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5

理论

[新世纪文艺学的前沿反思]

后现代地理学：

数字时代文学批评的困境与策略

黎杨全

当批评家的目光转向网络世界，他首先会遭遇

传统批评未曾遭遇的深刻困惑，即他面对的将是海

量的文本。批评对象不再清晰、有限和规整，而是丰

富，驳杂而无序。在这一刻，批评者如置身于浩瀚的

“迷宫”与“海洋”——这就是所谓的“赛博空间”，深

感无力掌控而手足无措。白烨认为，在网络文学面

前，传统批评范式呈现出“有限性”，表现在“一个日

渐缩小的批评在面对一个不断放大的文坛”，作品数

量太多，批评家难以找到“点”(1)。洪治纲认为，数字

媒介造成了批评家“甄别的无序”。一方面，批评者

要在海量的文字中甄别文学与非文学；另一方面，点

击率的时尚化、商业化又使其丧失了基本的区分作

用，故批评者既“无法从所有原创作品中迅速有效地

确立批评对象”，又“无法借助网络自身的‘点击率’

来实现目标的甄别”(2)。如何在赛博空间中顺利航

行、定位而不致无所适从，就成为文学批评在这个超

空间里必须要解决的后现代地理学。

一、赛博空间、“精神分裂”与“表征”危机

在传统文学批评中，“空间”并未成为理论焦点，

人们关注发展、迷恋历史，空间被理解为给定的、稳

固的广延物体，这导致了一种厚此薄彼的偏见：“空

间被看成是无生命的、固定的、无辩证的、静止的。

与此相反，时间被理解成丰富多产的，有生命的，辩

证的。”(3)现代地理学在根本上也就被理解成对事实

材料的收集、分类以及理论上的单纯表现，而这些材

料只是描述、阐释地球表面的地区差异。然而随着

现代城市空间的拓展与媒介技术对世界的网络化、

一体化，“空间”问题及其引发的“表征”危机日益为

理论家所重视。福柯、列菲伏尔都强调空间的重要

性，后者反驳了那种把空间理解成一个“业已存在”、

“等待填塞的容器”的传统观点，认为空间是一种社

会性的生产 (4)。詹姆逊讨论了空间的演进带来的日

趋尖锐的“表征”危机。在与市场资本主义相联系的

古典的、笛卡尔式的无限等价和延伸的几何空间中，

个人的直接经验尚能有效地支配与包容相应的经

济、社会形式。自垄断资本主义起，开始出现“本质

与现象”、“结构与生活经验之间”的对立。到了晚期

资本主义，资本的飞速扩张使得跨国网络得以形成，

个人生活的现象学描写与生存条件的结构模式之间

产生了更为激烈的矛盾，个体经验难以捕捉那个终

极的“缺场的原因”(5)。

数字媒介带来了空间范式的根本性的变革。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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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了全球的网络化、一体化，促成了后现代的空间

文化，同时它本身也形成了并置性、缠绕性的虚拟空

间，而不再是广延性、稳固性的物质存在。它是形成

性的，主体的操控伴随着赛博空间重构与瓦解的过

程。随着链接的渐次打开，一个个空间就纷至沓来，

然而关闭网络与电脑，这些虚拟空间又不复存在。

这瓦解了传统的“主客体二分法”，“因特网的屏幕既

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而是“通过‘连接’而与

其融为一体的一个活动的主体性的延伸”(6)。在赛博

空间中，不计其数的文本在批评家面前瞬时呈现，这

是全新的时空体验，历史、叙事和记忆的感觉急剧衰

退，转而遭到“空间逻辑的支配”。(7)这正造成了詹姆

逊所说的“个人生活的现象学描写与生存条件的结

构模式之间”的深刻裂痕，这种裂痕，也正是批评家

面对网络海洋时的深刻困惑与“表征”危机。

当批评家在赛博空间中漫游时，他不断地点开

链接、寻找与发现，这是一个目不暇接的“历险”的过

程，这与本雅明笔下现代城市空间中的生存体验颇

为相似。本雅明分析了巴黎这个大都市的拱廊街。

逛街者在拱廊街中不停地穿梭、驻足，人群、商店、橱

窗、货物不断地扑入眼帘，让他感觉如身陷迷宫。赛

博空间是更为复杂的拱廊街，在批评家面前的，是四

通八达的路径，各色的网站、论坛与链接，眼花缭乱

的文字、图片、音乐、游戏与广告。在此意义上，批评

家可能会遭遇本雅明所说的“惊颤体验”。拱廊街中

的逛街者在湍急的人流中匆匆前行，他们需要对纷

至沓来的各种现象作出快速反应，总在体味扑面而

来的惊颤体验，这种体验“就像报纸广告或大城市交

通给人的感觉一样”，“在其中穿行便会给个体带来

一系列惊恐与碰撞”。(8)在此意义上，这如同“击剑”，

批评家欲在意料不到的各种出击中获得生存，从而

“为自己在人群中打开一条通道”(9)，由此，传统批评

的“光晕”与凝神观照的能力会遭到不可避免的毁

减，悠远绵长的体验与思考将让位于快节奏的即时

体味。在拱廊街的行人中，有一群休闲逛街者，他们

以轻松、悠闲的心态在街上闲逛，饶有兴趣地观察、

寻找，对他们来说，纷扰的拱廊街成了温馨的居所：

商业招牌如同客厅墙上挂的油画，街道房间的墙壁

成为他的书桌，书报亭成为他的图书馆，而咖啡店的

露台则是他工作之余俯视他那居家感的角落（10)。批

评家也可以成为休闲逛街者，他在网站、论坛驻足、

留连，寻找、品味感兴趣的文字、作品，甚至可以注

册，成为论坛的用户，拥有一个或几个虚拟寓所。在

此期间，他可能会被一些无关紧要的图片、音乐、广

告等非文学的内容所吸引，但这正是悠闲与轻松的

表征。

人们经常用信息高速公路来喻指互联网，强调

其速度的快捷，同时又常称其为“迷宫”或“海洋”，强

调它立体的、复杂的建筑学意味，这与詹姆逊常以建

筑来分析后现代空间是一致的。詹姆逊认为“建筑

艺术”正是当今“后现代美感典范”的“最佳表现”(11)。

在某种意义上，赛博空间中批评家的精神状态与人

们在后现代建筑中的认知体验是极为相似的。

詹姆逊以位于洛杉矶的波拿文都拉宾馆来说明

后现代空间中的生存体验。当他进入这座复杂的、

迷宫般的建筑时，“不能想象这个空间应该是什么样

的”；他情不自禁地“全身心地浸没”在这个超空间，

“晕头转向、不辨方向”(12)。这与批评家在赛博空间

的体验相似，当点开一个链接，他就打开了一个波拿

文都拉宾馆，他会在毫无征兆的前提下面临时间性

的突然瓦解，被眼前此起彼落、支离破碎的形象所笼

罩，从而“晕头转向”。这种体验，正与批评家的“浸

没”、距离感的消失有根本的关系。当陷身于互联

网，暴露在“感知的直接攻击”之下，一切中介与掩蔽

的层面都在这种攻击面前被摧毁殆尽。这带来了深

刻的“无方位性”(13)。

批评家失去了“方位感”，这种历史性的危机也

就是詹姆逊所说的“示意链的崩溃”，即主体难于在

被空间逻辑所主宰的文化中组织自我的时间感，而

这是主体获得清醒意识与个人身份的前提。批评家

在网络中不断地点击链接，实际上他总处于“精神分

裂”状态，因为链接是非线性的，是对线性逻辑结构

的破坏，消解了“句子的功能”，主体无法将精神生活

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统一起来，构成连贯的意义，全

部经验都成为纯粹的、互不关联的即时体验，无法构

成一种运动 (14)。这种“精神分裂”，也就是詹姆逊所

说的“歇斯底里式崇高”。崇高的对象是无形式无限

制的，如大海或星空，面对它，人不由自主地感到战

栗与渺小。如果说传统批评面对的总是有限的、确

定的文本，网络文学批评面对的则是无限量的作品。

在这无限的迷宫与海洋面前，批评家的确会产生渺

小与挫败之感。然而，这不是面对伟大事物时心灵

深处的震憾，不是心醉神迷的沉浸，而是精神分裂

的、歇斯底里式的崇高体验。在这种精神分裂中，批

评家无法把握现实，失去了方向感，陷入了根本性的

“表征”危机。



37

二、“深海采珠人”与寓言式批评

在赛博空间的迷宫中，面对海量的文本，批评家

必须采取相应的策略，以应对“表征”的危机。在这

方面，我们同样可以从这些对空间有精彩论述的思

想家那里得到启示。

在本雅明看来，当逛街者在拱廊街的人群中穿

行时，他可能会面临着自我的消失，个人痕迹在人群

中变得暧昧不清。与此同时，面目模糊的大众构成

了一个“避难所”，使得那些背离社会的人得以躲藏。

这对当局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增加了掌控个体

的难度 (15)。一部有个性的作品，或者离经叛道的作

品，当它置身于海量的文本中时，它极有可能会被遮

蔽、被忽视，沉入海底而湮没无闻。批评家就必须养

成在集群式的文本中去发掘那些有特色、有价值的

作品的习惯。因个人隐匿在人群中而导致个人痕迹

的消失，这带来了某种富于想象的神秘意味。正是

这种神秘意味，让侦探小说得以兴盛。“侦探小说最

初的社会内涵是使个人痕迹在大都市人群中变得模

糊。”(16)意欲在模糊的人群中寻觅、辨认个人痕迹，这

就需要侦探家警觉的眼睛与善于发现的能力。赛博

空间中的批评家也必须成为“侦探家”，带着警觉与

戒备，培养“快速领悟的能力”，捕获那些稍纵即逝的

东西。

赛博空间中批评家是“侦探家”，也可能是“拾垃

圾者”，但却是在寻找有用之物。本雅明写道：“当新

兴工业的发展使废旧物也具有特定再利用价值时，越

来越多的拾垃圾者便开始在城市里出现。”(17)他发现

波德莱尔曾写过一本有关拾垃圾者的散文集，其中这

样描写：“此地有这么个人，他在首都收捡前一天的垃

圾，任何被这个大城市扔掉，被它鄙弃、被它踩在脚下

碾碎的东西他都分门别类地收集起来，⋯⋯他对它们

进行分类，做出精明的取舍，如此这般宛如一个守财

奴看护着他的财宝。”在本雅明看来，这段描写是“对

波德莱尔心目中诗人创作活动的一种绝无仅有的夸

张的隐喻”(18)。显然，“拾垃圾者”也是赛博空间中批评

家的绝妙隐喻。他如同拾垃圾者那样孤独地从事自

己的事业，迈着“僵直的步态”，左顾右盼，随时准备停

下来审视、分辨遇到的可能变废为宝之物。因此，对

批评家来说，他不断地在赛博空间中穿行，一方面是

接连不断的惊颤体验，一方面必须用肉体与自我打开

一条道路，去寻找宝藏，这就像是“一场搏斗”(19)。借

用波德莱尔诗篇《太阳》来形容：“沿着古老的市郊，

那儿的破房/都拉下了暗藏春色的百叶窗/当毒辣的

太阳用一支支火箭/射向城市和郊野，屋顶和麦田/我

独自去练习我奇异的剑术/向四面八方嗅寻偶然的韵

律/绊在字眼上，像绊在石子路上/有时碰上了长久梦

想的诗行。”(20)太阳的一支支毒箭，隐喻批评家面对纷

涌而至的刺激所产生的惊颤体验，练习剑术则隐喻

“幻想的格斗”，即抵御这种刺激的努力，与此同时，

到处去寻找“偶然的韵律”，如果足够幸运，就能碰到

“长久梦想的诗行”，寻找到自己心仪的杰作。

在此意义上，批评家又是收藏家，他在空虚、浮

躁的信息海洋中寻找那些有价值的碎片，加以收藏。

本雅明热情洋溢地宣扬收藏的好处：“一个收藏家记

忆中最精彩的时刻是拯救一部他从未曾想过更没用

憧憬的目光流连过的书，因为他瞥见此书孤零零地

遗弃在书市，就买下，赋予它自由。这犹如《天方夜

谭》中的王子买到一个美丽的女奴。”(21)批评家在赛

柏空间中不断地寻觅、发现，他总有让人惊叹的意外

之喜。这是一种“拯救”，是让有价值的作品在信息

海洋中崭露头脚，恢复其个性、尊严与自由。由此，

批评家就符合了阿伦特对本雅明其人及思想的深刻

概括——“深海采珠人”：“正如采珠者潜入深海不是

去开掘海底，让它见天日，而是在深处撬开丰富奇瑰

的藏物，获得海底遗珠和珊瑚，将其带出水面。”那些

被人忽视与遗弃的杰作，尽管受到“时间浩劫的摧

败”，但“颓败的过程同时也是结晶的过程”，它们“仿

佛在等待采珠人有朝一日下访探问，将其作为‘思想

的断片’，作为‘丰富而瑰奇的珍藏’，甚至作为永恒

的‘象中之象’，带回到生者的世界中”(22)。作为“深

海采珠人”，批评家潜入赛博空间的海底，在大量的

商业性的同质写作之外去找寻那些真正保留文学个

性，以此重建内在经验，恢复文学的本真含义。这既

是瓦解也是维护，既是批判也是去蔽，既是意识形态

的指责也是对乌托邦梦想的存留。批评家的“收藏”

与商业网站的“占有”不一样，后者为了获利而以金

钱法则切割文学、绑架作者，而批评家则对作品“去

蔽复魅”。“获取书籍的寻常手段中，最适合收藏家

的是借了书意味着不归还。”(23)收藏家以“不归还”的

方式保留作品的本真，避免让它重新落入物质与商

业的大潮，这正是重建文学意义的绝好手段。

寻找、审视、发掘与维护文学碎片，——这种批

评策略，也就是本雅明所说的“寓言式批评”（allego-

recal criticism）。他力求在“最微贱的现实呈现”中，

即在支离破碎中，“捕捉历史的面目”(24)。本雅明的

黎杨全·后现代地理学：数字时代文学批评的困境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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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言式批评，显然是试图缓解卢卡奇的焦虑，即如何

在碎片化的现代世界中重建人与历史的关系。在卢

卡奇那里，叙事成为个体与世界之间寻求和谐的一

种手段，成为在碎片化的现实中进行总体性把握的

一种努力。本雅明反对卢卡奇的以个别体现整体的

象征性观念。对他来说，唯一的总体性是没有中介

的总体化，是以单子的方式显现“非连续的无限”。

他推崇寓言式批评。寓言与象征不同。象征意味着

一个有机的、自足的意义世界，在其中，个别与一般、

特殊与普遍、短暂性与永恒性完美地结合，局部只有

在整体中才能获得意义，部分只有在与大写的理念

秩序相关时，只有当它构成一个恒常的持续前进的

历史运动时，它才合法有效：“所有细节都无足轻重

地标志着这个世界的特点。”(25)当下、瞬间、个别事物

不断地重复与雷同，它们失去了各自在整体中的位

置：“在寓言的直观领域里，形象是个碎片，一个神秘

符号。当神性的学问之光降临它身上时，它作为象

征的美就蒸发掉了。总体性的虚假表象消失了。由

于表象的消失，明喻也就不存在了，它所包含的宇宙

也枯萎了。”(26)本雅明的“野心”是“在世俗世界的‘堕

落的具体性’中夺取思想的战利品，并由此把空洞的

时间再造成充满意味的寓言空间。这迫使他在一种

‘物的意义上’去联结四分五裂的历史，征服异质性

的‘残片’”。(27)对批评家来说，面对碎片化的赛博空

间，他并不试图用宏大的、抽象的总体原则去重新归

拢一切，而是保留现象学的丰富性，突出碎片本身的

意义，让这些各自为战、彼此隔绝的历史碎片，成为

言说历史的唯一材料。

三、“认知测绘”、“总体性”与整体研究

碎片化的赛博海洋让批评家难以弥合自我的现

实经验与文学整体结构的深刻裂痕。他可以做一名

“深海采珠人”，进行“寓言式批评”，捕获那些被遗弃

的文学断片，在东鳞西爪的具象中窥视历史面目的

些许斑驳暗影，但这并不意味着拒绝对纷扰的文学

现象作整体观照，要避免的只是那种强制的还原性

的总体性。在詹姆逊看来，尽管后现代空间出现了

“表征”危机，但我们仍“必须从破碎、分裂、异质的后

现代文化元素中，努力挽回被压制的集体经验的最

小残余，此集体经验将允许我们去再次思考对资本

主义全球系统的抉择”。(28)为此，他提出了“认知测

绘”的概念。

据王逢振先生回忆，詹姆逊早在1983年就有了

“认知测绘”的说法。詹姆逊认为：“认知测绘的计划

不论成败，都与某种（无法表现的、想象的）关于全球

社会整体性的概念密切相关，而对这种整体性确应该

进行认知的测绘”。他明确强调，必须对电脑等“再生

产技术”所造成的全球化的超空间进行“认知测绘”(29)。

詹姆逊的“认知测绘”受到地理学家凯文·林希的影

响，这一概念出自后者的《城市的意象》(1960)。在此

书中，通过对美国一些大城市的调查与采访，林希指

出了城市的异化给人们的认知绘图带来的不利影响，

即自我难以弥合在城市中现实的地域感与对城市的

整体感知之间的断裂。在詹姆逊看来，林希构想城市

经验的方式，即局部的直接感知与把城市作为一个缺

场的总体性的想象感知的辩证法，与阿尔都塞认为意

识形态就是“对主体与其真实生存关系的想象再现”

的理解颇为相似。“认知测绘”试图让局部与整体、个

人的认知经验与总体性的生产方式联系起来，从整体

上把握后现代文化，以免主体在表面上各自孤立的纷

呈万象中迷失自我，从而忽视了现象背后资本总体性

的客观事实。在詹姆逊看来，认知测绘并不是如后结

构主义所攻击的那样是一种简单的“模仿”或“再现的

意识形态”，事实上，“它提出的理论问题使我们能够

在更高的、更复杂的层次上对再现重新分析。”(30)后现

代思潮把零碎化、片断化无限夸大，完全拒拆总体

性，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只要资本存在，资本向全

世界扩张的事实继续存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

析的总体性观念就仍然合法有效。认知测绘被要求

做的就是：“使主体能对那更广大的以及相当不能再

现的整体，作出情景再现。”(31)显然，对赛博空间中的

批评家来说，詹姆逊的“认知测绘”概念具有重要启

示价值，意味着他必须从整体上把握赛博文学的特

征、趋势与走向。

在詹姆逊看来，“地图”的高级形式是航海指南、

海图或罗盘地图等等，因为罗盘、六分仪和经纬仪等

仪器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协调”思想，即对“整体的关

系”的强调(32)。对批评家来说，互联网也有一些旅行

图表与简易标记，如网站对栏目和版块的清晰划分、

搜索引擎的使用、网民的点击率与跟帖、版主的加精

与置顶、专栏文章的推荐与热评等，这些“标记”显然

能让批评家在作品海洋中更为迅捷地定位、鉴别与

筛选，但仅有这些还远远不够，他不能满足于零敲碎

打，必须对复杂的赛博文学现象作总体把握。古希

腊神话中的代达罗斯被困迷宫，他靠制造翅膀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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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超越了迷宫的陷阱而成功地逃脱。詹姆逊的

“认知测绘”也要求批评家“飞起来”，即强行从无距

离的沉浸中起身，拉大与批评对象的距离，从宏观

上、整体上对网络文学展开研究。进一步看，这种整

体研究实质上与网络文学的特质有深层的契合。网

络文学在题材、内容与形式上呈现出鲜明的类型化、

程式化特征，这在客观上也为整体研究提供了基础。

与此同时，网络文学，特别是那些商业性的读书网站

的作品，它们与资本的关系极为密切，是一种相当纯

粹的商业化写作，尽管这些作品表面上万象纷呈，不

易把握，但它们在根本受到那个终极的“缺场的原

因”，即资本的宰制，而这与詹姆逊强调从资本、从生

产方式上去把握后现代文化的急遽演变，从而获得

相应的整体感知是一致的。这也就意味着，如果说

“寓言式批评”往往是去发现、收藏那些散布、遗失在

各种论坛的文学爱好者基于兴趣的写作，整体研究

则对那些以盈利为目标的读书网站上的网络写作更

为有效。

值得注意的是，詹姆逊的总体性不是以忽视个

别的复杂性与差异性，还原性地把它们统一到某个

宏大逻辑之下，而是给这些各自为阵的散兵游勇提

供统一的历史背景，这是开放的、流动的、处于建构

中的，“内部包含了各种存留的和新生的反作用力和

新趋势”并“预设了差异”的总体性(33)。显然，詹姆逊

的总体性借鉴了后现代理论反对僵化的二元对立、

反对非历史化与本质化等观念，但两者的区别在于，

后者强调碎片之间互不相容。如果不借助机械性的

还原性暴力，碎片就不能被整合进某一更大的整体；

而詹姆逊则强调现实终究是可以理解的一个知性整

体：“问题并不在于是否采用了总体化的分析模式，

而在于是否提出了一种过于抽象的总体，是否建构

了过于简单、直接、无中介的相互关系。”正确的做法

“应该是去使用恰当的中介，建构出足够复杂精密的

框架，使之能够以非还原的方式完整地图绘出文化

文本和社会实践的复杂性。”(34)批评家必须辩证地整

体研究网络文学，尽管网络文学呈现出类型化的特

征，但其价值观也是多元化的，必须注意到其差异

性、流动性；尽管网络文学深受资本的宰制，但也不

能忽视各种中介因素，必须考察网络文学与各种政

治思潮、社会心理与文化时尚之间的隐秘关系，实现

“符码转换”，而不能简单、机械地把它们与生产方式

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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