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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以軍《西夏旅館》中的「屍骸」

書寫與主體建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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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助理教授

提 要

本文將小說中大量屍骸意象的寫作，歸因於作者面臨解嚴後台灣社會排他處

境的焦慮，以及作家本身失父遭致敘事斷絕危機的兩個源頭。藉由茱莉亞‧克莉

絲蒂娃（Julia Kristeva）所提出的「卑賤物」（abject）的觀點，筆者認為駱以軍

乃是以書寫屍體為途徑，作為踏過主體身分認同危機的方式；寫作屍骸，成為作

者企圖重建主體的手段。而妻子在小說中除了是敘事的來源，也是終極的追求，

更是愛與恨的焦慮的承擔者。由妻子身體和屍骸的書寫，我們看到了離散主體遭

逢外在社會身分認同的擠壓焦慮，以及主體在喪父之際內在面臨衝擊時的掙扎痛

苦。他將離散敘事中的身體書寫意義展現在他層層包覆的隱喻之中，但這一書寫

同時透露了他的恐懼乃至於憤怒。主體將其情感符號化，同時也成就了駱以軍在

外省作家離散敘事中特殊的藝術表現。

關鍵詞：《西夏旅館》 外省族群 身體 屍骸 身分認同

* 本文承蒙二位匿名審查人提供許多寶貴的意見，筆者受益良多，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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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以軍《西夏旅館》中的「屍骸」

書寫與主體建構

侯如綺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由於駱以軍作品在身分認同書寫上的特出與警醒性，因此使得離散身分的認

同議題成為駱以軍小說研究的重點之一。本文雖一樣企圖探討攸關外省第二代的

離散身分書寫，但是，本文著眼點在於分析《西夏旅館》中一身體書寫的特殊型

態—屍骸，在作家認同書寫上的意義。1

在國族書寫中母親、土地常常會結合在一起，駱以軍的《西夏旅館》卻以殺

害母性身體（妻子）為推動情節的原點。妻子死亡，留下頭顱而身體消失，主角

於是進入西夏旅館找尋妻子身體，因此開始流蕩西夏旅館的旅程。

妻子在駱以軍的寫作史上為重要的原型角色；妻子的身體常常在他的小說中

出現。不管是妻子對其精神折磨、婚前身體青澀的探索、當兵時期的撫慰、性愛

中的高潮，妻子的身體簡直就是作家的性愛慰安與想像的承受地。王德威的論文

〈我華麗的淫猥與悲傷—駱以軍的死亡敘事〉提到她的重要性：「在這樣淫猥

1 以較多篇幅關注於身體的，除了劉淑貞：《肉與字—九○年代後小說中的死亡與自殺書寫

—以張大春、駱以軍、邱妙津、黃國峻為考察對象》、黃錦樹：〈神的屍骸：論駱以軍的傷

害美學〉以及嚴婕妤：《駱以軍小說的自我主體建構》中的一節外，其他很少以身體為切入點

閱讀駱以軍作品中的國族認同問題。筆者認為和其身分敘事勾連在一起的身體書寫的重要性被

低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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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絕望的境況中，救贖的力量來自駱以軍 常召喚的妻。彷彿有了妻子這個角色

的出現，倫理及時間的秩序勉強浮出，一切就暫時有了安頓。……在時間的迷宮

中，欲望的幽徑中，駱的每一個動作，每一種轉折，都有賴妻的線索。」2 可是在

《西夏旅館》中妻子不僅死亡，甚至連身體都失蹤不見，死亡以及身首異處的原

因連主角本身也不明所以。

當然，駱以軍的小說一直以來都有幾個常見的意象，如房間、旅館、時鐘、

夢、屍骸等等。一如黃錦樹的觀察，屍骸此一意象在駱較早的小說中就已得見，

只是數量上沒有像是《西夏旅館》般龐大；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它也不曾以妻

之死亡為主線的情節結合在一起過。黃錦樹在〈神的屍骸：論駱以軍的傷害美學〉

一文中追溯駱以軍在屍骸上的書寫，從〈棄的故事〉、〈降生十二星座〉到《遣

悲懷》，論述屍骸或是嬰屍的寫作見證了遺棄的創傷，遺棄所帶來的傷害。屍骸

變成了可展示的死亡標本，讓死亡可寫、傷害可寫，形成駱以軍小說獨特的傷害

美學。黃錦樹的論述思考了文字藝術對於作家的意義，遺棄與傷害指的可能是生

命本源的遺棄，也可能是生命中人事糾葛所造成的總總必然的遺棄與傷害。

然而，筆者所著眼的是在於書寫與具體現實世界的關係，以及影響著書寫的

真實世界中的課題。筆者企圖將之納入外省族群離散書寫的脈絡中去思考，來解

決此一問題；並由此觀察本書在此敘事下所開展的屍骸書寫意義。本文要探討兩

個問題，其一即在於何以小說中會有數量如此龐大的屍骸寫作、其二是妻子死亡

—屍骸書寫的意義何在？本文欲以駱以軍與其他外省第二代作家的身分認同處

境談起，尋譯身分認同與身體書寫的關係，並進一步探討駱以軍屍骸書寫的意義。

二、駱以軍的身分焦慮與其書寫

身分認同問題在不同的歷史與社會情境之中，往往會有不同的定位與表現。

縱觀台灣身分認同的幾個重大轉折中，解嚴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階段。

2 王德威：〈我華麗的淫猥與悲傷—駱以軍的死亡敘事〉，《遣悲懷》（臺北：麥田出版社，

2001 年），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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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嚴之後的台灣社會使得外省人日益焦慮、不安甚至苦悶。本土化的局面在

解嚴之後顯得銳不可擋，高格孚曾粗略的提到台灣本土化的幾個深刻表現分別在

於：一、政治人物、軍人與行政人員的族群交替；二、政治象徵的變化；三、政

治機構；四、有關台灣認同與兩岸關係的官方言論；五、政治社會化，包括教科

書；六、語言政策與社會語言自然的變化；七、在社會中，台灣各地本土文化的

復甦；八、若干台灣電影與電視節目的本土色彩。3 我們可由高格孚的歸納看出來

上層結構的變化可說是整體性的，如此自然也深刻影響了民眾生活以及意識，從

中慢慢塑造出了與以往相異的集體記憶、產生新的認同。許多的外省人因此「被

迫」去思考認同問題，而調整其身分屬性。

二○○○年的總統民選，當初帶著外省族群來台的國民黨政權失利，強調本

土化甚至主張台灣獨立的民進黨候選人當選。此一變化是空前的，對於部分的外

省族群來說帶來了強烈的危機感，這片他們成長了大半輩子的土地竟漸漸的遠離

其認知，極端化的本土意識使得他們與台灣的關係趨於緊張，尤其在選舉中族群

議題常常被動員，亦導致了族群之間易因連結了「藍」與「綠」政黨而趨向緊繃。

4 觀察駱以軍小說中強烈表現出作者身份思考的《月球姓氏》和《西夏旅館》，這

樣的焦慮沒有紓解，反而對作家自身而言有愈演愈烈的趨勢。

駱以軍在一次的訪談中即清楚說過：

2000 年的時候，那個階段不是這樣子，不是像龍應台這種談法，而是很迷

惘，有原罪感，有一種暴力，就是我的這個族空降進來，然後佔領。……

那個時候的迷惘，而且很多都是我以前沒有遭遇過的……後來我在經歷婚

姻過程的時候，才覺得這個判則很像是活在別人的夢境裡，你聽不懂……

3 高格孚：《風和日暖：臺灣外省人與國家認同的轉變》（臺北：允晨文化，2004 年），頁 76。

4 筆者要強調，這樣的觀察並非是絕對的，不論是本省人或是外省人，在個別認同問題上都有其

殊異性或者是選擇差異。駱以軍在第二代外省作家中，對於身分問題屬於有強烈自覺者，在作

品中屢屢思索此一課題。本文將駱以軍放入這樣的觀察脈絡之中，乃是意圖理解外省作家在台

灣解嚴後，尤其是兩千年之後面對臺灣社會與政治情況異變，在作品中所可能呈現的藝術變化

與主體建構情形，強調社會與文學之間的影響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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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十年裡，很多時候你覺得這個社會是要把某一個外省人變成一個妖怪，

或者變成集體的核廢、核災難，大家要趕快把它掩埋起來，不然它就是恐

怖的。現在當然好像突然之間都不見了，可是過去十年，它是一定有的。5

台灣社會的離散族群不具有一眼即辨的差異，無膚色、亦無長相上的差異，不容

易區分彼此間的差別，所以在族群的融合上理應較無障礙。但是兩千年之後，本

土意識日漸增強，伴隨著長時間以來國民黨政權強調相同、壓抑差異，甚至對歷

史傷害以及不平等視而不見的憤懣情緒，國民黨和其所強調的中原文化在政治和

文化的場域中不再具有絕對正確的中心角色；相對的，「外省人」身分成為具有

歷史包袱的「原罪」。

駱以軍的小說從《月球姓氏》開始，便在很多文本片段中重覆類似經驗：

後來我父親的台語已經說得非常ㄌㄧㄣˋ ㄉㄥˋ了，事實上他已經說得比

我還要好了。但還是常被人從計程車上趕下來，他一開口人家就認出他來

了。他總是納悶著人家是從哪一點認出他是老芋仔？他總是問我：「兒啊，

我這不變成為好好搭一趟車而學台語嗎？他們怎麼就是嗅得出來？」（《月

球姓氏》，頁 116）

「被趕下車的父親」，成為他／我族類劃分中的象徵，此後便不只一次的使用此

意象，又如《遠方》所提到：

我想起自己在那個島上，上了計程車，用僅會的臺語短句搭配偽裝多年的

台灣國語，和那些良善卻被仇恨充滿的我類搭腔敷衍。

許多年後，我們這一支遷徙者的後裔哪。會因為自我保護而將父親那一輩

的故事清洗掉吧？（《遠方》，頁 58-59）

5 〈夢讀之人：張家瑜‧駱以軍對談〉《讀書好》#44，2011.5，見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編：《論

駱以軍《西夏旅館》》（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2 年），頁 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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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是在散文中提到：

是誰殺了人？一種黏著上「我族」的永遠拂洗不掉的羞恥和不祥自那時起

似乎幽黯地進入我的身分核心。約從那個時點開始，父親的形貌逐漸變成

一個口齒不清，蹣跚邋遢的老人，他回家時總灰頭土臉難掩驚怒地告訴我

們：「今天又被從計程車上趕下來了。」「今天被從公車上趕下來了。」

（《我愛羅》，頁 109）

駱以軍頻頻用此象徵來表達台灣社會對於外省族群的驅離、分隔，甚至，其中還

隱含著對於自我身分的原罪之感。一如楊佳嫻所言，《月球姓氏》的曖昧是駱以

軍自覺的選擇，他沒有像朱天心那樣決絕的以為自己被中國和台灣雙方永恆放逐，

「他固然意識到身分上的尷尬，卻是努力想適應本土氣候的，同時在適應的過程

中逐步『證實』自己確實在政治變化中成了『異族』」，「形成內部流亡（internal

exile）的狀態」。《月球姓氏》中駱以軍的重點便不在於表現埋根久遠的族群裂

隙，而是更往前推的去思考，以省籍劃分、血脈因緣來做為區變的基準是可靠無

誤的嗎？對於土地的情感和族群間的認同應該又是如何？6

若我們把外省第二代的敘事推得更早，我們早可以見到這種自我身分認知上

的危機。不管是王幼華的散文〈阿德的信〉或是朱天心的小說《未了》，都曾經

直接或間接的敘述外省軍眷不同於一般「老百姓」的形象或姿態。7 到八○年代末

6 楊佳嫻：〈在歷史的裂隙中—駱以軍《月球姓氏》的記憶書寫〉，《中外文學》第 32 卷，

第 1 期（2003 年 6 月），頁 114-115。

7 王幼華〈阿德的信〉：「學校中許多外省籍的老師，也操著鄉音訴說那兒的奇特美好，嘲弄我

們這島嶼長大孩子的狹小和無知，殊不知我們想真正了解那兒的詳況，甚或盼望能有一日前往

自己祖先土地一遊時，就碰觸了模稜兩可的狀態……於是我們既不是真正的外省人，也不能算

是這兒的人」。見王幼華：〈阿德的信〉收於《七十六年散文選》（台北：九歌，1988 年），

頁 31-32。又朱天心《未了》是非常貼合作家自身成長經驗的眷村小說，其中自然的流露眷村

人看待眷村外人的眼光，文中如此提到：「老百姓……這些叫法是很複雜特別的，有些輕視的

意思，有些憐惜，又有些洋洋自得，像是老兵們的心情，自己真是戍守前方保鄉衛國的英勇戰

士啊。」（台北：聯合報社，1982 年），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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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尤其跟隨著本土化的高漲，外省族群所認知到的世界和真實世界差異逐漸被

凸顯出來，因此九○年代初期我們紛紛看見外省小說家開始修正原有在眷村內的

認識，試圖書寫我族，書寫他們所認識的世界；而此自然是閉鎖在原有認知時所

不會有的突破。一九九二年朱天心的〈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出版，把整個眷村當

成一則典故來講述（張大春語）8，寫下眷村獨特的生活形態；她特意泯除主觀

性，而以客觀說話的姿態來表現，除了讓讀者一探眷村生活外，我們也感受到這

是作家對於「我何以會變成現在的我」的一種族群身分形成的解釋。

如社會學學者蕭阿勤所提出，人們若要邁向未來，那麼必然要對自己的過去、

現在與未來作敘事性的理解。消化他們過去的歷史經驗以及對現在的體驗和認識，

將它們和對未來的期望放在一起，編織進一具有情節性質的整體關係裡，為自己

求得相對的定位與意義。藉由情節化的敘事建構，人們得以在時間的流變中掌握

所知所聞、所思所行，維持對自我理解的統整貫一，確立認同。9 外省第二代作家

在解嚴之後到兩千年政權輪替的這段時間波動中所面臨的便是自我敘事的重新認

識和整合；不論是離散歷史的再現、眷村生活的表現或是老兵的關懷等等，都是

對於族群身分的一種詮釋與再確認。駱以軍《西夏旅館》中的夢境比喻，表現了

外省人所認定的世界觀受到了挑戰的狀態：

大部分的『外省人』都被誤解了，他們都是一些軍隊裡的士兵，後來變做

公務員或老師的文職人員。……在現在的這個夢境裡，他們發現他們原先

以為只是夢中場景的那些說著他們聽不懂的話語的路人，原來才是這個夢

的主人。說的話是真正的漢語。而他們才是這個夢境的道具、闖入者、想

把真實世界弄成像他們安心觀賞的黑白電視、播放的那個夜間時間到了就

準點關掉的世界。（頁 120）

8 張大春：〈一則老靈魂—朱天心小說裏的時間角力〉，收於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們》

（台北：麥田出版社 ，1998 年），頁 13。

9 參蕭阿勤：《回歸現實：台灣一九七○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台北：聯經出版公

司，2012 年），頁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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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過去與現在經驗斷裂，而無法將之融入一個流暢的情節中的時候，如何對當前

生命的存在作敘事性的建構？當外省族群在許多場合中被輕易或是粗暴的歸類為

此／彼，特別是在此框架中加上加害者與受害者的時候，外省族群如何看待自己、

做甚麼樣的敘事建構顯得格外必須和重要。這除了攸關如何向他人展現自己、也

攸關自我如何藉由敘事來替自己求得現在與未來的定位。

駱以軍曾在訪談中自言想要以國族滅絕的西夏來隱喻外省族群，是從《遠方》

就開始的—「可能是這個時候才感受到的外省焦慮，那種什麼都不是，一個時

代的氣氛」。10我認為這種敘事的危機表現與處理，正展現在《西夏旅館》的「屍

骸」書寫上。《西夏旅館》的起點，便是由妻子遭到殺害只剩下頭顱，圖尼克尋

找妻子的身體開始。

三、身體與離散敘事

解嚴後的身體書寫為台灣文學史上開闢了一個新的領域，也因此學界亦將身

體理論相關的視角放在解嚴後小說上。不過，解嚴後對小說中身體書寫的探討，

仍多半集中在女性身體、身體政治以及國族隱喻的探討裡。而在此視域中，我認

為仍未被清楚觀察到的，便是外省作家的離散書寫。

離散的開始，本就是自身體從原鄉離出那一刻開始。身體和靈魂的錯位與偏

離，身在此而心在彼。我們若以歷時性的眼光來看，早在五○年代懷鄉文學被大

量寫作的那一段時間裡，離散敘事就已如同火車一般，漸漸駛離了現實中國。

第一代外省人雖為了來到「自由中國」而流亡至台，但在戒嚴的處境之下，

逃亡並沒有帶來絕對的自由。國共的兩分，造成兩岸的隔絕與中斷，白色恐怖更

奠定了國民黨政府在台的勢力和位置。反共的口號和信念背後是肅殺的政治環境，

離散來台的結果如同另一種方式的禁錮，而不堪這種身體與意志封鎖的，便逃向

海外，繼續流亡。身體與心智的拉扯，正是遭逢臺海兩隔的第一代外省人的困境。

10 嚴婕瑜：《駱以軍小說的自我主體建構》（臺北：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碩士論文，

2009），頁 122-123。



369

駱以軍《西夏旅館》中的「屍骸」書寫與主體建構

再見八○年代末以降到九○年代對於流亡經驗的書寫，不管是八○年代末期

蕭颯、還是九○年代蘇偉貞、袁瓊瓊等人所寫的流亡經驗，其中雖有如蘇偉貞偶

夾以魔幻色彩的寫作；但是，從族群的逃亡經驗寫作看來，大部分仍舊是訴諸於

相當程度的寫實描寫。駱以軍不同，不僅從現實處跑開，建構出一虛幻的西夏旅

館，還遠溯至一段和一九四九年相類卻沒有文化血緣聯繫的西夏王朝。因此，除

了西夏逃亡路線和一九四九年逃亡路線一致之外，將兩者置放在一起，探究其喻

體，恐怕還是在文化層次。

在《西夏旅館》之前，早在《遠方》駱以軍遭逢父親瀕臨死亡的危機時，便

已經有面臨敘事斷裂的恐懼：

從一開始我看待並領會這個世界的眼睛（被設定了的），便注定了是一種

流沙上的碉堡、旅途中短暫停留的熱鬧餐館，或是沒趕上車的空蕩蕩的巴

士站……那樣心不在焉，無法清晰聚焦的畫面。

簡單的說，那是從我父親的夢境翻描下來的世界。那是我父親二十五歲驟

然被拔離的活生生寫實性細節的世界。那個歷歷如繪的世界持續擾動著他

之後一生大部分的時光。像一個夢境無止盡地修補……我不知道我父親是

有意或無意，他從一開始就把我……放置在那個，他的夢境和我們置身的

真實世界之間的孤立夾層。（頁 257）

父親所傳遞之世界的真實經驗，不但在父親自己二十五歲時已經終止；連帶他所

傳遞給他兒子的，同樣也是無法親歷的，也因此只能在未來不但修補使之繼續。

失去真實肉體的存在經驗，那麼也必然帶來實際生活經驗與細節的缺乏。僅管它

相對於廣大的真實世界來說，如同夢境一般；但是反過來說，那個父親所傳遞的

經驗教訓，卻也只有這對父子能體會。就像一般的外省人父子，從小到大都聽著

父親訴說著自己的家鄉風物、人情、文化，甚至模仿著昔日在大陸的習慣生活，

一旦父親死亡，自己的下一代也必不可能有這樣的歷史文化記憶，如此中絕故往，

無依之感更甚。我們不妨透過遠人短篇小說〈異鄉人〉來說明這樣的感覺結構，

在他的書寫裡即對此前後失據的狀態有深刻的呈現，而寫出「父親像是一位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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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著主人逾分供養的嬌客，而他是父親的客人……父親主寄，他陪寄，早注定

了的。」11的沉痛之語。除了遠人小說中的父子關係本來就疏離，但更重要的是，

當小說中人物一路隨著父親聽講塢河植物、念寫詩歌、唱平劇、說男兒志氣、住

在父親親手所建高挑的「塢河」竹屋中等等，父親的中國、九江便已經灌入主角

的原初記憶裡，讓他感受到自己與真實台灣間的隔閡。〈異鄉人〉中主角紀贛生

父親死亡， 終紀讓父親的骸骨分居兩岸；而主角 末大嘆「前不是歸程，後不

是來路」，亦是身體／精神的失據。

所以《西夏旅館》中的屍骸書寫，我們不妨可以說是從一駱以軍父親的過世

—肉身的消逝來開始的；換句話說，也就是駱以軍身分敘事的本源。

我父親過世，那個時候對我來講是很恐怖、傷痛的，這種傷痛不止是父之

亡這件事，而是滅種。就是我很清楚知道，我從小在客廳聽父親說駱家家

族怎樣怎樣的事情的時候，我就是 後一個聽這些事的人。我不可能跟孩

子講父親那一套所謂的駱家如何如何，那個遷移者已經到此為止了。12

駱以軍父親過世，對小說家而言有很重大的意義。不論是小說或是真實的訪問言

談中，駱都曾經反覆提起駱父過是給予他的除了情感上哀痛之外，還有文化上的

危機感：

我覺得我在寫西夏的時候，有很大的傷逝感，就是很多人在講外省的一個

認同的關係，其實那已經不是認同，而是一種遺棄，因為外省在政治板塊

好像就是牽扯到台灣半世紀的統治時間，可是當時它有非常多超出現實之

外的遐想，他夾帶著一個很龐大的人文景觀教養，像是我父親傳遞下來的

11 遠人：〈異鄉人〉，原載《中國時報‧人間副刊》（1992 年 10 月 3 日），後收於齊邦媛、王

德威編，《 後的黃埔》（台北：麥田出版社，2004 年），頁 142。

12 〈夢讀之人：張家瑜‧駱以軍對談〉《讀書好》#44，2011.5，見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編：《論

駱以軍《西夏旅館》》（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2 年），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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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人的想像與要求，它是一種很奇怪的傳遞方式，就連在大陸也都滅絕了

的……它是錯字，它就是註定像麒麟一樣，會滅種的。13

另外，在加上如上述駱以軍時常在台灣社會中感受到被檢驗、不被信任的「傷害」

感受，唯一身分的認識來源（父親）也要消失的恐懼便變得格外巨大。這種焦慮

滿溢的情緒，在《西夏旅館》中俯拾即是。如小說中透過美蘭嬤嬤之口的敘述：

這些倒影或鬼魂的後代，在祭祀這件事上養成了見神偶必拜的多神信仰習

慣：他們怕錯漏了祭拜自己那繁枝錯接、荒煙蔓草的家族系譜裡，某一為

可能真正的祖先。……像 Yahoo 奇摩拍賣網站的那句廣告詞：

什麼都可以拜，什麼都可能（是你老爸），什麼都不奇怪。（頁 72-73）

筆者認為駱《西夏旅館》的身體書寫，乃是跟隨政治的以及逝父焦慮一起的，並

且攸關著作者本身獨特的主體建構方式。即如小說以殺妻為貫穿全文的重要情節；

而尋找妻子的身體， 後居然被揭穿為是「尋父」的過程。可見兩者之間的緊密

關係。因此，妻子的身體除了是情節的推動點外，同時代表著敘事的本原，也註

定是終極的追求。母性身體本身象徵繁殖的力量，在小說中便和西夏滅種以及文

化滅種的危機相互的辯證。

《西夏旅館》中佔有核心位置的「脫漢入胡」乃重要隱喻方式之一，是外省

人／本省人之間的隱喻。台灣的離散認同問題並非如黑人白人間一眼即可辨識他

／我，但是《西夏旅館》仍舊指出許多區分他者與我之間的方法。《西夏旅館》

中能夠辨析胡／漢（本省／外省）的，在於語言、文化教養。而語言和文化教養

都是有源頭的，作者並不將這個源頭指向文化來源、廣瀚的土地，而是指向「文

本」以及「血緣個人」（李元昊／父親）。對於「文本」，作者指向歷史的虛構

與不可信（父親偽編的黨項與西夏史）；對於「血緣個人」，作者指向主角西夏

13 嚴婕瑜：〈附錄：訪談駱以軍—從《西夏旅館》討論自我主體建〉，《駱以軍小說的自我主

體建構》（臺北：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碩士論文，2009 年），頁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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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李元昊以及他的後裔，並將之縮入「殺妻」的宿命性悲劇命運。透過這兩個源

頭，駱以軍因此勾連出身體與離散文化敘事的關係。

四、屍骸書寫的意義

透過上述，筆者將屍體意象的大量浮現歸因於兩個來源，一是社會處境、一

是內在處境—由於感受到台灣社會將外省人「標籤化」，而有一種身分認同的

擠壓焦慮；又因為面臨了父親的死亡，而有文化敘事斷絕的恐懼。我們或可說，

這是外省族群來台，特殊的離散歷史持續揮發影響所帶來的效應。當原有的身分

認知無法維持、當主體／客體邊界受到嚇恫，或者原來的內在與外在認識的界線

變得不明確時，敘事便是自我主體重構的重要層次。

（一）越界：秩序的擾亂

茱莉亞．克莉斯蒂娃（Julia Kristeva）《恐怖的力量》14 中曾指出，主體的形

成，開始於他與母親的分離；而主體的形成，和卑賤物（abject）緊密相關。她特

別指出「屍體」在主體構成中的意義。她認為在宗教和科學的眼光之外，屍體是

卑賤的極致形式，是死亡對生命侵擾。它是我們既已拋棄又無法分離的東西，我

們無法像避開一般物體那樣避開它。使卑賤情境出現的，並非來自清潔或健康的

欠缺，而是對身分認同、體系和秩序的擾亂，是對界限、位置和規則的尊重。15

在《西夏旅館》中諸多地方即呼應了這種「越界」、秩序擾亂的狀態，一開

始小說中的圖尼克為了尋找死亡妻子的身體而進入西夏旅館，而他本身同是透過

死亡（上吊）、穿越亡這一界線，或者說把自己也成為一死屍，才能夠住進旅館。

圖尼克的自殺行為，像是象徵性的秩序穿越，擾亂現實與虛幻。同樣的，黨項一

族的文化，根本的與中國文化相對，根據黨項老人的描述乃是：

14 茱莉亞．克莉斯蒂娃（Julia Kristeva）：《恐怖的力量》（台北縣：桂冠出版社 ，2003 年）。

15 同上註，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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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中國）相信陰陽、懼談生死，喜歡「寰宇昇平」、「禮樂奏章」這

種萬物在光天化日無有陰影的穩定；我和我的族人們（黨項人）則是從死

亡的陡直深淵以鬼魅之形，從難產的母馬屍體陰阜中血淋淋地摔落塵土，

我們太熟悉死亡那種黑色稠汁，帶著羊尿騷味的氣味了（頁 142）

或者是夢中已經兩百歲的老人，說出他們西夏騎兵在逃亡時受到同族羌人的熱烈

款待，但是隔日仍然將他們悉數殺盡。於是：

似乎從那個清晨……從那一刻起，我們就像把宰殺的羊羔剝皮翻開那樣，

裡面變成外面，外面變成裡面。我們全機伶伶打了個冷顫。在同一瞬間我

們的陰莖和睪丸全縮進腹腔裡。我確定從那時開始我們便不再是單一的個

人。每一個人的「我」這件事不見了，我們的「我」被某種巨大的神靈或

意志給取消、收回了。那之後，我們真正的變成了李元昊無數個夢境中不

斷往南方奔馳的一對影子騎兵。（頁 457）

小說中常常翻越內／外、此／彼之間的界線；西夏人的背叛，呼應了內與外的顛

倒、越界型態。一次次的重複背叛恩人、屠殺恩人的悲慘命運，成為小說中西夏

人一種宿命式的常態和內心深處無法安於固定的心理狀態。

小說中 常提到的「脫漢入胡」，同樣的是指向一種越界渴望。生命中可能

有不同形式的背叛，也因此可將「脫漢入胡」的隱喻折射往不同面向 16，漢與胡的

隱喻位置可以相互變化替換之外，小說中的國族隱喻也並不可靠。〈騙術之城〉

中的家羚便曾清楚的說出，圖尼克西夏王朝的故事，看起來既像是臺灣、又像是

國民黨，不能以固定指涉觀之。所以本書中所言的「脫漢入胡」，既可指向越界

也可指向越界後的不可信任。

16 即如〈螵蛸〉提到的高中導師，「胡人。羅漢。骨子裡的流浪漢，與真實世界貌合神離地相

處。那是他第一次遇見的黨項。」（頁 258）便未必是指向本省、外省的族群隱喻，而是指不

合主流的反叛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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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漢入胡者 大的不幸即在那越過邊境的魔術即在越過邊境的魔術時刻，

不知怎麼回事，原本、原在陽光下一片閃閃發光的景物、和諧的秩序，所

有以良善或愛的為動機的作為，在越界的陰冥曠野，他們便感到自己如天

人五衰、頂上三花沌濁無光（頁 231）

若是身分認同是個人在群體中的定位過程，《西夏旅館》中突顯了作者對於越界

的著迷；然而，也突顯了作者對於越界的不信任，對於體系與秩序擾亂的懷疑和

不安。圖尼克的心理狀態上難脫「脫漢入胡」的渴望，以及朝向群體依歸的一種

心理；但是另一方面對於這樣的心理又懷疑又鄙夷。

例如《西夏旅館》中即曾變換三個不同的敘事者，對類似場面作出不同評論，

一是敘事者對於安金藏口中百人性交場面的讚嘆：「如果能有一數量夠多的群體

供你偎靠進去，那麼再淫邪、幽黯、扭曲、傷害的個人私密境遇也可以靠著這群

體儀式性的烘托安撫，變成一件吉祥安適的事。」（頁 265）；二是圖尼克在Vlog

看到二百五十名美女同時脫光的畫面，對於女孩們集體脫衣，他感到「那一點也

不色情，反倒有一種對人之存有尊嚴的羞辱和損毀」（頁 409）；三又是她想起美

國紐約知名攝影師圖尼克號召一千名民眾脫光裸照，然後又引述圖尼克挑戰的對

她說：「因為他們和妳一樣，都想把自己湊靠近一個整體，一個全部。」（頁

484）這三段描述同樣和裸體有關。裸體代表著未經文明裝飾的純然存在，點出群

體和個體間既追求個體獨立又相互依存的原始弔詭。在靠向群體與個人自由之間，

作者似乎對越界與不越界的選擇充滿疑惑，突顯了駱以軍對於本質與固著任何一

方的不信任；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此看出作者對此問題充滿焦慮。就像是在

這種越界的狀態裡面， 可注意的是背叛此一傷害形態在小說中的反覆出現，即

如夏綠蒂故事中夏綠蒂的背叛、丹夫人的殺人遊戲、圖尼克的祖父拋棄父親、小

桃背叛耀祖。不管以何種原因，背叛代表的是此彼之間的選擇，依違之間的轉身，

在臨界點（邊界）的時候拋棄此而朝向彼的越界，這種反覆出現無法讓人信任的

人際關係，正出自主體對於自我處境的不安、甚至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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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屍骸：界線的廓清

透過圖尼克的父親傳遞的西夏王朝歷史是載滿血腥的歷史。圖尼克細數西夏

王李元昊的事蹟，元昊冷酷無情、只被欲望所驅動，殘殺妻子母親，本性嗜血、

嗜殺；爾後又敘述原隸屬西夏的黨項人遭到蒙古族的血洗屠城亡國，屍骸盈城。

逃亡的黨項人在生存需求下，九死一生、苟延殘喘的對抗死神以保留生命。但是

大難後的倖存沒有使他們更心懷感激，而是益加小心翼翼與多疑，即使在逃亡之

時受到原是西夏人的吐魯番人熱情招待，隔夜之後仍然忘恩負義的屠殺村人。本

書描述西夏王朝和蒙古人爭鬥、遭蒙古人屠城、滅族、逃亡的過程，其中滿滿描

寫了殺與被殺、橫屍遍野的狀態。

若說在殘酷的國族爭鬥之中，本就是以死亡為背景演出的，《西夏旅館》不

過是將焦點特別的集中在鬥爭下的死亡狀態—屍駭，也算是合理而不讓人意外。

然而，圖尼克為了尋找妻子身體而進入西夏旅館後，西夏旅館中莫名的出現許多

殺人與被殺的遊戲，屍體還是一再出現；這使我們不禁懷疑，西夏旅館之中大量

的屍骸描寫，在小說情節的安排上是否屬於必須？

苦痛—恐怖主題在敘說表徵之內，是為卑賤情境狀態做 淋漓盡致的見證。

17 藉由茱莉亞．克莉斯蒂娃的觀點，我們便可以此來思考駱以軍《西夏旅館》中

那些恐怖書寫的意義。

茱莉亞．克莉斯蒂娃曾藉由瑪麗‧道格拉斯的著作說明，「不可能的物體而

被驅逐的污穢，因被宣告為欲望的非客體，又因被當作卑賤體、卑賤情境而遭鄙

棄，它才有資格轉化為玷污，並且在此昭然若揭若揭的『潔淨』面向上，建立唯

有如此才能（因此，總是已經）成為神聖的秩序。玷污，是自『象徵系統』中墮

落之物……目的是為了總地建構一個分類系統或結構。」18特別是在父系權力未穩

固的社會階段裡，越容易見到以「淨化儀式」對母性抵抗。

尤其她提到，卑賤體力量的極致展現，是當主體厭倦了在自身之內尋求自我

17 同前註，頁 181。

18 同前註，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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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的徒然嘗試之後，卻在自身之內發現了一件無法容忍的事—這件事便是當

主體察覺他的存有本身是難以忍受的，當他發現自己只不過是一個卑賤體的時刻。

自身的卑賤，應是主體的卑賤經驗中 深刻的形式。因為此時，主體驚覺他的所

有客體，竟都建立在那令生命創始的失落上，而這原初的失落即為存有的奠基者。

卑賤情境的形成，是出於不認得身旁所有的人；換句話說，對主體而言，沒有任

何的人、事、物是熟悉的，即使是連屬於印象記憶的一絲陰影都不存在。19而此狀

態，我們正可以將之呼應前述駱以軍面臨外在台灣社會認同問題的逼視、身分屬

性的威脅、以及內在父親的消亡和逝世的雙重擠壓之下，主體所產生的敘事反應。

一方面小說中再再揭示越界／秩序擾亂的處境、個人和群體界線間的不信任

或猶豫，甚至，對於毀滅場景的寫作深感著迷；另一方面，卻又企圖以屍體此一

卑賤形式的書寫突顯秩序的重要性，或是對秩序的戀戀不捨。當本土意識熱烈的

被構築、建立的同時，駱以軍感受到自己正是那被拒斥（趕下車）的對象，如此，

又要如何延續自我與他人關係的認識？怎樣能夠接合上一代的歷史傳遞、文化教

養，與自己的成長經歷、生命經驗，形成新的敘事？

《西夏旅館》中圖尼克即曾言說對於敘事斷絕的恐懼：

我們這樣的人 大的問題即是我們沒有一個可供這些蒲公英籽般四面八方

飄散的後代們按圖索驥以想像自己族群臉貌的故事：像其他那些離散者們，

在異國的、童年的燭光昏黃客廳裡，聽大人如癡如醉地說著《聖經》裡的

故事……我們沒有這種東西，所以我們只能一代一代斷簡殘張傳蒂著單一

一代所發生的故事，我們一代一代的說故事父親們，全是一片一片的魚鱗，

永遠無法鑲嵌拼組成一條魚，他們在族的滅絕……口齒不清地講述給下一

代。（〈脫漢入胡〉，頁 245）

父系權力未穩固的社會階段裡，越容易見到以「淨化儀式」對母性抵抗。正當國

民黨權威逐漸瓦解，窩居在虛幻的旅館中，我們同時也在《遠方》中見到肉身之

19 同前註，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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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的衰頹。在無法彰顯主體或存在感遭到危機時，以大量書寫屍體作為一種步驟，

重建主體的方式於焉出現。權威父親是不可信賴的；如同旅館中的老人，何其狡

猾。擰碎了象徵父親的臉龐—象徵著巨大權威形象的老人，在外省族群的歷史

中的威權不全然可以信任：即如在小說中我們也看到圖尼克祖父鐵道測量隊被棄、

國民黨與共產黨暗鬥在孟買的暗殺行為、或是在白色恐怖之下草木皆兵的背叛恐

懼。

如此一來，回望駱以軍身分書寫的困境的時刻，我們更可以思考，作家在身

分敘事遭到危機無法彰顯主體時，大量書寫屍體幾乎成為了一種儀式。劫後餘生

的老人在敘述西夏王朝的滅亡、黨項族的逃亡過程都是透過描述屍體完成：

我的敘事，敘事中展開的流動荒野，幾乎全倚賴這些舞踏般的屍體才得以

搭築那恐怖顛倒的死蔭之谷、奈何冥橋。（頁 137）

或者是：

老人說，即使此刻，或其他無數個我在你夢中描述那在逃亡中慢慢變貌成

骷髏、魔獸或牲畜的 後一支西夏騎兵軍，那在世界邊境逐漸透明乃至消

失的黨項族倖存者，我總無法耽迷回憶各式各的屍體：剖腸露肚的、斷肢

殘骸的、頭顱被砍掉僅剩腔體頂端碗大一個痂口的；或纍聚成一座小丘臉

肉尚未被禿鷹烏鴉或蟻群分食乃至擠眉弄眼哀戚茫然 後時刻表情仍停留

其上的上百顆上千顆頭顱。（頁 137）

在回歸規則、廓清界線的驅力下，卑賤物必須被排出、處理，那代表著對體系秩

序的搗亂、內外界限的疑惑、此彼之間不信任。房間三〈洗夢者〉的你正在處理

屍體：

後來你發現他不只是埋自己的羶腥排泄物，而是近乎偏執妄想地在那空蕩

乏味的地表上，想出各種埋葬屍體的方法。那些方法異想天開充滿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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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總依附其執行現實面而發展出奇技淫巧之工匠藝術。總之是不厭讓那大

量增多的屍骸堆滿曝晾在那個夢境的視線可及處。他研究乾屍的製法。……

他扮演星掛者替他們擇算停屍時日有時停至六月之久。……再堆柴放火燒

了那棟「死者的小屋」。（頁 47）

或是圖尼克描訴西夏旅館：

他感覺在這棟旅館的某處有一界面，切分著永不會受傷害的人們，和已被

傷害弄成噩夢或排泄物般的東西。前者像被製造出來的……後者則是控管

程序出現漏洞的結果。

屍體與排泄物這些擾亂整體的東西，都必須被處理殆盡。看起來雖像是處理「漏

洞」，但是同時是在建立秩序，才能成為「不會受傷的人們」。就此，觀看圖尼

克妻子屍骸便也有了積極的意義。

（三）愛與恨：妻子的身體

雖說小說某些敘述將西夏王朝興盛而終至滅族的命運處境，和外省族群的命

運比附起來，有時甚至合而為一；但又如前所述，通觀小說全文，國族的比附並

不能說是全然的可靠。然而，《西夏旅館》中幾個命題的連接性：「妻子」—

「殺妻宿命」（西夏命運或如安金藏所說的「喪妻俱樂部」）—「胡漢身分」

之間的關係連結卻是可確定的。

西夏旅館的體制恁大，尋找妻子屍體的旅館也很神秘離奇，可是《西夏旅館》

畢竟不是偵探懸疑小說，把妻子的死亡歸因於詭奇的原因，而是歸因在尋常夫妻

間的猜忌與爭吵。在兩人關係冷淡的末期，圖尼克的妻子拒絕與圖尼克的性關係，

小說這麼描寫：

終於輪到他也成為那必須（是的，必須！）排出體外的異物，他相信連他

都必須被她排出她的內裡……吾愛，從我的裡面離開。全部的滑腴柔軟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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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這些散佈點如霧粉的瑣細力道，全服從一無比堅定之意志：將他排

出去。（黑體字為筆者所加強）

然而在猜忌的夫妻關係之後，所緊連接著的另一段內心獨白卻被轉變為：

我只是想……如果證實我已真正失去這個身分……不再被愛……至少把本

來的那個我還給我……胡人……不知甚麼原因被憎惡被不信任的原罪者……

我至少要回那個不被描述成異類、附魔者、惡漢的我……

他們爆烈的爭執，其爭執的原因不是婚姻中常見的外遇、背叛、欺騙，而竟然被

歸因在：

一開始他非常恐懼，後來取而代之的是無以名狀的憤怒，只因我是遷移者

幽靈部隊的後裔，只因我的族人形單影孤顏色模糊，我體內記憶的品德和

教養全成的邪惡與藏奸？我像一滴包含著不同礦物質與菌落的水珠得被你

們那無數個體聚成一個相同整體的大水塘給淹沒？（頁 679）

也因此，終於在小說的尾聲我們所看見的夫妻關係的爭執之中有著另一層重要的

隱喻—族群關係的不信任。族群之間的不信任關係，被轉換為漢胡／夫妻間糾

葛的愛恨。主體意識到自己不能被納入群體，甚至是破壞秩序的「異物」，而被

「必須」排出體外。群體中不被信任、被懷疑的主體，彷如被拋入孤獨、恐懼與

憤怒之境，為了尋找出路，因此反噬的抵抗母性：「他相信是自己一次難忍其猜

疑嫉妒瘋狂妄想的瘋魔越境時，詛咒了自己的妻子，而她竟因此死了」（頁 675）

一如茱莉亞．克莉斯蒂娃所述，主體的形成，開始於他與母親的分離；任何

主體或是集體形成的象徵性構造過程中必然會發生驅逐行為。但是，矛盾的是，

主體卻無法完全驅逐內在原初便存有的陰性特質。20在國族書寫中，母親／土地往

20 參見《恐怖的力量》〈導讀：文化主體的「賤斥」〉，頁 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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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會連結在一起；《西夏旅館》不同的是以殺妻（母性）為始，矛盾的設置砍掉

頭顱、又尋找身體的情節，驗證了克莉斯蒂娃所指主體形成過程中主體對於不潔

的恐懼，但又無以名之、不斷反覆的陰性特質。

屍體作為主體建構的書寫的儀式，同樣的，妻子的屍體追尋卻也成為族群身

分認同問題之中終極的探問。若我們細讀這段文字中提到的「體內記憶的品德和

教養」，就可以知道西夏人和外省族群的互喻關係，在此所指的不是西夏人，而

是當初以華夏文化繼承者自居，遷移來台的外省人群體。21換句話說，暗指著當主

體感受到自己彷如群體中的雜質，遭到排除摒棄的同時，似乎隱喻的問：「我們

原來不是 親密的（夫妻）嗎？」對母性身體的愛恨交織，正勾連著離散身分的

掙扎悲傷。

西夏旅館的建構是圖尼克為了將妻子的無名亡靈藏匿，揹離死蔭之地，暫將

妻子困於旅館中，如同《遣悲懷》，其暫停時間的悲願是相同的；但也像《遣悲

懷》一樣，死亡已經發生，時間已經流逝，兩者都是一種偽裝存在狀態的書寫，

逃避（母體）空缺的掙扎。即如同圖尼克找到妻子身體時，妻子的形貌是：

那確是他妻子的身體，但頸上換上的頭顱，是一具幽藍色的憤怒骷髏。這

幅畫面，更讓他痛不欲生的關鍵細節，是這樣被夢之咒術困住的淫媚女體，

正以底部為承軸，安插在那憤怒明王獸皮都下撩翹起的巨大陽具。（頁

561）

如此看來淫穢的描寫，正接連在當圖尼克「伸手剝開老人的臉」，毀壞巨大的父

權之後。面對父性權威抵抗終究是困難的，老人製造噩夢，圖尼克因此承受妻子

遭淫的巨大痛苦。不過明王巨大憤怒的身軀，儘管給圖尼克一種羞辱、悲傷的感

受，但同時妻子成為明妃與明王交纏結合，明妃也具有了肉身佈施的慈悲性，感

化神魔，使之進入佛性的意義，女性身體所代表的力量，既是讓人敬畏且又無法

21 也是如《西夏旅館》〈神龕〉中所形容的外省第二代：「我們都被封禁在一個巨大玻璃櫥窗包

圍的水族館走道，或是默片的觀眾席，所以我們的語言是純淨的化石言語。」（頁 397）



381

駱以軍《西夏旅館》中的「屍骸」書寫與主體建構

控制。克利斯蒂娃便認為文字中的瘋狂與惡魔正是人性中被壓抑的恐懼對象的復

出，是一種真實的面貌。這是主體永遠畏懼的自身內在陰性成分，此陰性成分隨

時可能會滿溢、氾濫而至失控。無意識中騷動而無名的欲力只有符號化之後，才

可能進入意識，透過文字與藝術的昇華，我們才因此能見主體所排斥的對象何在。

22 駱以軍透過藝術敘事轉化社會集體排斥「他者」的暴力，一方面塑造身首分離

的死亡狀態、一方面妻子（女體）仍然持續產生力量，創造出主體得以抗拒毀滅

的逸逃路線。

五、結語

《西夏旅館》和駱以軍過往屍駭寫作有一極大的差異，即在於以妻子死亡所

展開的情節敘事主軸。在此之前，駱以軍的小說的確也有著如《遣悲懷》中「運

屍人」那像相當令人驚駭側目的屍體意象，但其意義並不關乎外省族群身分認同

的課題。本文在分析上將《西夏旅館》中的屍骸與身分認同敘事相連結，將何以

《西夏旅館》中有大量屍骸意象的浮現，歸因於離散歷史持續發揮作用下的兩個

源頭，一是的解嚴後的社會排他處境以及作家駱以軍失父的個人處境。書寫者殘

酷的以屍體為象徵、以身體變形嘲弄／憐憫生存需求，藉此作為踏過身分認同障

礙的驅力與方式。而妻子在小說中則是敘事的來源，也是終極的追求，更是愛與

恨的焦慮的承擔者。

構築於虛幻中的西夏旅館揭露了界線並不可靠，追求未必能尋找到真相，虛

構才是真實的本象。藉由妻子身體和屍骸書寫，我們看到象徵主體即臨崩潰前的

逃逸寫作、以及離散主體身分建構過程中，遭遇外在處境的焦慮以及喪父衝擊時

的痛苦掙扎。駱以軍筆下的身體不是傅柯所討論的身體政治，因為他並非是將身

體當作一客體，分析此一客體接受了多少國家機器與社會意識的控制。他將離散

敘事中的身體書寫意義展現在他層層包覆的隱喻之中，這一書寫同時透露了他的

恐懼乃至於憤怒。主體將其情感符號化，同時也成就了駱以軍在外省作家離散敘

22 參見《恐怖的力量》〈導讀：文化主體的「賤斥」〉，頁 xxiii。



382

淡江中文學報 第三十二期

事中特殊的藝術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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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ttributes the massive corpse writing inWestern Xia Hotel to two reasons.

One is Luo’s anxiety due to exclusive society in Taiwan after the abolishment of Martial

Law; the other is overcoming crises via writing narrative because Luo loses his fath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bject’ proposed by Julia Kristeva,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Luo

manages to overcome the crisis of subject identity via corpse writing. Corpse writing

becomes the mean for Luo to reconstruct the subject. The wife inWestern Xia Hotel is not

only the origin of narrative, but also the ultimate pursuit. She also bears the anxiety

resulting from love and hatred. Through the wife’s body and corpse writing, it is clearly

presented the compressed anxiety the diaspora subject has had as an outside social

identity, and the struggle of facing social conflicts while in the pain of losing his father.

Luo presents body writing of the diaspora narrative in the form of metaphors, which also

reveal his fear and anger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subject symbolizes his emotions

becomes Luo’s unique artistic representation in composing of the diaspora narrative

among Mainlander authors.

Keywords: Western Xia Hotel, Mainlander ethnic groups, body, corpse, ident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