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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现代主义!#后现代之后$的文论之思

王洪岳

摘!要! 自 "$ 世纪 -$ 年代中期#西方文论就进入了!后现代之后"的发展阶段#但是学界一直没有恰切的概念和理论来
对此加以表述#直到!元现代主义"出现$ 元现代主义是因应当代千禧年前后新的文化艺术和感性结构的重大变化而出
现的一种新的文论话语#它试图在现代主义的担当精神和后现代主义的洒脱游戏之间探寻一种文化和文论发展的新路#
其话语表达的主要策略是!非托邦的中位"#从认识论上来说!带着"现代和后现代的印迹#从本体论上来说!介于"现代
和后现代!之间"#而从历史角度来说又在现代与后现代!之后"$ 环境设计师以!绿图"替代!蓝图"#新生代文学家和艺
术家也日渐抛弃解构-并置和拼贴等美学观念#转而青睐重构-神话和中位等美学 伦理学(+3;*6[3*670+?)范畴$ 这些趋势
和潮流表达了一种(通常伴有谨慎的)希望和(时常是伪装的)真诚#体现出一种深具包容性和在两极之间摇摆的感性
结构$
关键词! 元现代'!元现代主义'!后现代之后'!非托邦中位'!文论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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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等国家的学者面对后现代文化日益显现
的颓势'纷纷提出自己的新理论$ 除了"反讽政

治美学#"自动现代主义#"超现代主义# "另类现
代性#"变现代主义# "后后现代主义# (王洪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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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现代主义&"后现代之后#的文论之思

W$!Y$+等多种试图走出或超越后现代理论氛围
的学术努力之外'还有一种虽处于萌芽状态'但显
示出巨大思想潜力的学术话语'这就是荷兰学者
佛牟伦和埃克提出的"元现代主义#'美国学者格
里高利,莱菲尔(S83K,84J3))3?+提出的"元现代
希望#'以及"元现代主义艺术宣言#和"元现代主
义艺术思潮#的兴起等$ 在"后现代之后#的西方
美学和文艺思潮中'元现代主义占有相当醒目的
位置'而且其影响日渐扩大'值得我们研究$

一" 从后现代到元现代

"$ 世纪 -$ 年代中期以来'当代欧美理论界
已然面临着理论再造与话语创新的界点$ 后现代
思潮是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本质主义的解构与反

叛'它追求语言游戏%文本至上%去中心化和多元
化'讲求文本细读的探究方法'有巨大的思维张力
和自由洒脱的精神$ 同时'它也带来了经典观念
淡漠%传统信仰系统崩塌'否定真理%进步等价值'
导致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 新千禧年之交'欧
美各国在政治生活中的左右冲突%分裂加剧'日常
生活中的复魅重现$ 这一切都为西方文论直面后
现代之后的理论困境'进而走出后现代'提供了现
实和理论的契机$

!一" 文论% 从多样的现代性到后现代之后
无论后现代还是元现代'都属于现代性范畴$

现代 性 不 是 单 一 维 度 的' 而 是 复 数 的
(1,(3857*73;+$ 除了伯瑞奥德的 "变现代性#
(+?*381,(3857*4+%阿尔都塞和罗丽莎的"另类现代
性#(,*6381,(3857*73;+'中国学者和海外华人学
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现代性概念和理论'如加拿大
的沈清松提出 "中华现代性# 及 "多元他者#
(1+54,*638;+来反思西方现代性及拉康%德勒兹%
列维纳斯%德里达等人的"他者#'他论证道&

因为!人在实际存在中皆是生活并
成长于多元他者之间!而且中国哲学传
统!无论儒家所言+五伦,'道家所谓+万
物,'佛家所谓+众生,!皆属多元他者"
此外!针对后现代的相对主义困境!我主
张发挥儒家+恕者,善推'+推己及人,之
意!透过语言外推'实践外推与本体外
推!架通不同的微世界'文化世界与宗教

世界0并借着+相互外推,!在全球化过
程中与多元他者达至相互了解与相互丰

富" $沈清松 &&$%

他强调指出&

主体与多元他者之间有一种对比张

力!既有断裂!又有连续!不可因为有此
转移而弃彼取此" 唯有朝向多元他者开
放的主体!才会有相互丰富的可能0唯有
迈向多元他者!才能完成主体0也唯有主
体慷慨!才会致力多元他者之善" 如果
没有朝向多元他者的开放与来自多元他

者的慷慨!如何有主体可言- 所以!我主
张人的自我或主体仍在形成之中!而人
向多元他者无私的开放!是此一形成过
程中最重要的动力和要素" $沈清松
&&"%

这非常接近元现代主义之主体概念$ 上海学者汪
行福提出了"复杂现代性#'他认为'从总体上看'
现代性的本质特征是"脱嵌#'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解传统化#'意为传统和习俗被专家知
识所取代'而专家之间彼此又是在任何问题上相
互对立的'因而带来了不确定性2另一方面是"解
地 域 化 # ( 汪 行 福 X- +$ " 解 地 域 化 #
((7;31<3(75K'又译为"脱域#+意为"社会关系从
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
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
(吉登斯 &Y+$ 换言之'按照历史的传统习俗在
现代社会不再有效'同样地按照地域空间(即熟
人社会+也不再有效'人们按照一种新的法则即
商业契约及时尚法则重新组织起来$

就像现代性有多种解释和理论'后现代也有
多种理论言说'最著名的几位后现代学者詹克斯
(>6+8?3;h350M;+%利奥塔%詹姆逊和哈桑等'其理
论分别涉及对物质景观的转变的研究%质疑宏大
叙事和系统论%反思晚期资本主义%总结新的审美
和艺术法则等'特别是穆尔(h,;(3FB?+在后现代
主义的反讽与现代主义的热情之间所作的区分是

对其最恰当的总结$ 反对单一的%绝对的真理观
或理性主义等的后现代哲学观点'及并置%拼贴%
戏仿等后现代技巧'正在让位于新的文化思潮%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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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感觉方式和结构'如"神话和中位%对希望的忧
郁感%对担当的表现癖(3Q67<7*7,57;1+# (佛牟伦
!埃克 '-+$ 在佛牟伦和埃克看来'现代主义和
理想主义密切相连'带有某种狂热%幼稚的外观2
后现代主义表现为漠然和怀疑'而新的文化艺术
结构和感性结构则呈现出"一种练达的幼稚%一
种实用主义的理想主义# (佛牟伦!埃克 '-+$
如何来理解这些拗口的'甚至语义抵牾的词组呢5
它们和元现代主义有何关系5 抽丝剥茧'这些转
变都源于对既有文化结构和模式的不满'后现代
社会就像一个万花筒'不再像传统美国大熔炉那
般融洽地合为一体'甚至也不像加拿大马赛克文
化那般相互映射$ 在经过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
义两个紧密相连又相异的文化艺术和感性结构的

阶段之后'新的文化艺术和感性结构正发生着类
似于康德"二律背反#式的变化$ 挖掘%回归%阐
释和运用神话'恢复上帝信仰在生活中的位置'将
之渗透于感性精神的结构中'并体现在文化艺术
构思运演的整体操作之中2对人类重抱一种新的
希望'不过这种希望建立在深切的反思%回望历史
的感喟和忧郁的基调之上'文化艺术文本同样打
上这种忧郁的希望或希望的忧郁感2对社会人生
和他者抱持同情式理解$ 这一切都是重建文化艺
术新感性结构的体现$

在某些学者看来'历史终结了'终结在"西方
自由民主制度及其世界化#中'然后又重新开始'
带着各种文化冲突的伤痕'也带着对新感性艺术
结构的憧憬$ "$$# 年'弗朗西斯,福山曾在南京
大学作过学术交流'较为全面地提出了他在
"-b&&#事件发生后的新思想$ 他仍然保留自己
关于"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之人#的基本观点'即认
为人类的历史会终结于自由民主体制下'但人类
还得继续前行'也许现在就说历史终结了为时尚
早$ 这是一种放低调子的乐观主义'是一种忧郁
的乐观和谨慎的希望$ 这种文化和艺术浪潮充满
了活力'具有一种"练达的天真#'充满了"实用主
义的理想主义#$ 从文学%音乐%影视到网游'都
被一种孩童似的娱乐精神所渗透'但这不是真正
的幼稚'而是经过了理性透视的洒脱'是北美建立
在实用主义基础上的理想主义'因而这种新艺术
及感性结构呈现出稳步发展的态势$ 西方社会从
而在全球率先走出后现代'走进了建构一种新的
文化艺术和感性结构的状态'就是元现代$

!二" #后现代之后$文化艺术或感性结构的
理论探析

瑞典学术期刊)美学与文化期刊*"$&$ 年发
表了佛牟伦和埃克的)元现代主义札记*$ 他们
认为当下新的感性结构或文化艺术风格的主要特

点是'在典型的现代主义的担当精神和后现代主
义的超脱之间存在希望和真诚'却又不再对未来
或某种终极价值抱有天真的信念(佛牟伦!埃克
''+$ 其他学者也论及元现代性%元现代主义$
如美国学者莱菲尔提出 "元现代希望# 理论
(J3))3?#Y %%+'从而使得元现代理论由欧陆漂
移到了北美$ 他 "$&' 年发表这篇论文的背景即
美欧所谓"政治正确#带来"自由社会#诸多新问
题'比如基督教的存废%国父们的历史地位%"非
法移民#%左翼与右翼对立等问题$ 在此情况下'
其换届选举致使人们反思这种"正确#所付出的
代价$ 这就是所谓"后政治的绝望和元现代的希
望#相伴而来的局面$ 新领导人在表面的保守主
义外表下'有着重建美国乃至世界新秩序的雄心2
他充分调动福音派传教士和信众'要回到传统信
仰'以此来打下重建美国的道德心理基础$ 莱菲
尔敏锐地指出'当代美国面临着作为自由社会想
象力和社会文化想象力的枯竭局面$ 而走出这种
状况'就要先摆脱自身所处的无政府%后政治的情
绪'而产生一种新的情感'即"元现代主义#$ 由
此'重申自由价值的"后政治自由主义#也就是元
现代主义这种新的"感性结构#'因为二者是相通
的'其价值是一致的'但又不乏适应时代变化的新
特点$ 这种自由主义和元现代主义想象力具有深
刻而普遍的价值'而不是狭隘的政治倾向$ 元现
代主义价值可以使保守派%进步派和中间派有共
同的期望$ 而达到这种境界'就要回到或保持个
人自由%独立%尊严%自律自主和良心自由的状态$
这是元现代主义的目标'也是其先决条件$ 这似
乎是悖论'但却是不得不承认的文化政治和审美
领域的共同追求$ 作为文化艺术和感性结构的元
现代主义更倾向于以赛亚,伯林(A;+7+6 238?75+
提出的"消极自由#'而不是法国人提出的"积极
自由#$ 这涉及表达的个性和自由'舍此就没有
元现代主义$ 在莱菲尔看来'元现代主义的基本
策略或原则就是中位(13*+Q7;+'也即历史自由主
义逻辑的运演中心'这必然会给未来文化%艺术和
审美领域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 在政治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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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善于妥协%调解%融合2在文化领域'在"后启
蒙时代#'重建文化的神圣性2在宗教领域'在世
俗和虔信之间寻求一个可行稳妥的度2在艺术领
域'感性结构和审美情感的表达同样需要维持在
一个中位的状态$ 因为在莱菲尔写此文时'"自
由主义的中心本能#即"中位#(13*+Q7;+总是起着
作用&"由于后现代主义在二十年前就已经喘不
过气来了'我们又如何在没有名字的情况下描述
我们日益增长的后后现代 主 义 情 绪 呢5#
(J3))3?XW+他认同佛牟伦和埃克的元现代主义
观点'并认为这是在其自由社会想象力的左和右
两极之间的回返$ 他写道&

这不是一个以黑格尔辩证法的方式

从一边摇摆到另一边的钟摆!而是沿着
许多不同的线!按着许多同时发生的频
率!从两边寻找新的东西的整合" 元现
代主义!正如它的倡议者所呈现的那样!
寻求对想象的对立之间的关系的调和!
包括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对立" 通过这
样做!它试图揭示和解决植根于我们基
本人性中的长期紧张关系" $J3))3?
XW XY%

莱菲尔把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对立视为元现代视

域的母题'包含了诸多的子项'如"在文化层面&
反讽和真诚%利己和同情%竞争和利他%批判和肯
定%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物质和精神$ 在社会层
面& 自我和社会%-我们.和他者%超然和承诺%地
方和全球$ 元现代情感肯定过去%具有洞察力%具
有对未来的道德责任#(J3))3?XY+$ 元现代主义
反对现代主义的乌托邦天真'也反对后现代主义
过度的挑剔性反讽%对"自我#的解构%宏大叙事
的丧失'以及关于历史%真理%人文主义%艺术等
"终结#的说辞'认为这些都无益于我们面对困
境'反而滋生了犬儒主义和被动性$ 因此'元现代
主义反抗在身份群体%左翼和右翼%少数派和多数
派之间的永久的后现代争斗$ 它反抗打着多元化
旗号实际上败坏社会基本价值规范的做派'这个
社会已经被降低为一个充满哈哈镜的娱乐场所'
在那里人们看到的都是扭曲的白痴般的自我形

象$ 后现代主义的多元化并没有带来个体和社群
的真正融合'而是使之处于对立甚至仇恨的状态2

而元现代主义试图通过站在两极Z两者之间和之
外'来揭露与调和分离我们的无数的紧张关系$
这种新兴的元现代感性更容易同我们拥有一个真

实自我%一个灵魂'能够为了社会的秩序和人类的
统一而向前奋斗的意识共存2它也更容易接受过
去的连续性'而不是期待与之断裂$ 因此'元现代
感性"与新的宏大叙事的建构协调一致#$ 所以'
人们需要在后现代绝望的种子和元现代希望的种

子之间进行选择'要么走向无政府主义%虚无主
义'要么走向重建希望和未来的元现代主义的和
解$ 莱菲尔正在寻找的是"所谓的-中间范围的
机制.'通过术语中位(13*+Q7;+来协调相似事物
的相互联系# (J3))3?%$+$ 在北美语境下'元现
代主义就是要把握世俗主义和信仰主义的中间状

态2在文化艺术和审美感性结构方面'就是要在现
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通过摇摆分别接近两
者而选择中位状态$

进入千禧年后的二十年来'西方学界感应着
时代和社会的变迁'观察着变化中的学术思想动
态'并积极地作出回应$ 像上述几位学者就敏感
地发现了西方由后现代主义向元现代主义演变的

趋势和特征'并及时进行理论的总结和阐释$ 无
论德里达如何辩称自己的解构意在建构'其策略
和方法最终指向的仍是不知所终%类似于沙滩上
的脚印甚或某种飘过的气味$ 后现代艺术家们创
造了一系列行为艺术%大地艺术'如压过海滩的拖
拉机印迹2推出概念艺术'以概念本身取代艺术的
感性形象性2追求繁复的装饰风'其视觉盛宴般的
风格带来杂糅%并置%拼贴00伊哈布,哈桑将此
概括为"不确定性#和"内在性#或者"内在不确定
性#(75(3*381+53504+乃是后现代最根本的特征和
倾向$ 后现代艺术%科学%技术与社会具有类似
性'嬉戏地在页边加上引文%拼图%反论和随意的
涂抹'但其意图却不仅在于探索那种具有内在不
确定性的艺术'而且在于探索一种后人文主义文
化中暗含的有机成分(哈桑 "W!#'+$ 后现代的
小说由此也显出自己的特点& 关注梦%戏仿%游
戏%双关语%破碎%寓言%反身性%媚俗'热衷那些处
于绝对沉默或绝对嘈杂边缘%具有某种反讽意味
的逻各斯的神秘直觉$ 这些后现代特征在世纪之
交遭遇到某种全球性的反思态势$ 如英国学者阿
兰,科比(D?+5 7̀8<4+提出数字现代主义'认为其
导致了某种反梦性%反讽升华%神话重构%真理

,&'%,



文艺理论研究!"$"" 年第 X 期

(真实+探索等追求2同时'数字化技术带来了显
性真实性%真实和设计的结合'文本接受者的参与
度极大地增强了$ 通过对电讯%光电技术与人文
主义关系的考察'法国学者保罗,维利里奥(L+B?
e787?7,+提出了"竞速学# ((8,1,?,K4+和"远程呈
现#(*63?,5K[8+5K3:83;3503+等理论'并将学术研
究的重心由前人的文学移到了影视和网络'而且
着重研究光电技术%远程视频和虚拟人工智能技
术与知觉及审美的关系$ 据他自称'其光速"远
程呈现# (*3?3:83;3503+理论建基于传统的"在场
形而上学#之上'同时又是对后者的超越$ 这是
从现代主义到"极度现代主义# (64:381,(3857;1'
"超现代主义#+及其对后者的超越的体现(h,65
D817*+K3&Y+$!

由此'一种新的审美文化元素和
范式产生了$ 如果从人类的文化艺术和感性结构
的角度去分析'这种新的审美现象或范式正是元
现代主义$

社会背景和自然环境的变化'带来了感性和
艺术的变化$ 生态系统最近三十年遭到了严重破
坏'经济%金融系统也日渐失控(前些年发生的两
房危机%最近大规模的 L"L事件%F" 严重超发
等'层出不穷+$ 对此'佛牟伦和埃克写道&

规划师和建筑师不断以环境 +绿
图,替代他们的环境+蓝图,!而新生代
的艺 术 家 也 日 渐 抛 弃 解 构' 并 置
$:+8+*+Q7;%和拼贴$ :+;*7063%这些美学
观念!转而更青睐重构'神话和中位
$1+*+Q7;% 这些美学#伦理学 $+3;*6[
3*670+?%范畴" 这些趋势和潮流再也不
能用后现代主义来解释了" 它们表达了
一种$通常伴有谨慎的%希望和$时常是
伪装的%真诚!暗示着另一种情感结构
和话语" $佛牟伦!埃克 ''%

这段话是理解两位荷兰学者关于元现代主义思想

的关键之处$ 在一种委婉的表述中'它体现了元
现代主义的微妙特征$ 后现代之后的"另一种现
代主义#的特点是"在典型的现代主义的担当精
神和后现代主义的超脱精神之间摇摆不定# (佛
牟伦!埃克 ''+'这种结构不是社会结构%政治
结构'而是一种"情感结构#或"感性结构#'即元
现代主义审美特征$

二" 元现代文论的话语策略

西文"13*+[#在希腊文和英文中'作为前缀'
有"带着00一起# "介于00之间# "在00之
后#"超越00#等多重意思'对应的中文为"元#$
在此基础上的元现代主义"从认识论上来说-带
着.现代和后现代的印迹'从本体论上来说-介
于.现代和后现代-之间.'而从历史角度来说又
在现代与后现代-之后.# (佛牟伦!埃克 ''+$
这就是元现代主义在当代文艺和审美中渐趋明显

的%带有主导性的感性结构的特征'而由于其处于
"现代与后现代 -之后.#'所以又具有超越性
特征$

在"后现代之后#'站在元现代主义立场来考
察艺术感性结构'决不能单一维度地进行'而要把
它置于当代文艺的多种趋势的相互联系中进行'
即如佛牟伦和埃克所说的 "其逻辑是块茎式
(867O,1+*70+的而非线性的'是开放的而非封闭
的#(佛牟伦!埃克 'W+$ 但元现代主义又强调
一种新信仰和新浪漫主义$ 这既是对福柯%德勒
兹%瓜塔里等后现代理论家的继承'又是对其理论
的反思和超越$

(一+ 元现代的"在00之后#是一个带有一
定反思性或超越性的表述方式$ 在经过了近现代
诸种人类的感觉结构形式所构成的文学艺术思潮

之后'人类在新的世纪之交又面临着新感觉结构
的变构$ 这种"在00之后#的感觉结构的理论
总结需要借鉴马克思所说的"人体解剖#与"猴体
解剖#的关系的学说来加以理解$ 马克思指出&
"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
产组织$ 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
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
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

/001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马
克思 &$Y+这一精辟论述及其方法论'有助于我
们透视当代情感结构和艺术结构的变化趋势$ 元
现代主义理论与方法正是如马克思"人体解剖#
式的关于"后现代之后#文化和审美心理结构的
理论$

佛牟伦和埃克认为当代社会%审美和艺术面
临着一个"历史的终结#和"艺术的终结#之后如
何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问题$ 拼贴的和并置的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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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现代主义&"后现代之后#的文论之思

代盛期已经过去了$ 许多理论家都宣布了后现代
主义的衰退乃至死亡$ 有人认为是气候变化或金
融危机所致'有人认为是恐怖袭击所致'还有人认
为是数字革命%互联网带来的转变$ 这是从文化
的外部环境条件来看的$ 从文化演变的内部来观
察'有人认为整个后现代主义的衰微是渐渐发生
的'"如市场对批评的吸纳%大众文化对-延异.
((7)){8+503+的整合等$ 然而还有人指出了从全
球后殖民主义到酷儿理论的身份政治这样的不同

理论模式#$ (佛牟伦!埃克 'W+加拿大理论家
琳达,哈琴在)后现代主义的政治*中就是这么
认为的& 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一样'"后 后现

代主 义 同 样 需 要 一 个 自 己 的 新 标 签 #
(HB*063,5 &Y&+$ 这个"新标签#属于 "& 世纪$
绕口令式的"后 后现代主义#尚需要一个能够表
征 "& 世纪的新标签'在随后数年里'有些学者提
出了一些新术语%新理论$ 元现代主义是其中最
具新质和超越性维度的术语及理论$

(二+ 元现代有"带着00一起#的现代性特
征$ 元现代不是孤芳自赏%钻牛角尖'而是有点与
人同乐%与民共欢的意味$ 在阿兰,科比看来'后
现代主义导致了一种自闭症愈演愈烈的趋势$ 元
现代主义虽然看重自我空间和隐私的重要性'但
却很注意同外界打交道'不再仅仅盯着电子媒介'
施展自己的微感觉%小情趣%小确幸'而是勇于探
索外界和内在世界'使人生重燃理想'重振当代人
集担当与洒脱%理想与现实追求的存在感$ 其中'
冷静的理性主义的策略同灵活智慧的人生享受结

合'既摆脱了单纯的享乐主义%哀怨的孤独症%病
态的自闭症'又不是漫无边际地冲浪网游%沉溺一
己之天地'而是借助于电子时代数字文本的特点'
来创构新文化%新艺术%新感性%新审美结构'并希
图带来新的理想世界$ 电子游戏玩家往往借助于
朋友圈来共同完成一项项电玩赛事2网络小说中
出现接龙%超链接%超文本小说'那是很多人共同
完成或延续的多媒体小说创作(游戏+2对于体育
赛事的观赏也往往在赛场%酒吧%咖啡吧%社团园
地等公共场合进行'以便大家共享快乐和分解烦
恼2驴友团借助于电子交际工具快捷地完成集合%
亲自体验和探幽访胜00此类文化%艺术活动呈
现出一种相互勾连的网状关系'体现了元现代美
学追求带着大家一起共创共赏共赢的新境界$

(三+ "在00之间#即在两种文化艺术%审

美元素或特点之间地带的游动'是元现代文化艺
术和感性结构的另一突出特征$ 元现代文论既继
承了互主体性的"间性#思维'又具有善于吸纳%
包容而取各种现代性之长的思维特点$ 它摇摆于
不同的现代性(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之间'甚
至吸收了部分前现代性的某些具有根基性和生命

力的因素'从而构成了"既00又00#的思维模
式$ 它既有序又无序'既敢于担当牺牲又洒脱空
灵'既重视空间营构又珍惜时间绵延'既热情又冷
酷'既诚挚又伪饰'既严肃认真又反讽戏仿'"皆
是又皆非#00它并非在一个文本或作品中只有
单一的维度或特点'而是在一个文本或作品中拥
有诸多维度或特点$ 总之'它是一种超级的审美
张力结构'因而它充满了创造新文艺新感性结构
的新动能'但又时常反思这种新审美%新感性结构
本身$

(四+ 元现代的新时空观$ 后现代之后的审
美倾向或情感结构'与当代新科技关系密切$ 阿
兰,科比的数字现代主义就带有技术先决论的话
语特点'如文本的数字化带来一种新的文本性'其
特征是趋前性%随意性%易逝性以及多个匿名合作
者的著作权关系等( 7̀8<4&+$ 塞缪斯的自动现
代主义预设了在技术上的"自动化# (+B*,1+*7,5+
和人类 "自主性# (+B*,5,14+之间的相互关系
(G+1B3?;"&-+$ 自动现代主义实际上是在"后
现代主义之后#的"文化%技术和教育#的发展动
向$ 伯瑞奥德提出"变现代主义#'其特征是"怪
异的#(=378(+'拐弯抹角'躲闪不定'是"现代主义
和后殖民主义的合成# (2,B887+B( &"+$ 这种合
成性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 +时间异质性
( 63*38,068,5707*4+ 和 " 群 岛 地 理 性 #
(+8067:3?+K8+:64+2("+ "全球化感觉# (K?,<+?7O3(
:3803:*7,5+和游牧性(5,1+(7;1+2(#+对他者性的
吸纳和(或+肯认以及对其他地方的开发利用(佛
牟伦!埃克 'Y+$ 这种时空观已经彻底打破了
传统的时空观'带来了审美活动和文化艺术的异
时空%网状化%立体化%游牧性%网瘾患者(可理解
为数字化电子网络文化导致的独特的时代病症+
的时空观$ 而现代主义的精神分析的深度模式与
后现代主义的种族%性别%阶级和区域解构式分析
渐趋失效$ 变现代主义"全球化感觉#的理论非
常接近元现代主义'但仍带有后现代主义的影子
或尾巴$ 佛牟伦等认为伯瑞奥德把形式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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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成了结构的多样性'还没有真正揭示出千禧年
感性结构的新变化$ 因此'佛牟伦等把这种复杂
的立体的结构关系谓之现代主义的正极和后现代

主义的负极的紧张关系'而这构成为元现代主义
(e3813B?35 +5( DMM38& &X+$ 元现代主义使西
方陷入话语困境而不能自拔的"后后现代主义#
思维方式'出现了新的转机$

三" 非托邦的中位! 元现代文论的思维方法

元现代主义的三个特点"在00之后# "带
着00一起# "介于00之间#'恰恰就是其在社
会%文化%艺术和感性等方面所追求的亚里士多德
"中道#观的当代回声2而那种韧性%朦胧又轻松
的状态'又可与中国先秦儒家的"中和#思想有某
种程度的同构$ 以此'东西方在元现代论题上可
以取得很多的共识$

(一+ "非托邦的中位#&"绿图#取代"蓝图#'
即维护一种不偏执的精神自由'也就是构造一种
新的审美状态$ 这种不走极端的文化艺术和情感
结构的绿图(而非蓝图+'是一种维护和保持自然
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的温和思想'佛牟伦和
埃克称之为"非托邦的中位# (+[*,:7013*+Q7;+$
元现代主义之所以能够采取这种思维方式和论证

方式'是人类艺术和审美探索过程的经验教训使
然$ "从认识论角度来看'如果现代和后现代都
与黑格尔的积极理想主义有关'那么元现代则与
康德的-消极.理想主义是盟友关系$ 归根结底'
康德的历史哲学也可以被最恰当地概括为一种

-仿佛00一样(+;[7)+.的思想$#(佛牟伦!埃克
W$+"元现代与康德的-消极.理想主义是盟友关
系#这一看法具有强韧的话语张力$ "& 世纪之
初'文化艺术和感性结构已从黑格尔的"积极#理
想主义转到了康德的"消极#理想主义'但这不是
倒退'而恰恰是一种力量的积淀'一种回望和尊重
传统'谨慎地展望未来'同时活在当下的生活和审
美的现象学态度$

从本体论上来看!元现代摇摆在现
代和后现代之间!摇摆在现代主义的热
情和后现代主义的反讽之间!摇摆在希
望和抑郁'天真和世故'同情和冷漠'同
一和多元'整体和碎片'纯粹和含混之

间" 事实上!通过前后来回的摇摆!元现
代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充当了调解员"
())*每当元现代主义的热情摆向现
代主义的狂热之时!引力便把它拉向后
现代主义的反讽0一旦它的反讽要投向
冷漠!引力便再度把它拉回热情" $佛
牟伦!埃克 W$%

作为一个经历了现代和后现代的调解员'元现代
需要把握一个度& 恰切适度$ 在笔者看来'这与
中国古代圣人孔孟的"中庸# (晁乐红 &W!"'+%
老子的"玄同#%庄子的"游刃有余#等思想有相通
之处$ 当然'元现代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的摇摆
所带来的"在00之间#的"中间地带#或"中位
性#远远超越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朴素辩证法思
维$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 "中道 #
(13;,*33;+观则认为& (&+中道是理性和欲望的
契合2("+中道意味着德性与规范相统一2(#+中
道预示着众人之治好于个人之治$ (晁乐红
Y-!&$&+儒家的"中庸#思想和亚里士多德的"中
道#观都强调了在人生%人性%社会和政治等领域
不可偏执一端$ 中国当代美学家李泽厚晚年从
"义#(李译解为英文",<?7K+*7,5#+出发'释"义#
为"宜#'而"义# "理#都根源于"情#'"情#乃情
况%情境%情感%情势等(李泽厚 &-$+$ 由是'他
提出"情本体#既是"情感本体#'又是根据"情
境#审时度势'所以他把马克思%儒家"中庸之道#
与自己的历史经验相结合'发挥"度的艺术#'来
完成 "普世价值#的建构任务 (李泽厚 &-" +$
"度#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

一种动态性的结构比例!它随时空
环境而变!并非一味地永恒地是中间'平
和'不偏不倚!那恰恰不是+度," 一时
的偏激!从整体来看!可以是一种+度,"
经验告诉我们!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无
以矫枉" 但又不是凡矫枉必须过正!需
视情况而定!这才是+度的艺术, $李泽
厚 &-&#&-"%"

对"度#的把控恰到好处'才能达到艺术的%美的
境界$ 这可谓李泽厚对自己一生哲学美学思想的
高度概括'而且无形当中具有了元现代主义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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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为何东西方的先哲和当今最著名的哲学家都
在提出或阐释这个"中间地带# "中位#及"度为
美#的命题5 吸纳或借鉴前现代的思想成果特别
是思维方式'是元现代主义的应有之义$

(二+ "皆是 皆非#的状况和新时空观$ 佛
牟伦和埃克把元现代的产生解释为在现代和后现

代各种对位之间的某种摇摆'可以避免狂热和冷
漠$ 它是在富有精神深度的现代主义的热情和富
有张力的后现代主义的反讽之间游牧'一如那自
然河流般在弯弯曲曲的流淌中穿过无垠的草原和

森林'这是一种"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即"皆是
皆非# (<,*6[537*638+状态$ 元现代文论观认为'
现代主义具有乌托邦并和(B*,:70;45*+Q7;+以及时
间上隐在的秩序'后现代主义具有恶托邦并置
((4;*,:70:+8+*+Q7;+以及空间上无序的展示方式'
而元现代主义则具有"非托邦的中位#$ "非托邦
的中位#概念意在说明这种"在00之间#"皆是
皆非#的状况和新时空观&"用没有未来的未来在
场(+)B*B83:83;3503*6+*7;)B*B83?3;;+替换了当下
的参数特征2它还用没有空间的超现实空间的疆
界替换了我们的空间疆域$#(佛牟伦!埃克 W#+
这种状况与当今科技发展有关'电讯技术用"远
程呈现#把空间压缩$ 其实'这种追逐亦难以避
免人类所具有的某种悖论性困境'原因就在于此
在的有限性和精神的无限性之间%人的渺小和精
神的浩大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 而"非托邦
的中位#强调了元现代所处的两难处境'即"现代
主义对感觉的渴望和后现代主义对这种感觉的全

然怀疑#之间的境地(佛牟伦!埃克 W&+'它并不
祈求再去建构一个乌托邦式的纯粹的%全权的未
来社会和文化艺术乐园'而是培养具有张力和韧
性%包容而又开放的审美或感性结构'以安抚那些
徘徊在信仰上帝和怀疑上帝之间的人们'安抚那
些徘徊在有家和无家可归之间的人们$ 如何安置
这些丧失家园又处于寻觅中的人们的灵魂5 这就
要在反讽和热情(真诚或严肃+之间'寻求爱默生
(E+?:6 V138;,5+所说的"疏远的尊严# (+?735+*3(
1+N3;*4+(佛牟伦!埃克 W&+$ 近二十年来'欧美
出现了艺术创作的新动向'即带有"在00之间#
的斑斓色彩'依靠某种"中间地带#或"间性#张力
而引人观赏并产生遐想'如坦扎,瓦格纳(f+5N+
U+K538+美术馆一次展览的开幕式说明词&"本次
参展作品既表达了热情也传达了反讽$ 它们游戏

于希望和犹豫之间'摇摆于知识与无知%同情与冷
漠%整体与碎片%纯粹与含混之间'/001寻找着
真理但又不打算找到它$#(佛牟伦!埃克 W"+这
种摇摆性或"间性#试图勾连本是对立两极的文
化和审美因素'并试图使之在整合过程中形成一
种新的协调物'生成新的文本$ 这种新形态的文
化艺术及其感性结构就是元现代主义$

(三+ "元现代的希望#& 从欧洲扩展至美洲$
元现代主义作为在欧美及其他地区正在发展的文

化艺术和情感结构的理论言说'已经在更为广泛
的领域拓展$ 莱菲尔提出的"元现代的希望#针
对的是关涉到其社会根基的自由主义'作为公众
的一个中心主题'统合了美国的左右两派2在这一
过程中'还结合了 &Y 世纪美国基督教改革的影
响'到 "$ 世纪中期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新教自由主
义社会$ 在一个人们普遍地厌倦和疏离政治的时
代'"元现代的希望对一个陷入困境的自由社会#
具有重要意义(J3))3?#Y+$ 莱菲尔特别关注后
政治%后 后现代的情感的建构$ 后政治%后 后现

代带来了一种新兴的情感'并伴随着新的希望'即
"元现代希望#$ 元现代主义的美国基石主要是
与基督教结合在一起的自由主义'它不是狭义的'
而是超越了左右翼和种族的深刻而普遍的学说$
欧洲马克思主义到了美国则变成了主张新感性的

马尔库塞的现代主义哲学思想'以及同样主张新
感性的苏珊,桑塔格的后现代主义$ 感性解放'
或者说解放"自由的感性#成了美国人的一种使
命'一种建基于个体自由基础上的自由的"社会
想象#'即使那些传教士也须跟上这个新大陆改
革了的新教自由主义步伐$ 莱菲尔认为'自由的
感性'即基于自由之基础上的感觉和情感'构成了
一种美洲所独具的 "情感结构#或 "文化感性#
(J3))3?X$+$ 这种美国式的情感结构有两个显
著特点& 首先是个人自由'即优先考虑个人独立%
个人尊严% 自主和良心自由2 其次是慷慨
(?7<38+?7*4+$ 这也是一种开放%庄重和伟大的心
境(1,,(+'甚至可以称之为"优雅# (K8+03+$ 它
和自由(?7<38*4+有着共同的词根和词源$ 慷慨不
仅仅是物质方面的大方'更多的是精神的包容%宽
容'能够容忍不同的意见和主张'公正%平等能够
真正建立在自由的个人和联邦的公共利益之基础

上$ 上述两个特征可谓以赛亚,柏林提出的消极
自由和积极自由的体现'共筑起能够激发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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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潜能'从而使个体生命发挥到最大化的保证$
反映在美国社会和文化生活中'就是自由主义的
个人主义和社群主义的传统$ 莱菲尔在讨论自由
与政治%经济%宗教%伦理之关系的时候'看到了与
这些显在因素相伴的潜在因素是情感%情绪%心
境'也即文艺和审美具有形塑自由主义价值的重
要性$ 左翼和右翼都有自己的价值和利益主张'
但莱菲尔发现不能让撕裂的力量增强'一方面在
自由主义旗帜下弥合分歧'另一方面提出尽量在
社会实践中保持左右平衡(J3))3?X"+$ 在情感
维度上'莱菲尔运用"中线# (035*38?753+概念'也
运用佛牟伦%埃克的"中位# (13*+Q7;+"

概念进行

分析$ 显然两者含义相近'莱菲尔赋予"中位#
"超越的#意义'并"在两极之间摇摆#增加了"希
望两者都丰富#之意'以创造更好的局势$ 因为
自由主义是在和基督教结合的实践中产生%发展
的'在摇摆当中有时难免会有偏差'从而使人们产
生了一种新的情绪'形塑了一种新的感性结构$
这是一种"后政治自由主义#所带来的感性结构$

在莱菲尔看来'正是在这种社会政治背景下'
在后政治自由主义中位本能刺激下'后 后现代气

氛愈来愈浓厚$ 在众多新理论中'最能体现和概
括这种新的文艺和审美感性结构的新理论还是元

现代主义'因为它"寻求一种调和想象的对立之
间的关系'包括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对立#
(J3))3?XY+$ 元现代主义的出现有利于缓解社
会层面和个体精神层面的冲突和紧张状态$ 莱菲
尔还在佛牟伦等人的基础上列举了更多元现代既

对立又联系的文化层面的特质'如反讽和真诚%利
己和同情%竞争和利他2社会层面的特质'如我们
和他者%超脱和承诺%地方和全球$ 由此而来的
"元现代主义心境就意味着有辨别力地肯定过
去%为未来承担道德责任#(J3))3?XY+$ 因此'元
现代的希望就在于弥合过度多元主义的冲突和矛

盾'找到它们的共同性$ 与佛牟伦和埃克的观点
相比'莱菲尔的元现代观点更加乐观'更具稳定性
和更多及物性'他提出的"元现代希望的种子#与
"后现代绝望的种子#都存在于当前感性的土壤
中$ 在他的论述中'佛牟伦和埃克的幻象被他自
己重构未来的具体绿图%实施路径所取代$ 莱菲
尔认同以下观点& 其一'新兴的元现代感性更容
易与我们拥有一个真实的自我%灵魂相结合'能够
为社会规范和人类的团结而奋斗2其二'它更容易

接受过去的连续性'而非期待与之彻底决裂'尤其
是在涉及我们拥有自由价值的积淀及其精神的影

响方面2其三'它与新的宏大叙事的建构定位一
致2其四'它重燃理想主义或新浪漫主义$ 尤其是
年轻的千禧一代人对两极对立的冲突不感兴趣'
而更倾向于拥抱"中位#所带来的温和的生活感
性(J3))3?XY X-+$ 通过重视变革文化和艺术
来演示和强化新感性(包括情绪%直觉%感觉%情
感%想象%幻想%叙事能力等+'以适应社会政治经
济的变革'协调硬件和软件的文化因素$ 受到元
现代主义理论的影响'欧美的艺术策展人和艺术
家也纷纷发出"元现代主义艺术宣言#'发起"元
现代主义艺术思潮# (fB8538+$ 西方文论同文艺
实践在"元现代主义#的大纛下'正呈现出一种深
刻的交汇和融合的趋势$

结8语

元现代主义这一概念较之其他后现代主义之

后的术语标签'至少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优点$
第一'从"元#以及"元现代(性+#的角度所提炼
出的"元现代主义#是一个非常富有张力和包容
性的概念$ 因为面对日益复杂的当代文艺结构%
情感(感性+结构'原有的各种话语%概念%理论和
方法大都过时了'而元现代性所具有的涵盖力能
够保证元现代主义理论的概念自洽'能够有效地
阐释当代文艺和感性结构的新特点%新现象%新问
题$ 第二'元现代主义是吸收了西方的理论资源
而创立的'而其开放的理论姿态也有利于中国学
者吸收本土资源来丰富和发展这一理论话语'在
同中国既有文论的结合上大有前景$ 第三'元现
代主义对人类文明怀抱一种新真诚'重燃一种新
希望$ 当然'这种真诚是程序化的'希望是谨慎
的'但对人类文化和文明抱持着审慎的乐观'并试
图从人类既有的各种文艺和感性表达方式中汲取

营养'这些都为文论甚或文化建设提供了新的信
心和根基$

元现代主义是欧美理论界为了应对西方"后
现代之后#在文艺和感性结构中的新变化而提出
的新理论%新方法$ 诸多的理论家%批评家%艺术
家都在新千禧年前后开始思考如何克服已经失效

了的后现代理论及方法$ 而元现代主义文论正逢
其时'极有针对性和策略性地出现在世界的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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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审美领域$ 其理论发展态势强劲'正由欧美国
家扩展至中国%日本%俄罗斯%印度%东南亚%西亚
等国家和地区$ 可以预测'这一关于文化艺术的
新理论和新的文艺创作实践相结合的趋势会愈演

愈烈'从而将在更广的范围%更大的程度上推动一
股"元现代主义#文论和文艺新思潮的到来$

注释%:0#%)&

! 关于保罗,维利里奥的资料'系硕士生王钰萍提供$
" "中位#(13*+Q7;+概念出自佛牟伦和埃克)元现代主义
札记*一文$ 元现代理论用此旨在表达一种"在00之
间#的"中间立场或状态#$ "中位#及其变体词(13*+Q4+
在柏拉图)会饮篇*中通过女祭司而被定义为"中间物#
(75[<3*=335+或"中间地带#(17((?3K8,B5(+$

引用作品%;0*<)="#%1&

D817*+K3Ih,65I3(/+$31W'%'1',;<%,:0,&"%('/:),ICL"%D
:,&"%('/: $(& O"C,(&/J,5(,5CG+K3LB<?70+*7,5;I
"$$$/!

2,B887+B(Ig70,?+;I3(/J1)"%:,&"%(;A$)"A%'"(($1\RR[/
J,5(,5Cf+*3LB<?7;675KI"$$-/

晁乐红& )中庸与中道& 先秦儒家与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
比较研究*$ 北京& 人民出版社'"$&$ 年$

]>6+,IJ36,5K/A*"F,4)%'(",-)*"0"$( $(& )*"F,4)%'(",-
)*"0"/,)""/; J K,:L$%$)'M"?)3&C ,-)*"9)*'4$1
A*,3#*)/,-K,(-34'$('/: '( )*"+%"Dd'( +"%',& $(&
J%'/),)1"/237N75KCL3,:?3k;LB<?7;675KH,B;3I"$&$/c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 南京& 译林
出版社'"$$$ 年$

]S7((35;ID5*6,54/A*"K,(/"j3"(4"/,-0,&"%(')C/f8+5;/
f7+5 H3/g+5N75KCP7?75 L83;;I"$$$/c

伊哈布,哈桑& )后现代转向& 后现代理论与文化论文
集*'刘象愚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年$

]H+;;+5IA6+</A*"+,/):,&"%( A3%(;9//$C/,( +,/):,&"%(
A*",%C$(& K31)3%"/f8+5;/J7B i7+5K4B/G6+5K6+7C
G6+5K6+7L3,:?3k;LB<?7;675KH,B;3I"$&%/c

HB*063,5IJ75(+/A*"+,1')'4/,-+,/):,&"%('/:/J,5(,5 +5(
g3=P,8MCE,B*?3(K3I"$$"/

7̀8<4I D?+5/ F'#':,&"%('/:; I,@ S"@ A"4*(,1,#'"/
F'/:$()1")*"+,/):,&"%( $(& !"4,(-'#3%".3%K31)3%"/
J,5(,5 +5( g3=P,8MC>,5*75BB1I"$$-/

J3))3?I S83K,84/ f̂63 F7;;7,?,K4 ,)f8,B<?3C J7<38+?
d7;0,5*35*+5( F3*+1,(385 H,:3C"$&' L83;7(35*7+?

D((83;;/a0'//',1,#C;J( E()"%($)',($1!"M'"@ X%b&
r"$&WsC#Y %%/

李泽厚& )伦理学纲要*$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 年$

]J7Iu36,B/J( .3)1'(",-9)*'4//237N75KCL3,:?3k;d+7?4
L83;;I"$&$/c

卡尔,马克思& )3政治经济学批判4导言*')马克思恩格
斯选集*第 "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W"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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