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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旁观：通透与倦怠

韩东的小说大多取材于自身经历，按内容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围绕八岁到十七岁之间随全家下放

苏北乡村的经历，另一类主要关于八九十年代的校园、城市、文学生活。两者在小说中呈现出不同的

叙事姿态。尽管在诗中写到：“我有过寂寞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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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下去的尴尬——毕竟没有人可以摆脱生活本身。中篇小说《障碍》靠近结尾处，时隔多年，当王玉几

乎不再成为“我”和朱浩友谊的障碍时，朱浩突然问起“我”是否和王玉睡过。叙事者在此处将画面悬

置起来，开始浓墨重彩地铺叙“我”的灵魂出窍：“我讨厌自己的慌张，无法面对朱浩。他看着我取烟、

续水，我也意识到自己的这一系列动作。……我完全被自己吸引住了，被自己的失态、错乱和丑陋。

甚至，我都觉得有点故意的成分了，以某种瘫痪状态来应付眼前发生的事。我在博取对方的同情，同

时又为自己卑劣的行径深感羞耻。”韩东很喜欢让小说中的叙事者在一些动作的罅隙中停留下来，乐

于分析这些日常动作中似有还无的真心或假意，尤其爱将一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瞬间放大，掰开揉

碎了说，带着一种洞悉人世本然的得意，而得意之余又不乏一种一切了然之后的倦怠。在陈列这番尴

尬之后，叙事者继续表露心中的明白：“朱浩并不打断我，也不表现出特别注意的样子。他知道我现在

很敏感，而且脆弱到不堪一击的地步。”之后，“练达的朱的朱的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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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韩东的短篇更多的是对生活片段的截取，集中于一点，情绪的矛盾性和双重性体现不多，顶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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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见，并留他在办公室里多聊了一会儿。两人谈论文学、艺术，由文学艺术而爱情人生。……”[1]这

段文字颇有喜剧色彩，但叙事人并非反讽，而是带有好友间“损”的意味，也不乏些许陶醉。在混乱和

庸常中，韩东试图塞入对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诗歌氛围几近意淫式的怀旧，这在电影改编中尤为明

显。王树送丁子走时，加入了这样的对白：“丁子，我们都是大人物了！从今以后可要小心啊，别忘了

列侬是怎么死的！”“王树，列侬可没到过长江码头啊！”“没错，列侬也不是诗人啊！”演员故意表现得很

“出戏”，他们装腔作势地将“抒情”的台词一字一顿拖得很长，相比于离别的伤感，他们更愿意夸张地

凸显出那个年代诗人们独特的话语方式、一种已成遗迹的“光辉岁月”。尤其是电影结尾，夏日清晨的

阳光下，警察、诗人在浇醒晕厥的壮汉后，忘乎所以地打起了水仗，“骚乱”演变成了一种快乐的渲染，

是对九十年代一种质朴而愉悦的氛围的缅怀。那时，知识分子、诗人仍然受到尊重，粉丝众多，可以在

码头“为所欲为”地调戏小卖部姑娘，姑娘也带有认真的崇拜……一点略带自负的怀旧，一点不合时宜

的傲娇，《在码头》对狂欢氛围的抓取成为一场自我陶醉，但徒劳感也无法抑制地泛起。

的确，怀旧的致幻剂并不能消解理想退潮后的尴尬。当整个文学体制本身的失范逐渐成为共识，

反抗、坚守、理想等词汇非但不会更为清澈，反而极易被姿态化，成为一种缺乏实质的噱头。基于坚持

真理的批判和基于利益失落的泄愤常常具有相似的言谈，在短暂的认同背后，究其实质，只是各人怀

揣着各自的怀才不遇、各自的功名心。因此，赋予一个暧昧不明的姿态以价值，往往变得有些可笑。

对此，韩东早已有清晰的认知。《我的柏拉图》中他特地闲笔勾勒出王舒辞职所引起的文学效应：“王舒

的有关事迹进一步传播至文学界，几乎成为一则神话：他是中国为文学理想而辞职的第一人，在文人

纷纷下海做生意的今天，他的逆向运动不仅难得稀有，而且弥足珍贵。在舆论的压力下王舒有时也信

以为真，体会到自己的高尚和不凡，至少，这对他的小说发表和销售是大有帮助的。”[2]对于这一与自己

重合颇多的形象，韩东语调复杂，既有看清本质后对文坛的调侃，也不乏一点沾沾自喜。韩东对文学

真诚的执念从来不容怀疑，但他的困窘与犹疑也显而易见。一面是文学的野心、激烈的抗争，而他着

力制造的事件却无法兑换成预想的文学实绩；另一面，自省、旁观和理智又时时提醒他一切的虚无。

一切正如韩东在《机场的黑暗》中喟叹的：

热情的时代过去了，毁灭

被形容成最不恰当的愚蠢

成熟的人需要平安地生活

完美的肉体升空、远去

而卑微的灵魂匍匐在地面上

在水泥的跑道上规则地盛开

雾中的陌生人是我唯一的亲爱者（《机场的黑暗》）

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韩东的矛盾。他作品中混杂的抗争力量与自我消解，执念的泄露与

掩藏，也约略等于这个时代生活本身晦暗不明的一面。当风车早已不复存在，变成蛰伏于皮肤上的虱

子，堂吉诃德们的宝剑还能挥向何方？韩东以悖谬的姿势所趟入的文学洪流，没有一刻不对我们虎视

眈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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