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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辛·哈米德（1975-）毫无疑问是当代英国文学界最杰出、
最多产的巴基斯坦小说家之一，他的作品涉及到各种领域，如
政治、艺术、文学、旅行等。作为一名当代英国亚裔小说家，
哈米德的作品聚焦于对当今社会现实问题鞭辟入里的深刻分析
与其对人类集体命运极具人道主义情怀的深远忧思，哈米德所
创作的前三部小说不仅体现了故事主题的深刻主题意蕴，同时
在叙事结构的巧妙形式上体现了哈米德精湛的叙述技巧。

哈米德的第一部小说《蛾烟》自出版以来便广受读者喜爱。
一些评论家认为这部小说是次大陆英语写作一代中最迷人的小
说。作品主要讲述了主人公达拉希科·谢扎德的悲剧命运。达拉
在拉合尔的腐败社会中遭受着贫穷、暴力、背叛和他最好的朋
友的阴谋折磨。通过讲述主人公的悲剧，小说揭示了 20 世纪
60 年代生活在拉合尔的民众的颓废生活状态。

然而，小说《蛾烟》的相关研究在国内学术界可谓是门
可罗雀。作为巴基斯坦裔著名作家哈米德的第一部小说，《蛾
烟》对族裔文学研究有着深远的意义，理应被学术界重视。
鉴于此，本文将立足于符号消费相关理论，对《蛾烟》中人
物所呈现出的精神荒原进行解读，旨在分析该部作品中所呈
现出的伦理失范现象的根本原因，以此希望为国内学术界对
哈米德的相关研究注入新的血液，同时提供消费主义批评范
式这一新研究途径。

1、符号消费下的伦理失范致因

符号消费是鲍德里亚消费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尽管
鲍德里亚并没有在《消费社会》中给出“符号消费”的直接定义，
但这一概念显然体现在他的论述立场中。鲍德里亚认为，物体
的功能价值逐渐被其符号价值所取代。人们消费的真正目的不
是商品的功能价值，而是可以证明消费者身份、地位和阶级的
符号价值。正如鲍德里亚所说：“……它（物质）不再具有使
用功能，但是一种证明功能”（Baudrillard,1998:54）。

在《蛾烟》中，符号消费作为主要消费意识，主导着消
费社会的操作规则，其中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的人物均有通过
炫耀性消费来构建自我认同的深层欲望。根据卢瑟福的观点，
“身份是关于‘归属’，关于你与一些人有什么共同之处，以
及你与其他人有什么区别。最基本的是，身份给予个体在社会
认同中的定位，是个体个性的稳定核心”（Rutherford,88）。
可见，区别是建立身份的核心要素。然而，在这部小说中，人
物热衷于通过追求物的符号价值来构建他们的个体差异，在此
基础上，真正的个体差异被一系列符号代码所构建的差异所取
代。正如鲍德里亚所说，“对差异的崇拜是基于符号的建立”
（Baudrillard,1998:89）。鲍德里亚认为，在现代消费社会中，
物体的功能价值已被符号价值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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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蛾烟》；符号消费；符号价值；伦理失范

在这本小说中，符号消费已经渗透到全社会，对整个社会
产生着极大的影响。奥兹，作为该部作品中上层阶级的代表人
物，以符号消费作为保持自己身份地位的唯一手段。他沉迷于
通过炫耀性消费的行为来建构自己的个人身份地位。然而，同
样在符号消费意识的驱使下，属于下层阶级的达拉，由于无法
通过炫耀性消费利用符号价值在社会中获得认同而彻底堕落。
然而，符号价值标准下构建的个体身份却是单一的，缺乏多样
性的，因为“‘个性化’类型的差异不再使个体相互对立；这
些差异都是无限代码的排列，并限制于符号之中，在此基础上
巧妙地产生和复制”（Baudrillard,1998:88）。

在《蛾烟》所描绘的消费社会中，消费品是被视为身份替
代品的符号价值。在小说中，尤其是在以第一人称视角叙述的
章节中充斥着由符号价值建构出的不同身份下的个体差异，然
而，所谓的差异往往反映在外在的“物”，而不是个体塑造自
我的精神世界上的真实差异。如小说所描述的这样的情节：当
达鲁来拜访刚从美国回到拉合尔的奥兹时，老朋友们的重聚并
没有使达鲁感到欣慰。相反，当他到达奥兹的住所，看到豪华
的建筑时，他感到紧张。“我把车停到一堵高墙里的大门前，
我认为这是奥兹的地方。这就是他的新地方。我有点紧张，因
为几年过去了，而我的房子还和他离开时一样小”（Hamid,9）。
由此可见，别墅作为一种炫耀性消费的商品，已经成为了个体
身份的外在载体。

此外，哈米德还描绘了一个由符号构建的社会，其中不仅
物体被赋予了符号价值，甚至艺术形式也试图传达一种优越感，
并被用来将人们划分为不同的社会等级。在“拉合尔超级富豪”
的宴会上，达拉发现“即使音乐也不是一般的俱乐部音乐，而
是一些我以前从未听过的混音 ( 因为，我很快就听说，DJ 专门
为这个派对混音，并从伦敦寄来 )”（Hamid,88）。在这里，
音乐形式最直观的功能之一是一种区分功能：精英主义的审美
形式代表精英阶级；平民的审美形式代表大众阶级，用来强调
“精英”的优越性。在《政治经济符号学批判》一书中，鲍德
里亚评论了美学形式的独特功能，以住房装饰的风格为例，他
指出：“美学特权不再附属于清漆或粗糙，而是可以自由地结
合所有术语：靠近粗糙的木材或光滑的大理石和裸露的混凝土”
（Buadrillard,48）。可见，房屋装饰风格与派对上演奏的音
乐风格的区别只是材料载体的差异，这本质上是审美形式的异
化。混合的音乐风格，与鲍德里亚所描述的装饰具有共同的本
质，这表明它展示了属于上层阶级身份的群体优越性。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蛾烟》中的物体被人性化。相反，
人被物化或符号化。《蛾烟》描绘了一个由符号消费意识操纵
的物质世界，来自不同阶层的人物麻木而贪婪地追求物体的符
号价值来表征自己的个性或差异。因此，物逐渐被人性化，成
为人的主宰者。物作为奴役人类的主宰者，成为小说中唯一的
主角。小说中的人物痴迷于符号价值，完全被“物”所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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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失去了真正的自我，丧失了最基本的伦理价值判断。正如
鲍金所指出的那样，“许多人并没有采取过具有历史价值的行
动，也没有选择过一种具有独特品质的生活方式。然而，由物
化价值支撑的高端消费品使他们认为自己具有卓越的品质”（鲍
金，116）。符号价值带来的虚幻成就误导人们相信物质丰富
意味着成功，因此，沉迷于物质的追求，完全失去了对精神世
界的充实。

精神世界的极度空虚最终导致奥兹伦理失范的后果。在一
个按消费能力划分等级的社会中，奥兹无疑是社会的“贡献者”
之一。他是“受人尊敬的”，可以在不承担法律责任的情况下
乱闯红灯，因为“豪车具有通行权”（Hamid,24）。在宴会上，
他总是一个被社会攀岩者包围的人，他被视为一个有潜力的“社
会股票”（27）。此外，他依靠父亲在政府中的权力和地位，
贿赂证人，甚至买通整个法庭，让达拉成为他的替罪羊。在消
费者社会金字塔的顶端，奥兹总是沉浸在由符号制造的奢华生
活中，并最终导致唯“物”主义——“唯一导致西方和西方化
人民精神崩溃的主要罪犯”（叶知秋，289）。

综上所述，奥兹沉迷于极端奢侈的生活，被各种符号价值
所包围，最终成为一个将自我建立在符号价值之上的人。正如
鲍曼所说，“人们在商品中认识自己；他们在汽车、高保真音
响、多层住宅、厨房设备中找到自己的灵魂”（鲍曼 29）。失
去所拥有的符号价值对奥兹而言本质上就是他灵魂的丧失。正
是他害怕失去所有外部的东西，使他最终失去了他真正的自我，
并最终导致了他做出漠视生命，背叛朋友等违背伦理的行为。

2、结语

在符号消费意识的驱使下，小说中的人物沉迷于追逐“物”
的符号价值，试图以符号价值为准则建构身份认同，这导致了
以符号秩序为核心的等级社会。符号价值赋予上层阶级权力话
语，社会正义被逐渐抹杀，符号秩序代替了社会秩序，并凌驾
于法律之上，从而最终造成了伦理失范现象。本文通过从符号
消费视角分析《蛾烟》中的伦理失范原因，旨在给身处当代消
费社会的人以启示，呼吁人们建构正确的消费观，关注精神世
界的健康长足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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