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 第 "期

!#!!年 $月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0 "(12+-%2-&%34-25%"'"60!1"2+&'12+-%2-73+/+"%"

8"'9!" :"9"

1-;9!#!!

%&'!(#)(*"+!,-)./0')(12!

3

2+*")!#!!)#")##2

自然语境下拜厄特$孩子们的书%中的

艺术'制造(书写

姚成贺
"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北京 (##+2"&

摘4要#在"孩子们的书#中$拜厄特以批评家理性的方式讨论艺术%制造&性的本体意义$在自然语境中挖掘艺术与

死亡的关联$以及艺术与生命的交织( 小说围绕%制造&的两方面含义!!!机器制造与虚构捏造!!!的隐喻展开$除了

延续早期创作中虚构侵蚀现实的主题以及由此造成的身份困境$拜厄特还描述了新艺术设计与陶艺创作的自然语境与

生命主题( 小说中的自然既是拜厄特故事书写的语境$也为读者提供解读人物命运'思考艺术与死亡伦理问题的新

视角(

关键词#5)9)拜厄特)"孩子们的书#)制造)自然)艺术

中图分类号#;(#1)6444文献标志码#5444文章编号#(12!

3

2+*"!!#!!"#"

3

##""

3

#1

44英国当代小说家(批评家拜厄特 "5)9)

GO?AA&在早期的小说创作中关注虚构的危险性%

认为叙事中强行加入想象的力量会令故事混杂失

真%虚构毗邻谎言并侵蚀现实%令后者面目全非(

无从辨认' 在 #孩子们的书$ "01"?1%,$+"&O4

H))E% !##$&中%拜厄特直接刻画了艺术作品与生

命的紧密关联' 这部颇具维多利亚特色的小说包

含以童书作家恩斯比"@)]FLN'A&为原型的奥丽芙

领衔的威尔伍德家(以陶艺师本尼迪克特为首的

艺术家庭(以单亲父亲凯恩上校管理的伦敦博物

馆之家为核心的一系列艺术活动%与之相伴的是

关于人与自然(艺术与生命关系的反思' 斯特罗

克"bP/F9APBB&.0&将#孩子们的书$与默多克的

#好徒弟$进行互文解读%认为本尼迪克特与其他

父母一样滥用了自己的职权%家庭与社会环境危

险重重!

' 哈德利"I&P'L?<?%CFO&则回应认为拜

厄特在小说中强调了艺术家的性别差异%延续了

早期作品对于女性艺术家身份困境的关注"

' 实

际上%拜厄特将艺术与生命置于自然的语境之中%

自然既是拜厄特书写关于)制造*故事的语境%也

为读者提供解读人物命运(思考艺术与死亡伦理

问题的新视角'

)制造*"J?/PE?.APBF&一词包括两方面含义!

机器制造与虚构捏造' 在机器的帮助下%($ 世纪

晚期的英国社会大量开采煤矿%为以伦敦为首的

工业城市维持繁华景象提供动力' 拜厄特曾表

示!制造等同于杀戮#

' 源源不断的动力以被埋

葬的矿工为代价%这个层面的)制造*无异于杀人

机器' 另一方面%制造又意指艺术作品的塑造%尤

其是)手工*形式的塑形或写作%包括小说中维多

利亚风格的服饰设计(陶艺家制作瓷器(童书作家

撰写故事(战争亲历者写就诗篇' 拜厄特将)制

造*的两方面含义相结合%讲述艺术创作不惜牺

牲一切生命%踏着死者的尸体铸就价值的过程'

艺术越精致%就越明显地取决于创作过程中死者

的身体或灵魂的存在' 小说围绕)制造*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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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除了延续早期创作虚构侵蚀现实的主题以

及由此造成的身份困境%拜厄特还描述了师法自

然的服饰设计对动植物的杀戮1陶艺家利用土地

与尸体结合而成的原料塑造出非凡的艺术作品'

自然为拜厄特提供了重新审视艺术与死亡伦理问

题的语境%她以批评家理性的方式讨论艺术)制

造*性的本体意义%在自然语境中探讨艺术作品

与生命的交织'

一4新艺术运动#师法自然的'制造(

#孩子们的书$故事发生于 (+$"年至 ($(#年

间%正是欧洲)新艺术运动* "IU5BA]&PWF?P&如火

如荼之时' 艺术家们试图将包括绘画(雕塑(建

筑(平面设计及手工艺等视觉艺术的各个方面与

自然形式融为一体%逐渐形成一种)整体艺术*的

哲学思潮!

' 新艺术运动还强调手工艺%反对工

业化1同时肯定机器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鼓励艺

术与工业技术的结合' 这些理念都延续了莫里斯

"c'CC'?JR&BB'L&倡导的 )工艺美术运动* "5BAL

?/% 7B?EALR&WFJF/A&之风气' )新艺术*本是巴

黎一家画廊的名称%由出版商齐格弗里德2宾

"9'F=EB'F% G'/=&于 (+$" 年 (! 月创立%主要展示

当时主流设计师的彩绘玻璃(艺术玻璃(招贴画和

珠宝首饰等设计作品%这正是在仿效莫里斯设计

事务所的基础上开设的'

莫里斯的艺术设计(对工业化生产的批判(社

会主义演讲(对英国自然田园的热爱贯穿#孩子

们的书$整部小说' 拜厄特于 !#(1 年出版#孔雀

与藤蔓$ "C"#/)/EQ<%&"! R& ;%,,%#7A)++%4#&$

A#+%#&)L)+2*&6&%讲述他的自然情结' 除了幼时

对)树林(溪水(野花以及石头和水流外形*的兴

趣之外"

%拉斐尔前派与唯美主义的理念更激发

了莫里斯选择自然作为艺术的表现形式,,,既有

文学作品中的自然主义形象%也包括墙纸的图案

设计' 拉斐尔前派成员们始终认为%他们)应该

走进自然%并运用文字去描述她*

#

' 自然之美超

越一切人类艺术家的表现力%拥有无法复制的

美,,,罗斯金"b&H/ VPL0'/&的这一观点深深影

响了莫里斯对美的定义' 在莫里斯心中%美与自

然存在必然的联系%)美*的标准来自自然%自然

规律即美的规律 %)人们所制造的一切东西都拥

有一种形式%要么是美丽的%要么是丑陋的1如果

它依循自然%就是美丽的%而且促进自然的发展%

如果它违背自然%就是丑陋的%而且阻碍自然的发

展*

$

' 可见%莫里斯关于美的观念充满强烈的自

然主义意味%以及对于自然环境的崇敬态度' 在

这样的传统影响之下%从自然界寻求灵感成为

)新艺术*风格最为突出的特点' 新艺术运动多

以花卉和昆虫为题材%造型夸张(色彩艳丽%突出

表现曲线和有机形态' 除了平面图案%珠宝设计

和服饰设计也常常以蝴蝶(飞蛾(蜻蜓等昆虫为主

题%以展示自然之美'

莫里斯关于自然与美的理念和新艺术的自然

风格深深影响了拜厄特' 她也曾深入思考过拉斐

尔前派的艺术特征%注意到他们)特别着墨于细

节描画*

%

%讲求每一片花瓣(每一根发丝都栩栩

如生%如罗斯金所言!)即使最微小的细节也来源

于自然%并且只来源于自然'*

&在小说创作中%她

将这种特征转化为)作者内心深处时断时续地%

迷宫般复杂地显明*%同时)堆积精确的视觉细

节*

'

' ($世纪女性昆虫般的着装常常出现在她

的作品中%从女佣到黑蚂蚁和穿制服的工蜂%从身

着晚礼服的女士到色彩艳丽的蝴蝶' 例如中篇小

说#蝴蝶尤金妮娅$%故事情节在维多利亚时代的

宴会厅开启%女孩们用植物和花朵打扮自己%愈发

像蝴蝶在花园中飞舞%尤金尼亚)胸部有一束紫

罗兰%腰部还有更多的紫罗兰% 紫罗兰和常春藤

在光滑的金色头上编织成环*

(

% 描画了一幅曼

妙的花园意象' #孩子们的书$女主人公(童书作

家奥丽芙的服饰也展现了新艺术运动的风格!

)帽子边缘缀满黑色的羽毛和繁复的鲜红色丝绸

罂粟花*1)薄纱般的披风%上面的纹路如昆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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翅膀' 头发上装饰着忍冬花和玫瑰*

!

1茶会上%

奥丽芙穿着自由牌细麻布茶会裙%乳白的底色上

布满野花(矢车菊(罂粟和雏菊"

' 蜿蜒流动的线

条(鲜活华美的纹彩使服装获得了奇异的生命力%

既热情又奔放' 自然形式的有机情调与颇具动感

的线条纹路令奥丽芙呈现出自然蓬勃的生命力%

展现了一位自然女神的形象'

然而%对于自然风格的崇尚(基于自然世界的

设计也隐含着死神的降临' 为了达到特定的艺术

效果与创作风格%新艺术作品的)制造*无法避免

攫取他者的生命#

' 小说中另一位童书作家梅斯

利在关于女性解放的公众演讲中%对女性充满自

然装饰物的流行服饰大发感慨%代表了自然风格

的对立观点' 他认为连衣裙是现代女性腐败的象

征%指出女士们周身香气袭人%身穿娇艳的花朵(

华贵的羽毛和皮毛%都是攫取其他生物生命的结

果' 穿戴华服的女性像孔雀或雄性天堂鸟般艳

丽%却成了为逝去生命所萦绕的死亡女神' 女性

身陷自己亲手制作的棺材里%造成了自身的异化

和被奴役状态' 梅斯利的作品#自然母亲睡前童

谣精选集$中更收录了大量与动物相关的带有

)邪恶本质*的短诗%)写出了世界的真面目*%残

酷无情却遵循着自然之法则' 奥丽芙与梅斯利仿

佛自然中光明与黑暗的正反面%相互对立却又同

生共息' 梅斯利理解写作被打断时那种)血液凝

滞般的不快*%令奥丽芙感动不已%因为)几乎没

有人能理解那种句子的墨水细线被掐断之后何等

痛苦*

$

' 二人的惺惺相惜暗示了奥丽芙对孩子

们生命的攫取%以及艺术创作与生命杀戮的难分

难解'

艺术设计与死亡的关联更为直接地体现在琥

珀饰品的)制造*上' 琥珀源于质感软黏的树脂%

将动植物的尸体包裹其中%它的美和价值来自瞬

间消逝的生命' 奥丽芙的童话作品被搬上舞台%

丈夫汉弗莱送来一串琥珀珠子作为首演之夜的礼

物' 珠子由昆虫的尸体装饰%)一个是带花边翅

膀的苍蝇%好像存在了几百万年之久%坚硬(透明

的珠子上留下挣扎着逃脱树脂的痕迹*

%

%将观赏

者带回这件首饰最初杀戮昆虫的时刻%包裹着昆

虫尸体的树脂经历漫长岁月之后被赋予了美感与

价值' 新艺术风格的设计往往将动植物的动态形

象凝固为静物%攫取它们的精神乃至生命%而这正

是故事发生时的时代风尚'

二4陶瓷艺术#土地尸骨的'制造(

来自自然世界的设计要么像琥珀一样包裹着

尸体%要么直接踏着死尸的坟墓勾勒出艺术的轮

廓' 陶瓷艺术作品也)制造*于生命之上' 小说

开篇%当奥丽芙参观凯恩少校的客厅%欣赏 (1 世

纪陶艺大师伯纳德2帕里西"GFB/?B% T?C'LLO&的

陶瓷浅盘时%看到里面栩栩如生的蟾蜍(蛇(甲虫(

龙虾以及青苔和蕨类植物%甚至据说)这些陶瓷

动物里面包裹着真实的动物,,,真实的蟾蜍(泥

鳅和甲虫*

&

%两人推测该作品无与伦比的美之起

源正是死亡' 同样%小说中的陶艺家本尼迪克特

的两只瓷盘作品上都有)盘绕纠缠的云灰色图

案%一个小动物正透过这如烟雾一般的网抬头张

望' ..面目狰狞%作咆哮状%散发着勃勃生

气*

'

' 瓷器艺术也力争将动态形象凝固为静物%

其生命力首先来自创作的原材料' 初次面对本尼

迪克特的作品时%年轻的助手菲利普看到前所未

见的丰富的红色' 墓地泥土与尸体的结合%使原

本普通的黏土拥有了美学特质%呈现出一种麻袋

状的(微红的状态%这成为陶瓷的创作原料' 在陶

艺家手中%由凡人遗骸构成的黏土被塑造为非凡

的新形式' 帕里西与本尼迪克特的艺术作品在形

式上都体现了新艺术运动的自然风格%却令艺术

家为死亡的意象和制造物所团团包围%双手沾满

血腥'

($##年前后%死亡是德语文学中的核心主题

之一%)德国人爱死亡%您看看他们的文学%其实

他们只爱死亡*

(

%小说刻意强化了这一背景' 故

事中的戏剧导演奥古斯特斯2思坦宁对德国新戏

剧(民间传说和奇幻故事颇感兴趣%由他编导的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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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版童话木偶剧#灰姑娘$始于葬礼%第一幕就是

一列送葬队伍和着缓慢的鼓点穿过舞台!身穿黑

衣的送葬者抬着一口棺材%鳏夫伤心欲绝%女儿穿

着黑衣%在忧伤的鼓点中是棺材(绿色土包和墓碑

等构成的充满死亡意味的情境' 不仅如此%木偶

剧还直接再现了大量血腥场面! 鲜血从金色的鞋

子里溢出1傲慢的姐妹眼珠已然不见%只剩下血淋

淋的窟窿!

' 残忍的场面毫无含蓄保留%令孩子

们胆战心惊' 欣赏油画#木偶们$时思坦宁告诉

观众%)你可以把这位艺术家当作吸血鬼%他从那

个可怜的女孩身上吸掉生命力%又转移给木制的

胳膊腿和涂画过的脸蛋*1画作)描绘的是真实与

想象世界之间的边界' 想象世界比真实世界拥有

更多生命力%正是艺术家赋予这些人物以生

命*

"

%道出艺术作品生命力的来源' 正是为了获

得灵感(赋予艺术作品以生命%本尼迪克特走向大

海深处%也走向生命的终结' 他相信只有走进海

洋深处才能获得灵感%践行了一种为了艺术主动

献祭型的死亡%在看见自己死亡的过程中死去'

他的尸体失踪不见%只找到一只用黏土裹住的单

鞋%颇似一张沾满黏土的面孔' 正如被埋葬在坟

墓中的尸体%又像被裹在树脂里的苍蝇%作为艺术

家的本尼迪克特本人成了那只为琥珀献祭的

昆虫'

与此同时%世纪之交的另一大思潮是生命哲

学%宣扬)生命即最高存在原则*

#

%体现在人物对

自然的态度上' 小说在描写德语文学充满死亡气

息的血腥文字的同时强调德国人对自然的热爱%

他们喜欢回归自然%经常徒步旅行去找寻自然%在

高山上(森林中放歌1白银时代一派亲近自然的精

神风貌!人们热爱大地%企盼回归大地%回到湍急

的河流旁边%回到莫里斯描绘的遍是田野(农舍花

园%缠绕着金银花的乌有乡$

' 那些描写英国大

地的杰出大师们也写下自然世界里各种美妙景

观' 然而%)大自然不会在绚丽的织锦上表现大

地..她的世界是黄铜色的%而诗人只会传达一

种金黄色*

%

' 如果说艺术家通过)制造*赋予想

象世界以生命%那么自然则超越于艺术之上' 对

死亡的偏爱和对生命的颂扬正如自然这个)矛盾

女神*%但与自然的神秘广博(生机勃勃之美相

比%人类艺术家的)制造*无疑要逊色一筹'

成长为新一代陶艺家的菲利普也来自充满死

亡阴影的世界,,,最初被人们发现时%他住在地

下幽暗的)墓穴*或称)神龛*里' 尽管如此%菲利

普却更接近于)自然之子*' 他厌恶城市里的滚

滚浓烟%伦敦令他肺部紧张且过度膨胀%感觉到渗

透进内脏里的肮脏' 他喜欢的是与大地(泥土融

为一体%)躺在那股难闻又迷人的气味中%让自己

的肌肉一点点放松%地面托着他柔软的身体%他能

感觉到所有那些粗糙不平的东西!东倒西歪的植

物茎秆(树木带瘤结的根须(石子以及身下冰凉的

土壤*

&

' 夺走本尼迪克特生命的大海%在菲利普

面前则平静地涌动%一波接一波地浸泡着沙地'

他从内心深处感受着浩瀚的水域%感受着身心无

法言说的剧变' 菲利普还期望通过观赏赋予石头

某种形式的生命%把人类与看似没有人性的石头

联系起来%这种本能正是来自与土地的联结' 对

自然的亲近与接近本能让菲利普在后来的陶艺创

作中%对基于自然形状的几何结构和几何形式的

设计原理兴趣渐浓' 从一战战场归来%他使用同

伴留下来的沾满血腥的红色土壤作为艺术创造的

原材料%让那些已故之人的尸骸有机会被粉碎(重

塑%回归泥土(大地%得到重生' 骨头与血网搅动

混合在一起%生成浓密的红色泥湖%既掩盖了尸

骨%也成为创作陶瓷艺术品的理想材料' 在艺术

家的)制造*中%死亡孕育着新的生命形式%呼应

着世纪之交艺术的死亡主题与生命哲学'

三4童书创作#主体身份的'制造(

受到父亲去世的影响%拜厄特重新思考生存(

死亡(家庭(时间的问题' 她未能找到理解父亲死

亡的合适方式%而是利用了亲人的死%醉心于想象

世界讲述自己的故事%以思考真实与写作的本质

问题' 正如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的看法!外部

世界是无生命客体的幻影%只有诗人的知性才能

赋予外部世界以活力%亦即具有柯勒律治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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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姚成贺!自然语境下拜厄特#孩子们的书$中的艺术)制造*书写

)理想世界的深度和高度*

!

' 无论真实世界中的

人物生或死%都须经作家之手方能成为鲜活的具

有生命力的形象' #孩子们的书$中的奥丽芙正

是这样一位将事实从回忆发展为形象的童书作

家' 她以孩子们的真实经历为蓝本%分别探索不

同想象世界的脉络%为每个孩子写下一本特别的

故事书' 以书写的形式%奥丽芙将孩子们的精神

或灵魂注入故事%语言模糊了虚构世界与真实世

界的界线%成为自己身份建构的路径' 写给汤姆

的故事以及据此改编的舞台剧将后者的秘密公之

于众%虚构与现实界线的模糊造成汤姆身份认知

的困境1自然世界的崩塌又导致环境身份被破坏%

汤姆最终走向生命的终结'

写给汤姆的故事题为#汤姆地下世界历险

记$%故事主线是主人公在黑暗世界中寻找儿时

被偷走的影子' 随着情节的不断丰富%汤姆已然

沉浸在虚构的故事中难以自拔' 阅读自己故事时

的汤姆才是真实的1在寄宿学校里躲避同学目光

的汤姆则成为上了发条的玩偶' 正如史蒂文森

"GF/-?J'/ 9AFWF/L&所指出%小说中人物的生命如

同行尸走肉%描述了一场走向地下世界" P/%FB>

=B&P/%&的旅程"

' 汤姆是这个故事的生命%或者

说故事占有了他的生命%令他不得不走向地下世

界' 最终%奥丽芙将汤姆视为生命的个人故事搬

上舞台%给了他致命一击' 奥丽芙并非为了孩子

们的乐趣而创作%而是为了自己可以随意翻阅书

中内容以获取作品创作的原材料%她所期待的读

者也绝不仅仅是汤姆或任何一个孩子' 自然女神

此时化身为吸血鬼式的巫婆形象,,,姐姐维奥莉

特的猝死令奥丽芙只遗憾这个事件不能写成一部

小说%初次见到艾尔西%奥丽芙也琢磨是否可以拿

这件事写个好故事' 奥丽芙)身上流露出某种巫

婆的怪异*

#

%随时准备牺牲或利用周围人的

生命'

有学者据此认为拜厄特的兴趣在于)杀死他

人作为艺术活动根源的必要性%以及这种残酷的

必要性给艺术家和观众带来的道德困境*

$

' 这

其实也是一直困扰拜厄特的难题!)我不明白为

什么写作总是危险的行为%为什么作家最后都成

了破坏者'*

%奥丽芙的写作触碰了危险的底线%

但她才是真正不断面对死亡恐惧的人' 在她的内

心深处%激荡着逃离北方贫困生活的记忆' 父亲(

兄弟为了开采煤矿给伦敦提供动力而先后丧命%

以至于后来枝繁叶茂的大家庭和文字幻想世界都

在)反对和怨恨生活在灰坑(煤渣(隆隆的地下恐

怖和到处散落的黑尘*' 奥丽芙疲惫至极%即便

处于孕育着新生命的阶段%却仍会想到苍白的死

胎和无知无觉的脸蛋' 战争中%身边最亲近的人

接连逝去%悲剧变得如此常见%她不得不时刻面对

死亡突然降临的恐惧' 战争更像一把切碎世界的

刀%)世界就像一块奶酪%或者屠夫的肉*

&

' 朱利

安感慨!)诗歌是人们被死亡(死亡的存在%对死

亡的恐惧%或者他人的死亡逼出来的东西'*

'所

谓的文明(进步带来地下世界的阴晦无光%带来摧

毁一切的战争%奥丽芙只得完全沉浸于虚构的世

界中%在那里塞满各种角色和物品%从人类想象和

长久历史积累起来的财富中汲取能量' 故事是能

量的来源%维系了一切%却令奥丽芙陷入复杂的虚

构世界里难以脱身' 不仅是汤姆的秘密%奥丽芙

也把隐秘的自我公之于众'

汤姆的死同样源于文明(进步造成的自然世

界的崩塌和环境身份的缺失' 利科 " T?PC

V'.&FPB&的)环境身份*概念指出%身份的基本方

面也即人们理想中的生活%而环境提供给人类主

体得以认识自身的语境%扮演着建设性与批判性

的角色(

' 贝尔"]?AH?/ R)GFCC&进一步将环境身

份定义为个人对与环境理解辩证相关的自我认

识%包括对于人类与非人类的环境以及整个自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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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理解!

' 这意味着对自然环境的理解同主

体的自我认知密切相关' 每个人都拥有环境身

份%无论是关怀(冷漠或对抗自然世界' 汤姆喜爱

与自然的亲密接触%他喜欢)那些声音%那些树

木%那些动物%那些吱吱声%来来往往的风声*

"

'

除了与自然世界的直接接触%他贪婪地阅读莫里

斯的浪漫传奇!#世界尽头之井$ #世界之外的树

林$以及#乌有乡消息$%住在小石屋里理想化的

快乐工匠%蔬菜(鲜花(藤蔓和蜂蜜的绚丽多彩是

他心之向往#

' 博物学家对英国大地的神秘主

义(达尔文有关自然选择的观点%都像树屋一样构

成了汤姆的主体身份' 当象征美好童年的树屋被

砍伐时%汤姆亲眼见证曾经是自己身体和身份一

部分的树屋变成废墟'

对自然毫无保留的热爱(与自然的过度融合

暗含着危机' 卡尔维诺在#树上的男爵$中礼赞

人与自然关系的同时%就曾表达对于二者过度融

合的担忧$

' 正如他笔下终身与树相伴的柯西

莫%与自然相融的汤姆在工业车轮的碾压下不可

避免走向悲剧结局' 汤姆与奥丽芙的身份困境追

根溯源%都与工业进程以及自然环境的破坏相关'

人类无法生存于缺失自然的环境%环境身份是主

体不可或缺的属性' 奥丽芙在童话创作的虚构世

界里汲取能量%而失去自然保护伞(又不得不将生

命注入虚构故事中的汤姆则失去了所有的庇护'

结语

艺术作品的构建必须以有机材料为基础%因

此%它常常在他者死亡时生机勃勃' 这既是艺术

家无法绕过的真理%也是他们焦虑的来源' 艺术

家似乎偏爱病患与死亡%实际上%对于死亡的兴趣

正是出于对生命的热爱与熟知(对于自然的亲近

与崇敬' 对疾病和死亡的兴趣%可以说是对自然

与生命之兴趣的一种表现方式' 拜厄特将艺术与

死亡置于自然世界的广阔领域中%死亡为了)制

造*%从死亡到艺术发生的是生命形式的转化'

按照伽达默尔的看法%转化所形成的构成物才具

有真实的存在%这时某物完全地变成了另外一物%

这另外一物作为被转化成的东西则代替了原来的

某物而成为真正的存在%)这种转化是向真实事

物的转化*

%

' 而生命的消逝正是这样一种抛弃

原有存在(产生新存在的转化过程%它在一瞬间发

生了整体突变%在艺术作品的)制造*中回转为真

实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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