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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术$语文学与犯罪的&滑稽剧'

!

...从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看尤奈斯库的荒诞剧(上课)

陈
!

溪

摘
!

要!尤奈斯库戏剧(上课)既充满暴力色彩和荒诞意味"又极具语言哲学意蕴"但通常

阐释偏重前者"将其视为对强权统治及其非理性机制的嘲讽和批判"却往往忽略其中独特

而深刻的语言哲学内涵#对后者的考察可与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形成意味深长的对应#

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有关语言的意义和用法$数学逻辑与经验事实$&疼痛'的语法$&实

指定义'与&交流呼告'等方面的论述"有助于深入解析(上课)中失败的&语言习得'过程"

进而有效地阐释该剧中&算术导向语文学'$&语文学导向犯罪'的离奇逻辑命题#在这部

关于犯罪的&滑稽剧'中"算术和语文学授课的荒诞过程和血腥结局"在语言哲学层面凸显

了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所警示的诸种思维陷阱"并揭示出在权力政治的表层关系之下"隐

藏在语言和思维等方面的深层冲突机制#

关键词!尤奈斯库%(上课)%维特根斯坦%语言习得%算术%语文学%犯罪

从他的第一部戏剧(秃头歌女)开始"尤奈斯库*

L1

A

.4.\,4./@,

+就特别关注语言$尤

其是日常语言造成的荒诞感和疏离感#从(秃头歌女)那充满语言反思意味的对话"到(椅

子)中&失语'的演说家形象"再到(国王正在死去)中那不断消散又不断延展的语言&身

份'"尤奈斯库对于语言现象"尤其是&边缘'语言现象有着极为敏锐的艺术直觉和充满哲

学意味的探索#正是这类独特的直觉与探索"不仅使尤奈斯库剧作在以语言变形实验为

显著特性的荒诞派戏剧中仍然特立独行"而且可以启发我们质疑$反思和突破传统主流批

评对于荒诞剧的惯常阐释模式"深入发掘或重新阐释荒诞剧的先锋价值#

在尤奈斯库为数众多的以语言为重要主题的荒诞剧作中"(上课)蕴含着对人类语言

和思维困境最深刻的哲学思索和最独特的存在体验"而这一思索和体验又是通过某种原

初的思维活动"即语言习得"而呈现出来的#上述特征不仅使得(上课)成为尤奈斯库戏剧

中最具语言哲学意蕴的一部"而且从一个独特角度将尤奈斯库对于语言现象的涉及与维

特根斯坦后期语言哲学思想形成意味深长的对应#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一特殊对应关系的

解析"为尤奈斯库戏剧阐释提供一个新的视野#

一$(上课)与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的&语言习得'

(上课)实实在在地表现了一次日常教学的全过程!中年男教授在自己家中给一位年

轻女学生授课"先是数学"后为语言"其间一位能干而忠诚的女仆不停地介入$打断并试图

调节授课过程中的紧张局面#教授与学生之间最初相互礼让"但随着授课内容越来越冗

长严肃"以及学生理解的愈加困难"谦卑客气的教授变得越来越急躁$专制"最后成为嗜血

的杀人凶手"在狂暴的嘶喊中将学生杀害#而我们从他与女仆的对话中得知!这已是他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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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阐释中"教授形象被视为沙文式专制暴政的象征"发生戏剧性激变的师生关系则被当做法西

斯统治下施暴者与受害者的典型关系模式"而(上课)一剧理所当然地被诠解为反对暴力$反对非人性统

治$探讨强权政治及其非理性机制"乃至直接影射纳粹政权的戏剧力作!

#

本文在此无需避开这种鲜明的政治象征意义"并且承认"对于人类权力关系的探讨"无疑是该剧的

重心#然而"有两个问题值得重新关注和思考!第一"在通向残暴结局的授课过程中"激变发生在语言习

得环节"这是否意味着某些更加隐秘微妙的深层含义/ 第二"教授在帮助女学生努力拿到&博士学位'的

教学过程中"不仅选择数学和语文学这两科进行启蒙式教育"而且"数学教学发生在语文学教学之前"这

是否具有潜在的哲学暗示/

以上细节正是被传统阐释模式所忽略的"而这种模式在提供政治与人道的鲜明主题时"却难以充分

解释更为丰富微妙的如下内容!数学和语文学的奇异关系$课堂作为故事场景的特殊意义$语文学怎样

导向&犯罪'$语言暴力怎样导向行为暴力等#其实"这些有待探讨的层面早已向我们敞开意义之门"它

们必须借助一个有力的支持...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烛照"才能获得崭新发现#

在&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中起中坚作用的维特根斯坦认为!所有哲学问题$思维问题都可以归结为语

言问题或语法问题#他的所谓&语法'"并非一般语法学上的各种规则"而是形态各异$多种多样的&用

法'#他的后期哲学中被引述最多的一个命题就是!语言的意义在其用法"

"这些用法的总和被称为&语

言游戏'%并且&语言'家族呈现出开放性和多样性"某些平时不被从语言角度理解的事物"如数学"也可

部分列入&语言游戏'活动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维特根斯坦在探讨语言的意义亦即语言的用法时"有一个重要的分析路径!对语言

习得过程的描述#其后期哲学代表作(哲学研究)的论述始于对奥古斯丁语言观的批判"而这一批判恰

是从对语言习得过程的分析展开的#

#语言习得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可以追溯一个语言游戏是如

何被掌握的"因而是一种追根溯源的叩问#这一追问路径不是传统形而上的&本质追问'"而是研究这样一

种语言游戏究竟如何形成"从而进一步探讨人们如何通过掌握一种语言来进入一种新的&生活形式'#

尽管维特根斯坦经常使用日常生活之例来提示种种思维误区"但是"进入一种新的语言游戏究竟是

一种什么样的情形/ 所谓一种新的语言意味着新的生活形式"应该如何理解和想象/ 尤奈斯库对于语

言问题的敏锐意识与生动呈现"为我们领会这一哲学内涵提供了另一种形式的启迪#而在他的所有荒

诞剧中"(上课)这一以&语言习得'中的困境为基本情节的剧作"将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所探讨的语言游

戏$语法规则$生活形式等问题以生动具体的方式真切地演绎出来#其中所蕴含的丰富深刻的语言哲学

命题"长期以来"却由于我们对荒诞剧的阐释囿于存在主义模式而被视而不见"因此借助维特根斯坦后

期哲学来解析(上课)"将提供一种深入理解该剧的新视野#

对这种可能的分析极为有力的支持"以及对于其核心问题的暗示与隐喻"就在(上课)的文本中#剧

中"对语言及相关概念的掌握过程"形成了某种冲突张力"成为&残暴'行为的前奏#一个细节颇能说明

问题!剧中教授唯一不能残害的人物...女仆"有效地避开了这个语言系统对她的重要性和决定性"正

如她自己清醒地认识到的"她不是教授的学生"不需要教授来赋予其语言$生活$存在以意义#我们不妨

引述这位超离于暴力与伤害行为之外的女仆的一句话!&算术导向语文学"语文学导向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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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过解析&算术'如何导向&语文学'"&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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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算术'如何导向&语文学'

(上课)中对语言困境的揭示最为独特之处在于!它不像尤奈斯库或其他荒诞剧作家的大部分作品

那样"从通常意义上的语言领域开始"而是从另外一个领域...数学的习得活动开始#借由数学这一特

殊&语言游戏'的展开"一类根生于语言底部的本质问题逐次显现#(上课)中关于数学的&语言游戏'"只

有在维特根斯坦哲学视野中才能显现出它与&语文学'和&犯罪'的特殊文本联系#

对于数学本质及其基础的思考在维特根斯坦哲学中具有重要地位!

"它至少在两个思考路径上足

以启发我们对于(上课)的阐释#首先"在维氏看来"数学的意义和本质已全部表达在具体数学活动中"

表现在一系列游戏规则$表述形式$理解角度中"而各种概念$观念等并非其核心所在#例如他在谈到算

术时说过!&当我们解释怎样演算时"我们并不需要一般的表达式#没有一般表达式的演算并非是不完

整的%它只是另一种游戏#'

"实际上"维氏将他对于哲学的语言分析角度也带入对数学的分析"并认为

数学不过是语言游戏纷繁形式中的一种#

另一方面"维特根斯坦虽将数学活动也看成一种语言游戏"但并非没有思考数学语言不同于日常语

言的特殊性"即!数学并不是对于世界上某种独自存在的&事实'的发现和揭示"所谓&数学现实'"指的是

符合"或者说在理解了数学命题和活动的情况下对于&现实'的一种解释和角度#简言之"数学虽与事实

相关"但并非经验命题或真理表达#如问&这里的弹子是那里的
!&&

倍吗/'不是数学命题"而&

!(&

个弹

子是
)

个弹子的
!&&

倍吗/'才是个有意义的数学命题#

#相反"在很多被我们认为是&事实'和&经验'

的事物上"倒是数学的语言游戏赋予了我们把它们看成&事实'的方式和能力!&1知道这个声调作了多少

次振动"那是很有意思的#0可是"只有算术才能教会你这个问题#它教会你去看这一类事实#'&我想说"

数学不是简单地教会你对问题作出回答"而且用提问和回答教会你整个语言游戏#'

$看到数学命题和

数学活动是由各种规则$逻辑$算法和表达式等组成的&语言游戏'"同时也看到数学的&语言游戏'并不

需要期待在经验事实中一一呈现"这就是维特根斯坦对于数学既带有他的后期哲学特色"又揭示了它的

独有&游戏'规则的分析#

应该说"(上课)中那位看似残暴的教授其实是位育人心切的&好'老师"他竭力向学生传授数学的

&真理性'法则"然而他不断尝试与变更各种&语言游戏'的努力"却使他一次次更深地滑入维氏哲学为我

们警示出的思维陷阱之中#

授课伊始"教授执著于将计算的基本概念用描述$定义$阐释$逻辑推理等&形而上'的理论方式授予

学生"而这些抽象教学非但不能使她迅速进入&语言游戏'过程"反而引起一系列啼笑皆非却又不无道理

的误解!

教授!!!哪个数更大/ 是
)

还是
'

/

学生!!!在什么意义上1更大0/

教授!!!大数比小数包含更多单位!!

学生!包含单位最多的那个数就是最大的数/ 啊"教授"我明白了"你把质和量等同起来

了#

%

归纳和定义法失败后"教授开始隐约意识到一个问题...自己在纯形式$纯演算$纯公式的熟悉世

界中布道"学生却在日常语言与数学语言的边界上陷入迷茫"怎样把学生从日常语言世界尽快引进数学

语言领土"才是核心难题#于是"教授开始其第一次&形而下'的努力和妥协!采用更直观$更贴近生活的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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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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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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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F<..FUFU>C+,/.

编!(维特根斯坦剑桥讲演集)"周晓亮$江怡译"载(维特根斯坦全集)第
O

卷"第
)(&

页#

参见叶闯!(数学!一种特殊的语言游戏...评维特根斯坦后期数学哲学)"载(自然辩证法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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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说明#他找了
O

根火柴来说明
OJ'P!

"说火柴是&数'"每根火柴&是一个单位--或者一个数字

符号7 或者一个数7'"&

!

"

#

"

)

"

'

"

O

"'是计数元素'

!

"但这不仅没使学生离数学本质更近"反而让她卷入

一场更为复杂的&词'与&物'的对抗中#学生在这番引导下"将&数字符号'$&数'$&火柴'$&单元'和&元

素'等概念在实体意义上全部混同起来"陷入更为混乱的实际语义联想中!&

)

个
)

可以减去
#

个
#

吗/

'

个数可以减去
#

个数字符号吗/

!

个单位可以减去
)

个数吗/'

"老师沮丧地发现"所有对于基本数学

概念的静止定义和解释都被缺乏任何数学经验的学生以荒诞的方式摧毁#

维特根斯坦在分析&实指定义'时所举之例"对我们理解上述剧情或许不无助益!有人指着两颗核桃

教人认字"说&那叫做
#

'"被教者可能误以为&

#

'指的是核桃的名字%反之"给一组核桃起名时"很可能

&核桃'一词会被误认为是核桃的数目%如果为避免误解而特别说明&这个数叫做
#

'"那么必须先教会初

学者什么是&数'

#

#总之"我们自认为只需将词与物对应起来就能实现的&实指定义'"其实必须依赖背

后已在发挥作用的游戏规则及联想背景#

作为训练有素的传授者"教授当然对算术背后的规则烂熟于心"但学生&掌握'的是一套截然不同的

规则#她虽对基本减法一窍不通"但当教授提出一道极其复杂的乘法难题*

)(OO""%#O!

!

O!$#)&)O&%

P

/+时"她竟脱口说出正确答案#她对这一惊人事实的解释更令人惊叹!&我不依靠推理"我把所有可能

的乘法结果都背下来了'

$

#从这一夸张性情节可见"教授所掌握并力图传授的"是抽象的演算规则和

推理逻辑"而学生凭借的是离不开经验事实的记忆#两种游戏规则之格格不入"在精疲力竭的教授的一

句话中尽显实质!&记忆是数学的死敌#'

%

有学者在分析(上课)时指出逻辑之不可或缺的两要素!一是纯形式推演"即句法*

/

9

483R

+"二是语

义阐释*

/.>3486@/

+"而(上课)揭示出两者中的任何一个对于真实生活都有所欠缺(

#在该剧中"教授和

女学生各执一端!一个是纯形式的$逻辑推理的自足的封闭体系%一个是非形式推理的$由记忆构成的开

放体系"也是与经验事实密切相关的语义联想体系#两个系统通过数学习得过程发生冲突和纠葛#在

教学过程中"教授最初陷入形而上学的概念解释"失败之后又卷入与经验事实纠缠不休的混乱之中#

例如"当教授发现学生无法进行有效的减法运算时"便力图将数学概念融入经验事实来启发学生!

他先拿学生的鼻子和耳朵打比方"给了几只鼻子$耳朵"又减掉几只鼻子$耳朵"后来觉得有违常识"又以

学生真实存在的十个手指为例"但天真的学生仍不明白为何要减去几个手指#显然"学生无法脱离现实

生活来设想数学逻辑和理性"对她来说"&扯掉鼻子'$&吃掉耳朵'$&砍掉手指'之类&减法运算'都是匪夷

所思的可怕内容#根据维特根斯坦的理论"语义是与其背后丰富的联想背景及&生活形式'密不可分的#

教授既要借助语义阐释"又完全无视这些语义引起的可怕的经验事实联想"企图将其强行纳入纯形式演

算之中"因而陷入两难#

运算教学的失败使教授感到颓丧"&数学习得'活动在绝望的氛围中转向&语言习得'活动以寻求出

路#教授曾试图传授的纯形式$没有内容$不引起意义联想$无关乎现实身心的数学"不得不让位于包含

语义的语文学#剧中"&算术导向语文学'意味着混乱与焦虑的升级"然而"在接下来的语言教学活动中"

这一混乱与焦虑被推向荒谬$可笑$绝望与狂暴的极致#

三$&语文学'如何导向&犯罪'

&算术导向语文学'是教授在数学教学失败后不得不做出的让步"而&语文学导向犯罪'则始于对这

一失败的教学方式的可笑延续与固守#

语文学课程伊始"教授就宣称!&--只消一刻钟"你就能掌握新西班牙语的语言学和比较语文学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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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

溪!算术$语文学与犯罪的&滑稽剧'

本原理'

!

"并将语言和词的意义归结为两方面的精确掌握!第一"每个词的正确发声部位和发声方法%

第二"每种语言所对应的事实存在物与事实经验#但教授津津乐道的仍是那些始终无法让人进入语言

核心的规范"如!每个词的声音如何之轻盈以至于它们可以&--飞扬而不会被人忽略'

"

"词如何在身

体器官里游走和迸发#而对于词的意义"教授认为它们只会使词变得沉重"使得词&总是被侵蚀而坠

落'

#

#

尽管由算术的形式演算走向了离不开语义的语文学"但教授的教学逻辑并未根本改变#他关于语

言学内涵的阐述不仅自相矛盾"而且单调重复"如他教给学生的对于一个语句意思的表达在各国语言中

是毫无区别的#其语文学教学与数学教学一样"自始至终没有与活生生的&生活形式'相联系"始终陷入

空洞单调$重复与仪式化的徒劳努力中#

更重要的是"教授的语文学是自我封闭的语文学"拒绝交流的语文学"甚至可看做强求一律的集权

专制的语言形式#学生最初试图顺应教授的语文学教学"但后来剧情骤然发生转折#转折点是学生的

牙痛#

在教授眉飞色舞的语文学授课过程中"学生开始感到牙痛#&牙痛'简洁而反复地表现为一个语言

形式...&我牙痛*

\g7.

A

,838,,823@2.

+'#关于&疼痛'的语法分析在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占据大量

篇幅#在他看来"&我痛'的表述"其根本意义并非对一件事实的描述"而是一种期待回应与交流的呼告#

剧中"与授课内容反复交替出现的&我牙痛'的呼告"要求的是对疼痛者此刻身心感受的关注#而随着老

师对它一次次的置之不理与无休无止$冗长繁琐的语言学讲解"&牙痛'已变成一种难以忍受痛苦的乞

求"同时它也以自身逐渐增强的单调性和仪式化"同教授失败的教学方式形成倔强的对峙#

&我牙痛'在其深层语法意义上所要求的回应与交流"在教授那里一次次地被无视甚至扼杀#这种

交流的失败"与教授不断大谈特谈各国语言的丰富性$独特性$重要性和语义逻辑的理想程度"形成极具

嘲讽意味的对比#学生的牙痛呼告是交流的信号%教授却沉溺于封闭$单调$重复的语言学系统"并试图

将这一系统强加于学生#看似在进行语文学教学"但学生和教授没有构成实质性的对话"而是两个格格

不入的语言系统在对抗#学生的牙痛呼告由于得不到有效的回应"变成对教授讲课内容的条件反射"以

及对教授系统规则的仪式化的抗拒#两者在非对话性的语言交替之中"执拗地冲突下去"并且节奏越来

越快"内容越来越重复"情绪越来越焦躁"关系越来越紧张#犯罪是这一冲突的灾难性结果#

当&犯罪'的导火索...&刀'的语文教学活动开始时"它的意义就在教授和学生逐渐升级的对抗中

浓缩在教授手里握着的刀上#与节奏越来越快的短促的&我牙痛'相交织的是"教授以同样短促有力的

节奏反复念叨着&刀'的语音#

戏剧结尾处"与牙痛意象并置的是刀的突兀意象#耐人寻味的是"剧中&刀'的语文教学和&牙痛'呼

告的对峙"具有鲜明的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色彩!刀和牙痛的对峙不仅是暴力与人道的价值对峙"也是

传统语言哲学和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基本语言观念的对峙"是典型的&实指定义'和交流呼告的对峙#

教授手持刀这一实物"不断重复发出&刀'的语音"正是退缩到传统语言观中最典型的实指定义...撇开

任何语义联想$无视任何用法规则"直接以词指物#这意味着教授的语文学系统退守到传统语言观念的

最后底线或最初基石!意义即对象#与此相对"学生反复的&牙痛'呼告"也是回到维氏后期语言哲学最

基本的出发点!意义即用法%关于&我疼痛'的话语"首先是一种交流呼告而非指向内部疼痛的事实陈述#

由&刀'的实指教学"到用刀杀人的犯罪"意味着在最后的对峙中"教授的语言系统彻底崩溃#实指

定义发生破裂"能指被抛弃"只剩下实指定义关系中纯粹的所指"或曰同语言脱节的对象"即手中握着的

刀#教授用这个剥离了词的物*刀+彻底终结了女学生的交流呼告及其语言观念的执拗表达"或者说"用

非语言的犯罪行为强行结束了两种语言系统的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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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在剧名下方"当尤奈斯库把(上课)这个惊悚荒诞$血色淋漓的课堂故事界定为&

3@,>6@;+3

V

>3

'...一部滑稽剧时!

"也许很多读者会认为"这是尤奈斯库又一次在剧名的所指与能指上玩弄的

&荒诞'游戏"因为&滑稽剧'惯有的轻松幽默与该剧残酷血腥的结局实难统一#

然而"当我们在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意义上来重新审视作品"当我们把剧中的血腥与暴力$妥协与

专制$迫害与&犯罪'置于语言习得规则和语言意义本质的分裂性上来理解"这部由数学和语言引起的

&滑稽剧'"便超越了&误会'$&愚昧'$&丑陋'$&不合时宜'等传统喜剧主题"将维氏从语言哲学角度思考

的&荒诞'困境作了某种颇具&生活形式'意味的演示#从这个意义上看"恶行的实施与其说是个人主观

暴力冲动"不如说是对某种抛空了&生活形式'的&语言游戏'的绝对性的孜孜渴求所引起的荒谬后果#

在它可怖$血腥的表层情境下"充满了人类自我反省式的嘲讽"以及思维无法在语言中实现自我超越的

可笑与癫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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