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归有光的《项脊轩志》为千古
名文，常被选入各种中学语文课
本，成为保留篇目。但遗憾的是，
在有些语文课本中，却常会删去文
章最后“项脊生曰”这段（《项脊
轩志》 写于归有光十七岁时，以
“项脊生曰”这段结束全文；过了
很多年，归有光三十岁以后，又补
写了“余既为此志后五年”一段，
也就是现在的最后一段；所以，
《项脊轩志》实由正文及补记两部
分构成，分别写于作者十七岁时与
三十岁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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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度删节者的意思，是此段议
论有“名利思想”，于青少年人生
观教育不利。但删节者可能有所不
知，《项脊轩志》若是删去了此段，
不仅其感染力将大大减弱，而且其
立意也将不复完整。进一步说，从
竟然删去《项脊轩志》此段来看，
删节者其实并不真懂《项脊轩志》
的写作意图。
归有光写《项脊轩志》时，年

方十七岁。他以自己的“区区处败
屋中”，比喻古代二名人未出世时
的“昧昧于一隅”，表示自己怀抱
着宏图大志，心里充满着希望和憧
憬，故全不以陋室为陋。给他的希
望和憧憬以支持和可能性的，是明
代面向普通市民开放的科举制度
（正如今日之高考）。对于少年归有
光来说，陋室之所以可爱，大母之
所以唠叨，自己之所以“扬眉瞬
目”，全植根于这一点。这是全文
的灵魂，也是点睛之笔，更是结束
之语。若少了“项脊生曰”这一
段，就既不足以表现他的少年情怀
和抱负，也无法体现《项脊轩志》
的写作意图。
然而，多少年以后，经历了结

婚、妻死、不遇等人生变故，归有
光又为此文增添了一个充满衰落意
味的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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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与这个充满衰落意味的
补记的对照中，“项脊生曰”的这段
议论，便成了对作者的一个莫大嘲
讽，成了作者人生失败的象征！回顾
当年的少年轻狂，环视现在的满目
苍凉，作者读者，情何以堪！
林琴南曾比较归有光《项脊轩

志》与欧阳修《泷冈阡表》的同中
之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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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欧阳修的《泷冈阡表》
是以“步步叙悲”来反衬现在的
“得意”的话，那么归有光的《项
脊轩志》就正好相反，不仅是“步
步叙悲”，而且是以过去的“少年
壮志”来反衬现在的“壮志未酬”，
从而更加深了其“萧寥之感”。如
果删去了“项脊生曰”这段，这种
由反衬而加深的“萧寥之感”就再
也体现不出来了。
中国传统文学有表现“乐极哀

来”的传统，常会以某个事件为转
折点，而呈现出抛物线般的“上
升—下降”结构，如《三国演义》
以第一百零四回孔明之死为转折
点，《水浒传》以第七十一回梁山
泊英雄排座次为转折点，《金瓶梅
词话》以第七十九回西门庆之死为
转折点，《红楼梦》以第七十四回
抄检大观园为转折点，《儒林外史》
以第三十七回祭泰伯祠为转折点
……如果没有后来的下坡路和悲剧
结局，前面的种种热闹就会变得毫
无意义；而如果没有前面的种种热
闹，后面的下坡路和悲剧结局又怎
会有动人心魄的力量？在这一点
上，归有光的《项脊轩志》也不在
此文脉之外。
但这种表现方式，却让读者太

受不了。所以面向一般大众的戏
曲，常常要以大团圆来结尾，从元
杂剧到好莱坞商业片，大都如此，
否则谁来买票？又何来票房？
归有光作《项脊轩志》时，年

仅十七岁（不算附记），也就是现
在高二的年龄。这是怎样的文章奇
才啊，也只能用“天才”来形容
了。所以，我曾在课堂上开玩笑
说，“新概念”作文大赛奖状的反
面，应该印上归有光的这篇《项脊
轩志》，并说明这是他十七岁时之
作。这样，庶几使获奖者们不至于
忘乎所以得不知天高地厚了。
而我们的语文课本，什么时候

才可以做到真正尊重作者的写作，
真正尊重学生的阅读，选文时不作
无谓的增删修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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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小说叙事离不开时空架构。除
了时间标志以外（参胡言《小说中
的时间标志》，载 !"#$ 年 % 月 &

日《新民晚报》“国学论谭”版），
小说作者如何设置空间，显然也
不会是随心所欲的，而应是深思
熟虑的结果。

比如《儒林外史》，不仅在悠长
的时间中，而且在广阔的空间里，
展开其连环套式的故事，呈现了丰
富多彩的人物画廊。除了引子为元
末王冕的故事，发生在浙江诸暨以
外，小说开篇是在山东汶上，接着
到了广东南海、番禺、高要，然后又
回到山东汶上，又到了江西南昌，
浙江嘉兴、湖州、杭州、温州，然后
经过芜湖、扬州、安东，慢慢地向南
京靠拢集中。而南京正是空间的中
心，真假名士表演的舞台。正如在
《水浒传》里，各路好汉聚义梁山
泊；在《金瓶梅》里，各地商人贸迁
清河县。与南京相对的则是北京，
不仅是地理上的首都，也是体制内
的象征，与体制外的南京相对，为
真名士们所不喜。《儒林外史》的潜
在模板是正史里的“儒林传”，“外”
是相对于正史的“内”而言。但在形
式上，必须具备正史“儒林传”的时
空格局，所以有了《儒林外史》的悠
广时空；又以南京和北京的对立，
展示其体制外的价值观。有专家
说，《儒林外史》之失，在于缺乏一
个贯穿全书的主角；若天假吴敬梓
以年，他会让杜少卿成为这样的主
角（陈汝衡《吴敬梓传》，上海文艺
出版社，'()'年，第 '%(*'+"页）。
但试问，正史“儒林传”会有贯穿始
终的主角吗？始于成化末年
（'%),）， 终 于 万 历 二 十 三 年
（'+(+），超过百年的悠长时间（还
不算引子、尾声），南至广东，北至
山东、北京，以南京为中心的广阔
空间，有什么超人可以贯穿这样的
时空？不仅杜少卿做不到，其他人
物也做不到。

小说里的空间设置，也可以表
现为虚拟空间，作者凭借它寄托理
想，以与现实空间相抗衡。《红楼
梦》里的“大观园”，就承载了这一
功能。“大观园”所围起的，是一个
干净的“孩子世界”，那里情欲还没
有抬头，与外面的“成人世界”对
立，那是被情欲毁坏的世界。“可以
把大观园内的世界看成是一个孩
子世界，而把大观园外的世界看成
是一个成人世界。在小说家看来，
大观园内的孩子世界是一个干净
的世界，一个‘情’的世界，一个理
想的世界；而大观园外的成人世界
则是一个肮脏的世界，一个‘淫’的
世界，一个现实的世界……大观园
内的孩子世界的崩溃，正是因为孩
子们的长大成人。女孩们的出嫁当
然是一种标志，另外，对于性的渴
望则是另一种标志。绣春囊的出现
之所以显得如此严重，正在于它乃
是一个孩子世界即将崩溃的信
号。”（参拙著《小说：洞达人性的智
慧》第四章第二节，上海，复旦大学
出版社，!"")年）

小说借助空间设置的不断转
换，可以表现人物的历险或成长。
《西游记》《围城》等名著就不用提
了。在明末清初青心才人的小说
《金云翘传》里，与历史记载的语焉
不详不同，女主角王翠翘的苦难历
程，被安排在北京—山东临淄—江
南无锡—浙江台州—钱塘江、杭州
这个一路南下的线性空间里。读者
可以解读为，京师象征了出身的良
好；江浙是倭患的重灾区，在那儿
容易遇见倭寇头目徐海；徐海败亡
以后，王翠翘投钱塘江自尽，可与
古时曹娥投江“互文”……但更大
胆一些猜测，这个一路南下的线性
空间设置，与明末清初的改朝换代
是否具有隐秘的联系？北京的沦

陷，南明小朝廷的建立，反清复明
的希望寄托在郑成功身上，而其父
郑芝龙原本就是大海盗……（顺便
说一句，在此后越南人改写的汉文
小说《金云翘录》里，女主角的故乡
被从北京挪到了雷州———毕竟雷
州离越南比北京近得多了。）

小说里的空间设置，也可以故
意缺失或隐藏，这同样能够反映问
题。在朝鲜时期文人金万重的汉文
小说《九云梦》里，大唐天子面临诸
多内忧外患的困扰：“而时国家多
事，吐蕃数侵掠边境，河北三节度
或自称燕王，或自称赵王，或自称
魏王，连接强邻，称兵反国。”（《贾
春云为仙为鬼 狄惊鸿乍阴乍阳》）
却全未提及困扰隋唐多年的高句
丽。“大小臣僚言议矛盾，皆怀姑息
之计。翰林学士杨少游出班奏曰：
‘宜如汉武帝招谕南越王故事，亟
下诏书，告以祸福；终不归命，用武
取胜。万全策也。”（同上）汉武帝平
南越两年后，也曾这样对付古朝
鲜：“元封二年（前 '"(），汉使涉何
谯喻右渠，终不肯奉诏……天子募
罪人击朝鲜。”（《史记·朝鲜列传》）
但杨少游上奏时只记得前者，于后
者却似乎有意失忆。小说写杨少游
平藩镇，降吐蕃，东征西讨，南征北
战，却从未提及朝鲜半岛。而正是
在这梁启超所谓不记载什么的“消
极史料”里，透露了作为朝鲜半岛
文人的金万重的隐秘心曲。

在有些小说里，空间本身就是
重要角色，有时甚至可以成为“灵
魂”。比如宋元话本小说每以杭州
为故事发生的舞台，美国汉学家韩
南乃称之为“杭州现实主义”。对于
川端康成的《古都》，评论家山本健
吉认为：“作者是要描写美丽的女
主人公，或女主人公姐妹俩，还是
要描写京都的风物？何者为主，何
者为从？这委实难以闹明白。小说
是为了描写这对孪生姐妹难以改
变的命运而需要京都的风物，还是
恰恰相反，是为了引出京都的风
土、风物而需要这对姐妹？我的想
法更倾向于后者。”（新潮文库版
《古都》解说，东京，新潮社，!"'"
年，第 !,!*!,&页）帕斯捷尔纳克
的《日瓦戈医生》最后这样结尾：
“不知是过了五年还是十年，在一

个静谧的夏日的傍晚，戈尔顿和杜
多罗夫又一起高坐在敞开的窗户
旁，窗外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傍晚时
候的莫斯科。他们正在翻阅格兰尼
亚整理的日瓦戈作品集……窗外
一望无际的莫斯科是作者的故乡，
他一生经历的事件大半在这里发
生。但在他们看来，莫斯科现在不
是这些事件的发生地，而是今晚他
们手中那部长篇故事中的主角，现
在他们已经把这个故事读完了。”
（蓝英年、张秉衡译，北京，人民文
学出版社，!""$年）也就是说，在
《古都》《日瓦戈医生》中，京都、莫
斯科就是主角，空间成了小说的灵
魂，重要性甚至超过了人物。

从小说结构上来说，把空间设
置开宗明义就交代清楚的，是普鲁
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小说开头
就是一大段睡眠描写，翻个身就感
觉到了哪里哪里，新的睡姿又产生
了新的回忆，借此把几处主要空间
都介绍到了，可以看作是小说的一
个总纲。“半夜梦回，在片刻的朦胧
中我虽不能说已纤毫不爽地看到
了昔日住过的房间，但至少当时认
为眼前所见可能就是这一间或那
一间。如今我固然总算弄清我并没
有处身其间，我的回忆却经受了一
场震动。通常我并不急于入睡；一
夜之中大部分时间我都用来追忆
往昔生活，追忆我们在贡布雷的外
祖父母家、在巴尔贝克、在巴黎、在
东锡埃尔、在威尼斯以及在其他地
方度过的岁月，追忆我所到过的地
方，我所认识的人，以及我所见所
闻的有关他们的一些往事。”不仅
是空间介绍清楚了，而且时间也全
部出现了：“一个人睡着时，周围萦
绕着时间的游丝，岁岁年年，日月
星辰，有序地排列在他的身边……
那时沉沉的黑暗中，岁月、地域，以
及一切、一切，都会在我的周围旋
转起来。”（第一卷《在斯万家那边》
第一部《贡布雷》）但是，这样一个
别出心裁的总纲，是要读完全书才
能明白的，可是它却被置于全书的
开头，吓退了许多没有耐心的读
者，也包括当年的许多出版商，致
使小说出版好事多磨，蹉跎良久。
（'('&年 !月 '(日左右，奥朗道
夫出版社总编辑恩布洛在退稿信
中写道：“我这人可能是不开窍，我
实在弄不明白，一位先生写他睡不
着，在床上翻过来又翻过去，怎么
居然能写上三十页？”）

空间设置还可表示作者的好
恶。艾衲居士的《豆棚闲话》里，
作为杭州人的艾衲居士，借着苏
州扁豆的形厚中空，把苏州人着实
奚落了一番：“这也是照着地土风
气长就来的。天下人俱存厚道，所
以长来的豆荚亦厚实有味；唯有苏
州风气浇薄，人生的眉毛尚且说他
空心，地上长的豆荚越发该空虚
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原来
天堂里也有互踩。司汤达的《红与
黑》里，于连和市长夫人的情事败
露后，躲进了贝桑松一家丑陋的神
学院。司汤达其实从未到过贝桑
松，不过那里却是雨果的出生地。
司汤达一向厌恶雨果，批评其诗
歌毫无意义可言；雨果则反唇相
讥道，司汤达从不了解写作的真
谛。神学院设置在贝桑松，也许
并非无心之举？

如果不限于小说，那么在侯
孝贤执导的 《悲情城市》 里，以
各地方言象征不同的空间，也承
载了同样的好恶功能：说闽南语
的是良善的本地人，说日语的是他
们的日本友人，说北方话的是凶神
恶煞的大兵，而最大的反派人物，
一个流氓头子，开口闭口“册那”
的，却是阿拉上海人……作为一
个上海人，对于编导的这种安排，
我一直心存芥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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