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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小說啓蒙敘事主體的歷史生成 八十年代小說啓蒙敘事主體的歷史生成 
——以“歸來”作家為中心——以“歸來”作家為中心

畢光明1

摘 要：新時期文壇的作家在思想解放的大好形勢下紛紛說真話、寫真

實，向社會批判、歷史反思和人性反省的各個領域日益深入地掘進，帶來了

當代中國文學從未有過的百花齊放的局面，政治形勢的改變的確起了關鍵作

用，理論界的呼喚也給予了啓發，但創作意識和創作題材的相互作用最終表

現為一定的藝術形態，起決定作用的還是作家對生活與人生的體驗。八十年

代啓蒙敘事的題材選擇及主題指向，多半與作家歷經“文革”甚至更早的政

治運動的生活經驗有關。這一時期啓蒙敘事最有成果的是對自“反右”運動

和大躍進運動以來的知識份子命運和農民命運的慨嘆式書寫，都說明是波瀾

壯闊的當代中國社會運動史造就了啓蒙敘事主體，也造就了啓蒙文學的特定

形態。

關鍵詞：八十年代小說；“五七”作家；啓蒙敘事主體；歷史生成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當代文學問題史”（批准號 19BZW095）之階段性成果。

1 畢光明，武漢大學文學博士，海南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小說學會名譽副會長，中

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副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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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 1 文學的啓蒙敘事，小說的吶喊成為引人矚目的開端。1977 年

底劉心武的短篇小說《班主任》發表，班主任張俊石作為啓蒙者的形象矗立

在尚未完全從愚民政策的壓迫下覺醒過來的中國人面前，是他喊出了“救救

被‘四人幫’坑害的孩子”，這一聲喊接續起了將近六十年前魯迅在《狂人

日記》裏發出的絕叫。雖說劉心武對中國人遭受的精神奴役遠不如魯迅那樣

看得深透，也就沒有絲毫的悲觀和絕望，但是能賦予一個初中班主任以啓

蒙者的使命，表明在“文革”造成的精神廢墟上，首先甦醒過來的是小說

家的啓蒙意識。當小說着意刻畫中學生宋寶琦和謝惠敏身上的兩種不同形

式的蒙昧，作家在思想解放的春風還沒有完全吹進文學界之時就扮演了啓蒙

敘事主體的角色。從這個意義上說，新時期文學思考與批判精神的覺醒，並

不僅僅是來自於官方發出的批判“文革”的政治話語的提示，更是作家從生

活經驗（作者劉心武“文革”中一直是北京市的中學語文教師）中產生的對

人的精神問題的關切。劉心武堪稱八十年代小說啓蒙敘事主體的第一個出場

者。繼他之後，“傷痕文學”的其他作者，“反思文學”“改革文學”“尋

根文學”“現代派文學”“先鋒小說”“新寫實小說”以及其他類型文學的

小說作者裏，都有有意反省社會歷史運動和人性對人自身的傷害，並以創作

來思考人的覺醒、人的生存價值乃至生命的本質，試圖啓悟讀者的啓蒙敘事

主體。文學敢於寫人、人性和人情，敢於批判社會對人的損害，這的確拜改

1 從 70 年代中後期到 80 年代末，是 20 世紀中國歷史上又一個在思想文化上發生重大變革的時代，它

在知識群體以吶喊與批判推動社會進步上可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相比。在 20 世紀，也衹有這個時代

與“五四”一樣，知識群體取得了話語權並極為活躍，力圖通過歷史文化批判來論證社會變革的合理

性，同時以文學敘述來思考人生命運，爭取人的生存權利。因為歷史的需要，這個時代讓文化扮演了

主角，不管它表現得如何，它都已佔據了一段歷史舞台的中心，此後無論怎樣的歷史敘述都不可能將

它抹去。像“五四”一樣，這一時代已然成為一個非同尋常的歷史年代，歷史讓它出場，歷史也給它

命名（並不是所有的時代都有這樣的幸運）——“八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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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開放之賜，如果沒有讓人說話的政治環境，沒有理論界對人的本體地位的

強調，文學創作者敢不敢說和說什麼都成問題。但是，就像寒冬過後，萬物

能夠復甦，離不開春風的溫暖，可是能夠在春風裡復甦的是有生命的萬物，

並且復甦的萬物必然按自己的生命本性和本能在恰當的時機突破蟄伏期的狀

態，長成它原本就有的樣子一樣，新時期文壇的作家在思想解放的大好形勢

下紛紛說真話，寫真實，向社會的批判、歷史的反思和人性的反省的各個領

域日益深入地掘進，帶來了當代中國文學從未有過的百花齊放的局面，政治

形勢的改變的確起了關鍵作用，理論界的呼喚也給予了啓發，但創作意識和

創作題材的相互作用最終表現為一定的藝術形態，起決定作用的還是作家對

生活與人生的體驗。八十年代啓蒙敘事的題材選擇及主題指向，多半與作家

歷經“文革”甚至更早的政治運動的生活經驗有關。這一時期啓蒙敘事最

有成果的是對自“反右”運動和大躍進運動以來的知識份子命運和農民命運

的慨嘆式書寫，都說明是波瀾壯闊的當代中國社會運動史造就了啓蒙敘事主

體，也造就了啓蒙文學的特定形態。這個時代的啓蒙敘事主體，心靈裏幾乎

都烙有歷史創傷的印記。“傷痕文學”是對創傷的撫摸，疼痛的淚水淹沒了

理性思考。“反思文學”裏有更深重的創傷，但是拉開距離之後，創傷就帶

來智慧、理性和美感。超越個人苦難之後對製造創傷的歷史進行理性反思，

才能看清歷史的真相以及人在歷史中的位置，啓蒙主體也宣告誕生。因此，

當代文學知識份子啓蒙意識的產生，無不與 20 世紀中國所經歷的巨大歷史變

革相關，歷史進步和大眾蒙昧的悖論是啓蒙思考中最大的糾結，啓蒙敘事主

體都是在痛苦的歷史經驗中形成。由社會主義革命的階段性、政治運動、家

庭出身、教育經歷和社會分工等因素所決定，新時期啓蒙敘事的作家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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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在五七年被打成右派而在新時期才複出的作家、“文革”中上山下鄉過

的“知青”作家、坎坷較小的知識份子身份的作家和從農村出身的作家。本

文首先討論 1957 年的反右運動如何“造就”了八十年代小說的啓蒙敘事主體。

一一

1957 年，“反右”運動蓬勃展開，一批較活躍的中青年作家被打成“右

派”，受到整肅，不少人沉淪到社會的最低層，經歷了種種磨難，直至“文

革”結束後，1978 年中共中央做出決定給“右派”平反，他們才紛紛回到文

壇，被稱為“歸來的作家”或“複出的作家”，以落難的時間記，又被稱作

“五七”作家。小說作家裏有王蒙、張賢亮、從維熙、陸文夫、高曉聲、鄧

友梅、劉紹堂等。

反右運動使新中國的知識階層遭到巨創，55 萬多名知識份子被打成反黨

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事業和人生被突然改變。被改變的不衹是知識者個人的

命運，也是國家現代化的進程。反右運動是在黨領導的社會主義改造取得成

功，社會主義即將由“革命”向“建設”轉型之際發生的，它給社會主義事

業造成的不良後果不難想見。對這種後果，有論者這樣概括：“反右運動是

中國現代化創業奠基期的一個重要的分水嶺，它一方面暫時中止了自 1949

年以來，特別是 1956 年以來中國社會大變革流向中現代化趨向的主流地位，

另一方面又開啟了以‘左’傾錯誤為主要內容的反現代化趨向的先河。”1 對

此，金觀濤、劉青峰有更深入的研究。他們贊同麥克法誇爾（Roderick Mac 

1 原文見江燕《反右鬥爭擴大化與中國現代化》，《長白學刊》2002 年第 5 期。此處所引為伍小濤《國

內反右運動研究述評》（《江蘇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 年第 1 期）一文的轉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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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quhar）對中國共產黨政治文化變遷的看法，認為“就中國共產黨的政治

文化變遷來說，1957 年的反右運動無疑是一個分水嶺。在此以前，無論是新

民主主義社會藍圖，還是‘八大’的基本綱領，中國共產黨都把現代化建設

作為主要任務。正是反右運動改變了中國共產黨對國內外政治形勢的判斷，

左的路線開始佔支配地位，政治運動越演越烈。階級鬥爭從黨外到黨內，一

發而不可收，一直把中國推向文化大革命。”1 在反右之前的 1956 年，黨的

“八大”召開，提出“我國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

決”，並把發展生產力的經濟建設作為今後黨的主要任務。但是，“八大”

方針在黨內高層存在意見分歧，而結果消除這一分歧的舉措就是整風運動和

反右，由此殃及知識份子。矛盾的根源就在黨的政治路線的調整：“為了避

免史達林晚年所犯的錯誤，‘八大’決定加強黨內民主，反對個人迷信和專

斷。根據不搞個人崇拜的精神，毛澤東思想為全黨指導思想的條文也從黨章

上刪去了。1956 年 1 月，周恩來代表中國共產黨宣佈，絕大部分知識份子已

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全國各種新辦雜誌如雨後春筍，知識份子在‘百花

齊放，百家爭鳴’方針鼓舞之下正醞釀着思想解放運動。劉少奇甚至指出，

鑒於蘇聯計劃經濟衹注重計劃性的教訓，中國還應注重多樣性和靈活性。”2

這樣的政治路線變遷，自然不會為黨中央所贊同，因而促使他們運用延安整

風模式來重塑共產黨的政治文化，而 1957 年的大鳴大放和反右運動就是整

風模式必經的階段，“正是它改變了廣大共產黨員的心態，確立了毛澤東思

想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絕對權威，從而扭轉了‘八大’路線，使中國走向

1 金觀濤、劉青峰：《反右運動與延安整風》，《二十一世紀》1997 年 4 月號。

2 金觀濤、劉青峰：《反右運動與延安整風》，《二十一世紀》1997 年 4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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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1 這樣的論述顯得有些簡單，反右運動与後來的大革

命聯繫並不那麼直接。整風運動的第一階段是整風動員和大民主，運動一開

始強調暢所欲言地向黨和領導提意見。運動的第二階段為批判對立面，讓全

體黨員在大批判中集體修身，純化無產階級立場，它以大批判和審幹作為手

段。運動的第三階段是黨做出決議，毛澤東思想絕對權威的確立。這是“毛

澤東在延安整風中創造出一種可以將全黨思想高度統一起來的群體意識形態

認同模式”。通過對比分析他們發現，“1956 年至 1957 年這兩年，中共指

導思想在某種程度上處於與 1942 年延安整風前夕類似的局面；毛澤東雖然

掌握了共產黨的最高領導權，但指導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方針（意識形態藍

圖）卻出現了某種不確定性”，於是 1957 年毛澤東有意識地運用延安整風

模式來統一全黨思想，運動步驟與延安整風相同，而“鳴放突然變成反右，

衹是 1942 年延安整風中大民主轉向批判王實味之重演”，其結果是反右同

樣起到了延安整風確立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意識形態絕對權威的作用，至反右

最後一個階段完成，“‘八大’決議不攻自破，毛澤東思想再次從馬列主義

中凸現出來，成為共產黨意識形態的核心，並且逐步成為指導億萬工農群眾

參加群體修身運動的經典。”2 這樣的觀察同樣有些簡單化，其實全黨全民已

達成共識，毛澤東提出的取代新民主主義的社會主義建設新藍圖才是唯一正

確的，這就是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和三面紅旗，因之從 1958 年開始中國走

上了全民動員以搞政治運動的方法進行經濟建設的道路，並且意識形態的鬥

爭的重要性始終壓過了經濟的發展，經過“大躍進”“四清”，終於發生了

1 金觀濤、劉青峰：《反右運動與延安整風》，《二十一世紀》1997 年 4 月號。

2 金觀濤、劉青峰：《反右運動與延安整風》，《二十一世紀》1997 年 4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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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對於知識分子來說，這場反右運動明確了他們在社會主義

革命中的階級性質，使其在中國歷史上遭到前所未有的社會排斥，無論是個

人還是群體，都徹底喪失了主體地位。由於反右運動“以言定罪”，知識份

子從此喪失了對政治、倫理道德和公共生活的批評權力。這樣的現實，也把

知識份子推向了孤獨體驗和痛苦思考的生命歷程，它預示着中國社會衹要重

啟現代化構想，就必然以一場啓蒙運動來開路，而經歷過社會曲折的知識份

子一定會成為歷史反思的中堅。

現代知識份子從退出“五四”啓蒙運動的廣場，到在人民革命運動中被

邊緣化，再到反右運動中成為被打擊的對象，對這一變化過程起重要作用的

是階級論的歷史觀和這一觀念在政治文化權力建構中的被運用。反右運動被

鼓勵給黨提意見的知識份子，突然遭到反擊後毫無還手之力，就因為知識份

子被判定為屬於資產階級，所以在被指責沒有無產階級立場而成為資產階級

反黨的代言人時，衹能理屈詞窮。反右運動打壓知識份子，採用的方法就是

讓工農大眾參與批判，例證是 1957 年 6 月 10 日《人民日報》發表動員反右

的社論《工人說話了》，就把右派問題的本質直接歸到知識份子的出身上，

而這正是領導人倚重的建立在無產階級立場上的道德理想主義的再一次運

用。三十年代以來中國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史上知識份子的窘境與末路，在很

大程度上可以歸因於毛澤東對知識份子階級屬性的認定。李銳為探討反右運

動的起因，梳理過 20 年代以來毛澤東關於知識份子的論述，得出的結論是：

“毛澤東從政治生涯的開始，就對中國知識份子有很深的成見了”。1 他在文

章裏介紹，毛澤東從早年開始，他就對知識份子特別是大知識份子帶有很深

1 李銳：《毛澤東與反右派鬥爭》，《炎黃春秋》2008 年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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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見，在 1925 年發表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的原文裏，就有將知

識份子看作反革命或半反革命的論述。延安時期為同國民黨爭奪知識份子才

對知識份子的說法略有改變，1939 年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

說到“革命力量的組織和革命事業的建設，離開革命知識份子的參加，是不

能成功的。“此時他將知識份子歸入小資產階級範疇。但是，“波匈事件之

後，他的說法就不同了。在 1957 年 3 月召開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也就

是發動反右派鬥爭的前三個月，他兩次談到知識份子階級屬性問題，一次是

同文藝界代表的談話中說的：‘有人問資產階級思想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區

別，我就分不出來。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在經濟上屬於一個範疇。‘對資

產階級知識份子，不光看出身，我指的是他們接受的是資產階級學校教育，

而資產階級是按照它的利益來教育人的’（《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 252

頁）。”“幾天之後，毛澤東在大會上又把這意思說了一遍：‘我們現在的

大多數知識份子，是從舊社會過來的，是從非勞動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

即使出身於工人農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資產階級的教育，世界

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他們是屬於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同上書，第

273 頁）”由此李銳認為：“在當年舉國黨化教育即階級教育的形勢下，這

種定性是馬克思主義的常識。將知識份子劃歸資產階級範疇，就是劃為社會

主義革命的對象，也就是劃入需要加以打擊的社會成分；這也就為開展一場

整肅知識份子的反右派鬥爭奠定了理論基礎。”1 這些論述，一定程度上是

對反右運動歷史根源的揭示，但從中也可看出階級理論與啓蒙的關係。如果

說，革命動員主體用階級論否定了知識份子的啓蒙者身份，贏得了無產階級

1 李銳：《毛澤東與反右派鬥爭》，《炎黃春秋》2008 年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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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大眾代言人的資格，那麼，“五四”的啓蒙不是被“救亡”壓倒，而是

被另一種啓蒙所替換，衹是這種啓蒙用道德理想主義壓制了知識理性，結果

製造了新的蒙昧，也使人本主義的啓蒙者陷入倫理困惑。這就是後來王蒙

和張賢亮在複出後小說裏反覆審視的“五七”一代（知識者與工農）的精

神圖景。

二二

反右運動在精神和肉體上摧殘了作為社會良心的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給

國家和社會造成的損失難以估量。55 萬知識人蒙冤受屈，墮入逆境二十餘

年，當 1978 年中共中央給右派平反的陽光照耀到他們身上時，能夠接續曾

經起步的事業的人，所佔的比例其實很小。文學從業者較為例外。反右之前

就嶄露頭角的青年作家，在經歷二十餘年的坎坷之後，重返文壇正值盛年，

創作不僅猶如井噴，作品內涵的深厚豐富也遠非當年可比，這都是被打成右

派後九死一生的經歷給予他們個人和中國文學的回報。

在經過對他們的言論進行口誅筆伐的批判鬥爭之後被打成右派的作家，

在運動過後都受到了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懲罰。視階級出身和言論錯誤

的程度而定，最輕的是在原單位接受監督改造，嚴重的是開除公職送到農村

勞動，更為嚴重的是勞動教養甚至判刑勞改。不管以哪種形式懲罰，統統稱

為“改造”。有論者將“改造”的方式歸納為“流放‘改造’”“勞動‘改

造’”“饑餓‘改造’”三類，1 並引用右派的自述說明“改造”的嚴酷性。

如轉述戴煌回憶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歷程》（學林出版社 2000

1 劉豔華：《論對“右派分子”的“改造”》，《世紀橋》2003 年第 6 期，第 29—3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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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裏右派“勞動‘改造’”的情況：“‘右派’們在北大荒等地扮演

的角色是一支地地道道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勞動大軍。他們傾其所

有的力量，忍受着奴役般的待遇，掙扎在死亡線上……起初，‘右派’們抱

着重新回到黨的懷抱的願望，毫無怨言地苦幹着。每天早四點起床，直到晚

上七八點鐘才休息，在這十五六個小時內，除了簡單的三頓飯和洗臉的時間

外，基本上是不停地勞動。要想寫封信，得用幾天的勞動間歇時間，才能草

草地寫完。髒衣服和泥襪子衹好堆在屋外牆角下，洗澡更是一種奢望。據戴

煌回憶：在‘大躍進’放衛星時期，在零下三四十度的水庫工地上，他們穿

着薄薄的棉毛衫褲，口呼白氣，每人每天如果完不成 7 到 10 立方土的定額，

即便深更半夜也不收工，有時連續苦戰五六個小時，‘歇口氣’衹有五分

鐘。利用這五分鐘的休息時間，他們連忙披上棉襖，站在溝裏拄着鐵鍬就睡

着了。為了節省上下工長途跋涉的時間和精力而多幹活，把被窩鋪在透明的

冰層上，而不讓回駐地，連夜苦戰，有時窩窩頭也凍成了冰疙瘩，用斧頭劈

碎了就往嘴裏塞。1”又如舉到一個“饑餓‘改造’”的案例：“有位姓羅的‘右

派’，早晨和大家一起出發，可到中午他才挪到地裏，他準備打飯時，監工

卻破口大駡道：‘你他媽的還想吃飯？去、去、去，這裡沒你的飯！’第三

天，他就餓死了。有的難友餓得實在走不動，坐下來歇口氣再走，可他再也

沒站起來，有的難友餓成皮包骨，活活餓死在集體宿舍的打通炕上。一位歸

國華僑，餓得毫無辦法時，給英國的父親寫了信，父親寄來幾桶奶粉，就被

扣上了‘喪失國格’，‘破壞了新中國的政治影響’的帽子而被批鬥，在黑

1 劉豔華：《論對“右派分子”的“改造”》，《世紀橋》2003 年第 6 期，第 29—3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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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中投井身亡。”1 用原始的體力勞動和饑餓亦即生存的威脅來對因言獲罪者

進行改造，無論從改造的動機和改造的內涵來說，都不具有現代性，都與現

代文明無緣，讓人懷疑改造的目的就是讓改造對象衹能接受改造，它暴露的

是反右運動建構社會權力關係的行為嚴重匱缺人文性。

被打成右派的作家，同樣經歷過這種看不見出路的改造。例如張賢亮和

從維熙都當過勞改犯，高曉聲下放回農村當農民，王蒙也一度下放到北京

郊區勞動。1957 年 7 月，時為甘肅省文化幹部學校教員的張賢亮，受“鳴

放”氣氛的鼓舞，在西安的文學月刊《延河》發表了長詩《大風歌》，抒發

了滌除舊事物迎接新生活的青春激情，旋即受到批判，批評者認為“這首詩

的政治傾向是‘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詩中表現出來的思想感情與我們今天

的時代感情是敵對的。作者以他那極其陳腐、反動的思想感情淹沒我們今天

的時代聲音。’”“《大風歌》露骨地表現了作者對我們這個社會的不滿和

仇恨”，是“反黨、反社會主義，企圖背叛我們這個新時代的歌。”2 張賢亮

因此被打成“右派”，跌入二十二年的“大牆”生涯，嘗受了“勞教”“勞

改”“群專”“入監”等各種懲罰方式，遭受的是非人的對待。從維熙被

劃為右派後，輾轉於營門鐵礦、茶澱農場、團河農場、曲沃磚場、晉普山煤

礦、大辛農場、伍姓湖農場等勞動改造場所，跟張賢亮一樣，有過刻骨銘心

的“大牆”生活體驗。高曉聲也是反右之前就有文學作品引起文壇注意，

1957 年與方之、陸文夫、葉至誠等籌組“探索者”文學社團，起草《“探索

者”文學月刊啓事》，並發表了把宣言具體化的探索小說《不幸》而受到批

1 劉豔華：《論對“右派分子”的“改造”》，《世紀橋》2003 年第 6 期，第 29—30 頁。

2 馬占俊：《“反右”運動中張賢亮及其〈大風歌〉批判始末》，《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6 年

第 12 期，第 122—13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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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被劃成右派，遣送回原籍江蘇武進農村“勞動改造”，當了多年地地道

道的農民，“文革”中受到衝擊。1956 年發表短篇小說《小巷深處》而贏

得好評的陸文夫，也因籌辦“探索者”文學社而被打成右派，長期在農村、

工廠勞動改造。相比起來，王蒙被錯劃為右派後遭受的處罰相對較輕。王蒙

1948 年就在北平的一所中學裏參加了地下黨，入黨時還不滿十四歲。北平解

放後，他成了北京市一名工作熱情高漲的共青團幹部。1956 年在《人民文學》

發表短篇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產生強烈反響，在 1957 年引起爭

鳴，雖然一度得到毛澤東的關注，但是經過反覆分析批判，王蒙還是因這篇

名作而成了右派行列裏的一員，在北京郊區的門頭溝的桑峪、一擔石溝、三

樂莊等地參加勞動。直到 1961 年摘掉右派帽子，1962 年被分配到北京師範

學院任助教，但由於全國的刊物都不敢發表他的作品使他感受到公雞不讓下

蛋母雞不讓打鳴般的憋悶而主動放棄了北京的工作，經申請並得到批准與接

受，於 1963 年舉家遷到了新疆烏魯木齊，先是分配在《新疆文學》當編輯，

1965 年去了伊犁，在伊寧縣紅旗人民公社二大隊擔任副大隊長，後來又回到

烏魯木齊，入過幹校，1979 年才返回北京，同年獲得平反，結束了長達 16

年的自我流放生涯。

不論得到的處罰是輕是重，經受的磨難是多是少，這些作家在被打成右

派時，都體會到一生中最難忘卻的恐怖，因為在以政治態度和政治地位來衡

量人的存在價值的 50 年代，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

就等於被判了政治死刑。這樣的政治打擊，也是他們一生中最重要的轉折。

轉折既是生活道路的，也是精神向度的。在反右運動前，他們是新中國文學

體制的受益者，他們的社會認同與存在感是統一的；成為右派後，個人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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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統一性就被外力強行撕裂，身份認同因認知的紊亂而難以形成，不能不

產生巨大的精神焦慮。王蒙在 1979 年平反後創作的以反右為題材的小說《布

禮》，開篇寫的就是主人公鍾亦成被打成右派後的驚愕感。鍾亦成像作者王

蒙一樣，有着光榮的經歷，十五歲不到就加入了地下黨，是個少年布爾什維

克，解放後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都積極熱情，慷慨激昂。在正在進行的反右派

鬥爭中，作為黨的青年幹部，他像以前對待政治運動一樣毫無保留地參加，

還是辦公室領導運動的三人小組的成員。哪知正在他熱情高漲地投入運動

時，他做夢也想不到他自己出了問題，由於他發表在一家報紙上的衹有四句

的小詩，被一位紅得發紫的文藝評論新星硬是分析成了向黨進攻，企圖顛覆

無產階級專政的反革命之作。單位的反右運動，立刻找到了靶子，在集中火

力的批判下，把黨看作母親的少共鍾亦成被坐實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

子。這樣的結論，令他無比震驚，生命的感覺能力都被改變：“這是怎麼回

事？忽然，一下子就凍結了。花草、天空、空氣、報紙、笑聲和每一個人的

臉孔，突然一下子都硬了起來。世界一下子降到了太空溫度——絕對零度了

嗎？天空像青色的鐵板、花草像雜亂的石頭，空氣液化以後結成了堅硬的冰

塊，報紙殺氣騰騰，笑聲陡地消失，臉孔上全是冷氣。心，失去血色，硬邦

邦的了。”1 政治宣判使生命的感覺降低為零，可見反右給予鬥爭對象的是致

命的打擊，政治鬥爭也因此暴露出它的非人道本質。王蒙重返文壇發表的第

一個中篇，再現的就是改變他命運的那一個瞬間，說明二十多年的時間都沒

有抹去這個給他人生恥辱的感覺記憶。反右鬥爭否定的不衹是一個熱血青年

對改變世界的革命熱情，它否定的也是追求自我價值實現的人的本質。《布

1 王蒙：《布禮》，《當代》1979 年第 3 期。



83

八 十 年 代 小 說 啓 蒙 敘 事 主 體 的 歷 史 生 成 — — 以 “ 歸 來 ” 作 家 為 中 心

禮》明顯地帶有自敘傳的色彩，因此，鍾亦成的心理感受也可以看作是王蒙

當年被打成右派時的感受。在小說裏重新體味那種死亡感覺，何嘗不是在為

主人公的疑惑找到一個理由，而疑惑是新生的開始。《布禮》在敘事時間的

錯置裏，隱藏着革命信徒鍾亦成從癡誠到懷疑的心理軌跡，如果說在他的心

靈裏掙扎的是革命的吊詭，那麼，把這一世紀難題帶進小說，表明作家王蒙

已經是自覺的啓蒙敘事主體了。

三三

張賢亮的身份認同危機也在小說人物的心理糾結中得到體現。在五七作

家裏，張賢亮有更強的知識份子意識，也許衹有這樣的認同方式才能使他在

被劃為異類後還能得到自我拯救。在漫長的改造生涯中張賢亮產生過怎樣的

精神危機我們不得而知，但是從他複出後的小說裏可以看出知識人在異質環

境裏戲劇性的精神活動。極左的政治權力剝奪知識份子的優越感和話語權的

最好方式，就是讓腦力勞動者變為體力勞動者，這樣前者的優勢盡失，在肉

體的折磨中看出自己的無能與無用，衹得臣服於階級論的歷史學說和無產階

級的道德理想主義。然而，知識賦予知識主體的認知能力、批判精神和文明

責任感，並不會因為職業的變換而消失，所以勞動改造反而給知識份子以新

的認知機會，衹是新的認知過程始終會伴隨自我認同危機。這種危機往往由

生存危機所導致。在饑餓的年代裏，右派分子章永璘最大的痛苦是食物極端

匱乏，他衹好不顧體面和道德，調動知識人的智慧謀取吃食，後來還甘願接

受勞動婦女的餵養。但是，每當饑餓的肉體痛苦解決之後，精神痛苦便接踵

而至，“我知道我肚子一脹，心裏就會有一種比饑餓還要深刻的痛苦。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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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苦，脹了也苦，但肉體的痛苦總比心靈的痛苦好受”。1 因為他意識到自己

的墮落，發現自己背叛了自己的知識份子的精神職能，完全被物質的世界所

俘虜。這大概就是知識份子作為精神存在的體現，不僅要活着，還要追問活

着的意義，具有自我反省的能力。在痛苦的、無法理解的現實裏，章永璘被

物質需求和精神需求這兩面的分裂所撕扯。在勞改農場裏，白天要為謀得吃

食而降低人格、挖空心思，而到了晚上就要為審視自我而感受“如碎玻璃似

的鋒利的碴子碾磨着”的痛苦：“白天，我被求生的本能所驅使，我諂媚，

我討好，我妒忌，我耍各式各樣的小聰明……但在黑夜，白天種種卑賤和邪

惡念頭卻使自己吃驚，就像道林·格雷看到被靈貓施了魔法的畫像，看到了

靈魂被蒙上的灰塵；回憶在我的眼前默默地展開它的畫卷，我審視這一天的

生活，帶着對自己深深的厭惡。我戰栗，我詛咒自己……可怕的不是墮落，

而是墮落的時候非常清醒。”2 章永璘意識到自己已經被迫墮落，但是知識份

子的主體意識不允許他屈服於現實，也不能把墮落的原因僅僅歸咎於客觀現

實：“我不認為人的墮落全在於客觀環境，如果是那樣的話，精神力量就完

全無能為力了；這個世界就純粹是物質與力的世界，人也就降低到了禽獸的

水準。宗教史上的聖徒可以為了神獻身，唯物主義的詩人把崇高的理想當作

自己的神。我沒有死，那就說明我還活着。而活着的目標是什麼？難道僅僅

是為了活？如果沒有比活更高的東西，活着還有什麼意義？”3 人衹有意識到

生命的精神價值才算獲得了主體性，才能理性地思考所面對的一切，那麼張

賢亮讓小說人物所說出的正是啓蒙的核心思想，而這樣的啓蒙話語，它的出

1 張賢亮：《綠化樹》，《十月》1984 年第 2 期。

2 張賢亮：《綠化樹》，《十月》1984 年第 2 期。

3 張賢亮：《綠化樹》，《十月》1984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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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十 年 代 小 說 啓 蒙 敘 事 主 體 的 歷 史 生 成 — — 以 “ 歸 來 ” 作 家 為 中 心

現早於李澤厚的“救亡壓倒啓蒙”說和“主體性”文論好幾年。可見八十年

代文學的啓蒙敘事並沒有為新啓蒙理論批評話語所規限，新啓蒙運動也不是

如許紀霖所說八十年代中期才開始。反右運動讓中國的知識份子歷經了“在

清水裏泡三次，在血水裏浴三次，在鹼水裏煮三次”的苦難歷程，這一歷程

也是他們真正接觸社會底層，瞭解社會真相，也反省人生價值的過程，八十

年代小說啓蒙敘事由他們擔綱有歷史的必然性。

但是不能把歷經人生苦難看作啓蒙敘事主體形成的必要條件。苦難經歷

或能磨鍊人的生存意志，還會迫使人反省生存的意義和價值，但是苦難也可

能導致受難者心理異變。例如從維熙回歸文壇後創作的《雪落黃河靜無聲》

所塑造的范漢儒這一知識份子形象。小說用不合常情常理的行為表現來證明

范漢儒品格的正直、節操的高尚和愛國感情的執著。范漢儒出身於知識份子

家庭，歷史系教授父親給他取這個名字就是希望他做個繼承了傳統人格的讀

書人，他果然不負所望，以“中華民族一個腐儒”自居和自得，崇拜廉正，

在亂世之秋潔身自好。他被打成右派，在勞改農場裏當了“雞倌”，在大饑

荒的日子裏，雖然餓得兩眼發昏，但他寧可用野菜煮耗子肉吃，也從不沾公

家一星蛋花，連被老鼠拖走的幾個雞蛋也四處挖洞找回來交了公。最能體現

他情操高尚的是他無論在什麼境況下都不忘自己是炎黃子孫，把愛國看成是

一個人最大的貞操。用他的話說：“我認為無論是男人、女人都有貞操，一

個炎黃兒女最大的貞操，莫過於對民族對國家的忠誠。”正是出於這樣的觀

念，他在勞動農場與學醫出身的女犯人陶瑩瑩成為戀人，“四人幫”粉碎

後，他倆都出獄成為自由人，兩人本可以結成眷屬，但是，他得知陶瑩瑩當

初入獄犯的是叛逃罪，於是完全不顧陶瑩瑩當初的叛國行動儘管是錯誤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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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出有因，服法之後她為自己罪孽的深重從未停止過自責和懺悔，而斷然割

斷了與陶瑩瑩的患難之情，他的理由是：別的錯誤都能犯了再改，唯獨對於

祖國，它對我們至高無上，我們對它不能有一次不忠。范漢儒忠貞的愛國之

情十分可貴，但是，他在處理與陶瑩瑩的關係上卻是感情用事的，而不是經

過了理性思考，因為國家都可以用改造去挽救一個罪人，為什麼一個愛國的

知識份子卻不可以用自己的大愛去拯救人生遭遇不幸的戀人呢？可見范漢儒

割斷在患難中產生的戀情，不僅缺乏理性基礎，也缺乏人性基礎，他的愛國

更像是對“炎黃子孫”這種概念的崇拜，而這樣的崇拜跟他希望用崇高的道

德來修復被政治打擊損毀的自我人格形象不無關係。通過犧牲他人來保全自

我，通過這種方式來滿足自我的認同需求，反映出心理並不健全，更談不上

成熟。因此，《雪落黃河靜無聲》的敘事帶有反啓蒙的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