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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4要(对"记忆%语言和死亡#问题的探究是理解卡夫卡长篇小说)失踪的人*的关键& 小说主人公卡尔失去了记

忆%被剥夺了历史'语言在现世中的缺席使他无法融入群体'死亡作为每一个生存个体的归处$卡尔却欲死不得& 一个没

有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只能沦为"失踪的人#& 卡夫卡通过聚焦"人的失踪#问题$触及了现代社会中个体人的生存

困境以及犹太民族的历史记忆和创伤&

关键词(卡夫卡' 记忆' 语言' 死亡')失踪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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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卡夫卡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失踪的人( )L,7

M,7&/+($$,"",*还有一个读者更为熟悉的名字'美

国(# 卡夫卡的这部小说在 %5!2年正式发表的时

候"马克斯3勃罗德把%美国&作为小说题目# 之

所以把%美国&作为小说的题目"是因为这部小说

的背景不是完全虚幻的"而是具有一定的真实性"

主人公卡尔的尤利西斯式的旅程发生地是%美

国&# 卡夫卡在小说中故意扭曲了真实存在的美

国"英文将'美国(翻译为 !E,7'1#"这个翻译本身

就包含了对美国式民主$文明$制度的批判之意"

但是如果仅仅从社会学的角度批评卡夫卡的这部

作品未免过于单薄# 著名卡夫卡研究专家波利泽

就认为卡夫卡的朋友马克斯3勃罗德给这本书起

的名字是不准确的"因为这部书的主题%不是探

究一个离捷克路程遥远的国家的现实$现在和未

来"而是从个体和智力的角度探讨卡尔3罗斯曼

的成长经历&

!

# 他认为%美国&只是一种偶然性

的配置"一个人物流浪生活的背景"主人公的经历

可能发生在任何地点# 而事实上"%美国&这个书

名也并不符合卡夫卡的本意"卡夫卡自己为这部

小说定名为'失踪的人("他在给菲利斯的信中

说!%我正在写的"当然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写完

的故事叫+++为了使您暂时有个概念+++'失踪

者()'失踪的人(*"是讲美国的事#&

"卡夫卡的

作品晦涩难解"题目的选择对于理解作品往往具

有关键性的不可替代的重要启发意义"长篇小说

'审判(和'城堡(莫不如此# 对于'失踪的人(这

部长篇小说而言"思考和推敲卡夫卡自己对小说

的命名可以给读者耳目一新的阅读和体验方式"

卡夫卡为什么把这部未完成的小说命名为%失踪

的人&就成为理解这部小说的关键性问题"也成

为我们理解作品的出口#

一4记忆缺失与生命之轻

'失踪的人(一开始就笼罩着一种真实的梦

魇氛围# 主人公卡尔3罗斯曼因为受到了女佣的

诱惑"和女佣生了一个孩子"被父母发配到了美

国"但卡尔似乎对自己被流放的命运没有任何的

挣扎和反抗"他怀着对父母和故乡的无限眷恋欣

然接受了自己被驱逐的命运# 在陌生的旅途和国

度中跟随他的只有一个小的行李箱"行李箱中最

令他珍惜的就是一张父母的合影# 一贯善于隐忍

和妥协的卡尔唯一一次主动和他人)流浪途中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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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罗宾逊和德拉马舍*决裂就是因为他们趁卡

尔去买饭的时候翻乱了他的箱子"弄丢了他的照

片# 卡尔对他的同伴说!%那张照片比我箱子里

所有的东西都重要11这是我带在身边的惟一一

张父母的照片# 11要是你们俩有谁真的还拿着

那张照片"而且愿意给我送到饭店里来的话"箱子

依然归他"我也保证不去告发#&

!照片的丢失让

一贯逆来顺受的卡尔手足无措"非常气愤"因为对

卡尔来说"照片是他在完全陌生的被放逐之地的

念想和支撑"是一种根源"一种记忆"一种历史"是

自我的一部分"照片的存在意味着自己并未失去

与过去联系起来的纽带"照片的丢失让卡尔通过

照片希望求证和建构的起源被彻底打烂# 照片无

法成为记忆的载体"单纯的记忆本身更不可靠#

卡尔被放逐离开故土开始了流亡生活"真诚地谈

论自己曾经的过往才会有面对未来的勇气和心

境"虽然父母和故乡是事实缺席的"但是卡尔并没

有放弃他曾经拥有过的记忆"他紧紧攫住这记忆

企图重建自身# 当他在船上挺身而出为司炉辩护

的时候"心里希望在异国他乡面对着强权人物$维

护善者的行为能够得到父母的赞赏"父母会为他

的勇敢而骄傲,当他在舅舅家时"虽然舅舅一再嘱

托他在美国生活对卡尔来说是一次降生"要抛弃

过往的一切"但是卡尔还是企图最大限度地保留

家乡的生活痕迹,当他不得不离开纽约流浪谋生

的时候"他对纽约恋恋不舍是因为纽约濒临大海"

随时都可以回家,当他失去了所有的行李"被困于

布鲁纳尔达的公寓阳台时"隔壁大学生认真学习

的场景让他沉浸在对自己曾坐在父母桌边写作业

的温馨场景的美好记忆中#

苏格拉底在'泰阿泰德篇(中提出了蜡版隐

喻"他认为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中都存在着记忆

的蜡版"我们可以将感情和思想刻于其上"这样我

们就能记住生命中曾经看到$听到和感受的图像"

但是一旦这些图像不能在当下被感知"无法在灵

魂中留下印记"那么记忆就被抹去了"我们就陷入

对图像的遗忘中了"

# 也就是说当下对事物的感

觉对于个体记忆的影响是关键性的"卡尔迷失在

当下"他无法在灵魂深处感知曾经的痕迹"便彻底

失去了记忆# 被遗忘的遥远时刻总是要伴随着主

体在现实世界对曾经的感觉的感知才能重新回到

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正如阿多诺所言!%当一个

人与他现在的样子$历来的样子和曾经的样子格

格不入的时候"他过去所是和所曾经历的一切都

化为了烟云#&

#卡尔经历不断被放逐的命运"与

父母$与故乡的牵扯在父母的无动于衷和故乡的

渐行渐远中逃脱了记忆的把控"记忆能给予他的

反省意识彻底缺席了"记忆的内核无法感知曾经

感受过和经历过的事件与时间便成为一种理所

当然#

卡尔被动性的遗忘丢失的是自身的历史"进

而丧失了作为个体人所具有的优先性# 尼采认为

人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人拥有记忆# 对个体来

说"当你意识到你自身的存在时"其实你已经改

变"而人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生物就在于个体人的

记忆和批判性思维能够感知曾经的自我# 也就是

说人假定个体自身为%同一物&"在生命永恒的变

化发展之中"人能够不断地返回这一%同一物&"

在这种不断地返回过程中人具有强力意志可以不

断地超越自我"进而成就超人自我# 而这种返回

能力依靠的就是人对自身过往的记忆"所以当记

忆缺失时人就不存在了$

# 海德格尔认为人被抛

入世间"渺小而偶然"本就无法决定自己的生与

死"但是人相比其他生物的存在又是独一无二的"

关键在于人能够感知自我的存在"在一种确定的

动态的%此在&生成中超越自我# 而人的%此在&

超越于动物就在于人的记忆# 记忆对个体的重要

性在于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人"失去了记忆就意味

着失去了历史"没有了身份"不知道自己是谁"在

宇宙生命中成为无法感知自我的存在# 而为什么

亲人常常占据着记忆的中心"在记忆中处于如此

重要的地位4 保罗3利科在自己的代表作'记

忆"历史"遗忘(中给出了答案"他认为那是因为

亲人会见证个体生命的出生和死亡# %有些人会

为我的死亡感到悲痛# 但是在此之前有些人为我

的出生欢呼雀跃"并在这个时候赞美诞生的奇迹

和名字的赠予"在以后的整个人生里"我将用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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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称自己# 在岁月的长河中"我的亲者是那些在

尊重的相互性和平等性中既支持我存在"我也支

持他们存在的人# 11我从我的亲者那里期待

的"就是他们会支持我证实的!我能够说$我能够

行动$我能够叙述$我能够将我行动的责任归于自

己#&

!卡尔的生命失去了亲者的旁观和陪伴"甚

至失去了见证生命初始被赋予的姓名"在陌生的

环境中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遗忘是一种最残酷的去人格化的形式"而卡

尔在'失踪的人(中的流浪经历就是遗忘的旅程#

詹姆逊在评论卡夫卡的作品时意识到了这个问

题"他说在卡夫卡的小说中%时光流逝与遗忘相

关联!在这种不寻常的关联中"被人遗忘不再是一

件消极或痛苦之事"恰恰相反"是快乐的源泉"能

够导向美好的情景和幸福的结局!在某种程度上"

遗忘的拯救和天佑特征对卡夫卡的重要性远超过

那些更善于开解的乐天作家&

"

# 的确"丢弃记

忆"选择遗忘貌似给了卡夫卡作品主人公快乐"

'变形记(中的一家人"'饥饿艺术家(里的观众"

'失踪的人(中的卡尔等都因为失忆而获得了暂

时遗忘的快乐"詹姆逊认为卡夫卡作品中因为遗

忘"个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集体记忆"有名有姓的

个人的匿名状态成全了集体的声音的出现"世界

进入一种超越人类个体的状态# 在笔者看来"个

体是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失去了部分"谈何集体"

卡夫卡的创作有着深刻的犹太集体属性"从'失

踪的人(中流露出的对记忆的缺失"不仅仅是对

卡尔自身的解构"从某种程度上也隐隐透露出卡

夫卡对犹太民族失去历史和记忆的担忧#

二4永恒冲突和消逝的语言

卡夫卡写过一篇小小说'普罗米修斯("在短

短不足五百字的篇章中"他把普罗米修斯的故事

变成了%忘却&的故事# 普罗米修斯之所以伟大"

那是因为普罗米修斯是人类的创造者和保护者"

联结着人存在的起源和意义"而在卡夫卡的故事

中"普罗米修斯的主体意志在时间秩序中没有得

到加强反而被消解"无法被记忆"故事的神圣性被

瓦解# 卡夫卡消解了普罗米修斯神话的崇高性"让

普罗米修斯跌落凡尘"成全了现代人对历史和现实

的瞬间感知# 对于卡尔而言"既然注定无法返回"

切断了和故乡的所有联系"那么在新的环境中重建

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个体能否得到救赎

的关键# 卡尔积极地融入新的社会"却找不到一种

属于自己的生活状态"陷入与自我和他人永恒的冲

突之中"他所有的努力最终都归于失败#

卡夫卡小说中的人物总是成对或三个一组出

现"人物关系显出无限增值的趋向"但这种在数量

上的无线增值"并没有加深主人公的归属感"反倒

使主人公更多地陷入麻烦和无助中"人物群像在

不知不觉中加深了主人公的罪感和孤独"卡尔的

流浪经历验证了这种典型的人物关系# 不管是在

高楼林立的纽约市中心"风景别具一格的乡村别

墅"还是在车水马龙的乡村公路"人山人海的西方

大饭店"不知目的地的远去火车上"卡尔始终是独

立无依的# 失去故乡寄托的卡尔无法向内扩展自

己的精神"更无法在现世世界中外在地寻找到乌

托邦救赎# 卡尔越是追寻现世生命的意义"越是

陷入荒谬和生存的不可能之中"就如陷入蛛网之

中的蚊虫"越是挣扎求生"越是无法挣脱其不幸命

运# 目标总是存在"但是似乎无路可走"因为卡尔

无法找到与现实世界沟通的媒介+++语言#

海德格尔认为在诗的语言中"家的回归是可

以被期待的"但不幸的是卡尔的语言丧失了所有

的诗意"卡尔说出的话似乎存在于他的生命之外"

无法向真理敞开"甚至无法被自身理解# 卡尔独

自徘徊"踽踽而行"丧失了所有可以与人交流的通

道"无法找到复归的路#

在阿思康尼斯切尔旅馆里"卡夫卡所经历的

审判在他的作品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卡夫卡在

'失踪的人(中同样为他的主人公安排了被审判

的场景"这样的情景集中地展示了个体与他人交

流的不可能性"相对于'诉讼(中死在法的门前的

L"卡尔面对的是一场更真实的审判"他走进法的

门里"发现语言苍白无力# 卡尔在西方饭店工作

时"流浪时结识的%朋友&罗宾逊喝醉了"来到了

卡尔工作的地方找他并呕吐到了电梯天井里"卡

尔为了照顾罗宾逊"离开了工作的地方不到两分

钟"但是短暂的离开恰好被偶然经过的总管发现

了"卡尔便面临着一次严肃的审判# 最开始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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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卡尔被指责擅离职守"虽然他一直兢兢业业地

工作"但是确实是在上班的时候离开了工作岗位"

卡尔对这一指控选择沉默以对"但是接着卡尔被

指控每个轮休的晚上都进城寻欢作乐"当罗宾逊

在电梯工宿舍醒来时嚷着让卡尔给他钱的时候"

卡尔又面临着更严厉的指控"他被怀疑偷了饭店

的东西用以支配自己和朋友的享乐"虽然卡尔解

释了真实的情况"但是没有人相信他"甚至给了他

很多善意和温暖的特雷泽和厨房总管都出于保护

自身的目的而不相信他的解释"并且阻止了调查

的进一步展开# %他)卡尔*明白了"他可以说的

一切"到头来都会被歪曲得面目全非"是祸是福只

能听之任之了#&

!在这里"读者会发现所有的指

控都是逻辑清楚并且有的放矢的"而卡尔的解释

和无辜在所谓的证据面前苍白无力"没有人相信#

卡尔的言说淹没在巨大的喧嚣之中"卡尔无法准

确感知他人的想法"更无法确知自我的思想"他的

言说不断被逐出和质疑"并被引向无数的岔路"真

实的意思被遮蔽在层层厚重的面纱之下无法露出

本来的面目# 卡尔不断地补充与解释自己的行

为"企图修正他人先入为主的错误看法"但是每一

个补充最终都被悬置和调转"导致一连串的断裂

和扭曲"卡尔越是企图挣脱语言的牢笼"越是迷失

其中# 在这里"命运与言说融为一体"言语被赋予

了一种权力"拥有了把握主人公命运的能力# 卡

尔的言说是无效的"但放弃言说的沉默同样无法

证明自己的清白无辜# 卡尔的沉默导致了意义的

无休止扩散"语言成为破碎的空虚符号"而这种符

号无法转向自身验证自身话语存在的合理性"随

之而来的只能是意义的解体"主体的破裂"交流的

中断# 卡尔的语言包括他的沉默带给他的是自我

的退潮和远离# 在西方大饭店所面临的审判只是

卡尔的语言无法沟通的典型经历之一"卡尔在

%美国&一路上的经历就是语言被不断蚕食的历

险"语言似乎构成了独立的空间超脱并支配了卡

尔# 卡尔无止境的重述$补充却使语言背对着他

自己向着相反的方向逃逸"不断疏远$分散着卡尔

的个体存在# 语言抹去了意义的确定性"让卡尔

手足无措"不断接受一次次艰难的审判# M,7&/+($Q

$,"",德语本来的意思就是%停止发声音或者消

失$不在场&的意思"声音的无法发出和传达就意

味着个体人的失踪#

卡尔在承受被彻底抛弃的命运的同时积极

地$不停止地甚至是毫不气馁地企图融入新的环

境"但他所有的努力都变得徒劳无功$面目全非#

卡尔自说自话"无法阐明真相"更无法消除误解达

到交流的目的# 卡尔的行为结果总是和本来的目

的相差甚远"在这种差异中卡尔无法定位自我"同

时二者之间的张力也让卡尔的流浪充满着不可预

测性# 没有记忆"现实的存在又陷入虚无"对卡尔

来说他生命中的时间维度已经完全断裂"线性时

间的破碎意味着个体同一性的解体"失去了对过

去的迷恋和向往"重建现在的希望渺茫无功"在这

种情况下如何能期盼拯救的未来"对卡尔而言未

来的地平线乌云密布"很难有坦途#

三4非死非活与人的失踪

'失踪的人(像卡夫卡的其他两部长篇小说一

样"经历过反复的修改"但是最终并未完成"留给了

读者很多空白# 评论者也对卡尔最终的结局有不

同的观点# 马克斯3勃罗德回忆卡夫卡曾经以非

常愉快的心情诵读过小说的片段"他认为!%就如卡

夫卡的笑一样"通过借助重构天堂的魔法"卡夫卡

以令人费解的语言表明在几乎没有界限的剧院中

卡尔重新获得了工作$自由$支持甚至他的故乡和

父母#&

"勃罗德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在

小说的最后一章中"卡尔到了俄克拉荷马剧院"看

到在剧院的入口处扮成天使的高大女人"身上披着

白纱"手持金光灿灿的长号在吹奏"感觉像走入天

堂一样"只有在天堂每个人不分职业都会有一份工

作# 但是在俄克拉荷马"卡尔的经历与以往没有任

何不同"他被迫辗转于不同的招待室之间"最后被

像畜生一样摸来摸去"得到的是%技术工人&这样

一个干重体力活的工作# 读者很难从卡尔的结局

中看到任何从天堂发出的光彩# 勃罗德的美好想

象只可能在%剧院&的舞台上上演"在想象中存在"

而实际生活中的卡尔没有这种幸运"就如非科特所

言%故事的结尾正反映了卡夫卡对任何宣称拯救有

效性的机构的怀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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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最后一章没有任何衔接和过渡"非常

突兀# 卡尔在街口看到俄克拉荷马招工的广告

牌"上面写着!%谁憧憬未来"谁就属于我们2 欢

迎每一位光临2 谁想成为艺术家"就赶快来报

名2&

!

# 这则广告很有意思"招工广告所应具备

的对招工人员的学历$背景$经历$年龄以及对工

作情景$工资待遇等方面的内容没有任何交代"

%未来&和%艺术家&这两个重要字眼似乎是这则

广告最突出的内容"卡尔在乎的是有份有报酬的

工作"而俄克拉荷马给他的是一个随时被替代被

面具化的舞台# 每个人都是受欢迎的"意味着每

个人都是无罪的"历史和记忆完全消失"身份变得

随意并且可以互换"个体可以成为他者"独属于自

我的记忆本来就不存在"变形随时都可能发生"在

开篇卡夫卡其实就暗示了卡尔的不幸结局#

卡尔在俄克拉荷马剧院登记的时候用了最后

几次工作时用的名字%QASE'&"这里显得意味深长"

%QASE'&在当时的%美国&社会中意味着没有公民

身份$最低等级的存在# 卡尔主动将自己的名字改

为尼格罗"对他却意味着再一次的拯救曙光"但是

很显然这个名字暗示了自我保存的不可能"通过改

名证明自身身份的努力根本无法达成# 卡尔生活

在一个去人性化的工业社会中"个体成为工业机器

的齿轮$螺丝"失去个性遭遇物化转变为非人"就像

卓别林在喜剧舞台塑造的主人公一样"他们在滚滚

红尘中无处安放自身"无法聚拢起自身的统一性"

%卡尔被怪诞的归为/黑人"技术工人0意味着卡尔

再一次失去了社会地位$真实历史$名字和声

音&

"

# 卡尔迷了路"走向了穷途末路#

阿瑟3霍利切尔的美国旅行日记和照片'美

国!今天和明天(给卡夫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

自己的藏书就有这本书#

# 阿瑟的书中有一张照

片"两个黑人在私刑中被吊死"一群白人旁观者很

悠闲地展示他们的战利品# 黑人的裤脚被执刑者

握在手里"即使死亡也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尊严"

他们像牲畜一样被展示"被娱乐# 这张照片的名

字是%田园诗般的俄克拉荷马)I1C@:@B@*&"而卡

尔最终出现的剧院的名字%俄克拉何马)I1C@:'R

B@*&虽然和阿瑟的照片名字不完全一致"但很容

易让人想起二者的关联#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

黑人和卡尔在剧院登记的名字%QASE'&不谋而合#

在照片中黑人被处死了"而在小说中改名为

%QASE'&的卡尔踏上了远去的火车消失了# 卡尔

彻底失去了姓名"以这种方式被抹去"彻底失去了

作为一个群体成员的资格"他不再会成为任何人"

等待他的最终只剩下虚无"而这是一种比被处死

更严重的惩罚方式# 因为这是一种无法描述的消

失"无可追寻的缺席# 死去意味着与生存世界的

分离"%死亡与我们在同一世界中工作,是使自然

被理解的权力"把生存变成存在的权力"死亡就在

我们之中"如同我们最人性的部分,它唯独在此世

上才是死亡"只有人能够认识死亡&

$

# 对死亡的

确认是个体人的与众不同之处"很显然卡尔不曾

享受过这种馈赠"因此他失去了作为人的资格#

卡夫卡给了卡尔一个很奇怪的姓罗斯曼

)b'mB@00*"%b'm&这个词根的意思是%马"蠢笨"

笨驴&"带有动物性"为被驯化的意思# 而%B@00&

的意思是%男人&"从词源学角度而言罗斯曼这个

名字本身就意味着未开化的$未完成的个体人"个

体离开存在就会陷入死亡的可能性之外"陷入非

生非死的状态"%我们没死"却再也活不成了"我

们是我们在世的亡者"彻彻底底成为幸存者&

%

#

海德格尔提出要%向死而生&"与我们的俗语%置

之死地而后生&的意思是相同的"就是要人能够

正确地看待死亡"在对死亡的恐惧和逃避中理解

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正因为人的必死性激发出对

生的渴望和热爱"而卡尔却陷入了死生两难的虚

空中"没有了任何对未来的期盼#

约翰3兹利克斯盖认为QASE'这个名字意味

着%世纪转折期的种族主义表达方式"个人身份

的消失或者更广意义上的社会压迫$歧视和驱

除&

&

# 而阿瑟3霍利切尔在'美国!今天和明天(

里这样评价黑人!%致力于黑人解放运动的活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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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宋玲玲!记忆3语言3死亡!卡夫卡'失踪的人(解析

家和支持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犹太人"事实上黑

人和犹太人在公共生活$经济生活以及武装力量

方面的遭遇有很多相似之处#&

!黑人的遭遇很容

易让人联想到犹太人在欧洲的处境"他们与欧洲

基督教主流社会存在着泾渭分明的隔阂"在一次

次排犹运动中谨小慎微地艰难生存着# 卡夫卡对

卡尔经历的叙写是卡夫卡作为犹太人对欧洲犹太

人生存状态的自觉关照"正如布朗肖所言!%对一

位作家来说"知道世界是其精神的投射"这一事实

非但没有摧毁世界"反而确保了对世界的认知"勾

勒了它的界限并澄清了它的意义#&

"卡夫卡从未

脱离过犹太世界"卡夫卡说!%我与犹太民族一样

老"像永恒的犹太人一样老#&

#德勒兹认为卡夫

卡创作的德语文学是一种典型的少数族裔文学"

这种脱离领土的文学写作活动不具备个体性的表

述价值"是一种群体性的表述行为$

# 勃罗德认

为!%卡夫卡作品的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就是它

们以犹太思想和犹太文学+++流放$违规$赎罪"

或者用更现代的话来说"即与清除和破坏相联系

的罪恶为重大主题#&

%卡夫卡的文学因其独特的

表述方式"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打上了很强的

犹太印记"著名的卡夫卡研究专家马克3安德森

认为'失踪的人(是一部%路上&的小说"因为%这

部小说整个文本处于一种动态"每个章节都提供

了一种新的/行程0"从而使主人公被迫不断适应

新的环境# 而主人公自己发现他自己被切断了

/家庭$社会$语言0的网络"总是处于外部"被迫

不断进入新的被流放旅程&

&

# 卡尔总是在流浪

的经历是犹太群体的标志"他们努力适应群体生

活"甚至以失去自我$失去历史为代价接受被同化

的命运"但是却总是被排挤"被迫流散"无法融入

主流社会"动辄得咎# '失踪的人(作为卡夫卡的

第一部长篇小说"书中的犹太烙印明显而深邃#

正如卡夫卡所言!%群众迈着快步"穿过时间奔跑

急走# 奔向何方4 他们从什么地方来4 谁也不知

道# 他们越向前迈进"就越达不到目的# 他们无

益地消耗了他们的精力# 他们想"他们在走# 其

实"他们在原地踏步"跌进了虚空之中# 如此而

已# 人在这里失去了故乡#&

'

?-F"$0" N&%6#&6-&%8G-&/5! /5->$+/+2+.F"%

+$',"**"-#.')*/-

MIQ7[(0SRC(0S

)M/:''C'Tg'EA(S0 [@0S?@SAD" d@D;O:(0@X0(YAED(;Z'THA/:0'C'SZ" Q@0/:@0S**$$%*" O:(0@*

!"#$%&'$! H:A1AZ;'?0&AED;@0&(0S'T0+,='&&'"2 9,7&(" (DS'(0S(0;';:A&A;@(CD'T;:A\''1 =(;: (DD?AD

'TBAB'EZ" C@0S?@SA@0& &A@;:)H:AT(/;('0VDB@(0 <E';@S'0(D;L@ECC'D;:(D'=0 (&A0;(;Z&?A;';:A&A<E(Y@;('0

'TBAB'EZ" @0& ?0D?(;A& T'EC(TA(0 D'/(A;Z\A/@?DA'TC@0S?@SA?DACADD)8A@;: (D;:A(0AY(;@\CAA0& ;'A@/: (0R

&(Y(&?@C@<@E;TE'BL@EC)̀0 ;:AA0&" @<AED'0 =:'(D=(;:'?;<@D;" <EADA0;@0& T?;?EA&AD/A0&D;';:AB(DD(0S

<AED'0)L@T1@EAYACD;:A&(CABB@'T:?B@0 \A(0S(0 B'&AE0 D'/(A;Z@0& /@EE(AD;:A\?E&A0 'T;:A;E@?B@'T

WA=(D: <A'<CA(0 :(D;'EZ@//'E&(0S;'T'/?D'0 ;:AB(DD(0SD;@;A'T(0&(Y(&?@C)

()* +,%-#! L@T1@, BAB'EZ, C@0S?@SA, &A@;:, 0+,='&&'"2 9,7&("

&责任校对4王小飞'

52

!

"

#

$

%

&

'

H:'B<D'0" N@E1 O:E(D;(@0 )%H:AQASE'G:'8(D@<<A@EA&! b@/A(0 L@T1@0DJBAE(1@&"!E&*,78#E,7@,'*7R2,O47>,4,7," S,7E#"'&*'1"

!$%%)25*!%5!)

米歇尔3福柯!'文字即垃圾+++危机之后的文学文学("赵子龙译"重庆大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

卡夫卡!'卡夫卡全集)第 +卷*("叶廷芳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 !$%+年版"第 *,2页#

吉尔3德勒兹"菲力克斯3迦塔利!'卡夫卡!为弱势文学而作("张祖建译"湖南文艺出版社 !$$2年版"第 *,页#

b'\AE;" N@E;:A)N7#"OP#)1#0&5(",$'",&&;HE@0D\Zb@C<: N@0:A(B)g@\AE@0& g@\AE" %5,!" <)*)

J0&AED'0" N@E1 N)P#)1#k&-$(*+,&! J7"#E,"*#"8 !,&*+,*'/'&E'" *+,H#3&3472 N'" 8,.',/$,;I>T'E&"%55!" <)%$+)

卡夫卡!'卡夫卡全集)第 +卷*("叶廷芳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 !$%+年版"第 *52+*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