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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别丢下我》中的黑尔舍姆

体制与叙事伦理①

朱云
（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２１００４７）

摘　要：亚当·纽顿的叙事伦理着重关注叙述行为、叙述中的不可靠性和读者移情。依此理论进行阐释，《千万别丢

下我》中的叙述者凯西讲述个体生命故事的动因在于其对黑尔舍姆体制的怀念与昭示，她的第一人称叙事的不可靠性则

折射出她对黑尔舍姆体制的顺从和矛盾心理，而小说与文本双重层面的读者在阅读体验与文本见证中会产生移情性反

思，并做出伦理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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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人类可以借助遗传学等科学手段改变生命代码的后人类时代，是否可通过制造克隆人类以

满足人类生存需要的问题日益惹发争议，围绕其展开的科学技术与道德关系方面的生物伦理之争也无

休无止。日裔英籍作家石黑一雄的《千万别丢下我》（ＮｅｖｅｒＬｅｔＭｅＧｏ，２００５）以丰富的想象预显了一个
充满悲悯与被抛感的克隆人世界，在文学领域再次触发对生命与伦理的思考。布鲁克·艾伦（Ｂｒｏｏｋｅ
Ａｌｌｅｎ）高度评价该小说，称其为“迄今为止，在当今拥有无限技术潜能的‘美丽新世界’中，最为完美地
诠释生物伦理家深陷骇人道德困境的精湛作品”［１］。小说借３１岁的克隆人凯茜·Ｈ的声音，通过她的
回忆拼接起一段克隆生命的个体体验和影响与塑造这段体验的黑尔舍姆体制（Ｈａｉｌｓｈａｍ）。如果克隆人
注定是被生物科技操纵和人类话语压制的无法言说的他者，那么凯茜则依托石黑一雄的虚构文本给人

类提出“一个严厉警告”［２］２０２，让他们获得“史无前例的情感体验”［３］。《千万别丢下我》以第一人称叙

事的方式将凯茜的个体生命故事与左右这段生命故事的体制并置，在叙述者凯茜和故事亲历者凯茜的

双重视角中展开。刘小枫指出，“个人经历的生命故事”提出了“关于生命感觉的问题，营构具体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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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和伦理诉求”［４］４。凯茜的讲述使叙述与聆听、叙述与阅读之间建立起联系，也使叙述之事在聆听者

与阅读者身上产生通感效应。这种叙述行为及其产生的结果契合了亚当·纽顿（ＡｄａｍＺａｃｈａｒｙＮｅｗ
ｔｏｎ）的叙事伦理理论。纽顿从叙事行为本身入手，关注“讲述故事和将人物虚构化的伦理境遇，以及讲
述者、听者、读者在叙事过程中的相互关系”［５］１１。他强调，叙事伦理是三种伦理的结合体，包括“（１）讲
述的伦理（讲述行为本身需要实现的原因和造成的结果）；（２）具象的伦理（通过将‘人’变成‘人物’而
使自身或他人虚构化的过程中所遭遇的问题）；（３）阐释的伦理（读者的阅读行为所产生的伦理批评责
任）”［５］１７－１８。本文试以亚当·纽顿的叙事伦理理论为观照，从叙述行为、叙述中的不可靠性和读者移情

三方面考察《千万别丢下我》中的叙事问题，分析凯茜讲述个体生命故事的动因，阐释她的第一人称叙

事的不可靠性所折射出的她对黑尔舍姆体制的顺从和矛盾心理，以及读者在阅读体验与文本见证中产

生的移情性反思。

１　黑尔舍姆与其终极目的：讲述以昭示
《千万别丢下我》可被视为一部克隆人自传，它以克隆人凯茜的第一人称视角审视自己成长及至将

临的死亡之间的人生故事。故事开篇，叙述者清楚表明身份：“我的名字叫凯茜·Ｈ。我现在三十一岁，
当看护员已经十一年多了。”［６］３而小说结尾则是她收起泪水，朝她已知的命途坚定而去，作品由此实现

了对凯茜生命体验的完整讲述。克里斯蒂娃将著述一生的计划描述为“一场与身体机能下降和蜕变的

战斗”［７］，凯茜则是同时在与身体机能和外在于身体的特殊体制的双重战斗：即将成为“捐献者”且挣脱

不出规训其生命存在的体制。与她曾看护过的许多捐赠者一样，她需要在生命尽头到来前一吐为快，既

带着对自己珍视的人与事的记忆离开，也将这段记忆留给别人。其实正如书名“千万别丢下我”表层意

思所示，凯茜不想自己存在的痕迹在死亡之时磨灭，她渴望借叙述确立与他人的联系。亚当·纽顿借用

列维纳斯的“说”（Ｓａｙｉｎｇ）的概念阐释，叙述建立起“对话机制，其中涉及言说者与他者之间的交流，涉
及伴随叙述行为而产生的主体间的责任和要求”［５］１７。凯茜的讲述源于想告诉别人“自己是谁”，进而因

为解释“自己为什么是谁”而演变为对黑尔舍姆培养克隆人方式的讲述和对黑尔舍姆体制的揭示。

卡瓦雷洛（ＡｄｒｉａｎａＣａｖａｒｅｒｏ）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基本的欲望，就是要告诉别人我们是谁，
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８］３８。讲述让我们了解自己、建立与他人和世界的联系，产生主体间的相互关系。

在人之将死时，这种渴望更为强烈。凯茜曾不止一次地见证过她看护的捐献者在“痛苦和麻醉药、精疲

力竭的不眠之夜”［６］６依靠回忆与记忆触摸着生命和世界，通过凯茜维持着与这个世界的联系。凯茜同

样如此。讲述总是对对象的讲述，对叙述者讲述责任的履行和对讲述对象聆听要求的满足。凯茜的讲

述对象“你”是与她一样暂时充当的“看护员”克隆人。表面看来，她的讲述会围绕“看护员”工作的成

功经验展开。但叙事进程中，凯茜很快发现自己始终绕不开“黑尔舍姆”。虽然她试图将黑尔舍姆抛诸

脑后，但她发现自己的一切都与黑尔舍姆息息相关。她由此将“自己是谁”与“自己为什么是谁”的讲述

结合，在与聆听者的对话中呈现克隆人享受人类“保护”获得人类灵魂的体制。

依照监护长埃米莉小姐的界定，“黑尔舍姆被视为一座闪亮的灯塔，一个我们如何逐渐以更人道、

更良好的方式做事的榜样”［６］２８９。这里没有人类与克隆人之分，只有“监护人”与“学生”的差别。“监护

人”按照人类的教育学制和体制为学生开设各类课程培养他们的创造能力，通过“等级分配标示出差

距，划分出品质、技巧和能力的等级并据此给予惩罚和奖励”［９］。他们定期举行交易会，允许学生在交

易会上用“代币”相互间购买物品，让他们体验人类生活；鼓励克隆人尊重彼此的工作，以“创造”能力决

定个体如何被看待、喜欢或尊重；一位被称为“夫人”的人会定期出现，挑走学生最好的作品，令他们产

生荣耀感。这些有利于塑造学生的“个体价值感”和“集体认同感”［１］１５，也为他们离开黑尔舍姆后面对

克隆人残酷的生存现实预备了理性应对的能力。黑尔舍姆也凭着对学生地理空间与想象空间的共同圈

囿为他们编织了“美好”童年的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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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８卷 朱云：《千万别丢下我》中的黑尔舍姆体制与叙事伦理

无论黑尔舍姆对克隆人的培养计划如何，无论它要向人类世界怎样证明克隆人具有灵魂，它的终极

目的是培育人类的器官捐献者而不是提供克隆人的保护地。所以凯茜是与受述对象一样的器官供应

者，她与他们共同面对的是有无灵魂的克隆人共存的失乐园。人类受益于科技进步，压倒一切地考虑

“他们的孩子、配偶、父母、朋友能够不因癌症、运动神经元疾病、心脏病而丧命”，选择“不去想”［６］２９４以

逃避正视克隆人存在的事实和对克隆人进行工具性剥削所应承担的责任。黑尔舍姆以人类教育的模式

培养克隆人人性的做法以及莫宁戴尔试图创造出优于人类的克隆人的科学计划让人类从逃避至恐慌，

要求克隆人回到无声无息中。克隆人重新变成“试管里难以捉摸的东西”［６］２９２，只存在于“政府开设的

庞大的‘基地’”［６］２９６，回归到由“陌生人的意图”进行编码的“产品”［１０］２１８，２２３位置。凯茜对此的讲述将她

的个体生命体验延伸至她的聆听者，因为共同生存体验的交流而拉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昭示了他们受

体制操控而存在的为他性。她也在讲述中邀请她的交流对象共同见证消失的体制和一段没有消失的

记忆。

巴赫金曾说：“只有当我的生活向他人阐明时，我才成为其主角”［５］２３。他此处所言的“主角”实指向

他人讲述自身故事时所承担的责任。凯茜讲述的初衷从强调自己是谁和渴望不被遗忘的“千万别丢下

我”逐渐发展为讲述黑尔舍姆体制和她渴望不被体制“丢下”的伦理诉求。她的讲述责任也从分享个体

生命体验扩大为向与她具有共同命运的器官供应者呈现一段对于克隆人而言曾经美好的生命印记，并

使之成为他们共有的记忆。

２　叙述的不可靠：黑尔舍姆操控下的顺从与矛盾心理
作为一部类似于传记的虚构作品，《千万别丢下我》具有此种文类的一般叙事视点的特征，即叙述

者是“站在一定的位置、或远或近的距离”［１１］５８７观察自己，就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进行有选择地讲述。

这种叙事风格延续了石黑一雄的前几部作品，叙述者“沉浸于自己的关注和焦虑中”［１２］，叙述的内容带

有明显的主观选择性。纽曼论证，当叙述者将自己变为故事中的人物时，“他们之间会产生细微但重要

的距离，会在自我描述或在他人的描述中产生或得或失甚至危机感”［５］１８，这是主体进行自我掩饰的开

始。叙述者在叙述过程中会竭力建构因果关系，用一系列不同等重要的事件拼接起连贯的故事，对之做

出价值判断和伦理性决断。斯坦利·卡维尔（ＳｔａｎｌｅｙＣａｖｅｌｌ）提出，“第一人称叙述归根结底是一种告
白，叙述者有什么需要讲述，就有什么需要掩饰，使用‘我’字的叙述者会用最聪明的方式掩饰自

己”［１３］１３５。凯茜的叙述凸显了她与露丝和汤米之间的关系，但她在叙述中的不确定和所述故事本身的

“表征力”［５］１９暴露了她对黑尔舍姆体制的顺从和矛盾心理。

凯茜的第一人称叙事具有双重叙事眼光，即“目前追忆往事的眼光”和“过去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

光”，它们体现出不同时期对事件的不同看法或对事件的不同认识程度，形成“了解事情的真相与被蒙

在鼓里之间的对比”［１４］。生活在黑尔舍姆的凯茜与其他人一样，会对许多现象提出疑问，但由于年龄及

环境的限制，他们会任之发展，采取避而不视的态度。例如他们对“画廊”的看法。画廊在黑尔舍姆学

生心中具有神秘性，他们想象“夫人”定期出现拿走作品的目的是将最好的作品呈现给别人看。但他们

自觉将对画廊的谈论视为禁忌，而且他们都畏惧，如果深入探究，会陷入自己还未准备好去面对的领域。

凯茜在追忆中认识到，所谓的画廊，其实是从黑尔舍姆的学生中一代代流传下来的说法，她自己现在连

他们是否真的相信画廊的存在都已经不确定。与“夫人”会面时，凯茜了解到画廊子虚乌有，他们的画

被选出来只是为了向人类证明他们也有灵魂。

第一人称叙事因为叙述者的限知性和叙述者对所述事件的选择与控制，常被认为具有不可靠性。

凯茜在讲述之初即声称，她所述之事都已是许久以前的事，“有些情况可能会记错”［６］１４。但无论她是否

记错，读者所了解的都是经过她选择的事件。在讲述与露丝的友谊时，凯西呈现了露丝如何介入她与汤

米之间成了汤米的女朋友；她们如何在村舍时期产生分歧；露丝种种令她不满的表现及至她们最终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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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镳；她在露丝生命的最后时光与她的相伴。然而这些故事又凸显了另一个不受限于黑尔舍姆体制的

露丝：她富于幻想，这与黑尔舍姆的一切格格不入；离开后，她便将黑尔舍姆的一切抛诸脑后；虽然被告

知不可能像人类一样有工作的机会，露丝却因一张海报幻想自己的办公室生活，会去探究她的可能原

型。对于克隆人只要能证明彼此真心相爱便可推迟捐献的传言，露丝想尽方法弄到“夫人”的地址，希

望凯茜和汤米能去尝试。凯西、露丝和汤米之间的故事，本身透露出凯茜对自己作为朋友的不忠、沉溺

于现状、畏惧真相的遮掩。她时常将自己置于揭示真相的位置，无论是露丝童年炫耀铅笔盒的事件，还

是在村舍时露丝幻想办公室生活事件。对于汤米的绘画事件也是一样。她与汤米在一起时赞扬他的

画，与露丝在一起又嘲笑他；露丝向汤米透露她们对他画作的态度时，她选择逃避他们中的任何一人。

这也导致他们三人从此分开。再度聚首时，凯茜因为汤米与她的观点相同还表现出战胜露丝的一丝欣

喜。对于露丝找到的地址，她的反应只是“这一切都够了”［６］２６０。被告知推迟捐献子虚乌有、获知更多

克隆人历史和现状后，她仍保持冷漠式的平静。她对命运的逆来顺受暴露了她自身性格的弱点和对黑

尔舍姆体制的认同与顺从。无怪乎布鲁斯·罗宾斯（ＢｒｕｃｅＲｏｂｂｉｎｓ）质问：“获知更严重、更久远的事件
背景，它挥之不去地左右着他们的童年、他们的情感纠葛和她所热爱的学校，它会不可避免令人产生愤

怒、自相矛盾的不同情感，而凯茜却令人咋舌地保持无动于衷，那么作为叙述者，她是否还那么可靠？如

果不是接受了体制对他们的根本控制，她会如此自我谦避地镇定吗？”［１２］３００－３０１

蒙田说：“我告白时，我深信我的内里存在着一个他者在质问我”［１２］８，露丝和汤米就是凯茜叙述过

程中内心不断质问她的他者。小说开篇，凯茜不无自满地强调作为人类的“他们”对她的工作一直颇为

满意，可是这种追求“他们”的满意却令她不能从捐献者的角度与她的看护对象之间完全认同，甚至汤

米都无法理解她对看护员工作的执着。汤米曾质疑，做一个好的看护员“真的那么重要吗？有个好看

护员真的很不错。可是归根到底，这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捐献者要捐献，完全一样，然后他们的生命就

终结了”［６］３１６。凯茜对此的态度也有矛盾：“看护员不是机器。你试着为每个捐献者尽最大的努力，但

到了最后，自己却被耗得精疲力竭。你不会有无穷无尽的耐心和精力。”［６］４

黑尔舍姆赋予克隆人人性的计划，给了他们理性思维的能力，却也设置了一张他们无法逾越的网。

凯茜虽然一直试图了解真相，但也常常逃避真相。她的叙述是在向读者讲述发生在她身上的故事，其实

也是在重温记忆。她在叙述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的懦弱，在极力掩饰的过程中却摆脱不了被体制抛下、

失去最好朋友的失落感。讲述之末的泪水是她对汤米的思念，也显然是对她的懦弱的哀悼。

３　读者移情：见证黑尔舍姆与他者身上的自我
凯茜在叙述自己的故事，实际也在充当自身经历的阐释者。叙述因为涉及到故事层面叙述内容面

向的对象和文本层面的真实读者，他们也会主动参与对凯茜故事的阐释。纽顿对阐释过程中涉及的伦

理做出解释：“阅读行为令读者产生伦理批评的责任”［５］１８，此处的责任包含两方面，首先要理解悖论的

存在，即得悉某人的故事，同时也是失去这个“真实的”人（“他是谁”）的一种方式，会使亲密感和伦理

责任成为问题；此外，读者还需对此悖论做出反应［５］１９。简言之，读者需接受：我们离故事所蕴含的意义

越近，我们其实离它越远。我们对故事承担的责任是一个“无限的运动过程”［１５］２０。无论从故事层面还

是文本层面看，凯茜故事的读者都会从自身的本体认知经验出发，对其做出不断阐释和伦理回应，在将

自己的故事与她的叙事融合的过程中，消除它们之间的疆界，建构起克隆人之间、克隆人与人类之间的

主体间关系。

就小说的故事层面而言，承担叙述听众角色的“你”在凯茜讲述的前三分之一部分始终作为与她互

动的对象存在，他们不具有黑尔舍姆背景，但同样承担看护员工作。他们在凯茜的叙述过程中始终处于

沉默状态，实则成了凯茜反观自己和黑尔舍姆体制的镜子。与他们相比，凯茜的“幸运”建立在人类为

克隆人制定的人化培训机制上，其基础是严格的身体检查和对艺术创造力的规范化裁决。然而其结果，

０４



第１８卷 朱云：《千万别丢下我》中的黑尔舍姆体制与叙事伦理

“黑尔舍姆造就他们‘驯服的身体’，权力以知识的名义锻造他们‘臣服的主体’”［９］１１４，他们最终不会逃

跑，只能接受人类强加在克隆人身上的生存使命。克隆人的存在本身是人类“有意图地决定遗传本质”

的结果，它意味着“一个克隆人一生都要受制于别人在他出生之前就强加给他的决断”［１０］２２３。尽管埃米

莉小姐反复强调，黑尔舍姆给了克隆人最好的一切，但这是人类对他们的强力控制。无论是否接受过黑

尔舍姆的人性教育，克隆人在黑尔舍姆内外的唯一存在目的并没有差异。凯西故事的“读者”很容易因

他们共有的命运实现主体间的相互认同，聆听凯茜的故事也是在阅读他们自己的人生。

故事层面上的“你”是由“文本强制读者承担的‘叙述听众’的角色”［１６］９５，它在叙事进程中很快延伸

至文本层面的真实读者身上，因为读者始终能在文本阅读的参与过程中发现其与自己生存世界之间的

互文性。布思（ＷａｙｎｅＣ．Ｂｏｏｔｈ）研究称，“无论我们是否具有批判性，我们阅读故事时总会对隐含作者
对这一简单问题———这是‘从前的事’还是现时时代的事———的回答做出或误解或合理的决定。”［１７］１６

不管我们做出怎样的决定，它都会影响我们对文本的阐释。这有如“夫人”对凯茜抱着枕头和着音乐

《千万别丢下我》跳舞的解读。凯茜想象那是一个不能生育的女人终于生下自己的孩子，生怕孩子离她

而去时的悲伤吟唱。但“夫人”看到了“一个新世界的迅速来临。更科学，更有效……对于以往的疾病

有了更多的治疗方式”，“一个小女孩，她紧闭双眼，胸前怀抱着那个仁慈的旧世界，一个她的内心知道

无法挽留的世界，而她正抱着这个世界恳求着：千万别丢下她”［６］３０４－３０５。这催生“夫人”同情与不安的

泪水，却也反映了读者在阅读凯茜的故事时所处的不安状态，陷于听完凯茜的讲述还是弃之不顾、始终

挂念着她的故事还是丢开它的境地，被迫面对既产生强烈影响又无法令人下定决心的烦恼与移情的两

难困境。

凯茜的告白将读者置于共同受害者的位置被动见证她所遭遇的不公，要求他们“不仅对他者产生

同情，而且要认识到自己同样陷于造成他者必须面对的各种障碍的社会作用力中”［１８］。它迫使读者认

识到自己的生存中相似的社会境况：我们不正与她一样生活在各种权利关系中，经受着由于我们自己的

行为和选择产生的政治影响。黑尔舍姆试图通过克隆人的绘画能力向人类展示他们具有灵魂，如果具

有灵魂就可确定他们与人类一样，那么人类就该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谋杀的责任，因为人类培养了另一群

人类，将之用作器官移植的来源，这是有组织的和共同认可的谋杀体制，与希特勒执行的对犹太人的体

制性大屠杀如出一辙。像凯茜一样的克隆人，无论他们是否受到人性化教育，都改变不了他们捐献器官

的命运。而我们同样面临并承受着如此体制性的强制力。

《千万别丢下我》令读者产生的通感体验并非源于抚慰人心的自由意识，即认识到克隆人与我们一

样具有灵魂和人性，而应产生于一种更忧郁的认识，即“艺术与它所产生的移情作用应规避传统的人类

的概念”［１９］。与其所描绘的克隆人一样，他们是克隆人又具有人性，小说结尾同样呈现出双重性：既具

有诱惑力又消解一切。它需要两类读者，一类读者能无视其所描绘的关于克隆人问题的丑陋表象，另一

类读者则能看透它所触碰的脆弱又复杂的灵魂。对于第二类读者而言，这部作品所蕴含的阴郁感会久

久萦绕他们心间，而这正是《千万别丢下我》的审美魅力所在。

４　结语
如同大屠杀幸存者通过讲述向世人昭示他们所经历的创伤、见证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千万别丢

下我》中的凯茜也以个体叙述的方式揭示了人类避而不谈的克隆人真相，要求人类见证对另一段真实

的记忆。她幽怨却不失理性地呈现了人类培养克隆人人性和灵魂的黑尔舍姆体制和她对这一体制的依

赖，渴望人类千万别丢下他们创造出来的克隆人。这部小说表面写克隆人，但它更是一个关于人类的故

事。玛莎·努斯鲍姆（ＭａｒｔｈａＮｕｓｓｂａｕｍ）探究文学作品的形式与其内容之间的关系时强调，“人类的某
些真相只能由善于讲述故事的能手用典型的语言与形式适切并准确地说出来”［２０］。凯茜的讲述以模像

的形态复写了我们真实存在的世界，他们面对生存境遇的无从选择、受各种强制力左右的人生都是人类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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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在现时与未来可能遭遇的真实。读者在阅读中体验到凯茜所经受的种种情感，实现了对她的叙述

应有的伦理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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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Ｔｏｋｅｒ，ＬｅｏｎａａｎｄＤａｎｉｅｌ．Ｒｅａｄｅｒ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ｏｆＴｏｐｏｉｉｎＫａｚｕｏＩｓｈｉｇｕｒｏ’ｓＮｅｖｅｒＬｅｔＭｅＧｏ［Ｊ］．Ｐａｒｔｉａｌ

Ａｎｓｗｅｒ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Ｉｄｅａｓ，２００８，６（１）：１６３－１８０．

（责任校对　晏小敏）

２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