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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摩流浪者$中禅宗书写的符号学研究!

孔小纲#杨金才
"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

摘4要%凯鲁亚克在$达摩流浪者%中大胆实践禅宗的书写与传达"体现了他的哲学与审美观转向! 小说以符号文

本特征鲜明的人物形象开辟禅宗的传达路径! 巨大的社会文化反响说明其在文化传播意义上的成功! 从洛特曼符号域

理论视角审视该小说"禅宗的符号化传达过程颇具匠心"表现了凯鲁亚克的异文化书写策略实践! 在作家个人化的书写

策略选择与运作背后"禅宗文化文本与美国本土文化文本间的可对话性是小说产生异文化传播与接受效用的根本保证!

关键词%杰克'凯鲁亚克#$达摩流浪者%#禅宗书写# 符号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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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美国)垮掉的一代*主要作家' 代表作%在路

上&一夜成名#凯鲁亚克随即又推出一部)路上*

题材小说%达摩流浪者&' 小说极大地推动了禅

宗思想在美国的传播#深远影响了 !" 世纪 1" 年

代声势浩大的青年反文化运动' 依靠人物形象#

小说在禅宗文本的呈现与读者可诉诸知觉的理解

把握之间架起了符号的桥梁' 从尤里0洛特曼

"ZJE(C)̀'IHD/$的符号域理论视角审视%达摩

流浪者&#小说中的禅宗书写方法体现了作家颇

具匠心的创作策略实践' 在作家个人化的书写策

略选择与运作背后#禅宗文化文本与美国本土文

化文本间的可对话性是小说产生异文化传播与接

受效用的根本保证'

一4禅宗文本的符号化接驳与转换

小说开场就意在确立贾菲与寒山的意象对等

关系' 凯鲁亚克直接点明此书献给寒山 "8D/

@=D/$' 明确他的意象及其文本意义对展开后续

的禅宗书写至关重要' 但寒山的意象具有明确的

异文化属性#在时空意义上相隔久远' 没有文化

熟识度的背书#他的出场势必显得唐突而孤立#对

其形象展开直接的语言描摹极易落入文化殊异性

诠释的陷阱#进而产生本土读者异文化认知与接

受的隔阂效应' 凯鲁亚克于是另辟蹊径#以贾菲

本土化的形象塑造直接接驳了寒山的符号意象'

雷首先指出贾菲 )是 +达摩流浪者,中的第一

名*

!

' 关于谁是寒山#贾菲解释说#)一个中国的

士人#他由于厌倦了城市和这个世界#所以躲到深

山去隐居*.雷马上应和# )唔#听起来跟你很

像*

"

' 贾菲继续细化寒山的意象!)寒山子是个

诗人#是个山居者#是个矢志通过打坐来参透万事

万物本质的人#而且还是个素食主义者' 11 我

景仰寒山子#还有就是他过的是一种孤独(纯粹和

忠于自己的生活'*雷随即强调贾菲与寒山更高

的契合度#)哇#听起来都跟你很像呐*

#

' 对话一

方面完成寒山意象最基本的文本信息输出.另一

方面则明确了寒山与贾菲建立在相似性基础上的

对接#暗示贾菲的典范性等同于寒山' 换句话说#

在本土文化场域内#贾菲表征对禅宗认知的最高

境界#认识贾菲就等于认识寒山'

习禅者的意象建构在此基础上围绕贾菲展

开' 凯鲁亚克着意勾连了他与东方的联系' 雷眼

中的贾菲)下巴蓄着一把小山羊胡子#因为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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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眼角上斜的绿眼睛#让他很有东方人的味

道*

!

' )贾菲个子并不高#11他双颧高凸#两颗

眼珠子闪闪发亮#就像一个正在咯咯笑的中国老

和尚'*

"对贾菲的描述糅合了本土人物的外貌与

东方的气质神韵' 但仅有形象的勾勒尚不足以确

立贾菲的本土性与当下性对寒山意象异域性与历

史性的取代' 小说于是通过雷脑海中的幻象#一

再强化并升华贾菲与寒山意象的意义重合' 小说

提到雷恍惚间看到的贾菲)仿佛是正在跟他的偶

像们222约翰0缪尔#寒山子#拾得#李白#约翰0

巴勒斯#保罗0班杨和克鲁0鲍特金222并肩而

行*

#

' 这一想象中的群像召集东西文化的代表

人物#并肩而行暗示了文化意义共性的存在' 在

本土文化传统中#缪尔(巴勒斯(班杨(鲍特金等意

象的意义内涵是崇尚个人自由#追求自然之美'

他们的广泛熟识度为寒山(拾得(李白等异域符号

意象提供了文化内涵的释义线索' 贾菲和这些文

化形象跨越时空相遇#暗示他代表禅宗与本土文

化的交汇#异质文化传统间的共性部分将由当下

的他来联系并表现' 小说最后#再次出现于雷幻

觉中的贾菲已然与寒山水乳交融#彼此无辨' 雷

说!)忽然间#我仿佛看到那个邋遢得无法想象的

中国流浪汉#11 那并不是真实生活中的贾菲#

不是背着背包#学佛和在派对上纵酒狂饮的贾菲#

而是比现实更真实的那个贾菲#我梦想中的贾

菲'*

$贾菲最后的形象理想色彩浓郁#更加接近

雷想象中的东方禅疯子' 小说以此重申贾菲与寒

山文化意义的高度契合#接驳并翻译寒山符号意

象的任务最终完成'

苏珊0朗格指出#符号)具有的最重要的理

性思维价值#即将经验形式化#并通过这种形式将

经验客观的呈现出来以供人们观照#逻辑直觉#认

识和理解的重大功能*

%

' 从文化传播的视角看#

贾菲和雷的形象塑造就是小说不断加载禅宗文本

并变通释义的过程' 禅宗的呈现由此获得意象化

的形式修辞' 借本土化的人物形象#小说有选择地

对禅宗部分符号文本意义尝试进行书写传达' 从

这些符号文本的释义运作可以看出#凯鲁亚克既有

意识地涵盖了禅宗哲学的框架性内容#又注意彰显

禅宗的异文化品相与东方调性' 但另一方面#禅宗

原文本意义的表现大都艰深玄奥#重在个人体会#

这就必然带来了棘手的本土化释义困境' 对禅宗

的书写#小说采取了特定场景内嫁接的方式#即情

景3符号"概念$

3阐释三位一体的文本释义模式#

反映了作家异文化传播意志面对本土书写局限性

做出的妥协与调和' 这既是作家立足实际的异文

化书写脱困策略#也是小说为本土读者推出异文化

认知启蒙场景#便利知觉化靠近禅宗的策略'

小说中禅宗文本的释义围绕一系列参禅实践

的发生以及对二元对立意识形态的超越渐次展

开' 例如#崎岖山路上奔跑自如的贾菲演示了随

时随地出现的参禅体验' 贾菲告诉雷#如履平地

的秘诀在于)不要犹豫#只管往前跳#然后你就会

发现#你已经落在下一块你没有经过刻意选择的

大卵石上*

&

' 纵情飞奔的贾菲以直觉体认了凡

事皆不足虑的禅宗生命智慧#阐发了超脱生死观

念羁绊的禅宗式行动哲学思辨与原则' 禅宗秉持

超越二元对立的唯心论认知方式#跳出理性的认

知樊篱#以高度审美的内心与世界对话#重新定义

了人与世界的关系' 正如贾菲所说#)心是创造

者#不为任何理由而创造一切#让一切由生而

灭*

'

' 贾菲给雷带来的启发表现出新颖思维方

式的巨大活力#昭示了禅宗指引下的全新人生价

值取向' 正如吉亚莫"O>/>&(.Ib(DH'$所认为的#

贾菲身上)平和(安稳(美好(仁爱的禅宗精神对

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

' 他的意象构成了禅宗

可知觉的审美魅力高地' 对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

禅宗式超越在雷关于)色*与)空*关系的辩证参

悟中不断深化#走向更高的抽象#表现出革命性的

意识突破' 在唯心的立场上#禅宗把现实中的一

切表象都归结为所谓的)色*#本质都是)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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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并不存在真与假#实与虚的对立' 执着于对立

观念只会自我禁锢#无法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心灵

解脱' 禅宗)空*的观念最大程度地调和统一了

人的主体性与世界的存在#人由此被赋予超越性

的精神自由和力量'

伯格"5GD5)O>E?>E$认为#符号为)理解与传

送文化信息#解读文化中的文本或作为文本的文

化提供了方法*

!

' 这一认识也在姚斯的审美接

受观点中得到响应' 他指出#)在一种变幻无常

的现实中去发现新的经验方式或与之抗衡#11

一种新的经验方式当然也该是看的到的*

"

' 可

见#不管是符号学范畴内针对文本意义的发送还

是美学范畴内针对审美意识的接受#实现的基本

条件都指向要落实于可诉诸知觉的途径或方式'

禅宗讲求心证体悟#提倡)不立文字#直指人心#

见性成佛*

#

' 特定场景中参与对话的贾菲和雷

在小说中发挥了能诉诸知觉的符号桥梁作用#为

在本土文化语境中)言*禅宗的)无以言*提供了

书写的可操作性' 本土读者因此有条件去接近对

禅宗)尚懵懂无所知的意义*

$

'

洛特曼的符号域理论认为#异质文化间交流

的可能性存在于符号域边界' 在异文化文本)侵

入*本民族符号域过程中#边界首先)将+他人的,

符号转换成+我们的,#使之与符号域内部的符号

相协调#但同时保持其异己的特性*

%

' 其次#边

界完成)外部进入的文化文本过滤#把文本翻译

成自己的语言#将外来的信息本土符号化#转变成

自己的信息*

&等适恰性加工' 以符号域边界的

接驳机制观照小说#凯鲁亚克选择脱离美国主流

文化的价值收编#以边缘的亚文化身份转向并亲

近了禅宗思想#通过小说创作主动承揽了禅宗文

本的本土化加工与协调工作' 小说以本土化的人

物形象转换了寒山的禅宗符号意象#并本土化加

工翻译了禅宗文本' 作为运作禅宗传播的中介

者#凯鲁亚克必须在禅宗原始文本意义与自己的

个人理解及书写能力之间#个人的书写方式与受

众的接受之间做出多方的衡量与取舍' 禅宗原文

本信息因此存在不同程度的释义模糊(扭曲或减

损' 但这不妨碍凯鲁亚克汲取禅宗哲学精髓#塑

造精神上)焕然一新的人*

'

#进而完成传播禅宗

的书写使命' 小说最大的价值在于为禅宗的传播

提供了符号#通过翻译组织了禅宗文本意义的可

获取性' )作为禅宗哲学思想的学习者#凯鲁亚

克的意义并不在于他对禅宗思想了解的深入程

度#他的成功在于激起了美国社会对于东方宗教

思想的兴趣与关注'*

(

二4走向价值与意义中心的禅宗

凯鲁亚克把二战结束后五六十年代的美国现

实生活纳入了雷与贾菲的观察视野#是小说中与

禅宗书写相对立的重要表现内容' 其时的美国在

世界政治经济版图中如日中天#表面的繁荣自不

待言' 消费驱动着整个国家的生产生活' 技术与

组织形式为此的创新层出不穷#目的只有一个#保

证)人们拼尽全力#累积财富#投入再消费的循

环*

)

' 围绕消费中轴#社会生产对效率与标准的

追逐为生活换来享受便捷与个性丧失' 外在形象

的空前强大伴随史无前例的社会内部压制与整

肃' )这一时期#普遍存在的焦灼感被主流基督

教信仰和典型的美国生活方式掩盖着'*

*+,雷和贾

菲远离氛围压抑逼仄的主流社会#选择过自我放

逐的流浪生活' 美国盛景被他们的流浪汉边缘视

角所透视#表露出社会生活中令人沮丧的各种病

态症候' 主流社会典型符号的文本意义被重新编

码#显现出其权威价值释义背后的黑暗力量'

警察与警车在雷的视线内如影随行#是城市

生活被严格辖制的暴力符号' 雷的好友罗丝已经

精神失常#胡言乱语间尽显对警察符号前设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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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的恐惧#她说!)警察立刻就会蜂拥而至#逮

捕我们所有人' 11到最后#全世界的人都会被

他们抓到牢里去'*

!警察符号的暴力意义弥散在

城市空间里#作用正如福柯所说!)在于使惩罚更

具有普遍性和必要性.使惩戒权力更深的嵌入社

会本身'*

"小镇上#当黑人听到雷打算在河边露

营时马上劝阻#)我劝你别这样做#这个镇上的条

子是这个国家里最难缠的' 11我也很想今晚可

以露营#但这是违法的*

#

' 黑人的意见清楚表

明#警察更为普遍地针对并非犯罪#其主要的意义

是对个人诉求构成)表示障碍的符号*

$

' 即便不

在场#通过对暴力的想象#警察符号禁止和阻遏的

文本意义照样达到整肃社会秩序的目的' 重新编

码后#警察主要的表征意义不是制止犯罪和匡扶正

义#而是对个人自由的禁锢#所作所为意义荒谬'

小说中城市生活在工业文明的堆砌和消费主

义的大举入侵下格调灰暗#难掩喧嚣中的荒原之

感' 典型的中产阶级生活面目单一而程式化!

)一排排带草坪的高级房子#这些房子的每一个

起居室里面都有一台电视机#而房子里的每一个

人都是坐在电视机前面#同一时间看着相同的电

视节目#想着相同的事情'*

%极度趋同的场景暗

示生活的循规蹈矩和流俗无趣#共性地一面完全

压倒个性#)一维的感受方式#一维的语言方式#

一维的思维方式#从外部被灌输和强加于每一个

人*

&

' 差异性的缺失暴露出消费主义的操控与

规训本质' 鲍德里亚认为#消费主义当道的社会

就是)进行培训(进行面向消费的社会驯化的社

会*

'

' 消费的本质意义已经被提高到生产力的

高度' 作为完整生产链条上的一环#人在消费的

同时也在被整个生产链消费' 社会生活构成了消

费性与毁灭性的并存'

雷对电视等大众传媒的毁灭本质极为警觉'

在电视面前#对光怪陆离的虚拟影像消费替代了

个体投身真实世界的冲动和欲望' 人的主体性在

娱乐消费的沉溺中悄然沦丧' 雷说!)对于那一

百万双又一百万双盯着+大独眼, "电视$看的眼

睛#我不想苛责些什么#因为只要他们是在盯着

+大独眼,看#那就对谁都不会有危害性'*

(费瑟

斯通认为)电视过多地生产了威胁我们真实地感

知现实世界的影像与信息' 11记号与影像的激

增消解了现实与想象世界之间地差别*

)

' 伍兹

"KD/&DAAO>//>II)U''&G$对此疾呼#)公众对大众

传媒的抵抗力弱到无可救药#深陷低级与肤浅趣

味的泥潭无法自拔*

*+,

' 在消费主义全面的围堵

与操控下#花样翻新#源源不断的廉价消费足以置

换人对自我主体性的关注与维护' 被全面)无害

化*消解将是人在消费链条上可预见的惨淡前

景' 警察(城市(电视等代表主流社会文化的典型

符号在小说中指向主流价值言说的反面#是人的

主体性被压制甚至遭吞噬的表征' 经过流浪汉视

角的重新编码#主流社会的价值体系正义性与合

法性被还以符号化的解构#其话语权威不再可靠#

地位已岌岌可危' 直视生命的困境#小说已然给

出了主流价值体系被抛弃和取代的理由' 正如约

翰斯顿"Y)̂)̂'=/GI'/$所言!)彻头彻尾的生产3

消费模式噬人的情景表明#精神解放需要新的#来

自外部的思想源动力'*

*+-

通过典型符号的文本意义再编码#主流社会

价值体系的病态症候注定在禅宗价值体系面前败

下阵来' 雷与贾菲的形象响应了战后一代人为精

神世界另起炉灶的迫切愿望' 沃茨"5AD/ UDIIG$

说!)这是决意摒弃美国生活方式的年轻一代#他

们的反叛并不是谋求改变现存的秩序#而是抽身

离去#不再从物质的获取中去寻求人生的价值#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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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孔小纲#等!%达摩流浪者&中禅宗书写的符号学研究

而专注于从个人主观的经验中去体会生命的意

义'*

!禅宗呈上了建构与经营个人精神世界的新

路线(新方案#提供了异质文化关于生命价值言说

的另一种智识"S(I

3

I=(/0(/?$可能' 依据符号的

比较#小说为禅宗的读者认同与接受留出巨大的

共情空间'

禅宗的终极价值关注在于个体生命的完全解

脱#因此强调极度心灵化的生活实践#坚持向生活

本身的美学价值回归#主张)把生命艺术化#把艺

术生命化*

"

' 对生命每一个当下的认知和把握#

贾菲和雷都指向生活中的艺术与审美经验实现'

富有禅宗审美质感的场景在小说中比比皆是' 贾

菲登上峰顶后飞奔而下#)不时还发出一声响彻

世界的长啸*

#

#这一场景融果敢行动与意志自由

于一身#闪念间宣示了绝对诗意的自我#姿态极富

艺术感' 又如雷打坐参禅#)感到整个身体慢慢

融入一种幸福之中#跟这个镜花水月世界的一切

和平共处*

$

#情景充满在静谧内心世界中对自我

生命的审美体验' 不管是贾菲的)动*还是雷的

)静*#禅宗哲学把生命的表达和感知都归还于个

体极度个性化的内心世界#由个体自由发挥#自由

勾连#从而)把活生生的每个人自身推到了最重

要的地位#把活泼泼的人之为人的本性#活泼泼的

人的生命放到了唯一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

' 人

的尊严与生命的崇高由此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与

维护' 贾菲和雷诠释了禅宗观念中个人价值正义

性的新内涵' 小说在对比中形成了禅宗思想战胜

并驱逐美国主流价值体系的局面#二者间价值的

取舍胜负已决' 禅宗上升为个人精神建构与经营

的新法则'

洛特曼指出#符号域的中心"主流文化$和边

际"异文化$并非稳定不变#二者间的关系存在双

向滑动#位置互换的可能' 进入本土文化符号域

的外来文化文本)向中心运动#而原本的中心相

应地有被挤向边际的趋势*

&

' 在进入接收者文

化符号域时#异文化文本)被认为具有更高价值#

而在+自己的语言当中,#现存文化文本则相应地

被视为价值不高#不真实或者粗陋*

'

' %达摩流

浪者&一方面发起)对美国垂死的正统思想的文

化抗议*

(

#从边缘作家的视角出发#深度质疑和

驳斥处于本土文化符号域中心的主流文化现象及

观念#以维护人的主体价值为名颠覆其价值言说

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另一方面#小说围绕贾菲和雷

的禅宗式精神之旅重新定义并示范了生命和生活

意义的新维度#号召读者从主流文化束缚中挣脱

出来#投身自我价值更高层次的实现' 小说把不

同文化间的价值对比寓于各种场景的刻写中#为

读者知觉化的价值认知与取舍摆明了利害' 正如

斯沃茨所说#克鲁亚克在小说中)一是提供了思

考的议题#二是激励了追随者*

)

' 小说的成功很

大程度上有赖于禅宗书写引起的文化价值关注转

向' 作为异质文化的禅宗思想在对比中生成了接

受与传播的动力'

三4禅宗与美国本土文化文本的对话

禅宗虽是异质文化#但禅宗文本在%达摩流

浪者&中的释义存在相关本土文化文本的意义呼

应#小说表现出异文化文本间明显的可对话性'

实际上#禅宗与美国本土文化渊源颇深#可以回溯

到佛教思想施予超验主义的影响' 超验主义传统

在美国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的影响极为

深远' 爱默生(梭罗等超验主义代表人物都受到

过佛教思想的熏陶#)认同佛教放弃肉体需求而

追求精神本真的信仰*

*+,

' 佛教可以说是美国超

验主义形成的思想源泉之一' 另一方面#)凯鲁

亚克对东方宗教的兴趣始于梭罗*

*+-

' )#$*6 年#

凯鲁亚克阅读了梭罗的%瓦尔登湖&#文中的佛教

%6

!

"

#

$

%

&

'

(

)

*+,

*+-

UDIIG# 5AD/))O>DI7>/# @]JDE>7>/# D/& 7>/*)$"*')-1;#<*#:# #$$1 "%$!*!)

皮朝纲!%禅宗美学史稿&#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6年版#第 !"页'

杰克0凯鲁亚克!%达摩流浪者&#梁永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年版#第 $*页'

杰克0凯鲁亚克!%达摩流浪者&#梁永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年版#第 #6+页'

皮朝纲!%禅宗美学史稿&#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6年版#第 !#页'

'̀IHD/# ZJE(C)U+*<#9&#15!"#2*+3)PED/GADI>& QM5// @=J0HD/)̀'/&'/)\>SZ'E0! _)O)PDJE(GdN')̀PXYJQA(G=>E)#$$"#R)#6#)

'̀IHD/# ZJE(C)U+*<#9&#15!"#2*+3)PED/GADI>& QM5// @=J0HD/)̀'/&'/)\>SZ'E0! _)O)PDJE(GdN')̀PXYJQA(G=>E)#$$"#R)#61)

YE'I=>E'# @I>R=>/)) 9/ I=>8'AMK'D&! P=>O>DIC'L>H>/IDG@R(E(IJDAYE'I>GI*)!"#6)9<)93 !"#101-*')0;#<*#:# #$$# "!$! !"+)

@SDEIW# 9HDE)!"#Q*#:591=I+ ("#;1)3! !"#;"#(19*')0Q*#:15M)'KN#91%)'T@'JI= _AA(/'(G:Y# #$$$#R)6)

Y=(AA(RG# >̂EEM);1=)+(*'*&=)+3 !9)+&'#+3#+()0*&=)\>SZ'E0! _/B'QDG>YJQA(G=(/?# !""1#R)%+)

8>HH>E# [JEI)C+'4'01E#3*) 15/#)(J*(#9)(%9#\>SZ'E0 _/B'QDG>YJQA(G=(/?# !""2#R)!$%)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第 !期

思想让梭罗充满灵感与见地#也促使凯鲁亚克转

向对东方哲学的研究和探索'*

!

%达摩流浪者&的

禅宗书写正是凯鲁亚克探究东方哲学的成果之

一' 小说既是作家个人创作才情与禅宗哲学对话

的产物#同时也是禅宗与超验思想对话的产物'

禅宗对生命的诗性诠释在小说中与超验传统关于

生命的浪漫想象走在了一起'

凯鲁亚克借禅宗思想重构了生命价值述说在

更高层面的可能' 禅宗的哲学新面孔激起读者对

自我主体价值再确认与表达的热忱#小说同时也

是对超验传统留在民族集体意识中的人文精神的

重温与唤起' 作家的异文化书写努力让禅宗与超

验主义在特定的时空场合下发生了碰撞' 佩格里

亚认为#)1" 年代的精神觉醒#以反叛为形式的解

放运动#与超验主义颇为相似'*

"可见#在)垮掉

的一代*文学运动及青年反文化运动最为活跃的

!"世纪五六十年代#超验主义思想遗产的痕迹依

然清晰可见' 透过禅宗文本#凯鲁亚克的基本精

神追求实际上依然延续着超验主义对个人价值与

自由的宣扬' 小说中的禅宗可以被看作是在此基

础上的意识更新和书写创新' 正如约翰斯顿所

说!)垮掉的一代将美国历史文化中有关自由的

众多神话及形象的文学话语资源集中了起来#如

惠特曼(约翰0缪尔(梭罗及其他的流浪汉形象

等#他们被放在一起#但又不局限于某一特定类

型#成为一个文学创作母题#并在此基础上加入某

些佛教的内容'*

#夏皮洛"@)_)@=DR(E'$列举了禅

宗与超验主义若干方面的意识共通之处#如)自

助与个人主义.个人成长.亲密关系及个人价值实

现*等$

' 在%达摩流浪者&中#贾菲和雷的禅宗修

习之旅表现出与超验主义传统在哲学及审美理念

上相当的契合' 二者共同语言的存在为禅宗思想

在小说中的符号化传达与翻译确立了文化认知与

情感认同的基础'

首先#禅宗与超验主义都强调个体自由(神圣

及自我价值的充分实现#对人持人本主义的立场'

超验主义赋予人除上帝之外无上的地位' 人的神

圣性与自然之间相互赋予(相互成就(相互印证'

在%自助&一文中#爱默生呼告#)一个真正的人不

属于别的时间与空间#而是万事万物的中心' 哪

里有人#哪里就有大自然*

%

' 禅宗主张人神同

一#人人皆有佛性#能够)悟在自心#苦乐在自心#

解脱在自心#自心创造人生#自心创造宇宙*

&

'

小说中贾菲和雷强调个人内心的绝对支配地位#

追求)成为一个超然于一切观念之外的人*

'

#并

由此获得精神世界的完全自由' 对个体价值的主

观性认识#禅宗比超验主义更甚'

其次#在审美体验上#禅宗和超验主义都聚焦

自然' 超验主义视自然为充满灵性之美的生命#

是神对人的启示#但人与自然存在主客的两分'

爱默生说!)自然环抱着我们#自然里蓬勃的生命

力环绕着我们#灌注于我们的身躯'*

(在超验主

义视野内#自然是人的美感得以满足和进一步升

华的发源地' 自然的一切事物带给人感知愉悦的

同时#更高层次的美在于自然之美与人的意志的

结合' 就审美经验而言#超验主义指向了个人精

神世界与客观自然的高度统一' 禅宗观念消弭了

人与自然的界限#认为人与自然并不存在主客体

的差异#自然)被赋予不可或缺的+唯心,的意义#

是个体解脱的最直观的亲征*

)

' 也就是说#自然

出于心#以)相*的面目印证心' 就审美旨趣而

言#两种哲学思想都赋予自然以极崇高的地位'

再次#禅宗和超验主义都强调直觉在个人价

值建构与经营中的主导作用' 对于生命价值内涵

的认识#二者都转向个人内心依靠直觉对本真的

感知' 超验主义秉持人与上帝无中介的沟通#认

为直觉是对自然以及生命内在神圣法则(道德法

则以及由神明所启示的任何法则的最直接和最可

靠的感知与把握' 直觉是获取自我神圣经验的唯

一方式' 爱默生说到#)站在空旷的土地上#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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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孔小纲#等!%达摩流浪者&中禅宗书写的符号学研究

头脑沐浴在清新的空气里#思想被提升到无限的

空间里#所有卑下的自私都消失了11我是神的

一部分或一片段*

!

' 禅宗超越了二元对立的观

念#反对)把自己认成经验的主体#拿来和外面的

实在界相对立*

"

' 也就是说#禅宗诉诸直觉#以

纯粹主观的内心来观照一切#赋予一切以鲜活的

生命' 通过直觉#禅宗索性把个人的内心推到世

界创造者的高度#人人都是佛#并不需要其他外在

力量的指引#万事万物都只是心相的映射' 对于

直觉在人本价值言说中的重要作用#禅宗与超验

主义的认识趋于一致' %达摩流浪者&虽然开宗

明义宣扬东方禅宗哲学' 但毫无疑问#小说对生

命价值的追寻继承了爱默生(梭罗(惠特曼等美国

超验主义先贤们的遗志与精神遗产' 贾菲和雷在

小说中的文化符号功能因此不啻为禅宗思想与超

验传统间的一次)共同语言*的唤起和精神辉映'

洛特曼指出#符号)翻译的基本机制就是对

话*

#

' 在非对称的符号域之间形成异文化符号

文本的互动则必定有一方为传输者而另一方为接

受者' 在对话机制中#)没有符号差异的对话无

意义#同样#绝对相异且相互排斥的对话也不可能

发生*

$

' 因此#形成异文化文本间对话可能性的

基础就是二者)共同语言*的唤起#这是异文化文

本传播机制的核心' 在本土文化符号域内#%达

摩流浪者&中的形象符号本身体现了对话机制的

关键作用' 贾菲和雷与禅宗文化代言人寒山的形

象对接在意象上可被视为东西方流浪汉形象间的

对话和溶合#这些形象符号的塑造既是异文化文

本间实现对话的需要#也是发生对话的产物' 而

在其背后#禅宗文本的翻译与传播有赖于东方禅

宗文化与美国本土文化在小说中的碰撞与对话'

这就意味着#贾菲和雷的形象在承载禅宗文本信

息的同时也是美国传统文化血脉在小说中的延伸

和显现' 在异文化传播的意义上#离开符号域间

的对话机制#禅宗的符号文本在小说中的接驳与

翻译将无法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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