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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提要內容： 

 

在德希達的《明信片：從蘇格拉底到佛洛伊徳之外》(1987)一書中，〈郵寄〉

這個文本由許多交換傳遞的明信片所組成。這些收錄於同一文本中的明信片令

我們聯想到書信小說中編纂成冊的信件。許多十七、十八世紀的英國與法國書

信經典名著構成了書信文類的主要架構，如吉樂哈格的《葡萄牙修女的情書》

(1669)、理查生的《潘蜜拉》(1740)與《克萊麗莎》(1747-1748)、葛芬妮的《祕

魯公主的情書》(1747)、盧梭的《茱莉，或新伊珞絲》(1761)以及德拉克勞斯的

《危險關係》(1782)。面對這些書信文類的前導者，且處於二十世紀傳統書信

寫作式微的時代中，是什麼因素促使德希達創作〈郵寄〉這部書信文本呢？〈郵

寄〉的書信文本又與傳統書信小說有何不同呢？ 

關於這個議題，我所提出的論點是，德希達的〈郵寄〉企圖解構書信文類。

〈郵寄〉一方面強化了書信文類特有的書信特質，另一方面又以明信片的郵件

傳遞效果取代替換傳統書信小說的書信文類特質。明信片的郵件傳遞效果主要

呈現出「傳送終點」與「預期的收信者」這兩種特定規範的不可能性。明信片

總是暗示信件傳送過程中「被攔截」與「多元收信者」的可能性。這樣的特質

使明信片得以打破囿於最初起點與最後終點做為邊界的直線軌道。如此的突破

有助於德希達解構西方知識體系的架構。明信片的郵件傳遞效果動搖了源自蘇

格拉底的知識遺產直線傳承，顯示出知識遺產是經由多元讀者所傳遞的，且容

許眾多不同的詮釋方法參與其中。多樣性的想法損毀了「原作與衍生」，「在場

與缺席」以及「公開與隱私」之間的二元對立邏輯。明信片「半私密，半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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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信片》62)的形式在多樣化所隱含的不確定性之間來回擺盪，游移不定。

這種不確定性正是德希達藉由〈郵寄〉這個文本所要強調的。因此，即使身處

電信通訊網絡遍佈的時代，德希達依然期望引發「不受拘束的明信片化帝國」

(《明信片》104)的可能性。明信片化的意義並非加速書信寫作的「衰微」(《明

信片》104)，而是希望能夠不斷地散佈差異產生的可能性。 

在本論文中，我從迂迴、延宕與延異這三項特性來闡述明信片的書信特

質。這三項特性同時交織於我對〈郵寄〉這個書信文本的討論中。在第一章〈書

信文類：強化與替代〉裡，我提出了〈郵寄〉所呈現的似非而是的矛盾，既強

化又替代書信文類的特質。書信文類因此被置於差異的迂迴內，而延遲了其文

類身份認同的最後裁定。在第二章〈書信他/她者：欲望投射〉裡，我援引拉岡

「小寫他/她者」的概念來闡釋書信寫作行為中的自我建構過程。由於寄信者需

要缺席收信者的存在以召喚差異的產生，因此寄信者的自我認同總是不斷地在

迂迴的信件傳遞空間中被延宕。第三章〈書信寫作：添補的矛盾〉裡，我將德

希達對「添補」的概念與書信寫作中添加與替代的效果作了連結。書信寫作彌

補了距離造成的溝通差距，同時也以距離替代了最後與缺席收信者真實相遇的

那一刻。第四章〈書信交換：Fort Da 消失與返轉的遊戲〉中，我比較了佛洛

伊德、拉岡與德希達對於 fort da遊戲不同的觀察角度。在書信交換的過程裡，

當多元讀者的可能性被納入考量時，書信的傳送與接收便會持續地滯留迂迴於

讀者的多元閱讀與詮釋，而延遲了到達預定目的地的時間。在第五章〈書信傳

承：知識遺產的明信片〉裡，我探討了德希達對於〈郵寄〉中明信片上蘇格拉

底與柏拉圖位置返轉圖所做的種種推敲。這些推測暗示了脫離知識體系直線傳

承，迂迴而行的可能性。為了再現知識的意涵而創造出的多元詮釋角度會不斷

地延宕知識傳承的最終意義。 

v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