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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深入分析莫言的先锋语言特征和形态，文章结合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生死疲劳》

等主要作品，从思潮喧哗视角下分析启蒙主义、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对莫言语言先锋探索的影响，从中

挖掘到了莫言语言的“异化、隔阂、陌生化”等先锋特征。再进一步从叙述层面的叙述结构、叙述内容

和叙述声音，语言角度的语言搭配、方言的使用共两个主要层面分析莫言先锋语言的“间离”和“偏离”

两种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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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deeply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s of Mo Yan’s avant-garde language, com-
bined with Mo Yan’s major works such as Red Sorghum Family, Large Breasts and Wide Ass and 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enlightenment, existentialism 
and structuralism on Mo Yan’s avant-garde language explo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oisy 
trend of thought, and finds out the avant-garde characteristics of Mo Yan’s language such as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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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nation, estrangement and defamiliarization”. Further, the paper analyzes the “separation” and 
“deviation” of Mo Yan’s avant-garde language from two main aspects: narrative structure, narra-
tive content and narrative sound, language collocation and dialect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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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80 年代中期，随着多种思潮的涌入，国内文学的形式和叙述发生了许多变化。独具风格的先锋小说

席卷了文学界，莫言作为先锋作家中的一员，其先锋语言特色、形态有着多种思潮的印记。近年来，“先

锋退潮”观点逐渐被学界认可，但并没有影响莫言先锋个性的延续。直到 2023 年，在莫言作品中仍可看

到先锋语言的运用和开创。本文借助启蒙主义、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观点分析莫言先锋语言特色，再进

一步分析其“间离和偏离”的语言形态。同时，借先锋文学整体发展脉络观个体作家的发展，也为探寻

先锋文学未来发展提供个体角度。 

2. 思潮喧哗下的语言先锋特征 

2.1. 何为“思潮喧哗” 

“思潮喧哗”前身为“杂语喧哗”，首次出现在巴赫金《对话的想象》中，认为杂语喧哗作为文化

艺术产生的背景，影响着文学作品的整体艺术系统[1]。“杂语喧哗”指某时期新潮作品的新奇语言、文

体和修辞手段的竞相喧哗。如八十年代末，包含莫言在内的先锋派作家追求文学形式的新奇。先锋语言

作为杂语的一种，在莫言先锋语言的研究中，张清华《叙述的极限——论莫言》认为莫言的先锋语言形

成受多种思潮影响。文学艺术家们受社会思潮、哲学思想的渗透，形成某种思想倾向。我国文学思潮的

发展态势亦是一片喧哗。因此，学者将某时期的竞相喧哗的文学思潮称为“思潮喧哗”。先锋文学的首

要特征是“反叛”，即对主流叙事和话语的叛逆；其次，在艺术上追求前卫和创新，对传统的文体规范

以及表达模式进行重塑。先锋的核心不只是“新”，而是“新”和“反叛”的结合，先锋同时包含“先

进”的含义。“先锋”是一个动态概念，是历史进程中相对稳定状态中的变化因素。张清华《先锋的终

结与幻化——关于近三十年文学演变的一个视角》中认为先锋文学的根本使命首先是通过文学的方式来

续接中断的启蒙。这个观点表明先锋文学与启蒙主义的连接联系。孙晓燕则认为中国当代启蒙主义文学

思想的诞生，同时也可以视为整个先锋文学思潮的真正发端[2]。八十年代以来，先锋文学便先后受到启

蒙主义、存在主义和形式主义等思潮的巨大影响，思潮喧哗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莫言的先锋创作意识，

为莫言的先锋语言提供了养分。 

2.2. 对启蒙主义的反思及超越 

莫言先锋语言的形成与启蒙主义有着密切联系。莫言认为：“鲁迅是启蒙者，之后扮演启蒙者的人

越来越多。大家都在争先恐后地谴责落后，揭示国民性中的病态，这是一种典型的居高临下”[3]。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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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老百姓是否需要知识分子去进行启蒙”的质疑，提倡“要丢掉你的知识分子立场，使用老百姓的

思维来进行思考”。这种不一致性表明了莫言对启蒙主义创作的反思。较启蒙文学对现实的强烈关注，

莫言拒绝强烈干预现实的叙事主题，作品的叙述内容显示出“远离现代社会”特征。在《红高粱家族》

中，莫言建造了远离主流历史的东北高密乡村；《酒国》叙述内容的主要线索是充满奇幻色彩的食婴案

件；《晚熟的人》叙述的是西门闹转世为畜的魔幻故事。其次，莫言的作品叙述内容中充斥着因战争和

改革引发的饥饿、血腥和死亡等意象；作者在文本中表达的对自然、原始和野性的向往，呈现“非理性”

的特征。综合看来，莫言的叙述内容与崇尚理性和教化的启蒙主义文学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对立。 
莫言的身体书写蕴含对“启蒙主义”的反思，身体指向的是人的原始欲望。如《丰乳肥臀》中详细

刻画了乔其莎被馒头诱奸过程，集中于乔其莎的身体姿态描绘；《酒国》对酷似婴孩菜肴外型进行细致

刻画，莫言通过身体描写表达饥饿、性欲等欲望对人性的冲击和瓦解。莫言自言：“每个人的内心深处

都有施虐、受虐、病态的这种趣味。无论多么好的人，多么善良的人，他的内心深处还是有这种阴暗的

东西，一种动物性”[4]。为了更进一步揭示人性中的缺陷，莫言使用了动物书写，即赋动物特征予人，

甚至以人的灵魂寄于动物躯壳中。如《丰乳肥臀》中因错失爱人而逐渐变成只会啼叫不会言语、只喝露

水不吃食物的鸟仙，《生死疲劳》中带着怨恨不甘转世为驴、牛、猪等动物的西门闹。不同于启蒙主义

中的群体顽疾，即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给群体施加的思想禁锢。莫言的“动物化”叙述手段是为了展

示人性中的“个体”缺陷。对“个体”缺陷的揭露，使得莫言完成了从启蒙主义文学的“人道主义”到

“人的异化”的转变，其感官书写指向的是对个体和精神的挖掘，对启蒙主义专注的群体叙事形成了冲

击。作者以超越现代性的态度解构了“大写的人”和集体等革命现代性思想[5]。 

2.3. 存在主义与形式主义 

1) 存在主义的“异化”和“隔阂” 
莫言自言：“每个读者都应该沿着我所提供的材料思索一些更深的更基本的关于人的生活、人的生

命，关于这个世界的一些本质性的问题”[6]。先锋作家并非都是存在主义者，只是在八十年代末期，包

含莫言在内的先锋作家开始关注“人的存在”命题，这使得莫言创作的叙述和修辞蕴含存在主义哲理印

记。萨特的存在主义有三个重要原则，即“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存在先于本质”、“人

人生而自由，人人都可以进行自由选择”[7]。萨特在《呕吐》中解释，“存在”是无定性的、含混的、

没有任何理由的；它出现在人们面前是无须多加说明的[8]。存在主义哲理指引莫言在叙述探索中寻到“异

化”途径。存在主义认为“人对于自我价值的追寻和社会对人本真的压抑之间的矛盾，表现为用别人的

定义来界定自身价值，致使个体失去本真而走向异化”。存在主义下的异化指的是人类社会中个人的变

异扭曲和个人的心理变异[9]。在《红高粱家族》和《丰乳肥臀》中，莫言对“人”使用了大量异化的艺

术手段。首先是感官弱化，如上官金童的身体退化，表现为极端渴望乳头的病态心理和较于同辈孱弱的

身体。其次是人的动物化，前文叙及的上官领弟，最初便是因爱而不得而陷入绝望，逐渐化作行为举止

非人似鸟的“鸟仙”。莫言将孙不言五兄弟与狗形象深度结合：“哑巴们(指孙不言五兄弟)和他们的狗也

转过脸转过眼睛。哑巴们眼里放射着几近邪恶的、兴奋不安的光彩”[10]。孙不言兄弟们与黑狗形成一个

共生体，互相照应、表里。《丰乳肥臀》中描绘了大地之母上官鲁氏，生下的上官金童却是孱弱躯体和

病态心理的结合体。可见，莫言由“人的动物化、病化”等叙述手段延伸至“种的退化”主题，将人的

异化扩大至种的异化，皆具有存在主义的哲思印记。 
存在主义的“人人生而自由”突出了人的自由性，在莫言《红高粱家族》中，主人公戴凤莲反抗父

亲为她置办的婚姻，与余占鳌野地交合。在此之前，受到封建束缚的她是不自由的，而是一个被父亲控

制并买卖的物体，也是包办婚姻的牺牲品。在存在主义中，获得自由是超越自我的前提，人们通过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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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自我从而达到超越。戴凤莲通过逃婚来“否定”过去的被制约和束缚的自我，并与余占鳌野合，

获得自由从而超越自我。但戴凤莲的“否定与超越”只是莫言在《红高粱家族》中构建原始主题的部分。

原始主题的建立是以远离现实社会的东北高密乡为基础的，只有在独立于主流世界的文学世界中，莫言

才能对自由、野性以及暴力和血腥进行极致的刻画。“异化”叙事手段，现实隔阂的乡土世界对历史主

体的颠覆，这显示出“反叛”与“新”相结合的先锋特征。 
2) 形式主义的陌生化 
理论学家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是形式主义的核心理论之一。莫言通过词性、词义重塑实现词

语的“陌生化”。《红高粱家族》中“有一个男子，亮开坑坑洼洼的嗓门”以坑坑洼洼修饰嗓门；“把

吴三老的屁股弄得柳暗花明。”利用特定语境，曲解“柳暗花明”；《丰乳肥臀》中“他狼着眼，猪着

鼻子，猴着耳朵，虎着脸，喊叫着”，将动物名词用作动词。叙事视角方面，在《透明的胡萝卜》中，

莫言使用了“黑孩”这一特殊的儿童视角，区别于成人理智视角的幼稚且童真的儿童视角，童真叙述视

角一定程度下突破了叙述限制。《檀香刑》中的多元视角的相互补充，即四个部分由四个叙述视角进行

叙述；《生死疲劳》中，莫言以“大头儿”、“蓝解放”和“莫言”的三个叙述视角与不同动物视角相

互补充和照应，完成了对 1950 年至 2000 年以来中国农村发展变迁的刻画。视角的时空变换使读者置身

于交错的魔幻情境中，展现出其“陌生化”效果。 

3. 先锋语言形态：“间离与偏离” 

八十年代末莫言的作品《红高粱家族》对启蒙文学的反思，对群体叙事的反叛显其先锋意识；受形

式主义和结构主义影响，在《丰乳肥臀》等作品的“异化、陌生化与隔阂”显现出其语言先锋特征，且

思潮喧哗与之有相互印证的关系。以“异化、陌生化与隔阂”为根据，从叙述和语言方面进一步分析莫

言先锋语言形态，大致可以分为“偏离和间离”两种。 
“间离”一概念并不新奇，早在这之前，布莱希特便曾针对叙事剧的研究提出“间离效果”一词。

二十世纪，洛特曼在分析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时使用了“间离效果”[11]。因此，本土的“间

离语言”的形成与西方叙事学的传入分不开。类似于间离语言，修辞学上的“偏离”也具有异化特征，

其表达旨在打破常规。在列日学派看来，“零度”和“偏离”是相对概念。零度是描写“正常的”“规

范的”话语修辞，“偏离”则是“违反”零度状态的[12]。对比而言，“间离”集中于叙述层面，主要有

叙述结构、叙述内容和叙述视角的改造；“偏离”则集中于修辞层面。 

3.1. 叙述层面的间离 

基于热奈特《叙事话语》中阐释的间离语言，莫言语言的间离形象可以分为四方面。分别是叙述结

构、叙述语言、叙述声音和被叙述的内容。首先是叙事结构，莫言《酒国》中的叙述结构是由三个线索

组成的“三层叙事”结构，主线为丁钩儿调查食婴案件；第二层是作家“莫言”与李一斗的通信内容；

第三层是李一斗寄给“莫言”的信件。叙事结构建立了读者的接受障碍。除此之外，在《晚熟的人》中，

莫言将他的叙述结构在时间维度再作创新，以“返乡”体式书写家乡巨变，时间上经历了“当下-过去-
当下”的一波三折，形成了一种时间跳转的叙述结构。以“当下”时间作为小说开始的节点，一方面能

更加合理地回溯过去，另外一方面，在回顾“过去”节点的事件时，又可以合理加入“当下”的评论。

更重要的是，莫言《晚熟的人》是一本类作者自传的小说，其自传性弱化了虚构性，但文中却出现了奇

幻色彩的意象。如小奥坐车时突发奇想：“他于是感到这条铁路、这列火车都与这个大湾里的老鳖有关

系。鳖洞是不是像那些绘本上所画的那样，联通着另外一个世界？而另外那个世界里的人，长得是否跟

老鳖一样？”[13]这种“虚幻”与叙述结构的结合产生了微妙的矛盾感，为《晚熟的人》蒙上了一层旖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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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魔幻色彩。 
叙述语言方面，莫言在文本中大量使用了奇异、全新的语言。莫言《红高粱家族》和《丰乳肥臀》

等作品中热衷使用包括动物意象在内的诸多奇幻意象，使得语言描写充满新奇意味。如《丰乳肥臀》中，

当鸟儿韩饿得头晕目眩时，是“眼前一阵昏眩，两个土豆像随时跑掉的松鼠”；沙枣花的死状是“鸽粪

落入洞开的秀口，沙枣花委屈的身体像一条小死狗，摊在水泥地面上”；描写上官金童的妻子的肉体是

“渗血的乳头像泥鳅的胸鳍”。新奇的语言描写引发了陌生化效果，给读者制造了接受障碍。另外一方

面，语言的新奇削弱了情节性，进一步让渡情节的主体地位。叙事声音方面，《生死疲劳》中的被叙述

者“你干弟弟莫言”；《酒国》的结尾叙事者“莫言”，莫言借此完成从叙事者到被叙述者的转变，使

得故事内容与叙事角度交杂，形成阅读和理解多重隔阂。除了叙述声音，多重叙述视角也是“间离语言”

的表现。莫言的《檀香刑》的四个叙述视角，多次出现的“莫言”或“我”既是叙事者，却又成为被叙

事者参与到叙述中。前文提及的《酒国》，“莫言”作为被叙事者与李一斗进行通信，通过视角和人称

的虚实形成“虚构”。这也与洛特曼对“间离效果”的阐述是一致的。除此之外，莫言多次跳脱出叙述

内容提及“作家莫言”创作的其他作品，如《生死疲劳》中，多次提到文中人物“作家莫言”创作的《养

猪记》等其他作品；《酒国》中，“作家莫言”还会解释创作的思路和困惑。到了《晚熟的人》，这种

“元小说”策略得到了延续和发展，文中不断提及创作的时空位置，并煞有其事地强调小说的“自传”

性，这种强调一方面增加了诙谐意味，另一方面使得读者阅读文本的产生矛盾感，进一步结构非虚拟性。

即使在近期的作品中，莫言也仍然运用着这些语言技巧，其 2023 年的戏剧《鳄鱼》中延续了这种“间离

语言”。在一些对话中，读者会因为作家设置的现实介入而中断甚至出戏。如慕飞在讨论关于生育政策

时说“前几年有个叫莫言的作家写了一本关于计划生育的书，题目叫《蛙》”[14]。作者参与到了人物的

对话当中，将读者从戏剧世界中拉回现实。 
“隔阂”是前文分析的莫言语言先锋特征。莫言在叙述内容上建立这种“隔阂”，即叙述内容缺少

强烈的“反映生活”或“干预现实”色彩，而总是与现实显得“隔”一层或疏离开来。《红高粱家族》

叙述在东北高密乡中这片土地上展开，高密乡的人民保留着原始的野性和血性，共同铸就了一个远离主

流世界且充满魔幻色彩的世界。《生死疲劳》的叙事内容以动物寓言为题材。阎王让西门闹反复轮回成

为各种动物去经历各种生死，尽管讲人的轮回，莫言却以动物视角进行叙述，用动物视角去解读人类历

史和人的存在。动物视角在莫言 2023 年的戏剧《鳄鱼》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莫言让文本中的鳄鱼作为一

个单纯的动物开口并与单无惮交流，甚至宣读了对单无惮的审判之词[15]。剧中的鳄鱼作为文本建立的单

纯动物形象，但在结尾却开口说话。这种跳脱感使读者产生接受的游离感，读者很快发现眼前的文本与

现实隔开的鸿沟。 

3.2. 语言层面的偏离 

除了“间离语言”外，还有“偏离语言”，即通过“违反”常规而出现的特殊修辞效果。“偏离语

言”区分为“量的偏离”与“质的偏离”两种，“量”指语言现象比规范出现得过多或少，“质”指对

惯常的违反。莫言偏离语言可分为“质的偏离”和“量的偏离”。前者表现为语义和语法的偏离，后者

则表现为与传统叙述风格的偏离。 
莫言主要通过语言的新奇搭配来完成“偏离语言”的塑造。如《蛙》中“那棵树因为面临杀伐被吓

得枝条颤抖，叶子哔哔，仿佛哭泣。”中使用“哔哔”来修饰叶子，这种新奇但毫无逻辑的词语搭配便

是偏离语言的表现。《酒国》中“更是不惜当掉裤子买它、饮它、欣赏它、用它治疗自己的爱情病，或

是把它当成裹着糖衣的炮弹向自己的意中人发起精神性的物质进攻，或是物质性的精神刺激以期达到自

己的目的”[16]。冗杂的修饰使得语言的“量”增加，建立了接受障碍，实现了语义的偏离。其次，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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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还表现在方言的使用上，莫言文本的叙述空间通常是在东北高密乡村，与方言有着天然的契合。但

莫言却将方言与标准语结合，两者的结合形成一种奇异的语言效果。赵奎英分析了莫言的“方言偏离”

现象，认为莫言将方言词汇中的粗鄙之语与标准语融合，导致一种“颠覆性的狂欢化”[17]。粗鄙之语的

使用进一步强化了语言效果，《丰乳肥臀》中，上官鲁氏分娩时说出了许多下流意味的方言词汇，对中

西方的神明信仰进行辱骂，其中或许蕴含着的便是对“高尚”的解构。叙述风格的“偏离”表现为传统

叙述主题的偏离，莫言的“红高粱系列”便是典例。张清华认为《红高粱家族》是新历史主义的滥觞之

作，《丰乳肥臀》为总结之作，可见学界将莫言归类为新历史主义作家。莫言将传统文学主题从“文化

主题”转向“历史主题”。受存在主义影响，莫言着眼于人类生存，文本可见性、脏、死亡、杀戮、异

化等生存命题的书写；进一步偏离历史原来的“中心”，将其与“边缘”进行位置互换。如《红高粱家

族》中探索了文学历史的边缘。“让残忍的余占鳌成为主角”这一举措颠覆了传统与边缘，在高粱大地

这片边缘地带中绘就被忽视的历史，把当代中国文学对历史的叙事，引向以民间叙事为构架的空间。正

是莫言叙述主题“偏离”的展现。 
“量的偏离”方面，最显著的便是莫言创作对丑象的运用。莫言创作审美发生过巨大的变化，创作

初期的《春夜雨霏霏》是幽怨清新的风格；1985 年的《透明的红萝卜》中开始出现对丑象的运用，但其

数量适中；到了中期作品《红蝗》《酒国》《丰乳肥臀》则充斥了大量的丑象。莫言笔下的“丑象”受

左拉自然主义中生理学、解剖学和病理学等的影响。如《红蝗》极尽辞藻抒写大便味道之高雅；《红高

梁》对解剖细致描绘：先后割下耳朵、生殖器、直至整张人皮。鲁迅曾在分析西方审丑美学时认为“大

便”是不能写的，莫言却将“大便”高雅化。这种试图扩大写作和审美范畴的行为，无疑是具有先锋性

的，亦是“偏离语言”的魅力所在。 

4. 结语 

如今学界发出“先锋已退潮”，一方面是因为包括莫言在内的先锋主义作家一反探索和反叛的姿态，

集体向现实主义回落，转而汲取来自传统文学的营养。如九十年代初，莫言在《酒国》和《红树林》更

加关注了现实社会；《檀香刑》《四十一炮》和《生死疲劳》显示莫言不断吸收传统文学章回体的叙事

结构，回归传统的程度更深。另一方面则如贝尔认为的“现代性用迅速接受的办法来阉割先锋派”。莫

言的语言先锋探索受到思潮喧哗的影响，形成“间离与偏离”语言形态。“先锋退潮”并没有影响莫言

先锋个性的延续和发展，在莫言 2023 年的戏剧《鳄鱼》中，仍可窥得“间离与偏离”语言的运用和发展。

但随着文学的发展，莫言创作也会随着这个阶段的“先锋”被接受而逐渐褪去先锋色彩。先锋的形成是

复杂的，在过去的一个阶段中，思潮喧哗为先锋作家提供了许多养分，驱使着包含莫言在内的作家不断

拓展文学新可能。文学界现阶段的思潮仍旧喧哗，往日的先锋可能会逐渐褪色，但先锋探索仍处于进行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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