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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布林克 《菲莉达 》 创作 中 的西方

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
＜

蔡圣勤 张乔源

【提 要 】 南非著名 小说家兼批评家安德烈 ？ 布林克的作品通常都表现 出 强烈的社会批

判性 。 本文从市 民社会的文化霸权泛滥 、 艺 术作品表现的 形式和 内 容等两个方 面分析他的

新作 《菲莉达 》 ， 探讨作家在作品 中 所体现 出 的对社会现实的无情鞭挞 、 用 传统叙事的颠覆

以质疑现实体制等方 面的表征。 通过对文化霸权的影响反思 、 对阶级的对立 与人性善恶 的

探讨 ，
以及现实人对 自 由的追寻的叙事等三个方面 的 书 写分析 ， 旨在证明 ， 布林克的 创作

实践上体现 了 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深刻 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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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英语文学创作群无疑是当今世界文坛比并获布克奖提名 。

较浓墨重彩的一支新生力量 ， 其成果已经灿耀文西方马克思主义是 ２０ 世纪西方出 现的独特

坛 。 近年来 ， 南非不断涌现出荣膺国际大奖的英新兴思潮 ， 它处于马克思主义主流派别之外 ，

语作家 。 而安德烈 ？ 布林克作为南非文坛老将无却又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形态 以及所追求

疑 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 ， 被英国 《每 日 电讯报》的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等 目标上息 息相关 。 它

誉为
“

南非最伟大的小说家之
一

”

。 他与约翰 ？ 马是西方的
一些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前沿性学者

克斯韦尔 ？ 库切和纳丁
？ 戈迪默并称为

“

南非文 结合时代特征对马克思主义作 出 的全新检释。

坛三杰
，，

。 与此同时 ， 布林克还具有阿非利卡语 西方马克思主义 内容纷繁复杂 ， 学界普遍认为

（Ａｆｒｉｋａａｎｓ） 与英语双语小说家和批评家的双重身 西方马克思主义
“

不是
一

种统
一

的思潮 ， 而是

份 。 凭借高超独特的叙事技巧和纯熟精妙的存在
一

场多线索多形态的 、 色彩斑斓内 容庞杂的理

主义笔调 ， 布林克用铿锵有力的笔触控诉了南非 论运动
”

。

？面对 日益严重的精神危机 ， 西力
■

马克

的种族隔离制度 ， 全方位描述了独特的南非文


化 ， 表达了 对虚伪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蔑视和对＊ 本文系蔡圣勤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 《西方马克思

被压迫人民 的无限同情 。 充满政治责任感和爱
主义视域下的南非 ２續纪英语小说研究 》 ＿ＷＷ〇７ ５ ）

国情怀作品 的发表 ， 为其贏得了 国 际声誉和广衣 ，

《 〈菲莉达 〉 创作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研究 》 结题成果 。

泛的读者群 。 这位 ７ ９ 岁高龄的作家至今依然笔 ① 刘 同妨 ： 《西方马克思主义 的理论性质与中国意义 》 ， 《中 国

耕不辍 ， 于 ２０１ ２ 年 出版 了最新力作 《菲莉达 》社会科学 》 ２ ０ １ ０ 年第 ５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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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学者纷纷将焦点集中在文化层面 ， 希望道德 、 语言的制度化形式
”

。
？ 而 《菲莉达 》 所

通过审美和文化批判拯救被异化 、 被扭曲 的主展现的西方文化霸权也正是通过这种
“

非暴力 、

体性和人性 。

“

自 ２０ 年代以来 ， 西方马克思主同意式
”

的领导权形成的 ， 利 用语言的优势 、

义渐渐地不再从理论上正视重大的经济或政治宗教的教化而实现真正的文化霸权 ， 而书 中也

问题了 ， 它注意的焦点是文化 ， 在文化本身 的不乏对这种文化霸权的讽刺怀疑乃至反叛 。

领域 ， 耗费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智力和才华 的 ，１ ？ 语言的选择及批判的力量

首先是艺术
”

。

①
由 此可见 ， 西方马克思 主义与《菲莉达 》 的背景设立于 １ ９ 世纪 ３０年代的南

文化密不可分 ， 因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视阈下非 ， 此时南非已经沦为英国殖民地将近 ３０ 余年 。

Ｘ才文学文本分析也有其必要性和开拓性 。在这三十年中西方文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抹杀

了南非本土文化 ， 塑造了 以西方为主体的文化氛
―

、 《菲莉达》 对现实社会的批判 围 ， 而英语则是文化霸权实现的必要工具 。 織

全文不难发现无论是在人物对话还是环境描写 中

南非本土语言阿非利卡语的 出现次数寥寥无几 ，

仅在
－些称咖语以及地名上被沿用 ， 而英语则

齡訪删齡 。 錢她麵輔达祕不

可倾魏職语 ， 特驅耐身鑛贵的主人
画

时 ， 雌往要個麵称之为
“

—
，，

、

“

０＾
”

甚至
“

Ｇｒｏｏｔｂａｓｓ
”

以示尊重 。 可见南非的政治生

活和平民生活都染上了浓重的殖民色彩 ， 英语占

据重要地位并成为通用语 。 而人们对英语的使用

和推崇正是西方文化霸娜成的重要表征 ， 表明

＾ Ａｍ刚＃愿 ， 雛約棚化纖治集晒
息

；＾

感
＾^

耳
＾
刀锋的寒意 ， 清洗着死人

世界观或者灘权 （意爾态 ） 中来
， ，

，

⑤ 这
一点

的遗容， 酿輸种观錄＿力麵触
储力聊证了葛兰麵规驗継 。

＋阶级、 种族 、 性别乃至文化的对立 ， ； 其是？２ ． 人物命名的发散性及批判性
了械人＿齡 ， 尤其是女主人公菲莉达

民族之根 ， 最终导致了暴行
ｇ
延 ，

血腥肆虐 。 《菲
（Ｐｈｉ

ｌ
ｉ
ｄａ） 的命名也彰显了赫西方为主体的文

化氛圃蔓延 。 语言的语义常具有发散性和不
是对南非种族、 阶级、 性别歧视的批判 ， 尤其是

确定性 ， 导致文学言说面临双重困境 ， 即
“

言
”

ｍ胃：

和
“

意
”

之间转化的矛盾 。

“

语言原本固細含
然而 ， 西放化在鮮蔓雖播１［至娜 义雜廳文軸呈＿读者■着政治 、 经

蒂醜过程 ， 并非一味依赖强制性手段 ， 而是
济 、 文化 、 传统与习俗 、 乃至个人经验等诸方

采取非暴力 的文化意识形态控制手段 ， 是通过

大多数人的 自觉认同而头现
＾

正如被誉为西
① ［英 ］ 佩里 ． 安德森 ， 《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 ， 高铦等译 ，

方马克思主义鼻祖的葛兰西所言 ，

“

国家＝政治人民出版社 １ ９８ １ 年版 ， 第 ９ ６页 。

社会＋市民社会 ， 政治社会代表暴力统治 ； 市② Ｃｏｅ ｔｚｅａ ，
／？Ｍ ｅＨｅａｒｔ 。／ 如 Ｃｔ？ｍ？ｒｙ ， ｊｏ ｈａｎｎｅｓ

－

民社会代表以意识控制 为特征的文化霸权 ， 国
③ 葛兰西 ： 《狱巾札记 》 ， 曹丽、 张麟 ， 人民文学出版社

家是披上强制 甲 胄的文化霸权
”

。

？ 可见所谓的１ ９８３年版 ， 第 ２２２ 页 。

“

文化霸权
，，

并非通过武力或暴力 的强制手段实④ 王岳川 ： 《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 》 ， 山东教育出版

现 ’
而是－种人们 同意

”

式的领导权形式 ，

⑤ 庄严 ： 《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及时代意义》 ， 《北方论丛 》

是对
“

主导价值观念的趋近
”

，

“

具有
一

种社会 、２００３ 年第 ６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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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
‘

能指
’

， 他与书写者所要表述的
‘

所指
’

生活的各个方面 ， 成为 日常惯例和常识 ， 从而在

永远无法弥合 。

”？“语言本身固有的含义常遮蔽南非促成了 以西方文化为主题的文化氛围 。

了意义的表达 ； 同时 ， 先于个体存在的语言对然而有压迫就有反抗 ， 《菲莉达 》 中 以菲莉

思维也进行
一定的限制 。

”
？
布林克作为名副其达为首的黑人奴隶对南非种族 、 阶级、 性别乃至

实的文学家和批评家 ， 深谙语义的发散性和能文化歧视进行了深刻批判 。 菲莉达未被基督教白

指的不确定性 ， 并恰当利用这一策略使读者产人至上的观念盛惑 ， 相反她始终持质疑态度 。 她

生丰富联想 ， 暗含对南非殖民历史的批判和颠锲而不舍地想把 自 己的名字写进 《圣经 》 最后
一

覆 。 菲莉达 （ Ｐｈ ｉ ｌｉｄａ ） 与 ｐｈｉ ｌ ｉａ 几乎同音同形 ， 页的布林克族谱 ， 目 的不仅是成为弗 朗斯名正言

拉丁语义意为
“

友情 、 友爱
”

， 而现代英文并未顺的妻子 ， 更是改写 《圣经 》
，
让上帝承认黑人的

独立成词 。 古希腊语 中 ｐｈｉ ｌ
ｉａ 作 为 四爱之一 存在 。 虽未能成功 ， 但墨汁却把整张族谱乃至

（ｐｈｉ ｌｉａ
，ｓ ｔｏｒｇｅ ，

ａｇａｐｅａｎｄｅｒｏ ｓ ） 被视为
“

兄弟《圣经》 染黑 ， 彰显了对基督教甚至西方文化的强

之爱
”

（ ｂｒｏｔｈｅｒｌ

ｙ
ｌｏｖｅ） 。 而在 《新约全书 》 中力批判和抗争 。 随后菲莉达发现 《圣经 》 只是白

ｐｈ ｉ ｌｉａ则被诠释为
“

基督徒间的相亲相爱
”

（
ｌｏｖｅ人的 《圣经 》 ， 基督教义只是为基督徒牟利 。 而

ｔｈｅ ｉｒｆｅ ｌｌｏｗ Ｃｈｒｉｓｔ ｉａｎ ） 。 Ｐｈ ｉ ｌｉａ 所指 的是
一种非《可兰经 》 却是属于黑人的 ， 穆罕默德是

“

站在我

性欲的友爱 ， 结合文本不难发现 ， 布林克借 Ｐｈ ｉ
－

们这边的 ， 是我们的神
”

，

“

在 《可兰经 》 里没有

ｌ
ｉ
ｄａ表达的是对黑人团结友爱的高度颂扬 以及对奴隶也没有主人 ， 大家是

一样的 ， 都是人
”

。 菲莉

白人基督教徒彼此压榨欺骗现象的无情驳斥 。 文达以 《可兰经 》 起誓 、 转信伊斯兰教这
一

行为无

中黑人口头文学的流传是黑人代代相传的结果 ， 疑是对西方文化的当头棒喝 ， 是对南非种族压迫

是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最佳反叛 。 至此 ， 我们几乎和以西方为主体的文化氛围的强烈批判 。

可以肯定作者通过 Ｐｈｉｌ ｉｄａ呼吁黑人团结一致共同正如葛兰西所言 ， 西方文化霸权在南非的建

对抗西方文化霸权 ， 将黑人文化的火种传播下去 。 立是通过英语的普及使用和基督教的宣传实现的 ，

３ ． 大众文化的宗教渗透是
“

以被统治者 自愿地接受和赞同作为前提 ， 依

宗教历来是控制人心的最佳工具 ， 《菲莉达》赖于达成某种
一

致的舆论 、 世界观和社会准则 ，

中西方文化霸权得以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并且存在着
一个斗争 、 冲突 、 平衡 、 妥协的复杂

基督教的广泛传播 。 小说中与基督教相关的字眼 ， 过程＇③ 而以菲莉达为首的黑人群体则代表着尚

如
“

《圣经》

”

、

“

上帝
”

等随处可见 ， 而
“

最终审未成型的
“

市民社会
”

， 虽缺乏经济政治基础 ， 却

判 日
”

、

“

生而有罪
”

更是与小说中的重大转折点 ， 在伦理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 他们

如开普敦赞第府列特庄园的破产密切相关 。 细细对 《可兰经 》 的推崇 ， 伊斯兰教的信仰 ，
Ｘｔ南

想来 ， 小说中基督教的身影几乎无处不在 ， 深刻非传说的颂扬和改写乃至持之以恒地学习读书写

影响了小说人物的命运和情节的发展 。字都让他们一定程度上成为黑人中的
“

有机知识

小说中农场主康纳里斯有每天 阅读 《圣经 》分子
”

， 有力地抨击了蔓延在南非的西方文化霸

的习惯 ， 他最喜欢的 《圣经 》 故事是亚伯拉罕献权 、 种族歧视 、 阶级歧视和性别歧视 。 《菲莉

子为祭 ， 因而总是反复诵读 。 这
一

过程中康纳里达 》 对南非社会现状的无情鞭挞 ， 尤其是对以

斯也形成了父为子纲的观念 ， 认为父亲对儿子的西方为主体的文化氛围的批判 ， 反映了 布林克

命运有绝对掌控权 ， 进而导致他逼迫弗朗斯抛弃对文化霸权思想的深刻反思和借鉴 。

菲莉达迎娶白人女 。 然而事与愿违 ， 弗朗斯与菲

莉达渐生情愫 ， 多次违背父命寻找菲莉达 ， 未能 ① 蔡圣勤 ：

“

孤岛意识 ： 帝醜散群知识分子的书写状况
——

与白人女成婚 ， 间接导致了赞第府列特庄园的破论库切文学思想 中的右翼后殖民主义
”

， 华中师范大学博士

产 ， 这也印证了 《圣经 》 中
“

人生而有罪
”

的观
＇

廿 ＾② 孙文宪 ：
《语言的痛苦 ： 文学言说的双重困境 》 ， 《湖北大学

点 。 换言之 ， 《菲莉达 》 中 以基督教为首的西方文学报》 ２００ ２年第 ２ 期 。

化作为一种主导权利巧妙而普遍地渗透到了社会③ 李震 ： 《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 》 ， 《学海》 ２ ０〇 ４年第 ３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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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 虚实结合的历史叙事形式
— 、 乙术开＜式 的颠覆叙事乡冑

１ ．角 ， 更在于这部小说的创作并非天马行空 ， 其中

《菲莉达 》
－

改布林克 以往传统的线性时间
的人物情节均有史可依 。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 ， 小

娜 ， 转而采用菲莉达 、 弗麵麵纳里斯三位

主人公对过往记忆＿＿及过去与酿嫌§：ｆ
换的叙事方法 。 过去与现在在小说中通过不晒 ^
＿人雄者面前徐徐展开 ， 作者匠心独运纖

取生活中的点滴小事 ， 将人性中对爱和 自 由的向
人 ，

往顚得麵尽致 。 小说不仅細了醜、 插叙庭

等写作手法 ， 其多变諫事视角也为人所称道 。

布

至此 ， ＿猶撕 《＿达 》 全文建立在真实
其

历 ５＾之上 ， 細虚实结合的手法 ， 以历史为依托 ，

划
Ｓ３

酣解构并重撕史赋予 了小说历史的厚重感和

３
近
：
与 麟 ， 读之扼麵惜 。 酿下

真实感 。 《辅达》 所細的历史叙事形式正契合

了卢卡奇
“

艺术贼雛着触雜
”

的观念 。

？ ’ 叙述人却变成了农场主之子弗＿和？主康 以小说形式反映 １９ 世纪南非社会的状况 ， 让读者
纳里斯 ’人麵細

＾
祕賴臟＿鱗 備麵顿雜稼細雜命运 ， 激发了读

酷和弗朗斯的软弱无能刻埋１得栩栩如生 。 然而作者 者的深切同情和对祖国的热爱 。

综上臟 ， 布林克在 《菲莉达 》 醜作过程
着第三人称叙述 ， 由全＾型的叙事者掌握全篇 ， 洞

中采用多变的叙雜角和虚实结合的历史叙事形
察人物的

一

ｇ
， 自 由穿插情节 。 小说以第一人称叙 式 ， 是对小说传统叙事 的有力颠覆 ， 印证了西方

事为主 ， 第三人称叙述为辅 ， 且第
一

人称叙事人在 马克思主义所推崇的
“

形式与内容的辩证统一
”

，

菲莉达 、 弗朗
＾
和康纳里斯这三位

＾
要人物间 自如 打破了

“

重内容轻形式
，，

的叙事传统 。 与此同时 ，

转换 。 这种别具一格的叙事方式 ， 是对一个中心叙 依托历史 ， 在历史的基础上创造性叙事则借文学
事人的传统叙事方法的颠覆 ， 也是形式与内容相辅 形式之手让读者得以和历史进行深层沟通 ， 恰恰

相成的必然要求 。 《菲莉达 》 虽以黑人女奴菲莉达 与卢卡奇所言的
“

艺术形式积淀着历史意蕴
，，

不

为中心 ， 但其涉及的人物众多 ， 故事情节更是跨越 谋而合 。 布林克曾多次在欧洲游学， 受到西方马克

两代人 。 因而唯有采用第
一人称叙述和第三人称叙 思主义思潮的影响 ， 他在小说创作过程中采用的颠

述交错并用的写作形式才能更彰显人物性格 ，
剖析覆性叙事是其深受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佐证 。

人物内心 ， 同时推动情节发展。 《菲莉达 》 中对传—^

统叙事的颠覆由小说内容的深刻复杂性所决定ｊ
二、 文

产
书
〒
倾向和作者的

欧洲游学

不仅为小綱色不少
：

提升了小说的可读性和趣味《菲莉达 》 虽然聚焦于黑人奴隶的解放 ，

性 ， 也有利于推动小说情节的发展 。 因而 ，
《菲莉 但它并非仅仅局限于此 ， 它真正关注 的是人性

达 》 中叙事手段的选取和小说内容构成了相辅相 的思考 ， 甚至是全人类的解放 ，

“

是对全人类 ，

成、 互为依靠 、 缺一不可的关系 ， 打破了传统的 Ｘｆ那些被羞辱 ， 被边缘化 ， 被侵略 ， 被压迫 ，

“

重内容 、 轻形式
”

观念 ， 验证了卢卡奇所说的

形５饼不是可有可无的 内容的附属品 ， 匕是客观
① 棚业 ：

“

詹姆逊的文学形式理论研究
”

， 苏 州大学博士学
存在的 ， 形式与内容之间嵐極统

一

的关系＇ ①位论文 ， ２＿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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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圣勤 张乔源 ： 论布林克 《菲莉达 》 创作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


被扭曲的人的代言
”

。
①

《菲莉达 》 中无论是对西作 《菲莉达 》 ， 通过査证布林克的批评文本 ， 我们

方文化霸权的批判 ， 对传统叙事的颠覆 ， 亦或是可以发现 ， 布林克早年游学并流连于法国和其他

对乌托邦的未来憧憬 ， 都跃动着南非时代的脉搏 ， 欧洲国家 ， 其间确 已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

深深打上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印记 。 布林克受到影响 ， 而这种影响也渗透到他的小说创作和社会

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 ， 且这种影响已经潜批评的文本之中 。 《菲莉达 》 只是他最近的小说中

移默化地融入了他的小说创作中 。 布林克笔下的的一部 ， 而作者的其他近期小说 ， 如 《风中一

《菲莉达 》 已然挣脱了批判种族隔离这一框架 ， 彰瞬 》 、 《干白季》 、 《余音袅袅》 、 《恐怖行动 》 等 ，

显的是
一种广义的人道主义追求 。也都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印记 ， 这有待于

布林克曾多次赴法游学 ， 亲眼 目睹了１９６８ 年我们进
一

步的挖掘和研究 。

法国
“

红色五月 风暴
”

。 这场被誉为
“

西方马克思

主义理论第一次践行的启始和它全部理论逻辑终本文作 者 ： 蔡圣勤是文 学博士 、 中 南财经

结的发端
”＠的红色抗议风潮不仅让布林克深受西政法大学英语 系 主任 、 教授、 硕 士生导

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感染 ， 更预示着他写作的分水师 ； 张乔源是文 学硕士 、 中 南 财经政法

岭 。

“

我认识到身为作家我不能孤身一人 自怨 自大学英语 系助教

艾 ， 更要融入到社会中 。 因而我回到了南非 ， 尽责任编辑 ： 马 光

管困难重重 ， 我也要挖掘这个国家的历史以及真
正发生的一切 。

”？而用布林克 自 己 的话来说 ， 让

他受益最深的文学大师是阿尔贝 ？ 加缪 ，

“

对我的① Ｉｓ
ｉｄｏｒｅ Ｄｉａ

ｌ
ａ

．
“

Ａｎｄｒ６ 
Ｂｒｉｎｋ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
ｐ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ｒａ

ｇ
ｅｄｙ

作品产生深远持久影响的正是阿尔贝 ？ 加缪＇
④ｆｏｒＡ

ｐ
ａｒｔｈｅ ｉｄＳｏｕｔｈＡｆｒｉｃａ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Ａｆｒｉｃａｎ

知 ， 加缪曾加人共产党 ， 虽其后退党 ， 却
一

直为背离阿尔都塞的叛逆之路 》
，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 ２０１ ２ 年

共产党的
“

文化之家
”

工作和演出 ， 其所受到的第 ６期 。

西方马克思主义浸染不言而喻 ， 而深受加缪影响③ ＪｏｈｎＦ＿Ｂａｋｅｒ．
“

ＡｎｄｒｔＢｒｉｎｋ ：ＩｎＴｕｎｅｗｉｔｈＨｉｓＴｉｍｅｓ ，

”

的布林克 自然也感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 的熏
２ ５（１ ９ ９ ６ ）

：５０
－

５１ －

陶 。 这种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也许并非直接地接
ｅ

１
ａｓ

ＰｕｒｇａｔｏｎａｌＦｉｒｅ ｉｎＡｎｄｒｅＢｎｎｋ ｓ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 ｅｓｉｎｔｈｅ

受 ， 而是通过一种综合影响和微妙联结的过程实 ３４（ ２＿ ． ６０
＿

８０ ．

现的 。 如用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 卢卡奇的文⑤ ＩｓｉｄｏｒｅＤｉａｌａ ．
“
Ａｎｄｒ 吞ＢｒｉｎｋａｎｄＭａｌｒ ａｕｘ ，

”

ＣＷｅｍｆｏｒａｒｊ

学形式理论以及阿尔都塞的乌托邦理论分析其新如仰 ４７（ ２０ ０６ ） ：
９１
－

１ １ ３
．

Ｏ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ａｒｘｉｓｍｉｎＰｈ ｉｌ ｉｄａｂｙ
Ｂｒｉｎｋ

ＣａｉＳｈｅｎｇｑｉｎＺｈａｎｇ Ｑｉａｏｙｕａ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 ｓ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ｍｏｓ ｔｆａｍｏｕｓｎｏｖｅｌ
ｉｓ ｔｓ

，ｃｒｉｔ ｉｃ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ａ ｌａｃｔｉｖｉｓ ｔｓｉｎＳｏｕｔｈＡｆｒｉｃａ ，

ＡｎｄｒｅＢｒ ｉ
ｎｋｆｉｅｒｃｅｌｙｃｒｉｔ ｉｃｉｚｅｓｔｈｅＡｆｒ

ｉｃａｎｓｏｃ ｉｅｔｙｉ
ｎｈ ｉ

ｓｗｏｒｋ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ａｒｘｉｓｔ

ｃｒ ｉｔ ｉ
ｃ ｉｓｍ

，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ａｔｔｅｍｐ ｔｓｔｏ ａｎａ ｌｙｚｅＢｒｉｎｋ

’

ｓｌａｔｅｓｔｗｏｒｋＰ ／ｉｉＺ ｉｃｉａｆｒｏｍ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ｏｆ

ｔｈｅｒａｍｐａｎｔｃｕｌｔｕｒｅｈｅｇｅｍｏｎｙ 
ｉｎｃｉｖｉ ｌｓｏｃｉｅｔｙ ，

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ｋｓａｓｗｅ ｌｌａｓ

Ｕｔｏｐ ｉａｎｉ
ｎ ｆａｎｔａｓｙ ，

ｓｏａｓ ｔｏｒｅｆｌｅｃｔｔｈｅｖ ｉ
ｏｌｅｎｔｓｏｃｉａｌｃｒｉ ｔｉｃ ｉｓｍ ，

ｔｈｅｓｕｂｖｅｒｓ ｉｏｎｏｆ ｔｒａｄ ｉｔ ｉｏｎａｌ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ｄ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ｉｎｇｆｏｒＵｔｏｐ ｉａｎ＊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ａｉｍｓａｔｍａｎ

ｉ
ｆｅｓｔｉｎｇｔｈａｔＢｒｉｎｋ

’

ｓｃ ｒｅａｔ ｉｖｅ

ｐｒａｃ ｔ ｉ
ｃｅ ｉｓｐｒｏｆｏｕｎｄｌｙ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ｂｙＷｅｓ ｔｅｒｎＭａｒｘｉｓｍｔｈｒｏｕｇｈ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ｈｉ ｓｒｅｆ ｌｅｃ ｔ ｉｏｎｏｎ

ｃｕ ｌｔｕｒｅｈｅｇｅｍｏｎｙ ，ｍｏｒａｌｃｏｎｄｉｔ ｉｏｎｏｆｈｕｍａｎｂｅｉｎｇｓ ，ａｎｄｔｈｅ
ｐｕｒｓｕ ｉｔｏｆｆｒｅｅｄｏ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ｎｄｒｅＢｒｉｎｋ
；
Ｐｈ ｉ ｌ ｉｄａ Ｗｅｓ ｔｅｒｎＭａｒｘｉｓｍ

１ １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