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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不过 40 年左右的时间，

有些作家被重新提起时却让人有恍如隔世的感觉，

比如高晓声［1］。这种年代久远的模糊感并非来自

时间长度，而是因为历史的速度。这种速度在 40

年间，造就了诸多文学史上虚虚实实的高峰、断崖

和浪潮，要穿越历史的重重迷障和泡沫方能重返像

高晓声这样的作家曾经闪耀的时刻。事实上，作为

文学史“知识”的高晓声与作为文学史“意义”的

高晓声在 40 年之后的语境中并非是不言自明。

提到高晓声，自然会想起“陈奂生系列”，这

是文学史叙述和文学史教育的常识性思维训练的结

果，读者习惯通过“代表作”来完成对于作家的基

本认知和想象。然而过于信赖常识，便会遗忘常识

被建构的过程：“代表作”是作为整体的作家作品

被各种话语参与挑选、削删、重组的结果，因此作

家的文学史形象亦展现了其可塑性的本质。当被挑

选的文本和被修正的形象以历史的名义来传播时，“片

面”的知识变成了制造历史总体性幻觉的手段。

“陈奂生系列”无疑使得高晓声更像是一个与

时代进程保持密切互动且代表着历史良知和时代洞

察力的作家，他的文学史地位也因此在“国民性 / 农

民”这样的启蒙话语叙述脉络中得到确认。这样的

描述固然保留了部分的历史真实，然而不得不承认，

这些作品在当下语境中被重新提起时，我们很难从

审美形态和价值诉求等层面讨论其参与当下社会思

想文化建构的可能性，更遑论从文体意识、语言风格、

修辞技巧等层面去谈论其对当下创作的借鉴。因为

“代表作”的产生涉及当代文学生产和当代文学史

叙述等层面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涉及在具体语境

中诸多话语的张力关系。所以，在历史情境更迭之后，

其作为精神资源的有效性便成了疑问。因此，重新

讨论相关问题，需要树立一个基本前提，“代表作”

作为“片面的知识”，是历史的复杂性被提纯的结果，

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代表作”本身的复杂语义关

系可能被规训，而且那些具有前瞻性的精神资源也

可能被剔除。高晓声本人就提出过类似的抗议。在

“陈奂生系列”开始为高晓声带来巨大声誉的时候，

忘年交叶兆言曾在日记中记下他们的一段对话：

“我后悔一件事，《钱包》《山中》《鱼钓》

文学史幽暗处的高晓声

——兼谈当代文学史叙述中的“代表作”问题

方 岩

内容提要 当代文学史的“代表作”在急速更迭的历史语境中意义迅速贬值。“代表作”

的危机其实就是当代文学生产及其历史叙述的危机。因此，重读高晓声并将其“代表作”

问题化，就是以个案为例揭示当代文学生产及其历史叙述存在的问题。当代文学史通常以“代

表作”为中心来形塑作家的文学史形象，重新审视这种方法的合法性，特别是“代表作”生产、

筛选机制中的话语关系，那些被历史叙述削删、藏匿的精神资源便得以从历史的幽暗处显现，

并有可能参与到当下的思想文化建构中。这种尝试或许可以为反思、重述当代文学史提供

新的视角。因为，只有当作“学科知识”的“代表作”与当下的历史进程重新建立互动关系，

文学史作为思想资源的功能和意义方能重新焕发。

关键词 高晓声；陈奂生；代表作；当代文学史



77

文学史幽暗处的高晓声

这三篇没有一篇能得奖。”

“是啊，《陈奂生》影响太大了，”我说，“我

看见学校的同学在写评选单的时候，都写它。”

“哎，可惜。”他叹气。

……

“《山中》是我最花气力的一篇小说，一

个字，一段，都不是随便写出来的。”

我告诉他，《山中》以及同类题材三篇反

映不好，有人看不懂。

他只是抽烟，临了，拧灭：“一句话，我

搞艺术，不是搞群众运动。”［2］

前述已经提及，文学史最主要的书写方式便是

以“代表作”为中心来构筑作家的历史形象及其意

义。但是当作者本人对此提出质疑时，我们不能想

当然地把这样的行为视为作家的敝帚自珍，倒未尝

不可以以此为参照来检视、反思“代表作”的合理性。

当高晓声去世后，叶兆言为其辩护：

当高晓声被评论界封为农民代言人的时候，

身为农民作家的他想得更多的其实是艺术问题。

小说艺术有它的自身特点，有它的发展规律，

高晓声的绝顶聪明，在于完全明白群众运动会

给作家带来好处，而且理所当然地享受了这种

好处。但是，小说艺术不等于群众运动。在当时，

高晓声是不多的几位真正强调艺术的作家之一，

他的种种探索，一开始处于被忽视的地位，即

使在今天提起的人也不多。［3］

虽说叶兆言的判断未必能够获得学界共识，但

至少能够说明，“代表作”作为可以信赖的文学史

知识传播机制多少变得面目可疑起来。因此，有必

要将“代表作”重新问题化，借此重新检讨当代文

学生产及当代文学史叙述的相关议题。

二

1991 年 12 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陈奂生

上城出国记》，这部以“长篇小说”为定性的作品，

实际上是由高晓声在 12 年间以“陈奂生”为主人公

创作的七篇中短篇小说连缀而成，分别为：《“漏斗户”

主》［4］《陈奂生上城》［5］《陈奂生转业》［6］《陈

奂生包产》［7］《陈奂生战术》［8］《种田大户》［9］

《陈奂生出国》［10］。这便是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陈

奂生系列”，当然在这个系列之外，还有《李顺大

造屋》［11］，它们共同构成了高晓声的代表作。那

些对 1978 年以来的社会历史进程稍有了解的读者，

很容易从这些标题的“关键词”中辨析出高晓声写

作对具体的国家进程的呼应：农村粮食分配方案调

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农村副业复兴和乡

镇企业兴起等，甚至还有“苏南模式”的雏形。

人物的道路与当代各个时期政治事件、政

策的关联，是作品的基本结构方式。……高晓

声在一个时期，醉心于在作品中留下 80 年代以

来农村变革的每一痕迹，而让人物（陈奂生等）

不断变换活动场景，上城、包产、转业、出国，

而创作的思想艺术基点则留在原地。［12］

这段引文涉及两个问题。首先，洪子诚指出了

高晓声的创作与社会进程的“同构关系”，这其实

也是与高晓声同时代的诸多作家共同面临的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 1949 年以来的文学史中诸多被

冠之以“代表作”的作品基本文本形态和审美特征

的总结。这并不是一个很难理解的问题。当代中国

政治一直在文学的教化、规训功能上寄予着期望，

同样，当代文学生产及其历史叙述亦偏爱挖掘文学

的文化政治功能。这是两种类型的话语在同一个中

介物上有所区别的两种诉求，所以两者的交集只能

是那些在政治安全的范围内，把历史关怀、现实干

预等文化政治功能发挥得较为出色的作品。以至于

在很多时候，“审美”成了一个退而求其次的需求。

同时，“感时忧国”的旧传统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的新传统对审美现代性所蕴含更为复杂、深刻的文

化反抗的张力关系也并不感兴趣。即便是在政治氛

围相对宽松的时候，关于“文学自由”“文学自律”

的提倡和讨论也无非是二元格局中非此即彼的选择

问题：在宣称面对政治，文学有不参与、不表态的

自由的同时，念兹在兹的却是，文学可以按照自身

的意愿选择服务政治、社会和历史进程的方式和姿

态的自由。至少，对于 80 年代中期之前的当代文学

史而言，这确实是个显著的问题。

当代文学史中的诸多“代表作”正是在上述过

程中被生产、筛选出来，它们可以不是那些最能代

表作者本人审美追求、作品形态和实际成就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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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不是在特定的时代氛围中引发社会关注的作

品，例如那些争议作品或者被批判的作品，但它们

一定会是那种与意识形态达成某种平衡和默契前提

下，同时适当兼顾审美和时代氛围的作品。这些作

品的出现自然少不了作家的主动选择或被动配合。

所以说，“同构关系”是意识形态对当代文学生产

提出的具体要求，亦成为当代文学史筛选“代表作”

的基本前提。

其次，洪子诚认为高晓声的创作“留在原地”，

那么“何谓原地”？同时，在通常的文学史教育中，

高晓声及其同时代的作家常常被视为“新时期”文

学肇始阶段的代表人物，那么“何谓新”？当代文

学史叙述在这样的具体问题上亦语焉不详。在我看

来，重新强调对文学话语变化的敏感和细察，破除

对政治语汇的敬畏和盲从，便可以理解“何谓原

地”“何谓新”这样的问题。

举个例子。《解约》［13］发表于 1954 年，为初

入文坛的高晓声带来了声誉，可视为其早期代表作。

《拣珍珠》［14］发表于 1979 年，这一年也是高晓声

复出的第一年，但此时的高晓声已经名满天下。从

发表时间看，该小说出现于“陈奂生系列”形成期

间，前有《李顺大造屋》《“漏斗户”主》，后有《陈

奂生上城》。因为这两部小说都直面新社会青年婚

恋观，属于“社会主义新人”塑造这样的常见话题，

不妨把它们进行对比一下。结论是，如果没有前述

这些信息的提醒，我们很容易将这两篇小说视为高

晓声在同一时期写下的主题类似、风格雷同的两部

作品。因为，除了具体的情节差异，两篇小说在叙

述语言、心理描写、性格刻画、观念呈现、作品基

调等层面几乎没有差别。那么，何以近 30 年的历史

大震荡、个人身心的巨大创伤在高晓声的写作中没

有留下丝毫的痕迹？若将之完全归结为“规训”，

未免显得草率。

高晓声在《拣珍珠》发表后的第二年（1980 年）

提到了《解约》等在其被划为右派前的那些作品：

这些作品，基本上是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传

统。但它反映的是社会主义生活，基调是明朗的，

方向是明确的。这些作品也反映了我当时思想

比较单纯，对党对社会主义完全是一片赤诚之

心。［15］

对于治当代文学史的学者来说，我们习惯用“历

史的同情”来面对这样的“抒情”：或者将其理解

为重新获得写作权力后对自己的历史言行进行自辨

和澄清，或者将其视为言不由衷的“官样文章”。

然而“历史的同情”不能代替对真相的追问，更非“为

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的庸俗化理

解，我们需要在权力、信仰、利益之间的张力关系

中去辨析抒情主体的复杂性，由此，作家的历史形

象方能较为丰满地呈现。事实上，“历史的同情”

只是看待历史、解释历史或者说历史叙述的某种态

度和立场，前提是尽可能地占有材料和内容。换言

之，尽可能掌握历史的多种面相是同情和尊重的前

提，否则“历史的同情”只能是盲见和遮蔽的同义

词。不妨再看看高晓声在同一篇文章中如何谈论《拣

珍珠》。

1979 年，高晓声共发表了 11 篇小说，第二年结

集为《七九小说集》［16］。在提及包括《李顺大造屋》

《“漏斗户”主》《拣珍珠》等在内的这批作品时，

高晓声说道：

1978 年 5 月，我确认自己不久会回到文学

队伍里来。啊！这么多年了，如果一个女儿嫁

出去，回娘家应该带着成年的儿女来了。而我呢，

难道能两手空空，光是红着脸羞愧地走进去吗？

我开始握起笔，我开始抢时间。1978年6月，

我一头钻到创作里去了。……［17］

本体是“罪与罚”，喻体是“出嫁”“回娘家”

这些意味着俗世幸福的事情。要平复多少创伤和不

堪，才能成就这样一个温馨、喜悦的比喻啊。于是，《拣

珍珠》便成了回娘家时可资炫耀的献礼，一如 30 多

年前的《解约》那般“赤诚”“明朗”“单纯”。只是，

横亘在两部作品之间的长达 30 年的历史的痕迹、纹

理和沟壑被瞬间磨平了。这个时候，“历史的同情”

的尺度需要被重新讨论，而高晓声的文学史形象也

似乎黯淡了一些，当然也更复杂了一些。

我们当然可以把这个例子继续引向其他话题的

讨论。但是考虑到本文所要讨论的侧重点和论述的

连贯，在此我只想说明当代文学史在论述高晓声这

样的 80 年代中期前的代表性作家时所出现的语境幻

觉和混淆。这个例子至少能够说明，从意识形态规

训到作家认知再到读者接受，文学话语的功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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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形式、审美结构等常识性观念，从延安时期到新

时期基本未变。

事实上，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中国当代文学所散

发的蓬勃生机及其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自

上而下国家动员的结果。在国家进程的态势上，与

此前的历史阶段并无不同。然而，“新时期”的“新”

是一种强大的政治 / 历史修辞力量，它以反思历史

的姿态掩盖了历史的延续性，以“断裂性”重新唤

起了民众参与历史进程的热情和诉求。所以，新时

期初期的基本历史语境是：一方面是“新”所激发

的历史 / 政治想象和鼓励，另一方面，文学的政治

功能以某种看似具有主动性的方式被重新激活，两

者在文学与新时期的政治的同构关系上达成了“共

识和合作”。换言之，在 80 年代初期，文学空间在

拓展的趋势与文学政治功能被重新征用的事实，是

这个阶段文学总体态势的两种基本面相。因为叶至

诚的关系，与高晓声有着密切交往的叶兆言就曾经

说过：“通常认为粉碎‘四人帮’前后的小说泾渭

分明，是完全不同质的文学现象，却很少注意它们

的一脉相承。”并对高晓声这代作家在新时期依然

保留某些文学观，如“人们依然相信通过小说，能

改变民间疾苦”，表现了不以为然的态度，他对高

晓声有着如下描述：

高晓声的精明之处，在于他一眼就看透了把

戏。换句话说，在一开始，文学并不是什么文学，

或者不仅仅是文学。文学轰动往往是因为附加

了别的东西，高晓声反复强调自己最关心农民

的生存状态，关心农民的房子，关心农民能否

吃饱，这种关心建立在一种信念之上，就是文

学作为一种工具，可以用来做一些事情。［18］

所以，在重新谈论起高晓声这样的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之前的代表性作家时，依然要重申一些常

识性观念。学术的精进和思想的拓展，要以常识为

基础，而非以牺牲常识为代价。历史的面相虽然难

以穷尽，但这不意味着基本事实可以被随意篡改和

消解，哪怕是以学术的名义；同样，文本虽然敞开

了多重阐释的维度，但文本发表时各种因素所交织

成的语境关系才是决定意义的最基本因素。多重阐

释的目的是实现文本意义的丰富性，而非用一种单

一的解释替代另一种单一的解释，且多重并不意味

着无限。具体到本文所涉及的问题，有些常识也必

须再次复述：首先，政治语境的相对宽松与审美复

杂性的出现，这两者并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其次，

当代文学研究需要区分特定历史阶段的意识形态本

质、话语边界与具体的规训方式、策略的区别。但

是需要明确的是，和善的面孔和温情的召唤，对惊

魂未定、伤痕未消却长期浸淫于“感时忧国”旧传

统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新传统中的作家们来说，

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所以，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文

学风貌只能如此：在媒介种类单一、传播渠道有限、

话语空间依然相对逼仄的情况下，意识形态的召唤

与作家的“干预生活”的诉求、热情很容易达成共

识与合作，“虚构”便成了公共关怀的跑马场。高

晓声是这股声势浩大的文学潮流的积极参与者。所

以，有人会将他写“当代农民、农村、农业的小说”

形容为“像断代史般具有经典性，未知迄今有谁超

越了他”［19］。这番话发表于 2011 年。很显然，这

是从“新时期”延续至“新世纪”的当代文学史主

流史观，它是文学社会学的，甚至可以说是非文学的。

在我看来，与其说把前述引文视为对高晓声的

褒贬，倒不如看做一种事实描述，描述的是我在前

面不断提及的意识形态与作家的“共识与合作”。

我们不能肤浅而僵化地在两者之间预设强制与顺从、

召唤与迎合等关系。要进入具体层面，方能理解其

中的复杂性。文学史叙述是一个删减和拼贴的过程，

通常说来，我们会将历史信息划分价值等级，在叙

述中保留那些所谓精神的、文化的、戏剧性的、宏

大的信息，而舍弃那些庸常的、物质的、生存的乃

至苟且的信息。在这里，我无意涉及物质与精神关

系的庸俗理解，也无意走进文化研究的俗套。我想

强调的是，缺乏对后者的考量将难以理解“共识与

合作”的复杂性。

八十年代初期的文学热，和现在不一样，

不谈发行量，不谈钱。印象中，一些很糟糕的

小说，大家都在谈论，满世界都是“伤痕”，

都是“问题”……公式化概念化的痕迹随处可见，

文学成了发泄个人情感的公器，而且还是终南

捷径，一篇小说只要得全国奖，户口问题工作

问题包括爱情问题，立马都能解决。［20］

治当代文学史的学者对这样的材料所提供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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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并不陌生，但甚少考虑将其中的某些因素在“当

代文学史”范畴内问题化、理论化。“发行量”和

“钱”说的自然是“市场”，在高晓声创作活跃的

年代里还不构成强有力的语境因素。但这并不影响

我们可以借助市场这个因素来反观 80 年代语境的某

些特殊性。“市场”成为极其重要的历史建构因素，

始于 90 年代。在市场化过程中，国家制度随之开始

了调整和重组，并腾挪出部分空间和场域，让作家

和其他身份群体有了相对自由的职业选择和扩大谋

生空间的可能。由此反观，相比较而言，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文学”并不仅仅意味着职业选择，

更多是国家事务、政治制度的构成部分。正是在这

个意义上，我们不妨把“文学作为制度”理解为带

有总体性的基本史实或基本语境，这是形塑当代文

学史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之前的文学史面貌

极其重要的因素。“文学作为制度”在具体层面释

放了更为丰富的意义。

首先，高晓声们的写作在制度意义上可被理解

为在履行岗位职责和执行制度要求。这便意味着，

他们作品的发表、出版及传播、反馈都要接受制度

的约束，同样，日常生存亦得依靠制度的供养。在

这一点上，他们与其他职业身份并没有本质区别。

作为制度，必然会涉及奖励与惩罚，所以高晓声在

回忆自己的经历时才会说：“我被踢出了文学队

伍……1957 年又被剥得光光离开。”［21］基于此，

我们就能部分地理解前述他“回娘家”时的喜悦和

兴奋。其次，还可以适当地“去政治化”“去道德化”

来理解“文学作为制度”。正如市场制度下的写作

同样亦需要接受相关规训一样，从这个角度再去理

解所谓的“终南捷径”时，很容易发现这其实是制

度所清晰展示的“写什么”“怎么写”的具体要求；

也就不难理解，“概念化”“公式化”的作品虽然

不是制度所乐于见到的，也是没法避免的，它们属

于制度运行的冗余之物，也可视为保证制度顺畅运

行的必要代价；所谓的“发泄个人情绪”未必就是

缺点，与此前的历史进程相比，制度设计允许存在

泄压、解压机制不正是历史进步的体现吗？至于它

属于审美欠缺的个体表达还是伪装成个人声音的群

体情绪，则需要在具体层面来讨论。再者，“文学

作为制度”这种历史态势在高晓声创作旺盛的年代

已经盛极而衰，并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开始逐

步表现出来，它受制于整个国家制度、国家体制的

主动调整。但是“式微”固然含有影响力减弱的意思，

同时也意味着可以较为隐蔽的方式继续发挥影响力。

简而言之，把“文学作为制度”作为具有丰富

意义层次的总体性语境和基本史实来理解，是考量

20 世纪 80 年代作家与意识形态“共识与合作”复

杂性的重要前提。这不仅是当代文学生产、包括“代

表作”产生的基本语境，同样构成了当代文学史叙

述和“代表作”筛选的基本思维。

三

在前述《解约》和《拣珍珠》的对比分析中，

我已经谈到，高晓声用令人难以理解的喜悦和兴奋

抹去种种血污和坎坷，以“重返十七年”的方式，

贡献了一部所谓的“新时期”作品。叶兆言对高晓

声的评价是准确的，高晓声清楚，“文学并不是什

么文学”，“文学轰动往往是因为附加了别的东西”。

简单说来，“别的东西”就是制度所提倡的国家事

务及其政治要求，它构成了“轰动”的前提，由此，

“轰动”的“作品”才有可能演变为“代表作”。

《李顺大造屋》亦是高晓声复出第一年发表的

作品，也正是这部作品让高晓声迅速成为新时期之

初最为耀眼的作家之一。谈到这部作品时，高晓声

总结道：

在写作过程中，我意识到了这篇小说在客

观上带有重新认识历史的意义。所以我不得不

特别慎重地忠实于历史，不得不学用史家的严

谨笔法。当生活中的各种形象向我涌来时，我

进行了认真的选择。通过选择的形象，反映出

了新旧社会的本质区别，显示了正确路线和错

误路线执行的不同结果；同是错误路线，也分

清楚是自家人拆烂污还是敌人捣蛋，产生的影

响也自不同。至于反映到什么程度，我也努力

想掌握住分寸。［22］

我们对这样的话语方式无疑是熟悉的。这是高

晓声及其同时代的作家所共同呈现的话语症候。暂

时搁置“历史的同情”，从这些话语方式所使用的

一些词汇中，如“忠实”“慎重”“选择”“分清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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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等，我们能够充分感觉到，高晓声对话语尺度

的拿捏和领会，而这些正是“作为制度的文学”所

发出的召唤和限制。

事实上，这部作品的出炉过程本来就是那个时

代最好的一批作家群体用“政治智慧”推动的。高

晓声去世后不久，陆文夫便撰文回忆了《李顺大造屋》

发表前的一些事情。

《李顺大造屋》写的是一个农民想造房子，

结果是折腾了二十多年还是没有造得起来。他

不回避现实，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农村的

实况。不过，此种“给社会主义抹黑”的作品

当时想发表是相当困难的。我出于两种情况的

考虑，提出意见要他修改结尾。……让李顺大

把房子造起来，拖一条“光明的尾巴”，发表

也可能会容易些。后来方之和叶至诚看了小说，

也同意我的意见。高晓声同意改了，但那尾巴

也不太光明，李顺大是行了贿以后才把房子造

起来的。［23］

后来这部小说便发表在叶至诚时任副主编的《雨

花》上，不久便获得了 1979 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

奖”。我们能够理解，在历史创伤中慢慢恢复的作

家们对政治禁忌的敏感和畏惧。但是，方之、叶至诚、

高晓声、陆文夫这些在文学史中接受后代敬仰的作

家们聚首揣摩“光明的尾巴”的画面，本身就是一

副充满黑色幽默的荒诞场景啊。毕竟，他们是如此

了解自己内心所抵制的话语，却最终接受了召唤，

迈出了走向“终南捷径”极其关键的一步。

《李顺大造屋》之后，便是“陈奂生系列”的诞生。

其实引导大家注意到“陈奂生”将成为一个系列的，

恰恰是高晓声本人。按照高晓声自己的说法，《“漏

斗户”主》发表时其实并没有什么影响。

当时在《钟山》上发表了。《钟山》那时

刚创刊，印数不到一万，看到这篇小说的人不多，

竟不曾有什么反映。［24］

为了救活这篇小说，高晓声决定再写一篇以陈

奂生为主人公的作品，这便是《陈奂生上城》。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想通过《陈奂生上城》

这篇小说，引起读者对《“漏斗户”主》的注意，

叫做“救活”《“漏斗户”主》。这两篇小说，

主人公都用陈奂生一个名字，性格也统一，所

以《陈奂生上城》名正言顺成了《“漏斗户”主》

的续篇。读者如果对《陈奂生上城》感到兴趣，

就一定会去看一看《“漏斗户”主》，这样，《“漏

斗户”主》就被救活了。［25］

如果说《李顺大造屋》论证了在正确路线的领

导下农民终于得以“安居”这样的命题，那么《陈

奂生上城》这样的以“当时的农村副业生产已开

始复苏”［26］作为背景的小说，将可能再次获得意

识形态的肯定。事态的发展果如高晓声所料。《陈

奂生上城》获得成功后，高晓声在创作谈中立刻

提醒大家注意《“漏斗户”主》的存在和意义。

我写过两篇小说，一篇叫《“漏斗户”主》，

一篇叫《陈奂生上城》，主人公是同一个人物，

《陈奂生上城》就是《“漏斗户”主》的续篇。

是同一个性格在两种不同境况下的统一表演。［27］

这短短的几句话不仅救活了一篇被忽视的小说，而

且还成功地引导了理解的方向。至此，“陈奂生系列”

不仅成型，而且站稳了脚跟。在接下来的两年里，

便有了《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作者对自

己被忽视的作品的珍爱，固然是事实的一种面相。

然而过于密集、急切回应、预测意识形态所主导的

社会进程及其需求，大概也是“既精明又狡黠”［28］

的表现吧？

后来高晓声续写“陈奂生系列”的行为，是能

够进一步佐证前述结论的。事实上，在 1982 年《陈

奂生包产》发表以后，高晓声便宣称：“我觉得不

能再麻烦陈奂生他老人家了，让他退休吧。”［29］。

时隔八年之后，高晓声却在一年之内接连写下了《陈

奂生战术》《种田大户》《陈奂生出国》三篇小说，

计十万余字，在 1991 年的上半年集中发表，并在年

底与前面的四篇一起集结为长篇小说《陈奂生上城

出国记》。不管高晓声在《后记》里如何振振有词

地为陈奂生的“复出”辩护，标题中的“进城”和“出国”

这两个耀眼的关键词依然显得“意味深长”。可能

的解释是：在一个不属于高晓声的文学时代里，高

晓声试图依凭《陈奂生上城》在当代文学史中的荣光，

去照亮《陈奂生出国记》，以证明自己的写作依然

与国家进程紧密相连，并试图借此重返文学场域的

中心。或者说，高晓声认为自己再次捕捉到了社会

重大事件，即“出国热”，试图以此接续其在 8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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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历史荣耀，从而将自己的文学史地位和影响继

续巩固下去。事实证明，这是一次极其失败的策划。

不管我们如何为高晓声辩护，都没法否认，《陈奂

生出国》只是把 80 年代初的陈奂生的舞台从“上城”

置换成“出国”，让其在高晓声一厢情愿的“异域

想象”中重新演绎了一遍当年的善良、狡黠和局限。

叶兆言评价高晓声：“他身上充分集中了苏南人的

精明，正是利用这种精明，他轻易敲开了文坛紧闭

的大门。”［30］可谓对高晓声另一面形象的中肯评价。

高晓声是懂得并走过“终南捷径”的人，但是

依然要略作几点说明。首先，讨论“终南捷径”并

不是要刻意抹黑或解构高晓声的文学史形象。“终

南捷径”说到底是有章可循的制度要求和立场明确、

边界清晰的意识形态召唤，这是环绕着高晓声及其

同时代作家具体的写作环境，也是他们如影随形的

压力。所以，这样的问题其实是高晓声这代作家共

同面临的历史困境和精神症候。简单说来，“终南

捷径”其实是“写什么”“怎么写”的明确指示。

因此，讨论相关问题，其实是对当代文学生产过程

的重新审视，不可避免地指向关于当代文学史叙述

的反思。其次，“终南捷径”并非坦途，行走其上

的作家也并非总是心安理得。在艳阳天的照耀下作

家们因为具体姿态和方式的差异而在身后留下形态

各异的阴影，这些阴影中隐藏着作者个体面对路径

选择时的复杂心态，即前面曾提及到的“共识与合

作”的复杂性。辨析这些阴影，是为了试图驱散笼

罩在“代表作”上单一的光谱色彩，重构特定语境

下作家复杂的文学史形象。在此，涉及一个难以回

避的问题：当代文学史中的“代表作”在多大程度

上能重新介入当代社会思想文化的建构？

我倾向于认为高晓声给我们的答案并不乐观，

但我尊重高晓声的文学史贡献，以及他同时代作

家的集体努力和付出的代价。谈到努力，就有必

要回应本文开头的引文中提及的高晓声的不服气。

这便是他写了一批自认为是“搞艺术”、在叶兆

言眼中是“描写人的普遍处境”、在北岛眼中是“海

明威式”的小说［31］。这些类似于民间故事的小说除

了《钱包》［32］《山中》［33］《鱼钓》［34］，还有《飞

磨》［35］《绳子》［36］《尸功记》［37］《买卖》［38］《新

娘没有来》［39］《雪夜冻赌》［40］等篇章零星散布于

高晓声的创作生涯。尽管高晓声一直试图让读者和

评论界注意他的努力［41］，甚至在国外演讲时亦将重

点放在他的写作与民间文学的关系上［42］，并把自己

的第一篇小说《收田财》也归入其中，但是依然未

引起过多的关注。重读这些作品，我们很容易发现

原因何在。首先，在 80 年代初期，高晓声的这种尝

试与整个社会关注焦点是错位的，当大家普遍在更

具有公共性的话题上投射自身的参与热情时，这种

民间故事形态的小说其实很难引发阅读兴趣；而当

80 年代中期一批实验性作品引发关注时，高晓声的

这种讲故事式的写作又容易被视为通俗、传统、落

伍，亦无法引起关注。高晓声并不甘心游离于文学

潮流之外，于是便有了《巨灵大人》［43］这样极具

实验色彩的小说，然而用现实主义语法、腔调来转

述的意识流，怎么看都是一次僵硬、拙劣的模仿。

其次，高晓声无疑是位出色的现实主义作家，

所以，他一直在用现实主义的思维、框架、语言来

改写、复述这些民间故事，这跟“现代”意义上的

寓言式写作完全是两套话语系统。高晓声恰恰对这

种写作及其观念缺乏基本的认知。他生前的最后一

篇小说《雪夜冻赌》发表于《故事会》上。戏剧性

的情节转折与浓厚的道德劝诫意味所搭建起的故事

形态完全符合这份在 90 年代极其流行的定位为通俗

故事的杂志。

再者，高晓声对自己此类作品的解读亦受制于

现实主义思维，他总是习惯性地将文本的意义拉回

到非常具体的现实关系中。比如，他把《山中》与

部分人对党的道路缺乏信心关联［44］；把《钱包》解

释为“这个故事多层次含义塑造了和创造了一个无

路可走、被逼疯了的农民形象”［45］；把《新娘没有来》

解释为政治愿景的落空［46］……讲述语调的传奇性，

故事的完整性，现实讽喻、道德训诫等层面的意蕴

指向，这些不正是民间故事所追求的审美形态吗？

而这些尝试及其呈现的文本形态和意义解读，不正

是因为高晓声心底的现实主义羁绊及对社会进程的

过度执迷吗？

最后，不管高晓声自称他多么看重这些作品，

他的此类写作既缺少量的积累更缺乏持续性的探索。

他的同事黄毓璜说：“大约不到三年时间，他告别

了这种努力和尝试。”［47］事实上，高晓声既没有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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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不上坚持，此类作品零零星星地出现，无论如

何都像是他偶一为之的即兴行为。简而言之，尽管

高晓声在内心感到遗憾，但是却不得不承认：他未

得到广泛认可的根本原因就是，他的盛名以及他对

“现代”文学知识和观念的缺乏，放大了他的自信

和自我认知的误区。

行文至此，需要再次回应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

在重读高晓声这样的 80 年代中期之前的作家的代表

作时，我们需要尊重自己最为直接的审美体验。借

用以赛亚·柏林对前苏联文学的观察来说：

他们无一不遵照他们的政治领导所指示的

方式行事，留下来的大多是一些以专业的笔法，

模仿 19 世纪末的作品创作的极其平庸的作品，

冗长、符合要求、政治方向正确，诚恳，有时

颇为可读，但总体上水平一般。［48］

很显然，在文体意识、语言风格、修辞技巧等

审美形式层面，所谓的“代表作”已经无法为当下

的写作提供有效借鉴。我们固然可以对其抱有历史

的同情，但是更为严峻的问题依然矗立在那里，当

代文学史中的“代表作”在急速更迭的历史语境中，

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今的历史进程中，意义

迅速贬值。直言之，如果“代表作”无法作为有效

的精神资源介入当下的思想文化建构，那么，作为“学

科知识”的“代表作”只能沦落为无法生产“意义”

的“知识”。所以，“代表作”的危机，其实是当

代文学生产及其历史叙述的危机。

当然，我们可以借助文学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为

“代表作”的危机进行辩护，强调“代表作”中蕴

藏着与时代精神状况相关的种种信息，如日常生活、

群体心理、社会状况、重大历史事件，乃至经济运

行趋势……但是把文学理解为某种程度上的社会记

录、历史记忆，反倒使得“代表作”的合法性显得

捉襟见肘。首先，在人文学科分工充分发达的现代

社会中，若想获取一个时代的详细信息，为何不去

借助其他更为专业、丰富和准确的知识门类，却转

而依靠以“虚构”为名的文学？其次，倘若没有其

他人文学科知识的辅助，我们又如何从作品中识别、

乃至理解其中包含的时代信息？再者，90 年代以来

文学逐步边缘化的过程，不正是文学卸载过多直白、

急切的文化政治功能而逐渐趋向复杂的现代性审美

形态的过程吗？而边缘化不正应该是文学在当代社

会形态和结构中的常态位置吗？

所以，以高晓声作为个案，对其创作历程进行

重新梳理、对其作品进行重新解读，并非为了否定

其意义，而是为了重新审视当代文学生产及其历史

叙述，从而使得知识生产、意义阐释在当下重新承

担起问题意识。对当代文学史叙述中的“代表作”

筛选机制进行重新检讨，是为了把作家从由“代表作”

形塑的僵化的文学史形象中解放出来，将那些被“代

表作”的光芒逼到幽暗处的精神资源释放出来，并

让它们参与到当下社会历史文化建构的进程中，哪

怕这些资源被指认为负面的历史债务，亦不失为一

种积极介入当下的正确态度。这些尝试或许可以为

重述当代文学史提供新的视角和实践路径。当“学

科知识”在当下被重新激活意义，“片面的知识”

重新变得可以信赖，文学史作为思想资源的功能和

意义方能重新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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