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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原

卡夫卡说，他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带着纸
笔和一盏灯，待在一个宽敞的、闭门塞户的地
窖最里面的一间里。饭由人送来，放在离他这
间最远的、地窖的第一道门后。穿着睡衣，穿过
地窖所有的房间去取饭将是他唯一的散步。然
后又回到桌旁，深思着细嚼慢咽，紧接着马上
又开始写作……卡夫卡的这段话，时常浮现眼
前，忍不住想，那样的他将写出什么样的作品？
他将会从怎样的深处把它挖掘出来啊。

阅读卡夫卡也是需要生活经历和阅历的，
尽管卡夫卡写下他的作品时还是一个年轻
人——— 也许走在时代前边的人都是早慧和往
往过早离开人间的。一个布拉格保险局的小公
务员，只活了40岁11个月，最后因病死于维也
纳附近一家疗养院。他的一生与世俗成功无
关，30多岁时，他还跟父母同住，36岁，卡夫卡
写长信《致父亲》，他认为父亲破坏了自己的个
人意志，具有一切暴君所具有的特性，强迫感
恩，从未欣赏过他。每当卡夫卡渴望得到父亲
的肯定时，迎来的只是一声嘲笑的叹息，一阵
摇头，一个敲桌子的动作，以及一句：这就是你
做的……

从《卡夫卡传：早年》里可以读到影响卡夫
卡一生的童年烙印：卡夫卡一生都徘徊在对父
亲的憎恨、恐惧与崇拜情感中，这深深影响着
他的写作。卡夫卡曾回忆自己儿时经历：夜里
想要喝水的他，被愤怒的父亲从床上拽起，反
锁在室外，寒冷的夜里他只穿了一件单薄的背
心。他后来总是会惊恐地记起这个画面：“那个
巨大的人，就是我的父亲，审判我的最后法庭，
会几乎毫无理由地向我走来，在夜里把我从床
上抱到阳台上去。”

父亲让儿子感到孤独：这是父子俩几十年
对峙的核心，也是父亲要直接负责的部分。《致
父亲》强化了这道伤痕，在卡夫卡两三岁的时
候，这道伤痕就已经非常深了，“他不仅把儿子
从父母的卧室扔了出去，还扔到了住宅的门
外，扔到了外面的阳台上，那是通向邻居住宅
的过道，是公共空间的一部分”。“我的内心因
此受到了伤害”，卡夫卡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
等到他三十多岁时，他明白了，那天夜里，父亲
并不是造成了一个无法愈合的伤痛，而只是利
用、扩大，且因此从根本上揭开了他的伤痛。

“一个外在的、意料之外突然发生的不幸，揭露
了一个没有意识到但早已存在的、更深刻的不
幸：这个独特的、常常是令人震撼的阐释过程，
卡夫卡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不断展现——— 如此
经常且如此彻底，所以我们必须把它看作是卡
夫卡心理世界最深处、最折磨他的母题。因此，

《变形记》一方面瞬间就将主人公格雷高尔·萨
姆撒置于对自己家庭的不幸依赖中，同时又让
他与家庭之间出现了巨大的距离，读者面对一
个完全无法理解的、甚至是荒诞的事件。然而，
小说第一句话中就出现的灾难所激起的尘埃
刚一平息，读者就能清楚地看到，那种依赖感
和无归属感其实一直都存在，变形这件事打碎
了社会表面，让已经腐烂的内核更加清楚地呈
现了出来。”

《变形记》《城堡》与《诉讼》无疑是卡夫卡
最重要的代表作，《变形记》里一夜之间主人公
由人变成了甲虫，年轻时阅读觉得不可思议，
今天再读就没有这种荒诞感，而是有了一种切
身的真实感。小说《城堡》里的那个身份不明的
K更是我们自己在生活里的写照———《城堡》
里的K自进入城堡山下的小村子开始，就一直
在为他的身份而进行不懈的斗争，他绞尽脑汁
千方百计想进入城堡，或者希望得到村民的认
可，在村里合法地安顿下来，但他到处碰壁，不
为村民所接受。他面对的是一个极其荒诞的现
实，他始终只是一个局外人……在这里，城堡
是模糊不清的，一切都显得光怪离奇，如同一
座迷宫，K在这里晕头转向，孤立无援，迷惘和
恐怖笼罩着他的心灵。城堡近在咫尺，却又远
在天边。

在《卡夫卡传：关键岁月》里，剖析了卡夫
卡写作《诉讼》的过程：卡夫卡想要描述一个真
实的诉讼场面，一个生活圈子很小的被告，在
日常生活中只有非常简单的几层人际关系：女
房东、女邻居、情人、母亲、同事、上司、客户、律
师、顾问。卡夫卡想要写出这场诉讼对被告的
影响。用传记作者的话说，指引卡夫卡写作《诉
讼》的，并不是为时代诊断的想法，更不是为了
替读者破解什么重要信息。在卡夫卡的日记公
开之后，才发现：是阿斯肯尼夏霍夫酒店的那
个“法庭”为卡夫卡提供了关键的画面和场景。

“卡夫卡在这部长篇小说里几乎一比一还原了
他在那一整年蒙受的屈辱以及无数零零碎碎
的经历。在小说中，与他生活经历完全相符或
者对生活经历有所影射的多达几百处……小
说里多次提及毕斯特纳小姐房间里的那件女
式衬衣，其实就是卡夫卡未婚妻的衬衣。”卡夫
卡在现实生活中很讨厌的一位经理，则以“副
经理”的身份出现在小说里。可以说，这部小说
是装满私人密码和简称的盒子，连卡夫卡身边
最亲近的人也无法打开。

这样小说里的法庭看上去也变得不一样
了。虽然小说开篇一章即提到，法庭被K的罪
行所“吸引”，但这法庭在本质上毫无权力可
言。卡夫卡细致入微地抹掉了法庭自主活动的
所有痕迹，就连初审的日期也是被告自己定
的，而且他还确切获悉：不听传唤、拒绝到庭也
不会受到任何处罚。即使受罚，也是法庭看守
受罚，而且还是在K申诉了的情况下才会处罚
他们。最后刽子手现身，也没有早一个时辰赶
来，到的时候K已经在等他们了。当他“试探
着”做出身体上的反抗，两个刽子手竟奈何不
得他；直到K在道德上投降之后，处决才得以
执行。这座法庭似乎只会根据被告的行为作出
反应，如同一面巨大的镜子，只能照出K真正
希望发生的事（与他的无罪申明相左）。而且正
因为他不了解自己（也许这也是他的罪），在这
面镜子里他的面孔才显得如此陌生、恐怖。

法院本身也毫不掩饰地对案件表现得漠
不关心。“在大教堂里”一章末尾一句话也许是
整部小说的文眼，出自K的对手——— 监狱神父
之口，这人说话虽心平气和，却令人不寒而栗，
而这句话也是他口中为数不多的一句大实话：

“法院不会要求你做什么。你来，它就接待你，
你去，它也不留你。”神父这句话令人纳闷，瓦
尔特·本雅明的评论同样耐人寻味：“K听到的
这最后一句话，其实也宣告了法庭跟其他所有
随意场面根本没有区别。所有场面都是如此，
但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我们不能把这些场
面理解为K的行为发展出来的结果，那些场面
独立于K的行为之外，仿佛是在某处等候着他
似的。”

在《卡夫卡传》作者眼里，这句评论已直接
触及《诉讼》冰冷的内核。因为那意味着，卡夫
卡个人的“梦境逻辑”竟与现代社会的噩梦完
全一致：对个体生活的剥夺似乎在我们所有人
背后悄然发生。每个人看似自由，可无论你如
何选择，你永远都只是一个“案例”，与之相应
的规则、措施和制度存在已久，早已准备就绪，
即便是你某些完全自发的举动、快乐的冲动都
跳不脱那个彻头彻尾被管理、被规划好了的世
界的樊笼。

在《卡夫卡传：关键岁月》中，还可以看到
个人在大时代变化里的人生选择与改变：当太
平时代戛然而止，而此时已经写作了《变形记》

《审判》的卡夫卡，刚刚解除婚约，准备离开家
乡布拉格，离开一直束缚着他写作的家庭，去
过自己做主的生活。但在时代的大事件面前，
所有“自主”的打算都被迫中止。阻止卡夫卡离
开父母领地的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战时留
给他的选项，只剩当兵上前线或者留在办公室
工作这两个了。他指望借以维持生计的杂志要
么陷入沉默，要么加入了爱国主义大合唱。他
将受困于布拉格，不再只是精神上，而是在任
何意义上。在战争面前，我们别无选择，每一个
人都是囚徒和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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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庄户
孩子闲暇时干什么？打草。不打
草，算不得庄户孩子。

如果没别的事情，也不用大
人撵，我们小披布往光脊梁上一
披，草筐一背，约伙上几个伙伴，
就下了坡。

赏景去高处，无限风光在险
峰；打草去远处，越远草越多。人
迹罕至的阳沟沿、田埂边，还有撂
荒地，茂密的青草能没过脚脖子，
高的可及膝盖。蹲下身子，手挥磨
得锋快的镰刀，挨着割过去，哧，
哧，仿若割韭菜，很快身后就会出
现一溜成把的青草，一敛活就是
一筐。

打草有危险，好割手。草下若
有小石子，镰刀在上面一滚，正好
割握草的左手。一般都是割中指，
深了，连食指和无名指也跟着遭
殃。殷红的血从破口处流出来，那
就赶紧去找芑菜——— 一种锯齿形
叶边缘带刺的草，将其揉碎，挤其
汁液，滴于伤口处，据说能止血。
时光过去数十年，我左手中指好
几道疤痕仍清晰可见。

如果找不到这样的沟沿，那
就钻棒子地，用手薅。大多是拖秧
草，长，好装筐。弯腰弓背，顺着垄
沟，老鼠似的往前蹲行，边行边
薅。起初两手并用。两手薅满，合
作一处，用胳膊夹住，单手再薅，
直到胳膊夹满。再不就是薅满把
放到地上，一直薅出很远，转回
头去，一一敛之。天本来就热，一
人多高的棒子地密不透风，热得
就像蒸笼。每次从棒子地钻出
来，小披布都溻得呱呱的，一拧
一地水。

打草也有激情。碰到草多，情
绪上来，镰刀飞舞，割声哧哧，酣
畅淋漓，想刹车都刹不住。看似劳
苦，实为享受。

问题很快就来了。打得太多，
筐装不下。还有，装结实的草筐死
沉，几乎赶上我们的体重，背不
动，怎么办？有办法，先把草筐移
到高台上，肩膀插进草筐，背一
弓，腚一撅，晃几个趔趄，满满一
筐草就背了起来。如果没有台阶，
也不怕，人先蹲下，插好肩膀，猛
一使劲，跪倒在地，再两手撑地，
踉跄站起。有时用力过猛，草筐从
头顶翻过；或重心掌握不准，草筐
从脊背滑脱，是常有的事，那就再
重复一遍上面的动作。草筐背好
之后，再转过身来，把剩下的草抱
在怀里，撅达撅达往回走。那时人
小，也就一米三四，草筐既大又
圆，远远看去，根本看不到人，只
看到草堆在移动。

有苦就有甜，甜总在苦后面。
我曾在麦茬上发现一个比拳头略
大、用根须编织得很精致的鸟窝，
里面有四个手指肚大小的褐色鸟
蛋。一向爱鸟的我欢喜得不行，小
心翼翼捧回家，用棉花包了，放到
灶台后面，希望用烧火做饭的余
温孵化出小鸟，好喂养之。天天去
瞧，过去好几个星期，始终未见有
鸟孵出。磕碎查看，早已臭矣。

还有一次，我在草丛里摘得
一个大梢瓜。时已深秋，瓜令已
过，有此斩获，自然喜不自胜。同
伴起初眼馋，继而不屑，说这是

“屎瓜”，有屎味，不可吃。我不相
信，拿回家去，与奶奶分享，既脆
又甜，哪有什么屎味？全是骗人的
鬼话。

﹃
我
们
别
无
选
择
﹄


	A1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