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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与艺术实践! 阿尔都塞文艺批评中(群众)概念的展开

霍!炬

摘!要! 阿尔都塞对政治性的#群众$概念进行了理论厘清"申明在斗争中被联合起来的各阶级群众既是行动起点"也是
理论归宿"因此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脉络中独树一帜' 本文从文艺批评论述出发"强调阿尔都塞对当代批评理论
中的#作者$#形式$和#间离效果$等概念的重新定位"用#距离$理论说明围绕着群众运动的意识形态实践如何介入现
实和发挥现实功能"对#群众$概念的历史脉络(阿尔都塞文艺批评的理论斗争内容(他在当时新艺术实践中发现的积极
内容以及哲学 艺术实践整体中的有机联系等问题展开论述'
关键词! 阿尔都塞*!群众*!距离*!意识形态
作者简介! 霍炬"文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西方现代文学理论和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工作' 通
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长安街 0$# 号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X' 电子邮箱! 5*83.=5(3/"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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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ZY['"ZYZ 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指
出!%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
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 #,马克思
恩格斯-第 "$ 卷 [%&$这个著名的论断里最值得
关注的是%如何创造&的问题"马克思似乎将文学
生产与其他商品生产划上等号* 但恩格斯在
"ZX& 年则进行了补充说明"%这方面我们两人都

有同样的过错& %我们最初是把重点放在从作为
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
其他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
%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和忽略了形式
方面"即这些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
的&#,马克思恩格斯-第 &0 卷 X&$* 马克思主义
文艺批评对艺术生产的特殊认识就存在于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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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理论研究!$#$# 年第 & 期

论述缝隙当中* 艺术不等于意识形态"它比政治+
经济+法律和宗教等理论更为复杂和晦涩"纯粹的
意识形态要%同现有的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
%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马克思恩格斯-第
$" 卷 &%Z$* 而对艺术则显然不能做这样的简单
概括"因为艺术发挥着完全不同的作用* 怎样界
定艺术和意识形态的关系"与精确定位马克思主
义文艺批评的整体理论有关* 伊格尔顿认为阿尔
都塞提出了一种关于文学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

%更为细致#虽然仍不完全$的说明& #伊格尔顿
$"$"这个%仍不完全&"是指阿尔都塞没有进一步
从%形式&的角度对艺术作品进行分析"伊格尔顿
的论点是!%文学形式的重大发展产生于意识形
态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 它们体现感知社会现实
的新方式以及艺术家与读者之间的新关系*&#伊
格尔顿 $Z'$X$虽然有大量的转折和限定"伊格
尔顿%完全&的方法仍然可以被概括为一种心理
学理论"即社会现实的改变造成了读者普遍的心
理需求"在新需求的压力下"艺术家开始改变他们
的创作"产生新的形式* 可是这种方法仍然要面
对马克思提出的问题"即艺术对象怎样创造出懂
得艺术的大众. 而不是简单地适应群众的大众*
阿尔都塞在论画家卢西奥)方迪时说道!%承载
着意识形态的形象决不会让人看到自己原本出自

形象中的意识形态*&#%阿尔都塞论艺术五篇&下
0#$也就是说"艺术生产的特殊性在于它和意识
形态之间的距离'''%不会让人看到&"这里不仅
仅是一种简单的反映刺激关系"而是存在着非常
复杂的理论迂回和立场定位"这里最重要的理论
环节就是对%群众&#读者大众$概念的知识阐释*
因此"为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理论特
殊性"我们将经由阿尔都塞所使用的%群众&概念
来分析其意识形态理论在文艺批评中的位置*

一" 作为理论批判关键环节的(群众)概念

%群众&的概念史是现代社会思想发展的重
要体现* 十六+十七世纪的启蒙话语中已经产生
了表达广泛参与政治改革方向的术语 B6,6-+-68
W*++#普通人$和 d3.P" ?3.P" W*::6:#大众$"但
这些词在当时专指有待于改造的受教育对象"是
落后+蒙昧的代表"必须用精英阶级的理性之光来
照亮他们沉睡的精神*!

群众'''绝大多数的人

民'''作为一个正面的理论命题"在十八世纪也
并未出现"如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在法国出现并得
到普遍认同的%人权& #=83-9:=6.D53,,6$概念则
通常只被赋予有产者的道德 利益共同体*"

十九

世纪"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哲学上第一次确立了
%群众&的位置"在阿尔都塞看来这是贡献了%某
种新的+决定性的东西& #,哲学与政治- "0[$*
列宁对马克思,5政治经济学批判6序言-的赞扬
集中在%研究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
的变更&#,列宁全集- 0#$之上"%群众&不是一
个%抽象&"也不是一个个%个体&的结合"%群众&
或%人民&定义直接决定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
论特点*#

马克思主义形成了真正的正面意义上的群众

概念"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话语却带来了一
系列理论问题* 二十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左翼理
论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学理知识层面的丰富性"但
也形成了%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倾向* 这种
倾向在%超越教条主义&的口号下提出很多改良
路线"如将文化与理论生产问题转变为对艺术与
文学创作的的普世主义与自由主义态度"将党定
位成民族文化中最具进步性的%继承人&*$%人道
主义&的前提是有一种理想型的人* 这种态度进
而演变成对%保守的大众&的认定"即大众是%普
遍异化&的后工业社会制造出来的"表现为扭曲
的%舆论&或%民意&* 这样的大众不值得依靠"只
能依靠 %被遗弃者和被排斥在外者&的 %亚阶
层&'''%其他种族和有色人种"失业者和不能就
业者&'''的%敌对行为&来攻击社会制度#马尔
库塞 $"0$* 阿尔都塞在与这种倾向的论争中形
成了他特有的%群众&理论概念*

阿尔都塞首先尊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

主张"他在,答刘易斯-中强调"%是群众创造了历
史&*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些群众不是指大量
/知识分子0贵族或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专家(
它是指那批被剥削的阶级+阶层和类型"他们聚集
在那个在大规模生产中被剥削的阶级周围

1332! 无产阶级*&#,自我批评论文集- YX$阿
尔都塞的这个论点是很多攻击的主要对象"人们
惊呼%作为能动的主体的人不见了4& %这将是没
有人的历史"人被贬低为只不过是承担社会关系
模式的媒介"而不是它的创造者*&#,自我批评论
文集-#补卷$ &Y'&0$阿尔都塞在%理论的反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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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与艺术实践! 阿尔都塞文艺批评中%群众&概念的展开

道主义&主题下强调意识形态是物质性的"既不
是%虚假意识&#或对虚假意识在观念上的批判$"
也不是由精英们凭其对真理的把握"对理性的洞
察而灌输给群众的革命意识形态*

由此"阿尔都塞形成了对当代哲学话语本身
的深刻质疑"这种质疑建立在对意识形态的理解
上"%我们可以把哲学看作是1332统治阶级意
识形态的理论形式* 通过其理论形式"统治阶级
的意识形态保证了自己对科学知识 /控制0&
#b*8:L&$&$* 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本人以不清
晰的方式指出了这一质疑"甚至是借助%表述中
的沉默"某些概念的空缺"它的论证的严格性的空
白&#,读5资本论6- $$* 阿尔都塞说列宁给了
我们一些针对这种%空白&的"马克思主义%新的
哲学实践&的指引"它新在和其他以%否认&为实
践的哲学划清了界限"同时也和%人道主义的&西
方马克思主义划清了界限* %否认&的哲学实践
威胁真正科学的诞生"或者把%粗野的&科学精致
化"做无害化处理"%

而%马克思面对的是形成他
思想的条件"1332在他的时代中通过对概念的
历史限制而明确地指向一种 /粗野的0状态&
#U.95(::68"%X$(那些幻想着去%解释世界&的哲
学都号称%以科学的方式&干预政治"对阶级斗
争+无产阶级的斗争进行否定"同时又极其顽固地
否认自己从未做过这种干预* 只要这些哲学家认
为自己有%理性& %人性&的普遍价值作为后台来
撑腰"只要他们认为哲学家能够改变世界"能扮演
一个美丽新世界的良心"他们就一定要否认下去"
当然"这种%否认&发挥着非常明确的客观的上层
建筑的功能*

对%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
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第 & 卷 Z$
这句名言的曲解就代表了%否认&哲学的特点! 齐
格蒙)鲍曼说这句话%不过是启蒙哲学运动对哲
学及其使命的普遍看法的迟来的重新表达而

已&"这句话的前半句在孔多塞+特拉西之后%显
然是不合适的&"哲学家就是要摆弄他们的社会
改造蓝图"后半句%只是表达了这些哲学家的观
点&"这观点对他们来说%太显而易见&"以至于没
必要进行解释#鲍曼 "&Y$* 鲍曼将马克思理解
为一个典型的%哲学家&"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则从
中看到%发现真理& %从异化中解放&*&

阿尔都塞

在列宁那里看到了%新的&解释"马克思的这段话

不是说%哲学家&要改变世界"'%改变世界&的主
语并没有指定是哲学"它的后半句整个针对的是
前半句"即要用%改造世界&的实践去代替%哲学
家解释世界&的实践* 因此"不能说马克思主义
是一种新的实践哲学"由那些掌握了马克思主义
思想真理的人操控"灌输到无产阶级的头脑当中"
而应说它是%有助于改造世界&的哲学实践"%仅
仅有助于而已"因为创造历史的不是理论家+科学
家或哲学家"也不是/人们0"而是/群众0"即在同
一场阶级斗争中被联合起来的各阶级&#,哲学与
政治- "0X$*

%群众&对阿尔都塞而言不是一个%哲学概
念&"即只在思辨活动中存在的话语符号* 经过
了从二战的抵抗运动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群众

运动"在阿尔都塞个人的生活史中"%群众&是政
治斗争的核心"是作为一个法共党员的阿尔都塞
时刻不能忘怀的%确凿的事实&* 二战中"法国共
产党拘泥于%帝国主义战争&理论"迷恋公开集会
宣传"使党组织受到了严重破坏"这时只有那些与
党失去联系的战士积极组织民众进行抵抗"在危
急时刻"只有这种在正统官方的%党的意识形态
机器&#,来日方长- $"%$看来纯属冒险主义+机
会主义和流寇路线的斗争才真正在法兰西打击了

法西斯侵略者* 阿尔都塞引用莫里亚克的话%只
有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对受屈辱的祖国忠诚

不渝的&%因为历史不是由这样的个人的立场所
决定的"而是由那些阶级的对抗和阶级的立场所
决定的&#$#X$* 阿尔都塞对法共在 "X0Z 年民众
运动中的所作所为同样进行了深刻的批评"党在
斗争最激烈的关头千方百计地阻挠大学生和工人

群众的队伍团结在一起"竟然强迫总工会和资产
阶级政府进行经济谈判"党%做了它所能做的一
切(1332以党的组织力量+党在政治和意识形
态方面调动干部的力量"要破坏民众运动&
#$%0$"法共的政党机器在群众的自发性面前表
现出保守的本性*

同时"%群众&又是一个%理论&上的概念"正
是通过这个概念"阿尔都塞才与那些以%对象+开
端+历史&的名义建立起来的%哲学& %划清了界
限&"这是他%理论实践&的重要组成* 与人民同
在"阿尔都塞说这是%消失在那黑压压的支部队
伍里&"像福柯一样"%与被监禁者并肩战斗&#,来
日方长- $$Y$* 要想理解这种以%群众&为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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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理论研究!$#$# 年第 & 期

的%哲学实践&"以及相应的意识形态%难题&"有
必要进行一些说明上的%迂回&* 阿尔都塞作为
一个哲学家去谈论艺术"这本身是一个迂回的例
子"如同哲学研究%需要每一种哲学取道其他的
哲学兜一个圈子"目的是要根据它跟别的哲学有
的差异+它的区分来说明自己和理解自己& #,自
我批评论文集- "Y"$"哲学也需要取道其他知
识"对其中的差异和区分进行说明*(

二" (匿名作者)与读者群众

从文艺批评的角度讲"读者大众 观众 受众

群众的存在是核心问题"而与此相关的"首先则是
%作者&的存在* 在,来日方长-里"阿尔都塞提到
他喜欢福柯对%作家&概念的批评"这启发我们在
艺术问题上根据意识形态理论思考%群众&概念
的理论功能"如果%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那么
%作家创作了作品&这样的话就没有意义"但毕竟
有作品的存在"有历史的存在"如何理解没有帝王
将相英雄豪杰的历史"如何理解没有作家的%天
才&所组成的作品"以及历史能带给我们的教益"
作品能获得的影响呢. 福柯在,作者是什么-中
最核心的论点是在保留作者概念的前提下"%抓
住它的作用"它对话语的介入"以及它的从属系
统&"中止那些诸如%自由主体的意义&"%主体的
内部构思&等问题"进而%揭示根据社会关系表达
话语的方式&"%简言之"必须取消主体#及其替
代$的创造作用"把它作为一种复杂多变的话语
作用来分析& #福柯 Y%Z$* %作者&自有其 %作
用&"这作用是在介入的物质活动中进行"是在作
家和他的时代起决定作用的上层建筑系统中产生

客观功能* 不存在纯粹的%创造&"但必须有一个
%开局&* 阿尔都塞认为任何思想都是非个人的"
因为那是多种智力因素作用的结果"但%任何思
想都是由一个/有智能者0思想出来的"因此"它
就必须通过某一单个的/有智能者0来重现这个
非个人的思想&#,来日方长- $$%'$Y$* 而在艺
术领域中"也发生着相同的情况*

正是%作者之名&确保了艺术的客观物质功
能的实现"确保了文艺和其所存在的世界之间的
有机联系"和那种流行的%文学的非个人化法则&
拉开了距离"这也是阿尔都塞与结构主义拉开距
离的关键* 他的批评可以说是对主流的%结构主

义&文艺理论的深刻批判* 对罗兰)巴尔特而
言!%作家是唯一在言语的结构中失去自己的结
构和世界的结构的人"1332真实对于它从来就
仅仅是一种借口* 结论便是"言语从来就不能阐
释世界"或者至少"当它假装阐释世界的时候"它
从来就只是为了更好地推移世界的含混性*&#罗
兰)巴特 "[%$且不论这种%作家之死&的理论有
何种正面意义#相对于浪漫主义陈词滥调的批判
意义"相对于精致的%文学性&研究的正面意义$"
以巴尔特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者归根到底是从形式

主义的角度来看待艺术"将%作家&这个词划掉"
是为了将%作品&理解为一种单纯的言语结构"作
家没有自己的结构和世界的结构"留下来的只是
空洞抽象的文本形式"假装解释世界的言语只是
对世界的复杂含混不可理解的现状的说明* 这是
典型的%商品拜物教&在艺术观念上的体现"对形
式的抽象观察就如同拜物教一般"将%人脑的产
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
关系的独立的存在的东西&"文本独立于人"文本
之间发生着神秘的联系* 马克思说!%对人类生
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
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 这种思索是从事后
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
的*&#,资本论- X#$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把价
值看作是物本身所具有的属性"形式主义者将艺
术形式这个%完成的结果&当作%艺术性& %文学
性&的核心"而这个物的形式掩盖了真正发挥作
用的社会关系"甚至会将这种形式研究从艺术作
品中扩散开去"所有的文本都可以作为形式来推
移这个世界的含混性* 作为浪漫主义%创造者&
意义上的作家的确早已死亡"而这并不意味着艺
术就借此拥有了一种%先验&的地位"它必然在某
时某地和某人发生关系"一种非常明确的与意识
形态有关的社会生产关系*

当阿尔都塞说%不把真正的艺术列入意识形
态之中&时"他表达了一种关于艺术生产的唯物
主义理论* 阿尔都塞强调这里是%真正的艺术&"
不是指%平常一般的+平庸或低俗的作品&#,列宁
和哲学- $%$$"所谓%真正的艺术&"相当于列宁
所说的"%艺术家如果真是一个大艺术家&"用来
标示出艺术发挥其功能的那些因素"在著作中
%反映了革命的若干重要方面& #,列宁论托尔斯
泰- "$"阿尔都塞说这%并不给予我们严格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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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与艺术实践! 阿尔都塞文艺批评中%群众&概念的展开

上的知识"因此不能代替知识#现代意义上的"即
科学知识$"但是它所给予我们的"却与知识有某
种特殊的关系* 这个关系不是同一的关系"而是
差异的关系&* 艺术的功能就在于%以/看到0/觉
察到0和/感觉到0的形式#不是以认识的形式$所
给予我们的"乃是它从中诞生出来+沉浸在其中+
作为艺术与之分离开来并且间接提到着的那种意

识形态&#,列宁和哲学- $%$$* 作家"像巴尔扎
克+托尔斯泰或索尔仁尼琴那样的作家"并不会提
供一种对社会的判断"一种和科学知识一样的认
识"他们让我们%看到&的"是他们的作品所间接提
到的"并且经常给他们的作品供给养料的意识形
态"作家存在着"他们的作品具有现实的功能"这功
能来自于他们所处的具体的社会关系之中"而之所
以能%看到&这一点"%需要的是从产生他们小说的
意识形态向后退一退"在内部挪开一点距离&"%从
内部"通过内部的距离"使我们/觉察到0#但不是
认识$他们所保持的那种意识形态&#$%$$*

三" (认出自己)的群众艺术实践

%向后退一退&的%距离&就是作家本人的意
识形态立场与其作品的矛盾"这种矛盾现象是文
艺批评的重要分析内容* 托尔斯泰开明地主的立
场和他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敏锐观察是矛盾的"巴
尔扎克极端保守的政治倾向和他对资本主义发展

的客观描述是矛盾的"在常见的文学批评中"这种
矛盾一般都被描述为作家的个人情感受到了艺术

结构的限制"艺术本身的逻辑使作家放弃了他本
人的观念* 如罗曼)罗兰认为写作,复活-的托
尔斯泰%注视着世界"他的生活"他的过去的错
误"他的信仰"他的圣洁的忿怒* 他从高处注视一
切* 1332但艺术家的精神"如在,战争与和平-
中一样"统制着作品&* 罗曼)罗兰同时确信托
尔斯泰%的艺术家底真理与他的信仰者底真理决
没有完满的调和&#罗曼)罗兰"%%0'%%Z"%Y"$*
对于一个作者而言"他不可能形成一种%认识&"
这是%作者之死&这个命题合理的一方面"但作者
会让我们在矛盾中"在他的意识形态立场和作品
之间的距离中看到%意识形态现实&"哪怕是索尔
仁尼琴那些炮火猛烈的社会谴责小说"也顶多只
是让人看到问题的存在"其中绝对不能%确定说
出能够补救这些&问题#比如%个人崇拜&这样的

问题$的手段#,列宁和哲学- $%%$* 流行的作者
崇拜或作家中心论制造出一套通过作家本人的意

志来宣泄情感+改造社会的说辞"究其实"是想用
一种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话语来达到既定目的"
让作者的思考去替代读者群众的思考* 作者的存
在"%真正的艺术&的存在恰恰一直在躲避这种
%意图谬误&*

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经典著作对这种矛盾

有深刻的观察"列宁指出!%托尔斯泰观念中的这
些矛盾不只是他自己思想中的矛盾而已(它们是
改革以后革命以前的阶段中铸造俄国社会不同阶

级各不同阶层的心理状态的那些极端复杂矛盾的

条件+社会影响和历史传统的一个反映*&#,列宁
论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的矛盾不是理解上的
障碍"正因为%真正的艺术&保留了"而且是无意
识地保留了一个空间"作者的意识形态立场越是
顽固不化"作品中保留的这个空间就越大"就越能
促使人们看到意识形态现实"马舍雷将阿尔都塞
的论点引申为!%作家不会和知识与历史统一起
来1332他只向我们提供一种想象"一种独一无
二和特殊的观察1332"作家的角色就是用叙述
的方式将历史结构戏剧化*& #W*25686H""&$真
正的艺术不是意识形态"而是使人%看到&意识形
态的物质存在的前提"使人看到那些极端复杂的
矛盾所产生的条件* 作者正是以这种在场的方式
%匿名&"他们不是在以主体+个体的身份发言"毋
宁说"他们的发言是对那种想象出来的作者主体
的取消"作者%匿名的在场&正是艺术批评中读者
观众 群众真实存在的位置*
阿尔都塞对他所处的时代中最新的艺术实践

有着敏锐的观察和分析"从中得出了他关于文艺
批评的正面命题* 他看到"布莱希特的戏剧是一
种与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现实主义传统&不同
的艺术实践"一种积极的%介入&* 布莱希特说!
%当大胆妈妈什么也没学到的时候"我认为观众
却能够从她身上学到一点东西& #布莱希特
"&X$"阿尔都塞看到"布莱希特%在戏剧中建立一
种新的实践"使得戏剧不再是神秘化&"让它也有
助于对世界的改造#%阿尔都塞论艺术五篇&#上$
$0$* 这种改造不是%寓教于乐&%情感共鸣&的沉
醉陶冶"也不是直接%革命宣传&"即宣教工具意
义上的改造* 以布莱希特为代表的戏剧实践建立
在与传统戏剧整体所拉开的距离之上"要让群众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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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去%学到一点东西&"而非告诉他们一些道
理* 传统戏剧要求有统一性"要有一个整体的意
识"整体的含义"这种内容就是戏剧本身"但传统
戏剧的题材恰恰正是意识形态的题材"并且这些
题材的意识形态性质从没有受到批判或非议* 具
体地说"这种未经批判的意识形态无非是一个社
会或一个时代可以从中认出自己#不是认识自
己$的那些家喻户晓和众所周知的神话* 认出自
己不等于认识自己"要想认识自己"必须打破这种
未经批判的意识形态"布莱希特的戏剧做到了这
一点"%他要在舞台上表现的东西"正是对自发意
识形态环境的批判&#,保卫马克思- "&0$* 布莱
希特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特点在于赋予观
众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结构的判断力和产生社会主

义的推动力* 1332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产生
的娱乐性主要在于通过社会掌握人类命运的可能

性的喜悦&#布莱希特 ""Y$*
群众的判断力来自于他们在戏剧表演中与戏

剧活动的距离"拉开距离才能看到戏剧本身所昭
示的东西"没有距离"完全将戏剧等同于自己的生
活"将自己等同于角色"戏剧的空间就封闭成了一
个自足的+以先验的意志为核心的领域"将假想的
存在等同于真实的东西* 群众必须意识到%戏剧
就是戏剧"仅仅是戏剧"而非生活* 必须让人看到
舞台就是舞台"它人为地搭在观看者面前"而不是
大厅的延伸& #%阿尔都塞论艺术五篇& #上$
%[$* 传统的戏剧"观众头脑里的%关于戏剧的意
识形态&是想在剧场看到生活"舞台和生活的一
致"通过角色和情节"让自己认出自己* 这个%认
出&的过程是戏剧的效果之一"所认出的东西即
%戏剧的材料"就是意识形态的东西* 意识形态
的东西"不仅仅是一些观念"或观念的体系"
1332戏剧就像一面镜子"观看者在那里想要看
到的"是他们在头脑里和身体上具有的东西"他们
在那里是要认出自己#:68623++*|986$* 这是至关
重要的! 因为我们知道"意识形态的功能在于承
认#8623++*-::*+26$#而非认识$&#%X$* 这是使戏
剧交流成为可能的前提"也即是群众在革命运动
中获得真实的自我认知"使人民成为人民"而不是
从外部得到关于革命的真理* 而布莱希特%为了
使观众产生出一种新的+真实的和能动的意识"
1332必定要打消任何想以自我意识的形式充
分地发现自己和表现自己的念头& #,保卫马克

思- "&Y$* 传统戏剧中观众与演出之间的%情感
交融&或%共鸣&被打破了"虽然戏剧有主角"但
%剧本本身使主角不能存在"剧本把主角连同主
角的意识以及这种意识的虚假辩证法统统消灭

了&#"&X'%#$*

四" 哲学与艺术实践的共同结构!(拉开距离)

阿尔都塞是一位哲学工作者"应该说他的艺
术批评是哲学理论的一场实验"哲学和艺术实践
的内在有机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主要特

征之一* 我们看到"马克思与恩格斯在,神圣家
族-里对,巴黎的秘密-的讨论"已经显露出对类
似于戏剧中主角和主角意识的%意识的虚假辩证
法&的批判* %欧仁)苏书中的人物必须把他这
个作家本人的意图1332充作他们自己思考的
结果"充作他们行动的自觉动机* 1332因为他
们不是过着真正有内容的生活"所以他们就只得
在自己的言谈中竭力强调一些微不足道的行为的

意义*&#,马克思恩格斯-第 $ 卷 $&&$这%虚假辩
证法&就像那种认为苹果+梨+桃的背后有一个叫
做%果实&的本质的%思辨&"在不同的%表象&背
后看出共同的东西"%巴黎的秘密&总是躲藏在事
物的外壳当中"艺术就是对这秘密的揭示"而这思
辨的秘密总归是作家意图的直接反映"而马克思
本人的工作则是%抛弃意识世界的虚假辩证法"
转而去体验和研究另一个世界"即资本的世界&
#,保卫马克思- "&Y$"就是与这虚假的东西的彻
底决裂* 马克思不是向我们宣布"而是#通过对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让我们看到&资本
的秘密* 文学作家+戏剧角色神秘价值的消失"不
借助%引导&%宣传&"真正的艺术促使群众自觉地
经过思考而获得对现实世界的体验和研究*

在,克勒莫尼尼"抽象的画家-中"阿尔都塞
指出!%现代的艺术评论家常常在画家的主体性
的奥秘中来思考这些关系"说是画家把他的/创
作意图0画在由他/创造0的理想物质性中*&这种
%创造美学&和%消费美学&是同样的东西"都建立
在%主体的范畴&#主体的自由意志$和%客体的范
畴& #以供消费的作品$之上 #,保卫马克思-
"&$$* 观众在艺术中所体验到的%情感交融&和
%共鸣&"将被消费的作品和创作主体统一起来的
东西是 %美的意识形态本身& #,列宁和哲学-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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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与艺术实践! 阿尔都塞文艺批评中%群众&概念的展开

$Y#$* 在艺术世界中"或更广泛地说"在审美世
界中"意识形态本质上始终是个战场"它隐秘地或
赤裸裸地反映着人类的政治斗争和社会斗争* 但
永远不可能在画布上"在戏剧舞台上画出+演出社
会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形式"不可能将这个战场上
的所有对抗双方+策略谋划+后勤补给指示清楚"
就像将军和士兵"甚至统帅也不可能了解战争的
一切细节和来龙去脉"但艺术家可以描述出那些
控制着人们的具体存在"每个症状都有曲折的原
理"只有以 %拉开一段距离&的方式"才能使观
众'群众能够去自觉主动地分析支配着人的那些
抽象关系"与关于创造和消费的主体划清界限*

阿尔都塞有限的艺术讨论是在其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限度内展开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艺术问题
是附带一提的边角领域"他特别强调%马克思的
哲学革命在各方面都与布莱希特的戏剧革命相

像! 这是一场哲学实践中的革命* 1332正是在
马克思和列宁的哲学实践中"正是在布莱希特的
戏剧实践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对各自的对
象'''哲学或戏剧'''的性质和机制的+多少有
所明确的认识& #%阿尔都塞论艺术五篇& #上$
%[$* 在哲学中和在艺术中一样"都需要拉开一
段距离"才能发现哲学和艺术的性质和机制* 布
莱希特+贝尔多拉西+克勒莫尼尼+维弗雷多)林+
阿尔瓦雷兹 里奥斯+卢西奥)方迪等艺术家正是
通过他们的%技术&制造出了鲜明的形象"而承载
着意识形态的形象决不会让人看到自己原本出自

形象中的意识形态* 必须对它加工"以便在其中
制造出这种细微的+内在的距离"使它失去平衡"
得到识别和揭露* 而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克思主
义哲学也在做着同样的事"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就
在于引起哲学中的移置"这些移置具有双重的目
标! 在实践上废除哲学神秘化的作用"以及让那
些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影响的人在了解事实

的情况下作决定* 哲学的移置和戏剧上的%间离
效果&#阿尔都塞说他更愿意把布莱希特的这个
著名概念翻译成%移置效果&$是一样的"哲学和
戏剧都是要通过移置去占据一个政治的位置"而
这个位置不是代替政治去讲话"去宣传"作为%喉
舌&发声"而是%必须把言语还给政治"因而必须
对哲学的声音和戏剧的声音进行移置"以便人们
听到的声音是从政治的位置上发出的声音* 这就
是列宁所说的哲学中的党派立场&#%阿尔都塞论

艺术五篇& #上$ %[$* 让人们听到+看到+觉察
到"一切哲学和艺术都是在政治的位置上发声"之
所以人们看不到这一点"是因为哲学和艺术总是
在否认它们和政治有关"这否认或明或显"或有意
或无意"阿尔都塞说这类似于弗洛伊德所说的
%否拒&#=n+nB*9-3+$")

声言否定的企图往往只是

肯定的特殊表现形式* 必须要废除和暴露那种思
辨的哲学"消费主义戏剧的神秘化"清晰地指出它
们的位置"它们在替谁讲话"说出了什么政治的话
语"但这揭示的过程决不是法庭宣判式的"群众会
经由参与分析+检览证据+通盘考虑达到自己的判
断* %任何哲学都在于划清一条主要的界限"它
要用这条界限来抵制那些表述相反倾向的哲学的

意识形态概念(1332一条界限其实就是无所发
生的(它甚至不是线"也不是划"只是被划分这个
简单的事实"即被拉开距离而出现的空白*&#,哲
学和政治- "0%$阿尔都塞批评理论中群众功能
就在这空白里显现*

结6语

阿尔都塞在列宁的启发下看到了马克思主义

新的%哲学实践&"也看到了新的艺术实践* 用他
更简略地表述来说"在这里分析%不把真正的艺
术列入意识形态之中&意味着"文化艺术的意识
形态国家机器#U>@$!%所实现的意识形态扎根在
各种实践中"但那些实践"无论是审美的#戏剧+
电影+文学$还是身体的#体育运动$"虽然是那种
意识形态的支撑物"却不能化约为那种意识形态*
1332它们所实现的意识形态都/扎根0一种现
实"但这种现实不能化约为那种意识形态'''在
这种情况下就是阶级斗争*&#,论再生产- "[0'
[[$艺术实践支持了一定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
扎根于#深深植根于$群众的实践"但它本身不是
意识形态"无法化约为#或直接表现为$意识形态
本身* 用比喻的方式来说"在楼上的人无法看到"
无法了解他所处的建筑的地基"但借助客观情形
的描摹+科学细致的分析+对具体环境的远观近
察"群众总能得到自己的结论* 因此"对艺术的全
部分析应该基于这个理论基础"既不能幻想艺术
与意识形态的脱离"也不能声称在艺术中可以直
接接触到意识形态* 正是这个距离#哲学或艺术
与群众的距离$"决定了与艺术有关的意识形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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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理论研究!$#$# 年第 & 期

理论的政治价值*

注释#7/#%($

! 参见乔纳森)c1克努森! ,论大众启蒙-",启蒙运动
与现代性! "Z 世纪与 $# 世纪的对话-"詹姆斯)施密特
编"徐向东+卢华萍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Y 年$
第 $Z"'ZY 页* 另参见雷蒙)威廉斯! ,关键词! 文化与
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 三联书店"$##Y 年$中
%?3.P#人们+百姓+民族$&和%W*::6:#民众+大众$&词条*
" 参见林)亨特! ,人权的发明-"沈占春译#北京! 商务
印书馆"$#"" 年$第 X'"& 页*
# %马克思在使用/人民0一语时"并没有用它来抹煞各
个阶级之间的差别"而是用它来概括那些能够把革命进
行到底的一定的成分*&%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主
义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出色地把以下两方面结合了
起来! 既以完全科学的冷静态度去分析客观形势和演进
的客观过程"又非常坚决地承认群众1332的革命毅力+
革命创造性+革命首创精神的意义*&参见,列宁选集-第
"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XXY 年$第 "&# 页"第 [%[ 页*
$ W1迪马乔!%/对领导权的误读0! 法共对葛兰西思想
的接受&",马克思主义与现实-&#$#"X$! "&#* 不仅法共
在政策层面有这种思想表现"如卢卡契的文艺批评也充
满了对人的价值的抽象想象!%#对无意义的反抗要$深入
到资本主义制度下使人的生活变得没有意义的人的基

础*&参见,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北京! 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XZ# 年$第 [[ 页"文学的反抗仍然建立在对
%人的意义&的指认上* 需要指出的是"葛兰西代表了与
这种人道主义倾向划清界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方向"阿
尔都塞从中汲取了理论营养*
% 阿尔都塞在,列宁与哲学-中说列宁的哲学实践是一
种%粗野的实践&"就像弗洛伊德所说的%粗野的&精神分
析* 弗洛伊德认为那种%企图在第一次诊疗中就将医生
所猜测到的秘密突然丢给病人&的做法是%粗野的&"但弗
洛伊德并不是谴责这种行为"而是要指出将这种行为视
为%粗野&的看法才是真正的野蛮和自以为是"是自认为
能避免粗暴+尊重科学的遁词* 弗洛伊德引用,哈姆雷
特-里的台词来讽刺这种自以为是!%混账4 难道你觉得
我比一根木管还容易玩弄吗.&参见尚)拉普朗虚等,精
神分析辞汇-"沈志中等译#台北! 行人出版社"$### 年$
第 &[Z 页"此书译为%野蛮精神分析&*
& 詹明信说马克思的伟大发现%正在于认识到发现真理+
完善真理是与行动分不开的&"争取解放就是从意识形态
中解放出来"从异化中解放出来"比如我们时代的很多
%与主流文化相对抗的运动&* 参见弗)杰姆逊! ,后现
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XZ[ 年$第 $#% 页*
' %实际上任何哲学都不只是解释世界! 任何哲学在政

治上都是主动的"但大多数哲学把时间都用来否认自己
在政治上是主动的* 它们说! 我们在政治上无党无派"我
们只是解释世界"只说事情是什么*&参见,阿尔都塞论艺
术五篇- #上$"陈越等译" ,文艺理论与批评- # 0 $
$#""! %0*

( 阿尔都塞艺术问题的评论相当有限"这可以理解为一
种%哲学的迂回&"是建立在哲学的标准之上的"他跟艺术
的关系%主要是哲学的和政治的关系&只%是从外部"作为
哲学家和政治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来谈论艺术*

参见,阿尔都塞论艺术五篇-#上$"陈越等译",文艺理论
与批评-0#$#""$! %&*

) 弗洛伊德说!%没有什么比被分析者以/我没这么想
过0或/我#从来$没这么想过0这些话来反应"更能证明
我们成功地发现了无意识*&参见尚)拉普朗虚等! ,精
神分析辞汇-"沈志中等译#台北! 行人出版社"$### 年$

第 &[Z 页*

引用作品#3/)8(9"#%0$

路易)阿尔都塞!%阿尔都塞论艺术五篇& #上$"陈越等
译* ,文艺理论与批评-0#$#""$! 第 %&'Y$ 页

1U.95(::68" _3(-:E-68861%U.95(::68D:?-<673,,6+9:3+ U89
#E*89>$1& 48*+:1756+ K(6" 69*.141*,-8#$.
6-"%"+"/7,0G"%*-#%(-*#$. ;-%0#$#""$! %& Y$12

'''!%阿尔都塞论艺术五篇&#下$"陈越译* ,文艺理论
与批评-"#$#"&$! 第 YZ'0" 页

1 1%U.95(::68D:?-<673,,6+9:3+ U89#E*895$1&
48*+:1756+ K(6" 69*.141*,-8#$. 6-"%"+"/7 ,0
G"%*-#%(-*#$. ;-%"#$#"&$! YZ 0"12

'''! ,自我批评论文集-"杜章智+沈起予译* 台北! 远
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XX# 年*

1 1D//#8/"$ 9*<0B6-"%"+"/7148*+:1Q( \5*+BL5-*+=
J56+ O-H(14*-C6-! K(*+.-( E(G.-:5-+B731_9=1"
"XX#12!

'''! ,自我批评论文集-#补卷$"林泣明+许俊远译* 台
北! 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XX" 年*

1 1D//#8/"$ 9*<0B6-"%"+"/7 # 9(>><*7*$%#-8D//#8/$J
48*+:1_-+ O-,-+B*+= (̀ ](+H(*+14*-C6-! K(*+.-(
E(G.-:5-+B731_9=1" "XX"12

'''! ,保卫马克思-"顾良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0

年* !
1 1H,-:#-!148*+:1 (̂ _-*+B1c6-N-+B! 45673,,68I

2-*.E86::" $##012
'''! ,来日方长! 阿尔都塞自传-"蔡鸿滨译"陈越校*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年*
1 1/41*H(%(-*G#/%/H,-*O*-148*+:17*-T3+BG-+1@=1

756+ K(61 J5*+B5*-! J5*+B5*-E63C.6D:E(G.-:5-+B
T3(:6" $#"&12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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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与艺术实践! 阿尔都塞文艺批评中%群众&概念的展开

'''! ,列宁和哲学-"杜章智译* 台北! 远流出版事业股
份有限公司""XX# 年*

1 1G*$"$ #$. ?1"<,/,>18J48*+:1Q( \5*+BL5-14*-C6-!
K(*+.-( E(G.-:5-+B731_9=1" "XX#12

'''! ,论再生产-"吴子枫译*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X 年*

1 1Q$ )*>-,.(+%",$148*+:1A( \-;6+B1 -̀D*+! F3895I
'6:9R+-<68:-9HE86::" $#"X12

'''! ,哲学与政治! 阿尔都塞读本-"陈越译"何怀宏编*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年*

1 1?1"<,/,>18#$. ?,<"%"+/! ;$ ;<%1(//*-)*#.*-J48*+:1
756+ K(61 @=1 T6 T(*-53+B1 75*+B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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