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略学科导航（www.firstlight.cn） 
 

当超现实融入梦想 

作者：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游晓航    

 

 

[摘要]安德烈•布勒东是法国 20 世纪超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鼻祖和灵魂人物，本

文试图通过分析其超现实主义思想的实质和文学创作手法，进一步理解和把握在

其超现实主义思想影响之下的 20 世纪法国社会及现代派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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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极大地颠覆了法国的传统思想，尤其使那些沉浸在“美

好”之中的青年一代产生了强烈的幻灭感。出于对现实的不满，他们在西方精神

的废墟上举起义旗，要求否定传统价值、破坏既定秩序。20 世纪法国文学中历

时最久、影响最为广泛的流派  

——超现实主义，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应运而生。无论是要了解整个超现实主义

运动的精神实质，还是要进一步理解和把握在超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影响之下的

20 世纪法国社会及现代派文学，对此次运动的灵魂人物——安德烈•布勒东的超

现实主义思想的研究都尤为必要。  

作为超现实主义运动的创始人和理论家，安德烈•布勒东（1896-1966）一生都未

放弃过对自由这一梦想的追寻。他从 1913 年开始学医，一战爆发后应征入伍，

在军队精神神经科工作期间，开始研究精神病学，并对弗洛伊德的著作产生了浓

厚兴趣。1919 年，他与阿波利奈尔、路易•阿拉贡及菲利普•苏波相识，并同他

们联合创办了《文学》杂志。1924 年，他以《超现实主义宣言》打出了超现实

主义的旗号，从此成为一个最忠实、最坚定的法国超现实主义者。他是唯一将这

个运动贯穿始终的人物，不断抛开意见相左的伙伴，自始自终处于运动的中心地

位。布勒东一生著作颇丰，除了三篇《超现实主义宣言》外，还有《消逝的足迹》

（1924）、《娜嘉》（1928）、《连通器》（1932）、《狂爱》（1937）、《黑

色幽默集》（1940）、《傅立叶颂》（1947）等。  

那么，究竟何为超现实？1924 年，布勒东在《第一次超现实主义宣言》中郑重

声明：超现实主义，阳性名词，纯粹的精神自发现象，主张通过这种方法，口头

地、书面的或以任何其他形式表达思想的实实在在的活动。思想的照实记录，不

得由理智进行任何坚核，亦无任何美学或伦理学的考虑渗入。其哲学背景：超现

实主义的基础是信仰超级现实；这种现实即迄今遭到忽视的某些联想的形式，同

时也是信仰梦境的无穷威力和思想能够不以利害关系为转移的种种变幻，它趋于

最终摧毁一切其他的精神学结构，并取而代之，以解决人生的主要问题。超现实

并不是现实的反义词，它所寻求的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绝对现实，试图超越时间

和空间的限制，挖掘出人类身上所潜藏的共同语言。狭义上看，超现实主义是一

种写作手法；广义上说，它是一种神秘、诗意的哲学态度，尽力寻求一种语言来

表达无法言传之感。超现实主义者并不满足于否定资本主义制度，他们更愿意将

此理想付诸实践，力求寻找更多方式来改变现状。  

超现实主义思想的核心在于反叛：一方面，超现实主义运动是一场反抗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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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目标是否定传统的社会价值观，摆脱伦理和理性的束缚。诗歌赋予布勒东及他

的超现实主义盟友们一种寻回失去的自由的途径，并通过这种创造性的活动，将

其自身从传统的美学束缚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超现实主义运动还是一场解放

性运动。它是一种对幸福的向往，意图将正与反、灵与肉、现实与想象结合起来。

布勒东想要表达出人类思想在夜间的那一面，在倦意中、疯狂中和半梦半醒中所

表现出的那一面。他认为，要忠于潜意识，语言就应是自发的、下意识的。因此，

记述梦境，在半梦半醒的状态下任凭想象的驰骋，将精神与潜意识相通，释放出

真实的自我，便成了超现实主义者的主要活动之一。  

超现实主义思想的宗旨是离开现实、返回原始：强调人们下意识或无意识的活动，

力图展现无意识和潜意识世界；强调进行创作的前提必须是要超出理性控制、超

出一切美学和道德考虑之上。其思想基础是人们对现实的恐惧心理和狂乱不安的

精神状态，以及随之而来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叔本华的唯意志论、柏格森的直觉

主义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等奠定了超现实主义美学的哲学基础。布勒东的

全部美学思想可以概括为自由即美，这一总的美学思想引发其一系列别具一格的

美学命题，开创了新的美学范畴。大体说来，布勒东的诗歌美学表现在以下三个

方面：美是一种抽搐，美是一种奇妙，美是一种发现。作为超现实主义的领袖和

理论家，布勒东对法国诗歌创作理论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把一系列哲学概念和美

学概念引入到诗的理论中来，构成了超现实主义美学的核心。  

布勒东主要采用的超现实主义创作手段有三种：“自动写作”、“梦幻记录”和

“绝妙的僵尸”。他试图在心理分析理论的指导下，彻底放弃以逻辑而有秩序的

经验和记忆为基础的现实形象，拨开理性意识的浮层，展现从未真正注意的、陌

生的深层领域——潜意识的形象世界。把梦与现实的矛盾放在一种“绝对现

实”，一种超现实中加以解决。虽然这三种创作手法都带有明显的唯心主义色彩，

却可以使人摆脱理性和逻辑的束缚，充分发挥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创造出一种

奇妙的美，这也正是超现实主义思想在布勒东具体文学创作活动中的体现。相遇、

等待、偶然是布勒东作品中屡见不鲜的主题，痴迷、疯狂、极致的爱及对非理性

的追寻等也是其习以为常的表现对象。他的文学作品涉及体裁颇多，人们对其在

文坛的身份究竟是诗人还是散文家一直有所争议。其实，无论是他的诗歌还是散

文，都能带给读者一种独特、亲切、流畅之感，这就是他的成功之处，身份之争

并无必要。  

超现实主义是否随着安德烈• 布勒东的逝去而不复存在？这是值得每个有心人

反思的问题。超现实主义思想所提倡的拒绝与反抗精神，照亮了人们追寻自由和

解放的梦想，在破坏传统价值观的过程中起到了巨大作用。以布勒东为代表的超

现实主义者的文学创作思想，在文学批评、伦理道德、艺术、教育等领域都引起

了强烈反响，使得超现实主义不再仅仅局限于一场文学运动，而已然成为绽放于

20 世纪法国思想领域中的一朵奇葩。当然，当我们面对不满的现状时，仅仅是

拒绝、怀疑和反抗还远远不够，如何行之有效地去改变现实，使世界变得更加美

好，仍旧是人类一个永恒的话题。目前，除了一些文论和几次超现实主义宣言被

到处收录发表以外，安德烈•布勒东被翻译到中国来的文学作品为数不多。相信

随着中法文化交流的加强，一定会有更多读者和研究人员加入到对安德烈•布勒

东的超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研究的队伍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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