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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5要#申京淑的长篇小说&哪里传来找我的电话铃声'以 !$世纪 %$年代韩国民主化斗争时期为背景!讲述了当代

年轻人的心理创伤与内在成长历程" 身处成长礼仪中的主人公们饱受缺失之痛!尽管努力寻找摆脱痛苦的方法!却又陷

入缺失链的重重束缚中" 为探索#成人礼$的出口!他们由互相依靠走向独立!由爱的客体转化为主体!并最终构建出独

立完整的主体自我意识" 小说充斥着浓重的哀伤氛围与凝重感!突出刻画了缺失造成的精神创伤!强调心灵共鸣的重要

性和成长的永恒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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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申京淑是当代韩国文坛备受关注的女作家(

*哪里传来找我的电话铃声, "以下简称*电话铃

声,$以 !$ 世纪 %$ 年代韩国民主化运动为背景#

讲述了郑允)丹)美芦和明瑞四个年轻人的成长故

事( %后日谈小说&

!在 !$ 世纪 &$ 年代中后期曾

经昙花一现#作者以民主化运动一代的经历为题

材#再度创作%后日谈小说&#在 !" 世纪的语境下

重新诠释一代人的成长历程#此中必有深意( 因

而#深入剖析这部小说的主题意蕴#有望揭开申京

淑作品的创作动机及其文学精神的根源所在(

一5$成人礼%与缺失链

*电话铃声,的主人公们都是二十出头的年

轻人#面对 !$世纪 %$年代的现实处境#他们各自

经历着独特的心路历程#要去完成从想象域渡到

象征域的成人礼#即要完成主体%从一境地到另

一境地&#由社会非成熟期走向社会成熟期的%过

渡礼仪"b)MAG'AFJGGJBA$&

"

( 他们的成长极度艰

辛#尤其是要以严重的缺失情结为代价( 这些年轻

人身上都烙印着各不相同的缺失印记#他们以缺失

为成长的动力#而成长的历程又因缺失而受阻(

在小说中#缺失同时产生丧失感和期待感( 丧

失感来源于已经不复存在的事物#这种曾经的存在

对于主体来说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而期待感

产生于对所缺事物的渴望#因为有些东西虽然缺

失#但仍有望出现#

( 这种对下一个镜像+++欲望

小他者的期待成为了年轻人的成长动力( 小说人

物在经受一种缺失时#期待和寻求能够弥补这一缺

失的新的精神寄托( 如郑允失去妈妈后对丹)美芦

和明瑞的情感依赖与期望#美芦失去姐姐后对姐姐

的恋人及尹教授的找寻与向往等#这些期待成为主

体新的成长动力#他们由此重获从想象域走向象征

域的勇气#努力寻求两者间的平衡( 郑允安慰美

芦#姐姐的死并不是她的错#试图劝导美芦走出阴

影#并与美芦一同去寻找姐姐美莱失踪了的恋人#

为的是能够帮助美芦尽快回归正常生活( 郑允期

待美芦走向理想的生活状态#实际上暗含着连同自

己回归正常生活的期望#正是这种期望促使郑允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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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吉林舒兰人#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现当代韩国文学研究(

%后日谈小说&专指以 !$世纪 %$年代韩国民主化运动为背景的小说#属于反思文学#主要回顾和反思在反军事独裁)争取民主化

的运动中年轻一代所遭受的精神创伤#曾盛行于 !$世纪 &$年代韩国文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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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走出失去母亲的悲伤#直面现实社会( 同样地#

丹抱着成为画家的期望进入大学#又抱着成为优秀

军人的期望进入军队#并期待着郑允能够接受自己

的爱#正是这些期望#才使他有勇气尝试完成从想

象域到象征域的转换(

另一方面#四个年轻人的命运走不出被诅咒

般的怪圈#即他们陷在从一种缺失到另一种缺失

的缺失链当中#他们对下一个镜像的期待感反而

造成了新的丧失感( 正如拉康所言#欲望永远处

在到达之外的地方#%欲望的溪流是作为能指连

环的变迁而流动的&

!

#欲望永远在他者那里( 寄

托在他者身上的欲望#永远不可能实现#反而使他

们原有的期待感沦为了另一种缺失与痛苦( 缺失

链的形成对主体造成无形而巨大的成长阻力#使

得主人公们在想象域和象征域之间反复游离#最

终迷失甚至毁灭自我( 美芦和丹正是因一个个精

神寄托的破灭而拒绝走入成人世界#或者说是拒

绝社会化#并最终走向死亡(

美芦为了弥补失去姐姐的缺失感#决心去寻

找姐姐的恋人( 姐姐美莱的恋人因参加民主化运

动而被当局带走#之后杳无音讯#姐姐为寻找他四

处奔波#最终绝望的她以自焚来抗拒独裁政权(

为了寻找姐姐的恋人#美芦不断回忆曾经的细节#

这反而加深了她对姐姐的负罪感( 而且在寻找过

程中#美芦越来越靠近姐姐的恋人已经死亡了的

事实#从而陷入失去姐姐以及姐姐恋人的双重缺

失中不能自拔( 此后#美芦唯一的期望是能够和

郑允)明瑞等好友生活在一起#但是供他们居住的

小屋却被父母强行卖掉#象征域的暴力介入使美

芦的精神寄托又一次破灭了( 她只得躲入外婆留

在偏僻乡下的小屋中#断绝所有与外界的来往#逃

避一切社会秩序#拒绝象征符号体系的侵入( 然

而与世隔离的她#由于他者的缺席#无法建构完整

的主体性#内在混乱导致厌食症加剧#美芦最终在

乡下小屋里独自死去#她的青春也永远停留在了

想象域的此岸(

丹进入大学后#原本要成为画家的期待渐渐

被动荡的社会现实所湮没-而军队生活中毫无人

性的黑暗面使他原本要成为优秀军人的理想也不

复存在( 自此#他仅存的希冀是郑允能够接受他

的爱情#然而郑允的拒绝使他再次陷入绝望( 他

的期待得不到欲望他者的呼应#期望渐渐成为无

法实现的幻影#一个个精神寄托的幻灭导致他迷

失自我#最终死于非命( 尽管军队主张丹死于事

故#但其死亡非常蹊跷#离奇的死亡也使丹永远止

步于象征域之外(

美芦和丹的悲惨命运说明了他们在成人礼中

始终沉迷在各自的想象域当中#无法摆脱缺失链

的束缚#最终死于内心的冰点( 可以说在申京淑

笔下#小说人物经受着源自缺失的各种不安的侵

袭#%尽管缺失是人类存在本身不可避免的#然而

像申京淑这样执着)甚至近乎强迫式地体现缺失

意识的作家很少见&

"

( 主人公们努力寻求摆脱

缺失之痛的途径#但却始终陷在一种怪圈中#由一

种缺失转向另一种缺失#被环环相扣的缺失链束

缚折磨(

二5死亡的内化与精神创伤

死亡是不可挽回的%绝对的缺失&#它无法通

过情感转移或者新的期待感的产生来消解#因而

造成了成长主体和现实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 在

*电话铃声,中#郑允因妈妈的逝世而迷失人生的

方向#美莱因恋人的失踪选择自焚#美芦因姐姐的

离去失去人生的榜样#而后来美芦和丹的相继死

亡#又给明瑞和郑允造成了沉重的心理打击(

小说中的死亡大部分是由年轻人在社会化过

程中的边缘化所造成的#是一种逐渐逝去的他者

之死#

( 同时#年轻的主人公们将他者的死亡当

作自身的死亡来体验#使他们置身于与世隔绝而

近乎自闭的状态#这种绝对的缺失成为成长过程

中巨大的阻力( 姐姐原本是美芦人生的榜样#她

的死亡象征美芦欲望大他者的缺席( 美芦曾经两

度因姐姐产生缺失感和负罪感#最初是在儿时#由

于不小心弄伤了姐姐的腿#致使姐姐再也无法跳

舞#而倾倒于姐姐天鹅般舞姿的美芦#儿时曾梦想

像姐姐那样优美地跳芭蕾舞( 因腿部受伤无法继

续跳舞的姐姐虽一度消沉#但遇上心爱的人之后

又重新找回了自信和活力( 姐姐身上散发出的光

芒#再度成为美芦心目中的榜样( 然而当姐姐追

随自己的恋人#为抵抗军事独裁而死时#美芦的梦

想再度幻灭#也彻底失去了自身的欲望大他者(

当姐姐要自焚时#为了拦阻姐姐#美芦的手上留下

了可怕的火烧伤疤#内心深处更是留下了不可磨

灭的伤痕( 美芦在平时一直藏着烧伤的手#拒绝

与外界接触#姐姐的死亡终究成为其想象域和象

征域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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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并没有回避时代境况#反而如实地反映出

军事独裁时期的社会暴力给年轻一代带来的创伤(

郑允无意中卷进示威游行队伍中#遭遇军警的镇

压#感到无助和恐惧-美莱的恋人被当局抓捕暗杀#

而美莱为了抗拒和告发军事独裁政权选择自焚-丹

在军队中经受着上级对下级的虐待#在军队这一封

闭系统中感到无助和不可抗拒( 不过#比起外在的

社会因素#作家更加着力于刻画心灵内在的成长和

交互( 正如申京淑自己提到#%尽可能地抹去时代

的痕迹#阻止现代文明事物的介入#剔除非心灵的

沟通手段#以便让郑允)丹)美芦和明瑞四个年轻人

的青春主要表现在行走)阅读和写作等事务上&

!

(

小说中的民主化运动)军事独裁等社会因素只是

起到远景式背景的作用#并没有直接主宰和控制

人物命运和人物的内在成长(

年轻的主人公们之所以痛苦)不安)彷徨#并

不直接源自外在的社会因素#而是对自身欲望的

无法企及和对他者的不在场做出的反应( 他者的

缺失原本就是抽象的范畴#发生在人们追寻欲望

的过程中( 自身欲望的所指和其心理伤痕的具体

根源所在是模糊的#虽然主人公们都渴望在象征

域中构建理想的自我#但是他们所渴求的理想自

我本身就是一种模糊的形象( 就像郑允和明瑞都

希望不要忘记%此时此刻&的经历#但是对于自己

应以何种姿态走向未来却感到迷惘#%没有经历

过的未来#谁又能预测呢.&

"对他们来说#唯有死

亡是可感知的真实存在#亦是不可能复原的永久

性缺失(

小说淡化外因的影响#使他者的死亡内化为

主人公各自的精神创伤( 例如#美莱和她的恋人

的死亡在美芦眼中绝非是过去#而是成为在现实

生活中她与他人以及世界相连接的屏障( 美芦通

过回忆和寻找#将逝者生前的生活样貌一一复原#

她将姐姐和姐姐恋人的死亡内化为自己永不愈合

的精神创伤#时刻舔舐伤口#折磨自己脆弱敏感的

心灵( 社会因素的淡化和死亡的内化更加突出和

强化了缺失及其造成的精神创伤#小说强调的是

一代人心灵内在的挣扎和成长#而不是意识形态)

社会事件等对成长造成的影响#为此小说尽可能

剔除了外在因素对成长的干扰( 作者关注的是暴

露在想象域暴力之下灵魂的殊死抗争#因为只有

这种抗争才能够真正体现出主体对外在意义的拒

绝和对真实自我的不懈追求( 小说通过描画那些

无法再生或者正在不断消逝的事物和人们#加深

了读者对缺失之痛的切身感触#让读者切实感受

到精神创伤下人们的忧郁和悲伤#引导人们通过

心灵的交互与共鸣来战胜这一切(

三5心灵共鸣与主体构建

处在青春期的主人公们即使身处悲剧的时

代#依然不可能直接跨过需要经历的成长礼仪的

具体进程( 如何面对成长的艰辛)如何担负起时

代的重任)如何抚慰缺失造成的精神创伤#他们需

要在摸索中找到答案( 这群年轻人试图通过对彼

此心灵的召唤#达成心灵上的内在交互与共鸣#并

以此承担彼此的生命重量( 他们期盼共同成长#

寻求找到到达青春彼岸的途径( 他们之间的心灵

交互以共同感受的缺失及其造成的精神创伤为基

础#他们彼此间互为镜面#通过对方体验着自己成

长历程中的缺失和创伤#因而更能感受和理解对

方的伤痛#为靠近和呼唤彼此的心灵提供可能(

借助镜面的作用建立内在世界"Y//A/SAEM$与外

在世界"OLSAEM$之间的关系#这也正是拉康意义

上的镜像阶段的典型特征#

(

美芦和郑允互为镜面#她们通过对方的伤痕

来体验自己的缺失创伤#进行心灵的交流和沟通(

尤其是在丹和郑允)明瑞)美芦一起居住的日子

里#他们彼此建立镜面关系#达到心灵上的强烈共

鸣#纯净的友爱和温情让他们互相依靠和扶持(

而在丹和美芦相继死去后#剩下的郑允和明瑞也

正是依靠这一份心灵上的共鸣#以及互相支撑才

走出绝望( 看到对方沉溺在亲密好友的死亡所带

来的痛苦中#生活秩序变得一团糟#郑允和明瑞都

替对方深感痛惜#彼此都希望抵达对方的心灵深

处#寻求心灵交互的窗口#抚平对方的内在伤痕(

然而#仅以互相依靠来承担生命重量是不够的#作

为镜像的自我是一种幻象#镜像作为主体并不完

整#更不可能抵达真实的自我( 自我必须从受到

他人关爱的对象和客体地位转换到能够去关爱他

人和独立面世的主体地位#才能够构建独立完整

的人格和主体性(

这正如明瑞对郑允所说#%如果我们在一起#

你和我都会很痛苦#很悲惨&#%我会把你从人群

中孤立出来#让你变成孤岛#让你与世隔绝( 只有

通过我#人们才能知道你( 我不希望你受到任何

牵绊( 如果我总是不想和你分开#最后我们两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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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很惨&

!

( 心灵的交互与成长并不是互相霸

占#而是让对方在拥有独立人格的前提下成长(

尹教授安慰郑允的方式就是一种提示( 尹教授在

得知丹的死讯后#并没有用言语来安慰郑允#只是

让她帮忙拍打松树上的积雪#以便让树枝不为积

雪的压力所折断#这反而使郑允找到内心的平静(

另一方面#尽管尹教授用自己的生活态度和思想

来感染年轻一代#引导他们思考人生#但仅靠尹教

授的影响力不可能使这些年轻人完成成人礼( 因

为要想抚平伤痕需要主体自身的努力#完成成人

礼的过程同样需要主体自身的成长#主体的自身

构建是无人能够替代的(

要担负起他人和世界的重量#就需要主体自

身的内在成长#使自己成为坚强的克利斯朵夫"

#

拥有呼唤他人的力量#这也许正是尹教授所讲的

克利斯朵夫典故的寓意所在( 尹教授留下遗言

说!%我的克利斯朵夫们#谢谢你们陪伴我( 不要

悲伤( 一切都有结束的时候( 青春)痛苦)激情)

空虚)战争)暴力都不例外( 花开花落( 我也发生

过了#所以要消灭( 看天空#那里有星星( 不管我

们是否在看#不管我们是生是死#星星依然在那里

闪烁( 希望你们每个人都成为这个世界上唯一的

星星(&

#遭受磨难之后#明瑞独自离开#相爱的两

个年轻人分手#但这迫使郑允和明瑞面对各自的

人生#促使他们重新思考生活#直面现实社会#独

自承担责任与痛苦( 两个人分开后#他们更加清

楚地认识到要有承担生命重量的勇气与能力#要

通过自身的成长来克服对世界的恐惧(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而且只有一次(

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试图走入另外的世界#每

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去爱)去悲伤#也以自己的方

式失去靠近死亡的人(&

$八年后#郑允最终成为

作家#走上周末讲堂给学生上课-明瑞成为一名摄

影师#背着背包辗转于世界各地#拍摄各国年轻人

相互拥抱的照片( 在接受采访时#明瑞回答道!

%我有时会因为某种试图摧毁自己的冲动而痛

苦#正是年轻人互相拥抱的情景帮我战胜了这种

冲动(&

%年轻人的互相拥抱勾起人们对世上美好

一面的向往和信任#令人们感受到心灵之间纯真

的交流和沟通#并从中慰藉自己的灵魂#鼓起勇气

承担自身和世界的重量(

四5凝重感与未完的成长

作为创伤叙事#小说通篇充斥着一种哀伤氛

围和凝重感( %申京淑总是带有一种悲剧意识#

似乎她想表达的悲伤之情越是浓重#想冲破这种

悲伤束缚的意志就越加强烈(&

&小说的主人公们

被一种莫名的悲伤包围着#尽管他们相互依靠#努

力度过这段艰难的成长过程#但是不安总是萦绕

心头#死亡气息次第而至#悲伤挥之不去#离别无

法避免( 小说中美莱的自焚身亡)丹在事故中的

死亡)美芦因厌食症的死亡都深深加重了小说的

哀伤感( 郑允和明瑞面对亲友的相继死亡#凭借

对彼此的依靠渡过了那段最煎熬的日子#但相爱

的两人终究还是分手了( 生离死别是一种永恒的

缺失#强化了小说的哀伤氛围与凝重感#而这种凝

重感又是人们不断反思和叩问成长和死亡本质意

义的情感基础(

小说以郑允为叙事者#在历经漫长岁月之后#

重新通过她的回忆再现和反思过去#不断反刍和舔

舐在青春岁月所经受的内在伤口#并复原其伤痕的

由来#加深小说的哀伤氛围与凝重感#向人们展现

了人的内在心灵在象征域暴力面前漂泊无依的情

状( 作者通过还原一代人在成长过程中的缺失之

痛)不安彷徨)悲伤孤独#强化了精神创伤的真实

感#并希望人们反省心灵故乡日渐消亡的现实( 同

时#作者透过小说中的凝重感呈现出某些瞬间里的

永恒真实#力图寻求和认同成长的意义以及潜藏在

成长过程中的希望和价值#这无疑是申京淑小说深

邃的文学内涵和可贵的文学精神的所在(

首先#作者通过对生活真实的执着探索和

%未完的成长&理念#突出了成长的意义和价值(

无论人的年龄如何增长#社会世态如何变迁#作者

都希望人们不要停止%成长&#不要忘却创伤的记

忆#将痛苦和灵魂的挣扎转化为继续成长和前行

的不竭动力#不要放弃曾经在青春岁月中探索

%真实性&的精神和对希望的执著追求( 郑允身

上充分体现出了勇于探索%真实性&的不懈精神#

八年后的她仍然锲而不舍地调查丹死亡的真相#

不放弃追求真实( 这种追求不仅仅是探索外在事

实#更是在探寻生命和死亡的意义( 在小说的尾

声中#尽管明瑞仍然在回避郑允#但是郑允在%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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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笔记&上写道!%我#去#找#你(&

!这意味着曾经

的缺失无论留下怎样不堪回首的伤口#女主人公

依然选择踏着悲伤走向爱情#依旧肯定心灵交互

与内在共鸣的美好价值( 在伤痛面前不再踌躇#

投身于心灵未曾停步的永恒的内在成长当中#才

是一种希望(

其次#作者期望人与人之间心灵的共鸣能够

跨越时空得以传承下去( 申京淑谈到#%经过人

生某个阶段的时候#总有存在的充盈和缺席)无法

安慰的不安和孤独的瞬间如约而至#我希望这部

小说能成为抚摸这些瞬间的手#成为人们渴望抓

住的手&

"

( 可见#申京淑捕获到了在生活的某些

瞬间里呈现的永恒真实#让人们感悟和共享其中

的价值( 作者在 !" 世纪的语境下重提民主化运

动一代人痛苦的成长经历#是希望与下一代人进

行对话#引导现今的年轻人产生心灵内在的共鸣(

即使时代在转换#但有些永恒的东西是不管哪一

代人都要共享的精神财富#尤其是对真实和内在

成长的追求以及对外在世界的抗争( 因为只有经

历缺失)精神创伤和灵魂的殊死挣扎#才会不断去

探索真实的自我#敬畏生命的重量(

结语

申京淑*电话铃声,的核心因素是年轻一代

所经受的精神创伤以及他们之间的心灵交互与内

在成长( 虽然处在青春期的主人公们可能走向自

我毁灭和死亡#但是成长的步伐依然要向前迈进#

通过成人礼渡到青春的彼岸成为他们不可回避的

人生课题( 当他们由互相依靠走向独立#由爱的

客体转换为爱的主体#并构建独立完整的主体自

我意识#完成内在成长与彼此间的共鸣时#才能够

战胜来自现实社会象征域的阴霾(

杨金才曾指出!%新世纪外国文坛上不断涌

现出很有探索意味的作品#它们对现代人的精神

和心理病症的解剖#不仅进一步思考伦理关系#而

且使社会情感关系复杂化#从而彰显作品的思想

内涵#以及对现实的穿透力和批判性#这就需要我

们进一步地加以辩证思考#确切地领悟作家作品

中人性的精神穿透力与批判性(&

#申京淑通过再

现和反思过去#哀悼逝去了的年轻生命#反刍死

亡)缺失)丧失所带来的痛苦#并将成长当做未完

的课题#希图与新一代人遥相呼应( 不屈服于象

征域的外在价值体系#不断探索自我#青春与成长

的价值并不因年龄和时代的变换而褪色#这是经

历过成人礼的每一代人共同的财富( 作者期望人

们永远都不要放弃对成长的追求)不要放弃对真

我的执着#尤其要与磨灭主体真实性的外在暴力

相抗衡#勇于担负起那一份生命的重量( 这正是

小说深层的主题意蕴和申京淑文学精神的根源所

在#亦是 !"世纪韩国文学呈现出的横跨两个世纪

的精神穿透力与价值所在(

Q-."%&%2-&%8A$"D/5! F%/5-4$&#J&/+2 ;&$$&/+,-"(

15+%L0#%6R.""N@. 1$-34+)$)5-3)2 '+)6("7*-")8-$9)

R;d<RDJ/B?N>0

"

[aYV\=>/

!

""*C.D((E(@c(NA)B/ CM>')AG# VJ/-)/BO/)PANG)MI# VJ/-)/B!"$$!+# RD)/J-

!*c(NA)B/ 6@@J)NGd@@).A# =J/BXD(> T>/).)HJEFA(HEAWG\(PAN/LA/M# =J/BXD(> !!#$$&# RD)/J$

!"#$%&'$! CAM)/ MDAC(>MD Q(NAJWG8AL(.NJM)XJM)(/ CMN>BBEA)/ MDA"&%$G# CD)/ QI>/B

3

G((00G/(PAE

;$-=N+)$)5-=)2'+)>("< *-")0-$?)'AG.N)KAGMDAHGI.D(E(B).JEMNJ>LJJ/' )//ANBN(SMD HN(.AGGAG(@MDA

.(/MALH(NJNIQ(NAJ/ I(>MD*̂ DADAN(AG)/ BN(SMD AM)̀>AMMASANAG>@@AN)/B@N(LMDAHJ)/ (@EJ.0# 'AGH)MA(@

MDA)NJMMALHMM(@)/' JSJI(>M(@G>@@AN)/B# J/' SANAE(GM)/ MDA.DJ)/G(@EJ.0*̂(A]HE(NAMDASJI(>M(@%J?

'>EMAM)̀>AMMA&# MDAIEAJN/A' M(KA)/'AHA/'A/M)/GMAJ' (@NAEI)/B(/ AJ.D (MDAN# MNJ/G@(NLA' MDALGAEPAG@N(L

JE(PA(K-A.M)/M(JG>K-A.M# J/' >EM)LJMAEI# .(/GMN>.MA' MDA)/MABNJMAGAE@?.(/G.)(>G/AGG*̂ DA/(PAESJG@)EEA'

S)MD JM(/A(@BN)A@J/' DAJP)/AGG*YMGMNAGGA' MDA)LH(NMJ/.A(@MDAG(>ENAG(/J/.AJ/' MDAPJE>A(@MDAAMAN/JE

BN(SMD MDN(>BD D)BDE)BDM)/BMDAMNJ>LJ.J>GA' KIEJ.0*

()* +,%-#! CD)/ QI>/B

3

G((0- ;$-=N+)$)5-=)2'+)>("< *-")0-$?)- NAG(/J/.A- BN(SMD- MNJ>LJ

/JNNJM)PA !责任校对5刘兰霞#

!#

!

"

#

申京淑!*哪里传来找我的电话铃声,#文学村出版社 !$"$年版#第 !##页(

申京淑!*哪里传来找我的电话铃声,#文学村出版社 !$"$年版#第 !#2页(

杨金才!*关于 !"世纪外国文学发展趋势研究的几点认识,#*当代外国文学,!$"+年第 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