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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文本-文本共生叙事：
概念、叙事交流情景与批评框架构建

■陶 晶

类文本研究拓展了传统的文本叙事交流情景，是文本研究的新方法。通过梳理国内外学
界对热奈特类文本理论研究成果， 重点针对热奈特文本叙事理论和类文本叙事理论体系之
不足，修正类文本的概念和范畴，首次提出类文本-文本共生叙事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进一
步构建了类文本-文本共生叙事交流情景和类文本-文本共生（叙事）批评框架，由此补充和
发展热奈特叙事话语（文本）及其类文本（叙事）理论体系，以期为当代叙事新趋势提供与之
匹配的理论框架，应用于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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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法国著名叙事学家杰拉德·热奈特（Gérard Genette）在叙事文本研究方面贡献突出，其

《叙事话语》和《新叙事话语》中构建的文本形式批评体系，对现当代叙事学的发展影响巨大。在叙
事文本理论之后，热奈特又将研究对象从之前所关注的“文本（性）”转为“跨文本（性）”研究，1987
年，以类文本①为研究对象的法文著作《门槛》（Seuils）发表，将类文本喻为进入文本的“门槛”，对

“印刷成书中那些不属于文本正文，但却环绕在文本（正文）周围的那些仍然可以影响阅读的语言
学及图案要素”［1］(P1)进行了专门研究，详细阐述了类文本的定义、分类、功能等问题，将文学的内部
研究和外部研究整合起来，标志着又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方法进入文学批评领域，影响着“读者的
阅读和作品的接受”［2］(P120)。1988年发表的《普鲁斯特副文本》中，热奈特对类文本进行细化，根据语
义和策略上的空间，标识出文本和非文本间的过渡区和交易区，并将类文本理论应用于普鲁斯特
《追忆逝水年华》、乔伊斯《尤利西斯》等西方经典文本中，创造性地把文本边缘纳入叙事学的研究
范围，为分析小说叙事结构提供了新的批评工具。［3］(P39-40)然而，热奈特的叙事文本理论和类文本理
论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其一，虽然热奈特类文本理论很好地补充和扩展了叙事文本研究，但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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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将两种理论融合形成完整的文本叙事批评统一体， 因此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其叙事文本和类文
本的理论价值和实践应用价值；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新兴文学层出不穷，类型和样式都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热奈特理论无论是内容形式还是叙事方法都无法进行全面解读。针对以
上不足，本研究将从热奈特类文本理论研究当前的发展现状出发，梳理类文本的研究脉络，根据
研究过程中暴露的问题，对其进行必要的修正，建构类文本类型学新谱系；与此同时，提出类文
本-文本共生叙事的概念，勾勒出类文本-文本共生叙事交流情景，构建全新的类文本-文本共生
（叙事）批评框架，以弥补热奈特文本-类文本叙事理论相割裂的不足，并为今后的中外叙事研究
提供新的批评视角和框架。

一、热奈特类文本理论国内外研究述评

类文本概念在法文版《门槛》中初次提出后，德文版（1989年）、英文版（1997年）陆续发行，整
个学界开始对类文本理论展开研究，类文本成为教科书上最基本的叙事学分析工具之一。［4］(P65)最
初类文本理论应用于英美文学经典作品研究，分析文学文本（印刷书本）领域中的类文本要素和
现象，逐渐发展到各国文学、语言翻译研究，甚至出现在经济学领域年报研究和医学领域的报告
文本研究中②。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21世纪类文本批评发生了理论转向和范式转移，从20世纪末
的“内类文本”研究为主，转向了“外类文本”研究为主；类文本研究的疆界及语域研究范畴从传统
的印刷书本转向了多媒体、多模态的新媒体类文本，在电影、同人小说、幻想小说、教学法、数字文
本、网络媒体等研究中都出现了类文本研究。［5］(P117)

与此同时，学界也尝试修正热奈特类文本理论，将该理论和其他理论研究相结合，提出相对
更为适宜的类文本批评理论。德国学者比尔特和克里斯特提出了类文本的解释性、商业性和导航
性三大功能，将文学类文本拓展到了数字时代类文本的范围。［4］(P65-87)英国学者凯瑟琳·巴彻勒在其
著作《翻译与类文本》中对热奈特类文本理论进行了全面客观的评析，在翻译的基础上对类文本
进行了创造性的更新，对其定义、范畴、分类和功能等进行了相应的修正。她将“类文本”定义为
“下意识制作的、影响到文本接受的都可视为类文本”，指出“一切评论文本或呈现文本或影响文
本接受的元素都是类文本”，［6］(P142)旨在走出热奈特定义模糊的困境；同时，她还将类文本的类型从
纸质类文本延伸到电子类文本，从静态类文本拓展到动态类文本，从文学类文本发散到非文学类
文本等，从而明确了类文本研究的开放性，为今后研究开辟了新思路和新领域。［7］(P109-111)总体看来，
国外热奈特类文本理论的批评与接受情况仍然存在以下问题：对类文本理论的赞扬和运用多，对
理论自身进行反思和修正少；多数批评聚焦于理论定义宽泛含混、结构松散、语域疆界模糊、分类
随意不严谨的问题，但有“破”少“立”，理论发展相对比较缓慢。［8］(P112-121)

类文本研究在国内起步较晚，经历了“引介解读—多元发展—修正重构”的三个阶段。朱桃香
首先介绍了热奈特的类文本理论及其发展， 肯定了类文本理论在阐释复杂文本时的叙事诗学价
值。［3］(P39-46)许德金、周雪松、马惠琴、杜文馨、邹惠玲等学者在介绍类文本理论的同时，还逐步将其
运用到文学批评实践中，以突出类文本元素在小说构思和叙述中的重要意义③，对新文学批评研
究产生了重大影响。类文本理论在林译小说、现代文学、序跋、互文性和伴随文本研究等方面不断
发展，极大地丰富了国内类文本研究的范围。国内学界从多种角度的进行类文本理论研究，有的
学者致力于“类文本中国化”，进行文学批评的小说从国外经典作品逐步转入中国的文学经典作
品，因地制宜地实现本土化的突破。金宏宇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类文本的全面考察，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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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了类文本的史料价值、文本阐释功能及其在文本经典化中的重要作用，开拓了研究视角，深
化了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都得到全面发展［9］(P36-40)；许德金、梁丹丹以杨绛回忆录《我们
仨》为例，将类文本理论运用于自传文类批评中，对作品中文本和类文本叙事进行比较，强调了类
文本叙事在自传中的作用［10］(P89-104)。殷燕、刘军平通过国内近30年来类文本研究的科学计量分析发
现，国内类文本研究呈现出“由文学领域逐渐向语言、翻译领域扩展延伸，跨学科纵深发展”的研
究发展趋势，其中翻译类文本研究成为“新兴热点和研究前沿”［11］(P22)。王雪明、杨子对《中国翻译话
语英译选集》(上)一书中作为类文本的注释进行了类型学和功能分析,总结出注释的六大类型与
功能,为中国典籍的外译提供了借鉴。［12］(P103-108)国内学者也开展了对类文本理论及其发展的思考。
原小平指出了类文本理论具有两大特点， 其一类文本理论能够基本探知文本中作者所表述的宗
旨、情感等内容；其二，它将文学图像作为一种文本因素纳入了文学研究的范畴，从而便于研究者
以广阔的视野对文本进行多维研究。［13］(P92-96)另有学者发现热奈特类文本理论的局限性，在小说的
叙事交流情景中很难将其运用到特定文本中，因此需要修正使其符合新的类型学要求。许德金通
过梳理热奈特类文本理论，就热奈特类文本理论体系定义宽泛、分类标准零散、批评实践碎片化，
缺乏具体可操作性等弊端，进行了一系列修正工作：明确类文本定义，重新确定其内涵与外延；强
调在进行文本批评过程中建议承认文学作品的个体差异，不必面面俱到。此外，他将类文本首次
引入传统的文本（叙事）领域，推出“类文本叙事”的概念，根据不同的标准将类文本分为不同的类
型，并对类文本和类文本叙事进行了新的类型学研究，提出了构建类文本叙事批评框架的设想，
为国内叙事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14］(P29-36)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飞速发展，多媒体、自媒体，超媒体的出现，批评的场域、热奈特所定义的
作者、出版者和读者的概念，甚至文本和类文本的界限和角色都随之发生变化，学界对类文本现
象的研究往往侧重体系和类型学的形式构建， 而轻视或忽略类文本之于意识形态表达的独特功
用，更缺乏对类文本与文本叙事意识形态之关系的探讨；同时，类文本叙事在热内特理论中是为
文本叙事服务的，但是世易时移，文本、类文本角色和作用发生了变化，出现共存共生、相互交融
的现象，共同作用于作品，服务于创作主旨。［14］(P34-36)

鉴于以上情况，本文从实际语篇运用角度出发，在类文本理论最新研究基础上，对类文本理
论进行进一步修正和创新性发展，尝试构建类文本-文本共生叙事交流情景的模型，通过文本和
类文本共同作用，展现叙事交流活动的过程以及所有参与者之前的关系，并建立新的叙事批评框
架，满足新时代文学批评的需要。

二、类文本理论的修正和发展

（一）类文本：新定义、新疆界
随着类文本理论批评的深入， 一些学者发现在当前的批评理论并不能得到很好的应用于文

学批评实际，其理论体系在类文本的定义、类文本要素角色和功能，以及文本与类文本之间的界
定这三个方面存在问题。

首先，众所周知，热奈特将“所有围绕文本的所有边缘的或补充性的数据”统称为类文本，没
有外部的边界，且其存在位置、出现日期、存在方式、接收对象以及功能上没有统一的标准，对不
确定的因素也没有留下探讨的余地，导致在某个时间和空间的节点，缺乏可以包含文学叙事中诸
多混杂且非常规的因素。范迪克指出，类文本元素以印刷书籍形式出现的文本中，但是一部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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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皮格乃格瓦里改良版类文本类型学内容及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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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中也不一定涵盖所有类文本的元素，热奈特将类文本视为“以作者意图和承担责任为特征”
的观点是非常狭隘的。［15］(P25)

其次，数字时代使类文本要素的角色和功能产生了变化。纸媒不再是一统天下的传播方式，
传统的阅读习惯受到多元化媒介的冲击， 类文本要素也随之发生变化。 与传统印刷文本不同的
是，新兴文学以读者需求为导向，几乎所有关键情节的节点都选择留白，供读者自行选择，作者和
读者之间不再是对立的关系，作者运用互动式创作的新模式，将文本创作社会化，以即时掌握读
者或市场需求。读者在阅读作品后会将评论发表在作品后，无形中成为作品的评价者和推广者，
决定着作品的热度和点击率，而隐含读者将评论视为作品的一部分，选择性解读作品文本，从而
跟进作品进入类文本要素的角色中。这在传统文学创作中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作者或者读者利用
原有的漫画、动画、小说、影视作品中的人物角色、故事情节或背景设定等元素所进行二次创作的
网络小说，被称为“同人小说”（Fan fiction），这种新兴的文学模式下，作者和读者的角色可以相互
转换，原先一直以“文本周围的旁注或者补充材料”出现的类文本向文本转变成为可能，甚至可以
控制或主导文本。

最后，在《特鲁斯特副文本》中，热奈特将类文本比喻为门槛，并且将其划分为作者与编辑的
门槛、与传媒相关的门槛、与生产和接受相关的门槛，以及私人门槛［16］(P63-77)，而在数字时代特定的
场域进行文学批评实践时，类文本不再是以作者意图而设立的、单向且封闭的门槛，而是开放的
双向通道。随着场域的变化，类文本的范畴不但应包括热奈特所提及的诸亚类型的类文本要素，
还应该包括文本前后的推送、 文本中出现评论等被热奈特所忽略或者没有预见到的那些类文本
要素。比如美国著名的在线视频网站“Netflix”2018年推出的电影《黑镜：潘达斯奈基》突破式地将
交互式剧情引入影视作品当中，受众（读者或观众）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转变为作品的参与
者、互动者、改造者甚至决策者，从而颠覆了热奈特类文本与文本之间的界定。对类文本和文本的
选择，取决于作品的创作意图和收获预期，一些影视作品、网络文学的编辑、编剧、出版者、制片人
等为争取文化市场效益最大化，会根据观众或读者的喜好决定故事情节的发展和人物的取舍，类
文本和文本的呈现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

（二）类文本新类型学建构
受解构主义的影响明显，热奈特将类文本单纯地分为内类文本和外类文本④，同时兼具对内

性和对外性，承担着语篇意义构建的义务和责任，并将文本交付给公众，让公众更好地去“消费”
主文本。［17］(P151)皮格乃格瓦里对此提出质疑，并在热奈特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新技术和新媒体的文
学实践，提出了“类文本2.0版本”（paratexts 2.0）的类文本新类型学，将印刷媒体的非常规因素以
及热奈特无法预见的超出印刷书本（文本）范围的类文本要素，如视觉因素、数字文本授权、与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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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类文本新谱系内容及其功能

类文本

以出现位置为准则

以类文本之于文本
的功能为准则

外类文本

以类文本是否具有
叙事功能为准则

内类文本

前类文本

后类文本

功能性类文本

工具性类文本

信息类类文本

叙事类类文本

非叙事类类文本

显性叙事类文本

隐性叙事类文本

事交流互动的要素纳入其类文本批评体系，并以表格的形式将改良版类文本类型学的内容、对象
及其对应的功能直观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

如图1所示，皮格乃格瓦里的“类文本2.0”保留了热奈特类文本原始公式的核心属性，将两类
亚文本进一步分为物质性内类文本（material peritexts）和电子化外类文本(digital epitexts)。在物质
性内类文本中，视觉元素（例如非常规字体、颜色、布局、图像、插图等）用于补充内类文本中新兴
的“与文学意图不可分割的图片式的实现”［1］(P34)；电子化外类文本则包含了作者为支持其（文本）
叙事正式制作或发布的数字要素，这些数字要素独立于印刷文本之外，而散见于作者网页、博客，
社交网站等处。基于两类亚类文本，类文本的功能又被细化为叙事性（在故事层面实现叙事）、合
成性（强调叙事的虚构合成部分）、交互性（电子化平台上的内容与印刷文本上的叙述交叉引用）、
增强性（视觉增强）和社交性（共享模式的社交）。［18］(P102-119)

皮格乃格瓦里的“类文本2.0”版本成功地拓展了热奈特20年前的类文本类型学，为数字时代
文学叙事的作者身份和作者———读者关系的重新讨论奠定了基础， 但该改良版的类型学仅限于
媒介的变化， 而没有触及导致热奈特文本类型学混乱或曰杂乱的根本原因： 缺乏统一的分类标
准。鉴于此，应根据类文本在印刷文本或其他相对密闭的空间内的时空构型特点来做相应的类型
学建构。具体来说，就是根据以下三个不同的标准而进行不同的类型学构建（如图2所示）：

图2中的第一类以出现的位置为准则，对印刷文本中出现的类文本要素进行构型，由此形成外/
内类文本类型谱系：外类文本是指出现在文本正文在外的类文本要素；内类文本是指出现在文本
正文之内，以明显的符号、图形、括号或注释的形式出现在文本中的各种类文本要素；外类文本还
可以细分为前类文本（前言、扉页、目录等）和后类文本（附录、后记等）。第二类以类文本（叙事）对
于文本（叙事）的功能为准则，将类文本重构为功能性类文本（具有一定叙事功能，如前言、后记和
评论）、工具性类文本（辅助阅读，如目录、索引等）和信息类类文本（补充信息，如出版信息、作者署
名等）。第三类以相关的类文本要素是否具有叙事功能，将类文本划分为：叙事类类文本（具有叙事
功能）和非叙事类类文本（不具有叙事功能），其中叙事类类文本还可以继续细化为显性叙事类文
本（如书本封面上的针对改文本的他人的叙述评论等）和隐性叙事类文本（如文本内的类文本叙事
等）。［14］(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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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类文本-文本共生叙事交流情景

类文本（叙事）

文本（叙事）

作者/出版者/赞助者/评论者 隐含作者 叙述者 受述者 隐含读者 读 者……

三、类文本-文本共生叙事交流情景及共生叙事批评框架构建

热奈特的类文本理论虽然自成体系，也不乏创见，但对类文本叙事缺少关注和集中研究，同
时对类文本与文本理论之间的关联和整体性研究不够， 没有注意到类文本-文本共生叙事现象，
更谈不上对类文本-文本共生叙事进行具体的深入研究，因此，修正和发展热奈特类文本理论，还
需要考虑到一定时空构型内类文本与文本的共生问题。笔者尝试构建以下两个模型：其一，类文
本-文本共生叙事交流情景；其二，类文本-文本共生（叙事）批评框架。

（一）类文本-文本共生叙事交流情景

图3构建了类文本-文本共生叙事交流情景。可以看出，在类文本-文本共生叙事的典型交流
情景中，信息的发送者并非局限于传统的文本批评所关注的作者和/或隐含作者，而是将出版者、
赞助商/者，乃至专职的书评者统统纳入框架之中。在热奈特理论中，读者是被动的接受者，没有
参与到文本尤其是虚构文本的叙事交流情景，但在类文本-文本共生叙事交流情景中，普通/真实
读者实实在在地进入新的叙事交流的框架内，共同参与并作用于交流。这样的共生叙事交流情景
无疑打破了传统的文本批评的叙事交流情景的藩篱，作为门槛的类文本成为交流往来的通道，类
文本叙事和文本叙事双管齐下，原本容易被忽略的出版商、赞助者乃至评论家纷纷列入文学批评
的框架中，成为叙事交流情景的一部分，任何要素都可能成为类文本-文本共生叙事参与者和决
策者，并发挥相应的作用。这种新型的文本叙事交流情景使类文本和文本产生互动，共同作用于
作品，更加全面、清晰地传递作者的书写意图，有效地规避了因为误读而产生的理解滞后或偏差，
也为今后的叙事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二）类文本-文本共生（叙事）批评框架
对热奈特类文本理论的另外一个创新就是构建一个类文本-文本共生（叙事）批评新框架（图

4）。鉴于类文本与文本是“一对冤家，相互依赖、共存共生”［14］(P34)，且特定条件下两种文本的角色和
功能有相互转变的可能，类文本叙事和文本叙事和也应该是相互作用、互相成就的整体，因此，考
虑到类文本-文本共生的特点，类文本叙事作为明确的共生元素首次被纳入新的批评框架，与文
本叙事并置于同一研究层面。同时，考虑到共生叙事情景中类文本各个要素的特点，类文本叙事
首次被细分为显性类型和隐性类型，通过这种途径，将文学的外部批评与内部批评更加有机地结
合了起来。这一创新性的设计大大增加了传统文学批评的可能路径，也为今后的文本批评实践奠
定了理论基础。

类文本-文本共生叙事：概念、叙事交流情景与批评框架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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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类文本-文本共生（叙事）批评框架

类文本叙事

显性类文本叙事

（具体形式和功能）

文本叙事

隐性类文本叙事

（具体形式和功能）

四、结 语

类文本研究拓展了传统的文本叙事交流情景，是文本研究的新方法。本文梳理了国内外学界
对热奈特类文本理论研究成果，针对热奈特文本叙事理论和类文本叙事理论体系之不足，首次提
出了类文本-文本共生叙事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了类文本-文本共生叙事交流情景
和类文本-文本共生（叙事）批评框架，补充和发展了热奈特叙事话语（文本）及其类文本（叙事）理
论体系。类文本-文本共生叙事理论的提出，首次将文本和类文本要素同时纳入叙事批评的视角，
指明了类文本叙事与文本叙事既相对独立、自成体系，同时又共生共荣，相互依存的独特关系。在
今后的叙事批评研究中，应给与充分重视，将类文本-文本共生叙事理论运用到文学、翻译和新媒
体等研究实际中，积极拓展文本叙事批评的新领域，为中外叙事理论研究提供新的批评视角和解
读窗口。

注释：
①类文本（paratext）国内多译为“副文本”、“类文本”或“准文本”，本文沿用许德金提出的“类

文本”译法，以保持文本和类文本研究的连贯性和一致性。
②类文本理论甚至出现在经济学领域年报研究和医学领域的报告文本研究中， 参见：Davison

J. Paratextual Framing of the Annual Report: Liminal literary Conventions and Visual Devices.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Accounting, 2011, 22 (2), Salager-Meyer F., Ariza M. 魣. A., Berbesí M. P. “Backstage
solidarity” in Spanish-and English-written medical research papers: Publication context and the ac-
knowledgment paratext.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9,
60(2).
③许德金、周雪松、马惠琴、杜文馨、邹惠玲等学者将类文本理论引介并运用到文学批评实践

中，突出类文本元素在小说构思和叙述中的重要意义。具体可参见：许德金、周雪松《作为类文本
的括号———从括号的使用看〈女勇士〉的文化叙事政治》（《外国文学》2010年第2期），马惠琴《边缘
的声音:小说〈黑王子〉的类文本特征分析》（《外国文学》2012年第6期），杜文馨、邹惠玲《门槛上的
艺术———〈罗森克兰茨和吉尔登斯特恩已死〉副文本研究》（《名作欣赏》2012年第23期）。
④热奈特将类文本分为内类文本(peritexts)和外类文本(epitexts)两大类。前者包括诸如作者姓

名、书名（标题）、次标题、出版信息（如出版社、版次、出版时间等）、前言、后记、致谢甚至扉页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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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词等；后者则包括外在于整书成品的、由作者与出版者为读者提供的关于该书的相关信息，如
作者针对该书进行的访谈，或由作者本人提供的日记等。热奈特认为可以套用公式来表示即：类
文本=内类文本+外类文本(paratext = peritext + epitext)。参见：Genette G, Maclean M. Introduction
to the Paratext . New literary history, 1991,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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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effect on the stock market. However, during the period of RMB depreciation, there is only spillover

effect of jump fluctuation on stock market, while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continuous fluctuation on

stock market is not significant.

（3）Paratextual-textual Narrative:Conception, Narrative Communication Situation and Criti-

cal Framework Tao Jing

The symbiosis study between paratext and text extends the traditional text narrative research and

criticism paradigm, and is a useful extension and significant supplement to the traditional text re-

search and criticism methods.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of Gérard Genette’s paratext theory at home

and abroad, focusing on the shortcomings of Genette’s textual narrative theory and paratextual narra-

tive theory system, this paper modifies its concepts and categories based on the deficiency of

Genette’s theory, attempts to define the conception of paratextual-textual narrative theory, narrative

communication situation, and criticism framework, integrates the inner and outer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modern literature research.

（4）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unuch Family and Political Research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Focusing on the Song Guoliang Family Du Wenyu

There were many eunuch families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which had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politics of this period. Song family was one of them. Due to the lack of records in historical

books, their genealogy and deeds are obliterated. The newly unearthed epitaph of Song Guoliang is

very important. Through this case, we can not only discuss the lineage, marriage, belief and related

historical facts of the eunuch family, but also study some important historical events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such as the Jingyuan mutiny, the crusade against Li Xilie in Huaixi, the pacification of Liu

Pi in Xichuan, and the setup of Shence army towns in the northwest of Beijing, which is helpful for

making historical details clear and supplementing the omissions of relevant historical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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