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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以构建“约克纳帕塔法”世界而享誉文坛的著名美国作家福克纳去世
近20年后，一颗文学新星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这就是生于斯，长于斯，并且把大部分
作品的背景置于家乡山东高密而营造出一个“高密东北乡”文学世界的新锐作家莫言。
这两位既不同时，也不同地，分属于不同文化圈的作家在创作上却颇有相通之处。
鉴于此，本书拟从文学道路、文艺思想、创作主题、人物塑造以及创作特色等几个方面对福克纳和莫
肓展开平行比较研究，同中见异，异中见同，比较长短，分出优劣，并尝试对他们的文学价值进行评
估。
　　《跨越时空的对话：福克纳与莫言比较研究》为“武汉大学外语学院博士文丛”中的一本。
　　研究者们首先注意到莫言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福克纳的影响这一事实，进行了一些影响研究
的工作，确认了福克纳在哪些方面影响了莫言，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平行比较研究，探讨他们在
不存在影响的地方有何共同之处。
与此同时，作为在本国文坛有着重要地位的作家，福克纳和莫言也都飘洋过海，在对方国度的文坛上
占据了一席之地。
福克纳在中国文坛显然是以巨人形象出现的。
受到广泛的尊崇，近年来中国学界对他的研究热情也如同温度计上盛夏的气温节节攀升，而莫言在美
国也随着著名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教授对他的好几部长篇小说的翻译和出版而引起越
来越多读者的兴趣，美国学界对他的研究热情也如春起之苗，日有所长。
随着中美文化、文学交流的日益密切，对这样两位作家进行比较研究不仅有利于更好地认识作家本人
和他们的创作，也将有助于两个民族、两种文化的了解和交往。
鉴于此，本书拟从文学道路、文艺思想、创作主题、人物塑造以及创作特色等几个方面对福克纳和莫
肓展开平行比较研究，同中见异，异中见同，比较长短，分出优劣，并尝试对他们的文学价值进行评
估。
　　全书分为绪论、正文、结语三大部分。
　　绪论部分首先简要回顾了福克纳在中国以及莫言在美国的译介和研究情况。
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福克纳的大部分短篇小说都以各类文集的形式在中国翻译出版，而他的19部长
篇小说中也已经有8部译成了汉语，有的小说还有好几个译本。
在研究方面，出版了一批关于他的传记，其中有中国学者撰写的，也有从外文翻译的。
此外，还翻译出版了一部福克纳评论集。
中国的学术期刊在过去的十年间刊发了200余篇福克纳研究文章，涉及福克纳的大部分作品。
这些文章从多个角度，运用多种理论对福克纳的作品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莫言已经有4部长篇、2
部短篇小说集（《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酒国》、《丰乳肥臀》、《师父越来越幽默》和
《爆炸》）译成了英文在美国出版，美国学界关于他的评论文章也有数十篇，这些文章有的从意识形
态的角度肯定莫言的独特性。
有的肯定其创新性的叙事技巧和叙事角度，有的称赞他的想像力丰富，有的探讨他对人性的拷问。
在绪论的其余部分，在简要介绍了陈春生、李迎丰、美国学者托马斯·英奇对福克纳和莫言的影响研
究后，阐明本书的研究目标、范围、重点、思路，提出本书的研究原则是“将历史方法和批评精神结
合起来，将案卷研究与‘文本阐释’结合起来，将社会学家的审慎与美学家的大胆结合起来”。
　　本书的正文分四章，分别就福克纳与莫言的创作历程及文艺思想、他们的部分主题、部分人物形
象的塑造以及他们的创作特色进行平行比较研究。
　　第一章分五节。
第一节采用传记研究的方式，考察了两位作家少年时代听到的民间故事、读过的文学作品对他们文学
兴趣的形成和后来的创作造成的影响号探讨了促使他们萌发当作家的心理因素，回顾了他们在创作成
长过程中所遭遇的挫折和得到的帮助。
第二节从历史的角度研究了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及时代风潮如何影响了他们的创作，考察了他们
各自富有特色的地域文化传统和转型期社会特殊的精神风貌，分析了他们对于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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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也反叛，既有吸收也有扬弃的特点以及他们对于时代精神的把握。
第三节采用历史和文本分析的方法考察了他们与故乡的关系：故乡为他们提供了艺术创作的源泉，也
是他们艺术创作的一个舞台；他们对故乡既爱也恨，表现在作品中就是对故乡既有赞美，也有毫不留
情的批判；他们的创作虽然聚焦在故乡的土地上，但却能赋予这个原乡一种普遍性，获得一种超越性
。
第四节根据他们作品主题和风格的变化对他们的创作进行了尝试性分期，认为他们的创作都经历了对
主流文学的应和、建构起独具特色的艺术世界和遭遇自我超越的困境而开始走下坡路的三个阶段。
第五节从文艺与人性、文艺与真实性、文艺与独创性、文艺与言志及载道几个方面考察了两位作　　
家文艺观的异同。
　　从第二章到第四章，主要是文本分析。
在第二章里，就作品中关于“恶”的表现、亲情的叩问、爱情言说、家族历史叙事和死亡描写对两位
作家的创作进行了比较研究。
在“恶”的问题上，他们通过描写与展现各自社会和文化中种种丑恶现象以及人物的邪恶行径，对现
存政治社会体制、文化传统和人性进行了严肃的反思。
在亲情问题上，他们主要从家庭关系方面着手，描写父母与子女对立而隔膜、兄弟姊妹之间彼此嫉恨
甚至冰炭不相容的关系。
扭曲的家庭关系是作家们对于现存社会的一种批判，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作者自叙传的性质．在对爱
情问题的处理上，两位作家都表现出一种现代意识，他们主张灵肉一体的爱情，即精神之爱与肉体之
爱两者兼而有之，而不应有所偏废。
在爱情如何建立这个问题上，两位作家以各自不同的人物爱情模式做出了回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他们自己的情感要求、倾向和经历。
两位作家的家族历史叙事也表现出较大的共同性。
他们在作品中摹写家族从辉煌到衰败的图景，追寻家族沦亡的成因，表现出近似的历史观。
在死亡主题的探寻上，他们注目于死亡的社会意义，而不从本体论的角度关注死亡。
在他们的笔下，死亡往往是人物从困境中突围的一种方式，但死亡也常常起　　着凸显杀人者形象，
塑造杀人者性格的作用。
因此，死亡描写也构成他们进行人性反思和社会批判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章对比分析了福克纳与莫言笔下的四类人物：硬汉形象、军人形象、少女少妇形象、恶棍形
象，找出了他们的共同性。
分析了他们彼此的差异，探讨了西位作家在塑造这些人物方面不同的思想根源、创作心理和文化影响
。
福克纳的硬汉是按照一定的原则决定自己行为理念的勇士。
而莫言的硬汉大多是凭藉天生的血气之勇行事的莽汉。
就军人形象而论，福克纳的军人注重证明自己的英雄气概，维护自己的荣誉、权利和尊严，而莫言的
军人则非常关注现实生活问题，常常受着肉体欲望的侵扰。
福克纳的军人是有别于普通人的超人，而莫言的军人不过是穿上了制服的常人。
他们都塑造了一系列动人的少女少妇形象，但他们对女性的态度不一样。
福克纳对女性是同情的，也是讥讽的、鄙夷的，而莫言则是崇拜的，尽管这种崇拜有时候带有色情意
味。
他们塑造了不少恶人形象，集中表达了他们对于特定人格、品质、价值观念的否定与批判。
福克纳笔下的恶人都是行径卑劣、无爱心、无道德意识的恶棍，凭借一己之力为恶；而莫言笔下的恶
人则是欺压良善的恶霸，凭借他们手中的权力作恶。
他们还在作品中塑造了一大批有着很多共同特性的社会底层人物，对他们给予深切的同情。
但是福克纳对他们是同情多于批评，而莫言对他们是既深切同情，也不留情面地批评。
　　第四章对福克纳与莫言的创作特色进行对比分析，就他们创作的想像性、小说的诗化倾向、小说
结构、叙事角度、语言风格等五个方面展开讨论。
他们都有丰富的想像力，但是莫言擅长想象、营造外在生活场景，而福克纳则擅长人物内心活动的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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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福克纳比较理智，有所节制，莫言比较激情，容易失控。
他们都通过淡化小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感觉化的叙述和描写、对于自然界诗情画意的描写等手段来
追求小说的诗化譬他们在小说的结构形式上颇下功夫，寻求通过不渐变化的小说结构来增强小说的趣
味性和吸引力。
通过打乱事件的正常条理，使情节变得迷离、模糊、零乱，他们有效地扩展了小说的蕴涵和张力。
他们都大胆进行了各种叙事角度的实验，但是莫言的实验由于蔑视基本的叙事规则常常陷入失败，而
福克纳由于能在遵守基本规则的前提下创新，实验大多比较成功，从而增强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
他们都是非常重视语言的艺术家，但是在语言运用的恰到好处上，莫言与福克纳相距甚远．莫言的语
汇有特点，但也是他的弱点，而福克纳的语汇有特点，也正是他的优点所在。
福克纳驾驭句子结构的能力超群，而莫言这方面表现平平。
在比喻的运用上，福克纳用得贴切隽永，而莫言则较为牵强生涩。
　　在人物语言的把握上，福克纳表现得游刃有余，而莫言表现得身手不灵。
　　结语部分对此前各章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概括、总结。
对一些重要的观点进行了强调。
虽然比较文学一般而言不是为了在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学间分出高低，但是既然比较的目的是为了鉴
别，是为了发现精华，剔除糟粕，那么对具体作家或者作品的比较就不应该回避好坏优劣的判断和价
值高低的评估，故而本书经过具体详实的比较后对莫言和福克纳的文学价值做出了判断。
笔者认为，就他们的作品在政治、社会、文化方面的批判性而言，两位作家各有侧重，各有千秋。
难分高下；但由于莫言很少塑造具有道德意识的人物，他的人物形象缺乏一种伦理上的感染力，他在
人性的关怀意识上不及福克纳。
在艺术手法方面，莫言的弱点更多，显示了与语言大师福克纳较大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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