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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文明、天人相应思维和儒家格物之学，加

上宋元以降文人“雅玩”传统，形塑出中国文学数

千年写物的风习。从《诗经》《楚辞》到《子虚》

《上林》《两都》，再到《山海经》《博物志》《西京

杂记》《洛阳伽蓝记》及明清小说《金瓶梅》《红楼

梦》《镜花缘》等，中国文学名物叙写经典不断。

所谓“名物”，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

指“事物及其名称”［1］。《周礼·天官》“庖人掌

共六畜、六兽、六禽，辨其名物”中的“名物”，

则有“物的名称及形状”的意思［2］。就小说而

论，叙写名物本不可免，凡小说必写物，凡物必有

名。只是，对一个本就重视物，且有“名学”“名

理”“名教”传统的国家的文学而言，为物赋名则

更具特别意涵。名物对中国文学之重要，甚至催生

出训诂、音韵、名物学之类的学问，“古之名物制

度不与今同也，古之语不与今同也，故古之事不可

尽知也”［3］，遂有《尔雅》这般“所以训释五经，

辩章同异，实九流之通路，百氏之指南，多识鸟兽

草木之名，博览而不惑者也”的专书［4］。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因启蒙和社会革命的观念

使然，文学渐渐聚焦于人和社会问题，离写物之道

越来越远。直至进入新世纪，随着作家们视点向古

代经籍后退和向地方生活经验下移，名物渐次返回

文学中，特别是不少作家突入地方志中，择取一地

之山川、地名、职官、物产、风俗、古迹、文献、

仙释、水利、兵防、艺文等作为小说创作的素材，

名物描写更见丰赡和繁复。

当下作家写物的风气触发我们思考诸多问题，

如：通过写物，当代作家如何重构中国小说的诗学

理想？如何打通与小说古典传统的联系？物将在何

等程度上再塑我们的“小说”观念？作家如何更好

地去处理物与时代、物与观念、物与人的诗学关

系？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在中国小说理论、小说史

的层面去加以认真思考。有鉴于此，这里将以王安

忆的《天香》和《考工记》为范例，略加探讨。

一 “物”与“观”：小说的时代风习

人与世界的联系是通过“观”建立起来的。

《天香》和《考工记》中，王安忆的“观”是通过

物完成的。两部小说的题材、主题、人物和所反映

的时代相别甚远，但作家的创作意图和叙事风格却

非常切近，就是以物作为小说的机杼。《天香》以

晚明时期的上海园林（“天香园”）和绣品（“天香

园绣”）为骨架，结撰江南士绅人家的家道与人事。

《考工记》则以老楼（“煮书亭”）为焦点，在世代

的交替中，聚焦一座楼和一个人的命运。写作方法

上，《天香》以时间为经，在物的荣衰与更迭中映

“名物学”与中国当代小说诗学建构

——从王安忆《天香》《考工记》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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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晚明百年申家六代人的命运。《考工记》则以物

为聚焦点，在世代更迭中，去观照一个人的命运。

作为以物为运思的小说，《天香》和《考工记》

呈献给读者的是富有视觉性的物，读者阅读的过

程，就是观物的过程。《天香》中，作家所写之物

主要集中在园、景、绣、书画笔墨等方面。园，有

申家的万竹村、天香园和彭家的愉园等；绣，有

天香园绣、武陵绣史、沧州仙史；景，则有各种花

木、水石、禽鱼等；至于书画笔墨，更是难计其

数，单是写墨，就有徐家古墨、歙墨、柯海墨等。

《天香》所写之物是发散式的，多有参详地方志和

其他典籍的地方。好几处写地方士绅富户捐桥、疏

浚河道，细节与《同治上海县志》所载洪武六年

“发松江嘉兴民夫两万，开胡家港”，“建文四年疏

吴淞江”，永乐元年“引吴松江以入刘家河，复濬

范家浜接大黄浦，以径达海”很有契合［5］。其间

穿插写到的人物与事件，如张士诚割据吴地，归有

光开堂讲学，徐光启与意大利传教士交游，东林党

人政治活动等，都有信史为证。写杭州地名、掌

故、风物、民俗，亦多有化用《杭州府志》之处。

而《考工记》观物的方法是内敛的、静态的，就是

一座老宅，所观之物全在里面。富贵人家的雕梁画

栋、八仙过海、梅花雕刻、红木几椅，书香门第的

狼毫湖笔、方砚、宣纸、折扇、卷轴、线装书、瓷

瓶等，都是旧时风景。外面的热闹喧腾不过是时势

与世道，小说演绎的，就是天地江河的壮阔中一座

老宅和一个人的命运。

王安忆的“观物”不单是写出物的形体，更是

一种“物观”，即以物观时、以物观世、以物观人，

通过写物去呈现某个特定时代的生活风习和社会状

况。《天香》的第一卷名曰“造园”，写嘉靖年间

上海士绅、官宦造园的风气：

中了进士，出去做官，或者本来在外面做

官，如今卸任回家，都要兴土木造园子。近

二百年里，苏松一带，大大小小的园子，无以

计数。［6］

小说精雕细琢申家的天香园和彭家的愉园，透

视的是彼时上海士绅阶层的社会生活、政治态度与

审美风尚。申家的天香园，透着“雅”和“精”。

为请白木匠造园子，儒世和明世专程去了白鹤

村。那个白鹤村“绵延于芦花之间，古时栖息过

白鹤，于是，水叫白鹤江，村叫白鹤村”［7］。天

香园本想取意于“菊”或“梅”，但是因为略显寒

素，而最终应在了桃花的“沁芳”上，以“天香”

为名。园子的景致不在雕梁画栋和朱红雀绿，而在

别致清雅，高古自成一格。而彭家的愉园，求的则

是“奇”和“巧”。园子以石为主旨，有几具奇石：

“玉玲珑”，七十二孔，孔孔泉流，石底燃烟；“三

生石”，色随四时而变，如同还魂；“含情”，梅雨

时分，泪如雨下。园子瑰丽繁复，气势凛然。

申家的“雅”“精”，彭家的“奇”“巧”，分

别不在身份、地位，而在心性和根基。申家虽为

官宦，但儒世、明世多以读书人的道理自解，而

彭家却潜心于仕途，两家的心性，都凝结于园子

的草木水石上。世人论《天香》，多以为是写上海

的“前史”，此论未必精当。王安忆写出的，确实

是地理学意义上的上海，但作家更深的怀抱，恐

怕还是要写一个时代，写晚明，写晚明的上海，

写晚明的江南，乃至是晚明的中国——准确地说，

作家是想给晚明江南社会的历史气运和知识阶层

的精神气象造影。申家的“雅”“精”，彭家的

“奇”“巧”，都是晚明精致与享受文化的典型，它

们代表着高古、脱俗、清雅，自然也代表着奢靡、

浮华、空虚。英国汉学家柯律格研究晚明中国的

品鉴文化时列出明代品鉴著作多达数十种，包括

《格古要论》《遵生八笺》《清秘藏》《格致丛书》

《考槃余事》《瓶史》《说郛》《长物志》《宝颜堂秘

籍》《程氏丛刻》《闲情小品》等，内容涉及养生、

鉴赏、收藏、制造和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对于

晚明社会把赏玩当成正务的风气，顾炎武曾尖锐

地批评：“近二三十年，吾地文人热衷务虚求空之

娱乐，盖无例外者。”［8］作为小说家，王安忆自

然不会条陈晚明士绅阶层沉溺浮华之物和空疏之

学的原因，但小说却多次写到晚明文人“隐”的

生活态度：申儒世建万竹村是隐于市，申明世建

天香园是隐于物，柯海是隐于喧闹，镇海归于莲

庵是隐于佛，阿暆是隐于市井。申家的三代女子，

小绸、闵女子、希昭、蕙兰，何尝不是隐呢？她

们的绣，不唯是经济营生，更是一种隐法。这种

隐，在《考工记》里面就是能工巧匠大虞。生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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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乱之世，大虞住到了江对岸的川沙乡下。不过，

这只是表象上的隐。真正的隐，是隐于技，隐于

物道，隐于“大木匠”的身份。

 《天香》中由物而见的读书人“物隐”的风

气，当为明代江南士绅的心性和宿命。莺飞草长的

江南，格外滋养闲情逸致，培植人对艺术和审美的

偏好，兼及“张士诚起兵割据，本朝方一开元，太

祖就不信赖，必夹着尾巴做人”［9］，另加明朝宦官

擅权，朝廷对读书人的猜忌，宫廷权斗剧烈，使得

不少文士淡泊于仕途，他们“热衷于筑园修圃，莳

花植木，三五雅客，徜徉其间，吟讽啸咏，好不

逍遥自得”［10］，形成游冶玩乐，耽迷造园、戏剧

和文玩古物鉴赏的风气，是不足为怪的。明代小说

《金瓶梅》、“三言二拍”，清人写明代生活的《红楼

梦》等，作家最热衷叙写的就是繁复的园林、住

宅、服饰、配饰、饮食、器皿、宫室、车马等。

对任何作家而言，小说中所写之物都绝非是单

纯的物。物是不言之言，是观念，是“物语”。《天

香》和《考工记》更是如此。两部小说，王安忆都

是以物为纲，统领小说，以物的不言之言，道尽意

蕴纷繁的“物语”，让人看到王安忆的御“物”之

力。《天香》中，第一卷“造园”，王安忆却以“桃

林”开篇。这里的“桃林”别具意味。桃花不同牡

丹，牡丹生来富贵，是大王朝的气象。欧阳修《洛

阳牡丹记》写洛阳牡丹，“是未尝见其极盛时，然

目之所瞩，已不胜其丽焉”［11］，牡丹显示出的是

盛世的气象。而桃花则不然，颜色过于娇嫩冶艳，

桃花开处，红云悬浮，万千粉蝶飞舞其间，难免有

脂粉气和女儿态，所以古人作诗多以桃花言男女

之情。“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崔护

《题都城南庄》）；“癫狂柳絮随风去，轻薄桃花逐

水流”（杜甫《绝句慢兴九首·其五》）。《红楼梦》

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

心”，写黛玉第一次葬花，葬的就是桃花。桃花是

与香艳、柔弱、短促、易逝联系在一起的。《天香》

在晚明社会的侈靡、精微的物质生活和消费观念

中，以绚烂的“桃花”为起势，实际上，已暗含着

盛极而衰、阴盛阳衰的历史寓意。

这样的“物语”判断，在《考工记》里面，就

在老宅和“考工记”三个字。小说起篇写陈书玉历

经周折从重庆回到老宅，隔着门窗的镂空望进去，

“堂案上列了祖宗牌位，两尊青花瓷瓶，案两翼的

太师椅，一对之间隔一具茶几”［12］。老宅的门窗是

镂空雕刻，回廊是仿宫制的歇山顶，砖上雕刻着八

仙过海图案，黄花梨木高几虽不名贵但梅花雕刻却

见不凡。老宅的主人未必富贵，一切的陈设、雕刻

都是生活的气息和愿景。王安忆的不言之言，就落

在老宅子的八仙过海、雕梁画栋的烟火气，和“考

工记”三字承载的人文关怀上面。何谓“考工记”？

“考工记”就是《周礼》的“冬官”，郑玄解释：“象

冬所立官也。是官名司空者，冬闭藏万物，天子立

司空，使掌邦国，亦所以富立家，使民无空者也”。

所谓“考工记”，就是“百工为大宰九职之一，此稽

考其事，论而纪识之，故谓之考工记”［13］。冬，为

闭藏之季，需“生”。“考工记”的立意，是“以富

立家”，是“使民无空”。《考工记》中老宅的雕梁

画栋、镂空门窗、金砖、“塞壬”阴沟盖、砖雕“八

仙过海”等，就是“以富立家”。老宅的颓圮和能

工巧匠大虞的消隐，映射的是世道失序。

二� “名实相怨”［14］与小说的“风雅正变”

无论是《天香》还是《考工记》，王安忆都是

在“变”中来把握世界和人、事、物，把握世界和

人、事、物的盛衰之理的。并非说其他作家就不写

变，而是说，王安忆无疑更善于在“变”中去体察

世道与人心动荡。《考工记》中的世变、事变、人

变、物变，构成复杂的逻辑关系。小说从 1944 年

抗战即将结束，局势却未明朗，“西厢四小开”前

途未卜写起，继而是 1949 年以后，各人命运的跌

宕起伏。世道在变，人的命运自然随之沉浮不定，

物的命运亦复如是。但是小说却写出变与不变、动

与静的大智慧。冉太太和朱朱属于不变的一类，最

后却以变——移居香港，以应付时代的变。陈书玉

和大虞，是以静应变。时代的滔滔洪流中，个人极

其渺小，唯大英雄或可逆势而动，平凡的人只能顺

应。大虞和陈书玉当然是平凡的人，只有顺应时代

的洪流方得周全。用“弟弟”的话说就是“顺其自

然”；以阿陈祖父的话说，是一动不如一静。陈书

玉和大虞，就是顺其自然，是一动不如一静。



70

2021 年第 1 期

就名与物的关系而论，社会的变革与动荡，必

会导致名与物的错位，或名存而实亡，或名亡而实

存，或名变而实未变，或名未变而实变，造成名辩

意义上的“名实相怨”。而在小说的层次，“名实相

怨”，便是激烈的冲突。王安忆的小说却少有激烈

的大冲撞。《天香》中蕙兰生产，阿暆代娘家前往

贺喜。席间坐上，陈老爷、乔老爷、张老爷等一干

人谈论见闻，从异国的“留恋”（榴莲）、云贵一

带的“蛊”，到长江一路岸上的“望夫石”，引出

男女之情和男女之怨的话题。陈老爷、乔老爷、张

老爷的意思，男女之情当以温柔敦厚为主，怨而

不怒，不可刁钻刻毒。期间，阿暆与陈老爷、乔老

爷等有番“名辩”。阿暆引《淮南子·原道训》中

“生万物而不有”，主张不拘小道小德，索性回到

元初一无教化的大千世界，日月昭明。阿暆与陈老

爷等名实之论的义理阐发，不在是非对错，而在

所学不同。“温柔敦厚”“怨而不怒”，不外是儒家

的道德主张，阿暆的“生万物而不有”则是典型

的《道德经》哲学，两者是尚有和贵无的区别。王

安忆的小说处理名实相怨，既有“温柔敦厚”的风

格，亦有“贵无”的意思。《考工记》中的那座老

宅，数百年的历史，却是无名之物。或许对于那

座老宅子来说，无名，才是本真，无名，即是无

碍。老宅无名，却可被随意命名，陈家兴旺发达时

它是“半水楼”，半条江的生意都是陈家的；历尽

世事摧折和风雨剥蚀后，老宅成了四面透风的“听

风楼”；待文物部门注意到这座楼后，老宅再度成

为“煮书亭”。老宅是随时代而赋名。实，与世沉

浮；名，亦与世宛转。倘若固守一名，如“半水

楼”，恐怕就很难过得了后面的世事。物如此，人

也如此。阿陈正是因小说开始那次名实相乖的西南

之行，后面的新政府纳他入自己人，得以规避此后

重重的风险。

名实之变，名实相怨，背后是时代、家国、地

方的兴衰成废与“风雅正变”［15］。当代作家中，

王安忆最擅长写时代、家国、地方兴衰成废和“风

雅正变”。她的《长恨歌》《富萍》《启蒙时代》《桃

之夭夭》，写个人，写城市，背后却无一不是家国

气象。《天香》和《考工记》更是如此。比较而言，

《天香》和《考工记》所写兴衰成废是有区别的。

《考工记》里，老宅一出场就处在颓势之中，地上

的石头缝中长满杂草，树叶扑簌簌划拉，蟋蟀嚁嚁

鸣叫，昆虫啁啾，野猫倏忽出没，到处是枯败迹

象。《考工记》是从衰败写起，在时间中观照人与

物的流变，时有山穷水尽，复又柳暗花明。而《天

香》则是从盛时起笔。小说的第一句话，是“嘉靖

三十八年，上海有好几处破土动工，造园子”。这

样的“起势”，和《考工记》把大宅子放在颓圮的

衰势中起笔不同，《天香》的故事是从盛向衰慢慢

写下来的。天香园开始时是精致、高古、雅致、侈

靡，却一点一点走向衰败。“眼看他起朱楼，眼看

他宴宾客”。虽说《天香》并未写出申家“眼看他

楼塌了”，但蕙兰出嫁时，索要的就是“天香园绣”

的名。天工开物的天香园绣，在申家和张家最终都

沦为衣食经济来源，加上桃林、墨场、竹园、莲庵

相继萧条荒芜，确是处处的败象。

在写作方法上，《考工记》和《天香》不同。

前者是在时间的炼丹炉炼一座老宅和一个人，少有

空间的腾挪。阿陈从重庆回来，故事与重庆再无瓜

葛，冉太太一家移居香港，也不过是寄些信件和食

物。《考工记》里的故事，全在上海展开。《天香》

则非如此。时间上，小说从嘉靖三十八年（1559）

写起，一直写到康熙六年（1667），百年多点时

间，纵跨两个朝代。空间上，小说有好几个层次的

互动：第一个是中国与海外诸国的接触与想象。小

说中，莲庵里的和尚对“煮海”里怪“兽”（鲨鱼）

的叙述，陈老爷宴上对马六甲海上“土著国”异果

（榴莲）的叙述，还都是山海经式的异闻逸事。到

万历年间，西洋教会人士仰凰、利玛窦、毕方格等

入华传教，徐光启引甘薯入华并与利玛窦合译《几

何原本》等，中西文化的接触与冲撞，已是滔滔历

史大势。第二个是上海与杭州、苏州、淮扬等地的

地理空间互动。柯家的交游圈里，多为杭州、苏

州、淮扬人士。第三个是士绅阶层与市井、民间的

互动。小说中与天香园多有交往的章师傅、闵师

傅、弋阳腔戏班子、荞麦，以及申明世的妾小桃，

柯海的妾闵女儿和落苏等，都是来自市井阶层。

 《天香》中的三个空间，显示出王安忆开阔的

历史视野，和对于历史兴亡的深邃思考。我之所

以不愿把《天香》归结为上海叙事，主要是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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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香》的叙事是上海根本装不下的。嘉靖三十八

年（1559）到康熙六年（1667），这个时间节点在

中国人的历史观中恐无特别之处；但从世界史视

野看，整个世界正处在大航海时代，强弱更替与此

消彼长，此处就是枢纽。就中国而论，此时段则是

“早期现代中国”的开始。美国汉学家史景迁《追

寻现代中国》讨论的“现代中国”，时间节点就是

1600 — 1949 年［16］。英国汉学家柯律格研究晚明

物质文化和消费观念的著作《长物》，副标题就是

“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17］。欧美

人以世界史眼光看，晚明并非一个王朝的概念，而

是“现代”的轴心。正是如此，《天香》所呈现的

并非是单纯的一家一地之荣衰，而是对世界大转折

时代中国江南社会与文化的一种透视和病理学解

剖。小说中，阿暆听仰凰讲经布道，就不时以中国

古典经籍相比附：仰凰讲《箴言》第七句“敬畏耶

和华是知识的开端”，阿暆想起的是《论语·季子》

中的“君子有三畏”；仰凰讲《出埃及记》中神与

子民立约，阿暆想起《礼记》；仰凰讲《耶利米书》

中的诸王之争，阿暆类比春秋争霸……这种文化上

的中西之辨，小说中更直截了当的论述，就是杨知

县问徐光启，耶稣教与中华道统的高下长短，徐光

启说：“互为补益，一为务虚，一为务实，虚实倘

能结合，世上再无难事！”［18］这一清醒的文明理

性，与其说是徐光启的，毋宁说是王安忆的，因

为，中西文化相交至今的数百年，国人向以优劣论

中西，或以为中国胜西方，或以为西方胜中国。这

种“互为补益”“虚实结合”之论，若不是遭受过

千锤百炼，哪有这般的明白与精当？

中西文化的“互为补益”，是对文化本质的思

考；而“虚实结合”，则是作家的文化理想。这种

思考和理想，是王安忆从大处着眼对“中国”的

宏观把握。回到申家、上海、晚明社会，王安忆

的思考则更见独特。小说写上海，“此地临海，江

水携泥沙冲击而下，逐成陆地平原，因之而称上

海”［19］。因河网密布，每逢潮汛便泥泽交织，苦

于淤塞而舟船断路。事实上，上海长期并不发达，

《松江府志》记述：“松江，三江之一水名也。未

建邦时，滨江阻海多水患，吴越春秋所谓蛟龙杂

处。”［20］纵是南宋年间已成为“人烟浩穰，海舶

辐辏”的“蕃商云集”之地［21］，终究还是个粗

蛮的地方。是故，小绸和希昭，无疑是王安忆给

申家也是给上海和晚明文化开出的诗书文章的良

方。小绸和希昭，一个出自南宋官宦世家，文章

脉传，陪嫁的妆奁中就有一箱书画、一箱纸和墨

锭；一个出自杭州书香门第，诗书传家。对申家

而言，她们也是“疏浚”，携浩荡的南宋文化进入

天香园，意在给天香园增添厚度。天香园衰而不

倒是因为有天香园绣，但倘若没有小绸、希昭的

诗书画做底子，哪来天香园绣？小说中，闵师傅

到天香园访亲，“方才园子里走一遭，险些儿以为

申府气数差不多了”，待看到希昭，自觉不可小视：

“如今看来，还难说得很！”［22］为申府续命的，是

希昭所代表的方正阔大的悠悠文脉。

从市井角度看，这同样是小说中的文化探寻的

方向。《天香》里面，有数处借不同人物之口，表

达对“俗”这一具有社会学和美学分层意义的概念

的不屑。俗和雅虽非天定，但却以人分。申家子弟

在天香园里开市买卖，是不羁和爱玩乐的心性表

现；明世娶小桃，柯海娶闵女儿、落苏，是想从乡

野中纳入拙朴之气，以补古雅、精致之不足。但

雅可入俗，俗却绝然不可入雅。阿奎庶出身份，因

母亲小桃身份低微自小便鄙陋无知，命里注定是

俗，却欲染指雅事，最终着了浮浪子弟的道，以

五百五十两银子买了唐子畏赝品仕女画《李端端

图》。倒是阿暆，生来就与申家人有别，身材不像，

心性更是大不同。读书时先生谑称“异端”，实则

是“野逸”。恰是这份“野逸”，成就了阿暆的包

容、开阔、轩朗，成就他身上乡野的气机和胸纳天

下的胆气与魄力。他参与东林党人的活动，与申

家的玲珑瑰丽大相径庭。暆，日徐行貌，日西斜。

《说文》曰：“暆，日行暆暆也。”阿暆之名，即暗

含着申家精致文化的气若游丝，须在变中存活。

三� “物”的哲学与小说修辞学

物存在的意义，是由物自身和人的需求决定的。

物之名，物之观念，物之信仰，物之消费与欣赏

等，无不密切联系着人及人背后的政治、经济与文

化状况。物的身上附着的是人们的世界、生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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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美学观念，所以说，作家写物，其实是在具象

化物的观念和哲学；反过来，物的观念和哲学，会

推动小说的故事情节发展，生发出小说的主题。

结构上看，《天香》和《考工记》，都是以物的

思考、物的哲学推动小说前进的。《天香》中申家

由盛转衰，其后是一整套的物的观念和哲学。《天

香》所演绎的，就是世间兴衰成废的“物理”。小

说中的人物小绸、希昭、蕙兰、章师傅、闵师傅、

赵墨工等，多有关于物德、物理、物性、物用的

议论。就《天香》的叙事逻辑而言，申家衰败的

根源显然是在“物用”。“九尾龟”部分，徐光启

与造园大师张南阳有番精彩的论辩。张南阳以抽

象“物理”论造景、造园，以为景是人造，即是

造假，但纵是造假亦必循物理之真。而徐光启却

不以为然，他认为世上万物，都以有用而生，无

用而灭，并举甘薯为例，得出“凡有用之物皆美，

不是华美，而是质美”之类的结论［23］。徐光启的

立论，是以务实经世为根基，与小绸论天香园绣

的风气异曲同工。凡一物必有一用，一器必有一

功。在小绸那里，天香园绣终究是衣冠纹饰的用

物，若是“抽离物用而自得，不免雕琢淫巧，流

于玩物”［24］。由此反观申家的凋敝与败落，何尝

不是因了这“物用”？天香园里，“一夜莲花”和

“香云海”的胜景，雅致、精微至极，但终不过是

浮巧的“华美”，而不是物用的“质美”。明世在

极小的年纪，就会操一双银筷子，专挑鱼鳃边上的

樱桃肉吃。即便是没落之时，申家仍改不了故有的

精致和刁钻：一道菜，螺丝肉剔出来剁碎，和上肉

酱，重又填进螺丝壳里；一方火肉，蜜糖里渍几

天，橘酱里渍几天，然后蒸馒头的大笼屉里放了巴

掌大一个瓦罐，天不亮起就不歇气地蒸，直到晚饭

时，不晓得烧掉多少柴火。申家的败落，其根因

就在精致且无用。申家衰而不倒，又应在小绸的

“用”，和希昭的以诗书画理调适绣法于方正大道。

《天香》关于物用、物德、物理、物性的辨证，

是个复杂的话题。物之德性，是否全在一个“用”

字？“用”，是否应该有一个度？可否违背物理？

这里不做讨论。应当承认，王安忆在物的叙写中提

出“用”的思想和物德，是有深刻批判性的。《天

香》写的是晚明，是世界变局和中国社会变局的前

夜，而晚明的社会风气中，却出现了“清供”“雅

玩”的风尚，出现“巨家势阀在婚丧殡祭、冠履服

饰方面的挥霍消费，带动了庶民百姓靡然向奢，从

而使守礼、节俭、关心风化等儒家核心价值荡然无

存”［25］。文震亨《长物志》的“长物”本就是与

生活中的衣食住行无关的物，但晚明知识群体却流

连于无用之物的品鉴、收藏和玩赏：

夫标榜林壑，品题酒茗，收藏位置图史、

杯铛之属，于世为闲事，于身为长物，而品人

者，于此观韵焉，才与情焉。［26］

这种背离物用的社会习气，正面意义上看，推

动了中国晚明社会美学思潮的世俗化、日常化、生

活化、物质化转向，使得中国建筑、绘画、戏曲、

音乐、小说以及金石、书画、古玩、鉴赏、收藏等

有了很大发展，但另外方面看，务虚的“长物”、

无用之学的滋长，必会削减经世致用的气力，在后

来以强弱分胜负的社会大变局中，无论明亡于清，

还是 19 世纪以后中国的节节败退，都是务虚不求

实的必然产物。

从小说修辞学角度看，王安忆写物而善用物。

《天香》和《考工记》都是以物为中心，建构了小

说的隐喻系统。这个隐喻系统，在《考工记》中，

就是老宅子里的那座白色防火墙。陈书玉从重庆回

到南市的老宅，扑面而来的是那堵白色防火墙：

这一片白仿佛无限地扩大和升高，仰极颈

项，方够着顶上的一线夜天，原来是宅院的一

壁防火墙，竟然还在——从前并不留意，此时

看见，忽发觉它的肃穆的静美。他不过走开二

年半，却像有一劫之长远，万事万物都在转移

变化，偏偏它不移不变。［27］

这壁防火墙，“仰极颈项，方够得着顶上的一

线夜天”，极为高大，但终究挡不住外界的蛮横。

小说最后，防火墙歪斜了，随时可倾倒下来，像一

面巨大的白旗。《考工记》中，老宅子的防火墙是

失败的隐喻，防火墙越是高大静穆，越是隐喻着时

代的暴烈。这种具有总体提示功能的隐喻，在《天

香》里，就是桃林和桃花（前面已有详论）。《天

香》和《考工记》以物作隐喻的地方甚多，有的隐

喻是总体性的，则是局部的。如《考工记》开始，

大虞的店铺里，作家写到一个老旧的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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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底子上，一群牙雕的小天使托着钟盘，

钟却不能走，执意停在十二点差几分的位置，

仿佛永恒的时间。［28］

这是很有意思的隐喻。“十二点差几分”是个

具有分水岭意义的时间。历史的风陵渡口，“西厢

四小开”何尝不是那个“执意停在十二点差几分的

位置”的钟？旧式的生活，他们未必全都风光无

限，但至少是他们熟悉的，新的生活对他们来说却

充满诸多的不确定。特别是老宅子，满是旧时代的

价值符号和趣味美学，怎能走进新时代？但天下大

势滔滔，终遂不得人愿。这种隐喻在《天香》中亦

有多处。如《还魂记》。申家败落后，青莲庵只剩

一堆乱石几堵断垣。就这样的破地方，申家竟还请

班子唱戏，搭台掌灯，演一出全本的《还魂记》。

王安忆化用物的哲学为小说修辞，再有就是人

物塑造上的“观物比德”，由物与人的关系和物之

特性去塑造人物形象，洞察人之心性。这种“观物

比德”之法，在《考工记》里最成功的就是关于

冉太太的描写。朱朱被抓进监狱，陈书玉和冉太太

一起去打探消息，回来的路上，冉太太风中点燃香

烟，然后“摸出一个小银匣子，一按搭扣，弹开

来，原来是一具烟灰盒。就这么站着，一口一口吸

进，再一口一口吐出。一支烟很快到头，将烟蒂在

小银盒底摁灭，咔嗒关上，回过身，说：阿陈，谢

谢你”［29］。“小银盒子”映射出来的，是冉太太的

教养、贵气、优雅和临事不乱。所以，后面阿陈在

街上再次看到冉太太带着三个孩子时，虽然朱朱还

没有出来，但“一家人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没有

一点落拓相”［30］。处于动荡之世，作家以“小银

盒子”，写尽了冉太太的教养与定力；因为有这份

教养和定力，才有后来冉太太移居香港后，一张薄

薄的宣纸，小楷毛笔的字迹，从右到左几行竖写，

抬头两个字：“阿陈”。这封信，让凄惶中的陈书玉

忍不住落下泪来。陈书玉终生不娶，是世上再无冉

太太。这种“以物比德”的写人方法，《天香》里

面随处皆是，如小绸妆奁中的古墨和柯海娶了闵女

儿以后她作的璇玑图。古墨的背后，是家世，是根

基，是悠悠文脉；而璇玑图蕴涵的，则是小绸的见

识与才情，以及“倔”的性情与决绝之力。

四� 名物与“小说”观念、
小说史反思

像《天香》和《考工记》这种名物小说，近几

十年来常见也不常见。说常见，是因为有些作家本

就有写物的古风，如早期的汪曾祺、林斤澜、刘

绍棠、冯骥才、陆文夫、宗璞、邓友梅，以及后来

的阿城、郑义、韩少功、格非等。说不常见，是因

为大多数作品，只能说写到了名物，但还不能称为

名物小说，名物在小说中并不具有结构性地位。惟

近些年来，王旭烽的《南方有嘉木》、李锐的《太

平风物》、储福金的《黑白》、徐风的《国壶》、王

安忆的《天香》《考工记》、贾平凹的《老生》《山

本》、阿来的《云中记》等，则是直接以名物结构

故事，创构出别具美学风味的小说。

这类名物写作，其小说史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从文论的角度看，名物的引入，可促发

我们重新思考“小说”的观念，对近百年来中国小

说的现代传统有纠偏之效。诚如前述，进入现代社

会以来，因为启蒙观念和社会变革思想影响，中国

作家注意力全部转向“人”和“社会”，解决人的

思想问题与价值危机，改造社会以促动其文明与进

步，成为文学的历史使命。自梁启超、严复始，小

说的地位就不断被抬升，“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

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风

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31］。小说的地位超过

了作为读书人精神出处的“经史”，原因就在于它

能改变“人心风俗”。如此，文学的观念、功能、

价值塑造等，自然都由人和社会而生发，于是，

“人的文学”与“现实主义”构成中国现代小说的

两大生命系统，规范着文学理论建设与创作实践。

因为文学的主战场转向人与社会，转向启蒙和

革命，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总体上是远离自然和名

物的。小说的观念、理论与技法，作家的经典意识

等，也都是围绕着“人”和“现实”展开或建构起

来。在某种程度上，现代中国文学不仅远离名物，

因为启蒙和革命均强调精神、意识和观念的道德价

值，现代文学很多时候还是反物质的。特别是革命

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中，物质是与享受等同的，而

享受必然是资产阶级的。所以，物在相当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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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一种原罪。正是如此，在萧也牧的《我们夫妇

之间》和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当中，“高楼大

厦”“丝织的窗帘”“有花的地毯”“沙发”“霓红

灯”“跳舞厅”“爵士乐”和“小奥斯汀汽车”“柏

油路”“法国梧桐”等，都散发着腐朽堕落的气息。

另外，启蒙和革命两个系统中的“人学”和“现

实”，其实都是相当观念化的。启蒙文学写人，是

关注人的精神系统；革命文学写人，人同样沦为出

身、阶级、立场等观念的载体。出于对观念化的人

的反动，近 40 年来中国作家以人性去抵消观念化，

但却走向另外的观念化。作家争相描写人的权力、

欲望、仇恨、争斗、饥饿、性等，小说领域弥漫着

潮湿、阴暗、鄙陋、混浊之气。

以今天的立场看，我们的“小说”观念确实需

要调整；我们需要认识到：文学当然是“人学”，

但也是“物学”，因为，没有物的世界不成其为世

界，没有物的文学自然也不成其为文学。法国小说

家罗伯·格里耶对西方以人为中心的小说观念——

“巴尔扎克的观念”提出尖锐批评，他认为“事物

就是事物，人就是人”，他要求作家纯客观地观察

和描写物件的“既无虚伪的光彩也不透明的”“表

层”［32］，并且单纯地注重物件的物理属性，它的

度量、位置，它与另一物的距离等。罗伯·格里耶

的“物本主义”小说观，并不是否定人，而是否定

那种通过主观去认识世界，并从人的角度去解释万

物的传统做法，它“简直象人与物之间的‘精神桥

梁’一样，首先保证了这二者的相辅相成”［33］。

其次，从文法上看，名物进入小说，可丰富、

拓展和深化中国当代小说的美学内蕴，创造中国小

说独特的修辞系统。当下作家们的现实主义，无论

是写历史还是写现实，多有短兵相接和贴身肉搏的

味道。稍能闪转腾挪的，也多是借用曲笔，明修栈

道，暗渡陈仓。在这点上，物可以让小说变得更含

蓄、更悠远、更意味深长。相比较人和具体的观念

而言，物，相当于是取远景，是远镜头。《红楼梦》

开头，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那块“幻形入世，无

材补天”的废石，其实就道尽了全书的未尽之言。

石头本是无情之物，却用来补有情之天。偏偏是无

用的废弃之石，却生出“到人间去享一享这荣华富

贵”的心思，历尽悲欢离合、炎凉世态。这一物，

就是《红楼梦》的全部要义。《水浒传》中，水泊

梁山从“聚义厅”到“忠义堂”的名变，更是无辞

而意现。物，所呈现的是不言之意。看山是山，看

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横看侧看，远近高低，看

得何意，全在看者如何一个看法。所谓“不着一

字，尽得风流”，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境界。

物，是客观的，中性的，是固定不变的，不像

观念和意见，譬如朝露。就像王安忆《考工记》中

的那座老宅，是“半水楼”“听风楼”，还是“煮

书亭”？不过是因时、因世的赋名。宅子还是那座

宅子，世事却总在更迭中。在物跟前，所有的观

念、思想、价值，都是脆弱的、多变的、易朽的。

唯有物，历尽风吹日晒，岁月沧桑，方显得坚固。

物作为小说的文法，从意蕴的层次看，它铭记着中

国传统的智慧，儒、道、墨、名、法、玄、释诸

家，都有关于物的哲学。作家在创作中，究竟是以

儒家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和格物致知方法，去以我观

物、以物观我来把握物，还是以道家的齐物、物我

两忘的方法去把握物，另或是释家色即空、空即色

的认知去把握物，全在写作者的一心。而从修辞学

的角度看，物对小说的文法意义则更大。按照中国

传统的道 / 艺二分之法，小说、器物制作之法，都

属于“艺”和“技”的范畴，有其“道”的统领下

的内在同一性，故中国古代文论、诗论，多有以器

物制作之法类比诗文作法的惯例［34］。当代中国小

说，倘能从物、器物中吸取经验和智慧，必能丰富

中国小说的表现技法。

最后，从文统的角度看，当代小说领域的写物

之风，是对中国小说古典传统的呼应，倘能深入研

究，或可凝练出小说的中国叙事经验。众所周知，

近代以来，中国小说的整体发展路径，从理论、观

念到文体、修辞实践，都是以西方为师的。因此，

当下小说领域的名物叙写之风，是一种积极的现象，

它表明，中国作家正在突破单一维度的去中国化和

模仿西方的路径，走向中西小说经验的融通。

当代作家突入地方生活经验，或状摹自然，或

以器物为中心，并在这几年形成一种写作的风尚。

小说领域有，散文创作界可能更为普遍。其原因是

非常复杂的。大环境上，时下作家不再以模仿西

方作家为时尚，再者，通过几十年的学习，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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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似再无新鲜经验可供我们学习，这样，返归

自家经验就是一个必然选择。另外，从作家的年龄

结构上看，写自然、写名物的多是 60 岁左右的作

家。这种创作上向自然、名物后撤的写作趋向，跟

他（她）们的阅历、心性，包括个人的阅读史，对

现实的态度，都有很密切的关系。毕竟，小说创作

联系着的，是作家的生活史与生命史。中国古典文

学的写作方式，无论是诗词、歌赋、文章，还是小

说，其实都是以阅历为底子的。读书、读人、读

世，作家就是在世事洞明和人情练达之中，淬炼出

好的小说。由此反问：当下作家，能否写出古典意

蕴的小说？这是个问题。在我看来，传统并非是一

条消逝的河流，它的观念、制度、礼俗，它对人与

物、对世界的认知，都会以不同形式进入今人的生

活和意识当中；反过来，时下的作家亦可通过阅读

古人的书，进入古人的生活和意识当中。如此，传

统和当下，即处在活态的交往之中。当下的中国作

家，涵化古今，会通天下，何愁写不出大作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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