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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维度的叙事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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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种基本的精神文化活动，叙事与时间、空间的关系均十分密切、但在既往研究中，有

着重时间而轻空间的倾向。伴随着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的发展，叙事学应致力

于由时间维度的研究向空间维度的研究的转向。 
  空间意识与叙事活动 
  任何的个人思考和群体行为，只有在一个具体的空间中才得以进行。空间是我们行动和意识

的定位之所；反之，空间也必须被感知和使用，由此才能成为活的空间，进入意义和情感的领域。

人类的叙事活动与自身所处空间、空间意识密切相关。在某种意义上，人们之所以要“叙事”，

是因为想把某些发生在特定空间中的事件在“记忆”中保存下来，以抗拒遗忘并赋予意义。 
  挪威建筑理论家诺伯格·舒尔兹说:“人之对空间感兴趣，其根源在于存在。它是由于人抓住
了在环境中生活的关系，要为充满事件和行为的世界提出意义或秩序的要求而产生的。”与诺伯

格·舒尔兹的“存在空间”说类似，日本学者奥野健男提出“原风景”概念。他认为，“原风景”

是“作家固有的、自己形成的空间”，它们不仅是真实的风景，更是文学母体的“原风景”。它们

在作家幼年期形成，是作家“灵魂的故乡”。 
  不止一个作家在回忆录或创作论中谈到这种情况:如果没有一个熟悉的、具体的空间，他们就
无法进行创作。当然，由于每位作家“存在空间”所构成的“原风景”不同，他们的创作特色也

就各异。在此意义上，作家的“存在空间”或“原风景”构成了他们创作的“底色”或“无意识”。 
  创作心理具备空间特性 
  叙事作品的空间特性可在作家的创作心理中找到深层根源。作家创作时的主要心理活动是记

忆和想象。记忆和想象均具有明显的空间特性，而这种空间特性必然会给创作活动带来深刻影响。 
  以记忆为例，它不仅与时间有关，而且空间特性也非常明显。早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就已发

现记忆的空间特性，并依此发展出一种影响深远的“记忆的艺术”。最早发现记忆之空间特性的

是古希腊著名诗人西蒙尼戴斯，他提出著名的“位置记忆理论”或“地点记忆法”:“将需要记忆
的东西与一些特殊的位置，如房屋的房间餐桌旁的椅子等联系起来，再将其按逻辑顺序组织起来，

使它们更利于记忆。”古罗马人对空间记忆术也是情有独钟。他们不仅依靠位置来记忆，而且创

建了一些有利于记忆的“建筑物”(这种“建筑物”仅在心理和想象中存在)，从而推进了空间记
忆术的发展。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空间记忆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既然记忆具有某种空间

性特征，那么以其来选择、组织事件而写成的叙事虚构作品，也就必然会具有相关特征。而记忆

的空间性特征对叙事活动的影响，既表现在内容或主题层面，也表现在结构或形式层面。 
  空间元素具有重要叙事功能 
  在许多小说尤其是现代小说中，空间元素具有重要的叙事功能。小说家不仅将空间视为故事

发生的地点和叙事必不可少的场景，而且利用空间来表现时间、安排小说结构，甚至推动整个叙

事进程。在现代小说中，“空间叙事”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技巧。 
  如蒲宁的中篇小说《故园》存在一种“神圣空间”。苏霍多尔是娜塔莉娅生命中的“神圣空

间”，是她个人世界的中心。小说紧紧围绕苏霍多尔而展开叙述，苏霍多尔是娜塔莉娅所有故事

的滋生地，也只有它才赋予这些故事以形式。福克纳的短篇小说《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

表现出现代小说叙事中的一种重要现象:空间已成为一种时间的标识物。爱米丽所住的那幢屋子与
周边环境的关系，其实也就是她与镇上其他人的关系，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卡森·麦卡勒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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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小说《伤心咖啡馆之歌》，则可探讨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变易与叙事进程问题。在这部作品中，

麦卡勒斯通过同一空间的几经变易讲述相关故事，空间在整个叙述进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就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短篇意识流小说《墙上的斑点》来说，可考察意识的流动与叙事的支点问

题。只要找准一个“支点”——一个小小的空间，便可构成像《墙上的斑点》这样只有短短几千

字的叙事单间，甚至可支撑起像《追忆似水年华》那样洋洋二百余万言的叙事大厦。 
  叙事作品的空间形式 
  叙事作品的空间形式问题虽由美国批评家约瑟夫·弗兰克肇始其端，但一直未得到很好的解

决。 
  时间是 20世纪以来许多现代或后现代小说的主题。然而，“时间总是不间断地分岔为无数个
未来”。如果我们只选择其中的一种，显然是人为地否定了其他可能性。在现代小说家看来，这

并不符合时间或生活的本质。现代小说的目的，就是要表现更深层的“本质”。为了达到表现生

活的复杂性和多个“未来”的目的，现代小说家在寻找一种新的结构方式。于是，时间的序列性

和事件的因果律被大多数现代小说家抛弃，代之而起的是空间的同时性和事件的“偶合律”。与

传统小说相比，现代小说运用时空交叉和时空并置的叙述方法，打破了传统的单一时间顺序，展

露出一种追求空间化效果的趋势。在结构上，现代小说总是呈现出某种空间形式，如“中国套盒”、

“圆圈式”、“链条式”、“桔瓣式”、“拼图式”等。 
  当然，这里所说的“空间”并不是日常生活经验中具体的物件或场所，而是一种抽象空间、

知觉空间。这种空间只有在厘清小说的时间线索，并对整部小说的结构有了整体把握后，才能在

读者的意识中呈现出来。也就是说，“空间形式”是读者接受反应的产物，与其阅读方式息息相

关。 
  图像叙事本质:空间的时间化 
  现实生活中的事件总是在一定的语境牛发生的，发生在特定空间中，有一定能时间脉络。否

则，事件是无法进入人类认知视野的“自在之物”。但摄影家、画家等以图像的形式将事物从生

活之流中移出，这就造成了图像的“去语境化”存在。 
  由于去语境化，时间链条发生断裂，图像的意义由此变得漂浮和不确定。只有给图像恢复或

重建一个语境，把空间性的图像重新纳入时间流程中，才能达到“摹仿”，也即达到叙事目的。

因此，空间的时间化正是图像叙事的本质。在图像叙事中，主要有两种空间的时间化方式:一是借
“错觉”或“期待视野”诉诸观者的反应；二是与其他图像共同组成图像系列，从而重建事件的

形象流或时间流。 
  对于单幅图像叙事，可根据其各自对时间的处理方式，概括出三种叙述模式:单一场景叙述、
纲要式叙述与循环式叙述。所谓“单一场景叙述”，就是要求艺术家在其创作的图像作品中，把

“最富于孕育性的顷刻”通过某个单一场景表现出来，以暗示出事件的前因后果，从而让观者在

意识中完成一个叙事过程。所谓“纲要式叙述”，即把不同时间点上的场景或事件要素挑取重要

者“并置”在同一个画幅上。由于这种做法改变了事物的原始语境或自然状态，带有某种“综合”

特征，故又称“综合性叙述”。所谓“循环式叙述”，“就是把一系列情节融合在一起”的一种叙

述模式，它消解了时间逻辑，遵循的是空间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