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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的传播符号学

声音与权威 ： 叙述交流模式探析

方 小莉

摘 要 ： 叙述 文本 的创 作 者都 希望 自 己 的 作 品 具有权威性 。 话

语权威在相 互 作 用 中 形成 ， 它 的 实现 依靠 说者 与 观众 的 相 互 交 流 ，

是对话双方叙述 与 阐 释 的 结果 。 本 文 以叙述 交 流 为 关 键词 ，
主 要 以

亚 文化群体的 叙述 文本 为 例 来探讨 文 本 中 各要 素之 间 的 叙述交 流 模

式在具体社会历 史语境 中 的 变 化 发展 。 不 同 叙述 交流模 式各具特 点 ，

本文尝试将各种 不 同 的叙述 交流 方 式 归 纳 为 作 者 型 、 个人 型 和集体

型 ， 它 们 是叙述 交 流 双方 在具体社会 历 史 语境 下 共 同 选择 的 结 果 。

叙述的 有效性就在于创 作者 既不脱 离 各 自 所处 时代和 环境 中 的 叙事

常规和社会 习 俗 ， 又 能 灵活 采 用 自 己 的 独特 方 式 和 技 巧 来积极参 与

社会话语权威建构并获得读者 的 支持 。

关键词 ： 叙述交流 作者型叙述交流模式 个人型叙述交流模式

集体型叙述交流模式

叙述文本的创作者都希望 自 己 的作品具有权威性 ， 都想在一定

范围内对那些被作品争取过来的读者群体产生权威 。 话语权威在相

互作用 中形成 ， 它的实现依靠说者与观众的相互交流 ， 是对话双方

叙述与阐释的产物 。 作者要通过文本意义的生产来实现 自 己 的话语

权威 ， 那么与文本相关的各 因素 （作家 、 叙述者 、 人物等 ） 就必须

本文为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 目
“

奇幻文学的叙述类型研究
”

（ １ ６ＣＷＷ０３ ０ ） 阶段性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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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获得
一

定的知识名誉 、 意识形态地位 ， 作 品的美学价值也不可忽视。

？ 也就

是说 ， 在小说的意义生产中 ， 说者必须要具有智力上的可信度 ， 生产出 的文

本意义要实现其意识形态有效性 ， 而作为文学作 品 ， 其审美价值也不可忽略 。

这三点的实现 ， 离不开话语接受群体的参与 。 判定说者是否值得信任 ， 文本

的意义是否产生影响 ， 以 及文学作品是否具有美学价值 ， 都离不开话语接受

群体的阐释 。 因此作者对叙述策 略的选择 ， 叙述者表述 自 己的方式 ， 作者与

读者之间 、 叙述者与受述者之间建立 的联系 ， 以及双方的意识形态和情感方

面 的立场 ， 都相互作用 ， 共同影响着文本意义的产生和话语权威的实现 。

赵毅衡在 《广义叙述学 》 中重新把叙述定义为两个叙述化过程 ：

１ ． 某个主体把有人物参与 的事件组织进
一个符号文本 ；

２
．
此文本可以被接收者理解为具有时 间 和意义向度 。

②

从构成叙述的两个叙述化过程可 以看 出 ， 叙述文本不是单方面发送信息 ，

文本意义的产生是
一

个双向 的交流过程 。

？ 那么在叙述文本 中 ， 其意义的 阐释

则要考察文本中的各个声音 主体如何进行交流 ， 并在彼此交流 中生产 出符合

自 己利益 的意义 ， 从而建构 自 己声音的权威 。

交流使信息 、 价值观等得以相互传递 ， 从而产生新 的意义 。 从修辞的 角

度来讲 ，

“

叙事是指某人在特定场合出 于特定 目 的 向某人讲述某事的发生
”？

。

申丹认为每
一

种叙事都涉及交流 。 叙事交流是叙事作品得以产生的基本途径 。

交流行为的根本 目 的在于向读者传递故事及其意义 。

？ 从两位专家的观点来

看 ， 叙述交流涉及 以 下几个 因素 ： 交流 的主体 ， 即信息 的发送者和接受者

（某人 ）
； 语境 （特定场合 ）

；
意义生产 （特定 目 的 ）

；
信息 （某事 ） 。 因此对于

小说文本来说 ， 小说作者在特定 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下试图 向读者讲述某个

故事 ， 希望在与读者的交流 中实现其生产意义 的 目的 ， 并希望读者能够阐释

出 自 己的意义 ， 使 自 己 的意义合法化 、 自 然化 。 而在小说文本 内 ， 故事 的叙

述者也出于同样的 目 的而在特定 的环境 中对受述者讲述某
一

个故事 ， 从而在

交流中实现其意义 。 本文所说的意义生产并非是指单方面 由信息发送者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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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意义传送给接受者 ， 而是指文本的说者与听者作为平等的对话主体共同生

产文本的意义 。 在小说中 ，

一个叙事包含两个叙述化过程 ： 信息发送者的叙

述和信息接受者的叙述。 在编码与解码的过程中 ， 发送者与接受者之间相互

对话 ， 相互协商 ， 甚至是相互斗争 ， 从而让文本的意义得以实现 。

值得注意的是 ， 小说文本中 的意义生产离不开作者 、 读者与社会历史语

境的相互作用 。 在
一

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下 ， 作者对文本的编码以及读者对文

本的解码都会产生
一

系列的变化 。 文本 、 作者 、 读者都受到具体社会历史语

境的影响 。 同时 ， 文本 内部的叙述者 、 受述者 、 人物 、 隐含作者以及隐含读

者各要素之间通过相互交流 ， 在合作 、 对话 、 斗争中合力生产出文本的意义 ，

即文本的隐含作者所代表的价值取向 。 小说的意义生产 ， 隐含作者的价值取

向 ， 必须要关注文本内 外各要 素
——

作者 、 读者 、 叙述者 、 受述者 、 人物 、

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之间 的相互关系 。 本文 以叙述交流为关键词 ， 主要

以亚文化群体的叙述文本为例 ， 探讨文本中各要素之间的叙述交流模式在具

体社会历史语境中 的变化发展 。

一

、 作者型叙述交流模式

亨利 ？ 詹姆斯 （ Ｈ ｅｎｒｙＪ
ａｍｅｓ ） 之前的小说主要采用全知全能叙述 。 这种

叙述采用第三人称叙述者 ， 同时叙述者又可以无限制地进人任何人物的心理 。

由 于在西方长期以来叙述的权威大都属于受过教育的 白人男性 ， 因此全知全

能叙述中 的叙述者虽然更多地显示为框架 ， 但读者还是更倾向于将叙述者等

同于男性 。 同时 由于这种全知全能 的叙述者不是文本中 的人物 ， 但又了解一

切细节 ， 所以读者容易将叙述者等同 于创作者 。 在这里 ， 笔者参照兰瑟的术

语 ， 将这类叙述交流模式称为作者型叙述交流模式 。 作者型叙述交流模式主

要 由 以下因素构成 ： 作者 、 隐含作者 、 叙述者 、 人物 、 受述者 、 隐含读者 、

读者 。 在这个模式中 ， 叙述者没有被人格化 ， 所以读者易于将叙述者与作者

画上等号 ， 而 同时也易于将 自 己与受述者画上等号 。 从结构上看 ， 叙述者似

乎等同于作者 ， 因此当叙述者成为权威时 ， 作者也就名正言顺地成了权威 。

在作者型叙述交流模式中 ， 叙述者 由第三人称显示 ， 因此其身份特点没

有被标出 。 当然 ， 由于亚文化群体长期被排除在社会话语权力之外 ， 故社会

上作者的声音权威长期以 来都属于主流文化中 的男性 ， 这 已成惯例 由此 ，

① 参考苏珊 ？ 兰瑟 ： 《虚构的权威 ： 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 》 ， 黄必康译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２ ０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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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易于将叙述者等同 于男性 。 若是男性作家创作的作 品 ， 其中 的第三人称

叙述者 自然被认为是男性 。 兰瑟也曾提到女性作家创作的作品 ， 当叙述者 的

性别 、 种族等特征没有标出时 ， 这个叙述者可以是男性 ， 也可以 是女性 。 因

此在作者型叙述交流模式中 ， 亚文化群体小说家可 以通过这种模糊身份的叙

述模式来参与主流文化的建构 ， 通过对主流社会文化权威模式的挪用来
“

偷

偷
”

建构 自 己的声音权威 。

从话语接受群体来看 ， 这个叙述交流模式能否实现声音的权威 ， 首先要

看读者是否愿意将 自 己 置于受述者 的位置 ， 愿意倾听这个故事 ； 当然 ， 更重

要的是看叙述者能否争取到这些愿意倾听他 ／她故事 的读者 的积极配合 ， 完成

小说的二次叙述 ， 从而成功生产出 有利于隐含作者的文本意义 ， 赢得更多的

理想读者 。 叙述交流模式的选择受到不同语境 的影响 。 在不同 的历史语境下 ，

只有选择正确的叙述交流模式 ， 才能赢得读者的交流合作 ， 才能实现文本的

意义 。

＾

以黑人女性小说家的文本为例 ， 在 ２０ 世纪 ６ ０ 年代之前 ， 由 于政治 、 经

济 、 文化教育的 限制 ， 黑人女性读者群 的构成非常有限 。 在这个时期 ，

一

方

面 ， 黑人女性不得不迎合主导的社会权力 ， 以保证 自 己的作品 能够获得主流

意识形态的支持 ； 另外
一

方面 ， 黑人女性又必须对权威机构和主流意识形态

持有批判态度 ， 这样才能生产 出符合本阶级利益 的文本意义 ， 以获得更多的

理想读者 。 黑人女性只有同时争取到这些读者 ， 才能够实现 自 己声音的权威 。

在这种情况下 ， 如果作者把 自 己表述为女性叙述者 ， 那么她有可能遭到 明确

的拒斥 。 因为在当 时的历史语境下 ， 在人们的 阅读期待中 ， 甚至只有受过教

育的 白人男性才具有智力上的可靠性 ， 只有 白 人男性的作品才具有美学价值 。

这样一来 ， 无论是男性读者 ， 还是那些几乎不存在的黑人女性读者 以及不明

身份的读者 ， 均有可能拒绝将 自 己置于受述者的位置 ， 拒绝视这个性别标出

的女性声音为真实可靠 。 因此在这个时期 ， 黑人女性普遍采取这种模糊性别

的叙述模式来讲述女性的故事 。 同 时 ， 值得注意 的是 ， 在这个时期 ， 几乎所

有的小说都采用了全知的叙事视角 。
虽然声音与眼光分别指称叙述者和视角 ，

但是在具体的分析 中 ， 却很难将声音和视角问题分开来考虑 。 读者愿意倾听

这个无性别的叙述者讲述故事 ， 接下来最重要 的就是看这些读者能否认同叙

述者 。 如果叙述者总是从同
一

个人物 的视角来讲述故事 ， 那么不同身份的读

者就无法从小说中找到 自我认同 。 黑人女性小说家主要讲述女性的故事 ， 黑

人女性通常为主要人物 。 然而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 ， 复杂的读者群很难

产生与黑人女性在身份 、 认识及情感上 的认同 。 全知全能 的作者型叙述者则

不同 ， 她掌控叙述中 的所有信息 ， 不局限于任何
一

个人物 的视角 ， 这样 ，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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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阅读时也不用局限于任何
一个人物的视角 ， 因而获得 了像全知全能 的叙

述者那样掌控全局的优越感 ， 更容易接受小说的隐含作者想要传递 的信息 。

黑人女性小说中 的叙述者若没有 明确 的女性标记 ， 就可 能赢得更为有效的公

众权威 ， 争取到各种读者 。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之前 ， 在黑人文学史上 ， 无论是初

露头角的新手 ， 还是略有名气的黑人女作家 ， 几乎都毫无例外地选择了这种

叙述策略 。

二 、 个人型叙述交流模式

在个人型叙述交流模式中 ， 叙述者采用第三人称有 限视角 ， 或者是戏剧

化的故事 中的人物 。 在这种叙述交流模式中 ， 叙述者的身份被直接或 间接堆

标出 。

在第
一

种情况 ， 即叙述者采用第三人称有限视角时 ， 虽然表面看来叙述

者为框架 ， 身份并没有被标出 ， 但是 由于叙述者选择从某个特定人物的视角

来看世界 ， 只展示某个特定人物的内心 ， 所以读者只能跟随着这个人物 的视

角来看世界 ， 也只能了解这个特定人物的心理 。 对于主流男性作家来说 ， 这

并不成问题 ， 因为他们是传统权威的掌握者 ， 所以性别标出为男性是 自 然的 。

然而对于被边缘化的亚文化群体来说 ， 身份被标出则意味着读者因质疑其权

威而作抵制性阅读的风险 。

在第二种情况 ， 即叙述者是戏剧化的故事 中的人物时 ， 由于叙述者本身

是虚构世界的
一

个实体 ， 因此叙述者与作者在形式上就截然不同 。 这种叙述

形式又分为公开的叙述交流模式和私下的叙述交流模式两种 。

？ 公开 的叙述交

流模式为 ： 作者
一

隐含作者
一

人格化叙述者
一人物一受述者

一隐含读者一读

者 。 由于叙述者并不是对虚构世界中特定的人物讲述故事 ， 对受述者没有任

何的介绍和描述 ， 所以读者 比较容易将 自 己 放在受述者 的位置上 ， 认为叙述

者直接在向 自 己讲故事 。 私下叙述的交流模式为 ： 作者
一

隐含作者
一人格化

叙述者
一人物

一人格化受述者
一隐含读者一读者 。 在私下叙述中 ， 叙述者给

特定的故事内人物讲述故事 。 如果叙述者对受述者 的姓名 、 身份等个人信息

① 兰瑟根据受述者在叙事文本中的结构位置 ， 将叙述划分为
“

公开叙述
”

（ Ｐｕｂｌ ｉ ｃｎａ ｒ ｒａ ｔｉｏｎ ） 和
“

私下叙述
”

（ ｐｒ ｉｖａ ｔ ｅｎａ ｒｒａ ｔ
ｉｏｎ ）

。 公开叙述 是指此叙述 的接受对象存在于文本世界之外 ， 可以等同于公

众读者 ； 而私下叙述则指此叙述的接受对象存在 于文本之 内 ， 是
一

个显身受述者 。 兰瑟将公开叙述的

叙述者 与受述者 的关 系定义为近似于作者与读者 ， 而私下叙述的叙述者与受述者是文 本内虚构世 界的

故事讲述者与听者 （ 人物 ） ＳｕｓａｎＬａ ｎｓｅ ｒ ，

“

Ｔｏｗａ ｒｄ ａＦ ｅｍｉｎ ｉ ｓｔＮａ ｒｒａ ｔｏ ｌｏｇｙ
”

， Ｓ ｚｙ ／ｐ ２ ０ ， Ｎｏ ．３（ Ｆａ ｌ ｌ

１ ９ ８６ ）
：３ ４ １

－

３ ６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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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交代 ， 那么读者与受述者之间 的距离就相对较远 ， 作为读者 ， 我们更像

是在受述者旁边
“

偷听
”

。

在个人型叙述交流模式中 ， 叙述者是小说中 的主要人物 ， 他 ／她致力于讲

述 自 己的故事 。 与采用模糊性别的作者型叙述交流模式不同 ， 个人型叙述者

是虚构世界中的某个特定人物 ， 其身份被直接或 间接标出 。 与作者型叙述模

式相 比 ， 亚文化群体小说创作者选择个人型叙述模式可能面临以下困难 ：

首先个人型叙述模式 中 的叙述者 由于身份被标出而无法戴上模糊身份的

面具或采取所谓超然的
“

第三人称
”

， 也无法藏匿于所谓的主流权威文类并使

用其话语权 。

①

其次作者型叙述模式 中的叙述者拥有运用知识作 出判断的充裕余地 ，
而

个人型叙述者由于视角的 自 限 ， 只拥有解释 自 己经历的权利及话语效力 。

？

再次 ， 由 于主流文化的男性作家也建构 了亚文化群体的声音 ， 那么在争

夺叙述权的竞争中 ， 亚文化群体还需要与主流文化作家展开竞争 ， 以成为合

法正统的声音代言人 。

最后 ， 个人型叙述里 的虚构 ， 特别是第
一人称叙述 ， 在形式上往往难以

与 自传 区分 ， 极为有可能被定义为对 自我 的再现 ， 是直觉的产物 ， 而不是艺

术的结 晶 。

？

以上四点可以说是亚文化群体采用个人型叙述交流模式可能要面临的困

境 。 主流群体的男性作家并没有这些顾忌 ， 因为长期以来话语权都属于男性 ，

他们无论采取作者型叙述还是个人型叙述 ， 都彰显其男性权威 。 亚文化群体

的作家采用作者型叙述交流模式 ， 虽然可以在身份面具下偷偷参与权威建构 ，

但同时也表示对主流权威的肯定与让步 。 他们采用个人型叙述模式 ， 虽然会

面临 巨大的 困难 ， 但却使得亚文化群体能够站出来反抗主流文化权威 ， 建构

自 己的声音权威 ，
因为个人型叙述交流模式摘掉了模糊身份的面具 ， 是在用 自

己 的声音讲述 自 己的经历 。

同样以黑人女性这个亚文化群体为例 。 ２０ 世纪 ６ ０ 年代末起 ， 特别是 ７０

年代 以来 ， 美 国黑人的政治 、 经济地位 以及教育状况随着美 国种族政策的改

善 以及黑人民众的 斗争而发生 了 巨大的变化 ， 虽然种族 、 性别 、 阶级 问题依

①参考苏珊 ？ 兰瑟 ： 《虚构的权威 ： 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 》 ， 黄必康译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２ ０ ０２

年 ， 第 ２ １ 页 。

② 参考苏珊 ？ 兰瑟 ： 《虚构的权威 ： 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 》 ， 黄必康译 ， 北京大 学出版社 ，
２ ００２

年 ， 第 ２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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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随处可见 ， 但相 比之前 已经有 了较大的改善 。 再加上女权运动的发展 ， 黑

人女作家也渐渐从边缘走到 中心 ， 她们 的知识权威 ， 她 作 品 的意识形态有

效性 以及美学价值逐渐得到肯定 。 黑人女性的经历不再只是男性世界的点缀 ，

她们的判断也为认识世界提供了另
一种 阐释 ， 她们用 自 己 的声音讲述 自 己的

故事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得到肯定 ， 这些都促进了 她们声音权威的建构 。 与此

同时 ， 黑人女作家的读者群也发生了巨 大变化 。
７０ 年代以来 ， 黑人女性教育

取得了 巨大的进步 ， 美国女性接受高等教育 的人数超过男性 ， 黑人女性ｇ受

高等教育的人数远超黑人男性 。 这些女性开始愿意通过黑人女性作家的作喆

去感受 、 观察并接受她们 的世界 ， 仔细聆听她们 的故事 。 这样
一

来 ， 黑人女

性通过创作贏得更多读者的几率大大增加 ， 更有利于实现其声音的权威 。

除此之外 ， 个人型叙述交流模式本身也有 自 己 的结构优势 。 黑人女性小

说中个人型叙述交流模式的叙述者性别为女性 ， 使得建构黑人女性声音 的权

威名正言顺 。 小说的所有故事都是 由这个女性叙述者讲述的 ， 她统筹了所有

其他叙述 ， 女性的声音 、 经历与视角 自然成为小说的 中心 。 读者必须通过她

的视角来观察这个虚构世界 ， 也必须通过女性经历来重新认识这个世界 ， 因

此这个声音虽然面临很多困境 ， 但是它克服重重困难之后 ， 名正言顺地彰显

了黑人女性声音的权威 。

三 、 集体型叙述交流模式

兰瑟认为 ，

“

在西方小说中 ， 由于叙事和情节的结构都是个人化的和 以男

性为中心的 ，
要明确地喊出某种集体女性的声音就不只是一个语篇 问题 ， 而

是几乎总要涉及故事这
一层

”？
。 可见对主流文化来说 ， 发出集体的声音 ， 从

来不是
一

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 他们无论以作者型还是 以个人型交流模式来讲

述故事 ， 都能代表主流文化群体 ， 都能巩固 主流文化本已建构 的权威 ， 因此

喊出集体的声音从来都不是他们的诉求 。 然而亚文化群体则不 同 ， 由于在主

流文化的夹缝中生存 ， 他们很难以
“

我们
”

讲出 群体 的诉求 。 作为被标 出 的

异项 ， 亚文化群体要想在主流文化 内部找到
一席之地 ， 同时还要保 留 自 己 的

文化特色 ， 又必然需要集体的声音 。 因 此集体型的叙述模式更多被亚文化群

体 ， 特别是女性亚文化群体采用 。

笔者所说的集体型叙述交流模式中叙述者的叙述代表 了某
一

群体的共同

① 苏珊 ？ 兰瑟 ： 《虚构的权威 ： 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 》 ， 黄必康译 ， 北京大学 出版社 ， ２０ ０２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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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 或者说某
一

群体 中 的各种不 同声音汇聚成
一

个群体 的故事 。 这种集体

声音的建构与群体的建构是互为表里的 。 笔者所谓集体是指任何具有一定规

模的群体 ， 可以是一个小群体 ， 也可以 是整个人类大群体 。 而群体的声音则

是指代表这个群体讲述这个集体故事的单个叙述者的声音 ， 或是这个集体 中

的不 同成员共同讲述故事的声音 。 因此集体型叙述交流模式主要分为两类 。

其
一

： 作者
一

隐含作者
一

（人格化或非人格化 ） 叙述者
一人物群体

一

受

述者一隐含读者一读者 。 在这
一

模式中 ， 叙述者为单数 。 他 ／她可以是小说中

的人物 ， 也可以是故事外叙述者 。 小说以某个集体为主角 ， 通过集体中的人

物来讲述该集体的故事 。 在这
一

模式下 ， 集体中 每
一

个人物的故事都得 以讲

述 ， 同时同一个叙述者又将每一个个体 的故事联合起来 汇集成为一个集体的

故事 。

其二 ： 作者一隐含作者一 （人格化 ） 叙述者 （复数 ）
一人物群体一受述

者
一

隐含读者
一

读者 。 在这
一模式中 ， 叙述者是虚构世界的人物 。 小说以某

个集体为主角 ， 集体中 的每
一

个成员用 自 己 的声音轮流讲述 自 己 的故事 。 在

这一模式下 ， 小说中的叙述者甚至并不局 限于这个特定 的群体 ， 读者可 以 听

到各种不同的声音 。

集体型叙述交流模式具有作者 型叙述交流模式与个人型叙述交流模式不

具备的特点 。
＇

第
一

， 不同 的叙述声音互相协作 ， 共同创立
一

种具有集体权威 的话语实

体 。

？ 小说以某个集体为主角 ， 集体中的各个人物发 出各 自 的声音 。 这些单个

的声音汇集成为代表整体的集体声音 ， 从而壮大 了群体声音的力量 ， 便于某

个集体声音权威的建构 。

第二 ， 声音 、 视角 的多样性带来 了相对的客观真实 ， 但仍是有选择地呈

现历史 。 在个人型叙述交流模式中 ， 读者只能听到叙述者个人的声音 ， 只能

通过主人公
一个人的视角来观察这个虚构世界 。 而在集体型叙述交流模式中 ，

读者能听到不 同的声音 ， 能通过不同 的视角来观察这个虚构世界 ， 可 以 比较 、

权衡各种声音 ， 这使得叙述者的叙述显得相对客观真实 。 与作者型叙述交流

模式相 比 ， 集体型叙述模式中 的叙述者有选择地聚焦于几个主要人物 ， 在保

证相对客观真实的基础上 ， 有选择地呈现历史 ， 对读者的阐释更具有诱导性 。

第三 ， 在集体型的叙述交流模式 中 ， 叙述者和视角 的多样化 ， 使得亚文

化作家群体
一

方面可以在 自 己 的作品 中 发出 自 己 的声音 ， 另
一

方面也可 以含

① 苏珊 ■ 兰瑟 ： 《虚构的权威 ： 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 》 ， 黄 必康译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２ ００２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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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主流文化群体的声音 。 通过集体型叙述交流模式 ， 亚文化作家群体不仅可

以诠释 自 己 的声音 ， 也可 以诠释主流文化的声音 ， 可 以从 自 己 的视角来书写

世界 ， 让 自 己 的声音与主流群体的声音竞争并对话 ， 名正言顺地争取群体声

音 的权威地位 。

黑人女性作家群作为最边缘化的集体的代表 ， 自然是集体型叙述交流模

式最好的例子 。 ２ 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到 ９０ 年代初 ， 由 于里根政府以及老布什政府

的保守执政 ， 民权运动 的成果遭到破坏 ， 美国的种族矛盾又
一

次激化 ， 美国

对待黑人的政治 、 经济政策又
一

次威胁到黑人 民众的正当权益 。 直到克林顿

执政期间 ， 美 国的种族矛盾才有所缓和 。 同时由于女权运动的发展 ， 妇女追

求 自 由 、 平等 ， 性别问题也 日 渐突 出 。 ７０ 年代到 ８０ 年代初黑人女性用 自 己的

笔书写女性个人经历 ， 性属问 题成为种族之外的另
一

个重要主题 。 随着非裔

美 国女性文学 的繁荣 ， 黑人女性作 品获得了 肯定 。 黑人女性意识的觉醒 ， 以

及黑人女性对 自我经历的关注与书写都严重威胁到父权制社会中男性 的地位 。

黑人男性逐渐感觉到 了性别危机 ， 他们控诉黑人女性 出卖 了黑人 ， 因为黑人

女性在小说中书写 了性属问题 ， 损害了黑人男性的形象及尊严 。 在这样的社

会背景下 ， 如何处理黑人女性与黑人男性之间 的关系 ， 如何处理黑人群体与

白人群体之间 的关系 ， 成为黑人女性书写的新增 主题 。
８０ 年代 以来 ， 随着非

裔美国女性文学的发展 ， 黑人女性形成 巨大 的创作群体 ， 在种族矛盾和性别

矛盾激化的社会背景下 ， 黑人女性开始从女性的视角 ， 重新认识黑人群体 、

美国社会以及世界 。 在集体型叙述交流模式下 ， 黑人女性小说家通过发出 集

体的声音而壮大了黑人女性的力量 ； 同 时 ， 通过对各种不同群体故事的书写 ，

黑人女性从 自 己的视角重新认识和书写这个世界 ； 更为重要的是 ， 黑人女性

通过发 出集体的声音 ， 不仅建构了 黑人女性群体主体性 ， 同 时还开始含纳男

性声音 。

“

叙述者 ， 是故事
‘

叙述声音
’

的源头 。 至今
一

个多世纪的叙事学发展 ，

核心问题是小说叙述者 的 各种形态 ， 以及叙述者与叙述 的其他成分 （作者 、

人物 、 故事 、 受述者 、 读者 ） 之间 的复杂关系
”？

， 而受述者的二次叙述则是

故事意义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 。 信息发送方与信息接收方的叙述交流产生文

本的意义 ，
而各种不 同叙述交流模式各有不同特点 ， 作者型 、 个人型和集体

型叙述交流模式是不同文化群体在具体社会历史语境下 的不 同选择 ， 也是叙

述交流双方的共同选择 。 叙述的有效性就在于创作者既不脱离各 自 所处时代

和环境中的叙述常规和社会习俗 ， 又能灵活采用 自 己的独特方式和技巧来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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