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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透骨髓的安魂曲 

———评周大新长篇小说《安魂》

李晓伟

（山东理工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淄博 ２５５０００）

［摘　要］周大新的新作《安魂》讲述了在痛失爱子之后，作家以一种毅然的姿态展开对生命与死亡这个命题的探寻，以与早

逝的儿子对话的方式来呈现作者关于“生死”的形而上思考，并且跳出个人的悲痛，以深厚的人文关怀对当下进行了深邃的

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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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是一个生命过程的开始，而“死亡”则

意味着这一过程的终结，对于我们来说，它们都是

一种事实，同时也是一种隐藏的秘密。亦如福斯特

所言：“出生和死亡，它们令人陌生的原因是：它们

既是经验又不是经验，我们只能从别人口中了解。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人的生命是伴随着一种遗

忘的经验开始，又伴随着一种虽然参与但又无法了

解的经验告终。”［１］于是，关于生命的开始与终结在

任何时候都能引起我们无限的思考。文学始终是

人类精神思想天然的记录者，而关于这一“秘密”的

思索和追问也就成为了文学的一个重要维度。生

命的绽放始终是璀璨、鲜艳的，它所蕴涵着的生命

力让每一个人都能为之怦然心动，相比之下，“死

亡”就显得灰暗得多了，它不仅是一个生命的物理

存在形式的消逝，同时也将与这一生命体相关联的

精神脉络一一切断，留下的只有悲痛。相信人们更

愿意扮演的是生命的迎接者，而不是生命终结的见

证者，但无奈的是我们不能遂愿，我们无时无刻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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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着与生命的告别。当生命降临之时，我们欣

喜、欢呼；而当生命逝去，我们除了悲痛、懊悔，又能

做什么呢？周大新以他特别的方式为我们给出了

答案。

　　一　“向死而生”的抉择

在经历了中年丧失爱子的悲痛之后，周大新用

３年的呕心泣血为我们沉淀出了这一部厚重的《安

魂》。可以说在当下犹如浪潮一般涌现的出版物

中，并不缺少关于生命的礼赞；相反，能够真正直面

死亡这一事实的则并不多，尤其是像《安魂》这样能

够穿透骨髓与灵魂的“安魂曲”更是少之又少。儿

子周宁还未到而立，正值年轻有为，渴望着在自己

的岗位上做出一番成绩之际，却不幸逝去，留下的

只有满满的遗憾与亲人的泣血哀哭：“谁知道失去

儿子的痛苦是怎样的吗？那不仅仅是心口痛，那是

一种无可言说的痛，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空忙之痛，

是五脏六腑都在搅呀！”［２］４在这样的哀情中展开

“安魂”，不只是要为英年早逝的儿子安魂，同时也

是在抚慰作家自己的心。小说通篇都是由父子俩

人的对话构成，以“丙子”为界，前半部以回忆为主

题，而后半部则通过作家的想像，将自己对于儿子

的祝福与爱凝结为关于“天国”的幸福想象。

前半部中作者采用了纪实的手法，父亲不断回

忆往事，从儿子出生到与病魔抗争，一直到最后离

世，充满着无比的哀痛与愧疚，他向儿子忏悔自己

当儿子出生时并未在身旁，同时又匆匆离开赶往单

位，没有能够尽到父亲的职责；因为自己心情不好

便仅仅为一小瓶墨水而打儿子；将自己的意愿强加

于儿子身上，让儿子改学理科；而当儿子有了情投

意合的爱人时，又以封建家长式的粗暴干涉将其拆

散……父亲反问自己，“仅仅因为我是父亲，我就拥

有了这种权力？！”这是父亲的深切自责，也是难以

释然的痛楚，更是一种父辈深沉的爱。在父亲深情

倾诉自己的愧疚的同时，儿子周宁也在回应着，他

不断地安慰父亲，同时也以自己抵抗病魔的心路历

程来向父亲讲述着自己的超脱之路，“人生就是一

个向死的过程，我的人生过程不过是缩短些罢了。

缩短些也不一定就是坏事，你想想，假若我再多活

几十年，你尝过的那些生存压力之苦、撑持家庭之

苦、人生奋斗之苦我不也要去一一品尝？少尝一点

人生之苦又有何不好？”［２］２２“爸爸，别再频频回头

去找那些使你痛苦的原因了。”［２］５５父子间的爱以及

儿子与病魔抗争的顽强在行文中熠熠闪动。而从

“丙子”以降，作家则展开了想象，以温情的笔触为

自己的儿子以及读者描绘了一幅关于乌托邦式的

天国乐土的图画。在这里，罪孽将被洗涤，纯洁的

灵魂们得以永生，自由地享受着神的赐福。

灵魂得到安息、平静，这是生死两端的共同心

愿，如何让这一心愿实现呢？作家选择了与儿子

“对话”的方式来倾诉，让这一曲“安魂”就这样平

静地在言说中缓缓展开。整部作品就是由父子之

间的直接或间接的对话所结构而成的，对于这样的

表达方式，周大新坦言：“我就是想把对儿子说的话

说出来，我也知道儿子有很多话想对我说，因为他

病情加重后失语而无法说出来。所以，只有通过对

话才能实现我们父子的心愿，才能让我们俩都好受

些，也才能对他的灵魂起到安慰的作用。”［３］从这一

层面上来讲，这些“对话”就不再仅仅只是作家的简

单想象了，而是他在面对死亡这一既定事实之时的

担当。死亡固然可怖，但是当作家动笔书写的时

候，就已经赋予了这一叙事行为独特的语言力量，

在这些滚烫的文字中间，逝去的儿子被重新“复

活”了。

作家借助着这样特殊的言说方式———父子对

话———将自己的心声悉数吐露，也就是说，这样的

对话更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作家个人的独白。他将

自己对儿子的追思以及在经过生离死别洗礼之后

所得的思考一一倾诉，虽然是借用了补偿性的想象

话语，却仍然不失深刻、厚重。伴随着作家的回忆

文字而浮现的，不仅仅是过往的时光，更是生命的

一次重生，“叙事改变了人的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

感觉。当人们感觉自己的生命若有若无时，当一个

人觉得自己的生活变得破碎不堪时，当我们的生活

想象遭到挫折时，叙事让人重新找回自己的生命感

觉，重返自己的生活想象的空间，甚至重新拾回被

生活中的无常抹去的自我。”［４］的确如此，这样的

“对话”式的叙事，作为作家的无畏尝试，通过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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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情编织，把流逝的生命时刻串联了起来，不但

让儿子重新“回到”了我们的时空，同样也让作家完

成了他自己关于生与死的茫茫求索。这样的叙事

方式就是作家的隐喻表达，不但是一种深情言说，

同时也是在自己对自己的开导。在层层推进的交

谈之中，不但给予已消逝的生命以慰藉，也实现了

仍留存于阳世之人的超脱。

斯多噶派的哲人说过这样一句话：“死并不是

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它带来了阴阳两界

的分隔、人情伦理的断裂，但在这一转折点之上，又

将生者推向了直面死亡的一端，使我们得以郑重地

审视这一亘古的“神秘事实”。爱子的英年早逝，首

先给周大新的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无比悲痛，他不

断地追问：“上天为何要将一个二十九岁的生命决

绝地拖走？我们没有做过任何该遭惩罚的事。凭

什么要给我们这样的回报？！这有违常理！这不公

平！”［２］２儿子周宁却一直在劝慰父亲，希望父亲能

够平静下来，坦然地面对自己的离去，“一个人这一

生要尝受什么，不管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不管是

幸福快乐还是不幸苦痛，可能都有一个定数，这个

定数不是由他本人决定的……因此，不论你得到了

什么，都请接受吧，抱怨没有意义。”［２］１４３这是一种

多么豁达的态度，从病魔发作到最后抱憾逝去，周

宁始终保持着一颗平静却又坚硬的心，他诵读心

经，坚持参加气功锻炼，以一种洒脱来面对着逐渐

走近的死神，也给了身边的亲人一份温暖与安详。

虽然儿子在阳世的生命已经终止了，但他的灵

魂又在天国中得到了延续。死，对于阳世而言是一

个终点，但对于天国，这却是一个崭新的开始！就

像儿子一再安慰父亲的那样：“每个生命，都是由一

个无任何欲望的安静状态起始的……”“生命的终

点和起点非常相似”，［２］１２７－１２８“人从虚无中来，又向

虚无中去，轨迹是一个圆圈呀……”［２］１４２或许是周

大新对此的回应。小说在章节的编排上采取了历

法中的干支纪年来做回目，并且刻意地没有按照从

开头到结尾这样的顺序，而是从中间开始，最后却

又首尾衔接，成为了一个循环，这似乎也意味着作

家的一番苦心：儿子的生命在一种“生发”的状态中

戛然而止，但是他的灵魂又在另一层面继续延续

着，生命的环形就这样悄无声息却又毅然坚定地运

行着。

人，虽然作为个体，最终总归是要走向死亡，但

是不可否认的是，周宁在他的生命逝去之后仍然在

这个世界里留下了“力”的痕迹。他在以自己的生

命历练向我们展示了应该如何去生存，如何面对死

亡，这种使生命最终能够得以聚存的“力”正是他对

我们所有人的馈赠。这时的“死亡”也已经“超越

了它的本体论意义，意味着精神生命的永恒存在”，

这样的精神生命又是“具有内在超越性”的，有限与

无限之间的隔阂就在此被打破。［５］自始至终陪伴在

儿子身边的周大新，从最初的痛不欲生中逐渐超脱

而出，他与儿子携手面对这些磨难，一起为我们捧

出了这份珍贵的礼物。在书中，既是父与子的深情

对话，又是作家自己的痛苦沉潜，他并非是孤单的

一个人，与儿子的共同历练给了他也给了我们这些

读者这份面对生死时的超脱、平静。

　　二　时代的“安魂曲”

周大新在小说的扉页上题写了这样一句话：

“献给天下所有因疾病和意外灾难而失去儿女的父

母。”显然作者的用心并不仅仅局限于自我的灵魂

催眠，他也想借用这些泣血的文字为更多的“失独”

家庭送去关切与慰藉。据统计，到目前为止，我国

的失独家庭已经超过了百万之众，对于这样的现状

我们固然可以用数字来掌握，可是隐藏在数字背后

的苦痛却是无法用简单的量化方式来表达的。在

经历了“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样的人生悲痛之后，他

们已无法再生育，在余下的岁月里他们都只能以自

己羸弱的身躯来承担余生的孤独与悲苦，对于社会

来说，他们俨然已是边缘之人了。而周大新便将笔

触由己及彼地展开，以更多的笔墨着力于这一群

体，这样的献词道出了作家与他们之间的感同身

受，并且作家以此为基点，对当下的社会中普遍存

在的人性问题施以深切的人文关怀，其中既有严厉

的批判也有美好的憧憬，体现了一位优秀的作家所

具有的现实主义精神。

与作品前半部中深刻的生死书写相得益彰的

是作者在作品后半部中的奇妙想象，在作家的笔

２８



李晓伟：穿透骨髓的安魂曲———评周大新长篇小说《安魂》

下，人死亡之后所前往的世界并非是一片黑暗的混

沌之地，相反，这里被作家的想象力有意识地建构

为了一个是非分明、有礼有善的理想世界：在“甄

城”中对灵魂进行道德审判，在“惩域”与“涤域”中

分别进行惩罚与涤尘，而在“学域”中，众灵魂们学

习天国律规和一门自己愿意掌握的技艺，最后得以

进入“享域”，去享受天国极乐。在作家的笔下，自

己的儿子周宁学会了“对灵魂的访问之道”，并且一

次次地对各种灵魂进行访谈，有科学家、历史名人，

也有普通人。周宁向不同的灵魂追问着自己的也

是所有人的困惑：人到底从何而来，又将往何处而

去？人活着的意义为何？既然降生于世间，那么我

们又将如何活下去？也就是说既然已经对“死亡”

有了超越，那么对于与之相对的“生命”这一命题就

有了进一步思考的可能。

对“死亡”的思考并不仅仅只是为了自我的安

慰和超脱，更重要的是要从这一秘境之中探寻到生

命的价值何在。这是作者在书中所进行的思考，同

样也是对于我们读者的启发：在时间的圣殿里，我

们都只是过客，从生到死，又向死而生，如何在这样

有限的时空中让生命实现应有的价值。周宁也正

是带着这样的疑惑前去“访问”那些精英灵魂的，在

这些精英的口中，不管是哲学家苏格拉底抑或是物

理学家爱因斯坦，他们的答案都毫无例外地有着相

似的指向：“人只有做最基础的事情，才能最终理解

人，才能真正地认识自我。……认识自然和自我是

人活着的重要目的之一。”［２］２８６只有在这样清醒的

自我认知之后，才能真正地回答生命价值这一问

题。可以说儿子在天国的这些经历以及他与许多

伟大人物如达尔文、爱因斯坦、弘一法师等等的对

话，也是一次与当下时代的全面交流。他关心人的

生死、平等，也关心人自身价值的实现，这是周宁也

是作家周大新个人的人文关怀的体现。这样的“访

问”自然并非是新闻采访一样的简单记录，而是要

将这些人间精英在人间历练过程中的所思所想都

整理出来，这些对于人间事务和人的生存的思索又

会以另外的方式来指点着现世的芸芸众生，因此这

呈现为一种隐喻式的书写，作家所期待的，或者说

他要做的就是在其中努力开辟出一座“希腊小庙”

式的精神园地，以一己之力为世界“涤尘”。因此，

在小说中，周大新借助着书中人物之口这样地概叹

着：“人是世上最伟大最智慧最勤劳的一种动物，但

人身上还有不少凶残、邪恶、嗜血的野蛮遗存，若不

加抑制和消除，其中的一些个体可能会成为可怕的

人的异种。”［２］１９７“大部分人还没学会正确对待同

类，也没有学会正确对待其他生命，更没有学会正

确对待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２］２５４作家以这样

深刻的形而上思考为基点，进而以之来打量社会现

实生活，为“形而下”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营养。

在这些受访对象中，不论是品德高尚的人格楷

模弘一法师，还是受到后人唾骂的反面人物袁世

凯，这些正反两面的人物都不约而同地在探讨人

性，将当下世态放置于历史人物的言辞之中，更能

引人深思，在这样的古今中外、正反善恶的参照坐

标系当中，生命的价值就得以体现，“人生价值的比

较不是人自身能完成的，它需要他者参与，要让旁

观者来比较并进行评判，而且这种人生价值比较通

常是在人生完成之后进行的，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盖

棺论定。”［２］２７６在这样的比较当中，作者强调的是要

张扬人性的真善美，而对于人性中的弱点，如欲望

的过度膨胀等则需要加以排斥。

带着这样的思考所得，作家跳出文本的局限，

更深入地关注社会现实，对存在于当下浮躁社会之

中的丑与恶不遗余力地展开了批判。尽管社会会

为人们披上形形色色的身份外衣，但是内在的良知

才始终是评定一个人的标准，正如书中人物王阳明

所言的“知耻、知愧、知恩”。对于现实生活中各种

丧失良知的丑恶行径，作家也借助古人之口一一加

以针砭，借助天堂中对于灵魂的甄别与涤尘这样的

奇思妙想所形成的窗口中，我们得以看到这万花镜

式的社会众生相：不顾民生饮水以及环境的破坏，

同时还行贿官员、威胁上告者，以此换来亿万家财，

又因心肌梗塞而死；身为纪检高官却嗜财如命，以

各种方法敛财，最终在对“双规”的惊恐中上吊自

杀；还有那违法私开煤窑，发生事故之后又用炸药

炸死举报人一家的凶恶重罪之灵魂……从自己身

上的功利心、门第观念等等，再到社会中关于权力、

金钱等等这些与欲望相交错从而产生的丑恶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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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新都给予了直面的揭露，在“天国”这一虚拟的

语境（或称之为空间）中，每一个灵魂都在同样的标

准之下受到平等的甄别，罪恶深重的将处以惩罚，

仁爱、洁净的魂灵亦能安息。

一面是自己所坚持的写作立场，另一面文字中

亦不失温情，周大新同样为我们展现出心灵花园的

芬芳之地，尽管有着如此多的污秽、黑暗以及罪恶，

作者并没有忘记那些更多的真、善、美：那位在天国

中传递信息、引领魂灵，又将周宁由人间引进天国

的使者达雅，还有那热情开朗的天国邻居薄粼粼，

“天国”作为一个逝者所安居的理想世界，也寄寓着

作家对于当下的关怀，他渴望着美好人性的张扬和

对人性中的弱点及丑恶的摒弃。正是这些真美善

的存在让“天国”这一隐喻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在这

种诗意与厚重的交织当中，“引领精神走向诗意存

在的无限可能性”，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真实

化的审美人生”。［６］这样的真实与虚构、批判与展望

凸显的是一个知识分子所拥有的宽广的人文情怀。

这些有关“天国”的美好想象虽稍显生硬，但的

确融入了作家自身深切的人文关怀。“就当下中国

文学来说，《安魂》以洁净、悲悯的文字、荡气回肠的

情感旋律诠释了生与死、善与恶、此岸与彼岸、忏悔

与救赎的主题，建构了一种以情感力量、道德批判

和哲学思考为根基的崭新文学角度。”［７］从人与自

然的互动到每一个个体如何在这大千世界中实现

自我的完满，周大新的视角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个

人的愁苦之中，他跳出了自己的“小我”视域，从而

以一种“大我”的姿态来审视世界，试图为整个世界

“安魂”。他让儿子的灵魂作为自己的代言人，通过

与形形色色的灵魂相互碰撞，从而表达出自己对当

下每一颗悸动的灵魂的抚慰。不管是他想为爱子

“安魂”的初衷，抑或是最后超脱出来展开对整个时

代的关怀，这都是一种需要相当勇气的担当。在这

样一实一虚的穿插中间，周大新完成了的不仅仅是

个人的安魂与独白，这更是一次对我们当下的时代

的深邃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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