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牛虻和他的父亲、情人和她的情人

《牛虻》讲的是革命故事？

好长一段日子，我都以为丽莲的《牛虻》讲的是革命故事。
一九七一年冬天，我第一次读到《牛虻》。那时，听说苏联人要打我们，

全国人民得“深挖洞”。我所在的高中班被命名为“挖洞先遣队”，到长寿县
乡下去挖洞，为全校迁到山洞作准备。

白天挖洞，夜里躲在蚊罩里读《牛虻》。
那是一部残破的书，因为经手大多，前后都缺页。最后的缺页在这里

中断：
“亲爱的琼，”
纸上的字迹突然模糊得像一片云雾。她又一次失去了他，又一次失去

了他！
下面的文字没有了。
我心里一阵阵紧缩的抽痛，好像我就是琼玛。那些因残缺而失去的文

字，好像一片血红的迷雾把我湿漉漉地裹在牛虻激情中，他为革命事业悲壮
牺牲的豪情像身体上分泌出来的液体抑制了我心中的琼玛疼痛。牛虻的革命
经历有何等惊心动魄的情感经历啊！

我想有一番属我的革命经历，以便也能拥有波澜壮丽的一生情爱！
这是一场救国的革命——用官话说，是爱国主义的革命，用学究话说，

是民族国家的独立革命：意大利要摆脱奥匈帝国的统治。然而，牛虻的革命
经历之所以惊心动魄，就因为他献身革命，拥有了自己饱满的生命。丽莲讲
叙的牛虻，成为我心目中的楷模。我觉得，自己只深挖洞还不能算革命。深
挖洞能与一个琼玛相逢吗？

牛虻是革命者的名字。在成为革命者之前，琼玛爱的这个人叫亚瑟。
亚瑟属于想使自己的生命有点光彩的一类人，据说很小时就“有一种模糊而
持续的不满足的感觉，一种精神上空虚的感觉”。琼玛与他相识时，他还是
神学院的学生，或者说见习修士吧。当时，意大利的民族独立革命党人的新
宗教理想开始传到神学院。深奥的神学理论和繁琐的宗教仪式不能填充少年
亚瑟的精神空虚，倒是马志尼青年党的政治理想让亚瑟激动起来，感觉到自
己如何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意大利是天主教的君主国家，有太多的教士。对于马悉尼的民族独立
的民主共和革命来说，他们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意大利的民族革命需要
团结一切可能的社会力量，需要拉拢天主教士，形成民族独立革命的统一阵
线。如何拉拢天主教士？马志尼觉得，先把民主共和理论说与天主教教义在
精神上是一致的，再告诉教士们如何献身于民主共和革命就行了。

于是，马志尼把自己说成是真正的基督徒。
如果我们在自己的旗帜上写明自由、平等、博爱，我们就成为基督信

仰的先驱。我们寻求基督为各族人民、为全世界许诺的信念的统一。我们既
不是天主教徒，也不是新教徒：基督的真正教义历来只产生基督教徒。如果
我们对民众高喊：“上帝和人民！天上有个唯一的主宰，那就是上帝；人间



有个唯一的主宰，那就是人民；全体人民根据一个积极的信念联合起来，在
和平和互爱的气氛中作出很大的成绩，以便在上帝注视下逐步了解和解释他
的普遍的法则”，我们就自动担负起基督的使徒的作用。

（马志尼《论人的责任》，吕志士译，北京商务版 1995，233— 234 页）
马志尼教导天主教士们说，他们还不懂得“如何崇拜上帝”。如何才是

“真正的崇拜上帝”？这是一种社会行动、走向人民大众的热情。谁要做真
正的基督教徙，据马志尼说，谁就应该“自告奋勇，在那些因缺乏教育而误
入歧途的人和那些进行鼓动的领导者之间传播真理和光明”。说得更直接了
当些，就是要在革命党的领导下去做动员民众起来革命的社会工作。

马志尼青年党信徒在神学院里秘密宣传这些思想，以至于亚瑟慢慢从
基督教义中发现了“一种民主倾向”，并形成了自己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
阳一样的教士观：“教士的使命就在引导世界向着更崇高的理想和目标前
进；⋯⋯一个教士是宣传基督教的教师，而一切革命家中最伟大的一个正是
基督”。

除非少数天才人物，人们在年青时时用来填充青春热情的道德理想并
不具有鉴别能力，时代中时兴的道德理想总是充满吸引力的，没有鉴别力的
年青人往往以为时兴的道德理想就是自己性情的脉动。个体性情的脉动与某
种道德理想的结合，往往是很偶然的。正是这种偶然性很可能决定了一个人
的一生命运。

亚瑟就是如此。他天生有过于旺盛的生命热情，其时碰巧遇上了意大
利的民族独立革命。这一历史机遇为亚瑟实现自己的生命热情提供了另一种
可能，不然，他至多将是一个执着的宣教士。亚瑟的革命热情是宗教的，意
大利的民族革命只是给他提供了实现自己的献身热情的契机和目标。亚瑟本
来就不是意大利籍人，而是英国籍人。只是当他听了一个激进大学生——马
志尼信徒的演讲，才想到要去“帮助人民和意大利”，“要把我的生命献给意
大利，帮助她从奴役和贫困之中解放出来；要把奥地利人驱逐出去，使意大
利成为一个除了基督没有帝王的自由共和国”。亚瑟不知不觉成了马志尼革
命党人，而且觉得马志尼的革命思想与福音书中的思想是多么的契合。

把基督说成启蒙思想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象征，在亚瑟的父亲
蒙太里尼——一位资深的神学家看来，是彻头彻尾的反基督，福音书与民族
独立或民主共和之类的革命毫不相干。由于爱子心切，蒙太里尼绞尽脑汁要
把亚瑟从马志尼革命党人的影响中领出来。子的初生热情与父的深谐世道不
可避免的冲突，在丽莲讲叙的革命故事中，成了是否革命、是否进步的抉择。

读过丽莲讲叙的革命故事，我不太想得通一件事。在产生革命冲动的
同时，亚瑟的情爱冲动也开始萌动了。他对老是围着自己心爱的女孩子转的
革命同志波拉十分恼怒，一想到他就醋劲上涌。情敌与革命同志的矛盾，把
亚瑟带到痛苦的边缘。我想不通，不是因为革命者就不能吃醋，而是因为，
亚瑟是宗教教士式的革命者。作为见习修士，让情爱冲动在身体上炙热，看
重女性身体的慰藉，与同志们吃醋，就等于被现世的诱惑拐走了。不过，这
也许只是铁尚未炼成钢时的情形罢。

宗教、革命与“私人的痛苦”
第二次读《牛虻》，已经是三年之后。那时，我已经高中毕业，正在乡

下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收玉米的时节快到了。为了防止黄鼠狼抢夺生产果实，生产队的少年、



青年、中年社员都要轮流在玉米地守夜，通宵达旦睡在玉米地里，每隔一个
小时吆喝几声，驱赶黄鼠狼。

经过几年革命，我已经变得有些懒散。为了重整革命精神，我带上小
马灯，夜里在玉米地重读《牛虻》。这次我找到了一部完整的书，读到最后
缺失的那三页：牛虻的生父、蒙太尼里红衣主教死于心脏扩张破裂症；牛虻
在遗信中向琼玛表白了平生的爱情，令琼玛哭成泪人儿，这位革命女性从未
如此哭过；一直暗恋琼玛，与牛虻实际上处于情敌关系的玛梯尼得到牛虻的
谅解，而玛梯尼对琼玛的爱，被琼玛忽略了。

故事的结尾令我心颤：玛梯尼抱着哭得死去活来的琼玛。
为什么玛梯尼要抱慰琼玛的哭泣？因为玛梯尼爱琼玛，可是，玛梯尼

抱慰的是琼玛为失去自己心爱的情人的哭泣，这等于说，玛梯尼抱慰的是为
可能夺去自己所爱的人的哭泣。我突然觉得，惊心动魄的不是牛虻的革命经
历，而他身上的个人命运缠结出来的人伦冲突：牛虻和他的父亲、情人和她
的情人。就革命故事来说，《牛虻》没有什么惊心动魄之处，倒是他与自己
的父亲和情人们以及情人的情人的伦理关系令人心潮起伏。

牛虻身上缠结的人伦冲突不是由于革命活动导致的，而是因为“爱人
的一个耳光”和知道了自己的伦理身份观。亚瑟因为这一耳光和伦理身分而
改变了自己的革命者的身分。亚瑟制造假死逃离了由自己父亲的情爱编织的
伦理之罪的语境，流亡多年。当他带着十九年漂泊的伤疤重返这个语境时，
已是一个秘密激进团体的成员，他的革命观点完全变了。

以前，亚瑟是虔诚的修士，参加革命是——像马志尼说的那样——“为
了上帝和人民”。如今的牛虻对上帝、基督和教会怀着阴沉而又坚毅的憎恨，
革命不再是为了民族独立的民主共和，而是出于自己“私人的痛苦”——本
来，牛虻与自己的路边情人绮达在异国过着自在的生活，只是因为有机会解
决自己“私人的痛苦”，牛虻才接受了革命同志的邀请。

过去，亚瑟不赞同琼玛的“行动主义”，主张革命“必须忍耐”。亚瑟
曾经对琼玛说。

“巨大的变革不是一天做得成功的”，“意大利所需要的并不是恨，而是
爱”。这些倒还像是一个教士类革命家说的话。如今，牛虻固执地认为，“短
刀可以解决好些问题”。他以资深革命思想家的口气对琼玛说：“当革命到来
的时候，⋯⋯民众不应该习惯于暴力吗？”

脸上总是弥漫着一种神秘的宁静的琼玛觉得牛虻太过分了。革命当然
需要行动，但所谓行动只是宣传和鼓动，暴力至多只是“逼迫政府”的手段，
而不是目标。琼玛反驳牛虻的暴力革命论：“使无知的民众习惯于流血的景
象，并不是提高他们赋予人类生命的价值的办法”。她的革命经验告诉自己，
“每一次暗杀，都只足以使警察变得更凶恶，使民众更习惯于暴力和野蛮，
因而最后的社会秩序也许比原先更要糟糕”。这些听起来很像一个修正主义
者的观点。

牛虻与琼玛吵嘴，主要因为两人对人类社会的混乱和祸害的根源有不
同的见解。琼玛觉得，人类社会不幸的根源在于“对人性的神圣不够重视”；
牛虻挖苦琼玛的这种看法是一种“病态的”宗教心理，“要树立起一种东西
来向它崇拜”。牛虻的革命动机明显主要针对教会，他要与自己的出生决裂。
他对琼玛直截了当他说：行刺当然只是一种手段，但它的目的不是反政府，
而是“连根铲尽”教会的“威信”。琼玛对教会还是崇敬的，她觉得牛虻的



革命观念是要唤起“在人民心里熟睡的野性”。对此，牛虻坦然回答：“那么
我就算是完成了不辜负我这一生的工作了。”

琼玛显得成了修士式的革命者，牛虻却从修士式的革命者变成了屠格
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深刻地描绘过的那种虚无主义的革命者。

亚瑟的革命观是如何发生的转变的？是“私人的痛苦”。
牛虻自己所说的“私人的痛苦”是怎么回事？
其实不过是一个偶然的爱情事件。蒙太尼里神父年青时爱上了一位女

孩子，在肯定是很短促的交欢时，偶然造化了一个婴孩。这个婴孩的命运就
被这偶然的情爱决定了：当他知道自己无比崇敬的神父曾犯下偷情罪过，而
且自己偏偏是这一罪过的身体印记，他的生存就先天地破碎了。牛虻的“私
人的痛苦”是自己父亲的私人情爱的结果，他把这结果感受成自己生存的受
伤。有一次牛虻对琼玛狠狠他说：“我是出生出世不曾有过一个朋友的。”

其实，偷情对牛虻来说，算不了什么。他自己也偷情。问题只在于神
父是不应偷情的，这“不应”来自基督教教义和教会的规矩。牛虻对父亲的
仇恨针对教会是有理由的，如果没有教会的规矩和那些基督教关于圣职的教
义，他父亲的偷情就不算什么，他的个体生命也不会成为一种耻辱。

关于亚瑟革命的动机，已经没有什么好想的了。令我感兴趣的是一种
伦理——基于“私人的痛苦”的伦理。很清楚，丽莲讲叙的其实不是革命故
事，而是伦理故事。没有那些革命事件，牛虻的故事照样惊心动魄；相反，
若没有了那些伦理和情爱，牛虻的革命故事就变得索然无味，还不如我自己
亲历的革命经历。

革命故事的讲法与伦理
牛虻的伦理故事为何惊心动魄？这里面有这么一个问题：当自己的生

命被感受为破碎时，应该如何生活。
基于“私人的痛苦”的伦理是否必然是革命性的？
个人情感受伤的事太普遍，也是太人性的事。人类有宗教，差不多就

是为了化解“私人的痛苦”。那稣、佛陀、庄子的许多教导都在开导人们如
何化解自己的“私人的痛苦”，这些教导后来成了一种宗教伦理。法国大革
命以来，出现了一种动员个体身体的“私人的痛苦”起来革命的伦理。在丹
东事件中，我们已经知道这一情形。革命者当然并非都是出于自己“私人的
痛苦”。琼玛和玛梯尼也是革命者，但他们不是出于自己“私人的痛苦”而
革命。其实，他们也有痛苦，他们的生命也破碎了。为什么他们与牛虻不同？
生活中总有一些人因人性的软弱而犯罪，有一些人受无辜的过错折磨，有一
些人平白无故情感诚挚而受伤。

我可以选择自己成为哪一类人吗？
老实说，我搞不清这些问题。不过，我很想搞清楚，牛虻的“私人的

痛苦”带来的伦理后果。琼玛说牛虻“对人性的神圣不够重视”，究竟是什
么原因，难道对人性的神圣非要重视不可？有人性的神圣这回事吗？

我晓得，这样想是犯法的。犯什么法？革命的道德法。丽莲的《牛虻》
是革命者成长小说的典型，牛虻的人格典范哺育了不少革命者的人格，一直
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蔑视人性的神圣才是神圣的，哪里可以质疑?

可是，琼玛的眼泪和玛梯尼的抱慰让我无法平静。乘黄鼠狼还没有来，
我想赶紧搞清这些问题。

结果我一无所获。



丽莲的讲法是革命故事的讲法，不是伦理故事的讲法：革命故事的讲
法只有唯一的叙事主体，伦理故事的讲法是让每个人自己讲自己的故事，所
谓多元的主体叙事。丽莲只让牛虻讲叙自己的故事，使得伦理故事变成了革
命故事。要把革命故事还原为伦理故事，就得离开丽莲的讲法。我设想，如
果让故事中的每一个人讲自己身体感受过的故事，会怎么样？

那天夜里，黄鼠狼不知怎么的，一直没有来。我躺在寂静的山坡上，
望着缀满星斗的瓦蓝的夜空，眼前出现了玛梯尼和绮达、牛虻和琼玛以及蒙
太尼里大主教，他们各自对我讲起自己的故事。

绮达讲的故事事情是这样的。
我是个吉普赛姑娘，父母在流浪途中生下我。不知为什么，我很小的

时候，父母就把我寄养给祖母。我知道自己长得很漂亮，而且很性感，因为
我的身体承受男人火燎燎的目光大多了，特别是我成为少女以后，人们说我
“具有一种生气勃勃的野兽般的粗鲁的美”。

牛虻在流亡的历险途中经过我祖母家，结识了我。他一见到我就每时
每刻围住我转，说他如何喜欢我。我迷恋上他的热情和幽默。他也很有学识，
懂得好多什么“主义”，会写尖刻的文字，有满肚子的故事。同他在一起，
我总是被逗得笑个不停。但牛虻只是喜欢我迷人的漂亮、性感的身体和野性
的性格，并不爱我。我知道，只是喜欢我的 Physik 还不是爱，爱在精神和
身体的相互依恋。虽然我知道牛虻只是喜欢我的身体，只要我觉得跟他在一
起感到愉快，也就无所谓了。

从此我离开了祖母，和牛虻一起浪迹他乡。牛虻喜欢唱歌，我喜欢弹
六弦琴。我们一起生活得好愉快。我们这样一起过了六年，有一天，他突然
说要回意大利，当地一个秘密团体请他去主编一份革命小报。对我们吉普赛
人来说，在哪里生活都一样。

我随牛蚯一起回到意大利他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名义上，我是牛虻的
情妇，和他同居。

但我们回到意大利后，牛虻就很少与我在一起，常跟他的革命同志们
在外鬼混，忙他的事业，不顾及到我，只是在需要我时才找我，不外平抱着
我吻我的乳头在我身上四处乱摸与我做爱而且匆匆忙忙。完事后他又去干自
己的革命。牛虻常生病，但不像以前那样让我接近他，我总是坐在他的房门
外候着。

我一直爱着牛虻，以一个女人的爱关心他。这种爱据牛虻说是伊壁鸠
鲁式的爱和柏拉图式的爱的结合，既沉迷于身体的情欲，又沉迷于精神的欢
愉。他总喜欢对自自然然的事加些什么主义的说明。我只知道爱一个人，就
晓得他的习惯，爱吃什么东西，什么时候想抽烟，爱听什么歌。我就这么爱
着牛虻，虽然他对我越来越冷淡，我还是不断劝他，不要卷入革命，那是危
险的事。

有一次，牛虻病了，他的革命同志来陪伴他。我实在忍不住，对牛蚯
的革命同志说：

“我恨你们这批人！你们到这儿来跟他谈政治，他就让你们通宵陪着他，
并且让你们给他止痛的药吃，我呢，倒连在门缝里偷看一下都不敢！他对你
们到底是什么关系？你们有什么权利上这儿来把他从我手里抢过去？”

我的生活就这么破碎了。革命是我的情敌，我只想同牛虻过自然的生
活，希望他爱我。



但牛虻似乎更爱革命。我实在搞不懂，为什么牛虻那么钟情革命，是
一种精神上的刺激还是生理上的刺激？因为革命，牛虻变得对我很粗鲁，颐
指气使。连琼玛也看不过去，她对牛虻说：

“我不懂你既然这样厌恶她，又为什么要跟她同居呢？照我看起来，这
是对她的一种侮辱，对于一个女人的侮辱。”

“难道这就是你所说的一个女人吗？”
牛虻不承认我是一个女人，那我是什么？我陪伴牛虻流亡好多年，作

为一个女人陪伴他，我想你们应该不难理解我说作为一个女人陪拌他流亡的
意思。他说我不是一个女人，难道不是对我的伤害？琼玛说过，他“对人性
的神圣不够重视”，岂止不够重视，完全是在作践。牛虻的革命同志玛梯尼
是一个性情温厚得少见的男人，他也觉得牛虻对我“未免有点残忍”。也许，
牛虻有两种对女人的需要，对我是伊壁鸠鲁式的需要，对琼玛是柏拉图式的
需要。但我并不是伊壁鸠鲁式的女人，只晓得感官的沉迷。我们吉普赛人与
犹太人不同，既不感兴趣政治，也不感兴趣赚钱，只钟情自然的生活。我们
吉普赛人的生活也与道家和佛家的自然生命观完全不同，我们不觉得人生的
欲望有什么罪过。在自然人性的欲望中忘我，是很美的人生。自然人性的生
活也是一种精神。

牛虻对我的伤害，是出于革命的理由？我看不见得。我觉得自从他回
到自己少年时生活的地方，心态变得有些神经质。我发觉他对蒙太尼里有一
种奇特的感情。我对牛虻说：

“不管是不是敌人，你是爱他的，爱他比世界上任何人都厉害。你敢对
着我的脸说一声这是不确实的！”

牛虻承认：“这是确实的。”
蒙太尼里既是他的爱，又是他的受伤。爱与伤害掺合在一起，无法分

开。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
有一次，牛虻外出搞秘密活动三个星期，回来后我欣喜万分，牛虻却

对我冷冰冰的。他一直以为，我离开了他会自己过活，会自己找到朋友厮混。
这一次，他才知道我“感觉到非常寂寞”。

牛虻去干那件偷运军火的秘密活动前，我与牛虻大吵一场。我对他说：
“如果你是爱我的，你就不会这样丢开我，让我夜晚一睁开眼睛就猜想你有
没有给人家捕去，一闭上眼睛就梦见你已经死掉了，你全不把我放在心上，
当我比那只狗还不如！”

牛蚯虻时才承认“从来不曾爱过”我，但否认自己存心伤害我。这让
我伤透了心。他声称自己不相信、也不尊重“传统的道德法典”，以为“男
女之间的关系，只不过是个人的喜爱和不喜爱的问题”。他既是丹东，又是
罗伯斯庇尔。这些人名都是我从他嘴里听来的，以前他老对我讲这些人的事。

我不懂，不爱我却与我同居，同我做爱，还说没有存心伤害我。我的
身体只是牛虻于革命累了休息一下的温软枕头，或者解决于革命无法耗尽的
性欲的工具。牛蚯没有伤害我？一个如此敏感、对痛苦和受屈辱如此敏感的
人，竟然不知道我的受伤害！他不把我看作一个有感情、有爱的灵魂的女人，
而只是他“从路上拾得来的”东西。他和他的一些同志一样，把我看威妓女，
以为在他和我睡觉之前，我已同成打的男人睡过觉。你们这些后来听惯革命
故事的人也一定这么看我，视我为下贱的女人。的确，我是吉普赛人，性欲
很强（革命者牛虻的性欲也很强，这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但我并不随



便与男人睡觉。
既然牛虻对我说，“从来不曾爱过”我，我只有离开他，跟一个爱我的

吉普赛男子走。
我不肯再“把身体借给他用”，我们吉普赛女人把人生看作流浪之途，

看重人生流浪之途中的两情相依。我留给牛至一张字条：“我是一个女人，
我是爱过你的，就为了这个缘故，我不愿意再做你的婊子了。”

牛虻对我的出走感受如何？他感觉自己挨了“一记耳光”，感到自己的
自尊受伤。用他的话说，自己的心被人“拖到污泥里，给过路人践踏”。好
像我出走，受伤害的不是我，而是他，好像只有他才有自尊心。我看他好像
有受伤过敏症。究竟什么使牛蚯对自己受伤害那么敏感，对伤害别人竟然毫
无知觉？革命者都是这样么？

玛梯尼讲的故事事情是这样的。
牛虻回来之前，我一直是琼玛的好朋友。我恋着琼玛，喜欢她的气质。

在琼玛身边，我感到生命有光亮。每当心情不好，我来到琼玛屋里，只需要
默默地看着她斟茶或者低头做针线，就会变得坚强起来，平静起来。我们经
常呆在一起，并不说什么话，各自做自己的事，但是在我们呆在一起的时间
和空间中，充盈着一种宁静、温馨的情氛。我不知道这是否就叫幸福，反正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幸福。

我的社会工作比琼玛多，难免有许多不顺心的事，心情恶劣。琼玛有
一种安慰人的本领，这是我心悦的女性：细腻、温柔，情感质朴、淳厚，性
情安静，从不肆滥情感。她思维明晰，善解人意，懂得体谅别人的苦处，这
在女性中真是少见。同她在一起，她不会让你感觉生活的重负，反而释放你
的生活感觉重负。她从来不会用一些琐碎的情感来纠缠你。琼玛失去丈夫后，
一直心情忧郁。但她从来不把自己的忧郁倾泻在别人身上，自己倒像一片温
软的青草地，汲纳燥热的阳光。

实际上，琼玛是非常不幸的人，她的生命经历过三次接连不断的打击，
早就破碎不堪。

第一次是因为她错打了自己少女时代的好友一个耳光，那个少年为这
耳光投海自杀了。琼玛说她为此痛苦地负疚终身。接着是她丈夫病逝和女儿
夭折。还有什么比这些更悲惨的？琼玛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如果我能抱
慰琼玛的痛苦，就是我的幸福。我一直努力让琼玛从过去的受伤记忆中走出
来。过去做过的错事不可能挽回，况且那个少年只是为一个耳光自杀，我总
觉得太夸张。死去的亲人固然是终身的悲恸，可是，我想她死去的亲人也希
望她好好活下来。可琼玛听不进去。

我觉得，对个人自己的不幸或自己偶然造成的不幸，只能在宽恕和赦
兔中得到补救。宽恕不是遗忘，强迫自己遗忘自己的受伤或不幸，是怯懦的
表现，表明自己的受伤或不幸还在继续伤害自己、毒害自己。宽恕伤害你的
人或赦免自己偶然造成的过错，其实意味着活着，但要记住，意味着生命本
身比生命的受伤更有力量。宽恕别人不是说受伤算不了什么，别人对我行的
不义算不了什么，赦兔自己的偶然过错，也不是说过错算不了什么，而是说，
我把别人对我行的不义和我遭遇的偶然不幸或我的偶然过错统统交在了上帝
的手中。囚为能够宽恕和赦免的，其实不是我们这些活在软弱的自然生命的
偶然中的人，而是上帝之子基督。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是受伤的生命，这是上
帝的受伤，为了我们的偶然的受伤不再伤害自己的受伤。人本身并没有宽恕



和赦免的能力，只有上帝才有能力计算这些人为的和自然的伤害的分量，而
我作为人是计算不了的。宽恕和赦免把受伤和不幸的痛苦记忆化解为重新更
好、更珍惜生命的记忆，使受伤和不幸不再能伤害自己。

这就是为什么，我虽然是革命者，仍然也是一个基督徒。革命只是为
了改变没有自由、公义的社会制度，它无法消除生命个体在软弱的自然生命
的偶然中的伤害或受伤。即便是上帝，也不可能精巧地设计出一种完美的社
会制度，使个人生命根本避免偶然的伤害或受伤。

偶然的伤害或受伤是人的社会生命自然牵缠的结果，上帝让自己的亲
身儿子受致死的在世伤害，就是为了让我们不再活在自然牵缠的受伤中，而
是活在他的受伤的爱之中。如果革命也要革掉基督的上帝的命，偶然的伤害
或受伤就只有人为的、非自然性的伤害来补救了。

我真希望琼玛不要再让苦痛的记忆咬噬自己，要珍惜自己的生命。生
命的珍贵是上帝给予的。本来，我已经感觉到琼玛变了许多。虽然我与琼玛
是革命同志的友谊，琼玛对我很矜持，在表达情感上，对我的态度一直暧昧，
但我看得出，她对我与对别的革命同志不一样。

琼玛对我虽然矜持，却很体贴。在琼玛的食橱里，时时都预备着我喜
欢吃的糖果，她并没有给别的同志留这类东西，甚至牛虻也没有。这显然已
超出了同志般的友谊。

我想她明白，我多么爱她。有好几次，我抓住她的手，想抱吻她。牛
虻的出现，明显使她的心情叉变得恶劣起来。我不得不克制自己，不能在她
心情不好时抱吻她。我一开始就感觉到牛虻对琼玛的态度有些蹊跷，我对琼
玛说过，“这个人很危险；他是神秘的，残酷的，无法无天的——而且他爱
上你了！”当琼玛对我说，她与牛虻“已经连结在一起了”，我觉得世界是一
片漆黑。

情爱是最为纯粹的自由，也是最为脆弱的自由。琼玛喜欢我，但更爱
牛蚯，我也不必为此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不幸的人。琼玛要跟牛虻去干那件
冒险的偷运军火的事之前，也还想到要征求我的同意，说服我让她去，说明
琼玛还是顾及到我对她的牵挂，她并没有答应过我什么呀！琼玛看出来，这
样的消息使我的感情深深受伤。不过，她还是同牛虻走了。我并不因为琼玛
不爱我而怒恨琼玛，我尊重她对牛虻的感情。当然，我先要弄清楚，牛虻是
否爱琼玛。我直截了当地同过牛虻：“你爱她吗？”一旦知道了牛虻爱她，
我甘愿代替牛虻去执行那件有生命危险的政治任务。我对牛虻说，如果我自
己死了，琼玛“对我的伤悼不见得会像对你那么深切”。

牛虻嘲弄我的心愿只是“一套罗曼蒂克的自我牺牲”，他对我说：“如
果死是我的任务，我就不得不完成。”

我对他说：“那么，照你的意思，如果活是我的任务，我就不得不活下
去了。”你真是个幸运儿。”

看得出来，牛虻是一个感情深受过伤害的人，从自己的感情受伤，他
学会了轻易地、随便地，甚至自以为正当地伤害别人的情感，从自己的不幸
中学会了让别人不幸。他是为了报复自己过去的生活世界而回来的。我在情
爱受伤时，连选择殉爱的死也受到牛虻的嘲弄。我并没有要与牛虻争夺琼玛。
我不是牛虻的情敌，我尊重爱的自由，这是一种高尚的举动吗？不见得。我
的性情如此而已。你们这些听讲革命故事的人，不要以为我是出于革命友谊
而不与牛虻争夺琼玛。



情爱的受伤是生命的自然现象。受伤的情爱有明智的和悲愤的，就像
我的明智和绮达的悲愤，并没有崇高或卑劣之分。我的明智并非得自于我的
革命者情怀，而是得自我的个人天性。

琼玛读到牛虻的那封遗书，哭得死去活来。她为失去牛虻而哭，我还
是要抱她，让她感觉到，在心碎的时候，仍然有人爱她。爱一个人，对我来
说，就是无论如何让她觉得有一个人与她一起共享幸福和分担苦楚。对情爱
大可不必夸张到神秘或神圣的地步，幸运的情爱不过是两个性情相合的人偶
然相逢。不幸的情爱远比幸运的情爱多见，不过是因为，当一个人在世的时
候，要遇上性情相合的人的机会几乎等于零，如此而已。幸运或不幸的情爱
其实与革命或不革命完全没有关系。牛虻身陷囚牢，即便不是为了革命，仅
仅为了琼玛，我也甘心情愿冒生命危险去营救牛虻。

琼玛讲的故事事情是这样的。
我一直为误打了亚瑟那一个耳光而负疚，背负着这一过错的重负生活

了近二十年。其实，人在少年时犯这类过锗，是很常见的。若非因为别的原
因，我也不见得会为这一过失而如此负疚，以至于毁了自己的青春。

别的什么原因？亚瑟因那一耳光投海自杀了。出事后的那天夜里，我
撞见过蒙太尼里神父。我告诉他，“杀死亚瑟的人就是我”。神父对我说：“我
的孩子，你安心吧，杀他的人是我，不是你。我欺骗了他，他发现了”。我
不懂这一说法是什么意思，也许是神父想宽慰我罢。我想，我不能释去重负
的根本原因是：我爱亚瑟，竟然误打了他一耳光，而且是为了乔万尼。

我曾与乔万尼一起做革命的宣传工作，钦佩他的才干，但还没有到爱
他的地步。亚瑟肯定有些吃醋。我在两性感情方面成熟得晚，那时还不懂两
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情感。我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是喜欢亚瑟的。当我知
道误怪罪亚瑟，心里难过得要命，我才意识到我因此终身失去了我爱的人。
要不是因为当时父亲病重，我也想投河死掉算了。

父亲见我憔悴不堪，带我去了伦敦，离开伤心之地。乔万尼追到伦敦，
要娶我。他的确很爱我，但我答应嫁给乔万尼是出于痛苦，而不是爱情。因
为乔万尼也为亚瑟的自杀感到负有责任，感到痛苦。我对玛梯尼说过：“是
双方共同的苦痛把我们结合在一起的”。

我的生活实在太糟，真的是破碎不堪。与乔万尼结了婚，我也感到对
不起他，因为对他没有爱，我的爱在死去的亚瑟身上。可以想象，乔万尼在
夜里抱着我赤棵的身子。没有爱的激情的身子，为另一个所爱的人而苦痛的
身子，他会有什么感受。后来，乔万尼因干革命活动牺牲了。我觉得他是故
意不小心，因为他感觉到我委身于他不是出于爱，而是同情。对他的死，我
也感到负疚。我一向小心为人，却伤害了两个爱我的男人。这是我的命运？

我和乔万尼刚结婚就有了一个女儿，她出生后不久就死了。我真不想
讲这些。后来讲革命故事的人总把我说成是一个坚忍的革命女性，这究全搞
锗了。我是一个女人，我为自己的爱疯狂过，也为自己的爱而坚忍到现在。
同志们都觉得我是很明智的女人，在讨论革命工作的策略和计划时，头脑很
清醒，而且能坚守道德原则。可是，在牛虻要求我帮助他偷运军火时，我明
明同他在革命与暴力的问题上意见不和，我还是同意了。我还自欺欺人地要
他向我保证：“这桩事情不跟任何行刺或是任何暗杀发生关系”。我当然明
白，偷运军火来不是为了搞行刺或搞暗杀，又能用来做什么？我主张温和的、
“天鹅绒式”的革命。我明明反对暴力革命，还是答应牛虻帮他偷运军火，



说明我因为他而放弃了自己的政治原则。我爱上了牛虻？不，应该说，我隐
隐感觉到，他就是亚瑟，他没有死，他回来了。为了亚瑟，我可以疯狂，可
以不顾自己的政治原则，也可以——当然，这也是没有办法——伤害玛梯尼。

我一直不明白，牛虻为什么不告诉我他的真实身份。从他的手的动作，
我看到熟悉的小亚瑟的动姿和表情。我起疑心那天，去图书馆查了资料，南
美探险队的时间与牛虻的流亡经历吻合。我一直收藏着一些令我平生伤痛的
小东西：乔万尼给我的第一封信，他临终前握在手里的那束如今已经干枯的
花瓣、夭折的女儿的一络细弱的头发、我从父亲坟墓上带回的一片枯黄的树
叶。藏得最深的是十岁亚瑟的照片，这是我生命的源头，我的初恋。他那秀
丽的孩子气的头多么可爱，脸上的线条是敏感的、易受伤的，恳切的眼睛带
有天使般的纯洁。我不能想象这颗灵魂。这个身体被我逐入污秽、卑贱、苦
楚的恐怖之中。我仿佛进入了他的内心，进入了他的身体，亲历受践的灵魂
无可奈何的战栗和肉体受折磨的痛楚。

经历过种种磨难，牛虻的确变得很残忍、刻毒。一开始我一点也不喜
欢牛虻。只是当我慢慢感觉出他就是我失去的亚瑟，我就原谅了他的一切。
他的第二次死，使我的后半生也毁了。我有的时候觉得，他是自私的。为了
报复自己的不幸，他毁灭了我的爱。

但谁是他的不幸的祸首呢？是他自己，还是别人？
我想用自己的身体去维护牛虻，但他一直拒绝我分担他的痛楚。他明

明知道我为自己的过失痛苦，而且为这过失，我的半生已经被毁掉了。他为
什么不让我重新看到光明，让我重新抱住他的头亲吻？他想报复我吗？不愿
原谅我吗？

有好几次，牛虻的头蜷缩在我的臂弯里，或者抓住我的双手。我感觉
得到，他的心在发抖。牛虻的内心实际很脆弱，但他只在我面前袒露内心的
脆弱。有一次，我对他说，他对待绮达不公平，他没有权利侮辱一个女人。
他向我承认，这是他生活中的“一段丑恶的纠葛”。他对我说：“一个男人不
是每天都能遇到一个可以⋯⋯可以爱恋的女人的，而我⋯⋯我是一个曾经陷
溺过的人。我害怕⋯⋯害怕黑暗。有时我是不敢单独过夜的。我需要一件活
的⋯⋯结实的东西在我身边。⋯⋯我怕的是内在的黑暗。那儿并没有哭泣或
咬牙的声音，只是寂寞⋯⋯寂寞⋯”。

但这就是他可以轻贱绮达的理由？牛虻虽然是革命者，他作为一个男
人其实与一般的男人一样，是软弱的。再说，一个女人不也是很难遇到一个
自己爱恋的男人？但这不是让自己的身体沉溺的理由，身体沉溺只会因为心
的脆弱。

我同牛虻去干那桩偷运军火的事之前，玛梯尼有意让我和牛虻呆在一
起，我很感激玛梯尼。老实说，玛梯尼的心性比牛虻要好得多。我有时设想，
要是与玛梯尼一起生活，会是幸福的，他懂得抱慰我。人的命运啊，就是这
么难以说清。我错失了幸福，就因为不能释然的初恋的伤感。

那天夜里，星象都躲起来了，没有月光，只有一支烛光照着我们两个
虽然性情不和却因一段少时的感情而缠结在一起的人。牛虻躺在我坐的椅子
前面的地毡上，抓住我的手，用指尖轻轻抚模我的手心和手背。然后同我一
起吃甜饼干，喝酒，说“这也是一种圣餐”，他还有少年当神学生时把自己
看作是基督的感觉。他总不放过一切机会攻击教会，我不懂这是为什么。

他把头靠在我的膝盖上，用手捂着脸，我俯下身子，用手抱着他的头。



就这样，有好一阵子谁也没有说话。好安静的夜，我们都知道，这次行动凶
多吉少。我没有悲壮感，我只是为牛虻而去的，为了少女时候的爱而去。

未了，我对他说，“也许从今以后我们永远不能再见面。你没有什么话
要对我说了吗？”

玛梯尼突然回来了。他并没有提前回来，他很守时。不过，牛虻已经
没有时间对我说最后的话了，本来，他已经准备对我说出真相，也就是他临
刑前给我的信中说的话。

我十分清楚，我的不幸与革命没有一丁点关系。不要以为革命才使我
遭遇这一切。我所遭遇的，都是生活中自然而然可能遭遇的，没有革命，我
也不会幸福。没有必要夸张革命者的情爱。

蒙太尼里大主教讲的故事
事情是这样的。
我年青的时候做修士，爱上了葛兰第斯，她后来嫁给了勃尔顿。她是

个美得让人不知所以的女人，有一张圣洁的脸。我真不明白，世上竟会有这
么漂亮的女人。

软弱，人性的软弱，而且是那么短瞬的软弱，让我犯下了过错。不管
怎么说，葛兰第斯也爱我。我们在后花园幽会，在干草堆里度过欢爱的时刻。

我一生都爱葛兰第斯。我老了，知道自己时日不多。我多么渴望能进
入安葬葛兰第斯的墓穴，与她长眠在一起。

葛兰第斯有了身孕，我申请修会批准我去中国最贫苦的山区贵州传道。
我想靠苦行来涤除我的罪。从中国回来，我知道葛兰第斯已病逝。自我们的
事发后，她就患了恐惧症，健康一天天坏下去。亚瑟是我们的孩子，虽然他
名义上不是我的儿子，我一直把他视为自己的儿子，事实上也是我跟葛兰第
斯的孩子。但我不能让他知道。亚瑟很爱我，这是对一个神父、一个教会中
德高望重的长者的爱。我一直担心他参加革命组织。我能理解这种革命的愿
望，但太危险。我担心亚瑟出事，我己失去了葛兰第斯，不能再失去亚瑟。

可是，命运再一次打击我。亚瑟从牢里出来，是我出的力。但他的同
父异母兄弟把他的真实身份告诉了他，亚瑟受不了，投海自杀了。实际上是
我杀了他，杀了我的亲身儿子。

这当然不是上帝的过错，而是我的过错。亚瑟知道真相后，拿铁锤砸
碎耶稣蒙难像是不对的。他受的屈辱是我——一个有罪的凡人造成的，并不
是耶稣造成的。亚瑟还没有懂耶稣受难的意义，这也说明我的神学教育无方。
耶稣就在羞辱、污秽、屈辱、苦楚之中。亚瑟在给我的临别信中说：“我相
信你跟相信上帝一样”。这说明亚瑟在神学院学了几年，还没有入门。我当
然不跟上帝一样，怎么能相信我就等于相信上帝呢？恨我怎么就要恨上帝
呢？没有上帝，我这罪人怎么活下去？亚瑟还不能区分人的罪与上帝的义。
这不能怪他，他太年轻。

是的，我没有亲自告诉他事情真相，是我的过错。若果我向他忏悔，
也许会好得多。亚瑟认为我向他说谎、欺骗了他，对我是不公平的。我没有
说谎，因为我什么也没有说。我只是特别的关照他。

亚瑟死后，我的心碎了。我觉得主的手很沉重。我常常一个人跪在祭
坛面前忏悔、祷告，无泪地鸣咽。幸好经上写道：“你不该蔑视一颗破碎的、
痛悔的心”。

当牛虻出现时，我完全没有想到他就是亚瑟。这是一个刻毒的人，声



称自己偷运军火是为了“杀老鼠”。好像他的邻人在思想上与他不一致，就
可以把他们当老鼠来灭除。据波拉太太琼玛说，这个人蔑视人性的神圣，看
来是真的。可是，为什么？因为他的手被老鼠咬过，也就是说被别人伤害过，
他就可以这样对待世人、对待生活？

牛虻好像对我个人怀有一种特别的怨恨，好像他对教会的仇恨，都是
由我造成的。他嘲讽、耍弄我，私自闯入我个人伤痛的深处，把我破碎的心
当作嘲笑和戏该的佐料。事实上，我也感觉到，他的品性本来并不坏，他是
一个勇敢无畏的人。但他为什么对我那么刻毒？

牛虻因偷运军火被捕，我去监狱看他，这是我作为神父的职责。啊，
我的上帝！他在囚室里告诉我，他就是亚瑟！上帝啊，请不要这样。

这是事实，这是命运。我想帮助他逃跑，我想再一次救他，他是我的
儿子。

可是，他要我在爱上帝与爱亲生儿子之间做出选择。他对我说：“你说
你爱我——你的爱已经使我够瞧了！你以为我听了几句甜言蜜语，就能把前
帐一笔勾销，重新做你的亚瑟吗？”他激动得不能自己，好像终于有了机会
控诉我，说他受的苦足够使我放弃我的主。他问我，复活的那稣到底为我做
了什么，我的上帝是一个骗子，他的创伤是装出来的，他的痛苦完全是作戏。
这些话未免太过分了。牛虻觉得自己才是上帝，我的上帝占据了他应占的位
置。牛虻竟然说，那稣只在十字架上被钉了六个小时，他在十字架上被钉了
整整五年。牛虻要我的人性的软弱变成反抗上帝的坚毅！啊，我的儿子怎么
会变成这样!他把我本来就破碎的心放在一个小盅里像捣蒜头那样捣。他是
为了践踏我己破碎的心才回来的吗？我突然感到心里一阵绞痛，剧烈的绞
痛⋯⋯

讲革命故事的丽莲以为我开始憎恨上帝了，以为我再也不能忍受了，
以为我开始觉得上帝只是用“两片染满鲜血的嘴唇微笑着，俯视着人类的苦
难和死亡”。她与牛虻一样，把人的罪过转移为上帝的罪过；把人类相互残
害的鲜血变成基督的鲜血。他们都错了。基督的鲜血是为了赎人类相互残害
的鲜血的酱色、使之重新变得鲜红而流的。更可笑的是，丽莲把我的悔罪变
成上帝的悔罪，似乎上帝对人类犯下了滔天大罪。这是一种夸张的、混乱得
一塌糊涂的无神论逻辑。

的确，我的儿子死了，我的丧子之痛令我能够体会到让自己的儿子钉
死在十字架上的圣父的苦楚，看到圣父竟丢开自己的亲生儿子，让他去遭受
悲惨的命运，为人类赎罪的血就在圣子那稣身上。我不明白的是，有的人固
为自己个人的痛苦而信了主的救恩，有的人因为自己个人的痛苦成了主的仇
人。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也许是因为个人偶然的生理天性。一个人的生理
天性是自然而偶然地被造化出来的，上帝管不了这些事。上帝造人的教义，
说的只是，人的生命的神圣性是上帝的受死造就的；无论人的自然生命如何
的偶然，都不应该蔑视一个人生命的脆弱。

牛虻对我的怨毒都是我个人的罪过造成的，也是他的生理天性造成的。
但他毕竟是我的儿子，因此是我个人的痛苦。牛虻不仅觉得我欺骗了他，也
觉得他的母亲欺骗了他。他的怨恨是对我和葛兰第斯的爱情的嘲弄。我因为
这爱而铸造了无比的怨毒。他毕竟是我和他母亲的爱的结晶。啊，我的胸口
为什么那么绞痛。

牛虻的讲法事情是这样的：



本来我可以过好端端的生活，却被那些教士骗了。我喜欢琼玛，波拉
却老是围着她转，我妒火中烧。其实，我们都是一个镇上一起长大的伙伴。
那时，我在神学院念书，琼玛和波拉刚人文中学毕业，准备上大学，我们一
起参加了一个革命团体的活动，只不过琼玛和波拉比我参加得早些。

虽然波拉是我的革命同志，并不等于因此有权利围着我的琼玛转，我
产生妒意也是太自然不过的事。鬼使神差，我却要为这事跑去向神父忏悔，
喜欢一个女孩子有什么好忏悔！没想到这神父告了密，害得波拉和我都入了
狱。革命同志们还以为是我出卖了波拉。为这事，琼玛打了我一耳光。多可
怕的事！我最心爱的人打了我一耳光，而且是为波拉打的。在我心中，琼玛
是纯洁、无畏的圣女，我竟然因为波拉挨了她一耳光。

最可怕的是，从狱里出来，我的异母兄弟勃尔顿告诉我，我是私生子，
我的亲生父亲就是我无比敬爱的蒙太尼里神父。什么叫私生子？这是耻辱的
印记，高贵身份的剥夺，终身受人蔑视。我极为敏感、自尊，这有什么不对
吗？显然，我的血统里有高贵的血液，我的母亲有英国贵族血统，为什么偏
偏我成了私生子？他们有什么权利让我成为私生子，我同意过吗？为什么他
们要让我一生下来就带有羞辱的胎记？你不妨想一想，带着私生子的标记怎
样生活？

我不得不出逃，逃离这个耻辱的地方。我制造了自杀的假相。十三年
来，我四处流浪，吃尽了人间苦，受尽了人间辱，我的身上印满了受苦受辱
的斑痕。这一切自然都该算在蒙太尼里神父和琼玛帐上，尤其要算在蒙太尼
里帐上。我的受苦受辱都是蒙太尼里的罪过，不，是他的上帝的罪过。我要
报复。所有的教士都是伪善者，对付他们，最好用短刀和尖刻的嘲讽。

机会来了！家乡的革命同志聘我去写攻击教会的小册子。十三年的流
浪已经改变了我，他们没有谁还能认得出我，况且他们都以为亚瑟早就死了。
当然，我已经不是亚瑟，而是牛虻，是让上帝、人性、爱、宽恕、教会感到
不舒服的牛虻，

琼玛一见我就觉得我太冷酷，甚至残酷。她懂什么残酷？她对一切都
慈悲为怀，却从来不知道灵魂——个活生生的、拼命在挣扎的人的灵魂受辱
的残酷。

琼玛似乎有点疑心我就是亚瑟。我已经知道，当初她并不爱波拉，而
是爱我。她打我那一耳光是误会，她为此一直悔恨要命。就让她悔恨罢，让
她尝够悔恨的痛苦，让痛心的悔恨啮噬她的灵魂罢。

我心中也有脆弱的时候，看到琼玛实在痛苦，也于心不忍。有一次，
我竟然在她跟前跪下来，把脸埋到她的裙据里，心里喊到，只要不再让我遭
受祸害和受委屈，我就会重新变成她的亚瑟。

“啊，不，不！我怎么能忘掉这一切呢？把我推到地狱里去的不正是她
——用她自己的右手打我耳光的不正是她？”我心中的另一个我，永不宽谅
受伤害的我如此喊道。

对蒙太尼里也是这样。有一次，我无意中偷偷看到他在忏悔，不，是
痛悔。他那断断续续的低语充满了无尽的绝望，最终沉入听起来让人心颤的
无泪鸣咽。我不该蔑视一颗破碎的、痛悔的心吗？它还在流血啊！其实，要
治好这颗破碎、痛悔的心，对我来说是举手之劳。还有琼玛，那头乌黑的秀
发中一络白发正在漫延。只要我能够宽恕，愿意宽恕，能够从自己的记忆中
剜除那受辱的斑痕——那个耳光，那个私生子的标记，以及随之而来的拉斯



加、甘蔗地、杂耍班的屈辱。
不，不能宽恕不应该宽恕！天底下没有比我所受的更悲惨的事了。
的确，要不是旧恨每每在我心软的时候涌上心头，我就动摇了。这就

是我的坚强的革命意志。
我受的最后考验是在死囚里，蒙太尼里来看我，我已把脸埋在他的臂

膀里，从头到脚都在发抖，我差一点又动摇了。
可是，他竟然对我讲起什么要避免暴动和流血，讲什么保全无辜的人

民。谁是无辜的人民？我就是允辜的人民！说我手上会染有他人的血，难道
你蒙太尼里手上没有染过我的血？！我们无神论者不像你们教士那样虚伪，
我们敢担当手上染的血，担当不住，垮掉了，那是我们活该！

我干脆告诉他，我就是亚瑟。看他那副痛苦万分的样子，既让我可怜，
又让我愉快。其实，我只不过要他放弃基督教信仰，成为无神论者，我就可
以再认他为父，那样才表明他认同了我的受苦。我对他说：“你和我站在一
个深渊的两边，要想隔着它两人携手是办不到的。⋯⋯如果你爱我，就把你
脖子上的十字架取下来，⋯⋯我不接受你那上帝的唾余。”与我一起做虚无
主义者——这样就会重新成为我的父亲，还是继续做神父，由他自己选择吧。

啊？他说什么我把他的心撕成了两半？要逼他发疯？他不曾把我的心
撕成两半？他不曾逼我发疯？是他先把我的心撕成两半。我对他正言说：“什
么，你有什么权利——我好像是要对你复仇！难道你还不明白我只是要救你
吗？难道你永远不明自我是爱你的吗？”可怜的神父，念了十几年神学，讲
了一辈子道，还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得救和爱。难怪马志尼同志说，应该让
教士们学会真正的上帝崇拜，一点没错。

他双手掩面，哭了起来。已经年迈的人，竟哭得那么伤心。算了，我
听都懒得听，干脆用毡子把头蒙起来。

其实，我心里也难过得要命，他毕竟是我父亲。他走后，我也哭起来。
我拾起父亲失落在地上的手帕，在上面亲吻、哭泣。讲革命故事的人不要夸
张我的坚毅，我心里实际很脆弱。

听革命故事的人们，不要误以为我为了人民向教会宣战。我只为了自
己未经同意的私生子的私怨，革命是为了要求赔偿我的生父带给我的受辱的
生命。不错，那是他偶然犯下的过错，生活中这类过错其实多的是。我自己
也有过丑恶的过错。但为什么偏偏是我要承受他的偶然过错的后果？我就是
想不通。你说我的心态有毛病？我倒想问；谁的心态没有毛病？

我多次说过，这是我“私人的痛苦”，革命理想为我这，“私人的痛苦”
提供了复仇的机会。难道一切痛苦不都是“私人的”？难道为了“私人的痛
苦”复仇应该害羞？自由、民主、人民的苦难，都是为了抹去“私人的痛苦”
借来用的口号！就像绮达是我在流亡中借来用的身体。我敢说，总有一天，
人们不再需要这些口号，就可以复仇。这就是公平！我的自由制造流血，就
是为了有一天复仇不再需要害羞，不再需要像我这样乔装打扮，不再需要经
过流亡。到那时，没有教会，只有人民民主专政的法庭。为了建立这样的法
庭，牺牲我自己的生命是值得的。你们应该记住我的牺牲，永远纪念我这个
革命烈士。

天亮以后

在玉米地里睡觉，清晨的光临是弥漫出来的。我醒来的时候，感觉自



己被曙色抱在怀里。
这是一个全新的早晨，从来没有过的早晨。听完牛虻和他的父亲、情

人和她的情人的诉说，好像一场大梦醒来。他们的诉说不是梦，我所说的大
梦，是关于牛虻的革命神话的大梦，做了差不多五年的大梦。牛虻的父亲、
情人和默默爱她的情人都显得可爱，只有牛虻让我觉得有些可怕。我也说不
出这是为什么。

我想象玛梯尼那样，去抱慰琼玛的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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