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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呈此论文摘要予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评论会 

以符合文学硕士课程之部分要求 

论张贵兴的成长小说 

 蔡玉桂 

二零二零年七月 

主席 ：庄华兴副教授  

学院 ：现代语文暨大众传播 

从 1970 年开始创作迄今，张贵兴的写作历程大致可分三个时期，即在故乡婆罗

洲时期的初试啼声（1970-1976），留台大学毕业后结合中国旧小说技巧的创作

探索期（1977-1995），再到后期回归婆罗洲的雨林书写（1996-2018）。本论文

将从成长小说的视角，探讨张贵兴的前期和创作探索期的小说。张贵兴当下的小

说跟他在婆罗洲年少时期的试笔关系紧密，过程中留下了成长的痕迹与变异。本

论文将以张贵兴赴台之前发表在婆罗洲当地报章即《美里日报》文艺版，西马刊

物《学报》、《蕉风》与其他国内外杂志上的作品，以及四本小说为研究对象，集

中探讨他在婆罗洲时期的文学养成条件，并分别根据其成长小说的外延和内延主

题进行文本探析。最后尝试梳理出张贵兴的小说创作在前后两个时期的关系。 

关键词：张贵兴、婆罗洲、成长小说、外延主题、内延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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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k tesis yang dikemukakan kepada Senat 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sebagai memenuhi keperluan untuk ijazah Master Sastera 

FIKSYEN ZHANG GUI XING DARI PERSPEKTIF Bildungsroman 

Oleh 

CHUA GEOK KWEE 

Julai 2020 

Pengerusi   : Profesor Madya Chong Fah Hing, PhD 
Fakulti : Bahasa Moden dan Komunikasi 

Sejak mula berjinak-jinak dengan penulisan sastera pada tahun 1970 sehingga 
kini, karier penulisan Zhang Guixing dapat dibahagi kepada tiga peringkat , iaitu 
peringkat permulaan yang menyaksikan penulisan beliau pada zaman remaja di 
tempat lahirnya bumi kenyalang (1970-1976), peringkat mencari asas penulisan 
dengan memanfaatkan gaya penulisan tradisional China sepanjang tempoh 
pengajian di Taiwan (1976-1995) dan peringkat akhir tatkala beliau 
menyuguhkan karya-karya berlatarkan hutan hujan serta alam flora dan fauna di 
Kepulauan Borneo (1996-2018). Novel Zhang pada peringkat mutakhir 
sebenarnya amat berkait rapat dengan penulisan beliau pada zaman remaja di 
Sarawak, sehingga meninggalkan jejak-jejak pengalaman kedewasaan serta 
perubahannya. Kajian ini cuba memanfaatkan Teori Bildungsroman untuk 
meneliti karya-karya peringkat awalnya yang disiarkan di Miri Daily News, 
majalah Xuebao (Penuntut) dan majalah Chao Foon yang diterbitkan di 
Semenanjung serta empat buah kumpulan fiksyen yang telah dibukukan. Kajian 
ini akan meninjau unsur-unsur yang mendorong beliau mendekati dunia 
penulisan sastera di Borneo sejak 1970-an. Seterusnya, kajian akan memberi 
fokus kepada analisis penulisan karya Bildungsroman, khususnya cerpen dan 
novelet, mengikut tema luaran dan dalaman.  Akhirnya, pengkaji akan meninjau 
hubungan penulisan karya Bildungsroman Zhang Guixing pada 1970-an dengan 
karya mutakhir beliau. 

Kata Kunci:  Zhang Guixing    Borneo    Bildungsroman  Tema luaran 
 Tema dala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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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f thesis presented to the Senate of 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in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THE FICTION OF ZHANG GUI X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ldungsroman  

By 

CHUA GEOK KWEE 

July 2020 

Chairman : Associate Professor Chong Fah Hing, PhD 
Faculty   : Modern Languages and Comunication 

From 1970 to date, the path treaded by Zhang Guixing in his creative literary 
endeavours can be briefly divided into three periods: the preliminary period in 
Sarawak which is his homeland in Borneo (1970-1976), the exploratory period 
during and after his tertiary education in Taiwan when his writings drew much 
from the techniqu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fiction (1977-1995), and the late period 
devoted to the writings based on the Borneo rainforests (1996-2018). This thesis 
adopts the perspective of bildungsroman to study Zhang Guixing’s works in his 
preliminary and exploratory periods. The current writings of Zhang Guixing are 
closely related to his preliminary works during his teenage years in Borneo which 
reveal the trails and changes in his growing up process. This study covers the 
works of Zhang Guixing prior to his years in Taiwan which were published on the 
literary pages of Miri Daily News, a local newspaper in his hometown, as well as 
in the West Malaysian magazines Xue Bao (Student Monthly) and Chao Foon 
plus other magazines within the country and abroad, together with his four 
published books of fiction. In this thesis, the conditions in his Borneo homeland 
that had impacted on his literary pursuits are explored, followed by a text analysis 
based on the extrinsic and intrinsic themes in his bildungsroman writings. Finally, 
an attempt is made to set forth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Zhang Guixing’s works 
of fiction in his preliminary and late periods.  

Keywords:   Zhang Guixing   Borneo   Bildungsroman   Extrinsic theme 
Intrinsic t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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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主体、问题意识与研究问题 

当马华文学的聚焦点放在婆罗洲时，论者一般不会忽略北砂的一位作家——张贵

兴。他是在台马华作家，获奖无数，也是第 15 届花踪文学奖马华文学大奖得奖

人1。 

张贵兴（1956—  ）, 祖籍广东龙川，出生于砂拉越州美里省的罗东镇。他 19 岁

那年离开家乡到台湾念大学，25岁入籍台湾2。张贵兴 14岁在美里日报发表第一

篇小说〈复仇〉3。此后，使用纪小如、羽裳、纪文如等笔名在砂拉越文艺副刊

和西马杂志发表作品。正如张贵兴在《我们留台那些年》里写了一篇回忆录〈绝

对孤独无情〉中提到： 

“1974 年年底高中毕业，摆荡一年八个月，1976 年 9 月決定赴台升学。

那一年八个月乃人生中最写意和茫然的日子吧。用风花雪月的笔名，写

了不少不三不四的东西，发表在《美里日報》、《蕉风》、《学生周

报》。十九岁前的活跃地在北婆罗洲的美里和罗东镇。”（2014，页 84） 

可见，张贵兴早在中学时期就开始创作，部分作品发表在砂拉越的报章文艺副刊，

如《美里日报》的〈艺林〉和〈竹原〉等副刊以及《蕉风》和《学报》等杂志。

高嘉谦（2015.2）在〈带着一种追寻生命意义的感觉就入林了〉的访谈中提到，

张贵兴到台北念书之前，曾在砂拉越的文艺副刊和文学杂志写稿，赴台后也依然

给《蕉风》4 投稿， 可说是从年轻时代就对写作充满了理想。 

1  2019 年 8 月，张贵兴凭新作《野猪渡河》，荣获第 15 届花踪文学奖之马华文学大奖。 
2 他在《猴杯》（2019）的外一章〈雨林就是我从小流血撒尿的土地：答客问〉（页 319）

中表示：“来台前，我是砂拉越的华人……我是出生在南洋的第三代华人”。 
3 笔者于 2016 年 10 月 03 日通过脸书与张贵兴联系，他透露早期写文章用过很多笔名，

印象中，发表〈复仇〉时用的笔名是 “靖鑫”，发表年代可能是 1970 或 1971。经笔者到美

里《联合日报》（《美里日报》前身）报馆翻查旧报，许多 1970 到 1971 年的副刊都不

齐全，不见此文。   
4  张贵兴从 1975 年 5 月开始在《蕉风》第 267 期发表短篇小说，篇名为〈舅舅〉，署名为

羽裳。从 1975 年到 1984 年期间，他先后以不同的笔名给《蕉风》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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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张贵兴的成长年代正逢马来西亚独立之后，时代变动，华巫关系处于紧张

的状态，尤其是 1969年全国大选，将马来西亚种族冲突推向顶峰5。 此时期恰逢

台湾制定“华侨学生申请保送来台升学办法”，这项政策吸引了不少华人子弟将

台湾视为他们留学的目的地，张贵兴正是其中一位申请者。 

1976 年 9 月，他毅然选择离开居住了长达 19 年的故乡，赴台入国立台湾师范大

学英语系就读。师大毕业后，他曾担任出版社编辑，继续创作。6年后，即 1982

年，他放弃马来西亚国籍，正式入籍台湾。后来他选择到台北市立成渊高中担任

英文教师。在执教之余，他继续写作，后来在台湾文学奖中逐步获得文坛的瞩目

与肯定。2001 年，张贵兴以长篇小说《猴杯》同时荣登中国时报·开卷周报“十

大好书”、联合报·读书人周报最佳书奖及中央日报·出版与阅读“十大好书”金

榜。为了写小说，他于 2016 年 7 月选择届龄退休，专心投入长篇小说的创作中
6。2018 至 2020 年，他获奖无数，其中包括第七届联合报文学大奖。 

从 1970 年开始创作迄今，笔者认为张贵兴的创作历程大致可分三个时期，即在

故乡婆罗洲的初试啼声期（1970-1976）7，作品散见于婆罗洲当地报章如美里日

报文艺版《艺林》、《竹原》，西马刊物《学生周报》 、《学报月刊》与《蕉

风》；再到留台大学毕业后结合中国旧小说技巧的探索过渡期（1977 - 1995）8，

本阶段出版著作有《伏虎》（1980）、《柯珊的儿女》（1988）、《赛莲之歌》

5  马来西亚联盟阵线在 1969 年联邦议会选举中所获选票只占了总选票的 48.11%，失去

压倒性多数，同时失去雪兰莪、霹雳州和槟榔屿三个州的控制权。当时雪兰莪州政权落到

华人在野党民主行动党手中。根据国家行动理事会（The National Operations Council） 

的书面报告，当时华人欣喜若狂，于 5 月 12 日举行祝捷游行，对马来人进行无端的讥讽

和嘲笑。陷入惶恐且怒不可遏的马来人于 5 月 13 日进行反祝捷游行，但在聚集过程中发

生了严重的种族冲突，他们对华人拳打脚踢、袭击华人汽车、焚烧华人店铺，酿成了 513 

骚乱事件。根据官方说法，这场大马历史上最严重的骚乱事件导致 196 人丧命。后来

政府担心华人势力渐渐强大，就开始实施对华社不利的政经文化政策，从经济文化教育等

各领域打压华人社群。 （1969 ，页 30-69） 
6  他在 2018 年 8 月 31 日接受白依璇的采访时表示，他于 2016 年 7 月自台北市成渊高中

英文科退休，虽然可以获得续聘继续教书，但为了专心写作，他毅然选择退休。此后花了

一年多，终于完成最新著作《野豬渡河》。他鲜少涉足文坛，多年来他的主业就是执教。

近年虽有数本研究他的专论，学术界更视他为“当今最重要的华文作家之一”，但这一切似

与他无关，他并沒有刻意追求作家的光环。不过，选择届龄退休专心写作，或许正透露出，

他本质就是一位小说家。 
7  第一时期（1970-1976）为他在故乡婆罗洲的初试啼声期，以写故乡的人、事和物为主，

属于实写阶段，文体除了短篇小说，尚有散文、诗歌及文学评论，发表于美里日报、《学

报周报》、《学报半月刊》以及《蕉风》，详细资料可参考附录一。 
8 第二时期（1977-1995）为探索过度期，是张贵兴赴台后所写的作品，开始以中国古典

小说叙事方式为取径，部分作品明显地受到司马中原乡野传奇式的小说影响，虽然偶尔有

作品触及故乡婆罗洲的人、事和物（如1992年的《赛莲之歌》），但整体风格已经和初

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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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薛理阳大夫》（1994）；最后是全盛创作期（1996-2018）9，即

他后期回归婆罗洲的雨林书写，著作有《顽皮家族》（1996）、《群象》

（1998）、《猴杯》（2000）、《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2001）与近

著《野猪渡河》（2018）。《野猪渡河》10 是张贵兴退休后交出的最新长篇小

说，虽时隔多年，却与前期作品《赛莲之歌》、《群象》、《猴杯》一脉相承，

小说背景仍然是婆羅洲，以该地热带莽丛间遭野猪环伺的豬芭村为书写場景，故

笔者把它归为第三时期作品。另外，台北联经也于 2013 年出版张贵兴作品集 1

《沙龙祖母》。 因此，目前张贵兴共交出 7 部长篇小说和 3 部短篇小说集。王德

威肯定他是当代华语世界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他的长篇小说《群象》和《猴杯》

奠定了他的文学地位。 

许多文学评论家论张贵兴时往往集中于其后期的成名作品——《群象》、《猴杯》

和《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等。研究的角度主要集中在作品的雨林风格和

叙事类型、南洋色彩、象征意义、人物形象、原乡书写、国族书写、异族文化等

方面。相对的，张贵兴初试啼声期和探索过渡期的作品却被忽视了。高嘉谦在

《沙龙祖母》代序的〈台湾经验与早期风格〉中写道：“长期熟读张贵兴小说的

读者，应该知道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这位被视为奠定马华雨林书写的小说家，

其实还有一个没有雨林，甚至没有多少马华色彩的写作阶段。”（页3）的确，

张贵兴作为当今其中一位有影响力的中文小说家，其作品的思想内涵和美学价值

理应还可以做多方面的阐释，甚至他上述两个时期的少作也应该被重视。这是由

于张贵兴当下的小说跟他在婆罗洲年少时期的试笔关系紧密，过程中留下了成长

的痕迹与蜕变。他少作中的成长主题对他往后的创作起了铺垫作用，实有讨论的

必要。黄锦树曾在〈词的流亡——张贵兴和他的写作道路〉一文肯定张贵兴在文

字艺术上的高度美学。他表示张贵兴早在进入大学之前就开始在创作上进行探索，

部分作品发表在《蕉风》。《伏虎》11虽是第一部著作，但很多少作没有收入其

中。目前的研究还没有论者从成长小说的视角来分析其少作。事实上, 张贵兴的

少作包含了成长叙事的元素，值得进一步深究。因此，本论文将从成长小说的视

角，探讨张贵兴的初试啼声期和探索过渡期的小说。 

本论文将以张贵兴赴台之前发表在婆罗洲当地报章，即美里日报文艺版，西马刊

物《学报》、《蕉风》与其他国内外杂志上刊登的作品，以及小说集《伏虎》、

《柯珊的儿女》、《沙龙祖母》和长篇小说《赛莲之歌》为研究对象，集中探讨

他在婆罗洲时期的文学养成条件，并分别根据其前期和创作探索期小说的成长主

题进行文本探析。最后尝试梳理与考察张贵兴的小说创作在前后两个时期的关系。 

9  第三时期（1996-2018）为张贵兴小说的全盛创作期，作品回归关照婆罗洲雨林。至此，

《群象》、《猴杯》、《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等“雨林三部曲”，已然成形。 
10  张贵兴最新作品《野猪渡河》自 2015 年开始酝酿，2016 年 11 月动笔，2018 年 4 月

定稿，一气呵成。与上一部作品相隔 16 年之久。  
11  张贵兴在《我们留台那些年》的回忆录〈绝对孤独无情〉中写道：“大四即将毕业前，

时报出版社同时出版八本新锐作家的小说集，名之曰“八骏图”。第一本小说集《伏虎》就

在这个情况下出版。现在回顾，第一本书里的作品皆是习作。”（2014，页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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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问题如下： 

i. 探讨张贵兴早期的文学滋养与补给。如婆罗洲时期的教育与生活经验、文社的

启蒙、书籍选择和获取渠道以及少年在婆罗洲时期的试笔。 

ii. 从成长小说的角度切入，鉴定张贵兴初试啼声期和探索过渡期作品中的书写主

题，并以外延和内延两个取向去分析其成长小说的主题。 

iii. 探讨张贵兴成长小说与后期作品的关系。后期成名的作品之主题或题材是否

在前期有迹可循，有哪些作品的生命获得延续或再生。 

1.2 前人研究已涉猎范畴 

蒐集张贵兴小说现有的研究文献时，发现有关他的评论或研究并不多，而研究他

的论文大多出自旅台的马华作家或学者，如黄锦树、张锦忠、高嘉谦、李有成和

胡金伦等在台同乡。当然，也有港台和大陆学者如王德威、朱崇科、简文志的单

篇论文，对张贵兴作品进行专题论述，但大多针对他后期的成名作。 

研究张贵兴的学位论文中，有三篇硕、博士论文，是以主题合论方式12讨论其作

品，包括陈惠龄（2005）的〈台湾当代小说的乌托邦书写〉（国立高雄师范大

学国文研究所博士论文）；沈曉雯（2006）撰写的〈当代台湾小说的神话学解

读〉（ 国立暨南国际大学中国语文研究所硕士论文），还有张馨函的〈马华旅

台作家的的原乡书写研究（1976-2010）〉（国立台北大学硕士论文）。 

后来出现关于张贵兴个人专论的硕、博士论文，如台湾佛光大学陈美兰的〈张贵

兴小说研究〉和台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的侯纪萍（2009）的〈雨林的复仇—

—张贵兴小说的原乡意识研究〉、台湾国立政治大学阮蕙莉（2014）的〈张贵

兴小说的国族书写〉和拉曼大学黄丽丽的〈张贵兴与莫言小说中感官书写的比较

研究〉等硕士论文。  

12 主题合论方式是指研究者的论文以一个明确的主题或研究核心为主轴，并采用不同作

家的作品来论述同一主题，谓之合论。例如陈惠龄（2005）的〈台湾当代小说的乌托邦

书写〉，以乌托邦书写为专题研究，分别以当代台湾三部长篇小说——白先勇《孽子》、

张贵兴《群象》、朱西甯《华太平家传》作为研究对象，论述这三部小说中具有“追寻”指

标意义的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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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虽没有全面研究张贵兴小说的专书，但诸多学者对张贵兴各篇小说的分析，

对于后来的研究者有一定的帮助，对于理解张贵兴的创作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以下笔者将按照主题分类逐一探讨前人的研究范畴与成果: 

1.2.1 原乡意识 / 原乡书写 

简文志（2004.4）在单篇论文〈张贵兴小说的叙述辩证——兼以想像旅台马华文

学的未来〉中提到, 张贵兴作品里展现的原乡的南洋性格早在第一本小说集《伏

虎》中确立了文本性格。《顽皮家族》继续确立马华漂流离散的属性。而《赛莲

之歌》则是马华青年的情欲初旅。而张贵兴后期的作品回归寻找记忆中的雨林，

人性恶劣的根源，透过对不同文化与文明的诠释，发现异质性。此论文也特别提

及张贵兴作品里独特的文字风格与修辞美学。最后他以“台湾文学未來学”为结

论，冀望这位旅台马华作家对台湾文学有新发展的可能。 

张馨函（2012）的〈马华旅台作家的的原乡书写研究（1976-2010）〉第三章为

张贵兴原乡史诗营构，着重点在张贵兴的雨林三部曲：第一节：砂拉越华人移民

史诗形构：从黑暗面来写移民的华人。第二节：原乡史诗的混血模式（龙鳄精

神），他以张贵兴的雨林三部曲《群象》、《猴杯》和《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

公主》，从情节来佐证张贵兴有计划地从血泪史的另一半翻转书写原乡。他采用

了黑格尔的史诗理论来探讨张贵兴原乡小说里的人物，尤其是《群象》的施仕

才。他提出张贵兴以龙与鳄的结合图腾来说明他对华族和砂拉越伊班族的混血模

式之认同。此论文也特别提出了张贵兴文学雨林的“优养化”13现象。张馨函认

为“雨林文本”就如同自然界中的湖泊，创作时如果放入过多的文学技巧或文化

知识——即作者选用的僻字、特殊词藻和物种形象，全部都在同一个文本被大量

生成、堆砌，则会导致雨林文本被展演成太华丽，词汇的再生能力到达巅峰，这

将是导致他日后文章难以再突破的原因。不但故事流畅性受阻、物种形象缺乏、

新词汇的激活和雕琢也会流於呆板，甚至文本敘事空間剧减。《南國公主》的雨

林消退現象就是最好的证明。 

黄丽贞（2013）在其硕士论文〈旅行者的回望——论张贵兴的原乡书写〉以张

贵兴四部书写原乡的作品为核心，旨在挖掘他原乡书写的多面意涵以及离散书写

的特点。论者先梳理张贵兴的寻乡路程，呈现他离散的处境并探究其原乡书写的

动机。然后通过文本分析，归纳原乡书写为三大主题，即二元乡愁、族群历史书

13 张馨函（2012）在论文中特别提出“优养化（eutrophication）”概念，优养化原本是生

态学名词，指湖泊中因自然或人为因素流入过多的营养盐，导致水域內的水草、藻类获得

大量养分而迅速繁殖。大量的藻类在水域中的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导致溶氧量日夜剧变，

夜間溶氧量太低的缺氧状态造成了鱼类的大量死亡，水质恶化。（蔡福水（2007），页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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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和雨林地景。此论文的另一特色是论者解读了原乡人物所承载的象征意义，按

照父辈华人形象、异族形象和女性形象分类并归纳类型特征，解读人物形塑策略

的深层内涵。她总结出身份悬置、文化失根是张贵兴原乡书写的契机，并阐发张

贵兴原乡书写的思想价值，也对其作品的艺术价值进行补充， 指出其作品可能

存在的弊端和发展空间。  

朱双一在单篇论文〈赴台马来西亚侨生文学的中华情结和南洋色泽〉中认为马华

文学是中国侨民及其后裔所创作的文学，一方面流露出对故国家园的眷念，另一

方面也开始正视当前落地生根的新土地的现实，描写新国度、新生活和新感受。

因此，马华新文学中无法抹去两种相异又相关的两大文化元素：中国特性和南洋

色彩。他认为张贵兴的文学创作有别于温瑞安和李永平的作品，尤其是他的《赛

莲之歌》更充满了南洋色泽，不但描写原乡南洋热带特有的风光，作品还带出了

这般环境所孕育出来的热带奔放的民族性格。 

朱崇科的〈台砂并置: 原乡/异乡的技艺与迷思——以李永平、张贵兴的小说书写

为中心〉提到身心的位移让张贵兴的原乡书写呈现出相对独特的轨迹，张贵兴的

作品有着从清新到重口的嬗变。张贵兴在八十年代以《弯刀・兰花・左轮枪》开

始涉及台砂并置，但他认为张贵兴台砂并置的代表性书写是《猴杯》和《我思念

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他强调其作品无论是持续台湾化还是要再婆罗洲化（即

再原乡化），都必须丰富自我认知、开拓书写资源，也须选择合适的叙事技艺，

将台砂并置书写提升到一个新境界。 

1.2.2 情欲、暴力和复仇意识 

台湾东吴大学候纪萍（2009）的〈雨林的复仇——张贵兴小说的原乡意识研究〉

是第一本比较全面研究张贵兴小说的学术论文。14此论文以复仇的观点探讨贯穿

《群象》、《猴杯》与《我思念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三本小说，并将之定位为

“复仇三部曲”。他认为这三本小说分别属于三种不同复仇心态和意义。《群象》

从“英雄”的复仇角度探讨国人对国与家的认同问题，《猴杯》从“兽”的复仇

视角來谴责人性对原乡的破坏，而《我思念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从“爱情”的

复仇视角出发。最后提出“复仇，复活了原乡”为论文基础，论述了复仇意识和

14 根据该论文在第179页写道“本论文是第一本比较全面性的研究张贵兴的学术论文”，在

2009年11月之前，只有两篇硕、博士论文曾经以主题合论的方式讨论过张贵兴的小说。

一为陈惠龄撰写的《台湾当代小说的乌托邦书写》（2005年，高雄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一为沈晓雯撰写的《当代台湾小说的神话学解读》（2006，暨南国际大学硕士论文），

还未出现关于张贵兴个人的专论。后来，佛光大学的陈美兰也在2010年5月完成其硕士论

文，论文题目为〈张贵兴小说研究〉，也是全面性研究张贵兴的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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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字”文风15复活了小说家意识中的雨林原乡，从情欲、逃避和贪婪三个方向

来观察欲望在雨林中的作用，以此对雨林展开诠释与想象。 此论文分析观点颇

为新颖，从另一个全新角度解读张贵兴的小说。 

王慧的〈错位的传奇故事.繁复的雨林书写———论张贵兴《我思念的长眠中的

南国公主》〉指出张贵兴的这个长篇以双线并行的结构讲述了发生在雨林和台湾

间爱欲纠葛的复杂故事。小说在暴力叙事与繁复的雨林书写之中，将沉沦与救赎、

罪恶与温情、性与政治等主题诠释得淋漓尽致。作为一个处于三重边缘位置的作

家，他在故事中融入了马华本土、中华形象甚至台湾社会的批判与反思。 

朱崇科（2008）在〈想象中国的吊诡:暴力再现与身份认同——以高行健、李碧

华、张贵兴的小说书写为中心〉认为在历史、文学与暴力之间存在着一种复杂的

互动联结。他以高行健、李碧华和张贵兴三个个案为论述中心，因为他们和离散

有着一定关系。相对于高行健的故国离散和李碧华对祖国的批判与亲近，张贵兴

对中国的想象有明显的差异。他认为张贵兴是以文学的形式再现海外华人移居、

奋斗、直面天灾人祸等的历史。在抒写华人艰难创业,立足本土优良品质的同时, 

张贵兴并没有忘记批判华人的劣根性，其雨林书写还表现出对“中国”的冷静思

考和态度, 甚至是强烈距离感。 

1.2.3 婆罗洲雨林书写 

李怡萩（2009）的〈论张贵兴的雨林书写〉以张贵兴婆罗洲雨林的作品为核心，

透过主题、典型人物的爬梳及雨林象征性意义的拆解，探讨张贵兴书写雨林的企

图及特色。 他在第三章分析张贵兴雨林书写的三大主题：变调的家园、流离的

原乡与魁惑的赛莲之歌。作为移民的第三代，张贵兴对于家乡南洋的书写不在于

美好的堆叠，反而往丑陋阴暗之处挖掘，使得雨林空間产生了象征性。另一方面，

张贵兴虽致力于营造婆罗洲雨林，却在雨林中穿插与安置許多中国元素，使得雨

林与中国性也构成了辩证关系。他总结张贵兴的雨林书写谋得了在台马华文学的

定位。 

黄锦树的单篇论文〈从个人的体验到黑暗之心——论张贵兴雨林三部曲及大马华

人的自我理解〉，论文中以雨林为舞台的长篇小说《赛连之歌》为主，讨论了事

实上已远离家国而精神上频频回顾，只剩下存有状态的书写者张贵兴。文章评论

张贵兴的叙事场景常发生在婆罗洲热带雨林，一方面涉及华人移民史，一方面展

现少见文字艺术上的高度美学。 

15 根据该论文第137页的解释，“放字” 就是“复活”了死掉的词语和新生的语言意象，放字

所引發的复活行为是一种创造性的开启，开启“已逝”与“未现”的语言生命。陌生化的放字

使自由的语言打破边界，让曾经失语的字词再度复活。 



© C
OPYRIG

HT U
PM

8 

林运鸿的单篇论文〈邦国殄瘁以后，雨林里还有什么？──试论张贵兴的禽兽大

观园〉，以《群象》和《猴杯》为例，认为张贵兴的小说中婆罗洲雨林书写其实

是解剖人性的动物图腾，而对国族的观点存疑。为什么张贵兴的故事总是发生在

其林蔼蔼的蛮荒？作者认为那是因为雨林里总关联一只洪荒恶兽:它是《赛莲之

歌》里的大蜥蜴、《群象》里的鳄鱼、《猴杯》里的犀牛，当然也是《薛理阳大

夫》、《南国公主》里的恶虎。 他试着以这个新的论点，说明这一主题早在张

贵兴的〈伏虎〉中，便已经初露端倪，从少作〈伏虎〉起始，张贵兴就书之再三

反复为此异物造像。他许多小说以动物命名，像是〈伏虎〉、〈狼劫〉、〈如果

凤凰不死〉、《群象》、《猴杯》等等，篇名里早已暗示禽兽的形貌称号，彷彿

一种图腾崇拜。好比早期〈草原王子〉里贪婪的大蜥蜴
16
，已是他南洋传奇里的

重要意象了，成为他往后写作的原型。在《赛莲之歌》后，这一突出人性的主题

又发展为象征的层次——对于人性的抑制成了隐喻的操作。最后，作者从张贵兴

的代表作《猴杯》中，分析出他对于福克纳《熊》的援引17，认为张贵兴对《熊》

的改写方式恰好回应了他的主题。 

曾丽琴（2013.2）在〈近期大马华人小说书写的两个特征——以李永平、张贵兴、

黎紫书为例〉纵观这三位作家近期的创作，体现出两个很明显的特征: 一是他们

反复述说马来西亚的历史，特别是被殖民史; 二是喜用年轻人成长，又特别是通

过游历马来西亚最有特色的地区——雨林，达到对马来西亚的重新认识这种成长

来作为小说的结构。而对于张贵兴，他认为这位作者似乎更注重回顾婆罗洲华人

的辛酸奋斗史。另一个特色，就是在张贵兴的最后三本小说中，也都用年轻人的

成长作为故事的主线，这三个故事的主人公最后都选择了热带雨林为依归。 

贾颖妮（2016）的单篇论文〈“拆解殖民后果”：张贵兴小说的雨林文明书写〉主

要论述张贵兴如何在其雨林书写中把长期被扭曲、“知识化”了的少数民族习俗

进行重审，去除殖民思维加诸其上的偏颇之见，尤其是对广为流传的猎人头习俗、

自由择偶风俗和纹身文化进行了理性的辨析。 

16 林运鸿提及张贵兴早期短篇〈草原王子〉中出现的好吃嗜血的大蜥蜴，是一只绰号叫做

“王子”的七尺大爬虫。这类大蜥蜴等畜生除了“饥饿” 其实还勾连着另一种迫切生理需要的

意涵——饮食之后的当然索求，不外乎男女。于是攻击性的进食，很自然与夺取意味的爱

欲有了连接。后来〈赛莲之歌〉中再度出现的鲜活的大蜥蜴形象，也已经非只是肠胃的渴

望，牠每每伴随着主角极富侵略的性幻想现身。 
17 褔克納的〈熊〉是这样的故事:猎人们年复一年地与森林里的大熊Old Ben厮杀缠斗，而

当这只大熊——丛林里最后的传奇，在猎人手中死去后，回到森林凭弔的少年只能见到代

表文明的火車，运着被砍伐的木材，毫不容情地将原始森林里的丰沛神秘一车廂一车廂載

出來。在这场持猎中担任关键的，是一只凶暴的狼犬LION。牠既是原始殘暴力量的化

身，也是制服大熊的首要功臣，福克納就在两只野兽的对峙之间，提示了文明自然的消

长。但是张贵兴並非因袭福克納，他的野兽有自己的特色: 狼犬LION单纯因为饥饿才落入

陷阱。而犀牛「总督」不同， 是因为曾祖安排了發情的母牛诱惑犀牛上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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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崇科在〈雨林美学与南洋虚构——从本土话语论张贵兴的雨林书写〉，认为张

贵兴的雨林书写最大的成功是达到美学凝练和意义铺张，其中涉及或铺成渲染的

有五部，即《赛连之歌》、《顽皮家族》、《群象》、《猴杯》及《我思念的长

眠中的南国公主》。 

1.2.4 乌托邦书写 

陈惠龄（2005）的博士论文〈台湾当代小说的乌托邦书写〉是以主题合论的方

式讨论张贵兴的小说《群象》。论文的第三章〈追寻与失落的隐喻——张贵兴

《群象》中想象的异邦疆域〉主要讨论《群象》中的乌托邦书写。论者以《群象》

中的空间隐喻和象征来探讨张贵兴的雨林书写，认为雨林地景是一种作者个人情

志和负载族群记忆的符号化空间，也进一步探讨人物形象，解析动物图腾背后之

意，尤其是作品中的中国龙与马来鳄，最后乌托邦的建构彻底崩塌，呈现出寻找

与失落的空间意识。但是，仅以《群象》作为单一的例子，视野有限。 

同时关注张贵兴作品中的乌托邦建构的论文，还有暨南国际大学沈晓雯（2006）

的《当代台湾小说的神话学解读》。他也是以主题合论的方式，不过是以神话学

的角度解读张贵兴的小说。他在论文第三章〈乌托邦神话——张贵兴的‘语’林

探索〉，以《群象》的语言形式为例，采用荣格的集体潜意识、弗莱的原型批评

等作为理论背景。他认为张贵兴雨林作品里所呈现的华丽“语”林，其实是移民

华裔对于原乡的一种渴望，文字里除了充斥着雨林的符码，也出现许多中国符码，

两者交织成一个情欲与暴力的乌托邦。  

1.2.5 国族书写 

阮蕙莉（2014）的〈张贵兴小说的国族书写〉从国族18的角度解读张贵兴的小说。

这篇论文主要分别从情欲萌生、历史再现、场域架设和人性裸程等四个层面探讨

张贵兴作品中对中国国族的追寻。他在第六章提到，对于未曾谋面的中国，张贵

兴的中国情结起源于长辈的教诲引导，最主要的障碍还是马来西亚政 

18 在该论文第10页，论者表示“国族”即是一种对国家民族的追寻。他认为出生于马来西亚

的张贵兴， 由于政府七十年代激进的排华政策，其国族绝对不会是马来西亚，反而是那

素未谋面的祖籍广东龙川所在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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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強烈的排华政策使然。雨林与中国，恰似张贵兴的两位母亲。19 阮蕙莉认为作

者强烈且持续的国族书写20渴望使他的每部小说几乎都含有国族的线索隐藏在其

中。虽然张贵兴早期的作品21，并非完全距焦在国族议题，但其小说多不脱与国

族直接、间接的联系。论者认为雨林每每成为张贵兴小说笔下一个无比复杂浓艳

的主体背景，而在这背景上频频招手的常是那远祖唐山和渺远中国，这样以雨林

为背景所书写的国族故事，几乎已成为张贵兴小说的范本。笔者却认为阮蕙莉这

般论调，看似合乎逻辑，似能自圆其说，但是，矛盾之处依然存在。如果说张贵

兴书写国族，那怎么解释其作品里频频出现的婆罗洲色彩呢？那不可能只是作为

背景书写，而应当是作品的核心价值，是张贵兴所要书写的故乡故事。 

狄霞晨在单篇论文〈三个女人的国家民族寓言——读张贵兴《我思念的长眠中的

南国公主》〉认为张贵兴的小说《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是一个国家民族

的寓言。小说的主人公苏其是一个马来西亚的华裔富家子弟，小说中的三位与他

交往的女子可怡、春喜（春天）、白衣女子分别象征了庸俗的现实中国台湾、怀

念中的马来西亚、潜在的恋人中国内地，讲述了一个民族国家寓言，表现出作者

对中国台湾的失望、对马来西亚的思念和对中国内地的追寻。作品呈现出了现代

性、本土性和中国性的杂糅。 

陳琮渊于2003发表〈马华文学中的历史初探：以张贵兴的《猴杯》为例〉，以

东马为例，参照真实历史事实，从张贵兴著作《猴杯》中勾勒出部分历史想象成

分，并对其南洋论述与我群/他者的区分做出初步的分析，同时也讨论后殖民时

期马华文学创作中所反映的自我认同归属和族群关系。 

1.2.6 感官书写 

而在地研究者黄丽丽的（2009）硕士论文〈张贵兴与莫言小说中感官书写的比

较研究〉是以文本细读的方法，从微观阅读张贵兴的雨林双重奏（《群象》和

《猴杯》）和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系列小说为比较研究。她较后在2015年6月发表

单篇论文〈论张贵兴《群象》与《猴杯》的感官书写〉中提到张贵兴雨林书写的

丰富驳杂，很大程度得益于感觉化叙事以及对婆罗洲雨林的感官化处理。她尝试

梳理张氏感官书写的美学策略及其意蕴，包括将雨林作为感官性的空间再现、感

官异化与匮乏经济学的内在联系、雨林的欲望叙事以及感官刺激与暴力叙事。 

19 论者认为可以结合伊底帕斯恋母情结來观察，雨林就像提供乳汁，哺育张贵兴成长的母

亲乳房（养母）；而在吸吮乳汁的同時，精神层次上其实暗中释放着以母亲为异性爱恋对

象的伊底帕斯恋母情結，而这个精神上爱恋的对象即是祖籍血源所从出的中国（生母）。 
20 所谓国族书写，论者认为即是张贵兴所写的中国移民马来西亚的马华移民史、马华移民

的国族追寻史。对国家族群的渴望愈是深切，书写国族迁移的健笔更愈是奋发激昂。论者

认为张贵兴小说的国族书写，便是此一背景下的产物。 
21  论者所指的早期作品为《伏虎》、《柯珊的兒女》、《薛理陽大夫》和《赛莲之歌》，并未

直接以国族为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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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其他 

陈美兰（2010）的硕士论文〈张贵兴小说研究〉较全面地研究张贵兴的八本著

作，分析张贵兴作品中的思想内容和创作手法。她详细地解读文本，并从小说内

容、风格、书写手法，小说的原型和意象，小说的架构等各个方面分析张贵兴的

作品，可说是面面俱到。 

金进（2009）的单篇论文〈从出走台湾到回归雨林的婆罗洲之子——马华旅台

作家张贵兴小说精神流变的分析〉也是以较全面分析了张贵兴的小说创作路程，

但论述略简。他从张贵兴的早期小说写起，到从留台生文学的青涩模仿，到不同

经验的书写实践，再到自成一脉的雨林书写。他认为张贵兴用自己的笔墨展现出

自己创作生涯中的不同的艺术实践过程，后期的南洋雨林魔幻世界的书写，集合

象征、寓言和历史再现于一体，展现出一位旅台马华作家对原乡书写的不懈追求。 

许文荣、孙彥庄（2012）主编之《马华文学文本解读》之上下两册，內容收录

多位学者对马华文学作品的解读，其中下册收集张贵兴《群象》节选文章，和学

者黄丽丽撰写的解读文章，题为〈《群象》：真实与虚构交织的魔幻雨林〉。黄

丽丽把张贵兴的《群象》归纳为魔幻写实类作品。文中指出张贵兴经常将现实情

境、文明生活、雨林传说、想象梦幻、原始信仰、民间说唱等交錯链接，建构了

一个多元且多变化无穷的动态雨林。手法方面则大量运用象征、夸张、怪诞、变

形、神秘以及意识流写法，表现出他对小说美学方面的致力追求。 

综合以上期刊论文、专书和硕士论文对于张贵兴作品的论述，可以发现大部分评

论者都是从1998年起开始关注张贵兴这位小说家，并评论他长篇小说的雨林主

题、叙事风格和暴力美学等，评价多是肯定的。论者所发表的期刊论文都具有参

考价值，研究焦点明确，皆以张贵兴雨林作品为研究对象，可以帮助笔者厘清他

后期作品的主题和美学价值，然后再进一步探讨张贵兴前期作品和后期作品的相

关性。至于研究张贵兴小说的硕士论文，数量十分有限，其中三篇以主题合论方

式展开研究，两篇范畴设定太大，即针对台湾当代小说，研究主题为乌托邦书写

和神话学解读，可惜张贵兴小说的讨论只出现在论文的其中一章；另一篇是马华

旅台作家的的原乡书写研究，焦点转移至马华旅台作家，有参考价值。至于四篇

张贵兴个人专论的硕士论文，主要研究范畴是张贵兴小说研究、原乡意识研究
（雨林的复仇）、国族书写以及感官书写。 以上硕士论文让笔者能较深入了解

有关论题的研究方式，值得借鉴。 

对于他前期的作品，尤其是赴台前的写作，以及前后期作品的关系，学者们似乎

未有较深入的阐释或分析。身为在地的马华文学研究者，笔者将针对张贵兴前期

和创作探索期的作品进行研究，尤其是他曾在婆罗洲当地报章的文艺版、文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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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学报》、《蕉风》所发表过的少作，小说集《伏虎》、《柯珊的儿女》、

《沙龙祖母》和长篇小说《赛莲之歌》。这些作品皆是他中学到大学时期前后在

文学书写方面的试笔，有着他成长的痕迹，岁月的磨练及对人生不同阶段的体悟。

因此，本研究将从这方面下手，搜集相关资料进行分析探讨，为研究填补空白。 

1.3 理论架构 

本论文将以成长小说为理论框架，探讨张贵兴前期和创作探索期的小说。张贵兴

早期作品多出现少年成长历程的书写,能够成为一个特定的研究视角。笔者将先

分析并确定符合成长小说理论框架的作品，再以张贵兴前期和创作探索期作品中

的少年成长主题为研究范畴,探究其作品中少年成长的轨迹,为张贵兴研究提供新

的研究思路。本文将结合张贵兴在婆罗洲的成长经历和文学养成，将作者笔下的

作品按照成长小说的主题分为外延和内延两大部分,并加以归纳分析。 

对于成长小说概念的阐述，东西方学者众说纷纭，看法不完全一致。成长小说一

词虽然来源于西方，在西方的认识也并不统一。西方学者戈尔（Gohlman,  

Susan Ashley）就指出 “在成长小说的构成要素是什么和哪些小说属于这个传

统上实际上意见并不统一”。(Gohlman,1990, ix)   

无论如何，笔者将梳理学者们的论述，探讨成长小说的起源及其流变，并尝试综

合归纳成长小说的定义。 

1.3.1 成长小说的起源及其流变 

成长小说，德文是Bildungsroman22， 是在启蒙运动23时期的德国产生的一种小

说的形式（买琳燕，2007，页96 ）。成长小说是整个西方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在西方文学传统中可谓源远流长，几乎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优秀的、能

反映时代特征的成长小说经典作品。 

22  根据买琳燕在〈走近 “成长小说” ——— “成长小说” 概念初论〉中提到，从词源上讲，

一开始，"Bildung”是 Bild (塑像)，和“肖像”同义。中世纪神学和 18 世纪时，在宗教的语义

环境下，“Bildung”理解为上帝对教徒所施加的积极影响力。18 世纪中期以后，"Bildung”

内涵又发生了重要转变，“Bildung”变为强调内在的塑造，更注重人物精神、心灵的内化作

用。   后来欧洲启蒙运动在此基础上，把“Bildung”演变到了“教育、修养”层面，更注重理

性意义上的“塑造”。 
23  根据林立树, 蔡英文, 林立树, 陈炯彰（2002） 编著的《近代西方文明史》（页 16-18），

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是指一场在 18 世纪于欧洲发生的哲学及文化运动。启蒙时代

的思想家乐观地相信，人类在历史地发展过程中，必然挣脱野蛮和愚昧的状态，迈向理性，

自由和平等的文明世界。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AF%E8%92%99%E8%BF%90%E5%8A%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8F%E8%AF%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8F%E8%AF%B4
http://books.google.com/books?id=XY22qc-jUKAC&pg=PA1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3%B2%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5%8C%96%E8%BF%90%E5%8A%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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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文豪歌德24（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的《威廉 • 迈斯特的学习时代》

（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打开成长小说大门，一直被公认为是成长小说的

典范之作, 甚至有评论把成长小说的起始时间定在1795 年, 把成长小说定义在歌

德作品的模式之下（买琳燕，2007，页97 ） 。它描述少年主人翁走出家庭，投

身广大的社会，经历了曲折顛簸的过程，从错误、愚昧无知到最终达到了快乐的

目的，也肯定了人生的意义，故事不仅呈现了少年如何被形塑的过程，歌德也藉

作品赞扬他的社会理想。在歌德的成长小说中，呈现了年轻是人生中最重要的时

刻，而这点也确立了成长小说体例的主要特色。因此，成长小说的产生应该溯源

至德国的古典文学时期。 

自此，讨论成长小说的声音不断，成长小说的作品亦渐渐发表于各国。大众耳熟

能详的作品诸如：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爱弥儿》、歌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凯勒（Keller 

Gottfried）的《绿衣亨利》、托尔斯泰（Lev Nikolayevich Tolstoy）的《童年》、

《少年》、《青年》，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等，

其他还有《鲁宾逊漂流记》、《简爱》、《小妇人》、《乡村医生》、《麦田里

的守望者》、《所罗门之歌》等。此一历久不衰的文学传统，使成长小说的创作

和批评能够不断推陈出新，成为西方文学的重要现象。 

1.3.2 成长小说释义 

在西方国家，大多数成长小说的研究权威都认为，成长小说是一种小说体裁

（genre）。成长小说主要关于青少年对自我和社会的认知25，认知的方式是直

接体悟，强调直接感受，在亲身体验中获取知识，由此受到教育。德文 

“Bildungsroman”中的“Bildung”含有教育（education）之义, 而“Roman”

则是指小说（novel）。所以，早期成长小说也被人称为“教育小说”。26 主人

24 歌德（1749 一 1832）生于法兰克福镇，父亲是一名退休律师，母亲是市长的女儿，与

当地的贵族阶层有着密切的来往。她为歌德开辟了与这个自由城市的贵族阶级相联系的道

路。早年的歌德热衷于法国新古典主义；后来受赫尔德的影响，又培养起了对德国民族文

学的爱好。这样，歌德的文学倾向便从法国新古典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慢慢转向狂飘

突进和浪漫主义。18 世纪 70 年代到 80 年代中期，德国文坛产生了大批市民阶级出身的

青年作家，歌德也是其中的一员。他们受到法国启蒙思想、特别是卢梭的影响，歌颂主张

“自由”和“个性解放”等新思想。 
25 认知（cognition）属于心理学范畴。林崇德（2002，页 3-4）揭示，引起人对周

围事物的感觉和知觉，并注意环境变化、记忆发生过的事件，思考各类不同的问题，

想象未来情景，这种感觉、知觉、注意、记忆、思维和想象等心理活动，就是人的

认知或认识（knowing）过程。 
26 到了 20 世纪，严格意义上的“教育小说”已不复存在，但是“成长”仍是作家们青睐的主题，

只是探索人生道路的教育意义已经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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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认知的过程是“变化”的过程，正因为如此，有人认为成长小说的关键主题恰

恰是“变化”——身体的、心理的、道德的变化。   

中国学者芮渝萍（2004，页1-2）指出，德文 “Bildungsroman” 这个字义是指

一种全方位自我发展的小说，在文艺复兴前，偏重于人格的內在塑造；文艺复兴

后，则偏重于主人公与社会的碰撞中所获得的经验和感悟，重心在于人格的外在

塑造。  

本文先梳理西方学者对成长小说的界定与诠释，然后再阐述东方学者（尤其是中

国和台湾）的观点，逐步把学者们对成长小说的阐释作一归纳。 

（一）西方定义与诠释 

首先，俄国著名文艺理论家巴赫金（Mikhail M. Bakhtin）（1998）在其《小说

理论》一书，將成长小说分为五类，分別为：纯粹循环型（即纯年龄的循环）成

长小说、与年龄保持联系的循环型成长小说、传记（以及自传）型小说、训谕教

育小说和现实主义型的成长小说。在前四类作品中，人是在一个時代的范围內成

长、发展、变化的，只是成长的是人，而不是世界本身；在其认为最重要的现实

主义型中，人的成长与历史的形成是不可分割的。他与世界一同成长，他自身反

映着世界本身的历史成长（页230-233）。 

巴赫金对成长小说的具体定义如下：除了这一占统治地位的、数量众多的小说类

型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鲜为人见的小说类型，它塑造的是成长中的人物形象。

这里主人公的形象，不是静态的统一体，而是动态的统一体。主人公本身、他的

性格，在这一小说的公式中成了变数。主人公本身的变化具有了情节意义；与此

相关，小说的情节也从根本上得到了再认识、再建构。时间进入人的內部，进入

人物形象本身，极大地改变了人物命运及生活中一切因素所具有的意义。这一小

说类型从最普遍含义上说，可称为人的成长小说。（1998, 页230）总的来说，

巴赫金认为成长小说着重于人物本身的“成长变化”，而这种成长变化有时间性，

即有一段经历或过程。 

另一个具有理论代表性的说法来自美国学者莫迪凯·马科斯（Mordecai 

Marcus）。他在《什么是成长小说？》（What Is an Initiation Story）综合了许

多“成长小说”的定义，作了如下界定:“成长小说展示的是年轻主人公经历了

某种切肤之痛的事件之后，或改变了原有的世界观，或改变了自己的性格，或两

种兼有；这种改变使他摆脱了童年的天真，并最终把他引向了一个真实而复杂的

成人世界。”他对“成长小说”中关键词“成长”的界定一般从两个维度展开：

一是将成长视为年轻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逐步增长的过程；二是把成长解释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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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认知自我身份与价值，并调整自我与社会关系的过程”。（引自芮渝萍，

2004，页5-6） 

另一美国理论家艾布拉姆斯（Meyer Howard Abrams）的《欧美文学术语词典》

将成长小说定义为：“这类小说的主题是主人公思想和性格的发展，叙述主人公

从幼年开始所经历的各种遭遇。 主人公通常要经历一场精神上的危机，然后长

大成人，并认识到自己在人世间的位置和作用。”（1990，页5）值得注意的是，

这位西方学者在其定义中，将成长小说成长的时间界定为“从幼年开始”，而中

国学者一般却把成长的时间确定在少年期。 

苏姗娜·哈德（Suzanne Hader）在综合和提炼了马瑞安·赫尔斯(Marianne 

Hirsch) 在《成长小说类型》（The Novel of Formation as Genre)里的概念基础

上，概括出了成长小说具有的特点：（1）成长小说通常是在有明确社会规则的

环境下，关于某个人的生长过程。这过程在小说中通常被描写成“对生活的学

习”、以及“在社会中追寻某种生存的意义”的故事。（2）为了鼓励主人公继

续踏上他们的人生旅程，一些能引发他们痛苦或不满的情绪、行为方式必须刺激

他们，迫使他们早期就离家或弃乡。（3）成熟的过程是逐渐、艰苦和漫长的，

由重复的碰撞与冲突所构成。这些碰撞与冲突通常是发生在主人公的需求与欲望

及社会价值观之间。（4）最后，社会秩序里的精神及价值观念在主人公身上得

到体现，他成功融入社会，而小说也在主人公的自我评定中结尾。（引自芮渝萍，

2004，页1-2）。 然而，究其实质，这依然是对成长小说叙事模式的概括，“天

真一诱惑一出走一迷惘一考验一失去天真一顿悟一认识人生和自我”，从结果上

看，主人公在经历了生活的磨难之后，获得了对社会、对人生、对自我的重新认

识。（同上，页7） 

霍尔曼（C. Hugh Holman）在《文学手册》（CA Handbook to Literature）

（1980）这样定义成长小说:“是描述一个敏感的年轻主人公打算了解世界本质、

发现世界意义，并找到生活哲学与生命艺术的小说。” （引自买琳燕，2008，

页21） 

卢卡奇在《小说理论》(The Theory of the Novel) 中强调，其实早在《威廉·迈

斯特的漫游时代》第二篇第九章里，歌德就指出了“沉思与行动”问题在成长小

说中的重要性。在这样的论证前提下，他从“沉思与行动”角度给“成长小说”

下了定义，“作为这种作品的基本信念的人文主义，需要行动和沉思之间的平衡，

需要在改造世界的期待和面对世界的接受能力之间的平衡，我们把这种形式叫做

成长小说。”。（卢卡奇，页100） 

詹姆斯·哈尔丁（James Hardin）和弗兰斯·马蒂尼（Fritz Martini）后来都遵

循着卢卡奇的思路，论证了“沉思与行动”是成长小说特征中的关键元素。“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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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让成长小说中主人公心灵和精神得以发展，而“行动”则使作品变得生动起

来。 总之，以卢卡奇对成长小说理论的研究为中心，向前向后辐射开来， 

形成了一种对成长小说特征讨论的连贯体系。 

（二）东方定义与诠释： 

东方学者对成长小说的研究起步较西方学者来得慢，对于成长小说的定义、艺术

特征与文类问题的探讨尚缺乏充分、有条理的表述。 关于成长小说的名称，即

使在英语文学史上也难以找到定论，这不因为成长小说的数量不足以成为一个独

立的小说样式，正好相反，恰恰由于成长小说数量庞大，视角各有不同，因而难

以概括其文学内涵与审美特征。 

早期的东方学者多是从“教育小说”角度下定义，以中国学者冯至、刘半九、田

德望为代表。刘半九在《绿衣亨利·译本序》（1980）把成长小说定义为: 

往往是以一个所谓“白纸状态”的青少年为主人公，通过他的毫不离奇

的日常生活，通过他一生与其他人相处和交往的社会经历，通过他的思

想感情在社会熔炉中的磨炼、变化和发展，描写他的智力、道德和精神

的成熟过程、他的整个世界观的形成过程。”（引自买琳燕，2008，页

21） 

刘半九先生认为，成长小说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一支，强调成长小说的教育功能，

他认为人是可以通过自我教育来创造美好的生活以及充分发挥潜能。 

在中国成长小说的理论发展上，曹文轩、朱自强、方卫平对成长小说的命名、年

龄范围、成长内容等方面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但并未得出一个结论式的观点，每

个人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曹文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引入西方成长小说的概念，提出了中国成长小说的命

名问题，并对成长小说的内涵与外延作出了可贵的探索。2002 年 8 月，曹文轩

发表了〈论“成长小说”〉一文，正式提出了“成长小说”这一概念。理由之一是

“这一 阶段是他们的身体不断发生重要变化的阶段。身体成了他们的主题。他

们的大量意识、行为，都与身体有关。作为物质的身体，在这一阶段，有着无穷

无尽的意味。”理由之二即是“这一阶段也是他们的心理不断发生重要变化的阶

段。心理在与身体同步生长。当身体在发生裂变时，他们的心理也在发生裂变，

当身体在反叛时， 他们的心理也在充满快意地趋向反叛”。〈论“成长小说”〉也

提到：我们原先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成长小说”…… 这一空缺，实际上是因为

我们对人生的一个过程缺乏足够的关注与深刻的认识的缘故。这后面还关涉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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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思想、道德观念、意识形态等相当复杂的一个背景（页200-208）。他突破了

以教育为主旨的文学创作方式，从文学描写对象和接受对象的年龄段提出“成长

小说”的概念。 

苏文清，刘晶（2012）在〈曹文轩对中国成长小说的探索及其意义〉中提到： 

曹文轩将中国成长小说的“成长”指向“高年级以上、成人以下这一

段”，将成长小说所叙述的内容界定为对成长本身的解读，包括成长过

程的神秘感、恐怖感、痛苦感等，直至化蛹为蝶、破壳而成“新人”。

曹文轩于是将西方的成长小说的概念拿来指称这“成人文学不管，儿童

文学想管又无力管”的所谓“两不管”的文学，以吻合青少年生理、心

理急剧“成长”之意。（页 176） 

这样一种界定在当时的文学界引起了共鸣。对成长小说的年龄界定问题，梅子涵

（2001，页 145）十分赞同曹文轩所提出的概念，倾向于把成长小说的年龄界定

在少年之后，往成人跨越的准青年阶段。实践上，曹文轩共创作了三部具有代表

性的成长小说《草房子》、《红瓦》、《根鸟》，对中国成长小说在主题和艺术

形式的创新上具有示范作用。 

朱自强则倾向于界定在寻找和建立自我意识的少年期和青春期。 但比较统一的

意见是，在少年时期、青春期，以及准青年时期，童年时期不归属此列。

（2001，页 143-156） 

另一著名中国学者芮渝萍的《美国成长小说研究》更进一步有系统地为中国成长

小说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参照，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她对成长小说的基本定义

是： 

成长小说就是以叙述人物成长过程为主题的小说，就是讲述人物成长经

历的小说。它通过对一个人或几个人成长经历的叙事，反映出人物的思

想和心理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变化过程。因此，成长小说应该限制在主人

公对成人世界的无知状态进入知之状态的叙事。也就是说，主人公迈出

了走向成熟的关键一步，才能够看作是成长小说。（2004，页 7） 

芮渝萍认为，美国文学中有大量作品，描写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经历某个特别的

事件或不幸遭遇后, 突然产生顿悟, 对人生、对社会、对自我的认识有了突飞猛

进的变化, 最后脱去幼稚的胎骨, 成熟起来, 完成了青少年走向成年的社会化过

程。她指出，直到20世纪40年代，“成长小说”这一术语才在美国文学批评中

出现 , 被称为 initiation story。之后它常被作为德语“Bildungsroman”的英语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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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词，用于文学评论。Initiation 一词既指从童真走向世故的进程, 又指这一过程

的终结, 而 Initiation story 更关注的是前者, 而非后者。据此, 她认为把 Initiation 

story 译为成长小说应是恰当的。 

何冠骥也对成长小说下了定义：成长小说要说的故事，就是一个人的启蒙历程

（a process of initiation）。故事主人翁从一个无知的阶段（ a stage of 

innocence）开始成长，最终到达一个有经验的阶段（a stage of experience）

（1991.12，页 27）。 

至於在台湾最早对成长小说讨论的系列专辑为《幼师文艺》的〈世界华文成长小

说征文特集〉及〈苦涩的成长专辑〉。台湾学者廖咸浩认为：西方所谓的成长小

说，原指具有“关于有成长意义的成长经验之描述”。換言之，即使描述成长，

但主角在最后若沒有在心理上的成长，还不能算真正的成长小说。但这个定义并

沒有绝对的约束力，……我个人傾向与把任何“描述成长经验的小说”都列入成

长小说的范畴（1996.7，页81）。 

杨家娴在2004年选编的《台湾成长小说选》的〈序论〉提及：从十八世纪康德

（Immanuel Kant）及十九世纪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创作的成

长小说《威廉 • 迈斯特的学习时代》（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创造了德

文 Bildungsroman 的小说类型，主要呈现少年人格的成长、世界观的定型，尤重

于文化教养、自我教育的意涵，属于狭义的“成长小说”。而广义的“成长小说”

是以少年期启蒙过程为书写主题。其选文採取广义的角度。 

张国龙（2013）将成长小说定义为：是一种着力表现稚嫩的年轻主人公，历经

各种挫折、磨难的心路历程的一种小说样式。成长主人公或受到导引，得以顿悟，

如期长大成人；或若有所悟，有长大成人的可能性；或迷茫依旧，拒绝成长，成

长夭折。 

从廖咸浩、杨家娴和张国龙的认定标准中，可知对成长小说此一文类的定义，在

宽泛和严格之间，有着很大的弹性空间。他们皆认为广义的“成长小说”不止是

主人公在结局时必达到心理上的成长，或若有所悟；其实若主角在成长路上仍然

迷茫，或拒绝成长，或成长夭折，也应被接纳为成长的一种。 

郑树森对成长小说有较详细的分析，他说 ：“成长小说”的术语，在西方通常

谓指 bildungsroman，可是 bildungsroman 是写长篇的体裁，可以從孩童时期开

始写，经历少年、青年，一直到二十出头，成年、离家，经过了社会的階段结束。

“成长小说”在长篇的体裁中，一定会有一个青少年时期的启蒙时刻；若用短篇

形式來写启蒙时刻，通常就称之为“启蒙短篇”(initiation)（1996.6，页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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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广义与狭义两方面去分辨成长小说。长篇成长小说，把主人公由出生到少年，

少年到青年，青年到成年，这几个階段的重要事情与转变罗列于读者的眼前，好

处是详细清析地剖解人生的成长变化，通常都会包含“渐悟”与“顿悟”两种转

变方式（尤重前者）；短篇成长小说，則通常选取青年面对某一事情上的选择态

度的转变，在一段有限的时空中，发生价值观念的冲击，从而对自己、对人生、

对世界，有了一份新的认知、顿悟，令青少年能夠在将来进入社会里，是一个比

较成熟的人物。 

综合各学者的论述，笔者将结合芮渝萍，郑树森和张国龙对成长小说的定义，这

是因为张贵兴早期作品有的是短篇小说，也有探索期的中长篇小说。因此，郑树

森的看法符合本文的框架。而芮渝萍对成长小说采用较宽广的定义：“成长小说

是以叙述人物成长过程为主题的小说，就是讲述人物成长经历的小说。它通过对

一个人或几个人成长经历的叙事，反映出人物的思想和心理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变

化过程。”；而张国龙对成长小说的定义，补充了人物成长过程“或迷茫依旧，

拒绝成长，成长夭折。”这一项观点。因此，这两个诠释可以帮助笔者较清楚鉴

别张贵兴的成长小说的方方面面。 

东方与西方学者虽然对成长小说的定义不太一致，但基本上成长小说具有一些共

同特点。 

由郑树森分析归纳的定义，成长小说基本上有五项特质： 

i. 回顾性（retrospection）的叙事角度。成长小说往往是叙述者事后的回

忆，很少故事讲“启悟”却是“即时性”的，因为“成长”和“启悟”

永远都是事后才看得比较清楚，有时是隔几十年后才回想起当时的痛苦

或幻灭。

ii. 第一人称“我”的叙述。

iii. 主角以小男孩居多。

iv. 在内容上，整个叙述过程是一个“追寻”（quest）的过程。主角的追寻

过程中会出现“行动”，在行动中会发生一些事件或一件大事（major

event）,令主角感到“震撼”，从而对人生得到多一点的认识。

v. 在时间（duration）方面，如果涉及时间较长（几年到几十年），由孩

童到成人，通常称为“成长小说”， 即Bildungsroman；如果时间相对

来说较短，就称之为”启悟故事”，即Initiation story。

芮渝萍则从美国文学中一些典型的、受到普遍公认的成长小说，归纳出几个重要

特征，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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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小说的叙事必须包含人物的成长。从人物的年龄看，主人公主要是在 13

－20 多岁之间的青少年，但这不是绝对的标准。

ii. 从内容上看，成长小说具有亲历性。 它主要反映个人的成长体验和心理

变化。

iii. 从叙事结构上看，西方的成长小说的叙述结构基本上相当模式化：天真

──诱惑──出走──迷惘──考验──失去天真──顿悟──认识人生和自我。

不过需强调的是，这不是绝对的成长小说的叙述结构。成长小说的基本

结构是一个人从无知到有经验的过程，所以大体上其情节发展， 会有某

一程度的相似性。只是这个基本结构并沒有限定發展的过程，例如主人

翁不一定会出走，所以自然会出現不同的发展模式或变异形态的作品。

vi. 从结果上看，主人公在经历了生活的磨难之后，获得了对社会、对人生、

对自我的重新认识。

张国龙认为成长小说的特征可概略如下： 

i. 成长主人公通常是不成熟的年轻人（主要为13-20岁），个别成长者的

成长可能提前或延后；

ii. 叙说的事件大多具有亲历性；

iii. 大致遵循”天真→受挫→迷惘→顿悟→长大成人”的叙述结构；

iv. 成长主人公或拒绝成长，成长夭折；或若有所悟，具有长大成人之质；

或顿悟，长大成人，主体生成。

综合以上论述，笔者尝试归纳出这三位学者对成长小说特质的看法： 

i. 从内容上看，成长小说具有亲历性。它主要反映个人的成长体验和心理

变化。成长旅途中的经历，成长主人公或受到导引，得以顿悟，如期长

大成人；或若有所悟，有长大成人的可能性；或拒绝成长，成长夭折；

人物性格在这一过程中的变化，构成了小说的主体。

ii. 主角多为青少年，以男性为主。年龄介于 13－20之间，但不是绝对的。

iii. 成长小说的叙事必须包含人物的成长。其人物有一个基本的成长的叙事

结构，即“天真/无知→受挫/迷惘→渐悟/顿悟→成熟/拒绝成长”。从

结果上看，成长主人公在经历了生活的磨难之后，获得了对社会、对人

生、对自我的重新认识，或成长主人公拒绝成长，或成长夭折。

iv. 成长小说也可以是属于成年人事后“回顾性”的叙事观点。

笔者将采用以上四项成长小说特质来鉴定张贵兴哪一些初试啼声期和探索过渡期

作品是符合成长小说的范畴，然后进行文本细读，分析小说的成长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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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成长小说的研究概况，笔者把重点放在中国及台湾学者的研究，因为这可以

让我们从东方视角去厘清成长小说的概念，进而对所要分析的文本有较清楚的认

识。 

芮渝萍（2004）是第一位对美国和英国成长小说进行研究的中国学者。 她深入

探讨这两个国家的历史背景，进而解释成长小说在该国的发展。对该概念提出精

辟的见解，进一步开拓了东方学者对成长小说这个概念的视野。 

芮渝萍、 刘春慧（2005.1）的〈成长小说: 一种解读美国文学的新视点〉强调研

究美国成长小说的价值和重要性, 并通过回顾中国学者对一些美国经典成长小说

的不同阐释、说明，把成长小说作为研究美国文学的一种独特视野, 具有广阔的

学术空间, 并对深化这一研究提出了一些基本思路。  

芮渝萍、 范谊（2009.9）在〈成长在两个世界之间 ——当代美国成长小说研究

概论 〉中认为当代美国成长小说以它独特的个性, 赋予了美国青少年文学丰富的

阅读价值, 使美国青少年文学能够从儿童文学中分离出来, 青少年文学成为一个独

立的分类概念。 他们希望通过研究当代美国成长小说,  对中国的青少年文学创作

也可以提供参考和启发, 让更多的人关心青少年成长, 为青少年提供有助于他们健

康成长的文学作品。  

买琳燕（2007.7）在〈走近 “成长小说” ——— “成长小说” 概念初论〉梳理了一

些尚未被学术界界定的成长小说概念，清楚阐明了成长小说的产生时间和其定义。

买琳燕（2008）在其博士论文〈从歌德到索尔·贝娄的成长小说研究〉中强调，

在这样的变动和发展中，其研究目的是：（一）力求证明此文类是一个不断转换

发展的有机存在——既是一种独立的文学类型，有其鲜明的主题、内容和结构特

征，又随着社会时代和文学环境的改变而变化，有着很大的延展性;（二）对成

长小说特征、判断及内涵作出较具普遍性的归纳，并希望借此为中国的成长小说

及其理论发展提供一些有意义的参考。 

孙胜忠（2008）在《美国成长小说艺术与文化表达研究》中从文化、社会、心

理等多个层面，对美国成长小说的代表作马克·吐温（MarkTwain, 1835—1910）

的《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1884）、

福克纳（Willian Faulkner, 1897—1962）的《熊》（Bear, 1942）和 

塞林格（Jerome David Salinger, 1919—2010）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进行了详

尽的研究和剖析。较后，孙胜忠（2014.1）在〈成长小说的缘起及其概念之争〉

概述了国内外文学评论界对成长小说的基本观点以及存在的分歧, 剖析争论的焦

点及问题的症结所在, 以便从纷繁的论争中剥离出成长小说的核心内涵与本质特

征。他认为, 对成长小说的判断不必过分拘泥于程式化的题材与结构, 否则就会使

1.3.3  成长小说在中文学界的研究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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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小说体裁缺乏灵活性, 在发展中失去活力乃至衰落, 因为刻板和单调的创作手

法已不足以再现丰富复杂的当下社会以及刻画和表达当下社会中日渐复杂的人物

心理状态。 

徐秀明 （2010.5）在〈成长小说：概念厘定与类型辨析〉中认为成长小说在中

国因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与其他类型纠缠不清。为了厘清此概念，他认为必须认

识到成长小说的精神实质是讲述个体在“内心自我”与“外部规约”的激烈争夺

中最后做出重大的人生选择。这就是成长小说与教育小说、传纪或青春小说的不

同之处。 

张国龙（2013.4）在〈论成长小说的类型〉从“成长主人公主体是否生成”和

“读者/ 作者差异”等维度，给成长小说分类，以期拓宽成长小说的理论认知视

阈。  

综合以上论述，笔者虽然以成长小说视角为本研究的理论架构，但须强调的一点

是，早期积极创作的张贵兴并不像中国的曹文轩或台湾的王文兴等作家是有意识

从成长小说取径的作家。当年年少的他只是书写自己成长岁月的点点滴滴，或长

大后回到过去的时空，寻找属于家乡的故事，记录属于家乡的回忆。他的创作并

非“自觉”地以成长小说为创作出发点，但若细读他的小说或散文，会发现大部

分内容都和他早期成长的经历有关，并以少年为叙述视角，描写小说主人公在一

次特殊经历的内心的激烈变化，这个变化对于主人公的人生道路形成某种不可磨

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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