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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的小说创作（图）

[ 作者 ] 人文南阳网 

[ 单位 ] 人文南阳网 

[ 摘要 ] 行者，本名王遂河，1954年生，镇平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任南阳市文联主席。1981年毕业于郑州大学中文系，1993年毕业

于鲁迅文学院创作研究班。近年来致力于纯幻想小说写作，有《浪游者》、《行者小说自选集》、《大化之书》等出版。并有理论、评论

文章发表。 

[ 关键词 ] 人文南阳网;一棵变化中的树;琴台;阴阳鱼;士兵李一信;大化之书;皇后风物志;寇家庄;幻想小说

       行者，本名王遂河，1954年生，镇平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任南阳市文联主席。1981年毕业于郑州

大学中文系，1993年毕业于鲁迅文学院创作研究班。近年来致力于纯幻想小说写作，有《浪游者》、《行者小

说自选集》、《大化之书》等出版。并有理论、评论文章发表。代表作《一棵变化中的树》（《北京文学》

1993年第9期）：描写一棵树的变化，一个揉进了社会生活的虚幻故事。《琴台》（《人民文学》1996年第2

期）：描写一个有关自然、人、生活的幻想故事。《阴阳鱼》（《北京文学》1997年第10期）：描写一个有关

中国传统哲学的虚构故事。《士兵李一信》（《收获》1997年第3期）：描写一个有关战争的虚构故事。《大

化之书》（《花城》1999年第4期）：描写一个有关宗教的虚构故事。《皇后风物志》（《花城》2000年第4

期）：描写一个有关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生产队的风俗故事。一、对人类精神密码的破译行者的创作是从

写实开始的，20世纪80年代他先后与人合作创作了历史传记题材的长篇小说《乱世枭雄》和散文集《士兵的青春岁月》。但是，他似乎早

就不满足于小说的写实传统，不满足于文学只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去模仿、复制或者反映，不满足于“写实”。在他的思绪伸向历史的

时候，尤其是他解读汉画像石的时候，他感到还应有另外的表达方式，他的另一部散文集《灵石不言》，实际上已经是历史漫游者和精神

想象者的“玄思”了。20世纪90年代，他把创作整个转向幻想性写作，发表的一系列短篇小说，集中地展现出了他对自然和人生，特别是

对文学艺术创作活动的精神想象。在表现人的精神深度、开发想象力和语言的诗性等方面，提供了其他人和其它作品所缺少的、或者没有

充分展开的东西，为文学主要为小说创作提供了某种参照，预示了文学发展的属于未来趋向的某种信息。 人的心灵的秘密，连同宇宙的

秘密，极其强烈地吸引着他，他几乎已经着迷了。发现并且展现日常世界的神秘，成为他的创作自白。首先是对人的心中的迷宫——一个

神秘世界的发现。从他的小说中常常读到这样的句子，在现实生活中，“人并非总能明白自己”，“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不知道会

发生什么事情”，“人有时无法确定自己是在醒着还是在梦中”等等。这就是说，在现实生活的背后，还有“另一个”隐蔽的世界。这是

一个被遮蔽的、不确定的有些神秘的世界，这是—个对外在世界的行为最终起支配作用的力量所在，一个不加伪饰或者较少伪饰的富有深

度的真实世界。这里藏着人的精神密码。它对作家构成巨大的诱惑。行者要它的小说承担的，就是破译和呈现这个精神秘码的“神圣”任

务。“上帝假借艺术现形于人类”。行者向上帝借来思想的自由，让他的人物作为人类精神的象征，成为能够进行无所羁绊的想象的精

灵，在想象中展开人类丰富复杂的内心愿望，把人对一系列人性人生根本问题叩问的心理过程呈现出来。也就把主宰人的心灵、居住在人

的精神层的“神灵”，在小说中“显形”，行者在小说艺术上所作的最大努力，是对想象力的充分发挥，力求通过对生活的遐想，拓宽我

们的生存空间，通过对精神密码的破译，拓宽我们的心灵空间。他找到了激发自己的想象力从而进人心灵世界的途径，梦幻和梦想，这成

为他长期锻造的打开精神奥秘的钥匙。他的小说可以说是无梦不成篇。人世的（也可以说是宇宙）种种自然现象与人类形形色色的精神现

象，相遇相契，化为玄思，演为幻想、意象、镜象、寓言、呓语、传说、故事、小说，等等，从而成为精神存在。其次，在艺术表现上，

梦幻由从属的地位被推到表现本体的地位，对梦幻的表现，不再是心理学家的解析或叙述，而是整体“状态”的呈现。梦幻，不仅是小说

中人物活动的背景和飞翔的天空，也是小说的空间结构和时间框架。进一步解放想象力，是行者小说最主要的意象。他自己区分过三种想



象，而且把它们描述为逐级推进的关系：正常的（写实的）想象-放逐的想象-想象的想象。他把想象的想象说成纯粹的想象。也就是通常

所说的创造性想象。正如一位西方理论家说的，它“作为心理开发的直接激发机制是一种使我们摆脱沉重的稳定性羁绊的危险因素”。这

个“危险”当然是可贵的危险，是获得更大真实性的“危险”。这一点，非常重要，行者小说中的梦幻，并不是模仿、摹写以至复活自然

人的梦境，它是作家创造性的想象，行者小说中的梦幻，也不是行者想象力的全部，只是他丰富而奇特的想象的一部分，尽管可能是最重

要的部分。应当说，包括梦幻在内的梦想才是行者解读和呈现人的精神深处秘密的法宝。二、从本土资源中发掘文化代码行者小说的另一

个显著特点在于他从本土文化资源中发掘文化代码，这些代码在叙事中呈现为一种有意味的物象，这些物象可以是一种事物，也可以是一

种动作或一个场景，它们植根于本土文化记忆。在行者的小说集《浪游者》收集的较早的小说《最后一幅作品》里，可以看到小说叙事是

这样展开的：“头顶上有两个月亮，两个残缺不全的月亮组成了一个奇妙的文字。这有点像他此刻的这场遭遇。”这篇小说写到自然物

象，随之出现了书法家，出现了一些浸含着文化母本记忆的字词：“圆满的月亮”、“荒野寒村”、“一树梨花”、“书法”、“宣纸”

……等等，这些物象都带有很强的本土文化意味，它们是典型的本土文化代码，它们不仅指涉现时的中原乡土生活，并且暗示着某种复古

的文化记忆（例如，和古典诗词、古代野史笔记文本以及古代士大夫文人的生活有某种关联）。 在他的小说叙事中，经常出现一些自然

景观，树木、花草、独木舟、河流、水井、月亮、荒凉的野外、耕作田地和农夫……等等。由于行者小说叙事的特殊氛围，这些典型的中

原乡土自然景象显示出很强的文化意味。由于叙述的有意强调，这些景物具有“物象”意义，这些物象从小说叙事的各个环节涌现出来，

它们很明显地预示着与古典文化的联系，它们是古典文本经常使用的物象。尽管这些景象或事物也可以出现在其他作家的小说里，但行者

小说叙事营造的特殊氛围使其像是一些有意强调的物象。在行者看来：“事物背面沉睡着的超自然的生命被惊醒之后，事物就有了不同寻

常的意义，—切都与永恒产生了联系，一切都成为象征。这样做的道理无非是：把物质的东西精神化，把物质从精神中解放出来，以克服

物质对人的精神的重压。”（《浪游者》第382页）行者小说叙事中出现的物象，努力在唤醒某种存在敞开的可能性，把自然、历史与文

化母本置放于超越性的时空边界，给予存在事物以内在性。 他叙述的乡土生活，总是隐含着相当复杂的文化记忆，它们总是力图与某种

文化原型发生关联，《寇家庄》是一篇十分耐人寻味的小说，这篇关于现代乡土生活的小说，像是在叙述一个久远的记忆模糊的传说。他

写道：“寇家庄早已成为一片废墟，但是在这样一本精心装订起来的手稿内，它仍然是一个很正常的村镇，那些土地、植物、建筑，特别

是人，以及人们所构造的一个个荒唐的故事无不在有力地证明着这一点。”（参见《寇家庄》开头部分）这种叙述像是在打开尘封已久的

记忆，是对早已衰败的旧时代生活的勉强重温。那个行使初夜权的镇长，像是一个封建时代的族长，一系列虚拟的和可能的古典文本《女

贞子》、《古文大观》、《古诗三百首》、《天地玄黄》、《紫英记》等等，把断裂的历史与记忆折叠在一起，春秀则兼备古代淑女和淫

妇的双重特征，在古典文本中，女性要么是贞女烈妇，要么就是祸水般的荡妇淫女。现在，手捧《女贞子》的春秀，则把二者巧妙地结合

起来。关于爱欲与权力的文化记忆，在《寇家庄》的叙事中得到一次重新的梳理。对本土文化资源的运用，以及对历史形成的文化记忆的

重温，使得行者的小说叙事打开了一个多重可能性的空间领域。发掘寓言性的意指功能，行者的小说叙事总是向着一个无限的形而上世界

升越，这尤其表现在他早期的作品里。这些小说都是对生活进行寓言式的重写，我们读到的那些日常性的情境描写，它们都指向某些形而

上的意念。与传统的寓言有明确的意义不同，行者的寓言指向超验的空间。这是一些关于文学的寓言，关于写作的寓言，或者说是关于写

作的写作。值得指出的是，行者的“寓言”意义并不是一个单—封闭的意义系统，这些寓言意义充满了多变的可能性，与其说行者试图表

达某种明确的观念，不如说他力图去质疑和摧毁那些隐含在人们生存观念中的经典意义，那些哲理有些充满机智，有些却荒诞不经，它们

以胡思乱想的方式拒绝经典意义，在行者作品中不断出现的—些梦游者或精神浪游者，他们如同变了形的尼采式的超人，或是改头换面的

鲁迅的狂人，他们有着对存在真实性和终极意义的不懈质疑。 行者的小说以简短抽象或寓言性的特质显示出反小说的倾向，其中不断呈

现出的形而上冲动，是对思想和智力的挑战。从形而上的象征和隐喻领域进入世俗的生活层面，这使他的小说具有相当强的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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