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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游补》的“无名焦虑冶与梦境书写初探

化 萌 钰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摘要:《西游补》的主旨,虽然历来被人们认为是批判社会现实,破情根立道根,但小说中透

露出的潜意识焦虑同样值得注意。 在与外部世界斗争受到阻挠时,主人公行者内心焦虑,行为

延宕,并最终产生了幻灭之感,这种无名焦虑贯穿了小说始末。 而受到焦虑情绪影响的行者形

象,正是作者董说的自况。 此外,《西游补》大篇幅的梦境描写,来源于董说的嗜梦情结和孤高

个性。 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使得《西游补》成为了一部极具现代性,甚至有些意识流的作品,在

中国古典小说中独树一帜,值得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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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西游补》作于明清鼎革之际,虽被列为《西游

记》三大续书之一,实际却是作者巧借《西游记》的
人物设定,重新编排的一出截然不同的故事。 董说

借行者以喻己,借鲭鱼世界以状晚明,其精彩绝伦的

想象与独特的写作风格令人印象深刻。
在嶷如居士所作的序文里,行者所经历的幻境

被分为“思、噩、正、惧、喜、寤冶六梦,“约言六梦,以
尽三世冶。[1]2小说创作的目的似乎一目了然,即通过

梦境世界来映射现实世界,剖析世相百态,达到揭示

与讽刺的效果。 从这一层面来看,《西游补》的确是

一部批判性极强的小说,甚至被很多人认为是明清

讽刺类小说的代表。 但小说的深层含义显然不止于

此,许多着眼于外部世界的刻画,最终都回归到了人

物内心:行者的内心,亦即董说的内心,在与外部世

界斗争、追求心中所想的过程中,董说及其笔下的行

者都受到了来自大环境不可抗拒的阻力,内心焦虑,
行为延宕,最终产生了幻灭之感。 面对现实的焦虑

感几乎贯穿《西游补》始末,使其成为了一部篇幅虽

短,却有着浓厚悲剧性和复杂内涵的复调主题小说

作品。 《西游补》的创作与董说的生平和性格、嗜好

息息相关,书中的“行者冶,正是现实生活中董说的

映射。 因此,结合董说的一生来探究《西游补》的复

杂主题是十分必要的。 此外,除了主题的深刻性,
《西游补》独具一格的艺术风格、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和极具现代性的叙事模式,都使得它成为了中国古

典小说中的“异类冶,颇富研究价值。
一、《西游补》研究简述

《西游补》诞生于明末清初,最早关于此书的研

究也产生于这一时期。 明代嶷如居士《西游补序》、
静啸斋主人《西游补答问》、无名氏《续西游补杂记》
等,都是这一时期文人对《西游补》所做出的评价式

文章。 近代有记载的《西游补》研究文献很少,且大

多是概括性的简短介绍。 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

略》称其“造势遣辞,则丰赡多姿,恍惚善幻,奇突之

处,时足惊人,间以俳谐,亦常俊艳,殊非同时作手所

敢望也冶 [2],评价颇高。
新中国成立后,学界对《西游补》的关注度有所

提高,但研究专著仍然很少。 傅世怡《掖西游补业初

探》,探讨了《西游补》的作者、版本、取材、主题、创
作技巧、优点及瑕疵等诸多方面的内容。[3] 赵红娟

《明遗民董说研究》一书,详细论述了董说的家庭背

景、生活遭遇以及梦癖、香癖等诸多癖好,并分析了

董说文学创作的独特风格。[4]

近年来,《西游补》逐渐为更多人所了解,相关

研究著述也有所增多。 有关《西游补》的论文约有

近百篇。 其研究方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西游补》的作者之争。 自《西游补》进入研究

视域以来,大多数学者都认可其作者当为明遗民董



说。 刘复先生结合董说《漫兴十首》“西游曾补虞初

笔,万镜楼空及第归冶,认为《西游补》作者当为董说

无疑。 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此书作者当为董说之父

董斯张。 如高洪均以《西游补》署名为“静啸斋主

人冶,而董斯张斋号静啸斋为由,认为其作者当为董

斯张。[5]

《西游补》与《西游记》之比较。 一些学者认为,
《西游补》名为《西游记》续书,实际却是一部独立创

作的小说作品,与《西游记》关系不大。 如赵红娟认

为《西游补》适当处理了续书与原著的关系,内容上

有所萦带,主题上有继承有超越,情节、人物都与

《西游记》有所关联,是中国续书的最佳例子。[6]

《西游补》创作主旨。 苏兴认为,董说是借梦境

世界书写现实的生活经历和心态情绪。[7] 童琼指

出,《西游补》是通过佛家梦幻悟空的思想来表现作

者不懈追求理想、又对现实失望、不得不寻求解脱的

心路历程。[8]王厚怀认为《西游补》中的妖魔由“外
魔冶转向了“内魔冶,从而引起了主题的翻新。[9] 朱萍

认为《西游补》是一部主题相当复杂的小说作品,不
可仅将其视为讽刺小说或佛道小说。[10]

《西游补》创作技巧。 刘雪真以西方的互文理

论探讨了《西游补》的创作手法与创作意图。[11] 赵

红娟论述了《西游补》创作风格上的荒诞性和意识

流色彩。[12]李梦圆探讨了《西游补》的现代性在视

觉方面的体现。[13]

总的来说,关于《西游补》的研究著作不多且方

向相对集中,而对主人公焦虑情绪则少有探讨。 小

说中行者的心理状态非常复杂,其“无名焦虑冶有很

强的现代性,在明清古典小说中实属罕见。 分析这

一情绪的表现及背后的成因,对于我们理解《西游

补》的复杂主旨以及深入了解董说其人,都有非常

重要的意义。
二、荒诞梦境:投射于文字的焦虑

(一)《西游补》的梦境书写

《西游补》全书共分十六回,描写了三层梦境:
第一层,新唐;第二层,青青世界;第三层,万镜楼。
前三回写行者由现实世界进入新唐。 第四回为过

渡,行者由新唐进入青青世界,又由青青世界进入万

镜楼。 从第五回到第十回,行者都盘桓于万镜楼里

的大小世界中。 万镜楼中有头风世界、古人世界、未
来世界以及行者一直追逐却最终未能进入的蒙瞳世

界。 第十一回至第十五回,行者重返青青世界寻找

师父。 直至十六回行者方才觉醒,重新回到现实

世界。
在游历这三层梦境世界的过程中,行者一直处

于茫然而焦虑的状态。 这种焦虑有时会直接从他急

躁的语言、动作中直接体现出来,有时则间接表现为

消极的态度、奇怪的举动,等等,形成难以捕捉却又

到处弥漫的“隐形焦虑情绪冶。 这种焦虑情绪是以

累积的形式一直伴随行者的,随着入梦越深、时间越

久,行者的焦虑情绪就显得越是浓重。 行者的情绪

变化大致遵循以下线索。
首先,是紧急而被动的入梦时刻。 单从情节上

来看,行者入梦的起始是一次再简单不过的化饭行

为,入梦的原因似乎也与他的心理状态毫无关联。
但作者早已在前章埋下了伏笔。 在入新唐之前,行
者“打杀春男女冶 又心怀不忍,作下一篇 “送冤文

字冶。 点 评 称 此 举 是 “ 一 念 悲 怜, 惹 起 许 多 妄

想冶 [1]5,这正是行者坠入梦境的起点,也是其入梦的

真正原因。 此回中还有唐僧说行者“牡丹不红,徒
弟心红冶一节,都表明事情的起因是行者动了情念,
进而坠入情欲世界,惹起诸多纷扰。 乍一入梦的行

者短时间内遭遇了大量的否定与自我否定,无法理

解眼前的景象:
行者此时真所谓疑团未破,思议空劳。 他便按

落云端,念动真言,要唤本方土地问个消息。 念了十

遍,土地只是不来。[1]7

不仅土地不来,而且行者还发现自己上不了天

庭,转而又被诬蔑成偷天的凶手。 种种谜团还未弄

清,又闻得秦王有个驱山铎,行者便忘了化饭,也忘

了不知真假的新唐,一心只想找秦始皇拿得此铎,助
自己西天路上扫平妖寇。 此念刚定,转眼又听得新

皇要让师父做西天杀青大将军。 行者恐其有难,想
要飞身前去营救,又怕打草惊蛇连累了唐僧。 种种

异象在短时间内不断冲击行者的认知,使他往日的

才智和法术全无用武之地,只能一次次地陷入怀疑

与自我怀疑之中,“越发苦恨,须臾闷倒冶 [1]12。
其次,是万镜楼的离奇与荒谬。 在这里行者的

行为表现出更强的不连贯和不确定性。 小说第四回

题为“一窦开时迷万镜,物形现处我形亡冶 [1]15,仍是

暗示万镜楼的种种遭逢都是情窦一开所引出的许多

妄想。 行者在无路可进的青青世界城门口左冲右

撞,“撞开一块青石皮,忽然绊跌,落在一个大光明

去处冶 [1]15,这去处即是万镜楼。 在这座由宝镜砌成

的大楼里,行者开启了长达七回之久的镜中游历。
行者几次变换身份,先是眼见了头风世界可笑可悲

的举子,慨叹文章气衰,一班名曰秀士之人却只会作

“纱帽文章冶;又化身虞美人,于古人世界目睹了耽

于美色的霸王项羽,从他处问得秦始皇的下落;复又

掉入未来世界,细数恶鬼秦桧的种种罪行;及至走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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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地方,遇见从蒙瞳世界回来的新古人,忽又生出

“秦始皇未必肯松松爽爽将驱山铎拿出来冶的想法,
猛地就要跳出镜子。 从入镜到出镜,行者的遭遇和

选择皆是随机生发,无规律可寻,内容也尽是荒诞

诡谲。
值得注意的是,在入镜之前,曾有行者的故人刘

伯钦出现在一面兽纽方镜中,试图提醒行者这不是

他平时所处的真实世界:
你在 别 人 世 界 里, 我 在 你 的 世 界 里, 不 同,

不同![1]16

这里的刘伯钦实际是行者部分清醒意识的具

象。 行者在进入万镜楼后曾有过短暂的意识觉醒,
但被当时处于懵懂状态的他忽略了。 潜意识里,他
把刘伯钦的出现当作了镜中世界对自己的邀请,再
加上“此时将暗,也寻不见师父冶 [1]16,因此“不如把

几面镜子细看一回,再做料理冶 [1]16。 入镜就这样变

得顺理成章了。 最终,当行者挣扎着跳出万镜楼,发
现自己是为红线所困,情迷其中,才游历了过去未来

世界时,又有一位老者出现,替他解下红线放他去救

师父。
这位自称是孙悟空的老者和前篇中的刘伯钦,

其实都是行者理性人格的短暂显现。 董说将行者

“入情冶的过程处理成“入梦冶的形式,而这种由其他

人物呈现出的“出梦冶的效果,即是理性暂时觉醒带

来的“出情冶的倾向。 只可惜这种觉醒是极其短暂

且混沌不清的,并不足以将行者带离这个庞大的鲭

鱼世界。
最后,行者的爆发出现于第十五回末尾的五色

旗混战。 万镜楼之后,混战之前,他刚刚目睹了素日

最为尊敬、拼全力保护的师父背叛取经大业,沉迷女

色,甚至写离书赶走八戒、沙僧的可怕景况,又见到

了自己不知从何而来的嫡亲儿子波罗蜜王。 从初入

新唐的无主无张到最后的奋起反抗,行者完成了梦

境中最后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真正的回击。
这次彻底的觉醒,源于行者已经陷入情欲至久

至深,而梦境的发展也已到达最荒诞、最恐怖的阶

段。 自五行山下被救以来,行者虽然尽心竭力保护

唐僧西天取经,但是其内心深处却并不能做到一丝

杂念也无。 对师父和师弟们有不信任,对取经事业

有怀疑与动摇,甚至对情与性有欲望,这些都是我们

在《西游记》中的孙悟空身上所看不到的阴暗面,却
是董说想要竭力挖掘的东西,按照他的说法,行者至

此便可由“入情冶走向“入道冶,认识到断绝情欲的重

要性,从此破除情根,“认得道根之实冶。 “五旗色乱

是心猿出魔根本冶 [1]71,此回混战之后,行者在虚空

主人的召唤下逐渐醒转,跳出梦境之外,继续陪伴唐

僧走上西天取经之路。
《西游补》呈现出的结局却并非如此积极———

行者潜意识里的焦虑、怀疑和恐惧的确都被恢复的

理智暂时压制了下来,却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更
没有消失。 醒转过来的行者并没有对这番荒诞的经

历做出任何评价,也没有向师父或师弟中的任何一

个吐露自己心中的困惑、恐惧与愤怒。 直到故事结

束,行者也并没有展现出大彻大悟的从容,而更像是

一个做了噩梦的人突然被惊醒,又匆匆走上取经之

路。 行者最终靠这种逃避的方法重新获得了内心的

平静。
(二)董说的焦虑困境

董说生于明泰昌元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五年,既
经历了晚明光宗、熹宗的荒淫无度和魏忠贤阉党的

独断专权,更见证了清军入关、明清鼎革的历史性事

件,社会历史带给董说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 《西
游补》中流露出的末世氛围和行者的焦虑情绪,很
大程度上与董说在现实社会中承受和目睹的伤痛有

关。 在进入新唐的第二个阶段,行者在绿玉殿留下

了他对梦境世界的第一次批判:
朝廷有此等小臣,那得皇帝不风流?[1]8

这显然是在代董说发声。 鲭鱼世界对行者来说

是梦境,对董说却是现实社会的真实写照。 晚明群

臣党争和阉党专权导致国家政令极度不合理,导致

民生凋敝。 在董说的青年时期,晚明种种民生问题

日趋严峻。 在民间,持续饥荒威胁着普通百姓的生

命安全,父子兄弟相食的事情随处可见。 史景迁

《王氏之死》记载过当时山东农村的这样两句谚语:
兄食其弟,夫食其妻,辄相谓曰:与其为人食,不

如吾自食,稍延旦夕之命。
与其父子兄弟夫妻俱毙,不如食父食兄食夫,自

延其命也天理。[14]24

在与清军抗争的军队里,将士们也常常拿不到

军饷,甚至连吃饱肚子都成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一
部分士兵加入打劫百姓的行列,造成了更加深重的

灾难与恐慌。 与饥荒相伴的,是晚明的盗匪和苛税

问题。 一方面,来自官府的高额税收压得百姓喘不

过气;另一方面,来自地方的土匪强盗、士兵、难民一

遍遍地洗劫着百姓们为数不多的财产和口粮,人性

的恶在活下去的欲望面前被无限放大,晚明社会民

变事件层出不穷。
种种乱象堆积成晚明朝不保夕的生活,使得人

们的信仰纷纷濒临崩塌。 末世危机感开始在无数善

于思考的文人士子心底生根发芽。 文人们也许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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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底层百姓一样担心明天的口粮,但内心的惶恐、愤
怒与无力感却是摆脱不掉的社会生活副产品。 董说

作为乱世文人的一分子,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孤

高正直性格的裹挟下,其背负的思想包袱和受到的

情感折磨,无疑更重更深。 厌恶现实又心系现实,热
爱梦幻又不忍耽于梦幻,不屑功名却又困于功名,董
说背负了大半生的焦虑,在某种程度上或许可以看

作是晚明士子们集体心境的一个集中放大。
在个性解放之风盛行的晚明,世人思想的开放

性和包容性也走上了一个新台阶。 在朝不保夕的日

子里,满足物欲与情欲成了许多人发泄焦虑情绪的

出口。 董说虽然也深受焦虑的困扰,但他的纾解却

有所不同。
(三)董说的嗜梦情节

《西游补》对梦的看重,很大程度来源于董说浓

重的嗜梦情结。 对“梦冶的喜好,乍听之下难以想

象,可董说却几乎将这份喜好发展到了极致。 崇祯

十六年(1643),年仅 24 岁的董说为自己刻下了“梦
史冶“梦乡太史冶两枚印章,称自己是执掌梦国国政

的太史,每日有意识地做梦、记梦,甚至主张成立

“梦社冶,要求入社的朋友把自己的梦写下来寄给

他。 他还编纂了《梦乡志》《昭阳梦史》二书,专门记

录所做之梦,分别收录于《丰草庵前集》和《丰草庵

全集》。 董说还在自己所居的丰草庵刻梦乡碑:“禹
篆学成人莫笑,草堂待勒梦乡碑。冶 [15] 在《梦乡志》
中,他曾把梦乡分为“玄怪乡、山水乡、冥乡、识乡、
如意乡、藏往乡、未来乡冶,与《西游补》中的“头风世

界、古人世界、未来世界、蒙瞳世界冶有异曲同工之

妙。 董说的《丰草庵集》亦随处可见记梦写梦的作

品。 《答西溪客用前韵四首(其二)》中,董说表达了

自己喜欢用文字记录梦境的特点,“说梦无征随笔

录,炼香依谱倒瓶埋冶。 《丰草庵诗集·人间可哀

编》所载《梦乡词》一首,充分体现了董说对梦的喜

爱与倚重:
合眼何曾是病夫,穿云屐子不教扶。 春来五狱

都游遍,笑煞宗家壁上图。 人间底事觅封侯,梦国消

摇也破愁。 枕中一帙名山志,拣得仙崖次第游。 客

到柴观正夕阳,相逢莫说少年场。 西窗对展流黄蕇,
聊复同君梦石梁。[16]

董说对梦的嗜好及其厌恶功名、乐于隐逸的性

格特点,很大程度上来自家族传统的影响。 以董说

祖父董道醇、大伯父董嗣成和父亲董斯张为代表的

董家人,大多饱有才学,长于诗文,性格上刚直不阿,
抱志固穷,董说继承了这一家族品格。 董说孤僻的

个性和对梦的嗜好,也是在现实中磨砺出的苦果。

董说并非生来就厌恶世俗,他幼年好学,“星灿灿,
且栉且沐冶;“属先生令晚起,久之勿改冶。 青年时代

的董说也曾走上了科举之路,但很快就对钳制文人

思想的应制作文反感至极,放弃了科举致仕的道路。
年轻时与复社文人的广泛交往又使得董说成为了一

个民族感极强,对时事有强烈批判精神的现实关注

者。 然晚明内忧外患并重,凭借董说一己之力实难

回天。 目睹惨象的痛苦和有心无力的愤懑都使他不

得不学会逃避。 遁迹梦境、沉迷书海、香烟,在他逃

避现实的过程中逐渐变成了习惯,并占据了他生活

的绝大部分重心。
除嗜梦之外,董说还极好读书。 董说一生都在

和书打交道,自称“我除了六年,五十年读书冶。 钮

琇《觚剩续编》称他:“每一出游,则有书五十担随

之,虽僻谷之深,洪涛之险,不暂离也。冶 [17]不但爱读

书,董说也爱写书。 他年纪轻轻就遁入空门,几十年

来笔耕不辍,一直试图用文学缓解其内心的挣扎与

不安。 最终,董说选择了文学作品中一个虚拟的人

物来与他分担这份焦虑。 董说在《西游补》中的人

生态度和世界观,都透露出更为强烈的幻灭感。 他

不认为“情冶是多么值得宣扬的东西,甚至故意让平

日里耀武扬威的大圣历尽情劫,又在其中设下种种

明喻暗喻,为的就是告诉世人:“情冶不过是一场恼

人的虚幻。 董说在选择这位主人公时,绝不是没有

考量地仓促行之。 《西游记》里大名鼎鼎、无所不能

的孙行者,天赋异禀,既能呼风唤雨降妖除魔,又有

着十足的正义感,无疑是标杆式的正面人物;但他出

身草野,在真正“定心冶跟随唐僧取经之前,也有着

和普通人一样的喜怒哀乐嗔痴贪怨,这就又使他同

人间无限地接近了。 董说十分准确地看到了行者身

上这两种特质的纠缠,并将自己身上不可控制、无法

摆脱的苦闷、迷茫与哀愁,通过梦境,悉数交给了行

者。 于是读者和董说都看到了行者的挣扎和痛苦:
从前雷厉风行、一呼百应的齐天大圣忽然变成了一

个纠结、拖延、小心翼翼的延宕者,总是想要抗争,又
总是抗争无效。 这是董说给自己的精神写照,也让

读者借此能够了解到用情过深带来的副作用有多么

强烈,足以让行者这样的英雄威风扫地。 而董说自

己,同样能够从行者的苦痛中分得一些自我麻痹式

的精神慰藉:齐天大圣都要花好大一番精力才能挣

脱的焦虑牢笼,凡人董说又怎能轻易逃得出来。 可

董说还是在小说的结尾为行者安排了一个较为理想

化的结局,让他识破情魔,重获了内心的平静。 行者

的结局,无疑是董说自己也想要的。 可现实却是,就
在写作《西游补》的期间,董说依旧被这份焦虑苦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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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缠,所以破情入道结局也并没有显示出太强的说

服力,反添了一丝幻灭的意味。
从董说存世不多的诗文中也可以看出,他至死

都没有真正逃脱现实的桎梏。 民族气节与士人的社

会责任感,董说内心深处受儒家为学致仕思想的浸

濡,使得他一生都在入世与归隐之间苦苦徘徊。 现

实生活日复一日带来的无力感使他长期处于一种无

名焦虑之中,这种焦虑也直接地影响到了其文学创

作的风格。 《西游补》中行者面临的困窘,正是董说

其人的真实写照。 董说敏感而特立独行的性格以及

那个他深陷其中的焦虑牢笼,都是他能在青年时期

创作出《西游补》这样充斥着灰色情绪、荒诞而富于

想象的小说作品的重要原因。
三、理性退场:梦境书写与无序感

《西游补》艺术风格的与众不同,很大程度在于

其梦境描写的荒诞与夸张以及由此带来的纯粹的艺

术美感。 传统中国文学中涉及梦境的描写,大多仍

是以现实世界为基础的,没有脱离合理的文学想象。
《庄子》作为中国梦境描写的开先河之作,想象瑰丽

奇特,其记载的梦境虽然也有内容完整、独立成篇的

作品,但大多还只是略一提及,且借梦说理的痕迹较

重。 古典小说杂剧中还有一种较为典型的梦境描

写,主人公在短暂的梦中经历了整个人生,而一觉醒

来方知皆为虚幻。 代表作有《枕中记》 《南柯太守

传》《太平广记》之樱桃青衣、马致远《黄粱梦》 《邯
郸梦》、蒲松龄《续黄粱》,等等。 这类作品有关梦境

的安排是为了借事说理,梦的内容也几乎完全依托

现实世界的秩序与逻辑。
反观《西游补》,其十六回安排的核心,无过一

个“情冶字。 为了展现“情冶是最有力、最能迷惑人的

形态,董说超越了中国传统梦文学精心编撰的、带有

强烈目的性的“现实主义梦境冶,将梦的描写带向了

更加无序化、更加离乱的境地。 而《西游补》的现代

性特点,也正体现在整本小说中“理性冶的退场。 董

说作《西游补》,原意是让人们认清“情冶字之虚妄,
重返“理冶 之根本。 但董说采用的方法恰恰是将

“情冶与“感冶在小说中无限放大。
这种放大首先体现在情节连缀上的无序性和内

容本身的荒诞性。 坠入头风世界、古人世界、未来世

界的行者,一会儿目睹熙熙攘攘的举子争相看榜;一
会儿变成项羽的爱妾,与其床畔交谈;一会儿又进入

地府,变成审判秦桧的阎王……前后情节毫无连接

性可言,仿佛真正的梦境。 而“唐僧沉迷女色冶 “行
者已有妻儿冶这样的情节,对熟悉《西游记》的读者

来说,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如此随意与夸张荒诞

的特点,也正是有学者称它为“意识流小说冶的重要

原因。
行者焦急、无措的心理状态和延宕的行事作风,

同样昭示着“理性冶的让步。 作为主人公的行者缺

乏知晓一切的上帝视角,也失去了在《西游记》中

“一人有难千人帮冶的良好环境。 从行者化饭入新

唐一节起,他就是彻底孤立无援的,散乱无序的信息

不断地冲击着行者的认知,使他愈发焦躁难安。 这

种焦虑很像人在做梦时面对荒唐的梦境束手无策而

产生的惶恐和无力感。 行者处于被动状态,浑浑噩

噩;读者亦处于被动状态,感受着行者的焦急无措。
“理性冶的退场,还体现在《西游补》全文视觉的

纷乱性上。 小说中有很多有关色彩、各类物件的大

量罗列。 例如,进入万镜楼后对各类镜子的排列铺

陈等;在“五色旗混战冶部分,青、紫、玄、黄、荔枝红、
鸭头绿,种种颜色构成了一幅极其纷乱的混战图景,
令人目不暇接。 小说中使用到的表示色彩的字眼极

多,据统计,仅“青冶字就被使用过 206 次。 这种通

过文字直接对视觉产生干预的方法,冲击着读者的

理性,加重了直观上的混乱感。
虽然《西游补》具有诸多古典小说不曾具备的

现代性特点,但是我们仍然不应将它与纯粹的西方

意识流小说等同。 而其中的“现代性冶与“意识流冶,
也只是介于西方意识流文学和传统中国叙事文学之

间的一个特殊产品。 总的来说,《西游补》是一篇优

秀的文学作品,他投入了作者极其丰富的想象力和

众多煞费苦心的暗喻,而不仅仅是对真实梦境的一

个简单复现。 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多次提及

过人对自我梦境的稽查,以及大脑为使梦境变得不

那么直白和羞于启齿而对梦境进行的伪装。 董说的

文学创作在这一点上和做梦有许多相似之处。 在创

作《西游补》,满足自己释放焦虑欲望的同时,董说

也充分发挥了理智的监察和协调作用。 《西游补》
绝不是由一堆凌乱的意识符号堆砌而成,董说赋予

了它完整而精彩的故事情节,并巧妙地将他对现实

的讽刺与劝喻深藏其中。 董说不是一个百分之百超

尘脱俗的隐士,儒家士子的社会责任感始终深埋在

他心中,这也直接导致了《西游补》的复调主题———
它不是一部单纯为艺术而艺术的、表现无名焦虑的

现代化意识流小说,而是既包含了饱满的个人情绪,
又对现实有所关照的复杂而深刻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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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definable Anxiety and Dreamworld in Hsi鄄Yu Pu

HUA Mengyu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謖an, Shaanxi 710119, China)

Abstract:The theme of Hsi鄄Yu Pu has been recognized as criticizing social realities of Ming Dynasty, opposing sentimental activities
and spreading Taoism. But the subconscious anxiety in this Chinese novel also deserves attention. While fighting with the external
world and chasing the ideal in his mind, Xing Zhe, the hero in this novel, faced irresistible obstruction, which made him feel anxious
all the time, behave dilatorily and fall into disillusionment in the end. Xing Zhe謖s image reflects pretty much the condition of the author
Dong Shuo. Besides, large space is devoted t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dreamworld in this novel because of Dong Shuo謖s dreaming, proud
and aloof character. The unique artistic style makes Hsi鄄Yu Pu a special classical novel with modernity and even a sense of stream鄄con鄄
sciousness.
Key words: Hsi鄄Yu Pu; Dong Shuo; anxiety; dream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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