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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比较分析了传统文化对灵魂的大写与当代文化对身体的大写 � 经由对身体写作的分析揭示后者的意义与后 

果 ∀认为大写的/ 身体0是今天奴役我们的枷锁之一 ∀文学要反抗身体 � 就像它当年反抗王权 !反抗上帝和反抗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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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时代正在书写着一个巨大的词 � / 身体0 ∀ 

这一书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 � 让我们回忆一下人 

类在几千年的过去所书写的/ 灵魂0 �思想 !良心 !天 

理 !上帝�一词以及相关的历史 �就能咀嚼出某种意 

味 ∀ 

记得 �� 世纪 �� 年代初流行的几句顺口溜 �说 

的是/ 不到北京不知道自己官小 � 不到深圳不知道自 

己钱少 � 不到海南不知道自己身体不好0 ∀ 对/ 身体 

不好0的焦虑自此而愈演愈烈 � 后来一位从海南来的 

朋友还教育我说 � 时代变了 � 你要有堕落的能力 ∀我 

知道他的意思 � 转变思想 � 搞好身体 � 才能与时俱进 ∀ 

从那时起 � 我便对/ 身体0这个词有了异样的感觉 � 它 

似乎与一个新的时代 !与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起在 

召唤我 !逼迫我 ∀近些年来 � / 身体0这个词瘟疫般地 

传播 � 更是加剧了我的莫名恐惧 ∀ 

/ 身体不好0成了一个问题 �这真是一个值得深 

思的问题 ∀ 

有意思的是 � 在 �� 世纪 �� 年代 � / 身体不好0还 

不是一个问题 � 那时候的焦虑是/ 思想不好0 ∀ 我记 

得那时正上初中 � 因为出身不好加上不知为什么得 

罪了学校教导主任 �他在背后十分严肃地说我的坏 

话 � 说的就是我/ 思想不好0 ∀ / 思想不好0�及其别的 

变种 � / 思想有问题0/ 意识不好0/ 觉悟不高0等等�曾 

经让几代人焦虑不安 � 而思想不好就是/ 灵魂0不好 � 

所以要在灵魂深处闹革命 ∀ 现在思想好不好 !灵魂 

好不好已不成问题 � 成问题的是身体不好 ∀于是 � 我 

要问的是在我们和身体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成问题 

的关系 � 这一关系意味着什么 � 还有 � 与我们发生 

关系的这个身体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体 � 

人的存在曾经被一分为二 �身体�灵魂�良心� ∀ 

身体是欲望和罪恶之源薮 �灵魂�良心�与上帝�天 

理�相连 � 身体是要死的 �灵魂是不死的 ∀ 灵魂被赋 

予了防范 !审判 !管制甚至于消灭身体�存天理灭人 

欲�的责任和权力 �灵魂�良心�的工具是上帝�天 

理� ∀几千年人类的历史就是将身体的某种精神能 

力从身体分离出去 �将这种能力所造就的上帝�天 

理�从身体分离出去的历史 � 这是一个对灵魂�良心� 

以及相关的上帝�天理�进行大写的历史 �一个用大 

写的灵魂奴役小写的身体的历史 ∀ 

第一个有力地反抗这种大写的人是尼采 ∀在尼 

采看来 � 惟一的存在是生命 �生命之外一无所有 �存 

在是生命之自我创造和自我毁灭的永恒回复 �而生 

命是身体 � 因此 � 不是上帝创造了生命 ) 身体 �而是 

生命 ) 身体创造了上帝 �同样 �灵魂�良心 !理性 !意 

识 !精神等等�也不是什么上帝�天理�机能的延伸而 

是身体的分泌物 ∀ 生命 ) 身体是一种小写的 !有生 

有死的存在 � 因此 � 被生命 ) 身体创造的上帝是/ 有 

死的上帝0 �与生命 ) 身体一体的灵魂�良心 !理性 ! 

意识 !精神等等�也是/ 有死的灵魂0 ∀尼采那句人尽 

皆知的大白话/ 上帝死了0的确意义重大 ∀这句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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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义很多 � 其中一个重要的含义常常被人们忽略了 � 

那就是上帝的/ 有死性0和/ 有生性0 ∀这个有生有死 

的上帝是一个小写的上帝 � 一个有身体的上帝 � 而那 

个无生无死的上帝则是一个大写的上帝 �一个无身 

体的上帝 ∀前者是尼采眼中的上帝 �一个生于病弱 

生命 � 身体�奴隶�之怨恨和狡智的上帝 �一个已经 

死去的上帝 � 后者是虔诚的基督徒心中的上帝 ∀ 

尼采用身体改写了上帝与灵魂 �使之从大写变 

成了小写 �从而揭露了身体被自己所造的上帝与灵 

魂所奴役的历史 ∀ 尼采的动作是一种示范 �他的后 

学仿照他的方式对形形色色由身体所造的大写之物 

进行改写 ∀形形色色的上帝死了 � 身体自由了 � 这似 

乎是尼采以来的历史 ∀ 

有意思的是 �尼采借助身体的小写而对大写上 

帝�灵魂�的改写逐渐演变成了对身体本身的大写 ∀ 

这一演变是如何发生的 � 

所谓的后现代也可以说是一个对身体进行大写 

的时代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将是未来人类思想的艰 

巨任务 � 但却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任务 � 否则人类无法 

察明自己的后现代处境与命运 ∀ 

人类有一个古老的梦 � 自由 ∀ 但人类很悲惨 � 他 

一直没有摆脱被奴役的命运 �过去他被自己大写的 

灵魂�上帝�所奴役 �现在他正在并将要被自己大写 

的身体所奴役 �不过 �人类也很悲壮 �他一直在为自 

由而奋斗 � 将一切大写之物改为小写 ∀ 

/ 大写0是人类的一种病 �一种将一切变成非凡 

超越之物�形而上学之物�的妄想症 � 包括他自己 � 比 

如大写的人 ∀福柯所谓/ 人之死0说的就是大写的人 

原本是小写的人 �这个人诞生于 �� 世纪 �现在正在 

死去 ∀将大写 / 小写化0 是人类疗救自己的一种方 

式 � 是争取自由存在的一种方式 ∀ 然而 �人类的大写 

是那么轻易 � 而小写是那么艰难 ∀ 

我们正在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大写身体的运 

动 � 这个/ 身体0完美无缺 !欲望充盈 !体能卓绝 !风情 

万种 � 这是一个飘在影像中的斯瓦辛格 � 梦露 � 以及 

形形色色变体的斯瓦辛格 � 梦露 ∀这个身体离我们 

那么近 � 它在我们床边的晚报杂志中与我们同居 � 在 

公共汽车的车身广告上与我们同行 �在饮料的包装 

上与我们同饮 � 在服装的标签上与我们同穿 � 如果幸 

运的话 � 它还从舞台上走下来与你握手 , , � 但它还 

是那么远 � 远得高不可攀 ∀ 

大写的身体是一种要求 � 一种生活模式 � 一种理 

想的许诺 � 它虽然来自人的身体内部 � 但通过后现代 

社会运作的方式�以资本运作的方式 � 以市场化的方 

式 � 以生产与消费的方式 �以现代媒体的方式 �以学 

术理论的方式 �也以文学艺术的方式� �正日益成为 

我们自己身体之外的大写的/ 身体0 �一种后现代机 

器制造的欲望指令 �一种超个人的普遍规范和对一 

切小写身体的普遍强制 ∀ / 身体不好0的焦虑就由此 

而来 � 因为 � 相对于那个大写的身体 � 小写身体之/ 不 

好0就是注定的 ∀只要你膜拜它 � 这个大写的/ 身体0 

就会诱惑你 �威胁你 �即使你在某个时期身体 / 很 

好0 � / 不好0的威胁也总在前头 �因为/ 身体好0是一 

种超时间的要求 �它永远出现在银幕上 !小说中 !广 

告上 !包装上 , , �它以大写的方式包围着你 �既对 

你做出示范 �同时也蔑视你的身体 !嘲笑你的身体 ! 

威胁你的身体 �它让你生活在永恒的遗憾和怨恨之 

中 � 除非你像尼采摆脱对上帝的膜拜那样摆脱对身 

体的膜拜 ∀然而 � 上帝似乎是死了 � 正在诞生的身体 

离死还很远很远 ∀ 

难道人们摆脱了大写上帝的奴役又落入了大写 

身体的奴役 � 

所谓/ 身体写作0就是当代人被身体所奴役的见 

证 � 同时它也是大众文学参与身体之大写运动的见 

证 ∀这里 � 我仅以木子美日记的写作与传播为例 ∀ 

我们先看看木子美日记的写作动机 !写作目的 

与写作方式 ∀关于木子美日记的写作动机有很多说 

法 � 比如说追名逐利或反叛传统等等 � 但我认为她写 

作的主要动机是身体性的爱好 �对此她自己说得很 

清楚 ∀她说她有两大爱好 �即做爱和将做爱的过程 

公之于众 ∀而将做爱的过程公之于众可以给她带来 

直接的身体性快感 �这就是她写作的目的 ∀ 木子美 

说她的写作是/ 液体写作0 � 即纯粹生理性的内分泌 � 

任快感的液体在纸上流淌 �她日记中的词就像一些 

分泌物 � 没有任何精神性的色彩 �比如/ 做爱0 这个 

词 �虽然是分泌得最多的一个词 �但又是完全不经 

意 !不上心的一个词 �就像/ 的 !地 !得0一样 �没有什 

么特别的意思 � 不是什么大词 � 这就是木子美的写作 

方式 ∀从木子美写作的动机 !目的 !方式来看 �她的 

写作完全被身体所控制�或者说被身体所奴役� �这 

是极端的身体写作 ∀ 

再看看木子美日记的内容 �日记记载她自己的 

做爱过程 �那是一种彻底拒绝灵魂和情感介入的肉 

体行为 � 一种她自称为没心没肺 � 或完全不动心不用 

情的纯粹欲望化行为 ∀她说做爱就是做爱就像抽烟 

就是抽烟 � 没有什么精神意义 � 她有篇日记的名字就 

叫5把情绪抽成食物6 ∀此外 �她日记里还写了一些 

与她做爱的男人 � 这些人表面上道貌岸然 � 有家有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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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正在与别的女人恋爱 �但他们都那么容易和她上 

床 �她想告诉人们这些人事实上都是些被欲望支配 

的人 ∀
从木子美的写作动机 !目的 !方式以及她所写的 

她自己与别人 �都以极端的方式展示了人被欲望化 

的身体所支配 !所奴役的存在状态 � 这其实是正在急 

剧扩展的当代人的存在状态 �这种状态以木子美的 

方式成了所谓的身体文学 ∀ 值得注意的是 �这种身 

体文学被资本迅速纳入大批量生产 !复制与消费的 

过程 ∀很早就有敏感的书商说木子美比卫慧更有投 

资潜力 � 果不出他所料 �5遗情书6第一版就推出 �� 

万 � 并很快出现了几个盗版 � 而网上的点击率更是惊 

人 � 据说仅新浪网在连载木子美日记的那一段时间 � 

日点击率竟由平常的 � ��� 余万飙升到 � ��� 多万 ∀ 

在身体文学被资本所纳入的大批量生产 !复制与消 

费的过程中 � 文学作品中的身体被进一步加工 � 成为 

一个既深入每个人身体内部的身体又成了一个公共 

的巨大的/ 身体0 �一个大写的/ 身体0 ∀ 这个既在我 

们之内又在我们之外的/ 身体0纠缠着我们就像我们 

过去被/ 灵魂0所纠缠 �但身体对我们的纠缠远比灵 

魂对我们的纠缠高明得多和可怕得多 �因为它常常 

以反判灵魂奴役和反叛政治奴役的面貌出现 �并让 

我们获得快感 ∀ 但就像/ 启蒙的辩证法0一样残酷 � 

/ 身体的辨证法0在今天让我们得到了快感 �又让我 

们失去了自由 ∀ 

人类又面临这样一个难题 �为了身体的快感放 

弃自由是否值得 � 就像过去那个问题 �为了灵魂的 

得救放弃自由是否值得 � 

自由的生存对人类还是那么陌生 �但它绝非不 

可能 ∀这里我想顺便谈谈福柯 ∀福柯常常被人们误 

解为身体写作的先驱 � 但事实上 � 福柯绝不是一个受 

身体奴役和认可身体奴役的人 ∀福柯提倡艺术的生 

存方式并努力而为之 �但这种艺术的生存方式绝不 

是通常意义上的过把瘾就死和放纵欲望 �而是一种 

自由的探险 ∀ 这种自由的探险在两个方面作战 �既 

反抗来自身体之外的普遍规范的奴役 �拒绝做千篇 

一律的好人 � 这看上去像放纵 � 也反抗来自身体内部 

的本能欲望的奴役 � 拒绝做千篇一律的坏人 � 这看上 

去像苦行 ∀无论是这种看上去的放纵还是看上去的 

苦行 �目的都是为了自由地将自己塑造成具有特殊 

风格的艺术品 ∀ 因此 �福柯最后选择的是自由 ∀ 在 

这种意义上 �福柯是西方历史上为自由的生存进行 

艰难探险的知识分子中的一员 �他的写作决不是什 

么身体性写作 � 而是一种自由的写作 ∀ 

自启蒙以来 �自由的写作和为人类的自由而写 

作开始成为一些人自觉的追求 �这其中有文学家的 

身影 � 比如雨果 !左拉 !托尔斯泰 !卡夫卡 !⁄ # ♦ # 劳 

伦斯 !萨特 !君特 # 格拉斯 !鲁迅等人 � 因为他们的自 

由探险 � / 文学0找到了自己存在的理由和价值 � 那就 

是反抗形形色色的奴役 �并对形形色色的奴役做出 

自己的反思和批判 � 为人类的自由开辟道路 ∀ 

如果说 � 大写的/ 身体0是今天奴役我们的枷锁 

之一 � 文学就要反抗身体 �就像它当年反抗王权 !反 

抗上帝和反抗灵魂那样 �只有在这种反抗中文学才 

能获得自己的价值与尊严 ∀ 但令人悲哀的是 �今天 

的文学太容易成为身体的猎物 �有那么多的诱惑和 

快感 � 那么多的理论和说辞让文学投降 � 我不知道这 

种悲哀还要延续多久 � 人类与这个大写的/ 身体0的 

关系就像他曾经与大写的/ 灵魂0的关系一样 �不到 

书写的尽头不会罢休 �如何中断这种书写是文学以 

及一切有洞见的人类行为的任务 ∀ 

唉 � 人类通过/ 大写0来制造奴役自己的枷锁和 

通过/ 小写0来争取自己的自由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 

事情 � 卢梭的一句名言曰 � / 人生而是自由的 �但无 

往不在枷锁之中0 � 是否可改为 � / 人无往不在枷锁之 

中 � 但他应该是自由的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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