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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Q84》是当代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所著的一部长篇小说，文本以主角“青豆”和“天吾”

的视角叙述，围绕邪教团体“先驱”展开。故事讲述天吾与青豆在“小小人”所营造出的平行世

界 1Q84 中重逢的故事。男女主经历了不幸的童年，但最终相遇，其他登场人物则成为了这

个世界的牺牲品。 

这本小说是村上春树孕育 7 年的作品，其背景脱胎于“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对大多

读者而言，相较于村上春树的其他作品，《1Q84》的确晦涩难懂；许多读者表示，从前两部中

似乎能看出些门道（如反战、反邪教），但第三部却以青豆与天吾的逃离与爱情为结尾，让人

一头雾水。 

许多文学评论也止步于对《1Q84》中“恶”的讨论，认为其不过是用一种更加故弄玄虚

的方式描绘了一个反乌托邦社会，而且村上在本书没有给出足够的批判。翻译家林少华认为：

“反乌托邦作品往往旨在对于体制的批判，而《1Q84》则想探究的是更加本源的‘恶’；但追

究这样的本源势必落脚于‘人性之恶’，但这在批判‘体制之恶’时无疑是一种让步与倒退。”[2]

这样的评判并不无道理，如书中的邪教教主，犯下奸淫了幼女的罪行，却说这是因为被“小小

人”操纵所为，而教主本身并不是坏人，甚至为了对抗“小小人”做出了很多贡献。这使得邪教

教主最后成为了慷慨就义的英雄末路式的人物，这显然是让人难以接受的。评论家安藤礼二

评论：“本应描写体制的矛盾、体制之恶及其消解的这部物语，却成了理想体制本身。我对此

感到很大的不满……以作为令人毛骨悚然的恶之根源的教主为首, 所有人形象都过于完

好。”[3]更有甚者尖锐地指出，《1Q84》中对“先驱”的美化与村上先前所著的《地上》和演讲

《高墙与鸡蛋》大相径庭，是村上对自己的背叛，让人怀疑其是否对邪教这样的不合理体制产

生了共鸣与怜悯。 



但我认为，《1Q84》的重心并不在于对“善恶”的讨论，而在于对意识、个人无意识与集

体无意识是如何相互影响并且作用于现代生活的讨论，指出了体制与集体无意识的相互作

用，以及身处体制中的人所受到的影响。这三个概念是由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提出来的，荣格

认为人格分为意识与无意识，而无意识分为个人无意识与集体无意识。前者是由模糊的知觉

以及经验组成的，往往是曾经被意识而后被压抑的经验或是不能产生印象的经验，常以“情

结”的形式在人生中再现，对人的行为起着不均匀的影响（如恋母情结等）；后者则包括祖先

生命的残留，其内容能在一切人的心中找到，带有普遍性，故称“集体无意识”，常由“原型”所

组成，是一种可传承的，由同类经验构成的，在某一群体心理上的沉淀物。之所以会传承，正

因为有着相应的社会结构与地理环境作为支柱，引导集体中的个体产生相似的意志。村上将

这三个概念解构重组，在文本中分别赋予了其意象，并揭示它们在现代生活中的影响。由于

受限于篇幅，以下我只选取《空气蛹》这一元素浅谈我的理解。 

深绘里的小说《空气蛹》是她对“先驱”与“小小人”的记述。正如《1984》中温斯顿的日记，

《空气蛹》也代表着对体制的反抗，意味着自我意识对集体无意识的审视与反思。《空气蛹》中

所描绘的深绘里在“先驱”中的生活里，有一只“瞎眼的山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羊”

这个意象在村上的作品中常作为“被摆布”“无精神独立性”的代表出现，如《寻羊历险记》《舞！

舞！舞！》等作品中的羊男，瞎眼山羊象征着“先驱”中式微的自由意志。深绘里在照料这只

山羊时，山羊已经很老了，对应“先驱”不再年轻，不再是因深田保（先驱创始人）的理想而存

在的组织了。山羊死去，则对应着“先驱”仅存的理想与意志彻底死去；组织中的人为了“倾听”

小小人的声音（象征着集体无意识对人的操控），甚至愿意自愿献出女儿。按理说，如此荒诞

的组织与集体无意识应被严厉地批判，但是文中却说：“不明白小小人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

这正是《1Q84》引发许多争议与批评的原因。村上并没有给荒诞的体制与麻木不仁的集体

无意识以足够的批判，而是将其视为一种中性的概念。我认为，在村上希望表达的也许是：人



类的意识本来就是基于无意识之上的，个人无意识与集体无意识本身都是中性的存在；人类

必不可能脱离集体体制生存，而体制一定有其合理性与荒诞性，这一点也难以避免；我们要

做到的是保持清醒的自我意识，及时审视体制、反思自我，不要被个人无意识与集体无意识

操纵，这样才能及时为体制纠错，达到“平衡本身就是善”，一旦失去了这样的纠错能力，体制

就会划向恶的深渊，诞生出如纳粹般的恶魔。 

 1Q84 的世界，与其说是一个虚构的反乌托邦社会，不如说是一个巨大的隐喻，他并没

有对现实世界的发展进行任何的推演，只是将世界的剖开、折叠、缩放后重新展示在我们面

前，告诉人们虽然没有一个体制是完美的，但是只要保持平衡，及时纠错，这样就已经完成了

“善”；同时，警告人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被纷乱的现代社会与繁杂的信息流冲击得失

去判断力，不自觉地变成一个冷漠的只会听从集体的人，最终走向恶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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