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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来的事件

$$$当代思想家视野下的事件哲学转向

蓝!江

摘!要! 在 73 世纪的思想中&日益呈现出一场事件哲学的转向) 事件问题的凸显&展现了人们对改变世界的希冀&事件
是一个奇点&它不能简单地被还原为既定秩序中的一个话语和值&它本身就挑战着既定秩序的言说框架) 事件的发生意
味着占据一个新的位置&让事物可以在新的位置和空间中发生彻底的改变&这正是德勒兹*齐泽克*巴迪欧等当代思想家
思考事件的契机&本文通过对柏拉图*德勒兹*齐泽克*巴迪欧等人思想的解析&阐明他们希望通过思考事件&寻找到那个
实现转折的奇点&最终打开通向未来道路的总体思路)
关键词! 事件+!奇点+!未来+!本体论
作者简介! 蓝江&法学博士&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江苏省
青年社科英才&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左翼哲学思潮) 通讯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仙林大道 3#4
号&73%%"#) 电子邮箱# H?0/.)0X,-.+,-/0)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后现代主义和哲学发展路径与新进展研究%
,项目编号# 3[9:;%38-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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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齐泽克的%事件&!G,*$%"一书的开头)提到
了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命案目睹记&!k;a`
')(=!"55#$&%($"的一个情节)两辆相对而行的火
车都在一个车站停了下来)一位贵妇老太太正在
车厢里享受下午恬静的时光)突然间)就在这个火
车站里)她向另一辆列车的车窗望去)她看到了她
此前从未见过的一个令人惊悚的场面, 一位男士

正在对面车厢里将一名女士摁倒在地)并杀死了
她* 惊慌失措的贵妇人选择了向火车站的警员报
警)当警员耐心地询问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时)这位贵妇人几乎是语无伦次地向警员陈述了
一堆鸡零狗碎的语言* 是的)贵妇人在面对警员
时的描述是语无伦次的)这恰恰是齐泽克最为关
心的地方* 因为另一辆列车上的命案或许对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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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员来说已经是司空见惯)但对于一个长期养尊
处优)生活在被包裹起来的静谧生活中的贵妇人
来说却不是如此)在她的语言和思维框架里)根本
没有为对面车厢里的凶杀案留下任何空间)以至
她甚至都无法用自己的语言来描述她刚刚目睹的

一切* 所以)齐泽克才总结地说道,'这可算是最
简单纯粹意义上的事件了, 在毫无准备的情况
下)一件骇人而出乎意料的事情突然发生)从而打
破了惯常的生活节奏)这些突发的状况既无征兆)
也不见得有可以察觉的原因)它们的出现似乎不
以任何稳固的事物为基础*( !齐泽克 7"正如齐
泽克所说)事件打破了日常生活的连续性假象)如
同一道闪电)划破了我们宁静世界的天空)事件的
强势刺入)并不是世界末日来临)恰恰相反)事件
在我们的世界)在我们的知识体系)在我们习以为
常的意识形态上撕开了一道口子)这道口子如同
一道创伤)深刻地刺入到我们心灵和身体之中)促
使着我们去重新思考和面对世界中的一切* 这就
是事件1 或者这就是我们在事件发生之后去面对
世界的态度和行为*

显然)我们今天的哲学和思想经历了一场事
件的转向*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事件仅仅只是我
们今天才开始面对的问题)而是说)在人类历史发
展的长河中)事件)一个断裂性的事件)从未像今
天这样)如此重要)迫使着我们重新思考事件带来
的一系列后果)也重新反思曾经的形而上学和本
体论* 对事件的思考)我们已经无法将其简单地
还原为某个朴素的观念论的思维)或者将其简单
地理解为某个神灵的意志或第一推动的力量)事
件本身就是这种力量* 无论是先验的观念论还是
朴素的经验论)实际上都无法简单面对这样的问
题)即如何面对在我们的认识框架和存在框架之
外的某个溢出!.U/.**")一个无法还原为既定存
在和认识框架的残余物!*,(>H,*")这就必然迫
使我们转向对事件的思考)事件是我们常规知
识和普世化框架的例外状态)也正是这种例外
状态)让诸如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本雅明+
福柯+拉康+德勒兹+巴迪欧+阿甘本+齐泽克+克
劳德#罗马诺!IH?,+.E56?05"等思想家将他们
的目光转向那个难以捕捉的事件)去思考事件
带来的哲学问题*

一& 为什么是事件.

与'事件(最紧密相关概念是'无中生有(!.U
0@1@H5"* 在古罗马思想家那里)拉丁语的.U0@1@H5
是相对于 .U6?=.(@?和 .U:.5两个说法而言的*
.U6?=.(@?是从现有的既定材料中生产出某个东
西)如将刚刚采伐回来的原木制作成一张木桌子)
这种木桌子就是 .U6?=.(@?* 除了从现实的物质
材料来生产出的某种东西是 .U6?=.(@?)一些无形
的东西也可以算是.U6?=.(@?)如从人民中形成的
国家)或者建立一个新的城邦* .U:.5则是来自
于神灵的东西)其中蕴含着神的意志和恩典* 当
然)在中世纪基督教的解释中)神的恩典也可以分
为特殊恩典和一般恩典* 特殊恩典是极其稀少
的)表现为神的意志在某些对象上的直接体现)如
在%圣经&中的耶稣让盲人重新可以看见世界)让
瘸子能够重新像正常人一样走路)就属于特殊恩
典)这类恩典的确是 .U:.5)即来自于神)但是极
其稀少* 那么).U:.5更重要的含义就是作为一
般恩典的.U:.5)神不直接干预世界)就像柏拉图
法律篇的末尾的那个雅典客人强调的那样)神的
恩典在于'我们的灵魂论)我们说过)运动一旦有
了一个起点)那么任何事物都从这种运动中获得
了它们持久的存在)我们还说)行星和其他天体在
心灵的推动下有序地运动)心灵对事物作了安排)
确立了整个框架( !柏拉图 844$4""* 这种一般
恩典)相对于神对于世俗世界的打理来说)一方面
是通过雅典客人口中的卫士!F,?(+@?0"来实施
的)另一方面就是通过对整个世界的规律和安排
来实现的* 在雅典客人的口中)学习神学是崇高)
之所以崇高正是因为在神学中包含了神灵对世界

的安济!./50562")!
而这种安排则是以法律或规

律的形式出现的)这样)普通人只需要依循着这些
法律或规律)就能够走向完善* 换句话说)%法律
篇&最核心的议题实际上就是 .U:.5的一般恩
典)即按照上帝的安济来治理世界)人类和世俗世
界的任何创造行为和活动实际上都是上帝的安济

的奥秘)即依从与上帝的恩典来行事* 在这个意
义上)从普通人的角度来看)我们制造出来的木桌
不仅是.U6?=.(@?)也是 .U:.5)即我们按照上帝
恩典下的安济)遵从了其规律)实现了一般恩典的
具体化)而人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寻找上帝的安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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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来的事件

的奥秘)去寻找支配着自然世界和城邦世界里的
一般规律)并依照这个一般规律行事)而这种一般
恩典的 .U:.5)不仅支配着中世纪诸多神学家的
思维)也支配着启蒙早期的一些科学家的思考)在
他们看来)上帝所缔造的世界如同一块精细运转
的钟表)而科学的目的就是发现这块钟表中的运
行规律*"

这样)无中生有!.U0@1@H5"具有了完全不同
的意义)无中生有不仅意味着不是从既定的材料
和秩序来创造出某种产品)而且也不依赖于所有
的规律)包括自然规律和人类的法律)甚至不依赖
于神的意志* 无中生有)意味着一种在既定的规
律和框架之外的创造)它不是现成在手的存在)也
不是从客观规律和法则下衍生出来的可能性)相
反)它意味着一种纯粹的发生!F.0.*@*"* 在古代
犹太思想家斐洛!A1@H5"那里)无中生有实际上指
向的就是原初的创世事件)斐洛在%论5创世纪6&
中提到,'摩西说,.起初)神创造天地/* 在这里)
.起初/这个词并非如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具有
时间意义)因为在有世界之前不会有时间* 时间
与世界同时产生或在世界之后产生* 4223由
于.起初/这个词在这里不是指时间的开端)所以
它像是在指某种秩序* 所以.起初)神创造天/相
当于.神首先创造天/*(!斐洛 78"斐洛在这里谈
到的起初)就是无中生有)在这里不仅是没有任何
具体的实体)也没有天* 这里的'天(显然不是指
实体意义上的天空)因为斐洛很快就继续写道,
'创世主首先造出无形体的天河不可见的地)以
及空气和虚空的理念*(!7["显然)天是一种无形
体的概念)但在这个天之前)没有时间)也没有任
何无形)那里只有无!0@1@H5")一种作为整个世界
架构的无)包括具体的物体)以及作为神的一般神
恩的普遍规律和法律)都是出自于这个天)这个天
或者原初意义上的虚空)就是'无中生有(* 实际
上)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提到的了 I15(?)也是
一个先于具体物体和自然规律+城邦法律存在的
空的概念)在这个空的架构下)才诞生了万物*

尽管古希腊哲学和中世纪神学的本体论)都
试图寻找这个最原初的 .U0@1@H5的天)将其作为
我们这个世界的第一动因 ! >(@6,665B.0*")但
是)启蒙哲学之后)对第一动因的探索)转向了先
验的认识论框架)即事物的可知性)对于完全不可
知的事物)被排斥在现代认识论和框架之外* 现

代启蒙和科学认识论虽然为不可知的事物留下的

地盘!如康德的物自体概念")但哲学最根本的任
务已经发生了变化)形而上学家关心的是如何在
理念的带领下)来实现世界的整个知识性关联)在
这个时代里)世界的万物都被还原到一个理想的
因果关系的存在巨链之中)而科学家和哲学家的
任务就是尽可能地穷尽这个巨大钟表的原理)并
依照这个原理去创造事物)去有序而连贯地实现
世界的进步* 于是)一种进步主义的世界观出现
了)在理性和科学的标准下)世界被划分成文明的
世界和蒙昧世界)而各个文明)各种种族之间的关
系)被表达为因果性的线性关系* 当绝对精神降
临的时候)世界的万物都被还原为必然性和合理
性)世界时代的最终蓝图让位于绝对理性的乌托
邦)人类的自由也变成了顺从于大写理性的自由)
我们需要的恰恰是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感悟
到的那种伊壁鸠鲁或卢克莱修式的原子的偏斜运

动)而不是德谟克利特式的恒定符合既定轨迹的
原子运动*

或许)这正是为什么尼采用闪电来形容事件
的原因* 让那种不曾在既定轨迹上出现的力量以
具体的形态呈现出来)尼采希望的不仅仅是一道
划破天空的闪电)而且是'闪电对我们自己的触
动(!Y@.=&*/1.8$"* 显然)在今天)我们大可不
必像斐洛那样)追溯一个原初的创世事件)在那次
事件之后)今天世界中的万物及其规律)都被视为
创世事件的结果)而作为世俗世界中的有限的芸
芸众生)他们的目的只能像柏拉图笔下的雅典客
人一样)去尽可能地切近神对世俗世界的安排)在
一个稳定而有序的时空秩序下)实现向彼岸的泅
渡* 然而)尼采的主张在根本上否定了斐洛式的
架构)尤其后来在法国的福柯+德勒兹+巴迪欧那
里)他们的说法应该是不仅存在着事件!VB.0=")
而且存在着诸多事件 !.B.0=*"* 事件不是单一
的)事件之后的结果)即作为我们眼下的现实世
界)绝不是某一个创世事件一次性地形成的* 在
创世事件之后)事件不断地发生)事件构成了无数
的转折点)让我们不断地从事件中去领悟新的
力量*

当然)事件不同于事物* 现代认识论往往喜
欢将事物或主体孤立起来)从一个茕茕孑立的物
体中)来探索物体的原理)这样)关于物体的认识)
仅仅只是这个物体的认识)天空的那一道闪电)也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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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只是一个大气物理学的现象* 然而)事件绝
不是这样)一道闪电不仅与那片乌云有关)也与大
地上的树木有关)甚至与几个在大路上踽踽而行
的行人也有关)当闪亮的光芒带来轰隆隆的雷声
之后)那几个行人显然也受到了这种气象学现象
的感触!?''./=")在这个感触中)行人+树木+道路+
甚至草丛中的蚱蜢都可能成为这道闪电的共同见

证者)在这些因素中)我们关心的不是带有电荷的
云层相处接触产生的具有物理学因果关系的自然

现象)而是闪电将世界统一为一个事件性的世界)
或者德勒兹意义上的解域化!+.=.((@=5(@&?=@50"的
世界)正如克劳德#罗马诺所说,'于是)事件就
是将自身展现为穿越天空的明亮的痕迹!=(?@H")
并直接消逝* 所发生的一切导致了世界之中的诸
多事物的改变*( !E56?057""于是)事件不仅仅
是孤立的物体或主体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事件划
破了我们生存的天空)如同一道伤痕)被永远地留
驻在我们的世界之中)也留驻在我们的认识论的
架构之中* 在事件之前的虚伪的静谧被触目惊心
的事件所打破)事件让世界背负上了它的印记)并
彻底地让我们借此而生存的无形的 /15(?或'天
地(发生了改变* 这样)事件哲学的转向)不仅仅
意味着对必然性哲学的打破和对至高无上的理性

规律的挑战)更重要的是)事件带来了一种新的世
界观)让我们可以通过事件留下的痕迹)向我们展
现一种曾经被视为不可能的事物的出现*

二& 位置与意义! 事件的本体论

对于事件)我们关心的不仅仅是那道撕破天
空的闪电)即出现事件的事实状态)事件还与另一
个维度有关)即语言层面上的空间* 在词语关联
上)事件与发生有关)无论是英语中的 =?L.>H?/.)
还是法语的?B5@(H@.,)都包含着一个位置的概念
!英语的 >H?/.)法语的H@.,")那么)我们可以这样
来理解)事件不纯粹是一个事实的出现)而且它也
是从没有位置!05D>H?/."向占据某个位置!>H?/."
的转变*

其实关于事物发生的占位的讨论)早在柏拉
图的%蒂迈欧篇&就有所涉及)柏拉图提出)有几
类不同存在物)第一类存在物是永恒的存在物)这
种存在物不可毁灭)类似于洞穴之外的阳光和永
恒的理念)不能用有限的感知来把握)而第二类存

在物则可以被感知)可以被创造)它们不是永恒
的)而是转瞬即逝的)可以在人类有限的意见中展
现出来* 关键在于)柏拉图在提出了在永恒的理
念和可感的事物之外)还有第三类存在物)柏拉图
说道,

第三类存在物是永恒不会被毁灭的

空间!它为一切造物提供了存在的场所!
当一切感觉均不在场时!它可以被一种
虚假的推理所把握!这种推理很难说是
真实的!就好像我们做梦时看到它!并且
说任何存在的事物必然处于某处并占有

一定的空间!而那既不在天上又不在地
下的东西根本就不存在% 对于诸如此类
的存在的真实的,确定的性质!我们仅有
模糊的感觉!也不能摆脱梦寐而说出真
理来% 因为影像并不包括据以形成的实
体!影像的存在总像是其他事物瞥然而
过的影子!所以我们一定推断它肯定有

位置#/15(?!即位于空间中$!以某种方
式维持其存在!否则就无从存在了%#

#柏拉图 4%"$

柏拉图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
对于感性的人来说)他们有限的感官不能直接去
接触洞穴外的阳光)即理念)同时洞穴之中的影
子)作为我们的感觉在此时此刻能够把握的对象)
又不具有永恒性)所以在永恒的理念和可感的对
象之间存在着一个第三项)这个第三项一方面保
障了可感物的真理)因为它为可感物提供了位置)
是可感物存在的条件)同时它不是清晰的影像)而
是一种模糊类似于梦寐之中的感觉)故而空间和
位置!/15(?"本身是不可感的* 正如阿甘本后来
分析说,'如果柏拉图认为位置!/15(?"分有了理
智$$$尽管其分有理智的方式很难被理解$$$这
是因为观念和空间彼此相关联)都无法被感知*(
!;F?6N.0 87"于是)我们可以这样来认为)位置
是事物发生的条件)也就是说)一个事物的发生)
就是在空间中占据了一个位置*

另一个比较明确地注意到位置问题的古代思

想家是斯多葛学派的塞克斯都#恩披里柯
! R.U=,*V6>@(@/,*") 在 他 的 % 反 对 理 论 家 &
!/&"#$+#%%.*-(&#2#"$+" 中) 他在区分了能指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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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来的事件

!*@F0@'@.()即意指的词语"和对象!在现实中对应
于词语的事物"之后)也提出了'还有某种东西附
着!*,N*@*=N.*@+."在我们的思想中)一个外国人
即使听到了这个词也无法理解它* 对象是外在地
存在着的实体* 我们知道)这两个东西)词语与对
象)其中一个是无形的)即被指示的东西和可说的
东西(!V6>@(@/,*Z7"* 塞克斯都#恩披里柯提
出的可说的东西!=1.*?2?NH."才是最核心的问
题)一个事物的发生)并不一定是在实体上的发
生)也需要在言说层面上发生* 因此)当我们说一
个事件的时候)恰恰是我们在可说性上赋予了它
一个位置)即使它变成了一个可说之物* 正如阿
甘本分析所说)塞克斯都#恩披里柯的'这段文
字中谈的并不是第二种意义上的物)显然这是因
为它与所指之物不同)而是将要发生为一个事件
或一个真实的对象( !;F?6N.0 4Z"* 这样)事件
的发生不仅是一种在非感知性的空间中占据一个

位置)也是在语言和言说中具有了可说性)让其变
成了可以通过语言表达出来的可说之物* %命案
目睹记&中的那位贵妇)另一辆火车车厢里的凶
杀案的发生)在她之前的思想空间和可说性中并
不具有一个位置)但凶杀案突兀地刺入到老妇人
的视界之中的时候)它便占据了一个位置* 不仅
如此)事件超越了老妇人的之前的话语)因为穷尽
她之前所有的言说)她都无法表现这个事件)只能
以鸡零狗碎的言说来向警察诉说)而她的鸡零狗
碎的言说制造了事件的另一个层面)即事件不仅
仅发生在空间中)也发生了在言说之中)老妇人的
鸡零狗碎的言说)恰恰是一个言说事件)她让一个
不可言说的东西变成了言说)让一个无法在语言
中言说的东西占据了一个位置)尽管这个位置上
的言说仍然不是那种被秩序化!5(+.(.+"的言说)
不是日常交流的言说)虽然警察听她的言说很费
劲)但警察在聆听老妇人的言说时)尽管无法完全
理解老妇人的言说)但他们也感觉到, 那里发生
了!?B5@(H@.,"什么1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德勒兹在%意义的逻
辑&中赋予'意义(!*.0*"一词的事件性含义* 对
于德勒兹来说)事件先于既定的事物)在各个事物
确定的存在之前)存在着一个原初性事件)不过)
德勒兹显然更关心的是那个决定了后来各个确定

的事物存在方式的事件)究竟是如何在我们使用
的语言中被确定+被规制+被关联起来的0 这就是

塞克斯都#恩披里柯谈到的事物的可说性问题*
事件并不纯粹在于物理层面的发生)因为事件的
发生需要在可说性或者无形的空间上占据一个位

置)占据这个位置意味着需要一个与之相对应的
命题)这样)在事件的占位或发生时)物理宇宙层
面上的事件 后果!eBe0.6.0=*D.''.=*")与无形的
意义 效果!*.0*D.''.=*"关联了起来* 所以德勒兹
说,'只有在如下意义上)事件才成为.事件/, 事
件的条件并不是某个事态在时空意义上的实现*
所以)我们不会问事件的意义是什么, 事件本身
就是意义* 事件在本质上属于语言)它与语言存
在着本质上的关联*(!:.H.,&.-(&#d4*4""

例如)中医中'阿是穴(的出现就是一个典型
的意义 事件)在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中记
载了一名医者)去替一位腿痛不已的患者看病)医
者用针扎尽了他曾在医书上记住的各个穴位)而
患者的疼痛依然没有减轻* 于是)医者放弃了医
书)顺着患者说痛的地方扎了下去)患者大喊一
声,'啊1 是4223()瞬间疼痛消失了* 患者问
医者,'此为何穴0(医者回答道,'此为阿是穴(*
阿是穴的故事很好地阐释了德勒兹意义上的意义

事件* 因为医者遇到的是一个在既定的话语体
系中根本无法表述的事件)一个没有记载却在物
理层面上发生了的事件* 当患者问医者,'此为
何穴0(时)实际上就是一种需要在意义上来把握
事件)即将刚才发生的医者将针刺入一个从未知
晓的穴位并成功地消除病痛的事件)这个事件需
要命名)需要变成一种可以在话语中被言说的命
名)所以)事件发生了)当医者称之为'阿是穴(的
时候)事件就在话语中取得了一个位置)并真正作
为'阿是穴(的意义 效果而留驻了事件*

我们从德勒兹这里可以得出一种事件的本体

论* 对于事件来说)最为关键的问题不是它在物
理时空中的发生)而是一种占位)即在柏拉图意义
上的对/15(?占位)或者是塞克斯都#恩披里柯
意义上对可说性的占位)也是德勒兹意义上话语
意义的占位*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勒兹明确
表示)事件在本质上就是意义!*.0*")即在话语中
产生的意义)正如塞恩#博登评价说,'德勒兹可
以说事件最终对应于命题的.意义/)被理解为
.意义 事件/)即语言实际上承载着事件的效果*
换句话说)物体和事件 效果之间在本体论上的差

别!参照和意义"让事件得以在表述事件的命题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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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持存/!*,N*@*=.("*( !J5O+.0 7#"我们必须注
意的是)这里的持存 !*,N*@*=.(")与事件的实存
!.U@*=.(")在德勒兹的%意义的逻辑&是不同的)因
为实存是事件或事态在物理层面上的正在发生)
而持存代表着在命题和话语中所留驻的事件)即
在意义层面上所表达的事件* 的确)在物理空间
中)事件转瞬即逝)如同尼采的闪电一样* 而我们
所谈的事件)恰恰不是纯粹物理层面上的事件)不
是事件的正在发生)而是事件之后)在话语和语言
层面上对事件的留驻)即事件的意义 效果* 当医
者治好了患者的腿痛之后)如果没有'阿是穴(的
命名)这则轶事或许会被淹没在漫长的历史长河
之中)正是这个'阿是穴()让事件真正敞开了我
们的话语空间)让它在我们的可说性之中占据了
一个位置)成为意义上的事件* 那么德勒兹的
'意义(!*.0*")就是事件的发生!?B5@(H@.,"在话
语和命题下留下的伤口与痕迹)它的存在并不在
于与既定的语言体系和确定的词与物的关系保持

连贯一致性)而是留下一个印记)一个不可磨灭的
印记* 从此往后)那个转瞬即逝的事件在可说性
的话语中永远留存了它的意义)这是一种事件的
本体论)即事件相对于确定事物和他们的话语秩
序的绝对优先性* 正如詹姆斯#威廉姆斯评价
道,'每个事件都和它所呈现的潜在意义的永恒
的+理念的方面相联系* 每一个没有位置的占领
者)每一个意义和所有潜在的强度层次都.盘旋/
在对它们进行表现的物理事件之上*(!斯蒂瓦尔
主编 37$"

三& 奇点临近! 事件与未来

不过)对于德勒兹来说)他的%意义的逻辑&
的目的)并不在于用一种事件的本体论)来取代之
前的语言本体论或实体本体论)更重要的是)他赋
予'事件(和'意义(一种解放的意义)一种指向即
将到来的未来社会的意蕴* 显然)'事件(不仅仅
是当下的发生)而是对既定的语言和话语框架的
突破* 在后来的普鲁斯特与符号中)他继续说道,
'对符号的敏感)将世界看成一个有待解码的对
象)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天赋* 但如果我们不创造
出更多必要的事件)这个天赋就会被埋没)如果我
们不能超越某些陈腐的观念)这些事件就会无济
于事*(!:.H.,&.) !)(4+%48"这样)事件不仅指向

一个过去)一个未曾被事件改变的过去)一个在常
规秩序和日常生活的运转的过去)而且也指向了
将来)事件的发生或占位)究其根本)就是对当下
的彻底改变)让事件和意义指向一个未来* 对于
事件)德勒兹将其等同于另一个关键词)即奇点
!*@0F,H?(@=e")在%意义的逻辑&中)德勒兹明确指
出,'什么是理想的事件0 这就是奇点)或者毋宁
说是一系列奇点或奇点的集合)它们代表了一条
数学的曲线)一个物理现象)一个心理上和道德上
的人格* 奇点就是转折点和感染点)它是瓶颈+是
节点+是玄关+是中心+是熔点+是浓缩+是沸点+是
泪点和笑点)是疾病和健康)是希望和焦虑)是
.敏感/点*(!-(&#d4*84"那么事件和意义)就是
奇点)一个不能被还原为既定的平缓结构上的点)
它是突兀的)是褶皱的)它耸立在那里)成为一个
奇观)最终事件或奇点打破了既有的宁静)让世界
上涌动的潮流沸腾起来)让世界都围绕着奇点的
节奏而流动)只有在那一刻)我们才能体会到事件
或奇点降临的意义)正如人工智能学者库兹韦尔
!E?2h,(&O.@H"也十分明确谈到,'什么是奇点0
奇点是未来的一个时刻, 技术变革的节奏如此迅
速)其带来的影响如此深远)人类的生活将不可避
免地发生改变* 虽然这个纪元不是乌托邦)也不
是反乌托邦的形态)但它将人类的信仰转变为生
命能理解的意义)将事物的模式转变为人类生命
的循环)甚至包含死亡本身* 理解奇点)将有利于
我们改变视角)去重新审视过去发生的事情的重
要意义)以及未来发展的走向*(!库兹韦尔 3"

显然)对于今天的思想家来说)无论是马克
思+尼采+海德格尔)还是福柯+德勒兹+巴迪欧+齐
泽克)他们思考事件)不是为了理解一个业已逝去
的过去)也不是为了诠释逐渐凝固成常规的当下)
而是指向一个未来)一个被保守主义斥责为不可
能的未来* 是的)事件就是不可能性的奇点)在奇
点上)那个曾经被视为不可能的东西在事件冲击
下成为可能)用齐泽克的话来说,'什么是不可
能0 我们的回答应该是一个悖论)这改变我最开
始所说的话, 做个实在论者)追求不可能之物
!R5250*(e?H@*=.*) +.6?0+50*HM@6>5**@NH."* 唯一
的实在论的选择就是在现有体系下做不可能的事

情* 这就是让不可能成为可能*(!�@�.L 3"""
而另一位法国思想家阿兰#巴迪欧!;H?@0

J?+@5,"对于事件的问题给出了一个数学式的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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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来的事件

式化表达* 早在 3Z[[ 年的%存在与事件&中)巴
迪欧就从集合论出发)论证了在位!*@=."之上发
生事件的可能性)以及在事件之后)将那种无法被
之前的情势状态!e=?=+.H?*@=,?=@50"计数为一的
不可辨识之物!H.*@0+@*/.(0@NH.*"纳入到新的运算
体系中)从而达到对以往的情势状态的改变* 由
于这种形式化的表达对于那些不熟悉集合论的读

者来说)理解起来非常困难)所以在 7%%# 年的%世
界的逻辑&中)巴迪欧重新给出了一个新的形式
化解释)按照巴迪欧自己的说法)%世界的逻辑&
更像是他自己的%精神现象学&)它的目的不是在
一个远离世界的数学的空中楼阁中来解说抽象事

件)他希望对事件的理解能够降临在具体的层面
上)让事件真正成为支配着现实世界的力量*

在%世界的逻辑&中)巴迪欧修正了之前他在
%存在与事件&中经常使用的情势状态的概念)而
是使用了一个新的概念, 超验* 巴迪欧的超验不
同于康德式的观念论意义上的超验)因为巴迪欧
的超验不是唯一的)世界可能存在着多个超验框
架)但超验框架就是我们去面对这个世界的一个
基本的无形空间)在一定程度上)超验的概念类似
于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15(?)也类似于塞克斯
都#恩披里柯的意义上的可说性)它是一个基本
架构)世界上的一切都需要通过整个基本架构表
象出来* 如果我们将巴迪欧的超验!G"和世界的
!P"概念与德勒兹相比的话)超验 G更类似于德
勒兹提到的艾甬!;@50")一个无限可分的时空)
有限的主体)正是通过整个无限可分的架构来看
待整个世界)而那个世界P并不会直接向我们呈
现出来)那个世界是一个未分!@0+@''.(.0="的世
界)我们从那个世界里得不到任何认识)只有通过
超验G的框架)我们才能将那个未分的世界的某
些部分转化为表象的对象* 一个事物在超验G的
表象不等于这些事物在世界 P上的存在)但是)
对于同样处于超验 G之下的人来说)他们更关心
的是事物在G之下的表象)例如)一个驾车在路上
行驶的司机)对他来说)路边的任意两棵树是一样
的)即便这两棵树实际上存在着巨大差别)但是对
于一个路过的司机)他并不关心两棵树有什么区
别)他只知道)在他的视野里)那两棵是同样的树)
对于路过的司机而言)这两棵树之间的表象实际
上很低* 相反)一个躺在两棵树之下休息的人仰
望着两棵树)则有着与路过的司机不同的感受)他

可以仔细琢磨两棵树之间存在的具体差别)甚至
可以观察出两片树叶之间的轮廓和色泽上的差

别)这样)对于躺在树下休息的人来说)两棵树的
表象获得了一个更大的值*

在这个基础上)巴迪欧提出了自己的实存的
概念)即一个对象在超验G下的表象与世界P上
的存在的关系构成了一个函数关系)即实存函数
VU}<+!U) U�")这个函数表明)对于既定的 U来
说)实存函数代表着U在 G下的表象 U�与自身在
世界中的存在U之间的同一性关系)如果函数 VU

取最大值 3)则代表对象 U如其所是在超验 G下
表象出来)它获得了最大的实存值)相反如果函数
VU取最小值)如VU}%)则意味着对象U完全没有
在超验G之下表象出来)或者它的表象与自己的
存在有着天壤之别!J?+@5, 77%"* 对于巴迪欧来
说)取得了一定的实存函数值的对象是实存的)但
是一旦实存值为 %)则意味着这个对象变成了一
个非在!@0.U@*=.0=")巴迪欧的非在的意义十分重
要)它并不是非存在!050Dt=(.")也就是说)该对象
在世界上存在)但并没有在超验G下面表象出来*
例如)当在 3["[ 年革命之前)在马克思+恩格斯的
%共产党宣言&之前)无产阶级并非不存在)但是
在资产阶级的政治的超验 G之下)它们并没有被
表象出来)无产阶级被视为不具有政治能力的存
在)它们只能成为资产阶级的附庸)跟随着资产阶
级开启的道路前进* 但是 3["[ 年革命)以及后来
的巴黎公社革命显然改变了这一切)无产阶级通
过武装革命)通过占领巴黎)在政治的超验G中实
现了自己的表象)让自己的政治表象与自己在世
界上的存在获得了实存的函数值)也只有在那一
刻)马克思才在%法兰西内战&中称颂道,'这是使
工人阶级作为唯一具有社会首创能力的阶级得到

公开承认的第一次革命)甚至巴黎的中产阶级的
大多数)即店主+手工业者和商人$$$唯富有的资
本家除外$$$也都承认工人阶级是这样一个阶
级*(!马克思 #$"

那么)由于这种特殊的形式化表述)巴迪欧实
际上赋予了事件一个新的含义,'一个事件的真
正结果就是非在的实存*(!J?+@5, 4Z["这就是巴
迪欧的事件)与德勒兹的事件不同)巴迪欧不认为
随意发生的一点变化都是事件)他对于事件有一
个十分明确的界定)事件不仅仅是变化和生成)而
且需要让之前存在着但并不实存!或没有得到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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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理论研究!7%7% 年第 7 期

象"的对象获得最大值的存在)即让非在成为实
存)在这个意义上)巴迪欧也认同事件就是奇点)
相对于德勒兹而言)他区分了强奇点和弱奇点)弱
奇点虽然也能让非在表象出来)但是它并没有改
变一切)而是被之前的框架或超验 G暴力性地还
原为之前一个值)如英国的'宪章运动(中的工人
阶级发动了运动)让自己获得了实存值)但这个实
存值不是属于工人阶级独特地位的实存值)而是
被还原为类似于资产阶级公民上的实存)也就是
说)工人阶级的特殊性被淹没在资产阶级的实存
值之中)虽然工人阶级被表象出来)但是它是作为
资产阶级公民的等值来表象的* 与之相反)强奇
点不仅要获得等值)还需要获得属于工人阶级的
特殊值)等值意味着运动和改变成为了之前社会
结构的延续)只有当工人阶级获得自己的特殊值
!即巴迪欧强调的实存的最高强度值"时)我们才
能说一个事件发生了* 巴迪欧说,'事件!或强奇
点#!xBe0.6.0="$$$事件是真正的变化)其位转
瞬即逝的实存强度为最大值)这样在这个位的诸
多结果中)存在着专属于这个位的非在的最大的
实存强度的生成* 我们也可以说)事件是对非在
的绝对化* 事件不是弱奇点)也不是一个事实)更
不是一个改进*(!J?+@5, #%["这样)强奇点意味
着让之前的并未获得实存值的非在获得了最大程

度的实存值)而且)这个实存值也促使了超验的改
变)生成了一个未来的新世界*

尽管德勒兹+巴迪欧+齐泽克等人对事件有着
不同的界定)但是他们的目的是一样的)他们都不
甘心在一个看似秩序井然)条理规范的社会中如
此轮回下去)所以)德勒兹提出了意义+奇点)齐泽
克提出了不可能性)巴迪欧提出了事件+强奇点和
最大实存值来祈盼一个不可能的未来* 他们相
信)一定有一个不同于当下的未来)一定存在着一
个强奇点)它会成为一道裂缝)撕开这个世界虚伪
的表象* 而作为整个世界上的保守派和反动派)
他们所做的正是齐泽克所说的 '撤销事件(
!,0+5@0F?0 .B.0=")即他们竭尽全力阉割掉那些
奇点)切除那些作为世界中的剩余物和溢出物)只
有切除了这些奇点)世界才会向他们表象为'历
史的终结()让新自由主义的帝国成为永世的轮
回* 我们需要相信的是)这个世界存在着改变)存
在着事件)正如齐泽克指出,'在这压抑的大环境
下)撤销事件成为了主导性的进程)既然如此)那

些真正的政治事件的发生还有多大可能性呢0 面
对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提醒自己, 事件乃是一个
激进的转折点)这个点的真正维度却是看不见
的*(!齐泽克 733"这样)忠实于事件)就是忠实
于一个未来)也是不甘愿臣服于当下的压抑和沉
默* 这正是为什么当代左翼思想家需要事件转向
的根本原因)让事件划破那一道乌云密布的天空)
让闪电照亮污浊的大地)希望1 希望1 让仍然踽
踽而行的人们可以抬头看见希望1 不让他们继续
湮灭在压抑而沉闷的阴霾之中)让人们可以看到
远处的大海)去开启那个不知到达何处的远航1

注释#P/#%($

! ./50562一词的词源学极为复杂)在古希腊时期)
./50562一词指的是相对于城邦治理!>5H@=@/*"的家庭管
理)即家政* 在早期基督教阶段)尤其在诺斯替教派和优
西比乌主义的挑战下)./50562逐渐成为了上帝对世俗世
界的安排)为了与普通的安排相区别)也体现出基督教中
./50562作为上帝的一般神恩的意义)在我翻译的阿甘本
的%王国与荣耀&一书中)曾将该词翻译为安济)在本文中
延续了这一译法*
" 作为现代科学家的伊萨克#牛顿就持有这种看法)牛
顿认为自己发现了依附于神的意志的量的世界)只有按
照定量研究这一方式)才能理解上帝造物的目的以及缔
造世界的运行方式* 参看爱德华#多尼克, %机械宇宙,
艾萨克#牛顿+皇家学会与现代世界的诞生&)黄珮玲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7%3# 年")第 7Z" 页*
# 其中/15(?一词)在王晓朝译本中被译为'处所()为了
保障本文理解上的连贯一致)在引文中)我将其改为'位
置(*

引用作品#9/):(;"#%0$

;F?6N.0) @̀5(F@5-?."%F+!.#1(+(>.B0 G(?0*-C5(.0&5
I1@.*?-A?H5;H=5, R=?0'5(+ S0@B.(*@=2A(.**) 7%3[-

J?+@5,) ;H?@0--(&#d4*+5*+=($5*+-A?(@*, R.,@H) 7%%#-
J5O+.0) R.?0-<.*!)#()#%B('G,*$%, C*1*4E*Q+-(&#2('

@*$+*-V+@0N,(F1, V+@0N,(F1 S0@B.(*@=2A(.**) 7%33-
:.H.,&.) @̀HH.*--(&#d4*54 +*$+-A?(@*, P@0,@=) 3Z#Z-

-!)(4+%*%1*++#&$*+-A?(@*, ASK) 3Z#"-
V6>@(@/,*) R.U=,*-/&"#$+%-(&#2#"$+-V+-E@/1?(+ J.==-

I?6N(@+F., I?6N(@+F.S0@B.(*@=2A(.**) 7%%$-
雷伊#库兹韦尔, %奇点临近&)李庆诚+董振华+田源译*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7%33 年*
4h,(&O.@H) E?2-<.*@#$&41")#%BF+I*"), ?.*$ J4="$+

<)"$+2*$5 3#(1(&B- G(?0*- C@ ]@0F/1.0F) :50F
91.01,?) ?0+ G@?0 \,?0-J.@X@0F, I1@0?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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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来的事件

A(.**) 7%33-3
马克思, %法兰西内战&* 北京, 人民出版社)7%3# 年*
4P?(U) h?(H-<.*0#,#1?")#$ 8)"$2*-J.@X@0F, A.5>H.M*

A,NH@*1@0FQ5,*.) 7%3#-3
Y@.=&*/1.) K(@.+(@/1-?)#%#$&+')(= %.*-"%*I(%*A((:+-

G(?0*-h?=.R=,(F.-I?6N(@+F., I?6N(@+F.S0@B.(*@=2
A(.**) 7%%$-!

斐洛, %论5创世纪6$寓意的解释&)王晓朝+戴伟清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7%37 年*

4A1@H5-P$ %.*/22(4$%('%.*?()15Q+0)*"%#($ S#,*$ AB
7(+*+) /11*&()#2"1F$%*)>)*%"%#($ ('S*$*+#+FF) FFF;
G(?0*-c?0F_@?5/1?5?0+ :?@c.@T@0F-J.@X@0F, G1.
I566.(/@?HA(.**) 7%37-3

E56?05) IH?,+.- G,*$% "$5 ?()15- G(?0*- R1?0.
P?/L@0H?2- Y.O \5(L, K5(+1?6 S0@B.(*@=2 A(.**)
7%%Z-!

柏拉图, %柏拉图全集&第三卷)王晓朝译* 北京, 人民出

版社)7%%4 年*
4 AH?=5- 0(=>1*%*?():+('!1"%(; 5̂H-4-V+- c?0F

_@?5/1?5-J.@X@0F, A.5>H.M*A,NH@*1@0FQ5,*.) 7%%4-3
查尔斯#斯蒂瓦尔主编, %德勒兹, 关键概念&)田延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7%3Z 年*
4R=@B?H.) I1?(H.*) .+-S#11*+C*1*4E*, U*B0($2*>%+-G(?0*-

G@?0 \?0- I150FT@0F, I150FT@0FS0@B.(*@=2A.**)
7%3Z-3!

�@�.L) RH5B?X-C*="$5#$& %.*F=>(++#A1*-I?6N(@+F., A5H@=2
A(.**) 7%34-

齐泽克, %事件&)王师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7%3#
年* !

4 �@�.L) RH5B?X- G,*$%; G(?0*- c?0F R1@- R1?0F1?@,
R1?0F1?@G(?0*H?=@50 A,NH@*1@0FQ5,*.) 7%3#-3

!责任编辑# 王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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