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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莫言的小说创作中ꎬ魔幻现实主义成为最重要和引人注目的艺术风格ꎬ
但是其小说中的“魔幻”已不再是传统的或者严格意义上的“魔幻现实主义”ꎬ它在借

鉴、模仿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同时ꎬ亦包含着对魔幻现实主义创造、转化的艺术追求ꎬ以
及在这一艺术追求中所形成的独特的带有莫言式风格的魔幻ꎮ 具体而言ꎬ莫言小说中

既有对魔幻现实主义的简单模仿和挪用ꎬ亦有借鉴和吸收之后对魔幻现实主义的自我

更新和拓展ꎬ同时还存在着莫言在小说创作中所生成的带有自我色彩的魔幻ꎬ它们相互

交织ꎬ彼此生成ꎮ 魔幻现实主义对于莫言的意义不仅在于推动了其文学创作的蜕变ꎬ而
且因魔幻的存在ꎬ其小说文本的现实功利性得到了大大消解ꎬ文本的主题和意蕴也因之

而丰富和复调ꎮ
〔关键词〕莫言ꎻ魔幻现实主义ꎻ复杂性构成ꎻ感觉的魔幻

一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ꎬ瑞典皇家文学院颁奖词中所强

调的“ｗｈｏ ｗｉｔｈ ｈａｌｌｕｃｉｎａｔｏｒｙ ｒｅａｌｉｓｍ ｍｅｒｇｅｓ ｆｏｌｋ ｔａｌｅｓꎬ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
ｒｙ”ꎬ再次将众多读者和评论家的目光聚焦于“魔幻现实主义”这一能够体现莫

言小说独特风格的语汇之上ꎬ并引起了不小的争论ꎮ 论争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

方面ꎬ其一ꎬ莫言的小说是否具有魔幻现实主义色彩ꎬ其二ꎬ颁奖词中的“ｈａｌｌｕｃｉ￣
ｎａｔｏｒｙ ｒｅａｌｉｓｍ”被大多数媒介翻译成“魔幻”是误译还是误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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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小说具有魔幻色彩ꎬ应该是毋庸置疑的ꎮ 我认为这主要可以从两个方

面来进行确认ꎮ 首先是莫言自己已经多次承认受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

启示和影响ꎮ 例如早在 １９８０ 年代中期ꎬ谈及对自己文学创作产生影响的“两座

灼热的高炉” 时ꎬ莫言就曾坦率地承认ꎬ“对我影响最大的两部著作是加西

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ꎮ〔１〕近年来ꎬ莫言在一些

演讲和访谈中ꎬ也多次毫不避讳地认同魔幻现实主义(尤其是加夫列尔加西

亚马尔克斯)对于自己创作的启示和影响ꎬ例如ꎬ２０１２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

后ꎬ莫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ꎬ再次承认:“«百年孤独»我很早就读过ꎬ但没有读

完ꎮ 他的书改变了我的文学观念ꎮ” 〔２〕 其次ꎬ也最为重要的是ꎬ在莫言的小说文

本中无论是艺术思维模式、意象表达还是叙事手法乃至修辞方式上均呈现出鲜

明的魔幻色彩ꎮ 这一点本文将在后面论述莫言小说魔幻因素的复杂构成中会详

细论述ꎮ 另外ꎬ对于“ｈａｌｌｕｃｉｎａｔｏｒｙ ｒｅａｌｉｓｍ”被媒介广泛翻译成“魔幻现实主义”
是误译还是误读ꎬ我认为这是一个并不必要过于纠结的问题ꎮ 如果从翻译忠实

性层面来说ꎬ将“ｈａｌｌｕｃｉｎａｔｏｒｙ ｒｅａｌｉｓｍ”译为“魔幻现实主义”ꎬ确实有待商榷ꎮ 因

为魔幻现实主义ꎬ在英语世界文学话语中已经有其固定的表述方式ꎬ即“ｍａｇｉｃａｌ
ｒｅａｌｉｓｍ”ꎬ而“ｈａｌｌｕｃｉｎａｔｏｒｙ”在中文的释义中通常被译为“幻觉的”或者“引起幻觉

的”ꎮ 从这一点上来说ꎬ二者之间有着很大的意义区别ꎮ 所以ꎬ当瑞典诺贝尔委

员会在用“ｈａｌｌｕｃｉｎａｔｏｒｙ ｒｅａｌｉｓｍ”来描述莫言小说的美学风格时ꎬ人们自然会觉得

中文传媒依旧将其翻译成“魔幻现实主义”是存在问题的ꎮ 于是为了更切近

“ｈａｌｌｕｃｉｎａｔｏｒｙ ｒｅａｌｉｓｍ”的原意表达ꎬ有人认为将其翻译为“梦幻现实主义”更为

准确ꎬ也有人将其译为“幻觉现实主义”或者“谵妄现实主义”ꎮ 但正如有译者所

言:“我的阐释是建立在词语本身ꎬ而不是对莫言作品的研究基础之上”ꎮ〔３〕 从语

义上来说ꎬ将“ｈａｌｌｕｃｉｎａｔｏｒｙ ｒｅａｌｉｓｍ”译为“梦幻现实主义” “幻觉现实主义”或者

“谵妄现实主义”确实更为准确和忠实ꎬ但是如果对莫言作品有深入阅读的读者

应该都知道ꎬ魔幻色彩早已成为其文学创作的显著风格ꎬ因此依然将其翻译为

“魔幻现实主义”也未尝不可ꎬ符合大众早已形成的期待视野ꎮ
其实ꎬ“魔幻现实主义”最早用来概括拉丁美洲的文学创作潮流时ꎬ也受到

了包括拉丁美洲作家在内的众多人的不满ꎬ他们认为这是西方强加给自己的命

名ꎬ充满着误解和偏见ꎬ因此包括阿莱霍卡彭铁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内的

拉丁美洲作家ꎬ均不承认自己的作品是所谓的“魔幻现实主义”ꎮ 至于诺贝尔奖

委员会之所以用“ｈａｌｌｕｃｉｎａｔｏｒｙ ｒｅａｌｉｓｍ”而不是“ｍａｇｉｃａｌ ｒｅａｌｉｓｍ”来描述莫言小说

的美学风格ꎬ笔者认为ꎬ其重要的用意在于让大家注意莫言的“魔幻”已不再仅

仅是传统的或者严格意义上的“魔幻现实主义”ꎬ它包含着作者独特的艺术创

造ꎬ或者说莫言小说中的“魔幻”ꎬ更多的是“莫言式”的ꎮ 这正如我国当代文坛

另一位颇具魔幻色彩的作家阎连科一样ꎬ他在其最新的长篇小说«炸裂志»中ꎬ
为了显示自己作品的风格跟魔幻现实主义的差异和区别ꎬ而一再强调这是一部

“神实现实主义”小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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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这一点之后ꎬ我们就会明白ꎬ其实将“ｈａｌｌｕｃｉｎａｔｏｒｙ ｒｅａｌｉｓｍ”翻译为“魔幻

现实主义”或者“梦幻现实主义” “幻觉现实主义” “谵妄现实主义”就显得不那

么重要ꎬ重要的是我们要充分注意到莫言在借鉴、模仿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同

时ꎬ对魔幻现实主义创造、转化的艺术追求ꎬ以及在这一艺术追求中所形成的独

特的带有莫言式风格的魔幻ꎬ这对魔幻现实主义来说ꎬ无论从内涵和外延上都是

一种深化和拓展ꎮ

二

确认莫言小说中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ꎬ只是讨论问题的基本起点和表层ꎬ更
为重要的是ꎬ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厘清和分析魔幻现实主义在莫言小说中的复杂

性构成和表现ꎮ 一个作家所受外来文学的影响ꎬ通常会经历一个从模仿、转化到

创造的艺术流程ꎬ这恰如美国比较文学家约瑟夫Ｔ肖所比喻的那样ꎬ“各种

影响的种子都可能降落ꎬ然而只有那些落在条件具备的土地上的种子才能够发

芽ꎬ每一粒种子又将受到它扎根在那里的土壤和气候的影响ꎬ或者ꎬ换个比方ꎬ嫁
接的嫩枝要受到砧木的影响ꎮ” 〔４〕对魔幻现实主义的接受ꎬ莫言也经历了从模仿

到超越的艺术过程ꎬ且这一艺术过程并非一种简单线形路径ꎬ而是一种相互交织

的复杂状态ꎬ在模仿中就已有一些更新和创造ꎬ而在有了自己鲜明的魔幻风格之

后ꎬ也依然存在着对魔幻现实主义一些基本创作技巧的直接借用ꎮ 这样的一种

状态ꎬ就使得莫言小说的魔幻有着复杂的构成ꎬ将这一复杂构成剥离开来ꎬ它大

致可以分为三个层面:
第一ꎬ对魔幻现实主义的简单模仿和挪用ꎮ 与大多数作家一样ꎬ莫言对魔幻

现实主义文学的接受最初主要停留在模仿和挪用层面上ꎬ这一点在莫言前期小

说创作中显得尤为突出ꎮ 在莫言小说创作中ꎬ对魔幻现实主义的模仿主要体现

为对其叙事方式、艺术技巧乃至故事构型的借用ꎮ 在谈到自己最初阅读加西

亚马尔克斯作品的体验时ꎬ莫言曾说:“当时读了大概有十几页ꎮ 特别冲动ꎬ
第一反应就是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ꎬ就像当年马尔克斯在法国读了卡夫卡的小

说的感觉一样”ꎬ进而产生了这样的艺术冲动ꎬ“看后就恍然大悟ꎬ甚至来不及把

他的小说读完ꎬ就马上拿起笔来写自己的作品”ꎮ〔５〕 此时的莫言ꎬ对魔幻现实主

义的把握ꎬ还停留在浅尝辄止的阅读层面ꎬ缺乏深入的了解ꎬ因此在早期的文学

作品中ꎬ莫言只能更多地从技术和技巧层面对魔幻现实主义进行有意或者无意

的模仿ꎮ 这些有的是对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叙事方式的模仿ꎬ比如ꎬ在其前期代表

性作品«红高粱»的首句ꎬ“一九三五年古历八月初九ꎬ我父亲这个土匪种十四岁

多一点ꎮ 他跟着后来名满天下的传奇英雄余占鳌司令的队伍去胶平公路伏击日

本人的汽车队伍”ꎬ以及后来的小说«檀香刑»的首句ꎬ“那天早晨ꎬ俺公爹赵甲做

梦也想不到再过七天他就要死在俺的手里ꎻ死得胜过一条忠于职守的老狗”ꎬ莫
言就对 «百年孤独» 中那种众人都非常熟悉的魔幻叙事———“许多年之

后”这一句式ꎬ进行了简单的模仿ꎮ 又如ꎬ在«红高粱»中描写罗汉大叔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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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杀害的惨烈场面ꎬ以及«檀香刑»中对“檀香刑”这种酷刑的细致入微的描

绘ꎬ莫言均借鉴了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经常采用的通过冷静客观叙事而达到将幻

化现实真实化的叙事方式ꎮ 不仅在叙事方式上ꎬ而且在艺术手法上莫言也较多

地借用象征、寓言、联想、暗示、高度夸张、人鬼不分、时序错乱、现实与梦幻交织

等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经常采用的艺术方式ꎬ从而达到“变现实为幻想而不失其

真”的“魔幻”艺术效果ꎮ 莫言早期作品中对诸如晶莹剔透的红萝卜、割下来依

旧蹦跳的耳朵、会说话的刺猬、长着羽毛的老人、生者与死者的相遇和对话等意

象或场景的勾绘ꎬ大都采用的是这些艺术手法ꎬ它们也成为莫言早期小说魔幻化

最为重要的艺术手段ꎮ 不仅如此ꎬ在莫言早期的小说中ꎬ有些文本甚至在故事的

构型上也明显能够看出是对魔幻现实主义的模仿ꎮ 这其中ꎬ且不说«红高粱家

族»的家族型结构所受到«百年孤独»启示ꎬ单说其前期小说«球状闪电»中所插

入的那个吃墙上的蜗牛和腐土里的蚯蚓的“鸟翅老人”ꎬ很明显ꎬ其故事的构型

是对加西亚马尔克斯那篇非常有名的短篇小说«巨翅老人»的生硬模仿ꎮ
第二ꎬ借鉴和吸收之后对魔幻现实主义的自我更新和拓展ꎮ 有论者在谈到

莫言小说中的魔幻现实主义时ꎬ曾说:“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是中国的ꎬ在莫

言小说中ꎬ‘魔幻’的根源跟西方的神话相去甚远ꎬ或多或少跟盛产鬼故事的蒲

松龄故里有着些许联系ꎮ” 〔６〕 的确如此ꎬ莫言在接受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伊始ꎬ就
已经清晰地意识到“必须开辟自己的领地” 〔７〕ꎬ这使得他在最初模仿借鉴魔幻现

实主义叙事和艺术技巧的同时ꎬ也有着强烈的对魔幻现实主义进行自我更新和

拓展的艺术冲动ꎮ 这一艺术冲动ꎬ落实在莫言的小说创作中就是通过对魔幻现

实主义从文学观念到艺术策略进行中国化改造ꎬ从而达到对外来文学思潮的吸

收和转化ꎮ 魔幻现实主义对莫言小说创作这一层面的影响ꎬ首先体现在它改变

了其文学的思维方式和观念ꎮ 魔幻现实主义之所以能够魔幻ꎬ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拉丁美洲作家在接受欧洲表现主义、后表现主义以及现代主义艺术的影响

之后ꎬ幡然领悟到这些艺术方式与自己本民族文化和艺术传统有着诸多相似之

处ꎬ进而转身从本民族文化传统和艺术营养中寻找资源ꎬ最终建构了有别于曾经

追求的欧洲艺术方式的自己的文学王国ꎮ 魔幻在表层上看往往体现为独特叙事

方式和艺术修辞的组合ꎬ但更为重要的它是一种艺术思维方式和一种“哲学”ꎮ
对于这一点ꎬ聪明而敏感的莫言显然是有所体悟的ꎬ“«百年孤独»提供给我们值

得借鉴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哲学思想ꎬ是他独特的认识世界ꎬ认识人类

的方式ꎮ 他之所以能如此潇洒地叙述ꎬ与他哲学上的深思密不可分ꎮ” 〔８〕 在顿悟

之后ꎬ莫言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文学领地ꎬ在“高密东北乡”这片属于自己的艺术

王国里ꎬ他能够像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其“马孔多世界”里一样ꎬ自由驰骋艺术

的想象力和语言的狂欢ꎬ将平庸而真实的历史与现实ꎬ幻化成沸腾、魔幻的世界ꎮ
莫言小说这一艺术思维中心的转换可谓是其小说能够魔幻的根基ꎬ很明显这与

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启示密不可分ꎬ但是在莫言小说创作的实践中却进行了中

国化的改造ꎮ 他笔下的魔幻世界ꎬ是属于“高密东北乡”的ꎬ它是中国的“马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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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ꎮ 其次ꎬ在一些魔幻手法上ꎬ莫言也在一定程度上对魔幻现实主义进行了创

造性的转化ꎮ 魔幻现实主义的很多艺术方式都源自于本民族的神话和信仰ꎬ甚
至民间艺术ꎮ 莫言在自己的文学世界里ꎬ也找到了类似的魔幻方式ꎬ他能够化用

具有地域色彩的神话和信仰(如«酒国»«生死疲劳» «蛙»等)ꎬ也能够从民间艺

术方式中寻找魔幻的元素(如«民间音乐» «檀香刑»)ꎬ还能够从传统文学中汲

取营养———他喜欢蒲松龄的«聊斋志异»ꎬ其小说中的许多人鬼对话均有着«聊
斋志异»的影子ꎮ 当然ꎬ上述的魔幻手法与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所采用的方

式类似ꎬ但是莫言却将他们中国化了ꎮ 例如ꎬ同样是吸收民间艺术方式ꎬ加西

亚马尔克斯是从自己童年时听祖母讲故事的神情和语调中找到了客观、冷静

的叙事风格ꎬ甚至他的«百年孤独»里那个非常有名的开头ꎬ也是祖母惯用的叙

事方式ꎮ 对于魔幻元素的发掘ꎬ莫言也特别借重民间ꎬ在«檀香刑»中他大胆地

将“猫腔”这种地方戏文民间戏曲形式引进到小说的结构和语言表达之中ꎬ在完

成对传统民间音乐和民俗资源创造性转化的同时ꎬ也使得整部小说充满着魔幻

的色彩ꎮ 又如ꎬ在对传统神话资源和民间信仰的借鉴上ꎬ莫言也力图将其中国

化ꎮ 在«生死疲劳»里ꎬ莫言从民间信仰中找到了文本结构和叙事的灵感ꎬ他采

用佛教信仰中人的生命“六道轮回”的观念ꎬ让小说的主人公一世为驴、一世为

牛、一世为猪、一世为狗、一世为猴ꎬ来演绎乡土中国的历史寓言ꎬ从而完成了神

奇而又魔幻的叙事之旅ꎮ
第三ꎬ莫言在小说创作中所生成的带有自我色彩的魔幻ꎮ 如果莫言对魔幻

现实主义的借鉴和吸收ꎬ仅仅停留在上述两个层面的话ꎬ那么他小说中的魔幻将

会了无新意ꎬ而莫言小说中的魔幻之所以令人关注ꎬ并受到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

的高度肯定ꎬ很大程度上则缘于他对魔幻现实主义的新贡献ꎬ那就是莫言从接受

魔幻现实主义的一开始就逐渐寻找并最终生成了带有自我色彩的魔幻ꎮ 这一带

有自我色彩的魔幻ꎬ就是人们经常提到的“感觉的魔幻”ꎮ 通过对感觉世界的夸

张性重构来达到一种魔幻性效果ꎬ在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中也偶有运用ꎬ
但他不是主要的艺术手法ꎬ可是到了莫言这里ꎬ他结合自己的艺术优势将它充分

发挥ꎬ成为其小说文本魔幻的主色调ꎮ 由于在小说中大量、丰富和频繁地使用这

一魔幻技巧ꎬ莫言将这种魔幻方式打上了自己的标签ꎬ以至于当我们现在一提到

“感觉的魔幻”ꎬ大家都会不由自主地将它落实到莫言的小说创作之中ꎬ仿佛这

已是属于莫言的文学品牌了ꎮ 如果说魔幻现实主义文学较多地仰仗对拉丁美洲

神奇瑰丽的自然世界ꎬ神秘幽深的信仰世界以及动荡混乱的现实世界的表现来

达到一种魔幻效果的话ꎬ那么ꎬ莫言的许多作品中魔幻色彩的获得却更多是凭借

其中斑斓的色彩、超常的感觉、独特的气味等对读者感觉系统的全方位冲击来实

现的ꎮ 莫言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艺术优势ꎬ依靠对感觉世界(尤其是超常的感

觉)的开掘来表现记忆中的故乡和人性世界ꎮ 莫言之所以能够找寻到属于自己

的魔幻方式ꎬ这与他的艺术自觉有关系ꎬ而这种艺术自觉又与自己曾经的生命体

验密切关联ꎮ 在自己的自述和演讲中ꎬ莫言多次强调饥饿和孤独是其创作的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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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ꎬ二者不仅成为其文学作品的永恒主题ꎬ也带给了作家独特的感受世界的艺术

方式ꎬ使得莫言具有其他作家难以匹敌的对感觉世界放大、扩展的艺术才华以及

重新构造我们对现实的感觉能力ꎮ 感觉是人感受和认识世界最重要的直觉器

官ꎬ但是由于人类进化过程中理性思维过多地介入自身的认知领域ꎬ这一重要的

感受方式逐渐成了我们“熟悉的陌生人”ꎮ 可贵的是ꎬ莫言在小说中ꎬ通过自己

独特的艺术方式ꎬ恢复了这种感觉能力ꎮ 在其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中ꎬ小说

中的黑孩具有超常的感受力ꎬ能够听到鱼群在喋喋私语和逃逸的雾气碰撞着黄

麻叶子和深红或是淡绿的茎杆ꎬ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ꎬ也能够听到头发落地的声

音ꎬ可以嗅到几公里以外水下淤泥的味道ꎮ 在此后其他的小说文本中ꎬ莫言通过

对感觉的极度夸张和渲染ꎬ乃至借助对不同感觉的复合描写或者感觉间的移植

互通ꎬ来达到审美的陌生化ꎬ进而产生魔幻效果ꎮ 因此我们能够看到«红高粱»
中那晃成血海的红高粱ꎬ«爆炸»里父亲打在左腮上的一记耳光被转化为从视

觉、触觉、嗅觉、味觉到幻觉和想象的多重感受ꎬ«铁孩»里的铁孩在几里地之外

就能闻到别人家的肉味ꎬ«蛙»中的孩子们在煤块中品尝出香甜的味道等一系列

由感觉所构织的世界ꎬ莫言在对上述超常感觉的描绘中ꎬ拓展了人类感知世界的

深度与广度ꎬ感知对象也因之而变得富丽多彩ꎬ正如«百年孤独»中雷梅苔丝披

着床单随风上天ꎬ奥雷良诺在娘肚子里就会啼哭一样令人感到惊奇与魔幻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莫言小说上述不同的魔幻层面ꎬ只是我们便于分析而进行的

拆解ꎬ其实它是一个整体ꎬ共时存在ꎬ相互生成ꎮ 换言之ꎬ莫言在接受魔幻现实主

义时ꎬ模仿和借鉴一直存在ꎬ创造和转化也始终在进行ꎮ 比如ꎬ莫言的小说在还

没有充分魔幻之前ꎬ在«透明的红萝卜»中其对感觉细腻、夸张而神奇的叙写就

已引人瞩目ꎮ 近年来尽管莫言的小说(如«生死疲劳»«蛙»)已经形成了较为成

熟的“感觉的魔幻”ꎬ但是魔幻现实主义经常采用的夸张、人鬼不分、时序错乱、
现实与梦幻交织等艺术技巧ꎬ也依旧经常被其采用ꎮ

三

对于莫言来说ꎬ魔幻现实主义不仅是一种艺术技巧和文学表现方式ꎬ它对于

其整个文学创作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ꎮ 在接受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影响之前ꎬ莫
言已经开启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之路ꎬ先后发表了«春夜雨霏霏»«丑兵»«为了孩

子»«售棉大道»等ꎬ但是这些小说均以传统现实主义手法来记述生活的感受ꎬ简
单、明朗中透露着难以掩藏稚嫰和粗糙ꎮ «透明的红萝卜»是莫言的成名之作ꎬ
从这篇小说开始ꎬ他的小说风格发生很大的改变ꎬ此后集束推出的«球状闪电»
«金发婴儿»«爆炸» «红高粱»等已经明确地预示着莫言新的创作风格的形成ꎬ
并且通过这一系列文学实践找到了自己所熟悉的文学领地ꎮ

莫言 １９８０ 年代中期小说创作的蜕变ꎬ原因可能复杂多样ꎬ但其中最重要的

因素就是域外文学尤其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对其创作观念的冲击和影响ꎮ 尽管

后来莫言在谈到魔幻现实主义对自己的影响时ꎬ会有意无意地加以淡化:“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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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检讨起来ꎬ这一时期的作品还是无意识地受到了西方文学的影响ꎬ有人说我

是受马尔克斯影响最大的中国作家ꎬ我想得出这个结论也主要是来自于我在八

十年代的这一批作品ꎬ像«金发婴儿»«球状闪电»«爆炸»等ꎬ但实际上关于马尔

克斯ꎬ关于拉丁美洲的‘爆炸文学’我也是浅尝辄止ꎬ直到现在ꎬ我依然没有把马

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读完ꎬ因为当时读了大概有十几页ꎮ”但是ꎬ他又不得不承

认ꎬ“马尔克斯实际上是唤醒了、激活了我许多的生活经验、心理体验ꎬ我们经验

里面类似的荒诞故事ꎬ我们生活中类似的荒诞现象比比皆是ꎬ过去我们认为这些

东西是不登大雅之堂的ꎬ这样的东西怎么可能写成小说呢? 这样一种小说怎么

能传达真善美去教育我们的人民呢? 既然马尔克斯的作品是世界名著ꎬ已经得

到了世界承认了ꎬ我们看后就恍然大悟”ꎬ“所以我想我的«金发婴儿» «球状闪

电»等小说里面确实是受到了马尔克斯或者说拉美的爆炸文学的影响”ꎮ〔９〕

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启示下ꎬ莫言迅速找到了“高密东北乡”这块属于自

己的精神领地ꎬ这块独特的精神领地不仅激活了作家自己过往的记忆和生命体

验ꎬ也激活了他的文学想象力和艺术灵感ꎬ“过去深藏在记忆里的许多东西ꎬ以
前认为是不能进入小说的ꎬ现在都可以写到小说里去了” 〔１０〕在这里ꎬ莫言自己所

谙熟的“故乡”以及蕴藏于其中的神话、传说、风俗、人情乃至童年斑斓的记忆ꎬ
均成为引发艺术情感的原点ꎬ也成为驰骋想象ꎬ洞幽世界与人性的有力支点ꎬ莫
言用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全新文学方式在重新营构的“故乡”世界里演绎着悲与

喜、爱与恨、人性痛苦与欢乐的雄浑交响曲ꎮ 其实ꎬ在 １９８０ 年代ꎬ魔幻现实主义

对中国文学的启示岂止莫言一人ꎬ贾平凹的“商州”系列ꎬ李杭育的“异乡异闻”
系列ꎬ王安忆的«小鲍庄»ꎬ韩少功的«爸爸爸»ꎬ扎西达娃的«西藏ꎬ隐秘岁月»等
作品的横空出世ꎬ几乎均受到了来自异域的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启示与

影响ꎬ它们成为这些作家文学创作乃至新时期中国小说艺术质变点的重要标志ꎮ
当然ꎬ魔幻现实主义对于莫言的意义不仅止于推动了其文学创作的蜕变ꎬ而

且对于其文本本身来说也有着特殊的艺术价值ꎮ 在莫言的小说创作中ꎬ因为魔

幻的存在而消解了其作品的现实性ꎬ丰富了文本的主题和意蕴ꎮ 莫言是一位既

植根乡土又切近中国历史与现实的作家ꎬ他的小说作品大都具有强烈的历史感

和现实性ꎮ 有人按照故事时间的顺序排列ꎬ发现莫言的作品串联起来其实就是

一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历史谱系ꎬ它们既指涉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ꎬ如义和

团运动(«檀香刑»)、抗日战争(«红高粱家族» «丰乳肥臀»)、三反五反运动

(«生死疲劳»)ꎬ也直陈现实社会的敏感事件与制度ꎬ如发生在 １９８７ 年山东苍山

震惊全国的“蒜薹事件”(«天堂蒜薹之歌»)ꎬ真实再现 １９５０ 年代以来当代中国

的计划生育政策(«蛙»)等ꎮ 但是ꎬ当我们在阅读莫言的小说时ꎬ通常并不会被

这些具有鲜明历史和现实意义指向性的主题所局限ꎬ因为他的小说文本中始终

有诸多超越这些现实指向性的东西存在ꎮ 其中ꎬ莫言作品中的魔幻现实主义ꎬ是
给他小说带来这种超越性的重要的艺术方式ꎮ 由于魔幻意象、魔幻情节和艺术

方式的大量存在ꎬ一方面冲淡了读者在阅读时对作品现实性的关注ꎬ另一方面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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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也丰富了文本本身意蕴ꎬ以致使得读者在接受时ꎬ可以对作品有着多元化的理

解ꎮ 比如其小说«蛙»ꎬ从题材和意义的现实指向性来看ꎬ它是呈示和反思乡土

中国近半个多世纪计划生育问题的ꎬ但是由于小说中核心魔幻意象“蛙”以及孩

子们幼年吃煤ꎬ姑姑被青蛙惊扰、失眠ꎬ小狮子犹如喷泉的乳汁等魔幻情节的存

在ꎬ这部小说显然并不是一部简单而浅薄的讽刺剧ꎬ还是一部包含着母爱、繁衍

以及对神秘命运和隐秘人性进行勘测和探寻的多声部复调小说ꎮ
当然ꎬ有人会对此有不同的看法ꎮ 比如ꎬ在«酒国»里ꎬ余一尺讲述了一个小

男孩与“杂耍女郎”的传说ꎮ 小男孩在看杂耍的时候吃了杂耍女郎的桃子ꎬ从此

之后就患上相思病ꎬ病得快要死了的时候ꎬ男孩的父母才同意他去找那个女孩ꎬ
结果盘缠花尽ꎬ干粮吃完ꎬ老仆逃走ꎬ连驴子也死了ꎬ当他在一块石头上痛哭流涕

的时候ꎬ石头打开了ꎬ男孩落下去ꎬ就落在女郎的怀里ꎮ 有人在评述这一魔幻情

节时ꎬ就认为:“这个故事和酒国有什么关系呢? 又有什么意图呢? 我想莫言听

过这个传说ꎬ便有了放入小说的想法ꎬ但忽略了其中的内在联系ꎬ就变得牵强ꎬ可
见ꎬ有经验的想象也未必好ꎮ” 〔１１〕对此观点ꎬ笔者有不同的看法ꎬ笔者以为正是由

于诸多看似与文本故事拟或主题没有内在联系的魔幻意象和情节的存在ꎬ才使

得莫言的小说既真切又虚构、既现实又魔幻ꎬ它们对于读者来说有着独特的审美

魔力和阅读快感ꎮ 从现实的生活逻辑来说ꎬ这样的情节也许有些突兀或者失真ꎬ但
是从文学审美表现的层面来看ꎬ它们所带来的艺术张力、阅读快感却正符合文学的

本性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魔幻现实主义在给莫言文学创作转变ꎬ文学风格成熟带来重

要影响的同时ꎬ莫言也为魔幻现实主义的新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ꎮ 一方面ꎬ在自

己的文学实践中ꎬ莫言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将魔幻现实主义中国化和本土化ꎬ扩大

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外延ꎬ使得魔幻现实主义在跨界旅行中带有鲜明的中国色彩

和风味ꎬ另一方面ꎬ莫言的“感觉的魔幻”则拓展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内涵ꎬ使得通

过对感觉细腻、超凡、夸张和复合式地描写ꎬ成为一种众人皆知的新的魔幻艺术

技巧和方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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