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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东西方在文学发展上,具有一致性,也具有不同的地方。伤痕文学作为文学的一种特殊形

式，在中国和美国的历史上都有比较典型的时期和代表作品。但是，伤痕文学在中国和美国的

发展上，具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也有不同的深刻差异。剖析、解构中国和美国在伤痕文学上的

相似性和差异性，对推进中国文学的发展就有积极的意义。本文主要选择中国 20 世纪 70 年代

新时期“伤痕小说”的第一部作品《班主任》和美国 20 世纪 60 年代战后初期文学“黑色幽

默”的经典作品《第二十二条军规》，运用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将二者的各方面进行分析

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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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为伤痕文化？ 

文学的产生和国情紧密相关，正所谓一方风土养育一方人，作家是文学作品的创造者，作家所处的国家

的国情对作家的作品影响巨大，这种影响体现在文学内容的构造、文学作品的结构设置、文学语言风格、作

品的立意等。国家包括国家历史、宗教文化、语言底蕴、政治立场、民族意识、风俗传统等等。 

尽管文学的发展具有不同的基础差异，但是，人类历史的推进过程中，不同国家都会经历一些类似的历

史进程，如全球广泛性的共同自然灾难，例如温室效应；如一些虽然不是广泛，但是具有共同烙印的一些国

家性事件，如战争史或者民族苦难历史。这些类似的历史事件，在作家写作的时候，会形成一些具有共性的

反馈，在作品上形成类似主题、反思模式，这些是作家们集体的智慧。 

伤痕文学的精准定义为“伤痕文学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在中国大陆文坛占据主导地位的一

种文学现象。它得名于卢新华以“文革”中知青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伤痕》。”
1
 

伤痕文学和苦难文学有相似，他们在内容上均有苦痛的涉及。于艳华(2012)提到，“伤痕文学是中国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之后出现的第一个文学思潮,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人们内心压抑已久的愤懑终

于有机会倾吐。作品的主题几乎都是梦魇般经历的回忆和关于苦难耻辱的痛述。”但是，伤痕文学和苦难文

                                                           
1 https://baike.baidu.com/item/伤痕文学/833522?fr=alad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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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本质上是不一样的。伤痕文学重点在伤和痕，因此，更多为一种形态和心理上的伤害，而苦难更多偏向纪

实性质。伤痕文学英文对应为 Scar Literature，而苦难文学为 Misery Literature。 

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在文学内容和写作手法上，也具有相似性，通过对苦难历史的描述，提出深刻的社

会问题。但是，反思文学比伤痕文学更进一本，因此，在利益和对社会、人类问题的阐述上，立意更为深

远，更多介入哲学领域的思考。 

二、中美伤痕文化发展简述 

中国和美国在伤痕文学的发展上，均有比较典型的代表作品。许子东 (1987)提到，作为中国伤痕文学

的开山之作，刘心武的《班主任》作品于 1977 年 11 月发表在《人民文学》，树立伤痕文学的大旗。此后，

关于文革、社会无序、知青上山下乡等伤痕文学的作品雨后春笋般出现，如《伤痕》（卢新华）、《神圣的

使命》（王亚平）、《高洁的青松》（王宗汉）、《灵魂的搏斗》（吴强）、《献身》（陆文夫）、《姻

缘》（孔捷生）、《我应该怎么办》（陈国凯）、《从森林来的孩子》（张洁）。伤痕文学异军突起，形成

中国文坛的新思潮。 

而美国的伤痕文学代表有《第二十二条军规》等。美国的伤痕文学以反思战争特别是二战为立意，其

中，美国作家约瑟夫·海勒创作的长篇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是典型作品。该作品还在 1970 年被搬上电

影银屏。在伤痕文学的发展上，美国出现了数量众多的优秀作品，也形成美国文坛独特的分支。伤痕文学在

后续的发展中，突破了战争相关的内容框架，伤痕文学的取材来源更佳广泛，如德里罗的《坠落的人》一

书，就取材自美国集体的伤痛记忆 911等。荣军,& 李岩. (2012)认为，文学表征创伤,叙事参与疗伤。 

那么，中国和美国在伤痕文学的起源、发展等方面是否具有本质的差异，我们将在下一章通过中国和美

国两部代表性作品地一对一对比进行分析。关于文学对比分析的意义，陈泓（1987）在《日本战后初期文学

与中国新时期伤痕文学》一文中指出“比较不同思维模式,不同文化土壤中产生的文学,应力避以某一貌似中

立的客观标准急功近利地进行价值判断。无可通约性而进行比较,是为了认识双方文学的可能性与局限性,清

醒了解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互相借鉴、渗透,不断丰富和发展自身。”  

三、中美伤痕文化对比 

在对比中国和美国两部不同的伤痕文学作品时候，我们将从主题、写作手法、人物性格等方面进行一对

一的比较。 

3.1 主题 

中国和美国在伤痕文学的发展上，主题具有共性，主题均为反映苦难的内容。王语舒（2015）认为，

“对于后人而言，作家们对于苦难的书写，给不在场者们提供了一个“活”的历史记录，人物、故事、场景

共同完成了对苦难的复现与想象，使人们能更直接、更震撼地去触摸和感受这段历史”。  

刘心武在《班主任》中，以不凡的勇气和见识，通过两个表面上的好坏分明，实质上都被极左思想扭曲

而畸形的中学生形象。党丽颖(2018)认为，该文是揭露和批判了极左思想对青少年的毒害。《第二十二条军

规》这部小说有几个主题，但主要讲述官僚主义的绝对权力。其中最可怕而又可悲的是约塞连和同僚们的生

死不是在危险面前由自己决定，而是由灭绝人性的、恐怖的官僚主义掌控的。宋扬 & 宋杰妤(2011)认为， 

《第二十二条军规》是讽刺了官僚主义荒诞无能、黑色幽默。根据第二十二条军规，士兵们必须冒着生命危

险服从命令，即使是知道他们的目标毫无用处或十分危险。在现代官僚主义中，价值是不存在的。精神错乱

是对这个疯狂社会的唯一的理智回应。人们发现自己陷入一个疯狂的社会，每个人都试着找出解决方法。 

黑色幽默是喜剧中的悲剧，是带有悲剧结局的绝望的喜剧。黑色幽默文学所表现的是个性自由和险恶环

境之间的冲突。黑色幽默文学既有对丑恶环境的挖苦，也有对剧中人物的自我嘲弄；既讽刺别人，也嘲笑自

己。黑色幽默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在于其突出强调世界的荒谬和社会的疯狂。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A%A6%E7%91%9F%E5%A4%AB%C2%B7%E6%B5%B7%E5%8B%92/7725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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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题上，中美文学都是在重大历史灾难后揭露当时不好的政治思想和社会风气，控诉由此给人们带来

的肉体和精神上重创，追究和批判历史的罪人。 

3.2 写作手法 

在《第二十二条军规中》运用了“黑色幽默”的写作手法，用喜剧的手法描写悲剧内容，将疯狂和理

智、荒诞和严肃、混乱和清晰结合起来，在说笑间揭露了深刻的荒诞性，凸显了黑色幽默小说的风格。作者

通过运用荒诞的表现手法描写当时民众深陷困境的滑稽场景，向世人展示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的现实风

貌，揭露了当时统治阶级统治者的荒谬、腐败以及无能。整个作品运用喜剧的表现形式向大众呈现出一副悲

剧性的现实，也好像只有运用这样一种表现手法，才能将不堪、黑暗的现实置于大众面前。同时，作品还对

此种现实加以讽刺，使人们在捧腹大笑后得以深刻反思。 

《班主任》作为中国新时期的伤痕文学的开山之作，其流淌的悲剧情感使之出现明显的“伤痕”格调和

一种悲剧性的美学风格。它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伤痕文学的第一个悲剧高潮。在艺术上，它第一次给

当代文坛带来悲剧意识。这一意识可以说是新时期文学的“原色”之一，其整个文学时期的悲凉格调也由此

而出。这便是伤痕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意义所在。但是，佟建伟 & 李志宏 (2016)描述到，《班主

任》发表之初引起社会震动,好评如潮,然后时过境迁,自 20 世纪末期开始,不断遭受诟病,其艺术性和审美价

值受到贬低乃至否定。从这个角度看，文学价值在大众的评价体系中，是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的。 

中国的伤痕小说的单薄的悲剧写作手法和美国战后黑色幽默文学派的写作手法对比之下，显然美国黑色

幽默用喜剧表演悲剧的内容，悲喜两种特征交织融汇的形式更加让读者喜爱和接受，也让读者更加深刻的领

悟作品的思想内涵。 

3.3 人物特征 

《第二十二条军规》情节杂乱，人物众多。海勒在小说中塑造了众多满怀悲愤、荒唐可笑的人物，但这

些人物细细读来，又使人感到悲凉，让人惶恐。主人公约塞连是这么一位“反英雄”式的人物。在他无法逾

越荒唐的现实世界和人生困境的时候，追求自我选择和自我人生价值的实现，其实内心充满了无奈和无助。

他曾愤慨的指出：“只需看一看，我就看见人们拼命地捞钱。我看不见天堂，看不见圣者，也看不见天使。

我只看见人们利用每一种正直的冲动，利用每一出人类的悲剧赚钱。”虽然他有了自我意识的觉醒，但终究

是一个任人摆布的“小人物”，是一个荒诞社会的受害者。小说里作者刻画的很多人物的很多荒唐可笑的行

为，在令读者捧腹的同时，也感到惶恐和对现实的无奈，充满黑色幽默的色彩。 

《班主任》中的人物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对任何事物或事件都采取实际分析态度的班主任张俊石和班

干部石红。另一类是并未醒悟自己的精神被“左”毒害，丧失了独立分析能力，颠倒是非的团支书谢恵敏和

后进生宋宝琦。 

如果把宋、谢二人比较一下，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如果说主人公宋宝琦受害很深，那么主人公谢恵敏

应该是更加一层。因为，当党伸出手挽救他们的时候，主人公宋宝琦知道自己有错，他自己感到空虚、愚

蠢，他可以认罪”，对于犯错误的事，他是“再也不敢了！”而主人公谢慧敏则是有错不知错，她“还保持

着‘四人帮’揪出前的习惯”，对她存在的缺点错误，一般指出她是不会“领悟”的。主人公谢惠敏和宋宝

琦一样，他们是有差异的，而这种差异性的描述具有它深刻的地方。 

3.4 作品风格的分析和对比 

刘心武的《班主任作品》风格比较平实，小说的叙述平缓。事件的推进比较连贯，整体节奏平衡和连

续。因此，作者在阅读小说的时候，具有比较清晰的脉络。 

而《第二十二条军规》中，作品的思路和线索比较跳跃，存在诸多时间错乱颠倒的瞬间或肆意挥洒的衔

接，小说结构表现出零乱、碎片化的特征。但是，实际上，通过各种碎片化和看似随意的情节和意外，作者

http://www.so.com/s?q=%E4%B8%AD%E5%9B%BD%E5%BD%93%E4%BB%A3%E6%96%87%E5%AD%A6%E5%8F%B2&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82%B2%E5%89%A7&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BD%93%E4%BB%A3%E6%96%87%E5%9D%9B&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82%B2%E5%89%A7%E6%84%8F%E8%AF%86&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97%B6%E6%9C%9F&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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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将该部小说进行了有机统一，实现了对荒诞事件的客观描述，散发出一种庞杂、怪诞的艺术魅力。《第二

十二条军规》总计 42 章，这些章节中大多将人物用作标题，小部分将事物、地名用作标题。大量批评家对

该部小说展开了梳理，尝试如何将错综混乱的时间转化为编年体体裁，然而最终得出的结果是，小说中大部

分时间看似不合逻辑、自相矛盾，实则是创作者的有意设定。 

3.5 个人经历的影响 

《第二十二条军规》的作者约瑟夫·海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空军中尉，和小说中身为飞行大队

所属的一个中队的上尉轰炸手--主人公约赛连的经历基本一样，可以说约瑟夫·海勒是借着约赛连来讲述自

己的遭遇。由此可见美国战后文学派大部分是以亲身体验作为作品的主要内容。尽管他们谴责战争，但是总

的来说是以痛苦的心情承受战争这一非常事态，在自身内部一边反刍，追溯战争体验，一边反省加入战争行

列的自我。他们热衷于运用“坦白”方式,而不是创作,重视从自身寻觅自己的价值,而不是从外部社会寻找

人生真谛。 

《班主任》的作家刘心武从 20 岁开始担任教师工作，因此，从教育领域切入表现悲剧是一个合理的选

择。但是，刘心武在作品表现的时候，和众多中国作家一样，是站在旁人的角度来看。中国的作家虽然也经

历了重重苦难,但真正直接地把自己的体验写入作品的并不多,特别是以个人体验为主要内容的几乎没有。像

《班主任》是少数的可以从主人公身上是可以见到作者刘心武的身影，但是小说中却没有过多作者的个人体

验。中国新时期的“伤痕文学”大部分见不到作者的身影，中国作者几乎都在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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