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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高者》

内容概要

《至高者》是一部向自身叙说并且转向小说自身的小说。它不断地否定自身，重构自身。小说主人公
是一位植物学家，他的首要需求和焦虑验证了一种自我的追寻。他试图抹掉自己的犯罪证据。他的话
语主要是存在，一种归属于大众的感觉，一种对世界和律法的惊异和崇拜。他经常有一种介于梦幻和
现实之间的生病的印象，有时候甚至是一种垂死的感觉。在他遥不可及的真正的死亡到来之前，这种
垂死的感觉会一直陪伴（折磨）着他。这部小说也因此是一次对真实的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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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高者》

作者简介

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法国著名作家、思想家，1907年生于索恩-卢瓦尔，2003年逝世
于巴黎。布朗肖一生行事低调，中年后不接受采访与摄影，但他的作品和思想影响了整个法国当代思
想界，对法国许多大知识分子和大作家如乔治?巴塔耶、列维纳斯、萨特、福柯、罗兰?巴特、德里达
等都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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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高者》

精彩短评

1、从《亚米拿达》的房间到《至高者》的大楼，至高者和法则部分，接下来结合《灾异的书写》来
谈。
说说人称。换了第一人称，叙述感好多了（不过过度性对话还是写得不走心？）。果然第三人称是危
险的，它的出现是一种间隔。第一人称整个叙述实际上都是声音，“你和我陷入一场永无休止的对话
之中。”（p265）第二人称也是，那么第三人称呢？第三人称似乎退一步，落到了语词。
2、我很高兴布朗肖早已归西；因为若是在同一时代，我怕会被人指认为抄袭者。那时，唯有在梦中
我才有勇气去窘困地指责其实是他僭越了我。在他人身上看到自己，我以为这是仅次于贝雅特里齐的
依恋。塞巴斯蒂安·奈特在生活上选取最简单的方式，如同他在美学走最荆棘的路。
3、布朗肖早期作品，政治性质比较强的一部，至少可以从中看到施密特和巴塔耶的思想模型以及布
朗肖的回应。
4、赞
5、算是布朗肖的叙事类作品中比较容易进入的一部了。疾病的沉重负荷、垂死的疲惫体验、律法的
荣耀崇拜、反抗的隐秘组织，是进入这本书的几个切面。何谓至高者？是叙事者本人还是那个在垂死
的萎靡中依旧维护同一的律法世界的病人？
6、不是我们所有人都经历过同样的痛苦，但描述这些痛苦的故事属于所有人，每个人都从中看到自
己经历过的事，这使得他在没经历过的事上也拥有话语权。全书金句很多。关于法则的部分很有趣，
无序总想代替有序而最终也变成了有序的样子等待被接下来的无序所推翻。法则安抚的那部分人不会
感到多爽快，而受到惩戒的人就会觉得难以忍耐，那它存在的目地就是：我存在，等待被推翻不了我
的人尝试推翻。
7、“当人们庄严地唱着圣诗的时候，苦难过去的记忆重复出现，仿佛是此刻正在经历的苦难，大家
自然都在洗耳恭听，高处的某个人也在听，他的专注让这些悲惨的思考变得美丽又充满了希望。”
8、“生病时发生的事令人难以置信。那是一种持久的诱惑，病人会不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认不清
人，但是对一切事物的理解却要透彻得多。不再有开始，一切被摊在恬静充足的光线之下，所有人的
观点都相互吻合，它们消失了，你明白吗？”
9、他杜撰出一些格言：“沒有過去的地方，十根手指都不夠用”。“當空氣和土地不复存在，生長
的草叫做懶惰”。你抛灑起了太多的灰塵，空氣已經變得讓人沒法呼吸了，我微微張開嘴，讓自己不
至於窒息。
10、恐怕又是因为我缺乏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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