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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瘾、娱乐和欲望 :美国未来的怪诞社会

———评华莱士的《无尽的玩笑》

王海燕　杨仁敬

　　摘要 :华莱士的小说《无尽的玩笑 》向读者展示了一幅美国未来的怪诞社会的图景。成

瘾、娱乐和欲望构成了这个社会的主要特色以及这部小说的三大主题 :人们对各种东西的执

着和成瘾摧毁了人的自主性 ,导致了人的依赖性 ,是现代社会种种问题的根源 ;以娱乐为目的

的大众文化的极度扩张造成了人们个性的迷失 ;在美国未来极端消费的社会中 ,对享乐的贪

求和欲望造成了时代的悲哀。未来的美国社会就是一个无尽的玩笑。

关键词 :成瘾 　娱乐 　欲望

　　在美国走红的“X一代 ”作家群主要是指出生于

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年轻一代作家 ,他们大多成名

于八九十年代 ,主要成员有威廉 ·伏尔曼、理查德 ·

鲍威尔斯、大卫 ·福斯特 ·华莱士、道格拉斯 ·考普

兰、凯瑟琳 ·克列默和尼尔 ·斯蒂文森。这些新崛

起的作家的成就不容忽视 ,如伏尔曼和鲍威尔斯曾

分别获得 2005年和 2006年美国国家图书奖。下一

位将是谁呢 ? 文学界和学术界许多人都看好华

莱士。

华莱士堪称“天才作家 ”。第一部小说《系统的

笤帚 》(1987)问世时 ,他年仅二十五岁 ,刚刚获得硕

士学位。小说一出版 ,就广获好评。当时《纽约时

报 》的书评将之与后现代派大师托马斯 ·品钦的

《拍卖第 49批 》相提并论。到目前为止 ,他已发表的

作品还有小说《无尽的玩笑 》( 1996) ;短篇故事集

《头发古怪的女孩 》(1990)、《与丑男人的简短会面 》

(1999)和《遗忘 :故事 》( 2004) ,论说文集有 :《探究

RAP说唱艺人 :城市的 RAP与种族 》( 1990) (与马

克 ·科斯泰罗合著 )、《一件我决不再做且看似好笑

的事 》( 1997 )、《起来 ,辛巴 !》( 2002 )、《一切及其

他 》(2000)和《考虑龙虾 》(2005)等。

和伏尔曼、鲍威尔斯等“X一代 ”作家一样 ,华莱

士受过良好的教育。他 1962年 2月 21日出生于纽

约州的绮色佳市 ,父母均为伊利诺伊州的大学教授。

从青少年时起 ,华莱士就热爱运动 ,是不错的网球选

手。后来他就读于他父亲的母校阿默斯特学院 ,主

修哲学 ,辅修逻辑和数学 , 1985年以优异的成绩毕

业 , 1987年获亚利桑那州大学艺术硕士学位后 ,开

始萌发了写作的兴趣。后来 ,华莱士移居波士顿 ,进

入哈佛研究生院学习哲学 ,但中途放弃。80年代末

90年代初时 ,华莱士度过了一段低潮时期 ,对写作

的疑虑使他情绪低落、忧郁 ,他尝试各种毒品 ,最后

求医治疗。1993年至 2002年间华莱士在伊利诺伊

州立大学任英语副教授 , 2002年至今在加利福尼亚

州普莫纳学院任写作教授。

《无尽的玩笑 》无疑是华莱士最为重要的著作。

故事发生在 2014年的美国。那时的美国 ,科技迅猛

发展 ,“电视电脑 ”( Teleputers)普及 ,交互电视娱乐

公司掌控了美国所有的电视节目 ,为人们提供了无

尽的娱乐和信息 ,人们沉浸在轻松的娱乐节目里。

这些娱乐和信息将人们淹没 ,让他们远离社会 ,失去

自我。同时 ,美国也成为高度消费和物质化的社会 ,

广告泛滥 ,一切都商品化。美国的自由女神手中举

着的不再是象征自由的火炬 ,而是汉堡包。美国的

历法也卖给了最高的竞标人 ,因而小说中的年代不

再沿用传统的历法 ,而全部以某种产品命名 ,成了诸

如迪潘成人内衣年、美国哈特兰奶制品年、普度神奇

鸡块年以及欢乐之年等等。毒品泛滥、美国总统被

暗杀、环境污染的问题让政府束手无策 ,干脆把新英

格兰地区变成一个大垃圾场。政府用巨型风扇将废

料和垃圾往新英格兰北部吹 ,并有意将这一地区放

弃给加拿大。这样的故事看起来像科幻小说一样荒

诞离奇 ,但作品中贯穿了大量对现实社会的细节描

述 ,使我们毫不置疑其真实性。

这部“巨著 ”的叙事结构相当复杂。小说围绕

三条主线展开 ,但同时贯穿数十条辅线。其中一条

叙事主线是描写波士顿郊区恩费尔德网球学院的学

生生活。这条线索主要围绕哈尔 ·因肯登扎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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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的一家是小说的主要人物。他父亲詹姆斯 ·因

肯登扎是个恐怖的天才。他曾是天才的网球运动

员 ,后来成为研究光学的物理学家 ,并尝试导演电

影。故事的一开始他就以一种恐怖的方式自杀

了 ———将头伸进微波炉里。他的夫人艾芙瑞是语言

学博士 ,同时也是魁北克分裂分子。他们有三个儿

子 :足球运动员奥瑞 ;恩费尔德网球学院的天才学生

哈尔 ;身体残疾 ,智力低下的马里奥。

华莱士自己的网球选手的经历 ,使他能够以现

实主义的手法描述恩费尔德网球学院的日常训练和

比赛。来自美国各地的白人富裕家庭的孩子像马戏

团的动物一样被训练、定型。为了迎合观众越来越

高的要求和娱乐心理 ,训练十分残酷 ,不少孩子身体

受伤。巨大竞争的压力也损害了孩子们的心理。哈

尔作为一个网球天才 ,承受了不小的压力。同时他

亲眼目睹了父亲死的惨状 ,这些都使他备受噩梦折

磨 ,并尝试以吸毒来缓解压力和逃避现实。哈尔的

问题还在于从小他就缺乏生活的激情。在他看来 ,

诸如“生活的乐趣 ”、“价值 ”等这些东西就像方程式

里的变量一样可以随意调整、改变来满足别人的需

求 ,但他自己的内心却是空虚的 ,甚至无法证明自己

的存在。

小说另一条线索是描写一个专门治疗成瘾病患

的医院 ———恩里特医院的日常生活 ,围绕唐 ·盖特

林展开。盖特林原来是一个小偷 ,酗酒、长期依赖德

美罗止痛药。在医院期间 ,他接触到了各种成瘾患

者 ,并参加嗜酒者互诫协会。通过对盖特林和乔妮、

凯特、兰迪、布鲁斯等成瘾病患的描述 ,华莱士揭示

了“成瘾 ”这个问题的社会性 ,并带领读者走进了这

些成瘾病患的心理世界。

第三条线索是描写加拿大魁北克分裂分子的恐

怖计划。当时美国和加拿大以及墨西哥已经成为北

美联盟国组织的成员 (ONAN )。新英格兰的大部分

地区已变成大型的有毒废料的垃圾场 ,这些有毒废

料正向加拿大延伸。魁北克分裂分子为了获得低毒

甚至无毒的环境 ,决定采取恐怖行动。而出乎意料

的是他们的恐怖计划不是炸毁或攻击美国城市 ,而

是找到电影《无尽的玩笑 》的拷贝。《无尽的玩笑 》

是前卫导演詹姆斯 ·因肯登扎的作品。任何看过这

部电影的人都沉溺其中。看电影时 ,人们会不吃不

喝 ,对周围一切失去兴趣 ,最后死于兴奋。恐怖分子

就是想利用这部电影让美国人在“快乐 ”中堕落、毁

灭。这部电影成了最有效和最恐怖的武器。恐怖分

子、政府官员、间谍以及他们的朋友等卷入对这部电

影的争夺 ,人性的丑恶和政治的黑暗得到充分的

揭露。

小说的三条主线交错进行 ,穿插数十条辅线 ,将

众多的人物网织其中。这部小说和品钦、伏尔曼等

的小说一样 ,充分体现了信息时代的特点 ,承载了大

量的信息。作品中大量的关于吸毒、戒毒、网球比

赛、电影制作、恐怖犯罪等等的描述 ,涉及到广泛的

医学、心理学、体育各方面的知识和术语都大大增加

了阅读的难度。但这部小说绝不是一部让人乏味的

小说 ,相反 ,它让人沉醉。正如《波士顿凤凰报 》的

评论指出 ,“这是一部关于成瘾的让人上瘾的小说 ,

也是一部关于娱乐的轻松的小说 ,也是一部关于欲

望的的很长的小说。”①这个评论准确地指出了《无

尽的玩笑 》这部小说的三个主题 :成瘾、娱乐和欲望。

华莱士尤其对“成瘾 ”这个主题感兴趣。在《无

尽的玩笑 》中 ,“成瘾 ”这个主题贯穿全文。小说中 ,

每个人物都沉溺于某种东西。哈尔沉溺于大麻 ,他

的父亲、祖父和曾祖父酗酒 ;奥瑞醉心于女人和性 ;

唐 ·盖特林酗酒 ,后又沉溺于德美罗止痛药 , 乔妮

沉溺于可卡因。恩里特医院的患者都是酒或毒品的

成瘾患者 ,结果协会的种种活动又成为他们所依赖

的无法摆脱的新瘾因。小说中的一些次要人物也沉

溺于各自的爱好 ,如电视、网球等等。

华莱士从人们对酒的沉迷、对毒品的沉迷 ,扩展

到现代社会中对电视、网络、电影以及对职业网球赛

等的沉迷。他对这种当代社会的常见现象进行哲学

思考 ,并将之与人的存在结合起来。他认为成瘾是

一种毁灭性的享受 ,摧毁了人的自主性 ,导致了人的

依赖性 ,是现代社会种种问题的根源。人们爱情的

失败 ,后现代社会的冷漠 ,一直到美国的政治傲慢等

都根源于人们对某种东西的执着和成瘾。小说中华

莱士将这种成瘾带给人的危害物化以及外在化。小

说中大部分人物都由于成瘾而造成这样或那样身体

上的畸形和残疾。哈尔由于长期的网球训练使手臂

畸形 ;奥瑞的足球生涯也使他的膝盖格外肿大。这

些残酷的训练都是为了迎合人们对职业网球和足球

赛的沉溺。唐 ·盖特林由于嗜食巴比妥 ,脑袋特大 ;

乔妮吸毒造成脸部受伤 ;魁北克分裂者都是坐在轮

椅上的无腿的狂热分子。

“娱乐 ”主题是华莱士长期关注的问题。从后

现代派作家开始 ,严肃艺术和大众文化的关系一直

是人们探讨的焦点之一。华莱士认为以电视、电影

为代表的大众文化给人们带来轻松的娱乐 ,就像在

一天的疲惫工作后泡个热水澡 ,商业化的娱乐是人

① 安妮·玛丽 ·唐纳休 :“无尽的文本 :网球 , 12步

骤 ,和恐怖主义 ,关于生活和笑声的小说 ”, 《波士顿凤凰

报》, 1996年 3月 21日。



　

译　林

TRANSLATIONS 209　　

们在现代社会的一种逃避方式 ,这种以快乐为原则

的娱乐使人们的思维懒惰、思想幼稚 ,不愿去思索人

类的苦难、失落等深层次的问题。电视不仅深刻地

影响到人们的生活 ,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对美

国文学尤其是小说也带来很大的影响。他不得不承

认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文化的重要性 :“我认为作

家 ,特别是四十五或四十岁的 ,除非你是写历史小

说 ,否则你都不得不考虑大众文化对美国的影响。

我并不是把电视看作是我研究的对象来观看 ,而是

认识到电视、广告、流行文化、媒体、网络和资讯交流

都已经成为我们环境的一部分。就像一百年前 ,云

和树是环境的一部分一样。我们根本无法逃避。”但

人们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潜在的危险。人们不用付出

任何辛劳、思考和努力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享受 ,

而像绘画、文学等严肃艺术是需要人们经过一定的

辛劳才能够充分地享受的。华莱士指出表面的危险

是严肃文学的读者越来越少 ,真正的危机在于人和

社会。他曾指出 ,“美国正处在一个十分悲惨的时

代 ,这一切都与娱乐有关。”但他认为这不是电视的

错 ,也不是好莱坞的错 ,同样也不是网络的错。“错

误的根源在于我们自身。我们自己作出了这样的选

择。我们选择了更多的时间沉溺于高科技的机器 ,

似乎视它们更重于我们的生命。”他希望自己的作品

能够警醒人们 ,这样我们的未来才不至于那么冷酷。

当然 ,在后现代派小说中 ,对大众文化的扩张性

的描述并非新鲜的主题 ,但华莱士将大众文化与成

瘾主题以及后现代的个人身份融合在一起 ,从而赋

予它新的含义和特征。弗雷德里克 ·詹姆逊曾对比

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人的状态 ,指出前者的基

本状态是疏离 ,对社会、对他人的疏离 ;而后现代的

人们却根本没有自我概念 ,自我迷失 ,无从疏离。小

说中的哈尔一直试图向自己 ,也向周围的人证明他

的存在 ,他的个人身份。他母亲艾芙瑞认为自己很

了解儿子 ,但哈尔知道自己的内心似乎一无所有 ,母

亲所听到的只不过是她自己的回声而已。《无尽的

玩笑 》里所描写的人们似乎都是“谁 ”一代。他们不

知道自己是谁 ,个人似乎变成了一个空洞的容器 ,不

断扩张的大众文化日益渗透其中。寻找生命的意义

就成为当代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天才导演詹姆斯的

毁灭就在于他无法找到生命的意义。他的孩子们称

他为“悲伤的鹤 ”。他的导演生涯就是他艰难地寻

找自我的历程 ,但结局是悲观的。在访谈中 ,华莱士

曾说 ,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唤醒读者 ,从而意识到人们

在这个消费社会所面临的困境。

“欲望 ”这个主题在华莱士刻意营造的极端消

费的社会中凸显得更为深刻。在美国社会中 ,人们

只注重自我欲望的追求和满足 ,往往忽视了社会意

识。这种欲望正是这个时代的悲哀。所以 ,尽管小

说中充满了大量让人忍俊不禁的幽默和嘲讽 ,但在

接受《沙龙 》杂志的记者劳拉 ·米勒的采访时 ,华莱

士坦陈 ,他写作的目的是要写一点悲伤的东西。他

认为这种悲伤的感觉和人们所处的物质环境无关 ,

和经济状况无关。这种悲伤是深层次的 ,是他在自

己和朋友身上所看到的 ,是一种失落。这种悲伤是

典型的美国式的 ,是像他这样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中

产阶级白人男性身上可以看到的悲伤。

评论家一直将华莱士的《无尽的玩笑 》与托马

斯 ·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 》并举 ,但华莱士本人并

不赞同这样的比较。他认为 ,“《万有引力之虹 》是

一部复杂的小说 ,但它并没有做到任何意义上的‘实

验性 ’。”华莱士对传统的小说的概念做了更彻底的

颠覆。他颠覆了传统的叙事结构 ,整个小说的三条

线索都没有交代完整的结局 ,小说也没有真正意义

上的高潮 ,因而 ,有评论家指出这部小说就像是跟读

者开的一个玩笑。华莱士也尝试了许多技巧 ,《无尽

的玩笑 》中充斥了大量的时间、视角和行动的突然转

换 ,信息的堆砌 ,多义的技术术语 ,大量的注释 ,注释

加注释。鲍勃 ·威克指出 ,“《无尽的玩笑 》是大

卫 ·福斯特 ·华莱士写作中一次有创造性的突破 ,

也是美国小说创作的一次突破 ,因为它成功地将试

验性的小说写作技巧与传统的叙事方式结合起

来。”①

《无尽的玩笑 》曾获南兰小说奖五万美元和麦

克阿瑟基金会“天才奖 ”二十三万美元 ,还入选美国

《时代 》周刊评选的 1923年以来世界一百部最佳英

语长篇小说。难怪 ,评论家卡库塔尼在《纽约时报 》

的文章中感叹 :“这部小说表明了华莱士不愧是他这

个时代的伟大作家之一 ,具有写出任何东西的才能。

他可以写有趣的、悲伤的 ;也可以写严肃的、讽刺的。

既擅长品钦式的宏大的史诗 ,又熟悉尼科生 ·贝克

式的细节描述 ;既能创造有血有肉的人物 ,又能描写

真实动人的场景。”②

(王海燕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博士生 ,武汉理工

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邮编 : 430070;杨仁敬 ,厦

门大学外文学院博士生导师 ,教授 　邮编 : 361005)

①

②

鲍勃·威克 :“无尽的玩笑”,《剑桥书评 》,小布朗

公司 , 1996年。

米凯克·卡库塔尼 :“无尽的玩笑”,《纽约时报》,

1996年 2月 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