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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小说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中的一种广泛的写作方式。元小
说作家放弃了对叙事的绝对控制权，而是有意识地在与读者的共
同努力下构建作品。评论家帕特里夏·沃在她的《元小说》一
书中指出，元小说的目的是“在创作小说的同时对创作过程进
行说明”。唐纳德·巴塞尔姆在其元小说代表作《气球》中，
通过创作作品来探索写作过程。本文试图通过将短篇小说中发生
的所有情况与艺术创作和欣赏相结合来探索巴塞尔姆的《气
球》，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元小说以及后现代主义。

1　气球作为一部后现代主义作品
从表面上看，巴塞尔姆的故事是关于一个巨大的气球出现在

纽约上空，并改变了这座城市。讲述人在夜里人们睡觉时给一
只气球充气，这只气球几乎覆盖了曼哈顿整个南半部，包括第
五大道两侧的25 个街区。这个气球一直被悬挂在那里，形状却
不断变化，令人难以理解。关于气球，真相究竟是什么，没
有人说得清。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一个有关解释的故事：气
球是一件艺术品。它可以代表任何艺术创作，例如歌曲，绘
画，雕塑，而问题是，该怎么做？如果我们假设气球象征着一
本小说，那么这本小说正如这只没有确切形状的气球一样，并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它没有情节也没有人物，而更像是一
部先锋试验性后现代主义作品，其特征是不确定性和非理性。
巴塞尔姆把创作形式置于首要位置，气球是一个关于如何创作、
如何阅读的隐喻，颠覆了传统文学作品的构成要素。

2　叙述者作为文学作品的创作者
就像短篇小说中的气球由叙述者完全控制一样，作者巴塞尔

姆也完全控制自己的写作。在故事中，尽管来自各个年龄段和
各行各业的市民都对气球做出了各种猜测和回应，但叙述者只是
出于个人原因给气球充气。 巴塞尔姆也可能是出于个人原因和自
己的意愿而创作了《气球》，作者本人可以随时开始和停止创作，
并决定故事的内容。他的情节更多地依靠偶然而不是设计，随心
所欲地堆积起来的细节构成了《气球》，正如乱七八糟的零星杂物
充斥着当代生活。唐纳德·巴塞尔姆热衷于把玩拼贴、戏仿的手
法，把貌似毫不关联的事物汇聚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拼贴画，该
拼贴画将不同的事物糅合在一起，从而创造了新的现实。气球的
自我迷失，自我暴露，证明气球不是别的，它指向的，就是我。这
只气球在告诉我们，我除了我之外不是任何别的什么。巴塞尔姆
的气球是一只后现代式的气球，一只自我指涉的气球。

正如叙述者关注市民对气球的反应一样，巴塞尔姆也关注读
者对他自己的艺术创作的回应。巴塞尔姆真正关注的问题之一是
文学的衰落，和语言作为表达意义与反映现实的手段的失效。因
此，巴塞尔姆将写作本身作为其写作的主要内容加以阐述。最终，
巴塞尔姆以一只气球的形式展示了他的创作成果。作者没有提供
有关气球如何存在或故事如何创作的信息，也没有一个人物被赋
予名字，取而代之的是，以叙述者的身份将他们称为“公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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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气球》是著名的美国后现代主义作家唐纳德·巴塞尔姆的代表作。他的短篇小说《气球》虽然在我国很少受到关注，
却是后现代主义作品的典范。本文从“元小说”的角度探究《气球》中的后现代色彩。所谓“元小说”，就是关于小说的小说，它通
过在作品中展示其创作过程，或者对其进行评论而体现出作品的自我意识。在短篇小说《气球》中，作者把气球本身看作是一部后
现代主义作品，叙述者被看作是作品的创作者，而文中的市民被看作是欣赏艺术作品的读者。本文将从以上三方面来分析《气球》中
的元小说叙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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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专家”，“当局”和“孩子”，但旁白者除外。讲述人将气球
称为“情况”，然后是“环境”，然后将其称为“具体细节”。叙述
者在故事快要结束时透露他想念他的伴侣（正在访问挪威），气球
是讲述人在伴侣不在身边时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他只是按原样
去呈现它，漂浮在天空中或在那儿供读者解读。作者在控制气球
时揭示了他的作品是虚构的，他能够使气球呈任何形状，并对何
时开始充气和何时停止充气有着决定权。

3　市民作为欣赏艺术作品的读者
从元小说的角度讲，这是一个有关撰写故事的故事，它还

探讨了作者与其作品之间的关系以及公众对此的反应。气球本身就
是一个有关包含它的故事的寓言表达，因此读者与纽约市市民必须
面对并回应气球一样，也要面对和回应这个故事。故事的第一人称
叙述者详细描述了气球引起的反应：当局感到沮丧，因为他们无法
破坏气球或找到气球膨胀的地方；孩子们感到兴奋，他们在气球的
顶部玩耍时，会受到气球表面充气性的刺激；也有人对气球挡住天
空这一事实感到反感，但正如叙述者所指出的，纽约的冬季天空很
丑陋，对许多人来说气球挡住天空也是种改善。这些都是关于气球
的不同解读，每个解读对理解气球都是至关重要的。尽管叙述者声
称对意义的追求已经过时，但许多公民仍要求气球具有一定的实用
功利价值。例如，一个回应是建议将气球用作广告宣传的载体。作
者对于究竟哪种观点才是正确的保持中立，这意味着所有观点都是
正确的，艺术的重要性与观众的期望有关。在文章的最后叙述者唯
一一次试图揭露气球的目的，其指出给气球充气只是出于情感转移
的目的，以减轻伴侣不在身边时的压力。最后，叙述者暗示艺术的
目的最终永远是个人的。

4　结语
总而言之，气球作为一篇被解读的后现代主义作品，叙述

者作为艺术的创造者，市民作为欣赏艺术的读者，三者密不可分，
充分体现了唐纳德·巴塞尔姆作品的后现代色彩。文学作品不再
由作者完全掌控，而是给予读者足够的想象空间，让读者参与到
创作中，解读作品中所体现的后现代主义元小说特征成为鉴赏文
学作品的一个全新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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