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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转叙及其在文学作品中的多样呈现
张 进 于方方

兰 州 大学 文学 院 ，
甘肃 兰 州

内 容摘要 ：

“

转叙
”

是热奈特为 归结叙述越界现象而 发 明 的叙述 学 新术语 。 转叙理论不仅有 助于人

们对传 统作 品 中 的叙事 现象进行创造性 的 再认识 ， 也 为叙述学家研 究 后现代 文艺 作 品 和跨媒介

叙事现象提供 了 理论依据 。 转叙这一术语 自 诞 生之 日 起 ， 其 内 涵和意义 就不断
“

变异和扩展
”

。 转

叙概念及 内 涵 的 源流演 变 ， 其在传统 与 后现代叙事作 品 、 跨媒介作 品 中 的 使用 ， 表现 出 转叙现象

在文 学 实践 中 的 多样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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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越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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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越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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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叙 是热奈特在 《转喻 ： 从修辞格到虚构 》
一 理论提醒人们用新的眼光去观照以往文学作品 中未

书 中提出 的叙述学新术语 ， 用来指叙事中的违规越 曾意识到的叙事现象 ，
让传统作品 中这类叙事现象

界现象。 作为法国结构主义叙述学 的代表 ， 热奈特 的隐藏含义凸显出来 ； 同时转叙理论也为研究后现

一直致力 于文学语言规则体系的研究 ，
以及叙述学 代语境中流行文化和跨媒介叙事中的

“

跨界叙述
”

现

术语的概念界定和功能阐释 。 在后经典叙述学时代 ， 象提供了理论依据 。 转叙的研究勾勒出这种叙述方

多数叙述学家都转向 了文本研究 ， 热奈特依 旧致力 式在不同时代所获得的不同意义 ， 并折射 出人们文

于术语概念的澄清和叙事理论的补充与完善 ，
对转 学观念和审美意识的历史迁移 。

叙这
一

特殊叙事现象进行 了系统的归纳和总结 ， 建 早在 《叙事话语 》

一

书 中 ， 热奈特就发现了文学

立 了新的理论批评话语 。 热奈特也扩大研究领域 ， 作品 中的
“

叙述违规 现象 ，
即

“

故事外的叙述者或受

涉及 了转叙的跨文体 、 跨学科 、 跨媒介特性 。 在热奈 述者任何擅入故事领域的行动 （故事人物任何擅人

特之后 ，
后经典叙述学家从不 同角度对转叙进行了 元故事领域的行动 ） ， 或如科塔萨尔作 品 中相反的

多元化 阐释和分析 ， 如转叙的类型学研究 ， 跨媒介 情况 。

”

他将这类
“

违规跨层 的叙事现象命名 为

叙述学中转叙手法的研究 ， 转叙在流行文化 中的作 叙述转喻 ， 即后来所说的叙述学术语转叙 ，
指 “

换层

用等
①

。 目前国 内对转叙的研究较少 ， 尚处于理论译 讲述
”

，
还将此手法归入预叙 、 倒叙 、 集叙等叙事现

介阶段 ，
相关的学术论文也仅有《转喻 ： 从修辞格到 象 。 经过多年研究 ， 热奈特逐渐意识到转叙不仅是

虚构 》 的译者吴康茹所作 《热奈特诗学研究中转喻
一

种作者故意在故事层之间制造模糊混乱的叙述技

术语内涵的变异与扩展 》
一文 。 对转叙的研究 ， 不仅 巧 ， 而且涉及虚构叙事领域里更大范围的 问题。 他

需要概念的阐释和澄清 ，
也有必要结合具体文学作 从修辞格转喻进行探源 ， 发现了修辞与虚构 的同源

品 ， 审视转叙在各种文艺形式中的多样化呈现。 性 ， 并进
一步作出 推理 ： 转叙蕴涵在小说的一切交

事实上 ， 转叙是古今中外的小说 、 戏剧中早 已 流情景 中 ，
所有的小说都取材于现实 ，

是对现实的

存在的叙事现象 ， 而其反传统和反常规的性质 ， 消 转叙。

一

切虚构都是由 转叙编织而成的 。

” “

从真实

泯现实与幻想之界限的艺术效果及其蕴涵的反讽意 故事到虚构故事 ， 从一种虚构到另
一

种虚构 ，
这种

识契合了后现代精神 ， 受到多种后现代文艺形式如 相互之间不断交融与借鉴是普遍意义的虚构之魂 ，

小说 、 绘画 、 音乐及影视艺术的青睐 。 热奈特的转叙 当然更是一切虚构的源泉 。

”

转叙是作者创作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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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进
，

于方方 论特叙及其在文学作品 中的多样里现

识高度 自 觉的结果 ， 是艺术创作 自 由 的表现 。 转叙 最早提出 的
“

作者转喻
”
——

曾视为古典修辞学 的
一

的概念和 内涵在热奈特多年的理论思考和研究过程 种 ， 它指的是将诗人变成他 自 己所要歌颂的英雄事

中逐渐明晰 ， 其内涵和功能也在后经典叙述学家的 迹 的主角 ，
也就是说作者把 自 己变为被描写和歌咏

不断阐释中进一步扩展和深化 。 的对象 。 这是属于用发明者代替发明 的修辞学用

法
，
也是作者发挥想象力进行文学虚构的方式 ， 诗人

一

、 修辞学转喻与叙述学转叙 作为虚构作品之外的人物 ，
将 自 己变为被描写和歌

咏的对象 。 热奈特强调作者转喻的提出是为 了表 明
■ 《

作者是转换 的操纵者 ， 作者本身也能扮演多重角色 ，

辞格到虚构 》 书中呈现了转喻 （ —

包括创造各种假设的叙述者角 色 ，
甚至 自 己也伪装

成叙述者进人到文本 的虚构空间 中去问 。 例如热奈
’ 简称转叙 （ 这一概念的缘

特提到的例证 ， 维吉尔就将 自 己 的声音介人到文本
’

构世界 中 ，

“

维吉尔让狄多死去
”

；
狄德罗 则对

伸成为 构文相鍵方鍾了 毫芒
餘

“

娜 絲 ， 紐我舰脑农據上
。

‘ ‘ ”

马 。

”

热奈特以
“

作者转喻
”

这—术语来删转喻

辦概補格鼓 ，
又有雌功能 ， 尤其强调这种

喻
”

】

，
而在热奈特的著作中则被统 译为转喻 。 有

辦格赋予作者进人其所雌世界的权力 。 作者在
必要对这 术语的翻译造成的 义作 出澄清 。 由于 故事层故意暴露 自 己 的声音

， 佯装干预正在叙述的

情节 ， 成为小说家为了最大随地发酬作 自 由
“

故
名 的现象 ’ 如英语 中 常被翻译为转喻或

冑造成歧义的有趣方法
”

气 热奈特不仅探讨了作

者转喻賊构性质 ， 而且探讨了作者在雌叙事中
《胃 巾 ’

阶
‘

越界
”

问题
，
由雌出转喻在叙事中可以起到

“

越
修辞学意义上的转喻与

“

进喻
， ，

等同 ， 将其译为转喻 ，

界 、 变幻故事层
”

的作用 ⑶
。 为区别于修辞学意义上

也因其与另 术语转喻或换喻 密切
的

“

转喻
”

热奈特将其定义为
”

叙述转喻
， ’

关。 如
“

、

希腊文中的转喻 词通常表示某种置换 ’

或直接将这种叙事现象称作
“

转叙 。 从

转喻到转叙 ， 其内涵意义巳经发生 了变化 ， 转喻是
词义通常发生变化

’’

】

’
这通常是现代意义上换

一种间接表达法的修辞格 ， 而转叙则指叙事的违规
的用法 。

“

转喻是极易与换喻相混淆的修辞格
……它

的用法是让人们懂得用另
一物来替换此一物 ， 不论

。

另一物是在它之前 、 之后还是与它同 时 出现的 ； 在 二
、

任何情况下 ，
它只是对之起补充 、 辅助的作用 ， 因而

一 、

也是附属 于它或者说与之有关联性的 ，
能够让人马 转叙有两重涵义 ：

“

转叙是
‘从一个叙述层到另

上联想到它的相似物 。

”

尽管转喻不完全等同于
一个叙述层的过渡

’

。 叙述层是指作者或故事讲述者

换喻 ， 但它们都具有修辞格意义上的替换 、 委婉表达 所在的叙述层和故事层本身 。

“ “

转叙是划分两个世

或者解释的作用 ，
是一种 间接迂回 的表达方式 。 例 界的变化不定却又神圣不可侵犯的分界线 ： 即叙述

如用
“

几绺麦穗
”

来表示 “

几年光阴
”

，
用

“

我生前
”

来 行为所在的世界和被叙述的世界 。

”

第一个涵义

暗示
“

我
”

随后即将死亡的事实 。 指转叙是
一种换层讲述法 ， 这种换层讲述可以是以

热奈特敏感地觉察到转喻这
一

修辞格所蕴涵的 嵌人叙事的方法完成 ，
也可 以是以打破叙述层之间

虚构性质 。 转喻在进行词语的替换时 ， 本身就包含 的界限 的方式完成 。 在
“

戏中戏
”

的作品 中 ， 第
一叙

着作者对本体和喻体之间的想象性联系和创造。 隐 事中 的人物会引发出 另
一个故事

， 后者被称为二度

喻 、 反讽或夸张等修辞格也是在进行语言上的虚构 。 叙事 ， 作品 由 第
一叙事 向二度叙事转换时 ， 转叙就

他认为
“

任何一个修辞格都可 以称得上是
一次小小 产生 了 。 或者作者 以本人或人物跨越叙述层的方式

的虚构
”

，
虚构是

“

修辞格的
一种扩展方式

” ⑵
。 转 故意破坏叙述层之间的边界 ， 以达到某种艺术效果。

喻的虚构功能和间 接表达法令热奈特想起了冯塔尼 第二个涵义 ，
指转叙 区别 了故事形成的两个世界 ，

① 是西方古典修辞学 中的一种修辞格 被热奈特借来用 以概括一种叙事现象 ， 因此 ，
有两种释义 ， 吴康茹

在其译作 《转喻 ： 从修辞格到虚构 》 中将作为修辞格的 译作转喻 ， 将叙述学意 义上的 译作转叙 ， 指叙事作品或跨

媒介作 品中的违规越界叙事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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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内的虚构世界和故事外 的真实世界 ，
在嵌入叙 让他戴上绿帽子

”

，
让我们再回到刚刚谈及的那些

事中 ， 转叙则会产生更多的相对 真实
”

的世界和相 羊吧 ”
】

。 瑞士学者索尼娅 克莱默总结了近三十

对
“

虚构
“

的世界 。 当虚构世界与真实世界的边界被 年转叙手法的呈现方式 ， 依照跨界的方向区分出三

跨越时 ， 转叙就形成了 。 热奈特认为转叙是变换故 类转叙 ： 作者 、 叙述者或小说人物 自 上而下可 以进

事层 、 迷惑受述者的一种叙述技巧 ，
是作者有意制 人故事空间或亚故事空间 ， 称为下降转叙 或反

造的一种叙事违规现象 。 转叙的本质是违规越界叙 之称为上升转叙 ， 如小说中的叙述者会对读者说
‘

请

述 ， 违规越界有两重意义 ：

一

是跨越叙述层之间的界 关上门 ，
之后提示读者通过翻页的动作来实施

“

关

限
；

二是跨越故事外 的真实世界和故事内 的虚构世 门
”

； 或二者兼而有之 ，
可称为复杂转叙 。 里蒙 凯

界 。 前者是
一种违背常规 、 具有颠覆性的叙事技巧 ，

南对此进行补充 ， 发现另有
一种横向转叙 ， 指两个互

而后者则涉及了更大范围 内虚构叙事的问题。 转叙 相平行的叙事空间 之间的跨界叙事 。 例如
一

部

是作者进行虚构的基本形式 ， 转叙的内 涵因此获得 小说中的人物 出现在另
一

部小说中 ， 也有叙述学家

了延展。 将这种现象单独命名为交叉跨越 （
】

，

在传统的文本中 ， 文学 自 身的虚构契约 自觉遵 常出现在电影 、 电视作品 中 。 这种分类不足以概全

循话语层与故事层互不侵犯的规范 ， 叙述者尽力在 叙述层中违规跨越的所有现象 ， 媒介的发展使转叙

所述故事 中隐身 ，
以求得故事 的

“

逼真
”

效果并且取 在跨媒介作品 中颇为盛行 ， 其类型功能都在不断扩

得读者的信任 。 转叙则打破原本不可逾越 的话语 展 。 这种类型研究方法为转叙理论描摹了清晰的图

层与故事层之间 的界限 ， 重建文本 的想象空间 。 叙 景 。

述层之间跨越的方式要 么是作者或叙述者有意暴 转叙更为重要的意义体现于它为文学虚构理论

露 自 己的虚构身份而进人故事层 ，
比如在 巴尔扎 提供了

一

个新视角 。 作者的文学创作可以说都在进

克的 《幻灭 》 中 ：

“

当尊贵的教士沿着 昂古莱姆镇的 行着跨越 ， 作者在现实世界和虚构世界中不断穿梭

斜坡往上攀登时 ， 此处再作
一

番解释是毫无意义的 跨界 ， 作者甚至在一个虚构文本和另一个虚构文本

了 。 我们注意到 ， 韩东在 《 中 国情人 》 的故事伊 中来 回跨越 。 因此
， 在 《转喻 ： 从修辞格到虚构 》

一

始也运用了类似的手法 ：

“这只盘子相当重要 ， 构成 书的结尾 ， 热奈特断言转叙是虚构的普遍形式 。 转

了本书的
一

个不可或缺 的道具 。 这是后话
， 暂且不 叙不仅是

一

种跨层叙述的技巧 ，
而且蕴涵于文学虚

提。

“

作者刻意介入话语层 的叙述方式不仅是一种 构本身。
一切虚构作品都来源于现实生活 ， 任何主

幽默的 、 带有游戏性质的做法 ，
也更

“

强调了虚构的 人公形象也都是取自 于现实世界 ，

“

虚构都是由取材

虚幻特征 ， 获得了荒诞不经的反讽效果 。 或是故事 于现实中的——不管是这里的还是那里的一各种

中的人物离开所在的故事层 ， 跨越到话语层 中去 。 物质的或者精神性的元素所孕育和滋养的 ： 例如阿

在戏剧表演中 ， 剧中人物突然离开他们所表演的角 巴公的吝啬或者拉斯蒂涅的野心从
一开始就被看成

色 ’ 与观众插科打诨或者直接交流 ， 观众会感到这种 是小说作者和他的读者在与现实接触过程中 也

违规越界带来的惊异和新奇 。 叙述层变换 的性质和 可以说是受其他戏剧或者小说作品影响下——所形

方向有助于区分转叙中叙述层的跨越现象的类型 。 成的吝啬与野心观念的产物 。
【 】 从 中可以看 出 ，

根据玛丽 洛勒 里耶昂 （ 的倡 热奈特将转叙的概念延伸为
一

种文学虚构形式 。 虚

议 ’
可以按照两种形式进行划分。

一为本体论意义 构作 品不仅是对现实生活的转叙 ， 也是对其他虚构

上的转叙 ， 故事层面上的小说中 的人物或叙述者跨 文本 的转叙。 热奈特从叙述学角度为文学虚构理论

越故事层并有实质的移位行为 （ 实体越界 ）
⑵

。 科 作出 了新的贡献 。 此外 ， 转叙现象中 ， 当作者的声音

塔萨尔的短篇小说 《花园余影 》 中 ， 故事结尾小说的 进入虚构文本 ， 并故意暴露正在讲述的时间与被讲

读者几乎被所 阅读 的小说中的人物杀死 ，
正是元故 述的时间趋于

一致
， 叙述与故事合为

一起时 ，
这种暴

事中的人物走进了小说读者所在的故事内层的
一种 露小说虚构性质的叙述方法就与元小说显示 出相似

文学魔幻化的表达方法 。 另
一

为修辞学意义上 的转 的特点 。 转叙与元小说
一

样具有颠覆传统叙事模式 、

叙 ，
是一种言语上的越界 ， 小说中的人物或叙述者的 消解作者权威的后现代特征 ， 然而元小说的反思和

视角和声音出现在另 一叙述层之中 ， 并没有实现真 批判意识更强 ，

“

它是跳 出虚构的圈套 ， 直接对虚构

正的移位 。 如热奈特反复提到狄德罗 的 《 宿命论者 本身进行理性的反思
”

【 】

。 元小说体现了作家对文学

雅克和他的主人 》 ， 作者的声音多次出现在 自 己 的虚 作品虚构过程的反思 ，
对语言的认识和再现能力的

构故事中 ，
有什么事能阻止我让雅克的主人结婚并 反思

，
对小说和现实关系的反思 ，

是一种具有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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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方方 论特叙及其在文学作品 中的多样里现

自 我意识 的小说。 而转叙则是
一种越界艺术 ，

且越 特所说 ，
转叙本身就带有

“

魔幻化 的性质特征 。 超

界的形式多种多样 ， 在不同的文艺作品中体现 出迥 故事层 中刻画 的故事本身就是虚拟的神话幻境 ， 相

异的审美效果 。 对而言 ，

“

主故事层
”

则是真实的人间世界 。

一僧一

道出人人间世界也喻示了真实世界与虚构世界之间

三 、 传统文学作品中的转叙 ：岸世界与彼岸世界都同样 幻

或同样实在 。 作者有意识地在真实世界与虚构世界

转叙中的跨层叙述行为在中 国古代戏剧和文学 之间制造模糊 ，
也契合了小说所蕴涵的

“

假作真时真

中是屡见不鲜的手法 。 《聊斋志异 》 不止一次讲述书 亦假
” 的哲学命题 。 跨层的艺术效果在不同

芒
本中呈

画 中的人物摇身
一

变从中走出 与读书人成就
一段姻 现出不同的审美效果 ， 这种叙事技巧会如元小说

一

缘 的奇幻故事 。 在传统文本 中 ， 转叙是神话或科幻 样暴露文本的虚构特征 ， 令读者无法沉溺在想象中 ，

故事中
一种处理情节的方式 。 有时戏剧表演为追求 具有强烈的 反讽效果 。 有时则正好相反 ， 跨层越复

滑稽可笑的艺术效果 ， 演员会 出其不意地在表演层 杂标志着小说作者的创作天赋越卓越 。 因此虚构技

与被表演层之间跳进跳出 。 如关汉卿 《蝴蝶梦 》第三 巧越高 、 叙述越生动 ， 则越能达到真实的效果 ，
越是

折本 ， 到 了折末 ，
王三问 ：

“这不是曲尾吗？ 王三忽 承认虚构便越能接近真实 ，
这种亦真亦幻的叙事空

然跳出虚构世界进入现实世界 ，
不失为一种幽默荒 间甚至令读者深陷其中 ， 无法辨别何为真实 ， 何为

诞的表演方法 ， 它使观众瞬间从想象世界回到现实 ，

虚幻 。 有时转叙则通过混靖叙述层制造出
一种幽默 、

意识到艺术创作本身的虚构性质。 明清的章回体小 胃

说 中开头常有 说
”

、 且说
”

、

“

却说 ， 末尾有
“

欲

知后事如何 ， 且听下回分解
， ，

，
这是宋代话本小说

“

人 四 、 后现代语境中的转叙

话
”

、

“收尾
”

的一种特殊的叙述方式在章回体小说中

遗留的痕迹 。 这种叙述套语在小说中 的深远影响归 转叙中 的违规越界现象在其他艺术形式中也频

因于民间说书艺术在中国的发达 。 说书艺术是一种 频出 现 ， 如引 发了福柯对凝视与再现理论进行探讨

互动形式的表演艺术 ， 说书人出于各种 目 的 ， 如为了 的委拉斯开兹的绘画 《宫娥 》 ， 描绘的是画家本人在

对剧情进行进
一

步解释或者为了吸引 听众故意制造 宫廷为国王夫妇作画时的一个瞬间场景 。 《宫娥 》没

悬念
，
会突然暂时中 断叙事 ，

跳 出故事以说书人本 有遵循传统的绘画逻辑 ，
而是通过画 中人物的眼神

身的 口吻和观众对话 ， 类似现在影视作品中的
“

画外 和墙上的镜子跨越了绘画本身的虚拟世界 ， 造成 了

音
”

。 从广义来说 ， 说书艺术本身就带有转叙性 ，
是 画里和画外 的互相指涉 ， 并形成 了逻辑上的延伸 。

对经典文本中的历史题材等的 口语化 、 民间化转叙。 画 中的画家正看着画外的人 ， 这专注的作画神情暗

有时技艺成熟的艺人 ，
因表演需要会从 旧文本中发 示画家所凝视的应该是身处画外的国王夫妇 ， 通过

掘新的文本 ， 或偶然加工现实生活素材 ， 转叙给听 镜子的映像可以证实这
一

点 ，
绘画 的艺术空间与画

众
，
形成题材和内容上的创新 。 家作画时的真实空间被打破 ，

形成了转叙。 同样
，
在

《红楼梦 》 中的转叙则 以更加复杂的形式出现。
一些影视作品中 ，

导演的突然现身会破坏观众对虚

小说开头的
“

作者 自 云
”

里 ， 作者首先从话语层跨越 构世界的想象和沉溺 ， 令观众意识到故事的虚构性

到故事层 ， 来告诉人们这部小说是他
“

曾历过
一 番 质 ， 这与后现代艺术作 品中消解作者权威 、 对作品

梦幻之后 ， 故将真事隐去
”

， 故事所述是作者亲历 自 身进行解构的 自 反性和反讽意识相通。 另
一

种形

的真事 ， 只是借通灵宝玉的神话将真事隐去了 。 在 式的违规跨界现象 ， 是读者或者小说中的人物跨界

随后的
“

自 又云 里
， 作者直诉衷肠 ，

写下 了创作小 到另一部小说中 ，
形成 了文本之间的跨越 ，

这就是

说 的动机和心理感受 。 这种具有元小说特 征的开 同人小说或者同人影视剧的创作特征 。

头模式 ， 体现了作者高度 自觉 的创作 主体意识。 另 在后经典叙述学家的不断阐释中 ， 转叙不仅仅

外
， 转叙体现于人物在多个故事层之间来 回 穿梭 。 是句法意义上对所界定的叙事层的一种违规干扰 ，

属于
“

超故事层
”

的一僧
一道不断侵人

“

主故事层
”

；
而且是一种偏离所谓常规的活动 ，

是从语义层面上

属于
“

主故事层
”

的贾雨村与甄士隐最后进人
“

超故 对艺术表现内容界限旳违规干扰 ⑵
。 转叙不仅是

事层
”

， 与
“

超故事层
”

中 的 人物空空道人相遇 。 这种 作者为迷惑读者故意在现实世界与虚构世界之间制

叙述层之间的跨越归结于小说人物的神话特征 ， 是 造模糊的叙述技巧 ， 而且是对传统艺术表现形式的

作者有意识地为小说蒙上神话的面纱 。 也正如热奈 挑战 。

一

直以来 ， 转叙被认为破坏 了文本内部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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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之间的相对稳定性 ， 叙述者可能变成被叙述者 ， 但 形成 了一个享有共同价值观的亚文化圈。 同人小说

是文本外部是不受影响 的 ， 读者仍然是读者 ， 作者 是粉丝内心的愿望 、 理想 、 情感的镜像反映 ，
是青少

仍然是作者 。 然而在后现代语境 中 ， 网络传媒的 年深层心理的表露 。 粉丝借 由 想象穿梭于虚拟世界

发达催生了多种文学形式 ， 其中同人小说或粉丝小 与真实世界 ，
根据 自 己的理解 和需要对原著进行阐

说就以
一种颠覆传统文本的方式 ， 令读者摆脱被动 释并且完全凭 自 己的喜好重构故事情节 ， 将 日 常生

的接受姿态 ， 参与到文学创作 中去 。 甚至可 以说 同 活的感受经验投射到 同人小说的创作 中 。 例如青年

人小说本身就具有转叙性 ，
是读者发起 的对原著的 作家江南的 《此间的少年 》 ， 是以多部金庸小说 中的

转叙。 最早具有同人性质的小说有 《三国志 》基础上 人物为基础 ， 以北大校园生活 为模板 ， 创作 出 的既

的 《 三国演义 》 ，
还有 《红楼梦 》在曹雪芹之后 的各个 符合原型人物的性格特征 ，

又融合现代校园真实生

续书版本 。 自 《红楼梦 》 出版后 ， 红楼同人们也在不 活经验的充满青春气息的同人小说。 网络形成的虚

断进行重新创作 ， 有人专门研究了 《红楼梦 》 的 同人 拟空间使粉丝摆脱了传统写作秩序和主流价值观的

小说 ，
认为 自乾隆嘉庆年间 ， 《 红楼梦 》 的同人小说 种种规约

，
最大限度地享受创作的 自 由 和乐趣 ，

因

大致可以分为续书类 、 补佚类 、 外传类 、 戏说类 此
， 向人小说经常是

一

种颠覆常规的随意拼贴 ， 或

现代意义上的 同人小说是指 ，

以网络为载体 ， 粉 是个人化直抒胸臆的内心表达 ， 亦或是对宏大叙事

丝利用原有的漫画 、 动画 、 小说 、 影视作品 中的人物 的 嘲弄和戏仿 。 当代同人小说 自 产生起就不 自 觉地

角色 、 故事情节等进行的再创作。 例如近年来掀起 融合了后现代主义特征 ，
转叙也因其违背常规 ， 对

的 网络 “清穿剧
”

就是网上作者对以凌力 、
二月 河的 现实进行个人化 、 碎片化的阐 释被打上 了后现代主

历史小说为基础改编而来的影视剧进行的再创作 。 义烙印 。

网络同人小说的作者多为青少年 ， 他们 出于对某
一

转叙同样体现在影视剧 中 ， 在这类艺术作品中 ，

作品的疯狂热爱 ，
对原著的人物关系 、 情节发展 、 感 观众也间接参与了剧本的创作 ，

文本在观众的介人

情状况等进行理想化改写 ， 重构
一

个与原著截然不 下走 向开放。 欣赏和接受是影视剧这类艺术活动的

同 的虚拟世界 。 根据热奈特对转叙的界定 ，
无论是叙 目 的和归宿 ， 影视剧总是为特定的 观众创作 ， 编剧

述层之间的违规越界 ，
还是叙述层产生的真实与虚 不仅需要融人 自 身的人生经验和审美意识 ， 同时必

构世界之间 的跨越 ， 作者和读者都必定遵循共同的 须考虑观众的审美趣味和期待心理。 影视作品从创

约定 ： 即文本的界限是稳固 的 。 转叙尽管模糊了读 作到播出 ，
观众都处于主导地位。 观众带着 自 身原

者所在的话语层与人物所在故事层之间的界限 ， 如 有的审美意向感知对象 ， 将个人的情感和体验融人

小说中 的人物直接与读者对话 ， 读者也似乎不再是 剧情 ， 参与到整个审美过程并得到情感的释放和潜

传统文本中完全被动的接受者 ， 但是仍然处在文本 在欲望的满足 。 作为
一种精神消费 ，

观众总是希望

的界限之外 ， 读者的解读并不会改变文本 自 身的 内 得到最大限度的精神愉悦 。 同时 ，
影视剧本身的趋

容 ， 文本是稳定的 、 封闭的 。 另 外 ， 传统作品 中 ， 作 利性也迫使编剧不得不呼应观众的 内心世界 ， 满足

者是转叙的操控者 ，
甚至有评论者直言

“

转叙就是作 观众 的期待视野。 尤其是在欧美一些长达几季的影

者在跟读者玩游戏
”

】

。 然而同人小说改变 了这一 视剧和同 系列电影中 ， 作品 的接受度 、 观众的反馈

局面 ， 粉丝不只 阅读文本 ， 还会不断地进行重读重 和预期都会直接影响剧本的续写 。 观众的期待心理

写
， 他们是

一群会生产的消费者 ，
会写作的读者 。 同 和审美情趣制约着影视剧本的创作 ， 观众是文本潜

人小说颠覆了传统创作模式中作者与读者的关系 ，
在的创作者 。 艺术中观众对艺术作品的介人更为

也打破了文本的界限 ， 使文本具有了无限的开放性 。 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转叙的艺术魅力 。 近年来 影

在同人小说中 ， 读者跨越文本的话语层成为叙述者 片和 绘画 的流行印证了这种违规越界艺术在大

并产生新的文本 。 在人人都可以成为作者的 网络时 众文化中的影响力 。 艺术以挺进现实生活的姿态

代 ，
原著文本在众多粉丝 自 觉的个人化改写 中形成 打通 了艺术与现实空间 的界限 ， 使观众徜徉在现实

各种不同版本的 同人小说 ， 而这些小说正是由读者 与虚拟合为一体的艺术空间里体味艺术带来的亦真

主导的
，
对原著进行的理想化 、

个人化转叙 。 传统 亦幻的审美感受 。 观众在 艺术 中 由
一个审美性

转叙的涵义在同人小说中有了延展 ， 读者跨越了处 的接受者变为消费者 ， 甚至变为超 出审美维度的生

身其中的现实世界与文本中虚构世界的界限 。 此外 ， 产者 ，
艺术与生活融为

一

体 。 科技和媒介的发展使

文本与文本之间的界限也在粉丝的不断转叙中逐渐 艺术 以前所未有的先锋姿态出 现 ，
而转叙在新媒体

消泯
，
原著与众多版本的同人小说在粉丝的 主导下 作品 中的风靡不仅反映了后现代文艺思潮对艺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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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方方 论转叙及其在文学作品 中的多样里现

引领作用 ，
也迎合了艺术 日益消费化的趋势 。 这种 自居心理或认同心理是小说受到追捧的主要原

在上述艺术作 品 中 ，
无论是热奈特笔下 的经 因 。 穿越小说是女性浪漫 的 白 日 梦

，
是她们对压抑

典示例 ， 还是戏剧表演艺术 、 同人小说 、 影视剧作 无趣的现代生活的一种精神疏离 ， 对消费时代精神

品等 ， 转叙都较为集 中地体现在作品 的话语层和 平庸和匮乏的不满 ，
对中 国古典文化的 向往 ， 也是

故事层之间的跨越
，
或者说文本内外的现实世界与 她们 内心深处历史情结 的释放 。 穿越小说借助这种

虚构世界之间 的跨越 ，
这个现实世界是文本外的作 跨越的手段呈现两个时空的交汇 ， 两种思想文化的

者和读者所处 的真实世界 ，
虚构世界则为艺术世 碰撞 ， 折射

■

出人们对历史 的思索 ， 对现实的讽喻 ，
以

界 。 然而在穿越小说中 ，

“

真实世界
”

和
“

虚构世界
’，

需 及现代人的生存境况和精神追求 。 穿越现象的另
一

要加上引号 ， 他们无疑都是作者虚构的产物 ， 是文本 种形式是梦幻与现实的穿越 ， 这在带有神话色彩的

内部产生的相对真实和相对虚拟的世界 。 在这类小 古典文学 、 传奇小说 中不乏其例 。 如 《至乐 》 中庄子

说中 ， 小说人物会 出现空间 的跨越 ， 小说人物从所处 借梦与點髅对话 ， 借古喻今 ， 通过散髅之 口谈论在

的
“

真实
”

的现代社会空间穿越到
一个相对 “

虚构
， ，

的 古人眼 中何为至乐 ，
意在启 迪世人。 而鲁迅在小说

古代或未来的空间 ， 或从所处的真实世界穿越到想 集 《 故事新编 》 的 《起死 》 中对庄子这段故事进行改

象或梦幻的世界 。 穿越现象在中国文学作品 中有时 编 ’
混合梦幻与灵异志怪的描写 ， 将故事背景放在

空穿越 、 梦幻与现实的穿越等 丨叫
。 在大众文化中 ，

民 国 ， 虽然仍是庄子和傲髅 ， 却在新的时代背景中

近几年风潮 日盛的 网络穿越小说掀起了继玄幻 、
历 演绎出 了荒诞 、 滑稽的

一

幕。 这种灵异空间或梦幻

史 、 盗墓小说之后的第四波阅读浪潮 ， 而时空穿越
空间与小说中现实空间的穿越带有转叙的特征 ，

属

构成了这类小说的基本情节模式 。 小说中的人物从 于人物在文本内部多个虚拟空间之间的跨越 ， 小说

一

个时代跨越到另
一

个时代 ， 无论是作为历史的见
通常借由这种跨越或两个空间 的对 比表现作品 的主

证人还是以现代人洞悉历史的视角展开故事 ， 都开 旨 。 诸如唐传奇中 《南柯太守传 》 《枕 中记 》 这些借

辟了新的文学想象空 间 。 这种不同于以往情节架构 梦立言式的小说中 ， 古代秀才在梦中实现富贵成功

的方式
，
是人们对不可逆转的线性时间观念和 以此 的世俗理想与他们在现实世界实际的困顿庸碌形成

为基础 的史传叙事模式的颠覆性尝试 。 主人公作为 强烈反差 ，
通过描写他们在穿越前的执迷营营与穿

现代人 ， 从
一

个
“

真实
”

的空间跨越到
一个与现实世 越后彻悟解脱的心理转变 ， 透露出 荣华富贵终是幻

界背离的历史空 间
，
在穿越之后 ，

她们有着清醒的 《 ± 旨 。

自 我意识 ， 并仍拥有现代人 的智慧和思想 ， 与另
一

个时空 中的思想进行交锋 。 显然主人公并没有意识 五 、 结语

到 自 身 的虚构性 ， 在体验了神奇的穿越之后都表现

出对这种境遇 的惊讶和难以置信 ， 因此也很容易唤 转叙由 一个修辞格术语过渡到叙述学意义上的

起读者的共鸣 。 转叙在穿越小说中不仅没有暴露小 叙述技巧 ，
又在热奈特的进

一步阐释中成为一种文

说的虚构本质 ，
反而使读者更容易沉溺其中 ， 使故 学虚构 的方式

， 这种转变与语言论影响下 的
“

修辞

事显得更为
“

真实
”

， 似乎穿越真有其事 ， 读者在现 学转向
”

有着莫大的关联 。 从古希腊时期起 ， 修辞学

实生活 中也会遭遇穿越时空 的异事 。 此外 ，
现在流 就被认为是一种与 日 常语言悖离的言说方式 ， 是为

行的 网络穿越小说 ， 常被归类为女性言情小说 ， 因 了某种特定的意图和效果的特殊表达
，
游离在语言

为故事多半讲述现代女性以灵魂穿越或实体穿越的 的基本功能和思维方式之外 。 在
“

修辞学转向
”

之后 ，

方式来到古代 ， 变身为娇俏动人的贵族女子 ， 与古 修辞被认为是语言的正常表达 ， 并存在于语言本体

代宫廷王侯发生
一段旷世恋情 。 女主人公都美艳 、 和思维运作之 中 。 在这个语境中 ， 热奈特提出 了修

机敏 、 聪慧且带着现代人的思想气质和洞悉历史的 辞与虚构的同源性 。 热奈特的转叙研究从修辞学领

能力
，
赢得众多王公子弟的倾心 。 这种情节更增添 域扩展到文学虚构的领域 ， 从文本系统内叙述层的

了小说的
“

真实感
”

， 因为它极大地迎合 了女性读者 违规越界延伸到跨文本关系的 问题 ， 又从叙事领域

的心理期待 。 穿越小说中 的女主人公通常被描写为 内 的越界叙述扩展到跨媒介艺术 中的叙事现象 ， 这

现代社会中最不起眼的普通 白领或学生 ， 她们 的身
一过程伴随的是转叙的 阐释力 和适用范 围的不断扩

份背景与读者有着高度的契合 ，
因此

， 读者在 阅读 大 。 热奈特对于转叙术语的发明和 阐释不仅是对叙

时都不 自觉地进人文本中的角色 ， 将 自 己想象成主 述学理论极大的补充和完善
，
他对转叙的探索使人

人公并跟随她踏上
一段奇异的古代浪漫旖旎之旅 ， 们意识到传统文本和后现代叙事作品 的违规越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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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 并意识到转叙理论对以新媒介为载体的多种艺 文艺作品 中的盛行 。 此外 ， 转叙的跨学科性也逐渐

术形式都有较强的阐释力 。 转叙作为
一

种叙述技巧 ， 为人们所关注 ， 热奈特对转叙是
一

种虚构叙事方法

它打破常规 ， 在现实与虚拟之间制造模糊 ， 对 自 身 的推论 ， 为知识全球化时代的科际整合 、 语际会通

进行解构 ，
及其蕴涵的反讽意识等 ， 与后现代精神 和跨媒介诗学研究奠定了叙述学基础 ， 必将推动其

契合 ， 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违规越界艺术在后现代 他文化领域违规越界问题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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