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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研究

卡夫卡与官僚制

洪 涛

( 复旦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 200433 )

【摘 要】卡夫卡是官僚社会这一人类前景的深刻启示者。他的小说( 特别是《审判》和《城堡》) 以官僚

制为题，却并非一般地描绘官僚组织的活动或所谓官场现象，而是揭示了现代官僚统治与现代精神之间

的内在关联。本文通过对其小说的分析，指出官僚制的活动方式是: 以现代自然科学式的“监视—记录”

为基本原型，官员乃是一种“社会—科学家”，在权力的作用下，他们的书写( 调查、记录、指令) 被当作社会

事实或现象的“源头”或“本体”。以书写为权力运作之基本方式的现代官僚制，一方面与现代自然科学的

世界观关系密切，另一方面也大大得益于自 15 世纪后半叶开启的书写时代。卡夫卡是自《堂吉诃德》以

来作为一种反书写的书写的现代小说精神的传承者。生活于 20 世纪前期的卡夫卡对在官僚书写全控制

之下的小说及其他类型私人书写的危机有着清醒的意识。他的书写( 小说、日记、书信) 乃至他的整个生

命活动，都可以被看作是对这一危机———其本质为人的精神危机———的回应。显然，这是一个关涉到在

官僚组织和科学技术双重控制之下的人的真实生活是否可能的根本问题。

【关键词】卡夫卡 官僚制 书写 私人书写

( 一)

官僚制是《审判》、《城堡》的一个基本主题。奥

斯丁·沃伦说: “卡夫卡的小说可以看作是为官僚制

度描绘的滑稽讽刺画。”①乔治·斯坦纳说: “《审判》

的故事核心描绘了一个心狠手辣但终究无能为力的

官僚阶层。这部小说是关于官僚作风的恶毒神话，有

着狄更斯《荒凉山庄》的影子。《城堡》不只是对奥匈

帝国官僚封建主义的辛辣寓言，而这种讽刺是含蓄

的。……卡夫卡不仅继承了狄更斯扭曲意象的大师

手法，而且遗传了狄更斯对来自官僚机构和工业生产

线的隐秘暴力的愤怒。”②

毋庸讳言，卡夫卡是官僚制问题的专家。在卡夫

卡就读于布拉格卡尔德文大学期间的 1904 年，阿尔

弗雷德·韦伯( 马克斯·韦伯之弟) 到该大学教授国

民经济学。两年后，卡夫卡通过了包括这位韦伯在内

的考官们的面试，获得法学博士学位。韦伯兄弟在 20

世纪前 20 年中持续关注正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官僚

政体，做了开创性的研究。卡夫卡在大学毕业后依然

关注韦伯的研究。③他的有关革命之后必将降临一个

官僚社会的看法，与马克斯·韦伯如出一辙。④

不仅如此，卡夫卡长期任职于波希米亚王国布

拉格工人意外事故保险协会。这是一个半官方机

构，职员享受国家公务员待遇。可以说，卡夫卡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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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位职业官僚，平野嘉彦说他“至少到腰部以下

全泡在奥地利的官僚制度里了”，①也并不过分。至

今，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卡夫卡为协会所写的大量工

作报告。

不过，卡夫卡在小说中并不直接展示他所具有

的有关官僚制的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中所获得的

专业知识。学者看待事物，有时因刻意寻求面面俱

到而流于表面，小说家的一个好处在于可让读者随

小说人物的脚步，深入事物的内在肌理，尽管未必包

罗万象。卡夫卡小说主人公的一种功能正是“不自

觉地揭露了这个社会的隐秘结构”，②也就是隐藏在

表面的、正 式 机 构 之 下 的 社 会 内 在 权 力 结 构。在

《审判》和《城堡》中，K 这个一开始甚至有点天真

的人物，让官僚制的诸种面相、尤其是其隐秘核心，

随着情节的展开自然地呈现于读者面前。这是学者

的高头讲章和教科书难以做到的。卡夫卡在小说中

对官僚组织及其运作的观察独特，细致入微、鞭辟入

里，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他作为一位伟大小说家

的眼力。

卡夫卡的小说并不一般地描写官僚组织本身，甚

至也没有像巴尔扎克( 如《公务员》) 那样描摹官场生

态。他刻画的是现代人生活的一种深刻体验; 用本雅

明的话说，就是完全受制于一个神秘莫测和莫名其妙

的庞大的官僚体系的体验。③ 卡夫卡描绘了官僚政体

原则在生活的所有方面被全面模仿和复制的状况，以

及官僚制精神对人的灵魂和精神世界的无所不在的

影响。他的着力点不在“组织”，而在“社会”: 一个官

僚化了的社会。昆德拉视卡夫卡为抓住了人类社会

活动官 僚 化 倾 向 的“第 一 位 小 说 家”，④是 非 常 恰

当的。

在卡夫卡小说中，官僚组织无往而不在。《审判》

开场就在 K 的私人寓所中，呈现出一个金字塔形的官

僚等级组织: 一个监督、两个看守、三个年轻同事，暗

示官僚组织可以在任何情况下被建构或复制，并能随

意地将任何人吸纳其中。在早两年写成的《变形记》

中，萨姆沙变形为甲虫躲在家中，但是，他的家庭却官

僚组织化了。不同于教科书中正统官僚制理论着眼

于正规、固定的官僚组织，在卡夫卡的小说中，官僚组

织是流动的，可随时随地建构于任何一种人群之中;

官僚机构常常是模糊的、暧昧的，有时像是正式的组

织机构，有时又像是一些冒牌货。在卡夫卡看来，官

僚机构可以是固定的、正式的政府组织，也可以是由

那些充斥着“官僚心态”的、“官僚化”了的人所组成

的任何一种固定或临时的组织。
“三”，是卡夫卡小说中关于官僚制组织原则的一

个重要意象。三人成众，不过，在卡夫卡笔下，这个

“众”意味着一种将个体祛除个性并使之融于机器的

组织形态。《审判》头章，对 K 被捕时露面的三个银

行职员，卡夫卡描写道，是如此雷同、“没有个性”、
“贫血”; ⑤组合为“三”，意味着自我的个体性和主动

性的丧失。在顶楼法院办公室中，K 被一男一女夹着

送出办公楼，“他们正迈着有节奏的步子向前走着，可

他没有同他们一起迈步，因为他几乎是被他们一步一

步架着走的”，⑥K 尽管不乐意，却像中了邪或魔法一

样，听凭摆布。《审判》末章，K 着黑衣，两名戏装的无

面目刽子手将他夹在中间，三人似乎构成一个完美的

无法分离的整体。在《城堡》中，两个助手把 K( 和弗

丽达) “夹”在中间; 这两个助手，只要在一起
獉獉獉獉獉

时，就变

得一模一样，毫无区别，像两个木偶，且“唯命是从、唯
唯诺诺到可笑的地步”。⑦ 两个助手的作用之一，是

要尽力化个性尚存的 K 为与他们一样的木偶，跟他们

一起构成新的“三位一体”。卡夫卡显然深谙官僚制

的本质。

现代欧洲的官僚制，在 18 世纪甫具雏型。当时

法国重农学派哲人德·古尔内首次用 bureaucratie 一

词，指示这一新政治现象。Bureaucratie 由 bureau 和

cratie 两部分构成，bureau 指写字台，也指官员办公之

所; 后缀 cratie 源于希腊语，意为“统治”。它的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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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与 Démocratie( 民主政体) 之类传统政体分类术语

完全相同。① 依君主政体、贵族政体或民主政体旧例，

称官僚制或官僚统治为写字台或写字员政体，也未尝

不可。这是一种在无论古代亚里士多德还是近代孟

德斯鸠所主张的政体分类之外的新的政体类型。

作为一种新类型，官僚政体与传统政体有一个非

常不同的特点，就是它所界定的统治群体并非是某一

固定人群 ( 无论君王一人，还是少数贵族或多数民

众) ，而是并非固定的、流动的群体———只要他们碰巧

坐在写字台后面。这一群体具有“非人格化”的特征，

巴尔扎克在作于 19 世纪 30 年代的小说《公务员》中

已指出这点。马克斯·韦伯后来将此特点归纳为:

“非人格的、即事化的目的
獉獉獉獉獉獉

为导向，而非设定在一种对

人的关系上。”②官僚政体的这一特点，与高标统治集

团“特性”的传统政体迥异。官僚政体的新颖之处，就

在于它是一种非人格的统治，一种有意识的匿名统

治———面目含糊不清，也正是卡夫卡小说中官员乃至

于大多数人的一个特点。

卡夫卡对官僚政体的“写字台统治”有敏锐的意

识。在小说《美国》中，他描绘了一张新型美式写字

台，“带有一百个大小不等的格屉”。③ 在《审判》头

章，监督之所以能在约瑟夫·K 的私宅中拥有号令 K

的权威，大概就是因为他把比尔斯纳小姐的床头柜摆

在房子中央、充作写字台的缘故。在《城堡》中，克拉

姆的首次露面———在 K 的管窥之下———正是坐在屋

子中央的一张写字台边。

写字台本用于阅读和书写，写字台的统治，也就

是文书档案的统治。在《城堡》中，官员似乎永远在垂

头阅读。在他们面前的写字台上，一本挨一本地摊开

放着又厚又大的书。哪怕在口述指令时，他们也不曾

停止阅读。官员和记录员之间的差别，也体现在写字

台与在它之前的小矮桌的差别。官僚政体下的官员

是“学者”，他们总是垂头于胸前的形象，既象征了他

们忙于 阅 读，也 象 征 了 他 们 并 非 轻 盈 的 沉 甸 甸 的

思想。

写字台政体或官僚政体，与现代科学有着无法分

割的联系。现代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认知—控制”

的科学。官员可以被看作是“认知—控制”主体的肉

身化。像科学家一样，观察、记录和分析等活动是官

员的首要活动。民众是认知对象和客体。无所不在

的监控体系反映了官员观察活动的细致、全面; 记录

是将所观察的内容转化为书面或其他媒介形式; 分析

则包含了对人的动机和内在心理的探究。自然科学

家以观察、记录和分析自然物( 包括作为自然物的人)

为其职业; 官员则以观察、记录和分析作为社会成员

的人为其职业，称他们为社会的“科学家”，并不为过。

自然科学力图从理论上认知并解释一切自然现象，官

员也力图认知并解释一切作为“现象”的人。在一个

科学昌明的社会，人们习惯于科学家式的对待事物的

方式; 在一个官僚化社会中，人们习惯于官僚式地对

待人。

第一个自然科学化的社会科学体系，是霍布斯的

政治理论。在霍布斯的体系中，国家是一种以人的生

活为质料的人造产品，它之得以形成，乃是以对人的

观察、分析和利用为前提的。后来成熟的官僚机器，

正可以被视作权力囊括一切的利维坦的物质化身。

埃姆里希把官僚世界本身视为一个“不断把所有的人

的生活过程和认识过程全部记录下来，并且加以支

配”的“巨大的世界结构的形象”，④也揭露了它的“认

知—控制”的基本结构。仔细审视卡夫卡笔下的“城

堡”就会发现，与其说这是一座中世纪式堡垒，毋宁说

是一个“科学家们”汇聚的大型研究机构: 人们于其中

从事观察、记录、研究、分析，并下达指令。这或许可

以解释，何以在卡夫卡的世界中，官员很大程度上摆

脱了传统的形象———少了些“霸气”，甚至显得软弱，

怕见生人: 本质上，他们更接近于古代离群索居的自

然哲人。

那么，在卡夫卡笔下，官员们又是如何以文书档

案的形式遂行他们的统治的呢?

在《城堡》中，K 独闯贵宾楼酒店试图拦截克拉姆

的努力失败后，其在村中的最高代表、村秘书莫姆斯

出面，要 K 放弃接近克拉姆及试图进入城堡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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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老板娘提醒 K，想去克拉姆那里，“唯一的通路

就是先让这位秘书作记录”。① 但这不是见克拉姆的

交换条件。因为，关于 K 的记录早已完成，讯问他只

为了填补两三处空白。这份记录之重要是对 K 而言

的，它是 K“能同克拉姆建立的唯一的、真正的公务上

的联系”。②换言之，因为有了这份记录，K 才有了他

在官府层面的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K 有两种存在: 一种存在于官府

的记录; 另一种就是试图闯入城堡之中的、活生生的

K。接受讯问，填补空白，是要使活生生的 K 合乎记

录中的 K。只是经历了整个“审判”过程，领悟了“在

法的门前”的故事之后，《城堡》中的 K，已经不再是

《审判》开头时的那一个，因此，他拒绝了莫姆斯的讯

问。他没有被羁留于莫姆斯的门前，而是选择走人。

小说提及的业已完成的有关 K 的记录，让我们感

到好奇，不知一向拒绝与 K 谋面的官府，是如何记录

K 的。在保留下来的《城堡》的删节文字中，有一大段

与这份记录有关，这也是在所有删节文字中篇幅最长

的一段。在这段文字中，卡夫卡描写了一场意外: 一

大群人突然蜂拥而入，乘混乱之际，K 几乎暴力地将

记录夺在手里，于是，透过 K 的眼睛，我们得以一窥官

府关于 K 的记录。这份记录首先表明它的意图在于

揭露 K 的真相———

要证明土地测量员有罪并非易事。因

为，唯有不怕难堪硬着头皮强迫自己设身处

地沿着他的思路去想，才能一步步识破他的

诡计。③

所采取的方法首先是“观察 /记录”: “他到达本地后

在此留 下 的 每 一 步 足 迹，我 们 均 已 悉 数 记 录 在 案

了。”④换言之，K 的一言一行，无不处于城堡的观察

或监视之中。

当初，K 一到村庄，城堡就将计就计，派了两个助

手给他。随着两位助手的到来，城堡的“眼睛”便追随

在 K 的左右:

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盯着 K 这边的动静，

或者佯装孩子游戏把手掌卷起作望远镜状

放在眼上窥探以及其他类似的胡闹，或者就

干脆只是不断朝这边挤眼，多半则是忙于梳

理、捋顺自己胡子……⑤

这两个助手的形象，昆德拉称作“卡夫卡诗学上的最

有重大发现”，并视之为城堡的整个具有威胁性的“现

代性”的代表: 警察、文字记者、摄影记者，可怜的讹诈

者、淫猥的窥视者、令人讨厌的人，彻底毁坏人的私生

活的打手，穿越正剧场面的天真的小丑，等等。⑥ 换言

之，这两个“助手”，是现代人生活中无所不在的“眼

睛”的象征; 代表了官方和私人、附属者和领导者，既

可存在于专制社会、警察国家，也可存在于大众社会、

民主国家; 是作为现代权力运作之基本方式的监视或

观察的化身。

与教科书版的官僚制理论不同，在卡夫卡小说

中，官府权力不仅不别公私，而且渗透于人的私人生

活。在《审判》中，K 的私宅被用于办公; 法院设置在

居民楼的顶层; 最后的处决形同私刑。在《城堡》中，

“K 从来还没有在别处见过公务和生活像此地这样完

全交织在一起，它们是如此纵横交错密不可分，以致

他有时会觉得公务和生活似乎互换了位置”。⑦官府

权力对人的观察 /操控是全方位的，完全不受公私界

线的限制。

与那些显得臃肿、低效、热衷于表面文章的公共 /

公开机构相比，直接渗透于私人生活的隐秘权力，通

过对人的私人生活的、看上去“非政治”的控制———往

往把一个人“置入一种非公务的、完全莫名其妙的、摸

不清看不透的、与自己格格不入的生活之中”，⑧从而

更有效地控制个人: 在《城堡》中，克拉姆对 K 的公职

所拥有的，仅仅是有名无实的权力，相比之下，对 K 的

卧室却拥有实实在在的权力。

以隐秘的方式介入隐秘的私人生活领域，是现代

权力的基本特征之一。与承认个人对家室拥有所有

权的古代政治观念不同，在现代社会中，个体的原子

化使其极易成为官府权力监视和操纵的孤立无援的

对象。权力向私人生活领域的渗透，本质上不仅不违

背、而且契合于官僚统治的根本精神: 对对象进行最

充分、最全面、最详尽的观察和记录。与官僚制一样，

这种监视 /记录的机制，与民主 /专制之政体的一般区

分并无内在关联。当然，在不同政体下，监视者有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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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寡: 专制政体是秘密警察的监视，民主政体是隐含

秘密警察于其中的媒体和大众的监视; 但从被监视者

的角度而言，是被一个人( 独裁) 、少数人( 寡头) 还是

多数人( 民主) 所监视和操纵，并无太大区别。在现代

官僚政体的全监控的治理状态下，政体差别的重要性

已大为减弱。

边沁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认为，他为监狱改革

所提出的著名的全景监狱方案，似乎是可以扩展到整

个社会且作为未来社会的一种理想的:

一个健全的王国，这个伟大星球本身，

将成为一个运动场，在那里每一个人都在每

一个其他人的眼前锻炼自己。每一种姿态，

肢体或脸型的每一次变化，凡属于那些他们

的动作对于普遍幸福具有可见影响的人们

的，都将被注意到并被记录下来。①

以社会之名义进行的观察和记录，似乎意味着一

切人监督一切人。监督的全民化，赋予了这种监督以

理直气壮性，当然，在实质上，它只是掩盖了不论多少

人在监督，大多数人永远不过是被操控及被监督之对

象的事实。

其实，不论监督者多寡，都未走出现代权力的“观

察 /控制”模式。“观察”作为控制的前提条件，正是

一种加诸权力的活动。使被观察者置于观察对象或

客体的位置，便是使之成为权力所加诸的对象。在现

代科学中，对对象的控制或征服程度的加强，与观察

技术的提高密切相关: 显微镜的产生，意味着人的权

力进入了微观世界; 天文望远镜的改善，意味着人类

提高了 征 服 宏 观 宇 宙 的 能 力; 观 察 人 的 技 术 的 提

高———尽管在写于 1922 年的《城堡》中，这种技术依

然极为原始———意味着对人的控制的加强。
《城堡》揭 示 了 权 力 与 此 一 类 型 的“观 察”的

关系。

克拉姆的权威，与他的总是自上而下俯视着的凌

厉逼人的目光有关。慑服弗丽达的，正是这种可以射

透人的身体的目光; 也正是助手天真而炯炯有神的眼

睛，令弗丽达猜想到他们是克拉姆的人。

如此之类的“观察”，也成为城堡统治之下村民看

待人的基本模式。无论谁，都渴望将他人置于自己的

观察视野之中，成为自己的观察对象或客体。弗丽达

凭借其拥有能“窥视”克拉姆的小孔而傲视群伦。在

城堡的世界中，拒绝卷入“观察”之共谋群体的似乎只

有一人———阿玛莉娅，她的目光“冷漠、明亮、呆板，并

不完全对准她观看的目标……”，②延斯称她是“小说

中惟一真正自由的人”。③

正视，包含着某种平等，哪怕是敌对的; 窥视，偷

偷地看，意味着乘被看者不备。窥视者处于主动状

态，被窥视者处于被动状态; 窥视者处于防范状态，被

窥视者处于无防范状态; 换言之，这是一种窥视者处

于优势地位，而被窥视者处于劣势地位的“征服状

态”———一种全民的监狱社会。窥视者或明或暗地对

被窥视者拥有了权力。

倘若“被看”意味着被置于权力之下，那么，与之

相反的状态，便是“不被看”。权力者总是尽可能地处

于隐蔽状态: 一种被“无视”的隐身状态。克拉姆总是

避免见人，他是遥不可及的。与传统如封建时代的展

示甚至炫耀式权力不同，现代的“城堡”权力低调且隐

身。保护权力者，使之处于“隐身”状态，是权力守门

人的重要职责之一。

小说家昆德拉如是总结这一“显示—观看”之权

力辩证法:

存在着这样一个定律: 国家的事务越是

不清不楚，个人的事情就越必须透明; 官僚

主义尽管代表的是公事，但它是匿名的、秘

密的、有密码的，是无法让人理解的，而私人

则必须显示他的健康情况、经济情况、家庭

状况。而且，假如大众媒体判决、决定的话，

他就再也得不到一刻的隐私，不管是在爱情

中，在疾病中，还是在死亡中。打破别人隐

私的欲望是侵犯性的一种古老形式，今天，

这一形式已经机构化( 官僚主义体制以及它

的那些卡片; 媒体以及它的那些记者) ，在道

德上合法化( 获得资讯的权利成了人的第一

权利) ，并被诗性化了( 通过一个美丽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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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 。①

这一“显示—观察”的法则，昆德拉视之为一种官僚统

治的原则，简单地说，就是: 公事隐秘，私事公开。完

成这一公私颠倒的，正是以专业性自负的官僚制: 被

治者显形，被置于聚光灯下，以利于被观察; 治者隐

形，“匿名统治”，最大限度地不必承担责任。

观察，不仅是记录、分析和判断的前提条件，而

且，其本身也是一种触及被观察者的控制行动。倘若

说，科学家的观察似乎一般不能对观察对象产生影

响———微观世界除外，那么，对人来说，被观察并非对

被观察者不产生影响，其实，观察本身就是一种影响

或控制的方法。一个人被拎上公众舞台，孤零零置于

聚光灯之下，大多数并不习惯于表演的人会感到手足

无措，感到孤独和软弱———尤其是所有旁观者的眼睛

皆闪烁于无边黑暗之中时，这种恐惧甚至会令人丧失

行动能力。观察行为本身就可以是一种起着消极、抑
制作用，甚至具有伤害性的控制手段，成为一种毋需

判决的惩罚。

与传统的压迫性的统治不同，官僚统治的“观察”

还具有一种消磨人的意志的作用。一般而言，它并不

试图激发人的敌意乃至斗志( 蓄意制造敌人除外) ，而

是通过把人置于无所不在的视线的注视之下，使人处

于惘然的、充满畏惧的状态之中。固然，如边沁所设

想的，当一个人知道他处于持续的、不间断的监督之

下时，其行为会变得循规蹈矩，然而，这样的一个人更

可能根本无法行动。昆德拉也曾在他的小说中写到

这种不妨称之为“视觉抑制”的办法:

在有人睁眼盯住我们做什么的时候，在

我们迫不得已只能让那只眼睛盯的时候，我

们不可能有真实的举动。②

从长远看，连虚假的行动都很困难。这种“视觉抑制”

最后甚至无法激发哪怕是策略性的行动———所谓“在

暗藏的窃听器前的智慧表演”。③因为，权力者并不在

意所看的或所听的内容之是非对错，而是只在于“盯”

本身; 似乎唯有“盯”才体现了权力，是为了让一个人

知道，他时时处处被置于监视之下。这才是使人最终

无所行动的最好办法。换言之，它不在于使人不错误

地行动，而是使人不行动。反过来，对被治者而言，避

免被“盯”，便是头等大事。卡夫卡在《审判》中是这

样写的:

决不能惹起上面的人对自己的注意!

一个人必须深藏其看法而不露，不管这是多

么与其性格不相称。④

使得“观察”得以显形的基本形式，是文书或记

录。正如科学家对自然物的描述，被认为是对后者本

质的呈现; 那么，官僚机构基于无所不在的观察之上

的文字描述或记载，则被认为是对人及其行为的本质

的呈现，它们似乎比人及其行为“现象”更为“真实”。

官僚政体的文书档案统治的本质便是: 存在就是被监

视，存在就是被记录。于是，那些深谙监视的秘密机

理的人，自然就能随意形塑存在的“事实”了。

回头来看《城堡》中有关 K 的记录。这是一份科

学研究报告，不仅包含了对 K 行迹的记载，也包含了

对他的内在心理的分析———K 接近弗丽达的意图是

要夺取克拉姆的情人，以便拥有一个人质，以及对他

所采取的对策建议———对于 K 的闯入，官老爷们不妨

拿他寻寻开心; 不必担心 K 寻衅滋事、他的活动能量

微不足道，等等。

这份建立于全面监视之上的科学分析，像是科学

研究者对所研究对象的旨在揭示其真相的实证分析。

从事此类记录的基本旨趣在于管控人。福柯指出，自

17 世纪末以来，宗教忏悔的赦免性机制被行政管理

的记录性机制所取代，尽管后者同样要求把对象的日

常生活纳入话语体系，其调查充斥着无关紧要的违法

行为和骚乱的微小领域。作为最基本的社会控制方

式的讯问和记录，涵盖了生活的所有方面:

为了实现对社会的监察和控制，长久以

来所采用的程序被沿袭下来，还有过去仅在

局部运用的手段: 告发、投诉、调查、报告、密
探、审讯。一切以这种方式言说的东西，都

经由书写的方式记录并积累下来，整理成卷

宗和档案。……由不幸和违规行为所致的

微小困扰，不再通过忏悔中几乎难以听见的

低声吐露向上传至天堂，而是通过书写的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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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在尘世间积聚起来。……于是，就日常生

活而言，一场全新的演出诞生了。①

于是乎，“平常不过的东西、无关紧要的细节、隐匿的

事情、普通的日子、寻常的生活，所有这些，……之所

以可以被描述、被记录，正是因为它们被一种政治权

力机制所渗透”。②

这也就意味着，在现代国家中，原先活动于昏暗

教堂深处的、穿着黑袍的忏悔神父，摇身一变，成了坐

在敞亮办公室中的写字台后面、专门从事于观察和分

析的“科学家—官员”。换言之，现代民众得以不再依

赖神父从而获得思想独立和自由的读写能力，也同时

被运用于对他们的控制。

不过，卡夫卡笔下的官员“记录”与在神父面前的

“忏悔”的不同，除了以可以持久保存的书写文本取代

无法片刻持续的低语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变化，这就

是官员主动调查，而神父依赖于忏悔者的诉说。官员

们对被观察者的所谓客观现象的“记录”，更像面对沉

默之自然的科学家，用其主动性的调查和书写，“逼

出”事实真相。他与被观察对象之间的关系，更是一

种讯问和被讯问的关系: 官员讯问并记录，被讯问者

回答。只是在这个过程中，被讯问者被当作一个完全

可以被漠视的客体，一个“无”。《城堡》中，乡村教师

整理了一份 K 与村长谈话的“简短记录”，K 很生气，

说:“背着我让一个谈话时根本不在场的人事后整理

出一份记录? 这可真不简单呀。”③又，在前述所引删

节段落中，村秘书莫姆斯说:

这些文件根本就不需要他的回答，因为

它们既不需要任何补充，也不需要任何修

正，而他自己反倒是很需要这份记录的，既

需要我提的问题，也需要他自己的回答。④

这表明，记录不依赖于被记录者，倒是相反，被记录者

的存在依赖于记录: 读着关于自己记录的 K，与这份

记录之间，是影子与实物的关系。

官员具有选择和建构关于 K 的事实或真相的一

套方法，他们拥有关于对象的无数代言人。精通法律

的卡夫卡告诉我们，司法不公正之根源不仅在于枉

法，而且在于权力拥有随意建构事实的能力。⑤ 科学

家的“人为自然立法”的认识论法则，在现代国家中，

体现为官僚机构为人构建事实的权力原则。卡夫卡

的这一小说家言，可以从福柯的研究中得到支持:

除了英国这一明显的例外，在法国以及

多数欧洲国家，整个刑事诉讼过程，包括最

后的判决，始终是秘密进行的，也就是说，不

仅对于公众，而且对于被告都是不透明的。

这一过程是背着被告，至少是在他对指控或

证据茫然不知的情况下进行的。

福柯还告诉我们，初审司法官有权接受匿名告

发，在瞒着被告的情况下，怀着疑心并以各种巧妙的

方式讯问被告、捕捉被告的漏洞。初审司法官拥有独

自建构某种事实并加之于被告身上的全权，正式法庭

的法官所得到的就是这种以文件和书面陈述形式提

供的“现成事实”。这是一种“无须被告出席便能产

生事实真相的机制”。⑥ 这种秘密的和书面的司法程

序，体现了在刑事案件中确立事实真相是君主及其法

官的绝对排他的权力的原则。⑦因此，秘密构建事实

的能力，一直被视作绝对权力的一项内容。

不直面被处理的对象，视后者为沉默的、其内在

性完全毋庸理睬或简直可视作不存在，正是以对物的

“认知—控制”方式来对待人的结果。传统君主政体

乃至专制政体之退出历史舞台，并不意味着这种处理

或治理人的方式的终结。相反，随着现代的对物的

“认知—控制”方式的盛行，随着对“事实”或“事物”

的认知有赖于更加复杂的观察和表述媒介，随着技术

和组织能力的前所未有的进展所导致的对整个社会

的全面控制，这种对“人自身”的无视，在广度和深度

上只会有增无减。

不过，面对活人的社会的科学家，与面对死物的

自然科学家毕竟因对象的不同而会产生差异。在社

会的科学家或官僚那里，会产生一种对活人的惧怕。

在卡夫卡笔下，城堡用无数的方法和持续的努力，以

避免城堡官员见人。毕竟，对象看到了官府关于他的

记录之后，会说: 这不过是“背着我本人说我的坏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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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女人( 老板娘) 的帮忙写就的，因而“是些危言耸听

的、空洞无物的、可悲可笑的、长舌妇喜欢的嘀嘀咕

咕”。① 尽管对象的态度并不妨碍关于他的记录的

“客观性”和“全知性”，但是，这毕竟意味着出现了两

个不同的对象。对象活生生的存在———尤其当其独

行其是时，总会对官府的“客观”事实的建构，产生干

扰或不良影响。在另一篇小说即《流刑营》中，卡夫卡

设想了一种完全拒绝与人面对面的极端例子: 流刑营

的军官拒绝进行任何讯问，因为，讯问“只会产生混

乱。他会撒谎，即使我成功地驳倒他的谎言，他又会

用新的 谎 言 来 取 代 这 些 被 驳 倒 的，就 这 样 没 完 没

了”。② 换言之，只要面对活人，记录就会有麻烦。

大约在写作《审判》后不久，卡夫卡还写了一则只

有一两页篇幅的小故事，题为《一场梦》。一个名为约

瑟夫·K 的人梦到自己来到一座公墓前，看见那里正

在起一座新坟，两个男人把墓碑砸进地里，第三个男

人，一个画家，在墓碑上写下“这里安息着———”，他一

看到 K，就写不下去了，显得很狼狈，形容也枯萎起

来。K 意识到这是他本人的墓……后来，昂着头的 K

坠入了墓穴，画家才又重新挥笔，把 K 的名字书写在

墓碑上。

可以把这则小故事看作理解《审判》和《城堡》的

关键。作为人的坟墓或尸体的文字，却被当作人的真

实存在。于是，活生生的 K 的意外出现，使书写者顿

时丧失生气。《城堡》中的 K 看到关于自己的记录，

正好像这个故事里的 K 遭遇了自己的墓穴和墓碑一

样，这都是令书写者难堪的事。

这则小故事也许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审

判》中约瑟夫·K 的罪———他还残存着偏离文书记录

的“自由”。因此，《审判》中的约瑟夫·K 一旦无法

成为“记录”的“影子”，就得被“逐出”。而 K 在《城

堡》中的回归，也必定会带来一些混乱。K 正是一个

令书写感到不安的幽灵。官府的一切努力可以归结

为这样的一点: 让活着的 K 与文字的 K 合二为一。

关于人的行迹和动机的官府记录，不仅被看作人

的言行的真实反映，而且被看作人的存在的本体。于

是，掌握了对人的记录，便掌握了他的存在与否的关

键。昆德拉把官僚政体下的记录与人的这种关系，比

作柏拉图的理念与其影子的关系:

在卡夫卡的世界，档案就像是柏拉图的

理念。它代表的是真正的现实，而人的物质

性存在只是投射在幻觉屏幕上的影子。③

这个类比，巧妙地点出了文书档案统治的要害。在柏

拉图的理念论中，理念被看作事物的真实存在，而事

物则是理念的模仿; 那么，在官僚政体下，活着的人

( 如 K) 被视作是作为“理念”的官府档案的影子，甚

至一个会发生错误的影子; 而一旦成为错误的影子，

则连做影子的权利也丧失了。影子本身是没有“灵

魂”的，或者说，他的“灵魂”存在于官府的文书档案

里。官员用文书档案建立了一个由他们直接操作的

文字世界———这是“城堡”的真义。后者被看作一个

真实存在的世界，而每一个活人及其行为，则只是关

于他的身份和行为的“记录”的“模仿”。文书档案指

导着每 个 人 的 活 动，而 人 不 过 随 着 官 府 的 记 录 而

起舞。

无怪乎在《城堡》中，几乎所有人都“操心”着城

堡，后者才是他们的存在之“本体”所在。K 之所以汲

汲于他在城堡中的“名分”———土地测量员，也是因为

这关系到他的“生存”。因为，没有在官府档案文书系

统中备案或有其存在，便无异于不存在。在《中国长

城修建时》中，卡夫卡写道: “我们实际上是在揣摩最

高层领导的指示时才认识了我们自己，才发现，如果

没有领导，我们的学问和见识都不足以使我们胜任我

们在整个伟大工程中所承担的渺小的职务。”④所有

人都只是通过“城堡”，才与自身打交道; 只是通过

“城堡”，才与他人打交道。

在《城堡》中，明智的 K，冒认招聘过的“土地测量

员”: 一个人总能从城堡指令中找到一条与某一行为

相符的命令，正如任何一个影子，总可以在官府那里

找到它的“理念”的。换言之，凡现实中所发生的一

切，也都能在城堡的文书档案系统中找到它在文字中

的先在的存在。这就反过来要求城堡必须监视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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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一切，密切注视任何可能越出规定的事。不过，

一劳永逸的方法，是使事物合乎指令地存在着。换言

之，使活人真正成为记录的影子。要做到这些，就得

努力使之依照文字( 指令) 而活动，或者说，使其行动

源于“指令”，就是使一个人之所是，源于“记录”。

在此，我们也可以一窥在官僚政体的统治下，何

以存在着一种将人一律“官僚化”之内在倾向的根源:

这是最大限度使活人合于其记录的办法。只有在官

僚体系之下，才能最大限度地使人成为“指令”的影

子———依指令行事，或者，依“剧本”行事。“办公桌

都是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①书写裁制着现实。

正是在操纵他人之时，对他人的“规定”自然成为

了摹本，预设的“记录”真的成为了人的本体。倘若人

都变成职员或公务员那样的存在，那么，文书档案的

世界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一台依文字运行的机器。

由此可以意识到，所谓极权国家的真正含义，是一个

凡事都按既定文本行事的国家。为实现这一点，将所

有人纳入指令体系，换言之，使所有人“官僚化”，是必

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昆德拉说: “一个极权国家只是

一个庞大的行政机构: 由于所有的工作都在那里国家

化了，所以所有职业的人都成了职员。”②这里的“行

政机构”，指整个国家由指令体系构成，这里的“职

员”，指所有人都合乎关于他的“记录”并依此行事。

于是，“一个人重要，并不是因为他有‘性格’，而是因

为他有‘公务’，即因为他有职位以及与此相关的一

切”。③ 在城堡中，亦即在现代国家中，人以自身的自

然存在———神性的，或者，难以理喻的人格或自我，换

取了他在文书档案中可被记录、分析、处理的职员“身

份”。

这就是霍布斯式契约论的实质: 以成为受令、行

令的职员，换取其在官府文书档案中的存在。而在

《城堡》中，K 与官府的关系，恰恰处于自然状态与国

家之交界处。面对城堡的 K，是一个无身份者、一个

无名者、一个现代国家的“异乡人”。“利维坦”采取

了惯用的手法，以给予身份———弗丽达的丈夫和学校

的杂务工，以换取 K 无限的自然自由，换言之，也就是

试图使 K 从一个鲜活的存在，变成书写的影子。

( 二)

卡夫卡是一位勤于书写者。他的书写可以分为

两类: 一类是白天他在公司或办公室里的书写，另一

类是他在夜间的写作。前者可说是作为一名官员的

书写，后者则是一种私人书写。卡夫卡说，这两种书

写使他处于一种被撕裂的状态。他在书信和日记中

多次谈及这两种书写的彼此冲突、水火不容。1913 年

6 月 22 日在给费莉丝的信中，他这样写道:

写作是我根本的本质。如果说我身上还

有什么好的方面的话，那就是它了。……我将

在办公室和写作之间被碾成齑粉。如果没有

那个办公室，那么一切当然都会迥然不同。④

几天以后，同样的话题在信中又一次出现:

为生活操心，同为生活领域中应有之

义，因而最终正好能和办公室的工作协调一

致，但写作和办公室却互相排斥，因为写作

的重心在深层，而办公室却处于生活的表

面。一个人这样不停地上下奔忙是终会被

撕裂成碎片的。⑤

昼间工作，在卡夫卡看来，是一种表面义务，夜间

写作才是内心义务，后者需全部身心为之准备，“是在

极乐世界里的身心消融和真正的生命力的迸发”。⑥

《城堡》是卡夫卡夜间书写的产物。书写的主题，

是以昼间书写为主要内容的官僚制。可以想见，在

《城堡》中，与卡夫卡有关的两种冲突的书写必然会有

所体现。只是在《城堡》中，这种冲突与对立变得更加

纯粹，从形式上的变成了实质上的，因为，在这部书

中，书写已经全然为城堡或官府所垄断，而 K———不

管怎样，总让人想到卡夫卡本人———几乎与书写绝

缘，这多少会令人心生疑问，毕竟———从勃罗德第三

版后记所公布的结尾( 异文) 看———K 被人视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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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问的人”。在小说中，K 不是以其夜间书写，而

是以口语言辞来与城堡的书写相抗衡，这是私人书写

与办公室书写这一对立的更本真的形式。私人书写

与其说是一种书写，毋宁说是一种反书写的书写。

西方文明对书写的最初思考，源自柏拉图。正是

透过与口语的参照，柏拉图讨论了文字或书写的优

劣。在对话录《斐德若》中，埃及王塔穆斯针对忒伍特

所发明的文字评论道，文字虽说意图弥补口语的易忘

性，却更易于使人忽略“回忆”，给学过文字的人的灵

魂带来“遗忘”———“由于信赖书写，他们从外仿制不

属己的东西，而非自己从内回忆属于自己的东西”，由

此，学习者自以为认识了许多东西，实际上却毫无认

识。他们没有成为真有智慧的人，而只是成了显得有

智慧的人。① 换言之，书写造成了一种倾向，即过分依

赖于对并非源于自身的外部事物的模仿或习得，并将

这种外在之物，误作自身所固有。书写的另一缺陷，

在于对话语境的失落。书写之物无法区分读者，不懂

得该不该说以及该对谁说，也无法面对他人的提问和

质疑，只能听凭读者的阐释，所以，“［写下的言辞］自

己既保护不了自己，也救助不了自己”。②

这里所说的文字更易于使人“遗忘”其自身知

识———而在柏拉图看来，“知识源于回忆”———是与它

对言说者及言说情境的脱离有关。文字在记录或固

定下语音的同时，脱离了与对话场景和语境的联系。

于是，固定为文本的言辞，成了一种孤立的东西，既丧

失了与说话者的联系，也丧失了说话对象的特定性，

可以说成了一种不知从何而来、也不知往何而去的飘

浮于空中的无根的“言语”。这种双重脱离，导致文字

成为不同于言辞的另一种东西。利科说: “对于话语

而言，面向也会在话语处境里出现的对话者，这是一

件事情; 而就像通过所有文字现象里的情况，面向任

何一个会阅读的人则是另一件事情。”③言辞和文字

具有不同的性质。

书写文字与口语对话的差别，至少在柏拉图时代

已被意识到，但是，在此后长达将近 2 千年的时间里，

书写文字的特性( 且不论其优劣) 对人的生活的影响

依然极其有限。书写只是极少数人的事，文字主要被

运用于对古代重要的文献典籍( 所谓“经籍”) 的保存

以及重要的政令律法的颁布和政事的记录，并未大范

围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这种情况直到 15 世纪下

半叶才发生了根本变化，印刷术的普及和大众读写能

力的提高是这一历史性变化的主要原因。自此，人类

才真正进入所谓书写时代，而柏拉图早已讨论的文字

书写的问题才真正成为了一个问题。④

就言辞而论，语境或交谈者的共同处境，是使其

富于生气的前提条件。这种共同处境就像人类生活

的空气一样，环绕着交谈者及其言辞。而文字的特

性，正是对言辞语境的脱离。就现代小说而言，自其

16 世纪诞生伊始，就出现了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堂

吉诃德》表现了模仿骑士小说( 书写) 的堂吉诃德与

自身所处现实生活环境的断裂。此后，有关抽象的、

去语境化的文本模仿问题( 对书写的模仿) ，始终是现

代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鉴于现代小说的产生，很大

程度得益于“可视性语言”亦即书写的出现，对文本模

仿的反思，便意味着小说对书写本身的反思。这构成

了现代小说的一种“自我意识”。

但是，至少从 16 世纪开始，文字依然构建了一个

日益脱离人及其真实生活的书写世界: 这个世界由一

个自然科学家的世界和一个社会科学家的世界综合

而成; 它被看作是对世界真相的揭露，或是对世界真

相的呈现。在此背景下，争夺文字或书写的权力，有

了与古代完全不同的意义: 在古代，文字仅仅被当作

权力的一种有效工具; 在现代，文字却尤其被看作与

对世界真相之把握关系密切。

卡夫卡笔下的城堡世界，就是这样一个掌控着世

界真相的权力系统: 一个典型的阅读与书写的系统。

官员们“头向前胸低低垂下”，几乎看不到眼睛，其沉

重的前额和又长又大的鹰钩鼻子，似有不胜支撑之

感。⑤ 这些垂头于阅读和思考的官员口述指令，记录

员成文，信使送达。这些文字的东西———城堡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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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信函———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总与现实情境有

不同程度的脱离，不是早于就是落后于现实，且不专

门针对某一特定对象。换言之，城堡指令或信函具有

书写文字的典型特征: 对语境的失落———不知发出于

何时何地，亦不明其所接受者。这种超越了一切具体

情境的指令或信函，具有朗西埃所说的文字的“自足

性”和“不及物性”。①

渴望回到真实生活的 K，深谙书写文字与口语言

辞的区别，坚决以言辞向城堡提出要求。《城堡》第十

章篇幅不长，却非常重要。在这一章中，K 面对巴纳

巴斯口述了面见克拉姆的请求，并且，限定时间让巴

纳巴斯将口信转达克拉姆，同时讨来回话。向巴纳巴

斯口述请求后，K 在纸上把口信书写下来作为备忘，

此时，巴纳巴斯已经可以把 K 的口信一字不漏地背诵

了。这段叙述包含了口语创作、文字记录和根据创作

或记录的背诵这三种不同类型。在此，即时的和及物

的口语创作，代表了参与现实的力量，拥有对书写的

主导地位; 时效性、互动性和与回忆的关系，是其主要

特点。与之相反的是克拉姆式的书写( 信函) : 漫无边

际、自说自话且充满了误解，是一种孤立的、脱离现实

世界的东西。
《城堡》中奥尔嘉口述的阿玛莉娅故事，是言辞与

文字相对立的另一具体体现，它同样与官府对 K 的行

径的记录与分析相对立。不同于权威性、确定性的文

字，奥尔嘉的言辞，充斥着推测，显得模糊与不确定。

这种在抽象的、非人格的、凝固的文字与主观的、流动

的言辞之间的对立，亦是权力与反权力之间的对立。

从言辞与文字之区别的角度，可以更好地理解 K

的诉求。K 意欲闯入城堡，面见克拉姆，意味着什么?

用小说文本的话来说，是能够“面对面地同他说上

话”，“在家里，在街上……什么地方都行”。② 换言

之，K 所要求的是“对话”———直接的、面对面的、平等

的交谈。它所针对的是与官府“交往”的两种形式: 一

是书面文字的间接往来; 二是面对面的直接“讯问”。

书面文字，譬如巴纳巴斯带回的克拉姆的信函，

是单向的、无法回答任何提问的、可以被任意解释的、

充满了误解的“信息”。它的存在，与其说是为了沟通

人与人，不如说是在人与人之间制造间隔、断裂、遮掩

和推拒。这正是“城堡”的森严壁垒，是在人与人之间

所竖立起来的一道又一道闭锁的围墙。

“讯问”是一种官僚程序，是《城堡》中官员与百

姓直接“交往”的唯一正当的方式。就像文字一样，它

是单向的: 一方寻问并记录，另一方回答。本质上依

然是缺乏互动的书面文字。

K 所要求的不同于这两者。所谓直接的面对面的

平等交谈，是要“能做到经受住他的威慑力量，在他面

前站稳了脚”，是要“在一个掌权的大人物面前无拘无

束地说了话”。③这种交谈，蕴含了与官僚制相对抗之

意。直接的、面对面的平等交谈，是活人与活人之间的

鲜活交往; 而官府的讯问，或者，无时效性和无情境性

的书面文字往来，只是显示了官府对民众的单方面统

治。用与卡夫卡同时代的马丁·布伯的话，K 所要求

的，乃是一种“我”与“你”的关系; 而被记录于文书档

案，则是被当作“他”来对待。置于“我”与“你”之关系

中，就是要求正视而不被窥视。正视本身意味着对被

视者作为“人”的认可或承认; 窥视只不过将被视者视

作一个被观察的、有待分析处理的对象或客体。

在《城堡》中，在坚持鲜活的口语交谈的 K 与固

定的书写文字的城堡之间存在着一种斗争———K 的

确被城堡当作心怀恶意的“入侵者”，那么，这首先是

一个鲜活的 K 要求摆脱被记录于档案文字中的 K 的

斗争，它在本质上体现为看待世界和人的两种彼此对

立的态度: 视人为“他”与视人为“你”之间的对立。

前者把人当作一种被观察与处理的对象，后者则把人

当作一个独一的、作为“我”之存在条件的无限之存在

者。K 的斗争，是力争不再被当作“物”而是被当作

“人”。这是一场在底线上的战争。

与此相应的，是《城堡》中并存的两种视域: 一种

是直接的、显明的、正视的 K 的视域; 另一种是间接

的、隐晦的、窥视的城堡的视域。可以说，《城堡》依然

延续了自《堂吉诃德》以来欧洲现代小说对视差问题

的关注。《堂吉诃德》中存在着自视为骑士的行动者

堂吉诃德与周边旁观者之间的视差: 堂吉诃德的“自

视”与对文字( 骑士小说) 的模仿有关，旁人对他的看

法，多少与若干部包括假冒的以堂吉诃德为主角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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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有关。其中交错着现实对文字的荒谬模仿与文字

对现实的虚假模仿，皆预示了在现代文字与现实之间

互为语境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不过，尽管“自视”与“他视”的视差在《城堡》中

依然存在，但是，与堂吉诃德的多姿多彩的游历生涯

形成对照的，是 K 的底片式的单色世界。堂吉诃德意

欲以其行动，使文本( 骑士小说) 成为真实; 而且，在看

到关于他的行动的虚假记录之后，能蓄意背离文本而

行。在他身上体现了以行动模仿书写和以行动对抗

书写的两种方式。不管是模仿，还是对抗，都意味着

将真实唤入生活，使书写成为真实。然而，K 这个“在

三个世纪的旅行之后，换上了土地测量员的行头，回

到了家乡的村庄”的 20 世纪“堂吉诃德”，①虽说也是

以行动对抗着书写，但他所能做的不过是“乱动”: 无

论如何行动，都动摇不了官府的记录。塞万提斯与卡

夫卡所间隔的三四百年，正经历了现代性从诞生到烂

熟的过程。如果说，伴随着现代性进程的欧洲现代小

说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一视差意识有关，那么，

它将同样终结于对视差的憎恨或消除视差的渴望。

后者正是在卡夫卡的时代。同样是讽刺小说，《堂吉

诃德》的故事温暖、生动，洋溢着对生活的热爱，《城

堡》的故事则整个地笼罩于极地寒夜中，有的只是执

拗的坚忍: 一个愚夫愚妇的丰富多彩的活泼的世界，

变成了官僚的冰冷的理智世界; 堂吉诃德尚有他的

“家乡的村庄”，K 却是一个家乡被劫夺了的无家可归

者———残留的仅仅是对过去“家乡”的回忆。K 没有

远行，他就在这里。远离的不是他，而是他的家乡。
“冒险是强加于他的”，昆德拉如是说。②

倘若说，堂吉诃德之云游四方，并非因为他的书

房被焚的缘故，那么，K 的流浪，则着实是由于书写的

权力———以及向现实要求兑现的书写权力———已经

完全归属于城堡，准确地说，归属于写字台前那个似

乎永远垂头于胸的阅读和书写的“新书吏阶层”。

于是，在卡夫卡的小说中，现代作家常用的全知

视角———作者仿佛是一名能看到一切事物之真相的

“科学家”———被自觉放弃，相反，转而采用了主人公

视角。这是一种狭隘的视角。K 的见闻，依赖于女仆

式人物的钥匙孔之见，或者，来自于他人井蛙似的诉

说。因为，全知视角早已不属于作家，而是归属于官

僚机构。

如果说，现代科学或哲学意欲以文字呈现唯一一

个真实世界的话，那么，小说则起着与文字的固化或

孤立化相反的作用，旨在让人感受到生活的丰富而鲜

活的气息。在现代科学、尤其是服务于社会管理的社

会科学书写中，一个人只是意味着一个单位的数量。

小说则相反，人物并非从情景中被抽离而成为一个抽

象的“一”，而是返回于情境之中，成为一个独特的、具

体的“一”。因此，正如昆德拉所指出的，现代个体性

的诞生，与欧洲现代艺术尤其是小说的实践关系密

切。正是小说帮助人们领悟到了每个人所具有的与

众不同的个体性。③

小说是书写尤其是 15 世纪后半叶印刷术出现之

后的产物。由于书写的运用，小说在人物的多元视角、

情境的复杂性等方面，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但是，

如果说，书写在一般意义上是“去语境化”的，那么，小

说这一种书写，则是“再语境化”的。如果说，书写是对

世界的“抽象”，那么，小说则试图回归于世界，“每位小

说家一开始就必须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④ 这个世界

就像真实的世界一样，包含了最厚实的背景和最丰富

的细节。在此意义上，小说可说是一种反书写的书写，

或者，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可说是一种反文字的艺

术。小说文本在双重意义上与情境有关，它既包含着

与现实之间的复杂的指涉关系，也包含着情境的自我

指涉。譬如，从表面上看，卡夫卡的《审判》与 1914 年 7

月 12 日在阿斯卡尼饭店的“审判”有关，《城堡》则与

1922 年他最终离开供职 14 年的保险公司有关。但是，

作为一种反书写的书写的现代小说，其真正的长处并

不在于与外部现实的显而易见的关联，而是在于对生

活情境的再造。卡夫卡小说在表面上看正是以脱离现

实为特色，从其在 1914 ～ 1922 年的创作( 《审判》、《城

堡》和大部分主要作品) 中，人们几乎感受不到第一次

世界大战的存在。与这种对外在现实的“脱离”相比，

卡夫卡的小说更关注人自身的或灵魂的现实。正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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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 年，当人们忙于从事于为了他人的战争之时，卡夫

卡卷入了一场为了自身的“战争”。这是一场更艰巨的

“战争”，正如他自己所说，“要维持自己，需要多少的艰

辛啊! 竖立一座纪念碑却不用花费如此多的力气”。①

写作《审判》，是卡夫卡的参战方式。或许在他看来，无

意于正视自己和他人，人类才会如此轻易地卷入与他

人的战争。②

其实，小说的反书写及其“再语境化”，是与它在

本质上对生活的仿真有关。因为，不论它与现实是否

及发生怎样的关联，它总是要构造自己的情境的。而

读者对小说的理解，并不主要依赖于它对外部的指

涉，而是依赖于虽置身外部却能参与到小说所造的情

境或氛围之中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正是

一种情境或氛围的艺术。在此，它的确与官僚机构记

录的截断情境、摧毁氛围正相反。倘若说，纯粹的文

字既不能拥有声音，也不具有对话者，它只能单向地

讲述自身，那么，单向通行的上令下行的官府指令正

是其典型形式。在《城堡》中，作为文字化身的指令正

是小说的对立面。指令要求对自己的模仿，并且，正

像理念，它是纯粹的、普遍的，不受任何特定语境的限

制。卡夫卡世界的“荒诞性”，不在于其中人物行为的

稀奇古怪，倒是在于它的“合理性”: 一切依据规划或

计划的生活; 其实，这是一个颠倒的世界———现实来

自于指令，是指令的产物，生活则是指令的影子。

小说与指令处于两个对立的极端。指令式的文

字截断源流，摧毁氛围，要求一种抽象的服从。但是，

自塞万提斯开始，经过奥斯汀、巴尔扎克、福楼拜以至

于卡夫卡的现代欧洲小说传统，则警惕对文本的一种

单向模仿行为。小说使置身外部的读者“融入”于氛

围的活动，并不是使读者获得同样外在于他的“文

字”，而是使读者在这种“内化”活动中，能够重新赢

得自身。它意图在文本与读者之间构建一种往复的

交流或对话，在小说文本的自我建立和拆解的活动

中，使读者逐渐获得关于自身的意识。因此，小说真

正所指涉的，是读者向着自身以及自身生活的回归。

在此意义上，小说的阅读是一种柏拉图式的回忆活

动。通过《城堡》，我们也能意识到，虽则出自“城堡”

之眼、显示为档案文书的“他视”似乎是这个世界的

“真相”或“知识”的主要形式，但是，K 依然保存着基

于对自身的意识和回忆的“自视”，后者才是他的人格

同一性的基础。

在此意义上，卡夫卡的小说依然延续着自塞万提

斯以来的近代欧洲小说的传统———一种反书写的书

写，一种否定文字的文字; 确切地说，这是对更古老的

柏拉图传统的延续: 柏拉图的对话，不正是一种渴望

保留口语对话之鲜活性的书写吗? 显然，在对话中，

话语内容与说话者及其语境是完全无法分离的。小

说的书写，包括柏拉图对话，都是一种对抗一般书写

的方式。

回头来看卡夫卡的昼间书写与夜间书写之间的

对立。它们正代表了两种迥然不同的书写方式: 一种

是使生命服从于外部的、僵死的、去语境化了的指令;

另一种则是旨在使读者返回自身及其不可分割的生

活之源的文本。这是无生命之书写与有生命之书写

的对立，是生命之机械化与对真实生命之渴求间的对

立。《审判》和《城堡》中的两个“K”，分别对应着作

为办公室书写者和作为夜间私人书写者的卡夫卡。

在《审判》中，K 于清晨醒来，夜间离开; 在《城堡》中，

K 于深夜到来。《审判》中的约瑟夫·K，是一名“官

僚”( 银行襄理) ，是一个其书写脱离了大地( 真实生

命) 的人，《审判》的故事正从他的“觉醒”开始。《城

堡》中，K 以土地测量员的身份归来，暗含了对大地

( 真实生命) 的回归。无论在《审判》还是在《城堡》

中，垄断着书写的官府都是一处无生命之地。《审判》

中的法院办公室像“一件没有生命的东西一样”; ③在

末章，约瑟夫·K 与两个黑衣刽子手构成一个“只有

无生命的东西才有可能”的完美合一、无法分离的整

体，④约瑟夫·K 的“死”则意味着对这个“三位一体”

的摆脱。在《城堡》中，卡夫卡是这样描写城堡的:

“城堡的轮廓已渐次模糊，它仍一如既往，一动不动地

静卧在远处，K 还从未见到那里有过哪怕一丝一毫生

命的迹象……然而眼睛总是渴求着看到生命，总是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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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忍受这一片死寂。”①当巴纳巴斯一家被隔离于“社

会”之外时，父亲、巴纳巴斯和奥尔嘉转而求诸城堡，

被看作是对阿玛莉娅的“背叛”，因为需要汲取生命之

源泉的巴纳巴斯一家，反而求诸无生命的城堡，正是

缘木求鱼。

真 正 的 生 命 力 量，首 先 不 是 外 在 之 物———城

堡———的给予，这里所谓的城堡，也可以指固化了的、

被截断了源流的文本———不论是政令的，还是神学或

伦理的文本。凡不论是外部赋予的，还是单纯得自外

部的，都非人所真正拥有的。在与雅诺施的谈话中，

卡夫卡把只是“通过外部措施”争取的自由称作“假

自由”: 这是“除了害怕和绝望的苦草外什么都不长的

荒漠”; 相反，“一切生命自由的根本条件……不是人

为地制造出来的社会气候，而是不断地通过斗争去争

取的对自己和对世界的一种态度。有了这个条件，人

就能自由”。② 自由也是源于人自身及其固有行动，

而非被动的赐予。“真理是我们每个人生活所需要、

而又不可能从某个人那里得到或买到的东西。每个

人都必须从自己内心一次又一次地生产真理，否则他

就会枯萎。”③城堡则意味着一个外部的世界。或许

在它所赐予人的东西里面也可以包含真理或者自

由———在城堡世界，我们的确看不到有任何强制力量

的存在，只是对这种仅仅源于外部的、恩赐的自由，城

堡完全可以通过其无所不在的治理术，把给出的所谓

自由悉数收回。

在《城堡》中，除了“K”这个能指符号，K 似乎一

无所有。但是，这只是就城堡视角而言。只有把官府

书写等同于存在，K 才是一个“无”。事实上，K 就是

其自身及其生活。单纯的、真实的、活泼的 K，是对官

府纯粹书写的抗拒。

这个“K”，象征着卡夫卡的与昼间书写誓不两立

的作为生活存在的夜间书写。官僚化的或办公桌的

书写，意欲思及一切事物，将一切变成录入文字，并把

凝固的、僵死的文字视作生活本体，④那么，私人书写

理应相反，其文字恰恰是要恢复生命的元气和活力。

官僚指令意欲将人作为牵线木偶、机器部件而存在，

私人书写则意欲使读者领悟到丰富、复杂、多样的生

活本身。卡夫卡的书信、日记和小说的私人书写，都

试图以书写这一方式重新为书写注入鲜活的生活气

息。在他看来，好的写作应该是一种引导:

把孤立的、会死亡的东西引导到无限的

生命中去，把偶然的东西引导到有规则的境

界中去。⑤

因此，这种书写就像是一种能呼唤出真正生命的魔

术。⑥ 以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字对抗无生命的、不及物

的官方书面套话，这就是卡夫卡的行动。

这是何以卡夫卡把昼间生活与夜间生活视作“在

根本上阻挠生命和真正的生命之间的对立”⑦的根

源。两者之别，不在于空间位置，不在于时间冲突，而

是一者将鲜活的、真实的生活固化为沉默的痕迹，一

者试图将板结的、僵硬的生活重新变得柔软、温暖，使

生命之元气重新流动起来。

不过，从《城堡》的“城堡 = 书写”的意象中，不难

体会到卡夫卡的忧虑: 有史以来，书写将第一次完全

为权力所垄断，私人书写将不复存在。人类正面临这

样的一种未来: 对书写的全面控制。

在卡夫卡写下《城堡》二十多年后，奥威尔在《一

九八四》一开场就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 温斯顿竭尽

全力，寻找一个其书写不受监视的场所。此时，笔和

文字这一最内在的、因而也是最具精神性的东西，将

时刻处于各种眼睛的窥视之下。唯一被视作正当的，

是办公桌上的书写，即在权力监护下批量生产的文

字、图像或其他符号，而所有这一切都只是外在的仿

制品或复制品。这将是一个办公室书写统治一切的

时代，而私人书写———书信、日记和真正的小说———

都将归于消灭。书写将不再是一种呼唤、引出或拯救

生命的方式，而是相反，成为一种控制甚至否定生命

的方式。伴随着韦伯所预言的由官僚制建构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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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奴制的，将是一个古埃及式的书吏阶层。

卡夫卡在 1917 年 4 月写了《猎人格拉库斯》一

文，文中死后四处流浪的格拉库斯这样说道:

谁也不会去读我在这儿写的东西，谁也

不会来帮助我; 就算把帮助我作为一项任务

定下来，家家户户的门仍然长期地关闭着，

大家都躺在床上，用裤子紧蒙着头，整个大

地就像深夜里的一家小客栈。①

这，不 正 是 于 深 夜 抵 达 城 堡 下 村 庄 的 K 的 处

境吗?

( 三)

《城堡》形式上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但它其实是

有结局的。这个结局，不是勃罗德告诉我们的那个，

而是在第 18、19 章，K 应召于夜间进入贵宾楼，与官

员比尔格、埃尔朗格见面，随后又亲眼目睹文件分发

过程的故事。这是 K 到达村庄的第 5 个夜晚。与官

员面谈、进入城堡，不正是 K 的诉求或目的吗? 城堡

不在别处，就在村里，就在贵宾楼的有着逼仄走道、门
挨门的一排一排小房间里。这两章将情节推向高潮，

从反讽角度看也已登峰造极。后来，本雅明在纪念卡

夫卡逝世十周年的文章中，用泼特姆金的故事来喻射

卡夫卡的反讽艺术，所指的正是这一段落。

埃尔朗格让 K 去见他的口信，是巴纳巴斯捎来

的。巴纳巴斯没能把 K 的口信转达克拉姆，却捎来了

埃尔朗格的口信。后者是一名“记性非常好，又有很

强的知人能力”②的官员。这事来得突然，而且意外。
K 因为去巴纳巴斯家，断了与弗丽达的关系; 先前又

拒绝了村秘书莫姆斯的讯问，看上去，所有通向城堡

之路都断了。埃尔朗格的口信，不是克拉姆的微言大

义的书面函，而只是直截了当的一句话。这似乎是一

个讯号，暗含某种希望———虽然从官府角度看，譬如

在村秘书莫姆斯看来，这依然不过是让 K 去接受讯

问; 但 在 K 的 眼 中，这 是 城 堡 向 他 发 出 的 交 谈 邀

请———于是，他欣然接受了。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

很合乎卡夫卡式结局的特点。

但事情稍稍有些曲折。弗丽达出场了，照例力图

将 K 引向歧途，避免他与城堡官员的见面。结果，K

却误打误撞，将错就错，闯入了秘书比尔格的卧房。

于是，作为结局的 K 与城堡官员的谈话，不是发生在

与预先要见的埃尔朗格之间，而是发生在与并不曾预

想见面的比尔格之间。K 与比尔格的长篇对话———

准确地说，是比尔格的自问自答———是《城堡》中最精

彩的部分之一，也是理解卡夫卡有关官僚制思想的极

为重要的部分: 这里头一回出现了一位城堡官员对城

堡行事规则的谈论，而且，异乎寻常的是，在《城堡》

中，这是城堡官员所发表的意见与当下情景相契合的

唯一一次。

比尔格大概是由于 K 的闯入而被惊醒，而 K 像

没头苍蝇一样乱闯，为的只是找一个能睡觉的地方。

这一次的碰头，着实是由于彼此交错与相反的意图所

致。一醒一睡，已经埋下使之成为一场空谈的根由。

比尔 格 所 谈 的，是 现 代 官 僚 制 的 一 条 核 心 原

则———“铁面无私地执行公务、严格按公职的要求办

事”。③于职务中尽可能排除情感好恶，是官僚制的一

条金科玉律。社会学家鲍曼后来是这样总结这条原

则的:

现代官僚体制禁止情感干预决策和指

令的执行; 官员们在进入办公室时被命令将

其个人的忠诚和承诺与他们的大衣和雨伞

一起留在更衣室里。办公场所必须是“无道

德领地”。一旦涉及到办公室事务，允许进

入办公 室 的 惟 一 道 德 是 对 老 板 和 同 伴 的

忠诚。④

但是，作为一名官员，比尔格在 K 面前表示出对

这条原则能否被切实履行的怀疑。他自问自答道，秘

书们普遍反感夜间讯问的原因，是夜间讯问会对这条

原则产生双重干扰。

其一，与人面对面，官员们会变得心软:

可望而不可即的老百姓，现在活生生地

坐在你眼前了。他不用开口，只消在你面前

一坐，就等于发出了无声的邀请。请你去了

解他的穷苦生活……这种静夜里的无声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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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有着巨大的诱惑力。一旦接受了这个请

求，你实际上就等于不再是公职人员了。这

种情景能软化人心，如果置身其中，很快就

无法再拒绝任何请求。①

其二，心软更易于发生于夜间:

在夜里很难、或者简直就不可能完全维

持谈话的公事公办性质……夜间人们往往

不由自主地倾向于从一种比较私人的角度

去判断是非……上访老百姓和官方人员之

间的必要界线，尽管表面上泾渭分明，实际

上却往往模糊不清，而在正常情况下本来应

该只是毫不含糊地上面发问下面答话，有时

却会出现审问人和受审人互换位置那样一

种极不像话的局面。②

其结果便是置官员于绝境中: 老百姓提出要求，他

就得答应，即使这无异于把官府的严密组织砸烂，也不

得不答应。这就好比遭遇了“森林大盗”。尽管按照其

职位要求，官员们根本无权答应诸如老百姓提出的类

似请求。因为，满足老百姓的要求，就是滥用职权。

比尔格的话，可能有卡夫卡夫子自道之意。作为

一名工伤保险公司的官员，卡夫卡常常无法遏制自己

对伤病工人的同情心。

祛除情感好恶的法则，并不仅仅适用于狭义的官

僚机构内部或官民之间。根据现代官僚制理论奠基

者马克斯·韦伯的看法，它适用于现代社会的一切现

代职业:

每一项职业都有其“内在的准则”，并应

据此来执行。在履行其工作职责时，一个人

应当全力以赴，排除任何与之不严格适合的

行为———尤其是他自己的好恶。③

在韦伯看来，每一“职业”都有其自身法则或曰自

己的守护神，在此之外，任何个人的偏爱、好恶、爱憎都

无存身之地。职业各不相同，但是，唯有此一原则，可

被视作在不同职业之间的普遍
獉獉

职业伦理，或者说，最一

般的官僚制原则。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隔绝，正

与这一所谓的职业伦理关系密切。卡夫卡在他的第一

部长篇小说《美国》中所描写的官僚制，正体现于现代

社会的各种组织———轮船、饭店、剧院———之中。罗斯

曼，一个从老欧洲进入新世界的年轻人，在进入这个现

代社会———实质上的官僚化社会———之前，要被教训

得把他的忆念———他的情感，他的灵魂———都留存于

办公室外的衣帽间里。这种对个体习得的甚至内心情

感的放弃，是新世界规训的结果。人并不仅仅通过官

员的职业培训，而且是通过社会规训，体悟到人与人之

间的一般的信赖、忠诚、公正感、同情心以及自然的美

感，都将是他致败之源，必须弃若敝屣之后才能成就为

一个合格从业者。这是一个屈从的过程、一种被塑造

的过程，也是一个不得不适应的过程。官僚化社会的

形成，不只是从官僚组织向社会的扩展，也是由于一个

与之相逆的过程，即社会源源不断地规训出交出其灵

魂或情感的非官僚机构中的“官僚”。

倘若这就是现代社会的职业———一般意义上的职

业———的伦理法则，那么，这种去情感化，将遍及一切

人群。官僚制原则的真正影响，并不在于它仅及于少

数铁石心肠者，而是遍及所有人。这种人与人之间冰

冷的、彼此隔绝的关系，也是纵贯《美国》至《城堡》中的

一个基本主题。狭义的官僚组织，只是现代社会中一

般职业的典型。《城堡》中官僚与民众的“绝缘”，其实

有其普遍意义，它也存在于普通人与普通人之间。看

来，防范的不仅仅是官员与百姓的亲近，百姓与百姓之

间的亲近也需要防范，否则，教科书的官僚制原则，似

乎就会受到干扰，就会产生种种无法预料的结果。

人与人的亲近会产生如此大的破坏力吗? 这正是

在说着这些言辞的比尔格的当下境况: 一个老百姓不

顾各种阻碍，半夜三更跑去突然袭击一位官员，正如 K

出现在比尔格面前，坐在床边，隔绝似乎已不复存在。

那么，他真的对比尔格产生了难以抗拒的“影响”了吗?

比尔格对 K 所谈论的，是当下发生的事。这是书

中唯一一次一位官员的“言”( 或“文”) 与当下发生的

“事”同步了。比尔格坦率地告诉 K，夜晚会妨碍官员

的“理性”，这暴露了他们的弱点: 他们还残留着人情，

能够被软化和打动，尽管作为机器的齿轮，这不合要

求。而且，这位官员不仅没有一逃了事，还“毫不顾惜

自己地对老百姓细说发生了什么事”，让后者意识到

他正赢得一个大好时机，“能跟老爷一样支配主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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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只要把请求随便怎样说出来就行了，上头是有

求必应的”。①

对 K 的当下处境，没有比比尔格的分析更准确和

透彻的了。这对 K 本是大为有利的事。《城堡》中一明

一暗的两条线索———K 和城堡———意外地、偶然地交

汇于贵宾楼的这一间卧房。攻防态势发生了逆转———

本应作为讯问者的比尔格，却成了主动的交代者。而

所谈之事，又无一不指向当下。但是，K 所希望的平等

交往和对话并没有发生。K 既没有问话，也没有提任

何要求; 他所想的只是能沉沉睡去，而对比尔格滔滔不

绝的“真理”，完全处于“闭关锁目状态”。②

于是，比尔格的“言辞”成了书面文本: 单向地对着

一个碰巧成为听众的人，没有询问，没有要求，更没有

引发任何行动。比尔格的“言辞”没有成为一种互动式

的交谈，而是成为了文本式的普遍表述，尽管———也是

最具反讽意味的———这番谈话无比契合于当下情境。

换言之，这番本来恰好指涉着当下情境的谈话，却没有

折向它所应指涉的。在这番本质为文字的言辞中，尽

管对象就在眼前，却产生了能指与所指的绝对分离，比

尔格的谈话成了能指的一种自我游戏。

何以会如此? 秘书比尔格，具有把任何一种特定

情境转化为一般表述的能力。这一表述涵盖了所有

可能性，似乎预先提供了对所有问题的回答。其实，

这正是文字的长处。比尔格是一个好的社会科学家。

即便反常事物，在比尔格的话语中，亦能得到合理的

解释。正是在这种解释中，反常的危险后果被消除

了。这里无与伦比地表现出官僚体系的认知 /控制一

切的特点。这种公允的、冷静的、面面俱到的长篇大

论的分析，对疲惫不堪的 K 的唯一作用是催眠。倘若

能使听者昏昏，那么，言者昭昭，又有何妨?

本来垂头于胸、沉湎于阅读和书写的官员，一反

官员极少言谈的常态，昂起头来，高谈阔论之时，原本

渴望交谈的、致力于通过言语介入现实的 K，却垂着

头陷于迷迷糊糊、半睡半醒的状态，或者说，进入了一

种“深沉的睡眠”———后者正是卡夫卡对写作的一种

隐喻。他在 1913 年 6 月 26 日致费莉丝的信中就已

把写作比作一种“更深沉的睡眠，也即死亡”。一种封

闭了与他人关系的状态。③ 可以说，比尔格言说时，K

陷入了精神上的书写状态。

面对比尔格时 K 的沉默无语，暗示了卡夫卡的无

声书写。正是书写在此创造出这样一种语境: 在一个

困倦不堪的人面前，任何言辞都不起作用。而且，原本

能够注入生命气息的小说书写，在这里却塑造了一种

死一般的气氛。这是一次倒转: K 夺回了“书写权”，官

员成了“供述”者。但是，倒转还在继续: 书写者成为了

记录员，而真理却在言谈者手中。K 并没有得到任何

预想的东西。所发生的一切，虽都逸出了常规，使一切

颠倒过来，可是结局并没有任何不同，一切又全都倒转

了回去。倒转不断进行，像一条咬自己尾巴的狗。

这一结局似乎表明，不仅书写不能成为拯救者，

言辞也未必。或许，真正对立的，并不是谈话或者书

写的某种形式。官僚的谈话，可以具有书写的本质。

而书写，是否可以具有谈话的精神呢? 或许这样来区

分口语与书写更为恰当: 凡能使鲜活语境呈现的，哪

怕是文字，都可看作口语; 凡是孤立于语境的，哪怕是

言辞，依然可看作是文字。

K 是一个失败者，哪怕书写权在手，依然是一个

失败者。这里所谓的失败，包含了卡夫卡对书写———

私人书写———能否自救的疑惑。人是否还能通过自

身的不懈努力，以源于自身力量的书写，来对抗这个

复制变得愈发轻易的书写时代?

在比尔格长篇大论之后，埃尔朗格召见 K 的谈

话，不过是一个小插曲，却也暗示了官僚制何以不惧

任何一件意外、对立、偶然之事，可以长盛不衰、永远

不败的原因。埃尔朗格让 K 不要计较个人情感、立即

让弗丽达回贵宾楼去。这是一条口头指令，却也是不

容 K 回应的“独白”，故而也无异于书写; 恰因对着 K

发布，更显出是对他的一种讥讽: 不仅是由于弗丽达

早已返回贵宾楼的缘故，而且由于是 K 从埃尔朗格的

这道命令中看到了城堡指令的实质:

各种各样的命令，对他不利的也好，对

他有利的也好，都在他头顶上嗖嗖地飞来飞

去，就是那些对他有利的到头来也许还是包

藏着一个不利的内核，不管怎么说，一切命

令都忽视他这个人的存在，而他自己地位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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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低太低，奈何不得它们，更不能制止上头

发号施令而让人听一听自己的声音。①

K 不管怎么做，都逃不出命令之网。这些命令其实与

他无关: 只是他的任何行为，无往而不在命令之中。

勃罗德曾转述给我们卡夫卡的《城堡》的结尾，是

这样的:

他不放松斗争，但却终因心力衰竭而死

去。在他弥留之际，村民们聚集在他周围，

这时总算下达了城堡的决定。②

不清楚 K 最后收到的城堡的决定，是书面的，还

是口头的，但是，这都已无关紧要了。对这个结尾不

必有太多神秘主义的解释，它不过依然表示了具“不

及物”特征的城堡指令的“普遍适用性”。

官僚机构的强大，不在于它能解决一切事情，而

在于它能使所发生的一切，都无所不在它的指令之

中。它的指令囊括了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正如比

尔格所说，“官府组织那极度严密、滴水不漏的情况”

的结果是:

任何人，不论他是有什么迫切要求打算

上访也罢，或是有什么别的原因必须就某个

问题接受审讯也罢，都丝毫没有拖延，多半

还在他本人把那件事、那个问题想出个头绪

之前，唔，甚至于在他自己都还不知道那个

问题之前，就已经收到传票了。③

为了表明一切无不出于他们的指令，于是，他们

无时无刻不监视着，无时无刻不让命令满天飞; 而不

论最后的结果怎样，都只能意味着官僚权力及其指令

的胜利。在官僚机构面前，不再有任何行动的理由，

因为，不再有任何新的、超出官僚机构指令的可能性。

这样，卡夫卡刻画了一个官僚世界，一个如昆德拉所

说的———“没有主动性，没有创造，没有行动自由; 只

有命令与规矩”的“服从的世界
獉獉獉獉獉

”。④

Kafka and Bureaucracy
HONG Tao

(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 ＆ Public Affairs，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Abstract: Kafka was a revealer of bureaucratic society which would be the future of human being． His novels，
especially The Trial and The Castle，in which the bureaucracy is one of the themes，do not describe the activities of the
bureaucratic organization or officialdom generally，but reveal the intern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modern bureaucracy
and the modern spirit． By analyzing his novels，this dissertation points out that the“surveillance-record” in the
modern natural science is the basic model of the bureaucratic activities，and the officials are one kind of the“social-
scientists．”With the help of the power，the bureaucratic writing ( investigations，records，instructions，etc． ) are
regarded as the“origins”or“reality”of the social facts or social phenomenon． The modern bureaucracy，which the
writing is the basic model of action，on the one hand，has the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world view of the model
natural science，on the other hand also has benefited from the Writing Time which started at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5th
Century． Kafka was an heir of the spirit of the modern novel from Don Quixote，in which writing is anti-writing． Living
in the early of the 20th Century，Kafka had kept wide awake to the crisis of novel and the other kinds of private writing
which would be controlled by the bureaucratic power． His writings，including novels，diary and letters，and actually，

his whole life，can be regarded as the response to this crisis． Obviously，this is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 whether the
real human life is possible under the double control of the bureaucratic organization and scientific technology．
Key words: Kafka; bureaucracy; writing; private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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