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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军小说论（第2辑）》

前言

　　潘军近年来在小说创作方面成果丰硕，引起文学界和社会的关注，曾创下一年之内多家出版社推
出他十数部作品的纪录。这本由唐先田先生主编的《潘军小说论》，收录了30多位当代文学研究者的
评论。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潘军小说的创作特色和文学价值，从一个方面体现出学术界对其创
作成就的肯定。　　潘军是我校中文系82届毕业生，他对母校情笃谊深，近年来多次回校给同学们开
讲座，介绍创作体会，评点当代中国文坛现状。他才华横溢、妙趣横生的演讲，受到了学生们的热烈
欢迎。去岁，他将已出版的数十种作品赠送母校收藏；现在，我校出版社又出版这部评论集，这是一
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作为安大的校长，也是潘军的同窗，我对此感到由衷的高兴。　　潘军的小说
我虽然读过一些，但对当代文学创作整体情况却不甚了然。因而也就没有资格发表什么意见。作为一
个读者，我是喜欢读潘军小说的。他的作品对生活、社会的独特观察和思考，精巧的情节设计和艺术
构思，优美晓畅的文字叙述，确实能引人入胜。我觉得他的小说，时尚而不失厚重，放达而又甚为谨
严，非常耐人咀嚼。　　每次见到潘军或者读到他的作品，就会忆起大学时代的一些生活片段来。如
果说他的家庭遭遇和中学毕业后插队劳动为他的创作做了必要的生活准备，那么，大学学习则可以说
是他进行文学创作的理论准备期。大学期间，他不仅浸润于古今中外文学名著之中，而且还进行过不
少创作实践。他自编自导的以鲁迅为题材的话剧，曾在学校公演过，他也是鲁迅的扮演者。他穿着长
衫，剃着平头，粘上一抹胡子的鲁迅形象造型，至今想起来还栩栩如生。　　潘军多才多艺，善书能
画，这使他的作品具有一种雅致；他特行独立，不同流俗，更使他的作品透出一种潇洒；而他对文学
创作的执著追求和不懈探索，则是他成就斐然的关键。潘军对文学创作有股痴迷劲。1983年春，潘军
曾造访南京大学南苑七舍，我们几位在南大读研究生的安大学友都住在这儿。潘军的到来，自然让我
们非常高兴。潘军在我们宿舍大谈他的创作构思的情景，则最让我难忘。那时他还在安徽省委机关工
作，创作上已小有成绩，当时正沉浸在一部新作品的构思之中，于是我们就成了他的首批“读者”。
他在宿舍里边踱步，边介绍他的大作，或激昂，或沉郁，或娓娓道来，或一泄千里，辅之以丰富的表
情和手势，真可谓声情并茂，极富感染力。他乐此不疲，忘乎所以，我们也兴致盎然，听得有味，不
知不觉已至次日凌晨二时许。他对文学的执著和热情由此可见一斑。同室的一位师兄事后曾预言：“
此君必将大成！”多少年过去了，每读到潘军的小说，我都想起这位仁兄的预言。　　古人谓“文如
其人”、“知人论世”。这些生活片段对潘军来说也许早已忘却，但对于我来说，却是构成对他的作
品认识的重要方面。评论家研究作家的创作，不仅重视作品本身，同样也关注创作者的思想倾向、审
美情趣和生活背景，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对创作者的作品作出深刻而又符合实际的解读，才能比较正
确地揭示和评价创作者及其作品对文学的真正贡献。普通读者则不然，他们更多的是畅游于作者创作
的艺术世界之中，与作家创造的人物对话，分享他们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从而获得阅读的愉悦，
对于作者他们固然也感兴趣，但是并不认真地去深究。作为一名普通的读者，若能略知作者一二，甚
至与作者有着类似同窗之谊的机缘，则实属难得。我之于潘军大概即如此。这部关于潘军小说的评论
集即将问世，主编命我写一篇序文，唤起了我对潘军这些愉快的回忆，情不自禁，故说了上面一番外
行话。　　2003年11月5日于上海——温州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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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潘军小说论(第2辑)》是由唐先田先生主编的，收录了30多位当代文学研究者的评论。这些文章从不
同角度分析了潘军小说的创作特色和文学价值，从一个方面体现出学术界对其创作成就的肯定。潘军
先生1957年11月28日生于安徽怀宁。1982年毕业于安徽大学中文系。现为安徽省文联文学院专业作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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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综论潘军的“新表现时代”与《重瞳》这本选集潘军写活了与一般男人不一样的男人潘军的小说和
他这个人起步·成熟·蜕变——论潘军20世纪80年代的中篇小说潘军论论潘军小说的个人化叙事智慧
的迷宫——潘军小说中的心灵真实和诗情画意飞翔与行走：潘军小说论潘军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分析城
市状态的个性书写——潘军城市叙事解读论潘军早期小说创作潘军近年小说解读水之魅——论潘军小
说中的“水”及其审美意蕴论潘军小说创作的故乡情结专论《独白与手势》五人谈存在主义和潘军的
《独白与手势》自由展示生活画面——《独白与手势·白》阅读体验试论《独自与手势》的电影化叙
事形式现实与想象的边缘——潘军长篇小说《死刑报告》解读终极意义下的人道慰藉——评潘军长篇
小说《死刑报告》尊重生命呼唤良知——有感于潘军的《死刑报告》对死刑制度的反思——读潘军的
《死刑报告》自我话语叙事与意义再生产——以潘军的《重瞳——霸王自叙》为例先锋叙事中的项羽
及其他——《史记·项羽本纪》和《重瞳》的互文性阅读 婚恋尴尬与人性困境——《合同婚姻》的文
本细读被阉割了的人性世界——评潘军小说《三月一日》平淡背后的焦灼——解读潘军短篇小说《枪
，或中国盒子》执著的探索永远的先锋——潘军小说《日晕》与《风》比较试论小说《秋声赋》电影
蒙太奇手法作家论我所感受到的作家潘军我所认识的作家潘军潘军及其小说印象记在传说中生活与写
作——潘军或潘军小说印象附录多余的话——关于《日晕》想象与形式——关于《风》的一些话形式
的挑逗——关于《独白与手势》关于《重瞳》的一些话《死刑报告》答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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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仍待台湾读者去熟悉的大陆作家潘军，我该怎么言简意赅地介绍他的小说呢？我会这样说，先
试着读读吧。尤其，这是一本中篇小说选集，你随便挑一篇读，反正用的时间不很多，但我可以保证
，你一定可以被吸引进去。潘军具备这魅力，他像一个说书人，故事本身精彩，而且他手舞足蹈，起
伏顿挫的口吻，更增添了阅赏的乐趣。　　我一直相信，文学走到了21世纪，在大众媒体发达、影像
文化充斥的年代里，作家也会跟其他领域的人物一样，除具备专业的条件以外，个人魅力亦不可或缺
。潘军是这类作家的典型。　　我的推荐，毫不犹豫。潘军经由小说，对他所处的世界，传递了一股
强烈的不流俗、不从众的观察视野。但同时，潘军运用的叙述手法，却又如此流转、顺畅，丝毫不让
你感觉累赘、哕唆。　　正中书局先出版了潘军最新的长篇小说《死刑报告》，然后跟着出版了这本
中篇小说选集，很像上了一道主菜后，再伴随五份小点，让你有机会看看潘军如何徜徉于小说的虚构
与现实这互补的难题之间，而游刃有余、出入自得。　　这本中篇小说集，书名《重瞳》，包括《海
口日记》、《对门·对面》、《合同婚姻》、《秋声赋》、《重瞳》五个中篇。仔细读过后，我明白
了编者的用心。编者一定跟我一样，读过潘军的小说，脑海中便深深留下一个男人的形象：那是一种
可能在逐渐减少，甚至濒临绝种的男人形象；那是在世俗评价里不怎么成功的男人，却由于他内心总
有些坚持与自在，因而突出了他身上那股难以言喻的“男人味”。　　这股“男人味”，我们不妨先
从《重瞳》这篇作品里去捕捉。在潘军笔下，或他心目中，肯定存在着对一种“理想男人”形象的素
描。历史人物中，潘军挑出项羽做代言人，不是没有用心的。　　透过项羽的独白，《重瞳》重新诠
释了楚汉之争、刘邦称帝、项羽刎颈的历史公案。太史公笔下，多少显得妇人之仁、不无跋扈的项羽
，经由潘军的诠释，却深藏了另一张面孔，这面孔下的心情，坚持了“古典贵族”的自负、“军人本
色”的骄傲，说话算话，有所不为；这面孔下，“西楚霸王”是矛盾的，是很人性化的。一方面，他
瞧不起秦始皇，瞧不起刘邦、张良、韩信等无赖式的言而无信；但另一方面，他又不断谴责、反省自
己在权力场域中经常犯下的过错。　　潘军不惜在两千年之后，代项羽细诉这段心事，其实他只有一
个目的，他深信这世间应该有一点什么，是值得男人去维护的，哪怕项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而在现
代社会中，这样的男人则注定要被人轻忽、藐视。但，那又怎样呢？　　没错，潘军小说中始终悬浮
着这个主题，存在着这样的一种男人形象。《重瞳》里的项羽，在这本中篇小说集里，以不同身份，
幻化成好几个男人。或者应该这样说，从《死刑报告》到《重瞳》，潘军笔下的男主角，即使在不同
的人生际遇里，都维持了内心孤傲的自我。这些男主角在他们的世界里，都不算“成功者”，尽管他
们具备了成功的条件，如项羽。潘军笔下的男主角，并不是没能力与其他男人一较高下，出人头地，
然而偏偏他们都有一些硬脾气、怪性格，硬是不肯老老实实接受世俗框框，总是想多一点自由，多几
分自在。这就迫使他们在举世皆日赚钱可贵、成功无价的年代里，显得怪异而格格不入了。　　翻阅
这本中篇小说集，细心的读者应能察觉每位男主角的性格，都跟《死刑报告》里那位玩世不恭，内心
深处却又坚持点什么、相信些什么的男主角陈晖很像。若从小说创作的延续性来看，《死刑报告》是
最新作品，但潘军心中搜罗“典型男人”的念头，却已酝酿了好些时间。这几个中篇小说，如同练剑
，每一招式自成系统，但长期经营下来，则显然是为一本圆满的剑谱而做的准备。《重瞳》里这五个
中篇，与长篇《死刑报告》之间的关系，可以这么看。　　项羽之外，《重瞳》里的男主角，分别是
《合同婚姻》里的苏秦、《对门·对面》里的A先生、《海口日记》里没名没姓的“我”、《秋声赋
》里的旺。潘军笔下的这几位男主角，教育程度、社会地位或有差异，不过他们的雷同性是很明显的
。《合同婚姻》里苏秦与妻子离了婚，遇上昔日的女同事，展开一段恋情，然而与妻子依然藕断丝连
地相互关心着；《对门·对面》里A先生跟妻子也离婚了，妻子搬走后，他跟隔壁搬来的D搭上了，
可是心里头又暗暗喜欢上对面高级住宅里的C，并先后跟这两位女人发生关系；《海口日记》里的“
我”，离了婚，跑到海南岛，认识了淘金女郎方鱼儿、精明干练的苏晓涛，而前妻到海南时，依然带
着嘲讽口吻来关心“我”；时代背景稍稍与这几篇有区别的《秋声赋》，虽然少了现代社会的离婚、
多角性爱等情节，可是基本的“潘式原型”还是存在的，如夫妻之间的性爱不满足导致妻子出现外遇
等。这篇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潘军添加了“弗洛伊德式”的父子情结，让父、子与媳妇的三角关系
变成一场悲剧的核心。　　仔细读过潘军的长篇、中篇小说，我很确定，潘军小说中，对于男女关系
、男性价值，存在一种我称之为“潘式原型”的叙事模式。他的小说中，总有一种男人，那男人饱经
世事，对男女情爱超乎的早熟；对人世间的做作、虚伪与无奈，更有高度洞悉的能力。他们夹处于婚
姻、事业与自己内心在意的那点坚持之间，最后往往选择做一场婚姻的失败者、事业的逃避者以及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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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所在意之价值的捍卫者，哪怕因此要被妻子看透、被男性同僚不解、被世俗评价鄙视，他们亦在所
不惜。“潘式原型”里的女性，则有两类，一类是在婚姻中感觉不快乐，宁可选择离婚，她们往往不
再婚，自己过着独立的生活；另一类则是看不出婚姻关系，但与潘军笔下的男主角，却维持着满足的
性爱关系，或同居生活。潘式观点下，男主角们像是婚姻的不适应者，脱离婚姻后，常选择浑浑噩噩
过日子，而女主角们，则多半头脑清楚，知道必须不靠男人，独立赚钱、生活。所以，潘军笔下的女
人，即使从事出卖肉体的行业，读者都能感受到她们远比男人更强悍的生命力。我认为，这是潘军藉
小说所要传递的讯息：现代女性确实比男性更适应这新时代。　　我必须说，这正是潘军小说的特点
，迷人之处仍能透出作家的现实感。你仿佛看到了中国大陆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有一种男人悬浮于
一片赚钱有理、发财无价的滔滔洪流之中。他们无助地飘荡着，既不留恋以前草菅人命的“文革”年
代，又看不惯金钱物欲横流压过人性尊严的经济时代，他们于是选择“漂流”，漂流于婚姻之外，漂
流于大都市之外，漂流于主流价值之外，漂流于自己其实也有能力适应的社会进化之外。潘军小说最
迷人者，在于他抓住了“人”的某种“我偏偏如此”的固执性。　　潘军显然不想用小说来说教，不
过，就像每个成功的小说家一样，当他能用完善的叙事技巧、优美的说故事手段，向读者展露他要说
的心事时，其实读者不知不觉间，也就接受了小说家对他所置身时代的一种诠释。潘军无疑是要向我
们描述，这世界“不应该是这样的”。　　但“应该的世界”，又是怎样呢？　　身为一位中壮代小
说家，潘军在这分岔点上，跟他的父辈作家继承的传统与信念是“不太一样”的。我说“不太一样”
，是指这其中确有部分信念很类似，却由于作家气质的不同，而显出迥异变化。　　受近代西方文化
东渐的影响，“西方小说”这文类从引进中国，就被当成经世济民的启蒙工具，一向被视为拥有强大
的动能。潘军借小说，揭露他所不满意的社会潮流，这是现代中国小说家共同承继的精神传统。可是
，潘军本人的个人主义气质以及他始终走在时代前沿的反思能力，并没让他局限于这传统，相反的，
潘军让他的小说维持在警醒的边界上，甚至不惜塑造出一种漂流、浮荡的男主角形象，心甘情愿自我
流放于社会的边界。《海口日记》里的“我”放弃编辑工作，宁可以开计程车为业；《合同婚姻》里
的苏秦，去海口炒地皮赚了一票，回城市后，宁可无所事事过日子；《对门·对面》里的A先生，也
开计程车；《秋声赋》里的旺，则以摆渡为生（跟计程车司机很像吧）。潘军让笔下的男主角选择这
种“摆渡行业”，不会是巧合吧！难怪，我读潘军的小说，脑海里总浮起一些面孔：海明威笔下的、
索尔'贝娄笔下的、米兰·昆德拉笔下的，好像每个时代，都有一些“漂流者”，他们以自身的存在，
见证了每个时代的潮流里总有些不肯适应的人，等着我们去认识、去理解，去反照自己庸碌的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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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潘军先生作为中国先锋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其作品一直是学术界的研究对象，具有广泛影响。
《流动的沙滩》入选“中国当代文学教学研究参考资料”，《重瞳》名列“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排
行榜”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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