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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的迷途
 ———论史铁生小说的思想价值

叶立文

摘 要: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史铁生就在小说创作中表达了对于启蒙思想的深

刻怀疑。随着思考的不断深入,他越来越相信作家理应向世人奉献自己的生命迷途。史

铁生逐渐从崇尚人之主体性的启蒙作家,蜕变成了一个祛魅启蒙神话的迷途羔羊。他的

思想路径颇能折射出当代文学在现代性语境中的深刻变化。史铁生小说是一个映射及反

思当代启蒙文学思想局限的创作标杆。
关键词:史铁生;小说;启蒙神话;生命迷途

在近现代以来人类思想的发展历程中,小说的兴起虽然只是文学领域内的一个现代

性事件,但它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探询,尤其是对生命个体在世性创伤的陪伴与呵护,却在

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现代思想的表达媒介。那些萦绕于人物存在困境周遭的小说叙事,不
仅对我们常见的异化境地洞幽烛微,而且亦能在体察个人生存经验的基础上,发出与此现

代社会诸般精神病症相对应的价值诉求。尽管这种价值诉求远非一种实用主义的人生哲

学,但正因其对我们具体生活状况的勘察与理解,才能使现代社会的每一个人,在小说叙

事的窸窣低语中发现“生活在别处”的诸多可能———在一些心怀理想的人看来,似乎惟有

小说家所描画的生存世界,才有望令我们脱离世俗生活的无情压迫,并在一种艺术化的审

美想象中,去安顿、整合自我生命的破碎灵魂,此即为“生活在别处”的真义之所在。毫无

疑问,这一点也蕴涵了小说以审美救世之举实施其叙事关怀的现代性价值。倘若循此观

念看待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流变,则有理由相信在近30年来的小说创作中,启蒙思潮之

所以如此繁荣昌盛,实与之前小说所发生的这一现代性转变密切相关。

一、当代文学的启蒙局限

在当代文学启蒙思潮的影响下,尽管中国作家在揭示人性异化与呼唤社会正义的批

判哲学中,预设了关怀个人生存境遇的思想理念,但在具体的实践层面上,却因了中国作

家无时或忘的历史记忆,从而在不经意间构筑起了一则喧嚣扰攘的启蒙神话。在这个启

蒙神话里,只有启蒙者因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而生的自大与狂妄,它不仅坚信人定胜天,而
且还在追求现代民族国家梦想的同时,让小说日益远离了关怀个人生存境遇的人学本

质①。从时间上来看,当代文学中这一启蒙神话的形成,源于新时期初中国作家满怀创痛

的“文革”记忆,因为对那段历史的深重桎梏难以释怀,故而中国作家在“文革”叙述中,才
会表现得如此愤怒激昂与悲戚惆怅,由是也自会在关怀个人的生存境遇之外,衍生出一种

①叶立文:《启蒙视野中的先锋小说》,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22~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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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了实用理性精神的历史批判主题。这意味着中国作家在历史叙述中对现代民族国家梦想的鼎力追

逐,已然超越了对个人生活世界的倾心关注:且看在当代作家笔下,那些身处异化境地的各色人物,哪一

位不是代言作家批判意识的历史符号? 他或她脸上孤苦无告的眼泪,反倒成为了镶嵌在宏大历史叙事

周遭似有若无的黯淡花边。可以肯定的是,设若小说不能轻轻拭去人们脸上的泪水,那么它无论如何也

称不上是对生命个体在世性创伤的陪伴与呵护,同时也无力担当“人学”这一小说的现代性称谓———当

代文学陷入启蒙的迷途,似已成为大多数中国作家一个难以克服的思想病灶。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我们

这个时代还有史铁生,一位在勘破了启蒙神话之后,让小说重返神性之维的优秀作家。
作为一位思想者,史铁生从不讳言自己的精神痛苦和信仰危机,他在写作中不仅记述了存在的残缺

与苦难,而且也通过考量生命价值的思想方式,向世人呈现了自我灵魂的无尽迷途:从1983年的《我的

遥远的清平湾》到1997年的《务虚笔记》,再到2006年的《我的丁一之旅》,史铁生的写作似乎正越来越

趋向于宗教救赎的思想路径。尽管“我”如何在场、如何活出价值来等具有世俗意味的启蒙哲学,依旧是

史铁生念兹在兹的书写对象,但诸如“我”为何而来、去往何方,以及“我”作为个人的存在有限性问题等

宗教哲学思想,却已成为他生命后期小说创作的核心命题。然而从1980年代开始,史铁生有关人类存

在限度性问题的思考却往往被学界误解,出于一种习见的社会价值,人们更愿意将他解读成一位反抗绝

望的精神斗士。如吴俊在《当代西绪福斯的神话》中就认为作家从写残疾人到写人的残疾这一转换,实
际上体现了史铁生揭示病苦、意在疗救的创作观念①。这种以启蒙的偏见为主旨的研究范式,往往为史

铁生作品赋予了合乎社会价值的励志涵义。新世纪学界对史铁生的研究尽管更为深入,却因研究者对

自身生命经验的执持,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使史铁生成为了引领研究者展开自我生命哲思的一种文化符

号,例如胡山林的研究论文就颇为典型②。以上两种研究趋势,或局限于社会的普遍道德,或受制于研

究者的主体意识,多多少少都忽视了史铁生小说在当代启蒙文学中所特有的思想价值。
事实上与大多数启蒙作家相比,史铁生常常对人的主体性问题产生怀疑,他在弘扬人性力量的同

时,也在不断追问造成生命奥秘的某种“更高力量”。他对现代性语境下人之主体性神话的反思,尽管以

宿命论的思想方式呈现出来,却在神性之维重新考量了人类的有限性问题,由此形成的宗教救赎思想,
不仅传达了作家个人的生命哲思,而且也颠覆了当代文学的启蒙神话。从一个20世纪80年代崇尚人

之主体性的启蒙作家,到90年代祛魅启蒙神话的迷途羔羊,史铁生的思想路径颇能折射出当代文学在

现代性语境中的深刻变化。就此而言,史铁生小说的思想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对启蒙神话的勘破和对神

性之维的召唤,它还是一个映射及反思当代启蒙文学思想局限的创作标杆。

二、史铁生小说的启蒙思想

在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创作中,史铁生也和其他作家一样秉承了启蒙大众的精英意识,但他的启

蒙者形象却卓然独立于同时代的思想潮流之外。较之那些具有英雄情结的启蒙作家,史铁生小说并不

具备启蒙文学“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憎恨美学,反倒是以审美静观的思想理路,在一种田园牧歌般的

诗意叙述中,悠悠然寻找到了心灵的栖居地。譬如同是反映知青生活,写下《黑骏马》和《今夜有暴风雪》
的张承志与梁晓声等人壮怀激烈,常于历史批判和政治讽喻中彰显出一派暴躁凌厉的美学风格———此

即为启蒙者在面对世俗庸众时所常见的憎恨美学。而反观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等知青题材作

品,却大大超越了知青文学在“文革”叙述中所隐含的政治历史意图。作为一个与现实生活相对照的彼

岸世界,“清平湾”不只具备地理学意义,它更代表了作家所向往的生活价值之源头。当史铁生津津乐道

于“清平湾”的人事风华时,其实已传达出了一种自我如何得救的启蒙哲学。对于史铁生而言,这部作品

就是思考“我”如何在场和如何活出价值来的启蒙之作:人惟有投身于至大无外的自然,才能通过把自身

的有限性投入到自然的无限过程来获得自我超越,并进而实现生命的不朽。在这部作品审美救世的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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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吴俊:《当代西绪福斯的神话———史铁生小说的心理透视》,载《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第40~48页。
胡山林:《永远的行魂的心灵实验———读史铁生新作<我的丁一之旅>》,载《理论与创作》2006年第6期,第87~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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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主题中,已隐然可见史铁生对于启蒙哲学的深刻质疑。可以这样理解,1980年代中期的史铁生,至少

在思想方式上已经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作家:如果说张承志和梁晓声等知青作家,惯于以高高在上的启

蒙姿态做一个道德训诫者,那么史铁生则反躬内省,以度己及人之势,平和且不失谦逊地去寻找拯救之

途。从本质上来说,这种思想方式已经透露出了对启蒙神话中人之主体性力量的深刻怀疑。在史铁生

同时期的另一部杰作《命若琴弦》中,这种对启蒙哲学的怀疑精神则表现得更为明显。在这部作品中,史
铁生一改诗化小说的叙述方法,转而以寓言叙述的艺术形式,表达了自己对人之主体性力量的质疑。通

常认为,《命若琴弦》是一部抗争苦难、正视命运的励志之作。但“生命过程大于目的”的小说主题,却使

整部作品沾染了无地彷徨的宿命论色彩。当作品中的老瞎子满怀期待地弹断第一千根琴弦之时,曾经

预料中的复明却仍未到来。在经历了漫长的痛苦与等待之后,老瞎子终于明白了命运本身的无目的性:
“人的命就象这琴弦,拉紧了才能弹好,弹好了就够了。”①从表面上看,这是一则劝诫世人“我”该如何在

场的励志故事,但“生命在于过程”这一小说主题,却笼罩着另一层悲剧色彩,即生命的目的与结局远非

人自身可以掌握,我们所能做的,只不过是在悬置生命目的的前提下,通过对人生过程的观察和体悟去

“活”出意义。活出意义,看似坚强达观,但在史铁生处却不过是一种无奈之举:因为生命的目的无迹可

循,人才不得已去活出意义。既然生命的结局早已设定,那么这种“我活”便成为了作家在人生旅途中无

可回避的一种人格表演。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何史铁生独独钟爱戏剧,人生如戏,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一句

感时格言,但在史铁生处却是他自己人生的真实写照。
要而言之,史铁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创作,虽然深陷当时启蒙主义的思想潮流,但他已从个

人的生存经验中,逐渐获得了这样一种认识,即启蒙哲学所倡导的对人之有限性的克服与超越,实则深

深受制于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藩篱。由于人对自身主体性力量的盲目崇信,反而会无视人之有限性本

身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倘若结合史铁生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写下的长篇小说,当能明了他对人之

有限性的理解,其实并非克服与超越,而是接纳与臣服。在他看来,如果我们能够真正体会人的这种有

限性,那么就有可能使其成为我们承领上帝恩泽的重要途径。正是基于这种思考,史铁生才会在《我的

丁一之旅》中如是说:“你在你的时空之维坐井观天,自以为是地观察呀,实验呀,猜想呵,思辨呀”,却不

知“作家绝不要相信自己是天命的教导员,作家应该贡献自己的迷途。”②所谓“启蒙的迷途”一语,在此

便具有了双重含义:一是指启蒙神话对人之主体性的过度张扬,业已成为阻碍人获得神恩救赎的思想牢

笼;二是指在走出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后启蒙时代,人理应去接纳自己的有限性,并在这种接纳与臣服中,
将自己的生命迷途呈现于世人面前,唯有如此,人方有可能承领上帝的恩泽。

三、史铁生从启蒙到宗教的思想转向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史铁生的思想变化愈益明显,他不仅与启蒙文学的道德说教渐行渐远,
而且还以奉献生命迷途的方式,表达了一种对于宗教哲学的倾心渴慕。体现在创作中,这一点即表现为

小说故事情节的弱化与思辨色彩的增强。尤其是后者的叙述话语,较之早年启蒙文学的故事性叙述,明
显更趋向于一种以议论和感怀为特征的神性言说。在此过程中,出版于1997年的长篇小说《务虚笔记》
可以称得上是史铁生的一部转型之作。

这种转型,首先表现在史铁生对启蒙哲学的思想反拨。作为一部向世人奉献了自己生命迷途的长

篇杰作,史铁生并未如题所示般的以“务虚”的方式去思考人之价值。所有牵涉这些问题的抽象哲理,都
被史铁生编织进了一个个令人百感交集的生命故事:残疾人C与女知青X、医生F与女导演N等等,均
在聚散离合的人生路途上,演绎了一幕幕悲喜交加的情爱故事。“所有这些情爱故事及其婚姻结局都是

残缺不全的或悲剧性的”③,男女双方始终处于一种寻找对方的灵魂之旅中,故而其中所表达的哲理思

考就既承认了人存在的悲剧性和偶然性,亦直面了人类自身的有限性问题———正是这种有限性的存在,

·95·

①
②
③

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101页。
史铁生:《病隙碎笔》,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5页。
於可训:《中国当代文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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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男女对于残缺的补救和抗争才会显得徒劳无功。这喻示着《务虚笔记》已褪去了启蒙文学中常见

的自信与坚强,转而陷入了一种难言的柔弱与无助。饶有深意的是,史铁生在《务虚笔记》里所呈现的这

种生命迷途,却成为其告别启蒙哲学、转向神性言说的逻辑起点:正是直面了自身的有限性,那些人物才

不会以自圣的启蒙哲学去期望自我得救。《命若琴弦》中的宿命论思想,在这部作品中有了进一步的发

展。就像作品中的残疾人C一样,尽管史铁生并不打算向命运低头,而且还时时以启蒙者的思想标准

要求自己,但残疾的生理事实以及对残疾的忧心恐惧,却渐渐吞噬了作家内心残存的斗士意识。他逐渐

领悟到命运不可抗拒,与其一味张扬个人的奋斗,倒不如静下心来,且听听那冥冥之中的万物主宰,究竟

会如何安排自己的人生旅途? 于是在《务虚笔记》中,我们便看到了一种看似无奈实则彻悟的精神历史,
而作家也从坚强逐渐走向了软弱。对于史铁生而言,软弱不仅是一种人格标记,更是一种价值选择。告

别了“坚强达观”的启蒙哲学后,史铁生越来越感受到了存在的无助与卑微。就是这样一种生存经验,
为史铁生和他笔下的人物一道开启了一扇承领上帝神恩的救赎之门。更为重要的是,因为无助和卑微,
史铁生才会在《务虚笔记》中试图寻求一种超越了人类自身的更高力量。他的寻求方式,就具体表现为

故事情节的弱化与思辨色彩的增强。
弱化故事情节固然大大降低了《务虚笔记》的可读性,却为史铁生的神性言说拓展了叙事空间。在

这部作品中,史铁生作为小说的叙述者,基本上处于一种半隐匿状态:一方面他好似一位睿智理性的旁

观者,默默地注视着笔下人物的爱恨情仇;另一方面,他借助议论与随想展开了广袤深邃的存在之思。
一般而言,叙述者在故事进程中的身份隐匿,不加议论的零度叙事,往往被认为是现代小说一个最为基

本的叙述形式,但史铁生对此艺术规范的突破,却在形式主义的叙事革新之外,传达了一个与宗教哲学

相关的思想认识,即残疾人C代表的那些小说人物,他们遭受的情感纠葛与生活磨难,本身就是命运对

人的历练,而你我皆有幸参与其中,因为“谁也都可能是C。C,可以与我印象中的每一个人重叠、混
淆”①。倘若你我皆是C在现实生活中的变身,那么你我会不会像C一般去倾听与承领神恩的呼唤? 是

否敢于正视自己的残缺,并在对有限性的接纳与臣服中领悟神恩降临的时刻? 若想懂得此类宗教哲学

上的思想追问,人就必须正视自己的生命迷途,只有认识到软弱与无助是人性本身,人才能放下自大的

主体意识,进而通过忍耐现世的苦痛,在谦卑与信仰中期待得救。而史铁生所做的议论与随想,就是以

人(譬如C)度己,又或是以己度人式的神性言说———他向世人揭示残酷现实中的诸般天启,并耐心等待

神恩的降临。从这个角度说,史铁生已然在生命迷途的倾诉中,从启蒙文学的道德训诫转向了宗教维度

的神性言说。

四、史铁生小说的宗教哲学

作为史铁生生命历程中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我的丁一之旅》似乎只是一部形式奇特的爱情小说,
但透过那些动人心魄的诗意抒情和理性思辨,却分明可见史铁生对于宗教哲学的深入理解。较之《务虚

笔记》对人物生命迷途的呈现,这部作品其实讲述了作为主体的个人,如何在生命的有限中追求无限。
可以这样理解,如果人将自己完全置入到一种无所追求、只是等待神恩降临的存在状态,那么显然会完

全抹杀人在这一生命迷途中的主观能动性。事实上,在神恩降临的时刻到来之前,有心之人并非无所作

为,他会以领悟和体察神恩的生活方式,逐步去接近生命的圆满。而史铁生在《我的丁一之旅》中上穷碧

落下黄泉,为的就是揭示这一宗教思想。且看作品里“我”这一永恒的行魂与丁一这个临时的肉身,究竟

怎样去追求自我生命的圆满?
在“标题释义”一节中,史铁生说:“‘丁一’,既可入乡随俗认作我一度的姓名,亦可溯本求根,理解为

我所经历的一段时期,经过的一处地域,经受的一种磨难抑或承受的一次负担。这么说吧,在我漫长或

无尽的旅行中,到过的生命数不胜数,曾有一回是在丁一。”②如此说来,“我”就是一个永恒的行魂,它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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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铁生:《务虚笔记》,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357页。
史铁生:《我的丁一之旅》,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1页。



叶立文:启蒙的迷途

转千回,徜徉于数不尽的人形之器中,丁一于“我”,只不过是永恒灵魂的暂驻地。在经历了无数的生命

轮回后,“我”偶然栖居于丁一。然而,当“我”身处史铁生之旅时,“张望时间之浩瀚,魂梦周游,常仿佛又

处丁一。”①何以如此? 皆因“我”的丁一之旅纷繁杂沓,尘嚣危惧,歧路频频,从“我”初到丁一之日起,便
开始了一段上下求索的灵魂之旅。“我”试图借助丁一这位天生的情种,去寻求魂牵梦萦的夏娃芳踪。

史铁生为何要讲述这样一个身魂分离的故事? 史铁生的目的就是要提醒那些等待神恩的人们,切
勿遗忘了“我”从何而来这一生命的本源性问题。正像作品里所描写的那样,“我”就是上帝的仆人亚当,
在无法抵御蛇的诱惑下偷吃了禁果,从此便与夏娃天各一方,而“我”的生命意义,也因此全系于对夏娃

芳踪的苦苦寻觅———惟有和夏娃的重逢,“我”才能实现那生命原初的伊甸盟约。从《命若琴弦》中对生

命目的的不可知,到《我的丁一之旅》中生存意义的明确,史铁生也从一个启蒙思想的反叛者,在生命的

迷途中步步走向了神性之维。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人的生命意义全系于对夏娃的寻找,以此实现伊甸的盟约,故而爱情在史铁生

笔下被赋予了另外一番含义。倘若以宗教哲学的视角观之,爱情在世人的一般理解之外,其实更是一种

领悟和体察神恩的生活方式。惟有在对爱情的苦苦寻找中,人才能逐步地实现生命价值。在史铁生看

来,人若有情,便不再是一个情思沉荒和爱欲凋敝的无魂之器,才会在重返乐土(伊甸园)的愿念驱使下,
渴望与夏娃相遇。史铁生通过亚当寻找夏娃的故事,解答了“我”为何而来以及往何处去的人生命题:就
前者而言,尽管“我”的丁一之旅歧路频频,但“我”始终在丁一之处张望夏娃的可能居所,即便丁一这个

天生的情种屡屡会任性胡来,但“我”却永难割舍对于夏娃的恒久思念,因为“我”知道“我”正是为寻找夏

娃,才会轮回于种种的人形之器,这即是史铁生对“我”为何而来的神性解答;就后者而言,“我”倘若有幸

寻获夏娃的飘缈芳踪,就有可能在重归伊甸乐土的明朗与欢乐中去领悟上帝的安排———因为“神说,那
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②。寻找夏娃,便是承领上帝恩泽的神圣开端,也是“我”生命

迷途的最终方向。史铁生对于这两个存在命题的解答,反映了他在神性之维对于生命价值的终极追问。
可以说,《我的丁一之旅》是一部充分体现了史铁生宗教哲学思想的作品:从敷演《旧约·创世记》中亚当

与夏娃的故事出发,史铁生在向世人奉献生命迷途的过程中,生动描绘了人如何在正视有限性存在的前

提下,以寻找夏娃芳踪的生活方式,主动去承领神恩的降临。

综上所述,从讲述“我”如何在场的启蒙哲学,到表达宗教关怀的神性言说,史铁生借助小说艺术所

表达出来的那些柔软情感与坚硬哲理,尽管有时会超越我们狭隘的理性认知范畴,但隐含其间的神性光

辉却足以照亮我们日益幽暗的内心。他用自己独具特色的思想与言辞,在成全自我生命的同时,也唤起

了我们对自身所处境遇的警醒与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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