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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笼与自由%#女巫的子孙$中的艺术救赎与伦理重建

吕晓潇
!山东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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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小说2女巫的子孙3以改写莎士比亚戏剧2暴风雨3为契机#将其$牢笼与自由%的

哲思由对女性的生存关怀延伸至对人类现代性困境的观照#在当下语境中赋予经典以新的生命力&阿特伍德以

$牢笼%为喻#揭示工具理性扩张导致的艺术困境及其折射的人性与伦理之殇#并思考艺术如何在祛魅的世界中

承担起审美救赎之职&主人公菲利克斯寻求艺术救赎的过程是走向审美化生存的过程#也是重建道德主体与伦

理秩序的过程&艺术不仅具有超脱于日常理性精神的感性力量#也是帮助人类澄明自我'沟通主体间关系的介

质&凭借艺术的真理潜能#人类穿透生活表象#抵达生存的内在实质)而艺术的交往功能则帮助人类调和感性与

理性'融合审美
A

认知
A

道德领域#并促使道德伦理由冰冷的理性准则转化为人内心的神圣价值观念&审美个体只

有融入这种神圣价值观念内核建构起来的伦理秩序中#才能获得生命的支点和自我的救赎&

关键词!2女巫的子孙3)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现代性困境)艺术救赎)伦理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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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改写自莎翁绝唱,暴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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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巫的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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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读者奉献的又一力作$被,时代周刊.誉为%技艺超群&%构思巧妙&的%新莎士比亚小说&)在继承原作故

事结构及主题的基础上$阿特伍德将,女巫的子孙.的故事背景移置于当下的加拿大$以现代评论视角对

原著中的人物性格命运进行深刻的解读与延伸$在致敬经典的同时$又赋予其当下意义$由此呼应了剧作

家诺兰的观点'%每一个文本改写都是为了在你生活的群体中找到共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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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著名戏剧导演菲利克斯的人

生轨迹与普洛斯彼罗隔着四百年的时空渐趋重合$菲利克斯与普洛斯彼罗一样$沉迷于自己的%法术

!

C)7

"&###利用舞台艺术造梦)如同想要飞离地球的伊卡洛斯$菲利克斯也为自己的膨胀幻想付出了代

价$接连遭受妻女离世与事业失败的打击$他不得已自我放逐$隐姓埋名在一所监狱做戏剧教师)同样被

囚于人生%孤岛&$复仇也成为支撑菲利克斯活下去的唯一目标),暴风雨.中给予普洛斯彼罗力量的是

%法术&$保障复仇顺利实施的是%福星&$而在,女巫的子孙.中充当这两个角色的是%艺术!

7/5+)76

"&)藉

由%艺术&桥梁$菲利克斯才能重新认识并重构与自我及与他人间的伦理关系$实现心灵自由)改写经典

是为了纪念$而%纪念仪式是一个复杂动态的文化有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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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体现出的更多的是纪念者的文化和政治语

境)在,女巫的子孙.中$阿特伍德以%牢笼&为喻$展现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思考艺术何以救赎人类$探

讨以伦理为边界的审美化生存)

一$现代性%牢笼&!艺术困境与人性之殇

以改写,暴风雨.为契机$阿特伍德将其%牢笼与自由&的哲思由对女性的生存关怀延伸至对人类现代

性困境的观照)阿特伍德认为$,暴风雨.既是一部关于幻觉与复仇的戏剧$也是一部关于囚禁的戏剧$因

此决定将小说背景置于监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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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社会场所中还有什么地方比监狱更像孤岛呢4 麦尔维尔在,白鲸.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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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廓德&号上那些来自不同岛屿的船员!

V6,+*05)6

"称为%

36',+7'

&$既指与世隔绝的人$也指被逐出者(被

遗弃者$与监狱中的囚犯无异)约翰-多恩的著名诗句'%没有人是一座孤岛&$而事实是$每个人都被囚

禁在自己的孤岛上$牢笼无处不在)%牢笼是你被置于的任何与你意愿相违背的地方或情形$你不愿呆在

里面$但又无法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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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体的牢笼固然沉重$心灵的禁锢更加不堪),女巫的子孙.虽然仍在讲述复

仇与和解的故事$但更加看向心灵的救赎与自由)

用%牢笼&形容人类现代性生存困境并非阿特伍德首创)早在
%E

世纪中期$麦尔维尔就创作了为高

墙所困的巴特比!

I+)7,5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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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来观照现代人被膨胀的资本挤压(异化的生存状况)马克斯-韦伯更直

接以%铁笼&为喻$指出启蒙以来人类可怕的现代性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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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工具理性的扩张致使由信仰(信念(价值判断

构成的价值理性逐渐萎缩$人们陷入科层化与专业化织就的罗网$浸淫在以实用理性精神为主导的日常

生活中$逐渐失落了对自由(超越等崇高精神价值的追求)查尔斯-泰勒指出现代性的隐忧'%第一个担

心是关于我们可以称作意义的丧失(道德视野的褪色的东西)第二个涉及在工具主义理性猖獗面前目的

的晦暗)第三个是关于自由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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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韦伯寄希望于艺术在这个祛魅的世界中担当起救赎人类的职责$

认为艺术作为一个掌握独立价值的世界$能够%将人们从日常生活的常规中$特别是从日益沉重的理论与

实践理性主义的压力下拯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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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文中的梅克西维格戏剧节似乎迎合了人们的审美需求$是将人们

从庸常的日常生活中拯救出来的良好途径)但是科层制已渗透于现代社会各级组织中$戏剧节也难逃官

僚体制化的%铁笼&$菲利克斯不得已跟赞助商和政府官员推杯换盏来换取资金支持)正如阿多诺所见$

现代艺术在不断迎合社会需求的过程中蜕变为%利润驱动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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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悲地走向异化)

%没有这些杂事烦心33菲利克斯便可以把精力投入到真正重要的事情中去$比如他充满洞见的脚

本说明(大胆前卫的灯光设计$以及如何找准时机在舞台上撒下五彩闪光的纸屑)在使用彩屑方面$他简

直是个天才)&

/

"

0

%B这段话既体现出菲利克斯努力摆脱官僚主义与商业化对艺术创作的侵扰$又具有浓浓

的反讽意味)%五彩闪光的纸屑&往往象征着浮华浅薄$让人不由联想到尼采以瓦格纳为靶子展开的现代

文化批判'一方面$现代人用五光十色的昔日文化碎片掩盖自己的贫乏和枯竭$造成虚假的繁荣+另一方

面$现代人因为枯竭麻木而寻求刺激$艺术成了制造人为亢奋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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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译序&

%!菲利克斯对莎士比亚剧作

进行了大胆改编$如用一只螳螂的头来代表月神阿尔忒弥斯$把,冬天的故事.里的赫耳弥俄涅变成一个

吸血鬼$虽然被观众喝倒彩$却是他引以为傲的%丰沛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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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味追求%激情&与%剧场效果&正是尼

采对瓦格纳的诟病$这种%激情&与%效果&既是舞台上洒下的%五彩纸屑&$是菲利克斯嘴里那副不怎么贴

合的%假牙&$也是尼采形象的比喻'%一件披在冻馁裸体上的褴褛彩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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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菲利克斯最担心的就是在舞

台上表演时%假牙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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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这正揭示了现代文化与艺术的窘境$灿烂表象反衬现代人的内在匮乏$其

症结正是尼采指出的%颓废&###一种生命本能的衰竭)现代人意图从文化中寻找慰藉$但也唯有沉醉于

其幻象$在一种虚假满足中逐渐丧失主体性$而其根源正是西美尔指出的$%现代文化的发展是以凌驾于

精神文化之上的物质文化的主导性地位为基础的)&

/

%$

0工具理性本质上是一种功利主义$它只追求人类

物质利益的最大化$却回避了人生在世的根本问题)艺术在这样一个以工具理性为尺度的世界中只会昙

花一现$生存艰难)虽然菲利克斯有些%借艺术的严肃妄自尊大&$

/

E

0

%!B可他毕竟还追求艺术激情与效果$

反观托尼$只将艺术节当作追名逐利的手段$体现了尼采所批判的%事业家对金钱的冷酷贪欲&)

/

E

0

%!BA%!"所

以当托尼挤走菲利克斯而成为新任艺术指导时$戏剧节更加沦落为%自我推销&与%装腔作势&的滥俗商

品)

文化部长萨尔将艺术戏谑为%一段用来装饰的花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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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废弃为囚犯们成立的%学文化项目&$

暴露出艺术与审美在当今社会的尴尬境地)菲利克斯讽刺道'他们!官僚们"%对幻想的世界不感兴趣$也

感受不到艺术所蕴含的救赎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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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在萨尔等官僚的眼中$监狱是用来禁闭和惩罚的$而不是教育)

此观点折射了福柯对现代监狱本质的洞察'%现代监狱33通过对于身体的惩戒过程$造就一种1听话顺

从的身体2!

(*9')

N

60'93,5

"$由此完成对于人的内心世界的控制和规训)&

/

%%

0福柯更将现代社会比作一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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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监狱$以科学理性为主要手段的现代规训社会利用权力技术和策略$对身体进行全面的监控和管制)

充满幻想的艺术更多地被视为可以消磨闲暇的%商品&或掩盖规训社会的%文明&遮羞布$是一块可有可无

的%花边&)藉此$阿特伍德揭示出艺术的现代性困境'被科层制压抑(遭商业化侵蚀(为科技理性挤占了

生存空间)

艺术的困境实质上是人的困境)阿多诺认为$艺术的自律性!

+(7'*'M

8

"%受到人性观念的滋养&$而

当社会日益缺乏人性之时$艺术的自律性也随之丧失$以至于%那些充满人文理想的艺术构成要素也失去

了力量&)

/

?

0

%因此$艺术的商品化不仅象征着艺术丧失了自身的尺度$而且意味着人性的丧失)列斐伏尔

从审美角度对现代性进行批判$指出艺术的异化折射出的正是人的主体性的丧失$是人的自由自觉的创

造性精神的丧失)艺术本应在宗教失落后承担起救赎人类灵魂之职$而被商业裹挟的艺术已失落了其追

求自由超越(变革现实的力量)如被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批判为文化工业的大众文化$以一种内在的标准

化和同一性消解了人们精神上的超越维度和反抗维度$致使大众沉沦于刻板的日常生活中$丧失了反抗

异化现实的精神)

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为%牢笼&所困$展现了人性与伦理之殇)托尼(萨尔可谓现代人异化的典型$是

金钱拜物教的忠实信徒$完全忽略内在的道德尺度与精神追求$艺术之于他们$只是满足权欲(物欲的手

段$他们必将陷入韦伯所言的%牢笼&)菲利克斯对艺术的热爱也掺杂了虚荣与浮华的成分$他因权力的

失去而感到沮丧与失落+在与他人交往中时常妄自尊大$且从不内省+对家人疏于关心$致使妻女先后离

世)家庭变故使菲利克斯的生命力与创造力逐渐枯竭$最终沦为权术与金钱的牺牲品)菲利克斯的出走

%孤岛&是源于日常伦理秩序的坍塌$他所遭遇的困境既有来自外部社会的挤压$也有其内在的道德缺位)

这就意味着$他的自我救赎之旅是一个由外及内的复仇
A

内省的过程$是一个从情感宣泄到重建道德自

我(重构与他人伦理关系的过程)与菲利克斯互为镜像的是他的囚犯学员$这群%迷路的孩子&遭受的不

仅是身体的囚禁$还有心灵的禁锢'大多数囚犯的童年中充斥着暴力与威胁)无论是菲利克斯$还是囚

犯$都是异化社会诞下的%女巫的子孙&$被囿于%孤岛&$等待着救赎)艺术可否引领他们抵达自由的彼

岸4

二$艺术的%暴风雨&!非理性的颠覆力量

菲利克斯的复仇之旅也是他内心伤痛的疗愈之旅$艺术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支撑菲利克斯活下去

的目标是把,暴风雨.搬上舞台$让米兰达在戏剧中得以重生$并对仇人实施报复)艺术作为复仇手段的

救赎力量$正在于其内在的颠覆性与革命性$这是一种对抗工具理性的感性力量$一种超脱于日常理性精

神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当监狱精神科医生对排演,暴风雨.持有怀疑'%让这些脆弱的人接触带有精神创伤的情景$对他们真

的有帮助吗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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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菲利克斯指出艺术的本质并以其净化心灵的功能加以反驳'%这是戏剧$33纯粹虚幻

的艺术: 戏剧当然要涉及精神创伤的情景: 它召来恶魔是为了驱散它们:&

/

"

0

@EA?$他同时强调'%我尊重才

华'33那种能从黑暗和混乱中召唤光明与生命本质的才华)为了这种才华$我开辟一个时空$赋予它称

谓和居所)就算它们会转瞬即逝$但那又如何4&

/

"

0

?$菲利克斯所开辟的%时空&是艺术独有的时空$是韦伯

所期望的一个由艺术所掌握的%独立价值的世界&)

/

@

0

B"!在这个领域中$艺术是自己的立法者$哪怕是短暂

的$也有可能使人从理性宰制的世界中获得片刻的解脱$品尝到自由超越的味道)正是艺术这种超脱于

科学理性的感性特质$赋予了艺术自身的价值及其救赎人类的可能)

菲利克斯创作,暴风雨.的激情正源于一种极端非理性###复仇的怒火)他施展%魔法&$创造一出浸

没式戏剧$让仇人们进入%暴风雨&的戏剧情境$经历如原著中安东尼奥(阿隆佐等人所体验到的恐惧(痛

苦与羞辱)与梅克西维格戏剧节相比$这出狱中,暴风雨.更像一个节日$是属于他和囚犯演员们的一场

狂欢)在列斐伏尔看来$%节庆&所蕴含的狂欢化精神是对日常被压抑的感性与欲望的释放$是对日常生

-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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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秩序的颠覆)

/

%!

0在这场复仇的狂欢中$日常壁垒被打破了$官员与囚犯的身份倒置)囚犯们成为权力

掌控者$他们将高官们吸毒后的丑行录制下来$以此作为谈判的筹码)他们的目的实现了'监狱%学文化

项目&将会继续$菲利克斯也重获原来的职位)而菲利克斯复仇的更大动机是要从心理上折磨(摧毁仇

敌$让他们也经历失去生命中最珍贵之物!人"的痛苦)小说中有两个场景类比'当囚犯们建议菲利克斯

将他与女儿的合影作为戏剧场景的装饰时$菲利克斯崩溃了$%他两只胳膊环抱着膝盖$将脑袋埋进胸口$

像迷失在海上的一条船$33&

/

"

0

%D$菲利克斯被囚禁于心伤的意象昭然若揭$而萨尔得知儿子已死时$几

乎有着同样的痛苦反应)这一幕被菲利克斯通过监控录像尽收眼底$他的目的就是要%制造痛苦&)

/

"

0

!!?

艺术的狂欢为菲利克斯及囚犯们创造了一个超越日常生活的空间$使他们得以打破界限与秩序$戏谑权

威$提出诉求$使日常中被压抑的愤懑情绪得到了释放)同时$这场戏剧也迫使菲利克斯直面内心的创

伤$并通过观看他人相同的伤痛经历而使情感得以宣泄$正如他自己认识到的$%它召来恶魔是为了驱散

它们&)

/

"

0

@E

在韦伯和阿多诺等人看来$艺术的救赎功能主要体现在以感性的形式对抗工具理性$这是对于尼采

倡导以非理性精神救赎人类的继承与延续)这一点在菲利克斯执导的复仇大戏,暴风雨.中得到了充分

的展现)这场%暴风雨&充满了酒神精神$是人的生命情感灌注于想象与创造的作品$同时又反过来激发

了人的生命力)尼采认为$%日神精神沉缅于外观的幻觉$反对追究本体$酒神精神却要破除外观的幻觉$

与本体沟通融合)&

/

E

0%译序&

"菲利克斯以前执导的作品过分追求外在效果$他的创作冲动更多来自于高居戏

剧节神坛的%菲利克斯-菲利普斯&的神性)而现在他已走下神坛$重回人世)此刻创作的激情是扎根于

生命的$有失去亲人的伤痛$有对背叛者的仇恨$有为囚犯们争取权利的正义感$也有捍卫艺术尊严的使

命感$而其中潜藏的真正的愤怒是源自人在理性%牢笼&中丧失了作为主体人的尊严与自由$是要打破这

%牢笼&求得自由的生命力的冲动)酒神精神的要义正是教人勇于揭开面纱$破除幻觉$直观人生悲剧$与

痛苦相嬉戏)

/

E

0%译序&

D而从悲剧性中所获得的快感正是来自于%以强大的生命力33与痛苦和灾难相抗衡

的一种胜利感&)

/

E

0%译序&

?这是菲利克斯内心疗治之途不能缺少的环节),暴风雨.与菲利克斯之间是互相

作用(彼此成就的$通过,暴风雨.这面镜子$他才能体认自我$直面内心的创伤$达到与本体的沟通$从而

激发内在的生命力$而真正的艺术正是来自于生命的本能冲动$来自创造者对世界的认识及对生命的感

悟)

三$审美中的伦理重建!宽恕%还我自由&

一场艺术的%暴风雨&使菲利克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得到了自由宣泄和肆意释放$也充分体现了艺

术对人性的解放功能$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成功了&$但又生出%一种失落感&)

/

"

0

!BE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当

人长久以来被复仇的欲望支配$行为受限$自我等同于仇恨$这也就导致复仇成功后自我失去了支点$从

而产生虚无感)从伦理视角来看$菲利克斯的复仇是以突破道德底线为代价的)康德认为$应将他人当

作目的$而不是手段$侵害他人是不道德的)菲利克斯却以谎言欺骗了囚犯学员$利用他们做实施复仇的

工具$对于一个良知尚存的人来说$必然有负罪感)从美学角度来看$菲利克斯过度追求非理性的艺术激

情$而忽略了理性界限)缺失了道德内涵的审美主体只会发展为与他人隔膜的审美单子$%失去理性(平

等(义务等制约的美学主体并不比现代性所推崇的理性主体更能接近人的理想&)

/

%B

0

!!重建生命支点意味

着个人主体性的构建以及与他人之间伦理秩序的重建)主体的人作为目的王国的一员$需要运用理性约

束非理性的自我放纵)同时也要以他人为目的$即%对一个与我同样具有理性(非工具化的主体的存在的

尊重&)

/

%B

0

!?菲利克斯要摆脱仇恨束缚(获得心灵自由$就需要一个自我澄明(建构道德主体的过程$以及

重建与他人伦理关系的过程$这离不开艺术揭示真理的启示作用(调和感性和理性的功能以及促进人的

主体间性的功能)

这一点首先体现在艺术对于囚犯们的启迪憬悟)囚犯们在学习和排演戏剧中培养了团队精神和荣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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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感$在艺术审美中洞悉生活与自我),暴风雨.上演之后的庆祝中$大家为,暴风雨.的成功而击掌庆贺$

为每一个伙伴的精彩表演给予真诚的掌声和赞美$因艺术实现了一种人与人之间无隔阂的心灵共鸣)菲

利克斯让大家分组讨论以后的故事$使各个主体在一种平等尊重的基础上形成对话$营造了一种哈贝马

斯所言的%理想的话语情景!

+*305+,6

N

559/637(+73'*

"&)

/

%"

0他们共同续写,暴风雨.$这是与经典艺术的对

话$也是以自己的生命为想象源泉参与艺术的创作$是审美经验与日常生活的结合)这个想象与创作的

过程促进了演员们对自身以及生活的认识$他们站在囚犯群体立场发出声音$揭露生活真相$对世俗偏见

予以回击)如贡柴罗组认为$人是有第二次机会的+扮演凯列班的飞毛腿则唱出了女巫的子孙们渴望自

由的最强音)学习戏剧之于囚犯们如同一个契机$是列斐伏尔所言的%一个节日&%一个奇迹&'契机之于

日常生活的意义就在于$%节日把它灿烂的光彩撒向日常生活那片悲惨的土地$而且$在鸣金息鼓时$节日

已经耐心地和悄悄地把一切积累到了一个契机中)只有这个时候$节日才有意义&)

/

%#

0节日的狂欢如同

舞台上的戏剧表演$可能是转瞬即逝的$但艺术化(诗意化的%瞬间&已如阳光照亮过他们的生命$使他们

再也不能忍受黑暗$从此向往光明###%在他们的人生中$第一次学会了自爱&)

/

"

0

#?这正体现出审美体验

所具有的揭示真理的作用)正如维尔默对艺术存在意义的认识'%理性需要艺术来澄明自己)缺少了审

美体验及其颠覆性的潜力$我们的道德话语就会变得盲目$我们对世界的阐释就会变得空洞)&

/

%D

0在康德

看来$责任与自我尊重的需要正是人凭借自由意志选择向善的根本$是一个人作为道德主体存在的基础)

菲利克斯也在基于艺术的交往与对话过程中接受启迪(反省自我)哈贝马斯在阐发席勒的审美思想

时$强调了艺术的交往理性作用'%艺术应当能够代替宗教$发挥出一体化的力量$因为艺术被看作是一种

深入到人的主体间性关系当中的1中介形式2!

_')M05)L37753,(*

1

")&

/

%@

0菲利克斯与囚犯学员们在艺术的

媒介作用下形成主体间性$呈现出%自我
A

他人
A

世界&交互主体形态$以一种平等共存的%我
A

你&关系取代

二元对立的%我
A

它&关系)主体间彼此异质共存$思想情感在不同主体的视域中交互往来$不断激发出创

造性的洞见)在与学员们共同分析,暴风雨.中的主题与人物时$菲利克斯认为$这座岛是面镜子$每个人

都从中看到内在自我)阿特伍德在,债与偿.中解读道'%荣格派学者表示$无法释怀的无由仇恨$代表个

人还未接受自身的1阴影2&)

/

%?

0一切突破了道德底线的行为都会反噬内心$成为自由的禁锢$菲利克斯只

有认识并释放自身的阴暗面$才能真正走出阴影)他最终意识到$凯列班也是他的%阴暗面&$是他内心中

隐藏的%女巫的子孙&)神性的褪去意味着人性的恢复$例如$菲利克斯认为安妮正在误导已陷爱河的%神

奇小子&$指责她%不道德&$安妮却用他以前的观点反驳他'%一切为了戏剧$不是吗4 这是你十二年前说

的33&菲利克斯心想'%放在今天$我还会这么说吗4&

/

"

0

%?"这体现了菲利克斯的自我反思与道德感的成

长)

如果说复仇的,暴风雨.象征了艺术非理性(革命性的作用$那么以艺术作为桥梁沟通人与世界(人与

他人以及人的自我体认则体现出艺术所具有的交往与沟通作用)哈贝马斯认为$艺术感性形式所体现出

的价值理性内涵与工具理性构成了绝对对抗的关系$导致感性反抗越强烈则理性压制越紧迫的不可调和

的局面$这种对抗显然不能解决现代性的根本问题)

/

%E

0

%@?A%@E菲利克斯虽然借助,暴风雨.复仇$但他的做法

显然违背了道德伦理$从而导致内心的失落感)因此$哈贝马斯将审美救赎的可能性纳入到交往理性视

野中进行有效性反思)他将艺术的现代功能定位于一种日常交往实践的补充形式$就是要在交往行为理

论的框架内消解感性与理性的紧张对立)

/

%E

0

%?$A%?!艺术的真理潜能正表现在$它以一种独有的感性方式$让

人们领悟艺术世界中所呈现的人生+其交往功能则表现为$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改变人对世界的知觉方式

和自我理解)

/

!$

0通过艺术的交往功能$认知的真实性(道德规范的正当性和审美判断的真诚性得以沟通

调和$达至平衡)菲利克斯正是凭借着艺术的真理潜能与交往功能$实现与世界(他人和自我的有效沟

通$使自身的审美经验与对世界的真实认知以及道德判断得以融合)这种融合帮助其重新建立生活的伦

理秩序$寻找到新的生命支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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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笼与自由,2女巫的子孙3中的艺术救赎与伦理重建

四$结语

通过改写,暴风雨.$阿特伍德在当下语境中赋予经典以新的生命力)在,女巫的子孙.中$阿特伍德

以牢笼为喻$揭露人类现代性困境$并思考艺术如何承担起审美救赎之职)菲利克斯内心的成长历程是

不断寻求艺术救赎的过程$从将艺术作为攀登功名之阶梯$到将艺术创作看作生命激情的灌注$再到将艺

术化作一种体认自我与世界(沟通主体间关系的介质$这是一个走向审美化生存的实践过程$同时也是重

建道德主体与伦理秩序的过程)当人对自身的生存开始以一种审美的态度加以关怀$打破主客体界限

时$才能在自身与周遭世界的和谐相处中感受到愉悦$自身生存的审美性才会油然生发)

这也说明$审美主体不仅是美学化的存在$更是社会性的存在$因此必然与其他主体发生联系$构成

一定的社会伦理关系)美学化的存在也要以平等(尊重(权利(正义(自由等人类的基本价值观念为前提)

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理论融合工具理性(道德合理性与审美合理性为一体$其最终目的是要实现一个主

体间真诚以待(彼此理解(平等友爱的和谐社会)因此要实现个体的自由$人不能仅作为一个审美化的单

子存在$还需要将自身纳入到社会共同体中)最终菲利克斯能够实现与自身和他人的和解$乃得益于艺

术调和认知
A

道德
A

审美领域的交往媒介功能)

人的救赎之路是不断地认识自我(寻找精神家园的过程$如德国浪漫诗人诺瓦利斯的吟诵%永远在回

家&)家是人由之而来之处$也是所向往之地)普洛斯彼罗要回到他的王国$菲利克斯也向着家的方向回

转)人类通过美感体验$穿透生活表象$抵达生存的内在实质)艺术以其颠覆性的潜能把人从各种僵化

的限制中释放出来$美感体验激发人对善与美的渴望与创造$使道德伦理由一种冰冷的理性准则转化为

人内心的神圣价值观念)只有基于神圣价值观念内核建构起来的伦理秩序才能使菲利克斯离开%荒岛&$

重返家园)阿特伍德以一部,女巫的子孙.向莎翁剧作致敬$重申艺术的救赎使命与救赎功能)从这一点

上讲$经典重述作品无不是经典所诞下的%子孙&$在传承的同时$为经典注入新鲜血液$使其永保鲜活的

生命$不断履行对人类精神的救赎使命)无论是经典$还是经典再创作$目的都是%为了赞扬繁复无比的

生命)为了赞颂宇宙)为了带来希望和救赎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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