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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作家作品研究·吴昕孺专辑　主持人：湖南科技大学吴投文教授

［主持人语］吴昕孺，本名吴新宇，１９６７年生于长沙。作为湖南文坛的多面手，吴昕孺在小说、诗歌、散
文和文学评论上皆有引人瞩目的成就。他早年以诗歌创作成名，是当时湖南“新乡土诗派”的骨干成员。

后来，他的创作延伸到小说和散文领域，兼及文学评论，时至今日，已出版长诗《原野》，诗集《月下看你》

《穿着雨衣的拐角》等，长篇小说《高中的疼痛》《空空洞洞》《千年之痒》等，中短篇小说集《小说与故事》

《天堂的纳税人》，散文集《远离尘嚣》《自己是谁》《声音的花朵》等，文化随笔集《远方的萤光》《心的深处

有个宇宙》等。曾获安徽文学奖、中国“新散文”奖、《海外文摘》２０１３年度文学奖等。吴昕孺的创作具有强
烈的探索意识，显示出鲜明的个性风格。遗憾的是，目前评论界对这位湖南实力派作家的关注与其创作的

实际影响并不对称。本期推出的“湖南作家作品研究·吴昕孺专辑”，特邀多位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吴昕

孺创作的思想内涵和风格特色，以期深化学界对其创作的研究。

虚构与现实的交错

———论吴昕孺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

吴投文，舒晓军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吴昕孺小说中主要塑造了儿童、成人和疯痴者等三类人物形象。小说以少年儿童幼稚、荒唐的言语行为来反射真
实的世界，以成人看似稳重实则世俗的举动来消解对世界的固化认知，以疯痴者的呆傻来打破虚构与现实的平衡，其颠覆了

对现实生活的某种固定认知，形成了对现实的另一种审美观照，表现出作家对社会现实的独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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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吴投文（１９６８－），男，湖南郴州人，湖南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舒晓军（１９９２－），男，湖南娄底人，湖南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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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湖南文坛的一个多面手，吴昕孺在小说、
诗歌、散文和文学评论上的成就有目共睹。他在诗

歌创作上出道甚早，可谓少年成名，后来他的创作

延伸到小说和散文领域，兼及文学评论，成就斐然。

近些年来，吴昕孺在小说创作上用力甚多，不断有

佳作问世，不断带给读者新的惊喜。时至今日，吴

昕孺已出版《高中的疼痛》《空空洞洞》等长篇小

说，以及《小说与故事》《天堂的纳税人》等中短篇

小说集。他的小说写作手法独树一帜，无论是第一

人称叙事的运用，还是人物类型的选择，都体现出

其对小说叙事创新性的追求。

吴昕孺在小说集《天堂的纳税人》自序中说：

“小说最终要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身处的现实并不

是唯一的，我们完全可以不依赖于这个现实，而用

文字构筑另一个‘现实’。”［１］１确实如此，在他的小

说中，虚构与现实的交错构成了另一种“真实”，构

成了另一个“现实”。在他的小说世界里，儿童、少

年、成人、疯子这几种并不属于同一类型的人物，却

在虚构与现实中交错，折射出对现实的某种消解意

味；但小说又并不是意义的完全解构，而是对现实

的另一种呈现。在吴昕孺的小说中，我们会看到不

同人物形象所折射出来的异样光芒，他以打破常规

的人物视角颠覆了我们对现实生活的某种固定认

知。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以少年儿童幼稚、荒

唐的言语行为来反射真实的世界；以成人看似稳重

实则世俗的举动来消解对世界的固化认知；以疯痴

者的呆傻来打破虚构与现实的平衡，形成对现实的

另一种审美观照。透过这三类人物形象的刻画，我

们可以发现作家对社会现实的独到认识。

　　一　童心世界的隐秘角落

在吴昕孺的小说中，尤其是中短篇小说中，少

年形象频繁出现，构成了一个不无扭曲却别具一格

的童心世界。他在《天堂的纳税人》自序中说：“我

觉得少年是与中短篇小说最为匹配的主体。少年

处于人生的启蒙时期，富有想象力和行动力，任何

玄妙巧异之事在少年眼中都是自然而然的，反过

来，任何自然事物在少年眼中又都是新鲜活络

的。”［１］２吴昕孺的小说往往通过儿童、少年独特的

言行和思想来构建一个真实而又虚幻的诗性世界，

并以此来展现现实生活中真实而酷烈的一面。吴

昕孺小说中的儿童和少年大多是背离童话性质的

受难者形象，读者既可以感受到童真童趣中流露出

来的本真人性，也可以感受到现实世界剥夺儿童天

性所产生的哀婉气息。这些儿童并不是童话中的

天使，他们过早品尝了生存的苦难，产生了性格上

的某种变异，在天使的性情中带有一点恶魔的意

味。这些儿童和少年作为成人世界的一面镜子，反

衬出成人世界的残缺和虚伪。

吴昕孺的小说中那些异常鲜明的儿童、少年形

象，似乎“后退着”闯入了我们的视野，把我们带回

了对童年时光的追忆之中，引发了我们对这些人物

形象的思考。如《宝贝》中的小玉、《疯子》中的匹

超、《父亲的钱夹子掉了》中的妹妹、《窃》中的小杰

等，这些儿童、少年以虚妄、幼稚的言语行动，折射

出社会现实荒诞而又真实的一面。《宝贝》中的小

玉，本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孩子，但自从家里新添

了一个弟弟后，家人将“宝贝”的称呼转给了弟弟，

小玉从此失去了爸妈的疼爱，在家里成了一个可有

可无的人。于是，她采取如推下阳台、喂老鼠药、到

车站卖掉等各种办法，试图加害自己的弟弟。幸好

她的行为每次都被家人及时发现，才没有造成严重

的后果。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可爱的小女孩会如此

讨厌自己的弟弟，但小说的用意也许就是想通过小

玉的极端行为来影射现实中普遍存在的重男轻女

观念，借此折射现实中儿童心理欲求往往被忽略的

问题。

在“新批评”的理论家看来，文学是一个独立和

独特的世界，并不依赖于客观世界，与现实有着本

质上的区别。如果需要给文学一个更简单有效的

界定，大概如此：文学的本质存在于作品本身之中，

作品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包含着对立元素和意义结

构的有机整体。［２］吴昕孺的创作受西方现代主义文

学的影响较深，他一直强调文学的独立自主性。在

刻画人物形象上，他常常以儿童、少年特有的倔强、

固执来躲避外面的喧嚣和干扰，在“记忆式的怀旧

书写”中保持诗性境界的圆融和充实。《牛本纪》

中的小五具有儿童的偏执，他不顾大人的警告，执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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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让一头没骟的恶牛“皇帝”和母牛进行交配。小

五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和当时的社会现实相违

背的，他的善良天真与成人的冷血无情形成了鲜明

的对比。吴昕孺正是通过少年小五的视角所构建

的内心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反差，让我们看到满是幻

想的少年在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困惑。吴昕孺通

过儿童、少年天性纯良的言语行为，通过虚构的形

象，让读者思考社会现实，因而其作品隐含着批判

的锋芒。

此外，我们很容易感受到吴昕孺小说中流露出

来的悲悯情怀。他珍爱童心的纯净，但现实往往给

儿童的生存抹上了一层悲凉的阴影。《牛本纪》中

的小五、《盗》中的小杰、《父亲的钱夹子掉了》中的

妹妹，这些儿童和少年都有一种发自天性中的纯洁

本能，但由于得不到成人的呵护，其纯洁本能只能

以扭曲的形式表现出来。在此，童心和所谓的“成

熟”处于对抗的状态，最后的结果是，童心受到了伤

害，但仍然保持近乎完整的诗性状态。这样一种对

照，在吴昕孺的小说中成为一个独特的视角，表现

出作者对现实世界的某种忧虑。《盗》中的小杰从

小和“我”在孤儿院长大，因不堪忍受初中生活的窒

息、呆板被迫成为职业小偷，最后阴差阳错偷到了

童年伙伴小米的家里，使市福利院院长家里贪污的

巨款曝光。小说的结尾，小杰的哭声让人难以释

怀，他和“我”这次盗窃本是为了救助另外一个“小

米”生病的爸爸。显然，童心在这里受到了成人世

界的挫伤，这也是吴昕孺试图让读者深思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吴昕孺还以儿童、少年作为独

特的观察视角，暴露了现实社会的某些痼疾和人性

的阴暗，引起我们对生命残缺问题的警觉。《宝贝》

这篇小说中，成年后的小玉仍然对童年时期的遭遇

耿耿于怀，在弟弟的婚礼上，她对爸妈说：“那时我

多么想你们像喊弟弟一样，喊我一声‘宝贝’

啊。”［１］１１可见，童年时期受到的伤害是如此刻骨铭

心地烙在了小玉的记忆中，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对

“男尊女卑”传统观念的警醒和反思。显然，作为诗

人的吴昕孺，对社会和生活有着比一般作家更为敏

锐的感觉，他从童心这个视角，发掘并针砭了现实

中存在的一些弊端。

　　二　失去本真的成人世界

对小说家来说，现实生活既是创作的源泉，也

是创作的限制，需要他们恰到好处地把握好现实生

活和想象虚构之间的平衡。艺术来源于生活，但又

高于生活，较之“自然的直接复现或对自然的模

仿”，具有更高的真实性。［３］可以说，真实性是小说

创作不可绕开的艺术品质，也是艺术想象和虚构的

前提和基础。在吴昕孺的小说创作中，对人物形象

的塑造是一种自觉的艺术追求，也是其小说创作尊

重文学传统的一个重要表现。与天性纯真的儿童

和少年形象相比，吴昕孺小说中的成人形象带有更

多的世俗色彩，他们的身上表现出一些传统文化中

根深蒂固的负面价值，与现实构成了一种反讽性的

对照。他们往往世俗功利、虚伪做作，掌控着现实

世界的一切，极力维护自己的权威和利益，阻止别

人打破他们所构建的现实秩序。同时，这些成人形

象又是特别的，在他们僵持的面孔下，隐藏着人性

残缺所带来的荒凉和悲伤意味。这些人物形象的

塑造可以消解我们对现实世界的固化认知，唤起我

们重建健全人性的渴望。

吴昕孺通过笔下一系列成人形象的塑造，用敏

锐的眼光审视这个世界，也在小说中表达了他的困

惑与忧虑。在这些成人形象身上，我们可以体会到

与儿童、少年形象视角下不一样的现实。《宝贝》中

小玉的妈妈、《父亲钱夹子丢了》《牛本纪》中“我”

的妈妈、《鸭语》中“我”的母亲和肖叔叔等等，都失

去了自然本真的人性，他们的心灵不同程度地被扭

曲了，在他们的身上可以发现作者对人性之恶的揭

露。“母亲”这一形象值得特别注意，其在小说中往

往起着不同寻常的结构性作用。《宝贝小玉》中小

玉的妈妈，实际上是我们在现实中经常可以见到的

那种妇女，她有着典型的重男轻女的观念，面临着

来自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面对６岁小玉的撒
娇，母亲显得很不耐烦，态度粗暴，“她吐出的每一

个词都被女儿的泪水和哭声冲走了。”［１］１小玉仿佛

隔着一面厚厚的玻璃看自己的妈妈，那边妈妈的脸

变成了一副凶相，嘴里滚出几颗冲不走的鹅卵石：

“不准哭，会吵醒弟弟！”［１］２这对小玉的心理伤害极

大，成为她一种痛苦的童年体验，并一直伴随着她

后来的成长。妈妈对小玉和弟弟不同的态度，是重

男轻女思想影响的结果，但归根到底还是源于整个

社会对这种观念的默认。《宝贝》中的“妈妈”刻画

得非常真实，作者发掘出了这个人物身上的典型

意义。

在吴昕孺的小说中，母亲形象始终居于一个显

要的位置，无论是《宝贝》中的小玉妈妈，还是《父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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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钱夹子丢了》《鸭语》《牛本纪》中的妈妈，这些人

物形象在作者的笔下都得到了浓墨重彩的描写。

在吴昕孺小说中，这些女性形象明显多于男性形

象，这种选择上的反差颇有意味。吴昕孺小说中的

父亲或者只闻其人，如《宝贝》中的小玉爸爸；或者

很少出现，如《桃花劫》《牛本纪》中的爸爸；或者被

转化成其他形象，如《父亲的钱夹子丢了》中的爸

爸，最后竟变成了土狗子。吴昕孺的小说中，女性

在家庭中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她们不仅要操持一家

人的生计，还要像男性一样在外面工作。与之相对

的是，小说中的父亲或隐或现，却居于家庭中的主

导地位，有着绝对的权威。吴昕孺以反衬手法，突

显出女性在社会中的实际地位和其所付出之间的

巨大差距。小说中暗含着一种声音：女性应该得到

应有的地位和尊重。

在吴昕孺的小说中，《鸭语》的内涵非常厚重，

发表后广受关注，获得了 ２０１３年度的“《海外文
摘》文学奖”。《鸭语》中的肖叔叔是一位受过教育

的知识分子，身世坎坷，在政治运动中被打成右派，

受过批斗，蹲过监狱。他在新疆坐了１５年牢后回
到家里时，娘疯了，弟弟也死了，妹妹嫁人了，他就

当起了“鸭司令”，以养鸭谋生。他的遭遇本来令人

同情，但在严酷的政治运动中，他的人性变异了。

在批斗汪三婆的大会上，肖叔叔利用鸭子羞辱了汪

三婆，导致汪三婆上吊自杀，肖叔叔的地位也因此

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当上了学校的体育老师。在这

之后，肖叔叔开始冷落他所养的鸭子，虐待它们，最

后导致了鸭子的报复，他的眼睛被弄瞎了，落得半

身不遂，几天后淹死在门前的池塘里。小说通过肖

叔叔对鸭子前后态度的巨大反差，以及鸭子们由顺

从到反抗的变化，写出了成人世界中触目惊心的人

性变异，使我们对现实的荒诞产生深刻的感触。肖

叔叔本来经历过汪三婆所遭受的磨难，在汪三婆被

批斗时，他本应产生怜悯之心，但他却对汪三婆施

加了自己所遭受过的羞辱。批斗会场中群众快乐

的笑声也让我们想到了鲁迅笔下的看客。遭受群

鸭戏弄的汪三婆在屈辱中走向了生命的尽头，而肖

叔叔也得到了报应。小说对肖叔叔的刻画，正如鲁

迅先生对阿Ｑ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一样，其里
面包含了深刻的悲悯意味。小说中描写的“看客”

群众也如同肖叔叔所养的“鸭子”，麻木地听从命

令，缺少思想的自主性，毫无同情心，把自己的快乐

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鸭语》通过象征、隐喻和

暗示等手法，“入木三分、痛快淋漓地揭露了那个荒

唐年代带给人们的深重苦难和难以抚平的心灵创

伤，读来令人痛彻心扉、不禁掩卷沉思。”［４］无论是

《宝贝》中小玉的妈妈，还是《鸭语》中的肖叔叔，吴

昕孺总能以虚构和现实交错的形式带给读者一个

思考的主题：我们眼睛所看到的现实是否就是真

实？现实的背后是否存在虚构？吴昕孺通过塑造

典型人物形象来消解了我们对现实社会的固化认

识，带给我们新的启发。他小说中的成人形象告诉

我们：与儿童、少年的单纯、天真相比，成人的世界

充满丑恶和虚伪，这种丑恶和虚伪造成了对儿童心

灵的压抑和扭曲，我们应该重新认识成人世界中存

在的这些问题。

　　三　疯痴者与现实的对照

除了前面论及到的少年形象和成人形象，在吴

昕孺的小说世界中，还出现了一些富有深意的疯痴

者形象。不管是《疯子》中的疯子匹超，还是《冤

家》中的芝莲，不管是《桃花煞》中的秀英、疯子舅

舅，还是《痴呆》中的沈大千，都是这一类疯痴者形

象。这些疯痴者的病状都与现实的压力有关，是现

实生活压垮了他们的精神支柱，使他们成为时代的

可悲的牺牲品。如《疯子》中的匹超，本是一位淳朴

的农家少年，由于父亲是一名矿工，常年在外，而弟

弟年纪还小，尚在读书，所以在家操持农活就成了

匹超理所应当的事情。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匹

超内心的怨气越积越多，他也有自己的追求，却不

得不放弃，只能一辈子做农民。相反，弟弟的前程

越来越好。于是，匹超的心态开始扭曲，他最后“疯

了”。因为“疯了”，匹超才替代他的父亲，成了一

名矿工。在吴昕孺的笔下，匹超是否真的疯了，我

们难以确定；这是小说留给我们的一个悬念。匹超

“疯了”之后，他才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如果他没

有“疯”，他就很难取代他的父亲成为一名矿工。这

里就显示了生活的荒诞性；小说里有种说不清道不

明的东西，大约暗示了生活的本质。吴昕孺正是以

匹超的“疯狂”来解构现实社会的虚伪秩序———正

常的匹超无法与现实进行对抗，唯有疯癫的匹超才

能在现实中达到自己的目的。小说描绘了现实秩

序的崩溃，流露出对现实的嘲讽。

吴昕孺的小说中还写到了女疯痴者的“笑”与

“哭”。这是生命的另一种状态，充满了悲伤和痛

苦。《冤家》中的芝莲、《桃花煞》中的秀英，二者以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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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哭一笑”的表现形式解构了现实生活虚妄的和

谐，呈现了现实生活惨痛酷烈的一面。吴昕孺在写

芝莲时，花费的笔墨并不是很多，但从芝莲的“哭”

中，我们可以读懂很多东西。文中写道，“芝莲比她

姐姐更不会读书，傻愣愣的，……我们毫不留情地

把她挤压在墙角，好比扑在一堆棉絮上。弄得她很

痛的时候，她会哭，哭得极节制，用衣袖子往脸上抹

两把就不露痕迹了。”［１］２９这是芝莲的第一次哭，她

的哭声中有胆怯，也夹杂了一些窃喜，她喜欢融入

到这种群体的游戏中。可以说，芝莲的这次哭，不

是心灵的哭泣，只是因为身体疼痛而流泪。她的内

心是高兴的，存在感让她感到喜悦。芝莲的第二次

哭泣是姐姐被欺负后，“她哭了，这次似乎格外伤

心，比平时多流了好多泪水。我和汉三不觉停止了

推搡，她轻声而又决绝的说：‘你们再不能欺负我

姐，不然我不跟你们玩了！’”［１］３０芝莲的这次哭泣

与第一次不同，此刻她的内心是矛盾的———一方面

自己的家人遭受欺负，自己想去帮助；另一方面，她

知道这样做，就会失去仅有的还会关注她的人的关

注。但是，在面对家人和自我的选择时，她最终选

择了保护家人，我们也听到了她轻声而坚决的声

音。吴昕孺笔下的芝莲是值得同情的，她的傻痴导

致朋友、家人对她的嫌弃，她只能以牺牲自我的方

式来获得微乎其微的存在感。芝莲尽管痴傻，可她

懂得保护自己的家人。从芝莲这一人物形象中，我

们看到了现实社会的另一面：一名“疯痴者”的眼泪

是落寞的，落在了现实所忽略的角落。芝莲的“哭”

是那么的有冲击力，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人情冷

暖，也揭示了其背后的某些原因。

《桃花煞》中的秀英因３岁时得了一场病，影响
了智力发育，但没有影响到她的善良和纯洁。小说

中这样描述她：“她长得很胖，也很白，跟比她大一

岁的玉音相比，她脸上一天到晚挂着笑，见人笑，见

到毛和狗也笑，见到老鼠和蚂蚁也笑。”［１］１３９她的笑

是平等的，不管是对人，还是对动物，都没有区别。

这样的“笑”和玉英、杨志勇、秀英妈妈的傲慢冷漠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从一个疯痴者身上看到

的是一个正常人所不具有的善良、真诚的品格。在

这种对照中，裸露出现实的荒凉。实际上，不管是

秀英的“笑”，还是芝莲的“哭”，在正常人那里，都

是不能理解的。这也说明，一个疯痴者身上近乎本

能的善良和真诚在现实中普遍失落了，这就是作者

告诉我们应该引起警觉的地方。

在吴昕孺的小说中，既有张扬人性之善的作

品，也有直面人性之恶的作品，其构成了一个相互

对照的文学世界。这种对照彰显了一种正面的诗

性力量，也抑制了恶的负面影响。这种对照具有审

美判断的意味，将美好的事物引入了人们凝眸的视

野，使他笔下的人物获得了一种诗性的光辉。总而

言之，“童心说”构成了吴昕孺美学观的核心和基

石，他笔下的儿童和少年如此富有诗意和光彩，表

现出人类极单纯的情感，而这种极单纯的情感又映

照出了人性的复杂。他以儿童和少年为题材的创

作“不仅书写着留存并深深烙印在作家心底的童年

的人事景，而且还渗透了过去时代的氛围、作家的

感伤与怀旧情绪，以及各种兴味、同情与反思”［５］，

也显示了吴昕孺真诚的艺术追求。从某种意义上

说，其写作视角是“向后看”的，但这样反而使其发

现了艰难生存中诗性光辉的一面。他笔下的成人

形象虽然布满了丑陋的斑垢，但也具有反思的价

值，可以促使读者在沉痛之余，思索人性的复杂和

生存的悲剧性意义。吴昕孺是一位用心体察生活

的作家，在生活的复杂性面前表现出了敏锐的洞察

力。他写出了不断变化的现实对人性的冲击，又保

持了始终如一的美好情怀，这使他的小说获得了较

高的艺术品位。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会继续给我们

奉献更多更优秀的作品。

参考文献：

［１］吴昕孺．天堂的纳税人［Ｍ］．兰州：敦煌文艺出版
社，２０１３．

［２］陈本益，向天渊，唐键君．西方现代文论与哲学［Ｍ］．重
庆：重庆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１７６．

［３］王　毅．虚构与非虚构：论余华的《第七天》［Ｊ］．华中科
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３１（６）：２９．

［４］蔡先进．直抵心灵的荒诞梦呓：读吴昕孺小说集《天堂
的纳税人［Ｊ］．创作与评论，２０１６（０３）：８４．

［５］陈进武．吴昕孺小说论［Ｊ］．创作与评论，２０１４（１２）：５９．

责任编辑：黄声波

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