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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２０１６年布克奖获奖小说《叛徒》巧妙运用反讽手法，揭示当代美国社会依旧严峻的种族问题。反讽构织成
了小说情节之外的另一个结构网络：修辞反讽渗透进小说的语言，构成了小说的肌理；标题的反讽、情景的反讽、语调的

反讽建构了小说完整的结构框架；互文反讽则引入历史的维度作为参照，增强了小说的批判性。在《叛徒》中，反讽不仅

是修辞手段，也是哲学思想和生活态度，它暗含严肃的批判精神和对未来世界的美好愿景，已成为小说本身的内在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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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的布克奖，授予了保罗·贝蒂（Ｐａｕｌ
Ｂｅａｔｔｙ）的小说《叛徒》（ＴｈｅＳｅｌｌｏｕｔ，２０１５），使他成
为这一重要文学奖项成立４８年来第一个获奖的
美国作家。《叛徒》采取第一人称的叙事角度，开

篇即点明了小说的中心事件：主人公“我”正面临

美国最高法院的审判，罪名是倡导奴隶制。“我”

是来自洛杉矶郊外一个不知名小镇贫民区里的黑

人，父亲是在当地颇有些名气的黑人学者，“我”

与其说是他的儿子，不如说是他社会科学的“试

验品”。在父亲被警察误杀暴尸街头之后，“我”

成了孤儿，靠种植和出售大麻、柑橘、西瓜等为生。

为了抗议“我”的家乡突然被从地图上销名，“我”

和自愿做“我”的奴隶的邻居霍米尼一起，开始在

本社区宣传和倡导恢复奴隶制。

显然，《叛徒》将种族主义的历史大问题浓缩

在虚拟的当代小社区里，旨在揭示美国社会依然

盛行的种族歧视现象。它具有明显的后现代现实

主义小说的特点，“作家们在现实与虚构之间来

回折腾，实现了对现实生活的模仿和拟写”①。本

届布克奖委员会主席阿曼达·福尔曼高度评价了

这部小说：“《叛徒》是为数极少的几部采用讽刺

手法，刺入当代美国社会心脏的作品……它为我

们这个时代所写。这种旷世奇才自斯威夫特和马

克·吐温之后，我就再没有见到过。”②

反讽在《叛徒》中几乎无处不在，构织了小说

情节之外的另一个结构网络，提供了解读作品的

不同维度和视角。反讽在小说中有不同层次的体

现，发挥着不同作用：修辞反讽渗透进小说的语

言，构成了小说的肌理；标题反讽、情境反讽、语调

反讽建构了小说完整的结构框架；互文反讽则引

入历史的维度作为参照，增强了小说的批判性。

一　作为修辞手段的反讽
反讽是古老的修辞手法。这里所说的修辞，

是就文学批评的角度而言，而并非严格的修辞学

意义上的概念，“它包括正话反说的言语方式，也

包括构成讽刺性对比的结构方式以及其他种种旨

在强化表达效果的表现风格、手段等”③，反讽的

主要功能是委婉地表达否定或者批评。“它是作

者由于洞察了表现对象在内容和形式、现象与本

质等方面复杂因素的悖立状态，并为了维持这些

复杂的对立因素的平衡，而选择的一种暗含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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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否定意味和揭蔽性质的委婉幽隐的修辞策

略。”①“反讽以言意相悖为特点，借文本世界与意

义世界间的冲突彰显力量。”②简单来说，修辞反

讽即言此而意彼，指的是语言的表面意义与实际

含义并不相同，有时甚至完全相反。

小说开篇既点明了主题也定下了反讽的基

调：“说出来也许你都不信，我虽是黑人，却从来

没偷过任何东西。从来没有偷税漏税也没有在玩

牌时作过弊；从来没有逃票溜进电影院也没有把

商店收银员多找的零钱留下不还，从来没有过入

室抢劫也没有持枪打劫过杂货铺……”③“我”的

开场白或者说自我介绍简单直接，表面上是在澄

清自己，实质上揭示了美国社会长期以来对黑人

群体的歧视和刻板印象，认为黑人就必然是同偷

盗、欺骗等行为联系在一起的，认定他们是劣等种

族。“说出来也许你都不信”，既是故作轻松的调

侃，又间接表明黑人无法赢得社会信赖的窘境。

这里有历史的视角，更有对现实的概括。作者此

处运用的反讽手段，是对渗透进日常生活中的种

族歧视的展示和暴露，更能使读者认识到以上刻

板印象的武断、笼统、偏执，是对现存的种族主义

者、种族主义思想的反击和嘲讽。

小说中另有多处对种族问题的直接调侃：

“我觉得只有在一种情况下黑人才不再有罪恶

感，那就是他们真的做错了事的时候，因为这样就

解决了身为黑人与清白无罪之间的不和谐性，在

某种程度上去蹲监狱成了一种解脱。”④“民权运

动带来的唯一可以感知的好处就是黑人不再像以

前那样害怕狗了……”⑤透过语言层面的反讽，我

们可以读出这里隐含的意义：废奴运动、民权运动

已经结束多年，黑人获得了表面上的平等和自由，

但生活中他们仍然是受歧视的群体，平等自由沦

为一纸空言。黑人犯罪率高等现象即便是事实，

也部分地是由社会物质及精神上的压力所致，这

样的压力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逼良为娼的效果。因

此，当指责的矛头对准整个黑人群体的时候，是否

应该反思社会、每一个人对此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父亲被警察开枪打死之后“我”被叫到现场，

“我没哭，我以为他的死又是个计谋。是他有意

设计的计划，目的是要教我认清黑人的困境，激发

我有所作为。我还期待着他爬起来，掸掸身上的

土，说：‘看见了吧，黑鬼，要是这样的事儿能发生

在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黑人身上，可想而知你们

这些蠢蛋会怎样了。因为种族主义消亡了可不意

味着他们不会再一看见黑人就开枪了。’”⑥面对

父亲横尸街头的无妄之灾，“我”的最初反应是，

这又是父亲的实验。从小被当作试验品养大，主

人公已经对实验产生了应激反应。亲情让位于科

学精神，这是多么畸形、多么可悲的事情。当然，

更让人悲哀无助的是这样的现实：白人警察为所

欲为，草菅人命，以公务为借口随意射杀黑人，黑

人连最基本的生存权都无法得到保障。

小说在修辞上的反讽，加深了语言的感染力，

增强了文本的批判力度，委婉而有效地表达了作

者的观点：种族主义思想渗透进了美国社会的脉

络，《叛徒》中的“我”，仍然是为社会所奴役的黑

奴，被剥夺、被噤声，被羞辱、被误解。

二　作为结构特点的反讽
除了语言层面的反讽之外，《叛徒》的反讽性

还全面地体现在结构设计上。结构反讽是一种整

体层面上的反讽，它体现为小说在情节、人物、主

题等各个环节上所有意凸显的相悖性。这种相悖

性或者体现为行为的意图与结果之间相左，或者

体现为人物、环境、结果之间的对立，或者体现为

艺术效果上的一反常态、荒谬背离等。

（一）标题反讽

小说标题《叛徒》本身具有反讽意味。从表

面看，“叛徒”是当地著名黑人思想家福伊·柴什

对“我”的蔑称。因为“我”公然主张并实践种族

隔离制度，主张黑白有别、白人优先，因而是黑人

利益的出卖者，不但为黑人同胞所敌视，也为推行

平等民主的美国法律所不容。“我”似乎理应获

得“叛徒”这样的指责。然而，吊诡的是，“我”的

一系列“背叛”行为，其目的恰恰是为了对抗黑人

小镇被从地图上抹去的现实，是为了凸显黑人的

存在感；种族隔离之后成效显著，社区的稳定、安

全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孩子们的学习效率都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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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我”也在这个过程中，在当地赢得了不少

支持和尊重。

而对“我”心存反感，把“我”视作“叛徒”的

柴什却渐渐露出本来面目，其支持者日益减少。

柴什曾是 “我”父亲的追随者，在后者去世后，他

剽窃了他的学术思想，并取代他成为该社区的黑

人民意领袖。柴什目前最“激进”的政治行为就

是编辑出版没有“黑鬼”一词的洁本《哈克贝利·

芬历险记》。他一直怕“我”会继承到父亲的影响

力，不但没给过“我”任何帮助，反而处处打压和

讥讽，甚至在“我”揭穿他之后恼羞成怒开枪将我

重伤。柴什居住在白人社区，拥有大量财富和资

源，除了黑皮肤外，他浑身上下都已经“白化”了。

到底谁才是出卖黑人利益、违背自由、民主原

则的“叛徒”，作者通过“我”与柴什这一组人物形

象的对比，不仅指出了黑人内部对种族问题的不

同见解，也启发人们认识事物的本质，保持判断力

上的警觉，切实关注和改善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

（二）情景反讽

情景反讽也被称作情境反讽，多是指事与愿

违，事情的结果超出预期或者与主观愿望恰恰相

反的情景。“是行为的意图与结果之间正好相

悖，认真努力的后果恰恰是愿望的反面。”①《叛

徒》一书的反讽效果，就突出地表现在多处有意

为之的戏剧性冲突或对立的场景中。其中最明显

的情景反讽即小说开篇的场景，也是小说中的核

心事件：“我”因提倡种族隔离而被起诉，接受审

判。构成反讽的不仅仅是“我”的提议的背景，即

公然倡导与人类进步文明的理念相对抗的种族隔

离制，而且倡导者“我”本人正是出身于贫民窟里

无依无靠、无权无势、甚至可以说是无名无姓（主

人公姓“我”本身就颇具反讽意味）的黑人男子。

接受和欢迎隔离的是同“我”一样的小镇黑人群

众，而反对“我”的是声称代表黑人利益的“白化”

黑人学者以及以美国全体人民的名义来行使职责

的国家权力机关。更荒谬的是，“我”的种族隔离

的初衷则是促使民主和团结！以不平等换取平

等，以种族主义来反种族主义，小说充满了矛盾和

悖论，正是这矛盾和悖论产生了巨大的讽刺和揭

露的力量和效果。

小说中另外一处情景反讽的实例发生在

“我”们的一次黑人聚会上。一对白人夫妇不请

自来观看“我”们的演出，他们不但没有觉察到投

向他们的异样眼光，而且还不懂规矩不合时宜地

大笑，最终被黑人组织者强行赶走了。他们被赶

走是因为他们“不够黑”，但这却也恰恰违背了这

以自由、平等的名义组织的集会的初衷，这种反向

的种族歧视又何尝没有冒犯这对白人夫妇的自

由？“我”们一方面主张每一个人、每一种生物都

应享有自由生活的权利、开心大笑的自由，另一方

面又单向地去理解和实施这种主张。从这个意义

上来看，贝蒂并非只为自己的族群发声，他为所有

受歧视、被消声的弱势群体代言，为平等自由的普

世价值代言。

（三）语调反讽

在《叛徒》中，反讽构成了一个立体网络，不

但在内容上、形式上有明显的体现，就是在叙事语

调上都有彰显。“语调反讽是通过叙述态度与叙

事内容表现意旨的相悖，形成具有反讽意味的叙

述语调，从而更加突出了作者的真实表现意

旨。”②保罗·贝蒂在小说中虽采用第一人称叙述

者的视角讲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种种不公与荒

谬，却有意用事不关己似的冷静、疏离的态度，用

轻描淡写的、戏谑的语气来表达种族歧视这样的

严肃性话题。

小说开篇即告诉读者，“我”收到了法院的传

票，传票上写着：“恭喜恭喜！接到此传票意味着

您已经成为优胜者脱颖而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从数百件上诉案件中挑中了您的案子。这真是莫

大的荣耀……”③信件落款为“美利坚合众国人

民”。传票本身的严肃性与信件内容的戏谑性形

成鲜明对比，被审判的厄运与被抽中的幸运混为

一谈，“人民”与“我”的不恰当的对立关系更是增

强了这一事件本身的荒诞性。

语调的反讽还突出地表现在“我”对父亲实

施的多种实验的描述和回忆上。从一出生起，

“我”就沦为研究社会心理学的父亲的试验品。

父亲为了验证所谓“旁观者效应”（周围能提供帮

助的人越多，求助者反而越不会得到帮助）是否

会在黑人群体中生效，拉着当时年仅８岁的“我”
在市中心最繁华的路口做了个实验：

他当着一大群旁观者的面把我打

倒，刚给我脸上来了两记老拳人们就围

９５

①

②

③

赵毅衡：《反讽：表意形式的演化与新生》，《文艺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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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来了，不是来帮我的，是来帮他的。他

们欢快地用上了飞身肘击和抱摔的技能

来踢我的屁股。一位女士还非常熟练地

对我用上了锁喉功。现在回想起来，我

还是得感谢她的仁慈。等我苏醒过来的

时候，我看见父亲正在采访她以及其他

参与打我的人们，他们的脸上还都挂满

汗水，还没完全从这无私帮忙的行为中

缓过气来。我猜想，他们的耳边应该同

我一样还回响着我的尖叫和他们的大

笑声。①

这样丧心病狂、惨绝人寰的场景却被叙述者

这样轻松地、淡淡地，带着幽默、调侃的语气讲述

出来，这种冷静、这种克制陈述与读者此时产生的

激动、惊愕、愤懑的情感直接对峙，破坏了读者对

亲情、伦理、道德、友善等的期待和认知，产生了强

烈的冲击力和持久的艺术效果。

三　作为历史维度的互文反讽
除了语言层面的反讽及小说在整体结构方面

的反讽之外，《叛徒》中互文反讽的运用深化了反

讽的艺术效果，成为小说的亮点和特色。互文反

讽也被称为戏拟、戏仿，按照法国学者朱丽娅·克

里斯蒂娃的定义，互文性是指“一文本与其他文

本的相互关系”②，它突破了单一文本的局限，在

文本与其他文本的相互关系中来审视文本所蕴含

的反讽意味。“戏拟性文本以貌似读者熟知的面

目出现，读者以为驶入了自己熟悉的思维常轨，

作者却又时常出乎其外，通过与惯常思维方式和

传统模式相左的深层话语产生了种种反讽意味，

从而打破读者的成规性审美感受方式。”③可见互

文反讽自觉地引入了历史的维度，在参照前文本

的前提下来领悟现文本的意义，或者说互文反讽

的实现离不开一个前提，那就是为双方共同熟知

并认可的前文本及其蕴含的意义。但作者引用或

指涉前文本，并不是要照搬这样的含义，反而是要

利用原文本表达新意，这个新意或者是在原文本

基础上的引申，或是对原意的颠覆或逆反。

《叛徒》首先与马克·吐温的小说《哈克贝

利·费恩历险记》形成明显的互文关系。这在小

说中既有暗示也有明显的指涉。伪黑人学者、民

意领袖福伊·柴什认为《哈克贝利·费恩历险

记》通篇用了“黑鬼”的字眼，这是种族主义歧视，

因此他进行了革命性改写，用“勇士”来替代“黑

鬼”，用“暗肤色的志愿者”来替代 “奴隶”。他还

“改进”了吉姆的措辞，改动了小说的情节主线，

并把小说的标题改成了“洁本的非裔美国人吉姆

与他年轻的被庇护人、白人兄弟哈克贝利·费恩，

前去寻求失落的黑人家庭联合体的历险经历与心

智旅程”④，柴什修订版本的封面也作了很大改

变：“哈克贝利·费恩驾驶木筏，漂流在浩瀚的密

西西比河上，船长非裔美国人吉姆站在舵柄上，双

手掐腰，捋着乳白色的山羊胡子，穿着柴什身上同

款的巴宝莉牌运动上衣。”⑤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是文学史上里程

碑式的存在，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美国文学

的符号和代表。宽厚、友善的黑奴吉姆同白人少

年哈克贝利·费恩在密西西比河上的冒险之旅，

既揭示了奴隶制的残忍无道，又肯定了人性之光

的胜利。柴什的改写，这种纯洁化、白化的举动，

恰恰消解了其批判力量。《叛徒》中对这一经典

的指涉和互文，如同一幅漫画，将柴什之流的荒谬

无知、虚伪做作、以出卖黑人利益来沽名钓誉的做

派暴露得淋漓尽致，刻画得活灵活现、入木三分，

具有强烈的戏剧化效果，却让人在忍俊不禁的同

时，对伪政治学者、伪政治命题有了更深的体会。

另外，在内容和情节框架上，“我”和霍米尼

这一对人物关系也与《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

中费恩与吉姆的关系形成互文。不同的是，后者

强调的是在１９世纪中叶奴隶制盛行的背景下白
人男孩与老黑人吉姆之间的友谊，前者则是在２１
世纪奴隶制已被废除多年的背景下两个自愿结成

主仆关系的黑人对“民主平等”的社会的对抗；后

者呼吁社会废止奴隶制，前者则主张恢复奴隶制。

“我”和霍米尼更明显地与《堂吉诃德》的故

事形成互文。塞万提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这部巨

作中塑造了一组不朽的人物形象堂吉诃德和他的

随从桑丘。“我”和霍米尼俨然是当今的堂吉诃

德和桑丘。但与桑丘与堂吉诃德的“租赁”关系

不同，霍米尼自觉自愿、甚至可以说是死乞白赖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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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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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１卷 张莉：《叛徒》的反讽艺术

求“我”收他为奴。霍米尼是过气的黑人演员，在

表现种族歧视的系列电影《小无赖》里扮演刻板

化的黑人形象。他支持复辟奴隶制，是因为奴隶

制下他还能继续“扮演”自己的黑人农奴的“角

色”，对他而言，这要胜过籍籍无名被人遗忘。这

对当代的堂吉诃德和桑丘联盟的“壮举”包括：为

了恢复自己家乡的名字，在高速公路口悬挂指示

牌；重新标记小镇的主要路标；写信为小镇找一个

国际友好姊妹城；他们还身体力行推进地区的种

族隔离制：在公交车上贴上标语主张白人优先；说

服当地的学校和医院按肤色推行分区……复辟奴

隶制俨然成了个人英雄主义式的理想行为，而奴

隶制本身竟摇身一变为实现平等和解放的现代乌

托邦！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与《堂吉诃德》都

是耳熟能详的文学经典，也都是讽刺文学的典范。

《叛徒》与其互文关系的形成，使读者感受到了作

品在荒诞情景的悖立状态中形成的艺术张力和批

判精神。

结语

《叛徒》中反讽的运用深刻地揭示了当代美

国社会种族问题的存在。种族问题近些年来再次

成为作家关注的主题，这是因为在新的语境下，人

们对它的理解有了分化。一些人认为美国第一任

黑人总统奥巴马的当选表明，美国已进入“后种

族时代”，种族话题已经过时。然而在《叛徒》中，

保罗·贝蒂撕开了后种族时代的温情面纱，表达

了对依然严峻的种族问题的观察和思考。贝蒂在

接受采访时表示，《叛徒》就是报告文学。他期待

这本书能开启一个严肃话题的讨论，一个有关后

种族时代里种族问题的讨论。

值得强调的是，《叛徒》对现实的揭示，并未

局限于种族问题本身。它直面各种社会问题，表

达了严肃的道德关怀。正如《卫报》的评论：“《叛

徒》不但成功地指出了问题，而且指出了问题的

复杂和琐屑，它论证了事情并非是非黑即白那么

简单，它并未回避任何问题。”①尽管奴隶制已经

废除多年，贝蒂提醒我们要警惕的是当今依然盛

行的奴隶制的思想，是奴役、羞辱、虐待、剥夺、噤

声、歧视，是一方凌驾于另一方之上，是出卖集体

利益换取个人荣华等行为。问题的揭示和批判是

为了彰显自由、民主、进步的普世价值，是“为了

给每棵树、每种植物、每个穷苦的墨西哥人一个机

会，让他们可以平等地获取阳光和水；为了确保每

一种生物都有呼吸的空间”②。

反讽是作者“投向世界的一瞥”，是作者哲学

思想和生活态度的投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借

助反讽，《叛徒》以现实主义手法叙述了一个超现

实主义的寓言。这一寓言既暗含严肃的批判精

神，又内含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愿景。

ＯｎｔｈｅＩｒｏｎｙｉｎＴｈｅＳｅｌｌｏｕｔ

ＺＨＡＮＧＬｉ
（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Ｅｎｇｌｉｓｈ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４５０００１，Ｃｈｉｎａ；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４５０００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ｔｈｅＢｏｏｋｅｒＰｒｉｚｅｗｉｎｎｅｒｉｎ２０１６，ＴｈｅＳｅｌｌｏｕｔｉｓｃｒｅｄｉｔｅｄｔｏｉｔｓｍａｓｔｅｒｆｕｌｕｓｅｏｆｉｒｏｎｙ，
ｗｈｉｃｈｉｓｅｘｈｉｂｉｔｅ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ｙｉｎｔｈｅｎｏｖｅｌ．Ｉｒｏｎｙｆｉｒｓｔｌ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ａｓａ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ａｌｄｅｖｉｃｅａｎｄ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ｔｏｒｅｖｅａｌｔｈｅｒａｃｉａ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ｎｍｏｄｅｒ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ｔｈｅｎｉｔｓ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ｉｎｔｅｒ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ｔｙ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ｓｉｔｓｔｅｎｓｉｏｎａｎｄ
ｉｔｓｐｏｗｅｒｏｆ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ｌａｓｔｌｙｉｒｏｎｙｂｅｃｏｍｅｓａｎ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ｏｆｌｉｆｅ．Ｉｔｉｍｐｌｉｅｓ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ｓａｍｂｉｖａｌｅｎｔ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ｔｏ
ｗａｒｄｓｔｈｅｒｅ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ｈｉｓｂｅｓｔｗｉｓｈｅｓｆｏｒａｂｅｔｔｅｒｆｕ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ａｕｌＢｅａｔｔｙ；ＴｈｅＳｅｌｌｏｕｔ；ｉｒｏｎｙ
（责任校对　刘兰霞）

１６

①

②

Ｌｏｄｇｅ，Ｅｄｄｏ－Ｒｅｎｉ．“ＴｈｅＳｅｌｌｏｕｔｂｙＰａｕｌＢｅａｔｔｙｒｅｖｉｅｗ
!

ａｗｈｉｒｌｗｉｎｄｓａｔｉｒｅａｂｏｕｔｒａｃｉ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ＴｈｅＧｕａｒｄｉａｎ，Ｍａｙ１１，２０１６．
Ｂｅａｔｙ，Ｐａｕｌ．ＴｈｅＳｅｌｌｏｕｔ．Ｌｏｎｄｏｎ：Ｏｎｅｗｏｒｌｄ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５，ｐ．２１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