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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视野中的“现代性之都"

——对巴黎城市空间的一种互文性解读

陈定家

【摘 要】在游人眼里，现实空间的巴黎浪漫迷人，是一座深具历史意义、灿烂文化和绚丽艺术的

世界名城，纸上巴黎则是一个色彩斑斓、变幻多端的神秘空间。在巴尔扎克笔下，巴黎是污泥浊水

遍地流淌的“人间地狱”；波德菜尔笔下的巴黎，则如同集卖主与商品于一身的“无耻娼妓”；在本雅

明笔下，巴黎是波希米亚式的游手好闲者的天堂；而在哈维尔看来，巴黎则是现代性都市的典范。

现实的巴黎时刻在变，作家、诗人和学者笔下的巴黎就像一个万花筒般旋转不休的迷宫。于是，现

实空间和想象空间中形形色色的巴黎，共同构成了一种互藏寓意的互文性关联。无数穿行于巴黎

街巷的奇妙文字互答互应，共同构成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文性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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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过巴黎的一定不会再希罕天堂。

——徐志摩

有人说，巴黎是一个令美学家三缄其口的地

方。因为巴黎就是世界艺术观念的“梦工场”，她的

日常生活场景就是活色生香的“美学指南”，这座城

市本身就是一部融汇历史、指向未来的“美学范

本”。譬如说，诗人徐志摩有许多描绘欧洲的诗文

对中国读者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如描写佛罗伦萨

的《翡冷翠一夜》、吟唱剑桥的名作《再别康桥》等，

但有关巴黎的文字似乎影响不大。因为巴黎太过

美丽，这位天才的诗人也深感语言的苍白无力。

即便如此，通过徐志摩在《巴黎鳞爪》中的一声

叹息，也足以让我们感到，不可方物的巴黎之美曾

经给这位浪漫的中国诗人带来过多么强烈的震撼：

“咳，巴黎!到过巴黎的一定不会再希罕天堂⋯⋯

赞美是多余的，正如赞美天堂是多余的⋯⋯只在你

临别的时候轻轻地嘱咐一声：‘别忘了，再来!’其实

连这都是多余的。谁不想再去?谁忘得了?”①

毫无疑问，巴黎是举世闻名的审美之城的雅

范。就其历史影响与文化底蕴而言，它的芳名或许

要排在雅典、耶路撒冷和罗马等名城之后；但就其

审美韵致和艺术气质而言，世间名城千万座，未知

谁堪伯仲间。作为长期在精神和文化方面引领潮

流的国际都市，巴黎在欧洲乃至世界享有巨大的声

誉。其辉煌与屈辱交织的历史，是一部波澜壮阔的

悲喜剧。如果我们要仿造一个“美学之都”的概念，

或许还没有哪一座城市会比巴黎这一“艺术之城”

更为适合。

一、“万城之城”：游人眼中的“梦幻巴黎”

一个为神明、为英雄、为皇帝、为先知、为

圣徒和殉道者们专门而创造的太阳城邦。

——斯特林堡

自1875年宣布成立共和国以来，法国人一直

希望巴黎能迅速在欧洲人面前证明法兰两民族的

复兴。“这种充满历史感并继续在世人面前展现富

庶和强大之处的城市，它的魅力反映在当时众多选

择到巴黎旅行和在那里定居的外国艺术家身上。”

那时的画家和造型艺术家“似乎特别被一种有利于

他们创作的精神氛围所吸引”②。这是游遍欧洲的

茨威格对巴黎的深情回忆，它无疑可被视为那时巴

黎钟爱者的共同感受。当年那种具有世界主义色

彩的自由气氛就是巴黎的本质。作为犹太旅客的

①徐志摩：《巴黎鳞爪》，第43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

版。

②[法]雅克·杜加斯特：《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欧洲文

化生活》，第94页，黄艳红译，中围人民大学⋯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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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威格可以自由出入雷诺阿和毕加索的工作室，艺

术家之间的包容与自由氛围，由此可见一斑。巴黎

的环境极为适合于艺术创作。里尔克曾盛赞香榭

丽舍大道和国家图书馆等地的神奇魔力，巴黎那种

浓厚的文化氛围让他十分着迷，对他的诗歌创作具

有“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哲学家杨祖陶说：“巴黎有数不清的博物

馆，广场，绿地，公园，城堡，还保留着三四百年前的

原始森林带，整个城市就是一座有着建筑独特、雕

塑成群、宽阔的、整洁的、繁华的、交通无比便捷的、

意蕴深厚的‘干面之都’，是一座深具历史意义、灿

烂文化、绚丽艺术、浪漫迷人的世界名城，是一座美

丽的大花园，名副其实的花都。”①“干面之都”“世

界名城”的说法，貌似溢美之词，实则恰如其分。事

实上，国际文学艺术界称呼巴黎的类似说法层出不

穷：“太阳城”“世界之城”“赫丽奥波利斯”“世界的

中心”“万城之城”⋯⋯早在一百多年前，人们就开

始称巴黎为“光明之城”。此后，巴黎的这种形象仍

然存在。1925年瓦莱里把它叫做“西方帝国的首

都”，茨威格在《昨天的世界》中则称之为“永葆青春

的城市”。“征服巴黎被视为艺术荣耀的最高标志，

‘你听到了远处的轰隆声音了吗?⋯⋯那是巴黎在

念到我的名字’，年轻的斯特林堡这样写道。后来

他还曾这样形容过巴黎：‘确实是一个为神明、为英

雄、为皇帝、为先知、为圣徒和殉道者们专门而创造

的太阳城邦。’很多人认为巴黎是他们的‘第二祖

国’。‘巴黎，我是您的儿子!’匈牙利作家安德烈·

艾迪这样说。”“当时巴黎还成为大部分欧洲大城市

在社会和精神生活方面的参照典范⋯⋯人们看重

巴黎的一切：服装、思想和灵感。”②“美好时代”的

巴黎具有“世界主义”的面貌；在这个全球化时代，

巴黎又在不经意间，为新兴“城市美学”提供了极为

丰富的艺术哲学命题和无限广阔的美学阐释空间。

摄影艺术家朱迪说，无论你到什么地方，不管

你采取何种形式，巴黎都是最佳的起点。巴黎圣母

院广场的地面有一块铜碑，上面镶嵌着表示巴黎为

“零起点”的八角星形标志盘G矽——从巴黎到世界

上任何一个地方，都以此标志作为起点。浪漫的法

国人想告诉你：巴黎不仅是法圈的首都，也是全世

界的首都。

这种自豪感在左拉笔下被发挥到了极致：“整

个的未来就在巴黎的大熔炉里形成，并将闪出辉煌

的曙光，照耀这个世界。如果古代曾有它的罗马，

现在却已濒临垂死状态；近代则有巴黎，至高无上

的统治者，为地上诸民族的中心。它像自东而西的

太阳，以连续的运动领导着他们，使他们从一种文

明转向另-re文明。它是头脑，整个盛大的过去替
它准备，要它在城市之间去做开创、开化和开放的

先锋⋯⋯一个世纪由它结束，另一个世纪将由它开

始。”“巴黎呈现出的美丽景象，最后将放射出人类

幸福借以造成的灿烂光芒。”④总之，在左拉看来，巴

黎不仅是“世界之都”，而且还是“最美城市”。

对于世界各地的游人来说，巴黎是如此让人着

迷。街道整齐划一，如出一人之手；雕塑精彩绝艳，

令人叹为观止!站在塞纳河的游船码头上，放眼望

去，触目皆是如雷贯耳的名胜古迹：夏乐宫、荣军

院、战神广场、埃菲尔铁塔、波旁宫、卢浮宫、奥赛博

物馆、雅克塔、巴黎圣母院⋯⋯仅仅是这一连串浪

漫雅致的名字，就足以令人心驰神往，浮想联翩。

出发前让人莫名神往，既来时令人无限惊叹，临走

之际叫人依依不舍，离开后更多的则是梦绕魂牵

⋯⋯这就是巴黎。海明威说巴黎就是“一席流动的

盛宴”，他说得太好了!巴黎的确是一席川流不息

的审美盛宴。巴黎就是一座永不散场的宴席，无论

吃过多少遍，只要你沉浸其中，便总会品尝到出乎

意料之外的醇美滋味。

朱自清曾称赞巴黎是一座“艺术之城”，认为在

巴黎生活的人必定少不了“雅骨”。因为走在巴黎

的路上，“有的是喷泉，有的是雕像，博物院到处都

是，展览馆常常敞开，就连呼吸也像是艺术”⑤。朱

自清的这句“就连呼吸也像是艺术”多少有些夸张；

但联想到当年他赞美“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竟然

能把比雾霾更可怕的油烟污染景象描绘得如诗如

画、如梦如幻，至今仍令人心神向往!相比之下，他

对巴黎发几句诗化的感慨也就算不得什么了。

在无数赞美巴黎的诗歌、游记作品里，巴黎几

乎一直是最繁华、最浪漫的城市。它不但拥有两干

多年的悠久历史，同时也是引无数艺术家、思想家、

冒险家竞相折腰的“梦幻之都”。在中国作家、摄影

家朱迪笔下，巴黎人是如此幸福——城市里的任何

①杨祖陶：《哲学与人生漫记：从未名湖到珞珈山》，第286

页，人民}{_j版社2016年版。

②[法]雅克·杜加斯特：《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欧洲文

化生活》，第96—99页。

④法同公路网“零起点Point zero”标志。

④[法]左拉：《巴黎》，第494—495页，毕修勺译，山东文艺出

版社1993年版。

⑤朱白清：《朱自清散文集》，第247页，西苑}{j版社2006年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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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角落都有让他们晒太阳、喝咖啡的地方。他们

可以随意在埃菲尔铁塔下的草坪或塞纳河的两岸

享受日光浴、小憩，甚至除去衣衫；在任何一个喧闹

的地方，他们可以捧着一本书静心阅读或者在随身

听的音乐里摇摆；他们有一辈子也欣赏不完的美术

作品、音乐和书籍，有一生一世享用不尽的美酒佳

酿；他们总能沉浸于恋爱之中，永无休止地在街头

拥吻、追逐、嬉戏。

总之，巴黎是最受宠爱的城市。巴黎之美，巴

黎之魅，成为痴情粉丝挥之不去的情结。有一种令

人吃惊的说法将巴黎的好处说到了极致，那就是

“在巴黎，连狗儿也是幸福的!”“它们过着天堂般

的生活，可以随心所欲地进入公园、酒店、机场、咖

啡馆、火车站。它们从不为一日三餐顾虑，还有主

人为它们料理生活，有心理医生与它们进行情感交

流。人类为它们设计的时装、香水、音乐光碟，在圣

诞节，狗儿还能收到意外的礼物。”①

事实上，正如法国美裔作家大卫·唐尼所言：

“巴黎狗一点都不比巴黎人简单，譬如说，单是一根

狗绳，就隐藏着很深的学问。更不用说你永远不知

道在狗绳的那一端你会遇到谁。”在巴黎，“狗的品

种，狗的配饰和狗的绰号都大有名堂——人们从中

可以看到主人的社会、教育、婚姻状态，甚至政治倾

向”。一位久居巴黎且始终郁郁寡欢的美国人说，

自从他养了一只狗，他“在巴黎的生活就顿时充满

了阳光”。因为巴黎狗把他领进了社交圈，狗对自

由与平等的理解似乎比人更深刻些。有位巴黎笑

星“曾经打趣地说，只有养不起狗的家庭才会生儿

育女”②。尤其对于那些孤独的银发族来说，离开

“狗伴侣”，简直没法活。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巴黎人对狗如此依恋

不免令人心生困惑。令人意外的是，巴黎人对巴黎

的理解更让人困惑。例如，巴黎作为游人眼中的

“人间天堂”“天使之城”，为什么偏偏被巴尔扎克称

之为“人间地狱”?巴尔扎克这位巴黎人引以为荣

的小说大师怎么啦?为什么巴黎这座“审美之城”

“现代性之都”竟然被波德菜尔说成是“无耻娼妓”?

波德莱尔这位巴黎的诗歌之神疯了吗?抑或是巴

黎光鲜艳丽的背后隐藏着太多丑陋肮脏的秘密?

其实，即便游人眼中的巴黎也并非没有差异

性。譬如说，当中国游客慕名步入卢浮宫的叙利亚

馆观赏维纳斯雕像时，常常有人会被维纳斯身边的

《奈多斯城的阿芙洛狄忒》所吸引。当他们得知这

是古希腊最伟大的雕塑家普拉克西特列斯创造的

“美神”时，他们会情不自禁地发出惊叹；但是，当导

游说这座美神雕像的模特儿是一个妓女时，有些游

客的表情甚至已难以用惊异来形容。以此观之，美

丽的巴黎具有神魔双面性似乎也不奇怪。从一定

意义上说，融美丑于一体、集神魔于一身、汇善恶于

一城，这就是巴黎的全部秘密：既是天堂，又是地

狱；既是女神，又是娼妓。这就是诗人笔下的“万城

之城”，这就是游客眼中的“梦幻巴黎”!

二、“人间地狱"：巴尔扎克的“诗意的裁判”

有一个歌舞杂耍的作品《天堂与地狱》：地

狱的折磨被表现为有史以来最新奇的样子，是

“永恒的痛苦和永远的新奇”。十九世纪的人

类是这个区域的原乡人。

——本雅明

深爱巴黎的巴尔扎克，为何偏要把巴黎描绘成

“污泥浊水遍地流淌的蜂巢”?他为什么会斩钉截

铁地宣称巴黎就是“人间地狱”?要探究这类问题，

或许应该从巴尔扎克所描绘的具体时代及其社会

状况中寻找原因。众所周知，巴尔扎克一生创作了

近百部小说，它们被誉为反映19世纪法国的“包罗

万象的社会史”。恩格斯曾称赞巴尔扎克说：“在他

的富有诗意的裁判中有多么了不起的革命辩证

法!”⑧巴尔扎克本人将自己的全部作品定名为《人

间喜剧》，但他这个主要以巴黎为摹本的“人间”却

是一个邪恶丛生、人欲横流的“地狱”。

在一部名为《十三人故事》的小说集中，巴尔扎

克不仅要像医生对待病人一样给巴黎“挑毛病”，而

且还要像牧师对待罪人一样拷问它的灵魂。作为

一位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巴尔扎克手里不仅

有外科医师的手术刀，而且还有神职人员的诛心

剑。他对巴黎的无情解剖和拷问几乎可以用狠毒

来形容。在他看来，巴黎是“一个没有习欲、没有信

仰、没有任何情感的国度”。尽管各种情感、各种信

仰和各种习俗既从这里开端，又在这里终结。但巴

黎最为根本的特征是，“金钱和享乐”主宰着这个令

人耳聋眼盲的花花世界。巴尔扎克请求他的读者

以“金钱和享乐”为“指路灯”，走遍这个“庞大的粉

①朱迪：《带一只酒杯去巴黎》，第3页，团结出版社2005年

版。

②[美]大卫·唐尼：《巴黎，巴黎：漫步光之城》，第324—

325、329页，陈丽丽、吴奕俊译，三联书店2叭6年版。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77页，人民出版社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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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樊笼”，走遍这个“污泥浊水遍地流淌的蜂巢”。

这样，读者诸君就会发现：“这个樊笼蜂巢动荡不

安，波澜起伏，饱受磨难的，正是金钱和享乐这两个

词所代表的思想。请你循着蜿蜒曲折的小径前进

吧!请你首先看看、仔细端详一下一无所有的人

们。”①

巴尔扎克所说的那些“一无所有”的穷人，简直

就生活在人间地狱里。事实上，巴尔扎克在书中就

直截了当地称巴黎为“地狱”：“说巴黎是人间地狱，

并非仅仅是个玩笑。这个字眼，还是请你当真吧!

确实，这里的一切烟尘滚滚，一切都在燃烧，一切都

火光闪闪，一切都在沸腾，一切都冒着熊熊的火焰，

蒸发，熄灭，然后重新燃烧起来，火星飞溅，噼啪作

响，最后燃烧净尽。任何其他国度，生活都不会比

这里更热火朝天，更炙热灼人。这个社会自然物时

时处于熔融状态。”②总之，在巴尔扎克看来，巴黎

就是一个岩浆四溢、火焰蒸腾的地地道道的地狱!

拼命劳作的穷苦大众在饥寒交迫中苦苦挣扎，

这一点也不奇怪。普天之下，卉往今来，莫不如此。

但令人意外的是，那些醉生梦死的豪强权贵，竟然

也会在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的生活中苦苦挣扎?!

按照巴尔扎克的说法，在金钱和享乐的强烈冲击

下，富人失去了人之为人的价值依仗：爱情变成了

薄情寡义的欲望，仇恨变成了没有行动的意图；他

们真正的亲属只有干法郎一张的票子；除了当铺，

他们不再有别的朋友。在这个没有习俗、没有信

仰、没有任何情感的城市，每个人都是多余的人，

都是类似于波希米亚人的漫游者。因此，多数巴

黎人无论对神对人，基本上都会采取一种“听之任

之、马马虎虎、随随便便”的态度，这种无所谓的人

生态度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是：“政府也好，断头台也

好，宗教也好，霍乱也好，什么都可以容忍，对这个

世界，你总是挺合适而这个世界也永远不缺你这

个人0”③

在巴尔扎克的“聚光灯”下(或“手术台”上)，

巴黎就如同一个病人膏肓的垂死者，它身体的每一

个部位都弥漫着死亡的气息：大多数人居住的房屋

空气污浊、腐臭刺鼻；马路上喷吐出可怕的疫气，也

就是传染疾病的气体；在这个“毒气”时常浓得刀也

劈不开的城市里，几乎没有一个身心健康的人。事

实上，巴黎的无数房屋原本就建造在腐臭不堪的烂

泥塘之上，这个“世界之都”形形色色的阴暗面，也

或多或少与其烂泥塘地基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

譬如说，巴尔扎克宣称巴黎的一半人是睡在散发着

腐臭气息的空间里，无论他们安歇于院落中、街道

上还是低矮的房屋里。仔细想想，巴尔扎克所说的

这种“地狱般的景象”其实也并不奇怪，因为这座城
市原本就建造在巴黎盆地之泥淖的中心。

如前所述，如果说对那些“一无所有的人”主要

靠手术刀切除病灶的话，那么，对于那些脑满肠肥
的有钱人就主要靠诛心剑来驱魔祛病了。在巴尔

扎克看来，巴黎的达官贵人或许有空气流通的别

墅、金碧辉煌的大客厅、带花园的公馆，他们或许富

有、安逸、收入可靠，绝无衣食之忧；但他同时一针

见血地指出：“这里，每一个人都遭受虚荣心的折

磨，面色苍白。这里，没有任何实实在在的东西。

追求享乐，找到的难道不正是苦恼么?上流社会的

人，他们的天性早已泯灭了。他们一心为自己制造

欢乐，正如工人酗酒过度一般，他们也很快就享乐

过度了。享乐与某些药物相仿，要不断获得同样的

疗效，就必须成倍地增加剂量；而在增加的剂量中，

就孕育着死亡和呆傻。”总之，在巴尔扎克看来，巴

黎人，无论男女、无分贵贱，所有人“都被一位无情

的女神鞭打着，不停地奔跑、跳跃、翻筋斗。这位女

神就是‘必须’：必须有钱、必须有荣誉、必须吃喝玩

乐”④。所以，在巴尔扎克的印象里，像东方人那样

容光焕发、平静安详、风度潇洒、充满青春活力的面
容，在巴黎极为罕见。

巴尔扎克笔下地狱般的巴黎，让人联想到波德

莱尔的《题欧仁·德拉克罗瓦(狱中的塔索)》⑧，诗

中那囚禁天才诗人塔索的“污浊陋室”，那些痴魂怨

鬼般挥之不去的“怪相”，那些窝蜂群蚁般盘旋蠕动

的“幽灵”，令人印象深刻。无独有偶，巴尔扎克也

有一篇题献给德拉克罗瓦的作品，那就是《金眼女

郎》。在这篇小说中，巴尔扎克专门以画家的笔触

写了整整一章《巴黎面颜》。他说：“巴黎市民的一

般容貌，无疑应列为世界上集恐怖之大成的景象之

一。有的苍白赢弱，有的面黄肌瘦，有的颜色紫黑，

看上去丑陋不堪。难道巴黎不是一片广阔的田野，

不断为个人私利的暴风雨所荡涤么?在个人私利

支配之下，一群男男女女呼啸飞旋，死神前来收割，

其频繁更甚别处；然而又不断重新生出，密密麻麻，

一如往日。人的面孔，歪歪斜斜，扭曲变形，每一个

毛孔都流露出狡诈和贪欲，他们的头脑中正是充满

①②③④[法]巴尔扎克：《十t人故事》，第309，308，308，

322、324贞，袁树仁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⑤[法]波德莱尔：《恶之花》，第362页，钱春绮译，人民文学

Ⅲ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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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定家：美学视野中的“现代性之都”——对巴黎城市空间的一种互文性解读

了这些毒素。”①为什么巴黎人会具有如此可怕又如
此可悲的“恶魔般的面孔”呢?因为巴尔扎克这位

医生兼忏悔师所看到的“不是人的面孔”，而是地地

道道的假面。这些假面，或软弱，或强横，或傻呵

呵，或苦逼兮兮，或一脸无辜，或贼眉鼠眼⋯⋯总

之，那都是绝不可信以为真的表面现象。每个带着

面具讨生活的巴黎人，无不身心憔悴、一脸疲惫。

他们的脸上、心上，都被急切的贪欲之念打上了无

法磨灭的烙印。用小说中人物的话来说，每一个假

面的背后，都是由“金钱”开动的一架“享乐”的

机器!

我们注意到，巴尔扎克的作品与其时其地的城

市景观构成了奇特的互文关系。它们就如同多棱

镜一样，可以让我们从多重视野来了解真实的巴

黎。他的《人间喜剧》犹如一个“万花筒般旋转不休

的迷宫”。“巴尔扎克小说的空间观念是雄心勃勃

的，即它表现了资产阶级消灭时空，进而主宰世界

的崇高欲望。这是笛卡尔和歌德的传统。动态与

静态、流动与运动、内部与外部、空间与地方、城镇

与乡村，这当中的辩证关系值得深究。”②

巴尔扎克也给“污泥浊水遍地流淌”的巴黎寄

寓了美好的希望，他用“艺术对比手法之需要”的说

法，轻巧地解除了对巴黎的“诅咒”。他甚至赞美巴

黎“随和与温厚”，并确信自己那狰狞可怖的巴黎画

像不会招致其暴跳如雷的反应。毕竟，巴尔扎克是

深爱巴黎的。他对巴黎的无情解剖，或许也可以理

解为“因爱深而恨切”所致。譬如说，他认为，一个

人如果不曾欣赏过巴黎阴暗的小巷，不曾见过阴云

密布的天空中绽出的狭窄阳光，不曾走过那深邃寂

静的死胡同，或者不曾听到过巴黎夜半至凌晨两点

之间的窃窃私语；那么，他就根本无法领略巴黎真

正的诗情画意，根本无法体会巴黎各处奇异而强烈

的对比。从这个意义上说，巴尔扎克把巴黎丑陋的

地方描绘得太过黑暗，是否可以理解为他试图以

“对比手法”使巴黎美好的地方显得更加光彩夺目

呢?恩格斯称赞其“富有诗意的裁判中有多么了不

起的革命辩证法”是否也包含着这层意思?正如德

洛克罗瓦从籍里柯的人体解剖画中发掘出崇高与

美一样，巴尔扎克在巴黎怒放的“恶之花”中所寄寓

的“崇高与美”，可谓刻骨铭心，尤为令人难忘。

1986年定居巴黎的法国美裔作家唐尼说，他从

巴尔扎克的小说中读出了巴黎的美丽与温情。唐

尼以一种看似漫不经意的文字描绘巴黎，他笔下的

一幅幅画面，有如街头漫游者的信手涂鸦。但细细

读来，就会发现某种既熟悉又陌生的诗情画意悄然
隐伏于字里行间，从中不难看出巴尔扎克和波德莱

尔的影子。例如：“如果漫步于圣路易岛的街头，你

会感到心中一紧，一种忧伤的感觉紧紧地抓住你的

心，不要问为什么。只要看看这个与世隔绝的地

方，昏暗的房屋和巨大而空旷的豪宅就知道原因何

在⋯⋯”⑧这段巴尔扎克的话，原原本本地出现在唐

尼的书中。相信巴尔扎克的这类文字一定深深打

动过唐尼，而唐尼的文字也让人隐约感受到了巴尔

扎克所寄寓巴黎的那种不无感伤色彩的诗情画意。

巴尔扎克一再强调他的作品是19世纪巴黎的

风俗画卷，他的作品也的确从不同侧面栩栩如生地

描绘出了巴黎甚至整个法国的社会生活场景。在

他笔下，巴黎是激情、犯罪、天才、乐趣、珍馐美味、

奢侈休闲、百般享乐、艺术与智慧的世界。它包含

着干百个不同侧面的生活情景，包含着无限丰富多

彩的社会风貌。因此，人们习惯将他的作品称为19

世纪巴黎生活的百科全书。对于巴尔扎克来说，这

样的赞誉确乎当之无愧。翻译家袁树仁说，巴尔扎

克不仅描述了巴黎的外貌，更重要的是他还描绘了

巴黎的灵魂，即“社会的巴黎”。巴尔扎克的巴黎，

“既不同于拉伯雷笔下的巴黎，也不同于维庸笔下

的巴黎，自然更不同于儒勒·罗兰笔下削弱了对

比、竭力显示其‘和谐’与‘优美’的巴黎!这是一个

建立在仇恨与阶级分化之上的巴黎，是一个充满罪

恶的残酷的社会”④。在这里，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对

巴黎文化空间独具匠心的划分，以及对巴黎社会各

阶级、各阶层的力透纸背的分析。

三、“现代性之都”：波德莱尔的忧郁格调

如前所述，同样是诗化的描述，法国诗人波德

莱尔却与中国作家朱自清很不一样。有一种观点

认为，在波德莱尔那里，巴黎第一次成为抒情诗的

题材。这位寓言诗人以异化者的目光凝视着巴黎

城。这就是本雅明所谓“游手好闲者的凝视”。他

的生活方式依然给大城市的人们与日俱增的贫穷

洒上一抹抚慰的光彩；游手好闲者依然站在大城市

的边缘，犹如站在资产阶级队伍的边缘一样。

玛丽·格拉克指出：“波德莱尔在巴尔扎克身

① [法]巴尔扎克：《金眼女郎》，地《十i人故事》，第307页。

②陆扬：《论哈维的i种巴黎夺11|】》，载《杭州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③[美]大J!·唐尼：《巴黎，巴黎：漫步光之城》，第60页。

④[法]巴尔扎克：《卜i人故事》，第400贞。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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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见到了真正的都市漫游者形象，是他创造的文学

形象中‘最具有英雄气概的、最非凡的、最浪漫的和

最诗意的’⋯⋯波德莱尔是这一形象的完美代表，

其修饰得无懈可击的外表仍然辐射着某种异国情

调的光芒，如同为阳光宠爱的异国幽香。”①从一定

意义上说，对于波德菜尔，巴黎颇有些像一个风情

万种的娼妓；而对于巴黎，波德菜尔则更像是一个

任性使气的情人。

在《巴黎，19世纪的首都》一书中，本雅明将波

德莱尔描述成了一个游手好闲的波希米亚人的同

类。他认为波德莱尔在人群中寻找自己的避难所：

“百货商店是游手好闲者最后的逗留之处。知识分

子以闲逛者的身份走进市场。表面上是随便看看，

实际上是在寻找买主。在波德莱尔笔下，游手好闲

者便以波希米亚人的形象出现。他们经济地位的

不稳定与他们政治地位的不稳定是一致的。波德

莱尔的诗便从这伙人叛逆的感情中汲取力量。他

与反社会分子更亲近。他只是与一个妓女发生性

关系”②。我们注意到，在这里，本雅明对波德莱尔

的描述与评介甚为暖昧，尤其是最后一句极为突兀

的陈述句颇为令人费解。这句写于1935年的看似

前言不搭后语的怪话，在“1939年提纲”中被修改

为：“他一生中唯一的性关系是与一个妓女的关

系”。这个有如赘疣一样刺眼的句子一定包含着特

别的意义。犹太文化中有严苛的性禁忌，而作为犹

太人的本雅明特地强调诗人与妓女的关系，使我们

只能从隐喻和寓言的意义上探寻作者的本意。无

论如何，这不会是为了披露名人风流韵事以增添读

者的阅读睛趣。这绝不是本雅明的做派。
在《波德莱尔与巴黎街道》一节中，本雅明开篇

引用了波德莱尔《天鹅》中的诗句：“一切对我来说

都成了寓言。”波德莱尔的天才是寓言家的天才，他

从忧郁中汲取营养。那么，这个“与妓女的性关系”

是否也是一个寓言呢?在1935年的“提纲”里，本

雅明在言及妓女的这句话后面，引用了维吉尔《埃

涅阿斯纪》中的诗句：“通向地狱之路是很轻快的。”

在本雅明看来，妓女和地狱的意象交融在巴黎的意

象中，这是波德莱尔诗歌的独特之处。“商品本身

提供了这样的意象：物品成了膜拜对象。拱廊也提

供这种意象：拱廊既是房子，又是街巷。妓女也提

供了这种意象：卖主和商品集于～身。”@不言而

喻，巴黎也提供了这种意象。

对于波德莱尔来说，一切都是寓言。而要理解

诗人的寓言，则无疑要对他的一系列复杂的隐喻有

一个基本认识。张旭东说，隐喻是领悟本雅明的一

把钥匙。本雅明研究波德莱尔的文章，也是一系列

复杂隐喻的集合体。他“描述了一个又一个形象：
流浪汉、密谋家、路易·波拿巴及其走狗、诗人、拾

垃圾者、醉汉、妓女、人群、大众、商品、拱廊街、林荫

大道⋯⋯这时，他的主题却已在寓意的高度上清晰

地呈现出来，这些隐喻形象在由自己构成的总体里

完全敞开了，像同一光源形成的多重叠影，极大地

扩展了思想的疆域，在一种思考的畅通中把差异的

事物结合起来。在此，隐喻成为事物之间的真正的

关系”④。从互文性的视角来看，波德莱尔和本雅明

笔下的隐喻形象之间存在着极为鲜明的互文性关

系。这正如游人和诗人眼中的巴黎，无论存在着什

么样的差异，一旦形成文字，他们之间的互文性关

联就因巴黎的存在而成为不言而喻的事实。

要想领悟巴黎这类国际大都市的奥秘，像旅人

一样走走看看，像学者一样寻经问典，像影迷或网

虫一样观看影像资料，应该说都是可行的途径。当

然，要真正深入地理解一个城市，长期生活其间或

许才是最有效的办法。只有融人当地人的日常生

活，才能真切体会到花花世界表象背后那真实生活

中的酸甜苦辣。但是，要想洞察一个城市的兴衰荣

辱与生死流转，就得以“拾垃圾者”的耐心在浩瀚的

文本中穿越时空、深入历史。若要探究巴黎如何从

一个中世纪城市演变为晚近的“现代性之都”，最为

切实的途径大约还是阅读文献——借用往圣先贤

的慧眼，透过现象看本质。在这方面，波德莱尔、本

雅明和大卫·哈维等人的著作，从各自不同的视

角，为我们提供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互文性经典

文本。

我们注意到，哈维的《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

诞生》将路易·拿破仑和奥斯曼的巴黎视作其现代

性发端。他透过波德莱尔和本雅明等人观察巴黎

的棱镜，以自己的眼光审视巴黎，为我们理解巴黎

提供了一个不同于诗歌与美学的地理学视角。众

所周知，现代性的巴黎发轫于第二帝国时期。在这

个充满着“创造性破坏”的时期，巴黎实现了一次脱

①[美]玛丽·格拉克：《流行的波西米亚——十九世纪巴黎

的现代主义与都市文化》，第89页，罗靓译，安徽教育出版

社2009年版。

②③[德]瓦尔特·本雅明：《巴黎，19世纪的首都》，第199，

21～22页，刘北成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④张旭东：《本雅明的意义》，见《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

人》“泽序”，第17页，张旭东、魏文生译，三联书店2014年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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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定家：美学视野中的“现代性之都”——对巴黎城市空间的一种互文性解读

胎换骨式的彻底改造。巴黎之“旧貌变新颜”，得益

于奥斯曼制定并实施的与旧世界“一刀两断”的激

进计划。从城市建设史的意义上说，如果没有奥斯

曼近乎野蛮的大拆大建，就不会有巴黎之现代性的

华丽转身。但从更深层的文化动因和历史根源上

看，巴黎在第二帝国时期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

化，并非是个别历史人物主体意志的体现，奥斯曼

的出场也绝非偶然。说到底，巴黎的现代性改造，

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到特定历史时期

的必然结果。

在哈维看来，第二帝国时期，资本危机的影响

已经渗透到巴黎的方方面面。“即便最盲目的资产

阶级护卫者也看得出，1847年英国的悲剧是肇始于

金融状况、鲁莽的投机(特别是铁路投资)以及过度

的生产，而这些因素也加深了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

鸿沟。欧汾I大部分地区都同时感受到相同的危机，

因此很难将其归咎于单一国家的政府失灵。这是

资本主义完全发展之后过度积累所造成的危机，资

本与劳动力出现了巨量剩余，形成难以有效产生剩

余价值的窘境。”①当此之时，法国社会的既有体制

遭遇了“生存还是毁灭”的严重危机。

让波德莱尔无法释怀的奥斯曼巴黎改造工程，

其根本动因就是为了化解这种资本危机，以避免即

将爆发的内战。帝国决策者为了消除令他们头疼

的街垒战，策动和主管巴黎改造工程的奥斯曼，主

要从两个方面采取了意在釜底抽薪的应对街垒战

的措施：一是拓宽街道增加街垒构筑的难度，二是

缩短街道与兵营之间的距离。当时人们把这一举

措称为“战略性美化工程”。

但极具反讽意味的是，巴黎公社期间，街垒被

重新设立起来，而且比以往更牢不可破、更易守难

攻。它横贯于林荫大道，普遍有一层楼之高，遮盖

着后面的堑壕。“就像《共产党宣言》结束了职业密

谋家的时代一样，巴黎公社结束了控制无产阶级自

由的梦想。它打碎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是同资

产阶级携手完成1789年事业的错觉。这种错觉主

宰了从1831年到1871年，即从里昂起义到巴黎公

社的这一阶段。资产阶级从未有过同样的误解。

它反对无产阶级社会权利的斗争从大革命就开始

了。”②本雅明说，公社战士焚毁巴黎的烈火，就是对

奥斯曼的“战略美化工程”最有力的回应。

必须指出的是，“崇拜善与美”的奥斯曼并非只

是一个铁石心肠的政客和热衷拆迁的狂人。他无

疑具有良好的艺术素养和审美眼光。他要让“地狱

巴黎”放眼望去都是视野开阔的通衢大道。这种理

想与19世纪反复出现的趋向甚为吻合，即用艺术

目标来高扬技术的必要性。从一定意义上说，他无

愧于现代性巴黎实际上的建造者。而一度迷失于

奥斯曼之“通衢大道”的波德莱尔却在对巴黎的“痛

骂”过程中获得了“现代性概念之首创者”的称号。

他在感叹巴黎的面貌比人心变得更快的同时，提出

了一个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所谓城市进

步究竟是理性使然还是欲念驱使的结果?世界上

还有比城市发展更为荒谬的事物吗?尤为让人忿

忿不平的，是奥斯曼对巴黎那些一无所有的穷人所

表现出的阴狠恶毒与冷漠无情。他的同谋者们在

城改工程中蓄意哄抬房价与房租，以便借用市场的

皮鞭将无产阶级统统赶到郊外。这～举措同时也

不可避免地使巴黎人疏离了自己的城市。巴黎人

渐渐丧失了家园感，现代都市“非人性”的一面令人

迷茫、沮丧。⑧对此，波德莱尔的感受尤为深切。

在对巴黎“非人性”特征的批判方面，波德莱尔

的《恶之花》无疑是最杰出的代表。和巴尔扎克一

样，波德莱尔对巴黎也可以说是因爱之深而恨之

切。他的《巴黎的忧郁》作为“一种充满诗情、富有

音乐美、没有节奏和韵律、文笔灵活而刚健、正适合

于心灵的激荡、梦幻的曲折和良心的惊厥的散

文”⑧，其独创的文风与巴黎故有格调，构成了一种

奇妙的互藏寓意的互文性关联。它前承左拉与巴

尔扎克，后启本雅明和哈维，并和他们共同建构起

了一个万花筒式的现代性巴黎。

(作者简介：陈定家，湖北红安人，文学博士，中

国社科院文学所创新工程首席研究员，研究生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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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大卫·哈维：《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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