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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自由”为核心实际上是一种彻底的人道主义，超现实主义就是要与一切凌驾于人之上的东西做斗争，在这个意义

上，布勒东理解的超现实主义实际上是一种革命方式，革命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彻底解放人，获得绝对的自由。但这种绝对的

“自由”只能以理念的方式存在，对于主体来说，它只能是一种意志自由，因此布勒东期望从艺术领域出发，从精神革命到社

会革命，再最终把社会革命内化为精神革命，在这个意义上，布勒东认为实现共产主义只是一种最低纲领——“我们中间没有

一个人不赞成政权从资产阶级手中转到无产阶级手中。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认为同样有必要继续体验内心的生活，这当然

不需要外部的控制，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的控制也不行。”

——布勒东与超现实主义      

    在中国，超现实主义总是被理解成一种美学，一种神神秘秘的氛围，与之相关的是，超现实主义，或者说布勒

东思想中的弗洛伊德成分被夸大了，于是，超现实主义曾经被片面地理解成是一种反理性的文艺思潮。在这种情况

下，作为超现实主义运动的灵魂人物与旗手的安德列·布勒东的思想也即被我们平面化了。 

 

  即使最简要地概括，布勒东的思想也有三个来源：弗洛伊德、达达主义、共产主义。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学说给

曾经当过心理医生的布勒东提供了一种科学基础，虽然弗洛伊德本人认为超现实主义者是“一群傻瓜”；达达主义

为布勒东提供了一种反思的动力，一种在欧洲虚无主义的废墟上重估一切价值的精神需求；而共产主义则是布勒东

认为的理想的政治形式，因为“共产主义是唯一允许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在其存在的条件下获得成功的社会制度”。 

 

  实际上，从这些思想资源之中，布勒东所拣选的最核心的东西只有一个，即自由。他理解的自由是一种绝对的

自由，这种自由不受理性、美学、习俗道德、社会制度等种种现实压抑性力量的控制。因此，他虽然认同共产主

义，但是却极度反感斯大林主义，而对于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他则引用了青年马克思的话：“新闻自由的第一个

条件，就是它并不是一项赚钱的活动。” 

 

  对于人类实践来说，这种绝对的自由呈现为一种不可控制的创造力，如阿波利奈尔举出的例子，“一个人想模

仿走路时，他便发明了轮子，可是轮子和腿却毫无相似之处，于是他便毫无意识地创造了超现实主义”。超现实主

义就是为了维护这样一种创造力，而这种创造力的背后即是人的自由。 

 

  以“自由”为核心实际上是一种彻底的人道主义，超现实主义就是要与一切凌驾于人之上的东西做斗争，在这

个意义上，布勒东理解的超现实主义实际上是一种革命方式，革命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彻底解放人，获得绝对的自

由。但这种绝对的“自由”只能以理念的方式存在，对于主体来说，它只能是一种意志自由，因此布勒东期望从艺

术领域出发，从精神革命到社会革命，再最终把社会革命内化为精神革命，在这个意义上，布勒东认为实现共产主

义只是一种最低纲领——“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不赞成政权从资产阶级手中转到无产阶级手中。但是在这一过程

中，我们认为同样有必要继续体验内心的生活，这当然不需要外部的控制，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的控制也不行。” 

 

  什么是超现实主义？“超实现主义，阳性名词。纯粹的精神无意识活动。人们通过它，用口头或局面，或其他

方式来表达思想的真正作用。它只接受思想的启示，没有任何理性的控制，没有任何美学或道德偏见。哲学背景：

超现实主义，建筑在对于一向被忽略的某种联想形式的超现实的信仰上，建筑在对于梦幻的无限力量的信仰上，和

对于为思想而思想的作用的信仰上。它肯定要摧毁其他的精神机械主义，同时代替机械主义来解决生活的主要问

题。” 

 

  从一开始，安德列·布勒东就把超现实主义指向“生活的主要问题”，这就是超现实主义与形式主义之间最关

键的区别，因此，我们把超现实主义归纳为先锋派。但先锋不仅是一种旨在介入日常社会生活领域的艺术运动，布

勒东一方面强调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强调艺术的自主性，他这样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为了革命而

保持艺术的独立性，为彻底解放艺术而搞革命”。因此，对于布勒东来说，先锋亦是一种不断反对自身的运动，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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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东一直不断地调整着超现实主义运动的方向，从1924年1942年，他三次发表了超现实主义宣言，旨在澄清与提出

超现实主义团体所面对的最新问题，或者说，重新面对绝对自由的可能。 

编辑：郑荔

 

 

 

 >> 相关文章  

 

■ 自由的绝对性 ■ “意派”：最后的文化保守主义

■ “意派”：最后的文化保守主义 ■ 网络批评的批评

■ 鲍栋：未完成的语言学转向

 
更多>>  

 

  最新新闻

格林伯格之后的艺术理论与批评

走向“后观念”：范畴的超越与意义的重启

狩猎与矿石

现代水墨史写作的方法论基础与问题意识

杜尚的“挪用”与文化诗学

陆俨少的绘画

古今之辩：2000年以来中国思想界的现代性之争

 

  最新评论

暂时没有评论！ 

 

 

  评论区域

用户名：   密码：   验证码：       匿名发表评论   gfedc

【温馨提示】 

请您在留言评论时：尊重网上道德，遵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各项有关法律法

规；尊重网上道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项有关法律法规；承担一切因您的行为而直接或间接导致的民事或刑事法律责任；艺

术批评家网站留言板管理人员有权保留或删除其管辖留言中的任意内容；您在艺术批评家网站留言板发表的内容，艺术批评家网有

权在网站内转载或引用；参与本留言即表明您已经阅读并接受上述条款； 不良留言举报电话：010-11000000 

 

 

关于我们 | 联系我们 | 诚聘英才 | 广告服务 | 版权说明

Copyright © 2008 ysppj.com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艺术批评家网 版权所有 京ICP备09067419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