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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舟》

内容概要

这部小说集收入实验派代表作家格非的九篇小说。其中有《迷舟》、《大年》、《风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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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舟》

精彩短评

1、追忆乌攸先生，迷舟，蚌壳
2、其实看完第一遍的时候没看懂，开头的悬念设置的很棒，我一直在急切的寻找，为什么萧会消失
，以为是被三顺打死的，结果不是，对警卫员的铺垫做的很好。还是俄狄浦斯王的那句话:一个人到他
临终时都不能说是幸福的。转变写的不错
3、这套书挺好的，都是当时青年作家早期中短篇，装逼但真诚。
4、第一次读格非，这笔名一开始让我误以为他是郭敬明旗下的写手，伴着对面桌女生身上的劣质香
水味，简直看的飘飘然，还是那句话，我爱一切变态的事物
5、先看了他的三部曲 就对这部比较失望了 少了味道 
6、超过同时代的余华
7、马个《迷舟》
8、迷舟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段萧给算命老人扔了一枚铜板，老人一边收拾一边说：客官莫非有意算一
卦，是婚姻还是财路？萧说：生死。然而要说不够宿命..开始不觉得可是回头再看出现了酒的时候都
莫名出现了警卫员
9、补标，简笔画的格非头像甚是喜欢~
10、偶然与必然的命运
11、读过《迷舟》。荒诞叙事。在一切看起来不可能的固有面前发生转变。
12、文笔很细腻，故事也很精彩，很多悬念没有解决本来以为是bug，但也许这样才是命运的真谛吧
13、读第三遍的时候，我意识到我的前两遍都钻进了叙事的圈套。人不可能预料生命，漂泊和未知是
生命的意图，也是小说的意图。放下《迷舟》，我该去补一补博尔赫斯了⋯
14、很耐读。
15、为情还是为战而亡？
16、需要再读第二遍= =
17、听冯唐的介绍，开始看格非的小说，看之前不知道先锋文学的概念，所以看完后晕乎乎的，但还
是很佩服格非的文字功底，全程抱着很大的好奇心和代入感一直坚持着看完，虽然有空缺，但体验了
一种新的文学体，还是值得的。
18、淡淡的宿命感。
19、第一次读格非 或许是期待太高反而觉得一般 水平和名气相称 二流作家中的优秀之作
20、难以超越的短篇
21、这本小说集里面只读过迷舟。最后一段文字印象尤为深刻：警卫员站在离萧只有三步远的地方，
非常认真的打完了六颗子弹！
22、只看了《迷舟》。还是喜欢“江南三部曲”的格非。
23、有点先锋派的风格，还行吧。7.5分
24、历史下，个人独特的人生体验。体现一种新现实的历史小说。
25、流畅爽快，感觉不错。
26、当作散文来读的，《相遇》集子里最喜欢的一篇。
27、只看了《迷舟》一篇，并不是很懂...所以觉得一般
28、第一次读格非 发现原来是周围很多男性文学爱好者爱模仿的笔调
29、格非模仿博尔赫斯 不知道多少人模仿格非 用老徐的话说 有面目有气息 迷人啊啊啊 男人的文字风
格要么像王小波 要么就像这个吧 太喜欢
30、《迷舟》
31、对机巧的暗喻不大感冒。格非费尽心力的构思对我来说无用。只是他编织梦境迷宫的手法实在不
赖，黏稠的叙述语言深得我心。鸟群迷舟无不如此。
32、历史因不可预期的欲望交错，呈现出光怪陆离的走向。历史学家负责将其合理化。
33、历史是个人的
34、在学校Asian Library翻出这个版本 因为太过古老而被自制的硬质封皮包起来 书的末页印着的红色
格子 手写着几次借出和归还日期 而最近的一次记录是在1998年
35、战争，村落，性，死亡，多好的题材，中国现当代文学真是文艺电影取材宝库，然而网文大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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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舟》

道的今天，沉默是它们的命运。繁体版看得要瞎，还是要重新看一遍
36、并没有读懂
37、曾经被一度放逐的故事，重又“杀”回小说。情节弧度减小，情节长度缩短，情节硬度减弱。这
类作品在意的是微妙的情绪变化和不可言说的微细活动。性格不复存在。
38、欢迎来到格非的迷宫
39、并没有很深度
40、很诡异的风格，不过看着不反感。
41、生命中有很多不确定性，正如迷舟所描述的一样，我们无法预知我们的将来。用一个北伐时期的
小故事来映射命运无常。结构还是不错的，很会用悬疑的方式吸引人。
42、如果继续这样写下去，格非也许会成为优秀的中国推理作家。可是中国优秀作家也许不屑于写推
理吧。
43、一部好小说，一部好的剧本，希望未来可以拍成电影
44、16.5.12。很耐读，博尔赫斯的叙事空缺。萧旅长回乡七日的经历与死亡，不同线索间的碰撞。推
荐看书评。
45、【迷舟】
46、挺好玩
47、我觉得我对中国小说（不是全部）抵触的点就在于 我及其讨厌某些历史相关的字眼 北伐 插队 知
青下乡 之类 它们就像本身带着芹菜的味道 我本能地绕开 不肯尝 更别提读出滋味来
48、迷舟与褐色鸟群。
生命的荒诞与无常。
给人以想象，猜测，质疑的空间。
49、历史任人宰割。
50、历史的真实和虚伪，时空的错乱和残忍，人生的必然和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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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舟》

精彩书评

1、格非的这篇《迷舟》我读了两遍，原因是第一遍没有看懂。第一遍看完时心里想的是：这竟然就
完了？不知是作者的原因，还是我自己的原因，第一遍读真的不知道格非想要表达什么。于是，带着
疑惑去网上搜看了这篇小说的一些赏析，心中的困惑有了些答案，感到心情舒畅了许多，但这种舒畅
远远比不上随即而来的后悔，后悔没有耐下心来再读一遍再想一想而是过早的解开了谜题，使我第二
遍再读的时候便觉得新意少了很多。在我知道了萧旅长最终被警卫员连发六发子弹打死了后，我不由
自主地就会觉得格非在前文的所有描写都带着伏笔的作用，再看那个我初读时以为忠心耿耿的警卫员
就愈发觉得他像是一个眼线。举个例子，文中在写到萧家乡的马三大姐来找他托警卫员通报，但萧并
不想见时有这样一处描写：“警卫员还站在原地，他没有伸手捋掉脸上不断滚动的汗珠，而是怔怔地
看着萧，等待着他的答复。”初读时，我觉得这很自然，但再读时我就忍不住地想这个警卫员一定是
特别想让萧见见这个马三大姐，好偷窥监视他，获取他通敌的证据。我觉得自己的这种想法有点龌龊
，或许这本来就是一个没什么特殊含义的细节，只是在描写一个军人履行职责时的动作，但我却带上
了强烈的主观色彩来看。于是我忽然想起了近代史纲课上老师讲到关于历史问题和历史人物的研究方
法时谈到这样一个问题，老师说：“我们在研究历史人物时应当论世知人而不是知人论世，就比如说
我们来研究李鸿章这个人物到底是好是坏，是爱国的还是卖国的时，不应带着已有的判断来去解读历
史事件，而应当从历史事件出发去分析人物。”当时听这番话还没有多大的感触，但现在却深深体会
到了其中的哲学。这也给我们在解读文学作品时提了一个醒，一部经典的文学作品，解读过它的人已
经千千万万，这千千万万的解读也好也不好，好是因为我可以借鉴参考前人的想法与思路，不好是因
为我可能会因为他们的解读而束缚住自己思维的展开，以一种已有的陈旧的观念来看问题，而少了创
造性。所以说，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尽管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已经“被剧透”，但仍要努力保持一种新
鲜感，这种新鲜感不论对阅读兴趣还是作品分析都是有益的。
2、作为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家，格非认为：“作家开始写作，也就是作家试图通过写作来为自己在宇
宙的时空中找到一个特定的位置的那一刻。”[①]他将小说创作当作一种对生命体验的表达和对历史
经验的叙述。个人体验的破碎性和正史表达的意识形态性之间的矛盾张力，构成了格非小说叙事方面
“迷宫”的特性。然而，在“迷宫”叙事中，作者并没有迷失自我，恰恰相反，他始终都围绕自己的
叙事内核，表述着对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的态度。其短篇小说代表作《迷舟》就是这样一部新历史主
义作品。在格非看来，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世界从来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各种可能性都会存在。因此
，“你的命运是什么样子，你根本就不可能知道，不知道它在什么时候就有可能会被改变。”[②]这
也许有些宿命论的意味，但是，在历史的宏大叙事背后，所隐藏着的个人体验才是个体生命能感受到
的历史。因此，对历史的关注，应该表现在对个体存在问题的关注，凸显历史话语的虚伪，脱离传统
的历史叙事，进入对个人不确定性存在的描述。这种历史观，在《迷舟》中，有着详细而明确的表述
。[③]正是对于历史真实的怀疑，所以在引言部分的宏大叙事背后，是偶然性而造成的萧的死亡结果
。小说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悬念、巧合和偶然，作者用引言引导读者进入到历史的宏大叙事隧道，却
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成为历史叙事的阐释者，而是作为历史的书写者。引言部分交代了故事发生的背
景，却又故意营造出历史的巨大空缺和神秘感，从而为自己的新历史叙事提供了空间。萧的命运在正
史上只有“下落不明”的寥寥数字，文本中却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详尽的叙述。作为孙传芳部32旅的
旅长，萧失败的命运在历史叙事中是被无法避免的书写的。但是，萧的父亲告诉我们：“从来没有失
败或者胜利的队伍，只有狼和猎人。”历史叙事中的胜负成败是非在小说中转化为人生遭遇的复杂和
宿命。在小说中，一切似乎都是偶然，然而一切又似乎是命中注定。萧当年不顾母亲的百般阻挠离开
故乡小河村，而最终又宿命般的死在故乡；萧与心爱的女人杏再续情缘，最终却导致杏的被阉；萧原
本用6发子弹防身，最后却死在这6发子弹下；萧决定要回部队参加战斗，却被误以为叛变而被处死；
萧的死亡不是因为战争而是因为性(杏)；萧死在自己的警卫员枪下而不是死在与敌人厮杀的战场上⋯
⋯这一切意外而又合理的掩藏在历史表面之下的真相构成了萧的悲剧命运。而这一种悲剧又是一种注
定了的无法回避的宿命。对此作者在叙述中不断的进行着暗示，如第一天萧回到小河村，“对这个美
丽的村落不久以后给他带来的灾难一无察觉”；在第七天萧临死前，“不禁回忆起第一天来到这个村
子时几乎完全相同的清晨”；又如萧的母亲是其死亡的见证人。从一开始“专横”而“坚强”地反对
萧的哥哥和萧参军，到发现萧回家后“眼神和丈夫临终前的眼神一模一样”，母亲的预感印证了萧死
亡的注定。其它如道人对萧的警告，警卫员眼中诡谲的光芒，父亲留下的遗书中对萧的军队覆灭的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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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舟》

测，甚至涟河上的大风、雨、黎明等，都有意无意地透露着相同的气息，使得命定的悲剧气氛飘荡在
全文之中，无法回避。这种表达使得传统小说阐释历史的“真相”“、规律”的使命受到强有力的挑
战。“当传奇小说最终为虚构小说所代替之后，小说家再现、复制现实或描述个人与存在的种种关系
的企图成了重要使命之一，因此，他必须对现实和存在做必要的考察。这种考察很快会使他们得出这
样的结论：传统小说的故事结构与现实生活中的事件结构存在着惊人的不同。我们知道，传统小说的
故事往往是完整的，充满戏剧性的，而且具有寓言的性质，而现实生活中的事件往往是单一的，平淡
的，偶然的，有些甚至是无意义的。”[④]因此，“故事的连接并不以时间和空间的延续和承接为依
据，而完全根据作者企图达到的文体效果来安排。这样，作家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就获得了更大程度
的自由。”[⑤]在小说文本表现中，格非刻意的营造了一些叙事“空缺”。如在萧去榆关(第6天夜晚
到第7天凌晨)之处有意留下了一个空缺，“萧去榆关到底是搜集情报还是会情人?”这个空缺出现之后
，整个小说的情节变得谜一般地不可思议。虽然这个空缺的本源是出自博尔赫斯之处，但格非把它用
得像祖传秘方一样纯熟。的确如此，这个空缺不但导致了主人公萧的死亡，也把解答此前众多谜团的
线索汇聚集中，然后再突然卡断，形成一个更大的而且是无解的谜团。“萧去榆关是会情人还是搜集
情报”？文本在此前已有暗示(其实是明示)：萧在家里看到了父亲的信后已经决定“铤而走险”，回
棋山要塞准备决战，但突然“他想到了杏”，于是改变初衷去了榆关，他去榆关是探望因他而遭灾的
情人杏。在逻辑叙事的角度，萧的这一行为是符合因果逻辑的。问题在于，按照逻辑来说应当如此的
事，由于中间过程的空缺，换一个角度推理却出现了另一个结果，不可思议的是这个结果也是符合逻
辑的——由于榆关是敌军的控制地，警卫员得到的指令是：如果萧去榆关，就必须把他打死。正是这
个谜一样的空缺，使得小说的艺术氛围显出独特的迷蒙之美。此外，《迷舟》很明显受到了博尔赫斯
小说的深刻影响。在博尔赫斯的小说中，“镜子”与“迷宫”生成了无限繁殖与无限增生的文学意象
，它们虚构了想象世界与现实利益之间的模糊，由此也成为结构小说的内在核心，并为文本的多重意
蕴提供了潜在的无限阐释的多重可能。生活实体的凌乱与艺术想象的任意驰骋在博尔赫斯的文本中四
处横溢，虚实相生，无穷无尽。例如《巴别图书馆》《曲径分岔的花园》《镜子与面具》《沙之书》
等小说就是以某种意象的重复出现作为连缀情节和展开故事的核心。这些意向在生成主题的同时，也
强化了意象的神秘与奇谲，并在一个基本封闭的结构中，探索人类精神的多重特性，形成一种颇具寓
言性质的文本结构。格非在此借用了博尔赫斯“棋”的意象，在博尔赫斯那里，“棋”是作为迷和无
限可能性的象征来使用的，它表示了一种规则和变化的游戏。在《迷舟》中，萧所据守的“棋山”，
正是象征着人生的迷惑和困顿。他内心深处一直坚硬的存在的“杏”（性），是他内心最真实人性的
表露，并引导着萧的命运。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小说中“奇迹般地出现在鲜为人知的棋山指挥所里”
并“猜出了他的心思”的马三大婶，正是萧内心性渴望的外在形象化表现。在萧的记忆中，马三大婶
几乎就是性存在的代表，“萧清晰地记得马三大婶俯身吹灭桌上摇摇欲灭的油灯时垂向桌面的软软乎
乎被青衫包着的乳房”，而马三大婶对于萧来说，是作为这样的一个存在：“马三大婶对于村里大部
分青壮男人的诱惑和慷慨大度曾引起女人间无穷无尽的纠纷。在战争的间隙中，她常常成为萧对故乡
往事回亿的纽结。”这种精神物化的手法，使得作者对于“精神真实”的叙述达到触手可及的形象地
步。正是因为作者怀疑历史真实的虚伪性，认为“‘历史’不仅是指我们能够研究的对象以及我们对
它的研，而且是，甚至首先是指借助一类特别的写作出来的话语而达到的与‘过去’的某种关系。”[
⑥]因此，作者有意通过历史叙事的“空缺”言说了“精神真实”的历史，并在新的叙事中有意采取了
制造“空缺”和意象表述的手法，所以，作者说“写《迷舟》的时候，我同样感觉特别好，特别激动
，好像在你眼前铺展开来的一切都是新的。”[⑦]这种感觉，正是他自己的成长道路上，因为几次偶
然改变了命运，[⑧]从而形成的初始意象在文本中的反映。“作家初始的意象的出现往往极为重要。
它作为一个意味深长的信号，不仅关系到故事的发展和走向,而且对于小说的最终成败都构成影响。我
们不妨将这种最早出现于作家意识中的‘初始画面’称为‘故事的内核’”。[⑨]格非个人的经历，
使得对历史偶然性的理解成为他小说创作中一再出现的“故事内核”，从《迷舟》到《青黄》到《褐
色鸟群》，格非一直在努力的讲述着有着相同内核的故事。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作家从事于写作的
基本理由之一，就是力图通过写作将某种隐藏在心中的意图呈现出来。也许他最终并不能彻底完成这
一任务，但这种努力构成了作品与作品之间似断若连的链索，作家经由这条链索传达出他对生活着的
这个世界(包括历史)所表明的态度，以及其他丰富的信息。”[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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