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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瓦隆迷雾 3：鹿王》

内容概要

命运之轮在星空中旋转，一旦不列颠的共主不再尊崇阿瓦隆，部落民族将选出新的君王。当年轻雄鹿
长成之后，鹿王会有什么下场？
不列颠在亚瑟治下空前繁荣，但他对基督教神父的倚重令摩根和阿瓦隆日益不满。在摩根的努力下，
西部山区重新兴起女神崇拜。与此同时，两人的私生子莫德雷德也悄悄燃起了称王的野心。各方力量
蓄势待发，广阔的帝国即将走向分崩离析的边缘。

Page 2



《阿瓦隆迷雾 3：鹿王》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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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瓦隆迷雾 3：鹿王》

精彩短评

1、按照主角摩根的视角，金发草包桂妮薇尔继续霸屏，亚瑟王越来越莫名其妙，一切逐渐失控。这
一本写的最好的是焦灼感，那种信仰逐渐分崩离析，一切可依峙的都一一瓦解，穷途末路的感觉非常
鲜明。尽管如此，我仍觉得这本和第二本合成一本似乎更好，毕竟，就像黑暗精灵三部曲一样，三是
个有魔力的数，而这两本的主旨其实都是女神失势。
2、可以说是转折篇吧，各种转变，各种偏激，各种敌对开始⋯⋯
3、第二部的wtf之后，我居然已经开始接受里面人物的行为逻辑了！！！亚兰好可怜啊！！！！被滚
滚活生生拆散！！！皇姐更可怜！！！这虐法真心没有感动只有excuse me？！张爱玲真没说错，女人
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
4、开头击杀薇薇安那部分干净利落的不像作者写的，结果后面写宗教对立又开启了女性宫斗模式，
简直⋯⋯按理说整个系列文笔创意不该仅仅是这样，角色跟剧情真的非常不讨喜
5、看到阿瓦隆夫人死亡那段简直难以置信⋯好久没因为一个书中角色的死这么难过了。之后巴兰养
兄弟们的生死决斗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可其后藏了多少激烈的感情冲突。你是我的兄弟，我愿为你而
死，你杀了我的母亲，我爱你但我必须为她复仇。就是这么简单，一点通融也不可以有。
6、本作中，前一部力持基督教化的桂妮薇重要性下降，她在突如其来的厄运面前丧失了绝对的信心
，表现出了信仰方面的软弱一面（虽然从人格上看她一直非常软弱）。这一厄运结合国王无嗣，促使
摩根走上前台。一旦采取了主动，在一系列事件的引导下她逐渐发现了真实的自我，这个自我才能真
正为阿瓦隆和女神服务。
7、女作者写自己讨厌的角色被XX，和男作家XX自己YY的角色一样，用巫术反基督教还是太二了，而
且仍然是通篇的小心眼。摩高丝算是写得最好的一个角色了。
8、什么烂玩意儿！根本弄不清人物性格 动机  整体局势 事件发展。。线索。。。。到底什么玩意儿！
9、这本几乎没有战争，一桌子骑士们略显中年危机，亚瑟跟阿瓦隆渐行渐远。
10、蕴含着力与美的事物逐渐从世俗世界剥离，于是有了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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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瓦隆迷雾 3：鹿王》

精彩书评

1、迷雾中的阿瓦隆是亚瑟王所自来处，所终之所。亚瑟王在阿瓦隆的庇护下走上王位，最后也终于
阿瓦隆。但在很多个版本的亚瑟王传说当中，阿瓦隆终究只是一个异质性的世界。更不用说，亚瑟隶
属于阿瓦隆的姐姐摩根和他们之间的乱伦之子葛狄文对亚瑟的生活曾造成了毁灭性的困扰。美国女作
家布拉德利的小说《阿瓦隆迷雾》，展现的依然是在迷雾之后的阿瓦隆，并未改变亚瑟王传说的基本
框架：阿瓦隆对亚瑟王曾有诸多影响，然而最终却不得不真正消失在神秘的迷雾之后。然而在这个框
架之内，布拉德利却对整个故事进行了几乎彻底的翻转。整部小说的迷人之处也正在于，它并未试图
去颠覆整个故事，像《达·芬奇密码》那样最终有个骇人听闻的结局，但是通过巧妙的架构和叙述，
展现了亚瑟王传说的另一种令人叹服的可能性。小说与诸多亚瑟王传说一起形成了独特的互文结构，
这种互文性表现为一种迷人的异托邦结构。“异托邦”（ les heterotopias），是福柯1967年3月14日在
建筑研究会上发表的演讲《另类空间》中提出来的。异托邦与秩序井然的乌托邦正好相对，完全粉碎
和混淆了空间的基本秩序。异托邦具有打开和关闭的功能，既是一个个隔离开来的场所，但又可在其
中穿梭，置身其中就始终处于流动状态，终究不能在任何空间找到归属感。异托邦是开放结构，可能
是对原有空间的增补，让空间处于多重并置的状态。在《阿瓦隆迷雾》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的异托
邦结构便是，布拉德利将亚瑟王传说中的空间元素和人物元素都做了异托邦式的处理，让异质空间—
—阿瓦隆和异质人物——摩根和摩高丝等走到前台。阿瓦隆并非自始至终都处于迷雾之中，它和基督
教统治之下的领土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异托邦式空间架构。在基督教之前，阿瓦隆的女神曾经是大地的
主宰，随着基督教的兴起，阿瓦隆渐渐退隐到迷雾之后。以摩根为叙述人物，小说重现阿瓦隆及其消
隐的历史，在《序章》中摩根所言“世界上没有所谓真实的故事。真理有许多样貌”，布拉德利也曾
谈过她对亚瑟王传奇的重写实际上并非完全反叛基督教，而是反叛基督教的一元统治。布拉德利的反
叛并非孤立的存在，西方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的精神解放运动：新时代运动即势在突破基督教教会
的长期统治，出版于1983年的《阿瓦隆迷雾》正是应运这一运动而生。新时代运动又与凯尔特文化有
关，不少学者提出，西方萨满的、神话的和精神的传统根植于凯尔特文化，凯尔特文化传统应是与西
方两希文明并提的一大文化传统。学者叶舒宪指出新时代运动“千方百计地在异教传统中提炼多样化
的精神目标，而凯尔特智慧与诗歌女神引导下的那种与科学、巫术与艺术不分的灵性世界观，成为最
具号召力的一种境界”，所以这一运动的要义便是复活凯尔特的巫术传统与女神传统，而承载着德鲁
伊教女神传统的阿瓦隆成为新异教主义和新时代运动的重要地点。通过阿瓦隆之门，原本在亚瑟王传
奇中被遮蔽的女性被重新书写。在亚瑟王的诸多传奇中，女性被塑造为“天使”和“妖妇”两类刻板
形象。或像王后桂妮薇一样激发骑士的热情，或像摩根一样诡计多端，女性总是被塑造为男人欲望的
投射或者体现出厌女症。但这部作品的女性形象多元而饱满，在阿瓦隆的传统当中，女人如女神般的
傲岸和独立是备受称赞的品格。从最早出场的伊格赖恩到死于葛狄文之手的妮妮安娜，都对女人并非
男人所有物这一点倍加敏感。阿瓦隆肯定女性的智慧和教育，在阿瓦隆，女人并不以生为女人为耻为
憾，与基督教治下的女性形成鲜明对比。对阿瓦隆女性而言，男女并非二元对立分权而治，对于男人
而言并非禁区的国家和政治，女人亦非不可涉足。阿瓦隆女王薇薇安和塔列辛一起与身居高位的男人
商讨国事，在她生命的鼎盛期，甚至直接决定不列颠的主要事务。这种教育连在看似温顺的伊格赖恩
身上都根深蒂固，因而她选择龙首尤瑟并非权力所迫，乃是因为尤瑟激起她心底的爱意和欲望。如果
说阿瓦隆女王薇薇安和伊格赖恩是女神传统的代言人的话，那么摩根和摩高丝就有更多的现代性特质
。全书挑选摩根作为叙述者，一反以往对摩根的妖魔化叙述。在通行的亚瑟王传说中，摩根利用巫术
满足自己的疯狂的欲望，诱惑亚瑟生下葛狄文。这种妖魔化叙述与反女巫的传统一脉相承。而在《阿
瓦隆迷雾》中，细致入微地呈现阿瓦隆女性智慧、心灵手巧，以及高超的医术。原本被污名化的女巫
，在历史上也确曾被证实在草药学等方面和炼金术士一样做出过不可忽视的历史贡献。在摩根的少女
时代，小说选取了同样是少女的桂妮薇作为摩根的对立人物，桂妮薇美丽温顺学问贫乏，代表了传统
女性气质。但黝黑矮小的摩根独立坚强，以智慧为荣，因女神之光的笼罩拥有强大的气场。和基督教
的原罪情结相比，阿瓦隆的女神传统将人身体的涌动视为自然的潮汐，布拉德利由此丝丝入扣地展现
了女性的欲望。与欲望的博弈，这是全书最为惊心动魄内容，其激烈程度甚于男人们在战场上的兵戈
相见。出于对湖上夫人薇薇安两次安排婚姻的不满，伊格赖恩本想拒绝尤瑟，但终究尤瑟唤起了伊格
赖恩在前夫高洛因身上所没有的情欲，便自然而然地与尤瑟走进婚姻，并相爱一生。伊格赖恩的女儿
摩根，始终坦然面对自己的身体，兰斯洛特曾经数次激起但却从不曾满足她的欲望，摩根并未因此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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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瓦隆迷雾 3：鹿王》

我厌弃，而是对兰斯洛特假道学式的犹疑嗤之以鼻。在摩根的观照下，历来备受称颂的兰斯洛特与王
后桂妮薇之间的柏拉图恋情便暴露出虚伪的本质：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拒绝身体的结合，却永久独占对
方的情感。摩根的姨母摩高丝更是一位彻底享用自己肉体的美丽女性。但这部小说不仅仅坦然面对女
性的身体，透过摩高丝为获取权力的苦心经营，小说深刻探讨了权力的话题。这种权力并非是宫闱之
间围绕男人展开的激战，摩高丝的野心是接近王权，成为王后甚至共主之后。至高的地位对于摩高丝
而言并不仅仅意味着摆摆王后的母仪之威，摩高丝的乐趣是在这个位置上能够间接管理国家。在洛锡
安国王洛特去世之后，摩高丝表现出卓越的治理才能，国家在实际上的女主治理之下保持多年的正常
运转。所以这部作品并非仅仅是女神崇拜复兴的代言，而是在对古代传说的异托邦式书写中塑造了极
具现代性的女性形象。遗憾的是，大陆读者较早接触到的《阿瓦隆迷雾》恐怕是先于小说在大陆发行
的迷你剧，影视作品未能够充分展现布拉德利思想的丰富性，人物形象也做了简化处理。摩高丝和葛
狄文成为罪恶二人组，伊格赖恩仅仅是个温顺的天使。剧情也做了较大改动，以伊格赖恩虔诚皈依基
督教作为影片结局，片尾弥漫着一个时代结束的伤感又充满众神归一的暧昧喜悦。小说则以宿命论式
的圆融笔调结束行文，布拉德利没有逆势而行让阿瓦隆走出迷雾，相反，她深思了阿瓦隆如何走进迷
雾。消失的阿瓦隆令人叹息，却也并非尽是悲哀，因为它只是作为异托邦隐入迷雾，谁又能够说它不
存在呢？无论小说结构亦或价值观念，小说均采用多元并置的方式来处理，诸如这些容易成为二元对
立的话题：男性与女性、基督教与德鲁伊教等，最终在小说中以奇特的方式激烈冲突而又和谐并存。
异托邦元素的存在让整部小说充满了流动与开放之美，在绵密的结构与细腻的叙述中，小说自如流转
于边缘与中心之间，布拉德利既用现代性彻底改写了亚瑟王传奇，又让整部《阿瓦隆迷雾》成为最好
的亚瑟王传奇。刊于《文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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