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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重建*记忆%论&大进军'中的

历史叙事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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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4要%多克托罗的'大进军(是对美国南北战争末期北方军深入南方腹地的大进军的历史再想象$ 小说以战争宏

景为依托!借广角镜式的历史全知视角%"大人物#与"小人物#并存的个体视角!融合客观史实与主体或主动或被动的主

观感悟!共同再现战争暴力下历史个体存在的不自由!质疑内战神话!彰显战火中的家国与美国现代化转型期的创伤记

忆$ '大进军(以"伪文献#的形式凸显个体叙述与见证的历史!还原历史可能的本真面目!展现了多克托罗历史叙事中

的他者历史正义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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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美国'天才怪诞作家(乔治-桑德斯"Q8&:E8

=A?/%8:H$盛赞多克托罗"j(J(̀ &.9&:&I# #>)#

3

!$#*$是'我们的国家宝藏(#一定程度上因为他

再现了美国近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复活了湮灭于

美国历史洪流中的众多'他者(& 多克托罗 !$$*

年出版的*大进军+":&"13#.&$是他对美国南北

战争末期北方军深入南方腹地的历史再想象& 对

美国内战的历史叙事从未淡出过公众视域& 多克

托罗在*大进军+中再次沿用了他一贯的创作风

格#即将'历史事实与小说虚构相杂糅#让真实历

史人物与虚构人物同台竞技(& 角谷美智子

"R'.7'0&<A0?9A/'$刊于*纽约时报+的书评称其

为读者'绘制了谢尔曼臭名昭著的进军中血腥%

真实的画面(#让读者从内心深处'理解战争的可

怕(& 她评价#多克托罗'令人兴奋而又鲜活的故

事中#个人的与神话的内容相结合& 他不仅以悲

怆却直接的细节表达了大进军对士兵和平民的影

响#而且创作出了伊利亚特般的战争肖像#将战争

视为人类最原始的灾难(

!

& 不可否认#虽则小说

标题予以读者关于战争的想象#多克托罗实际关

注的是战争中的个体生命& *洛杉矶时报书评+

说#'多克托罗赋予了这个历史时刻以自由和光

彩#66揭示战争的全景中充满动荡%凶残却又奇

怪地具有人性66进军本身成为小说的中心角

色!它成为旅途与改变的一个意象#将个体置于集

体的考验中#而这些考验最真实地揭示了他们是

谁(

"

& 如同许多 >-## 后的美国文学作品一样#

*大进军+'描摹了普通人的灾难体验(

#

#书写了

历史灾难中的个体与民族& 本文认为#作为多克

托罗又一部针对美国特定历史阶段的虚构性叙

事#*大进军+以战争宏景为依托#借广角镜式的

历史全知视角%'大人物(与'小人物(并存的个体

视角#融合客观史实与主体或主动或被动的主观

感悟#共同再现战争暴力下历史个体存在的不自

由#质疑内战神话#彰显战火中的家国与重建所表

征的美国现代化转型期的创伤记忆& *大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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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伪文献(的形式凸显个体叙述与见证的历史#

还原历史可能的本真面目#展现了多克托罗历史

叙事中的他者历史正义观&

一4战争%多重聚焦下的历史暴力

在以往涉及美国内战的史书与人物传记中#

这场战争多被描述为美国历史洪流里不可阻挡的

进程#再现的是大人物的战争素描& 即便是像

*美国军队史+ "Q/2%(#7(<>E"#/.3, >#E7# ]AT8H

R(R&::'H# #>>$$这样的著作中#其内容呈现的也

只是军官史而不可能是士兵史,格兰特将军的

*美国内战回忆录+中除却将帅的名字#更皆以

'我军(与'敌军(指代所有参战军士& 士兵在战

争中必不可少却极少在史书中作为个体再现& 威

廉-莫里斯"O'FF'ATR&::'H$曾说过#'历史记住

了帝王将相#因为他们破坏一切(#但他也强调#

艺术可以记住那些创造了一切的普通人!

& 多克

托罗的*大进军+便是这样一部在宏大历史画面

与帝王将相之中凸显战争主体的艺术作品#以将

军与士兵的多重视角审视战争#呈现出可能的历

史客观面貌& 列维纳斯曾指出#'向本我的还原(

中#还'必须发现.他人/#发现主体间的世界(

"

&

将军与士兵共构的世界才是关乎进军的主体世

界#而将军与士兵的个体形象更能体现战争与历

史的真实& 尽管罗伯逊述及美国战争神话时说#

无论交战中的南方还是北方#它们都是为了正义

而战!'北方为维护国家统一%摧毁奴隶制而战&

南方为维护自力更生和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而

战&(

#但*大进军+中无论南%北方军#上至将军#

下至普通一兵#他们视点聚焦下的战争造就的是

作为战争机器运作的零部件#是战争驱使的屠戮

者#更是战争创伤的经历者与承受者&

如同在*但以理书+ *拉格泰姆时代+等早前

作品中所做的那样#多克托罗在*大进军+中将历

史人物与历史事件巧妙再现于虚构叙事之中& 马

修-亨利"RA9978I5([8/:V$说过#多克托罗的小

说中'充斥着历史情境与鲜活的历史人物#他们

的存在契合小说内容#有助于作者对历史的质询

与重写(

$

& *大进军+对谢尔曼将军的再现很大

程度上遵从了谢尔曼本人的*回忆录+ "1"E(/#"#

#+2*$#以他的视角呈现个人英雄主义及取得战

争胜利的渴望& 他最在乎的是战争的胜利#认为

这'空洞而又恐怖的星球(需要他那一代人留下

'战争的刻印(以使其获得'救赎(

%

#因而他本人

想要实现的是在这场杀戮的战争中获得永生#

'世世代代活下去(& 历史中的北方军将领谢尔

曼将军是战争神话中的枭雄#是屠戮者#'一心一

意地追求胜利#即使这意味着丧失成千上万人的

生命(

&

#然而多克托罗一定程度上解构了谢尔曼

作为屠戮者的身份#在作品中人物的不定式聚焦

下#他不仅具有极为亲民的一面!戴着顶破旧的帽

子#军装上落满尘土#叼着个雪茄屁股#在珀尔看

来#'根本不像个军官(,他还同样英雄气短!战争

过程中#会因为战争的起伏产生自我怀疑,进军过

程中会受制于后方的政客,操纵许多人的生死但

逆转不了幼子的死亡& 这便让这位承受个体创伤

的战争制造者对战争有了悲悯之感#认识到这场

战争前有史鉴#后还会有来者& 他对战争有了

'政治%伦理%道德的考量(

'

#指责其将'我们的儿

孙变成枯骨(& 被平民化的谢尔曼代表的不是美

国内战神话中的超级英雄#而是战争中与众多面

孔共存的%陌生化的真实历史人物#他们一起经历

并见证着战争的破坏力及其对生命的摧毁&

肖珊娜-费尔曼" =7&H7A/Ac8FTA/$阐释创

伤与见证问题时提出#'创伤史#究其内在关联#

只能发生在聆听他人之时(

(

& 因而#在考量战争

创伤时#谢尔曼等历史重要人物的*回忆录+是参

考#那些亲历厮杀的士兵的经历同样值得关注&

多克托罗在*大进军+中虚构了众多的南%北方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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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形象#以他们的视角呈现他们眼中的这场进军

与遭遇战& 带领秣粮小分队转战于后方的北方军

中尉克拉克#死时怀揣家书#眼望着虚空#至死都

不明白期待战俘交换的他们为什么就那么被杀死

了& 南方兵力不足#如马蒂的儿子一般未成年的

无数军校学员被拉上战场#被扇着耳光强迫着走

进战壕#上了战场想着逃命& 战争于他们而言#远

没有所谓的荣耀#为了活下去#他们中一些人甚至

不介意自己到底是南方军还是北方军& 多克托罗

用长焦镜头凸显了这样的南方两个士兵阿里与威

尔& 他们两人一个因为站岗时睡着#一个因为开

小差而与诸多死刑犯共同关进监牢#继而被拉上

战场& 对于阿里和威尔而言#活着是上帝的旨意#

'行军就是生活的新方式(& 他们并没有那么强

烈的南军或北军的身份意识#因而行军途中#阿里

与威尔的身份会因为生存的需要而变化#这具象

化地表现为他们在南军北军军服间的频繁更替&

他们混迹于哪一方军队时便穿哪一方的军服#唯

一的目的在于保命& 在阿里与威尔身上#多克托

罗赋予了他们在这个碎片式的世界中一丝稳定又

可贵的关系& 原本没有明确生存目标的阿里友爱

地照料着威尔#在威尔死后将为之报仇当成了自

己的终极使命& 他活着的方式仍是行军#但行军

的目的变成了追逐谢尔曼将军的脚步并刺杀他&

他选择这项刺杀任务#并非出于对南方军的热爱

或是为着某个崇高的事业#只是因为他将威尔视

为自己的责任#责任的丧失让他选定了不一样的

进军目标& 与战争中的将领谢尔曼不同#多克托

罗笔下的普通士兵对待战争没有强烈的英雄主

义#他们是战争中作为他者的存在& 小说中阿里

等普通士兵的视角呈现出不一样的个体战争体

验#令一个满是碎片的战争世界跃然纸上&

战争带给南方士兵的不是正义感与成就感#

而更多的是死亡& 多克托罗对战争现场的反复描

写#对士兵死亡的刻画#实际是努力'反复圈定创

伤现场(

!

#凸显战场上的士兵命运& 士兵的死

亡#对于将军来说#'首先且最重要的#是兵力数

字上的不利#抚恤金栏里的一条记录(& 而对于

战争这个庞大的'有机体(来说#'无非是在任何

生物体中的一些细胞的死亡#永远要被新的细胞

所取代(& 因而#承载胜利希望的大进军#在北方

军军医萨特里厄斯的眼中#也不过是'一个巨大

的多节的物体在以每天十二或者十五英里的速度

收缩和扩张运动#一个有十万只脚的动物(& 形

象的比喻突出了士兵就像是一条巨虫中微不足道

的细胞#所以才会出现死亡士兵的尸体被'扔到

大车上#好像在扔一扇扇牛肉(& 对尸体回归动

物化的类比与描写深刻反映出人命在战争中的无

足轻重& 李公昭先生对美国战争小说中的士兵命

运探析指出#'当权力集团与战争机器专注于取

得战争胜利的.宏大/层面时#个人的生存与生存

状态必定受到忽略#个人的意志%个性与尊严也必

定受到践踏(

"

&

谢尔曼大军孤军深入美国南方腹地#跨越佐

治亚%南卡罗莱纳%北卡罗莱纳三州#沿途实行

'焦土政策(#誓要不惜一切代价摧毁南方& 作为

这一政策的实际操作者#北军士兵不可避免成为

毁坏南方家园的暴徒& 但对于整个战争而言#他

们也只是被驱使施暴#也是承受战争创伤的受害

者& 同样对于整个民族而言#进军试图令他们踏

着的那片土地具有意义#但那场一直进行的进军

终究变成了'一个政客的游行(#而内战神话背后

隐藏着 1!万将士的生命& 多克托罗借助普通士

兵与将军交替的视角共构了融入个体体验的战争

史#它残酷但更凸显个体生命#接近历史真实#符

合后'>-##(文学作品关注普通人命途的共性#

也契合多克托罗始终主张的'伪文献(的历史书

写策略&

二4重建% #小人物$透视下的历史

浩劫

以内战为写作素材的小说#在美国文学史上

并不鲜见& 学者罗伯特-莱夫利 "6&X8:95(

J'U8FV$在他 #>*2年的专著*小说对内战的征战+

"G/.%/(, G/0&%2%&"-/$/*;3#$中系统分析了作为

一种文学类型的历史小说如何成为检验%评判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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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场战争相关的问题%事件及个体的文学战场!

&

莱夫利预见#它仍会吸引未来的数代人#成为他们

想象的素材& 多克托罗在创作之时挑选美国内战

的最后进军为书写对象# 概因其在内战与

'>-##(事件中发现了共鸣之处)))对家园及信

仰的摧毁与个体的恐惧& *大进军+赋予那些史

书中不可能留有痕迹的南方普通女性与黑人看与

表达感受的能力#串联起他们的恐惧#再现遭受战

争浩劫的南方创伤史#赋予他们在废墟中重建家

园的希望&

小说以不同人物的视点构建了多条叙事线

索#交织而成由个体创伤折射国家创伤的历史画

卷& 多克托罗聚焦南方奴隶主阶层女性遭遇家园

巨变后的困境与迷茫#凸显她们丧失家园与亲人

的心理创伤& 小说开篇呈现的便是北军即将兵临

城下带给南方奴隶主们的紧张与焦虑& 南方女奴

隶主马蒂的内聚焦揭示了她遭遇家园突变时的无

措& 丈夫约翰-詹姆森将家中一切打包运往萨瓦

那#还一把火烧了自己的庄园#除了几个不想要的

奴隶#他不给北方军留下一丝一毫& 父权制主导

下的南方社会中#马蒂能决定的只是如何处置自

己的钢琴& 她对腾空的屋子感到心灰意冷#被焚

烧的家宅令她恐惧地认为自己的生命也随着燃起

的烟而飘散& 她两个尚未成年的儿子被迫参军%

性命不保#丈夫也最终因不识时务丧命& 北方军

的大进军摧毁了马蒂与丈夫%儿子以及家园的联

系#是对其原有生活的彻底颠覆& 相似的经历也

发生在了大法官的女儿埃米莉-汤普森身上& 作

为南方贵族女性#遭遇兄长战死#父亲于北方军到

来前夕去世#家宅被征用做北方军指挥部#就连家

里一直帮佣的女奴都离她而去#埃米莉骤然失去

生活中一切熟悉的人与事物#茫然间追随北军军

医萨特里厄斯的步伐#依附于对方#却再次饱尝因

不被选择而失去的痛苦& 多克托罗在此间抛却了

美国人对这场战争的情感化记忆#强调了伴随这

次进军而来的无处不在的暴力'破坏了人与人之

间富含意义的人际关系#留下的是难以恢复如初

的疏离与痛苦(

"

&

战争颠覆了南方奴隶主阶层的安逸生活#令

他们在进军的驱逐下割裂与其熟悉的家园的联

系& 谢尔曼大军进军的目的旨在尽快结束内战#

因而#进军也将南方的黑人尤其是奴隶抛入陌生

又无望的境地& 亚伦-特莱池滕伯格"5FA/ D:AG

.798/X8:E$指出#战时的北方强调这是一项事关

'联合(的事业#他们称其敌军为'叛乱者(而非蓄

奴者#其战争的目标是消除南部联邦的脱离状态#

而非取缔奴隶制#

& *大进军+中的谢尔曼承认自

己并不是'废奴主义者(#强调他的使命是'摧毁

南方叛乱#维护联邦的存在& 就是这样#就只是这

样(& 因而#美国的影像资料中#鲜有黑人面孔出

现& 但多克托罗在其作品中将他们以个像与群像

的形式拉入历史画面#使历史呈现其应有的完整

面貌& 伴随北方军的进军裹挟而来的是南方黑人

被作为报复的对象& 农场中强壮的黑人被转卖更

远的南方#首先品尝'妻离子散的痛苦(,而那些

老弱的黑人则直接被抛弃#白人农场主还焚烧家

宅#毁掉黑人的'生计(#令其自生自灭&

谢尔曼大军的到来让黑人萌生出希望与喜

悦#正如黑人威尔曼的叙事线索所呈现的#大批黑

人因谢尔曼大军而进行了另一场属于黑人的'进

军(& 成千上万的黑人或乘马车或步行#一路跟

着大军朝前走& '有一种没有韵律的节日般的声

音从他们当中发出来#愉快的谈话简直好像许多

小鸟在一棵大树上欢鸣#从中不时爆发出一阵笑

声或阵阵歌声& 那是一种集体的兴奋#好像这些

人在过什么节假日#正走在去教堂或野餐会的路

上&(然而#很快他们发现自己面临的是南方军的

屠杀和被抓捕回去重新成为奴隶的厄运#成为北

军眼中的'累赘(& 谢尔曼强迫他们离开北方军

的行军队伍#让他们在一个还不属于他们的国度

里自己朝前走& 这场进军和战争将南方黑人的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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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连根拔起却又没有为他们提供足够的保护和通

往自由的道路& 多克托罗接受*时代周刊+采访

时称#谢尔曼大军的这场进军是'一场极具毁灭

性的军事运动(#它将'整个南方文明连根拔起(#

导致了'依附于战争的成千上万的黑人与白人成

为难民(

!

& 因而#进军在某种意义上移除了个体

存在的确定性#有意义的人际关系因为家园的沦

丧而逐渐消失#造成南北双方同时承受着血亲关

系的断裂& 士兵%南方白人%南方黑人甚至战争中

的指挥官都经受着这场战争带来的丧失亲人的痛

苦& 多克托罗用他们各自的视点呈现了他们在战

争中的迷茫与被抛弃感&

*大进军+质疑这场打着取消奴隶制名义的

战争的正义性#它以进军所表现出的流动性#使结

局未定#像进军一样始终在路上& 它所彰显的是

一个行走在路上的民族#是对人性%道德的检验&

!$$*年笔会,福克纳奖的评委会成员赞誉这部作

品时称#它'不仅展示了谢尔曼大军在南方的重

大的长途跋涉式的进军#而且引领我们长途跋涉

般地重温那充满尘嚣与鲜血的过往#于木林间注

视那枪管中残留的烟尘和家园被焚烧的烟雾#那

里仍存有我们对和平的渴望和救赎(

"

& 多克托

罗在此事实上表达了一种在发掘他者%恢复历史

的他性中实现历史正义的观点& 作品中诸多的失

去体现的是多克托罗试图剥离美国对内战的感伤

性外衣#通过具有不同意识形态%代表不同群体的

不定式视点呈现一个个普通个体眼中的进军和进

军带给他们的伤害#多克托罗再现的是被战争摧

毁的文明#是丧失血亲关系的群体阵痛图& 但多

克托罗并非只向读者呈现破碎的世界& 小说中

'小人物(的不定视点之下也隐含着作者对丧失

血亲关系却重组家庭伦理关系的信心& 黑人威尔

玛与科尔豪斯组建新家庭并受惠于谢尔曼的政

策#这令读者看到了进军破坏力之后重建的可能&

黑白混血珀尔与北方小伙斯蒂芬-沃尔什对自由

的认识和他们可能的婚姻关系也展示了断裂的家

庭关系超越种族进行重建的希望& 虽然如此安排

表现出多克托罗的保守立场#但这更能突出他对

最基本的家庭伦理关系的守望&

三4记忆%#他者$见证下的历史流变

作为第一场有影像记录的现代战争#影像资料

为后世对美国内战的想象与再现提供了丰富的视觉

史料& 谈及创作*大进军+的灵感时#多克托罗就提

到#他是看到一张内战时期士兵的照片而思考要写

一部关于内战%思考内战记忆的作品& 在美国内战

神话中#内战导向的结局是'国家的发展%扩张%进步

和.重建/(

#

& =(\(贝尼特"=98C78/ \'/.8/9;8/89$

在他的内战史诗*约翰-布朗的遗体+中也曾概

括战争的结局是一个道路通达%摩天大楼耸立的

'机械的时代(

$

& 然而#*大进军+的结尾处#谢

尔曼意识到#尽管这是一场北方获胜的进军与战

斗#但这片曾富有精神意义的土地因进军而变得

'散乱和不可言喻(,尽管进军终以北方军的胜利

结束#但这片土地却变得'完全没有感觉%没有任

何自身目的(& 多克托罗曾说过#与进军相伴而

生的是'另一种现实#另一种存在状态#一个颠覆

了一切的流动的世界& 带给人们稳定的是流动性

而非植根于土地的日常生活& 人们的身份发生了

变化& 在这片大陆上#人们此前对这一切闻所未

闻(

%

& *大进军+在'他者(对战争的经历与见证

中质疑内战推动社会进步的论调#揭示进军造成

的城市空间与文明的摧毁#再现了美国迈入现代

化进程中#南北双方经历身份解构与重构的历史

阵痛&

#>世纪上半叶#美国出现了工业革命#进入

现代化的快速发展时期& 南北方经济模式%价值

观念%政治需求等诸方面的问题#导致内战避无可

避& 谢尔曼的进军#终极目的在于摧毁南方#早日

结束内战& 出于战略需要#大军奉命'制造一场

浩劫#摧毁所有有利于敌人的资源(& 因而#在抵

达进军最后的重镇)))南卡哥伦比亚市时#大军

以火烧哥伦比亚的方式#不仅摧毁其军事设施#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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摧毁了公共建筑& 南方军同样推波助澜#他们焚

烧棉花#使大火更加蔓延& 平民居所甚至教堂%收

容所等都被肆意纵火#南方黑人姑娘被肆意凌辱#

令这一切发生的人如'魔鬼般哈哈大笑(#制造了

'这城市地狱(#表现出了'道德沦丧(& 多克托罗

借助多重人物视角呈现了城市空间的混乱和南方

文明的崩塌!谢尔曼感叹#他们在这场战争中除了

在毁灭自己之外#什么也没干,北方贫民士兵斯蒂

芬-沃尔什认为#战争没有那么神圣%正义,南方

白人埃米莉-汤普森视进军中的军队为'一场蔓

延的灾难(& 以结束战争为目标的大进军是实现

林肯总统所表达的美国民族主义与大一统的重要

步骤#但正如*火的考验!美国南北战争及重建南

部+中所评述!'没有哪伙人#不论是邦联军的骑

兵%喝醉酒的北军士兵%还是复仇的战俘%奴隶或

犯人# 可以单独承担烧毁哥伦比亚的责任#但是

他们中的任何一伙都不能完全逃脱罪责&(

!火烧

哥伦比亚奠定了北方军的胜利#也使内战在此后

不久结束& 然而#这场进军与战争所带来的灾难

与破坏#比此前全部战争加起来都要大&

伴随进军的是北方文明对南方文明的摧毁与

侵占#是北方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流动& 流动性

是后哥伦布时代北美神话的中心内容#快速的流

动性标志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 无论是社会的

还是空间的流动#其目标在于提升与改善#而流动

性始终是美国文化中最具影响性的概念之一& 考

文霍文"]&7/ 5(<&?I8/7&U8/$称#'我们的历史

就是一个不断进入城市又搬离城市的运动过程#

西进又逆向运动的过程#在社会阶梯上上下移动

的过程)))长期%复杂又极为快速地连续变化&

正是这种连续性及其所滋生出的态度%习惯及形

式#才真正是.美国/一词的真实蕴含(

"

& *大进

军+中的进军行动本身就是一个富含流动性的意

象#它象征着个体%群体及整个民族在流动中寻找

方向#对这段历史的激烈再现令读者在时空距离

中感受其影响力并实现间离效果& 进军在小说中

具有象征意义#表征的是贪婪%无脑的机制#是

'非人类形态的生命体(#它完全破坏了历史中这

一具有英雄主义性质的概念#也破坏了人们的信

念#即工业化正快速地改变着战时的生活状况&

当然#多克托罗借进军这一流动性现象表达

的不仅是破坏与摧毁#它也预示了新的道路& 因

为南北双方所经受的集体创伤在他们的身份融合

中有了愈合的前景& 美国内战中#人们的称谓从

'敌军('我军(#终汇聚成了'我们(这一具有民

族凝聚力的国家身份& 作品尾声部分#作为胜利

方的北军与投降方的南军士兵分享食物#'蓝制

服与灰制服终于能够坐在一起谈论他们曾经打过

的仗#就好像他们一起干过的什么事#分享过什么

东西(& 分裂家庭实现弥合& 所有人都主动或被

动地汇聚于北军的进军行列中& 期间有人离散%

丧命#有人积极加入#也同样有人获得新生& 多克

托罗在小说结尾处通过南北方的和解与统一预示

了'自由主义新时代的到来#所有的个体#无论阶

级与肤色#都将享有希望与机遇(

#

&

*大进军+是对美国内战历史的想象#重现了

历史画面中消失的众生相#是多克托罗'超级历

史(概念的又一实践& 历史学家大卫-布莱特

" ÀU'% O(;F'E79$认为#'历史(一词的含义因使

用者所持有的编史哲学而形成差异& 对于学术界

的专业历史学家而言#'历史(蕴含的意义在于

'它是植根于研究中的对过去的合理重构(#这种

重构'坚决要求学术训练的权威性和证据性准

则(& 作为研究领域#'历史(详细考究历史情境%

因果关系#以怀疑和世俗化的态度阐释过去$

&

在史学发生叙事转向的背景下#这赋予了小说对

历史进行重新想象并重构历史的可能& 多克托罗

在*大进军+中对'大进军(事件%谢尔曼将军等历

史人物进行了合乎历史逻辑的叙事再现#将真实

事件与真实人物当成历史与文化的符码#借用虚

构与想象对历史进行了文化记忆的重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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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美国内战神话与官方记忆#*大进军+

呈现的是一部融合了多重叙事视角的群体记忆#

揭示的是内战带来的整个国家的创伤经历& 小说

不仅借助被边缘化的他者之眼暴露了战争对文明

与人性的破坏与毁灭#颠覆南方社会结构#造成恒

定人际关系的断裂#而且聚焦作为战争主体的军

队#刻画从低至士兵阶层#高至统军将领和军队各

阶层与兵种的战争群像#由他们叙说承担施暴与

承受战争暴力的双重角色#凸显战争期间的道德

秩序与意义结构& 战争机器操控着这场进军中的

所有人#他们无不在行进中经历着整个民族的阵

痛#寻找着进入现代化时期的个体生命与国家存

在的意义与价值&

G&$# <-2"%./$#2/+"%&%8?-J"$0! 7/5+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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