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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冯内古特的艺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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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猫的摇篮》与《冠军早餐》这两部作品，对于冯内古特研究具有独特的价值，因为在

这两部作品中，冯内古特对自己的艺术美学观点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冯内古特自成体系的美学观，

对他的文学创作，有着重要的影响。拟结合这两部作品，从美学研究的角度出发，力图廓清冯内

古特的艺术观。冯内古特对美学和艺术功用的思索，体现了他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和深厚的人文关

怀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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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1922-2007）

是 20世纪美国文坛上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是“一

位重要的后现代主义作家”
[1](P268)

，共著有 14 部长篇

小说和大量的短篇小说、散文和戏剧，并在绘画上

也有一定的造诣，其作品涉及美国社会生活的许多

重大主题，如战争、金钱、科技、环境等。目前，

国外对冯内古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黑色幽默方面，

审视他如何表现理性的丧失、世界的荒诞等；而我

国对冯内古特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他最为著名的一

部作品----《五号屠场》上，系统研究不多。直到

近几年，才有一些学者在一些核心刊物上发表了一

些为数不多，但质量很高的论文。这其中比较有代

表性的有蔡斌和顾琳芳，探讨了冯内古特矛盾的宗

教观
[2]
；陈世丹将冯内古特的后现代写作手法与新历

史主义批评相结合，认为其小说表现了他对后现代

人类社会的人道主义关怀
[3]
，重建了一个后现代主义

小说世界
[4]
；尚晓进则偏重对冯内古特艺术观和文化

观的研究，他认为，冯内古特的第十二部小说《蓝

胡子》，虽然多少受到评论界的冷落，却反映出作者

“及物的艺术”
[5]
。其实，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漫长

写作生涯中，冯内古特已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艺

术观和美学观，并在他的多部小说中都有所阐述，

尤其是在《猫的摇篮》与《冠军早餐》中，作者专

辟了章节，全面地阐述了他的艺术及美学观点。因

此，这两部作品对于冯内古特研究，有着独特的价

值。本文拟结合这两部作品，力图廓清冯内古特的

艺术观，并指出冯内古特的这种艺术观，对他的小

说创作，都有哪些影响。 

二、对现实主义与先锋艺术的看法 

（一）《猫的摇篮》：对现实主义的批判 

现实主义文学流派形成于 19 世纪中后期，它的

产生，标志着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达到了“顶

峰”。现实主义小说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要模仿或

再现客观现实，以人物为核心展开故事情节。这种

文学价值观和审美观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甚至可

以一直上溯到古希腊的“模仿说”。“现实主义小说

具有明确的创作意图和主题，它所叙述的故事目的

在于宣示某种确定的、具体的价值观念、道德原则

或人生真理，试图引导读者得出明确的道德结论，

达到教化的目的。其语义是单一的、明晰的。”
[6](P4)

 

而这种文学流派其实早在 19世纪末就受到了诸

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识流等现

代小说形式的挑战。“显而易见，面对一个全球化的

后工业社会，现实主义大势已去，成为一种过时的

言说方式，正如照相机等新技术对传统绘画提出的

挑战一样。”
[5]
 

冯内古特在《猫的摇篮》中专门用一个章节：

翻花绳（又译“猫的摇篮”），阐述了他对现实主义

文学流派的看法。这个章节主要是描述作品中一个

重要人物牛顿所作的一副画，这副画“是用一种黑

色的黏性厚颜料胡乱涂抹出来的”，画的是“一种蜘

蛛网似的东西”
[7](P178)

。这个蜘蛛网似的东西就是猫

的摇篮，用横一笔、竖一笔的网状线条来表示绳子。

猫的摇篮，就是我们小时候常玩的一种翻花绳的游

戏，用一根绳子翻出各种各样的花式。那么，牛顿

的这副画，可以说是相当形象逼真地再现了现实，

是对现实的忠实模仿。但是，在作品中冯内古特的

代言人约纳看来，这副画却是“又小，又黑，又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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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就像是“一个黏糊糊的网，正挂在没有月光的

夜空里晾干。
[7](P178)

” 

似乎觉得这样的批评还不足以发泄心中的不

满，冯内古特在后文又专辟了两章继续对这副画进

行评论。作品中的另一个人物，圣人卡瑟尔在看见

这副画后，觉得这副画“乌黑一片”
[7](P182)

，是“垃

圾----就像所有别的东西一样”
 [7](P183)

。就连牛顿的

姐姐，自称对现代艺术一窍不通的安吉拉都觉得“这

副画不好看”，“我觉得难看得很”
[7](P182)

。这副画最

后的下场，是被卡瑟尔一把从画架子上扯下来，扔

到了下面的瀑布中。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冯内古

特在瀑布底下设计了一个小村落，村民会用一张网

拦截从瀑布冲下来的东西。“我猜想牛顿的画此刻正

摆在阳光下晾干”，对村民来说，那副画足以让他们

发笔小财了，但并不是因为画的本身，而是因为他

们得到了“四平方英尺黏糊糊的帆布，绷画布的四

根磨光的有榫头的棍子，还有几颗大头钉”，“总之，

对一个穷上加穷的人来说，收获相当丰厚了”
 [7](P191)

。 

这里，冯内古特表面上是在说一副现实主义的

绘画作品，实际上却是在说文学创作本身。因为绘

画和文学，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只不过是艺术的不

同表现形式罢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本身，就涵盖

了各种不同的文化，从建筑学到影视艺术和音乐，

从文学到历史，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几乎都涉

及在内。 

因此，冯内古特在这里，其实是对现实主义文

学进行了犀利的批评。况且，这种貌似忠实模仿现

实的作品，是否就真的能真实地再现现实呢？牛顿

画的这副画，恰好是猫的摇篮，这其中其实包含了

更深一层的含义。众所周知，“猫的摇篮”，或者说

“翻花绳”的游戏，其实是大人哄小孩的一种把戏，

是一种骗人的东西。正如小说中多次提到的，绳圈

里既没有猫，也没有摇篮，是一片空无。 

因此，“猫的摇篮”这副画，表面上是对现实的

模仿，实际上却并不能真实地再现现实。冯内古特

是想提醒读者，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只是“影像、

幻象”，是“摹本的摹本”、“影子的影子”，“和真实

体隔着三层”
[8](P13)

。也就是说，越是逼真的模仿，

也就越接近“幻象”。 

所以，冯内古特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以及更早

期的作品中，总是以“说谎者”、“骗子”这样的字

眼来称呼作家。而他自己，因为意识到了传统现实

主义文学的不足，所以在写作中尽量避免落入现实

主义的巢臼，不断进行艺术形式创新的探索。 

例如，他把他的黑色幽默小说套上了一层科幻

的外衣，以至于早期的很多评论家都把他当成了不

入流的科幻小说作家，甚至在《五号屠场》出版后，

仍有一些评论界人士这样认为。虽然这种看法曾一

度困扰了冯内古特很多年，但应该看到他这么做的

初衷，其实是为了避免现实主义的不足而进行的艺

术形式创新的尝试。 

再例如，他在《猫的摇篮》中，戏仿基督教，

虚构了一个博克侬教。博克侬教是对现实生活中的

基督教的全面戏仿，冯内古特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宗

教体系，却又在小说的扉页就指出：本书纯属杜撰。

并且引用《博克侬经卷》里的格言作为小说的开头：

以某种让你又勇敢又仁慈又健康又快乐的谎言为信

条而生活吧。开门见山地指出，无论是这部小说，

还是小说中的博克侬教，都是杜撰的“谎言”。说明

冯内古特充分意识到了小说对现实的描写是“摹本

的摹本”，是不真实的，是虚构的“幻象”，而作者

有责任为读者指出这一幻象，并瓦解幻象。 

（二）《冠军早餐》：先锋艺术 VS 大众文化 

《猫的摇篮》出版于 1963 年，《冠军早餐》则

于 1973 年问世，这两部作品的创作时间间隔了整整

十年。那么，在这漫长的十年中，冯内古特的艺术

观，是否是一成不变的呢？他对文学创作的想法，

又会不会随着时间的进程，发生某些改变呢？ 

从《冠军早餐》开始，冯内古特以前频繁使用

的“骗子”之类的字眼，开始被“念头”这个词所

取代。学者尚晓进认为，字眼的更改透露出作家立

场的微妙转变，说明从这部小说开始，作家不再单

单从纯艺术、纯审美的领域来考察艺术创作，而是

更倾向从文化体系的角度反观艺术创作对于社会大

众的影响，审视大众栖身的文化生态环境
 [9]

。笔者

认为，《冠军早餐》这部小说，就集中体现了冯内古

特对于先锋艺术与大众文化的深入的思考。 

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发展，包括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 60 年代的黑色幽默小说；而 70 年初《但

以理书》的问世则标志着美国后现代小说进入了第

二阶段，这一阶段的后现代小说的发展借鉴了法国

先锋派艺术。在先锋派的美学观里，“艺术已经彻底

抛弃了传统的模仿说和反映论，从指涉外部世界完

全转向了自我指涉。
[5]
”受到这一美学艺术观影响的

美国第二阶段后现代主义小说，也体现出了自我指

涉的特征，表现出深度模式的削平、历史意识的消

失、主体性的丧失和距离感的淡化等特点。 

冯内古特在《冠军早餐》中，就有意识地创造

了一位先锋派画家----极简化抽象派画家拉波.卡

拉比基安，说明他对这种法国的先锋艺术，也是很

感兴趣的。《冠军早餐》在进一步批判传统现实主义

的同时，也表达了冯内古特对先锋艺术的看法。 

在创造抽象画家拉波的同时，冯内古特也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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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了一位传统老派小说家皮特丽斯·基德斯勒。

而他是这样评论皮特丽斯的：“我认为皮特丽斯.基

德斯勒和其他老派小说家一起联手使人们相信生活

之中有主角、配角，有重要意义的细节，有没有什

么意义的细节，有教训要吸取，有考验要通过，有

开始、中间和结束。”
[10](P122)

冯内古特还讽刺说美国

人频繁开枪杀人的原因是因为写短篇小说和故事书

的作家们一向都是这么结束他们的作品的；而美国

政府视普通民众生命如粪土的原因则是，作家们一

贯是这样对待他们虚构的故事中的小角色的。这一

评论说明，冯内古特在这一阶段，已经彻底摒弃了

传统的以人物为中心展开故事情节的写作模式，并

宣称，要“写关于生命的书。每一个人都同别人一

样重要。对所有的事实也要给予同样的重视。没有

东西可以遗漏。”
[10](P122)

  

冯内古特安排皮特丽斯和拉波面对面坐在一

起，显然是把先锋艺术作为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的

一种新的美学流派的。他对现实主义不满，那么，

对先锋艺术，又是否就衷心赞赏呢？他是这样形容

拉波的画的：他把一条黄色胶布贴在一块绿色画布

上。这样的评论是出自一个洗碗工之口，而酒吧女

招待对这副画的评价则是：我看到过五岁的孩子的

画也比这好。虽然这两句评论是出自两个不懂艺术

的人，但无疑代表了普通民众对先锋艺术普遍的看

法。他们关注的，只是一副胶布贴成的画卖了五万

元钱，“售价之高实在吓人”
[10](P121)

。 

冯内古特在这里，其实是对先锋艺术的曲高和

寡，提出了委婉的批评。他在《冠军早餐》中还杜

撰了一个短篇故事《今年的杰作》，对那些天价的艺

术品进行了辛辣的讽刺。故事中的政府官员把艺术

作品每个标个号码，一年转一次轮盘，按轮盘转出

的结果给这些艺术作品定价。结果一个鞋匠把他养

的猫画了像，这也是他画过的唯一的画，却在轮盘

上交了大运，转出了一百万美元的高价。 

正是因为先锋艺术作品的售价往往高得吓人，

所以“规规矩矩的劳动人民对艺术没有兴趣。”
[10](P78)

试问，动辙标价一百万美元，对这样遥不可及的奢

侈品，又有多少普通大众会有兴趣跑去看一看，仔

细研究一下它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呢？就象动辙几万

的 LV 包，又有多少工薪阶层（个别追求时尚者除外）

会专程跑到奢侈品店里，只为仔细看一眼呢？不但

不会跑去看，恐怕见都没见过就会一摇头：搞不懂，

凭什么卖这么贵？也就难怪酒吧女招待和洗碗工虽

然根本看不懂拉波的画要表现的是什么，却都觉得

“售价之高实在吓人”。 

而当拉波在酒吧里现场解释了他的画之后，大

家才明白了这副画的伟大之处。冯内古特还借一位

珠宝商的口说出了“如果艺术家肯多解释一些，大

家就都会更爱艺术一些。”
[10](P136)

这其实是对先锋艺

术的远离大众，又一次进行了批评。 

先锋艺术的遥不可及，迫使大众转向了与先锋

文化相对的大众文化。具体就是《冠军早餐》中以

屁眼、旗帜和内裤为代表的低俗文化和以广告为代

表的消费文化。大众文化虽然远没有先锋艺术来得

高雅，有时候甚至是粗俗的代名词，但普通大众在

日常生活中却时时都可以接触到。例如小说中的人

物德威恩·胡佛有天晚上坐在车里听了一个小时电

台，就听到了从保险到汽车到便秘药到圣经到灭虫

植物等各种门类的广告。在普通大众眼里，这类文

化因为触手可及而显得亲切，并且通俗易懂，不象

先锋艺术那样售价吓人，并且让人看不懂。 

这种观念使得大众对以先锋艺术为代表的严肃

高雅的艺术作品敬而远之。小说中作为冯内古特代

言人的小说家屈鲁特，本是一位严肃文学的作家，

却很少受到世人的注意，以至于他甚至自认为“自

己不但无害，而且无形”，“已经死了”
[10](P13)

。而严

肃文学作品的下场则是被“打成纸浆造纸”
[10](P78)

，

或是被监牢里的犯人当成“擦屁股的手纸。”
[10](P79)

  

因此，冯内古特在创作小说时，对法国先锋派

艺术，采取的是借鉴吸收的态度。一方面，他接受

了先锋派的一些美学原则，在这一阶段的小说中，

表现出更多后现代小说的特征。例如，《冠军早餐》

元小说的迹象更为明显，作者不但明确告诉读者笔

下的人物都是自己创造的，甚至直接走进小说中，

和自己创造的人物交流。再例如，作者在小说中插

入很多自己作的画或创立的符号等，使得小说呈现

出后现代反体裁的特征。但另一方面，冯内古特又

尽量使自己的小说通俗易懂，贴近群众，避免先锋

艺术曲高和寡的尴尬。他在小说的扉页上指出，这

部小说是为了纪念菲比·赫尔蒂，又在小说序幕章

中介绍说，正是菲比教会了自己优雅自如地讲脏话，

“我如今就是靠讲这样没有礼貌的粗话来谋生的。”
[10](P6)

虽然《冠军早餐》因为语言不够文雅受到了一

些评论家的垢病，但在了解了冯内古特对先锋艺术

和大众文化的看法后，我们就可以发现，冯内古特

的这种做法，恰恰体现了他对一些远离大众，完全

转入文本内部和自我指涉的后现代小说的一种超

越。冯内古特总是力图使自己的作品更加通俗化，

更加接近普通大众，从而能为更多的大众所接受。 

三、艺术的功用 

（一）精神疗伤 

《猫的摇篮》中霍尼克尔博士的女儿安吉拉是

个可怜的女人。小小年纪，就死了母亲，母亲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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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尼克尔博士为了能有个女人在家照看自己，强迫

刚上中学二年级的安吉拉退了学。从此，安吉拉就

“把一辈子都用来照顾父亲了”
[7](P129)

。她没有男朋

友，甚至连一个朋友都没有，并且，上帝也没有赐

予她任何吸引男子的魅力。她唯一的安慰，就是她

的单簧管，“她经常在夜里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放唱

片，一面放，一面吹单簧管”
[7](P80)

。在家里的老朋

友布里德看来，单簧管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个可

怜的姑娘精神上的空虚和痛苦，甚至从某种意义上

来说，成了姑娘的“丈夫”。 

在《冠军早餐》中，对艺术的疗伤作用，冯内

古特表述的就更为直接了。他在“序幕”中就明确

表示，“这部书是我送给自己的五十岁生日礼物”
[10](P7)

，“是丢满了垃圾的人行道，这些垃圾是我走回

一千九百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去的时间旅行中一

路上丢在身后的。”
[10](P8)

而作者写这部作品的目的则

是为了从脑袋里“清除掉那里的所有垃圾----屁眼、

旗帜、内裤。”
[10](P7)

这一时期的冯内古特，正经历人

生的低谷。婚姻的破裂和抑郁症的折磨，使得他的

精神濒临崩溃；同时，《五号屠场》的成功，一方面

给作家带来了巨大的声誉，另一方面，也给他带来

了巨大的压力，使他不确定接下来的作品是否会被

批评为“江郎才尽”。在《冠军早餐》的结尾，作者

和自己创造的人物屈鲁特会了面，并宣布，“我快过

五十岁生日了”，“我在清洗和更新自己以迎接未来

完全不同的日子。”
[10](P170)

冯内古特认为，这次会面

在一定程度上治愈了自己的精神疾病。 

（二）自由意志：绝望中的一线生机 

自由意志是冯内古特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他

在很多作品中都有谈到自由意志的问题。在《五号

屠场》中，他甚至悲观地认为，自由意志是根本不

存在的，他借特拉法玛多星球人之口说出了，人类

不过是“琥珀中的虫子”
[11](P72)

，在这个特拉法玛多

人所知的一百多个星球中，只有地球人才会蠢到去

奢谈什么自由意志。 

然而，在《冠军早餐》中，冯内古特对自由意

志的看法有了一定的转变。小说中正在寻求人生意

义的富豪德威恩读了屈鲁特的一部小说《如今可以

说了》，居然相信了小说中所宣言的，即自己是宇宙

中唯一有自由意志的生物的说法，最后打伤了十一

个人，被送进了疯人院。“这一方面强调了劣质文化

对人的负面影响，但另一方面又体现了作家‘观点’

的巨大影响力。
[12]

” 

屈鲁特被一部小说唤醒了自由意志，虽然最终

的结果是一个悲剧，但至少说明了，艺术作品是有

这种巨大的能量去唤醒世人的自由意志的，这就给

“琥珀中的虫子”带来了一线生机。既然不好的“念

头”会把邪恶带到这个世界上来，那么，反之，好

的“念头”就也可以把真善美带给世人。所以在德

威恩被送到疯人院以后，“屈鲁特成了一个狂热分

子，相信思想可以作为疾病的成因和治疗方法的重

要。”
[10](P14)

可以看出，冯内古特终于为一直困扰他的

自由意志的问题，找到了一条出路，他认为艺术作

品，可以成为唤醒人们自由意志的工具。 

四、结束语 

从《猫的摇篮》到《冠军早餐》，冯内古特对现

实主义和先锋艺术以及大众文化，都进行了不懈的

思考，同时，对艺术的功用，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冯内古特生前是美国人道主义者协会的名誉主席，

在漫长的文学生涯中，他始终坚持文以载道，呼唤

当代艺术家的人文情怀。而他对美学和艺术功用的

这种不断思索，恰恰体现了他强烈的文化使命感，

折射出其深厚的人文关怀精神，反映了他“构建一

种合理的文化策略，为民众培育供灵魂栖身的美好

的文化空间”
[9]
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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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enic Area is thickly covered with trees of 

many species，which add credit for its scenery. 

Among them over 300 are considered rare and 

precious ， half of which are plants under 

State-top level Protection. The most famous 

species include gingko and cypress.
[10] 

四、结语                                                                                              

总之，景介文本的翻译要充分考虑文本与受众

经验的“游离”与“契合”的关系，解决好中英景

介文本的螺旋式语篇与直线式语篇的矛盾，重意境

渲染与重信息直叙的矛盾，诗歌无对等形式的矛盾

和文化空缺的矛盾。而这些矛盾的解决可以在生态

翻译学相关原则指导下，通过语言维、文化维和交

际维的选择转换进行。当然，语言维、文化维和交

际维三个方面的转换并非孤立发生，很多情况下三

者必须同时进行，这样才能保证翻译生态群落中所

有人群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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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nslation of tourism attractions from eco-translatological perspective 

TAO Yuan, HAN Qian 
(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116024, China ) 

Abstract: 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s in language, context and contents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introduction 
to the tourism attractions, the translator has to take into full account of the dissociation and conjunction between the 
text and the experience of the readers. Eco-translatology stresses the relevance and the integrity among the 
elements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translator has to carry out adaptive sele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to ensure the healthy and beneficial ecological cycle in the writer, translator 
and the readers. 
Key words: eco-translatology; linguistic perspective; cultural perspective; communicative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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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esthetic study of Kurt Vonnegut’s fiction 

SUN Jing 

(Jinl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njing 211169, China) 

Abstract: Cat’s Cradle and Breakfast of Champions are very important to the study of Kurt Vonnegut, for he 

expresses his aesthetics view in these two books. Vonnegut’s aesthetics view influences his works in various aspects. 

From an aesthetic perspective,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figure out Vonnegut’s aesthetics view, and points out that his 

aesthetics view shows his strong sense of humanism. 

Key words: Kurt Vonnegut; realism; avant-garde; mass cul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