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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性质的写作创新探求
!!!论余华$莫言小说中戏仿手法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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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本文以中国当代知名作家余华和莫言作品中的戏仿手法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先锋作家选择戏仿的原因和文学史背

景#在后现代主义和新现代主义文化里!戏仿是消解颠覆传统和经典的艺术游戏#中国的先锋作家们使用它进行创新的文

学艺术实验,探求新的小说叙述方式#戏仿手法的运用反映出作家们在社会转型期的心理变化!求新求变的文学追求!以及

西方后现代主义对中国当代作家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戏仿&技巧实验&文本实验&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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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仿$

G,*(L

<

%!是指作者在体裁形式特点上的

种种夸张性模仿!其特征往往表现在体式与文字,结

构,主题等多方面的不相符!戏仿便是夸大种种特

征!使不同文体在一同并置中产生一种不和谐的感

觉*

#

+

#戏仿是一种前提性写作!也就是说在该文本

之前已有一个示范性文本#戏仿的前提有两个"一

是传统的经典体裁穷尽了现实生活的多种可能!生

活现实发生的事实超过了我们的写作!倒是现实可

能模仿艺术!模仿失去了意义!因此不必模仿生活!

而是模仿过去生活的写本!因此可以称戏仿为模仿

中的模仿#二是原创已经枯竭!我们不必坚持从现

实生活中原创!可以在模仿中创新!所以戏仿一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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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过去的经典#而被模仿的对象可以是经典文

本!可以是传统文体!也可以是经典的语言#

一"余华"莫言的戏仿策略

先锋派出现在
W"

年代末这样一个社会经济和

大众文化都日新月异,急剧变化的年代!他们试图以

新的视角表达对那个时代的独特感受#在快速发展

变化的中国!精英文化遭到质疑#此时发展起来的

先锋派文学作家!更加愿意使用荒诞叙事,滑稽模

仿,抒情反讽等表达方式!接近后现代主义#先锋派

作家大胆地进行文学创作技巧的实验!对传统小说

的固定模式进行改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余华

和莫言的作品!他们都追求小说表达的创新性!进行

文字游戏!对经典文学体裁或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

话语进行了戏仿#

余华在先锋派作家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

他的作品呈现出很强的颠覆意图!所以他使用戏仿

是一种创新的尝试#余华的作品/鲜血梅花1从故事

的腥风血雨到武林人物的冤冤相报!从鲜血梅花剑

到武林仇杀!都是对古典武侠小说的戏仿!是他尝试

着对古典文学经典文体的解构#在大多数的武侠小

说中!'复仇(是作家百写不厌的现象!子女为长辈复

仇!是儒家思想中'孝(的体现!/鲜血梅花1讲述的就

是侠客阮海阔为父报仇的故事#阮海阔成年后在母

亲的授意下行走于江湖黑白两道!寻找杀父仇人#

但由于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被仇人杀死!没有感同

身受的仇恨!他好像对仇人恨不起来!寻仇的动机感

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消减#从传统价值观看

来!在传统武侠小说中为父报仇是武林侠客必须完

成的任务!但阮海阔并未经历父亲的被杀!母亲告知

他一切!并要求他一定要替父报仇#他其实是有仇

无恨的!他带着母亲的要求浪迹天涯!竟然渐渐喜欢

上了这种流浪的生活!有时竟忘记了自己的使命!传

统的武侠小说复仇模式在此被冲击和颠覆#当阮海

阔仇敌已被别人杀死时!不是欣喜若狂!而是若有所

失!因为他越来越钟爱的江湖漂泊生活就要结束了#

没有仇恨的复仇本身毫无意义!武侠小说中的必然

与因果被消解得荡然无存了!剩下的只是一个因复

仇而存在的符号#余华以戏仿向我们揭示了被传统

武侠掩盖了的历史和现实的另一种可能性#这种戏

仿让读者深切地感受到命运无常和现实的不确定

性!从而实现了对文本的颠覆和叙事技巧的创新#

余华的另一个作品/古典爱情1!从小说的命名

上我们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十足的模仿文本!是对

古典爱情小说才子佳人的模式的戏仿#小说写一个

叫柳生的书生上京赶考!遇到小姐惠!两人一见钟

情!私定终生#但当柳生落榜后再到这座城市!原来

的小姐惠家府院已经颓败!惠失踪不见了#三年后!

柳生在一个大荒之年再度赴京赶考!又经过这座城

市!看到的是饿殍遍地!'菜人市场(人吃人的惨象#

他走进到一个小店时!发现小姐惠正被买家肢解!他

花钱解救了曾经的爱人!这是'英雄救美(#小姐惠

虽然认出了柳生!但终因伤势过重而死去#中国古

典言情小说的经典模式是才子佳人两情相悦!会有

阻力和波折!但终究会在一起的大团圆的结局#小

说前半部分也具有古代言情小说的要素"赴京赶考

的穷书生!美貌多情的富家女!俏皮热心的小丫环!

一如/西厢记1和/牡丹亭1#但随着阅读的深入!读

者会发觉很多不合传统的地方"首先柳生虽然是多

次赴考!但并没有很强烈的仕途之心&对小姐惠的爱

情!也并不显得非常执着!始终半温不火&娇贵的富

家小姐在饥荒之年居然被家人抛弃!沦为'菜人(&小

姐惠如杜丽娘般起死回生!又毫无征兆地离去#通

篇都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神秘感!笼罩在宿命论之中!

读者看不到想要的'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结局#余华

以一个现代人的视角重新对所谓的'古典爱情(进行

诠释!从中窥视另一种不同与传统的价值观念与精

神意蕴#这是余华的爱情小说的新的写法!是他所

理解的爱情的又一种可能性!是对历史的真实进行

的新的阐释#

余华的作品/河边的错误1!有着传统公案小说

与现代侦探小说的模式和表征#一个小镇里!放鹅

的么四婆婆在河边被残忍杀害!刑警队长马哲负责

这起凶杀案#仔细排查后发现嫌疑最大的是么四婆

婆收养的疯子!有目击者看到他出现在河边!还拿着

一把斧头#所有的证据都指向疯子!但因为法律却

不能制裁精神病人!没有及时逮捕疯子!后来一个男

人和一个小孩也在河边以同样方式遇害#小说结

尾!为了不让疯子继续杀人!刑警队长马哲开枪打死

了疯子!他却被当成疯子送进精神病院#故事就这

样结束了!整篇小说没有完整合理的侦探犯罪故事

情节!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有疯子疯狂的杀人和

冷酷无奈的现实#余华就是如此打破常规!砸碎了

本来环环相扣的因果链条#在这篇小说中!证人的

话是真实的可没有人相信!疯子杀人不必负法律责

任!刑警队长杀了罪犯却不得不装疯!最终进了精神

病院#法律在某些时候不得不使人面对尴尬的人生

处境#这篇小说找不到侦探小说的要素!不给读者

合理的解释!只有侦探小说的空壳!从而成为彻头彻

尾的戏仿#

先锋小说家中的另一位代表作家莫言!在自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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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说中也多次使用戏仿的手法!同样使他的作品

读起来新奇而震撼#比如小说/酒国1就是一个戏仿

文本!是对侦探小说的戏仿#传统的侦探小说一般

具备四个基本要素"曲折的情节,暗藏的悬念,故事

的高潮和震撼的结局!作者大都会设置悬念或伏笔!

最大程度勾起读者好奇心和探究欲望!最后巧妙揭

开谜底告之答案!让人恍然大悟!原来如此#读者的

阅读预期就是正义的一方胜利!罪恶的一方失败!案

情真相大白#然而在/酒国1里!莫言用戏仿的手法

彻底颠覆了侦探小说的常规模式#小说的主线是侦

查员丁钩儿奉命前去酒国市侦查婴儿消失的案件!

但他一入酒国!就如同深陷迷宫#应顾不暇的酒宴

饭局神秘诱惑的女人!荒唐的经历最终使他神经错

乱!栽进了粪坑#读者的阅读期待落空了!丁钩儿完

全不是传统侦探小说的大英雄!本应智勇双全的侦

探变成了软弱无能沉迷酒色的糊涂虫#至始至终对

案情的调查,推理都毫无逻辑可言!让人越读越困

惑!人物设置明显是反崇高反英雄的后现代主义人

物特征#而小说的另一条线!文学爱好者李一斗写

的短篇小说其实是莫言对现代汉语小说各类文体和

主题的戏仿!莫言借李一斗的胡乱写作!展现的'严

酷现实主义('妖精现实主义(等等!实际上是戏仿了

二十世纪
W"

年代后期相继出现在中国的文坛的各

个流派和写作手法!比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革命

现实主义和寻根文学,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意识

流,魔幻现实主义&写实,戏谑,反讽,解构,黑色幽默

等等!莫言是想借此嘲弄那段历史时期中国文坛的

轻浮和混乱#中国文坛在短短的十几年里!经历了

西方一个多世纪的各种文学思潮!所以学习借鉴多

流于表面#莫言通过戏仿'酒学博士(李一斗的文学

创作过程!表达了对中国作家在社会转型期创作的

担忧和反思#

余华和莫言都通过戏仿来颠覆传统文学体式!

进而挑战传统的价值观念#但是他们只是颠覆着,

解构着!并没有试图重建新的价值观!他们实验着新

的文学写作技巧!探索叙事的多种可能性#正如作

家刘桂茹的评论"'故事的程式完全偏离惯常的逻

辑!在各种夸张的反讽的情节中!原有的4故事套路3

成为被嘲笑的对象(

*

!

+

#余华和莫言不约而同选择

对经典文学体裁的戏仿!体现了先锋派作家追求创

新和突破的实践精神!以及寻求文学创作表达新方

式的先锋意识#

二"余华"莫言的文本实验

戏仿!作为一种后现代主义精神!它同样体现了

作家对语言观念的反动#最早提出余华使用戏仿辞

格的是学者赵毅衡!他认为余华的小说使用了'亚文

类的颠覆性戏仿(!但'文类颠覆的目的是价值观的

颠覆(&同时'余华的小说指向了控制文化中一切的

意义活动的原语言(

*

#

+

#余华的小说/古典爱情1从

语言到叙事对传统的叙事方式进行了颠覆与消解#

其中有这段戏仿才子佳人小说的语言"'不知不觉

间!柳生来到绣楼前#足下的路蓦然断去!柳生抬头

仰视#绣楼窗棂四开!风从那边吹来!穿楼而过#柳

生嗅得袭人的香气#此刻暮色徐徐而来!一阵吟哦

之声从绣楼的窗口缓缓飘落#那声音犹如瑶琴之

音!点点滴滴如珠落盘!细细长长如水流潺潺#随香

风拂拂而下!随暮色徐徐散开#柳生也不去分辨吟

哦之词!只是一味在声音里如醉一般!飘飘欲仙(

*

&

+

#

优美的文言语言读起来很美!但之后随着情节的发

展!随着余华对经典文学模式的拆解感觉更像对传

统叙述方式的戏仿与嘲弄#

莫言的小说/酒国1整体上看是对侦探小说的戏

仿!婴孩宴上的对某领导的吹捧是对文革语言的戏

仿!'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唤起我们对金部长

的敬仰!一种多么亲切的情感啊#想想吧!就是从这

穷困破败的村庄里!冉冉升起一颗照耀酒国的酒

星(

*

B

+

#在/透明的红萝卜1中!小石匠和刘副主任的

对话十分诙谐!小石匠说"'刘副主任!刘太阳!社会

主义优越性嘛!人人都要吃饭#黑孩家三代贫农!社

会主义不管他谁管他-(刘副主任听完开始训话!'为

了农业学大寨!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八字宪法水是一

法!没有水的农业就像没有娘的孩子!有了娘!这个

娘也没有奶子!有了奶子!这个奶子也是个瞎奶子!

没有奶水!孩子活不了!活不了也象那个瘦猴(

*

F

+

#

这一段似是而非的训示!故作严肃!其实是戏仿了意

识形态话语的虚假性和游戏性!瓦解了貌似权威的

话语方式#

莫言的另一篇小说/蛙1中透过'我(的姑姑...

一位在基层工作了六十年的乡村妇科医生的语言"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

有计划的增长22!('计划生育是国家大事!人口不

控制!粮食不够吃22家难富强#我万心为国家的

计划生育事业!献出这条命!也是值得的(

*

C

+

#把计

划生育戏仿成真刀真枪的革命斗争!使其看来有些

像闹剧#莫言在小说/红高梁家族1中有大量的语言

戏仿的运用!如"'我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热爱#

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仇恨!长大后努力学习马克

思主义!我终于悟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

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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倩!陈少锋"实验性质的写作创新探求

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

*

$

+

#莫言频繁

地使用形容词'最(!是对崇高化的革命语言的戏仿#

正如巴赫金所说"'把他人话语作为文化符号引入自

己的文本#引入话语和结构!其目的是为自己的个

性命题服务(!'许多不赞成他人话语方式以及这种

方式所表达的他人意识的作家!正是利用他人话语

的结构形式来表达自己完全相反的命题(

*

W

+

#

三"选择戏仿的原因

!"

世纪的最后二十年!中国文学随着改革开放

与西方文化的频繁交流中!出现了转型的高潮#标

志性的历史事件是
#%WF

年
%

月到
#!

月!美国杜克

大学弗雷德里克0詹姆逊教授在北京大学进行了为

期四个月的演讲#

#%WC

年!詹姆逊教授的著作/后

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1出版!引发了文化批评界的

'后现代(热潮#

#%WF

年先锋派小说异军突起!先锋

小说家们受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敢于挑战

文学经典!大胆地进行语言实验!选择戏仿手法来表

达自己对文学和人生的思考#后现代主义对文学经

典的态度就是对文学经典的戏仿,改写甚至颠覆#

戏仿具有充分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气质!自然成为后

现代主义的重要表现手法#戏仿在这个时侯出现在

中国文坛并大放异彩是必然的!它是一种具有后现

代意义的生存状态!一种哲学思维方式!一种新的文

化精神#

发展了几千年的文学传统和浩如烟海的文学作

品使先锋小说家认识到!文学创作很难再另辟蹊径!

写出很新的东西#文学的母题和主要的创作风格在

文学史初创时期就已经成型了!能想得出的桥段情

节都在前人的创作中出现过!创新是非常困难的#

独创一种风格!对于现时代的小说家来说可能性微

乎其微#这样一种局面并没有导致先锋小说家的悲

观和放弃#已有的作品,模式和表达!是后代小说家

拥有的资源!写作也可以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

一种资源配置操作#有效地使用这些资源!对过去

的文学文本和语言表达进行戏谑性改写是一种创

新!实现了传统文学资源的再生!而戏仿正是整合这

些资源的有效手段#戏仿手法的运用最大的贡献在

于发掘了新的文学资源!让读者重新认识文学经典,

重新审视文学传统!打破对文学的固有概念!改变阅

读习惯!拓展文学思维#

四"戏仿的写作意义

戏仿'不是虔诚地景仰经典!相反!戏仿使用种

种浮夸的方式破坏经典#从民间的幽默,文类的退

化到小说写作!戏仿始终保持了这样的基本涵义"通

过滑稽的曲解模仿既定的叙事成规#于是!既定的

叙事成规之中的意识形态由于不伦不类而遭受嘲

笑!自行瓦解(

*

%

+

#戏仿手法是在模仿中加进调侃或

反讽!表面看一本正经!实际是一出闹剧!借助文本

内部的张力把'经典(颠覆!把英雄从神坛上拉下来!

还原成普罗大众的一员!从而挑战了文学的崇高性

和审美性#同时通过不同程度的语言文本创新实

验!改变小说叙述的游戏规则!用戏仿和反讽手法来

表述自己的哲学思想#颠覆是余华和莫言戏仿小说

最根本的意义和内在的本质所在!即一开始故意模

仿传统小说的叙事方式!然后在写作的过程中颠覆

这种方式#总之他们的小说在叙述形式上的探索!

以及由此体现出来的创造性!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求

变创新!而且表达了他们对人和世界独特的理解!不

再执着于旧式的小说模式!为读者敞开了一个崭新

的视野#

戏仿并非抄袭!虽然它的主角类似已成功的一

篇文章的主角!它的故事情节也很大程度上配合着

另外一个故事!但它最终的目的是破坏性颠覆性的

模仿#'所有作家都再现他的前辈(!阿根廷文豪博

尔赫斯曾做如是说#作家在写作中不可避免地会借

鉴取法前人的作品!自觉不自觉地模仿他人!严肃也

罢!戏谑也罢#互文性是文学作品的本质特征!互文

实践是文学存在的基本方式之一#戏仿使作家们和

读者们在戏谑中发现经典的复杂性!使文学传统在

当代写作中焕发新的魅力和生命力#在多元的文学

形势下!戏仿成为先锋小说家们的宠儿!是有其必然

性的#'它使人们不再囿于对伟大艺术家的景仰!也

不再拜倒在经典作品的崇拜中!摆脱了传统阅读的

审美疲劳!具有4先锋性3和4实验性3特征(

*

#"

+

#好

的戏仿作品!在对神圣的嘲弄和对经典的戏谑中!在

仿文与原文之间!让阅读者体会到了两种不同的美

学感受和与众不同的阅读快感!给中国的文学实践

带来了新的元素#后现代文化告诉人们!一切文学

经典都可以被重新评估!一切都以自我欲望的表现

为宗旨!拥有了一份不再沉重的时尚记忆#嬉戏性,

调侃性本身就是后现代话语的又一特征!用轻松的

语气消解历史的沉重和现实的无奈!呈现出闹剧式

的甚至荒诞的精神气质!'戏仿(成了后现代的时髦#

戏仿写作因为手法不拘一格!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所

以它能最深刻最直接地暴露经典传统的问题#也有

人认为最好的戏仿也不如原文!站在不同的角度看

这是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类别!经典范本是一种!而

对它的戏仿是另一个文本#在不同时代各自承担不

同历史作用!并不存在进化论或取代关系#使用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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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写作可以说是对作家智力的考验!因为戏仿总是

针对过去的文学经典!或者对名家名篇下手!或对现

实敏感现象下手!而且戏仿一般是反讽的,辛辣的,

批评性的!没有足够的智力控制它!把握好尺度!便

真的成滑稽了#在这一点上余华和莫言用他们精深

老到的创作能力和敢为天下先的创作精神确实是做

得很好了#戏仿虽然是滑稽模仿!但几乎所有戏仿作

家骨子里都是极为认真的!把戏仿当成批判社会人生

的武器#余华和莫言都是具有高度自觉意识的先锋

作家!在他们的戏仿文本中!我们既看到了作者高深

的创作技巧!同时也窥见了他们博大的精神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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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仅将女性的命运,女性的生存状态作为关注的重

点!而是将眼光放到'中国的凡人(的生存状态上#

站在更广阔的视角来关注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在这

片土地上的中国凡人面对兵荒马乱所做出的艰难而

又大义的选择#

另外!铁凝也为我们描写了一系列独特的人物!

西贝梅阁!一个正直花季的少女!因信奉宗教而被家

人和周围人视为异类!但是她有着自己的想法和对

这个世界的认识!最终死在日本人的抢下#瞎话!也

是铁凝提供给文学史的一个独特形象!瞎话的瞎话

不是作者警示后人的工具而是一种乡村的幽默#他

做对付日本人的支应局长!是最合适不过的!他瞎话

中的实话和实话中的瞎话幽默这笨花人!最终以对

侵略者的瞎话和'好刀快(!结束了他的一生!也圆满

了他的一生!他的民族尊严与中国人的英雄气概让

我们振奋不已#西贝二片!作者对其着墨不多!甚至

刚读到这个人物时会对他有着不好的印象!他天生

的残疾和对于年轻妇女的调戏让人对他敬而远之!

但他对于西贝梅阁的关怀和最后壮烈的行为以足以

慰藉这片广袤的土地#而文中的另一特殊人物小袄

子...大花瓣的女儿!则是作者刻画的问题人物!可

以说是作者留给我们的一个问题!也可以说是对我

们的提醒!提醒我们在女性意识不断觉醒和成熟的

同时!依然有像小袄子这样的女性存在#作者为我

们提供这一系列的特殊人物形象!向我们展示在民

族大义面前这群普通的乡土小人物的选择!他们着

墨不多!却个个鲜活生动#

无论是对历史事件的叙述上还是对于人物形象

的塑造上铁凝都采用了一种超越性别!超越个人的

方式处理#让每一个事件的发生都有其发生的理

由!都有其方式!作者的价值判断不在作品中显现!

向喜有向喜存在的理由!向桂有向桂的理由!大花

瓣,小袄子有他们自己的生活轨迹!作者最终也没有

按照自己的意愿强行进行改变#作者就是用日常生

活细节的描写!更加温婉的语气!缓缓为我们讲述在

历史风云中这一群平凡的中国乡人世俗烟火中的情

趣!用四季农事的更换来表现风云历史的变迁!用命

运的颠沛流离的选择体现人性,人情之大美!让封闭

的笨花村与外界历史风云的变幻联系在一起!让社

会历史和个人心灵融为一体!让我们感受中国乡土

人的人情美!作为人的真,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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