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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他者”之镜穿越“自我”成长的迷宫

———刘东新作《镜宫》解读

孔凡飞
（沈阳化工大学 社科系，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１４２）

摘要：《镜宫》以“镜子”和“迷宫”的双重隐喻，讲述了主人公在青春成长过程中透过“他者”之镜，成就“自我”认

同的故事。小说为主人公设置了四组镜像，分别是勇气、信任、爱情和死亡。主人公在每组镜像中经历的人生，

都是成长中的一次蜕变，在看似虚幻的故事背后，却抵达现实深处，最终帮助其建构了新的自我，走出成长的

迷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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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镜宫》是作家刘东新近出版的一本青春小说。
小说讲述了一个叫做南海的男孩，在一个耐人寻味

的年龄———１７岁时的内心成长的故事。在小说中，
主人公南海通过一个叫做“镜宫”的网站与其他四

个男孩交换了彼此人生中的一小段，于是，他们走进

不同的人生际遇里，通过体验开始了一场关于勇气、

信任、爱情和生死的旅程。而通过这个旅程，南海在

“他者”的镜像中，建构了新的自我，进而走向更加

智慧、更加成熟的人生之路。

一 、“镜子”与“迷宫”的双重隐喻

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笔者一直思考一个问题，

为什么作者会以“镜宫”作为小说的题目？当然，这

个可以理解成小说中一个神秘网站的名字，它以提

供交换人生体验为目的。也正是通过这个网站，南

海才有如此精彩的奇遇。但这种理解似乎不能把握

作者的用意。在笔者看来，作者是将文学艺术中经

常表现的两个意象叠加起来，从而表达自己对青春

成长的一种深度思考。这两种意象，一个是“镜

子”，一个是“迷宫”。

以“镜子”作为意象，在古今小说中并不鲜见。

从早期唐传奇《古镜记》中的“照妖辟邪”的神物到

后来《镜花缘》中“镜花水月”虚幻的象征，镜子成为

中国小说中一个很有意味的隐喻。作为人类，照镜

子反映的是我们自身矛盾的特性。《说文解字》释

“镜”为“景也”，段注曰：“景，光也。金有光可以照

物谓之镜。此以迭韵为训也。镜亦曰鉴，双声字

也。”［１］恰如后世的唐太宗所言：“以铜为鉴，可以正

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

替。”因此，镜子在很多作品中就有了明辨是非、认

清自我的作用。小说《镜宫》的主人公南海与四个

同年龄、同性别的男生交换人生的经历，其实就是在

以不同人生为自己的人生做镜子，透过“他者”之

镜，从而充实自己的人生。

“迷宫”这个词最早来自希腊的神话，它是一个

建筑学上的词语。从今天文化层面来观照，“迷宫”

是现代人的一种体验，世界犹如一座迷宫，就像卡尔

维诺、博尔赫斯等人在他们的作品中都以“迷宫”作

为隐喻，展示现代人的一种存在的状态。成长又何



尝不是一个穿越迷宫的过程，尤其是迷惘的１７岁。
小说中的主人公的年龄是神秘的１７岁，这是一个处
于成年与未成年分界线上的一个敏感的时期，是人

生最为迷惑也是在迷惑中孕育希望的时期，所以，我

们会看到很多关于 １７岁的故事，如《十七岁的单
车》、《十七岁的天空》等影视作品。如果说１８岁代
表着一种成年的仪式，跨越一个门槛，那么１７岁则
像一座迷宫，这个时期有成长的不安和困惑，也有长

大成人的期待和热情。只有真正通过了这座迷宫，

才能迈进１８岁成年的门槛。
因此，笔者认为，作者有意叠加了“镜子”与“迷

宫”两种意象，“镜宫”就是一个要进入镜宫的人，透

过“他者”之镜走出“自我”成长的迷宫的象征和隐

喻。《镜宫》中主人公南海在一次次地迷惘与困惑

中，以他者为镜，终于成功地走出１７岁成长的迷宫，
迈向人生的又一个阶段。至于其他几个与南海交换

身份的人是否走过这个迷宫，能否在他者的镜像中

成就自己，就看每个人自身的领悟力了。因为，不是

每个人都能顺利地穿越１７岁的这座镜子组成的迷
宫，就像小说中对镜宫的定义，镜宫只会告诉你结

果，不负责解释。

在笔者第一次阅读这部小说的时候，曾有过一

个疑惑，为什么作者只讲述了南海的成长而对其他

几个与南海交换身份的人的成长没有交代呢？正如

此书张之路老师所做的序《穿越与抵达》中的疑问

一样：“对于这部作品，我还有点小小的希望。故事

其实潜伏着一种可能性是非常诱人并且动人的，那

就是南海如果有机会去访问那四个曾经与他进行过

人生交换的同龄人和他们的家庭，那将会发生怎样

的故事？”［２］３而我觉得，其实现在这个状态或许是最

好的，因为即便是那四个人与南海或者别的人进行

过人生交换，但未必每个人都能以他者为鉴，顺利地

走出迷宫，从而悟出自己的人生。而且，这样做，给

了读者一个开放的、充满想象的空间，让每个读者想

象，假如自己是李伟明、崔晓、刘玉亭、赵永新经过人

生的交换会有怎样的明天。

二 、“他者”之镜中的“自我”认同

人的成长其实是一个“自我”认同的过程。这

个过程是一个自我扬弃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辨识

的过程，即自我通过与他者的比较，力图发现自我与

他者有何共同点和区分之处，进而达到对“我是

谁”，即自我身份的确认。因而，认同的形成要以他

者为前提，对自我的认同和界定总是包含着对他者

的价值、特征和生活方式的分析、批判、改造和重建。

小说中“镜宫”为愿意交换人生的人提供了一

个交换的平台，实际上恰恰是给生活中的每一个自

我提供了一种“他者”之镜。他者是一个非常独特

的存在：一方面，他者是与自我不同的存在；另一方

面，自我除非对他者有所了解和感悟，否则他者不会

成为自己，不会获得自我意识和自我认同感。因此，

他者与自我密不可分，或者说自我就是另一个他者。

他者构成了自我反观自身的一面镜子，自我通过借

助他者这一镜子，可以更好地辨认出自己的形象。

对于小说中的那些交换人生的人而言，只有透过这

一面面的“他者”之镜，自我才能够被重新建构。

小说中南海又是通过哪些“他者”之镜，获得独

特的“自我”认同感呢？作者为读者智慧地打造了

四面“他者”之镜。

第一面“他者”之镜：勇气。从古至今，勇气都

是人们颂扬的美德之一。但是，在一个人成长的过

程中是否都能够具有这样的美德？通常人们认为勇

气是“一种自愿面对个人危险以追求有价值目标的

美德。”［３］也就说，勇气和自身的危险紧密相连。但

面对危险，人总会在潜意识中有一种本能的逃避。

因此，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具有勇气的美德。而处于

成长的青少年在面对人生的抉择时，是逃避还是担

当？正是这面“他者”之镜让南海懂得了勇气的力

量。

小说中的南海原本是一个养尊处优的少年，尽

管生活在单亲家庭，但父亲南疆拥有自己的产业，能

够给他提供优越的环境。为了和心爱的女孩一起去

看流星雨，南海在虚荣心的驱使下，偷偷地开走了父

亲的别克车，结果，在欣赏完流星雨之后，他们惊讶

地发现，别克车不翼而飞。这给南海出了一个难题，

是报警，是通知父亲，还是……陷入困境的南海最后

选择了逃避。然而，在星辰网吧，南海无意中误入

“镜宫”，原本没有勇气面对丢失别克车这事的他却

在李伟明的人生中体会到了勇气。

李伟明是一个从小练习拳击的男孩。他之所以

和南海交换人生，也是因为他要逃避他的现实生活。

李伟明的拳击之路是否能够走下去，取决于一场原

本注定不可能赢的拳击赛。如果他能战胜一个叫做

顾勇飞的知名拳击手，他的资助人陈叔就会继续资

助他，让他实现作为专业拳击手的梦想。反之，他不

得不结束这个梦想。

当南海成为李伟明之后，他必须面对选择：是逃

避放弃还是鼓起勇气接受顾勇飞的挑战？其实，放

弃很容易，毕竟活在此处的只是李伟明的身体，南海

即便做出放弃的决定也无所谓，因为即便是真正的

李伟明或许也有可能选择放弃，否则他不会选择在

这时候通过镜宫和南海交换人生。但是，真的可以

放弃吗？作者在小说中非常成功地运用了一个桥

段，这就是南海在比赛之前在卫生间里假想地和顾

勇飞的对话。这段对话与其说是顾勇飞对南海是否

放弃比赛的一种激将法，不如说是南海在潜意识中

两个自我的斗争。最后，南海还是选择参加比赛，因

为正如假想中顾勇飞说的：“跟我好好地较量一下！

我可以击倒李伟明，而你则可以带走一份永远不会

被击倒的记忆！反过来，如果你选择放弃，即意味着

３２第４期　　　　　　　　孔凡飞：透过“他者”之镜穿越“自我”成长的迷宫———刘东新作《镜宫》解读



你虽然躲开了我的拳头，但却永远也躲不开一份耻

辱的记忆！”［２］４１南海最终以自己的信心和勇气证明

了自己能够面对，哪怕被对方击倒。实际上，陈叔让

顾勇飞跟李伟明比赛本身就是一个“局”，陈叔只是

想通过心理施压，来考验李伟明是否具备一个专业

拳击手的心理素质。南海在李伟明的经历中终于知

道了勇气的价值。

第二面“他者”之镜：信任。比起勇气，信任同

样是人生中重要的东西。没有信任，这个世界就是

冷漠的。不过，信任危机刚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

“时代病”。作者在南海的第二次交换人生里，围绕

亲人之间的信任展开了故事。

回到自己现实生活中的南海在送女友杨琳去机

场的时候，意外地发现爸爸正驾着别克车来机场送

人，他终于知道别克车没有丢失的事实。南海一方

面放下了一个很大的思想负担，但同时又心生疑问：

为什么爸爸把别克车悄悄开走而没有告诉自己？他

们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隔阂？于是带着疑问，通

过“镜宫”，他成为了崔晓。崔晓是一个平凡的男

孩，在假期里和奶奶生活在一起，而实际上，他是不

愿意和一个独孤的老人生活在一起的，所以才通过

“镜宫”偷偷溜了出去。而缺乏长辈之爱的南海，恰

好在这次穿越中体会到了亲情的可贵，最重要的是

他认识到了信任在人与人特别是亲人之间的重要。

崔晓的奶奶根据自己的观察，知道了楼上租住

的房客从事不法活动，她就告诉亲人，包括做警察的

儿女。但儿女们并不相信老人的话，还以为老人的

精神上出了问题，忙着给老人找新的住处，换个环

境。南海的到来既让被亲人误解的奶奶感受到信任

的力量，也让南海反思亲人之间到底该怎样相处。

为了证实奶奶的怀疑是正确的，南海跟踪了楼上的

房客，进而发现奶奶的判断是正确的，这是一群造假

商标、票证的犯罪团伙。这次的人生交换，留给崔晓

一家的是亲人之间重新拾起的信任，而让南海带走

的是对信任的感悟。

南海在拥有了勇气与信任之后，终于可以和父

亲南疆展开一场必然的对话了。作者在这里给我们

呈现了一场很精彩的父子之间的交谈。从来不在父

亲面前承认错误的南海为自己该负责任的行为向父

亲道了歉，在交谈上也稳定了自己的情绪，彷佛真的

长大了，同时也以智慧的方式让父亲意识到在偷偷

开走车这件事情上有不妥当之处。这是一番充满智

慧和思辨色彩的对话。正因为有了这次真诚的交

谈，南海与父亲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多改变，并且收

获了彼此之间的信任。

第三面“他者”之镜：爱情。爱情的发生可以是

自发的，但是对于爱情的认识却是习得的。小说中

南海的第三次人生交换是关于怎样面对爱情。

解决了勇气与信任的问题之后，南海和杨琳之

间莫名地产生了误会，爱情似乎遇到了小波折。这

让南海有了第三次穿越，成为“大鱼楼”的老板刘玉

亭。刘玉亭是一个早熟的少年，尽管也同样１７岁，
却是一个酒楼的老板了。而刘玉亭之所以选择交换

人生，也是因为他在爱情上遇到了困惑：一个是与他

青梅竹马、相爱多年的爱人小靖，一个是让他一见倾

心、怦然心动的陈然；一方面是小靖的逼婚，另一方

面则是对陈然的无法忘情。

成为刘玉亭的南海该怎么样处理这种尴尬的局

面呢？小说中，南海以自己的方式处理了问题：拒绝

了小靖的婚姻，也平息了对陈然的热烈追求，尽管这

和刘玉亭的初衷不一样。这次经历，让南海懂得了

爱情，正如他一段内心独白表述的那样：“刘玉亭很

爱小靖，那种爱虽然可能已经不再那么狂热，但是却

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有位爱情哲人曾经说过，爱

的最高境界，就是变成了一种习惯。”［２］１８９这样成熟

的爱情观念，可能有些人需要用一辈子去体会、去寻

找，而１７岁的南海却在他的成年仪式之前就已经领
悟到了。

第四面“他者”之镜：死亡。如果说前三次入

“镜宫”或多或少有些逃避的意味，那么，第四次南

海却是带着明朗的心情进入的。然而，这次的人生

交换南海将不得不面对死亡的考验。此次与南海交

换的是一位患有“先心病”已经快要走向死亡、名字

叫赵永新的少年。赵永新进入“镜宫”是为了逃避

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因此他明知镜宫里的规则却

选择不按时回归，而且在作为南海的７天里，他满足
了做户外运动的愿望，甚至享受到了一点爱情。但

南海在成为做赵永新的日子里，却时时在与死亡做

斗争，不过，这也让原本健全的南海可以深刻地感悟

一个人在死亡面前的脆弱和坚强。正如南海在一次

发烧之后有了这样的认识：“也许，生命的另一个重

要的启示就在于，它属于你，又绝不属于你。当它不

再仅仅属于你的时候，往往就会变得更伟大更坚

强。”“我的心跳如鼓，但心情却如流逝的时间一般

安静、从容。我不再奢望可以落在时间的后面，也不

再担心会走在时间的前头。是生命决定了时间的意

义；而时间却并不能决定生命的意义，甚至都不能衡

量生命的长短。”［２］１８９这是一种涅?般的对生与死的

感悟。尽管在赵永新没有按照约定按下回归的确认

键，但按照“镜宫”的规则，南海还是穿越，成为了南

海。

三、结语

面对１７岁的生命，如果能够有南海一样面对勇
气、信任、爱情和生死的领悟，那么在以后的人生当

中就没有什么困难能够阻碍我们前行的脚步。应该

说，这是一次穿越成长迷宫的历程，在１７岁成长的
迷宫里，南海一步步跨越了勇气、信任、爱情和生死

的考验，终于找到生命的出口，可以站在１８岁成年
的门槛笑看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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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部文学作品的阅读体会可能是感动，可能

是震撼，可能是压抑，可能是快乐……但刘东的这部

《镜宫》让我读出的是“智慧”和“思辨”。这种“智

慧”和“思辨”来自于作者刘东对这部小说结构以及

叙事节奏的把握，更体现在小说语言的精致和考究。

小说的主体是交换人生，当南海走进别人的生命轨

迹时，他需要以推理和仔细观察的方式去融入这个

人的生命；当他重新回归到自己生命的进程时，他需

要根据形势的变化去推理和判断属于他自己人生的

这一段空白期发生了什么。因此，小说本身就需要

极富智慧的情节上的衔接和充满思辨色彩的推理演

绎。对读者，一种类似阅读推理小说的快感就油然

而生。刘东一直都是一个不断尝试突破的作家，在

文体的选择上也尽量做到一种融合。如果说他的那

部《轰然作响的记忆》是他大胆的尝试用采访的真

实与小说的虚构完美融合的一部佳作，那么，如今的

这部《镜宫》则是将幻想小说与推理小说进行整合

的又一次精彩创作。我想这部历经六年之久新鲜出

炉的作品，应该在刘东的创作履历上添上浓墨重彩

的一笔。并且，它将带着我们当下的青少年，带着青

春的迷惘与快乐，透过“他者”之镜，穿越“自我”成

长的迷宫，从而以一种成熟的姿态面对生命的风云

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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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歌的确是让人着迷的文学。诗人所要传达
的情感就隐喻在那些浅短的文字背后，让人一读再

读、一品再品。每一首诗都是一个独立的人，它们所

传达的情感就像人的性格一样，有相同之处也有不

同之处。就是这种不同的情感，才使得诗歌变得十

分神秘，让人回味无穷。

四
!

结语

圣野一生热爱儿童，几乎把全部的爱心都献给

了童诗创作，不管去哪里，只要他有所感触，就一定

会将诗句先记下来。读圣野的童诗，最大的感受就

是情真。因为诗人写作的时候，写的是自己最真实

的情感，这样的文字才是最有温度的文字，最能感染

人的文字。

艾青曾说：“所谓‘诗意’是诗人把所描绘的事

物，经过巧妙安排，或是加工提炼而成的东西。‘诗

意’产生于构思，‘诗意’产生于想象，‘诗意’带给人

以完全新的感觉”［７］。圣野的每一首诗就是这样地

充满诗情画意，给人以愉悦的心情。他的童诗能深

入人心的原因还在于他能真正站在孩子的立场来写

作，表达孩子真实的心声、描写孩子自己的生活。孩

子通过读他的诗，找到了自己的朋友；成人通过读他

的诗，能更好地理解孩子的心理，找到和孩子沟通的

方法。童诗是属于孩子的一个天堂，它的出现使得

成人更加重视孩子的存在和成长，孩子也在童诗的

陪伴下拥有了更丰富更饱满的童年，获得了更全面

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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