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多次想起
“修道院”里的

萨拉马戈

在去冬今春的数个月时间里，我许多次地想起葡萄牙作家若泽·
萨拉马戈以及他的长篇小说《修道院纪事》。这本1999年夏季买来的
书，当时我只看了三分之一，随后便束之高阁。在过去的十多年中，我
没再看过它，甚至遗忘了它。遗忘萨拉马戈，我可以找出诸多理由。
比如，在与文学朋友交往中，几乎很少有人跟我提到他和他的作品，即
使偶尔说到，我也能从朋友蒙眬的眼神中推断出来，他没有注意过萨
拉马戈的作品；我也很少听到中国大陆的哪个批评家说起萨拉马戈。
虽然萨拉马戈在1998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他比起同样获得“诺
奖”的作家——帕慕克、耶利内克甚至特朗斯特罗姆——在中国大陆
的知名度要逊色很多，甚至他三年前去世时，文学界好像也没有什么

“动静”。可是我却在最近几个月里，许多次想起这位远在天堂的葡萄
牙作家——许多时候真的无法解释一种心境。

阅读《修道院纪事》需要身心的宁静，因为书中太多的宗教典故以
及宗教典故式的幽默，按我们惯常的阅读方式，确是阻碍了阅读的顺
畅。比如宗教裁判所的历史背景，比如以历史上真实存在的“马芙拉
修道院”建筑过程为背景的抒写，比如经常出现的诸如“七个太阳”的
人物别称等等，必须耐心地看，必须不断地把书放在膝头上，静思一会
儿，然后再继续慢慢阅读。

说起来，《修道院纪事》的故事很简单，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
一位叫巴尔塔萨尔的残疾士兵和一位具有特异视力的姑娘布里蒙达
之间的奇特的爱情故事，以及他们遭受的宗教社会扼杀人性的悲惨境
遇。小说抒写了 18世纪残酷的历史现状，据讲是影射上个世纪 80年
代葡萄牙社会的种种弊端。小说虽然叫《修道院纪事》，却并没有将故
事图景局限在修道院里，而是展现了修道院外广阔的社会人生。萨拉
马戈在这个简单的故事框架内，用虚幻交替的叙事方式，展开了独特
的叙述，用超强的想象力、感人的同情心以及强烈的反讽意味，丰厚了
小说的精神内涵。

杜鲁门·卡波蒂在谈到“想象力”时说，“应该是具有关于透视、影
调的诸般法则，应该像绘画和音乐一样”。那么萨拉马戈的想象力又
是什么呢？我想，首先就是“意外”。书中一位叫洛伦索的神父，要把
大鸟（一种代替风力的机器）拉到海边时，忽然看见“机器在短短的几
分钟之内便到了海边，似乎太阳在拉着它”。还比如，布里蒙达和巴尔
塔萨尔在庄稼地里相爱，巴尔塔萨尔趴在布里蒙达的身上，幸福的布
里蒙达看见天上所有飞过的东西，都是“心爱人巴尔塔萨尔的身影”。
这样超凡的想象在书中有太多、太多。

再说感人的同情心。巴尔塔萨尔出场时，萨拉马戈是这样为男主
人公设计的：从战场上下来的巴尔塔萨尔，是一个失掉了左手的可怜
的士兵，他千里迢迢来到了里斯本。战争结束了，双方交战国的国王
同时顺利登基了，士兵们没有用了，尤其是残疾的士兵，更是无人过
问。巴尔塔萨尔只想拥有一份真挚的爱情，可是当他遇上心爱人布里
蒙达的时候，却又是在那样一个残酷的场合（一百多个将要被执行鞭
刑、绞刑和火刑“罪犯”的场地）：布里蒙达的母亲被宗教裁判所判处火
刑，布里蒙达远远地通过心灵来与母亲做最后的告别，此时巴尔塔萨
尔站在了布里蒙达身边，或者说他爱上了这个同样可怜的姑娘。当他
们并排离开行刑场地时，周围都是欢乐的人群，这对恋人和所有人一
样“鞋跟上粘着黑色的人肉留下的黏黏的尘土和烟垢”。还有一段情
节也非常震撼。在写布里蒙达和巴尔塔萨尔结婚时，他们没有去教
堂，而是自己举行了仪式——新娘布里蒙达“用处女膜破裂的血，在昏
黄的油灯下，在空中和他的身上画了十字”，从而完成了圣事。萨拉马
戈感人的同情心来自哪里？我想应该从作家的人生经历中去探寻。
他出生在葡萄牙南部阿连特茹地区阿济尼亚加镇的一个贫苦农民家
庭，在1976年成为葡萄牙为数不多的职业作家之前，可以说是一个

“彻头彻尾”的“底层人物”，他当过汽车修理工人、绘图员、社会
保险部门职员，后来职业有所改变，做了翻译、记者和编辑。萨拉
马戈真诚地说，我只是一个普通孩子，少年时代在公共图书馆里与
文学相遇，从此走上了创作道路，写作于我而言，就如同做椅子。“普
通孩子”、“做椅子”，这就是“生活在地上”的萨拉马戈的标签——尽管
他写出了许多“天上的事情”——他清醒地知道自己的作品应该具有
怎样的精神质地。

萨拉马戈的《修道院纪事》还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文学界或
是批评界有一种惯常思维，譬如说到“反讽”，便是布尔加科夫的《大师
和玛格丽特》；说到抒写“小人物”，便是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畸人》；
说到抒写家乡，便永远是那位着眼于“邮票般大小的家乡”的福克纳；
说到“政治小说”，永远都是奥威尔的《1984》；说到短篇小说，似乎总也
离不开雷蒙德·卡佛和巴别尔……当然那些作品是经典，可是能不能
再去寻找被忽视的经典呢？譬如《修道院纪事》里“反讽”的抒写。

《修道院纪事》开篇便是反讽的开始。王宫里没有王子，但满大街
上都是王室的私生子，甚至到了“成群结队”的地步。国王的女人为了
生下王子，只能在国王下床后，一动不动躺在床上，等待着体内的“生
命结合”，尽管如此小心，还是不能生下王子，为何？随着故事的讲述
我们知道，因为“道德顾忌”，导致王后不能产生“生命结合”的液体。
威严的宗教使得王室高高在上，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同样又因为威
严的宗教，使得王室面临无法延续的尴尬。还有，最先洞察布里蒙达
和巴尔塔萨尔爱情的神父洛伦索，为了把他的机器（大鸟）做好，悄悄
地找到巴尔塔萨尔，想要巴尔塔萨尔做他的助手，巴尔塔萨尔把残疾
的手臂伸出来，洛伦索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悄悄地说“上帝也是一个
断臂者，也没有左手”。这样的叙事在《修道院纪事》里比比皆是。反
讽，并不仅是“语言的喧哗”，也不仅是“修辞的锐利”，应该是隐藏在文
本之中，隐藏在小说情境中，隐藏在人物精神上，隐藏在“不动声色”的
叙述背后。

《修道院纪事》不是一部很好阅读的小说，叙述平静，甚至有些沉
闷，看不出节奏上的起伏，所有的阅读惊异，都来自于阅读过程中的耐
心捕捉。而且叙事中人物的对话，没有冒号、没有引号、没有分行、没
有另起段落，甚至语态都没有任何变化，完全融入平展的叙述中，稍微
有一点心浮气躁，就会走入“阅读岔径”，精彩就会悄悄滑走，再也找不
到了。譬如神父洛伦索的大鸟，尽管他有着国王神圣的命令，可以做
各种试验，最后给予他力量的，并不是国王，而是“太阳”。

阅读 《修道院纪事》 能使人充满沉静和耐心。这可能来自于萨
拉马戈有意布下的“叙述圈套”，因为他在书中布置了许多谜团，似
乎有意在跟读者较量忍耐极限。例如关于巴尔塔萨尔的别称“七个
太阳”的缘由，萨拉马戈并没有任何交待，从人物出场就是这样命
名，始终不给解释，由你自己去解读——莫非给予洛伦索神父那只
大鸟力量的“太阳”和巴尔塔萨尔的别称有关？总之，需要读者去
联想。

萨拉马戈获得过诺奖，还获过葡萄牙语文学的最高奖“卡蒙斯
奖”。2010年他以88岁高龄去世后，葡萄牙政府不仅为他举行葬礼，还
设立了为期两天的全国哀悼日，称其为“伟人”和“葡萄牙民族文化的
代表之一”。萨拉马戈是一位谦逊、平和、温善的人，还是一位善于学
习别人经验的人。例如他另一部影响巨大的长篇小说《失明症漫记》，
就是学习了“卡夫卡式”的笔调，这部作品与《修道院纪事》一样齐名。

萨拉马戈生前曾在不同场合讲，卡夫卡、博尔赫斯、佩索亚才是20
世纪精神的作家代表，至于他本人，他认为“不值一讲”。我想，这也正
是我许多次想起他、尊敬他、重新阅读他的缘由。

英
国 小 说 家 伊
夫 林 · 沃

（1903-1966）
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父亲
是一家出版公司的资深编
辑，其兄是一位小有名气
的小说家。沃的作品今天
仍然被人们所喜爱，主要
缘于其简洁明快的文体和
辛辣入木的嘲讽。

就个性而言，伊夫林·
沃属于争强好胜之人。
他在平静、富足、
安乐的环境中度
过了童年，但
是恃强凌弱
似乎是他家族的
特点，也是他个性的
组成部分。后来沃认识到
这样做会受到人们的鄙视，就
极力掩饰。他在学校里尽力好好学
习，获得了认可和尊重。但他性情孤
傲，瞧不起智力平平的同学，因此没有朋友，
感到十分孤独。沃在牛津大学学习历史的几年
成为他最自由、最开心的时期。在致朋友的信
中，沃说：“我不能告诉你牛津的生活，因为我还
没有完全了解。但这是极其美丽、与过去完全
不同的新生活。我不读书，也没有进过教堂。”
沃在牛津大学期间，一心结交权贵子弟，放纵情
感，酗酒无度，还有短期的同性恋行为。他与导
师的关系极为恶劣，以致没有拿到学位，负债累
累、不体面地离开了牛津。

离开牛津之后的日子是沃一生中最为落魄
的时光。他求职受挫，爱情遭拒，尝试写小说、
电影剧本都不成功，绝望中曾尝试自杀。在他
走投无路之际，一家出版社的编辑朋友安东尼·
鲍威尔约他写一部罗塞蒂的传记。沃与罗塞蒂
之 间 的 诸 多 共 同 之 处—— 酗 酒 、忧 郁 和 失
眠——使他写起来得心应手。沃讲述罗塞蒂的
生活仿佛就是在讲述他自己：“1867年，他的忧
郁和烦躁不安发展成了严重的失眠症，患了这
种病症的人一般都想方设法尽可能多睡一会
儿，努力维持自己逐渐衰弱的身体。罗塞蒂做
不到，他既不能休息也不能工作，日子一天天在
极度忧郁中度过，他的思想和谈话越来越多地
集中在自杀的问题上。”沃的最后几年也是这样
度过的，他的小女儿在感谢人们对父亲的哀悼
时说：“如果你们亲眼目睹了他最后几年精神上
的痛苦，知道他是怎样一天天艰难度日的话，就
不会为他的离世感到悲痛了。”

沃的优美文笔和横溢才华在罗塞蒂传记中
得到充分展现，也为他后来写小说谋生奠定基
础。沃的第一部小说《衰落》（1928）使他一举成
名，温斯顿·邱吉尔曾经拿这部小说作为圣诞礼
物送给朋友，足见其影响。小说标题取自爱德
华·吉本的《罗马帝国的衰亡》，意在讽刺大英帝
国的衰亡。小说主人公保罗是个天真的大学
生，因为佩戴的徽章与某俱乐部的徽章相似，被
俱乐部的成员剥光了衣服。他只穿一条短裤跑
回宿舍，又被校方以行为不检的罪名开除。监
护人以他被开除为由，剥夺了他的继承权，用这
笔钱为女儿置办结婚的嫁妆。保罗去乡下当了
教师，被学生的母亲看中，做了她的情夫。这个
女人的财富来自在南非经营的妓院，保罗受她
委托安排一批女子前往南非，却不知道这是替
她贩运妓女，被国际联盟的官员逮捕判刑。这
个女人后来与内务大臣结婚，制造了保罗死在
手术台的假证，让他隐姓埋名，重回牛津大学读
书。小说讽刺了英国的教育机构、上层社会和
监狱制度。保罗被迫进入的是一个恃强凌弱、
落井下石的世界，而他的天真成了他们盘剥、欺
辱他的借口。小说的循环结构也值得注意：序
幕把保罗推入了社会，尾声又把保罗送回了校
园，中间三个部分分别讲述保罗在小学教书、在
上流社会的奇遇以及在监狱的见闻。小说叙述
人不动声色，对于发生的恐怖、邪恶事件无动于
衷，不置可否，一副完全置身事外的姿态。

随后，沃沿袭第一部小说的风格连续写出
了《肮脏的肉体》（1930）《黑色恶作剧》（1932）

《一撮尘土》（1934）《独家新闻》（1938）等一系列
讽刺小说，成为红极一时的畅销作家。与此同
时，沃还写了大量日记、信件、新闻报道和游
记。他的《地中海之行》（1930）《远方的人们》

（1932）《沃在阿比西尼亚》（1936）等都是根据日
记、笔记和回忆写成。在此基础上，这些材料经
过作者丰富想象力的幻化和加工又演变成小
说。他小说的有些内容是直接从游记搬过来
的，将他的日记、信件、游记和小说参照阅读，会
发现前者为理解后者提供了有益的线索和丰富
的佐证。沃以讽刺小说成名，读者首先欣赏的
是他的机智与幽默，还有相当程度的冷酷无情
和玩世不恭。但他作品的主要人物大多有生活
中的原型，小说里的不少人物，尽管经过作者的
改头换面，仍然被同时代人一眼认出，沃为此吃
了不少“诽谤罪”的官司。

沃还是一位大文体家，他小说艺术的最显
著特点，除讽刺之外，就是对简洁、优美文字的
刻意追求。沃认为英语语言的丰富性使得其中

每一个词都有不可替代的特
殊内涵，而作者的任务就是
挖掘这种内涵，从而达到用
词的绝对精确。他认为文体

的要素包括简洁流畅、优美雅致和个性化三个
方面，这三者的完美结合可以确保文学作品的
不朽。沃的文体概括起来有如下特征：使用很
短的简单句和省略式短语，多用排比和同位语
结构；多用主动语态，少用隐喻；句子结构平衡
而富有变化；大量使用文学典故；多用“展示”，
少用“讲述”。他对刻画丰满的人物形象不感兴
趣，认为写小说不是为了“探究人物心理，而是
操练如何使用语言”。沃创作的年代正是现代
主义文学的鼎盛时期，以伍尔夫为代表的现代
主义小说家专注于描写那接受日常生活中“形
形色色印象”的心理，那“无数原子的不间断碰
撞”。但是沃和他的朋友们，如格雷厄姆·格林，
不愿意放弃对外部客观世界的描述，不愿意去
探索纷繁复杂的内心意识。他不企图描写人物
的内心世界，而是通过对外部细节的精确描写
来暗示人物的感情。

1928年沃与贵族出身的佳娜结婚，但两年
后离婚。国外诸多评论对于沃的离婚有不同的
解释，一般认为他的酗酒和短暂的同性恋经历
使他对性生活不感兴趣，佳娜则因为自小缺乏
关爱，与沃结婚是为了寻找温暖与依靠，而沃的
自私、缺少爱心使她绝望。沃撇下新婚妻子跑
到乡下闭门创作，佳娜在舞会上认识了英国广
播公司的记者，行为出轨。离婚事件使沃颜面
扫地，深深的羞愧使他经历了人生中第二次、也
是最后一次沉重打击。小说《一撮尘土》里主人
公得知妻子背叛后的反应可以说是沃心情的写
照：“仿佛理性而体面的社会突然完全崩溃了。
他经历过的一切，他所期望的一切，转眼间就像
梳妆台上放错位置的、微不足道的、不通人性的
物体那样毫无意义。他感到刺耳的喧嚣尖叫声
从四面八方向他压迫过来，过去曾经有过的一
切难堪和此时此刻的任何疯狂，都无法刺激他
麻木的神经。”他转向宗教寻求慰藉，正式成为
罗马天主教徒，接着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到埃塞
俄比亚从事新闻采访，开始了时间更长的漂泊
流浪，直到 1937 年他与佳娜的表亲劳拉·赫伯
特结婚，婚后生有四子三女。

沃最畅销的小说当属《旧地重游》（1945，又
译《故园风雨后》）。这部小说1978年被英国广
播公司拍成 12 集电视连续剧，在英国家喻户
晓。扮演马奇梅因勋爵的是著名影星、哈姆雷

特的扮演者劳伦斯·奥利维尔。该电视剧忠实
于原作的宗教主题，其浪漫的情调和优美的景
色令人陶醉，以约克郡的霍华德庄园为实景的
乡村别墅，在豪华程度上不亚于《红楼梦》里的
大观园。1988年这部小说在我国翻译出版，是
当时沃作品中惟一译成中文的。小说以第一人
称自述的方式，描写二战期间一中年军官驻扎
一个新营地，第二天早晨发现这里竟然是他魂
牵梦绕的故地，于是触景生情，回忆起 20 年前
在这里度过的美好时光。查尔斯跟随其牛津大
学的同学塞巴斯蒂安回家过暑假，发现这个地
位十分显赫的家庭里人际关系反常。塞的母亲
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父亲与情妇常年生活在意
大利。塞酗酒，让母亲失望，最后离家出走，塞
的妹妹茱莉亚不顾母亲反对嫁给一个政客，婚
姻不幸。塞的母亲病危之时，恳求查尔斯找回
在外漂泊的儿子，查尔斯邂逅茱莉亚，二人坠入
爱河。小说以查尔斯回忆完毕，回到现实结束。

《旧地重游》之所以畅销，除了浪漫的爱情
故事之外，其宗教主题和特殊的叙事方法也功
不可没。沃在马奇梅因勋爵夫人之死上没有浪
费笔墨，因为这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注定要进天
国，而要让 20 多年没有进过教堂、一直生活在
罪孽中的马奇梅因勋爵迷途知返，临终接受神
的宽恕而进入天国，是需要浓墨重彩的。沃描
写他回到故园下车的情景：“轿车停下来，考德
丽亚先从里面钻出来，然后是卡拉，随后是片刻
的停顿，接着一块毛毯递给了司机，一根手杖递
给了男仆。这时候才看到一条腿小心翼翼地伸
了出来；普伦德此时已经站在了车门口，另一个
仆人——那个瑞士随身男仆——也已经从行李
车出来。他们两人合力把马奇梅因勋爵抬出车
外，让他站稳；他摸索找他的手杖，紧紧抓住站
了好一会儿，才攒足劲登上通向前门的那几级
台阶。”这种细致描写不仅表现了这位大人物的
威风和体质孱弱，也预示了他的死亡将和其行
动一样迟缓，需要细致入微的描述。这部小说
的副标题是“查尔斯·莱德上尉信神的和渎神的
生活回忆”，这里“信神的”回忆是对马奇梅因一
家人的回忆，而“渎神的”回忆是对自己当年言
行的回忆，小说的主人公兼叙述人查尔斯在回
忆部分是个冥顽不化的不可知论者，在序幕和
尾声部分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将不信神的查
尔斯置于信神的查尔斯控制之下，这种结构上
的安排意在突出上帝的无所不能和无处不在。

沃在政治上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二战结束
后，英国工党执政，推行一系列改革，社会生活
发生了很大变化，他的贵族情结倾向受到更严
厉的谴责。“愤怒青年”之一的金斯利·艾米斯对
沃小说中的宗教主题和贵族倾向提出尖锐的批
评，连续发表文章，“沃先生怎么这样无精打
采？”“沃先生为何如此忧郁？”沃卷入了与这些

“愤青”的笔墨官司之中，甚至以诽谤罪向法院
提起诉讼且屡屡获胜。1953 年沃接受英国广
播公司的采访，三个采访者抱着让沃出丑的动
机，提问咄咄逼人，布满陷阱，但是沃识破了他
们，从容应对。沃的传记作者赛克斯写道，“听
着录音，我几乎要可怜他们了，仿佛观看毫无经
验的斗牛士同经验异常丰富的斗牛较量一样，
表演得异常拙劣。”三个采访者浓重的中产阶级
口音和表达的混乱与沃清脆的维多利亚时代口
音和缜密的措辞形成鲜明对照。

尽管如此，沃倔强不屈的好斗性格，尖刻不
饶人的习惯，使他时常处于争论的中心，逐渐产
生了受迫害幻想，仿佛整个世界都在跟他过不
去。沃长期大量饮酒和使用安眠药，也造成药
物中毒，使他产生幻觉和失忆症状。1954 年 1
月，他听从医生的建议，乘船到南方疗养，结果
幻觉使他精神失常。他确信船上有一帮人要置
他于死地，不得不中断行程，乘飞机回到伦敦。
他以这段经历为素材写了小说《吉尔伯特·平福
德的受难》（1957）。这部小说由于披露了沃的
内心而引起批评家的兴趣，尤其是一些运用弗
洛伊德精神分析方法剖析作者心理的批评家的
兴趣。小说第一章“中年艺术家的肖像”实际上
是沃本人的一幅肖像：“平福德一家是罗马天主
教徒。平福德先生睡眠不好，过去25年中一直
使用各种不同的镇静剂，最近几年使用一种含
氯的溴化钾合剂。他保守或者说反动。他接受
英国广播公司的采访，从采访人的口气中听出
一种下层阶级人不得志时的那种愤怒。”小说第
二章，平福德乘船到南方疗养，听到各种声音都
是针对他的，比如说他的小说“情节乏味，人物
不真实可信，充斥着变态的感伤情调、粗俗的笑
话”，指控他是“犹太人、法西斯分子、同性恋、势
利鬼、撒谎者”，说他的宗教不过是跻身贵族阶
级的一个幌子。

小说中平福德的回应或许可以看作是沃的
内心声音。平福德说，在以文字优雅、文体感
人、结构精妙而著称的小说家中，他的地位相当
高，他把自己的著作视为他的产品，外在于他自
己而任人评说的东西。他认为它们制作精良，
比许多所谓天才作家的作品还好，但是他对于
自己的成就不抱虚幻的想法，对于自己的声誉
更不在意。

□高继海伊夫林·沃：没落贵族小说家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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