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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仁罗布的小说当然

是藏区文学在新世纪里的

重要成果，但是，细品其味，

思考其写作逻辑的来龙去

脉，我们不能仅将其当作藏

族与藏区文学的成就，而应

放置到整个中国当代文学

成就的高度来认识和评价，

他所带来的冲击尤其对于

新世纪文学的虚浮与欲望

化潮流形成反差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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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仁罗布小说首先冲击人的是

其主题，在主题背后则是写作目的
——一个作家为什么要去写作的动
力启动机制。其实，就其性质归类来
说，次仁小说并不新奇独特，无非是
赎与恕、宽容与仁爱。这在人类文学
史、思想史长河中是一个多么古老
的类型。有许多评论将其描述为“灵
魂叙事”，以至于如果不是亲读其作
品亲品其味的话，单看评论会以为
这是一个多么枯燥乏味、多么老套
的作家。可是只有在读过作品后，我
们才会再次发出感慨，此曲只应天
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我们会感慨
真、善、美是多么美好的东西，是多
么震撼人心、净化和升华灵魂的东
西，人，活着，有了这些东西的支撑，
是多么美好的事情！这就是人心、灵
魂，这就是艺术永远不被淘汰、永不
过时的根子所在。无需引经据典，无
需权威加持，朴素的力量是永恒的。
而之所以我们阅读次仁作品能够有
此惊诧震撼，恰恰因为当代文学已
经远离这份感动、这份朴素许久了。
如果说在《许三观卖血记》及《白鹿
原》中我们还能拥有这份感动，那
么，其后的新写实、新新人类、下半
身等等，已经令文坛充满了肉欲泛
滥、红尘滚滚的腌臜之气，一个字概
括——脏！曾经作为贬斥对象的小
市民道德已经成为正宗，诲淫诲盗
之作已经成为销售排行榜上客，而
本应持论清净的评论也不过是假启
蒙、自由、人性之名而行逐臭之实。
浊气冲天的文坛固然是市场经济、
商业消费现实的反映，是灵魂沦落、
正道不彰的人心的反映，可是，心灵
鸡汤式的杂碎小品文流行不也反映
着人们终究要考虑灵魂安妥的问
题？正是因为这样，因为这样的反
差，次仁罗布的小说带来了沁人心
脾的清新与慰籍，以一股清新之风
令人神清气爽，一扫二十年文坛的
灵魂沦落之势。

次仁罗布写作的真善美并非来
自于汉文化圈主流的启蒙论、阶级论、

“成功学”资源，而是久违了的信仰，尤
其是具有藏文化特色的信仰——灵
魂的救赎、升华，苦难的容忍态度。这
是久在尘网中，复得返自然的快感！

次仁为人所乐道的《杀手》《放
生羊》《罗孜的船夫》等作，将这一主
题特征表现得清晰畅达。《杀手》中
的“杀手”所背负的是替父报仇的沉
重负担，一个“苦哈哈”的小人物却
负宏伟之志，这个为使命而坚韧执
着的人本就是一个道德圣战士故事
了。世俗眼中的偏执狂却是一个道
德上的战士，他的复仇本就有着罪
与罚、使命与信诺等的充足逻辑支
撑。鲁迅视“眉间尺”为民族之魂，而
当代的余华《鲜血梅花》对于这种负
担之沉重与世俗孱弱真相之间的

“哈姆雷特”式矛盾，借阮海阔做了
解构主义式的呈现。此后，张承志以

“清洁的精神”之旗将这类刺客视作
为刺世之匕、救世之药。这是儒家、
墨家之道。然而，小说境界更高的是
恕与赎的逻辑。从基督教文化来说
这是由旧约走向新约，由罪与罚走
向罪与赎、罪与恕，而从佛教文化来
说，救赎与宽恕则是一致的。最终，
复仇的快感以一个旁观者“我”的幻
想而得以交代，而现实则是在无事
状态中灵魂的升华。如果说《杀手》
在刀光剑影中颠簸，从情节到叙述
节奏都以紧迫窒息的施压而行进，
那么《放生羊》则进入一片祥和平
缓。一个老人侍奉放生羊的琐屑细
节，如同磕长头一样，看似平凡却极
其坚贞，俗世符号背后是灵魂的圣
洁升华。这实际是比《杀手》更为高
明的境界。从叙述上来说，《杀手》味
浓，《放生羊》味淡，这要求更为纯粹
的灵魂与信仰。《杀手》是一念之差，
是戏剧性偶然性，而《放生羊》是日
常性，是念念不忘。《杀手》《放生羊》
有鲜明的藏地宗教文化信仰特征，
而《阿米日嘎》《罗孜的船夫》则就在
凡人俗事的素描之中传播人心、人
性之善。《阿米日嘎》以对乡村中种
牛死亡案的层层梳理而云遮雾绕，
可意外结局却宣告着人性波谲之下
善良的本性。美国种牛的死亡牵扯
出村民和牛主人间的私利算计，以
性恶论而开端，而案件真相是牛误
食而死，否决了性恶论的种种怀疑，
更意外的是先前还是嫌疑人的村民
们以购买牛肉而救助了死牛的损
失，小说以性恶论始，以性善论而
终。村民们的淳朴善良犹如沈从文
的湘西系列一样生动别致又永恒温
馨。《罗孜的船夫》同样以一幅速写
式的小像，更接近于沈从文辰河上
的人物系列，其中人物如同吊脚楼
女人、水手们一样别致又永恒，别致是
各有各的爱恨情仇、生老病死，永恒则
在于小波澜下日常生活的平缓煦暖。
正是因为这种永恒性，沈从文骄傲地
宣称“我是一个乡下人”，这是多么骄
傲的宣言，对一个乡村理想国的营构
又包含着对于都市生活蝇营狗苟的多
少鄙弃！而今，次仁罗布同样具有了于
文坛遗世而独立的绝响味道。

在写作规模上，具有综合意
味的是《曲郭山上的雪》和《祭语
风中》。人物上，《杀手》《阿米日
嘎》主人公是青年，而《放生羊》
《罗孜的船夫》则是老人；在情节
上，前两者致力于营造戏剧性，而
后两者则是日常化；在叙述节奏
上，前两者紧张，后两者舒缓唠
叨。两大系列各具风味。《曲郭山
上的雪》同样采用了误会与消释
构成的戏剧性反差，误会的悬念
与悬念的巧妙解除使得灵魂的性
恶论旅行最终回到性善论的家
园。村民们不播种不劳动源于美
国人的“谣言”——电影《2012》的
末日预言，这个谣言易破，可曲郭
山顶积雪消融却是事实，这背后
的灾难逻辑却是真实的，“用不着
证实它的真伪，看现在的世界多
灾多难，你就可以体会这世道怎
么样了。人心跟自然是有感应的，
人与自然和谐了，就不会有这么
多的灾难”，“现在我们倡导的不
就是利益嘛，人人争利，这世道还
会好吗？”（《曲郭山上的雪》）谣言
闹剧与现实针砭的严峻不谋而
合。《杀手》《阿米日嘎》《曲郭山上
的雪》都以巨大悬疑的巧妙消释
而变为无事的喜剧，在这轻快之
中见人心，见常态，见平和冲淡，
见慈悲。在技术上，这里鲜明可见
短篇小说大师莫泊桑、契诃夫的
情节与结构痕迹，而主题与美学
风格上化浓为淡，淡泊之中寄至
味，却又可见中国传统诗教的温
柔敦厚、韵外之致。

《曲郭山上的雪》已开始将青
年人的浮躁与老人的睿智平和相
结合，而长篇小说《祭语风中》则
将这一趋势鲜明化。如果说之前
的短篇系列还算是人物素描的
话，那么《祭语风中》则堪称一部
义理之作。晋美旺扎的一生如同
浮士德一样，在信仰之河中历经
沧桑颠簸，终至灵魂升华。这是中
国人灵魂的半生游历。希惟仁波
齐作为上师的崇高，其三个弟子
中罗扎诺桑的世俗同化，多吉坚
参的可爱与夭亡，再加上世俗中
人的瑟宕二少爷、努白苏管家等
各色人等，共同构成了灵魂修炼
之旅中的众生色相。圣人米拉日
巴的苦修之旅在小说中的似断实
连、形断意连，既与小说情节发展
相关联影射，更是对于苦海中人
苦修虔敬的参照与鼓励。小说以
一位老人的絮叨叙述既铺开平淡
的语调，也将本来丰富复杂的情
节的火气淡化，小说价值重心与
其说在于西藏五十年变迁史的第
一部书写，倒不如说是一部“心灵
史”“灵魂史”。老人在逝前的絮叨
呓语将全部小说叙述化为藏传佛
教修行中特有的“观想”之作，文
首在天葬台上开始的观想到文终
的选择天葬台构成闭合循环结
构，中间夹以自生至死的一生历
程，既是色即空的义理，也是灵魂
不灭、六道轮回的义理，还包括藏
传佛教的往世、今生、来世的循环
转世义理。最终，苦修与证得正果
圆满成为全小说的神髓、灵魂。在
这里，我们也分明看到藏族传统
文学中如《勋努达美》《颇罗鼐传》
《米拉日巴传》以及诸道歌的精神
承传与美学风格。

浓而淡，淡而浓，只有放置于
中国传统审美资源系统和当代文
学背景中，《祭语风中》的价值意义
才会充分显现。这既有儒家、道家
风味的淡泊，亦有藏密的淡泊。它

是充斥红尘欲望的当代文学之中
难得的冰雪淡泊之作，我们从中可
以读到久违的废名、沈从文、汪曾
祺、阿城的味道。对《祭语风中》的
解读只有放弃“五十年变迁史”的
实用主义，才能体会其意义。作者
的写作动力机制并不来自于眼前
功利，而是来自于义理修行，“五十
年社会史”的写作倒并不见得多么
新奇独特，不过是叙事的材料、形
骸罢了，而其神在于它是为来世而
写，为灵魂而写，为意义生成而写。
对比于当代文学的眼下情景，从主
题到美学风格，《祭语风中》与之犹
如清茶与咖啡的区别。淡是一种味
道，一种境界，极高明而道中庸，它
迷人、醉人、永恒。

2
“写什么”明白了之后，再看

“怎么写”。
阅读《祭语风中》，首先遇到

的障碍是其语言与情节的平淡。
老人晋美旺扎的情感式、呓语式
表述自然显得啰嗦拖沓，而僧人
们一路的逃离出游情节也并不惊
悚吸人，远非如其短篇一样情节
的“精”，所以，只有在克服浮躁心
态之后才能体会个中三味。晋美
旺扎的叙述既是在叙事，更是在
启悟，客观与主观间他的本意本
就在于后者，所以不免要得意而
忘言，得鱼而忘荃，这正是中国传
统美学中的高明境界。再回顾其
他作品，我们会看到次仁作品一
以贯之的技术上的东西——他喜
欢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这说明他
是一个主观体悟性更强的作家。
其叙事时刻也喜采用死亡前刻的

“中阴”时刻。“中阴”乃是生死之
间、灵魂转世前的混沌与清算总
时刻。从汉文化来说，这类似于从
奈何桥的过渡到阎王殿前审判的
时刻，也类似于基督教文化中的
末日审判，这都是面对灵魂总清
理的时刻，也是价值判断意味最
浓的时刻。区别在于末日审判与
阎罗审判多彼岸虚构性、被动性，
而“中阴”则是藏传佛教中真实和
主动的冥想，具有充足的现世性，
是自我修炼的关键科目，这令其
叙述的主观意味更浓。而在叙事
学上来说，这样的“中阴”时刻本
就是“富于包孕的瞬间”。短篇情
节的精巧固然表现力惊人，但毕
竟戏剧性过多，当然次仁罗布高
明之处在于以戏剧性设置扣子之
后，又巧解扣子，化解掉偶然性的
虚构痕迹，表现出对于生活常态真
实逻辑的尊重，《阿米日嘎》《放生
羊》都是如此。而“中阴”叙事将戏
剧性完全化入“观想”之中，经此过
滤，外在叙事形态的虚幻性转化为
灵魂叙事内部的每一次跳动，转化
为一种新的以理节情、温柔敦厚。
次仁的情节设置与叙述中有大量
的“留白”，短篇中的“留白”造成情
节的节制与张力，而长篇《祭语风
中》中的“留白”则造成对灵魂苦修
与虔敬的挑战张力，无论是短篇中
的外在张力，还是长篇中的内在张
力，都使得作品含蓄蕴藉，丰厚度
大增。这构成次仁罗布在技术上

“浓”与“淡”逻辑的统一。
浓淡技术上的进化，令我们

很容易地进行藏地小说不同阶段
的比较。马原的“叙述圈套”、扎西

达娃的魔幻现实主义共同构成了
八十年代先锋文学的启动机制，
但现在看来，那时的作品都太

“浓”太“硬”，虚构、斧凿气太浓，
而主题也流于概念化的生硬。马
原的意义在于放逐内容后“怎么
写”的形式主义实验，而扎西达娃
的突破则在于将怎么写与写什么
统一起来的第一人，但这种意义
是隐藏的，在当时，生涩的技术与
陌生的藏地文化符码，使得扎西
达娃的影响力大打折扣，其意义
直到20年后的新世纪里才被重新
发掘和阐释。阿来倒是在藏地文
化与主流文学意识及技术间实现
了圆融的闭合，这是藏地小说在
主流文坛获得的最大一次突破。
而之后时隔近30年了，能够影响
主流文坛的藏地小说也转移到杨
志军《藏獒》系列、何马《藏地密
码》等通俗小说模式的兴起，而严
肃文学中则到次仁罗布这里接续
上了这一灵魂叙事的脉络，也为
大中华区文化融合与创造新生推
出新的成果。次仁罗布小说无论
在技术上，还是在美学境界上，都
不单纯是传统意义上的藏族文
学，而是对汉藏乃至世界文学的
多方面继承吸收和融合新生。

3
谈藏地文学始终绕不开魔幻

现实主义和先锋文学，这本就是藏
地小说最突出的特色，只是一直以
来二者间深层次的精神关联并未
被充分阐释。20世纪80年代的先
锋文学主要是形式上的革命性冲
击，而扎西达娃、阿来、次仁罗布则
一步步将魔幻现实主义的冲击转
移到内容上来，形成内容与形式的
妥帖融合，这本身也是对于先锋文
学精神的坚持和修炼，尤其考虑到
主流文坛的先锋浪潮自20世纪90
年代的落潮与转向后，这种意义就
尤其珍贵和意蕴深长，也激发我们
再次探究藏地文化的先锋文学土
壤与进化机制。

藏地雪域高原、世界高地的
地理生态、民俗风情本就构成一
种魔幻化、新奇陌生的景观世界，
加之藏地文化也是源远流长、历
史悠久的少有文化，其中神秘文
化资源丰厚，这本身就弥补了现
代人枯竭的想象资源体系。当然
更神奇的是内在文化精神上的

“魔幻化”。藏传佛教信仰灵魂不
灭，这种教义以特有的转世形式
实现其世俗化的物质存在。因此，
人的前世、今生、来世就可以方便
地共存与对话，理性逻辑中的时
间与空间障碍在藏地文化中便轻
松地化解。在理性逻辑中的魔幻
化、反逻辑放到藏地文化背景中
却毫不陌生，这使得魔幻现实主
义与藏地文学天然地吻合。比起
汉文化圈接受魔幻现实主义的生
硬，藏地文化这种具有原始文化
性的特征与拉美的原始文化背景
更具亲和性。与之可作类比的如
《聊斋志异》，在那里，狐妖花仙、
魂魄精灵式的原始思维存在世界
与现代的魔幻现实主义便有着异
曲同工之妙。高度理性化的现代
文化排斥神仙怪力，而原始文化
却更具有魔幻亲和性，也更切合
文学的虚构思维。

佛教教义的引入提升了藏地文
化的义理系统与宏大世界观建构，而
同时，藏地的本土传统文化苯教的存
留，又保存了更多的原始思维方式和
形象思维系统。佛苯两大系统的博弈
与融合，构成藏传佛教特有的密宗文
化性。五部大论下的高明教义，历史
上政教合一、全民信教的佛国性，辩
经传统下的持续思考与进步，使得藏
地文化既执着于灵魂的思考又能与
时俱进地调适和升级，在现代西方世
界中的藏传佛教热不仅仅缘于猎奇，
而更因为它起到了对于现代工业文
明、消费逻辑的对比和治疗作用，近
年大热的《西藏生死书》换个角度看，
就如同是一部现代人的“心灵鸡汤”
高级版。从发生机制上看，原始怪异
的仪轨与高明的教义共同满足了现
代人的彼岸化、陌生化需求以及灵魂
净化的功能，因此，魔幻固然是魔幻，
可它却有着深厚的现实与历史文化
脉络连贯着。

在近代文明的冲击中，英法俄等
的觊觎染指，使藏地对西方文化有着
方便的接受渠道，中原内地的、西方
列强的、印度的纷至沓来的信息却又
是混乱不堪。传统与现代间的信息紊
乱与认同迷惑，也和拉丁美洲状况极
其相似，这构成魔幻现实主义书写的
另一大冲动。此外，藏传佛教内部也
并非表面呈现出来的那样统一，佛苯
的冲突和融合，历经从历史到现实的
漫长演化，在其内部也仍然埋有精神
分裂和自我质疑的元素，这既造成怪
诞的历史记忆，也造成身份认同的迷
乱，这种自我怀疑的混乱表述也自然
体现为深深的魔幻化色彩。魔幻现实
主义意味着在描述现实的同时又深
深地质疑现实，在叙述历史的同时又
在否认历史记忆的真实可靠性，在建
构一种身份认同的同时又在否定和
怀疑这种身份的确定性，这一切，造
成所有的叙述都具有吞吐吐吐、恍恍
惚惚的不确定性和怀疑性、混乱性。
魔幻是因为混乱，是因为怀疑，是因
为深刻的不确定和紊乱，在这里，拉
美的魔幻现实主义产生逻辑与藏地
有多重的重合。

藏地文化的魔幻现实主义土壤
丰厚，其文学先锋性探索热度也持续
不减，次仁罗布的创作再次将这一命
题推到当代文坛面前。但次仁罗布的
创作却显然又并非先锋文学的简单
重复，在这里我们还看到了发展与进
化。次仁罗布有篇与先锋文学主将之
一洪峰《奔丧》同名的小说，都是叙述
父亲去世回家奔丧的故事。洪峰以其
独有的零度情感表现对于世界的厌
弃与拒绝态度，而次仁作品在这貌似
同样的灰色人生与漠然背后，所表达
的却是在佛教色即空世界观基础上
的原谅世界。这甚至可以视作以性恶
论为基础的先锋文学土壤中培育出
主流道德化的仁爱之花，意味着先锋
文学由形式的叛逆与内容的解构终
于出现对于建构责任的承担。与此可
形成相似类比的是另一位藏地写作
者——阿来。阿来从《尘埃落定》到
《空山》，再到最新的《三只虫草》《蘑
菇圈》，其视野日益由寓言化向现实
的世态描摹靠拢，但其后却有着一种
对世风日下、人心浇漓的下降叙事趋
势，在藏地景观民情与藏地精神传统
之间，阿来日益青睐前者，将藏地叙
事材料化，而文化精神上则日益显示
出与流行文化的靠拢。正因为这种对
比，次仁罗布的遗世而独立意味也就
更鲜明。

丰富的学习资源，使得次仁罗布
的文学立足点本就很高，尤其在广泛
学习和吸收汉语文学资源后，其现代
化学习已经完成，以往藏族文学资源
单一和传播受限的瓶颈得以突破，于
是，汉藏文化融合、集大成而创造新
生的基础扎实，那么，由短篇而长篇，
形成当代文坛新的突破也就看似突
兀却又有理可循。此外，藏地文化带
来的距离感也使其并不与主流都市
文学同步，而是可以冷眼旁观与思
考。像次仁罗布这样的灵魂叙事、这
样的冲淡美学风格，在当前拜金纵
欲、红尘滚滚并且丢失本土立场和创
造力的都市文学中是写不出来的，倒
是新疆的刘亮程、西藏的次仁罗布，
以其圈外的距离感与超然性令主流
文坛自惭形秽。

次仁罗布，男，藏族，藏
文文学学士，西藏作家协会
理事，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评
委。小说《杀手》获西藏第五
届珠穆朗玛文学奖金奖，入
选“2006 年中国年度短篇小
说”和“中国小说排行榜”、入
选《21 世纪中国当代文学》
(英文)，并被翻译成韩语；短
篇小说《放生羊》获第五届鲁
迅文学奖；中篇小说《界》获
第五届西藏新世纪文学奖；
小说《神授》获 2011《民族文
学》年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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