事所蕴含的这种非理性色彩以及充满寓言
性质的主题!也为当代作家投射个体自身境遇与
精神困惑$无奈$迷茫等现代情绪提供了吸纳$转
化的可能性!它不但增强了当代小说的神秘感!也
烛照了当代小说的古典浪漫色彩!拓展了当代小
说的审美表现领域#

此外!自 "# 世纪 <# 年代以来!国家出台了一
系列方针政策!指出'五千年悠久灿烂的中华文
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是中华民族
生生不息$国脉传承的精神纽带!是中华民族面临
严峻挑战以及各种复杂环境屹立不倒$历经劫难
而百折不挠的力量源泉( %新华月报社编 ;$"&!
要求当代作家'善于从中华文化资源宝库中提炼
题材$获取灵感$汲取养分!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有益思想$艺术价值与时代特点和要求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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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进行当代表达( %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8&!由此可见!
弘扬传统文化已成为时代命题# 与之相呼应的是
作为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载体之一的中国文
学!自然要肩负起这一历史使命!这也在一定程度
上激发了作家对古典小说资源的转化的热情# 以
'鹅笼书生(故事为例!通过对其不断解码与重新
编码!将观众原本熟知的志怪故事以更年轻化的
叙事方式重新演绎!在这个过程中!大端$杭程等
人实际上重建了一种文本与历史的特殊连接方

式!这是一种带有颠覆性$创造性的新型方式!他
们在变异'鹅笼书生(故事原有的叙事传统中获
得新生!同时也丰富了'鹅笼书生(叙事传统#

余论"作为一个古典新绎样本的考察

作为六朝志怪小说的佼佼者!吴均的)鹅笼
书生*!以其飞扬的神思$非凡的想象力$独树一
帜的叙事结构!不仅拓展了古代小说的表现空间!
也启发着当代作家对其不断地解构$重构!生成新
的价值# 对吴均的)鹅笼书生*在当代作家中的
接受情况进行梳理!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古典新
绎的生动样本# 笔者认为这一文化现象有以下几
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为我们呈现了古典新绎的可能性# 一
篇古典小说能够顺利穿越时空!在当代被接受$被
认同$被摹写!文本自身的张力很重要!吴均的
)鹅笼书生*想象奇特夸张$情节奇幻诡谲$结构
新奇多变!融审美$哲理$情感于一体!具备相当高
的艺术水准和价值!这些都是它得以延续艺术生
命的重要因素# 更关键的是吴均在这篇小说中对
人性的肯定$对欲望的书写%尽管这种对人性的
肯定$对欲望的书写并不是作家主观呈现的&#
因为成为文学经典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对人的肯

定$对欲望的肯定$对生命力的肯定$对内在圣洁
的崇尚!而这恰好也是人类持之以恒的追求$普遍
的情感和独特的美感# 这一点正如黑格尔所言!
'艺术的最重要的一方面从来就是寻找引人入胜
的情境!就是寻找可以显现心灵方面的深刻而重
要的旨趣和真正意蕴的那种情境(%"$=&#

第二!为我们展示了古典如何新绎的途径#
敷衍$套用和'新编(!是当代作家承接古典小说
传统文脉的三种主要方式!也是当代作家探索古

典小说现代性的试验场# 贾平凹$张晓风$计文
君$赵端$杭程等!都以各自的创作理念$叙事策
略$言说方式等!赋予了经典化的'古事(以'新
意(!激活了古典小说衍生现代性价值的内在可
能!并在解构$重构古典小说的过程中!完成了现
代小说经典化的构建# '叙事借此重新演绎$语
汇借此重新编码$肌理借此重新密实$思想借此重
新生发$审美借此重新构织#( %金春平 第 3 版&
但是!这三种方式同样也面临着陷阱和难度"'既
要避免对古事做单纯的白话式翻译的,重复-!还
要避免只是挪用古事的叙事符号而行极端个人化

叙事的,颠覆-!更要警惕降级乃至消解古事既有
文学品格的所谓,后现代-叙事狂欢的肤浅,创
意-#(%金春平 第 3 版&因此!贾平凹$张晓风$计
文君等人在作品中融入了'爱情$婚姻的深刻理
解('现实批判(和'人性的反思(!从而实现了创
作主体与古典小说进行隐秘对话的文本契机#

第三!也为我们提供了古典新绎方法层面上
的思考# 一方面!古典小说与当代小说相互交集$
编织与缠绕!不仅拓宽了当代文学的表现空间!也
加深了人们对个人独创与历史传承$共时影响的
复杂理解# 正如计文君接受采访时候说的"

任何一部新的小说文本的产生"都
必需面对此前文学史中的全部文本"尤
其是经典文本! 最好不要有自己的作品
是亘古以来独此一家的妄念! 某种意义
上"创作新作品"就是在和此前的固有作
品进行对话! 过分强调作品与时代和现
实的关系"或者强调创新的绝对价值"以
此来抗拒+消减这种/影响的焦虑0"我
觉得大可不必! 我们都是我们时代的人
质"谁也跑不了! #计文君!张元珂"
(面向内心的写作) 8"3$

另一方面!也为我们如何全面$清晰评价一部
作品!阐明文学史进程中的继承和发展关系提供
了一种可行的途径# 因为"

只有结合原创与重写"才能更好地
把握与描述文学史发展的动态状况! 完
整的中国小说史应是关于中国小说的创

作史及其重写史的总和! 一部完整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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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史既要体现小说以自身形态存在的历

史"还要体现小说在不断的重写中存在
与发展的历史! #黄大宏 <3$

对'鹅笼书生(及其衍生作品的研究!可以帮
助我们更全面$科学$立体地观察到古典小说产生
影响与被接受的历史状况# 古典小说为当代小说
提供创新的灵感!当代小说为古典小说延续生命
力!两者相辅相成!从而形成共赢局面# 这也昭示
着古典小说向未来敞开!蕴藏着创作的无限可能#

注释#@#)*&$

! 关于这一方面的详情!具体可参阅谷文彬")论明清小
说家$评点家对'鹅笼书生(故事的接受*!)华中学术*3
%"#"8&"8#=.889#
" 目前学术界对'鹅笼书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大方
面"一方面着眼于)鹅笼书生*由梵入汉的流变过程!代表
者有鲁迅$钱钟书等人# 此外!王红)论佛经故事对魏晋
小说之影响...以'阳羡书生(与'梵志吐壶(比较为例*
0)宜春学院学报*8%"#8"&"99.9<2和朱增力)试论志怪
小说中的道德批判艺术.以4梵志吐壶5到4鹅笼书生5的
情节演变为例* 0)齐鲁师范学院学报* 9 %"#89&"839.
8=#2等文则对鲁迅的观点作进一步的补充# 另一方面立
足于文本!分析)鹅笼书生*的叙事结构和叙事空间等问
题!并提出相应的模型结构予以解读# 比如王耘")从4外
国道人5到4鹅笼书生5...论佛经故事向志怪小说的叙
述范式转型*!)中国文学研究*=%"##:&"=".=$/施畅"
)从'链式占有(到'诸法无我(...六朝小说)阳羡书生*
的结构修正与佛理解读*!)现代语文*8%"#8#&""3."=/
宁一中")阳羡书生奇异空间与独特叙述结构*!)宁一中
文学与文化论文集*!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8"
年!=8.=<# 至于'鹅笼书生(在后世的流传情况的梳理
则很少涉及#
# 关于)鹅笼书生*的结构模式!学术界有不同的说法!
有'俄罗斯套娃式(说$'中国套盒式(说$'离心圆(说$
'多圆一心(说$'链条式(说等# 笔者比较认同'中国套
盒式(说!它最早由秘鲁学者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提
出!在)中国套盒*一文中!他对此进行了定义!即按照'一
个主要故事生发出另外一个或者几个派生出来的故事(
的结构!便是'中国套盒(的叙事结构%883&# 季羡林认
为!这种'中国套盒(结构!'大故事套中故事!中故事又套
小故事!错综复杂!镶嵌穿插!形成了一个像迷楼似的结
构(%88:&#

引用作品#"#$%&'()*+$

张晓风")第三害后记*!)晓风戏剧集*# 台北"道声出版

社!8<:9 年# $"<.$3"#
aHI.+1\GI%DA/%%+1W]RS)*,D%,2 )%!"#!".##J'8 J/))'#,K_

*%))#&-#> ?)(2,%0$"%=O4%%+8K X.(5*(̀ X.%'I*+1
7C&-('I(+1B%C'*\8<:9W$"< $3"Wc

...")人环*!)张晓风的国学讲坛*!徐学选编# 广州"花
城出版社!"##; 年# 8:8.8:;#

a W]BC6.+ @(+YD%,YW_*"(+8 $"%=O4%%+8@,4%./5%+
*"'+#,#$-/>'#,W?2WeC eC*WEC.+10I%C`BC.4I*+1
7C&-('I(+1B%C'*\"##;W8:8 8:;Wc

...")序曲...写在第五墙出版之前*!)晓风戏剧集*#
台北"道声出版社!8<:9 年# :.<#
W]7,*-C2*̀ S%,)I*7C&-(4.)(%+ %S!"#4'0-" M())K_
*%))#&-#> ?)(2,%0$"%=O4%%+8K X.(5*(̀ X.%'I*+1
7C&-('I(+1B%C'*\8<:9W: <Wc

大端编写")鹅笼书生*#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8# 年#

aQ.\QC.+\*2W[%%,#*(8#$&"%)(.WHI.+14IC+`[(-(+
7C&-('I(+1E,%C5 H%W@)2W\"#8#Wc

丁锡根编著")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上册&# 北京"人民
文学出版社!8<<9 年#

aQ(+1\e(1*+1\*2W?.#0(&#,(+> ?%,-,&.'C-,%0*"'+#,#
4'&-'%+,%0-"#?(,-A2+(,-'#,Wk%-W8WT*(̂(+1̀ 7*%5-*o'
@()*,.)C,*7C&-('I(+1B%C'*\8<<9Wc

丁莹")求索!以爱情的名义...舞台剧4鹅笼书生5观
感*!)中国质量报*"#8< 年 9 月 9 日R; 版#

aQ(+1\d(+W]G*.,4I(+1V+ )I*U.6*%S@%N*̀ RZ*N(*D%S
)I*7-.O[%%,#*(8#$&"%)(.W*"'+( b/()'-2A(')2G9
[C+*"#8<Wc

房玄龄等")晋书*# 北京"中华书局!8<:= 年#
a/.+1\ eC.+-(+1\ *).-WW !"#J%%9%0B'+W T*(̂(+1̀

bI%+1IC.T%%Y H%65.+O\8<:=Wc
格非")塞壬的歌声*#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8 年#
aE*\/*(W!"#$%+8 %0$'.#+,WGI.+1I.(̀GI.+1I.(@()*,.)C,*

.+2 R,)7C&-('I(+1B%C'*\"##8Wc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光明日报*"#8:

年 8 月 "9 日第 8 版#
aE*+*,.-iSS(4*%S)I*H7HH*+),.-H%66())**.+2 )I*G).)*

H%C+4(-W]i+ )I*7,%̂*4)%SQ*N*-%5(+1iC)').+2(+1
HI(+*'*X,.2()(%+.-HC-)C,.-V+I*,().+4*W_[/(+85'+8
A(')2G"9 [.+C.,O"#8:Wc

郭艳")计文君"'脱域(而去与回望内心*!)文艺报*"#83

年 < 月 ": 日第 $ 版#
aEC%\d.+W][(L*+ Ĉ+`Q('*6&*2(+1.+2 @%%Y(+1&.4Y )%

)I*B*.,)W_M#+ ]'J(%G": G*5)*6&*,"#83Wc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美学%第 8

卷&*!朱光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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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1*-\E*%,1L(-I*-6/,(*2,(4IW;#,-"#-'&,Kk%-W8WX,.+'W
bIC EC.+1j(.+W T*(̂(+1̀ XI* H%66*,4(.-7,*''\
8<:<Wc!

黄大宏")重写"文学文本的经典化途径*!)陕西师范大学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9%"##9&"<3.<;#

aBC.+1\Q.I%+1W]Z*D,()(+1̀ H.+%+(0(+1@()*,.,OX*M)'W_
B%/.+()%0$"((+I'E%.5()R+'D#.,'-2S?"')%,%C"2(+>
$%&'()$&'#+&#,7>'-'%+T9f"##9g̀<3 <;Wc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弗+

杰姆逊教授讲演录*!唐小兵译# 西安"陕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8<;: 年#

a[.6*'%+\/,*2,(4W?%,-OF%>#.+',5 (+> */)-/.()!"#%.2:
H#&-/.#,%04.#>.'&B(5#,%+KX,.+'WX.+1e(.%&(+1We(m
.+ G̀I..+M(U%,6.->+(N*,'()O7,*''\8<;:Wc

计文君")阳羡鹅笼*!)器+剔红*#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
社!"#83 年# 8:3."#;#

a[(\L*+ Ĉ+W]E%%'*H.1*G4I%-.,\_*(.D#> H(&c/#.M(.#W
T*(̂(+1̀ HC-)C,*.+2 R,)7C&-('I(+1B%C'*\"#83W8:3
"#;Wc

...")天河*# 北京"作家出版社!"##< 年#
a W!"#1'D#.%03#(D#+WT*(̂(+1̀ L,()*,'7C&-('I(+1

B%C'*\"##<Wc
计文君!岳雯!王清辉")欲望幻术...4阳羡书生5三人

谈*!)青年文学*:%"#8:&"8"$.83=#
a[(\L*+ Ĉ+\*).-W]XI*V--C'(%+ %SQ*'(,*̀ RX.-Y %+ lXI*

G4I%-.,%Sd.+1e(.+mW_]%/-" H'-#.(-/.#: f"#8: g̀
8"$ 83=Wc

计文君!张元珂")面向内心的写作*!)创作与评论*8#
%"#8=&"889.8"3!88$#

a[(\L*+ Ĉ+\.+2 bI.+1dC.+Y*W]L,()(+1S%,)I*B*.,)W_
*.#(-'%+ (+> *.'-'&',58#f"#8=g̀889 8"3\88$Wc

季羡林")4五卷书5再版后记*!)季羡林学术著作选集"

印度作家作品评论集*!刘建编# 北京"新世界出版
社!"#89 年# 8#8.8"8#

a[(\ e(.+-(+W ]RS)*,D%,2 )% )I* G*4%+2 ?2()(%+ %S
?(+&(-(+-.(K_$#)#&-#> M%.9,%0B'a'(+)'+:7,,(2,%+
V+>'(+ ;/-"%.,(+> !"#'.M%.9,K?2W@(C [(.+WT*(̂(+1̀
U*DL%,-2 7,*''\"#89W8#8 8"8Wc

贾平凹")饮者*!)太白山记*#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9 年# 89.8;#

a[(.\7(+1D.W]XI*Q,(+Y*,K_!()#,%0F%/+-!('Q('W
T*(̂(+1̀ 7*%5-*o'@()*,.)C,*7C&-('I(+1B%C'*\"##9W
89 8;Wc

金春平")志异传统赓续中的经典重述...读宋耀珍4奇
枝怪叶"中国志怪故事集5*!)中国艺术报*"#8< 年
88 月 8 日第 3 版#

a[(+\HIC+5(+1W]Z*D,()(+1)I*H-.''(4.-X*M)'(+ )I*

X,.2()(%+ %SR44%C+)(+1)I*G),.+1*Ài+ G%+1d.%0I*+o'
$-.(+8#!='8,(+> H#(D#,:;*%))#&-'%+ %0*"'+#,#!()#,
%0-"#$-.(+8#W_*"'+( ;.-E#=,G8 U%N*6&*,"#8<Wc

李群")计文君小说关键词*!)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W8%"#"#&"88".88:#

a@(\sC+W]XI*P*OD%,2'%S[(L*+ Ĉ+o'U%N*-'W_B%/.+()%0
a'+2(+8 E%.5()R+'D#.,'-2 S?"')%,%C"2 (+> $%&'()
$&'#+&#,7>'-'%+T=#W8f"#"#g̀88" 88:Wc

林沙鸥")中国古代小说体叙事的历时性研究*!浙江大学
博士论文!"#88 年#

a@(+\GI.m%CW;A'(&".%+'&$-/>2%+ -"#E(..(-'D#$-2)#%0
;+&'#+-*"'+#,#E%D#),WQ%4)%,.-Q(''*,).)(%+ %SbI*̂(.+1
>+(N*,'()O\"#88Wc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赵德明
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年#

a@-%'.\J.,(%k.,1.'W;H#--#.-%( ]%/+8 E%D#)',-WX,.+'W
bI.% Q*6(+1W GI.+1I.(̀ GI.+1I.( X,.+'-.)(%+
7C&-('I(+1B%C'*\"##=Wc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8<<; 年#
a@C\eC+W;J.'#03',-%.2%0*"'+#,#4'&-'%+WGI.+1I.(̀

GI.+1I.(HI(+*'*H-.''(4'7C&-('I(+1B%C'*\8<<;Wc
...")序言*!)故事新编*!)鲁迅全集%第 " 卷&*# 北

京"人民文学出版社!8<:3 年# ==<.=$8#
a W]V+),%2C4)(%+\_L)> !()#,1#-%)>K!"#*%5C)#-#M%.9,

%0H/ a/+K k%-W"W T*(̂(+1̀ 7*%5-*o' @()*,.)C,*
7C&-('I(+1B%C'*\8<:3W==<.=$8Wc

马兵")古代志异叙事与当代文学*!)文艺报*"#8= 年 9
月 "$ 日第 " 版#

aJ.\T(+1W]XI*R+4(*+)U.,,.)(N*%S)I*G),.+1*.+2
H%+)*65%,.,O@()*,.)C,*W_ M#+ ]'J(%G "$ [C+*W
"#8=Wc!

潘雁飞")多维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文学*# 长沙"湖南大学
出版社!"##: 年#

a7.+\d.+S*(W*"'+#,#H'-#.(-/.#0.%5 -"#?#.,C#&-'D#%0
F/)-'OA'5#+,'%+()*/)-/.#WHI.+1'I.̀ BC+.+ >+(N*,'()O
7,*''\"##:Wc

王西强")论贾平凹与莫言小说的文化母本与叙事空间营
建*!)南方文坛*"%"#"#&"89#.89$!8:##

aL.+1\e(j(.+1W]HC-)C,.-Z%%)'%S[(.7(+1D.o'.+2 J%
d.+o'U%N*-'.+2 )I*H%+'),C4)(%+ %SXI*(,U.,,.)(N*
G5.4*W_$%/-"#.+ */)-/.()4%./5 " f"#"# g̀ 89#
89$\8:#Wc

王永生编")序言*!)贾平凹文集%第 8 卷&*# 西安"陕西
人民出版社!8<<; 年# 8.:#

aL.+1\d%+1'I*+1\*2W]V+),%2C4)(%+W_*%))#&-#> M%.9,%0
B'( ?'+8=(Kk%-W8We(m.+ G̀I..+M(7*%5-*o'7C&-('I(+1
B%C'*\8<<;W8 :W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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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纳")戏剧4鹅笼书生5带观众穿越三千年*!)人民日报
海外版*"#8: 年 88 月 " 日第 : 版#

aL*+\U.W]XI*7-.O[%%,#*(8#$&"%)(.X.Y*')I*
RC2(*+4*)I,%C1I XI,**XI%C'.+2 d*.,'W_ ?#%C)#@,
A(')2LD#.,#(,7>'-'%+G" U%N*6&*,"#8:W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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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88 年# 9"<.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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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北京"人民出版社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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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o'7C&-('I(+1B%C'*\"##:Wc

杨义")中国叙事学*# 北京"商务印书馆!"#8< 年#
ad.+1\d(W*"'+#,#E(..(-%)%82WT*(̂(+1̀ XI*H%66*,4(.-

7,*''\"#8<Wc
袁宏道参评!屠隆点阅")虞初志*# 北京"中国书店出版

社!8<;9 年#
adC.+\B%+12.%\.+2 XC @%+1\*2'WX.-*'&O]/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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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讯 $

%凝望文学的深渊"论布朗肖'
作者" 邓冰艳

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 年 9 月

本书以布朗肖的文学思想为研究对象!以文学$写作者$作品$叙事$文学语

言$读者等主题为基本线索!阐释了这些文学基本元素是如何在布朗肖视域下逐

个消解的!由此呈现出让布朗肖思想充满摧毁性力量的'文学空间(# 围绕该空

间!本书不仅对布朗肖以敞开'文学空间(为本质任务的写作思想进行了论述!而

且在最后的部分!从文学转向伦理学!对'文学空间(所呈现出的人与世界以及人

与人之间关系的本质改变进行了探讨# 最终!本书以文学为突破口!将布朗肖对

文学的思考和其对死亡$写作$中性$黑夜$沉默$孤独$共同体$友谊等主题的思

考结合了起来!期望全面阐释布朗肖的思想!并最大程度地保留该思想的摧毁性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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