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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先锋的姿态与隐在的症候——多维理论视野中的当代先锋小说》一书共分十三章，主要探讨了先
锋小说的文学场域：开放与制约；精神图谱：意义的消解与生成；叙述策略：虚构实验与寓言化风格
；开辟虚构疆土的先锋：马原；传统氤氲熏陶下的先锋：苏童；反抗与飞翔：女性作家小说中的先锋
品质；先锋的乡土激情：阎连科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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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云生，生于1963年。
内江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1985年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学士，后获四川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文学硕士。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四川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
1986年开始从事中国当代文学课程教学和科研。
1990年至199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访学。
先后在《求索》、《当代文坛》、《红岩》等专业研究刊物、文学刊物上发表论文二十多篇。
现承担多项省、院级人文重点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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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发展轨迹：崛起与渐进　　本章将当代广义的先锋小说放在历史过程中进行描述。
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前先锋时期是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一批艺术上活跃的中年作家，如王蒙、茹志鹃等，率先引进
、借鉴与吸收西方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但这批作家创作的深层次还是传统的现实主义的。
在一些更年轻的现代派作家那里，小说已经有了先锋的反抗性，不过它虽然有着存在主义的外衣，但
其思想边界都在“新启蒙主义”现代性思想范围之内。
先锋小说从其艺术实践上说，主要是由“文化寻根”和现代主义两股思潮交汇而成的。
它是以一种文学形式带动的精神突围和逃逸，以新艺术观完成了文学主题的转换，这种转换既有1980
年代中期变化不定的政治环境的塑形，也有新时期以来，文化发展的自身逻辑，这种形式化的转向有
历史选择的决定性因素。
1986年是先锋文学开始走向鼎盛的时期。
这时期出现的文化“寻根”小说和“现代派小说”都具有当时所称的“先锋”的特征，与“现代派小
说”、“文化寻根”小说对于精神气质、文化更多的关注不同，批评家确认并广为接受的先锋小说的
创作有着更为鲜明的“文体”实验色彩。
小说的“虚构性”、小说叙述方法论的意义和变化全面影响了人们对小说的理解。
马原在1984年发表了《拉萨河的女神》后，紧接着残雪、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北村等作家的
作品也给中国当代文坛以巨大的冲击。
这场先锋小说运动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初。
1990年代先锋小说开始进入转型期，在前期叙事探索中注重形式的作家转向存在经验式的描写，整体
风格更接近日常生活，写实性增强。
同时也出现了一批新锐先锋，这批“新生代”注重瞬间存在感觉，以欲望代替一切的消解写作，从价
值建构上已经丧失了先锋小说的那种普遍性的带有终极关怀性质的精神维度，其文化创造的正面意义
十分可疑。
1990年代最大的文学收获之一，是一批大胆而先锋的女作家创作出的带有明显女性主义色彩的作品。
总的来说，先锋小说带来的审美转型已经影响了更多作家，他们或许不再有激进张扬的姿态，但贡献
了更有分量的先锋之作。
　　第一节前先锋期：反抗的心声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奋力追求着国家的全面现
代化。
在这伟大的历史变革之际，国家民族的现代激情和焦虑在文学中得到了迅速的呼应。
同时，西方各种现代哲学、现代主义文艺思潮、文学流派继二、三十年代之后再一次大量地涌进中国
，对当代中国文坛产生着强烈的冲击与震撼。
极大地影响了既有的文学观念、文化创作及理论批评。
在新时期文学中，追求与现代世界同步的文学形态被表述为文学发展的时代主流。
与“过去”彻底“决裂”，完成“文学现代化”成为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主要焦虑和努力方向。
徐迟在《现代文化主流》中提出，我们将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并将出现我们的现代派思想感
情的文学艺术。
他主张把现代派的思想、观点和艺术手法应用于社会主义文学创作，把现代主义作为我国文艺发展的
方向来提倡。
高行健在《现代小说初探》中，从现代小说文体的角度，对现代小说的构成方式、叙述角度、语言、
语体等艺术因素作出较为新鲜的阐释，对传统小说形成巨大冲击。
李陀、刘心武、冯骥才等人的通信充分表明这种主张对作家的吸引力，同时也开始了长达三年的“要
不要现代派”的论争。
这场论争大致与以下几个问题相关：第一，关于现代派文学的起因；第二，如何评价、对待西方现代
派文学；第三，关于“现代化”与“现代派”的联系；第四，关于我国文学发展的道路。
这场论争实质上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如何认识、评价“现代派”文学；二是如何借鉴西方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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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为我所用。
这促进了人们对于建立多元文学创作景观与秩序的思考与想象，深化了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认识。
这场论争，尽管没有得出激进派倡导者希望的整体方向性的结论，但是客观上扩大了现代派文学的影
响，使之获得了历史的“合法性”。
西方现代派文学终于从高尔基、卢卡契时代阶级性政治的否定中走出来，具备了汇人中国当代社会主
义文学的“合法性”。
这种“合法性”，来源于政治上的“合法性”，即西方现代文化也可以成为现代改革开放的思想文化
的组成部分之一。
　　在创作上，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一批艺术上活跃的中年作家，如王蒙、茹志鹃、宗璞、谌
容、李国文、李陀、高行健、张贤亮等。
率先引进、借鉴与吸收西方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诸如意识流、荒诞与变形、象征主义等等，尽管这
批作品只是借鉴了一些现代主义文学的表现手法和技巧，有时也多少有些西方现代派文学的非理性主
义色彩，但是从整体上看，这批作家的创作的深层次还是传统的现实主义。
　　从思想意义的角度上讲，尽管有着和西方现代派相似的“人本异化”形式，但是这批作家创作的
作品批判指向的是对于中国1949年以后愈演愈烈的极“左”政治的清算。
这批长于反思的“归来者”，把在这种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受到压抑的内心世界丰饶地展现出来。
肯定个人内在不屈的精神力量，表现出对集权化的极“左”政治压抑自我的强烈控诉。
王蒙的“意识流小说”《蝴蝶》写张思远离开山村回到部长官邸的两天时间，在主人公的内心独自、
幻觉、闪念的意识流动中，展现了他的大半生。
小说将二十年的政治风云演变与个人的生活命运沉浮紧紧相连，通过张思远婚姻家庭的变化，在不同
时期的痛苦、自责、自省和追求灵魂复归，写尽“归来者”对历史人生特有的洞察和体味。
这种对社会人生的新思考与当代主流社会思潮是一致的。
正如王蒙所说：　　“我们写心理、感觉、意识的时候，并没有忘记它们是生活的折光。
没有忘记它们的社会意义。
”“我们的意识流，不是叫人逃避改变，走向内心世界的意识流，是既爱生活也爱人的心灵的健康而
又充实的自我感觉。
”在《春之声》里王蒙有意识地“打破常规，通过主人公的联想，突破时空的限制，把笔触伸向过去
和现在、外国和中国、城市和农村”。
意识的流动，闪电般的变化，互相切入，无边无际。
作品的结尾意味深长：这列闷罐车有着一崭新的现代化车头。
这是新时代现代化历史变革中的最为典型的意象，作品是“资产阶级的艺术手法”、意识流与主流意
识形态结合的成功典范。
　　与此同时，宗璞也发表了《我是谁》、《蜗居》，谌容发表了《减去十年》、《大公鸡的悲喜剧
》。
在这些作品中，超现实主义的变形及荒诞手法进入叙事，并与人在荒诞异化的历史境域中所承受的生
存苦难以有效的呼应，作者通过那些现代叙事本身来实现创作主体对现实的隐喻化表达。
就其审美形式而言，无论是叙事的真实原则，还是故事的结构维度已经不同于以往的当代小说。
由此也意味着中国当代小说第一次现代主义运动的兴起，折射了当代文学对传统艺术思维的积极突破
。
　　在一些更年轻的作家那里，新时期政治信仰的危机则转化为一场空虚的精神旅行之后，艰难的自
我寻找。
徐星的《无主题变奏》描写了处处是充斥着的丑陋、虚伪，主人公的成长史充满着迷乱、无助、迷惘
。
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描写了令人窒息的人文环境下大学生无处躲藏又无处寻求的精神痛苦。
“‘中国的现代派’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他们的‘荒诞’工作的意义，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中国文
学的独立性，同时也宣泄了中国青年的精神文化危机。
”作品有着现代主义晦暗的精神图景、玩世不恭的荒诞嘲弄、丑恶的病态意象，构成了对“文化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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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僵化制度”和“制度化了的僵化文化”的冲击。
这批作品对极“左”僵化政治思想充满讽刺，正视个体生命的自然属性，尊重人的主体性和精神的自
由，个人不再成为权力意志支配的简单工具。
人的现实存在，包括他所有的痛苦和迷惘，作为个体不可简约的存在都具有“人”的主体性价值。
这一阶段现代派小说在意识形态上暗合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它虽然有着存在主义的外衣，但
其思想边界都在“新启蒙主义”现代性思想范围之内。
　　与“过去”彻底“决裂”的另一种方式是“去政治化”，形象的说法是“要文学甩下政治的包袱
”，追求“纯文学”。
“纯文学”成为新时期文学的最高文化想象之一，寻根文学就体现了这种努力。
在新时期笼罩的现代化狂热中，作出了一种反向的选择，它以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归附而显示出了与时
代主潮的距离，并在话语上以“晦涩难懂”的风格与激情火热的时代话语构成了巨大的反差，“寻根
文学已经自觉开始了对于现实和政治惯性的偏离，当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在现代化焦虑中徘徊时，
文学以‘向后转’的方式完成了与现实、政治主潮的背离，并真正开始了对文学主体现代化的思索以
及对独立文学品格的建树，在这里寻根文学既显示了其文化的自觉，更显示了其艺术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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