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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黄蜂,的听觉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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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5要#在)大黄蜂*这一叙事文本中!彼得+汉德克借助多人称视角变换和个人型叙述声音与作者型叙述声音的

同时融入!营造了多重叙述声音!同时通过塑造丰富的声音意象!使作品呈现出多样的声音景观" 彼得+汉德克融历史

意识与自我认同为一体!通过听觉感知的书写!将特有的声音景观潜藏在对记忆的追溯中!将个体感受与现实和历史的

内部相联系!并由此探索历史的意义!积极追寻新的个体身份与民族身份认同!展现了一个极其广阔的内在表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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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彼得3汉德克

是一位极为成功也颇有争议的作家& 二战后急遽

变化的形势#使彼得3汉德克试图解构传统文学

叙事模式#探索新的文本结构形式#尝试从全新的

角度表达对自我,世界和社会变迁的思索& 彼

得3汉德克的长篇小说(大黄蜂)借助大量*声

音+元素的表达#创造了特殊的文本模式#传达了

特定的文本意义& 近年来#听觉文化研究异军突

起& 伴随着听觉文化转向#听觉叙事也日益受到

关注& 但国内学界已有的彼得3汉德克研究成果

多集中于对其创作的反传统倾向的研究#还鲜有

对其小说中的听觉现象及其呈现的听觉世界的关

注& 在学界关于彼得3汉德克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笔者尝试结合傅修延的听觉叙事理论!

#捕捉

(大黄蜂)这部小说中的各种*声音+现象#剖析小

说中的*叙述声音+#*聆察+小说中*声音景观+#

进而探寻小说文本听觉叙事的深层意蕴与审美价

值#以期为彼得3汉德克小说的研究提供新的理

论视角#助力听觉叙事批评实践的推进&

一5多重的叙述声音

二战带来的难以言说的创伤与困惑#至今无

法消弭& *战后的两德时期#政治话语将不能公

开讨论的德国人受害记忆挤压到个体或个体家庭

的层面22而文学作为存储和传播个体记忆并使

之进入集体记忆领域的媒介为被压抑的受害记忆

和受创经历提供了释放的空间&+

"汉德克通过文

学这一载体#在(大黄蜂)中以后现代非线性叙事

方式#借助多人称视角变换,个人型叙述声音和作

者型叙述声音的同时融入#使得小说叙述声音不

再单一化而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大黄蜂)的

多重叙述声音重筑了二战的民族性,反思性记忆#

展现了对历史真实的体认和探寻&

!一"独特的叙述视角

为了重筑二战记忆#(大黄蜂)将历史与想

象,现实与虚构相结合#在*故事的故事+中运用

了碎片化的叙事结构和非线性叙事方式#呈现出

后现代叙事风格#叙事零散#能指滑动#时空交错&

整部小说由 23 个并非连贯和完整的片段拼贴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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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邓桂英"%&,$-%#女#湖南湘乡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

傅修延在(听觉叙事初探)(论音景)(论聆察)等一系列文章和(听觉叙事研究)一书中建构了听觉叙事研究理论#阐明了*聆察+

*音景+*叙述声音+等重要概念&

刘海婷!(德国战后文学中的*记忆话语+)#(文学教育)!$%2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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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而成#既是一部回忆过去的小说#又是一部 *讲

述小说的小说+#故事里套故事& 显而易见#小说

的中心事件是主人公格奥格尔独自上路寻找溺水

而亡的兄弟马提亚斯并因此失明#但小说中的这

一中心事件被不同叙述者在不同时间,从不同视

角反复述说& 小说的叙述者身份因此显得游移不

定而又模棱两可#读者常常很难区分清楚小说中

的人物,叙述者和作者&

一方面#叙述主体以当下的对现实世界的观

察和认知有意识地评价过去的诸多经历和剖析书

中的种种情节#以现在视角叠加过去视角& *叙

事者一边回忆过去读过的一部小说#一边回忆过

去发生的事#一边加入当下的认知和感受& 这样#

当下的0真实1感受,对过去的回忆,对那部小说

的复述#加之叙事者对上述各项的评论,对叙事本

身的点评#便错杂交汇在一起&+

!由于叙述者对

小说的回忆,对自身经历的回忆,对现实当下的感

知,对叙事方式本身的评判交错杂糅#因此叙述者

与被叙述者之间可以互相转换,合二为一#叙述声

音在现在和过去之间自由穿梭&

另一方面#作家借助代表叙述者的人称代词

的不断变化#使得叙述视角多次不断在第一人称

内视角"*我+%和第三人称外视角"*主人公+*叙

述者+*他+%之间转换#模糊了第一人称与第三人

称叙述,叙述者与主人公之间的边界& (大黄蜂)

的开篇*回忆的开始+里#叙述者开始以*我+开启

个人回忆& 第一人称*我+视角的故事讲述#让读

者仿若置身于故事情境#亲临人物现场#得以靠近

人物,触摸人物#与人物处境产生共鸣& 而至*逃

亡+这一部分#叙述者开始讲述另一部小说& 因

此#接下来#之前代表叙述者的第一人称*我+在

*隐瞒消息+这一部分里被转换为第三人称*主人

公+#而在*警察的话+这一部分里*我+甚至又被

直接称呼为*叙述者+#第一人称内视角被切换为

第三人称外视角& 不仅如此#在叙事过程中#叙述

的 *我+,回忆的*我+,小说的*我+彼此关联又彼

此相异& 如#作品中*我+与*主人公+之间突然而

至的切换#*此时主人公正带着他的消息走上阶

梯+

"

*一开始#我正往楼上走22最后强忍住自

己#隐瞒了这个消息+

#

& 再如#*我+与 *叙述者+

之间频繁发生的切换#*当警察迈着大步朝叙事

者走过来时+

$

*警察问了三次我的名字+

%

& 人

称的突然改变#*我+的频繁切换#意味着叙述者

的改变#不同叙述人称的选择带来叙述视角的巧

妙变换& 叙述视角的转换打破了时空的限制#导

致人物与故事距离的变化#使得现实与虚构,历史

与想象之间的界限不再清晰&

!二"动态性叙事格调

小说没有将叙述视角固定在某一个叙述者身

上#叙述视角的多变产生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交

互叙述#创造了多维的叙述声音#读者的审美距离

也随之发生变化& 根据著名学者苏珊3兰瑟在

(虚构的权威)中提出的作者型声音和个人型声

音这两个关于叙述声音的重要概念#我们不难发

现#(大黄蜂)同时融入了个人型叙述声音和作者

型叙述声音& 在(大黄蜂)中#由*主人公+ *叙述

者+发出的类似第三人称外视角的叙述声音可以

说是小说作者汉德克借助人物发出的作者型叙述

声音& 这种*异故事的#集体的并具有自我指称

意义的叙事状态+

&的叙述声音较之第一人称叙

述的*那些有意讲述自己的故事+

'的个人型叙述

声音拥有更大的理性发挥判断的空间#可以制造

一种间离效果和审美距离& 作者利用将故事叙述

和体验融为一体的同故事叙述的第一人称叙述构

筑故事的真实性#而借助异故事叙述的第三人称

叙述打破认知局限将个人记忆书写引至历史的反

思& 读者由此摆脱叙事的控制#重启判断#深化认

知& 这样#小说文本便可以通过个人历史的书写

引发读者对历史真实和社会现实的理智反思& 这

种动态性叙事格调摒弃了传统的叙述者的单一视

角#打破了读者对真实历史的认知桎梏& 其所具

有的极大的叙事张力使得叙述者的战争记忆就不

仅仅是生命个体在战中和战后所经历的创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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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军!(消解虚拟叙事#重现真实感受---解读彼得3汉德克的小说.大黄蜂/)#(国外文学)!$%!年第 "期&

彼得3汉德克!(大黄蜂)#聂军译#载(无欲的悲歌)#顾牧,聂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

彼得3汉德克!(大黄蜂)#聂军译#载(无欲的悲歌)#顾牧,聂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2页&

彼得3汉德克!(大黄蜂)#聂军译#载(无欲的悲歌)#顾牧,聂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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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珊3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黄必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年版#第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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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还指向小说文本之外德意志民族关于二战的

痛苦的集体记忆& 被唤醒的无数个人记忆承载了

一个民族痛楚的集体记忆& 因此#文本的叙事效

果也随之被最大化&

汉德克坚持真实性写作原则#他认为#叙事艺

术的本质在于表现作家的真实感受,事物的真实

状态以及表现的真实手法& 从决定成为一名职业

作家开始#汉德克就下定决心要做一个*生活在

象牙塔里的具有绝对意义的作家+#而绝非一个

*内心在社会化和文化工业中自甘堕落的作家+#

因而#他希望自己一方面能够自觉反省内心#另一

方面则能够*重新发现不再能感受到的真实#从

而刺激读者对真实早已麻木的反映+

!

& 固定视

角往往会让读者对作品叙说的故事的真实性产生

怀疑#故在(大黄蜂)中汉德克摒弃了固定的叙述

视角#而借助多人称视角变换,模糊叙述者和主人

公等手法加强事件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增加叙述

的亲切感和可靠性& (大黄蜂)独特的声音叙事

策略#正是汉德克真实性写作原则与直面现实的

文学追求的一次深入实践&

二5多样的声音景观

在(大黄蜂)中#汉德克除了通过营造多重叙

述声音描述了二战给民众带来的心灵重创和折

磨#还打破以视觉图景为主的描写手法#通过对声

音意象的描绘塑造多样的声音景观#创造了一个

可以倾听自己内心声音的深刻世界#以*更新对

世界的知觉+*破除人们习以为常的世界观念#摆

脱似乎理所当然的判断事物的标准+

"

#从而进一

步激活深度认知#重筑民族记忆& 仔细阅读和分

析文本#我们不难发现(大黄蜂)这一叙事作品#

描述了各种不同的声响#塑造了丰富的声音意象#

呈现出多样的声音景观#表现了作家深刻的感受

力#也为读者打开了感知的新途径&

!一"乡村音景

在(大黄蜂)这部作品中#汉德克描述了各种

各样的声音#有自然声#也有人为声#

& 自然声主

要包括自然环境下的风声,雨声,水声,动植物发

出的各种声响等等& 如小说中#苍蝇的嗡嗡声,狗

的尖叫声,猫的呻吟声,马的嘶叫声,沙子纷纷落

下的簌簌声,碎石子的当啷声,沙子和碎石子在筛

子里的唰唰声,风吹窗帘的嗒嗒声,沙粒敲打玻璃

的嚓嚓声,衣柜门的嘎吱声,雨水的噼啪声,风把

铁轮箍从仓库墙上吹落到院子里的当啷声,风吹

湿草地的嘶嘶声,自行车松动的挡泥板的啪嗒啪

嗒声,绷紧的铁丝在风中的唧唧声,挂在铁丝上的

湿衬衣发出的啪啪声,院子的柴房门碰到木板堆

的噼哩啪啦声22这些自然声意象俯拾即是& 人

为的声音则包括语言,音乐以及人类居住环境中

的各种声音等等& 如小说中#喇叭里传来的宣战

声,空袭警报声,炸弹的轰炸声,拖拉机爬坡时发

出的突突声,火车行驶的呼啸声,汽车驶过的隆隆

声,啃苹果的咔嚓咔嚓声,放映机器里的嘶嘶声,

街道上乱哄哄的声音,人们的嚷嚷声以及悲泣哀

号或欢声笑语,鞋底在潮湿的沙地上发出的嚓嚓

的声音,教堂钟声,炉子开关的咔嚓声,指间沉闷

的汲水声,水龙头下喝水口腔里发出的咕咕声,嘟

囔声,吼叫声22比比皆是& 汉德克通过各种拟

声词对这些独特的原声进行模仿#其中很多声音

作为基调音部分地建构了乡村的日常生活世界#

联系着最真切的生活体验和最真实的生活方式&

此类*听声类声+的原声模仿对事物的描写往往

细腻而又充分#读者得以通过*高保真+的声音景

观真切地感受到大自然场景和日常乡村生活& 其

所具有的生动传神的表现力#使人物对声音的感

知构成了真实感受的一部分#也重新激活了读者

贮存在脑海中的声音记忆#唤醒了一个记忆的,经

验的世界$

&

声音的写实模拟烙着生活的鲜活印痕#重现了

汉德克对家乡的回忆& 无论大自然的声音是优美

和谐还是喧嚣嘈杂#无论这种日常生活是幸福或是

悲伤#在朝向故乡家园的记忆书写中#这些熟悉的

乡村音景就是过去生活状态的见证者#这些细腻的

原声模仿连接着消失在时间另一端的生活&

!二"情感音景

声音是人情感的外化& 听觉叙事不但可以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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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民!(彼得3汉特克---通向自我和世界图像的神圣之旅)#(外国文学动态)!$$!年第 +期&

章国锋*!(天堂的大门已经关闭---彼得3汉德克及其创作)#(世界文学)%&&!年第 +期&

此处对(大黄蜂)中声音的分类主要是依据傅修延在(听觉叙事研究)一书中从声源角度对声音的划分& 可参阅傅修延!(听觉叙

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年版#第 %3#页&

吴晓丽#刘立辉!(卡森3麦卡勒斯小说的声音叙事)#(江西社会科学)!$!$年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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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时空感#而且可以传情达意#塑造人物心境,性

格& 汉德克通过对各种听觉情境的描绘#展现人

物内心情感#烘托人物情感脉络#描写人物心路历

程#进而推动整个故事情节的发展& 如!弟弟尸体

被送交到家时#作者用*母牛嚼草料时牙齿的咯

吱声+*女人们祷告时发出的哀泣和颤抖+ *马厩

里那匹马的嘶叫声+等各种声音衬托父亲当时异

乎寻常的忧伤和痛苦& 当抬着弟弟尸体担架的士

兵进屋时#父亲再也克制不住#*突然朝马厩里大

喊起来#命令这匹马停止那没完没了的撒尿+#随

之又说*恨不得打自己一个嘴巴+#但父亲没有这

样做#而是*嘴里嘟囔了几句#让士兵们穿过敞开

的房门#走进屋里+#士兵们则*尴尬地听着他愤

怒的吼叫+#父亲最后只是*没完没了地磕打着鞋

子+#对儿子们*连一句话都没有说+

!

& 在这段听

觉情境的描写里#汉德克敏锐地抓住了特定环境

中声音的特质#巧妙地利用声音传情达意& 他将

*母牛嚼草料时牙齿的咯吱声+*女人们祷告时发

出的哀泣和颤抖+*马的嘶叫声+*四处乱溅#又是

咝咝作响#又是噼噼啪啪+的马的撒尿声和父亲

的大喊声与嘟囔声,对士兵们的愤怒的吼叫声,面

对儿子们的沉痛无声等多种听觉意象组合在一

起# 通过细致入微的声音情境描写渲染情绪气

氛#刻画了冷酷残忍的现实#向读者传递父亲无以

言说的丧子悲痛和对没完没了的战争的愤怒和无

奈#让读者对人物那时那刻艰难和绝望的心情感

同身受& 再比如#作品中这样写道!*雪停了以

后#呼喊的人会冻坏舌头的& 当时#他从白天到晚

上都在荒芜的雪地里跑来跑去#呼喊着#张望着#

寻找下落不明的弟弟&+

"在弟弟马提亚斯失踪以

后#哥哥格奥格尔不顾一切四处寻找#哪怕雪后的

呼喊可能冻坏舌头#他依然从早到晚在雪地里不

停地呼喊和寻找& 此处雪地呼喊的听觉意象的运

用所构筑的听觉情境#生动地传达了哥哥急切寻

找弟弟的执着,痛苦和无助& 声音的叙写使情感

的表达充分鲜明却又不失委婉悠长& 汉德克借助

听觉情境更好地渲染和烘托出了人物的情感氛围

和心理特征&

这些听觉描写紧密联系着作品中人物的心理

情感与生存状态#而人物个体所经历的悲哀和无奈

也承载着无数人痛苦的战争受难记忆& 作者注入

声音文本中的情感动力#会引导读者自然而然进入

*心听+状态& 在听觉叙事所塑造的情感声音景观

里#作品的叙事空间也得以进一步丰富与拓展&

三5深层的叙事隐喻

(大黄蜂)里#这种种自然的,人为的声音既

是情景性声音#也是集体听觉意象#而绝不仅是作

家对自然和人世客观声响的简单复制重现#也并

非独有的个体听觉体验#这多样的声音景观带着

深厚的情感意蕴和文化意味& 汉德克通过对过去

感知的声音的描摹和再现#激发记忆,引发想象,

带动情感#在深层的隐喻维度上#达到连接历史与

现实,认识自我与世界的目的& 通过分析这些声

音景观#我们仿佛亲临那个年代和地域的听觉现

场#可以了解这些发声者的生存境遇#从中揣摩作

家的创作意图#揭示出听觉叙事在表达作家情感

和深化叙事主题上的重要意义&

(大黄蜂)的叙述者同时又是小说的主人

公---失明的格奥格尔& 小说以格奥格尔为第一

人称叙述者#从一个盲人的视角回忆童年和历史#

讲述战争时期的变幻无常& 失明虽然意味着视觉

受到限制#但却能使人将注意力全部集中于倾听#

可以更加用心地去倾听那些被现在的我们所忽视

的声音#获得更为真实的洞察和全面的感知#

&

因此#视觉感知的缺位使听觉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他摸到的东西和听到的声音帮助他征服了这个

失落的世界&+

$作品中的这句话无形中流露出汉

德克对视觉中心主义的质疑和对听觉感知的倚

重& 他借助失明这一意象#凸显听觉感知#呼唤聆

听意识#意欲通过失明的*观察者+的叙述和回

忆#回到历史本身#再现隐没的历史真实#也借此

进入关于现实生存的哲理性思考&

!一"无形的战争$音墙%#为历史发声

虽然(大黄蜂)里并没有对于硝烟弥漫的战

争场面的直接的正面的描写#但是在作品所创造

的听觉世界里#读者似乎能嗅到前线的硝烟味&

喇叭里传来的宣战声,飞机飞过的声音,空袭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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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邓桂英!历史意识与自我认同!论(大黄蜂)的听觉叙事

声,炸弹的轰炸声#构筑起了一堵无形的战争*音

墙+#主导着人的听觉#一下子拉近了读者与战火

的距离$再加之作品中有意无意提到有落到学校

和电影院的炸弹,从天空滚滚而来的轰炸机,踩到

的子弹壳,父亲干农活的地方炸弹四起等#读者仿

佛在字里行间听到了这些让人倍感煎熬的战争声

响#能真切地感受到人物艰难的战时处境和战争

所带来的毁灭性的影响& (大黄蜂)以二战时期

的创伤记忆编织而成的听觉型文本来为个体与民

族的历史发声#是在深层隐喻的层面对二战的再

思考& 在虚实杂糅之间#(大黄蜂)透露出深厚的

历史意识#投射了汉德克求真质疑,不忘过去,渴

望和平的历史观念&

轰炸机声音是二战中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

一种声音#有着浓郁的感染力& (大黄蜂)借助这

类声音的呈现唤起经历二战的群体对于战争的共

有情绪感知& *22忽然听到一种吓人的轰隆

声+

!

*他们一听见那越来越大的声音时#就立刻

钻进玉米地里#双手护着脑袋#而这轰隆声从地平

线上冲过来22+

"

*当弟弟们第二次听到那轰炸

机一样的声音时#就朝那儿望着发愣#一双呆呆的

眼睛就像被什么东西刺了一样& 嘴里还没有咽下

去的东西在脸庞后笨拙地堆积着,蠕动着& 22

他们用力屏住呼吸#脸色憋得涨红&+

#轰炸声在

作品中的反复出现激起了人们关于战争的更多印

象与想象& 这绝非声音的简单记录#更似一种隐

喻连接历史与现实& 不绝于耳的轰炸机声音就如

大黄蜂嗡嗡作响挥之不去#这种个人的声音记忆

也自然而然地唤起了德意志民族关于战争的集体

记忆#凝结成一种具有集体共识性的声音意象#内

蕴着对二战历史的深刻反思和批判& *历史是安

放民族心灵的天地#历史的保存在于后辈的记忆&

不然#后辈会永远失去历史#心灵也就会永远处于

漂泊之中+

$

& 这些战争声音记忆的再现#让读者

进入到作品的声音世界中#一起经历着战争#继而

认识历史,正视历史,反思历史& 作家尝试借此唤

起群体文化身份认同#塑造族裔集体意识#强化民

族凝聚力&

家庭因素,生活环境和成长经历使得*二战+

成为汉德克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成为其日后

写作绕不过去的关键词& 对*二战+这一历史文

化记忆展开反思和批判#是汉德克作为其所在时

代的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所在& *让事件与所

有人都相关+

%

#面对任人言说的或者空白的民族

历史#汉德克用不断转换的叙述视角创造复杂的

叙述声音#用战争声音记忆的再现重启激活读者

对过去的真实认识& 德里达说!*唤起记忆即唤

起责任& 缺少一项#怎么思考另一项'+

&汉德克

对二战历史的叙述的目的在于通过记录个体记忆

叙述个体历史#重新构筑关于二战的创伤性记忆#

并将个体的战争创伤记忆激活为集体的痛苦记

忆#借助个人与过去的连接#再现故国之患与生存

之艰#还原历史与补充历史& *遗忘或许能带来

轻盈的生存#只是这种0轻1带来的是迷失的虚

无+

'

& 而只有获得关于历史和过去的认知#我们

才有可能走向未来& 这是汉德克用一段段鲜活的

回忆片段给予我们的启示&

!二"逝去的乡村$天籁%#抒发无解的乡愁

汉德克通过回望式写作#借助乡村音景再现#

不仅生动地探求了德意志民族所关注的历史之

维#更着力于平常环境的声音描述#展现社会变迁

和世间万象#倾注了现实境遇中的生存诉求&

用听觉感知生活,激活回忆#意味着重启对生

活的再体验和新感受#从中捕捉生活感受中的真

实& 夜里火车的声音,市区有轨电车的声音,长途

载重卡车的声音,马达声,钢轨声,鸣笛声,扳岔道

声,蒸汽机声,拖拉机爬坡时发出的突突声,汽车

驶过的隆隆声,放映机器里的嘶嘶声,街道上乱哄

哄的声音22这些乡村音景中的刺耳的声音信号

揭示了二战带来的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变化#冲击

着读者的心灵#也使读者对当下的社会氛围和人

物的生存境遇感同身受& *一个人从汽车的声音

里就能听出#他是正穿行在一个房屋林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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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正走在一片旷野上& 22城市里的街道发出

的回声和乡村不同&+

!机器轰鸣,众声喧哗的现

代工业文明摧毁了田园牧歌般和谐的乡村音景#

工具理性,机械主义,战争造成人性的异化和冷

漠#宁静美好的乡村日常已经一去不复返& 这既

是从听觉表现对象感受的真实#又是能感知到的

真实世界的现实& 作者通过城镇化的声音叙事#

展现了现实社会形态#表达了对战后现实生存的

感知与反思&

声音的在场与缺席往往隐喻着当下生活的真

实状态& 在工业化的现实社会形态里#一边是喧

嚣的城镇化的声音不绝于耳#一边是熟悉的大自

然的声音悄然而逝#由此伴随的是人们生活的窘

迫和艰难& *一个雨夜之后#路上到处躺着死去

的蛤蟆22夜里#可以看见蛤蟆在汽车灯光下笨

拙地---这也是它们天生的走路方式---连爬带

跳穿过马路#数不胜数#没完没了& 一旦它们被轧

死在路上#那姿势就像登山者攀岩壁时的姿势一

样&+

"

*那些被轧扁在公路上的蝗虫头部和那些

凸出来的,完好无损的后半身让他感到极大的愤

慨#深深刺痛了他#就像一场捧腹大笑之后肋下疼

痛的感觉那样& 一辆小轿车疾驶而过#一阵风惊

动了那些蜷曲着的动物#惊动了蝗虫和那些趴在

地上的蛤蟆#吹得它们身体翻腾#卷进了风里& 那

些没有被轧成肉酱粘在路上的虫子吓得连滚带

爬#四下逃窜#卷入汽车尾部的气流中&+

#这是格

奥格尔行走在寻找弟弟的乡路上看到夜雨之后路

上到处躺着死去的蛤蟆和被轧扁在公路上的蝗虫

的一段描写& 这些描写虽然没有对蛤蟆和蝗虫原

声的直接模拟#但读者仿佛能感受到汽车疾驰而

过的喧嚣,虫子凄惨绝望的叫声,弥漫着死亡气息

的世界和那一颗颗浮躁得就像长满了荒草的心

灵#其描写背后的隐喻层面的意义值得深思& 蛙

鸣虫叫是一种乡村生活的基调音#这些熟悉的声

音景观给人创造出一种归属感和认同感#在乡村

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 耳边听着蛙

鸣虫叫#这是一种内心坦然的,与世无争的宁静与

安详& 这些此起彼伏,连绵不断的蛙鸣虫叫陪伴

人类走过了漫长的岁月#人们对蛙鸣虫叫有着发

自内心的向往#一种对乡村田园牧歌生活的美好

向往& 当蛤蟆被疾驶而过的汽车轧死在路上#当

蝗虫要么被轧成肉酱粘在路上要么被卷入汽车尾

部的气流中#它们和现实社会中那些在城市里东

奔西走#躲避车辆扬尘疾走了多如虫蚁的人们#又

是多么相似& 蛤蟆和蝗虫的命运正隐喻着以汽车

为代表的现代工业文明对大自然乃至一切的破坏

和摧毁& 这一切无不是民族历史和命运的隐晦的

投射&

小说借助对家乡这一听觉空间的模糊不清的

追忆#诉说着对家园的怀念和对归属的向往#满蕴

着一腔无解的乡愁& 那些从前的日子#那些远去

的蛙鸣虫叫#唤起饱含乡愁的图景#召唤了一个失

落的,记忆中的世界& 汉德克人生早期体验的乡

村生活#中期经历的战后反思和后期面对的繁荣

的工业社会#使他在批判审视二战这段历史的同

时对工业文明流露出回忆的创伤和难以摆脱的绝

望& 在他看来#人类不仅亲手制造了二战这一暴

行#还用其他自我毁灭的行径#给自己带来毁灭性

的灾难& 乡村的*天籁+和安宁的生活#不该是仅

仅停留于记忆中的存在& 汉德克通过声音来表现

真实生活和真实感受#用乡村音景构筑了对家乡

的想象性重构#将自己对人类困境和命运的思索

渗透其中#引起人们对后工业时代人的异化和生

存环境危机的深思&

!三"孤独的寻找之旅#道尽艰难的认同

汉德克的记忆重塑和听觉叙事同时也聚焦人

的自我认知#探求个人能否突破桎梏#完善自我认

知#重塑主体认同& 现有汉德克的相关研究已表

明(大黄蜂)与作家亲身生活经历之间有密切关

系#(大黄蜂)带有明显的自传色彩$

& 吉登斯认

为!*自传的思维是自我治疗的中心因素& 对于

个人生活连贯感的发展#历史是一种主要的手段#

它有益于逃避过去的束缚和敞开未来的机遇&+

%

汉德克对于战争历史与社会变迁体验的自传性言

说最终指向自我追寻& 然而这条自我寻求之路也

因背负着个体与民族的共同的创伤性感受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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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邓桂英!历史意识与自我认同!论(大黄蜂)的听觉叙事

忆#尤显艰难&

主人公格奥格尔孑然上路寻找溺水而亡的兄

弟马提亚斯#这一基本叙事线索具有强烈的象征

意味& 记忆是身份的重要表征& 破碎的记忆意味

着自我身份的不确定性& 作者用虚实相间的,凸

现听觉感知的碎片式记忆表达了身份的不确定性

和自我认同的艰难& 正如作品中所写*我问我自

己是谁+

!

#现实的生存处境中#人们迷失了自己#

不知道自己*在哪儿+ *要干什么+& 查尔斯3泰

勒曾指出!*正确地理解现代性#就是实施拯救活

动&+

"寻找弟弟#实际是在寻找自我#是在对那个

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失去归属感,在现代内在

性的焦虑中迷茫而困顿的自我展开审视与追寻&

主人公格奥格尔的上路#是踏上人性思索,个体寻

根,家园寻找之旅#表征着自我身份的重构和自我

回归的努力& *他走在他认为自己走的路上& 为

了自己#他越过重重障碍&+

#格奥格尔行走在寻

找弟弟的乡路上#表现着一种坚守与寻找#一种面

对历史的困惑和选择#也展现出对于二战的罪责

及其思想根源的思考& 而主人公寻找的最终目的

也许只有一个---如何在寻找的过程中找到一种

战胜过去的方法#从而真正回归自我& *叙事就

是作者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把人生经验的本质和意

义传示给他人&+

$汉德克正是围绕有着自传相似

性的主人公对弟弟的寻找#讲述了一个关于失落

和寻找的故事#在声音的描摹和记忆的再现中#展

开了一场回归自我的身份诉求之旅#反映了人类

被工业化控制的生活状态和家园感的缺席#含蓄

巧妙地传达出小说文本蕴藏的特殊意义&

结语

(大黄蜂)是一部充满*声音+的文学作品&

彼得3汉德克融自我认同与历史意识为一体#以

复杂多样的叙述声音,富于象征意味的声音景观#

叙述了自我与民族的历史与过往#敞开了对自我

与社会的反思#凸显了文本的特定意义& 在个人

体验与感伤情绪背后#(大黄蜂)深蕴着对历史真

实的重新认知,对现实的深刻思索和对自我的执

着探寻#散发着独特的艺术魅力和美学价值& 每

一种声音都让我们听见力量#而声音的力量会照

亮我们的思想& 对听觉叙事的关注与考察是叙事

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只有融合视

听感官去感受和体验叙事中的丰富世界#*聆察+

叙事中的复杂而又微妙的*声音+#我们才能更好

地感知和理解叙事的多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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