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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结构主义叙述学向后经典叙述学转向，一是扩展叙述

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二是关注除小说叙述以外其他媒介的叙述文本。《空

间叙事研究》以空间为研究主线，不但大大吸收了其他学科，如美学、哲学、心

理学对空间问题研究的成果，也特别关注了历史叙述研究和图像叙述研究，深入

了对叙述文本空间问题的理解。

正如赵毅衡在序言中所说，空间的存在如此自然，很少让人深思它的重要性。

但 20 世纪以来，时空压缩使空间的重要性凸显出来，意识形态研究、地理学研

究都开始重视空间问题，文学文化研究也不能落于其后。《空间叙事研究》正是

在这个重要的时刻展现出其学术的前沿性，也以细致的剖析展现出其理论的良好

操作性。

《空间叙事研究》主要从三个层面分析空间问题：一是主要以小说文本为研

究对象，分析时间性叙述的空间表现和空间形式，并着重探讨了主题-并置叙事

和分形叙事，这两种叙述方式虽然在叙述文本中并不少见，但《空间叙事研究》

首次对其做了细致的定义和分类，展现了这两种形式对凸显叙述文本空间的重要

作用，并进一步讨论了叙述文本的空间如何对人物塑造产生影响。

二是从美学、哲学和心理学的角度讨论了记忆的空间型与其对虚构叙述的影

响，空间与时间是实在世界的物质客观存在形式，叙述文本的空间问题不可能脱

离人在实在世界的直观感受，通过梳理古今理论家们对空间问题的研究，可以深

入对空间问题的理解，使空间不再仅仅是叙述文本的一个组成因素，让接收者的



感受与叙述文本联接起来，这正是后经典叙述学之一的认知叙述学所致力于发展

的研究领域。

三是研究了历史叙述和图像叙述的特点，历史叙述虽然常常以文字媒介或影

音媒介表现出来，但它作为纪实叙述的特点让其叙述文本与特定的地理环境保持

着紧密联系，历史遗留袭来的场所、古物、图像都与历史叙述有不可分割联系，

研究历史叙述，必然要观照历史的空间层面；图像叙述也很特殊，图像不具备文

字和语言的强大表意能力，这就使图像叙述的解读更加复杂。使图像成为叙述往

往离不开语境，《空间叙事研究》也讨论了三种不同的图像形式各自的叙述特点。

图像叙述并不总是单独存在，而是和文字叙述交织在一起。中国的象形文字就起

源于图像，图像叙述和文字叙述呈现出相互模仿的复杂关系，在历史的洪流中此

消彼长。这个观点很有价值，对当今图像化时代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方向。

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空间叙事研究》不但研究了叙述文本的空间形式和

空间作为叙述对象所呈现出的特征，也研究了接收者在理解叙述文本的空间问题

时呈现的心理结构。以往对文本空间的研究往往流于表面，只是讨论空间形式和

文本中呈现的空间的象征意义，《空间叙事研究》使叙述文本的空间问题成为可

进行理论化操作的对象，而不仅仅是一种意象式的描述。对各种类型空间的细致

分类可以细化和深化对叙述文本空间的理解，可以充分凸显出各类型空间的独特

性质。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相结合，能够全面展现出空间问题的魅力。

正如作者所说，下一步，叙述文本的空间问题研究还可扩展到建筑领域中去，

这种扩展更注重语境的解读和对人的认知心理的研究。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说，

空间问题研究也能够进一步深入，解读文本的意义，必然离不开对文本叙述对象，

即故事的理解，故事空间中的空间设置并不仅仅是为人物活动提供一个场所，也



影响着对文本意义的理解，对空间设置的细化研究，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文本意

义，也联接着人类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空间叙事研究》为叙述文本空间研究打

开了偌大学术领域，也使以后的学者们能够从中继续向前推进，为叙述学的理论

大厦添砖加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