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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乡”是文学的传统题材，古今中外的文学作

品中都不乏经典篇目，无论是规模宏大的《奥德赛》，

还是篇制简短的《诗经·采薇》，都在讲述有关还乡的

故事。进入20世纪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化，无

论主动还是被动，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已然开启。而

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即流动性增强，与此相应

的是，“还乡”也成为中国现代作家最青睐的题材之

一。鲁迅、沈从文、师陀、萧红等都以还乡文学而闻

名，其中既有或虚构或真实的还乡场景，如鲁迅的

《故乡》《祝福》《在酒楼上》，师陀的《果园城记》，沙汀

的《还乡记》以及沈从文的《湘行散记》等；也有宽泛

意义上的“精神还乡”，如鲁迅的《社戏》、沈从文的

《边城》、萧红的《呼兰河传》等。新中国成立后至“文

革”结束，在户籍制度的管理下，人员流动受到限制，

因而在那个时代的文学实践中，还乡题材呈现出衰

落趋势。不过，在陈登科的长篇小说《风雷》、赵寻的

剧本《还乡记》以及浩然的著名小说《艳阳天》中，仍

然可以勾勒出一个完整的还乡情节，主人公的“复员

军人”身份也成为社会主义文学还乡记的醒目标志。

“文革”结束后，中国社会迅速调整了现代化的

方向，一种以西方为镜像的“现代化”想象成为主流

话语，与之相应的是“脱域机制”的飞速进展，“离乡”

越来越成为当代中国人生活的常态。还乡题材随之

呈现出盛况空前的局面，如果以还乡故事中主人公

的身份为依据，对此类作品进行划分，那么比较常见

的有两类：一是知识分子还乡记，如张承志《黑骏

马》、韩少功《归去来》、莫言《白狗秋千架》、贾平凹

《高老庄》、格非《望春风》、徐则臣《耶路撒冷》、李洱

《应物兄》等；二是农民工还乡记，如关仁山《九月还

乡》、王十月《无碑》、徐则臣《如果大雪封门》等。这

一趋势也波及“非虚构”领域，无论是梁鸿发表于《人

民文学》“非虚构”专栏的作品《中国在梁庄》和《出梁

庄记》，还是 2015-2016年在网络上广为传播、一时

间成为热点的博士生“返乡笔记”，都内含着多重的

“离乡”与“还(返)乡”情节。显而易见的是，在现代化

道路上加速前进的中国，被卷入还乡故事的人群越

来越庞大。

还乡记的源远流长，自然与这一题材自身的魅

力相关。王德威曾经论及现代小说中经久不衰的

“原乡”小说脉络：“在中国现代小说的传统中，‘原乡’

主题的创作可谓历久而弥新。‘故乡’因此不仅只是

一地理上的位置，它更代表了作家所向往的生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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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分离。这一时期的还乡记通过时间、空间以及主体修辞，与还乡书写的传统进行对话，呈现了80年代以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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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不仅事关乡愁，更是对现代性危机的应对与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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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源头，以及作品叙事力量的启动媒介。”①相对于

表意含混的“原乡”主题作品而言，本文所论及的“还

乡记”特指包含了具体还乡情节的小说。在我看来，

还乡记属于典型的“原乡”小说，不过它更强调主人

公返回故乡的特定行为，这一行为本身构成了叙事

的原动力，还乡记也因此与通常所说的乡土题材作

品以及仅仅表达乡愁的思乡作品区别开来。还乡记

内含着时光的流逝、空间的腾挪以及百感交集的情

绪体验，在某个特定的瞬间，借助主人公的行动，时

间与时间交织，空间与空间碰撞，目光与目光相遇，

复杂的意义得以诞生。它可以承载思乡之幽情、个

体生命流逝的体验、物是人非的感叹，同时亦可以在

主人公的身份设定、故事情节的编织、主题的确立上

处处刻下时代的痕迹。

如果说古典时代的还乡记更多关注故乡以及自

我在时间中的流变，那么伴随着现代化进程而兴起

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还乡记，则构成了书写中国现代

经验的重要载体。在前文所述的现代作家的相关作

品中，既涉及启蒙的合理性与对启蒙的反思、革命的

有效性与对革命的警醒、城市与乡村的对峙、知识分

子的身份认同以及乡土中国的命运走向等重大问

题，亦涉及国家政治经济与民间生存本位、道德伦理

与个体欲望、进化论与循环论历史观等不同立场的

抗衡，同时还包含着生与死、情与欲、罪与罚、背叛与

皈依等无尽纠葛的上演。它们无疑是我们管窥20世
纪上半叶中国形象的一个重要窗口。20世纪 80年

代以来的中国进入了一个重大的转折期，知识界热

衷于将这一时期与“五四”相关联，指出两个时代都

在反传统并向西方学习，进而恢复启蒙现代性话语

的历史合法性。尽管有论者敏锐地指出，“将‘新时

期’叙述为‘第二个五四时代’，乃是80年代知识界所

构造的最大‘神话’之一”②，但无论有着怎样的差异，

两个时代的最终选择是类似的，中国再次走向“世

界”、走向“现代”，而所谓“现代”在当时的人们看来

就是欧美资本主义社会。此时的文学还乡记同样不

仅是一种文学书写，亦是对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经

验的特定表达。正如“中国在梁庄”这一标题所揭示

的，还乡记的野心是凭借着各种有关故乡的修辞，最

终抵达具有普遍性的中国经验。

那么，80年代以来的文学还乡记为我们呈现了

怎样的现代化进程？在传递中国现代经验的意义

上，“还乡”这类题材有什么独特的修辞方式？偏好

哪些意象？打开了哪些话题领域？对这些问题的回

答既涉及还乡记内在的审美属性，又涉及复杂的意

识形态表征方式。这一时期的还乡记书写卷帙浩

繁、异常丰富，即使暂时搁置台港澳作家和海外华人

作家的创作，相关文本也绝不是一个整体，书写者的

个体差异、时代话语的微妙变化等因素都会作用于

作品之上。本文无意梳理不同作家笔下的还乡记之

间的差异，而是选择从时间、空间以及主体等三个方

面入手，发现这类作品共享的关于“还乡”的修辞，揭

示80年代以来的文学还乡记在时间的流逝中对故乡

的记忆与想象，在空间的迁移中对故乡的描摹与新

的发现，在故乡与他乡的辗转中所体验的迷失与困

惑。本文将指出，如果还乡记写作的前提是主人公

与故乡的分离，那么当代中国还乡记的结局却毫无

意外地指向了故乡的终结，“五四”时期围绕故乡所

建构的启蒙话语也随之宣告结束，取而代之的是现

代性批判话语的兴起。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还乡

记因此不仅事关乡愁，更是对现代性危机的应对与

表达。

一、时间修辞：“昨非今非”与“故乡”的虚妄

在前现代的还乡记中，故乡的意义相对确定，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③，表达的是对

自身命运的哀叹；“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④，表达

的是对家人的担忧，都不涉及对故乡本身的感慨。

及至现代中国的还乡书写，故乡的形象开始丰满，意

义也变得复杂起来。在还乡所见的“此刻的故乡”之

外，还乡者通常会在头脑中召唤出一个“记忆的故

乡”，两者之间的关系构成还乡记中非常重要的修辞

方式。传统的还乡叙事常常会建构出“昨是今非”的

“失乐园”模式，来表现时间的流逝，进而生发出与时

间相关的无限感慨。现代作家的还乡记中，“昨是今

非”的模式仍然非常流行，鲁迅的《故乡》可以视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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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典范，“少年闰土”即是“记忆的故乡”的重要表征，

正是在其映衬下，“中年闰土”与“此刻的故乡”才显

得分外悲惨。从“少年闰土”到“中年闰土”，是将时

间和故乡具象化的修辞，在对“少年闰土”的建构中，

包含着浪漫主义式的对旧日时光的缅怀，而两者的

对比则蕴含了启蒙思想对社会现实和国民性的批

判。在《故乡》中，叙述者原本清楚地知道，“故乡本

也如此，——虽然没有进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

凉，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变罢了”⑤。如此清醒的

还乡者，仍然不能抗拒对曾经有过的美好故乡的记

忆，足以表明“失乐园”模式的强大魅力。

这种“昨是今非”的时间修辞，在 80年代以来的

还乡记中得到了微妙的修正。这类作品往往不再着

力建造神话般的“记忆的故乡”，“昨是今非”逐渐演

变为“昨非今非”。故乡在记忆中是丑陋、贫瘠的。

贾平凹的《高老庄》里，主人公子路在回乡的路上，看

到妻子西夏欢呼雀跃时，即已清楚地知道：“高老庄

毕竟不是如诗如画的桃花源，回到贫困的故乡根本

不等同于回归自然的旅游。”⑥在王十月的《无碑》中，

老乌的故乡烟村是贫穷的，也是缺乏善意的，村民们

总是毫不掩饰地嘲笑老乌脸上的胎记，打击他的梦

想。故乡还可能是罪恶之地。张承志的《黑骏马》是

80年代初期出现的一部意义复杂的还乡记，一方面

是强烈的建构“原乡神话”的冲动；另一方面，索米亚

被强暴的事实却成为“记忆的故乡”抹不去的阴影。

接下来，80年代中期，在莫言的《白狗秋千架》里，美

丽的乡村姑娘暖从秋千架上摔下来，变成了丑陋的

独眼龙。在这一事件中，“我”难辞其咎，关于故乡的

记忆也因此被自觉阻断。这一“有罪之乡”的设定在

徐则臣的《耶路撒冷》中达到了极致，“记忆的故

乡”——花街——彻底成了需要救赎的所在，小男孩

秦天赐的死亡事件不过是一个令故乡罪孽深重的标

志。在此之前，花街的历史其实早已劣迹斑斑。

昨日的故乡隐藏着难以启齿的秘密，甚至是罪

恶发生之地，小说以这样的情节设计表明，作为精神

上的慰藉与记忆的故乡在80年代后已经越来越难以

成为文学的表现对象。《白狗秋千架》里，当“我”与暖

重逢之时，小说设计了这样的对话：

“我留在母校任教了，据说，就要提我为讲师

了……我很想家，不但想家乡的人，还想家乡的小

河，石桥，田野，田野里的红高粱，清新的空气，婉转

的鸟啼……趁着放暑假，我就回来啦。”

“有什么好想的，这破地方。想这破桥？高粱地

里像他妈×的蒸笼一样，快把人蒸熟了。”⑦

暖的回答不仅揭穿了“我”的谎言，同时也撕裂了将

乡村生活美化为田园牧歌的文学传统。在暖或作者

莫言看来，那不过是远离劳作之苦的文人们的虚假

想象。在这篇小说里，忠诚的白狗洞穿一切，“狗眼

里的神色遥远荒凉，含有一种模糊的暗示”，“狗卷起

尾巴，冷冷地瞅我一眼”⑧，这冷冷的一眼正是故乡对

有罪者的凝视。

“此刻的故乡”则继续着它衰败的历程，贾平凹

的《高老庄》就重点呈现了中国当代乡村的种种乱

象。90年代的高老庄已经完全被金钱控制，道德、

情感、性乃至信仰都可以用来交易，甚至当地镇政

府也成为金钱的帮佣。在小说的结尾处，当看到西

夏在写给城里朋友的信件中美化高老庄时，子路忍

不住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你怎么没写上这里的高老

庄……有着争权夺利的镇政府，有着凶神恶煞的派

出所，有着土匪一样的蔡老黑，有着被骂为妓女的苏

红，有躺在街上的醉汉，有吵不完的架，有臭气熏天

的尿窑子，有苍蝇乱飞的饭店，有可怜兮兮的子路，

有蛇有蚊有老鼠有跳蚤……”⑨在子路眼里，高老庄

只是一个肮脏、堕落的地方。在王十月的《无碑》中，

农民工老乌有两次返乡的经历。第一次返乡时，他

试图逃离瑶台村，回到故乡安居，但“故乡，烟村，给

他的是伤害与嘲讽。回家一年，老乌发现家乡变

了。变富了，人也变懒了，最让老乌感到难受的，是

家乡人的是非观变得淡薄，倒把钱看得比什么都重

了”⑩。老乌第二次返乡时仅计划短暂停留，然而乡

邻的冷眼使得父母再次与他翻脸，迫使他提前离开

故乡。与现代化进程相伴的，是以金钱为表征的欲

望的膨胀，以及随之而来的人性泯灭与道德沦丧，故

乡不再是受伤的游子的疗伤之地。在《中国在梁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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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非虚构”作品中，“此刻的故乡”的精神困境得到

了更集中的呈现：只剩下老人与儿童的村庄、依然处

于贫困状况的农民家庭、不再被委以重任的现代学

校教育和已然瓦解的传统价值观念，一个更加荒凉、

混乱、令人失望乃至绝望的村庄成为“非虚构”作品

与小说共享的“故乡”形象，批判现代性也因此成为

还乡故事的主旋律。

“此刻的故乡”也在不断被蚕食。徐则臣在

《耶路撒冷》中这样描绘故乡花街近三十年来的巨

大变化：

那时候花街、东大街、西大街和南大街主要还

是乡村……到十五年前，四条街就完全不再是乡村

了，成了淮海市的郊区，庄稼地上建了工厂、企业和

各种名目的房屋，四条街上的人都有了城市户口。

进了新世纪，市区南扩，四条街已经成了正儿八经

的城区……

花街的进化史就是一部典型的城市扩张史，“城市化

是对现代性空间化以及对日常生活的战略性规划的

概括性比喻”，现代化因此总是与城市化如影随形，

而城市化常常意味着乡村或故乡的彻底消失。类似

的场景也发生在《无碑》里的瑶台村，并在稍加变形

后，发生在格非《望春风》中的儒里赵村。瑶台村最

终成为肮脏混乱的城中村，整体遭到拆迁治理，原来

的村落连同作为故乡象征的祠堂被彻底抹去；儒里

赵村在资本兴起的“圈地运动”中被摧毁，在资金断

裂后彻底成为一片废墟。

80年代以来的还乡记，在对“记忆的故乡”的解

构和对“此刻的故乡”的批判中，试图展示出故乡的

虚妄，使得这类作品充斥着象征故乡虚妄的意象。

在《高老庄》里，它是散落在民间的碑刻，字迹漫漶，

内容琐屑，无法拼凑出村庄的完整历史；在《耶路撒

冷》里，它是在暴雨之夜背着耶稣像和十字架死去的

秦奶奶，是即将被拆除的教堂；在《无碑》里，它是写

满了“拆”字的瑶台村，是被砍掉的村口的大榕树，是

人群中消失的老乌本人。鲁迅的《故乡》开篇即写到

“此刻的故乡”：“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

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衰败的故乡景象由此定

格。如果说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作家是从启蒙视角

出发，“看”到了这样的故乡，其背后隐含的话题是这

些“没有一些活气”的荒村亟须被唤醒，陈旧的“老中

国”也必须被拯救，那么80年代以来的还乡记，在宣

判故乡虚妄的同时，顺便拒绝了启蒙的可能性：故乡

即将消失，也不能通过启蒙被赋予新生。

二、空间修辞：被生产的空间与故乡的消失

空间始终是人们理解自身存在的重要坐标，前

现代的空间相对稳定，进入现代社会后，伴随着传播

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发展速度的加快，人类社会的空

间也在不断地进行重构。现代中国的还乡记就不仅

与时间有关，也与空间密切相关，正如有研究者指出

的，“空间在其本身也许是原始赐予的，但空间的组

织和意义却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

物”。因此，还乡记中令人深思的不仅有“记忆的故

乡”与“此刻的故乡”的关系，也有对空间的特定呈现

方式以及不同空间的意义碰撞，它们显影了当代中

国的社会进程和思想论争，构成了还乡记中意味深

长的空间修辞。

在中国现代作家的还乡记中，故乡通常在整体

上是“老中国”的象征，师陀在《果园城》里就写道：

“它没有电灯，没有工厂，没有一家像样的店铺……

不管世界怎样变动，它总是像那城头上的塔样保持

着自己的平静，猪仍旧可以蹒跚途上，女人仍可以坐

在门前谈天，孩子仍可以在大路上玩土，狗仍可以在

街岸上打鼾。”这段叙述在故乡/世界、平静/变动、传

统/现代的框架中展开，将时间上的落后置换为具体

的空间景观，利用空间修辞建构出丰富的意义。而

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还乡记中，这类启蒙主义视

角下不变的故乡消失了，在《无碑》《望春风》《耶路

撒》以及《应物兄》等作品中，无论故乡还是他乡，无

论城市还是乡村，都处在剧烈的变动中，都成为不断

被改造和重塑的空间。事实上，透过80年代以来的

文学还乡记，我们将看到在现代化进程中，所有的空

间都可能被重新规划、制造和定义。

空间修辞的形式之一是对旧空间的修正和抹

除，随之消失的是旧空间的象征意义。《无碑》《望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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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和《耶路撒冷》等小说都选择了这种空间修辞，来

完成作品的意义建构。《无碑》中的瑶台村原本是中

国南方的普通村庄，老乌刚到那里时，见到的村口有

两棵大榕树，村里有一条河，“他顺着那条机耕道往

里走，机耕道顺着河涌的曲折而曲折，机耕道的另一

边，全是青灰色的民居，房屋低矮，盖着清一色的燕

子瓦，檐头有着高高的翘角，屋脊上蹲着琉璃的小

兽”。小说还为此刻的瑶台村设定了两个特殊标

记：一是村口的古榕，枝叶繁茂，独木成林，它是自然

的象征；二是村子里的黄氏宗祠，已经有三百多年的

历史，气势宏伟，是典型的故乡象征。在小说的开始

处，瑶台村大体上属于古老的自然空间，人与自然、

与祖先同在。然而，这个村庄地处珠三角，在以工业

化为目标的现代化进程中，迅疾成为新兴的工业

区。当老乌第二次来到瑶台村时，原来的乡村不仅

变成繁华的商业区，也成了当地有名的“红灯区”，满

足着这个时代对金钱和性的欲望。正像小说所写的

那样，“瑶台的发廊、‘福建城’‘温州城’、洗脚房是极

多的。不知何时，瑶台居然成了不夜村”。在这里，

自然空间已经完全被商业空间所取代，村口的古榕

也早已被移除，及至小说结尾，政府开始治理工业化

带来的环境污染，工厂搬迁，瑶台村也将被完全拆

除，黄氏宗祠更是难以幸免。《无碑》充分展现了现代

国家对空间的规划和生产能力，瑶台村正是伴随着

各类政策的变化，不断被改写为拥有不同意义的空

间，直至最终消失。它的命运折射出的正是中国社

会不断加快的现代化进程。与此同时，瑶台村的变

迁也可以看作是古老的自然空间在现代中国的宿

命：它将不断被改写，并被以“自然”面貌出现的新空

间所取代。在《高老庄》的结尾，将蔡老黑的葡萄园

改造为采摘园的方案得到大规模的实践，离开故园

的现代人将通过消费的方式，从仿真的“自然”空间

中获得抚慰。

还乡记的空间修辞还包括对新空间的制造，尤

其是对新的空间标志物的制造。在《耶路撒冷》中，

即将建成的翠宝宝纪念馆是小说的核心意象之一。

翠宝宝是民间传说中的妓女，历史上并无其人，主政

者坚持为其修建纪念馆的行为，是“煞有介事地将一

个传说强行坐实到花街上来，简直就是明火执仗地

无中生有”。深究起来，我们会发现主政者真正在

意的并不是历史本身，而是为了把“妓女”这个符号

以醒目的方式与花街联系在一起，将后者打造成当

下的消费奇观。最终，花街重新以“花街”为名，不再

以曾经是“方圆闻名的烟花地”为耻。翠宝宝纪念

馆这一新空间的生产也在传递着这个时代的真相：

这是一个消费至上、欲望至上的时代。值得注意的

是，作家特意将翠宝宝纪念馆安置在“斜教堂”的隔

壁，“左边是老教堂，倾斜，古旧，屋顶和墙缝里长满

荒草，但它还在，站着一动不动，你就没法强占它的

地盘”。“斜教堂”代表着花街的历史，最初似乎只对

秦奶奶有意义，是她一个人的避难所，象征着她坚韧

的信仰。而对初平阳等年轻人来说，它开始时只是

一个神秘的空间，只有当他们经历了生活中的罪恶

与苦难后，“斜教堂”才成为“他们个人宇宙中的

‘圣地’，是他们生活的意义得以产生的‘神圣空间’，

似乎正是在这些地方，他们得到了一种实在的启

示”。在作为(性)欲望象征的翠宝宝纪念馆之侧，

“斜教堂”固执地表征着对罪恶的谴责和救赎的渴

望。小说以空间并置的修辞展现了两种话语的争

锋，最终的结局却是主管部门计划扩建翠宝宝纪念

馆，“斜教堂”面临被拆除的命运。新空间将彻底占

据旧空间的位置，并宣告后者的不合时宜。翠宝宝

纪念馆的修建无疑表达了作家对丧失信仰、缺失“耻

感”的当代社会的批判，而伴随着典型的空间标志物

的巨变，故乡花街的名字虽然并未改变，但其意义早

已被改写和重塑。

空间修辞还有另一种特殊的形式，即空间的修

复。与抹除和新建相比，修复空间更能体现话语博

弈的复杂性。《应物兄》中的太和院和《耶路撒冷》里

的翠宝宝纪念馆一样，是一处无中生有的空间。当

身处海外的儒学大师程济世流露出叶落归根的想法

时，济州大学如获至宝，计划拿出校园内最好的位置

兴建名为“太和院”的儒学研究院。但程济世念念不

忘的不仅是故乡，更有旧时的宅院，他要求太和院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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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建在程家老宅之上。这自然不是简单的新建，而

是对过去的“修复”，正如小说所写的，“说是新颜，其

实是旧貌，因为要恢复成原来的样子，所谓整旧如

旧，一律是老式的四合院”。从表面上看，“修复”老

宅表达了儒学大师的家国情怀与深切的乡愁。然而

反讽的是，一方面，大师的记忆虽然貌似深情，却充

满了纰漏；另一方面，无论是对当地政府还是对商人

而言，重要的都不是寻找真正的旧址，而是以“修复”

为名进行地产开发，因此，在冒牌的仁德路上很快就

掀起了权力与资本的狂欢。虽然真正的旧址就在高

楼大厦之侧，程济世不断追忆的灯儿姑娘也依然活

在人世间，但这一切并没有人真的在意。在这样的

反讽叙述下，儒学以及儒学大师的庄严也随之消

解。《应物兄》中被修复的空间还包括慈恩寺和皂荚

庙，它们的恢复呈现了宗教与信仰在当代社会的窘

境：一方面，人们表现出对信仰的推崇；另一方面，当

寺庙成为资本交易的场所时，人们其实只能通过消

费赝品来获得虚假的满足。

在这些 20世纪 80年代以来的还乡记中，瑶台

村已经被抹除，花街的标志物也被替换，而济州市

正在以“修复”为名大兴土木。然而所有人都知道，

修复只是虚假的仿制，修复工程的完成其实意味着

故乡的彻底消失。当代文学中的还乡记通过空间

修辞，呈现了剧烈变动中的现代空间，揭示了现代

社会的空间生产逻辑，无论是作为文化空间或宗教

空间的故乡，最终都将被权力与资本操纵，难逃消失

的结局。

三、主体修辞：离散的主体与乌有之乡

“还乡”这一题材总是包含着对主体的建构，古

典时代的还乡记中的主体常常被塑造为思乡的游

子。“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表达的

是思乡却不得还乡时的怅惘；“白日放歌须纵酒，青

春作伴好还乡”，呈现的是还乡夙愿得偿时的喜

悦。而现代中国的还乡记却在乡愁这样的经典题材

之外，发掘出更为复杂的意义。面对越来越难以识

别的故乡，“还乡”成为主体重新发现故乡的过程，然

而在现代中国，重回故乡的结局却大多是失去故

乡。鲁迅的《在酒楼上》就是这类作品的典范，叙述

者“我”在还乡之后感慨：“觉得北方固不是我的旧

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

纷飞，这里的柔雪又怎样的依恋，于我都没有什么关

系了。”“我”之无家可归的离散感，正是现代人的典

型体验。

去国离乡虽然古已有之，但伴随着全球化过程

的不断加速和现代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这一现象在

今天逐渐成了现代人面临的基本生存语境，这也使

得“离散”(diaspora)成为国际学界探讨当代文学、文

化现象时的关键词。一般说来，离散指的是在全球

现代性的冲击下，曾经聚居一地的传统社群随之解

体、流散，个人或人群被迫迁移、侨寓或定居他乡，并

基于迁居过程中的时空经验，形成了新的集体记忆、

原乡想象和身份认同。在华文文学研究中，离散书

写一般被用来概括海外华人的异邦叙事与故国想

象，但离散经验不仅仅属于海外华人群体，它其实也

是所有在市场经济、社会分工体系下被迫离乡的当

代中国人共享的生存体验。特别是 20世纪 80年代

以来，在中国社会深刻地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背井

离乡日益成为当代中国人生活的常态，几乎每个人

都成了无枝可依的离散主体。在这一语境下，离散

已经难分内外华夷，它既指“去国”之人，也指“离乡”

之人，甚至还包括在乡的疏离者。就像王十月在《无

碑》中所描写的：“老乌会感叹，北京人在纽约，老乌

在瑶台，这其间的况味，未身在其中的人，恐是难以

感同身受的。”在这里，“纽约”与“瑶台”的并置，正

揭示了离散经验在当代社会的普遍性。

当离散成为某种宿命，还乡也就变得不再可能，

甚至短暂的还乡也只是印证了故乡的不复存在。80
年代以来出现的各种当代中国还乡记，其实也是一

篇篇无乡可还的“离散记”，其中充满了无家可归的

主人公，使得困惑、分裂的主体取代了古典文学中面

对确定的故乡表达乡愁的思乡者：在王十月的《无

碑》中，他是分散在流水线上的农民工；在徐则臣的

《耶路撒冷》中，他是将故乡指认为他乡、将遥远的耶

路撒冷视为“故乡”的知识分子；在双雪涛的《北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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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乌有》中，他是租住在北京六环之外的“北漂”……

这些无家可归的主体形象，成为当代作家描写的重

点，为还乡记增添了更为复杂的内涵。

这类主人公的特征之一是误将他乡认故乡。《无

碑》中的老乌在瑶台村住了十年，“现在，走在瑶台，

老乌不再像从前那样觉得孤单。到处都是我们的

人。老乌想，云瑶日化有关心他的黄叔，瑶台厂有他

的工友。小巷里有他的家人……他不再觉得瑶台是

别人的瑶台，他想，这是我老乌的瑶台”。在漫长的

停留后，老乌已经仿照烟村的熟人社会模式，将他乡

确认为故乡。然而反讽的是，他参与书写标题的刊

物名为“异乡人”，他去做嘉宾的广播电台的栏目是

“人在他乡”，他去做节目的电视台的专题叫“他乡故

事”。事实上，在瑶台村，老乌只有以“异乡人”的身

份才能获得认可。在小说结尾处，《异乡人》停刊，瑶

台村即将被拆迁，老乌彻底丧失了可以误认他乡为

故乡的一切依托。如果说失去了烟村的老乌尚有瑶

台村作为补偿，那么当他乡同样消失后，他丧失了一

切可以安身立命的东西，其失踪就成了必然的结

局。在《耶路撒冷》中，耶路撒冷被初平阳当作信仰

的“故乡”，离开中国前往中东“朝圣”成为他最大的

梦想。然而，梦中虚构的信仰之城在现实中已然陷

入宗教与政治、信仰与暴力的对峙，再造主体的信仰

之旅因此变得无比虚妄。直至小说结尾，初平阳都

还未真正出发。通向他乡的还乡，无论在现实层面，

还是在精神信仰的层面，都有可能成为一个主体离

散(失踪)的寓言。

当代中国的还乡记还注重刻画主人公与自我的

分离。韩少功写于80年代中期的小说《归去来》，就

是围绕着故乡与主体、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展开的寓

言。在小说开头，“我”来到某地，熟识周围的一切，

犹如回到故乡。村民们称“我”是一位马姓“知青”，

在这里生活过多年。然而，主人公却表示：“我不姓

马，我姓黄……”“我确实没有来过这里。”但村民言

之凿凿的态度让“我”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我望着这

个淡蓝色的我，突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好像这具身

体很陌生，与我没有关系。他是谁？或者说我是

谁？”在小说结尾处，主人公仓皇逃离，却没能逃出

对自我与故乡的迷茫心绪。韩少功这篇小说值得注

意的地方，首先是它刻画了故乡与主体之间的双重

误认，解构了游子思乡这样的传统主题；其次是它写

出了当代人主体身份的不确定性，当以“他者”形象

出现的村民坚定地称“我”为马姓“知青”时，主人公

对自己的身份也产生怀疑，丧失了确定的自我认同，

陷入了“我是谁”这样的形而上迷思。《归去来》中的

还乡更像是重返记忆中的禁区，它涉及“知青”生活

的创伤记忆，表面上主人公“成功”地遗忘了当年的

身份和经历，然而旧日的创伤形同鬼魅，如影随形，

还乡的历程最终如同见鬼。墨白的小说《重访锦城》

同样描写了这种见鬼似的还乡，主人公谭渔回到故

乡，寻访那个象征着自己旧时的爱与激情的姑娘

锦。但她早已不在人世，围绕她的一切叙述都相互

矛盾，而主人公的寻访最终以具体的“见鬼”情节作

结：当听说他昨夜遇到的老人已经在一周前去世时，

谭渔在恐惧中发现了一面破碎的镜子，“并在镜子里

看到了一张破碎的男人的脸”，这正是象征主体破

碎的意象。

对还乡记的主体而言，“返乡并不表示身份的复

原，在想象的虚拟空间中，返乡不能终结旅途”。当

还乡成为见鬼时，主体用来确认记忆和欲望实存的

行动即以失败告终，主体也因此陷入自我怀疑、自我

分裂的处境，这一点也深刻地体现在李洱的《应物

兄》中。这部作品里的主体分裂已经成为常态，儒学

大师程济世不断诉说乡愁，详细策划还乡的种种方

案和步骤，但直至小说结束，他也没有真正踏上归

程；应物兄则一面沉沦于现实名利，一面痛苦自责。

小说以应物兄的死亡作结，“他现在是以半倒立的姿

势躺在那里，头朝向大地，脚踩向天空”。死亡之际，

他聆听到遥远的问询：

他再次问道：“你是应物兄吗？”

这次，他清晰地听到了回答：“他是应物兄。”

在这里，主人公出现了严重的自我分裂，对“你是应

物兄吗”这样的问题，他没有回答“我”是或不是应物

兄，而是代之以“他是应物兄”。也就是说，应物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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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深处从来没有认同自己的身份，因此在弥留之

际，反将自我认“他者”，将自己称作“他”。

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当代中国还乡记中，离

散成为小说主人公的基本生活状态。这些人物总是

游荡于故乡与他乡中间，迷失在自我与他者的裂隙

之内，从《归去来》中的逃离，到《无碑》里的失踪，再

到《应物兄》中的死亡，主体以越来越极端的方式丧

失了自我。在中国当代作家的笔下，所谓的“还乡”

故事，往往被描绘为主体离散、无乡可还的悲剧，其

中或许正蕴含了他们对令世界颠倒、令众生迷失的

现代化进程的揭露与批判。

结语

现代性在摧毁一切既有传统秩序的同时，把人

与他们熟悉的生活世界撕裂开来，流放到一片完全

陌生的土地上，使得疏离成了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

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中大量出

现的还乡记，就是这样一个疏离时代降临的产物。

绝大多数中国人不得不远离故乡的宿命，是现代化

进程的必然要求，也是人们必须支付的现代化代

价。间或出现的还乡旅程及其相关的文学书写，则

代表了补偿离乡缺憾的渴望，发出了因为代价过大

而无法抑制的怀疑与悲叹。在笔者看来，当代中国

的各类还乡记通过重构还乡书写传统，在遥接中国

传统乡愁叙事的同时，也深刻表达了对现代化进程

的批判性反思，而在追溯传统与批判现代之间形构

基于本土经验的中国叙事，则是当代中国还乡记书

写的核心动力。在小说《望春风》的结尾，庵赵村成

为一片废墟，还乡者在废墟中修整便通庵作为临时

的居所。他们心怀恐惧，深知“便通庵将会在一夜之

间化为齑粉”，但他们又心怀幻想：“到了那个时候，

大地复苏，万物各得其所。到了那个时候，所有活着

的和死去的人，都将重返时间的怀抱，各安其分。”

这是乡愁在当下社会的渺茫余响，也是小说最后的

煽情。事实上，这部小说的读者都知道，“那个时候”

从未存在过，也永远不会出现。不过，只有那个从未

存在过的乌有之乡，才是人类不断追怀、向往的故

土，而“还乡”的价值或许就体现于“返回”这个永恒

的姿态上，那是对人生意义的渴望，就像应物兄即使

死了，也要摆出“头朝向大地”的姿势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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