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and Art 

Volume 37 Number 4 Article 6 

September 2017 

Mimetic Violence and the Issue of the Other: A New Interpretation Mimetic Violence and the Issue of the Other: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René Girard of René Girard 

Xue Li 

Xiao Bi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Recommended Citation 
Li, Xue, and Xiao Bi. 2017. "Mimetic Violence and the Issue of the Other: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René 
Girard."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7, (4): pp.143-150.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
journal/vol37/iss4/6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7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7/iss4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7/iss4/6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utm_source=tsla.researchcommons.org%2Fjournal%2Fvol37%2Fiss4%2F6&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PDFCoverPages
https://network.bepress.com/hgg/discipline/1081?utm_source=tsla.researchcommons.org%2Fjournal%2Fvol37%2Fiss4%2F6&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PDFCoverPages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7/iss4/6?utm_source=tsla.researchcommons.org%2Fjournal%2Fvol37%2Fiss4%2F6&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PDFCoverPages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7/iss4/6?utm_source=tsla.researchcommons.org%2Fjournal%2Fvol37%2Fiss4%2F6&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PDFCoverPages


摹仿的暴力与他者问题

###勒内$基拉尔新解

李!雪!毕!晓

摘!要# 法国文学批评家)人类学家勒内.基拉尔$9.5aQ3-1-6%通过一些经典的文学文本对人类的欲望进行分析(总结
出了!摹仿的欲望"学说# 一个人的欲望作为欲望的主体(通常总是要摹仿欲望介体的相似的欲望* 基拉尔将这一类欲
望模式分为!内中介"与!外中介"两部分(并得出了!内中介"的摹仿机制因为欲望主体与欲望介体的竞争而必然会导致
暴力的结论* 本文参考罗兰.巴特的!神话修辞术"(指出!外中介"的摹仿机制所产生的现代神话同样会导致暴力* 基
拉尔的理论涉及到经典的!他者问题"(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故而将巴赫金与基拉尔隐秘的对话关系揭示了出来* 一方面(
巴赫金在!自我与他者关系"这一问题上的努力(指出了对话与共情的重要性(这能够处理!内中介"的摹仿机制导致的
暴力+另一方面(在!巴赫金主义"的视角下对以赛亚.伯林的多元主义进行阐发(也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消除!外中介"的
摹仿机制导致的暴力*
关键词# 摹仿的欲望+!暴力+!他者+!巴赫金
作者简介# 李雪(复旦大学中文系在读博士研究生(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主要从事俄罗斯文学与艺术史)西方文艺
理论的研究* 电子邮箱# ?[q#++#$*c#"%M:4K
毕晓(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外国文学与思想史的跨学科研究* 电子邮箱#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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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三角形*的摹仿欲望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经典中篇小说/永远的丈
夫0向读者描述了这样一对特别的情敌) 男主角
韦利恰尼诺夫年轻时风流倜傥(曾给可怜的帕维
尔$帕夫洛维奇$特鲁索茨基戴过绿帽子* 时过
境迁(特鲁索茨基在妻子已经去世的情况下频繁
地出现在韦利恰尼诺夫的生活中(但是他不是去
找情敌决斗(反而对他事事殷勤(让韦利恰尼诺夫
既惶恐又迷惑* 两人之间的关系与人们所设想的
简单的情敌关系绝不一致(却又仿佛隐隐之中合
乎情理* 陀氏在这里十分精辟地点出了特鲁索茨
基对韦利恰尼诺夫的奇怪感情) 这种感情不是同
性恋(它由两个男人对已经去世的一个女人的感
情所维系(但是(如果说特鲁索茨基对妻子一往情
深(不如说他是在韦利恰尼诺夫身上寻找他对妻
子的爱情* 在这段三角关系里(女人隐藏在事件
的背景中(两个男人之间却仿佛有说不尽的故事
!陀思妥耶夫斯基 )$$#*"'"*

上文所叙述的欲望模式在法国人类学家勒

内$基拉尔的理论体系中有过系统与详细的阐
述* 基拉尔在/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0一书
中(也详细分析了/堂吉诃德0 /追忆逝水年华0
/红与黑0/包法利夫人0/群魔0等多篇小说的文
本(并从中归纳出了人类欲望的一种普遍的境况(
那就是欲望的擅长摹仿的特质* 在古往今来的众
多对各类欲望的解读中(%欲望始终是自发的(始
终能够用联结主体和客体的一条简单的直线来说

明&!基拉尔(%浪漫& ""* 但是(在基拉尔的理论
中(欲望的图像会呈现为一个三角形(在欲望主体
与被欲望主体所追求的欲望客体之间还会出现一

个欲望介体* 多数情况下(欲望主体的欲望反而
会被投射在介体之上(而不是直接诉诸欲望客体*
堂吉诃德对骑士精神与自由美好的向往(多半受
到骑士小说主人公阿马迪斯的影响(阿马迪斯对
骑士精神的追求感染了堂吉诃德(他作为欲望的
介体(从而受到欲望主体堂吉诃德的摹仿* 塞万
提斯对欲望的摹仿性质的深刻省察使得基拉尔对

堂吉诃德的人物解析始终带有既欣赏又讽刺的陌

生化态度(而非单纯像一般的浪漫主义者所解释
的那样(仅仅是对堂吉诃德风车之战的赞扬和对
美好自由的精神的向往* 介体的出现保证了欲望

的稳固(证明了主体的欲望的合理性* 更进一步
讲(欲望主体之所以会将欲望投射到介体身上(是
因为介体提供了将欲望客体具象化的可能性(从
而将经验的血肉充盈理念的骨架(把理念拉进日
常的时空中* 这使得欲望主体在行动时有了一个
参照目标(于是他更加亦步亦趋地摹仿这个介体.
另一方面(亦使欲望主体更加确认(他对欲望客体
的追求是有可能成功的(因为在经验维度中已经
有欲望客体的具体呈现了* 如此(欲望主体通过
欲望介体对欲望客体进行了主观层面的塑形和确

认* 试想(如果堂吉诃德不知道阿马迪斯这个人
物(只知道%骑士精神&这一概念(任他怎样冥思
苦想(恐怕也不会生出对骑士生活的熊熊热情来*
欲望介体在这个三角模式中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

一斑*
并且(欲望的摹仿机制并非是静态的(而是不

断移位的'动态的* 虽然阿马迪斯是骑士小说中
始终不变的角色(但堂吉诃德却处于频繁的活动
中(以他自己对欲望介体阿马迪斯的理解(而不断
地调整自己追求欲望客体的行动* 而当欲望介体
也是一个能够独立行动的主体之时(%介体也觊
觎或者可能觊觎客体* 惟其如此(不论介体的欲
望是现实的还是假设的(都使得客体在主体眼里
身价倍增* 中介的存在造成了完全等同于介体欲
望的第二欲望(就是说(有两个相互竞争的欲望&
!基拉尔(%浪漫& %"* 欲望的竞争欲望主体因而
将%身价倍增&的欲望介体进行了神化(同时这种
神化中又暗含着可能会败给欲望介体的恐惧和焦

虑* 这也就足以说明/永恒的丈夫0中特鲁索茨
基对情敌韦利恰尼诺夫的奇异情感(韦利恰尼诺
夫既是他的欲望介体(也是他的竞争对象(那种既
敌对又亲密的感情在陀氏的笔下被刻画得入木三

分* 由此(欲望主体与欲望介体之间的竞争使得
这种关系的动态特质被展现了出来*

基拉尔将对人类直线式欲望的一厢情愿称为

%浪漫的谎言&(将塞万提斯等一众优秀小说家对
摹仿的欲望的透辟揭示称为%小说的真实&(足以
让我们看出基拉尔的立场* 三角形欲望的存在是
真实可信的(而直线欲望只是一种对自我和他者
的欺骗* 欲望的摹仿机制中(欲望主体需要通过
欲望介体(走过一个三角形的偏斜路线方能与欲
望客体有所联系(这种图像式的关系是%偏斜超
验&(它是欲望的普遍境况.而摒弃了欲望介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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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欲望客体的直线式体认(是%垂直超验&(它
可遇而不可求* 这让我们想起拉康对人类欲望的
著名解析(即欲望为他者'为想象界'象征界和凝
视所共同塑形和折射(而%垂直超验&(更像是实
在界的穿刺和召唤* 而且(基拉尔%摹仿的欲望&
理论虽来自于文学批评(却对社会学'政治学和思
想史领域进行了独特的洞察(其中最为主要的部
分之一(是对产生某些%暴力&根源的挖掘* 欲望
的摹仿不仅使得人类思想变得复杂难解(更在实
践层面上导致了人与人之间产生摩擦与暴力*

二% )内中介*摹仿机制#)双重
束缚*与暴力

!!在欲望的偏斜超验中(如果欲望主体与欲望
介体的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都相隔甚远(那么
这种欲望中介就是%外中介&.如果二者相隔较近
并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交集(这种中介就被称
为%内中介&* 在外中介模式中(欲望介体由于与
欲望主体的时空距离的遥远而无法对主体的欲望

造成任何明显的阻碍(欲望主体对欲望客体的摹
仿可以光明正大地进行(如同堂吉诃德对阿马迪
斯的摹仿.而在内中介模式中(欲望介体与欲望主
体彼此十分接近(而且介体同样对客体有着相似
的欲望(那么介体的存在就对主体构成了具有相
当威胁性的阻碍(而在一些情况下(主体相对于介
体(同样是通向欲望客体的竞争对手* 这时(这种
双重的竞争关系就很容易导致主体与介体之间的

敌对情绪(基拉尔形容这种关系为%双重束缚&*
内中介的欲望模式(更容易导致欲望主体与

欲望介体之间的竞争(%介体越近(他所引起的敬
畏就越会让位于仇恨和竞争* 激情不再是永恒
的&!基拉尔(%双重& #*"* /双重束缚0的译者
陈明珠也曾指出过(在暗含敌对'竞争和冲突的内
中介模式中(会滋生种种为掩饰这种隐秘的欲望
而采用的策略(会造成很多扭曲的情感和精神状
态!陈明珠(%摹仿的迷误& #"""* 这种精神上的
晦暗自古有之(而基拉尔将之普遍出现的状况与
启蒙时代的来临和上帝之城的失落联系在了一

起* 正如基拉尔所言(%否定上帝并不取消超验(
而是把超验从彼岸导向此岸& !基拉尔(%浪漫&
))"* 人们发现上帝的面孔在逐渐隐去(展现在
他们眼前的是人的意志(对上帝的崇拜和对彼岸

的欲望(因而也转变为了对此岸的'身边的人所欲
求之物的欲望* %每个人对于自我神圣化的努
力(最终都变为了对他人的神圣化(因为只有他者
的认同才能真正保证自我的神圣地位* 然而(这
种1自我与他者的双重崇拜2必然会导致竞争与
敌意&!,1?10.-#&&"* 因此(神圣真理的毁灭之
路(也是众多被摹仿的欲望介体变异为障碍者的
过程(在这种境况下(每个人对身边的人进行摹仿
的可能性都大大增加了* 在这里(主体即把介体
当作了一个可以崇拜的对象(也将其当作了一个
竞争的对手和通往神圣的'被摹仿的客体的阻碍*
在一些极端情况下(这种竞争和敌对就会升级为
一种暴力* 拉康将主体实际所处的境况与他想象
中的构形之间的差别比喻为一个裂隙(镜子作为
裂隙中的一个装置(向个体展示了他者的欲望*
%在这里(自然的个体是被无视的(+,,-只有当
他者的欲望和劳动作为中介时(人类的欲望才有
可能被满足& !H1:15 +("* %在现代社会1被解
放了的2人的身上(这一破裂揭示了他身上直接
通向他存在的深渊的可怖的裂隙&!H1:15 #'#"*

上述的裂隙在基拉尔的理论文本中亦有类似

的表述(它展现的是这样一幅世界图景)%现代人
极端的谦卑和所有时代中最强烈的傲慢奇怪地交

织在一起* 因为我们发现了那些塑造我们命运的
未知力量(它们至少应该部分受我们控制* 每一
种新的发现都给予我们控制周围环境和周围人的

新的力量* +,,-并没有统一的人类意志这回
事* 人们并不比过去更能控制他们自己间的关
系&!基拉尔(%双重& #('"*

摹仿激发了人的欲望以及主体与介体间的竞

争(由此(基拉尔鞭辟入里地批判了内中介摹仿机
制所带来的种种弊端* 然而(他的这一思虑并不
周全* 虽然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启蒙时代以降的
病态特征(却将思维过分聚焦于内中介摹仿机制
的竞争之上(从而忽略了外中介的摹仿机制也可
能带来的暴力*

三% )外中介*摹仿机制# 现代神话与暴力

自启蒙时代以来(%西方人为了更好地自我
崇拜(+,,-以进步的神话代替旧的神话(进步
的神话就是说一种现代固有的'无限优越的神话(
一个以本身的方法渐渐自我解救和自我神圣化的

$#&)$



文艺理论研究!"'#* 年第 & 期

人类的神话& !基拉尔(/替罪羊0 ")%"* 阿多诺
和霍克海默认定启蒙与神话之间的关系十分暧

昧* %主体哲学思想在无意识层面上不断摇摆(
不是倾向于努力把自在之物改造成自为之物(就
是倾向于承认在一个摆脱了自我意识的透明性的

模糊背景& !哈贝马斯 $&+"(人类无法在没有中
介之物的情况下直接欲求主体性(人的孱弱注定
了绝对的虚无会刺瞎他们的双眼* 为了消除随之
产生的精神紧张(他们只能将一系列的%绝对精
神&%权力意志&%存在&等作为对神圣天国的欲望
中介(人类的困境恰如尼采所注视着的深渊(而这
深渊也时时刻刻伴随在主体意识已经觉醒的人类

身旁* /群魔0中基里洛夫的自杀也正是来自这
种被深渊所凝视之时不由自主的虚妄* 此时(人
类对不朽的渴望也是一个欲望三角(由于神祇与
人类距离的遥远(这种欲望机制属于外中介(我们
亦可因为它对神祇的摹仿而将之称为%现代神
话&(就像以赛亚$伯林指出过的(%重返狄奥尼
索斯或奥丁神是荒谬的* 因此我们必须拥有现代
神话(既然我们没有现代神话###因为科学已经
杀死了它们(或者至少可以说(科学已经杀死破坏
了神话存在的氛围(我们就必须把它们创造出
来&!伯林 #"""* 但是(这已经不是人人都得以
进入教堂对之进行的祷告的唯一的神(现代神话
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它拥有无限多的外在形式(
也就是说(有无数的现代神存在于现代人的精神
生活中* 内中介摹仿机制与外中介摹仿机制共同
统摄着人们的肉体与精神*

那么(现代神话又是如何在社会中得以运行
的4 它的有效性标准又是如何获得的4 我们借助
罗兰$巴特的/神话修辞术0可以详细阐述这种
现代神话* 巴特指出(神话机制是一个符号系统(
在这里(能指和所指共同构成一个符号(然而(这
个能指并不是空洞的(而是本身作为一个符号存
在(它也由一个能指和一个所指构成* 所谓神话
修辞(即神话将原来符号的能指和所指转换成另
一个能指(与修辞的制造者想要传递的意义!所
指"构成一个新的符号(这个新的符号就是%神
话&* 譬如说(一个黑人士兵对着法国国旗敬礼(
我们从中能读出的是法兰西的帝国性(即每一个
人不论肤色'不论种族都是法兰西的儿子* 然而
黑人士兵不是单纯的能指(而是一个符号(这个符
号背后所隐藏的是法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殖民侵

略和劳动力掠夺!巴特 #**"* 如果没有很好的

读解这种修辞的能力(便很容易忽视这个符号的
深意(如此一来%神话&就达到了它的目的*

如果我们将巴特与基拉尔进行比较(就会发
现二者之间的隐秘关联* 人人都拥有各自的外中
介(这亦会形成一种竞争(与内中介引起的竞争不
同的是(这种外中介之间的竞争显然更加光明正
大* 为了壮大自身的势力(增强自身的可信度(在
不断与其他的欲望竞争的情况下(欲望主体为了
隐藏自身的摹仿(它便把欲望的三角这一层涵义
转换成了一种自发的'线性的欲望(变成好像是主
体对客体直接的欲望(这与巴特的神话修辞术就
有了一定程度的相似性(或者我们可以称它为
%欲望的神话&* 这种神话在我们现实生活和历
史事件中出现过多次) 一个人向往自由'向往个
体绝对的自主性(但实际上他是在有意或无意摹
仿独裁者(并依靠高超的神话修辞术的技巧(把独
裁者在获得权力过程中的种种勾心斗角与权术手

段隐藏了(使他自己的追求变得更具有合理性也
更具有煽动性(进而(为了一些世俗的利益(诸如
政治利益'权力斗争等等(欲望主体会将这种颇具
合理性的说辞会上升为一种颇具煽动性的说辞(
以聚集自己的信众(或者以哲学之名(或者以政治
之名* %神话的意义在于将由历史决定的结果转
变为自然而然的现象的能力&!G1;.-%$""* %统
治阶级通过神话净化其历史和动机(这同样也能
让附属于自己的人民去服从和接受!即使只是替
代性的"现状&!G1;.-%$""* 这些神话可以借助
罗兰$巴特的方法被粗略地分为两类) 左翼神话
与右翼神话* %左翼总是确定自身与被压迫者(
不论生产者还是被殖民者有关系* 不过(被压迫
者的言说方式只能是枯燥'单调'直露的+,,-
左翼神话在某种程度上总是一种人为的神话(重
建的神话) 因而是笨拙的(存在缺陷的& !巴特
"'(".而右翼明显是神话产生的丰富土壤(%压迫
者拥有一切(其言说方式多种多样(随物赋形(拥
有一切可能程度的尊严) 他具有释言之言的独占
权&!巴特 "'+"* 右翼神话%把这世界固定为可
以永远拥有的对象(对所有物进行分类整理(对其
作防腐处理(使之永久保存(向现实注入纯化的本
质(使其停止转变(阻止它逃向另外的存在形式(只
有这样(意识形态才能完好无损&!巴特 "#&"* 左
翼神话的颠覆性和右翼神话的保守性一览无余*

掌握着现代神话的建立机制的人(利用神话
修辞术的一系列技巧###类宗教的煽动性'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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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措辞###将他们想要赋予其神性的事物变形而
笼罩上一层蛊惑人心的光晕(从而一步步地招揽
自己的信徒(一步步地获取权力(在竞争中变为强
者(压制其余种类的%偏斜超验&* 当某个群体的
欲望压迫其他群体的欲望'此方的%偏斜超验&想
要取代彼方的%偏斜超验&的机制出现时(群体间
将为了各自的%偏斜超验&发生争执(而当这种争
执从思想层面落到行动层面上时(为了让固执的
他人承认自己的%偏斜超验&(必然就要借助暴力
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这就是拉斯科尔尼科夫的
噩梦(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大法官的传说0
的末日预言###人们将为了各自的上帝而争得头
破血流(而暴力的制造者'神话的掌握者则坐享其
利* 除了成功地掌握神话修辞术之外(神话制造
者还充分地利用了陷在偏斜超验里'从而对他者
的欲望心存疑虑的人群的恐惧心理* 在现代神话
的阴影下生活并且完全信仰这种现代神话的人群

在某种程度上拒绝与外界对话(他们自认为自由(
自认为有一个超验的%权力意志& %主体思想&等
统摄着他们(然而实际上(他们是闭关自守在最狭
窄的范围里* 一旦他们以为自己的偏斜超验将要
受到威胁(他们将不惜使用暴力手段保护自己的
幻想* 这就是外中介摹仿机制与现代神话修辞术
共同合作下所带来的暴力事件* 由此(我们可以
得出的结论是(基拉尔的内中介摹仿机制与外中
介摹仿机制都是有可能带来暴力的*

四% 翻转摹仿的欲望# 巴赫金与
基拉尔的)对话*

!!拉康以其著名的拓扑结构分析主体意志的虚
妄和%他者&在人类精神生活中不可小觑的力量(
而%基拉尔发现了拉康的缺陷* 拉康沉迷于象征
界的重要性(却没有解释其中所浮现的暴力现象*
+,,-他的系统是完全静止的* 这里同样缺少
一种能使他对人类之间的竞争!如果他注意到这
一 点 " 作 出 合 理 解 释 的 共 时 性 维 度 &
!9.35.].(#"* 基拉尔更进一步(以欲望的动态
结构指出了对他者欲望的摹仿所可能引起的暴力

事件(又一次深刻地证明了%他者问题&的残酷
性(而且这问题在很多时候是无解的* 基拉尔以
%摹仿的欲望&的理论为武器(向启蒙的自主性幻
觉发起攻击(这种行为无疑是富有战斗力量的* 他
强调了与偏斜超验相对立的垂直超验的重要性(强

调对彼岸世界的虔敬(并以/卡拉马佐夫兄弟0的
结尾为例(指出了%偏斜超验&最终变为直接面对
神圣的世界的%垂直超验&时那种震撼人心的力
量* 他认为(宗教信仰的缺失造成了如今摹仿的暴
力无处不在的困境* 但是(%如果恰恰是基督教自
身的因素在这一演进中起了作用(那么到底是在哪
个地方迈错了步子4 又如何可能重新恢复那种秩
序呢4 怎样回到那个已经失败了的基督教4
+,,-回到怎样的基督教4 这些问题当然不在他
的人类学'宗教哲学的考虑范围&!陈明珠(%摹仿
的欲望& ###"* 因此(基拉尔的%解构&颇为独特(
其%建构&却暗含些许云雾诡谲的先知意味(其严
密的论证最后难免被情绪上的怨恨所淹没*

无疑(基拉尔指出了一个真相###自我的建
构(无论是向内的还是向外的(都永远离不开他
者(自称为自我而斗争(实际上多半不过落入了为
偏斜超验而挣扎的窠臼* 基拉尔对启蒙时代以降
的频频出现摹仿的暴力的世界的悲观(并非没有
道理* %现代性的根本困境就是源自1以主体为
中心的理性2的片面性* 这种挣脱了传统规约
的'自作主张的'自力更生的主体性原则导致了分
裂与异化& !刘擎 *"* 为摆脱这种困境(众多思
想家各执牛耳(其中有一些正与基拉尔遥相呼应*

%世界充满了已被创造出来的众多的他人形
象!这是个他人的世界(我也来到了这个世界
上".其中也有体现在他人形象中的1我2的形象*
在塑造他人形象和塑造自我形象时意识所取的立

场* 目前这是整个哲学中一个关键的问题& !巴
赫金(第四卷 (*"* 米哈伊尔$巴赫金在讨论
%自我意识与自我评价&的笔记中提到了经典的
%镜中人&问题(这个问题也可以在/论行为哲学0
与/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0里找到进一步
的阐发* 与拉康和基拉尔一样(巴赫金认为(当
%我&面向外界时(%不是我用自己的眼睛从内部
看世界(而是我用世界的眼睛'别人的眼睛看自
己) 我被他人控制着& !(%"* %巴赫金展现了一
种在1我为自我2和1我为他者2两种感性经验之
间本质性的对称结构* 1我为自我2并不能产生
出一种自我的自主代表.我自己的边界并不能为
我自己的知觉和意识所触及!我不能观察到我的
头顶(也不能有意识地经历我自己出生和死亡的
那一瞬"& !<-6351/2̂J=?.15 $"* 巴赫金也认为(
他者在方方面面都渗入了自我意识的建构* 由
此(%我&之所欲亦是%他人&之所欲(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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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巴赫金并未如基拉尔那般悲观(尽管他一以
贯之地指责%万物备于我&的狂妄立场(将其定义
为眼中只有自我和供自我观察的客体的%小经
验&(但也没有完全取消主体的主动性* 换言之(
从巴赫金的角度深入挖掘(%他者问题&的盲点可
以被点亮(即%通过认识可得到克服* 认识能建
立一个统一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它在一切方
面完全独立于这个或那个个人所处的具体而唯一

的位置&!巴赫金(第一卷 #"'"* 而这一%认识&
具体又是如何达成的4 结合基拉尔对%内中介摹
仿机制&与%外中介摹仿机制&的区分(可以分为
两个层面具体论述*

一方面(对于时空位置相互渗透的%内中介
摹仿机制&关系(自我首先需要的不是跳出%我&
与%他者&之间的二元论(而是在充分了解我的欲
望与他者欲望之间的关系之后的具体把握* 如果
自我欲望真的是全然的虚妄(%那么我不存在这
一点就永远不会成为我的意识的一部分(不存在
不可能成为意识存在中的一个因素(对我来说根
本没有这个以示存在(换言之(存在此刻不能通过
我得以实现&!巴赫金(第一卷 #+"* 这种完全把
自我欲望和意识弃之不顾的做法(固然将高高在
上的主体性拉下了神坛(但同时(这种做法也有可
能将人置于前现代时期的'相对于神圣权威的依
附地位(因为人在发现了自我欲望的虚假和与他
人因互相摹仿而不可回避的冲突后(为使得这一
乱象尽快得到平复(难免会求助于更高的'能够统
摄所有人的权威(而这与当今世界已得到普遍认
可的平等'自由等诸价值背道而驰* 从巴赫金的
角度看(这也是%根本上抛开了作为参与者的自
我&!"#"(从根本上拒绝现代世界主体意识已经
得到释放的现状(想用%堵&而非%疏导&的方式应
对过分高扬的主体性*

那么(%疏导&又何以实现呢4 如何使自我欲
望不再与他者欲望陷入无休无止的冲突之中4 为
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必须要认识到(对自身欲望的
认识是一个动态过程(既非以己度人'也非将自我
全然交给他者的单向度认知* 巴赫金的观点恰好
能够揭示内中介摹仿机制的本质* 对内中介摹仿
机制的理解(由此可以更进一步(即由于作为欲望
主体的人的边界的限制(他会根据自己特有的视
角来确认欲望介体(%他者&对%我&的建构作用(
亦受到作为观者的%我&的影响(%我&并不是被动
的接受者(而是拥有自己的独特视角* 同时(也应

该认识到(%他者&也处在这样的境况下* 一般说
来(%我&的认知和%他者&的认知并不能完全融
合(即便是在极端情况下(即当%我&与%他者&互
为欲望介体'构成%双重束缚&时(这种%欲望的错
位&仍旧存在* 认清这一点(能够较为有效地处
理内中介摹仿机制所产生的混乱*

每一个自我相对于他者(都始终拥有%超视&
的视角(%我&能看到他人看不到的部分(他人的
目光也能越过%我&的局限(看到 %我&的背面*
%超视&的下一步就是%移情&并%返回自身&(站
在他者的角度上对待外界(包括对待自我(%然后
又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来(用在他身外的我的这一
位置上所得的超视(充实他的视野(赋予它框架(
以我的超视'我的超知'我的意志和情感为它创造
一个使之最后完成的环境& !巴赫金(第一卷
#"#"* 也就是说(对自我的完整认知(是融合了
我与他人的视野的* %巴赫金坚持认为(当你注
视我时(这一互动并不会使我感到无助或者可耻
地依附于你(也并不会因为使我的价值在这世上
1孑然一身2而让我自身立场的权威性被抛弃*
+,,-事实上(正是在我身上展现的你的影像使
得我免于成为与这世界无关之物(成为一叶浮舟(
只被我的内在情绪'那喀索斯式的欲望或是反复
无常的机会所控制&!<K.-/45 #&("* 这种认知(
最终会使得自我与他者达到某种平衡(对自身的
欲望和欲望的摹仿形成相对清晰的认识(而不是
窝在各自的地下室中与欲望的风车作战而不自

知* 而清楚地认识到欲望的本质只是第一步(接
下来需要的是共情(是巴赫金意义上的%对话&(
在因互相不理解和敌视而产生的暴力出现之前(
%我&与%他者&的视野需要融合(而这一步是需要
人为推动的(需要积极的行动(而不是在认识过后
缩入悲观之中* 理解总是和解的先声(承认自己
视野的局限性的同时(尽力通过共情和对话去扩
充它* 这一方式在对待外中介摹仿机制所引起的
暴力这一方面(同样有效*

在外中介摹仿机制所构成的现代神话中(每
一种形式的神话都拥有各自不可复制的时空位

置(因而也拥有各自的%视觉盲点&* 以赛亚$伯
林也已指出(终极价值之间往往蕴含着一种悲剧
性的冲突(它们通常不能够拥有一个统一的体系
来维持和谐(这是人类社会的常态* 这一判断同
样可以应用在不同的外中介摹仿机制的领域(因
为总体性坍塌之后的世界现实(就拥有比以往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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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多元的价值现状* 德沃金曾经对伯林所指出的
这种价值之间的不可统一性提出质疑(并尝试开
辟出一条普遍正当性的道路(这一做法无疑令人
敬佩!里拉 ))#%("* 但是(%多元价值共存的现
代性困境(或者马克斯$韦伯所说的 1除魅2
!63/.5:8152K.52"之后所造成的1诸神之争2(意味
着一种永远的紧张(一种道德与政治意义上的不
断冲突与和解的反复实践* 这要求我们弃绝一劳
永逸的基础主义解决方案&!刘擎 #")"* 神圣天
国降落到地上之后(人们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
上都无法再被统一起来(况且还有长久以来被主
流价值观摒弃在外的第三世界* 各种现代神话并
存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难以复返* 无论是建
立一种神学性质的%统一论&(还是以世俗强权迫
使他者臣服(都难以自证其正当性* 然而(%如果
将道德与政治生活看作是一种实践而不是教条(
也许可以在范式转换中获得一种不同的视野&
!刘擎 #"%"* 巴赫金承接的即是在伦理层面上
实现价值和解的尝试(他在另一方面发展了伯林
的理论* 将一种价值'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神话看
作是一种声音(将另一种神话看作是另一种声音(
价值多元的世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声音* 或许(
从一种价值%移情&到另一种价值(并积极返回自
身反思并成长(方能使这些现代神话之间的冲突
有些微的减缓* 不失去自己的立场(也同情地外
位于其他立场(这与伯林的思想也有共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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