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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英国女作家多丽丝· 莱辛凭着八十年的人生阅历和对人类文明的深刻思考，在《玛拉和丹恩历险
记》中描绘了数千年后的世界图景。
大多数以未来为题材的小说都将目光瞄向外层空间或乌托邦式的科技盛世，虚构出一个令现代人羡慕
的更高文明；而莱辛的小说正相反，未来世界仿佛又回到了洪荒时代。
读《玛拉和丹恩历险记》，就仿佛在聆听一位睿智的老人用一生的经历来探讨人类的一个永恒主题：
生命。
小说貌似简单的叙事手法在西方文坛标新立异的浪潮中显得清新而自然。
在当代社会政治、权力和信仰的一片喧嚣之中，莱辛以未来的灾难警醒人类，不要再对意识形态方面
的次级关怀进行无休止的争执，而应该关心决定地球生命得以延续的初级关怀：环境、食品、温暖、
自由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爱。
　　下一次冰川来临之后，整个北半球为冰雪覆盖，人类只能居住在赤道附近和低纬度的狭小范围内
。
整个非洲大陆一片干涸。
小说的主人公玛拉和丹恩姐弟俩是大陆南端莫洪迪部族的王室后代。
玛拉七岁时，占统治地位的莫洪迪人与被统治的石人发生战争，从此她和弟弟失去父母，背井离乡，
更换了姓名和身份，逃到石人村落与一位名叫戴玛的莫洪迪老妇相依为命。
种族之间的仇恨使姐弟俩备受欺凌，而自然环境的恶劣和兽类的凶野更使他们的周围危机四伏，险象
环生。
干旱由南方向北方蔓延，玛拉和丹恩随人群向北方有水的地区迁移。
一路上他们不断地遇到恶人、政变、巨龙、毒蝎。
在大陆中部，丹恩成了阿格尔人的将军，而玛拉则被迫成为敌对阵营中的女谍。
但他们凭着执着的求生渴望和真挚的姐弟深情终于到达了北方，并且抑制了姐弟之间对乱伦性爱的渴
望，最终与各自的爱人过上了伊甸园般的生活。
　　在这样一部构思奇妙、情节跌宕起伏的小说中，莱辛表达了她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和担忧。
小说充满了各种神话原型。
无伦是流亡的主题、初级关怀的回复，还是取自《圣经》的隐喻，都验证了加拿大文论家诺斯洛普·
弗莱的一个重要观点：神话是文学创作的源泉和基本结构。
其次，小说运用隐喻的手法，以几千年后的非洲暗示人类的今天，指出人类的潜在危险在很大程度上
是由人类本身造成的。
小说对现代文明既有肯定的一面，如对飞行器、太阳能装置和艺术的赞叹；又有批判的一面，如对赌
博、嫖娼、战争、种族怨恨的针砭和对科学技术负面效应的预言。
　　莱辛的这部小说对现代社会淡薄的初级关怀进行了尖锐化的处理。
弗莱曾通过分析虚构的故事和其中的隐喻与神话之间的关联，阐释了神话的功能，即神话作为虚构故
事的总汇，通过隐喻表达了人类的初级关怀，例如“对食物、住房、性关系、生存、对摆脱奴隶制后
获得的人身自由，对摆脱苦难后获得的欢乐表现出的关怀”。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次级关怀，例如对社会权威、等级制度和宗法秩序、阶级差别的重视逐渐取代
了初级关怀的主导地位。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醉心于机器的发明、新大陆的发现、社会秩序的破立，以及对自然的改造。
二十世纪作为人类飞跃发展的一个阶段，既是有史以来科学成就最为巨大的百年，也是科技对生存环
境破坏最大的百年。
到新世纪的开端，人类不得不将初级关怀重新作为首要的考虑对象。
　　莱辛的小说突破时空的界限，以文明的倒退来警醒现世。
在小说中，令人感触最深的一个意象是“渴”的意象。
小说一开始，就呈现了大陆干涸的景象。
玛拉被囚禁在密不透风的石屋里，受到干渴的折磨，当好不容易得到的水被弟弟打翻在地的时候，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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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折磨最为剧烈。
后来，在出逃的途中，他们遇到了洪水，便不顾生命安危跳进渐涨的水里嬉戏，因为在他们看来，水
就是生命。
到了石人的村落，水依然奇缺，在这种情况下，女孩子求美的天性被无限期地搁置起来了。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的人物并不因此而悲观厌世，万念俱灰;相反，他们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
，因为一场暴雨的来临而欣喜若狂。
其中的原因在于，他们并不知道，在几千年前的地球上，水一度被认为是不可枯竭的资源而遭到挥霍
浪费。
而现世的读者在阅读时却深知两个世界的反差。
因此，小说中的人物越是显得屈服于大自然，小说对现世的震撼就越大。
　　在小说里，初级关怀的另一个对象是自由。
自从莫洪迪人与石人开战以后，玛拉和丹恩就逐渐失去了自由。
石屋里的囚禁奠定了开篇的基调，丹恩的心理也因石屋里恶人的脸庞而产生变态的恐惧，以致于长大
后每次看到与之面容酷似的人，都无意识地回到童年的痛苦之中。
姐弟俩来到大陆中部的切罗普城。
一度作为主宰者的莫洪迪人沦为了哈德隆人的奴隶，玛拉因避免成为哈德隆人的生殖工具而四处躲藏
，而丹恩则继续受到“同面人”的恐吓。
在丹恩藏身的塔楼上，小说的发展到了一个转折点。
玛拉勇闯虎穴，寻找弟弟，显示了非凡的胆量；而丹恩则杀死了自小以来一直如恶梦般索绕于心的“
同面人”，在心理上渐渐克服了恐怖症。
逃离切罗普城后，他们继续为生存和自由北上，在历经被俘、兵役和战乱等磨难后，终于在大陆的北
端找到了自由。
　　初级关怀中有一点在莱辛的小说里是缺失的，那就是对性关系的渴望。
与现代人的想法相反，性在玛拉的心目中是极其可怕的东西，因为在没有避孕手段、生存都难以保障
的条件下，妇女的怀孕就意味着死亡。
玛拉初潮时，戴玛就警告她，从此要特别当心男人两腿中间的那个东西。
从此，玛拉就对男人产生了莫名的恐惧，甚至当她偶然看到弟弟丹恩成熟的裸体时，第一反应也是逃
跑。
那时候，人的生殖能力很低下，所以性的唯一功能就是生育后代，有生殖力的男人和女人都不可避免
地成为了生殖工具，而靠性维系的婚姻关系也因此而变得淡薄与脆弱。
　　《玛拉和丹恩历险记》可以满足不同层次的阅读需要。
对于消费性的读者，这部小说情节曲折、场面惊险，能充分调动读者的感受和想象力。
对于带有批评意图的读者，它同样是一个丰富的文本，为多角度的接受和阐释提供了可能性。
任何出色的作品都允许出现不同角度的阐释，读者也会对作品产生各方面的疑问。
例如，作者将小说的背景设定在一万多年后处于冰川时代的非洲大陆，这是出于何种考虑？
小说与《圣经》等欧洲经典有相似之处，但为什么“玛拉”的女性形象要比“丹恩”的男性形象显得
高大？
文明是否会呈现间断的发展态势？
如果我们参照一下解构主义的理论，就可以发现德里达和巴尔特等人的思想可以成为解读《玛拉和丹
恩历险记》的新媒介，进而解答小说中的一些深层问题：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消解、二元对立的消失以
及西方传统的权力话语所面临的挑战。
　　莱辛在《玛拉和丹恩历险记》中描绘了宗教中心被消解之后世界所呈现的洪荒、野蛮的图景。
全篇的人物都失去了信仰的支撑，取代宗教的精神支柱是生命的本能。
以基督教为主的欧洲宗教中心给人类一个承诺，即对上帝的敬畏可以带来宽恕和福音。
但是，在一万多年以后，读者看到的并不是伊甸园的回归，而是遍地干涸，满目疮痍。
《玛拉和丹恩历险记》中的恐怖场景进一步强化了信仰破灭的荒原意象。
人们因为疫病而纷纷倒毙街头，动物在路上袭击人类，撕咬尸体，到处是糜烂的残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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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水，没有衣物，如果不是玛拉和丹恩两个年轻的生命带来的一线生机，整部小说就只能呈现出令
人窒息的末日图景。
上帝不见了。
这种描述与德里达对救世主存在的怀疑不谋而合。
德里达曾写道：“来自救世主的希望，所有圣书性形态，甚至期待规定可能的所有形象都被禁欲所抹
消。
”把某种对未来的许诺等同于注定要到来的未来，这种思想就是宗教的核心所在，也是德里达要消解
的一种确定性。
《玛拉和丹恩历险记》中的叙事说明了《圣经》作为“书”的概念正在终结，《圣经》的宗教外延正
在削弱，而作为一个“本文”，作为西方文学的源头，《圣经》仍源源不断地为后世的创作提供叙事
和人物原型。
　　莱辛的小说成功地瓦解了基于种族优越论的欧洲中心主义。
首先，小说的背景设置在非洲。
这一点，作者并没有明确地表现出来，但是，“Ifrik”这样一个地名很容易让读者联想到如今的
“Africa”（非洲）；另外，这个大陆在地球上的位置以及南北半球和海洋的分布也有助于使读者相信
故事就发生在上万年以后的非洲。
小说里描述的欧洲已经荒废了。
人们找不到伦敦、巴黎、慕尼黑，这些现代都市不是被工业文明的若干问题毁灭了，就是被气候的恶
化抹消了。
其次，现代文明也消失了，人们只能根据以前遗留下来的衣物、破损的飞行器和沉入水底的城市来想
象曾经的辉煌。
西方是现代文明的发源地，在机器工业文明的时代中，它的确走在非西方世界的前列。
法治的完善、科学的发达、机器的日趋尖端化，这些无疑是西方中心论的论据所在。
但是，一味地用自然科学的理论来解决人类社会的问题，这显然也有很大的局限性。
对技术的盲目信任导致人类丧失了与自然形成的和谐共处的关系，人际关系也丧失了温情。
第三，现代性宣扬的人种论也失效了。
欧洲的传统就是为保持血统的纯正而不惜近亲联姻，导致了宫廷的家族遗传病。
而玛拉和丹恩拒绝为保持王室种族的纯洁而进行的姐弟乱伦，而是各自与不同种族的爱人结合在了一
起。
　　《玛拉和丹恩历险记》对现代文明采取了批判的态度。
首先，生存环境的恶化引起初级关怀的回复。
在小说中，气候的变化使北半球陷入严寒，而南半球则到处是沙漠。
人们纷纷向北方有水源的地方迁徙。
除了满足人们生存需要的初级关怀以外，一切其他事物都失去了合法性。
二十世纪以来，工农业用水和城市的生活用水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水源不足。
海洋污染进一步加剧了水资源的危机。
《玛拉和丹恩历险记》开篇就呈现了“渴”的意象，这种意象逐渐从生理上的感觉转变为生理和心理
的双重感觉，并贯穿小说的始终。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权力、归属感均显得苍白无力，因此初级关怀的回归消解了以秩序为核心的现
代文明。
其次，初级关怀得以回归正是人们滥用次级关怀的结果。
军备竞赛、奢侈的生活、无休止的掠夺式开发使能源消耗殆尽，现代文明失去了生存的根基。
因此，在莱辛的小说中，人类许多的科技发明都成为了无用的东西。
例如，小说中有一种叫“空中飞掠器”的东西（sky-skipper），它实际上就是今天的飞机，但是在没
有能源的时代，这种装置只能以非常可笑的方式得到使用：人们必须将它人工运到山顶上，再让它滑
翔下山。
二十一世纪伊始，世界著名的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和“空中客车”生产商对未来飞机发展方向进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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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前者希望飞机能进行亚音速飞行，而后者希望飞机能有更庞大的机身。
可是，莱辛提醒我们，一旦能源耗尽，所有这些文明的骄子都将成为无用的废铁。
“现代性”是西方社会自近代启蒙以来一直具有的一种关于人类社会历史进步的观念。
现代性给人类的生存状况造成了许多重大问题，因此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现代性已经成为了一种压迫和
压抑的根源。
莱辛的小说体现了后现代思维对现代文明的反思，德里达等人正是在这种反思的基础上试图消解文化
与自然之间主体/客体的对立，反对作为现代性哲学基础的知识论和本体论。
　　多丽丝·莱辛的《玛拉和丹恩历险记》用隐喻与现实相结合的手法，大量吸收神话的因素，在未
来的图景中影射了当今的问题。
克隆技术将造成人类丧失个性身份的危险；滥杀动物将导致物种的灭绝；而科技的负面效应——污染
则会带来基因突变，使地球上遍布异形。
人类如再不摒弃贪婪、争权夺势、种族偏见等恶习，《圣经》中对埃及的惩罚也会再次降临。
不过，作者的态度也不是一味的悲观。
在小说的结尾，玛拉和丹恩终于和各自的爱人团聚在伊甸园般的农场上，时值收获的金秋，玛拉和丹
恩的妻子基拉都孕育了新的生命。
此刻正是北半球的春天，隔海望去，冰川正在消融，新的文明是否又将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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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玛拉和丹恩历险记》是多丽丝·莱辛晚年转向幻想小说题材中一部最新力作。
玛拉和丹恩是非洲某国的公主和王子，在一场战争中成为孤儿，得到族人的救助，隐姓埋名，在干旱
地带的村落中长大。
随着旱情和沙化的不断加剧，姐弟俩被迫踏上逃亡之旅，演出了一场冰川纪《出埃及记》。
他们历尽磨难，终于来到沿海的某块绿地，开始安居并重建文明。
作者以大家手笔糅合奇幻想象，是幻想小说的文艺性和科幻性完美结合的新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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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1919- ）　四十年来被尊为女权偶像人物的英国文学老祖母，与伍
尔芙并称“双星”。
　　数次获诺贝尔文学奖和布克奖提名。
　　1919年出生于伊朗，幼年度过了一战后有如毒气弹下的生活。
　　十五岁因眼疾辍学，改以自修方式遍读文学，后来做过电话接线员、保姆、速记员等。
　　曾两次结婚并离异，1949年携幼子移居英国，全部家当是皮包中的一部小说草稿。
该书不久以《野草在歌唱》为题出版，使莱辛一举成名。
　　1962年，代表作《金色笔记》推出，作为极易引起争议的鸿篇巨制，成为其摘得诺贝尔奖桂冠的
最充分理由。
　　1999年，莱辛创作了深受新一代青年读者喜爱的史诗般的预言(寓言)小说《玛拉和丹恩历险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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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作者的话　　去年夏天的某一天，我的儿子彼得·莱辛到我的房间告诉我，他刚刚从收音机里听
到一个故事，讲的是一对从小就沦为孤儿的兄妹俩，他们经历了各种险境和磨难，后来过上了幸福的
生活。
这是欧洲最古老的故事。
"你为什么不写一写这一类的故事呢？
"他建议说。
"真是够巧的，"我说，"我现在写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而且都快写完了。
"　　这样的事在家里时有发生，而在实验室里则可能不会那么经常出现。
　　《玛拉和丹恩历险记》是在一个古老的故事基础上重新编写的。
这样的故事不仅欧洲有，世界上其他文化里也有类似的故事。
　　本书的故事发生在未来，地点是艾弗里克洲（取非洲的谐音）。
　　冰川纪覆盖了整个北半球。
　　对北半球将会被埋藏在数英里之厚的冰层下的说法，不止我一个人会感到不寒而栗，这并不是由
想象中的冷风造成的，因为我们都坚信生存的可能，认为那样的情况不会发生，因此也就不愿意过多
思考灾难以免减弱自己的信心；我们之所以不寒而栗是因为想到，几千年后，我们的后代也许会说："
在一万二千年的冰川间隔期中，曾经存在一段人类发展的历史，从原始蛮荒发展到高度文明。
"--我们曾经极力保护的所有文明、语言、城市、技术和发明、农场、花园、森林、小鸟及野兽，将在
漫长的历史中变成一句话或一段描述。
不过，这个间隔可能是一万五千年，或者长一些或者短一些，因为专家们说：下一个冰川纪已经该到
了，可能一年后开始，也可能还要过几千年。
　　《玛拉和丹恩历险记》这本书通过想象，试图描述冰川纪重来、生物向低纬度地区转移时所发生
的一些事。
我们过去的经历帮助我们设想未来的画面。
在以往冰川纪最恶劣的时期，地中海干涸了。
在暖和的间隔期里，冰向高纬度撤退，背井离乡的尼安德特人从南部返回，山谷中虽然还有些寒意，
但重又焕发了生机。
如果他们没有把旅居看做是无奈的流亡，他们又为什么总是在气候转暖的时候返回呢？
　　也许尼安德特人就是我们真正的祖先，他们向我们展示了我们自身令人惊奇的多样性及适应气候
和环境的能力，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忍耐力。
我喜欢想象他们在以自己丰富的冰川经验指导我们应对即将到来的皑皑冰山。
　　1998年4月　　代译序　　神话与隐喻(代译序)　　严志军　　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凭着八十
年的人生阅历和对人类文明的深刻思考，在《玛拉和丹恩历险记》中描绘了数千年后的世界图景。
大多数以未来为题材的小说都将目光瞄向外层空间或乌托邦式的科技盛世，虚构出一个令现代人羡慕
的更高文明；而莱辛的小说正相反，未来世界仿佛又回到了洪荒时代。
读《玛拉和丹恩历险记》，就仿佛在聆听一位睿智的老人用一生的经历来探讨人类的一个永恒主题：
生命。
小说貌似简单的叙事手法在西方文坛标新立异的浪潮中显得清新而自然。
在当代社会政治、权力和信仰的一片喧嚣之中，莱辛以未来的灾难警醒人类，不要再对意识形态方面
的次级关怀进行无休止的争执，而应该关心决定地球生命得以延续的初级关怀：环境、食品、温暖、
自由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爱。
　　下一次冰川来临之后，整个北半球为冰雪覆盖，人类只能居住在赤道附近和低纬度的狭小范围内
。
整个非洲大陆一片干涸。
小说的主人公玛拉和丹恩姐弟俩是大陆南端莫洪迪部族的王室后代。
玛拉七岁时，占统治地位的莫洪迪人与被统治的石人发生战争，从此她和弟弟失去父母，背井离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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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了姓名和身份，逃到石人村落与一位名叫戴玛的莫洪迪老妇相依为命。
种族之间的仇恨使姐弟俩备受欺凌，而自然环境的恶劣和兽类的凶野更使他们的周围危机四伏，险象
环生。
干旱由南方向北方蔓延，玛拉和丹恩随人群向北方有水的地区迁移。
一路上他们不断地遇到恶人、政变、巨龙、毒蝎。
在大陆中部，丹恩成了阿格尔人的将军，而玛拉则被迫成为敌对阵营中的女谍。
但他们凭着执着的求生渴望和真挚的姐弟深情终于到达了北方，并且抑制了姐弟之间对乱伦性爱的渴
望，最终与各自的爱人过上了伊甸园般的生活。
　　在这样一部构思奇妙、情节跌宕起伏的小说中，莱辛表达了她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和担忧。
小说充满了各种神话原型。
无伦是流亡的主题、初级关怀的回复，还是取自《圣经》的隐喻，都验证了加拿大文论家诺斯洛普·
弗莱的一个重要观点：神话是文学创作的源泉和基本结构。
其次，小说运用隐喻的手法，以几千年后的非洲暗示人类的今天，指出人类的潜在危险在很大程度上
是由人类本身造成的。
小说对现代文明既有肯定的一面，如对飞行器、太阳能装置和艺术的赞叹；又有批判的一面，如对赌
博、嫖娼、战争、种族怨恨的针砭和对科学技术负面效应的预言。
　　莱辛的这部小说对现代社会淡薄的初级关怀进行了尖锐化的处理。
弗莱曾通过分析虚构的故事和其中的隐喻与神话之间的关联，阐释了神话的功能，即神话作为虚构故
事的总汇，通过隐喻表达了人类的初级关怀，例如"对食物、住房、性关系、生存、对摆脱奴隶制后获
得的人身自由，对摆脱苦难后获得的欢乐表现出的关怀"。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次级关怀，例如对社会权威、等级制度和宗法秩序、阶级差别的重视逐渐取代
了初级关怀的主导地位。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醉心于机器的发明、新大陆的发现、社会秩序的破立，以及对自然的改造。
二十世纪作为人类飞跃发展的一个阶段，既是有史以来科学成就最为巨大的百年，也是科技对生存环
境破坏最大的百年。
到新世纪的开端，人类不得不将初级关怀重新作为首要的考虑对象。
　　莱辛的小说突破时空的界限，以文明的倒退来警醒现世。
在小说中，令人感触最深的一个意象是"渴"的意象。
小说一开始，就呈现了大陆干涸的景象。
玛拉被囚禁在密不透风的石屋里，受到干渴的折磨，当好不容易得到的水被弟弟打翻在地的时候，这
种折磨最为剧烈。
后来，在出逃的途中，他们遇到了洪水，便不顾生命安危跳进渐涨的水里嬉戏，因为在他们看来，水
就是生命。
到了石人的村落，水依然奇缺，在这种情况下，女孩子求美的天性被无限期地搁置起来了。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的人物并不因此而悲观厌世，万念俱灰;相反，他们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
，因为一场暴雨的来临而欣喜若狂。
其中的原因在于，他们并不知道，在几千年前的地球上，水一度被认为是不可枯竭的资源而遭到挥霍
浪费。
而现世的读者在阅读时却深知两个世界的反差。
因此，小说中的人物越是显得屈服于大自然，小说对现世的震撼就越大。
　　在小说里，初级关怀的另一个对象是自由。
自从莫洪迪人与石人开战以后，玛拉和丹恩就逐渐失去了自由。
石屋里的囚禁奠定了开篇的基调，丹恩的心理也因石屋里恶人的脸庞而产生变态的恐惧，以致于长大
后每次看到与之面容酷似的人，都无意识地回到童年的痛苦之中。
姐弟俩来到大陆中部的切罗普城。
一度作为主宰者的莫洪迪人沦为了哈德隆人的奴隶，玛拉因避免成为哈德隆人的生殖工具而四处躲藏
，而丹恩则继续受到"同面人"的恐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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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丹恩藏身的塔楼上，小说的发展到了一个转折点。
玛拉勇闯虎穴，寻找弟弟，显示了非凡的胆量；而丹恩则杀死了自小以来一直如恶梦般索绕于心的"同
面人"，在心理上渐渐克服了恐怖症。
逃离切罗普城后，他们继续为生存和自由北上，在历经被俘、兵役和战乱等磨难后，终于在大陆的北
端找到了自由。
　　初级关怀中有一点在莱辛的小说里是缺失的，那就是对性关系的渴望。
与现代人的想法相反，性在玛拉的心目中是极其可怕的东西，因为在没有避孕手段、生存都难以保障
的条件下，妇女的怀孕就意味着死亡。
玛拉初潮时，戴玛就警告她，从此要特别当心男人两腿中间的那个东西。
从此，玛拉就对男人产生了莫名的恐惧，甚至当她偶然看到弟弟丹恩成熟的裸体时，第一反应也是逃
跑。
那时候，人的生殖能力很低下，所以性的唯一功能就是生育后代，有生殖力的男人和女人都不可避免
地成为了生殖工具，而靠性维系的婚姻关系也因此而变得淡薄与脆弱。
　　《玛拉和丹恩历险记》可以满足不同层次的阅读需要。
对于消费性的读者，这部小说情节曲折、场面惊险，能充分调动读者的感受和想象力。
对于带有批评意图的读者，它同样是一个丰富的文本，为多角度的接受和阐释提供了可能性。
任何出色的作品都允许出现不同角度的阐释，读者也会对作品产生各方面的疑问。
例如，作者将小说的背景设定在一万多年后处于冰川时代的非洲大陆，这是出于何种考虑？
小说与《圣经》等欧洲经典有相似之处，但为什么"玛拉"的女性形象要比"丹恩"的男性形象显得高大？
文明是否会呈现间断的发展态势？
如果我们参照一下解构主义的理论，就可以发现德里达和巴尔特等人的思想可以成为解读《玛拉和丹
恩历险记》的新媒介，进而解答小说中的一些深层问题：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消解、二元对立的消失以
及西方传统的权力话语所面临的挑战。
　　莱辛在《玛拉和丹恩历险记》中描绘了宗教中心被消解之后世界所呈现的洪荒、野蛮的图景。
全篇的人物都失去了信仰的支撑，取代宗教的精神支柱是生命的本能。
以基督教为主的欧洲宗教中心给人类一个承诺，即对上帝的敬畏可以带来宽恕和福音。
但是，在一万多年以后，读者看到的并不是伊甸园的回归，而是遍地干涸，满目疮痍。
《玛拉和丹恩历险记》中的恐怖场景进一步强化了信仰破灭的荒原意象。
人们因为疫病而纷纷倒毙街头，动物在路上袭击人类，撕咬尸体，到处是糜烂的残骸。
没有水，没有衣物，如果不是玛拉和丹恩两个年轻的生命带来的一线生机，整部小说就只能呈现出令
人窒息的末日图景。
上帝不见了。
这种描述与德里达对救世主存在的怀疑不谋而合。
德里达曾写道："来自救世主的希望，所有圣书性形态，甚至期待规定可能的所有形象都被禁欲所抹消
。
"把某种对未来的许诺等同于注定要到来的未来，这种思想就是宗教的核心所在，也是德里达要消解的
一种确定性。
《玛拉和丹恩历险记》中的叙事说明了《圣经》作为"书"的概念正在终结，《圣经》的宗教外延正在
削弱，而作为一个"本文"，作为西方文学的源头，《圣经》仍源源不断地为后世的创作提供叙事和人
物原型。
　　莱辛的小说成功地瓦解了基于种族优越论的欧洲中心主义。
首先，小说的背景设置在非洲。
这一点，作者并没有明确地表现出来，但是，"Ifrik"这样一个地名很容易让读者联想到如今的"Africa"（
非洲）；另外，这个大陆在地球上的位置以及南北半球和海洋的分布也有助于使读者相信故事就发生
在上万年以后的非洲。
小说里描述的欧洲已经荒废了。
人们找不到伦敦、巴黎、慕尼黑，这些现代都市不是被工业文明的若干问题毁灭了，就是被气候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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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抹消了。
其次，现代文明也消失了，人们只能根据以前遗留下来的衣物、破损的飞行器和沉入水底的城市来想
象曾经的辉煌。
西方是现代文明的发源地，在机器工业文明的时代中，它的确走在非西方世界的前列。
法治的完善、科学的发达、机器的日趋尖端化，这些无疑是西方中心论的论据所在。
但是，一味地用自然科学的理论来解决人类社会的问题，这显然也有很大的局限性。
对技术的盲目信任导致人类丧失了与自然形成的和谐共处的关系，人际关系也丧失了温情。
第三，现代性宣扬的人种论也失效了。
欧洲的传统就是为保持血统的纯正而不惜近亲联姻，导致了宫廷的家族遗传病。
而玛拉和丹恩拒绝为保持王室种族的纯洁而进行的姐弟乱伦，而是各自与不同种族的爱人结合在了一
起。
　　《玛拉和丹恩历险记》对现代文明采取了批判的态度。
首先，生存环境的恶化引起初级关怀的回复。
在小说中，气候的变化使北半球陷入严寒，而南半球则到处是沙漠。
人们纷纷向北方有水源的地方迁徙。
除了满足人们生存需要的初级关怀以外，一切其他事物都失去了合法性。
二十世纪以来，工农业用水和城市的生活用水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水源不足。
海洋污染进一步加剧了水资源的危机。
《玛拉和丹恩历险记》开篇就呈现了"渴"的意象，这种意象逐渐从生理上的感觉转变为生理和心理的
双重感觉，并贯穿小说的始终。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权力、归属感均显得苍白无力，因此初级关怀的回归消解了以秩序为核心的现
代文明。
其次，初级关怀得以回归正是人们滥用次级关怀的结果。
军备竞赛、奢侈的生活、无休止的掠夺式开发使能源消耗殆尽，现代文明失去了生存的根基。
因此，在莱辛的小说中，人类许多的科技发明都成为了无用的东西。
例如，小说中有一种叫"空中飞掠器"的东西（sky-skipper），它实际上就是今天的飞机，但是在没有能
源的时代，这种装置只能以非常可笑的方式得到使用：人们必须将它人工运到山顶上，再让它滑翔下
山。
二十一世纪伊始，世界著名的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和"空中客车"生产商对未来飞机发展方向进行论争
，前者希望飞机能进行亚音速飞行，而后者希望飞机能有更庞大的机身。
可是，莱辛提醒我们，一旦能源耗尽，所有这些文明的骄子都将成为无用的废铁。
"现代性"是西方社会自近代启蒙以来一直具有的一种关于人类社会历史进步的观念。
现代性给人类的生存状况造成了许多重大问题，因此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现代性已经成为了一种压迫和
压抑的根源。
莱辛的小说体现了后现代思维对现代文明的反思，德里达等人正是在这种反思的基础上试图消解文化
与自然之间主体/客体的对立，反对作为现代性哲学基础的知识论和本体论。
　　多丽丝·莱辛的《玛拉和丹恩历险记》用隐喻与现实相结合的手法，大量吸收神话的因素，在未
来的图景中影射了当今的问题。
克隆技术将造成人类丧失个性身份的危险；滥杀动物将导致物种的灭绝；而科技的负面效应--污染则
会带来基因突变，使地球上遍布异形。
人类如再不摒弃贪婪、争权夺势、种族偏见等恶习，《圣经》中对埃及的惩罚也会再次降临。
不过，作者的态度也不是一味的悲观。
在小说的结尾，玛拉和丹恩终于和各自的爱人团聚在伊甸园般的农场上，时值收获的金秋，玛拉和丹
恩的妻子基拉都孕育了新的生命。
此刻正是北半球的春天，隔海望去，冰川正在消融，新的文明是否又将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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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的代表性力作　　一部预言未来的《奥德赛》史诗，人类
最终能否找到回家的路？
　　她以史诗般的女性经历，以怀疑、热情与想象的力量来审视一个分裂的文明。
　　——诺贝尔委员会　　一切文明尽成废墟后，唯有人性中爱的力量支持我们继续前行。
　　“我受到了震撼，不得不创作了这部小说。
”　　——多丽丝·莱辛　　当代女作家中的祖母级人物多丽丝·莱辛晚年转向幻想小说题材。
以大家手笔糅合奇幻想象，莱辛的幻想小说成为文艺性和科幻性完美结合的新典范。
　　《玛拉和丹恩历险记》是其中一部最新力作。
小说讲述在未来社会，因环境破坏导致冰川纪重临，文明毁灭。
北半球冰封地底，南半球沙暴肆虐。
幸存的人类生活如同原始部落人，远古的文明对他们来说只是历史残迹里遥不可及的神话。
玛拉和丹恩是非洲某国的公主和王子，在一场战争中成为孤儿，得到族人的救助，隐姓埋名，在干旱
地带的村落中长大。
随着旱情和沙化的不断加剧，姐弟俩被迫踏上逃亡之旅，演出一场冰川纪《出埃及记》。
他们历尽磨难，一路北行，终于来到沿海的某块绿地，开始安居并重建文明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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