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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一、沙基上的“自然”

《喀拉布风暴》延续了红柯自然救赎的书写路

径，但并不属出挑之作。实际的情形是，它把红柯

书写的困境与尴尬放大了。小说开头便设置了一

个爆炸性细节：与孟凯成婚在即的新疆精河姑娘

叶海亚，听到口里男子张子鱼吟唱民歌《燕子》，

随即抛下婚约，与张结合并同赴沙漠度蜜月。这

突发喷薄的“爱情”在作者看来是相当“自然”的，

他说：“叶海亚和孟凯相恋七八年，日子久了，难

免激情淡漠，而人的内心，又总会渴望一些激情和

震撼。”(1)这种写作与阅读之间的“参差”本系常事，

若运用适度，实为构建风格与展示个性锋棱的极

佳场所。但红柯并未给出多少理解的缓冲，穿插于

叶海亚与张子鱼的结合情节之中与紧接其后的，

是一连串密集得让人喘不过气的意象：

苹果：收获 季 节，果 子 不 一 定落 到 园 丁 手 里。
“ 孟凯睡不着，耳边老响着姑娘、苹果、苹果、姑娘，

这两者有啥必然联系吗？ ”；
燕子：听 了 张 子 鱼 唱 的《 燕 子》 ，哈 萨 克 人 说：

“ 女人快要 离开 他 的 生 命 了……我 们精 河 的 沙 漠

救了他，燕子飞过沙漠给他带来了歌声。 ”“ 有燕子

就有女人，有女人就有家，就这么简单。 ”；

广阔的沙漠戈壁瀚海；
奔驰追恋的野骆驼、金骆驼；
让人瞠目、状如男性生殖器的地精：雄性牲畜的

生命之水射到白刺根上就会长出锁阳， 射到梭梭红

柳根上就会长出肉苁蓉， 锁阳与肉苁蓉合起来就是

地精。 而金骆驼的生命水遇到胡杨种子则会生成神

驼地精。“ 叶海亚与她的新婚丈夫在沙漠里就吃这玩

意儿度蜜月，你说这蜜月能不蜜吗？ ”； (2)

浸渍着孟凯大片精液的床单飞毯： 其所到之

处，鸟儿四散树叶乱抖牛马乱窜；
北欧人斯文·赫定的爱情、探险；
波斯民歌中马杰农与蕾莉的爱情传说……

每个意象都牵连着一段文化记忆或故事，是

头绪纷杂、陌生惊讶、费解传奇的结晶。它们彼此

映照交叠，却很难形成连贯整合的意义序列。至于

那种我们熟悉的基于线性时间展开、由事项因果

推衍而来的故事整体，就更难指望了。质言之，这

种叙述是去历史或超历史的。犹若凌空飞来的陨

石，其纹理、力度与价值自成一路。给人的感觉是

震惊有余，而能否接受则是另说了。某种程度上，

《喀拉布风暴》的讲述风格可以跟小说里提到的放

驼人的歌谣媲美：“分不清年代，分不清民族，分不

清地域”(3)，混沌一片。这对阅读的耐心和毅力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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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苛刻的要求。了解红柯的人，或许可从作者此

前大量的关于新疆的异域书写中得到切入文本的

指示与路径———除了上列意象，小说开始部分反

复咏唱的“中亚腹地”包括各种音译地名（如阿拉

套山、巴尔哈什湖等），亦是作者对其新疆乌托邦

的寄寓礼赞与添砖加瓦的文学构建 (4)———而初读

者却没有这种“前理解”的预设与铺垫，面对上述

充满异域风情、洋溢着强烈雄性气息与生殖崇拜

的意象以及天马行空的情节、典故，着实发懵。就

红柯来讲，这种叙述自是称性而谈、正直之说，但

对一般读者，恐怕只能慨叹“此曲只应天上有，人

间能得几回闻”了。
在红柯的话语方式与现代社会 （包括当下及

历史）之间，缺少必要、适宜的过渡与有力的说服，

这也是红柯为代表的自然或生态书写的最大问

题。人类为什么要回归自然？其间的心理机制如

何？这种带有复古和原始意味的举动又是怎样落

实的？就靠吃地精吗？而叶海亚经历了两个月的沙

漠“土居”，居然肌肤胜雪，貌美如初，这岂非天方

夜谭！在《喀拉布风暴》中，回归自然的道路是一蹴

而就、如沐春风的，一曲《燕子》就能让女人义无反

顾投奔蛮荒，还有什么办不到？对回归自然过程中

残酷性的回避及美化，使小说丧失了严肃的历史

感。这一面自可视为主观浪漫书写的印迹，另一面

也暴露了现代物质功利思维的强大———它不仅在

读者一边，作者一边亦如此：事实上他可能根本找

不到一个妥帖真实的细节、一个切实的“利益”，让

人返归自然。回避其间的残酷性，即意味着对如下

大众看法的妥协与默认：返回自然（小说里是投身

沙漠瀚海）纯属脑子进水的荒唐行为；在现实生活

层面，它绝计不通。与其在此费力劳神、循循善诱，

还不如顾自浪漫地写去吧。
在以往的创作中，红柯通常设置老人和孩子

来衔接他的自然与人世。孩子凭借天真的感悟，老

人通过其睿智与权威，往往能一语道出自然天启

的“声音”。而这种“怪异”的思维与“发声”因了老

人、孩子的特殊身份，比较容易被世人“谅解”、容
纳。长篇《生命树》中的“衔接者”是位叫马来新的

新疆中年男子，他以其仁厚慈悲无师自通地充当

了不同话语方式及价值体系的“转译人”。上述构

思虽然不无雷同、脆弱，却无疑拉近了我们与自然

的距离，增强了红柯自然书写的可信度与感染力。

相比之下，《喀拉布风暴》的过渡或衔接要陡峻、突
兀得多，它靠的是人物（主要是孟凯）的神解、顿

悟，譬如：

他在反复观察图片，这种状似鸡巴的药材，竟

然都寄生在梭梭红柳白刺的根上， 怪不得叶海亚

的胳膊跟梭梭那么相像， 叶海亚的气息跟红柳一

样芳香，叶海亚能把沙漠当洞房。
“ 有必要去看大戈壁吗？ 你不是新疆人吗？ ”孟

凯这么问自己的时候已经明白无论是石头还是沙

子早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了， 是不用怀疑和论证

的。 (5)

然而，这真的“不用怀疑和论证”吗？如是简省

与神解的结果，让红柯的自然书写与救赎成了沙

基上的危城。诚然，作者可以“绝域有大美”来解释

上述陡转与突变，但这未免用得太滥了。一旦新疆

大漠、中亚腹地之类的“绝域”成为情节变动、人物

性格发展的“万能助推器”以及抵制所有疑问的

“挡箭牌”，其虚浮与衰弱相便显露出来。一个人造

的乌托邦或意识形态。如果说它对人尚有所触动

的话，那也仅是“救赎的风景”或“风景化的救赎”，
在远观与悦目的意义上。这跟自然书写要反拨的

欲望功利写作，逻辑上并无二致。二者均为“有”的
堆砌与夸张，只是执着爱恋的对象不同罢了。

这大概也是现代语境下文学救赎构思的通

弊：一种以有克有、以毒攻毒的举措。红柯的“新

疆”、张承志的“哲合忍耶”等，都是如此。殊不知从

体性与根本上讲，作者寻到、祭起的“法宝”与其克

服的对象是连理相依、互为对错、彼此平等的整

体。既然无此亦无彼，所谓去此就彼、扬我抑他，就

只能方便痛快一时，终非究竟。就《喀拉布风暴》来

说，断绝舍弃了现代常识的单方面的自然书写，亦

将自身置于了历史与交流的“绝域”。

二、“后英雄时代”的男性救赎

《喀拉布风暴》乍看去底色斑斓内容驳杂。作

者挥动其诗性大笔在多重文化的交错地带杀进杀

出，忽而新疆大漠，忽而陕西关中，忽而波斯北欧，

让人不觉眼晕目眩。但究其实，作品的内里相当单

纯，它写的是一个男孩张子鱼的创伤性记忆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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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在此，红柯试图把长期以来的自然书写实践与

《生命树》（2010 年）中显露的自我寻根以及从中篇

《跃马天山》（2000 年） 开始的英雄叙事融会贯通，

但结果并不理想，生硬的地方不少。
作者的构想大致如下：寻根旨在直面创伤，而

寻觅和建构英雄则是为了克服创伤，至少在自我

说服的心理层面。此外，主人公需在自然的考验磨

炼中成为英雄。小说中屡屡出现的探险家斯文·赫

定，便是因应这种理念而创造呼唤出的英雄典范

（包括形象、行为及事迹）。于是，张子鱼那犹如雅

丹地貌的脸庞与赫定伤痕累累的身躯，张氏的漂

泊流浪与赫定的探险远征，张氏的情感挫折与赫

定的失恋，叠合纠缠在一起。这无非是要建立或达

成这样的理解格式塔：即张子鱼过去种种幼稚荒

唐、匪夷所思之举，均系英雄进行曲的前奏，是成

为英雄前的涅槃苦修。在英雄成长的称谓与逻辑

下，作者开始缓缓逼近他的“创伤”。
小说洋洋洒洒叙述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后，

才渐渐“入港”。由于之前抛出了大量繁复的意象，

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且抒情的腔势甚浓，这给作品

后来的叙述整合、音声变化及情感的递进深入带

来了相当难度；刚上来的几个 High C 已把叙述的

劲道及弹性耗得差不多了。《喀拉布风暴》一度陷

入单调絮叨的信息补充与交代，便是叙述人试图

疏通、整合各方信息又捉襟见肘的表现。这里，文

气出现明显的断裂。事实表明，撇开瑰丽的意象与

诗性的言说，在寻常叙事方面，红柯的对策与招数

并不多。除了前述的神解顿悟外，还有就是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的旋绕比附，一种自然、生态书写中

常见的天人合一的思维变体。
在开合跳跃的叙述里，我们得知那魔咒般的

燕子亦在赫定的探险途中出现，它跟赫定恋人米

莉的身形交叠起来，而燕子的形象又和叶海亚、李
芸（张子鱼的前女友）彼此互涉。这意味着叶海亚、
李芸在功能上属于同一类角色：即抚育英雄的母

性及爱情力量。另外，就像张子鱼与赫定之间存在

神秘的牵系一样，孟凯亦跟赫定有着命定的纠葛。
两人的精神力量都来自赫定：孟凯喜欢赫定的冒

险，张子鱼更看重赫定的失恋。于是，经过赫定的

中介摆渡，新疆人孟凯与口里人张子鱼成了“一个

人”。虽然出场的时候是情敌，但两人注定要肝胆

相照，永结同心。孟凯后来的“顿悟”便建基于此：

孟凯心里清楚，他的问题不是给孩子做父亲，
而是给陶亚玲做丈夫。 帮张子鱼就等于帮自己的

妻子，就这么简单。 武明生曾问过孟凯新疆人是不

是都这样，孟凯就告诉他：“ 大漠绝域，别人的篝火

能温暖自己。 ” (6)

这种人物的“合一性”对创伤的疗治平复至为

关键，它也是叙述自始至终处心积虑的地方，尽管

读来不甚适应。天真热烈、纵横古今的想象虚构与

信口开河的比附嫌疑，绞缠一道。折腾了半天，张

子鱼、孟凯竟成了赫定的“转世灵童”！这种对个我

身世命运的一厢情愿的因果归类，进一步印证了

小说中历史理性的阙如。
把斯文·赫定视为坚定的精神鼻祖，一面系张

子鱼的青春冲动与创伤后力比多转移的表征，同

时亦折射出当代中国英雄思想资源的匮乏。红柯

心仪渴望的是英雄的复古类型：拥有雄强的体魄，

在与艰苦的、灾难性的自然环境对抗中显示其英

勇无畏、卓尔不群。这种主要仰仗身体勇力、生命

能量而非资本人脉、权力控制的英雄，在当下显然

不合时宜。既然自然界的开采、应付已大部分交给

机械仪器，还要他何用？那是前工业时代、人类童

年时代乃至神话时代的英雄，早 OUT 了。某种程度

上，可以把在沙漠风暴中磨砺锻打自我的张子鱼

跟挂在风车上并与之搏斗的堂吉诃德相提并论。
后者是伤感滑稽的最后骑士，前者则是执迷不悔

的逐梦英雄。而内心的逐梦与梦幻诗性的叙事，在

红柯这里本来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纵观当代文学史，最贴近红柯笔下英雄类型

的，可能要属战争文学中的英烈豪杰了，如《敌后

武工队》的肖飞、《林海雪原》的杨子荣、《铁道游击

队》的刘洪等等。在“文革”样板戏里，我们亦能看

到瞬间类似的英雄造型。这种勇力惊人并带有庄

严仪式性的原始孤胆英雄，自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

以来开始退隐。他们随着人们对“文革”的反思尤

其是对高大全形象的抵制、反感，一并被甩入记忆

的忘川。总的说来，这是个英雄荒芜的年代，人们

喜欢的是平凡平易平庸的气质。导致这种情形，中

国传统文化的内敛特质也发挥了不小的牵制或引

导作用，尽管是潜移默化地。儒家文明欣赏的向来

不是外在的力的英雄形象，它强调心的因素：仁与

智的结合，方为英雄本色。红柯笔下的英雄，就一

2015/02·文艺争鸣·评论

126



文艺争鸣 02 期

般读者而言，多少“端”了点。
新时期之初，曾出现过一段“另类英雄”塑造

的小高潮，他们是由一系列的改革者充当的：李向

南（《新星》）、乔光朴（《乔厂长上任记》）、郑子云

（《沉重的翅膀》）……这类构思把英雄跟现代讲求

的事功性结合起来，虽然增强了英雄脚踏实地的

亲切感（较之“文革”里的高大全与战争文学中出

神入化的豪杰形象），但亦埋下了瓦解英雄的“祸

根”：一旦事功性“进化”为类似“成者为王败者为

寇”的纯粹的功利思维，英雄的公共影响力、崇高

感便荡然无存。他们成了凡人、小人，泯然众人矣。
红柯的英雄叙事就发生在这样的语境中。为

什么红柯会对原始英雄情有独钟，在英雄落伍的

年代？这是《喀拉布风暴》最耐人寻味的地方（显然

不是什么事功性，后者恰是红柯笔下英雄竭力要

抵制抗拒的东西）。除了男孩子常见的英雄崇拜心

理外(7)，最重要的原因，我以为在于原始英雄特质

中的“资本超脱或免疫性”。仅仅倚靠身体与生命

本身，就能赢得尊重与威信，这在当前社会还有实

现的空间，可能吗？质言之，这是“边塞”或“穷人”
的英雄信仰。在原始英雄身上，寄托了“穷人”或
“边塞”白手起家、了无依傍的逼迫、屈辱与梦想，

一种带有底层、阶层意味的英雄观。作者也许并不

全然反对事功性（在适当的范围内），只是事功性

的价值标举对于“穷人”来说，确实残酷奢侈了些。
这也是整部浪漫恣肆的《喀拉布风暴》中潜藏的历

史“根据”与现实“痛处”（参见下文对张子鱼创伤

的分析）。
与红柯原始英雄信仰思路相通的，是中国民

间源远流长的侠客崇拜。侠客或大侠的非凡性不

在金钱官位，而是武功：一种策力于农耕社会身体

机能的炫目想象与夸张，既平民又超人。《喀拉布

风暴》中的生殖崇拜，亦基于身体，这是人类最朴

素、本能的生产。生殖能力的强弱，成为鉴别原始

英雄的重要标准。较之现代社会异化心灵、虚飘数

字的资本增值，生命血肉的繁衍增殖当是“穷人”
最有力自豪的应对、回击吧？

由上所述，我们或许能对红柯那孤注一掷、率
性猛烈的浪漫言说、英雄叙事有所了然？必须说

明，所谓“边塞”与“穷人”，并非本质性的概念，它们

是相对于“中心”“现代”而言的，一种方便提法。红

柯所有创作的激奋点与现实意义，均由此而来。

究竟是怎样的“创伤”呢？原来张子鱼的童年

是在城乡结合部度过的，他是城郊农民家庭的孩

子。虽然城市近在咫尺，但在张子鱼眼中依旧是

“两个世界”：城市的优越性，无可辩驳。他小心翼

翼，不越雷池一步。这种身份的自律与长期压抑，

造就了张子鱼自卑与过度自尊的性格，以致他在

初中情窦初开的年龄，竟然拒绝、伤害了一个对他

表示友善好感的城市女孩赵琼。此后他与姚慧敏、
李芸的情感纠葛，不过是重演了他跟赵琼的悲剧

故事。张子鱼在自责愧疚中远走新疆，这才有了他

与叶海亚的恋情以及跟孟凯的奇特“友谊”。
无论如何，张子鱼与孟凯的相遇相知，都称得

上是绚烂的传奇。这种绝非单纯哥们儿义气的“惺惺

相惜”，恐怕只有在红柯的诗性梦幻的叙事中才能实

现了。该设置对张子鱼以至红柯来说，意义非比寻

常。毋庸讳言，张子鱼身上有作者的影子。二者均为

陕西农家子弟，且都有因青春冲动而远赴新疆的经

历(8)。我相信，红柯是把自己青年时代的困惑与痛楚

分摊在张子鱼和孟凯身上了。张子鱼和孟凯的“对手

戏”，不仅在新疆的异域文明和以陕西为代表的中原

文化之间充当了牵手、对话的桥梁，亦给张子鱼或红

柯的自我弥合与统一提供了“机遇”（前文所说的人

物的“合一性”，其价值就在于此）。而孟凯对张子鱼

的体悟、神会与帮助，在功能与效果上实等同于创伤

者的自我分析与疗救。
失去叶海亚的孟凯跑到口里打探张子鱼的虚

实底细，小说在经历了一番云山雾罩的铺垫烘托

后，终于由此拉开追溯创伤的序幕：“武明生跟张

子鱼同属一个县，孟凯知道他追根溯源到情敌张

子鱼的根上了。中文系毕业的孟凯知道根的原始

意义就是男性的生殖器，根与本都是这个意思。”(9)

把追溯创伤与自我寻根联系起来，是相当自然的

事情。孟凯追到张子鱼的家乡，亦属寻根思路下的

正常之举。但寻根又如何笃定与男人的命根联系

起来？这里存在明显的叙述空白与逻辑跳跃，我们

再次见识了孟凯的神解与诗性思维。
在孟凯的认知中，他已然把张子鱼的创伤、挫

败，定性为现代社会男性生命力的衰退或雄性的

缺失，一种普范的不无哲学意味的思考。如是认定

的“寻根”方向与举措，对创伤的背负者不啻是桩

体贴爽快的好事。他立时能理直气壮地从创伤的

纠缠折磨中竦身而出了：不需逐个去应对生发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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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的诸多具体烦琐、尴尬隐秘的往事，没有技术、
对策与个体行为上的实践反思，而是一下子转入

了哲学、根本的层面。由此，釜底抽薪的深刻彻底

与创伤的禁忌防御，糅成一片，让人说不清它究竟

是睿智抑或自欺？是强悍勇敢还是忧伤脆弱？

《喀拉布风暴》中提出的现代社会男性生命的

扭曲与缺失，是个老话题了。20 世纪 30 年代沈从

文就曾以“阉寺性”来概括这种现代病或都市病，

其病因是人对本能性爱的过度压抑，在道德、科学

或文化的名义下。沈从文认为，性爱与文明是二律

悖反的一对概念。文明愈发展，生命便愈压抑变

态，这跟弗洛伊德的文明观不谋而合。沈从文试图

以湘西自在表达的性爱、不无野性的生存来矫治

“阉寺性”。红柯的思路在相当程度上与之同调，

《喀拉布风暴》里的女性极少忸怩羞赧，很快便能

进入“爱情”状态，便是证据之一。就此而言，红柯

的异域自然书写、原始英雄的追梦建构，也就并非

横空出世，它实可纳入由沈从文开辟的乡土小说

一脉来考察。所谓自然或生态书写，其实是现代乡

土小说在当下的细分与变异。(10)

具体到男性生命的缺失，这是一个极具现实

性、当下性的问题。除了客观的生理差异外，性别

说到底是个文化规定与感觉模式的构造。我们通

常把刚毅、强健、坚韧、大度等词归到男性气概里，

至于女性，则分配以细腻、温柔、善解人意等品质。
“阉寺性”的提法虽然偏激刻薄了点，但就目下中

国的发展势头来看，男性生命的窄化、萎缩，却是

无可争议的事实。其间原因复杂。从大的背景看，

现代社会（以城市为代表）注重规范、规则，机械化

大生产讲究流水作业与批量生产，这种环境显然

更适于造就和繁衍女性；更不必说那充斥着大量

雌激素的精细饮食与无微不至的家庭呵护、教育

体制了。总的说来，细致聪颖、守礼合作、清洁光鲜

等，是被现代鼓励、赞赏的人性特征，它们更符合

我们对女性的预期。一个经验的观察，国内愈是发

达完善的城市，其地方女性意识愈强，而男性的阴

柔化特征也愈发明显。小沈阳的风靡并非偶然，他

在成名小品《不差钱》里崭露的纤细洁净的造型、
不问来由主动配合的服务意识及亲和机灵又搞笑

的性格，都在现代认可的人性特征范畴，一下便攫

取了观众的心。有人甚至说，小沈阳将成为中国未

来受欢迎男性的形象标杆……

需声明的是，笔者绝无针砭、比较或排序人性

优劣之意，只想指出现代语境中男性构造的同质

化趋势。就此而言，红柯的生命寻根及对复古英雄

的追慕建构，不无现代纠偏的意义。作者曾说：“在

新疆，男性并不是真正意义的雄性，甚至算不上生

理意义上的男人，新疆人的词汇里，男人总是跟血

性跟强悍连在一起。”(11)换言之，雄性或男性，系

人性的有机部分。
作为《喀拉布风暴》线索的创伤追溯，实是切

入当今社会、引爆现代机制中诸多病灶的极佳角

度。还有什么比因农民身份自卑而导致的性别创

伤更沉甸甸、更具中国特色的现代事件呢？它涉及

城市化危机、地方文化认同、农民命运等诸多问

题，但红柯的兴趣显然不在此。他不打算像他的前

辈沈从文那样对现代或城市出具讥嘲、讽刺的笔

触与构思，或者在潜意识中他认为这些根本不值

得费劲辩驳，本来就是错得离谱、你知我知的东

西。对红柯来讲，念兹在兹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如

何平复创伤、自我统一。他只要构造一个对自己有

意义、能体面牵引、“化疗”其创伤的语境、空间即

可。这也是阅读《喀拉布风暴》时的最大遗憾：它把

一个颇具历史、现实势能的题材写成了一面之词、
一厢情愿的抒情歌曲。

自恋是《喀拉布风暴》的明显特征。全书实际

上只有张子鱼一个人物，其他人都是为了宽解、启
发他而来。无论张子鱼怎样行为偏僻，女人（叶海

亚、李芸等）对他的爱总是无怨无悔，男人也注定

会喜欢上他。武明生、孟凯都曾是张子鱼的情敌，

但最终和他成了兄弟。不仅如此，二人的爱情观及

追求幸福的行为，亦像是“张子鱼—叶海亚”模式

的翻版与补充。这或许可理解为张子鱼精神的辐

射效应？真是太完满美好了！张子鱼在浪漫诗意的

虚构中获得了旷古难寻的“幸运”。借助这众星捧

月的人物设置、情节编排，神话中的原始英雄终于

回归了文学故里。
有时想，如果作者加强武明生形象的独立性，

让他跟张子鱼之间的挑衅对立 （当然会有具体程

度的不同）贯彻始终，《喀拉布风暴》的故事会好看

真实得多，其思想的张力、深度亦非现在平沓、散
漫的版本可比。但红柯却顾不了这些，他只是矻矻

营造一个对自我主体“是”与“理解”的世界（包括

自然与他人）。虽然其间不乏廓大、动人的描绘，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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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觉得境界拘束、造作了些。就此而言，红柯的自

然、英雄书写，实未超越“个人化书写”的窠臼与缺

陷。它也算其中的突出个案吧？其实，当孟凯把张

子鱼的创伤定性为现代社会普范的男性生命的扭

曲、缺失时，就已把张子鱼放在了一个值得同情

的、正面的、享有审查豁免权的位置，全书自恋、抒
情的叙述格局也于此奠定。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人类的英雄主义情结

本就和自恋彼此张连。弗洛伊德认为，我们每个人

身上都活动着希腊神话里的美少年纳西索斯的幽

灵，它让人沉溺自身，无可救药。所谓自恋，本是个

我强烈自觉的征兆，它是在“自尊”意识与“自我价

值”理念的交互作用下产生的。在自恋心理的驱使

下，人为了表白自己的重要性与独特性，就竭尽全

力去证明自己在宇宙中是最优秀、最有价值的，如

是催生了英雄主义。由此看《喀拉布风暴》，主人公

从追溯创伤到寻觅和构建英雄，亦可谓人类本能

的文学反应与自救了。

三、“从空间奔向时间”

孟凯把张子鱼从陕西到新疆的“出走”说成是

“从时间奔向空间”；而他自己从新疆到口里的寻

根“侦探”，则是“从空间奔向时间。”这种认知颇具

自知之明，它道出了红柯的心声与企盼。所谓“从

时间奔向空间”，即自然救赎。红柯认为，陕西与新

疆的不同，在于历史。较之新疆，陕西的历史要深

远厚重得多。“张子鱼穿越历史的隧道摆脱蛛网般

的家族网络就是想在西域辽阔的天地间透一口

气。”(12)这种舒透、释放的效果、远景究竟如何？《喀

拉布风暴》并未深究，但红柯显然也意识到了这种

行为及救赎方式的现实逃避意味，此即前文所说

的自然书写的弊端：去历史性。作者之所以安排孟

凯（张子鱼的另一半）回陕西，就是希望自己或张

子鱼能从不无自欺、掩耳盗铃的自然 / 新疆 / 异

域里重新回到现实与历史中来。换言之，“从空间

奔向时间”的实质，就是要正视张子鱼的现实出身

与创痛，可惜这点做得远不彻底。
孟凯对于张子鱼的理解、分析与帮助逻辑依

旧是“空间”或“自然”式的。譬如，为什么要帮张子

鱼？孟凯的理由是“大漠绝域，别人的篝火能温暖

自己”；张子鱼为什么在沙漠中喜欢追踪消失的河

流？孟凯的解释是“他曾经失去过好几位喜欢他的

姑娘”。(13) 显然，他已经把姑娘跟河流交感融汇、
“天人合一”了。类似的情形在《喀拉布风暴》中尚

有多处：全然系诗的语言与思维，虽然突兀，对人

亦不无触动。说到底，所谓自然救赎，其根底是诗

的启迪与拯救，只是世间有几人能谙通、领会其中

的编码？又有谁愿意倾听、分享“我”心中那傻里傻

气的“诗”？哪里去找“我”的孟凯、“我”的叶海亚？倘

若承认孟凯与张子鱼系作者红柯的一体两面，那

是否意味着孟凯所操作的自然救赎及编码仅仅是

虚构的梦幻，自恋的诗？为什么自然一定要打着诗

的名义？这是装饰肯定，还是贬低侮蔑？

别再说下去了……哦，“我”的“自然”哪！

孟凯没有像作者预想的那样走出“空间”，他

的“寻根”仍是自然话语内部的想象与繁衍。“时

间”、历史明明与他近在咫尺，却相逢不识。至于一

直在“空间”里徜徉流浪的张子鱼，他的情况又怎

样呢？是否真的在自然的教诲与聆听中成了“英

雄”？
我们发现，张子鱼在沙漠瀚海所做的一切，就

是从自然中寻找、辨认与自我创伤具有“象征性投

契”的形式，这也是自然能给予他的唯一馈赠。除

了追踪消失的河流外，印象最深的要属金骆驼的

射精。得不到母驼回应的、发情的公驼口吐白沫在

沙海上嚎叫狂奔，鬃毛从棕色变成白色，进而金

色。“沙漠中最精美的部分就袒露在金骆驼面前，

全是细沙子，跟女人的皮肤一样……瀚海显示出

她最美好的海洋本能。”终于，金骆驼把它生命最

珍贵的部分射入了沙海。嚎叫不重要了，口吐白沫

不重要了，“生命进入高潮的骆驼眼睛又黑又亮，

那黑色的光亮突然长出了翅膀，燕子”。(14)不仅如

此，金驼的生命水一旦遇到胡杨种子，就会生出状

如男性生殖器的雄伟的神驼地精……
金驼射精的细节，把失恋的张子鱼对爱的思

念、渴望以象征性同构的、廓大震撼的画面展现出

来。失恋与自淫被演绎得如此浩瀚坦荡大气，并不

多见。出现在金驼高潮时迷离眼光中的燕子，当是

爱情、女性的指认。那对瀚海细沙的描绘，很容易

让人联想到张子鱼的名字，他是要在沙海 / 女人 /

爱情的浸润中恢复和重塑其男性的生命吗，如神

驼地精预示的那样？叙述人由此曲折实现了创伤

的投射、转移与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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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单从行动外观看，张子鱼的沙漠举动很像

典型的创伤患者的“症候”，那对于创伤情境的强

迫性再现构造、重复体历，便是证明。然而，这并非

每个人都能承担实践得起。自然诗性的酝酿策动，

把张子鱼与通常的创伤患者勉力划拨开来。梦呓

与真实，自怜与拯救，软弱与豪迈，沉溺与升华，痉

挛与呐喊，仅一线之隔。
某种程度上，作为英雄参照的斯文·赫定亦像

是“自然中的风景”，他与张子鱼发生联系的逻辑

与金骆驼并无两样，都是建立在与创伤象征性一

致的联想构造，且把创伤中的幽暗面以堂正、庄
严、扩张的方式展演出来。米莉离开了赫定，受伤

的赫定走向罗布泊。他在内心一次次地埋葬米莉，

而米莉总是一次次地复活，一次次地出现在大地

的每个角落。天地间全是米莉的影子，全是无法摧

毁的爱！当喀拉布风暴再次降临时，赫定看到的不

再是飞沙走石，而是燕子，是传说中的神驼地精。
我们需要梳理下《喀拉布风暴》中的英雄概

念。在涌动着爱情至上、自然救赎、生殖崇拜、创伤

疗治等多重旨趣的书写中，红柯所谓的英雄（又称

巴特尔、巴图鲁、儿子娃娃）究竟意指什么？这是

《喀拉布风暴》中最混乱也最易引发歧义、误解的

地方。在上述四种书写旨趣中，英雄是个被竞相争

夺的概念。对英雄的塑造，必须要跟各方叙述的诉

求、利益勾连起来。换言之，英雄是四方的交集，又

是四方的统帅。红柯对赫定形象的不断修改与涂

抹，其原因就在此地，以致赫定成了全书最造作虚

假的人物，简直形同功能符号。我在前文分析过英

雄与疗治创伤的关联，但并未说尽。在与各方诉求

的交际、周转中，红柯的英雄概念几经折腾，终于

尘埃落定：那就是由神驼地精象征的永恒无尽的

男性的爱的能力。
由神驼地精寓指的英雄，充当了《喀拉布风

暴》里各种叙述诉求的纽带与结合点；它们彼此间

的意义干扰与争执，总算告一段落。而小说亦付出

了不小的代价：混乱晦涩生硬不必说了，最可怜的

是原本作为英雄坐标与参照的斯文·赫定，他的面

目已被各种叙述诉求垦殖、揉搓得惨不忍睹。另一

个在疯狂爱情里消磨一生的波斯英雄马杰农，就

是在他的象征“前辈”赫定形象不胜叙述重负的情

况下被抓来增补的英雄“壮丁”。如此英来英去的

跳跃指认，大大折损、嘲弄了《喀拉布风暴》的英雄

魅力，搞得后者就像个伪命题。
形成上述尴尬的情形，不单是叙述的原因，自

然救赎与创伤疗治中潜伏的自恋与个体保护才是

根本的牵制。他必须把一种不无幽涩、浸透着软弱

自欺的行为说成是英雄敞亮的，小说才能继续。由

此出现色厉内荏、肆意夸张、嫁接“时间”的叙述，

也就不难理解了。超历史的想象与叙述飞翔，最终

还是没有凌越历史（创伤）的领地。
如何在现代社会里恢复并保持男性的生命

力？“男人”究竟怎样才能得到拯救？红柯出具的答

案就是成为以神驼地精象征的英雄类型。这里，创

作与理解之间有点意外的“出入”。本以为地精代

表、张扬的是异域的原欲、野性与蛮力，类似沈从

文湘西小说的构思。但红柯的设计并非如此，他提

出要对本能的、不无破坏性的原欲加以节制，把原

欲与诗结合起来。
现代人并不缺少原欲，至少表面如此。生活中

处处可见关于性自由性开放性饥渴性刺激的鼓吹

与渲染，但这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幸福，恰恰相反，

它烧毁了爱情。原本和谐完整自在的身心交流集

中或让位于简单的性器官快乐，男女间的吸引肇

始于性，终结于性。这恐怕也是现代工具理性对人

类情感生活潜移默化的影响侵蚀、殖民改造的结

果吧。一切都目标化、程式化了。它让人想到马尔

库塞不无偏激的断言：由生殖器的性欲取代整个

人的身心性欲，是为了“节省出身体的其他器官以

便用作劳动工具”。
在此，红柯提出的“原欲与诗结合”的爱情方案

显出了它的价值。真正爱一个人，就应当毫无保留，

“一点不剩地把自己最真实的东西交上去”；“和一

个人上床是容易的，爱上一个人是艰难的……动情

不是啥难事，动心可是万里长征”；“没有读过诗的

人吃了地精只能让女人受罪，只能糟蹋女人”；“为

美好爱情而疯狂才叫马杰农……疯狂是有境界

的。”(15)

突然想到《红楼梦》里宝玉意淫秦可卿一节，

虽然它跟红柯的爱情方案外表迥然不同，但二者

均带有明显的文人气。红柯是位诗人，凭着直觉，

他的思想每每能触及现实的痼疾，但思想的锋芒

总是影罩在诗的含混与暧昧里。仅以上述引文来

看，一会儿“疯狂”，一会儿“境界”，“境界”与“疯

狂”如何兼容？“动心”与“动情”有啥区别？这又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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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如何措手呢？

某种程度上，可以把“原欲与诗结合”的爱情

方案视为红柯调和其新疆异域文化与陕西中原文

化的结果，这也是孟凯生命寻根的结晶。用来节制

原欲的诗，有向中原文化伦理教诲与礼仪收束靠

拢的趋势，但绝不会并为一体；诗本身那朦胧、抒
情的个性特质不容许它这样做。而与此同时，这种

天然天生的特质，又为它容纳原欲、野性、蓬勃的

生命力留出了空间。
作为男性生命象征的神驼地精屹立在天地之

间，凝而不发，把整个天地都占满了。很难想象这

竟是用了创伤、失恋与绝望的生命水孕育成的。神

驼地精，不仅是自然的伟大创举与诗神的绝妙构

造，亦是爱之能力的彰显张扬与永恒爱情的承诺，

是“边塞”与“穷人”心中原始英雄的不朽图腾。

注释：

（ 1） 红柯、杨梦瑶：《 西域给了我一双 内 在 的 眼》 ，《 时 代

文学》2014 年第 5 期。

（ 2）（ 3）（ 5）（ 6）（ 9）（ 12）（ 13）（ 14）（ 15） 红柯：《 喀拉布风

暴》 ，重庆出 版 社，2013 年 版，第 5、11 、32、34 页，第 31 页，

第 34、39 页，第 428 页，第 99 页，第 253 页，第 431 页，第 49
页，第 98、236、60、320 页。

（ 4）红柯在一次访谈中曾说，新疆的每个地名对他而言，

都是一首诗。

（ 7） 孩子喜欢原始英雄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后者本来就

是人类童年思维的产物。

（ 8）1985 年，红柯在宝鸡师范学院毕业留校。 一年后他

突然辞职远走新疆，在那里一待就是十年。对于辞职的原因，

红柯未做过多解释，只说：“ 留在大学不能满足自己青春的冲

动。”参见李勇：《 完美生活，不完美的写作———红柯访谈录》 ，

《 小说评论》2009 年第 6 期。

（ 10） 参 见 拙 作：《 流 动、衍 生 的 文 学“ 乡 土 ”》 ，《 南 方 文

坛》2012 年第 6 期。

（ 11）红柯：《 我的西域》 ，《 中国民族》2001 年第 4 期。

（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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