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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学科#翻译$"拉图尔与文学研究的对话

刘5英

摘5要"布鲁诺1拉图尔是科学技术研究!O>O#的领军人物$也是行动者网络理论!LR>#的主要代表% 从其 )$ 世纪后期
对科学的民族志研究$到 )% 世纪对社会学的改造)对生态学的重置$拉图尔征用一切可获得的资源和工具$操演一次次
的&思想实验'$而文学恰是拉图尔最为倚重和青睐的资源之一% 无论是以文学作品作为论述例证$还是以文学形式作为
论证方式$抑或以文学理论作为概念框架$拉图尔都在实践着他所倡导的超越文学与科学)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对立的
理念$为文学研究跨学科&翻译'拉图尔理论提供了可能)启发和示范$同时$拉图尔对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持续更新也为文
学研究开辟了新径$表现在"重置文学社会学)探究文学的&存在模式')兼顾文学的独特性和社会性$彰显文学在人类世
时代的能动性%
关键词"拉图尔(5行动者网络理论(5文学社会学(5人类世
作者简介"刘英$文学博士$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及西方批评理论研究% 通讯地址"天津市南开
区卫津路 #" 号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 电子邮箱"$$)%)#qC/C./8b2F:b4C%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美国
文学地理的文史考证与学科建构',项目编号"%&dUL%#!-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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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当代法国哲学家)人类学家布鲁诺3拉图尔
'+,:C-=/0-:,( 是科学技术研究 ' O482C42/CF
>241C-;-A\O0:F823! O>O(的领军人物!也是行动者

网络理论'L40-,iR20h-,. >12-,\! LR>(的主要代
表+ 拉图尔理论在世界范围产生重大影响!也引
起中国学者的热烈关注+ -自然辩证法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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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学科"翻译&*拉图尔与文学研究的对话

)$)$ 年第 % 期以"拉图尔在中国*问题与挑战&为
专题对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技术哲学和政
治生态学进行了梳理和辨析!此外!中外学者还就
拉图尔理论在计算社会科学 '王成军 %)),
%'%()新闻传播学'肖鳕桐5方洁 ##,%%(()翻
译学'邢杰5黎壹平5张其帆 )(,'&(等领域的
运用展开了深入探讨+ 显然!拉图尔理论不仅实
现了跨国旅行!也被跨学科"翻译&到其他领域+

拉图尔在文学研究领域的接受和影响如何1
虽然对此进行的专门研究尚为鲜见!%

但文学批

评领域方兴未艾的动物研究)物转向和后人类研
究!其理论前提都基于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的相
互交织和相互依赖!与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的
密切关联在王炳均的-人与物关系的演变.)张进
的-新世纪文论*从文本间性到事物间性.等论文
中均有所提及+ 此外!芮塔3菲尔斯基 'T80/
J2;3.8(提出的"后批判阅读&'7-304,8084/;,2/F8CA(
作为文学批评的新范式!也直接受益于拉图尔理
论的启发'J2;3.8! !/./'+%)(!但汉松对此作出深
刻的辨析'但汉松 !#(+ 基于菲尔斯基的"后批
判&!何成洲将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运用到跨
文化戏剧研究!提出注重生成性和操演性的跨文
化戏剧新理念'何成洲 ),%"(+

上述研究表明!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正逐
渐渗透到文学研究的方方面面+ 鉴于拉图尔思想
对文学研究的影响不容小觑!有必要对文学研究
与拉图尔理论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梳理和探究+
为此!本文将从以下问题出发展开思考*拉图尔思
想被"翻译&到文学研究的契机和基础是什么1
拉图尔对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持续更新如何助力文

学研究方法创新1 文学研究是仅单方面借鉴拉图
尔理论!抑或能反哺拉图尔理论并与之产生对话1
本文围绕上述问题展开讨论!梳理文学研究对拉
图尔思想的接受轨迹!探索拉图尔思想与文学研
究联姻的可能路径!发现拉图尔思想对文学研究
的有益启发!展示文学研究对拉图尔理论的延伸
和拓展!彰显思想旅行和跨学科"翻译&的潜力和
意义+

一! 从拒斥到拥抱"当文学研究遇见拉图尔

拉图尔的科学社会学研究与基于文本和阐释

的文学研究之间乍看相去甚远!两者也的确未能

一见钟情+ 在拉图尔学术生涯的早期阶段!文学
研究正从 )$ 世纪 ($ 年代的理论建构转向 )$ 世
纪 #$ 年代的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聚焦种族)性
别)阶级等其他社会政治议题!但拉图尔的-实验
室生活*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 ' !-B*(-'*(7!/H"*
'$"F*3/-4L*9+'(13'/*9 *HF3/"9'/H/3V-3'+()-科学在
行动.'F3/"93"/9 G3'/*9(等论著与同时期文学研
究所关注的话题关联甚微!加之他对科学的偏重!
因此被文学研究学者视为"元理论&而漠视和回
避+ 当时唯一的例外是"文学与科学协会&主办
的杂志-构型. 'L*9H/51(-'/*9+(+ 在该杂志 %##'
年刊登的一篇拉图尔访谈中!拉图尔首次发起对
"批判&'4,8089:2(的批判'Z,/hD-,F )&&(+

文学研究与拉图尔之间关系的转折点是 )$
世纪末期发生的"索卡尔事件& '012O-./;LDD/8,(
及其引发的科学大论战!这场论战不仅促进了人
文与科学之间的碰撞和交流!也使文学研究对拉
图尔的态度发生了逆转+ 由于拉图尔主张超越科
学与文学的二元对立!他"有幸&被归入德里达
'I/49:23U2,,8F/(等后现代阵营!拉图尔的行动者
网络理论也终于摆脱了"元理论&的标签+ )% 世
纪千禧年之交!弗兰克3莫莱蒂'J,/C4-K-,2008(
发表论文-对世界文学的猜想.!首提基于大数据
的"远读&概念'F830/C0,2/F8CA( 'K-,2008*&(!开
启了关于数字化时代文学研究未来的热烈讨论+
随着这种背景的变化!文学研究开始正面思考拉
图尔理论的积极意义!欲以之证明人文研究从不
畏惧和拒绝科学技术!而是具有拥抱科技的宽阔
胸怀和创造性利用科技的卓越能力+

近年来!拉图尔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地位发生
了显著变化!重要标志是国际权威期刊-新文学
史.'<"J!/'"(-(7>/+'*(7(在 )$%& 年发专刊探讨
拉图尔与人文学科的关联+ 引起这一重大改变的
契机源于人文学科自感危机重重!并认为拉图尔
理论为其走出困境提供了两种可能*一是为文学
研究提供科技平台!二是为文学研究超越"批判&
阅读模式提供了替代出路+ 首先!维特莫尔
'K841/2;N806-,2(在-拉图尔)数字人文和知识的
分立王国.中指出人文学科的衰落!是学科分立
所致+ 在人文学科陷入危机恐慌之时!拉图尔适
时出场'N806-,2'*'(+ 正如莎士比亚笔下的肯
特面对年迈的李尔王和四分五裂的王国!拉图尔
面对学科的分立!提出了 "合成主义宣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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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理论研究5)$)' 年第 ) 期

'=/0-:,! "K/C8D230-& "!%,"#$(!倡导跨学科的
知识生产+ 人文研究从拉图尔理论中获得如下启
示*既要保持人文学科独特的研究方法!也应积极
吸纳自然科学!方能使文学研究保持不断发展的
活力!摆脱学科危机焦虑的困扰+ 同时!维特莫尔
利用算法分析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文字规律!证明
科技和数学非但没有抑制文学研究的奇思妙想!
反倒使人文学科焕发一新+

其次!菲尔斯基在-批判的界限. '#$"!/./'+
*HL(/'/01"(中指出!"面对艺术和人文学科的价值
日益遭到质疑!对人文学科最有力的捍卫不是强
调学者们一直引以为傲的/批判0和否定姿态!而
是表达积极性)建设性的人文思想& 'J2;3.8!
!/./'+%(&(+ 菲尔斯基对将"批判&作为文学阐
释唯一信条的质疑!受启发于拉图尔在 )$$" 年发
表的论文-为什么批判耗尽了动力1.'"N1\Y/3
Z,8089:2T:C -:0-DO02/61&(+ 该论文与拉图尔在
)$ 世纪 #$ 年代提出的"对批判的批判&思想一脉
相承!只是文学研究在二十年后才领悟到这一思
想的理论价值+ 而在这二十年间!批判性阅读和
怀疑阐释学'12,62C2:0843-D3:37848-C(长期垄断
文学研究!直到拉图尔向"批判&发起批判!才使
文学研究深刻认识到*怀疑阐释学仅仅是文学研
究众多方法中的一条路径!而非文学研究的天赋
使命+ 在此之后!主张文学研究超越"批判&模式
的呼声日渐高涨!弗兰克3莫莱蒂)夏农3马库斯
'O1/,-C K/,4:3()史蒂文3贝斯特'O02712C +230(
等纷纷对"批判&模式进行重新评价!并规划"后
批判&的种种路径!其中!菲尔斯基提出的"后批
判阅读&将读者和文本视为产生意义的共同行动
者!视阐释为行动者之间的共同生产 'J2;3.8!
!/./'+%!"(!在将拉图尔 LR>理论"翻译&到文
学研究方面起到了示范作用+

回顾文学研究与拉图尔一同走过的四十年里

程!经历了从有意回避到尝试借用!再到积极采纳
的转变!见证了文学研究和拉图尔理论的共同成
长+ 在这四十年间!面对新现象和新问题的出现!
拉图尔的理论也在不断自我反思)超越和发展+
)$$* 年出版的-重组社会*行动者网络理论导论.
'N"-++".B4/95 '$"F*3/-4* G9 D9'(*,13'/*9 '*G3'*(Q
<"'J*(PQ#$"*(7(不仅对"社会&进行了重新定义!
也对LR>理论进行了补充完善!)$%' 年的-存在
模式探究*现代人的人类学. 'G9 D901/(7D9'*

6*,"+*H;E/+'"93"* G9 G9'$(*)*4*57*H'$"6*,"(9+(
对LR>理论进行了定性分析和重要修正2)$%! 年
的-面对盖娅*新气候政体八讲. 'V-3/95 h-/-*
;/5$'!"3'1("+*9 '$"<"JL4/.-'/3N"5/."(通过启
用盖娅形象拓展LR>理论!展开对人类世问题的
思考+ 那么!这三部论著为文学研究带来了哪些
新视角1 文学研究能从中汲取怎样的灵感1 获得
怎样的启发1 下文将依次对此进行探讨+

二! 重置文学社会学

詹姆斯3恩格里希'I/623JbHCA;831(在论
文-文学社会学之后的文学社会学.中指出!如果
以往的文学社会学主要指雷蒙德3威廉姆斯
'T/\6-CF N8;;8/63(和布迪厄']82,,2+-:,F82:(等
学人的著述!那么!如今"更没有必要指定一个独
特的学派或方法称其为/文学社会学0!因为许多
文学学者在基本意义上都是文学社会学家!无论
他们在已被命名和认可的子领域版图上位于何处

'后殖民研究)酷儿理论)新历史主义(!他们共同
的学科使命都是探讨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HCA;831 E888(+ 事实上!文学研究已经在整个学
科范围发生了社会学转向+ 然而!拉图尔的-重
组社会.不仅使社会学发生再一次转向!也引发
了文学社会学的又一次裂变+

在拉图尔之前!涂尔干'�68;2U:,.1286(将
"社会&定义为总体性的思想被文学研究领域广
泛接受*"总体性的概念本身就是社会概念的抽
象形式*整体即包括一切+&'U:,.1286 ""'(这段
论述被弗拉德里克3詹姆逊'J,2F,84I/623-C(用
作其鸿篇巨制-政治无意识*叙事作为社会象征
行为. '#$"8*4/'/3-4f93*9+3/*1+* <-((-'/C"-+-
F*3/-447F7.B*4/3G3'(的题词!足见涂尔干的社会
学在文学领域的影响和地位+ 此标题让我们一窥
该书要旨*文学是社会总体性的叙事象征行为!而
文学研究就相当于症候阅读+

但拉图尔的-重组社会.对詹姆逊所依据的
"社会&概念从根本上发起质疑*"什么是社会1
/社会的0是什么含义1 为什么有些活动被称为
具有社会的维度1 怎样证明社会因素在起作用1
什么时候一种社会学研究是好的研究1&'=/0-:,!
N"-++".B4/95 '$"F*3/-4'(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
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理论常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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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学科"翻译&*拉图尔与文学研究的对话

"社会&领域解释"非社会&领域!比如!虽然经济
按照自己的逻辑运行!但人们依然用"社会因素&
来解释某些经济行为!虽然心理学强调内心驱动!
但研究心理一般要考虑"社会影响&+ 这种将"非
社会&活动置于"社会背景&中进行阐释的社会理
论!运用到文学批评领域!便成为"将文本置于社
会背景&的阐释方法+

拉图尔对"社会&的理解与上述社会理论截
然不同*"社会&本身并不存在!社会只是异质元
素联结'/33-48/08-C3(的结果'=/0-:,! N"-++".B4/95
'$"F*3/-4*(+ 如果之前的社会学是"社会的社
会学&!拉图尔的社会学则是"联结的社会学&+
对于拉图尔来说!根本不存在一个区别于物质世
界或自然世界的社会世界!社会不是一个预先存
在的场景或容器!而是一直处于联结和聚合的过
程+ 菲尔斯基对此有精辟解析*"拉图尔所说的
社会是联结的行为和事实!是各种现象聚集一起
以创造聚合)关联和网络的过程+ 社会只存在于
它的实例中!以有时可预见)有时不可预测的方式
存在+ 在此过程中!思想)文本)意象)人)物等不
断组合)解绑!不断联结)解体+ 我们并不拥有俯
瞰社会秩序的全景视野*行动者网络理论不是让
我们像翱翔的雄鹰一样批判性地)超然地俯视下
面的芸芸众生!而是像蚂蚁一样跋涉!惊叹于隐藏
在茂密草叶中错综复杂的生态和各种各样的微生

物+&'J2;3.8! !/./'+%*! %*((在这种分析框架
下!"社会&不是用来解释其他行动的"因&!而是
行动者聚合)解散)再聚合过程的"果&+

如果传统社会理论因此受到巨大冲击!传统
的文学社会学自然也难以为继+ 如果社会不是先
于文学而存在的固定背景!那么!将文学文本置于
社会背景中的文学研究便失去意义2如果社会是
果而不是因!文学就不应被视为对物质世界的反
映或回应!文学批评的任务也不再是探讨社会及
其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影响!而是思考文学如何想
象社会和社会关系+ 在此逻辑的支配下!文学社
会学也理应再次转向+

那么!在拉图尔的框架下!新文学社会学如何
为之1 第一!文学社会学不再将文学作品视为社
会的镜像)指数或症候!而是将文学作为社会研究
的"思想实验&!拉图尔本人的研究为此作出了示
范+ 他的许多"思想实验&呈现出鲜明的小说性!
体现在丰满的人物)风趣的对话)复杂的矛盾冲

突)细致的场景描写等方面+ 在-重组社会.中!
拉图尔以美国作家理查德3鲍威尔斯'T841/,F
]-h2,3(的科幻小说-葛拉第 )b). 'h-4-'"- )M)(
为例!论证社会学取道文学的必要*"虚构小说通
过使用思想实验)或然历史和科学小说!将坚固物
变为流动状态!使其与人类的联系变得有意义+
社会学家需要向文学艺术学习很多+& '=/0-:,!
N"-++".B4/95 '$"F*3/-4()(此外!拉图尔的-存在
模式探究.第一章采用虚构小说的叙事手法!描
写一个虚拟人物'人类学家(在田野调查时遇到
一系列矛盾!这与英国作家弗吉尼亚3伍尔夫
'v8,A8C8/N--;D(的著名论著-一间自己的屋子.
'GN**.*HA9":+AJ9(有异曲同工之处+ 拉图尔
之所以热衷以小说方式进行论证并鼓励社会学家

密 切 关 注 " 小 说) 戏 剧) 电 影 & ' =/0-:,!
N"-++".B4/95 '$"F*3/-4*" **(!是因为文学通过
想象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场!为捕捉
那"看不见却摸得着)习以为常却又出人意料的
悖论式的&社会提供了线索')%(+ 因此!文学社
会学将文学文本视为理解社会现实和生产社会理

论的重要资源!探讨文学如何通过虚构社会性场
所凸显社会问题!引发读者对其进行思考!激发读
者对其进行探究+

第二!文学社会学可以采取"场所阅读& '3802
,2/F8CA(方法!即!识别出文学文本中的重要社会
性场所!聚焦人类与非人类在故事世界中的聚合
和互动'L;h-,01 %#(+ "场所阅读&由哈佛大学
大卫3奥尔沃思'U/E8F L;h-,01(提出!基于拉图
尔在-重组社会.中对"超市&等社会性场所的深
描+ 在"超市&中!主客体的对立被消解!超市货
架)商品包装和价签)称重工具等在顾客作出购买
决策的过程中发挥着行动者的作用!人与非人类
构成动态的行动者网络+ "小说家试图驯服/社
会0这头野兽的热情丝毫不亚于社会学家!花上
数小时的时间想象和构思我们称之为情节和对话

的社会互动情景!将其置于我们称之为场景的框
架中&'L;h-,1 %'(!从而促使读者对社会性进行
探究+ 例如!美国作家德里罗'U-C U2=8;;-(以其
敏锐的目光捕捉到"超市&等社会场所!并将其写
入经典小说-白噪音.'S$/'"<*/+"(中+ 虽然既有
研究从生态批评)科技伦理和消费主义等诸多方
面对该小说进行了丰富阐释!但拉图尔的-重组
社会.为此增添了新的视角+ 小说中的超市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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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是被动的叙事背景!而是拉图尔意义上的行
动者网络+ 主人公杰克在超市中环顾四周!首先
映入眼帘的是超市的标准化布局!但在其表面下
却存在着一种半自主的非人类行动者领域+ 德里
罗常常用短句来描写超市中涉及但不一定包括人

类主体参与的行动!比如"烘干机上甩干的牛仔
服&'U2=8;;-%((!或人类与非人类相互渗透的超
市广播+ 在-白噪音.的结尾处!"超市货架重新
布局&引起了"老年购物者的恐慌!他们惊慌失
措!走走停停!试图找到规律!发现逻辑& '')*(!
货架陈列布局的突然变化引起购物者如此剧烈的

情感反应!充分体现出非人类行动者的能动性+
-白噪音.中诸多此类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

场所!因由小说家德里罗的犀利慧眼!才能引起读
者的重视+ 在这个意义上!小说-白噪音.操演了
一场社会学"思想实验&!而"超市&等社会场所不
仅为文学家和社会学家提供了"思想实验&的平
台!也使交叉学科之间的对话成为可能+

三! 探究文学的#存在模式$

拉图尔的早期LR>理论是把双刃剑!其贡献
在于超越主体与客体)自然与文化)思想与物质的
二元对立!提出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不仅相互交
织相互依存!而且发挥的作用平等!但 LR>同等
对待一切行动者)将一切现象纳入行动者网络的
做法 也 时 被 学 界 诟 病 为 " 平 面 本 体 论 &
'U2;/CF/)((!被质疑有抹平行动者作用差异之
嫌!这也使 LR>理论作为文学研究方法陷入困
境+ 那么!拉图尔如何克服这一难题1 重整方向
后的LR>理论又为文学研究带来了哪些新的
洞见1

拉图尔的-存在模式探究.就是针对上述问
题交出的一份答卷+ 该书旨在对 LR>理论在推
广运用过程中出现的滥用和缺陷进行澄清和修

正!强调在关注联结的同时也必须重视差异!并提
出存在论的多元主义!将行动者网络'LR>(分为
%* 种"存在模式& '6-F2-D2a8302C42(+ 第一组*
再 生 产 ' TH] ,27,-F:408-C () 变 形 ' KH>
620/6-,71-32()习惯'Y/@ 1/@80(2第二组为准客
体' 9:/38i-@e240(*技术 '>HZ0241C-;-A\()虚构
'JWZD8408-C()指称'THJ,2D2,2C42(2第三组准主
体*政治']m=7-;80843()法律'=LN()宗教'TH=

,2;8A8-C(2第四组将准主体与准客体相连接*附着
'L>>/00/4162C0()组织'mTP-,A/C8X/08-C()道德
'KmT6-,/;80\(2第五组是元存在模式*网络'R20
C20h-,. () 介词 ' ]TH 7,27-3808-C () 双击 ' UZ
U-:@;24;84.(+ 上述 %* 种"存在模式&之间不可
还原!都有各自的轨道'0,/e240-,\(+

拉图尔之所以使用"存在模式&概念!是因为
他认识到*现代人常常使用场域 'D82;F()领域
'F-6/8C(等地图学比喻来界定科学)政治)法律)
经济等的研究范围!领域具有边界的内涵!因而每
个领域的学者被期望术有专攻!守住学科边界+
但人类学家在实际去作田野调查时却很快发现!
科学领域其实掺杂很多政治因素!而政治因素又
与法律因素交织'=/0-:,! D901/(7 )#(+ 拉图尔使
用"存在模式&的概念论述科学)法律)技术与文
学艺术之间的区别!其高明之处在于*"存在模
式&既能用来识别差异又能消除边界+

虽然拉图尔在该书中没有明确讨论文学或小

说!但他对"存在模式&的探究为我们把握文学存
在的方式提供了以下两点启发*第一!文学同时参
与了再生产'TH](与指称'THJ(两种基本模式+
再生产指的是这样一种存在模式!即!存在物"必
须通过坚持重复自己才能让自身的存在持久&
'=/0-:,! D901/(7 %$%(+ 换言之!文学文本不断地
向读者展现自我!反复诉说!与读者展开对话+ 同
时!文学邀请读者将其连接到指称之链'41/8C3-D
,2D2,2C42(!即知识生产的动态过程+ 第二!虚构
'JWZ(这种无法被二元论形而上学安置的存在物
获得了存在论地位+ 在拉图尔之前!"虚构&的价
值曾遭到三种方式的怀疑或遮蔽*%b从柏拉图到
清教徒!都将虚构'JWZ(视为谎言!割断了虚构与
真实的联系2)b认为虚构'JWZ(独属于美学领域!
剥夺了虚构与其他"存在模式&联结的可能2'b将
虚构'JWZ(视为幻想和头脑的产物!否认其作为
"存在模式&进行流通的能力+

拉图尔对"虚构存在&模式的阐述不仅颠覆
了以上三种谬说!而且为揭示文学的能动性提供
了五点新解*

第一!文学虽属于虚构存在模式!非但不与真
实对立!反倒能创造新的真实+ 拉图尔在该书第
九章-定位虚构存在.中强调*"/虚构存在0没有
将我们的注意力指向幻觉或错觉!而是指向被组
装 的) 一 致 的) 真 实 的 东 西+&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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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901/(7 )'(("组装的&不但可以是"真实的&!甚
至"拥有一种特别的真实!应当被珍视和尊重&
'=/0-:,! D901/(7 )'#(+ 威廉姆3沃纳'N8;;8/6
N/,C2,(在-真实与小说*拉图尔与虚构的用途.
中指出!英国小说研究史围绕"真实与虚构&的议
题展开的辩论历时已久!英国早期小说家为捍卫
小说的真实性!甚至采用书信体)自传等文类标识
以赢得读者对其真实性的信服!而拉图尔提出
"虚构存在&是参与真实的一种模式!为小说家摆
脱"真实&焦虑)结束"真实与虚构&之争提供了可
能'N/,C2,)!)(+ 在拉图尔的框架下!小说中的
文字)思想)形象和形式等行动者本身就是真实的
存在!因此!文学评论不必纠结于小说是否真实再
现了现实!而是应探究这些行动者如何创造了新
的真实+ 例如!柯南3道尔'L,01:,Z-C/C U-\;2(
的福尔摩斯'O12,;-4. Y-;623(探案小说不仅发明
了线索推理'4;:2,2/3-C8CA(!为读者提供了新的
阐释乐趣!而且塑造的侦探形象是如此鲜明生动)
独一无二的存在!至今只能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而伦敦贝克街 ))% 号每年收到的世界各地读者来
信!更是见证了这部描写虚构人物的虚构小说所
创造的跨越时空的真实+

第二!文学能够产生 "附着& '/00/4162C0(+
"附着&是拉图尔理论的重要术语!既是字面意义
也是一种比喻修辞!若置于文学语境中!前者指物
理附着!比如旅行时随身携带的一本小说!后者指
精神附着!表现为*文学是人生低谷时的支撑和陪
伴!是黑暗时刻的一道光2我们会为某个虚构人物
的命运而牵挂!为其祈祷!为其祝福2文学作品有
时会改变我们的世界观!对我们的影响甚至超过
了现实生活中的真人2我们所阅读的文学作品编
织了我们日常体验的肌理!形塑了我们存在的风
格+ 因此!菲尔斯基认为!阅读行为不仅是认知活
动!也是具身性的审美实践!让我们去感觉)感知
和参与!并且会修改或重新勾画我们的存在模式
和人生路线'J2;3.8! !/./'+%!&(+

第三!拉图尔的"虚构存在&是动态的生成!
超越审美边界与其他存在模式相互交叉!并产生
新的存在模式+ 同理!文学的力量和影响不仅常
常溢出"虚构存在&模式!而且能培养和酝酿其他
存在模式+ 当文学使读者与之发生共鸣共振时!
会将读者狂放的感情驯服或将其压抑的情感释放

从而使其发生改变'KH>(2文学会让读者感到被

召唤去不断超越自我'TH=(!或有助于使读者在
某方面达成共识从而成为社会变革的潜在施动者

']m=(!或能提升读者的道德意识'KmT(+
第四!文学具有"可供性& '/DD-,F/C42(!这意

味着文学的意义由文本和读者共同构成+ "可供
性&既不是主观的也不是客观的!而是来自人与
物的互动!正如一部厚厚字典的"可供性&!使它
可能成为学习语言的工具!也可能成为砸人的武
器!但无论如何不会让人当作行走的拐杖!这表示
"物&的自身属性具有力量和影响+ 据此!拉图尔
坚信文本也拥有自己的力量和影响*"是艺术作
品吸引了我们+ 如果作品确实需要被阐释!我们
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感觉能对它为所欲为+&
'=/0-:,! D901/(7 )"%(文学以我们不可预期的方
式吸引了我们!并将我们引向某种阐释和感知
路径+

第五!文学的独特性并不排除社会性!社会性
反倒是文学得以存在和延续的条件+ 文学需要读
者的关注和参与!否则很快就被遗忘+ 拉图尔以
地铁和叙事为例对此进行阐述*我们被一辆地铁
运走'4/,,\/h/\(与被一段优美的叙事迷住'4/,,\
/h/\(是两种不同的事情+ 区别不在于第一种
"带走&是真实的而第二种是虚假的!而是在于是
否需要关注!一旦那个被叙事吸引的人失去了对
叙事的牵挂和主动参与!叙事也随之消失了!而地
铁则不同+ '=/0-:,! D901/(7 )"( )"#(文学在塑
造我们的同时也依赖于我们投之以适当关注+ 这
种关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关注!而是一种特殊的
审美凝视!需要我们将先入之见暂时悬置和搁置!
为新事实和新关切点的出场创造时间和空间!这
是审美体验的魅力!也是文学研究的动力+

以上五点表明*无论是文学创造"真实&!还
是产生"附着&!引起"共振&!都凸显了文学自身
的力量和能动性!而文学的"可供性&和"社会性&
则突出了读者与文本)人与物之间互动的重要性+
如果拉图尔对社会学的重置!催生了"场所阅读&
等新文学社会学对"文学中的物与人&互动的关
注!那么!拉图尔对"虚构模式&的探究!则引发了
文学研究转向"文学作为物与人&的互动+ 这一
转向与同受拉图尔影响的提亚3德诺拉 '>8/
U2R-,/()安托万3亨尼恩'LC0-8C2Y2CC8-C(等艺
术社会学家提出的"新艺术社会学&不谋而合!甚
至互为印证!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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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关于艺术作品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都认
为二者构成相互影响的行动者联结+ 提亚3德诺
拉认为!拉图尔的共同生产概念为重新思考音乐
社会学提供了启发+ 传统音乐社会学的症结在于
将音乐与社会二元对立!而化解症结的途径则是
认识到"音乐与社会相互构成& 'U2R-,/%*%(!
或亨尼恩所谓的"音乐与社会之间的循环因果&
'Y2CC8-C %*'(+ 同样!菲尔斯基以拉图尔理论
为武器!直戳传统文学研究的要害,,,文本与语
境之间的"零和博弈& 'J2;3.8! !/./'+%&*(!并指
向文学研究的未来!即!超越文本与语境)语言与
世界的二元对立!关注文学与社会的联结和互动+

其二!关于文本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文本作
为行动者不能独立发挥作用!只有作为中介者在
与其他现象的关系中才能发挥能动性+ 德诺拉提
出的"音乐事件&分析模式!将音乐视为听众与文
本在具体情境中的互动过程!"这种作为物质的
音乐的特殊性!并非像以往一样孤立存在!而是存
在于与人的互动之中&'卢文超 %"'(+ 亨尼恩也
认为"音乐既是事件!也是事件的来临!在与公众
接触过程中不断发生转变!并依赖于公众的倾
听& 'Y2CC8-C )&((+ 因此!亨尼恩将音乐趣味
'0/302(视为一种活动和操演!在此过程中!音乐爱
好者不是接收者!也不是生产链的终端产品!而是
使音乐成为现实的起点'Y2CC8-C )&!(+ 针对文
学作品!菲尔斯基作出了相同的推论*文学作品从
来不是个体主义意义上的行动者!"如果文学作
品有所作为!也只是作为共同行动者和相互依赖
者交织在一系列附着和关联之中而发挥作用+ 我
们所 研 究 和 教 授 的 作 品,,,包 括 贝 克 特
' +24.200( 或 布 朗 肖 ' +;/C41-0() 布 莱 希 特
'+,2410(或巴特勒'+:0;2,(等作家的最反传统的
文本,,,如果离开了出版商)广告商)批评家)评
奖委员会)评论)口碑推荐)教学大纲)教科书和不
断变化的品味和学术术语!以及我们自己和我们
学生的热情和喜好!就永远不可能引起我们的注
意&'J2;3.8! !/./'+%!$(+ 基于此!菲尔斯基提出
"中层阅读& '68Fi;2E2;,2/F8CA(策略+ 所谓中层
阅读!既不是"细读&或"近读&'4;-32,2/F8CA(!也
不是"粗读&或"远读&!既不是透过某一文本的表
面!揭示其所隐藏或压抑的含义!也不是俯瞰整个
文学体系!揭露其社会建构性+ 中层阅读是居于
两者之间的一种阐释!是文本和读者作为行动者

共同创造意义的过程'J2;3.8! "=/0-:,& !"%(+
上述文学研究新范式和新艺术社会学之间种

种默契的背后是席卷人文研究和社会科学的物质

文化转向的大潮!而拉图尔LR>理论在此过程中
功不可没+ 拉图尔对"存在模式&的探讨!不仅克
服了早期 LR>把一切行动者均质化和平面化的
弊端!也在确认文学艺术文本与文学艺术之外的
政治)技术)经济等之间存在关联的同时!凸显了
文学和艺术审美体验的独特性!为文学和艺术研
究带来了焕然一新的景观+

四! 面对盖娅"文学在人类世时代的能动性

继-重组社会.之后!拉图尔的-面对盖娅*新
气候政体八讲.转向重写地质史!重置政治生态
学+ 与以往科学主义不同!-面对盖娅.在重写地
质史时诉诸文学!表现在*放弃"地球&和"全球&
概念!重启"盖娅&形象)重述盖娅故事)重新命名
人类!彰显了文学在人类世时代的独特能动性+

首先!"盖娅&代表什么1 在古希腊神话中!
盖娅是大地女神!具有多副面孔!既是暴力的象
征!也代表母性的庇护+ )$ 世纪 &$ 年代!英国大
气物理学家拉夫洛克'I/623=-E2;-4.(受 RLOL
邀请探测火星上的生命+ 通过分析火星大气层!
拉夫洛克发现它处于死平衡状态!相反!地球大气
层则远离均衡状态+ 拉夫洛克由此获得了从外太
空观察地球的视角并提出*地球是一个能自我进
化)自我调节的有生命系统+ 拉夫洛克将此系统
命名为盖娅!成就了著名的 "盖娅假说& 'P/8/
1\7-012383(+ 基于此!拉图尔对盖娅进行了重新
界定*盖娅有一千个名字+ 可以肯定的是!盖娅不
代表和谐!也不是母性的象征 '=/0-:,! V-3/95
h-/- ()(+ 盖娅既不是科学概念也不是准宗教
概念!而是如第三章标题所示!"盖娅*代表自然
的世俗形象&'!!(+

其次!拉图尔为什么启用"盖娅&形象1 这是
因为使用人物形象对地球的具象化与现代科学对

地球的抽象化形成鲜明对比+ 长期以来!现代科
学对地球的抽象化阻碍我们认识到伤痕累累的地

球所处的真实困境+ 对地球的远观和抽象化开启
于 %! 世纪!开普勒)笛卡尔和牛顿的天文叙事之
所以被众人相信!是因为那个世界被视为同质性
的!"如果不考虑第二属性'颜色)气味)质地)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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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衰老)死亡(!只聚焦基本属性'延展和运动(
的话!人们可以将所有行星)太阳和星系视为台球
一样毫无差别&'=/0-:,! V-3/95 h-/- !!(+ 这种
对地球的抽象化倾向直到拉夫洛克才被扭转+ 在
拉图尔看来!地球不是被抽象化的蓝色星球!而是
上演着人类和非人类行动的真实舞台!而且"盖
娅是地球关键带的脆弱包层&'%"$(!所谓的稳定
系统不过是一种幻觉!在人类世时代已经坍塌+
盖娅远非万能女神!无法修复人类对地球的肆意
破坏+

在重构盖娅形象后!拉图尔如何重写地质史1
拉图尔借用叙事学理论!将地质史书写为人类与
非人类各种地质能动者之间的互动史+ 格雷马斯
以"行动元& '/40/C0(替代"人物&!将分析重点从
人物转向功能!将行动能力抽象为"行动元&或具
体到"行动者&的做法!与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思
想暗相契合+ 因此!拉图尔明确表示"将格雷马
斯的叙事学概念作为工具箱&!为其阐述非人类
的能动性提供了"把手&'=/0-:,! "=8D2& "&((+

拉图尔以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作为"伟
大的小说&的范例!展示其如何"悬置通常的阅读
框架!暂停人类与非人类)主体与客体的对立&
'=/0-:,! V-3/95 h-/- *$(!将能动性分布在人与
非人类的行动者网络之中+ 选择这部具有多条情
节线的长篇小说作为论据!显示了拉图尔的独具
匠心!因为该小说将众多的人物通过各种能动性
连接起来!而人类的力量在其中并不占优先地位+
拉图尔所聚焦的小说片段是 %(%) 年 %$ 月 %) 日
的塔鲁丁诺战役前夕库图佐夫将军决定是否对战

拿破仑的情景+ 拉图尔观察到*"在这段战斗叙
事中!人类主体本应掌控全局从而实现目标!但却
恰恰被其无法阻止的客观力量所裹挟+& '*$,
*%(尽管库图佐夫将军有胆识)有经验)有智慧!
却深感自己的无力和战争的无定+ 战争就像是多
股混沌力量的纠结和碰撞!而人能够做出的改变
微乎其微+ 历史之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事件)每
一种氛围!都是一种能动性!而所有行动者的合力
影响了历史的走向+ 在拉图尔看来!托尔斯泰在
那个遥远的年代就展示了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之

间的相互交织!见证了伟大小说家的卓越与不凡+
拉图尔从-战争与和平.中看到了文学的力

量和优势!并在文学的启发下!激活"盖娅&形象!
替代"地球&概念!展示人类集体栖居的地球以及

地球上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的各种存在+ 在人类世
时代!我们所要应对的已经不是个别物种濒危!而
是整个生态系统的坍塌+ 生态危机的复杂性和尺
度之广!需要足够复杂的想象力才能理解异质能
动性的交织从而找到解决的途径!但社会世界和
自然世界的人为分割)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学
科壁垒导致复杂想象力的缺失+

拉图尔以-面对盖娅.向我们展示*如果抽象
的理论通过推理和论证未能成功表征生态的复杂

性!与其相比!文学胜在使读者通过感官)直觉和
想象去体验和感受地球上其他存在的灵魂)倾听
其他存在的声音!了解河流的性格)岩石的魅力)
树木的年轮+ 因此! 唐娜 3 哈拉维 ' U-CC/
Y/,/h/\()简3本尼特'I/C2+2CC200(等理论家也
都将文学叙事作为阐述后人类主义)新物质主义
理论的有力工具!见证了文学独具的能动性!以及
文学在人类世时代的责任和担当+

结!语

回首拉图尔理论从 %#(! 年的-实验室生活.
到 )$%! 年的-面对盖娅.四十年的发展轨迹!其
经历了从对科学的民族志研究!到对社会学的改
造!再到对生态学的重置的过程!拉图尔一直致力
于从不同角度对 LR>进行阐述)修正)完善和拓
展+ 在理论反思和发展过程中!拉图尔征用一切
可获得的媒介和工具!操演一次次的 "思想实
验&!而文学恰是拉图尔最为倚重和青睐的资源
之一+ 无论是以文学作品作为论述例证!还是以
虚构文学形式作为论证方式!抑或以文学理论作
为概念框架!拉图尔都在身体力行地实践着他所
倡导的超越文学与科学)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对
立的理念+ 这种跨学科研究的姿态不仅为文学研
究跨学科"翻译&拉图尔理论提供了可能)启发和
示范!而且证明文学研究与拉图尔之间的关系不
是单向借鉴而是彼此滋养+

拉图尔通过"跨界&文学拓展了科学社会学!
同时也引发了文学研究的范式转型*从"怀疑阐
释学&转向"后批判阅读&!从"细读&"远读&转向
"中层阅读&!从研究"社会中的文学&转向关注人
与物的联结互动!强调文学与社会的共同生成+
在这种新兴的研究范式下!文学是研究社会的
"思想实验&!通过聚焦"社会场所&考察人与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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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2文学是独特的"虚构存在&!通过想象人类
与非人类异质能动性的交织!超越人类中心主义
知识型的局限!创造地质尺度的地球观!培养地球
命运共同体意识+

然而!我们在借鉴拉图尔理论的同时也应认
清其理论的误区!避免其理论的偏见!特别是拉图
尔对涂尔干社会学以及批判社会学传统的颠覆!
虽极具影响但也极富争议+ 拉图尔对社会总体性
的统统摒弃!对社会结构的极端排斥!对批判理论
所倚重的"社会权力&和"资本主义&等概念的全
盘否定!暴露出其反历史唯物主义的隐患'常照
强5王莉 &!(+ 因此!文学研究在接受拉图尔
"对批判的批判&的同时也对其保持清醒的认识
和批判的态度!方是拉图尔理论跨学科"翻译&的
因应之道+

最后!拉图尔对于中国文学研究也有重要的
启迪意义!体现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 一)就文
学社会学而言!如果说"布迪厄思想的价值是采
用关系主义的方法来反思性把握文学实践的每一

要素&'朱国华 "%'(!那么!这句话也同样可以用
来评价拉图尔理论对新文学社会学的启发!只不
过后者的"关系主义&指的是行动者网络!是人和
物的相互关系+ 二)拉图尔借助虚构文学叙事和
文学理论概念重置科学社会学的跨界实践!发挥
了一种行为示范作用*一方面!中国文学研究应充
分利用其他学科的思想资源!激活学科创新动力!
加强跨学科知识生产2另一方面!面临文学和文学
研究的合法性危机!应始终坚信文学的潜力和影
响!从中国经验出发!书写中国故事+ 同时!作为
文学行动者网络的中介者!文学研究学者在增强
文学文本的影响力和传播力方面也应发挥更大作

用+ 如此!我们不仅实践了拉图尔理论的跨学科
"翻译&!而且能实现拉图尔思想的跨文化流动+

注释%"#$%&&

% 菲尔斯基的-拉图尔与文学研究. '!-'*1(-9, !/'"(-(7

F'1,/"+(针对拉图尔与文学研究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

对本文有重要启发!但其篇幅较短!讨论不够系统)全面

和充分+

引用作品%'#()&*+$%,&

L;h-,01VU/E8FbF/'"N"-,/95KV/3'/*9eG('eF*3/-4V*(.b

],8C420-Cf],8C420-C [C8E2,380\],233V)$%&b

常照强!王莉*-当LR>遇上历史唯物主义,,,追问拉图
尔反批判误区的根源.! -科学与社会. ' ')$)$(*
&&,($+

cZ1/CAVd1/-98/CAV/CF N/CA=8bkN12C LR>K2203
Y830-,84/;K/02,8/;836f|:2308-C8CA012T--0-D=/0-:,_3
K83:CF2,30/CF8CAZ-C42,C8CALC08i4,8084836bn F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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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D-,F! Y:A1b"LC WC02,E82hh801 =/0-:,b& L*9H/51(-'/*9+
%b)'%##'(*)"! )&(b

但汉松*-走向后批判*西方文学批评未来之辩.!-文艺理
论研究.'')$)%(*!&,(*+

cU/CVY/C3-CAbk>-h/,F3u]-30iZ,8089:2~fLU2@/02-E2,
012J:0:,2-DN2302,C =802,/,\O0:F823bn#$"*("'/3-4
F'1,/"+/9 !/'"(-'1("-9, G(''o)$)%pf!& (*bg

U2;/CF/VK/C:2;bG<"J8$/4*+*)$7*HF*3/"'7KG++".B4-5"
#$"*(7-9, F*3/-4L*.)4"E/'7b=-CF-CfZ-C08C::6V
)$$&b5

U2=8;;-VU-CbS$/'"<*/+"bR2hS-,.f]2CA:8CV%#(*b
U2R-,/V>8/bGH'"(G,*(9*KN"'$/9P/95 61+/3F*3/*4*57b

Z/6@,8FA2fZ/6@,8FA2[C8E2,380\],233b)$$'b
U:,.1286V�68;2b#$";4"."9'-(7V*(.+*HN"4/5/*1+!/H"b

>,/C3bj/,2C HbJ82;F3bR2hS-,.fJ,22],233V%##*b
HCA;831VI/623JbkHE2,\h12,2/CF R-h12,2f>12O-48-;-A\

-D=802,/0:,2/D02,u>12O-48-;-A\-D=802,/0:,2~bn<"J
!/'"(-(7>/+'*(7"%b)o)$%$pfE aa888b

J2;3.8VT80/bk=/0-:,/CF =802,/,\O0:F823bn86!G%'$b'
o)$%*pf!'! !")b
b#$"!/./'+*HL(/'/01"bZ184/A-* [C8E2,380\-DZ184/A-
],233! )$%*b

何成洲*-作为行动的表演,,,跨文化戏剧研究的新趋
势.!-中国比较文学."')$)$(*),%"+

cY2VZ12CAX1-:bk]2,D-,6/C42/3L40fLR2h>,2CF 8C
WC02,4:;0:,/;>12/0,2O0:F823bnL*.)-(-'/C"!/'"(-'1("/9
L$/9- "o)$)$pf) %"bg

Y2CC8-CVLC0-8C2b#$"8-++/*9 H*(61+/3KGF*3/*4*57*H
6",/-'/*9b>,/C3bK/,A/,20T8A/:F /CF ]202,Z-;;82,b
=-CF-C /CF R2hS-,.fT-:0;2FA2V)$%*b

=/0-:,V+,:C-bkLC L002670/0/Z-67-3808-C830K/C8D230-bn
<"J!/'"(-(7>/+'*(7"%b'o)$%$pf"!% "#$b
bG9 D901/(7/9'*6*,"+*H;E/+'"93"KG9 G9'$(*)*4*57*H
'$"6*,"(9+b >,/C3b Z/012,8C2]-,02,b Z/6@,8FA2f
Y/,E/,F [C8E2,380\],233V)$%'b
bV-3/95 h-/-K;/5$'!"3'1("+*9 '$"<"J L4/.-'/3
N"5/."MZ/6@,8FA2f]-;80\],233V)$%!b
bk=8D2/6-CAZ-C4270:/;Z1/,/402,3bn<"J !/'"(-(7
>/+'*(7"!b)o)$%&pf"&' "!&b
bN"-++".B4/95 '$"F*3/-4KG9 D9'(*,13'/*9 '*G3'*(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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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Q#$"*(7b maD-,Ff maD-,F [C8E2,380\ ],233V
)$$*b5
bkN1\Y/3Z,8089:2T:C -:0-DO02/6lJ,-6K/002,3-D
J/400-K/002,3-DZ-C42,CbnL(/'/3-4D901/(7'$b)
o)$$"pf))* )"(b

=/0-:,V+,:C-V/CF O02E2N--;A/,b!-B*(-'*(7!/H"K#$"
L*9+'(13'/*9 *HF3/"9'/H/3V-3'+b],8C420-Cf],8C420-C
[C8E2,380\],233V%#(&b

卢文超*-不可还原的艺术,,,艺术社会学家的艺术特殊
论.!-文艺理论研究.%')$)$(*%'&,%"*+

c=:V N2C41/-b k>12 L,001/0Z/CC-0+2 T2F:42Ff
O-48-;-A8303-DL,0-C 012O7248D8480\-DL,0bn#$"*("'/3-4
F'1,/"+/9 !/'"(-'1("-9, G('%o)$)$pf%'& %"*bg

K-,2008VJ,/C4-bkZ-Ce240:,23-C N-,;F =802,/0:,2bn<"J
!"H'N"C/"J%o)$$$pf*" &(b

王成军*-反思计算社会科学的逻辑*基于拉图尔的"计算
中心&概念.!-南京社会科学."')$)%(*%)),%'%+

cN/CAV Z12CAe:Cb kT2D;2408-C3 -C 012 =-A84 -D
Z-67:0/08-C/;O-48/;O482C423f +/32F -C =/0-:,_3
Z-C4270-D012Z2C0,2-DZ/;4:;/08-Cbn<-9g/95 *̂1(9-4
*HF*3/-4F3/"93"+"o)$)%pf%)) %'%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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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N806-,2VK841/2;bk=/0-:,V012U8A80/;Y:6/C80823V/CF 012
U8E8F2F j8CAF-6-DjC-h;2FA2bn<"J!/'"(-(7>/+'*(7
"!b) 'o)$%&pf'*' '!*b

肖鳕桐!方洁*-内容与技术如何协作1 ,,,行动者网络
理论视角下的新闻生产创新研究.!-国际新闻界.%%
')$)$(*##,%%(+

cw8/-Vw:20-CAV/CF J/CAI82bkY-h0-Z-;;/@-,/02@20h22C
Z-C02C0],-F:42,3/CF >241C-;-A8303fLO0:F\-DR2h3
WCC-E/08-C +/32F -C L40-,iR20h-,.i>12-,\bnL$/9"+"
*̂1(9-4*H *̂1(9-4/+. m L*..19/3-'/*9 %% o)$)$pf
## %%(bg

邢杰!黎壹平!张其帆*-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对翻译研
究的效用.!-中国翻译.')$%#(*)(,'&+

cw8CAVI82V20/;bk=/0-:,_3L40-,iR20h-,.i>12-,\/CF W03
Z-C4270:/;]-02C08/;3D-,>,/C3;/08-C O0:F823bnL$/9"+"
#(-9+4-'*(+̂*1(9-4o)$%#pf)( '&g

朱国华*-权力的文化逻辑*布迪厄的社会学诗学.+ 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年+

cd1:VP:-1:/b#$"L14'1(-4!*5/3*H8*J"(KR*1(,/"1:+
F*3/*4*5/3-4G"+'$"'/3+b O1/CA1/8f O1/CA1/8]2-7;2_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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