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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叙述学】

形 式 论 与 文 化 : 赵 毅 衡 访 谈

赵毅衡1， 陈佑松2， 谭光辉2， 段从学2

( 1．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 2．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8)

摘 要: 赵毅衡先生是中国符号学、叙述学研究的领军型人物，近年来开创的“西部学派”在符号学、叙述学领

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他数十年如一日在形式论领域展开理论论述，为推动中国符号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

献。他是如何建构符号学的理论体系的? 符号学在现代、后现代思想体系中占据什么位置? 现代社会中符号泛滥

的原因何在? 赵毅衡建立的广义叙述学到底有什么价值? 四川师范大学三位教授与赵毅衡先生展开了全面对话，

呈现出符号学、叙述学的学术研究前沿的基本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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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毅衡( 1945-) ，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形式论、符号学、叙述学研究。

访谈人: 陈佑松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谭光辉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段从学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被访人: 赵毅衡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教授

听 众: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部分老师、研
究生

陈佑松: 赵老师你好，能否首先请你介绍一

下你学术思想的基本脉络?

赵毅衡: 我没有什么学术脉络，不过是傻人

做傻事，一条路走到底而已。1978 年随卞之琳

先生研究莎士比亚，写了一些文章。卞之琳先

生的学术研究有两个方面，一是研究翻译莎士

比亚，另 外 一 方 面，不 太 为 人 知，是 形 式 论。
( 20 世纪) 30 年代，他在北大清华，形成了一个

形式论的潮流，当时一些最高等级的西方学者，

包括瑞恰兹、燕卜荪，先后到中国来任教，北大

清华师生，叶公超、朱光潜、李健吾、钱锺书、曹
葆华、卞之琳等，就开始注意形式论。卞之琳为

《学文》翻译了形式论的开山之作、艾略特的

《传统与个人才能》。不过到抗战就几乎全中

断了，一直到 60 年代，集北大社科院各名家之

力，译了一本《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批判》。那是

前 30 年唯一一次提到形式论的问题，却是作为

批判对象。
1979 年，卞之琳先生跟我说:“你好像特别

喜欢钻牛角尖，这里有个好牛角让你钻钻，就是

三十年代我们留下来的形式论的传统。”他具

体指示说:“从新批评做起，把形式论这条线做

通。”老师点中了我的要害，一直到现在，35 年，

我一直在做形式论。这决定了我的一生。当代

学术界很大，若不能在一个领域里做出成绩，一

辈子也就此结束，所以我非常感谢恩师。
陈佑松: 你在《重访新批评》中谈到 20 世

纪文论有四大支柱，其中马克思主义、精神分

析、现象学—存在主义—阐释学，这是一脉，然

后形式论，包括符号学与叙事学，这又是一脉。
你觉得这“四大支柱”如何在逻辑上共同构成

20 世纪西方文论的整体理论构架?

赵毅衡: 首先说“文论”这个词是颇具争议

的，这个词不见于传统中国文献，现代中国叫

“文学理论”，叶朗等人就反对“文论”这个词。
但到( 20 世纪) 90 年代，文学理论已经被文化

理论吸收，中文“文论”一词二用，意外重生。
这四个支柱全部出现于 20 世纪初，马克思

主义当然 19 世纪中期就出现了，但是葛兰西、
卢卡奇等人开创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出现

在 20 世纪初。精神分析出现于 20 世纪初年。
现象学以及从中发展出来的存在主义和阐释

学，也产生在 20 世纪初。也就在这时候，形式

论同时在好几个国家出现。形式论有很多支

脉，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索绪尔与皮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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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的符号学。他们互相不知道其他人的思想，

却同时发生了这几个潮流，而且同时发生在欧

洲，为什么? 我想原因不是欧洲经济先进，俄国

就并不先进，而是欧洲文化首先受到了现代化

的压力。20 世纪是寻找底蕴世纪，四个大潮流

都想透过现象，找到背后的规律。这是不约而

同的思潮，虽然说这四个东西涉及方面很不一

样。马克思主义讨论社会，精神分析讨论人格，

现象学讨论意识与世界，形式论讨论意义的再

现方式。
我不太同意一种说法，说现代理论都是西

方的，要回到“纯中国理论”。西方 19 世纪之

前也没有现代理论，王国维之前的中国学术一

样没有现代理论。西方能不能到索绪尔之前、
到胡塞尔之前解决问题? 他们不能，那么中国

为什么就能? 所以回到王国维之前这个做法不

可能，1900 年之前没有现代学术，现代学术是现

代性压力的产物。我们只能问欧洲为什么先受

到这个压力? 现代文论是历史性的: 不是单纯的

学术史，更不是单纯的经济史，而是文化史。
陈佑松: 说到现代性问题，我的理解是，实

际上做中国现当代文学，它本身就是比较文学，

因为它已经放到一个全球化的空间领域里面，

同时，又由于它已经进入现代，王国维是第一个

把西方的哲学和美学带进中国的人，从王国维

之后，中国的整个文化形态都在发生巨大的变

化。中国的现代性的时间开端、现代性压力的

开端基本上是重合的，只是各自面对的问题不

一样。你花了 35 年的时间清理从形式研究到

文化研究，你认为西方文论为什么会从形式研

究发展到文化研究，二者之间的关联是怎样的?

赵毅衡: 形式论在文论中不太受待见。形

式论讲求可操作性，在刚才说到的四大支柱里，

形式论常被中国学界认为是小道，大小不论，弄

通了没有? 听人说“现实主义是讲内容的，现

代主义是讲形式的”。我觉得认识现实主义是

要看形式，认识现代主义要看内容。举个例子，

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家普罗普，研究俄国民间

故事的结构，找出好莱坞电影一样的套路，这个

是形式还是内容?

学生: 形式。
赵毅衡: 为什么是形式?

学生: 它是一个套路。
赵毅衡: 好极了。其他的民间故事研究者

研究的是内容，但如果发现内部规律了，内容就

变成形式。形式和内容边界是变动的，说形式

论只讲形式，这话不对，只能说形式论把很多原

来我们认为是内容的东西转化成了形式。
陈佑松: 能否如此理解，形式作为形式来

讲，艺术作品的形式，本来就是一个人工构造的

东西。我在《电影的形式与文化》中看作者谈

到电影的形式构造。无论是镜头的拍摄、故事

的叙述方式还是剪辑方式，所有这些东西背后

都需要一个设计，这个设计本来就要受到人的

意识、思维范式、观念、意识形态，等等，这样一

些影响。这个东西一旦已经影响到形式的主构

的时候，形式本身就是一个内容了，只不过没有

明说，而内容却是需要表达出来的。
赵毅衡: 黑格尔说的: “形式就是内容化的

形式，内容就是形式化的内容。”这话等于不

说，是弄句子。形式和内容，还是分开的，形式

是再现的方式，在文本内可操作验证的东西，内

容是到文本外，到经验、史实中找印证的东西。
这二者还是有根本的范畴区别。

谭光辉: 形式论注重结构背后的规律，有一

定的科学性，但其主要目的不在于价值判断。
近年来却好像也逐渐涉及价值判断，形式论怎

么样去涉及价值，怎样与价值挂钩呢?

赵毅衡: 我主攻的方向是符号学，符号学中

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所谓的元语言，也就是说我

们如何解释某个文本。解释是形式论跟文化研

究、文化批评的结合点。没有文化，我们不知道

如何解释任何意义。我在这里讲，几位老师在

这里提问，你们同学听，这是一个形式，文化里

面有这样一个文本范畴，叫做访谈。这是文化

所决定的，形式是文化的产物。
谭光辉: 在符号学里还有这样一个判断: 文

化是元语言，意识形态又是文化的元语言，根据

这个规律，我们发现解释体系最后是落在意识

形态上的。那么价值判断最终决定形式的东西

不是形式本身，不是规律，而是意识形态和价

值，是吗?

赵毅衡: 不能完全这么说，因为有好多意义

活动并不涉及意识形态。常听做母亲的说，孩

子半岁的时候就会假哭骗奶吃。这个假哭是个

符号行为，人会作假，动物不会，学会撒谎是极

端人性的行为。但是儿童的这个符号表意，跟

意识形态就没什么关系。半岁的孩子没有意识

形态，他还没有自我，表意行为不能最后都用意

识形态去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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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佑松: 所以这个小孩子的假哭及背后的

意义实际上已经构成一个符号了。
赵毅衡: 是的。
陈佑松: 那么是否人一旦开始有了这种欺

骗行为其实就已经在构筑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了?

赵毅衡: 不错。
陈佑松: 显然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就是

符号的指涉。就是符号本身有一个能指，然后

指向一个所指，一个意义。你在《符号学的原

理与推衍》这本书当中给符号作了一个定义，

就是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符号的用途是

表达意义的。那么符号在意义本身生成的方面

有没有作用呢?

赵毅衡: 西方人对符号学的定义，至今是

“符号学即符号研究”。索绪尔提出这定义之

后，一百多年没有变。我觉得应当这样表述: 符

号是研究意义的，我们要表达任何意义都必须

用符号，不可能不用符号来表达任何意义。但

是意义生成并不来自符号，比如“阶级感情”不

是从符号当中来的，要表达和理解这个“阶级

感情”才必须用符号。
陈佑松: 长期以来我们对语言一直有一个

这样的看法———语言是思维的外壳，如果我们

没有这样的符号，是不是根本就无法生成意义?

赵毅衡: 讲语言学往往也是在讲符号学，语

言是人类最大的而且超大的符号体系，其他的

符号体系比起语言来都差得太远了。语言的边

缘就是我们理解的世界的边缘。
陈佑松: 中国传统讲“言不尽意”，言意之

间的关系若直接幻化为符号的话，我们可否认

为对于符号和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意义，

在东西方理解的关系上也是不太一样的?

赵毅衡: 这是符号学的一个困难问题: 言和

意，都说是用言来表意; 名和实，好像有实才有

名。实际上关系非常复杂。比如麒麟，世上是

没这个东西的，但是人画出一个麒麟，麒麟就出

现了。《春秋》绝笔于获麟，听说周王打猎获得

一个麒麟，孔子就说这个世界要完蛋了。麒麟

对他来说是实在的，对于我们来说是虚构的。
我画一个设计图，按图打个柜子，先有柜子还是

先有我的设计图呢? 到底是符号在先还是实物

在先呢? 就这个例子而言，是符号先行: 言在意

先，名在实前。
谭光辉: 既然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而接

收的感知，那么对于麒麟这样一个不存在之物，

对他的感知只能通过对语言的感知而来，难道

我们对麒麟的感知都是被语言创造出来的?

赵毅衡: 不，不是这个意思。非语言符号也

是感知: 闻到火锅香，肯定有意义对不对? 我举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们在路上碰到老板，你给

老板打招呼，老板一声不吭就这么走过去了，你

今天晚上就睡不着了。无感知使你很痛苦，是

个有意义的符号，为什么呢? 因为无感知本身

也是一种感知。
陈佑松: 对，无感知是在感知的范畴里面的。
赵毅衡: 嗯，无感知就像中国画留白一样，

留白让你无限想象。老板脸上无表情让你辗转

不安，担心明天会不会被炒鱿鱼。
谭光辉: 如果意义就是符号能够被解释的

潜力，就是能够用来解释符号的符号，所以意义

就是另一个符号。一个符号是一个感知，另一个

符号也是一个感知，所以意义就是解释一个感知

的另一个感知。就是说，必须在两个感知之间发

生一种关联，一个符号背后才可能有意义。
赵毅衡: 对，太妙了。
谭光辉: 从你近年来的研究我们发现你发

掘了很多中国古代的符号学思想，包括唯识宗、
禅宗，甚至《易经》。你在这些中国古代的思想

中都发现了很多很现代的符号学思想，而且这

些现代的符号学思想肯定也是远远早于西方

的，比如你用的佛教中“四句破”理论分析小

说。这些思想产生的时候并没有一种现代性的

压力，是什么原因使当时没有现代性压力的情

况下却产生了如此现代的思想?

赵毅衡: 这么说吧，不管是在东方还是西

方，人类都有符号学的思想。符号学就是意义

学，一旦需要意义，就有符号学。古代中国的确

是个符号学大国，因为《易》是全世界第一个用

来解释世间万物的符号体系。
陈佑松: 从广义上来讲，你认为前现代、早

期现代和后期现代这三个阶段当中，符号学思

想有什么样的不同?

赵毅衡: 后现代这个概念，我不喜欢，因为

现在变成了后后现代。说后现代是 1940 年电

子管发明以后，互联网把我们的文化变成后后

现代。等你们学生开始当学术权威的时候，那

是后后后现代了。我喜欢用后期现代这个词。
后期现代的 late，应作“晚近”讲。晚近就是贴

近当下。而且晚近不断变化，以后也可以一直

用晚近这个词。Late 这个英文词很容易翻成晚

802



2016． 2 第 38 卷 哲学社会科学版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

期，晚期的意思就是完了，现代没戏了。
陈佑松: 如果是用后期现代或者晚近现代

的话，我觉得你还是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今

天的现代和早期的现代和前面的现代，以至于

后面会跟随变化的现代是有一条内在逻辑的关

联，而非现代与后现代的截然断裂，那么你觉得

这个内在的关联可能是什么样的?

赵毅衡: 晚近现代，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

便是符号泛滥。人类文明起始时，符号是稀罕

物，一般来说掌握在神职人员、灵媒、帝王的手

里。你看考古发现，都是符号，都是玉、金、铜做

的。因为符号要保持永久，如果朝生夕灭的话，

老百姓就觉得没有意义。世界上绝大部分东西

是物和符号的结合。所以任何东西实际上都是

物和符号的结合，问题就是物的部分和符号的

部分有多有少，究竟多少取决于解释。符号是

被认为的有意义的感知，被认为有多少意义，就

是接收者的决定。符号比重越大，物的比重越

小。现在“无物不品牌”，符号的成分越来越

大，而且整个世界经济就靠符号来拯救。如果

大家只买裸物不买品牌，世界经济就崩溃了。
陈佑松: 波德里亚的《消费社会》里面也谈

到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越来越突出地进入符号

消费( 的时代) ，我们也非常能感觉得到这一

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前现代来说，符号是

稀罕的，而且被看得非常神圣，被神职人员( 所

掌握) ，实际上其中也体现了等级社会的秩序。
到了今天有一个符号不断扩大的趋势，我在想，

美国乃至于整个欧洲这些年的金融危机里面是

不是也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本身它就是一个

金融符号，它的整个交易过程就是一个金融符

号，它背后没有实体经济在作支撑，大量的符号

泛滥之后变成泡沫破裂，可能会产生这样一个

结果。
赵毅 衡: 陈 老 师 高 瞻 远 瞩。我 还 不 敢 把

( 这二者联系起来) 。符号经济是一个很独特

的理念，本来从钱币开始，这个经济就是一个符

号的经济，一张纸值多少钱? 从那以后，期货、
股票，等等，甚至房子，买房子等增值，而不是

住。这个世界的确越来越符号化，所以我很担

心我学的符号学会变成灾难预言。
段从学: 像你说的这样，符号学从古代到今

天，我觉得有一点是不变的。符号意义是被认

为超越物本身的价值，所以我认为符号是有消

长，但它彻底地重新开始的话是不可能的。因

为它本身就出现在人性当中，古代的符号被认

为有超物的价值，超多少，是不是已经超出了人

类的极限，不会说是重新回到物的时代，符号的

比重降低到零，肯定就变成了动物世界了。所

以物和符号的价值比要降低到一个平衡的状

态，恐怕要长期的文化史的综合研究了。符号

比重太高，确实就成了泡沫，多少算合理呢，这

还有待探究。
赵毅衡: 段老师总结得更高。
谭光辉: 你刚才说到，物到底是不是符号，

取决于解释。比如一块石头，你解释它是界石，

那么它就是符号了。我们判断这是一个符号泛

滥的社会，那么到底是符号生产的泛滥，还是符

号解释的泛滥，还是二者都泛滥呢?

赵毅衡: 符号取决于解释，解释似乎是个人

行为，实际上解释的权还不在我们个人手里。
解释权是集体的、文化的，“解释社群”的权力

远远超过我们个人。我常举的一个例子: 几年

前农夫山泉用李英爱做代言，大赚了一笔。我

看了以后问这个是谁啊，干什么弄个韩国人?

引起哄堂大笑。我那个时候是“冰箱人”，脱离

了中国解释社群，完全不知道《大长今》。但是

即使我不买，我也动摇不了这个文化，当时中国

解释社群的人都崇拜李英爱。这个力量不是个

人能左右的。
陈佑松: 解释社群的形成实际上是非常复

杂的一些力量综合平衡之后的一个合力，可能

大家是这样来理解的。
段从学: 这就是像谭老师说的意识形态的

这个范畴了。
谭光辉: 解释社群强大的解释力量决定了

对符号有无限的阐释可能，也就是说只要解释社

群存在，就会使符号帝国形成，就可能导致符号

的泛滥。所以我们看到符号的泛滥不是符号生

成的泛滥，可能是因为符号解释社群更加强大。
赵毅衡: 我们研究所组成了一个“产业符

号学”的梯队，研究广告、品牌、设计、游戏、名

流，等等，是如何给产品添加符号价值的，做得

很兴旺。因为我们以前只谈文化产业，没想到

产业的文化。大量的著作把这两个混在一档，

实际上这两者是分开的。唱片公司电影公司，

是文化产业; 广告品牌如何添加符号价值，是产

业符号学。
谭光辉: 现在西方符号学很发达，而中国符

号学起步比较晚，是处于接受的过程中。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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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问题。第一，西方符号学现在所面临的困

难，它的发展遇到了什么样的瓶颈? 第二，中国

符号学界可以从什么方面入手去发展、推动符

号学研究?

赵毅衡: 20 世纪符号学的发展，依托于语

言学。讨论符号学文学理论，主要是叙述学，叙

述学是符号学应用于叙述分析。当代符号学有

一大特点就是应用于传媒研究，这是符号学最

大的一个应用学科。
但有一个问题，学术分科是在变化的。单

位面试就要问你们: “你学的什么专业?”现在

甚至要检查你们的论文是不是和专业相符合。
我记得有一位同学，我指导她写《红楼梦中的

符号叙述问题》，写得很好。她去找工作，对方

( “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教研室主任) 说: “你

怎么不研究奥斯丁却研究《红楼梦》，让你教什

么书呢?”红学那一边也不接受她，认为红学跟

叙述学没有关系。
学科划界严重禁锢我们的思想，这个局面

我们无法改变。现在非学符号学不可的，是传

播学，传媒研究。在全世界，符号学属于传播研

究。大部分大学开设的课程，都是这样的。
陈佑松: 刚才你( 赵毅衡先生) 说到了中外

文学关系史，非常谦逊地说是他( 赵毅衡先生)

的旁门左道，但实际上做了许多重要的贡献。
比如说他的《诗神远游》，这本书在中国的影响

非常之大，特别是在中国文学对美国现代主义

诗歌的影响方面。接下来我们会问到中外文学

关系史的一些问题。艾略特是重要的现代主义

诗人，但同时他的思想倾向于保守，这中间的关

系怎样来理解? 现代主义当中如何会出现与保

守主义密切融合的这样一个特点?

赵毅衡: 这需要从符号说起。如果一个符

号不让撒谎的话，它就说不出真相，这个很奇

怪。它有说假的能力，它才有说真的能力，因为

二者都是符号的表达方式。必须说真话，这是

对的，这是一种道德要求。但是你说某种符号

体裁( 例如历史) 必须说真，就不清醒了。
这牵涉到我们平时一些经常性的偏见，比

如对保守主义的偏见。当整个文化，实际上是

“反动的”，这个是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

文化形态》当中提出来的一个基本的概念，就

是说，整个社会的各个部分，经济是激进的，经

济拼命往前跑，科技越来越发达; 而文化是往后

退，文化拉经济的后腿，文化并不促进经济，文

化是在踩刹车。所以，艾略特实际上在一百年

前想得很清楚: 文化的本质是保守，是反动。
陈佑松: 吴宓跟艾略特是同门，都师承于白

璧德，受到美国新人文主义的影响。你觉得他

们之间有什么样的不同?

赵毅衡: 吴宓跟艾略特，他们都师从白璧

德，都从白璧德思想中抓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概念: 反浪漫主义。艾略特提的是“新古典主

义”，吴宓要求“回到古典主义”。
陈佑松: 关于卞之琳先生，你刚才说到，你

“形式论”的研究是在卞先生影响下进行的。
那你能不能谈一下卞先生在中外文学和文化关

系方面的一些思想，一些理解?

赵毅衡: 一个卞之琳，一个张爱玲。从他们

开始，中国现代文学，就不是跟着外国人走了。
悖论的是，他们对西方都学得很透。从卞之琳

的诗开始，就不跟“世界潮流”走了，卞诗的一

大特点，就是很难翻译成英文。张爱玲也无法

翻成英文，她自己写英文小说都失败了。
注意: 他们的外 语 都 极 好，熟 悉 而 且“喜

爱”西方文化。( 20 世纪) 70 年代末，卞先生到

荷兰参加一个答辩，航线要从荷兰到巴黎，到香

港，再回到北京。这一程很辛苦，没有法国签

证，所以不能出去，要在巴黎机场坐一晚。他回

来跟我说:“我好激动，我终于踩在法兰西的土

地上，踩了一晚!”你说他崇洋媚外吗? 不对，

他是中国诗人当中最不崇洋媚外的，就像张爱

玲，她是香港大学出身，嫁了个外国人。越是熟

悉西方，越不崇洋媚外。我的类比就是: 卞之琳

对中国诗歌，就像张爱玲对中国小说。
谭光辉:《广义叙述学》已经出版。之前你

出版了《当说者被说的时候》和《苦恼的叙述

者》，能不能给我们谈谈这三本书之间的理论

关联?

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作于( 20 世

纪) 80 年代，只是基础知识的整理，没什么创造

力。但是我即将出的这本《广义叙述学》不太

一样。最近在广州开了个国际叙述学会议，我

讲了以后，几个老外说:“你胆子好大!”我想为

什么要胆子小 嘛? 学 术 法 庭 还 没 有 判 决 呢。
《广义叙述学》我们提出来，传统的叙述学，不

管是中国还是外国，或者所谓的经典还是后

经典，都局限于小说的研究，最多扩大到电影研

( 下转第 2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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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的是纯黑纸，主要靠阴撕构成形象，《泉》
可以说，巧妙地用用黑白的对比，表现出了人体

的洁白，把纸色与撕味给充分地表现出来了。
如果联想到法国安格尔的油画《泉》，它们一细

致，一简朴，一写实，一写意，一宫廷，一民间，

……能给人以一种有趣的审美对照与联想。
与黑白对比的《泉》相比，《西天取经图》则

显得“纸色绚丽”，可以说这幅作品在对纸色的

运用上是一个突破。或许，当人们意识到唐僧

师徒的形象是用纸撕出来的时候，一定会被艺

术家在运用纸色上的功夫而叹服———这里不说

这师行四人形象上用色的巧妙细致，特别值得

一提的是中间唐僧骑的那匹马———不是原故事

中的白色，而是浅灰色，它使全画的色彩为之一

变、一亮，充分地显示出了艺术家在用纸色方面

的独具匠心。这幅作品在题跋上也很有讲究，

“西天取经图”四个字用色巧妙，字形拙中见

巧，作品下部的题诗也很有趣: “西天路，实难

行，师徒四人历艰辛，仰仗佛力降妖魔，为度众

生去取经。”题诗的造型形态平衡并丰富了画

的构图，而诗意则丰富了画的意境，这无疑是撕

纸画的一幅杰作。
通过对以上作品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华

禹谋的撕纸画艺术近来又上了一个新的境界。
这些作品充分地显示出了撕纸艺术所独有的艺

术魅力，纸“色”突显，撕“味”浓郁，“巧”中藏

“拙”，“拙”中见“巧”，并形成了华禹谟撕纸艺

术简略、夸张与写意的独特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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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而广义叙述学呢，想讨论所有里面有故事

的东西，包括演讲，包括法庭的辩论，包括做梦、
比赛，游戏。

陈佑松: 包括算命。
赵毅衡: 算命是很重要的叙述，而且我给它

一个新的范畴叫做“意动叙述”。我想完全突

破我们传统的讲故事的东西，认为所有里面卷

入有事件的，讲事件变化的，都是叙述。那这样

就有一个总体规定，总体的分类。我不怕惹得

叙述学界不高兴。我记得我演讲下来，看到一

位叙述学界的元老，在我的讲稿上打了一排叉，

我很高兴，我欢迎你们也打叉。

谭光辉: 但是这本书确实非常有趣，还没出

版之前我已经拜读了，上面有非常多新颖的理

论，我觉得解决了很多平常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

问题。你说那位打叉的叙述学家，我不赞同他。
赵毅衡: 他打叉表示他思考了。我每次讲

课，希望学生虐待我。怎么虐待我呢? 就是提问

题折磨我。就说你这个错了你那个错了，你这个

为什么这样? 你们看到“跟赵毅衡商榷”的文

章，往往是我的学生写的，我喜欢这样的学生。
陈佑松: 谢谢赵老师。
( 录音整理: 李庆、任彧、税雪、唐梦曦、张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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