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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个世纪
!"年代王海鸰着手伦理变

迁的小说叙事到世纪初的 《中国式
离婚》，开启了都市人们的家庭、情感和人际

交往生活为题材的伦理写作潮流。 《新结婚时代》
的出版更引发了家庭伦理小说的跟风。严歌苓、六六、王秀

梅、焦冲、程琳、须一瓜、易清华、红柯、阎连科、慕容雪村、
钟求是、许春樵等诸多新老作家，都写出了值得关注的伦理长篇小说佳

作。《新结婚时代》、《成长》、《蜗居》、《双面胶》、《女人奔三》、《男人
三十》、《窄门》、《屋顶上空的爱情》、《零年代》、《风雅颂》等，是其中
最富有代表性的作品。然而，面对这如火如荼的伦理小说创作，不禁引人反
思，它应该传递怎样的道德准则？赋予怎样的价值判断？它能否为社会开出
“救世良方”？

写家庭、爱情和人情，一直以来是中国文学的重要传统，尤其是以
人伦、天伦之变为视角，在道德震撼中写故事，更是古代到现代诸多小
说的写作传统。

伦理生活叙事总是在伦理价值体系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显示其创作
成就。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中国图书评论》 执行主编周志强称，
“总体来看，中国文学中的伦理叙事经历了明清以来表达伦理生活变迁
的‘市井传奇体’、晚清以来表达社会伦理复杂状况的‘文化启蒙
体’、上个世纪 #"年代以来面对现代社会伦理冲击的‘反思批判体’，
一直到 $%世纪出现的‘都市新伦理小说’，伦理小说的发展脉络还
是比较清晰的。只不过此前学术界较少从‘伦理’这个角度命名这
个传统。”

相较于此前的伦理叙事，今天的伦理叙事有着很大的不同。
周志强指出，首先，这些作品大多都是以现代中国都市为故事背
景，呈现出文化巨变时代都市生活伦理的新现象、新矛盾、新问
题；其次，作品主题总是关联着中国社会发生巨大转型、变迁时
刻的观念对立、情感冲突和欲望分裂的问题，关联着中国社会
政治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的个人生活领域的压迫感、无助
感、焦虑感；再次，作品还突出地塑造了各种
被生活欲望挤压、推动、折磨甚至摧
毁的“小人物”形象。

北京师范大学
文 学 院 教
授、

评论家张柠却认为，“目前伦理小说并没有新的创作倾向”。就普通读
者来说，伦理小说如果人物形象过于复杂，反而突出不了它的伦理效果。因
此，它的人物形象比较类型化、情节也会相对简单、节奏也会相对快些。张柠
称，“对于这样一个创作的潮流，我们现在以一种伦理道德诉求来总结它、规
范它，可以说就是把它简单化了，出现雷同是自然的事。”

目前的伦理小说创作，往往陷入不能直面人生、不能发现真问题、不敢回
答真问题的窘境，成为一种所谓的只写琐碎、写自我、写女人的自恋想象的东
西。周志强称，“一些作家的作品，都存在这样一种回到内心、回到过去、回
到蛮荒的‘逃避情结’，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而诸如严歌苓、六六、王海鸰
等作家写作，我也抱有同样的担忧。六六的《心术》虽有问题小说之名，却无
问题小说之实，显得轻飘飘。”

文学作品的描写往往会偏离社会生活狭隘的价值准则，对环境的复杂性和
人物的多面化有所追求。

道德准则要深广追求

美国备受尊重的编剧和写作技巧大师克里斯托弗·沃格勒曾大声疾呼：
“我们迫切需要好故事，这些故事不但要能够给读者带来娱乐，同时也要包涵
深刻的道德准则和生命的伦理指引，为一个更加健全的明智社会开出救世良
方。”相对于影视剧本中所要求的“道德前提”，伦理小说是否应该具有类似的
道德准则？
“按照这个逻辑，我觉得当前中国的新伦理小说大致可以分成两种类型：

一种是用强烈的道德感来掩盖对现实社会的贫乏认识，比如说六六的《蜗居》；
一种是过多依赖良好道德来建构乌托邦的虚幻理想，如焦冲的《北漂三部曲》。
这是当前中国新伦理小说叙事的根本性的缺陷。”周志强称，“总起来看，我
觉得小说的‘道德’应该分为‘小道德’和‘大道德’。那些强调卿卿我我或
者鼓吹抽象的宽容博爱的道德，只是‘小道德’；而敢于揭露问题、呈现矛盾
并深刻反省的作品，乃是‘大道德’。”

张柠也称：“文学创作的基础上有一个正确的道德前提，作者是在这个基
础上开始创作的。如果我们的前提是错误的，比如说是反人类的、反文明的，
这样的作品或许会是比较阴暗和混乱的。但是，它的逆命题是不成立的。有了
正确的‘道德前提’，不一定能够从事文学创作，也不一定有好的文学作品。”

其 实 ，
“生命伦理”和“道德准
则”这两个概念放在一起，是有冲
突和矛盾的。张柠称，“作家创作的真正矛
盾就是来自这里，普通大众所认可的共同准则和生命
自身所追求的价值准则之间是有冲突的。怎么样处理这个冲
突，这是作家需要考虑的问题。此外，小说并不会开出‘救世良
方’，凡是试图为救世而写作的创作都会失败。托尔斯泰晚年就试图救
世，也就是文学上所命名的‘托尔斯泰主义’，一个好的作家创作是不可以说
‘为了开出救世良方’而创作的。因此，文学作品应该超越社会伦理道德的局
限性，它应该有更开放、开阔的视野，更深广的追求。”
“新伦理小说的作家们并不致力于对现代都市伦理生活的变迁进行大力

批判，并试图进行反思和矫正，”周志强称，“而是更多地把这种新伦理背
后中国社会的内在矛盾，用一种冷静甚至冷漠的笔调，来呈现现代生活的
沉重、缺陷、诡异和变形。”

普通读者希望在无所适从的时代寻找到一根“救命稻草”，这可以说
是伦理小说火爆的原因。一部优秀的伦理小说，应该在重新体验熟悉的
日常生活的过程中，发现并敢于面对造成生活内在的荒诞现实的真实原
因。“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伦理小说会在市场需求的背景下快速并
繁盛地发展。”周志强称，“新伦理小说的价值不在于批判青年人的欲
望分裂，而在于批判和反思造就这种分裂的资本机制。从个人生活的
伦理变迁中透视和反思一个社会的内在矛盾和这种矛盾与我们私人生
活的相关性，这是伦理小说在当前的历史使命。”

同时，张柠也指出，“如果一个作家通过创作来展现伦理教育
功能，这样的文学作品是很少具有读者的，我们不需要文学作品来
诠释伦理道德。我们说文学具有娱乐、教育等等功能，实际上，它
最核心的、最本质的还是审美功能，也是文学自身的功能，更是某
一个历史时段的‘局限观念’所无法涵盖的东西。”

伦理教育功能只是伦理叙事作品的附加功能，它更多的是让
读者的大脑和心灵透出无限的空间，让读者的心灵变得更有

包容性和多样性，它所做的是通过文学的词语和
符号把读者的生命唤醒。毕竟，文学

最重要的价值始终是审美价
值。

伦理小说：
能否开出“救世良方”

彭希聪

文学新观察

我骄傲 我自豪

我与共和国同年生

我与共和国共同成长

啊& 共和国

在你迎来东方的第一缕曙光时

我呱呱落地

在童年的记忆里

人民扬眉吐气做了国家主人

共和国大厦在东方巍峨矗立

在我青春的记忆里

年轻的共和国

为人民的幸福

在艰难中探索

承载着挫折与辉煌 光荣与梦想

在我而立之年

共和国以成熟的姿态

敞开改革开放的门窗

五十六个民族张开双臂

热烈拥抱繁荣富强

我骄傲 我自豪

我与共和国同年生

我与共和国共同成长

但在祖国的家谱里

您永远是我可爱的母亲

我的血液里流淌着你的血缘

你用甘甜的乳汁把我哺育

我在你的旗帜下沐浴光芒

您牵着我的手 走过了六十四个春秋

你的伟大 你的尊严

永远是不灭的明灯

当你一百岁时

中华大家庭已跨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那时 您还年轻

我仰望苍穹 面对世人自豪地说

我与共和国同龄

我与共和国同龄
王贺文

我对城管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并产生一
种深深的同情之心，真心话，还是读了周亚鹰
的长篇散文《我是城管》之后。同情之后就是
对这些默默无闻、忍辱负重的城市管理人员的
由衷尊敬了。

偏见发端于我住地万寿路邮局门前的那条
街上。此处设有地铁站，又有数路公交车穿
过，所以来往人员多多。尤其是在早晚上下班
时间，像个小集市。这时总有一些小商小贩来
此凑热闹，有摊煎饼的、炒板栗的、卖瓜果
的、卖盗版书和音像品的，还有出售藏地银饰
的西藏人，等等。突然，不知谁喊了一声：
“鬼子进城了！”于是，小摊小贩呼啦一下四处
逃窜，丢盔卸甲，满地狼藉。终于有一个蹬着
三轮车卖水果的女人被城管逮住了，香蕉、苹
果、草莓……滚了一地，秤盘也散了架。两个
城管队员将还没有散落的水果和三轮车拉走
了。这是我在万寿路看到的很真实的一幕，绝
无虚构。
《我是城管》 这篇散文纠正了我对城管的

偏见，起码有两点。一是像万寿路那样对待小
商小贩的城管毕竟是极少数，况且人家还在不
断地改进自己的作风，现在基本上看不到那种
粗野的现象了。二是城管绝不仅仅是管理小摊
小贩，他们的工作范围与城市居民、工作人员
实在是太密切了，涉及清理垃圾、绿化、用
水、殡葬、娱乐、排涝、菜市场地、路灯、河
沟护栏、广告牌、彩虹桥等等。可以说城市的
每一个人一时一刻都离不开他们的辛勤工作。

干的工作越重，涉及的人群越广，城管在
工作中一旦出现问题或者失误，受到人们的关
注就越多，这是必然的。他们有难处，有委

屈，有惧怕，有威胁，所以总是小心翼翼地走
路，兢兢业业地做事。

作为城管局局长周亚鹰详细地写下了自己
害怕的内容，他怕风、怕雨、怕冷、怕热，因
为这些都和群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稍有疏
忽处理得不好，就撞到了群众利益的神经末梢
上，引发众怒众怨。作者列举了解决垃圾箱的
前前后后，一波三折的事例，让我们看到了城
管人员工作之艰难，心头的委屈有多少！
《我是城管》 是一篇从现实生活中绽放的

散文之花，作者以亲历的身份，用真实、生动
的描写，展示了城管人员不计报酬、勤勤恳
恳、忍辱负重，为市民们办实事的可歌可泣的
品质。他们的所作所为过去鲜为人知，但是他
们的工作应该早一点让人们全面了解，从而使
大家将敬佩的目光投向城管人员。从这一点说
来，作者周亚鹰这篇作品具有开创性的贡献。
它警示散文作家，不要无病呻吟，也要像报告
文学作家那样，扎扎实实地走进现实生活，埋
头于基层群众之中，了解他们，同情他们，学
习他们，写出真正洋溢着生活气息的好散文。
最基层是考验作家真功夫的熔炉，是让作家受
感动的情场。

现实生活绽放的散文之花
王宗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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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清晨，刚吃过早点，就接到
周明老师电话。

周明老师这次电话并没有像往日的客
套，直奔主题：“你马上到文学馆。”“什
么事？”“今天是老太太生日。”“哪个老
太太？”“冰心啊！”“啊？是冰心奶
奶———记得记得，') 月 ( 日，记得在老人
家 !! 岁生日时您还写过文章。”“刚才吴
青、陈恕来电话，他们已经出发了，估计
半小时以后到文学馆。”

我匆匆跑下楼，这才意识到在我们小
区附近没有卖鲜花的。打上出租车，我对
司机师傅说，您帮我留心一下，看路边有
没有花店。我从周明老师多篇写冰心先生
的文章中得知，冰心老人一生最喜爱的就
是玫瑰花，这殷红的花色也象征着她慈爱、
坚强、勇敢的品格。

很遗憾，出租车直到现代文学馆东门
也没有看到有一家花店，正在我焦急的当
口，周明老师拖着拉杆箱从后边追过来，
他指着路边的一家高耸的店铺说，你看，
那里有家花店，不知道营业没有？我说，
您到文学馆去迎一下吴青夫妇，我买完花
马上过来。

等花店的小姑娘把一束玫瑰花扎好，
我举着疾步走到文学馆内的冰心汉白玉雕
塑像前时，周明老师和吴青夫妇几人已经
将几束玫瑰花摆放在冰心先生的像前。

我注意到，吴青和陈恕夫妇所献上的
花束上有一张纸牌，上面写着：

亲爱的娘和爸：
今天是娘的生日，祝您生日愉快，也

祝你们在天上幸福。我们很想念你们。
你们的女儿女婿和外孙们：吴青、陈

恕、陈钢、李丹、刘丹敬祝
在吴青的倡议下，我们一行站成一排，

向冰心老人深情地三鞠躬，表达我们的思
念之情。周明老师说，吴青你代表我们在
妈妈面前说几句话吧。吴青想了想，说：

“娘，我们今天来看您，祝您生日快乐。我
们会永远记住您说过的话，有了爱就有了
一切，好好的做人，好好的工作，好好的
生活，同时，也要承担起社会的责任。您
放心吧。”

吴青讲完，我对大家说，我也讲几句：
“亲爱的冰心奶奶，您好！我们今天来这里

祝贺您 ''*岁生日。自 $)))年，中国散文
学会按照您生前的遗愿，设立了冰心散文
奖。现在，已经成功举办了 ( 届。在未来
的日子里，我们将继续秉承您的文学精神
和高尚情操，把我们的散文事业做得更
好。”

等我讲完，陈恕老师提醒道：“我们
要不要照几张相，做个纪念。”陈恕老师的
提议得到大家的热烈响应，于是，我们围
在冰心老人的塑像后，分别选择不同的角
度留下了难忘的画面。那一刻，我仿佛听
到冰心这位文坛老祖母的心跳，她是那样
的火热，那样的充满人间的慈爱。

不知怎的，也就在这一刻，我突然想
到铁凝在一篇文章中说过的话：照片如果
是回忆时光，文学或许更应当有能力去创
造时光。

送 您
一束玫瑰花

红 孩

中国诗人代表团

参加第 !"届国际作家聚会

中国作家协会派出的中国诗人代表团
日前赴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参加第 () 届
国际作家聚会。来自世界上 $( 个国家的
+) 多位诗人见证了这一盛会。本届聚会
的名誉主席是塞尔维亚总统尼科利奇，中
心议题是“诗歌与历史”。中国诗人代表
团团长杨志学等人与塞尔维亚诗人及其他
各国诗人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塞方的诗歌
朗诵传统和各国诗人的朗诵激情给中国诗
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塞尔维亚作家协会负
责人向包括中国作家协会在内的多国文学
机构颁发了感谢证书。中国诗人向塞尔维
亚作家协会和贝尔格莱德图书馆捐赠了自
己的著作以及《诗刊》和《人民文学》英
文版，并代为捐赠了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
波和著名儿童诗人金波的著作。

创作倾向呈两极分化

伦理小说会繁盛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