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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4要#菲利普*罗斯的&祖克曼书系'九部小说在叙事策略!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和小说主题等方面表现出鲜明的

自涉互文性" 自涉互文性表现为后文本对前文本的提及!扩充或重构#具有小说叙事学的功能和意义" &祖克曼书系'

的自涉互文性体现出罗斯以犹太人的身份困惑!美国梦!追求&精神之父'等主题的作品的整体创作特色#反映了罗斯对

纽瓦克犹太社区的风俗与时代变迁的如实记录与生动描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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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著名的美国犹太作家之一#也是罕见的高产

作家#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推出三十

多部作品#多次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福克纳小说

奖(普利策奖#并于 !##! 年荣获美国艺术和文学

学院最高奖项小说金奖) !#(* 年罗斯与世长辞#

英美主流媒体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RJJ$与

英国广播公司"]]R$都对他的去世做了专题报

道) 英国%卫报&"!()@0&.8$&,$官网发文缅怀罗

斯#称他的去世'也许并不意味着伟大小说的终

结#可是我们对小说已经兴趣索然*

!

#罗斯在英

美乃至世界文坛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罗斯作品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鲜明的自涉互

文性#其自文本之间有着纵横交错的互文关系#彼

此链接成一个庞大的文本网络系统#构建成罗斯

的文学王国) 德里克.帕克.罗亚尔声称!'罗

斯自文本之间的互文性例子比比皆是)*

"凯瑟

琳.莫利指出!'自我指涉和评论是罗斯小说最

普遍的特点)*

#

:)莉莲.克雷默则认为!'自我指

涉以及对其作为小说特性与地位的探索#对后现

代小说的高度关注#是菲利普.罗斯小说反复出

现的主题)*

$不过#迄今为止#国内专文探讨罗斯

作品的自涉互文性的尚不多#且主要以'祖克曼

三部曲*的叙事艺术为研究对象%

) 这些论文对

我们从叙事艺术的角度阐释'祖克曼三部曲*之

间的传承与流变不无裨益) 遗憾的是#这些研究

对'祖克曼书系*的其他几部作品的文本间性尚

未展开讨论) 要从整体上把握罗斯作品独特的自

涉互文性#离不开对罗斯的'祖克曼书系*的整体

解读) 笔者认为罗斯的'祖克曼书系*集中体现

了罗斯作品鲜明的自涉互文性#表现出罗斯文学

世界的独特艺术魅力) '祖克曼书系*共九部#包

含了罗斯创作成熟期(高峰期的主要作品#包括被

称为'祖克曼三部曲*的 %鬼作家& "!()@("+1

!"

!

"

#

$

%

收稿日期#!#!(

2

#6

2

!$

作者简介#邓建英"(61$+$#女#湖南郴州人#讲师#博士生#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X. '!()@0&.8$&,*# L;'E'> h&B;YA%<?B; W&.YBT<?. B;<<.% &ID=<?BI'-B'&.# UOBW<?=<E&A'.D&O=?>><B'B<I&='B)F&T<p;BB>A!++WWW)B;<H

DO?=%'?.)-&T+-&TT<.B'AI=<<+!#(*+T?M+!1+>;'E'>

2

=&B;

2

%<?B;

2

W&.B

2

T<?.

2

<.%

2

&I

2

D=<?B

2

I'-B'&.

2

UOB

2

W<

2

?=<

2

E&A'.D

2

?>><B'B<

2

I&=

2

'Be#!#!#

2

#!

2

(#)

h&M?E9L)'h&B;# _'B<=?=MX.IEO<.-<# ?.% L&ABT&%<=.'AT*#!()<&*D.$8/)<"*#&,$", 1"F($'$#="1(La%)̀'T&B;ML?=='A;)R?TU='%D<!R?TH

U='%D<PL# !##1#>)!")

S&=E<MR)!()M0)+1:".5#$%$, <",1)*#".&.3-*).$%&, N$%1$",! >"(, O#8$?)# F($'$#="1( &,8 C", C)'$''"LJ<Wi&=/! h&OBE<%D<# !##6# >)*)

=̂<T<=: _)'L;'E'> h&B;YA:<EI

2

h<IE<V'Q<\'-B'&.*# K"8)., ;&,/0&/)7108$)+#(66*"$$!"1

2

1!)

从叙事艺术角度探讨'祖克曼三部曲*的论文主要有!张生庭#张真!%4朱克曼5三部曲的叙述学阐释&#%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

版$&!##"年第 3期-林莉!%论菲利普.罗斯小说4鬼退场5的叙事策略&#%当代外国文学&!##6年第 3 期-张媛#刘芬!%视角.结构.策

略+++从4鬼作家5到4退场的鬼魂5叙事的承袭与嬗变&#%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



第 !"卷 邓建英!'祖克曼书系*的自涉互文性

N='B<=$( % 被 释 放 的 祖 克 曼 & " P0%?).*&,

O,D"0,8$(%解剖课&"!()-,&1"*3;)++",$和中篇

小说%布拉格狂欢&"F.&/0)B./3$#标志着罗斯由

现实主义转向后现代主义的实验之作%反生活&

"!()<"0,1).'$:)$#被称为'美国三部曲*的%美国

牧歌&"-*).$%&, F&+1".&'$(%我嫁给了共产党人&

"9K&..$)8 & <"**0,$+1$(%人性的污秽&"!()H02

*&, 71&$,$以及祖克曼的终结篇%退场的鬼魂&

"56$1@("+1#又译为%鬼退场&$) 在该书系里罗斯

采用'第二自我*祖克曼为主要叙事者#这九部小

说里相同或相似的叙事者(叙事空间(人物形象(

故事情节和小说主题的循环出现形成了其自涉互

文性) 这种互文性表现为后文本对前文本的提

及(增补或重述#具有小说叙事学的功能和意义)

'祖克曼书系*的自涉互文性体现了罗斯以犹太

身份的困惑(追寻美国梦(追寻'精神之父*等为

主题的作品的整体创作风格#反映了罗斯对纽瓦

克犹太社区的风俗与时代变迁的记录与描摹)

一4叙事策略的自涉互文性

罗斯在'祖克曼书系*这九部小说中始终如

一地采用相同的叙事者祖克曼#使得各文本间相

互呼应(回环反复#从叙事策略上构建成一个互文

本的网络#也使得其作品兼有小说叙事学的功能

与意义) 内森.祖克曼作为罗斯小说中的故事人

物#最早出现在%我作为男人的一生&#是小说主

人公塔诺波尔两部半自传性作品的主要人物) 在

%鬼作家&中#祖克曼首次作为小说的主要叙事者

登场#之后先后以叙事者或叙事者兼主要人物的

形象出现在'祖克曼书系*的其他八部小说中)

祖克曼可谓是罗斯的文学代理人#另一个自我

"?EB<=<D&$#如同康拉德的叙事者马洛一样#这成

为罗斯小说独特的叙事特征) 罗斯曾说!'内森

.祖克曼是一出戏剧#这完全是化身的艺术)*

!

在%反生活&中#祖克曼通过自相矛盾的两个故事

版本讨论了小说创作(婚姻和犹太身份等问题)

在'美国三部曲*中#祖克曼作为小说的叙述者和

小说中主要人物的观察者#讲述了二战后美国人

对美国梦的追寻和美国梦的破碎)

祖克曼作为叙事者持续出现在'祖克曼书

系*#宛如把珍珠串成项链的金线#使罗斯的作品

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形成一个意义繁复的互文

场域) 以'祖克曼三部曲*为例#第一部%鬼作家&

讲述了年轻的犹太作家祖克曼因出版首部作品遭

到来自家庭和犹太社区的指责#心情苦闷中去拜

访隐居乡间的文学泰斗洛诺夫#希望从洛诺夫那

获得艺术创作的支持) 第二部%被释放的祖克

曼&紧接着第一部#讲述祖克曼出版情色小说%卡

诺夫斯基&后遭到来自犹太读者(犹太社区和犹

太评论家的猛烈抨击#他们认为祖克曼有反犹倾

向#并指责他背叛了自己的种族#歪曲了犹太人的

形象) 第三部%解剖课&中#人到中年的祖克曼遭

受生理上和精神上的痛苦#灵感枯竭#陷入创作的

停滞状态#批评家阿佩尔对他作品的误读让他痛

恨不已#一度决定弃文从医) %布拉格狂欢&是祖

克曼三部曲的尾声#一位来自捷克的作家西索夫

斯基前来拜访功成名就的作家祖克曼# 祖克曼本

人已然成了下一代青年作家崇拜的对象) 在第一

部作品中祖克曼寻求并拜谒文学导师#在尾曲中

祖克曼自己已成了别人崇拜的偶像) 从叙事策略

上来说#'祖克曼三部曲是一个多方面具有循环

特色的一个整体性文本*

"

#这种叙事策略的循环

与'重复*#也体现了美国批评家 c.希利斯.米

勒所指出小说创作中的'相似中的相异*与'相异

中的相似*现象#

)

%退场的鬼魂&是'祖克曼书系*的终结篇#围

绕着祖克曼对艺术和自我的追求展开#描绘了一

位美国犹太青年艺术家自我成长与艺术发展的画

像#与'祖克曼三部曲*相互呼应#构成了一个庞

大的互文网络) 在'祖克曼书系*中#祖克曼常常

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在叙述自我与经验自我两种

视角的转换中#将有关人物的信息来源(自己如何

书写主人公的故事以及自己的身体状况一五一十

地告诉读者#这无疑凸显了作品的元小说元素)

'通过让祖克曼既做小说中的人物#又做小说的

叙述者#罗斯强调了其作品的元小说成分*

$

)

另外#罗斯选取的叙事者的身份与际遇和他

本人高度吻合#甚至与他写作某作品时的年龄与

境遇相仿#叙事者和作者之间的界限消失殆尽#罗

斯小说的叙事者常常映射作家罗斯的真实身份#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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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的小说因而带有自传的成分) 叙事者祖克曼

像罗斯一样#于 (6$$ 年出生于新泽西州的纽瓦

克#毕业于芝加哥大学#既是大学文学教授又是作

家) 他的首部作品%高等教育&让他崭露头角#这

难免让人想起罗斯首部作品%再见#哥伦布&出版

后好评如潮#一举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经历)

此外#祖克曼在%鬼作家&中出版了臭名昭著的情

色畅销小说%卡诺夫斯基&#遭到犹太社区与犹太

评论家的抨击#这也正好对应了%波特诺伊的怨

诉&出版后给罗斯带来的盛名和困扰) 祖克曼与

他的虚构人物卡诺夫斯基之间的相似性恰如罗斯

与波特诺伊的关系#而小说中的评论家阿佩尔对

祖克曼的抨击#也让人联想到欧文.豪由最初对

罗斯赞誉有加转而对他全面打压的现实) 在%解

剖课&中#罗斯讲述阿佩尔对祖克曼的抨击时#索

性直接引用欧文.豪的辱骂性文评)

%波特诺伊的怨诉&常被人解"误$读为罗斯

'几乎没有遮掩的自传* "B;'.EMQ<'E<% ?OB&U'&D=?H

>;M$

!

#自那以后罗斯索性玩起小说与非小说相

融合的游戏#并将之置于小说创作的中心) 罗斯

创作使用与自己经历相仿的叙事者祖克曼和凯普

什#或者干脆采用与自己同名的'罗斯*为叙事

者#让小说游走于虚构与真实的界限之间#似乎刻

意让读者产生错觉#他们读到的就是罗斯不加删

减的自传)

整体来看#'祖克曼书系*俨然一部叙事者祖

克曼的成长小说"]'E%O.DA=&T?.$#祖克曼在罗斯

的作品里经历了从青年(中年到老年的成长过程#

经历了徘徊挣扎(爱欲情仇(生老病死#也经历了

'从渴望十九世纪文学传统的前浪漫主义青年作

家演变成置身于二十一世纪的象牙塔中的老作

家#反思他作为一个人与艺术家的错误#+++作为

我们时代的后现代反英雄*

"

) 可以说#叙事者的

高度自我意识形成了罗斯叙事艺术的独特性)

最后#'祖克曼书系*的故事大多以罗斯的家

乡纽瓦克为场景#这也在叙事空间上构建成一个

互文网络) 罗斯出生于新泽西州的纽瓦克犹太社

区#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与少年时代) 出生之

地与青少年的经历无疑对作者的创作有着深远的

影响#作家往往与出生地有着特殊的情感纽带#因

为那个地方'是他的家园和记忆储藏之地*

#

) 纽

瓦克犹太社区的童年经历与见闻构成罗斯的'部

落民间文学*

$

#成为罗斯的强迫性主题之一) 纽

瓦克犹太人的生活成了罗斯文学创作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灵感源泉与文学记忆#成为其互文性

生成的基础#也成就了罗斯独特的纽瓦克文学

王国)

在创作初期#罗斯本能地向纽瓦克寻求写作

素材) 在短篇小说集%再见#哥伦布&里#罗斯描

写了居住在纽瓦克的犹太人的生活!犹太家庭两

代人的冲突(犹太青年的性爱冒险(对犹太传统的

质疑等) 二战后#纽瓦克这座工业小镇经历了时

代变迁#逐渐走向衰败) 尽管纽瓦克已经成为贫

穷落后的代名词#%再见#哥伦布&的主人公尼尔

依然对其有着深厚的情感)

之后#罗斯在创作中不断返回纽瓦克汲取灵

感) 纽瓦克持续出现在罗斯的'祖克曼书系*中#

构成新的互文) 纽瓦克的风景变成罗斯小说中的

风景#纽瓦克的风土人情成为罗斯小说的素材)

%再见#哥伦布&出版十年之后#罗斯再次转向纽

瓦克#从纽瓦克的犹太社区里提取出虚构的(民间

文学般的波特诺伊之家) 纽瓦克是美国第一代犹

太移民的故乡#实际上成为犹太人在美国的'格

托*"D;<BB&$#代表着犹太人的文化之根#是犹太

传统生活方式的空间隐喻) 富裕的郊区则象征着

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年轻一代的犹太人向往走

出纽瓦克#进驻富裕的郊区#融入美国化的生活)

在%被释放的祖克曼&里#祖克曼已经成为住

在纽约上东区的名流作家#父亲去世后他重返纽

瓦克#他的崇拜者佩普勒和他谈论起纽瓦克!

'唉#如今的纽瓦克已经大不一样了) 你肯定认

不出了) 想认都认不出了)*

%小说的结尾处#祖

克曼回忆起童年时在纽瓦克度过的时光#不忍离

去) '他没有直接回纽约#他让司机沿着/纽瓦

克0的标识开去) 默默无闻的小扎克已经出人意

料地变成了内森.祖克曼#他要让他的生命多延

续一会儿*

&

) '穿过他和亨利在上面学溜冰的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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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邓建英!'祖克曼书系*的自涉互文性

湖*#'经过他出生和割礼的医院#开向他写作生

涯的第一个题材+++铁丝网*

!

) 每一条街道#每

一栋建筑#都勾起祖克曼童年的回忆#如同尼尔一

样#祖克曼对这个已经沦落为贫民窟的纽瓦克有

着难以割舍的眷恋) 面对当地黑人居民'你是

谁*的问题#祖克曼的回答是'谁都不是*#对于祖

克曼来说#记忆中的故乡已面目全非#昔日的犹太

传统也已渐行渐远)

%美国牧歌&的故事场景也重返纽瓦克) 故

事主人公利沃夫出生在纽瓦克犹太社区#有着非

凡的体育天赋#在二战中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是

纽瓦克威夸伊克犹太人心目中的英雄) 利沃夫继

承了父亲的皮件公司#事业顺风顺水#娶了新泽西

小姐#搬离了纽瓦克的犹太社区#在富裕郊区拥有

一座大房子#一度实现了自己的美国梦) 二十世

纪六十年代#纽瓦克发生少数族裔暴动#利沃夫的

皮件公司连同这座小镇遭到重创) 多年后#利沃

夫和祖克曼讲述纽瓦克的动乱#提到父亲'一生

都爱那座城市*#'纽瓦克发生的事让他心碎*)

利沃夫感叹!'那里以前什么都出产#现在成了世

界上的汽车盗窃之都11那时每条小街上都有生

产各种物品的工厂) 现在这些街上都是酒馆(比

萨店和门面破烂不堪的教堂) 街上其他一切都在

衰败#到处用木条钉上)*

"

'伟大的城市变成彻底

的荒原)*

#

%美国牧歌&的字里行间饱含着一个时

代终结的哀伤#罗斯为他的故乡纽瓦克谱写了一

曲田园挽歌) %我嫁给了共产党人&的主人公艾

拉出生于纽瓦克的中下层家庭#一度成为广播界

的明星#搬离了贫穷的纽瓦克#实现了他的美国

梦) 在利沃夫和艾拉眼里#纽瓦克的犹太社区是

他们融入美国生活的羁绊#他们努力摆脱纽瓦克#

然而当他们搬离纽瓦克之后#也同时失去了纽瓦

克这个精神家园的庇护#他们在追逐美国梦的过

程中迷失了自我#最终沦为'历史的玩物*

$

)

罗斯的小说叙事空间始于纽瓦克#尽管中后

期小说的叙事空间更为广阔和辽远#扩大到整个

美国(英国(东欧(以色列等地#也依然会直接或间

接地提到纽瓦克#到后期的'美国三部曲*又回到

了纽瓦克这个原点) 叙事空间的环形演变轨迹折

射出罗斯对于故乡纽瓦克的情感经历了反叛与回

归两个阶段) 青年罗斯引爆'波特诺伊的怨诉*#

表现出犹太传统文化的反叛者的一面#对纽瓦克

犹太社区的人情世故大有恨铁不成钢之情) 在后

期作品中#纽瓦克则意味着难以割舍的故土与文

化之根#罗斯表现出回归传统的情感#虽然依然描

写纽瓦克的破败与没落#其笔端却流露出眷恋与

怀旧的情愫) 如同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乔伊

斯的都柏林(莫言的高密东北乡一样#纽瓦克成为

罗斯小说的独特叙事空间) 罗斯曾被略带贬义地

称为'纽瓦克的桂冠诗人*

%

#从罗斯在作品中描

摹了纽瓦克犹太社区的人生百态#记录了纽瓦克

时代的变迁这个角度来看#这种称呼倒是非常

贴切)

二4人物与故事情节的自涉互文性

罗斯经常引用或提及自己以前的作品#相同

的人物穿梭在不同的作品中) 不少评论家因而将

此归咎于罗斯太自恋或想象力缺乏传统的浸

润&

) 这种观点有失公允#相似情节的提及与重

复正是罗斯小说创作的策略之一#后文本在对前

文本增补(重述与改写的过程中#在形式与意义上

获得新的阐释空间#体现了罗斯创作的后现代主

义特征) '在罗斯的作品中存在大量的互文性#

罗斯后期作品引用前期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

'

)

罗斯的'祖克曼书系*集中地体现了这种互文性

策略)

其一#'祖克曼书系*的自涉互文性表现在后

期作品对前期作品的增补与扩充) '罗斯的长篇

小说实际上是对短篇小说的延伸和扩展*

(

) 罗

斯的%美国牧歌&重返短篇小说%再见#哥伦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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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纽瓦克与富裕郊区) 在早期作品里#

'应许之地*是矮山社区#在后期作品里则是被称

为'旧里姆雷克*的度假胜地) 当年的尼尔摇身

变成利沃夫#威夸依克高中的明星运动员#布兰特

化身非犹太裔女孩(前新泽西小姐多恩) 和有心

与布兰特交往但最终踟蹰不前的尼尔不同#瑞典

佬获得多恩的芳心并组建家庭) 瑞典佬继承了家

族的手套企业#搬进了他梦寐以求的'旧里姆雷

克*富裕社区#实现了他祖父的美国梦!拥有自己

的土地与企业#娶了非犹太裔的妻子"尽管这一

点有违祖训$) 罗斯长篇小说对短篇小说的扩充

与增补#使得作品更为缜密(恢宏和厚重#叙事技

巧愈加娴熟#人物形象更加丰满#主题更加深入)

其二#'祖克曼书系*的自涉互文性表现在叙

事的前后一致性) 德里克.帕克.罗亚尔指出!

'值得注意的是#"罗斯作品的$自涉互文性或表

现出叙事上的一致性#如在祖克曼书系的作品里#

或表现出时间上的不一致性#如在凯普什书系作

品)*

!相似的人物或事件在小说中穿梭#情节相

互呼应#表现出叙事的高度一致性) 在前一章已

提及的相同叙事者在不同作品中穿针引线#构成

自涉互文性#在此不赘述) 该部分主要关注故事

人物与情节在叙事的一致性)

正如林莉所言#%退场的鬼魂& '无处不在地

体现着与早期小说%鬼作家&的承文本关系*

"

)

%鬼作家&是罗斯第一部以祖克曼为叙事者和主

人公的小说#%退场的鬼魂&则是'祖克曼书系*的

终结篇) 从内容上看#%退场的鬼魂&似乎是%鬼

作家&的续集#祖克曼(艾米(洛诺夫是两部小说

共同的主人公) 在%鬼作家&里#祖克曼去拜见著

名作家洛诺夫#无意中偷听到艾米与洛诺夫的谈

话#浮想联翩) 在他的想象中#艾米是%安妮日

记&的作者安妮.弗兰克#在大屠杀中幸存下来#

隐姓埋名定居美国) 祖克曼想象着与安妮结为夫

妻#从而用安妮的犹太圣徒形象为自己正名#达成

与犹太家庭和社区的和解#洗清犹太叛徒的罪名)

%退场的鬼魂&讲述的则是近五十年后#祖克曼成

为名作家#在伯克夏隐居十一年后#重返纽约#与

艾米不期而遇的故事) 其时#洛诺夫已去世#在

%鬼作家&中二十来岁(青春洋溢的祖克曼和艾米

成了年过七旬的垂垂老者#病痛缠身) 艾米追述

了多年前她陪伴在洛诺夫身边四年的快乐与痛苦

参半的故事) 在%鬼作家&中#祖克曼与艾米于

(6"0年第一次见面时#两人分别为 !$ 岁和 !1

岁) 在%退场的鬼魂&中#祖克曼与艾米重逢于

!##3年#两人分别为 1( 岁和 1" 岁) 在%退场的

鬼魂&中#罗斯独具匠心地用格外精确的时间轴

呼唤与观照着前文本%鬼作家&#使得前后文本形

成互文关系#在对照中形成了意义上的参比与深

化) %被释放的祖克曼&是紧随%鬼作家&之后的

作品#在小说扉页上#罗斯以副文本的形式#引用

了洛诺夫写给妻子的话!'让内森看看走出籍籍

无名后的情形) 让他不要来捶我们家的门#来告

诉我们当初没人告诫过他)*

#这段话的落款是

(6"0年 (!月#恰好是%鬼作家&中祖克曼去拜见

洛诺夫的时间#因而呼应了%鬼作家&中祖克曼去

拜访洛诺夫的故事)

有意思的是#%卡诺夫斯基&这本虚构的由作

家祖克曼发表的情色畅销小说连续在%被释放的

祖克曼& %鬼作家& %解剖课&和%布拉格狂欢&四

部小说中出现) 在%被释放的祖克曼&里#祖克曼

因%卡诺夫斯基&的出版突然炙手可热#成为家喻

户晓的当红作家#又因作品涉及反犹主义(自揭本

族裔之短(性描写过于露骨而声名狼藉#给家人带

来恶名) 在%鬼作家&中#因为祖克曼出版了%卡

诺夫斯基&这部情色小说#祖克曼的父亲觉得丢

脸#父子关系出现裂痕#祖克曼对如何写作产生了

困惑#向文学之父洛诺夫求助) 在%解剖课&里#

祖克曼的父亲因为儿子的这部小说羞愧不已#积

忧成疾#祖克曼的弟弟认为是祖克曼的书害死了

父亲) %布拉格狂欢&开篇就是祖克曼与流亡美

国的捷克犹太作家西索夫斯基的谈话#西索夫斯

基谈起自己的书被禁#同时表达了对祖克曼的

%卡诺夫斯基&受到打压的同情) 杰弗里.鲁宾2

多斯基认为!'这部虚构的作品至少和其他真实

作品一样影响深远和真实)*

$

%卡诺夫斯基&在四

部小说里多次出现#相互呼应#构成搭建互文本网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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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邓建英!'祖克曼书系*的自涉互文性

络的又一线索)

鲁宾2多斯基对罗斯作品中的互文性做出如

是评论!'就罗斯的作品而言#后一部作品往往是

对前一部作品的回应#或是解答#甚至是反驳) 这

样做无非为了达到消解读者的目的!一种行为之

后往往伴随着对立的行为#在读者试图抓住确切

的意义时#作者始终处于游离的状态)*

!大卫.

布鲁纳指出#罗斯的有些小说以前面一本或几本

书所受到的攻击为出发点#在新的作品里解释以

前的作品#从而形成新的小说"

) 比如在%被释放

的祖克曼&这部小说中#祖克曼因为在畅销小说

%卡诺夫斯基&中对犹太家庭做了负面刻画而被

指控为犹太叛徒#父亲一直到死都没有原谅儿子#

弟弟则认为是这本书气死了父亲#与祖克曼断绝

了来往) %卡诺夫斯基&的内容及其主人公常常

让读者想起%波特诺伊的怨诉&给罗斯带来的负

面评论) 可以说#罗斯是以%波特诺伊的怨诉&所

受到的攻击为基础来创作%被释放的祖克曼&的#

他通过作品进一步解释#为自己辩护) 由此可见#

罗斯的作品间环环相扣#后文本对前文本或解答(

或反驳(或辩护#在内容与情节上表现出高度的自

涉互文性)

三4小说主题的自涉互文性

罗斯宣称!'我的创作主题通常都以出人意

料或很随机的方式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但当我完

成作品时#我基本都能看出这个主题是我以前的

小说(最近未经思考的人生(日常生活环境以及最

近在阅读或讲授的作品合力作用的结果)*

#罗斯

一语道出他的作品在小说主题方面的自涉互文

性) 罗斯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再见#哥伦布&已

经涉及了他后来更加宏伟作品的大部分主题#如

犹太人身份(美国梦(对'精神之父*的追寻(身体

与性等主题) 这些早期作品的主题贯穿在罗斯的

创作中#文本间相互映射#在主题上体现出相似

性(连续性#交织成一个脉络分明(主题鲜明(个人

风格独特的互文本网络)

罗斯'最持之以恒的喜好就是他对犹太人身

份的专注*

$

#从早期的短篇小说开始#犹太人的

身份问题一直是罗斯创作的重要主题之一) 维多

利亚.阿伦认为!'%再见#哥伦布&里所有的短篇

小说关注的是犹太人身份问题)*

%

%再见#哥伦

布&这部短篇小说集中反映了二战后美国犹太移

民的生存状况) 对于美国犹太移民来说#他们一

方面要保持自己独特的犹太性#一方面又希望确

立自己的美国文化身份#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但这

种同化在本质上又导致了他们自身的异化#产生

了对犹太民族性的疏离) 他们在美国文化与犹太

传统的夹缝中生活#对自己的身份充满困惑与

矛盾)

对犹太身份的困惑与矛盾心理贯穿了罗斯小

说创作的始终) 傅勇认为#在罗斯的笔下#'我们

可以窥见当代美国社会中年青一代犹太人的变态

心理#他们一方面厌恶犹太人的家教观念和教规#

拼命想挣脱传统的桎梏#另一方面又难于在现代

美国找到自己梦寐以求的乐园*

&

) %波特诺伊的

怨诉&里的波特诺伊自小就困惑于自己的犹太

性) 一方面#父母的关爱敦促他成为自制(有责任

感的犹太好男孩-另一方面#强势母亲的过度保护

让他倍感压抑#他竭力想冲破犹太家庭及其传统

的束缚) 他通过频繁的手淫追求自由的感觉#希

望通过性征服来自不同州的非犹太裔女性来'征

服*美国#借此融入美国社会) 波特诺伊来到以

色列追寻犹太传统#却发现美国犹太人回归犹太

传统之路亦非坦途)

蒂莫西.帕里什认为!'自从%波特诺伊的怨

诉&之后#罗斯拓展了美国犹太人身份这一主题#

从而涉及与犹太身份相关的更宽广的批评语境与

历史困境)*

'在罗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主要

作品中#如%反生活& %夏洛克行动&与'美国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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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罗斯将犹太民族身份置于更广阔的文化背

景中#更进一步探索犹太民族身份的建构与解构)

在%反生活&中#亨利在一次手术中丧失了性功

能#遭遇了人生中的身份危机#他放弃了美国的优

渥生活#只身前往以色列#卷入犹太复国主义运

动) 在以色列的一个农场#亨利穿上犹太的传统

服装#学习希伯来语#感觉自己获得了重生#成为

'一个与那些犹太人一样深沉的犹太人*

!

) 罗斯

这一时期的作品体现了'犹太人重返犹太家园#

重温犹太价值观念#继承和发扬犹太文化传统*

"

的倾向) 诚然#%反生活&对犹太人回归传统持有

一定的乐观态度#然而对于亨利在以色列是否确

立了自我身份#小说扑朔迷离的叙事与模棱两可

的故事情节并没有对此给出明确的答复) %夏洛

克行动&讲述了美国商人皮皮克假冒与作者同名

的叙事者'罗斯*的身份#出席了在耶路撒冷对纳

粹战犯的审判) 这个冒充者趁此机会在中东和欧

洲各地宣扬'流散主义*#认为大屠杀还会再次发

生#他计划带领犹太人从以色列撤出#重返欧洲各

国定居) '罗斯*前往以色列#试图揭穿皮皮克的

假冒身份及其阴谋) '罗斯*的以色列之行既是

朝圣之旅又是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反思) %美国牧

歌&则转向对犹太人被美国文化同化的反思) 利

沃夫毕生追求田园牧歌般的美国梦#他抛开犹太

传统#与非犹太裔女子多恩结婚#女儿梅丽在天主

教与犹太教夹缝中成长#造成身份的困惑#长大后

成为极端的反战人士#后来甚至沦为制造几起爆

炸案的恐怖分子) 利沃夫超越历史与犹太民族身

份的美国梦被女儿的炸弹炸得粉碎)

总体而言#罗斯对犹太身份的探索呈现出之

字形的迂回发展模式#%波特诺伊的怨诉&对犹太

劣根性进行了批判与揭露#%反生活&透露出对犹

太传统的回归之意#%夏洛克行动&对大屠杀的影

响与犹太复国主义进行了思考#%美国牧歌&则转

向对摈弃犹太传统(被美国文化同化的反思) 罗

斯作品中的犹太人身份主题深刻反映了当代犹太

特性的演变#也表现出犹太知识分子对犹太身份

的困惑与矛盾心理#这也是上述小说之间构成潜

在互文的要素)

美国梦是构成'祖克曼书系*自涉互文性的

另一主题) 美国梦的追寻与失落是罗斯经常书写

的主题之一#也是他最擅长的主题之一) 由于特

殊的历史文化原因#大量犹太移民涌入美国#美国

成了他们的避难所(心目中的应许之地与希望之

乡) 对于犹太移民来说#对'美国梦*的追寻#体

现了外来移民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与归化美国文化

的现实需要) 罗斯一方面书写了犹太移民对'美

国梦*的孜孜以求#另一方面#又对'美国梦*进行

了无情的解构) 在罗斯的笔下#犹太移民的所谓

'美国梦*沦落为'美国噩梦*#'美国牧歌*成为

'反田园的绝望*) 大卫.布劳纳认为菲利普.

罗斯小说的特征之一就在于'和谐(理想主义与

纯洁的诱人梦想与混乱(梦想破灭与腐败的令人

不安的现实之间的张力*

#

) 布劳纳此处探讨的

正是'美国梦*与'反田园*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与

张力#这种张力在罗斯的早期作品里已初见端倪#

在罗斯后期的 '美国三部曲*里则体现得淋漓

尽致)

罗斯早期中篇小说%再见#哥伦布&探讨的重

要主题之一就是美国梦的追寻与失落) 主人公想

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然而又始终觉得有隔阂#最终

美国梦成了遥不及的梦想) 该小说讲述了来自犹

太中下层家庭的尼尔与富家女布兰特的夏季恋

情) 布兰特一家是已被美国文化所同化的犹太移

民#他们从纽瓦克搬到了富裕中产阶级居住的矮

山社区) 尼尔离开纽瓦克#在矮山社区与富家女

布兰特约会#代表着尼尔对地理空间的跨越#在某

种意义上他踏上了通往上流社会的阶梯#离实现

美国梦似乎仅有一步之遥) 不过在与布兰特一家

相处的过程中#尼尔感到种种不自在#对布兰特一

家表现的消费主义与拜金主义也不认同) 尼尔预

感到试图融入布兰特家就意味着自我身份的丧

失#决定与布兰特结束短暂的恋情) 尼尔重返他

熟悉的纽瓦克#同时意味着他实现美国梦的机会

已悄然离他远去)

罗斯创作巅峰时期的'美国三部曲*在不同

程度上延续和深化了他早期小说的美国梦主题)

撇开故事人物和情节的不同#将故事的主线从

'美国三部曲*中抽取出来#就会发现三部作品有

着惊人的相似性#他们都讲述了主人公追寻美国

梦(一度实现美国梦(最后梦想破灭的故事) '美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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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邓建英!'祖克曼书系*的自涉互文性

国三部曲*将美国梦的主题置入了更为宏大的叙

事空间与更为广阔的社会(政治与文化语境#小说

主人公的刻画也更加立体#充满罗斯小说主人公

特有的矛盾性) 西摩尔.利沃夫(艾拉.林格尔

德与科尔曼.希尔克曾一度风光无限#成为各自

领域的明星人物#俨然已经融入美国上流社会#实

现了他们的美国梦#但最后都跌入命运的深渊#以

悲剧告终#他们的美国梦演变成'美国噩梦*) 大

卫.布劳纳认为#这三人的命运有着相似性#'是

古典意义上的悲剧性人物#都从崇高处跌落) 他

们的悲剧部分原因在于自身的傲慢个性#部分原

因在于不可控的历史力量*

!

) 尽管这三人通过

自我奋斗一度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美国梦#但他们

的成功虚幻而短暂#在不可控的历史洪流的裹挟

下#三人的美国梦都支离破碎#被抛入'愤怒(暴

力(反田园的绝望+++抛入美国内部的狂暴*

"

)

'美国三部曲*选取了美国历史上的重大事

件为故事背景#着眼于历史事件对个人的影响)

%美国牧歌&观照了美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社

会动荡(民权运动(反越战运动和七十年代尼克松

政府水门事件的政治丑闻-%我嫁给了共产党人&

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麦肯锡主义的政治迫害为背

景-而%人性的污秽&的故事则以克林顿与莱温斯

基的桃色事件为背景) 罗斯在一次访谈中声称!

'%美国牧歌&%我嫁给了共产党人&和%人性的污

秽&构成了主题上的三部曲#都涉及战后美国人

生活中的历史时刻#他们对我这代人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

#美国三部曲之间互为观照(互为联系#

构成一个小的自涉性互文本) 与此同时#罗斯的

美国三部曲又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他前期中篇小

说的美国梦主题#美国三部曲更有历史厚重感#故

事情节更加跌宕起伏#人物更具有悲剧性色彩#长

篇小说与早期的中篇小说构筑成一个前后连贯的

互文网络)

贯穿'祖克曼书系*的另一个重要的主题是

追寻'精神之父*) 对'精神之父*的追寻源于与

现实生活中父亲的隔阂与冲突#犹太青少年急于

融入美国化的生活#而老一辈的犹太父母则固守

犹太传统#这导致了两代人的代际冲突#陷入困境

的年轻一代犹太人转而追寻能引起情感共鸣的

'精神之父*) 在%鬼作家&中#年轻作家祖克曼出

版了%高等教育&后#声名大噪) 然而这篇小说自

揭家丑#导致了犹太家庭的纷争#父子之间的矛盾

因而升级) 雪上加霜的是#当地有名的犹太拉比

也寄来充满敌意的信件质疑祖克曼背叛了犹太身

份) 父子矛盾上升为个人与犹太社区甚至整个犹

太族群的矛盾) 祖克曼希望人们从艺术的角度去

阅读他的作品#而祖克曼的父亲则认为文学艺术

的美学原则与现实密不可分#担心这本书会助长

反犹主义) 祖克曼对如何写作#如何处理艺术与

生活(虚构与现实等问题充满了困惑与不解) 他

在困境中前去拜谒隐居的著名老作家洛诺夫#

'我就是为了要想充当 a)X)洛诺夫的精神上的儿

子而来的#就是为了要祈求得到他道义上的赞

助*

$

) 祖克曼的旅行是寻求'精神之父*的朝圣

之旅#'希望确认自己作为犹太艺术家和犹太儿

子的合法性*

%

) 祖克曼希望洛诺夫成为他的文

学导师(精神之父(忏悔神父以及能免除他背叛生

父和为了自己的前程不惜利用家族历史指控的法

官&

#希望洛诺夫对他的写作给予支持和肯定)

然而祖克曼并没有得到洛诺夫的充分肯定#与之

相反#他目睹了洛诺夫在情欲与责任中挣扎的生

活现状#意识到洛诺夫艺术生活与现实生活的分

裂#非常失望#再一次陷入了困惑)

追寻'精神之父*这一主题也多次出现在'祖

克曼书系*的其他作品中) 在祖克曼三部曲之后

的%布拉格狂欢&的开篇#一位来自捷克的作家西

索夫斯基前来拜访成名作家祖克曼#祖克曼本人

已然成了下一代青年作家崇拜和拜谒的'精神之

父*) 在%退场的鬼魂&中#祖克曼已成为名作家#

成为年轻作家克里曼追随的目标) 在%反生活&

中#祖克曼的弟弟亨利身患疾病#面临失去性能力

的痛苦#毅然抛下妻儿(放弃高薪的牙医工作#只

身前往以色列#希望能解决自己的身份危机) 在

以色列#亨利视复国主义领袖李普曼为'精神之

父*#从一个沉迷于与女助手偷情的享乐主义者

变成复国主义的一员#过着苦行僧的生活#和孩

6"

!

"

#

$

%

&

]=?O.<=9)F($'$#="1()S?.-;<AB<=! S?.-;<AB<=PL# !##1#>)(36)

菲利普.罗斯!%美国牧歌&#罗小云译#译林出版社 !#((年版#第 1!页)

S-K=?B; R)'8O-/<=T?.0A5EB<=]=?'. "'.B<=Q'<WW'B; L;'E'> h&B;$*# !()Q)4E".?!$*)+R""?=)A$)4# S?M1# !###)

菲利普.罗斯!%鬼作家及其他&#董乐山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6*1年版#第 6页)

c&.<AcL)?.% J?.-<K5)F($'$#="1(LJ<Wi&=/! P.D?=# (6*(#>)(!$)

]=?O.<=9)F($'$#="1()S?.-;<AB<=! S?.-;<AB<=PL# !##1#>)!6)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第 !期

子们一起学习希伯来语) 在%我嫁了一个共产

党员&中#少年祖克曼一直在寻找'精神之父*的

路上#他成长路上遇到众多父亲式的人#然而#

一个个父亲式的形象离他而去#令他幻想破灭)

只有默里是祖克曼真正的'精神之父*#正是默

里将学生时代的祖克曼引入文学的神秘国度#

也是他提醒祖克曼不要为了文学而放弃生活#

要警惕艾拉式不顾历史(自我想象的田园神话

的危险)

无论是犹太人身份(美国梦#还是追寻'精神

之父*的主题#都凸显了'祖克曼书系*独特的自

涉互文性) 这些主题的回环反复并非作家想象力

枯竭或创作无能的叙事表现#这恰恰是小说创作

赖以存在(构建作家独特风格的需要) 罗斯早期

作品的主题在后期作品里被置入更为广阔与复杂

的历史与文化语境#主题得以深化(拓展#后文本

与前文本互相指涉#前文本在后文本中复活#后文

本往往是对前文本的丰富与超越) 相同的主题(

类似的场景(意象等使得'祖克曼书系*组成一个

庞大的互文网#成为一个有机的系统)

结语

在罗斯的'祖克曼书系*中#祖克曼作为主要

的叙事者或故事人物将九部小说联结成一个有机

的整体) 不同的小说之间在情节上相互关联(相

互指涉) 罗斯早期中(短篇小说里的主题在他后

期的长篇小说里不断延续(增补(演变与升华) 从

而在叙事策略(人物与故事情节(主题内容上#形

成了'祖克曼书系*独特的自涉互文性) 自涉互

文性的广泛运用#使得罗斯的作品具有开放性(多

层次的复杂而独特的结构#实现了意义的增殖与

拓展) 罗斯的写作手法也从早期的现实主义逐渐

演变为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 罗斯曾被嘲讽为

'纽瓦克的桂冠诗人*#意为罗斯的作品如纽瓦克

这座工业城市一样衰败和不堪) 有趣的是#罗斯

曾因为%波特诺伊的怨诉&这部作品被指控为有

'反犹主义*倾向#评论家认为他的作品充斥着对

犹太人的憎恨) 然而正是这样一位特立独行(被

视为背叛犹太传统的'浪子*的罗斯#在长达半个

多世纪的创作过程中#视纽瓦克犹太社区为自己

魂牵梦萦的精神家园与故土#将剪不断理还乱的

'纽瓦克情结*融入他的作品) 罗斯透过他'彻底

的游戏态度和致命的严肃关怀*的悖论视角#以

生花妙笔#写尽纽瓦克第二代犹太移民的人生百

态+++自我身份的困惑(欲望与挣扎(梦想与追

寻#成了纽瓦克名副其实的桂冠诗人) 窥一斑而

知全豹#罗斯描摹出的纽瓦克第二代犹太移民的

生活风俗图#既具有地域和特定族裔人群的特色#

又反映了现代人普遍的生存状态#从而具有普世

性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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