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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萨拉马戈小说《失明症漫记》及其中国版话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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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能看，就要看见，如果你能看见，就要仔细观察。  

                                   —

—箴言书引自《失明症漫记》  

 

                             残酷的寓言：沉

沦与救赎  

                                   —

—解读萨拉马戈小说《失明症漫记》及其中国版话剧  

 

  葡萄牙作家若泽·萨拉马戈荣获 1998 年诺贝尔文学奖时，瑞典皇家文学院这

样评价道：“萨拉马戈以充满想象、同情和讽喻的寓言故事，不断使我们对虚幻

的现实加深理解。”毫无疑问，萨拉马戈的小说《失明症漫记》充满了宗教与哲

学的意味与指向，以想象为开端的叙事包含着巨大隐喻，仿佛是关于末世的寓

言，体现出作家对于人类整体生存境遇的忧虑与关照：从假定出发，步入逻辑上

的真实，层层递进式的叙事方式逻辑严密、结构谨严，显现出一种合理的荒诞和

虚拟的真实，使人不知不觉间就陷入了作家看似无意实则精心设计的情境陷阱之

中。小说经中国国家话剧院编剧冯大庆改编为话剧剧本，由王晓鹰导演执导，于

2007 年 5 月 19 在北大百年纪念堂首演。  

               一、人类集体的群盲——萨拉马戈的小说《失明

症漫记》  

  萨拉马戈是在自己患视网膜脱落症后写下了《失明症漫记》这部小说，“这

次经历导致我要面对现实，从现实出发，我可以写一本有关失明的书，讲我们与

眼睛的关系，与我们所看到的那些事物的联系，或是讲失明意味着什么——不过

那是另外一本书了——而我要讲的是另外一种更糟糕的文明。这种情况正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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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发生，我们正一天比一天失明，因为我们越来越不愿睁眼看世界。归根结

底，这部小说要讲的恰恰是我们所有人都在理智上变成了盲人。”[1]作家具有极

其强烈的使命感，对人类整体生存境遇有着深刻地思考，那就是“为什么生存？

为了什么生存？怎么样生存？这是我经常关心和思考的重大问题……可能有人会

问，为什么我毫不退缩地写出一部如此残酷无情的作品。我的回答如下：我生活

得很好，可这世界却不是很好。《失明症漫记》不过是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罢

了。作为一个人和一名作家，我不愿不留下点印记而离开人世。[2]  

  阅读中这样的小说会将你某些惯性的小说文本阅读经验迅速摧毁。小说本身

有着很深刻的内涵，巨大的隐喻无处不在，涵盖了现代社会很多命题：例如极权

政治、人性、暴力、性别定位、信仰、生存与死亡、沉沦、毁灭、救赎、社会阶

层、阶级角色等等。很容易让人想到卡夫卡、加缪、博尔赫斯等作家类似主题的

小说，可以说是很有野心的话语宏大型叙事文本。读这样一部小说，事实上是很

折磨人的一件事：繁琐的描述、缓慢的节奏、大段大段的对白，需要靠读者借助

文本语境去判断推理这句对白出自谁的口中。小说中的人物没有名字，全部是一

些身份称谓，如盲人（第一个失明的人）、妻子、医生、医生妻子、戴墨镜的姑

娘、戴黑眼罩的老人、偷车贼等等，用社会角色、特征来定位人物的方式暗示着

人们与社会紧密的关联关系，而所有的人最后都只剩下一个共同的名字：盲人，

人与社会、城市、世界的关系中断了，社会身份可以说几乎是消失了，人们和精

神病院联系在一起。小说中这样说到：“我们离开世界太远了，过不了多久就开

始不知道我们自己是谁，连我自己叫什么名字也记不起、说不出来了；对我们来

说，名字有什么用呢，有什么用呢，哪一条狗都不是通过人们给起的名字认出另

一条狗的，而是通过气味确定身份和被别的狗认定身份；在这里，我们是另一种

狗，通过吠叫和说话相互认识，而其他方面，长相、眼睛、头发和皮肤的颜色，

统统没有用，仿佛不存在，……”[3]文本中，人的个性被抹煞掉了，只有类别，

如同狗一样，个体不复存在，人类的尊严也不复存在。  

  没有明确的叙事背景，这样的故事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城市，可以确定的是

故事发生在现代文明社会里：某城市的某天，居民一个接一个患上“白色失明

症”，疾病如同瘟疫般在城市里蔓延，唯一没有失明的是眼科医生的妻子。盲人

们被政府安排到精神病院中隔离，在不安与恐惧的气氛中渐渐开始暴露出人性中

隐藏的东西。精神病院最终被一伙盲匪霸占，盲匪们掌握着食物资源，并进一步



厦
 门

 大
 学

 图
 书

 馆

发展到居然要求用女性的身体来换取食物。“在我们被迫生活的这个地狱里，在

我们自己把这个地狱变成的地狱中的地狱里”[4]人性一再受到考验，道德底线被

突破，生存与死亡，恐惧与坚强，日夜煎熬着这些活着的群盲，灵魂与尊严都被

践踏在肮脏的地上，脆弱的心灵仿佛受到砂纸的层层打磨。先是屈从、臣服，继

而他们在医生妻子的带领下，火烧精神病院并且离开了那片废墟，最终人们恢复

了视力，生活“看上去”好像恢复了正常。  

                    二、艺术“最具体”的表现形式：话

剧《失明的城市》  

  剧本对小说进行了一些改动，在人物关系、细节处理方面有了一些调整，改

编后的剧本较好地把握住了小说原味，更适合舞台演出，人物对话有了定位，也

便于观众理解。小说中原本就有大量的对话，很适合改编成话剧，毕竟“戏剧是

艺术能在其中再创造出人的情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最具体的形式。这种具体

性是由下述事实而来：既然思想感情交流的任何叙述形式都趋向讲述过去已经发

生而现在结束了的事情，那末戏剧的具体性正式发生在永恒的现在形态中，不时

彼时彼地，而是此时此地。”[5]总体上看，改编是成功的。小说搬上舞台后，情

境的具体性、直观性增强了，增加了“此时此地”的感觉，当下意识更强了，我

们仿佛就和舞台上的人们生活在一起，煎熬、挣扎、备受凌辱，事实上，剧情会

不断地引发我做出这样一个假设：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如果是我面临同样的问

题，我会如何？我能如何？我该如何？痛苦在舞台上延续着，戏剧的表达方式把

原本抽象的小说变得具体了，“戏剧不仅是人类的真实行为最具体的（即最少抽

象的）艺术的模仿，它也是我们用以想象人的各种情况的最具体的形式。抽象的

水平愈高，思想离人类的现实也就愈远。”[6]无疑，这种具体的戏剧形式，把观

众直接带入了情境之中。  

  舞台从喧哗骚动充满城市感觉的背景开始，嘈杂的音乐中，城市里的红男绿

女走来走去，到后来以阴冷铁灰色为基调的精神病院，铁门、钢丝床、转梯、带

刺的木桩和铁丝，使得精神病院更象是一座监狱，把尘世的希望彻底隔绝在外面

的世界里，来自灵魂的拷问一遍遍反复纠缠着失明的人们。舞台正中高悬着一只

巨大的眼睛，静寂无声地注视着舞台上所发生的一切，也注视着作为舞台下的我

们，具有一种奇异梦境与残酷现实交织的双重意味。一切都是荒诞的，却又是可

能的、合理的、可信的。这只眼睛的审视，无疑又为观赏增添了额外的压力，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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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我灵魂的眼睛在审视着我自己。虚构的叙事直指现实却又超越了现实本身，体

现出一种锋利沉重而且残酷的美感。陷入坍塌的文明、混乱的城市、白色的黑

暗，失去理性的癫狂状态，时间丧失了原有的意义而成为一种摧残一种折磨。随

着时间在消释，空间也开始变得混乱，记忆是真实的吗？那巨大的眼睛它高悬在

我们的上方，然而那些事情是真的发生过吗？还是仅仅是一场梦，是无数虚拟的

可能？无数的声音混合交错杂糅在一起，是谁在说？在说些什么？对谁说？痛苦

突然选择了离去，重新回到现实，但一切却和以前又不同了，能忘记吗？一切是

真的恢复了还是只是“看上去”恢复了？一切仿佛只是一场荒诞可怖的梦境：

“这是个不平净的夜晚。一个个起初空泛模糊的梦在客厅里游荡，带着从这里那

里搜罗来的新回忆、新秘密和新愿望从这个沉睡中的人心里走到那个沉睡中的人

的心里，所以他们时而叹息一声，嘟嘟囔囔地说，这个梦不是我的；但梦回答

说，那是因为你还不认识你自己的梦，……”。[7]梦境与现实分离、交错、融

合、统一，梦在现实中出现、现实又出现在梦里，无从分辨，最终痛苦突然与现

实达成和解，人们恢复视力，城市恢复正常、现代文明恢复原貌，一切好像都过

去了，“城市还在那里”。[8]但高悬在舞台上空的铁架床，无声地提醒着人们曾

经发生过的一切。  

  话剧《失明的城市》音乐背景从上半场的喧嚣开场，到后来宗教意味的背景

音乐，以及不断变换的灯光、舞美、服装、道具都较好地配合了整个情节的发

展，富有舞台表现力和冲击力，但由于话剧本来就是语言表现的艺术形式，大量

的语言加上各种音效，《失明的城市》一剧中的声音似乎还是显得有些太多了，

观赏过程中有些干扰的感觉，是否可以考虑增加静场的时间？有时候，沉默的声

音反而更具力量，也让观众的耳朵能有休息的时刻，心灵的思索空间余地也会更

大一点。  

  在剧末，一场纷飞的洁白大雪后，人们恢复了视力，象征现代文明的城市重

新恢复了秩序，在小说中原本是雨洗刷掉了人类灵魂和肉体的污垢，这属于是导

演的安排，可能考虑到雪更适合舞台表现，作为一种符号性的道具，雪有很好的

视觉效果，这属于舞台上的具体处理，无可厚非。  

                                三、多重

对话的发生  

  巴赫金说认为，一切莫不归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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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他强调指出认为：“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

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9]

戏剧表现手法强化了小说中的对话关系，在小说中可以明显感受到：作家与世

界、人类与世界、人与人、人与自我内心、人与上帝、精神与现实、灵魂与肉体

之间的对话，艾布拉姆斯认为文学作为一种活动，总是由作品、作家、世界、读

者四个要素组成，[10]不难看出这四种要素中存在一种明显的对话与反馈的互动

关系。琳达是这种对话体系中的核心人物，她公正、无私、宽容，富有人性的光

芒，她所代表和体现的其实是人类从整体上应当具有、坚持的美德，她的对话代

表着人类精神的对话，因此显得很有力量，其他人物的对话都起到了衬托琳达对

话的作用。人性的优点与缺点在对话中显现出来，对比鲜明，给人留下了深刻印

象。  

  而在话剧中还存在编剧与小说、导演与剧本、演员与剧本、演员与剧场、观

众与话剧、观众与情境之间等多重对话关系。从小说到话剧都形成一个巨大的充

满张力的“召唤结构”，一个开放的探索式的对话体系，作家发出诘问，而并不

直接提供问题的答案，让读者自己思索；人物之间大量的对话，建构了一个多重

对话的体系，而不同读者审美经验的不同对文本会形成不同的对话、交流、解

读。这种文本的多重、多元对话，在话剧中也得以精彩展现。  

                                 四、

残酷的寓言  

  城市里的人们经历光明——失去光明——复明；理性——非理性的癫狂——

重寻理性；秩序——混乱——恢复秩序这样几个阶段。“眼睛：那也许是人体上

还有灵魂的唯一所在”，[11]可以这样理解，失去视力的其实不是眼睛，是我们

的灵魂，我们的内心“失明”了，灵魂的痼疾像顽瘤一样长在内心深处，我们不

是看不见，而是视而不见，我们不是眼睛失明了，而是心灵失明了：我们的心灵

变得盲目。“我想我们没有失明，我想我们现在是盲人；能看得见的盲人；能看

但又看不见的盲人。”[12]上帝同整个人类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残酷的世界开

始显现，哪个世界更为真实呢？是原来的世界还是现在的？小说文本之中包含着

潜在的深层寓言结构，作家对现实以一种抽象把握的方式重新进行言说，城市虚

幻成为叙事幕布。小说具有多重寓言的意旨功能，从而形成一个对人类生存境遇

描绘、阐释、表现、演绎的寓言文本：政治寓言、宗教寓言、情感寓言、人性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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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人类境遇的寓言等等。詹姆逊认为，寓言精神具有极度的断续性，充满了分

裂与异质，带有与梦幻一样的多种解释，而不是对符号的单一表述。它的形式超

越了老牌现代主义的象征主义，甚至超越了现实主义。”[13]寓言意旨的极其深

刻与丰富，这部小说的巨大魅力也正在于此。  

  这种寓意在话剧中也得到了较好的延续与体现。剧本赋予了各个人物角色小

说中原本没有的名字，医生的妻子（剧中名：琳达）是充满人性光辉的一个角

色，她有着宽广的胸怀，充满了包容与怜悯，对痛苦有着超强的忍耐力，在最绝

望的时候，她坚持、等待、忍耐，最终带领着群盲一起抗争，一切都是命运的安

排，而命运有时把握在自己手中。混乱癫狂的世界在女性的审视之下，她痛苦不

仅仅是为自己，也是为其他的人们，盲匪们提出要女人们用身体换取食物的时

候，男人们的自私自利一览无余，最后琳达站了出来，她带头担起了这罪恶的交

易，“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精神病院里，如果说肉体干净还有点意义的话，那么，

谁都明白，灵魂的纯洁就无法顾及了。”[14]当房间里的人都处在癫狂趋于崩溃

的边缘时，琳达是清醒的，在所有人都盲目的时候，这种清醒就显得格外痛苦

了。她审视着眼前所发生的一切罪恶，她的丈夫和那个戴墨镜的姑娘（实际是个

妓女）在她的眼前做爱，而她用巨大的包容心宽恕了他们，如同上帝一般，“因

我的眼目察看他们的一切行为，他们不能在我面前遮掩；他们的罪孽，也不能在

我眼前隐藏。”[15]”女性扮演了充当救赎者角色，琳达负有使命感、责任感，

而且具有反抗的力量，体现了作家从内心深处对女性尊重仰慕的态度，这一点很

好地体现在话剧中。  

  在话剧中，戴墨镜的老人比小说中更具有力量，被赋予了宗教代言人的角

色，他悲天悯人、具有正义感和道德评判的力量与精神，宛如神祗，“在我们被

迫生活的这个地狱里，在我们自己把这个地狱变成的地狱中的地狱里，……我们

已经一无所有，只剩下这最后一点当之有愧的尊严，至少我们还能为得到属于我

们的权利而斗争……”，[16]“人有两个，一个在黑暗中醒着，另一个在光明中

睡觉”[17]。这种自我的分裂说明人类的复杂性：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邪

恶、光明与黑暗、清醒与盲目，看似二元对立，实则在矛盾统一。可以这样理

解，戴墨镜的老人角色承担内涵的加深，是编剧对小说文本解读之后二度创作的

结果，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看作是编剧意识的代言体。  

  剧本在改编过程中弱化了小说中的诗意精神以及宗教与哲学意味。一些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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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风趣幽默的双关语言在剧本中消失了，而且小说中很重要的一个情节，在话剧

中没有得到体现，那就是琳达带领大家离开精神病院后辗转来到了教堂，琳达看

到那个钉在十字架上的男人眼睛被白布蒙住了，旁边的一个女人的心被 7把宝剑

刺穿，眼睛上也捂住一块白布。教堂里所有的偶像都被捂住眼睛。这段描写充满

了隐喻：关于宗教、信仰、性别的隐喻。神是盲的：上帝看不到了，人类的信仰

受到严重质疑；女性受到了严重的伤害，被伤害和被侮辱最深的，仍然是女性；

在号称圣殿的教堂里，人类失去了可以寻求忏悔、寻求救赎的精神避难所。但正

是在离开教堂后，人们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恢复了视力。“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

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18]上帝这样说。连上帝的眼睛都

被蒙蔽了，我们可以信仰什么呢？这种对宗教信仰既怀疑又肯定的态度恐怕只能

在萨拉马戈那里寻求答案了。  

  剧本把这个章节的删去，削弱了小说中原有的力量与深度。这一充满宗教仪

式意味的情节事实上很适合舞台表现，却没有出现在舞台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很

大遗憾。因为萨拉马戈的小说意旨有着浓郁的宗教色彩和深刻的哲学内涵，在小

说中贯穿始终的是对宗教和哲学的探索、反思与追问，尤其是宗教文化中的沉沦

与救赎思想体现地十分深刻。萨拉马戈曾经这样说到，“我们怎么会成为现在的

这个样子的呢？人类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历程中，是从何时

开始我们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或是说越来越缺少人性的呢？或者让我们以另一种

方式提出问题，即人类走向人性化的道路竟是何其艰难与漫长呢？经过数干年之

后，在创造了如此之多的美好事物之后，在对宗教与哲学进行了如此之多的探索

之后，今天我们走到了这样一种境地：在与环境和其他人的关系中，我们不能真

正地成为人类，这究竞是为什么呢？”[19]。  

  人类生活在希望与失望、忍耐与等待、屈服与反抗之中，戏剧中永恒的命题

也是关于人、人性、人与世界的关系、生存、命运、情感、哲学、宗教。而对小

说中这些具有深刻寓意的命题如何更好地表现，话剧《失明的城市》还有待于进

一步改善，可以考虑适当地把剧本中某些无足轻重的对话删去一些，再增加一些

更有象征意义的情节，这样对小说的解读也就更为得当、精确。  

  本雅明曾强调，寓言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意义的思想形式。[20] 在他看

来，寓言式写作是适应现代社会的特定形式。他认为，现代主义采用寓言的表达

方式，不仅因为真正的艺术在这个时代是唯一可能的形式，而且因为寓言又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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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城市大众在现代社会中的体验的唯一可能的形式。[21] 引

发深刻思考的命题不可避免地会显得沉重，然而，思考是不可或缺的，如果远离

思想，人类的境遇将难以想象。《失明的城市》作为一部值得人们警醒、反思的

话剧，是有重大思想意义和精神价值的，它直指我们的内心，直指整个人类生存

的境遇，在地狱般的境遇中人类该如何维持道德？如何坚持信仰？如何寻求自身

的精神出路？如何保持精神的力量？如何去思考人类的前途命运？一系列的问题

摆在我们面前。比疾病蔓延更迅速的实际是人类的恐惧，比灾难更可怕的其实是

人类的群盲主义，一切还没有结束，一切还正在过程中，而思考不会也无法停

止。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 2006 级戏剧学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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