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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论析　

对余华《古典爱情》和《爱情故事》的解读①

邓　姿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中文系，湖南 长沙４１０２０５）

摘　要：《古典爱情》和《爱情故事》都以“爱情”为主要词汇命名，都以先锋小说著称，创作时间前后仅相隔半年，但

二者之间却有着意味深长的关联。《古典爱情》通过“虚伪的形式”，渲染了暴力血腥、人性之恶及神秘宿命，显示出明显

的先锋元素；《爱情故事》则注目于世俗生活，通过现实事象直指人性的麻木与生活的无奈，属于典型的民间叙事，从《古

典爱情》到《爱情故事》，暗示着余华从现代到传统、从先锋叙事到民间叙事、从虚伪到真实的创作理念的变化。

关键词：虚伪；真实；传统；现代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７８３５（２０１４）０３－０１５９－０５

ＦｒｏｍＦａｌｓｅｔｏＴｒｕｔｈｉｎｔｈｅＮａｍｅｏｆＬｏｖ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ＬｏｖｅａｎｄＬｏｖｅＳｔｏｒｙｂｙＹｕＨｕａ

ＤＥＮＧＺｉ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ｎｄ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ＨｕｎａｎＦｉｒｓｔ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４１０２０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ＬｏｖｅａｎｄＬｏｖｅＳｔｏｒｙａｒｅｎａｍｅｄｗｉｔｈｌｏｖｅａｎｄｆａｍｏｕｓａｓｖａｎｇｕａｒｄｎｏｖｅｌｓ．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ｔｗｏｎｏｖｅｌｓａｒｅｃｒｅａｔｅｄｏｎｅａｆｔｅｒａｎｏｔｈｅｒｗｉｔｈｉｎｓｉｘｍｏｎｔｈｓ，ｔｈｅｙａｒｅｃｌｏｓｅｌｙｒｅｌａｔｅｄ．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Ｌｏｖｅｒｅｉｎ
ｆｏｒｃｅｓｔｈｅｂｌｏｏｄｙｖｉｏｌｅｎｃｅ，ｔｈｅｅｖｉ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ｎａｔｕｒｅ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ｍｙｓｔｅｒｉｏｕｓｆａｔｅａｎｄｄｉｓｐｌａｙｓｔｈｅ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ａｖａｎｔ
－ｇａｒｄ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ｆｏｒｍｏｆｆａｌｓｅ．Ｈｏｗｅｖｅｒ，ＬｏｖｅＳｔｏｒｙｂｅｌｏｎｇｓｔｏａｔｙｐｉｃａｌｆｏｌｋ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ｆｏｃｕｓｉｎｇｏｎｔｈｅ
ｓｅｃｕｌａｒｌｉｆｅａｎｄｐｏｉｎｔ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ｎｕｍｂｎｅｓｓｏｆｈｕｍａｎ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ｈｅｌｐｌｅｓｓｎｅｓｓｏｆｌｉｆｅ．Ｆｒｏｍ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ＬｏｖｅｔｏＬｏｖｅ
Ｓｔｏｒｙ，ｉｔｓｕｇｇｅｓｔ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ＹｕＨｕａｈａｓｃｈａｎｇｅｄｆｒｏｍｍｏｄｅｒｎｔｏ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ａｖａｎｔ－
ｇａｒｄｅｔｏｆｏｌｋ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ｄｆｒｏｍｆａｌｓｅｔｏｔｒｕｔｈ．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ｆａｌｓｅ；ｔｒｕｔｈ；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ｒｎ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的先锋小说以绝决的姿态实现着对种种文学成规的彻底清算，读者的公共
记忆和阅读期待被一次次刷新。余华就是其中披荆斩棘、不断提供新的审美经验的一员。他在这个时

期的创作也以绝决的姿态拒绝描摹符合事实框架的日常生活，转而在虚拟的现实场景中进行着精神幻

想的漫游，以不动声色的叙述态度，以欲望和暴力为载体，为我们敞开了一个崭新而独特的艺术空间。

笔者偶尔发现其创作于１９８８年８月的中篇小说《古典爱情》和１９８９年３月的短篇小说《爱情故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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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学科建设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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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非常有意思的存在。二者绝少引起读者和评论家的关注，但要真正读懂余华，就无法绕过它们。两

部作品同样以“爱情”为主要词汇命名，同样以先锋小说著称，创作时间前后仅相隔半年，可细读之后我

们发现二者之间有着意味深长的关联。

一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视野中，所谓的“爱情”作为某种原型参照，演绎了大多数人的浪漫梦想，或是才

子佳人式的迤逦传奇，或是青梅竹马式的甜蜜幸福。但是，余华的《古典爱情》、《爱情故事》却以其独特

的探险方式打破惯性思维模式，颠覆了我们心中以美好、圆满为主旋律的传统爱情故事。

（一）对古典才子佳人爱情模式的戏仿

《古典爱情》讲述赴京赶考的穷书生偶遇绣楼伤春的富家小姐，并在绣楼上演了一见钟情、私订终

身的故事。这些情节都极其类似于传统的才子佳人文本中的经典桥段，然而《古典爱情》却不按古典的

金榜题名、洞房花烛的结局发展下去。短短数月，“姓柳名生”的书生落榜归来，小姐家已是一片颓然萧

条之象，名“惠”的小姐不知去向。３年后，正是天灾之年，二人再度重逢，此时的小姐惠沦为“菜人”，一
条玉腿已被砍下正准备上席，柳生用小姐曾赠予他的所剩无几的银子赎回了她的那条残腿，并一刀结束

了小姐性命，强忍内心的悲痛将小姐安葬，算是对小姐知遇之恩的回报。数年后，潦倒不堪的柳生，打算

就此一生守在小姐的坟旁，竟与小姐又有了梦幻诡异的人鬼情阴阳恋。在小说的结尾，已经死去的小姐

本要还阳，“忍耐不住”好奇的柳生却偷偷地打开坟冢想看个究竟，结果“此事不成了”，小姐死而不能复

生。这样的结尾令读者惊愕，柳生爱小姐，柳生救小姐，柳生最后却破坏了小姐的生还，除了莫名的宿命

外，柳生与小姐这一对互相否定的元素，应该还是人类自己的精神欲望与现实悖论的象征。

（二）对传统青梅竹马爱情模式的颠覆

如果说《古典爱情》是对古代才子佳人爱情模式的戏仿的话，那么《爱情故事》则是对传统的青梅竹

马爱情模式的颠覆。故事是这样展开的：一九七七年的秋天，十六岁的“我”陪青梅竹马的“她”去４０公
里以外的一所医院检查是否怀孕了。“我”的内心充满恐惧，一直心神不安、左顾右盼，“她”却若无其

事，甚至有点兴高采烈，这让“我”感到无比气愤。十多年后，当年的“她”已成了“我”的妻子，她总是在

“我”眼前晃来晃去，使“我”沮丧无比。“我”和“她”彼此间太熟悉，“如一张贴在墙上的白纸一样”彼此

一览无余。“生活变得越来越陈旧”，再也燃不起任何激情，“我”觉得没有理由再将这旧报纸似的生活

继续下去了，于是“我不断向她指明的是青梅竹马的可怕”。传统文本的经验主义告诉我们，青梅竹马

的朦胧情愫必然会生成一种“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婚恋，而在《爱情故事》里我们却看到了一个有幸能

与青梅竹马的女孩结婚并共同生活的“我”的回忆里尽是不满与厌烦。这是一个没有爱情的“爱情故

事”，而正是这个爱情故事彻底颠覆了在传统文本中青梅竹马的恋人共同成长为甜蜜夫妻的爱情神话。

《古典爱情》和《爱情故事》以“爱情”的名义对传统的叙述模式和规范进行了颠覆和消解，在带给

读者“突兀”的阅读体验的同时，强化了叙述的表现力，丰富了作品的意义空间。更重要的是，笔者认

为，这两个先后创作的作品，暗示着余华创作理念的潜在变化，悄悄地实现着由现代到传统、由先锋叙事

到民间叙事、由虚伪到真实的过渡。

二

余华曾谈到写作是为了更加接近真实，而要达到真实，就会使用到虚伪的形式。“所谓的虚伪，是

针对人们被日常生活围困的经验而言的。这种经验使人们沦陷在缺乏想象的环境里，……这种经验只

对实际的事物负责，它越来越疏远精神的本质。于是真实的含义被曲解也就在所难免。……因此我们

的文学只能在缺乏想象的茅屋里度日如年。……而我们也因此无法期待文学会出现奇迹。”［１］５只有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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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日常生活经验的围困，背离公众共识的秩序和逻辑的方式，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接近真实。所以余华

“不再忠诚于所描绘事物的形态”，他“开始用一种虚伪的形式”，这种形式背离了现状世界提供给他的

秩序和逻辑，却使他“自由地接近了真实”［１］６。至此，我们终于明白了余华在《十八岁出门远行》、《一九

八六年》、《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等作品中寓言般的书写，“常理认为不可能的，在我作品里是坚实

的事实；而常理认为可能的，在我那里无法实现”［１］１１。

《古典爱情》毫无疑义用到“虚伪的形式”。首先，作者刻意设置了一个与日常现实有明显距离的叙

事语境。繁盛荣华的城市、姹紫嫣红的后花园、心旌摇荡的一见钟情、尸骨遍野的灾荒之年、惨绝人寰的

菜人市场、虚幻缥缈的人鬼之恋，随着作者笔墨的铺展，我们经历了悲欢离合，看透了荣辱兴衰。到最

后，我们明白城市不过是一座海市，绣楼不过是一幢蜃楼，美景不过是一种幻象，小姐不过是误入尘俗的

精灵，一切的富贵荣华，一切的浪漫爱情，都像浮云尘沙一般，随时消逝无踪。相对于我们日常生活经验

而言，余华在《古典爱情》中以荒诞的想象、虚幻的方式编织的才子佳人故事其实是“虚伪”的，用此种

“虚伪”表现现代人的生存体验、生存感受、欲望想象、精神状态应是余华创作的目的。

其次，余华用文字组合成最具杀伤力的利剑，一剑一痕地给我们展示出一个充满暴力与荒诞的世

界。柳生３年后再度赴京赶考正碰上灾荒之年，本是阳春时节的城中却是“一副寒冬腊月的荒凉景
致”，树木为人所啃，甚至有些树木还嵌着人牙。路边尽是些残缺不全的尸体，赤条条的。更有甚者，在

一小块绿色青草上却有十数人趴着，“臀部高高翘起，急急地啃吃青草，远远望去真像是一群牛羊。他

们啃吃青草的声响沙沙而来，犹如风吹树叶一般。柳生不敢目睹下去，急忙扭头走开。然而扭头以后见

到的另一幕，却是一个垂死之人在咽一撮泥土，泥土尚未咽下，人就猝然倒地死去。”饥饿造成的悲惨境

遇怎不唤醒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那段关于１９４２年中原大饥荒或１９６０年代苦难岁月的记
忆？小说的震撼也许不是来自它的荒诞离奇，而来自它太熟悉。而作者又是有多么的冷酷与无情才愿

以牛羊来喻人？余华对荒诞的着迷，绝非一个先锋作家标新立异所能解释的，更重要的是他为荒诞提供

了一个批判现实、反思历史的绝佳关照点。余华残忍的笔触却并未就此罢休，当柳生来到菜人酒店的内

厨门口时，恰逢店主和两个伙计迎面而出：

一个伙计提着一把溅满血的斧子，另一个伙计倒提着一条人腿，人腿还在滴血。柳生清晰地听到了

血滴在泥地上的滞呆声响。他往地上望去，都是斑斑血迹，一股腥味扑鼻而来。可见在此遭宰的菜人已

经无数了。

余华对暴力、死亡、鲜血的梦魇般的不动声色的叙述，让读者感到骇然的同时，质疑余华的血管里流

淌的不是血，而是冰碴子。张颐武说“余华好像迷上了暴力”，余华也承认，“确实如此，暴力因为其形式

充满激情，它的力量源自于人内心的渴望，所以它使我心醉神迷”。余华意识到暴力现象其实是生活世

界中的一种现实存在，每一件细微的事实，都“可以让我们意识到暴力是如何深入人心。在暴力和混乱

面前，文明只是一个口号，秩序成为了装饰”［１］７－８。也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余华，他试图以一种极端的

方式凸现或放大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暴力现象，以达到揭示人性之恶的目的。

再次，《古典爱情》在荒诞的现实情境与浪漫的爱情故事之中昭示出宿命的诡异。先锋作家都偏爱

对不可捉摸的宿命的书写，潘军坦言道：“我就很崇尚一种宿命的东西，我觉得‘宿命’某种意义上确实

是对命运里的那种不可捉摸的东西进行了一种高度的概括，概括成了一种比较美的形式”［２］１１－１２。“宿

命”高高在上又遁迹无形，无影无踪又无处不在，操纵世间的一切，主宰着人的生死祸福。在《古典爱

情》中，神秘的宿命操纵着柳生与小姐惠的一切，两人私定终身之后悲剧一出连着一出地发生：柳生首

次进京赶考没有高中，并且屡试不中；柳生第一次落榜回来，小姐的富贵之家却莫名败落消失；３年之后
小姐沦落为“菜人”，柳生亲手将其掩埋；柳生在为小姐惠守坟之夜意外与小姐的魂魄相会，却不料心存

疑惑的他偏偏要打开坟冢看个究竟，从而使小姐无法还阳。命运安排了他们的相遇、再遇，也安排了他

们的彼此错过。柳生与小姐的厄运悲剧除了归咎于命运偶然性的离间与捉弄之外别无他解，文本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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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大大跳出了阅读者一般释义活动的常规。

《古典爱情》运用“虚伪的形式”，极力渲染了暴力血腥、人性之恶及神秘宿命等先锋元素，属典型的

先锋叙事。余华的“在想象的催眠里前行的梦游，宿命的难以捉摸的潮湿和阴沉，以及波涛般涌动着的

疯狂、暴力和血腥”的自我评价足以概括这部作品的特点［３］２。

三

不仅仅是《古典爱情》，《一九八六》、《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世事如烟》等先锋时期的创作，

都显示出余华试图借写作传达自己精神上与现实的紧张关系，所以，他怀疑世界，他颠覆秩序，疯狂、暴

力、荒谬成为他作品中的核心语码。但是，“一成不变的作家只会快速奔向坟墓”，“作为作家本人，主观

上总是想往前走，总是想变化”［４］２９２，追求“变化”是一个优秀作家的必备素质，其实余华也不可能一直

高蹈于现实生活之上，不可能一直沉浸在想象的自由、精神的真实中。现实生活的不可回避性和强大生

命力让余华妥协了，面对现实，他不再敌视，“内心的愤怒渐渐平息”，他意识到：“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

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表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化，而是对一切事物理

解之后的超然。”［５］２９２在经历先锋创作的井喷后，余华自觉地对过去数年的写作观念进行重新思考，他开

始将目光转向广博且平凡的民间场景，以叙述老百姓的故事的写作姿态，书写日常生活下蕴藏的旺盛生

命力，书写小人物们卑微生活产生的超凡忍耐力和乐观精神，从而表达先锋时期难以表述的对现实真相

的认识。《在细雨中呼喊》的出现引起大家的关注，诸多评论家认为借助这个作品余华不仅跨越了从纯

粹的理性主义向感性主义回归的重要鸿沟，而且还找到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精神通道。“经历了《在细

雨中呼喊》的写作之后，余华渐渐地完成了自我写作的又一次重大调整”，这次调整，“使余华有效地缓

解了以前的先锋探索与传统写作之间的割裂状态”［６］３９１；“余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在其

成长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既是对先锋小说艺术经验的一次有力总结，也预示着新的小说时代的来

临”［７］３５９。大家不约而同地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写于１９８９年的短篇小说《爱情故事》在余华创作过
程中的意义，这个几千字的短篇，应是余华先锋时期的另一种声音，虽然微弱，不成气候，但笔者却以为

余华的转型早在《在细雨中呼喊》之前的《爱情故事》中已露端倪。

《爱情故事》显然并没有完全摆脱先锋叙事的圈套。如文中穿插着两类叙事视点，一类是“他”和

“她”、“男孩”和“女孩”、“两个少年”，另一类则是“我”和“她”。而不论视点如何变化，“他”、“男孩”、

“我”就是文中的男主人公，“她”、“女孩”则是女主人公，“我”在叙述着与青梅竹马的“她”婚后惨淡的

生活。《爱情故事》还有意打破了线性时间顺序，构建了一个时空交错的结构模式。按正常的事件发展

顺序，应该是：恋爱———偷吃禁果———女孩怀孕———坐车去医院———检查是否怀孕———结婚———婚后生

活使“我”厌倦。而这篇小说的结构是在现在和过去的时空中来回穿梭，一九七七年坐汽车去医院———

婚后厌倦生活———恋爱时“第一次性生活”———女孩怀孕———到医院检查———婚后的谈话。这种以时

间为结构的写作方式让余华感受到闯入一个全新世界的极大快乐，他说：“我在尝试使用时间分裂、时

间重叠、时间错位等方法后，收获到的喜悦出乎预料。”［１］１３这些恰巧是先锋作家偏爱的写作策略。

但《爱情故事》在更大程度上表现出摆脱“虚伪的形式”向人物和故事并且向真实的生活回归的动

向。首先，《爱情故事》淡化了《古典爱情》中的血腥暴力成分，腾腾的杀气消散了，血淋淋的场景隐没

了，无处不在的暴力收束了，余华也不再处心积虑地去营构虚拟情境。《爱情故事》完全注目于世俗生

活，用朴素的语言讲述“我”和“她”的没有爱情的爱情故事，并延续着中国文学传统主题———“始乱终

弃”。“我”和“她”５岁相识，１６岁发生性关系，现已结婚５年，“我”始终处于对“她”的不满之中：十多
年前，因为满足我的欲望“她”怀孕了，“她”兴高采烈而“我”内心充满恐惧，感到无比气愤。十多年后，

步入婚姻的“她”依然执著于这份爱，“我”却对“她”及一成不变的生活感到厌倦，“我觉得自己没有理

由将这种旧报纸似的生活继续下去”。“我”对“她”的不满成为一种持续状态，第一次不满是“始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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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第二次不满是“终弃”的动因。小说瓦解了经典文本中男女两性绝对契合的现代爱情神话而加强

了对两性关系中男女的不对等性的反省。

其次，《爱情故事》显示出余华由冷漠到温情的叙述方式的变化。余华的叙述是随着他对人物的体

验和理解的变化而变化的。在先锋小说创作阶段，余华“对那种竭力塑造人物性格的做法感到不可思

议和难以理解”，他“更关心的是人物的欲望，欲望比性格更能代表一个人的存在价值”，所以他“认为人

物和河流、阳光等一样，在作品中都只是道具而已”［１］１３。余华笔下的人物大都是欲望和暴力的俘虏，是

冷漠的看客，是无常的命运中随波逐流的人。很多时候，他们连名字也没有，《世事如烟》中用“１、２、３、
４、５、６、７”等阿拉伯数字或“算命先生”、“灰衣女人”、“瞎子”代替具体人名；《古典爱情》中的主要人物
也是用“柳生”、“小姐”称呼。余华不带感情的冷漠叙述方式，使笔下的人物个性模糊，只有动作没有心

理，只有身体没有灵魂，近乎虚无，仅仅成为叙述者的道具。余华自己也承认，“我以前小说里的人物，

都是叙述中的符号”［１］３２。慢慢地，余华感到“那种保持距离的冷漠的叙述，结果我怎么写都不舒服，怎

么写都觉得隔了一层。后来，我改用第一人称，让人物自己出来发言，于是我突然发现自己的叙述里充

满了亲切之感”［８］２８，余华认为，写作的过程就是“对人物不断理解的过程”［８］３２。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

为何余华在《爱情故事》中的叙述视点会由“他”变成“我”，作品中的“我”和“她”与此前余华笔下的扁

平、符号化的人物相比，要丰满圆润，更富立体感。特别是“她”的纯真、善良、对爱的执著更是让读者感

动。１６年前，意外怀孕带给“她”的仅是“平静如水”，“她”甚至因为这爱的信息而有点兴高采烈，婚后
“她”对“我”依然充满爱意，精心地经营着婚姻。“她”却即将遭到“我”的抛弃，读者不由得生出对“我”

的谴责对“她”的同情。作者将以前的那种冷漠的有距离的叙述方式变成了温情叙述的方式，通过现实

事象揭示出人性的麻木与生活的无奈，从而闪烁着人文关怀的光辉。

四

小说叙事类型很多，比如暴力叙事［９］、身体叙事等。通过比对阅读可见，《古典爱情》明显地具有先

锋小说的特征，而《爱情故事》更具传统写作的风范。笔者据此以为余华从先锋到传统的转型并非如诸

多评论家所说以《在细雨中呼喊》为标志，事实上，他的转型早就在悄悄地进行。《古典爱情》之后写作

的无论是《偶然事件》、《两个人的历史》还是《爱情故事》等，都渐渐地从暴力中心撤退出来，有意回避

了令人晕眩的残忍场景的描绘，舍弃了对飘忽神秘宿命的叙写，在文本形式上也没有一味地求新求异，

而是努力地跳出“虚伪”的圈套趋于真实的日常生活。可以说，从《古典爱情》到《爱情故事》的写作过

程对余华来说，具有逐渐由先锋创作向传统写作回归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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