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9卷第4期 
2O08年 8月 

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social Science Edition) V01．9No．4 
Aug．2O08 

疯狂：逮住香蕉鱼的童性 
— — J．D．塞林格笔下的疯子 

蒋 天 平 

(南华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 要]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疯狂成为美国文学的时代主题。塞林格在作品中刻画了大量的这类具有神经症和精神 

病的文学形象。他们试图追求自我表达，摆脱异化，因而被看成疯子。他们的疯狂反映出现代社会权力统治和科技发展导致 

的社会异化现实。文章从权力理论和人格理论等角度分析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挖掘这些疯狂形象的表现和疯狂背后的社会 

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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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反文化运动前夕 ，J．D．塞林格 

应时创作了包括《麦田里的守望者》、《弗兰妮》、《逮香蕉鱼的 

最佳 日子》等一系列小说，塑造出反叛的霍尔顿、弗兰妮和西 

摩等单纯而又有些不合时宜的儿童和青年形象。在孤独和 

隔绝的世界里，他们苦苦挣扎、不断追求自我表达，以个人的 

痛苦经历演绎自己独特的爱与恨，将不合时宜的精神栖身于 

童心世界。聪明、有天赋、唐吉柯德式的疯狂精神是他们的 

共同特性。“每个人都是疯子”是对社会也是对自身的精神 

定位。这些反叛人物成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 

垮掉一代和反文化运动的先锋。本文利用福柯的权力观和 

弗洛姆的心理学理论来分析他们的疯狂过程和本质。 

一  权力理论下的疯狂 

福柯的权力理论颠覆权力乃国家权力的传统观念，把它 

看成是一种相互交错的、多元的、流动的以及不确定的关系， 

同时权力和知识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因而，权力理论下 

的疯狂是指人物疯狂的产生和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权力的 

结果，具体表现在权力对疯狂的界定、权力对疯狂的统治以 

及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 

里，权力斗争无所不在：主流文化与反主流文化之间的权力 

斗争，种族之间、性别之问的权力斗争 ，社会和军队中上、下 

层之间的阶级权力斗争。塞林格小说中的主人公体现了主 

流社会道德规范与“异化者”之间的权力斗争。 

福柯认为权力和知识之间是相互联系而非断裂的关系。 

知识不是纯粹的追求真理的认知活动，而是为统治阶级所控 

制，并为其服务的工具，其方式是“塑造、建构和界定不同的 

社会阶层及其社会成员的身份、基本权利和生活方式服务， 

为他们的正当思想和行为提供合法的标准。”因此，“知识 

⋯ ⋯

，在本质上，是从属于整个社会的权力运作及其再分配 

的过程。”缆治阶级利用权力确定“真理”标准以及“道德”标 

准，二元对立是两者之间界定的主要方式。“知识真理”的确 

定是国家、社会，或者其他权力上位者对弱者身份的确定。 

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和统治地 

位，通过权力对知识的形构发挥影响，建构资本主义社会的 

规范以及行为标准、道德准则，同时利用知识的区隔作用，排 

斥那些不能适应社会规化的个体。西摩、霍尔顿以及弗兰妮 

等人是与资本主义社会规范格格不入的人。他们对社会的 

认知以及精神追求原本是对世界认知的另一种方式。但在 

资本主义道德规范为主流的社会中，他们被社会、学校和家 

庭的权力看成是扰乱秩序的他者，是神经病和疯子。西摩因 

不合乎妻子及她的家人的思维习惯被怀疑为绝对的疯子，医 

生利用专业知识的权力判定西摩的精神分裂者身份；弗兰妮 

厌恶大众人格成为了主流社会人格之外的患神经症的病人 ， 

霍尔顿的叛逆行为被有教权的教师和有管束权的家长看成 

有精神问题，他最终向精神病医生进行 tL,理质询。权力勾结 

知识就这样界定了疯狂的存在。 

福柯认为权力主要表现于权力的运用，它通过三种策略 

来达到 目的：层级监视、规训化审查和检查。学校和社会是 

权力的执行者，按照资本主义道德规范界定、区分和压制主 

人公精神。作为进行意识形态宣传和教育的国家机器，学校 

的权力来 自国家、社会和家庭以及“知识”赋予的权力。在封 

闭式的管理中，学校具有规训学生肉体的权力。除此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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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还通过各种方式获取来自社会和家长们的权力。学校 

的教权，联合社会的监督权及家庭的父权来监视和管制“异 

化”的学生，强化权力的存在和优化规训的效果。“阴森可 

怕”的潘西学校打出鬼话连篇的虚假广告来树立“一流”的学 

校形象。获取社会和家长的信任；校长绥摩先生和安东里尼 

先生利用霍尔顿的父亲以加强 自身话语的权威性。学校“知 

识”作为“真理”成为进入社会的合法通行证和适应社会生存 

的标准，因此知识的现实性和功利性赋予了学校巨大的权 

力。学校根据意识形态的需要以检查学生的“知识”为手段 

来调节、管制学生的知识类型和个性。敏感、真诚、叛逆的霍 

尔顿因而是学校“教育”的害群之马，他的所为是疯狂之举。 

在权力的支配下，“不及格”和开除是“知识”对叛逆者的惩 

罚，霍尔顿因此一次次被学校开除。“知识”利用教权粗暴地 

剥夺了学生的天性和激情 ，将按纪律办事的“理性”看成是个 

人最好的品性 。这些行为都是权力界定和塑造“非理性”的 

有效方式。 

塞林格笔下的主人公对权力的反应具有三种态度，一是 

屈从，二是质疑，三是反抗。坦白是向权力屈从。中世纪以 

来的坦白一直是人们展示真相的主要仪式。在福柯看来，坦 

白跟忏悔一样是“一种在权力关系中展现 自身的仪式”。坦 

白者在权力面前讲述真相。以获得权威和社会对他的社会地 

位、身份和价值的认可。对于霍尔顿和西摩们来说，精神病 

专家就是他们要向之忏悔的对象。他们控制专业知识，利用 

大众对知识的信任构成权威。并利用知识来规范社会。区分 

常人和非常人。《麦田里的守望者》故事本身就是霍尔顿在 

精神病专家面前坦白的结果。西摩也曾向医生坦白来求得正 

常生活的权力。这种坦白是向权力屈从的方式之一。 

教育方式决定了权力的运用。教育者的素质给权力的运 

行带来正或者负的效用。受教育者对知识以及教育者的质 

疑也是对权力的质疑。学校及教师的“真理”标准本身值得 

质疑，教师布莱曼(《弗兰妮》)凭兴趣给论文打分，文孙先生 

因为学生的“口语演讲”内容不合口味给学生打低分。因此， 

权力的运行既具有社会因素，也有权力施予者的个人 因素。 

权力的散播和偶然性是确然的。在学生们眼中，教师们不是 

冬烘先生就是养路工 ，或者像斯宾塞一样老糊涂 ，或者像文 

孙先生一样粗暴。福柯认为受权力规训的个人同样也是权 

力的施予者。但在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权力交锋中。后者的权 

力是微弱的，甚至可以忽略。在与老斯宾塞和安东尼里等多 

次打交道后 ，霍尔顿终于发现 自己是一个“看不见的人”。他 

的话语无法达到权力者们的耳朵里，“人们从来都不关注任 

何东西”、“他根本没有听”、“人们从来不会相信你”、“人们从 

来不想讨论问题”。这是霍尔顿在权力交锋中所体会到的最 

深感受。 

由此，权力和知识完全监视和规训人的肉体和精神，逼 

迫他们完成 自我意识的转向成为现代社会下的非我客体。 

反抗紧随权力移动，并以各种方式展示 自身的存在和价值。 

校园里失声的霍尔顿和弗兰妮们无法对抗学校的权力。以沉 

默的方式放弃对知识的接受(霍尔顿四门科目不及格)，退离 

无权的场域(弗兰妮退学)。逃离学校并不是做永久的退避 ， 

而是要在另一场域中发出声音和展示权力：霍尔顿走进社会 

开始新的探索；弗兰妮为求内心的宁静用俄罗斯宗教中的上 

帝来填补自我迷失的空白；西摩以更极端的自杀方式逃离无 

聊的世界。对于塞林格笔下的主人公们来说 ，生活的退路是 

疯人院或者死亡。正如霍尔顿所说的，人生绝不会成为一场 

球赛，因为球赛双方的实力不同，在实力弱的一方无法比赛， 

并且终究什么也得不到。L2 在与学校权力和社会权力的对抗 

中。个人永远都是失败者。 

二 人格冲突之中的疯狂 

福柯的权力理论揭示了规训社会中个体被权力监视和 

惩罚的实质和过程。弗洛姆为本文提供心理学的视角来发 

现社会人格和个人人格之间的差异，以及后者被排斥为疯狂 

的原因。 

社会人格即社会大多数人对社会结构的变化所表现出 

来的比较稳定的适应。一方面它影响社会意识形态，另一方 

面它能动地适应社会思潮。L3 在弗洛姆看来 ，资本主义社会 

的社会人格是一种非创发性人格。与塞林格笔下主人公们的 

创发性人格形成对立。创发性就是自我的自由活动性能，排 

除强迫性的和自动化的性能。它多存于艺术家和小孩的内 

心，因为他们能自主地思考和感知属于他们 自己的事，并在 

言谈举止中显示出创发性。儿童们的可爱正是创发性行为 

的结果。在霍尔顿和西摩以及格拉斯家族的其他成员身上 

处处显示出创发性人格。鸭子、木乃伊、印第安人文明、死 

猫、胖妇人等是他们创发性人格的创造物，表现出丰富的想 

象力和敏锐的思维能力。非创发性人格是对焦虑的反应，表 

现为顺从性或者机械般的自动性。它建立在权威或者是无 

名权威(包括公众舆论、文化模式、常识和“科学”等等)的基 

础之上。个人依赖这些权威去感受和去做被他人期待的。因 

而缺乏创发性。这样的人格会导致“自我”的缺失，成为“大 

众”的人。这种非创发性人格被称为“实在主义者”。L4 

莫丽(《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以及她母亲为代表的庸 

俗中产阶级具有这种实在主义人格 ，只注重金钱的交换价 

值，追求世俗权力和物质欲望，无法了解个体的精神追求和 

意义。他们受工业化时代以物欲为本质的公众舆论、文化模 

式、常识和“科学”等无名权威的控制，成为一群没有自我的 

客体。因此他们无法用自己的心智和情感真切地感受和热 

爱这个世界。西摩则走向了“实在主义者”人格的极端反面。 

过于沉浸在自身的世界中，表现为具有强烈的自发性能力， 

胖妇人、死猫、以及香蕉鱼等抽象、玄幻的内心世界使他与实 

在世界格格不入，因此被看作精神分裂症患者。但由于有着 

与儿童相似的创发性人格 ，他能够在他们之间找到心灵的知 

音，感受到自由想象的快乐和虚幻世界的美好本质。 

西摩的世界与实在主义世界冲突的根本就是对自我的 

理解和态度。实在主义者因为受到外界权力的影响，无法 自 

由地表述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和联系，将 自己依附于外界权威 

失去了自我。西摩执着于 自己的内心世界，热望能够以这种 

对爱和外界事物的理解来改造他人和世界。这种努力失败 

之后，疯狂也无法拯救生命，死亡成了唯一的出路。创发性 

人格导致的自我问题在《弗兰妮》中得到了更深刻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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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妮精神崩溃的原因是对 自我和自由追求的结果。创发 

性活动是 自我的一种表现 ，只有在 自由的自我状态下才能产 

生。弗兰妮认清了真“自我”和假“自我”的区别，表现出神经 

症的反应 ，反抗大众化的非 自我状态。非自我是个人将 自身 

的欲望和追求置于权威以及大众的欲望和追求之中，造成被 

社会主宰的存在状况，按照别人的要求去思维、感觉和决断， 

从而失去了真正的自我，成为整个社会机器中的一个零件， 

正如皮兰德娄所说“我没有个性，我只是他人希望我成为的 

那个样子的复制品，我是如同你所希望的。” 自我的丧失就 

是通过顺从他人消除对自己的怀疑而获得某种安全，舒适地 

过着大众的生活。弗兰妮清醒地认识 自己的存在，知道 自己 

想要什么需要什么，讨厌那些虚伪、做作的人，讨厌那种自我 

吹嘘、自我中心主义和 自我感觉良好的莱恩们。“我就是厌 

恶自我、自我、自我。我 自己的 自我和别人的 自我。我厌恶 

一 切人，就想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去，干完全不同的事情， 

做个有趣的人⋯⋯我才不管别人会怎么说。”L6j‘‘自我”其实 

并不是弗兰妮的自我，因为人们常会处于迷惑或者轻信的状 

态，被无名的权威摆布，而本质上“他自以为是的那个 自我， 

根本就不是他的 自我。他愈是这样去做，他就愈加感到无 

力，也就愈加被迫顺从这种无名的权威。”L7 弗兰妮认识到这 

一 点，期望摆脱“虚假”的自我，她的苦恼正源于此。因此，弗 

兰妮才决定要做个真正的“有趣的人，而不管他人怎么说”， 

这样的自我才是归属于弗兰妮个人的 自我，而不是在他人眼 

里的自我。“生命 只有一个意义，这就是：自发自动地去生 

活。”Lg 这就是弗兰妮追求的自我。认识与现实间无法弥合 

的冲突感到了困惑与痛苦，社会的压力下她的精神无可避免 

地崩溃了。 

三 社会关系之中的疯狂 

人是孤独的，需要寻求与外界的统一。只有通过爱和理 

性从心智上和情感上理解世界，在与外界统一的同时保持 自 

我的完整。理性帮助人抓住事物的实质，爱能够消除人与人 

之间的隔膜。这种爱强调给予他人关切和尊重，而不是接 

受。在给予的过程中感受到了自己的力量、财富和能力，个 

人的生命力和潜力也得到升华 ，自己也能感受到热情洋溢、 

精力充沛、幸福快乐。马克思很好地描述了这种人际之间的 

爱：“一旦人真正成为人，一旦他与世界的关系成为人性的关 

系，那就只能用爱交换爱，用信任交换信任，⋯⋯你与人及自 

然的关系都必须要明确表现你真正的、独特的生活，必须要 

与你理想的目标一致。如果你爱了却没有唤起爱 ，如果你的 

爱没有再创造爱 ，如果你出自生命地倾心相爱，却没有被人 

所爱，那么爱就是无力而不幸的o"Lg] 

资本主义世界充斥的非创发性人格是接受型人格、剥削 

型人格、囤积型人格和交易型人格 ，交易型人格占主导地位。 

这种人格形成的基础就是传统经济中尊崇的市场价值。“人 

格市场”是在传统交易市场基础上延伸出的，以交换个人人 

格和商品以及服务为目的。个人的成功依赖于人格的推销， 

其次是商品或服务的推销。“成功主要依赖于一个人在市场 

上如何出售 自己，他如何使 自己的人格被理解。”销售人格需 

要包装，将自己的人格表现为“令人愉快”、“健康”、“敢做敢 

为”、“可靠”、“有雄心”等等，此外家庭背景、所属俱乐部，以 

及朋友等都是人格推销的包装饰品o Lt0]这样形成的社会人 

格，隐藏了本真的自我和原属的人格，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物 

化 、虚伪的人际关系。这种人格类型与格拉斯家族人物所追 

求的创发性人格存在着极大的区别。因为塞林格笔下的人 

物都追求一种真诚的人际关系，用爱来消除社会上人与人之 

间的的冷漠、虚伪的关系，建立一种既能保持自我的完整性， 

又能消除孤独感，加强与世界和自然联系的关系。 

因此，莫丽虽然爱着丈夫西摩，但是她并不能理解他的 

内心世界，她关注的只能是物质方面的，如时装、生儿育女、 

享受生活，做一个幸福的家庭妇女。在精神上她无法关注西 

摩人性力量的成长和发展，无法理解西摩推荐的关于生死等 

哲学问题的德国诗集里的内容。在她看来，他多少有点神经 

症。她只能做“1948年度精神流浪小姐”。因此，西摩无法从 

妻子、岳母身上得到精神上的关爱，霍尔顿、弗兰妮、上士 x 

(《为埃斯米而作——既有爱也有污秽凄苦》)以及埃洛伊斯 

(《成格利大叔在康涅狄格州》)等也不能在他们生存的社会 

上得到爱。正是这种孤独感引发了塞林格笔下人物的精神 

疾病。但是在菲比、莱蒙娜、艾米丽、西 比尔、泰迪的儿童世 

界里，他们发现了在社会上已经消失的这种童真的纯净之 

爱。儿童世界里创发性的想象和新奇的思维，为那些饱受社 

会排斥和“异化”的人们提供了一个避难的天堂。 

四 疯狂结局的必然 

塞林格笔下人物表现出来的神经质和疯狂在现代的社 

会是不可避免的。现代社会是技术控制的单向度社会，它要 

求人在很大程度上抑制自我的发展，人的行为和决定都要服 

从社会利益的需要。LÏ康拜因大机器和现代技术相结合成 

为官僚统治的极权社会 ，消除个人发展的不同的真实需要， 

扩大统一的虚假需要造成单向度的人，逼迫人们以同一的方 

式娱乐、消费，爱人所爱，恨人所恨。个性成了异端，个人成 

了“异化”物。权力以知识的名义来确定社会规范，要以知识 

的名义宣布“异端”的非理性的存在 ，并将他们从社会中驱除 

出去，进行精神病院的监禁或监狱的关押。塞林格笔下独具 

个性的主人公们所面临的结局或是成为归顺的肉体，或者是 

成为被关押的精神分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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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l"act, This paper， n the point ofthe speaker itself，disc~ three l*e,a~tls ofgenerat~ humorin o,_,on',trel'sation，such 8s distort- 

lag，Illisle地 and misunderstanding．It provides a new an套Ie forthe research ofgenerating humor．Based upon the theories ofhumormecha- 

IIi锄，the o．uthor discusses how to apply Relevance Theory to explain the 【al1ding of humor through examples．Such discussion will hdp 

118 under． rid and lna~elr the English language better，and improve OUr linguistic competence and conmaunieative competence． 

Key words： convemational humor； distorting； misleading； misunderstanding； Relevanc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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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lle~：Childness of Catching the Banana——fish 

— — Sa】jnger’s Madman 

JLA．NG Tian—-ping 

(Uni~,rs／ty ofSouth Ch／na，Hengyang 421001，Ch／na) 

Abslract： One ofthe themes of 1950’s__196o’8 American literature chameteriT_,e8 Inadne88．31ae characters with neurosis in Salinger’ 

s works who attempt to pursue the expr-~,=,sion ofthe self and break away of alienation are represented as ilrladlnan．which reveals the reality of 

alienation resulted from the totalitarian domination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This paper attempts to give Ittn analysis to irn．g~ 

ofilrladlnan and explore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madness 咖 the,w,le of powertheory and psychology． 

Key words： madness； Salinger； power； 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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