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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回旋跨层内在悖论
——

广 义叙述学 一个 问题 的商榷

石蕨琳

［摘要 ］ 赵毅衡先生在 《广义叙述 学 》 中 认为 回旋跨层情况是存在

于叙述 中 的
一

个根本性悖论 。 本论文基于 《广 义叙述 学 》
， 以 小 说为 例

建立叙述 时 空 二 维坐标 图
，
以探讨记录类虚构型文本 中 回旋跨层 的 三 种

情况 ， 对其 内在 时 间 、 逻辑悖论作 出反思 ， 以 证 明 自 指悖论并非不可调

和 。 其中 ，

“

预 言模 式
”

下 的 回 旋跨层 小说 ， 其 悖论被悬置 隐 藏 ，

一定

程度上得到 消解 ；

“

全面 席卷
”

下 的 回 旋跨层 小 说 ， 可 以在其 回 旋跨层

机制 关键环 节落在可做
“

巧合之解
”

的 情况下 ， 利用 巧合 、 雷 同 等解释

拒绝 回旋跨层机制 ， 从 而绕 开悸论 。 笔 者最 后提 出
“

偷 听模式
”

， 此 时

次叙述 文本作
“

动 态
”

处理 ， 回旋跨层 悖论则被彻底 消 除 。

［关键词 ］ 广义叙述学 回旋跨层 悖论的反思

赵毅衡先生在 《广义叙述学 》 中提出
一

个叙述悖论的 问题
——回旋

跨层 。 回旋跨层机制多 出现于小说 ， 其内部卷人了 时间和逻辑上的悖

论。 赵毅衡先生认为这种 自 指悖论是根本性的 ， 然而这样的悖论却并非

不可调和 。 本文在厘清 回旋跨层机制的三种不同情况后 ， 分别对其内在

时间 、 逻辑矛盾进行辩解 ， 最后 ， 笔者提出
“

偷听模式
”

， 彻底消解回

旋跨层机制的内在悖论 。

分层是所有叙述的一个基本前提 ： 每一个叙述文本都有为其提供叙

述者或者叙述框架的上
一

层叙述 。 记录类叙述中 ， 被叙述内容是事后追

溯 ， 叙述者从定义上巳经知晓一切 ， 然后他再选择不同 的叙述视角进行

叙述 。 从本质上说 ， 如果一个叙述文本的叙述者是现身的 ， 亦即是剧中

人的话 ， 那么这个文本就应当是过去式的
——只有事情发生完 了 ， 作为

剧 中人的叙述者才可能有空进行叙述
——写 日记的行为必须在一天的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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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才可能进行％ 叙述行为总是在时间 上晚于被叙述事件 ， 因此不 同叙述层次在

时间上的排列就如同堆金字塔 ， 层次越高的在时间上越靠后 。 由此引 出
一个根本

性悖论个上层叙述行为产生一个次叙述文本 ， 次叙述文本由于时间差无法

去交代上层叙述行为 ， 这两个叙述层无法在时间上并存 。 例如当笔者打下这
一

行

字的时候 ， 字只能
一

个
一

个打下来 ， 笔者此时写下的 内容无法记录发生在笔者停

止记录的那
一瞬间及其之后的事情 。 当这种时间秩序被人为打破时 ，

“

下
一

层叙

述卷人上一层叙述如何设立下
一

层叙述行为
”

， 赵毅衡先生称之为
“

回 旋跨

层
”

。

？ 由于体裁规约性 ， 虚构型叙述中的时间差悖论不必受到现实真实性问责 ，

所以这种悖论性的机制只能出现于虚构类叙述中 。 但本文的讨论还必须得绕过虚

构叙述中的演示类叙述 ，
因为演示音画多媒介可以形成不同叙述层的多线共时叙

述 ， 例如电影经常使用画外音的形式使主次叙述同时展开 ， 主层叙述成为次叙述

的画外音 ， 主次叙述双线同时发生 ， 所以在演示型叙述中 ， 回旋跨层不会出现不

可克服的时间差困难 。 因此本文探讨对象 以记录类虚构型叙述 （尤 以小说为例 ）

为主 。

—

、 回旋跨层的三种情况

以时间 向度为横坐标 ， 空间 向度为纵坐标的小说叙述时空二维坐标图如下

所示 ：

次一级叙述层上
一级叙述层

前门后
，

时间轴Ｘ／

ＡＶＢ

叙述文本

叙

图 1 小说叙述时空二维坐标图

① 董明来 ： 《预言与 回旋
——从 〈百年孤独 〉 中的羊皮纸看 回旋分层的逻辑特点 》

， 见曹顺庆 、 赵毅

衡主编 ，
《符号与传媒 》 （第 4 辑） ， 四川大学出版社 ， 2 0 1 2 年

， 第 7 2
？

7 8 页 。

？② 赵毅衡 ： 《广义叙述学 四川大学出版社 ， 2 0 1 3 年 ， 第 2 8 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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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 所示 ， 以时间轴为横向坐标 ， 叙述内容与叙述行为应表示为时间的先

后关系 ， 拟图 1 中 Ａ 点为一次叙述的开端 ， Ｂ 点为叙述行为 的结束 ， 时间点 ＡＢ

间展开一个叙述文本 。 在时间先后逻辑顺序上 ， ＡＢ 间文本 （亦即叙述事件 ） 无

法提及发生在时间 Ｂ 点及其以后的 内容 （亦即叙述行为 ） 。 叙述文本 ＡＢ不能在
“

过去
”

写到
“

未来
”

。

空间上 ， 以叙述分层为基础 ， 拟主叙述层设立次叙述为界线 。 记录类媒介叙

述是事后追溯 ， 从定义上讲叙述者在开始叙述之前已经知道一切 （即便是未来小

说 ， 叙述者也是在
“

未来的未来
”

时间 点上进行对
“

未来
”

的叙述 ）
， 因此每

一

个次叙述行为的设立应在次叙述文本的结束点上——图 中 Ｂ 点 。 而随着文本 ＡＢ

叙述的结束 ， 叙述框架也朝 Ｂ 点逐渐收拢 ， 由此完成一次次叙述层的叙述 。 叙

述行为永远在被叙述事件之后 ， 次叙述层无法说明 自 己 的叙述框架是如何被设立

的
——

图 1 中 ＡＢ 间文本无法提及 Ｂ 点及其以后的事件 。

这个坐标示例图在小说中很容易被理解 ， 例如在土耳其作家奥尔罕 ？ 帕穆克

的长篇小说 《我的名字 叫红》 中 ， 作家奥尔罕的父亲经历了
一场追查真凶的特殊

经历 ， 奥尔罕的母亲谢库瑞将这个故事说给了 自 己 的儿子 ， 并在小说最后说道 ：

“

我把这个画不 出来的故事告诉给了 我的儿子奧尔罕 ， 希望他或许能把它写下

来 。

”

在此即便我们知道小说已然呈现的故事就是奥尔罕 即将写下 的故事 ， 但文

中母亲也无法说
“

他已经把这个故事写下来了
”

， 因 为主叙述层故事发生时间早

于超叙述层 （ 《我的名字叫红 》 这本小说 ） 的叙述行为 。 小说还未结束 ， 即超叙

述层还未结束 ， 那么主叙述层就无法在此前提到超叙述层的结束 。

当 图 1 中次
一级叙述文本 ＡＢ记录了Ｂ 点及以后的事件 ， 便在形式上产生

一

个回旋跨层的机制 。 根据图 1 中 ＡＢ 间文本席卷主叙述层的不 同程度 ， 小说中的

回旋跨层可分为三种情况 。

（
一

） ＡＢ 间 文本卷入 了Ｂ 点叙述——叙述事 件交代 了 叙述行为

例如韩少功的小说 《第四十三页 》 ， 主人公阿贝莫名其妙上 了
一

列火车 ， 自

己却与整车的人格格不人 。 身着耐克 ， 手持手机 、 ＭＰ 3 的 阿贝发现周围 的人都

身穿 中山装 ，

“

文革
”

时代谈吐 ，

“

辫子和辫子 。 他发现好几个女人的耳边都齐刷

刷挂着短毛刷 。 都什么年月 了 ， 还有人套着肥囊囊的大筒裤 ， 散发 出红薯的气

息
”

此时他在火车上发现了一本叫 做 《新时代 》 的杂志 ， 上面提到的正是阿

贝此时亲身经历的事情 ：

“

深夜 ， 下雨 ， 站台 ， 火车等等 。 车上有 中 山装和小短

① 韩少功 ： 《第四十三页 》 ， 见何锐主编 ， 《守望先锋 ： 中 国先锋小说选 》 ， 江苏文艺 出版社 ， 2 0 0 1

年 ， 第 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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辫 ， 然后
一个新上车的年轻人感到鼻子不爽 ， 然后女乘务员用扫帚敲敲他的脚 ，

差点把扫帚捅向他的耐克鞋
… …

”？ 就连阿贝 在列车上遇 到的女乘务员莫晓婷 ，

这个名字也出现在了杂志上 。

这是
一

篇分为三个叙述层次的小说 ， 包括超叙述层的叙述者 ， 主叙述层的阿

贝 和次叙述层的 《新时代 》 杂志 。 次叙述层 《新时代 》 杂志的完成在时间上应先

于主叙述层阿贝 阅读杂志的时间 ， 如果说我们无法牵强地将这两个叙述层内容的

十京人相似归结为巧合的话 ， 那么这个次叙述文本如何可以在其还没被看见之前就

写到了 自 己 的被看见 ？？欠叙述层卷入了主叙述层设立下层叙述的行为 ， 提到了其

叙述提供者阿贝身处其中的文本 ， 交代 了 自身如何被生成 。 此时就出现了与 《堂

吉诃德 》 中
“

堂吉诃德看到的手稿与印 出的书说到他看到手稿与印出 的书
”

如出

一辙的 回旋跨层情况 ： 阿贝看到的杂志中写到阿贝看到这本杂志 。 这是图 1 中次

叙述文本 ＡＢ卷人 了产生它的叙述行为 Ｂ 点事件的情况 ，
也即 回旋跨层机制的第

一

种情况 。

（ 二 ） ＡＢ 间 文本包 括 了Ｂ 点及其 以 后 的事 件
——

次级叙述文本 不

仅卷入上层叙述如何生成 自 己 ， 并且
“

预知
”

了
“

未来
”

这种情况多被理解为
“

预言模式
”

， 如 同小说 《百年孤独 》 中梅尔加德斯的

羊皮预言手稿？
。 在韩少功的 《第四十三页 》 中 ， 继阿贝在 《新时代 》 看见 自 己

亲身经历后 ， 他又在杂志第 4 3 页 中看见了 自 己所在列车即将发生灾难的记录 ：

“

差点令他晕过去的是 ： 小说在第 4 3 页处说到子龙峡 ， 叙说这列火车在那里与
一

片泥石流相遇 ， 于是车轮出轨 ， 车厢翻倒 ， 电光迸溅 ， 钢铁声大作 ， 有两节车厢

在挤压中升起来冲向高空 ， 散落的车轮在草坡上飞跑
……

”③ 阿贝 相信这本能记

录他当下遭遇的杂志本身就拥有非 自然的神奇力量 ， 因此没有什么理 由不让他相

信这本杂志预设的结局就是预言 。 于是他在事故发生之前跳下火车 ， 躲过了
一

难 。 后来阿贝经过调查 ， 发现子龙峡不远处的纪念碑上的确记录着 2 0 年前在此

发生过的
一

起火车遇难事故 ， 阿贝甚至在纪念碑遇难者名单上找到了当时 自 己在

列车上认识的那位女乘务员 的名字 ， 以此细节佐证他当时上的那趟火车将 自 己穿

越到了 2 0 年前 ！
而那本杂志的第 4 3 页就是对他的一个预言 ！ 阿贝看杂志是

一

个

① 韩少功 ： 《第四十三页 》 ， 见何锐主编 ，

《守望 先锋 ： 中 国先锋小说选 》 ， 江苏文艺出版社 ， 2 0 0 1

年 ， 第 2 页 。

② 小说 《百年孤独 》 中的人物 ， 梅尔加德斯写下羊皮手稿预言了马多孔镇以及居住其间的布恩蒂亚

家族的结局 。

③ 韩少功 ： 《第四十三页 》 ， 见何锐主编 ，
《守望 先锋 ： 中 国先锋小说选 》 ， 江苏文艺出版社 ，

2 0 0 1

年
， 第 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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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次叙述的行为 ， 《新时代 》 作为
一

个次叙述 ， 不仅叙述了阿贝如何看到这本

杂志 ， 更席卷了主叙述层设立叙述行为之后发生的事情 。 相对于主叙述时间 ， 次

叙述作为
一个在

“

过去
”

已完成的文本 ， 如何能在
“

过去
”

记录到
“

将来
”

？ 这

是图 1 中次叙述文本 ＡＢ卷人了叙述行为 Ｂ 点及其以后发生事件的情况 ， 也即 回

旋跨层机制的第二种情况 。

赵毅衡先生 的短篇小说 《开局 》 也出现类似 回旋跨层情况 。 小说中男作家写

好了
一篇小说开局 ， 但苦于没有一个精彩结局而搁浅 ， 直至一位女作家的投稿引

起了他的注意 。 女作家的来稿天衣无缝地衔接了男作家的开局 ， 让男作家对 自 己

虚拟的故事信以为真 ， 于是他循着女作家的来搞地址寻找到 小说中预设的屋

子——旅店 7 号房 ， 男作家正准备进屋见女作家却发现里面早已有人 。 这篇小说

因其开放性设置 ， 在此可作回旋跨层之解 。

首先 ， 男作家处于超叙述层 ， 男作家小说中 的人物女作家 、 旅馆 7 号房 、
7

号房男人等处于主叙述层 。 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 的是 ， 女作家投稿过来被男作家

看见这一情节 ， 笔者将其视为一个跨层现象 ， 即作家小说中的人物
——

女作家故

意用一个相互呼应的开局引诱男作家将故事构思下去 。 主叙述层的女作家对超叙

述层男作家的
“

引诱
＂

导致男作家对 自 己虚构的小说世界信以为真 ， 于是他跨层

进入主叙述世界 ， 顺着 自 己预设的构思走向结局 ， 即男作家跨层进入主叙述世

界 ， 走向 自 己小说中的 7 号房 。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 当男作家跨层进人了 主叙

述层之后 ， 超叙述层暂时
“

空缺
”
一个叙述者 。 笔者此时的理解是 ， 赵毅衡先生

这个
“

超超叙述者
”

暂时替代记录 ）
。 主叙述层 中男作家按构思走 向小说结局 ，

最后当他终于到达 7 号房外 ， 却意外发现在故事结局即将开启 的时刻 ， 主叙述层

中 的故事结局却早
一步发生——男作家笔下 的

“

自 己
”

早已抵达 7 号房间 ， 在预

设的场景中与女作家相聚 。 这里便出现了一个回旋跨层情况 ： 主叙述层中 的事件

在时间上先于超叙述层中 的叙述行为发生 ， 男作家走向 7 号房外的过程就是主叙

述文本的展开过程 （此时超叙述层的男作家仍然是主叙述层的叙述提供者 ， 只不

过其叙述记录暂时由赵毅衡先生
“

代笔
”

） ， 超叙述层叙述还没有结束 ， 主叙述层

已经有了结局 。 在这个文本结局还未被记录下之时 ， 记录者却提前
“

预知
”

了 自

己的结局 。 这个例子可以看成是图 1 中次叙述文本 ＡＢ席卷 Ｂ 点及其以后事件情

况的
一

个变体 。 叙述事件在时间上跨越了叙述行为 ， 并预知 了
“

将来
”

。

笔者作如此解释 ， 前提条件是需要揭示主叙述文本与超叙述文本是同一个文

本 ， 这样主叙述才能席卷超叙述 ， 在形式上形成 回旋跨层机制 。 因此关键点在于

证明男作家笔下的 7 号房男人就是他 自 己 。 细究文本 ， 文中确有三处暗示 7 号房

男人就是男作家 自 己的证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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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7 号房的男人同男作家身份
一

样 ， 也是省城来的男作家 。

（ 2 ） 男作家在门外听见 7 号房男人与女作家的相聚 ，
正是男作家预设给 自 己

的情景 。

（ 3 ） 如果 以上都可 以归结为巧合的话 ， 那么文 中还有一处反面论证。 小说最

后男作家认为 自 己应该重写开局 ， 用第三人称旁观式叙述 。 这就表明作家因 自 己

的叙述策略失当 ， 未能将 自 己的生活和叙述世界区隔开而苦恼 。 如果用第三人称

旁观式叙述的话 ， 就彻底区隔了 自 己与主叙述世界 ， 避免了 7 号房男人成为 自 己

的可能 ， 也就没有文中男作家在房门外意外预知结局而引发 的恼怒 。

这篇小说存在诸多有违现实的情节 ， 如文本中男作家构思的小说开局 ， 不仅

有一位女作家天衣无缝的来稿 ， 男作家更是寻到 了原本小说中虚构的预设场景 ，

小说中 的世界按照作家原构 的思路发展 ， 仿佛男作家虚构的小说就是
一

个真实的

世界 。 这些都不无神秘色彩 ， 也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笔者对其进行回旋跨层机制

的解读
——

时间 、 逻辑上无法接受来 自现实真实性的问责 。

（ 三 ） ＡＢ 间 文本 席卷 了 ．它 所置身其 中 的整个上层叙述文本

一

部小说中 的
一

个次叙述文本竟然提及了整部小说的故事情节 ， 不得不说是

次级叙述对上层叙述的全面席卷 。 例如 《镜花缘 》 第四十八回记载 ： 唐小山到小

蓬莱看见玉碑上记载着
“

姐妹 日后之事
＂

， 于是她用芭蒸叶将这预言抄写下来 。

同伴养的 白猿看见了 ， 唐小山将此碑记托给它交 由有缘之人 。 白猿后来访到了太

平之世 ， 有个
“

老子的后裔
”

， 于是将碑文托付给了他 。 最后此人
＂

年复一年编

出 了这本 《镜花缘 》
一百 回

”

。 如若将 《镜花缘 》 书中人物所处的文本称为主叙

述层的话 ， 那么唐小山抄写 的碑文便是次叙述层 。 若暂搁置 《镜花缘 》 神话题

材 ， 这个次叙述层碑文在时间上早 巳刻好 ， 却如何能俱载
“

日 后之事
”

？ 这里按

照时间逻辑 ， 已经出现了一个 回旋跨层机制 。 更令人思之悚然的是 ， 主叙述层提

到这个次叙述文本被改编 ， 竟成了超叙述层 《镜花缘 》 的 由来 。 本来抄碑文是

《镜花缘 》
一书第四十八回之事 ， 碑文所记

“

日 后之事
” 也应为四十八回之后的

事 ， 而作者根据碑文整理出 的 《镜花缘 》 竟是超叙述小说 《镜花缘 》 这本书 ！ 那

么唐小 山抄碑文之前的四十八回情节作者是如何知道的 ？ 这个次叙述文本被主叙

述生成之后却反过来席卷了整个超叙述层 。 这是 回旋跨层机制下 ， 次一级叙述全

面席卷上层叙述的绝佳例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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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对不 同情况下回旋跨层小说悖论的反思

正如本文开端所言 ， 回旋跨层 自 身的时间与逻辑悖论出现在小说中 ， 读者却

不必追究其合理性 ， 原因在于小说体裁的社会规约免去 了真实性的问责 。 逻辑上

的反常必然会引 向神秘主义 ， 因此此类小说更容易被贴上
“

神话
”

、

“

魔幻
”

等标

签 ， 与所谓
“

现实主义
”

区别开来 。 例如上文所举 《镜花缘 》 、 《百年孤独 》 等都

属于神话魔幻类的小说 。 即便如 《第四十三页 》
一类小说 ， 虽未出现神魔 ， 但单

就主人公穿越到 2 0 年前亲历预言躲过
一

劫的情节设计来看 ， 先锋实验小说的标

签也让这篇作品涂上
一

层非 自 然的神秘色彩 。 这绝非 只是因 为作者偶尔
“

写糊

了
”

， 也并非只是无关紧要的小花招 。 如果说远古的幻想文学如 《 山海经 》 主要

缘于人类对于 自 然的不可知的敬畏 ， 其后在佛家与道家思想的影响下出现了对现

实世界的投射与反思 ， 形成 《镜花缘 》 等寓言性的写作 ， 那么对于当代幻想文学

如武侠及
“

新神话主义
”

创作的态度则体现 了现代人对世界认识的根本性偏差 。

启蒙理性的一个显著的后果就是经验世界与超验世界的断裂 ， 现代人的认识论框

架局限于经验世界 ， 排除一切非经验性真理 。 当代幻想文学正是在这
一层面上反

思理性主义 ， 试图超越经验
“

现实
”

， 恢复人们对超验世界的意识 ，
以 帮助现代

人摆脱物质世界的限制 ， 获得
一

定意义上 的超脱 。

？ 除此以外 ， 其 内在的时间悖

论 、 逻辑特点都是值得为之深思的 。

在上文第二种旋跨层机制的情况 中 ， 最常见 的处理方式便是
“

预言模式
”

，

此时次叙述层文本通常都是在
“

过去
”

提前预知
“

未来
”

。 这种情形下 回旋跨层

自身的逻辑时间悖论
一

定程度被
“

预言模式
”

消解 。 因为对于
“

预言
”

来说 ，

“

在过去预知未来
”

正是其应有的题中之意 。 《第四十三页 》 叙述者虽并未明确告

知杂志 《新时代 》 是
一

本预言之书 ， 但文本中它明显被当成
一

本拥有预知能力的

奇书 ， 文本情节也在这种预言模式的推动下发展
——阿贝 亲历预言并躲过

一劫 ，

后来他才调查确认这一场事故 曾在 2 0 年前真实发生 ， 并 由此推断 自 己 当时上 的

那趟火车
“

穿越时空
”

将 自 己带到 了 2 0 年前 。 此时若我们认定这是预言 ， 那就

不会追究这本杂志如何能在
“

过去
”

写到
“

未来
”

， 因 为预言
“

理当
”

如此 。
正

如在 《百年孤独 》 中 ， 按正常叙述的时空逻辑 ， 梅尔加德斯曾经写下的羊皮手稿

本无法提及布恩迪亚家族的未来 ， 雷奥连诺也无法在读羊皮手稿的时候读到 自 己

读羊皮手稿
一

事 。 但在预言模式开启 的状态之下 ， 雷奧连诺不可能不在读手稿的

① 方芳 ： 《 中国现代幻想文学叙述研究之构想》 ， 见曹顺庆 、 赵毅衡主编 ， 《符号与传媒 》 （第 8 辑 ）
，

四川大学出版社 ’ 2 0 1 4 年 ’ 第 1 5 3
？ 1 6 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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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读到 自 己读手稿 ， 反过来 ， 手稿若不能预知布恩蒂亚家族 日后 的历史以及马

孔多镇最后消失 的结局 ， 那便失去了预言的作用 ， 也失去了整部小说魔幻现实主

义的题中之意 。 预言本身就可以并且应 当包含它 自 己 的被阅读 、 被预言 ，

一切 回

旋跨层 自 带的悖论张力在这样
一

个神秘文本之下 ， 穿上
“

预言模式
”

的 隐身衣 ，

其内在的逻辑时间悖论虽没有消除 ， 但此刻它们是被悬置的 ， 从这个意义出发 ，

内在矛盾虽在定义层面上存在 ， 但也不至于不可调解 ，
回旋跨层机制悖论在预言

模式下被一定程度
“

合理化
”

。

小说回旋跨层第三种情况 ， 次一级叙述文本不仅卷入上层叙述生成 自 己的过

程 ， 并且裹挟 了整个上层叙述 。 如上文所举例 ， 《镜花缘 》 的次叙述不仅提到

《镜花缘 》 这本书的 由来 ， 更是席卷 了整个超叙述 《镜花缘 》 这本小说 。 被生成

的文本提到了 自 己如何被生成 、 被怎样生成 以及完成的结果 （ 书名 ）
。 单就这个

例子而言 ， 这里有
一

个生成回旋跨层机制的关键点 ， 即全书结尾处
“

此人……年

复
一

年 ， 编出卒 ｍｍｍ了 ｆ 

？
，
’

，

“

寧 ｍ＾ｍ了寻
0

”

点明 了次叙述唐

小山抄的碑文ｉ是 层

’

《

？

镜

？

花缘 》
，

？

这是

？

次

？

嶔述ｍＳＷ席卷超叙述的关键

点——文本 自身写到文本产生的过程 ， 次叙述层文本和超叙述层文本被揭示为同

一个文本 。 但在这种情况下 ， 笔者认为这个形成回旋跨层机制的关键点略显脆

弱 ， 亦可辩解 。

辩解点在 于与
“

自 生 小说
”

的对比 。

“

西方所谓
‘

自 生小说
’

（ ｓ ｅｌ ｆ
－

ｇｅｎｅｒ ａｔｉｎｇ ｎｏｖ ｅｌ
， 或 ｓｅ ｌｆ

－ｂ ｅｇｅ ｔ ｔ
ｉｎｇ 

ｎｏｖｅ ｌ ）
往往让主人公经历 了生活的种种

酸甜苦辣 ， 最后成熟了 ， 决定拿起笔把 自 己 的一生写下来 。

＂？
自 生小说和 回旋

跨层小说比起来 ， 前者少了上文提及的回旋跨层关键
一环 ： 在 自 生小说中找不出

依据证明次
一

级叙述文本就是超叙述层 ， 即我们正读到 的这本书 。 自 生小说中 ，

主人公在经历过
一

切后 ， 计划将整个经过写下来 ， 虽然这样一个成长的经历已然

呈现在我们眼前 ， 但是主人公想写的小说却无法是我们眼前读完的这本小说 ， 二

者因存在时间差而无法共存 。 由此 ， 从以上所举 《镜花缘 》 的例子 ， 我们能证明

其回旋跨层机制关键环节在于两个叙述层次都提到 了 《镜花缘 》 ， 如若将这个关

键点作一个巧合上的处理 ， 那么可以得出如下理解 ：

《镜花缘 》 这本小说与被
“

老子后裔
”

事后所整理 出来的 《镜花缘 》 是两本

不同 的书 ， 两本书只是名字恰巧相似而已 。

这样的理解下 ， 回旋跨层机制的关键点不成立 ， 次
一层叙述无法证明与上

一

层叙述为同
一个文本 。 那么是否可以认为此时回旋跨层机制被消解 ？ 笔者只能退

一

步认为 ， 就这个例子而言 ， 对 《镜花缘 》 作如此理解难免牵强 。 因为在 《镜花

① 赵毅衡 ： 《中国小说中的回旋分层 》 ， 载于 （
（文艺研究 》 ， 1 9 9 0 年第 6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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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 》 的例子中 ， 形成 回旋跨层机制 的关键点不仅是书名的重复 ， 而是 等
《

ｆ夺等
》

了 ｆ辱
”

， 这句话带有两个明显指称——
“

这
”

，
且语气对应为二

成

？

时ｉ
？

， 这

．

两

？

点

？

都指向 ： 碑文编辑之书正是读者看毕的书 ， 书名重复只是其关键

因素之
一

。

但以上推论给我们带来一个启示 ， 即当 回旋跨层机制的全部关键点落到可作
“

巧合之解
”

的因素 ， 例如书名的重复 ， 便可以此拒绝 回旋跨层机制的生成 。

这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解释 ： 叙述者既想交代文本来历 ， 又想逃避逻辑矛

盾 ， 于是选择这样
一种态度模糊暧昧的掩盖手段 。 当然 ， 这是后话 。

三 、 回旋跨层悖论的 自我消解
——

“

偷听模式
”

下次叙述层动态化的小说文本

以上三种 回旋跨层式小说在形式上有
一

个共同点 ， 它们的次叙述层都是
一

个

已完成的永久性文本 ， 如堂吉诃德见到印巧兮印节
， 阿贝看到－兮印串亭

， 雷奥

连诺读到的ｆ毕 等——都是一个已＊堯直未舍被更改的文 ｉ砉士此所谓

的
“

次叙述 并非指次叙述文本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 ， 而是指这样
一

种情况
——

次叙述作为
一

个可能被随时更改 的文本出现在某篇小说中 。

这种小说文本是预言模式的
一种变体 。 预言式的次叙述文本依靠某种不合逻

辑但易被接受的神秘主义 ， 在
“

过去
” 预知

“

未来
”

。 能否存在另外
一

种情节安

排 ， 既能保证次叙述文本提前知晓主叙述情节下
一

步发展 ，
又抹除这层神秘主义

呢 ？ 笔者设想将
“

预言
”

换成
“

偷听
”

，

“

偷听模式
”

并非只能是
“

偷听
”

， 而是

指在他人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偷听 、 偷看等方式 ， 提前知道事情的进
一

步发展 。

如短篇小说 《 1 4 日晚 8 点 》
0 ）

， 此小说讲述了
一

起预谋案件 。

Ｍ是
一位不人流 的小说家 ， 长期为一本蹩脚杂志专栏连载小说 ， 黄先生把

Ｍ 笔下的男主角 当成 了 自 己 ， 经常感慨 自 己对男主人公的 际遇感同身受 。 然而

他与 Ｍ 作家素不相识 ， 并不知道其实 Ｍ 患有严重的偷窥癖 ， 她习惯在半夜打开

别人家的信箱偷窥信件 ，
以此给 自 己小说构想寻找灵感 。 黄先生是

一位离婚 1 3

年的单身中年男人 ， 生活贫乏 ， 没有朋友 ， 喜欢 自 己给 自 己写信 ， 以此记录生

活 。 他并不知道其实 自 己的影子被写进小说是因为 Ｍ 也偷窥他家的信箱 。 这个

秘密持续多年却从未被发现 。 偶然一次 ， Ｍ 偷窥到
一

封记录着预谋杀害的信件 ，

谋杀计划周详完备 ， 而谋杀对象正是她的忠实读者黄先生 ， 时间是下月 1 4 日 晚

8 点 。 寄信人隐匿了 自 已的身份 ，
Ｍ作家想告诉黄先生此事 ， 但又不能将 自 己偷

①Ｈｅｌ ｌｏｃａ ｔ ： 《 1 4 日 晚 8 点 》 ，
原文 网址 ： ｈｔｔ

ｐ
： ／／ｗｗｗ ． ｒａ ｉｎ 8 ． ｃｏｍ／ ｐ ｌｕｓ／ｖ ｉ ｅｗ ．

ｐ
ｈ
ｐ ？ａ ｉｄ

＝

2 1 3 5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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窥信件
一事说出去 。 她想到下月 1 4 日 是 自 己连载小说更新 的 日期 ， 于是将偷窥

到的密谋计划写进 自 己 的连载小说 。 1 4 日 晚 ， 她赶在计划开始前乔装成送订员

将杂志送到黄先生先生手 中 。 Ｍ 有意设计让黄先生在小说中看到 自 己看小说的

情节 。 《 1 4 日晚 8 点 》 写道 ：

黄先生按惯例 泡好一杯茶 ， 翻开连载 小说 。
Ｍ 当 然 清楚黄先生 先

生的 阅读 习惯 ， 为 了 引起他的 注意 ， 连载 小说这样开始 ：

“

此刻他 泡 了

杯西湖龙井 ， 坐到 沙发上跷着二郎腿 ， 习 惯性地抬 头看墙上大钟 ： 8 点

整 ， 阅读 时间 到 了 。
他拿起这本杂志翻到 这篇连载小说

”

， 黄先 生先生

此时一愣 ， 眼前的这杯西湖龙井和墙上指针 8 点的 大钟仿佛一个天大的

玩笑 。

然而随着阅读的继续 ， 黄先生先生随即发现这个玩笑恐怖得让他不敢往下

看 ， 却又不得不往下看 。 晚 8 
：

 1 5
，
Ｍ 事先掐算好他的 阅读时间 ， 将关键情节写

进小说 ：

“

他听见 门外
一

阵急促敲门声 ，

一

个小女孩儿说 自 己迷路了请求他开门 。

千万别开 ！

… …
”

此时黄先生先生的门被敲响 ， 可骇的竟也是一个小女孩儿说 自

己迷路了请求他开门 。 黄先生头皮一阵发麻 ， 他强迫 自 己屏住呼吸继续看下去 ：

“

那个小女孩儿用可怜的哭声再次央求着他开 门
… …

， ’

此时门外小女孩儿突然在

门外哭起来 ： 叔叔求求你开门 ， 不然我会死的 ……黄先生先生颤抖的手几乎无法

翻页 ， 接下来映入眼帘的几个字差点让他晕过去 ：

“

这是
一

场谋杀 ！

… …
”

黄先

生先生无论如何都无法再继续看下去了 ， 他带上这本杂志翻出 阳台 ， 逃离出了 自

己的屋子……

这是
一

个分为三个叙述层次的小说文本 ， 包括超叙述层的作者 ， 主叙述层的

Ｍ 作家 、 黄先生等 ， 以及次叙述层连载小说 ， 黄先生翻看这篇连载小说是一个

主叙述层产生次叙述的行为 。 这个次叙述在定义上是回溯式的 ， 被叙述事件在过

去已经被记录完 ， 从时间逻辑而言 ， 既然次叙述在过去巳经被写好 ， 它就无法再

去交代在这之后发生的 、 产生它的叙述行为 。 当文本出现
“

黄先生在他看的小说

中看见了此刻 自 己的境遇
”

时 ， 明显存在一个回旋跨层的叙述机制 。

然而就整个叙述而言 ， 这个回旋跨层并非存在无法解决的时间差和逻辑差悖

论 。 时间上 ， 我们可以清晰理 出情节发展的先后顺序 ： Ｍ 偷窥黄先生 的隐私 ，

并偷看谋杀计划——Ｍ 提前将谋杀情节撰写进连载小说
一

黄先生看见小说里

讲述此刻他的境遇 。 回旋跨层在第三个环节 出现 ， 然而整个叙述文本却保证了 时

间上的
“

被叙述事件
”

早于
“

叙述行为
”

发生 ；
逻辑上 ， 由 回旋跨层机制带来的

矛盾
——

黄先生 如何 能在
一

篇 已经写好的 小说中 读到 自 己此刻看小说 的境

遇 ？
——在此也能很容易被解释 ：

Ｍ 提前偷窥到了
一

切 ， 她故意按黄先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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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设计小说情节 ， 使黄先生阅读到的谋杀情节与他经历的谋杀过程保持同步 。

在这样的情况下便出现了 以上回旋跨层的情况 ， 却又
“

合情合理
”

消解掉内在时

间逻辑矛盾 。 至于
“

Ｍ 是如何做到使黄先生 阅读到的谋杀情节与他经历的谋杀

过程保持 同步 ？

”

这样的追问 ， 已经远离本文讨论范畴 ， 在此不作追究 。

以上例子中 ，
Ｍ通过

＂

偷看
”

提前知 晓
“

未来
”

， 使读者很容易回答回旋跨

层在逻辑上带来的悖论追问 。 然而
“

偷听模式
”

绝不是消除回旋跨层 内在悖论的

唯一关键因素 ， 它需要与另
一

因素的共同作用 ， 才能保证惊论的消除 ，
即次叙述

文本动态化处理 。 这里 ， 小说 《 1 4 日 晚 8 点 》 次叙述层是
一个开放的文本设置 ：

它是一部连载小说 ， 从定义上讲是
一个待续的文本 ， 其体裁规定了它的情节可 以

在某
一

次阅读之前被改动 。 后者保证了前者
“

偷听模式
”

的正常运作 ， 使得这种

回旋跨层机制小说消除内在悖论 。

论述到此 ， 笔者可以安全地宣称 ，
以上

“

偷听模式
”

下的回旋跨层机制不存

在不可调和的时间逻辑悖论 。

总 结

赵毅衡先生在 《广义叙述学 》 中认为 ，
回旋跨层机制是存在于叙述中的

一

个

普遍悖论 ， 然而在小说中 ， 这样的悖论在不同情况下或多或少被赋予
一定的合法

性 ， 其悖论性或被悬置 ， 或被拒绝 ， 得到不同意义、 不同程度上消解 。

“

预言模

式
”

下的 回旋跨层机制 ，
悬置隐藏了 回旋跨层的时间逻辑悖论 ， 赋予其

一

定程度

的合法性
；
次叙述层全面席卷主叙述层的回旋跨层式小说 ， 在与 自生小说相对比

的基础上 ， 形成 回旋跨层机制的关键点全部落在可作
“

巧合之解
”

的 因素上时 ，

则可利用
“

巧合
”

拒绝 回旋跨层机制生成 ， 从而规避叙述内在悖论 ； 笔者最后设

想的
“

偷听模式
”

中 ， 次叙述文本若得到
“

动态
”

处理 ， 回旋跨层悖论则被消

除
——

文本既出现回旋跨层机制 ， 又保证了上下叙述层次之间在时间上的正常先

后顺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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