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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诞生于 20 世纪 50 年代前后，盛

于 60-70 年代，加西亚·马尔克斯等人获诺贝尔文学奖后达

到巅峰。上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作家在吸收魔幻现实主义创

作手法与思想内涵的基础上进行本土化创新，创作出大量具

有本民族特色的优秀文学作品。陕西作家贾平凹将中国的传

统文化、地域特色与这种写作方式相结合，创作出一系列优

秀的作品。本文以传统文化为视角分析了《废都》中的魔幻

意象表达，探讨我国传统文化资源的魔幻现实主义本土化表

达路径。

一、贾平凹与《废都》

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进入中国后，对 20 世纪八十年代的

中国文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由此引发了寻根文学思潮，贾

平凹是较早一批进行魔幻现实主义实践创作的作家之一。自

1973年发表第一篇作品以来，现已出版中长篇小说五十余部，

更凭借《废都》这部作品于 1997 年获得法国费米娜文学奖，

受到了中外文坛的广泛关注。贾平凹 1952 年出生于陕西省商

洛市丹凤县棣花镇，因地处秦楚交界带，巫术魔法盛行，贾

平凹从小对民间鬼神耳濡目染，外加对卜卦、相面等秘术兴

趣极大，他的文学创作与这里的乡土生活环境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棣花镇之于贾平凹就好比阿拉卡塔卡之于马尔克斯。

贾平凹自 1982 年起从事专业创作，彼时改革开放的巨大

浪潮正在席卷全国，中国经济发展势头迅猛，人民的物质文

化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提升。在贾平凹的文学作品中多能看

到消费主义思潮对人民思想产生的影响，人民精神文化生活

的贫瘠与断层，个体命运在历史洪流中的沉浮等种种社会矛

盾与冲突，探讨了社会经济发展下人文精神建构的重要命题。

他在创作实践中并未生搬硬套模仿马尔克斯的魔幻笔触，而

是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亲身经历的神秘现象写进小说，在充

分吸收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经验与处理现实问题的手法后，

将我国传统的道家文化意蕴、民间志怪传说、鬼神信仰等元

素囊括在内，作品亦真亦幻，虚实无界，具有神秘主义倾向，

文本中又夹杂了地方方言、民俗，呈现出鲜明的本土文化特色，

这样的摸索和实验可以被认为是魔幻现实主义中国本土化创

新的一条有效途径。

《废都》的诞生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改革开放如火如荼全面开展的时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功为社会发展和经济增

长带来进步的同时，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念体系在膨胀的物欲

冲击下轰然倒塌，出现了信仰文化缺失现象和心灵空虚迷茫

的严重精神生态危机。贾平凹以生活了二十年的古城西安为

基底，虚构了 20 世纪八十年代西京城内一群以作家庄之蝶为

代表的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洪流裹挟下文化理想崩塌、随波

逐流的生存现状，通过对人性的解剖展现了当代社会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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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青年颓废迷惘的精神状态与重建精神家园的渴望，批判

了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世界中的异变与消亡。

二、传统文化中的魔幻意象

在魔幻现实主义中国本土化进程中，魔幻意象的构建是

重要环节之一，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在中国魔幻现实

主义语境中，意象创造的动机与灵感源于作者对传统文化的

审美取向，对残酷现实的无情批判，对理想社会的憧憬追求，

还有对人性本质的深度思考，并多以作者目睹或道听途说的

奇事奇物为主观情感的载体。论及中国的魔幻元素，不论是

从时间跨度、宗教信仰还是文化内涵来看，其丰富程度绝不

逊色于拉丁美洲魔幻现实文学中的神奇构思，上至远古神话

传说下至阴阳鬼神怪谈，从佛教思想的六道轮回到道家文化

的生死观念均包含在内，更不用说周易算卦、测字相面、民

间巫术等。《废都》中的魔幻意象大多取材于此，另外还借

鉴了古典文学中的表意象征手法，大体能够分为动植物意象、

自然意象和主题意象这三类。

1、植物意象

在中外文学中，花朵常与女性形象联系在一起，我国经

典诗词小说里更是多见以花喻人这样的艺术象征手法，贾平

凹在小说开篇以一桩异事吊足读者胃口，其间便使用了植物

意象。书中写道两位友人在杨贵妃墓前带回一包土，置于陶

盆中竟能无籽凭空生出四朵颜色各异的花来，品种不详，外

形类似牡丹与玫瑰。其中一人虽尽心呵护，但还是应了孕璜

寺大师的卜卦，醉酒后误用开水浇死了这四朵奇花。国色天

香的牡丹花形硕大，富丽堂皇，带有尖刺的玫瑰娇艳美丽，

热情似火，不可亵玩，这两种花被广泛用于描写女子明媚艳

丽，容貌娇美，在书中喻指与惜花人——主人公庄之蝶有过

情感纠葛的四位女性。以花朵隐喻女子的文学象征并不少见，

但作者未选择梅花、兰花等品性高洁的花朵，只是以热情浓

烈的牡丹和玫瑰凸显女性的外貌形象，暗暗讽刺了沉浸在颓

废之都声色犬马生活中男性肤浅的审美观念。庄之蝶与这四

位女性产生的情感联系为她们带来了对新生活的期盼与信心，

将她们创造成了一个新人，但在道德束缚下他又亲手摧毁了

这种希望。从希望到失望再到绝望，没有获得预想中的幸福

对这些女性来说是精神上的沉重打击，推动着她们走向毁灭

的人生悲剧。

2、自然意象

西京城内的怪事不止这一桩，一日天上出现了四日同辉

的自然异象，排列呈丁字形，颜色由红转白，白到刺眼，最

后又趋于暗淡，只剩下一个太阳挂在天上。自古日主阳，月

主阴，这四个太阳同样也有所指代，作者先虚引出四大恶少，

再实写与之对应的四大文化名人，分别是画家汪希眠，书法

家龚靖元，歌舞团团长阮知非和作家庄之蝶，太阳丁字形的

排列方式也暗指四人中以庄之蝶声望最高。这四位人物声名

鹊起，影响力颇大，就像太阳照耀般辐射着城市的各个角落，

但好景不长，终因沉沦在争名逐利、纵情享乐中走向没落，

归于沉寂，一切又恢复如常。又一日，西边天上出现了七条

彩虹的幻景，应是有所预示，果然次日法门寺惊现释迦牟尼

的舍利子，佛门本是清净圣地，但就连僧人都打着拯救人类

的旗号开班赚钱，颇具讽刺意味。周敏在初识西京文艺圈时

对孟云房表示“现在这个社会，你能在家想象个什么，就有

可能在现实中发生什么”，《废都》中的各色人物故事正是

社会的现实写照，他们处于社会经济繁荣发展的大环境下，

随之而来的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腐蚀着人们的精神支柱，引

发严重的道德滑坡，失控的物欲改变了人的行为道德准则，

导致了人性的扭曲，最终迷失在精神荒漠中。由此见得，所

谓魔幻现实中的“魔幻”不仅是局限于鬼神信仰和民间巫术

等浮于表面、流于形式只为抓住读者眼球的写作技法，更是

在影射现实中真实发生的、不可思议的丑恶事实，可以说任

何魔幻都是来源于现实，而又超越人们想象的。

3、动物意象

小说中动物意象的使用是作者跳脱出人的躯壳，从动物

的视角出发对社会人生的一番哲理思索。在中国传统农耕文

化中，牛是一个重要的形象符号，其吃苦耐劳、无私奉献、

坚韧不拔的特质恰恰是书中都市浮躁喧嚣、人物精神堕落的

反面衬托，作者以“哲学牛”为代言人，阐释了对人类社会

文明发展历程的深刻反思。牛一出场，似有灵性只往庄之蝶

住处去，由着他趴在肚子下面吮吸牛奶，这里铺垫了二者之

间的密切联系。庄之蝶看到奶牛不急不躁且悠然自得的样子，

说这牛倒像个哲学家。这头牛是从终南山来到城市的，遥想

当年老子以青牛为坐骑出函谷关，终南山成了中国道家文化

与神仙信仰的发祥地与起源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下，

贾平凹吸收了老庄思想的智慧精髓，以终南山和哲学家为引

子，又为小说主人公取名为“庄之蝶”，更是容易让人联想

到庄周梦蝶的典故，用这样较为直白的语言将牛、庄之蝶与

老子、庄子一一对应起来，通过牛的内心独白将中国传统的

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等观念融入小说，表现了其对老庄思辨

哲学内涵的传承。书中的“哲学牛”认为自己的使命是深入

城市，观察城市中人类的生活，可在牛的眼里，人舍弃了真

实的大自然，去造这么一个假山假水之城，已然失去了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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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敬畏之心，背弃了道家真谛。其魔幻之处在于牛认为自

己与人本是同宗同源，只是人的贪婪、忘恩负义让人满口谎言，

奴役牛群，但这样的文明社会终会被机关算尽的人亲手摧毁，

牛将接替人去承担管理社会的责任，如此看来人的品性修养

竟不如牲畜，相比于人的自私自利，牛勤恳奉献的精神品质

才是社会发展的未来希望。其现实之处在于，这种良好的品

格在人身上还未完全泯灭，城市中多是穿皮衣皮鞋的牛的间

谍，作者打破了人与牛的物种界限，以魔幻的表述映衬现实，

只是这种现实不一定全是阴暗丑陋的，也可以是美好且充满

希望的。

贾平凹通过牛对城市的看法和思考影射了社会上的种种

现象，批判了人劣根性。人在建设城市的同时也在破坏着周

遭的环境，由于过度开采地下水导致地面下沉，牛预感到这

个城市即将彻底消亡，但人却浑然不知。城市的塌陷只是表象，

牛作为旁观者怀着悲悯之心看着利欲熏心的人在这座城市里

沉沦到无可救赎，最终和城市一起堕落腐朽。牛无力改变人

的行为，反倒被城市的环境所影响，以至逐渐失去牛的本性，

产生孤寂、浮躁的情绪。可以说，牛的日渐消颓既是对现代

城市生活的彻底厌倦，也是对人的失望至极。牛的生命结束了，

庄之蝶收走了牛皮，在拿取时，牛皮竟然掉落把庄之蝶裹了

起来。庄之蝶被牛皮所包裹，更深层次的意味在于人是褪了

皮的牛，而牛是披着皮的人，是人物内心的投射，也是作者

以老庄思想为指导，对现实问题做出的哲学思考。作者用牛

的思想构筑了庄之蝶的另一个世界，一个充满理想、蕴含哲

理的精神世界，又用牛的命运暗伏了庄之蝶精神世界的崩塌。

牛皮被做成了一面鼓安置在北城门的楼上，到底是以声音的

形式永远留在了这座城里。庄之蝶即将离开西京时，听到大

鼓在风中呜呜自鸣，似乎是对人的灵魂拷问，小说主题也因

此升华到了哲学的高度。

4、主题意象

作者将城市幻化为一个名叫“废都”的意象符号，一座

被人一砖一瓦建设起来然后又亲手毁灭的城市，可以是西京

城，也可以是任何一座城市，可以是一个国家，甚至是一个

星球，这取决人所处的认知格局，其精妙之处在于单一个“废”

字浓缩了城市与生活在其中的人的沧桑历史与历经繁华后湮

废的必然宿命。“废”有废弃、倾颓之意，废都作为小说的

主题意象有多个层面的解读。其一，从字面上看，庄之蝶、

周敏、唐宛儿一众人等由于各种原因或被动、或主动地离开

西京城，是在抛弃这座城市，让西京成了弃置之都。其二，

从意识形态来看，“废”指的是人的精神之废，城市丰厚的

物质基础没有引领精神文化的建设，反倒显现了人们精神上

的贫瘠与荒芜，作者以微观城市为窗口概括了当时整个社会

精神状态的靡颓之景。中国文化精神是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

是几千年来民族伦理纲常凝聚的道德精神。以庄之蝶为首的

四大文化名人本应充分发挥自己的社会影响力，肩负起推动

精神文明发展的重任，但被压在道德大厦坍塌后的残骸之下，

他们失去了理想信念和精神寄托，意识停滞不前。面对社会

环境与现实的诸多不满，文人的苦闷无处宣泄，只有肆意满

足肉体欲望，一味放纵自己妄图抚平内心的虚无与不安，呈

现出颓废、消极的精神状态。如此一来，“废都”从城市躯

壳到人文精神彻底成了一片废墟之境。

三、结语

事实上，在 20 世纪九十年代后魔幻现实主义的热潮开始

逐渐退去，中国作家从“马尔克斯热”中恢复冷静，意识到

单凭模仿外国文学流派只会让文学创作之路越走越窄，不能

够满足中国文学的发展需求。必须以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为

根基，挖掘我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和信仰追求，聚焦民俗民风、

地域风情，将我国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本土化表达，走出一条

适合自身发展的民族文学创新发展道路，才能将作品置身世

界文学语境，与国际接轨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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