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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方。封神序列要被打造成这样的白日梦，它就必须切断与

历史原型的联系，像在彩条屋和追光动画所构建的封神宇宙那

样，完成由逃避封神到主动追求封神的嬗变。

然而，当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或即将奔赴这场封神狂欢时，

另一些人却在李硕的文字中受难。“然后开始杀人”，李硕在《翦

商》中写道，“第一轮杀了 19 人，身首完整的只有两具，被砍

掉小腿或脚的有五具，单独的人头骨十枚、上颗骨一块、右腿

一条。能分辨出有青年男子和女子各三名，成年男子两名，儿

童四名，婴儿两名。四名儿童皆尸体不全，缺下半段：一名从

小腿以下被砍去；一名从大腿以下被砍去；一名只有头骨；一

名被斜向拦腰砍断，只剩半身和右侧骨盆。两名婴儿都只有头

骨……接着开始第二轮杀人。这次至少杀了 29 人……然后是第

三轮杀人。这次杀了 24 人……”“……多处人祭坑留有蓄意虐

杀的迹象，尤其当人牲数量不足，献祭者还会尽量延缓人牲的

死亡，任凭被剁去肢体的人牲尽量地挣扎、哀嚎或咒骂。”李

硕相当粗暴地把作为人类一部分的我们带到人类的另一部分人

的面前，越过时空的离间和人为的抹杀，迫使我们目睹、倾听、

见证人牲在现场的哭喊声，并且提醒我们别忘了现场之外他们

的父母、子女、兄弟姊妹的深渊般的痛苦。对于这样的历史，

任何的概括或抽象都是不合适的，都表明了它们作为钝化或瘫

痪历史感的手段的性质。人类历史的进步主要地并非体现在杀

戮和暴力的减少上，而是体现在对隐匿或掩饰它们的方法的创

新上。李硕通过这种寓言式的血腥场景及其对人的主体性的戕

害，意在促使我们回望从中一路走过来的过去，并据此向现实

和未来发问。

让我们感受到他们的痛苦

当然，李硕的这种书写置于当下注意力经济的背景下，很

容易被看成是以消费苦难的方式哗众取宠。——否则，这种发

生在三千多年前的场景，与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历史已

经过去了，尸骨已经掩埋了，重提这一段历史，除了有煞风景外，

还能有什么意义呢？而且，除了被杀时的叫喊，我们甚至不知

道这些历史的客体姓甚名谁——他们进入历史的理由只是他们

被杀死了——这种匿名（者）的痛苦即便进入了历史的书页，

又能怎么样呢？

但是，李硕相信感性的力量，相信痛苦是可以负载足够深

刻复杂的认知内涵的。在人祭制度中，得到与损失分属于两个

对立的群体，献祭者迫使人牲成为纯粹的代价，而自己收获了

以此为代价带来的全部好处，哪怕这种好处只是想象中的宗教

利益。——宗教利益并不意味着把幻象当作现实，而是他们对

现实有着跟今天的我们不一样的理解。——在这个制度语境中，

人牲的哭喊，连同他们身后留下的残骸遗骨，正可以视为对这

种一部分人得到全部，另一部分人失去全部的权利分配格局提

出的强有力的质疑，而这种质疑难道不应该转化为我们的质疑？

难道人祭的历史仅仅与这些特定的人牲有关？难道历史的苦痛

注定只能由他们承担？难道三千多年前的人牲的命运不会以某

种隐秘的方式支配着我们的命运？如果我们不能作为人类共同

体——在时间和空间上可以无限延异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一部分去感受这种痛苦，造成这种痛苦的原因在我们这里就仍

旧没有被清算，从而这种痛苦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可能性就并没

有被清除，尽管造成痛苦的方式可能不再是人祭了。

让我们感受到他们的痛苦，这不是无足轻重的事，好像只

是我们向他们投去一抹同情的目光。因为只有他们被置放在人

类的位置上时，他们作为“人”的痛感体验才能被指认和认同。

这个意义上的痛苦体验可以进一步用来改变知识的结构关系乃

至人类的命运：从终极意义上，如果这些人牲被想象成被剥光

了衣服也会感到羞辱，被刀子切割时也会感觉剧痛，离开世界

时也会把整个世界带走的跟我们和我们的父母、子女以及兄弟

姊妹一样的人，对他们的杀戮就是不可能的。

“然后开始杀人”——坐在《封神》的巨大银幕前，李硕

的声音突然响起来了——声音有些喑哑，但我相信那就是李硕

的声音。（作者为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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