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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艾柯小说的百科全书特征

■李 静

艾柯是国际著名的符号学家，他的系列长篇小说也赢得了世界关注。艾柯的小说在纷繁复杂的知识迷

宫中显现的，是纵横古今的百科全书特征。知识王国、符号迷宫和书中之书三大特点，共同支撑起艾柯百科

全书小说的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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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静( 1975—) ，女，文学博士，重庆大学语言认知及语言应用研究基地专职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符

号学、海外华人文学、比较文学。( 重庆 400044)

安贝托·艾柯( U m berto Eco，1932) 是意大利著名的

符号学家。他的哲学、美学、符号学、诠释学著作，是他成

为一代大师的明证。然而，艾柯为人所知、声名远扬更多

的是他一系列百科全书式的长篇小说。从第一部畅销小

说《玫瑰之名》开始，艾柯迄今已出版了五部长篇小说，

即《玫瑰之名》、《傅科摆》、《昨日之岛》、《波多里诺》和

《洛安娜女王的神秘火焰》。艾柯的每一部小说，都能引

起不小的轰动。尤其是《玫瑰之名》长期占据欧美各地图

书排行榜的前列。1985 年，改编为电影后，连获意大利和

法国电影文学大奖，更是受到读者的狂热追捧，各种研

究性论文令人眼花缭乱，形成一种独特的“艾柯现象”，

成为与伊达洛·卡尔维诺齐名的 20 世纪最优秀的意大

利作家。

按照艾柯的定义和观念，所谓“百科全书”式特征，

是指对同一时代的知识进行全面涉猎的状态。艾柯的小

说，正是这样一种状态，他甚至将跨越时代的各种知识，

从中世纪到现代社会、从宗教到政治、从信仰到科学、从

历史到文化等各个领域都有所涉及。无论是在内容还是

在表达，也无论是在对知识的广泛涉猎，还是在意义的

多重性、矛盾性、对立性方面，艾柯的小说都体现了百科

全书的特征。本文拟从以下三方面探讨艾柯小说的这一

特点，以揭示其创作规律，从而为艾柯的小说研究提供

必要的借鉴。

一、知识王国

艾柯的小说大都是以中世纪为背景，并融入多种学

科的知识，成为以中世纪为支点，以各种知识为平台的

微型百科全书。

艾柯对中世纪的热爱始自他的青年时代。1954 年，

他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托马斯·阿奎那的美学

问题》，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和托马斯的美学问题进行

了精心研究，从此他对中世纪的研究就不曾中断。随后

相继出版了《中世纪美学的发展》、《混沌诗学: 乔伊斯的

中世纪》。艾柯之所以研究现代文学大师乔伊斯，其中一

个重要原因就是乔伊斯对中世纪同样情有独钟，并也曾

对托马斯深深着迷。而艾柯最为推崇的《为芬尼根守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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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认为的与中世纪最有关联的百科全书小说。1986

年，艾柯出版的《中世纪的艺术与美》，全面总结了他的

中世纪艺术观和美学观。为了写小说，艾柯反复阅读中

世纪的编年史，熟悉编年史写作的节奏。正因为艾柯有

着深厚的中世纪根底，他才能以敏锐的眼光来观察并分

析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用历史小说这一文学形式来反

映时代的精神和风貌。

艾柯小说的成名作《玫瑰之名》是一部不可多得的

侦探 －哲理 －历史小说。除了扣人心弦的侦探故事情节

外衣外，《玫瑰之名》涉及神学、政治学、历史学、犯罪学

等多学科知识。阅读全书，犹如通过意大利来欣赏欧洲

中世纪晚期五彩斑斓的历史画卷。小说中的各种学问，

尤其是艾柯对符号的巧妙运用更使小说妙趣横生。联邦

德国《明镜》周刊曾说: 这是“近年来写法最妙，内容最有

趣的小说”。故事发生在 1327 年，意大利正处于天主教

封建势力反动统治的阴影中。英国天主教方济各会修道

士威廉和年轻的徒弟阿德索来到意大利北部山区本尼

迪克特教会修道院。参加关于宗教与清贫、王权与意志

的大辩论。在修道院的七天中，他们耳闻目睹了一系列

神秘的死亡事件，这一切都与缮写室中的一本怪书有

关。在那座八边形的迷宫式的图书馆中，他们发现了谋

杀案的秘密: 原来是前图书馆馆长约尔格在怪书上涂了

剧毒药物，看了书都会因之死亡。这本怪书就是传说中

的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第二卷《喜剧》。最后约尔格放火

焚烧图书馆，威廉奋力从大火中抢救出的只是这座基督

教世界最大图书馆中的微小的一部分。

《傅科摆》是一部被称之为“比《玫瑰之名》更难懂的

小说，它有太多的地方简直像极了数学、物理学、神学、

史学、政治学乃至历法学的论文”[1 ] (P5 )。故事发生在 20

世纪 60 年代，其中心内容则是中世纪的圣堂武士的历

史演变，从其诞生、在世界各地的发展一直到现代社

会。《傅科摆》的主人公卡素朋和他的朋友在偶然的机会

里掌握了一份神秘文件，他们“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

密: 每过 120 年，一代又一代分散在欧洲各地的 36 名圣

堂武士将要重新聚首一次，拼合他们手上断简残篇的信

息，以便掌握一种可以控制世界、改造人类前途的巨大

能量。据说西方历史上的种种神秘社团，比如蔷薇十字

会、大白兄弟会、共济会等，一直在追求着这种比核武器

还要恐怖的能量。而莎士比亚、培根、马克思乃至爱因斯

坦等历史名人，也都是圣堂武士的传人。卡素朋的女友

莉亚通过研究文件得出另外的结论: 根本就没有什么圣

堂武士的秘密，那份文件不过是个送货 －购物清单。但

已经走火入魔的卡素朋等人根本不相信她的解释，同

时，许多“要将秘密知识据为己有的人”开始关注此事。

结果是很多人在这个过程中死去了，卡素朋知道自己也

难逃毒手——— 虽然所谓的“秘密”不过是他们三人自己

的“发明”。这部小说将中世纪与现代完全打通，让中世

纪圣堂武士来到现代，试图将欧洲的历史重写。

《昨日之岛》讲的是 17 世纪的故事。由于 17 世纪是

中世纪与现代的交界处，人类将跨入新的时代，科学思

潮兴起，但却与过去难舍难分，主人公罗贝托对科学的

探索、对哲学的思考，是艾柯的哲学家小说风格的又一

次展示。

在艾柯的小说中，除了最后一部《洛安娜女王的神

秘火焰》外，其他小说都与中世纪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中世纪的各种问题诸如宗教争论、圣殿骑士的功过，关

于科学新发现，十字军东征，基督教城市的兴建和千年

王国的诞生等都被他纳入写作的范围。虽然艾柯的小说

取材于中世纪，他最终指向的却是现代生活，正如他在

《 ＜玫瑰之名＞后记》中谈到的趣事: 他写的是中世纪，

别人误认为是现代的，而现代的，却被认为是中世纪

的。[2 ](P77 )中世纪既是危机的时代，同时又是成熟的时代，

是知识的游戏和储存两者并存的时代。

二、符号迷宫

艾柯是著名的符号学家，曾任国际符号学会的会

长。他从青年时期便开始研究符号学，出版了一系列具

有开创性的符号学著作，如《不存在的结构》、《一般符号

论》、《读者的角色》、《符号学与语言哲学》等。与他的理

论相对应，他的小说中充斥着诸如象征、隐喻、代码等各

种类型的符号。艾柯曾这样定义符号:“符号可以认为是

从能指角度替代他物的东西。这种所谓的他物未必非存

在不可，或实际就表现在符号介入进来以代表它的时

候。因此，符号学是这样一门学科，它研究可用以说谎的

事物。倘若某种东西不能用来说谎，那么，反过来，也就

无法用以阐明真理: 事实上，等于压根无法用来‘诉说’

什么。我认为，关于‘谎言理论’的定义应该视为一般符

号学至为全面的大纲。”[3 ] (P5 )既然符号是可以用来说谎

的事物，符号所指的事物可以存在也可以虚构，符号无

所谓真假，而只在于有效无效。这些符号得到接收后，产

生效果产生意义了，就达到目的了，就是个有意义的符

号。在他的小说中，符号众多，文本充满能指与所指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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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或游离的狂欢，真假错综纠结，虚实相克相生，真正

体现了符号学家的小说特征。

《玫瑰之名》是一部关于能指力量的小说。玫瑰在符

号的一级系统中，是一朵玫瑰花，它的所指是芬芳。但在

文本中，它的二级系统中，它的能指隐匿或者消逝，因而

所指不明，从而，玫瑰意味着没有指称、也没有内涵，而

这个正是其内涵——— 能指无限衍义造成的“意不尽言”，

所指模糊的悖论。玫瑰的名字到底是什么，根据能指的

无限衍义，玫瑰可以有无限多的名字，但同时，玫瑰也就

失去了名字。正如艾柯所言: “玫瑰的象征意义如此丰

富，以致于很难说它还有什么意义。”[4 ](P3 )而玫瑰在这部

小说中，除了在结尾处的那句话——— “昔日的玫瑰只存

在于它的名字中，我们拥有的只是它的名字”[5 ] (P502 ) 外，

基本没有出现，因此，它是一朵无名的玫瑰。

在小说《傅科摆》中，他将代码理论融入中世纪圣殿

骑士团的故事中，而整部小说完全可以借用巴特的五种

文学代码来进行分析。即象征代码、文化代码、内涵代

码、行动代码、疑问代码等，各种代码交错辉映，使得小

说成为符号的迷宫。《昨日之岛》中主要讨论的是比喻。

小说中通过叙述者和人物对比喻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和

研究，诸如明喻、暗喻、提喻、换喻、潜喻、曲喻等，使比喻

这个符号学中的重要概念得以感性的显现，简直是一部

“活的隐喻”小百科。

艾柯的每部小说都有主要的意象，也有些是艾柯惯

用的，比如玫瑰，在每一部小说中都会出现，当然其指称

的意义各不相同。又比如“火”，《玫瑰之名》中图书馆大

火，《波多里诺》中君士坦丁堡的大火，《傅科摆》和《昨日

之岛》也多有大火，艾柯认为:“在中世纪，教堂和修道院

象火绒一样易燃，想象一个没有火的中世纪故事，正如

想象一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电影里没有燃烧着的战斗

机一样。”[4 ](P29 )

艾柯的小说称得上是符号帝国，众多的符号纠结成

了纵横交错的迷宫。而在艾柯那里，迷宫通常有三种类

型: 第一种类型呈线状，是以希腊神话讲述的迷宫为象

征。这种类型最终是把入口或者出口同中心部连接起来

的一根绳 ( 在希腊神话中就是阿里阿德尼之绳) ; 第二种

类型成树状，是以迷路为象征。在这里，每次都会在岔路

口面临选择，走进一条死胡同，再折返回来，只有如此往

复方能抵达一个出口。这个分叉结构被看成一棵大树

状; 第三种类型是网状的，与前两者不同，既无内部又无

外部。在这里，一个结节点不仅通过另外单一的结节点

和单一的方式结合，而且通过另外的方式结合，通过另

外的方式与其他的结节点结合。这种类型被看做网状。

在做了这样的区别之后，艾柯认为: 所谓百科全书，是属

于第三种类型的、无中心的网状组织。

三、书中之书

互文性是 20 世纪后半期文论中的一个关键词，该

词最早出自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家克里斯蒂瓦，她认

为: 文本与一个文化中的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常被称

作“互文性”，与一个文本有关的其他文本就是“互文”。

互文是在文本之中隐藏着的一个文化中的文本传统积

累，是“书中之书”[6 ](P124 )。互文性从结构主义发展到解构

主义，它的核心意义是强调文本之间的关系，把多种文

本当作一个互联网，把互文性当作文本得以产生的话语

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无论是吸收还是破坏，无论是肯定

还是否定，无论是自我引用还是自我指涉，文本总是与

某个或某些前文本纠缠在一起，互文性是所有的文本共

同具有的特征。

如果说互文性无处不在，那么，艾柯则是将其发挥

到了极限。在他的小说中，“互文性”是一个非常突出的

特征。首先从他小说中各种人物的名字就可见一斑，《玫

瑰之名》中，威廉一名出自柯南道尔爵士《谢洛克·福尔

摩斯》系列里的《巴斯克维尔猎犬》，威廉和阿德索师徒

二人可以看作是对福尔摩斯和华生的戏仿，威廉的智

慧、深邃以及超人的观察力正如著名的侦探福尔摩斯，

阿德索的谦逊、好学以及得体的辅佐正如华生。除了福

尔摩斯，人们还会想起吉姆斯·邦德，艾柯对邦德曾经

有专门研究，邦德的侦探故事也影响了他。而小说中罪

大恶极的图书馆老馆长则是对博尔赫斯的戏拟，约尔格

的博学和失明类似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对艾柯的影响深

远。对此，艾柯直言不讳，他在《博尔赫斯的影响和我的

焦虑》中，坦言作家之间不可避免的“影响和借鉴”。

互文性不仅指前文本对后文本的影响，而且常常因

为释义的原因出现前后影响的颠倒。而正是博尔赫斯首

先指出了前文本的逆向影响关系，他在《其它探讨》一书

中指出:“实际上每个作家都在创造他的先行者。他的作

品修正了我们对过去的看法，正如这作品也修正了未来

一样。”[6 ] (P126 )而艾柯在《故事中的读者》一书中写道: 博

尔赫斯提倡，读作品《奥得赛》要把它当作《埃涅阿斯纪》

以后的作品，或者读《模仿基督》要把它当成是赛里努写

的作品。这是光辉的、刺激的、简直是可以实现的建议，

试论艾柯小说的百科全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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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其创造性是无与伦比的。[7 ](P135 )事实上，在《玫瑰之

名》的序言中，艾柯也开了个玩笑，暗示的是博尔赫斯曾

经看过这部小说。总之，他讲的是通过打乱时间上的前

后关系而产生令人眼花缭乱的感觉。

《傅科摆》最突出的就是这个小说的名字，它一语双

关指向两位大师: 一是尚·勃哪·里昂·傅科，他是 19

世纪法国物理学界的巨擘，曾经参与发展高精度测量绝

对光速的技术，更为地球绕轴旋转提供了实验证明。所

谓“傅科摆”，是这位物理学家赖以证实地球自转速率的

设计，它是一个悬垂于 67 公尺长的钢丝底端的铁球，重

28 公斤; 这个摆在无须人为助力的情况下，因地球自转

而移动，其速率为地球转动速率乘以纬度的正弦。但“傅

科”这个名字其实另有意旨，它暗示的其实是米歇儿·

福科。福科的“历史非连续性”观念曾引起过人文社科界

的强烈反响，而在小说中，艾柯却以“圣堂武士”在历史

上的发展作为论据，对这个观点做了反证。虽然艾柯曾

经在《诠释与过度诠释》中谈到这个问题，他自己认为

“很多人都会想到那个大名鼎鼎的米歇儿·福科，但事

实上，这部小说和福科没有任何关系”[8 ](P89 )，这一说法更

增加了小说的迷惑性。

《洛安娜女王的神秘火焰》可以看做另一部《追忆

逝水年华》。主人公亚姆博因失去记忆，寻找和重建自

我的过程，正如马塞尔对他一生的追忆。从《悠悠小说

林》中可以看出艾柯极为推崇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

华》，他把令人厌倦的描述称为“徘徊的美感”[9 ](P520 )，而

艾柯的每一部小说都体现了这种徘徊、漫步、延长、迂

回的特色。洛安娜女王是一部漫画书的故事主角，主人

公“亚姆博”的全名来自于意大利著名的现代活字字体

发明者博多尼。在《诠释与过度诠释》中，艾柯曾谈及卢

里亚的小说《破碎世界里的人》:“发生在卢里亚所描写

的某个扎茨基身上的事同样在我身上发生了: 扎茨基

因在战争中脑部受伤而丧失了全部记忆与说话能力，

但幸好还能写——— 这样他的手便自动将他无法想起的

东西写了下来，通过阅读这些写下来的东西他最后重

新建构了自己。”[10 ] (P94 )，这部小说对艾柯的《洛安娜女

王的神秘的火焰》来说，应该是有互文意义的。主人公

亚姆博和扎茨基经历极为相似，只不过扎茨基是在战

争中脑部受伤，亚姆博则是因为车祸中风而患上失忆

症。

除此之外，互文性非常明晰地体现在小说的形式方

面。艾柯的小说在外形方面有着理查德·罗蒂所言的

“家族性相似”的特征，这一特征突出体现在小说的标题

方面。他的每部小说的每章都有故事简介，类似古典小

说风格。在《玫瑰之名》中，是一个超然的叙述者概括了

每章的主要情节内容; 在《傅科摆》中，有十个塞弗拉的

象征代码作为每一部分的标题，而每一部分的开头都有

一段与小说内容紧密相关的引文; 在《昨日之岛》中，各

章的标题分别取自 17 世纪的著作的名称，意指故事内

容; 在《波多里诺》中，题目概括了故事内容; 在《洛安娜

女王的神秘火焰》中，每个标题都是一本书中的一句诗，

这句诗正好象征对应了该部分的内容。这个“家族性相

似”特征，既体现了艾柯自己小说文本之间的互文性，也

体现了他的小说与其他众多文本的互文性，更是显示了

艾柯小说的百科全书性。

互文性一方面体现了艾柯渊博的学识; 一方面也体

现了其小说的后现代特征。可以说，艾柯的小说就是一

出出互文游戏; 它几乎采用了一切表现互文性的手法:

明引、暗引、戏仿、拼贴、化用等。这些技法的运用，由于

把他人话语等诸多外部因素纳入当下文本，一方面促使

读者质疑文本的同一性、自足性和原创性; 另一方面又

迫使读者倾听文本中的多重声音，解读出多种文本含

义，从中获取阅读的乐趣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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