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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五四女作家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名剧《娜拉》。
在人的觉醒与女性的觉醒的思想潮流中，娜拉的形象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原型。
她的离家出走，构成了整整一代人的行为方式，而她的名言“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
则成为她们精神觉醒的宣言。
而且，无论是行为方式还是精神气质，娜拉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五四这一代人。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这样说：现代女作家都是中国的“娜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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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珺，1974年生于河南唐河，文学博士，现任教于南阳师范学院中文系。
发表论文多篇，曾收入刘思谦等著《文学研究：理论方法与实践》，出版有《女性生命潮汐--二十世
纪九十年代女性散文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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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叙述至此再次转入现实，儿子敲大门的“咚咚”声让“我”欣喜，“我”又“回到生存的惯性运
动中”，但这种生存已多了一份自觉，一份明澈，一份明澈后的博大。
　　文本结尾转入对冥想的反思，这是一种总结性、提升性的反思。
从外在形式来看，这是一种层递式结构：冥想带“我”走进生命的本质，同时又带“我”超越生命本
质。
在这一过程中，“我”对人的思考渐趋深入：生命，作为一种现实存在，与苍茫的宇宙和绵延的时间
之流相比，必然是渺小的、短暂的，这是生命的痛苦和无奈，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经由“冥想”完成由
自在向自觉的转换，在对生命自然过程的切实把握中追求并获得心灵的自由，凸显自己作为个人的存
在。
　　在这个洞悉生命的虚无本质到对抗虚无的思想历程中，居于文本中心位置的，是作家思想意识的
流动。
这种“意识流”结构与作者对人的精神自我内在可能性的探究密切相关。
在斯好这里，人是一种精神性存在，是一种因时间的无情流逝而注定只能坠入虚无的有限性存在。
面对必至的虚无，人除了沉人思考外别无选择，思索由是成了个体存在的标志，成了生命活力的标志
。
基于此，斯妤对于人的探究就落实于对于人的思想，意识的探究。
尽管这种原生形态的思想，有时甚至是混乱无序的，但却展现了作为精神性存在者心灵的复杂与冲突
，也就是斯好自己所概括的“心的形式”。
这种“意识流”在外在结构形式上往往呈零散化状态。
　　人的心灵世界是一个无法用单一的理性去衡量把握的世界，因此，作者在进入这一世界时，往往
会打破现实与梦幻的界限，大量运用梦境、幻觉、变形、象征等手法。
《我因为什么而孤独》用对死后景象的幻想暗示生命的痛苦本质，《并非梦幻》用梦境中亲人的唾弃
暗示人本质的孤独与绝望，《梦魇》以梦境中的人变猫的荒诞变形表达对人性堕落的痛心，《真实梦
境》中梦见自己站在一辆连车头也囊括在长方形的车体里的车上，这辆卡车一度让“我”陶醉于虚幻
的灿烂辉煌而抖擞昂扬，但其中装载的不过是万千黄沙，这辆看似高大无比实则脆弱空虚的大车由此
成为虚幻集体的象征。
这里仅以《梦魇》例作简要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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