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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本土化?

——20世纪拉美文学的二重选择

陈众议‘

内容提要：20世纪拉丁美洲文学的任何一次骚动几乎都伴有“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讨

论，只不过时易世穆，话语略有不同罢了。本文从20年代的“宇宙主义”与“土著主义”之争谈

起，以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博尔持斯为中心，探讨了拉美作家对“全球化”的理解以及在“全

球化”语境下的不同的文化选择。

关键词：全球化 本土化 拉美文学 马尔克斯 博尔赫斯

20世纪拉丁美洲文学的任何一次骚动几乎都伴有“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讨论，只不过

时易世移，话语略有不同罢了。比如，20年代的一次争论是围绕着民族性与世界性这个话题

展开的，最初的导火线是墨西哥作家巴斯康塞洛斯(】882—1 959)发表于1925年的一本叫做

《宇宙种族》的小书。此书开宗明义，对“拉丁美洲种族”进行了豪气冲天的界定。他说：“拉丁

美洲种族的显著特点是她的多元性。这种多元性决定了她的无比广阔的宇宙主义精神

⋯⋯”(7)。与此同时，他开始遍访拉美各国，游说米斯特拉尔、阿斯图里亚斯、聂鲁达等为他

的“宇宙主义”艺术摇旗呐喊。巴斯康塞洛斯的努力得到了壁画大师里韦拉、西盖罗斯、奥罗

斯科为首的墨西哥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支持。该会在一份声明中宣称：“我们的艺术精神是

最健康、最有希望的艺术精神，它植根于我们极其广泛的传统⋯⋯”(奥罗斯科69)。

巴斯康塞洛斯的“宇宙种族”说包含着一种模糊的“本土全球化”意念，这与源远流长的

美洲主义思想一脉相承。对巴斯康塞洛斯而言，拉丁美洲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是可以划等号

的。由于种族构成和对一切先进思潮的兼收并蓄，拉丁美洲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区

域，她的艺术表现也最能得到世界的认同。巴斯康塞洛斯常常拿墨西哥壁画的成功来说明

“宇宙种族”巨大的创作潜能。他认为某些土著主义作家对民族主义的理解有很大的片面性，

一味地纠缠历史、沉湎过去、不敢正视未来、不愿向世界敞开胸襟是极不可取的，是懦弱的表

现。

与“宇宙种族”说相对，土著主义、本土主义或地域主义。作家更关注社会现实，他们(如

雷布埃尔塔斯、蒙西瓦伊斯等)试图通过文学艺术暴露社会不公、改变社会面貌。他们批评巴

斯康塞洛斯的“宇宙种族”说是掩盖矛盾的神话，并不能真正解释拉丁美洲错综复杂的民族

特性。雷布埃尔塔斯坚信民族性即阶级性，当拉丁美洲尚处在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的关

·陈众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目前从事西班牙语古典文

学研究。近期代表作有《加西亚·马尔克斯评传》、《博尔赫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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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时刻，当千百万印第安人、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尚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当广大劳动人民尚

在被压迫、被剥削的渊薮中苦苦挣扎之时，何谈“宇宙种族”?。在他们看来，拉丁美洲的民族

性乃是印第安人的血泪、黑人奴隶的呐喊和广大劳苦大众的汗水。他们认为，印第安人的草

鞋、黑人奴隶的裸背、工人农民的麻布斗蓬远比“哗众取宠”的壁画和矫揉造作的形式主义更

具民族性，也更能引起世界人民的关注与认同。

的确，巴斯康塞洛斯的“宇宙种族”说从大处着眼，有掩盖阶级矛盾、回避现实问题的倾

向。而土著主义着眼于美洲印第安文化，把印第安文化当作“美洲文化”的重要基石。虽然带

有一定的狭隘民族主义色彩，但作为拉丁美洲文化寻根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土著主义的崛

起标志了拉丁美洲人民的觉醒。这在文学方面表现出了两个令人瞩目的现象：一是古印第安

文学的发掘整理；o二是土著主义小说的再度兴起。

早在拉丁美洲浪漫主义文学时期，就曾流行过土著主义，那是针对欧洲现代文明悲剧耶

言的一种美化了的“原始”。而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个别地区甚至更早)的土著主义文学却

是反映剥去了伪装的赤裸裸的社会现实。厄瓜多尔作家豪尔赫·伊卡萨的《瓦西蓬戈}(1934

年)、秘鲁作家西罗·阿募格里亚的《金蛇》(1935年)和《广漠的世界》(1941年)以及墨西哥

女作家罗莎里奥·卡斯特利亚诺斯的集大成之作《巴龙·伽南》(1957年)等等既是色彩暗

淡、格调阴郁的印第安村社的风俗画，也是揭露帝国主义和统治阶级暴行的控诉状。

另一方面，三、四十年代风行的宇宙主义思潮很大程度上仍受巴斯康塞洛斯的影响，但

当它作为一种文化思潮流行起来的时候，“宇宙”的含义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宇宙主

义”的积极倡导者阿方索·雷耶斯(Alfonso Reyes)有甸名言：“拉丁美_}l}I是世界筵席的迟到

者，但她必将成世界的晚到的筵席”(Reyes 33)。宇宙主义作为拉荚先锋派文艺思潮的集

成，开启了拉丁美洲文学多元化发展的闸门。他们立足于美洲文化的多元性而主张放眼世

界，来者不拒地实行“拿来主义”。这并非有意轻视印第安文化，而是把侧重点放在了借鉴西

方及外来文化之上。因为此时的拉丁美洲作家已经具备走向世界的自信与能力，而且找到了

一条适合于自己的发展道路：整合。

20世纪初叶无疑是西方文学发展的一个充满探索和创新的时代，思潮更迭，流派消长，

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但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先锋派思潮迅速消退。这时，

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的拉丁美洲作家的“赶潮”也随之冷却，他们开始审视和反省自己。于

是，由巴斯康塞洛斯提出的“宇宙种族”思想迅速转换生成为一种包容性极强的整台精神。

阿方索·雷耶斯作为这个时期拉丁美洲“最完备的丈人”和宇宙主义思想家，对拉丁美洲文

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尽管他自己没有创作出长篇巨制，但他的散文和诗作打破了狭隘

民族主义的禁锢，明确提出了“艺术无疆界”和“立足本土、放眼世界”的思想，是兼收并容、广

阔无垠的“宇宙主义”精神的有力见证。

虽然西方文学发展到20世纪后半叶，大多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局面，但不

同的审美和价值取向依然存在。和几乎所有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一样，加西亚·马尔克斯是

一位他这个时代的本土主义者。只要将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放在一起比较，这一点就格外的

显眼。他的代表作《百年孤独》作为20世纪后半叶拉丁美_}}I【文学的重要代表，对“全球化”的

态度就极其悲观。小说既反映了热带小镇马孔多的兴衰，同时也是对整个拉丁美洲和人类文

明历程的象征性表现。

在原始社会时期，随着氏族的解体，男子在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中占有了统治地位。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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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公社内部实行族外婚，禁止同一血缘亲族集团内部通婚；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共同劳动，

平均分配，没有剥削，也没有阶级。原始部落经常进行大规模的迁徙。迁徙的原因很多，其中

最常见的有战争和自然灾害等等，总之，是为了寻找更适合于生存的自然环境。

《百年孤独》的马孔多就诞生于布恩蒂亚家族的一次迁徙。何·阿·布思蒂亚和表妹乌

苏拉打破了两族(其实是同族)不得通婚的约定俗成的禁忌，带着20来户人家迁移到荒无人

烟的马孔多。何·阿·布恩蒂亚好像一个年轻的族长，经常告诉大家如何播种，如何教养子

女，如何饲养家禽；他跟大伙儿一起劳动，为全村造福。他是村里最公正、最有权威和事业心

的人。

山中一日，世上千年。马孔多创建后不久，神通广大、四海为家的吉h赛人来到这里。他

们带来了人类的“最新发明”，推动了马7L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何·阿·布恩蒂亚对吉h赛

人的金属产生了特别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渐渐发展到了狂热的地步。人类历史上，正是因

为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特别是随着金属工具的使用，才出现了剩余产品，出现了生产个体化

和私有制，劳动产品由公有转变为私有。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和扩展，使人剥削人成为可能，社

会也便因之分裂为奴隶主阶级、奴隶阶级和自由民。手工业作坊和商品交换也应运而生。小

说中写到，村庄很快变成了一个热闹的市镇，开设了手工业作坊，修建了永久性商道。此时，

马孔多出现了三个不同的社会阶层：以布恩蒂亚家族为代表的“奴隶主”贵族阶层，他们主要

由参加马孔多初建的家庭组成；以阿拉伯人、吉h赛人等新一代移民为主的“自由民”阶层，

他们大都属于小手工业者、小店主或艺人；以及处于社会最低层的“奴隶”阶层，他们多为土

著印第安人，在马孔多所扮演的基本上是奴仆的角色。

岁月不居，光阴荏苒。何·阿·布恩蒂亚的两个儿子相继长大成人，乌苏拉家大业大；马

孔多六畜兴旺，美名远扬。其时，“朝廷”派来了第一位镇长，教会派来了第一位神父。小镇的

阶级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地主占有土地、残酷剥削农民为基础的封建主义从“奴隶

制社会”脱胎而出。何·阿·布恩蒂亚的长子何·阿卡蒂奥大施淫威，占有了周围最好的耕

地。

然后便是自由党和保守党之间的旷日持久的战争。自由党人“出于人道主义精神”，立志

革命，他们在何·阿-布恩蒂亚的次子奥雷良诺上校的领导下，发动了32次武装起义；保守

党则“直接从上帝那儿接受权力”，为维护社会的安定和信仰的纯洁，“当仁不让”。这场战争

俨然是对充满戏剧性变化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艺术夸张。紧接着是兴建工

厂和铺设铁路。马iL多居民被许多奇妙的发明弄得眼花缭乱，简直来不及表示惊讶。火车、

汽车、轮船、电灯、电话、电影及洪水般涌来的各色人等，使马孔多人成天处于极度兴奋的状

态。不久，跨国公司、法国艺妓、巴比伦舞女和西印度黑人等席卷了马孔多。

马孔多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以至于所有老资格居民都蓦然觉得同生于斯、长于斯的

镇予格格不入了。上帝仿佛有意要试验马孔多人的承受力和惊愕的限度。终于，马孔多人罢

工的罢工，罢市的罢市，向外国佬举起了拳头。结果当然不妙：独裁政府毫不手软，马孔多人

遭到了惨绝人寰的血腥镇压，数千名手无寸铁的工人、农民倒在血泊之中。这是资本主义和

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触目惊心的社会现实。

最后，“国际化”(或者“全球化”)的终极代价是：“雨下了四年十一月零二天⋯⋯这时，

《圣经》所说的那种飓风变成了猛烈的龙卷风，扬起尘土和垃圾，将马孔多团团围住。⋯⋯按

照羊皮纸手稿的预言，就在奥雷良诺·巴比伦破译羊皮纸手稿的最后瞬间，马孔多这个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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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似的(或者蜃景似的)城镇，将被飓风从地面上一扫而光，将从人们的记忆中彻底抹掉，羊皮

纸手稿所记载的一切将永远不会重现，遭受百年孤独的家族，注定不会在大地上第二次出现

了”(Marquez 347)。

我不知道马尔克斯是否过于夸大其词，但起码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他面对“全

球化”的这种忧患意识、危机意识。但是反过来看，把“全球化”拒之门外既不可能也不明智。

因此，两难境地仍是摆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面前的残酷现实。与加西亚·马尔克斯不同，博尔

赫斯从一开始就遵循了“宇宙主义”的“世界性”写作路数。就小说而论，博尔赫斯的创作生涯

起始于一次“游戏”。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个少不更事者的任性游戏，他不敢写小说，所以

就篡改和歪曲(并非都出于美学目的)他人之作以渭自娱”(Borges 3)。“游戏”的结果便是被

冠之以《世界性丑事》(又译《恶棍列传》)的系列小说。后来，博尔赫斯声名鹊起，许多事情不

说说清楚就有不端之嫌。于是，他不得不开出清单：《心狠手辣的解放者莫雷尔》来自马克·

吐温的《密西西比河》，《作恶多端的蒙克·伊斯曼》来自赫伯特·阿斯伯里的《纽约匪帮》，

《横蛮无理的典仪师小介之助》来自B．米特福德的《日本古代故事》，《老谋深算的女海盗秦

寡妇》来自菲刹普·戈斯的《海盗史》，《双梦记》来自《一千零一夜》，等等。因此，“世界丑事”

乃“故事新说”，而且有些故事如《双梦记》、《秦寡妇》，几乎是原封不动的翻译或逐字逐句的

复述。诸如此类，居然被许多“后”人们恭称为“创作之创作”，他于是也便成了“作家们的作

家”。当然，这远不是博尔赫斯的“世界性”写作的终结，而是他的一次任性的开始。它与作家

的其他选择殊途同归，并最终营造出小径分岔、回廊曲折的博尔赫斯迷官：文学的哲学化与

“全球化”。

且说幻由心生，人是不能拽着自己的小辫离开地面的。但心是一回事，幻又是一回事。时

代风云、人生遭际与作家的嗜好、作家的选择也是如此。二者的联系可能是必然的，也可能是

偶然的。只不过作家的选择犹如历史的选择．无法假设。于是白纸黑字，方圆殊趣，读者面对

的始终是各色各样的文学、各色各样的主题。至于这些文学、这些主题与作家的遭遇、作家的

时代关系何如，则是另一个同样大而艰难的话题。

具体说来，在生活和书本之问，博尔赫斯选择了书本；在本士和世界之间，他也毫不犹豫

地选择了世界。这样的选择多少应该归咎或者归功于他的家散、他的血统和他的眼疾。但是，

这并不排除博尔赫斯从现实生活出发去实现形而上学的超越。比如似是而非的童心，它不仅

是博尔赫斯走向形而上学迷宫的一个契机，同时也是他试图禳解和表述的一个主题。为此，

他几乎一直把布宜诺斯艾利斯定格在20世纪之初。

这就不仅仅是好与不好，而且还是个是与不是的问题了。

众所周知，儿童意识不到自已是儿童，或者他们心目中的童年和成人心目中的童年并不

是一个概念。反过来说，成人心目中的童年是被成人化、理想化了的。这是因为成人已经远

离童年且常常拿自己的认知对童年的经历、童年的记忆进行自觉不自觉的歪曲。博尔赫斯对

此心知肚明。他认为记忆很不可信，“比如有关今天早晨，那么我可能得到它的某种意象⋯⋯

也就是说，关于童年或者青年，我根本无法接近本真”(莫内加尔117)。然而，这丝毫改变不

了童心在艺术创造中的重要性。文艺批评家施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技巧的艺术”一文中说过，

“艺术知识所以存在，就是为使人恢复对生活的感觉，就是为使人感受事物，而不仅仅知道事

物”(引自张隆溪75)。他还由此衍生出关于陌生化或奇异化的一段经典论述。其实所谓陌生

化，指的就是人们对事物的第一感觉。而这种感觉的最佳来源几乎一定是童心。它能赋予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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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不怪者以敏感，从而使他“少见多怪”地发现事物、感受事物。援引博尔赫斯援引的一句话

说，“天下无新事”，或者“所有新奇都来自忘却”。

这是所罗门名言的两种说法，博尔赫斯从墙根那里转借过来表示童心的可贵和易忘。而

这种易忘和可贵(二者相辅相成)，恰好给博尔赫斯提供了背反的余地、虚构的余地。比如那

面神乎其神的镜子和那个玄之又玄的迷宫，始终被他当作儿时的感觉、儿时的意象写来写

去，尽管真实与否值得怀疑(我更相信它们来自于书本，服从于他形而上学的需要)。关于这

一点，只消检验一下他不同时期的诗歌即不难发现。为了逃避现实并纵身遁人虚无主义，他

必须借助镜子和迷宫之类把事物与意象、存在与认识、现实与梦幻的关系颠倒过来。而童年

的邈远、童心的模糊又那么真切地实现了他对世界、对存在、对人生的怀疑：虚无。这是博尔

赫斯狡黠之处，也是他的立场所在——遗憾的是他始终指向抽象，却很少关注形象，以至于

多数作品富有哲学意味而缺乏文学气息。而艺术之所以偏爱童心、偏爱感觉，就因为它们是

感性的、形象的，而非理性的、抽象的。

镜子与物体、迷宫与世界、梦幻与现实、书籍与宇宙等等，在博尔赫斯笔下乃是何等的确

定而又不确定：它们被一而再再而三地颠倒过来。于是，镜子不再是镜子，而是无限繁衍的

“交媾”；迷宫也不再是迷宫，而是世界复杂的本质；梦幻也不再是梦幻，而是现实虚无的显

证；书籍也不再是书籍，而是宇宙浩森的载体——譬如《皇宫寓言》中的诗，譬如《红楼梦》里

的梦。谁也不知道究竟是诗创造了皇宫，还是皇宫创造了诗；也不知道是红楼孕育了梦，还是

梦孕育了红楼。博尔赫斯甚至完全以《红楼梦》第一和第五、第六回为出发点和终极目标，不

仅说《红楼梦》是幻想小说，而且认为其“令人绝望”的现实主义描写的惟一目的便是使神话

和梦幻成为可能、变得可倍。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但回头看去，博尔赫斯却是猛走了～段弯路的：从一个讴歌革命的

“表现派诗人”到钟情自然的“惠特曼传人”到崇尚创新的“极端主义分子”到偏爱游戏的“弗

罗里达作家”⋯⋯他一直在选择，一直在徘徊，直至最终义无返顾地遁人虚无主义并永远成

为那个古老家族的一员，这使他长期与绝大多数拉丁美洲种种现实主义作家格格不入。

时移世易，博尔赫斯从一个时代、一个世界的不屑变成了另一个时代、另一个世界的不

凡。这其中倒有被选择的因素。尽管这种选择归根结底仍取决于他的选择。作为民族虚无

主义者，博尔赫斯张开双臂拥抱外国文化。这使得他在民族运动、社会主义思潮高涨的五六

十年代，被认为是堕落的“外国”作家。而当世纪末意识形态淡化，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

时候，博尔赫斯又成了一个让许多人顶礼膜拜的偶像。

当然，博尔赫斯现象不仅仅是文学与整个意识形态以及“全球化”或“本土化”的关系问

题那么简单。但是，由于博尔赫斯们和马尔克斯们出现，“全球化”与“本土化”这个现实中的

两难问题在文学中得到了“迎刃而解”。

注解[Notes]

①本土主义或地域主义是对土著主义的一种发展。从文学艺术方面而言，它的表现对象已

从单纯的印第安人形象拓展到拉丁美洲的混血儿世界，表现手法也远比土著主义丰富复杂。

②参见雷布埃尔塔斯：“仙人掌”，《墨西哥人》，3(1938)：71。

③《渡波尔·乌》等古代印第安神话大都是在这个时期发掘整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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