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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起源的追索与文化涅檗的重现 
— — 论莫言小说中的“白衣盲女”意象 

翟 传 鹏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摘 要] 莫言小说中的 “白衣盲女”这一意象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由文本呈现的美学元素来看，这一意象是真和美 

的化身。这一意象同时包容了关于生命、文化起源的追溯与预设，而融会于其中的时间意识尤堪重视。以这一意象为主体的 

“女神再生”的建构则是解决“种的退化”这一文化命题的必由之路，在这一意象之上，蕴含着生命、文化涅檗等重大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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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衣盲女”这一意象在莫言小说 中出现的频率并不 

高，①长期以来也不为学界所关注，然而这一意象本身所具 

有的丰富性、复杂性和言尽意远性却不容忽视。如果将莫言 

建构在“高密东北乡”的诸多小说看成一个系列或是一个体 

系的话，这一意象便有其“根”的定位与作用，它包含着生命 

的起源、成长和涅檗等诸多命题。 

一 白衣盲女：真与美的双重变奏 

用神话原型的理论去反观希腊神话中的诸多盲人形象， 

我们不难看到，他们大多都是智慧与先觉的化身。他们身上 

体现的是一种具有超拔感与超验性的大彻大悟，是一种常人 

所不能及的高超洞察力与非凡感受力。他们往往披着神秘 

的面纱，以一种先觉先慧者的形象出现，所代表的是一种永 

恒的真与包容一切的善。 

因无意中窥见雅典娜出浴而被判失明的忒拜先知忒瑞 

西阿斯(Tiresias)便是一例，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上古文化 

对盲人超验能力的建构。忒瑞西阿斯是七雄攻忒拜时期能 

与神直接对话的最伟大的预言家之一，正是他预言到了俄狄 

浦斯杀父娶母这一“必然事实”。而其女曼托(Manto)亦成为 

了她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女预言家：“在她所主管的神庙里，人 

们常常看见一个老人时来时往。她教给他充满活力，甜美和 

光辉的诗歌，这些诗歌不久便传遍希腊。这老人便是迈俄尼 

亚的歌者——荷马”(Homer)。这样的一种承传关系真实地 

反映了原始初民对盲人以及其所代表的巨大超验能力与高 

超智慧的崇拜，因为正是这样的人才能对自我心灵进行审慎 

观照，才能与超验神祗进行深层次对话，从而达到一种常人 

所不能及的状态。 

莫言笔下的白衣盲女形象亦是如此。在《秋水》中，当黑 

衣男人与紫衣女人间的关系达到白热化的剑拔弩张之时，白 

衣盲女却依然不为之所动所惊 ，依然在唱着一 曲颠来倒去、 

古朴却又稚嫩的儿歌。动与静、纷扰与内敛构成了鲜明的对 

比，白衣盲女也正是在这种特立独行的表现中加重了其业已 

具有的神秘感，愈发使人捉摸不透。而这种神秘面纱背后所 

掩盖的，是一种沁入骨髓的真实感与深刻感 ，它折射出的是 

社会现实的荒诞与麻木，是道德沦丧与人心不古。白衣盲女 

的内敛、审察与古希腊神话中的预言家和先知者有着异曲同 

工之处 ，那种不为外物所役、直指内心的处世态度与行为方 

式是一脉相承的，也正是这样的人才有可能将真与善的理念 

推演至极致。 

《丰乳肥臀》中盲女上官玉女的形象与之休戚相关。与 

上官金童因遭际纷繁多杂而造成的喧哗与骚动相比，玉女虽 

一 生亦是坎坷多磨，然其身上体现更多的则是一种静谧与安 

宁。因其盲目，玉女一生都处于弱势地位，在她身上充分体 

现了历史伦理对个人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压抑与戕害。玉女 
一 生都未能有效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在她生命的最后一 

刻，她以她的“沉水自溺”表达出了对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与 

对人性真情的热切呼唤。玉女虽是一盲人，但“不睁眼看破 

了世上风情 ，人都说盲人心如明镜”。她虽感情细腻却拙于 

表达，“二十年里沉默寡言，心中长存着愧疚，饭不吃饱你认 

为自己是家中的拖累，衣不穿新大家以为你不清新旧。其实 

盲人也有爱美之心，你心中有我们凡夫俗子看不见的风景。” 

这是一个感恩的人，这是一颗至纯至真的心，这是一个纯洁 

而伟大的灵魂。她以她的沉默寡言，她以她的自尊 自爱，她 

以她的内敛与善感，抗拒着这个浮躁而急功近利的世俗世 

界。现实的纠纷与她无关，众生的喧哗与她无扰，世人的骚 

动与她无染。她与这个世界始终保持着一种貌合神离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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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这种距离感，使得她能“出淤泥而不染”，始终站在他者 

的立场上，对这个世界进行审慎地观照。玉女这一形象的建 

构，实际上是作者以一批判的态度为读者揭示出了历史、现 

实的种种荒诞不羁，历史伦理、集体意志对个人、个性的压榨 

与巧取豪夺。玉女始终以一种微笑的超脱态度来看待历史 

与现实，她是凌驾于现实之上的，是一种更高的真与善，因 

此，在某种程度上说，玉女未尝也不是理性与智慧的化身。 

与这种超验的智慧与真相关的，是白衣盲女身上所表现 

出的美感。 

《秋水》中的白衣盲女给人一种仙风道骨、超尘脱俗之 

感：“五官生得靠，鼻梁如一条线，双唇红润小巧，双眼大大 

的”，“悠悠飘飘，似梦幻中人”不唯此，她还“童音犹存，天真 

动人”。细读此文，黑衣男人与紫衣女人间的冲突来源于二 

人的世仇(紫衣女人的父亲老七为黑衣男人所杀)，而这种世 

仇归根结蒂又是源于白衣盲女。在作者隐晦而又奇谲的叙 

述中，我们可以想象出白衣盲女在黑衣男人与老七错综复杂 

的关系之间所产生的作用，佐以同一时期莫言大作《红高粱 

家族》，“情仇”这样的一种脉络就更加分明。0如文本中所暗 

示的，这种“情仇”产生的根源不外乎白衣盲女的美貌，由此， 

白衣盲女的这种美貌理所当然地成为故事建构的根基。令 

人赞叹的是，莫言将这一建构充分地背景化，直到小说的最 

后，我们才于朦胧中窥豹一斑。更令人击节称赞的是，文本 

中的白衣盲女这一“麻烦制造者”置于矛盾的漩涡中却似乎 

毫无体察，以一种超脱事外的“深沉神秘”见证人世间的纷 

扰与繁芜，俨然成为先知者与女神的化身。 

《丰乳肥臀》中的上官玉女亦是作者塑造的貌美理想女 

性形象：“鼻梁高耸，脸皮白皙，一头柔软的金发，脖子细长， 

像戏水的天鹅”，“额如蟹壳，目如深潭古井，鼻挺嘴阔，双唇 

娇嫩如玫瑰花瓣”，“亚麻色头发如光滑的丝绸，眼睛仿佛水 

晶石”，“双乳像小红马的玉蹄”，“她的美丽的身体倾国倾 

城”。并且她的美“是未经雕琢，自然天成的，她不懂得梳妆 

打扮，更不解搔首弄姿，她是南极最高峰上未被污染的一块 

雪。雪肌玉肤，冰清玉洁，真正的，不掺假的。”“无论在何等 

的艰难困窘的情况下，八姐都是迷人的”。 

· 如同《秋水》中的白衣盲女一样，上官玉女的美也是自然 

天成的，这种未经雕琢的美还原了美的原生态，是一种真实 

而又质朴的美。这种朴素无华的美背后，是一种未经世俗异 

化的、天真的性情。这种真性情之美，舒缓而沉稳、久而弥 

淳，给人以蔼如之感，平淡兴远。 

值得注意的是，白色调在莫言的色彩感觉狂欢中占据一 

特殊的地位。如果说红色调在莫言小说中构建出一个个壮 

美意象的话(以《红高粱》、《红树林》为例)，白色调的基点则 

是优美的(这在《白狗秋千架》、《白棉花》中皆有体现)；前者 

以动见长，后者以静取胜；前者是炫目多彩、众生喧哗的，后 

者是质朴无华、小径通幽的；前者是暴烈的、激动的、催人奋 

发的，后者是平和的、波澜不惊的、甚至带点淡淡忧伤的。两 

种色调相较，充分显示出了直与曲、刚与柔之别。 

二 白衣盲女：时间的雕琢与生命的起源 

时间意识是任何一部伟大的作品都不可或缺的。中国 

古典诗学中的“伤春悲秋”主题及其所代表的佳作，无一例外 

的都有时间意识浸染其中。现代意识流小说也对时光进行 

着细致入微地刻画与雕琢。时间意识所带来的，是读者自身 

体验与文本独特经验的完美契合，是一种在时间向度上对种 

种纷繁存在与杂乱思绪的深层次思考。这种时间中的经验 

与体验亦是作者与读者寻求精神避难与救赎的场所所在。 

《秋水》予人的首先是一种时间上的蛮荒感，作者借助这 

短短的篇幅，分明演绎了“创世纪”与“诺亚方舟”两大神话。 

“那时候，高密东北乡还是蛮荒之地，方圆数十里，一大片洼 

涝，荒草没膝，水汪子相连”，就是在这样一种类似“史前文 

明”的环境中，因“淫奔”而至此的“我爷爷”、“我奶奶”开始了 

他们的“创业史”。这一历程，是对伊甸园神话的反讽式运 

用。《秋水 创业阶段”的蛮荒却又自由、祥和的精神指向与 

伊甸园的自由祥和的精神主旨可谓是异曲同工。如若说亚 

当、夏娃因受欲望的指引而被逐出伊甸园的话，“我爷爷”、 

“我奶奶”同样是由于欲望的唆使——“我父亲”的降生而遭 

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力量雄大、视野宏阔、造境奇特 

的戏仿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若从一个较为宏通的视 

角来反观莫言“高密东北乡”文化地理的建构与“红高粱”家 

族史建构的话，我们可以发现，《秋水》处在一个“根”的位置： 

正是在这里，“高密东北乡”的第一批生民开始扎根、生存乃 

至“创世”。以此文写作的 1985年来观，其时“文化寻根”与 

“寻根小说”正发展的如火如荼，莫言的此篇小说亦应归入 

“寻根小说”的大潮之中。与其他寻根小说相较而言，莫言这 

个短篇毫不逊色，这种寓言式的写法有其自身特色，而这种 

寻根的取向与对西方文化的反思与借鉴亦是独出心裁。 

白衣盲女的出现，又是对大洪水与诺亚方舟神话的借鉴 

与戏仿，亦是继“创世”之后，对生命、文化起源的又一隐喻。 

洪水在莫言那里，一直是挥之不去的历史记忆，在这个短篇 

中，莫言将这种历史记忆成功地转化成审美意象，在白衣盲 

女这一形象身上，寄寓了无比丰富的内涵。作品将洪水的到 

来与父亲的降生融合在了一起，极富戏剧性。而父亲诞生时 

的场景又与耶稣之诞生有极大相似之处，换句话说，莫言在 

“父亲”身上，反讽式的上演了耶稣诞生这一场景，这一象征 

奇崛而简洁，极富艺术张力。在《秋水》的叙事中，“我爷爷”、 

“我奶奶”所居住的草棚，成为不折不扣的生命与希望的载 

体，成为物种起源的又一“根”所在。在这一现代的诺亚方舟 

之上，人们仍然免不了勾心斗角，在新生命(“我父亲”)诞生 

的同时，依然不能排除凶残、暴烈与杀戮。在作者笔下，这些 

场景的讽刺意义昭然若揭。 

需要注意的是，白衣盲女乘瓮而来，她的出现与维纳斯 

的诞生有极大的相似之处。她们都来自于水，是水给予了她 

们生命，同样也是水使她们的生命承受了考验与锤炼。白衣 

盲女诞生于瓮，而维纳斯诞生于蚌，其相似性一 目了然。作 

者在“盲女一女神”这一意象建构上，可谓之用心良苦。这又 

是作者在生命起源问题上的一大建构。 

《丰乳肥臀》中的上官玉女一生坎坷而凄美，诡异而神 

秘。她的身上充满着灵异与静穆：“八姐神秘，与几十年前从 

滔滔的洪水中坐瓮漂来的白衣盲目女人有相似之处。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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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繁衍了司马亭、司马库这样的古怪新奇的后代 ，她坐瓮 

飘来，又乘风而去，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身世如同死谜，何人 

能猜破?谁也猜不破。”由莫言的人物谱系来观，那个“几十 

年前从滔滔的洪水 中坐瓮漂来的白衣盲 目女人”显然就是 

《秋水》中的白衣盲女，在人物的建构上，上官玉女与白衣盲 

女两人具有内递性与一致性。而事实上也是如此，生命体征 

与性格特征的相似性且不论(盲目、美貌、内敛、慎独)，上官 

玉女最后的归宿——沉水 自溺就充分表达出了这一意象 内 

理的一致性与完满性。上官玉女以其沉水自溺完成了“白衣 

盲女”这一人物意象结构宿命般的生命轮回，关于生命起源 

的建构在玉女身上戛然而止。 

莫言在《秋水》中所描绘的白衣盲女的那种不知来 自何 

方，不知去往何处的生命的无助与苍凉感从那时一直延续到 

了《丰乳肥臀》那里。作者反复地运用这一意象，其含义也是 

极为深刻的：白衣盲女代表的是一种对生命本原的苦苦追寻 

与探问，一种对人的存在方式与存在状态的形而上 的思索。 

这是一种生命的本体论，同时也是一种美学的本体论。白衣 

盲女的意象显然是对潜藏在人们心中的对大洪水所带来的 

恐惧感的审美性体验与表达，是远古人逃避灾难，保存希望 

种子的审美性再现与现代性阐释，是对“诺亚方舟”神话的审 

美性的颠覆与重新建构。 

而这种生命的无助与苍凉感之所以能发人深省、感人至 

深，是与作者对时间的细致雕琢密不可分的。《秋水》的前半 

部分描绘了“创世纪”的艰难，寥寥数语，艰辛与快乐并存，困 

难与救赎并重的场景活灵活现。洪水的到来使得原先洋溢 

着的一股生气、一丝愉悦消解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无可 

奈何的苍凉宿命感与肃杀之气。在“诺亚方舟”上所展开的 

惊心动魄的斗争，在时间的刻度上被丝丝缕缕地雕刻得淋漓 

尽致；在时间的向度上所演绎的“生死疲劳”，被描绘得丝丝 

入扣。从而给读者留下了一个深邃的想像空间。经时间向 

度洗礼的故事别有一番情致，这种叙事解构了叙述内容的严 

肃性与崇高感，而以一种反讽的面貌出现，但在这其中所交 

织的感情却是实实在在的，是超越于文本之上的。这种感情 

平稳而深厚，凄冷而沉郁，荒诞而又辛辣，呈现出一种丰富性 

与异样的美感，使读者在感觉酣畅淋漓、入木三分的同时，进 

入到一种对历史与未来的反思与警策之中。 

《丰乳肥臀》中对上官玉女的描绘也是如此，作者意绪和 

历史记忆与想象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呈现出历史的宿命感、 

高洁而彻骨的孤独感与义无反顾的崇高感完满统一。在一 

段大跨度时空中，作者缓缓注入了其源于苦难而沉潜凝聚了 

的悲情，使得这部浑然天成的作品具有了一种沉思历史和人 

生的沧桑感，使得读者在痛苦、迷茫与抉择之后，能进入更深 

层次的思考与体察。 

三 白衣盲女：“种的退化”之反照与“女神再生”之建构 

莫言从《红高粱》起，一直在努力营建一种狄俄尼索斯式 

的“红高粱精神”，呼唤一种原始的生命力。他笔下的女性大 

都有悖于传统的温柔敦厚之美，而是敢爱敢恨，能生能死，既 

叱咤风云，又风流多情 ，张扬着一种原始野性 ，高扬着鲜活的 

生命力。她们一般都有着超出常人的欲望，有着常人所不能 

及的魅力与魄力。她们是民族血性的真正延续 ，也是民族精 

神强有力复兴的希望所在。相形之下，男性形象则大打折 

扣，多多少少地被渺小化 ，边缘化，所塑造的人物或苟延残 

喘，或懦弱无能，或安分守己、听天由命 ，或醉生梦死、得过且 

过。他们往往在现实生活中消磨尽了生命的力量与热情 ，只 

剩下行尸走肉般的虚空的躯壳，所能做的，也只是在虚幻的 

意象中去寻求光和热。 

与之相关的，是“种的退化”的观念。莫言在《白狗秋千 

架》中第一次出现了“纯种”的概念，此后“纯种”与“杂种”这 
一 对概念多次出现在其作品中。《红高粱家族》整部作品充 

斥着对“杂种高粱”的厌恶之情。“纯种”被“杂种”所取代，种 

的生命力的退化由此可见一斑。张志忠在《莫言记》中写道： 

“莫言的作品，总是要写到两代或者三代人的，总是要在几代 

人之间探讨其遗传变异的”，而且家族成员总是一代不如一 

代。新生的一代，较之他的父辈祖辈总是负担过多，总是显 

得老气横秋，缺乏生命的张力。《秋水》中对于生命起源的描 

绘也可以看作成关于“种的退化”命题的追索与前奏。作者 

对于蛮荒时代的热情讴歌，是建立在对现实“种的退化”不满 

的基础之上的。 

“种的退化”命题的提出，显然是与当时的文化寻根热潮 

须臾不可分的。在莫言那里，男性形象的猥琐与 “种的退 

化”休戚相关，二者是正题反题之分，而二者的合题则指向国 

民劣根性的批判与中华古老文化的重建与涅檗。正如粱漱 

溟曾说，中国母性文化有着“幼稚，老衰，不落实，消极和暖 

昧”等种种弊病，中国人身上缺少西方新教伦理影响下的那 

种“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具有伦理色彩的”的开 

拓、“劝世”精神 ，“种的退化”因而成为中国母性文化影响下 

的必然产物。作者借助这一命题，批判了中国文化固有的种 

种弊病、中国人身上所展现的种种劣根性，从而完成了其对 

自我“寻根”体系的建构。 

若莫言的作品只局限于“揭伤疤”，或无甚可观之处。在 

与西方文化进行充分比较的同时，莫言也在探索中国古老文 

化的重生之路，而“女神再生”正是题中之义。 

红高粱系列小说所引入的“红高粱精神”是一种充分张 

扬个性与野性生命活力的精神，这种生命狂欢精神在莫言此 

后的小说创作中一以贯之，并得到逐步完善与发展。这种生 

命的野性与狂欢，是人类童年时代记忆的反观与重现，是先 

祖生活面貌的原生态还原。这种野性与狂欢剥离掉了文化 

的种种规约，褪去了社会所赋予的种种道德伦理价值，探讨 

的是生命的本体存在。如上文所及，这种野性与狂欢在众多 

的女性形象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作者试图以此来还原中国 

母性文化的史前面貌 ，并以此来完成其 自我文化认同。以神 

话原型来观，莫言笔下的这诸多女性则未尝不是女神形象的 

重新营造(这种情况在《丰乳肥臀》那里就变得更为明显，作 

者显然是以母亲来隐喻大地母神)。作者就是在这样一种女 

神的营造上寄寓了解决“种的退化”问题的希望。 

《秋水》中“盲女一女神”的建构，代表的是一种对生命与 

文化起源的追索与叩问，以及对返璞归真的文化状态的向 

往。那种蛮荒状态下人们所表现出的野性与生命力，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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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已久的中华文化所欠缺的，也正是其所要更正之方向。 

《丰乳肥臀》中的上官玉女与其孪生弟弟相比，更多地继承了 

中国文化中更富生命力的一面。她沉默寡言却又心如明镜， 

她虽纤弱无力却又坚强刚毅，她敏感聪慧而又善解人意。与 

上官金童相比，她经历了更多更沉重的苦难：饥饿，病痛，颠 

沛流离。她虽终生生活在黑暗中，跟中却总能闪耀出悲天悯 

人的光芒。在她身上，见证了中国文化所不能承受之生命之 

重与死亡之轻。正是她继承了其母的伟大人性品格：博爱无 

私，勇敢坚毅，顽强不屈以及柔韧忍耐。而这，也未尝不是当 

下所要承袭的中华文化的精髓。 

在《秋水》中，白衣盲女可视做是维纳斯女神在现实中的 

重生与再现。她所带来的是新生、是希望，是古老文化所未 

有的异质因素，即狂热的生命与原始的野性。《丰乳肥臀》中 

的情形也一样，白衣盲女繁衍了司马亭、司马库这样古怪新 

奇的后代，而司马家的后代所具有的，恰是上官家的男人们 

所欠缺的：血性与阳刚。这种古怪新奇是司马家后代的魅力 

所在。这种古怪新奇是对上官家的男人们而言的，也是对民 

族精神而言的。民族精神所需要的，亦即莫言在文本中所大 

声呼唤的，正是这种代表着血性与阳刚的古怪新奇。这样， 

况味就出来了，上官玉女既然与白衣盲女极为相似，她也就 

具有白衣盲女所具有的符号特征，她也就具有繁衍古怪新奇 

的血性男儿的能力。作者就是在这一人物身上，寄寓了“种 

的改良”的希望，并希求从中找到一种途径，即一种生命的涅 

檠与文化特质的重建。上官玉女以其沉水自溺，完成了这一 

过程。 

我们知道，男性的生命历史是线性的，具有代代相传的 

呈递性；女性的生命历史是圆形的，具有循环往复性。生一 

死在女性的圆形历史那里，本就无特殊的界限。玉女的沉水 

自溺，实际上是对母亲子宫的执著回归。她的充满了庄严感 

与崇高感的死亡，实是一种理性的涅檗与再生。在这一过程 

中，她涤去了生命的异质成分，涤去了文化的劣质成分，涤去 

了现实生活的丑恶成分。她以死亡完成了耶稣式的生命轮 

回，也开启了新的生命希望。作者借她的死亡，隐喻了解决 

“种的退化”、“父亲死亡”问题的有效途径与方法，从而使得 

整部作品悲凉却不悲观，失望而不绝望，产生了浓郁的悲剧 

美。 

白衣盲女这一意象在《秋水》与《丰乳肥臀》那里，由生 

命、文化的起源到生命、文化的涅檗，完成了一个宿命般的轮 

回。作者正是借助这一微小却又古朴简练、畅达有致的意 

象，寄寓了对真善美的渴望与追求，对生命、文化的深入思 

考，其幽微绵缈的情致、静逸明秀的意境、言尽意远的叙述， 

令人能于纷乱中息心静虑、凝神观照，产生别样的功用与美。 

注释 ： 

① 《秋水》(1985)中的白衣盲女形象，《丰乳肥臀》(1996) 

中的白衣盲女以及上官玉女形象堪称代表，本文拟以这两个 

文本为范例来展开论证。 

②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秋水》未尝不是莫言以《红高 

粱家族》为代表的家族史叙事的重要一环，其精神内核也与 

莫言所建构的充满生命活力与野性张力的“红高粱精神”相 

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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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ind Woman in White’’Image In Mo Yah’S Novels 

ZHAI Chuan—-peng 

(Shanxi Norma／Uni,~sity，凰’0n 710062，Ch／na) 

，蜘 ： “Blind Woman in White"is all Ilage with extremely rich connotations in Mo Yan’8 novels．Based onthe 8 0fthe aes- 

thetic dements in the text，we can see that this illlage represents the reality and the beauty．This iI瑚Ige also includes the research on the o~igin 

0fthe life and culture，in which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lls and construction 0fthe time．This ilTIage also contains the construction 0f 

the”rebirth 0f Goddess”．which is the solution 0fthe“ethnic degradalJony’．It also embodies the major theme 0f renewing 0f life and cultu．re 

and SO on． 

Key wolds： Blind Woman in White； life； culture； myt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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