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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伊斯流亡美学研究》

内容概要

“流亡美学”是乔伊斯的一种生活态度，也是他创造自己独特艺术的一种方式。乔伊斯所有作品都是
关于流亡，流亡美学构成了其艺术创作的全部内容，从流亡美学出发便可深入到乔伊斯的文学世界和
小说艺术的最根本之处。
乔伊斯流亡美学的形成不单是抽象思维和浪漫幻想相作用的结果，而与现实的生存环境密切相关。乔
伊斯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家庭环境和他个人的性格等因素是促成他选择流亡的主要原因。流亡美
学不单是乔伊斯的人生美学，更是他的创作美学。乔伊斯有幸与现代主义运动的接触和他对立体主义
、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等艺术手法的吸收和借鉴使他的流亡美学发生了质的转变，这种转变在乔伊
斯的文本中就以意识流、蒙太奇、语言游戏的方式得以呈现。这些新手法赋予了流亡美学以现代的审
美特征。
本书以“流亡美学”为切入点，在深入了解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作者的实际研究状况出发，不
作低水平的模仿和盲目的重复，书中采用传记研究的方法和社会学研究的方法，其中既有对乔伊斯本
人的研究，也有对时代、社会的整体考察，并通过对作品的解读，揭示了流亡与艺术家、流亡与艺术
创作的关系，对我们了解现代艺术与美国的关系，以及正确对待乔伊斯研究是极其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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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从狂欢看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们能看到巴赫金以及他诗学的本质；而从流亡者看乔伊斯
和任何人，我们确实只能看到流亡者。乔伊斯像一个被流亡抽干了存有的空壳，且从外部被困囿在作
者所设置的意识流、后现代主义等理论的牢笼之中，活像一只在奇幻乐园展出，被异化的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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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这本书的论点总结起来就是：乔伊斯以爱尔兰为创作来源，用现代主义（立体、未来、超现实）
异化爱尔兰，吸收意识流、蒙太奇技巧，以一种游戏语言的态度来创作作品，或者说是商品（书给出
的定义）。体现的主题是“审丑”、“流亡”、“回归”。这本书让我感兴趣是“流亡美学”这个主
题，看完之后的理解是：此书主要论述乔伊斯在流亡过程中通过拼凑、借鉴甚至抄袭而形成的所谓美
学。可能正是因为侧重”流亡“的主题，此书的笔墨主要落在乔伊斯的民族背景、个人经历和性格特
点方面，对于他的文学（此书中主要涉及了乔伊斯的《都柏林人》、《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
史蒂芬英雄传》、《尤利西斯》、《芬尼根守灵夜》），主要是用直接引用来佐证”流亡“对乔伊斯
的影响，而非着重分析其体现的”流亡美学“（书中只有一节主要分析文本）。也因此，这本书或许
带上了些许偏见，引用各家所写的乔伊斯传记来攻击乔伊斯性格的缺陷。作者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体
现出自己和普遍大众一样的传统价值观，即爱国、奉献、责任等。然而，对于文学来说，是否应该将
作者个人的经历与作品如此密切的联系起来，以至于用乔伊斯性格的缺陷去攻击其作品，这一点有待
商榷。比如，乔伊斯想要用作品揽财、并攻于心计的想要极力宣传其作品，被作者认为乔伊斯的作品
是商品。”作品“和”商品“这两个词区别之大，不言而喻。但毕竟，文学批评上普遍的主张是，真
实作者与隐含作者分开来看待。另外，书中在前面提到乔伊斯的性格是矛盾的，这多少可以说是暗示
了乔伊斯的变幻莫测是具有合理性的。但在后面又利用乔伊斯话语的前后矛盾来说明乔伊斯作品的价
值实则是被人为抬高这一论点。比如，作者提到乔伊斯曾经后悔将《尤利西斯》与《奥德赛》联系起
来，当初只为了营销更好。这一点应该是真实的，但是能不能顺势推断出”《尤利西斯》每一章都是
刻意经营、乔伊斯是虚伪的”这个论点呢？读者应该是看法各异。这本书同时让我纠结于“学习借鉴
”能不能否定“原创”这个问题。作者提到，乔伊斯本身不具备原创能力，他的作品是拼凑、学习、
“抄袭”各家各言的成果。但是在我看来，原创难道也不都是基于学习外在东西的结果么？或许作者
是想说明，乔伊斯不值得被给予如此之大的关注、赋予如此之大的价值。现代主义文学不是乔伊斯的
原创，他只不过是那股历史洪流中的一个。或者说，他是借了东风得了名声的人，而非创造者。但是
，这本书将所有影响乔伊斯创作的因素都说的很明白。从社会背景、家庭背景、性格背景、苏黎世、
巴黎、现代主义对乔伊斯的影响都说的很详细，并且将乔伊斯性格的矛盾、功利、虚荣、懦弱、分裂
等方面又分析的很细。虽然我并不赞同很多主观的地方，以及作者得出论点的逻辑，但是干货满满，
值得一看。作者对各方的引用也很精彩。不过还是建议，读者应当在看过乔伊斯作品后形成自己的观
点，避免人云亦云。望后来看的人可以讨论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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