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式论“王期现

文

合奏出此时中国文坛上的强烈不和谐

失却轰动效应以后” 1 ，大部分人已无可奈何地接受了

可是“失却轰动效应说”提出不到一年，有一个人的创作，却以λ们意

想不到的形式，引起一种新的轰动．这个人，

王朔．

王费制作带给人的的 不仅仅是纯文学意义上的成敢得失．由于他的创作，鼓

鼓地涉及到当今改革变化中的中国社会许多敏感的方茵 并且他是以一种对几十年

来统治人们思想的正统道德提范的挑战态度出现于文坛，因此，对王朔的评价，必

大约是 1 9 8 8 

亦引起评论界众说纷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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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手，对关于“王朔现象”的诸多评论做一大略浏览．通过浏览，不仅可

以了解人们如何评价王朔，亦可以从中看出评论界的认识方法与思维定势．在此基

础上，对造成“王期现象”的诸多四素做出自己的程浅的分析，

u王期现象”的产生

王朔和他的创作

王期是 8 0 年代中

于北京的一个军队干部之家。

的一位青年作家．他 1 9 5 8 年生

便时逢文化大革命， 1 9 7 6 年中学毕

业，

伍，

在北海舰队摄役 4 年． 1 9 8 0 年退

1 9 8 3 年退职，成为从事文学创作的“个体户’＼

王拐部期的创作，用他自己的话摄括： “一路是侃，一路是言情．” 4

他较早一些有影响的作品．从《空中小姐》（《当代》 1 9 8 4 年第 2 期），

《浮出海面》（《当代》 1 9 8 5 年第 6 期） jj 《一半是火姐一半是海水》

他摆脱了有些爱情小说的“直、

西部颇受人们欢迎．他的这一

一是男女主人公身份存在较大差异，如年青漂亮

｛《空中小提》）；舞蹈学校酣毕业的女演

女大学生和流氓国饮成员（《一半是火焰一半是

海水》）；解放军女军官和走私集团的“传j爷” （《操皮人》）……．二是作者往

往通过男主人公在爱情上的成功或失散，对这些人物的内心世界做较深到的揭示与

展理．二是在这类小说中，作者组特的长于言情和悄皮、羁｛挠的叙事风格己形成并

日趋成熟．

从中篇小i兑《顽主》（《收获》 1 9 8 7 年第 6 期）起，玉朔开始了他另一路

的创作一一“组

社）， 《千万另q把我当人》｛《钟山》 1 9 8 9 年第 4 、 5 、 6 期）等．在这一类

作品中，王朔以翻默、调侃的态度，集中揭示了“旗主”式的人物在精神上与世俗

社会存在着尖锐对立，并对他们的内心世界展开了较充分开摇；而他不如节制、胡

编乱侃、玩弄嚷头的特点，在这类作品中也发展到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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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现象”

一个作家的作品，以其与众不同的特色区茄子蚀，并且在读者兢众中产生较大

影响，引起一定的轰动，有时就彭成了一种文学现象．

8 0 年代以来，以“瑰象”命名的事件越来越多，但各种现象似乎总是

罢花一瑰，这也是人为“施制”现象的必然结果．在诸种“现象”中， 8 0 

年找中期以来一直被人赞扬、抨击、挖苦的王朔小说现象是个倒外：近 1 0 

年来他的小说不缸走俏市井，市且在高麓的文学爵中、高知识阶层也不乏口

碑， 1 9 8 g 年的中国电影甚至被寇以“王拐年” 部 1 9 9 2 年夏秩之交

沸扬京域的《王朔文集》的出版更为“王朔热”加温．无论赞成与反对，王

费小说在新时期文学中据有最多的读者已成为既定的事实，有他参与的影视

作品的较视率、上E盖率也居高不下．如果仅以“痞子文学”一而模之的话，

恶’治难以解释王朔小说的走红． 8 

这是一位评论家对“王朔现象”的模述．

任何一种文学现象，都应当有其自身较为鲜明的特征，才能构成所谓现象．王

期理象当然远不倒外．只是，王朔的创作较为复杂，本文仅以凡点模括，恋怕难免

( 1 人描写对象的特殊性

人们首先被王期作品所震谅的，是他把一批几乎从来在文学作品中出现过的人

物，一下子推到人们面前．描写对象的与众不同，既是区别于其他作家的显著标

志，也是造成“王朔现象”的轰动效应的因素之一．

有人曾对她这样穰括： “王朔小说几乎无例外地是写中留当代社会中一个特殊

的青年酷层一一‘痞子’”． 9 所谓“痞子” 是指这些人不仅没有受过较正巍

的文化教育，没有相对稳定的正当职业，而且以嘲弄世俗、蔑视既定道德准则的人

生态度活跃于社会舞台．

除了“痞子说押之夕卡，还有用嗣蔬氓

“中国现代嬉皮士”等许多说法来称诠王朔作品人物的．在诸多说法中，我更倾向

于“边缘人”说．因为认为王朔小说人物是 M都市里的边缘人” 1 0 这一说

法，更健重于这一类人物的内在精神特征而不是只看他们的外在行动特征．所谓
“边缘人”，是说这些人不能或不愿置身于社会现行兢范和秩序中，他们的所作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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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军管如此，当玉如把他的那些人物陆续撞上台时，假然使人们大吃一惊．自

QU Jd 



“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使得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极为严肃、神圣的态度对待

文学创作．作家如果不是出于救菌救民、教育读者的动机，起码也是将“摞于生

活、高于生活”的个人认知提供给读者 或者是向人们展示自己对艺术的执着追

求．人们习惯于将作家看作是“灵魂的工程师，，，陌作家也难免具有在稽神上离人

一等的“精英意识

人们完全没．有料翌j，到了 2 0 世纪 8 0 年代，王朔居然可以以一种截然相反的

姿态出现于文坛．｛也 u绝对不自以为比读者高明（真诚、智慧、党器、爱心…

…），而且大体上并不梧信世界上有什么太高瞬之物的作家和作品，不打算提出什

么问题更不打算回答什么问题” 1 3 .他不仅不止一次地在作品中公开嘲弄作

而且对自己的职业，他反复强调只是个“写字的” 1 4. 在王朔那里，人们找

不到关于什么道理或人生哲理的说教，也看不出艺术家探索人生葳蕴的艰逻与深

让人们“看一乐儿”，从阅读中得到轻松始诀的享受的娱乐性效果，是王朔十

分自党的主班追求，也是他的作品能赢得大量读者的重要原因．他曾经这样说过：

“有人觉得不需要读者，这当然无所谓．但是对我来讲，我需要．我觉得小说还应

就还应当让人肴，还需要那些和传统不能分爵的若干因素．” 1 5 正

了“让人肴”，他把多年来人为地强加于文学的重负轻轻一抖，统统黠却，在

使小说重薪变成一种通俗有趣的读物．和中国多年

比，王期的这种创作态度，应该说是一种文

对此，有人赞成，有人员目指责他将文学引人“揭俗”的歧途．

结论如何，也许要留待历史作出．但不管怎样 这确是“王期现象”的一个十分鲜

明突出的特征．

王烧着重作品娱乐性、 “需要读者”的权极态度，既是他的主兢追求，也有着

文学创作体制上的客观因素．王朔以前（包括同时或以后）的大部分作家，

“大锅假”、 “铁交椅”的优越性，作家协会或专业创作人员编制的圈定：工资，使

他们不必在“写出的东西有没有人看押的问题上煞费苦心，因而事实上造成了作家

创作与读者消费严重兢节的现象．部玉期则不同．他是在辞去公职后才专门从事文

学创作的，而且没有在任何一个作协组织里占一席之地．如果他的作品也写出来没

有人看，卖不出去，那他“以文为生”的企围就只能宣告此路不通．客观情势逼得

他必须把作品的可读性放在第一位来考虑，而文学创作，在此才实实在在成为一种

谋生手段．王朔一反过去文入“耻于言科”的稳性心嚣，率先为自己的作品“开

价”，并且率先制办大陆首家民间影视创作机构一一海马影视创作室．与九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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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一九八盟年的《当代》第二期上，王朔就发表了他的中第处女作

《空中小提》，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髓后，他便一发而不可收拾． （中路）

同时，他还倍受电影电挠的青睬，仅在一九八八年他的作品被撮上银幕就达

四部之多，并在全醋嚣围内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挥示了一颗文学新星的升起，

u王朔热”此时已悄然兴起．然而，在评论界，几乎是一片沉寂，人们对此

不约而阔地保持缄默．直到以卖书为生的个体户｛门将王朔摆满书摊，千家万

户端坐电视m前为刘慧芳（电视剧《渴望》女主人公）的命运一洒同情之泪，

之时，评论家们才再也不能无视王期

终于对王朔这一现象加以评说．渐渐地关于王挠的文章开始多了起

商此时已是一九八九年．在此之前，几乎没有一家大型评论刊物登载过
评诠王期及其作品的文章，即使是王期红得发紫的时候，他始终也没有成为

职业评论家的热门话题． 1 7 

｛盟有一点例外．事是笔者目前搜集到的资料肴，载于

) . 1也不杯健晃地分析了《橡皮人》及王朔的创作，并给

在整个评论界较为鲜见．

了有关资料，发现对王朔进行批评的占绝

路酶的笔法．” 1 8 

，总体说起来，评论界对王朔的反蝶，一是苦遍较为冷淡，工是大多持保留态

挂i率的多，赞扬的少，有人认为， M显然，一度对王朔批评的缺席，并不是评

论家们的疏漏，商是另有其深刻原齿的．”并且将这原因归纳为： “评论家对王朔

的态度，与对通倍文学的错鬼不无关系．” 1 9 笔者则认为，个中原因，较为复

杂，大约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①评论界的思维定势

对于中国的文学评论界说来，评俞文学作品的好坏高链，缸子存在着一定的模

式．符合这个模式的就是好的，反之就是不好的．以前，这一模式的内涵，大致被

约定在政治标准范围内， “文学艺术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准绳，束缚了人

们达几十年之久（从延安文艺蓝谈会算起）．八十年代后，政治标准的菌素逐渐开

始淡化，说法有所不同，比如，社会主义文艺“要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惑人的艺术

形象，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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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王朔的“恶作剧”＠王朔因为厌恶以前的种种教化，在作品中，常常表现出一种

明显的“忧智心理”。他不但公开将作家称之为流氓： “你没听说现在管流氓不叫

蔬氓叫作家了吗？” （《顽主》，华艺出版社 1 9 9 2 年版《王朔文集》卷 4 第 4

4 页，以下凡引自《王朔文集》者只注卷数和页数。 ）市且不止一次地在作品中对

评论家的横房语言大肆嘲识．如下商一段：

“几十年来，我们是怎么取得一个个成就从胜科走向胜利的？那就是始

习古今中外文学史和文艺理论，

从那时到现在，影势并没有起很大变

不驻文学，诺贝尔文学奖会发给中国人？”

以为是、高居人上的

王费是当今文坛上引起争议较多的一位作家。

( 1 ）、对作品中人物的评价

对王期作品的分鼓意见，首先表现在对他的人物评价上．

持批评态度的有的说得很直接： “典型的王朔作品的人物主要是‘痞子’，有

‘流氓’．” “王期的主人公没有未来．他们年生己轻轻却老气横秋，他

诚实、贵朴的事物，鄙视、嘲识一切原告才性， e11 一切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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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王朔的人物进行评价时，一些评论家不觉中就陷入一种道德拉判．市文学

作品中的人物与现实生活中的人物虽然是不阔的，仅用道德标准去衡量，就显得说

服力不够充分．何况有些道德标准，本身正确与否还笛得撞敲．相比之下，那种从

人物与社会的关系的角度切人，充分理解变化中的社会现实下人的生存困境，并由

此分析人物特征的方法，比仅仅捏王朔的人物斥之为“痞子

的作法，我认为更有说服力一提．

( 2 ）、对王期作品价锚的评价

对王朔作品价值的总体评价，高｛昆悬辣援大，这也是王朔的特殊之处．

1 9 9 3 年 2 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一群青年学者（包括教授和博士

）讨论“文学和人文精神的企机”问题时，就把王期作为一个反菌典

型：

调低？含情是取消生存的任何严肃性，将人生化为轻松的一笑，它的背后

是…种无奈和无谓．王朔笔下正是充满了调侃，他调侃大众的虚伪，也满组

人生的价值和严肃住 最后更干麓调缸一切．……调侃者一如看客，他置身

于人生的房外，既不肯定什么，也不否定什么，只器一时的轻始和快意．调

镜的态度冲淡了生存的严肃性和严黠性．它取消了生命的批判意识，不承担

任何东西，无论是欢乐还是痛苦，并且，还把承担本身化为笑料加以嘲弄．

这只能算作是一种卑下和霹弱的生命表征．王朔正是以这种满侃的姿态，迎

合了大众的看客，i:,，盟，正如走江潜者的卖弄蝶头．

这当中也包括了迎合大众想发牢鉴 想骂攘的心理，大众也因此或得了

一种宜泄怨镜的快感．

王朔以这种方式博得了大众的青睬．在商银中，人们通过遗忘和取消自

身生命的方式来逃避对生存重负的承担．然而，现实生存并不因这种逃避而

有丝毫改变．从这里也可盼着出国人生存境况之不堪如生命力的辱弱．不然，
人们｛可以像探救命韬革似的乞灵于这一点点可拎市又无酶的“轻松”呢？ 2 8 

这是一群典型的孤芳白赏的“学院式”学者．不仅全商否定了王朔作品铃值，

还捎带着连大众一起加以攻击．这种批评态度在整个评论界很有代表性．

前面曾举过的黄式宪的文章则认为：

作家艺术家不应在“无主潮”的掩饰下降低自己作品的文化品位，特别

处在文化滑人“假谷”的瑕窘时期则更需要发挥艺术家的主体性以及在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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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存在，它的出现有广泛的社会背景，具有某种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

顽主身上甚至闪挥着非常宝贵的亮色，握自身又存在消极因素和踱坏力量，

集中了一半天使、一半魔髦的善恶．他们即将超越i日事物的寞白，但尚未跨

上新世纪的台阶，是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力量．其独特之处就在

他们不同于中韶文学史中其他影象，这是王朔的成功所在，他使旗主在中国

当代文学艺术画廊中

王期那种近乎巴尔扎克式的真实又蕴含着潜在的批判力最．在读者面前，

顽主生活本身完成了自身诸多方醋的无情否定．这就是顽主和玉如作品给予

人们的启示和警醒．坦率地表现和承认顽主包括自己的麓弱而不怕曙笑，体

现出王朔作为小说家的勇气和真诚． 3 1 

这是从作品人物的雨田性（或多面性）及其产生摆源的分析角度，肯定了王朔

作品的价值，特别是它们的认识价值．

商到目前为止，青年学者曹文轩在《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一书中，给

予王朔的评价，可以算是比较高的：

你也许不是一个哲学家，起你的作品结合有连职业哲学家都不能达到的

他ff）中间的一个如

本来是很正常的．而王期能引居高f正悬珠如此之大的分歧，令人不得不考

虑到其中蕴含的内外多重留素．所谓内部菌素，即王朔创作本身所包含的不同审美

价值，比如琦社会现实的认识功能，使人轻松情块的错镜功能等；南外部因素，则

不仅与时代的发展变化有关，且如前所述，与评诠界的思维方式与习辙，或者说批

评的都准问题，也有很大关系．批评王挠的人们，常常从某种既定穰念出发；而肯

定王朔作品价值的人，大部基于作品实际，特射是其中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和其深

受欢迎的事实，从而得出不同的结论．

( 3 ）、对王朔创作态度的评价

在此问题上，也曾有过不少意见分歧．这里，只想举商个有趣的伤i子．

一是 1 9 9 3 年，在 1 月 3 0 日的《中国青年报》上，登载了

患”的文章，题为《一只色彩斑斓的毒蜘蛛》．文章说：

“老

王朔作品的魅力，在于他玩睐羁缸一场所谓神圣的东西，于提襟见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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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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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生活与社会环境的菌素

1 、八十年代的中国政治

从整个人类社会这一大起围着，进人当代社会后，如中国一样将文学与政治紧

紧绑在一起的情况，在世界上还不是太多（前苏联如“社会主义阵蕾”国家则与中

国相｛挝人因此，讨论任何一种当代中醋的文学现象，都不应忽视其与中国政治的

关系．

八十年代的中国政治，

十年动乱的阴影，急i毫走 i句“改革开放

的动作；｛旦同B才， “改2喜开放”始终踉于经？卉领域’政治上一直强揭

‘一个中心、商个基本点”等原则，因此不翻地有“反对资产除级

等行动．商在这些动作中，文学艺术往往首当其冲，

甚至九十年代，还有自绕著王蒙小说

的一场官司，也还有电影在国外得奖圈内却禁止上膜的情况发生．

发展经济，国计民生，千头万绪．相比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谁想要有效地掌握或

就是显得不合时宜．在3此，具体体现在文艺政策上，

“时紧时松怕的文艺政策，是使玉如现象得以应运陌生的一个重要因

如若是早几年，王朔的作品很可能遭到盘判．即使是现在，也还有“时而传出

对王期及王朔现象的批判已经列人大挂判选摆摆itJ、某占有权威地位的援刊规定不

撞在版商上出现他的名字、某杂志被指示不可发表他的作品的消息” 3 4 情况．

而王朔以他的tJt智，也非常适应了这种政治影势．正如王蒙所说，他“十分机智，

敢砍感拴，雨又适当接着一一不住栓臼上磁．他写了许多小人物的藏难困苦，却又

都嘻嘻哈哈，鬼精鬼灵，自得其乐，基本上还是良民．他开了一些大话空话的玩

笑，但他基本不写任何大人物，……他们的一垫活相当尖锐却又浅尝辗止，自1挨边

即闪过滑过，不搞聚焦，更不搞钻牛角．有剃刀之锋利却决不见红．押 3 5 这就

使得那些出于政治的原因对他不满的人，即使十分锚火却也无可奈何． “谑雨不

，是王朔得以适应中国当代政治的一个护身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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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记录＠

回颜新时期文学发展主流，大致由“｛结束文学”开始，经历了“反思文学

“寻丰丧文学”等凡个阶段，到 1 9 8 5 年，进入一个转街点．在此之前，几乎每一

种命题的文学，都反映辛苦表现了被时人们关心的社会问题，因而也都曾引起一时的

社会兴趣，产生过一定的轰动效应．此后，如前所述，一方部是睡着改革开放的深

人，社会生活的变化，人们的兴趣中心有所转替，另一方面，从“寻棋文学”以

后，作家们的创作景现追求精深高雅的趋势，对社会问题的思考逐渐转向文化的层

也使得文学越来越脱离大众，远离现实生活，失去i卖者，开始“走向低谷

从某种意义上i觉， “走向低谷”却也正是一个契m，它使人们可以从多
的热情中冷却下来，对文学的功能和意义进行重新认识．比如对

或文学的“通俗住”问题的讨论，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如有一位评诠

“从提本的方菌肴，通俗文学的诞生适应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商业文

市民翰层活跃的诸多后果之一．解放前，象张锻水、张资平、张爱玲这样

文学一度强揭党性原则，强i离为无产

通俗文学也才由于非文学的原

那么它

就不能不租社会生活走向世俗化

了这样一个角色：它代替严肃文

反过来又使他们从它的畸彤繁荣中

8 0 年代后半船开始，时论“通告文学”的文章开始出现，并逐渐多了起来．

1 9 8 8 年 1 0 月，首次全国通俗文学座谈会在广西召开．作家兼文化部长的王蒙

和一理有名的作家、评论家参加了会议＠会议对通俗文学的各方理问题展开了讨

论，并且提出应消除对通俗文学的错鬼，正视通俗文学价最等；意见．因为这是建国

以来第一次，会议本身就是一个文学转向的标志或信号．

早在评论家们就文学的通俗化问题展开各种讨论之前，已经有一些作家开始铺

离“纯文学”、 “精英文学”的主流，另寻发展途径．虽然和所谓的“通俗文学”

还不完全相同，｛旦文学创作中，注重一般市民的生活与兴遵的“世锚化锁向

经越来越明显．正是在文学潮流的这种演进变fι过程中 王朔脱颖雨出，以他独树

一电只的创作，赢得大报读者，有力地冲击了已经了无生机的文坛，影成新的“轰

动”. B吁以， “王费现象押的产生，虽然事出文艺瞎子内“精英”评论家们的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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