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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视域下法国后现代文学研究
惠芬芬

（西安翻译学院，陕西 西安 710100）

摘要：自由主义作为一种主流的思潮，至今仍富有旺盛的生命力，并对相应地区的社会体系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产生了影响和作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后法国社会中涌现出一些先锋且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潮流，称之为法国后现代主义文学体系，其中包含了存在主义、荒

诞派戏剧、新小说、新浪潮电影等流派，还有一些难以细分无法归之于哪列流派的文学家，但其作品仍具有鲜明的后现代文学主义的特点。

法国后现代主义文学使自由主义的思想内涵得到充盈，本文主要就自由主义视角下法国后现代主义文学做出探讨，以为现代文学的发展

提出新的思路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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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存在部分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就自由主义提出的一些犀利

的诘问和深刻的批判，但在新世纪的多元文化的融合下，在各个

社会思想运动和精神现象中充分体现出相互交融的谁也离不开谁

的多元一体化格局；以研究人类文化历史的方面看，无论哪一种

严谨的探究均离不开过去的传统文化基础，其中必然也包含了自

由主义思想体系。基于这些，梳理藏在后现代主义文学之中的自

由主义观点，深入观察并且归纳总结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

两者间的联系，为后现代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探索和思考提供重要

的理论依据。

一、法国后现代主义文学与“自由”“平等”理念

二十世纪的物质生活和文明飞速变化，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

在特殊历史事件后发生重大变革，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体系被摧

毁，文艺复兴的自由、平等的碑石即将倾倒，噩梦中的法国后现

代主义作家开始觉醒，开始注意社会现象的产生及或带来的问题，

并做出思考和总结。自由主义主张个人所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强

调自由重要的地位。

所谓“自由主义”，其主要着重于公民自由、人身自由、社

会自由等个体方面的自由，自由主义的核心是保障自由的本质，

这对个体来说是至高无上的。实际上，在西方的文学更多的是外

部对于一些特定文学流派、现象的概括说法，进而形成的一种文

学社会学概念。但是就法国后现代文学作品来看，多数作品都直

接或间接地表达了自由的主旨和思想。

《自由之路》作为萨特的长篇小说代表作，其在作品中将整

体的哲学基调设定为自由观，借由小说主人公马蒂厄个人、个人

与他人以及个人与集体的矛盾冲突，讲述了个体追求自由的整个

艰难过程，塑造出了一个“自由选择”的英雄，同时也充分表达

出了萨特对于“自由选择”的观点。萨特作为思想家，其所主张

思想的核心便是自由，在其观念中，必须要每个人都拥有自由，

才能够实现社会全体的自由。所以，其主张不仅要追求自我的自

由，还要帮助别人获得自由，作为一名社会斗士，这是萨特为后

辈人们留下的精神遗产。基于此类自由观下，需要根据实际的社

会环境去探求具有政治和社会意义的在于，从理论角度看，是具

有一定积极作用的，但是仍存在避无可避的一大问题，即“自由”

应该依托于普遍的伦理价值，否则个体的自由便无可实现，因此“自

由选择”也仅仅停留在一个乌托邦式的幻想上。

荒诞派戏剧作家在其文学作品中展现了自己对社会荒诞的深

层次理解，作品主要角色的生活环境是自由、虚空的。可以确信

的是，荒诞派戏剧在消极和毫无希望的情节安排中蕴藏着对命运

和人类情感的关怀，试图让人们察觉到现实社会的真实，向人们

揭示荒诞游离、乏味平庸、麻木虚假的社会生活现状，使人们从

中解脱、清醒，并重拾勇气与力量，为自由和尊严不断奋斗抗争。

新小说大多采用抽离式的客观描写手法，但其在作品创作之

时并非是思维游离状态，在如何进行内容描述和逻辑构思方面仍

需要主观思考和选择。罗伯·格里耶的部分代表作《橡皮》《窥

视者》《在迷宫中》等都以独立的视角为基础，打破传统文学的

现实主义和时空界限，将物质世界作为重点描写，描述一个实在、

直观的世界，以隐喻整个社会和时代，揭示人在物质世界中的被动，

无自主无自由的真实困境。萨罗特的《陌生人肖像》运用松散无

序的文字描述父女互相依赖又互相逃避的关系，窥探社会人际关

系的普遍性，强调个人独立、创造的重要性，宣扬生命个体要追

求自由和热爱生活的观念和心态。

自由主义的根本观念中也包含了“平等”“公正”“人权”等，

后现代作家不只是在其理论著作中表现了出来，也在其文学作品

中以丰富多样的形式体现出了这些观点。萨特的作品《恭顺的妓女》

可以看成是一部反映政治的剧作。这个剧不仅揭示了美国种族主

义对黑人的摧残，而且体现出对反对种族歧视的广大人民的醒悟

寄托了无比真切的期望。在其作品中萨特并没有具体地陈述“人权”

这一理念，但关于“人权”的理念在作品中却处处可以体现。

自由主义崇尚自由、平等，将个人作为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

的主体，且是存在、权利、道德等行为意义上的唯一实体。但自

由主义又认为个人行为会不可避免的影响社会行动规则，个人不

能脱离于社会存在，而是整个社会构建环节中的重要部分。这种

向度在法国后现代文学中也有所体现。后现代文学主义反传统追

求极度自由和不确定性，但并未排斥和影响当代社会群体的根本

利益。后现代主义文学在其历史背景下，运用暗喻的表现形式揭

示社会现实状况，与自由主义的主旨思想相得益彰。

二、法国后现代文学的人道主义印迹

人道主义提倡人格平等、相互尊重、个性自由，主张以人为

中心的世界观，以对人关怀、爱护和尊重的为价值观形成的一种

思想体系，将人性、人道作为核心，追求自由平等和博爱。第二

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标志着从由“自然哲学”向“伦理哲学”的转变，

西方人道主义思想追求自我价值和尊严、实现自由全面的新观念

开始萌芽。

自由主义中掺杂着人道主义痕迹，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平等、

自由其实也就是在强调人的自身的参与和自由。后现代主义文学

将自由主义的内涵和本质的特征具象化，也因此或多或少地在文

学色彩上添染了人道主义的思想痕迹。

萨特著作的《存在是一种人道主义》中，从绝对自由转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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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自由，强调通过人的自由和责任将社会连接的“存在主义的

人道主义”思想。在萨特的其他文学作品中也存在着人道主义选择，

其小说表述“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但选择是自由的，

即便这个个人人道主义体现有些朦胧和抽象，但也充斥着自由独

立的隐喻和象征。萨特的文学作品中主要描写现实的绝望与痛苦，

在荒诞混乱的境遇中打破自我，自由选择。带着鲜明善良和积极

色彩的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

《犀牛》是尤奈斯库的代表作，也是荒诞派戏剧的代表，完

整的剧情中带有传统的戏剧色彩。戏剧中人几乎全部变为犀牛的

艺术虚构，和超现实的荒诞题材带来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剧作表

现了舆论主流下的从众心理，及时代背景下人们面具下不可测量

的人心。依据这一戏剧的创作背景，“人物变成犀牛”这一荒诞

景象还可以理解为社会的一种“流行病”其中所隐含的内容，表

达出了明确的反法西斯主义倾向。此外，《椅子》也是非常具有

代表性的一出后现代戏剧，在全剧结束时，整个舞台上布满了椅子，

迫使主人公老头和老太太不得不分隔两边，需要依靠喊话来确认

对方的存在。在这部戏剧中，无论是老头、老太太还是国王等人，

都不过是抛除本质后的一把把“椅子”，这暗讽了当时那个年代

人被物质所挤压的生存现状，揭示了“人不存在，理想不存在，

意义也不存在”的虚无主义观点。这与后现代主义多宣扬的人是

无本质、无意义存在物的观点相呼应，表达出了重新找寻人的尊

严与价值的观念。

新小说派的作家谙熟当代社会的“物化”“异化”现状，企

图通过文学作品发声来表现物化时代下，主体人格受到“物”的

压迫和影响。在罗伯·格里耶的作品中，其借用侦探小说的框架

结构，但内容描写则多是人物所处的环境事物，一切人物特性模

糊不清、繁杂无序，没有思想和沟通。新小说作者以此反映人类

与社会相处的特殊状态及其带来的负面影响，通过人与社会疏离

状态，来倡导自由、价值的个人追求和关怀。

人道主义也曾是资本主义发展和竞争的自由性的理论和依据，

映射自古以来人们对于自由平等的向往和追求，有正向积极的作

用，但仍属于资产阶级的固化观念形态，是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

一环。法国的后现代作家在人道主义的角度，通过作品反映当代

社会的“异化”现象。虽然后现代作家想打破传统文学，但其并

未推翻文学是社会和生活的映射，而从人性的角度来揭示现实社

会的真实现象。即便是否定中也暗含了正向的激励和呐喊，从悲

痛中引导人性复苏，拒绝“物化”和“异化”的蔓延，暗藏了人

性的希望和人格的自由的人道主义印迹。

三、法国后现代文学的艺术手法

基于自由主义理念，法国后现代主义文学在艺术手法上表现

出了新的特征：其一，在创作主体方面逐渐表现出不确定性；其二，

在叙事方面消除了以往宏大性的叙事表述，不再在乎深度；其三，

在审美规则方面主要奉行“差异”审美；其四，在语言方面表现

出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和碎片化特征。

存在主义文学在艺术手法表现上更加富有哲理化，其作品能

够给人们带来更多的思辨与思考，富有一定的寓意。存在主义作

家的创作为法国后现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将文学领域

的自由主义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

荒诞派的戏剧进一步颠覆了传统戏剧的规范，在无序化的字

句拼接下，荒诞派戏剧的创作进一步解构了文本的意义，将所指

与能指之间的联系彻底切割。基于此，戏剧语言成为毫无含义的

符号，主要借助隐喻来进行荒诞世界的表达。尤涅斯库的《秃头

歌女》这一作品中，全程并未出现歌女，整部剧中的人物对话和

独白均显得语无伦次，作者通过这样莫名其妙的呓语构建出来了

一个荒诞且支离的世界，借以表明人与人之间难以沟通的含义，

表达出了作者对人生的幻灭之感。

而后现代涌现的一批新小说家则对小说的艺术表达展开了新

的探索，通过客观化的物件描写，直击人心的细致挖掘，多重艺

术手法的融合运用，新颖别致的语言表述等，致力于打破巴尔扎

克式小说的规则，极大地表现出了法国后现代文学中的自由主义

理念。

譬如，西蒙的《弗兰德公路》《豪华大饭店》等作品，则通

过诗与画的结合，将个人的主观意识及印象进行了着重描述，忽

略了时间顺序，主要通过描写人物复杂的心理活动来表现现实与

想象的糅合交织。这一批的新小说作家将不确定性奉为审美信仰，

为读者留出了大量的创作和想象空间。

基于法国后现代荒诞派戏剧和新小说的发展下，法国的电影

也不落其后，随着“新浪潮”电影运动的开启，法国后现代文学

界出现了一批以《电影手册》杂志为代表的电影人、作家、导演

和批评家。

其中，特吕弗是“非连续性哲学”的信奉者，在其理念下，

生活是由毫无连续的事件组成的，因此在其电影创作中完全摒弃

了传统电影完整性的情节结构，更为突出琐碎的生活片段。而戈

达尔则完全颠覆了传统电影的技法，完全地打破了传统电影的结

构，相较于特吕弗更具有“破坏传统美学”的代表性。这些后现

代电影人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法国电影艺术表现手法的多元化，

带动了电影工业的进一步发展。

在自由主义的视域下，新浪潮电影最大限度地摆脱了以往模

仿现实的模式，在电影语言的不断革新下，打破了主流电影企图

重新构建现实和统治的意图。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国后现代电影

不再受到空间艺术的桎梏，艺术边界逐渐模糊化，有效突破了以

往定式的艺术思维，开启了多元化艺术的大门。

四、结语

综上所述，自由主义下的后现代文学具有创新性和发展性，

自由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相互结合，两者都

将自由作为社会和谐发展的理论基础和价值追求。后现代文学的

艺术创作宗旨在于打破传统文学的限制和框架，展现内容形式和

艺术色彩的自由性和创新性，包含主题、思想、表现手法等都深

受自由主义的创新影响，自由主义对法国后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

了积极的影响作用，于此之上，法国的后现代文学便是整个西方

现代文学中的基础和实践，其结果和意义也深化了自由主义的主

旨思想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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