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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外之悲》

内容概要

作者彼得．韓德克1942年生於奧地利，其母親未婚時便懷了韓德克，後來在親友的壓力下，在分娩之
前嫁給一名德軍下士布魯諾．韓德克。《夢外之悲》是作者在其母親自殺後，所產生的強烈欲望而寫
。 

《夢外之悲》這本小說的主題是描寫作者韓德克的母親其一生以及她生長的環境。在這本小說中語言
具有雙重角色，一是疏離，一是實現自我。小說中他的母親似乎可以藉著看書找到一條通向自我的路
，但他的母親並沒有藉著書找到未來的夢想，他的母親生活在當時壓仰人的需求的社會裡，他的母親
為了尋求自我而奮鬥，最後卻仍然失敗。

Page 2



《夢外之悲》

作者简介

彼得．韓德克（Peter Handke）
1942年12月6日出生於奧地利凱爾騰省的格里芬鎮（Griffen/Karnten）。其母未婚時便懷了韓德克，後
來在親友的壓力下，在分娩之前，嫁給另一名德軍下士布魯諾．韓德克。彼得．韓德克的童年是在柏
林度過的，之後回格里芬鎮讀小學以及中學。1961年韓德克中學畢業，這時他有非常明顯的文學偏好
。同一年就讀各拉茲（Graz）大學的法律系，1963年起，韓德克加入各拉茲文壇所屬的「市立公園論
壇」（Stadtpark Forum），以及「草稿雜誌」（manuskripte），與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輕作家相識，並
因此得到發表新作的機會，踏出文學的第一步。1963年韓德克發表了他第一篇小說《大黃蜂》（Die
Hornissen），這本小說在1965年由德國蘇坎（Suhrkamp）出版社出版，韓德克於是藉著這次出書的機
會，放棄了他的大學學業。1966年韓德克展開他的文學事業，這一年他與身為演員的妻子離開各拉茲
，前往德國的杜塞爾道夫（Dusseldorf），因為其妻在杜市劇院得到演出的機會。同一年韓德克前往美
國參加「四十七團」（Gruppe 47）在普林斯頓的會議，以一篇聳人聽聞的文學批評引起文評家的注意
，並造成轟動，從此在文學界奠定了基礎。1967年韓德克受頒格哈浩樸特曼獎（Der
Gerhard-Hauptmann-Preis），是他所得到的第一個正式獎項。1968年韓德克搬往柏林，翌年又遷去巴
黎，韓德克為了能永遠逃避童年狹隘的成長環境，不斷地從這個城市，遷徙到另一個城市：柏林、巴
黎、科隆、法蘭克福，都曾經是他旅居之地，1973年之後韓德克又回到巴黎，1979年又遷回奧地利。
同一年，韓德克獲頒「卡夫卡獎」（Der Kafka-Preis）。這些城市也成了他作品中情節的發生地點。他
個人的生活經歷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例如1969年女兒出世，1971年母親去世，後來又與妻子分居，
都在作品中留下了記錄。正如這本《夢外之悲》，其中亦有些微自傳色彩。但是，比能夠證實這些個
人經歷更重要的是，注意這些經歷特殊的描寫方式。 

韓德克的小說，最值得欣賞的是其語言的實驗性。語言是他寫作的中心主題以及寫作動力。韓德克堅
持個人的唯一性，所以他反對比較，他認為人與人之間的相同點只是偶然的，人跟人是不能互相比較
的，而他的理想是人應該有自決的能力，能從別人的決定中解放。我們可以將韓德克的語言實驗性以
及他使用語言的態度放在本世紀歐洲文學、哲學，以及人類學對社會和文化漸增的認同危機中來看，
是去反省這種認同危機產生的原因，也就是將這反省集中在對語言的反省上。對語言最激烈的批評就
是認為語言乃是個體與社會之間最直接的溝通媒介，這媒介是社會對「我」這個個體的一種統治方式
。語言是文法及邏輯關聯所組成的系統，可用來剝奪個人的自由，以及自發性。韓德克的作品也是要
毀滅語言製造出來的一種自由的假象，這種自由的假象是受大眾傳播媒體，以及認同主流思想的影響
，令人有自由的假象，認為自己可以駕馭這個世界，實際上卻是被語言系統控制。在德語文學中，各
拉茲和維也納文壇可說是推動實驗文學重要的團體，而韓德克就是在各拉茲文壇團體中成長的。 

《夢外之悲》這本小說的主題是描寫韓德克母親的一生以及她生長的環境。在這本小說中語言具有雙
重角色，一是疏離，二是實現自我。好比小說中他的母親似乎可以藉著看書找到一條通向自我的路，
但是書中的故事都是預設好的，沒有想像的空間，他母親並沒有藉著書找到未來的夢想，這是語言的
疏離性。但對韓德克而言，文學應該使人產生未來的夢想，文學最重要的地方在於它的未來面。他母
親那個時代孩子玩的遊戲中卻早就透過語言將女人的一生過程設定好：「疲倦／虛弱／病重／死亡」
。他母親生活在當時壓抑人的需求的社會，每個人不只是要壓抑自己的欲望，甚至要讓無欲變成一種
美德，並且用同樣的方式要求孩子。在這樣壓抑人性的社會裏，他母親為了尋求自我而奮鬥，最後卻
仍然失敗。 

韓德克到目前為止已出版了三十多本著作，除了小說，還有散文、詩集，舞台劇作，廣播劇，短評，
創作方向多樣化，是德語文學中重要的代表作家之一。近作《我在無人海灣的那一年》（Mein Jahr in
der Niemandsbucht）主題是戰爭，亦頗獲好評。是值得繼續注意他創作路線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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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外之悲》

精彩短评

1、素樸，寫實，反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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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外之悲》

精彩书评

1、彼得-韩德克是著名的德语作家，他写诗、写散文、写剧本、也写小说。韩德克于1942年出生在奥
地利，童年时期极为贫穷，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完成大学学业之前便辍学，专心投入写作工作。
韩德克的作品具有很强的实验性，不断透过文字本身来打破文字表述的藩篱和限制，是实验文学、或
称先锋艺术的拥护者。韩德克较为著名的剧作包括维姆-文德斯执导的《歧路》和《欲望之翼》（后者
后来改编为美国电影《天使之城》）。《梦外之悲》（“A Sorrow Beyond Dreams. A Life Story”）是韩
德克完成于1972年的小说，讲述他母亲的人生故事。韩德克的母亲在1971年自杀，以安眠药结束自
己51年的困顿生命。韩德克在为母亲举办丧礼时，决心以文字呈现出她的生命历程。然而，就像英文
双标题书名所提示的，《梦外之悲》其实是由两个故事、两层结构共同组成，而这双结构安排背后所
呈现的互文性才是整部小说的真谛，说出母亲、乃至所有人的生命历程的不由自主与无可言说。■互
文性、互文性与互文性《梦外之悲》的写作目的虽然是要“描写母亲的生命历程”，但韩德克却从他
“描写母亲生命历程的写作过程”入手。小说中以交错的方式呈现韩德克写母亲的过程、以及他笔下
所写出的母亲，因此书中同时存在第一人称的“我”和第三人称的“她”，属于后设小说的多观察框
架、多文本模式。而在这两个独立文本当中和之间，“互文性”的指出和参照运用，不仅是一种写作
手法，更是韩德克撰写这部小说的主要目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最早是由符号学家朱丽雅-
克里斯蒂娃在著作《符号学》中提出，指的是在同一个文化背景中，一个文本和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
。亦即，每个作品的文本，里头所运用的文句和叙事方式，其背后的意涵和典故，都是对先前各种文
学或非文学文本的影射、借用、沿袭、和变更。当我们从一个文本回溯到另一个文本时，又会带出一
连串的文本，这个过程是无限开放的，但与此同时，却又会朝向一定的方向反溯，形成一种书写的传
统，一种固定的意义模式。在《梦外之悲》的第一层架构里头，韩德克写下的是他的写作过程，在这
当中，他强调为母亲立传的艰难与缘由。作为一个儿子，他了解母亲的生命历程，然而当他试着将母
亲最真实的生命历程转化为文字、形成一个文学小说的文本时，他却受到文字和叙事的限制，不得不
按照约定俗成的方式，循着文学传记的模式，选择世人所关心的面向、运用世人所熟悉的字词，来描
绘母亲那独一无二的生命历程。结果母亲作为个体的独特性便消失了，化成一种普遍性、能让读者从
中看到自己的故事类型和范例。文本的互文性透过传统和模式的建立，促进文学载体的沟通效能，却
也消除了差异性与独特性。在《梦外之悲》的第二层架构里头，韩德克写下的是他母亲的生命历程。
韩德克的母亲是个比较悲苦的女人，生长在传统的家庭和城镇，向往能够活出自己的风采，却时时受
到环境的压迫与制约。她未婚便坏了韩德克，不得嫁给一个自己并不喜欢的男人，就此在自我解放和
传统习俗、内在渴望和外在现实中挣扎。韩德克母亲的生命历程被现实给严重撕裂，传统与模式、类
型和范例，这些借由反溯的互文性而在文化中形成的事物，一再逼迫着她消除自己的差异性和独特性
，成为一个中规中矩、符合众人想象和预期的人，成为一个自己不想成为的人。从内容意涵上来说，
《梦外之悲》的两层架构各自说明互文性的影响效用，在同一个文化脉络里，文本之间形成互文性以
促进众人的相互理解与沟通，同时却也压缩了书写的自由与空间。此外，这种文字、语言和思想上的
互文性，又透过文化层面的提炼与浓缩，形成典范式的传统、宗教、道德、习俗，回过头来压迫个体
抹去自己生命里独特的部分。而这两层架构之间更是借由“互文性”的意义诠释，彼此形成互文性，
共同阐述个体的生命历程因为互文性的作用，失去了自由发展的各种维度，以及事后又因为互文性的
关系无从再现真实。■因为捕捉，所以逸散韩德克认为，在撰写人物传记时，通常有两种写法，一种
是以事实为出发点，然后对当中所有事件和想法进行完整的复述；一种是以社会既定的语言基础为出
发点，截取当中一些不寻常、但在一般惯用的叙事方式中已经预先描写好的事件。而在对真实发生过
的事情进行具体写作时，可以采用客观的报道，或是做更详细的描述，以增加里头的故事性与趣味性
。然而，无论采用哪种写法，因为受限于文字这个充满漏洞的捕捉工具，都无法真正地呈现完整真实
的事件和生命历程。在《梦外之悲》里，韩德克将他所提及的几种书写方式都运用在其中。在小说的
第一层架构中，书写自己的写作过程时，韩德克采用类似意识流的手法，复述自己在母亲过世后的一
些生活琐事，以及内心里头因书写母亲故事而产生的感觉、回忆和分析。而在小说的第二层架构里，
韩德克一边顺着自我在第一层架构里头，对写作手法的典型性与局限性的思考，来开展母亲的故事，
一边同时采用报道和详细描述两种手法，来呈现两种手法在表现真实上的典型性与局限性。因此两层
架构之间，不仅是在内容意涵上相互指涉，在写作手法上也同时相互指涉。当韩德克在第一层架构里
提到，文学作品在做人物描绘时，总是惯常于运用类型和列举这样的手法，在第二层架构中便对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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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外之悲》

的性格划分类型、对生活细节进行列举，以此进行内容上的相互呼应。而在对母亲生命历程的描述部
分，韩德克则是大量使用冒号。在平时写作上，冒号通常是被运用来衔接一个简要描述和这个描述背
后的详细说明或例示。小说在描绘母亲生命故事时如此大量地使用冒号，便形成并区隔出报道和详细
描述这两种写法，在与第一层架构形成内容上的呼应之余，进一步形成手法上的呼应，共同凸显出个
体真实的生命历程是如何在“写作的过程”中以及“生活的过程”中逸散。■小说的中文书名《梦外
之悲》和另一个英文标题“A Sorrow Beyond Dreams”，述说的是韩德克母亲那独特的生命历程、以及
对自我生命的独特感觉，在文化脉络的挤压下，她只能在梦中才能经历。与此同时，韩德克在自己的
梦境和想象中，虽然能够看见和感受到母亲那独特的生命历程，但在具体表达的过程中，一切又被挤
压和驱散。因此，英文书名之所以多了副标题“A Life Story”，强调的是小说最终呈现的，并不是韩
德克母亲真实的生命历程，而是一段经过拣选和编排，具有普遍性但独特性丧失的生命故事。也因此
，韩德克才会对母亲的生命给出这样的注解：她是；她成为；她一无所有。《梦外之悲》是一部很悲
伤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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