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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朗西埃的现代虚构观

曹丹红

摘!要! 朗西埃对虚构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近年来更是出版多部专论!对现代虚构本质进行了思考!提出了独特的见
解" 朗西埃的现代虚构观确立于对亚里士多德开创的传统虚构理性的批判!以及对席勒%济慈%福楼拜%伍尔夫%奥尔巴
赫等作家学者思想的继承之上!它指出现代虚构的核心不再是对某个有机整一的行动的摹仿!而是对并置的感性微型事
件的表现" 内容的变化导致了现代虚构的形式变化!传统虚构中被边缘化的描写获得了与叙述同等甚至更为重要的地
位!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虚构的质地" 对朗西埃现代虚构观的考察有助于更为深入地理解朗西埃的美学思想与文学政
治学!也能为反思现代虚构写作提供一种新颖的视角"
关键词! 朗西埃&!虚构理性&!行动&!描写&!感性的分配
作者简介! 曹丹红!文学博士!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翻译学%法国文论研究" 通讯地址( 南京市栖霞区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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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法国诗学研究$+项目编号( %+YMM#%%,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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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构问题是文学研究无法避开的问题#同时
还因其涉及现实%语言%思维与真理之间错综复杂
的关系#而始终在人文学科诸多领域占据着重要
位置$ 法国知名学者朗西埃)N:.W946U:2.7u54*对

虚构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近年来更是出版了
+消失的线!!!论现代虚构, );")492"065<=''%4'
'509% )4714($ -(6"0$""#%& 年*+虚构的边界, );"'
.(06'6"9% )4714($ "#%+ 年*等专论#对现代虚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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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朗西埃的现代虚构观

本质进行了思考$ 朗西埃在其中提出的现代虚构
观颇为独特#我们认为#对这一独特虚构观做出一
番考察不仅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朗西埃的思想#
也有助于反思虚构观念本身$

一" 什么是传统虚构理性*

在+消失的线!!!论现代虚构,的引言中#朗
西埃开门见山地指出-&在+情感教育,与+吉姆
爷,的时代#虚构发生了一些变化#它失去了秩序
与比例#而秩序与比例是此前人们判断虚构作品
是否优秀的标准$' );")49)* +情感教育,与+吉
姆爷,的时代跨度很大#从+情感教育,第一版出
版的 %)&'!%)&( 年直至 %$## 年#横跨整个 %$ 世
纪下半期$ 那么#在这翻天覆地%风起云涌的半个
世纪里#西方的虚构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变化3 变
化产生之前的虚构如何#变化之后的虚构又如何3
朗西埃本人面对这种变化又持什么态度3

对朗西埃来说#这些问题的答案似乎显而易
见- 变化之前的西方虚构遵循亚里士多德确立的
摹仿传统#变化之后的虚构则走上了相反的道路$
+虚构的边界,一开篇#朗西埃即对亚里士多德
+诗学,展开回顾#并为+诗学,所创立的虚构传统
总结出以下几条核心原则$ 首先#在亚里士多德
看来#虚构!

摹仿的是行动$ 在+诗学,中#亚里士
多德反复强调#&摹仿者表现的是行动中的人'
)')*#或者&此类作品之所以被叫做.戏剧/是因
为它们摹仿行动中的人物')&"*$ 不过这番话并
不意味着人物是摹仿的重心#因为亚里士多德随
后指出#&悲剧是对行动的摹仿#它之摹仿行动中
的人物#是出于行动的需要' )*(*$ 另一方面#
+诗学,结尾提到史诗时说#&史诗诗人也应该编
制戏剧化的情节#即着意于一个完整划一%有起
始%中段和结尾的行动')%*'*$ 鉴于戏剧和史诗
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意味着全部诗歌类型#因此也
可以说#对亚氏而言#文学即意味着对行动的摹
仿$ &行动'一词在亚氏伦理学体系中占据重要
地位#暗含了行动主体%意愿与选择%目的性等丰
富内涵#由此使传统虚构内在地具有了某些重要
特征$

其次#虚构排除了偶然性#也就是说虚构是个
有机整体#它的情节环环相扣#事件根据必然性或
可然性原则得到组织#这里朗西埃想到的应该是

亚里士多德的名言#&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
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根据可
然或必然的原则可能发生的事' )+诗学, )%*$
对亚里士多德及其继承者来说#根据可然性或必
然性来组织情节#这是诗歌区别于历史的最根本
特征$ 在虚构作品中#必然性或可然性原则又体
现为相互关联的两方面#一方面#情节的发展遵循
因果逻辑#另一方面#虚构中的时间都与情节发展
的某个环节有关#都是有效的行动时间$

最后#虚构强调行动的认知价值$ 亚里士多
德对认知的重视由+尼各马可伦理学,可见一斑#
亚氏在其中提到#行动的目的是对幸福的追寻#而
终极的幸福是过上一种智性生活$ 在+诗学,中#
亚氏指出#事件的发展不是神力干预的结果#而是
行动者认知状态导致的结果#更确切的说是由行
动者在无知状态下犯下某个错误所导致$ 例如
+诗学,十三章中有言-&一个构思精良的情节必
然是单线的0112它应该表现人物从顺达之境
转入败逆之境#而不是相反0112人物之所以遭
受不幸#不是因为本身的邪恶#而是因为犯了某种
后果严重的错误')$)*#+诗学,十四章又强调#诗
人组织行动的最好方式#是将人物的行动描写成
不知情情况下做出的举动#&如此处理不会使人
产生反感#而人物的发现还会产生震惊人心的效
果')%#+*$ 认知错误引发蝴蝶效应#最后导向不
幸结局#行动者面对悲剧结局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完成了认知过程$ 而认知达成的一刻也是真相披
露%行动突转%命运变换的一刻#这一刻令悲剧观
众对人物命运产生怜悯或恐惧#悲剧的净化功能
就此产生$

以上由亚里士多德确立的虚构原则与精髓#
朗西埃称其为传统虚构理性)5:37/2:;73p或 5:76/2
F7.37/224;;4*#后者概括来说就是&虚构知识组织
了事件#活跃的人通过事件#从幸运走向了不幸#
从无知走向了知识' ) ;"'.(06'%#*$ 朗西埃认
为#如果说亚里士多德之后的虚构确实被这种虚
构理性左右#那么 %$ 世纪以来的文学创作!!!尤
其是福楼拜%康拉德%左拉%伍尔夫%普鲁斯特等人
的创作则逐渐摆脱了这种虚构理性#而传统虚构
理性的颠覆既意味着文学观念与实践从再现体制

)5pJ70454A5p6423:37F* 进入到美学体制 )5pJ704
463Gp37W94*#也意味着某种文学与政治新关联的
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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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从行动的推进到感性的共存

由上文可见#对朗西埃来说#传统虚构理性最
重要的原则是对行动的摹仿#而他的反拨也由此
入手$ 通过两个步骤#他完成了对传统虚构理论
的颠覆$

%v从行动的主人公到不行动的大多数
&行动'是什么3 在希腊语原文中#&行动'对

应&A5:876'#后者有时也被翻译成&实践'或&行
为'$ A5:876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一个重要概
念#对它的谈论贯穿了整部+尼各马可伦理学,#
中译本)商务印书馆*尤其为第三卷添加了&行
为'这一名称$ 由第三卷可见#行为与意愿%选
择%考虑%希望%能力等有关#+尼各马可伦理学,
中译者将其总结为-& 槇456789#实践或行为#是对
于可因我们)作为人*的努力而改变的事物的%基
于某种善的目的所进行的活动$ 在亚里士多德的
伦理学著作中#实践区别于制作#是道德的或政治
的$ 道德的实践与行为表达着逻各斯)理性*#表
达着人作为一个整体的性质)品质*$' )+尼各马
可伦理学, '*因此传统虚构所摹仿的行动有一
个兼具道德德性与理智德性的行动主体#主体有
明确的目的#会为达成目的去考虑和选择行动的
方式与手段$ +诗学,尽管不再谈论行动本身#而
更多谈论对行动的摹仿#我们仍能看到同一种行
动观-&既然悲剧是对行动的摹仿#而这种摹仿是
通过行动中的人物进行的#这些人的性格和思想
就必然会表明他们的属类)因为只有根据此二者
我们才能估量行动的性质0思想和性格乃行动的
两个自然动因2#而人的成功与失败取决于自己
的行动*$' )*'*这几句话再次表明行动是有动
机%有结果的活动$

朗西埃在现代虚构作品中发现的#正是这种
以行动为摹仿对象的虚构理性的解体$ 因为这一
虚构理性&只跟那些行动并期待从行动中获得某
种结果的人有关' );"'.(06'$*#但实际上#&行
动主体的数量是有限的#因为大部分人严格来说
并不行动- 他们只是制造物品和孩子%执行命令
或提供服务#在第二天重复前一天的事$ 这一切
之中没有任何期待#没有任何期待的落空#不会犯
任何可能令人从一种条件过渡到其反面的错误$
传统虚构理论因此只跟很少一部分人及人类活动

有关#剩下的全部受制于无秩序%无缘故的经验现
实');"'.(06'$*$ 朗西埃在现代虚构作品中观
察到的#正是这些融入日常生活的不行动的大多
数#他们进入文学并成为了后者的表现对象$ 他
指出-&在巴尔扎克和雨果的时代#文学也许最先
对日常生活背景及形式所具备的承载历史的力量

给予了肯定#不仅如此#对于这一内在于无名事
物%存在及事件的力量#文学还把它变成了某种断
裂的原则#来与过去从幸运到不幸%从无知到知识
的重要转变模式拉开距离$' );"'.(06'%%*这一
观察并不是朗西埃一厢情愿的判断#因为它也符
合某些理论家总结出的文学发展规律$ 在+写作
的零度,和+什么是文学3,中#巴特与萨特就曾不
约而同地指出#文学应表达社会上升阶级与新兴
力量的诉求$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发展#尤
其在标志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最终决裂的 %)&)
年革命以后#匿名的大多数逐渐成为法国社会中
对抗资产阶级统治的主要力量#理应成为新虚构
的表现对象$

"v从行动的推进到感性的共存
然而#不行动的无名的大多数及其生活成为

文学表现对象#这只是朗西埃意义上的现代虚构
的必要不充分条件$ 为理解这一点#有必要先了
解一下朗西埃现代虚构观的其中一个理论来源#
也就是奥尔巴赫及其在+摹仿论,中提出的文体
混用原则$ 奥尔巴赫论证的出发点是古希腊罗马
文学所确立的文体分用原则#朗西埃将其概括为
文类性准则和得体性准则)朗西埃 +!%'*#这两
个准则又与虚构准则密切相关$ 一方面#不同的
文类用以表现不同的对象#+诗学,即明确指出
&喜剧倾向于表现比今天的人差的人#悲剧则倾
向于表现比今天的人好的人')')*$ 对象的等级
进而决定了文类的等级#因为悲剧摹仿对象在社
会身份与地位上高于喜剧#悲剧在古希腊的地位
与重要性便高于喜剧#这一点反过来又影响了西
方文学史上&严肃'或&高雅'文学的主题与形式$
另一方面#不同的风格用以表现不同的对象#体现
了形式与主题的适应$ 奥尔巴赫通过考察西方文
学史#发现由亚里士多德奠定的文体分用原则在
不同历史时期的命运有所不同#自 %$ 世纪初以来
越来越明显地被作家僭越$ 奥尔巴赫本人对违背
这一原则的作家或文学运动表示赞赏#在他看来#
&司汤达和巴尔扎克将日常生活中的随意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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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朗西埃的现代虚构观

限制在当时的环境之中#把他们作为严肃的%问题
型的%甚至是悲剧性描述的对象#由此突破了文体
有高低之分的古典文学规则')*("*#他们的创作
&为现代写实主义开辟了道路#自此#现代写实主
义顺应了我们不断变化和更加宽广的生活现实#
拓展了越来越多的表现形式')*('*$

朗西埃的现代虚构观无疑深受奥尔巴赫影

响#但他比奥尔巴赫走得更远$ 谈到福楼拜的
+包法利夫人,和伍尔夫的+到灯塔去,#奥尔巴赫
认为包法利夫妇吃一顿晚饭的事件尽管日常#拉
姆齐太太量袜子长度的举动尽管平凡#这些微不
足道的事件却在叙述中获得了某种象征力量#
&人们相信#信手拈来的生活事件中#任何时候都
包含着命运的全部内容#也是可以表述的'
)*&(*#对奥尔巴赫来说#这两个例子是用高文体
来严肃对待&低等'主题的范本$ 但朗西埃并不
满足于此#他发展了&奥尔巴赫发现却没有明确
提出');"'.(06'%'*的东西#在他看来#发掘普
罗大众身上的高贵之处#揭示吃晚饭%量袜子这样
的日常举动所包含的悲剧性#令寻常物嬗变成艺
术品#这种逻辑仍然是重构行动的尝试#因而还没
有摆脱传统虚构逻辑$ 真正的新虚构应试图打破
的#是整个再现逻辑$ 这从他对+包法利夫人,的
解读可见一斑$ 在他看来#农民的女儿爱玛爱看
骑士小说#这件事本身不但无可非议#还意味着匿
名大众从此也可自由获取知识#而知识不再专属
某个阶级的事实反映出 %$ 世纪法国社会民主程
度的加深$ 爱玛的问题在于#她那爱幻想的头脑
总是试图按照她所读过的旧小说的模式来安排自

己的生活#也就是总试图回到与再现逻辑相适应
的旧制度中去$ 朗西埃认为#福楼拜正是出于对
等级分明的旧制度及其意识形态产物!!!再现式
文学的深恶痛绝#而不是觉得&放任了爱玛一段
时间之后#断定这种民主过度了' )郑海婷 $#*#
才会在 +包法利夫人,中为爱玛安排了死亡的
结局$

朗西埃进而借福楼拜的观点#拓展了奥尔巴
赫的理论#同时确立了自己独特的现代虚构观$
在一封写给露易丝"柯莱的著名信件中#福楼拜
曾说-&主题没有美丑之分#而且我们几乎可以依
据纯艺术流派的观点确立一条准则#即根本不存
在主题#唯有风格才是看待事物的绝对方式$'
)G(00"'2($6%$7"'&(!&**这便是现代虚构所产

生的变化#现代虚构&并不仅仅意味着0112普
通人的情感与.伟大灵魂/一样#也能成为激发诗
歌创作的灵感#它还意味着某种更为彻底的局面#
从此以后#再无主题)69\43*存在')8(9414X5"%$*$
主题暗示了统一性与一贯性#意味着主次%布局与
比例#&再无主题存在'则意味着这一切的消失$
但是#无主题的写作似乎难以想象#它究竟是怎样
一种写作3 朗西埃认为现代虚构&执行了两个操
作#第一个操作将匿名能力的表现分解为无数无
人 称 的 感 性 微 型 事 件 ) 07.5/?pLp2404236
64267>;46*#第二个操作将写作的运动等同于这一
感性组织的呼吸本身')U:2.7u54# ;")49'"*$ 这
段话还需结合朗西埃一贯的美学思想加以理解-
首先#个体具备审美能力#任何人都能感受到任何
情感#这种能力是实现个体平等的基础$ 其次#个
体感受力是一种类似济慈所说的 &消极能力'
)24J:37L4.:A:>7;73<*#个体并不像传统虚构中的主
人公那样去行动#而是任由事件与感觉降临到自
己身上$ 因而个体的感性体验遵循的不是有始有
终的英雄模式#而是波德莱尔笔下的漫游模式$
个体在梦游般的遐思之中与来自外界的纷扰事件

相遇又分离#在环境%情感与思想共同作用下#获
得对事件的短暂的%碎片式的感受$ 最后#这些碎
片式感受彼此平等#&都被整体的力量赋予了生
命')U:2.7u54# ;")49)$*#这&整体的力量'及上
文提到的&匿名能力' &内在于无名事物%存在及
事件的力量'都是一回事#都是&大写的生活#穿
过并超越每个个体生活的普遍的生活')%%)*#朗
西埃的美学思想是对&生活范式)A:5:@7J04@4;:
L74*')%"+*的推崇$

因此现代虚构尽管书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但它并不意味着普通人与日常生活成为文学的

&选民'#就此获得高贵的地位(日常生活在现代
虚构中分裂成无数感性微型事件#后者是碎片化
的感觉#被虚构作品表达后#它们是无主的话语#
可以是任何人的感受与表达#体现出一种无人称
性#仿佛&无限微粒的永恒运动#在某种永恒的颤
动的中央#时而聚拢#时而分散#或者重新聚拢$
正是这个运动构成了新虚构的质地');")49'&*$
福楼拜%左拉%康拉德%伍尔夫%普鲁斯特等作家的
作品中体现的正是这种无人称的微粒运动$ 以伍
尔夫+到灯塔去,第二部分为例#这一部分的内容
大多在描写更迭的四季%交替的昼夜%静止或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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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然环境#以及在这一切包围影响下逐渐毁损
的拉姆齐家海滨别墅$ 这些描写很难找到叙事学
意义上的视点与叙述主体#即无法确定是谁在观
察谁在说话$ 奥尔巴赫评论+到灯塔去,时#把文
中无法确定说话人的自由间接引语看成对&多个
人的意识描述')*''*或&多元意识镜像' )*&+*#
此时他考虑的&多个人'主要还是书中的人物#无
人称性则意味着作品中的观察%感受与表达再也
找不到主人#任何读者都可以将其据为己有$ 文
中也涉及人物行动#但主语常常是&人们' &一个
身躯'&一只手'11也有有名有姓的人出现#也
就是别墅管家婆麦克奈布太太#面对岁月流逝感
叹忧愁的长久%生活的单调#自问还能活多久$ 但
伍尔夫对麦克奈布太太的描写无疑是抽象的%诗
意的#甚至有些失真#描写她只因她也在环境之
中#也是熙熙攘攘的感性微型事件中的一件#她的
叹息与思考融入环境#失去了个人色彩#她的名字
完全失去了&以名举实'的作用#她可以叫任何一
个名字#她可以是任何人的代言人#她与周围环境
一起#被生活的气息与洪流裹挟而走$ 因此#现代
虚构看似没有放弃对人物命运的讲述#实际上是
将原子一般的无人称状态组合在一起#它不再是
某个英雄或悲剧人物的故事#而是所有&无名事
物%存在及事件'的状态组合#是&伟大的无人称
生活)J5:2@4=7470A456/224;;4*');")49''*的自
行展现$

当微粒的永恒结合与分离运动打乱行动#渗
入虚构并改变后者的质地#传统虚构理性中与行
动密切相关的另两个原则!!!虚构根据必然性或
可然性安排情节#虚构重视认知价值!!!也被颠
覆$ 在新虚构中凸显出来的是一种&感性状态并
存的秩序');")49''*#也就是大量&感性微型事
件的并置')D%9%4'"%'*#面对这些事件#无论对
人物%作者还是读者来说#比起运用智力进行分
析#更为重要的似乎是发挥感受力#去充分&体验
内在与外在的融合')8(9414X5"+%*$

三" 从叙述到描写

由内容的差异产生了现代虚构与传统虚构的

另一个差异- 当行动不再是虚构关注的中心#虚
构文的写作方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描写!!!
尤其是细节描写开始取得重要地位$ 描写与叙述

的历史同样悠久#但与叙述相比#描写在虚构传统
中始终处于较为尴尬的地位$ 对描写进行过深入
研究的法国当代文论家哈蒙)PG7;7AA4Z:0/2*指
出#在很多理论家眼中#描写具有无法控制的膨胀
与扩张倾向#同时还会在文中引入古怪的或太过
专业的词汇#损害表达的自然流畅及文学作品的
统一性#影响读者的阅读体验#阻碍文学发挥自己
的教化或娱乐功能$ 因为这些缺陷#所以在 %* 至
%) 世纪的法国修辞学与诗学理论中#&描写并没
有真正的理论地位')Z:0/2 %#*$ 另一方面#描
写又受到严格的限制#它的主要功能是为行动提
供时间%地点%背景等信息#或者为人物提供侧写#
帮助读者理解其道德%情感与行为#总之#它必须
对行动的叙述起到辅助的作用$ 从 %$ 世纪初开
始#随着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文学的兴起#因为司
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尤其左拉等人的努力#描
写的地位有所改善("# 世纪的新小说更是赋予描
写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重要性$ 但将描写视作手
段而非目的的观念却始终存在#即便是福楼拜%左
拉等作家在面对描写时都抱持一种暧昧的态度#
而卢卡奇%雅克布森%瓦莱里等理论家也都曾从不
同立场强调过描写的&危害'#并劝告写作者克制
描写的冲动$

在这种描写观中#不难想象细节描写遭遇的
抵制$ 朗西埃认为&描写所具备的过度.现实主
义/倾向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阐释#从这一阐释
中能够获得一种有关虚构诗学与虚构政治学关系

的全新认识');")49%#*#由此重新定位了现代虚
构作品中的细节描写$ 其论证从反对巴特与萨特
的描写观入手$ 在著名的+真实效应, )O/VFF43
@4Up4;*一文中#巴特就福楼拜中篇小说+淳朴的
心,的描写展开了思考$ 福楼拜在+淳朴的心,开
篇花不少笔墨描写了女主人公费莉西泰帮佣的欧

班太太家的房子#触动巴特的是其中一句描写
&正房'的话-&晴雨表下方的一架旧钢琴上#匣
子%纸盒#堆得像一座金字塔$')'*巴特认为晴雨
表&这个物体不突兀却没有任何意义#初看之下
并不属于可被.记录/的东西范畴')Y:53G46)&
)(*#因而很难从结构功能的角度得到解释#进而
将晴雨表归入西方普通叙事作品中随处可见的

&无用的细节' )Y:53G46)(*行列#并思考了其
&无用之用'- 细节通过自己具体%精确却无用的
特征#令读者&感觉自己所看到话语的唯一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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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对现实的严格摹写#以及在读者与现实世界
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 )B/@/5/L+*#也就是说制
造出了令人信服的&真实效应'$ 由此可见#巴特
的分析还是没有脱离其符号学思想$ 在萨特看
来#&福楼拜写作是为了摆脱人和物$ 他的句子
围住客体#抓住它#使它动弹不得#然后砸断它的
脊梁#然后句子封闭合拢#在变成石头的同时把自
己关在里面' )萨特 %*'*$ 萨特认为#作家精雕
细琢描写文字#制造出一个与现实世界隔绝的抽
象世界#似乎想通过这一举动表明对资产阶级当
权的世界漠不关心#由此来与资产阶级划清界限$
但实际上他们的能指游戏无法为新兴的无产阶级

所理解#也无法对其产生任何作用#因而风格游戏
体现的#其实是作家向社会保守势力的妥协$

朗西埃指出#以上两种观点表面看来有些矛
盾#实际上殊途同归- 巴特与萨特都将描写视作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文学上的反映#他们的思路
仍然没有摆脱旧的再现逻辑#因而都&错过了问
题的核心');")49"#*$ 在他看来#福楼拜对外省
生活的描写#伍尔夫对资产阶级生活起居的描写#
左拉对工人生活的描写#康拉德对大海的描写等
等#所有这些描写只为自身存在#被描写的细节是
&感性微型事件的并置'#是经纬交错的知觉与情
感#是它们编织出现代虚构文本的网络#而对行动
的叙述转变成了网络中的网眼$ +到灯塔去,第
二部分明显体现出叙述与描写的地位变化$ 在占
据全书不到十分之一的篇幅里#作者讲述了十年
间发生的事$ 那些本该为传统虚构大书特书的事
件!!!全家核心人物拉姆齐太太的死亡以及最美
丽的女儿普鲁的婚姻与死亡都被压缩至短短几

行#与人物行动与状态相关的简短文字全部被放
置于括号内#仿佛只是无关紧要的背景介绍#除此
之外的文本空间都被描写占据$

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朗西埃尽管没有总结#
却在论述中不断提及$ 第一点#描写增多并不仅
仅意味着在作品中增加一些画面)3:>;4:98*$ 现
代文学中大量出现的描写受到 %$!"# 世纪保守
批评家的批评#后者气恼地指责作家用画面取代
了行动$ 但朗西埃认为#这些画面&并不是静止
不动的$ 它们是差异#是移动#是强度的累积#外
部世界通过这些活动渗透入心灵中#而心灵制造
了它们生活的世界$ 正是这个感知与思想%感觉
与行动交融其中的肌理' );")49"$*构成了现代

虚构中人物的生活$ 也就是说#现代虚构作品中
的描写并不意在精确描绘外部世界#它们是世界%
心灵%思想%情感彼此影响%彼此交织的产物#因而
往往笼罩着某种梦境色彩#+包法利夫人,中的外
省风景描写#+到灯塔去,的房屋描写#+吉姆爷,
中的大海描写等莫不如是#朗西埃也正是据此认
为注重描写的&现实主义根本不是对相似性的价
值的肯定#而是对相似性起作用的框架的摧毁'
);"2%01%&"'&*$ 另一方面#尽管人们时常给现
代虚构贴上&印象主义'的标签#但朗西埃认为不
应受所谓&印象主义'的欺骗#因为作为现代虚构
肌理的感性微型事件彼此之间是平等的地位#它
们都试图脱离中心#或者说它们全部是中心#不可
能将这些并置的感性事件拼凑成一个完整的

画面$
第二点#叙述与描写篇幅的增减只是新虚构

质地变化的表象$ 从更为本质的角度说#叙述与
描写篇幅的此消彼长首先当然源于现代虚构中行

动重要性的减弱$ 其次也因为现代虚构&将事件
分解为感受与情绪的单纯游戏' )8(9414X5"*)*$
举例来看#+包法利夫人,中#爱玛的人生观%价值
观与鲁道尔夫截然不同#却可以说是突然之间对
他产生了爱意$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3 农业评比
会上#鲁道尔夫坐在爱玛身边#爱玛闻到鲁道尔夫
头发的香味#回忆起昔日的舞会和难以忘怀的子
爵#看到远处的&燕子车'#回想起旧情人莱昂#这
些回忆彼此交织叠加#作用于她的情绪#使她最终
无力抽回被鲁道尔夫握住的手$ +吉姆爷,中#富
有英雄主义情结的吉姆在帕特那号遇难进水之时

突然弃船逃生$ 这一切又是如何发生的3 吉姆在
意识到船只必沉无疑并且自己无力拯救船上几百

名乘客时#他看到墨黑的乌云吞噬了船只和星光#
看到暴风雨来临的先兆#感到浪涌晃动了大船和
他自己的大脑#看到有人死了#听到已经逃离的人
不断呼唤死人的名字#在种种刺激下#他产生了可
怕的幻觉#不由自主跳下帕特那号#逃到救生船
上$ +包法利夫人,与+吉姆爷,表明#如果说在传
统虚构中#行动转变与人物认知有关#并且遵循因
果逻辑#那么在现代虚构中#行动转变往往是一连
串感性事件作用下的突变#而对行动的叙述也自
然被对感性事件的描写所取代$

总而言之#在现代虚构中#&描写的膨胀损害
了构成现实主义小说特殊性的行动#但它不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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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望确立自身永恒性的资产阶级世界财富的展

露#也不是人们忙不迭指出的再现逻辑的胜利#相
反#它标志着再现秩序的断裂#以及构成其核心的
行动的优越地位的颠覆$');")49"#*

四" 感性的分配与文学的政治

以上我们对朗西埃的现代虚构观进行了简要

的评述#这一现代虚构观包括两方面内容#首先是
对亚里士多德+诗学,确立的传统虚构理性的批
判#其次是对席勒%济慈%福楼拜%伍尔夫%奥尔巴
赫等作家学者思想的继承#它指出现代虚构不再
以摹仿某个有机整一的行动为核心#而是着力表
现并置的感性微型事件$ 内容的改变导致了现代
虚构形式上的变化#传统虚构中被边缘化的描写
获得了与叙述同等甚至更为重要的地位#从根本
上改变了现代虚构的质地$ 朗西埃所举的例子基
本都是 %$ 世纪后半期 "# 世纪前半期的作家及其
作品#但很多当代虚构作品的特点都印证了他的
现代虚构观的中肯性#例如勒克莱齐奥的+诉讼
笔录,+沙漠,+看不见的大陆,等作品都可以看作
是对朗西埃所说&伟大的无人称生活'的记录$
与此同时#在读者戏称&小说不如生活精彩'的当
今社会#旧有虚构模式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与挑
战#朗西埃的现代虚构观为反思今日文学虚构理
论与实践提供了一种新颖的视角$

不过#作为哲学家%思想家#朗西埃在提出现
代虚构观时瞄准的并不仅仅是文学领域#他对传
统虚构理性本质的认识即表明了这一点-&自亚
里士多德起人们就知道#虚构并不是对想象世界
的创造#它首先是一种理性结构- 一种呈现模式
)0/@4@4A5p6423:37/2*#令事物%处境或事件变得
可以感知与理解( 一种关联模式 ) 0/@4@4
;7:76/2*#在事件之间构建起并存%先后%因果等种
种形式#并赋予这些形式以可能性%现实性或必要
性等特征$');")49%%*虚构是一种呈现与关联模
式#这意味着虚构是我们在某种思维模式影响下#
赋予世界以秩序进而认识世界的手段#不同的虚
构理性因而体现的是对不同社会秩序的理解与把

握#+克莱芙王妃,所展现的井然有序的空间与
+包法利夫人,所展现的被物品挤满的空间是不
同社会秩序%不同感受性的象征$ 也正是在这个
意义上#朗西埃提出虚构并非文学作品的特权#政

治行动与社会科学遵循同样的虚构逻辑#而&虚
构秩序的紊乱反过来促使我们思考词与物%感知
与行动%重复过去与展望未来%现实感与可能感%
必要感与逼真感之间的新关系#社会经验与政治
主体性的形式恰恰由这些关系构成');")49%'*$

在这一点上#朗西埃对现代虚构本质的认识
自然地与他的美学观相对接$ 对朗西埃来说#美
学是&对时间与空间#对可见与不可见#对话语与
噪音的切分#这一切分同时决定了作为经验形式
的政治的场所与关键' );"2%01%&"%' %&*$ 文
学与其他艺术活动一样#背负着与政治行动%社会
科学同样的任务#或者说对朗西埃来说#文学实践
本身就是政治#以现代虚构为例#它重新切割布置
时空#打破阶级与身份限制#利用匿名的大多数的
感受力#将消极被动的人群引入舞台#令不可见变
得可见#令无意义的噪音变成清晰的话语#总之#
文学有能力借助对感性的重新分配#创造出一个
人人平等的全新的 &人世共同生活 ' ) ;"'
.(06'%&+*#这是朗西埃赋予文学的解放力量$

但是#彻底颠覆传统虚构理性是难以想象的#
朗西埃也清楚意识到这一点$ 包法利夫人%吉姆
爷%拉姆齐太太的死亡也许确实象征着传统虚构
逻辑的失败#但它们作为故事的结局#却体现出情
节也就是传统虚构理性的胜利#因此#尽管&新虚
构的本质是一元论的#它的实践却只能是辩证的#
只能是无人称生活的伟大抒情曲与情节安排之间

的张力');")49*+*#也就是说#两种虚构理性的
并存是文学虚构作品的现实#文学的矛盾性由此
而来$ 在朗西埃看来#这一新旧辩证法也许永远
不会消失#而保持文学的这种辩证性或许就是最
深刻的文学的政治$

注释#9/#%($

! 亚里士多德并没有直接探讨&虚构'问题#不过德国学
者汉伯格 )al34Z:0>95J45%$(+ 年*%法国学者热奈特
) p̀5:5@ 4̀24334%$$% 年*%谢弗)N4:2?S:574E.G:4FF45%$$$
年*等人均建议将 +诗学,的核心概念 0704676翻译成
F7.37/2$ 热奈特曾特别指出&亚里士多德#我重申一下#把
我们称之为F7.37/2的东西称作070u676') 4̀24334""+*#谢
弗也在其影响广泛的+为什么要有虚构3, )8(50X5(49%
)4714($3 P:576- E497;# %$$$ 年*一书中不时将 070u676与
F7.37/2混为一谈#朗西埃更是在新著+虚构的边界,的引言
中先直接指出&诗#应该理解为对戏剧虚构或史诗虚构的
创造');"'.(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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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作品#:/);(<"#%0$

亚里士多德- +诗学,#陈中梅译注$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年$

0 D5763/3;4- 8("147'- B5:26- :2@ V@- CG42 _G/2J047-
Y47\72J- BG4C/0045.7:;P5466# %$**-2

!!!- +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 北京- 商务印书
馆#"##' 年$

0 -H47(-%7+"%$ =1+47'-B5:26-:2@ V@-O7:/EG42>:7-
Y47\72J- BG4C/0045.7:;P5466# "##'-2

奥尔巴赫- +摹仿论,#吴麟绶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年$

0D945>:.G# V57.G-D4-"'4'-B5:26-M9 O726G/9# 43:;-
Y47\72J- BG4C/0045.7:;P5466# "#%&-2

Y:53G46# U/;:2@- & O]4FF43@45p4;-' G(--5$47%14($'%%
)%$*)*- )& )$-

居斯塔夫"福楼拜-&淳朴的心'#+福楼拜小说全集,)下
卷*#刘益庾%刘方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年$ '!")$

0 ;̂:9>453# 9̀63:L4- & D E70A;4Z4:53-' *+"G(-29"1"
R4714($%9I(0S'()R9%5."01<B5:26-O79 [7<9 :2@ O79
:̂2J-=/;-'-Y47\72J- P4/A;4]6O7345:3954P9>;76G72J

Z/964# "##"-' ')-2
-G(00"'2($6%$7"-H4987u046p574) %)&+ %)(" *-
P:576- O/976C/2:5@# %$"*-

4̀24334# p̀5:5@-R4714($ "164714($-P:576- E497;# "##&-
Z:0/2# PG7;7AA4-C5 6"'704214)-P:576- Z:.G4334# %$$'-

U:2.7u54# N:.W946-;"2%01%&"65 '"$'4.9"-P:576- :̀;7;p4#
"###-!
-;")492"065- =''%4''509% )4714($ -(6"0$"-P:576- O:
:̂>57W94# "#%&-

-;"'.(06'6"9% )4714($-P:576- E497;# "#%+-
-D%9%4'"6%$'9Y"'1+g14X5"-P:576- :̀;7;p4# "##&-
-8(9414X5"6"9% 9411g0%150"-P:576- :̀;7;p4# "##+-

雅克"朗西埃- +沉默的言语,#臧小佳译$ 上海- 华东师
范大学出版社#"#%* 年$

0U:2.7u54# N:.W946-D51"!2""7+-B5:26-_:2JQ7:/\7:-
EG:2JG:7- V:63CG72:d/50:;T27L45673<P5466# "#%*-2

让 保罗"萨特-&什么是文学3'+萨特文学论文集,#施康
强等译$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年$ *$!"$%$

0E:5354# N4:2?P:9;-&MG:316O7345:39543' !%010"Y'G04147%9
=''%>'($ ;41"0%150"-B5:26-EG7a:2JW7:2J# 43:;-
Z4F47- D2G97O7345:3954:2@ D53P9>;76G72JZ/964#
%$$)-*$ "$%-2

B/@/5/L# BRL43:2- & P5p6423:37/2-' ;411g0%150""10g%941g-
V@6- p̀5:5@ 4̀2433443BRL43:2 B/@/5/L-P:576- E497;#
%$)"-+ %#-

郑海婷-&我们需要怎样的现实主义文学'#+文艺争鸣,%"
)"#%+*- )$!$&$

0_G42J# Z:7372J-&MG:3a72@ /FU4:;7637.O7345:3954H/M4
d44@-' ;41"0%150"%$6 F01R(05-%")"#%+*-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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