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世界文学研究, 2022, 10(4), 465-468 
Published Online December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wls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2.104072   

文章引用: 黄菲菲. 《第七天》的魔幻现实主义叙事分析[J]. 世界文学研究, 2022, 10(4): 465-468.  
DOI: 10.12677/wls.2022.104072 

 
 

《第七天》的魔幻现实主义叙事分析 

黄菲菲 

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2022年9月16日；录用日期：2022年10月28日；发布日期：2022年11月4日 

 
 

 
摘  要 

余华的《第七天》以魔幻现实主义的叙事手法，将大量真实的社会新闻事件融入虚构的小说创作中，

以亡灵的视角揭露社会现实中的阴暗面，聚焦底层小人物的生活困境，刻画了一幅涉及社会方面的底

层人物全景画像。《第七天》具有极高的文学艺术审美价值，同时也蕴含着深刻的思想穿透力，对其

叙事策略进行分析，反思余华文学创作的创新之处，更好地理解《第七天》在余华创作中的重要突破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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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Yu Hua’s “The Seventh Day” uses the narrative technique of magic realism to introduce a large 
number of real social news events into the creation of fictional novels. It exposes the dark side of 
social re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ad, and focuses on the life plight of the little people at 
the bottom and depicts a panoramic portrait of the lower-level people involved in social aspects. 
“The Seventh Day” has high literary and artistic aesthetic value, but also contains profound pene-
trating power. I will analyze its narrative strategy, reflect on the innovation of Yu Hua’s literary 
creation, and better understand “The Seventh Day” Important breakthrough in Yu Hua’s 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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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第七天》是中国当代作家余华创作的长篇小说，用看似荒诞的故事将现实社会中最真实的一面集

中展现出来，承袭了余华一贯的魔幻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以一个亡灵的视角来看待世界，在亡灵的眼中

现实世界变得清晰而赤裸。余华试图创造出同时存在的阴阳两界，可悲的是，在余华构建的生死两界中，

“死无葬身之地”是祥和的，而现实的人类世界则充满了各种悲凉与黑暗，在这样的对比冲突中余华完

成了生与死的双重叙事。《第七天》以亡灵的第三人称视角展开叙事，通过描述亡灵悲惨的生前经历来

唤醒人们对当前社会困境的反思，呼唤的是人间的爱与正义。 
《第七天》的叙事技巧与余华的其他文学作品相比较突出的特点在于运用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

技巧。魔幻现实主义这一概念最初产生于绘画这样的视觉艺术中，指的是绘画艺术向现实的回归，这

种回归是对奇幻的对象的青睐，以隐藏在世界背后的悸动为审美旨趣[1]。魔幻现实主义后来被引入文

学，指现实与超自然的融合。博尔赫斯现实与奇幻融合的写作手法影响了包括马尔克斯在内的一大批

拉美作家。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叙事模式影响了中国当代小说的叙事试验，余华的《第七天》也

渗透着浓重的“马尔克斯式”写作特征。余华在运用魔幻现实主义写作手法的同时引入了大量的新闻

事件，在不真实的故事背景下突出了独特的真实感。这使得这部作品既有余华小说的荒诞与穿透力，

又包含着对人性的剖析，既体现了对社会现实批判的深度，又彰显了人性的温度。从社会新闻中选取

小说的写作素材并非是《第七天》的独创，余华在《兄弟》中就已经将新闻扩充后作为素材直接引入

小说，对这种写作技法进行分析能够深化对《第七天》深层次内涵的理解，更好地理解《第七天》在

余华创作中的重要突破意义。 
余华《第七天》自 2013 年出版开始，学界就开始了对其的研究。在中国知网上以《第七天》为关键

词搜索中文期刊文章，共计 190 篇，时间跨度为 2013 至今，可见学界对《第七天》的研究热度仍在持续，

研究的主题集中在对《第七天》主题思想、叙事结构的分析，但是却鲜少涉及对其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

风格的分析，对此展开分析以回应批评者对《第七天》是“机械地复制现实”的评价，尽管小说承续了

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的“幽灵叙事”模式，但在结构与叙事上有不少创新之处，“死亡书写”反映了

作家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对生活在底层社会人民的同情，透露着对芸芸众生苦难的悲悯与关怀[2]。本文

试图对余华《第七天》魔幻现实主义叙事的创新之处进行分析，反思余华如何用文学的温度温暖人的心

灵。《第七天》的文学价值不仅仅局限于余华对创作手法的探索上，更在于对现代人生存困境与价值的

思考。 

2. 《第七天》的现实性——新闻叙事的真实感 

《第七天》以超现实的写作手法展开对人死后幽灵世界的描写，在这个世界中人人都是幸福快乐的，

是余华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想象，荒诞的故事背景设定承续了“马尔克斯式”的魔幻现实主义叙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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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但余华在荒诞中试图透视真实的社会现状，在荒诞中展现真实，以达到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可以说

《第七天》是一部社会性文本。余华巧妙地借用幽灵形态的回忆实现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时空交错，

用亡灵的视角反映现实，“是把现实世界作为倒影来写的”[3]，在魔幻现实主义“去现实化”的故事背

景下运用引入新闻的叙事策略增加文本的真实感。 
余华在《第七天》中以主人公杨飞死后的第三人称视角展现了现实世界普通人的生存境况，通过超

现实的写作方式为读者构建起与现实世界平行的“亡灵世界”，关注的是大城市中小人物的生存困境，

以小人物的视角透视社会现实中存在的阴暗面，聚焦底层人物的真实感受，以朴实的语言表达出对善良、

正义的呼唤。《第七天》能够引起社会中小人物共鸣的原因在于余华对现实社会中真实新闻的取材，余

华对新闻事件并不是随意的拼凑，而是精心挑选了能够展现现实社会的真实新闻，再以同样是底层人的

主人公杨飞的视角加以叙述，让读者深入到底层人民真实的生存境遇中，以增强小说的真实感。 
在一般的新闻中，新闻事件本身的前因后果会被作为重点加以呈现，而新闻中人物的情感则会被弱

化，但余华在《第七天》中并不是将新闻事件机械化的呈现，而是将新闻事件中的细节加以放大来表现

底层人生活的痛苦与无奈，力图探寻新闻背后隐藏的真相[4]。余华叙事的重点并不在新闻事件，而是借

用新闻事件构建出真实的小说世界，这种真实性不同于新闻报道那种客观地调查事件真相的真实，而是

余华以真实的新闻为底本，通过文学想象加以润色，创造出的指向具体小说内在环境的真实。 
《第七天》的前三天主要以杨飞死后的亡灵的视角叙述了杨飞死之前的回忆、死之后的所见所闻所

感，以亡灵的视角表现现实社会中底层人物的生存困境，后面四天重点描述了彼岸世界中其他亡灵的故

事，聚焦生活在城市中面临着不同的生存困境的个体，将叙事视野扩大到其他底层人物。叙事人物轮流

切换，讲述着各自身上不同的境遇，不同的故事间又存在着联系，使小说对现代社会个体生存困境的洞

察更具穿透力。余华选取亡灵作为叙事者也是为了更加地接近事实，而接近真实需要跳脱具有欺骗性的

日常生活的常识，“生活只有脱离了我们的意志独立存在时，它的真实才切实可信。”[5]余华试图以最

接近真实的叙事呈现出真实的人性，《第七天》以跳脱出常识的方式，向死而生，在叙事视角上创新地

使用亡灵，新闻原型的介入尽可能还原了真实世界的本来面目，虚构的外在形式下是真实的内核，“指

向死亡现象产生的本质原因——荒诞离奇的现实本质。”[6] 

3. 《第七天》的魔幻性——虚实结合叙事的文学美感 

《第七天》是余华介入现实，再次向关注小人物的底层写作的回归[7]。余华在《第七天》中刻画了

一群生活在城市边缘中的苦苦挣扎着的底层小人物，年龄层次从儿童跨越至老人，是对城市边缘人群像

的刻画。余华对底层小人物苦难的描写是真实的，延续了他一贯关注普通人生存命运的创作风格，他对

小人物悲剧命运的描写总是会跳脱出站在道德制高点表达对其命运怜悯的写作套路，而是关注个体人物

的个人意识，使读者切实感同身受底层人物面临的生存困境。余华采用亡魂叙说的方式，以一种新的伦

理写作的路径探讨底层人物死后灵魂的安放问题，在窥探底层人物悲剧命运的社会原因的同时，呼唤人

性的美好与善良，虚构了一个美好的死亡世界，在这个世界所有的怨恨、矛盾都会消解，在虚无缥缈的

“死无葬身之地”每个人都会得到永生。《第七天》在虚实结合的描写中既表现了底层小人物苦难的真

实性，又让普通读者可以以旁观者的身份思考生与死的意义。 
余华在《第七天》中引入了大量的真实的社会新闻，“以密集的非虚构的社会新闻作为材料进入

虚构的小说写作”[8]，当文学艺术这一虚构的艺术与社会新闻这一客观的文本产生共振，广泛而具有

代表性的社会热点事件融入小说，让读者自动生成对社会各个层面的全景式画面。社会新闻确保了小

说情节的真实，亡灵叙事的方式又体现出小说的荒诞，这种奇妙的组合迸发出一种新鲜的文学艺术欣

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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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七天》魔幻现实主义的构建方式 

《第七天》以虚实结合的叙事手法构建起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框架。以超现实的写作手法构建出人

死后灵魂的栖息地，并赋予这个虚构的亡灵世界美好的想象，尽管这是余华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幻想，

但却从侧面反映出真实世界的阴暗，荒诞的情节背景设定是对“马尔克斯式”魔幻现实主义的致敬。余

华在荒诞中又试图建立真实，他巧妙地采取了引入新闻素材的方式，让读者在荒诞的故事中仿佛看到了

与之对应的社会现实，在荒诞中展现真实，在真实中融合虚构，以虚实结合的写作手法达到对真实世界

的批判，在魔幻现实主义去现实化的故事背景下用幽灵形态连接起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最终的目的仍

是反映真实。 
《第七天》以引入新闻素材的方式构建起魔幻现实主义的叙事背景。新闻事件的呈现一般会更侧重于

新闻事件本身发生的原因、过程与结果，对新闻事件当事人的情感则会被尽力地弱化，以保证新闻素材的

客观公正性，但余华在《第七天》中对新闻素材的处理方式却与之相反，他将新闻事件中主人公的情感加

以放大并极力渲染，以此表现生存在大城市中的底层人物的辛酸。他聚焦于小人物真实的内心世界，表现

出不同年龄段、性别、职业的底层人物的个人意识，在窥探底层人物悲惨命运的同时，反映出底层人物的

真善美。余华叙事的重点并非在新闻事件本身，而是借用新闻事件反映真实的世界。新闻素材的引入使得

《第七天》在看似荒诞的情节设定中保持着与真实世界的联系，构建起魔幻现实主义的叙事背景。 
余华的《第七天》洋溢着浓厚的“马尔克斯”式的写作风格，在利用魔幻现实主义的叙事手法描述

亡灵世界时，又在超现实的故事背景下强调了叙事的真实性。这使得《第七天》不仅有着荒诞色彩，更

渗透着对人性的分析，具有深刻的穿透力，体现了对社会现实批判的深度。《第七天》魔幻现实主义的

构建以大量的真实新闻事件为素材，确保了小说故事情节的真实性。同时，以超现实的亡灵叙事方式突

出了小说的荒诞色彩，巧妙地在超现实中保留必要的真实，使得文学为现实服务。《第七天》在真实的

文本中融入了虚构的文学创作，碰撞出独特的文学审美意趣。同时，《第七天》聚焦底层人物的悲惨命

运，通过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呼唤人性的真善美，蕴含着深刻的思想穿透力与批判精神。 

5. 结语 

《第七天》采用魔幻现实主义的叙事方式，创新地将大量真实新闻引入小说，确保了小说的大部分

情节的真实性，非虚构文本融入虚构的文学创作，碰撞出新的文学审美意趣。余华聚焦于底层人物的生

存困境，揭示了社会中存在着的阴暗面，讴歌了底层普通人的生命力与人性深处的善良，虚构了美好的

彼岸世界，发出重建精神家园的呼唤。《第七天》不仅在文学审美上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更重要的是，

它蕴含着深刻的思想穿透力，对当代社会道德伦理规范的构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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