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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叶廷芳

在思想文化领域，每个不同的时代都产生过不同于别的时代的思潮

及其代表人物，他们的存在既是时代的见证，又是这个时代精神特征的

标志。如果没有了他们，则这个时代的轮廓就会模糊。

20 世纪无疑是个伟大的，而且别具特征的世纪。仅就思想文化领

域而言，它的一大批时代精英，不仅纵向上迥异于前人，横向上亦各各

有别，甚至同一个“主义”也可以划出许多界线来，如同为存在主义的

克尔恺郭尔（他生活在 19 世纪，但他的思想生命是属于 20 世纪的）、

海德格尔和萨特，仅仅论述他们的差别，就需要写出一本书来。文学亦

然：乔伊斯、普鲁斯特、勃洛赫均属“意识流”小说家，但他们之间却

个性鲜明、轮廓悬殊。

在进入主题以前，写这么一段引语，无非想说明，评论我们这个时

代的作家，任何套语或通行例则都会失灵。

现在该请本文主人公、本全集作者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

1883—1924 年）出场了。他也是有资格代表时代，因而有理由载入史

册的本世纪杰出人物之一。

像本世纪前叶西方文学艺术界许多出类拔萃的人物一样，卡夫卡降

生在 19 世纪 80 年代，具体说 1883 年 7 月 3 日。这是个“世纪末”阴

云笼罩的年代：德法战争的炮声刚停，俾斯麦的“铁血政策”正雷厉风

行；社会主义运动风起云涌，资本主义世界危机重重，“前途未卜”的

灰暗情绪困扰着人们，令人不安、憋闷。这股情绪郁结的结果，三十年

后终于在表现主义运动中找到突破口，大声地“呐喊”了出来。这种呐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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喊的情绪，确定了卡夫卡一生的精神基调。

现代哲人尼采说过：只有经历过地狱磨难的人，才有建造天堂的力

量。此乃至理名言。欧洲知识精英经过世纪末的不安岁月的折磨和彷徨

的求索，一部分走向了革命，一部分激发了智慧和灵感，成为本世纪新

型文学艺术的扛鼎人物。在这个意义上说，卡夫卡所诞生的那个不祥的

年代，也是个为新世纪的新型文艺“育苗”的年代：与卡夫卡这茬差不

多时间出生的就有穆西尔、勃洛赫、霍夫曼斯塔尔、里尔克、T·S·爱

略特、乔伊斯、马拉美、普鲁斯特、伍尔芙、福克纳、毕加索、康定斯

基、柯柯施卡、蒙克、勋伯格、斯特拉文斯基、格罗皮乌斯、文丘里……

可以说人才辈出。

卡夫卡的出生地波希米亚王国首府布拉格，历来是欧洲有名的大都

市之一，当时约有 80 万人口，五分之一讲德语。这里是缪斯经常出没

的地方，她不仅有辉煌的建筑，还有美妙的音乐，而在文学方面，除了

卡夫卡和里尔克，还有韦尔弗、梅林格、基希、福克斯、勃罗德等。他

们全都是用德文写作的，从此出现了“布拉格文学”的新概念和新学科。

卡夫卡属于犹太血统。这个民族长期没有固定的家园，历来是受歧

视的，这给卡夫卡的心灵从小就罩上了阴影。无家可归的漂泊感是他的

精神结构的重要构成部分，成为他的创作内发力的重要来源，因而增加

了他的作品的思想内涵的丰富性和深邃性。

卡夫卡的父亲赫尔曼·卡夫卡智力不算出众，但作为犹太人经商是

有方的，所以白手起家，成为富裕的妇女时装礼品店的老板。他只关心

他的生意，对儿子的写作事业并不理解，更谈不上支持，加上他对子女

的家长制管教方法，使卡夫卡在心理上从小就笼罩着威权的压力。这成

为卡夫卡创作中“代沟”主题和慑强主题的生活原型。

卡夫卡的大学年代上的是布拉格的德语大学，学的是法律，但他的

兴趣是文学，爱读斯宾诺莎、黑贝尔（戏剧学）、达尔文、尼采等人的

作品，并开始习作。他的最早一本集子《观察》中的作品约于 1902 年

即已写成。由于他结交了成名较早的同窗作家马克斯·勃罗德，经常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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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罗德参加布拉格的文学活动，以致后来认识了表现主义运动的重要活

动家和作家韦尔弗并参与某些活动。

卡夫卡于 1906 年取得法学博士学位，实习一年后，于 1908 年开

始在官办的波希米亚王国劳工工伤保险公司供职，虽然多次想摆脱以利

于创作，但始终未能如愿，直到 1922 年因病势恶化被迫退休为止。但

只要他在办公室一天，他总是“恪职守”的，以至得到他的上司的赏识。

这是符合卡夫卡的性格逻辑的：内心极为执拗，外表却十分谦和。所以

他在办公室里，在日常生活中人缘很好。这里不妨录一段他的朋友韦尔

奇对他的回忆：

他身材修长，性情温柔，仪态高雅，举止平和，深暗的眼睛坚

定而温和，笑容可掬，面部表情丰富。对一切人都友好、认真；对

一切朋友忠实、可靠，……没有一个人他不倾注热情；他在所有的

同事中受到爱戴，他在所有他所认识的德语、捷语文学家中受到尊

敬。①

卡夫卡的文品和人品是完全统一的。

在回顾他的贡献的时候，笔者想起五年前访问德国文学界的世纪老

人、著名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汉斯·马耶尔时听他讲过的一段话：“在

我从事德语文学史期间，发现有两个人是从文学外走来的，一位是 19

世纪初的毕希纳，一位是20世纪初的卡夫卡。”所谓“从文学外走来”，

即是说他们的作品是不符合固有的文学概念和规范的，是行外的，但随

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作品从“野”的变成正宗的了。因此马耶尔认为，

①	 见《当他向我走来》第 73 页，瓦根巴哈出版社，199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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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改变了德意志语言”①。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不是卡夫卡“违

背了”德意志语言，一种语言被违背，那只是个别人的行为，违背者未

必是正确的。但一种语言被改变了，这是非同小可的事，说明改变者的

行为已经变成了大家的行为，成了一种不可逆转的事实。

所谓语言被改变，指的主要不是语言的使用规则诸如句法、词法等

被改变，而是一种话语方式的改变，亦即思维惯性，在文学领域还包括

审美惯性的被改变，说到底是一种固有的文学观念被改变。正是因为文

学观念改变了，衡量文学的尺度不同了，卡夫卡那些一度被认为“非文

学”的作品被公认为真正的文学，卡夫卡也就由“文学外”走到了文学

内，而且成了左右 20 世纪文学主潮的“现代文学”奠基者之一。

卡夫卡的成功，首先应归因于他的时代意识，他适时地感知到时代

的思想脉搏，较早地探悉到属于本世纪的或未来的审美信息。在卡夫卡

成长的年代，西方以“理性”为主旨的价值秩序已经受到怀疑和动摇，

马克思宣告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实行“彻底决裂”与尼采宣告“价值重

估”可谓殊途同归，代表了西方不同思想派别的知识界对传统价值观的

唾弃；马克思创立共产主义学说与尼采决心“自己来当哲学家”都表明

他们要以自己的价值观来取代它，在本世纪，特别是头 30 年，他们的

学说在西方第一流知识精英中都找到了大批信徒。在德语文学中，布莱

希特和卡夫卡堪称这两方的不同代表。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知识界在颠覆

旧价值观的人们中，至少有两人对卡夫卡产生过影响，即除尼采外，就

是存在主义的创始人、丹麦哲学家克尔恺郭尔。当然，卡夫卡对现存价

①	 关于语言的改变，这有一个背景：在19、20世纪相交时期，西方知识界开始出现所谓“语

	 言危机”。许多人感到传统语言束缚人们的思想，不能充分表达人的思考和感受，那时

	 人们要求“用心来思考”，而既存的语言“一说话就失灵”（卡夫卡的朋友韦尔弗语）。

	 尼采、盖奥尔格、霍夫曼斯塔尔、黑塞等人都慨叹过这个问题。卡夫卡更经常抱怨所写

	 非所思，以为自己写的是“射出去的箭，结果却成了对准自己的矛”。因此“我的力气

	 再也不够我写成一个句子”（1910 年 12 月日记，载《卡夫卡日记》德文版 34 页）。甚

	 至“许多句子把我撕得粉碎”。（1910 年 12 月致勃罗德信，载《卡夫卡书信集》德文

	 版第 85 页）这些话当然都是夸张的说法。卡夫卡在一生的努力中确实改变了许多语言

	 习惯，如他把非逻辑语言或怪诞的语句结构带进语言，有时整页整页用一个标点符号等

	 等，为的是追求一种当下情境的完美表达，不过他的作品基本上还是按照传统的语法规

	 则写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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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观的厌弃和对现代人类生存境况的洞悉主要是根源于自身的生存体验

和紧张思考。奥匈帝国的专制主义统治与欧洲现代潮流的悖逆，犹太民

族的无家可归与受歧视、受压抑的处境，父亲的家长制威权从小对他儿

童心理的威胁，社会上法制形式的完整性与法的实质的不存在……这一

切都导致他对这个世界的陌生感和异己感，因而无法接受这个世界。于

是，现代哲学家们对现代社会从理论上概括出来的“异化”概念，他却

用生命作了体验和证实。一种对人类生存的危机感充溢在他的心头，他

的内心因此成了一个“庞大的世界”，借助文学手段将它宣泄出来，成

了他“巨大的幸福”，否则就要“绽破”。卡夫卡就这样走上了文学的

道路。但与其说他想要当作家，毋宁说他为了内心表达。他的一篇篇作

品，无论是幻想性的故事，还是隐喻性的寓言，杂感性的随笔，哲理性

的箴言，乃至大量的书信日记，都是为世人发出的紧急报告。理解了他

的写作的这种性质，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生前每发表一篇作品，都必须

经过他的友人勃罗德的“强求硬讨”，不难理解他虽然一直想要有更多

的写作时间，却始终没有将写作当作他的职业，不难理解他晚年为什么

要嘱咐友人把他的作品“统统付之一炬”，而不想用它们在死后换取作

家的殊荣。了解他的这一特点对于我们理解他的作品的第一性质是至关

重要的：他的作品都不是凭作家的技巧“做”出来的文章，而是作者自

身生命的一部分。一如他笔下的那位“饥饿艺术家”，表演的无限性和

艺术的完美性是他唯一的追求，至于因此他的生命会消失他是全然不顾

的，实际上他是在用生命换取他的表演（在卡夫卡是写作）的可能性。

尽管卡夫卡并不缺乏哲人的头脑，但他毕竟不是作为哲学家，而是

作为艺术家名世的。因此他在艺术表现方法上，或者说在美学上所取得

的成功，甚至更为世人所注意。在这方面，他执著地以他独特的审美方

式，改变了人们多少个世纪形成的审美习惯，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的审

美意识和观念。

在欧洲文学史上，将近两千年来，人们一直是把古希腊人亚里士多

德提出的“模仿论”作为永恒不变的艺术法则和美学信条的。欧人在“模

仿论”的目标下在文学、艺术上所进行的追求确实取得了极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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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成就在 19 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那里达到了高峰。但一个事物的发

展一旦达到了高峰，那就意味着它的时代到此为止，下坡已经开始；意

味着一个新的事物已经在孕育，准备取代它了！孕育的基因，来自历史

上处于非正统、受排挤地位而生命力顽强的文学、艺术形态或美学特征，

这在 17、18 世纪集中体现在“巴洛克”的艺术和文学身上。它在 19

世纪，已陆续呈现出具有现代特征的端倪，从德国浪漫派的美学理论，

美国霍桑、爱伦坡的小说到法国波特莱尔以及后来象征派的诗歌……，

越来越多、越来越显著的迹象至 19 世纪末已形成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

机，预示着一场美学革命的大潮正在到来。它的主旨是：弃模仿，重表

现；弃客观，重主观；弃写实，重想象，整个审美视角从外向内转移。

卡夫卡出于自我表达的需要，竭力从自我的体验出发，正好适应了这一

美学变革的潮流，同时他亲身投入了这场变革的实践运动。这场美学革

命运动，通称先锋运动或现代主义运动，从19世纪末到本世纪头30年，

前后持续了半个世纪，先后有过一大串“主义”，其中以表现主义运动

声势最大。它从美术到建筑到文学，前后经历了二十来年，其中心在德

国或德语国家，波及欧洲许多地方，它不是纯美学运动，带有鲜明的社

会反抗色彩。这场运动的一个领袖人物叫弗兰茨·韦尔弗，也是布拉格

人，卡夫卡与他结为知交。运动对卡夫卡的影响是明显的，他的创作的

旺盛期（1912—1922 年）恰好是运动的高潮时期（1910—1920 年）。

1912 年，当他开始写第一部长篇小说《失踪者》（又名《美国》）的

时候还宣称，这是“对狄更斯不加掩饰的模仿”。小说固然有不少卡夫

卡自己的色彩，但更多的则是批判现实主义的线条。然而两年以后即

1914 年开始写第二部长篇《诉讼》一译《审判》，特别是 1922 年写

最后一部长篇《城堡》的时候，风格就迥然相异，显然已经“改变了德

意志语言”了。

但如果给卡夫卡简单地贴一个“表现主义”的标签，那也会上当，

那会妨碍你看清卡夫卡之所以成为卡夫卡的全部特质。卡夫卡之所以成

为卡夫卡完全在于他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他不是某一个阶段的

或某一个流派的现象，他是属于一个时代的、一个世纪的现象。如果他



总		

序

7

是属于某一个流派的，也许他早就像某些流派的代表人物那样，生前就

红极一时，但在文学史上不过是颗一闪而过的流星。在卡夫卡的美学特

征里，既有他所倾向的流派的烙印（如对怪诞和神奇的爱好），又有其

他流派的痕迹（如对梦境的追求和象征、譬喻的运用）；既有同时代人

的这些标记，又为未来着了先鞭（如对荒诞的强烈表达和黑色幽默的成

功尝试）。这就不奇怪，在他身后出现的一些重要流派，无不跟他攀亲

结缘：三四十年代的超现实主义“余党”视之为同仁，四五十年代的荒

诞派尊他为先驱，六十年代的美国“黑色幽默”奉他为典范……卡夫卡

的创作就像一张涂了各种化学试剂的白纸，其斑斓的色彩是随着时间一

步步显现出来的，最后才构成壮丽的图景，成了一个世纪的文学星空中

的“彗星”。因此卡夫卡的成功和不平凡，不在于他在某一种艺术方法

或审美特征的追求上达到了极致，而在于他对正在急速变革和逐步形成

中的属于整个大时代的美学风范作了全景式的呈示，仿佛他在时代的春

季（他在本世纪正好生活了约四分之一个世纪，至 1924 年），即看到

了夏季、秋季、冬季要开的花，在这里显示了他的超前性和非凡性。

在谈论卡夫卡的时候，人们很容易把他与那个本世纪普遍流行的哲

学范畴——荒诞相联系。是的，从卡夫卡思想和创作的前提看，他是与

存在主义相关的。存在主义哲学自上个世纪中叶由丹麦哲学家克尔恺郭

尔主创以后，影响日渐，经尼采、海德格尔到萨特，至本世纪中叶形成

一股很大的思潮，对文学的影响相当广泛而深远（从某种程度上说，卡

夫卡的走红与这股思潮的流行有很大关系）。存在主义探讨人的生存处

境，它与弗洛伊德心理学可谓异曲同工，都与“人学”发生更密切的关

系。在存在主义看来，人不知从哪里来，也不知到哪里去，他的存在是

荒诞的，因为存在主义是从形而上的绝对自由观念来看待人的处境的。

它摒除了人的一切外在关系：社会的、历史的、伦理的、道德的、法律

的、宗教的等等价值法则，认为这些千百年来形成的东西都是人为地强

加在人身上的，它们像“黏滞”的胶状物一样，使你不能自由行动，处

处让你感到“恶心”。存在主义否认人的行为和事件的因果联系：警察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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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小偷，他只看到两个人在一逃一追；一个惊恐万状，唯恐被抓到，一

个则处心积虑，非抓到不可；两个都是人，何以会这样？所以存在主义

者很重视危机中的个人，强调人的“此在”性——此时此景的处境。

不少认识卡夫卡的人都提到，卡夫卡对一切日常的事情也表现出惊

讶的神情，甚至像一个赤身裸体的人处在衣冠楚楚的人群当中那样尴尬。

这说明他是以“自由人”的姿态去感受生存的。这样，他仿佛是个从天

外抛入到世界里来的，一切都是陌生的，值得怀疑的。所以他不止一次

说到，要对世界“重新审察一遍”，甚至这成了他的“当务之急”。（从

这层意义上讲，他的写作过程就是“审察世界”的过程，只是晚年他不

止一次慨叹，要对世界进行这样一次全面审察，时间已经来不及了）越

到晚年，他的荒诞感越强，1922 年写的《城堡》、《饥饿艺术家》，

特别是稍晚一些的《一条狗的研究》都涉及这个问题。后者写一群“空

中的狗”因找不到可吃的食物而绝望，与那位饥饿艺术家因找不到适合

自己胃口的食物而弃世一样，表明这个世界不适合于他们生存，因而不

接受它。作品主人公的这种处世态度，完全是作者荒诞意识的产物。

存在主义哲学家与以往的许多哲学家有一个不同之点，即他们不满

足于抽象的逻辑语言来阐述自己的观点，而总想通过形象的文学语言来

图解它。从克尔恺郭尔、尼采、海德格尔，特别是萨特和加缪那里，我

们都看到了他们的这种努力，并且都有其独到之处，从中可以看出他们

是从“此在”的体验出发的。在这过程中，他们把哲学变成了美学。卡

夫卡从未用哲学语言阐述过存在主义或有关荒诞的观点，但他用文学语

言所表达的生存感受显然比上述任何职业哲学家都来得鲜明、真切、强

烈。这就是说，在把哲学变成美学这一层上，卡夫卡是首屈一指的。

当然在卡夫卡与荒诞这一问题上，国际学术界不无争论。笔者最近

在与德国著名卡夫卡专家 H·宾德尔的交谈中，就听到他对这一问题的

不同看法。他认为卡夫卡与荒诞没有多大关系，人们之所以常常把卡夫

卡看作是写荒诞的作家，那多半都是受了法国作家加缪的影响，加缪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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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那么一篇文章①。这个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加缪那篇文章对我国读者

来说，直到80年代后期才有机会读到，而他们对于卡夫卡与荒诞的关系，

在这以前就有印象了，这主要是读了他的作品以后获得的。在知道加缪

的观点以后，只是有了更多的理论认识罢了。何况，看到卡夫卡作品中

的“荒诞”的，远不止是加缪、尤奈斯库、贝凯特……至少有一群。再

说，正如加缪对自己观点所作的解释，在关于荒诞问题上，他“所追求

的并不是一种哲学，而是一种方法”②。人们看待卡夫卡笔下的荒诞，

主要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即他把哲学变成了美学。

我国读者在接触卡夫卡的作品的时候，还涉及另一个哲学命题：“异

化”。“异化”的概念首先出现在19世纪德国的一些思维巨人的著作中：

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等。马克思在批判地消化了前两位哲人的观

点以后，沿着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的思路对这一概念作过如下的概括：“物

对人的统治，死的劳动对活的劳动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③。

显然，新的哲学概念的这些创始人，已经注意到社会化的机器生产的

出现给人的生存造成的威胁：他们由对生产体系的支配地位变成了被

支配地位。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兴起以后，“异化”概念的内函大为伸

延，仿佛人类文明创造的一切努力都在向自身利益和愿望的反面转化，

从而导致人的生存陷入更为全面、深刻的危机和困境，不仅表现在人

与客观世界（社会的、自然的）的关系日趋异常和对立，而且人的主

观世界也发生疑问，又面临“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

的困惑，仿佛古人镌刻在古希腊神庙墙上的那句铭语“认识你自己”

又复活了！

哲学与文学“嫁接”，总要发生一些变异。“异化”思潮反映在文

学作品中，就出现各种面貌，概括起来看，表现在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

①	 指加缪于 1942 年写的《卡夫卡作品中的希望与荒诞》一文，译文见拙编《论卡夫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年版。

②	 见《轰动事件》第六辑第 336 至 337 页，法兰克福 / 美茵，1963 年版。

③	 见之于马克思《资本论》第六章的初稿，转引自《新德意志报》文化周刊《星期日》

	 1963 年第 3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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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要么人不接受世界，要么世界不接受人；表现在人的自身矛盾中，

是人的自我失落与迷惘。现代心理学，尤其是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

分析学，在这当中起了推波助澜作用，它为“寻找自我”扩充了一条重

要渠道。卡夫卡在理论上对“异化”没有发表过什么看法，甚至连“异

化”这个词“Entfremdung”也很少使用；偶尔见到，那都不是在哲学

的意义上使用它，而是作“疏远”解释。然而卡夫卡的作品，作为一种

精神现象，它所显现的世界，正是哲学家们想阐述的“异化”世界：作

品中人的那种陌生感、孤独感、恐惧感、放逐感、压抑感；客观世界的

那种障碍重重的“黏滞”性，那种无处不在的威权的可怖性，那种捉弄

人的生命的“法”的滑稽性，那种屠害同类的凶残性……正是哲学家们

想描绘而不能的令人沮丧的世界。至少它在萨特那里引起强烈共鸣，无

怪乎卡夫卡成为萨特笔下提及得最多的作家之一。

在“审察世界”，或者说在揭示人类生存的“异化”现象的时候，

卡夫卡常常是从日常生活入手的，他正是从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现象中

提取出怪异事件来，让大家惊诧，发现自己平时忽视了什么，好比一个

魔术师突然从观众席中吊出一条鱼来，这时人们才恍悟：身边有鱼怎么

没有注意呢！当然，卡夫卡使用了一种艺术手法，一种“间离”技巧，

或曰“陌生化手段”，借以使熟悉的事物陌生化，启悟人们从另一个角

度去洞察现实，进而向人们提供一条思路，认清自己的可虑的境况。生

活往往由于太熟悉而不能看清它，所以“当事者迷，旁观者清”乃至理

名言。从某种意义上说，卡夫卡所做的，无非是把人们从“当事者”推

到“旁观者”地位，为此他常常借助于动物题材以增加他的“推”力。

动物没有被文明化、社会化，它们不懂得什么伦理、道德、宗教、法律

等种种社会规范，与原始阶段的人类较近似。卡夫卡在观察和表现人类

社会“异化”现象的时候，总想追溯人类久远的生存状貌，唤回在文明

发展过程中被遗忘了的记忆，以启悟我们明白今天少了些什么，又多了

些什么。他认为动物没有累赘，通过动物更容易达到上述目的。因此他

那些以动物为题材的作品都不是童话，也不是适合于儿童阅读的寓言，

而是思想深奥的譬喻性小说，因而那些动物主人公，不论是较高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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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低等的，是哺乳动物还是昆虫，都是人格化的化身。

卡夫卡的思维特点乃至创作特点都与一个哲学术语有关，这个哲学

术语就是“悖谬”（paradox）。悖谬，一个事物两条逻辑线的相互矛

盾与抵消。这在卡夫卡那里，既是一个哲学概念，也是一种美学特征或

艺术方法。这是一个关键性术语，不了解这个术语的涵义，就很难理解

卡夫卡的作品。在他的随笔或笔记里，常有这样的描写：看见一个熟悉

的姑娘，但又说不认识她；一个阳光灿烂、游船如梭的地方，他描写得

很详细，但最后却说没有见过它；《法的门前》的门警不让那位乡下人

进去，却又说这门只是为他而开的；当约瑟夫（《诉讼》主人公）被宣

布逮捕时，他是那样激昂慷慨，为洗清自己的罪名而不遗余力地奔走，

但最后被提出去处决时，他却毫无反抗，态度平静，仿佛罪有应得 --

在这部小说里，显然有两层意思：在形而下即现实的法庭上他是无罪的，

（他犯什么法！）但在形而上即真理或道义的法庭上他又是有罪的（因

为他作为银行襄理也无视过平民的求告）。这种悖谬思维甚至也贯彻于

他的生活原则：他那么渴望婚姻和家庭，却数次订婚又解约；他视写作

为生命，最后又要把他的全部作品“付之一炬”；他几乎一生都与父

亲不和，曾写了那么长的信（三万五千字）谴责父亲“专制有如暴君”，

最后却又对父亲表示同情，以致那封信交都没有交出去；他分明说，

他生就的只有弱点，以致任何障碍都能把他摧毁（很像是），但别的

场合又不止一次地说，他“身上有一种不可摧毁的东西”（确实是）……

他似乎总是在不停地建构，又在不停地解构。他到底是谁？自己都表示

怀疑。

但当卡夫卡把这种思维特点作为艺术表现方法加以运用时，却构成

一种绝妙的审美情趣。《饥饿艺术家》中那位主人公以饥饿作为表演手

段并作为艺术追求，他饿的时间越长，意味着他的艺术成就越高，他一

心要把他的艺术推向顶峰，这就构成悖谬：他的艺术达到顶峰之日，即

是他的肉体消亡之时。小说中另一个悖谬结构是：饥饿艺术家死后，他

表演时所呆的那只铁笼子里代之而来的是一只年轻的小豹，它响亮的吼



卡
夫
卡
全
集
·
第
一
卷 G

esam
m

elte W
erke K

afkas

12

叫，表明它“浑身上下直到每个牙缝都充满了力”。于是，在这只铁笼

子里，一个奄奄一息的虚弱的生命消失了，一个血气方刚的强壮的生命

出现了。仿佛后者是前者的“涅槃”——多么有意思的新陈代谢！再看

《城堡》主人公 K.，他为在城堡（官府所在地）管辖下的村子里取得一

个临时户口，奋斗终生而不得，最后临死时，当他不需要这个户口时，

却又给他了！你看，一个求之而不得，一个想要又扑空！上一段举的关

于他的思维方法的例子，都可以从审美角度去欣赏。如果把诸如此类的

地方联系起来看，就会发现卡夫卡笔下常出现这样的情景：忽明忽暗，

似有若无，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若即若离——处于不断地来回滑动或

摆荡之中。

卡夫卡的作品之所以有这样持久的生命力，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的

真实性。真实性这里不仅指作者观察生活的精确，角度的独特和研究的

认真，还在于作者体验和感受生活的真实。前面说过，卡夫卡不是把写

作当作当作家的阶梯，而是内心表达的手段。所以他作品都不是凭写作

的技巧或虚构故事的才能一挥而就，而是让生命的火焰锻造出来的。无

怪乎他笔下的人物画廊经常晃动着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其实那就是作

者本人的投影，故姓名中常少不了一个“K.”的标记。卡夫卡本人在写

完《判决》后所记的日记中也毫无保留地记下了这个秘密。我们不仅从

他的前期作品如《判决》、《变形记》、《司炉》、《失踪者》（一名

《美国》）、《诉讼》中察觉这个秘密，而且还可以从他的晚期作品如

《城堡》、《饥饿艺术家》、《地洞》直至他的最后一篇小说《歌女约

瑟芬，或耗子民族》发现同样情形。

但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并不是卡夫卡小说的自传性本身，而是它们

没有流于一般传记小说或自传体小说的通病：追求事件的纵向发展和人

物外部特征的近似。卡夫卡不愧是真正的艺术家，他懂得艺术想象的奥

秘，抛弃了那些陈规俗套，只在某一点切入，专一于心理的真实，从心

理真实来反射性格特征。至于纵向事件和外部特征根本不是他所关心的

内容。尤其晚年写的上述作品，一律着以伪装：时而是一幅瘦骨嶙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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躯壳（《饥饿艺术家》），时而是一个奇异女人的外貌（《歌女约瑟芬》），

时而是动物的皮毛（《地洞》主人公）。无疑，这些怪诞的形象与卡夫

卡英俊的外表毫不相干，但它们却寄寓着卡夫卡的灵魂。难怪，卡夫卡

去世前一个多月，当他在病床上校完包括《歌女约瑟芬》在内的短篇集

《饥饿艺术家》时，人们看到他泪流满面。如果不是看到自己的心魄在

其中跳动，如何会引起他如此动容？然而卡夫卡在描写他们时，时而挖

苦，时而讥诮，简直不相信他已将自己的身心融入。——当然，有时也

用了同情的笔调。

总之，自传性，但又像又不像。又是一个悖谬的秘诀。

在《城堡》的另一个稿本的头一章里，主人公 K. 在一家旅馆要求

一位女招待帮助他，说他要完成一件紧要任务，为此他必须把其他一切

不利于这一任务完成的东西“都要残酷地镇压下去”。

这个紧要任务就是前面提及的，他要把世界“重新审察一遍”。这

可以说是卡夫卡的终身使命，是他创作的总宗旨。自从他在文学上初露

锋芒（1912年），直到去世，始终都在身体力行。时间对他是最宝贵的，

工伤保险公司的那个饭碗成为他最大的苦恼，他曾要求父亲资助他两年，

以便暂时离开这个职业，以专心于创作，可惜为商的父亲没有这个眼光，

未予答应。他只能利用一切业余时间，为此他恨不得弃绝一切与亲友的

往来和社交活动，躲在一个地下室的角落里，除了吃饭，都用来写作。

他睡眠很糟糕，失眠还得写作，常忍着头痛。他不愧是个“多情的种子”，

先后爱过好几个女子。他也渴望有个家庭，有孩子，为此先后和两位姑

娘订过三次婚，但最后都解约了！除了最后一次迫于父亲的反对，前两

次都是自己考虑的结果。为什么？笔者研究过他的日记，根本原因还是

为了文学。他把写作视为“最大的幸福”，实际上把最大的爱献给文学

了，他和文学结下了“姻缘”，有排他性了。一切有碍于这一“姻缘”

的，都要受到“残酷的镇压”。“残酷”，这里是痛苦的代词。和菲莉

斯的马拉松式的“结婚准备”扯拉了 5 年之久，婚约订了又吹，吹了又

订，说明他是多么矛盾，这个决心是多么难下，最后还是吹了，是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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