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广义叙述学》
——以分层为本质的纵深分布，以开放为特质的横向构筑

石薇琳

自后经典叙述学发展以来，面对“叙述转向”的挑战语境，赵毅衡先生首次

提出建立一门“广义叙述学”，《广义叙述学》立足于符号学背景，将经典叙述学

至后经典叙述学以来的发展理论做了一次总括性的讨论，建构出一套完备的广义

叙述学体系。笔者尝试从《广义叙述学》的内部逻辑建构着手，分别进行分析。

一、以“分层”为本质的纵深分布

叙述的本质在于分层，层次划分是《广义叙述学》在纵向构筑上的基本形态。

包括基本的两大分层——纪实与虚构，以及分布于前者之上的普遍叙述分层。

纪实型与虚构型在叙述的纵向延伸上切割出两大基本类型，之所以是纵向分

布，若将现实经验作水平线，二者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呈垂直方向上的上下关系—

—纪实型在下，离实际经验更近，虚构叙述隔得更远。叙述作为符号的一种再现，

之所以有必要，是因为解释意义不在场是其前提。1因此再现文本作为事实经验

的符号替代，始终与现实世界相区隔，亦即是再现而非呈现。叙述文本再现本体

地位的不同，引出两种不同类型的体裁——虚构型与纪实型。

对于纪实\虚构的区分，无论是科恩的“指称层”论，塞尔的“作者决定”

论，或是热奈特的“封面标记论”，都无法将从根本上将两者真正区别。2赵先生

1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 46页。
2科恩的“指称层”论无法解决虚构文本中出现的“事实根据”，和一些介于纪实与虚构的中间体裁（例如

纪实小说、新新闻主义的纪实体裁）。指称材料的多少，是一个程度问题，以此作为评判标准使区分界限陷



尝试从体裁社会规约性出发：“纪实叙述体裁的本质特点，……在于接受方式的社

会文化规定性：读者可以要求纪实叙述的作者提供“事实”证据。……虚构型与

纪实型叙述的区别，在于文本如何让读者明白他们是什么体裁”3。在相对稳定

的同一文化阐释社群下，文化程式要求读者对纪实型叙述进行“事实依据”问责，

而对虚构叙述免于问责。这样的区分，悬置内容真实性，而从体裁形式进行考量，

以形式决定类型。形式论的划分使这种区分相对客观、稳定。

如何具体操作？《广义叙述学》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建议：区隔框架。区隔

框架是一个形态方式，是一种作者与读者都遵循的表意——解释模式，也是随着

文化变迁而变化的体裁规范模式。……框架在符行、符义、符用三个层次上都起

隔出再现世界的作用。4由此出发，一度区隔框架将符号再现与经验世界区隔开，

二度区隔在一度区隔的基础上再次二度媒介化，使其与经验世界相隔两层。关于

区隔框架理论，笔者整理为以下图表：

表 1

框架区隔首先将所有叙述划分为上下两大基本层，将现实经验作水平基础，

二者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呈垂直方向上的上下关系——纪实型在下，属于一度框架

入模糊不清；塞尔的“作者决定”论，或是热奈特的“封面标记论”将虚构与纪实的判定权交给作者，这

样的的评判标准因作者个人意向的不可推测使文本体裁在纪实与虚构之间摇摆不定。
3赵毅衡《广义叙述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 72页。
4赵毅衡《广义叙述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 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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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再现世界，离实际经验更近；虚构叙述与现实世界隔得更远，处于二度框架下

的二次再现世界，位于上一层。这两个层面是叙述纵向构筑机制中的两大基础分

层。

在叙述纵向两大基本分层内，又包含着普遍的叙述分层。每一个层次的叙述

者（叙述框架）都是由上一层次叙述所提供，在一个叙述层中，任何叙述声音来

自叙述者（叙述框架）：或是框架提供的次叙述者，或是框架本身，又或是二者

兼有。框架区隔为一个叙述文本划清边界，给叙述提供了一块发芽生长的土壤，

只有也只能在框架区隔内，叙述得以展开。

所有叙述的叙述者（叙述框架）均来自上层叙述，同一层次的叙述无法为自

己提供叙述者。把此逻辑运用于叙述纵向分布的一二度区隔世界，层层嵌套，就

形成 “叙述分层”现象。上一层叙述层次的任务是为下一个层次提供叙述者或

者叙述框架。5只需要在每一层叙述中，另设叙述框架，就会出现一个相对于上

一层叙述的次叙述。由此推演，不停设置叙述框架，也就会不停出现次叙述的次

叙述……。

两大基础分层加上分别嵌套其内的普遍叙述分层，由此组成叙述的纵向构筑

机制。后者从属于前者，两者之间又有区别：前者分层作为基础性分层，它们之

间有着严密的界限，两者之间呈现出绝对静态；而后者叙述分层作为两大基础层

次的内部分层，叙述层次间允许部分跨动，呈现出相对的动态性。这个相对的动

态性，引出以下命题：

命题 1 跨层现象。发生于一二度框层内部，各叙述层次边界被打破就出现

跨层现象。一度区隔与二度区隔在叙述跨层现象上是有所区别的，《广义叙述学》

5赵毅衡《广义叙述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 264页。



做了详细区分。

命题 2 叙述悖论。上一层叙述行为产生一个次叙述文本，次叙述无法提及

自身是如何被设立的。

命题 3 回旋跨层。这是一种“次叙述层暴露上层叙述如何生成自己”的机

制：下一层叙述不仅被生成，而且回到自身生成的原点，再次生成自身。6

以上三大命题皆因层次间的“犯框”造成，由此抽象出来的，便是元叙述。

从根本上说元叙述是对叙述框架的暴露，是价值观念以及程式规范的怀疑、破坏，

元叙述否定现实主义的真实感，对现存世界的意识形态神话起着一定程度的颠覆

消解作用。关于元叙述的讨论，《广义叙述学》最后一章中专门讨论，由此不再

赘述。但值得提出的是，将一个如此形式化的问题上升至思想与哲学层面，《广

义叙述学》体现出形式轮的特质——深切的人文关怀。

三大命题以及 “元叙述”讨论，皆是从叙述纵向构筑机制的核心——“分

层”抽象发展而来（作为“犯框”的不同表现）。纵向构筑机制从本质来讲，核

心就是分层：先构筑两大基本层次，它们在纵向分布上不同程度地区隔于现实世

界。将框架区隔原理在同一度区隔层中嵌套运用，便形成各内部的叙述分层。一

二度框架的绝对基础分层，和其内部的半动态化的叙述分层，共同在纵向维度上

组成叙述构筑形态。

二、以开放为特质的横向构筑

将《广义叙述学》做一个横向维度上的逻辑考量，即考察发生在每一叙述层

的叙述过程。这样一个横向上的生成机制，总体而言呈现为一种开放性的状态—

—从发送到接收，再到文本，都处于全面的动态化之中。

6赵毅衡《广义叙述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 285页。



从叙述定义出发，一个叙述的全过程包括两个相对应的动态过程：①叙述者

的文本发送过程：叙述者将一个有人物参与的事件组织进一个符号文本（以下称

文本 1）；②接收文本过程：接收者将文本理解为一个具有时间和意义向度的文

本（以下称文本 2）。其中作为“二次化叙述”的过程②，是将整个横向生成机

制纳入开放化的关键：接收者在文本 1的基础上回顾并追溯情节的意义，二次化

叙述使文本释放出可阐释性的开放姿态，文本拒绝意义的僵固。这不由让人联想

到《广义叙述学》的基础背景，在皮尔斯三分式符号模式下，符号意义实现终端

“解释项”又成为无限衍义的起点，毫无疑问《广义叙述学》呈现出同样的后结

构主义开放姿态。

以上从宏观上讨论的叙述实现的动态过程，从微观角度考量，叙述本文的生

成，亦是叙述横向生成机制中的另一动态化因素。

关于文本的生成问题，《广义叙述学》选择从“底本与述本”出发进行探讨。

底本与述本的争论使其自进入后经典叙述学以来就陷入一个未被完全抛弃却又

无人完整辩护的尴尬境地。很多批评家如芭芭拉·赫恩斯坦·史密斯、乔纳森·

卡勒、布莱恩·理查森、申丹等从不同程度、方向对叙述双层模式加以批评。叙

述学上对双层模式传统理解都是以静态的观点将底本理解为一个原本已存在的

原故事，认为述本是根据底本的变形。这种传统理解将底本固定化，由此引起了

众多学者的挑战与批判，如查理森提出的“述乱无底”，卡勒认为述本情节发展

并非来自底本而是围绕其本身的意义等等。《广义叙述学》另辟蹊径，在双层模

式理论基础上，从动态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一命题。从符号学角度，借鉴索绪尔双

轴关系，将底本作为“聚合轴”，述本作为“组合轴”，文本的形成是组合轴与聚

合轴的双向运动结果——底本和述本同时运作产生了文本。这一理论，以新的角



度考量古老命题，保留传统立场的同时，加以动态化改造。解决了传统静态双层

模式带来的种种问题。文本生成由此被纳入了动态化过程之中。

从横向生成机制进行考察：总体上看叙述的基本生成是一个由叙述者与受述

者相互作用于文本的过程。这是一个双线并进的双向动态模式，其中二次化叙述

是保证这种动态模式的保证。以此为大背景，再从微观上深入具体文本生成的探

讨。双轴运动下的双层模式论，亦是将文本生成置于动态化的模式之中。从宏观

到微观形成了横向生成机制上的全面动态化。

三、小结

以纵横二维度为标准考量《广义叙述学》的内部逻辑，“纵向构筑机制” 以

“分层”为本质呈现为半动态化的构筑形式。一方面部分跨层（主要指一二度框

架内的跨层）使其内部可以上下跃动，增加了叙述在纵深层面的张力度，另一方

面绝对静态化分层的部分（主要指一二度区隔部分），也牢固了叙述分层的基本

的模式。“横向生成机制”是一个全方位的动态化过程：不论是总体上叙述者与

受述者之间的双线并进，双向动态模式，还是具体文本生成的双轴生成论。都共

同组成了叙述横向生成的动态化机制。“横向动态生成机制”将文本纳入开放化

空间，文本的多元阐释性使叙述成为一条连接人类与世界意义的桥梁，叙述成为

人类自我构筑的基本方式。

《广义叙述学》是一件里程碑式工程。它建立于经典叙述学——后经典叙述

学以来的历史之上，以叙述转向为契机，在学界面对叙述转向带来的新任务时，

首次提出理论建议。《广义叙述学》并非标新立异，而是立足已有理论资源，以

整合、创新为手段，将叙述学纳入进了一个广阔、完备的庞大理论系统之中，顺

应叙述转向潮流，且为今后的理论进展做了一次成功的示范性推动。



囿于篇幅只能从内部逻辑进行《广义叙述学》的大致把握，未涉及部分众多，

《广义叙述学》分别以五个部分（加导论），从叙述学的前历史一直涉及到理论

构建，方方面面，分章分节进行详实严密的逻辑论证，在此不必画蛇添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