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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及语言

论库切后期爪说例侑的

蔡圣勤 景 迎

【提 要 】 库切书 写生 涯巅峰时期之后的 创作 , 有许 多表征可以证明其创作思想发生 了

重要转向 , 主要表现在对于殖民文学 经典颠覆书写 的延伸 、 书 写模式呈现 多 元化以及创作

空 间跨度大等三个维度 。 基于上述一脉相承的 三维度 ,
从后 殖民文 学理论 、 后现代主义视

角 及空 间叙事 学理论 出发 , 结合库切后期作品 《伊丽 莎 白 科斯特洛 ： 八堂课 》 、 《 凶年纪

事 》 、 《夏 日 》 和 《耶稣的童年 》 进行文本分析 ,
以期把握大师 创作思想的转 向及新 书 的 书

写趋势 。

【关键词 】 库切 后期创作 颠覆延伸 多 元化 空间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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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切 , 南非 白人小说家 , 年移居澳大 峰时期 , 代表作为 《等待野蛮人 》 、 《迈克尔

利亚 。 他是 世纪至 世纪最富有创造力 的作 的生活与时代 》 、 《福 》 、 《铁器时代 》 、 《耻 》 等 ,

家之一 , 其每部作品 皆 匠心独运 、 颇具特色 。 指涉诸多母题
；
第三阶段是其荣膺诺贝 尔文学

鉴于其每部作品风格迥异 、 主题涵义不一 、 创 奖之后至现今创作 , 有 《伊丽莎白 科斯特洛 ：

作手法层出不穷 , 读者从 中获得了 非凡的阅读 八堂课》 、 《慢人 》 、 《 凶年纪事 》 、 《夏 日 》 、 《耶

感应 。 即使库切的创作风格层出不穷 , 按照逻 稣的童年 》 等 , 书写风格迥异 、 主题嬗变。 对

辑关联 , 将库切 的作品划分为不同 的阶段进行 库切研究的大部分专著皆置其于后殖民文化语

研究仍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 并且可追溯创作阶 境中做粗线条 的背景评述 , 或选取个别作品作

段之间的脉络继承关系 。

“

颠覆模式延伸
”

、

“

先 分析解读。 目前我 国学界对库切的研究主要聚

锋创作形式
”

及
“

空间跨度
”

书写特点正是库 焦于其创作生涯的前两阶段 ’ 尤其是其创作巅

切后期作品中的共性。

峰时期 , 鲜有对库切书写创作生涯进行逻辑分

库切的创作生涯大致可分三个阶段 , 其写 层并进行统筹的分析研究 , 进而导致其后阶段的

作生涯起步至上个世纪 年代是第一阶段 , 笔

触集中于后殖民书写 , 代表作为 《幽暗之地 》 、

逛 女坦體站 田 相科 米始
本课题受 匕省人文社科基金项 目资助 》 同 时受中南财经

〈 内陆深
—

处 》 等 ,

■大学研触傭项 目韻 , 特此致谢 。

害
；
第—阶段是从 年代其作品分获大奖 ,

至
① 庄华萍 ： 《 国内外库切研究述评 》 , 《宁波大学学报 》

其荣膺诺贝 尔文学奖期 间 , 可谓其文学生涯顶 年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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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研究稍显空 白 。 鉴于研究库切后期书写状 的第
一

个切人点 。

③

况对全面研究库切有切实意义 , 本文从这一角 通过对库切后期作品 的细致研读 , 不难发

度切入 , 探析
“

颠覆模式延伸
”

、

“

先锋形式创 现库切在后期创作 中仍然延续 了其在早中期作

作
”

和
“

空 间跨度 书写
”

三个维度在其后期作 品中凝练 的颠覆书写模式 , 后期作 品 中 的颠覆

品 中的具体表征 。 元素赫然在 目 。 于 年 , 库切在澳大利亚发

表了
一

部颇具 自传性色彩的作品 《夏 日 》 , 尽管
一

、 库切书写的颠覆模式延伸 如此 , 其对殖民主义 的愤慨和斥责細跃然纸

后殖民理论的构建历经若干阶段 。 起始 士
。

二 士
对

,

人 裔的
,

段源于对非洲殖民地的黑人和黑人文学的关注 ,

代表人物法侬 ； 其后 以赛义德为代表 , 并以
库 刀对殖民

細后殖 民研究为 中心 ； 再次以霍米 巴 巴
笔记之外 , 书 中对几

克为代表 , 職点转 向次大 底馳
人所纟的采脑以传翻覆元素为主线 。 后殖

“
七遛 ”

民书写闪现在对朱莉亚的采访之中 。

“

奇怪 的
左翼

是 那个时候 白人好像不干体力劳动 ,
也不沾

阵营 。

“

但殖民文化不仅仅只波及被殖民者 ,

手没有技能的活儿 。 人们通常把这种活儿叫 做

黑人的差事 , 你可以付钱找人来干 。

”④ “

当时只

有黑人才会住 在灌木地带 , 真正 的树丛里 。

, , ⑤

‘

此种对黑人的描写手法与库切的 开山之作 《幽
民者后裔 , 胸处于耐不棚糊文化錢

暗之地 》 巾对滅人形象的細有 异曲 同工
之中 , 所创作 的作 品之中充溢着对后殖民理论

之妙
构建的书 。 库切凭借 方经典进行颠覆创

第一 , 颠覆经典 。

“

不过严肃地说 , 我们不
作这 不一法 门 , 不仅铸就了

,
于 白人流散人

聰永远寄生于经典作品 中 。 我 自 己正在摆脱
群的后

,
民理论建构 , 而且成就 了所谓 的

“

颠
经典的负担 。 我们得从事 些属于我们 自 己 的

胃
”

。

发明 。

”⑥ 伊丽莎白在谈及乔伊斯等文坛巨擘时 ,

目前 , 我国对库切 的颠覆书写研究范 围±
扬要颠覆经典 , 创造属于 自 己 的文学 。

“

不

要集中于其早■ 中期 作品 。 库切 的早期和 巾
过 , 也让我们把斯威夫特的语言推向极致 , 并

期作 品主要 墨于后舰书 写 , 开 之作
聽认 , 在赃上 , 对人类驗的信奉曾导致

《幽暗之地 》 顿 《越南计划 》 細的尤金
这样的结局 , 即 , 杀戮或奴役一个神圣的族类

恩 , 便是出于对殖 民计划的谨小慎微 ’ 麟
或另

一

个 由神職瞧类 , 并且使我们 自 己 招
为了精神病患者 ；

《 内陆深处 》 所塑造的老处女

玛格达形象则是殖民历史对殖 民地本土人及殖 ① 蔡圣勤 ：

“

帝国流散群知识分子的书写状况
——

论库切文学

民者后裔产生无限戕害的确凿例证 。 倘若早期 思想中的右翼后殖民主义
”

, 华 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

作品中人物的种种遭遇充当 了库切对殖民史颠
② 段枧 ：

《 〈福 〉 中的第一人称叙述 》 , 《外国文学研究 》

覆书写创作模式 的载体 , 那么 中期作品 《福 》 年第 期 。

便颠覆了西方经典 《鲁滨逊漂流记 》 。 库切从女 ③ 蔡圣勤 ： 《 神话的解构与 自我解剖 〉 再论库切对后殖

她在曲枓 《鱼沧 洒输口 》
、

舌它 产斗
民理论的贡献 》

’ 《外国文学研究 》 年第 期 。

性角度对 《鲁滨逊漂流记 》 进 重写 , 广为人
④ 库切 ： 《夏 日 》 , 文敏译 , 浙江文艺出版社 年版 ,

知的人物形象在其笔尖下辗转运命 ： 鲁滨逊不 第 页 。

像之前那样强 壮有 力 、 野心勃勃 ；
星期 五不再 ⑤ 库切 ：

(〈夏 日 》 , 文敏译 ’ 浙江文 出版社 灿 年版 ,

是沉默木讷的黑人奴隶 。

◎ 继而 ’ 此种书写模式
⑥ 库切 ： 《伊丽莎 白 科斯特洛 ： 八堂课 》

, 北塔译 ,
浙

也成为库切完成对欧洲帝国殖 民文学神话解构 江文艺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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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沮咒 。

”① 在谈及斯威夫特的 《格利佛游记 》 此可见
, 库切在后期创作 中仍继承其在早 中期

时 , 伊丽莎 白直言不讳地指出格利佛的旅程就 创作中所积淀的颠覆模式书写 。

是殖民地扩张的步调 。

“

在格利佛开拓性的努力

之后 , 通常情况下 , 会发生 些事情 ： 紧跟着
二 、 库切创作的先锋写作模式

就会有远征 , 其 目 是把 、人国或人马
,
变成 ‘ ‘

雜縣 个滅代主义和后職主义引

人南非的作家 。

”⑥ 库切 的 书写是后殖民和后现
°

？
代思潮的融合产物 。

“

在南非国 内 ’ 由 于库切的

与赫輕主細據娜賊保持着

定距离 , 保持了 文学创作的先锋性特征
”

。

⑦ 尽

■二 , 反殖民文学被加以重现 。

‘‘
‘

自从
分

世纪以来 ,

,

扎木托尔写道 ,

‘

欧洲如 同 种癌 ？
’

症 , 已经扩散到 了 全世界 , 起初还是偷偷地 ,

但后来是以集约化的步子扩散 ；
到 了今天 ,

贩 叙事形式作为艺术表达形式之
厂

’ 承

肿瘤正在毁灭人 、 动 物 、 植 物 、 环境 以 及帛
载意义的传达 , 创作形式 的斑斓正是传达作品

言 。

,

日 子 天天紐去 , 每天都有几种语言帛
涵义的鮮。 賴将书写财 的纖转换与作

失 , 被抛弃 , 或者被压制 ……
,

。

③ 扎木托尔 品内涵有机结合 ’ 作品 因 书写形式的创新而如

“

欧洲
” 比喻成

“

癌症
, ,

,

“

癌症
”

无尽地蔓延 ,

虎添翼 。

进而抹杀了世界多元性的存在 。 这显然是针对

西方霸权 的抗争书写 。 第三课 《 动物 的 生命 》
发表的观点彰显其是后现代主义先锋阵营 中 的

以宣扬维护 动物 的权利为 主线 。 伊丽莎 白将
一员 。 库切曾说过 ： 我喜欢把我的写作意图隐

“

动物 的杀戮
”

与
“

第三帝国 的集 中 营
”

相联 藏起来 , 而要创造一种情景 , 让受众 自 己 去深

系 , 指明纳粹党对第三帝国人民的杀 害如 同猎 思 、 去做道德思考或 自 己下结论 。 经历了后殖

杀动物一般简单 , 要求大家起身为
“

动物 的生 民 、 后现代主义两股思潮的洗礼 , 库切的创作

存权利
”

而奔走相告 。

“ ‘

他们像绵羊
一样被屠 自我映现后现代先锋特征 。 纵观库切后期 阶段

杀。

, ‘

他们像动物
一

样死去 。

, ‘

纳粹屠夫杀害 的创作 , 后现代先锋元素熠熠闪现 。 后现代文学

了他们 。

,
……人们控诉说 , 第三帝国的罪恶是 的审美特征主要涵盖以下几方面 ,

一为主体生存

把人当动物对待 。

”④ 状况不再是文学作品关注的 中心 ；
二为打破传统

第三 , 话语权的主导 。 伊丽莎 白深知何谓 叙事结构链 , 强调片 段性 、 边缘性 、 多元性
；

“

话语权的摄取途径
”

。

“

尽管我明 白 , 要想获得

学术界的承认 , 对我来说 , 最好的方式是让 自 库切 ： 《伊丽莎白 科斯特洛 ： 八堂课 》 ,
北塔译 , 浙

己加入到西方的主流话语之中 , 像支流汇人大 江文艺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河。

”
《伊 》 中来 自澳大利亚的伊丽莎 白积极应

② 库切 ： 《伊昍莎白 科斯特洛 ： 八堂课 》 ’ 北塔译 ’ 浙
“ 。 、、 『 丁不 ㈡ 沃八 划 哪 ！ 口仏肌

江文艺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邀出席研讨会 、 发表演讲等 , 就是其力 图掌握 ③ 库切 ： 《伊丽莎白 科斯特洛 ： 八堂课 》 , 北塔译 , 浙

话语权的真实写照 。
江文艺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库切将
“

颠覆书写
”

炮制在后期创作 《夏 》
④ ： 八堂课 》 ’ 北塔译 ’ 浙

和 《伊 》 之中 。 《夏》 中种种描述 , 无论是对黑 ⑤ 库切 ： 《伊丽莎 白 科斯特洛 ： 八堂课 》 , 北塔译 ,
浙

人不公的社会 、 对亚裔的歧视现象亦或是将非 江文艺出 版社 年版 , 第 页 。

洲纳入欧洲程式化的想象 , 都隶属 于
“

颠覆书
⑥

它” “甜苗 办 丨 “ ：
大学学报》 年第 期 。

与 的范畴 。 颠覆 典创作 、 反对四万霸 ⑦ 张勇 ：

“

话语 、 性别 、 身体
一

库切的后殖民创 作研究
”

,

权
”

和
“

摟取话语权
”

是 《伊 》 的主论点 。 以 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年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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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为美学视域内后现代主义精神 的特征
——不

一 、

确定性
；
四为文本间性或叫做互文性 , 作品之

二 、 库切创作的空间跨度书写

叙事学研究中 存在时 间维度 , 也存在空 间

雜
, 但在传统的叙事学研究中 ( 经典叙事学

。

和后经典叙事学 )
, 人们都有意絲地忽视了后

贏得西方学术界首肯的美国后现
广
文 批评

者 。

‘
‘

地点和空间话语也是叙述对话的
一

部分 ,

巾
能成为 种叙述力 量和意义的基本场所 。

”③ 在
剖析 ,

“

在哈桑看来 ,

‘

不确定性
, ‘

内在性
,

后期创作中 , 雜对空间书写倾注了莫大心血 ,

在实际上 了后现代主义与后 文学的本
搬了不少麟啦贿述絲 , 而空 间性 中

质特征 。

”① 诸多
‘

‘

不
,
定

”

因子徜徉于
,, , 的异质空间叙事正是库切后期书写的另 个重

创作
二？

另

？‘

是
要特点 。 根据读者对文本的阅读体验建构而成

的异质空间 , 是不同于真实世界中 的物理空间 。

从结构的角度来看 , 异质空间还表现出 异质并
的挑战 。

”② 传统叙事文学试图赋予作品终极意

义 ’ 或有意让读者参透或穷 作 《 的意义 ’

随着后现代思潮賊礼 , 传统时 间观念

的被突破或颠覆 , 空间性的维度被提到 了 个

前所未有的高度 。

⑤
《伊丽莎 白 科斯特洛 ： 八

, 二 么 堂课 》 中的空 间维度取代了时间 流成为最显著
为库切的后期作 集中体现了库切 的先锋辦

特征 , 正是不同空间 的相互交织谱写 了这部小
原则
二 说 。

“

伊丽莎白 科斯特洛 (科斯特洛是她娘家

、
纖 ) 访问宾夕 法尼亚期间 , 由她的儿子约翰

课》 及 〈夏 日 》 , 二部作 口 口 中未有一部作 口口浮现
陪着

, ’ “

在晚宴上 , 伊丽莎白碰到 了 ,

配■脾觀 了 。

”⑦ “

桃乘坐的航班进
《凶年纪事 》 是由 个话题及 个小节连结而

妨热工维士 ” 少
一

且入机场时 , 约翰正等在大门 口 。

”⑧ 此二段话是
成 , 但是话题 、 小节之间无中心可追溯 , 可称 —

甚
一 全书二章的开头部分 , 俨然无法为读者提供传

为 情节的片段 。 《伊 莎白 科斯特洛 ： 八
故事时间链 。 空间

”

的重要性却在 《伊 》 中
堂课 》 构脏人公麵莎 自参鮮术会议

、朴 取主 ：洽 、补
被賦予了 即所未有的高度 。 唯有被告知伊 咖莎

或讲座所发表的八篇演讲稿组成 , 亦无情节搭

建可言 ； 此八篇演讲稿便是情节闪烁的片段化

志郃 《 苜 口 出而 晓扭 命 乇银口
① 毛娟 ： 《

“

不确定的 内在性
”

： 理解西方后现代主义及其文学
■。 日 》 由两大片 成 ’

的关键词 》 , 《江西社会科学》 ■年第 期 。

写 ,
二为采访稿 , 其 中逻辑性的情节几乎无处 ② 库切 ： 《 凶年纪事 》 , 文敏译 , 浙江文艺出版社

可寻。 综上所述 , 鉴于库切早 中期创作 的作品 , 年版 , 第 页 。

例如 《 内陆深处 》 、 《福 》 、 《耻 》 中情节从未如
③ 琳 的空间书写

”

’ 四川 大学博士学位

论文 , 年 , 弟 贝 。

此令人瞠目 结舌 , 在后期创作中 , 库切有意转 ④ 周文娟 ： 《福克纳作 品异质空间叙事解读 》 , 《 当代外国文

向多元化的先锋写作 。 学 》 年第 期 。

将与库切的访谈内 容进行有机链接 , 不难
⑤ ’

发现库切对后现代主义 书写持有 明 确的支持态 ⑥ 库切 ： 《伊丽莎 白 科斯特洛 ： 八堂课 》 , 北塔译 , 浙

度 。 其后期作品 中熠熠夺 目 的后现代先锋元素 江文艺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恰恰说明了这
一

点 。 主题的流离 、 片段的情节 、

⑦ 库切 ： 《伊丽莎 白 科斯特洛 ： 八堂课 》
’ 北塔译 ,

浙

江文艺 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体裁的多兀以及文本之间的互文皆是库切遒劲 ⑧ 库切 ： 《伊丽莎 白 科斯特洛 ： 八堂课 》 ,
北塔译 ,

浙

的先锋形式写作的强有力表征 。 江文艺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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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所在的地点 , 读者才会知 晓文 中所述 内容 。 具体 的物 理性地 点 , 即 使在小说 的 结尾 处 ,

并置的异质空 间强调打破叙述的时间性 , 将若
“ ‘

就这样 。 找一个住的地方 , 开始我们的新生

干时间线索并置 , 使得文本的统一性归统于叙 活 。

”’

在西蒙 、 大卫和伊妮丝决定驶 向新的地

事空间 。 在 《伊 》 中 , 围绕着伊丽莎白 而展开 方生活时 , 也未表明将去何地。 简而言之 , 非

的故事情节通过有机衔接 、 并置地组成了小说 物理性的异质空间 为库切提供了
一片广袤 的书

的整体 。 首先 , 儿子约翰陪伴母亲去宾夕法尼 写天地 。

亚的威廉姆斯镇的奥尔托纳学院领取斯托奖 , 在库切的后期创作 中 , 库切的小说与传统

物理叙事时间模糊 ；

“

年春天 , 伊丽莎白 小说的联系被彻底割裂 , 极具后现代小说风貌 。

科斯特洛曾前往 , 或者说正在前往……
”

,

①在时
“

空间性意识
”

逐步增强 , 并代替了时间主导
一

间被忽略的 同时 , 地点却被反复强调 。 其次 , 切的传统写作技巧 , 因此灵活地运用空间 创作

在一次晚宴中 , 偶遇故人 , 共 同探讨非洲 的小 技巧成为库切后期创作的鲜明特点之一 。

说 , 时间被忽略不提 , 而地点却清晰可见 。 再

次 , 伊丽莎 白应邀发表演讲 , 居住在儿子家 , 本文作者 ： 蔡圣勤是文 学博士 , 中 南财 经

何时被应邀发表演讲仍是未知数 。 小说中 的每 政法大 学 英语语言 文学 系 主任 、 教授
；

个组成部分都发生在
一

个异质的空间 中 , 因而 景迎是 中 南 财经政 法 大 学 外语 学 院研

只有 回归文本的叙述空间 中 , 才能宏观地把握 究生

这部作品 。 在回 归文本的叙述空 间之旅中 , 对 责任编辑 ： 马 光

于
“

空间
”

的了解要求达到最高点 。

库切在 年发表的新作 《耶稣的童年 》

同样突显了空 间的重要性 , 无人知晓主人公西 ① 库切 ： 《伊丽莎 白 科斯特洛 ： 八堂课 》 , 北塔译 , 浙

蒙和大卫从何处来到这个陌生的 国度 , 而展开
。

的所有叙事 皆发生在一个非物理性质的异质空
②

笛

穌的童年 》 , 文敏译 , 浙江文艺 出版社

年版 , 弟 贝 。

间 。

“

你好
,

, 他说 ,

‘

我们是新来的 。

’ ”

这是 ③ ■ 库切 ： 《耶稣的童年 》 , 文敏译 , 浙江文艺 出版社

西蒙对接待者说的话 , 未表明 自 己来 自何方亦 年版 , 第 页 。

或是曾到何处 。 纵观全篇小说 , 没有一处提及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