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波希米亚 �研究综述
卫  华!

�波希米亚�是一个有趣而迫切的理论命题。

波希米亚词根 � Bohem ia�, 来自于法文 � la Bohem e�,

原意是法国人对居住在捷克国家西部以布拉格为中心地

区的吉普赛人的称呼, 但 19世纪以后, 波希米亚超越种族

称谓转型为文化语词,被当作一个普遍形容词, 和不同的

艺术、学术社群产生关联, 用来喻指那些贫穷落魄却自由

浪荡的年轻文人艺术家及他们的生活。如 ∀美国大学辞

典#中所定义的 �一种具有艺术思维倾向的人, 他们的生

活和行动都不受传统行为规则的影响。� [ 1]发展到今天的

�波希米亚�概念尽管已经拥有了很多其他意蕴, 但主要

仍是 19世纪以来那些不满现状、喜欢游荡、具有创新才华

的艺术家及其特异生活方式的形象代名词。

对波希米亚艺术家话题进行系统深入的学理探讨, 来

自两个维度的紧迫需求: 一是为了回应当下中国城市新生

文化景观, 更好的阐释我们日常生活的鲜活景象。时下中

国城市尤其北京出现了许多波希米亚文化现象:圆明园画

家村, 百里屯音乐酒吧街, 798厂艺术家, 上苑诗人村,

2002迷笛音乐节, ∀切瓦拉格#先锋戏剧,此外渐次流行的

嬉皮、朋克、波谱、行为艺术、昆德拉、欧洲电影、异地风味

的咖啡馆、上网、背包旅行等等, 这些话语、事件及其行为

主体 ∃ ∃ ∃ 从全国各地流浪而来聚居于京城边缘地带租金

便宜纪律宽松地区的作家画家音乐家艺人浪人年轻人, 一

起构建了城市新鲜活力景观。香港著名文化人陈冠中敏

感体察如许现象, 比较了 �新京派 �、�格�、�漂一族�等术

语之后, 认为惟有 �波希米亚想象 �语词能恰当描述这种

多载体多元洋气的城市新景象及其未来的文化发展潜

力。[ 2]二是就内在的学术层面而言, 也是为了更好地开拓

现代西方艺术世界的知识论和价值论空间。波希米亚是

西方现代历史上特殊的艺术文化现象,它先后经历了一代

波希米亚、二代波希米亚、先锋派波希米亚、60年代等多

阶段历史; 涉及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达达主义

和超现实主义、跨掉的一代、格林威治村先锋戏剧等文艺

思潮; 牵扯乔治桑、戈蒂耶、波德莱尔、魏尔伦、兰波、阿波

利莱尔、金斯堡、凯鲁亚克、桑塔格等众多艺术名人。对于

这些流派思潮、个体名家, 目前国内学术界已给予了很多

认知与研究, 但彼此独立距离遥远。从波希米亚视角观

照, 将有效打通这些分支环节, 使 �多�的流派人物勾连为

一个另类秩序化的整 �一�。系统梳理和叙述西方波希米

亚历史,是又一扇西洋镜的打开, 将给予人们新的西方艺

术文化认知;同时 ,上述个案研究也将由于波希角度的独

特新颖有进一步丰富深化的可能。总之, 作为一个触摸现

代西方艺术精神世界的核心范畴, 波希米亚深富美学价值

和文化启示。

国内学术界对波希米亚概念总体讲来比较陌生。 �波

希米亚�概念正式进入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 为五四时期

以田汉为代表的南国剧社, 但可惜没有给予学理上的辨

析。此后波希米亚概念曾被一些文人提及。 1949建国到

1980年代基本淹没无闻。 20世纪 80年代中国社会改革

开放,台湾作家三毛作品以及 �波波族� ( BoBo)称谓的流

行,使波氏理念混杂在通俗文化热潮中挤入国人视线,此

后,出现了许多对波希米亚人、波希米亚生活方式、波希米

亚理念精神的好奇追问与文字表达。这些话语多属于感

性层面的涂抹 , 谈不上什么学术研究。真实置于西方语

境,在源头处给予波希米亚以学术地理介绍的是中国社会

科学院吴岳添教授 2003年∀波希米亚: 浪漫主义文学花园

里的奇葩#一文。该文将波希米亚限定于 19世纪法国浪

漫主义后期的部分法国文学发生, 虽然只有八千来字,但

第一次在国内学术界对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进行了轮廓

勾勒及现象论述。从西方来看, 作为 19世纪从巴黎开始

然后绵延一个多世纪的艺术文化现象, �波希米亚�概念

很早就出现于欧洲学人的著作。比如马克思的 ∀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就有波希米亚素描。[ 3]而法国著

名诗人波德莱尔在其∀我心赤裸#及若干美学论文中提及

该术语。[ 4]这些波希米亚描述片段为后来 20世纪 30年代

以来转入专题学研究打下基础。就笔者目前收集的资料

来看,西方学术界迄今对此的研究,大致情形归结如下:

一 历史学角度的研究

1、JoannaR icha rdson1969年著作 The Bohem ians: La v ie

Boheme in Paris, 1830- 1914. [ 5]这本书提供了有关波希米

亚历史的许多信息,并且附录很有帮助的波希米亚小区地

图,但是她对待波希米亚的态度是颇有英国绅士精神优越

感的俯视姿态,在这种观察下,真正有意义的波希米亚的

东西全然消失。 2、M alco lm Easton 1964年著作 A rtist and

W r iters in paris : The Bohem ian idea, 1803 - 1867. [ 6]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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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倾向于将波希米亚视之为天才的反文化历史,对波希米

亚艺术家与市场的关系忽视。3、Jerro ld Se ige l 1986年著

作 Bohem ian Par is: culture , po litica l, and the bondaries o f

bourgeo is life, 1830- 1930. [ 7]该书是波希米亚历史研究的

重要著作, Se ig el吸收总结了前人波希米亚研究的知识智

能, 史料上重新整理爬梳,添加了诸如亨利% 缪尔热、波德

莱尔、库贝尔等个案研究, 观点上突破一个半世纪以来要

么将波希米亚视为一个想逃离市场而追寻纯粹艺术幻象

要么确证波希米亚为艺术家无产阶级化的成见,敏锐地指

出波希米亚就是资产阶级心脏深处生长出来的一个矛盾

的表达。 4、M achn in, H annah单篇论文 The G risette as a

Fem ale Bohem ian. [ 8]第一次对波希米亚女人形象在波希米

亚文化中的贡献给予了理论确证 5、C aloto la An ton ie tte

2000年 学位论文 F rom Bohem ianism to Radica llism: the art

and politica l context o f the " liberator", 1918- 1924. [ 9]该文

是一份典型的波希米亚历史中分支小节的个案历史研究,

文题涉及到波希米亚主义概念 ,但主体内容都是在细致谈

论 1920年一份美国文化和政治杂志 ∃ ∃ ∃ ∀解放者#,与我

们想了解的波希米亚概念内涵没有什么关系。 6、M enair

Paul Dav id, 2003年学位论文 Savages in the c ity: Br itish

Bohem ia and the idea l of A rtistic Squalor, 1840 - 1870.

[ 10]该文的优长是提供了 19世纪中后期延伸到英国社会

的波希米亚环境现象扫描, 并力图归结有别于法式的英式

波希米亚文化特征, 认为后者更强调一种绅士风度,追求

艺术家的社会身份认同; 缺点是行文数据的提炼缺乏力

度。

二 社会学文化学角度的研究

1、Cesar G rana1964年出版于伦敦的 Bohem ian verus

Bourgeo is ; french co iety and F rench m an o f letters in the

19 th. [ 11] C esar G rana将波希米亚的位置理解为 19世纪时

期根据政治经济地位予以确定的文学人物,从而与布尔乔

亚式资产阶级的方方面面进行了有趣的对比,结果成了一

篇文学社会学的优美散文。没有真正触及波希米亚意识

问题。 2、社 会学 家 H elm ut K reuzer1968 年 著作 Die

Bohem e, Be itrage zu ihrer Beschre ibung。引用法国学者

Jerro ld Se ige l的话语评价为: 该书为波希米亚族群提供了

大量有关表达、态度和实践的目录, 幅度跨越几个民族文

化和文本, 试图处理一直延伸到 20世纪 60年代的现象。

但该书处理很多问题时都是非历史主义的,所理解的波希

米亚也很单侧面, 与布尔乔亚有着遥远的距离。3Chr istine

stanse ll2000 年著作 Am er ican moderns: Bohem ian N ew

Yo rk and the crea tion o f a new century. [ 12]该书对 20世纪纽

约以格尼威治村为代表的波希米亚知识分子的社会生活

风习和精神气质给予了论析, 认为波希米亚人参与了美国

新世纪精神的创造。 4、2000年美国∀标准周刊 #资深编辑

戴维% 布鲁克斯出版 ∀布波族: 一个社会新阶层的兴起#。

在这本书里作者用 � BOBO�词对美国崛起的一个新精英

族群进行了准确而机敏的捕捉。这些精英分子一脚踏在

创意的波希米亚世界,另一脚在野心和追求成功的布尔乔

亚领域当中。布鲁克斯认为他们是布尔乔亚的波希米亚

人,是新信息时代的布波族。 5、E lizabethW ilson2000年著

作 Bohem ians: The G lamo rous Outcast. [ 13]该书上下两篇,

上篇描述波希米亚人的生活, 尤其追踪波希米亚女人对这

个神话的贡献;下篇则谈论波希米亚主题, 比如日常生活

中的英雄主义、波希米亚人的爱、对无限的趣味。虽然侧

重话题的提炼, 但 W ilson同样认为波希米亚主义是一个

描述性的、非理论化的名词, 她对波希米亚话题的态度仍

然是尽力去描述 , 而不是解释。 6、2004年 6月 Bradley

Thom as F rench论文 Bohem ian A rtitecture A rt. [ 14]该文是一

篇建筑学系硕士论文,侧重对历史上波希米亚人居住的房

屋建筑追根溯源。

三  文学、艺术角度的研究
1、A lbert Parry1933年著作 Garrets and P re tenders: A

H isto ry o f Bohem ianism in Am erica. [ 15]这是比较古老的一

本研究美国波希米亚作家的作品, 使用一种新闻记者的叙

事风格,涉及到爱 % 伦坡、惠特曼、欧% 亨利、马克 % 吐温

等美国文学人物。文章主体是讨论文学人物及其作品,但

讨论中作者对 Bobem ian这样一个难以定义的名词试图定

义,将波希米亚主义阐释为吉普塞人流浪精神在美国社会

中的继续,其气质是流浪癖和悲观厌世情绪的综合。 2、马

尔考姆% 考利 1934年文学史名著 ∀流浪者的归来 ∃ ∃ ∃ 20

年代文学的流浪生涯 #。[ 16]优美的文笔集中描述了 �迷惘

的一代�作家的经历成长和特征。文章触及这些作家战后

在格林威治村的生活,简洁陈述了 8条格林威治村作为穷

文艺家聚居区的精神教义, 这大体是最早有影响的对波希

米亚主义信条的理论归结。 3、[匈牙利 ]艺术史家亚诺%

豪斯 1951年∀西洋社会艺术进化史 #明确将波希米亚的

演变置身于西欧社会艺术进化史的演变框架, 单独给予一

章节论述波希米亚经历了浪漫主义、写实主义以及印象主

义三种不同时代及形式的艺术家生命。[ 17]这是最早将波

希米亚划分为三个艺术历史阶段的一节研究文字, 但作者

还是认为波希米亚主要属于下层文人艺术家, 没有看到波

希米亚更开阔的艺术史价值。 4、Green Car landa 1979年于

A labam aUn iversity的学位论文: The Bobem ian M ilieu in the

Novels o fH ux ley, W augh and Law rence. [18]这篇文章将波希

米亚人认定为战后频繁出现在咖啡馆和伦敦乡下老房子

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艺术家群体, 分析了波希米亚环境

在英国作家劳伦斯、赫胥犁和伊夫琳 % 沃早期小说中影

响,认为波希米亚环境在这些人作品作为了他们描述碎片

化的、绝望的、无意义的现代生活的隐喻。 5、萨利% 贝恩

斯∀1963年的格林威治村#。[ 19]该书没有讨论波希米亚概

念,但格林威治村是波希米亚的大本营, 故也可以算做波

希米亚文学专题研究。该文细致讨论了 1963年在纽约的

小小格林威治村出现的以先锋派表演为中心的大量艺术

现象,认为正是这些现象构成了后现代主义的实践和理论

的源头或者基础。

140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8年第 1期 (总第 60期 )



此外, 还有若干没有专题但部分章节偶尔涉及到波希

米亚现象探讨的著作。1、∀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

人#。[20]作者雅明对波德莱尔 �浪荡子 �一节的论析就是

对波希米亚文人生活状态的描述 。 2、皮埃尔 % 布迪厄

∀艺术的法则: 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书中有一小部分

谈及波希米亚文人,认为是个值得研究的现象。[ 21] 3罗伯

特% 米歇尔 ( RobertM iche ls) 1983年在 On the Soc io logy o f

Bohem ia and Its connection to the Inte llectua l Pro le tariat一文

中提出了 �波希米亚社会学 �的说法。 4、安娜% 马丁 ∃ 菲

吉耶的∀浪漫主义者的生活: 1820- 1848#。[ 22]该书将波希

米亚视之为浪漫主义运动的一段组成, 认为 40年代的生

活放纵的波希米亚艺术家相比于 30年代的受难诗人形象

显得现实平庸, 是浪漫主义运动萎缩的症候。作为历史文

献, 该书爬梳细致,有着令人称道的史料运用。 5、1965年

问世的刘易斯% 科塞 ( Co ser. L. A. )的 ∀理念人 ∃ ∃ ∃ 一项

社会学的考察#。[23]这是一部影响深远的知识分子问题研

究社会学著作, 该书设有 �文学的波希米亚�一章, 认为反

文化反象征反规范的波希米亚群落与沙龙咖啡馆、科学协

会、文学市场、审查制度、圣西门式政治派别以及小型文艺

杂志等一起构建了近代以来的制度化环境,孵化催生了具

有自我意识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 6、2000年美国著名公

共知识分子雅各布比出版∀最后的知识分子#。[ 24]该著作

分门别类对知识分子文化生活进行了论述,慨叹由于商业

化大众化和赖以存在的城市机理的消亡,以反叛自由贫穷

独立和对资产阶级仇恨为特征的波希米亚精神已经衰微。

最后, 该著作中偶尔出现波希米亚术语的作品, 此数不可

计量。比如, 欧文% 白壁德名著∀卢梭与浪漫主义#多次

提及波希米亚人, 将波希米亚人放浪形骸的糗事作为批判

浪漫主义者的罪证之一。[ 25]诸如此类构成波希米亚主体

研究的模糊外围, 它们语境中的波希米亚概念使用为波希

米亚内涵研究提供零星佐证和碎片延伸。

需补充说明的是, 以上外文资料数据主要通过英文文

献数据库 JSTOR和 PQDD博士论文数据库, 以及 Goog le

搜索网页 h ttp: / /Bohem iabooks. com. au和美国大学专业书

籍网站 http: / /www. m use. jhu. edu. journa l查阅并购买获

得, 然后再根据文献后的文献, 查寻、过滤和补足资料库

存, 应该说比较齐全地收录了西方学界波希米亚研究的代

表作。

纵览如上文献, 可以发现目前西方有关波希米亚研究

存在两个重要问题: 一是内容多为现象学层面行为描述。

上述著作研究角度尽管宽泛,信息量也比较多, 但大量文

字用于考证波希米亚人的生活经历,即便是从文学艺术角

度切入, 也多是关注艺术家们的生活轶事, 缺乏美学层面

的深入提炼与挖掘。人们向来把波希米亚定性为一种生

活方式, 主观倾向于认为作为生活方式的波希米亚是描述

性的、非理论化的名词, 著作中成章成段对波希米亚精神

( Bohem ianism )进行系统的理论分析非常少, 专门以波希

米亚精神为中心论题的研究著作尚未发现, 其定义多在对

波希米亚现象陈述后夹杂着论析几句, 语焉不详。二是对

波希米亚内涵的认识混沌模糊、歧义丛生, 尤其是它的身

份主体和精神内涵。这主要是因为波希米亚文化运动经

历许多历史变奏及内在矛盾, 波希米亚人的身份主体在不

断分裂扩张,其精神要义也不断滋生分裂。然后研究者们

对波希米亚现象缺乏一个历史眼光的纵向进入和逻辑把

握,是造成对主体身份把握和精神捕捉的指向不一、偏重

不一的主观原因。美国加州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史学家陈

启云先生在几十年纵贯中西史学研究后曾慨叹: 西方很多

史学研究常常是 �只见树木, 不见森林�,这一局限在波希

米亚目前研究著作中颇为明显。众说纷纭之中, 诸家研究

在艺术范域和其它学科轨道之间往返游荡, 甚至定位为大

众文化学科研究领域。这种情况下, 对波希米亚文献进行

梳理时,笔者注重两条原则:第一、尽可能落实波希米亚现

象的历史细节,波希米亚人物、事件、场景有哪些? 是否发

生,如何发生? 如何存在? 观点评价可以随作者左右摇

摆,但原始材料是牢不可破的,掌握了具体史实就掌握了

研究的基础。事实上,西方介入这个问题时成果最多的也

表现在历史学方面的研究, 各著作之间互有重迭也互为充

实。第二、留心散落在作品中作者们对波希米亚精神的观

点倾向。作为波希米亚人生活方式和精神信仰的系统总

称, �波希米亚精神�涵盖流浪、仇布、创新、颓废、性爱、反

叛等跟随现代性经验兴起的名词, 是现代文化人应对现实

人生世界的策略寻找和人格想象。有意识捕捉各种著作

语境里的波希米亚精神不同观点态度, 将快速全面地扫描

西方语境里人们于此的接收和认识, 触摸现代西方艺术精

神世界的流动与转型。如此两点原则, 前者落实客观, 后

者留心主观,二者互为补充, 基本勾勒西方波希米亚论题

研究的基本构架。

对中国现实的关怀促使我们走入西方镜像。笔者认

为,波希米亚于当代中国是个问题, 是中国现代化城市化

进程中的现代性现象催生, 对于它的理解却要从西方谈

起。在目前国内对此基本认识都十分匮乏的状态下 ,梳理

西方语境中波希米亚概念的历史缘起、发生、演绎, 设法提

出这个对象整体的、基本的、可理解的结构与动态, 给大家

一个全局景观,是波希米亚研究的首要任务。而鉴于上述

西方文献研究的缺陷认识, 在对象结构动态呈现的基础上

应继续理解波希米亚的精神意义, 挖掘它在现代文学艺术

范畴中的价值、地位,所给予的现代艺术文化世界的启示,

一定程度上将使形而上指向的 �精神�语词 Bohem iannism

从经验层面的 � Bohenm ia�话语分离, 为该话题的美学提升

做出努力。然后,如果还能以此为镜, 反省和批判今天的

现代生活,更好的丰富我们中国城市的 �波希米亚想象 �,

是知识论任务完成之后,波希米亚研究能进一步努力的方

向和追求的主旨。 �波希米亚 �论题的研究意义不待自

明,它热切呼唤学届同仁的关注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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