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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与文文学中国

“在第三章第四节 我正在改写这世界 用观念进行侵略 ”

— 摘 自方文山歌词 《蓝色风暴 》

一 、 穿越叙事

“穿越 ” 一词 , 来自于网络文学的 “穿越小说 ” 某人物因为某原因 , 经过某

过程 , 穿越时间和空间 , 从所在时空穿越到另一时空的事件 , 不仅是指现代人穿

越到历史中 , 还包括古人穿越到今天 。穿越契合人类跳出时空的限制这一永恒的

梦想 。

穿越小说 , 可以追溯到马克 ·吐温 年的小说 《亚瑟王朝廷上的康涅狄

格州美国人 》。华文第一部穿越小说应该是台湾作家席绢的 《交错时光的爱恋 》。

世纪 年代起 , 国外的 “穿越电影 ” , 如 《回到未来 》、 《时间旅行者的妻

子 》、 《时光倒流七十年 》、 《触不到的恋人 》、 《蝴蝶效应 》 已经掀起了穿越之风 。

真正引起当代穿越叙事热潮的是黄易的穿越历史小说 《寻秦记 》和由此改编的同

名电影 、 电视 、网游作品等 。在此小说中 , 主人公项少龙穿越到古代 , 利用现代

搏击打败了许多古代英雄好汉 , 并用诗词歌赋征服了古代公主小姐 , 成为人们仰

慕的一个真正 “雄霸 ”。穿越小说在当代网络文坛上势头正劲 。而 “穿越叙事 ”

进人当代歌词文本 , 方文山应该是第一人 。

对于中国文艺界 , 方文山的歌词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文化现象 。正如论者所

说 , “他的歌词作品促发了音乐创作另类革命 。在他的笔下 , 歌词不再是单纯的

流行文化 , 而成为一种可能酵生多种文化想象的文学现象 ”①。方文山歌词带来

的不同审美感受 , 学界已经注意到 , 并有了一些研究成果 。但大部分研究都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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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他作品中的词语搭配①和 “中国风 ” 意象分析②。至今无人探讨其作品的叙事

性 。而本文认为 , 方文山歌词的叙事性 , 尤其是其穿越的叙事方式 , 是其歌词艺

术的重要特色 。

歌词不同于诗 , 从雅克布森的文本六功能来看 , “诗性即符号的自指性 ”③。

诗文本的 “诗性 ” , 被托多罗夫称为 “符号不指向他物的品格 ”④。但歌词即使有

很多 “诗性 ” , 也不局限于文本自指 , 歌词的主导功能 , 落实在表现发送者的情

感 , 引发接受者的反应 , 歌词必须在 “情绪性 ” 与 “意动性 ” 之间构成动力性的

交流 。 “我对你唱 ” 是歌词最根本的传达方式 , 即使是没有人称指示的歌曲 , 也

隐藏着这样一个体裁预定的传达模式⑤。

“我对你唱 ” , 这个传达模式 , 实际也为歌词的叙事提供了一个不言而喻的

“演出现在时 ” 叙事框架 。在这个叙事框架内 , 歌词叙事的意图时间 , 不一定限

定在现在 , 它可以回溯到过去 , 甚至歌唱现在和未来 。也就是说 , 歌词中叙事的

人物 、 情节 、 故事都可以在这三种时间向度上自由转换 过去事件是回溯 , 现在

事件是 “歌曲的此刻 ” 正在发生的事 , 未来事件是希望发生的 , 尤其希望 “你 ”

来采取的行动 。

任何文本都有内在的时间意图性 , 班维尼斯特 曾将话语

的意图方向对应三种 “语态 ” 过去向度着重记录 , 类似陈述句 现在向度着重

演示 , 结果悬置 , 类似疑问句 未来向度着重说服 , 类似祈使句⑥。三者的区

别 , 在于叙事意图与期待回应之间的联系方式 。

歌词与小说 、 电影等一些记录叙事过去事件体裁的不同 , 正在于它能将过

去 、现在与未来这三种内在的时间意图性最容易交织在一起 “现在 ” , 是歌曲表

意的演出方式 我此刻对你唱 所占的时间 “将来 ” , 是歌曲主导功能意动性

我希望你回应 所期盼的时间 “过去 ” , 则是歌词叙事化后出现的故事的 “被

叙歌论越事词术方文山艺穿

① 比如 , 詹红霞的 《流行歌曲歌词中有关超常搭配的语言变异 》一文中用了不少方文山歌词作

为分析例证 。

② 比较详细论述方文山意象的 , 有吴童的 《方文山歌词意象的修辞研究 》 , 此论文从意象的选

择 、 意象的语言营造 、 意象的呈现以及意象构筑意境四个层面 , 以及方文山歌词中高频出现的五个

意象 — 花意象 、 雨意象 、风意象 、月意象及茶意象进行语义分析 , 探讨了方文山歌词对传统文化的

继承和发展 。

③ 雅克布森 《语言学和诗学 》 , 见赵毅衡编 《符号学文学论文集 》 , 百花文艺出版社 。。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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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托多罗夫 《诗学 》 , 见赵毅衡编 《符号学文学论文集 》, 百花文艺出版社 。。 年版 , 第
页 。

⑤ 比如李叔同作词的 《送别 》 “长亭外 , 古道边 , 芳草碧连天 , 晚风拂柳笛声残 , 夕阳山外

山。天之涯 , 地之角 , 知交半零落 。一杯浊酒尽余欢 , 今宵别梦寒 ” 在歌词中 , 我们似乎找不到一

个人称代词 , 也就是好像没有言说主体 , 但一旦我们把它作为歌词来理解 也就是唱出来的歌 , 它

的体裁的规约性 , 就进人了 “我 ” 对 “你 ” 说的模式 , 也就是提醒我们 , 这是一个 “我 ” 在对 “你 ”

讲述一种关于送别的心情

⑥ , ￡刀 州 王 “ 仓 , ,

, 必



必 叙事时间 ”。这也是为什么歌在三个时间方向中进行穿越特别自然的原因 。

二 、 穿越形态之一 人物穿越

歌词本质上是跨时间的 , 正如上文阐述 。但穿越叙事的故事 , 抛出得更远 。

它的过去 , 不只是昨天 , 去年 , 也不仅仅是民国 、清代 , 而更应该是远距离的过

去 。越是若干世纪若干千年之前 , 越是现出情感的永恒 。

用人物点明古代某个时间 , 是方文山歌词中最接近穿越小说的一种形态 。这

首著名的 《爱在西元前 》

代化现与丈文学国中

古巴比伦王颁布了汉摩拉比法典

刻在黑色的玄武岩 距今已经三千七百多年

你在橱窗前 凝视碑文的字眼

我却在旁静静欣赏你那张我深爱的脸

祭司 神殿 征战 弓箭 是谁的从前

喜欢在人潮中你只属于我的那画面

经过苏美女神身边 我以女神之名许愿

思念像底格里斯河般的漫延

一个站在
百多年 ” 前的

于是

“在橱窗前 凝视碑文 ” 的现在的 “你 ” , 突然间变成了 “三千七

“苏美女神 ”。 “我 ” 一下子被穿越到 “西元前 ” 的时空场景 ,

我给你的爱写在西元前 深埋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用楔形文字刻下了

永远 那 已风化千年的誓言 一切又重演 我感到很疲倦离家乡还是很远

害怕再也不能回到你身边

歌词有个很突出的指示符号 , 即人称代词 。符号学创始人皮尔斯说 , 指示符

号的最大特点是引起注意 。他认为人称代词是最明显的指示符号 。人称代词是当

代歌词中的重要因素 , 这也是方文山特别注重 的 “歌词中 , 人称一定要

明确 。,,①

人称问题关联到歌词的叙事主体问题 。托多洛夫对 “主体 ” 有个有趣的例

解 。他说 , 在 “我跑 ” 这个简短语句中有三个主体 叙事主体 、被叙事主体和被

叙事的叙事主体 。 “跑的我与说的我两者不同 , 一旦陈述出来 , 我̀ ' 不是把两个

我̀ ' 压缩成一个我 , 而是把两个 我̀ ' 变成三个 我̀ ' 。',②

① 参见 《方文山 作词如同写电影 》 , 《渤海早报 》 。。 年 月 日。

② 托多罗夫 《诗学 》 , 见赵毅衡编 《符号学文学论文集 》, 百花文艺出版社 。。 年版 , 第



歌词的基本表意模式是 “我对你唱 ” , 也就是说 , 歌词一旦唱出来 , 就出现

三层主体 “我 ”。首先是最外层的叙事主体 , 即上文所说到的歌词外在叙事框架
中的主体 , 即歌曲必有的 “我对你唱 ” 构筑模式中的 “我 ” , 类似于美国芝加哥

学派学者韦恩 ·布斯在 《小说修辞学 》 中提出的 “隐含作者 ”

的主体 。 “隐含作者 ” 即隐含在文本中的拟人格形象 , 它不一定对应作者的真实

身份 , 即不一定是词作者本人 , 也不一定依据某种真实情感事件 。从歌曲接受角

度来看 , “隐含作者 ”是依托文本期盼被接受者构筑的拟人格作者形象 。同一词

作者写出的不同歌词作品 , 往往会有不同的隐含作者形象 , 就像歌词作者给不同

的歌手写歌一样 , 其中隐含作者并不相同 , 甚至包含性别上的更换 。在这首歌

中 , 我们可以把这一层 “我 ” 看成隐含作者 姑且把这个拟主体看成写歌时的方

文山 价值情感的 “我 ”。第二层 “我 ” 是叙事行为的 “我 ” , 即叙事歌词故事的

“我 ” 。第三层 , 也就是参与并实施被歌词叙事出来的事件的 “我 ” “穿越到西

元前 ” 的行动主体 “我 ” 。

正是通过穿越 , 才显示出以上 “三我差 ” 的矛盾 , 这矛盾也是歌词的情感张

力所在 。第一层 “我 ” 站在现在 , 向着未来 , 感动你 , 意图求得你的爱心 第二

层 “我 ” 从现在穿越到过去 , 讲一个遥远时光的爱情 第三层 “我 ” 有着 “西元

前 ” 的爱 而这种 “爱 ” 第三层 “我 ” 携带的 能否被未来的 “你 ” 与第一层

“我 ” 对称的 接受 这份 “过去式 ” 第三层 “我 ” 拥有的 的爱能否在现实中

与 “你 ” 与第二层 “我 ” 对称的 重演 叙事未决的张力就在这三个时间向度

中展开 。

歌词本来就在三个时间向度上展开 , 将过去 、现在和将来三种意图时间交织

在一起 , 完成了一个对 “爱的焦虑 ” 的复杂叙事 。歌词中一旦有叙事 , 就摆脱了

大多歌词的简单抒情模式 , 即 “现在 ” 心情引向 “未来 ” 希冀 , 回到被叙事的过

去 。而穿越叙事放大了这种效果 , 不仅体现出一段情感的迁回曲折效果 , 更重要

的是把个人的情感表意 , 通过另类时空对比 , 上升到了一个超越歌词本身的文化

思考 为什么 “我 ” 和 “你 ” 更向往辽远的曾经发生的爱情 “我们 ” 的爱情如

何才能超越如此悠远的时空

方文山的另一首名曲 《娘子 》 , 也属于人物穿越 , 但和上一首歌的穿越方式

略有不同 “我 ” 没有明确地穿越到异代 , 却遇到了异代人物 。
越叙事穿二

歌词方术论丈艺山

娘子却依旧每 日折一枝杨柳

在小村外的溪边河口 默默的在等着我

家乡的爹娘早已苍老 了轮廓 娘子我欠你太多

一壶好酒 再来一碗热粥 配上几斤的牛肉
我说店小二 三两银够不够 景色入秋 漫天黄沙掠过

塞北的客栈人多 牧草有没有 我马儿有些瘦

天涯尽头 满脸风霜落寞 近乡情怯的我

相思寄红豆 相思寄红豆 无能为力的在人海中漂泊心伤透



必 娘子她人在江南等我 泪不休 语沉默

一个现代的 “我 ” 和一个远古的 “娘子 ” 嫁接在一起 , 只有 “穿越叙事 ” 才
能完成 。正如上文所说在 “我对你唱 ” 歌词基本传达框架中 , 叙事者 “我 ” 作为

表演主体 , 只能在此刻 , 不可能回到过去 , 也不可能到达未来 。但人物 “我 ” 可

以通过叙事 , 跳过这个时间障碍 , 进人不同的时空维度 。这个穿越叙事制造的情

景越特殊 , 叙事的张力就越强烈 , 就越能接近歌意动人心的本质 。此时 , “我 ”

就有可能变成所有感觉到心中之 “我 ” 的人格 词家 、歌星 、 听众及传唱者 。

方文山的另一首歌词 《月桂女神 》也有同样品格 , 只不过 “我 ” 遇到的是希

腊神话中的人物

代现化与文国文学中

月桂树飘香 那夜风恋月光我的爱很不一样

素净的脸上 从不抹浓妆坚持 自己喜欢

月桂树飘香 云缠绕星光我要 有话就讲

无边的海洋 那辽阔的想像比谁 都不平凡

森林河畔 阿波罗在追赶 哭着戴上达芙妮的桂冠

被束缚的爱已经 没有了温暖

达芙妮的伤心疼 千年间流传

爱摇晃 爱靠岸 我航向前方 寻找桂冠

在歌词中 , “我 ” 穿越到阿波罗和达芙妮 ①传说中 , 当我们感受到 “爱很不一

样 ” 的时候 , 已经进人了另一个时空 , 自然 , 爱情也有了新的感受 。通过 “穿

越 ” , 让人物到另一个时空 , 遇到另一时代的人物 , 用另一种时空中的情感方式

和情感价值观来反观现实 , 叙事张力使当下人的情感表达出现了戏剧性 。人物穿

越 , 在方文山的很多作品中能感受到 , 如 《千里之外 》、 《到底谁是伊 》、 《小

小 》、 《止战之疡 》、 《将军 》等等 , 方文山的确了解穿越叙事的奥秘 。

三 、 穿越形态之二 意象穿越

《东风破 》被认为是方文山 “中国风 ” 歌词最早有影响力的作品之一 。关于

《东风破 》 之走红 , 方文山的自我评价相当客观 “我和周杰伦不是中国风的发明

者 , 却是制造它流行的人 。”②所谓流行 , 也就是歌众的认同 。这个 “制造 ” 用

① 希腊神话中有太阳神阿波罗向河神女儿达芙妮求爱的故事 。爱神丘比特为了向阿波罗复仇 ,
将一支使人陷人爱情漩涡的金箭射向他 , 使阿波罗疯狂地爱上了达芙妮 同时 , 又将一支使人拒绝

爱情的铅箭射向达芙妮 , 使姑娘对阿波罗冷若冰霜 。当达芙妮回身看到阿波罗在追她时 , 急忙向父

亲呼救 。河神听到了女儿的声音 , 在阿波罗即将追上她时 , 将她变成了一棵月桂树 从此阿波罗将

月桂树作为他最喜爱的树种 , 并决定将它作为一种奖励 , 授予流芳百世的诗人

② 《方文山 我和周杰伦掀起 “中国风 ,, 》 , 《南都周刊 》 年 月 日



得很恰当 , 暗指了流行音乐的可操作技艺成分 。

一盏离愁 孤单伫立在窗口 我在门后 假装你人还没走 旧地如重游
月圆更寂寞 夜半清醒的烛火 不忍苛责我 一壶漂泊 浪迹天涯难入喉

你走之后 酒暖回忆思念瘦 水向东流 时间怎么偷 花开就一次成熟 我

却错过 谁在用琵琶弹奏 一曲东风破 岁月在墙上剥落 看见小时候 犹

记得那年我们都还年幼 而如今琴声幽幽 我的等候 你没听过

“中国风 ” 感受 , 与其说是来 自歌词中熟悉的意象 , 还不如说是这些 “意象

穿越 ” 的叙事技巧 。当代学者张海鸥在研究宋词时 , 曾提出 “意象叙事 ” 概念①。

他认为 , 意象就是因象寓意 。当一个意象隐喻某事时 , 它便具有叙事意味 。尤其

当意象的文化积累使之成为原型意象后 , 就更有某种类型化叙事的意味 。例如 ,

在中国文化中 , 杨柳依依隐喻离别情事 , 孤鸿缥缈通常隐喻怀才不遇 , 秦楼月落

隐喻深闺寂寞等等 。

所谓 “意象叙事 ” , 实际上是文本具有某些成分 , 能调动文本间性 , 促使读

者进行二度 “叙事化 ” , 从 中读出一段故事 。这首 《东风破 》确实具备了很多

“意象叙事 ” 因素 。首先在歌词题目上 , 就会令人与陆游 《钗头凤 》 中的 “东风

恶 ” 联系起来 歌词 “酒暖回忆思念瘦 ” 也让人想起李清照 《醉花阴 》 中的 “人

比黄花瘦 ” “水向东流 ” , 当然来自李煌 《虞美人 》 中的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

流 ” “琴声幽幽 ” 令人联想到白居易的 《琵琶行 》。如果说这些意象都具有的潜

在叙事性 , 那么一首歌激发出歌众沉潜着的与之相关联的各种文化印记 , 包括我

们熟悉的原词作者生平故事等 , 一起涌出就会造成对现有歌词理解的混乱 , 冲淡

主题的集中性 。歌词通过对意象在不同语境中的穿越 , 让我们在感受 “是 ” 与

“不是 ” 之间的同时 , 在时间维度上 , 实现了 “回 ” 与 “不回 ” , 或者 “回 ” 与

“回不去 ” 的叙事含混 。

产生同样 “意象叙事 ” 穿越效果的 , 还有这首 《菊花台 》

越叙歌词事方术论文山艺穿

你的泪光柔弱中带伤

惨白的月儿弯弯勾住过往夜太漫长凝结成了霜

是谁在阁楼上冰冷地绝望雨轻轻弹朱红色的窗

我一生在纸上被风吹乱梦在远方化成一缕香

随风飘散你 的模样

“意象穿越 ” 在此首歌中色彩越发浓厚 , 实际上歌词隐指了 虽然没有明说

一段前朝的情事 “月儿弯弯 ” , “阁楼 ” , “朱红色的窗 ” , “菊花 ” “泛黄 ” , “花
落人断肠 ” , “影子剪不断 ”。一个扑朔迷离的时空之境 , 发生过一些事 , 故事虽

① 参见张海鸥 《论词的叙事性 》, 《中国社会科学 》 。。 年第 期 , 第 一 页



必 然不明确 , 却让人梦魂缭绕 。

在意象运用上 , 方文山歌词的成功不在于他使用了怎样的意象 , 而在于将这

些意象有意识地进行改造与组合 , 引发歌众的叙事化理解 , 从而完成了时空穿

越 。它解放了歌众的阅读经验 在现在时的叙事语境中 , 突然穿越进入一个似曾

相识的古代故事 。

四 、 穿越形态之三 异域穿越

现代化与文文学中国

意象叙事还有一个变体 , 就是地素叙事 。所谓时素 有关特定时代的意象 、

人素 有关特定人物的意象 、地素 有关特定时代的意象 , 往往指的是 “实有

其地 ” 、 “实有其事 ”、 “实有其人 ” , 是文本与世界的关联方式 , 也是叙述在接收

者心目中引发文化联想的基础 。在这三素中 , 地素并非特别突出 , 一般说只在一

种歌曲中至关重要 , 这就是当今服务于旅游文化而发展出的 “形象歌曲 ” , 这种

歌是作为一种地域文化标识性象征符号来使用的 , 因此 , 地素锚定是形象歌曲不

可缺少的因素 。但通常来说 , 由于形象歌曲的目的在于宣传 , 它借重歌曲传唱 ,

通过反复使用 , 达到象征符号效果 , 得以大范围地流通 。形象歌曲一般是抒情式

的 , 常常是使用地素而不叙述故事 。

而在方文山的歌词中 , 地素却经常构成 “穿越叙事 ” 的一个重要元素 。上面

说的 《爱在西元前 》就点出了 “巴比伦 ” 这样的异国异地作为穿越的目的地 。我

们可以看到 , 在方文山其他作品中 , 有不少这样的异域穿越 , 比如 《威廉古堡 》、

《印第安老斑鸿 》、 《爱情海 》、 《热带雨林 》、 《我的地盘 》等 。试看这首 《布拉格

广场 》

我顺着琴声方向看见蔷薇依附在十八世纪的油画上

在旁 静静欣赏 在想 你的浪漫 在看 是否多久 都一样

我就站在布拉格黄昏的广场 在许愿池 投下了希望

那群 白鸽背对着夕阳 那画面太美我不敢看

布拉格的广场拥挤的剧场 安静小巷一家咖啡馆

我在结账你在煮浓汤 这是故事最后的答案

不管读者是否读过米兰 ·昆德拉的小说 《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 还是由此小

说改编的极具欧洲风格的美国电影 。 “布拉格 ” 这个词已经成为 “浪漫 ” 的代名

词 , 存在于当代人的想象中 。这首情节并不清晰的歌词 , 用了一系列有关音乐的

词 , 一系列欧洲古老城市的地方色彩 , 但是只能暗示一段故事 。但是歌的结尾却

突然跳人一段明确的情节 “我在结账你在煮浓汤 这是故事最后的答案 ” , 异域

的浪漫突然变成男男女女日常生活的情景 , 惊异效果把叙事一把拉进了具体性 。

这首歌的 “异域性 ” 穿越叙事的目的 , 似乎告诉人们 人和人之间的和谐关系 ,

并不只是一种时间关系的共存 , 也是空间关系的共鸣 。



五 、 歌词穿越叙述化的基本法则

越叙事穿

叙事是人类组织个人生存经验和社会文化经验的普遍方式 “发出主体把有

人物参与的情况变化 , 即事件 , 组织进一个意义文本 。”①这样就形成文本内的情

节 , 这情节来自对 “可以对被叙事件 ” 的高度省略性选择 因为叙事在定义上就

是无法说尽所有能说的细节 , 并且重新进行时间安排 因为叙事文本内的时间

关系不可能与事件的时间一致 , 叙事的 “情节化 ” 过程远远不仅是讲故事技巧 ,

而且贯穿了伦理化 。也就是说 , 这样的选择和时间重整 , 凸现了道德性的主题 。

但这还只是叙事化的一半 , 任何叙事还必须依靠另一个叙事化才能最终成

形 , “此文本可以被 另一 主体理解为具有时间和意义向度 ”②。接收者在心目

中重建这个故事的各种要素 , 重新整理被省略 、 被变形的时间 , 重新看到故事的

原貌 。因此 , 叙事文本内在的情节固然重要 , 却不是决定性的 。文本显示的情节

可以是零碎片段 、缺少连接的 , 接收者凭借他们的文学史经验 、文本间知识 , 也

可以将其与历史故事相连接 。这也构成了歌词穿越叙事的基本法则 。正如上文举

出的 《菊花台 》、 《布拉格广场 》等意象叙事歌曲 文本的情节可以有 “非情节 ”

的表现 , 可以是静止的 、 片断的 , 但歌众的再叙事能力 , 能把它扩展成为比较完

整的故事 , 因为意象本身具有 “扩张性 ” 引发联想的能力 , “意象 ” 不是个别

的 , 而是文化的 。威尔斯在他的 《诗歌意象 》一书中 , 依据视觉感受 , 将意象分

为七种类型 装饰性意象 、强合 或浮夸 意象 、精致意象 、繁复意象 、潜性意

象 、基本意象 、扩张意象 ③。并认为后三种特别具有文学性 、 内在性 、 旺盛的繁

殖性 , 而前面的四种大多是图像式的 、视觉性的 、 明显而精致的 。歌词的意象运

用效果 , 实际上是需要激发歌众的 “心像 ” , 这种反应的过程的确是扩张性的 。

就像艾兹拉 ·庞德对意象的要求 , “只有意象的瞬间出现才给人以突然解放的感

觉 才给人以摆脱时间局限与空间局限的感觉 才给人以突然壮大的感觉 ”。对

意象穿越艺术的解释 , 也为歌词的穿越叙事提供了一个叙事学根据 如上面列举

的方文山穿越叙述第一种 故事中人到了古代 , 固然完成了穿越 如上面列举

的第二种 歌词中出现古典意象 和第三种 情节发生在某个历史地点 , 或异国

的某个地点 , 都能完成穿越 , 但这些穿越都离不开接受者的再度叙事化 。方文

山的穿越叙事 , 手法多样 , 蔚为奇观 , 充分调动了叙事学的各种可能 。

必歌词方术论文山艺

赵毅衡 《叙述转向之后 广义叙述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 , 《江西社会科学 》 年第 期 ,

第 页 。

② 同上 。

③ 转引自勒内 ·韦勒克 、奥斯汀 ·沃伦 《文学理论 》 , 刘象愚等译 , 江苏教育出版社 年

版 , 第 页 。



必

叙事与词作家主体身份、
︸、,一

当今文化的版图中 , 词作家如何作为一个具有创造性的主体而存在 方文山

深谙一个词作家在商业文化下主体经受的压力 。他幽默地描述当今音乐界 “每

个唱片公司 , 他们有决策权的主管是 多岁 , 制作人 多岁 , 写歌的 多岁 ,

唱歌的 多岁 , 听歌的 多岁 。这里的游戏规则 , 就是 多岁的人决定 多

岁的人听什么歌 。”①这也就是说 , 一个词家只是公众性文本创作的一环 , 他无

法像小说作家得到创作主体的哪怕相对的充分性 。

歌的创作主体身份和歌曲文本身份之间 , 到底谁创造了谁 主体身份建构是

一个变动的过程 , 正如斯图亚特 ·霍尔所说 , “我们先不要把身份看作已经完成
的 , 然后由新的文化实践加以再现的事实 , 而应该把身份视作一种 生̀产 ' , 它

永不完结 , 永远处于过程之中 , 而且总是在内而非在外部构成的再现 ”②。词作

者的自我不可能完成 , 因为词作者需要不断与世界 、与他人建立意义联系 , 这种

意义表现的歌词文本身份 , 会对词作者自我进行不断地重新塑造 。这样 , 就不是

词作者身份建造歌词文本身份 , 而是歌词文本身份构筑了词作者身份 。

方文山自己写了很多有影响力的歌词作品 , 这些作品都有对应的歌手 。比

如 , 让男歌手周杰伦演唱 《菊花台 》、 《斗牛 》、 《双节棍 》等 , 让潘玮柏演唱

《 》、 《壁虎漫步 》 让女歌手阿桑演唱 《一直很安静 》 让蔡依林演唱 《倒

带 》、 《心形圈 》、 《爆米花的味道 》 让容祖儿演唱 《小小 》 让周杰伦和叶惠美

对唱 《三年二班 》、 《双刀 》 让 组合 演唱 《热带雨林 》、 《候鸟 》 让

南拳妈妈演唱 《哈里路亚 》、 《嘻游记 》等 。现在的问题是 , 其他多产的词家还有

不少 , 他们在歌曲中留下的主体特征为什么没有方文山那么显著 要回答这个问

题 , 我们就要回到方文山的独创性 。方文山用他独特的穿越叙事风格 , 把不同歌

词文本中的身份集合起来 , 从文本身份进行自我的塑造 , 他是一个穿越叙述的词

家 。他写的歌 , 就是他主体的闪亮演出 。

格林布拉特在研究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六位作家时 , 指出这些作家的自我塑

形是通过他们在各种文本中采取的身份 , 不断回到特殊的个体生活场景中去 ,

“回到男男女女每天都得面对的物质需求和社会压力上去 ”③。这种身份需求 , 就

是讲故事 。格林布拉特将此称作 “即兴运作 ” , 即把 自我变成各

种故事的叙事者融人到周围文化限制中的一种方式 , “能够让大多数人适应一种

既定的文化 , 同时也让 自己参与其中 ” 。

不可否认 , 处在商业娱乐和文化的夹缝中 , 一个词作家很难摆脱它们对 自我

现代化与文丈学中国

① 《他是写歌词的方文山啊 》 , 参见 《南方周末 》 , 。。 年 月 日。

② 斯图亚特 ·霍尔 《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 》, 载罗钢 、 刘象愚编 《文化研究读本 》 , 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③ , 艺 一 ,

, , 一



主体摧残的压力 。方文山正是走着格林布拉特的 “即兴运作 ” 路线 , 用不同的歌

词的叙事身份 , 完成着 “自我塑形 ” 。用独特的叙事风格形成的词作家 自我 , 现

在作为独具个性的叙事者 , 处于文本群的中心 。叙事给自我一个立足点 , 由此构

筑一个从 自身通向世界的经验形式 。叙事在个人创作和文化表意上超越歌词本

身 , 获得了他的自我 。

作者单位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越叙穿事二

肠歌词论术方文山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