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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艺术】

《小世界 》是一部后现代主义力作
闰 艳

(长安大学 外国语学院
,

陕西 西安 7 1 0 0 6 4)

摘 要 :
从分析英 国知名 学者戴维

·

洛奇的名著《 小世界 》入手
,

展 示 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形成历程

及其一 系列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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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
·

洛奇 ( D a vi d L o d g e) 是英 国当代著 名文

学批评家和小说家
。

洛奇 1 9 3 5 年月 1 月生于伦敦
,

1 9 5 9 年在伦敦大学获硕士学位
,

1 9 6 7 年在伯明翰大

学获博士学位
,

现任伯明翰大学现代英国文学教授
。

他著书颇丰
,

著有大量文学批评著作及小说
。

他的

代表作有
: 《金杰

,

你真蠢 》
、

《避难所之外 》
、

《换位 》
、

《你能走多远 ? 》和《小世界 》等
。

其中《小世界 》荣获

三项文学大奖 lj[
。

《小世界 》可谓洛奇的得 意之作
,

不仅 在西方世

界得到赞许
,

在中国
,

特别是在知识 界也流传颇广
,

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

《小世界 》描写知识分子及学术

界的生活
,

这对身为教授
、

学者和文艺批评家的戴维
.

洛奇可 以说是得心应手
,

游刃有余
。

小说行文充

满隐喻
、

讽喻和转喻等各种表现手法
,

语言情节诙谐

幽默
,

读来妙趣横生
,

使人回味无穷
,

可谓传世佳作
。

该书被国外某些汉学家喻为西方 的《围城 》
。

《纽约

时报书评 》认为它是
“

一部奇异非凡
、

妙趣横生 的小

说
。 ”

弗兰克
·

克默德说它是
“
洛奇所写的最卓越

、

最

有趣的小说
。 ”
而《出版家周 刊 》则认为

“
这是学术界

妙不可言的闹剧
,

此书获布克奖提名是不会使它入

迷的读者感到惊奇的
”

:l[
。

笔者认为
,

《小世界 》是一部典 型的后现代 主义

小说
,

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无一不具
。

那么
,

何谓后现

代主义 ? 后现代主义又有哪些特征呢 ?

后现代主义是 20 世纪 60 一 70 年代 以来
,

伴随

着西方国家在经济
、

科技
、

社会
、

政治
、

文化诸方面的

变化所形成的一种新的社会文化思潮和理论
。

这种

思潮虽脱胎于西方现代主义
,

却具有反叛和批判现

代 主义的鲜明倾 向
。

正如历史上出现的任何一种新的思潮和形式都

是对 以前的思潮和形式 的反动的继承
。 “

它的第一

要素是 其作 为 对现 代 主义 的 反动 的 那 种历 史地

位 [ 2 1 ” 。 “
社会人类学家詹姆森 ( F r e d r i。 J

a m e s o n )将

2 0 世纪早期 颠覆性 的现代主义转向同后现代文化

的平庸和反动本质作 了 比较
:

那些曾经是颠扭性 的

和战斗的风格

—
抽象表现主义绘画 ; 庞德

、

艾略特

或者华莱士
·

史蒂文斯的伟大现代主义诗篇—
对

我们的祖辈来说是难 以接受的或展撼性的 ; 而对于

处在 6 0 年代的门槛前 的一代
,

则 成了制度 的敌人

—
死去的

、

压抑的
、

规范的
、

实体化的纪念物
,

要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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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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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任何新的作为便得先把它们摧毁闭
” 。

后 现代 主

义理论家弗
·

詹明信说
:“

不论从美学观点或从意识

形态角度审视
,

后现代主义都表现 了我们跟现代 主

义文明彻底决裂的结果 2[]
” 。

让
·

弗
·

利奥塔 ( J ea n

F ar cn io s L yo at dr )认为
,

在西方传统和现代思想 文

化中
,

话语性是在某个
“
宏大叙事

” 的制约下
,

或参照

某个
“
宏大叙事

”
而构建起一套 自身的元话语

。

而后

现代主义就是对一切
“
宏大叙事

”
或

“
元叙事

”
表示怀

疑
。

利奥塔提倡在
“
后工业社会

”
中推行

“
小叙事

”
和

“

叙事的多样化
” ,

主张
“
去中心

” ,

反对
“

精英统治
”
和

“

大一统
” ,

这无疑是后现代主义的另一大特征
。

詹

姆森认为这 一特征是 拼凑模仿 ( P as it c h e )
。 “

这 一

词汇在字典中的定义是
:

( 1) 借鉴了多种风格的艺术

作 品 ; ( 2)
“
混杂物

” 。

詹姆森所指的拼凑模仿的运用

是 已失去其规范根基的
,

它将 杂乱无章 的元素视为

既有的现实接受下来 ),[ 2〕 。

另外
,

英国文学理论家伊

格尔顿 ( T er yr E a
gl et o )n 在《后现代主义的幻想 》中

说
: “

它 (后现代主义 )是多元主义的艺术
,

它无视高

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划分
,

也模糊了艺术与 日常生

活的界限
。 ” “
纯 ” 艺术不复存在 了

。

还有
,

对文本意

义确定性的消解也是后现代主义的特征之一
。

詹姆

森将文本运动的定性特征之一表达为能指之间关系

的断裂
: “
精神分裂是一种有关孤立的

、

隔断的
、

非连

续 的物质能指的感受
,

它们无 法接续在一个连续的

序列之中
· · · · ·

一个失去了所指的能指 由此被转化为

一个意象
。 ”
这一特征也被利奥塔称作

“
语言表 征危

机
”
或

“
语言游戏

”
性

。

作为一部典型的后现代小说
,

《小世界 》具有
“
去

中心
”

或
“

拼凑模仿
”

性
、

开放式结尾
、

表征危机性
、

雅

俗共赏性等现代创作特点
。

作者力 图揭示
:

在当代

西方后工业化社会
,

文化中新形式特征与社会生活
、

传统文化的对立与异化
,

已经在各个领域里引起对

现存体制和价值观念的怀疑与批判
。

首先
,

作为后现代主义小说
, 《小世界 》的第一大

特征是
“

去中心
”
或称

“
没有 中心

” ,

或者可 以说成是

中心游移
、

主中心发散成多个小中心
。

《小世界 》一

反以往小说作品那样有一对领衔男女主人公
,

著者

行文始终 以他们的事件为主线
,

而 以其他人物和事

物的行动为辅线来烘托
,

让事件一步一步去发生
、

发

展
,

及至达到高潮 巅峰
。

一般小说在整个故事发生

过程中
,

书中人物事件矛盾迭起
、

冲突不断
,

最终结

局是有情人终成眷属或者善有善报
、

恶食恶果
,

并都

有一个
“
大团圆

”
结局或者一个

“
悲剧

”
性结尾

。

而

《小世界 》却结束了
“
宏大叙事

” 的传统模式
,

代之 以

具有后现代主义典型特征的
“
小叙事

”
形式

,

充满 了
“

拼凑
”
的特点

。

书中以柏斯
、

扎普
、

史沃娄
、

莫加纳
、

冯
·

托皮兹
、

安吉丽卡等各色人物构成不同的故事

情节
,

纵横交错
“
拼凑

”
在一起

。

可以说
,

《小世界》的

两大情节线索是书中人物对功名与性爱的追逐
。

在

名利场上的追寻者 中以扎普教授为代表
,

而在情场

上的追寻者中则 以 柏斯和史沃姿教授 为代表性人

物
。

不仅如此
,

洛奇在《小世界 》的字里行间也 隐隐

约约显现出
“
模仿

”
的痕迹

。

看得出来
,

洛奇似乎也

很善于用喜剧手法来探讨严肃的主题
。

本书的副标

题
“

学者罗曼司
”
整个就是

“
骑士罗曼司

”

的喜剧性滑

稽模仿
。

柏斯
·

莫克加里格尔就是 12 世纪法国骑

士罗曼司《柏西华或圣杯故事 》主人公的滑稽模仿
,

而亚瑟
·

金费舍尔则是
“

渔王
”
费舍尔

.

金的翻版再

造
。

除此之外
,

洛奇对后结构 主义 ( 解构主义 ) 理论

也进行 了大胆的
、

实践性的滑稽模仿
:

书中人物柏斯

追寻其意中人安吉丽卡奔波往返于世界各地
,

却始

终求而不得
,

这一事件便是影射读者企 图把握文本

含义的徒劳
。

后结构主义认 为
,

正如书中人物莫里

斯
·

扎普教授所说的那样
: “
文本性就像脱衣舞… …

文本向我们揭示 自己
,

但决不会让 自己被把握住 ,我

们与其弹精竭虑地想把握住它
,

不如在它的挑逗中寻

求快乐
。

,’(( 小世界 》书中所描绘展现的多个人物形象
、

多重故事的
“

杂烩
”

式叙述
,

表现了作者对心理描写
、

意识流
、

象征和隐喻等多种风格东拼西凑的模仿
。

另外
,

《小世界 》的结尾耐人寻 味
,

令人把玩不

已
。

有些专家学者说它是
“
开放式结尾

” 。

小说最后

一句话

—
“

他不知道在这个狭小的世界上
,

他该从

什么地方开始找她
” 。

表面上看来
,

似乎柏斯又回到

了起点
,

像当初结识并追寻安吉丽卡一样
,

故事把读

者带入了一个 同样的寻求过程
。

这样 的故事结局安

排
,

显示了洛奇匠心独具
,

暗示 了寻觅的无止境和文

学创作的永无完结性
。

《小世界 》同样体现 了后现代主义 的
“
表征危机

论
”
或

“
语言游戏

”

性
。

文本意义的确定性在该 书中

彻底消失了
。

从柏斯在鲁米 治邂逅安吉丽卡开始
,

安吉丽卡便成 了
“

能指
”
的象征

。

可 是柏斯一路追

寻
,

原以为能够获取
“
所指

”
的意义

,

结果却是处处与

其失之交臂
,

未能如愿 以偿
。

柏斯追求过程本身便

暗含着语言的能指与所指
。

它告诉我们
,

一切词语

即是
“

能指
”
又是

“

所指
” ,

往返循环
,

永无止境
。

正如

书中人物莫里斯
·

扎普奉 为至理名言的一句话
:

解

码 的同时便是编码
。

于是
,

语言就失 去了它的确切

( 下转第 8 8 页 )



长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 0 03 年

陶大哭
” 。

而托尔斯泰则完全否定 了哈姆雷特
,

说这

是一个
“
没有任何 性格的人物

,

是作者 的传声筒而

已
” 。

他的结论是
“
莎士 比亚不是艺术家

,

他 的作品

也不是艺术作品
” 。

他们的看法已经达 到完全对立

的地步
。

不过
,

在一般的情况下
,

在大多数的读者或

观众中
,

欣赏结果 的差异性
,

不是对立的
,

而只是大

同中的小异
。 “

一千个读者 ", 合目中的哈姆雷特
,

毕

竟还是哈姆雷特
,

不会是别 的什么人物形象
。

这是

因为大家都是以同一个形象为依据
,

进行再创造
。

在艺术欣赏 中
,

艺术品 的特点是互 相联 系的
。

欣赏者与欣赏对象也是互相依存的
。

没有真实动人

的艺术形象的作品
,

激不起欣赏者的热情
,

鼓动不起

他们联想和想象的翅膀
。

相反
,

要是缺乏必要的感

情和想象力
,

即使是对着优秀的作品
,

也得不到应有

的艺术享受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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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
,

写作也只不 过是在玩文字游戏而 已
。

不 同的

读者可以赋予文本以任何不 同的意义
,

而这些意义

也永远处于不断的解构之中
。

罗德尼
·

温赖特之所

以永远写不出他的论文
,

罗纳德
.

弗罗 比希尔之所

以再也写不出小说… …也都从另一方面道出了这种

危机性
。

从而
,

任何学 术研 究也多 变得毫无意 义
。

在实际批评领域
,

它又暗示我们
,

至关重要的东西不

是真理
,

而是你应该与他人有所不同
,

展现 自我所独

有的特性
。

新的理论便犹如托皮兹教授的黑手套
,

常常故作神秘
,

让大家猜测不已
,

却原来是掩盖了真

理
,

那便是—
一只健康完好而与他人无异的手

,

一

旦那只手暴露于众 目睽睽之下
,

手 的主人托皮兹也

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

《小世界 》具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另一点
,

是它

消除 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界 限
,

做到 了雅俗共

赏
,

兼容并蓄
。

一改传统的
“

精英教育
” 文化为当前

流行的
“

大众教育
”

文化
。 “

高山流水
”
与

“
下里巴人

”

并存于书中
。

《小世界 》大 t 穿插 了浪漫爱情
、

性生

活
、

夜总会表演乃至脱衣舞等情节
,

体现了作者洛奇

刻意走出象牙塔的迫切愿望
。

洛奇本人也 曾说过
:

“

现在有文学抱负的年轻作家… … 并不会存 心让 自

己难以理解或成为一个 为少数读者写作的作家
,

我

甚至认为
,

有严肃的文学主张的作家
,

对市场也很敏

感 ;他们尽其所能地在不放弃艺术 家的诚实的前提

下
,

获得最大的读者群
” 〔习 。

种种特点可以看出
,

《小世界 》不愧为一部后现

代主义力作
,

同时它又是 一部现实主义小说
。

除此

之外
,

它既是学术小说
,

又是传统小说
,

还是爱情小

说
、

旅游小说
,

它还是象征小说
、

讽刺小 说
、

道德小

说
,

等等
。

它像个文本的
“
大观园

” ,

色彩斑斓
,

花样

繁多
,

每一次
“
入园

” ,

或观赏
、

或小憩
、

或把玩
、

或聚

会
,

它都会给人以迥然不同的全新感受
,

使人流连忘

返
,

心驰神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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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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