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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无意识”是詹姆逊(又译詹明信、杰姆逊、

詹姆森)文学理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在其所建构的

马克思主义文学阐释学中具有枢纽性的重要作用，

并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批评产生了重要的

影响。在 20世纪 60-70年代，美国文学理论和批评

中旧有的新批评的内部研究与新兴的历史文化学派

的外部研究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①。在与西方诸多

理论流派的比较中，詹姆逊发现，马克思主义是一切

文学理论和批评“不可逾越的地平线”，可以为克服

这一矛盾提供“在哲学上符合逻辑的、在意识形态上

令人信服”的方法，因为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开放

性和包容性，“它容纳这些显然敌对或互不相容的批

评操作，在它自身内部为它们规定了部分可信的区

域合法性，因此既消解它们，同时又保存它们”②。基

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理论品格的认识，詹姆逊

试图将当时有价值的理论和学说都纳入马克思主义

的视域之中，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其中，为

詹姆逊奠定学术基础的主要是结构主义、西方马克

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派。三种理论在詹姆逊的文学

理论和文化研究中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如果说

马克思主义为其文学批评提供了“叙事分析的政治

维度和历史维度”，结构主义为其文学批评提供了

“叙事分析的逻辑维度和语言学维度”，那么精神分

析则为其文学批评提供了“语言投射和愿望满足的

维度”③。这种知识图谱在詹姆逊早期的研究和著述

中呈现得比较清晰。在《语言的牢笼》中，詹姆逊认

为，以索绪尔语言学为基础的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

结构主义都试图“以语言为模式，按照语言学的逻辑

把一切从头再思考一遍”，而这种模式在带来了文学

理论“内部研究”兴盛的同时，又难以避免地陷入了

一种“语言的牢笼”。要走出这种“语言的牢笼”，就

必须引入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方法，将文学理论重新

向历史和政治开放，这样才能使“共时分析与历史意

识、结构和自我意识、语言和历史”等问题之间的矛

盾得以调和与解决④。进而，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

中，詹姆逊在卢卡奇、阿多诺、马尔库塞和萨特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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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著作中发现了一种“内部形式”或“形式的意识形

态”，提出了“辩证批评”的理论构想。在随后对路易

斯的作品展开分析的《侵略的寓言》中，詹姆逊首次

提出了“政治无意识”这一概念，并通过引入精神分

析视域对辩证批评进行了完善。在这部作品中，詹

姆逊指出，在当代文学理论思潮中，意识形态、心理

分析和叙事分析“构成了一个坐标”，并为研究“一种

新近最罕见、最难理解、最鲜为人知的英文小说构建

一种阐释模式”。因此，要研究路易斯作品中的“政

治无意识”，“就必定迫使我们将叙事分析、心理分析

和探索意识形态的传统和现代的方法联系起来”⑤。

紧接着，在《政治无意识》中，詹姆逊以“政治无意识”

为核心范畴，通过对当时的诸多理论和学说加以辨

析和融通，以及对巴尔扎克、吉辛、康拉德等人的文

学作品的批评实践中，建构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

学阐释学。可以说，“政治无意识”理论的出场，不仅

是詹姆逊对当时文学理论和批评中的矛盾和张力进

行反思与回应的结果，也是他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

阐释学的重要步骤。虽然詹姆逊将“政治无意识”作

为其代表作的名称，并在书中多次提及，却并没有给

出一个清晰的定义。因此，要把握“政治无意识”的

内涵，就需要在詹姆逊对诸多流派、著作和文学作品

的分析与评述中，对这一关键词的理论构成和阐释

实践进行梳理和辨析，从而勾勒出一个以“政治无意

识”为关节点的理论图谱。

一、“无意识”的谱系及其符码转换

在詹姆逊对精神分析的借用中，无意识和欲望

是最关键的两个术语。詹姆逊主要在其文学理论中

借用了精神分析的无意识理论，而将拉康和德勒兹

的欲望理论运用于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从理论构

成来看，显而易见，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是对马克

思主义的政治批评与精神分析的无意识理论的综

合。虽然马克思关注于错综复杂的社会结构及其历

史，弗洛伊德所关注的则是个人主体隐秘的精神世

界和心理结构，但这种差异并没有成为二者之间进

行对话与融通的障碍。事实上，在对话中吸纳和借

鉴精神分析的理论学说是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

传统。比如，弗洛姆就发现了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

析之间“共同的基础”。在弗洛姆看来，马克思和弗

洛伊德都认为人是不自由的，只有摆脱奴役人的力

量的束缚，人才可以获得自由并成为自己生活的主

人。不同在于，马克思认为这种奴役人的力量是外

在的异化的社会历史，而弗洛伊德则将这种力量的

本质归结于人内在的生理上的力比多或生物学上的

死本能或生本能⑥。威尔海姆·赖希从马克思主义立

场出发，思考一种“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试图借

此发现法西斯主义盛行的大众心理机制⑦。马尔库

塞在吸收精神分析的欲望理论的基础上阐明了“爱

欲与文明”之间的关系和“新感性”的社会批判意

义。阿尔都塞则采用精神分析的“症候分析法”重读

马克思的《资本论》，并发展出一种文学批评的“症候

阅读法”⑧。正是这种对精神分析的理论、概念和方

法的吸纳与借鉴，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了精

神分析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潮。尤其是，在20世纪

中期的欧洲理论界，伴随着结构主义的兴起，将马克

思主义与精神分析相嫁接的知识传统又不得不加入

结构主义的维度。福柯对这一状况进行了描述：“在

1945-1965年间(我指的是欧洲)，横亘着某种正确的

思维方式，某种政治话语的样式，某种知识分子伦理

学。人们不得不去亲近马克思，人们不能够偏离弗

洛伊德太远。而且，人们还不得不对符号系统——

能指表示出最大的敬意。这三方面的要求奇怪地盘

踞了写作和言说的领域，成为广为接受的衡量个人

及时代的真理。”⑨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和

结构主义这三者之间寻求融合，成为当时一种比较

普遍的方法论，也是詹姆逊学术起步阶段所面临的

知识状况。“政治无意识”理论就是他从马克思主义

立场出发，以结构主义为中介，对精神分析的“无意

识”学说进行符码转换的结果。

哲学家们往往将创造新概念作为哲学话语创新

的主要途径。但是，在詹姆逊看来，创造新概念是一

件危险的事情，他更喜欢对已有的概念和范畴进行

符码转换⑩。所谓“符码转换”，即“发明一套术语，或

战略性地选择一些特殊的符码或语言，如此同样的

术语便可以用来分析和连接两种迥然不同类型的客

体或‘文本’，或现实的两个非常不同的结构层

面”。詹姆逊习惯于把其他批评理论的符码置入马

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中，赋予其新的内涵和外延，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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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转换成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术语。詹姆逊对精神分

析的“无意识”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符码转换”，并

与“政治”概念相嫁接，形成了其文学批评中的核心

范畴“政治无意识”。

虽然在弗洛伊德之前“无意识”已经被哲学家们

所使用，但是弗洛伊德赋予其独一无二的原创意

义。弗洛伊德区分了作为“形容词”和“名词”的两种

不同的“无意识”。作为形容词的“无意识的”主要用

于描述主体“活动于某一时间，而在那一时间之内我

们又一无所觉”的“心灵历程”，而作为名词的“无意

识”则是与意识和前意识并列的、与人格结构中伊底

(id)相对应的心理结构的层次。弗洛伊德的无意识

研究就是试图揭示意识和前意识对无意识的压抑机

制，以及通过对病患的行为失常、口误、梦境等症候

的分析与解读，来发现和挖掘其精神结构中的无意

识世界，从而达到治疗的目的。弗洛伊德通过患者

的语言陈述中的症候来探究隐藏于其无意识中的创

伤的方法为雅各布森所发展。雅各布森将弗洛伊德

的无意识理论引入结构主义语言学，分析了语言中

的无意识、失语症及其与诗学的关系。拉康接续、

推进了雅各布森的研究，将结构主义语言学引入精

神分析，并认为“精神分析在无意识中发现的是在言

语之外的语言的整个结构”。无意识必须借助语言

才可以被把握，我们所能把握到的也只是被语言所

表述出来的部分。梦的解析的对象并不是梦本身，

而是对梦的内容的语言表述。因此，在拉康看来：

“梦是个字谜……梦中的形象只是由其能指的价值

而值得注意，也就是说由其可使我们读出梦的字谜

所建议的‘谚语’的能力。这个使解读的行为成为可

能的语言结构就是梦的意义的根源，就是释梦的根

源。”这样，拉康就把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进行了

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解释，认为在本质意义上，“无意

识是一个能指的连环。这个连环在某个地方(他说

是在另一个舞台上)不断重复和持续，为的是在断裂

中和思考中起作用”。无论是弗洛伊德还是拉康，

都非常重视文学艺术，并将它作为精神分析的“理想

地点”。正是出于这一点，朗西埃认为，“艺术和文学

领域可以定义为‘无意识’得以运行的特有领域”，

因为在文学艺术中，“没有一个情节、一个描写或一

个句子不承载着整个作品的意义表达。没有任何东

西不会不带有语言的力量”。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无意识又与语言同构，这就

使文学艺术的精神分析研究成为可能。弗洛伊德、

雅各布森和拉康对无意识、语言和文学艺术的关系

的论述，为詹姆逊借用精神分析话语，尤其是无意识

理论做了理论准备。詹姆逊将弗洛伊德和拉康的

“无意识模式”作为其政治无意识建构中的范例。但

是，他并不是直接运用精神分析的无意识概念，而是

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符码转换，舍弃了无意识的个

体心理层面的欲望逻辑，保留了其得以运作的压抑

机制，以及阐释无意识的“症候分析”方法，并与阿尔

都塞的“症候阅读”相融通。在其所建构的马克思主

义文学阐释学中，詹姆逊将弗洛伊德的欲望转化为

意识形态，而将其压抑机制转化为意识形态的遏制

策略，“症候阅读”则是其识别并挖掘文本深层政治

无意识的主要方法。通过这种符码转换，詹姆逊试

图阐明“政治”(具体指意识形态)在文学艺术中的运

作机制及其阐释路径。显而易见，詹姆逊的政治无

意识放宽了无意识的原始概念的范围，指向的并不

是弗洛伊德的“个体无意识”，也不是荣格式的作为

原型贮藏所的集体无意识，而更像本雅明所说的历

史的梦魇。玛丽·托马斯·克莱恩对这一路径进行

了准确描述：“詹姆逊沿着拉康和阿尔都塞的路径拓

展了无意识理论，不再将无意识视为个体受压抑的

情感和欲望的容器，而是将其看作受压抑的政治和

社会矛盾的更广泛的语言和文化的发生地。”文学

文本是政治的载体，但是，文学中的政治不只是内容

层面说教式地清晰显现，其深层的微观政治像无意

识隐藏于心智结构的最深层而不被意识所捕捉一

样，是无法一目了然的，只有通过对文本的语言形

式、叙事技巧、话语修辞、人物命运等进行症候阅读，

才能挖掘出其“形式的意识形态”和文本深层的“政

治无意识”。

二、“政治无意识”的多重内涵及其整合

显然，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只是一种比喻的

说法，用以阐明文学艺术中“政治”的存在形式和运

作方式。如果对詹姆逊有关“政治无意识”的复杂论

述加以梳理和辨析，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术语所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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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重内涵。

第一，“政治无意识”的核心符码是“政治”。

政治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的关切对象，政治价值

也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价值指向。伊格尔顿指

出，一切批评都是政治的，不存在没有政治的批评，

只有政治内涵的差异而已。詹姆逊持同样的观点，

坚持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社会的和历史的，事实上，

一切事物‘说到底’都是政治的”，政治是“一切阅读

和一切阐释的绝对视域”，在文学研究中具有阐释的

“优越性”。正是从这种绝对的政治视域出发，詹姆

逊认为巴特所提出的文本阅读的“快感”“在‘讽喻’

的意义上”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不同之处在于，

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批评中，政治的内

涵发生了由狭义的阶级政治向广义的文化政治的转

变。詹姆逊将文学看作一种“社会的象征性行为”，

其“政治批评”显然包括了政治的这两个方面的内

涵，甚至更加宽泛。

在对文学本质的理解和文学批评活动中，詹姆

逊往往把“政治”具体化为“意识形态”，认为“意识形

态分析仍然适于马克思主义特有的批评‘方法’的名

称”。詹姆逊将思想史上的“意识形态”概括为七种

模式。在以“政治无意识”为核心的文学批评中，詹

姆逊不同程度地运用了意识形态的多重内涵。其

中，在文学本质问题上，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对

詹姆逊影响最大。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不只是统

治阶级用于压迫和蒙蔽大众的狭义的“虚假意识”，

也不只是用于团结和激励无产阶级的“乌托邦”幻

想，而是在中性意义上将意识形态看作“个体与其真

实存在条件的想象性关系的一种表征”。从这个角

度来看，文学作为一种虚构和想象的语言艺术，也就

成为意识形态的天然载体。因此，阿尔都塞指出，艺

术不是政治宣传，也不是宗教布道，而是借助特殊的

语言形式“使我们‘看到’的，也就是以‘看到’、‘觉察

到’和‘感觉到’的形式(不是以认识的形式)所给予我

们的，乃是它从中诞生出来、沉浸在其中、作为艺术

与之分离开来并且暗指着的那种意识形态”。阿尔

都塞的弟子马歇雷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学艺术与意

识形态之间的“离心结构”。詹姆逊继承了阿尔都塞

和马歇雷的意识形态理论，将“文本的意识形态”作

为研究对象。同时，他又发展了阿尔都塞的“想象

性关系”，将文学看作一种更为广义的“社会象征

性行为”。

第二，“政治无意识”的方法论是“历史化”。

詹姆逊将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关系作为其

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提出了文学

批评要“永远历史化”的口号。这种历史化包括对立

的两个视角，即历史的文本化和文本的历史化。前

者延续新历史主义的观点，强调历史的叙事性；后者

则突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历史方法，认为“真正

的解释使注意力回到历史本身，既回到作品的历史

环境，也回到评论家的历史环境”。詹姆逊认为，俄

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之所以陷入了“语言的

牢笼”，其原因就在于这种形式文论所秉持的反历史

倾向，新批评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要将

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结合起来，因为所谓的共时研

究所关注的也仅仅是历史长河中某一时段的社会和

文化结构，而历史则是这种共时结构的线性链接。

“历史”不只是马克思主义用以阐释特定文本的参

照，而且是所有阐释都不可回避的“绝对视域”。相

对于文物研究、存在历史主义、结构类型学和尼采式

反历史主义这四种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詹姆逊认

为，“生产模式”理论可以克服这些理论的种种缺陷，

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因此成为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

阐释学的重要方面。

第三，“政治无意识”强调政治和历史的形式化。

詹姆逊指出：“历史不是文本，不是叙事，无论宏

大与否，而作为缺场的原因，它只能以文本的形式接

近我们，我们对历史和现实本身的接触必须先将它

文本化，以政治无意识将它叙事化。”政治、意识形

态和历史都必须经过文学形式的重构和形塑，才能

够成为文学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历史。詹姆逊这一

观点的形成显然与新历史主义和后经典叙事学有

关。在注重语言结构分析的形式主义学派和注重社

会政治历史的历史文化学派的矛盾中，新历史主义

和后经典叙事学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矛盾进行

了调和。新历史主义强调历史的叙事化，而后经典

叙事学则出现了明显的政治转向，意识形态叙事成

为其核心命题。如果说经典叙事学“将文本解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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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语言学知识或语言解读的讽喻”，认为“包括政治

在内的一切统统在语言的视野之中”，那么后经典叙

事学则致力于“在文本中找寻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无

意识”，认为“包括语言在内的一切统统在政治的视

野中”。詹姆逊对这两种理论倾向都非常熟悉，并

在自己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中加以综合运用。马克

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本是一部历史哲

学著作，但詹姆逊从中发现了作为“叙述大师”的马

克思，认为“在他的《雾月十八日》中，就有十分精彩

的叙事技巧，一方面是讲故事的方式，另一方面是对

哲学故事进行解构，其复杂之处绝不亚于任何现代

派小说”。正是基于对政治、历史与文学的审美形

式之间统一关系的清晰认识，詹姆逊指出：“我历来

主张从政治、社会和历史的角度阅读艺术作品，但

我决不认为这是着手点。相反，人们应从审美开

始，关注纯粹美学的、形式的问题，然后在这些分

析的终点与政治相遇。我更愿意穿越种种形式

的、美学的问题而最后达致某种政治的判断”。

伊格尔顿对这种将政治(意识形态)、历史和形式相

统一的批评方法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它既可以避

免纯粹的“形式主义”，又可以摆脱“庸俗社会学”。

学界因此也将詹姆逊的文学批评的特点概括为“社

会形式诗学”。

不同于西方以《圣经》阐释为源头的哲学和宗教

阐释学，詹姆逊的“社会形式诗学”通过解读和阐释

来发掘文本内部的政治、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政

治无意识。用詹姆逊的话来说：“正是在探寻那种未

受干扰的叙事的踪迹的过程中，在把这个基本历史

的被压抑和被淹没的现实重现于文本表面的过程

中，一种政治无意识的学说才找到了它的功能及必

然性。”因此，虽然施莱尔马赫、狄尔泰和伽达默尔

等人的哲学解释学传统影响巨大，但是，在詹姆逊试

图建立的马克思主义文学阐释学中，他并没有将哲

学解释学作为最重要的理论资源，而是关注与文学

艺术更加密切的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在詹姆逊看

来，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所进行的都是

阐释学的工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本雅明、马尔库塞

和布洛赫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变体”，以

罗兰·巴特和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本质

上就是“一种真正的阐释学”，而“近代最具影响、最

细密的阐释体系是精神分析学的阐释”。每一种阐

释学都有自己的主符码，其文学批评就是通过这些

主符码从不同角度对文学艺术进行“强有力的”重

写。如果说结构主义的主符码是“语言”和“结构”，

精神分析的主符码是“无意识”和“欲望”，那么马克

思主义的主符码则是“政治”“意识形态”和“历史”。

在对作为其思想枢纽的“政治无意识”的讨论中，詹

姆逊对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的“主符码”进行了符码

转换，从而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轴，以结构主义

和精神分析为两翼的马克思主义文学阐释学。

三、“政治无意识”的阐释模式及其批评实践

在与精神分析、结构主义和原型批评等阐释模

式的比较过程中，詹姆逊提出了“三个同心圆”的“政

治无意识”阐释模式，并通过对路易斯、巴尔扎克、吉

辛和康拉德等人的作品的分析对这一阐释模式进行

了实践。

詹姆逊对弗洛伊德的阐释方法的接受，很大程

度上受到了保罗·利科的影响。保罗·利科区分了

“作为意义回想的解释”和“作为进行怀疑的解释”。

前者以《圣经》和宗教解释学为代表，后者则以马克

思、尼采和弗洛伊德所构成的“怀疑学派”为代表。

利科指出：“对于三位大师来说，意识的基本范畴是

掩饰—显示的关系，或者如果喜欢的话，是伪装—表

达的关系。”那么，对意义的探寻，就不能仅限于对

文本显示的语言表达的辩读，更要借助各种方法去

揭开语言的伪装，去发掘被语言表达所掩饰和隐藏

的意义或政治无意识。弗洛伊德对梦的解释就是将

梦看作一个“文本”，借助梦者对梦境的陈述中的种

种症候，去还原和重构梦的内容，并借此探究梦者的

无意识精神世界。阿尔都塞将这种方法加以马克思

主义转换，发展一种用于文学阐释的“症候阅读

法”。在以卢卡奇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批评中，文

学被作为一种连续的、同质的、统一的、“总体性”的

语言文本，在社会历史的总体框架中展开对作品的

意识形态批判，是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的核心方法。

但是，在詹姆逊看来，经过了精神分析和后结构主义

的洗礼，这种总体性文学观念已经逐渐受到质疑，代

之以一种强调断续性、异质性和分散的美学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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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蒙在文本外表上的伪装，从文本的断裂、缝隙、

褶皱中探究不能被言语所直接言说的政治无意识，

就是其马克思主义文学阐释学的主要任务。

在詹姆逊看来，精神分析关于个体欲望的阐释

机制对于作为欲望主体的传记作家和文学人物的研

究颇具解释力，但对集体欲望的阐释却显得乏力，因

此他将目光转向了弗莱的原型批评。弗莱的阐释模

式包括了四个层面，即直义的、寓言的、道德的和神

秘阐释的。这四个阐释层面是由作品的语言表意向

政治意义的逐步延伸。《圣经》解释学往往把耶稣的

个人事迹作为人类集体命运的象征和寓言，其最终

试图阐明和传达的是基督教义及其政治意义。从阿

尔都塞提出的历史哲学的三种因果律角度来看，詹

姆逊认为，弗莱的阐释模式所遵循的显然是一种表

现因果律，而戈德曼的“异质同构”理论也属于一种

“简单化的机械模式”。

詹姆逊将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和文化阐释方法作

为“充分理解文学的必要先决条件”，并将其他几种

方法的合理成分加以吸收和转化，建构了自己的“三

个同心圆”阐释模式。

最内层是政治历史层，关注于“狭义的定期发生

的事件和类编年史的系列事件”，具体到文学艺术

上，就是以文学文本自身为研究对象，将个别作品解

读为相应的政治和历史事件的“象征性行为”。比

如，在《吉姆爷》中，康拉德实际上是借主人公吉姆的

命运讲述一个“关于勇敢和胆怯的故事，一个道德故

事”，而借蝴蝶收藏家斯坦所讲述的则是“资本主义

扩张的英雄时代的正在逝去的故事”。因此，在詹姆

逊看来，在文学中，人物的生平及其故事实际上都是

其时代重大历史事件的象征性呈现。

中间层是社会层，关注于“社会阶级之间的构成

性张力和斗争”，将个别文本或作品“重构成伟大的

集体和阶级话语，文本不过是这些话语的个别言语

或表达”，文学阐释的目的就是辨析和解读文本中作

为“社会阶级本质上不相容的集体话语的最小可读

单位”的“意识形态素”。在文学作品中，人物、情节、

结构、修辞和主题等都扮演着意识形态素的角色，成

为“意识形态的符号”。在马克思所分析过的欧仁·

苏的《巴黎的秘密》中，詹姆逊认为：“校长这个人物

具体体现的焦虑是19世纪中产阶级对暴民的原始恐

惧。对校长的惩罚就是对前工业时代的城市暴民被

制度化为永久破落的无产阶级时所释放出来的焦虑

的严酷的‘解决办法’，暗示了被吓坏了的有产阶级

所愿意采取的手段”。在吉辛和康拉德的作品中，

愤懑作为意识形态素，“似乎在‘心理的’和非物质的

方面解释了无产者对有产者的破坏性嫉妒，因此也

说明了人民大众反抗等级制度的否则便不可解释的

事实”。

最外层是历史层，关注于更为宽泛的“一系列生

产方式，以及各种不同的人类社会构造的接续和命

运”。文学艺术是这种生产方式的产物，并通过特殊

的形式化方法再生产着这种生产方式。从这个层面

来看，“审美行为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而审美或叙

事形式的生产将被看作独立的意识形态行为，其功

能就是为不可解决的社会矛盾发明想象的或形式的

‘解决办法’”，“形式的意识形态”是这个层面的文学

阐释的核心问题。文类及其叙事方式是文学中“形

式的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并在文学与生活之间发

挥着中介作用。传奇作为一种古典文类，“是一种愿

望满足和乌托邦幻想，旨在改变日常生活世界，以便

恢复某个失去的伊甸园，或期待一个将消除旧的死

难和缺憾的未来王国”。小说则不同。作为一种现

代文类，小说“并不是一个有机统一体而是一种象征

行为，而作为一种象征行为，它必须把异质的叙事范

式统一或协调起来，尽管这些范式有其自己独特的、

矛盾的意识形态意义”。文学的叙事策略同样是一

种“形式的意识形态”。狄更斯的文学叙事中包含了

“伤感的”和“戏剧的”这两种不同但却并不相互排斥

的叙事策略。詹姆逊认为，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这

两种策略实际上体现的是“19世纪中产阶级对下层

社会萝卜加大棒式的道德化”。

如果说“三个同心圆”是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文

学阐释学的基本框架，那么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

态理论和政治批评方法与精神分析和形式批评相结

合，则是其分析文学作品、揭示文本深层“政治无意

识”的主要路径。在詹姆逊看来，路易斯作品中充斥

着“明显不同的性别领域与政治领域之间的对立、童

年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古老幻想与意识形态信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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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对立、幼儿的心理满足与成人的‘价值’之间的

对立”，而这些对立都“投射并强化了美国社会中根

深蒂固的心理化和主观化的意识形态”。同时，路

易斯作品中的“句子—生产”也都是“一种自身构成

的象征性行为，一种在词汇本身层面上具有爆炸性

与突破性的实践”。通过分析，詹姆逊发现，对文本

中的政治最深层次的理解和阐释最终都要落实到心

理和形式层面，对心理世界的分析依赖于精神分析，

对形式结构的研究则是形式主义的专长。在詹姆逊

用于探讨文本中的“政治无意识”的阐释方法中，马

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的最佳结合是“症候阅读”，而

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则是其形式分析的主要方法。

格雷马斯运用符号矩阵分析“自然界和文化之间的

原始对立”和人类文化的“深层结构”，詹姆逊却将它

作为其文学阐释和批评的一种屡试不爽的意识形态

分析方法，并从中发现了“政治无意识”的运作方式。

结语

詹姆逊提出了意义阐释的四种“深度模式”，即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对现象与本质的区分、精神分析

对“明显”与“隐含”的区分、存在主义对“本真性”与

“非本真性”的区分，以及结构主义符号学对能指与

所指的区分。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文学阐释学很

大程度上吸收了这四种“深度模式”，并将其运用于

对文本深层的“政治无意识”的阐释之中，主张通过

对文学“表层”的语言形式的分析而达到对“深层”意

义的理解。从这个角度来看，詹姆逊的“政治无意

识”所依赖的是一种“表层”与“深层”相对立的“空间

想象”，其阐释学本质上是一种关于文学的“认知理

论”。文学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始终是马克思

主义文学理论的核心问题，而意识形态的内涵由否

定性向肯定性的转化以及诸多理论家不同角度的阐

释，使得马克思主义文论中文学与意识形态关系的

讨论不断深入。不同于恩格斯将文学作为“更高地

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列宁、卢卡奇、葛兰西等

人将文学作为建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

途径，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及其文学阐释学很大

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阿尔都塞所说的人与现实的

“想象性关系”和马歇雷的文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

“离心结构”，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重要推进

和深化。

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不仅为他带来巨大声

誉，而且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也产生了广泛的影

响。在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领域，“政治无意识”已

经成为一个极具生产性的概念，借用“政治无意识”

进行文学批评的成果日益增多，研究对象既包括张

爱玲、严歌苓、洛夫、汤亭亭、贾平凹、王蒙、巴尔扎

克、霍桑、福克纳、贝娄、劳伦斯、马克·吐温、约瑟夫·

海勒、乔治·奥威尔、藤泽周平等中外作家的作品，也

涉及科幻小说、红色经典、女性文学、当代电影、绘

画、戏剧、散文、诗歌等文学类型研究，更有中国新闻

史、夏商周断代工程、中西文明等级论等跨学科话

题，不一而足。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其中很多成果

都只是通过借用“政治无意识”这一概念来表达文学

中“政治”无处不在，而在具体的文本分析中并没有

真正掌握这一概念所代表的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文

学阐释学或“社会形式诗学”的理论导向和方法论意

义，即将政治、历史和形式融为一体，强调共时与历

时、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语言形式与意识形态的统

一，并在具体批评中将政治分析、心理分析和形式分

析相结合。与詹姆逊将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相结

合类似，赵宪章由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进入西方形

式美学研究，进而将这两种方法论融合到其文学文

体和文学图像研究中。他反对“超越形式直奔主

题”，而是倡导“通过形式阐发意义”，试图通过对文

学文本的形式分析发现仅仅通过内容分析所发现不

了的独特意义。他对《美食家》《大话西游》等作品

和日记体、书信体、戏仿体、语图互文等的形式分析

即是这一方法论的批评实践。赵宪章倡导的“通过

形式阐发意义”与詹姆逊的“从形式入手研究内容”

的文学研究方法极为接近，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

义。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理论及其马克思主义文

学阐释学和“社会形式诗学”，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

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提供了新的方向。这个方向

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未来发展中需要吸收

和借鉴的。

注释：

①弗兰克·伦特里奇亚：《新批评之后》，王明丽等译，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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