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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弗兰岑&自由'中都市文化空间的审美救赎

陈洪江#杨金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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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4要$乔纳森#弗兰岑以敏锐的目光审视美国都市社会的大众文化形态及其对严肃艺术生存境遇的影响$ 他将

深陷大众文化重重包围的严肃艺术创作视为痛苦经历!可与孤独和不适相提并论$ 其小说(自由)正是通过书写人物理

查德在严肃音乐创作过程中遭受的冷遇和挫折!阐明严肃艺术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表达了对文化工业产品泛滥的焦

虑!以及对被大众文化消解的现代人审美感受力进行审美救赎的希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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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2444文献标志码$5444文章编号$)2%!

3

%,+"!!$!!"$#

3

$$#,

3

$2

44当代美国小说家乔纳森.弗兰岑"W'0GLQG0

aHG0 Ĉ0# )9"9' $于 !$)$ 年推出的小说+自由,

"6$..@#"$广受欢迎#被+纽约时报,+时代,+泰晤

士报,和+卫报,等推为(世纪之书)#并成为(+纽

约时报,年度十大好书)和(+时代周刊,年度图

书)& 该作品已被译成 +" 国文字#拥有广大的读

者群& 弗兰岑也因之荣登+时代,封面#被誉为

(伟大的美国小说家)&

弗兰岑的+自由,为何具有如此反响2 这与

其深邃的城市文化表征有关& 他突破了早期以揭

露城市阴暗面为主的单一写作方式#如+第二十

七大城市, "DE.DH.(-%

3

N.>.(-E I/-%#)9,,$直接

叙写发生在圣路易斯市的阴谋%恐怖%暴力等社会

痼疾& 当时#他祈望这部(文化介入)的严肃小说

能像+第二十二条军规,那样对当代文化发挥影

响力!

#但发现作品出版后引发了那些沉迷于大

众文化的读者的反感& 这促使他以敏锐的目光审

视美国都市社会的大众文化形态及其对严肃艺术

生存境遇的影响#更加深入地思考严肃艺术创作&

他深刻体验到严肃艺术作品陷入大众文化的重重

围剿之中#于是将严肃艺术创作视为痛苦经历#可

与孤独和不适相提并论& +自由,正是通过书写

人物理查德在严肃音乐创作过程中遭受的冷遇和

挫折#深入探寻严肃艺术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

表达了对文化工业产品泛滥的焦虑#祈望对被大

众文化消解的现代人审美感受力进行必要的审美

救赎& 本文将立足文本分析#进一步考察+自由,

的城市文化书写特征及其对美国都市社会大众文

化扼杀严肃艺术的批判#进而深入观照其中蕴涵

的严肃艺术如何浴火重生的希冀&

一4(游荡者)与都市文化空间表征

+自由,没有像+第二十七大城市,那样直接

描绘都市文化空间#而是借助人物的(游荡者)视

角对之加以呈现#强调都市文化空间和人物之间

的互动关系& 小说将理查德塑造为现代资本主义

都市社会中追求严肃艺术美学的(游荡者)#通过

他在华盛顿%纽约等现代大都市的游荡体验%感

悟#表征都市社会的大众文化对严肃艺术的扼杀#

由此展开对美国大众文化的批判&

(游荡者) "EBG0C>H$一词源于法语#又译作

(浪荡子)或(流浪汉)#早在 )9 世纪中叶#波德莱

尔的散文和诗歌就借助(游荡者)描绘巴黎的商

业景观& 本雅明"eGBLCH6C0.GK(0$去世后发表的

+拱廊街计划,"DE.F$9)@.1=$#Q.9-$设置专门章节

对波德莱尔作品中的(游荡者)与巴黎拱廊街之

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拱廊街景观是资本主义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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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文化的缩影#本雅明认为波德莱尔通过书写

漫游在巴黎拱廊街上的(游荡者)#揭示了他以疏

离者眼光所观察的都市商业景观& 弗兰岑继承了

这种通过(游荡者)书写都市的文学传统#在小说

创作中再现了作为(游荡者)的理查德的生存状

态!自小父母离异%缺乏关爱的他在现代都市社会

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就像无根的野草#丧失了家

园归属感& 尽管理查德一直在为严肃摇滚乐!的

创作和巡演而努力#然而现代都市中充斥的低俗

流行乐使严肃音乐几乎失去了生存空间#由此加

剧了理查德的无根基感& (游荡者)既是都市空

间的探索者#也是其创造者& 弗兰岑笔下的理查

德是一位在现代都市空间中为音乐梦想而打拼的

探索者%创造者& 他以(游荡者)的目光审视着华

盛顿单调乏味的建筑空间和令人窒息的都市大众

文化景观#探寻严肃艺术生存之路!

虽然过去他常常来华盛顿演出#这

个城市四平八稳的布局和它那些令人恼

火的呈对角线的街道却总是让他心烦%

他觉得在这里#他就像一只走进了政府

迷宫的小老鼠% 依坐在出租车后座上的

他判断#司机不是在带他去乔治城#而是

要把他拉去以色列大使馆详加盘查% 每

个街区的行人看上去都像是吃了同样的

邋遢药% 仿佛个性是一种会消失在华盛

顿那些缺乏想象力的人行道和大得过分

的广场上的易挥发物质% 整个城市犹如

一道向穿着破旧骑士夹克的卡茨发出的

单音节命令% 说着(死%

"

华盛顿都市景观被体验为一种(大杂烩空

间)"/'BT'HLGDC'EJTG/C$#即一个充满历史和意识

形态的地方#

#显得单调乏味%死气沉沉#表现出

单向度的文化极权主义特征& 作为政治中心的华

盛顿不接纳这位崇尚个性%放荡不羁的音乐天才#

这里的文化空间令他感到压抑%恐惧#消弭其(另

类音乐)创作个性#不能为严肃艺术发展提供土

壤& 投身艺术而全然不懂政治的理查德来此演

出#仿佛进入迷宫#迷失了自我#没能为音乐创作

找到一种(归属感)& 正如克朗所言#(城市不仅

是故事发生的场地#对城市地理景观的描述同样

表达了对社会和生活的认识)

$

& 弗兰岑正是通

过作为(游荡者)的音乐家理查德对华盛顿地理

景观的视觉呈现#揭示了美国都市文化空间与严

肃艺术之间的紧张对峙&

在文化工业泛滥的都市空间中#理查德创作

的严肃音乐因为不符合世俗品位#得不到认可#尽

管乐队演出水平很高#观众却寥寥无几& 好友沃

尔特对观众追求低俗文化极为不满#(批评美国

大众的品味不像话#成百万人出动去看大卫.马

修斯乐队的表演#却连理查德.卡茨的存在都不

知道)& 马修斯类型化的庸俗流行乐是可以复制

生产的文化工业产品#迎合了大众的 (虚假需

要)

%

#就像鸦片一样#让大众沉迷其中#赢得众多

关注#在音乐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形成以马修斯音

乐产品为中心的大众文化市场&

弗兰岑受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影响#他在小说

中表征的都市社会的大众文化正是该学派代表人

物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提出的(文化工业)产品#

揭示了资本主义绝对权力之下机械化复制生产的

文化产品对普通大众的思想欺骗和精神麻痹&

(文化工业)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的一种形式#

通过文化工业流水线对(精神符号)进行批量复

制生产#迎合世俗的文化消费需求& 霍克海默和

阿道尔诺认为#文化工业让文化商品化#(资本已

经变成了绝对的主人)

&

#能否攫取最大化利润成

为文化工业生产的唯一标准#因而那些超越大众

审美水平的严肃艺术往往被束之高阁& 弗兰岑揭

露了文化工业对现代人进行规训同化的意识形态

及其总体运作模式#批判了这种新型支配奴役关

系& 那些按照固有模式制作的产品成为出版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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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指出#不能简单地将摇滚乐视为另一种主流音乐#(摇滚乐的兴起区分了严肃%有价值的流行音乐"摇滚$和琐细%无足轻重

的流行音乐"流行$)#他认为摇滚乐是(表现个人感性和群体经验的严肃音乐)& 参见李.马歇尔!+鲍勃.迪伦与学院,#载+剑桥鲍

勃.迪伦手册,#凯文.W*=*德特马编#王宇光译#中信出版集团 !$)9年版#第 )")页&

乔纳森.弗兰岑!+自由,#缪梅译#南海出版公司 !$)!年版#第 +,+页& "下文引自该著作的不再另行标注&$

6HG0&L# 8LCEG0 [*(MQCA(LPGJ[(K(0GB8TG/C! NH@G0 n(J>GB(LPG0& 5CJLQCL(/fITCH(C0/C(0 Z'JLK'&CH0 N*8*[(LCHGL>HCG0& A(0CKG)#

F".$/B)1-'@/.(SF".$/9)( N-'@/.1# !$$9#"#"#$!"2)*

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

马尔库塞指出#为了特定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的需要#即为(虚假需要)#(现行的大多数需要#诸如休息%娱乐%按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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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人等组成的利益集团的传声筒#它们不再以

传统的暴力监管手段控制人们的思想#而是像鸦

片一样#以娱乐成瘾的方式控制大众思想#驯化其

期待视野#限制想象和思考的空间#让人们在无意

识之中丧失审美感受力#甘愿接受雷同%低俗的文

化工业产品侵蚀#机械地对其做出一致评价或反

应#沦为文化工业意识形态的被动%麻木%愚蠢的

附庸#成为物化的都市文化空间中精神异化的

他者&

二4抵制文化工业*坚守严肃艺术

+自由,通过书写大众文化泛滥的美国都市

空间中严肃艺术的式微#反映作为知识分子的严

肃艺术家理查德遭受的困厄& 然而#他通过不断

完善自我#(努力去填补缺乏父母教育带来的不

足)& 小说凸显了理查德另类非凡%特立独行的

特质#他不向庸俗的大众文化低头#始终不渝地追

求严肃音乐创作梦想#创作别具一格的(另类音

乐)#过着孤傲%孑然的艺术人生& 其音乐创作一

次次跌入低谷#在市场状况最好的时候#也仅能维

持乐队收支平衡#(创伤乐队)得不到市场青睐#

在(最后一次巡演上赔掉了好几千美金)#终因经

营不善而解散& 面对如此艰难的境遇#理查德一

边在纽约从事赔钱的音乐创作演出#一边兼职修

筑屋顶平台#所赚薪酬除了维持生计外#还用于音

乐创作和乐队开支& 理查德为社会现实所迫#过

着四处漂泊%乏人问津%物质贫乏的无根基生活#

然而四处流浪并非完全丧失目标& 他虽然乏人问

津但能孤独坚守#物质贫乏的他力图从精神上富

足自己& 借用萨义德"f&RGH& e*8G(&$描述当代

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说法#理查德试图给严肃音

乐找一个(家)#希望得到公众认可#因而不得不

一直处于(游牧的%去中心的%对位的)状态!

&

(游牧)在字面意义上是指追求音乐梦想而

生活穷困潦倒的理查德到纽约%迈阿密等城市#甚

至在土耳其%塞浦路斯等国家进行音乐巡演的经

历#他继承了美国(反文化运动)中(垮掉的一代)

的特质#通过居无定所的流浪%吸毒%滥交等体验

摆脱社会压抑#寻求自身解放#体现了(复苏的反

文化意识形态)及其文化变态性"

& 在隐喻意义

上#(游牧)是指面对(再好的乐队也无法战胜听

众寥寥所带来的荒凉感)#创作严肃音乐难以维

持生计的理查德始终将音乐放在灵魂救赎的高

度#突破低俗音乐的辖域化束缚#创作独具特色的

严肃音乐#抵抗媚俗的流行乐对公众的侵蚀#将他

们从对庸俗文化(虚假需要)的梦幻中唤醒& 他

移居纽约后#坚持(一步一个脚印地在音乐创作

的道路上前进)#赢得了一批(骨灰级粉丝)支持&

与理查德的音乐相比#马修斯的音乐除了技

巧还算娴熟外#几乎所有歌都重复着同样的歌词!

(一定要自由#如此自由#哦#哦#哦& 没有自由我

活不下去#哦#哦&)这些歌词内容空洞#思想贫

乏#风格僵化#艺术价值不高#(基本上就没有可

取之处)& 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指出!(不但颠来

倒去的流行歌曲%电影明星和肥皂剧具有僵化不

变的模式#而且娱乐本身的特定内容也是从这里

产生出来的#它的变化也不过是表面上的变

化&)

#马修斯音乐正是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批判

的(文化工业品)或本雅明所谓的(机械复制时代

的艺术作品)#千篇一律#毫无艺术水准#无需仔

细品位#只能作为背景音乐漫不经心地去听& 歌

词中的(自由)也成了人们悲悼的乌托邦想象#既

苍白#又遥不可及&

本雅明指出#即使最完美的艺术复制品也会

缺乏(艺术品的即时即地性#即它在问世地点的

独一无二性)

$

#包括作品的(原真性) "f/QLQC(L$

或(灵韵)"5>HG$#这是(3原真4的艺术作品所具

有的独一无二的价值)

%

#一旦作品丧失(灵韵)#

就不再具有高雅艺术品(独一无二)的审美价值&

在接受粉丝采访时#理查德将作为文化工业产品

的庸俗音乐比作口香糖#他以(口香糖)制造者的

口吻发表了创作宣言#讽刺了丧失(灵韵)的文化

工业产品!

从事音乐口香糖生产的我们和社会

公正无关#和提供准确,可以被客观验证

的信息无关#和劳动是否有意义无关#和

一整套具备一致性的国家理想无关#和

智慧无关% 我们只关心选择我们想听

的#忽略其他一切% 我们只关心去嘲笑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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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胆敢不想像我们一样酷的人% 我们

只关心每隔五分钟就给自己送上那么一

会儿无需思考但感觉良好的待遇% 我们

只关心大力保护我们的知识产权#拿到

我们该拿的每一分钱% 我们只关心怎样

说服十岁的孩子花上二十五美元买一个

苹果电脑属下的子公司只需三十九美分

就可以生产出来的酷酷的硅胶 (Z'& 小

外盒%

理查德自嘲自己创作的是口香糖式的音乐#

实际上讽刺了像口香糖一样制作出来的庸俗流行

乐& 庸俗流行乐作为一种文化工业产品#并非为

了促进社会公正%提供真实信息以及反映劳动意

义%国家理想%智慧等内容#最终会像嚼过之后吐

掉的口香糖那样成为废弃物#它所表达的(酷)体

现了庸俗化%同质化的风格#不能激发人们严肃思

考#而是让其陶醉于(感觉良好)的状态#导致审

美水平退化& 其制作人打着(保护知识产权)旗

号大规模复制生产这些音乐以牟取暴利#还以听

这种音乐为噱头向人们高价推广成本低廉的音乐

播放器及其附属产品& 复制的低俗文化产品泛滥

市场#以幻象招徕生意#不断消解消费者的审美感

受力#并使其犬儒般地臣服于资本的魔力#最终成

为美国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市场最大的消费群体&

理查德通过(去中心)的严肃音乐创作形成

了与大众文化市场的(对位)& 对理查德而言#

(去中心)就是拒绝迎合世俗口味#在音乐中融入

深邃的创作理念和个人情感#通过抵抗文化工业

生产模式#塑造其音乐的(独一无二性)#形成对

庸俗流行乐的(对位)& 他的歌曲+快乐得发狂,

再现了人们沉迷于文化工业产品而迷失自我的

情景!

高大威猛的 8Nn里伸出小小的

脑袋*

我的朋友#手握方向盘的你们看上

去快乐得发狂*

-电路城.里有一百个凯茜+李在

微笑*

满墙都是吉斯+菲尔宾* 我要告诉

你我开始感到

快乐得发狂* 快乐得发狂*

这首歌反映了美国公众只顾消费享乐#开

着高油耗 8Nn去北美最大的电子产品零售店

(电路城)#购买凯西和吉斯创作的%被文化工业

生产线大规模复制生产的娱乐产品#满足(退化

需求)#失去了对它的鉴别思考能力#以至于(快

乐得发狂)#而(小小的脑袋)则是缺乏严肃思考

的象征和产物& 理查德在歌中表达了对诱导公

众沉迷于消费%享乐的大众文化市场的愤慨与

批判&

在美国都市社会大众文化占统治地位的形势

下#理查德毅然创作独具(灵韵)的严肃音乐#对

现有社会文化秩序提出挑战#抵抗文化工业意识

形态对大众的侵蚀#反对庸俗文化的裹挟#打破了

以马修斯音乐为代表的娱乐快餐式大众文化独霸

天下的局面#形成区别于低俗音乐的(另类音乐)

的(对位)姿态#体现出对文化工业生产模式的解

辖域化抗争和摆脱文化极权主义霸权的(既定辖

域的束缚的努力)

!

&

三4经典重生与审美救赎

美国都市社会充斥的快餐式大众文化导致具

有经典品质的严肃艺术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愈

来愈趋向孤独#但它又在孤独中通往经典之路&

严肃艺术的孤独不仅表现在艺术家能够战胜经济

利益诱惑#孤独坚守严肃艺术创作之路#还表现在

艺术作品脱离世俗的低级趣味#以其(灵韵)特质

而焕发出旺盛持久的生命力#激活公众被类型化

的庸俗音乐消解的审美感受力#把他们从异化%物

化中解放出来#找到真正的精神需求和人性需要#

成为对世人进行审美救赎的艺术经典&

面对严肃音乐市场不景气的压力#理查德没

有将音乐创作置于市场需求的大潮之中#创作媚

俗流行乐#而是耐住孤独寂寞#把兼职修建屋顶平

台所赚的薪酬用于音乐创作#在(众人皆醉我独

醒)的孤军奋战中坚守严肃艺术(那种粗鲁而又

天真的特征)

"

#在音乐中融入(让人联想到剃刀

刀片和碎玻璃的吉他噪音)#创作(不受欢迎但值

得得到经济援助#的音乐)#录制(那些最不讨人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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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让大家都去见鬼的歌曲)& +纽约时报,对

理查德的乐队的推荐词是(始终坚持原创#久违

的声音)(不惧冷遇#创伤乐队倔强坚持)#准确地

反映了创伤乐队不迎合市场需求#保持原创性音

乐创作的韧劲& 这种严肃音乐因其品位高雅独特

难以娱乐喜爱快餐文化的大众#得不到他们认同#

甚至遭到口香糖般的唾弃& 因此#他自嘲自己的

严肃音乐是口香糖#其艺术价值一时不为世人认

可#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在人们认识到其特有的

(灵韵)后#终将成为(听上去清新得堪比创世清

晨的歌曲)的音乐经典& 正如弗兰岑在小说+强

震,"N-$#(8 C#-/#(#)99!$中借鲍勃之口所言!(每

个人都喜欢这录音& 它是经典的#永远不老&)

!

理查德就像(开辟了现代人审美式的生存方

式)的拜伦式英雄#(在人群中表现得冷漠%孤独

和高傲)

"

#遭到庸俗文化围剿而始终独立不羁&

在创伤乐队解散之后#理查德重建了(一支另类

乡村风格的乐队)#其音乐创作逐渐走出市场低

谷#专辑+无名湖,获得格莱美音乐大奖提名#全

国公共广播电台几十万听众都在听#(因为他的

坚持不懈%他的目标明确)#才让其音乐作品在娱

乐快餐文化时代存活下来#(他那出色的新歌获

得了公众的喜爱和敬仰)#理查德由此被捧上音

乐家的王座#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灵韵)理论的实

践者%捍卫公众对严肃音乐审美感受力的先锋&

然而#马修斯乐队迎合世俗口味%歌词重复的庸俗

之作经不起时间检验#最终会像口香糖那样遭到

唾弃#在音乐史上只是昙花一现&

弗兰岑通过呈现理查德的生存现状和创作理

念#表达了他在大众文化泛滥的都市文化空间中

对严肃社会小说创作的坚守& 弗兰岑的文学创作

观与他借助理查德所表达的文艺观交相辉映& 这

种严肃音乐的市场遇冷实际上反映了弗兰岑创作

的严肃小说遭遇的困境& 弗兰岑认为(若把严肃

小说比作萧条的市中心#围住它的正是大众娱乐

建构的新郊区)

#

& 换言之#严肃小说被都市大众

文化包围%围剿#失去了容身之地& 在喧嚣骚动%

物欲横流的美国都市社会#许多小说家为了在

(景观化)的大众文化市场占据一席之地#纷纷放

弃严肃小说创作#为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创作

(娱乐至死)的快餐文化#将公众图式化#时刻占

据着其注意力#导致人们无暇阅读严肃小说&

(娱乐至死)一词出自波兹曼"YC(BZ'JLKG0$的著

作 +娱乐至死 , " F"'1/(8 P'$1.*>.1-#0.)-E#

)9,"$#该书描述了在美国作为娱乐媒体的电视

逐渐取代印刷#统治了人们的思想#人们不愿花时

间阅读思考#过去对语言文字进行阅读思考的

(阐释时代)"LQC5DC'EfIT'J(L('0$被图像主导的

(娱乐业时代)"LQC5DC'E8Q'R6>J(0CJJ$所代替#

造成人们精神家园荒芜#甘愿沦为(娱乐至死的

物种)

$

& 波兹曼关于美国社会(娱乐至死)的论

断与弗兰岑关于严肃小说被大众文化围剿的观点

如出一辙& 在弗兰岑看来#+时代,杂志作为美国

最高文化权威#由过去刊登严肃小说作家乔伊斯

"WGKCJW'P/C$的头像到如今刊登娱乐小说家杜罗

"8/'LLM>H'R$与金"8LCTQC0 7(0D$的头像#是公众

品味向大众文化转向的风向标& 弗兰岑没有迎合

这一转向#他在散文集+如何独处,中以批判的眼

光审视(喧闹嘈杂%令人分神的大众文化)#强调

作家应当以不媚俗的(独处)姿态保持作品的(个

体性和复杂性)

%

#并从作者和读者的角度进一步

指出(小说在本质上是孤独写作%孤独阅读的工

作)

&

#表达了对严肃小说创作的坚守和对严肃读

者寄予的厚望& 布朗肖在+文学空间,一书开篇

强调艺术家的孤独特质#(孤独对于艺术家从事

艺术创作来说是必要的)

'

#他进一步指出!(作品

是孤独的!这并不意味着它始终是不可交流的#是

无读者的& 但是#阅读作品的人进入了对作品孤

独的肯定中去#正像写作品的人投身到这种孤独

的风险中去一样&)

(换言之#一旦读者对作品产

生阅读共鸣#作品就不再孤独& 这种艺术上的孤

独并非一般意义的创伤性孤独#而是一种特立独

行%兀立尘世的傲然#一种不合流俗%曲高和寡的

高雅#一种不为世俗理解但能耐得住寂寞的静心

坚守& 艺术家耐住孤独%寂寞和诱惑#坚守(独异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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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创作之路是现代艺术走向经典的根本途径&

(如何独处)反映了弗兰岑不与世俗文化同

流合污的精英主义创作观#其小说的个体性和复

杂性呈现出本雅明所说的艺术作品的(灵韵)#

(独处)体现了在大众文化蔓延的都市空间中#弗

兰岑对(严肃艺术)孤岛阵地的坚守姿态#正如德

里罗"V'0 VC[(BB'$鼓励弗兰岑坚持创作社会小说

时所言#这是一种(不会因市场枯竭就停笔)的坚

韧!

& 这孤岛阵地是一方精英主义的艺术净土#

小说家唯有在此才能(摆脱消费文化和商业文明

羁绊而获得拯救)

"

#创作出饱含(反抗性灵韵)

"G>HG'E'TT'J(L('0GB(LP$的文学作品#

#对抗大众

娱乐文化对读者的分心%吸引%麻醉和侵蚀#找到

小说创作的归属感和价值感&

结语

如果说理查德是在现代都市文化空间中为严

肃音乐摇旗呐喊的音乐先锋#那么弗兰岑则是坚

守严肃文学创作的(伟大小说家)#二者都深陷大

众文化重重包围之中#在势单力孤的情况下从事

严肃艺术创作#他们支持严肃艺术的立场是息息

相通的& 在美国娱乐小说大行其道之时#弗兰岑

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姿态独自承受着世间压

力#不作无病呻吟#而是坚持撰写直面社会现实的

(绝不妥协的小说)

$

#即那种(与美国主流文化渐

行渐远)的严肃小说& 弗兰岑怀揣梦想#祈望通

过自己的高雅艺术创作能够延缓美国都市文化日

趋低俗化的进程& 他认为(与主流文化渐行渐远

反倒让美国文学更加健康)

%

#他也正是以这种不

与主流文化同流合污的(独处)姿态守护着心中

那片艺术净土& 他对美国自由理想的讽喻及其都

市文化书写不仅表现出小说家对媚俗的大众文化

的反抗性和社会批判力#而且为那些被大众文化

裹挟而丧失审美感受力的美国民众呐喊#帮助他

们实现审美救赎!一方面通过复现新世纪美国低

迷的都市文化景观#对被商品和消费包围的当代

美国都市大众文化进行隐喻表征-另一方面通过

都市批评揭示美国这个由商品和物质碎片累积的

后现代社会的主体缺失#蕴涵暧昧%含混和价值取

向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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