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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modern
 

factor
 

in
 

Xiao
 

Jianghongs
 

Wu-Nuo
 

Trilogy
 

 Sorcery
 

and
 

Exorcise
 

Trilogy  
 

is
 

a
 

sign
 

of
 

distinguishing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t
 

highlights
 

the
 

discordant
 

elements
 

from
 

the
 

city
 

and
 

shows
 

the
 

specificity
 

of
 

the
 

countryside.
 

It
 

provides
 

an
 

imaginative
 

solution
 

to
 

the
 

pre-modern
 

era 
 

sighs
 

with
 

the
 

mysterious
 

death
 

of
 

the
 

characters 
 

and
 

resolves
 

the
 

urban-rural
 

conflict
 

with
 

the
 

way
 

of
 

thinking
 

and
 

lifestyle
 

of
 

returning
 

to
 

old
 

rural
 

home-

steads 
 

a
 

psychological
 

healing
 

dose
 

for
 

readers.
 

The
 

essence
 

of
 

pre-modern
 

factors
 

is
 

aesthetic
 

modernity 
 

which
 

dem-

onstrates
 

the
 

resistance
 

of
 

aesthetic
 

modernity.
 

It
 

is
 

attributed
 

to
 

human
 

care
 

at
 

the
 

intersection
 

of
 

modernity
 

and
 

tradi-

tion
 

to
 

realize
 

the
 

spiritual
 

value
 

of
 

realist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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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現代何為
———論肖江虹“巫儺三部曲”的鄉土書寫

劉竺岩1　 梁思璿2

1蘭州大學文學院;
 2四川美術學院藝術人文學院

摘　 要:肖江虹“巫儺三部曲”中的前現代因素是區分城鄉的標誌,突出來自城市的不和諧因素,展現了鄉村的特異

性。 它提供了關於前現代的想像性解決方式,用人物神秘的死亡方式為之歎惋,以回歸鄉土的思維與生活解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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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衝突,並療愈讀者心靈。 前現代因素的本質是審美現代性,彰顯了審美現代性的抵抗姿態,在現代與傳統的交匯

點上歸於人性關懷,實現了現實主義文學的精神價值。

關鍵詞:“巫儺三部曲”;前現代;鄉土;審美現代性;城市

引言

對貴州作家肖江虹來說,“民俗”是他的標籤,也是其作品吸引讀者的主因之一。 “巫儺三部曲”《蠱鎮》
《儺面》與《懸棺》正是其中的集大成者,《儺面》更因斬獲第七屆魯迅文學獎而成為代表作。 但作家本人並

不一定認可“民俗”的定位,對於肖江虹來說,“民俗書寫只是他的手段,其目的在於追問現代性進程中人的

命運” ①。 事實上,在“巫儺三部曲”中,民俗雖引人矚目,但僅是作家建構的“前現代世界”之有機組成部分。
在馬克斯·韋伯看來,前現代社會是未祛魅的,“理知化”與“合理化”尚未介入,人們相信有神靈存在,需要

“以魔法支配神靈或向神靈祈求” ②。 在這樣未祛魅的小說世界中,無論民俗、自然、觀念,還是圈層結構的人

際關係,都可用“前現代”概括。 要探析作家怎樣觀照“現代性進程中人的命運”,理解與之對立又交融的“前

現代世界”是必要的。 這種前現代作用何在? 怎樣產生意義? 又如何展現作家意圖? 需要在文本內外深入

解讀。

一、
 

前現代是區分城鄉的書寫方式

《人民文學》為“巫儺三部曲”梳理了一條文學史脈絡,那就是從沈從文、汪曾祺到王潤滋、李杭育再到肖

江虹的鄉土文化小說之路。 如果從文化角度尋繹,那麼從“湘西”到“尋根”的路徑,就讓肖江虹的作品在鄉

土小說中具備了特異性,即它們很難被歸入“在鄉” “進城”與“返鄉”的新世紀鄉土小說敘事模式
 ③。 三部

曲中,“在鄉”“進城”與“返鄉”是交融混雜的,既非反思鄉土社會的固有缺陷,更非對“城”及其表徵的現代

生活方式的肯定。 如果從敘事來看,城與鄉以對比視角呈現,前現代是對鄉土的書寫方式,意圖透視城鄉之

間的區隔。
首先,肖江虹筆下的鄉村是理想化的,不和諧因素來自城市。 《儺面》中,帶著一紙診斷書從城市歸來的

顏素容成了一個“要死的人”。 不同于曉蘇《老闆回家》中鄉民嫌貧愛富的戲劇性姿態;亦非何頓《蒙娜麗莎

的微笑》基於傳統倫理的道德審判,更非閻連科《柳鄉長》中極具諷刺性的“小姐還鄉”鬧劇。 《儺面》中的顏

素容與鄉村的道德、金錢觀念無涉,她是一個來自“城”的不和諧因素。 由於自知將死,她試圖用“惡言相向”
“將世間的溫情痛快地殺死” ④,同時又以“不怕死”的姿態掩飾內心深處對死亡的恐懼。 一方面,由於“進

城”經歷,她對前現代始終懷有拒斥:“像儺戲這樣的習俗,早該死去了才是。” ⑤另一方面,又因恐懼死亡,請
秦安順為她唱一首“延壽儺”。 對於這個“返鄉”的異類,無論顏家還是秦安順,都並未給予道德上的評判。
尤其是秦安順,還以儺戲的方式為她解結,即消弭罪孽,繼而為她延壽,實際上代表來自鄉土的接納與和解。
儘管“延壽”的結果是“壽已盡”,但罪怨已然消散

 ⑥。 小說的最後,顏素容拾起秦安順的遺物伏羲氏面具,更
隱喻著她已不再是“不和諧因素”,經由儺戲,再次融進理想化的鄉村。

與“返鄉者”顏素容不同,純粹的外來者自始至終是與鄉村對立的。 城裡來的許淨植以科學原理解釋燕

子峽中的一切,認為“我”看到的幻象是“恐懼情緒下產生的幻覺” ⑦。 許淨植的調查帶來強加于村民的搬遷

計畫。 這種在外界看來利於村民的生活方式,却引來了村民的反感,其原因有二:“這山旮旯裡頭還睡著祖

宗。”“連懸崖都沒一壁,這樣的地頭日子咋過?” ⑧而將攀岩傳統“改造”為商業表演的嘗試,也因價值觀的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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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差異告終。 從中不難看出迥然相異的城鄉思維方式。 在這裡,鄉民展現出來的不是《哦,香雪》中對城的

嚮往,現代化的城市很難對鄉民形成吸引力。 因此,無論作為民俗的儺戲、攀岩,還是建基於“人情”的人際

關係,既形成區隔城鄉的屏障,又成為拒絕“外來”的阻力,更是化解城市消極影響的一種有效手段。 城鄉間

的二元對立關係就在不和諧因素的應對方式與化解過程中展現。
其次,前現代因素是凸顯鄉村特異性的手段。 它的作用是讓鄉村神秘化,更讓與之對應的現代城市因而

浮淺。 因此,在三部曲中,表現民俗等的方式不是巡禮或展示,而是作為區分城鄉的工具。 落實到作品上,就
是魔幻現實主義方法。 三部作品展現的民俗都蘊含著魔幻因素,且均與“城”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蠱

鎮》中,趙錦繡委託王昌林製作“情蠱”,是因為進城打工的丈夫王四維與人有染;《儺面》中,顏素容請秦安順

用儺戲來解結、延壽,是因為她在城裡染上了自知命不久矣的疾病;《懸棺》中,攀岩本可成為溝通城鄉、帶動

鄉民致富的手段,卻因為民俗本身具有神聖性,鄉民難以接受這種出賣神聖的商業化表演而結束。 由此可

見,在肖江虹筆下,民俗及其背後根深蒂固的原始思維的一個顯著作用是區分城與鄉,且被用以化解來自城

市的種種消極影響。 而化解這些影響的,也非民俗本身,實為附著在民俗之上的神秘力量。
民俗帶來的神秘力量也只屬於鄉村或鄉村人。 《懸棺》中,“我”在山洞中感到了來自先祖的形象與聲

音。 “我”也由此知道了祖先在燕子峽經歷過的殘酷生存史。 此外,“我”也曾在即將墜崖時,看見“一隻穿岩

豆藤草鞋的腳” ⑨,並因此躲過一劫。 但在城裡人看來,這樣的神奇經歷只用一句“幻覺”就可輕易打破,而這

些神秘力量對城裡人來說,也並不起作用。 《儺面》也是如此。 當秦安順為顏素容唱罷一段“延壽”儺後,他
看見了神靈翻冤童子。 此時,通過儺戲回歸了鄉土的顏素容也似乎預知了法事的結果。 她由“不信” 到

“信”,似乎預示著其自身已從城裡回歸了鄉土。 因此,民俗帶來的神秘力量從視角上區分了城鄉。 對於鄉

民而言,神秘力量是常見且不足為怪的;但對於城裡人,這不僅是他們鄙夷的對象,更是不可見的。 以神秘力

量區分城鄉,並非三部曲首創,它是鄉土文化小說借鑒魔幻現實主義的一種常見手法,《白鹿原》即是如此。
在白鹿原上,可以出現法官捉鬼、田小娥顯靈等一系列神秘事件;而當地理空間轉到省城,它們就在趨於現代

化的社會中消失不見了。 這與其說是展示了“震撼人心的藝術力量” ⑩,毋寧說在城鄉關係中,作品是以鄉村

為本位的,二者從根本來講,是“兩個世界”。 神秘力量在城鄉間的起落,其實蘊含著對城市文明的批判性審

視。
最後,以前現代因素嚴格區分城鄉,其實也產生了城市描寫簡單化,甚至負面化的苗頭。 《蠱鎮》中,王

四維與人有染,原因是進城打工難以承受誘惑;而他留在鄉村的妻子趙錦繡面對王木匠的猛烈追求不為所

動。 《儺面》中,顏素容幼時一直以“懂事”著稱,進城經歷不僅讓她重病纏身,甚至對親友惡語相向。 《懸

棺》中,與城裡聯繫最為密切的來向南違反村規偷盜燕窩,還試圖將攀岩改造為招攬遊客的商業化項目。 從

這樣的視角看,城市在道德上就走向了負面,不僅價值觀與傳統鄉土社會相悖,從倫理上看也不為鄉村所容。
但這個傾向並非三部曲所獨有。 早在沈從文那裡,其城市書寫的弱點就已被學者關注。 陸傑在《批判城市,
想像鄉村:沈從文的都市小說》中指出,沈從文的城市書寫不具備“湘西那樣迷人的異國情調”,除與自然有

關外,無法“和現代情感相關聯”,因此城市也就僅僅成了一個與正面的鄉村相對立的道德符號
 。 之所以

讓城市與鄉村在道德上產生對立關係,關乎作家對現代性的思索。

二、
 

前現代是解決現實問題的想像性手段

從書寫方式看,前現代因素為三部曲提供了區分城鄉的方式,但其作用不止於此。 作為關注現實問題、
觀照人生苦難的作品,作品針對著現實問題,尤其是關於人的生存困境。 但身為審美意識形態的文學無力解

決現實問題,因此其中的前現代因素,尤其是基於民俗的神秘力量提供了想像性的解決方式,不僅針對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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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完滿,更是對讀者的一種心理療愈。 較早對文學“想像性” ( imaginary)進行創造性闡發的是阿爾都塞,他
認為“意識形態表述了個人與其實在生存條件的想像關係” 。 延續著阿爾都塞,馬歇雷等更認為“看上去沒

有意義的‘原始’文本赤裸裸地表達了意識形態立場。 這些意識形態的立場只能形成於物質性的文學文本,
也就是說,它們只能提供想像,或者更好的是,通過想像在意識形態中替代性地解決矛盾” 。 伊格爾頓則整

合了上述觀點,提出“文學作品不僅以想像移置了真實,更把那些‘真實的再現’塑造成想像性對象的一種生

產” 。 在三部曲中,作者正是通過想像移置現實困境,經由對前現代生活方式與精神氣質的想像,替代性地

解決城鄉衝突中難以索解的現實困境。
第一,神秘的死亡方式為前現代的終結唱響了一曲挽歌。 《懸棺》中,燕子峽居民延續數百年的生活方

式終於被城市化浪潮打破。 水壩工程讓鄉民不得不走出峽谷,此時一直夢想著葬身懸棺的二老祖製作了一

對巨大的翅膀,“鷹燕般從高處飛了下去” ,找到了屬於他的懸棺,以勝利者的姿態完成了“死亡儀式”,在
水天一色中飄向遠方。 正如作品中屢次出現的“鷹燕殉崖”,這隱喻著失去家園後的無所歸依。 但對人來

說,這種“失去家園”更多指向前現代生活的終結,極具儀式性的死亡方式與魔幻色彩的翅膀,是對舊日生活

的懷戀,更是藝術性地解決現實困境的方式。
《蠱鎮》中的王昌林是最後一個蠱師,細崽在輩份上是他的么公,更是他傳承蠱術的弟子。 當細崽突發

怪病陷入彌留時,王昌林以一道幻蠱,讓他在幻覺中拽住一掛風箏,“奔跑在那寬闊的廣場上” 。 這樣看似

安樂的死亡,實則昭示蠱的終結。 民俗傳承斷絕的困境,亦即前現代因素的消失,被隱藏在理想化的、想像性

的死亡背後。 《儺面》更是如此,秦安順以幻覺中的儺戲結束了生命。 而他死後兒子們焚燒儺戲家什,也預

示著儺戲這種勾連生死的傳統儀式之消亡。 概言之,現代性讓“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 ,源自原始

思維的巫術將為科技所取代,前現代那與世隔絕、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終將被打破,是難以阻擋的歷史洪流。
因此小說以神秘的死亡方式為象徵,是對傳統消散的想像性解決,也是一曲面對詩意生活的悠長挽歌。

第二,回歸鄉土的思維方式與生活方式是對城鄉衝突的想像性解決。 《儺面》中的顏素容是城鄉衝突的

犧牲品,她“在城市與鄉村的邊緣遊走” ,一方面未在城市尋到立足之地,被一紙診斷書打回鄉村;另一方

面,有過進城體驗的顏素容又絕非一個“鄉村人”,她以“城裡人”的目光審視儺戲面具,毫不留情斥之為無用

之物,又以看似絕情的姿態試圖隔絕親情。 儘管作品中的鄉村人並未對其進行道德評判,避免了使之陷入傳

統與現代道德觀念的兩難困境之中,但失去了身份認同的顏素容確實成了一個既不被城市接納,又難以重返

鄉村的“遊魂”。 作品給出的解決方式,是讓她在“延壽儺”中由“不信”到“信”,更“學會了面對死亡,迎來了

儺面後的神” 。 小說結尾,顏素容撿起了秦安順的遺物———伏羲氏面具,表徵著她在思維上回歸了鄉土。
與此同時,她身後傳來了母親的呼喚:“顏素容,你個砍腦殼的,天都黑了,還不回家吃飯。” 說明她已回歸了

鄉土的生活方式。
作為承續自沈從文的鄉土文化小說,三部曲不重在撕裂城市與鄉村,作者立足鄉村的視角在於對傳統價

值觀的認同,亦即認同“一死生,齊彭殤”之勘破生死,意圖“指向生命的另一維度” 。 究其實質,這是一種

回歸內心的想像。 無論是《儺面》還是《懸棺》,作者都清醒意識到,前現代終將逝去,被城市化所吞噬。 鄉村

尚且自身難保,何況試圖嘗試“回歸鄉土思維方式與生活方式”的人?
第三,這種想像不僅意圖解決難以直面的社會現實困境,更是對讀者的一種心理療愈。 如果說神秘的死

亡在文本內部解決了傳統式微的焦慮,那麼回歸鄉土的思維與生活解決的不只是文本,更針對讀者,意圖在

心理層面實現重建依賴的文化修復。 啟蒙現代性張揚個人主體性,疏離傳統家庭,甚至疏離以血緣關係為紐

帶的圈層結構是必然的。 對於早已經歷工業化的城市,這或許可被逐漸接受,但對鄉村來說,會給人帶來價

值觀的危機。 如吉登斯所論,“當理性的欲求替代了傳統的欲求時,它們似乎提供了某種比先前的教條更具

有確定性的知識”,然而現代性在反思中被建構,這樣確定性的知識“只不過是一種誤解罷了” 。 當城市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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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被進城經歷擊碎,顏素容及燕子峽漢子們體驗到幻滅感,在所難免。 這種價值觀也隨之為正在體驗現代性

的讀者所接受,其共情是可以想見的。 因此,復歸鄉土思維與生活不僅是小說的收束方式,更將讀者縫合進

文本,用重建依賴帶給他們心理的療愈。
另外,自然風光也是前現代社會的一個表徵,更是療愈讀者心靈的方式。 儺村溪畔生生不息的蘚葉、蠱

鎮山上能將萬物盡收眼底的山頂開闊地,乃至燕子峽古怪、凹凸、駭人的峭壁與極富靈性的鷹燕,構成了理想

化的、隔絕現代的空間。 自然與傳統密不可分,也為文學想像提供了空間。 文學史上,田園牧歌為《赫曼與

竇綠苔》帶來關於理想愛情的浪漫想像;密西西比河的陌生化景觀賦予《阿達拉》以異域情調的審美體驗,三
部曲就繼承了浪漫主義文學傳統的審美趣味。 如果從現代性層面看,著重描寫疏離現代生活空間風景的文

學作品,與治癒系電影是異體同構的。 在治癒系電影中,自然風光“讓被日常瑣屑所包圍的觀眾卸下防備,
跟著故事情節的深入接受進一步的療愈” 。 正如宮崎駿讓龍貓出現在森林深處,讓《千與千尋》中的異世界

入口深處人跡罕至的自然之中,三部曲的自然風光與神秘民俗和情節渾然一體,其本身更是綜合了地域景觀

與文學想像的治癒空間。

三、
 

前現代的背後還是現代

如果說前現代只是書寫方式與想像手段,三部曲就會只有“魔幻”而失去了“現實”,其社會關懷與人文

向度更加無從談起。 那麼前現代現象的背後是什麼? 不論是作者的預設還是小說業已實現的現實維度,它
都指向了審美現代性,一切神秘都是審美現代性的表像。

首先,前現代現象的背面是審美現代性。 肖江虹之所以被歸入沈從文、汪曾祺一脈,有其依據。 沈從文

的創作觀以美為核心。 他力圖建設一種“美和愛的新的宗教”,以之激發“生命的抽象搜尋”,乃至“產生一種

崇高莊嚴感情” 。 因而在其湘西小說中,不見陋習、人性醜惡的表現,代之以“鄉土人生的道德以及鄉土的

文化、審美意蘊” 。 換言之,湘西人的前現代生活方式是理想化、審美化了的,真正表現的是現代的審美。
汪曾祺“尋根”時期關注風土人情的悠揚韻致,亦複如是。 回到肖江虹,他的作品就承續著這樣的審美觀。
《蠱鎮》中,細崽依照輩分,是王昌林的么公,雖因個性頑劣,常對王昌林惡語相向,但二人相處之和諧是讀者

無法不承認的。 細崽曾在山中救過王昌林,王昌林對細崽也是疼愛有加。 當細崽因怪病死後,王昌林為他選

好了墓地,他說:“筆架山吧! 那也是我的地頭,么公和我親,挨著我吧!” 這樣“悲歡一線之間,生死隔牆相

望”的生命觀,看似與《生死場》《呼蘭河傳》相似,但卻擺脫了猛烈的批判性,取而代之的則是平淡的話語及

其背後的無盡深情。 從這個意義上看,它表徵了周憲所言審美現代性走入的“昇華了的新感性狀態” ,在古

典美與本真性的交融中實現了審美的救贖。
其次,表面上的的前現代彰顯了審美現代性的抵抗姿態。 在卡林內斯庫看來,啟蒙現代性與審美現代性

二元對立,在社會歷史的各個領域都體現了分裂與衝突:“一個是理性主義的,另一個若非公然非理性主義,
也是強烈批評理性的;一個是富有信心和樂觀主義的,另一個是滿刻懷疑並致力於對信心和樂觀主義進行非

神秘化的。” 
 

三部曲的神秘色彩,就建立在抨擊理性、信心與樂觀色彩上,這些都潛藏于前現代現象的背後。
如《儺面》中“解結儺”消弭罪惡,“延壽儺”延長壽命,是在非理性層面對生的信心與樂觀;《懸棺》中“我”對

許淨植的科學解釋並不信服,甚至在其舉手投足間看出滑稽,實際也是對理性的一種批評。 在與神秘現象相

對立的城市一邊,城裡人難以理解燕子峽鄉民為何堅持居住在“不適宜人類居住”的環境中;他們審視燕子

峽人攀岩的方式也是娛樂的、理性的,不帶有其原本具備的神性色彩。 在二者的對立衝突中,雖然《儺面》以

秦安順死前所見的異相,以及顏素容回歸鄉土告終;《懸棺》以二老祖飛入懸棺的勝利者姿態收束。 但啟蒙

現代性即將吞噬立足審美的鄉村,仍清晰可辨。 作品中現代壓倒傳統,實則昭示著啟蒙現代性壓倒審美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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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當非理性之物無立錐之地,社會的現代化意義何在? 這是作者的憂思,也是作品中審美現代性螳臂當車

般的抵抗性之真義所在。
最後,通過透視作者的審美訴求及其憂思,“巫儺三部曲”的文化取向已然明晰,且在關於前現代的書寫

中獲得了成功。 除了如前所述“追問現代性進程中人的命運”外,作家的視角尚指向兩個深處。 其一是人的

敬畏之心。 肖江虹指出,在《儺面》中,“其實那個幻像只有秦安順一個人可以看到,因為中國古老的循環時

間概念還在他心裡留存,他戴上那個面具後看到的可能是他想像的,但他相信這個東西是存在的,就是因為

他有怕懼” 。 這是樸素的傳統觀念,但與作家極力表現的審美現代性並不相悖,因為二者的共通點是“拒絕

平庸”,並在此基礎上認同朝向傳統的寬容、歧義和多元。 其二,肖江虹認為當代文學丟掉了文學的莊嚴性,
那就是在敘事倫理意義上“站在全人類的立場上來寫作” 。 這充分說明,作家強調審美現代性的現實意義,
並未走入唯美主義的頹廢與虛無,他自始至終以人為中心,無論人的命運、敬畏之心,還是敘事倫理立場,都
具有著強烈的現實關懷。 這也與他所理解的現實主義相一致,即關乎人類痛苦與困境的文學均屬現實主義。
這種廣義的現實主義不與浪漫主義對立,最終指向和解。 所以,作為地方性知識的民俗、風物等可靠與否並

不重要,它們或許具有相當的文化意義,但更多是作為手段存在的。 由此,也可以看出作家達成這種由對抗

到和解的努力,即前文所述的想像性解決。 儘管在作品中,城與鄉一直以二元對立的姿態出現,但走到作品

的結尾,都在想像性層面上達成了和解。 即便這個和解是不關涉實際解決路徑的,但于讀者而言,給出了令

人信服的價值觀,也就實現了文學作為審美意識形態的精神功用。
綜上所述,“巫儺三部曲”中的前現代因素首先是區分城鄉的書寫方式,突出了來自城市的不和諧因素,

展現了鄉村的特異性,但也出現了城市描寫簡單化、負面化的弊端;其次,它提供了關於前現代的想像性解決

方式,用人物神秘的死亡方式為之歎惋,以回歸鄉土的思維方式與生活方式解決城鄉衝突,同時,想像性解決

的對象不僅是難以直面的社會問題,更是對讀者的心理療愈;最後,前現代因素的本質是審美現代性,它彰顯

了審美現代性的抵抗姿態,並在現代與傳統的交匯點上歸於人性關懷,實現了現實主義文學的精神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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