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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走在虚幻与现实之间〔∗〕

———读马尔克斯短篇小说集«蓝宝石般的眼睛»

○ 仇　 旭
(安徽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ꎬ 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３６)

〔摘　 要〕采用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ꎬ从故事主题、时空结构、叙事角度等方面ꎬ对加

西亚马尔克斯创作生涯早期的短篇小说集«蓝宝石般的眼睛»进行多向度的挖掘和

阐释ꎮ 基于对作品所呈现出的超现实主义文学文本特征所进行的细致分析ꎬ结合马尔

克斯中后期创作风格的转变ꎬ可以得出:马尔克斯早期的创作风格对其魔幻现实主义风

格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ꎬ其最终风格的形成脱胎于超现实主义ꎮ
〔关键词〕加西亚马尔克斯ꎻ虚幻ꎻ现实ꎻ超现实主义ꎻ魔幻现实主义

加布里尔加西亚马尔克斯(Ｇａｂｒｉｅｌ Ｇａｒｃíａ Ｍáｒｑｕｅｚꎬ１９２７ － ２０１４)是哥

伦比亚籍作家、记者和社会活动家ꎬ也是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者和

代表人物ꎮ 马尔克斯不仅在拉丁美洲当代小说的创作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ꎬ
在世界文坛也占有一席之地ꎬ被认为是 ２０ 世纪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

一ꎮ〔１〕马尔克斯以融合写实与幻想成分的魔幻现实主义而享誉文坛ꎬ其一生创

作广泛ꎬ题材多样ꎬ包括长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新闻评论以及电视、电影剧本等

等ꎮ 主要代表作有«百年孤独»(１９６７)、«霍乱时期的爱情» (１９８５)、«迷宫里的

将军»(１９８９)等ꎮ 凭借其代表作«百年孤独»及其他作品ꎬ马尔克斯于 １９８２ 年荣

获诺贝尔文学奖ꎮ
马尔克斯于 １９５５ 年发表其第一部长篇小说«枯枝败叶»ꎬ学界对于他的研

究也大多以此为起点ꎬ甚至有的研究者认为这是他的第一部小说ꎮ〔２〕 事实上ꎬ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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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克斯于 １９４７ 年就读波哥大大学法律系起ꎬ就开始在哥伦比亚的报刊杂志上发

表作品ꎮ 这个时期的创作大多以短篇小说为主ꎬ后来部分作品被整理集合成短

篇小说集«蓝宝石般的眼睛»ꎬ并于 １９７４ 年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ꎮ〔３〕

«蓝宝石般的眼睛»共收录了 １０ 篇短篇小说ꎬ创作年限为 １９４７ 年至 １９５３ 年ꎬ因
此ꎬ«蓝宝石般的眼睛»可视为马尔克斯创作生涯初期的代表作品ꎮ 马尔克斯这

一时期的作品有着鲜明的特征:大量使用负面情感题材ꎬ“语言华丽丰富、风格

偏于怪诞、更注重主观色彩”ꎬ〔４〕以超现实手法展现梦境或潜意识层面的浑沌概

念ꎬ叙述时间错乱颠倒ꎬ以及多元多变的叙事角度等ꎬ从而体现出一定的超现实

主义特征ꎮ 超现实主义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ꎬ甚至可以说ꎬ“魔
幻现实主义脱胎于超现实主义”ꎬ〔５〕因此ꎬ马尔克斯早期的作品对其最终写作风

格的形成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ꎮ
本文拟采用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ꎬ着重分析马尔克斯短篇小说集«蓝宝石

般的眼睛»的表现手法ꎬ并对照作家后期创作风格ꎬ探究初入文坛的马尔克斯早

期作品的特点ꎬ以期对其个人风格的形成达成更加完整和客观的认识ꎮ

一、建立于想象之上的文学创作初旅

马尔克斯非常喜爱阅读ꎬ在从事自己的创作之前ꎬ他已接触过各式各样的文

学作品ꎬ而激发他创作的动力主要来自于阅读ꎮ 卡夫卡和福克纳的作品对于马

尔克斯的早期创作有着重要影响ꎮ〔６〕 在阅读卡夫卡的«变形记»时ꎬ他发现故事

情节充满想象ꎬ因为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莎早晨醒来竟然发现自

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ꎮ 马尔克斯后来说道:“(小说)原来能这么写呀ꎮ 要

是能这么写ꎬ我倒也有兴致了ꎮ” 〔７〕 因此马尔克斯在起初的创作中ꎬ在题材的选

择上偏重于想象ꎬ多虚幻题材ꎬ而与现实没有多大关联ꎮ 这个时期ꎬ他的文学观

未拿现实做参照系ꎬ“他的坐标完全建立在模仿和异想天开的标新立异上ꎮ” 〔８〕

例如他的处女作«死亡三叹»ꎬ描写的就是一个“活死人”三次死亡经历的种种感

受ꎮ〔９〕对于“凭空编造”的小说ꎬ马尔克斯认为ꎬ“事物无论多么荒谬悖理ꎬ总有一

定之规ꎮ 只要逻辑不混乱ꎬ不彻头彻尾地陷入荒谬之中ꎬ就可以扔掉理性主义这

块遮羞布ꎮ” 〔１０〕因此他不愿使用那些看起来太过平常的题材ꎬ而倾向于使用那些

他觉得较有小说味道的题材ꎬ觉得这样可以让他写出来的东西更像小说ꎮ 马里

奥巴尔加斯略萨认为ꎬ马尔克斯早期不愿以他个人的生活经验或所处的社

会环境作为故事创作的内容ꎬ同时也排斥任何与已知历史事实有关的题材出现

在故事中ꎬ因为马尔克斯认为ꎬ若把个人生活经验或历史事件写作故事的内容ꎬ
其创作就会有“抄袭事实”的嫌疑ꎮ〔１１〕为了避免这种嫌疑ꎬ马尔克斯充分利用自

己的想象ꎬ天马行空ꎬ充满虚幻ꎮ
马尔克斯的这一选材原则在«蓝宝石般的眼睛»中有了充分体现ꎮ 此小说

集中收录的作品ꎬ前面几篇有着“卡夫卡式的死亡、毁灭感”ꎬ〔１２〕如«死亡三叹»、
«在猫身上转世的爱娃»、«死亡联想曲»和«与镜子的对话»等ꎬ而后面几篇则带

—９２２—

游走在虚幻与现实之间



有“福克纳式的荒凉、遥远、凄清的味道”ꎬ〔１３〕 如«三个梦游症患者的痛苦»、«蓝
宝石般的眼睛»、«有人弄乱了玫瑰花»、«石鸻鸟之夜»和«纳博ꎬ一个让天使等

待的黑人»等ꎮ 它们基本都是幻想小说ꎬ以死亡、孤独、毁灭、幻觉等负面情感题

材为主题ꎬ令人感觉冷漠且极端ꎬ与马尔克斯后来的创作风格有着很大的差异ꎮ

二、«蓝宝石般的眼睛»的超现实主义特征

超现实主义文学是继象征主义、未来主义和表现主义之后ꎬ现代主义文学领

域出现的又一个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重要流派ꎮ 法国作家安德烈布勒东给超

现实主义所下的定义是:“超现实主义ꎬ名词ꎮ 纯粹的精神上的无意识活动ꎮ 人

们凭借它ꎬ用口头、书面或其他方式来表达思想的真实过程ꎬ在不受理性的任何

控制又没有任何美学或道德的成见时ꎬ思想的自由活动ꎮ” 〔１４〕超现实主义文学宣

称在现实世界之外ꎬ还有一个所谓的“彼岸”世界ꎬ即潜意识或无意识的世界ꎬ而
后一世界比前一世界更加真实ꎮ 超现实主义者持反理性主义的美学思想ꎬ强调

描写梦幻世界、想象世界、内心活动的重要性ꎮ 超现实主义作品追求神奇、奇特

的艺术效果ꎬ充满出人意料的形象比喻ꎮ
审读«蓝宝石般的眼睛»中的作品ꎬ不难发现ꎬ许多小说在叙事主题选择、时

空结构安排和叙事角度处理等方面ꎬ都具有虚构与现实相混杂糅合的特征ꎬ加之

作者在叙述时常有模棱两可的表述ꎬ使得这些作品呈现出一种虚无与幻想的超

现实主义文学特征ꎮ
(一)叙事主题

«蓝宝石般的眼睛»包含 １０ 篇故事ꎬ风格大致属于一类:其主题充满了虚

构、想象和幻想ꎬ内容主要涉及孤独、死亡、毁灭、幻觉等负面情绪ꎬ叙述则将现实

糅合于虚幻之中ꎬ作品的整体风格晦暗、消极、沉闷ꎬ书写着寂寞、惶恐与不安的

消极心理ꎮ
在这些作品中ꎬ对于“死亡”或与“死亡”相关的题材的叙述占着相当比重ꎮ

有的作品通过描写主角人物面对死亡时的思想变化ꎬ突显人们面对死亡时的孤

独、绝望、恐惧且又感到释然的复杂状态ꎻ有的作品通过描写与死亡有关的事物

或场景ꎬ展现人们无法避免死亡的命运ꎻ有的作品描写“灵魂现身”、“死人复活”
等灵异事件ꎬ让不可思议的事件融入真实世界的场景中ꎻ有的作品则以“超现实

主义”手法ꎬ利用主人公的梦境和潜意识层面的浑沌概念ꎬ模拟刻画死亡的过程

或死后的情形ꎬ从而烘托出人们面对死亡时无奈与无助的感觉ꎮ
人们在面临死亡时ꎬ一般都会产生诸如恐惧、悲观、绝望的负面情绪:有人因

濒死而受到病痛的折磨ꎻ有人因失去亲人而万分悲痛ꎻ有人因即将离世而充满眷

恋ꎻ也有人对死后的黑暗世界感到绝望恐惧ꎮ 在«在猫身上转世的爱娃»中ꎬ作
者就花费了大量笔墨描述主人公面对死亡时的可怕感觉ꎮ 在这篇小说中ꎬ主角

爱娃身染家族遗传的不明怪病ꎬ在死亡前她倍受这种病痛的折磨:“脑袋上的每

根头发都在发热ꎮ 仿佛她的血管里有着一些散发热气的小虫ꎮ 每天黎明前ꎬ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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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小虫都会迈开它们的小腿ꎬ肆无忌惮地在她的皮肤上漫游ꎬ在她的那漂亮的皮

肤上爬来爬去ꎮ” 〔１５〕

«死亡三叹»同样是一篇以死亡为主题的故事ꎮ 作者通过故事主人公的梦

境和潜意识ꎬ以“超现实”的手法描绘死亡的过程ꎬ将瞬间的“死亡”过程延伸为

长达二十年的三个时段ꎬ从而细致刻画主人公从断气到真正死亡之间所历经的

心境变化:故事的主人公经历了三次死亡ꎬ在“第一次死亡”时ꎬ他对于死亡并不

感到害怕ꎬ他甚至“觉得自己很美ꎬ死神般地美”ꎬ他仍如正常人般发育成长ꎬ和
活着的人没什么两样ꎮ 后来ꎬ当他发育成熟ꎬ身体停止了生长ꎬ“微弱的脉跳”也
从血管里消失了的时候ꎬ他才开始感到悲伤ꎬ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进入到“第二

次死亡”阶段ꎬ即将成为一个“真的”死人ꎮ 但这个阶段他仍不感到害怕ꎬ因为他

除了不能自由行动之外ꎬ跟活着的人仍然没有差别ꎮ 然而ꎬ当他进入“第三次死

亡”时ꎬ身体开始腐烂ꎬ这时他才感到真正的恐惧ꎬ不过他不是害怕死亡ꎬ而是害

怕自己被“活埋”ꎮ〔１６〕在这里ꎬ作者运用“超现实”的手法ꎬ借助人物主角的梦境

和幻觉ꎬ呈现出其潜意识中对于“死亡”的浑沌认识ꎮ 人物主角挣扎沉沦于自己

的幻想中不能自拔ꎬ任由痛苦、恐惧、无助的感觉淹没其正常的知觉意识ꎬ生存与

死亡的界限模糊难辨ꎬ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亡ꎮ 类似这种真相

模糊、任随意识发展的叙述手法ꎬ正是超现实主义文学的典型表现手法ꎮ
在«蓝宝石般的眼睛»中ꎬ还常常出现对于故事中人物幻觉的描写ꎬ这些幻

觉只是故事人物个人的想象或幻影ꎬ并没有真正出现在文本的现实场景中ꎮ 这

种幻觉涉及人物感官的各个方面ꎬ如涉及听觉ꎬ听到不该听到的声音ꎻ涉及视觉ꎬ
看到不该看到的东西ꎻ涉及知觉ꎬ身体上有着无法解释的奇怪感觉ꎮ 这种幻觉刻

画ꎬ是超现实主义文学中经常出现的主题ꎮ 例如ꎬ在«死亡三叹»中ꎬ主角长期听

到一种来自他脑中的噪音ꎬ这个噪音“冰冷、干脆”ꎬ在他脑海中不时地鸣响ꎮ 有

时这个声音就如同一窝蜜蜂似的在他脑海中嗡嗡作响ꎬ有时则如同一只猫一般

在他脑袋里钻来钻去ꎬ让他痛苦不堪ꎮ〔１７〕

而在«死亡联想曲»中ꎬ主角则觉得有一个怪物寄生在他肚子里ꎬ而这个怪

物应该就是他死去的孪生兄弟身上长的肿瘤ꎮ 肿瘤有了生命ꎬ伸出黄色的触角ꎬ
然后钻入他的体内企图将他毁灭ꎮ 实际上ꎬ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怪物ꎬ它只是主角

因为孪生兄弟的死ꎬ在极度悲伤或恐惧的情况下产生的幻觉或妄想症状ꎮ〔１８〕

«蓝宝石般的眼睛»作品中出现的基于人物幻想、潜意识的相关情节ꎬ还有

很多ꎮ 这些描述主要着眼于现实世界中不可能出现的荒诞现象ꎬ或是涉及“灵
魂”、“魔怪”等虚幻题材ꎬ或是刻画死亡的孤独感觉ꎬ体现了作者作品的“超现

实”特征ꎮ
(二)时空结构

在«蓝宝石般的眼睛»中ꎬ作者马尔克斯常以真实世界为模版建构文本的时

空背景ꎬ然后运用叙述时间的错置或模糊化ꎬ或借用文本人物浑沌的梦或潜意

识ꎬ在叙述中插入与常识规则相违背的人物或情节发展ꎬ让真实场景的现实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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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违反自然的人物情节发生矛盾冲突ꎬ进而呈现“虚幻”与“超现实”的风格ꎮ〔１９〕

«蓝宝石般的眼睛»文本时间的安排颇具特色ꎬ作者一反时间发展的线性结

构ꎬ往往将不同的时间段落交错排列ꎮ 例如在同一篇作品甚至在同一个段落的

叙述中ꎬ作者通常不会顺着事件发展的时间先后顺序陈述ꎬ而是打乱整个事件发

展的时间次序ꎬ将不同的时间段落错置ꎬ让事件内容以片段式的型态交替呈现ꎬ
渐次推进情节的发展ꎮ

此外ꎬ作者还常常利用人物主角模糊浑沌的知觉意识ꎬ或虚实混淆的思维逻

辑ꎬ在文字叙述中擅自改变时间原有的特性ꎬ如:时间行进的规律性、非物质性、
不可逆性等ꎬ造成文本时间的扭曲变形 (如:时间空间化、加速、减慢、回溯

等)ꎮ〔２０〕例如ꎬ在«在猫身上转世的爱娃»中ꎬ主角爱娃自死亡的沉睡中醒来ꎬ发
现自己竟已变成了一个无形无体的魂魄ꎬ她一面回忆她生前的病症ꎬ一面庆幸家

里的一切如故ꎬ丝毫没有任何改变ꎮ 一时之间ꎬ她突然觉得自己口干舌燥ꎬ很想

吃桔子ꎬ于是便到处找她的猫ꎬ想借助猫的身体复活ꎮ 她找来找去找不到ꎬ却惊

讶地发现“从她想吃第一只桔子的那天起ꎬ已经过去三千年了”ꎮ〔２１〕

就在人物主角的一念之间ꎬ时间就转眼过了三千年ꎬ这大概是作者马尔克斯

借着主角爱娃自死亡的沉睡中初醒时对世间的浑沌意识ꎬ模糊化真实世界时间

行进的规律性ꎬ也让恒常不变的时间行进ꎬ在人物主角尚未完全觉醒的知觉意识

中ꎬ有机会加快其行进速率ꎬ让漫长的三千年岁月在人物主角的一念之间迅速流逝ꎮ
而在«六点钟来的女人»中ꎬ作者马尔克斯则利用一段“谜”似的情节叙述ꎬ

试图“减慢”时间的行进速度ꎬ也颠覆了时间的不可逆性ꎮ 在此篇的情节中提

到ꎬ女主角于傍晚六点进餐馆ꎬ却一再宣称自己是五点三刻到达的ꎬ并要餐馆侍

者认同她的说法ꎮ 然而ꎬ等到那个餐馆侍者迫于无奈答应认同她的说法之后ꎬ她
又改口说自己是五点半到餐馆的ꎮ〔２２〕

总而言之ꎬ作者在多部作品中ꎬ通过时间段落的混置ꎬ造成文本时间定位点

的模糊ꎬ或运用叙述技巧ꎬ颠覆时间的固有质性ꎬ让文本时间扭曲变形ꎬ从而在文

中形成脱离现实的虚幻效果ꎮ
除了在时间的处理上呈现出虚幻的“超现实”特征ꎬ在空间的调配上ꎬ«蓝宝

石般的眼睛»也具有此类特征ꎮ 在«蓝宝石般的眼睛»中ꎬ作者马尔克斯常以真

实世界的场景作为文本空间背景的基础ꎬ然后运用故事人物的梦境与潜意识层

面的浑沌概念ꎬ在内容叙述中安排与常识规则相违背的人物或情节发展ꎬ让真实

场景的现实原则和违反自然的人物情节发生冲突的趣味ꎮ〔２３〕

例如ꎬ在 «三个梦游症患者的痛苦» 〔２４〕 和 «纳博ꎬ一个让天使等待的黑

人» 〔２５〕中ꎬ虽然文字叙述常出现“庭院草地”、“池塘”、“庄园”、“马厩”等具备现

实原则的字眼ꎬ内容却是涉及昏迷、复活、守护天使、幻想等涉及梦或潜意识层面

的题材ꎬ由此便可看出作者运用糅合想象于现实之中的手法ꎬ用“超现实”的手

段展示真实世界ꎮ
这种将虚构幻想的题材融入真实世界场景的做法ꎬ也曾表现在«蓝宝石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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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眼睛»其他的篇章中ꎮ 例如ꎬ在«有人弄乱了玫瑰花»中ꎬ主角(灵魂)所在的空

间背景ꎬ就是一栋荒废已久、无人居住的大房屋ꎬ里面布满了尘埃和蜘蛛网ꎬ房屋

的木头都已经腐烂了ꎮ〔２６〕在«在猫身上转世的爱娃»中ꎬ主角爱娃(灵魂)在死后

回到生前的家里ꎬ却发现房舍虽然还在ꎬ东西也大都还在原来的位置ꎬ但却都已

经石化成了砒霜ꎮ〔２７〕

在这些作品中ꎬ场景安排具有一定的真实性ꎬ部分遵循现实原则ꎬ但也具有

部分的幻想特质ꎬ在幻想虚构的情节内容的映照下ꎬ也同时被赋予了荒废、陈旧、
阴暗的特质ꎬ从而间接反映出人物内心的晦暗面ꎬ突显了作品叙述中所呈现的死

亡、绝望、孤独等带有负面特质的主题ꎮ
(三)叙事视角与叙事结构

叙事视角也称叙述聚集ꎬ是叙述语言中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的特定

角度ꎮ 同样的事件从不同的角度看去就可能呈现出不同的面貌ꎬ在不同的人看

来也会有不同的意义ꎮ 叙述视角的特征通常是由叙述人称决定的ꎮ 传统的叙事

作品中主要是采用旁观者的口吻ꎬ即第三人称叙述ꎮ 现代文学叙事作品中第一

人称的叙述多了起来ꎮ 还有一类较为罕见的叙述视角是第二人称叙述ꎮ 除了上

述三种视角之外ꎬ另一类较重要的特殊情况是变换人称和视角的叙述ꎮ 若以

“第三人称”为观点者ꎬ其叙述者可能只是一个“旁观者”ꎬ并未参与故事情节的

发展建构ꎬ故其叙述内容较具客观性ꎮ “旁观者”分为“全知型旁观者”和“非全

知型旁观者”ꎮ “全知型旁观者”比任何人物知道的都多ꎬ他全知全觉ꎬ历史、现
在、未来全在他的视野之内ꎬ任何地方发生的任何事ꎬ甚至是同时发生的几件事ꎬ
他全都知晓ꎻ“非全知型的旁观者”则是站在与主角相同的知能水平去叙述情

节ꎬ所知道的同人物知道的一样多ꎬ叙述者只借助某个人物的感觉和意识ꎬ从他

的视觉、听觉及感受的角度去传达一切ꎮ
在«蓝宝石般的眼睛»的作品中ꎬ作者马尔克斯最常以“第三人称单数”(他

或她)的观点进行叙述ꎬ属于“单一式”的叙述观点ꎮ 但有时马尔克斯会在同一

篇章甚至是同一段落中ꎬ将“我”和“他”、“我们”和“他”等组合混用ꎬ使叙述观

点呈现多元化ꎬ在同一文本中形成一个以上的叙述核心ꎬ这种叙述方式属于“多
元式”的叙述观点ꎮ

«死亡三叹»、«在猫身上转世的爱娃»、«死亡联想曲»的叙述者都是属于

“全知型的旁观者”ꎬ其叙述观点的权限范围广及整篇的情节脉络和主角的内心

意识ꎮ 其情节内容除了描述主角所在的时空背景ꎬ还能深入到主角的内在世界ꎬ
透视其内心的知觉意识、思考推理、情感喜恶等ꎮ 因此ꎬ叙述者的真正身份绝对

不是一般的“旁观者”ꎬ因为其叙述观点无阻碍地深入到叙述对象的内心意识ꎬ
这早已超出一般“旁观者”的权限范围ꎮ 因此ꎬ这种“全知型的旁观者”ꎬ可以随

意地表达人物的内心思想和意识ꎬ随心所欲ꎬ无所不能ꎬ充分展示了“超现实主

义”的叙事特征ꎮ
此外ꎬ马尔克斯还在同一篇章甚至是同一段落中ꎬ运用不同的叙述观点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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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节描述ꎮ 如在«纳博ꎬ一个让天使等待的黑人»中ꎬ作者就运用“第一人称复

数”(我们)和“第三人称单数” (他)的观点交替叙述情节ꎮ 叙述观点的多变和

多元化会造成焦点的模糊ꎬ在文本中形成表达模棱两可、情节虚实迷离的叙述效

果ꎬ继而使读者或人物对自己的判断产生怀疑ꎬ无形中便不知不觉地接纳了幻想介

入现实层面的事实ꎬ而使得文本呈现真实与虚构并存、真相浑沌不明的虚幻风格ꎮ〔２８〕

在叙事结构方面ꎬ作者马尔克斯在不提供背景解释的前提下ꎬ利用动词时态

的特性差异ꎬ将不同的时空场景并置排列ꎬ在文本中构筑了层层包围、井然有序

的内在结构ꎬ让主题事件的全貌ꎬ经由“层剥式”的情节叙述ꎬ巧妙地呈现出来ꎮ
在«蓝宝石般的眼睛»中ꎬ小说家关注的不再是外部世界ꎬ而是人自身的生存状

况及内在的精神世界ꎬ因此情节淡化ꎬ结构上变化多端ꎬ没有固定结构模式可遵

循ꎮ 小说表现外部世界的混乱与荒诞以及人性的扭曲和丧失ꎬ表现人的种种的

无奈、困惑、苦闷、孤独、恐惧以至绝望ꎬ因此ꎬ在表现手法与叙写方式上ꎬ往往

“打破传统、超越时空ꎬ打破物性规律ꎬ用迷蒙模糊、寓意象征、自由联想、蒙太

奇、多角度的内心独白来展示或暗示潜在意识的纷繁、人生的荒诞等ꎮ” 〔２９〕

由于«蓝宝石般的眼睛»中收录的作品ꎬ大都属于片段式的记叙文ꎬ其内容

主要是在对一些已知的、过去的人和事物作“回忆性”的描述ꎮ 既为“回忆性”的
描述ꎬ其叙述的过去事件史实ꎬ便很容易会因年代的久远或人类主观意识的影

响ꎬ而产生扭曲或变化ꎮ 有时是因年代的久远而使脑中的记忆模糊化ꎬ有时是因

叙述者回忆时不自觉地加入己身的主观意识ꎬ有时则因人类本能的想象力运作ꎬ
而使得“回忆”的事件史实部分“失真”ꎮ 为了表现这类“回忆性”片段故事的特

殊风格ꎬ作者马尔克斯便利用动词时态和叙述观点的特性差异ꎬ在文本中安排单

轨式、双轨式、层剥式等不同的叙述结构ꎬ技巧性地保留部分的情节叙述ꎬ并模糊

部分的文本焦点ꎬ让文本形成模棱两可的谜样特征ꎮ〔３０〕

例如ꎬ«有人弄乱了玫瑰花»是以层剥式的叙述结构呈现文本内容的ꎮ 内容

由单一叙述者ꎬ采用倒叙的方式进行陈述ꎮ 其叙述的整体结构就如同洋葱的茎

片般层层包裹ꎬ共可分为四层ꎮ 若依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ꎬ第一层是“现在”ꎬ时
间定位点是“主角说话的同时”ꎻ第二层是“主角爬上祭坛的尝试”ꎬ时间定位点

是“上个星期日”ꎻ第三层是“主角的姐姐重回旧宅定居”ꎬ时间定位点是“二十年

前的那天”ꎻ而第四层是“主角发生意外”ꎬ时间定位点则是“四十年前的那天下

午”ꎮ 等到叙述者(主角)到达事件开头的最原始定位点之后ꎬ却又忽然跳回到

第一层(现在)ꎬ也就是叙述发生的时间起点ꎮ 也就是说ꎬ叙述者(主角)以第一

个时间定位点“现在”为起点ꎬ依序跳回到过去的三个时间定位点进行叙述ꎬ将
包围各个时间定位点的事实谜团逐一剥开ꎬ逐渐还原描绘出相关事件的原貌ꎮ
等深入到第四层(四十年前主角发生意外的那天下午)之后ꎬ再回头沿着之前的

路线ꎬ经过第三层(二十年前的那天)跳回到第一层(现在)ꎬ也就是叙述发生的

时间起点ꎬ结束整个事件的描述ꎮ〔３１〕

总而言之ꎬ从主题选择、时间空间安排ꎬ以及叙述视角和结构来看ꎬ«蓝宝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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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的眼睛»均呈现出超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文本特征ꎬ构成了作者早期创作的

风格和特色ꎮ 在主题方面ꎬ死亡、幽灵、幻想、孤独等的题旨描述均是建立在人物

的想象、幻觉或潜意识之上ꎻ文本时空安排方面ꎬ作者通过叙述时间的模糊定位ꎬ
配合主题随意调配时间段落的呈现顺序ꎬ在真实世界的时空背景中ꎬ安排“真假

不明、无法解释”的事件插曲ꎻ在叙述方面ꎬ其叙述观点多元、多变ꎬ在同一文本

中常有一个以上的叙述核心ꎬ有时则结合主观和客观两种质性相反的叙述观点ꎬ
以呈现不同层面的“文本现实”ꎬ有时则同时呈现“真实”和“想象”事件ꎬ而使事

实的真相显得浑沌不明ꎻ在文本结构方面ꎬ作者则利用多种叙述结构ꎬ将主观想

象的内容糅入现实中ꎬ让文本表现出结构化的虚实叠加ꎬ突显“虚幻”和“超现实

主义”风格ꎮ

三、从超现实主义到魔幻现实主义

«蓝宝石般的眼睛»是马尔克斯创作生涯最早期的代表作品ꎬ比起马尔克斯

的其他作品ꎬ以«蓝宝石般的眼睛»为主的研究资料其实并不多ꎮ 因此ꎬ除了研

究«百年孤独»等几本较为人所熟知的作品之外ꎬ若能将马尔克斯早期的作品如

«蓝宝石般的眼睛»等纳入研究的范围的话ꎬ相信对马尔克斯及其作品的风格特

色能有更全面的了解ꎬ对马尔克斯整个创作生涯也会有更完整的掌握ꎮ
«蓝宝石般的眼睛»这本堪称马尔克斯早期代表作的文本风格ꎬ跟马尔克斯

后续作品的风格有很大的差异ꎮ 这一时期的作品风格较极端、冷漠、荒凉ꎬ题材

多与幻想或人的意识层面有关ꎬ内容常融合虚构与写实ꎬ呈现出一种超现实主义

特征ꎮ 而马尔克斯中后期的作品风格ꎬ如«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ꎬ逐渐走向

社会批评ꎬ内容则偏向写实纪事ꎮ 在作者发表«枯枝败叶»之后ꎬ哥伦比亚的社

会、政治形势开始严重恶化ꎮ 马尔克斯曾对此做过回顾:“接着ꎬ人们称之为‘哥
伦比亚暴力’的时代随之而来ꎮ 这样ꎬ不知道怎么的ꎬ这时候我政治上开始觉悟

了ꎬ在国家的这场悲剧中ꎬ人民的遭遇引起了我的共鸣ꎮ 于是我开始讲述与过去

我所喜欢的完全不同的一种故事ꎬ一些与当时哥伦比亚的政治、社会问题有直接

联系的不幸事件ꎮ” 〔３２〕这类小说创作的年限大致上是从 １９５８ 年至 １９６２ 年(以正

式出版的年限为依据)ꎬ语言风格以“写实”与相对“客观”为标志ꎬ取材于哥伦比

亚当时的社会现实问题ꎮ
不过ꎬ“写实”、“客观”的文风在马尔克斯身上并未保持很久ꎮ 很快ꎬ马尔克

斯对这种风格进行了反思ꎮ 他认为ꎬ这一类创作“总体上服从于政治的要求ꎬ带
有社会的承诺性ꎬ与作家的志趣不尽相符”ꎬ“缺乏真诚”是这类文学暴露出来的

一种思想局限ꎮ〔３３〕经过几年的沉寂之后ꎬ马尔克斯回归了早期的创作文风ꎮ 不

过ꎬ与早期的超现实主义风格不同ꎬ马尔克斯此时已摈弃了“虚幻”主题ꎬ而只是

借助“虚幻”的表现形式ꎮ 他曾说ꎬ“虚幻只是粉饰现实的一种工具ꎮ 但是ꎬ归根

结底ꎬ创作的源泉永远是现实ꎮ 而虚幻ꎬ或者说单纯的臆造不以现实为依

据ꎬ最令人厌恶ꎮ” 〔３４〕从以“虚幻”为主要特征的超现实主义ꎬ到以“写实”为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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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命文学”ꎬ再到运用丰富的想象ꎬ并将现实融合其中ꎬ马尔克斯最终形成了自

己的写作风格ꎬ即魔幻现实主义文风ꎬ并创作出了«百年孤独»这部旷世之作ꎮ
以马尔克斯为代表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们清醒地认识到ꎬ应该把超现实主

义以及其他现代主义流派的艺术形式当成一种方法和手段ꎬ用来表现拉丁美洲

的现实生活ꎬ从而把形式和内容高度和谐地统一起来ꎮ 这种自觉的思想升华ꎬ正
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这种独特的文学样式产生的最重要原因ꎬ同时也是加西

亚马尔克斯写作风格最终形成的主要原因ꎮ 而作者早期的超现实主义文学创

作ꎬ则应视作其魔幻现实主义风格形成的基石ꎮ

注释:
〔１〕朱景冬:«马尔克斯其人»ꎬ«外国文学»１９９４ 年第 ２ 期ꎮ
〔２〕刘长申:«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创作与“魔幻现实主义”»ꎬ«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１９９５ 年第６ 期ꎮ
〔３〕«蓝宝石般的眼睛»初版于 １９７４ 年ꎬ由布宜诺斯艾利斯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Ｓｕ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 出版社出版ꎮ 该书

于 １９９７ 年由巴塞罗那 Ｍｏｎｄａｄｏｒｉ 出版社再版ꎬ并增加了另外几篇马尔克斯同时期创作的短篇小说ꎮ 本论

文依据 １９７４ 年版本ꎮ 此版本的中译本收录于云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出版的马尔克斯作品集«一个遇难

者的故事»(王银福译)ꎮ
〔４〕〔３２〕〔３３〕许志强:«魔幻现实主义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变法»ꎬ«外国文学评论»１９９８ 年第 ４ 期ꎮ
〔５〕李德恩:«魔幻现实主义与超现实主义»ꎬ«外国文学»１９８９ 年第 ６ 期ꎮ
〔６〕〔８〕陈众议:«加西亚马尔克斯传»ꎬ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ꎬ２０１１ 年ꎬ第 ４７、５０ 页ꎮ
〔７〕〔１０〕〔３４〕加布里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普里尼奥阿门多萨:«番石榴飘香»ꎬ林一安译ꎬ北

京:三联书店ꎬ１９８７ 年ꎬ第 ３９、３９、３９ － ４０ 页ꎮ
〔９〕〔１６〕〔１７〕加布里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死亡三叹»ꎬ«一个遇难者的故事»ꎬ王银福译ꎬ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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