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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号的内心肌理和时代的精神病症 !

000论毕淑敏中篇小说(昆仑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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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

$摘#要%(昆仑殇)通过一次伤亡严重的野营拉练的描写$精确而深刻地揭示了浸染社会几十年之久的一种精神病症" 这

种病症的心理本质是苦难崇拜和死亡迷恋$将受难和牺牲作为目标加以追求$以制造崇高感和精神超越$忽视和否认个体生

命的价值和尊严$从而走向人性和人道的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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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仑殇(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处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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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讲述了昆仑防区部队进行军事拉练过程中发生

的事* 尽管这只是一篇写于 %K 年之前的处女作$

但不可否认$这部作品的思想深度在当代军旅文学

中是难得一见的$作品中塑造的主人公一号也是当

代军旅文学中-非常独特的艺术形象*.

+%,但可惜

的是$这样一部优秀之作并未引起评论界应有的重

视* 笔者认为$'昆仑殇(是一部经得起时间考验)

值得评论界重新思考的作品* 如 %&!! 年赵艳在对

毕淑敏进行访谈时所言%-透过这一作品$我们既崇

敬大自然和人的伟大$领受它对我们心灵的净化与

提升#又失落于其中存在的不人道)压抑人性)狂热

的理想崇拜*.

+B,过去 %& 多年来有关作品的寥寥几

篇评论中$其中的论者更多的是关注作品中-崇敬

大自然和人的伟大$领受它对我们心灵的净化与提

升.这一意蕴$而对作品的另一层也更能体现其深

度和价值的意蕴即作者对-不人道)压抑人性)狂热

的理想崇拜.的反思和拷问缺乏深入的阐释* 笔者

认为$这不免是'昆仑殇(研究中的一大遗憾* 对

'昆仑殇(后一层意蕴的阐释$我们可以从对'昆仑

殇(主人公一号的心理症候分析入手进行发掘*

'昆仑殇(的主人公一号无疑具有高度符号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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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其内心肌理表征了浸染当代社会几十年之久

的一种精神病症$这种病症的心理本质是苦难崇拜

和死亡迷恋$将受难和牺牲作为目标加以追求$以

制造崇高感和精神超越$忽视和否认个体生命的价

值和尊严$从而走向人性和人道的反面* 作为一种

至高无上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病症又鄙弃任何理

性反思和医治它的企图$从而在更高层面上演出了

宗教性迷狂战胜理性和人道的时代悲剧*

'昆仑殇(的-殇.指小说中年轻士兵的死亡*

这些死亡本质上是被动的$形式上却又是主动的$

或者说是被动后的主动$主动由被动造成* 将这些

士兵送入死地的正是-一号.///'昆仑殇(中昆仑

防区的一号人物$也是故事的一号主人公* 士兵的

大量死亡及伤残是通过一次高原冬季长途野营拉

练实现的$这次拉练从提出到指挥并坚持进行到底

的都是一号$小说叙说的就是这次拉练的全过程*

拉练不仅在缺氧的高寒地区进行$还要人为地

增加行军的困难和险恶* 小说说这样做-后果将难

以设想*.其实$后果是不难设想的$-难以设想.不

过是极言其后果的严重* 一号在这里带兵 %& 年$

比任何人都清楚这种条件下的拉练意味着什么*

事实上$正是极端的危险和预期的死亡启发了一

号$使他看到了拉练的价值%它将给全军的野营拉

练热潮抹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自己将给上级留下深

刻的印象* 一号从初听拉练要求时的反感到自告

奋勇地请战有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十分短暂* 推

动他迅速做出决定的有两股力量或需要%一是和呢

军帽的较量$其中既有心理的争胜$也有升迁的争

夺#二是时代精神$一号对此有精准的领会和由衷

的认同$不仅自己内心有实践的冲动$也确信贯彻

这时代精神的拉练会得到上级支持* 领导果然很

感兴趣$他们虽然尚未明确计划$但却是热烈期待

的* 于是一号刚一提出就已经打败呢军帽$已经

成功*

拉练本是上级的命令$并无讨价还价之余地*

对于昆仑防区来说$因无先例$军区领导还在运思

考虑$事实上势在必行* 如果点一号的将自是无可

躲避$如果点了别人就等于他被忽视* 在听到-四

会.拉练的要求和主动请缨的短暂时间内$一号的

心理是复杂的* 才听到-四会.指示时他很冒火$其

实是一种被支使的恼怒$三秒钟后他就清醒了$服

从了* 这不仅是因为服从是军人的天职$更是因为

只有服从才有自己的一切* 当一号意识到自己内

心的反抗时$他被自己的想法吓坏了* 这吓坏人的

东西就是不服从的后果%-撤职4 回老家种地去4

昆仑防区将换上一位新的司令员4 昆仑部队依然

得去拉练4 11这些十分可能$但他没有想过* 要

是他对每一道自己感情上不能接受的命令都想那

么多的话$别说当0一号&$他连连长都当不上*.军

官具有比士兵更强烈的服从意识$不仅因为他们是

更优秀的士兵$更因为他们有更多的个人利益需要

保持* 这好像是说一号完全是被动的$是无奈地接

受了拉练的命令$其实不然%他的拉练请战有极大

的主动成分$因为这样的高原-四会.拉练是符合他

的理想和精神追求的$而这种精神就是时代的精

神$于是他的主动承担就不仅迎合了上级也迎合了

时代$正因如此$他的当机立断才显得那么老谋深

算$才那么堂皇和有力$也才压倒了呢军帽* 所以$

一号的快速决策和动作有一石四鸟之功%服从了命

令)满足了自己的理想)迎合了时代精神)打败了竞

争对手呢军帽*

一旦一号在个人考虑和时代精神环境的双重

作用下决定承担拉练任务$就绝无反悔或打折扣的

可能$他还将竭力从感情到理智都拥护这一举措$

并为其正确性辩护* 此时$下属的不同意见完全没

有意义$开会讨论多此一举* 但会还是开了一整

天$大概是因为让他们亮出全部不同意见再一举扫

荡显得更有力更有效$更能体现自己的权威* 一号

当然知道他有一锤定音的权力$会议最后的结论并

不存在悬念$但他还是任由下属军官们发表无用的

意见* 因他们有大量的不同意见$难以达成共识$

会议形成僵持局面* 一号一言不发$假寐蓄势$寻

找反驳和压服的武器* 事实很明白$不是任何雄辩

可以改变的$想在此问题上以理服人十分困难甚至

全无可能* 一号讲不出像样的道理$只好不讲理*

会议中下属 !B 次提到缺氧$%$ 次提到零下几十度$

还有海拔高度等等* 一号对这些事实十分不屑和

不耐烦$他完全回避事实本身$用居高临下的压服)

不着边际的冷嘲热讽)假设的未来的名誉)责骂官

兵无能怯懦等来表明自己的态度$激发他们的尊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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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迫使他们心甘情愿接受拉练任务*

会议结束了$一致通过拉练计划$但关于拉练

的争论却并没有结束$一直在或明或暗地进行$这

一冲突是'昆仑殇(思想精华的所在$伴随着拉练的

始终* 它不仅是针对一次具体的拉练$更是针对整

个的时代精神* 在小说中$这一冲突集中表现在一

号和作战参谋郑伟良之间* 郑伟良对拉练一直持

保留和反对态度* 他不能直接发表意见$只能在做

会议记录时$用心良苦地-对赞同拉练的意见$记得

简略些$对主张灵活变通的意见$则详尽条理些*.

他尽其所能以阻止拉练或减少伤亡* 一号为了创

造惊人的业绩$在已有重大伤亡)所剩官兵极度疲

劳的情况下$又作出穿越无人区的决定$使已有的

冒险雪上加霜* 面对危险的局面$郑伟良终于不顾

一切地面谏一号$请求他收回成命* 在受到一号斥

责诬骂之后$他回到自己的帐篷仍不放弃$给军区

党委写信$一直坚持到底*

郑伟良和一号在进入无人区前的思想交锋是

整个小说的高潮$是郑伟良思想和人格的总爆发$

这个交锋很像是对整个时代精神的批判和辩护*

这场交锋郑伟良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一号有权力

让他闭嘴或把他赶出帐篷$让他说话本来就是为表

示对他的蔑视* 郑伟良的勇气和思想无法扭转已

经和即将产生的现实$这是郑伟良的悲剧$更是理

性和科学精神的悲剧* 郑伟良的努力和失败浓缩

了一个时代理性)科学和良知的处境与命运* 一号

是这一时代性冲突的得胜者$表面看来是因为他是

一号$他在昆仑防区拥有至高无上的决策权$而更

深刻的原因则是$一号身后有时代精神的支持$那

是一种任何人都不可挑战的力量* 一号的胜利同

样是那个时代的悲剧$因为双方相辅相成的失败和

胜利所导致的都是同一个结果$那就是大量战士生

命毫无意义的丧失和身体的伤残*

推动一号决心拉练或一号要通过拉练体现的

时代精神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献身和牺牲$一是物

质上的-原教旨主义.* 而支持这种精神的或这种

精神由以成长的基础则是革命传统和革命历史*

在那个时代$献身和牺牲几乎是最高的价值和追

求$社会上因而形成牺牲的崇拜和迷狂$多少人因

未能出生在革命战争年代)无法壮烈牺牲而扼腕浩

叹* 本来这牺牲有具体的对象$或为革命或为党$

但在没有战争和暴力革命的年代里$牺牲献身的目

的变得越来越抽象$演变成为牺牲而牺牲$牺牲本

身成为目的* 追求和倡导物质生活的低水平和物

质环境的原始严酷性是时代精神的另一个方面$没

罪就找罪受$受罪成为崇高的目标* 一不怕苦二不

怕死和一要找苦二要找死是紧密相连的* 这两者

在某一点上相连接$精神上相通%牺牲可以看作对

生命的极端折磨和损毁$是对生命的消灭#物质条

件和环境的艰苦粗砺同样造成对人肉体的折磨和

损害* 流血)牺牲)肉体的损害摧残制造着崇高感

和精神的超越$具有浓重的宗教意味* 它的心理本

质是苦难崇拜和死亡迷恋$在自己表现为自虐$对

他人表现为虐待* 这种精神被自上而下地提倡贯

彻$美化神化$早已金光闪闪$渗透至少是控制了多

数人的心灵和大脑* 苦和死被赋予如此崇高的价

值$对生命的重视和留恋自然被斥为贪生怕死$形

象十分不堪$没有人愿意蒙此恶谥* 躲避恶劣的物

质环境)愿意有好一点的物质条件自然就是贪图享

受)委琐低下$只能遭到鄙视了*

不管是服从命令还是迎合上级$一号发动和指

挥的高原冬季野营拉练只是一种形式$它体现的是

一个时代的精神本质* 这一强大的价值背景足以

使他昂首挺胸$坚信自己的正确* %& 年前挺进昆

仑山的先遣部队有十分之九都牺牲在那里$一号是

其中的一员和幸存者* 他十分清楚此种拉练会有

很大牺牲$但在他是无所谓的$他要的是一种精神*

-作为一种精神维系$他要使昆仑部队光辉的业绩$

发扬光大$永世流传* 一号头一次感到拉练的宗旨

是那样神圣$那样英明*.那就是在敢死和死亡中体

现精神的卓越和神圣* 他说%-拉练的宗旨是什么4

不就是模拟实战$自找苦吃吗46.模拟实战是假$自

找苦吃是真$因为那样的地域完全不可能发生战

争* 灯蛾扑火式的困难迷恋和牺牲崇拜是进行这

种拉练的最重要的精神根源* 若困难不够极端$就

要设法制造* 冬季的高原环境已够恶劣$如今又要

到更恶劣的地方去拉练$而且用更少的更低劣的装

备$因为这样可以受到更大的折磨和牺牲* 过桌子

山本可以走安全一些的路$但一号非要从山顶翻

越$表面上是节省时间$内心里却是因为那样更困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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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更危险* 一号的神来之笔是将疲劳伤残之师拉

过无人区$更是看中了它的严酷的困难和死亡的威

胁* 穿越无人区需要更坚牢的鞋子$一号却特地命

令把毛皮鞋换成解放鞋#超极限的体能消耗需要更

多的优质饮食$一号却亲自安排用马饲料和陈年脱

水菜做质量极差)数量不足的-忆苦饭.* 每一个举

措都是为了物质的低水平$为了制造困难$为了对

战士的生命和肉体造成摧残* 这当然是在向最高

统帅献媚$向时代精神献媚$他所作的甚至还超出

了-四会.的要求* 出于同一思路$一号对穿皮衣戴

皮帽坐汽车都大加非议$对国境那边的年轻军官的

香水味和漂亮的呢子衣服也有掩饰不住的厌恶和

仇视*

一号主动请战的隐秘的个人考虑是和呢军帽

争胜* 他感到呢军帽有骄矜之气$自己却老有灰头

土脸之感$在-高大)整洁)仪表堂堂的同僚面前$一

号感到了自己的龌龊*.因此心里憋了一口气$于是

-神气什么4 倘我在昆仑山上进行一次艰苦卓绝的

拉练$其壮举可以震慑十个呢军帽*.高原拉练的请

战不仅能震慑呢军帽$扳平感觉落差$对他个人也

有非同小可的意义%-他一生的业绩起步于那里$辉

煌于那里$最后的巅峰也必定在那里6.顺理成章的

是他将得到提拔$这些都说明他的拉练请战有着强

烈的个人动机* 但问题是$为什么用这一步棋能压

倒呢军帽$就能塑成他的辉煌形象呢4 还是因为其

中的艰险和牺牲符合时代的精神期待$代表了时代

的最高价值$而越困难越艰险死人越多就越能满足

这种期待$越能体现这种价值$因而越能帮助他战

胜对手* 同时$一号建立功勋的渴望十分强烈$-世

上绝无淡泊功名的军人6.-我要用我的部队$在这

座无比险恶的舞台上收获荣誉功勋6.因为这是没

有战争的年代$无法在战场上获得功名$人为地制

造非人的艰险和惨烈的死亡就成了建立功勋的不

二法门* 冬季高原拉练是一号邀功和战胜竞争对

手的杀手锏$深层的原因还是他对统帅心理和统治

性的评功标准领会深刻*

但是$伤亡的数字一次次报来$一号不能完全

视若无睹$他知道这数字的力量$他要下决心才能

-不理睬那些黑色的数字*.伤亡数字似乎是对他无

声的控诉$否定着拉练的决策$推着他回头* 但是$

拉练必须进行到底$不能半途而废* 如果害怕继续

伤亡就要半路撤回$这不仅是对他的请战之举的一

记耳光$也是对他的彻底否定$他将无法向军区和

统帅交代$颜面失尽$失去立足之地$不仅败在呢军

帽面前$而且直接违背了时代精神* 他本要靠拉练

提高自己的声望和地位$而不是把自己推下深渊*

但是$一号内心对自己的阐述却是从部队和士兵的

尊严立论的%-此刻$拉练的成败与否$不仅关乎一

号$关乎昆仑部队的声誉$也关乎牺牲将士的荣辱*

想到这里$一号觉得自己肩负的使命庄严而神圣$

为了活着的和死去的$我必须将拉练进行到底*.

-死了的不能复生$冻残的不能复原$但胜利是可以

争取的*.似乎完全是为部队和士兵考虑$为他人考

虑$私心和自己的意志在自我的对话中转化为公

心$却根本不看已有的伤亡和必然出现的更大的伤

亡* 他这是在欺骗自己$是他自己对自己的辩白$

也是想像中的掩人耳目* 他的着眼点是胜利$即坚

持到底$战士的生命基本不在考虑范围$事实上只

有战士献出生命才能胜利$而这胜利的意义又是十

分渺茫的*

对重大的伤亡$一号对军区不是隐瞒$而是如

实地上报了伤亡数字$此举心机甚深* 因为$如果

他有所隐瞒$那就说明他心里有鬼$说明他对伤亡

负有责任* 而如实上报则显示他坦坦荡荡$问心无

愧$死都是当然的$并不是他的过错* 他把上级的

脉把得很准$百分之九十九地相信军区会支持他$

果然$军区在回电中对大量的伤亡未置一词$而对

拉练本身加以鼓励* 他们和一号一样$并不以士兵

生命的折损为可惜$想看到的只是这前所未有的壮

举* 接到回电以后-一号的心情像秋水般平静$一

切都简单明了$以军区电报为界$所有的伤亡都被

购销掉了*.预料终于证实$他自然可以安心了* 他

向自己论证的说辞是-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任何胜

利都将付出代价*.这是领袖语录$是那个时代的警

句$足以让他从心底感到死人不算什么$他自己没

有错* 一号甚至事后主动把郑伟良生前写下的反

对意见誊清发往军区$更说明他的-光明磊落.$有

恃无恐* 他也知道军区不可能倾向郑伟良$这是因

为$他完成的是一个时代的事业$是上级领导热切

盼望的事业$军区来的电报-将军区的压力$将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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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帅部的压力$将一个大时代的压力$将说不清是

恐惧还是狂热)是憎恶还是渴求的自我意识统统压

在他的头上*.而郑伟良则是试图阻止这个事业$试

图否定这种精神$他的思想和努力只会使上级更加

肯定和器重一号$而不是相反*

郑伟良是作为一号的思想对立物出现在'昆仑

殇(中的$他也是整个社会环境的对立物* 在一个

崇尚蒙昧的时代$他的房间里竟然四周都是书$这

些书不能满足他对知识的渴求!那时公开发行的书

籍传播知识启发思想的功能可想而知"$竟然收听

外台的广播$-他开始从太空中捕捉知识* 这是一

件十分危险的事情$一旦被发现$后果不堪设想*.

因为那是一个所有先进一点的国家都被妖魔化$所

有外国电台都是敌台的年代* 但他没有别种选择$

只能用防范周详的收听敌台来抵御和抗衡蒙昧的

环境$尽管偷偷地从外国电台学习知识使他很感痛

苦* 与此相关$郑伟良是一个理智清明的思考者$

一个对社会和精神环境有反思能力的人$一个超越

于环境之上的人$他的身上闪耀着动人的理性和人

性的光辉* 这样的人自然是异端$为环境所不容$

所以他深感压抑$沉默而痛苦$他的形象是一个思

想的地下工作者的形象* 保有清醒理性和反思能

力的人在那个时代只能是少数$因此极为珍贵$他

与时代性蒙昧和精神迷狂的不懈较量使他成为真

正的英雄$一个悲剧英雄*

说郑伟良是悲剧英雄是因为他和一号或那个

时代的冲突是悲剧性冲突* 他代表了理性和人性$

但他失败了$他必然失败* 就拉练而言$和一号不

惜以战士的生命和身体为代价建立时代所期待的

不世奇功不同$郑伟良清晰地看到环境条件超越了

人类的生理极限$以保护战士生命为出发点$极力

阻止这自杀式或谋杀式的拉练$发展到面谏而受辱

骂$威武不屈$之后又给军区党委写信$坚忍不拔*

他的精神虽然高大坚韧$甚至死后还是-坚毅.-果

敢.的$但他的努力不过是以卵击石了* 不仅因为

他在一号面前权轻位卑$更因为他企图劝戒)矫正)

冒犯和挑战的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死亡

崇拜和苦难迷恋已经蒙着神圣的光辉$而且像昆仑

山一样强大* 作为一个精神健全的人$郑伟良在时

代的精神病院中是异类和少数$力量不成比例地弱

小* 郑伟良是走出无人区后坐车回营地的路上牺

牲的$司机要求检修车子$但一号不准$他要求立即

回营发新闻稿$争分夺秒地发布他的丰功伟绩$发

表他连夜亲自修改的新闻稿成为他的杰作的最后

一笔也是关键的一笔$其重要性在他看来自然超过

郑伟良和司机的性命$结果郑伟良成了一号崇高追

求的直接受害者* 这一结局极具象征意味*

郑伟良到一号帐篷中所做的陈述和论辩其实

是对一号心理也是时代病症的诊断$涉及这种精神

病症的来源)机理和危害等多个方面* 他认为一号

的做法和对革命传统的态度有关$是对传统的偏执

的抽象的继承* 他说%-为了追求形似过去$在拉练

中$有的战士牺牲了$有的战士残废了* 拼命驱赶

战士们投入人为的苦难之中$决非治军的上策*.完

全没必要地制造牺牲只是愚蠢和残忍而已* 其实

这样的拉练不是练兵$而是杀兵$拉练后部队的战

斗力不是增强$倒是大大减弱$因为死伤严重* 如

果此时发生战争$那么这次拉练就是致命的败战之

举* 郑伟良又说一号是-津津乐道于复制苦难本

身.$说他 -单纯追求苦难而忽视军人生命的价

值*.郑伟良的话是切中要害的* 在那个丧心病狂

的时代$那种扭曲的革命史是最重要最有力也最被

倚重的精神资源$革命传统教育成为学生和社会的

主课$革命故事和革命先烈的名字密集地出现在人

民的耳畔眼前%爬雪山过草地$监狱刑场$抛头颅洒

热血11革命史的复述)涂构)宣传所突出的无非

是艰险和牺牲* 那种特殊年代的被扭曲的革命史

的重建和宗教史的叙述十分相似$不管是基督教还

是伊斯兰教都有大量的殉道叙事$都是血淋淋的*

它们激发着受众的原始血性和非理性情感$制造着

崇高和神圣$同时也培育着苦难和死亡迷恋* 苦难

和死亡本身被当成追求的目标$因为它们是高尚和

神圣的* 那个年代又有大量的英雄典型被制造出

来$宣传到全社会$他们的共同本质就是牺牲$就是

付出生命* 一号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这样的意念

控制着$郑伟良企图启发他的人性$让他醒悟* 他

说战士无比信任指挥员$忠实地执行每一个命令$

要对得起他们的信任$恳求一号%-一个士兵手里只

有他一条生命$而您手里却掌握这千百条生命$为

了已经牺牲和将要牺牲的战士们$再考虑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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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不要穿越无人区* 当然$郑伟良得到的是一顿痛

斥%-我早看透了$你骨子里怕苦6 怕死6 说这么一

大篇冠冕堂皇的话$无非是叫我撤兵$好掩饰你心

里的恐惧* 其实$想逃避这些容易得很$你不必当

共产党的兵$尽可以去喝外国人的洋奶6.一号不仅

对生命没有丝毫的尊重和体恤$而且认为共产党的

兵其本质就是不怕死$送他们去死也就理所当然$

于是虐杀式的穿越无人区的拉练-任何人不得更

改6.而郑伟良的理性精神成了一怕苦二怕死的懒

汉逃兵意识$只配受到鄙视和痛骂* 一号固执于成

命的另一个理由也蕴涵丰富%-决定不是我个人发

作出的$集体讨论$上级批准*.这是一个庞大的社

会结构$郑伟良一个人怎么能撼得动4

郑伟良不仅思维理性态度现实$他的心也是软

的热的$他珍惜生命$同情受难者* 而一号则是冷

酷的)残忍的* 他自己身先士卒$不怕死$这可能使

他自认为获得了对他人残忍和随意处置他人生命

的权力$他的勇敢使他免除了良心的不安* 行军宿

营$伤残的战士忍不住发出呻吟$一号的反应竟然

是-大为恼火.$竟然用嘲讽羞辱的办法让他们沉

默* 拉练结束如愿升官后$一号在处理郑伟良和肖

玉莲以及金喜蹦的问题上表现出另一种冷酷残忍$

使女兵甘蜜蜜终于爆发$激烈地指责一号杀死了这

些官兵$说他是胆小鬼$-怕军区)怕丢官$连死人你

都害怕6 怕他们会在陵园里谈恋爱$怕他们进了棺

材还当反革命6.甘蜜蜜这么说是因为一号把生前

恋爱中的郑伟良和肖玉莲远远隔开葬在两处* 金

喜蹦因为方言的关系把革命的-两杆子. !即枪杆

子和笔杆子"念成-二杆子.所犯下的反革命罪行$

一号也根本不想去为他辩白和澄清$因为他知道$

那等于对上级的决定提出了异议$等于对领导的冒

犯$他犯不着为他们去冒政治和仕途的风险* 在这

两个问题的处理上他完全丧失了良知$但又是符合

他的身份)处境和思想的* 甘蜜蜜说一号不敢面对

那些年轻的亡魂$但对郑伟良的亡魂$一号却又粗

暴地践踏了$在两个人的对峙中$一号取得了人世

和鬼界的双重胜利*

时代的精神病症不仅表现在一号身上$在士兵

中也有表现$他们接受了这种精神的感染$自觉地

成为他的受害者而又不觉得自己受了害* 首先是

他们采用写血书的形式表达拥护和参加拉练的决

心* 转交-拉指.的血书有一大摞$看来这是部队的

普遍的做法$这种具有血腥的原始献祭色彩的表达

方式在这里受到提倡* 这是他们自愿的$但显然也

是被动员的$被引导的* 肖玉莲完全无视自己的身

体$写血书要求参加拉练$本是为了入党#后来为了

不做老弱病残$坚持随部队穿越无人区$终于死在

路上* 许多人都是这样$所以郑伟良说%-军人不惧

怕牺牲$但不能据此漠视军人的生命6 一号$部队

里伤员众多$疲惫不堪$在强大的政治鼓励之下$没

有一个人愿意加入老弱病残的行列*.说明他们对

生命的态度是强行输入的$他们被迫遵从了时代精

神$他们为了个人的尊严也要勉为其难$不做害怕

艰辛和牺牲的人$自愿地走向死地$和肖玉莲一样*

被深度灌输了艰苦和牺牲精神的部队在无可选择

的情况下会进入牺牲的迷狂状态$失去对生命的留

恋$甚至失去对生命的感觉$这有可能是在无可选

择的处境中人的一种自我保护性心理选择$是本能

性的环境适应$不然内心就要和必须实现的行为及

统治性的时代精神间产生双重的紧张$是很少有人

能受得了的* 无论如何$人们都有病入膏肓的迹

象$而且失去了或从来没有对这种病症反思的能力

和救治的愿望$除了郑伟良*

参考文献!

'!( 毕淑敏?昆仑殇'((?昆仑$!C'"!%"?

'%( 叶#鹏?生命极限与灵魂极限,,,读中篇小说0昆仑

殇1'((?当代作家评论$!C'"!K"?

'B( 赵#艳$毕淑敏?-生命与死亡.是我创作的规定性,,,

毕淑敏访谈录'((?小说评论$%&!!!!"?

责任编辑!黄声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