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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的不同“叙事运动中的意义”

一种被忽略的文学表意现象＊

北京大学　申　丹

　　提要：长期以来，中外学界均聚焦于叙事作品中的情节发展。然 而，在 不 少 叙 事 作

品中，情节发展的背后还存在隐性进程，两者的内部还可能含有并列前行的分支。这些

不同的叙事运动构成不同的表意轨道，文字在其中可能会表达两种或多种字面、隐含和

象征意义。我们不妨将此类意 义 称 为“叙 事 运 动 中 的 意 义”。文 字 的 不 同“叙 事 运 动 中

的意义”相互冲突、相互制衡又相互补充，产生文学作品特有的矛盾张力和语义密度，联

手表达出作品丰富的主题内涵，塑造出双重甚或多重人物形象，邀请读者做出复杂的反

应。本文以所选四则短篇小说的 标 题 和 正 文 中 的 相 关 文 字 为 例，来 说 明 这 种 被 前 人 忽

略的文学表意现象，指出这种现象对文体学的挑战，并提出相关应对措施。

　　关键词：双重／多重叙事运动、叙事运动中的意义、双重／多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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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引言

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以来，虚构叙事研究一直围绕情节发展这一种叙事运

动展开。无论属于何种领域、采取何种方法，学者们在考察叙事作品的文字时，

往往仅关注文字表达的某一种主题意义。然而，在不少作品的情节发展背后，还

存在另一 种 叙 事 运 动，笔 者 在 国 际 上 将 之 命 名 为“ｃｏｖｅｒｔ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ｈｅｎ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ｆｏｒｔｈｃｏｍｉｎｇ），在国内则称之为“隐性进 程”（申 丹２０１３）。情 节 发

展和隐性进程内部还可能出现并列前行的分支。在包含两种或多种叙事运动的

作品中，同样的文字会沿着不同的表意轨道运行，表达出不同的主题意义，塑造

出不同的人物形象。也就是说，文字的意义在叙事运动中产生，并受到叙事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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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短篇小说双重叙事运动研究”（１５ＢＷＷ００２）的阶段性成果。



的制约。我们不妨将这种意义称为“叙事运动中的意义”。在面对作品中并列运

行的不同叙事运动时，我们需要打破长期批评传统的束缚，关注同样的文字在不

同叙事运动中产生的不同意义，看到它们在对照冲突中的相互制衡和相互补充，

更好地理解文学表意的复杂丰富和矛盾张力。

本文以美国１９世纪南方女作家Ｋａｔｅ　Ｃｈｏｐｉｎ的Ａ　Ｐａｉｒ　ｏｆ　Ｓｉｌｋ　Ｓｔｏｃｋｉｎｇｓ、

美国１９世纪战争小说家Ａｍｂｒｏｓｅ　Ｂｉｅｒｃｅ的Ａ　Ｈｏｒｓｅｍ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ｋｙ、英国现代

女作家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的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和Ｔｈｅ　Ｆｌｙ等作品为例，来说明这种

被前人忽略的表意现象。这四个作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从四个特定角度多方

位体现了文字如何在叙事运动中产生意义。为清楚和方便起见，本文首先聚焦

于四个作品的标题。标 题 是 作 品 的 眼 睛，短 小 精 悍，对 点 明 主 题 意 义 起 重 要 作

用，对标题的探讨有利于在较短篇幅中说明问题。然后，本文将考察四个作品正

文中的相关文字，说明这些文字如何在不同的叙事运动中产生不同的意义。在

此基础上，指出文字的不同“叙事运动中的意义”对文体学研究形成的挑战，并提

出应对这种挑战的基本路径。

２．标题的双重或多重意义

作品如果含有一种以上叙事运动，其标题往往具有双重或多重意义，有可能

是不同象征意义（见２．１）或不同隐含意义（见２．２）；也可含有两种相互对立的字

面意义（２．３）；还有可能在一种叙事运动中具有较强象征性，而在另一种中则不

具象征色彩（２．４），如此等等。

２．１　三种不同的象征意义

通常，我们仅关注作品标题的某一种象征意义。然而，在存在双重或多重叙

事运动的作品中，标题有可能会具有两种或多种象征意义。在Ｃｈｏｐｉｎ（１９９６）的

Ａ　Ｐａｉｒ　ｏｆ　Ｓｉｌｋ　Ｓｔｏｃｋｉｎｇｓ中，情节发展有两个既相互矛盾又相互补充的分支，沿

着女性主义和消 费 主 义 的 轨 道 并 列 前 行（详 见 申 丹２０１５ａ）。从 女 性 主 义 的 角

度，我们看到的是：作为贫困家庭主妇的女主人公在婚后完全失去了自我，但在

意外得到１５美元后，她给自己买了一双精美丝袜，又接着给自己进行其他消费。

在此过程中，她的自 我 意 识 逐 渐 觉 醒，希 望 摆 脱 家 庭 的 桎 梏。从 消 费 主 义 的 角

度，我们看到的则是：女主人公禁不住高档商品的诱惑，为自己进行了一系列炫

耀性消费活动，希望以此来提升自己的社会身份，这体现的是消费文化对消费者

的诱导和操控。在情节发展背后，还存在一个以自然主义为主导的隐性叙事进

程，在这股叙事暗流中，女主人公随着环境变化（曾为富家女，后为贫家妇，在得

到１５美元后，重新回归富家女的消费方式），心理状态和行为举止也彻底变化，

这体现出外在环境对人物的决定性影响（详见申丹２０１５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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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的标题是Ａ　Ｐａｉｒ　ｏｆ　Ｓｉｌｋ　Ｓｔｏｃｋｉｎｇｓ，这是女性专用物品，体现了女性特

征。在女性主义的情节发展中，女主人公正是在购买和穿上一双丝袜之后，开始

关注自己的身体和需求，获得自我意识，因此这一题目象征着女性自我意识的觉

醒。与此相对照，在消费主义的情节发展中，Ａ　Ｐａｉｒ　ｏｆ　Ｓｉｌｋ　Ｓｔｏｃｋｉｎｇｓ则是消费

文化的符号，象征着时尚商品对女性的诱惑，女主人公购买丝袜的行为是她炫耀

性消费的开始。这两种相冲突的象征意义在情节发展中共同起作用，相互牵制，

产生较强张力，也达到某种平衡：女主人公既受消费文化的诱导，又在消费过程

中获得了短暂觉醒。

在情节发展背后以自然主义为主导的隐性进程里，精美丝袜是新的外部环

境的象征。女主人公婚后失去了富家女的心态和行为，而在婚前穿戴的那种高

档丝袜及其他物品的作用下，这种心态和行为迅速回归。在这一叙事暗流中，Ａ

Ｐａｉｒ　ｏｆ　Ｓｉｌｋ　Ｓｔｏｃｋｉｎｇｓ这一标题指向外在生活环境对人物的决定性影响。

在阐释标题时，以往批评家致力于挖掘一种意义，将之理解为在整个作品或

整个语篇中的意义。在看到标题的双重甚或多重意义之后，我们可以悟出，标题

的意义实际上是“叙事运动中的意义”。以往批评家看到的其实是标题在情节发

展这一叙事运动中的意义。倘若情节发展本身有两个沿着不同表意轨道
獉獉獉獉獉獉

运行的

分支，我们就需要观察到标题在这两个并列前行的支流中所呈现的不同
獉獉

意义；如

果情节背后存在隐性进程，我们还需要兼顾标题在这股叙事暗流里的特定意义。

２．２　两种不同的隐含意义

在有的作品中，标题具有一定的隐含意义。如果作品含有双重叙事运动，就
可能会存在两种不同的隐含意义。在Ｂｉｅｒｃｅ（１９９４）的Ａ　Ｈｏｒｓｅｍ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ｋｙ
中，情节发展围绕战争的残酷和无意义展开，而隐性进程则围绕履行职责的重要

性展开（详见申丹２０１５ｂ）。无论在哪种叙事运动中，Ａ　Ｈｏｒｓｅｍ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ｋｙ这

一标题都字面指涉被儿子杀死的父亲（父子分别加入了南、北方的部队，父亲在

为南方部队执行侦察任务时，被为北方部队放哨的儿子发现，为了保护埋伏中的

数千战友，儿子开枪射杀了父亲的坐骑，使父亲坠下万丈悬崖）。

在情节发展和隐性进程里，作品的标题具有不同的隐含意义。在前一种叙

事运动中，被儿子杀死的Ａ　Ｈｏｒｓｅｍ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ｋｙ是战争的牺牲品，含有较强悲

剧性。与此相对照，在后一种叙事运动中，Ａ　Ｈｏｒｓｅｍ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ｋｙ是职责的化

身，不仅不 带 悲 剧 性，反 而 形 象 高 大，乃 至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被 神 化（详 见 申 丹

２０１５ｂ）。标题的这两种隐含意义既互不相容，又互为补充，联手帮助表达作品丰

富的主题内涵和双重人物形象。

２．３　两种不同的字面意义

如果我们把注意力转向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１９２０）的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则会看到另一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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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同一标题在情节发展和隐性进程里具有两种不同字面意义。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的

情节旨在揭示男女主人公的心理状态和交流沟通的困难，他们相互激情暗恋却

竭力保持柏拉图式的纯洁友谊；而隐性进程则聚焦于单相思女主人公的复杂心

理活动，她把自己的激情暗恋投射到并未动情的男主人公身上。这两种叙事运

动并列前行，相互颠覆又相互补充，表达出作品丰富的主题意义，塑造出双重人

物形象（详见申丹２０１５ｃ）。

就情节发展而言，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这一标题字面指涉相互暗恋的男女主人公双

方的心理；而在情节 背 后 的 隐 性 进 程 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这 一 标 题 则 字 面 指 涉 单 相

思的女主人公独特的心理状态。前一种指涉为情节发展中的明指，后一种则是

隐性进程中的暗指；前者为虚（虚假表象），后者为实（实际真相）。标题的意义在

于这一明一暗、一虚一实两种字面意义的相互对立和合作共存。

２．４　象征意义与字面意义

在 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１９８４）的Ｔｈｅ　Ｆｌｙ中，我们可以看到标题表意的另外一种双重

性，即标题在情节发展 中 具 有 很 强 的 象 征 色 彩，而 在 隐 性 进 程 里 则 没 有 象 征 意

味。Ｔｈｅ　Ｆｌｙ的情节围绕战争、死亡、施害和受害、悲伤等展开，而隐性进程则致

力于对主人公虚荣自傲的反讽。在情节发展中，Ｔｈｅ　Ｆｌｙ象征上帝的冷漠，是对

一次大战之残暴恐怖的象征性谴责，被无法控制的外力杀死的苍蝇象征着死于

战争的无辜的人（详见Ｓｈｅｎ　２０１３：１５２－１５５）。与此相对照，在情节背后的隐性

进程里，叙事运动自始至终聚焦于对主人公个人的反讽，Ｔｈｅ　Ｆｌｙ不再具有象征

意义，仅仅从字面上指涉主人公用于检测自己的胆量和能力的那只苍蝇（详见申

丹２０１２）。诚然，在情节发展里，Ｔｈｅ　Ｆｌｙ也字面指涉被主人公杀死的那只苍蝇。

但两种字面指涉的含义不尽相同。在情节发展里，苍蝇是主人公戏弄的对象，是

其施暴的可怜牺牲品；而 在 隐 性 进 程 里，主 人 公 通 过 苍 蝇 来 检 测 自 己 的 生 存 能

力，逐渐与苍蝇形成认同。

如果作品含有一种以上叙事运动，不仅标题会具有双重甚或多重意义，而且

正文的文字也会不断表达出不同“叙事运动中的意义”。

３．正文文字的双重或多重意义

３．１　不同程度的褒贬涵义

在同一作品的不同叙事运动中，正文中同样的文字可能会具有不同程度的

褒贬涵义。我们不妨看看Ａ　Ｐａｉｒ　ｏｆ　Ｓｉｌｋ　Ｓｔｏｃｋｉｎｇｓ中的一段，身为贫家妇的女

主人公买了新丝袜之后，又去买一双跟袜子相配的鞋：

　（１）Ｓｈｅ　ｗａｓ　ｆａｓｔｉｄｉｏｕｓ．Ｔｈｅ　ｃｌｅｒｋ　ｃ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ｍａｋｅ　ｈｅｒ　ｏｕｔ；ｈｅ　ｃ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ｅ　ｈｅｒ　ｓｈｏｅｓ
·４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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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ｔｈ　ｈｅｒ　ｓｔｏｃｋｉｎｇｓ，ａｎｄ　ｓｈｅ　ｗａｓ　ｎｏｔ　ｔｏｏ　ｅａｓｉｌｙ　ｐｌｅａｓｅｄ．Ｓｈｅ　ｈｅｌｄ　ｂａｃｋ　ｈｅｒ　ｓｋｉｒｔｓ　ａｎｄ

ｔｕｒｎｅｄ　ｈｅｒ　ｆｅｅｔ　ｏｎｅ　ｗａｙ　ａｎｄ　ｈｅｒ　ｈｅａｄ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ｗａｙ　ａｓ　ｓｈｅ　ｇｌａｎｃｅｄ　ｄｏｗｎ　ａｔ　ｔｈｅ　ｐｏｌ－

ｉｓｈｅｄ，ｐｏｉｎｔｅｄ－ｔｉｐｐｅｄ　ｂｏｏｔｓ．Ｈｅｒ　ｆｏｏｔ　ａｎｄ　ａｎｋｌｅ　ｌｏｏｋｅｄ　ｖｅｒｙ　ｐｒｅｔｔｙ．Ｓｈｅ　ｃ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ｒｅ－

ａｌｉｚ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ｂｅｌｏｎｇｅｄ　ｔｏ　ｈｅｒ　ａｎｄ　ｗｅｒｅ　ａ　ｐａｒｔ　ｏｆ　ｈｅｒｓｅｌｆ．Ｓｈｅ　ｗａｎｔｅｄ　ａｎ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ｔｙｌｉｓｈ　ｆｉｔ，ｓｈｅ　ｔｏｌｄ　ｔｈｅ　ｙｏｕｎｇ　ｆｅｌｌｏｗ　ｗｈｏ　ｓｅｒｖｅｄ　ｈｅｒ，ａｎｄ　ｓｈｅ　ｄｉｄ　ｎｏｔ　ｍｉ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ａ　ｄｏｌｌａｒ　ｏｒ　ｔｗｏ　ｍｏ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ｃｅ　ｓｏ　ｌｏｎｇ　ａｓ　ｓｈｅ　ｇｏｔ　ｗｈａｔ　ｓｈｅ　ｄｅｓｉｒｅｄ．

（Ｃｈｏｐｉｎ　１９９６：５８）

　　在女性主义的情节发展中，这段文字基本没有负面含义。尽管ｆａｓｔｉｄｉｏｕｓ、

ｎｏｔ　ｔｏｏ　ｅａｓｉｌｙ　ｐｌｅａｓｅｄ等用语通常带有贬义，然而，在这一女性主义的叙事运动

中，长期被家庭和孩子所累、完全失去自我的女主人公开始关注自己的身体和需

求，为自己精心挑选服饰，这体现了她开始觉醒的女性意识，具有正面积极的意

义，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相关文字通常的贬义。

与此相对照，在消费主义的情节发展中，这段文字则表达了消费文化对女主

人公的负面影响。“凭借买了一样东西，往衣柜里添了一件新物品，女主人公在

售货员面前的行为举止就完全变了”（Ｓｔｅｉｎ　２００４：３６１）。此外，这些文字还表达

出女主人公在消费文化的影响下，刻意模仿富有阶层的购物行为，“假装”自己有

足够的钱来 买 特 别 时 尚 的 高 档 商 品（Ａｒｎｅｒ　２００９：１２５）。在 这 一 叙 事 运 动 中，

ｆａｓｔｉｄｉｏｕｓ，ｃ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ｍａｋｅ　ｈｅｒ　ｏｕｔ，ｄｉｄ　ｎｏｔ　ｍｉ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ａ　ｄｏｌｌａｒ　ｏｒ

ｔｗｏ　ｍｏｒｅ等文字的贬义都大幅增强，且无任何正面含义。同样的文字在女性主

义和消费主义的叙事运动中表达出的不同意思互为补充，在矛盾冲突中联手表

达出情节发展的复杂主题意义，塑造出双重人物形象。

在情节发展背后的自然主义暗流里，女主人公行为方式的改变则是由于外

在环境的改变。作品开头，贫困环境中的女主人公为如何使用意外得到的１５美

元日夜盘算，但穿上婚前熟悉的精美丝袜、回到婚前那种购买高档物品的环境，

她的心态迅速发生变化，回归到她身为富家小姐时的常态。在这一叙事运动中，

ｆａｓｔｉｄｉｏｕｓ，ｃ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ｍａｋｅ　ｈｅｒ　ｏｕｔ，ｄｉｄ　ｎｏｔ　ｍｉ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ａ　ｄｏｌｌａｒ　ｏｒ

ｔｗｏ　ｍｏｒｅ等文字均意在表达女主人公像婚前一样，购物时讲究商品是否中意，

注意搭配、质量和时尚，不在乎价钱，基本没有负面含义。

从这一实例，我们也可看到双重或多重叙事运动对作者遣词造句所提出的

更高要求：作者需要选择能在不同叙事运动中同时表达不同意思的文字，但有时

难以面面俱到。在Ａ　Ｐａｉｒ　ｏｆ　Ｓｉｌｋ　Ｓｔｏｃｋｉｎｇｓ中，单从女性主义角度考虑，作者不

会选择ｆａｓｔｉｄｉｏｕｓ，ｃ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ｍａｋｅ　ｈｅｒ　ｏｕｔ这样的文字，但消费主义的叙事运动

则要求这样的选择。幸运的是，一种叙事运动本身构成一个表意语境，对文字的

褒贬涵义有一定的决定作用。女性主义的叙事运动对上述文字就形成了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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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减轻了其负面含义。

在Ａ　Ｐａｉｒ　ｏｆ　Ｓｉｌｋ　Ｓｔｏｃｋｉｎｇｓ中，同样的文字在三种叙事运动中表达的不同

意思互不相容，难以调和。它们在作品中共同作用，相互之间形成牵制和平衡，

产生文学作品中特有的张力。在解读作品时，若仅仅沿着一条表意轨道来看文

字的意思，难免会片面理解作品的主题意义和人物形象，也容易由于单向解读而

造成该方向上的过度阐释。

３．２　两种不同感叹意义

在情节发展和隐性进程中，同一感叹语可能会具有不同感叹意义。且以Ａ

Ｈｏｒｓｅｍ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ｋｙ结尾处的一个感叹语为例：

　（２）“Ｓｅｅ　ｈｅｒｅ，Ｄｒｕｓｅ，”ｈｅ　ｓａｉｄ，ａｆｔｅｒ　ａ　ｍｏｍｅｎｔｓ　ｓｉｌｅｎｃｅ，“ｉｔｓ　ｎｏ　ｕｓ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ａ　ｍｙｓｔｅｒｙ．
Ｉ　ｏｒｄｅｒ　ｙｏｕ　ｔｏ　ｒｅｐｏｒｔ．Ｗａｓ　ｔｈｅｒｅ　ａｎｙｂｏ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ｈｏｒｓｅ？”“Ｙｅｓ．”“Ｗｅｌｌ？”“Ｍｙ　ｆａ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ｓｅｒｇｅａｎｔ　ｒｏｓｅ　ｔｏ　ｈｉｓ　ｆｅｅｔ　ａｎｄ　ｗａｌｋｅｄ　ａｗａｙ．“Ｇｏｏｄ　Ｇｏｄ！”ｈｅ　ｓａｉｄ．（Ｂｉｅｒｃｅ　１９９４：

３２）

　　前文一直未明说主人公杀死的敌方侦察兵是其父亲。中士得知这一真相后

发出惊叹：“Ｇｏｏｄ　Ｇｏｄ！”，这是英语国家的人常用的感叹语，可以翻译成“天哪！”

“啊呀！”“好家伙！”等。在围绕残酷战争展开的情节发展里，这一感叹语仅仅表

达对主人公被迫弑父这一人间悲剧的哀叹；而在围绕履职重要性展开的隐性进

程里，它也在很大程度上表达对主人公排除亲情干扰而坚定履职的感慨。这两

种含义在文中共存，在矛盾冲突中丰富了作品的主题内涵。

３．３　双重视角中的现实和幻觉共存

我们一直认为，尽管叙事作品中的视角模式经常变换，但在某个时刻，只有

一种视角模式在起作用。在这一种视角中，文字或者描述客观现实，或者表达人

物的主观感受，如此等等。然而，在存在双重叙事运动的作品中，可能会出现两

种视角在同一时刻并列运行的情况，且同样的文字可能会既描述客观现实又表

达人物的主观想象。在 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的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中，正文的文字在情节发展和

隐性进程里就不断表达出双重视角中的双重意义（详见申丹２０１５ｃ）。以下是作

品的开头部分：

　（３）ＷＨＥＮ　ｓｈｅ　ｏｐｅｎｅｄ　ｔｈｅ　ｄｏｏｒ　ａｎｄ　ｓａｗ　ｈｉｍ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ｒｅ　ｓｈｅ　ｗａｓ　ｍｏｒｅ　ｐｌｅａｓｅｄ　ｔｈａｎ
ｅｖｅｒ　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　ｈｅ，ｔｏｏ，ａｓ　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ｈｅｒ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ｉｏ，ｓｅｅｍｅｄ　ｖｅｒｙ　ｖｅｒｙ　ｈａｐｐｙ

ｔｏ　ｈａｖｅ　ｃｏｍｅ．“Ｎｏｔ　ｂｕｓｙ？”“Ｎｏ．Ｊｕｓｔ　ｇｏｉｎｇ　ｔｏ　ｈａｖｅ　ｔｅａ．”“Ａｎｄ　ｙｏｕ　ａｒｅ　ｎｏｔ　ｅｘｐｅｃｔｉｎｇ

ａｎｙｂｏｄｙ？”“Ｎｏｂｏｄｙ　ａｔ　ａｌｌ．”“Ａｈ！Ｔｈａｔｓ　ｇｏｏｄ．”Ｈｅ　ｌａｉｄ　ａｓｉｄｅ　ｈｉｓ　ｃｏａｔ　ａｎｄ　ｈａｔ　ｇｅｎｔｌｙ，

ｌｉｎｇｅｒｉｎｇｌｙ，ａｓ　ｔｈｏｕｇｈ　ｈｅ　ｈａｄ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ｔｏ　ｓｐａｒｅ　ｆｏｒ　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ｏｒ　ａｓ　ｔｈｏｕｇｈ　ｈｅ　ｗｅｒｅ

ｔａｋｉｎｇ　ｌｅａｖｅ　ｏｆ　ｔｈｅｍ　ｆｏｒ　ｅｖｅｒ，ａｎｄ　ｃａｍｅ　ｏｖ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ｆｉｒｅ　ａｎｄ　ｈｅｌｄ　ｏｕｔ　ｈｉｓ　ｈａｎｄｓ　ｔｏ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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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ｕｉｃｋ，ｌｅａｐｉｎｇ　ｆｌａｍｅ．Ｊｕｓｔ　ｆｏｒ　ａ　ｍｏｍｅｎｔ　ｂｏｔｈ　ｏｆ　ｔｈｅｍ　ｓｔｏｏｄ　ｓｉｌ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ａｔ　ｌｅａｐｉｎｇ

ｌｉｇｈｔ．Ｓｔｉｌｌ，ａｓ　ｉｔ　ｗｅｒｅ，ｔｈｅｙ　ｔａｓ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ｓｍｉｌｉｎｇ　ｌｉｐｓ　ｔｈｅ　ｓｗｅｅｔ　ｓｈｏｃｋ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ｇｒｅｅｔ－

ｉｎｇ．Ｔｈｅｉｒ　ｓｅｃｒｅｔ　ｓｅｌｖｅｓ　ｗｈｉｓｐｅｒｅｄ：“Ｗｈ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ｗｅ　ｓｐｅａｋ？Ｉｓｎｔ　ｔｈｉｓ　ｅｎｏｕｇｈ？”“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ｅｎｏｕｇｈ．Ｉ　ｎｅｖｅｒ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ｕｎｔｉｌ　ｔｈｉｓ　ｍｏｍｅｎｔ．．．．”“Ｈｏｗ　ｇｏｏｄ　ｉｔ　ｉｓ　ｊｕｓｔ　ｔｏ　ｂｅ　ｗｉｔｈ

ｙｏｕ．．．．”．．．（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　１９２０：１４５－１４６；下划线为引者所加）

　　在情节发展中，全知叙述者平衡观察男女主人公，描写双方的心理活动：双

方都对这次会面感到极为高兴。然而，在隐性进程里，这一片段一直采用女方的

视角。男方已经约好跟另一位朋友傍晚６点会面，顺路进来稍坐一会。暗恋他

的女方开门看见他，喜 出 望 外，且 把 自 己 的 惊 喜 投 射 到 男 方 身 上。第 一 句 里 的

ｔｏｏ和ｓｅｅｍｅｄ　ｖｅｒｙ　ｖｅｒｙ　ｈａｐｐｙ在情节发展里是全知叙述者佯装旁观者的观察，

具有一定的客观性；而在隐性进程里，同样的文字则是女主人公在向男主人公投

射自己的感受，主观性大幅增强。女主人公还把自己的恋情投射到男方放置外

套和帽子的动作上：她期盼着跟男主人公永远生活在一起，因此幻想着他也想一

直在这里呆下去，不再穿衣戴帽告辞。在情节发展里，ｌｉｎｇｅｒｉｎｇｌｙ是全知叙述者

的描述；而在隐性进程里，则是女主人公的幻觉。在情节发展里，两个方式状语

从句ａｓ　ｔｈｏｕｇｈ．．．ｏｒ　ａｓ　ｔｈｏｕｇｈ．．．是全知叙述者形容男方行为的比喻；而在隐

性进程里，同样的文字则是女方投射到男方身上的自己的愿望。在情节发展里，

ｔａｓ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ｓｍｉｌｉｎｇ　ｌｉｐｓ　ｔｈｅ　ｓｗｅｅｔ　ｓｈｏｃｋ是全知叙述者对男女双方的描述；

而在隐性进程里，则是女方把自己的感受投射成双方的感受。在情节发展中，男

女主人公心有灵犀，暗暗相互表达爱恋，读者从一方的内心转到另一方的内心。

但在隐性进程里，读者则仅仅进入女主人公一人的内心，看到她幻想中两人的窃

窃私语：男主人公的私语（ｈｉｓ“ｓｅｃｒｅｔ　ｓｅｌｆ　ｗｈｉｓｐｅｒｅｄ”）在隐性进程里纯属女主人

公的幻觉。也就是说，随着叙事运动的变化，同样的文字在指涉事实和指涉幻想

之间发生变动。这两种指涉相互排斥又相互补充，在对立冲突中联手帮助表达

作品丰富的主题意义，塑造出双重人物形象。

３．４　反讽和非反讽意义

反讽在叙事作品中十分常见，但在笔者发现隐性进程之前，学界忽略了一种

反讽，即“隐性进程中的反讽”（Ｓｈｅｎ　２０１３：１４８－１５０）。其特点是，文字通常没有

反讽意义，在隐性进程的这一局部也看不出反讽意义，但通过与隐性进程其他部

分文字的前 后 呼 应，在 这 一 叙 事 运 动 中 产 生 反 讽。让 我 们 看 看Ｔｈｅ　Ｆｌｙ的 结

尾段：

　（４）“Ｂｒｉｎｇ　ｍｅ　ｓｏｍｅ　ｆｒｅｓｈ　ｂｌｏｔｔ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ｈｅ　ｓａｉｄ　ｓｔｅｒｎｌｙ，“ａｎｄ　ｌｏｏｋ　ｓｈａｒｐ　ａｂｏｕｔ　ｉｔ．”

Ａｎｄ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ｏｌｄ　ｄｏｇ　ｐａｄｄｅｄ　ａｗａｙ　ｈｅ　ｆｅｌｌ　ｔｏ　ｗｏｎｄｅｒｉｎｇ　ｗｈａｔ　ｉｔ　ｗａｓ　ｈｅ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７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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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ｂｅｆｏｒｅ．Ｗｈａｔ　ｗａｓ　ｉｔ？Ｉｔ　ｗａｓ．．．．Ｈｅ　ｔｏｏｋ　ｏｕｔ　ｈｉｓ　ｈａｎｄｋｅｒｃｈｉｅｆ　ａｎｄ

ｐａｓｓｅｄ　ｉｔ　ｉｎｓｉｄｅ　ｈｉｓ　ｃｏｌｌａｒ．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ｏｆ　ｈｉｍ　ｈｅ　ｃ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

１９８４：５３３）

　　就情节发展而言，结尾的文字可以为“时间战胜悲伤”的解读提供支撑。对

在战争中痛失独子的主人公来说，“失去记忆也许是最好的选择，通过记忆模糊

来逃避现实也许是他与现实调和的最佳途径”（蒋虹２００４：１９４）。从精神分析的

角度观察，主人公忘却先前想的事也标志着其心理压抑和心理否认过程的结束

（Ｈａｎｓｏｎ　２０１１：１２５－１２６）。也就是说，这段文字不仅没有反讽意味，而是邀请读

者对主人公产生一定的同情和共鸣。

然而，在隐性进程里，这段文字则着力于反讽主人公的虚荣自傲。但反讽意

义并非由此 处 文 字 本 身 产 生，而 是 源 于 跟 前 面 文 字 的 交 互 作 用，尤 其 是 如 下

片段：

　（５）“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Ｉ　ｗａｎｔｅｄ　ｔｏ　ｔｅｌｌ　ｙｏｕ，”ｓａｉｄ　ｏｌｄ　Ｗｏｏｄｉｆｉｅｌｄ，ａｎｄ　ｈｉｓ　ｅｙｅｓ　ｇｒｅｗ
ｄｉｍ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ｉｎｇ．“Ｎｏｗ　ｗｈａｔ　ｗａｓ　ｉｔ？Ｉ　ｈａｄ　ｉｔ　ｉｎ　ｍｙ　ｍｉｎｄ　ｗｈｅｎ　Ｉ　ｓｔａｒｔｅｄ　ｏｕｔ　ｔｈｉｓ

ｍｏｒｎｉｎｇ．”Ｈｉｓ　ｈａｎｄｓ　ｂｅｇａｎ　ｔｏ　ｔｒｅｍｂｌｅ，ａｎｄ　ｐａｔｃｈｅｓ　ｏｆ　ｒｅｄ　ｓｈｏｗｅｄ　ａｂｏｖｅ　ｈｉｓ　ｂｅａｒｄ．

Ｐｏｏｒ　ｏｌｄ　ｃｈａｐ，ｈｅｓ　ｏｎ　ｈｉｓ　ｌａｓｔ　ｐｉｎｓ，ｔｈｏｕｇｈｔ　ｔｈｅ　ｂｏｓｓ．（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　１９８４：５３１）

　　在面对老 伍 迪 菲 尔 德 的 健 忘 时，主 人 公 居 高 临 下 地 想 着Ｐｏｏｒ　ｏｌｄ　ｃｈａｐ，

ｈｅｓ　ｏｎ　ｈｉｓ　ｌａｓｔ　ｐｉｎｓ（活不长了）。如果说伍先生的健忘此时给了主人公很强的

优越感，作品的结尾却让读者看到主人公与伍先生相似的困境。伍先生因为想

不起来而着急，ｐａｔｃｈｅｓ　ｏｆ　ｒｅｄ　ｓｈｏｗｅｄ　ａｂｏｖｅ　ｈｉｓ　ｂｅａｒｄ，而结尾处的主人公也遭

遇了同样的窘境，冒出冷汗，只好ｔｏｏｋ　ｏｕｔ　ｈｉｓ　ｈａｎｄｋｅｒｃｈｉｅｆ　ａｎｄ　ｐａｓｓｅｄ　ｉｔ　ｉｎｓｉｄｅ

ｈｉｓ　ｃｏｌｌａｒ。在用直接 引 语 转 述 两 人 的 想 法 时，曼 斯 菲 尔 德 选 用 了 同 样 的 文 字

（“Ｗｈａｔ　ｗａｓ　ｉｔ？”“ｗｈａｔ　ｗａｓ　ｉｔ？”）来形象地表达两人相似的健忘。结尾句还采

用了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ｏｆ　ｈｉｍ（无论如何）这一状语来强调主人公的健忘。一般来说，

作品的结尾句在 读 者 的 阅 读 心 理 中 都 会 占 据 显 著 位 置。作 品 很 唐 突 地 以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ｏｆ　ｈｉｍ　ｈｅ　ｃ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嘎然终结，突出了主人公的健忘，也由此

呈现了对其虚荣自傲的强烈反讽：他跟伍先生同样健忘，没有理由把自己摆到居

高临下的优越位置上。

在Ｔｈｅ　Ｆｌｙ中，情节发展没有反讽性，而隐性进程则以反讽为特征（详见申

丹２０１２）。既然相关文字在情节发展中没有反讽意味，而在隐性进程里则带上

反讽色彩，就无法用现有研究模式来加以分析。在更广的范围，由于不少作品含

有一种上述叙事运动，文字在其中产生双重甚或多重意义，因此对现有各种相关

研究模式（包括读者阐释或认知研究模式）都提出了挑战。因篇幅所限，本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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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讨论这种表意现象对文体学的挑战。

４．不同“叙事运动中的意义”对文体学的挑战和应对措施

文体学是语言学和文学之间的界面研究，而语言学和文学批评都没有考虑

文字在不同叙事运动中产生的双重或者多重意义：前者关注的是文字在短语、小

句或句子、段落、语篇中产生的一种
獉獉

字面、内涵、比喻、隐含或象征意义；后者则仅

仅关注情节发展，忽略了隐性叙事进程，也忽略了情节的不同分支所表达的不同
獉獉

主题意义。诚然，文学批评家也常探讨情节的分支，但一般限于主流的旁支，而

不是从头到尾并列运行的分支（其本身构成情节发展的主流）。此外，文学批评

家认为情节的主流和 分 支 沿 着 同 一 表 意 轨 道 运 行，表 达 的 是 同 一 种 主 题 意 义。

当作品中存在沿着不同轨道表达不同意义的情节分支时，文学批评家倾向于把

文本成分往一种表意轨道和一种主题意义上拉。这也是文体学家通常对作品的

认识和分析思路。如果作品含有两种（甚或两种以上的）叙事运动，文字因此同

时产生两种（甚或两种以上的）字面、隐含或象征意义，现有的文体分析模式只能

发现其中一种。若要挖掘出文字在不同叙事运动中的双重或多重意义，我们需

要在以下几方面做出努力：

　　１）打破批评传统的束缚

长期以来，文体学界着力于考察作品中的语言表达了一种什么样的主题意

义。如果要发现文字在不同叙事运动中产生的意义，首先需要打破这一思维定

式，认识到情节发展本身可能存在表达不同
獉獉

主题意义的分支；更重要的是，情节

背后可能存在表达另一种
獉獉獉

主题意义的“隐性叙事进程”。

　　２）重新认识文体意义

我们需要这样来重新认识文体意义：文体意义指语言在叙事运动中产生的

主题意义。如果作品中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叙事运动，同样的文字可能会产

生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体意义。文体学家需要挖掘这些不同的文体意义，并考

察其如何相互对照、相互冲突又相互补充，联手表达出作品丰富的主题内涵，塑

造出复杂的人物形象。

　　３）更新分析思路。

若要发现文字同时表达的不同“叙事运动中的意义”，我们需要更新分析思

路。在进行语言学分析之前，首先凭借对文字的细致考察和对作品意义的直觉

感悟，来大致判断作品中是否有可能存在双重（甚或多重）叙事运动，每一种叙事

运动在哪个主题轨道上运行。在此基础上，沿着每一个可能存在的表意轨道，仔

细深入地分析作品的语言，在分析过程中不断调整和修正对这一叙事运动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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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意义的判断。此外，在分析每一种叙事运动的过程中，都需要关注文字在其

中产生的文体意义与在其他叙事运动中产生的文体意义之间的相互冲突、相互

制约和相互补充。

５．结语

长期以来，无论从何种角度、采用何种研究模式，学者们都致力于揭示情节

发展的某种主题意义，关注其中人物的一种形象。而实际上在不少叙事作品中，

情节发展背后还存在“隐性进程”，且两者都可能含有并列前行的分支（关于隐性

进程的分支，参见Ｓｈｅｎ　２０１４：３２－４９）。这些叙事运动构成不同的表意轨道，文

字沿着这些轨道运行，产生不同的“叙事运动中的意义”。它们相互映照、相互冲

突、相互制衡和相互补充，在互动中产生文学作品特有的矛盾张力，表达出丰富

的主题内涵，塑造出多面的人物形象，邀请读者做出复杂的反应。如果忽略作品

的不同叙事运动和文字在其中产生的不同意义，就难免会片面理解甚或严重误

解作品的主题意义、人物形象和审美价值。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关注了文字在不同叙事运动中产生的双重或多重意

义，而没有涉及另外一种相关现象：不少对于隐性进程至关重要的文字，对于情

节发展却无足轻重，甚或显得琐碎离题，因此在以往的批评阐释中往往被忽略。

如果能观察到这些文字在“隐性进程”这一特定表意轨道上产生的意义，相关语

言细节就不会再显得琐碎，而会获得主题相关性，其审美价值也会相应显现。这

也是文字的一种重要的“叙事运动中的意义”。

文字的不同“叙事运动中的意义”不仅对长期批评传统形成挑战，而且也对

文体学研究以及其他各种研究（包 括 读 者 认 知 研 究）构 成 挑 战。要 应 对 这 一 挑

战，我们需要开拓新的视野，把仅仅关注情节发展的研究模式拓展成能涵盖不同

叙事运动的研究模式。值得一提的是，文字的不同“叙事运动中的意义”在对现

有文体学、叙事学和文学批评提出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就文体

学而言，叙事的“隐性进程”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和间接性，其关键成分往往是一些

从情节发展的角度看上去无关紧要的语言细节，而文体分析有利于发现这些语

言细节在“隐性进程”这一表意轨道上的重要作用。如果通过文体分析，能够挖

掘叙事的隐性进程，揭示同样文字的不同“叙事运动中的意义”及其交互作用，就

有可能超越以往的文学批评，展示出文体分析的阐释价值。如果我们把文体学

的文字技巧分析和叙事学的结构技巧分析结合起来，往往能更好地展示出界面

研究的优越性。总之，如果我们摆脱长期批评传统的束缚，拓展视野，进行深入

细致的分析，就有可能不断发现文字的不同“叙事运动中的意义”，从而对文学叙

事作品做出更好更全面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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