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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日本的后现代主义小说（二） 

日本后现代主义小说的主要特征 

 

  关于后现代主义小说的特点，西方评论家已有令人信服的论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里

不妨作些介绍。首先，与现代主义文本相比，有些词汇在后现代主义作品中出现的频率要高于前者。

例如：迷宫、暴力、报纸、电视、摄影、计算机、做广告、偏执狂、百科全书、财产目录、无目的地

的盲目的旅行，等等。 

    

  第二，具有突出的语义场，创造了反映后工业社会中人们生活、思想、行动的特殊的新词汇和短

语。如为了表示不确定性或者混淆性别而用的词汇，有什么“阴阳合体生物”或者“雌雄合体”，等

等。 

    

  第三，从句子结构看，后现代主义作家的文本句法不规范，语义前后不一致，印刷时故意安排空

白、缺字或者把文字与其他符号混合排印等等。 

    

  第四，从整个文本看，倾向于任意的间断的片断故事的拼接方式，譬如在同一文本中故意把两个

以上的故事、场面相互交叉相互穿插，等等。 

    

  不同年龄的日本后现代主义作家，在学习、借鉴佛克马等西方文论家公认的上述后现代主义的创

作手法方面并无多大区别。岛田雅彦的《亡命旅行者的呐喊》，与托马斯·品钦的《第四十九个人的

呼喊》及约翰·巴思的《夜间海上旅行》的关键词“呐喊”、“呼喊”和“旅行”相似。在另一部长

篇小说《梦游王国的音乐》里，主人翁阿雅随身带着录放机，走上街头录嘈杂声音的人物形象，就颇

似美国先锋派作曲家约翰·凯吉在五十年代以录制噪声充当音乐的作法。 

    

  村上春树的《围绕羊的冒险》与巴思的《牧羊娃吉尔斯》，都以“羊”作为出场人物的符号。他

的《世界的末日，冷酷的仙境》不仅标题与鲍尔·西伦的《世界的终点》类似，开头还借用其中的一

首诗。 

    

  众所周知，新文学总是需要有新思潮和新语言作基础。西方后现代主义作家一个重要特点是不断

创造新的语言符号，日本后现代主义作家也紧追不舍。评论家三浦雅士明确指出，作家都在向独自的

语言前进，几乎所有的语言都受到了污染。我理解他所说的污染，就是指日本后现代主义作家已经不

再用公众所熟知的标准日本语写作。有的混淆清浊音，有的取消标点符号或者乱用标点。他们还根据

日本文由汉字和假名构成的固有特点做起文字游戏。按照一般书写规则，只有外来语才用片 

假名 (近似拉丁文的大写字母)的。但从村上龙开始，发展到一些常用的专有名词、人名和地名等，都

用片假名拼写了。但直到岛田雅彦用片假名代替汉字“左翼”时评论家矶田光一才意识到，这是一种

反讽手法，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样一来，就使本来明白易懂的文本变得暖昧不清。这种“文

改”风气也感染到一些老作家，后藤明生在《围绕谜的信的几封信》里，连贿赂、比喻、场合和蔓延



等词都用片假名了。 

    

  高桥源一郎在《优雅感伤的日本棒球》中，还用几何图形来代替具体描写，或接连删去好几个汉

字，用圆圈来代替，有时则一再重复使用同一个词，有时又使词组或短语无限膨胀。例如：“已经化

装成‘宫崎义一教授的太太’的‘飞毛腿鸡’就站在化装成‘专学近代经济学、太太也是近代经济学

家的宫崎义一教授’的‘瘦饥饿狼’的身后。”本来，完全可以用‘飞毛腿鸡’站在‘瘦饥饿狼’的

身后。但作者却加上许多修饰语，使句子任意拉长。他还把支离破碎的故事拼接起来，并给 

长短不一的七大章分别加上标题，每章都有主要人物，有主题，可以独立成篇。作者有意识地吸收西

方后现代主义作家的许多表现方法，如改写、扩充外国作品等。所以评论家秋山骏指出：“他像玩扑

克牌似的把各种故事拼接起来，在每个片断中作者所要干的是语言的游戏，是游戏的文学。”① 

    

  其次，采用反讽、调侃和揶揄之类语言谈论相当严肃的人和事。岛田雅彦就在《天国降临》里写

到有个姑娘学了俄语后竟然忘掉了母语，把“天皇陛下是日本的象征，动物园里有象”，说成“天皇

陛下是日本的象，动物园里有天皇。”如这样对天皇有些不恭敬的用法，在以往的日本小说里是不多

见的。岛田雅彦还把日本一些老作家的姓和名拆开，加以重新组合来嘲笑他们低能。譬如说“安冈淳

之介尿裤子，三浦周作从滑梯上跌下鼻出血，肥胖的开高才一摔了个狗啃尿”等等。安冈淳之介是日

本战后第三代新人作家安冈章太郎的姓和该派另一作家吉行淳之介的名的重构结合。三浦周作说不

准，因为姓三浦的老作家有好几个，如三浦朱门、三浦绫子和三浦哲郎等人。而名叫周作的作家，只

有该派的远藤周作。开高才一使人马上想起社会派作家开高健和丸谷才一来。联系岛田雅彦曾经批评

老作家是固执于自己文体的文体崇拜者一事，我们不难看出上述描写的讽剌意义了。 

    

  西方后现代主义作家认为，真实的历史是无序的，因此，其文本的叙事特点往往是打破开头、中

间与结局的顺序，甚至使句子颠三倒四。日本后现代主义作家也采取这种叙事方法。例如后藤明生在

《围绕谜的信的几封信》里，就学美国“黑色幽默”作家，在句子中加进大量引号。田中康夫在《不

知不觉、结晶》中，则把女主人翁的出身、经历和生活环境等重要内容都写进附在文后的注解，一个

短篇小说注解就达到二百七十四条。第十一和第十七条是：“由利住在涩谷区神宫前四条。”“由利

是位于涩谷四条的那所大学的三年级学生。”这两条是非读不可的，如果读者阅读时必须在正文和注

解间来回翻动，究竟是感到有趣还是麻烦，就很难说了。 

   

  从内容看，日本后现代主义小说也有其鲜明的时代特点。由于“在后现代社会里，技术已经不满

足于历来受人操纵的地位，而主张有其独自的地位”，②所以，对科学技术的描写几乎与对人的描写

平分秋色。可以说，他们若离开对科学技术的描写，或者如果不使用高科技的影视、音响手段，便塑

造不出带现代社会特征的人物形象来。如在岛田雅彦的《神秘的跟踪者》里，那个须眉男子高园修，

若是不作变性手术，就不可能变成婀娜多姿的女子罗奇阿娜，出入于孕妇群中而无人怀疑。若是不使

用录象设备，罗奇阿娜自杀之后，就只能用倒叙手法来写她生前的故事，也就不会如现在那样，男主

人翁与出现在电脑里的女主人翁对话，也就没有男主人翁走访录像公司，与那家公司职员关于利用电

脑使人复活、电脑具有超人才能之类的长篇对话。在《天国降临》里，岛田雅彦再一次写到已经死亡

的主人翁变成小孩重新出现在电脑里的情节。 

    

  岛田雅彦的作品证明，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日本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催生婆，它们已经密不可分。岛

田雅彦就写道：“与科学技术的关系切断的同时，我们将不复存在。就是说我们只生活在那样一种关

系中，一种充满被害妄想色彩的关系中。”③这样说来，日本后现代主义作家揭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社会问题，即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但没有给人类带来更加便利、幸福的生活，反而造成可怕恶果。 

    

  所以，日本后现代主义小说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大多是异常的人、精神分

裂的人和病态的人。他们似乎把塑造病态的人物形象作为自己的使命，仿佛只有病态的人物形象才有

价值，才能感动人。岛田雅彦笔下的人物几乎都是有病的。除了令人恐惧的艾滋病外，还有性功能障



碍症、自闭症、被害妄想症和健忘症，等等，有的孩子甚至患上只有听到噪音才停止哭泣的现代病。

有的青年喜欢胡思乱想，编离奇故事。他们总是感觉到地球在威胁其生存，感觉什么东西都是倾斜

的，以为地球、世界即将毁灭。他们在散步时，头脑中出现了无数汽车向他直冲过来的幻觉，不正是

频频发生交通事故的后现代城市的写照？ 

    

  村上春树的《听风之歌》的主人翁在少年时代一直不会说话，《世界的末日，冷酷的仙境》里的

主人翁患有性功能障碍症，而他遇到的一个胖姑娘说起话来只会动动嘴唇，发不出声音，或者说出的

话并非她心里想说的话。 

    

  高桥源一郎在《优雅感伤的日本棒球》里所描写的棒球运动员都是神经病人，此外他还塑造了一

个不会念汉字的女人形象。 

    

  后藤明生的《围绕谜的信的几封信》的主人翁“谜”，患有身体总往左边倒的怪病。他所在公司

三千人中，包括“窗边病” (中老年人整天担心被解雇或安排在次要位置而患病)在内的一切现代社会

病，应有尽有。 

    

  上述所有故事都形象又夸张地反映出后工业社会中一种全新的人际关系。这种关系不是使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而是相反，人与人达到无法正常交际的严酷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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