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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的现代主义理论体系! 基于知识形态的探源

易晓明

摘!要! 现代主义文学理论体系因存在缺失而处于未完成状态!这与现代主义概念自身的非稳定性及其与现代性等概
念之间的非稳定复杂关系有关!更与认知现代主义的知识路径偏于传统#缺乏新知识视角有关!即对产生于新型技术社
会#转向审美的现代主义的认知!偏向人文知识框架而没有引入技术社会的媒介知识" 然而!电媒环境恰恰是现代主义
审美转向的基础!它塑造了现代主义审美范型" 这从麦克卢汉等的媒介美学理论可以看出来" 技术与媒介知识的缺位!
造成了现代主义理论体系的不完整" 此外!理论滞后作为普遍现象!也是一重原因"
关键词! 现代主义理论$!知识形态探源$!媒介知识缺位$!理论滞后
作者简介! 易晓明!文学博士!湖南科技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特聘教授!首都师范大学跨文化跨媒介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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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主义的概念在不同领域被使用且涵义存
在差异"在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它有时作为现
代价值观的代名词)有时指与现代化对应的新的
历史阶段# 而在文学艺术领域"现代主义指兴起
于 #T 世纪末$流行于 "' 世纪的文学艺术思潮#
克里斯多夫!查莱克说*+现代主义一直是一个

复杂与复合的术语"不仅被匹配于历史时期"而且
还相关于审美"甚至广义地"成为了当代艺术的参
照系# 这个概念的困境"部分归咎于现代主义居
于现代性之中"从历史角度与认识角度上"它都不
稳定地联系于宏大的现代性概念#,%b-/86J UW'

现代主义文学艺术内部流派众多$门类交织"

!#&U!



未完成的现代主义理论体系* 基于知识形态的探源

纷纭复杂# 关于现代主义的起止时间就存在两种
划分# 一种认为终结于 "' 世纪 %' 年代"如
I/?12?3]8/:B>8*与 \/36,I1O/8?/.6编的&现代
主义(持这种观点# 另一种认为下限在 U' 年代末
W' 年代初"以 #TW" 年 W 月 #& 日下午 % 点多美国
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现代建筑普鲁伊特!艾戈的
爆破为标志# &现代主义的临界点(一书甚至将
这一爆破事件表述为+现代主义的死亡,%詹克斯
"&'# 与此相应"日本的柄谷行人在研究西方现
代建筑与城市设计的&作为隐喻的建筑(序言中"
也提出了+后现代主义概念首先产生自建筑界,
%柄谷行人 #'# 本文采取第二种划分#

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外部关系复杂"首先在
于"它与现代化$现代性$现代社会等大概念之间
具有非稳定关系)其次"它与之前的现实主义$之
后的后现代主义之间也存在纠结关系# 现实主义
与现代主义的关系曾是学界争辩的热门话题"出
现了著名的卢卡奇与布洛赫$布莱希特的论争#
而随着+后现代主义,一词的出现"现代主义又陷
入与后现代主义理不清的关系中"权威的表述是"
+现代主义要么是后现代主义所反对的"并因而
界定为自己的对立面"要么是后现代主义永久保
存的原型并从中演化而来#,%S3/4/$%1(?"# "&#'

此外"现代主义文学艺术还与技术存在隐性
联系"它与工业成品$艺术设计$城市空间$光电产
品的创意旨趣存在密切关联"不仅形成了新的实
践维度"而且促使艺术与技术合流的文化主导现
代社会的格局出现# 技术$艺术$文化$社会在 "'
世纪构成新的混合形态"包豪斯技术艺术学校可
算是一个范例# +沃尔特!格罗皮乌斯创立了
/未来大教堂0的包豪斯学校"他在 #T"% 年用标
准的纲领宣布---/艺术与技术* 一种新的结
合0---社会可以通过文化实现转型#, %詹克斯
&V-&&'这种转型"意即技术与艺术的合流"成为
社会的新方向# 由于现代主义文学艺术被确定为
艺术自律的精英文化"它与技术的关系在研究中
一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还由于现代主义的各种
宣言$口号及其先锋派实践"都以形式变革为宗
旨"其艺术自律的形式审美意味着内部形式成为
首要关切# 加剧了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研究中存
在的失衡"即相对忽略其广泛而复杂的非稳定外
部关系"包括与媒介在内的技术及其技术环境的
关系"对外部关系关注的依然是社会历史总体#

这首先体现为"很长一段时期"学界将现代主
义锁定在文学史框架内"以比邻的现实主义文学
理论体系作为标准"认知现代主义# 卢卡奇提出
了+作为一切艺术标准的现实主义, %张西平
#&%'"现实主义社会历史批评的总体认识论哲学
的普遍性"取消了现代主义的特殊性"仅仅承认现
代主义艺术手法的创新与艺术形式的变革#

再有是将+审美现代性,理论"等同于现代主
义文学理论体系# +审美现代性,立足反对现代
性"它涵盖有美学上的否定美学$救赎美学$艺术
本体论等美学理论与创作上的现代主义思潮# 虽
然+审美现代性,美学理论"侧重于从文学艺术本
体看其社会功用"与现代主义文学创作有一致性
立场"但它关注的是审美与社会的关系"依然是一
种社会批判美学"对现代主义为媒介环境塑造的
艺术感知及其形态不够重视"甚至对新媒介采取
社会批评的否定立场# 以+审美现代性,理论代
现代主义文学理论"掩盖了现代主义文学理论体
系的不完整与未完成"这种对接"使得现代主义文
学理论体系的未完成的问题被忽略#

无论现代性框架"还是文学史的框架"还是
+审美现代性,理论"它们对现代主义文学都具有
一定的外部性# 而转向艺术自律的现代主义文
学"其审美感知与审美形式才是其理论体系中需
要解决的元问题"而审美与社会的关系$与现实主
义的关系$与审美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关系"则是次
生问题"或者更外围与边缘的问题# 这从如下论
点"即+现代主义者就像 #U 世纪的新教徒一样"寻
求一种激进的审美纯粹主义,%詹克斯 &''与+现
代主义关注的是一种特定的艺术语言---形式向
度---自律和表达"而后现代主义则聚焦语义方
面,%#'&'等可以看出来# 然而"研究现状是对关
系的关注"却多于对现代主义文学自身新现象的
关注"从而出现研究的失衡#

这种倾向失衡有各种原因"知识形态的守旧
而忽略 "' 世纪新的技术与媒介领域的知识"是一
个重要原因# 面对 "' 世纪新的电媒技术语境中
生长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者依然固守传统的人
文知识结构"或者说印刷文化思路"显然"无法真
正融通现代主义的外部关系与内部关系# 审美现
代性理论看似能担负起弥合两者的重任"但事实
上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美学理论"主要是一
种社会美学"依然具有的是哲学根基"也就是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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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知识的视角与知识范型#
现代主义文学艺术是电力技术环境的产物"

它的审美勃兴的塑造力不是来自哲学"而是直接
来自技术环境与电媒的感官环境# 我们先看现代
主义被后现代主义取代"同样也与技术演进有关"
正是 W' 年代末计算机开始能模拟非线性的生长
系统"才相应出现差异中的褶子等后现代思维#
那么"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则与电力媒介环境所
带来新的时空感的神话思维有极为密切的相关

性# 因此"对于转向审美的现代主义"电子媒介的
理论视角对于解释其审美生成与审美形式"是比
哲学更有效的途径"它能够直接进入艺术感知与
艺术形式本身"真正弥合现代主义内部与外部在
传统知识视角的认知中所产生的割裂# 然而"百
年现代主义研究"存在认知的知识形态上的错位"
媒介理论基本缺位#

即使在 "' 世纪世纪末随着文化研究与理论
研究热而出现现代主义研究复兴---国际美学学
会前主席阿莱斯!艾尔雅维茨引波德莱尔在&最
后一瞥之恋(中所描述一个女孩于街角拐弯消失
前的最后一瞬间与他目光相遇的这种恋情---来
隐喻现代主义消失时"引起人们莫大的重视%艾
尔雅维茨 #T&-"'W'"然而新一轮研究热潮中"
依然没有媒介理论视角的出现#

现代主义的特殊位置"决定了媒介视角对现
代主义的重要性胜过其他思潮# 这是因为媒介学
最关注临界与转换# 相对于浪漫主义$现实主义
与后现代主义"只有现代主义处于媒介转换"即印
刷媒介向电力媒介转换的位置# 因此"对处于稳
定的印刷媒介后期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对接续
现代主义并同处于电媒阶段的后现代主义"媒介
视角远没有对临界点上的现代主义这样关键# 对
现代主义审美感知等元问题"媒介的感知偏向所
具有的解释的有效性远超哲学$历史等人文知识"
更具针对性#

甚至可以说"是电媒的技术感知催生与塑造
了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感官审美# 而麦克卢汉的
电子媒介理论"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批判
立场"它立足感官延伸"是一种研究感性的媒介美
学理论"契合于感官审美的现代主义# 本文正是
从电媒及其环境塑造的知识视角"揭示现代主义
研究在知识形态上因袭哲学$历史等人文知识"没
有引入 "' 世纪技术社会的新的技术与媒介知识"

导致对现代主义的认知形成严重缺失"现代主义
理论体系因此不完整而处于未完成状态"具体阐
释如下#

一" 现代主义被寄寓于现实主
义总体批评理论

!!现实主义的社会历史批评体系"以认识论哲
学为本体# 哲学追求将世界描绘为一个总体的本
体"因为对世界把握的统一性是哲学的目标"只有
上升到本体论"才能避免具体经验的局限# 总体
认识论哲学体系"始于近代黑格尔的真正完整的
实在只有总体的学说# 卢卡奇说*+黑格尔把这
个观点凝炼成&精神现象学(序言中的这样一句
名言/真理是整体0#, %&历史与阶级意识(译序
V'马克思将总体论推进到实践"形成以实践统一
主客体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 卢卡奇将他所理
解的马克思主义总体观"结合到现实主义文学"提
出了+文学的存在和本质$产生和影响"只有放在
整个体系的总的历史关系中才能得到理解和解

释# 文学的起源和发展是社会总的历史过程的一
个部分,%&卢卡契文学论文集( "W%-WV'的文学
的社会历史总体批评# 他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现
实主义文论观"成为公认的现实主义文论的代表#
韦勒克就说过*+在马克思主义者中"Y0卢卡契提
出了最严整的现实主义理论# 他以马克思主义的
意见"即文学是/现实的反映0为依据"认为"如果
文学充分地反映了社会发展中的矛盾"也就是在
实践中"如果作品显示出一种对社会关系和它对
未来发展趋向的深刻洞察"它就是一面最真实的
镜子#,%韦勒克 "%T'现实主义文论体系的内核
是总体论$阶级论与社会反映论# 卢卡奇确定
+具体的总体是真正的现实范畴, %&历史与阶级
意识( &U'"认为+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
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
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
的认识#,%&$'由此"现实等同于总体"现实的具
体内容就被规定为了+阶级,与+历史,# 这主要
在于"历史的改变需实践介入现实"而实践又不可
能是个人活动或内心的道德评判"只有阶级实践
才能介入历史进程# 因而"推进历史发展的阶级
与被阶级推动的历史"成为了社会现实的内核"简
单概括的话"阶级代表着社会进步与历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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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
客观地说"基于总体认识论哲学的现实主义

社会历史批评"对文学具有深刻而广泛的适宜性"
尤其对于 #T 世纪这个阶级意识被意识到的时期
及其文学# 卢卡奇说*+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随
着等级制的废除"随着纯粹的经济划分的社会的
建立"阶级意识也就进入一个可能被意识到的时
期#,%&历史与阶级意识( ##&'#T 世纪文学相应
也普遍具有阶级与阶级斗争话题"社会场域与文
学场域的阶级话语出现高度重合"两种话语可实
现转换# 比如围绕历史发展的先进阶级与落后阶
级$历史的进步与落后等社会观点"在现实主义理
论中"对应为+进步论,+真实论,+典型论,+本质
论,等批评话语# +典型,是阶级的典型代表)符
合未来历史方向则具有社会+本质,"与阶级与历
史价值无关的日常生活则为非本质存在)文学
+真实,"则必须包括阶级与历史方向"相应又产
生了重大题材与非重大题材之分的题材论等# 正
由于社会话语与文学话语相通"现实主义作家经
常进入政治家的著作"充当其理论释例# 现实主
义文论也立足于经济生产与政治关系的总体论"
立足于普遍性# 巴巴拉!C!塔奇曼在&实践历
史(中描述道"+在越来越多的特殊性中"人们得
出普遍性的结论)在金光闪闪的圣杯面前"我们都
在寻找历史的一般法则#, %&&'他认为历史研究
领域对历史普遍法则的寻求"丢失历史事件本身#
同样"文学领域确立了社会历史法则来统一认识
文学"则失去了各个时期文学的特殊性# 卢卡奇
甚至说*+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归根到底就没有什
么独立的文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科学等等"而只
有一门唯一的$统一的---历史的和辩证的---
关于社会%作为总体'发展的科学#, %&历史与阶
级意识( WW'他依据马克思的+一切学科都是历
史学科,的观点"将社会总体论完全对应到了文
学批评#

几个世纪以来总体认识论哲学获得了对其他

学科的权威地位# 卢卡奇说*+在上几个世纪里"
认识论$逻辑学$方法论一直统治着人们的哲学思
维"而且就是在今天"这种统治也远远未被其他理
论的统治所超越#, %&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
V'同样"以总体认识论为根基的现实主义社会历
史批评"也获得了权威的文学批评地位#

然而"社会历史批评并非对所有文学的所有

方面都充分适宜# 其一"它对五花八门的文学形
式"难以深入阐释)其二"它对于非阶级社会的文
学或阶级斗争特征不充分时期的文学"显出了不
充分适宜# 前阶级社会的希腊口传神话是一个例
子# 马克思的&4政治经济学批判5导论(中关于
希腊艺术魅力的著名论断"即+一个成人不能再
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 %&马克思恩格斯
选集!第二卷( ##V'"揭示了希腊艺术的永久魅
力出自人类童年时期"而不是阶级关系# 社会历
史批评对阶级社会之前或之初以神话为基础的希

腊艺术"显出不充分适宜#
同样"对产生于技术社会的现代主义"它是以

非理性抵制社会理性的非理性思潮"总体论的社
会历史批评"对之也显出不充分适宜# 而卢卡奇
陷入机械总体论"强调只有理性的文学才是文学"
否定非理性的现代主义"这与总体认识论有关#
他忽略了现代主义的生长语境是技术组织社会"
它的历史总体关系被技术组织破坏了# 别尔嘉耶
夫是这样说的"+技术破坏了精神与历史实体的
结合"这个结合曾被认为是永恒的秩序#, %别尔
嘉耶夫 VT'埃吕尔也认为"+技术使政治完全失
去了效用,"并指出 "' 世纪是技术决定一切的时
代"+政治只能够决定技术上可行东西# 一切决
策都是由技术发展的必然性决定的, %*,#+@
:($"(D(#%&'# 可见"立足于阶级与历史的社会历
史批评"对技术语境中生长的$以形式审美为本体
的现代主义"已经显示不充分适宜#

就现代主义文学的社会批判性而言"社会历
史批评依然是一种强有力的批评话语"社会批判
为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文学所共有# 但是"现代
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分裂体现"两者的批判存在直
接批判与象征否定的差异"后者通过形式中介实
现# 这基于* 第一"两种文学形态已经不同)第
二"两种文学生长的社会形态已经不同)第三"两
者的媒介环境已经不同)第四"前者强调认识$后
者强调审美"认识与审美已分属两个不同的知识
领域# 所以"依从文学发展的总体论"强调现代主
义是现实主义的发展"就掩盖了两者的不同或差
异"无法真正阐释现代主义的特殊形态# 事实上"
社会历史批评对 #T 世纪阶级社会中的现实主义
文学具有巨大效应"而对于现代主义则不然# 卢
卡奇理论针对现实主义的成功与针对现代主义的

完全失势"也已说明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是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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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两种文学#
"' 世纪西方形成了市场主导的$技术组织化

的社会"技术的流动性$技术律令与技术目标等"
共同打破了固化的社会阶级形态"如埃吕尔所说*
+一个完全相互依存的技术社会将是一个没有等
级或阶级的社会#,%温纳 #&T'这是因为+技术原
则是民主原则"技术时代是民主和社会化时代,
%别尔嘉耶夫 &''# 现代主义相应受到技术社会
的重塑"以审美性$心理性$形式性$神话性"分离
甚至对立于现实主义的阶级性$典型性$社会性与
历史必然性等"两者同为文学"却存在裂变#

沿用现实主义社会历史批评"往往不做社会
形态的区分"将 #T 世纪$"' 世纪的西方"同视为
资本主义社会"两种语境中的文学都被视为对资
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这是抱守总体认识论哲学与
社会历史批评的必然结果#

然而"事实上"其他知识领域对现代主义与现
实主义的社会语境已有了明确界分# 社会学领
域"已有吉登斯的&现代性的后果("将西方 "' 世
纪与 #T 世纪界分为工业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
媒介学领域"有麦克卢汉将 "' 世纪设为电媒阶
段"而 #T 世纪则属印刷媒介阶段# 在知识社会学
领域"Y0科维奇称 "' 世纪为人工社会"#T 世纪为
自由 民主社会# 文学艺术创作领域"一开始就有
了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两种称谓# 然而对现代主
义的研究"却沿用现实主义的社会历史总体批评"
立足两种文学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共同性"这
就取消了现代主义作为新型文学的特殊性# "'
世纪技术社会与 #T 世纪阶级社会有了本质的不
同"各自的主导知识形态也有了改变""' 世纪不
仅哲学演变为非理性哲学主导"而且还产生了无
意识心理学$媒介学等新学科"社会学也获得比哲
学更大的影响力# 显然"抱守认识论哲学为根基
的社会历史批评"以二元的内容与形式作为认知
的尺度"评判审美形式本体的现代主义"揭示出来
的必然是跛足的现代主义#

二" 现代主义研究寄寓于其他理论之描述

在现代主义兴起之初"主要倡导者是作家艺
术家群体"如马拉美$庞德$40F0艾略特等# 学术
界的肯定"来自 "' 世纪 %' 年代的新批评"以及美
国以埃德蒙!威尔逊等为代表的一批年轻教授"

他们称赞并阐释现代主义诗歌的革新形式# 然
而"这类学院式研究往往集中于流派与作家作品
的具体研究"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迈克尔!莱文
森%I0R6;6.,2.'是一个代表# 他有一系列研究
现代主义的专著"最综合的是 &现代主义的谱
系(# 学院式成果基本还是遵从自亚里斯多德
&诗学(所确立的人物$情节$叙述等文学知识范
型"以资料与史实为基础"基本无关乎理论体系#

随着 "' 世纪末西方文化研究与理论研究渗
透到现代主义领域"之前研究的文学内部框架被
突破的同时"又出现了现代主义研究寄寓于理论
霸权之下的情形# 所谓理论霸权"指理论分离于
文学"带着其自身立场与阐释目标"先入为主地介
入文学"文学只被当作释例# 女性主义批评$后殖
民批评$族裔批评等文化研究"都带着文化研究固
有的政治视角切入现代主义"客观上揭示出现代
主义形式之外的诸多维度# 然而"它们缺乏整体
概括现代主义的理论目标"更谈不上有建构现代
主义理论体系的意图#

客观地说"社会学领域的+审美现代性,理论
阐释"包括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等"对现代主
义贡献了不少有影响的理论观点"不过它们偏向
审美与现代性$与社会救赎的关系"尤其依据的是
现代性框架"因而将自 #$$#T 与 "' 世纪的文学一
同视为现代性时期的产物"而没有严格以现代主
义文学为专门对象# 因此"+审美现代性,理论"
貌似可充任现代主义文学理论体系"实际显然无
法全部充当# 当然"现代主义文学理论体系的建
构"本身并非社会学家们的任务# 应该承认"社会
学理论领域论及了现代主义文学艺术"而现代主
义文学艺术研究"则显得封闭在文学知识范围"或
寄寓于亚里斯多德以来的文学知识范型"或因袭
现实主义的社会历史批评理论"并没有广泛吸取
社会学话题成果#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波德莱尔
关于+现代性,的定义"即+现代性是短暂的$易逝
的$偶然的"它是艺术的一半"艺术的另一半是永
恒和不变,%波德莱尔 V"V'# 它在社会学领域被
广为引用"而在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领域却少有参
引# 而仅从传统的文学知识"显然无法完成技术
社会新型现代主义文学的理论体系的建构#

事实上"现代主义研究没有产生与现实主义
理论家卢卡奇相当的理论大家# 综而观之"涉猎
现代主义较多的文论家当推O0詹姆逊# 应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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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的现代主义理论体系* 基于知识形态的探源

他对现代主义认知的出发点"基本上依然是总体
论# +詹姆逊的著名格言是/永远要历史化60,
%&论现代主义文学(前言 W'他的&马克思主义与
形式(一书"有论卢卡奇的专节"有些思想显示与
卢卡奇相似# 例如"卢卡奇认定"作家只要他在写
作"就在谈政治"就属于一定的党派# &后现代主
义百科全书(也这样评价詹姆逊"+他断言说每个
文 本 / 最 终 的 分 析 0 都 是 政 治 的#,
%S3/4/$%1(?"# "T$'该书还指明"+政治无意识是
O0詹姆逊所采用的一个概念"用来表示遭到压
制$被隐没的阶级斗争现实的特征#,并指出+这
一概念是典型的 /元叙述0 或总体论思路#,
%S3/4/$%1(?"# "T$'

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与&马克思主义与形
式("都体现了他对总体认识论坚守基础上的开
放与调和# 如 F/9*/M0I25/.9*评述的"+对于詹
姆逊"叙述作为一个调停的中间概念的优势在于"
它提供了一种批评的综合性"而没有将文本或历
史削减到理想化的虚构#,%I25/.9*#'"'这指的
是詹姆逊通过叙述进行了调和"使现实主义的理
想化不那么直接与单一# +面对决定性的历史矛
盾"文本的政治无意识必须在叙述的形式中"寻求
某种理想的解决#,%I25/.9*#'V'这就与过去被
作为政治理想$社会理想"或形式上的理想人物的
理想视野有了不同"但理想性在调和中被坚持下
来"理想性的根基未变# 而现代主义偶然的感官
经验与瞬间的无意识心理"是完全不预设理想的#

詹姆逊试图将无意识与政治关联"将叙述的
历史$心理的历史$政治的历史$真实的历史予以
关联"显然是为历史总体寻求新的出路"被认为发
展了马克思主义# +在&无意识* 作为象征行为的
叙事(中"詹姆逊发展了一种肯定历史"或大写历
史的马克思主义诠释模式#, %S3/4/$%1(?"# "T$'
就像本雅明感悟到了现代主义历史的意象化"詹
姆逊也注意到了象征作为非历史化的形式"对历
史所形成的抵制"但他的理论视线仍是历史的#
只有麦克卢汉从技术角度"看到并强调电媒对历
史的瓦解"+信息形成新的空间"每个地方与每个
时代都成了这里与现在# 历史已经被新媒介废
除#, %-(?"# 6()(#./, #"W'詹姆逊的调和"没有
考虑新的技术社会形态及技术媒介环境对历史的

瓦解"他固守历史总体论"无法形成对现代主义的
全面认识"他的现代主义理论存在明显欠缺#

三" 对社会转型及新兴知识领域的忽略

所有对现代主义认知的偏颇"根子在于对西
方进入技术社会认识不足# 吉登斯以+工业主
义,与+资本主义,界分 "' 世纪与 #T 世纪"强调
+现代的社会制度在某些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其
在形式上异于所有类型的传统秩序#,%安东尼!
吉登斯 %'而文学研究依然坚持文学的发展观"
没有对 #T 世纪与 "' 世纪社会形态进行区分"反
而强调同为资本主义社会"文学同为批判资本主
义社会的文学"区分仅仅局限在承认两者存在艺
术形式的差异"这样的出发点"就阻碍了现代主义
自身的理论体系建构#

依据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生活$政治
生活与精神生活的总体特征"对现代主义的认识"
首先要面对 "' 世纪进入技术组织化的社会这样
一个事实"其社会的技术环境不可忽略# 现代主
义兴起于电力应用于生产的 #T 世纪末期"现代主
义艺术感知与电媒技术感知同根同源"且同形同
构"相互交合%+艺术感知, T$-#'U'# 对于创作
者而言"电媒环境作为一种感官的情境环境"直接
作用于人的感官"已上升为艺术的第一环境"而强
调社会关系的社会环境则退居为第二环境#

"' 世纪西方技术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分裂是
史无前例的# 技术阶段与科学阶段的界分是一个
参照# 李约瑟在&文明的滴定(一书中指明"现代
科学是从文艺复兴时期伽利略开始发展起来的"
而 "' 世纪才真正进入技术时代%李约瑟 &'# 文
艺复兴时期"科学主要是作为科学观念出现的""'
世纪技术社会则成为了技术主导"主导知识也为
技术左右"这一点学术领域并不敏感"只在知识社
会学领域对此有所探讨#

接替法国索邦大学涂尔干席位的教授$社会
学家Y0科维奇%Y628(6,Y>8;-915'的&知识的社会
学框架(一书"对西方各个社会阶段的主导知识
进行了详尽分析"阐明七种知识范型---哲学知
识$对外部世界感知的知识$科学知识$技术知识$
政治知识$他者与我们的知识$共同感觉知识形态
等"在各个社会阶段影响力不同"并据此显示出社
会处于不同阶段#

他认为"只有古代希腊与文艺复兴时期"哲学
知识的影响力才排在首位# 尽管文艺复兴时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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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从神学分离"拉升了科学知识影响力的排位"但
科学依然次于哲学的影响力# 直到被命名为+民
主 自由的社会,的 #T 世纪"科学知识才在认知系
统中上升到第一位"+在这个时期我们看到了哲
学知识的明显衰落, %Y>8;-915 #$T'# "' 世纪排
首位的是技术"因而被界定为人工社会"区分于
#T 世纪+民主-自由社会阶段,# 哲学一直处于
衰落中"#T 世纪排第一位的是科学"而 "' 世纪排
首位的是技术"他认为+技术或经济的范型在这
种结构类型与总体社会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
%Y>8;-915 #$W'# 而 "' 世纪哲学进一步下跌到
了第四位#

如果说科维奇从知识角度对古代$文艺复兴$
#W 世纪$#$ 世纪$#T 世纪$"' 世纪的知识形态与
历史阶段进行了对应分期阐释)那么"埃吕尔则从
技术角度对 #$$#T$"' 世纪进一步进行了技术阶
段区分"他说*+#$ 世纪技术是本地化的$有限的"
是文明中的一部分" 而非全部内容 , % B,(
B(/,3%$%&"/#$UV WT')+#T 世纪进入机器时代"
意味着技术入侵式的非本地化,)而+在 "' 世纪
中叶"世间万物都适用的机器模式变得黯然失色
了,%温纳 #UU'# 因为+"' 世纪技术发明的特征
表现为庞大的规模$复杂的相互联系以及涉及全
系统的互相依存,%#W"'# 埃吕尔将 "' 世纪作为
技术系统化时代"区分于 #T 世纪机器时代#

那么"从文学知识形态看"自亚里斯多德&诗
学(以来"文学一直被与哲学$历史摆在一起# "'
世纪的Z0弗莱$德里达等都重述了亚氏的文学的
一旁是哲学"另一旁是历史的观点# 然而""' 世
纪技术社会生长的现代主义文学艺术"参照哲学"
即使参照 "' 世纪存在主义$直觉主义哲学与尼采
的非理性哲学"都难以完成全部理解# 主要是哲
学影响力跌到第四位"它离 "' 世纪技术社会组织
框架的位置较远"离得更近的知识领域是媒介学$
社会学$无意识心理学等# 现代主义研究不同程
度引入了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却唯独没有引
入与技术最靠近的媒介学# 作为审美感知的现代
主义文学艺术"媒介对感知的塑造问题以及与艺
术感知的对应就此被忽略"这从根本上影响了对
现代主义一些元问题的研究的进入"也客观上形
成了现代主义研究的瓶颈#

附带提一下"科维奇在该书列+中央化国家
集体主义的认知体系,专章"探讨前苏联与 #TVT

年以后中国社会的知识体系"指出其社会结构中
占第一位的是不同于西方任何阶段的政治知识与

哲学知识的结合"具体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
合# 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知视角#

#$$#T 世纪确立了认识论哲学的权威地位#
而 "' 世纪弗洛伊德发现理性认识论躯体上的阿
克琉斯之踵"即它不能覆盖无意识"进而创建了无
意识心理学"它被引入以解释现代主义文学中的
无意识心理# 然而""' 世纪非理性流行的终极根
源来自技术的非理性"可以说"包括弗洛伊德学
说"尼采的非理性哲学"其实也都是技术非理性语
境的产物#

立足 "' 世纪新型知识"科维奇对哲学与科学
的霸主地位发难"声称+知识的社会学必须放弃
科学与哲学的偏见"即认为所有知识依赖于哲学
与科学知识# 它们其实是相对地最分离于社会框
架的知识类型, %Y>8;-915 #%'# 他认为""' 世纪
发生了知识上的一次革命"哲学与科学离技术社
会组织框架的位置变远了"因此轮到离技术社会
框架近的那些具体知识成为主导知识"它们颠覆
了普适性的哲学与科学观念对知识的统辖与包

办# 科维奇这样概括这一变化"+在古希腊"哲学
知识与对外部世界感知的知识居于首位"渗透到
所有其他知识类型---如同科学知识渗透在一个
竞争性的资本主义系统中# 而在组织化与导向性
的资本主义的深处所潜存的"实际上是主导并浸
淫到其他所有知识类型的技术知识与政治知

识#,%Y>8;-915 "%'这说明 "' 世纪占主导的是技
术知识与政治知识#

#T 世纪占据主导的科学话语与哲学体系"已
经描述不了遵循技术律令的 "' 世纪技术社会#
温纳说*+技术是这样的结构"它们运作的条件要
求对其环境进行重建#,%温纳 $U'技术对环境的
重建"通过技术互渗"使环境变成相互依存的组织
社会"它比之前的社会更复杂# 而人是会调节自
身以适应技术的"如埃吕尔概括的"+我们人类的
技 术 必 然 导 致 人 类 行 为 的 调 整 , % B,(
B(/,3%$%&"/#$"%&'# 而人的感知"特别是敏锐的
现代主义艺术家的感知"正是对电子媒介技术环
境调节适应的体现# 受技术自行运行的影响"艺
术与文化受到了技术的重塑"意义生成模式也发
生了改变"意义不再首先来自距离技术社会结构
更远的哲学"而是来自离社会技术组织框架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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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识领域# 历史与哲学对文学艺术意义生成的
主导被改变了"现代主义追求审美独立"无关乎认
识"就是显要的后果# 阿多诺也看到了意义与历
史关系的变化"他说*+不是现存从历史取得意
义"而是历史从现存取得意义#,%杨小滨 #V''新
的意义生成模式"应合了科维奇所说的"技术社会
轮到离社会结构更近的具体知识发挥作用了#

因此"科维奇的+知识社会学必须放弃最广
泛范围的偏见"即认识价值必定拥有一种普世的
有效性# 一种判断的有效性永远不是普世的"因
为它附着于一种适当的参照框架"常常对应于社
会框架, %Y>8;-915 #%'的这一说法"就显得颇具
价值# 现代主义最大的价值是审美感知价值"对
它的认识"不对应于哲学"更对应于离技术社会组
织框架近的技术知识#

詹姆逊也看到了认识论的局限"认为存在主
义现象学覆盖面更大"他说*+旧认识论哲学倾向
于突出知识"将其他意识模式统统贬到感情$魔力
及非理性的层次"而现象学固有的倾向却是将他
它们联合为/存在%海德格尔'的知觉%梅洛!庞
蒂'0这一更大的统一体#, %&语言的牢笼( V#'
而+随着认识论作用的降低"理性与非理性$认识
模式与情感模式间的区别似乎不再像以前那么泾

渭分明,%V'-V#'# 只是他追究二元对立思维削
减的原因是认识论作用的降低"而没有再深入到
认识论哲学衰落的技术根源# 哲学在观念社会是
作为根源性的东西看待"在技术社会"它多少显出
也只是一种观念现象"技术才是 "' 世纪非理性思
潮兴起与理性的认识论哲学衰落的根源#

技术兴起了一些知识"带来一些知识的扩容"
也迫使一些旧的知识观念失效与退场# 德布雷
说*+一个特定媒介域的消亡导致了它培育和庇
护的社会意识形态的衰退"使这些意识形态从一
个有组织的活体力量衰变为幸存或垂死的形

式#,%陈卫星 "'-"#'历史上各种观念衰亡不断
发生# +伟大的边疆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
逊!特纳说过"历史的路径上/布满0曾经众所周
知并得到公认但却被后来的一代丢弃不用的真理

之/残骸0#,%塔奇曼 &&-&U'文学的人文知识框
架有过几千年的权威"具有不可否认的真理性"但
对 "' 世纪技术社会的新文学文化"则产生了明显
局限"那些接近技术社会组织框架的新兴学科更
具阐释性"现代主义研究需要新知识视角# 别尔

嘉耶夫说"+机器不仅有重大的社会意义"而且还
有重大的宇宙学意义"它非常尖锐地提出了人在
社会和宇宙中的命运问题# 2113令人惊奇的
是"至今还没有建立技术和机器的哲学#, %别尔
嘉耶夫 V$'技术与机器哲学的难产"还有媒介学
知识未被引入文学研究"这些都与传统的人文知
识占据人们知识视野形成的阻碍有关#

四" 现代主义理论的缺失维度...媒介美学

现代主义文学艺术大规模的审美转型在历史

上还是第一次# 美学属上层建筑范围"特别是传
统美学"注重关系# 伊格尔顿说"上层建筑不止是
+一定形式的法律和政治"一定种类的国家
2113"还包括/特定形式的社会意识0%政治的"
宗教的"伦理的"美学的等等'#,%伊格尔顿 T'在
上层建筑内"相比政治"美学处于非核心的边缘位
置"意识形态色彩淡一些#

现代主义以美的独立"抵制文学的意识形态"
作家们追求+零度写作,%罗兰!巴特'"追求感官
审美与心理无意识"以求抵达超现实的文学本质#
如果说现代主义文学遵从什么观念的话"那就是
反文学的观念价值"转向审美本身# 芬克斯坦说
过"+从 #T 世纪/先进0艺术向 "' 世纪艺术过渡
的决定性转折就是"艺术同现实生活和人的某种
类似的脐带被割断了# 画家或雕刻家创造了一个
/他自己的世界0"由某种随意的色彩系统$线条
韵律$他所使用的质材质地$或空间的划分和容积
的安排等所构成#, %芬克斯坦 #WW'现代主义感
官审美对现实主义理性文化形成颠覆"对抵制观
念价值$转向形式本体的现代主义"哲学已不能成
为最有效的阐释途径了# 涂尔干也说过"+我们
的时代"早已不再是以哲学为唯一科学的时代了"
它已经分解成了许许多多的专业学科#, %&社会
分工论(导言 "'哲学以及以哲学为根基的社会
美学"对专业技术社会生长的现代主义"虽然依然
还具有阐释性"但显然已经有了它们的解释达不
到的领域# 因为技术自主的社会"人不再是中心"
甚至+某些技术创新本质上是/非人化的0"它们
侵害了人的本质,%温纳 #$#'# 现代主义文学艺
术带着技术及其主导社会的非人格化特征"具有
非人化与反人道主义倾向# 现代主义研究需要新
的非观念化$非价值论的知识"匹配于非认识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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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而媒介学是最具应合性的#
媒介学是 "' 世纪新兴的综合性交叉学科"既

涉及物质技术"又涉及感知范型"还关乎审美形
式# 美学一开始是哲学的分支"但到技术社会"审
美分离于认识论哲学的认知"不断得到强化# 朱
光潜指出*+美感就是发现客观方面某些事物$性
质和形状适合主观方面意识形态"可以交融在一
起而成为一个完整形象的那种快感#, %朱光潜
W#'美感的+发现,"与社会反映论的+反映,"是两
个不同知识领域的范畴%劳承万 %U'# 卢卡奇在
&审美特性(中对审美的非社会化"做了哲学之外
的一种区分"即强调审美更接近人类学# 王杰在
&寻找乌托邦(中对审美的人类学属性也有专节
综述%王杰 #"%-T%'# 李泽厚也表达过文学更
接近心理学的观点"他认为+心理学%具体科学'
不等于哲学认识论"把心理学与认识论等同混淆
起来"正是目前哲学理论与文艺理论中许多谬误
的起因之一,%李泽厚 &U''# 这些都关乎现代主
义的审美认知问题#

对于电媒环境中的现代主义"最贴近的知识
是媒介"尤其是麦克卢汉的媒介是感官延伸的媒
介美学理论# 现代主义处在印刷媒介向电力媒介
转换的临界位置"新媒介带来了现代主义的审美
转向# 法国媒介理论家德布雷说*+媒介学者是
研究运动和转变的专家, %德布雷 &#')+不稳定
总是会引起媒介学者更多的关注#,%德布雷 &%'
现代主义的先锋派就是不稳定期的必然现象# 麦
克卢汉的电子媒介的感官延伸学说"揭示了电媒
环境的艺术化"技术感知成为塑造艺术感知的力
量# 现代主义艺术感知本是其电媒理论的来源#
麦克卢汉的传记作家马尔切索说麦克卢汉+将美
学带入传播研究,# %&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
想* 从莫尔斯到麦克卢汉( #WW'麦克卢汉理论的
感官定位"使之成为不同于社会美学理论的媒介
美学理论"它涉及文学的媒介物质根基# 美学的
基础意义就在于揭示人们怎样感受世界"体验所
看到$感觉到与欣赏到的# 麦克卢汉的阐释深入
到感官审美与技术物质的关系# 他将自己的学说
称为美学分析法"即+我一直想搞一种传播方面
的实验2113提出一些把各专门领域联系起来
的建议"这个方法可以叫做多领域共同特征的美
学分析法,%&麦克卢汉精粹( ##U'# 他对艺术的
认识与现代主义艺术家相同"他说*+艺术作品的

意义不是传递带或包装袋的意义"而是探针的意
义"即/它传播感知而不是传递什么珍贵的内
容0#,%&麦克卢汉如是说( UV'探针指向新的意
义生成模式# 这与庞德的艺术家作为+天线,$与
伍尔夫的+隧道挖掘法,颇为类似# 电媒对人的
感官延伸"是现代主义文学兴盛的基础# 威廉!
库恩斯在+麦克卢汉资料汇编* 语录,中收录有这
样的句子*+我们向麦克卢汉学什么呢. ---感
知"感知"感知#,%&麦克卢汉精粹( V'U'技术$媒
介环境$审美感知的连通"塑造了现代主义文学艺
术的新感知"也兴起了麦克卢汉的感官媒介理论#
麦克卢汉专家何道宽指出*+质言之"技术$媒介$
环境$文化是近义词"甚至是等值词"这是媒介环
境学有别于一切其他传播学派的最重要的理

念#,%何道宽 ##$'符号有着形式$指称与意义三
个方面"形式是媒介关联物"指称是对象关联物"
意义是解释关联物"这样"形式$媒介$环境$文化
也就一体化了"媒介即传播"媒介即艺术环境"媒
介即审美"媒介赋予形式"新媒介也是新的诗学想
象的来源#

现代主义文学没有引入媒介视角"也因为媒
介知识从未被引入作为文学的相关知识# I0Q
艾布拉姆斯的&镜与灯(提出的+作家$作品$读
者$世界,为文学四要素"所划定的文学知识边
界"被尊为规范# 加之近代以来的学科分割"使文
学远离新型媒介学科#

传统的哲学与历史等人文学科"强化的是现
代主义文学同于现实主义文学的的社会批判偏

向"对其审美形态及其成因等根基问题缺乏探源#
而麦克卢汉的媒介美学理论则可扭转这个局面#

依据麦克卢汉媒介阶段论"现实主义与现代
主义分属印刷媒介阶段与电子媒介阶段"这根本
上颠覆了依从文学发展观"将两者归属同一个资
本主义社会语境的定位# 而媒介美学理论"对现
代主义审美认识提供了理论基点# 切特罗姆说*
+在麦克卢汉思想中"审美范畴被置于首要地
位#,%切特罗姆 #$U'他的理论是从研究马拉美$
艾略特$刘易斯$乔伊斯等产生的"显示了现代主
义艺术感知与电媒技术感知的同构# 他在&媒介
与艺术形式(为题的论文中说过"+每一种传播媒
介都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麦克卢汉精粹(
T&'他还反复表示"他的媒介研究基本是+应用乔
伊斯, %S8-1I1R>5/. #&W-U& '# 媒介美学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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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揭示出现代主义文学形式为媒介所塑造# 乔
伊斯的意识流"40F0艾略特的逆时间的时空穿
越"马拉美象征主义诗歌中的并置"卡夫卡小说象
征的寓言性等现代主义的形式"都与电媒的即时
性与虚拟性具有联系# 现代主义的神话方法与新
型象征也是为电子媒介的连接与拟像性所勃兴#
艾略特等象征主义诗歌的声觉感官"为电媒的空
间偏向所塑造# 意识流的方法"则可以说是面对
电媒带来大量产品$丰富物资$巨量信息"人们自
然形成的信息稀释的新感知范式#

新媒介形成新感知"是现代主义审美变革的
前提与基础# 媒介不止是工具"现代主义的形式
审美并不止于形式的技术意义"因而不可停留于
技巧或叙述本身"媒介美学赋予形式技巧以文化
与社会意义# 德布雷说*+媒介学的中心是发现
技术与文化的互动结构,"+媒介学意味着一个更
为宽泛的方式来分析一个社会和超社会的文化传

递#,%陈卫星 T'那么"媒介审美的角度"就比一
般文学研究视角更宽泛"凸显的是文化问题"是体
现人与物$人与历史$人与时空$人与自己等多重
关系的文化呈现# 这是因为*

第一"媒介不止是传播的内容影响人的认识"
一种媒介的出现及其环境也改变人"这是因为各
种媒介都有固有的媒介偏向# 尼尔!波兹曼说"
+每一种工具里都嵌入了意识形态偏向"也就是
它以一种方式而不以另一种方式建构世界的倾

向#,%波兹曼 W'德布雷也说*+不同的媒介塑造
不同的意识形态"每一个媒介域有一个相应的意
识形态#,%陈卫星 "&'电媒的意识形态倾向"是
一种反意识形态性"它放大了感官比"扩大了感官
审美"降低了观念价值的地盘"形成了与凸显观念
价值的现实主义不同的审美模式"它以个体感官
瓦解了思想的集体性# 因而它不再是观念价值的
文学"而是审美文学#

第二"现实主义的社会审美也有媒介的形式
性"而现代主义的媒介化形式审美也有社会性#
就像齐美尔等从现代性碎片"构想总体性意义一
样"现代主义文学碎片化感官审美"最终在作品整
体上实现社会意义"即否定式的社会批判# 它的
感官审美$形式审美"不同于现实主义直接的社会
理性批判"社会意义不捆绑于社会理性"不停留于
集体思想观念# 因为电媒信息的马赛克"瓦解了
统一的社会理性认识的历史时空"但这并不等于

它完全不包含认识与思想"它具有碎片化隐藏#
麦克卢汉认为媒介环境是包含社会环境的"提出
媒介感知环境$媒介符号环境$单一或多重媒介环
境和社会环境等媒介环境四因素# 联系于环境的
文学"联系于媒介环境"也必然指向其中的社会环
境# 艺术家的感知必然是在+感知 符号 社会文

化,的结构中"个人感知"即使是媒介塑造的感
知"也是具有社会性价值的文化符号#

第三"德布雷认为有两种历史"即人与人关系
的历史"包括阶级斗争"还有人与物的历史# 而媒
介研究人与物互动的历史# 电媒对历史的瓦解"
削弱了人与人的关系"特别是阶级斗争关系"扩大
与凸显了人与物关系"体现为象征# 这样"媒介视
角无疑扩大了对历史的认识范围# +在真实时间
通过图像$声音的模拟所形成的事件的工业化制
作"修改了我们同过去和未来的关系#, %德布雷
$"'现代主义文学中过去与未来的时间被改变"
阶级视角$集体意识被改变"关注技术组织社会与
物统治下个体的生存境遇"就是技术物兴起的新
的社会意义建构模式# 技术社会是+他者引导,
%大卫!里斯曼* &孤独的人群('的社会"个体很
难建构完整的理性自我# 乔伊斯&尤利西斯(中
的布鲁姆"卡夫卡&变形记(中的萨姆沙"加缪的
&局外人(中的莫尔索"都被表现为无法形成理性
行动的人"体现的是他者引导社会的特质"这就是
社会批判#

媒介视角具有超出技术工具的文化意义# 如
麦克卢汉认为的"没有一种媒介具有孤立的意义"
任何一种媒介只有在与人的相互作用中"才能实
现自己的意义与存在# 印刷媒介与人的活动结
合"产生了大量宣传性小册子与思想性文学# 电
媒兴起感官审美的现代主义"思想碎片寓于感官
性中# 媒介不像认识论给予对错的判断"现代主
义文学为电媒塑造"不强调理性批判"呈现为更开
放的交流文学#

作为印刷媒介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强化思
想性"呈现为+思想美学,)作为电子媒介时期现
代主义的文学"偏向感官审美"呈现为+感官美
学,# 麦克卢汉说*+技术的影响不是发生在意见
和观念层面上"而是坚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变人
的感觉比率和感知模式#,%&理解媒介( VU'直接
谈现代主义作家作品的社会批判意义"是简单化
的方式# 而需在审美中介与感知形式上揭示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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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的社会意义# 毕竟 "' 世纪西方社会的组织
形态变了"媒介环境变了"人的感知模式变了"文
学对世界的叙述也变了# 新媒介带来新尺度"麦
克卢汉说*+所谓媒介即讯息不过是说"任何媒介
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
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
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
度#,%%%'新尺度"会带来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
的改变"带来社会关系的改变"带来时间空间感知
的改变"当然也带来文学的改变# 因此"媒介$技
术$审美$文化在技术社会一体化"媒介与审美成
为了形式问题的两个方面"这是理解现代主义审
美特性及其意义的基础#

五" 知识形态之外的理论滞后的原因

现代主义理论体系尚处于未完成状态"存在
缺失"除了以上分析的媒介知识缺位等原因外"还
有理论自身通常存在滞后的原因"尤其对技术引
发的社会变革"知识的稳定性会导致理论总结的
严重滞后# 典型例子有 #$ 世纪的+工业革命,与
"' 世纪的+科学革命,#

=0韦尔奇%=?/>:6S368,2. C6?15'在&政治
现代化(中对西方两次技术革命这样总结*+在 #$
世纪后期几乎无人提到当时开始于英国的/工业
革命0"技术$大众产品$工厂为中心的生活"诸如
此类的冲击是慢慢被意识到的"直到 #$$V 年阿诺
德!汤因比的&工业革命(出版"这个用语才流行
开来# 一场同样深远的革命---/现代化革命0"
现在作用于全球的所有地方"可以说也有着同样
伟大的后果#,%C6?15 #'+工业革命,这一概括"
一般认为出自历史学家汤因比# 有著作揭示它最
早是由汤因比的同名叔父提出来的 %\0K0
I1Z6-??V%V &%'"而&工业革命(一书使小汤因
比获得冠名权# 韦尔奇提到作用于全球的+现代
化革命,"是他对 "' 世纪技术革命的提法# 这本
政治著作论述 "' 世纪新政治体系"以+现代化革
命,命名 "' 世纪国际政治变革# 只是对 "' 世纪
技术革命"韦尔奇的+现代化革命,与 =0M0斯诺
的+科学革命,的提法"都没有获得流行#

=0M0斯诺的&两种文化(%B,(BK%2'$+'.()'"
将 #$ 世纪与 "' 世纪两次技术革命"区分为+工业
革命,与+科学革命,"强调两者的联系与区分"即

+工业革命大约从 #$ 世纪中期到 "' 世纪初期"指
的是渐渐使用机器"男人与女人为工厂雇佣"农村
人口变成主要在工厂制作东西的人口# 而在第一
种变化之外"生长出另一种变化"与第一种密切相
关"但是更深$更快$更科学"这个变化就是将真正
的科学应用到工业, % F.2D "T'# 他进一步指
出*+我相信电子的$原子能的$自动化的工业社
会"是在主要方面不同于任何之前已过去的社会"
将更多改变这个世界# 它是这种转换"在我的观
点看来"题写以科学革命的名称#,%%''斯诺针对
技术社会提出了+变化率,的概念"即+在所有人
类历史中"这个世纪%指 "' 世纪'之前"社会变化
率%K/962<,21-/?15/.(6'都是很慢的"如此之慢"
以致它在一个人的一生中不被注意到地过去# 现
在不是这样"变化率已增加到如此多"以致我们的
想象跟不上, %V"-V%'# 变化率成为 "' 世纪的
尺度# 他的科学文化与文学文化+两种文化,"引
发了与独尊精英文学文化的 O0K0利维斯的文化
之争#

文学批评家与文化理论家 Z0弗莱"在 #TUW
年论现代社会的&现代百年(中"描述工业革命阶
段社会经济结构与旧政治结构分离的观点"颇有
启发性"却很少被人注意到# 他说*+现代世界开
始于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在政治结构的身边又建
立了一种经济结构"它实际上成了一种对立的社
会形式# 工业往往采取一种与国家形式迥然有别
的组织形式"于是我们在自由竞争时期"就有了一
种前所未有的生活在两种社会秩序之下的强烈感

觉#,%弗莱 U''这对于我们认识 "' 世纪技术社
会中文学艺术与社会的分离提供了参照# 虽然弗
莱没提及"但依照前一种分离"仿照弗莱的这一说
法""' 世纪文学艺术走向自律"也可视为经济结
构与政治结构分离后"再次发生文学艺术与政治$
经济的分离# 这种分离"形成的是艺术与社会的
平行关系"改变了过去的所属关系#

技术引发的 #$ 世纪工业革命与 "' 世纪技术
革命"都具有空前的革命性# 每次时间长达几十
年$甚至上百年才完成"理论总结都是很晚才出
现# #$ 世纪技术与生产领域的革命"广为接受的
+工业革命,的概括"直到 #T 世纪中期%#$VV'才
被提出来# 著名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在
&资本主义论丛(一书中甚至认为"对 #$ 世纪英
国的工业产业领域的社会巨变"以+工业革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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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不合适"因为 +革命通常是一种快速的运
动,"而+工业革命是典型的慢速运动"初期几乎
不被人注意,%布罗代尔 ##V'#

技术社会演变初期的不被注意以及演变时间

长"加上文化与知识的稳定性带来认知的局限"也
是理论滞后的客观原因# 对始自 #T 世纪末的 "'
世纪技术社会"社会学领域也是在 "' 世纪中后
期"才出现逐渐获得流行的+后工业社会, +晚期
资本主义,等诸种总结# 电应用到生产是在 #T 世
纪后期"而研究电媒的麦克卢汉媒介理论产生于
"' 世纪中后期# 现代主义理论完善的滞后也是
可以理解的#

麦克卢汉认为"电媒时代知识形态是漩涡式
的"打破了主题式的分类知识类型# 那么对电媒
塑造的现代主义"同样需要媒介理论与哲学$心理
学$社会学$人类学$技术论$文学批评等一道"才
能形成全面认识"单一的文学知识"或权威的哲学
知识"不足以阐释现代主义"当然"单一的媒介理
论"也不足以全面阐释# 但可以肯定"缺乏媒介理
论介入"现代主义理论体系是不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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