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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 #" 年代小说中充斥着生命意识的刻意书写，它们汇聚成了当代文学中壮观的生命大潮。本文对

这一生命大潮凝聚成的主题群进行分析，力图剖析当代小说中人的生命意识探索的历程和特点。!" 世纪 #"

年代小说中奏响的生命旋律，加深了文学对人自身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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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命 意 识 的 书 写
——— !" 世纪 #" 年代小说主题解读的一个侧面

!罗伟文

生命意识是文学书写的永恒主题。古今中外的文学

家穷尽其智慧探索生命的存在和奥秘，并创作了大量优

秀的作品，这些作品既是人类宝贵的思想财富，又是人

类认识自身的重要资源。而 !" 世纪 #" 年代的小说中则

充斥着生命意识的刻意书写，作家们在情感和哲理交融

的艺术世界中，细腻执着地展示着生命的深沉与博大，

它们汇聚成了当代文学中壮观的生命大潮。对这一生命

大潮凝聚成的主题群进行理性的分析，可以把他们分成

三个基本方面：一是精神生命的理性张扬，二是对生命

本体的执著探寻，三是对消极生命意识的不懈言说。!"

世纪 #" 年代小说中奏响的生命旋律，既是我们理解当

代文学“人”的主题的一把钥匙，同时也是文学对人自身

认识的深化。

一、精神生命的理性张扬

!" 世纪 #" 年代初至中期，小说对人的生命观照主

要集中在人的精神层面。这场引人注目的生命书写源于

人道主义思潮的推动，“整个新时期文学都围绕着人的

重新发现这个轴心而展开”，$ ) %刘再复在 )0#’ 年的“新时

期文学十年”研讨会上，就曾以人道主义概括截止当时

为止的文学创作的基本特征。人道主义的首要命题是关

注人，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与这一思潮相应和，文学中

喊出了“大写的人”的口号。主体的觉醒和个性的呐喊，

使人的自我获得极大的解放和突显。因此，作家们精心

建构了人的自我神话，并满怀激情地对人的生命进行了

形而上的理性思索，文学的审美视域自然集中在对有生

命的个体进行理性思考的层次上。

!" 世纪 #" 年代初至中期的小说作品，着力探讨和

张扬的主要是人的精神生命。在这类作品创造的生命世

界里，作家力图从精神的意义去认识人、表现人，从而探

寻生命的活力朝气。这种探寻有两个重要的叙述策略：

一是对死亡言说的热衷。通过对死亡本身的直接思考，

展现人们对生命的理性思索。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

谈到“生与死”时曾指出：死亡“要么留下某种生命的原

则，即某种或多或少地和灵魂相同的东西，这种原则不

仅比人，而且比一切活的机体都活得更久”$ ! %。作家们在

直面死亡时，因融进了一种生命原则而使死亡成了对生

命意义的肯定。“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便是这种生命原

则的集中体现。这种把死亡纳入生命之中，并把它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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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辉煌最终完成的思想，强调的无疑是人的生命自觉

性。梁晓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的李晓燕等“拓荒

者”，他们的死亡便给人一种精神能源，给生者以人生视

野和境界的升华，充满了精神永生的豪情。李存葆《高山

下的花环》中梁三喜、靳开来们为国捐躯，但他们是虽死

犹生的烈士，他们的精神永垂不朽。作家们对这些人物

的悲壮捐躯，赋予了一种在精神中永生的观念，表明了

作家对精神生命的激情礼赞。二是对大自然的诗意向

往。在大自然的观照下，获得生命的启示，显示生命的昂

扬。因为大自然那神秘的自然莽力，是人的生命强悍的

直接证明。一些作家在大自然宏大的背景下，塑造笔下

的人物，考验他们的意志，迸发出一种蓬勃的生命力。邓

刚《迷人的海》正是在大海的本性与人的生命天性的相

通中，试图通过大海的神秘莫测、桀骜不驯，召唤人的生

命精神。张承志《北方的河》则在北方大河的喧嚣轰鸣

中，让人感受到主人公体内奔涌着的一种永不枯竭的创

造活力，充溢着大河一般的豪情。“在他年轻的眼睛里，

黄河象北方大地燃烧的烈火，对岸山西境内的崇山峻岭

也被映红了，他听见这种神奇的火河正在向他呼唤”，表

现了蓬勃的生命活力和进取精神。《黑骏马》赞叹草原赋

予“我”的生命强力，“它拥抱着我，融化着我，使我习惯

了它并且离不开它”，在自然的生命中，确认了自我粗犷

的生命。这种探索还表现在孔捷生的大林莽、李杭育的

葛川江、刘舰平的青浪滩等一系列作品中，通过自然的

人格化，在人与自然的搏击中呈现自身的价值，展现生

命的强健。这些积极的人生精神汇成一曲壮丽的人生交

响曲，生命意识在与自然的搏击中得到了肯定与张扬。

可见，这类作品思考生命时，大都赋予了作品中人

物“无我”的生存姿态，他们的生命存在和价值体现在理

想、事业的搏击中。作品充满了昂扬、向上的生命情怀，

充满了自我奋斗的精神性色彩，体现了生命的蓬勃激

情。关于激情这一核心词，有研究者曾指出它的两个重

要特征：它“是一种达抵极致的生命状态，是一种饱和

的、昂扬的、亢奋的情绪”、它是“由积极的人生态度与生

活态度所导致的一种情感形式，是与‘憧憬’、‘浪潮’、

‘燃烧’、‘沉醉’等一系列单词相联系”。&’ (把握激情的这

两个特征，是我们解读这类作品的关键。!" 世纪 )" 年代

这场充满激情的生命书写，有着社会环境和作家主体的

双重原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人民反思“文

革”这场灾难点燃了一盏政治明灯。许多作家纷纷抛开

外在因素的束缚，重新思考生命的本来意义和价值。他

们深信历经劫难的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必将踏上新的

历程。“这个母体里会有一种血统，一种水土，一种创造

的力量使活泼健壮的新生婴儿降生于世，病态软弱的呻

吟将在他们的欢呼叫喊声中被淹没。”& * ( 张承志的这一

独语既是这类作家创作心态的表白，同时又是他们探索

人的生命的内在动力。

二、生命本体的执著探寻

!" 世纪 )" 年代中后期，部分作家对生命的言说则

深入到生命深处的本能之中，重在对生命本体意义的发

现和探寻。所谓生命的本体意义，是“指生命不再只是作

为人的社会存在，道德和社会命运的现象来理解，而是

就其自然存在，在宇宙间的普遍性现象来理解”&# (。也就

是说生命蜕尽了它的一切外在因素，而还原为它自身最

朴素自然的存在形态。因此，作家关注生命本体自身，且

“潜入到生命的深层天地中去窥探生命存在的奥秘”。这

场感性生命洪流的探寻显然受到西方非理性主义的影

响。非理性主义思想家们表现出对传统“人学”观的根本

怀疑和反叛。他们认为人的真正本质不是理性，而是非

理性。叔本华认为人的本质是一种盲目的冲动和生存欲

望，即个体生命意志。柏格森则断言人的本质是一种盲

目的、永动不息而又不知疲倦的生命冲动。而弗洛伊德

则揭示了无所不在的性本能，且认为它是推动历史和文

明的创造性杠杆。非理性主义对人所作的生命化理解及

对性本能神奇威力的揭示，为作家理解人提供了一把钥

匙，使他们对人的理解和生命之源的开掘转向了人的意

志和本能之中。

!" 世纪 )" 年代中后期的部分作家，在作品中展现

了一个个生机勃勃充满感性生命活力的人物。他们推崇

和礼赞个体身上普遍存在的生存意志，在生存意志的强

力中爆发出不息的生命之源。苏童在《青石与河流》中塑

造了一个强悍而有血性的生命体。欢女忍辱负重，旺盛

的生命力永不枯竭。她命运多蹇，生命充满阴云，但终于

斗垮了最强的男人，“她脸上凝结着世上罕见的美丽的

神情”。这是一个弱女子唱出的生命欢歌，体现了不屈的

生命意志。莫言的《红高粱》系列对爷爷、奶奶蓬勃的生

命方式进行的歌颂，无疑刮起了一道生命旋风。戴凤莲

与余占鳌的生命汇合，点燃了她生命之火。在涌动的生

命潮水里，她疯狂地啜饮生命自由的琼浆，“我爱幸福、

我爱力量，我爱美”，这是一个泼辣强悍女性的宣言。《透

明的红萝卜》中那个在萧萧秋风中光着脊梁骨，用抑郁

的大眼睛望着人们的黑孩，他那绵长的生命力令人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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叹。作家在对生命强力的礼赞中，创造了一个崭新的世

界。在这个世界中只有人的生命意志才是世界的真实，

才是人生的真谛。只有肯定生命意志，才能获得不可穷

竭的生命强力，才能成为生命力充盈的人。

!" 世纪 #" 年代中后期的部分小说对生命的探索还

深入到人的性本能之中，执着地呼唤人的野性生命强

力。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性与生命、生命力相连，并将

性作为生命或生命力的象征来进行讴歌。因为性是生命

的最原初动力，是生命的直接形态。作家以性作为认识

人的一个聚焦点，揭示人的发展和异化，思索人的历史

演进，正是文学的魅力所在。而 !" 世纪 $" 年代末到 #"

年代中期出现的涉性作品，主要是歌颂精神的交融和心

灵的守望。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讴歌了一种精神之

恋，主人公只有精神上的爱慕而无性的冲动。贾平凹的

《黑氏》表现了超越性爱之上的灵魂的相濡以沫。《天狗》

颂扬了天狗的精神魅力。天狗对师娘一往情深，但他的

灵魂中却不存在狭隘的生物性占有。这不仅是一种人道

的克制，更重要的还是对美和善的一种朝圣。另外，有的

作品则通过性来鞭挞摧残人性的社会现实和落后的文

化，呼唤人存在的价值和尊严。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

落》抨击传统习俗和极左路线造成的爱情悲剧。扬克祥

的《玉河十八滩》揭示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残酷的饥饿

条件下性与食的交换。在这些小说中，通过以性为焦点

来写人，性的言说有着明确的社会理想和道德目的，渗

透着深厚的人道情怀。而 !" 世纪 #" 年代中后期的作家

则把性作为感性生命强力加以弘扬，使文学中人的生命

意识真正体现了生命本我的冲动，弥漫着原始生命的野

性力量。晓剑《玫瑰与宇宙之筏》描写的即是一个山寨的

原始民族的男人女人的生命冲动。这个山寨所有人的

性，都表现自然而无所顾忌，性的生命力成了促使男女

结合的强力。洪峰的《翰海》在荒原翰海里生命与自然蛮

力的结合中，试图找到生命存在的隐秘根源。《生命之

源》则在封闭的生存环境里，赤裸地展示出生命的本能

冲动，人的生命与狼的生命相映照，凸显人的本能强

力。莫言“红高粱家族”中的系列人物，形象魁伟美丽，性

情狂悍，带着浓烈的豪情气息。而性爱则是他们的生命

熊熊燃烧。《红高粱》中的爷爷奶奶充满了野性和生命活

力。他们在高粱地里那次浪漫的野合，是野性生命的激

起闪现。这些敢于承受生命大苦大乐的生灵，展现了自

己生命的全部真谛。作家们高擎生命的旗帜，由衷地赞

美了那饱含着感性和本能的生命力量。他们对生命本体

的崇仰，显示出人的强劲创造本能和生命伟力。表达“人

是生命”这一主题，是这一时期作家对人的探索的重要

贡献。它使文学对人的生命观照从人的精神层面转向了

人的自然本性，从而深化了文学对人的认识、对生命的

思考。

三、消极生命意识的不懈言说

!" 世纪 #" 年代中后期的生命言说，有一个引人注

目和让人深思的现象，那就是消极生命意识在文本中的

大量出现。消极生命意识作为人的生命意识的重要组成

部分，无时无刻不在困扰着人类。而文学对它的言说，无

疑显示了作家对人自身复杂性的探寻。然而，消极生命

意识在文本中的泛滥，则是中国文学史上少有的历史现

象。这种现象的发生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文化氛围。

!" 世纪 #" 年代的改革开放扩大了人们的视野，改变了

人们的社会心态。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生存现实，人们

普遍产生了一种孤独、悲观、荒诞的世纪末生存体验。这

种具有世界感的情绪体验激活了作家的感受力，也为作

家接受非理性主义特别是存在主义提供了一种先在结

构。在存在主义哲学启悟下，部分作家找到了对人、对世

界的新解读。存在主义的基本命题是：“人的存在就是

烦”、“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因此，一些作家

在习以为常的生活中重新思考人的生命存在状态，并且

着 力 体 验 和 展 现 了 一 种 具 有 浓 厚 东 方 色 彩 的 生 命 意

识。这类小说的生命思考可以归纳为两种核心状态，即

生命的荒诞感和生命的被抛感。

（一）生命的荒诞感。“荒诞”一词具有鲜明的西方现

代人本主义色彩，它源于存在主义，是一具有形而上意

味的审美概念。它是指人与世界、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

的一种反常而不合理的现象。存在主义认为，整个世界

到处都充斥着荒诞和无意义，“世界对我来说则已不再

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而不过是一种无根无据，荒诞的

赝品罢了”（尤奈斯库《起点》）。这是存在主义思想的经

典表述。在这一思想的启悟下，部分作家在观照人与世

界时，发现了人与世界的新解读。他们更加关注个体的

生命存在状态和生命体验，并且对这一生存体验进行了

反复的言说。徐星《无主题变奏》中的老 %，生命对他来

说是充满不可理喻的荒诞。“我搞不清楚除了我现有的

一切以外，我还应该要什么，我是什么？更要命是我不等

待什么。”充满了人生的虚无感和失落感。陈建功《卷毛》

中的卢森是被抛到荒原的失意者，他玩世不恭，时刻感

到人生的无聊和荒谬。王朔的创作成了荒谬人生的实

生命意识的书写——— !" 世纪 #" 年代小说主题解读的一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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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他笔下的玩主们是不存在什么明天的，而没有明天

的生活就是荒谬的生活。残雪的小说更鲜明地写出了人

生的荒诞，在她的意识深处，舞蹈着的是人类生存荒诞

的黑色精灵。《山上的小屋》就是通过小说中“我”的感觉

写出了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隔膜和对抗。残雪以梦

言谗语描画的荒诞世界中，暗示了人类生存的荒诞色

彩。这些作家对人的生命的荒诞体验，揭示了作家对人

与世界的非理性理解，它的实质是以一种非理性的、个

性化的情感体验个体存在的生命状态。他们笔下的人物

没有乐观的理想精神，也没有昂扬的激情，而是对现状

表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认同与忍耐。但必须指出的是，

这些作家对生命的荒诞体验是东方式的，是现实与哲理

的融合。作家既立足于中国现实，思考人生中面临的具

体问题，同时又有冷静的哲理思考。也就是说，这种生命

的荒诞体验不是人类所固有的，而是和不合理的现实密

切相关。因此，他们所体验到的生命无意义感和自我怀

疑，是在现实坚壁挤压面前而滋生的一种生命颓废心

态。

（二）生命的被抛感。海德格尔曾规定，烦就是人的

存在。而被抛即指此在为烦所抛而又不断地抛入烦之

中，人就是这样不断的被抛入烦事之中而不能自拔。部

分作家正是在世俗生活的纷扰中展示了芸芸众生无穷

无尽的烦恼。池莉《烦恼人生》以生活流式的叙事，诉说

了印家厚在生活重压下疲惫困顿的心灵。窘迫的住房，

艰难的上班行程，纷扰的人事纠缠时刻困扰着他。作品

在苦涩的现实中，点明了印家厚日常生存中的种种烦

恼。叶兆言的《艳歌》以日常的身边琐事展示迟钦亭的生

存境况。夫妻俩为拥挤的住房、经济的拮据而争吵不休。

找保姆、带孩子、维持家庭生计等生活琐事，使迟钦亭在

生活的琐事中纠缠不休，得不到片刻的安宁和喘息。“三

十功名尘与土，镜中衰鬓已先斑”，迟钦亭只能在庸常的

日常生活中暗自咀嚼生活的苦涩。刘震云的《单位》则揭

示了官场争权夺利的勾心斗角中给人带来的无尽烦扰。

这类小说在世俗人生的原生态展示中，把焦点对准了芸

芸众生，展示了他们生命中的种种烦恼。作家们在展示

生命的过程中，是把烦恼放在人的生存窘境这一背景下

来进行审美观照的，意在表现人的生命窒息感。正如有

研究者指出的：“作家们把这种生存窘境转化为对生命

的情感体验——— 烦恼。把笔下的人物放逐到漫漫的生命

旅程之中，让他们肩负起沉重的生活行李，品味着这旅

程中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走下去，走下去”& ’ (。这走不

完的烦恼怪圈深刻揭示了当代人生命日渐窒息的无奈

和悲哀。“这悲哀犹如一声叹息，在茫茫苍穹缓缓流动，

那么虚幻又那么实在，有时甚至让人留意不到，值不得

思索，但他总有一刻使人感到不胜重负。”& % (池莉的这段

话正是当代人生命体验的真实写照。可见，这些作品中

的人物掐灭了人生的理想、信仰，他们过着“冷也好热也

好活着就是好”的消极、被动生活，生命在浑浑噩噩中放

射着灰色的色彩。

黑格尔说过：对那具有坚实内容的东西最容易的工

作是进行判断，比较困难的是对他进行理解，而最困难

的则是结合两者作出对它的陈述。!" 世纪 )" 年代的短

短十年，走过了西方整整一个世纪的探索历程，再加上

文学对人的生命意识探索本身就深刻而复杂。因此，科

学而深入地陈述这一探索的脉络和对“人学”理论的影

响，是研究者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世纪 )" 年代对

人的生命意识探索并没有给文学中人的形象增添更多

的光辉和伟大，特别是消极生命意识的泛滥值得人们警

醒。因为，文学对生命的探讨是为了达到对“生命的明

悟”，是“激发生命离开一个动物人生观，向抽象发展与

追求的欲望或意志，恰恰是人类一切进步的象征”。 & ) (仔

细品读沈从文的这番话，我们觉得这一思想对于指导我

们今天的创作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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