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掩面》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掩面》

13位ISBN编号：9787539969466

出版时间：2014-3

作者：吕新

页数：26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掩面》

内容概要

小说以文革中一位约十六岁的小姑娘寻找父亲为脉络，通过数位不同的叙事者讲述了一位学西方哲学
的留学生从抗战到文革的命运，不动声色间把一部充满荒诞意味又不无真切的中国革命史写得波澜壮
阔，仿佛是个玩笑，却沉重如山，让人无力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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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面》

作者简介

吕新(1963～)，一级作家。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作为中国当代先锋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吕新与
格非、余华、苏童、孙甘露等一起开了一代文学风气，被誉为“先锋五虎将”之一。主要作品有，长
篇小说《黑手高悬》、《抚摸》、《光线》、《梅雨》、《草青》、《成为往事》、《 阮郎归》，中
篇小说《中国屏风》、《米黄色的朱红》、《绸缎似的村庄》、《瓦蓝》、《黄花》、《哑嗓子》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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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面》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嘘
第二章 向阳农场
第三章 新华书店的晏叔叔
第四章 呆若木鸡
第五篇 黑色笔记本
第六章 烈日下的晦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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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面》

精彩短评

1、诗歌一章偏偏是信息量最大的一章，有意思。
2、小说形式的创新以及否定革命。
3、杂志刊载。纪录片的形式，多人叙述。
4、有点失望，吕新文字的灵性呢
5、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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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面》

精彩书评

1、无论是在古希腊文化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父本位思想都根深蒂固，“父亲”是制度和权威的象
征，父亲的态度代表着先天的、确凿的、无可推翻的定论。吕新的长篇小说《掩面》，讲的是一个女
儿寻找父亲的故事，“失父”是小说行进之初就已经交代的叙述背景，对于一个尚未成年的女孩来说
，年幼时父亲的缺失，一方面会使其因为从小丧失庇护而引发恐慌、疑惑，另一方面也会促使其以“
寻父”的形式，搭建起与不知所踪的父亲的对话，弥补上对于自己起源历史的空白。作为一名三十年
来一直保有先锋性的作家，在《掩面》中，吕新也始终以先锋的方式，来呈现出对历史特立独行的思
考。在叙述方式上，《掩面》既不以全知视角也不以单一的内外视角来讲述故事，而是用女儿与父亲
孙渡当年的五位同学、同事（战友）和根据地领导的访谈对话，展现出孙渡人生历程的一个个片段。
然而，这些片段虽然提供了主人公在工作、生活及思想方面的大量讯息，但碎片化的历程并不能完整
地衔接起孙渡充满谜团的一生，而其中叙述脱节的部分，又恰恰就成为了探究事实真相的核心细节。
姓名是人与人之间得以相互区分的最简单、最直接的符号，而在《掩面》中，即便是这种最基础的信
息源，都有些含混不清、指向不明。在曾经和父亲一起留学的离休干部口中，父亲的名字叫“孙渡”
，而在其他的受访者那里，父亲又叫作“黄晟”、“白莽”、“刘高张”。随时更换名字和身份，既
符合父亲地下工作者的特质，但同时也不得不引起读者怀疑：这些各不相同的“符号”是不是真的就
指向同一个人，又或许黄晟、白莽、刘高张不都是或者根本就都不是孙渡本人。小说进行到最后，无
论是书中人物还是作者吕新，都没有给出权威的解释，况且除了失踪的父亲——这个真正有话语权书
写自我历史的人，就再也不存在第二个“全知”了。然而，吕新一边建构“疑局”，一边又有意无意
地自我解构，并设法留下一些相互勾连的蛛丝马迹：孙渡留学苏联时学习的专业是哲学，白莽和日本
军人拉近关系的纽带也正是哲学；1945年秋天，沙枣树下的孙渡正在苦思冥想的是个人检查材料，而
在别人口中，刘高张“一生最擅长写的”也正是“各种检查、检讨书、交代材料、证明材料、悔过书
”⋯⋯这些相互贴合的内容似乎又都是在暗暗证明，他们很可能就真的是孙渡。对于“存在还是不存
在”的探究，是八十年代先锋派作家们继承自萨特、博尔赫斯等人的重要命题。在叙事方式上，探究
存在与否的主要形式，就是通过制造“叙事空白”表现情节发展的多样性和各种可能性。在第三章晏
叔叔的叙述里，父亲被组织派去和敌人接头，以解救携带情报的其他同志，可就是这项必死无疑的任
务，却让父亲侥幸活了下来，其原因是敌人的战略失误还是父亲沾染了叛国的污点，晏叔叔不知道，
其他的叙述者也搞不清楚，就连几位关键的当事人也纷纷离世了，这样重要的“叙述空白”，不仅关
系到宏观层面上对孙渡一生的论定，同样也是研判父亲与日本军人福山的友谊、一封到手了却也失效
了的情报以及沙枣树下父亲的自我检查等另外一批重要细节的依据。然而，虽然从表面上看，历史的
空白是一个个不可获知的“无”，而实际上却又是各种可能性、各种不确定因素的集合，因为存在这
个集合，每个不同经历、不同认知的人，发出不同的声音，表明不同的态度，也就都有了必要的合理
性，它们之间的错综复杂、相互交织，必然会使事实真相变得含混和虚幻，但也正是这些留有余地的
开放性叙述，延展了人性的维度、呈现了现实的诡异。从寻访者小女孩的角度来看，她涉世未深还未
成年，因为缺少“父亲”权威论断的参照，所以对每个受访者的观点都不置可否，甚至于还是全盘接
受，在这样的情境之下，孙渡的历史就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真假虚实相互纠缠
、含混不清。不仅如此，吕新似乎还在进一步探讨：如果小女孩被某些偏见主义者说服了（从她听从
最后一位受访者走上上山下乡的情况来看很有可能），如果父亲那位“文革”被贬的同学、战友一直
失去话语权，如果晏叔叔、农场同事这些在历史长河中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们永远不会获得参与讨
论的权利，而一旦诸如地下党联络站负责人老赵、纺织厂党委书记这些对于孙渡含有歧视的共事者成
为了父亲经历的回忆者、书写者的话，那么，孙渡的历史很可能就会被彻底定格在“黑色”之上，随
着时间推移，还会一锤定音，成为所谓的既定事实。这样，历史的空白被填上了，即使有一天，就算
小女孩找到了失踪的父亲，或者是失踪的孙渡突然出现试图进行自我辩白时，那也注定只能是徒劳。
这么来说，吕新还是一个悲观的宿命主义者。（《文学报》）
2、关于《掩面》聂斌读完《掩面》，久不能言，坐在桌前一动也不敢动，憋着一口气在身体各个部
分游荡，努力吞咽了咀嚼了，想留住那一方荡气回肠的震撼感，然而心中自知这只是徒劳，眼看着种
种思绪、感悟离我而去，焦躁地翻着书页，试图重温初读时的万千感慨，却无能为力，惟能就着尚盘
在心头的些许残思碎念作一番挣扎，铺展如下。想来是个人阅读口味的缘故，独钟情于那一类作者“
置身事外”的小说，便是福楼拜所说的“客观而无动于衷”的叙述，在不动声色的情节延展中传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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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面》

一切，没有多余的价值评判，无声而胜有声，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抓着卡佛、耶茨等人不放。同
样出于个人兴趣的原因，我也不喜欢有关政治、民族、道德等极为宏大的命题，只愿意在琐碎的日常
生活中看平静的表面之下涌动的暗流与触手可及的悲剧。如此持续了一段时间，我觉察出了危险，在
单调的绝望氛围中我逐渐固守着一处角落，对着迎面而来的风景闭上了眼睛。待读到这部《掩面》，
之前的阅读体验迅疾被颠覆，其于形式、于思想所呈现出的朴素而完美的特质使我重又获得了一部佳
作带来的震颤。作为一位先锋作家，吕新在《掩面》中依旧延续了其在艺术上的特立独行，一眼望去
，其独特的结构与多视角、多层次的叙述即夺人眼球。小说以一位约16岁的少女寻亲为主线，通过四
个不同的叙述者将主人公孙渡模糊的一生歪歪扭扭地拼接起来，再通过少女所作的诗歌和最后一位叙
述者将她的迷茫与最终的命运也一并展现出来。从结构上说，故事如同一个圆，少女辗转各地寻找父
亲无果，最终回到生活的原点，顺从了上山下乡当知青的时代号召，重复着父亲为革命洪流淹没的命
运。小说在多处细节上体现了这一结构的精巧之处，例如结尾处女孩参演《兄妹开荒》和《夫妻识字
》，这正是她父亲当年在根据地求演而不得的两出戏，这一细节的前后呼应即在不动声色间将两代人
的不同命运置于同一层面进行对比，时空变换，却依旧无人幸免。作品的叙述策略则是极耐人寻味的
，整部小说呈现了六位叙述者和三重叙述层次，表现出浓厚的现代主义色彩。小说的主人公孙渡自始
至终未能以正面示人，我们甚至无从得知他的真实姓名，然而他一直作为潜在叙述者隐含在文本最深
处，我们分明看到一副模糊、扭曲，不断幻化但真实存在的面孔，听到他张大嘴，用尽全身力气努力
喊出的短促、断裂，逐渐淹没但一度掷地有声的关于命运的句子⋯⋯除了在结构上独具匠心，小说给
予我们最为明显的触感无疑来自于贯穿其始终的反讽精神，而这种反讽精神最直接的表现则来自于五
位表层叙述者。他们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强烈的自信，他们立场坚定，话语中充满了对于革命事业的忠
诚，但在回忆往事、给小女孩讲道理时又往往无意之间在态度上自相矛盾，从而消解了他们在主观上
认定的观念，在语言表征与真实意图之间制造了一道貌似完好的裂痕，一步步将自己所构建的推倒，
如此营造了一种讽刺而荒诞的氛围，余韵悠长。于佳作而言，其形式与内容无疑相得益彰，《掩面》
以绝佳的艺术手法示人，其所承载的思想内容同样深沉厚重，发人深省。小说通过讲述一个少女寻亲
的故事，借一位投身革命又为革命抛弃的知识分子的命运悲剧勾勒出一部荒诞的中国革命史。主人公
孙渡留学期间恰逢抗日战争爆发，他响应号召归国参战，投身情报工作。作为一位曾经的西方哲学专
业学生，孙渡喜欢读书、思考，与那些由粗暴的口号驱使的狂热者决然不同，他具有一种旁观者的“
非主流”气质，正是这种天生的疏离使他从未得到真正的信任，使他从未因尽心尽力的工作与赤诚的
报国之心得到褒奖，使他在怀疑、孤立、隔离中度过一生，使他在残酷的迫害与恶意的羞辱中走向生
命的终结。与其说做情报工作没有好下场，不如说时代对于旁观者从来都是无情的。然而，一句“革
命的洪流泥沙俱下”就可以卸去一切责任？就可以置个体的生命与尊严于不顾？就可以放任残暴与罪
恶在革命的旗帜下满足私欲与野心？以怨恨为道德建构的主义一定是真理吗？为什么一切历史必然就
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连上帝是否存在都有疑问，那谁又有资格、有把握引导历史走向一个道德乌托邦
？以历史规律与历史理性自居蔑视个性尊严与价值怎么可能是正义之举？然而，对于置身于这一段历
史的人们而言，否定革命显然比肯定革命更为困难、更为痛苦，我无意揣测这些诘问是否也符合作者
的本意，因为他并未简单而仓促地就既定事实下结论，他所做的只是是对中国革命历史的叩问、审视
、反思，但我们自知这种不尽一言的方式所试图覆盖的范围很难找到边界。说到底，作者在《掩面》
中所做的是一场精神审判。说是精神审判，乃是因为对既定历史下任何结论都显得草率，显得毫无意
义。社会主义是一种政治主义，也是一场社会变革，从更广范围来看，它也是人类精神历史的一桩事
件。因此，后世的人只能借人本身这最终的落脚点完成这一审判：人性的自由、人格的纯粹、人道的
尊严、完美的精神世界等等，人道主义在此作为标尺散发着经久不衰的光芒，而且似乎是惟一的突破
口。如此，少女寻亲这一线索便大有深意。革命历来敌视人的自然感情，它要求麾下的男男女女只能
对它保持忠诚，从而缔结一种冷酷、坚固的同盟，以阶级友爱替代人性，消灭多余的情绪。这样一支
革命之师当然无往不胜，这也是人类生活在极权恐惧中的原因所在。孙渡在书店参与地下工作期间与
日本军人福山建立起一定程度的“友谊”，因为阅读休谟、康德相互理解，这却成为他日后遭受怀疑
的原因之一；他与另一位地下党，伪装成裁缝的叶小林产生爱情，却被以革命的名义拆散，而事实上
只是这段感情遭到了上级老赵的嫉妒；小女孩来到母亲的战友—一位国有企业的党委书记处询问父母
下落，却被禁止用“阿姨”这一称呼，因为她的阶级定位还存在疑问，依恋父母是一种“小资产阶级
情绪”，只有等到她“头发上落着麦秸，腿上沾满牛粪”时才能喊“阿姨”。在这样一种个体存在意
义被抹灭的语境中，人的生命尚不足以得到尊重，遑论普遍的人道主义。因此，在“文革”正进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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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面》

如火如荼时，一位少女寻找被革命怀疑的父亲，她的天性尚未被革命泯灭，这一行为本身便是对时代
的背离，对革命这一主导话语的叛逆，因而也是对人性的追寻。血缘关系本是最基本、最为动物性的
联系，在这里却承载着人性复归的希望，少女寻找的是父亲，作者寻找的该是政治不再操纵的人性。
然而，女孩没有找到父亲，她认了命，下乡当了一名知青，她在诗中表达自己的恐惧—落入琐碎而卑
微的生活被日渐麻木的心抛弃。对于她，我们无须担心，作为一个有主见，懂得思考的人，一旦外部
环境松动，她定能挣脱枷锁，向更高更远的地方飞去，寻找每一丝命运的可能性。但这部小说事实上
的主人公—孙渡，却复杂得多，他承受了更多的苦难与挣扎，却没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个人物给我
的直接印象是哈姆莱特和日瓦戈医生的结合体，他阅读、思考，怀有赤诚的爱国之心，但又脆弱、敏
感，对宏观话语抱有疑虑；思想成为他行动的阻碍，他始终无法融入主流；在他模糊的影像里也始终
是以受害者的面目示人，他痛苦、无言，内心千疮百孔，只能在不断被挤压的生存空间里转过脸去，
内心泣一声“休提往事”。这样一个人，与环境发生冲突是必然的，被生活遗弃、沦落为边缘人也是
必然的，问题在于，他是否值得同情，他的悲剧有多大程度的咎由自取的成分，他如何变成了哲学与
现实的双重弃儿。在特定的时代与体制下，时刻把持着思想与精神的尺度的确有强人所难的意味，但
从另一方面看，一个人究竟需要做什么才会使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无处立足？孙渡的命运悲剧除去外部
因素，是否还有他个人选择的成分？他的知识、思想在他的生活中到底扮演着何种角色？理想与现实
的冲突是否必然以人的毁灭为最终代价？然而，“除了此刻在我心中涌动的一切，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3、作为一位先锋作家，吕新在《掩面》中延续了其在艺术上的特立独行。小说通过讲述一个少女寻
亲的故事，借一位投身革命又为革命抛弃的知识分子的命运悲剧勾勒出一部荒诞的中国革命史，呈现
出独特的结构与多视角、多层次的叙述，加之贯穿文本始终的反讽精神，从而表现出浓厚的现代主义
色彩，于当代小说形式实验作了成功的尝试。二十世纪已逐渐远去，她苦难的身影却将永远无言矗立
在历史长河中，令一代又一代人静默。这种苦难于中国人民有着特别的意义，而每个具体的人所承受
的实实在在的苦难又往往为时间与其他种种因素抹去了痕迹。“革命”，可说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主题
词，这两个字将一切席卷而去。小说主人公最后不知所终，但我们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与其说做情报
工作没有好下场，不如说时代对于旁观者从来都是无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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