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站首页    关于本所    最新动态    学术要闻    科研成果    科研教育    当代作家作品

文学百科    论著评介    学术回溯    所办刊物    新书上架    热点关注    外国文学研究 

    关键词：   栏目：      全部栏目 搜 索

  当前位置: 论文选萃    

难以命名、异延、意义之谜团——塞缪尔•贝克特小说《难以命名者》之解构主义阐释 

  内容提要  作为当代世界文坛的杰出代表，贝克特的贡献在于他通过自己的创作实验对艺术本质

的揭示和对后现代理论的预设，因此他的小说具有理论性虚构的特征。本文试图通过对贝克特小说

《难以命名者》的解构主义阐释来探讨其“叙述”、“写作”、“语言”之维。并透过这一维度展示

贝克特小说中的关键词“难以命名”、“难解之谜(aporia)”、“鼓膜(tympanum)”等与解构主义理

论之间的必然联系，从而揭示贝克特小说的重要理论价值和后现代审美特征。 

    

  关键词  难以命名者  异延意义之谜团  叙述符号 

 

  我们之所以需要讲故事，并不是为了把事情搞清楚，而是为了给出一个既未解释也未隐藏的符

号。……我们传统中伟大的故事之主要功能，也就是在于提供一个最难以解释的符号。 

——J．希利斯-米勒 

 

  在当代世界文坛，塞缪尔·贝克特(1906一1989)可谓是一位反传统的权威，他的小说以独特的创

作理念和形式实验而备受西方文学评论界的关注。最能体现他独特艺术风格和创作思想的作品应该是

他创作于1947至1950年间的小说三部曲(《莫洛伊》、《马洛纳之死》和《难以命名者》)，它代表贝

克特整个小说实验的巅峰。而最后的《难以命名者》更是一部极端反传统的、没有情节、没有段落划

分、没有标点符号、甚至没有人物的“反小说”，正是这部小说将贝克特的自我探索和形式实验推向

极致，使他的写作陷入僵局，因此它可以被看作20世纪实验小说之集大成者。关于三部曲的前两部，

笔者曾分别从“精神分析与叙事话语”和“后结构主义诗学与元小说”的层面进行过研究和阐释，揭

示了贝克特对作者与作品、写作与探寻自我等关系的深刻思考，以及他对后结构主义大师们所宣称的

“作者之死”的隐喻。本文试图从《难以命名者》与解构主义理论之间的互文关系人手来探讨其“叙

事”、“语言”与“写作”之维，并透过这一维度展示贝克特小说与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诗学之间

的必然联系，进而揭示贝克特小说的重要理论价值和后现代审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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