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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叙事视阈下《巴士》中犹太群体的同化和逃离
王子一

（大连外国语大学　辽宁　大连　116044）

【摘　要】辛格的短篇小说《巴士》讲述了“我”在一次穿越西班牙的旅途中结识了一对夫妻和一对母子，并和他们

发生了一系列故事。作者对小说中故事的时间流程有意识地淡化，相反，加强了叙事的空间性。作者构建了不同类型的空间，

每种空间发挥其功能，让读者从空间顺序上理解这部作品的主题，即犹太民族的同化和逃离。

【关键词】辛格；《巴士》；叙事空间；犹太民族

引言

美国犹太作家艾萨克·辛格的短篇小说《巴士》篇幅虽

然短，但却意义深刻。在这篇小说中，故事的叙述者“我”

在一次搭乘巴士的旅行中，认识了四名游客，他们分别是：

维尔霍夫夫妇和梅太隆母子。

在小说中，“我”不仅是一个叙述者，更是贯穿整个故

事的主要人物。“我”是一位美国籍的犹太人，在决定登上

这次巴士之旅前，刚刚和女朋友分手，并结束了在旅馆里独

自生活的沮丧日子。这辆巴士的司机定了一个规则，就是每

天都需要乘客更换巴士上的位置，目的是为了便于大家熟悉

和交流。本文将从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绘画空间的视角切

入，对《巴士》这部短篇小说中，对犹太群体的同化和逃离

进行解读。

1《巴士》中的叙事空间的构建

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空间成为了一种被赋予深刻文化

意义的文本。它不再是时间的附属或者纯粹的地理景观（列

斐伏尔，2003），这也表明了时空这一观念在全球化和后现

代语境下，实现了新的转向。在“空间转向”的大背景下，

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化叙事成为了一种趋势。 

在《巴士》中，作者对于故事的时间线并没有进行清

晰的交代，因此，时间线索并不明晰，甚至很少描写途中

的风景和巴士停靠的站点。相反，作者大量地描写了具有

戏剧性的场景和人物关系。在时间被弱化的基础上，叙事

的空间特征则得到了强调。在时间上，作者仅仅交代了故

事发生的年度 1956 年和旅行的时间 12 天。小说把更多的

叙述用在构建空间上，让作者可以从空间上而不是时间顺

序上理解这部作品。

2 物理空间的叙事功能

普林斯认为，空间是能重现事件和情景的场所和地点，

因此空间具有叙事功能 ( 金莉，2017)。也就是说，物理空

间可以是表达思想和观点的一种途径。而物理空间的转换，

则可以推动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巴士》中不断出现相同

或不同的物理空间，随着这些物理空间的逐渐转换，随着时

间流逝，旅程继续，主要人物的心理产生了变化，故事情节

也在不断发展。

2.1 巴士

巴士属于相对静止的舞台空间，从标题开始，“巴士”

这一物理空间不断重复地出现在小说中，由此可见，这一物

理空间对于情节推动的是十分重要的。在巴士这个空间里，

我首先结识了维尔霍夫夫人。她是一位犹太妇女，虽然外表

热情，但却对整个世界都充满着敌意。她先指责自己的丈夫

吝啬，又对犹太宗教表现出不满。“我”后来从对话中了解

到，维尔霍夫夫人现在的性格和行为是由于她在二战中受到

了严重的精神和肉体上的伤害。后来，由于巴士上的规定：

每天都需要更换座位，“我”又认识了维尔霍夫先生。在和

维尔霍夫先生的交谈中，“我”感觉到，在维尔霍夫先生的

立场上看他的妻子，维尔霍夫夫人完全是一个精神病患者，

她的一切举动和言语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向整个世界报仇

（Singer，1984）。即使在同一个空间内，面对“我”这个

倾听者，夫妇二人对于彼此的描述完全不同。他们各自美化

自己的道德品性，并且对自己的过失避而不谈，转而去指责

对方的问题。

后来，我又认识了另外两位：梅太隆夫人和她的儿子马

克。梅太隆夫人虽然从表面上看是高贵且优雅的，但通过交

谈和了解，“我”却发现她内心缺乏安全感，对于新生活并

不期待，而是渴望回到自己的故乡。相比之下，她的儿子马

克则目的明确，一心想要成为美国人，因此开始带着目的接

近“我”，并开始为“我”和他的母亲牵线。

在这个故事中，这些人物之间本来是毫无联系的，但是

在巴士这个具体的物理空间内，通过每个人空间位置的变化

和调整，作者在这些人物之间建立起了联系，并且随着故事

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的感情变化。

2.2 餐厅

餐厅这个物理空间在小说中出现得也十分频繁，“我”

和梅太隆母子经常在餐厅对话。在这次旅途中的第一次停靠

时，“我”被名叫马克的这位少年邀请和他的母亲一起就餐，

后来，只要到了用餐的时间，“我”都不断被邀请和他们母

子聚在一起。在餐厅这种公共的社交空间，“我”和梅太隆

母子开始展开对话，增进对彼此的了解。在知道“我”是一

位美籍的犹太裔作家后，马克显得格外兴奋，并直言不讳地

表示他想像我一样，过美国人的生活并且在美国读大学。不

仅如此，他更极力地撮合“我”和他的母亲，甚至想在这次

旅途期间促成这段婚姻（Singer，1984）。随着餐厅这个物

理空间的不断出现，原本无意的“我”和梅太隆夫人开始产

生变化。但由于马克的急于求成，“我”的内心开始产生矛

盾，并在接受和抗拒中不断徘徊。

2.3 旅馆房间

在这部小说中，旅馆房间是一个非常具有戏剧化的物理

空间。旅馆的房间本来应该是旅客的私人空间，不应该被其

他人打扰。但在故事中，马克却屡次闯入“我”的房间。梅

太隆母子邀请“我”去他们的房间洗热水澡，但阴差阳错之

下，我却敲开了维尔霍夫夫人房间的门，她不屑地指出梅太

隆夫人的邀请是不怀好意的（Singer，1984）。这一幕又被

梅太隆夫人看见，因此，激化了两个女人之间的矛盾。在梅

太隆夫人的房间，她又对维尔霍夫夫人进行了不堪的评价，

并向“我”解释这些邀请都是自己儿子的一厢情愿，但是她

自己不能激怒马克，希望“我”能在马克面前和她配合着装

装样子。随着“我”的私人空间不断被侵犯，更多的误会产

生，“我”慢慢感受到自己正在被束缚和压迫。

2.4 马车和夜总会

马车和夜总会这两个空间对于 “我”和梅太隆夫人之

间的关系极为重要。在马车的座位上，两个人开始肢体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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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夜总会的表演中，两人的肢体接触更为亲密。在这两个物

理空间中，感性胜过理性。梅太隆夫人开始对“我”产生了

依赖，甚至开始计划我们的未来。但是，最终“我”还是清

醒地意识到两个人的差异和不可能，并及时把自己抽离出去。

2.5 火车

火车是小说中最后出现的物理空间。在这个物理空间里，

“我”和维尔霍夫夫人再次相遇，我们俩都选择了提前结束

这趟旅途。虽然这次相遇是偶然的，但是作者却描述出了犹

太人未能脱离自身命运的必然性，并引发了读者的思考。

3 社会空间的主题阐释

空间产生不仅体现在空间的产生上，也体现在空间所包

含的社会关系的产生上（弗兰克，1991）。在小说中，“巴

士”这一空间不止是物理意义上的空间，也是社会空间的隐

喻。在“巴士”这一相对固定的场所中，流动的人，人们之

间不断变化的相对位置和距离，这些因素汇集在一起，构成

了一个小社会的缩影。

在这个社会空间内，“我”、维尔霍夫夫妇和梅太隆母

子共同构成了一个特殊的人物群体，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空

间。他们的特殊之处在于，都和犹太人有着密切的联系，这

些人中不是犹太人，就是犹太人的家属。

3.1 表层含义

从表层结构上来看，这个人物群体以“我”为中心，在

旅途中吸引了其他的四个人物。“我”作为倾听者和旁观者，

开始了解不同背景的犹太人的生活状态。在这个社会空间中，

人们从陌生到熟悉了解，从而折射出犹太人的生存现状和生

存困境。

3.2 深层含义

从深层结构上来看，这个群体的构建本身和五位人物之

间的故事，都体现了犹太群体的共性——“同化”与“逃离”，

而“同化”和“逃离”也是这部短篇小说的主题。

3.2.1 “同化”

“同化”是犹太人在现代社会生存中，必须要面对的重

要问题之一。犹太人为了能够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要

尽力融入主流的社会群体之中。一部分犹太人主动选择“同

化”，另一部分则“被同化”。与此同时，“同化”也是一

个双向的事情，不仅犹太人面临这个问题，在犹太人周围，

与其有密切关系的人也面临这个问题。

在小说中构建的这个群体里，维尔霍夫夫人为了生存嫁

给非犹太人的丈夫，但两个人的婚姻并不幸福，这次旅途更

是引发了灾难性的矛盾，因此最后，二人反目成仇。从这层

意义上看，她的“同化”是不彻底的。无论从她的语言上，

宗教上，还是对于其他非犹太人的态度上来看，她都是矛盾的。

她既不能融入非犹太圈，也不能回归犹太圈；既不能融入主

流社会，也不能回归自己的生活，最终变成了一个边缘人。

维尔霍夫先生尽管不承认，但是在他娶了维尔霍夫夫人

后，在一定程度上被“同化”了。在和“我”的对话中，他

表露出自己对于犹太历史的了解以及对犹太教义的好奇心。

但是他的“同化”是有限的，因为他的内心对于犹太文化还

是排斥的，并且对于犹太妇女是有偏见的。因此，他的“同

化”也是尴尬的。

梅太隆夫人尽管嫁给了一位犹太人，但是她的“同化”

程度也是有限的。从“我”和她的对话中可以看出，她对犹

太民族了解的很少，包括语言和饮食习惯。她虽然听从自己

的老公和儿子，但还是不同意跟随马克到美国生活。尽管她

有足够的金钱，但她仍然惧怕美国这种陌生环境，也就是惧

怕主流社会。

马克具有一半的犹太血统，也完美继承了父亲的犹太人

属性。他尽管对犹太民族感兴趣，却更渴望更好的未来。他

向往美国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希望成为一名美国人。在他

的身上，体现了新一代犹太人的价值观念和生活追求，因此，

他渴望“同化”。

3.2.2 “逃离”

“逃离”这个主题将小说中的五个人物更加紧密地联系

在一起。他们五个人都想逃离现状。维尔霍夫夫人想要逃离

自己的丈夫和令她窒息的婚姻；维尔霍夫先生想要逃离让他

感到羞耻的妻子和不幸的婚姻；梅太隆夫人想要逃离儿子的

掌控；马克想要逃离现在的生存环境；而“我”则想逃离梅

太隆母子的纠缠（魏小梅，2012）。五个人相似又不同的想

要逃离的心境，恰恰加深了小说的主题。

4 绘画空间的人物塑造

凯斯特纳认为，小说是时间第一性、空间第二性的艺术，

但它与绘画、雕塑以及建筑等空间艺术有着密切的联系。因

此，人物塑造具有空间化的特点，成功的人物塑造，应该在

读者心里是立体丰满的，就像人物雕塑一样。

在小说中，作者对于人物的描写虽然不多，但却为读者

生动形象地展示了主要人物的肖像画。例如，作者对于维尔

霍夫夫人是这样描写的：她脖子上戴着一个黑色十字架，头

发染成，在脸上涂着厚厚的粉，蓝色眼影，深深的皱纹和黄

色的牙齿等等。这些鲜明的色彩让读者直观地感受到一个经

历过二战摧残，装扮夸张的人物形象。

这种绘画空间的构建有助于人物的塑造，读者在感受到

一个个灵动的人物形象后，会对他们的性格和他们背后的故

事感兴趣。因此，将读者引入物象或者感觉的世界，暂时忘

记去梳理时间的线索。

结论

在《巴士》中，物理空间的变动打破了人们固有的生活

空间，因此，人们在新的生活空间构建起新的社会关系。开

篇“我”和维尔霍夫夫人在巴士上见面，最后两人在火车上

相遇。两人分别经历一段感情后，经过一系列的选择和放弃，

最终回到起点，这正是辛格小说一贯坚持的“回归”主题（李

乃刚，2010）。在任何形态的小说中，时间和空间都同时存

在，他们之间彼此互相转化，空间特征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

叙事作品之中。在这部小说中，绘画空间丰富人物形象，物

理空间推动情节发展，社会空间构建犹太群体，从而表明小

说的主题，即犹太民族的“同化”和“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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