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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以今日的眼光来看，任何对英国维多利亚主流音乐文化的审视都会聚焦在它的矛盾性之上：一方面，
它回应着当时形形色色、近乎狂热的进步话语，有开放性的一面。
不论是它被传播的广泛性、还是被理想化的程度，都是前所未见；另一方面，它也是隐蔽的，背后隐
藏着另一套极端保守的意识形态，以微妙的方式警惕着、打压着它任何可能的“语义过剩”。
这一矛盾现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占社会主导地位的中产阶级自身的矛盾性：既希望通过音乐“民主”
的表象作出超越贵族阶级的姿势，又对贵族阶级和工人阶级心存疑惧，担心他们会威胁到自己新建的
音乐文化霸权。

作为一名中产阶级精英知识分子，现实主义作家乔治·爱略特在音乐政治观上也无法避免阶级身份带
来的影响，呈现出某种复杂性、矛盾性。
一方面，她对当时的主流音乐、音乐家极为尊崇，高度肯认其权威性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与中产阶级
的文化霸权意识形态合谋；另一方面，她也意识到过度理想化的音乐背后所隐藏的各种潜在的颠覆因
素，不可避免地对其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产生严重的焦虑。

张磊所著的《肯认与焦虑——乔治·爱略特小说中音乐文化的意识形态研究》在法国学者阿达利“音
乐的政治经济学”和英国学者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的关照下，主要从音乐“理想化”和“世俗
化”两个角度人手，探讨爱略特小说中涉及到的音乐政治之一体两面：中产阶级对音乐过于理想化的
建构、音乐在工商业社会中的四种自我解构。

《肯认与焦虑——乔治·爱略特小说中音乐文化的意识形态研究将重点分析爱略特三个代表性音乐主
题的小说文本：《亚当·贝德》、《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丹尼尔·狄隆达》。
第一部作品以宗教音乐(主要是赞美诗)为核心主题，塑造了以黛娜为主的四个宗教音乐形象，并通过
对其权威性逐一的消解，戏剧性地再现了音乐布道在世俗化泛滥的乡村面临的危机；第二部作品以田
园牧歌式音乐为核心主题，集中塑造了一个田园牧歌式音乐形象麦琪，以她与菲利浦、斯蒂芬等人充
满世俗化色彩的音乐互动方式构成叙事张力，揭露了田园牧歌式音乐的伪田园性；第三部作品以古典
音乐为核心主题，塑造了“超验”的“伟大”音乐家克莱斯默这一形象，并通过反讽和互文这两种叙
事手段，打破了古典音乐和古典音乐家“不食人间烟火”的幻象。

由此可见，爱略特在其小说中对音乐和音乐人物的描写，从一个重要的侧面深刻反映了维多利亚社会
政治美学化努力的矛盾性、复杂性，其对文化进行积极建构的同时已经隐含了解构和颠覆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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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产阶级就是喜欢看到田园牧歌式人物（无耻地说他们就是下层阶层的象征）看似“悠闲”、“
惬意”、“和谐”、“无忧无虑”的样子，借此来粉饰太平，麻痹、欺骗下等阶层，让他们自己安心
地攫取各种特权和利益，确认自己可以继续保证自己地位的稳定性和长久性。
《弗洛斯河上的磨坊》里的麦琪便成为了他们实现这一目的的又一个“牺牲品”。
又譬如，被各种哲学和美学理论包装，似乎可以直接表达“意志”本身的古典音乐，更是得到了中产
阶级的大加推崇。
音乐厅、客厅里的各种声乐、器乐演出，在不断地再现着古典音乐和古典音乐家的“伟大”和“超凡
脱俗”，再现着它“超验性”的理想。
和当时最顶尖音乐家李斯特、瓦格纳等人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音乐家克莱斯默，自然成了这一理想最
好的代言人。
　　然而，吊诡的是，这些音乐却本身固有着四个潜在的、反建构、颠覆性的特征，譬如音乐与歌词
的过分“联姻”、听觉表演与视觉景观的不可分割、旋律美感追求与感官取悦之界限的混淆、音乐中
包含情感的模糊性和复杂性。
在性别和阶级差异日益突出时，这些颠覆性特征就会暴露出一种或者多种，并且常常以一种尤为突出
的方式显现。
譬如，当歌词文字被“剪辑”时，宗教音乐可能瞬间变成亵渎神灵、纵情纵欲的世俗音乐，反映它的
“世俗”本质；田园牧歌式音乐则可能变成充满“城市”中产阶级情欲气息的音乐。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肯认与焦虑>>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