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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 本文梳理了不 可靠叙述的定 义 , 从发送者 、 文本以及接收者之间 的


互动分析叙述的不可靠性 , 将其分为情节层 的人物冲突 、 叙述层的反讽调侃 、 文


本间的互文冲突 以及交流层 的价值冲突 。 在此基础 上 , 对美 国 华裔作 品 《 女勇


士 》 和 《 玛德琳在沉睡 》进行了 细读分析 。 两部作品 是文本 间 和文本外不可靠叙


述的典型 , 而两者 引起的读者接受度却并不相同 。 而实 际上 , 用存在符号学的


论点来看 , 两者都是
“

自 我
”

走向
“

自 身
”

并达到超越的存在书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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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何为 不可靠叙述 ?


《 小说修辞学 》 中 , 韦恩 . 布思 ( W a y
n e  C .  B o o t h

,  1 9 2 1
—

2 0 0 5 )


提出 了 

“

不可 靠叙述 者
”

的 概念 :

“

当 叙述者 的 言行 与作 品 的 准则


( 即隐含作者的准则 ) 相
一

致时 , 称为可靠的叙述者 , 反之则称为不可


靠叙述者 。

”

 ( B o o t h  1 5 8
—

1 5 9 ) 在新批评时代 , 此定义侧重文本内部


有机结构 。 布思的学生詹姆斯 . 费伦 ( J a m e s  P h e l a n ,  1 9 5 1  

—

)根据


叙述者所发挥 的三个功能 (报道 、 评价 和解读 ) 提出 以交流 中 的
“

事


实 / 事件
”

、

“

道德 / 判断
”

、

“

知识 / 感知
”

三个轴来区 分 。 ( P h e l a n  4 9
—


5 3 ) 对
“

交流
”

的重视 , 理所当然把读者和作者的协商关系引 人进来 。


随着后现代理论的影 响 , 人们愈加重视读 者 的作用 , 纽宁 ( A n s
g

a r


N u n n i n g ,  1 9 5 9 ) 甚至提出 ,

“

与其说不可靠 性是叙述者的
一

种性格


特征 , 还不如说是读者的 一种 阐释策略
”

( N i i n n
i n g 9 5 ) 。 布斯与纽


宁 , 前者强调发送者的权威 , 后者强调 阐释者的 自 由 , 两者似乎不可


调和 , 不过也有学者 同意 , 不可靠叙述归根结底是叙述者的感知 和表


达 、 ( 隐 含 ) 作者的意图 ( 文本的 暗示和线索 ) 以及读者的参与和识别


这三方共同作用的结果 。 (陈俊松 2 0 0 9
:
 5 8 ) 综合各 家观点 , 佩尔 ?


克罗格 . 汉森 ( P e r  K r o g h  H a n s e n ,  1 9 6 8
—  )将不可靠叙述分为三


类 : 文本内不可靠叙述
—— 主要涉及经典定义中叙述者之 间和叙述


者与隐含作者的差异 ; 文本间不可靠叙述—— 指作 品 中 的 人物凭借


自 己 先前的存在 、 塑型或文本之外的内容 , 将读者 的注意力 引至 自 己


的不可靠性上 ?

' 文本外不可靠叙述
——

其原因 在于读者在 文本世界


中融入了 自 己 的价值观和 知识 。 (汉森 3 2
—

4 0 ) 面对扩展的分类 , 赵


毅衡则将之置于
“

符号叙述学
”

( 赵毅衡 2 0 1 2
:
 4 ) 框架 内进行考察 。


因此 , 符号学一些关于交流 的概念 , 也 同样适用 于叙述学研究 。 赵毅


衡提出 , 研究符号就是研究意义 , 即意义的传达 、 交流以 及接收 。 因


此 , 研究作为作者与读者之间交流符号 的叙述文本 , 需要考察发送者


的意图意 义 、 文本 的 文本 意义 以 及接 收者 的 阐 释意 义 。 (赵毅 衡


2 0 1 1 : 5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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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叙述文本的意义交流过程 中作者 的意 图真伪 、 文本的 可靠


程度和读者的接受与 否 , 赵毅衡总结出 八大类型 交流模式 .

.

l a 诚意


正解型 ( 科学实用文本 )
;
l b 欺骗成功型 ( 如成功的虚假广 告 ) ; 2 a 反


讽理解型 ( 如反讽文本 )
;
2 b 表演

一

幻觉型 ( 假戏真看 ) ; 3 a 不得理解


型 ( 不符合读者的认知 )
;
3 b 表意受阻型 (如策略失 败的 广告 )

;
3 c 谎


言失效型 ( 如未达 目 的的虚假广告 )
;
4 假戏假看型 ( 美言不信 ) [ 镶嵌


l a 真事真看型 ( 信美言 ) ] ( 赵毅衡 2 0 1 1 : 2 6 7
—

2 7 3 ) 。


以上类型中 , 赵毅衡认为 4
“

假戏假看型
”

是典型的艺术形式 , 作


者任意创作 , 读者也明 白纯属虚构
;
不过 4 与 l a 同时存在 , 即在文本


世界内 部 , 读者为主人公流泪欢笑 , 形成读者与作者的共识 。


此外 , 在这八类中 , 3 a 、 3 b 、 3 c 是交流失败 型 。 其 失败的原 因 ,


有作者的伪意图 , 有不恰 当文本 , 也有读者的认知 冲突 。 交流成功与


否 , 依赖于这三者的
“

恰当
”
	

險 当的作者意图 、 恰当表述的文本和


恰当 阐释的读者 。


根据汉森的文本内 、 文本间和文本外不可靠叙述的分类 , 以及赵


毅衡总结的这八类交流过程 , 可以发现 ,

“

不可靠叙述
”

的定义已经得


到极大的扩展 , 同 时也让这
一

术语变得复杂 。 文本 内叙述者与 隐指


作者不一

致的不可靠叙述 , 赵认为是反讽理解型 ; 文本间不一致的不


可靠叙述 , 在赵那里为表演幻觉性 。 此外 , 文本外不可靠叙述所依赖


的不仅仅是读者的认知 , 还有作者和文本是否
“

恰 当
”

。


综上所述 , 把作者和读者引 入不可靠叙述 , 大大地扩展了其定义


和范围 。 此时 , 不可靠叙述不仅仅是文本 内部的反讽 , 还指文本之间


的变异以及作者与读者之间 的交流 冲突 。 因 此 , 不可靠叙述可能出


现在小说的各个层次 , 如情节层 、 叙述层和交流层 , 此时 ,

“

不可靠叙


述
”

包括情节 中主人公之间的不一

致 ( 人物冲突 ) 、 叙述层 中叙述者与


主人公 的不
一

致 ( 反讽调侃 ) 、 前文本与新文本之间 的叙述冲突 ( 互文


冲突 ) 以及交流层中 作者与读者的不一

致 ( 价值 冲突 ) 。 由 于前两种


不可靠叙述 已多有 阐述 , 故本文将侧重对后两种情形进行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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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美国华裔文学 中的不可靠叙述


华裔所处 的跨文化语境 , 让华裔写作本身充满了不定和悖论
, 作


品 中体现的不可靠因 素比 比 皆是 。 身份冲突 、 中 国执念 , 让作品 中 的


人物之间充满 了火药味 , 也让叙述者与作者立场游移不定 , 同 时 , 作


品所带来的争执让读者与作者之间无法调和 。 这是
一

块叙述争夺的


战场 , 其争夺者的立场和 内 在根源值得我们探讨 。


汤亭亭 ( M a x i n e  H o n
g  

K i n
g s t o n

,
1 9 4 0

—

) 的 《 女 勇士 》 ( T h e


W o m a n  W a r r i o r :  M e m o i r s  o f  
a  G

i
r l h o o d  a m o n g  

G h o s t s
,
 1 9 7 6 ) 就


是典型一例 。 全书 由五个故事组成 :

“

无名女人
”

中 ,

“

我
”

听母亲讲姑


姑的遭遇 ,

“

白 虎山峰
”

描述
“

我
”

上山 学武 的事迹 ,

“

巫医
”

记叙
“

我
”

母


亲的行医经历 ,

“

西宫门外
”

讲述
“

我
”

姨妈 的遭遇 ,

“

羌笛野 曲
”

讲述

“

我
"

从沉默到 高歌的成长故事 。 整个作品就是 围绕
“

我
”

和
“

我
”

身边


人物的故事集锦 。 汤亭亭坦言
“

讲故事
”

的叙述策略受 口 述文学 的影


响 。 口 述重在发声和表达 。 尽管作品 中 的母亲告诫女儿
“

你不能把


我要给你讲的话告诉任何人
”

(汤亭亭 1 ) , 而女儿却将之视为对 中


国特征的追寻 ,

“

我仍在不断地想理出头 绪来 : 究竟什么是我的童年 、


我的想象 、 我 的 家庭 、 我 的 村子 、 电影故 事 、 现实 生 活等
”

(汤 亭 亭


1 8 9 ) 。


作品还糅合了 中 国历史故事的成分 : 母亲刺字在
“

我
”

的身上 , 结


合了花木兰 、 岳飞的故事 ?

' 华裔女孩在异域放声歌唱 , 与蔡文姬在匈


奴吹奏
“

胡 笳
”

学异族语言的经历相似 。 这些文化借用 , 源于作者试


图将
“

女勇士
”

的特征表现 出来 , 汤亭亭说 ,

“

我故意把这两个故事扯


在
一

起 , 我感到我必须这样做 。 我要表现女人的力量 , 用男子的力量


去增加女子的力量 。

”

( 张子清 1 9 4 )


作品 中第
一人称

“

我
”

的使用 , 让故事充满了真实感 , 易于让读者


接受 ; 丰富 的中 国文化故事让作品充满 了浪漫传奇 。 该作品受到众


多美 国读者的喜爱 , 荣获 1 9 7 6 年非小说类
“

国家书评 界奖
”

, 被列为

“

美 国大学校园里当代美国作家作品 中最常采用 的教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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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正是这 两大叙述特征 在华裔 文坛引 发 了 她和 赵健 秀


( F r a n k  C h i n ,  1 9 4 0
-

) 之间的
“

赵汤之争
”

。 赵健秀对汤亭亭的不


满首先是作品的
“

自 传
”

定位上 。 据汤婷婷说
,

《 女勇 士 》本来以小说


的名 义交到 出 版社 , 但 出 版社认为 , 以 自传 的名 义出 版更有市场销


量 。 因此 , 该书在出版时 , 文体就由小说变成了 自 传 。 赵健秀对 自 传


定位嗤之以鼻 , 认为汤婷婷应该坚持让该书以
“

小说
”

而不是 以
“

自


传
”

文体出 版 。 他也不满汤亭亭对 中 国文化的改写 , 指责她
“

为投美


国 白人主流社会所好而不惜篡改中 国文学作品
”

, 是
“

用 白人 的言语


方式 , 使 自 己美国化了
”

 
( C h i n  1

—

9 2 ) 。


关于 自 传和文化改 写的争执正属于不可靠叙述的 范畴 。 根据


《 牛津英语大辞典 》
, 自 传是

“

关于真实事件及事实的作 品 , 不是建立


在虚构基础上的故事 。

”

最核心的 意思就是真实性 、 非虚构性 。 《 女勇


士 》 被定义为 自 传时 , 就表明该作 品 的真实性 , 作者要对其负 责任 。


作者同意出版社改为
“

自传
”

出 版 , 她与 出 版社共谋 , 冒 了伪意图 的风


险 。 而在内容上 , 作品将 中 国 不同朝代的人物如岳飞 、 花木兰 、 蔡文


姬等的故事嫁接在华裔女孩身 上 , 属于 文本 间不可靠叙述 。 此 时作


品对当地读者属于
“

2 b 表演一幻觉型
”

, 对华裔读者属 于
“

4 假戏假


看型
”

, 其差别在于前者接受 , 后者拒绝 。 而如 果是小说 , 作品就演变


成文学世界内部的
“

l a 诚意正解型
”

, 作者任意虚构 , 读者恣意感动 ,


读者对文本的真实所负 的责任悄然消 除 。 这也是赵劝诫汤
“

应该将


作者隐藏起来
”

的原因 。


由 此可见 , 当地读者与华裔读者由 于认知语境不同 , 对作品的接


受度完全不同 , 此文本外不可靠叙述之复杂程度可见一斑 。 在以赵


健秀为代表的华裔作家眼里 , 写作即战斗 , 处于社会边缘的华裔只有


拿起中 国文化 的武器 , 对抗白 人至上主义 , 才能建构华人的地位 。 而


在汤婷婷的作品里 , 女性的勇 敢遮蔽了男性 的权威 , 文化的改写让中


国 文化缺乏本真的依靠 , 这对于建构 中 国男性形象有百害而无一

利 。


其实 , 赵汤两者的 目 的都在于建构华裔形象 , 只是前者以
“

正统
”

的 中


国文化作为其身份依靠 , 而后者试图在中西文化之间寻找结合点 ,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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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讲述使其身 份得 以清 晰 。 正 如林玉玲 ( S h i r l e y  G e o k - L i n  L i m ,


1 9 4 4
一

 )所言 ,

"
《 女勇 士 》并没有讲述个人的 自传故事 , 而是通过 自


传文体进行种族意识和性别意识的体验和创造 。

”
 ( L i m  2 6 4 )


我们再来 看 另
一部 不 可靠叙述 作 品—— 华 裔女 作 家何 舜廉


( S a r a h  S h u n - L i e n  B y n u m ,  1 9 7 2
一

) 的 《 玛 德琳在 沉睡 》 (M a d e
-


l e
i
n e  I s  S l e e p i

n g ,  2 0 0 4 )

—

出 炉就 引 起评论界 的关注 , 捧走多项 大


奖 。 小说以法 国巴黎古老的 乡 村庄 园为背景 , 叙述沉睡 的小女 孩玛


德琳在梦中跟随吉 卜 赛杂技团流浪的故事 。 作 品在现实与梦幻之中


穿梭 ,
立体的迷宫叙述让小说充满 了 奇幻的 色彩 。 小说的奇幻 特色


来 自对西方经典童话的重写 。


首先是 对美籍澳 大利 亚作 家路德威 希 ? 白 梅 尔 蒙 ( L u d w
i g


B e m e l m a n s , 1 8 9 8
一

1 9 6 2 ) 创 作 的经典童话 《 玛 德琳 》 ( M a d e l i n e
,


1 9 3 9 ) 的重写 。 重写作品中 的玛德琳
“

M a d e l e i n e

”

, 与原作的拼法略


有不同 , 暗示了小说与原作主人公境遇的差异 。 在重写作品 中 , 玛德


琳因在游戏中摸了村里傻子祖伊的生殖器 , 手被烫成粘连 , 后被吉 卜


赛杂技团玛格丽特收留 。 在流浪中 , 玛德琳爱上腹部会发 出奇妙声


音的音乐天才普约尔 , 试图 回家乡 为他搭 台 。 在舞台上 , 纵然玛德琳


使尽浑身解数 , 观众还是愤怒地盯着她 。 玛德琳很害怕 , 后来倒地不


醒 , 玛德琳的经历与德国格林兄弟搜集整理的 民间传说 《 睡美人 》 中


主人公的经历也相仿 。 在重写小说中 , 现实中 的玛德琳处于沉睡状


态 ,

一名 绅士上 门试图吻 醒玛德琳 , 娶她做新娘 。 可是母亲让孩子们


把玛德琳全身涂上黄油 、 蛋糕 、 蛋黄等 , 绅士未能吻醒她 , 只 留下满脸


蛋糕屑 。


小说对经典文本 的重写 , 属 于
“

文本间不可靠叙述
”

。 原作与重


写中的主人公玛德琳 的名 字相似 , 境遇全非
;玛德琳与睡美人情节相


似 , 但结局相反 。 前文本和重写文本出 现强烈的反差 , 那么 , 如何判


断其不可靠性 ? 按照汉森的说法是后者不可靠 , 因为不忠实于原作 ,


但是在两者都是虚构童话的前提下 , 无法断言前者更为 真实 。 不过 ,


从文本角度来看 , 前者强调
“

故事
”

本身 , 它制造完美 的结局 , 读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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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本世界内获得满足 , 为可靠文本 。 而重写作品强调叙述方式 , 线


性的情节顺序被置换成了立体的迷宫式书写 , 作品 中 的人物在梦境


与现实之间 交叉 , 让读者摸不着头脑 , 似乎属 于不可靠文本 。 可是 ,


进一步解读 , 我们发现 , 作品通过对传统情节 的拆解和戏仿 ,

一再提


醒我们现实的无奈和 梦境 的纯真 、 文化的压制和个体 的边缘 。 这使


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认同 了文本的 可靠性 。 从读者的认知 角度考


虑 , 前者故事单
一

, 适合喜爱幻想的读者 , 后者叙述复杂 , 适合有反思


精神的读者 , 两者带给理想读者的都是愿意接受 。 综合 以上 比较 , 可


以 判断 : 原作属于
“

2 b 表演
一

幻觉
”

即假戏真看型 ; 重写作品属于
“

2 a


反讽理解型
”

。


三 、 不可靠叙述的存在意义


两部作品 中的不可靠叙述背后含有 更深 的意义 , 我们可以 用存


在符号学中
“

自 我
”

( M O I ) 和
“

自 身
”

( S O I ) 的动态流动来解读 。 根据


存在符号学家埃罗 . 塔拉斯蒂 ( E e r o  T a r a s t i ,  1 9 4 8
—

) 的论点 , 自


我和 自 身分别指代个体 自 我和社会 自 我 , 自我要走向超越 , 必须要冲


破 自 身的包围 , 而与此同时 , 自 身又通过
一些既定的文化规范反向 影


响 自我 , 因此 , 自我和 自 身之间 形成对流 。 自 我从 M l 出 发 , 依次 向


M 2
、
M 3 、 M 4 运动 , 也即从混乱无序的 内 在动能向 自 我的身份 、 社会


自 我和超越 自 我发展 , 形成
一

个
“

之
”

字形 的轨迹 , 而 自 身则 从 S 1 开


始依次向 S 2 、 S 3 、 S 4 运动 , 呈反 向 的
“

之
"

字形轨迹 。 (塔拉斯蒂 3 2 9 )


汤亭亭作品 中 的
“

我
”

是小说 中着力 建构 的人格 , 第
一人称有权


进行 自 我描述 、 自 我解释 、 自 我剖析 , 自 我 的 内在动力 层面易于表述


出来 , 其书写的 目 的是向 自 身流动 。 只是 由 于 自 身已 经分为主流社


区 S 1 和华裔社区 S 1

、

, 自 我需要选择前进的 方向 。 汤婷婷选择 了走


向 S 1
, 此走 向是通过否认和篡改 s r 来达到 的 。 究其原 因 , 可以理解


为主体 自我与 自 身处于长距离的隔 阂地带 , 因此 自 我发声 , 试图 引起


自 身的注意 。 而与之相对 , 赵健秀 观点 下的华裔 自 我 向 s r 流动 ,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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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否认和抵抗 S 1 得到实现 。 实质上 , 两者 的 目 的是一致 的 , 都是


张扬 自我 、 与 自 身接触 , 只是 由 于不 同文化规范产生不同 的 自 身 , 让


两者形成不同的走向 。


相比而言 , 何舜廉的作 品显得更为激进 。 作品不让读者联想到


一丝华裔的痕迹 , 自 然躲过了来 自 两个社区 的诘 问 , 而同 时作品 左右


开弓 ,

一

方面对经典童话进行改造 ,

一

方面对现实人物进行反讽 , 将


叙述从族裔书写中悬置出 来 , 直接凌驾于任何文化语境之上 。 在作


品中 , 自 我和 自 身的人格来 自 童话 , 看似不涉及任何
一

方现实语境 ,


而实际上
, 自 我的动能却发出超 常的 能量 , 自 身也反 映出 超常 的压


迫 , 两者形成拉锯式的争夺战 。 同时 , 作 品使用诗意 的语言 , 创作 出


超现实的梦幻人物 , 随时提醒人关注本真的诗性 自我 。 从此层面 , 自


我成功冲破 自 身 , 进入超越 。


总之 , 与不可靠叙述的定义扩展相对应 , 对不可靠叙述的分析也


为文本分析扩展了诸多术语和分析视界 。 此时 , 可靠与否成了作者 、


作品 、 读者三者之间的博弈 。 作者与读者之间在交流过程 中 的 暗 暗


较真 , 更让叙述本身充满了种种玄机 , 而华裔文学正是此种较量的实


战演练 。


引 用作品 [
W o r k s  C i t e d

]
:


B o o t h ,
 W a

y n e  C .
 T h e  R h e t o r i c  o f  

F i c t i
o n . C h i c a g o :  U  o f  C h i

c a
g

o  P , 1 9 6 1
.


B
y
n u m ,  S a r a h  S h u n  L i e n .  M a d e l e i n e  I s  S l e e p i n

g
. O r l a n d o ; H a r c o u r t , 2 0 0 4 .


C h i n ,  F r a n k . 
"

C o m e  A l l  Y e  A s i a n  A m e r i c a n  W r i t e r s  o f  t h e  R e a l  a n d  F a k e .

“


T h e  B i g  
A i i i e e e e e !  A n  A n t h o l o g y  

o f  

C h i n e s e  A m e r i c a n  a n d  J a p a n e s e  A m e r i
?


c a n  L i
t
e r a t u r e . E d s . C h a n g ,

 Z . J . P a u l
,
 e t  a l

. N e w  Y o r k
:
 M e r i d i a n

,


1 9 9 1 . 1
-

9 2


L im ,  S h i r e l
y  

G e o k -

l i n . 
"

T h e  T r a d i t i o n  o f  C h i n e s e  A m e r i c a n  W o m e n
'

s  L i f e


S t o r i e s
 :
 T h e m a t i c s  o f  R a c e  a n d  G e n d e r  i n  J a d e  S n o w  W o n

g

'

s  F i f t h  C h i
?


n e s e  D a u g h t e r  a n d  M a x i n e  H o n
g  

K i n g s t o n
'

s  T h e  W o m a n  W a r r i o r .  

”

 A m e r
?


i c a n  W o m e n
'

s  A u t o b
i o g r a p h

y
: F e a s t s  o f  M e m o r

y
. E d .  M a r g o  C u l

l e y .




美 国华裔文学 中 的
“

不 可靠叙述
”
	 ?  3 3  

?


M a d i s o n . W I
:
 U  o f  W i s c o n s i n  P '  1 9 9 2 .


N i i
n n i n

g ,  A n s g a r .
 

“

 R e c o n c e p t u a
l

i z i n
g  

U n r e l i a b l e  N a r r a t i o n .  

“

 A  C o m p a n i o n


t o  N a r r a t i v e  T h e o r y
. E d . J a m e s  P h e l a n  a n d  P e t e r  J . R a b

i n o w i t z . O x f o r d
:


B l a c k w e l l , 2 0 0 5 .


P h e l a n
,

J a m e s .  L i v i n
g  

t o  T e l l  a b o u t  I t .  I t h a c a
: C o r n e l l  U  P

,
 2 0 0 5 .


T a r a s t i
,  E e r o .  

"

E x i s t e n t i a l  S e m i o t i c s  a n d  C u
l t u r a l  P s y c h o l o

g y .
 

“

 T h e  O x f o r d


H a n d b o o k  o f  
C u l t u r e  a n d  P s

y
c h o l o g y . E d . J a a n  V a l s i n e r .  N e w  Y o r k :  O x

?


f o r d  U  P ,  2 0 1 2 .


陈俊松 :

“

再论
`

不可靠叙述
” '

, 《 天津外 国语学院学报 》
,
2 0 0 9 年第 6 期 , 第 5 5

—


6 0 页 。


佩尔
?

克罗格 ?

汉森 :

“

不 可靠叙述者之再审视
”

, 尚 必武译 , 《 江西社会科学 》 ,


2 0 0 8 年第 7 期 , 第 3 2
—

4 0 页 。


汤亭亭 :
《 女勇 士 》

, 李剑波 、 陆承毅译 , 桂林 : 漓江出 版社 ,
1 9 9 8 年 .


张子清 :

“

东西神 话的 移植和 变形
—— 美 国 当代著名 华裔小说家汤 亭亭 谈创


作
”

, 《女勇 士 》 , 李剑波 、 陆承毅译 , 桂林 : 漓江出版社 , 1 9 9 8 年 。


赵毅衡 :

“

符号叙述学
”

,
《 符号学诸领域 》

,
成都 .

? 四川大学出 版社 ,
2 0 1 2 年 。


——

:
《 符号学 : 原理与推演 》 , 南京 : 南京大学 出版社 , 2 0 1 1 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