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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叙事与叙事学

叙事是我们生存中最普遍的事，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

组成部分。事实上，我们每时每刻都生活在不同的叙事之中。

美国叙事学家伯格认为，叙事现象无处不在，从襁褓之中的摇

篮曲，到孩提时代的童话歌谣，再到电影、广告甚至日记，叙

事都是一种强有力的表达方式。罗兰·巴特说: “世界上叙事

作品之多，不可胜数，种类繁多，题材各异。对人来说，似乎

什么手段都可以用来叙事: 叙事可以用口头或书面的有声语言，

用固定的或活动的画面，用手势，以及有条不紊地交替使用所

有这些手段。叙事存在于神话里、传说里、寓言里、童话里、

小说里、史诗里、历史里、悲剧里、正剧里、喜剧里、哑剧里、

绘画里、彩色玻璃窗上、电影里、连环画里、社会新闻里、会

话里，而且，以这些无穷无尽的形式出现的叙事，存在于一切

时代、一切地方、一切社会。有了人类历史本身，就有了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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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阶级、一切人类集团，皆有自己的叙事作品，而且这些叙

事作品常常为具有不同的以至对立的文化教养的人共同欣赏。

所以，叙事作品不管是质量好的或不好的文学，总是超越国家、

历史、文化存在着，如同生活一样。”①看来，叙事是人类的本

能，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是上帝送给人类的一份厚礼。

从后现代主义的立场看，叙事是文化的一种预设，不是历史产

生叙事，而是叙事产生历史，历史是在叙事中产生并传之久远

的。因此，人类是在叙事中构造自己的历史，建构自己的文化，

也塑造着自身。但或许是叙事太过平常，或许是叙事隐藏太深，

我们常常忘记叙事，不把它当回事，恰如布莱希特所言，对司

空见惯之物往往视而不见。

有人认为叙事就是讲故事，而故事一般认定为虚构之事，

所以，叙事就是叙虚构之事，这样就把叙事限定在文学范围之

内。事实上，经典叙事学的研究都限于文学范围之内，无论是

普罗普、托多罗夫、罗兰·巴特还是格雷马斯、热奈特等。其

原因在于文学是叙事技巧的理想表演场所，是叙述发展得最充

分、最丰富、最有魅力的殿堂。在此领域研究叙事，才有可能

真正揭示出叙事的技巧、价值和美学意蕴。

但叙事不仅是叙虚构之事，伯格说: “叙事即故事，而故

事讲述的是人、动物、宇宙空间的异类生命、昆虫等身上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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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情。”① 由于这个概念对叙事的时间的限定

不全面，聂庆璞认为，叙事就是讲述、叙述事件， “它可以是

虚构的，也可以是历史的，还可以是幻想的。因此，叙事就是

讲述已经发生、正在发生或可能发生之事件”②。叙事中的

“事”有自己的特定要求，它必须是完整之事，即亚里士多德

《诗学》所说的有一定长度的事———有起因、有发展、有结尾

之事。事件还必须要完整，卡法勒诺斯说: “叙事就是对连续

事件的再现。”③ 但是，叙事又不是对连续事件的简单再现，托

多罗夫认为作为叙事至少要有两个原则，一是接续原则，即叙

事是不连续单位之按时序的，且有时是因果性的连接; 另一是

转换原则，即所叙事物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转换，且任

何叙事中至少要有一种转换。第一条是 “事”的连续性和长度

问题; 第二条是关于“事”的变化转折问题。因此，叙事不是

对事实或事件的简单纪录，而是包含着叙述技巧，有着对事件

顺序精心安排的一种人类表述方式。

叙事具有重要的意义，台湾中兴大学朱元鸿先生认为叙事

是我们人类知识存在的重要形式，无论我们组织、构建知识体

系，还是学习、掌握知识，都离不开叙事，都需要叙事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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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离不开叙事，福科说过，知识意味着权力。柏拉图说:

“谁说故事，谁就控制社会。”① 因此，叙事具有以下几方面的

意义:

首先，叙事是对不在场的补偿。人类对不能亲临现场目睹

事情的发生有一种莫名的焦虑，而通过对叙事的了解可以消除

这种焦虑，因此，叙事对不在场有补偿作用。

其次，叙事是人类理解和讲述世界的方式。过去我们认为

文字是认识事物的中介，但从语言学研究的实践看，它研究的

最大结构是句子。而叙事研究的是文本的总体结构，是文本的

结构方式和意义生成机制。这一研究还不止于文本的内部，甚

至需要深入到文本所生产的文化环境和集体无意识。也就是说，

从学科的疆域而言，叙事不在语言学的研究当中，即语言不包

含叙事，但是叙事包含语言，因为语言是叙事的构成材料。所

以，从真正意义上讲，叙事才是认识事物的中介，叙事才是思

维的直接现实，语言文字只是叙事的工具。

再次，叙事本身是一种社会存在，是人类交往的一种方式。

所谓社会存在就是随社会产生而产生的不可避免的社会生成物，

它不是自然存在，但却有与自然存在物类似的存在性，不以人

的意志为转移。叙事就是这样一种社会存在，只要有社会，就

会存在社会成员之间的交流，有交流就会产生叙事。罗斯·钱

伯斯认为: “叙事是一种社会存在，一种影响人际关系并且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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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获取意义的行为; 叙事之所以成为叙事，依赖于一种隐含的

社会契约关系。”① 综上所述，叙事就是包含丰富意义的、对事

件的讲述行为或过程。

而叙事学与叙事的含义不同，它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一般

来说，专指产生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的西方叙事学。法文

中“叙事学”一词由拉丁文词根 narrato ( 叙述) 加上希腊文词

尾 logic ( 科学) 构成。张寅德在 《叙述学研究》 “编选者序”

引七卷本《大拉露斯法语词典》中对 “叙事学”一词的解释

是: “人们有时用它来指称关于文学作品结构的科学研究。”②

不同的学者对叙事学的认识也是不同的，赵毅衡认为，叙事学

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文字叙述，而且主要研究艺术性文字叙述，

即文学叙述，包括小说和叙事诗。而董小英的观点是: “叙事

学是文本形式的内部研究，是以语言学、修辞学、逻辑学为学

科基础的关于文本叙述方式、结构的科学研究。它既不是描述

性介绍，也不是地域性文化研究，而是原理性研究。它注重在

普遍现象和特殊现象的差异中反映出的普遍规则。”③ 所有这一

系列定义都是早期传统叙事学研究的观点，由于其研究对象被

严格地限定在叙述本文之内，因而与之相伴的是它竭力排除与

社会、历史、文化等相关联的要素，排除读者在某一特定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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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背景下对作品的接受，排除与作者的创作意图、思想观念密

切相关的各种因素。由于早期叙事学研究存在的这一系列问题，

后来出现了后经典叙事学和后结构主义叙事学，叙事学研究呈

现出了多元共存的状态。

叙事学与叙述学

关于叙述学与叙事学: 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在 《叙事话

语》中区分了故事、叙事、叙述这三个不同的概念。他认为，

故事指真实或虚构的事件，叙事指讲述这些事件的话语或文本，

叙述则指产生话语或文本的叙述行为。因此， “叙事”与 “叙

述”是有区别的，但是，“叙事学”与 “叙述学”是同一个概

念 ( narratology) ，指的是研究叙事或者叙述的学问。由于翻译

的关系，国内对于这两个概念的运用比较混乱，一般来说，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主要用 “叙述学”这个概念，比如张寅德编

选的《叙述学研究》一书中，全部使用了 “叙述学”这一译

法。而到了 90 年代以后，基本使用 “叙事学”。在本书中，为

了避免混乱，全部使用“叙事学”。

总之，西方叙事学是一门内容丰富的理论学科，它是一个

动态发展的学科，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含义也在不断地发生

着变化。而西方叙事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演变属于文化传播的范

畴，对于这样一个文化传播现象的考察，要从它的最初源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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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源) 开始。信源，“顾名思义就是信息来源，它是指自然界

和社会生活中发生某种变化，出现令人类瞩目的动向，产生值

得传递的信息的原生地”①。西方叙事学这样一种西方文艺理论，

最初产生于法国，后来又传播到美国、以色列等国家，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传入中国，中间经过了复杂的演变过程。在这里，

为了阐述的简便，我们将叙事学在西方的整体发展演变过程作

为这个传播活动的信息来源，而将中国作为信息的接收者，来

考察在这个传播———接受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变异和问题。

西方叙事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它产生之初，是作为结构主

义理论的分支出现的，一部分经典叙事学家本身就是结构主义

理论家。因此，西方叙事学与法国结构主义有着割舍不断的联

系。但是，同时，叙事学又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经过了由

盛而衰又复兴的道路，叙事学的发展包括经典叙事学、后经典

叙事学、后结构主义叙事学几个阶段。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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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经典叙事学的理论背景

在西方文学理论史上，最早讨论文学叙事的当推柏拉图，

他对叙事进行了模仿 ( mimesis) 、叙事 ( diegesis) 的二分法，

或者说将叙事语式分为“讲述”和“展示”两种，这被看成是

西方叙事讨论的发端。亚里士多德的 《诗学》也详细阐述了

“情节”这一文学叙事的核心因素，强调了叙事的完整性，他

说: “所谓 ‘完整’，指事之有头、有身、有尾。所谓 ‘头’，

指事之不必然上承他事，但自然引起他事发生者; 所谓 ‘尾’，

恰与此相反，指事之按照必然律或常规自然的上承某事者，但

无他事继其后; 所谓 ‘身’，指事之承前启后者。”① 因此，又

有学者认为 《诗学》是叙事学的鼻祖。18 世纪小说产生以后，

对叙事 ( 尤其小说) 的讨论更加全面: 从小说的内容到小说的

形式，再到小说的功能和读者的地位等。撒缪尔·理查森将叙

事方式分为“第一人称叙事”、“史诗叙事”、 “戏剧叙事”三

种。19 世纪爱伦·坡提出了小说中的一切都是由作者控制的这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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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观点; 1832 年李斯特 ( Thomas Lister ) 就开始用 “叙述视

点”来分析小说作品。同时期的另一位学者洛克哈特 ( John

Gibson Lockhart) 更是使用这一术语来探讨如何使作者与自己的

作品保持恰当的 “距离”。19 世纪末，亨利·詹姆斯 ( Henry

James) 、福斯特 ( E． M． Forster) 和马克·肖尔 ( M． Schor-

er) 等将叙事视点又做了深入的发挥，詹姆斯还提出了真正的

文学叙事不应是讲述型的而应是展示型的主张。

经典叙事学，也称结构主义叙事学，属于形式主义文论范

畴，着眼于文本自身。叙事学发轫于法国，并很快扩展到其他

国家，成为一股国际性的文学潮流。叙事学诞生的标志为在法

国巴黎出版的 《交际》杂志 1966 年第 8 期，该期是以 “符号

学研究———叙事作品结构分析”为题的专刊，它通过一系列文

章将叙事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公之于众。但 “叙事学”一词直

到 1969 年始见于托多洛夫 ( T． Todorov) 所著 《＜十日谈 ＞语

法》一书。

叙事学的学术背景比较复杂，大致有三种渊源，即法国结

构主义、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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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法国结构主义

法国叙事学的兴起与 20 世纪中叶的结构主义思潮密切相

关。法国结构主义思想家提出: 世界是由语言符号的结构形式

构成的，文学世界也是由文学叙事的结构形式构成的。在这种

理念之下，结构主义理论家开始了对叙事文学结构形式的探讨，

这样就促成了“叙事学”这门专门研究文学叙事结构形式的学

科的诞生。

结构主义 ( Structuralism) ，是 20 世纪中期的一次涉及面较

广的知识界运动，在哲学、语言学、社会学、历史学等人文社

会科学学科中都出现过结构主义思潮。在文学理论中，结构主

义的历史从布拉格学派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的工作开始，一直

到 70 年代后结构主义全面取代结构主义为止，延续半个世纪之

久，是现代形式主义文论的大潮。其理论发端于瑞士语言学家

索绪尔，他的语言学理论给当时的文学理论带来了革命范式转

换。结构主义思潮是一个方法论体系而不是统一的流派，它的

理论来源和基础是多种多样的，理论体系也是庞杂的。因此，

很有必要从它的理论背景和思想来源来阐述结构主义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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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索绪尔与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 ( 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 － 1913) ，瑞士

语言学家，祖籍法国，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奠基者。索氏是现代语言学之

父，他把语言学塑造成为一门影响巨大的独立学科。他认为语言是基于符

号及意义的一门科学，现在一般通称为符号学。从 1907 年始讲授“普通

语言学”课程，1913 年去世，享年 56 岁。

费迪南德·德·索绪尔 ( Ferdinand de Saussure) ，是现代

语言学的奠基人，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是现代语言学的奠

基之作。语言学界流行的看法是: 现代语言学是从索绪尔开始

的。他培养了一批杰出的语言学家，如梅耶、格拉蒙等，开创

了法兰西学派。他开创了结构主义语言学派、布拉格学派、丹

麦学派、美国描写语言学派，是 20 世纪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他

开创的结构主义学说、所倡导的符号学，是现代西方人文学科

中最广泛的学术思潮，其影响之大之广泛和深远，是任何其他

语言学说所无法相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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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绪尔 1857 年出生于日内瓦，比弗洛伊德晚一年。他父亲

是一位科学家，他从小受到自然科学的教育，同时也得到良好

的语言教育和语言学教育，掌握法语、德语、英语和拉丁语，

粗通梵文。15 岁时就写了一篇 《语言论》。他大学就读于日内

瓦大学和莱比锡大学，研习物理、化学、希腊文。莱比锡大学

当时是新语法学家的中心，在那里的学习确定了索绪尔今后以

语言学为业的道路。就在这个时期，索绪尔发表了他的第一篇

重要论文《论印欧系语言中原因的原始系统》，引起学界的重

视，那时他才 21 岁。获得博士学位后，索绪尔移居巴黎，在高

等研究学院讲授梵文、哥特语、古高地德语以及印欧语文学概

况。1891 年，他应邀回到日内瓦，在日内瓦大学当教授。比起

巴黎，那里的学术研究比较落后，学生的水平也较低。索绪尔

的一生是典型的学者生涯，没有什么传奇故事。他在世时就是

著名的语言学家，但他作为一个伟大思想家的地位却是在他死

后才被人们认识到的。索绪尔生前只发表过很少几篇论文。

1913 年他去世以后，他的学生和同事根据几本听课笔记编成

《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索绪尔不仅吝于发表，他留下的笔

记也很少，因此编辑这本书很不容易，这两个学期讲课既有很

多重复的内容，又有很多不同甚至不一致的内容。编辑者合并

梳理成一本书，卒成一部世界名著，其实可惊。

60 年代在法国文艺界出现的结构主义理论是长时期以来各

种文学理论和语言学理论的综合产物，尤其是索绪尔的普通语

言学模式所确立的显著地位为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提供了最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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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他从三个方面分析语言学与文学的关系: 把词看作文

学素材，把符号系统看作作品的结构形式，把语言看作文艺作

品的主题。

就文学素材的词语而言，索绪尔在 《符号、所指、能指》

中说: “语言符号联结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

象。”这就是说，他的语言学理论把语言参照现实的一面排除

了，取而代之的是他的符号概念，即符号是能指 ( 音响形象)

和所指 ( 概念) 的组合。索绪尔还说: “词语的意义并不根据

事实。”他进一步指出: “语言是一种自足自律的系统，意义也

就不是由讲话者的主观意图和愿望所决定，事实上并不是讲话

者直接给他的言语以意义，而是整个语言系统在产生意义。”

把这一观点应用到文学上，结构的含义可解释为作家所写的作

品，如同语言交流图示中的一个个环节，它的意义不是由作家

的主观意图和愿望所决定，而是由语言符号系统的能指 /所指关

系的生成作用所决定。这就否定了传统文学史和文艺批评把作

者、作品和现实之间的关系作为切入点来解释文艺作品的基本

方法。同时，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又从结构语言学中得到启示，

把注意力集中到能指上，而故意忽略所指，它所关心的不是意

义本身，而是产生意义的方法。

二、从雅各布森到列维 －斯特劳斯

一般认为，雅各布森是俄国形式主义和捷克结构主义的创

始人。雅各布森首先考察了他们的交际活动中语言功能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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