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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与少数族裔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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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4要%随着后殖民理论的兴起并在全世界范围广泛传播!有关流散文学)少数族裔文学)华裔文学的研究渐渐成为

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或热点" 这其中少数族裔文学又成为热点中的热点" 鉴于 !$世纪杰出的犹太作家弗朗茨+卡夫卡

是一位典型的少数族裔作家!对他的关注和研究可以看作是世界少数族裔文学发展变化的晴雨表!甚至可以用来%重新

审视和理解世界文学及其批评话语&" 卡夫卡属于少数族裔作家!有些时候还属于绝对的少数" 卡夫卡特别关注少数族

裔的生存状态!他们面临的各种问题!他们的语言困惑!当然也包括他们的文学创作等问题" 作为一位少数族裔作家!卡

夫卡甚至希望从边缘走向更远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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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随着后殖民理论的兴起并在全世界范围广泛

传播#有关流散文学+少数族裔文学+华裔文学的

研究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或者热点% 这其

中少数族裔文学又成为热点中的热点#因为任何

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国家#人民的身份构成都必定

有多数和少数之分#所以这一问题本身就具有普

遍性的意义% 少数族裔文学">'.&J'MRG'MOJCMNJO$

就是少数族裔作家创作的文学#它并非仅仅寻找

一种新的文学经典#它常常表现为非主流的+依附

的#甚至是对立的一面% 不过时至今日#少数族裔

文学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它是反主流

的#不过它通常却以反主流的方式逐渐成为主流(

它是反典范的#然而它又以反典范的方式正在成

为典范% )少数族文学没有前给定的"或超验的$

政治学+美学尺度或标准来囊括一切#没有认同文

学权威的倾向#在文艺美学领域属于弱势群体和

边缘话语#因此对女性主义理论和后殖民批评而

言尤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在主流语言与文化

框架内运作的所有批评话语和前存在的范畴与文

类在卡夫卡这里失去了效用#因为卡夫卡的文学

创作属于一种新视野中的文学和理论模式#可以

用这种模式来重新审视和理解世界文学及其批评

话语%*

!鉴于 !$ 世纪杰出的犹太作家弗朗茨/

卡夫卡是一位典型的少数族裔作家#对他的关注

和研究可以看作是世界少数族裔文学发展变化的

晴雨表#甚至可以用来)重新审视和理解世界文

学及其批评话语*#因此#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就

显得尤为必要了%

一4#我的希伯莱语名字是阿姆谢尔$

日裔英籍作家石黑一雄 !$#1 年获得诺贝尔

文学奖#瑞典学院给出的理由是!)在具有强大感

情力量的小说中#就人与世界的关系#暴露出了我

们虚幻感觉下的那方深渊%*瑞典学院常务秘书

莎拉/达尼乌斯评价道!)简单地说#如果你用

简/奥斯汀跟卡夫卡混合#就能得到一个石黑一

雄#可你还得往这混合体里加一点点普鲁斯特%

然后你搅拌#别太狠#就能得到他的作品了% 与此

同时#他也是一位极为端正的作家(目不斜视% 他

搞出了自己的一片美学天地%*

"继少数族裔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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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表人物奈保尔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

这次石黑一雄获奖是否意味着少数族裔文学已经

走向世界#已经成为世界文学的主潮或者主流1

作为少数族裔著名作家石黑一雄特别提及卡

夫卡#别有意味#或有深意% 卡夫卡算得上是少数

族裔作家的典型代表% 无论是卡夫卡生活的那个

时代#还是那个世界#卡夫卡都属于少数#有些时

候还属于绝对的少数% 他是一位生活在欧洲中心

城市布拉格#用德语写作的犹太作家#他的希伯莱

语名字叫阿姆谢尔"7>L-FO$% 哪怕是在犹太人

当中#卡夫卡也算少数#因为他不信仰犹太教% 为

此#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德勒兹和迦塔利合写了

一部影响深远的著作 &卡夫卡!走向少数族文

学'%

欲望政治学是此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欲望因

为具有非理性特征而长期被人们忽视或者忽略#人

们很少关注到欲望还有积极的一面% 欲望是一部动

态的机器#人实质上就是一部)欲望机器*% 然而#在

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的欲望一直受到社

会文明机制的约束和控制#这就是所谓的)辖域化*

"MOJJ'M&J'CG'̂CM'&.$#而对欲望的解放则是所谓的)解

辖域化*"%OMOJJ'M&J'CG'̂CM'&.$% 少数族文学就具有

一种明显的欲望的)解辖域化*功能和特征#而卡

夫卡的小说就表达了人的欲望的这种解辖域化倾

向和特征#因而德勒兹认为卡夫卡的作品是)少

数族文学*的典型代表%

当然#卡夫卡是否属于少数族裔#得看他所属

的国家的民族分布情况% 但要想把卡夫卡所属的

国家讲清楚实际上并非易事% 从地域上看#卡夫

卡的一生主要都生活在布拉格% 于 #**" 年出生

的卡夫卡本属于奥匈帝国的公民#而在 #3#* 年之

后#奥匈帝国解体#布拉格成为了捷克斯洛伐克的

首都#于是卡夫卡自此又成为了捷克斯洛伐克国

民% #3!"年#卡夫卡与女友朵拉一起移居柏林%

一年后他病逝于维也纳#而他的安葬地依然在布

拉格%

#*01年成立的奥匈帝国是一个二元国家#分

为奥地利部分和匈牙利部分#从民族上讲#前者以

德意志人为主干#后者的主干则为马扎尔人% 当

时由哈布斯堡家族的弗朗茨/约瑟夫一世

"eJC.-'L9&LO\F##*"$

2

#3#0$任奥地利皇帝兼匈

牙利国王% 弗朗茨/约瑟夫的登基要追溯到

#*6*年#直至他 #3#0 年去世为止#其统治时间长

达 0*年% 卡夫卡大部分时间里均处于这位皇帝

的统治之下#深受其影响% 弗朗茨/约瑟夫曾宣

布废除对帝国境内的犹太人社区的种种限制#这

使得他统治之下的帝国为犹太人提供了一个相对

宽松的生存环境#有利于犹太人的发展%

奥匈帝国境内民族众多#民族多元带来的是

语言的多样化#而语言的分裂不仅会导致帝国管

理上的不便#还可能会导致政治分裂% #116 年的

基本教育法案就是为了处理这类问题而被颁布

的% 法案规定德语是所有小学的必修课#中学以

上#德语为唯一的教学用语% 由于此项政策#帝国

内的少数民族被迫德语化#卡夫卡一家也因此选

择德语作为母语% 卡夫卡是一个用德语写作的犹

太人#这使得捷克人对他怀有距离感% 一战后#捷

克人脱离了奥匈帝国的统治获得独立#此时的捷

克民族主义极度高涨#在此背景之下#卡夫卡自然

在捷克非常不受欢迎% 在他死后的 #$年内#捷克

没有出版过他的一本书#连捷克语的译本也非常

稀少%

卡夫卡是一个连国籍都难以确定的少数者#

不过作为犹太人他的身份倒是确凿无疑的% 卡夫

卡的父母都是犹太人% #1*3 年的一项法律规定

犹太人家庭中只有长子允许结婚#按照此项法律#

卡夫卡的祖父雅各布/卡夫卡是没有资格结婚

的#因为他还有一个哥哥% #*6* 年#弗朗茨/约

瑟夫皇帝废除了这项法律#雅各布由此才获得了

结婚的权利#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卡夫卡的父亲赫

尔曼和卡夫卡自己才有可能降生% 所以#卡夫卡

的父母给他取名为弗朗茨#与赐予他们恩惠的这

位皇帝的名字相同%

#3##年卡夫卡在一篇简短的自传性的速写

中提到了这些异乎寻常的前辈!

我的希伯莱语名字是阿姆谢尔

"7>L-FOG#!同我母亲的祖父一样!我母

亲记得!他是一个留着长长的白胡子的

非常虔诚和博学的人!我母亲六岁时他

去世了$ 她还记得!她不得不抓住死尸

的脚趾!请求原谅她可能对祖父犯下的

过失$ 她记得祖父那塞满四壁的许许多

多的书$ 他每天去河里洗澡!冬天他在

冰上凿个窟窿照洗不误$ 我的母亲的母

亲很早就死于伤寒$ 她的死影响了我母

亲的祖母!她从此变得郁郁寡欢!拒绝吃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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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不同任何人说话!在她女儿去世一年

后!有一次出去散步就再也没有回来$

人们从易北河里捞起了她的尸体$ 还有

个比母亲的祖父更博学的人!那就是母

亲的曾祖父!他在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

中都享有盛誉$ 在一次火灾中!他的虔

诚创造了奇迹!大火将周围的房屋化为

灰烬!却越过了他的房子$ 他有四个儿

子!有一个改信基督教!成了医生$ 除了

我母亲的祖父外!他们都死得很早$ 祖

父有一个儿子!母亲称他为疯叔叔纳坦!

还有个女儿!这就是母亲的母亲$

!

德语在奥匈帝国中的主导地位是统治者有意

为之的结果#其目的在于促使犹太人同化% 倘若

犹太人脱离自身的传统#趋向于德国化#统治者的

治理就会获得极大的便利% #**3 年卡夫卡就是

在这种语言背景下走进了布拉格的德语小学% 这

是一所四周被捷克语包围着的学校% #3 世纪末#

随着捷克人口的迅速增长#布拉格说德语的少数

人的比例正在迅速下降#从 #**$年第一次语言普

查的 #6(0j#到 #**3 年#即卡夫卡上学的头一年

便下降成 #"(0j% 那时这个城市的总人口是

"$" $$$(其中 6# 6$$人将德语言作为他们主要的

第一语言% 到了 #3#$ 年#这个比例下降到了

1("j#或者说从总人口的 6! $$$ 下降到了

"! $$$%

所以#作为一个主要生活在布拉格的使用德

语写作的犹太人#卡夫卡是一个少数者#他的国籍

问题是相当复杂的% 当然#他确实是一位有国籍

的作家% 可更重要的是#他又是一位跨越了国界

的少数族裔作家%

二4写作的不可能与可能

作为一个少数族裔作家#卡夫卡自然会关注

少数族裔的生存状态#他们面临的各种问题#他们

的语言困惑#当然也包括他们的文学创作问题#这

就是卡夫卡所谓的)写作的不可能与可能*的问

题% #3##年 #!月 !) 日#卡夫卡在日记中集中探

讨了)少数文学*!

我通过洛维知道有关华沙目前犹太

人文学方面的知识!以及我通过自己部

分观察了解的有关目前捷克文学方面的

事情!这些都清楚地表明!文学工作的许

多优势%%%有才智的人的运动!在外部

生活中常常是无所事事的以及不断分解

着的民族意识的统一结合&民族通过一

种文学为自己和面对敌对的周围世界保

持着骄傲和保留!书写一个民族的日

记''对从事文学人物的尊敬!持续不

断唤醒正在成长的一代人去追求更高的

目标!将文学中的事件采纳到政治的忧

患中去&使父亲们与儿子们之间的对立

改善!并有商讨的可能性&在一种虽然是

痛苦的(但却值得谅解的和畅所欲言的

方式中去暴露民族的错误''没有被天

才突破的文学也没有因此而表现出缺陷

来!由此!无关痛痒的东西就可能收缩起

来$ 文学对专心致志的要求因而变得越

来越紧迫$ 个别作家的独立性自然只是

在民族的范围之内受到更好的保护$

''

在文学上处理一个小题目!一般能

找到欢乐''至于在伟大文学的范围内

发生的事情以及构成一个不是不可缺少

的楼房的地下酒馆的东西!在这里就是

在青天白日下发生的!这就使那里产生

了一种短暂的合流!这里引来的至少是

所有人的生与死的抉择$

"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卡夫卡专门讨论了

)关于小型文学特点的模式*问题% 卡夫卡概括

了)少数文学*)小众文学*或)小型文学*的特点

模式!)"#$活泼性!C$争论( Y$流派(-$杂志%

"!$轻松性!C$无原则性(Y$小题目(-$轻松象征

的形成(%$无用的废物% ""$普及性!C$与政治的

关系(Y$文学故事(-$对文学的信念#文学的立法

由文学完成%*最后卡夫卡总结道!)如果人们在

各个环节里已经感受到这种有益快乐的生活#这

是难以改变的%*

#

当然#卡夫卡对少数族裔的认识和看法更为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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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地体现在犹太民族身上#这包括犹太人的语

言+犹太人的身份+犹太人的归属等问题% 尽管卡

夫卡曾说过#)我同犹太人有什么共同之处1 我

与我自己几乎都没有共同之处*

!

#但是#卡夫卡

不想否认#也无法否认他作为犹太人这一事实%

卡夫卡的女友密伦娜曾经问他是不是犹太

人#他写道!

您问我是否是犹太人$ 您一定是在

说笑话$ 也许您真正想问的是!我是否

属于那种战战兢兢的犹太人$ 不管怎么

说!作为一个布拉格人!你不可能像海涅

的夫人!玛蒂尔德那样天真''!无论如

何!看来您并不害怕犹太人$ 考虑到最

后的!或稍后的一代城市犹太人!这似乎

是一种英雄行为''!您有权利谴责犹

太人的那种独特的畏惧心理!尽管这种

一般性的谴责所表明的有关人性的知

识!更富有理论意义!而不是实践意义$

究其原因!首先便是因为这种职责并不

适用于您丈夫!正如您所描绘的那样&其

次!根据我的经验!这对大多数犹太人不

适用&第三!这仅仅只适用于个别人!就

像我自己&这种责难的普遍不适用实际

上是非常奇特的$ 犹太人不安全的地

位!他们自己内部的不安全!处在人类中

的不安全!使得问题非常容易理解!即他

们相信!只有那些握在手中!或咬在牙中

的东西才是他们所占有的!只有那些触

手可及的财产才给予了他们生活的权

利!而他们一旦失去的东西就一去不复

返$ 从最不可能的地方也有危险在威胁

着犹太人
##

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将

这些危险去掉
##

便是被威胁所威胁$

举一个恰当的例子$ 虽然我好像保证过

对此保守秘密"那时我才刚刚认识您#!

但是!因为这并没有告诉您什么新鲜事!

这表明的是您的亲戚对您的爱!我不说

名字和细节了!因为我已不记得了$ 我

的小妹妹将同一个捷克人!一个基督徒

结婚$ 一次!当他对您的一个亲戚提及!

他准备跟一个犹太姑娘结婚时!她惊呼

道)*这可不行$ 千万别同犹太人搅一

起$ 瞧瞧我们的密伦娜''+

"

卡夫卡非常重视母语#在他看来人的完整性

与其母语息息相关% 生活在欧洲城市布拉格的卡

夫卡被各种陌生的语言所包围裹挟#无所归属#他

所使用的语言并不属于他自己% 乃至于对于母亲

这一人人熟知的称谓#在卡夫卡看来也是滑稽陌

生的% 他认为#德语的)INMMOJ"母亲$*一词)有

一种特别的德国味*

#

#用这个称谓去称呼犹太人

的母亲是会带来疏离感的%

卡夫卡通过语言问题开始思考犹太人的归属

问题#乃至人的存在问题(通过语言问题#卡夫卡

开始思考犹太人用德语写作的可能性问题#乃至

于用各种语言写作的可能性问题% 用德语写作的

犹太人往往一方面无法完全脱离其犹太属性#另

一方面又无法真正开拓出崭新的领域% 这是犹太

人用德语写作时不得不面对的一种无法摆脱的困

境#正是这种困境导致了写作丧失其可能性#走向

不可能% 卡夫卡所面临的写作的不可能与可能问

题并不是一个特例#而是所有少数族裔作家都有

可能面临的问题% )生活在一门非母语的语言当

中的人今有多少1 那些不再使用或者尚未使用自

己的语言的人#或者对自己非使用不可的多数族

裔的语言知之甚少的人#当今又有多少1 这是移

民问题#尤其是移民的后代所面临的问题% 这是

少数族裔所面临的问题#也是一部弱势文学所面

临的问题#同时也是我们大家的问题!怎样才能从

自己的语言里提取一部能够深掘语言#促使它沿

着一条简洁的革命道路前进的弱势文学1 怎样才

能变为自己的语言当中的游牧人+移民和吉卜赛

人1 卡夫卡的回答是!把婴儿从摇篮里偷走#在绷

直的绳子上面起舞%*

$

卡夫卡不仅专门讨论过犹太人用德语写作的

问题#还思考并探讨过一种犹太化德语#即伊地绪

语问题% #3#!年 !月 * 日卡夫卡在其朋友+东欧

犹太人略维朗诵会前在布拉格犹太人市政厅发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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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篇)关于伊地绪语的演讲*#指出了伊地绪语

没有语法+完全由外来语构成等特征% 伊地绪语

是一种属于犹太人的俚语#体现了某些欧洲东部

犹太人的本质% )俚语是无法翻译成德语的% 俚

语和德语之间的关系太柔弱#太重要#以至如果把

它引回到德语中去#它马上就会被撕成碎片#换句

话说#回去的将不是俚语#而只是一个躯壳% 00

一旦你们懂得了俚语,,,俚语是一切#是语词#是

犹太音调# 是这个东部犹太演员自身的本

质00*

!卡夫卡对伊地绪语的理解和认识意味

着卡夫卡对东部犹太人的理解认识#也包括卡夫

卡对自我身份认同的理解和认识#卡夫卡与伊地

绪语演员略维的交往和友谊证明了这一点#而这

是卡夫卡的父亲永远也不会理解和接受的%

三4#希望成为印第安人$

德勒兹和迦塔利指出!)少数文学的概念至

少涵盖三个不同的范畴!小众国家及族群的文学#

受压迫的少数族裔文学#以及现代前卫文学%*

"

卡夫卡正是这种)少数文学*的典型代表% 在德

勒兹和迦塔利之后#卡夫卡便总是与)弱势文学*

")小众文学*$或者说)少数族裔文学*联系在

一起%

卡夫卡用德语写作#德语在当时的奥匈帝国

属官方语言#因此德语显然不属于次要语言% 这

种)一个少数族裔在一种主要语言内部缔造的文

学*

#刚好符合德勒兹与迦塔利所定义的)弱势文

学* "I'.&Jd'MOJCMNJO$亦即少数族裔文学概念%

卡夫卡就是在一种主要语言中进行少数族裔文学

创作% 在论述弱势文学的特点时#德勒兹与迦塔

利特意提到了捷克犹太人!)不幸生于某一重要

文学的国度#就不得不使用该文学的语言#例如捷

克犹太人必须用德语写作#乌兹别克人必须用俄

语写作%*

$作为犹太人#卡夫卡没有选择#他不得

不用德语写作#不得不用德语来表述少数族裔的

焦虑和问题%

卡夫卡所使用的德语既不是德国人使用的德

语#也不是奥地利人使用的德语#而是一种较为特

殊的德语#即布拉格德语% 这种德语用德勒兹和

迦塔利的话来说#就是)语言脱离领土即脱离疆

域的语言*% )布拉格德语是一个脱离疆域的语

言% 从一个自然+整体的德语社群脱离出来#布拉

格德语已经过多重变形#愈来愈接近捷克语(且由

于其愈发贫乏#迫使有限的动词必须肩负多重功

能#每个词衍生的多种发音也变得强烈而浮动%

瓦根巴赫说许多布拉格作家都视此种语言上的

-漂流.与 -语汇贫乏.为一补偿性的 -语汇丰

富.#充满明喻+象征+旧词新用+难词僻用+遁词

等% 相对的#面对此一语言的漂流与贫乏#卡夫卡

以一种瓦根巴赫所称的-相当个人化+几乎完全

不受当地语言影响的布拉格德文.回应(他的语

言-正确+冰冷+镇定+毫不掩饰#且具强烈逻辑

性.#受到-最纯粹的倾向.以及-从字母中制造字

词.方法的导引% 德勒兹与迦塔利认为此种冰

冷+镇定+极简风格正是布拉格德语贫乏的呈现#

也是苦行般制约倾向的强化,,,亦即#一种既存

于语言中的脱离疆域之力道的深刻加剧%*

%

德勒兹和迦塔利还指出!)既然布拉格德语

已经从多方面脱离了领土#那么就干脆在强度方

面走得更远些#但以一种完全新颖的简洁性为取

向#前所未闻的全新修正#毫不留情地拨乱反正#

即重新抬起头% 此乃精神分裂式的彬彬有礼#饮

用纯净水后的酩酊大醉% 他将促使德语沿着一条

没影线疾行(他将彻底禁食(他将把布拉格德语身

上的所有那些它试图掩盖的穷酸相都揭发出来#

他将促使布拉格的德语发出短促凄厉的喊叫%*

&

)精神分裂式的彬彬有礼#饮用纯净水后的酩酊

大醉*#这就是卡夫卡所使用的语言的力量%

个人与当前政治挂钩涉及语言与权力的关

系% )布拉格德语中的各种-错误.#以及伊地绪

语中的变形德语#都是连续变异路线中实际化了

的点(这些变异项颠覆了标准德文的规则#于是语

言规则预先规范的风俗+机构+物体和事务状态等

装配也随之崩解% 语言本身乃是权力结构形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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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曾艳兵#等!卡夫卡与少数族裔文学

行动#而当语言的少数用法,,,如布拉格犹太裔

对德文的使用,,,在语言操弄中遭遇标准用法的

限制支配与设定非标准的变异时#必然会卷入一

场权力关系%*

!瓦根巴赫曾这样概括捷克语对于

布拉格德语的影响!不正确的介词用法(滥用代词

成分(使用万能动词(大量和连续地使用副词(使

用跟痛苦有关的附加意义(重视那些反映词语内

部张力的重读音(重视作为内部非和谐音的辅音

和元音的分布% 瓦根巴赫最后强调说#这些特点

在卡夫卡那里均可找到#但卡夫卡对其进行了富

于创造性的利用"

%

表述行为的群体性配置即为发声的集体装

配% )在多数文学中#内容先于表达(多数作家在

-赋予的内容#固定的形式中.#试图-寻找+发现

适合的表达形式.% 多数作家不侵犯语言中规范

的符码与组织化习惯#只为既定的内容找到合适

的表达% 相反地#对少数作家来说#-表达必须打

破形式#标记新的断裂与分枝% 当形式遭破坏#重

构内容必然与事物的秩序发生断裂.% 既然常规

符号的-良善意义.是强制性权力关系的部分条

列#少数作家必须将意义搁置#进而发展-一个表

达机器#足以解消自身形式与内容形式#藉以解放

纯粹内容#使之在单一的强度材质中与表达混

合.% 少数作家将字词视为非指涉的声音#因此

得以搁置意义%*

#卡夫卡就是以进入语言的内部

质疑并颠覆这种语言的权威和意义#从而为少数

族裔人民发声% 虽然其发声恰如耗子王国的歌手

一般奇特虚弱#但终究会打破沉寂#受到人们的关

注和重视%

作为一位少数族裔作家#卡夫卡甚至希望从

边缘走向更远的边缘#他甚至希望自己成为印第

安人% 众所周知#印第安人是美洲土著人#随着欧

洲殖民者的入侵#印第安人逐渐走向衰落#人数减

少#地位丧失#成为美洲地区名副其实的少数族

裔% 卡夫卡对作为少数族裔的印第安人颇感兴

趣#他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名为&希望成为印第安

人'% 小说不长#全文如下!

但愿你成为一名印第安人!这样!你

就会乐意骑在奔跑的马上!在空中斜着

身子!越来越短促地战栗着驰过颤抖的

大地的上空!直至你丢开马刺$ 因为在

你扔掉缰绳之前!并没有马刺!因为实际

上并没有缰绳!当你刚刚看到你眼前的

土地是一片割得光光的草原的时候!却

早已看不见马脖子和马头了$

$

卡夫卡对印第安人的兴趣和关注由来已久%

早在童年时代#他就从大量书籍和电影中初步了

解了印第安人% 有一次#布拉格犹太复国主义者

克拉拉/泰因"_GCJCTFO'.##**6

2

#316$与卡夫卡

一起散步#卡夫卡手头就带着一本有关亚马逊地

区印第安人的书% 后来卡夫卡将这本书送给了克

拉拉#并补充说道!)我对印第安人很感兴趣%*

%

卡夫卡还描述过一场美国政府与印第安人之间进

行的战斗!

已经是最后关键的战斗时刻!这是

美国政府必须要与印第安人进行的战

斗$ 进入到最广深的印第安人区域的军

事工事%%%也是最坚固的工事%%%由萨

姆松将军指挥!他在这里已多次受到表

彰!并受到民众与士兵坚定不移的新任$

*萨姆松将军+的呼叫声对一个单独的

印第安人来说!几乎像一支猎枪那样有

那么多的价值$ ''

&

事实上#卡夫卡的身材与长相具有印第安人

的某些特点!他的个头很高#皮肤略微发黑#脸上

棱角分明#走起路来步伐轻快甚至有些迅疾00

这样的外形特征导致卡夫卡的最后一位恋人朵

拉/迪尔曼特初见卡夫卡时#就曾惊讶地以为

)他肯定带有一半美洲印第安人的血统*

'

%

印第安人这一特殊的少数族裔#在卡夫卡的

认知世界及文学世界中显然与众不同,,,)印第

安人*之于 )美国*#犹如 )犹太人*之于 )布拉

格*% 他们都是丧失了主流话语的弱势群体#他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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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语言和文学代表着)少数人*的意识和思想%

从这一层面上看#卡夫卡于是成为)流浪在欧洲

大地上的少数族裔者北美印第安人*% 然而#卡

夫卡终究无法成为印第安人% 他不是捷克人#更

不是德国人#他甚至连犹太人都不是% 他必然也

只能是那)少数中的极少数*)弱势中的极弱势*%

而他的文学#也只能是)少数文学中的极少数文

学*)弱势文学中的极弱势文学*%

卡夫卡小说中的少数族裔形象主要体现在对

犹太族裔的刻画和描写上% #3#0 年卡夫卡的朋

友马克思/布罗德就认为#)卡夫卡的小说是我

们这一时代最具犹太风格的文献*

!

% #3!# 年他

又撰文指出#卡夫卡不只描绘普遍意义上的人类

悲剧#还着力关注他所在的犹太民族"

% 他还说#

虽然&城堡'中并没有出现)犹太人*这个词#但这

部小说就犹太人处境所传达的内容足以超过一百

篇学术论文#

% 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在其他著述

中已有专门论述#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结语

卡夫卡的作品就像一根没影线"G'.O&HHG'?FM#

又译作)逃逸线*$#)一条创造性的没影线牵出整

个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官僚体制和司法体制!它

像吸血鬼那样吸吮着它们#逼它们拱手交出那些

尚不为人知的即将来临的声音,,,法西斯主义#

斯大林主义#美国派头#那些呼之欲出邪恶势

力*

$

% 卡夫卡一如既往地与我们的时代同行%

在一个关注和强调多元文化的时代#少数族裔文

学无疑是多元中的重要一元% 如果众多的少数族

裔文学能够融合成一元#这个一元就可能成为这

个时代的主流#昔日的主流就可能变成支流#于

是#主流和边缘的位置就会发生根本性变化% 卡

夫卡正是以少数族裔写作获得多数族裔的关注和

重视#以边缘写作的方式逐渐进入了主流% 卡夫

卡的)卡夫卡式问题*最终变成了一个具有普遍

意义的)卡夫卡问题*%

Q&(R&&%8<+%"$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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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G&Hd'YOJCG7JML# T'C.,'. P&J>CG;.'QOJL'MR# T'C.,'. "$$"*1# SF'.C$

!"#$%&'$! :'MF MFOO>OJ?O.-O&H\&LM-&G&.'CG'L> C.% 'MLV'%OL\JOC% C-J&LLMFOV&JG%# LMN%'OL&H

%'CL\&JCG'MOJCMNJO# >'.&J'MRG'MOJCMNJO# C.% &QOJLOCLSF'.OLOG'MOJCMNJOCJOYO-&>'.?C. '.-JOCL'.?GRF&MM&\'-

'. C-C%O>'C# C>&.?VF'-F >'.&J'MRG'MOJCMNJOC\\OCJLM&FCQOCMMJC-MO% >&JOCMMO.M'&. MFC. C.RMF'.?OGLO(A'Q=

O. MFOHC-MMFCMeJC. _̂CH/C# C\JOO>'.O.M9OV'LF VJ'MOJ'. MFO!$MF -O.MNJR# 'LC. O\'M&>O&H>'.&J'MRG'MOJC=

MNJO# MFOLMN%'OL&H_CH/C-C. YOMC/O. CLCYCJ&>OMOJ&HMFO%OQOG&\>O.MC.% OQ&GNM'&. &HV&JG% >'.&J'MRG'MOJ=

CMNJO# C.% -C. OQO. YONLO% M&)JO=OKC>'.OC.% JO=-&>\JOFO.% V&JG% G'MOJCMNJOC.% 'ML-J'M'-CG%'L-&NJLOL(*

_CH/C# CVJ'MOJ&H>'.&J'MRG'MOJCMNJO# C.% L&>OM'>OL&.O&HMFOCYL&GNMO>'.&J'M'OL# -&.-OJ.O% F'>LOGH\CJM'-N=

GCJGRV'MF MFOL'MNCM'&. &H>'.&J'M'OL# MFOQCJ'&NL\J&YGO>LMFORVOJOHC-'.?# MFO'JG'.?N'LM'-\OJ\GOK'MR# CLVOGG

CLMFO'J-JOCM'QOVJ'M'.?(7LC. CNMF&JHJ&>OMF.'->'.&J'M'OL# _CH/CFCLOQO. V'LFO% M&?&HJ&>&.O>CJ?'. M&

>N-F HNJMFOJ>CJ?'.L(

()* +,%-#! _CH/C( >'.&J'M'OL( OK'LMO.M'CG\OJ\GOK'MR( G'.?N'LM'-\OJ\GOK'MR

"责任校对4龙四清#

*6

!

"

#

$

叶廷芳!&卡夫卡全集"第 #$卷$'#河北教育出版社 #330年版#第 #!0页%

布罗德!&卡夫卡传'#叶廷芳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 #331年版#第 #"!页%

布罗德!&卡夫卡传'#叶廷芳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 #331年版#第 #*3页%

吉尔/德勒兹#菲力克斯/迦塔利!&什么是哲学1'#张祖建译#湖南文艺出版社 !$$1年版#第 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