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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崇高内涵及其审美特征

陈!启!胡全生

摘!要! 本文分析了康德对美的美学和崇高的美学的划分!阐释了利奥塔的后现代主义美学为崇高美学的观点!指出后
现代主义文学的崇高内涵和审美特征主要存于六个方面% 高歌反抗的艺术!只求怎么讲不问讲什么!尊奉不确定性为第
一美学原则!#差异万岁$!在极端和折中当中获取陌生!在调整期待中获取愉悦) 本文认为!以传统的或毕达哥拉斯学派
的美学而论!后现代主义文学显然无美可言!因为它#不知道如何谈论自己的美$)
关键词! 美+!崇高美学+!审美特征+!后现代主义文学+!不可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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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文学有无美可言

十七年前(笔者之一在一次研讨会上发言(讨
论后现代主义人物概念及人物塑造(提出后现代
主义小说中的人物既不像现实主义那样将人物塑

造为人(也不像现代主义那样将人物塑造成人格(

而是将人物塑造成一个影子(不见人气只见鬼气(
表现出&无理无本无我无根无绘无喻'的&六无'
特征!胡全生 ''"* 有与会者问) &那么后现代
主义文学有无美可言+'&没有*'他之所以如此回
答乃是基于这一事实) 即在人物究竟是人
!0;-01;"还是文字!K-86."或符号!.2F5."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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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后现代主义显然是持人物是文字或符号的

观点* 因此(若以人物为人或人格为基准(那么后
现代主义人物塑造则无美可言*

毫无疑问(美学自然关注美* 然而什么是美+
$美学大辞典%说) &人在实践中发现,创造的体
现人的本质力量,令人愉悦的事物形象' !('"*
这个定义(最最要紧的是&人'(因为说快乐不快
乐的是人* 然而(麻烦也就在&人'(因为人各有
所别(世界上人有几十亿(每一个都是独特的(没
有哪两个完全一模一样* 因此(能&令人愉悦'的
标准(在各人看来就会不一样* 西方的谚语&美
在视者眼里'!U433=;K.&%'"和中国的老话&情人
眼中出西施'(说的就是这一层意思) 美因人而
异* 将人物塑造为人或人格(使之在行为或心理
上像你的朋友或邻居(在一些作家看来(是能&令
人愉悦'的(甚至能让读者等同于人物(但在另一
些作家看来(就未必如此了* 加德纳 !M-=5
T4865;8"和加斯!E21124/T4.."在一次辩论中谈
到人物(说) &当我创作人物时(我想创作活生生
的人(实际中的人'!a36D25 @;,1428"""* 但加斯
却说) &对于我(人物是书中的语言定位(该文本
的其他部分(大多是作为修饰语而存在*'加德纳
立刻反驳) &我显然不同意比尔0指加斯2的这种
说法* 我认为(人物好比作家头脑中的幽灵(这个
幽灵非常清晰(它的基础(是作家通过想象(对很
多自己熟悉的人进行再构造或说融合' ! a36D25
@;,1428"*"* 显然(加德纳和加斯的人物观大相
径庭) 加德纳视人物为人(而加斯视人物为文字*
因此(若以加德纳的人物观来审视(那么加斯的人
物塑造则无美可言3反之(若以加斯的人物观来审
视(那么加德纳的人物塑造则无美可言* 于是我
们就碰到了另一个问题) 美存于何处+

在古代和中世纪(美被认为存于个人感受之
外(即存于客体之中* 比如在毕达哥拉斯学派那
里(宇宙!3=;752R;8.;"的有序结构由和谐而至(故
被当作完整和谐的一统体系!即3=;,-./-."* 他
们提出&美在和谐'的观点(认为&所有物体之美
均存于和谐'!<^-K8-n.̂2$+"(&主张人体美来自
身体各部分间的比例对称'!$美学大辞典%+'&"*
继承此学派美学观的古罗马作家和建筑师维特鲁

威!U48?7.B2387R27.S-112-"(就曾在其名著$建筑
十书%中(详细阐述人体各部之间怎样的比例才
算美) 比如脸部&为身高的十分之一'(头部&为

八分之一'(如此等等!<^-K8-n.̂2$'"* 达芬奇依
据这种比例(绘出了完美比例的人体(即&最好地
解释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美学观' ! .̂-K8-n.̂2
$%"的$维特鲁威人%!;-&'%1-/. H/.( &+)#"(图中
人体立于代表宇宙秩序的方和圆之中* 这里(我
们看到美存于物而显于形*

美在物中的观点一直持续到 &$ 世纪* 到 &*
世纪(在英国的经验主义者那里(这种观点受到了
反驳* 其中的典型代表(当是哈奇生 !Y845?2.
O73?=;.-5"和休谟!]4R26 O7/;"* 哈奇生受洛克
!M-=5 @-?̂;"的影响(&视美的理念!26;4"为第二
质理念'(认为&美仅仅作为理念而存在(不是作
为固有于客体的品质' !<=;11;H+""* 显然(哈奇
生是绕着圈子说美存于心中* 休谟也受到洛克的
影响(只是较之哈奇生(话说得更直白3他干脆认
为&美不是物身上的品质'(而只是一种存于&思
考物之大脑中的情绪!.;532/;53"' ! <=;11;H+(
++"* 美存于心中的观点在康德那里看得更清
楚* 在其现代美学的开山之作!,84KI-86 '&" $判
断力批判%的第一部分第一卷(康德将美学分为
两种) 美的美学和崇高的美学* 在该卷的第一章
&美者的分析论'中(康德开篇就说) &为了区分
某种东西是不是美的(0112它的规定根据只能
是主观的' !康德 "&#"* 可见哈奇生和休谟的
&美在心中'的观点影响着康德*

回到本文开头的提问&后现代主义文学有无
美可言+'(我们可以说(从毕达哥拉斯学派意义
上的美来说(后现代主义文学显然无美可言(因为
在后现代主义文学中(各元素之间所谓的比例对
称,和谐有序可能荡然无存(什么&三一律'(什么
&一头一身一尾'(都可能统统抛置脑后(传统意
义上的美在后现代主义文学中难以见到* &杜尚
之 后( 艺 术 不 再 与 鲍 姆 加 登 ! A1;̀456;8
G47/F483;5"的美学定义相联系' !U-846-8*&"*
有人问著名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福柯) &美对你
有什么特殊吗+'福柯答道) &我想美对任何一个
人都有特殊的意义* !笑"对于美(我是近视的(
但是还没有到瞎了眼睛看不见的地步* 0112
我对美是不敏感的'!福柯 )#&#"* 福柯的这一
回答实际道出了这么一层意思) 后现代主义不是
没有美学!###&美对任何一个人都有特殊的意
义'"(只是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美学!###&对于
美(我是近视的*' &我对美是不敏感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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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后现代主义文学奉行什么样的审美观呢+

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崇高美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现代美
学的奠基人康德是怎么谈论美学的*

前面提到(康德第一章讨论美的美学时受到
了哈奇生和休谟的影响* 第二章&崇高者的分析
论'讨论崇高的美学时(康德受到了博克!亦译柏
克"!Q6/756 G78̂;"的影响* 博克&第一次把崇
高与美明确区分开来' !$美学大辞典% +*$"*
&$'$ 年(博克发表 $论崇高与美两种观念的根
源%(&区分了崇高和美(认为崇高与美这两个观
念的起源完全不同(崇高来源于人类的自我保存
欲(美来源于人类的社会交往欲(崇高感是痛苦和
危险所造成的一种夹杂着快感的痛感(美感则是
爱所引起的快感'!$美学大辞典% +*$"* 在博克
那里(&崇高之物虽非绝对但一般都有令人敬畏
的量' !]-5-F=7;++%"* 博克曾写道) &无论何
物(凡是能引发痛苦和危险之念!26;4."的(即是
说(凡是令人可怕的(或者熟悉可怖客体的(或者
以类似于恐怖的方式操作的(就是崇高之源'
!]-5-F=7;+'$"* 这就是说(引发崇高感的是量
而不是质*

在博克的$根源%发表 $ 年之后(康德发表
$关于美感和崇高感的观察%(&基本上是运用柏
克的观点(来分析美和崇高这两种美学现象的'
!蒋孔阳 ))"* &$)# 年($观察%发表 "% 年之后(
康德发表$判断力批判%(&再次将美与崇高区分
开来(不过这次更加系统'!蒋孔阳 ''#"* 文中(
康德虽然&批判了柏克的经验主义和感觉主义的
观点'(&但是(在把美学范畴主要地分成美和崇
高(并认为崇高感是克服了痛感之后的快感这些
方面(他仍然是继承了柏克的看法的' !蒋孔阳
))"* 依据蒋孔阳的解读(康德一方面认为(美与
崇高&有许多共同的地方'!蒋孔阳 &#""(另一方
面也认为美与崇高存有三方面的不同) &o&美的
对象有形式和限制(崇高的对象则既无形式也无
限制'3"o&美是直接的单纯的快感(崇高则是间
接的由痛感转化而来的快感'3(o&美可以在对象
的形式中找到(而崇高则只能在主观的心灵中找
到'(因为&崇高的对象(如像大海(是无限的(没
有固定的形式* 它既超越了理解力的范围(也超

越了想象力的范围(我们在想象中无法全部再现
大海的形象* 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从
感觉上来把握崇高对象的表象形式' !蒋孔阳
&#(##+"*

在康德那里(崇高与&大'密切相关* 他说)
&我们把绝对地大的东西称为崇高的' !康德
"'$"* 康德把美与质联系起来(把崇高与量联系
起来* 他说) &愉悦在前者0美2是与质的表象相
结合(在后者0崇高2则与量的表象相结合'!康德
"'+"* 而且康德还认为(&对崇高者的愉悦就与
其说包含着积极的愉快(到不如说包含着惊赞和
敬畏(也就是说(它应当被称为消极的愉快' !康
德 "'+"* 康德说的&大'是&伟大'!F8;435;.."的
大(与&无限'!25I2523;"密切相关* 物因为无限大
而超出了我们的理解力* 我们面对喜马拉雅山的
无限大而感到无力(极力用想象来理解(即&把一
个量接纳入想象力'(然而却不能把握它(因为理
解中&有一个它不能超越的最大的东西' !康德
"%&"(于是想象受挫而感到不适(于是就有了不
悦感(因此这无力成了不悦之源* 用克劳福德的
话来说(&认识到我们的能力天生有限是令人沮
丧的(这便导致了不悦感' !,84KI-86 ')"* 或者
如贝德勒说的) &崇高是我们理解某物时所感到
的不舒服(比如大山或大风暴(这山或风暴太大(
大得使我们的大脑无法将它归类'!G;261;8&$*"*

也许(美与崇高之别可用两幅画来说明) 达
芬奇的$蒙娜丽莎%和杜尚的$带胡须的蒙娜丽
莎%* 依据康德对美与崇高的分析(我们可以认
为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体现的是美的美学(而杜
尚的$带胡须的蒙娜丽莎%体现的是崇高的美学*
前者是因&形'的和谐而美(后者是因&去形'而崇
高(或者说(原先达芬奇的美&出现了矛盾,分裂
的不和谐的近代形态' !牛宏宝 '%"* 我们看达
芬奇的$蒙娜丽莎%(感到的是一种和谐(令我们
感到安慰和快乐(一种由形式优美带来的愉悦*
可我们看杜尚的画中所添加的胡须和缩写字母的

题名时(看到的不是和谐而是矛盾和分裂(不是
&美'而是&丑'* 它们令我们感到一种&极大的压
迫'!牛宏宝 '%"(感到吃惊,不安甚至可怕或说
痛苦* 杜尚的$带胡须的蒙娜丽莎%因去形而无
形(&超越了理解力的范围(也超越了想象力的范
围'(故而我们无法想象蒙娜丽莎的形象* 这里(
利奥塔就先锋派说的话也适合用来讨论杜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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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胡须的蒙娜丽莎%) &作为绘画(它当然.表
现/什么(尽管是消极地的表现(因此它将避免形
象或者再现* 0112它将唯有不让我们看来使
我们看见3它将唯有制造痛苦让我们快乐'
!@H-3486 $*"*

康德不仅继承了博克的崇高论(而且还有詹
明信说的&深化')

在康德的美学观里!-崇高.的观念
又进一步得到深化$ 康德把-崇高.美
感延伸到-再现.的问题上!认为-崇高.
所表现的一方面是自然界的神奇力量!
以及人处身于大自然中相形之下而呈现

的渺小感觉$ 此外!-崇高.在康德的美
学观里指涉的更是艺术喻意的一种极

限,,,因为以人类智力既有的限制实在
无法把大自然无可比拟的力量予以表

现$ "詹明信 +*&,*"#

康德的这种美学观(他对美与崇高的区分与
分析(尤其是对崇高的美的分析以及对它的&深
化'(深深地影响了一些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如詹
明信,利奥塔(他俩都&主张崇高是绝对的后现代
范畴(标志着在后现代艺术中被超越的表现局
限'!,-55;8%'"* 尤其是利奥塔(他关注崇高达
"# 年之久!,-55;8%$"(且讨论崇高时主要参考的
就是康德(其 $后现代状况% !&)*+"和 $歧异%
!&)**"莫不如此*

其实(说到后现代主义的美(理论家常会提到
崇高的美(而说到后现代主义崇高(有的理论家(
如恩斯特龙(就会联想到两个人) 在&崇高'那里
会联想到康德(在后现代主义那里会联想到利奥
塔!Q5F.38p/&$$"* 康德将崇高定义为&绝对地
大'(并提出崇高具有无形,间接的愉悦,不可把
握,可怖的特征* 利奥塔就是在这里切入他的对
后现代主义美学的讨论* 第一(利奥塔接受康德
就崇高提出的特征(视这些特性为不可表现的表
现(认为后现代主义崇高与不可表现密切相关*
他说)

崇高发生于想象力不能表现原则上

与概念一致的客体!)**+$ 我们可以
想象无限的伟大或无穷的有力!但要表

现注定-展示.这绝对伟大或绝对有力
的客体!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能力!这是痛
苦的事$ 那些是不可能表现的理念
"Z6;4.#$ 因此!它们不传授关于现实的
知识!也阻碍可导致美感的能力自由融
合!阻碍趣味形成和稳定$ 可以说!它们
是不可表现的$ "@H-3486 $*#

利奥塔认为(康德将&.无形即缺乏形式/命名为
不可表现的可能标志'(实际是&证明'了有不可
表现之物(并由此推断先锋派绘画是&消极地表
现'(就像俄国画家马勒维希!_4V2/28U41;R2?="
的$白中白%!M"-&#(. M"-&#( &)&*"(画中只是一
倾斜的白色正方形* 利奥塔认为这说明先锋派是
在&尽力通过可见的表现手段来暗示不可表现'
!@H-3486 $*"*

第二(在接受康德的崇高论的基础上(利奥塔
提出崇高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奉行的美

学(但二者存有区别) &"现代主义崇高美学&怀
旧'(&许可不可表现之物只当作失去的内容来表
现'(读者在它那里还能得到&安慰'(但却得不到
&快乐与痛苦的内在结合'的真正崇高感(因为它
只有寻找不可表现的快乐(但不接受寻找不到不
可表现的痛苦3""后现代主义崇高美学却接受寻
找不到不可表现的痛苦(它不&缅怀不可获取之
物'(而是&以表现来表现不可表现(拒绝好形式
带来的安慰(拒绝趣味共识'(虽然它也&寻求新
的表现'(但目的&不是为了欣赏这些新的表现(
而是为了增强不可表现的意识'!@H-3486 *&"* 而
且(利奥塔还认为(现代主义&为了缅怀整体和统
一'!3=;K=-1;456 3=;-5;"而&付出了足够的代
价'(为此(他号召) &让我们向统一性开战3让我
们见证不可表现'!@H-3486 *""* 在阐述二者的区
别时(利奥塔例举普鲁斯特和乔伊斯来说明问题(
虽未明言他们的哪些作品(但内容却分明是指
$逝水年华%和$芬尼根守灵%* 利奥塔认为($逝
水年华%虽然 &唤起不可表现'(但 &统一连贯
!7523H"(即意识的冒险旅程'(&却没有受到严重
的挑战'(而$芬尼根守灵%却&允许不可表现在能
指中让人感受得到'(整个叙事甚至风格都&置于
游戏之中(根本不管是否统一连贯'!@H-3486 *#"*
因此(从利奥塔的区别中我们看到(现代主义和后
现代主义虽然都奉行崇高的美学(但奉行的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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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说彻底性还是有区别的) 现代的崇高有点&犹
抱琵琶半遮脸'(对美的美学它还藕断丝连* 用
贝德勒的话来说即是) &如果现代主义是含沙射
影地指向崇高(那么后现代主义本身就是崇高*
在后者(一切与美的联系都被切断###崇高代替
了美'!G;261;8&$$"*

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崇高内涵及其审美特征

那么后现代主义如何用崇高来代替美+ 即它
的崇高体现在哪里+ 虽然在形式试验方面(也就
是说在&寻求新的表现'方面(后现代主义文学所
用的创作技法在现代主义文学中均可见到("

二

者只存&代沟'或说程度之差(然在&以表现来表
现不可表现'时(后现代主义文学尤为注重以下
几个方面)

IS高歌反抗的艺术
作为一种艺术行为(后现代主义文学是为反

抗而存在的(它不像现实主义那样是为再现而存
在(也不像现代主义文学那样是为救世而存在*
在它那里(再现世界或拯救这个荒诞的世界不是
它要做的(也不是它做得了的* 既然不是艺术模
仿生活而是生活模仿艺术(既然不是人在说话而
是话在说人(那么用语言做成的文学何以能再现
或拯救世界+ 再说(后现代主义文学是在文学已
&枯竭',小说家&站在十字路口'之际(在呐喊造
反的反文化浪潮之中做出来的(要紧的是高歌反
抗(反抗所谓的传统(反抗所谓的&精英'(反抗所
谓的&终极意义'* &结果(美学上的先锋主义继
续与政治激进主义结为同盟' !G84H&"* 这种反
抗的艺术(追求的不是那种古典的美(也不是那种
&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而是以&丑'代&美'的
美(或者如斯科龙斯基说的(是 &一种去形美
学'*#$带胡须的蒙娜丽莎%实际是杜尚在一张印
有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的明信片上(给达芬奇画
的蒙娜丽莎添加了胡须(并写上 2RVRKRKR̀ (以
此命名该画* !据说这些字母是法语099#/ ="/%D
/% =%9的快读谐音(意为&她有一张热屁股'*"显
然(与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相比(杜尚的画绝然
不是&美' &好看'(相反是不好看(把达芬奇的
&美'通过&变形'或说&去形'弄成了&丑'* 杜尚
的画与达芬奇的画的对立(实际就是去形与造形
的对立* &造形通常意味有序,规范,习俗和系

统* 这样理解形的话(形便是指美学的规范方面)
要么是指形而上强制性的东西(要么是社会接受
的,正常的,大家欣赏的东西* 而去形则是抛弃
形(是种挑衅(是对强制性因素和现有的常规进行
造反'!<^-K8-n.̂2$""*

NS只求怎么讲不问讲什么
后现代主义文学只求怎么讲不问讲什么* 假

如你问杜尚&$泉% !$(%.&/-."讲的是什么+'他可
能只说&为这个物体创造一种新思想'($

至于这

个&新思想'是什么(他是不会说的* 假如你看不
懂莫里森的小说而去问她&讲的是什么+'(她会
说) &宝贝(这就是我们说的阅读' !转引自林玉
珍 '$"* 假如你问品钦&B究竟是什么+'他可能
会说是人又是物* 讲的是什么已经不那么重要
了* 实际说来(一个作品或说文本(就它&讲的是
什么'张三可能说讲的是这个(李四可能说讲的
是那个(王五可能说既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而是
另一个* 现代主义者会认为意义就在作品里(解
释可以&真'!387;"(因而有唯一,正确的解释(此
谓求统一(张扬的是非此即彼* 而后现代主义者
会反驳(说不是这么回事* 如德里达就主张文本
之外别无他物(每一个符号通过其与别的符号的
关系从而在语境中获得意义(因此是 &符号游
戏'(符号间的关系不断变化(意义也就不断变
化* 在德里达那里(可以建构和发现别的意义(提
出不同的但同样是科学的解释* 此谓存分歧(高
呼的是&差异万岁'* 终极意义只是一种理想(可
言而不可求* 在概念艺术那里(像杜尚的&现成
物'!8;46H/46;"(讲的其实不是艺术了(而是理
念* 一如基兰所言(&概念艺术虽不一向但却常
被认为显然缺乏美学之质* 0112当概念艺术
没有美学价值时(它充其量类似艺术批评(其本身
不具备艺术价值' !_2;845 "&)"* 文学上也有像
杜尚那样利用 &现成物'来创作(比如巴勒斯
!E21124/G788-7F=."(他的&剪拼法' !3=;?73J70
3;?=52a7;"将现有的文本(通常是乔伊斯,艾略特,
卡夫卡的(拿来剪碎然后任意拼贴起来(算是再创
作 ! 8;K82325F"* 又 比 如 安 德 鲁 斯 ! G87?;
A568;K."(他收集独立的短语与句子(有些是现成
的(有些是新写的(然后将它们组成新的文本* 尼
伦!M;II8;HC;41-5"称这样的写作为&概念写作'
!?-5?;03741K82325F"!参见 U?O41;&$)"* 概念写
作与概念艺术本质上是一样的(我们读阿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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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大前程%和巴塞尔姆的$白雪公主%(无异于看
杜尚的$带胡须的蒙娜丽莎%和$泉%(明白的恐怕
是他们怎么讲(感受的恐怕是费德曼!L4H/-56
Y;6;8/45 " 描 述 的, 他 们 玩 的 & 玩 剽 窃 '
!014HF2482./"!G8-2?= "'""*

MS尊奉不确定性为第一审美原则
不知道讲的是什么乃是因为后现代主义文学

推行的第一审美原则是不确定性*%
什么都不确

定(如何能知道讲的是什么+ 一头一身一尾将故
事引向!统" &一'(讲的是什么就在这&一'里*
但多头数尾这等故事就见不到&一'了* 福尔斯
的$法国中尉的女人%多头结尾(不见&一'只见
&多'或说&既11又11还11') 萨拉既是贞
女又是荡妇(你能见到&一'吗+ 巴塞尔姆的$看
见我父亲在哭泣%以&等等'!Q3?D"来结尾又能见
到&一'吗+ 库弗的$保姆%因&身'为 W式结构也
只落了个&既11又11还11'(保姆既死了又
安然无恙还与户主塔克私奔* 可见不确定性包含
在&多元'当中(它展现的是自然中的或然性) 事
物的发展本来就可能这样也可能那样* 唯有在有
限的范围内或说在具体的语境中(才可以断定是
一还是二(也就是说唯有在相对的情况下(才知道
是一还是二* 实际上二战后(美学中相对主义占
上风) 人们认为美学的价值在于其现实与地方文
化和历史条件相关* 因此(一个好的艺术品只
&好'在一个特定的文化当中!]733-5 "&""*

TS"差异万岁#
&差异万岁' !B2R;1462II;8;5?;"是菲拉特和

多拉基亚提出的概念3他们观察到人们在企图界
定后现代主义时有&三个方面很突出'(第一个便
是&不唯单一工程,法则!-86;8",存在方式是从(
因而欢迎差异' !Y2843]=-14̂24&"'"* 他们认为
后现代主义就是&号召人们辨认单一宏大工程值
得疑问的本质'(即利奥塔说的&宏大叙事'(把它
&从高高在上,受人尊敬的位置上拉下来' !Y2843
]=-14̂24&"%"(这实际就是号召人们去&接受差
异'!Y2843]=-14̂24&"$"* 他们解释说(差异意味
&开放'(意味&容忍' !&认识和尊重他者的信仰
和行为'"(意味&敬意' !&敬重他者的情感,愿
望,意见和判断'"(意味&多元性'和&多样性'
!Y2843]=-14̂24&(#"* 后现代社会是后工业社
会(其生产模式已是灵活,多样的后福特主义生产
模式(其经济是后福特主义经济(&这种经济创造

了一种新的,推崇差异,多样性和短暂性的后现代
文化'!T483/45 &"&"* 后现代主义文学作为后现
代文化的一部分(同样也推崇差异,多样性和短暂
性* 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创作技巧(全都是
为求&不同'或说&陌生'而存在(无论是碎片化,
断裂叙述,W式情节结构,多元开头或结尾(还是
借用或混用通俗文类(莫不如此*

KS在极端和折中当中获取陌生
为追求陌生化效果(现代主义高喊 &日日

新'(后现代主义高歌&篇篇怪'('
虽一字之差(本

质上却相同(只是&篇篇怪'更趋激进* 现代主义
文学为了要&新'(大搞形式试验(且在追求陌生
化效果的过程中(只走&精英主义'!;1232./"路线(
排斥传统的或说通俗的东西* 而后现代主义文学
却&两条腿走路'* 一方面(对现代主义文学中的
创新手法(后现代主义文学也用(只是程度上更趋
张狂(因为要是照着现代主义文学那般用(那就不
新了(因此(为了&新'上加新(须把那些创新手法
做成&怪'(而为了要&怪'(就须让此时已不那么
&新'的东西呈现极端的形态* 也就是说(后现代
主义文学要在&新'的基础上更加新(只有&怪'才
行* 于是我们见到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形式试验(
花样更加张狂,频繁,极端(较之现代主义文学更
加新而变得&怪'了(如 GD<D约翰逊的活页小说
$不幸的人们%(加斯的大搞排印试验的$威力-
马斯特斯孤独的妻子%(库弗的全然由碎片做成
的$保姆%* 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文学还通过使
用传统的,&旧'的东西来获取陌生化效果* 这就
是说(它既使用现代主义文学中的&新'的创作手
法(也使用传统中的&旧'的创作手法(依靠走折
中主义的道路来获取陌生化效果* 体现这折中主
义的是它的另一口号) &什么都行' !A5H3=25F
T-;."* &什么都行'是针对现代主义文学所奉行
的精英主义而言的3后现代主义文学不要精英主
义(而要&折中主义'(即英文中的 ;?1;?32?2./(也
就是&兼收并蓄'* 后现代主义文学推行折中主
义美学时(采用的策略之一就是借用和d或混用通
俗文类(但使用中必定釜底抽薪(改变它的一些面
貌(即施以&去形'之术(让旧瓶装上新酒(在似曾
相识中呈现&怪'或说&陌生'* 按照格雷贝斯的
说法(这种陌生是种&委婉陌生'(&由微妙差异构
成(在已然熟悉中见出变化'!T84>;.&#("* 格雷
贝斯称这种美学为&微妙差异美学' !4;.3=;32?-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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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62II;8;5?;" !T84>;.&&+"* 在这种美学里(
接受者的任务不是去发现先锋派式&激进陌生'(
&而是在看似熟悉或类似现有物中发现微妙差
异* 这绝非易事(因为视者或读者须熟悉现存的
形式和主题(以便注意到微妙差异处在新创的变
化之中(或者认识到通俗元素相互组合导致一种
对应或说有趣的对照' !T84>;.&&+ &'"* 这种
在折中当中追求陌生化效果的策略在 "# 世纪 $#
年代中期后越演越烈(以至到了 *# 年代(有评论
家&开始谈论后现代主义终结'!T84>;.&#""*

LS在调整期待中获取愉悦
阅读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愉悦(不像阅读现实

主义或现代主义文学那样(是在期待的完成中获
取* 比如我们阅读通俗小说(只要知道其归属的
类别(便会按此类别来期待作品* 读侦探小说(最
后会有&穷凶'的释然3读童话(结尾有&此后他们
便幸福地生活在一起'3读西部小说(必定是&好
汉'战胜&恶棍'3读罗曼史(最终必有浪漫之结
局* 但是读后现代侦探小说(却常常见不到&穷
凶'的释然(即使有也不是靠理性的推断胜出(抑
或靠偶然所至(一如$玫瑰之名%* 读后现代西部
小说(&好汉'未必战胜&恶棍'(有如多克特罗
!QD@D]-?3-8-K"的$哈德泰姆斯欢迎你%中的布
卢之于特纳* 读库弗的 W式情节结构的$保姆%
也一样(读者期待一次次(受挫一次次* 读者读这
类后现代主义小说(因期待未果而得不到安慰
!.-14?;"(于是感到沮丧(感到康德说的痛苦(但
痛定后再调整期待(一次次痛苦一次次地调整期
待(趣味和愉悦便由此而生* 因此(阅读后现代主
义小说的愉悦不在期待的完成之中(而在不停地
调整期待里(因为调整期待意味积极参与作品意
义的创造(有如阅读$保姆%那样(愉悦只有在读
者一次次期待一次次调整(明白这不确定性背后
所召唤的参与时才有*

天地太高太大(高大得超越了我们的理解力
和想象力(故而是崇高的,不可表现的* 与天地一
样(现实也是不可表现的(一如布朗所言(&现实
不可用人类的文化形式来表现'(而&由于不能表
现现实(也就不存在任何权威叙述'(这是后现代
主义的&两大核心原则' !G8-K5 % $"* 如果说
后现代主义的表达有什么价值的话(这价值&就
在于企图命名不可命名'(这是詹明信所相信的
!E47F= ")#"* 后现代主义&倡导'的(是&和肯定

标准结构,秩序和现代性规范的表现模式决裂(转
而实践暗示潜力和可能性的表现模式(这些可能
性包含着.他者/,.不可表现/和.陌生/' !Y2843
]=-14̂24&(""* &简而言之'(以传统的美学观来
衡量(&没有后现代主义美学(因为后现代主义不
知道如何谈论自己的美*'没有哪一个后现代主
义艺术家&能够对其同仁或学徒说) .它就应该这
样做(因为这样做使得它美/'!E=23;(*"*

注解(F"-%.)

! 依据里蒙 凯南的看法(在这场争论中(写实派的主张
!8;412.32?48F7/;53"视人物为人(纯粹派的主张 ! 0782.3
48F7/;53"视人物为文字(前者的理论基础是模仿说(后者
的理论基础是符号学!详见 L2//-5J_;545( ,=403;8("*

另依据博特卢西和迪克逊的看法(传统理论视人物为人(

近当代理论视人物为符号 !详见 G-83-17..2e ]2̀-5(
,=403;8'"*

" 比如格雷贝斯注意到) 在后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那
里(&除了运用新媒体外(所有的艺术生产和文学都拾起
了在现代主义中发现和发展的概念和表现模式'!T84>;.
%$"* 又如达恩也注意到) &没有哪一个叙事技巧被标为
后现代主义所独有'!]\=4;5 "$""*

# 斯科龙斯基称&先锋派画家在其作品中运用去形的脸
部!或躯体"'为&去形美学'!45 4;.3=;32?.-I6;I-8/432-5"
!<^-K8-n.̂2$""*
$ 杜尚拿来一只尿壶(命名曰$泉%(署名&理查德-马特
先生'(然后送去纽约展览(被拒绝* 据说后来杜尚解释
说) &是否真是马特先生亲手所做无关紧要* 重要的是他
选择了它* 他将一件日常生活用品(放在这样的环境里(
给它一个新标题和新视角(它原先的使用意义消失了(但
却为这个物体创造一种新思想'!转引自T84>;.(%"*

% 不少批评家认为不确定性是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标准
或标志* 如达恩认为&.不确定性/是哈桑以降被认为是
经典后现代主义的基本标准'!]\=4;5 "$$"* 又如哈维视
不确定性为&后现代思想'三大标志之一(另外两个标志
是&碎片化'和&强烈怀疑通用或说.统一/话语'!O48R;H
)"*

' 中国学者赵毅衡认为&日日新' !U4̂;Z3C;K"是现代
派高举的旗帜(而&篇篇怪'!U4̂;Z3<3845F;"是后现代派
高举的旗帜!赵毅衡 &$"(窃以为很有见地*

引用作品(A"&C.!)-%5)

G;261;8( S471TD&9=;S-.3/-6;85 <7>12/;) _453456 9-5H
</23=\.A5;?6-3;-I3=;,7>;D' !"#S(%'./9()>#:&"#&-=:
/.D >'&,'-&-=-:A'(D" !&))'") &$$ *%D

G-83-17..2( U482.4( 456 S;3;8]2̀-5D7:?="(./''/&(9(E?)

-&##-



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崇高内涵及其审美特征

$(%.D/&-(.:)('&"#0AG-'-=/9<&%D?()2-&#'/'?F#:G(.:#D
,4/>826F;) ,4/>826F;cS( "##(D

G84H( M-;( A12.-5 T2>>-5.456 G8245 U?O41;D;6.D!"#
F(%&9#DE#,(AG/.-(. &(0bG#'-A#.&/92-&#'/&%'#D@-56-5
456 C;KW-8̂) L-731;6F;( "#&"D

G8-2?=( c182?=D&Z53;83;̀374123HD' C.&#'./&-(./97(:&A(D#'.J
-:A) !"#('?/.D 2-&#'/'?7'/=&-=#DQ6.DO45.G;83;5.
456 ]-7K;Y-̂^;/4DA/.3;864/ 456 S=2146;10=24)
M-=5 G;5X4/25.S7>12.=25F,-/045H( &))$D"+) ''D

G8-K5( ,4117/D7(:&A(D#'.-:A )('V-:&('-/.:DC;KW-8̂)
"##'D!

,-55;8( U48? ,DD & S-.3/-6;85 Q̀=47.32-5) 9=-/4.
SH5?=-5\.;-.#9/.D 456 3=;A;.3=;32?-I3=;G;4732I71D'
<&%D-#:-. >A#'-=/. $-=&-(.D"+D& !&))%") %' *%D

,84KI-86( ]-5416 EDD&_453D' !"#F(%&9#DE#,(AG/.-(. &(
>#:&"#&-=:DQ6.DG;8H.T473456 ]-/252?U?ZR;8@-0;.D
@-56-5 456 C;KW-8̂) L-731;6F;( "##&D'& %+D

]\=4;5( 9=;-D&Q78-0;45 S-.3/-6;852./) 9=;,-./-6;85
9785D' *>FF>!C;0"&D( !"#&(") "$& *(D

]-5-F=7;( E21124/D&SH5?=-5\..OH.3;82?41<7>12/;D/'
,'-&-3%#'"D+ !"#&&") +++ ')D

]733-5( ];52.D & A;.3=;32? c52R;8.41.D' !"#F(%&9#DE#
,(AG/.-(. &(>#:&"#&-=:D"#( &+D

Q5F.38p/( 92/-3=H ODD & 9=; S-.3/-6;85 <7>12/;+
S=21-.-0=2?41L;=4>2123432-5.456 S84F/432?QR4.2-5.D'
I(%.D/'?" "#D" !&))(") &)# "#+D

Y2843( ADY743( 456 C2̂=21;.= ]=-14̂24D&9=;-8;32?41456
S=21-.-0=2?41Z/012?432-5.-IS-.3/-6;85 ];>43;.) <-/;
,=411;5F;.3-U-6;85 U48̂;325FD' H/'Q#&-.E !"#('?%D
" !"##%") &"( %"D

福柯) $福柯访谈录###权力的眼睛%(严锋译* 上海) 上
海人民出版社(&))$*

0Y-7?4713( U2?=;1D!"#7(+#'()&"#0?#:) C.&#'1-#+:+-&"
$(%=/%9&D 9845.D W45 Y;5FD <=45F=42) <=45F=42
S;-01;\.S8;..( &))$D2

T483/45( ]4R26D&S-.3/-6;852./3 P8( 3=;,7137841@-F2?-I
S-.3 Y-862./+' !"#<(=-(9(E-=/9 %̀/'&#'9? ()D&
!&))*") &&) ($D

T84>;.( O;8>;83DH/Q-.E <&'/.E#) I#/%&?( <%89-A-&?( /.D
&"#!7(:&"H(D#'. &!"-'D >#:&"#&-='DA/.3;864/456
C;KW-8̂) L-6-02( "##*D

O48R;H( ]4R26D !"# ,(.D-&-(. () 7(:&A(D#'.-&?D
U4..4?=7.;33.eP̀I-86) G14?̂K;11( &))#D

胡全生) &后现代主义小说中的人物与人物塑造'($外国
语%&"*D+ !"###") '" '**

0O7( [745.=;5FD & ,=484?3;8456 ,=484?3;82V432-5 25
S-.3/-6;852.3Y2?32-5D' S(%'./9()$('#-E. 2/.E%/E#:

&"*D+ !"###" '" '*D2
詹明信) &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载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詹明信批评理论文
选%(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 北京) 三联书店(牛津
大学出版社(&))$* +"# '&'*

0M4/;.-5( Y8;682?D&S-.3/-6;852./-8( 9=;,7137841@-F2?
-I@43; ,4023412./D' !"# ,%9&%'/92(E-= ()2/&#
,/G-&/9-:A) S/A#:(.]:<#9#=&#D M('Q:(. ,'-&-=/9!"#('?D
Q6DN=45F:76-5F( 9845.D,=;5 [25Fa24-#&/9D
G;2X25F) <451245 G--̂ O-7.;456 P̀I-86 cS( &))$D
+"# '&'D2

蒋孔阳) $德国古典美学%* 北京) 商务印书馆("#&+*
0M245F( _-5FH45FD,9/::-=/9L#'A/. >#:&"#&-=:DG;2X25F)

,-//;8?241S8;..( "#&+D2
康德) $康德著作全集第 ' 卷) 实践理性批判3判断力批

判%(李秋零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0_453( Z//457;1D!"#,(AG9#&#M('Q:()Y/.&R;(9R;)

,'-&-3%#()7'/=&-=/9F#/:(.3 ,'-&-3%#()S%DEA#.&DQ6D
@2[27125FDG;2X25F) ,=254S;-01;\.cS( "##%D2

_2;845( U433=;KD&B417;-IA83D' !"#F(%&9#DE#,(AG/.-(.
&(>#:&"#&-=:D"&' "'D

@;,1428( 9-/D & A ];>43;) E21124/ T4.. 456 M-=5
T4865;8D' >.?&"-.E ,/. V/GG#.) C.&#'1-#+: +-&"
,(.&#AG('/'?>A#'-=/. *(1#9-:&:DQ6.D@;,1428( 9-/456
@488HU?,4II;8HDc8>454456 ,=2?4F-) c52R;8.23H-I
Z1125-2.S8;..( &)**D00D"# (&D

林玉珍!胡全生) &后现代主义小说中的通俗性###通俗
小说类型在后现代主义小说中的使用'($当代外国
文学%( !"##%") '& '*D

0@25( W7V=;5F( 456 O7 [745.=;5FD&9=;,-5R;532-5.-I
S-.3/-6;852.3Y2?32-5) 9=;c.;-IS-07148T;58;.25
S-.3/-6;852.3Y2?32-5D' ,(.&#AG('/'?$('#-E. 2-&#'/&%'#
( !"##%") '& '*D2

@H-3486( M;45JY845--2D&A5.K;825F3=;[7;.32-5) E=43Z.
S-.3/-6;852./+' 9845.DLjF2.]78456D!"#7(:&A(D#'.
,(.D-&-(.) > F#G('&(. Y.(+9#DE#D U255;40-12.)
c52R;8.23H-IU255;.-34S8;..( )3= 0825325F( &))(D
$& *"D

U433=;K.( S4382?24UDD&_453\.<7>12/;) AY-8/-IS78;
A;.3=;32? L;I1;?32R; M76F/;53D' !"# S(%'./9 ()
>#:&"#&-=:/.D >'&,'-&-=-:A'+D" !&))%") &%' *#D

U?O41;( G8245D !"# ,/A8'-DE# C.&'(D%=&-(. &(
7(:&A(D#'.-:ADC;KW-8̂) ,4/>826F;c52R;8.23HS8;..(
"#&'D

U-846-8( Y;85456-Y1-8;.D7(:&A(D#'.-:A /.D &"#@-E-&/9
0'/D98H?̂) @756 c52R;8.23H( "##$D

牛宏宝) $现代西方美学史%*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

-&#&-



文艺理论研究!"#&% 年第 + 期

社("#&+*
0C27( O-5F>4-DV-:&('?()&"#H(D#'. M#:&#'. >#:&"#&-=:D

G;2X25F) S;̂25FcS( "#&+D2
L2//-5J_;545( <=1-/23=D*/''/&-1#$-=&-(.) ,(.&#AG('/'?

7(#&-=:D@-56-5 456 C;KW-8̂) UQ9OcQC( &)*(D
<=;11;H( M4/;.D&Q/0282?2./) O73?=;.-5 456 O7/;D' !"#

F(%&9#DE#,(AG/.-(. &(>#:&"#&-=:D($ +)D
<^-K8-n.̂2( _8VH.3-IS2-38D&Y4?241Z/4F;.4.4E4HI-83=;

A832?71432-5 -IB417;.25 3=;AR453JF486;\.A;.3=;32?.-I
];I-8/432-5D' B/9%#C.3%-'?I((Q<#'-#:"%+ !"#&(")
$& )(D

E47F=( S4382?24D&S-.3/-6;852./D' !"#,/A8'-DE#V-:&('?
() 2-&#'/'? ,'-&-=-:A( ;(9R )) !+#.&-#&"J,#.&%'?
V-:&('-=/9( 7"-9(:(G"-=/9/.D 7:?="(9(E-=/97#':G#=&-1#:D
Q6.D ,=82.34 _5;11K-1I 456 ,=82.3-0=;8 C-882.D
,4/>826F;) ,4/>826F;cS( "##&( "*) (#'D

E=23;( ,7832.D&ZA/A832.33 ZU4̂;G;4732I719=25F.) A
,8;6--I<-83.,-5?;8525F3=;C;KG;473HD' F#1-#+()
,(.&#AG('/'?$-=&-(. &*D" !&))*") ($ +%D

赵毅衡(&后现代派小说的判断标准'($外国文学评论%+
!&))(") &" &)D

0 N=4-( W2=;5FD & M76F/;53,823;824 I-8S-.3/-6;852.3
Y2?32-5D' $('#-E. 2-&#'/&%'#F#1-#+"*D+ !&))(") &"
&)D2

朱立元主编($美学大辞典% !修订本"* 上海) 上海辞书
出版社("#&+*

0 N=7( @2H745( ;6D@-=&-(./'? ()>#:&"#&-=: ! L;R2.;6

Q6232-5"D<=45F=42) <=45F=42]2?32-548HS8;..( "#&+D2
0E45F( N=;567-D&AC;KT;58;]-;.Q/;8F;D' S(%'./9()

V#./. *('A/9B.-1#':-&?'!&)$)") *# *(D2
###) &文学风雨四十年-说明'($文学风雨四十年%(於

可训,吴济时,陈美兰主编*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 年* )*

0 D&AC-3;-5 3=;9;̀3R' $(%'@#=/D#:()2-&#'/'?M-.D
/.D F/-.DQ6DW7 _;̀75( E7 M2.=2456 ,=;5 U;2145D
E7=45) E7=45 c52R;8.23HS8;..( &)*)) )D2

吴亮!程德培) &当代小说) 一次探索的新浪潮!代后
记"'($探索小说集%(吴亮,程德培编* 上海) 上海
文艺出版社(&)*% 年* %'+*

0E7( @245F456 ,=;5F];0;2D&,-53;/0-848HY2?32-5) A5
Q̀01-8432-5 -I3=;C;KE4R;D' 0bG#'-A#.&/9*(1#9:R
<=45F=42) <=45F=42@23;84378; 456 A83S7>12.=25F
O-7.;( &)*%) %'+D2

赵少候) &法国短篇小说选-序'($法国短篇小说选%(赵
少候编*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年* )*

0N=4-( <=4-=-7D&S8;I4?;D' <#9#=&#D $'#.=" <"('&<&('-#:D
G;2X25F) ,=254W-73= S8;..( &)$*) )D2

张金杰) &.伤痕文学/的质问'( $鞍山师专校刊%(&
!&)*#") '**

0N=45F( M25X2;D & [7;.32-525F . @23;84378;-I<?48./D'
S(%'./9()>.:"/. !#/="#':,(99#E#&!&)*#") '*D2

,责任编辑% 王!峰

############################################

-

!!,上接第 %* 页-
0E45F( N=;567-D&AC;KT;58;]-;.Q/;8F;D' S(%'./9()

V#./. *('A/9B.-1#':-&?'!&)$)") *# *(D2
###) &文学风雨四十年-说明'($文学风雨四十年%(於

可训,吴济时,陈美兰主编*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 年* )*

0 D&AC-3;-5 3=;9;̀3R' $(%'@#=/D#:()2-&#'/'?M-.D
/.D F/-.DQ6DW7 _;̀75( E7 M2.=2456 ,=;5 U;2145D
E7=45) E7=45 c52R;8.23HS8;..( &)*)) )D2

吴亮!程德培) &当代小说) 一次探索的新浪潮!代后
记"'($探索小说集%(吴亮,程德培编* 上海) 上海
文艺出版社(&)*% 年* %'+*

0E7( @245F456 ,=;5F];0;2D&,-53;/0-848HY2?32-5) A5
Q̀01-8432-5 -I3=;C;KE4R;D' 0bG#'-A#.&/9*(1#9:R

<=45F=42) <=45F=42@23;84378; 456 A83S7>12.=25F
O-7.;( &)*%) %'+D2

赵少候) &法国短篇小说选-序'($法国短篇小说选%(赵
少候编*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年* )*

0N=4-( <=4-=-7D&S8;I4?;D' <#9#=&#D $'#.=" <"('&<&('-#:D
G;2X25F) ,=254W-73= S8;..( &)$*) )D2

张金杰) &.伤痕文学/的质问'( $鞍山师专校刊%(&
!&)*#") '**

0N=45F( M25X2;D & [7;.32-525F . @23;84378;-I<?48./D'
S(%'./9()>.:"/. !#/="#':,(99#E#&!&)*#") '*D2

,责任编辑% 王!峰-

-&#"-


	Aesthetics of the Sublime and Its Connotations and Properties in Postmodern Literature
	Recommended Citation

	tmp.1647374404.pdf.KQqF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