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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鲁迅小说叙事形式枝谈

汪 晖

在鲁迅看来
,

作为语言的艺术作品
,

叙事

作品的虚拟性是读者阅读作品的基本前提
,

因此叙事人称的混用是叙事作品的一种特殊

技巧
,

而无碍于小说的真实性
,

鲁迅说 “ 幻

灭之来
,

多不在假中见真
,

而在真中见假
” , ①

叙事形式内部的统一并不能保证 艺 术 的 真

实性 —后者取决于作品表现生活的艺术深

度
。

“

借别人以叙 自己
,

或 以 自 己 推 测 别

人
” ②

—多样的叙事形态
、

复杂的生活内容

总是离不开作家的主体结构 第一人称叙事

小说 中那种把客观存在的世界纳入 自我精神

历程并思考其意义的叙述原则同样体现在第

三人称小说中
,

但在叙述形式上 却 无 法 以
“ 我

”

的独 白或思考的方式呈现
。

从叙事体态

与叙事语式两方面看
, 《呐喊 》《傍徨 》中 的 第

三人称叙事小说大致可分为两类主要 文 体
“

全景
”

文体和
“

场景
”

文体
。

按照亨利 詹姆斯

和其后的拍西
·

路博克的观点
“

这两个术语

各 自包括两个概念
‘

场景
’ ,

既是描写又是
‘

同

时
’

观察 叙述者等于人物
‘

全景
’

则既是叙

迷又是
‘

从后面
’

观察 叙述者 人物
” 。

鲁迅

小说 中的
“

场景
”

文体可 以称之为
“
戏剧式

”
陈

述 叙述人隐于画面背后
,

不表示主观态度

和价值判断
,

文本的意 识 倾 向 由场 景
、

情

节
、

人物的礼动和对话在 较 短 的 时 间 内呈

现
,

小说的风格手段如象征
、

比喻
、

对比
、

讽刺
· · · · ·

一般都有较强的外在表现性
,

而人

物的心理动作是外显的
,

即在视觉范围内呈

现
,

因此这些作品的对话包蕴着丰富的潜台

词
,

表情
、 ·

动作往往是和人物的心理动作相

联系的
。

这类小说包括 《药 》
、

《长明灯 》
、

《示

众 》
、

《风波 》
、

《肥皂 》
、

《离婚 》等
。

鲁迅小说中

的
“

全景
”

文体可称之为 ,’合理分析
”

式小说
,

正如罗兰
·

巴尔特说的
,

这些小 说
“
一 般 都

是两种 人称 体系混在一起
,

先后交替使用

无人称符号
” ,

叙述者既外在于人物作描述与

分析
,

同时又潜入人物内部
,

使人物的意识

活动和潜意识活动不经过叙述 中介而直接呈

现在读者面前
,

但这两种体系都集焦点于人

物的心理
。

这类小说包括《幸福的家庭 》
、

《自

光 》
、

《弟兄 》
、

《高老夫子 》和《端 午 节 》
。

此 外
,

我把《阿 正传 》
、

《明天 》另归一类
。

这两篇小

说虽然也属
“
全景

”

文体
,

与“ 心理分析
”

式小

说在叙述形式上有一致之处
,

同时若干描写

又近于戏剧化的“ 场景
” 。

但从人称 形 式 看
,

它们却由于直接出现了第一人称叙述者 —一个与鲁迅本人的态度和精神状态甚为相近

的虚拟的叙述人 —而区别 于 前 面 两 种 类

型
。

与纯粹第一人称叙事不同
,

这两篇小说

的第一人称始终是局外的叙述者
,

叙述者的

评论不涉及 自身的主观精神历史
,

但叙事过

程却将主体的精神内容渗透到严格非己的人

物的心理过程中
,

使得客观的叙事对象包 含



双重的心理内容 既是特定环境中的客观真

实 人物的真实心理状态
,

又体现着作家 自身

的
、

与人物所处的具体情境不相一致的精神

感悟
。

“场景”文体 —
“戏剧式”叙述

“
戏剧把已经完成的事件当作好 象 目前

正在发生的事件表演在读者或观众面前
。

戏

居把史诗和抒情诗调和起来
,

既不单独是前

者
,

也不单独是后者
,

而是一个特别的有机

的整体
。

一方面
,

戏剧的动作范围不是与主

体毫不相干的
,

相反地是从它那里起始
,

又

返回到它那里的
。

另一方面
,

主体在戏剧中

的存在具有着完全不同于抒情诗中的意义

他已经不是那集中于 自身的感觉着和直观着

的内心世界
,

已经不是诗人 作者 自己
,

他

走了出来
,

在 自己的活动所造成的客观世界

中自己就成了直观的对象 他分化了
,

成了

许许多多人物的生动的总和
,

戏剧就是 由这

许许多多人物的动作和反应所构成的
。

正 由

于这样
,

戏剧不允许史诗式地描述地点
、

事

件
、

情况
、

人物 —这些全都应当摆在我们

的直观面前
” ③

。

别林斯基对于戏剧的艺术形

式与主体关系的分析恰可移用于 鲁迅 的“戏

剧化
”

小说
“ 一切叙述的体裁使眼前 的 事 情

成为往事
,

一切戏剧的体裁又使往事成为现

在的事情
” ④ ,

而
“

戏剧化
”
小说由于把叙述者

的作用降低到幕前说明或舞台指示的位置
,

小说的连贯性依赖于场景与场景之间的那种

可以意识到的联系
。

《药 》
、

《长明灯 》和《示众 》属于悲剧性小

说
,

其叙事结构上的特点是将传统悲剧中的

悲剧英雄隐于幕后或置于次要的不显眼的位

置
,

但实际上这个人物却支配了前合人物的

言行举止
。

小说采用叙述人“ 人物
“
同时

”

观

察 的叙事体态
,

叙述者和人物知道得同样

多
,

对事件的解释
,

在人物未找到之前
,

叙述

者不能向读者提供 同时
,

叙述人可以从一

个人物转到另一个人物
,

从而构成托多罗夫

称之为
“

立体观察
”

的特殊效果
“

感受的多样

性使我们对描写的现象有一种更为复杂的看

法
。

另一方面
,

对同一事件的各种描写使我

们把注意力集中到感受这一事件 的 人 物 身

上
” ⑤,

而不是那个居于中心又隐于幕后的悲

剧人物身上
。

因此
,

这些小说是以社会群体

为中心的
。

夏瑜
,

疯子
、 “ 犯人 ”及其故事是在众多

的眼光与话语中呈现
。

夏瑜之死始终没有正

面叙述
,

但在四个场景中通过不同人物的眼

光和语言被叙述了四次 仔细研究这些叙述
,

我们会发现
,

它们不仅使我们对事件有一种

立体的看法
,

而且它们在质量上也各不相同
,

当隐在与显在的故事通过
“

馒头
”

产生了喻意

联系的时候
,

四个以不同人物作为主角的场

景之间的接续
,

显然使这种喻示意义变得更

加复杂和深刻
。

第一场景从华老栓的眼光和

感觉描写杀人场的情景
,

伴以鲜红的人血馒

头
、

黑色人刀样的 目光和突兀的锋利语言
,

形

成紧张恐怖的气氛
。

第二场景接续第一场景

结尾老栓得了人血馒头的“ 幸福感
” ,

转入小

栓吃
“

药
”
的场景

,

从小栓的感觉与 目光中呈

现的是父母的温情和对 “馒头
”

与
“

自己的性

命 ”之间的联系的奇异感
,

刑场的恐怖转变为

家庭的温情 第三场景人物众多
,

中心话语是

康大叔的陈述
,

从而把第一场景与第二场景

以馒头作为道具接续起来
。

康大叔的语言保

持了那种鲜明
,

简劲
,

锋利如刀 的特点
。

他

与茶客的对话中隐含了夏三爷告密与夏瑜劝

牢头造反两个故事
,

由于这两个故事是通过

康大叔及茶客们的冷酷和漠然的语调呈现
,

夏瑜的牺牲实际上成了显示登场人物心理与

性格特点的试纸
, “

牺牲
”

作为传统英雄悲剧

的主题
,

从
“

药
”

这一道具以及环绕道具而出

现的种种戏剧性言行
,

由此获得了新的意义
“牺牲

”

的正面意义被隐入背景
,

作者却将环

一 一



绕
“

牺牲
”

的社会群休态度作了正面的描写
。

第四 场景相 当于戏剧的尾声
, “

时间
”
已是第

二年清明 前三个场景保持了时间前后的持

续
,

场景设计具有深刻的象征性 华夏两家

的生者与死者第一次在同一时空 出现
,

却分

明隔着一条由人踏 出的小路
。

夏母对儿子的

不理解与精神隔膜以
“

爱
”

的方式表达
,

从而

强化了前三个场景的主题
。

场景设计的象征

性显示了叙述者已 由人 物 视 角 转 入
“
外 视

角
” ,

场景 自身具有深刻的 自我表现性
, “ 消

融了内面世界与外面表现之差
,

而现 出灵肉

一致的境地
” 。

沉思与抒情的语调已 不 再 是

人物的语调
,

而是以“ 旁知观点
”
观照这幕悲

剧场景的
、

未出场的叙述者的语调
。

革命者

与群众的双重死亡
,

生者与死者
、

死者与死

者的双重隔膜
,

同坟场的凄清一道构成了“
安

特莱夫式的阴冷
”

—这
“

阴冷
”

其实是一种

画面化了的心理现实
。

《长明灯 》也包含四个

场景
,

吉光屯的人们阻止疯子扑灭长明灯这

一行动过程构成贯穿四个场景的基本动作
,

动作从秋天的下午延续到黄昏
,

道具长明灯

与 《药 》中的馒头一样具有简单和象征的特

点
。

这两篇作品结构形态的区别在于悲剧英

雄在《药 》中隐于幕后
,

而在《长明灯 》中却是

幕前的现实形象
,

并对其它登场人物的存在

方式与生活理想直接构成挑战
。

显然
,

情节

的戏剧性冲突及其呈现过程在时间上的紧凑

性大大加强了
。

在一般叙事文学中
,

人物行

为可能是外现的
,

也可能是 内在的
。

人物内

心激起的愿望
,

产生的意向
,

作出的决断
,

对往事的追忆 —所有这一切对别人诉说或

者 自白
,

都已构成人物的一种
“

行为 ”。

在
“

戏

剧化
”

小说里
,

作者或叙述人不直接叙述人

物的内心世界
,

因此
,

在这里
,

人物自己必

须用他们的语言
、

表情
、

手势和动作来表现

这一切
,

也因此
,
《长明灯 》《示众 》 后者象

一段戏剧小品 描写的那些人物的极其外显

的行为与言论其实隐含着他们的内在行为
、

他们的愿望
、

心理状态
。

这些内在行为就构

成了人物生活的
“

潜台词
”

或“ 潜流
” ,

在这个

意义上
,

鲁迅的戏剧化悲剧小说是以表现普

遍而内在的精神状态为艺术宗旨的
。

在 《长

明灯 》中
,

茶馆议论
、

社庙辩论
、 牛客厅筹划

和社庙尾声四个场景环绕
“ 灭灯

”

问题展开
,

除第二个场景出现了疯子与村 人 的 正 面 争

执
,

小说实际上并未表现双方冲突的具体过

程
,

这个过程是在场景与场景的接续和人物

的对话中隐而不露地呈现的
。

《示众 》展现的

街头小景甚至连冲突本身都不存在
,

而是通

过
“
示众

”

的场景表现看客们的心态
。

戏剧化小说叙述方法的特点 —众多人

物的动作与不 同的语调体现为 “ 姿态表演的

直观性
” ,

而不是在叙述者的叙述语 调 中 出

现 —使得小说呈现了
“

客观
”
的面貌

。

但正

如别林斯基所说
,

直观的戏剧动作范围 “ 不

是与主体毫不相干的
,

相反地是从它那里起

始
,

又返回到它那里的
” 。

在《药 》《长明灯 》

《示众 》中
,

我们在客观的场景中
,

在外现的

与内在的冲突中
,

恰恰深刻地感受到一种复

杂的主观抒情性
,

这种抒情性是在作品中表

现出来的
、

作家对于他所再现的社会性格的

积极的思想感情评价
,

这种评价源于这些社

会性格的客观特征
,

同时也呈现了创作主体

的心理的与情绪的结构
。

由于戏剧化小说不能通过作家和叙述人

的叙述直接地表现主观性内容
,

因此这些小

说必须使读者通过场景描写语言的表现力
、

人物对话和语言的表现力感 受 到 作 品 的 激

情
。

上述几篇小说的主观抒情性首先体现为

小说结构设计与场景描写的象征性
。

药
、

长

明灯作为一种比喻象征
,

小说丰富
、

众多的

生活实象与冲突凝聚于这个象征点
“

示众
”

的场景 由于描写的高度集中和强化
,

显然已

不是普通的街头小景
,

而成为具有深刻含义

与象征性的场景
。

这种象征性是主观拥抱客

观的产物
,

作家的主观激情虽然不消解叙述

一 一



对象的客观意义
,

并由于主观性的浸透而使

客观结构呈现 出内在的 “
诗意

” 。

主 观 的 沉

思
、

伤感
、

落寞
、

悲枪与焦虑
,

通过高度比

喻意义的象征而在客观的描绘中渗透出来
。

《药 》《长明灯 》的结尾部分
,

在情节展开过程

中伴随着作者的
“
情景说明

” ,

作家在这里抒

情地描绘了初春和秋天的黄昏景色 凄清的

坟场
,

红 白的花环
,

寂静中支支直立
、

有如

铜丝的枯草
,

死一般沉默中铁铸似的乌鸦和

它那令人惊然的大叫与箭一般的飞 去 ⋯ ⋯这

些描写伴随着两位母亲忧伤
、

温情而又隔膜

的凭吊
,

构成了一种象征的抒情的画面 在

另一个场景中
,

秋天的黄昏与暮色中
,

绿莹

莹的长明灯更其分明地照出神殿
,

佛完
,

而

且照到院子
,

照到木栅
,

由近至远地响彻着

天真孩童的歌声
,

在永世长存的宁静中我们

又听到了那个细微沉实的声息 “ 我放火尸却

终于汇入了孩子们的随口编 派 的 歌
“

白篷

船
,

对岸歇一歇
。

此刻歇
,

自己熄
。

戏

文唱一出
。

我放火 哈哈哈 火火火
,

点心吃一些
。

戏文唱一出
。 · · · · · ·

⋯ ⋯
。 ”

主人公的呼唤和他的行动一 样
,

充满了浪漫

主义的象征性 惊慌不安和某种预感
。

在这

样的场景中
,

社会存在的某种明确的特征只

是不显著地暗示到
,

而作家本人的主观情绪

却得到了更为鲜明的表现
。

很 显 然
,

《长 明

灯 》中的疯子既是作品中的人物
,

又是一个

抒情主体 —他那“
略带些异样的光闪 ” , “ 悲

愤疑惧的神情
” ,

他那
“

低声
,

温和
”
的劝说

,

“

嘲笑似的微笑
” , “

阴莺的笑容
”

和沉实坚定

的呼唤
,

正复杂多面地
、

象征性地体现了作

家面对现实世界的态度与感受
。

相比之下
,

《示众 》的叙事过程最为客观
,

未出场的叙述

者以一种平静的语调细致地展开街头看客的

莫名其妙的观看
,

而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似乎

也加入了观看者行列
,

冷静地观看着淡漠而

又津津有味的观看者 —在这里
,

直观的叙

事方法恰恰取得了《孔乙 己 》里那种通过主观

的叙述人的有意误导而最终导致读者的内省

的效果
。

《示众 》中那位缄默的示众者远不具备夏

瑜
一

疯子那样的理想色彩
,

因而在相当大的

程度上是一个工具性人物
。

这个人物道德面

貌的模糊性使读者得以越过对受害人命运的

关注而侧重于看客的表现
,

这也便使得 “ 示

众 ”的悲剧性场面获得了某种喜剧性的表现
。

在这个意义上
, 《示众 》与《风波 》《肥皂 》《离

婚 》等小说有某种相似的地方 以简洁的戏

剧性技巧勾勒登场人物的内在矛盾性
,

而不

必借助于隐在的悲剧英雄反衬他们的精神面

貌
。

《风波 》《肥皂 》《离婚 》在叙事方式上保存

着戏剧化的特点 叙述者以不动感情的冷静

笔调让人物的言行直观呈现
,

小说主要不是

以故事的叙述
,

而是以场景的内在联系构成

完整的结构
,

头发
,

肥皂
,

屁塞等简单的道

具获得了喜剧性的比喻效果
,

人物的语言不

仅包含了情势的语言
,

而且包括了性格的语

言
,

如九斤老太的
“
一代不如一代

” ,

四铭的
“

咯支咯支
”

爱姑的
“

老畜生小畜生牙”

等等
。

小说的事件单纯
、

人物生动
、

时间紧凑
、

场

景分明
、

对话简捷而富于个 性
,

完 全 合 于
“ 姿态表现的直观性

” 。

鲁迅在三十年代总结

自己的艺术经验时把白描
、

简洁的风格特点

同中国旧戏相联系
,

由此
,

我们是否也可以认

为在这里白描与简洁的风格特点恰恰是戏剧

化叙述方法的结果呢 鲁迅说 “ 我的取材
,

多采 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
,

意思是在

揭出痛苦
,

引起疗救的注意
。

所以我力避行

文的唠叨
,

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
,

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
。

中 国 的 旧 戏

上
,

没有背景
,

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
,

只有主要几个人 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

了
,

我深信对于我的 目的
,

这方法是适宜的
,

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
,

对话也决不说到一人

篇
, ⑧但平心而论

,

鲁迅小说并不缺乏较长的

一 一



对话
、

内心独白
、

心理分析
,

风月的描写虽然

不多却也并非没有 《故乡》 中的月亮
,
《在

酒楼上 》 中的老梅与山茶
, 《社戏 》 中 的 风

景 ⋯ ⋯
。

自描的方法在他的戏剧化小说中才

真正构成根本性的叙述手法
,

从这个意义上

说
,

戏剧化的叙事结构与白描的方法确乎存

在有机的联系
。

《风波 》的第一场景中
,

河里驶过文人的

酒船
,

文豪见了
,

大发诗兴
,

说
“
无思无虑

,

这真是田家乐呵
”

紧接着的叙述与描写是

“

但文豪的话有些不合事实
,

就因为他

们没有听到九斤老太的话
。

这时侯
,

九斤老太

正在大怒
,

拿破芭蕉扇敲着凳脚说
‘ , · ·

⋯”,

场面的直观描写被纳入了叙述者的判断与陈

述
,

在这时候
,

它使我们了解叙述者的形象
,

而不单是人物的形象
。

事实上
,

即便是戏剧

化的小说里
,

也同样包含叙述者的话
、

描写

与人物描写三种不 同的话语
。 “ 众所周知

,

任何话语
,

既是陈述的产物
,

又是陈述的行

为
。 ‘

它作为陈述物时
,

与陈述物 的 主 体 有

关
,

因此是客观的
。

它作为陈述的行为时
,

同这一行为的主体有关
,

因此保持着主观的

体态
,

因为它在每种情况下都表示一个 由这

个主体完成的行为
。

任何句子都呈现这两种

体态
,

但程度不同
” ⑦ ,

一般而言
,

场景描述

中往往包含直叙体
,

比喻和一般的感想三种

不同的话语
,

后两种属于叙述人的话
,

而不

是叙述
,

它们在场景的客观描写中恰恰呈现

了主体的特点
,

例如《肥皂 》结尾的场景

“

她已经伏在洗脸台上擦脖子
,

肥 皂的

泡沫就如大螃蟹嘴上的水泡一般
,

高高的堆

在两个耳朵之后
,

比起先前用皂英时侯的只

有一 层极薄的 白沫来
,

那高低真有霄壤之别

了
。 。

⋯ ”

第一句是直叙
,

第二句是比喻
,

第三句则是

感想与议论
,

对客观事实的陈述中呈现着那

个烈带幽默与讥讥表情的叙述者的形象
。

但

是
,

这样的例子并不多见
,

鲁迅的白描手法

使得池极少出面议论
,

甚至连比喻也极少运

用
。

对话与场景采用白描手法
,

创 作主体往

往是通过叙述人透视人物的语言
、

表情
、

行

动背后的心理过程并给予不脱离场景与情势

的扼要分析来呈现 自己
。

在这种情况下
,

小

说的叙事体态由旁知进入全知
,

叙述人 由于

对场景及人物的内隐部分的洞悉而增加了 自

身的权威性
。

例如《风波 》第二场景
,

赵七爷

从独木桥上走来
,

接下来一节先是叙述者对

赵七爷的学问
、

身份与辫子作一番叙述
,

紧

接着又以七斤嫂的眼光观看赵七爷头发的变

化
,

并直接展开七斤嫂内心 的恐惧
,

同一场

景描写赵七爷扬长而去后村人们幸灾乐祸的

心理
,

也都是 以不出场的叙述人的语调与目

光呈现的
。

但是
,

全知的叙述人在戏剧性场

景中容易破坏
“

姿态表现的直观性
”

和外观的

叙事风格的统一性
,

因此鲁迅在对人物进行

心理分析时往往紧密地配合着情势的发展和

人物的外部动作
,

例如《肥皂》中四铭向妻子

讲完孝女的故事后
,

并未意识到 自己的讲述

过程中潜藏着的变态性意识
,

却 感 到 自 己

“

崇高
”

起来
, “

仿佛就要大有所为
,

与周围

的坏学生 以及恶社会宣战
” ,

这一段心理描写

伴以他在昏暗的空院子中
“

来回的踱方步
” ,

“

意气渐渐勇猛
,

脚步愈跨愈大
,

布鞋 底 声

也愈走愈响
”

的外部动作
,

内面的描写与外

面的表现在整个情势的发展中自然地交融在

一起
,

心理分析的部分并未破坏阅读者身临

其境的感觉
。

一般而言
,

直叙体与言语的主观体态相

联系
, “

场景
”

文体的直观呈现难 以容纳叙述

主体的过多参顶
,

在这种情况下
,

鲁迅往往

从不同人物的眼光与感受表现人物的心理并

伴以外显的语言和动作
,

从而获得与直叙体

同样的效果而不破坏场景的直观性
,

叙述主

体如同戏剧导演对剧情无所不知
,

却从不出

了 一



场
,

一切都由登场人物的自行存在来展现给

读者
。

由于喜剧性小说无法出现抒情主体或

主观抒情性的画面
,

因此
,

这种叙事体态便成

为上述几篇小说的基本叙事方式
。

《肥皂 》以

四铭作为戏剧中心
,

在一个晚上的短暂的家

庭生活场景 中展开训儿子
、

表孝女
、

立文社
、

拟

诗题等场面
,

主要动作由四铭的言行 自行呈

现
,

但同时伴随四铭太太的感受与观察 —人物的感受与观察
,

却道出了叙事主体的观

点
,

叙事主体隐于幕后却巧妙地表达了 自身

“

他那里懂得你心里的事呢
。 ”

她可是更

气愤了
。 “

他如果能懂事
,

早就点了灯笼火

把
,

寻了那孝女来了
。

好在你已经给他买好

了一块肥皂在这里
,

只要再去买一块 ⋯ ⋯给

她咯支咯支的遍身洗一洗
,

供起来
,

天下也

就太平 了
。 ”

“我们女人怎么样 我们女人
,

比你们

另人好得多
。

他们男人不是骂十八九岁的女

学生
,

就是称赞十八九岁的女讨饭 都不是

什么好心思
。 ‘

咯支咯支
, ,

简直是不要脸
”

四铭太太的犀利观察与她作为妻子的敏感心

理高度契合
,

作家选择这个人物作为观察与

评论四铭言行的视角显然恰到好处
。

《离婚 》

与《肥皂 》一样被鲁迅称为
“

技巧稍为圆熟
,

刻画也稍加深切
” ,

—白描式的手法
、

场景

式的画面
、

性格化的对话
、

戏剧表演似的人

物心理的 自然呈现
,

构成了《离婚 》与《肥皂 》

共同的叙事风格
。

但《离婚 》在表现上更为含

蓄
,

几乎没有任何直接的爱憎褒贬和道德评

判
。

小说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描写了两种场

景 —航船和慰老爷的客厅
,

由爱姑和庄木

三作为贯穿两个场景的人物 小说并没有写

离婚的具体过程
,

而是通过场景展现了不同

阶层的人物一一八三
、

蟹壳脸
、

狂得贵
、

念

佛的两个老女人等下层村民
,

七大人
、

慰老

爷
、

少爷跟班等上层人物
。

小说描写了这些

人物对离婚的态度以及爱姑伴随情势发展而

变化的心理过程
。

小说中并行存在着旁知的

叙述者
、

庄木三与爱姑三个视角
,

基本场面

是旁知眼光中人物的自行存在
,

但一旦涉及

人物的心理变化
,

叙事角度便转入人物的感

受与目光
,

尤其是爱姑的感受与 目光
。

很显

然
,

作家力图使人物的外部动作与内部动作

都在一种
“

自在的
”

状态下呈现
,

竭力隐去 自

己的身影
。

戏剧化的叙事方式似乎力图使创作主体

在写作过程中
、

在小说 尤其是喜剧性小说

的艺术天地中趋于泯灭
,

但恰恰是这种主体

的
“

泯灭
”

显示了主体观察与表现生活时的内

在原则 —客观化的原则或真实性的原则
“

泯灭
”

的状态正是主体在小说中的 存 在 方

式
,

这种存在方式中隐含着深刻的主观性
。

别林斯基说得何等好呵 “
真正艺术 的 喜 剧

的基础是最深刻的幽默
。

诗人的个性在喜剧

中仅仅从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 但是他对生

活的主观的直观
,

作为 法文
,

反面的意思
,

直接出现在喜剧 中
,

您 仿 佛

从喜剧中描绘的动物般的畸形的人物身上看

见了另一些美好的和富有人性的人物
,

于是

您的笑不是带有快乐的味道
,

而是带有痛苦

和难受的味道 ⋯⋯在喜剧中生活所以要表现

成它本来的样子
,

目的就是要我们清楚地认

识到生活应该有的样子
。 ” ⑧对生活的主观的

直观 —这就是戏剧化小说的根本特点
。

“
全景

”
文体

“心理分析
”
小说

戏剧化小说以直观的形态出现在读者面

前
,

每一登场人物因而都具有
“
主体

”

的特

点
,

即他是 自行活动的人物
,

而不是另一主

体叙述的对象
。

叙述过程的多声部现象是现

代小说的一般特点
,

戏剧化小说则把这种多

声部现象以戏剧化直观的方式
,

即以外显的

动作
、

神态或对话表现出来
。

因此
,

尽管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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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化小说也表现人物的内在精神世界
,

但一

般却不是以直接的内心独白或心理分析的方

式呈现
,

而是在
“

姿态表现的直观性
”

中出现

的
,

在叙事体态上则是以等于人物的旁知眼

光作为基本视角
。

鲁迅的
“ 心理分析

”

小说则把旁知与全知

两种眼光结合起来
,

在场景叙述 中同样借助

于人物的眼光和语言
,

但这些场景
、

语言
、

眼光始终将焦点聚集于某一 人 物 的 内 心 状

态
,

尤其是人物的潜意识
、

幻觉
,

而不再是

以群体为中心
。

戏剧化小说如《肥皂 》虽然也

以人物的内面意识为中心
,

但呈现方式却是

外显的
,

即从对他的语言
、

动作的从旁观察

中呈现
,

而心理小说却把人物的幻觉
、

玄想
、

梦境
、

潜意识这些内隐的
、

不为旁人所知的

精神现象直接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

而与戏剧

化小说相似的那些外现的场景
、

对话
、

动作
、

表情在功能上往往是为了映衬或反衬那些不

为人知的心理现象 在明确的意识层与不明

确的意识层
、

在外在的现象与内在的本质
、

在旁知的叙述眼光与全知的叙述眼光
、

在外

在的史诗的现实与内在的人物精神世界
、

在

听得见的声音和语调与内心不由自主的
、

听

不见的声音和语调等多层次的复合结构中
,

构成多重的喜剧性的矛盾对比或反语结构
,

而作品所要表达的内在的真实不是一般地呈

露于外部动作或场景 中
,

而是深藏在人物的

隐在意识流动里
,

小说的题 旨则体现在 由内

外之别而形成的反语结构里
。

以第三人称叙述人物的内在世界必然导

致实际叙事过程中人称体系的不一致
,

在非

人称的叙事体系中势必隐藏着人称体系
。

罗

兰
·

巴尔特在《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 》中指

出
“

严格意义上的叙述 或叙述者的代码

同语言一样
,

只有两个符号体系 人称体系

和非人称体系
。

这两个体系不一定利用与人

称 我 和非人称 他 有关的语言记号
。

譬

如
,

可能有些叙事作品
,

或者至少有些插 曲
,

是以第三人称写的
,

而作品或插 曲的真正主

体却是第一人称
” , “

实际上
, , 奇怪得很

,

‘

心理状态
’

也不可能只用一个人称体系来表

达
。

原因是
,

如果整个叙事作品只用一个话

语主体
,

或者如果大家愿意
,

都是言语行为
,

那么人称的内容就会受到威胁
。

所指 对象

的 心理上的人称与语言上的人称没有任何

关系
,

语言上的人称一向不用性情
、

意向或

外貌特征来说明
,

而只用它在话语 中 规定

的 地位来说明
” ⑨

。

鲁迅的心理小说始终坚

持非人称体系
,

但叙述部分的第三人称是稳

定的
,

而人物心理呈现的部分的第三人称却

可以替换为第一人称
。

例如《弟兄 》中张沛君

的梦境只有 自我辩解的一句话出现
“

我
” ,

其

他一律用
“
他

” 《幸福的家庭 》里
, “

作家
”

的

玄想部分也以第一人称出现
,

但在第一人称

言语后面总要加上“ 他想
” ,

从而保持了外部

非人称体系的统一
。

值 得 注 意 的是
,

这 些
“

他想
” 、 “ 他说

”

一面表明作家让叙事对象得

以 自行呈现的努力
,

另一面又提醒人们作者

的存在 —小说 中的内心独 白或对话尽管显

出独立的样子
,

却不能象戏剧的对话那样脱

离开作者
,

不能 自己悬在空 中 这些巧妙地

插在对话或心理活动中的附加物是一种轻而

结实的连接线
,

把人物的风格和口 吻连在作

者的风格和 口吻上
,

并使前者服从后 者 ⑩
。

比较这类心理小说人称体系的设计与 《头发

的故事 》《在酒楼上 》《孤独者 》的人称变化很

有意思
,

后者内含着双重第一人称体系
,

内

部第一人称在 自身的叙述范围内始终是明晰

的
,

而前者却竭力在人物的独白中隐去明确

的人称
,

其原因在于 后者涉及的是人物意

识范围的
、

在人物意志支配下的内容
,

而前

者却深入到人物的潜意识或幻觉之 中
,

主体
“

我 ”的意志几乎不起作用 同时
,

第一人

称小说 中的内部叙述者包含着作家自我纤解

的内容
,

第一人称必然强化小说的自我表现

性
,

而心理小说的主角 自始至终都处于叙述

一 了 一



人的冷峻的审视之 下
,

他不仅在形式上而且

在内容上都是他者的
、

非
“

我
”

的
。

心理小说人称体系的潜在的替换意味着

小说 ,
一

卜包含了不同话语主体的语言
,

从人称

角度看可分为二类四种
。

第一类是作者的叙

述
,

其中包括现实环境
、

人物外部动作的客

观叙述和对人物心理的间接描写两种 第二

类是人物的语言其中包括人物的对话
、

出声

的独白和潜意识
、

心理活动亦即无声语言两

种
。

除作家的客观介绍外
,

其它三种语言形

式分别联系着心理小说的三种主要的艺术技

巧或呈现方式 心理分析
,

内心独白
,

感官

印象
。

鲁迅的第三人称心理小说大多是喜剧性

的
,

讽刺与幽默突现出作家理 性上 的 优 越

感
。 “

喜剧的实质是生活的现象同生 活 的 实

质和使命之间的矛盾
。

在这个意义上
,

生活

在喜剧中便表现为 自我否定 ” ,

当鲁迅表现

那些离开了 自己精神天性的本体基础的喜剧

主人公时
,

他把 自己的兴趣集中于人物的心

理方面 —主观幻想的世界或者似乎存在而

实际上不存在的现实的方面
,

而作家的理性

优势总是在追寻着人物的内在不一致
“ 这一

思想与那一思想的脱节
,

这一感情和那一感

情的相互排挤
” ⑩,

人物 自觉与不 自觉的追求

与狂想总是被置于与之完全背逆
,

并使之陷

于荒唐可笑境地的现实背景
。

因此
,

尽管小

说深入到人物的意识和潜意识或无意识的变

化多端
、

异常活跃的心理领域
,

但在整体上

却始终受制于作家高度的理性范围
,

而不是

让人物的
“
意识流

”

漫无节制地流淌
。

小说结构谋篇体现出的高度理性精神突

出了叙事主体作为一个冷峻深刻的审视者与

刘析者的形象
,

与此相联系
,

小说在表现人

物的心理时
,

更多地采用心理分析的技巧
,

内心独白和感官印象在许多场合被纳入心理

分析的范畴内加以表现
。

按照
·

弗里得曼

的说法
, “

内心分析是妥把人物的印象 汇 总

在作者的叙述内
,

因此它永远也不会脱离直

接的思想和理性控制的范围
” ⑩,

这个方法虽

然直到亨利
·

詹姆斯的后期作品和普鲁斯特

的《追忆流水年华 》才完全实现
,

但早在斯汤

达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就已在一定程

度上存在了
,

因此
,

鲁迅的心理小说技巧获

益于他的现代医学知识和对弗洛伊德心理学

说的了解
,

但却并未过分地违背现实主义 专

统的文学实践
,

在鲁迅小说 中
,

心理分 析包 含 两 种 趋

向 一类热衷于通过心理分析刻划性格的轮

廓
,

说明感情与行动的联系
,

这类小说呈现

的主要是心理活动过程的起点与终点
,

作家

总是把内心生活的表现
、

而不是内心生活的

隐秘的过程置于描写的中心
, 《端午节 》

、

《高

老夫子 》
、

《弟兄 》就是如此 另一类
“

却注重

一些感情和思想如何从另一些感情和思想演

变而来
,

他津津有味地观察 一种从特定境

遇或印象中直接产生的感情
,

凭着回忆作用

和出于想象的联想力
,

如何转化为另一些感

情
,

又如何回到原先的起点
,

而且随着回忆

线索的反复更迭
,

游移不定
。

同时他又饶有

趣味地审视 一种由原始感觉产生的思想
,

如何引起另一些思想
,

而联想翩翩
,

把幻想

与真实感觉
、

未来憧憬与现实反映都融为一

体
” ,

居于描写中心的不是 心 理 过 程 的 结

果
,

不是性格
,

而是如同云霞明灭般千变万

化
、

波卷浪涌
、

闪耀不定的隐秘的心理过程

本身
,

小说的叙事方法无论是间接文体还是

直接文体都体现了一种
“

精神的速记法
” , 《白

光 》《幸福的家庭 》便是这方面的例子
。

这两奥小说在文体王的显著区别在于

前一类小说的叙述追踪着人物及其故事
,

叙

述语言服从于陈述的 目的而呈 现 出 顺 理 成

章
、

合乎逻辑的散文语式
,

而第二类小说 由

于直接表现人物转瞬即逝的微妙心理
,

因而

叙述语言也就必须从那种单线性的语法逻转

的支配下解放出来
,

语句与语句
、

词与 司之



间的逻辑关系被打碎
,

却依靠人物活跃的非

理性联想在灵活跳跃的连接中构成多层交织

的立体空间 叙述者不直接以理性的语言进

行陈述
,

却把 自己降低到舞台说明的位置
,

这样
,

小说力求在传达心理活动时能够充分

地达到一种
“

身临其境
”

和
“ 同心共感

”

的幻

觉一
一这种按照人物意识的实际变化 一即

按形成的顺序
,

而非逻辑来 说 明 它 们 的 转

变一一把不断的幻想表达出来的手法在语言

土更接近于诗歌而不接近散文
。

当然在第一

类小说里
,

作家以旁知观点进行的叙述和以

人物的心理眼光进行的叙述 中有时也包含了

那种非逻辑的语言特征
,

缎 显 著 的 例 子 是

《高老夫子 》中高尔础上课时及课后的心理幻

觉与《兄弟 》中张沛君的梦境
。

高尔础在紧张

不安的授课中忽然听得 “ 吃吃地窃笑
” , “

他

不禁向讲台下一看
,

情形和原先已经很不同

半屋子都是眼睛
,

还有许多小巧的等边三角

形
,

三角中都生着两个鼻孔
,

这些连成一气
,

宛然是流动而深邃的海
,

闪烁地汪洋地正冲

着他的眼光
。

但当他见时
,

却又骤然一闪
,

变成半屋子蓬蓬松松的头发了
” 。

这 里 的 叙

述者显然伸缩 自如 他始终控制着人物活动

的外部形态
,

但一旦进入人物的意识他立刻

在语言中隐去 自己的存在
,

因此尽管使用了

间接文体
,

人物的感官印象仍然保持了独立

的形态 从吃吃的笑声到半屋子眼睛
,

从小

巧的等边三角形到鼻孔
,

从流动深邃的海到

蓬松松的头发一一叙述为了接近感觉
,

把陈

述语言的内在逻辑转换成一个接另一个的直

接印象
,

最终呈现出消极被动
、

只受瞬间即

逝的印象约束的心理过程
。

《白光 》与《幸福

的家庭 》则把上述作品中心理描写的叙述法

发展成小说的基本结构要素
,

小说虽然也有

外在的时空环境
,

但小说的延展却完全依随

着人物心理的种种不合逻辑与事实的玄想与

变化
,

小说展示的主要是一种心理时空
,

而

人物也主要生活于这种心理时空之 中
,

因此

小说的基本结构不是建基于人物
一

比格与现买

故事的叙述之
,

而是建墓于人物的心理过

程之上或者说就是心理过程本身
,

现实时空

中的事物无非是触发人物心理转换或构成幻

觉的契机
。

对于鲁迅来说
,

这一结构特点早

在《狂人 日记 》中就已使用过
,

但这两篇作品

摆脱了新文学初创时惯用的第一人称和 日记

形式
,

使得中国现代心理小说从
“

自传
”

形态

向虚构的
、

客观化的叙述形态迈进了一步
。

《白光 》《幸福的家庭 》利用中心人物的意

识对于场景和事件的感受描写场景
,

作者不

以评论员的身份插足其间
,

也不把心理活动

的胡思乱想整理成合乎语法的句子
,

或者理

出逻辑程序
,

在人物心理过程中
,

感觉同有

意识的和半意识的思维
、

记忆
、

期望
、

感情

和胡乱联想浑然杂陈
。

但是
,

鲁迅并不是不

加控制地表现人物的易变的感情
,

这首先表

现为他总是为人物的心理流动选择一个具有

象征性的中心
,

人物的心理变化始终如旋转

的水波围绕着这个中心意识 —象征着旧式

知识分子升官发财梦想的
“

白光
”

与象征着新

式知识分子生活理想的
“

幸福的家庭
” ,

其次

则是使对人物幻觉的追踪与对现实状况的点

拨构成讽喻性对比
。

但所有这些又需妥通过

独特的文体来表现
。

这两篇小说都用间接文

体
,

但形态各异
。

在《幸福的家庭 》中
,

心理

独 白与叙述者的叙述
、

心理幻觉与真实状态

常常截然分开 虽然也有例外的情况
,

其手

段是在人物内心的直接语言 的 两 端 括 以 引

号 而《白光 》则用第三人称的独 白来记录思

想
、

情绪和印象
,

这样
,

人物的
“
音调

”

与叙

述者的
“

音调
”

由于这种间接文体而惑人耳目

地表现为某种似乎
“
语调

”

一致的
“

整体感 ”

小说末尾以空行隔开的叙述是个例外
,

但

细心的读者不难从隐蔽的不谐和音和语调变

化中分辨出人物与叙述者的不同态度
。

这两

篇小说显示了鲁迅对人物心理变化的规律与

节奏的把握
。



但是
,

心理小说中叙述人的权威是极其

有限的
,

一旦深入心理领域本身
,

梦境
、

幻

觉
、

内心独 白
、

感觉印象总是 自行呈现
。

在

这种状态下
,

小说呈现
“

无我
”

状态
,

间接文

体依飒的不是叙述者的叙事逻辑
,

而是人物

的实际心理进程
。

但是
,

心理过程在小说中

呈现的这种
“
无我性

”
不是否定了创作过程中

创作主体的存在
,

恰恰相反
,

对于
“

时时解

剖别人
,

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

己 ” ⑩的鲁迅来说
,

这种
“
无我

”
的心理分析

正显示着作家的自我深省和不倦地观察自己

的努力
。 “

更无情面地解剖我 自己 ”

是鲁迅艺

术才华的根本特点之一
,

这不仅表明他十分

重视在自己身上研究人类精神生活的奥秘
,

而且显示了本文已多次提及的那个深刻的人

生一哲学一创作的原则 一切都与
“

我
”

有

关
。

这种关于人的知识之所以珍贵
,

不仅由

于它使鲁迅能够描绘出那些人的思想内在活

动的画面
,

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给了鲁迅

一个牢固的基础
,

能据以全面地研究人的生

活
,

透视人物性格和行为动机
、

激情和印象

的冲突
。

人称与非人称叙事的交织

较之前两类小说
, 《明天 》和《阿 正传 》

在叙事形式 七呈现了人称体系的明显变化和

语调上的不一致 《明天 》的非人称叙事中插

入了第一人称的评论
, 《阿 正传 》则由第一

人称的全知叙事人转向非人称叙事
,

而这种

人称变化伴随着语调由冷静
、

客观到热情
、

主

观的变化
,

叙事人与人物之间的显在差距逐

渐缩小
,

在某些场景描写中
,

叙事人与人物

在细微的内心感觉上甚至趋于 同一
。

尽管小

说的第一人称叙事人由幕后而至幕前或由幕

前而至幕后
,

但他不同于第一大称叙事小说

中的叙事人
,

对于故事而言他始终是局外的

传达媒介
,

即便抹去他的人称特点也不会影

响小说的基本内容
,

因此
,

这类小说的基本

人称体系仍然是第三人称
,

小说 中
“ 我

”

的出

现对整个叙事过程而言只具偶然意义
。

然而
,

从另一个角度说
, “

我
”
的出现又是和小说的

叙事人在叙事过程中的介入程度相联系的
。

其特点是由客观的或如同传统说书人的那种

社会上普遍公认观点的一般评价
,

转变为主

观的或体现作家个人的体验与感受的描写和

评论
。

按照普实克的观点
,

这两种态度正标

志着中国小说中传统叙事模式与现代叙事模

式的重大差别
,

而鲁迅将两者汇于一体
,

显

然体现着小说叙事形式正处于变化和过渡的

阶段
。

《明天 》描写单四嫂子在儿子宝儿死亡前

后的一天的经历与感觉
,

夜病
、

晨诊
、

回家
、

死亡
、

死后等五个场景前后接续
,

场景描写

主要借助于单四嫂子的眼光和心理感觉
,

因

此
,

初读时并不感到叙述者的深刻存在
,

他

的偶而的评论恰恰使人觉得叙述者与人物之

间存在无法逾越的鸿沟
,

在前两个以空行隔

开的章节中一连三次出现了
“

单四嫂子是一

个粗笨女人
”的语句

,

显然强化了这种感觉
。

然而
,

当同一语句以第一人称形式出现在最

后一个场景时
,

叙述者与人物在内心感觉上

几乎趋于同一
,

以致冯雪峰感到单四嫂子对

于空虚与寂寞的感受 “ 也表现了鲁迅 自己的

一种痛苦的经验
” ⑩,

甚至可以说
,

对单四嫂

子心理感觉的描绘和关于 “ 暗夜为想变成明

天
,

却仍在这寂静里奔波
”

的象征性描写 ,

隐喻着鲁迅“ 反抗绝望
”
的人生哲学

,

与作家

相契合的叙事人与人物之间的俨然鸿沟变得

混沌不清以至难以截然分开
。

小说这样描写

单四嫂子在宝儿葬后的寂寞与空虚

,’
· ·

⋯他定一定神
,

四面一看
,

更觉

得坐立不得二屋 子不但大静
,

而且也太

大了
,

东西也大空了
。

太大的屋子四面

包围着他
,

太空的东西四 面压着他
,

叫
〕



他瑞气不得
。

他现在知道他的宝儿确乎死了 不

愿意见这屋子
,

吹熄 了灯
,

躺着
。

他一

面哭
,

一 面想 想那时候
,

自己纺着棉

纱
,

宝儿坐在身边吃茵香豆
,

瞪着一双

小黑眼睛想了一 刻
,

便 说
, ‘

妈 爹 卖

馄饨
,

我大了也卖 馄 饨
,

卖许 多许 多

钱
,

—我都给你
’ 。

那时候
,

真是连纺

出的棉纱
,

也仿佛寸寸都有意思
,

寸寸

都活着
。

但现在怎么了 现在的事
,

单四

嫂子却实在没有想到什 么
。

—我 早 经

说过 他是粗笨女人
,

他能想出什 么呢

他单觉得这屋子太静
,

太大
,

太空罢了
。 ”

间的距离逐渐接近
,

伴随着叙述由讲述到描

写的基本发展过程
,

叙事人的权威性逐渐缩

小
,

而恰恰是在小说叙事的客观 化 或
“
无 我

化
”

的过程中
,

创作主体的心理结构反而在小

说中愈趋鲜明
,

以至第九章描写刑车上的阿

的心理幻觉时
,

你已经感到这不是人物
,

而是作家自身在承担和体验死亡的恐怖

从形式上看
, “

我
”

的插入性评语仍然是想表

明叙事人与人物的距离
,

但
“
太静

,

太大
,

太空
”

的感觉却象弥漫飘逸的雾把叙述者
、

人

物与景物奇异地搅在一起
。

《阿 正传 》的 显 著 特 点 是 它 的
“

双 重

性
” ,

受害者与害人者 —人物的二重性
,

喜

剧性与悲剧性 —艺术风格的二重性
,

传统

说书人的技巧与现代小说技巧 —叙事方式

的二重性
,

而前两个二重性正是在两种截然

不同的叙事方式的独特融合与变化的过程中

呈现出来
。

小说原是为晨报副刊的
“

开心话
”

栏 目的连载而写
,

中途却被孙伏园编入
“

新文

艺 ”栏 目
,

这一变化显然是和鲁迅
“
渐渐认真

起来
”

的创作态度和 由此而引起的叙 述 方 式

的变化相契合的 ⑩
。

从叙事观点看
, 《阿 正

传 》是在全知观点的基本设定下 自由地 转 换

视角 叙述人直接出面的议论和讲述
,

特殊场

景与对话的客观的
、

戏剧化的呈现
,

人物眼

光中的客观世界
,

群体 未庄人 眼光中的人

物行状
,

角色内心的意识
、

潜意识
、

梦境和

幻觉 ⋯ ⋯在这种 自由转换中隐藏着某种有规

律的趋向 叙事人的主观色彩逐渐消解于客

观描写之中
,

由全知叙事人的高高在上
、

近

于幽默和嘲讽的语调造成的叙事人与人物之

“ 阿 于是再看那些喝采的人们
。

这刹那 中
,

他的思想又仿佛旋风似

的在脑里一 回旋 了
。

四年之前
,

他曾在

山脚下遇见一 只饿狼
,

永是不近不远的

跟定他
,

要吃他的 肉
。

⋯ ⋯ 他 可 是 永

远记得那狼眼睛
,

又凶又怯
,

闪闪的像

两颖鬼火
,

似乎远远的来穿透 了他的皮

肉
。

而这 回他又看见从来没有见过的更

可怕的眼睛了
,

又钝又锋利
,

不但已经

咀嚼了他的话
,

并且还咀嚼他皮肉以外

的东西
,

永是不远不近的跟他走
。

这些眼睛们似乎连成一气
,

已经在

那里咬他的灵魂
。

‘

救命
, ⋯ ⋯

’ ”

与吃人
、

死 亡相联系的
“

又凶又怯
”

的眼睛
,

“

连成一气
” 、

咬啮灵魂的无法躲避的痛楚感

觉 这几乎是鲁迅世界中最使人惊心动魄的

独有意象
。

《狂人 日记 》中的一系列
“

眼睛
”

构

成的吃人意象可无论矣
,

鲁迅对往事的追忆

似乎更为恐怖
“

我幼小的时候 ⋯ ⋯常常旁听

大大小小男男女女谈论洋鬼子挖眼睛
。

曾有

一个女人 ⋯ ⋯据说她 ⋯⋯亲见一罐盐渍的眼

睛
,

小螂鱼似的一层一层积叠着
,

快要和罐

沿齐平了 ” ,

而据鲁迅考证
, “

小螂鱼
”

的意象

最初来 自 城庙宇中的眼光娘娘
,

有眼病者

前去求祷
,

愈
,

则用布或绸做眼睛一对
,

挂

神完上或左右
,

状如小螂鱼
。
⑩“

小螂鱼
”

的阴

暗意象其实是中国文化的
“

结晶
” 。

鲁迅在漫

长的人生经验中淤积起的
“ 眼睛

”
意象

,

竟在

不通文墨
、

毫无 自知能力的阿 心 中唤起超



越肉体感觉之外的啮人灵魂的痛楚与恐怖
,

这说明了什么呢 这不正说明鲁迅的感觉与

阿 的感觉在叙事中竟趋于同一 不正说明

此时的鲁迅已沉潜于阿 的灵魂之中并以 自

己的敏感来承担阿 的痛苦 不正说明小说

的叙事过程中已如此鲜明地呈现着创作者灵

魂的悸动

普实克在《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导论 》中

曾论证 中国的文学传统中有着两个分枝
,

一

枝是文人文学
,

另一枝是以说书人为代表的

民间文学
。

《阿 正传 》正是在文人文学与说书人文

学之间获得了某种平衡的典范性小说
。

小说

的叙事形式既保留了说书人文学的特点
,

又

显示了作家个人的那种主观的
、

抒情的
、

对

现实所持的思想认识和情感态度
。

它一方面

超越了个人的经验范围
,

虚构地创造出完全

非己的人物形象
,

涉猎中国近代历史事实的

广阔生活领域
,

用通俗活拨的“ 引车卖 浆者

流
”

的文体论列中外古今之事
,

甚至
“

陈独秀

办了《新青年 》提倡洋字
,

所以国粹 沦 亡
”

和

有
“

历史癖与考据癖
”

的胡适 之 及 其 门人 等
“
当代

”

生活中的人与事也被信手拈来地写进

小说
。

另一方面
,

这篇小说正如前文所述
,

又深刻地体现了作家个人的独特人生感受和

他对客观世界所作的思想感情评价
。

然而
,

这样一种个人性的内容对小说的渗透必然形

成对传统说书人叙事形式的挑战和改造
,

这

在小说叙事过程的叙事人的功能变异中表现

得尤为明显
。

小说第一章的序基本上是叙述

人关于
“

传
”

的散漫的独白
,

类似于说书人在

等待陆续到来的听众时的滑稽幽默又未进入

正文的叙述
,

其中的旁征博引和介绍虽然已

托出了阿 的生活状貌
,

但幽默调侃的语调

显然突出了叙述人的权威地位
。

第二
、

三章
“

优胜纪略
” 、 “

续优胜纪略
” ,

虽然其中的故

事也有隐约可见的时间顺序
,

但总体的效果

却是静态的
,

共时的
,

即叙事人组织起一系

列并无因果联系的事件说明 阿 的
“

精 神 胜

利法
” ,

这种
“

举例式
”

的写法显示出叙事人作

为组织要素的基本功能
,

却没有推动故事情

节 自身的发展
。

从第四章起
,

恋爱的悲剧
,

生计问题
,

从中兴到末路
,

革命
,

不准革命

直至第九章大团圆
,

各章的故事情节呈现出

内在的逻辑发展
。

但即便在第四章
,

传统说

书人的叙事技巧仍然是基本的方法
,

叙述者

关于
“

胜利者
”
和关于男人对于女人在历史上

的作用的跳出故事之外的散漫议论
,

显然是

征引着普遍性的社会道德观念
,

而内中所含

的论争性的反语意味对故事而言毕竟又属插

入性的
。

叙事的语气显示了叙事人高高在上

的地位
“
我们的阿 却没有这样乏

” , “
我们

不能知道这晚上阿 在什么时候 才 打 蔚
” ,

“我们虽然不知道他曾蒙什么明 师 指 授 过
”

—
“我们

”

引导的句子使叙述显得象是说书

人在与听众对话
,

或者对听者讲述
。

然而
,

从

第五章生计问题起
,

小说中就不再出现这样

的句式和叙述人随意插入的议论
,

场面描写

而非讲述 的成份大大增强
,

叙述者的功能

发生了很大变化
,

故事基本上是从人物的观

点 如第五章基本上是从阿 的观点看
,

第六

章从中兴到末路基本上以未庄人的眼睛作视

角 或客观的戏剧化场景呈现出来
,

叙述者隐

于幕后
,

而那种超越的
、

高高在上的地位却动

摇了
,

人们可以感到叙述者的个人情感正在

被激动起来
,

并渗入画面 直到第九章大团

圆
,

作家通过阿 的心理感觉与目光观察打

量 自己面临的困境和周围的人物
,

先是表现

对话中的语义误解
,

继而就出现了 文引述

的阿 的心理幻觉 —咬他灵魂的饿狼的眼

睛
。

显然
,

伴随着小说表现方式的客观化趋

势
,

伴随权威的直接出面的叙事人的消失
,

那种真正富于个性的悲剧情感反而越加鲜明

地突现出来
。

经过这样一个变异过程
,

当叙

述人再次出面讲述故事的尾声时
,

叙述语调

已与前几章的议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更加

一 一



客观而不带主观偏见
,

却完全失去了高高在

上的轻松与幽默

“

至于舆论
,

在未庄是无异议
,

自然

都说阿 坏
,

被枪毙更是他的坏的证据

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 而城里的舆论

却不佳
,

他们多半不满足
,

以为枪毙并

无杀头这般好看 而且那是怎样的一个

可笑的死囚呵
,

游 了那 么久的街
,

竟没

有唱一句戏 他们白跑一趟了
。 ”

那种鲁迅久久体验的深入骨髓的寂寞
、

孤独

与悲愤
,

那种对于民众的不觉悟
、

麻木的精

神状态的痛切感受
,

以至那种由此而生发出

的对于先觉者命运的隐忧
,

竟那样不着痕迹

地浸透了这几句似乎是客观陈述的话语
。

从

这个意义上说
,

《阿 正传 》的叙事过程
,

又

是把叙述者从高高在上的优势位置上拖入作

品的内在世界的过程
。

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是 《明天 》与《阿

正传 》的第一人称并不以 自身的心理 状 态 展

现作家的精神历史
,

而在前述的几类小说中

第一人称 自身总是体现着某种 自我表现性
。

尤其是在《阿 正传 》中
,

主观精神最深刻的

体现恰恰是在严格非我的人物身上
,

这个人

物与
“
我

”
的距离由于

“
我

”

的权威性而深深地

烙在读者心里
。

在这两篇小说中
,

主观精神

形成了对客观叙事对象的强有力的渗透
,

却

并没有破坏叙事对象的真实客观的品性
。

从

这个角度说
,

鲁迅小说不仅是认识的现实主

义
,

而且是渗透了主观精神的现实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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