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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小说中的信仰叙事同文学中的其他主题，比如苦难叙事、革命叙事、家族叙事一样，都属于
主题叙事范畴，但在批评界，相对于其他主题研究的热闹和高潮迭起，信仰叙事研究则始终显得寂寥
和低迷，这种状况直到新时期以来张承志、北村、史铁生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出现才有所改变。
在他们的创作中，信仰不再仅仅作为独特的题材进入创作领域，而是因其关涉到人的本真生存、体现
为人的灵魂转向的精神力量而进入作家的审美视域。
这一对文学与信仰关系的新认识对中国文学整体维度的改善具有重要意义，表现在：它突破了长久以
来文学只有“国家、社会、历史”之维的单调局面，为文学指示出一个叩问神性，与超验世界对话的
崭新维度。
　　通过对张承志、北村、史铁生等部分作家和作品的研究，本书主要集中思考这样一些问题：新时
期中国小说与信仰存在着怎样一种关系？
信仰是怎样进入小说叙事当中的？
信仰叙事在打开与“神”对话的维度之后，在小说叙事和审美方面表现出怎样的独特性？
这些经验能为未来小说发展提供什么样的可能性？
这涉及到信仰叙事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信仰主题与小说叙事进程的关系、信仰叙事的叙事形态及其
审美特点等等几个方面。
与此同时，笔者还尝试从读者和批评的角度对信仰叙事小说进行叙事伦理解读，旨在发掘现代性伦理
视野下信仰叙事的面貌，为更好的理解信仰叙事作品提供一条可能的途径。
它们延续了“现代小说之父”鲁迅所开创的关注人的灵魂世界的小说叙事传统。
这是本书坚信的新时期以来信仰叙事小说应该得到普遍认同的最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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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荆亚平，女，2005年获浙江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学位，现为浙江财经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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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信仰与叙事　　信仰是人类试图超越自己的现实有限性，获得某种具有永恒意义的一种
终远目标设定以及追求这种目标的心理趋向。
作为人类冲破世界，冲破时间和空问，追求永恒的强烈意向或者说一种精神行为，信仰来自于人类面
对纷繁复杂的世界而产生的强烈的“归一感”——试图在变幻和相对的世界中寻到一种永恒和绝对。
人生来就陷于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矛盾之中，弗洛姆据此把生与死以及每个人都具有的人类全部潜能的
无限性和个人实际实现潜能的有限性之间的悲剧性冲突称为“二律背反”。
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形式，其生命是短暂的，但人的独特与伟大就在于具有自主性和能动陛，总是
力争在有限的生命过程中不断追求生命之外的某种东西，为高于自身生命的意义而生活，创造最有价
值的自我。
只要生命存在，人就不可能停止追求自我价值和意义的脚步，这是人存在之根基，是人性本然具有的
内在动因，一切试图对人追求意义作出解答的思想体系和使人存在变得有意义的努力，都可以用一个
共同的词来表示，即信仰。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麦奎利指出，信仰就是“根植于我们人类生存的结构本身之中的东西”。
　　信仰既然就是我们的存在，就是我们自身，就是“根植于我们人类生存的结构本身之中的东西”
，就必然注定了它的语言存在方式和叙事存在方式，这种根基上的同源，注定了信仰与语言、信仰与
文学的相遇，这从文学的最初形式——神话那里就已经开始。
但是随着文学走出神话时代，特别是当理性逐渐成为人类一切行为的主宰时，信仰的地位旁落。
在某些严峻的时刻，信仰甚至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禁忌。
缺失信仰之维的文学叙事，见证的是人类生存结构的不完善。
而对信仰进行言说，则既是人永不衰竭的渴望，又是对叙事可能性的一种考验。
　　第一节　信仰叙事：可能与限度　　尽管人们试图给信仰出示某种确切的答案，但是有多少人回
答这个问题，便会有多少种答案。
由于无法解开人类生命世界中信仰的神秘面纱，对信仰的怀疑和否定，对信仰的渴慕和敬畏，便成为
活跃在人类文化史上的两股相伴始终的思潮。
自理性高扬的时代以来，人类把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视为理所当然的使命。
并自信只要拥有科学和理性这两件无往而不胜的法宝，便可以任意驱驰于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
实证和逻辑推理因此成为人的认知前提，只有可被认知的，才是存在的，这种思维方式伴随着人类文
明向未知领域拓进的每一个阶段。
但是，当似乎无所不能的理性遇到信仰的时候，却出现了令人尴尬的局面：理性既不能明确证明信仰
是什么，又无法否定它的存在。
而且常常是在理性止步不前的地方，信仰开始。
试图对信仰给出证明只能借助语言，借助一种靠逻辑和推理搭建起来的叙事。
但所有证明的结果不出其二：或者解释者陷入无所援助的语言泥沼，最终被折磨得疲惫不堪却又一无
所得；或者抱持一种说法但最终却发现只不过描述信仰的一个特征。
叙事所欲言说的对象是不可言说的，这是存在于信仰和叙事之间的最大悖论。
　　L·维特根斯坦在其《逻辑哲学论》的结尾声称：“对于不可说的必须沉默。
”这一偈语似的短句既指明了言说的有限性，又同时提醒了对于不可言说事物的应有尊重。
H·奥特认为，维特根斯士日这里的“说”是指能够清晰明白地言说“特定事件”的事实。
理由就是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一文的开头，还有一句著名的话——“世界是一切发生的事情
”。
按照奥特的理解，很自然地就会产生奥特似的疑问：“然而，还存在不是‘发生的事情’的真实。
就是说，它们在其真实特性上没有恰当地被‘这一和那一事情’这一陈述切中。
如果言说意味着说出特定事情，并且如果人们必须对无法言说的保持沉默，那么，人们显然必须对这
些真实沉默。
但是这个解答或许不能令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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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无法排除下述可能：恰好这些真实与我们如此密切相关，如此直接地在我们之问和我们身上，以
至于我们实在不能对它们沉默。
它们突入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理解。
”信仰即是奥特所说的那种与我们密切相关，但却又不是“发生的事情”的真实。
对于信仰，我们同样实在不能保持沉默。
　　然而打破沉默必须首先面对前面提到过的悖论——言说不可言说之物。
信仰为何是不能被证明的？
那么，放弃了理性的认识方式，我们又通过什么来确信信仰的存在呢？
事实上，实证和逻辑推理在遭遇信仰时表现出的无能，正好揭示了人类认识上的一个重大误区：在过
度揄扬科学和理性力量的同时，往往忽略了另一种思维原则——信仰和启示。
或者在二者之问出现了越俎代庖式的使用。
科学和理性、信仰与启示，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思维领域。
来自理性的真理靠科学和知识获取，属自明真理。
来自信仰的真理则要通过启示获得，是启示真理。
著名的宗教哲学家舍斯托夫在其生前的最后一部著作中，将理性和信仰的差异追溯为雅典和耶路撒冷
的对立。
雅典是希腊哲学之乡，耶路撒冷是犹太宗教的发祥地，二者构成西方文化的两个源头。
但在舍斯托夫看来，“这是两种不同的生活和思维原则。
希腊哲学的原则是对人的自然智慧的爱，对普遍必然性的追求，对理性的服从。
犹太教—基督教的原则是超自然的启示和信仰。
”关于理性和启示的争论一直是西方思想史关注的重要主题。
理性主义最发达的西方同时也成为信仰传统最稳固最持久的地方，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没有出现过一
方可以完全替代、禁绝另一方的情形。
这一事实本身证明了两种生活和思维原则的独立自处和难分高下。
等待启示来给出自明真理和把信仰纳入理性的认识范围，都只能得出“对方荒谬”的结论。
面对理性思维原则无处不在的强势渗透，舍斯托夫大声宣告：因为荒谬，所以信仰，以示对抗。
荒谬意味着超出了理性自明的限度。
理性言说的对象是“发生的事情”的真实、是可经证明的，对于超出理性理解的荒谬的真实，它显得
很无奈。
理性对经验范围内事物的表述必须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而在信仰所面对的超验世界里，遵循的正是
相反的次序。
用安瑟尔谟的话来说就是，“我决不是理解了才能信仰，而是信仰了才能理解。
”证明是属于理性思维领域的认识事物的方法，试图用理性的方式言说信仰，只能导致类似老子告诫
的“道可道，非常道”的背离原初的后果。
　　对于信仰的确信不是源自于某种证明（也无法证明），而是来自对启示的体验。
信仰说到底属于一种心理或精神实践，它不能由所信仰之物来解释。
当我们说“某某信仰”的时候，得到的是关于信仰对象的信息，至于信仰的心理和精神活动的整个过
程却依然雾霭重重。
这正是基于信仰是一种复杂的、难以言传的精神体验这样的“事实”。
信仰不能在经验世界里被证明，但对于信仰的体验却又可能成为不可言说的感受，在人和人之问得到
交流和理解。
这真令人不可思议！
信着的人可以彼此传递和理解有信仰后的喜悦与内心充实，但却无法令彼此重复那体验本身。
这一切皆因信仰作为一种心理和精神实践，它还具有自身的特殊性。
　　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从西方的视界来谈论信仰，这就带来了对信仰作为人类共通的普遍性精神体
验的误解。
虽然汉民族历来被认为最少信仰追求，但是从信仰两个字的造字结构，仍然能看出东西方对于信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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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的一致见解。
在《说文解字》里，“信”为“诚也。
从人，从言”。
而言者，又解为“心之声也”；仰，“举也。
从人从印”。
不仅把信仰看作是内心发出的真实的声音，而且还形象地描述了信仰的姿态——一种需要仰视的精神
力量。
鲁迅在其《破恶声论》一文中，同样很好地阐述了信仰对于人类所具有的普遍意义。
在他看来，信仰代表着人对形而上的需求和渴盼，只要生而为人，“倘其不安物质之生活，则自必有
形上之需求”；他视信仰为人的立身之基，“此乃向上之民，欲离是有限相对之现世，以趣无限绝对
之至上者也。
人心必有所冯依，非信无以立，宗教之作，不可已矣”。
在为中国人有无信仰作出阐述时，他指出，“宗教由来，本向上之民所自建，纵对象有多一虚实之别
，而足充人心向上之需要则同然”。
对照克尔凯郭尔对信仰的如下描述：　　一个人要想让自己的生活有意思，而不是像动物那样，压根
儿就不曾仰望过什么，一个人要想使自己的生活充实，而不是把自己交付给存若浮云一般的东西，不
是急不可待地使自己为过眼烟云的印象所惑，也就是说，既不使自己的生活百无聊赖，又不无谓奔忙
，那么，就必得要有某种更高的东西存在，通过它人们得以走向高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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