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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找寻中孤独，在撕裂中前行 

———《爱历元年》的女性悲歌

伍　丹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８１）

［摘　要］《爱历元年》的女性悲歌表明王跃文对爱情婚姻所持的依然是男权中心的理想主义态度。《爱历元年》揭示了秩序
化的社会道德和理性的婚姻形式下，女性个体存在的孤独本质和对情爱的强烈渴望；展示了在激情的眩惑与理性的撕裂下，

现代女性无法逾越的精神困惑和生存无奈。这种理性的社会秩序和个人的情感欲望之间的冲突，是对现代人生命自由和人

类生存困境的探索与超越，它以具有鲜活生命体验的欲望书写和属己的生命经纬激发着人们的体悟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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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无疑问，王跃文是位描写爱情的高手。其新
作《爱历元年》中的情爱书写，不但构成了小说最重

要的主题元素，更呈现了现代人个体生命的本体世

界。《爱历元年》的男女主人公都在围城之外寻找

爱情。中国传统道德从根本上否定了婚外情的合

理性，但王跃文却本着对理想爱情的向往把婚外情

写得真诚而动人。然而，王跃文对爱情婚姻所持的

依然是男权中心的理想主义态度。他从未怀疑过

稳定的社会关系和家庭模式的必然性，其骨子里的

归宿意识正是传统文化及其道德观念所提倡的。

《爱历元年》的女人在婚姻爱情上的道德选择，正是

作者道德评判的显现。当然，王跃文的婚姻爱情道

德观念也是矛盾的，他肯定对婚外情缘的追求，表

现出宽容的道德意识，但最终仍将道德作为最终的

评判标准，让男人女人回归家庭。

“文学的本体是人生的诗意，其本质是推进人

的精神、心灵的净化，更是对人的自身道德的提

升。”［１］情爱、性爱、欲望书写提供的不仅仅只是创

作题材的选择问题，更是一面镜子。《爱历元年》通

过人物的内心、语言和行状等揭示了秩序化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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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理性的婚姻形式，和作为个体性存在的人的

情感欲望之间的内在冲突，以及现代人无法逾越的

精神困惑和生存无奈。《爱历元年》的女性悲歌表

明当代社会的生存法则依然建构于男性中心，女性

缺乏足够的自我认知和自我肯定，她们不是自己

的，只有在“她”和“他”建立关系的过程中才能确

知自我的存在。在这个过程中，女性的追求与梦想

在男性的操控或背叛中纷纷失落。

　　一　现实的孤独与寻爱的渴望

“文学作为现实的影像和文化的诗意表现，作

家最执著书写的就是代表‘人的文学’基本表现形

态的‘情爱与性爱’的永恒精神母题。”［１］王跃文很

少如此具体而细致地描写“爱”与“欲”。《爱历元

年》的女人们所展现的对情爱的渴求是对平静无欲

的现实生活的突围，是对现代人生命自由和人类生

存困境的探索与超越，它以具有鲜活生命体验的欲

望书写和属己的生命经纬激发着人们的体悟和

反思。

《爱历元年》对现代人的生存关注是多方面的，

它努力描摹当下现实和人的各种生存状态，深入探

悉个体存在的孤独本真，实现了向现代人生命本质

的逼近。对于执着关注人的现实生存和生命终极

价值的王跃文来说，现代人的隔膜处境和对生活的

失望情绪使其笔下的人物皆处于孤独的生存境地。

尤其是对其中的女性人物来说，喜子、李樵和小英

都在爱情婚姻中孤独挣扎：在世人的眼中，她们一

个冷淡，一个孤傲，一个顺从，她们在社会的世俗压

力和传统的道德束缚中孤独地生活，在孤独的生命

旅程中寻找自我。

喜子清瘦且少话，冷淡而克制。她爱读书，有

独立思想，有成功事业，这是一个颇具现代女性意

识的女人；她持家，做家务，和睦家庭关系，这是一

个在世俗眼光中也是男性眼光中的贤良妻子。然

而，喜子没有朋友，与丈夫缺乏交流，与同事关系疏

离，儿子也同她说不上几句话，单调平静的生活就

像图书馆的书架，一切井然有序，却也是寂寞的、孤

独的。她独来独往，总是沉静在自己的世界里，同

事聊天，她从不插话，却“留意着窗外的风景，雨中

的树叶油亮亮的”。［２］１００在欲望横流的商业社会中，

距离上的疏离、心灵上的隔膜让现代人不可避免地

处于深深的孤独之中。海德格尔等人早已断言技

术文明给人类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物质文明的高

度发展终将导致人的物化异化。“在自我决断的制

造中，人的人性和物的物性都分化为一个在市场上

可计算出来的市场价值。”［３］喜子的孤独正是现代

人孤独生存的真实书写。青春年少时的理想在冷

漠的成人世界已经渐行渐远，现代人在心灵的荒漠

上苦苦寻找归宿，最终陷入迷失之中，只能保持孤

独的缄默。

当然，喜子们并不像萨特的孤独者终身围困于

孤独的境况，独自咀嚼孤独的滋味。她们渴望温

暖，试图用爱情来拆解孤独和忧伤。谢湘安直白而

灼热的爱让喜子无处躲藏。喜子在这场婚外情中

收获了爱情也唤起了全部的生命热情。虽然，一直

徘徊在情感和道德的矛盾之中，最终，爱情的诱惑

战胜了心中的理性，也将她长期固守的习惯打破。

然而，本能和责任、道德与情感始终存在于喜子内

心深处，双方在纠缠、对决。小说不遗余力地展现

了喜子内心深处的自我冲突与精神困惑，书写的女

性的“情”与“爱”，以此延伸的家庭、婚姻等问题，

本质上仍是对人的心灵自由的追求、对人的天性的

释放、对人的情感的宣泄，是追求身与心完全自由

的象征。

事实上喜子并不了解这个男人，但是男人身上

的青春和热情深深吸引着她。与年轻情人那种无

忌恣肆的两性欢爱态度不同，已为人妻的喜子迷恋

的更多的是对青春流逝的焦灼转而为对青春肉体

所发散的年轻活力的羡慕与向往。在肉体的欢愉

中，这份迟来的爱情慰藉了喜子心灵的孤寂与灵魂

的创伤。当然，“爱情穿越了情欲，纯粹到性的爱情

其实也是爱情的外壳，在性里面还有一个核，就是

人性为孤独求救。”［４］

李樵是美丽的，初识孙离，她才二十几岁，如兰

花般美好，“脸上就像羊脂玉，白嫩嫩地透着亮

光”。［２］１２５李樵是独立的，她有着极强的事业心和奋

斗精神，在男权社会约定俗成的社会规范和纲常伦

理之下，较之男性，如李樵般的职业女性的事业之

路走得更加艰难。然而，现代人的生存不仅要面对

复杂的社会环境，还要面对丰富的精神世界和自我

心灵。李樵结束过一段婚姻，她起伏激荡的内心情

感和欲望，作者未着一字，我们却依然能感受到她

的世界的阴湿和滞重。李樵有着对浪漫的执著渴

求，有着敏感细腻的情感体悟，这是女人真实的生

命需求。在爱的男人面前，李樵笑起来总是毫无掩

饰，犹如孩子般调皮，一次次的性爱，让李樵沉迷于

性高潮的快感，也感受到了作为女人的生命价值。

然而，快乐着，欢乐着，她的情绪突然就不对了，久

久不再说话。孙离火一样爱着她，却不了解这个女

人。“孙离永远不知道她心里装着什么事，平时只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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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望着她微微锁起的眉头，听她若有若无的

叹息。”［２］１２３

从李樵的故事里我们看到，现代女性赢得了事

业，追求美好的爱情和生活，却为找寻不到理想的

精神家园与归宿而迷茫与失落，显示出女性全面实

现“人的存在”的艰难。面对爱人，李樵是孤独的。

她努力坚守着人格的独立，捍卫着精神的自由。她

和孙离的婚外情缘从不存在任何的权力和金钱的

交换，他们是彼此肉体的欢愉和精神的吸引，当然

也从未有过明确指向未来的目标和道路。

爱情并非虚幻的，作者撕开了爱情的神圣光

环，拆穿了爱情神话的虚幻，把爱情从不食世俗烟

火的天上拉回了男女相互依偎、扶持的人间。李樵

需要的是与相爱恋人的真心相知与永远相守，如一

株木棉和他“分担寒潮、风雷、霹雳”，“共享雾霭、

流岚、虹霓”，她追寻的是精神与现实生存的共同拥

有，这也许是作者对女性生命存在方式的探寻，也

是现代主义文化语境下女性关于人的生命意识的

建构。现代女性一直在寻找“自我”的道路上孤独

而艰难地跋涉，也经受着实现“人的价值”的所有痛

苦、迷惘与困惑。对孙离的最终拒绝，看似表达出

李樵的女性独立意识甚至是女权意识，然而作者也

无法为她找到一条证明女性自我价值的康庄大道，

只能以离去作为解脱。

小英瘦瘦小小，被父兄视为“物”一般的存在。

在小英的故事中，小说为我们展现出了女人在家庭

和婚姻关系中所遭遇的种种不堪和鄙陋。她不聪

明，四年级没有读完就被送进城里帮姐姐带孩子，

１６岁仍背不全乘法口诀。她不懂爱情，却又渴望
爱情，这种极度渴望正是个体孤独寂寞的真切反

映。她在藕煤炉上烧热了筷子只为卷头发，在懵懂

的年龄有了孩子而那个让她怀孕的男人却始终没

有出现。

早在１７９２年，英国女权主义者 Ｍ·沃斯通克
拉夫特就在《女权辩护》中高呼女人的自我发展是

比自我牺牲更高的职责。然而，传承千年的“父为

子纲，夫为妻纲”让中国男性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没有担当的男友、专制蛮横的家人让小英如同一件

可以随意驱使和买卖的物品。只因１千元的彩礼
钱，挺着大肚子的小英被远嫁给一个不曾见过且无

法生育的男人。这是一个生于新中国却没有受到

良好教育的可怜女人，是中国封建社会中被损害被

侮辱的女性形象，她的命运是女性在传统父权社会

的共同命运。王跃文在现代女性生存与觉醒中延

续了这一命题，这是对女性生命存在主题的深入思

考和不断探索。

小英的苦难来自于封建宗法思想构筑的社会

暗堡和女性本身的弱点自造的黑暗地狱。“千百年

来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忍受着一切屈辱和迫

害，却还要为这种被蹂躏、被凌辱的本身承担社会

上的一切罪名。”［５］小英生活在父权文化以及家庭

暴力的桎梏之下，在无“情”无“义”的失重婚姻中

自生自灭而不为人注意。

多年以后，孙离偶遇小英，长期的苦难生活已

把小英打磨成一架机器。在亲情人伦丧失的家庭

伦理下，被压迫、被奴役的小英如同裹上了一双无

形的三寸金莲，永远走不出如“枷”般的“家”的大

门。她是父家、夫家永远的“仆人”，是父家可以换

取彩礼的物品，是夫家操持家务的奴婢和泄欲的工

具，冷漠和背叛是她的家庭和婚姻的情感标识和行

为特征。在小英的身上我们也看到了一个被奴化

的灵魂，她缺乏自尊自爱自强的独立意识和经济地

位。她机械地对付着日常的一切琐屑，永无完结地

劳作，麻木而认命。她的女性生命意识是缺席的，

是被践踏的。她在无爱的悲凉生活中孤独地销蚀

着生命，让人绝望，令人同情。

《爱历元年》以小英既无“情”又无“义”的失重

生命状态，强烈质疑着居于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地位

的家庭伦理，这是对阴暗残留的“父兄”“丈夫”权

威毫不留情的暴露与批判。小英的一生，是悲苦的

一生，是一个女性生命意识被扼杀的一生，这是从

情感到心灵，从欲望到意志的全面扼杀。在父权文

化烛照下，她一直存活于被挤压、被隔绝的生命状

态，自我言说、自我表述的声音被彻底漠视，呈现出

无声的孤独景象。

　　二　激情的眩惑与理性的撕裂

“激情一直是肉体和灵魂的聚合点。”［６］７８不能

控制和平息的激情使得理智屈从于欲望，而灵与肉

的结合最终造就了癫狂。喜子在谢湘安发狂似的

性爱中不能自已地混乱乃至癫狂地喃喃自语：“我

要死了，我要死了！”［２］１５２在这里，理性终于丧失或

者错乱，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激情的眩惑。理性退

缩到黑暗之中，同时也被压制于激情之下。于是，

在理性消失于神秘的黑暗之时，喜子也在理性消失

的时刻迷失于激情之中。激情过后，平静的面容之

下，是心灵无法平复的躁动。这种内心的躁动，仅

限于身体内部，在身体表面既没有暴烈的行为，也

没有狂躁的哭喊，这是内心软弱无力的癫狂和

忧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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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福柯的说法，通常会快速反应并取得立竿

见影效果的元气（精神）已被黑暗渗透，变得“模

糊、浑浊和幽暗”。在这里，运气传送给大脑的物象

会被“阴影”所遮蔽，它们如此微弱，乃至身体不会

有任何表征，它们又如此沉重，似同化学黑烟而非

纯粹的光影，却又让人无法释然。［６］１１５于是，我们看

到的是喜子的孤僻和倦怠，却无法知晓其内心的躁

动。她神情淡漠，面容阴沉，却毫无泪水。

喜子无法拒绝这份爱恋，甜蜜又充满激情。小

安子的出现让她第一次真正体会了爱的滋味，爱情

的力量让她无法自制和抵抗。然而，喜子的现实世

界没有激情的喷发，也没有似水的柔情。婚姻所包

含的秩序、责任意味着束缚和枷锁，成为了现实生

活的不堪承受之重。现实是泾渭分明的必然秩序，

喜子必须选择，要么是理智的现实，要么是梦幻的

激情。在这里，庄重的现实法则已然受到冒犯，如

同激情中的混乱一样，理性和法则也已悄然混合在

癫狂的风暴之中。夜里，喜子会突然泣不成声，直

呼“饶恕我，饶恕我”，心中却恍惚迷惘。作者触摸

着喜子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在精神与肉体的欲

望狂欢中，试图通过对“性”和“情”的关注，挖掘人

性最深层次的根基。

作为探求人的解放最直接的通道，两性关系是

五四文化有关人道主义关怀的重要话题。在喜子

身上我们看到了现代女性经济独立和寻求爱情的

个性意识，然而，这种女性意识始终与男权文化规

范相伴而行，我们最终看到的依然是喜子向男权文

化所规定的“女性特质”的回归。婚外情与秩序化

的法定婚姻相冲突，选择是必须的，现实终归要个

答案：未来在哪里？喜子不得不结束，作者选择让

她必须继续做一个贤妻良母，她依然站在妻子和母

亲的位置之上，为此，作者给了她一个家庭的难题：

儿子的出走，让她无暇顾及爱情。最后责任感战胜

了爱情：她依然是一个被传统控制的女人。《爱历

元年》终究没有表达对婚姻伦理的最终否定，并以

这种否定实现对责任义务和固有秩序的消解。故

事就这样结束了。分开是这段激情的终点，回归让

矛盾得到了一个看似圆满的结局，而故事背后情感

与道德、本能与责任的两难选择更值得我们深思。

巴赫金说“作品中的每一组因素展现给我们

时，已经包含了作者对它的反应……他的思想、情

感都加上了自己的语调……”［７］王跃文在《爱历元

年》中保持了一贯冷峻的叙事姿态，然而他的态度

始终潜沉于故事背后。他没有给读者一个物质至

上时代里的爱情奇迹。作品的主人公们爱得浓烈，

最后分离，是否相互思念直到老去死去，我们不得

而知。最终，喜子是否已经在婚姻内外找到了情感

的平衡点，抑或已经屈从或者妥协于现实，小说直

到最后也没有给出答案。

作者只让喜子游离于自我意识的边缘，而她永

远无法逾越那个自始至终禁锢她的樊篱。最终，喜

子顺应了男权社会主流意识给女性设置的价值定

位和“女正位乎内”的传统道德律令。这也再次证

明“对男权社会的女人来说，爱情激发的是牺牲自

我多于确立和肯定自我，女人在爱情中发现的是作

为妻子、情人的自我，而非真正自立的自我。”［８］儿

子的来信，母亲的喜极而泣成为了小说的尾声，说

明在男性作家眼中，家庭依然是第一位的。在男权

文化境域中，女性对家庭对孩子是有无限责任的，

她的幸福最终来自于家庭给予她的身份认同。喜

子的选择顺应了男权社会的暗示，也隐含着作者最

终的男性意识：他最终无法跳出将父权制伦理的单

一价值观———男性价值标准，强制为女性自我价值

取向的做法。在掩卷之余，我们不得不深思：平淡

婚姻的现实和个人情感欲望的渴求难道是生活的

题中之义？

李樵的出现更鲜明地表现出王跃文男权中心主

义立场。王跃文小说的主人公几乎都是男性，多从

男性主体感受方面描写爱情和婚姻，女性几乎毫无

例外地都是男性“菲勒斯”中心主义的钦羡者与献身

者，女性人物的丰富情感和心灵体验被大大简化。

“她”的形象，始终带着某种“跨性别想象”，呈现着男

性眼中的“她”的女性形象和生命体验。《爱历元年》

中的女性群体虽然作为实体被书写，依然是作为欲

望化的文学符码被男性所想象和利用，“她们”一直

处于被波伏娃所认为的对象性存在的位置之上，深

深打下了英国文化批评家约翰·伯杰在《观看的方

式》中提出的“男性的凝视”的烙印，“她们”是男性

欲望的对象、审美的目标和理想的载体。

李樵就是这样一位作为“他者”的“她”，承载

着性别的“异己”文化，在寻爱的艰难旅程中，不断

处于人性的摇摆和精神的痛苦之中。离异单身的

李樵折服于孙离的成熟魅力，被孙离深深吸引。不

看重终极归宿，而重视生命过程的声色精彩，这种

我行我素的生存状态，只有极少数勇敢女性才能获

得并享受其中。这些少数女性所表现出的自主意

识成为了更多女性的心之向往，甚至可以说，最终

会成为一种时代现象。然而，李樵———这个表现出

自强不息的人生姿态的职业女性，因为自认为爱得

不道德、爱得无法得到归宿而内心痛苦。李樵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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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争取，就已然放弃。不坚持，不争取，甚至没有

争吵，离开是她为爱选择的道路。这个世人眼中的

现代女性没有表现出挑战世俗规范的叛逆，没有公

开表达自己对爱的执着，没有一意孤行地鄙视世俗

的看法，在没有非议和外界压力的情况之下，她没

有坚持她的爱情，她的离去成全了孙离的回归，而

这也是作者给孙离预设的必然结局。王跃文在自

觉或不自觉中陷人了男性文本的常见情节设置：在

两性关系上，有不轨行为的女人的是痛苦的。这既

显露了男性文本不能抹去的主流性别意识，也显现

出作者面对“女性困惑”的无能为力。

再看小英，身为被侮辱被损害的苦难者，她对男

性崇拜、依赖和赝服。作者对她是同情的。在她的

故事中，男性的虚荣、男性与对女性的权欲展现得淋

漓尽致。作者甚至没有呈现小英苦难一生的的思想

动态，或者是有意忽略她内心的矛盾与挣扎。她无

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也无法主宰自己的思想、情感和

欲望，甚至她和让她怀孕的男人之间所谓的“爱情”

也因为男人的沉默和她的怯懦而让这段感情在局外

人“居高临下”的逼视下，显得猥琐、干瘪。

在王跃文的笔下，女性的命运是和男人、政治、

权力、金钱联系在一起的，女性对男性更多是的依

附和归顺。在《爱历元年》里，女人虽然争得了更多

的笔墨，但其依然区别于张扬女性独立生命意识的

女性文学创作，作者的审美视野依然局限于传统观

念，男权文化意识依然彰显无遗，女性依然是男性

“菲勒斯”或者其化身————权力、地位的囚徒，她

们的存在依然可以视为“男性文化秩序”的外化。

女性的忍辱负重和爱情坚贞更能获得喝彩和掌声，

其生命价值是作为男性的妻子和孩子的母亲而存

在的，实质依然是男性生命的陪衬。但是作为一位

写男人的作家，对于展现女性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

现状和困惑，表达女性意识的多样和丰富，我们看

到了王跃文的变化。对于年轻女性的爱情迷惘、成

熟女性的性欲需求，以及两情相悦两性相吸的道德

性问题，作者没有明确给出答案，也没有直接进行

道德评判；对于女性难以言说的隐秘感受和对性的

生理需求，他没有笼统地用社会化的个性解放加以

解释；他探询现代女性精神世界的丰富与复杂，让

“她们”艰难而又尴尬地穿行于女性意识和男权文

化传统的种种规范之中。

王跃文对婚外情的态度是宽容的，在其一贯冷

峻的叙事风格之下，他没有对其进行谴责。恩格斯

说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道德的。面对无爱的

婚姻，王跃文帮助人物寻找爱情，甚至到婚姻之外

寻找爱情。这种对爱情的渴望和积极寻求，表明了

王跃文的理想主义爱情观。而最后的回归家庭，表

明他对规则之外的爱情的回避，其态度不是明确而

决绝，甚至可以说是含糊和保守的。这显然与他还

没有找到更合理的理想爱情的图式有关，而这本身

也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爱历元年》的女性刻画虽然都是个体感受，却

具有普遍意义，它是绝大多数女性现实生活的真切

折射。它所刻画的女性心理虽然多有个体主观性，

却代表了绝大多数女性的现实选择和真实表现：

“讲述个人经历的生命故事，通过个人经历的叙事

提出关于生命感觉的问题，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和

伦理诉求。”［９］这并非只是喜子、李樵和小英的生存

状态和精神世界，实际上也是这个时代众多女性的

现实状态，作品揭露了当代女性普遍存在且难以超

脱的精神困惑。这是既有个性也有社会意识的女

性言说，她们认同世俗观念和传统道德的个体意

识，也因为细节刻画和心灵书写而摆脱了观念表现

的抽象化，使得文本的现实主义表现有了某种内在

化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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