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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飘忽下的真实
———《无人伴随我》的叙事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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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戈迪默在《无人伴随我 》中采用了大量的包括自由联想、自由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

在内的叙事技巧展现人物在动荡的社会里所表现出的复杂而特殊的性格。并且在使用过程中

将它们大量的交错并置。在所有形式的引语中 ,自由直接引语是叙述干预最轻、叙述距离最近

的一种形式。它不受叙述语境的影响 ,能最大程度的保留原话的特征 ,使作者能自由地表现人

物话语的内涵、风格和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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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纳丁 ·戈迪默 (Nadine Gordimer)是当代南非

最伟大的英语作家 ,是南非文坛上一颗璀璨的明

珠。戈迪默作为白人生活在白人统治下的南非 ,其

处境优于一般黑人 ,却能抛弃白人惯有的优越感和

统治心态而去正视种族隔离政策下的南非的黑暗

现实 ,深刻地描写了少数白人统治者推行的种族隔

离制度给黑人造成的深重灾难 ,以及由此也对白人

自身造成的各种危害 ,她以其博大的胸怀、高尚的

同情心、敏锐的洞察力和崇高的社会责任感 ,而赢

得了“新南非之母 ”的称号 , 并于 1991年荣获诺贝

尔文学奖。南非这一特殊的社会背景下的人们的

生存状况贯穿于她的创作 , 是其永恒不变的主题。

《无人伴随我 》发表于 1994年 ,是戈迪默继

《我儿子的故事 》之后的又一经典力作。小说的情

节围绕女主人翁维拉 ·斯塔克展开 ,描述了白人斯

塔克夫妇一家和他们的黑人朋友迪迪穆斯 ·马库

马一家在南非种族隔离制度行将灭亡、白人统治即

将结束这一历史过渡时期的命运 ,以及在这一特殊

时代背景里人物表现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正如

劳伦斯所说 ,“一切创造性艺术必须发端于特殊的

土壤并散发出地方精神的火花。”[ 1 ]作者笔下的人

物也都带上了南非这一特定时期的烙印。在这新

旧体制的更替过程中 ,种族隔离所确立的价值体系

在崩溃 ,种族隔离、传统的家庭构成、价值取向等

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而小说中人物所表现

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正是这一急剧变动社会的一

种真实写照。

二、自由联想
戈迪默在塑造主人公维拉 ,反映其内心世界

时 ,采用的主要技巧是自由联想。自由联想是意识

流技巧中最常见的表现形式。意识流 ,确切地说是

一个心理术语 ,意识是人脑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反

映 ,是感觉、思维等各种心理过程的总合。在现代

英美小说中 ,意识流被用来表现西方人的复杂心态

与悲观情绪 ,通过揭示那个痛苦的“自我 ”来反映

社会生活的现实 [ 2 ]。自由联想“并非脱离实际的

胡思乱想。恰恰相反 ,它往往受到某种客观对应物

的刺激和影响。此外 ,它与人物的个人经历和心理

状态有着密切的联系 ”。[ 3 ] (p190)

戈迪默曾说 ,普鲁斯特对她的影响超过其他任

何作家对她的影响 , 而很多评论家认为 ,除普鲁斯

特的意识流技巧 ,她还受到社会现实主义的影

响 [ 4 ] (p. 571)
。正是南非特色的社会现实 ,给作者娴

熟的运用自由联想这一技巧提供了理想场所。自

由联想展示下的人物 ,内心思绪飘忽不定 ,自我扭

曲变形 ,从而以艺术的形式折射出南非动荡而混乱

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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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拉是一名资深的白人律师 , 她同情黑人 ,支

持他们的解放运动 , 她的工作就是通过法律的手

段为黑人们争取土地和生存权利。在种族隔离期

间 ,她冒着被逮捕的危险藏匿过黑人解放运动的骨

干迪迪穆斯 , 帮助他递送过信件。在黑人解放运

动获胜、新政府即将成立的时期 , 她积极参与政治

活动 ,是国家宪法问题技术委员会的委员。她所有

的能力“合在一起便使她成为一名从主任到话务

员都要来求助并求得定论的同事 ”[ 5 ] (p10)
。她在政

治上十分敏锐 ,并且坚持公正的立场和原则 , 是深

受他人尊重的律师。

维拉正直、受人尊重 ,但在个人生活方面 ,她却

是个放荡的女人。在她第一个丈夫出去打仗期间 ,

在山区度假时被英俊潇洒的贝内特引诱 ,并开始与

其做爱。她的丈夫征战回家后 , 她便与他离婚。

离婚后 , 维拉保留了前任丈夫的房屋。但在与她

第一个丈夫最后一次在深夜会面时 ,她又克制不住

自己的情欲 , 与他做爱 , 结果她与第二个丈夫贝

内特正式结婚时 , 腹中怀的却是第一个丈夫的孩

子。在维拉四十多岁的时候 ,她再次受情欲的驱

使 ,被另一个比她小了近十五岁的奥托吸引 ,背着

贝内特与奥托在奥尔维尔 ·伍德一二〇一室偷情

长达数年。她的放荡最终使其女儿阿尼克成为女

同性恋者。最终 ,维拉与贝内特的婚姻以失败告

终 ,贝内特去了伦敦 ,她却和另一黑人住在一起 ,过

着无性的生活。

维拉的生活经历构成了她的意识流动的诱因 ,

成了她自由联想的基本内容。维拉的自由联想

“并非脱离实际的胡思乱想 ”,过去的经历时常在

“某种客观对应物的刺激和影响 ”下 ,浮现在维拉

的思想里 [ 3 ] (p. 190) 。尽管维拉的自由联想因时间和

地点的不同有很大的差异 ,但是维拉自由联想里最

常出现的关键内容却是 :山区、性、做爱、一二〇一

室以及存在。维拉往往睹物生情 ,有感即发 ,头脑

中的思绪时常被外部客观事物的突然出现而替代。

她任何的所见所闻都可能激发新的思绪与浮想。

一般来说 ,联想的事物同外部客观事物之间往往具

有类似或相反的特征 ,或具有某种感情上和个人经

历上的联系。维拉放荡的生活以及她在暴力横行

的现实中对存在的思考以及对生命意义的追问笼

罩着她的整个意识领域 ,并且一直支配着她的自由

联想。

维拉的黑人同事奥帕通过努力找到了一间住

房 ,很凑巧那正是维拉多年前和她的情人奥托 ·阿

巴尔贝纳尔秘密偷情的地方。当维拉和其他的同

事一起去为奥帕道贺时 ,维拉的思绪异常活跃 ,浮

想联翩 :

一二Ο一。那扇门正在开启锁着的情感 ⋯⋯

过去的性期待。仿佛过去坐在窗前那张写字台前

的那个人 ,会站起来把她紧紧地搂住 ; ⋯⋯他曾引

发的那种欲望复苏 ,仿佛他会到那里去 ,会在那里。

在这间卧室里 ,一位新来的、贫穷的年轻房客这时

正在铺床。

维拉看见奥帕在铺床 ,受到感官刺激的她不由

得浮想联翩 ,过去她和奥托偷情的愉悦又浮现出

来。维拉很自然地由床联想到了偷情时的种种情

形 ,包括每一个让她难忘的细节。维拉的这一自由

联想看似来得突兀 ,但却是在情理之中。看到床 ,

就自然地想到了偷情 ,再顺利的滑入对性的回忆与

遐想中 ,最后又由床把她带回到现实中 ,从而完成

了一次自由联想。在另一场合中 ,维拉的另一黑人

同事泽夫 ·拉皮尤拉纳以友好的方式触摸了维拉 ,

从而又激发了维拉的一大段性的自由联想。她把

那种行为与性联系在一起思考 ,泽夫·拉皮尤拉纳

的手势想象为是“另外一种手势的重复 ”。于是她

想到了奥托的手 ,他的爱抚等等如连珠炮似的从她

的记忆里跳出来 ,想到了做爱 ,想到了一二〇一室。

透过维拉的自由联想我们不难看出 ,她潜意识

中活跃的性意识正反映出她的放荡本性。性似乎

就是她生命的原动力 ,也是她真正的追求之一。在

她的潜意识里 ,过去的性生活经历时常跳跃在她的

思绪中。在她对过去经历的缅怀中 ,读者被置于维

拉的生命之流里 ,自由地穿梭于维拉的过去和现

在 ,感受着曾经的维拉 ,现在的维拉。维拉的放荡 ,

正体现了她对传统的家庭和夫妻关系的价值观念

的抛弃 ,表征了在南非新旧社会的急剧更替中 ,伦

理、社会道德、价值观念的衰败 ,同时也预示了新型

的观念和关系的出现。而维拉正是从性的角度去

探索寻找那“全新的关系和观念 ”[ 4 ] (p. 574 - 576) 。

在她的联想关键词中 ,还有另一对重要的词

语 :孤独与存在。在南非新旧政权交替的时候 ,白

人和黑人之间的暴力冲突更为剧烈 ,整个南非社会

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混乱与绝望之中 , 朋友之间

乃至夫妻之间都不能相互理解 ,各自守护着内心的

秘密。“把自我的负担放到心爱的人身上而感到

快乐 ,结果发现这种负担是无法递交的。在任何地

址心爱的人都是未知的 ,一个自我 ,不想一张床 ,是

无法分享的 ,而且也是无法抛弃的 ”。现实在维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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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潜意识里投下阴影 ,使维拉不时对孤独自我和存

在的方式及意义作严肃的拷问。“每个人的结局

都是朝着自我独自行走 ”,这句话对维拉的拷问做

了最好的回答。

维拉的自由联想与布鲁姆在《尤利西斯 》中的

自由联想相比 ,具有强烈的逻辑性 ,语言规范。这

一特征正好与维拉的律师身份和她所受教育程度

相符 ,体现出维拉作为律师所拥有的逻辑严密性和

她受过的良好教育。毫无疑问 ,自由联想不仅体现

了维拉意识的自然性和真实性 ,而且也增强了该作

品的可信度 ,并对深刻揭示维拉的性格特征和心理

现实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三、自由直接引语和自由间接引语
作者采用的另一叙述技巧则是自由间接引语

和自由直接引语的大量使用 , 并且在使用过程中

将它们大量的交错并置。在所有形式的引语中 ,自

由直接引语是叙述干预最轻、叙述距离最近的一种

形式。它不受叙述语境的影响 ,能最大程度的保留

原话的特征 ,使作者能自由地表现人物话语的内

涵、风格和语气。“⋯⋯自由直接引语使读者能在

无任何准备的情况下 , 直接接触人物的‘原

话 ’”[ 6 ] (p299) 。而在自由间接引语中 ,叙述者常常

仅对原话的人称和事态进行变动 ,保留包括标点符

号在内的体现人物主体意识的多种语言成分。因

而 ,这一表达形式能与叙述语境自然地交织融合在

一起 ,同时具有生动性和较强的表现力。“在转述

人物的对话时 ,如果完全采用自由间接引语 ,则可

使它在这方面的优势表现得更为明显。”[ 6 ] (p315)
正

是这两种引语的特征赋予了作者更多的自由与空

间来灵活展现人物的内心。

通过自由直接引语和自由间接引语的交替并

置 , 作者在展现人物内心时 ,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

的保留人物内心想法的逼真性 ,另一方面 ,又可以

根据语境的需要对原话作适当的改变 ,使其与叙述

语更自然的融合 ,而不破坏叙述的流畅。与此同

时 ,叙述者可以自由的通过这两种引语进行叙事视

角切换 ,能随时根据需要采用不同的叙事视角。

小说刚开始 ,作者就以自由间接引语和自由直

接引语交替的方式把我们带入维拉的内心 ,让我们

窥视到了维拉的内心想法 :

这张照片背面写的内容并不是她想传达的真

正信息 ,真正的信息是绕着陌生人的那张脸、用钢

笔画出的那个圆圈 :这就是我的情人 ,我爱上了他 ,

我与站在我身边的这个男人一起睡觉 ;你瞧 ,我对

你一直很坦诚。

通过自由直接引语 ,叙述视角由作者全知视角

滑入人物内视角 ,维拉的内心想法便极其自然的呈

现在读者面前 ,而没有丝毫的突兀感。读者便在不

知不觉中进入维拉的内心 ,了解到维拉最真实的内

心活动。在这里 ,叙述者先是站在全知的高度进行

叙述 ,然后通过自由直接引语自然的进入到维拉的

内心 , 把维拉的想法原原本本的展示出来。在这

自然的视角转换中 ,叙述得以顺畅的进行下去 ,读

者在从叙述者所处的外部世界进入小说人物世界

时 ,感觉不到任何的突然。

由于自由直接引语和自由间接引语的形式特

征 ,使得它们可以和叙述者的叙述语自然流畅的融

合在小说里 ,读者能随着叙述者叙述视角的转换而

自由出入人物的内心世界 ,频繁的穿梭于三个世

界 ———作者所处的现实世界、小说人物所处的文本

世界以及人物的内心世界。同时 ,这也凸现了维拉

思维意识的跳跃性。现实的存在物和其他人的谈

话随时都可能打断维拉的思绪 ,从而使她做出联想

和回忆 ,以及对现实与存在作一系列的思考。这也

正是南非社会的动荡性和不确定性在维拉思想意

识里的反映。

在直接引语中 ,作者摒弃了传统的引号而代之

以破折号。在戈迪默看来 ,双引号给人的感觉就是

“把人物实际所说的与小说框架分离了 ”,而破折

号的好处就在于“破折号更快捷 ,更深刻恰当 ”。

在她看来 ,在说话人说话和听者做出反应之间有一

个“停顿 ”,“破折号这一视觉象征比引号更能表现

这一停顿 ”[ 7 ] (p209) 。

破折号除了标志人物对话以外 ,它在小说中还

起到了阐释说明的作用。在需要解释说明的地方 ,

戈迪默直接采用破折号引入评论语或是解释性的

语句。破折号的大量使用 , 使得叙事者的评述语、

叙述语和人物的内心想法混在一起 ,在形式上使得

读者无法区分出哪些是人物的谈话 ,哪些是人物的

内心独白 ,哪些是叙述者的评述 , 必须要做细致的

分析。这使得读者很“迷惑 ”,他们往往需要“倒回

去重读一两行 ”才能明白 [ 7 ] (p209) 。正因为此 , 读者

在阅读时才不得不努力在这三个交替并置的世界

中 ,做出自己的理解和阐释 , 从而加深了对作品现

实意义的理解。

四、结语
通过《无人伴随我 》,戈迪默 “解构了种族隔

离时期的社会运作叙事 ,包括土地的、谱系的、家庭

331

第 3期 　　　　　　　　　　　　　　　　　王梅 :意识飘忽下的真实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的和社会性别的叙事。她解构的方法就是把转型

中的南非塑造为一个以谈判、种族的融合和旧秩序

的颠覆为特征的摇摆不定的地点和时期。”[ 8 ]同

时 ,戈迪默又认为 ,对种族隔离之后的南非的新的

社会叙事应进行书写。维拉则是这一“新叙事的

书写者 ”。戈迪默采用了大量的叙事技巧 ,尤其是

意识流、各种引语的交替使用以及叙述视角的频繁

转换等 ,以反映维拉真实的内心来折射现实中的南

非社会 ,从人物的真实感触中揭示了在此社会背景

下人们的处境和精神状态。“真实就是把一天的

日子剥去外皮之后剩下的东西 ,就是往昔岁月和我

们的爱憎所留下的东西。”[ 9 ]维拉的复杂真实的内

心如实展现的恰好是对南非社会的真实写照 ,透过

维拉的内心 ,读者了解到了更为直观真实的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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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 lity under the D r ifting of Con sc iousness
———the Narration Technique of“None to Accompany Me”

WANG M ei
( School of Applica tion of Foreign languages S ichuan International S tudies U 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

Abstract: Gordimer has emp loyed narrative techniques like free association, free direct and indirect speech

in None to accompany me to reflect the comp lex inner world of fiction characters in comp licated social sur2
roundings.

Keywords:“None to Accompany Me”;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free imag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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