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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同质中的异工异曲


———王蒙与白先勇小说的意识流特征比较研究

周颖斌

（福建对外经济贸易职业技术学院 人文艺术系，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００７）

摘　要：王蒙与白先勇的意识流小说融中西技巧手法于一体，既有西方意识流手法的现代
主义色彩，又保持着在小说情节、结构以及主题内容的“传统”性根基作用，具有鲜明的意识流

东方化特点。但双方意识流小说在具有文化同质性的基础上也具有各自独特的创作个性，在

主题基调、小说叙述方位、叙述结构等方面存在着显豁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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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种表现手法，“意识流”起源于２０世
纪初西方动荡不安的社会。

意识流文学在我国是伴随着“五四”运动而

传入我国的，在中国文坛上，意识流小说曾出现过

两次高潮。一是“五四”时期，鲁迅出色地运用了

这种艺术手法，《狂人日记》堪称意识流的佳篇，

《白光》、《伤逝》中也有意识流的痕迹，接着在郭

沫若的《残春》、郁达夫的《沉沦》中也看到了意识

流的影响。二是在６０年代的台湾和８０年代的大
陆，“意识流”重新开始流动，并形成创作潮流。

由于５０年代的台湾文学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
内地文学都有着封闭性特点，特别是在政治影响

下，许多文学呈现出公式化的艺术表现和内容的

僵硬化，作家的主体独立性受到极大的限制，人们

的思想也受到极大的压抑。因此，在改革开放后，

作家重获创作自由，所迸发出的能量使得审美情

趣由现实物质世界转向人的内心世界，而意识流

这种偏向于人内心的描写手法就成为中国作家的

首选。王蒙和白先勇是中国“意识流”复出的勇

敢倡导者和大胆实践者，也是理论上的疏导者，是

意识流在中国第二个高峰期的“弄潮儿”。因此，

笔者选取这两位实践意识流创作手法具有明显意

义的作家来进行比较，从中探讨两位学者小说中

意识流特征的共性及区别。

一、文化同质性———传统与现代的

融合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在西方文学思潮的直接催

化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是在变革自身传统以适

应现代化生活的创造性转化和与西方文学的交流

融合这两个维度上展开的。当然这种变革是在中

国文化品质的基础上进行的，其结果便是孕育了

兼具西方意识流审美品质中国文化色彩的中国意

识流小说。作为中国当代文学中最早尝试意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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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作家，王蒙和白先勇的意识流创作技法既

借鉴了西方意识流的表现技巧，又具有鲜明的

“东方”传统特色，可以说两位作家的意识流创作

技法通过传统与现代的较好融合，进而实现意识

流的东方化进程，具有鲜明的文化同质性。

（一）从艺术观念上看，王蒙和白先勇的意识

流小说均受到弗洛伊德潜意识理论的影响，明显

具有现代性特征：由外向走向内向，真实反映人物

的精神世界，叙述的重点是人物的主观感受，而不

是外在的客观现实

主人公的思想状态是他们小说中所有的联

想、感受共同的中心。王蒙在《夜的眼》等几篇小

说里，写的就是主人公的心理活动，以简单的事件

取代戏剧性较强的故事；没有故事的开端、发展、

高潮、结局等情节主线，取而代之的是纵横于广阔

时空的，多线条展开的心理活动，从“路灯一下子

全亮了”［１］所引起的感觉写起，写到大城市的夜

晚的多种色彩、声音、气味、人物在主人公的各种

感觉器官中所引起的感觉。在《蝴蝶》中，王蒙在

描写张思远的心理活动时，一方面将３０年的政治
风云与个人的生命命运沉浮紧紧相连；另一方面，

还紧紧联系张思远的婚姻家庭变化：张思远与海

云的初恋、结合及离异，与美兰的没有爱情的婚

姻，与秋文的被控制在友谊范围内的思念，与儿子

冬冬的冲突及父子真情等，展现了张思远在不同

时期的痛苦、自责、反省和追求灵魂复归的复杂状

态。同样，在白先勇《小阳春》中不仅在人物意识

流中时空交错，而且同时运用了三个人的视角，使

樊教授、素琴、女佣阿娇的意识交错出现。在描写

樊教授的心理活动时，通过池里的水柱在阳光下

反射的彩光来激樊教授的感官，使樊教授释放出

一连串的印象和记忆片断，思维跳跃到已被火烧

死的女儿丽丽身上。

（二）王蒙和白先勇的意识流小说都是在借

鉴西方现代派的基础上，又结合了中国传统的审

美特性，共同促进了西方意识流文学的东方化

进程

首先，注重小说人物的心理逻辑，适当应用

“心理时间”。西方意识流小说力排传统的现实主

义精确描写，反对对故事的环境、景物作细致的安

排和刻画。这固然是小说手法的突破但却有作茧

自缚之弊，限制了自己表现生活的潜能，所写的人

物、细节、风习、事物往往流于零碎、模糊。而传统

的心理描写是根据时间顺序和逻辑发展安排的，

富于客观性，具有较为严密的逻辑性，有着明显的

因果关系，笔下人物的心理活动是特殊环境和一

定情势下的产物，人物的心理演变的轨迹也是十

分清晰可辨和十分理性化的。在王蒙和白先勇的

意识流小说中，为了故事情节发展的需要，他们在

小说中穿插主人公意识流动，进而推动情节的发

展，人物的心理描写往往呈现出现代的意识流和

传统的心理描写融合的特点。如在王蒙《蝴蝶》

中，张思远的内心世界异常丰富，但并没有对他的

意识活动作孤立的描写，更没有以他变幻不定的

思绪作为谋篇布局的统帅。而是让“变异”和“复

职”这两件张思远最难忘怀的事情突破时序提前

插入，使叙事过程在原来顺达流畅的基础上显得

跌宕多姿，因此《蝴蝶》虽给人强烈化应用“意识

流”的印象，但并没有西方意识流小说那种难以

捉摸的飘忽感。同样，在白先勇的意识流小说中

我们也可感受到其虽然重视意识流“内心独白”

的技巧，但思路并不很跳跃，而是自然而然地顺着

思维走，逻辑性也比较强，前后有因果顺承关系。

在《秋思》中华夫人片刻的意识流动也不是凭空

而起，而是有据可循的。如散发着腥臭花苞的气

味让她感觉这种气味仿佛曾经闻过，这就让她记

起了她的丈夫华将军临死前的床头几案上放着三

枝大白菊的腥香，接着又很自然地让她回忆起华

将军班师回朝的隆重场面，既而又想到华将军挽

着她的手一同走进盛开大白菊的园子里那动人的

一幕。其次，意象与意识的有效结合。意象，即把

内在精神投射于外在事物、场景、环境，融会了内

心和外物的界限，而意识是面向内心的。通过二

者的交织来表现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意象是中国

古典文学的一个重要审美范畴，而作为深受中国

古典文学传统熏陶又尤其推崇此传统的作家来

说，用意象突显出大千世界的或繁华或凄凉，便不

是偶然的了。如在王蒙《风筝飘带》的开篇：

“……接受着那各自彬彬有礼地俯身吻向他们的

忠顺的目光，露出了光泽的、物质的微笑。瘦骨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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仃的有气节的杨树和一大一小的讲友谊的柏树，

用零乱而淡雅的影子抚慰着被西风夺去了青春的

绿色的草坪。在寂寥的草坪和阔绰的广告牌之

间，在初冬尖刻薄情的夜风之中，站立着她—范素

素。”［２］这段描写，王蒙通过意象和意识的交织来

更突出地表现在广告牌下的范素素，不仅仅是站

在一个物质世界中，周围的商品、树木草坪、夜风

都要打上了她情绪的烙印，同时她又更深地沉入

自己感受、联想、回忆和幻觉中。而在白先勇的

《黑虹》中，对月的描述是：“天上有一弯极细极细

的月亮，贴在浑黑浑厚的云层上，像是金纸绞成的

一样，很黄很暗。”［３］这段描述，清晰地展现了在

耿素棠的眼中，月亮是黝黑苍穹中微弱的一抹，那

样的不值一瞥。这与她对无望生活的厌倦的心情

如此吻合，而在这样的月光下，生活注定是要滋长

黑暗的。

（三）王蒙和白先勇的意识流小说主题都具

有明显的东方化特点

西方的意识流作家在处理文学与生活的关系

时，秉持脱离社会现实，完全面向自我，表现人物

的内心世界的原则，通过人物的视角来展示外物。

而中国作家的传统使命是用自身敏锐的视角关注

现实社会，因此王蒙和白先勇的意识流小说往往

都带有很强的社会现实性，他们总是把对人物内

在意识的揭示和对社会现实的表现糅合起来，借

用了“意象”，通过与“意识”的交叠，思绪的转换，

与外部世界相结合，而并不是表现那种纯个人的

封闭性的个人情感。［４］如王蒙的《风筝飘带》以

“文革”之后为背景，写的是佳原和素素这对青年

人热恋中的情感波流，政治的因素给他们的生活

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在艰难的环境下，他们仍以积

极豁达的态度去适应环境，努力发展自我，以此为

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经过“文革”洗劫后的迷惘的

青年群体指明了方向。同样，白先勇的《台北人》

以台北为中心的选材和叙述者的主体情感，将目

光投向了一群最普通、最痛苦的人群，通过立体的

空间画面，真切的表现了他们在现实困境中的挣

扎，书写了那个特定时代的沧桑流变和置身动荡

时代的人物的悲剧命运。由此可见，王蒙和白先

勇的小说不仅植根于社会现实中，也富有深刻的历

史沧桑感。

二、异样表现

（一）主题基调的高低差异

白先勇生活在国民党由盛而衰，由大陆迁移

到台湾的剧变时代，这一历史变迁对其家庭和个

人具有深刻的影响和强烈的震荡，再加上其长年

漂流国外的孤苦经历使得他的小说里往往渗透进

一股感伤的情怀，充满着对昔日盛景的挽歌式怀

念。如《游园惊梦》通过钱夫人的感觉，不断发出

过去和眼前对比的联想，传达出“人生如梦”、“花

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的感慨，全篇笼罩着感时

伤悼的气息。而且纵观白先勇小说，其试图以艺

术的形式来探寻现代人的生存状态与本质，表现

当时具有压倒优势的混乱不安的思潮，孤独和恐

惧情绪，透露出一种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的观念。

因此，其笔下的人物似乎都不是自我命运的主人。

如在《永远的尹雪艳》的尹雪艳，通过对过去上海

百乐门的红舞女，如今台北上流社会的红交际花

尹雪艳和她身边“台北人”的塑造来表达白先勇

对命运难以违背的宿命感，认为人对自身命运的

一切挣扎都无济于事，总有一只无形的手操纵着

最终的归宿。通观白先勇的意识流小说，其感情

基调与价值取向与西方意识流小说基调是一致

的：反映着主人翁在失去理想与价值观之后，忧郁

悲伤、恐惑不安、迷失自我的生存境遇。虽然白先

勇巧妙地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现代西方艺术技

巧糅合了进去，但其更多是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

中的悲剧传统，把对时代、民族、社会和人生的忧

患转化为其笔端的悠悠悲歌，悲剧意识已然成为

其小说的基本格调。

相比之下，王蒙的意识流小说虽然偶有发出

不解的拷问，痛楚的呻吟，但是决然找不到颓废、

绝望的意识，仍保持着其“少共”情结：积极乐观、

昂扬向上的思想情感基调。正如王蒙所说的，

“革命和文学是不可分割的。真、善、美是文学的

追求，也是革命的目标。”［５］因此，与白先勇笔下

主人翁的忧郁悲伤、消极应世的特点截然不同，王

蒙笔下主人翁性格特点往往是即使历尽坎坷却仍

然对生活充满希望，对理想保持热烈的追求。如

《蝴蝶》中的张思远饱经磨难冲击，社会身份几经

更迭，但对理想信仰的追求，对党和革命的忠贞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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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不移。《风筝飘带》中的飘带如同素素的希

望与梦想一样永远飞扬，即便处于“闷罐子车”时

代，但“每个角落的生活在出现转机，都是有趣

的，有希望和永远不应该忘怀的。”［６］还有《杂色》

中曹千里在通过荒凉的戈壁和经过风暴和冰雪之

后，在经受了饥饿与失重的折磨和得到哈萨克老

妈妈的盛情款待之后，他和他的马终于走进了阳

光沐浴下的如茵的草场。［７］由此可见，王蒙的意

识流小说往往会让读者读完之后看到光明、看到

希望，并能激起人们创造新生活的热情。因此，王

蒙的意识流小说的主题基调是积极的、健康向上

的，是与新时期中国的思想文化主调相一致的。

（二）叙述方位之别

叙述方位，就是叙述者与叙述视角的位置关

系。叙述者是叙述信息的发送者，叙述视角就是

叙述者进行叙述时选取的视点，也就是“谁说”和

“谁看”的问题。这其中，第三人称全知视角是西

方现代派文学所惯用的手法。所谓第三人称全知

视角，即指由作者本人充当无所不知的叙述者，居

高临下纵观洞悉一切，可以描述故事中每一个人

物的经历和感受，预知每一个人物的命运与未来。

白先勇的意识流小说主要也是采用西方现代派文

学惯用的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为主线，但其穿插

人物视角的局部叙述这样一种叙事手段，并将这

两种叙述视角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种独

特的叙事审美风格。如在其代表作《游园惊梦》

中，小说一开始，作者就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对窦

公馆有了一个比较直观的描绘：“窦公馆的花园

十分深阔，钱夫人打量了一下，满园子里影影绰

绰，都是些树木花草，围墙周遭，却密密的栽了一

圈椰子树，一片秋后的清月，已经升过高大的椰树

杆子来了。”［８］“钱夫人一踏上露台，一阵桂花的

浓香便侵袭过来了。楼前正门大开，里面有几个

仆人穿梭来往着。”［９］而窦夫人向钱夫人引见诸

位宾客的这个情节则是采用了故事中局部人物的

眼光来叙事，这些客人都是从钱夫人眼中看到和

接触到的。这种叙述视角自由转换风格使得小说

传神地表现出各个人物在聚会时的行为举止、内

心活动，使得小说脉络清楚而又繁复多变。在整

体上也使得小说层次感更加清晰，让读者能更好

审视和把握这部小说的内涵。

王蒙的意识流小说也采用第三人称有限视

角，其小说往往是围绕着主要人物的行为展开叙

述，其他人物则成了附属于主人公的次要人物，叙

述的视点往往呈单线式展开，意识的流动不存在

多人间的置换，而只限于一人意识流动。但在王

蒙小说里追忆是基本叙述形式，因此虽然意识流

动只限于主人公的意识流动，但主人公的视角往

往具有双重性：一个是追忆往事的主人公视角，一

个是被追忆的主人公视角。如在《蝴蝶》中写张

思远坐汽车飞驰在乡村公路上时，有以下两段内

容：“他稳稳地坐在车上，按照山村的习惯，他被

安排在与驾驶员一排的单独座位上。现在他在哪

里都坐最尊贵的座位了，却总不像十多年以前，那

样安稳。”这段描述是基于追忆往事的主人公视

角。而“离开山村，他好像丢了魂儿。他把老张

头丢在了那个山乡。他把秋文，广义地说，把冬冬

也丢在了那边。”这段描述则是基于被追忆主人公

经历往事时的视角。这种两重性视角形成了明显

的对比效应，并达到了因叙述张力而显出的特殊叙

事效果。但与白先勇的多视角转换形成的多人意

识流的自由转换相比，其自由程度就略逊一筹了。

（三）叙事结构差异化：单一与多维之别

在小说的叙事结构方面，无论是王蒙还是白

先多是采用主人公的一段经历做事件叙述来串联

全篇，但前者是单一的线性结构而后者则是多维

度的甚至呈放射状的心理结构形式。在传统小说

领域中，作者多把人物的行动有秩序地编排到情

节中去，情节在整部小说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使得小说叙述方式呈单一的线性结构，即使有

时候有些作者会以倒叙、插叙或复线来有意打破

这种单一框架，但最终还是会汇总至主线。而西

方现代意识流小说则会淡化情节，舍弃这种单一

的线性结构，通过多元结构形式，来全面展现人的

无目的性、无秩序性、无逻辑性的意识流程。在王

蒙的作品中，其虽然也有意淡化情节，甚至舍弃小

说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框架结构，但仍然以

一个主人公的某件事情经历作为主线来设计文章

整体框架，小说主人翁经历之事是小说的主奏曲，

是小说骨架又是血肉，而人物的意识流程是主奏

曲的伴奏。而且主人翁的联想与想象并非无序无

逻辑的，是有机体的一部分。如《夜的眼》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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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省人在贬逐二十年后重到一个都市，一天夜晚

为公事出去托关系，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与所想。

但主人翁所想的内容占小说的比例却是极其有限

的。王蒙的这种叙述结构即通过单一的线性结

构，有节制地使用意识流，旨在反映人物浮想联翩

的复杂性情感，放射出去的意识流终能收回来，从

而有别于西方意识流小说比较随意的、无目的性

的意识流程。

白先勇的意识流小说也着意淡化情节，凸现

人物的心态和整体的象征氛围，但与王蒙不同的

是其叙述结构由情节结构转换到心理结构，将故

事情节作为外壳，而以现代型的心理线索作为内

核，通过肖像描写、环境描写、对话描写、行动描写

等传统叙事手法，构制出小说的外在情节框架。

可以说，白先勇小说的叙事结构是采用传统的故

事情节叙事方式与意识流的手法相结合的平行技

巧，让它们同行共进，又相互渗透，融为一体，呈现

出多线交叉呈放射状的心理结构形式，以此让读

者把艺术审视的目光从外部世界转向了人的心

里，更好地理解主人翁心理、情绪的变化。如《游

园惊梦》中钱夫人在他人的盛宴中追忆昔日自己

的风光这一情节里，小说设置了明暗两条线，明线

是钱夫人由台南赴台北参加窦夫人的家宴，从下

计程车一直写到宴会结束离去。暗线写的是她整

个赴宴过程中钱夫人的意识流动。一开始进门通

过钱夫人的视角，客观地描写了窦公馆的富丽堂

皇，窦夫人的雍容华贵，这让她回忆起自己在南京

梅园新村为桂枝香请３０岁生日酒。眼前的景象
似曾相识，只是客主易位。整个宴会的进行过程，

也就是钱夫人意识流动过程。入席就座时感觉心

跳，让她有失落的身世之感。通过这种现实时空和

心理时空的叠加对比，突破了传统叙事结构有限时

空的限制，扩展了小说的时空容量与信息量。

总的来说，作为中国率先采用意识流手法创

作的代表作家，王蒙和白先勇在海峡两岸当代文

坛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都在不同的时空境遇中为

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贡献了各自的才智。而他们各

自独特的创作个性又令他们的艺术表现各有千

秋，使得意识流东方化进程更加深入，更加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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