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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自启免疫与自启免疫共同体:
文学理论与跨学科的生命政治学隐喻

程朝翔

〔摘要〕 西方当代文学理论通过借用其他学科的隐喻来打破学科疆界，实现学科之间的

跨越。例如，人体的自启免疫这一医学和生物学的概念被用来阐释人类社会的社区 /共同体。
自启免疫原本指的是人体的免疫系统在没有外界抗原入侵的情况下，将人体器官识别为 “他

者”，对其进行攻击，导致疾病甚至死亡。但在文学理论里，“自启免疫共同体”也有积极的

意义，可以使人类社会时刻感知到 “他者”的存在，回应 “他者”的诉求。在人类抗击病毒

和疫情的过程中，如何使人体和社会的免疫系统既能充分应对威胁，又不过分反应而导致自身

机体的毁灭，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关键词〕 当代文学理论; 免疫和自启免疫; 社区 /共同体; 病毒; 抗击疫情

〔中图分类号〕 I0 － 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 4769 ( 2020) 06 － 0001 － 10

〔作者简介〕程朝翔，石河子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新疆

石河子 832021。

引言: 当代文学理论的跨学科性

在 21 世纪，主导西方文学的仍是理论。与当

代纯文学作家相比，作为理论家的作家拥有更大

的影响力和读者群。这或许与两者不同的性质有

关: 纯文学原本就是阳春白雪的小众文化，甚至

会本能地排斥大众文化; 而理论本来就是与大众

文化、通俗文学等的结合。
作为 理 论 家 的 作 家 在 当 今 享 有 以 下 优 势:

( 1) 作为创造性写作的一个新的体裁，理论不仅

可以和旧的体裁 ( 诗歌、戏剧、小说等) 平起平

坐，而且表现出了更大的活力和韧性。这一体裁

发端于 19 世纪，但兴起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①到

了今天，理论作品已经拥有完整的 “文学性”，

有的甚至已经拥有传统文学的主题。例如，詹明

信的《美国乌托邦》②试图复兴西方乌托邦文学的

传统; 而《齐泽克的笑话》③则似乎继承了 《十日

谈》和《坎特伯利故事集》的性文学传统。 ( 2 )

理论作品拥有强大的互文性，与经典文学作品和

当代文学作品频频互动，同时也与电影、电视作

品频频互动。( 3) 理论是跨学科的，涵盖了人文

社科的各个领域; 在今天，也越来越走向自然科

学。詹明信在理论的鼎盛时代曾断言: “对上一

代人而言，尚有哲学专业的技术话语……与之相

应，人们还可以分辨出其他学科的截然不同的话

语，例如政治学或者社会学或者文学批评。今天，

我们渐渐地只有一种简单地称为 ‘理论’的写

作，它既是以上所有学科又非任何学科。”④当然，

学科界限虽然模糊，但也依然存在。例如，福柯、
德里达、朱迪斯·巴特勒、吉尔·德勒兹、利奥

塔等人都无一例外地被认为是文学理论家⑤，虽

然 他 们 有 的 也 被 认 为 是 社 会 学 家 或 者 政 治 思

·1·



想家。⑥

文学理论或者文学研究走向自然科学的例子

里有一个著名的正统文学研究者———莎士比亚研

究专家、欧洲早期现代文学研究专家、 《诺顿英

国文学选集》 ( 第十版，2018 ) 主编斯提芬·格

林布拉 特。他 的 《亚 当 和 夏 娃 的 出 世 和 陷 落》
( 2017) ⑦将《圣经·创世纪》的亚当和夏娃叙事

作为文学 ( “谎言”“虚构”“故事”) 来进行研

究，而这个故事涉及人类最重要的方面: 人从何

而来、人的生与死、人的性与爱等等。格林布拉

特将研究置于自然科学的框架之内: 古人类学和

古生物学的正模标本 ( holotype) 是确认和命名一

个物种的根据，也是整个物种的实体例证和代表;

到今天，大约有 200 万个物种被以正模标本的形

式所确认。而根据估计，全球大约应该有 900 万

个物种。古人类或者古生物的标本一旦被某一科

学家确认为正模标本并被科学界所认可，这一科

学家就成为一个物种的 “作者”。
从这个角度看，上帝像科学家一样，是很多

正模标本的作者; 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类的正

模标本———亚当和夏娃。不过，亚当和夏娃不仅

是人类的正模标本，而且也是最早的人类，即人

类这一物种的化石。这在科学上也能找到类似物，

即被命名为露西的化石，她是大约生活在 320 万

年前的南方古猿阿法种的一位女性，也是人类最

古老的祖先之一。⑧

因此，研究亚当和夏娃不仅是研究人类这一

物种的代表，也是研究最早的人类———亚当和夏

娃既能代表人类，又能代表人类进化的最早阶段。
这就是格林布拉特赋予这一研究的意义。

格林布拉特除了直接解读作为人类正模标本

和人类化石的亚当和夏娃，还采取了一种迂回的

解读策略。当代进化生物学里有一种观点认为，

动物的进化并非是直线式的，而是枝杈繁杂的。
猿不仅进化成人，而且也由另一枝演变为黑猩猩。
黑猩猩是人类的近亲，但同时也最接近人类的原

始状态，即在天堂的状态。以黑猩猩为参照，可

以更好地理解人类的发展。
为了实地观察和研究黑猩猩，格林布拉特在

一位进化生物学家的陪同下，来到乌干达的基巴

莱国家公园。他的观察和研究结论如下: 黑猩猩

社区和人类社会一样，有所谓 “文化”; 黑猩猩

的生活环境，即原始森林，与 《圣经》的 “天

堂”相似，因此它们依然像亚当和夏娃一样，不

知善恶、不知羞耻; 人类则被赶出了天堂即原始

森林，面临着严酷、荒芜的环境，因此沿着另外

一条道路进化至今。人类不可能再选择回到天堂、
森林、黑猩猩状态，因为人类已有知识。格林布

拉特的最重要结论是: 亚当和夏娃在天堂其实是

有选择权的，而他们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的未来，

也决定了人类的进化方向。选择决定一切; 选择

不仅决定了物种个体的未来，也决定了整个物种

的未来。⑨我们当下的选择，将会决定我们和我们

子孙的未来。

一、免疫和自启免疫:

生命政治学的重要概念

格林布拉特的研究似乎受到福柯的 “生命政

治学”的影响。所谓 “生命政治学” ( biopoli-
tics) ，正是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的交叉; 具体说

来，就是人文社科与生物学和生命科学的交叉。

福柯认为，西方社会发展到自由资本主义阶段，

特别是在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下，必

然会出现生命政治学:

有些现象反映了构成人口的生命体的典

型特点: 健康、卫生、出生率、预期寿命、
种族等等。这些现象给政府行为出了难题;

从 18 世纪起，就试图对此加以理性化的解决

———这一尝试就是 “生命政治”。我们知道

这些问题从 19 世纪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我

们也看到这些问题直到今天还在形成政治和

经济方面的焦点。⑩

福柯的生命政治学有几个要素，而这些要素

都是政府治理的关键: 政府的治理对象就是人口，

即由生命体所构成的社区; 具体的问题就是 “健

康、卫生、出生率、预期寿命、种族”等生物学

问题。
在福柯之后， “似乎很少能有一个领域不受

生命政治的影响”。瑏瑡对生命政治学贡献最大的理

论家包括吉奥乔·阿甘本、安东尼奥·奈格里、
迈克尔·哈特、罗伯托·埃斯波西托等。德里达

虽然有时并不被认为是该领域的理论家，但他对

生命科学的关注却影响深远。
在该领域的理论中，免疫是一个重要话题;

而德里达则持续地、强烈地关注自启免疫。免疫

和自启免疫不仅是生命政治学的重要话题，也是

21 世纪文学理论的重要话题。
理论中的免疫和自启免疫是比喻，或者更具

体地说，是隐喻。隐喻是文学理论中的重要概念，

文学理论借助隐喻与其他诸多学科产生关联，成

为跨学科的大写 T 的理论 ( Theory) 。瑏瑢隐喻和其他

的修辞格也是所谓文学性的关键。

·2·



“文学性”是一个含糊和含混的概念。例如，

不仅在文学作品里，而且在历史作品里 ( 包括哲

学史、科学史、技术史等 ) 都会有文学性的叙

述，都会有故事情节。而故事是否能为人所理解、
“是否有意义、是否连贯、是否完整”等等是区

别好故事和坏故事的关键。既然在文学叙事和历

史叙事 里 评 价 故 事 的 标 准 都 是 一 样 的，那 么，

“在两者之间进行区分似乎没有必要成为一个急

迫的理论问题。”瑏瑣

同样，在非文学文本中也有隐喻等修辞格。
以往，理论家认为这些修辞格 “对于文学作品来

说至关 紧 要，但 对 于 其 他 话 语 来 说 则 纯 属 装

饰。”瑏瑤而在今天，理论家却证明 “修辞格在其他

话语中也塑造了思想”，因此 “在所谓非文学文

本里也有强大的文学性，这样就使得文学和非文

学之间的区别变得复杂起来。”瑏瑥 隐喻使我们的思

想具有文学性，我们甚至靠隐喻而生活。瑏瑦

其实，只把虚构的 “纯文学”当作文学，这

只是浪漫主义时代的产物。在此之前，文学指的

是“社会的全部有价值的写作”。瑏瑧在今天，在社

会高度复杂、科学和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

大、社会治理需要应对各种重大挑战的环境下，

如果文学还坚守浪漫主义时代的想象，走 “纯文

学”的道路，那就只能成为同行和师徒之间自娱

自乐的工具。文学理论通过对 “文学性”和 “修

辞格”的探讨使文学进入社会的其他领域，这是

文学在当下获得社会性的重要途径。
理论叙事中的免疫和自启免疫是所谓 “比喻

的比喻”: “无论从哪一面看，它都是另一面的隐

喻”。瑏瑨 “免疫” ( immunity) 一词最初来自法律、
社会、宗教、政治等领域，后被自然科学所借用，

然后又被借用回人文社科领域———因此它是 “比

喻的比喻”。此词最早出现于古罗马，在古典拉

丁语中的意思是 “豁免”: 对于纳税、进贡、责

任、义务等的豁免; 而在后古典拉丁语中，又有

了免于侵犯的意思，特别是指圣地的神圣不可侵

犯。约 8 世纪，此词出现在不列颠文献中。此后，

此概念逐渐丰满，有了法律豁免权、避难权、教

会对于世俗责任的豁免权、君主授予的特权等意

思。总之， “豁免”的意思就是享受特权，不受

法律和规则的制约，成为法律和规则的例外。瑏瑩

在《牛津英语词典》的“豁免”词条里，有

两个与诗人有关的例句，出自约翰·弥尔顿和威

廉·柯 珀。弥 尔 顿 在 《教 会 政 府 存 在 的 理 由》
( 1641) 一文中写到，在这样一个教会政府的奴

役之下， “耶稣基督用他的鲜血为我们换来的与

生俱来的权利和豁免，不被完全取消，也会被恶

意损害和贬低。”瑐瑠 而威廉·柯珀在长诗 《任务》
( 1785) 中写道，“飞奔到上帝的怀抱 /赶在生命

的游丝拽断之前 /利落地逃脱暴虐的欲望 /完全豁

免掉惩罚的痛苦。”瑐瑡在这两个例子里，豁免 ( im-
munity) 指的都是得到保护、不受侵犯的特权，

而且都具有宗教意义———受到上帝保护，从而免

于灾难和痛苦。
这一意义如果没有过渡，直接用在现代免疫

学的抵御入侵者的意义上，就会显得突兀，甚至

无法解释。艾德·科恩就认为生物学家所借用的

这个概念既矛盾又复杂。瑐瑢然而，在现代的人体免

疫的意义出现之前，这个词就已经有了过渡，早

已出现在医学背景上，而当时 “免疫”的意思就

是免疫，并非防疫和抗疫。普鲁塔克的 《道德论

集》 ( Morals，1116) 于 1603 年被翻译成英语瑐瑣，

其中有如下描述: “那到底是些什么人，他们与

这种赦免 ( 免疫) 形影相伴，既不会受伤又不会

生病?”在此，所谓 “赦免”显然是一种特权或

者天赋，是一种例外而非常态，因此该词当时的

“医学意义”与法律和政治意义完全一致，指的

是不受疾病侵袭的特殊的赦免———也就是天赐的

或者天赋的免疫。瑐瑤这一意义一直持续到现代生物

学“免疫系统”的发现。
当现代科学终于发现了生物的免疫系统并逐

渐发展出现代免疫学时，免疫这一概念经历了范

式的转移，获得了今天的意义。免疫不再是 “免

疫”，而是“防疫”或者 “抗疫”———人体的免

疫系统并不能“免”于细菌和病毒的攻击，而是

随时戒备，不断防御，抵抗外敌。因此，人体的

“免疫系统”其实是 “防疫系统”或者 “抗疫系

统”。当然，英文中的免疫一词仍被保留，中文

也沿用免疫这一概念。
现代医学和生物学中的 “免疫”既是一个科

学概念，又是一个哲学概念; 既是一个隐喻，又

有一套理论。在免疫学成为科学之后，它的哲学

色彩不减反增。医学家、免疫学家、病毒学家麦

克法伦·博耐特 ( 1899 － 1985) 如是说: “在我

看来，免疫学一直都更多的是一个哲学难题，而

更少的是一门实践科学。”瑐瑥

在“免疫”概念从哲学到科学、从隐喻到理

论的转化过程中，俄国科学家梅契尼柯夫 ( 1845
－ 1916) 扮演了至关紧要的角色。他将自己的实

验和观察结果进行了理论升华，使之成为具有哲

学基础的科学理论。他发现生物抗疫活动的过程

颇有文学色彩，这成为科学发现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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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契尼柯夫在休假期间，抽空做了一个生物

实验。他把透明的海星幼虫放进试管，然后将含

有几粒深红色粉末的水滴注入试管。在显微镜下，

他能看到透明的幼虫体内的活动细胞吞噬深红粉

末，随之自己也变成深红色。他陷入深思，突然

意识到这不是简单的生物进食，而是生物细胞在

吞噬和消灭入侵者。这是生物免疫的重要部分，

也是一种特殊的免疫细胞，即吞噬细胞 ( phago-
cyte) 工作的过程。瑐瑦

在梅契尼柯夫之前，虽然也有 “抗击疾病的

战争” ( warfare against disease) 之类的说法，但

这完全是“隐喻”，因为这种说法只是用 “战争”

这一人类社会最为极端的政治斗争手段来 “比

喻”或者“替代”人体与疾病的关系，而医学对

此尚无实证发现。人类尚未在医学上证明人体会

对疾病发动战争，所以只能借助其他领域的一个

相关性可大可小的概念来描述本领域的活动。而

在梅契尼柯夫之后，人体对于疾病所发动的战争

已被证实，隐喻变为科学。瑐瑧

二、现代人体和后现代人体:

生命政治学的关注焦点

隐喻既然是用一个领域中的事物或者概念来

替代或者 “再现”另一个领域中的事物或者概

念，那就必然在两个领域之间建立联系。医学的

“免疫”与政治、法律、宗教的 “豁免”; 生物的

“防疫”和 “抗疫”与人类之间的斗争与战争，

似乎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借助隐喻，免疫学理

论使人体成为“现代的人体”瑐瑨，完全纳入现代性

和现代文化的系统。
所谓现代或者现代性 ( modernity) ，始于欧

洲的文艺复兴，或称早期现代 ( early modern ) 。
从那时起，人逐渐在思想上得到解放，拥有自我

( self) ，获得自主和自我意识。莎士比亚笔下的

哈姆雷特便是 “现代性的一位复杂、多层面的先

驱，他预 想 到 了 马 克 思 和 弗 洛 伊 德 的 很 多 洞

见”瑐瑩，是思想解放的先行者。
人的思想的解放和意识的 “现代化”早于科

学对于“现代人体”的发现。没有思想的解放和

意识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科学上的进步和发展。
同时，科学使用现代 “隐喻”并不断构建现代科

学理论的过程基本上与思想和意识的现代化同步，

先于相关的科学发现。而相关的科学发现反过来

又推动人文社科的发展，虽然这种推动有时是在

科学研究的成果相当成熟之后。
人类无拘无束的形而上学的冥想总是先于实

证的科学发现，所以人类对于灵魂的兴趣先于对

于人体的兴趣。在《哈姆雷特》中，让哈姆雷特

萦绕于心的首先是灵魂的去处，而老哈姆雷特鬼

魂的来路更是剧作的焦点。瑑瑠 在 17 世纪，约翰·
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虽然也不否认人体的重

要性，但还是将人的自我归于灵魂，使灵魂脱离

人体。瑑瑡

其实，在关注点从灵魂到身体的过渡中，还

有一个中间环节，那就是大脑。20 世纪初，随着

神经系统科学和认知科学的发展，人的自我被归

于大脑; 自我被归于人体的一个器官，而这一器

官在人体器官的等级结构中处于顶端，成为核心。
而在文学研究中，认知文学研究也渐成气候，特

别关注文学与大脑的关系。瑑瑢

但在 20 世纪后期，越来越多的人文学者和

社会科学家将自我归于人体这一整体的物质存

在。瑑瑣生命政治学也开始盛行，越来越关注免疫科

学所构建出的 “现代人体”，并逐渐聚焦 “后现

代人体”。以下为福柯对于人体的描述:

人体: 事件得以写入的表面 ( 而语言只

是对事件进行标记，而想法又会将事 件 消

解) ，自我进行分解的场所 ( 自我会试图幻

想自身具有实质性的统一) ，永远处于碎片

状的体量。系谱学作为对于渊源的分析，因

而成为人体和历史的表达。系谱学应该证明

人体打满历史的烙印，而历史毁灭了人体。瑑瑤

福柯的人体已经超越了免疫学的现代人体，

而成为自启免疫的后现代人体———它被历史毁灭，

成为碎片，但因为它写满事件瑑瑥，也许也写满了

作为事件的自我，所以成为像基因物质一样的信

息碎片，充斥在已经成为系谱学的历史中。这有

点像激活免疫系统的病毒———病毒粒子就是一个

蛋白外壳，包裹着并保护着少量的基因 ( 遗传)

物质。著名免疫学家梅达沃 ( 1915 － 1987 ) 曾非

常文学化地将病毒描述为 “蛋白质包着的一条坏

消息”。瑑瑦福柯的人体是一个整体，而非只是抽象

的灵魂或者解剖学的大脑; 而作为整体的人体与

作为整体的社会体发生关系，构成生命政治学。
在自我的历史进程中，灵魂、大脑、人体三

者时有脱节。但在早期现代，在人刚刚开始获得

自我意识的时候，人的心灵和身体是有机的一体，

构成了 完 整 的 自 我。在 莎 士 比 亚 的 《暴 风 雨》
中，米兰达认为，英俊的身体必然配有善良的灵

魂，美好的灵魂与美好的身体浑然一体: “这样

一座殿堂里是不会容留邪恶的; 要是邪恶的精神

占有这么美好的一所宅屋，善良的美德也必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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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住进去的。” ( I． ii． ) 瑑瑧在那个时代，人进行

“自我塑造”瑑瑨，塑造自我，而这种塑造已经逐渐

具有现代性。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

白等悲剧英雄按照自己的意图塑造着自我，塑造

过程体现着自我意志。自我拥有主权，与外界界

限分明，为保卫自己的疆界而与外界争斗，有胜

有败。
现代的人体如同现代的自我，“我”与 “他”

之间界限分明，靠免疫系统来抵御外界的侵犯。
对于现代的人体而言，一旦有外界抗原 ( 例如病

毒) 的侵入，免疫系统就会被触发。瑑瑩免疫细胞会

聚焦在某一局部，释放出一种名为 “干扰素”的

蛋白，阻止病毒的复制。人体的免疫反应 ( 包括

干扰素的释放和免疫细胞聚集造成的炎症) 能够

阻止病毒的复制，因而杀死病毒。但过分反应也

能与病毒感染一起引起或者加重厌食、疲劳、发

烧、心跳加快、血压降低等症状。这些症状如果

严重就会造成感染性休克，甚至导致肺、肾等器

官的衰竭，造成死亡。瑒瑠免疫系统因此面临两难之

境: 行动过缓就会导致病毒猖獗，而行动过猛则

会误伤人体———两者都能使人体受到重创，甚至

丧失生命。
现代的自我也是如此，有时对于自己领地的

守护和对于外界的抗击过分激烈，最终毁灭自己。
因此，最有自我的人物往往是邪恶的人物，例如

麦克白、理查三世、伊阿古、埃德蒙之类。他们

过于自我，极力维护膨胀的自我，同时也侵犯外

界，破坏生态，伤及自己，自取灭亡。他们只相

信自己，相信自己可以靠智慧和能力拥有一切;

他们不相信命运和运气———他们也不会相信 “赦

免”。埃德蒙说:

人们最爱用这一种糊涂思想来欺骗自己;

往往当我们因为自己行为不慎而遭逢不幸的

时候，我们就会把我们的灾祸归怨于日月星

辰，好像我们做恶人也是命运注定，做傻瓜

也是出于上天的旨意，做无赖、做盗贼、做

叛徒，都是受到天体运行的影响，酗酒、造

谣、奸淫，都有一颗什么星在那儿主持操纵，

我们无论干什么罪恶的行为，全都是因为有

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冥冥之中驱策着我们。
明明自己跟人家通奸，却把他的好色的天性

归咎到一颗星的身上，真是绝妙的推诿! 我

的父亲跟我的母亲在巨龙星的尾巴底下交媾，

我又是在大熊星底下出世，所以我就是个粗

暴而好色的家伙。嘿! 即使当我的父母苟合

成奸的时候，有一颗最贞洁的处女星在天空

眨眼睛，我也决不会换 个 样 子 的。 ( 《李 尔

王》I． i)
埃德蒙的自我是绝对的自我，他既不相信命

运，也不相信出身和身份，他只相信自己的手段:

“既然凭我的身分，产业到不了我的手，那就只

好用我的智谋; 不管什么手段只要使得上，对我

说来，就是正当。” ( I． i) 埃德蒙在他短暂的一

生中不断地塑造自我，甚至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还在塑造自我: 临死前，他终于感悟到两位女

士对于他的爱是真爱，爱高于一切———虽然这种

爱也是炽烈得烧越了边界，烧毁了所有的当事人。
他感受到了爱，也试图表现善意，只不过一切都

已为时过晚。对于边界过于分明的自我而言，爱、
欲望、邪恶之间只有一步之遥。

到了 18 世纪，自我仍被不断阐释和界定。例

如，当时对于小说人物的要求是 “独创” “有个

性” “内心状态”的投射等等。甚至连莎士比亚

的自我都被研究者们按此标准在 18 世纪被重新塑

造: 莎士比亚通过他的作品反映出了 “一个自

主、清晰的自我”，“这一自我通过爱德蒙·马龙

在 1790 年出版的新版莎士比亚全集而首次被真实

地重构出来。”瑒瑡

从早期现代到现代，西方的 “自我”是一个

“有边界的、独一无二的、大体上整齐划一的拥

有动机和认知能力的小宇宙，是意识、情感、判

断、行为的动力中心，被组织成了一个独特的整

体，而又与其他同样的整体相比较和对立。”瑒瑢 重

点是这一自我有边界而且又有行动能力和动机，

并与其他的自我相对立。这就是现代的西方自我，

与其他文化里的自我并不相同。现代的人体与现

代的自我非常相似。
在现代之前，这种自我并不存在，这种人体

也并不存在。在古希腊悲剧 《俄狄浦斯王》中，

俄狄浦斯在德尔菲的阿波罗神谕宣示了他的命运

之后，他的自我就已经命中注定，任何塑造自我

的企图都是徒劳。他得到了弑父娶母的诅咒，这

种诅咒就像恶性病毒一样，不能免疫，无可豁免。
另一部希腊悲剧《安提戈涅》的主人公安提戈涅

也是如此。在黑格尔看来，安提戈涅代表的是家

庭和血缘关系，服从于神的法律，捍卫着私人领

域的女性伦理; 而克瑞翁代表的是国家和政体的

需要，服从于人的法律，捍卫着公共领域的男性

伦理。瑒瑣然而，如果安提戈涅代表的是家庭和血缘

关系，那么这种家庭和血缘关系也是受命运诅咒

的: 她是她父亲俄狄浦斯的同母异父的妹妹，她

又是自己母亲的孙女; 她埋葬的兄长也同样因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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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而受到诅咒。这种乱伦关系不是正常的家庭和

血缘关系，她也无法恢复正常的家庭和血缘关系，

无法为之辩护。瑒瑤她就像一位 “活死人”，因为她

公开占据了一个不该占据的位置———在公共空间，

不可能为她留有位置。瑒瑥 她就像一位艾滋病人一

样， “她拒绝遵守拒绝公开承认她的损失的法

律”; 如 同 艾 滋 病 人，她 属 于 一 个 特 殊 的 类 别

——— “那些有不可公开抱怨的损失的人们”。瑒瑦 按

齐泽克的说法，她也像今天法国那些没有任何身

份证件的人们 ( sans-papiers) 一样，没有身份，

没有地位。瑒瑧她的命运早就注定，无法自我塑造。
所谓“命运”，也许就是自然秩序。人皆有

命; 每人在大自然的秩序里都有自己的位置，有

的无疾而终，“豁免于” ( immune from) 疾患; 有

的罹患疾病，不治而终; 有的虽有病痛，但人体

系统本身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可以自己恢复秩

序，逐渐疗愈 ( heal) 。疗愈是关键词，指的是人

体自然而然地摆脱疾病，恢复健康，虽然期间也

不排除人为和医学的协助。瑒瑨在 《李尔王》中，李

尔的时代是早期现代之前，疗愈是那个时代的主

流医学 观 念。当 时 的 医 生 建 议 如 此 救 治 李 尔:

“有办法的，夫人，大自然给我们的乳母就是睡

眠。他缺的就是睡眠; 有很多简单、奏效的药草，

药力足以合上痛苦的眼睛”。这就是疗愈: 通过

简单的 ( 也就是单味的) 药草 ( simples) ，能使

人得到大自然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滋养，即睡眠。
睡眠是乳母的乳汁、抚慰、照料，足以疗愈一切。
而李尔的小女儿考狄丽亚则如此回应: “大地的

所有神圣的秘药，秘而不宣的神力，随着我的泪

水喷涌而出吧，缓解、疗愈这个好人的苦难病

痛。” ( IV． iv． ) 在考狄丽亚看来，大地藏有疗

愈的秘密和神力———可能是药，也可能不是药;

随着她最自然的爱、怜悯、同情的泪水，将帮助

疗愈李尔的苦难病痛 ( distress) ———苦难往往伴

随着病痛。瑒瑩

疗愈是现代之前的医学观念。根据这一观念，

大自然对所有有机体都具有疗愈的力量，而医学

最多只是模仿自然而已。人与自然万物都有联系，

但是之间的平衡有时会被打破，生出疾病。而疗

愈，则是要恢复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平衡。这种

观念在现代免疫学诞生之后就逐渐在西方寿终

正寝。瑓瑠

三、自启免疫共同体: 免疫系统

理论建构下的人类社区理论

在西方的现代免疫体系里，人体首先必须识

别自我，确立自我的边界，抗御外部的入侵。外

部的入侵者即抗原，包括病毒、细菌、原生动物、
动物和昆虫的毒液、某些食品蛋白、他人的血清

和红血球等。抗原的入侵触发了免疫系统，具体

来说就是启动了免疫细胞，即淋巴细胞，也就是

白血球，这就是所谓抗体。瑓瑡

人体的免疫系统 ( immunity) 与人类的社区 /
共同体 ( community) 也极为相似，但有时又关系

复杂，可以互为参照。罗伯托·埃斯波西托提出

要用“免疫范式”来理解 “生命政治”，就是希

望用免疫系统的理论来建构人类社区的理论。瑓瑢像

免疫系统一样，人类社区也需要确定自己的边界，

划清本社区与其他社区的关系。有的时候，不同

社区之间会有矛盾冲突，甚至会发生战争。社区

需要防御，需要自卫，因此首先需要划清敌我

———这也是免疫的关键。
免疫力和防卫能力也可以后天获得。为了抵

抗病毒，可以将可控的、不致命的病毒注入人体，

使人体受到感染，从而发展出后天的免疫力，这

就是疫苗接种。在人类社会，抵御外部威胁的一

个办法就是主动将外部的部分威胁吸纳进自己的

社区，将其中和。如果将威胁吸纳进社区也无法

将其中和，那至少也会有助于在自我、非我、他

者等等之间进行辨析， “敌人必须被辨认出来才

能被打败”。瑓瑣 其实，疫苗接种的原理也是如此:

将弱化的病毒注入人体，人体的免疫系统就会将

其辨认出来并且记住。一旦人体再次遭受病毒的

攻击，免疫系统就会迅速、第一时间辨认出已经

储存在记忆中的病毒，并毫无延迟地启动免疫细

胞，对其进攻，将其杀死。瑓瑤

不过，对于初次感染的病毒，人体的免疫系

统往往需要花费较长时间来进行辨认，然后再进

行防御。如果遇到新冠病毒一类毒性较强而又十

分狡猾的病毒，就会为时已晚。同时，为了迅速

消灭病毒，人体免疫系统也会过度反应，引起大

量炎症———炎症就是 “被启动的细胞在人体组织

里的局部聚集，以对组织创伤做出反应。”瑓瑥 过度

免疫，就意味着大量炎症和其他严重的病理反应，

最终甚至会造成死亡。因此，反应迟钝、调动不

足和过激反应、调动过度都会造成严重后果。而

当社区面临外部入侵和内部威胁时，反应不足和

反应过度也会造成同样后果。
与人不同，有的哺乳动物发展出了也许更为

高效的免疫系统———不过分反应，也是高效的标

志之一。新冠病毒的宿主蝙蝠是唯一会飞的哺乳

动物，它可以长期受到病毒感染而不发病。瑓瑦蝙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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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内缺乏人体免疫系统里的 AIM2 蛋白基因，而

这一蛋白基因可以引发炎症。这可能是蝙蝠长期

感染而不发病的原因之一。瑓瑧当然，蝙蝠的免疫系

统显然也足以控制毒性巨大，即复制速度极快的

病毒，从而使自身免于被病毒摧毁。社区可能也

需要像蝙蝠一样，既能控制威胁，又不至于因控

制过度而毁灭自己。在这个意义上，蝙蝠是一个

重要的隐喻。
在人体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中，自启 免 疫

( auto-immunity) 瑓瑨十分独特，因为它是在没有外界

抗原即外界入侵的情况下，免疫系统的自动触发。
大约在 1950 年代，科学家发现了自启免疫，但科

学界一度难以接受自启免疫理论瑓瑩，因为这一理

论的核心就是人体可以自己攻击自己，说明人体

有自杀性。现在已知的自启免疫疾病包括胰岛素

依赖型糖尿病 ( I 型糖尿病) 、系统性红斑性狼

疮、多发性硬化症、自发性血小板缺乏紫斑症、
类风湿性关节炎、再生不良性贫血等。瑔瑠

自启免疫也成为理论界的热门话题，并反过

来引发了对于整个免疫话题的高度关注。德里达

一直十分关注这一话题，他与另外一些理论家一

起，通过对于自启免疫的关注，使 “免疫”的概

念在经历了从人文学到医学的旅行之后，终于又

从医学回归人文学。正是由于德里达等人的持续

关注和深入讨论，免疫和自启免疫才成为 “比喻

的比喻”瑔瑡，或者隐喻的隐喻。
自启免疫的核心就是自己攻击自己，如同人

类社会的内战、内乱、内斗等等。人的免疫系统

首先需要识别自我，确定自我的疆界。然而，在

识别自我时，免疫系统却把自我识别成敌人，予

以进攻。将自我识别成入侵者之后，免疫系统开

始攻击某一器官或者整个系统瑔瑢，引发疾病，有

时是致命的疾病。
在自启免疫中，自我、自卫、自我防御的观

念受到颠覆。瑔瑣在免疫中，核心是自我; 而在自启

免疫中，自我将自我识别为敌人或者他者，自我

已经变成敌人或者他者，自我与敌人或者他者的

界限被打破。
在 911 之后，德里达对于自启免疫理论作出

新的阐发，特别强调自启免疫的自杀或者类似自

杀性质。在德里达看来， “恐怖袭击就是自启免

疫疾病的症状，而自启免疫疾病威胁着西方参与

式民主的生命，威胁着支撑这一民主制度的法律

体系，以及在宗教和世俗维度之间进行鲜明分割

的可能性。”瑔瑤德里达还强调，911 并非自启免疫疾

病的第一个症状，而只是最新症状。美国的恐怖

分子都是“自己人”，来自美国内部，或者是美

国在冷战期间在世界各地培植的代理人。然而，

美国所认可、所支持、所扶持的自己人最终成为

攻击美国自己的暴力恐怖分子。德里达对于恐怖

分子的描述与病毒的特征高度类似: 恐怖分子

“显然自己并不具备任何力量，但却通过计谋和

高科技知识的运用，找到相关手段和资源，在一

个美国城市的美国机场搞到了一件美国武器。”瑔瑥

恐怖分子自己没有武器，但却劫持了美国武器;

他们劫持了飞机，就像病毒劫持了人体细胞一样，

利用人体细胞的能量和蛋白质，来大量复制自己，

从而杀死细胞并最终杀死自己。瑔瑦911 恐怖分子复

制自己的方式之一就是全球电视和网络的 24 小时

滚动直播，这种直播也激活了全球的恐怖病毒。瑔瑧

自启免疫的自杀是多重的自杀。 “美国让恐

怖分子移民进美国，训练了他们，让他们在美国

准备好自己的行动”，而他们则 “使两种自杀合

二为一”: 他们自己的自杀，以及 “那些欢迎、
武装、训练了他们的人的自杀”。瑔瑨 自启免疫能造

成人体的死亡，也能造成社会体的死亡; 能造成

自我的死亡，也能造成他者的死亡，并能造成由

自我和他者所构成的社区的死亡，因此是多重意

义上的自杀。
自启免疫与免疫的区别在于自我边界的打破。

在恐怖袭击中，没有国界的概念; 恐怖袭击不是

一个民族国家对于另一个民族国家的攻击，而是

国际恐怖分子超越国界和国籍的攻击。瑔瑩这也类似

于病毒的攻击，没有国界、没有国籍、没有地域

界限。恐怖袭击和病毒蔓延一样，都是对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攻击。与病毒一样，首先在一国爆发

的恐怖袭击后来也蔓延到世界的多个国家。
在后现代理论中，免疫与自启免疫有很多相

似之处。不仅是自启免疫疾病，有时甚至一般疾

病都会颠覆自我的边界: “自我这一战略聚合体

是有边界的，而疾病就是误认和侵犯这一边界的

过程。”瑖瑠在自我概念中，边界是一个关键词，边

界划出了自我与他者的区别: 自我需要防御，以

防他者的侵犯。而现在， “自我的边界上有潜在

的很危险的冲突，而自我就是由这些冲突所构成、
所界定。”瑖瑡边界冲突，即对于边界的突破，成为

自我与他者冲突的场所，但也成为自我之所以成

为自我的原因: 没有他者，没有与他者的冲突，

就没有自我。如果他者不复存在，自我也就随之

消亡。这也就构成了另外一种可能性: 自启免疫

虽然是自杀性的，但却又不能没有，因为这种冲

突使自我得以存在。

·7·



根据自启免疫的逻辑，这甚至不是也不需要

边界冲突，而是主动破除边界: “为了保护自我

的生命，为了构建独一无二的活生生的自我，为

了构建自我与自我的关系，自我必然被引导着欢

迎他者进入自我内部……免疫防御本来是为非我、
敌人、对立面、对手准备的; 自我将它拿来，使

它在保卫自我的同时又抵御自我。”瑖瑢

自启免疫既是自杀性的，但同时也具有正面、
积极的意义; 它意味着开放，向他者开放，开辟

了各种可能性——— “通向未来，也通向自 我 转

变”瑖瑣: “在于自我，也在于他者，在于自我之中

的他者。”瑖瑤通过自启免疫系统，自我认识了他者，

接纳和容纳了他者，使他者成为自我的一部分，

使自我成为他者的住所。自我将自我识别为他者，

说明他者寓于自我，自我也可以转化为他者。
那么什么是他者? 不仅是抗原、病毒、异体，

而且是一切 “不是自我、大于自我的东西: 他

者、未来、死亡、自由、他者的到来和对于他者

的爱。”瑖瑥他者几乎无所不在，几乎是一切非我之

物和未知之物。空间意义上的边界已经消除，人

和人体在时间上与他者或者环境连续不断地进行

交往和交流。
生命层面上的自启免疫体就是社会层面上的

“自启免疫共同体”———生命与政治息息相关，

构成生命政治。德里达将几个相关的词拆分，将

拆出的成分又组成一个新词。Community ( 社区)

和 auto-immunity ( 自 启 免 疫 ) ， 两 个 词 都 含 有

common 一词的构词成分，强调 “共同”。因此，

自启免疫体就成为自启免疫共同体 ( auto-co-im-
munity) 瑖瑦——— 一方面，是“作为自启免疫共同体

的社区〔社区的共同点，共同拥有免疫的责任或

担当 ( munus ) 〕”，另一方面，是 “人类的自启

免疫共同体，特别是自启免疫的人道主义。”瑖瑧 前

者强调单个社区的免疫责任，即自我防御的责任;

后者强调全人类共同体感知和容纳 “他者”的博

大的人道主义。
在德里达自造的这个词里，免疫与政治、人

体与社会、抗疫与社区被糅合在一起。病毒与人

体、个人与社会、自我与他者形成了一个奇特的

自启免疫共同体。

结语: 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的话语互参

自然科学 ( 包括医学、生物学等) 和人文学

科、社会科学使用不同的话语和解释范式。自然

科学有时借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话语来描述

和命名自己的发现，而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也会

借用自然科学术语来描述社会现象。
当然，在自然科学家看来，人文学科和社会

科学的描述很可能不够准确，甚至有错误的地方。
其实，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讲，德里达对于自启

免疫有很多自己的理解，与免疫科学研究的细节

和结论并不相符。然而，这种 “误读”有时反而

是不同学科沟通的基础，也许也会引发不同学科

的范式转移。
保罗·德·曼认为，既然修辞格 ( 包括隐

喻) 让作家的字面意义和实际意义不一致，让一

个象征物代替另一个象征物，并在不同类型的文

本之间进行干预，那么 “解读也就必然是误读”。
但误读也有正确的误读和不正确的误读， “正确

的误读试图包容而不是压制所有语言都会产生的

无可避免的误读。”瑖瑨

从这个角度看，如果没有对于当代免疫和自

启免疫理论的 “正确误读”，人文社科学者就无

法对人类共同体以及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进行 “生

命政治学”的思考。反之，人文社科学者对于

“现代人体”的 “后现代”描述也许会促使医学

研究更关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 “疗愈”，即不仅

是“战胜”病毒和疾病，而且也更关注如何让人

体更适应外部世界，与病毒和疾病和平相处。
人类需要尊重 “他者”，包 括 自 然、动 物，

甚至包括无生命的病毒，使这些他者与自我和平

共处，甚至变为自我的一部分; 人类也应该善待

作为他者的自我，不让自我因为惧怕他者———包

括死亡、未来、未知物等等———而成为自我都无

法辨认的他者。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该是自我之中

有他者，他者之中有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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