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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 #乔伊斯早期对意识流的探索

唐  旭
(衡阳师范学院 外语系, 湖南 衡阳 421008)

[摘  要 ]  意识流标志着西方的小说技巧、文学观念、哲学思维从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转化。乔伊斯最大的成就是为意

识流小说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早期创作过程中,他运用精神顿悟不带成见、不加评论地描写生活, 使读者在5都柏林人6

中感受到他与书中描写的生活有着直接的联系。在5青年艺术家的画像6中,感官印象、自由联想和内心独白等意识流技巧得

到更广泛地运用, 人物的思想和行为好像被一个无形的、冷漠超然的创造者创造出来。文章重点探究的是意识流艺术形式与

文本主题之间的联系, 阐释艺术形式对主题的演绎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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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姆斯# 乔伊斯 ( 1882- 1941)是二十世纪享誉世界文

坛的著名作家, 意识流小说之父。乔伊斯一生创作的四部小

说: 短篇故事集5都柏林人 6 ( Dub liners, 1914), 5青年艺术家

的画像6 ( A Portra it o f the A rtist as a Young M an, 1916) , 5尤

利西斯6 ( U lysses, 1922)与 5芬尼根守灵夜 6 ( F innegans

W ake, 1939) ,无一不是备受关注, 经久不衰的传世佳作。所

谓意识流, 就是人们的思维过程, 人们通过各种感官 (眼、耳、

鼻、舌、身 ), 感知外界的各种事物, 然后经过联想, 根据事物

的过去和现在, 推断事物的未来发展, 从而找出它们的内在

规律, 这种心理活动就是意识。人总是生活在自己的心理意

识中。意识来源于现实,同时更加强烈地支配人的活动, 从

而改变现实。因此对意识流的描写,不但有利于对客观事物

的真实描写, 而且能更好地描写人在各种事物中的心路历

程, 更好地描写各种事物的发展规律, 能更好地使读者了解

事物的全貌。乔伊斯在小说创作过程中,对意识流进行不断

探索, 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通过打破传统时间和空间概

念的约束, 借助内心独白、自由联想等各种方法,运用异地同

台、时空交错的更迭变换形式, 强调柏格森的 /心理时间0才

能真正揭示小说主题的重要性, 并进一步深刻揭示出生命的

本质, 民族的意识、人类纷乱复杂的精神世界。

本文试图通过联系乔伊斯意识流与他的早期作品, 开始

对乔伊斯作品的意识流进行整体认识,逐步揭示出乔伊斯如

何一步步演绎这种登峰造极的创作形式。意识流艺术技巧

与文本主题之间并没有一个不可逾越的界限; 相反, 二者必

须交织在一起发挥作用。由此, 把乔伊斯文本主题放到乔伊

斯的整个理论体系之中并与其他不同的风格、特征相互作

用,会克服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所固有的局限性, 进一步揭

示出乔伊斯文本的深刻内涵。

一  5都柏林人6中意识流的最初发展

乔伊斯的短篇小说集 5都柏林人6以爱尔兰首都为背

景,生动地描绘了 20世纪初都柏林市井百姓痛苦无望的生

活经历与麻痹平庸的心态,并深刻地揭示了弥漫于社会生活

中的一种麻木不仁、昏昏蒙蒙、瘫痪的精神状态。这部由十

五个故事组成的短篇集子展示了各种人物同僵死和瘫痪的

社会之间的激烈冲突以及他们失败之后痛苦不堪的精神感

受。作者按照人生的四个阶段 (童年、青少年、成年和社会生

活 )来描写形形色色的都柏林人和万花筒似的社会生活。尽

管5都柏林人6由十五个单独的短篇组成, 但它却强调了一

个共同的主题,即爱尔兰社会的政治、精神及道德的瘫痪 [ 1]。

/瘫痪0作为贯穿这部故事集的主题将独立成篇的故事紧密

衔接、环环相扣, 形成一个整体。在创作形式方面, 乔伊斯在

5都柏林人6中开始了对现代小说的实验与探索, 已经将视

线转向人物的内心世界, 并采用了一种新颖独特的创作技

巧 ) ) ) 精神顿悟 ( ep iphany)来展示人物复杂的思想感情, 探

索意识流的文学表达方式。

5都柏林人6并不是一部意识流作品, 但是乔伊斯早年

在5都柏林人6中通过自然主义和象征主义手法表现人物的

精神顿悟时,就已将创作焦点转向人物的意识领域。人们的

思维活动,即意识还没有形成意识流时, 把各种意识联系起

来,进一步经过归纳总结, 由量变到质变 ,形成精神顿悟, 也

即突然发现了事物的本质, 或者事物之间的内在规律。顿



悟, 也就是意识的瞬间升华, 或者是我们常说的茅塞顿开。

乔伊斯早期的作品, 虽没有意识流 ) ) ) 即思维过程流动的描

写, 但已经注重思维最终的总爆发 ) ) ) 精神顿悟, 即思想最

后的升华。

5都柏林人6就是由一系列类似的精神顿悟组成的, 人

物的每一次顿悟都展示了一种道德或精神上的瘫痪。它与

意识流本质是一致的,是意识流发展的最初阶段, 即通过展

现人物的语言、动作, 或意识, 表现复杂的内心世界。因此,

精神顿悟的片段有三个方面的内容:有些是街头偶然听到的

并认为具有象征意义的极为无聊和琐碎的谈话内容;有些是

缺乏主动性的被动的动作, 还有一些则是产生于头脑中的意

识片断。这三种类型的精神顿悟分别在短篇小说5阿拉比6

( A raby), 5伊芙琳6 ( Iv eline)和5死者6 ( The Dead)中得到充

分证实。

5都柏林人6第三篇作品5阿拉比 6描述了一个孩子对朦

胧爱情的浪漫追求及其幻想破灭后的失望心理。小说结尾,

小男孩不由自主地来到了一个即将打烊的摊子前面,刚好听

到一个举止轻浮的女郎在与两个青年男子打情骂俏:

/哦,我从没说过这种事! 0

/哎,你肯定说过! 0

/哦,肯定没说过! 0

/难道她没说过?0

/说过,我听见她说的。0

/啊,这简直是胡扯。0 ( Dub line rs, p. 24)

尽管这段庸俗的对话只是青年男女之间的调情玩笑而

已, 但他在孩子的心中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正是在这一时

刻主人公产生了精神顿悟, 由幻想的破灭而获得了自我认

识: 他 /抬头凝视着黑暗, 感到自己是一个受虚荣心驱使和嘲

弄的可怜虫, 于是眼睛里燃烧起痛苦的怒火0 ( Dubliners, p.

24)。主人公对浪漫爱情的追求实际上使他经历了一次达到

自我认识的心灵的旅程。他所听到的这段无聊的对话具有

深刻的象征意义, 使其产生一种突然的心领神会。他突然感

到自己梦寐思之的 /阿拉比0只不过是个昏暗、简陋的集市,

而那个庸俗的女郎仿佛是对他浪漫理想的无情嘲弄。乔伊

斯采用精神顿悟的手法不仅生动地展示了人物的微妙的心

理变化, 而且也表明了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 即在死气沉沉

的都柏林社会中, 甚至连天真无邪的孩子也无法摆脱瘫痪的

阴影。

5伊芙琳6故事中,精神顿悟通过象征性的动作来表现。

19岁的爱尔兰姑娘伊芙琳生活得并不幸福, 不但担负起照

顾全家生活的重担, 还要忍受父亲暴力的威胁。当她黯淡的

生活中出现亮光时: 她和一位年轻的水手相爱, 并决定一起

私奔到遥远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去安家,她却不能主动采取行

动, 把想法变成现实。在故事结尾, 她离家出走的想法彻底

流产, 即使那位水手对她大声呼唤 /来! 快来啊! 0, 她 /对他

板起一张惨白的脸, 无可奈何地, 恰如一只走投无路的动物。

她茫然瞅着他, 目光中既没有恋情, 也没有惜别之意,仿佛望

着一个陌生人0 ( Dub liners, p. 29)。残酷的现实使她顿悟到,

家庭的困境不允许她私奔。这幅极具象征意义的动作正是

乔伊斯竭力刻画的精神顿悟, 精神顿悟与象征交织在一起,

生动地展示主人公没有勇气冲破传统的罗网, 不敢迈向新生

活。伊芙琳是瘫痪的典型, 她的身体和精神都患了瘫痪病,

面对着新生活的召唤,她就像中风似的,动弹不得。

乔伊斯的精神顿悟在他的压轴篇5死者6中得到了最精

彩的发挥。整篇小说集中表现了加布里埃尔在与其他人物

接触中产生的心理变化,揭示了他逐渐达到自我认识的复杂

过程以及他最后的 /精神顿悟0, 即他爱情生活的失败和他

本人的渺小、可怜与可鄙。小说结尾, 当加布里埃尔得知自

己妻子以前的情人的故事后, 他 /感到一种朦胧的恐惧向他

袭来,在他渴望达到目的的时刻,仿佛有一种难以捉摸的、惩

罚性的东西在跟他作对,并正在那个朦胧的世界里聚集力量

来反对他0 ( Dubliners, p. 191)。

顷刻之间,加布里埃尔获得了精神顿悟。他豁然开朗,

顿时看清了自己的窘境,并从中悟出了人生的真谛。这时,

乔伊斯用诗歌般的语言道出了主人公的精神感受:

/加布里埃尔的眼睛充满了泪水, ,他的灵魂已经接

近那个住着大批死者的区域。, ,该是他动身去西方旅行

的时候了。是的,报纸说的对, 整个爱尔兰都在下雪, , ,大

雪纷纷飘落,厚厚的积压在歪歪斜斜的十字架与墓碑上, 飘

落在小篱笆门的尖顶上和光秃秃的灌木上。他的灵魂渐渐

地消失了,一边倾听着雪花微微地穿过宇宙,微微地, 如同先

前的雪花一样,飘落在所有的生者与死者身上0 ( Dubliners,

p. 192)。

这一时刻,加布里埃尔的意识突然出现了跳跃,他仿佛

感到这场大雪正将他与所有活着的和死去的都柏林人联系

在一起。这时,雪的形象似乎产生了新的含义。他象征着冷

落冰霜的人际关系、僵死的爱尔兰社会和精神上的死亡。这

不仅是加布里埃尔个人的精神顿悟, 而且是整部集子中所有

人物共同的感悟和最终结论。

乔伊斯的四部主要作品,连同他的戏剧和诗歌,一起重

复着他事业发展的各个阶段, 与5都柏林人 6从童年, 青少年

到成年的发展模式一样: 青年时期充满希望和反叛;成熟后

幡然大悟,悔恨不已; 中年时期循规蹈矩 ,孤独寂寞;老年退

休和死亡。乔伊斯的书可以看作是维柯和荷马著作的重写

本,是心理分析的文本, 是爱尔兰的历史画卷, 然而贯穿乔伊

斯第一部作品到最后一部作品主旨的却是一条清晰、连贯的

成长线索。他作品的主题非常简单, 就是人的生活,而且他

的一生致力于逐渐地书写一个巨大的人类悲剧, 一个整个人

类的顿悟,在这个顿悟中, 深刻的人类学上的神秘意识和死

亡的力量取代基督教传统的对上帝和生命的信仰。为把握

作品的这个主题,乔伊斯把每部作品中小的成长模式, 诸如

一天从早晨到晚上的经历,江河流向海洋的路程和孩子长成

大人的过程,融合成一体。在乔伊斯早期的作品中,只要有

抒情和修辞的段落,就会有具有特殊情感意义的顿悟, 或者

有一种普遍的而不是个人的光彩的显现。在 5都柏林人 6

中,我们发现5阿拉比6中小男孩的幻灭, 5死者6中哀婉的结

局,包括5斯蒂芬英雄6中斯蒂芬愤怒地反对宗教的言辞以

及伊萨贝拉临死之前 /梦幻曲0的场景, 这些段落的情感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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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与乔伊斯的抒情诗同出一辙, 而且 5画像6中一段接着一

段对成长过程的描写, 更使得乔伊斯第一部小说如同5尤利

西斯6和5芬尼根的苏醒6一样,是一部意识流文学作品。

三  5青年艺术家的画像6中的 /流0与成长

乔伊斯的第一部长篇小说5青年艺术家的画像6 (以下

称5画像6 )是现代英国文学中别树一帜的实验小说。它不

仅代表了作者从传统走向革新的重大转折,而且为他从精神

顿悟到意识流提供一个必然的过渡。

5画像6摒弃了传统小说以钟表时间与地域空间为秩序

的创作原则, 受到哲学上非理性主义的影响, 根据需要组建

新的时空秩序。他们遵循柏格森 /心理时间0的原则, 在小

说的谋篇布局上打破以钟表时间为序的框架结构,跨越物理

空间的界限, 用有限的时间展现无限的空间, 或在有限的空

间内无限地扩展心理时间的表现力。无论是时间的颠倒和

重叠, 还是空间的错位和分解, 都成为这部小说的最重要的

特征。威廉# 詹姆斯首先提出意识流之说。他认为人从呱

呱坠地的那天开始, 人的意识就是一个充满了各种印象、感

觉与直觉的综合体, 汇成一股纷乱如麻、奔腾如潮的主观的

生活之流。詹姆斯认为, 意识与潜意识、无意识之间,以及意

识的各部分之间具有某种内在的联系, 属于同一个整体, 这

个共同体便是人的自我。如果说詹姆斯只是提出了 /意识

流0的概念和肯定了无意识的存在, 而弗洛伊德则系统地分

析和阐述了意识的内容和结构, 尤其是描述了处于 /一种浑

沌状态0、犹如 /一锅沸腾的激情0的无意识。乔伊斯小说强

调真实地反映人物的精神世界, 其描述的焦点是人物的主观

感受, 而不是外部的客观事实。它犹如多棱镜一般折射人的

意识领域, 使其不断形象化和立体化。它又好像是 X射线,

使读者通过人物的意识屏幕去透视其瞬间的神智活动。5画

像6这部作品的风格是复合型的和多元化的, 为了使小说形

式能够反映现代化进程中人类日趋复杂的意识和精神面貌,

乔伊斯在创作中紧紧抓住面临严重精神危机的 /自我0, 以

透视的方式竭力表现人物流动的, 不断变化发展的意识活

动。在这部小说中, 乔伊斯正是通过采用感官印象、自由联

想和内心独白等意识流手法, 将人物的精神世界和心理活动

作为小说的重要内容来表现。

(一 )感官印象与自我意识的萌芽

感官印象的重要性和用来表现意识活动特性的手法都

在5画像6中清楚地表现出来。小说第一章以斯蒂芬对婴儿

时期生活经历的回忆开头, 通过记忆、感觉和联想来展示斯

蒂芬意识流活动。/从前有一个时候,而且那时正赶上好年

月, 有一头奶牛沿着大路走过来, 这头沿着大路走过来的奶

牛遇见了一个漂亮的孩子,他的名字叫馋嘴娃娃, ,, 0这一

段话是通过回忆小时候听过的故事来想象未来的生活和前

途, 然而奶牛和小孩相撞则预示着未来人生旅途中的阻力和

威胁。 /他的父亲跟他讲过这个故事: 他父亲从一面镜子里

看着他: 他的脸上到处都是寒毛。0通过对往昔的回忆, 乔伊

斯将斯蒂芬对父亲与家庭的感觉和印象展现出来,父亲不佳

的形象预示孩子与家庭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他那会儿就是馋嘴娃娃。那条奶牛就是从贝蒂# 伯恩

住的那条路上走过来的:贝蒂# 伯恩家出卖柠檬木盆子。

哦,在一片小巧的绿园中,

野玫瑰花正不停地开放。

他唱着那支歌。那是他自己的歌。

哦,绿色的麻瑰开放开放0 ( 5画像6, p. 1)

乔伊斯通过儿童的语言回忆过去想象未来, 再通过对诗

歌和歌曲喜爱来暗示其未来的艺术生涯。寥寥数语不仅真

实反映孩子的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 也形象展示了 /前语

言0思维意识, 即保留未形成语言的意识活动过程的零碎、散

乱和不完整,传达表意语言所无法表达的内容。接着, 乔伊

斯描叙了史蒂芬最初的记忆和一连串杂乱无章的感知: 视觉

( /他的脸上到处是寒毛 0 )、听觉 ( /他唱那首歌0 )、触觉

( /你要是尿炕了, 你先觉得热乎乎的, 后来又觉得有些

凉0 )、嗅觉 ( /他母亲给他铺上一块油布。那东西有一种很

奇怪的味道儿。0 ) ( 5画像6, p. 1)。感知和事件给孩子留下

一个连续不断的现在和此在, 没有因果或是时间上的关联。

斯蒂芬的感官印象不仅是真实意识的再现, 而且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社会环境的现状。

(二 )自由联想与自我意识的发展

接下来在小说第二章,乔伊斯采用印象主义的手法将主

人公从一个场面带到另一个场面;一幅幅逼真的生活画面像

电影镜头一般频繁转换迅速变化。这些生活镜头生动地揭

示了一个孩子所生活的世界, 正是在这样一个世界中, 斯蒂

芬开始了一个发现自我、逐渐走向成熟的心理旅程。他的感

觉不是受到外部事物的影响,而他微妙的意识活动则大都发

端于丰富多彩的形象之中。乔伊斯通过自由联想再现作品

中人物意识的流动。在心理学中,自由联想的基本理论都一

样,意识几乎一直都在活动着。在意识活动过程中,通常在

一件事情上停留的时间非常短暂,马上从一种事物联想到另

一事物 [ 4]。乔伊斯正好抓住了这种描写经久不息、漫无中心

的运动的现成手法来帮助自己实现其根本目的, 即表现斯蒂

芬生活的双重性 ) ) ) 内心生活与外部生活同时并存。

随着史蒂芬思维意识的发展,他逐步认识周围的外在环

境, /通过那些谈话,他开始对他周围的现实世界有了一个初

步的了解。他自己也必须去参与现实世界的那种生活的时

间似乎很快就要来临了0 ( 5画像6, p. 67)。然而家庭的变

故,现实世界的冷漠, 使得这位处于成长期的青少年得不到

任何家庭的温暖, /一段时间以来,他已经感觉到家里发生了

一些轻微的变化;有些事情他原以为是不会改变的,而现在

正是那方面的变化一次又一次轻轻冲击着他幼小的心灵对

人世的理解0 ( 5画像6, p. 69)。他逐渐向内转, 借助想象去

拥抱存在于心中的美好形象 /他又开始想美西蒂丝, 他反复

回味着她的形象,竟感到全身的血液中出现了一种奇怪的不

安的感觉0 ( 5画像6, p. 69)。这个在其刚形成已有多种隐含

意义的 /形象0又以其他多种面目出现。这一形象既与史蒂

芬的第一次性冲动有关,又与一种朦胧中理想化的女性温柔

相联,同时又似乎在暗示着一种审美冲动的萌芽。但是不管

这个形象究竟与什么相关, 对史蒂芬来说, 这一 /形象0体现

的是他的灵魂与灵魂之外一切事物之间的唯一真实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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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形象所展现的意识自由地来回跳动,揭示斯蒂芬的内心

冲突和精神斗争。

(三 )内心独白与思想意识的成熟

内心独白是一种小说用以表现人物的意识活动内容和

意识活动过程的技巧。它所表达的内容或部分或全部是未

及于言表的, 正如这些意识活动过程在未组织起合乎理性的

语言之前一直处于意识范围的各个层次上一样。内心独白

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直接内心独白; 另一种是间接内心独

白。间接内心独白, 即一位无所不知的作者在其间展示着一

些未及于言表的素材, 好像它们是直接从人物的意识中流出

来一样; 作者则通过评论和描述来为读者阅读独白提供向

导; 直接内心独白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作者介入其中

的现象, 用第三人称代替第一人称,更广泛地使用描写和解

说的方法来表现内心独白, 通过对题材的选择而又可能使在

逻辑上更加连贯、表面上更加统一。同时, 在对处于各种状

态的意思进行描写时竟可保持意识的流动性,又可保持现实

主义的传统。

在实际运用中, 间接内心独白往往要与意识流的其他技

巧结合使用。运用间接内心独白时,首先作者要使用适量的

评注将人物的意识活动展现在读者面前,以便使读者能很顺

利地跟随人物意识进展, 然后, 作者自己就可以从独白中隐

去一段时间。在5画像6的第三章中有一段关于斯蒂芬希望

将自己的罪行向上帝忏悔的描写。在这一段中,读者似乎进

入斯蒂芬的意识中, 因为这一段的描写是从斯蒂芬的角度出

发的。斯蒂芬犹豫着是否要将自己的罪行向神父忏悔:

/快忏悔去! 他必须为他的每一种罪孽忏悔。他怎么能

对一个神父把他所干过的事都讲出来呢? 但他必须这样做,

必须。他怎么才能把所有的事都讲清楚, 而自己不羞死愧

死? 或者说, 他怎么会干了那么多事情却并不感到羞耻? 简

直发疯了! 快忏悔吧! 哦, 那他也许真的会再一次完全自

由, 变得清白无辜了! 也许那神父会知道的。哦, 亲爱的上

帝! 0 ( 5画像6, p. 156)

从上下文看, 这一段是用间接叙述的方式描写出来的,

这完全是正在说服自己的斯蒂芬的语言。它反映出宗教对

于成长期的乔伊斯意识的影响。乔伊斯并没有直接描述意

识, 因为他总是作为一个无所不知的作者出现, 并不时地作

些评述, 对斯蒂芬在考虑的问题做一个显而易见的解释, 没

有任何掩盖自己介入的企图。实际上,斯蒂芬是在宗教的指

使下即将进入另一种梦幻般的生活。但是最终宗教辜负了

他, 或者说他辜负了宗教。斯蒂芬对真实的经验世界的执着

使得他的宗教追求注定失败。

小说第四章中, 斯蒂芬在大海边徘徊的所见所想已经清

楚说明斯蒂芬朝向未来的思想意识的转变及重要性。在小

说中, 乔伊斯成功把间接内心独白与象征手法结合起来, 表

现斯蒂芬自我意识逐步成熟。

/他的灵魂已经从他的儿童时期的坟墓中重新站了起

来, 抛掉了她身上的尸衣。是的! 是的! 是的! 他将和与他

同名的那个伟大的发明家一样, 用他的灵魂的自由和力量,

骄傲地创造出一个新的、向上的、美丽的、摸不着的、永不毁

灭的生命0 ( 5画像6, p. 190)。

这段话中,无所不知的叙事者介入主人公的思想意识之

中,和盘托出斯蒂芬意识中对未来的展望。斯蒂芬开始只是

模糊地意识到他出生时就注定要追求的最终目标, 意识到他

那奇怪的名字所具有的预兆。此刻,他心潮澎湃、情绪激昂,

好像从古希腊神话中那位擅长建筑和雕刻的能工巧匠迪德

勒斯身上获得巨大的精神力量,进一步增强了自己从事艺术

创作的信心和勇气。他的过去就其本身来说没有意义, 他

问: /他的童年时期现在哪里去了?0 ( 5画像6, p. 191)独白中

的话语,从某种意义上说与日记中记录的 /自己0疏远了、异

化了。但从更重要的方面看,通过时间他现在可能已经首次

具备能力来形成一个完整的自我 ) ) ) 一个作为艺术家的自

我。他意识到,只要从他那正处于变化过程的真实自我这方

面看,从他作为未来艺术家的史蒂芬来看, 过去的记忆都有

意义 ) ) ) 实际上,也都有真实的存在。这也就是说,乔伊斯,

这位艺术家,在写5画像6时他也形成了他自己的艺术家形

象。

在5画像6的结尾, 间接内心独白转变为日记体的直接

内心独白。最后日记用的是第一人称, 作者什么角色也没有

扮演,而是整个人消失了, 意识的流动完全受斯蒂芬自己支

配,不管读者感觉如何, 直接将意识展现给读者。

/四月十六日。走吧! 走吧!

拥抱的胳膊和那声音的迷人的符咒: 大陆的白色的胳

膊,它们已许诺要紧紧地拥抱 ,映衬着月影的高大船只的黑

色的胳膊,他们带来了许多远方国家的信息 0 ( 5画像 6, p.

295)。

正如前面所言,斯蒂芬完全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去国离

家, /从定义环境的网中挣脱出来0。那么,他要想得到完全

纯粹的东西,就必须到全新的世界去寻找。因此, 作为批评

家的斯蒂芬比作为艺术家的斯蒂芬更早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在这部小说中,他从回顾过去向展望未来的转变, 是一次从

依赖记忆、指向过去的模仿艺术向生成艺术的转变。从此,

神明般的艺术家将会创造出尚未成形的东西: 创造出他自己

作为艺术家的形象, 或者创造出 /他的民族还未创造的良

心0 ( 5画像6, p. 295)。

四  结语

欧洲的 20世纪早期是标新立异、拒绝权威的反偶像崇

拜时代,威廉# 詹姆斯的意识流概念、法国非理性主义哲学

家亨利# 柏格森 ( H enr i Berg son, 1859- 1941)的自觉主义学

说、心理时间学说以及奥地利心理学家西格蒙德# 弗洛伊德

( S igm und F reud, 1856- 1939)的精神分析法和梦的解释等

具有重大影响的理论学说极大地改变人们的思维观念。作

为一名文学革新家,乔伊斯与同时代的一些杰出的现代主义

者保持着密切联系, 并经常与他们交流思想, 共同探讨现代

文学改革中的新理论和新问题。尽管乔伊斯并没有为现代

主义文学制定任何纲领或发表任何宣言, 但他刻意追求新的

艺术形式来表现新的内容的实验主义精神使其成为现代主

义的具体化身。乔伊斯一生创作的四部经典名著一部一个

台阶,不断探索和发展新颖的意识流表现技巧, 揭示现代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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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中人类复杂的内心世界。从 5都柏林人 6中的对话、动作

和象征性语言所表现的精神顿悟, 到5画像6中感官印象、自

由联想和内心独白所演绎的人物思想意识的流动,无不体现

出乔伊斯在早期作品中对意识的探索和革新。然而,文学形

式总是用来表现更深层次的思想内涵, 透过5都柏林人6的

/精神顿悟, 0读者看到的是 20世纪初猥琐瘫痪、平庸麻木

的都柏林人众生相。令人窒息的环境极大地束缚青年艺术

家的成长, 半自传体成长小说5画像6运用感官印象、自由联

想和内心独白来表现青年艺术家斯蒂芬思想意识逐步成熟

的过程。尽管乔伊斯并没有像在后期作品中那样极大程度

地依赖意识流技巧, 但从表现形式上来分析, 乔伊斯在早期

的两部作品中都以突破传统形式的束缚,具备现代派文学的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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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in Jam es Joyce. s EarlyW orks

TANG Xu

(H engyang N orm al Univer sity, H engyang 421001, Ch ina)

Abstrac t:  Stream o f consc iousness m arks the transition of w estern literary techn iques, literary concepts and ph ilosoph ica l

thoughts from realism tom odernism. Joyce. s greatest contribution lies in h is develop ing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nove ls. In h is ear ly li-t

e rary creation, Joyce em ploy s ep iphany to depict lifew ithout pre jud ice as we ll asw ithout comm ents so that the readers can sense h is d-i

rect connection w ith the descr ibed life in Dubliners. In The Portra it of theA rtist as aYoungM an, sensua l im pression, free im ag ina tion

and soliloquy have been w idely used in wh ich the thoughts and behav io rs of the charac ters seem to be crea ted by a form less, coo l and

superior creator. In this paper, w e ma in ly focus on the connection betw een artistic form and textual them e in o rder to exp lo re the deep

m ean ing s o f Joyce. s early works.

K ey words:  Dub line rs;  The Po rtra it of theA rtist as a YoungM an;  S tream o f Consciousness;  spir itua l epiphany;  para-l

ys is; grow 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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