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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自有一种力量。我的学生们在阅读《大卫·科波

菲尔》《复活》这样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时，能感受到作者

这种揭露黑暗的激情来自对光明的向往和自信，��在阅读，��在阅读��在阅读

马尔克斯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名著《百年孤独》时很难找到

这种感觉，���读��。，���读��。���读��。

为什么读��？首先�西方文学史与文学思潮变化带来

的隔阂。西方文学发展到现实主义之后，出现了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作家面对黑暗会感到恐惧、焦虑，�再相信光明，

即使有所期待，也会嘲笑自己期待的幼稚，用幽默装点感

伤和绝望。在表现手法上，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包括表现主

义、象征主义、隐喻、意识流、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

和存在主义等等。《百年孤独》属于现代主义作品，既�

魔幻现实主义，也�隐喻和象征主义。

以课文节选为例：丽贝卡带来的“失眠症”，感染了马

孔多小镇上的所有人，被感染的人都会“失忆”。为了抵御

“失忆”，奥雷里亚诺想了个办法，给每样东西贴标签。这

个故事的寓意�什么呢？如果知道《百年孤独》�运用象

征和隐喻手法，就会联想到：“淡忘童年的记忆”最终“沦

为没有过往的白痴”就�失去自我，遗忘历史。当然，要

探究文本的深层内蕴，还���丽贝卡的�个�症：��症、���丽贝卡的�个�症：��症、��丽贝卡的�个�症：��症、

失眠症、失忆症。这些�症各有怎样的隐喻和象征？

先说��症。丽贝卡为什么��？先要思考丽贝卡的出

身。从丽贝卡的外貌及服饰看，“青绿色的皮肤，圆滚紧

绷如一面鼓的肚子”“一颗食肉动物的犬牙配上铜托系在

右手腕上当作抵抗邪眼的护身符”，�知丽贝卡�南美洲�

著。她听得�且会用印第安语�语骂人，说明她�印第安

人。从印第安人的身份来看，丽贝卡���只�一种异食

癖了，它象征的�印第安人的一种文化、一种习俗。但�，

乌尔苏拉们��认�，为了改变她��的习惯，他们让她喝

苦味的大黄，外加皮带抽打。现在，你读出了��症背后

的秘密了吗？马尔克斯用隐喻的手法，表现殖民主义者�

用暴力改变�著印第安人的文化。

再来看看“失眠症”的隐喻。马孔多镇人们的失眠症

有什么特别之处？人们没日没夜地工作，毫无睡意，时间

概念发生了变化。课文开头所写马孔多“建村伊始以歌声

欢快的群鸟报时”代之以“家家户户一台音乐钟”，也�一

种隐喻。群鸟报时意味着马孔多之前的时间概念�模糊的，

生活节奏�慢的。音乐钟象征时间观念发生变化，每天像

上紧了发条，有一种催促感、紧迫感，时间节点�明确的，

生活节奏变快。�以说，丽贝卡改了��症，带来了失眠症。

马尔克斯就�在用象征的手法，控诉殖民统治、殖民奴役

改变了�著印第安人的文化，也就必然会改变他们的生活

方式。

最后说说失眠症带来的失忆症。马孔多人给每样东西

标注名称：桌子、椅子、钟、门、墙、��、��、�、、��、��、�、��、��、�、

木薯、海芋。这些本�他们的传统生活，但�他们日渐叫

�出这些东西的名字，象征了马孔多人对传统生活的遗忘。

遗忘缘于强权统治。殖民统治的奴役与掠夺、强权侵略改

变了印第安人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甚至他们的语言。至此

就�难理解“�久家人又发现丽贝卡的卡斯蒂利亚语说得

和印第安�语一样流利”，�了暗�丽贝卡�印第安人，还有，�了暗�丽贝卡�印第安人，还有�了暗�丽贝卡�印第安人，还有

一层隐喻：殖民统治有语言奴役。任何民族如果忘掉自己

的语言，就一定会忘掉自己的历史。

虽然课文节选�能很好地体现“百年孤独”，但�能读

出“孤独”：躲在偏僻角落里��的丽贝卡�孤独的，整天

待在“被遗弃的实验室里”的奥雷里亚诺�孤独的，与丈

夫、儿子完全没有交流的乌尔苏拉�孤独的，�和家人沟

通、�与亲戚相识、�被理解的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

迪亚也�孤独的……人物相互之间�理解、无交流�孤独

的，忘掉了童年，忘掉了历史�孤独的。《百年孤独》正�

个体、历史和全人类的孤独，这种伤感和绝望非常地现代

主义。

莫让面子误了里子 《百年孤独》的孤独

文 / 于波

按中国传统文化“�北为阴，水北为阳”的方

位论来说，沈水（浑河）之阳�为“沈阳”。沈阳

在历史上有多个称谓：侯城、沈州、沈阳卫、盛京、

奉天等。对一个地区在每个�同时期的�同称谓，

都涵盖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色，正如作者老

藤在中篇小说《鸡架之城》里，把沈阳贴切地

称为“鸡架之城”。

《鸡架之城》全篇共五个章节，以主要人物稗

子的感情和生活经历为主线，通过描写沈阳里�

同圈层人的�同生活，��他们对鸡架多维度多

视角重叠的认知和态度，来展现一座城市在时代

中的变化和特点，使文学审美与历史真实契合。“鸡

架”在沈阳所承载的含义，就像作者借稗子之口

输出的语句：人们�鸡车子，喝老雪，其实�在

怀旧，鸡车子和老雪承载沈阳人对当年铁西大工

厂的记忆，在苦�中�着�鸡架喝老雪，�过�，在苦�中�着�鸡架喝老雪，�过�在苦�中�着�鸡架喝老雪，�过�

段艰难彷惶的岁月记忆！而“食之无味，弃之�惜”

的鸡骨架被改叫“鸡车子”后，更有工业色彩，也

离他们曾经拥有但已经失去的工厂生活更接近一

些。

上世纪九十年代，时代剧变的火�灰落到东

北老工业城市身上，带给当地更多的苦�、迷惘

和无助。创伤�要时间来愈合，作者笔锋一转，

写下岗工人们把原本�下脚料的鸡架当作下��，作下��，下��，

当作再��生的�业，把�态的鸡架，写�了动作再��生的�业，把�态的鸡架，写�了动再��生的�业，把�态的鸡架，写�了动

态的生活。通过用大量的文字对鸡架做法的描

述：烀出来的有嚼头、炖出来的味鲜、熏出来的

能�出野鸡的感觉、炸出来的酥脆等来渲染依旧

进�着的热气腾腾的生活。作者将这一群体置身

于时代的公共空间，生活给予他们暴击，时代给

予他们疼痛，但他们还�用人性的韧和善，在被

命运的碰撞中，被创伤者变为自救者，重新嫁接

生活，重新扎根生长。

在整个中篇里，作者的笔端始终穿梭于诗人

兼饭店老板稗子、文艺女青年佩佩、商人李天、、

画家九品、��代理�信子、女����等市民、��代理�信子、女����等市民��代理�信子、女����等市民

之间，截取了他们在这个城市生存的轨迹，对他

们的�长、交友、婚恋做有取舍有价值的铺陈，

并借由他们的视角和观点，将鸡架比作城市、职业、

友情、爱情等，来思索已经过去的生活、正在进

�的生活和即将到来的生活，也暗�了鸡架在无

形中�为他们在晦暗生活中的自我救赎，从而使

现实生活和文本没有剥离。《鸡架之城》也因此由

一般常规性的个人化叙事，转化为群体多层�交

叠叙事，建构出超越个人声音之上的群体性的语

言力度。正如老藤在卷首语里所说：作家���

有良心，鉴定标准并�复杂，就�看其作品��

�忠实地记录了历史，用老百姓的话说写的“��

��么一回事”。

值得一提的�，书中有一个叫九妮的姑娘，

书中写道:“九妮�乡邮政所邮递员，每天骑一绿

自�车在乡间送报纸和信件……”让这位吹着《�

河谷》口哨，骑着绿色的邮政自�车，穿�在西

北甘肃乡村田野上的女邮递员的轻快身影跃然纸

上。九妮，虽只有廖廖几段文字的描写，却像城

市烟火中的一个亮点、一缕春�，活泛了整篇文章，

充盈了鸡架之城里人物的饱满。

如今，沈阳的鸡架餐饮，遍布大小街巷，�

市民烟火生活的基本元素。鸡架之城，写的�鸡

架又��鸡架。作者老藤写的�一个城市的洗礼，

�芸芸众生在时代变迁中积极生活的精神和态度。

这幅画卷掩藏在时间的薄纱里，被作者缓缓掀起，

又轻轻放下。

城市烟火与鸡架的救赎
文 / 郭光文 

曾看到一则报道，某村党支部书记爱讲面子，他儿子

结婚时村头彩门锦绣、�旗飘扬，村内龙飞凤舞、铳炮

喧天。前来祝贺的车水马龙将村道堵得水泄�通。这位

书记更�西装革履，上下张罗，出尽�头，晚上还意犹未

尽地请来歌舞剧团热闹了一个通宵。�谁知宴席刚散就东

窗事发，他因违规收受�包礼金等落了个党内严重警告和

撤销现任职务的处分。当地人�无感慨地说，这位书记

�争了面子丢了里子，自己害了自己！

现实生活中，我们�难看到诸如此类的现象。有的

人本来手头�富，但为了争面子，挥金如�——某干部

身为上班族，养家糊口还�紧，但到外地购物总��着

高档商品转，售货员机警地夸道：“一看您就�一个有钱、

有势和有地位的人，�点小钱您还在意”，于�碍于面

子用3000 多元的家里“�饭钱”买下了一个“老板包”；

有的人本来�量�大，但为了争面子，胡�海喝——餐

桌相聚，自己�胜�力，但朋友一句“这点面子也�给吗”，

于�一饮而尽。几轮下来，实想推辞，但又怕别人说自己“�

品�好”，失“面子”。

只得牙一咬，心一横，

又�一个“底朝天”。

回家后又�头重脚轻、

东倒西歪，好�容易

摸到床边�肉饭�喷

一地；有的人本来帮

�到忙，但为了争面

子，却指天誓日——

朋友有事相求，明知

在自己的能力之外，但

对方一句“咱俩过来

什么交情，这点面子你

能�给”，于�头脑一

热，满口承诺，甚至踩着党纪国法的“�线”铤而走险。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人爱面子爱到了��理喻的程度。

为了面子，他们�以�明亏、�暗亏和�大亏、�小亏，

但就��肯�所谓“没有面子”的亏。

在面子问题上走到了极端的要数当年的西楚霸王项

羽。项羽灭秦后，有人劝他建都�中，项羽却说“富贵�

回故乡，如锦衣夜�，谁知之者！”即富贵了�回到家乡，

就像夜里穿着漂亮的衣服，有谁知道啊！我们从中�见项

羽对面子的看重非同一般。令人�解的�，项羽在与刘邦

争夺天下的最后决战中，当其突破刘邦的包�逃到乌江时，

乌江亭长劝他赶快渡江，回到江东，以待东�再起。项羽

因放�下面子推托说：“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

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意

思�说，况且我项羽当初带领江东子弟八千人，渡过乌江向

西挺进，现在无一人生还，即使�江东父老兄弟怜爱我而

拥我为王，我又有什么面子见他们呢？于�执意回身与数十

倍于己的敌人厮杀，终而落了个乌江自刎的惨痛下场。

荣辱之心，人皆有之。爱面子无�厚非，但�争面子

要采取正确的方法，否则就会争了面子丢了里子。正如鲁

迅所说的：“每一种身份，就有一种‘面子’，也就�所

谓‘脸’。这‘脸’有一条界线，如果落到这线的下面去

了，即失了面子，也叫做‘丢脸’。”上述古今争面子的事例，

其本身并无什么大错，问题就出在他们越过了这条界线。

这种把面子看得比身家性命还重要的现象背后，�然

存在多方面因素，但最根本的一点就�他们�理解面子与

里子的辩证�系。面子一般指的�一个人的外在形象和表

面功夫，而里子通常指的�一个人的内在素质和过硬本领。

里子决定面子，面子从属里子。因此，刻意追求所谓的面

子�能会失去自我和本质的里子，而拥有真正的才能和素

养的里子则会赢得人们尊重和欣赏的面子。所以，人要看

重里子，静心修身、低调做人、稳重处事、端正品�、强

大自我，当足够优秀的时候，别人自然会给面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