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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觉现实主义（Hallucinatory Realism 以下称HR）是西方上世纪七十年代首见于德国诗歌批评的

一个术语，1981年作为一种超现实主义风格收录进《牛津20世纪艺术词汇大全》，定义为“精细正确的

细节描绘，但这种现实主义并不描述外部现实，而是用现实手法描述梦境和幻想”。2012年，诺贝尔

文学奖颁奖词运用这个术语指称莫言的创作风格，引发世界关注。比之于一般意义上的幻觉现实主

义，两者虽都强调从主观感觉出发生成相应的一些艺术表现手法来表现现实，然而莫言的幻觉现实主

义与西方的幻觉现实主义还是有所不同。西方的幻觉现实主义里核心在“幻境”，现实主义是艺术手

法，而莫言的创作核心是“现实”，他是把现实置于梦境和幻想之中进行描述，梦境和幻想是莫言用来

表现现实的艺术手法。而更显著的是，莫言将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表现手法揉进了“梦境”和“幻想”

之中，使幻觉现实主义具有了更大的现实格局，更丰富的艺术表现手法，更富中国特质的格调。本文

旨在论述莫言的幻觉现实主义形成以及具有本土化特质的艺术特点。

一、莫言幻觉现实主义的形成

莫言的幻觉现实主义在与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影响的“对抗”中破茧化蝶。在莫言所受到的外

来文学影响中，马尔克斯的影响最为突出，甚至被冠以“中国的马尔克斯”。回顾其创作历程，马尔克

斯启发了莫言在两个创作方向上的探索：一是回归自己的血地故乡，一是在叙事中求“奇”。当年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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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页《百年孤独》的莫言猛然意识到“一种地方性的经验，居然全世界的文学读者都能接受，都愿意

接受，这使我想到我也可以写自己家乡的生活，……”[1]这个转向促成了他围绕山东高密建构自己的文

学王国，据此书写民间的历史。自《白狗秋千架》始，莫言所有的佳作皆生发于此。关注莫言作品民间

叙事的陈思和曾分析过：“……当他（指莫言）企图效仿拉美作家创作‘魔幻’时他不自觉地开掘了民间

的创作源泉。”[2]即将民间的、历史的经验都熔铸于小小高密这片乡土中，将中国百姓赖以生存的如土

地、婚姻、生养等根本问题与战争、政治、经济的变革交汇呈现出来，凭借“人的高度”[3]走向了世界文

坛。在求“奇”中发掘平凡事物间的不平凡联系，成为莫言幻觉现实主义审美艺术的源头活水。他总

结过：“《百年孤独》提供给我的，值得借鉴的、给我的视野以拓展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哲学思想，

是他独特的认识世界、认识人类的方式。”[4]这种方式吸引了莫言展开对本土传统文学现代化和对外来

文学本土化的建构。此间他经历了模仿与重构，同时也走出影响，走向了独立。初期有颇具魔幻现实

主义风格的《爆炸》、《球形闪电》、《金发婴儿》等尝试，也有《红高粱》、《透明的红萝卜》中探索出的经由

感觉放大的声、色、味，以及物与人的通灵所制造出的超现实幻觉美学，掀起学界以“新感觉”为焦点的

讨论，这些新感觉与西方幻觉现实主义存在心有灵犀的不谋而合。在此基础上，莫言逐渐将自己“经

验里面类似的荒诞故事”[5]搬入文学，中国古代神话、民间传说以及文革语境下的非理性现实统统被纳

入到他的梦境与幻想中，以更夸张的想象，更神奇的荒诞通过意象、语言、叙事等艺术形式投射进自己

对现实批判的主题中，成为“新现实主义小说”的代表人物。这些突破或者说追求自我风格的努力逐

步让莫言由幻觉现实感觉踏上幻觉现实主义的塑形之路。

寻求挣脱马尔克斯影响的莫言，其幻觉现实主义塑形因置身在厚重的民族文化和宏大的时代背

景中，从一开始便比西方的幻觉现实主义有更大的格局。它表现在莫言的幻觉现实主义不像西方幻

觉现实主义常表现困疾境遇下人潜意识生发的超现实意象，而是将民间的、历史的和社会的现实都植

入普通人的经历体验中并生成独特的美学风格。如揭示人性欲望的《怀抱鲜花的女人》中对女人的诡

谲幻想，批判人在物欲横流社会中堕落的《四十一炮》对食色性的遐想，《酒国》里人的理性被酒精催毁

后本能的样态描摹等等，都是莫言创作技巧实验过程中“个性化的、不落他人窠臼的努力”。至2000
年，莫言认为这是他风格走向成熟的分野。《檀香刑》、《生死疲劳》等一批举世公认的具有“中国风格”

与“中国气派”[6]的好作品相继问世，显示了他“与西方文学分庭抗礼的能力”[7]。这种能力用他的话说

是以“大踏步的撤退”的方式“追求真正的民间风格，语言上追求民间口语、戏剧的特点，与那种追求优

雅的文学不同”[8]。《檀香刑》创作中他推翻已写的“带有魔幻现实主义味道”的5万字，让本土朴实的猫

腔掌控故事的氛围；《生死疲劳》则是以“一部有中国特色的魔幻小说”[9]向马尔克斯致敬。两部力作都

以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架构，中国传统的魔幻元素润染出社会心理现实，用中国古老的戏曲、音乐、绘

画美学装点中国格调，构成了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相媲美的艺术风格。曾17次出任诺贝尔文学奖评

委会主席的谢尔·埃斯普马克教授就莫言的幻觉现实主义解释说：“我不否认莫言的写作确实受到了

[1]莫言、杨扬：《小说越来越难写了》，杨扬编《莫言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2]陈思和：《莫言近年小说创作的民间叙述——莫言论之一》，〔南京〕《钟山》2001年第5期。

[3]莫言：《文学与时代》，〔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季刊）2012 年第 2 期。

[4][7]莫言：《故乡的传说》，邱华栋选编《我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北京〕华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第7页。

[5]莫言：《先锋 底层 民间》，〔广州〕《南方文坛》2007年第2期。

[6]莫言：《千言万语 何若莫言》，〔济南〕《大众讲坛》（山东图书馆季刊）2008年第1期。

[8]莫言：《檀香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418页。

[9]莫言、李敬泽：《向中国古典小说致敬》，〔沈阳〕《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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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克斯的影响，但莫言的‘幻觉的现实主义’主要是从中国古老的叙事艺术当中来的。”[1]他在客观评

价莫言与魔幻现实主义之间影响的同时，充分揭示了莫言幻觉现实主义的原创基因。

莫言的幻觉现实主义在中国本土文化传承中找到了其个性特色的生发点和动力源。出身齐鲁文

化腹地，齐鲁文化的“刚健”、“爱国”、“救世”、“民本”、“人道”、“创造”等精神[2]滋养了他的天性，仅受过

小学教育的他从村民田间地头口耳相传的聊斋故事里与蒲松龄结缘，奉他为宗师，曾创作过颇具中国

魔幻色彩的《夜渔》、《马语》、《战友重逢》等故事，被阿城赞为写魔幻“当代中国一绝”[3]。年少时东鳞西

爪读到《封神演义》、《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等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让他学到了中国魔幻、史

传叙事和章回体结构、说书人即兴干预等文学技法，成为《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蛙》等

力作中的经典格调。所以张清华认为“莫言身上的魔幻色彩，他小说中的神奇，和他所在的山东齐国

一带的民间文化、民间思维方式是有内在联系的。……”[4]。另一方面如《林海雪原》、《吕梁英雄传》、

《山乡巨变》、《苦菜花》等红色经典的影响，让那种高歌猛进的革命浪漫主义和乌托邦主义成为留存在

他作品中的一股活力，一种霸气。在人们追问魔幻现实主义对《红高粱》的影响时，他直言那是“红色

经典的影响”[5]。

当然，二十年的农村生活让他谙熟民间普通人的生活状态、思维方法、人际关系模式和语言特

点。在恰逢时代文艺思潮转向民间的大势下，这些经验让他置身民间立场，一部五十万字的《丰乳肥

臀》竟在不到九十天的时间从容完成，可见其对民间题材游刃有余的把控力。当魔幻现实主义等西方

文学涌入时，莫言已具有了依托本土传统嫁接西方现代叙事技巧的视野和能量，以及建构自己个性审

美体系的基础和能力。就这样，这方水土陶冶出的性情与混杂吸纳的文学素养与时代潮流的作用让

莫言选择追求一种民间的、个体的，同时又是梦幻的、现代的写作手段，并进而形成莫式幻觉现实主义

的叙事风格。

二、莫言幻觉现实主义的本土化建构

首先，将中国传统诗学“幻”与“真”的时空逻辑与现代叙事方法相融交汇。作家一方面传承了中

国传统诗学中“幻”与“真”分界的时空建构，让真（即现实）是幻的起点，又是幻中故事演绎的逻辑，两

个空间的人与物在事件突转中交汇，以此撬动情节转折，成就对现实的隐喻。这是与魔幻现实主义的

分野，也是与西方幻觉现实主义的差异所在。马尔克斯运用原始思维解读日常生活，使魔幻成为寄居

于现实本身的肌理性存在，所以会有作家的“社会现实主义者”[6]和读者眼中的魔幻两种截然不同的结

论。另一方面莫言运用现代叙事的间离效果，丰富了叙事的层次，升华了现实主题的高度。多个叙事

人的限制视角或一个叙事者的全能视角，乃至不同叙事人称的转换，将历史与现实，故事中的人与故

事外的人都密切联系起来，对同一段现实的共时和历时理解与判断沿着各自的感性逻辑延伸出来。

以《生死疲劳》为例：西门闹轮回幻境里的驴、马、猪、狗、猴由最后投生为人的蓝千岁以第一人称讲述，

[1]吴永熹：《诺奖评委会前主席:中国官员试图贿选完全是胡说》，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12-10/24/c_
123862399.htm。

[2]张友谊主编：《鲁商文化与齐鲁文化》，〔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3页。

[3]阿城：《闲话闲说》，〔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页。

[4]张清华：《莫言小说特质及中国文学发展的可能性》，2012年10月24日，http://www.chinawriter.com.cn/news/2012/
2012-10-24/144720.html。

[5]莫言：《我的文学经验：历史与语言》，〔上海〕《名作欣赏》2011年第10期。

[6]〔哥〕加西亚·马尔克斯：《我的作品来源于形象》，朱景冬译《二百年的孤独》，〔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第2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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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存的人世现实由参与者蓝解放讲述，结局由见证者“作家莫言”讲述。三个叙事者解读了同一段历

史时空：轮回动物视角看到的是“比人的更逼近真实的现实”[1]，牠们看到了脱下伪装面具的人；蓝解放

看到的是民间个体感受的现实；“莫言”看到的则是旁观者眼中的现实。前两者是历史的，也是故事

的，而“莫言”则是故事中的，也是故事外的，更是和读者站在一起的。蓝千岁的讲述构成轮回与读者

的间离，蓝解放的讲述构成历史与读者的间离，而莫言的讲述再构成整个故事与读者的间离，所以幻

界的现实和故事的现实最后经过故事里的“莫言”走向历史的现实，现实的真实，以及对历史变迁中人

的价值的深层反思。这样的幻觉从未让读者像阅读《百年孤独》那样迷失于魔幻，更不会脱离小说的

主题。在微观层面，来自中国魔幻元素建构的幻界内，作家让人性与动物本性时而合一，时而分离：合

中感慨人世的牵绊和诱惑、情义和情欲的纠结，分中体验肆意的狂欢、简单的自由，以此将时而“象”

中、时而“象”外之东方美充分释放出来，突破了西方幻觉现实主义的审美格调，每个叙事者给出主观

体验中感受到的主客观交织的现实，此中从客观见传统现实美，从主观见幻觉现实美。让这部从“蒲

松龄的《席方平》那学来”[2]的故事框架经莫言的审美现代化重构后，成为凸显莫言幻觉现实主义美学

的经典之作。

其次，将西方文学的心理叙事融入本土史传叙事。莫言青睐中国史传叙事传统，其长篇小说往往

都以宏观历史时空定位故事的现实语境，再运用外来文学技巧拓展兼具中西美学意境的心理时空，最

后形成以历史时间为主轴，以轴上某点发端，枝叶横生地漫射出多个心理时空维度的现实。这样既有

厚重的现实底蕴，又有灵动的幻觉律动，更有形散而神不散的主题吸附力。《红高粱》、《丰乳肥臀》、《生

死疲劳》、《蛙》都是物理时间定位的经典案例。物理时间的确定性和权威性在强化文学真实的同时，

也为演绎心理时空之“幻”安排好了收发归宿。《红高粱》开篇以“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我奶奶”

为“我爷爷”等人送行去伏击日本鬼子这个历史时间轴上的点开始散射，心理时间先跳转到现代，“我”

与现在的村民们谈论这场战争及其主人公的传说；然后闪回战斗前日本鬼子的入村暴行；接着追溯了

“我”爷爷奶奶的爱情；最后呼应开头走向战场的厮杀。叙事者心理时间从未脱离开篇时间主轴，所以

散射出的次单元叙事都能让读者寻着现实逻辑拼出故事的全貌。这个特点即使是心理时空恣肆的作

品也依然清晰。以《欢乐》为例，物理时间定位在主人公从家到翠翠坟前自杀，心理时空却囊括了主人

公过去二十五年的苦闷：高考的失败，梦想的破灭，家境的贫困等等，这些意识和潜意识中的郁积让他

崩溃，以致选择死亡来逃脱。文本形式上的一万六千多字的巨大段落，从物理上量化了压抑的重量和

宣泄的指数。现实的“真”和主观想象的“幻”彼此难分地在主人公的主观感觉里发酵，与西方的幻觉

现实主义手法不谋而合。可见心理时空无论怎样像气球样膨胀，但短暂的物理时间依旧会将它牢牢

系在现实的手中，散乱的情感宣泄不会妨碍读者理解主人公悲催命运的现实成因。但遗憾的是理解

这种从主观世界流淌出的集内在感觉现实与外在客观现实相交融的幻觉审美现实世界，需要特定的

时代背景认知支撑才能理解其隐喻的大美，所以会制约其跨文化传播，这也是莫言作品英译者葛浩文

印证了的事实。

其三，将民间说书人的即兴评说化为有温度的叙事干预为主题导航。上文已提及作家通过叙事

视角制造的间离、叙事结构的离散将幻觉牢牢抓在现实手中，但如何促成由作品反思社会问题，完成

作家社会责任的担当，莫言通过他多样化的叙事干预来达成。这种干预立足民间立场，以举轻若重的

态度抒发自己悲天悯人的情怀，站在变革时代的潮头选择解构传统，以多义代替唯一，表现民间的多

[1]莫言：《文学个性化刍议》,〔北京〕《文艺研究》2004年第4期。

[2]莫言：《莫言之言（一）—— 从学习蒲松龄谈起》，〔太原〕《金牌读写》2012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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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性、多样性特点。为此平民身份的“我”，同名“莫言”介入的叙事干预，挑动起以民间的生存观向精

英文化、正统体制挑战的狂欢，为整个叙事腔调平添一丝民间的随性与诙谐。干预者的功能重在强化

故事与现实的联系，促成历史与现在的认知对照，让历史中曾有的严肃与僵化经过时间的过滤，淘出

恒久的真善美价值。情绪干预如《红高粱》中现代青年的“我”讲到“我奶奶”不到六岁缠脚时，便发出

“打倒封建主义！”[1]的愤怒。分析干预如《高粱酒》中运用的“文化道德”、“‘正当’途径争取财富”、“人

生观”[2]等现代话语品评“我爷爷”从良民成为匪首的转变。爱情母题中设计出“狂热的、残酷的、冰凉

的爱情＝胃出血十活剥皮十装哑巴”[3]这样机械的公式，陌生化人们的常规认知和话语模式。

此外故事中的“莫言”干预则更别具深意。他在客观上密切了作家本人与作品的联系，使得作品

中的“莫言”与作品创作者莫言真假难辨，强化了故事的真实性。《生死疲劳》中“一九五四年十月一日，

既是国庆日，又是高密东北乡第一个农业合作社成立的日子，那天，也是莫言那小子出生的日子”[4]。

由此开始，全书前四部53章中“莫言”出现在 46个章节中，且第五部由“莫言”讲述，他时而以作品中

的作品形式作为某些场景的记录者，时而以插科打诨的角色起承转合，或铺设迷局、或揭示秘密，轮回

之中以他的不变完成幻觉与现实的转换。《酒国》中的作家“莫言”，与充满文革式激进批判话语的酒博

士一放一收，把控话语的平衡，且在结尾处现身酒国，最终这个“莫言”的意志在酒国沦陷而再次警示

腐败力量的巨大。还有反映了作家深度的价值判断干预。《檀香刑》中对官府酷刑功能的解读，实际在

道出历史中看客、英雄与酷刑制造者间如戏人生的感慨，引导读者避免在顺向的文学性和逆向的现实

性之间发生逻辑误读，从而忽视民间生存的残酷性。《红蝗》结尾对人类社会的本质分析：“人吃人，人

即非人，人非人，社会也就是非人的社会，人吃人，社会也就是吃人的社会。”[5]所有这类表达都从以恶

为人性本源的哲学观出发，传递作者对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思考。也使这样的干预点睛主题，延

伸哲学思考的张力，让这些作品经得住时间的砥砺。

最后，在粗放张扬的荒诞与纤弱细腻的诡谲语言中见惊世绝俗。中国历史文化悠久，社会繁文缛

节众多，人民情绪内敛含蓄，莫言的创作语言则反其道而行之，从不断突破传统限制的底线为幻觉现

实开拓伸展灵性的空间，赢得自己狂欢的领地。二十年农村田间地头的生活让他积累了驳杂的民间

语言形式，阅读到的“红色经典”、“文革文体”、民间说唱和口头文学、中国古典文学、外国作品的译介

语言都化入他的艺术词典，据此置身于民间与精英话语的中间地带。他个性化地拼装嫁接，解构重

构，最终找到以狂放不羁的荒诞和纤弱细腻的诡谲的两极语言走势安放他的幻觉现实主义。首先，粗

狂张扬的荒诞是莫言对自己亲历的文革话语模式的艺术运用。失真的夸张、泛滥的煽情、盲目的忠

心、疯狂的赞美、狂暴的贬低，为莫言提供了一种现成的颇具现代性特征的叙事狂欢话语模板。他采

用戏仿、杂糅、拼接解构、颠覆、重塑语义，让高雅跌入民俗，正统走向异端，严肃走向诙谐。如戏仿楚

辞体的“苍狼啊苍狼生蛋四方，鸣声如狗叫行动闪火光，此鸟非凡鸟啊此鸟是神鸟，口衔灵芝啊筑巢于

龙香，得见此鸟啊避祸消殃，得见此鸟啊万寿无疆”[6]；戏仿评论话语的“妖精现实主义”“严酷现实主

义”；戏仿政治话语“化流氓为高尚，化肉欲为艺术，化粮食为酒精，化悲痛为力量”[7]。其次，将传统语

境下的雅与俗、正与反、乃至来自不同时代的语义符号杂糅使用，凸显多义性。正反义杂糅如《红高

粱》中“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

[1][2][3]莫言：《红高粱》，《红高粱家族》，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37页，第94页，第270页。

[4]莫言：《生死疲劳》，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6页。

[5]莫言：《红蝗》，《食草家族》，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13页。

[6]莫言：《马驹横穿沼泽》，《食草家族》，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346页。

[7]莫言：《酒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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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 跨时代杂糅如《生死疲劳》中西门闹话语中的“我是靠劳动致富，用智慧发

家”和“妈的，你的脑子里灌水了吗？”[1]《白棉花》中“剧毒农药催开了我的情窦”，则将价值完全背离的

意蕴熔铸在一起，一反纯粹的赞扬和批判的语义表达，凸显以复杂多义还原民间多元性的真实意图。

其三，将传统禁忌的话语搬进文学殿堂。《红蝗》中，大便成为高频词，能“联想到印度的瑜伽功和中国

高僧们的静坐参禅……”；《战友重逢》中，“尿”能生发出一种男人生命与自然相通的美感：“在我与河

水之间也立即架起了一弧袖珍的彩虹”[2]；暴力在莫言的想象中的复原，从割下的罗汉大爷两只耳朵

“在瓷盘里活泼地跳动，打得瓷盘叮咚叮咚响”到《檀香刑》中钱雄飞的凌迟，孙丙的檀香刑达到了巅

峰，一次次冲击读者的审美底线。更有荒诞至魔幻境界的如《生死疲劳》中的文革场景：“宣传车开过

来了，……（车上的）大喇叭发出震天动地的声响，使一个年轻的农妇受惊流产，使一头猪受惊头撞土

墙而昏厥，……。”[3]“那个姑娘对着麦克风喊叫，……陈光第不但思想反动，而且道德败坏，多次与一

头母驴通奸，致使那头母驴怀孕，……”[4]这样非理性现实中的话语在现代派理念的观照下推动人们跳

出文本的荒诞与幽默，在轻松愉悦的阅读中去深思荒诞背后的危害。而莫言语言的另一极是纤弱细

腻的，氤氲着诡谲的唯美气息，它通过感官将周遭环境感觉化，汇成一场感官狂欢的盛宴，绘出一幅虚

实相生的超现实影视听立体画面，既有中国道家的洒脱，又蕴含西方潜意识深处的幽深晦暗，从更深

层次解读了人性的现实和人的灵性美。《红高粱》中临死前的奶奶“注视着红高粱，在她朦胧的眼睛

里，……它们红红绿绿，白白黑黑，蓝蓝绿绿，它们哈哈大笑，它们嚎啕大哭，……”[5]。《透明的红萝卜》

里的黑孩拔萝卜时能听到萝卜的细根与土壤分开时发出“水泡破裂”样的声响。《球星闪电》里的男主

人幻觉自己是一只飞行的蝈蝈在空中看到湖面“开放着花朵般的白雾”，听到“雨点撩拨芦苇的声音

和鱼儿跃出水面的声音”。《四十一炮》中饥饿的罗小通听到“兴奋的跳蚤撞击你的皮肤啪啪作响”。《丰

乳肥臀》中描写落在河里的炸弹：“缓缓地升起一根水柱，那水柱有牛腰那么粗，升到河堤那么高时，顶

端骤然散开，好像一颗披头散发的银柳树”等等[6]，彰显了莫式美学的形、意、韵融合，最终妆点成就了

莫言的幻觉现实主义的精美大厦。

结 语

综上所述，凭借敏锐的想象力在主观感觉中打造文学现实世界的莫言，不仅仅借鉴了西方幻觉现

实主义所关注的人在困疾境遇下由潜意识生发的超现实意象，而且将民间的、历史的和社会的现实都

植入普通人的经历体验而生成别样的小说美学，投射出作家悲天悯人的情怀，成就了更大的艺术格局；

民间立场所承载的广阔自由的创新维度，让莫言在本土传统和西方借鉴来的文学创作思想和艺术技

法中构建自己的幻觉艺术美学体系，探索出更丰富的表现现实的艺术手法，回归厚重的齐鲁文化血地

创作。守持中国特质的格调是莫言的幻觉现实主义存在基因，这让莫言有远离马尔克斯这些先辈们的

觉悟，有创作出“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7]作品的追求与自信，并从这里将中国的历史风云和人间百

态推向全世界读者的视野，由此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恢弘时代引领中国现代文学走向了世界文坛。

〔责任编辑：平 啸〕

[1][3][4]莫言：《生死疲劳》，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4-5页，第132-133页，第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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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莫言：《丰乳肥臀》，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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