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

卷 第
!

期
#$%&

年
%%

月
'()*!"*+(*!

!

+(,*#$%&*$2I

!

$21

""""""""""""""""""""""""""""""""""""""""""""""""

-./

!

!"#!$"%&

"

'

#()*+#,-

'

./#0"!1#"&#""2

评当代美国医生书写的三种叙事类型
!

孙杰娜
!

朱宾忠

摘
!

要!在文学与医学构成的交叉地带%当代美国医生作家把医学目视内转到自身%通过

自白叙事'成长叙事和他者叙事三种叙事类型表达对医学话语规训下人的生存状况的思

考%其作品呈现出强烈的内省性&在文学空间里%他们质疑并解构指定其社会角色的规定

性话语%在演绎新的自我的同时%他们希望通过文学表现促使新的社会期待的产生&

关键词!医学目视(医生作家(叙事类型(当代美国

文学与医学的联系源远流长%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神话里司掌文艺和医药的阿波

罗&文学史上也不乏契诃夫及威廉姆斯之类的医生作家&然而医生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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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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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新兴的书写群体在美国文坛崭露头角却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这些医

生作家%如外科医生理查德*谢尔泽-

M+(.D8F[;<S;8

.'心理医生塞缪尔*申-

[DC-;<

[.;C

.'内科医生亚伯拉罕*佛吉斯-

RO8D.DCT;8

A

.;/;

.等%一边行医救人%一边以叙事

的方式%如回忆录'诗歌和小说的书写%再现关于疾痛的切身经历&他们在文学与医学构

成的边缘地带自由大胆表达对医学话语规训下人的生存状况的思考&或许比起他们的前

辈契诃夫和威廉姆斯等%这些作家在文坛上的印记并不深刻%也许不会久留&但是当他们

作为一个群体频频高调出现在大众视野中%不得不引起重视&医生作家群体的出现和不

断壮大推动了文学与医学作为一个跨学科领域的发展&传统文学与医学的研究着眼于

)文学中的医学+%主要对文学作品中与医疗相关的叙事进行隐喻式解读&当代医生的书

写突出了)医学中的文学+%使文学成为医生表达诉求的有效和安全的手段%在一定程度上

颠覆了现代生物医学重科技'重理性和轻人文'轻情感的狭隘理念&

一'当代美国医生书写的兴起

当代文学与医学的结合既是文学积极参与时代中心话题%逐步回归大众视野的表现%

又是医学界为解决自身发展危机而进行的有意义的探索&可以说%两者的结合%既是文学

的自觉%更是医学的自觉&众多人文医学学者%如霍尔德*布鲁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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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阿瑟*弗兰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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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认为文学和医学的结合能

带来现代生物医学所缺失的人文关怀%并抵制知识权力对人性及身体的控制&人文医学

学者特伦斯*侯尔特-

Q;88;)(;?@<>

.和苏珊娜*波利尔-

[-SD));B@+8+;8

.认为医生通过

叙事曝光其生存状况%有效揭露权力规训下人的身不由己&菲利斯*奥尔-

U;<+(;R-<<

.

和布莱德利*路易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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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把医生作家比喻为赛义德理论中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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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杰娜 等!评当代美国医生书写的三种叙事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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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医生诗人杰克*库里亨-

ID(*J@-<;.D)

.和医生作家亚伯拉罕* 佛吉斯等为例%奥尔和

路易斯指出这些作家通过书写讲述属于自己的故事%向外界展示一个个不完美但更真实的自我%从而改

写医学体制中技术和理性至上的传统理念!

&医生书写一开始便肩负着抵制原有医学话语霸权的

责任&

医学话语无所不在的权力通过医学目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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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出来&福柯在#临床医学的诞生$

"

中%追溯临床医学如何从古典分类医学和症状医学发展而来%构建医学目视的相关理论&古典分类医学

强调疾病的超验本质%认为患者的身体遮蔽了其超验性%患者的身体因此得不到正视&随后的症状医学

一反古典医学的做法%开始关注病患身体%但由于条件所限%这个时候的医生所看到的只是外在的可见

的症状%对于身体内部的奥秘所知甚少&而临床医学借助尸体解剖技术而提高了身体以及死亡的可见

性%医学目视看到了期待已久的人体内部&医学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并逐步与政治权力结合%成为当权

者规范个体行为及监视公共空间的工具&随着医学目视得到行政权力的支持%医生的目视%)不再是随

便任何一个观察者的目视%而是一种得到某种制度支持和肯定的6目视%这种医生被赋予了决定和干预

的权力&+

%医学不仅仅是一种知识%或消极的存在%而是具有干预能力%能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如强行

把某些病人隔离开来%或者介入个人的私生活-如吃什么%怎么吃等等.&很多以往被认为最正常不过的

身体行为或生理现象%如怀孕和更年期等%现在都早已经被过度医学化了-

C;F+(D<+S;F

.&

随着临床医学的发展壮大%病患身体乃至整个社会被现代医学的目视牢牢捕获并受到多种权力机

制的约束&在医患关系中%由于医者的医学知识以及这种知识带来的权力%医者相对来说属于比较强势

的一方%他是言说者'观看者和监视者%而病患则处于被言说'被观看和被监视的语言视觉暴力中&现有

的研究偏向于强调医学霸权对患者的规训作用%医者往往被当成实践其权力的工具&当代医生书写的

大量出现更好地展现了医疗场景中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并在这个纷繁复杂的权力网中重新探讨医者

的身份地位&医者这种强势地位的建立与其职业化过程分不开&通过长期高强度的重复训练%现代医

疗体制旨在按照其固有的职业理念把一个个普通学生培养为独立自主和客观理性的医者&其实%古今

中外%医生救死扶伤'悬壶济世的正面形象无不带着浓重的英雄色彩&这既是社会集体想象的美好愿

望%也是医学话语霸权一直追求的目标&在理想化了的职业目标的激励下%人文的关怀'情感的表达往

往被贴上无能和低效的标签%而高效率的行动'客观理性的态度则受到热捧&受这种隐秘意识形态的影

响%在职业化过程中的医学生不得不努力改变自己%压抑自己的正常情感表达%以期让自己成为集体想

象中的那个英雄人物&但是这种培养模式扭曲了医学关怀人间疾苦的终极目标%使医者成了对付疾病

的工具%并直接导致了人文关怀在医疗场景中的缺失&因此%在
0"

世纪
5"

年代%随着叙事学相关理论

在各个领域的渗透发展以及现代生物医学的弊端逐步显现%医学界把目光投向文学%希望文学的介入能

使在职业化过程中被剥离掉的感情回归到医疗场景中&医生作家希望通过颠覆医者的完美英雄形象抵

制医疗话语霸权的规训作用%从而为冷冰冰的现代生物医学带来一丝温情和发展的契机&

通过书写%当代医生作家实际上把医学目视内转到自身%从一个多维的角度回顾工作状态中的自

我%因而其作品具有强烈的内省性&这是医生作家对自我多重身份的自省%也是其以局内人视角对现代

生物医学的反思&医生书写的内省性在具体作品中通常以几种常见的叙事类型呈现出来&在疾病叙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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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领域%著名学者阿瑟*弗兰克在其#受伤的说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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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中%依照常见的主题把疾病叙事分为恢复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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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乱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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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追索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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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关于疾病叙事的研究为医生书写的研究提供良好的借鉴&

为了更好地从全局上把握医生书写%笔者把医生书写归纳为自白叙事'成长叙事和他者叙事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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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刘北成译%译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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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情况下%狭义的疾病叙事指患者或者其家属朋友通过虚构或者非虚构叙事再现关于疾病的切身经历&广义的疾病叙事也

可以包括一般作家创作的关于疾病的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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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医生书写之自白叙事

特伦斯*侯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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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论当代美国医生书写时指出%)考虑到医学界现在所呈现给

大众的%医学话语体系的主流基调似乎充满忏悔之意&+

!的确%自白叙事是最常见的叙事类型%几乎所

有医生书写都或多或少透露出作者的忏悔之意&这些医生作家自我揭短'自我反思%这也是医生书写被

称为医生揭秘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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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缘故之一&自白叙事颠覆了传统医学话语霸权

苦心营造的神圣的医生形象%从局内人的角度%把医生在病痛和死亡面前的无能之感淋漓尽致地表达出

来%同时细致展现了理想身份与现实间的断裂层以及处在这中间的人的无奈%乃至绝望&大多数自白叙

事的前身为发表于相关医学报刊或大众读物上的个人反思%后来才慢慢成集出版&如大卫*希尔菲克

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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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疗伤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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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阿图*葛文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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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阿图医生

第一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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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阿图医生第二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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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些篇章%一开始便出现在#新英格兰医学

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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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客$等刊物中&自白叙事通常由一个个短小精

悍'主题明确和反思性强的小故事组成%每个小故事都可独立成篇&

自白叙事最让人震撼的地方在于从内部解构医生的完美形象&医生不是无所不能%更甚的是%医生

也有失手的时候&希尔菲克尔在
!25%

年发表了一篇被学界称为)令人震惊+的文章'

&文中%他详细描

述了由于种种原因%误打活胎的经历&在充满自责和内疚的字里行间%他把医学目视从病人身上内转到

自身%他直面的是一个一直存在却一直得不到正视的问题///医疗失误&他指出%)现代医学对医生有

着完美无缺的期望&+

(除了失误所带来的生命代价这个严重的后果%失误也有损医生完美的英雄形象%

因此失误属于不可言说的秘密&但是不得不承认%失误是不可避免的%只是人们不愿意正视罢了&

希尔菲克尔一文打破了医学界的宁静%众医生作家纷纷以独特的书写形式向大众展示一个个并不

完美但更真实的医者形象&葛文德在其书中通过描述亲身经历%反思传统医疗话语对失误的不包容以

及对人性的抑制等问题&哈佛医学院教授杰罗米*格鲁普曼-

I;8@C;W8@@

E

CD)

.在其#医生是怎么思

考的$-

P4?24C'4)#,-*/@

.

)一书中以大量实例为证%从认知过程等分析医生出现失误的原因及其必

然性&他把医学界中一直得不到正视的问题提升到一个理论层面%把医学的不确定性和医生的能力所

限展现于大众面前%颠覆了多年以来存在于集体想象中和医学体制中的完美形象&

除了关于失误的自我反思%自白叙事的另一个关键词为医生的无能感&现代医学虽发达%但不是无

所不能&理查德*谢尔泽在其故事集#心灵的确切位置$-

,-"Q:$C'94C$'*4/4

+

'-"741&

.中写道!

如果知道自己所做的只是干涉同胞的生活%所行的善充其量也只能和所犯的过相抵%在生

死边缘间叱咤风云一辈子的医生们可能会对医学失去信仰之心&但是%他至少可以继续假装

无所畏惧%假装死神不会降临%只要人们信奉他的权威&然后%当病人都离去后%他便把自己关

在黑幽幽的办公室中捏一把冷汗&

*

谢尔泽生动地描述了一个活于理想化职业形象下的具有自觉意识的医生形象&他笔下的医生大多

为这种理想与现实间的距离所困&其短篇小说#怜悯之心$-)

V;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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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叙事者便是一个好例子&故

事中%叙事者的医学目视由当前转向多年以前的自己%他回忆曾经为解除癌症患者剧痛而实施安乐死的

经历&谢尔泽感兴趣的不是安乐死的伦理问题%而是妄自尊大的医者在死亡和神秘莫测的人体面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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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文德的这两个作品均已被译为中文%标题

如文中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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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杰娜 等!评当代美国医生书写的三种叙事类型

惊慌失措&年轻医生信誓旦旦地对家属承诺可以让病人通过安乐死从剧痛中解脱&最先%他注射致死

剂量的吗啡%但病人不死&这促使他有了掐死病人的冲动&然而就在他与病人接触的一瞬间%他和病人

有了连为一体的感觉!)我手上的脉搏在他的脖子上跳动%而他脖子上的脉搏撞击着我的手&+

!除去了

医疗器具的干涉%最本真的人与人的联系出现了&故事的叙事者面对的不仅是病人难以忍受的痛苦%更

让他震惊的是病人在注射大量吗啡后仍不死的强大生命力&而让他最终惊慌失措地逃出病房的是他与

病人肉体接触那一刹那间所感受到的震撼力&这是一场垂危的病体与强大到有点自大的医学的较量&

叙事者最终的惶恐不安和强烈的无能感透露了医学的有限性%也瓦解了多年建立起来的无所不能的英

雄医生形象&医生自白叙事在文学与医学构成的自由空间里%把医者置身于医学目视的视觉暴力中%剖

析自身缺陷%在现实与理想间的断层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这个声音虽然弥漫着体制中人的身不由己%

它展现出来更多的是新一代医者的自觉意识以及与传统决裂的欲望和走下神坛的勇气&

三'医生书写之成长叙事

除了自白叙事%另一个常见的叙事类型为成长叙事&如果说在自白叙事中%医生作家自我揭短%那

么在成长叙事里%他们所做的就是找回职业化过程中所失去的为传统医学话语霸权所摒弃的一切&该

类叙事的主人公通常有着强烈的迷失感%而叙事过程也就是找回自我并得以成长的不断尝试的过程&

这类成长叙事跟弗兰克的追索型疾病叙事-

e-;/>YD88D>+:;/

.有共通之处&在其#受伤的说书人$中%弗

兰克指出%)追索型叙事讲述作者如何寻找更好地接受和处理生病这一事实+%并在人生计划被疾病打

乱的情况下%作者重新建构新的自我和思考人生的真正意义"

&在医生作家的成长叙事中%作者要追寻

的是对自我多重身份的重新认识和建构%他必须在客观理智的医者和有血有肉的苦难见证人这两个主

要身份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种叙事通常以医者在日以继夜见证并亲密接触病痛死亡之后的焦虑感

和无能感开头%往往涉及叙事者的个人生活经历&长期频繁见证死亡以及自身经历使这些医者见识到

生命的脆弱&而书写则让他们自由地抒发对生命的感慨以及对自我的追寻&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苦苦追

寻以后%叙事者一般能从过去的阴影中走出来&

医生作家迈克尔*斯坦恩-

V+(.D;<[>;+)

.的小说#白色生活$-

,-"H-*'"9*

+

"

.

%便是一个典型例

子&主人公凯夫医生-

78#JD:;

.少年亡父%他一直对父亲老凯夫之死耿耿于怀%认为其主治医生格雷斯

尔-

W8;//;8

.有不作为而导致其父亲死亡的嫌疑%尽管后者多次澄清是其父亲自己决定终止治疗的&在

行医过程中%凯夫医生遇到一个性格跟他父亲很相似的病人蒂图斯-

7+>>-/

.///他们一样)固执'独立'

率真'还有点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

&蒂图斯在治疗过程中的种种不合作以及最终的拒绝治疗%使凯夫

医生处于当年格雷斯尔的位置&

蒂图斯的出现以及他与老凯夫跨越时空的交集%使凯夫医生看到了医学话语权力的规训作用&医

学话语权力的实施%不仅需要塑造出富于行动力的医者%更需要一批批温顺的病患&只有严格遵从医

嘱'积极配合治疗的病人才是所谓的好病人%才符合集体想象对病患角色的期待&生病并不仅仅是一个

身体或生理事件%在现代医学强有力的规训下%它早已成了一个社会事件%乃至政治事件&病人的不配

合既是对病患角色的抵制%又是对医学权威的冒犯%是医疗话语系统中不受欢迎的逆反因子&这也是凯

夫医生对其父亲拒绝治疗的事实难以接受的根本原因&英雄儿子希望有英雄般的与病魔斗争到底的父

亲&当理想中的父亲与现实中的父亲不相称时%凯夫医生下意识地回避现实&蒂图斯的出现迫使他不

得不去思考自己对权力的欲望&对医学权力的拥护和实施使他以及千千万万的医者%习惯于把病人抽

象化'简单化和病态化为某种病症或症候%而看不到病服下有血有肉的)人+&凯夫医生写道%)在病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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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下4胸痛5这一简单的描述动作就像是用了显微镜%它让我看到扩大了的形式和形状%也突出了重

点&+

!但是他同时也意识到%)如显微镜的目镜一样%它也遮挡了我看到更多东西的可能性&+

"对症状的

简单高效的描述使医生对病情了如指掌%但同时也引导着医生只关注这一点而忽略更重要的东西%如情

感的沟通'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等&最终%当凯夫医生同意蒂图斯出院请求的时候%他也放下了自己对

医学权力的执着%对老凯夫之死也有了释然之心%对生命的可能性更有了敬畏之心&

成长叙事中另一个重要的文本是艾滋病专家皮特*秀林-

B;>;8[;<,

P

)

.的回忆录
71)3*3*/

=

'-"

G$&&

&

% 这也是一个与父亲死亡有关的故事&秀林父亲在其幼年时便自杀身亡&无论出于何种原因%

自杀在几十年前的美国社会乃至今天都被认为是不负责任的'懦弱的行为%也是一种带有社会污名

-

/>+

A

CD

.的行为&老秀林的自杀给整个家庭带来莫大的耻辱%并被当成家族秘密而讳莫如深&作为艾

滋病医生的秀林%看到艾滋病患者被大众污名化以及被社会主流排斥在外的时候%不由自主地想到!)跟

艾滋病一样%自杀是一种既给死者又给生者带来污名的行为%它被耻辱'内疚和秘密的色彩所笼罩&+

&

两者都属于不可言说的秘密&但是一味地不言说%一味地遮挡只是一种幼稚的自欺欺人行为%伤口依旧

在那黑暗之处淌着鲜血&秀林的成长正是通过对艾滋病及病人的言说%对自己在行医过程中面对生生

死死的点点滴滴感悟和思绪的整理以及最终对家族羞于告人的过往历史的公开化中获得的&往事虽然

不堪回首%但只有坦然回首了%反思了%才可能获得前进的动力%才有新的自我的出现&

需要指出的是%成长叙事并不都是以大团圆结局&谢尔泽在其#给年轻外科医生的信之二$-)

N;>

L

>;8>@DZ@-)

A

[-8

A

;@)̂^

+.一文中把外科医生称为一直在)探寻身体奥秘+的)追梦人&+

'在谢尔泽的

故事中%主人公时不时获得顿悟%但是其追索永无止境&因此%其短篇小说一般都没有传统意义上结局%

更不会给读者带来一种完整的感觉&他在接受采访时曾分析了短篇小说和外科手术的众多相似之处%

同时他也强调两者的不同!)手术伤口最终需要愈合%但作者的伤口不能愈合&+

(谢尔泽认为医生在行

医过程中接触了太多伤痛苦难%在移情作用下自己也伤痕累累%但他同时也认为这种伤痕为医生作家反

思和书写创造了条件%是其创作的灵感源泉和动力&医生作家的成长叙事实际上也是对职业化以及后

来行医过程中所遭受的体制暴力的言说%并在这种言说中%实现自我的觉醒&

四'医生书写之他者叙事

除了自白叙事'成长叙事%第三种常见的叙事类型为他者叙事&菲利斯*奥尔-

U;<+(;R-<<

.和布莱

德利*路易斯-

H8DF<;

P

N;,+/

.在赛义德知识分子理论的关照下%指出在传统医学话语体系中%有这样

一类特殊而又高产的作家%他们)要么是地域上要么是文化上的流放者+

)

&这些医生作家背景一般比

较特殊%他们有的是同性恋者%有的来自少数族裔群体%或者两者皆是&因为种族'性取向等方面的原

因%这些医生作家被不同程度地边缘化了%成为行走在各种文化边缘的)他者+&如古巴裔医生作家拉斐

尔*坎普-

MD\D;<JDC

E

@

.同时也是一个公开的同性恋者&即使在相对开放的美国社会%医生作家独特

的背景也或多或少影响着他们融入主流社会的进程&另外%有些作家如印度裔医生作家佛吉斯'女同性

恋作家凯特*斯坎那尔-

]D>;[(D));<<

.及坎普从事的是带有社会污名-

/>+

A

CD

.的艾滋病防治工作&艾

滋病人所遭受的社会污名化让这些医生作家联系到自身的特殊背景以及自己为融入主流社会而做的种

种努力&但是正是这些医生作家承担起了医疗系统中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通过讲述在文化或地域

的他乡追寻归属感的他者故事%这些敢于向权力说真话的医生作家真实反映了边缘群体的生存境况&

正如坎普在其散文集#康复之诗$-

,-"64"')

E

4

+

P"$&*/

=

.中所说%)作为一个移民家庭的孩子%我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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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杰娜 等!评当代美国医生书写的三种叙事类型

幻想我的白大褂可以掩盖'甚至漂白我那不是白色的皮肤(我还幻想医学术语可以有力驳斥质疑我的第

一语言的所有问题&+

!但是他后来的行医经历一步步打破了他儿时的憧憬%也迫使他重新思考自己以

及千万艾滋病患者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他者地位&

跟坎普很相似的另一位艾滋病医生作家是佛吉斯&其回忆录#我的国家$

"便讲述了自己如何从一

个外国医学生-

)̂>;8)D>+@)D<V;F+(D<W8DF-D>;

.在异域他乡的美国构筑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的故事&

佛吉斯的异域背景给他的职业生涯打上不光彩的烙印%他在美国求职过程中饱受种族歧视之苦%最终只

能选择本土医学生所不屑的传染病科%并来到美国南方一个保守的小镇开始他的职业生涯&与艾滋病

人尤其是当地的男同性恋患者接触过程中%佛吉斯为这些人的边缘地位以及他们在主流社会中的不可

见性-

+):+/+O+<+>

P

.所触动&对自身种族)他者+-

>.;;>.)+(@>.;8

.角色的焦虑感驱使他把自己和这些边

缘人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使他得到病人的信任%并为他积累了事业发展的资本&但是佛吉斯梦寐以

求的是进入到美国主流社会中去%而不是成为边缘社群的一员&同时%自己身边病人的大量死亡也迫使

着佛吉斯另寻出路&正是通过#我的国家$的书写%佛吉斯真实地把这种矛盾的心态'尴尬的处境和对前

途的迷茫生动地展现出来&他的书写不仅仅为失声的艾滋病人%尤其是男同性恋患者呐喊%同时也为跟

他一样在文化边缘上苦苦挣扎的被主流社会排斥的他者诉说&

佛吉斯便是凭着#我的国家$进入到畅销作家行列%该回忆录后来还被拍成电影&的确%相对于之前

两类叙事类型%他者叙事的阐释空间和在读书界及普通大众中的影响力也比较大&他者叙事以医疗事

件为切入口%在性别和种族等政治话语构成的大网络中讨论医疗体制的权力运作以及具有自觉意识的

医生作家对这种话语霸权的抵制&他者叙事本身关注的话题决定了它可以更好地走进大众视野&

五'小
!

结

需要指出的是%自白叙事'成长叙事和他者叙事这几类常见叙事类型之间也有重叠%有的叙事同时

拥有这三种叙事类型的特点%如#我的国家$等&这三种叙事类型虽然形式各异'关注的重点也有所不

同%但他们共同表达了当代富有自觉意识的医生作家对自己利用医学权力所实施的暴力行为的忏悔之

意%同时也表达了他们对职业化以及行医过程中失去的自我的哀悼之情&正是在文学与医学的边缘地

带的深刻内省以及书写%医生作家抵抗了传统医学话语权力的规训%并开始了构建新的自我的征程&

通过医学目视的内转%医生作家获得对生命和人性的顿悟%实现自我意识觉醒%而书写则为这个艰

难的内省过程创造了一个自由的表达空间&然而%作为体制中人以及现代医学体制某种意义上的受益

者%医生作家的自我书写行为存在很大的风险%毕竟他们把一些所谓的行业秘密公诸众%这对医生的上

帝形象是一个颠覆%也可能增加大众的不信任感&但是这种躁动是整个社会重新面对一个长久以来被

完美化了的职业形象必须付出的代价%这是从理想回归现实之痛&医生书写的意义在于其敢于向权力

说真话以及自发走下神坛的勇气&通过对规定性话语进行楔入式解构%医生作家书写向外界发出了属

于自己的声音%讲述了属于自己的故事%也尝试着建构富有多样性和异质性的新的自我&可以说%当代

医生叙事正是以书写的方式为改变规训性话语控制下的人的生存状况所采取的一种创造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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