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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性与世界性
——新历史主义视阈下的《红高粱家族》

齐  婧
（辽宁师范大学，辽宁 大连 116000）

摘  要：《红高粱家族》作为莫言的代表作，用“野史”笔法和民间的场景对生命进行追本溯源的探索。他将一段重大历
史事件消解在了具有个人经验的家族史当中，书写出一段超越主流意识形态、超越道德伦理、超越民族的历史。这正与新历史
主义小说的写作理念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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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又是一年诺奖时，八年前，五十七岁的本土作家莫言出

现在了国际大众的视野里，也由此引发了对莫言作品研究的

热潮，莫言的体验式书写手法更是架起了跨越世界的心灵沟

通的桥梁。文学作品常读常新。本文将其文本放在新历史主

义视阈内进行观照，从叙事立场的边缘化、人类学视野下的

生命书写、叙述视角的多重转变及跨文化的历史叙事四个方

面加以论述，探究莫言通过文学作品与世界对话的方式，以

求理论与实践的相互阐释。

1. 叙事立场的边缘化

《红高粱家族》中，传统历史主义小说中的历史“主体”

实现了“拆解”，中心与边缘进行了置换。在抗日战争的大

背景下，作者莫言没有选择宏大叙事的历史题材，而是选用

民间叙事来演绎历史；摒弃了官方、传统的正义化身的英雄

形象，塑造了余占鳌这个既是土匪又是抗日战士的人物；没

有对民族苦难与抗争、伟大民族精神的书写，而是以家族经

历为切入点反映残酷的现实。

作为一个民间作家，莫言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他透过

传统，透过正统，以游离和反叛的姿态实现对现实的关照。《红

高粱家族》中，余占鳌是一个土匪，杀人越货，带着流氓匪气，

但后面却成了一位侠义血性的抗日战士。传统意义上的正面

形象却受到了瓦解，处在了边缘地带。而抗日正规军“胶高

大队”却趁机窃取功劳，显现出负面色彩。在这中心与边缘

的转换中，正统叙事得以消解。莫言的写作立场从来不是中

规中矩，也许在莫言的写作观念里，从来不存在什么正统与

非正统，主流与非主流，而只是以这种写作来探文化的救赎，

探讨历史的言说，无关歌颂与批评。莫言的边缘化叙事也体

现在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反叛上，魔幻、荒诞、反讽、陌生化

等手法常出现在他的笔下。在那些反叛正统的人物身上，读

者看到的是故事人物对传统的反叛，是生命中最原始的力量，

是敢爱敢恨的反正统意识，是感性的力量显现。通过对二元

论叙事的消解，追问出历史的沉重与文化的迷茫。

2. 人类学视野下的生命书写

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诗学认为文学永远是人性重塑的心灵

史。新历史主义将文学看作是一种“重新塑造每个自我以致

整个人类思想的符号系统” [1]。《红高粱家族》中的“酒神精神”

正是将一切历史场景还原为对心灵史的书写。

“酒神精神”赞扬的是一种生生不息的生命精神。《红

高粱家族》中的人物形象敢于直面人生的苦难，勇于反抗压

抑人性的不合理的陈规陋习，封建制度，伦理守则，冲破命

运的束缚，正是展现了活力丰沛的最原始的生命力。书中作

为环境背景的“红高粱”，其实就是“酒神精神”的象征。

首先是罗汉大爷这一人物形象，面对痛苦与灾难，罗汉大爷

自由自在、毫无顾忌地叫骂，随时准备迎接那痛苦的毁灭，

无惧无畏，这正是在苦难中迸发出的“酒神精神”。

其次是“爷爷”“奶奶”这对人物形象。面对封建伦理

社会的三纲五常和命运的束缚，他们选择遵从生命中最原始

的力量，他们不屈，抗争，两颗蔑视人间的不羁心灵不顾礼

俗地追求自己爱情。“高粱梢头，薄气袅袅，四面八方响着

高粱生长的声音。” [2]。那疯狂生长的高粱似乎与人成为了

一个整体，高粱拼命生长的顽强的生命力更激发出人物内心

最初的力量，欲望和最原始的生命力，“酒神精神”强烈迸

发出来。作者在这里的描写充满着对封建制度的反叛精神和

人性的光芒，流动着源自人性本身和生命本能的强大欲望，

它真实，强悍，不可遏制。原始生命力的自由狂放，本生就

是一种美，莫言时刻关注着当下人的心灵现状，呼唤着这种

美的回归。

3. 叙述视角的多重转变

叙述视角，是指“叙述人与想象世界中人物之间的语法

人称及透视关系” [3]。《红高粱家族》叙述视角多重转变，

创造性地运用“两个叙事人”的叙事角度，建构“现实”与“历

史”的对话。

《红高粱家族》中有两个叙述视角，一是“我父亲”这

一叙述视角，也可以称为“童年视角”。以儿童时期的父亲

视角观察爷爷和奶奶的过去的生活，父亲是故事内人物，是

历史事件的目击者。儿童与成人的成活经验不同，儿童往往

以感官观察世界，充满感性认识。父亲看到弹头在月光中翻

着筋斗飞行，缓慢到伸手就可以抓住，战争的残忍得到了弱化。

“一个鬼子兵慢慢向奶奶面前靠，父亲看到这个鬼子兵是个

年轻漂亮的小伙子，两只大眼睛漆黑发亮”，儿童的单纯视

角使暴力与血腥得到了弱化。“我父亲”的视角是一个纯粹

的感官世界，没有成年人的道德标准，没有生活经验的限制，

对于“爷爷”“奶奶”人生的回忆带着浓重的感性色彩，魔

幻色彩与浪漫色彩。这一视角可以说是一种叙述眼光，一种

历史的叙述眼光。

二是“我”这个故事外的人，“我”是“历史的局外者”，

可以与历史进行对话。这种叙述视角是全知的，这种叙述声

音是当代的。作为故事外的人，我以理性的眼光对追述历史，

对故事中的人物和事件发出评论。在墨水河畔事件和罗大爷

遇害事件中，“我”做出了不同于历史亲历者“父亲”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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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处理，故事的情节和意义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其次，“父亲”

的限知视角必然存在盲区，“我”的叙述声音就可以对这些

盲区补充交代。

第一，叙述声音与叙述眼光分离，“我”的声音和“我父亲”

的眼光从不同的视阈中追述出不同的历史经验。第二，叙述

声音和叙述眼光相互补充，两个场景交相切换，两个故事交

错展开，抗日与爱情，人性与欲望，生命与自由流露在那双

线交织的故事叙述中。第三，叙述声音和叙述眼光是互文的。

历史与当代视角并行交错，使《红高粱家族》中的历史叙事

得到了多元化的展现，这正是新历史主义所推崇的叙事效果。

4. 跨文化的历史叙事

一方面，《红高粱家族》是带着浓郁的民族性和地域性

的作品。“高密东北乡”始终是莫言心中难以割舍的故乡，《红

高粱家族》就是以具有独特风情的高密地区作为背景的小说。

莫言心中有着千丝万缕的乡土情结，其书中的乡土世界承载

着关于民族生存经验的无数符码，乡土封存起的是整个民族

的精神秘语。其次是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背景色调，《红高

粱家族》故事背景中出现最多的就是在东北被广泛种植的红

高粱，大片大片的红高粱充满着地域特色，它不止是陪衬的

背景，更蕴含着文化意味。中国自古以来对赋予红色以吉祥

的寓意，代表着生命的力量，繁衍的力量；同时又认为血色

是不详之兆，红色的多重象征意义转而构成了整部小说血性、

生命蛮力与悲壮死亡的叙述基调，成为了主导《红高粱》故

事情节走向与精神意义指向的终极象征。再次，书中刻画出

了具有乡野性情的农民形象，快意恩仇的土匪，蛮野的汉子，

敢爱敢恨的女性形象等，他们的旺盛的生命力和原始蛮力，

是对中国乡野大地上农民的真实写照。还有对于民风民俗、

民间艺术的描绘，对民间巫术、因果报应的原始崇拜，这些

一代代积累起来的乡土经验中，蕴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来逐

渐固定下来的生活传统与习性、思维方式与作派等，这其中

包蕴着民族优良品质，也暗藏着种种民族劣根性，优与劣融

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多面的族类特征。

另一方面，书中又展现了“酒神精神”“人类学”“魔

幻现实主义”等跨越东方文化的西方概念。《红高粱家族》的《狗

道》中就展现了一个超现实的世界，这里有被公认的秩序与

道德，有荒诞的人狗混战场面，这是以现实为基础打造出的

一个魔幻世界，种种幻想背后都是现实的烛照。正如马尔克

斯所说：“魔幻只不过是粉饰现实的一种工具，但是，归根

结底，创作的源泉永远是现实” [4]。魔幻现实主义这些概念

的出现，便具有了西方的色彩，凸显出一个全球化的背景和

语境，达成了莫言小说与西方世界形成对话。其叙事风格在“东

方主义”和“民族主义”两种心理的驱使下，形成了跨文化

的特点，也使红高粱家族同时具有了民族性和世界性。

莫言的《红高粱家族》所提供的，是以往文学文本和当

代文学文本都不曾出现的历史图景，历史自身的丰富性得到

了史无前例的复活。从这些方面来看，《红高粱家族》实现

了“启蒙历史主义”到“新历史主义”的过渡，大大推动了

当代新历史主义文学叙事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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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对气象行政执法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及时有效的解决，
使气象行政执法工作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2.4 加强气象法制宣传教育
为了使气象行政执法工作可以顺利开展，当地的政府法

制部门与气象部门应该定期开展气象法制宣传教育，并加大
气象法制的宣传力度，从而使气象部门的社会地位得到提升，
并使社会群众对气象法制工作有充分的了解，可以在气象行
政执法工作开展期间更好的配合相关人员。与此同时，还需
要向安监、消防等相关部门进行气象法律法规培训，从而使
相关人员的安全意识以及自身的责任感增强。另外气象行政
执法部门还需要加强与其他的行政执法部门之间的交流沟
通，将执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探讨，从而使行政执法工
作开展的更加顺利，使气象行政执法的社会管理能力得到有
效提升。

2.5 加强执法经验交流
通过多种渠道和方法，加强与气象系统等部门的行政执

法经验交流，地方一般执法机构执法人员与市县一线气象执
法人员举行座谈会，交流执法经验。通过对气象行政执法案
件的分析，探讨行政执法中的难点和热点，提出问题，研究
和分析案件背后的原因，并从各个角度考察执法环境，执法
依据，动态和对策。仔细考虑和学习如何处理非法案件，提
高气象行政执法的社会管理能力。

3. 结语
综上所述，想要使气象行政执法工作得到顺利开展，并

发挥出重要的作用，就需要使执法人员以及社会群众对气象
行政执法工作有充分的认识，并了解气象行政执法工作的重
要性，政府相关部门也应该对气象行政执法工作大力支持，
推动气象行政执法工作良好进行，从而使气象行政执法的作
用充分发挥出来，使其社会管理能力加强，公共服务能力得
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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