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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迟到的波西米亚文化研究巨著 

———杰罗尔德·西格尔《波希米亚巴黎：文化、政治，和

资产阶级生活的边界（１８３０－１９３０）》评介

黄声波

（湖南工业大学，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７）

［摘　要］卫华教授新近翻译出版的杰罗尔德·西格尔《波希米亚巴黎：文化、政治，和资产阶级生活的边界（１８３０－１９３０）》
一书，通过扎实的史料梳理和深入的个案研究，鲜活地再现了波西米亚发展状貌，并突破西方学界关于波西米亚与资产阶级

关系的研究成见，深刻揭示了波西米亚的文化特征和精神本质。对于尚处于拓荒阶段的国内波西米亚研究，其具有独特的

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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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希米亚，其词根“Ｂｏｈｅｍｉａ”，来自于法文“ｌａ
Ｂｏｈｅｍｅ”，最初是法国人对居住在捷克西部的吉普
赛人的称呼，１９世纪以来，波西米亚一词逐渐与聚
居在巴黎拉丁区的浪漫主义文人勾连起来。１８４９
年，巴黎诗人亨利·缪尔热小说《波希米亚人：巴黎

拉丁区文人生活场景》改编成戏剧获得巨大成功

后，默默无闻的巴黎艺术家生活得到世人好奇的关

注，波西米亚语词也因此当作一个普遍形容词，用

来喻指那些贫穷落魄却自由浪荡的年轻艺术家及

他们的生活和信仰，发展到今天，“波希米亚”概念

已经拥有了很多其他意蕴，如时尚文化中的所谓波

西米亚风格等等，但其主要用来指称１９世纪以来
那些不满现实、喜欢游荡、具有创新才华、生活风格

特异的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并由此成为当代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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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文化研究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课题。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城市化进
程的加速和先锋主义艺术的兴起，“波西米亚”作为

一个舶来语，亦逐渐为国人所熟悉，在消费文化领

域，波西米亚被赋予某种特殊的时尚意味，如波西

米亚时装、波西米亚家具等等；在艺术批评领域，则

经常被一些批评者用来指称诸如圆明园画家村、三

里屯音乐酒吧街、７９８厂艺术家、２００２迷笛音乐节、
朋克、嬉皮等先锋城市新艺术景观和某些带有离经

叛道色彩的生活方式。但不可否认的是，波希米亚

研究在国内还十分薄弱，尚处于拓荒阶段，作为当

代审美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其价值没有得到

相应的关注与重视。其实“波希米亚”作为一个文

化概念，早在五四时期就进入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视

野，以田汉为代表的南国剧社创作显示，他们对“波

希米亚”这一概念已经有了相当的认知。但可惜的

是，南国剧社之后，在战乱频仍、先锋主义艺术生存

空间日益逼仄的社会情势下，“波希米亚”这一概念

几近湮没无闻。直到１９８０年代后，随着中国社会
的转型和开放，“波希米亚”这一文化概念才随着域

外流行文化的流入重新进入国人的视野，并随之出

现了一些对波希米亚艺术及其生活方式零碎性的

介绍和评论。如２００３年陈冠中等人所著文化散文
集《波希米亚中国》，从波希米亚文化的视野出发，

以散文的笔法，对以北京为中心的中国先锋城市新

艺术景观进行了意象捕捉和形象描摹。２００３年，吴
岳添论文《波希米亚：浪漫主义文学花园里的奇

葩》，在国内学界首次从文学思潮的角度对波希米

亚作了学理性介绍。２００６年，陆启宏《波希米亚：
源远流长的前沿时尚》一书出版，把波西米亚当作

一种前沿时尚进行了历史扫描与特征归纳，开国内

波西米亚系统性研究之先河。《波希米亚巴黎》一

书的译者、湖南工业大学卫华教授在浙江大学攻读

博士学位时，把波希米亚文化研究当作博士论文选

题，从２００７始，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相关研究论文；
２００９年，她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现代审
美文化视野中的波西米亚精神》一书，将波希米亚

文化现象引入专业研究范畴，其研究可视为国内波

西米亚研究的一个重要节点。２００９年之后，尽管国
内学界也有若干波西米亚研究论文发表，但无论数

量还是质量均不理想，类似《现代审美文化视野中

的波西米亚精神》这样系统的专题研究更是阙如。

可以说，对波希米亚的研究，国内学界处于一种徘

徊不前的窘境，这对于一个消费文化如火如荼、先

锋艺术方兴未艾的国度来说，是很不应该的。

比于国内的雏形状态，西方波希米亚研究历史

悠久，其虽够不上主流话题，但不同历史时期都不

乏学者对之表现出浓厚的研究兴趣。早在１９世纪
初，就有不少西方学者提及波希米亚这一概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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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作家龚古尔兄弟等若干

名人的回忆录、自传中也不时出现波希米亚这一名

词。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以来，西方开始出现以波希米
亚为线索切入的文学或史学研究著作，众多学者从

历史学、社会学、文学、艺术学等不同的角度，对其

进行了持续、深入的研究，至于概念上涉及波希米

亚的文章或著作更是不可计数，百余年来，相关成

果累累，佳作迭出。［１］杰罗尔德·西格尔先生的《波

希米亚巴黎》，便是其中的翘楚之作。

杰罗尔德·西格尔是纽约大学历史系知名教

授，主要从事意大利文艺复兴、社会文化理论等方

面的研究，《波希米亚巴黎》是其诸多著作中相当突

出的一本，曾先后在纽约伊丽莎白·西弗敦出版

社／维京企鹅出版社（１９８６）、企鹅出版社（１９８７）、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等三家世界知名
出版社出版发行，并入选１９８７年美国国家图书评
论界奖５人名单，在当代波西米亚研究中占有举足
轻重的地位。

《波希米亚巴黎》一书洋洋洒洒近４０万字，分
为三大部分１３个章节。第一部分题名“波希米亚
和资产阶级”，叙述波希米亚的缘起和发生的重要

节点，如以缪尔热《波希米亚人：巴黎拉丁区文人生

活场景》公演为标志而诞生的波希米亚王国，波德

莱尔、库尔贝等人对波希米亚生活的践行对这个概

念内涵的本质性提升，街头艺人、龚古尔兄弟、瓦莱

斯等在波希米亚国度扮演的各种角色，等等。第二

部分题名“公众世界和内在生活”，叙述商业潮流裹

挟下的波希米亚人在蒙马特区的生活和生存，巴黎

社会对魏尔伦、蓝波这样臭名昭著的波希米亚文人

的广泛接受，波希米亚如何成为一种开拓和试验资

产阶级边界的方式。第三部分题名“从波希米亚到

先锋派”，从社会学角度阐释波希米亚与先锋派艺

术之间缠绕不清的关系与纠葛，把先锋派艺术视为

波希米亚发展到１９世纪末的自然结局，而超现实
主义将波希米亚生存提升为一种艺术原则，使之最

终获得了在艺术世界的合法性。

研读《波希米亚巴黎》一书，笔者认为该著有两

个突出的特点：

一是史料扎实，个案丰盈，鲜活再现了波西米

亚的发展状貌。波西米亚历史悠久、谱系复杂，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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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的人物事件数不胜数，如何将其发展历史和基本

面貌完整清晰地勾勒出来，殊非易事，但杰罗尔德

·西格尔对这段剪不断、理还乱历史的处理却是驾

轻就熟、手到擒来。正如书名《波希米亚巴黎：文

化、政治，和资产阶级生活的边界（１８３０－１９３０）》所
示，作者择取文化、政治以及资产阶级生活的边界

这一独特的视角，重点对１８３０－１９３０这百年间巴
黎为中心的波希米亚历史，进行现场感十足的场景

摹写和历史演绎，那段埋藏在历史尘埃深处的波西

米亚历史亦由此鲜活地再现在读者的眼前。笔者

以为，这与作品史料的扎实和个案的丰盈有着直接

的关联。为了全面准确地再现波希米亚历史，杰罗

尔德·西格尔在其书中引证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全

书（中文译本）正文共 ２４０页、１３章，注释达 ５０１
条，由此可见作者对史料的重视和认真程度。如果

说，史料的扎实夯实了历史真实的基础，深入的个

案研究则丰富了历史的肌理，在杰罗尔德·西格尔

笔下，诸如亨利·缪尔热、波德莱尔、库贝尔等波希

米亚的代表人物的身影，仿佛从跌宕起伏的历史风

云中重新浮现出来，是如此的栩栩如生、血肉丰满，

给读者带来强烈的真实感和现场感。鲜活的人物

形象、生动的细节展示与严谨的史实描述相结合，

使得《波希米亚巴黎》中的波西米亚历史呈现，既客

观真实又丰饶多姿，充满一般史论著作难得的文字

魅力和阅读快感。

二是洞微烛幽，见识独到，对波西米亚与资产

阶级之间的复杂关系作了令人信服的阐释，深刻地

揭示了波西米亚的文化特征和精神本质。波西米

亚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是《波西米亚巴黎》一书

探讨的核心。在《波西米亚巴黎》出版之前，西方学

界一般倾向于鼓吹和放大二者的对立，甚至把对资

产阶级的仇恨意识看作是波希米亚人的标志性特

征。法国作家格拉尼亚的观点就颇具代表性，他在

自己１９６４年出版的文化社会学名作《波希米亚对
抗布尔乔亚》一书中明确提出，在１９世纪３０年代，
憎恶布尔乔亚阶级是大部分波希米亚文人的共同

情感。一时间，其书名 “波希米亚对抗布尔乔亚”

（Ｂｏｈｅｍｉａｎｖｅｒｓｕｓ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似乎成为西方社会理
论界之共识，甚至美国社会学家丹尼斯·贝尔１９７６
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一书中也承袭了

格拉尼亚的观点，刻意强调波西米亚与资产阶级的

对立，认为由于文化人（即波西米亚气质的知识分

子）厌恶商业文明，导致资本主义文明始终无法建

立有效的“文化辩护”，从而将难以持久。杰罗尔

德·西格尔通过对大量历史材料的仔细梳理和精

心研究，通过对波西米亚代表性人物亨利·缪尔热

等个案的深入分析，提出了与当时西方学界流行的

所谓“波希米亚对抗布尔乔亚”截然不同的观点。

他认为波希米亚群体旨在对资产阶级的伦理规范

进行系统性的倒转或象征性的颠覆，但他们并非是

叛臣逆子，反而与资产阶级血肉相连。他们一方面

鄙弃金钱，骄傲地宣布对现实世界的鄙弃，而另一

方面又梦想对资产阶级的舒适生活，像对情人一样

心向往之。二者两位一体，是资产阶级心脏深处生

长出来的一个矛盾的表达。

相比之前的流行论调，杰罗尔德·西格尔的观

点显然更接近历史的真相，更能解释二者之间错综

复杂的矛盾关系。表面上看，波希米亚生活观念和

生活方式与资产阶级生活格格不入，他们往往通过

桀骜不驯、放浪不羁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表达

对资产阶级物质社会唯利是图、人性异化的不满和

反抗，并据此形成波希米亚文化的独特气质，造成

一种意识形态化的符号形象。但是，从波希米亚历

史演化不难看出，其本身脱胎于资产阶级母体，一

方面与作为父辈文化的资产阶级城市文化有所不

同，同时又是资产阶级城市文化的一部分，与它的

父辈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勾连。这也注定了波西

米亚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对立和否

定的关系，而是一种更复杂的既对立又统一既反抗

又依存的关系。杰罗尔德·西格尔通过自己扎实

的研究，超越了传统的偏见，令人信服地阐释了波

希米亚与资产阶级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更加深刻

地揭示了波西米亚的精神特征和文化本质。

《波希米亚巴黎》是西方学界公认的近３０年来
波西米亚文化研究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如今，

经过卫华教授的努力，终于有了它的中文译本，尽

管距离原著的出版时间足足过去了３０年，但时间
的流逝丝毫无损于这部巨著的内在价值，对于波西

米亚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学界来说，它更具

有不可忽视的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值得研究者的

关注和重视；对于喜欢波西米亚文化的普通读者来

说，阅读这样一部史料丰富、叙述生动、文字优美的

学术名著也不失为一场饶有意义的精神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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