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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确立从作者的“自审”角度来 解 读 作 品，是 源 于 笔 者 认 为 杨 绛 在 干 校 中 当 时 的 生 活 状 态，同 回 京 八 年

后通过回忆来记录的状态，虽在叙 述 事 实 上 不 存 在 太 大 差 异 但 在 情 感 上 会 有 一 定 的 变 化。如，社 会

生活的变化，历史语境的变化，自我 生 活 状 态 的 变 化，人 生 经 验 的 变 化，知 识 心 理 构 成 等 等 诸 多 因 素

都会影响作家的创作。即使这些影 响 是 细 微 的，但 笔 者 认 为 不 应 该 忽 视。因 此，本 文 试 图 通 过 文 本

分析来寻找这种差异。而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弥漫着关于反思、自审、忏 悔、伤 痕 这 些 命 题 的 文 学

环境下，但凡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这些作家们都会将这一人生经历用这些情感来消化。而 杨 绛 的 家

庭环境、知识构成、人生阅历则将她 的 这 一 遭 遇 淡 化，而 且 不 断 在 从 自 身 找 原 因，从 而 确 立 了 她 从 知

识分子“自审”角度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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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校六记》在国内发表后，在当时的散文界并没

有受到足够 注 意，因 为 较 之 于 其 他 描 写“文 革”的 作

品，《干校六记》少了控诉、血泪和“伤痕”，记录的也只

是生活琐事，文字简约含蓄、语气温婉。但随后这篇

散文又盛极一时，其原因不仅是在伤痕、反思情绪弥

漫之际，杨绛站在一定距离之外平淡隐忍叙述的方式

显得与众不同，更因为挽悼散文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

现象受到人们推崇从而在新时期散文史上有了一席

之地。张 炯 主 持 编 著 的《新 时 期 文 学 六 年》列 出 了

１９７８－１９８３年 全 国 颁 发 的 几 项 主 要 文 学 奖 项 分 别

是：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中篇奖、首届茅盾

文学奖、第一届优秀报告文学、中青年诗人优秀诗歌、
中国作家协会第一届新诗奖。诸多奖项中唯独没有

散文这一体裁的身影。尽管如此，传承着传统文化的

知识分子们包括具有丰富人文关怀和思想智慧的出

版社，如，三联书店并没有放弃散文的创作以及出版

发行。如此，在新时期就有了“以挽悼之作为发端的

散文的繁荣”［１］。如果说新时期散文这支回春之曲，
最初也是由泪水孕育而成的话，杨绛却以“一种走出

了自我幻觉、选择了适情任性的自然、平凡人生的知

识分子的姿态”来审视这段人生经历，从而构成了散

文《干校六记》独特的思想艺术特性。
一

杨绛的“自审”姿态与意识表现在作家对自己过

去生活的反省和审视，并能走出“知识分子”的创作姿

态和身份意识的藩篱。对于“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

认定，洪子诚在《作家姿态和自我意识》中提到，一个

是“实体概念”即指受过某种程度的教育，从事“脑力

劳动”；一个是“功能概念”，指那些有更广阔视野，关

心社会问题与命运，并进而试图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

者［２］。毫无疑问，杨绛首先认定了自己“实体概念”上

的身份，她在《下放别记》中就有明显的身份意识：“学
部的知识分子正在接受‘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的‘再

教育’”。但是，当“知识分子”的“功能”无法在“实体”
上发挥作用时，即他们在自认为应该坚持的社会责任

和承担的历史使命上出现阙失时，就会出现“自审”和
反省。《凿井记劳》中有这样的描写：“我说要去打一

斤烧酒为他们驱寒，借此庆功。大家都很高兴。来帮

忙的劳力之一是后勤排的头头，他指点了打酒的窍门

儿。我就跑回连，向厨房如此这般说了个道理，讨得

酒瓶。厨房里大约是防人偷酒喝，瓶上贴着标签，写

了一个大‘毒’字，旁边还有三个惊叹号；又画一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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骷髅，下面 交 叉 着 两 根 枯 骨。瓶 里 还 剩 有 一 寸 深 的

酒。我抱着这么个可怕的瓶子，赶到离菜园更往西二

里路的‘中心点’上去打酒”。下放到干校的都是知识

分子，而且不乏高级知识分子，谁人不能判断出厨房

里贴有毒标志的瓶子是酒瓶而不是药瓶呢？打酒瓶

上的剧毒标志似乎只是起到了“防小人，难防君子”的
作用。下放到当地干校的知识分子们便成了他们眼

中的该防的对象。这就生发出这样一个问题，在劳动

人民、老百姓 眼 中 知 识 分 子 身 份 的 不 透 明 性 和 复 杂

性，造成了彼此之间的隔阂。杨绛意识到问题所在，
并试图去解决问题：“平时总觉得污泥很脏，痰涕屎尿

什么都有；可是把脚踩进污泥，和它亲近了，也就只觉

得滑腻而不嫌其脏。好比亲人得了传染病，就连传染

病也不复嫌恶，一并可亲。我暗暗取笑自己：这可算

是改变了立场或立足 点 吧！”知 识 分 子 贯 有 的 “启 蒙

者”立场被摧毁，实则是对知识分子“功能概念”的遮

蔽，不得已只能具有“实体概念”上的身份，并试图在

劳动改造的过程中淡化这种身份意识从而平衡知识

分子功能作用的褪化。“自我的取笑”不仅指当时自

己产生的知识分子“实体”和“功能”两者之间的矛盾

意识，在作品中呈现的还有当下作者创作过程中“自

审”的心理状态，在情感上更能削弱文革后知识分子

成为受害者、弱者，值得同情的观念，也找回了作为知

识分子的尊严和责任，似乎暗示了自己找到了解决矛

盾的途径。
“我每天跟随同伙早出晚归，干些轻易的活儿，说

不上劳动。可是跟在旁边，就仿佛也参与了大伙儿的

劳动，渐渐产生一种‘集体感’或‘合群感’，觉得自己

是‘我们’或‘咱 们’中 的 一 员，也 可 说 是 一 种‘我 们

感’。短暂的集体劳动，一项工程完毕，大家散伙，并

不产生这种感觉。脑力劳动不容易通 力 合 作———可

以合作，但各有各的成绩；要合写一篇文章，收集材料

的和执笔 者 往 往 无 法‘劲 儿 一 处 使’，团 不 到 一 块 儿

去。在干校长年累月，眼前又看不到别的出路，‘我们

感’就逐渐增强。”［３］这段话也能补充说明杨绛当时意

识的某种变化，但文中大量的引号附加在对身份界定

和某种意识感觉上，不免造成了作者在当下创作中与

当时的某种情感和意识的疏离，这也是作者重新审视

自我后情感微妙变化的结果。
二

杨绛的“自审”更多的针对知识分子的功能概念：
对民族、国家命运、对人的自由精神的发展负有使命

的，以启蒙 者 自 居 的 人。杨 绛 也 担 负 着 这 一 社 会 责

任。其早期创造的小说《璐璐，不用愁》中刻画了一个

爱慕虚荣、思想浅薄、游移不定的青年女性，虽是对小

说的最初尝试，但对人性的探索真实细腻，对女性世

界观的引导也颇为大胆。在干校中的杨绛也一直有

着对现实中 悲 悯 情 怀 人 性 的 坚 守 和 强 烈 的 责 任 感，
如，对于亲人、同事、百姓，甚至包括牲畜（原文不在此

引述）。
杨绛的这些文字，还包括《“小趋”记情》整整一段

文字是她以知识分子的担当加以女性的细腻情怀抒

写的，这里面包含着亲情、友情和爱情，当然，还有穿

上了“阶级外衣”的一种情感。杨绛在《学圃记闲》中

这样写道：“我们种的疙瘩菜没有收成：大的象桃儿，
小的只有杏子大小。我收了一堆正在挑选，准备把大

的送交厨房。那位老大娘在旁盯着看，问我怎么吃。
我告诉她：腌也行，煮也行。我说：‘大的我留，小的送

你。’她大喜，连说‘好！大的给你，小的给我。’可是她

手下却快，尽把大的往自己篮里拣。我不和她争，只

等她拣完，从她篮里拣回一堆大的，换给她两把小的。
她也不抗议，很满意地回去了。我却心上抱歉，因为

那堆稍大的疙瘩，我们厨房里后来也没有用。但我当

时不敢随便送人，也不能开这个例。”［３］１１这段文字有

作者对大娘歉疚之心的情感态度表露，但由于对干校

制度规定心存敬畏，“不敢开先例”浪费了这堆稍大的

疙瘩菜，而这堆疙瘩菜本应该发挥它更大的价值，弥

补“我们应该体验而没有体验到的”滋味，其更多的是

当前对当时胆怯心理进行的反省。同时，杨绛为她当

时察觉 到 老 大 娘“手 下 却 快，尽 把 大 的 往 自 己 篮 里

拣”而产生的心知 肚 明 却 又 故 意 不 挑 明 的 知 识 分 子

优越感而愧疚，这种 愧 疚 在 作 者 毫 不 掩 饰 的 自 我 披

露下变成了一种 温 情 和 关 怀。知 识 分 子“能 利 用 他

们具有的 知 识 经 验，和 对 历 史 的 了 解，来 探 索 问 题

的解决从而能够 发 挥 作 用，指 出 出 路。”［４］杨 绛 试 图

去发挥 自 己 的 作 用，但 是 心 有 余 而 力 不 足。当 然，
杨绛将更多的笔力 倾 注 在 比 阶 级 关 系 更 长 久，更 具

有稳定性和普遍性 的 所 谓 的“人 之 常 情”如 夫 妻、同

事、子女、家畜上。
三

杨绛在作品中体现的超然态度，把自己似置于旁

观者的位置上，而后又以旁观者清的态度进行自我剖

析，由此，便确立了杨绛“自审”的基点和尺度。这一

点完全不同于巴金《随想录》中在“文人英雄”意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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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内心拷 问 式 的 忏 悔 和 自 审。正 如 杨 绛 读《堂 吉 诃

德》后所说：“我不是堂吉诃德，我不是英雄，我不需要

拯救世界”。作者正是以这样一种自审姿态和意识成

就了《干校六记》的“举重若轻，超凡宁静”。这部作品

更可以视为杨绛日后创作姿态和自我意识的一个转

折，正如她在《将饮茶》中写道：“我既不能当医生治病

救人，又不配当政治家治国安民，我只能就自己性情

所近的途径，尽我的一份力。如今我看到自己幼而无

知，老而无成，当年却也曾那么严肃认真地要求自己，
不禁愧汗 自 如。不 过 这 也 足 以 证 明：一 个 人 没 有 经

验，没有学问，没有天才，也会有要向上的心———尽管

有志无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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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珊珊：知识分子的“自审”姿态与意识———杨绛《干校六记》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