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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文学理论探微

###'理论之后(反思文学研究的重建

尹!晶

摘!要# 特里(伊格尔顿,+-::CD6E=-13/-在$理论之后%中对曾盛极一时的各种后理论进行了批判'提出文学理论要重
新回归文学本体'要在道德和伦理等宏大问题上进行建构性的反思* 本文试图在伊格尔顿提出的"文学伦理学#的基础
上'在其理论反思所凸显的"事件#的基础上'将吉尔(德勒兹和阿兰(巴迪欧的"事件#哲学概念结合起来'继续推进伊
格尔顿对理论的反思'尝试发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事件文学理论* 事件文学理论关注的是作家作为事件的忠诚主体通
过语言事件表现生命事件'关注的是读者作为事件的忠诚主体接受这些生命事件'通过自己的生成让它们颠覆日常生活
中的规则&习惯&风俗&标准等等* 因此可以说'这正是伊格尔顿所期待的"文学伦理学#*
关键词# 事件+!小民族语言+!生成+!忠诚主体+!事件文学+!小民族文学
作者简介# 尹晶'清华大学英语语言文学博士&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外交学院英语系副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印度
英语文学和西方文论研究* 电子邮箱! C̀2/K'd#"$LM3B本文为外交学院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编号!
'#$"K#$\H]NK"/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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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理论之后&事件'的凸显

在各种后理论大行其道的今天)我们应该如何谈论
文学何为-文学的意义何在. 特里&伊格尔顿 !+-::C

D6E=-13/"在 "KK' 年出版的$理论之后%!B43'=%&')=*"中)

着力批判了欲望化-官能化-肉身化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

论)包括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后理论)并重

新对理论进行反思)而他提出的'理论之后!641-:1,-3:C"(

也引起了许多学者的热烈讨论, 但'理论之后(既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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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 7381Y1,-3:C"()也非意味着 '理论终结 !-/F 34
1,-3:C"(或'反理论!6E62/811,-3:C"()实际上伊格尔顿期
待的是理论不再迷失在纯粹的解构之中)而是能够在道
德和伦理等宏大问题上进行建构性的反思)他从古典的
'德性伦理学!02:1;--1,2M8"(出发)为文化理论和文学理
论指出了一条发展出路, 在 "K#" 年出版的$文学事件%
!%&'V,'#3)4T-3'=+3"='"中)他继续对文学理论进行反思)

指出文学理论通常有两种看待文学作品的方式* 一是将
文学作品看作'客体(!3S -̀M1")是一个'封闭的符号体系(
!如新批评")或是关于'其活动的更完整-更具动态性的
观念(!俄国形式主义")或是'一种功能体系和结构整
体(!布拉格结构主义者"!#**#*&"+一是将文学作品看
作'事件()因为不同读者的阅读行为会改变文本符号)读
者和文本之间的互动会生产出截然不同的意义!#&##
&"",

伊格尔顿进一步指出)文学作品的悖论就在于它既
是'结构()因为它'不可改变-自律圆满()又是'事件()

因为这种自我圆满'永远处于运动中)只有在阅读中才能
实现(!"K#", 伊格尔顿用'结构化!81:;M1;:6123/"(解构
了这一悖论)指出结构化调节'结构与事件()它是'活动
的结构)不断根据其努力实现的目的-以及一直在产生的
新目的重构自身(!#&&", 而文学作品要实现的目的是什
么呢. 伽达默尔谈到海德格尔关于艺术作品本质的见解
时曾说*'艺术作品的存在不在于去成为一次体验)而在
于通过自己特有的4此在5使自己成为一个事件)一次冲
撞)即一次根本改变习以为常和平淡麻木的冲撞(!#K)")

因此作品 '本身也就是一事件( !#K%", XL阿特里奇
!X-:-I N11:2FE-"认为'事件(具有'差异性('奇异性()文
学作品创造的事件只有改变并重塑某种既定规范)对社
会现实产生影响)为新的意义-身份和生活方式创造可能
性)才堪称具有文学意义的'事件( !))#$K", 伊格尔顿
借助阿特里奇的思考)指出文学艺术的宝贵之处在于'让
我们习以为常的价值重新变得可见)从而让这些价值受
到批评和修正(!&#")因此他期待的是质疑规范的'文学
伦理学!=21-:6:C-1,2M8"()指出文学的价值则在于'逃离结
构)破坏系统(!&&")通过'修复人类现状0//1通过揭
露我们赖以生存的规范-准则-传统习俗-意识形态-文化
形式当中的任意性本质)文学作品才能完它们的道德使
命(!#K'",!

无独有偶)'事件(具有的差异性-奇异性-偶发性-独
一无二性也正为当代法国哲学所看重)虽然德里达-德勒
兹-利奥塔-巴迪欧等哲学家对'事件(的理解与伊格尔顿
并不相同)但就'事件(具有的破坏-颠覆功能而言)他们
的思想却不谋而合, 在伊格尔顿那里)文学作品要完成
其道德使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读者的阅读行动)但他
并未具体言明作者-语言究竟如何创造了事件. 这些事
件究竟是什么. 读者如何被这些事件影响. 以及文学作

品如何通过这些事件质疑并重塑社会规范. 对社会现实
产生影响的目的是什么. 在伊格尔顿提出的'文学伦理
学(的基础上)在他的理论反思所凸显的'事件(的基础
上)我们可以借助德勒兹!和瓜塔里"和巴迪欧的'事件(

哲学概念)继续推进他对理论的反思)尝试发展出一套行
之有效的事件文学理论,

二( 语言事件# 小民族语言

在$文学事件%中)伊格尔顿提到保罗&利科!U6;=
2̂M3-;:"从'词语(的角度谈论事件与结构的关系)指出

'词语横亘于结构与事件的接缝处(!"KK")以自身固有的
'可重复性(不断地将新的意义带入作品的结构之中)从
而在'结构(和'事件(之中跳跃)强化和消解作品的'结
构(!阴志科)'伊格尔顿( *'#*(", 引申一下)在词语被
不断重复的过程中)新的意义可能会强化或消解词语的
主导意义-固定用法)这种消解具有积极的意义, 然而)

伊格尔顿并没有详述语言事件究竟是什么)它们消解或
颠覆的是怎样的'结构()它们又对社会现实产生了怎样
的影响, 在这里)我们可以借助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小
民族语言!B2/3:216:26/ =6/E;6E-"(来具体理解这一过程,

在$论英美文学的优越性% !'[/ 1,-A;7-:23:21C34
N/E=3YNB-:2M6/ 921-:61;:-("中)德勒兹明确指出)对语言
进行小民族使用是语言的事件)小民族语言'自身已经成
为事件的创造者(!X-=-;T-6/F U6:/-1$&", 不过在德勒
兹!和瓜塔里"这里)事件不是与恒定'结构(相对的偶然-
具象-独一无二)不是实际发生的事情或出现的状态)而是
潜在于非个体-非有机的生命!2B7-:83/6=) /3/3:E6/2M924-"
之中)并在生命的生成过程中)不断地现实化!6M1;6=2T-"

于具体的事物和状态之中)而事件的每次现实化都有所
不同, 因此事件是绝对的内在性差异)呈现为'连续的变
化()它是内在于不同力量之间的斗争或交流的潜在变
化)'作为纯粹的潜能!即真实的-内在的可能"而存在()

是'存在于时空世界之上的非物质转变 !2/M3:73:-6=
1:6/843:B6123/")但能够在语言中得到表达(, 事件是由动
词不定式形式表达的)它不依赖于客体和属性)表明的是
事件现实化的推动力!U6::*%", 我们可以将之与柏拉
图的'理念(进行对照理解* 理念是永恒不变的)存在只
是对同一的理念进行模仿+而事件则是绝对的内在性差
异)在不断地现实化过程中呈现为连续的变化)不断地对
差异进行重复)不断地使不可能成为可能,

德勒兹!和瓜塔里"之所以如此看重语言事件)是因
为他们认为语言是某个社会在某个时期通用的一套口令

!3:F-:Y@3:F")其功能不是交流或传递信息)而是发号施
令)因此语言中充满了权力关系, 社会要求人们使用标
准的语言)遵循固定的语法)使用固定的句法和词汇形
式)遵循词语的主导意义)以便维持他们固定不变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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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f女)父f子)君f臣等")从而维持社会秩序, 这种标准
语言就是德勒兹 !和瓜塔里" 所说的 '大民族语言
!B6̀3:216:26/ =6/E;6E-"()就像拉康的'象征界()或克里斯
蒂瓦提出的'象征(的意指过程一样)其目的是要形成和
维持人们的大民族身份或克分子身份!B3=6:2F-/121C")从
而维持既定的社会秩序, 小民族语言不只是次语言-方
言或个人习语)而是引发对大民族语言进行解域-让其生
成小民族语言的能动力量)即语言事件, 它会让大民族
语言生成小民族语言+故意使语言贫乏或丰富)颠覆词语
的单一意义)打乱既定的句法)创造新的词汇形式)让语
言的各种构成要素###语音-语义-词汇-句法等###进
行持续不断的变化)在大民族语言中形成一种外语)让语
言自身口吃!X-=-;T-iR;6116:2) B%&)">+#8 (.+3'+">#K(
#K$", 小民族语言让语言自身口吃)重新分布声音和词
语-词语和意义-词与物-正确的和不正确的语序等, 小
民族语言即是通过语言事件瓦解铭刻于语言中的权力关

系)解域在语言中确立的常规做法-风俗习惯-大民族身
份等等)颠覆既定的社会秩序)为新的生命实验-新的生
成创造条件)让生命事件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中现实化)

从而创造出新的生命可能性-新的身份和新的社会组织
形式,

女性主义者们认为大民族语言充满了'男性象征()
歧视和压制女性)因此西苏和伊利格瑞试图通过'女性书
写!4-B2/2/-@:212/E"(来创造语言事件)从而破坏和颠覆
这种父权语言具有的固定意义-逻辑和封闭性)抵抗-废
除其中根深蒂固的形式-形象-观念和概念)对它们进行
重新分布)这样便可以颠覆和解域父权语言)为女性创造
新的身份)从而促使新的社会制度出现, 克里斯蒂瓦区
分了意指过程的两大要素'象征!1,-8CBS3=2M"(和'符号
!1,-8-B2312M"()实际上前者是大民族语言)后者则让大
民族语言小民族化)从而引爆'一场象征和主体的动乱()
打破权力的'主体()摆脱作为'父系法则(产物的标准话
语具有的压迫秩序和理性 !艾塞莫维茨 "+尹晶 %)#
%$", 这会使女性摆脱这种标准话语对她们规定的否定
的-边缘的地位)为她们创造条件)让她们展开新的生命
实验)进行新的生成)从而使她们能够在新的社会和历史
条件中将生命事件现实化,

对一些英国的前殖民地国家而言)作为大民族语言
的标准英语也充满了权力关系)充满了对殖民地国家及
其文化传统的偏见-扭曲-歧视和压制)以维持英国对这
些殖民地国家的统治, 非裔美国作家巴拉卡!G6:6I6"曾
指出*'欧洲的语言带有其创造者和使用者的偏见)你用
他们的语言言说)就必定会反对黑人)除非你极力加以克
服(!$K", 为了颠覆暗含在大民族英语中的权力关系)非
洲作家阿契贝!NM,-S-"强调非洲文学应该对英语进行
'挪用(和'改写()非洲作家'应该力图开创一种英文)它
既是普遍有效的)同时能够承载他独特的经验( !#KK",

曾凭借$午夜之子%三次荣膺布克奖的印度英语作家拉什
迪! ;̂8,F2-"表示*'我们不能简单地按照英国方式使用
英语+它需要为我们自己的目标重新使用0//1征服英
语也许就是实现我们自身自由的过程( !#%", 这些作家
对大民族英语进行挪用和改写)实际上就是通过创造语
言事件对标准英语进行小民族使用* 他们在自己的作品
中将各种不同的小民族英语深化)不再根据标准的-固定
的语法使用语言)而是在新的语境中将英语拆解为碎片)

并将它们与本土语言中的一些异质元素结合在一起, 印
度英语作家拉伽&拉奥! 6̂̀6̂ 63"是最早提出将英语印
度化的作家之一)他认为要按照自己的本土方言埃纳德
语的节奏和曲折变化来改造英语)将印度生活的节奏融
入他们的英语表达之中! 3̂E3S-1-#)", 对上世纪 *K 年
代后的印度英语作家而言)他对创造英语事件提供了宝
贵的启示)为阿兰达蒂&洛伊!N:;/F,612̂ 3C"和基兰&德
赛!>2:6/ X-862"等作家开辟了新领地)启发她们通过创造
英语事件进行自我肯定,

同样地)美国的黑人英语)新加坡人的新加坡英语-

中国人的中国英语等等都是这样的小民族语言)它们通
过将作为大民族语言的英语进一步解域)生产出许多语
言事件)从而解构作为语言常量的权力关系)让黑人-黄
种人等有色人种摆脱白人的霸权统治)让那些处于后殖
民状况中的前殖民国家摆脱前宗主国的霸权统治)让他
们在新的社会状况和历史条件中)通过新的欲望生产创
造新的生命事件)或者对生命事件进行新的现实化)从而
创造出新的身份-新的民族)而这正是发生语言事件的意
义所在, 而这些新的生命事件究竟是什么. 它们如何有
助于创造新的身份-新的民族.

三( 生命事件# 生成

在德勒兹!和瓜塔里"那里)'生命(不是个人的-有机
的生命)而是质料 能量流所特有的'非个体-非有机的(

力量)它推动质料不断地生产和创造差异)通过无始也无
终的生成来生产事件)或让生命事件在新的社会和历史
条件中现实化)从而在'受限制的空间(中)在'不可能(的
环境中)与贯穿于其中-决定其行动的各种权力关系不断
交锋) '在不可能之间描绘出一条道路 ( !X-=-;T-)
X'2)3-+3-)#>#''", 德勒兹!和瓜塔里"所谈到的'生成女
人!S-M3B2/EY@3B6/"('生成动物!S-M3B2/EY6/2B6="( '生
成儿童!S-M3B2/EYM,2=F"(等一系列生成)都是这样的生命
事件, 生成之所以不断地创造生命事件)或推动生命事
件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进行新的现实化)就是为了摆脱社
会对人们规定的大民族身份)促使他们进行真正的生命
实验)以创造出偏离标准的身份)增强事件本身的解域潜
能)从而质疑和反抗既定的社会秩序-规范-习俗等,

'生成女人(是在传统的男人和女人范畴之间创造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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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逃逸路线)将性别编码解域化)以让人逃离男人占统
治地位的父权制权力结构)逃离以男人为标准的主导价
值)从而让生命事件进行新的现实化, 在印度女作家洛
伊的小说$微物之神% !%&'R)8 )417+..%&-#2>"中)我们
看到阿慕通过生成女人质疑和僭越印度的古老礼法* 她
不顾禁止高种姓女子与贱民男子跨越种姓相爱的礼法)
爱上了贱民维鲁沙, 而他们相爱不仅是由于身体的-性
的吸引)而是因为他们具有同样的反抗精神)可以共同反
抗偏执狂的欲望!76:6/32F F-82:-")后者全面有效地限制-

疏导生命的欲望之流)将其辖域在特定的范围内)从而形
成和维持大民族身份和既定社会秩序, 而阿慕正是因为
与维鲁沙相遇)才'生成(了'女人(* 就在他们四目相对
的短暂时刻)'历史乱了脚步()维鲁沙看到了阿慕是个女
人)这是他一直被禁止进入的事物)'被历史护目镜弄模
糊的事物(, 在此刻)在维鲁沙的眼中)阿慕不再背负着
父权制和种姓制度强加于她的道德束缚)也不再是一位
离过婚的母亲)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分子(女人)'微笑时
有着深深的酒窝()有着浑圆-坚实-完美 '棕色肩膀(
!#$(", 正是通过生成女人)阿慕才有了新的生命体验)

才让生命事件在印度的现代社会中进行了新的现实化,
'生成动物(是解域人∕动物的二元对立)让人逃离

'人之形象!1,-2B6E-34B6/"(对人的一切规定)将人类
文化解码)从而解放被辖域化在'人(之形象之中的非个
体-非有机的生命)通过新的欲望生产-新的生成)让生命
事件根据新的社会状况-现实条件现实化, 在库切!5LJL
<3-1T--"的$耻% !5->2=+@'"中)作为殖民者后裔的白人女
性露茜&卢里通过'生成狗(进行新的生命实验)在废除
种族隔离制度后的南非将生命事件进行新的现实化)从
而摆脱自己面临的生存困境, 在被三个黑人强奸之后)
露茜以一种更适合新南非的方法解决此事* 她不像以前
的白人妇女那样向警察告发强奸者)要求逮捕并惩罚他
们)而是向父亲指出'在眼下)在这里()这件事完全属于
她的个人隐私)与白人群体无关!#")")她无意进一步加
深白人和黑人之间的仇恨+她也没有接受父亲的建议离
开非洲去荷兰)或者到'一个比这里更安全的地方去重新
开始生活(!""%")而是选择继续留下来)并且留下因强奸
而怀的孩子, 她决定把自己的土地转给佩特鲁斯)并且
嫁给他)以换取他的保护, 她开始学习'像狗一样(地生
活)即从真正的一无所有开始生活)'没有办法)没有武
器)没有财产)没有权利)没有尊严()就像那些没人要了
的狗一样!""&", 如巴顿!U6;=U6113/"指出的)生成也许
是'转向真正的后殖民社会的唯一可能的形式(!##"","

在$水之灵的归来%!%&'F'3"=# )43&'G+3'=1E-=-3"中)
奥诺里奥通过'生成工人(让生命事件在独立之后处于后
殖民状况之中的安哥拉现实化)以摆脱他'无家可归-无
法养家糊口(的生存困境, 奥诺里奥曾是安哥拉的执政
党'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塑造出来的大民族工人* 他曾

是被'一党制纪律严明的官僚制度塑造出来(!(""的'模
范工人(!%&"* 他'总是其他人的榜样()在红色星期六总
是'第一个主动要求工作()是'第一个加入公司人防组织
的人)曾因抓住试图偷窃公司财物的小偷受到表扬()是
执政党坚定的追随者!%*"+他曾兢兢业业)小心翼翼)是
个'保守工人()是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模范积极分子
!&$", 但后来他住的楼房倒塌了)而他凭那点可怜的工
资盖不起新房)因此只能铤而走险)在公司债务数目上造
假)以收取少得可怜的回扣)但他第一次造假就被老板发
现了)因此不得不辞职+雪上加霜的是)他的妻子指责他
像那些官员一样腐败)坚决要跟他离婚!%%#%*", 为了
摆脱这种困境)他开始进行生命实验* 通过自己的实际行
动)偏离了标准的大民族身份)不再是那个'怯懦的-循规
蹈矩的工人###党的模范积极分子(!&$"+他完全摆脱了
统治阶级所灌输的那一套观念)不再看待一切时都忘不
了'权力和权力主义(!&*")而是变的'桀骜不驯)热衷于
新思想(!&$")若昂甚至认为他足以成为当时公民运动的
领袖!&*",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文学通过描写各种生成)即对
生命事件进行各种新的现实化)以描绘逃逸路线-描绘
'实 验 生 活 ( 的 生 命 之 线 ! X-=-;T-6/F U6:/-1)
5-+.)2"'>(%")从而创造出'未来的民族()该民族的身份
是 '暂 时 的) 处 于 创 造 的 过 程 之 中 ( ! <3=-S:33I)
'./1:3F;M123/( ##*", 因此)致力于描绘生命事件的文学
不是要表现一个已经完全存在的民族)而是要创造出一
个新的民族)表现一个潜在的-正在形成的民族)而这正
是文学的最终目的)即在谵妄!F-=2:2;B"中释放出'对健
康的创造)或对某个民族-也就是对一种生命可能性的创
造(!X=-;T-) V>>+*>/=-3-@+.+#8 /.-#-@+.(", 这就需要不
断的欲望生产-不断的生成)即不断地让生命事件在新的
社会状况-新的历史条件中现实化)从而不断地推动社会
向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如此才能发挥伊格尔顿所提出
的'文学伦理学(的功能, 那么作者是如何捕捉到这些生
命事件)并将它们表现在自己的作品中的. 而读者又是
如何才能理解这些生命事件)并让它们对自己的实际生
活产生影响的.

四( 作者和读者# 事件的忠诚主体

生命事件不断地在新的社会条件中现实化)表现为
各种各样的生成, 为了摆脱权力的控制和编码)这些生
成拒斥社会对身体进行的三大超验组织###'有机体(
'主体化(和 '意义( !X-=-;T-6/F R;6116:2) B%&)">+#8
(.+3'+">"(") #)&")因此它们是'生命的分子形式()拒
绝被标准化-同质化为克分子形式)所以人们无法按照常
规标准衡量它们)理解它们!G:;/8%K&", 要捕捉和理解
这些生命事件)需要非主体的-非个人的感知!7-:M-7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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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揭示那不可见的-无法忍受的力)这些力之间的斗争
和交流构成了'非个体-非有机(的生命, 但作为主体的
人一般发现不了它们)因为它们被掩盖在日常的生活体
验-即平常的知觉和感情之中)被掩盖在各种陈腐思想和
陈词滥调之中, 但伟大的作家和艺术家能看到它们)而
且还在文学和艺术作品中将它们表现出来)赋予'它们一
个身体)一种生命)一个世界(!X-=-;T-6/F R;6116:2) G&+3
->(&-.)>)E&*. #%%", 伟大的小说家能够创造'不为人所
知的-未被公认的感受)并将它们作为作品人物的生成揭
示出 来 ( ! X-=-;T-6/F R;6116:2) G&+3->(&-.)>)E&*.
#%(", 或者我们可以用巴迪欧的话说)这样的作家是生
命事件的忠诚主体)#

因为虽然他们并不能评价-阐释这
些生命事件)但却选择'忠诚(于它们!$"")坚持在自己的
作品中描绘它们)从而让它们进入更多读者的视野)成为
新的'可见者(和'可说者()成为新的'可见性场地和易
读性领域()为被解域的-被打乱的表达重构新的内容,$

伟大的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揭示的各种各样的感知

和感受实际上是语言所创造出来的视象!02823/8"和声象
!6;F2123/8", 德勒兹指出'视象并非幻象)而是作家在语
言的空隙之中看到或听到的真实理念()它们'并非处于
语言 之 外) 而 是 语 言 的 外 部 ( ! V>>+*>/=-3-@+.+#8
/.-#-@+.)", 视象和声象并非语言的)但只能在语言中得
以表现)是语言被推至极限而创造出来的)是通过语言事
件创造出来的, 它们是前所未见-前所未闻的'形象和声
音()是生命形成的新的'感觉区块()它们构成了'思想之
动态的-基本的形态(!<3=3BS61)&"", 文学就是通过解
域语言)让语言口吃)创造语言事件)从而创造出一种外
语)不断地将'非个体-非有机(的生命引入到思想之中)

创造出视象和声象)将生命事件表现为新的理念,
德勒兹指出)'视象(是作家的主观倾向形成的'内心

形象()它们产生于一种深刻的欲望)并且被投射到外部
世界中!V>>+*>/=-3-@+.+#8 /.-#-@+.##*", 这种欲望就是
自由流动的-创造性的-生产性的欲望)因此)主观倾向中
的'主观()并非指属于某个主体-也并非指与'客观(相对
的个人偏见)而是非个人的-非主体的)而正因如此)这些
视象才是独立自主的)'拥有自己的生命(!V>>+*>/=-3-@+.
+#8 /.-#-@+.##*", 视象是'潜在形象与现实物体的结
合()而前者是从后者中得到的)是将克分子实体看作由
微粒的动静-快慢关系和不同感受界定的 '此( 性
!,6MM2-1C")看到穿越于其中的力量, 潜在形象是想象出
来的)它和现实物体彼此交织在一起)互相交替)共同构
成'无意识晶体()能显现出 '力比多的轨迹( !V>>+*>
/=-3-@+.+#8 /.-#-@+.$'", 每个物体包含潜能和现实-存
在和生成-所是和所能这两个方面, 比如看到开得娇艳
的玫瑰花)它的外表所呈现的是现实的方面+但它会枯
萎)能被研碎制成香料)被用来泡茶)被用来做装饰品)它
的刺能伤人)这些都是潜在的方面)是它的不同感受)即

能动力和被动力)是会在不同的具体环境中现实化的
事件,

在$白鲸%!A)6*5-@H"中)麦尔维尔看到了穿越海洋
的死亡力量)这是生命的反动力)它和现实的海洋共同构
成一个'视象()这是一个存在于他心中的秘密海洋, 同
样)在+LDL劳伦斯的心中有一个'秘密的沙漠()这沙漠
由光 和 热 的 力 构 成, ! X-=-;T-) V>>+*>/=-3-@+.+#8
/.-#-@+.##% #*"在他的笔下)光和热的力随处可见* 炫
目的太阳光)光滑干净的沙粒反射的强烈光芒)刺得人双
眼疼痛+炙风阵阵)抽打得人晕头转向+热浪滚滚)烤得让
人喘不过气来,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仅以两处描写为
例*'我们在一无遮掩的沙漠里)在冷漠无言的苍穹下相
依为命)生活了许多年, 白天)灼人的骄阳把我们晒得焦
躁不安)粗粝的炙风把我们抽打得晕头转向(!""+'小小
的沙粒干净光滑)在耀眼的阳光照射下)就像一粒粒钻
石)反射出强烈的光芒)只一会儿)我的双眼就受不了了,
0//1尽量挡住那看不见-摸不着)却从地面蒸腾而上-

向我的脸猛扑过来的热浪( !))", 这个秘密的沙漠和现
实存在的阿拉伯沙漠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视象(,

安哥拉独立后最伟大的作家珀佩特拉想象了新的安

哥拉人民)并将这一'视象(投射到现实的安哥拉民众之
上, 成千上万的安哥拉人民开展了一场全新的'公民运
动()以抗议消极的政府当局)因为'他们不采取任何措施
解决(人民大众的基本问题!U-7-1-=6&'")而只是一味的
贪污腐败)为自己捞好处, 他们开展的是'赤裸革命()因
为他们认为赤裸是他们的'新民族服装()与他们的'生活
水平相称()他们沦落到只有赤裸才能与他们的境况相称
的境地!U-7-1-=6&( &)", 并且他们没有因袭以前的革
命组织形式)而是根据自己所处的具体境况创造了一种
新形式* 他们没有领导人)没有中央委员会)人人都可以
参加会议)而讨论事务并作出决定的是那些最积极的-最
感兴趣的人)但他们不会压制其他人, 他们不是政党)因
为政党已经变成了'监狱(+这场运动是由人民发起的)不
能被现有的党派桎梏)因为后者追求的目标'只和自己的
权力有关(+这是一场真正的群众运动)由群众发起)不受
任何人控制和利用)因为大家都不允许+最关键的是他们
认识到他们在'创造历史()所以他们不能再抄袭任何现
有的方案) 必须要 '创造自己的新的斗争方法 (
!U-7-1-=6&% &&", 只有如此)他们的革命运动才不会
再被任何统治阶级或党派利用, 珀佩特拉还想象了一个
新的公民形象)并将这一'视象(投射到奥诺里奥的身上)
使他足以成为公民运动的领袖,

这样的伟大作家不是要表现一个已经完全存在的民

族)而是要创造出一个新的民族)表现一个潜在的-正在
形成的民族)因此'每一个作者个别讲的话已经构成了一
个共同行为)他或她所说或所做必然是政治的(!陈永国
##'",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或民族意识'在外部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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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常常未起作用)而且总是处于分解的过程之中()因此
文学就被赋予了进行集体表述的功能)尽管全体内部存
在着怀疑态度)但还是创造出了'积极的联合( !X-=-;T-
6/F R;6116:2) !+4H+ #%", 他们是小民族作者)拒绝大民
族作者的功能)直接 '参与到表述的集体组装之中(
!G3E;-) 5'.'"\')# T-3'=+3"='#K&")通过打破语言的某些
规则)让语言产生连续变化)从而颠覆既定的社会秩序)
创造出新的主体身份,

而在无法按照常规标准来理解伟大作家所描写的这

些生命事件时)读者也要像作者一样成为事件的忠诚主
体* 为了逃离社会对生命的限制-阻碍和谴责)为了增强
生命力量)在尚无法判定这些生命事件是什么-会通向何
方之时)读者选择忠诚于它们)让自己进行同样的生成,
读者同样需要有非主体-非个人的'感知()这样才能看到
贯穿于这些生命事件也就是作者所创造出来的那些'视
象(中的诸力)并且让它们穿越自身)在自身内部发挥作
用)以具有新的感受)生成他者)就像亚哈船长生成鲸)格
里高尔生成甲虫一样, 可以说)作为忠诚主体的作者主
要是通过语言事件表现的生命事件为人们的生成创造新

的条件)而读者要想逃离社会中各种固定结构的桎梏)就
需要忠诚地追随作者描绘的那些事件所展现的逃逸线)
通过自己的生成进行生命实验)进行小民族政治实践)质
疑和重塑社会中的既定规则-习惯-风俗-标准等)从而让
文学实现其伦理学功能,

然而)作为事件的忠诚主体)读者和作者一样面临着
危险* 或者会被超验组织重新捕获)从而被再辖域化)导
致死亡)就像$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彭忒西勒亚%中的
阿喀琉斯+或者会变成一条自我毁灭之线)变成空洞的无
器官身体)或纯粹的死亡平面)就像葬身大海的亚哈船
长)因杀了阿喀琉斯而伤心至死的彭忒西勒亚)或是精神
崩溃了的尼采, 因此)作者和读者不仅要忠诚)而且要谨
慎小心)需要保留'最少的层('功能和形式()保留'最小
限度的主体(和自我)这样才能不断地生成下去)才能处
于健 康 的 状 态 ! X-=-;T-6/F R;6116:2) N %&)">+#8
(.+3'+">"%K", 健康就是不断地更新内部!自我或主体
建造的房屋"与外部和宇宙!非个体的-非有机的生命流
动于其间的宇宙"之间的构成关系)让它们形成不可区分
的区域)也就是不断地生成!\3;:6S2M,02=2)' 1-;X)3'>)#
3&'('=@'E3( #&*",

结E语

实际上)这种事件文学与德勒兹!和瓜塔里"在对卡
夫卡的研究中提出的'小民族文学!B2/3:=21-:61;:-"(%

不

谋而合, 卡夫卡在 #&## 年 #" 月 ") 日的日记中思考了
'小民族的文学!=21-:61;:-348B6==/6123/8"(的许多优势)
他讨论的是华沙当时的意地绪文学和他所体验的当时的

捷克文学, 德勒兹!和瓜塔里"还结合卡夫卡 #&"# 年 $
月和 * 月间致布洛德的信中关于犹太德语文学的讨论)将
日记中所谈到的微观政治和书信中谈到的语言问题结合

起来)提炼并发展出'小民族文学(这一概念, 但他们并非
简单地重复卡夫卡的观点)而是大大扩展了这一概念的内
涵, 在他们看来)小民族文学并不指任何特定的文学)而是
指'位于伟大!或既定"文学中心的革命条件()是'所有文
学的革命力量(!!+4H+* %)K+=8 + A-#)=T-3'=+3"='#*) #&")
是文学的生成革命, 小民族文学是他们所提倡的一种写
作方式和语言使用方式,

罗纳德&博格! 3̂/6=F G3E;-"指出这个概念的一个
新颖特点就是包括了三种不同的文学* '次要文学
! 8-M3/F6:C =21-:61;:-"( ' 实 验 文 学 ! -b7-:2B-/16=
=21-:61;:-"(和'边缘文学!B6:E2/6==21-:61;:-"(或'少数族
的文学()如女性文学-同性恋文学)后殖民文学等
!'J2/3:_:212/E6/F J2/3:921-:61;:-( #K)", 因此可以
说)小民族文学不只是由少数族裔作家创作出来的文学)
而是'一切语言实践的革命潜能)通过在表达与内容之间
生产多样的关系和关联而向占主导地位的语言阐释的二

元对立形式发起了挑战( !?6CF-/ &$", 正是因为具有
这一'革命潜能()小民族文学才与同样作为'纯粹潜能(
的事件密切相关* 对语言进行解域化使用)促进语言的断
裂和生成)从而解构作为语言常量的权力关系)促进生成
新的身份)这是语言事件+通过不断地解域社会中的克分
子组装)释放出非有机-非个体的生命的欲望之流)进行
各种生成)从而不断地创造出新的生命体验-生命形式和
生命的可能性)让生命事件在新的社会和历史条件中现
实化+小民族作家通过参与表述的集体组装创造出新的
身份和民族)从而参与或促进生命事件在新的社会和历
史条件中现实化, 由此可见)小民族文学是一种真正的
事件文学,

事件文学理论关注的是作家作为事件的忠诚主体通

过语言事件表现生命事件)关注的是读者作为事件的忠
诚主体接受这些生命事件)从而让它们颠覆日常生活中
的规则-习惯-风俗-标准等等, 因此可以说)这正是伊格
尔顿所期待的'文学伦理学(, 这与利奥塔的'崇高美学(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都是在对此时此刻有'事件(发生的
叩问和描绘中)试图靠近'那种尚未被意识所捕捉的对事
物-时间和空间的原初感受力(!周慧 *%")展现出尚未被
意识捕捉到的各种生命事件, 虽然德勒兹和巴迪欧对
'事件(的理解不尽相同)但我们通过将二人的'事件(概
念结合起来)并结合德勒兹的一个重要概念'小民族文
学(重新思考文学理论)可以在'理论之后(的一片荒芜之
地上发展出伊格尔顿所期待的那种'文学伦理学()从而
为文学批评的发展指出一条新路,

注释$?")$2%

! 中文译文参考了阴志科*'伊格尔顿4文学事件5的三

&"#(&



事件文学理论探微

重涵义###兼论书名中的 -0-/1() $文艺理论研究% $
!"K#$"* **,
" 这部分阅读参考了 U6;=U6113/L'G-M3B2/EYN/2B6=6/F
U;:-924- 2/ <3-1T--Z85->2=+@'L( B=-'.* B F',-'K )4
M#3'=#+3-)#+.V#2.->& T-3'=+3"=') ')L# " !"KK$"* #K# #&L

巴顿在文中还分析了戴维&卢里的生成动物,
# 德勒兹从丹麦语言学家叶尔姆斯列夫 ! 93;28
?̀-=B8=-0"那里借用来这些术讨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
并赋予它们一种完全不同的含义, 参见德勒兹$福柯!

褶子%)第 )' 页,
$ 虽然德勒兹!和瓜塔里"对事件的理解与巴迪欧的理
解略有差异)但在德勒兹!和瓜塔里"这里)作者和读者需
要像巴迪欧的忠诚主体那样对事件忠诚)才能让文学作
品发挥其'文学伦理学(功能, 具体如何发挥该功能)详
见下文中的讨论,

% 目前国内对'B2/3:=21-:61;:-(一词有多种译法)如'小
民族文学('少数文学( '小文学( '小众文学(等)本文采
用了'小民族文学(这一译法)因为德勒兹!和瓜塔里"在
$千座高原%中阐述'小民族语言(和'大民族语言(时对
'大(和'小(进行了详细探讨*'大(和'小(不是指数量)
而是说'大(是主导-规范-标准和常量)是权力的施行)而
'小(则是对'大(的解域-颠覆)是对标准的违规)是变量)
是变化-生成和创造!尹晶 %)", 采用'小民族文学(这一
译法也可与德勒兹!和瓜塔里"讨论的'小民族语言(和
'小民族政治(保持一致, 关于'小民族文学(的内涵)详
见下文中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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