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 

Dada and Surrealism : Poetics of Everyday Life 
王錦娥 

 

Dada is the only savings bank that pays interest in eternity.   

--Richard Huelsenbeck 

 

Surrealism appears to me in its essentials as a sort of rage, a rage against the 

existing state of things. 

--Georges Bataille 
 
[A] Introduction 

 

1.在二十世紀中，達達和超現實主義被視為是兩個最具代表性和影響力的前衛藝術  

  文化運動。 

 

2.達達主義和超現實主義者認為應從”日常性”中去探究現代性下社會文化的議

題；因為資本主義下的日常生活，在不斷的被規約下，使得個體在追求物質財

富和社會地位的過程中，逐漸喪失了自主行動能力和自我表達的創造力。 

 

3.Tristan Tzara（達達創始者之一）： 

  資本主義的日常生活中，所有回應人類需求的解答  

  � nothing but a skeleton of conventions 

 

4.早在浪漫主義或啟蒙運動時期，歐洲的智識圈中抱持著這些懷疑論調已有一段時 

  日，而達達和超現實主義對西方文明的”全面性”批判，除了在於不妥協及破除 

  圖像的特質外，也常結合激進改革政治活動。 

  （全面性�藝術、政治、生活型式、家庭、道德觀、都市生活等） 

  

5.象徵主義和立體派運動：Steward Home 提出 

�象徵主義和立體派運動不只在結合藝術與生活，而是整個人類活動。 

 

6.本文旨在探究達達和超現實主義的思想和實踐中所內含的社會政治成份。 

 

7.在二十世紀的社會和文化理論，由達達和超現實主義所帶動的—藉由日常生活 

  批判—已蔚為一股風潮�從達達、超現實主義到 Henri Lefebvre（Tristan Tzara 

  的朋友）  

 

[B] Dada：The ‘Crushing Joke’ 

 

1.前衛藝術的先驅者�義大利未來主義運動。代表人物—Filippo Marinet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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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未來主義特別擅長自我宣傳以及利用大眾媒體來推動自己的議程。偏好挑撥的 

  手法來引起公眾的注意（惡名昭彰的例子—提議水淹威尼斯博物館、主張戰爭 

  為極佳的淨化器） 

 

3.達達的出現與戰前的前衛藝術失敗有關。身為中立國的瑞士對和平主義愛好 

者、反戰者及無畏於軍事的審查及監禁的知識份子來說，是一塊天然的磁石。， 

  ※蘇黎士—國際達達運動的發源地。 

 

4. Cabaret Voltaire—達達創始基地 

 

5. Dada 一詞成為闡述一切實行、表演的 slogan，從字典上隨意挑出 

  �法語：hobby-horse，德語：baby-talk， 義大利語：dice，實際上：nonsense 

 

6.所有生活中的一切，都可以成為蘇黎士達達主義者嘲諷的對象和題材 

  �社會、政治、宗教、學術、道德價值都成為戲謔的標靶。 

  戲謔的笑聲和絞刑台式的幽默是嘲諷時局的最佳利器。  

 

7.達達主義者認為現代社會的藝術是屬於完全的”意識形態”（馬克思的 term）。 

  達達發展一套文化的社會批判，突顯出介於兩者間的矛盾。 

�一為藝術中的美學承諾，另一為藝術中被壓抑的社會意識型功能 

 

8.達達渴求跳脫一切合理的、正常的事物，不承認任何傳統、權勢和限制。達達是 

  一種源於生活自發性的結果（就像有智力的香菇，能在任何土裡出現、生長）。 

  達達無法被否定，它會彰顯自己。 

 

9.達達鍾愛於偶發、隨機、未被計畫的結構的可能性。 

 

10.達達主張，如果”常識”是不合理的權威和盲目下所建構出來的，那麼這種’常識” 

  就必須被去除。 

 

11.達達理論的建立：採用機緣、自發性加上佛洛依德的無意識原型為論點。 

 

12.達達運動存在著一種繃緊拉扯的狀態—介於 

   a.無政府主義主張破壞及創造  

   b.尋求調解、和諧及能從戰後破壞殆盡中逃離、從既存在中產階級規則裡的日

常呆化中逃離。 

   因此，Tzara 宣稱：最值得接受的原則就是沒有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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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達達的分歧： 

   Arp 則支持如道家思想的與自然接觸的、反技術的。 

   Huelsenbeck、Germans Ball 最後轉入共產黨或主張無政府主義的團體。 

�柏林的達達主義者終究捨棄達達主義而加入了德國共產黨—KDP 

 

[C] Surrealism：Alchemy of the World 

 

1.超現實主義的教宗—Andrè Breton 為超現實主義理論與運動的先驅。 

 

2.在這段緩衝期間，Breton 和志趣相同的同好 Jacques Vaché—二者居於偶像的地 

  位。 

 

3.Breton 主張： 

 最簡單的超現實主義行動就是”跑到街上、手槍在握、在人群中，以最快的數度 

 扣上板機盲目掃射”。 

 

4.以朝向日常性系統的批判，作為社會文化轉換的積極進程的工具 

—在透過一系列非正統（異端）的心理與藝術實驗中顯露出來。 

 

5.心靈的自動主義 

  —涉及到在心理和社會的束縛下，無意識的創造能力釋放的可能性。 

 

6.超現實主義一詞最先被使用於表示”新的運動”—by Guillaume Appollinaire 

 

7.超現實主義的主要敵人—笛卡爾的二元論。 

 

8.以”詩意、夢境、驚奇”—以此跨越 dreams/waking life，並建立一套替代中產階級 

  的理性主義的價值觀。”marvelous”並非超自然的，它就在此時此地。 

 

9.超現實主義的目標—日常生活的變貌 

 

10.超現實主義主張”出乎意料的瞬間（moments of revelation）、驚訝、驚奇”的 

  發生是屬於偶發的 

 

11.超現實主義嘗試藉由夢、入神或無意識的心靈狀態來驗證他們的論點，他們以” 

  客觀的偶發/objective chance”與達達主義的”純自發性/pure spontaneity”相抗衡。 

  相較於達達時期對政治的冷漠，Breton 一貫的主張詩學改革與社會改革是可以 

  連成一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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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透過心智所建立的圖像並非是虛幻的，而是存在著物質的力量，人類是自然界 

   唯一能讓現實與夢相符的生物。 

 

13.解脫束縛的想像力能超越常識、世俗感知所建立的邏輯，例如— ”當縫紉機和 

雨傘在手術檯上偶然巧遇，這是多麼的美麗” 

�完全不相干的圖像並置，不論是言語或視覺上都能混亂我們對常理的期待， 

  以致能產生震撼和驚奇。 

 

14.超現實主義喜歡援用黑格爾的語言來闡述超現實主義如何取代現代社會的異化 

和二元論。 

 

15.超現實主義對自然的觀點，在當代生態學思想上具有重要的影響力。 

  主張重新探究我們所未認知到的部分，不再以工具主義式的方式看待自然。 

 

16.超現實主義格言：Poetry should be made by all, not by one. 

Breton 根據共產主義的 ”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needs” 

提出“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desires” 

Marx�transform the world, Rimbaud�change life,  

Breton� These two watchwords are one for us 

 

17.超現實主義者（包括 Breton）後來加入了法國共產黨（PCF），超現實主義提出 

   了“無政府”定位與”全面反叛”主張，使得超現實主義的觀點難以轉化成有 

   效的政治行動形式 

  

 

[D] Conclusion 

 

1.雖然達達和超現實主義試圖改變社會政治的嘗試很少成功，但毫無疑問的這兩者 

 所提出的觀點無疑是留給後人重要的遺產。即便是他們所提出的對日常性生活的 

 轉化做一全面性批判，後來仍為正統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所忽略。 

 

2.打從 Cabaret Voltaire 的出現，震撼整個中產階級，五十年後，蘇黎世的城市元老 

 還特別置放了一塊匾額在 Cabaret Voltaire 創始發源地的建築物上。 

 

3.在無法抵禦文化資本的誘惑和經濟的成功下，許多超現實主義者屏棄了超現實主 

 義的創新教條。 

 

4.Breton 為了致力於保留超現實主義的純淨，驅逐一些意見不同的、對主流藝術 

 生涯顯現極大興趣的人，這是超現實主義內在的危機，加上其政治上的缺點， 

 最終超現實主義導向衰退並成為神祕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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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超現實主義的評論觀點並非人人都愛，例如女性主義作家，指出超現實主義的 

  觀點帶有性別歧視傾向。 

 

6.達達和超現實主義—針對理想主義美學發展出一套有系統的評論方式來轉化日 

  常性生活。   

此評論方式並非是學院式的純粹觀點，而是能修補介於藝術和生活二分法之間 

  的錯誤。 

 

7.針對現代社會關係，發展了一套寬廣且無畏懼的評論觀點，視日常生活為社會政 

  制改變的本質場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