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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街”上的民族秘史与心灵悲歌

——读何顿长篇小说《幸福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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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何顿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幸福街》写出了半个多世纪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变迁，他以小人物

的日常生活作为叙事的基调，将大时代的风云变幻与普通人的凡俗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用日常史诗

的笔致再现了民族秘史和心灵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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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e Dun’s newly published novel Happiness Street has been written about the changes of Chinese 
history and society fo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He takes the daily life of ordinary people as the basis of his 
narrative and closely combines the changes of the great times with the vulgar life of ordinary people. Wit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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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扎克曾将小说视为记录一个民族发展的

秘史，梁启超在论及小说与群治之间的关系时也

曾充满激情地将小说的作用提到罕见的高度。梁

启超以思想启蒙和再造新民作为评定小说价值的

起点，他认为，欲新旧中之国道德、宗教、风俗等，

需用新小说作为其实现的前提。事实证明，历史

的后来者总是借助小说建构的叙事和逻辑重新获

得感知历史的可能，小说最大的魅力和动人的力

量或许也就在于它承载着对时代变革和个人生活

的真实表意。在这样的意义上，何顿新近出版的

长篇小说《幸福街》无疑带给了我们新的历史认

识和美学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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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对历史的重新想象与书写

学者祝勇曾指出：“小说的要务，便是从昏

蒙的时间中醒来，面对那些裹挟在历史急流中的

个体，重新触摸历史在每个人的脸上打下的烙印，

在艺术的真实中还原生命的痕迹。小说的本质不

是描述什么历史画面，而是真实的心灵图景。”[1]

何顿新近的长篇小说《幸福街》以近乎白描的方

式再现了 20 世纪 50 年代后中国社会的风云变幻

以及历史的发展和跃迁进程，小说通过两代人的

人生和命运遭际，在“元历史”的意义上真实而

生动地还原了 20 世纪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风貌。

无法逃遁历史带来的所有规训和惩罚是每个历史

中的个体必然要承受的宿命，他们在肉体和精神

上经历的艰难跋涉无疑会激起后来者的悲悯和同

情。幸福街是吕家巷进入新时代后的更名，“幸

福街”的命名中本身就蕴含着对历史的潜在叙述，

同时也是对生存于其间的两代人命运的生动写照，

他们的“幸福”与“不幸福”在历史的无声流转

中得到鲜明的映现。小说中，父辈的历史以李咏梅、

周兰、赵春花、黄迎春等人的人生命运成为书写

对象。他们是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他们是顾

城笔下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

找光明”的“一代人”，也是大声地向历史宣告“我

不相信”的“一代人”。因此，他们的身体和精

神之痛、理想和信仰的挫败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

“一代人”命运的生动隐喻。子辈的历史则以何勇、

林阿亚、黄国辉、张小山、陈漫秋等年轻一代的人

生和命运抉择作为叙事主体，他们的思想、精神和

心灵在历史的错动和变革中成长，历史成为了他们

无法逾越的羁绊和祭奠青春的墓志铭。在他们的生

命历程中，既有青春无悔的热情呐喊，也有与时代

抗争失败后的无奈和彷徨。何顿有意识地在小说中

同时呈现出父辈与子辈两代人的历史，他将历史的

经历者和赓续者的命运与时代的风云变幻同构在

一起，两代人面对历史和生命的无常时表征出的犹

疑和绝望令我们扼腕叹息之余深表理解和同情。于

是，《幸福街》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两代人共同的

心灵传记和精神证词。

对于历史的征用和消费是当下小说家用以描摹

20 世纪中国最行之有效的方式，然而，那些被建

构的历史叙事中却鲜明地呈现出一种非历史化的

倾向。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的双重驱动机制使历

史转而成为一种似是而非的随意性想象，于是历

史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戏说和解构，历史的本原性

和真实性消失殆尽。“当消费主义的思潮和诸如

历史虚无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结合起

来的时候，消费主义的指向就开始从作为普通商

品的消费品转向了作为人类意义载体的历史，历

史及历史的诸种转化都被当作消闲之资。”[2]《幸

福街》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让我们重新认识和考

量了小说与历史之间的辩证关系。何顿讲述历史

的方式让我们重温了一种久违的历史叙事，虽然

这种历史叙事同样无法还原和抵达历史发生场域

的彼岸，但至少让那些历史亲历者和想象者对 20
世纪中国历史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从思想史

的角度看，历史记忆不仅是回忆那些即将被遗忘

的往事，或是遗忘那些总是会浮现的往事，而且

是在诠释中悄悄地掌握着建构历史……也就是透

过重组历史来界定传统，确定自我与周边的认同

关系。”[3] 事实上，讲述历史本身在今天已经不再

重要，更为重要的是如何讲述。“历史仅仅是叙

事的一种集合，就历史对过去的事件做出解释而

言，所有的历史是像叙事那样被建构的。”[4] 在

一个几乎所有人都拥有着自身的历史观念的时代，

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想象和讲述历史，表面上

看历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理解和阐释，但实质上

历史之真与我们渐行渐远。

《幸福街》与那些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性红色

叙事或者宏大叙事截然不同的是，小说中呈现出

的历史质地近乎是原生态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积

聚而成的思想焦虑和创伤记忆被何顿以平淡如水

的方式有效地消解和置换了，他以“去政治化”

的叙事方式将那些不可承受的历史和生命之重予

以新的表达。很明显，何顿并没有继承伤痕文学、

反思文学和知青文学的写作传统，而是建构了一

种个人化的历史叙事。何顿在《幸福街》中并没

有表达出对于历史锋芒毕露的批判和反思，他的

写作初衷并不是对“谁之罪”问题的追索和探求，

他也无意去突显和重塑个人的血泪与生命的悲剧，

而是在平常静默中讲述着“含泪的微笑”。诚然

何顿对于他小说中书写的历史肯定存在着自身的

情感认同方式，但是何顿既没有对他讲述的历史

作出任何的思想评说和价值判断，同时也刻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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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了对那些痛定思痛式的历史劫难和暴力的正

面呈现，以致于当我们重新走进和凝视他笔下的

历史时，不会感到浓郁的伤感和悲痛，相反，我

们体悟到了一种消逝久矣的温暖和动人的力量。

这种力量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幸福街》讲述历史

的方式恰如其分地迎合了我们内心深处的美学期

待。它让我们从既往的那些带有正史性质的历史

叙事的禁锢中走出来，进而开启了新的历史想象

与言说方式。

二 日常之光与历史之影的叠映

在评论者的眼中，何顿是一个辨识度极高的

作家，这种辨识度主要取决于他的小说写作并不

单纯性地拘泥和追逐某种文学创作潮流，而是表

征出一种非标签化的个人性写作风格。几乎所有

的小说家都会在其文学版图中建构一个相对封闭

的时空体叙事，这个时空体既是现实的地理空间，

同时也是作家安放情感和心灵记忆的重要载体。

这个时空体就像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苏童的

枫杨树故乡、迟子建的哈尔滨以及付秀莹的芳村

等。对于何顿而言，他的时空体无疑是湖湘世界。

在何顿此前的小说《我们像葵花》《黄泥街》《湖

南骡子》以及新近出版的《幸福街》中，湖湘文

化、历史、风物和人情几乎随处可见，何顿成功

地构建了自己绵密、丰富而又无比诗意的湖湘地

理学。因此，何顿的小说对于湖湘历史文化的书

写就不仅仅是对 20 世纪中国历史的重新审视，同

时也凝结着他永恒的乡愁。《幸福街》中的时间

和空间不仅流淌和贮藏着何顿个人的心灵秘史，

作为当代中国的时空缩影，“幸福街”上的“小”

历史与 20 世纪中国的“大”历史也是彼此同构和

互为印证的。何顿小说的重要特质在于他并不正

面直视历史本身，而总是试图将历史设定为小说

叙事的底色。换言之，何顿笔下的时代和历史仅

仅作为小说的布景而存在，普通人或者说小人物

的日常生活才是他小说叙事的“主旋律”。那些

潜隐在历史缝隙中的普通人纵然不会对历史的发

展进程产生决定性作用，但是作为一个无声的沉

默群体，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生命体验中却鲜活地

裹挟着历史的血肉记忆。很多时候，我们正是凭

借着现实生活中那些庸常琐碎的细节和不被光亮

照射的幽微地带走向了历史的纵深处。很显然，

何顿写作《幸福街》的思想原旨和初衷并不试图

让我们看到历史如何影响着“一代人”的选择，

而是以一种试图告别历史和革命的姿态，透过个

人的世俗生活让我们更为清晰地看清历史的真相。

这种对于历史本身的潜在拒绝并不是有意地遗忘

历史或者将历史从个人的记忆中剔除，其很大程

度上是重新建构了一种由个人到历史的想象方式。

“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发展和实践轨迹表明，

小说写作由宏大叙事向日常生活的内在转化和过

渡是当代文学叙事中的一股清流。何顿不动声色

地讲述着那些沉落到现实中的平凡而普通的日常

故事，借由日常生活的光与影折射出历史的斑驳

与沧桑。犹如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的新写实主义

小说家一般，何顿同样“贴着生活底层‘毛茸茸’

的事实书写，传达出一种生活的无奈与渴望走出

的焦虑，真实地再现了文学的中国经验，同时，

他们在无奈的生存中又屡屡激起生命的韧劲与局

部的激情，在原生态的冷酷中透出生存的硬度。”[5]

小说《幸福街》中记述的生活便是如此，父辈与

子辈两代人的生活和命运都是“一地鸡毛”式的，

他们共同拥有着“印家厚”式的烦恼人生，在历

史的夹缝中顽强地抗争着卑微琐碎的现实以求得

生存。所以，何顿在他的小说中不再媚俗式地标

榜和构建革命话语的叙事洪流，相反，他努力地

将长久以来一直被强势的革命话语压抑的个人话

语突显出来。这些置身在历史中的生命个体不再

作为思想启蒙和国民性批判的对象而存在，他们

成为了历史夜幕中最耀眼的星辰。个人不再是被

话语建构的无生命的个体，他们成为世俗生存中

真正地具有思想、生命和欲望的“活着”的个人。

何顿对于人的生命本能及其内在价值的高度

肯定，使得小说《幸福街》中不再到处弥漫着历

史的氤氲，而是充斥着人性和人道主义的思想光

芒，正是这些微弱的光照亮了历史的深处并守护

着历史最后的正义和尊严。就像小说中写到的林

志华，痛不欲生的牢狱生活让他选择了背叛和妥

协，他在威逼和诱骗中诬陷妻子周兰是国民党特

务，林志华的迂腐和无知让周兰经历着身体和精

神上难以言说的苦痛。然而，当林志华幡然醒悟

到自己受骗的真相时，他以自缢的决绝方式表明

自己真诚的忏悔。《幸福街》中的历史与生活就

像光与影无法彻底割裂一般，历史的泥淖困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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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庸的生活，琐碎的日常重新照亮了历史。一部《幸

福街》几乎囊括了 20 世纪中国历史变革中所有惊

心动魄的时间节点，但何顿就像一个游离在历史

边缘处的局外人，他近乎以缄默的姿态面对了那

些潜藏在他笔下的历史。何顿将自己的历史情感

和态度以“理解之同情”的立场投射到普通人的

日常生活经验中，他既冷静而谨慎地让我们走进

历史，同时又引领着我们走出历史的迷雾，回归

和沉落到现实，何顿在虚幻的历史与真切的现实

之间讲述中国故事和表达中国经验。

三 现实主义的回归

批评家贺绍俊曾鲜明地指出：“现实主义说到

底，它应该是文学写作的基本功，因此它也必然

是无处不在的。也就是说，一个作家如果缺乏现

实主义这一基本功的训练，他以后搭建起来的文

学大厦哪怕再富丽堂皇也是不牢靠的。”[6] 究其实

质，小说《幸福街》对于历史和生活的真实呈现

决定了它是一部现实主义力作，或者更为切近地

讲，何顿的小说叙事直接继承的是批判现实主义

的文学传统。批判现实主义是 19 世纪西方文学创

作的重要支脉，它以人道主义作为思想旗帜和精

神武器，忠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并深切地关注人类

的命运和前途。现实主义在 20 世纪中国的历史语

境中经历了异常复杂的接受和发展过程。从五四

时期的易卜生主义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革命现

实主义，以及 20 世纪 90 年代对现实主义的重新

回归，虽然这个相对漫长的历史进程使现实主义

理论的内涵和本质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但是

其忠实地反映时代和社会生活的本质却从未改变。

何顿是一个拥有家国情怀的作家，对 20 世纪中国

人坎坷的人生道路和生命体验的关注是其不断地

走进和书写历史的重要缘由。说到底，现实的人

是构筑和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脱离了对

人的关怀，任何的历史都将失去存在的根基。“小

说是人的历史，同样，历史也是人的前提和结果。”[7]

《幸福街》的现实主义特质在于小说中书写的所

有历史细节都经得起检验和推敲，在一个到处以

“非历史化”的方式书写和呈现历史的时代，何

顿以现实生活照亮历史的笔致就显得无比珍贵。

小说中，我们在林志华、陈正石、黄迎春等父辈

的命运遭际中感受到了历史转折期的动荡不安；

在赵春花的身上看到了历史喑哑年代中永不妥协

和屈服的女性生命的光辉；在林阿亚、何勇、陈

漫秋等子辈的生命历程中体会到了知青一代人生

命运的无常；在张小山的身上异常清晰地看到了

改革开放后个人奋斗的成功和失败；在陈兵和荷

花身上感受到的是革命时期与后革命时期中爱情

的扭曲、背叛和死亡。何顿将这些芜杂琐碎的日

常生活全部融汇到他的小说版图中，这些小人物

的生活和生命的状貌连缀到一起就构成了大时代

波云诡谲的历史图景。因此，何顿的历史叙事就

实现了人与历史之间的内在统一，即人是历史中

的现实人，而历史则是由真实的生命个体构筑成

的历史。

小说《幸福街》中的现实主义精神还鲜明地体

现在何顿对于人的情感的肯定和书写。对于正义、

善良、爱情、美的心向往之是人类源自本能的共

通性的情感和价值认同，它们的存在完全超越地

域、种族、阶级等构成的阻碍。在 20 世纪中国文

学的历史构成中，爱情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是被压

抑和禁锢的，它只能被淹没在革命话语的神圣光

环下而成为遥不可及的神话。然而，何顿在小说

《幸福街》中却不吝笔墨地写出了父辈与子辈两

代人的情感生活，他们的情感经历不仅生动地映

照出了历史的真实面相，同时也浮现出作家何顿

对于历史的反思意识。何顿笔下的情感叙事迥异

于传统的革命历史小说，革命历史小说中的爱情

只有在革命的庇护下才具有自身的历史合法性。

当然，何顿没有像王小波的《革命时期的爱情》

那样，将革命时期的爱情表达得如此阴暗和畸形，

通过对身体和欲望的爆炸式宣泄达到对历史的质

疑和批判。何顿同样也没有像艾米的《山楂树之

恋》一般，将残酷年代里的爱情渲染得那么虚幻

和诗意，在这种虚拟的历史场域中，历史的真相

和本原已经不再重要。何顿以存在主义作为小说

叙事的起点，《幸福街》中的那些杂糅在日常生

活中的爱情虽然曲折破碎，但是它们直指的是健

康美好的人性。我们不难发现，何顿在《幸福街》

中写到的爱情几乎都是悲剧性的，这种悲剧感使

小说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晦涩凄楚的氛围。

小说中的赵春花因为丈夫陈正石的历史问题

而受到牵连，多年来她与女儿陈漫秋一直忍受着

非议和欺辱，在历史的涡流中坚强地求着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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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赵春花走过艰难的岁月与暗恋她多年的

常万林开启一段新的感情时，子辈的不理解和思

想上的隔阂又令她的感情生活屡遭磨难。周兰的

人生命运和情感经历更为凄惨，丈夫林志华的泄

愤和报复令周兰蒙受牢狱之苦，严主任利用权力

之便对其身体和精神进行残酷的掠夺与戕害。彭

校长是爱与美的化身，他让周兰看到了生存的最

后希冀，然而，当周兰被无罪释放后，彭校长已

经组建了新的家庭，周兰最后的情感寄托也不复

存在了。在周兰身上我们看到，女性在强大的历

史和权力面前显得如此低微和卑贱，她们无力抗

争自身的宿命，甚至寻求一处安放情感的港湾都

不可得。此外，何顿在《幸福街》中写到的青年

一代人的爱情生活同样充满着遗憾、悔恨和不幸。

何勇与唐小月之间的爱情表面上幸福甜蜜，而在

何勇的内心深处林阿亚是无法治愈的伤痛；张小

山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中迅速发迹，然而财富

的积累却也令他欲壑难填，道德的沦丧使其与妻

子方平之间的患难情感最终离散瓦解。陈兵与荷

花、黄琳与高晓华、黄国艳与鲁智力等人的情感

经历和爱情生活同样充满着坎坷与不幸，正是他

们身上带着世俗和人间烟火气息的生活让我们真

切地感受到了两代人共同经历的中国式的命运跌

宕起伏。在海德格尔的哲学表述中，人以被抛的

方式来到世界，也就是说人的存在本身具有宿命

的性质而非自由选择的结果。对于《幸福街》中

两代人的人生命运而言，他们被充分理解是令人

悲叹的，不被完全理解又是无比痛苦的，或许我

们只能在无边的想象中给予理解和同情。

何顿的《幸福街》还值得我们进一步讨论的

是其叙事采用的儿童视角，小说前半部分是以儿

童的叙述视野呈现历史和现实的。儿童的世界是

无比纯真和浪漫的，他们对现实的平庸和历史的

复杂是无从感知的，然而，当我们将历史的隐痛

与忧伤放置在儿童的世界中时，历史本身的真相

和正义也就愈加清晰地呈现出来。很多小说家倾

心于在儿童的叙述视野中书写历史的暴力和罪恶，

以此让人切肤地领悟和感受到历史深处那种无法

言说的疼痛。阎连科的长篇小说《四书》将一个

孩子设定为历史的主宰者，通过孩子的口吻讲述

历史的癫狂和幽暗；鬼金的小说《孤儿》《姐姐

的纸火车》《向上生长的春天》等也以儿童作为

叙事的支点，揭露历史的黑暗与诡秘。与之迥异

的是，何顿并没有建构一种恶的美学，他理性而

节制地平衡了儿童视角与历史书写二者之间的关

系，历史的滞重感被轻盈灵动的儿童叙事有效地

消解了。总之，何顿作为“历史的书记”，将历

史的风云写进了小人物生活的幽微地带，小说《幸

福街》细腻柔软的笔触犹如静谧的河流一般，从

历史的深处缓缓流淌而来。

现代派诗人戴望舒曾讲过，诗应当将自己的情

绪表现出来，诗本身就像一个生物，不是无生物。

的确，小说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情绪的表达。《幸

福街》就是作家何顿的历史立场与其思想情感汇

聚而成的一种情绪，正是这种情绪让我们得以重

新面对历史。克罗齐强调，“一切真历史都是当

代史。” [8] 其实历史的真正指向并不是遥远的过去，

而是正在建构历史叙事的当下。于是，我们坚信《幸

福街》绝不是何顿书写历史的终点，相反，它成

为了何顿再次想象和走进历史的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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