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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

内容概要

昆德拉很赞过的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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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

作者简介

勒内·基拉尔（RenéGirard），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人类学家。1923年生，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获
博士学位 先后执教于霍普金斯、斯坦福等大学。现已退休。主要著作除本书外 还有《暴力和神圣》
《论世界创立以来的隐蔽事物》、《莎士比亚 欲望之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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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

精彩短评

1、从欲望的角度分析司汤达、普鲁斯特和陀氏的小说
2、当时觉得，振聋发聩，耳目一新。法国作品，都避不开文论。
3、我只想在读完+华丽丽16p笔记+脑细胞快要衰竭之时说一句  神脑。。。人类的虚荣和自尊顿时瓦
解全无。
4、可能我太淺⋯⋯
5、貌似文学批评，实际上处处指向一种现代神话，这个容后再思。另外对陀氏的解读很独特，”一
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但现行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是
没有写完的，基拉尔也许是有意忽略这一点，也许是无心之失。书中的所有人都在结尾中达到了垂直
超验，除了发疯的伊万，他也许会在接下来的篇章中自诩普罗米修斯并最终弑君。且心向基督的阿辽
沙在尘世的生活之中也会堕入三角欲望的十字架阴影中。这样看来，《卡》的悲剧性仍旧在持续，只
不过是在不断的圆周运动中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当然，这样的疏忽也不影响基拉尔此书的
立论。
6、欲望的三角结构，让人看到的是人世的恐怖，人人都活在这样的世界之下。普鲁斯特《重现的时
光》，在他看来还是有所欠缺。但我无疑还是相信，这部作品是人世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文本的结
尾某种忏悔性的效果，意味着一种升华。但一些文本失去这种效果并不意味着它没有教育意义，它仅
仅是使那种被展示更加明显，用更讽刺的手法让人舍弃这样的生活，伟大如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
。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是，他提到加缪的《堕落者》，并将之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提并论，当然是他的
《地下室手记》这部作品。并坦言，若加缪不是因意外（车祸）而死去，他的文学会发生转向。至少
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在说，加缪会朝着陀思妥耶夫斯基靠近。另外，昆德拉给我的小提示，所谓的法
国上流社会，觉得加缪是个粗俗的人。这到底是验证了普鲁斯特还是勒内基拉尔呢？等你告诉我。
7、深刻的偏见之典型，对我当时的阶段几乎致命
8、打脸打得啪、啪、响！
9、有些观点，读来仿佛解释了一些生活里的疑惑和原由、原理，很有意义。可惜没有读完书中作例
的篇目，读完之后一定要再看一遍。
10、法国人的文字游戏
11、堂吉诃德的朋友之所以满腔热忱地为可怜的堂吉诃德医治疯病，是因为他们也染了病，而且症状
更严重。——邻人除了把疯子关进精神病院就证明自己头脑灵光，他还通过摹仿疯子来证明自己的清
白。
12、勒内·基拉尔  “三角”欲望  人将互为上帝 塞万提斯 福楼拜 斯丹达尔 普鲁斯特 浪漫主义 自我 他
者 摩仿 内中介 外中介
13、相比之下，还是拉康的欲望模型更为精微。 
14、畅快淋漓！！
15、还是高中时候读的书。。。重读一遍。。。
16、这才是我感兴趣的
17、一切智慧来自阅历。我曾在过往的情感经历中总结出一些零散的道理，然后在这本书中找到了理
论依据，并加深了对于人类心理的理解。还好，我已超越虚荣。
18、: �
H106.4/4652

19、没怎么读懂，不明觉厉，以后阅读量够了再读吧。
20、乏味
21、欲望三角结构看得实在过瘾！19世纪的小说这一结构就达到了高峰，即陀氏小说。那二十世纪初
的小说，比如卡夫卡，在欲望三角支配下，又该是怎样呢？“地下人”之精神走到地面，面对欲望充
斥着的现实世界，该将是怎样的场景？
22、手贱选了这本做读书笔记⋯⋯但是后劲儿好大！
23、rubbish
24、欲望源自被模仿的第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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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

25、主论点好抓，然而论述到细节越读越精妙，并没有把握会不会有一天能把它吃透。讨论普鲁斯特/
老陀/塞万提斯：“小说家是治愈了形而上欲望的主人公”，是正反之后的合，是看透了客体的变形过
程（从barber's basin到Mambrino's helmet）之后的顿悟者。绝对的对立并不存在，善恶二元论幼稚得可
笑，一切在欲望的调控下趋于弥合。而中枪无数的我，只能重重的叹一口气。
26、好久没看五星书了吧！特棒！相逢恨晚！
27、转让 见豆列 http://book.douban.com/doulist/1227842/

28、可能是翻译的问题，读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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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Page 6



《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

章节试读

1、《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的笔记-第2页

        为什么随手翻个开头就有整整一页漏译⋯难道是底本不一样？回头有机会核实一下法文本⋯
顺便Girard这段关于文学批评的话说的⋯⋯不知道巴特看到作何感想。

2、《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的笔记-第14页

        斯丹達爾在《旅行者回憶錄》里讓讀者對他所說的現代情感提高警惕，這種情感產生於普遍的虛
榮心：“羨慕、嫉妒和軟弱的仇恨”。斯丹達爾的公式集中了三種三角情感，他的公式脫離具體客體
觀察這些情感，並且讓這些情感同強烈的摹仿需要相聯繫。按他的說法，19世紀整個逗沈溺於這種摹
仿的需要。舍勒繼尼采之後指出，浪漫主義心態浸透了仇恨。斯丹達爾說的是同樣的意思，不同的是
，這種精神毒藥的根源，斯丹達爾是向對個人的狂熱摹仿中去尋找。說到底，我們摹仿的人和我們並
無兩樣，不過被我們想當然地加上了許多美名罷了。如果說現代情感在蔓延，那麼原因並非“羨慕天
性”和“嫉妒秉性”的數量莫名其妙、令人不安地增加了，而是因為在一個人與人地差別逐漸消失的
世界里，內中介正得其所哉。
只有小說家揭示了慾望的摹仿性質。現在這個性質已經很難為人察覺，因為最狂熱的摹仿往往遭到最
徹底的否認。堂吉訶德公開承認追隨阿馬迪斯，他那個時代的作家也公開承認追隨古代作家。浪漫主
義的虛榮人則不願意作任何人的追隨者，他自認為覺對是天馬行空。19世紀，自發性到處稱為律條，
摹仿遭到貶抑。所以斯丹達爾到處叫大家不要上當，吹得天花亂墜的個人主義實際上掩蓋着一種新的
摹仿。浪漫主義消極厭世，仇視社會，憧憬荒漠，實際上和群居性一樣，往往掩蓋着對他者一種病態
的畏懼。
這翻譯欸

3、《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的笔记-第1页

        要叫虚荣人对某物产生欲望，只要叫他相信某个有名气的第三者已经垂涎此物就行了。介体在这
里是虚荣挑起的竞争者，也无妨说是虚荣自己找来的竞争者；然后，虚荣又希望竞争者失败。（7）
如果介体和主体各居中心的两个能量场的距离太大，彼此不接触，我们把中介成为外中介。如果两个
场距离很小，因而或多或少彼此渗透，我们就把中介称为内中介。
衡量中介和欲望主体之间距离的当然不是物理空间。地理上的远近固然是一个因素，但是距离首先是
精神概念⋯⋯所以桑丘的中介是外中介。他和介体不会有任何争执。（9）
在斯丹达尔的小说里，摹仿之可笑就不是一望即知的了，因为在追随者的世界和模式之间，使堂吉诃
德和包法利夫人授人以笑柄的差距没有了。（9-10）
追求客体，归根结蒂就是追求介体⋯⋯模式的追随者既为模式所吸引，他就必然把模式设置的有形障
碍看成某种意志存在的证据，对他而言这是一个邪恶的意志⋯⋯主体认为模式一定自以为比他高明得
多，不会收他到门下。于是，主体对模式就怀着五体投地的崇拜和无以复加的怨愤这样两种相反的感
情，两相混合，令他痛苦。这种感情，我们称之为仇恨。
只有把欲望暗示给我们却又阻拦我们满足这个欲望的人，才是我们的真仇人。但是心怀仇恨的人，他
首先恨自己，因为他的仇恨里暗藏着崇拜。为了向他人也向自己遮掩疯狂的崇拜，他完全把介体看成
障碍。（10）
主体在和竞争者争斗时，颠倒欲望的逻辑和时间顺序，用意在于掩盖他的摹仿。（10-11）
马克斯.舍勒在《仇恨的人》里探讨的现象，依我之见，都属于内中介。仇恨这个词表明了作为内中介
里主体经验特征的反弹性质，反射震动性质。热烈崇拜和竞争意识撞上了模式给追随者无理设置的障
碍，因而变成对模式软弱无力的仇恨，由此产生了马克思.舍勒描写得很精彩的那种心理上的自我毒害
⋯⋯嫉妒/羡慕这些词和仇恨一样，习惯上都是指内中介，却几乎总是向我们掩饰内中介的真实性质。
（11）
因为我们平时谈到这些被嫉妒慢慢吞噬的人，便说他们“秉性好妒”，或者“生性多嫉”。在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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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

“秉性”、“生性”里，具体地说，有的不是那种好他者之所好，亦即摹仿他者欲望的不可遏制的恶
癖，又能是什么呢？（12）
把被客体夺走的位置还给介体，把普通认同的欲望顺序颠倒过来，这一点只有小说家做到了⋯⋯斯丹
达尔在《旅行者回忆录》里让读者对他所说的现代情感提高警惕，这种情感产生于普遍的虚荣心：“
羡慕、嫉妒和软弱的仇恨。”⋯⋯舍勒继尼采（尼采承认从斯丹达尔获益匪浅）之后指出，浪漫主义
心态浸透了仇恨⋯⋯如果说现代情感正在蔓延，那么原因并非“羡慕天性”和“嫉妒秉性”的数量莫
名其妙、令人不安地增加了，而是因为在一个人与人的差别逐渐消失的世界里，内中介正得其所哉。
（14）
吹得天花乱坠的各种个人主义实际上掩盖着一种新的摹仿。浪漫主义消极厌世，仇视社会，憧憬荒漠
，实际上和群居性一样，往往掩盖着对他者一种病态的畏惧。（15）
从现在起，我们用浪漫的这个词指那学反映了介体的存在却没有揭示介体的作品，用小说的这个词形
容那些揭示了介体存在的作品。本书将用主要篇幅论述后一类作品。（16）
介体的影响会传递给作为欲望对象的客体，赋予客体一种虚幻的价值。三角欲望是一种可以改变客体
面貌的欲望。（16-17）
“羡慕”、“嫉妒”和“软弱的仇恨”眼里的巴黎上流社会，与曼布里诺的头盔同样虚幻，也同样为
人渴望。在巴黎上流社会，形形色色的欲望都垂涎于抽象物，照斯丹达尔的说法，是“脑袋的欲望”
。快乐与物质无关，痛苦更是如此。快乐和痛苦都是“精神的”，不过必须说明，层次比较低。介体
好像人造太阳，把神秘的光投射到客体上，给客体蒙上一层虚假的光彩。斯丹达尔的全部作品，目的
都在告诉我们，虚荣的各种价值，无论贵族、金钱、权势、声望，好像很具体，其实是表面如此。
（17）
在斯丹达尔的作品里，激情是虚荣的对立面⋯⋯他在感情上的自主，欲望上的自发，对他者看法绝对
的漠不关心。（18）
三角结构在社交界的攀附风里，较之在爱情——嫉妒里，明显程度不差分毫。攀附者就是模仿者⋯⋯
（24）
在《追忆似水年华》里，摹仿达到这样一个程度，人物是嫉妒还是攀附，完全看介体是堕入情网，还
是热衷社交⋯⋯普鲁斯特一再指出，这两个“恶习”可以等量齐观⋯⋯普鲁斯特的规律证明了一种新
的内中介：如果介体和欲望主体之间的距离比斯丹达尔小说里还小，就会出现这种内中介。（25）

攀附是“一个人为阻止自己的真实存在进入自己的意识场而采取的一切方法的总和，目的是不断地让
另一个比自己更有风度的人进入意识场，他从这个人身上看到了自己。”儿童呢，“他把自己构想为
另外一个人，认为自己具有那个震慑他的人的品质和能力。”（36）

我们知道，介体的逼近，会使两个竞争者各居中心的机遇场相碰撞，竞争者互相的怨恨就会不断加深
。（41）
这样，在内中介内部，又可以划分斯丹达尔、普鲁斯特的族外中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族内中介。希
望通过汲取、同化介体的生命而溶化在他者的本质中，必然是因为对自身本质有一种不可遏制的厌恶
。（57）

人不能直面自由，便有焦虑来纠缠。于是需要寻找一个点以集中目光。不再有上帝、君主、领主把人
同世界相联，由他者产生欲望，就是想逃避个体感；他为神选择替身，因为他不能舍弃无限⋯⋯斯丹
达尔的利己主义者意识到自我的局限，他无意超越这些局限，他说“我”字时，虚怀若谷。他放弃追
求全部，因此没有被抛向空无。所以，在斯丹达尔的作品里，利己主义代表了现代人文主义的雏形。
（68）

正是因为虚荣人感觉到内心正在出现《传道书》说的空虚，他才躲避到轻浮的行为和摹仿中去。正是
因为他不敢正视内心的空虚，他才急不可耐地向他者逃避——他觉得他者没有遭受这场灾祸。（70）

所以，攀附的实质是荒诞。  攀附生于平等⋯⋯（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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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

介体和主体间的距离越小，他们的差异就越小；他们的见识愈准确，仇恨就愈强烈。主体在他者身上
谴责的欲望，永远正好是主体自己的欲望，但是他对此浑然无知。仇恨是个人主义的，它不由分说地
维持自我和他者间虚幻的绝对差异，实际上没有任何东西把二者分开。（77-78）

当介体距离很远的时候，心理圈很大，很容易把伦理判断的路线误当做直线。对欲望主体来说，这种
误解很正常。欲望空间是“欧几里德的”，我们永远认为自己朝着欲望和仇恨的目标做直线运动。小
说的空间是“爱因斯坦的”，小说家指出，所谓直线其实是一个圆，它不可抗拒地将我们带回我们自
身。当介体距离很近的时候，观察者发现了小说人物的心理圈，于是他们谈论起所谓忧烦⋯⋯勒格朗
丹批评起攀附口若悬河，布洛什斥责野心，夏吕斯猛攻同性恋，每个人都在咒骂自己的罪孽。陷入忧
烦的人，对同病者，亦即他的竞争对手，洞若观火，对自己则蒙若瞽眇，真叫人吃惊。随着介体的靠
近，洞若观火和蒙若瞽眇会同步推进。（78-79）

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间，最像父亲的是伊万，最不像父亲的是阿廖沙。最恨父亲的是伊万，最不恨父
亲的是阿廖沙。我们轻而易举地就发现了普鲁斯特的两个“阶梯”⋯⋯为他者的病惶惶然的都是病人
。 俄底甫斯诅咒他者，结果自己沦为罪人⋯⋯事实上，即使最好的心理分析，也不过是与伟大宗教典
籍的心理分析相吻合罢了：”唉，你啊，人，你现在这样子，你责骂别人，实在不可原谅，因为，你
责骂别人的时候，就在责骂你自己，你责骂别人，而你在做同样的事。“（圣保罗《罗马书简》）
（79）

向人性偏斜的超验（欲望三角的超验，不同于对上帝的直线垂直超验），这个概念可以说明普鲁斯特
的诗学，也可以廓清围绕《重现的时光》至今依然存在的迷雾。同昔日的一件物事接触，我们所体验
到的，是过去欲望的超验性质。回忆不像欲望那样受到竞争欲望的毒化。“每一个给我们痛苦的人，
都可能被我们附会于某一个神明，他变成了神明断断续续的投影，⋯⋯而我们对神明（理念）的观照
立刻给予我们快乐，而不是我们原来感觉到的痛苦”。（85-86）

在普罗斯特的笔下，感觉回忆是人生最后的审判，它把稻子和裨子分开。（86）

回忆使作为作家和作为人的普鲁斯特得到拯救⋯⋯感觉回忆是喜悦，同时也是知识。（87）

所谓由他者产生欲望，无非是想成为一个他者。形而上欲望只有一个，但是将这个基本欲望具体化的
个别欲望却变化无穷⋯⋯客体对于介体，就如圣物之于圣徒。圣徒用过的念珠，穿过的衣服，比起仅
仅被圣徒触摸过、祝福过的圣牌，要更珍贵。一件圣物的价值，取决于它与圣徒的距离。形而上欲望
中的客体亦如此。因此，现在应该来考察下小说三角的第二个方面，即联系介体与欲望客体的方面⋯
⋯欲望三角是一个等腰三角形。介体越是靠近欲望主体，欲望就越是强烈。（88）

每一个介体都投射出自己的幻影，幻影一个接一个出现，都显得很“真实”，这些“真实”以对鲜活
记忆名副其实的摧残代替了过去的真实，又以对日常经验的严密审查抵御未来的真实。马赛尔把先后
不同的中介投射的“世界”成为“自我”，这些“自我”彼此完全隔绝，既不能追忆起过去的“自我
”，也不能预感到未来的“自我”。（95）

在普鲁斯特的作品里，生活最终丧失了统一，丧失了以往小说人物身上由神保持的稳定性。“个体解
放”的根源是不断变换介体⋯⋯只要介体很远，因而是唯一的，人物就能保持统一，不过这种统一是
由谎言和幻觉构成的。从道德上说，贯穿全部生活的唯一谎言，未见得比一系列短暂的谎言更好⋯⋯
不应该谴责他，而应该同情他，因为它比以往的人物更痛苦。（96）

介体的统治时间越短，他就越专制。所以，痛苦最深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地下人的介体更
换得如此迅速，一个个“自我”简直分辨不清⋯⋯地下人有时甚至被好几个短期介体所肢解。时期不
同，对话人不同，他随之成为不同的人。这就是批评家全都注意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物的所谓多形

Page 9



《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

态性。（96-97）

随着介体的靠近，统一分解为多样。我们从堂吉诃德单一、永恒、传奇式的介体出发，经过几个楼梯
平台，到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混沌。斯丹达尔所谓构成他那个时代“优秀社会”的“五六种模式”，
以及普鲁斯特的多样自我是我们下楼经过的主要平台⋯⋯这种个性的破碎是内中介的极点⋯⋯现代性
的深刻真实存在于内中介中。（97）
中介愈不稳定，桎梏就愈沉重⋯⋯空洞的折衷主义，短暂的兴趣，消失得愈来愈快的时尚，交替得愈
来愈迅速的理论、体系、学派，如今使人们激动不已的“历史的加速”，凡此种种，对陀思妥耶夫斯
基这样的作家来说，都是我们刚才描述变化的重要方面。（99）
形而上欲望永远是传播性欲望⋯⋯而不自觉地成为介体的个人，兴许也不能自发产生欲望，因此他又
会去摹仿别人对他的欲望的摹仿。一个起初不过是偶生的念头，到头来会变成强烈的激情。众所周知
，任何一种欲望，倘有人分享，便倍加强烈。于是两个相同但方向相反的三角重叠起来。欲望在两个
对手间输送，速度越来越快，仿佛电池充电，电流强度随着每次输送而增强。（104-105）

两个主体愈是接近，愈是认同他们的欲望，他们之间的对立就愈残酷，也就愈没有意义⋯⋯塞万提斯
采取寓意手法，将双重中介的痛苦和虚幻放在含糊的喜剧情境中。（105）
我们把爱欲也视为三角欲望，但并不一定非有竞争者不可。在情人眼里，意中人一分为二，既是客体
，又是主体。萨特注意到了这个现象，并且以此为根据，在《存在与虚无》中分析了爱情，性施虐癖
和性受虐癖⋯⋯爱欲同其他欲望一样，永远具有传播性。说传播，就必然意味着第二个欲望同源欲望
涉及相同的客体。摹仿情人的欲望，就是因情人的欲望而对自己怀有的欲望。双重欲望的这种形式叫
做卖弄风情。（110-111）
情人的“绝望”与女人的卖弄风情同步扩展，因为这两种感情相互抄袭，彼此传递同一种欲望， 而且
日见炽烈。（111-112） 
在内中介范围里，冷漠从来不是简单的中性情感，从来不是完全缺少欲望。在观察者看来，它是对自
我的欲望的外在形式。引诱人摹仿的，正是这种可以设想的欲望。（112）

人们常说，施虐狂折磨人，是因为他自己受折磨。确实如此，但这并不是全部真相。要想折磨人，必
须认为自己受到一个人的折磨，而这个人在施虐时达到了远高于我们的存在境界。（195）

不要仇恨无神论者、恶的宣扬者、唯物主义者，包括他们中间的恶人，因为很多人是好人，尤其在我
们这个时代。（200）
作为其他小说家出发点的那个恒定时间（真实的抑或虚幻的）从此被丢弃，只剩下普鲁斯特作品中的
第二时间和第三时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揭示和斯丹达尔、福楼拜的揭示一样，只有两个时间，然而
第一时间不相同，不是稳定时间，而是间断和混乱时间，即普鲁斯特的第二时间。从“存在的”时间
不经过渡便到达虚无中的永恒。（259-260）

《恶心》的罗甘丁也好，《局外人》的莫尔索也好，萨缪尔.贝克特的流浪汉也好，都没有形而上的欲
望。这些人物备受天下苦难的折磨，却偏偏幸免于形而上欲望。当代小说的人物谁也不摹仿。他们都
是彻底自主的，可以同瓦雷里的台斯特一同引吭高歌：“不论我们什么模样，我们都彻头彻尾像我们
自己。”（270-271）
当代小说的主人公永远把他们宝贵的自由维护得完好无损⋯⋯要么是我们一点也没有沾染形而上欲望
，要么是形而上欲望迷了我们的心窍，使我们熟视无睹，二者必居其一⋯⋯那么当代小说的人物就是
虚假的。（271）

最初的浪漫主义者试图通过比他者怀有更强烈的欲望这一点来证明自己的自发性，亦即他的神性。现
在的浪漫主义者试图证明完全相同的东西，不过方法正好相反。由于介体的接近，由于形而上欲望的
不断扩张，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势在必行。如今，已经没有人相信所谓的自发欲望。（285）

内中介造成的矛盾最终会消灭个体。继受虐癖之后到来的是形而上欲望的最后阶段，自我毁灭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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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体愈接近，与形而上欲望相关联的现象就愈具集体性。在欲望的最高阶段，集体性质尤其显著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除了个人自杀，还有一种集体自杀或接近自杀的行为。（295）

在中介产生之初，主体的经验是觉得自己的生活和精神都极端虚弱，主体躲进幻想出的他者的神性，
就是为了回避自身的虚弱。主体对自己的生活和精神感到羞愧。他为自己不是神而痛苦，于是就到所
有危及其生活，忤逆其精神的东西中寻找神圣。因此，他终身的追求，贬低着并且最终将毁灭他自身
存在中最宝贵、最高尚的东西。（298）

现代作家都创造了偏斜超验的形象，这些形象尽管多种多样，却和基督教神秘作品中垂直超验的形象
同样具有明确的含义。（301）

欲望的真实是死亡，然而死亡并不是小说的真实。（306）

否定介体，就是放弃神性，也就是放弃自负⋯⋯人物在放弃神性的同时就放弃了奴隶性。生活的各个
层面都颠倒了，形而上欲望的作用被相反的作用替代。谎言让位于真实，焦虑让位于回忆，不安让位
于宁静，仇恨让位于爱情，屈辱让位于谦虚，由他者产生的欲望让位于自我产生的欲望，偏斜超验让
位于垂直超验。（310-311）

所以，结尾永远是回忆⋯⋯（314）

到自我和他者机械对立这样一个浪漫主义语境中，普鲁斯特的意旨就显得荒诞不稽了。（315）

小说作品的终结对应着当代叙事作品的无终结⋯⋯（326）

倘若我们那些“赞成和反对”的成见没有在审美经验和宗教经验之间筑起一堵密不透风的墙，艺术创
造问题就可以获得一种全新的思维。（328）

当代信徒主题的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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