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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向暴力的“语言乌托邦”
———论伊格尔顿关于“恶”的话题

王　 健

摘　 要： 西方学界对奥斯维辛事件的反思由来久矣，伊格尔顿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将阐释的重点拓展到了语言的维度上：
即认为语言中所蕴含的超越性既能够被当作创造性的源头，也会因忽视作为界限的他者而成为暴力的渊薮，最终形成

“恶”。 基于这个层面，伊格尔顿的思考也包含着对阿多诺等精英主义者理论的反思。 对此，他呼唤一种伦理意义上的

“唯物主义”，它与现实个体的有限性与他者相连，强调二者都具有不可控性。
关键词： 恶；　 语言；　 他者；　 伦理；　 唯物主义

作者简介： 王健，武汉大学文学院在站博士后，主要从事文艺理论研究与现当代文学批评的工作。 电子邮箱： ｗａｎｇｊｉ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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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讨 ２０ 世纪的伦理学，奥斯维辛事件是一个

绝难回避的话题。 这一事件留下的困境在于： 在

西方那些被奉为上宾的“自我”理性修养，如何就

导致出了惨绝人寰的种族大屠杀？ 这团迷雾仍旧

未解，在 ２０１０ 年作品《论邪恶》的导论中，伊格尔

顿又给出了另外一个例子，他提到了一条曾震惊

整个爱尔兰的新闻： 几个平时并没有恶习记录的

孩子，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居然残忍地杀死了一

个刚刚蹒跚学步的婴儿。 这则新闻同样引发了广

泛的不解与讨论。 两个案子指向同一现象，即对

那些以“恶”命名的现实暴力行为，我们尚无力给

出一个相应阐释———如伊格尔顿在杀婴案例子后

的评论：“把一个举动称之为邪恶是因为它超出

了可理解的范围” （Ｏｎ Ｅｖｉｌ ２）。 在他看来，某种

意义上，对“恶”的命名也是一种掩饰未知的权宜

之计，它包含了现实生活和理论阐释的双重困境。

一、 囚笼与超越

为什么会无力解释？ 这并不是说没有解释，
事实上对这些暴力行为的解释早已汗牛充栋。 通

常，人们往往将“恶”归罪于施暴者的自身原因，
如大屠杀是希特勒和纳粹党成员们本身的人格缺

陷，杀婴孩子的犯罪也是因为他们从小就有“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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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种子，这就是说，他们作恶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本

身就是恶人。 这类解释并没有太大的说服力，因
为创造这些恶人的也是上帝，如此解释就相当于

将罪因归向了某种虚幻的“来自上帝的恶意”。
也有理论家甚至认为，“来自上帝恶意”的解释本

身就与奥斯维辛的屠杀事件具有逻辑上的同构

性，我们无力对此进行解释的原因可能就在于

“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种想法促使一些人将研

究的触角深入到了当代的善恶评价体系之中，问
题于是也从“恶是什么”转换成了“善恶的评价体

系从何而来”。 在这里，阐释的困境最终通向现

实的困境。
在西方现代知识体系里，对善恶的评价首先

被归于个人的“道德”。 这种启蒙时代以降的“道
德”其实是一种自我审查机制，它以个体的自律

性为基底，强调个体需要服从于一种源自内在

“自我”的神秘道德律令的召唤，并按照这个召唤

调节自身。 如果进一步对这种“自我”构成进行

开掘，会发现它包含着两个层面的内容： 首先是

一个满足于将道德评价置于个体内部、带有形而

上学色彩的知识论“自我”；其次则是与“自我”塑
造相联系的某些社会性的“主体”。 某种意义上

说，现代“主体”建构着形而上学的“自我”，后者

只是一种被秩序化以后的前者的结果而已。 诸多

的“主体” （“自我”）看似彼此松散无涉，实际却

是靠某些社会秩序紧紧结合在一起的，并靠与彼

此的区别与协作产生意义。 人们更加需要关注的

应该是那些安置无数“主体”的秩序结构，是它将

认识论中的“自我”变成了社会性的“主体”。 而

现代以来，这些“主体”秩序的形成的过程也被看

作是某种数字化演绎的过程———数字变成了近代

西方衡量理性与否的标杆，并以此为标准将不同

语境下繁多的“自我”吸纳到一个符合“理性”要
求的“主体”当中来。 因此“主体”也就成了数字

掩饰下的中立项，从而将其中秩序的运作隐匿了，
由此变成了马克思笔下带有欺骗性的“意识形

态”。
另一方面，这种“主体”也腾空了“自我”，它

以自足的幻象切断了现实个体与他者之间相互生

成的想象维度，从而塑造出一批单子式的个体。
这些单子式的“自我”会让现实个体在与他者争

夺自律性的斗争中疲于奔命，从而让彼此成为

“恶”的载体。 萨特的理论承接了这一点，认为

“他人即地狱”，但这个论调却是伊格尔顿坚决反

对的，他认为那种被架空的“自我”才是地狱的根

源：“地狱并非他人，如萨特所言那般。 准确言之

它正好相反。 它陷入的是自我（ ｏｎｅｓｅｌｆ），后者与

一切沉闷的、单调的与难以言状的永恒性相伴

随”（Ｏｎ Ｅｖｉｌ ２２）。 腾空“自我”的过程也是“主
体”被安置的过程，哲学上的虚无主义和社会中

的角色固定化是联系在一起的，现实个体被蕴含

在“主体”中的秩序所围困，又因失却与他者的互

动而难以应对“自我”当中所蕴含的虚无，因此也

就间接通向了马克思·韦伯所说的“囚笼”困境。
在这里，自我认同的方式与自我疏离是合二为一

的，这种被腾空的“自我”并非真正的让个体去决

断，而是它变成某项社会“主体”从而让其所蕴含

的秩序结构能够更加有效地发挥作用。
找到症结之后，霍克海默、阿多诺与鲍曼等先

贤理论家们纷纷为此寻找对策，无论是霍、阿二人

所批判的“工具理性”，还是鲍曼所否定的由现代

社会的“趋同”后果，他们所要应对的都是现实个

体被围困到“主体”结构内的问题———即多样性

的现实个体在一些固定的角色中丧失了反思能力

与对他者的感受力，在这里他们不再是活生生的

人，而变成了机器的零部件，可以按照工作规则毫

不动容的将犹太人送到焚尸炉中去。 为了挣脱这

个“囚笼”，恢复个体意识，阿多诺和鲍曼都选择

了对社会“同一性”进行否定，在这些理论中，对
“主体”的越界以超越性的名义被鼓励，它以否定

和创造为有效武器，旨在打破潜在的秩序囚笼，并
试图创造出一个更具丰满性的“自我”。 阿多诺

等人的意图，是想让超越性从对规则的盲从中跃

出，让“自我”脱离“主体”的羁绊并获得“真正”
思考善恶的能力，甚至促使前者去反对后者，以期

待个体能够获得其自身的独特性，恢复其作为现

实个体的存在感。 这些理论间接为“恶”正了名，
因为超越性被看作是建构与“主体”相异的“自
我”的武器，它需要面向“主体”外的未知区域进

行探索，而“主体”规则对于未知则总是充满恐

惧的。
在这个层面上，伊格尔顿是继承了这些尝试

的，但他并不想将一个在当代已成陈词滥调的存

在主义式理论复述一遍，而是想要将之转换到语

言层面上重新进行审视。 之所以将焦点放在语言

层面上，是因为超越首先是需要在语言的层面上

·２０１·



文艺理论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

进行的。 人作为语言的动物，需要在语言之中为

世界命名及为现实排列秩序，但语言又是独立于

世界存在的，因此，伊格尔顿十分强调语言的创造

性来自于它的独立性：

“正是因为我们之进入到该符号秩

序———语言及其随后带来的一切———在

我们自己及我们的决定因素之间设置了

某种自由嬉戏，我们才成为以历史性的

存在而闻名的那些内部脱节的、非自我

认同的动物。 历史是发生在一种动物身

上的一切，这种动物身上的构造使得它

能够有限地做出其自己的决定。 一种创

造符号的动物，其独特之处在于它具有

超越自身的本性。 是符号展开了我们自

己和我们的物质环境之间的有效距离，
这些环境允许我们将它们改造成历

史”。 （《文化的观念》 ８０）

在他看来，语言是我们对生活秩序进行整合

的载体，它既可以使这些秩序稳固化，也可以独立

于秩序而存在。 另外，语言之于我们也具有先在

性，换言之，它承载着一套在现实中相对稳固的秩

序结构，这套秩序是先于个体存在的，个体需要接

受语言中蕴含的意义构成方式才能进入到与他者

共同生活的秩序结构之中。
还有，值得注意的是，语言一方面给了我们一

套稳固的生活秩序，另一方面也很可能会让这套

秩序中蕴含的想象关系变得固定化，使之封闭在

一套自我指涉的语言系统内，即“囚笼”———这也

正是阿多诺、鲍曼等人所反对的。 伊格尔顿力图

恢复语言的超越性，也是恢复其独立性，这意味着

为语言与现实秩序的稳固联想进行松绑，指出这

二者之间的想象关系虽是稳固却并非自然而然。
语言的超越性即来自于它对现实事物的指向功能

的恢复，试图重新寻找词与物之间的联系，这种寻

找能够超越那些固定的想象秩序，指向对新的意

义的探取，因此，独立性即超越之源头。

二、 “语言乌托邦”

语言固然能够超越现实秩序去求新，但在另

一方面，又极其容易将意义从现实之中抽离，二者

之间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界限。 在确立了语言的超

越性意义之后，伊格尔顿同时认为，“一种装备了

语言的造物的视野会比那些没有语言的造物远远

地拓展了许多，它获得了神一般的创造性。 但作

为创造的强有力的根源，这项能力又是极度危险

的”（Ｏｎ Ｅｖｉｌ ３１）。 语言具有独立性，能够承载我

们对“更好”的想象，却也能够很轻易地建构起一

个自我封闭且高高在上的乌托邦，从而将这种

“更好”变得与现实世界绝缘。 现实生活中总有

不完满的一面，因为与他者打交道，后者总是难以

控制的，与他者的关系总是充满了黏稠、多向以及

难以改变的一面，但在语言之中就不一样了，人们

能够通过自身借助于语言的超越性而轻易地去统

率一切，那些自足的语言系统正是如此。
在伊格尔顿看来，阿多诺等人所提倡的超越

性，虽然能够借助于语言的超越性跃出现代性的

“主体”囚笼，却无法摆脱其蕴含的抽象性的一

面，而后者才是招致暴力行为又极为隐蔽的最大

隐患。 也就是说，作为界限的他者在此依旧未能

出现，这种超越性会在现实的残缺状态中构建起

一个完满且自律的乌托邦，后者同样会越过现实

中作为界限的他者而只对自身理想中的完满性乌

托邦负责，因此，它就变成了一个美好却又缺失的

享乐———即一个意味着完满却又虚空的点，它只

能靠对现实中界限的决然否定来满足其完满性的

快感。 对此，伊格尔顿表示出了忧虑：“这不仅是

因为我们是社会动物，能够通过语言与他人分享

自己的内在感受，也在于首先我们可以把这些东

西说成是自动的和自我负责的” （Ｏｎ Ｅｖｉｌ １２）。
语言孕育了超越性，但也能让超越性变成可怕的

塞壬的歌声，无论是制造一个虚空的点，或者是制

造一套话语系统，它们都可以凌驾于现实的混沌

性之上，把自身所营造的乌托邦作为突破现实界

限的动力之源，从而形成对他者的行为暴力。
伊格尔顿将对“恶”的研究带向了语言的层

面，他的目的并非在于去讨论“恶”在形而上学中

的本质，而是要在实践中重视那些带有毁灭性的

倾向。 通过他的理论可以看到，用语言去架空现

实世界与他者的方式，可以细化到两种方式上继

续讨论： 即自我式的和主体式的。
首先是“自我”式的。 这一点承接了前面对

语言乌托邦的批判，它是语言超越性的产物。 放

在对现代性批判的语境中，它也意味着用“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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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蕴含的虚无去反对“主体”中蕴含的秩序的尝

试。 伊格尔顿借用了米兰·昆德拉的一个术语，
即一种魔鬼型的“恶”： 它强调对“主体”所蕴含

的现实秩序的质疑与超越，却痴迷于“自我”中被

承诺为完满性的虚空之中，伊格尔顿将之视为一

种精英主义的“恶”，它以艺术家式的构思为代

表。 这些人相信，艺术最终会由超越性通向真理，
这里面充满了对作为无限性的“真理”的迷醉，除
此之外一切似乎都是可有可无的，对此伊格尔顿

忍不住讽刺道：“这是现代主义对流放者、对邪恶

艺术家的崇拜的后遗症，这类艺术家蔑视郊区民

众，把自己无奈的贫困变成一种精英美德” （《理
论之后》 ２２）。 这种精英的恶几乎是伊格尔顿所

批判的语言乌托邦产生的暴力的翻版———在他们

所信奉的“超越性”中，艺术被看作了自我拯救的

路径，一个至高无上的完满性，它不断否定着“主
体”的一切，由于缺乏他者的回馈，其强调创造性

只能靠不停的否定以突破界限来产生。 由这种无

限性反观现实，遇到的几乎全是不完善的造物或

不能调动的秩序，毁灭的企图因此而滋生。
沿着艺术家的“恶”更进一步解释，为什么其

中的“虚无”会有如此的吸引力？ 伊格尔顿将解

释通向了经拉康改造后的弗洛伊德“死本能”理

论———即对不可控之物的恐惧与对界限的担忧。
这种恐惧源自于那种自律性“自我”对“完满性”
的要求，后者在这里是可控的，但完满和虚无离得

如此之近，以至于对“自我”的创造与对其的毁灭

也是同一的。 关于这一现象，拉康曾用“侵凌性”
概念进行过概括，它是身处自律幻象的“自我”试
图消除其因无法自控所带来的虚无感所形成

的———用毁灭去创造，以瓦解的力量达成参与，企
图达到另类的合一状态（在虚无中的合一），从而

达到掩饰对外物无法控制的恐惧的目的。 由此出

发，“现实”就不再是需要依赖的他者了，而成了

通向 “无限”的障碍。 在《论邪恶》一书中，伊格

尔顿对拉康的这一观点做了更加细致的描述：

“现实———活生生的和有限的———
在他看来只是通向无限意志的障碍，它
成了浮士德主义追求全能知识和艺术的

绊脚石。 有限事物成了他安置无限梦想

的一桩丑闻，所有的现实成就都太微弱

了”。 （Ｏｎ Ｅｖｉｌ ６４）

这是一种创造的毁灭，或者说是完满的虚无，
以可控的虚无来替代不可控的现实世界———它同

样造就了毁灭中的全能者，伊格尔顿将它的归宿

也一并指向了地狱：“地狱是虚无主义者超越理

想主义者的最终胜利。 它充满了那些坚持着扭曲

信条的人们的嚎叫与哄笑的回声，因为它们已经

无法再往下堕落了” （Ｏｎ Ｅｖｉｌ ７８）。 地狱是一片

由语言所塑造的空白区域，在这里没有联系、没有

界限、没有回馈，完全堕入到了语言的抽象化监狱

之中，它就在这一片空白之中给了“自我”无限自

律的权力，从而切断了现实中与他者相联系更为

复杂的层面———这就形成了伊格尔顿所说的“致
命的抽象”。 他所担忧的是，这简单的抽象会导

致暴力的滥觞： 在这里，个体只需要按照“自我”
想象所设定的乌托邦去改变现实就行，快刀斩乱

麻，并不需要去厘清来自现实中多维度的他者的

声音。 因此，“自我”就会以自身的完满性为标准

去作为衡量那些所谓“不重要的生命”：“邪恶的

一方面或许是精英主义的，但另一方面恰恰相反，
创造物因为不重要而不值得从中区分出来” （Ｏｎ
Ｅｖｉｌ ８３）。 这就像是《罪与罚》中的拉斯科尼科

夫一般，用“无限”的“强力”给了自已审判他者的

理由和权利。 在这里，阿多诺、鲍曼和他们所反对

的东西惊奇地陷入了同构。 阿多诺们反对“主

体”的同时，继承了这种虚空性“自我”的思维方

式———依旧迷恋于语言织物，丧失对现实中他者

的感触，在虚无中创造了另一个全能者，他们依旧

在不自觉中将现实他者给抽象化了。 也就是说，
阿多诺们的立场仍是精英式的，最后所形成的仍

是失却了不可控的他者后的“没有边界的自我”。
换言之，他们依旧营造着承载无限的语言织物和

有限存在的社会秩序之间的矛盾，在这里，语言中

美丽乌托邦和现实的隔阂会被无限放大，这是一

种带有毁灭性的抽离。 在这种以“自我”为主的

区分中，被排除者的感受是被罔顾的，因此超越性

的希望最终就导致了暴力性的后果。 从伊格尔顿

的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精英主义者与他们所批

判的东西居然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不同的只是，他
们一个是服从，一个是追求，循规蹈矩和无政府主

义成了同谋，相同的是都在面对抽象，奥斯维辛很

可能是他们共同作用的产物。
除了精英主义，语言乌托邦所导致的“恶”的

另一层面，即“主体”式的。 这里又可以区分成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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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层面的内容： 一是在被理论所批判的层面，这
与阿多诺、鲍曼等人所批评的工具理性相关： 即

那种依靠“理性”所给出的完满承诺，把个体的差

异给抹平继而引诱到其内部“主体”位置之中的

现实秩序。 米兰·昆德拉将之称作是一种“天使

型”的“恶”。 这群“主体”循规蹈矩，企图靠对其

角色所蕴含秩序的遵循来掌控和塑造“自我”，最
终沦为了秩序机器的某个部件而将犹太人送往奥

斯维辛集中营的焚尸炉；二是在现实秩序层面，
“主体”政治是现代以来秩序运作的一贯方式，它
常被理论家们所批判，却未因他们的批判而终结。
伊格尔顿的理论也算是对这些批判的一种承接，
他所要探索的“主体”规则与现实个体之间的纠

葛关系，强调其规则的动态生成维度。
由此也带出了一个伊格尔顿更加关心的话

题，即共同生活中的权力问题。 毕竟迷恋“自我”
的精英主义者只是少数，相比较而言，带有群体性

质的“主体”运作方式才更具普遍性。 与精英主

义“自我”式的“恶”不同的是，“主体”并未将死

亡看成完满性之一种，而是将它作为一种手段把

某些异质性的东西排除出去。 同样是在语言所塑

造的抽象乌托邦中获得操控他者的权力，后者所

表现的暴力并不像前者那般泛滥，它惯于将危险

交付给特定的他者，即那些在自己的乌托邦中难

以消化的群体，将死亡设定为区别彼此的禁区，从
而将其威胁排斥到自身的界限之外去。 如果依旧

从超越性的角度看，这算得上是一种集体性的超

越，它对“自我”的超越性已有所警惕，从而控制

了其暴力的滥觞，但却依旧是通过对作为界限的

他者的否定来消除其自身的非存在的，这同样会

导致“恶”的暴力。 伊格尔顿点明：“只有当一些

人将我们称之为存在论上的疼痛移向他者并作为

逃避他们自身的一种路径时，邪恶才会显现出

来”（Ｏｎ Ｅｖｉｌ １１９）。 他将自己的主题再次公开，
即“恶”存在于消除非存在的意图所带来的暴力

行为之中，在依靠语言的超越性去建立一个可以

被排除的他者来保障自我认同的工具层面看，
“自我”和“主体”在构成方式上并无二致。

如果说“恶魔型”的恶是自觉暴力的话，这种

“主体”的恶则更多蕴含在群体的无意识之中，它
是结构性和不自觉的。 通过对“主体”的分析，伊
格尔顿企图提醒我们，要对那些隐含在我们认知

中的结构性暴力投入重视：“因为多数邪恶的形

式都根植于我们的社会系统之中，参与在这个系

统中的个体可能对其自身行为的牵引力并不知

晓”（Ｏｎ Ｅｖｉｌ １４４）。 他认为，这种结构性的暴力

并未随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关闭而消失。 在 ２００５
年的作品《神圣的恐怖》中，伊格尔顿进一步指出

西方国家对恐怖主义的定性以及恐怖主义对西方

国家的报复，其实都是这种“主体”式“恶”的新的

展现。 这种暴力行为有着自己稳固的合法化根

基，它根植于我们在共同体生活中的自我认同中，
通过不停的排除部分群体来完成自我救赎： 将出

了问题的希特勒和纳粹党排除，将带有撒旦种子

的杀婴小孩排除，对“恶”的命名其实总意味着利

用语言的超越性对他者进行排除的行为，从而在

这个排除形成的对立中建立一种清晰的自我认

同，这种带有生产性和持续性的行为，在当下依然

具有政治支配性。 伊格尔顿对这种“主体”超越

性的反思，是在提醒我们注意“恶”之外更为复杂

的世界现实，且这种现实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

相关。
对“恶”的分析最终落实在了共同生活的话

题上，这也是伊格尔顿所看重的，而对于我们共同

生活的他者进行组织的权力，如上所述，最有效的

莫过于对死亡的掌控了，因为它是个体在世最根

本的界限。 无论“自我”中依据虚空的完满性对

他者的否定，还是在“主体”中需要自我认同而对

他者的排除，其共同点都是对有限性的隐匿，死亡

在这里就被分为了两条线： 首先是隐线，对于生

存的个体，它是所有生存的终极核心；其次是界

限，它隐含的是政治中那些被排除的区域，这也是

“主体”层面的分析中所特有的。
对终极核心的排除和隐藏都意味着确立秩序

的权力，它需要界限所形成的威慑，以确保秩序范

围内安全感的形成。 对于政治来说，掌控死亡的

权利是最有效的规训路径，也最快捷。 在《规训

与惩罚》中福柯曾指出，在君主时期，君主掌握着

死亡的权力，其表现就是他可以处死颠覆者，死亡

作为一种报复的手段时时彰显着君主的权力。 在

这里死亡的两条线是合一的，隐线同时也是界限，
君主借对生死权的操控将人分为了臣民与贼子两

类，死亡是作为前者向后者越界时的惩罚而出现

的。 而现代性以后，君主制对“如何死亡”权力的

控制就被现代国家“如何生活”的权力取代了，
“死亡”中的隐线和界限被区分开来，界限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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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作为个体界限的死亡的隐线隐匿起来，它变成

了一种新的规训形式。 这种规训同样需要语言所

承载的乌托邦承诺作为支撑，用抽象的清晰覆盖

掉虚空与混沌，认知变得清晰且细致起来，对“如
何生”的承诺掩饰了死的界限感。 规训也因此变

得更加有效，它会带来一个更加“清晰”和有秩序

的世界。 清晰和混乱逐渐成了一个对立，现代世

界都是在教我们如何清晰地做出判断与排除不清

晰之物，从而掩饰对不清晰乃至“不洁”的恐惧，
在伊格尔顿看来，这就是当代“恶”产生的根源。
实际上，对于这个观点，伊格尔顿早在 ２００３ 年的

作品《理论之后》中就有过说明：“邪恶的两种面

貌在暗地里是同一个。 他们共有的是对不洁的恐

惧”（２１１）。 现实世界的这种清晰感是需要靠动

态的排除来维持的，而它所要排除的“不洁”，即
是黏稠的现实状态中难以控制的他者，这也是当

下秩序的界限所在。 在这里，与他者的关系问题

便显现了出来，它事关我们的共同生活，“恶”的

问题因此也就变得与我们的共同体建构相关。 在

伊格尔顿看来，“恶”的排除源自于共同体内部问

题的出现：“共同体一旦出了问题就需要有牺牲，
而共同体却总是问题重重” （Ｈｏｌｙ Ｔｅｒｒｏｒ １３０）。
这是个兼具动态性和开放性的过程，并非像“天
使型”所批判的那种死权力，也就是说，对“恶”的
命名呈现总伴随着共同体内部的纠葛，它并不仅

关乎对象，也关乎共同体的“主体”自身，二者成

为了一种相互生成的镜像关系。

三、 伦理的唯物主义

可以认为，伊格尔顿对“恶”的问题的阐释，
虽然承接了阿多诺等人对“囚笼”的批判，可问题

在这里被分成了两个反思层面： 第一是对阿多诺

等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的反思，即对“自我”带
来的完满性虚空的反思；第二是对前人未完成的

对“主体”的批判。 对语言层面的开掘，是伊格尔

顿进入问题的路径，他想要提醒读者，清晰的秩序

是可疑的，清晰的敌人也是可疑的，伊格尔顿企图

在保留语言超越性的同时拒绝它的自足性，使其

朝向现实生活。
通向现实生活的路径，即重新审视被排斥者，

伊格尔顿认为它们在“恶”的面具下，其实是一种

共同体的“替罪羊”，即“有罪的无辜者”———它源

自于一种自我认同的镜像，“替罪羊”这个概念之

前曾被用在对悲剧的阐释中，就像被排斥的俄狄

浦斯一般，兼具无辜和有罪双重含义。 在《神圣

的恐怖》中，伊格尔顿再次将这个概念提了出来，
并进一步放在政治秩序的构建意义上继续阐发：

“称替罪羊是有罪的无辜者是说，
在他们身上展现出了结构的暴力所做

的———这是一个公共境况而非个体缺

陷。 替罪羊并非仅是关于城邦事务的个

体性责任，它同样是事务的组成部分，并
且为其提供了最为形象的图示”。 （Ｈｏｌｙ
Ｔｅｒｒｏｒ １３５）

在这里，这个概念意味着某种结构性暴力，伊
格尔顿企图用这个概念将那些在我们生活中被清

晰断定为“敌人”的群体从黑色的对立面挪到结

构之间的灰色地带，试图从中找到语言秩序与现

实世界之间的裂痕：“这种类型的牺牲是社会治

疗和公共清洁的一项种类，从中你可以变得更为

清洁和强壮。 但这里还有另一种解读即‘替罪

羊’不是人们的一种隐喻而是他们的转喻。 它是

他们中的一份子而非替代者”（Ｈｏｌｙ Ｔｅｒｒｏｒ １３１）。
这不是企图为希特勒和杀婴的孩子们翻案，而是

提醒读者注意到排除这些群体之于我们塑造身份

认同的意义，并继而重新审视他们与我们之间那

些更为复杂的联系与相互塑造的关系，这种关系

总是处在不断生成的进程中的。 伊格尔顿期待借

此将读者的视角从语言中所承诺的完满性幻象中

移出，将之放到现实中那些黏稠的与他者的关系

那里。 “善恶评价从何而来”的问题在此又有一

变，即成了“我们如何与他者相处”，伊格尔顿的

“唯物主义”就是从伦理层面来说的。
将被排斥者看作“替罪羊”，是一种还原作为

界限的他者的尝试，有界限才会有感受力，从而将

现实生活中那些粘稠多样的关系领域恢复过来，
从而了解这两者最终的不可控性，伊格尔顿将这

种黏稠的关系称作“唯物主义”。 他的这种尝试

导向了现实生活中与他者的关系想象问题，将想

象变得更加的复杂。 这不是否定语言的超越性，
而是要在超越中注入界限的问题，从而让这种超

越性变得更具现实感，也更加有回应能力。 在这
（下转第 １２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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