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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侵略与歧视背景下的

主人公家园丧失

%%%论松浦寿辉(名誉与恍惚)

陈世华!柳田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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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4要#松浦寿辉的(名誉与恍惚)!描写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初期!上海租界工部局警察芹泽一郎因其一半朝鲜血

统和反战思想受日本军队和警察局同事等人歧视#利用和出卖!从而丧失&名誉'和&家园'的故事" 在同胞的排斥与迫

害下!芹泽对&祖国'日本的归属感完全丧失!在战争中逐步认识到军国主义教育的欺骗性和军国主义行径的野蛮性!最

终自我意识苏醒!摆脱&他者'身份!寻得归属之地!在多元文化融合的香港走向&自我'重构之路"

关键词#松浦寿辉$(名誉与恍惚)$歧视$侵略

中图分类号#Q%$1444文献标志码#5444文章编号#%12!

3

2+#&!!$!%"$#

3

$$"1

3

$1

44松浦寿辉"%6&"*$#日本当代著名作家(评

论家(翻译家(诗人#日本艺术院会员#曾为东京大

学教育学部法文系教授#任群像新人文学奖和文

学界新人奖评委' 其创作跨越文学(评论(艺术和

诗歌等领域#作品先后获高见顺奖(吉田秀和奖(

三岛由纪夫奖(艺术选奖文部大臣奖(芥川文学

奖(木山捷平文学奖(读卖文学奖(原朔太郎奖(

鲇川信夫奖(每日艺术奖特别奖等众多奖项#多部

作品被改编成电影#广受好评' 从其涉及的创作

领域和所获奖项来看#松浦无疑是日本当代文学

界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

其长篇巨著+名誉与恍惚,摘得 !$%2 年度第

&#届谷崎润一郎奖和第 !2 届文化村德1马戈文

学奖' 故事以 %6#2年至 %6#6年日本侵华战争时

期的上海为主舞台' 主人公芹泽一郎是上海共同

租界警察派驻上海工部局的青年警官#受日本陆

军参谋本部少佐嘉山清威逼#暗中引荐嘉山与上

海民间黑帮%青帮&头目萧炎彬会面#事后被嘉山

和同事干留吉出卖' 因警察与黑帮头目会面违反

工部局警察纪律#芹泽被迫离职#从此开始了穷困

潦倒(病魔缠身(东躲西藏的苦难生活' 芹泽受日

本军国主义思想影响#为%祖国&拼命工作#却因

自己一半朝鲜血统受到歧视并被出卖#不得已

%归乡&香港#日本最终成为他回不去的%祖国&'

在近年日本右倾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潮抬头的形势

下#作品还原时空背景#揭示了种族歧视问题和民

族主义问题#对当下日本社会具有重要的警示

意义'

一4朝鲜#源于&血统'歧视之地

主人公芹泽#是一个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影

响(一心服务%祖国&日本的普通文职警察#%是一

个小人物(不重要的存在&

!

' 芹泽的母亲是日本

人#而父亲是朝鲜人' 父亲在造船厂因意外事故

死亡后#芹泽在户籍上被注册为母亲的弟弟#以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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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因身世和血统问题遭受歧视' 但事与愿违#芹

泽的朝鲜血统并未能隐瞒住#他在日本生活的二

十余年#读书时被同学嘲笑(排斥#工作时被同事

视为异类' 在考取警察被派驻到上海共同租界工

部局任职后#芹泽原以为能在上海开启人生的新

篇章#却仍然摆脱不了被歧视的阴影' 平日同事

的孤立(同胞的公然谩骂已使他麻木#在异国他乡

被%祖国&同胞迫害最终令其坠入深渊' 芹泽名

财皆失后#杀死了出卖自己的同事干留吉#负罪而

逃' 走投无路之下#在萧炎彬三太太美雨的伯父

冯笃生的帮助下化名沈昊#过上了隐姓埋名(颠沛

流离的痛苦生活'

同事的孤立(同胞的谩骂(军官的利用和出

卖#皆是从种族角度出发#将%自我&优于%他者&

的论调本质化的外在表现' 众所周知#从 %6%$ 年

起#日本对朝鲜施行了长达 #&年的殖民统治' 在

宗主国日本的威慑(统治和文化霸权之下#被剥夺

了国籍(丧失了人权的朝鲜人自然成为日本人歧

视的对象#具有一半朝鲜血统的芹泽也难以幸免'

%被视为歧视的行动过程中往往伴随着社会优位

者的利害关心&

!

#这种%利害关心&首先是经济利

益#同时%还包含维持人种和民族的纯粹性(确保

体制秩序(保守作为国家的自尊等的观念性利益

的关心&

"

' 芹泽因具有朝鲜血统而被歧视#这是

宗主国日本对其殖民地的歧视#也是维持其所谓

%纯种&的表现' 明治维新后#日本为尽快实现近

代化#对国民实行统一化思想教育(统一化约束和

训练#培养国民强烈的国家意识#并利用这种极端

的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排除/杂质0#达到

/纯净0&

#

'

芹泽在工部局工作时#并未与其他同事一般

被安置在日本人居住区的独栋红瓦房#而是被特

殊安排在远离日本人社会的市中小公寓居住' 芹

泽体会到远离集团生活的%冷冰冰的孤立感&

$

#

这使其%不能确信自己归属什么#或者属于哪里#

自己像一个迷路的幼儿或者其他什么东西#一下

子被赤裸裸地丢到了这个世界上&' 这种物理空

间的隔离#是%祖国&日本的同胞对%异族&歧视的

表象之一' 语言歧视则是%异族&歧视的另一种

表象' 由于血统上的%杂质&#共同租界上海海军

特别陆战队的士兵对芹泽的公然谩骂(户川中尉

对芹泽轻蔑的言辞和如同对待畜牲一般的使唤(

嘉山背后对芹泽%我国警察厅竟正式录用这种

/朝鲜杂种0&的嘲讽#都是所谓%纯种&日本人对

%异端&的排挤和歧视' %一种不断灌输的话语已

经不单是/语言0#而是一种/权力0的方式#一种

植换意义(抹平差异的权力话语&

%

#通过对%他

者&语言和思想上的排挤与歧视#强化%自我&集

体#实现%纯种&日本人的团结#从而形成日本强

烈的民族主义思想' %对/他者0的排斥#将一个

氏族(一个教派(一个政党或一个民族的身份绑

定#这种排斥同样也是认同快感"/这就是我们#

所以我也一样0$和野蛮迫害的来源"/那对我来

说是陌生的#所以我要将其轰走(猎捕或屠

杀0$'&

&日本这种%纯种&文化#使日本对%异族&

的存在产生厌恶感和耻辱感#而%这两种感情都

是在人们之间产生阶级#在社会生活中引起对他

者明显攻击性的原因' 这是因为统治阶层会将自

身各种脆弱的特征投射到被统治阶层身上#通过

厌恶和排斥被统治阶层来维护自己的纯洁性&

'

'

%纯种&日本人对%杂种&芹泽的歧视#也正是因宗

主国和殖民地这种身份差异产生的厌恶感和耻辱

感的典型体现#是%血统与土地的问题&' 芹泽形

象的塑造#是%将他作为彻底的例外(被共同性规

则所不能容忍而逃离的存在#是在这个故事中进

行的思考实验&

(

' 这种%思考实验&#恰恰是对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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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日本政府鼓吹民族主义和排外思想的一种反思

和警示'

二4日本#回不去的&祖国'

嘉山清的利用和背叛#以及干留吉的出卖#使

芹泽丧失了工作和名誉#丧失了生活意义上的

%家园&#但背后的实质是%祖国&日本对他的抛

弃' 同胞的歧视心理和排他性的集团意识使芹泽

丧失了对祖国的归属感#丧失了精神意义上的

%家园&'

明治政府为在短时间内实现国家主义#极力

利用天皇制加强中央集权#使神格化的天皇权力

绝对化' 为渗透皇权思想#明治天皇颁发了一系

列军人敕谕和教育敕语' 军歌歌词 %即使献身滚

滚波涛#忠义之气毫不屈服)守护我心之铁甲舰#

坚如磐石不为所破&#让每个日本军人近乎疯狂#

他们%表情陶醉(振臂高歌&#%天壤无穷的皇运&

等军国主义教育敕语也使人心麻木#%让悲剧加

剧的#是教育国民#其生命应献给天皇这一天皇制

意识形态&

!

' 作为%政府随意征用国民的财产和

国民个人身体的法案&#+国家总动员法,更是以

法律的形式对日本国民施行物质和精神上的

约束'

在这种皇民思想的教育下#芹泽应允军官嘉

山清的请托#是其%爱国心&#%是作为一个皇民的

义务这种气概&使然' 可以说#对外侵略时期的

日本人#认为为日本帝国牺牲一切是天经地义的

事情' 身为军人的嘉山清#与萧炎彬合作密谋鸦

片贩卖这等%非正义&之事#所作所为也并非为了

自身利益#而是%为了日本的利益&#%是作为警察

官(身为皇民应尽的义务&' 可见#%以制造天皇

至上的独特/伦理0秩序为目标的教育敕语已深

入人心#天皇的神格化不断推进' %6#% 年的九1

一八事变后#将天皇神格化的极权主义肆虐&

"

'

到了全面侵华战争开启的 %6#2年#教育敕语可以

说已经毒害了几乎所有日本人#有一半朝鲜血统

的芹泽也不例外' 小心谨慎(忠于天皇的芹泽#在

被干留吉以%混合着一半二等国民血液的杂种的

假日本人&为由出卖后#在被嘉山清以%你隐匿的

最大秘密是你不是真正的日本人&恫吓和利用

后#芹泽对%祖国&日本的认知和%祖国&同胞的认

同已彻底丧失#%在这个地球上#已经没有和这种

无情而血腥的现实无缘的甘美的乌托邦&' 丧失

%祖国&和%荣誉&的芹泽和代表%祖国&军人嘉山

的决裂#在二人于国际饭店十四层的%月光餐厅&

进行的激烈争执中表露无疑' 芹泽持刀对嘉山的

逼问充满了正义和仇恨!%你这个卑鄙的男人#把

我逼迫到如此境地22#杀了你不是理所当然吗4

22我曾经是一名警察#执行正义是我的职责&#

%什么新生支那建设#什么东亚共荣#你一边堆砌

甜言蜜语#一边分析讲解#让我完全相信了那些

话***那些话完全是编造的谎言&' 此时的芹

泽#已经完全认清了日本侵略的本质#其对嘉山的

厉声诘问让嘉山原形毕露#也使二人的对立剑拔

弩张' 芹泽和嘉山的对立#是%他者&与%自我&的

对立#是%杂种&与%纯种&的对立#也是%文官&与

%武官&的对立' 作为一名文职警察#芹泽常常阅

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并且用自己的方式积极思考

世界形势和历史走向#%虽然他既不是学者#也不

是思想家和评论家#但他应该是那个时代的日本

为数不少的年轻知识分子之一&' 但%在政治上

相争的各种势力#会无视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他

者0的公正&

#

' 即便是正义凛然的知识分子#也

会被代表武职的军人嘲讽(排挤和出卖#最终落魄

到%名誉&不再(%正义&难施#这是文化精英地位

的式微' %6#$年代沉浸在%大陆政策&美梦中的

日本#在军国主义扩张道路下#%文化精英正让位

给其他精英&

$

' 正是这种%让位&#使日本逐渐步

入侵略战争的深渊#也给周边国家和日本国民带

来深重灾难' %在两个人的对立中#象征性地暴

露出从明治后期到昭和初期日本沦落的命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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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沦落#无疑是天皇极权体制下武职军人势力

不断膨胀造成的'

在%东亚共荣圈&的谎言下#日本军队对中国

领土的侵占被美化为%保护在支同胞的安全和权

益&#对中国工厂的强制占领被美化为%支那人民

的福利厚生& %新生支那的建设& %最好的经营努

力&' 日本报纸在当时作为一种 %大众传播机

器&#也基于日本国家利益宣扬着%大东亚共荣

圈&的谎言#掩盖着侵略战争的本质' 无论是文

职警察还是武职军人都深受军国主义教育的蛊

惑#%军国主义政府的弹压政策#破坏了国内文

化#在战前及战争中的精神荒野上狂热登场#阴险

地趁虚而入#盲目地支配(荼毒世间青年#为了麻

痹理性不断唱着狂热而煽情的信仰之歌&

!

' 当

芹泽通过翻译上海当地报纸和+纽约时报,等第

三方报纸获知侵略真相后#他逐渐从麻痹中清醒#

正义感和反战思想让自己的%爱国心&开始动摇#

他深深体会到%对于血统浑浊的混血儿(杂种来

说#归根结底是无法理解爱国心的&#而真正的

%爱国心&应%是直面祖国的现实#立足现实爱国#

而不是歪曲现实#像敲锣打鼓宣传广告的商家一

样吹捧虚空的光荣&

"

' 怀抱理想和%名誉&来到

中国的知识分子芹泽#在亲身经历同胞的歧视(利

用和背叛#亲眼目睹日军占领上海(侵略中国的野

蛮行径后#彻底明白了包括自己在内的每个个体

只是天皇极权下的政治牺牲品#%让我们去送死

的#只是一些个人而已&

#

' 失去%名誉&的芹泽#

已经对%祖国&的欺骗(%祖国&同胞的排外思想感

到深恶痛绝' 他深知在扭曲的国家利益面前#自

尊和名誉变得一文不值#于是彻底失去了对%祖

国&的归属感和期待#%祖国&成了回不去的故乡'

三4香港#舍弃&祖国'后的港湾

在被疾病折磨得意识%恍惚&之时#冯笃生将

芹泽接走#安排其成为躲在自营电影放映室中的

放映技师' 在萧炎彬势力衰落#冯笃生本人安全

受到威胁时#冯笃生又为芹泽办理了一起逃亡香

港的手续' 芹泽在自己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中#

最终在个人名誉与国家欺骗的对立和冲突中#为

生存而逃亡#而这正是%日本侵略战争时期国家

与日本民众生活割裂的真实写照&

$

'

在战争蔓延到上海之前#芹泽在上海感受到

了前所未有的亲切感与归属感#芹泽欣赏中国人

骨子里的韧劲和顽强#也喜欢上海的繁华与活力#

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城市的深处#生命的力量总

是在不安定地汹涌流动#像迷路的孩子一样盘踞

在芹泽心中的不安和疑惧#在浮上意识以前#就瞬

间被这种波涛吞没(消解并散去了&' 芹泽有时

%心中会涌出类似乡愁一样的感觉&#%祖国&日本

还是他心中的%家园&#但当他在上海受到同胞的

歧视和倾轧后#芹泽%对祖国社会风俗的美好的

乡愁已不存在&' 日军侵占上海后#中国人的反

日情绪高涨#芹泽在 %打倒日本&%日本人&%小日

本&%东洋人&的怒吼声中感受到了中国人的愤怒

和仇恨' 逐渐看清日本侵略本质的芹泽#反战思

想萌发#但自己却成为%站在边界立场上的人&#

%既不能投奔中国人#也没有身为日本人的自

觉&

%

' 也就是说#此时的芹泽#既被%祖国&日本

歧视和抛弃#又无法继续在他认作第二故乡的上

海生存' 最终#芹泽被迫逃亡到香港这个可以停

靠的%港湾&#寻求超越种族界限的归属感' 在没

有歧视(没有战争(%多姿多彩(极富包容性的文

化氛围&

&中#芹泽终于摆脱了%他者&身份的桎

梏#重建%自我&#芹泽感觉到!%我所有应该实现

的志向(自由(爱(名誉(恍惚#全部都在那儿了'&

时过境迁#战后的日本全面实行民主化改革#

于 !$ 世纪 +$ 年代紧跟经济全球化进程#一时形

成%日本繁荣&' %6+2年#迟暮之年的芹泽重返上

海#看到外滩上日本少女游客 %无忧无虑的笑

颜&#心中发出苦涩而讽刺的感慨#%当年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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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正是为了这样一个和平年代的到来死伤无

数&' 日本发动愚昧的侵略战争#不但没有带来

%东亚共荣&#而且给周边国家和日本自身带来了

深重灾难#芹泽自身便是这场侵略战争中一个微

不足道的牺牲品' 即便最终在归属之地香港安度

半生#从未放弃对自我追寻的芹泽心中的答案仍

是%我就是这样一个日本人&' %对/我0的探索一

向并且将永远以悖论式的遗憾告终&

!

#被 %祖

国&(同胞抛弃的芹泽虽已寻得人生归属地香港#

但其身体和意识仍被%祖国&深深束缚#有时还将

日语的音(汉字和假名混用' 当下的和平未能抚

平战争的创伤#而香港赋予芹泽的归属感也未能

抹去早已被军国主义教育荼毒的%日本人意识&'

这种荼毒#来源于日本曾经实施#如今又重提#以

%道德教育&之名实施的军国主义教育'

结语

!$世纪 #$ 年代#在多元文化融合的上海租

界内#%人种差别&成为租界内的特点之一' 即使

是同样来自日本的芹泽#也因其一半朝鲜血统而

受到同胞的歧视而遭到排挤与倾轧#并最终被

%祖国&日本以及同胞抛弃#彻底丧失了生活和精

神意义上的%家园&' 芹泽最终逃亡香港#并开启

了自己的新生活' +名誉与恍惚,具有很强的故

事性#同时又充满对战争的反思和对当下日本政

府右倾思想警告的寓意' %一个成功的文学形

式#应是/情节0 /理智0和/时代精神0三者的结

合'&

"作品通过还原故事背景#采用%第三人称&

叙事方式#以类似侦探小说的方式展开故事情节)

通过主人公芹泽逐渐成长起来的反战思想#将作

者在其长篇评论+明治的表象空间,中反思日本

走向侵略战争的背景和原因的主题以小说的形式

延续#以芹泽的命运%理智&地反思战争带来的灾

难#%任何思考有无价值#端看它能从痛苦中汲取

多少教训&

#

' 更为重要的是#作者通过作品中朝

鲜(上海和香港三个表象空间#对当下日本政府急

剧右倾的%时代精神&进行了深刻警示'

战后初期#日本开始规范和限制鼓吹民族主

义和国家主义的言论#但进入 %6&$ 年代以后#再

次出现了以福田恒存为首的保守派鼓吹%纯种

论&思想' 即使在文化多元化的今天#日本单一

民族神话所形成的原生的(无意识的歧视思想依

然根深蒂固' 近年来#针对在日韩国人和朝鲜人

以及中国人的%仇恨言论& %仇恨犯罪&问题再次

成为日本的社会性问题#!$$& 年山野车轮创作的

歧视性漫画+嫌韩流,在日畅销 %!$ 万部即为日

本社会歧视心理的表现' 这种国家主义的兴起#

与政府推进的右倾思想紧密关联' 战前%打破文

官统治#军队开始失去控制#立宪君主制这种政治

制度变得不再发挥作用#最终进入了无谋的战

争&

$

#作品中文职警察芹泽人生的落魄#也是文

职让位于武职的当代隐喻' !$%& 年 1 月日本国

会通过+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废除了%文官统

制&#文官与武官将以同等地位辅佐防卫大臣#从

而改变了一直以来的%文官统制&制度' 同年#日

本众议院会议表决通过了与解禁集体自卫权相配

套(大幅转变战后日本防卫政策的系列安保法案#

并提出将修改放弃发动战争权力的宪法第九条作

为日本政府今后特别重要的项目#这为日本重新

发动战争提供了法律保障' 作品中搜查芹泽住宅

时的罪名是%违反+特定秘密保护法, +治安维持

法,#涉嫌受贿罪&#这些曾经给周边国家和日本

国民带来重大灾难的法律的重新复活#不能不让

人警惕' 正如高津典采访大江健三郎时大江担

忧的那样#%战后 %$$ 年以后#日本是否又会同明

治宪法一样将天皇/神化0来统一国家呢3 这种

担心在现在看来虽仍未发生#但不知道在什么时

候就会发生&

%

' %作为作家#勾连起现实和历史

的内在关联性#为现实的各种现象和问题寻找历

史逻辑和根源#是不容推辞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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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陈世华#等!%祖国&!侵略与歧视背景下的主人公家园丧失

在+名誉与恍惚,中既深刻揭示了殖民主义下的

种族歧视问题#又以高度的政治敏感性#预感日本

社会国家主义思潮回流#对日本政府重启右倾政

策提出了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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