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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即是折曲# 德勒兹的巴洛克问题

杨凯麟

摘!要# 对德勒兹而言'巴洛克的重要性不是艺术史的'它的重要性在于迫使我们去思考"无穷折曲的可能性#'以折曲
来表达无穷宇宙的无穷细节'而且每一构成细节都由生成所说明* 巴洛克因此没有本质'只是意图将折曲这种操作功能
推到无限的"风格主义#* 德勒兹以莱布尼兹的单子作为思考折曲问题的例证'愈想深入思考单子'就愈扩大地思考,单
子之外的-宇宙'单子,最小-与宇宙,最大-有一种不可思考的非关系'而且正是在这种非关系中相互定义与相互折曲'
二者共构了由"介于二#或双界限的不可能共存所说明的"中域#,B2=2-;-或"共同界限#* 透过对折曲的构思'德勒兹同
时答覆了"何谓思考)#这个哲学的基本问题*
关键词# 德勒兹+!巴洛克+!折曲+!单子+!莱布尼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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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XGK#*/子课题"法国生命哲学的新发展#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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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混沌的爆棚

折曲
!
是许多法国哲学家常用的词)原本指

的是各式各样材质弯曲-变形-扭动-不再是直线
或平面的状态, 布料的折曲是衣折)皮肤的折曲
则是皱纹, 每一件家具上也都有折曲)弯曲的铁
管-木料或塑料, 如果尺度再放大一点)地壳的折
曲形成各种高高低低的山脉海洋, 折曲就是'非

直线(的状态)宇宙充满这种状态)它是一种形
状* 直角-锐角-钝角或曲线)但通常这种状态也
意味着曾经有力量作用于此)让原本平直的表面
产生不平与弯曲)因此折曲也意谓力量的作用或
力量作用所留下的痕迹, 衣服的折曲是曾经被力
量压挤所留下的痕迹)海浪!海水的表面折曲"是
风或潮夕力量的表现)椅子钢管的弯曲是机械力
量作用的痕迹//不管什么折曲)都首先意谓曾
经有力量经过-作用其上)导致方向或形状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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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由平直变成弯曲)或由向东移动转为向南移
动//

折曲也会使空间或平面划分成两个不同的区

域)比如抛物线这种折曲划出了曲线内外的区别)
抛物线圈出来的是内)另一边则是外)因此折曲除
了是力量与形状的研究之外)也可能是内外与其
界限的分析)而每个抛物线'内部(都会有一个焦
点)一个特异点)它是抛物线上所有切线的垂直线
交会点)这个焦点决定了抛物线的动态与它的
曲度,

法国哲学以折曲这个字发展出许多名词与动

词的变形)折曲是最简单的形状-力量或运动方向
的改变)指的是一折-一弯或一弧+但 '皱褶(
!7=288-B-/1"是许多折曲的聚合)像是揉皱的衬
衫)或铁板屋顶的波浪板+'去折曲( ! Fr7=2-:"意
谓把折曲摊平)打开或延展一个原本是卷缩的事
物)这个词因此也有解释或分析的意思+'再折
曲(!:-7=2-:"是在一个折曲上再折曲一次)通常与
'去折曲(作为对'既有折曲(的操作,

一折-一弯或一弧是在形状-力量或运动方向
的最简单改变)但思考这个问题同时也是思考世
界最基本的构成单元, 一张椅子与另一张不同)
因为两者由不同的折曲所构成, 蚂蚁与大象不
同)在于各自拥有不同数量与不同性质的折曲)蚂
蚁的胃可能只是一-二个简单的弯曲)大象则拥有
上百万个胃壁皱褶所组成的胃, 问题或许在于*
什么是由折曲为基本单位所构成的世界. 如果我
的眼睛只看到折曲)只看到这个世界基本的形状
改变-力量痕迹-内外凹折)会是何种不同的世界.
如果世界由大大小小的各种折曲构成)如果我只
以弯曲的形状-力量与痕迹来重构世界)世界与生
命的意义会有什么改变.

折曲是法国当代哲学的重要概念)德里达-德
勒兹-福柯-南希-巴迪欧等哲学家都曾从不同问
题性出发发展出自己的版本)因为这个词所涉及
的问题极具当代思想特征)意谓形状-力量或痕迹
的弯曲)简言之)这里曾发生改变)不再平直而是
产生偏航-歧出-发散-出轨-跨越)直线不直与平
面不平了, 思考折曲意谓思考改变的最小单位)
同时亦是差异的最小值, 一个折曲就是一个最小
单位的细微差异)形状与力量在这个单位里改
变了,

弯曲-打折-使直线偏斜-平面增加曲度-内外

错位//这都是使事物增加细节与个性!个体
化"的折曲方式)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能在某一件
事物上发现或发展愈多的折曲)我们就可以让这
个事物更与众不多)更差异, 举出折曲)说明折曲
的意义)让事物或作品以自己所具有的各种微差
异!弯曲-出轨-变异-非直线//"来说明它自
己)这便是'自在差异(的存在, 折曲的研究因此
是一种差异研究)而且当思想展示了愈多折曲)有
愈多思想运动的方向改变)思想就愈有趣)愈富启
发)因为在这个动员各种条件来造成思想运动的
改道-偏航与出轨的过程中)事物增添许多原本不
可见的细节与纹理)世界则变得复杂而充满细节
差异,

二( 直到无限的巴洛克操作

对德勒兹而言)折曲作为思考'何谓思考.(
的问题在$福柯% !#&*$ 年"的最后一章重要无
比)透过福柯对'界限态度(的反覆思索)"

德勒兹

铺展了折曲 !'域外倍增出与它共同展延的域
内("与思想的独特关系)这是由域外与域内的拓
朴关系所说明的运动, 在两年后紧接着出版的
$折曲 莱布尼兹与巴洛克% !#&** 年"中)折曲进
一步扩展为宇宙论层级的问题)物质-灵魂-知觉-
思想//一切皆折曲, 这本书的第一句话便透过
巴洛克将问题推至极限*

巴洛克不指向一种本质$而较是一
种操作功能$一种特征(1:621)& 它不停
地制造折曲& 它不发明事物1 有各种来
自东方的折曲'希腊'罗马'哥德'古典的
折曲-../然而它弯曲与再弯曲折曲$
将它们推向无限$折曲在折曲上$折曲根
据折曲& 巴洛克的特征$就是直到无限
的折曲& (X-=-;T-$ T'E.-))

在这句话中有两种性质立即被对立起来)一
边是本质)另一边是操作功能, 这个用来为'巴
洛克(破题的方式相当特别)因为德勒兹以过程-
运动-操作//来定义巴洛克)而不是本质, 当亚
里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时)政治动物
就是人的本质)又比如水在 # 气压 #KK 度时沸腾)
这就是水的本质)不管什么时刻也不管什么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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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达到这个条件水一定沸腾, 我们对于每一件
事总是想探问它的本质)生命的本质-爱情的本质
或思想的本质//然而德勒兹却说)巴洛克没有
本质, 这是很让人吃惊的事)我们或许应该想想
什么东西可以没有本质. 或者不如说)没有本质
的东西会是什么. 我们可以构想一件事却丝毫不
涉及它的本质)甚至构想一件事)前提是这件事没
有本质吗. 没有本质意谓在不同时间皆不同)不
仅正在改变且没有固定不变的状态,

没有本质的巴洛克是一种操作功能)意思是)
只要有这个操作功能就是巴洛克)不管是石雕-陶
艺-绘画-装置或录像)也不管是文学-音乐或舞
蹈)巴洛克可以是任何东西)任何材质与任何形
式)只要能确认具有'不停地制造折曲(这种操作
功能,

'不停制造(不会是制造 # 个 " 个)也不只 #
百个 # 万个)而是会抵达无限多个, 这是巴洛克
第二个重要定义, 首先)巴洛克与折曲有关)它涉
及一种特性化的操作功能)其次)巴洛克不只是折
曲而且是'直到无限的折曲(, 第一个定义取消
了巴洛克的本质)因为它只是折曲的操作)第二个
定义把操作推往无限, 德勒兹说*'巴洛克发明
无限的作品或操作, 问题不是如何结束折曲)而
是如何继续折曲)将折曲穿越天花板)带往无限(
!X-=-;T-) T'E.-(*", 巴洛克没有本质只有不断
的折曲)而每一次折曲都是方向的改变-弯曲)都
是再次的差异化, 如果巴洛克在于'不停地制造
折曲()那么绝不该去想'如何结束折曲()因为折
曲!而且是'直到无限的折曲("一旦停止)巴洛克
便消失了)巴洛克是只存在于其自身动态的事物,
巴洛克离不开无限)而且是折曲的无限)换言之)
它等同于不断弯曲-改道-出轨与变异的无限
运动,

必须以巴洛克的方式来思考巴洛克)不是把
巴洛克最重要的'不停地制造折曲(停格与固着
以便较容易来思考它)相反的)把折曲'带往无
限()把折曲再折曲)根据折曲再折曲)以折曲来
思考折曲)以巴洛克!不停地制造折曲"来接近巴
洛克, 好像在跳双人探戈)要理解什么是巴洛克
只能先自我巴洛克化)先把大脑的皱褶'带往无
限()在脑中'不停地制造折曲(以便复杂化思想)
换言之)把大脑巴洛克化以便思考巴洛克, 这便
是德勒兹思考折曲的起点,

巴洛克指向一部地狱机器)无始无终无前无
后亦无入口)唯一存在的)是不停制造直到无限的
折曲, 对于巴洛克)我们不可能以古典的方式思
考)确切地说)古典与巴洛克不只是两种不同本质
的历史风格)而是必须彻底区辨它们之间的根本
差异)古典追求本质)展示事物的永恒状态)忽略
与漠视表面的生成)巴洛克与古典的不同不在于
它具有另一种本质)而是更彻底的)巴洛克没有本
质)因为只有古典思维才追寻本质)而巴洛克则只
在于不断弯曲-出轨-变异的折曲操作, 因此)别
追问巴洛克的本质是什么, 因为巴洛克不是古典
的)它没有本质而且正因为没有本质只有操作才
逃离了古典, 瑟赫!J2M,-=A-::-8"说巴洛克意谓
着古典真理的危机)古典时代最重要的中心-基
础-平衡-结构//的崩毁, 因此)思考巴洛克只
能巴洛克地思考)必须以带往无限的折曲来思考
巴洛克)有限-固定-直线或意图结束折曲的方法
都无法思考巴洛克的'直到无限的折曲(, 巴洛
克没有简单与直线的思考)没有'懒人包()因为
懒人包假设了本质化的古典世界)一切都可以简
化而且简化后仍然还是原来的世界)因为本质不
变)所以可以去除不必要的装饰与表面)留下要
点)简约地画出关键几笔仍然是那个东西)以简驭
繁, 但巴洛克是一种操作)一旦简化了操作就不
再是原来之物)因为巴洛克就是而且就只是这些
操作)剥除这些操作与装饰后)不会露出巴洛克的
简单本质)因为巴洛克只是表面的无限折曲)但在
这些折曲底下)不存在巴洛克的骨架或本质)这是
巴洛克非常重要的特性, 德勒兹说*'折曲的形
式元素只伴随无限出现)在无法度量与爆棚
!FrB-8;:-"中0//1这就是巴洛克折曲的个案)
伴随着它对应于思想威力与政治权力的地位, 典
范变成4风格主义5 !B6/2r:281-")#

而且以折曲的

形式演绎来进行(!X-=-;T-) T'E.-)'",
必须字义相符地落实思考'折曲的形式元素

只伴随无限出现()意思是如果没有抵达无限)折
曲的形式元素就不出现)那么就没有'不停制造
折曲(的巴洛克, 巴洛克出现在无限之中)大脑
必须进入无法度量与爆棚的状态)然后我们可以
开始思考巴洛克)其他意图取巧)想把巴洛克掷回
有限或历史的条件)想停止折曲以便定格运动)都
是对巴洛克的摧毁与取消,

对德勒兹而言)巴洛克的重要性则不是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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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而是它迫使我们去思考'无穷折曲的可能
性()不仅在尺度上将折曲趋近无穷小)而且在规
模上扩张到无穷大, 以折曲来表达无穷宇宙的无
穷细节)而且每一构成细节都由生成!弯曲-脱
轨-凹折-不直//"所说明)这不只是物质表面
的高低起伏与弯折曲扭)而且平行与同步于此的)
亦是灵魂的折曲,

巴洛克没有本质)而是以无限方式出现的折
曲)是意图将折曲这种操作功能推到无限的'风
格主义(, 这是何以巴洛克不是本质的问题)因
为讲本质意谓表象与外观的变化并不重要)重要
的是在变化之下的不变物)但巴洛克没有这个不
变物)它就是它借由各种操作制造出来的无限折
曲, 这些操作本身-这个'风格主义(就是巴洛
克, 而且重点是)巴洛克不只是操作)而且是'无
法度量与爆棚(的操作)只有将折曲的操作推到
无限)巴洛克才会'伴随无限出现(,

三( 差异经济学# 界限思考中的简单实体

德勒兹一方面透过巴洛克的问题将折曲带往

无限)另一方面则以单子来思考折曲的极端可能,
单子是'简单实体()这是所有原子论者都曾提出
的定义)因为如果宇宙复杂而不可掌握)那么思考
其基本构成或许可以一步步解开宇宙的秘密, 但
是莱布尼兹的新意并不在于钻研或幻想单子可以

是什么)长什么样子)他说*'单子不是简单实体
之外的其他东西)它进入复合物中,($

单子的条

件不只是简单)而且与复杂的复合物有关)这句话
的意思因此是)单子可以简单到什么程度)但是仍
然'进入复合物中(. 它并不是纯粹的简单)因为
K 或空无最简单)但 K 无法构成任何复合物, 单
子是'如果再简单就不能4进入复合物中5(的界
限存在, 作为概念)它碰触到一个界限)我们必须
在这个界限上思考单子,

$单子论%的基本假设是* 单子是简单实体)
而所有复杂实体都是由简单实体所构成)所以)单
子构成所有复合物, 表面上)这只是普通的基本
粒子假设)很古典的原子论* 实体由原子所构成)
因此我们理解原子特性就可以理解它所构成的复

杂事物, 然而)莱布尼兹的重点却不在此)单子论
不是一个关于基本粒子的物理学简单理论)单子
不只是组成宇宙的原子)亦不只是拼图般拼出宇

宙的认识, 单子论并不是物理学理论)而是反映
巴洛克思想的形上学)因为它假设了宇宙的前定
和谐!,6:B3/2-7:rr16S=2-", 莱布尼兹写道*

我的系统的概论在于每个单子都是

宇 宙 的 浓 缩 ( ;/- M3/M-/1:6123/ F-
=Z;/20-:8)$而且每个精神都是神性的模
仿& 宇宙在神之中不只处于浓缩状态$
而且被完美表达%而在每一个被创造出
来的单子中$只有一部份被区辨地表达$
根据灵魂茁越的多寡而有大小之分$且
所有剩余$它是无限的$只被含混地
表达&%

每颗单子都是宇宙的浓缩)但这不是简单的
'从一粒沙看世界()不只是由极小反映极大的尺
寸辩证, 因为每颗单子都以区辨方式来表达宇
宙)换言之)每个单子都是简单实体)却没有两颗
单子是相同的)然而从每粒沙中所看到的世界却
都是相同的)因此也都无差异)几百万颗沙子并不
会有同样数量的宇宙区辨表达)而只有一种)每粒
沙都是相同的一种, 每个单子都是宇宙的区辨表
达)这意谓它们都是差异的)都是足以代表宇宙的
不同浓缩, 单子作为'简单实体(的条件就是成
为表达最复杂复合物!宇宙"的最小单位)重点是
这个'不能再小-不能再简单的(单位并不是一模
一样的)而且每一个单子都是差异)也都各自差
异)因为每一个都区辨地表达宇宙, 进一步地说)
如果宇宙由无限个各自差异的单子构成)而且单
子都因区辨地表达宇宙而相互差异)那么宇宙就
是由构成元素的最大乱度所组成, $单子论%最
有趣的逻辑在于* 构成宇宙的单子是简单实体)
但每颗单子都作为宇宙的区辨表达而各自差异)
单子于是既是简单实体又是差异表达+单子的数
目是无限的)宇宙因此由无限差异构成)而且构成
宇宙的无限单子间亦各自差异, 没有两颗单子是
相同的)宇宙由此构成)宇宙是无限差异的复合
物)由简单实体所复合的最大乱数)它是'差异的
极值(或最大化, 对宇宙的思考成为一种差异经
济学)务求以最经济的方法给出最大量的差异)造
成最大的乱度)这亦是在最小的空间里塞挤折曲
最大的尺度, 从简单进入复杂)但复杂又只因为
每个构成它的简单都各自差异)所以抵达其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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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的宇宙中有无限的单子)但没有一颗单
子是多余或重复的)没有任何单子是不必要的)因
为每颗单子都以它的'区辨表达(扩增宇宙的差
异维度)每颗单子都参与了使宇宙如此复杂的原
因)都是复杂宇宙的必要维度但同时又是简单实
体, 宇宙无限复杂)因为它由完全不同的无限单
子所复合)组成宇宙的每一颗单子都差异于其他
单子)而且这些各自差异的无限单子一起组成宇
宙, 宇宙有多少单子)便有多少种浓缩宇宙的区
辨方法)也因此就有多少种宇宙的表达, 莱布尼
兹的单子论从简单实体开始)但却引发最嘈杂喧
嚣的宇宙, 这就是单子所组装的'抽象机器(,

由简单元素到复杂宇宙)莱布尼兹调度了最
复杂方式构思'简单实体()好像不搞到这么复
杂)不援引与召唤整个宇宙)就不可能有简单之
物)或者简单之物就没有意义, 宇宙无限复杂)但
组成它的单子只区辨表达有限的宇宙)因此简单)
而且因为单子的表达各自区辨)所以差异+单子是
一种既简单又差异的东西,

单子论的辨证在于* 到底什么是复杂的复杂
性与简单的简单性. 最复杂的复杂与最简单的简
单. 或者)最简单的复杂与最复杂的简单. 大脑
必须在两极端之间来回翻折)吊诡地以最复杂的
形式-以无限的数目思考'简单()并且因此可以
把简单视为一个概念)成为一个问题, 思考简单
而不是思考复杂)但也不是思考空无或 K, 单子
是一个被完美决定之物)它存在于'再复杂就不
是(与'再简单就不是(的界限上)一个界限存在)
或者不如说)在界限上被思考的存在,

单子是宇宙的浓缩与区辨表达)每颗单子都
透过差异地折曲宇宙来区辨表达宇宙且差异于其

他单子)表达宇宙与自我表达对于单子因此是同
一回事)莱布尼兹所构思的简单实体最终迫出了
思想运动的回圈* 单子构成了宇宙)但宇宙又浓
缩!折入"于单子之中, 单子是简单实体因为它
没有部份) 没有可以进出的窗户 ! 9-2S/2T)
A)#+8).)2-'8-ML%")无限个没窗户-封闭的单子
构成宇宙)但宇宙同时浓缩于每个构成它的单子
之中)赋予每个单子区辨表达它的差异条件, 自
我封闭的无限差异单子构成了无限复杂的复合宇

宙)宇宙所拥有的差异整体正是由复合它的无限
单子所表达)有多少单子就有多少差异维度, 我
们似乎可以反过来这么想)不是单子组成宇宙)而

是宇宙作为复杂复合物只因为可以切出无限'区
辨表达宇宙(的简单实体)宇宙的复杂性来自它
由无限'区辨表达宇宙(的单子所复合)而单子的
简单性则因为它是一个不再可分割的'宇宙区辨
表达()宇宙就是这些无限表达与差异维度的
总合,

四( &他处即自身'与极值律法

单子既是简单实体)又是区辨表达宇宙的鲜
活镜子)&

既是物质的)又是灵魂的)既是最简单
的)又含纳最复杂的)既最小又最大//这种不可
能的相互含纳关系称为'物质的极值律法(!=6=32
FZ-b1:-B;BF-=6B612c:-")德勒兹说这就是'物质
的最大值为了广延的最小值( !X-=-;T-) T'E.-L
#$$", 作为简单实体的单子首先来自一种极值
的逻辑)是在有限或限定空间中的无限内含)这是
拓朴学空间的激进操作)将绝对域外凹折到!凹
折成"绝对域内)似乎域内!单子"的存在只是为
了成为这个域外!宇宙"的折曲* 单子折曲它的域
外)它只是域外的折曲)或者不如说)域内只因为
有域外而被定义,

域外与域内的关系在$福柯%中便被用来说
明折曲)'

主要是作为思想运动的构成条件, 如
果没有奠基在'域外(概念上)折曲将停留在经验
层次)只是衣物的折曲-教堂雕刻或绘画的折曲)
是物质表面的繁复曲线与变形)'没有灵魂(, 对
巴洛克的构思必须总是指向这些物质形变的域

外)或者不如说)折曲就是域外的弯折-是对域外
的操作功能, 这是折曲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基底,
这是为什么德勒兹必须区辨机器学!B6M,2/2W;-"
与力学!BrM6/2W;-"的不同!T'E.-#"")因为力学
与机械论!BrM6/28B-"涉及的只是单纯力量的传
递)而!神的"机器则是再怎么切分都连动着域
外)德勒兹说这是'巴洛克机器()'这是外部的内
部化) 域外的内折) 如果没有真正在他处
!62==-;:8"的内部性就不会完全独自地产生( !T'
E.-#"",

单子没有窗户)是内外不相通的密室)一个被
封印的内空间, 但怪异处却在于它的内部却存在
于'他处()在'非此处(的外部8 它将某个绝对外
在于它之物内向地凹折成自身的内部)成为一个
'非场域(!/3Y=2-;", 单子不是兰波式的'生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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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处()因为这似乎意味着某种移动或游牧)亦不
是'我是它者()因为这意味着某种异化或去主体
状态, 而是'他处即自身()某种'我不在)因为我
在他处(或甚至是'我在只因为我在他处(, 单子
因为内含了'他处(-域外而'完全独自地产生(,
这是'极值律法(的另一种含意)一种此地与他
处)内部与外部的'非关系(,

对于德勒兹而言)'非场域(或'非关系(都指
向差异的生产状态)这里所谓的'非(并不是否定
而是'他处( !62==-;:8"与'另类( !6;1:-")涉及的
是此地与他处-自身与另类之间的辩证, 如果在
$福柯%中德勒兹必须构思域外作为一切改变的
起源)因为'力量总是来自域外(而且'思想来自
域外(!X-=-;T-) I)"@+".3#"&")那么在$折曲%中
成为问题的则是'让空间骨折(的域内, 域内是
一个由折曲所创造的拓扑空间)千万别把域内
!F-F6/8"与内部!2/1r:2-;:"搞混了)内部与外部只
是一种几何空间的区分)但对德勒兹而言)差异与
事件指向'比所有外部更遥远的域外与比所有内
部更深邃的域内( !X-=-;T-) TD-7+2'03'7E>'(K
(#")而且)'思考)就是折曲)就是将域外倍增出
与它共同展延的域内( !I)"@+".3#"$", 思考正
发生在这个'思考的不可能(中)用德勒兹的说法
就是)'非思就在思想的核心( !I)"@+".3#K(",
正是这个从思想中倍增出与它共同展延的非思)
构成作为动词的'思考(, 思考)就是折曲出非思
的域内)或更简单一点)就是折曲8 域内既是不可
思考者)又是域外的倍增)但使域内诞生的功能性
操作)是折曲,

折曲因此不只是一种物质性的操作)而且更
是灵魂的操作, 宇宙因折曲于单子中而被怪异地
倍增)而且成为定义单子的'他处()没有这个既
内又外-既封印又再链结的内折)单子就不可能
'完全独自地产生(, 域外!宇宙"的内折构成单
子的非思)思考的不可能成为单子唯一的可能)同
时亦是差异的可能,

思考行动在于迫出与不可思考者或非思的关

系!或'非关系(")必须谨慎地营造与持存一种吊
诡-矛盾状态)不是去解决或解消吊诡)而且刚好
相反)是小心与细致地维持这个'不可思考()促
使'问题化()以直观飞掠在吊诡的思想场域)因
为这是一切事件与创新的原型,

在说明折曲的极值律法中)最小值吊诡与相

反地就是最大值的镜子)或者不如说)单子既非最
小也非最大)而是飞掠在两者之间) '介于二(
!-/1:-YF-;b", 每个单子都位于这两个极值之间)
只能由这两个极值定义, 单子存在于双倍界限
!最大与最小"的不可能交会中)它就是这个门
槛* 把最大凹折进最小)单子是最大与最小的拓
朴学交会, 每一个巴洛克物件与物件中的每个细
节都必须以'物质的极值律法(来理解)都是两种
极值的不可能含摄)也是域外与域内的'非关系(
与拓扑学接触)这就是德勒兹由莱布尼兹所获得
的折曲概念,

五( 世界的放大与延伸威力

折曲的问题)或折曲成为问题)是因为被折曲
之物亦是不可能折曲之物* 绝对的域外-物质的
最大值或宇宙整体, 但亦是在这种极值律法中)
折曲等同于事件-差异与创造)这就是巴洛克, 巴
洛克被最大值与最小值所同时定义)或者不如说)
巴洛克的每一个细节都是这两种极值所共构的强

度连续体!M3/12/;;BF-=Z2/1-/821r", 这不只是述
说一种强度的简单状态而已)而且是由已经处在
界限状态的两股异质力量所拉扯紧绷的产物)每
一个巴洛克折曲都维系在这两种极值所疯狂缠扭

与精神分裂的门槛上)成为一种不平衡的暂时平
衡)一种总是濒临瓦解崩溃的异类结盟, 德勒
兹说*

在所有例子里$衣物的折曲都取得
自律(6;13/3B2-)'额外衣料(6B7=-;:)$
而且这不是因为对装饰的简单忧虑$这是
为了表达操作于身体上的精神力量强度$
或是为了翻覆它$或是为了竖立它或提升
它与由它来模塑内部& (T'E.-#$))

巴洛克在有限空间的无限折曲已经近乎'精
神分裂的4堵塞5()(

总是濒临失序)是混沌的爆
棚与过度状态, 这种 '精神分裂的强度( ! T'
E.-($"并不是一种'对装饰的简单忧虑()对巴洛
克的理解因此不能仅仅停驻在表面上的这些凹折

与曲扭)而是必须连结到'精神力量强度()这些
物质折曲只是'精神力量强度(的表达)夸张的弯
折-疯狂的曲线都只是为了更巨大的强度而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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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筑-绘画与思想上不得不然与非如此不可的
极限运动是为了迫出域外+或者反过来说)真正的
折曲不!只"是物质的表现)而在物质之外, 这是
为什么'即使被压缩-被折曲与被包裹)元素仍是
世界的放大与延伸威力( !T'E.-#$&", 如果空
间在传统上被等同于广延!r1-/F;-")折曲则是一
种表面上的'反 广延运动())

但实质上意图展现

'世界的放大与延伸威力(, 巴洛克正是在此有
着精神分裂的手势)世界的放大并不在于它体积
的无限加乘)更不需设想一个没有界限的宇宙)相
反而吊诡的)世界的放大存在于简单实体之中)在
世界自身的折曲里)只是这个意味世界延伸的折
曲是由极值律法所产生的结果, 对无穷大的寻觅
不在于无穷地直线加乘)而是凹折逆反到无穷小
之中)在巴洛克的最小之中才有世界的最大值,
而且巴洛克诞生在最小值与最大值的相互折皱之

中)每一个最小值都以它对最大值的特异折曲而
存在)有各种不同的最小值)因为有各种对最大值
的折曲)以及对最大值的不同'放大与延伸(, 这
是一个关于'操作功能(以及将此操作推到无限
的问题,

巴洛克透过双重的吊诡从事界限操作)首先)
最小不仅不再是最大的相反)而且竟是最大的放
大与延伸)换言之)每一个被表现出来的最小值都
是最大的放大)都比最大还大)或者同样吊诡的)
最大比最小还小)因为最小是最大的放大)大小的
关系在巴洛克中被彻底翻转了, 第二)巴洛克意
味着翻过极值后将碰触到另一个逆反的极值)而
且巴洛克的空间就是这个碰触与交会)是由一个
极值延伸到另一个极值的生机运动, 这是一种拓
扑学关系)翻转纸条两端所接起来的莫比乌斯带
!J|S2;8S6/F", 这种环的怪异点在于往纸条二个
端点之一前进)最终越过了端点后遇到的是另一
个端点+相隔最远的两个极值!最大与最小"却相
互触及)这意味最远同时也是最近, 透过极值律
法)最远与最近-最大与最小被赋予了一种邻近关
系)或者不如说)它们成为一种强度布置)一种强
势的虚构)这就是巴洛克的真正现实!:r6=21r",

该怎么思考在最小中的最大)在最近中的最
远)在最快中的最慢)在瞬间中的永恒)在可见中
的不可见)可述中的不可述)或是在有限中的无
限. 巴洛克在这里涉及两个条件* 第一)极值律
法)这是将界限倍增)以双界限定义存在的思考+

康德曾以单一界限 理性的界限 来定义思考)但
这里的界限不再由理性的法庭来界定)而是由两
种极值的不可能相互含摄所给予, 最大与最小吊
诡地取得一种非关系)如同衔尾蛇![;:3S3:38"般
让最遥远的两个端点构成'不可能的交会()这是
由非法的邻近性!03282/6E-"所产生-必然具有事
件效果与强度的存在)以双界限!最大与最小"来
思考的存在)或是以双界限来存在的思想, 界限
的意义在这里与康德的用法并不太一样)康德要
求在界限划定的范围内思考)以理性为思想划界)
在界限之内有认识与真理的可能)在界限之外则
不再是认识的问题)而是信仰-道德与自由的问
题, 但极值律法并不涉及康德式的理性法庭)并
不是判断与批判能力的操作)而是如何折曲两种
不相容界限的问题)或者用更简单的话来说)是巴
洛克折曲的问题, 只有在这个意义下)我们谈论
的才是德勒兹所问题化的折曲)否则折曲只是一
个日常词汇)单纯地表示物质表面的凹折曲扭)这
并不是我们所讨论的概念,

对德勒兹而言)域外就是极值的极值)因为这
是比一切最远更远也比一切最近更近的'无境(
!/3@,-:-", 对德勒兹与福柯而言)甚至一旦涉
及域外就涉及思想)因为思想就是思考'不可思
考者()而域外)就是一切的不可思考者, 这是
'一种思想)来自比所有外部世界更遥远)因此比
所有内部世界更迫近的域外( !I)"@+".3#")",
莱布尼兹使得思考无窗的单子必须同时亦是思考

其域外)愈迫近就愈外部, 比最外还外的'无境(
竟然折曲成无窗的单子)单子!或单子所封印的
内部"在这个意义下竟然就是域外8 这也可以说
明为什么德勒兹一再强调域外不是外部)也不在
外部)它不是由几何或距离的函数所定义)而是一
个极值概念)是由界限的吊诡跨越所给予, 单子
在德勒兹的再问题化下)成为域外的问题)而且成
为当代思想问题,

对德勒兹而言)质问'什么是思考.(就等同
于质问'什么是域外.()或者相反)质问'什么是
域外.(就等同于质问'什么是思考.()因为这是
涉及逃逸-偶然与创新的问题)是对逃逸-偶然与
创新的'问题化()回答这个问题就回答了'什么
是思考.(, 在巴洛克的例子里)单子表面上是一
个'只有内部的简单实体(的问题)但思考单子的
问题最终吊诡地被翻转成思考域外的问题)成为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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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极值!最大与最小"如何共构的'介于二(的问
题, 这个怪异与狡狯的翻盘构成了巴洛克最核心
的问题)让巴洛克'成为一个问题()或者不如说)
正是在这个翻转成立的同时)德勒兹以'问题化(
巴洛克的方式答覆了'什么是思考.(, 愈想深入
思考单子)就愈扩大地思考!单子之外"的宇宙)
单子!最小"与宇宙!最大"有一种不可思考的非
关系)而且正是在这种非关系中相互定义)二者共
构了由'介于二(或双界限的不可能共存所说明
的'中域(!B2=2-;"或'共同界限(,

在极值律法中)域外成为思考极值所必然会
面对的元素, 思考极值具有一种激进性)或者)激
进其实就意谓思考极值与极值思考, 在$福柯%
中)德勒兹说*

思考$就是使看抵达它自身界限$而
说$也抵达它的$因此二者就是以分离而
相互关连的共同界限& (I)"@+".3#"()

就这个意义来说)巴洛克不在于任何物理或
几何的空间)亦不由任何物质性的构成所单独决
定)而在其所关连的域外以及由域外所折曲出的
不同'域内( !单子")这二者皆产生于极值律法
之中,

六( 无载体的折曲

巴洛克的第一个条件是以极值律法说明的折

曲)第二个条件是无限)表面上这与第一个条件悖
反)因为极值意味着界限与由界限所划定的有限
存在, 但巴洛克却离不开无限)它是'只伴随无
限出现(且'直到无限的折曲(, 第一个条件由界
限的辩证与操作所说明)第二个条件涉及的却是
无限)是第一个条件的推至无穷)亦是两种界限间
的不可能交会之永恒回归)而且)巴洛克仅因此诞
生)诞生在这种6==Y30-:!满布"与精神分裂的状态
中, 德勒兹以埃尔&格列柯!D=R:-M3"的$橄榄
园里的基督% !<,:2816; 6̀:F2/ F-8[=202-:8) #$#K
年"中人物-衣物-光影所强烈表现的折曲说明这
些折曲'似乎已经脱离它们的载体-组织-花岗岩
与云雾)以便进入无限的竞赛之中( !X-=-;T-) T'
E.-(*", 透过极值律法的无限操作)巴洛克最终
指向了'无载体的折曲()有无限的折曲却无任何

'被折曲物()或者不如说)因为基于折曲所掀起
的'无限竞赛(使得折曲以外的事物似乎都已被
排除)空间成为纯粹状态下的折曲'堵塞(, 永远
要比最多的折曲更多)永远是折曲还不够多与还
少一个以便逼近无限)这是为什么德勒兹说'巴
洛克发明无限的作品或操作(!T'E.-(*", 巴洛
克透过'发明(无限的作品以便自我发明)它就是
海量的折曲操作)但必须小心别把折曲与折曲物-
折曲的载体!花岗岩-衣料-光线//"搞混了,
巴洛克的作品恐怕绝对不适合'密集物体恐惧症
者(!1:C737,3S-"观看)巴洛克是密集物体恐惧症
者的噩梦成真,

柏格森谈到改变时说*'有改变)但在改变之
下并没有改变的东西* 改变不需要支持物(
!G-:E83/ #$'", 因为对柏格森而言)事物与'事
物的改变(是同一件事)在时间绵延里没有'不改
变的事物()当然也没有'由不改变成为改变(的
事物, 巴洛克似乎在相同的逻辑里提出另一个关
于世界构成元素的版本* 有折曲)但在折曲之下
并没有折曲的东西* 折曲不需要支持物, 但这是
怎么达成的. 世界在极值律法的无限操作下以海
量的折曲重构)折曲的操作而非折曲的物质成为
重述世界的语言)而且让这个语言无止尽地在所
有细节中述说)使得我们只能看到以精神分裂的
高张强度所叠垒爆棚的巨量折曲,

德勒兹与加塔利在$何谓哲学.%中说*'哲学
的问题是获取一种坚实性!M3/82816/M-")而不丧
失思想所浸入的无限!在这观点下混沌有着等同
于身体的心灵存在"(!X-=-;T-6/F R;6116:2((",
如果极值律法!折曲"的无限操作与无所不在建
构了巴洛克的最小细节)那么什么是由这些折曲
所共构的世界. 应该怎么思考无限折曲的集合.
我们面临着巴洛克概念的关键* 如何思考无限又
不丝毫抹消或削弱它. 莱布尼兹为这个哲学问题
给予了一种坚实性)使得折曲一方面指向无限)另
一方面又使思想未丧失它所欲'浸入(的无限,
莱布尼兹说)无限的单子建构了世界)世界是单子
的无限集合)但同时世界也只存在于以折曲表达
它的个别单子之中, 在单子论这个基本命题里)
请特别注意用来限定世界存在的方式* 没错)世
界极大)因为它由无限单子所构成)但它'只(存
在于以不同折曲表达它的单子之中, 单子与世界
的逻辑在于* 无限多的单子构成世界)但世界也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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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存在于折曲成单子!折曲即单子"的表达之中,
无限大既是无限大)但同时也只因为由无限小所
表达)只因为折曲成无限小)才存在,

德勒兹这么解释*

确实在所有情况中$世界只存在折
曲于表达它的单子中$且只虚拟地如同
所有单子的共同视域$或如同它们所引
领系列的外部律法而去折曲& 然而$以
较狭义'本义而言$可以说当一个单子被
召唤而!活着"时$且更进一步地当它召
唤理性时$它就自我去折曲符应其所含
纳明晰区域的这个世界地带1 它是被召
唤!发展所有它的知觉"$这正是它的任
务& (T'E.-#K#)

无限大的世界的唯一表达就是无限小的单

子)不同且多样的无限小单子共构了无限大的世
界)但无限大同时亦不存在于无限小'之外()它
是无限小的'域外()但却不在无限小之外, 巴洛
克最有趣的条件)也是维系思想于无限的坚实性
条件)就是* 无限小是无限大的'唯一表达()世界
'只(因被表达于单子中才存在)而折曲)作为操
作功能就意谓这个表达, 在巴洛克所代表的问题
里)无限大的世界可以被表达)但只在一个条件之
下* 它被表达在以差异方式将它折曲的单子之
中)每一个单子都是使世界得以存在的差异表达,
如果世界是由无限单子所构成)世界当然不存在
于!所有"单子之外)但莱布尼兹所加码与问题化
的)是世界也不存在于表达它的每一个单子之外*
单子是世界的折曲)但世界除了被折曲之外也没
有其他的存在)它只是单子的表达)而单子透过差
异折曲世界来表达世界)单子亦只是这个表达)而
世界不存在于这个表达之外, 单子既使得世界只
以被它表达的方式!被它折曲的方式"存在)单子
本身也只是这个!世界的"表达)一种'无载体的
折曲(, 世界离不开它被折曲的方式)但并不存
在一个等待被折曲的世界)世界并不是折曲的载
体)而只被'无载体的折曲(所表达,

单子不只是构成世界的简单实体)而且在成
为世界的基本元素同时也必然是其折曲, 世界不
存在于'他处()世界不存在任何地方)而只'存在
折曲于表达它的单子中()但同时)单子自己'如

果没有真正在他处的内部性就不会完全独自地产

生(!T'E.-#"", $单子论%在表面的静态定义
下)意图牵引激起的是极端恐怖疯狂的无限运动,
单子的存在只来自整个世界已精神分裂地堵塞折

挤进它的封闭内部)这是单子的定义)然后莱布尼
兹告诉我们)无限数量的这种单子最终构成世界,
这个世界凭我们有限的心灵是不可能得知全貌

的)只有神有这个能耐, 但这也没关系)因为世界
最终不在单子之外)它'只(存在于折曲它的单子
之中)每个单子都是世界的差异表达)也都是使世
界'再次存在(的真正元素, 每一个单子因此都
是世界'重新开始的可能(!T'E.-'$")因为每个
单子都差异地表达实际上只存在于它之中的同一

个世界)这个'同一个世界(既是单子的域外)但
却又被折曲成单子)而且单子就是这个折曲, 在
世界与单子的两极之间)莱布尼兹使得折曲成为
'介于二(所说明的概念)意思是)既非此非彼又
既此既彼)二者之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单独存在)
不是 # 但亦不是 # l# )而是 '在中域( !6;
B2=2-;", 这些用语对德勒兹而言就是谈论生成
的语言, $单子论%在无限的运动之中维系了思
想的坚实性而未失速或坠毁)德勒兹说*'没有任
何哲学曾将对单一与相同的世界)以及在此世界
中的无限差异与变异的肯定推到如此远( ! T'
E.-%*", 单子论成为一种对同一与差异的强势
肯定)无限差异有著作为共同视域的虚拟同一性)
但这个同一性既不预先存在)也不外在于个别差
异)重点在于)$单子论%并不是对同一或差异的
单面肯定)而是对两者的肯定且将此肯定推到最
远, 单子作为世界的差异折曲)同时既肯定同一
的世界)也肯定差异的折曲, 折曲是差异的保证)
但被无限折曲的却是'单一与相同的世界()而世
界正是由无限个差异折曲它的单子所构成,

注释$?")$2%

! 7=2这个法文字较常译成'折子()但似乎不易与其动词
7=2-:与由此发展出的许多字词变化产生中文的关连)本

文译为'折曲()详见底下的说明,

" 福柯曾在$域外思想%$越界序言%与$何谓启蒙.%等文

章中深入地探讨了界线与思想的关系)这几篇文章几乎

就是他自己一生的方法论介绍)相关讨论可参考杨凯麟*

$分裂分析福柯%!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K## 年"第三

章'界线本体论(与第四章'文学布置中的越界(, 当折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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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个哲学问题时)便被极限化与纯粹化了, 在德勒
兹的$福柯%第五章'皱褶)或思想的域内(中)德勒兹透过
福柯的主体化问题描绘了极独特的思想运动)这是涉及
界限!=2B21-"的高强度操作)一种由'非关系(与'不可能
的邻近性(所表达的拓朴学构成)这就是折曲, 德勒兹写
道*'思考)就是折曲)就是将域外倍增出与它共同展延的
域内(!X-=-;T-) I)"@+".3#"$", 福柯的思考意谓一种折
曲的特异形式)或者不如说)意谓着一种由界限的拓朴关
系所说明的'思想活体(, 根据西蒙栋)活体意谓着)'所
有内部空间的内容都拓朴地与外部空间的内容接触于活

体的界限+所有在内部空间的活体物质质量主动地在活
体的界限上展示于外部世界* 所有过去的个体化产物都
无距离与无延迟地展示( !A2B3/F3/ "") "$", 思考离
不开一种'界限态度()不仅必须无限迫近界限)触碰'分
离我们知识与我们无知的极点( !X-=-;T-) 5-44_='#@''3
=_E_3-3-)# (")而且是在界限上所从事的拓朴学翻折)使内
部与外部高强度地交会)对德勒兹而言)就是制造一个
折曲,
# 又译为曼那主义)样式主义)矫饰主义或手法主义,
$ '单子)吾人即将在此论述之)不是简单实体之外的其
他东西)它进入复合物中, 简单)亦即)无部份(!9-2S/2T)
'J3/6F3=3E2-( 8-ML#",
% 这是莱布尼兹对于 U2-::-G6C=-的$历史与批判词典%
!9-X2M123//62:-,2813:2W;--1M:212W;-"中关于'前定和谐(
的回应)引文参见 56MW;-8G:64B6/L'9-2S/2T* 9ZDb7:-8823/
3; =Z?6:B3/2-7:rr16S=2-L( "* 56/L"K#$L2 ,117* ffF-Y=6Y
7,2=3837,2-L-;f7F4f<3;:8hF-hU,2=3837,2-fU,2=3837,2-h-/h
<3;:8h+-b1-8f<3BB-/162:-h)h9-2S/2TL7F43,
& '一切被创造事物的这种连系与协调)每一个与由每一
个到其他)使每一简单实体具有表达所有其他事物的关
系)且因此是宇宙持久鲜活的镜子(!'J3/6F3=3E2-( 8-ML
)$", 宇宙里有多少单子就有多少不同的宇宙镜像)每一
个镜像!单子"都是对同一个宇宙的不同'观点()莱布尼
兹说就像是从不同的方位观看同一个城市)这个城市被
'透视地多样化了(!'J3/6F3=3E2-( 8-ML)%",

' '域外不是被固定的界限)而是蠕动运动-建构域内的
折曲与皱褶的动态激活物质* 不是另类于域外之物)而正
是域外的域内(!X-=-;T-) I)"@+".3#K' #K(",
( 'S3;::6E-8M,2T37,:r/2W;-( !X-=-;T-) T'E.-#$$", 德
勒兹以 #&)K 年代由波洛克 !56MI83/ U3==3MI"所代表的
N==Y30-:762/12/E!满布绘画"来说明这种'无法度量与爆
棚(的状态)发明一个词叫'满布折曲( !' 7=26==Y30-:("
!X-=-;T-) T'E.-#$$",
) 巴迪欧曾指出*'折曲)首先是多!J;=127=-"的反广延概
念!M3/M-716/12-b1-/823//-=")多作为直接质性迷宫的复杂
性之再现)不可化约于某种!不管是什么"元素的复合(
!G6F23; #$"",

引用作品$4"%A2(.)$#%

G6F23;) N=2/LB##"+-='(&-.)>)E&-$"'NOmm NOmO?U6:28*
A-;2=) #&*&L

G-:E83/) ?-/:2LT+ ('#>_''3.'A)",+#3?U6:28* UeQ)
#&*&L!

G:64B6/) 56MW;-8L'9-2S/2T* 9ZDb7:-8823/ 3; =Z?6:B3/2-
U:rr16S=2-') "* 56/L"K#$) "K#$fK#f"*) 2,117* ffF-Y
=6Y7,2=3837,2-L -;f7F4f<3;:8 h F- h U,2=3837,2-f
U,2=3837,2-h-/h<3;:8h+-b1-8f<3BB-/162:-h)h9-2S/2TL
7F43L

X-=-;T-) R2==-8L5-44_='#@''3F_E_3-3-)#?U6:28* UeQ) #&$*L
LI)"@+".3?U6:28* J2/;21) #&*$L
LT'E.-?U6:28* J2/;21) #&**L
LTD-7+2'03'7E>?U6:28* J2/;21) #&*)L

X-=-;T-) R2==-8) 6/F Qr=2b R;6116:2L L"D'>30@'$"'.+
(&-.)>)E&-'?U6:28* J2/;21) #&&#L

9-2S/2T) R3114:2-F _2=,-=BL'J3/6F3=3E2-L( 5->@)"=>8'
A_3+E&*>-$"') >"-,-8'?U6:28* R6==2B6:F) #&&)L

A2B3/F3/) R2=S-:1L TD-#8-,-8" '3 >+ Rb#'>' (&*>-@)0
6-).)2-$"'?U6:28* 5r:�B-J2==3/) #&&)L

,责任编辑! 王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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