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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小说《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

的作者是白俄罗斯记者、作家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

耶维奇(S. A. Alexievic，1948-)，她是2015年诺贝尔文

学奖得主。在这部反映苏联时期切尔诺贝利核灾难

的纪实小说中，作家不仅描述了核灾难亲历者们口

述的回忆，而且其中还夹杂着一些文献资料、新闻报

道等。小说看似纷杂、松散，但通过研究发现，其叙

事表现为现象学的“原真还原”和“交互主体性”相呼

应的双层样式，并具有开放对话性。通过这种现象

学叙事方式，作家达到了“还原”核灾难真相和对其

“反思”的写作目的。

一、现象学的“原真还原”叙事

在《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中，作家

通过“描述”不同身份、不同职业、差不多90多个受访

者的回忆，以第一人称我(口述者)的方式，还原核灾

难发生时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这种突出个体

自我对核灾难认识的方法，正是现象学“原真还原”

法：“排除对我而言‘异己之物’，被保留下来的则是

对我而言的‘本己之物’”(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

念通释》432)。
首先，在小说这种“原真还原”叙事中，作家全文

使用“描述”性语言来记录口述者的回忆，没有作者

和叙述者的参与，这种“描述”具有客观性。其作用

与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倡导的“描述”方法作用相

同，即“现象学的描述排除任何对内在被给予性的超

越解释，也排除那种作为实体自我的‘心理行为和状

态’的超越解释”(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

92)。也就是说，作者运用“描述”性语言是为了如实

记录回忆者所述，剔除作者对此事件的“说明”和“解

释”。而“说明”与“解释”都是对事物的一种构造，也

就是加入了说明和解释者自己的认识和理解，不利

于事件本身的还原。

其次，为了实现还原切尔诺贝利核灾难这一事

件，在小说文本中，作家没有着重描写核灾难发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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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情况，即客观事件，而是把重心放在核灾难，

即客观事件在各位口述者意识中是如何呈现上。几

乎全文都利用口述者们的“回忆”来还原这一事件，

这正是现象学认识事物的方法，即世界在意识中的

呈现。因为“回忆”作为一种意识行为，“回忆”中所

呈现的核灾难，当然是在意识中呈现的核灾难。而

且，“回忆不仅仅是关于过去对象的意识，而且是关

于曾经被感知的、并且被我感知过的、在我的过去的

此时此地曾经被给予过的对象的意识”(倪梁康，《胡

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148)。也就是说，亲历者的回

忆是对当时核灾难亲历者本己认识的再现，不是作

家或亲历者的凭空想象，而是一种经验的再现，是事

件在亲历者意识中的呈现。这也是现象学所强调

的，认识主体(也就是人)在认识活动中的核心地位。

胡塞尔认为，“每个人都有无可否认的权利把世界接

受为现实存在”(Husserl，Ideas xlii)。所以，小说呈现

给读者的是口述者自我意识中“原真还原”的切尔诺

贝利核灾难。但是，这种“还原”在具有“唯我性”的

同时，还带有对话性。

这种对话性表现在面对阿列克谢耶维奇采访

时，口述者对核灾难的回忆里明显带有与对此事件

他者声音的批驳。据亲历者回忆，对核事故，政府的

态度是极力掩盖：“我们接到了上级传达下来的警告

命令：为了国家利益，回去后，我们最好不要告诉人

们自己在这里看到了什么”(64)。医生也极力隐瞒核

辐射对人的伤害程度：“医生们写道：7贝克。可事实

上，这一真实数据应该是 600贝克！”(125)。而媒体

则夸大其词，故弄玄虚：“报纸和杂志为了竞争，相互

攀比，看谁能写出最吓人的文章”(113)。还有在民间

流传的各种谣言：“长着三个脑袋的小鸟，小鸡把狐

狸啄死了，刺猬的刺掉光了”(99)。这些“掩盖”、“隐

瞒”、“夸大其词”、“谣言”等声音，在口述者们的回忆

里，是批驳的对象和应该“搁置”的东西，也就是“原真

还原”里的“异己之物”。在亲历者们的口述回忆里，

“还原”后的真相是：“现在，河里和湖里已经出现了许

多没有头或尾巴的梭子鱼。树林里的动物都因为放

射性物质的辐射而得了奇怪的疾病。悲伤的它们四

处游荡，这些动物都长着一双悲哀的眼睛”(118)。
最后，为了更加深刻认识核灾难，更进一步实现

对事件的还原，在口述者们的回忆中，还伴随着口述

者们对核灾难的“联想”，联想到战争和启示录。联

想，在一般意义上是指根据事物之间的某种联系，由

一事物想到另一有关事物的思维过程。而胡塞尔认

为，“联想是当下被给予之物使我回忆起过去的相似

之物，这个回忆的过程基于当下之物与过去之物的

相似性”(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62)。这

种“相似性联想”不仅可以引发朝向过去的回忆活

动，也可以引发朝向未来的进一步的统觉活动(陈伟

24)。在“还原”核灾难这一事件中，“相似性联想”所

引发的这两种活动都存在。

回忆过去的“联想”。这主要体现在核灾难“联

想”到战争。核灾难之所以“联想”到战争，是因为无

论是灾难性，还是残酷性，两者极其相似，而且核灾

难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里，我们见证了一场超越

一切战争的战争——切尔诺贝利”(阿列克谢耶维奇

27)。从古至今，在人类的历史上，不断发生各种残

酷的战争。但核爆的破坏力，在切尔诺贝利之前，只

有日本广岛和长崎经历过。所以，用战争作为核灾

难的参照对象，使读者更容易理解核灾难给人带来

的创伤和痛苦。

这种“相似性联想”引发的朝向过去的回忆活

动，与整部作品讲述对核灾难的回忆不同。首先，回

忆的对象不同。关于核灾难的回忆，回忆的对象是

多方面的，包括事件本身，以及经历事件的人的各种

感受。而“相似性联想”引发的回忆对象是战争。其

次，回忆者的能动性不同。关于核灾难这一事件的回

忆是一种“当下化”，是一种“再现”，是回忆者的主动行

为。而“相似性联想”所引发的回忆(战争)，最初是一种

被相似物触发的被动行为。这种被动回忆的发生必然

引发人们进一步的思考，对比核灾难与战争的异同之

处，加深对核灾难的认识，完成“再造”。所以，前者是

还原真相的呈现，后者是思考后的重新认识。

面向未来的“联想”。主要体现是由核灾难联想

到《圣经》启示录中的场景。这一“联想”与上述的核

灾难“联想”到战争不同，不同在于“相似性联想”引

发的不是回忆，而是现象学所说的，引发的是面向未

来的思考：“到了那儿，你马上就会发现自己正置身

于一个奇异的世界里，在这里，你会有一种正在阅读

《启示录》的感觉，《启示录》中的内容发人深省”(阿
列克谢耶维奇73)。这一面向未来的思考，带有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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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思考核灾难之所以发生的原因，思考人类如何

面对未来的发展。警示人们，如果不吸取核灾难发

生的教训，那人类的未来就如同《启示录》中的世界

末日一样，这种思考和警示也是小说所要揭示的一

个主题。

所以，通过回忆、批驳、“搁置”和“联想”之后，呈

现出来的是核灾难亲历者对这一事件的经验，即“原

真还原”后的核灾难：身边亲人、朋友和邻居接连生

病去世，生活环境改变，政府强行要求当地居民撤

离，人们被迫离开故土家园，经历了失去健康、亲人、

家园的痛苦，核事故的破坏程度和战争相比，有过之

而无不及，可怕程度如同《启示录》中的世界末日。

二、现象学“交互主体性”叙事

从现象学视角看，作品在表层“原真还原”叙事

之下，隐含着小说中人物—口述者与读者之间形成

的“交互主体性”关系，以及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对话

关系，它们一起构成了小说的深层叙事。

首先，小说人物与读者之间有“交互主体性”关

系形成的基础。在《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

史》中，每一位口述者在对阿列克谢耶维奇讲述所经

历的核灾难时，更多的是倾诉自己在核灾难中的情

感经历，其中提到最多的词是对死亡的“恐惧”：“他

们对我们说了一大堆废话——你们会死。人们吓坏

了。大家的心里都充满了恐惧”(7)。另外，还有

“爱”，爱亲人，爱家乡，爱国家以及失去亲人的“痛

苦”和对科学、科学家们的“憎恨”：“因为我爱他，我

爱他胜过一切……我只爱他！我不能没有他”(216-
20)；“ 他 们 把 自 己 当 做 祭 品 献 给 了 国 家 和 人

民。……小伙子们并不是为了这些奖励才自告奋

勇！”(122)；“它将脚下的土地撕裂开来，然后将各种

痛苦真真切切地砸在我们身上”(128)；“总有一天，他

们会开始四处搜捕这些科学家，就像中世纪的教廷

到处逮捕医生，然后把他们全部淹死一样”(74)。所

以，读者在读这部小说时，会被这些强烈的情感笼

罩，形成一种情感统摄。这种情感统摄的基础是人

物—口述者、读者之间存在的“同感”。“同感”又称

“移情”、“共情”，它又是小说中的人物—口述者与读

者之间现象学“交互主体性”关系的基础。

其次，“交互主体性”运用到人际关系中，是指互

为主体存在状态和我们—主体存在状态。也就是达

到人与人之间的“互识”和“共识”状态。小说中的人

物虽然不是读者身边活生生的人，但由于人类意识

中的“相似性统觉”作用，并不妨碍小说中的人物与

读者之间“交互主体性”关系的形成。通过“同感”这

种移情方式，把自己(读者)放在他人(人物—口述者)
的位置去理解他人(人物—口述者)，进入他人(人物

—口述者)的知觉领域，形成一种更高层面的“意向

性的自我—主体的交互渗透和他们先验生活的意向

性交互渗透”，达到一种对同一个对象之总和世界的

心灵共识(王振林16)。于是，小说中人物—口述者的

情感与读者的情感达到了相通，两者之间实现了“交

互主体性”关系，进而达成了“共识”。但是，由于小

说中每个人物所表达的情感和观点各不相同，人物

思想之间存在着对话性。所以，引发读者思想的共

鸣和“共识”也是开放对话性的。

最后，人物与人物之间思想的对话也缘于“交互

主体性”的存在。这部纪实小说采取采访亲历者、记

录每一位亲历者口述回忆的形式。表面看，人物之

间缺乏互动，不存在“复调小说”中人物之间的交流

与对话。实际上，这种人物间的对话是存在的。首

先，因为胡塞尔发现了人与人之间存在的“交互主体

性”关系，“彼此为对方的相互存在”，他人的思想意

识被我所知，存在于我的思想意识，他人也是如此

(《笛卡尔沉思与巴黎讲演》165)。所以，小说人物之

间也是这样，存在着“交互主体性”关系。如对普通

人舍身投入核事故现场清理工作这一行为，不同口

述者有着不同的声音：清理人阿卡迪·菲林认为是

“人们期望能够得到政府曾经许诺他们的那些待遇”

(阿列克谢耶维奇76)。执行委员会代理负责人谢尔盖

认为“小伙子们并不是为了这些奖励才自告奋

勇！……我把他们当成是战争中的英雄”(122-25)。
后者提出小伙子们是英雄，不是为了奖励，就是基于

前者“为了政府许诺的待遇”的观点，但后者并不接受

和认同这一观点，与前者展开了思想的交锋、对话。

另外，在小说中人物与人物之间“交互主体性”

关系中存在着对话的基础：“平等”。“平等”也是现象

学“交互主体性”中的一个核心词。因为胡塞尔提出

“交互主体性”后，对此进行了说明：“在人的共同体

意义上，在人——他即使是单个的，也本身具有共同

体成员的意义——的意义上，这意味着一种彼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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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的相互存在。这种彼此为对方的存在造成我的

此在与其他人的此在的客观化的平等”(《笛卡尔沉

思与巴黎讲演》158)。这种彼此间的平等也是对话

的基础，“巴赫金主张面对面的平等关系。只有这种

关系，才可以把不同的意识引进一个积极交流的对

话情境，从而推动思想的展开、演进”(黄世权108)。
此外，90多位口述者既是人物，又是叙述者，作

者不是主导者，她在小说中和读者一样只是倾听者

(高建华、曹爽78)。每一位口述者都从自己的角度去

发声，“回忆”自己对核灾难的认识。作者没有在小说

中对任何人物—口述者的言论加以评判，而是平等如

实地“描述”给读者，让读者去进行思考和判断。小说

中人物之间在思想意识上是独立平等的，他们各自都

有自己的思想意志，相互交锋，形成平等对话关系。

综上所述，由于人物和读者之间“交互主体性”

关系，以及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对话关系，读者也参与

到文本当中，与人物情感产生共鸣，与人物一起思

考。这是对表层“原真还原”叙事的补充和完善，是

主题思想的深化。

三、现象学叙事的“反思”意义

《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带有现象

学特征的双层叙事结构，与申丹提出的小说“双重叙

事进程”不同。“双重叙事进程”主要是针对虚构叙事

作品，认为：“在不少虚构叙事作品中，在情节发展的

背后，还存在一股叙事暗流，自成一体，构成另外一

种叙事进程，自始至终与情节发展并列前行。这两

种叙事运动呈现出不同甚至相反的走向，在主题意

义、人物塑造和审美价值上均形成对照补充或对立

颠覆的关系”(3)。本文的双层叙事结构则不然，它针

对纪实性文学作品，而且两层叙事和谐统一、相互补

充，不存在相反和对立，两者都为呈现同一个核心意

义服务，那就是“还原”核灾难真相后，对其进行现象

学的“反思”。

在小说中，就核灾难谁之罪的问题，一位名叫尼

古拉的口述者提出了这种“反思”：“我们必须知道谁

是这件事的罪魁祸首。那个人是谁？是科学家，还

是核电站的人？或者，是核电站的负责人？……我

们要求关闭所有的核电站，并且把所有核物理学家

关进监狱，可以吗？我们诅咒他们！可是，知识是无

辜的，知识本身没有过错，学习和了解知识并不犯

法。今天，科学家也已经成为了切尔诺贝利事件的

受害者”(阿列克谢耶维奇109)。显然，尼古拉的观点

打破了以往人们对事物认识的对象化模式，这是一

种人本主义的现象学“反思”。

现象学的“反思”与一般的反思不同，它是指“我

们的意识目光不是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做的那

样，直向地面对空间事物，包括动植物、自然、人、社

会、世界以及如此等等，而是反过来朝向我们意识本

身的活动”(倪梁康，《现象学及其效应》86)。这种“反

思”关注的是人的心理或意识，而不是物理或自然的

存在，是一种人本主义的回归，也就是“通过现象学

还原的进行而反思地把握到在此之前‘隐匿的’构造

成就，并且因此而达到对自己本身的认识，即认识到

自己是所有确然性和所有对世界的认识和拥有的原

泉源”(365)。在小说中，这种现象学的“反思”不仅通

过人物——口述者来表达，而且通过“交互主体”性

叙事让读者一起参与其中。“反思”的目的是回归人

的主体性，克服一统天下、理性至上的二元论。这也

是小说现象学叙事的意义所在。

当今人类处于“最技术化的时代，也是人类历史

上最空虚的时代”(Ortega y Gasset 151)。如何面对科

技进步给人类带来的影响，是许多思想家、哲学家和

作家思考的问题。正如胡塞尔在追溯欧洲科学危机

的根源时所说，“科学的‘危机’表现为科学丧失其对

生活的意义”(《欧洲科学的危机》15)。这是胡塞尔反

思近代以来，自然科学以及科学意识的哲学导致人

主体性的“自身遗忘”。也就是要求人们从人的意义

的观点出发，重新评价科学、评价科学与人的关系，

改变小说中口述者所说的：“核物理学家全部是国家

的精英，只有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才能进入这一领

域。人性被暂时放到了一边”(阿列克谢耶维奇

171)。胡塞尔强调人的主体性，克服科学技术对人

的异化，回归正常人与科学技术的关系。

正如作家在小说结尾表达的：“我常常想，相对

于简单而机械的事实而言，人脑海中的那些模糊的

情感、传言和印象其实更接近事实真相”(226)。这里

作家把个人的非理性意识活动，也就是个人感知当

作最真实的存在，让现代人醒悟到“自己的整个世界

观[如何]受实证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

的‘繁荣’”(倪梁康，《胡塞尔选集》981)。如同陀思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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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夫斯基小说《地下室手记》的主人公“地下室人”发

出的呼喊一样：为什么一定是“2+2=4”？难道只有理

性是至高无上的真理吗？

结语

小说《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之所

以叙事带有现象学特征，主要原因是文体风格特点

符合现象学方法的一些特征，这是两者联系在一起

的纽带。纪实文学是指“借助个人体验方式(亲历、

采访等)或使用历史文献(日记、书信、档案、新闻报道

等)，以非虚构方式反映现实生活或历史中的真实人

物与真实事件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报告文学、历史

纪实、回忆录、传记等多种文体”(李辉23)。纪实文学

作品追求真实性，以写实性描述为主；现象学通过现

象学的“还原”，排斥所有成见，关注实事本身，根据

现象自身所显现的来描述它们，从而把握住各种现

象的本质(倪梁康，《意识的向度》233)。可见，“求真

性”和“描述性”既是纪实性文学作品的特征，也是现

象学的特征。基于这两大共性特征，用现象学方法

来研究纪实性文学作品的叙事特点具有可行性，这

也许就是本文研究的总结性思考和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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