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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C要!本文以斯塔克夫妇的情感历程为例#分析/无人伴随我0中普遍存在的孤独及其

成因% 政治主导了南非社会和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与人的关系被异化为简单的利益权利

关系#沟通与交流变得遥不可及#个体陷入了无底的孤立隔绝深渊之中% 爱没能让他们摆脱出

来#反而使他们更加孤独% 政治生活的喧嚣之下#正是个体灵魂深处那无法排遣的孤独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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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戈迪默一直致力于探索南非种族政治对身处

其中的家庭和个人造成的深远影响! 她从独特的

视角"揭示出南非独特的社会现实以及家庭和个

人的存在状态! 瑞典学院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

词中说'(.纳丁3戈迪默/通过给读者传达一种

强有力的真实感#以及带着广泛的人类的相关性"

她把那种种族隔离世界中极其复杂的和完全没有

人性的生活状况展示在世人面前+

,#-%K

! 这段颁

奖词客观公正地评价了戈迪默的社会责任感和创

作倾向! 在第一部长篇小说%说谎的日子& .516

_84)2L-8;" #FK&/里"戈迪默就开始描写被种族

政治所扭曲的人际关系! 在后来的作品中"种族

政治与个人生活的关系亦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

方式得到了表现! 而在%无人伴随我&中" 戈迪默

将这一关系的探讨更向前推进了一步"通过展现

人物复杂多变的内心世界"入木三分地再现了后

种族隔离时代的政治和社会给家庭和个体心灵造

成的深远影响!

%无人伴随我&是戈迪默的第 ## 部小说"发

表于 #FFO 年"是戈迪默的第一部后种族隔离时期

的小说! 无论从小说形成的时间还是内容来看"

这部小说都可以看着是一部描写南非过渡时期的

小说"该小说因而被看成一部(过渡时期的小说+

.-)+=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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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特殊的社会背景

下"政治演变成小说中诸人物生活的轴心"主导了

他们的生活" 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 由于政治

的高度离心作用"小说诸人物的生活变得呆板而

单调"孤独寂寞像梦魇一样充斥于他们的内心之

间! 爱成了他们摆脱孤独寂寞的救命稻草! 然而

在政治主导一切的社会环境里"爱并未让他们从

孤独中解脱出来! 正如小说中所说的那样"(也

许那个旧政权的灭亡使得放弃一种旧的个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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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成为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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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个新旧政权更替的

真空状态里"身处其间的个体也如同生活在真空

中"传统的生活方式已不复存在" 而新的生活方

式尚未出现"没有寄托"没有归宿"只有挥之不去

的孤独寂寞! 戈迪默以其著称于世的细腻文笔和

独特的心理描写技巧" 将爱与孤独巧妙地置于南

非独特的政治社会背景下"深刻而又细腻地再现

了南非后种族隔离时代芸芸众生的生存状态! 爱

让他们变得更加孤独! 斯塔克夫妇.贝内特#维

拉/的情感历程正是对此绝好的诠释!

一%自我与存在之爱

爱是斯塔克夫妇生命中至关重要的部分"严

重影响着他们的生活状态2他们对待爱截然不同

的态度"构成了小说张力的主要来源"推动着小说

情节不断向前发展!

女主人公维拉是一位威望很高的资深白人律

师"但在男女问题方面"却让人不敢苟同! 维拉将

男女之爱视为证明其存在的方式"试图通过与不

同的男人做爱来解除孤独"分担负担"证明自己的

存在! 对维拉而言" 性爱是她和男人联系的唯一

纽带"她和男人保持的联系都是因为他们的(那

种能力+

#O#

! 在维拉看来"(爱情并不附有那样的

契约+

#IK

! 维拉与丈夫#情人的联系仅仅是性爱"

不是夫妻以忠贞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性契约和责

任! 弗洛伊德将性爱看做生命的原动力" 这一理

念正好在维拉身上应验! 性成了维拉感知世界的

触角"与男人世界联系的纽带! 性爱支配着维拉

的生活"催始维拉去回忆"去思考"然后对性充满

期待和幻想!

而维拉的丈夫贝内特对待爱情的态度却截然

相反! 他曾是一名大学教师"热衷于艺术"但是为

了维拉他放弃了当艺术家的念头"开始从事箱包

推销"以此为维拉提供经济保障"爱维拉成了(他

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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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内特常常为维拉取得成就而感到

由衷的自豪"将维拉美化到理想状态"拒绝接受现

实中不完美的维拉"(曾如此坦率地选择了他的

维拉"她怎么可能是狡诈的$ 这对他来说是不可

思议的事情+

!!#

! 他早就知道维拉一直与别的男

人有染"却对维拉依旧不离不弃"没有维拉"他无

法生活! 经商破产以后"他此时才真正意识到维

拉对他没有感情"终于在孤独中离开了维拉"到伦

敦去找他们的儿子伊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伊

凡是维拉第一任丈夫的儿子/!

二%爱与政治

斯塔克夫妇体现出的截然不同的爱情态度"

自有其产生的深层原因! 每个个体都不是单维度

的"既有生物属性"又有社会属性! 我们必须从这

双重属性中去理解维拉!

在社会属性层面"维拉是一位资深的律师"供

职于法律基金会"同情黑人"支持黑人解放运动"

工作的核心是通过法律手段为广大黑人争取土地

和生存权利! 黑人解放运动取得胜利"新政府即

将成立之时"维拉又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成为国家

宪法问题技术委员会的委员! 对维拉而言"工作

即生活"生活即工作"二者并无本质区别! 维拉的

整个生活都围绕着政治"政治成了维拉的生活重

心"(除了报纸"以及白皮书#蓝皮书之外"维拉从

不阅读别的东西"家里放满了各种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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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

朋友也是政治上的朋友"参加维拉的家庭聚会的

朋友也都是政治上有关联的朋友! 个人生活以及

家庭都让位于政治"政治浪潮完全淹没了维拉"成

了她社会属性层面的主宰! 然而"在政治漩涡中"

暴力#死亡#权力斗争随处可见"她在内心里深刻

地领会到"她所做的工作很多都是 (徒劳之

举+

#"#

! 维拉无法寻觅到存在的乐趣和意义! 这

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工作中" 维拉跳跃的意识

流里"常常夹杂着大量对存在与自我的思考!

另外"在这特定的历史时期"传统生活方式的

改变"使得家庭传统随之消亡! 家庭不再是温馨

的港湾#秘密与负担的释放地"为了政治目的"而

彼此沉默"保持秘密"并逐渐成为一种家庭生活方

式! 维拉生活在现在"被完全卷入政治生活中"而

贝内特生活在过去"政治与他无关"他们缺乏沟通

的基础! 语言对他们而言"不是为了沟通" 而是

掩饰孤独! (忙了一天之后他们显然很孤独"想

用继续吃东西和喝饮料"继续与同样的伙伴进行

同样的谈话"来填补这种真空+

F#

!

在生物属性层面"维拉性情放荡"这不仅表现

在他与不同男人的关系之中"同时也表现在她的

无意识之中! 在她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 时不时

地涌现出大量的意识流片段"而这些无意识的思

维片段"夹杂着大量维拉对性的回忆#期待与幻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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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2而在她意识中对过去的记忆"亦是以性爱为触

发点! 这些无意识的思维涌动"对维拉的放荡本

性表露无遗!

人的社会属性和生物属性"好比人的两条腿"

唯有用两条腿"才能正常行走和前进"缺一不可!

维拉在社会属性层面无法寻觅到存在的乐趣与意

义"必定转向生物属性层面寻找! 这也就不难理

解为什么维拉一直以做爱的方式证明她的存在#

寻找存在的意义! 生理满足于维拉而言"(它不

仅仅是愉快000它意味着你不再是独自一人! 你

们交换自我的负担! 你成为另一个生物+

#&%

! 对

于二人结合这一概念"普遍认为是可以与对方分

享的"并且属于对方! 你属于我"我属于你! 维拉

觉得这一概念(很惬意+"同时还认为(它是自我

诸多问题的开端和结束+

,O-K%#

! 于是"生理满足便

成了维拉寻求存在意义的源泉"通达(真理+的唯

一途径!IF

! 她对自己的行为从未感到罪过"在她

看来"她正在发现一种自由! 而事实上"(爱常常

是一种困难而痛苦的经历+"(是一种混乱而非平

静的体验+

,&-KIO

! 而维拉在社会属性上存在意义

的缺失"注定了她无法在存在意义的探寻上前进!

小说的结尾尤其具有象征意义"(维拉在那里走

动了片刻"然后继续上路"呼吸似卷轴般展开"她

在面前留下一个签名+

!%F

! 维拉在空中留下的

(签名+"似乎象征了维拉在存在意义上寻求的徒

劳'维拉的存在"好似水中月"镜中花般虚无缥缈"

无从把握! 这也预示了维拉必定陷入更深的孤独

寂寞的宿命"而她的结局只能是(朝着自我独自

行走+

!I&

!

贝内特完全是另一种情况! 他可以看作是传

统家庭观念的代表"代表了传统的#在当时社会已

消失的#宁静而温馨的家庭存在方式! 维拉则代

表着南非社会已经发生变化的家庭及个人观念!

正是由于他对家庭和爱情的专一执著"才导致了

他一身的孤独和悲哀! 老年时他一无所有"产业

失败#被维拉抛弃#两个子女都没有正常的婚姻和

家庭! 爱和家庭反而加重了他的孤独和悲哀! 当

他最终认识这一点"他开始(怨恨000不是维拉"而

是他对爱她的依赖+"他也不知道在离开维拉之后"

(如何独自一人继续他的生活+

!$IJ!$%

! 读者朋友们

不难想象"当贝内特领会到这一意义时"他感觉到

的"不仅仅是孤独"大概还有后悔与绝望吧!

三%政治喧嚣与个体孤独

在南非特殊的政治社会环境中"个体往往通

过爱试图逃离那梦魇般的孤独处境! 然而脆弱单

薄的爱却无法帮助他们逃离孤独" 反而将爱与被

爱的人推向更加深远的孤独之境! 维拉与贝内特

所各自追求的爱"极度深刻地象征了此时此刻南非

人可悲的生存状态! 爱不是孤独的始作俑者"它不

过是催化剂"将政治基础之上的孤独扩大而已!

对于现代人普遍感受到的孤独情绪"很多作

家都在作品中进行过探讨! 不少研究者也对这一

孤独主题进行过定义和研究! 在论文% c伤心咖

啡馆之歌d中的爱与现代主义孤独&中" 孤独被

定义为(当人们缺少陪伴或与他人的交流时产生

的一种悲伤隔离的感觉+

,K-$F

"并且将现代主义孤

独的原因归结为(完全丧失了个体之间真正交

流"甚至丧失主体意识的生存状态" 其根源是现

代人迷失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缺少内部信仰和信

念的结果+

,K-$F

! 该论文从普遍意义上对现代主

义孤独的成因"进行了定义! 从这一角度看无疑

是正确的! 表面上"维拉和贝内特感受到的孤独"

正是由于交流和家庭传统观念的缺失造成的! 而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维拉和贝内特所感受到的

南非式孤独"远比这普遍意义上的孤独感要复杂

深刻! 南非此时此刻的孤独成因"除了普遍意义

上的成因"笔者认为还可做如下概括'

政治一度成了南非社会及个人生活的中心

.甚至是全部/和指挥棒"人作为群体动物及感情

动物的特性遭到忽视"被排挤到生活的边缘! 政

治生活将人与人的关系异化为简单的利益权利关

系"人际联系紧紧围绕利益权力展开"使得沟通与

交流变得遥不可及"个体变成了一座座孤岛"陷入

无底的孤立隔绝深渊之中! 政治生活的喧嚣之

下"正是个体灵魂深处那无法排遣的孤独寂寞!

政治以及随之而来的孤独"就像梦魇一般笼

罩着芸芸众生"给人以透不过气来的压抑! 这一

压抑氛围"在叙述贝内特的父亲过世的情景时"得

到了极好的体现! 维拉将此作了轻描淡写的叙

述"认为老人的死"(像一块皮肤一样脱落了+

#O$

!

生命的消逝"被看得如此轻微! 相对于贯穿小说

那沉重的孤独而言"原本沉重的死亡却在孤独的

衬托之下"显得如此之轻"像一块脱落的皮肤"微

不足道! 维拉作为儿媳"对老人的死亡没有丝毫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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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悲伤"可见此时的家庭亲情淡薄到何种程度!

这无处不在的孤独"就像死亡一样" 谁都无法逃

脱"而这正是维拉终其一生找到的真理'(自我是

陪伴她的一种最终形式+

!%$

!

维拉经历了很多事情"然后又超越了它们"将

它们搁置在一旁"再将它们抛弃"或则改变自己对

它们的态度"但是(一直存在于她生活之中的却

是这一原因000政治原因000以及随之而来的全

新生活方式+

,O-K%&

! 正是这一原因"铸就了斯塔克

夫妇的可悲结局!

这种特殊的政治生活"给深处其中的家庭和

个人造成了极为深远的创伤! (在政治行动是惟

一命令的时候"性情绪会反叛它+

!I"

"它使原本和

谐温馨的家庭破裂"个人无法体会到存在的意义

和乐趣"人与人之间无法沟通和交流! 整个社会

都陷入斗争和孤立状态!

戈迪默认为(我们所处的社会塑造和影响着

我们+

,$-#&F

! 在%无人伴随我&中" 戈迪默借维拉

之口"进一步表达了自己的这一观点' (政治影响

未来一代又一代的人"并通过他们无止境地演

化000人们将会有的生活方式"他们进一步思维

的方式+

!I!

! 政治就像魔咒一样" 主导了南非社

会及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

式"人的性情以及个体存在的乐趣和意义! 虽然

爱使得斯托克夫妇的孤独感变得更加强烈"但我

们也看到了爱带来的一线曙光! 爱使得阿尼克的

同性别杂色家庭成为了整个小说中最温馨"(最

完整+的家庭,I-

! 为了这个黑人婴儿"她们在上

班的时候(一直不停地互相发疯似的打电话+

!IK

!

这样的爱恋"我们在小说中的其他家庭成员间是

无法寻觅踪影的! 阿尼克因为母亲维拉的情爱而

变成了同性恋"然而爱又让她建立了最为温馨的

家庭"这是很有启示意义的! 虽然这样的同性恋

杂色家庭不能作为社会存在的常态出现"但是这

却表明了戈迪默对未来南非社会的态度"可以用

%无人伴随我&的题记来概括(我们决不能惧怕走

的太远+"(在这条小路上无人伴随我+ .题记/!

将这样的诗句作为题记和小说题目"体现了戈迪

默对爱与孤独这一叙事的大胆探索"对(生命的

奥秘+的不断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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