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年 ! 月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 卷第 # 期

%&'(!"#! )*+,-./*012*-345-36&72-*/*38.-9 :+;5-&;;<-5=&,;5>8!?*75./?75&-7&;@95>5*-" A*/B!$CDE(#

9*5!#!(F$G$HI(5;;-(#GJ!K"L$M(!"#!("#("!F

流亡的青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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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承志$青春姿态%写作研究述评

倪红梅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南京 !#"""$%

摘C要!张承志被公认为当代作家中最激进的理想主义者' 这种激进体现在他一直与世

俗化潮流的格格不入#一直对接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上' 他的这种

批判态度一直是研究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本文将研究者对其激进态度清晰地勾勒出来#从

两者之间的微妙变化中来感受张承志现象的存在处境#从而透析这种写作方式的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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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萨义德在谈及远离故国的流亡状态时曾写

道+(大多数人主要知道一个文化"一个环境"一

个家"流亡者至少知道两个,这个多重视野产生一

种觉知+觉知同时并存的面向"而这种觉知借用音

乐的术语来说是对位的% 流亡是过着习以为常的

秩序之外的生活% 它是游牧的$去中心的$对位

的,但每当一习惯了这种生活"它撼动的力量就再

度爆发出来%)作为一个流亡者"张承志的力量可

能也是这样爆发出来的%

而关于流亡"阿多尼斯说+(艺术尤其是诗歌

的独特价值"恰恰在于其被放逐,创新者的价值"

恰恰在于对流亡地的坚守%)

"不谋而合的是"张

承志在.离别西海固/一文中也有相似的文字+

(我不知自己为什么非要一步又一步退着离开了

你们%)(我知道对于我最好的形式还是流浪%)在

谈及这种孤独$流浪的生存方式时" 张承志的解

释是(内蒙游牧民族的影响)% 应该说"更深刻的

原因还在作家的自由天性% 这种天性使他的灵魂

注定不得安宁"永远在寻找新的体验"永远在寻找

新的目标% 虽然他知道(走向哪里也没有新大

陆)"知道(一切本来就是平庸无奇的) !.黑山羊

谣/#"知道(英雄主义的风"熄灭多少年了)"自己

命中注定只是一只(错开的花) !.错开的花/#"

可他满腔的激情仍然催促着他去体验% 这是不同

于乐观的理想主义者的悲观的理想主义者"他心目

中的理想已经不是一个明确的目标"而是一个永远

无法企及的人生境界"一个(连自己也弄不清是什

么的一个辉煌的终止)% 在那里"是一切的幻想都

幻灭之后的激情体验+(美丽瞬间)%

&#'

张承志从内蒙古的东乌珠穆沁草原开始了激

情寻梦的青春时代"后而走进新疆辽阔的文化地

带"在这个枢纽中心沉淀了情感"之后又走向了他

血脉所在西海固"在这片黄土地上他皈依了伊斯

兰教% 即使这样"他依然没有停止追逐的脚步"在

#F#

!

!

(收稿日期)!"##K#!K#F

(作者简介)倪红梅!#$MJ*"#安徽舒城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 级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现

当代文学研究'

"

C/南方周末.诗人阿多尼斯专访(夏榆(!""$K##K#F(



寻访异国他乡的路上"那颗敏感义愤的血性之心

依然澎湃% (*- >2&,*.9)111(在路上)的旅人$

骑手姿态记载了一个个(美丽瞬间)"这一路的执

著完成了他英雄人格从形成$建立$寻父到成熟的

过程% !" 世纪 G" 年代的文化氛围的深厚影响"

成为其精神的文化底色"那就是对于(人民)主题

始终不渝的寻找% 作为一个(在路上)的理想主

义者"他以.大坂/$.北方的河/等作品中的青春

火焰响应了 M" 年代个性解放的大潮"如同一面高

扬的精神旗帜激发着一代人的豪情与悲壮% 进入

$" 年代"幻灭的氛围驱使一大批曾经的理想主义

者蜕变成怀疑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以受骗者的

姿态嘲笑甚至践踏任何形式的理想"张承志却以

悲剧英雄的面目"顽强地抗争着"独来独往地浪迹

于生命的原野"誓不回头地从理想的长旅走向朝

圣的绝顶%

&!'

一&狂躁的青春!标签

韩毓海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与现代性的

问题/里说到+(只有具体细致的了解3秩序2如何

生成$确立和转化"知识分子才能有所作为"批判

和介入都不是依凭那种酒神式的激情和流于一种

姿态%)如果按照这种原则去解析 M" 年代的张承

志研究"总体上看来"激情更多于姿态%

M" 年代的张承志研究人士几乎都是与研究

对象拥有相仿的年龄$相似的经历$相同的立场的

批评家"其中最为典型的当数蔡翔$吴亮$南帆$赵

玫$季红真等人"他们不是以生硬的理论框架去肢

解作品"而是以内心的共鸣为先导%

&F'作为张承志

的同代人"蔡翔的张承志研究活跃着一种心灵相通

的生命感兴"其中的理论升华主要不是来自于一种

抽象的逻辑推导"而是来自于生命体验的萃取"理

性的把握中奔涌着经验与记忆的复杂况味%

然而"#$MJ 年张承志发表.金牧场/并流露出

以.金牧场/作为自己文学创作的一个阶段性总

结"引发评论界激烈论争"赵玫认为.金牧场/应

当被看作是作者理想主义的最辉煌$最富激情的

象征"而徐明旭认为"它虽然是一曲理想主义的颂

歌"但并未包含最鲜明的时代精神与最强烈的时

代意识% 时代精神却不可能纳入理智的范畴"

(它更多的是一种偏见"一种情绪倾向% 它以一

种压倒一切的暗示力"经由社会无意识作用于那

些柔弱的心灵"使他们随波逐流% 然而"张承志所

沉醉的异端精神却与时代精神格格不入%)

&N'

其实"(时代精神是一种宗教"或者说得好一

点"是一种信念"它同理智绝对没有任何联系"然

而却被拿来当作衡量一切真理的尺度"并被认为

始终符合于常识%)

&L'研究者既以时代精神评价

张承志的得失"这本身就是一种富于主观情绪的

体现"感性压倒了理性%

!" 世纪 M" 年代确实需要理智$清醒$科学的

理想主义"如果说张承志的理想主义有一种非历

史$非科学$过于狂热的倾向"那么其研究者则是

一定程度上的变本加厉% 这里所说的理想主义指

向"还只是指张承志的青春叙事"这种叙事不但是

一种人生的阶段性描绘"而且包含了对于青春本

身并且由此而及于个人生命和时代历史的价值评

判% 张承志对青春的无悔心态"这虽然像很多评论

者批判的有对伤痕的遮蔽"但同时引起了人们对

(青春无悔)的反诘和质疑% 而这种质疑客观上反

而唤起了人们对青春的珍视"对青春姿态的迷恋%

$"年代告别革命后的(被弃感)证明了这一点%

梁晓声说过一段很有说服力的话+(3文化大

革命2成了我们这一代人唯一普遍获准的一次"

可以理直气壮地表现自己证明自己的机会% 其表

现方式是演习3革命2% 其证明内容是3无限忠

于2% 其理论基础是3造反有理2% 这是整整一代

人心理能量的一次性的大释放大宣泄% 它耗掉了

作为每一个单独的人来说"至少需要用 #HF 生命

进行储备的那一种3自我表现2的激情% 同时严重

挫伤整整一代人将这一种激情化为自我实现的冲

动% 此后 #" 年内他们只能听凭时代的摆布% 其

中某些人3自我表现2的种种努力"实质上体现为

一种低级的本能"一种自我异化% 一种自我安抚

的虚幻的追求%)

却顾所来径"得失寸心知% M" 年代的张承志

研究者也多是借张承志的青春姿态为自己的青春

立言% 青春与革命相连"根深蒂固的青春情结和

革命情结总体上塑造了包括研究者在内的一种革

命姿态"或者慷慨高歌"或者要求断裂% 这个时代

的青春姿态很高昂"即使是口号"还是很有号召力

量的% 相应地"批判者的立场也异常分明%

二&隐退的青春!避难

$" 年代的文学"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和扩

展"呈现出沧海横流的状态% 但是"对于青春的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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叹"对于青春的回顾"对于青春的反省"却仍然是

其中非常抢眼的一道风景%

然而"由于西方 G" 年代的黑人运动$反战斗

争$校园风潮$妇女解放等激进的社会活动"曾经

带给人们许多幻觉"左派思想过多地成了人们躲

避内心生活的恐惧的避难所"(个人成长这个问

题可以等到3革命成功以后2再考虑)% 因此"当

大规模社会斗争的浪潮消退之后"人们意识到个

人成长和发展得如此艰难"并由此而退入(内心

革命)和(心路历程)"由对社会进程的投入转为

对个人心灵的关切% 因而"相对于 M" 年代而言"

$" 年代对青春的书写策略也发生向内转的倾向%

张承志更非耽于青春的喧嚣和狂躁"他一直

在为青春寻找意义"为青春寻找安放之地% $" 年

代的.心灵史/的确帮张承志完成了宗教精神的

巡旅"树立了确定的信仰"但是信仰的坚定性却再

次幻灭"最后张承志只能以殉教的方式维护自己

的宣告"这是其语言无力而作的勇敢抗争%

作为批判的视角"吴炫的.宗教否定+英雄性

与存在性/一文"以张承志的.心灵史/等作品为

材料"认为张承志对哲合忍耶的宗教性选择并不

具有英雄意味"最多只能解决(回民与张承志的

精神问题"很难解决中国人的精神问题)% 它的精

神的不可名状性不仅会阻碍当代中国人在理智和

感情上的接受"还(必然影响到张承志作品表现意

义上的不可名状性)"从而导致(张承志文学上的

软弱无力%)M" 年代批评者对张承志树立的信仰的

旗帜"表示情感的认同或者潜在的拒绝"此时虽然

张承志找到了青春旅程的归宿"批评者没有发表

(是)和(非)"而是穿透作品看到了背后的虚弱%

$" 年代张承志研究专著111何清.张承志+

残月下的孤旅/111他的论文里也排斥了两种城

里人对张承志的批评"一种是代表着世俗社会对

他的严厉批判与指责"把他斥为 (文化冒险主

义)$(狂躁与恐惧)等等"甚至恨屋及乌"连带着

辱骂张承志所张扬的哲合忍耶,另一种是代表世

俗对张承志的积极肯定"并把他作为当代社会人

文精神的代表来抗击媚俗反对投降"把他视为世

俗知识分子精神价值取向的一面旗帜% 何清认

为+(由于张承志被纳入到汉文化中心去理解和

批评"也就注定了他的可悲的结果"他个人的声音

和他所代表的哲合忍耶的声音在强大的话语霸权

面前被淹没了% 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使用一

些夸张的$激烈的$虚张声势的$充满战斗性的语

言去宣传他的宗教%)这种观点是怀有深厚感情

的批评"他看到了作者语言背后的孤独与无援"并

给予认同$理解和异口同声的呐喊% 这种呐喊不

是 M" 年代同代人心灵里的呼应和守候"而是超越

时空"超越种族血液的深刻体谅%

在 $" 年代"保守主义的$改良的思潮在大陆"

似乎占据了思想文化界的中心位置"现在(时髦)

的$有感染力的思想并不是革命的$剧烈变革的思

想"而是保守主义的$改良的思想"所以有人把 $"

年代称为(告别革命)的年代% (告别革命)是一

种普遍的心态% 李泽厚将.告别革命111回望二

十世纪中国/的主旨概括为(告别现代"回归古

典"重新探求和确立人的价值%)

&G'

实际上的现实是"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 所

谓现代性是个矛盾体"用康德的话来说就是+现代

既是一个空前进步的时代"也是一个彻底绝望的

时代"而这两面都是(现代的真实)"这也就是所

谓(二律背反)% $" 年代的张承志研究更多侧重

这种背反%

素飒.永不孤独的孤独者/写出了张承志创

作实践对他所倡导的(艺术即规避)的创作原则

的背离"作者试图规避的努力在实践中遭到失败"

这是% (污秽$丑陋像死亡一样威胁着每一个只

能容纳美好的生命"没有感到这种威胁的人"绝不

会走向真正的艺术%)在这里研究者看到了张承

志被威胁"其实"威胁他的不只是青春的逝去"更

残忍的是连青春激情的言语方式也不得不规避%

吴炫.宗教否定+英雄性与存在性/提出了

(圣)与(俗)的对抗"从(合时宜)到(不合时宜)"

张承志的(家园)只能在对由(时宜)组成的现实

之拒否中才能建立"张承志对(英雄性)的新的体

验只能在(不合时宜)中被给予% 也因为此"张承

志选择(穷人宗教)就可能难以面对这样的命题+

究竟是(哲合忍耶)使西海固的回民至今贫困落

后"还是西海固的回民因为贫困落后才更加依赖

(哲合忍耶)*

何清.从红卫兵到知青的转化/强调角色转

化的裂变"发现这种断裂"更容易接近张承志的身

份立言% .张承志+残月下的孤旅/他完整地勾勒

出张承志(失落家园111寻找家园111回归家园)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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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路历程% 寻梦不得"梦醒后独饮孤独"寻思回

归家园"却发现此(家园)非彼家园了% 立言时的

热烈和立言后的孤寂"宣告他(青春)姿态的单薄%

哲合忍耶过去受压迫的历史"暗合了张承志

对现在的绝望与心理上的(饥寒交迫)"这是二者

的结合点% (任何从事伟大事业的人们"都需要

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

哲合忍耶发展史的悲剧性"深深感动了张承志"作

为一位血脉中一直涌动着信仰的痛苦的作家"他

不能离开那种时时能使他热血沸腾的虔诚与激

昂"因此他找到了哲合忍耶% 而张承志的悲剧是"

他把他对信仰激情的追求与他对异质文化的批判

混合在一起"当他以为他找到了理想的现实存在

模式时"他就出现了致命的谬误"因而找到哲合忍

耶的张承志走上了越来越孤独的理想主义之路%

(执拗的寻找逝去的梦是件可怕的事)"就像.黑

骏马/.绿夜/里"当主人公在重新面对记忆中的

美好时"其实现实已经改写了所有记忆中的美好"

(在现实中追求梦境就是使梦破灭)"主人公也就

只能选择面对现实了%

可以肯定的是"张承志对(末世)颓靡心态的

批判$对理想的求索精神"是.心灵史/中积极意

义的一面% 但他将这种批判与对哲合忍耶的全盘

崇拜嫁接起来"就失之于偏颇了% 张承志写.心

灵史/时"既不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也不是一个纯

锌的作家"他徘徊于理性与激情之间"造成了.心

灵史/批判现实与宗教崇拜这两个主题的分裂%

后者消弱了前者"这是作家囿于个人局限的悲剧"

也是作家批判精神走向偏执的悲剧%

&J'

$" 年代的研究成果大多都在书写张承志的

青春宣言自身的不和谐"甚至陷入泥沼或绝境不

可自拔"更这昭示着他不可能为其理想寻找到合

适的栖息地% 但很少有人为张承志这种创作的自

然走向找到其合理的线索"尤其是.心灵史/的偏

离其实只是作者事与愿违的悲剧结晶%

三&失语的青春!转嫁

在特定的时代"文化对于物质是无力的% 但

是"在根本的意义上"一种文明的失败并不是物质

的失败"而是文化的失败% 这就是为什么当 #J 世

纪明清易代"(天崩地解)"野蛮战胜了文明的时

候"顾炎武$黄宗羲$土夫之返本归根"通过对于原

始经典的理解"重新发现(道) (理)"为未来(文

明)重新奠基% 在某种意义上"张承志树起了一

面不屈的旗帜"成为了一个孤独的文化战士% 这

不是一次阵地战"他建立的是一个文化根据地%

&M'

因为文化的深厚"如此定位就给新世纪以来

的张承志研究赋予更开阔的空间"可承载的内容

也更加丰富% 当历史拉开了一定的距离"理性更

强"因而人们能从宏观角度去捕捉对象的具体坐

标% 这样形成了社会$历史$哲学$文化$宗教$民

族$语言$艺术$心理$美学$性别等多层次$多角

度$多曲线的多维研究空间% 追求时效性的跟踪

研究逐渐淡出"从整个文学史$文化史或世界史中

考察张承志的精神源流$历史地位和审美脉络就

自然而成了%

颜敏.审美浪漫主义与道德理想主义/在文

学创作层面上"强调(二张)的审美浪漫主义,在

文化批判层面上"则凸显(二张)的道德理想主

义% (二张)以创造性的艺术形式表达自己的思

想"回应那个时代的大变革,以微弱却真诚的声

音"提醒和制衡着人类现代性进程中的代忻"故而

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形式上都有其文学史

的意义% 因为"(无论社会发展到何种程度"都不

能否认文学艺术的审美乌托邦的意义"因为它体

现了人类向上的善良美好的本性"提供了一种不

同于历史理性或工具理性的精神尺度%)很明显"

批评者清醒地意识到无法在纯文本的领地中封闭

式地解决关于(二张)现象的认识问题"而是自觉

努力结合自身所处的转型期时代语境来确定理解

(二张)的坐标% 这种转换其实规避了对象本身

的无力"而以另一个侧面夯实它的存在根基"这种

立场更加显示了张承志现象的焦虑和失落%

马丽蓉.踩在几片文化上/采用了多角度渗

透进张承志的创作"各种角度都相当有力地道出

了张承志深厚的文化底蕴%

黄发有.诗性的燃烧+张承志论/综合评述了

草原文化"理想主义"生命哲学"宗教意识"文化批

判"民粹主义"美学和散文"烛照到张承志整个生

命的表里"避免了单向度片面化的理解"可以说充

分尊重了张承志作为一个人的存在本体%

曹腾的硕士论文.中外文学关系中的张承志

写作/以苏联艾特玛托夫为参照系挖掘了张承志

的异域文化资源"为世界人对张承志感兴趣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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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新的角度"也为他走向世界开拓了新的空间%

张承志在 #$MJ 年发表的$描述作品主人公从

红卫兵时代111草原知青111访日学者的近 !"

年人生历程的.金牧场/中就已经感叹"这青春

里唆地拖了 !" 年"它实在太长了"并且明确表

示+(从今后"我的笔不再写青春二字%)与此同

时"他又情不能遏地辩护说+(人心中确实存在过

也应该存在一种幼稚简单偏激不深刻的理想% 理

想就是美% 残缺懵懂的青春夙愿是最激动人心

的"是永生难忘的美好的东西%)到 $" 年代"张承

志仍然眷恋着他的(青春)"他不但把.金牧场/改

写为.金草地/"而且在日本出版了自传性的.红

卫兵的时代/日文版"再写他的(青春赞歌)111

准确地说111是一种挽歌%

据.三份没有印在书上的前言/ !.花城"$N

!F#/#中称"张承志有三本仅以外文出版的作品"

即为.内蒙古大草原游牧志/!七$八年前出版"在

日本印行六次"作者认为就作品对游牧生活细节

的描绘来说"海外尚没有能与它相比者"但他为它

被当作旅行手册而感到可悲"他盼望的读者是

(企图为青春寻找意义的年轻人)"而不是游客或

少数所谓专家学者#$.中国之中的伊斯兰教/$

.红卫兵的时代/ !以日文创作"日本发行"四万

册#"后者被作者认为是(第一本关于早期红卫兵

运动的正面总结)% 他说+(对此我有认真的把

握% 因为在所谓老红卫兵的成员中"我尚未发现

有谁比我对红卫兵造反事实的意义更肯定,也没

有谁比我对红卫兵的特权阶级思想更敌对"这是

第一点% 其次是因为十几年来我一直留心了西方

六十年代的学生运动和左翼运动"我注意到了它

们不可否定的意义"也注意到了它们优于和劣于

我们的方面%)张承志需要寻找年轻人去承载他

的希望"这种转嫁的倾向无疑是预言自己退出%

在大多数研究者将其作为成熟的个体置于大

时代背景下诠释张承志现象时"仍然有很多人没

有忘记张承志身上的鲜活因子% 白草.张承志视

野中的鲁迅形象/"傅书华.心灵的迷狂111张承

志现象批判/"张宏.主体认同$革命意识与人民

美学111论张承志在新时期的文学实践/"高宏

存.族裔认同$民族精神$文化民族主义111作为

一种文化现象的张承志研究/等都是立足于重读

的基础上"于庞杂的时代话语中为张承志研究增

添了新的亮色% 不管是(新左翼)解释还是刘璐

.谈属系压抑与个性压抑中的张承志/都为张承

志的(青春姿态)提供了相辅相成的一面%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以善意的方式创造出来

的那个既完全理想化又非常有历史感的主体"可

以在瓦砾废墟上他人的蝇营狗苟的反衬下永远生

辉"昭示着神圣的力量"信仰的力量"但这个主体

如何能回答二十世纪中国的理想主义和灾难的紧

密关系* 人们有理由在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对立

被抹杀的今天"重新发现$理解和承继历史上针对

此而建立起来的理想"但这种重建的理想"也必须

以充分理解历史上理想与灾难的关系为前提% 如

果仅仅将灾难剥离出来"归为邪恶的他人制造"而

与(我们)无关"那么灾难将永远是一个巨大的不

明物"而灾难又实实在在地真实地发生在我们这

个世界中% 如果没有真正的眼光反思灾难与我们

的关系"我们怎么有权宣布新的追求和信仰只会

获得爱和幸福而不可能重新遭遇灾难* 当张承志

运用他的理想主义表述一种正义时"这确实令人

激动"但在我们这个时代"正义同样也可以用各种

其他方式表达"包括张承志所鄙视的儒家思想"包

括来自于西方(列强)的民主思想% 而理想与正

义毕竟不同"理想的可靠性须受到追问"不能因为

它表达了正义就必然具有了真理性%

&$'这里的追

问"更加让理想和不悔的青春无法遁形%

虽然张承志不乏红卫兵式的寻找子虚乌有的

(理想)的狂热和盲目"人们还是为他找到了(激

情)之美% 可是"在这激情的背后"又隐蔽了多少

青春没落的哀叹* 研究者有必要关注他燃烧的青

春火焰是否渐行渐弱"这种微妙的变化又是哪些

因素所致"同时要探究这种变化多他本人的走向

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张承志幸运之处在于"他

苦苦追寻的理想在一次又一次的破灭中触摸到了

真实% 走过的路已经存在"道出的美已经永恒%

四&研究反思

也许我们应该对张承志多一些理解"正像学

者陈思和先生所说的那样+(没有像张承志那样

穿越沙漠$攀登过大阪"并在神圣的西海固皈依宗

教的汉人"没有像张承志那样历经千辛万苦地查

访$阅读$研究一个秘密的宗教教派"并以它的代

言人自居的人生阅历的特殊身份"并且可以说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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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承志所说的宗教一无所知的普通汉民族读者"

我们有没有资格去谈论去发表对作为小说家的张

承志的看法*)

&#"'

无论张承志高呼的信仰虚无与否"也不管他

的态度激烈地怎样近于偏激"我们都要有一种理

解的同情"止于表层去批评外观的瑕疵"这是求全

责备% 我们应该更多的关注文本后面的物化时代

精神追寻之艰难和生命中苦难的无处不在"不能

轻易漠视自己视线之外的存在% 张承志肯定信

仰"坚执信仰"并不是否定苦难的存在"并不是叫

人们无视到处都有的现实的苦难% 人们在信仰中

获得了依靠和安定"这并不是说他靠着信仰就能

够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面包和水"更多的财富和

安全"而只是意味着"他在心灵中抗住了苦难的重

压%

&##'研究不是目的"深入挖掘作者作品和文字

之外的内容"让所有的被文字概念干枯了的鲜活

世界"又通过文字的书写而复活% 唤起生命的质

感"这是各种艺术的目的%

另外"研究者常常忽视了作者作为一个独立

的个体写作的局限"也没有充分尊重作者写作的

真实意图% 张承志说过+(我希望自己的文学中"

永远有对于人心$人道和对于人自身的尊重,永远

有底层$穷人$正义的选择,永远有青春$反抗$自

由的气质%)这可能是他创作的真实动机"他接受

了(口唤)"希冀引起人们的关切% 可是有多少人

去关注他所描写的对象本体"以及他描写时心里

所受的创伤"更别说去探究苦难的根源并力图找

到解决方法%

作为一个不断追求并努力超越自己的作家"

他在成长的路上一边祭奠青春"一边追逐梦想"青

春的激情是他不竭的动力% 就像宗教的正统与异

端都信仰着共同的神一样"张承志与他所痛恨的

潮流间的关系也既对立又同一"同属一个母体%

他一方面获得了潮流赋予他的写作灵感"另一方

面又无情地揭示了时代的漏洞% (作为与时代精

神相反的否定性向度"他和肯定性向度的抗争只

能在相互渗透和补充中修正偏差"从而推动秩序

的变更与精神的扩展%)

&#!'再大的饼大不过烙它

的锅"因此探究张承志是如何在抗争中吸收潮流

的资源"又在时时高度警惕(偏激)时获得了同

一"这有利于肯定他固有异端的存在合理性"又没

有忽略时代对个体成长的重铸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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