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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都柏林纪行 一 2004年6月12日至19日，我飞赴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参加在这里举办的 “第19届国
际詹姆斯·乔伊斯学术研讨会”。
在《尤利西斯》中，詹姆斯· 乔伊斯用他细致人微的笔触刻画了1904年6月16日的都柏林，主人公广
告推 销商布卢姆漫游在既虚构又真实的都柏林城，度过了文学史上最漫长的一天 ，这一天也因此成
为乔伊斯纪念中的重要节日——“布卢姆日”。
今年恰逢 “布卢姆日”一百周年，当年拒绝出版《尤利西斯》的爱尔兰政府这次决定 在整个世界范
围内开展乔伊斯的庆祝活动，比如上海的鲁迅纪念馆就与爱尔 兰文化部、爱尔兰驻上海领事馆以及上
海市作家协会等联合举办了“詹姆斯 ·乔伊斯和《尤利西斯》”展，爱尔兰有专人赴上海参加。
而在爱尔兰本土 ，庆祝活动从4月1日就已经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31日，内容丰富多彩：有 系列讲座
和演讲，有乔伊斯作品朗诵会，有《尤利西斯》的戏剧表演和电影 播放，有乔伊斯图片展，有景点游
览，有书展、音乐会，有万人露天免费早 餐，有大型广场游艺表演。
仅发给我们的说明书上就有62项内容，而且一些 仅限与会代表的活动还没有列在上面，比如参加帕特
·迪格纳姆的守灵夜、 参加市政厅的招待会等。
“第19届国际詹姆斯·乔伊斯学术研讨会”只是整 个庆典活动的一部分。
 此次会议的规模宏大，据大会组织者说，有来自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 近900名乔伊斯研究者和爱好
者参加。
会议的主体部分是在爱尔兰国立大学( National college of Ireland）举办的一系列学术研讨会。
因为与会代表很 多，所以除了第一天在爱尔兰国家音乐厅(National Concert Hall）举行开 幕式外，接
下来的所有学术会议都采用分组讨论的形式。
一天往往安排五六 个时段，除了中午“《芬尼根的守灵》阅读小组”外，每个时段都是l小时1 5分钟
，中间有半个小时休息。
如果每个时段都参加，连午餐的时间都没有 。
但那些爱好《芬尼根的守灵》的代表们非常投入，有的就带了点心边吃边 讨论。
每个时段往往有六七个分组会议同时召开，各小组的主题各不相同， 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从文本细
读、作家研究、史料搜寻到各种当代理论的 运用，都有众多报告者和爱好者。
比如14日下午各组会议的议题就有“乔伊 斯与普通读者”、“乔伊斯与音乐”、“《尤利西斯》的潜
文本”、“后殖 民的乔伊斯之后”、“乔伊斯的城市”、“电影中的乔伊斯”、“《尤利西 斯》手
稿新探”、“女性在乔伊斯的男权体系中的位置”、“乔伊斯与剧院 ”、“乔伊斯、医学与现代主义
”、“乔伊斯的译介”、“乔伊斯、犹太问 题与现代性”、“跨文化的乔伊斯”、“乔伊斯与艺术”
、“《流亡者》” 、“乔伊斯创作中的客体问题”等等。
不过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一些由 著名乔学家主持的圆桌会议，他们谈论的话题反而非常个人化，
比如“我是 如何开始乔伊斯研究的”、“我对《尤利西斯》某一章的阅读感受”等等， 相比之下，
那些专题小组讨论的学术性更强。
 二 这次大会与整个乔伊斯庆典交叉在一起，除了学术讨论，还安排了其他 许多节目。
节目安排得非常紧凑，有时晚上10点还有活动，而且在不同的地 点，让人目不暇接，但也非常辛苦。
 在这些活动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爱尔兰国家图书馆的“乔伊斯与 《尤利西斯》展”和爱尔兰
皇家学院的“乔伊斯艺术展”。
“乔伊斯与《尤 利西斯》展”的规模不大，只在爱尔兰国家图书馆底层开出几个连通的房间 ，收集
了历史上各种《尤利西斯》的英文版本、乔伊斯的生平资料、用具、 乔伊斯生活时代的物品报章等。
有一间房间复原了乔伊斯创作《尤利西斯》 期间的卧室，看后深切感受到乔伊斯为创作付出的代价。
整个房间狭小凌乱 ，最显眼的是随处可见的卡片，贴在墙上、排列在匣子里、摆放在桌子上。
 床上堆着被子，上面放着一只皮箱，《尤利西斯》的一部分就是在这只皮箱 上面完成的。
 此次展览的核心部分是爱尔兰国家图书馆收购不久的乔伊斯手稿，分别 陈列在中央几个玻璃展柜之
中。
其中显示都柏林人工作之细、技术之精的是 各章的电子版本，采用屏幕触摸的方式呈现于几个立式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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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屏中，读者可以 任意前后一页页翻阅。
每页手稿边上都可以弹出正式出版版本中的对应页， 还可以弹出一个窗口，对该页手稿与正式文本之
间的差别详加分析，其细致 便利令人叹为观止。
展览还有一个部分也让人大开眼界。
在一个半开放的小 房间中，两面墙壁贴满了20世纪20年代都柏林的报纸、海报、宣传画。
第三 面墙边则是一台触摸式电子屏，屏幕上是《尤利西斯》中“塞壬”一章人物 的位置图，人物的
位置会自动根据“塞壬”中的描写而移动。
“塞壬”描写 的是下午4点布卢姆在奥斯蒙德酒吧用餐，恰逢斯蒂芬的父亲西蒙·迪达勒 斯与男高音
歌唱家本·多拉德在此引吭高歌。
该章犹如《尤利西斯》中的交 响乐章，各种音响贯穿其中，是文学史上文字与音乐交融的典范。
墙边的这 台电子屏上，用手点击一幅树形图上任何一种声响的标题，整个房间就会响 起相应的声音
：悠扬的乐曲、高亢的咏唱、马蹄声、叹息声、弹吊袜带声、 手指敲打桌面的声音⋯⋯满室回响的声
音与两边墙上20世纪初期的招贴画交 织在一起，声形并茂，恍然回到了那个时代的声色世界。
 “乔伊斯艺术展”则展出了一批爱尔兰艺术家以乔伊斯为灵感创作的各 种现代艺术作品。
比如有两面墙上贴满了各种颜色的笔记，记录了此位艺术 家创作这一艺术品的笔记，据说这一笔记也
历时数年，就如同乔伊斯曾用各 色彩笔一年年地记下创作所需的笔记，并在上面涂涂改改一样。
还有一部作 品用《尤利西斯》中的词语在一张大方桌上拼成一个盘旋的圈，由大及小， 回旋曲折如
迷宫一般。
还有一部作品是一台电视，画面上只见两只脚，一脚 着男鞋，一脚着高跟女鞋，在海滩上行走，看说
明才知道创作者同时着男鞋 和女鞋环绕乔伊斯当年常走的都柏林海滩一圈，象征着乔伊斯作品的男女
同 体及无限循环。
还有一只水槽，水龙头中不断流出泛着泡沫的黄色液体，据 说这些液体是取自都柏林海湾的海水，经
过加工，变得既像尿液又像啤酒， 估计也是对乔伊斯作品的粗俗与高雅并存、排泄与畅饮同步所做的
隐喻。
艺 术展中还有一件由杰弗里·肖(Jeffrey Shaw）设计的题为《可读的城市》(The Legible City，1988）的
艺术品，既 有趣又深刻。
该作品是一个挂着幕布的房间，中央有一辆自行车，迎面的幕 布上如同电脑游戏一般映出一片片砖墙
耸立的迷宫。
随着房中央骑自行车者 的速度与方向的改变，幕布上的视野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
参观者一开始骑 的时候不会觉得困难，但是越骑道路会越逼仄，转弯越多，最后总是不可避 免地撞
到墙上。
等到参观者撞得烦了，硬向墙上撞去，墙却出乎预料地轻松 倒下，前面豁然开朗，出现了一片新的天
地。
但是，如果完全不顾及墙壁随 意乱骑，把墙壁当成幻影，骑车的乐趣却也会因障碍的消失而消失。
我感到 这件艺术品准确把握住了《芬尼根的守灵》、的深意：墙壁代表着乔伊斯在 文本中设置的迷
宫，骑车的过程也是读者解读的过程。
阅读乔伊斯后期迷宫 般的作品，如果一味匍匐在乔伊斯的脚下揣摩他的意图，阅读的空问也会越 来
越狭窄，相反，有时把他设置的障碍视为幻影，发挥读者解读的自由，倒 反能别有发现。
但是，阅读的快乐其实正存在于遇谜与解谜之间，毫无障碍 的自由反而会使自由变得索然寡味。
 我国媒体已经报道过“布卢姆日”的万人免费早餐，其实其中最有趣的 还不是早餐，而是早餐中穿
插的许多表演。
表演者扮成侍者、酒品推销员、 20世纪初的绅士淑女、街头卖艺人等，来往于就餐的人群之间，随意
寻找着 自己的交谈对象。
街头卖艺者的表演不时穿插着与乔伊斯有关的节目，比如 一个人骑在三四米高的独轮自行车上，声称
可以一口气读完《尤利西斯》最 后一章莫莉冗长而没有标点的独白——当然实际只读了其中一段；还
有一对 表演者，男表演者手持一本绑着牛皮筋的硬皮书，据说是乔伊斯的《芬尼根 的守灵》，牛皮
筋的另一端衔在女表演者的口中，牛皮筋不断拉长，男表演 者宣称他将突然松手，让硬皮书砸烂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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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读者的女表演者的脸，就如同乔 伊斯当年用他那晦涩难懂的作品无情地砸向读者一样。
 三 乔伊斯使都柏林闻名，都柏林人也以乔伊斯为荣。
在都柏林可以深切感 受到，就如我国的鲁迅一样，乔伊斯其人其书在都柏林已是家喻户晓。
一次 我随便截住一个路人，询问《芬尼根的守灵》中提到过的“亚当与夏娃教堂 ”的所在，对方说
了个名字，在我否定后对方说虽然他不知道这座教堂在哪 里，不过如果我沿着利菲河再向前走上十几
分钟，就可以看到《死者》中众 人聚宴的楼房。
后来我不但依言找到了这所不起眼的三层建筑，而且也找到 了“亚当和夏娃教堂”。
这座教堂，当地人更愿意称它为“方济各会教堂” ，依稀便是路人说的那个名字。
 还有一次我斜跨市区到另一个会场参加一个艺术展，穿过十字路口时， 忽然发现对面药店的橱窗里
摆着乔伊斯的照片、作品和一些纪念物。
药店正 在营业，墙上并无任何政府性标志说明这里是旅游点或纪念地。
看了橱窗里 的说明，才知道此店便是《尤利西斯》中布卢姆为妻子莫莉配化妆水的药店 。
看来老板对这一点非常得意。
 乔伊斯在都柏林不但有名，而且有用。
我过爱尔兰海关时，海关对非欧 共体的人盘问得非常仔细。
我告诉海关的人我是来参加乔伊斯国际学术研讨 会的，他就让我讲讲《尤利西斯》。
我略微讲了之后，他显得非常开心，很 快让我过去，并祝我在都柏林过得愉快。
 此次的都柏林之行让我深切感受到乔伊斯研究不只是坐在冷板凳上皓首 穷经，它可以非常生动有趣
，同时我也深切感受到了乔学者们陶醉其中的快 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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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芬尼根的守灵》是爱尔兰著名作家詹姆斯·乔伊斯花了整整十七年时间，精心营造的一个语言
迷宫，被誉为西方现代文学史上一部真正意义上的 “天书”。
也正因此，它至今尚不能在中文语境中与读者见面。
本书作者耗费近十年之功力，试图破解迷局，从语词、叙述、文体、美学等多方面着手，穿针引线，
旁征博引，宛如一位殷勤的向导带领谈者走进乔伊斯的神秘文本构造，一路上层层展现这座迷宫的非
凡魅力。
　　本书既有对《守灵》的叙述方式和艺术思想的详细分析，还附有较为详细《芬尼根的守灵》的作
品缩写和其他重要研究文献，可谓迄今为止国内学界解读乔伊斯“天书”最佳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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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戴从容，复旦大学中文系讲师。
2002年获得南京大学博士学位；2004年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完成博士后研究。
主要从事英国和爱尔兰文学、西方当代文学和文化理论研究，尤其专攻詹姆斯·乔伊斯的研究，专著
有《乔伊斯小说的形式实验》，并发表相关论文11篇。
此外还涉猎后殖民研究、英美文学和比较文学领域的研究，发表论文十余篇，且翻译学术著作3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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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文体中的反抗力量 虽然《芬尼根的守灵》各章选择文体时首先考虑文体与该章的材料和主 
题之间的呼应，但是如果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乔伊斯并没有放弃在文体领 域对传统加以颠覆。
拿《芬尼根的守灵》中文体上比较特殊的第2书第2章来 看，这一章模仿教科书的边注和脚注样式，把
一个页面分成四个部分：中间 是教科书的主体；左右分别是山姆和肖恩的注解（到此章的后半部分，
兄弟 二人的位置调换了一下）；页脚则是妹妹伊茜的注释。
教科书的主体部分描 写的是山姆和肖恩在楼上房间做功课，妹妹伊茜在旁边的沙发上编织，功课 的
内容是数学和几何。
山姆教肖恩画几何图形，画的其实是母亲的子宫。
被 激怒的肖恩把山姆打倒在地。
在一篇研究该章中伊茜的注释的文章中，美国 学者简·谢尔顿指出，在《芬尼根的守灵》的其他部分
，伊茜的言行多半由 那个风格化的叙述者叙述，伊茜并不直接出面，而这一点在谢尔顿看来，“ 成
为《芬尼根的守灵》中叙述声音的对象，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成为暴力的对 象，因为叙述声音肢解单独
的个体，在代替他们讲述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消灭 他们。
”然而在这一章中，伊茜却在脚注中直接发表自己的看法，取得了自 己的说话空间，因此是对主导叙
述权威的颠覆。
不过，这个空间被限制在脚 注中，也即页面的边缘位置，因此是一种既被压制又有颠覆的双重位置。
根 据谢尔顿的这一思路可以看出，乔伊斯在第2章中使用教科书文体，实际是 设计了一个既代表着权
威，又对权威加以颠覆的形式。
教科书这一体裁无疑 是权威的代表，权威主体是那个有着支配权的外部叙述者，他在教科书的主 体
部分讲述着兄妹三人的故事。
伊茜的脚注从注释的传统功能说，应该是对 这一权威主体的注释和补充，但是在这一章，由于这个脚
注的叙述者不像传 统那样与主体部分的叙述者是同一个人，而是被叙述的人物，因此这个脚注 成为
了一个独立的话语空间。
简·谢尔顿通过分析指出，这个空间实际预言 着主体中的事件，讲述着不同于主体的思想，破坏了双
方的主从关系。
 简·谢尔顿的最终目的是想指出，《芬尼根的守灵》中暗含着女性声音 对男性话语的颠覆。
伊茜在脚注里通过从女性的视角看待父亲对女儿的乱伦 ，建立起一种“颠覆性的、反叙述的声音”。
不过，他在论述中其实有意回 避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这一章中，为教科书主体做注释的不仅有伊茜
，也 有她的两个哥哥山姆和肖恩，虽然山姆和肖恩用的是边注而不是脚注，但仍 然是一种边缘空间
。
山姆和肖恩位置平行，话语特征却并不一样。
肖恩的注 释基本可以视为正文的标题和概要，是正文内容的一种抽象化、概念化和规 范化的表述；
相反，山姆的叙述则带有私人化的特征。
比如正文中描写HCE 与ALP的结合，HCE走入ALP的城堡。
这一段肖恩的右边注是“理念现实之历 史的可能开端”（FW，262），概括了这样一个场景的本体论
意义；山姆的左 边注则是“当我看到她把茶倒进罐子时，近处的景色从我眼前消失了”（FW ，262）
。
这句话既可以理解为描写这是一所饮食之屋，比如《的万能钥匙》就持这样一种观点，认为正文里出
现的安娜的名字在梵文 里就是“食物”的意思；但是也可以理解为山姆在看自己的妹妹倒茶，“近 
处的景色从我眼前消失了”表示妹妹离他们比较远。
再如第266页描写山姆 和肖恩在学习中世纪野蛮时期的历史，这个时期充满了战争和对女性的占有 ，
对此肖恩的右边注是：“史前男性以及他对整个历史时期的女性的追逐” （FW，266），而山姆的左
边注则是“我和你赌5便士的反面，赌炼狱并不存在 ，敢不敢赌?”（FW，266）《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自由之书>>

编辑推荐

　　《芬尼根的守灵》是爱尔兰著名作家詹姆斯·乔伊斯花了整整十七年时间，精心营造的一个语言
迷宫，被誉为两方现代文学史上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天书”。
也正因此，它至今尚不能在中文语境中与读者见面。
本书作者耗费近十年之功力，试图破解迷局，从语词、叙述、文体、美学等多方面着手，穿针引线，
旁征博引，宛如一位殷勤的向导带领读者走进乔伊斯的神秘文本构造，一路上层层展现这座迷宫的非
凡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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