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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冯内古特在多部小说中对前文本及人物、写作风格和语言传统等进行戏拟式的解构又建构，达到既肯定又

否定、既颠覆又创造的意图。戏拟既体现了戏拟与被戏拟两个文本之间相互作用的动力过程，又表现了一种主体间性，

即戏拟作家与其他文本、读者及文本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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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Parody in Kurt Vonnegut's Novels
Xu Wen-pei

( Heilongjiang University，Harbin 150080，China)

Through the use of parody，Vonnegut attempts to achieve his goals of both deconstruction and construction，approval and di-
sapproval，subversion and creation in many of his novels． Parody helps to demonstrate the dynamic proces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texts concerned，as well as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of subjectivity between the author and the other texts and that be-
tween the reader and the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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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具有破坏性或滑稽性模仿的叙事手

法，戏拟( parody) 又被称为戏仿或反讽等，其历史

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对史诗的喜剧性模仿或对

悲剧的讽刺性模仿，通常可分为局部戏拟 ( local
parody) 和批评性戏拟 ( critical parody ) 。局部戏

拟直接模仿某一作家作品的内容，目的在于戏谑

和讥讽; 批评性戏拟除了表面上对叙事技巧等文

学的传统模式进行批评性模仿之外，更强调对一

些更重大的问题，如社会、自然、文学和艺术等进

行严肃和认真的深层次思考，以戏谑和滑稽的效

果达到嘲讽和批评的目的，并对作为前文本的已

有的文学作品、文学传统、原有的文学形式进行颠

覆、解构和重构式的模仿，在对原文本意义进行戏

谑和解构的基础上，赋予当前文本新的寓意，使读

者在阅读新旧两个文本时增加阅读快感。

“我们都是背向未来和目光向后的探索者，戏

仿是当代的核心语句。”多维特·麦克唐纳的这句

话道出了戏拟在后现代文学写作中的真实情景: 面

向未来的当今人类不得不对自身的过去做深刻的

反思，而戏拟在文学艺术出现枯竭、形象及形象对

形象的反射和反映成为艺术世界呈现的对象的后

现代人类社会中，成为最炙手可热的关键词。在文

学创作中，戏拟手法是指将既成的、传统的东西打

碎之后加以重新组合，对原作进行游戏式的、调侃

式的或讽刺式的模仿，在特定的语境中建构新的文

本并赋予新的内涵。戏拟是一种最早出现在诗歌

和小说中的创作手法，具有批判和讽刺等多元功

能。为取得喜剧或嘲讽效果，一个作家模仿另一个

作家或作品的独特风格，可分为戏谑模仿、滑稽模

仿和批判性模仿等。加拿大后现代主义著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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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达·哈琴( Linda Hucheon 1947 － ) 通过自己的研

究，认为戏拟已经成为 20 世纪艺术的基本存在方

式，是现代和后现代艺术的主要形式。针对巴赫金

将戏拟看作“对神圣的官方语言展开嘲讽和颠覆的

一种文化实践”的观点，詹姆逊认为，伴随着碎片化

的后现代生活以及后现代艺术的削平深度，戏拟已

经成为一种失去讽刺、嘲笑和批评意向或功能的保

守的文化实践。哈琴认为，“‘戏仿’是现代和后现

代艺术的主导艺术形式。‘戏仿’在不同的历史语

境之中具有不同的含义，但一个基本的意义是‘摹

仿’，而‘摹仿’就是重复与再现”( 汪民安 2007:

381) 。后现代文学中戏拟的对象包括作家、文本、
人物、风格和语言等等，戏拟文本与被戏拟文本之

间存在的差异体现了作家既解构又建构、既肯定又

否定、既颠覆又创造的双重意图。

一
冯内古特在多部小说中对传统的叙事模式和

手法进行了批评式的戏拟。例如，《猫的摇篮》戏

拟了赫尔曼·麦尔维尔的《白鲸》。两部小说的

开头非常相似: “叫我约拿吧。我父母就这么叫

我，或 者 差 不 多 这 么 称 呼 我。他 们 叫 我 约 翰”
( Vonnegut 1963: 1) 。“你就叫我以实玛利吧。那

是有些年头的事了……到底是多少年以前，且不

去管它……当时我口袋里没有几个钱，说一文不

名也未尝不可，而在岸上又没有特别让我感兴趣

的事可干。我于是想，不如去当一阵子水手，好见

识见识那水的世界。”( 麦尔维尔 2001: 22 ) 两部

小说中，一个是关于科学家对自己的研究成果如

何被人类所应用漠不关心，从而导致贪婪和自私

的人类最终毁灭地球的故事; 另一个探讨人类向

白鲸莫比·迪克复仇却反被白鲸杀死的故事。冯

内古特对《白鲸》的戏拟主要体现在对比人类经

过从《白鲸》到《猫的摇篮》的二、三百年之后，人

类本性中征服自然、征服世界的野心始终存在; 科

学技术的发达并不能使人类成为自然的占领者和

征服者，相反，如果人类像小说中的霍尼克那样只

关心科学研究，像他那缺少父母之爱和家庭温暖

的 3 个子女那样自私，像山洛伦佐岛国的独裁者

蒙扎诺、军事统治者麦克凯布和宗教领袖博克侬

那样虚伪、残忍，人类将要经历的苦难比广岛和长

崎原子弹空袭造成的灾难还要巨大。此外，冯内

古特戏拟《白鲸》开头的目的在于揭露人类经过

几百年的发展和建设，当人类已经充分享受科技

进步带来的文明成果时，人类的自私、贪婪和欲望

永远无法得到彻底满足的本性使人类互相残杀。

就像当年的以实玛利对人生的意义进行探寻一

样，约拿表面上为了写一本题为《世界毁灭的那

一天》的书，记录美国的政要们在美国飞机向日

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的那一天都在干些什

么。实际上，约拿所做的表明人类仍然在继续寻

求生命的意义，而寻求的结果则是对人类本性的

无情讽刺: 人类的征服欲望和自私贪婪的本性终

将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在《时震》的开头，冯内

古特如法炮制，同样戏拟了《白鲸》的开头:“叫我

小库尔特。我六个已长大成人的孩子都这么叫。
其中三个是我收养的外甥，另外三个是我自己的。
他们背后叫我‘那个小的’。他们以为我不知道”
( 冯内古特 2009: 1) 。《猫的摇篮》以第一人称叙

事，开篇“叫我约拿吧”这句话指涉了约拿———既

是小说的叙事者，也是其中的一个人物。《时震》
的开头直接指涉了作者本人，对 6 个孩子的简单介

绍指涉了发生在冯内古特家庭的真实故事，尤其是

姐姐患癌症去世后冯内古特收养她 4 个子女中的

3 个的事实，使读者以为这将是一部讲述冯内古特

家庭故事的自传体小说。“他将新新闻主义的原则

用于其中，将自己置于中心位置，然后将中心扩展

到他的家庭。”( McMahon 2009: 91) 对一部经典的

传统小说进行戏拟之后，冯内古特打破读者的阅读

期待，将一部由多个无序而混乱的生平、幻想、回忆

和故事等碎片拼凑起来的自传、小说和散文的混合

体呈给读者。由此可以看出，冯内古特戏拟的不仅

仅是一部小说，而且是传统的现实主义中以纯粹虚

构性建构起来的真实性。“因为世界是非理性的，

狂乱的，无法解释的，小说也就不可能表达意义，但

可以模仿现实。冯内古特远远抛弃了传统的现实

主义，求助怪诞，只把小说看做文字游戏，玩一把，

仅此而已。”( 虞建华 2000: 150)

二
《五号屠场》对传统的叙事模式和童话故事

进行了批评式和讽刺式的戏拟。第一章以元小说

的叙事模式对小说的写作过程进行回顾式的介

绍，运用后现代小说常用的拼贴手法插入五行打

油诗、有关儿童十字军东征和德国历史名城德累

斯顿历史、舞台和画廊的书籍、西奥多·罗特克的

诗以及基甸国际《圣经》中有关毁灭的故事等等

相关或不太相关的东西，并将传统小说中的高潮

部分提前交代出来。小说的主体部分虽未开始，

但第一章以元小说夹杂着后现代小说那种碎片式

的叙事模式似乎表明冯内古特在为整部小说的叙

事结构定调子。传统小说以时间为线索进行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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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小说要经过一系列的事件之后，各种人物间的

冲突导致矛盾彻底激化，从而使情节达到高潮，然

后以冲突和危机的解决及确定的结尾使线性的情

节脉络到达终点。冯内古特采用元小说和碎片式

等叙事模式，意在颠覆和解构传统小说的叙事模

式、情节发展模式和人物冲突解决的模式。局部

戏拟的例子在小说中俯拾皆是。在第一章，冯内

古特以作者和叙事者的双重身份，用第一人称讲

述自己在老战友伯纳德·弗·奥黑尔的家中与奥

黑尔的妻子玛丽谈到自己打算写一本有关德累斯

顿大轰炸的书时，玛丽因为不愿意让她的孩子和

别人的孩子死于战争，因此对冯内古特的写书计

划非常气恼。冯内古特的一句“我要给这本书题

名为《儿童十字军》”就让玛丽平静下来，并和自

己成了朋友。很显然，玛丽要么对“儿童十字军”
的了解有局限性，要么她觉得这样的书名不会通

过宣扬战争的英雄主义而对青少年起到蛊惑和怂

恿的作用。此外，冯内古特还通过儿童十字军的

悲惨命运与传奇文学对其进行的夸大甚至是歪曲

进行了嘲讽:“历史以其庄严的篇章告诉我们，十

字军参加者只不过是些无知的野蛮人，他们的动

机纯粹是执拗和偏见，他们的道路布满了血和泪。
但另一方面，传奇文学却夸大了他们的虔诚和英

雄主义，用最热烈而激情的色彩描绘他们的美德

和高尚行为，描绘他们为自己赢得的不朽荣誉和

为基督教作出的伟大贡献”( 冯内古特 1998: 15) 。
第三章有一个典型的戏拟例子，表达了作者

对战争摧残人性的辛辣的讽刺和批判。在被押送

到德累斯顿集中营的火车上，一个 40 岁的战俘和

毕利同在一个闷罐车厢中。曾经是流浪汉的他不

断在说:“从前我可饿得更厉害呢，”这个流浪汉

对毕利说，“我以前呆过的许多地方比这里糟很

多，这儿还不赖”( 同上: 54) 。到火车行驶第八天

的时候，流浪汉死了。他临终前的最后几句话竟

然是:“你以为这糟吗? 这并不赖呀!”( 同上: 62)

押运战俘的闷罐车拥挤不堪，极端恶劣的光线和

通风条件使车厢内污秽不堪，数名战俘因为伤病

而死亡，但这个流浪汉竟然觉得条件还不赖，比他

以前呆过的很多地方要好。冯内古特从流浪汉的

视角，把流浪汉在社会底层的生活同战俘被关押

的生活进行戏拟性的对比，以此无情地讽刺了人

类社会对生活在底层的人是多么的漠视，一个流

浪汉在和平年代的生活都不如一名战俘的生活。
在第五章，毕利和其他战俘坐了 10 天的闷罐车，

来到了为杀害俄国战俘而建造的剿灭营( extermi-
nation camp) 。迎接毕利这些美军战俘的五十多

个中年英国军官虽然同为战俘，但他们身体强健、
满面红光，衣着整洁而且热情好客，他们在冬夜里

唱着《彭赞斯海盗》的插曲欢迎美军战俘，好像是

在和平年代举办一场大型的欢迎晚会。连德国人

都觉得英国战俘这样做符合英国人的派头，因为

他们使战争显得时髦、合理和有趣。这些英国军

官“……还一直练举重，拉单杠。他们的腹部好

像搓衣板。他们的小腿和手臂的肌肉像炮弹。他

们全是下棋、打牌、玩字谜游戏、打乒乓球和打弹

子的能手”( 同上: 73 ) 。这些英国人获得的食物

虽然是红十字会运送给他们的，但他们根本不知

道其它一些日用品如肥皂和蜡烛的来历: “只有

蜡烛和肥皂是德国货。它们都带有同样可怜的乳

白色光泽。英国人无从知道其中底细: 这些肥皂

和蜡烛使用犹太人、吉普赛人、漂亮姑娘、共产党

人以及这个国家的其他敌人身上的脂肪制成的”
( 同上: 75) 。

衣着整洁的英国军官根本不会想到，他们每

天洗漱用的肥皂和将宴会厅照得灯火通明的蜡烛

很有可能是德国纳粹士兵杀死自己同胞之后，用

他们身体的脂肪制成的。冯内古特以此无情地讽

刺了人类之间互相杀戮甚至比动物还凶残的本

质。宴会般丰盛的晚餐和招待晚会的氛围使人无

法将这一切和德国法西斯的集中营联系起来。格

林童话中灰姑娘的故事被戏拟之后产生了黑色幽

默的效果，使人哭笑不得。英国军官为招待美国

战俘演出一场男人版的《灰姑娘》，一个军官模仿

灰姑娘失望的口气，但夹杂着脏字的对句令毕利

觉得非常滑稽，听了之后不仅大笑而且尖叫:“天

哪，时钟已经敲过———哎呀，我那倒霉的运气啊”
( 同上: 77) 。在整部小说中几乎没笑过的毕利竟

然能在德国纳粹关押盟军战俘的集中营里大笑不

止，甚至尖叫，直到被人绑住并注射了吗啡才止

住。毕利的笑发自内心深处被长久压抑和折磨的

苦痛，是战争环境和死亡恐惧压迫毕利和其他战

俘，直至扭曲和摧毁他们的精神世界造成的。这

是一种“绞架下的幽默”或“大难临头时的幽默”。
而侥幸躲过战争劫难的毕利回到美国后虽然事业

有成，物质条件舒适，按常理应该感到幸福和开心

的他时常被梦魇般的战争经历折磨得精神分裂。
由此可以看出，冯内古特通过英军战俘模仿格林

的童话故事《灰姑娘》，目的在于反映毕利这个反

英雄人物形象对这场荒诞滑稽表演的感受，讽刺

和批判美国政府和美国社会对人性的摧残和践

踏。英国战俘们将灰姑娘这样一个美丽的童话故

事在战俘营这座人间炼狱演绎出来，“灰姑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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诙谐台词对罹患了精神分裂症的毕利产生了如此

出乎意料的滑稽效果，极大地讽刺了遭遇战争创

伤并时刻面临死亡威胁的战俘们强作欢颜的病态

心理。童话中美好的爱情故事和结局、笼罩在德累

斯顿战俘营的死亡和绝望气氛以及痛苦中的强颜

欢笑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冯内古特的病态幽默将灰

姑娘故事这个前文本移植到《五号屠场》这个当前

文本中，目的在于以黑色幽默的手法，借助前文本

的美来讽刺当前文本中现今人类世界的丑。

三

冯内古特在《泰坦星上的海妖》中戏仿了《圣

经》中的“摩西十诫”。充分体现了平等的“人神

契约”精神的“摩西十诫”被称为人类有史以来的

第二部成文法律。所谓“人神契约”的平等性体

现在: 任何人要毁约都会受到上帝的惩罚，但人也

有“神不佑我，我即弃之”的权利。小说中，康斯

坦特的公司“星际空间”建造了一个直径 36 英尺

高 300 英尺名叫“鲸鱼”的火箭，有容纳 5 个乘客

的舱位。原教旨主义牧师波比·邓坦借用《圣

经》中上帝的话“不! 离开那儿! 你用那个东西

去不了天堂或任何别的什么地方! 解散! 听到没

有?”( Vonnegut 1959: 32 ) ① 冯内古特借用牧师之

口摹仿上帝告诫人类的话，目的在于讽刺并规劝

那些想要乘坐火箭或宇宙飞船进入天堂的人们放

弃这一不切合实际的荒谬计划: “你们要放弃考

虑那些通往天堂的那些疯狂的塔或者火箭什么

的，要开始考虑如何做更好的邻居、更好的丈夫、
更好的妻子和更好的子女! 不要指望依靠火箭获

得拯救———要依靠你们的家和教会!”( 同上: 32)

冯内古特摹仿上帝的话，讽刺的是上帝的自私和

狭隘，但借上帝之口说的这些话实际上是在帮助

人类找到解决人类自身问题的办法: 科技的发展

过于影响了人类，使人不去认真地并切合实际地

找出解决人类社会面对的各种危机和问题的出

路，完全依靠高科技去探索外太空，希望在外太空

寻找并建立人类的天堂般的王国。波比·邓坦牧

师提醒人们上帝已经为人类建造了最漂亮的宇宙

飞船，这里说的宇宙飞船指的是上帝为人类创造

的使人能够舒适生活的地球。接着，冯内古特接

牧师之口强调，上帝对人类生活在地球这只宇宙

飞船上只提出了做 10 个检查的要求，而要发射

“鲸鱼”号火箭，上帝要人类做的检查恐怕就要有

11000 个了。这 10 项检查实际上就是对《圣经》
典故“摩西十诫”的戏仿。“摩西十诫”在《圣经》
中共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在《出埃及记》( Exodus)

中，另外一次出现在《申命记》( Deuteronomy) 中。
基本内容讲的是一样的: 移居到埃及后的犹太人

由于勤奋且擅长贸易积累了很多财产，执政者对

犹太人的不满和恐惧使得他们采取杀戮新出生的

犹太男婴等办法迫害犹太人。在神的感召下，摩

西带领犹太人逃离埃及，返回故乡的途中，在西奈

山的峭壁上，得到了上帝之手刻下的 10 条戒律。
作为《圣经》宣扬的人必须遵守的基本行为准则，

“摩西十诫”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十分深远，逐渐成

为西方文明的核心道德观。只不过“摩西十诫”
在《圣经》中是从一到十按顺序排列，在小说中作

家有意地以倒计时的方式从十到一被重新安排，

由邓坦牧师以问问题的方式向人们发出: 10．“你

们贪恋邻居的房屋，或者他的仆婢、牛驴以及他的

任何东西吗?”9．“你们做假见证陷害邻居吗?”
8． “你们偷盗吗?”7． “你们奸淫吗?”6． “你们

杀人吗?”5． “你们孝敬父母吗?”4． “你们记得

并守安息日吗?”3． “你们妄称你的上帝耶和华的

名字吗?”2． “你们雕刻任何偶像吗?”1． “你把任

何别的神置于你的上帝———唯一真正的上帝———
之前吗?”( 同上: 33 － 34)

除了对第五个和第四个问题回答“是”之外，

所有人对其它 8 个问题的回答都是“不”，说明人

能够正确回应上帝对人提出的基本行为准则的要

求。作为《圣经》典故，“摩西十诫”这样一个前文

本移植到《泰坦星上的海妖》这个当期文本中，被

牧师用作向教徒们所做的步道中的主要内容，其

中的寓意十分深刻。摩西依靠“十诫”所拥有的

宗教道德力量约束并带领犹太人回到了家乡; 相

比之下，牧师同样也扮演着摩西的角色，用“十

诫”所具有的道德威严和力量告诫并启发人们正

确认识人类的出路，用宗教精神统一人们的思想，

带领人们走出精神上的困境。“十诫”以问题的

形式由牧师向众人提出，目的是让人们以自愿而

不是以强迫的方式对上帝的要求做出回答，这与

《圣经》中的“摩西十诫”以神谕的口气和陈述句

的形式提出形成很大的反差，颠覆并嘲笑了上帝

神谕的权威性，同时讽刺了“摩西十诫”后来的命

运: 当摩西意识到族人根本不遵从这些戒律，一怒

之下就将上帝之手刻下的石碑毁掉。用倒计时的

方式向人类重提“十诫”，其用意如同拳击比赛中

的倒计时一样，人类如果不能以“十诫”为戒来约

束自己的行为，就有可能像爬不起来的拳击手那

样在较量中彻底败下阵来。此外，在《泰坦星上

的海妖》中，冯内古特还戏仿了《基甸圣经》( Gi-
deon Bible) “创世纪”篇的开头。《基甸圣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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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文 原 文 为“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the
heaven and the earth”。时年 39 岁的诺埃尔·康

斯坦特是生意场上的失败者，但他将《圣经》“创

世纪”篇的第一句话按照一种独特的方式排列之

后做投机生意，获得巨大成功。他把这句话首先

用大写字母写出来，每个字母用句号隔开，每两个

字母分成一对，中间用逗号分开，变成以下的组

合:“I． N．，T． H．，E． B．，E． G．，I． N．，N． I．，N． G．，
G． O．，D． C．，Ｒ． E．，A． T．，E． D．，T． H．，E． H．，E．
A．，V． E．，N． A．，N． D．，T． H．，E． E．，A． Ｒ．，T．
H．”( 同上: 74 ) 诺埃尔然后寻找以这些字母组

合为缩写的公司并购买它们的股份。他开始的投

机原则是在一段时间里只持有一个公司的股份，

然后将所有的储备金投进去，等到股份涨到原来

的两倍时再立刻卖掉。他所做的第一项投机生意

选择了国际硝酸盐公司( International Intrate) ，接

下来又投资了特洛布里奇直升机公司( Trowbridge
Helicopter) 、伊莱克特拉面包店( Electra Bakeries)
和伊特尼提花岗岩公司 ( Eternity Granite ) 等等。
“这之后，他② 继续从他的《基甸圣经》中取得建

议，但他只持有他喜欢的公司的大份额的股份。”
( 同上: 75 ) 直到诺埃尔·康斯坦特离开人世，

《基甸圣经》从来都没欺骗过他，他儿子马拉其·
康斯坦特沿用父亲的做法也依然奏效。冯内古特

在此讽刺的是作为基督教经典的《圣经》，被尊奉

为教义和神学的根本依据、西方文化的重要源泉

并对西方社会精神信仰和行为方式影响巨大的

《圣经》，给人带来的不是灵魂上的安慰和信仰上

的引领，而是对少数人的恩宠和偏爱，对康斯坦特

父子两人投机行为的特殊眷顾。冯内古特对这一

前文本的戏仿，目的在于指出: 不管是像康斯坦特

这样的人误解、误用了《圣经》，还是《圣经》对人

进行了误导，《圣经》的功用在小说中只能给少数

投机分子人带来财运，帮助他们实现发财致富的

梦想，而不能在精神和信仰方面为他们引路。

四
归根到底，戏拟关注的实际上就是文本之间

的关系，一种文本间性，即被模仿的文本和模仿的

文本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动力过程; 同时，从解释学

的角度看，戏拟也表现了一种主体间性，即戏拟作

家与其他文本、读者与文本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
在具体的文学文本中，作家通常将两个文本———
自己的作品 ( 当前文本) 和被模仿的文本 ( 前文

本) ———并置起来，通过客观的比较和有意的修

正，在既肯定又否定、既保留又颠覆中使读者看到

模仿和被模仿文本之间重复之中的差异与差异之

中的重复。戏拟是否能达到嘲讽、荒谬或喜剧的效

果，一方面取决于作者对被模仿文本理解和掌握的

程度以及对被模仿文本的形式和技巧的熟练程度，

另一方面则取决于读者对文学传统、文本知识量和

阅读量，尤其是对被模仿的前文本的了解程度。

注释

①上帝说的“那儿”指的是天堂，而“那个东西”指的则是

人类当时联合起来兴建的希望通向天堂的高塔———巴

比塔，也称巴别塔或巴贝尔塔。为了阻止人类的这个

计划，上帝有意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目的在于使人类

无法自由沟通，从而使人类联合起来去往天堂的计划

失败。笔者注。
②指诺埃尔·康斯坦特，笔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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