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艺术论》
杨 仁 敬

(厦门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 ,福建 厦门　361005)Ξ

摘 　要 :后现代主义是当代多国化资本主义的逻辑和活力偏离中心在文化上的一个投影。美国后现代主义小

说反映了“二战”以来美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陈世丹同志的专著《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艺术论》,是目前一

部比较详尽地阐释美国最有代表性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力作 ,该书表现为这样一些特点 :文论领先 ,虚实结合 ;

注重文本 ,纵横破解 ;关注主题 ,重视影响 ;跨学科的分析 ,多角度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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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 w on“A Study on the Art of American Postmodernist F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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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stmodernism is a cast shadow left on the culture caused by the divergence of the logic and the vigor of the contemporary multi - na2
tionalized capitalism. The American postmodernist fiction reflec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in the US since World

War II. The monograph by Mr. Chen Shi - dan , entitled”A Study on the Art of American Postmodernist Fiction”, is now an excellent book

that expounds the most typical American Postmodernist fiction works. The book is characterized with its leading literary theories and the combi2
nation of theories and practice , with an emphasis on text , and a profound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 with a focus on themes and an importance

attached to social influences , with a trans - subjective anlysis and a vision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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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 年以来 ,我国学术界对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兴趣

与日俱增。译林出版社推出了美国后现代派小说丛书 ,受到

读者们的热烈欢迎。《外国文学》连续发表了英美后现代派

作家评介 ,至今势头不减。但是 ,系统的评论专著还不多见。

陈世丹同志的《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艺术论》(辽宁师范大学

出版社 ,2002 年) ,可以说是目前一部比较详尽地阐释美国最

有代表性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力作了。

后现代主义 ( Postmodernism) ,又称后现代派 ,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初引起了欧美哲学界和文艺界的重视。德里达、福

柯、利奥塔德等欧洲学者发表了许多论文和专著。美国学者

的参与使 70 —80 年代的论争更加深入。美国社会学家、哲

学家丹尼尔·贝尔发表了《意识形态的终结》(1960) 和《后工

业社会的来临》(1973) ,从后工业社会理论的视角 ,揭示了后

现代文化的矛盾和信仰危机 ,但他认为出路在于走向新宗

教。这个观点受到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的抨击。哈贝马斯

为现代性辩护 ,对抗后现代性 ,企图通过“交往”和“对话”而

寻求真理的新理性来拯救西方社会的现代性。但是 ,哈贝马

斯的“交往理论”遭到法国哲学家利奥塔德的尖锐批评。利

奥塔德考察了后现代的知识状况。他认为科技的发展将知

识电脑化、商品化 ,科技知识与人文知识相互排斥 ,出现了危

及西方文化的叙事危机。美国哲学家理查·罗蒂同意利奥塔

德将知识分为科学知识和叙事知识 ,但不赞成完全否定哈贝

马斯。他认为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存在一道历史的

鸿沟、一条明显的裂痕。走向后现代文化是人类文明的进

步。要思考在后现代文化氛围中哲学与文化的关系即“后哲

学”,打破千年来形而上学的中心性和整体观 ,追求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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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性和多样性 ,使哲学走进文学、历史、人类学和政治学

等人文科学领域 ,让后哲学研究成为一种文化批评 ,但它带

有新实用主义的倾向。

欧美哲学界关于后现代的论争吸引了美国文学批评家

的注意。的确 ,当代西方文论总是与西方哲学密切相关的。

詹姆逊、哈桑、阿拉克、纽曼、斯潘诺斯以及荷兰学者佛克马

等 ,纷纷从不同的视角 ,阐述了后现代主义与文学文化的关

联及它在艺术上的创新。他们以自己跨学科的研究成果丰

富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与艺术策略。

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詹姆逊在 1984 年原载于《新左

派评论》夏季号上的专著《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

化逻辑》(1991 年扩展成书出版) 中 ,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经

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 ,提出了三个阶段的模式 :资本主

义原始积累阶段 ,文化上出现了批判现实主义 ;垄断资本主

义阶段 ,文化上是现代主义 ;而跨国资本主义阶段 ,文化上则

是后现代主义。詹姆逊将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意识形态与

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联系起来探讨 ,这显然是比较有说服力

的。后来 ,詹姆逊在《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一文

中又强调指出 :“规范解体的时代是现实主义 ;规范重建的时

代是现代主义 ;而患精神分裂症 (即消除规范) 要求回归到原

始流时代的理想 ,正恰如其分地代表了后现代主义的一切新

特点。”詹姆逊吸取了哈贝马斯和利奥塔德理论的某些优

点 ,将文化分析变成意识形态分析 ,再从经济基础的变化来

考察文化形态的演变 ,这使他的视点深刻有力 ,富有科学性。

他特别指出 :后现代主义是当代多国化资本主义的逻辑和活

力偏离中心在文化上的一个投影。这使后现代主义在艺术

逻辑上有别于现代主义 ,其主要特征是 :深度模式的削平、历

史意识的消失、主体性的丧失和距离感的淡化。

另一位美国文学批评家伊哈布·哈桑早在 20 世纪 70 年

代中期就关注后现代主义变革的问题 ,并且发表了好几部论

著。1987 年问世的《后现代转折》,系统地剖析了文学上后现

代主义的特征及其与现代主义的区别 ,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

视。他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 20 世纪文艺发展的三种模式 :

先锋模式、现代模式和后现代模式 ,从共时态和历时态展示

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联系及二者的特征。他特

别罗列了二者从形式到内容、从流派到结构和语言的对比图

表 ,强调后现代主义两个基本的构成原则 :不确定性和内在

性。哈桑还将后现代主义艺术特征归纳为 11 个方面 ,包括 5

个方面的解构趋势和 6 个方面的重构趋势。这样归纳并不

尽人意 ,但颇有参考价值。后现代艺术是一种行动的艺术。

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发展 ,大体包括两个阶段 :第一

阶段主要是 20 世纪 60 年代的黑色幽默小说 ,以 1961 年《第

二十二条军规》的出版为标志。第二阶段是从 1971 年《但以

理书》的问世至 20 世纪末 ,一直延续到现在。前者称为第一

代后现代主义小说或 20 世纪前期后现代派小说 ;后者称为

第二代后现代主义小说或 20 世纪后期后现代派小说。两个

阶段有密切联系 ,又有所区别 ,反映了“二战”以来美国不同

历史时期的特点 ,在主题思想和艺术手法上有许多共同之

处 ,但也有不同的地方。如果说第一代后现代主义小说与现

代主义小说彻底断裂的话 ,第二代后现代主义小说则对法国

先锋派艺术有所借鉴。总之 ,后现代派小说涵盖了从第二次

大战后直到现在的整个这段历史时期。它不仅在 20 世纪后

半叶美国文学史上占有突出地位 ,而且促使美国少数民族文

学从边缘走向中心。因此 ,不了解美国后现代派作家和他们

的作品 ,就很难把握 20 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学的脉搏。

陈世丹同志在他的专著《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艺术论》

里 ,从众多的美国后现代派小说家及其作品中挑选了 10 位

最有代表性作家的最有代表性的长、短篇小说。它们涵盖了

上述两个阶段。属于第一阶段的有 :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

规》、冯内古特的《五号屠场》、巴思的《路的尽头》和他的短篇

小说、霍克斯的《第二层皮》、巴塞尔姆的《白雪公主》和他的

短篇小说、品钦的《叫卖第 49 批》和他的短篇小说、纳博科夫

的《微暗的火》等 ;属于第二阶段的有 :海勒的《最后一幕》、库

弗的《公众的怒火》和他的短篇小说、多克特罗的《拉格泰姆

时代》和德里罗的《天秤星座》等。我觉得 ,《美国后现代主义

小说艺术论》具有下列几个特点 :

首先 ,文论领先 ,虚实结合。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小说 ?

它有什么艺术特色 ? 这些问题读者略有所知。但什么叫“反

小说”和“反体裁”? 什么叫“语言主体”、“叙事零散”、“能指

滑动”和“零度写作”? 这些术语可能把你给难住了。可没关

系 ,别着急。陈世丹同志在第一章“后现代主义小说审美之

维”里把这些术语的来龙去脉说清楚了。他还概括地介绍了

后现代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的文化内涵

和艺术创新 ,它们与现代主义小说的主要区别。这些阐释都

为你了解后面的作品评论做好了准备。

如果你对这章绪论式的阐释还不够明白 ,那也不要紧 ,

作者会在解读作品时再次夹叙夹议 ,结合作家和作品 ,对基

本概念作深入的说明 ,比如元小说。在第四章里 ,作者指出 :

巴思的小说“不仅审视记叙体小说的基本结构 ,甚至探讨存

在于小说外部的虚构世界的条件”,是“一个有关讲故事的寓

言”,即“元小说”。接着又补充说 :“在元小说创作中 ,作家经

常采用一种所谓元语言。那不是描述非事件情形或物体的

语言 ,而是描写‘另一种语言’的语言。⋯⋯元语言不可避免

地是一种人造的语言。相对于文学作品 (话语) ,文学批评及

其语言被认为是一种元语言。”巴思在他的小说《路的尽头》

中就在叙事过程中超越叙事边界 ,既评论别的文本 ,也谈论

小说文本自身。所以 ,《路的尽头》成了一本元小说。

在第九章 ,作者又说 :作为一种后现代主义小说 ,元小说

是对小说这一形式和叙述本身反思、解构和颠覆 ,无论在形

式上或语言上都导致了传统小说及其叙述形式的解体。这

类小说的作者旨在用小说来否定小说 ,在它产生时便在我们

眼前将它毁掉 ,写一部关于小说的小说。《公众的怒火》自我

揭示虚构、自我戏仿 ,把小说操作的痕迹有意暴露在读者面

前 ,自我点穿了叙述世界的虚伪性和伪造性。

—16—

杨仁敬 :评《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艺术论》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其次 ,注重文本 ,纵横破解。针对中国读者的特点 ,陈世

丹同志在阐释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时非常重视文本 ,注意简

介小说的故事梗概和作家的生平 ,大量引用原著的细节来论

证 ,避免抽象的空论 ,让读者容易理解和接受。

文本往往体现了作家的艺术风格。陈世丹同志善于通

过文本突显作家的独特风格。如对《五号屠场》,他重点抓住

冯内古特如何解构并重建小说世界 ,深入剖析其历史与想象

的结合、现实与幻想的结合和历时与共时的结合。对《第二

层皮》,他则专论霍克斯怎样使喜剧与梦魇结合 ,反讽、幽默

和夸张成了小说的喜剧手法。而阐释《叫卖第 49 批》时 ,他

则突出“小精灵与奥狄芭”、“熵与社会”、“熵与信息”的探讨 ,

来展示小说的迷宫。这些独创的分析是令人信服的。

更有趣的是作者对不同文本的破解。如第八章 ,作者指

出 :“小说《微暗的火》通过文本中两个主要的‘虚构’———希

德的诗和金保特的注释 ,表现了两个迥然不同的现实。诗人

约翰·希德的诗是对他自己身心受折磨的生活的注释 ,而金

保特的注释则是他通过想象、借题发挥 ,讲述自己的赞布拉

故事。这种奇特的交错互不相连 ,它所展示的主观现实实际

上是纳博科夫的超验现实。

在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家笔下 ,文本并非是一成不变

的。恰恰相反 ,他们小说的文本结构往往充满了变数 ,比如

间断、累赘、增殖和加倍。作者在第九章里特别对《公众的怒

火》文本的增殖和加倍作了纵横的解剖。他指出 :小说里文

本的增殖表现为 :开始的增殖、结尾的增殖和无结局的情节

的增殖 ,而文本结构的加倍则包含了文本的加倍、情节的加

倍和语词的加倍。如此细致入微的阐释在美国文学的评论

中是不多见的。

其三 ,关注主题 ,重视影响。尽管陈世丹同志细致地阐

释了后现代主义小说许多新的艺术手法和语言风格 ,他仍十

分关注小说的主题思想和社会影响。他特地将海勒去世前

的新作《最后一幕》(1994)与他的黑色幽默代表作《第二十二

条军规》(1961)联系起来考察 ,深刻地指出 :“《第二十二条军

规》通过战争间接地表现了一个疯狂的世界 ,暴露了美国社

会官僚与资本势力相互勾结的腐败本质和给普通人民带来

无尽的痛苦与死亡的罪恶 ;作为其续集的《最后一幕》则直接

表现了‘第二十二条军规’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肆虐 ,它使人

类和它自己走向最后一幕 ———即走向死亡。”

在评论多克特罗的《拉格泰姆时代》时 ,作者指出它是一

部新历史主义小说 ,由历史人物与虚构人物组成一个共同的

世界。他从政治权力、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等角度 ,对文本实

施一种综合性解读 ,将文学与人生、文本与历史、文学与权力

话语的关系作为分析的中心问题 ,表现出小说浓郁的“文学

的政治化和政治的历史化”色彩。而在分析德里罗的《天秤

星座》时则强调德里罗将历史小说化 ,从而反思历史 ,将文本

的新意义填入历史事件的连续体中。小说主人公李·哈维·

奥斯瓦尔德最后参与了行刺肯尼迪总统的阴谋 ,成了美国社

会和强权政治的受害者。最后 ,作者强调 :“小说对于帮助人

们重新认识历史 ,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正确认知自我和自我

与外部大世界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由此可见 ,作者在阐释作品时总是将主题思想和艺术手

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尽管花了不少笔墨分析后现代主义小

说的艺术技巧 ,仍然关注主题思想和社会意义的揭示。这是

十分重要的 ,也是不能忽略的。

其四 ,跨学科的分析 ,多角度的视野。美国后现代主义

小说是跨学科跨体裁的。陈世丹同志根据这个特点对小说

进行了跨学科的综合分析 ,视野相当广阔 ,涉及哲学、心理

学、文艺理论、社会学、语言学、文化学等多种学科 ,取得了较

好的效果。在评论巴思的《路的尽头》一章里 ,作者论述了小

说对存在主义哲学的戏仿和对弗洛伊德主义的戏仿。存在

主义哲学是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基调 ,书中多处阐明了存

在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及其主要特征。从尼采到萨特 ,存在主

义对 20 世纪欧美作家影响深远。抓住了这个基调 ,阐释才

能达到一定的深度。

语言游戏和文学代码是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常用的艺

术技巧 ,带有神秘色彩 ,有时很难理解。陈世丹同志知难而

进 ,对后现代主义语言游戏和文学代码进行了极其认真细致

的分析 ,指出纳博科夫在《微暗的火》里使用了多种游戏 ,包

括多种语言文字双关语、字谜游戏、文字游戏和语言游戏 ,甚

至玩起了文字高尔夫。库弗在《公众的怒火》里则采用了后

现代主义文学代码。这种代码具有其自己独特的语义学和

句法学特点。作者还引用艾柯的符号学理论和佛克马的文

学代码观点进行阐释、论证这部小说里的“语义场”,包括“同

化”、“加倍与排列”、“感觉”、“运动”和“机械化”等方面 ,列出

了使用率极高的词汇如“迷宫”、“广告”和“打着‘爱国主义’

旗号而置人道主义于不顾”的美国 10 几种大报刊的专有名

词。这种别开生面的分析的确令人大开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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