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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法兰克福学派# 从)非同一*到)独异*

###塞缪尔$韦伯访谈录!

赵!勇!塞缪尔.韦伯

摘!要# 通过这一访谈(塞缪尔.韦伯生动地回顾了 #+%' 年代跟随阿多诺学习的经历(呈现了阿多诺思想中目的论倾向
和!非同一"观念交织的特征* 结合阿多诺的真实处境和!非同一"思想的局限(访谈探讨了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
和政治行动规划之间难以逾越的间隙* 在!非同一"观念的基础上(韦伯汲取了克尔凯郭尔)本雅明)德里达等人的思想(
进一步发展了!重复"!独异"这些聚焦于具体事物的观念* 访谈还从!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引出了!异域词语"
问题和阿多诺的身份问题* 此外(韦伯从词源和义理的角度出发为汉语译介!<//1D"提供了参考(并风趣地评点了阿多
诺的爵士乐批判和鲍伯.迪伦的获奖*
关键词# 法兰克福学派+!阿多诺+!社会批判理论+!非同一+!独异
作者简介# 赵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主任)专职研
究员* 电子邮箱# >5=B814D45;c#%$M:4K塞缪尔.韦伯$C1K=.?E.>.-%(荣获美国人文研究领域最高级别!阿瓦隆基金"
头衔教授(美国西北大学$L4-28V./2.-5 b530.-/32D%德语系)比较文学系教授(该校驻法国巴黎批判理论项目主任* 电子邮
箱# /̂V.>.-c54-28V./2.-5M.6=本文系北师大自主科研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文本与潜文
本# "' 世纪西方文论与中国当代文论建设",项目编号# CfOOA"'#)'*#-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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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中采访人赵勇的问题简写为!问"(受访
人塞缪尔.韦伯的回答简写为!答"*

问) 韦伯先生(您是英语世界最先译介阿多诺
思想的学者* 许多年前(当我撰写博士论文时(曾
受益于您的翻译和研究论文* 比如(您曾创造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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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了一个新词) T1//K.631=-1/(从而形成了一种
深刻而有趣的观念(我在撰写法兰克福学派的文章
时曾试译为%大众媒光&(回想起来颇受启发* 我
们的访谈或许可以围绕法兰克福学派进行(从有关
阿多诺'本雅明的问题开始* 记得您曾追随阿多诺
学习过(我对您的这一经历很是好奇* 首先(我想
了解您是如何对阿多诺的思想感兴趣的4

答) #+%' 年(我从康奈尔大学毕业* 尔后(我
作为交换生去慕尼黑大学呆了两年(主要学习德
语* #+%" 年我回到美国(从秋季学期开始进入耶
鲁大学的比较文学系(跟随雷纳$韦勒克!9.5a
E.??.]"* 当时他是位有名望的大师(耶鲁也声名
卓著* 从那时起(我的一切生活开始发生变化*

首先(我对耶鲁非常失望* 韦勒克人特别好(
颇有雅量* 不过从智识上说(他的课程不是那么
有趣* 他刚刚完成了四卷本的/现代文学批评
史0(我想现在没有人会去读了* 那是特别无趣
的现代观念汇编* 乏味的原因在于这些观念和各
自的语境分离开了(比如黑格尔曰(谢林曰(诸如
此类* 大体上看(我觉得耶鲁的思想不是那么令
人兴奋* 不过(那里有一群学生很活跃* 其中有
一位来自圣保罗的巴西人尤其活跃* 他名叫罗巴
托$施瓦茨!94>124C:8V1-2B"(仍然健在* 他可
能在维也纳获得过救助* 纳粹在奥地利掌权后(
他的父母移民到别的可以生存的地方(就去了圣
保罗* 他很了解德语传统下的思想文化(尤其是
卢卡奇'新马克思主义传统* 他向我们介绍了 "'
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卢卡奇'还有阿多诺'
本雅明等* 这些信息不是来自老师(而是从相当
优秀的研究生同学那儿得到的*

其次(#+%" 年秋的世界大事是古巴导弹危
机(美国和古巴的关系恶化* 我生于二战后的美
国(一直认为美国处事公正(反对纳粹'法西斯主
义等等* 从古巴革命开始(美国对古巴的态度发
展到古巴导弹危机* 突然间(!美国"变得问题重
重* 原先确立的政治价值遭受一种危险方式的挑
战* 古巴导弹危机很可怕(我们看到前苏联的舰
艇靠近古巴(美国不得不去阻止他们* 这时美苏
很可能发起一场战争* 所以在这个紧张的局势
下(我突然发现了阿多诺的思想* 我想指出这个
背景很重要(我并不是单纯去图书馆读读书而萌
生兴趣的* 一方面(那时已有的文学理论太学院
化了(切断了和政治'社会问题的联系.另一方面(

社会问题很严峻* 因此对我来说(阿多诺的思想
是一个重大发现(远远超过卢卡奇对我的吸引力*
这源于阿多诺同时致力于文本内在批判和社会批

判* 那个时期(我边读边译他的/棱镜0文本(我
称之为%文化批评和社会&* 他在其中论述了什
么是%内在批评&!3KK15.52:-323:3/K"(换句话说(
他以此对抗简化的马克思主义教条(比方说后期
卢卡奇思想中的一些东西'斯大林主义的卢卡奇(
在那儿一切都是社会经济基础的因素* 阿多诺运
用的是内在批判(做的是文学研究* 我当时从事
比较文学的研究(也对其他东西感兴趣(比方说弗
洛伊德'各种语言等等* 这就是我发现阿多诺思
想的契机*

问) 您刚才提到了韦勒克(韦勒克在中国文
艺理论界知名度很高(我们这里也译介了不少新
批评学派的思想* 顺着您的思路(能否谈谈 #+%'
年代美国人文学界的情况(这种状况与您亲近阿
多诺的思想有关联吗4

答) 的确如此* 我当研究生的时候(有两个
思想派别进行着激烈的大讨论(分别是芝加哥大
学的亚里士多德道德哲学学派和耶鲁的新批评学

派* 每派的思想都不算充分(但多少有些道理*
那时我也找到了保罗$德曼* 德曼和阿多诺无法
统而言之* 不过(他们都是细读文本的思想家(并
且有广阔的视野(远超于学院里那些彻头彻尾的
形式主义批评(后者在当时是主流* 这二人不是
完全的形式主义派(也非道德说教派* 阿多诺当
然不是新批评派(也非亚里士多德派* 不过他运
用辩证的方法(尝试从里到外地研究美学'诗歌'
文学(把它们视为对社会'权力'关系的批判(诸如
对 #+ 世纪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等等* 似乎突
然间能够以精深复杂的方式来思考文学和哲学(
并且没有忽略社会问题* 对我来说(这很关键*
这不是美国当时所用的道德说教方式* 那些进行
社会批判的学者(像哥伦比亚大学的莱诺$特里
林!H345.?G-3??35;"'他的学生斯蒂文$马尔克斯
!C2.0.5 T1-:=/"(他们当时是一个学派(总是在基
本的道德价值上下功夫(没有联系社会(被当作
%元社会的&!K.21̂/4:31?"批评* 我不太认同这种
方式* 比如(当时我看约翰$肯尼迪为美国政府
一个政策作辩护(那明显是个殖民政策* 那是有
关麻油矿物油混合物的政策(为美国的油'糖公司
牟利(却用夸张的道德词汇宣扬* 约翰$肯尼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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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了不起的演说家(但我对这种言论已颇为怀
疑* 那时爆发了猪湾事件!Z1D4@,3;/S501/345"(
美国试图入侵古巴未遂(接着是刺杀肯尼迪事件'
越南战争等等* 从某种意义上说(从 %' 年代中期
开始(这些事情推翻了美国作为公正'规范'美好
社会的神话* 所以我正好读阿多诺* 他到过美
国(并对美国社会的种种现象进行过批判* 这就
是我对他感兴趣的缘起*

问) 众所周知(阿多诺是很难读懂的(您当时
是怎么开始研究阿多诺的呢4

答) 我立即就展开了翻译(因为在读德文的
时候(反正就在翻译了* 为了去理解(不得不翻
译* 所以我想何不把它译过来4 我是从阿多诺的
/文学笔记0中关于巴尔扎克的论笔!.//1D""

开

译的* 然而第一句话我就没法下手* 德语似乎是
%7.-Z1=.-]4KK235 63.C2162&(#

我用英语译不

出Z1=.-这个词* 没有哪个词能对应它* Y.1/152
和它不对等(@1-K.-也不一样* @1-K.-是拥有土
地的农人* Y.1/152或许还接近一点(Y.1/152暗示
不具土地所有权的人* Z1=.-既不是 Y.1/152也不
是@1-K.-* 所以(第一个简单的词我就无法下笔*
这种体会贯穿到日后我的所有翻译经历* 最难的
词不是那些理论概念之词(而是那些具体指涉的
词(带着不同的社会历史意味(有些词美国英语没
有对应的东西* 这就是我研究阿多诺的初始* 对
我来说(阅读就是翻译* 后来(我把译稿发给马尔
库塞* 他当时在马萨诸塞州沃尔塞姆!E1?281K"
的布兰戴斯大学!Z-156.3/b530.-/32D"教书* 那时
大约在 #+%& 年(他邀请我和他会面* 他建议我把
译稿寄给阿多诺(听听其意见* 阿多诺收到后对
此赞许有加(他鼓励我继续翻译* 我和我的女友
!后来成为我的第一任妻子"决定翻译阿多诺的
/棱镜0* 我得说(这本书相比于其他著述容易一
些(不过也很难(有许多不是概念而是实指的
词汇*

问) 那是什么机缘促使您去德国跟随阿多诺
学习的4 您对当时的社会研究所是什么样的
印象4

答) 在康奈尔大学(我遇到了保罗$德曼*
他当时在上一门研究生的课程(读海德格尔的
/存在与时间0* 这无疑非常精彩(并促使我去了
解海德格尔* 那时/存在与时间0刚刚被译成英
文* 接着我告诉德曼(我对阿多诺的思想很感兴

趣* 虽然德曼和阿多诺的研究并不相同(但是他
给了我三年的奖学金(前两年在康奈尔(最后一年
去法兰克福和阿多诺学习* 后来就自然而然发生
了那些事* 我在耶鲁只呆了一年* 这令人有些尴
尬(因为韦勒克问我为什么这样做(要不要再给我
一些奖学金4 我说(不(这不是钱的问题* 但是我
无话可说(他那么好(我总不能说在那儿很无趣*
我忘记了怎么说的(不过总有些理由吧* 所以(自
#+%& 年起我在康奈尔两年(#+%) 年到 #+%% 年在
法兰克福*

在法兰克福跟阿多诺学习的时候(我享受优
待* 你想我远道而来(是第一个译者(阿多诺给我
的译书写了序言(评价很高云云* 他那时还不是
那么有名(人们对他的译介也不太多* 我在那儿
比较特殊(因为我不是依赖于他的门生(他不是我
的博士导师(我也没有过博士导师(那是个名称而
已* 德曼只是指导我的博士论文(他像是那种讽
刺话所谓的放任的父亲(说你尽管去(写了寄给我
看就行* 他人特别好* 他知道我对阿多诺的思想
很感兴趣(不过他感觉热情总会消退的(哈哈* 年
轻人痴迷一些事物(但总会消退* 我当时不明白(
但德曼清楚(没人会痴迷什么人物超过一年* 不
过这是另一个故事了* 总之(我在德国的情况比
较特殊* 我是学文学的博士(不是哲学(也不是社
会学(但阿多诺是哲学和社会学的教授.另外(我
的家人当时加入美国犹太团体(不是宗教意义上
的(因此我和霍克海默有了来往* #+%) 年(霍克
海默已经退休(他每年会在法兰克福呆一个月(参
与阿多诺百分之七十左右的研讨班(以此跟他保
持联系(不是完全离开* 霍克海默住在瑞士* 他
是哲学家(也是商人(所以和美国犹太团体有往
来* 我和他见面时谈论纽约'美国人(很少谈论哲
学问题* 霍克海默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我特别喜
欢(那是相比于德国人(美国人比较越礼的故事*
他说他夫人有糖尿病(从前他们住在纽约(夫人时
常得注射胰岛素* 一个礼拜天晚上(他们没有胰
岛素了(就去药店买* 不过(买胰岛素需要有医生
的处方(他们没有* 药店的人就问(你们有 64:24-
!医生"的处方吗4 霍克海默壮起声势说(没有(
不过我自己就是一个 64:24-!博士"* 那人接着回
答(噢(不过(那你是什么的 64:24-!博士"4 霍克
海默特别喜爱这个故事(也不知道他后来有没有
弄到胰岛素* 这就是美国人的越礼之处(对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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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来说(64:24-!博士"很有权威* 我和霍克海默
就是这样交往的(亲切但无关学术(会会面喝杯咖
啡而已*

问) 您提到的生活中的霍克海默很有意思(
印证了我在阅读研究时的感觉* 那么生活中的阿
多诺又是什么样呢4 读阿多诺的著作(觉得他的
论证绵密紧实也诘屈聱牙(他讲课时也这样吗4
那个时候学生运动应该开始了(阿多诺与霍克海
默是从事社会批判的学者(却逐渐走到了学生的
对立面(因此也与学生产生了种种冲突* 在您看
来(为什么他们会做出如此选择而不去支持学生
的革命事业4

答) 那时研讨班的氛围非常沉闷(所有年轻
学生对教授都言听计从毕恭毕敬(他们很高兴我
能参与进来* 我听的两门课难度都很大(阿多诺
讲授的内容是/美学理论0和/否定的辩证法0里
的(他讲课的方式被德国人称作印刷厂 ! 63.
7-=:].-.3"* 我们没有笔记参照(他说什么就是什
么* 他有一个秘书帮着录音(然后记下做些改动
就出书了* 他说的句子都很长很长(并且不带稿
子(就像他写的那样毫无纰漏(令人惊叹* 两门课
后来结集出版成/美学理论0和/否定的辩证法0(
这两本重要著作在那个时候就完成了* 的确如
此(那时学生运动开始了* 阿多诺'法兰克福学派
和学生们之间有许多冲突* 学生运动不是文化大
革命(然而有点朝那个方向发展的意思* 批判理
论的理念很好(但是问题在于怎么去改变社会*
你得注意德国那时处在过渡转型的重要时期* 中
年一代都是纳粹时期长大的(#+%' 年代中期他们
在社会上有了权势名望(像政客'教授这些人就是
如此* 他们并不愿意破坏现状(而是想维持平衡*
总是觉得这儿有点过分(那儿有点过激* 与此同
时(他们这代人对美国很恭顺(美国不仅是二战的
受害者(还是民主自由的代表* 青年一代可不这
样想(越战让他们觉得美国是殖民主义(被宠坏的
国家* 所以年轻人和高级教授之间有很强烈的冲
突* 阿多诺处于这两者之间* 一方面他在启发学
生(另一方面他并不想卷入这些实际冲突* 我在
那儿的第一年(发生了一件非常好笑的事* 德国
人用一些筒柱贴海报'宣传页'广告* 一天早上(
那上面贴了一张巨幅的阿多诺照片(红色的边框(
上面用德语写着)%是时候了(同志3 现在是时候
夺取权力了3 ###特奥多尔$阿多诺教授&* 阿

多诺知道后又愤怒又害怕(他马上拟了一个法律
投诉声明(与此撇清关系* 这个事件本身分属于
慕尼黑情境主义运动(是那种无政府式的后马克
思主义* 这个运动来自法国的斯特拉斯堡(其中
一个领袖叫居伊$德波!Q=D7.>4-6"(他写过/景
观社会0 ! @7 0-)"Y4Y;$ 0>+)47)8+"* 他们批判社
会(这点和法兰克福学派有相合之处(不过他们的
言论激烈欠缺思辨* 他们影响了很多人(比如利
奥塔* 到了 #+%( 年初(这些人发起了无政府主义
革命(从法国扩展到其他国家* 不过这回是德国
境内慕尼黑的组织(他们的人做了海报来羞辱阿
多诺(他确实非常尴尬特别生气* 不过(阿多诺和
社会主义德意志学生联盟!C7C( 7.-C4B31?3/23/:8.
7.=2/:8.C2=6.52.5>=56"的冲突也开始了* 这是
德国社会主义民主党的青年团体(他们有很多改
革意见(非常激进(后来发展到毛主义(对一切资
本主义进行批判* 这样阿多诺就被夹在中间* 因
为大家都以他为示范* 不过(批判理论是某种激
进批判运动的基础(并不能真的指导行动* 当时
学生开始占领大学(他们也占领了社会研究所*
众所周知(阿多诺叫了警察* 这是个重大失误(当
然后来他非常后悔* 他说本应该跟学生们协商和
解的* 不过这个反应代表了恐慌心理* 阿多诺担
心被政府和研究机构推翻* 从 #+%) 年起(这些冲
突开始激化起来*

问) 您这番讲述非常生动* 我了解到因为阿
多诺对学生运动的态度(他被讥之为%口头革命
派&(能否这样评价他的批判理论4

答) 可以说阿多诺自己沉迷于一种享乐主义
的生活(而他的学生在社会上处于岌岌可危的处
境(想从他那儿得到改变社会的具体方法* 这样
就有冲突* 有个著名的事件就是一些女士走上台
脱掉衣服羞辱他*$

那个时候(阿多诺已开始构建
起一套强大的批判(反对从荷马到现代的西方自
恋思想(就是批判西方思想没能为他者腾出地方
来* 不过阿多诺本人就很自恋* 他常常交往有权
势的女友* 那人很漂亮(是个有权势的律师(坐在
那儿听他的讲座(诸如此类* 有时我也对这些矛
盾之处感同身受* 教授们生活优越(然后告诉学
生们这个社会不公平(但他们自己却是受益于这
个不公平的社会(这就很分裂* 以我的处境为例(
美国西北大学的本科生是要花一大笔钱交学费

的* 不过(阿多诺在这方面最为突出(因为学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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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关注着他(以求解决之道* 我自己的感受是(阿
多诺不仅没法给出一种政治行动规划(这在当时
自然是很难的.而且他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一直
很抽象* 他发展出来的思想范畴像非概念化'非
同一(这些都是相当泛化的* 你必然要对具体事
物进行批判(但他的思想太宽泛就无法抵达这些
具体层面(有必然性却并不充分* 对我而言(他在
具体问题上过于蜻蜓点水*

这是我后来对本雅明和德里达感兴趣的原

因(我找到了一种聚焦于具体事物的方式(主要是
以能指的方式对语言提出质疑(这其实就在阿多
诺宽泛的非概念'非同一的思想范畴里* 所以我
对本雅明'德里达'还有一些法国后结构主义者的
研究(一以贯之地延续了阿多诺的思想(并非分道
扬镳( 这 里 面 并 不 矛 盾* 我 所 谓 的 独 异
!/35;=?1-32D"%

正是非概念'非同一范畴和具体情
境的结合* 但是事物总是变化的(!独异"也不是
确定的东西* 也就是说(当你涉及独异问题的时
候(你面对的并不是一个概念* 它改变了书写的
方式(也改变了语言的功能等等* 我在法兰克福
参与阿多诺研讨班的时候(曾递交过关于隐喻的
论文* 在其中(我论述隐喻问题不可消除其语境
因素* 他的学生们听后火冒三丈(但阿多诺为我
辩护(非常和善* 因为他对音乐感兴趣(这也在同
一个方向上* 不过(我发现阿多诺思想暧昧不明
的地方(在于他那种黑格尔式的历史发展概念有
目的论倾向* 阿多诺运用的一个德语词突显了这
个问题* 当他探讨音乐的内在发展的时候(他用
形式的规律来批判庸俗的还原主义* 但这是一种
理想化(我并不认为有那种规律或形式* 比如(在
他的音乐理论中(他很早就说斯特拉文斯基很糟
糕(勋伯格很棒(但他还不知道怎么面对东欧文化
那些最没有西方特点的音乐(因为他还是带着黑
格尔式的历史内在发展规律(走向一种总体
!2421?32D"* 当然他也批判这一总体的概念* 他在
对黑格尔的解释中说(总体并不是板上钉钉的那
种东西*

问) 是否可以说阿多诺思想的摇摆可疑之
处(在于一方面他有黑格尔式的目的论倾向(另一
方面又是非概念化'非同一的4

答) 这样说有点大而抽象(他可能会同意(但
他还是会避免这样去说* 比方说(德里达的术语
32.-1>3?32D!可重复'可复述"也比较宽泛(但他说这

不是一个概念(其中有些事物不得不完结掉(我想
他是说 32.-1>3?32D联结着这个概念和非概念化的
具体之物* 我研究并写过%重复& !-.Y.232345"这
一思想* 阿多诺和本雅明很大一个分歧在于(阿
多诺由于某些原因只取重复里%同一&这个意义(
并认为它不是辩证的(但这不是克尔凯郭尔式的
重复* 我记得他写道(%克尔凯郭尔一书论述重
复的地方很有趣(但是我要是朝他那个方向走(就
偏离了自己的规划&* 这样(他批判克尔凯郭尔
是一种内在主义*

对我来说(重复是一个重要的非同一的范畴(
它带来了一些游戏'变易'运动(从普遍走向独异*
霍克海默有一位杰出的学生(叫f1-?̂F.35BF11;(
他曾是耶稣会信徒(看上去也像那么回事* 他为
阿多诺的纪念文集写过一篇文章(名为 %71/
b5V3.6.-84?>1-.&(意思就是%不可重复的&* 我曾
写过这一学派不理解%不可重复的就是可重复
的&* 换句话说(独异是不可重复的(同时只有重
复的方式才产生独异* 重复不仅仅是阿多诺所批
判的大量生产(对此本雅明也提到过* 我曾引用
本雅明在/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0中的话(重复和
独一无二应该同时考虑到* 这一点我没见过阿多
诺有什么理解*

不过(说到阿多诺和黑格尔(可以从他们对康
德的理解来看出些分歧* 阿多诺曾经让他的学生
不要像黑格尔那样简单地看待康德(黑格尔在
/精神现象学0导论里嘲讽地批判康德不懂得辩
证云云* 那时候阿多诺的学生们都推重黑格尔(
但是阿多诺说康德是思考非同一的重要哲学家(
他曾为此写过一章* 所以他并不只是黑格尔式
的(也有康德这一面*

问) 说到康德(本雅明的思想是不是与他更
紧密一些4

答) 我想是这样* 说到本雅明和康德的联
系(我写过一本书* 在本雅明早年的/即将来临
的 哲 学 之 纲 要 0 !% h>.-61/,-4;-1KK 6.-
]4KK.56.5 ,83?4/4Y83.&"中(他从经验这个观念
重新思考过康德* 康德认为本体和现象之间'普
遍和理性'物自体和我们之间有不可逾越的区别*
经验在他看来比认知更广(并不仅仅是认识论意
义上的观念* 但是本雅明认为不是这样的(得从
有限和独异来考虑经验* 彼得$芬沃思!,.2.-
\.50./"教授做了许多研究来具体阐述本雅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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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法兰克福学派) 从%非同一&到%独异&

他的老师亨利希$李凯尔特!F.35-3:8 93:].-2"之
间的联系* 李凯尔特很有趣(阿甘本采用的
>?49./H.>.5!纯粹的生命"就来自他(本雅明的
/暴力批判0也写过这个观念* 李凯尔特对柏格
森的生命哲学有过批判* 阿多诺和本雅明都曾师
从于他* 他是新康德主义者(还是马堡大学的教
授(教过海德格尔* >?49./H.>.5 就从他对柏格
森富于同情的批判而来(叫/生命哲学###吾时
代哲学潮流的表现和批判0 !J"+<("8-2->("+;+2
@+C+'2=J7324+88$'1 $'; Q3"4".;+3>("8-2->("2)(+'
9-;+243ZA$'1+' $'2+3+3H+"4"* 本雅明很清楚把认
识论批判延伸到基于有限之物的批判是复杂的问

题(这和海德格尔有些类似* 年轻的本雅明和年
轻的海德格尔有很多相似之处(像从独异'有限'
存在来重新思考生命(尽管两人的观念并不相同*
这个问题也打开了本雅明关于语言意指的思考(
这里我在说北师大讲座上的一些论点* 本雅明和
海德格尔在那时都准备写关于意指形态的教授资

格论文(本雅明对知识的观念批判得更多(这一面
和康德有关(更加强了他的批判* 这也涉及本雅
明的一切价值取向(比如为什么要成为一名诗人(
而不仅仅是有欠缺的哲学家(什么是诗人可以做
到而哲学家却是难以企及的*

问) 您曾写过研究本雅明的专著 ,+'S7A"'O2
7C"8"4"+2(从您这次来北师大的演讲中(也能感觉到
您对本雅明的说法多有借用* 在法兰克福学派
中(您怎样评价阿多诺与本雅明的思想异同4 从
您自身的研究特别是%独异&观念来看(您是否更
倾向于本雅明的思想4

答) 我认为阿多诺是很重要的(他设立了一
个大体的框架* 换句话说(当我提出从圣经到新
旧约'笛卡尔等有一种延续(我称之为一神认同范
式(这更接近阿多诺在/辩证看启蒙0中的态度*
但是说到实际研究文本(本雅明可能更重要些*
我有一段时期很难认同本雅明的弥赛亚批判观

念(我不相信事物可以被拯救(或者说应该被拯
救* 另一方面(本雅明论悲苦剧的书对我而言是
最重要的一本书* 因为我从中读到了宗教改革'
反宗教改革(还有戏剧'语言(一切都令人印象深
刻* 只是书的最后一部分我不接受(把寓言当成
一种拯救的象征* 我认为最后一页他撤退到一种
辩证的思想* 这对我来说没什么用*

问) 我在撰写博士论文时(曾经思考过阿多

诺和本雅明之争(当时我主要是在他们哲学观和
美学观的分歧方面思考问题做文章* 除此之外(
您觉得还有哪些方面的原因造成了他们之间的

矛盾4
答) 阿多诺和本雅明之争并不是通常意义上

的争论(很难纯粹在知识层面谈论(因为阿多诺在
纽约生活无忧(而本雅明却为基本的生存挣扎(他
更接近政治危难* 他们频繁通信* 阿多诺担心本
雅明关于 #+ 世纪的观念摇身变为还原论者
!-.6=:23453/2"* 但我觉得问题并不在那儿(在于
本雅明的弥赛亚观念* 本雅明试图建立一种弥赛
亚式的马克思主义观念(这是问题所在* 因为如
果你试图去拯救的话(就悖离了非同一的冲动*
本雅明的理论总有一种拯救事物的倾向* 比如说
到%起源&(会有还原某些事物的努力* 他说那些
事物辩证地运行(直到展现出历史总体* 所以本
雅明仍然有总体的观念(他不够彻底地康德化*
因为康德说你只是运用理性去认识(你并不能知
道总体是什么* 从这个问题来说(阿多诺吸取了
黑格尔 J.-/i85=5;!融合"这一观念(这也是基督
教的观念* 这是阿多诺特别关键的词(就是两个
相反的事物融合(但不是有意地去统一它们* 最
近上课时我谈到德勒兹的间距(它决定了两个相
异事物的联系(他谈到天主教电影(特别是布列
松* 德勒兹从天主教意义讨论电影(打开了融合
问题的宗教维度* 但是阿多诺不认为融合是宗教
上的* 所以回到你的上一个问题(我想我的研究
是结合了本雅明和阿多诺两个人的思想*

问) 说到关于艺术上融合的问题(我倒想到
阿多诺一个颇为矛盾的观点* 那是/棱镜0中的
第一篇文章%N=?2=-1?N-323:3/K156 C4:3.2D&(这篇
文章的最后有阿多诺的一句名言) G4V-32.Y4.2-D
1@2.-I=/:8V32B3/>1->1-3:M这句话曾引起许多争论
或者说误解* 我前两年写过一篇文章(名为/艺
术的二律背反(或阿多诺的%摇摆&0&(是想贴近
阿多诺的相关解释与回应(把这一命题看作阿多
诺提出的一个有关%二律背反&的理论难题* 您
是如何看待他的这句名言的4

答) 阿多诺这句话让我觉得很不舒服(有两
个原因* 首先(>1->1-3:!野蛮的"是针对不会讲本
国语言的外国人(希腊人叫那些异国人是野蛮人(
因为他们只能听到别人巴巴巴的说话声* 因而没
有哪个词比它更野蛮了* 阿多诺应该意识到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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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如今依然(比如法国人把伊斯兰原教旨主
义者'恐怖分子叫作野蛮人(俄国人和美国人互相
称作野蛮人(人们把他者当作野蛮人等等* 重要
的是严肃对待词的意思(野蛮这个词是取消他者
的话语意义(当成不可理喻的东西* 一切因之遭
受损害* 当然我了解阿多诺的用心(诗歌所建构
的民族性'暴力的缺席在奥斯维辛之后变得苍白*
不过(%奥斯维辛之后&指的是时间上的还是别的
什么意思(这句话的含混使其广为人知(也或许不
受待见* 它把议题极大地简单化了(并不能鼓励
人去思考(这就不对了* 阿多诺在/异域词语0
!%Ei-2.-1=/6.-\-.K6.&"这篇小文里谈过他在
学校说外国词汇而被嘲笑的经历(因而尝试论述
异国词语的重要意义* 他应该意识到 >1->1-3:本
身有取消他者的这层意思(而不是以否定的姿态
拿了就用* 这句话有很多可说* 这里的诗歌本身
指的是抒情诗!63.HD-3]"* 抒情诗传统更多自我
中心的意味* 所以这句话就是不应该在奥斯维辛
之后写那些抒发自我的诗* 但这样说是很愚蠢
的(自我持续存在着(重要的是取决于怎么去写
诗(所以就会谈到策兰* 策兰的诗是很成问题的(
我并不是他的毫无异议的倾慕者* 他的诗也有些
自我沉溺(我不是特别喜欢* 不得不说(这句话即
使是否定的意味(引起广泛的议论本身就很有意
义* 基于某种艺术的观念(阿多诺此言确实带着
一定的阶层偏见(虽然他从不认为如此* 比如阿
多诺写过贝克特(那时贝克特写诗* 照这句话的
意思(你可以在奥斯维辛之后讨论贝克特的诗吗4
贝克特就是对奥斯维辛经历的反思(跟策兰一样*
阿多诺青睐贝克特(所以问题可能在于德语词
HD-3]* 在阿多诺写作时(一位法国学者(F=;4
\-3.6-3:8写了现代抒情诗的教材(这是当时的一
个背景*

当我在法兰克福的时候(阿多诺的出身问题
也显露出来了* 纳粹占领德国的时候(阿多诺已
经离开了(他只待到 #+$& 年* 他写过一篇文章(
被一位名叫Z1?28=-045 C:83-1:8 的人收入纳粹文
集(我想此人被希特勒重用过* 阿多诺可能用的
是别名写了关于民歌的东西(并不是纳粹的宣传(
但仍然是件可怕的丑闻*'

阿多诺认为自己是牺

牲品(像当时海德格尔是特别罪恶的人(诸如此
类* 也许阿多诺对自己的态度感到特别内疚* 他
有一半犹太血统(其父是犹太商人(他取了他母亲

的 姓* 很 长 时 间 他 的 名 字 是 G8.464-
E3./.5;-=56(姓的意思是草地* 在托马斯$曼的
/浮士德博士0一书中阿多诺是一个角色的原型(
有个人在用钢琴弹奏%E3./.5;-=56&(这个描写耍
弄了一下阿多诺* 可以说(阿多诺以这个方式拒
绝了父亲的犹太背景* 天知道为什么(我不想对
此进行精神分析* 我想他意识到这有些恶劣(任
何幸存下来的人都该感到内疚(为什么我活下来
了而别人被杀害了* 他的情况比较复杂(他有一
半犹太血统(但是想要适应新的统治秩序(这跟德
曼有一点点类似(但那是另一桩事了* 我在那儿
的时候(有人发现了Z1?28=-045 C:83-1:8 的杂志(
这件事就公之于众了* 阿多诺感到非常尴尬*

问) 您从 >1->1-3:引入%异域词语&问题(这
令人耳目一新* 我接着就要请教一个异国词语的
问题* 阿多诺曾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7.-<//1D
1?/\4-K&(但 <//1D译成汉语很不容易* 目前汉
语中对译<//1D的有%随笔& %散文&和%论说文&
等(但我觉得都不理想* 在阿多诺谈论的语境中(
或者参照阿多诺的写作风格(您是怎样理解<//1D
这种文体的4 您的理解或许有助于我们寻找一个
更恰当的汉译*

答) 我很久没读这篇文章了(需要回头再琢
磨一下* 不过(我想这些翻译都不准确* 阿多诺
会说<//1D有自身连贯性(但不是成系统的整体*
英语和德语中(<//1D源初的意思是尝试 ! 6.-
J.-/=:8"(古英语写作 1//1D(意思也是试验* 不
是已完成的(只是试验的* 比方说(我记得克尔凯
郭尔的/重复0在丹麦语里用了尝试一词* 这个
词可以译作试验(听起来是科学实验(但与此无
关* 所以<//1D是尝试的'未终结的(但绝非散漫
的* 阿多诺不会接受%散文&(他希望一切都被紧
密地论述* 而%论说&也不对(问题在于你先存了
观念来论证它(暗示着有既成的观点* <//1D更像
一种探索(就是试验(并没有确定的答案* 因而关
键问题在于认识是牢固的'确定的(还是相对的'
试验的*

问) 最后请您谈谈当下的一个现象* 前几
天(刚刚公布鲍伯$迪伦!Z4> 7D?15"获得了新一
届的诺贝尔文学奖* 阿多诺是流行音乐'爵士乐
的批判者(他对摇滚乐应该也没什么好感* 如果
阿多诺在世(您觉得他会如何评论鲍伯$迪伦的
这次获奖4

$&%$



亲历法兰克福学派) 从%非同一&到%独异&

答) 我想这是两件事* 我认为阿多诺对爵士
乐的批判有意思(但的确过于简化* 实际上(我做
研究生时和一个非常有趣的人讨论过此事* 这人
是英国的历史学家'马克思主义者(原先在奥地
利* 他叫埃瑞克$霍布斯鲍姆!<-3:F4>/>1VK"(
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任教于伦敦
大学声誉卓著的伯克贝克学院!Z3-]>.:]"(近年
刚去世* 他从马克思主义的宏观视野撰写了现代
欧洲的发展进程(学识极其渊博(非常令人敬仰*
那人抽一支烟斗(穿一身英式长袍(是奥地利长大
的犹太人* 他曾化名 \-15:3/L.V245 在 R+N
0474+2A7'杂志上发表评论爵士乐的文章* 他在
奥地利长大所以懂德语(认识阿多诺(能读他论爵
士乐的原文(当时英国人都还做不到* 我曾在一
次午饭时碰到他* 他说(你翻译阿多诺这非常好(
但是他对爵士乐一无所知* 我得说当我重读/棱
镜0的时候(我认为其中有些论断是正确的(当然
也实在是太过简单化了* 有些地方也有道理(比
如他对爵士高音的低俗作心理分析* 阿多诺应该
认同爵士乐(因为爵士乐中的即兴演奏是他寻求
的东西* 这还是因为他不懂得%重复&!对非同一
的"生产力这一方面*

谈到鲍伯$迪伦(我认为这太荒谬了* 诺贝
尔文学奖总是很荒唐* 你浏览一下当年授予和没
被授予的作家(有些人本身很了不起却没有得奖*
我非常欣赏迪伦(特别是他早年的音乐(但我不认
为那是很好的文学作品* 他是个很有创造力的歌
曲作者* 我觉得这不公正(不过这就是他们的传
统(授予差劲奖* 我是这么想的* 然而这与爵士
乐无关(我爱爵士乐*

注释'E.()$(

! 访谈时间) "'#% 年 #' 月 #* 日*
访谈地点) 北京瑞草轩茶馆*
翻译与整理) 李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
和美国西北大学德语系!"'#&#"'#% 年在美学习"联
合培养的博士候选人*

" 后面将会请教韦伯教授有关德语 <//1D一词的翻译问
题(<//1D这里试译为%论笔&* 以后有机会笔者将会撰文
说明如此译的原因*
# 韦伯教授的记忆与原文稍有出入(原文的语序是
%f4KK26.-Z1=.-35 63.C2162+,-&* 参见 G8.464-EM
I64-54( %Z1?B1:̂H.]2j-.&( R-4+' P$3@"4+374$3( C=8-]1KY
J.-?1;\-15]@=-21KT135 #+*&( CM#$+M
$ 这次事件发生在 #+%+ 年 & 月 "" 日的一次讲座上* 当
时有人在黑板上写标语 !%S@I64-543/?.@235 Y.1:.(
:1Y321?3/K V3??5.0.-:.1/.&"( 有人在教室里散传单
!%I64-541/15 35/232=2345 3/6.16&"(而三名女学生则走上
讲台(围着阿多诺投掷玫瑰花瓣(表演情色哑剧(并最终
坦胸露乳(以示羞辱* 阿多诺狼狈不堪(挥着公文包抵挡
一阵(抓起帽子和外衣落荒而走* 参见 C2.@15 Tj??.-̂
7448KM:;-3'-) :,"-137>(5MG-15/M9465.DH3035;/245.M
N1K>-36;.) ,4?32D,-.//( "'')( YM&*)M亦参见 H4-.5B
k̀;.-M :;-3'-) : <-8"4")78,"-137>(5M G-15/M C2.V1-2
CY.5:.-ML.VF10.5 156 H45645) A1?.b530.-/32D,-.//(
"''&( YYM"'* "'(M
% %独异&!C35;=?1-32D"是韦伯教授近期著述中阐发的一
个重要概念(也是他在北师大演讲的一个主题* "'#% 年
#' 月(韦伯教授应笔者之邀来北师大做了三次主题演讲(
题目分别是/文学认知的独异导论(兼致中国听众0/一神
认同范式(或独异曾如何被个体概念同化0和/政治和独
异(或思索和感觉的军事化0* 其演讲稿现已被译成中
文(题目略有改动(即将刊登在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
中心主办的学术集刊/文化与诗学0上*
& 此文已收入笔者的一本书中* 参见拙著/法兰克福学
派内外) 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0*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
社("'#% 年(第 ++##)# 页*
' 孙传钊在/阿多诺的%硬伤&0!/博览群书0"'') 年第 )
期第 *&#*% 页"一文中介绍说) 阿多诺曾在纳粹%全国青
年指导委员会&的机关杂志/音乐0!#+$& 年 % 月号"上刊
登过音乐评论* 此文盛赞门采尔!F.->.-2Tj52B.?"为希
拉克!Z1?6=-045 C:83-1:8"创作的题为/被压迫者的旗帜0
!%73.\185.6.-J.-@4?;2.5&"所谱的曲(而/被压迫者的旗
帜0诗集则是%献给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 这应该就
是韦伯教授所谓的%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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