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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本文主要借用马克·沃尔夫的想象世界建构理论来探讨奇幻文学的世界建构原

则。叙述的高度选择性使其建构的想象世界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不完整性， 但是若要想象世界给

人一种真实的感觉， 世界建构必须具有一定的创造性、 一致性与完整性。 世界建构是聚合与组合

双轴操作的结果， 奇幻世界建构的聚合轴具有宽幅的选择项， 决定了世界建构的创造性， 其组合

轴通过关联性原则将聚合轴选上的材料进行组合从而实现一致性。 创造性与一致性相互制约， 共

同建构具有一定完整性的奇幻世界。 奇幻世界的完整性不仅表现在它的细节饱满、 信息丰富， 以

及它与经验世界的基本架构全域性覆盖， 也体现在其暴露 “不完整性” 而产生的无限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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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的叙事学研究甚少关注故事世界建

构， 叙述中的虚构世界常常被背景化为故事发

生的场景， 文本世界的细节普遍被认为是为了

服务情节的发展。 沃尔夫 （Ｍａｒｋ Ｊ． Ｐ． Ｗｏｌｆ）
指出， “当学者们关注文本中的世界时， 不是

将它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 而是将其当作故事

设置的背景。” 这是因为 “与特定的故事、 人

物或情境相比， 文本中的世界难以进行描述或

分析”。①与传统的叙事研究不同， 早期的奇幻

文学研究已经开始关注想象世界。 林·卡特

（Ｌｉｎ Ｃａｒｔｅｒ） 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便开始关注奇幻

文学中想象世界的建构艺术。②托尔金 （Ｊ． Ｒ．
Ｒ． Ｔｏｌｋｉｅｎ） 在创作和研究中重点关注了奇幻文

学的世界创造， 称其为 “次生世界” （Ｓｕｂｃｒｅａｔ⁃
ｅｄ Ｗｏｒｌｄ ）， 或 “ 第 二 世 界 ”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Ｗｏｒｌｄ）。 他认为， 人类的世界创造相对于上帝

的创 造 （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 来 说， 属 于 次 级 创 造

（ｓｕｂ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而相对于经验世界这个第一世

界来说， 属于第二世界。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约

翰·蒂默曼（Ｊｏｈｎ Ｔｉｍｍｅｒｍａｎ） 提出奇幻世界

主要有三个特点： 第一， 奇幻世界与现实世界

具有相似性； 第二， 奇幻世界依靠读者在心中

激活或唤起； 第三， 奇幻世界并非是一个逃避

世界， 而是我们居住的世界， 想象力在奇幻世

界中能窥见真实。③也有部分学者研究具体作

家的奇幻世界建构， 例如彼得·汉特（ Ｐｅｔｅｒ
Ｈｕｎｔ） 和米利森特·伦茨（Ｍｉｌｌｉｃｅｎｔ Ｌｅｎｚ） 关

注到勒古恩、 普莱契及普尔曼的奇幻小说中所

建构的替代世界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ｗｏｒｌｄｓ）。④玛莎·
萨蒙斯（Ｍａｒｔｈａ Ｃ． Ｓａｍｍｏｎｓ） 则探讨了托尔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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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刘易斯 （Ｃ． Ｓ． Ｌｅｗｉｓ） 两位奇幻文学大师

建构世界的不同方式。⑤本文主要借用马克·
沃尔夫的想象世界建构理论来探讨奇幻文学的

世界建构原则，他把虚构文本中创造的世界称

作 “想象世界” （ ｉｍａｇｉｎａｒｙ ｗｏｒｌｄ）， 认为这个

表述涵盖范围最广， 且不是特定术语 （ ２６
页）， 因此可以应用于各种类型的叙述。

一、 创造性与一致性：
奇幻世界建构的聚合与组合

　 　 沃尔夫提出创造性 （ 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完整性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ｎｅｓｓ） 及一致性 （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是世

界创造的关键要素。 次级创造有一个度的问

题， 它决定了作者是否能够创造出一个不同于

现实世界的第二世界。 首先， “没有足够的创

造性， 我们所创造的世界要么只是设置在第一

世界， 要么与第一世界过于接近。” （４６ 页）
世界的创造性决定了奇幻世界对现实世界的偏

离度， 因此决定了这个世界是否可以成为一个

独立于第一世界的第二世界。 其次， 虽然想象

世界不可能跟经验世界一样一应俱全， 任何想

象世界都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完整， 但完

整性决定了想象世界的可信度。 沃尔夫认为，
完整性决定了是否有足够信息来建构一个独立

的世界 （４６ 页）。 最后， 一致性也是创造想象

世界的必要条件。 如果缺乏一致性， 想象世界

的各元素将会相互冲突， 无法建构合一的

世界。
创造性、 完整性和一致性决定了想象世界

的建构， 它们之间相互关联、 相互影响。 创造

性决定了世界的完整性， 影响一致性， 而一致

性反过来制约创造性， 一致性则是完整性能够

成立的前提。 沃尔夫主张， “第二世界的完整

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世界的可信度……但

这种完整的感觉成立的前提是所建构的世界具

有内在统一性， 所有细节能保持一致性。”
（５６ 页） 创造性决定了所建构世界的完整性，

而一致性决定了创造物之间相互不冲突， 从而

能维持这种完整性， 因此创造性和一致性偏向

于讨论世界建构的过程， 而完整性则倾向于讨

论世界建构的结果。 如果借用符号学有关文本

建构的理论来解释想象世界建构， 三者之间的

关系则更为清晰。
任何符号文本都是选择的结果， 选择必然

涉及聚合与组合的双轴关系操作。 聚合轴通过

相似性原则， 选择进入文本的各元素， 而组合

轴通过关联性原则将这些相关信息进行组合从

而构成符号文本。 选择与组合双轴关系同时进

行， 同时操作， 相互制约。 创造性体现了聚合

轴上的选择性原则， 决定了世界建构者可以选

择哪些材料进入这个正在建构的世界， 而一致

性体现了组合轴的关联性原则， 通过组合实现

一致性。 创造性和一致性没有孰轻孰重， 双轴

同时操作， 相互限制。 双轴操作所构成的世

界， 在理想状态下， 便能带给读者一种完整的

感觉。 这一世界建构原则理论上适用于任何想

象世界建构， 奇幻世界建构与其他文类的世界

建构是一个度的差异问题， 用符号学的原理来

说， 就是聚合轴的宽幅与窄幅的问题。
赵毅衡认为， 不同文本背后的聚合段宽窄

不一， 即是说， 有的文本聚合轴上选择面宽，
有的文本中可提供的选择则相对较少。 选择面

宽则称为宽幅， 反之则称为窄幅。⑥ 在世界建

构的聚合轴上， 创造性强意味着聚合轴上的选

择面宽， 是一种宽幅的选择。 所谓的创造性强

是指次级创造的 “度” 的问题， 它决定了想

象世界与经验世界的偏离度。 根据这个原理，
历史、 自传等纪实性叙述聚合轴上的选择面相

对较窄， 而虚构性叙述则相对较宽。 在虚构性

叙述中， 现实主义叙述建构的世界遵循现实世

界的法则， 在聚合轴上是一种相对窄幅的选

择。 想象世界一旦违反经验世界的逻辑规则，
或是出现了经验世界不存在的事物， 就容易打

破真实的幻像。 奇幻叙述不完全受现实原则约

束， 因此其世界建构是一种宽幅的选择。 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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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明确提出， “可信性设计对于奇幻和科幻这

类文学尤为重要， 这些类型比其他类型包含了

更多创造性。” （２７ 页） 在奇幻文学的想象世

界中， 作者可以创造出现实世界找不到对应物

的对象， 也能够建构起现实世界不存在的各种

关系， 从而增加了聚合轴上的选择项。 在奇幻

世界里， 魔法似乎让一切创造均为可能。
沃尔夫认为， “创造性是指第二世界在何

种程度上改变了第一世界的常规假定， 包括地

理、 历史、 语言、 物理学、 生物学、 植物学、
文化、 风俗等方面的改变。” （４７ 页） 第二世

界建构主要可以从四个领域来改变第一世界的

常规。 首先是 “命名领域” （ｎｏｍｉｎａｌ ｒｅａｌｍ），
这个领域涉及 “旧物命新名”， 想象世界甚少

改变经验世界的常规， 只是创造出新语言， 为

各种事物重新命名。 其次是 “文化领域”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ａｌｍ） 的改变， 即： “所有人类制造

的事物， 包括新的物体、 新的人工制品、 新科

技、 新风俗、 新体制、 新观念等， 甚至是新的

国家、 文化、 制度和规则。” 第三是 “自然领

域”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ａｌｍ）， “包含新大陆 （ ｌａｎｄ⁃
ｍａｓｓｅｓ）、 新物种和各类生物”。 最后是 “本体

领域 （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ａｌｍ）， 这个领域决定了世

界存在的参数， 也就是指构成想象世界的物质

性和物理规则、 空间、 时间等都发生了变化”
（４７－４９ 页）。 奇幻文学对经验世界的改变可

发生在以上每个领域， 《魔戒》 （Ｔｈｅ Ｌｏｒｄ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ｎｇｓ， １９５４）、 《地海传奇》 （Ｅａｒｔｈｓｅａ Ｃｉｒ⁃
ｃｌｅｓ， １９６８）、 《星际迷航》 （Ｓｔａｒ Ｔｒｅｋ， １９６７）
等作品中不仅创造了不同的语言， 为不同事物

命名， 甚至创造出一整套新的语言系统。 奇幻

作品中创造出新物种则更为常见， 比如托尔金

的霍比特人、 刘易斯的羊怪、 罗琳 （ Ｊ． Ｋ．
Ｒｏｗｌｉｎｇ） 的打人柳。 当然， 在大多数的奇幻

作品中， 作者都建立了不同的新国家、 新体

制、 新文化、 新风俗等， 比如纳尼亚王国，
《哈利·波特》 （Ｈａｒｒｙ Ｐｏｔｔｅｒ） 的魔法学校， 鲍

姆的奥兹国等等。 甚至在一些作品中出现了本

体上的改变， 最典型的例子是科幻作品 《平
面国 》 （Ｆｌａｔｌａｎｄ， １８８４ ） 和 《 平 面 宇 宙 》
（Ｐｌａｎｉｖｅｒｓｅ， １９８４）， 这两部作品都是将故事设

置在一个二维宇宙。 另外， 在泰瑞·普莱契

（Ｔｅｒｒｙ Ｐｒａｔｃｈｅｔｔ） 创造的碟形世界中， 超级大

海龟背上站着四头大象， 大象背上驮着一个奇

异的圆形世界。
奇幻文学中的想象世界在各个领域都能产

生不同于经验世界的改变， 大大增加了聚合轴

上的可选项， 因此奇幻文学中的想象世界是一

个宽幅的世界。 不过， 奇幻世界是聚合轴和组

合轴同时操作的结果， 虽然聚合轴上可以创造

出无限选项， 但创造性必然受到一致性的制

约。 一致性是指 “所建构的想象世界中细节

的合理度、 可能性以及细节之间不构成相互矛

盾。 如果缺乏一致性， 想象世界的建构会显得

凌乱， 甚至是随意或无关联” （５６ 页）。 一致

性决定了想象世界各部分、 各细节之间的有机

联系， 对想象世界的完整性有决定作用。 因

此， 无论是故事的主线、 副线、 背景细节、 以

及基本结构等都应遵循一致性原则。 沃尔夫认

为， 想象世界的细节之间需要具有合理性、 可

能性， 笔者将其归纳为想象世界的细节之间需

要逻辑融贯 （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 细节之间不相互矛

盾则是指细节之间的兼容性 （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想象世界通常会遵循一定形式的因果律。

之所以说 “一定形式”， 是因为因果律在不同

文化中因与果范畴不同， 但是因果律这个概

念， 或说这种由因导果的逻辑形式却存在。 沃

尔夫认为， “事件之间因果联系的方式可能会

发生大变化， 但是因果律必然在场， 这样所有

的行动才会有可预见的结果， 时间才能形成逻

辑融贯的叙述形式。” （５０ 页） 没有一定形式

的因果律存在， 就没有叙述可言。 想象世界的

因果律可以遵循经验世界的基本逻辑， 也可能

偏离经验世界， 但因果律必然在场。 奇幻文学

中的想象世界与经验世界有重合之处， 但也可

以无限偏离经验世界。 一方面， 当作者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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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者） 没有明确提示差异时， 作者和读者

都共同遵循一种经验现实的因果律。 另一方

面， 鉴于奇幻文学对经验现实的偏离， 在它建

构的世界中， 其上下文也建构起自身的一套因

果逻辑， 因此读者也需要根据奇幻世界自身的

内在规律来进行因果推理。 所谓事奇而理固

有， 奇幻世界因为有魔法， 事物之间会产生不

同的组合关系， 形成不同的一致性， 然而无论

形式发生什么变化， 因果逻辑必然在场。 虽然

它可能违反现实世界的逻辑， 但却遵守奇幻世

界的内在逻辑。
托尔金认为， 奇幻文学并非是一种非理性

的文学， 奇幻文学十分理性。 大量奇幻小说在

一定程度上模拟了一种推理模式， 开篇采用类

似预言的方式来告知故事结局， 然后再带领读

者一步步去发现和推理这个预言如何被实现，
探险类奇幻 （ ｑｕｅｓｔ ｆａｎｔａｓｙ） 基本都采用这个

模式。 《永远讲不完的故事》 （Ｔｈｅ Ｎｅｖｅｒｅｎｄｉｎｇ
Ｓｔｏｒｙ， １９７９） 中的巴斯蒂安是预言中幻想帝国

的拯救者； 哈利·波特是预言中魔法世界的拯

救者；苏珊、 彼得、 露西、 爱德华是预言中纳

尼亚世界的拯救者。 此外 《魔戒》、 《地海巫

师》 （Ａ Ｗｉｚａｒｄ ｏｆ Ｅａｒｔｈｅａ， １９６８）、 《地海彼

岸》 （Ｔｈｅ Ｆａｒｔｈｅｓｔ Ｓｈｏｒｅ， １９７２）、 《预言傀儡》
（Ｐａｗｎ ｏｆ Ｐｒｏｐｈｅｃｙ， １９８２） 等作品均遵循这一

模式。 同时， 在文本的细节处理上， 作者非常

关注作品的逻辑融贯性。 以 《神奇之城》
（Ｔｈｅ Ｍａｇｉｃ Ｃｉｔｙ， １９１０） 为例， 菲利普作为奇

幻世界的次级创造者 （ｓｕｂ⁃ｃｒｅａｔｏｒ） 用经验世

界的各种材料搭建起了一个神奇之城。 他由于

魔法进入了自己用积木搭建的城市， 遇到了诺

亚、 诺亚方舟中的各种动物以及同样来自经验

世界的人类。 随着故事的发展， 这些人物为何

出现在这个城市， 这个城市为何会如此运作都

在后文得到解答。 原来所有进入神奇之城的人

都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神奇之城的建构， 而其

他事物则是主人公在打造神奇之城时放入的玩

具、 玩偶、 模型等。

除了叙述上的因果逻辑融贯， 想象世界的

建构还应该考虑细节上的兼容性， 尽力避免细

节之间相互冲突。 粉丝文化产生后， 越来越多

粉丝关注奇幻文学的世界建构。 当发现文本世

界细节上的矛盾之处时， 他们通过解释将其合

理化。 随着科技的发展， 文字、 图像、 数字媒

介都建构起了各种奇幻世界， 大量奇幻世界实

现了跨媒介建构。 世界建构越复杂， 越容易产

生细节上的矛盾， 要实现一致性便越困难。 特

别是对于有特许经营权的世界创造者来说， 为

了实现世界的一致性， 他们甚至采用回溯连续

性 （ｒｅｔｒｏａ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 ｒｅｔｃｏｎ） 的方式， “对
想象世界中原先已经设定好的 ‘事实’ 进行

部分修正”。 这样能够更好地开发想象世界，⑦

也就是修改先出版的作品中的部分细节来与后

出版的作品保持一致性。 根据普罗克特 （Ｗｉｌ⁃
ｌｉａｍ Ｐｒｏｃｔｏｒ） 的研究， 这个现象最先出现在超

级英雄漫画中。 事实上在奇幻文学中， 为了让

想象世界前后保持一致性， 托尔金也曾修正过

《霍比特人》 （Ｔｈｅ Ｈｏｂｂｉｔ， １９３７） 中的部分细

节， 以保持与 《魔戒》 一致。 世界创造者修

改相关细节正是为了前后细节不冲突， 以保障

世界发展的一致性。
任何世界建构都是聚合轴与组合轴双轴操

作的结果。 创造性决定了聚合轴上的选项， 组

合轴上则根据一致性原则将被选上的各项组合

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想象世界。 世界的完整性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某个世界的可信度。 本文将

重点讨论奇幻世界创造的完整性。 　

二、 “完整性”：
奇幻世界的逼真性

　 　 “真正的完整性是不可能实现的， 所以

完整性是指想象世界所包含的细节度 （ ｄｅ⁃
ｔａｉｌｓ） 和解释力 （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ｓ）。”⑧ 细节饱满

或信息丰富是建构想象世界逼真性的必要条

件。 安伯托·艾柯（Ｕｍｂｅｒｔｏ Ｅｃｏ） 认为，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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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呈现给大家一个完整的世界， 必须是百科

全书式的， 包含丰富的信息。⑨ 大卫·伯德维

尔（Ｄａｖｉｄ Ｂｏｒｄｗｅｌｌ） 在讨论世界建构时提出，
“越来越多电影不遗余力地为情节发生的场景

提供丰富的信息。”�I0肯尼迪 （Ｌｏｕｉｓ Ｋｅｎｎｅｄｙ）
则认为， “电影极为重视世界创造， 为电影创

造一个信息丰富、 多面、 环境复杂的世界才能

让观众多方位地进入和探索这个世界。”�I1想象

世界要带给读者一种完整的感觉， 就必须提供

足够的信息和细节来支撑这个世界， 这样才能

让读者沉浸于这个虚构世界， 相信世界的真实

性。 想象世界的细节饱满度是建构 “完整”
世界的基础。 在细节饱满的想象世界中， 并不

是每一个细节都有助于推动情节发展， 甚至存

在大量 “不必要” 的信息， 但这些信息恰好

能增加想象世界的逼真性。
奇幻世界的完整性微观上体现在细节的饱

满度， 宏观上体现在奇幻世界基本结构的完整

度。 奇幻作家大都致力于建构一个不同于人类

世界的奇幻世界， 因此必然关注细节描写， 以

《霍比特人》 的开篇为例：

　 　 这是一个霍比特人的洞， 而霍比特人

的洞就意味着舒服。
它的门滴溜滚圆， 像船上的舷窗， 漆

成绿色， 在正当中的地方有一个亮闪闪的

黄铜把手。 门一打开， 里面是圆管一样的

客厅， 看着像个隧道， 不过和隧道比起来

可舒服太多了， 而且没有烟， 周围的墙上

都镶了木板， 地上铺了瓷砖和地毯， 屋里

摆着锃亮的椅子， 四周钉了好多的衣帽

钩， 那是因为霍比特人非常喜欢有人来上

门做客……�I2

叙述者强调洞府 “舒服” 从情节功能上来讲，
是为了与他之后选择冒险生活的 “不舒服”
形成对比。 然而， 文中大量细节描写与 “舒
服” 并无直接关系。 小说中对洞府的细节介

绍精确到门的形状、 颜色， 甚至是黄铜把手，
这些细节更多是为了凸显信息的丰富性、 世界

的完整性， 读者通过阅读就能勾勒出霍比特人

洞府的精确模样， 从而让读者有一种强烈的真

实感。
对想象世界的细节描写几乎是每一个奇幻

作家在进行世界建构时都采用的策略， 例子无

法穷尽， 本文仅以 《霍比特人》 为例。 关于

奇幻文学中世界建构的完整性， 本文主要从宏

观世界结构来展开讨论， 包括奇幻世界的自然

世界建构和文化世界建构两个部分。
沃尔夫认为， 想象世界总有一个属于自己

的物理空间， 若在超自然世界中， 还有自己的

规约和不同的生物形态。 自然世界主要指世界

的物质构成， 包括其物理、 化学、 地质、 生物

结构以及与之相关的生态系统 （１９１ 页）。 奇

幻文学所建构的是超自然的奇幻世界， 因此作

者在对想象世界的创造中十分重视对奇幻世界

的物理规约、 地理空间以及生物构成等方面的

设计。 本文主要探讨奇幻文学中的地理空间和

自然生物， 这两个方面最能体现奇幻世界与经

验世界的差异。
奇幻文学非常关注奇幻世界所在的地理位

置， 其位置的设定影响了其存在的可信度。 早

期的奇幻文学作品通常会强调奇幻世界与经验

世界的法则差异： 《幻境： 男人与女人的浪漫

史》 （Ｐｈａｎｔａｓｔｅｓ： Ａ Ｆａｅｒｉｅ Ｒｏｍ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Ｍｅｎ 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 １８５８ ）、 《爱 丽 丝 梦 游 奇 境 记 》
（Ａｌｉｃｅ’ ｓ 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Ｗｏｎｄｅｒｌａｎｄ， １８６５） 等作

品借用梦境形式将奇幻世界建构在梦境框架

中， 由于梦境之 “奇” 不同于经验世界， 因

此梦中世界之 “怪” 则显得自然可信； 而

《莉莉丝》 （Ｌｉｌｉｔｈ， １８９５）、 《爱丽丝镜中奇遇

记》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Ｌｏｏｋｉｎｇ⁃Ｇｌａｓｓ， １８７１） 等作品

则将奇幻世界设置在镜中， 镜中一切与现实世

界相反， 因此镜中世界与经验世界规律不同则

自然可信。
大多数奇幻作品将奇幻世界建构在一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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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物理空间， 作者常常通过时间或空间的距

离来区隔奇幻世界与经验世界， 让读者相信奇

幻世界存在的可能性。 作者用时间区隔出一个

独立的奇幻世界， 让读者相信这个世界只存在

于遥远的过去或未来， 那么， 该世界与读者所

处的经验世界不同则无可厚非， 比如很多奇幻

作家喜欢将奇幻世界设置在神秘的中世纪， 或

人类未知的世纪， 比如 《冰与火之歌》 （Ａ
Ｓｏｎｇ ｏｆ Ｉｃｅ ａｎｄ Ｆｉｒｅ， １９９１）、 《霍比特人》、
《魔戒》 等作品。 大多数奇幻作品更倾向于以

空间区隔出不同的世界， 常见的方式是将奇幻

世界设置在一个异常遥远的空间。 奇幻文学中

最常见的三类世界空间是遥远的海岛世界

（ Ｉｓｌ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ｓ ）、 地 下 世 界 （ 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
Ｗｏｒｌｄｓ） 以及外星球 （Ｐｌａｎｅｔｓ）。�I3比如， 《地
海传奇》 系列作品中的地海世界， 其中 《地
海巫师》 与 《地海彼岸》 都包含对各岛国的

详细介绍， 而 《地海古墓》 （Ｔｈｅ Ｔｏｍｂｓ ｏｆ Ａｔｕ⁃
ａｎ， １９７０） 则详细描写了一个地下世界。 科幻

叙述偏向于将想象世界设置于其他星球， 比如

《星球大战》 （Ｓｔａｒ Ｗａｒｓ， １９７７）、 《星际迷航》
等， 但也有奇幻文学创造出另一个星球， 比如

普莱契的 《碟形世界》 （Ｄｉｓｃｗｏｒｌｄ， １９８３）。 除

此之外， 入口型奇幻文学常常采用一个 “入
口” 来区隔出两个平行世界， 比如 《纳尼亚

传奇》 （Ｔｈｅ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ｓ ｏｆ Ｎａｒｎｉａ， １９５０） 中的

魔衣橱， 《哈利·波特》中的九又四分之三站

台。 正是因为距离区隔出了奇幻世界和现实世

界， 读者愿意相信这个奇幻世界的独立性。
奇幻世界建构除了关注其独立空间外， 还

特别关注自然生物。 特殊的地域生长出特殊的

生物， 似乎是理所当然的现象， 同时， 特殊的

植物和动物又增添了世界的奇幻色彩， 反过来

建构这个世界的逼真性。 正如沃尔夫所说， 加

入新的动植物基本不会影响人们对自然世界的

常规认知， 因为世界那么大， 常常会发现新的

物种 （１９２ 页）。 如果一个奇异世界中的物种

与现实世界无异， 反而让这个世界显得不真

实。 当然， 奇幻世界建构并不要求所有物种均

有别于经验世界， 而是只需要加入一定量新物

种， 比如 《哈利·波特》中加入了打人柳、 鳃

囊草、 魔鬼网等新奇植物， 而 《纳尼亚传奇》
中则加入了羊怪、 半人马等新奇动物。 这些新

物种增加了奇幻世界自然环境的细节饱满度，
不仅补充了世界的完整性， 也提高了这个世界

的吸引力。
不同自然条件产生不同的世界， 相应产生

不同的文化， 奇幻作者不仅关注自然条件也关

注奇幻世界所创造的文化结构的完整性， 包括

奇幻世界中的语言、 神话、 历史等。
语言创造是奇幻世界中的重要一环。 共同

的语言形成共享的交流系统， 哪怕作者不提示

奇幻世界有新语言， 在遇到异文化时， 读者通

常也会假定这个世界有不同的语言。 某些奇幻

作品 “只提到一种想象的语言， 在叙述中并

不会给出任何具体的例子”，�I4这很大程度上是

为了补充信息的完整性。 某些奇幻作品则详细

介绍了新语言， 向读者呈现一整套独立的语言

系统。 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应数托尔金， 他对语

言的创造不只是给事物命名， 而是全方位的，
包括完整的词汇、 音系、 语法、 书写系统等

等， 他在 《魔戒》 中创造了一整套精灵语。
《哈利·波特》中有蛇佬腔， 这种语言来源于

萨拉查·斯莱特林以及他的后裔们，包括伏地

魔。 在电影版的 《哈利·波特》中， 制作方专

门请语言学家弗朗西斯·诺兰（Ｆｒａｎｃｉｓ Ｎｏｌａｎ）
根据音系学原理创造了蛇语， 哈利可以用蛇语

跟蛇交流。 《星际迷航》 中有克林贡语 （Ｋｌｉｎ⁃
ｇｏ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发明者是美国语言学家马克·
欧克朗（Ｍａｒｃ Ｏｋｒａｎｄ）。 受到系列作品的影响，
大量粉丝形成网络社区， 用克林贡语进行交

流， 让虚构的人造语言成为了网络世界的共享

流通语言。 早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美国就编纂出

了克林贡语的教材和词典供粉丝收藏。 类似的

情况还包含 《权利的游戏》 中的多斯拉克语，
《阿凡达》 （Ａｖａｔａｒ， ２００９） 中的纳美语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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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语言的创造对建立世界的完整性有重要

作用。 新语言可以引入 “新概念、 新事物或

新生物， 也可以重新命名原有的事物”。 这些

新生事物只属于 “新世界”， 不仅补充了奇幻

世界的信息细节， 还凸显了新世界与经验世界

的差异。 “语言和文字也是知识和权力的来

源” （２０４－２０５ 页）， 新的知识、 权力关系构

成了新的文化和哲学观， 让读者相信文本中的

奇幻世界有一套自身的文化逻辑和运行模式。
在勒古恩的地海系列中， 语言不仅作为表达概

念的载体用于命名和交流， 还具有强大力量。
地海世界中获悉人或事物的 “真名” （ ｔｒｕｅ
ｎａｍｅ）， 就能通过巫术控制事物或人， 因此巫

师从不轻易以真名示人。 勒古恩强调不同的文

化语境对语言有不同影响， 特定的文化使用特

定的语言。 因此， 特定语言的使用也佐证了一

种特定文化的存在。 在 《地海彼岸》 中， 大

法师格得对亚刃说：

现在已经不是各地人都还记得 “创生语”
的时代了， 所以在某地使用某字词是正确

的， 到了另一地则需改用别的字词……我

曾经航行到东方， 由于所到之地非常偏

远， 那里的风、 水等都不听我使唤， 可能

是它们不知道自己的真名吧， 但更可能是

我根本不晓得它们的真名。�I5

格得的一席话一方面表达了语言的力量， 另一

方面也说明不同文化产生不同语言， 所以事物

的 “真名” 则不同。 “巫术技艺本身也因地而

有变异。 柔克岛的一项真法术， 到了易飞墟可

能变成没有力量的普通字词。”�I6我们可以说特

定的文化产生了特定的语言， 也可以说特定的

语言建构了特定的文化。 《永远讲不完的故

事》 也强调了 “真名” 对创造世界的重要性，
天童女皇告诉主人公巴斯蒂安 “只有正确的

名字， 能给予所有的生命和事物真实性”，�I7她

只有获得新名字， 幻想帝国才能重生。

除了语言创造外， 奇幻文学还常通过书写

历史来补全奇幻世界的相关信息。 在想象世界

建构中， 人物的个人历史， 家族史或某个民族

或区域的历史等都对世界建构有重要影响， 历

史是文化建构的重要元素， 也是读者了解该世

界文化逻辑的依据。 由于奇幻文学的特殊性，
它常常以神话的形式来建构其历史： “神话通

常被定义为关于某个部落或某个民族的一系列

传统故事， 神话是这个部落或民族的世界观形

成的基础。”�I8神话中蕴含了一种文化产生的源

头、 发展的历史以及运行的逻辑。 沃尔夫认

为， 神话构成第二世界发展的历史和语境， 通

过传说和起源故事， 为正在发生的事件提供背

景故事， 也为世界提供背景 （２０９ 页）。 一个

世界的建构因为有神话而具有历史深度， 对该

世界发生的不同事件的解释也有据可依。 读者

通过读神话来获悉一个世界的历史， 从而了解

这个世界的文化逻辑。 亚历山大 （Ｌｉｌｙ Ａｌｅｘａｎ⁃
ｄｅｒ） 认为， “想象世界需要神话来使之看起来

像真的， 任何起源神话总是能产生一个自己的

世界。 神话生产出一个世界的知识 （科学与

哲学）、 信仰体系 （宗教）， 以及叙述 （艺

术）。”�I9因此， 神话为奇幻世界提供起源或过

去的历史， 从而使这个世界显得真实。 同时，
神话还为这个想象世界的知识、 信仰和艺术提

供解释元语言。
除了直接讲述历史， 或应用神话来建构历

史， 许多奇幻世界的创造者采用伴随文本来补

充历史信息， 比如使用年表 （ ｔｉｍｅｌｉｎｅｓ） 再现

故事世界的历史事件， 让读者对故事世界的历

史有整体了解， 并能够获悉历史事件的发生与

发展， 从而更加了解想象世界。 年表通常作为

伴随文本出现在文本的附录部分， 有的年表长

达几百页， 比如托尔金的阿尔达 （Ａｒｄａ） 世

界年表。 沃尔夫提出年表将事件按时间顺序联

系起来， 把这些事件整合成为历史， 可以用来

呈现事件的因果关系， 解释或阐明动机， 以保

持一致性。 不仅如此， 年表还能为正在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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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提供一个宏观的历史背景 （１８４ 页）。 本

杰明·罗伯森（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Ｊ． 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 也认为

年表向观众提供了想象世界的大概信息， 有利

于世界建构的完整性与一致性。�20

奇幻世界建构的完整性不仅关涉细节的饱

满度， 也涉及世界的整体架构。 奇幻世界比喻

性地再现了经验世界的整体架构， 虽然其文

化、 历史、 语言、 神话与哲学等独立于经验世

界， 但其整体架构与现实世界全域性覆盖。 奇

幻世界的建构与经验世界必然有一定的关联

度， 这样读者才能够与奇幻世界产生关联， 才

能读懂奇幻世界。

三、 “不完整性”：
奇幻世界与经验世界

　 　 虽然想象世界的建构力图实现创造性、 一

致性及完整性， 尝试建立一整套世界体系， 但

任何想象世界在信息的细节性和丰富性上不可

能与经验世界对等。 想象世界通过叙述来建

构， 任何叙述都具有高度的选择性， 建构一个

想象世界是作者与读者共同合作的结果。 作者

分裂出一个叙述者， 通过叙述建构起一个想象

世界， 邀请读者来探索这个世界。 叙述者将一

系列信息和提示编码写入文本， 那些被省略的

信息则由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自动补充完整。 叙

述者在选择或省略信息时， 很大程度要以经验

世界为参照， 省略那些与读者共享的常识。 读

者在阅读过程中通过联系上下文， 或以经验世

界为参照， 补充想象世界的相关细节和信息，
以建构一个完整的想象世界。

作家借助想象， 以文字为媒介来建构文学

中的想象世界。 托尔金将作者的这种创造称作

次级创造 （ ｓｕｂ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一方面， 他认为人

类的创造力仅限于使用上帝已经创造出的先在

概念， 另一方面他认为人类在这些先在的概念

中找到新的关联， 从而能够探索各种可能性

（３６ 页）。 在此基础上， 沃尔夫提出次级创造

即通过对现存概念的重新关联和组合， 创造出

第二世界。 因此次级创造取代或重新设定了第

一世界的各种常规 （３６ 页）。 在创造想象世界

时， 我们同时发挥了柯勒律治所说的第一性想

象和第二性想象， 人类通过对经验世界的感

知， 把先在的事物、 概念及元素等储存进大

脑， 再通过第二性想象， 将这些概念溶解并重

新组合、 关联而建构起想象世界。 在这个建构

过程中， 有些关联和组合遵循了经验世界原有

的常规， 而有些关联打破常规并重新建构了想

象世界的新常规。 任何想象世界都必然与经验

现实有一定关联， 只是程度不同。 正如沃尔夫

所说， “所有第二世界在某种程度上都反映第

一世界或与第一世界相似， 否则我们无法与之

产生关联” （７６ 页）， 也就无法读出意义。 想

象世界虽然可以无限偏离经验世界， 但 “毫
不奇怪， 第二世界总是在很多方面与第一世界

相似， 这不仅因为第一世界为第二世界的建构

提供了材料来源， 同时这些相似点也正是读者

能与第二世界产生关联的关键” （３６ 页）， 毕

竟读者的大多数经验来自现实世界。
可见托尔金所说的次级创造是一个度的问

题， 想象世界可以无限偏离经验世界， 但它不

可能与现实世界毫无重合； 同时， 想象世界也

可以无限接近现实世界， 但不可能与现实世界

完全重合。 同理可证， 不同文类的次级创造度

不同， 其中想象世界与经验世界的偏离度则不

同。 纪实型叙述与经验世界无限重合， 而虚构

叙述则无限偏离经验世界。 如果我们在虚构叙

述中也画出一个光谱， 那么现实主义叙述与奇

幻叙述则分立光谱的两端。 沃尔夫认为， 第二

世界对第一世界的常规改变越多， 它与第一世

界便越不同。 第二世界必须与第一世界有足够

的偏离度才能获得 “第二性” 的位置 （ ３８
页）。 托尔金的第二世界与沃尔夫的想象世界

有明显区别， 第二世界是对经验世界有足够偏

离度的想象世界， 这个世界虽然建立在经验世

界的基础上， 但通过次级创造的重新关联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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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改变了经验世界的常规， 并建立了自身世界

的法则。 本文所讨论的奇幻世界与托尔金讨论

的第二世界基本重合， 奇幻世界因为超自然力

而无限偏离经验世界， 但必然与现实世界有一

定关联度。
托尔金认为， “次级创造者创造了一个读

者的心灵能进入的第二世界。 在这个世界中他

说的一切都为 ‘真’， 符合这个世界的规

则。”�21从叙述学的角度来说， 叙述者通过叙述

建构起一个具有独立规则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

中发生的一切， 哪怕再偏离经验事实也为真，
因为发生的一切均按照这个世界的独立规则来

运转， 对于生活于其中的人物来说， 这个世界

不是虚构的想象世界， 而是真实的经验世界，
他们彼此为真。 对于读者来说， 读者但凡开始

阅读， 便是与作者签订了述真合同， 自愿相信

作者讲述的一切为真， 至少是在文本的语境中

为真。 读者一旦失去相信， 第二世界建构的魔

法就会被打破， 那么读者便完全回到第一

世界。
既然任何叙述都具有高度的选择性， 文学

中的想象世界必然存在本体论上的不完整性。
所谓想象世界的完整性是指建构一种完整的感

觉， 给读者一种真实的幻象， “不完整性”
（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ｎｅｓｓ） 在任何世界建构中都不可避

免。 罗伯森 （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Ｊ． 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 认为，
“虚构世界无论有多全面， 总是不完整。”�22多

勒策尔 （Ｄｏｌｅｚｅｌ） 也提出， 虚构世界为人类

所建构， 因此必然是不完整的。�23 任何经验世

界都具有细节上的无限可能性， 而想象世界哪

怕细节再丰富， 与经验世界相比也总是不完

整。 所以从理论上来讲， 对经验世界的认知充

满无限可能， 但无法穷尽， 而想象世界在理论

上却能够完全认知， 然而能够完全认知则表明

它的不完整性。 由此可推断， 经验世界虽然是

完整的， 但人类从来无法完全认知经验世界，
那么人类感知到的经验世界永远不完整。 奇幻

作家在建构想象世界时， 对某些 “不完整性”

的设置， 让整个想象世界充满了各种潜在的可

能， 让读者有一种无法完全认知这个世界的错

觉， 这反而增强读者阅读时的真实感。 因此

“不完整性” 有时成为了一种建构真实幻象的

策略。
建构完整的世界和讲述完整的故事相辅相

成， 而任何完整的故事都需要包含全面、 多维

度的人物和足够的故事背景来解释动机， 世界

也需要大量冗余的信息来体现其充分发展且值

得相信 （５２ 页）。 然而， 任何想象世界都只能

写入一定的人物、 故事及背景， 必然存在不完

整性。 叙述文本可能包含单个主人公或多个主

人公， 也可包含一条故事主线， 或让几条故事

线并行或交叉进行， 但任何叙述文本都不可能

像经验世界一样包罗万象。 因此， 叙述文本大

都总是以主角人物的故事线为世界发展的故事

主线， 其他次要人物的故事若与主线无关， 则

可能被省略。 奇幻文学中大量作品采用故意暴

露 “不完整性” 的方式来暗示想象世界的无

限可能性。 叙述文本中次要人物组成的故事支

线无法像主要人物和故事主线一般在想象世界

得到充分发展， 这一现象暴露了想象世界的不

完整性， 但次要人物和支线的存在也表明了想

象世界的无限可能性， 反而证明了另一种完整

性。 大量奇幻作品记录了年表、 宗谱 （ｇｅｎｅａ⁃
ｌｏｇｙ）， 年表上的大多数事件都无法在叙述文本

中得到书写， 宗谱中的大量人物也无法在叙述

中一一出场， 但却能够给读者带来无限可能

性， 因为在这个世界中， 除了主角以外还有大

量人物的故事在进行和发展， 比如 《永远讲

不完的故事》 的叙述者常常刻意暴露叙述的

有限性。 在讲述次要人物或事件时， 叙述者常

常说： “不过那是另外一个故事， 以后再讲

吧”；�24或是 “不过这已是另一个故事， 就改天

再讲吧”。�25有时叙述者甚至说， “在此细说太

费篇幅， 就留待以后再讲吧。”�26由于所有故事

都必须围绕主人公巴斯蒂安， 次要故事无法细

说， 这虽然暴露了故事的建构性， 但同时又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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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感觉到在奇幻世界中上演着无法穷尽的故

事， 有无限可能。 作者暴露了文本的有限性，
反而让读者感觉到世界的无限大。

在某些世界建构中， 作者会通过不同形式

来开发这些世界的叙述潜能。 在漫威的超级英

雄故事中， 大量次要人物逐渐发展出了独立的

故事， 比如奇异博士、 蚁人或黑豹等。 当这些

次要人物发展出自己的故事， 他们也共同建构

了想象世界的完整性。 事实上， 奇幻文学中对

地图的使用也能实现这样的效果， 《魔戒》、
《地海传奇》、 《纳尼亚传奇》 等作品都附有想

象世界的地图， 无法穷尽的世界景观， 正是暗

示了想象世界的无限大， 比如在 《地海彼岸》
中， 当格得和亚刃来到地海世界的最偏远处

———南陲， 他们发现在南陲以外还有无限的开

阔的大海， 甚至地图也无法涵盖， 地域的无穷

也佐证了世界的宏大。
可见， 虽然想象世界能够建立一整套体

系， 但任何想象世界在信息的细节性和丰富性

上永远不可能与现实世界相比， 因为想象世界

是通过叙述建构， 而任何叙述都具有高度的选

择性。 建构一个完整的世界事实上是建构一种

真实的幻像。 奇幻文学通过特殊策略， 将奇幻

文学中奇幻世界的 “不完整性” 转换为一种

“完整”、 “真实” 的感觉。

结　 语

　 　 奇幻世界是叙述建构的结果， 具有本体论

意义上的不完整性， 因此， 若要建构一种真实

世界的感觉， 想象世界必须具有创造性、 一致

性与完整性。 世界建构是聚合与组合双轴操作

的结果， 聚合轴依据相似原则操作， 其幅度的

宽窄取决于想象世界的 “创造性”； 组合轴则

通过 “一致性” 原则来组织从聚合轴上所选

择的创造性选项。 聚合与组合双轴同时操作，
创造性与一致性相互制约， 共同建构起一个具

有一定完整性的想象世界。 奇幻文学中想象世

界的完整性不仅表现在它的细节饱满、 信息丰

富， 以及它与经验世界的基本架构全域性覆

盖， 也体现在其暴露 “不完整性” 而产生的

无限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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