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叙述学如何向全域敞开 ： 评赵毅衡的 《广义叙述学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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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 任 何
一

个学科要获得重大推进 ，都必须在基本原则 上实现突 破 。 要

建立 广义叙述学 ，
不仅需要丰富分析技术 ， 扩展研究疆域 ，更重要 的是要应 对 当

代媒介 形态变化带来的挑 战 ， 推进对人类文 化体验 的理解 。 因 此 ，若仅从叙述

学分析技术创新的 角 度 ， 评价赵 毅衡提 出 的广 义叙述学体系 ，
恐怕 只是外延性

的解 读 。 本文首先列出 了媒介飞速发展对叙述学提出 的 三大挑战 ： 纪实文 本大

量 出 现 、 意图性 文本泛化 、接 收者地位提升三大 问题 ， 接着分析 广义叙述学体 系

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 使叙述学 向 所有 叙述体裁 敞开 ，从 而为人 类理解和解 释 当

今 文化提供全新视角 。

关 键词 ： 广义叙述学 ；
纪实 ； 意向 性 ； 接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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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３＆ＺＤ１ ２３ ） 阶段性成果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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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新媒介发展对叙述学提出 的三大挑战

“

叙事学是研究叙事文的科学
”

，而
“

叙事文是叙述者按一定叙述

方式 、结构起来传达给读者 （或 听众 ） 的
一

系 列事件 。

”

（胡亚敏 ｉｄ

叙述学研究面对的都是 由媒介组成的文本 ，媒介形态变化会改变文

本形态和接收者的 阅读状态 ，进而使传统叙述学未重视的问题暴露

出来 ，对叙述学理论形成挑战 。

尤其近 十年来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提高和手机的普及 ，人们

接触 文本 的 方式 发生 了根 本性 变 化 。 据 中 国 互 联 网 信息 中 心

（ＣＮＮ ＩＣ）发布 的第 ３７ 次 《 中 国互联 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显示 ：

“

截至 ２０ １５ 年 １ ２ 月 ， 中 国 网 民规模达 ６
．

８８ 亿人 ，互联 网普及率达到

５０ ．３％ ，半数中 国 人 已接人互联 网 ，其中有 ９０
．
１％ 的 网民通过手机上

网 。

… … 互联 网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 已进人到新 的阶段 。

”

媒介剧烈

演变 ，使这个挑战变得更加 突出 ，叙述学不得不应对和处理 。
新媒介

变化对叙述学提 出 了三大基础性的挑战 。

第一 ， 纪实 型文本呈现 出 强烈的叙述性 ，挑战 了叙述学的研究领

域 。 这种挑战在过去几十年 已 经在各个领域体现 出来 。 这些领域不

仅体现在历史 、 影视 、政治学等领域 ， 同时 还体现在医学 、 法学 、新闻

传播学等和小说相去甚远的学科 中 。 （赵毅衡 ２００８
：
３１ ）这些领域的

研究者开始研究叙述 ，并呼唤新的叙述学理论 。 例如 ，追求真实客观

的新闻发生 了演变 ， 出现 了
“

新新闻 主义
”

。
相对于 追求

“

客观理性
”

的新闻观 ，新新闻主义
“

将文学写作 的手法应用于新闻报道 ，重视对

DOI :10. 16754/ b.cnki . ymwxyjl c . 2016. 02 .027



？３７４？《英 美 文学研 究论 丛 》 ２ ５（ ２０ １ ６ 年秋 ）

话 、场景和心理描写 ，主张记者可以在新闻报道 中描述人们的主观感

受和心理活动 ，不遗余力地刻画细节 。

”

（ 徐叶 ９２ ） 因 为基于事实 ，行

文时又大量借鉴了 文学 的表现技巧 ，很多新 闻报道情节精彩程度不

亚于小说 ，具有强烈的文学性
。 蒋荣昌 就认为 ，新 闻等是广义 的文学

文本 。

“ ‘

新闻
’

和
‘

报道 ’ 是大众传媒 的典型文学样式 。

‘

现场
’ 无论

是 以图像 、声音 ， 还是 以文字的方式被
‘

报道 出来
’

，总是在表现公众

在 曰 常生活 中凝聚的某种现场性关切 ，并且就是在这儿成为打动和

吸引
‘

读者
’ 的文学文本 。

”

（蒋荣昌 １ ６３ ）传统叙述学理论主要以 虚构

的小说为研究对象 ，并不处理这种实用性高 的
“

事实
”

文本 。 更深层

次 的影 响是 ， 由 于对象的局限 ，传统叙述学并未有效处理经验世界和

叙述的关系 ， 因此未能在这个维度上确认叙述学研究的 领域 。

其次 ，
以广告 、宣传为代表的实用性文本提出

“

说服接收者行动
”

的分析要求 。 当前人们接 触的 宣传 、广告 远远 比 阅读 的小说要 多 。

“

传播也是个超过 ４００ ０亿美元的产业 ， 而其中 ２ ０６０亿美元用于大众

传播 ，也就是将同一个模 子里生产的 产品 散布到 不 同 的地区 去 。 美

国现在有 １４４９ 个电视台 、 ４ 大主要广播 电视网 、 １ ０３７９ 个无线广播电

台 、
１ ５０９ 种 日 报 、

７ ０４７ 种周报 、 超过 １ ７０ ００ 种杂志和 新 闻简报 、
９ 大

影片制作中心 。

” “
一个典型的美 国人年平均要花 １ ５５０ 小时守候在电

视机前 ，用 １ １６ ０ 小时收听无线 电频道 ，用 １８ ０ 小时阅读报纸 ，
１ １ ０ 小

时阅读杂志 。

’’

（普拉卡尼斯 、阿伦森 ３ ）广告如此普遍 ， 以至于成为我

们社会共享的知识 ，是整合个体成为
一个群体 的价值所在 。

宣传 、广告 、谣言 、誓言等文本和小说最重要的 区别在于 ：这些文

本的发送有强烈 的实用性 目 标 。 广告诱使接收者 购买商品 ，宣传说

服接收者实施捐 款 、投票等行为 ，谣言企图使接收者相信并采取相应

行动 。 正是因 为这种意 图帮助发送者实现了 目 标 ，所以这些体裁在

当代社会发展迅猛 。
广告 、 宣 传等体裁 已经成为当 今社会最重要 的

体裁 ，但传统叙述学理论并不重视这种体裁的本质特征 ，虽然叙述视

角 、 情节等概念一样可以 用于分析 ，但毫无疑问 ， 类似的研究跳过 了

该类体裁最为本质的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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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介时代对叙述学的第三个挑战是 ，接收者地位在叙述 中 的

地位发生巨 大变化 。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 网 络 以及移动 网络 的

兴盛 ，互动性成为 当代媒介 的最重要特征 ，大众参与创作成为可能和

趋势 。 这根本上改变叙述文本的传受关系 。 过去接收者 （读者 ）或许

也不缺乏选择权和解释权 ，但网络时代 ，接收者 （读者 ） 不仅阐 释 ， 而

且可能干预文本 的发展和走 向 。 这种趋势在移动互联 网时代变得更

加 复杂 ，微信等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应用改变 了 接收者的阅读习 惯 ，破

碎化阅读 占据人们 的大量时间 。 与此阅读相适应 ，篇幅短小的 文本

广泛流行 ，而这类文本大多需要接收者更多参与解读 。 这意味着叙

述学需要重新 审视接收者叙述 中的位置 ，并调整 自 己 的理论提议 以

适应当今的叙述变化 。

新媒介发展对叙述学提出 的三大挑战 ，对叙述学提出 三个问题 ：

如何处理纪实型文本 ，如何应对实用性叙述 ， 如何处理接收者地位的

变化 。
这三个 问题实际上也是对叙述学根本学科框架的追问 。 如何

处理纪实性文本是在讨论经验世界和文本的关系 ， 为叙述研究奠定

哲学基础 ； 如何应对实用性叙述是处理叙述的意 向性和时间问题 ； 如

何应对接收者地位 ，则在处理叙述研究重心的问题 。

众多叙述学研究者 已经意识到传统叙述学的局限 ， 并尝试推进

叙述转 向 ， 于是出现 了
“

新叙述学
”

或者
“

后经典叙述学
”

。 虽然叙述

学者所做的叙述转向 努力方 向不太一致 ，但都未能应对叙述全域 ，提

出全新的理论体系 。 戴卫 ？ 赫尔曼 （ ＤａｖｉｄＨｅｒｍａｎ ，１ ９６２—） 把

叙述学扩展 到 电脑文化和计算机技术 ，但他所倡议的叙述学试 图从

其电子写作中借鉴有益的成分 ，并未打算扩展叙述学原有的研究疆

域 。 同样 ，那些后经典叙述学研究也还是以小说为原型 在讨论叙述

学 ，停留 在门类研究 ， 没有打破各种叙述体裁之间 的界限 ，探讨共享

的基本规则 。 赵毅衡的 《广义叙述学 》 的努力 方 向很 明晰 ，他开篇便

提 出 ，

“

广 义叙述学讨论 的 是所有叙述体裁 的共 同 规律
”

（赵毅衡

２０１３
：
１ ） ，

“

使我们终于能够把叙述放在人类文化甚至人类心理构成

的大背景 中考察 ， 在广义叙述学真正建立起来后 ， 小说叙述学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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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喻地使用
’

广义叙述学的术语 。

”

（赵毅衡 ２０ １３
：
１７ ）

二
、

“

框架区隔
”

处理虚构与现实 、

同 时打开纪实型体裁进入叙述学的入 口

叙述学研究最底层 的问题是有关文本和经验世界的问题 。 任何

文本都是经验世界的对面 ， 和 经验世界存在着某种关系 。 符号学在

对
“

符号
”

下定义 ，也一直受符号与物关系 的 困扰 。 叙述学作为处理

叙述文本 的科学 ，也要面临 人们 习惯性 的有关真实 与虚假 的追 问 。

与这种思考模式相反 ，叙述学并不 是在这个起点上展开研究 。 托多

洛夫从《 十 日 谈 》 中 总结出
“

语法”
，提出叙述学的学科构想 ， 自 此开始

了叙述学以虚构文本
——小说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传统 。 虽然也有叙

述学研究者在处理非虚构叙述问 题 ，但从整体来看 ，研究虚构性文本

被叙述学界 当做一个不需论证的前提 。 （詹姆斯 ？ 费伦 ，彼得 ？Ｊ ？

拉 比诺维茨 １ ５５ ）

赵毅衡在讨论这个问题时 ，

一开始就在经验世界 、虚构 、纪 实三

者之间展开辨析 ：

“

虚构与纪实 ，是人类叙述活动 的甚至思维方式的

最基本两个范畴
”

，

“

虚构型述 ，是相对于纪实型叙述而言 的 ，这是叙

述的两种基本表意方式 ： 明 白 了什么 是虚构型 ，也就明 白 了纪实型 。

”

（赵毅衡 ２ ０１３
：
６４
—

６５ ） 赵毅衡认为纪实与虚构不在于文本形式 ，也

不在于指称性的强弱 ，从风格上 、指称上区分两者都不可能 。
虚构与

纪实是发生在发送者和接收者之 间 的文化契约 。

“

文本作为符号组

合 的边界 ， 实际上是接收者在文本形态 、意义解释 、文化程式三 者之

间
‘

协调
’

的结果 。

”

（赵毅衡 ２０ １ ３
：
７３ ） 基于这个判断 ， 赵毅衡提 出 了

“

框架区 隔
”

判别标准
。

“

区隔框架是
一个形态方式 ，是一种作者与读

者都遵循的表意一解释模式 ，也是 随着文化变迁 而变化的 体裁规范

模式 。 区隔看上去是个形态问题 ， 实际上在符形 、 符义 、 符用三个层

次上都起隔 出再现世界的作用 。

”

（赵毅衡 ２０ １３
：

７ ４ ）

通过提出
“

区隔框架
”

，赵毅衡把经验世界 、纪实叙述和虚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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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开来 。

“
一度区隔是再现框架 ，

把符号再现与 经验世界区 隔开

来 。

一

旦用某种媒介再现 ，被再现的经验之物已经不在场 ，媒介形成

的符号代替它在场 。

”“
一度 区隔为

‘

再现区隔 被区 隔 出来的 ，不再

是被经验的世界 ， 而是符号文本构成的世界 ，存在于媒介性 中 的世

界， （赵毅衡 ２０ １ ３ ：
７３ ）

—度区隔是
“

透明
”

的 ，
区隔 出来 的文本是

“

纪

实型
”

的 ，直接指 向
“

经验世界
”

。

而虚构叙述是符号再现基础上的再
一次区隔 ，是再现中 的再现 。

“

为传达虚构文本 ， 作者 的人格 中将 分裂 出
一

个虚构叙述发 出 者人

格
，
而且用某种形式提醒受众 ，他期盼受众分裂 出一个人格接受虚构

叙述 。 虚构文本的传达就形成虚构 的叙述者
一

受述者两极传达关

系 。 这个框架 区隔里的 再现 ，不 再是
一 度媒介再现 ， 而是二度媒介

化 ，与经验世界就隔开 了双层距离 。 正因 为这个原因 ，受众不问虚构

文本是否指称
‘

经验事实
’

，他们不再期待虚构文本具有指称性 。

”

（赵

毅衡 ２０ １３ ： ７ ６ ）虚构叙述与经验世界隔开了 两层 ，不能在经验世界求

证 ， 因此具有
“

不透 明
”

效果 。

赵毅衡的
“

框架区隔
”

理论对经验世界 、纪实型叙述 、
虚构型叙述

的讨论从根本上厘清了叙述学这个最为基础的 问题 ， 对叙述学理论

做了 重大推进 。 更重要的是 ，这个处理让叙述学 向许多 纪实型体裁

敞开 。 比如 ，用 区隔框架理论分析广告 ，便将广告学研究拉人到叙述

学研究当 中 ？ 广告学也讨论文本和经 验世界的 问题 ， 但广告学是站

在文本和客观世界是否一致这个
“

真假
”

角度展开讨论的 ，判断
“

真实

是广告的生命 。

”

这个讨论角度对于广告学本身来说本无可厚非 。 但

广告出 现叙述转 向之后 ， 充满 了 大量虚构的 内 容 ，站 在传统 的指称 、

风格的 角度讨论这个问题 ，无法讨论清楚 。

更关键的是 ，若总是从科学验证 的角 度讨论广告文本 与真实世

界之间 的关系 ，便堵死 了叙述学和广告结合的入 口
。 赵毅衡的

“

框架

区隔
”

理论 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 （饶广祥 １ ０７ ） 同 时也打开了广

告叙述学研究 的入 口
。 这种人 口 意味着 ，新 闻 、 广告 、宣传等体裁要

进人叙述学 ，可以不再
“

‘

是符合实情
’ 的

‘

经验真实 ％那是个证实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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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证伪的问题
”

（赵毅衡 ２０ １２
：
２ ５８ ） ， 而是从 文本 的虚构与纪实角 度

讨论 ， 为整个文本叙述研究奠定基础 。

三 、 从体裁讨论意向性 ，将意动叙述和

演示叙述 引入叙述学研究

文本是发生在发送者和接收者之间 的 ，这两者之间有一定的意

向关系 ，这种意 向性是文本研究框架性的 问题 。 语言学使用
“

语气
”

，

分析哲学则使用
“

语力
”

来处理意 向性 ，奥斯汀就提 出 了著名的
“

以言

言事
”

、

“

以言行事
”

、

“

以言成事
”

三个类型 ，但大多学者都是站在文本

内部 （ 比如语句 、判断等 ）来讨论 ， 而未站在体裁角 度并关联到叙述学

学科来展开讨论 。 赵毅衡在总结各家观点基础上 ，从整个体裁角 度

提 出三种时间 向度 ： 过去 、 现在 、未来 ， 由 此 ，整个叙述学从 文本意 向

性 的角度 ，就区分为了记 录类叙述诸体裁 、 演示 型叙述诸体裁 ，意动

型叙述诸体裁 。

“

这 三种叙述文本的真正 区分 ，在于文本意 向性指 向

的 时间方 向 ：过去向 度着重记录 ， 因此是陈述 ；现在 向度着重演示 ，意

义待 决 ， 因 此是 疑问 ； 未来 向 度着重 规劝 ， 因 此 是祈使 。

”

（赵毅衡

２ ０１ ３
：
３６ ）赵毅衡的这个分类 ，并 不是基于文本 内部 的语句做 出 的 ，也

不是基于被讲述内 容发生 的时间得出 的 ， 每个讲述事件里面可能会

有 陈述 、 疑问 、祈使 ，甚至各类叙述文本讲 的故事都可能接近 ，但因为

文本的意 向 性不同 ，文本会被解读出 完全不 同 的意 向性 。

赵毅衡有关文本意 向 性的讨论 ，对叙述学 的最大影响是 ，将演示

类叙述和意动性叙述拉进 了叙述学研究 的领域 。

“

演示类叙述 ，是用
‘

现成的 ’的媒介手段讲述故事 的符号文本 ，可 以用于演示的媒介种

类有身体 、言语 、 物件 、 音乐 、音 响 、 图 像 、 光 影等 。 演示 叙述种类极

多 ，最大一类是
‘

表演型
’

的 表演 ， 如戏剧 、舞蹈 、歌 唱 、 演奏 、魔术 、展

览 、演讲 、
口述 、沙盘推演 、仪式等 ；演示叙述也包括

‘

竞赛型
’

的叙述 ，

即为求得胜贏而举行的 比赛 、
赌博 、决斗等 ； 也包括各种

‘

游戏型
’叙

述 ， 即无 目 的 ， 或只有虚拟 目 的 （例如快乐 ， 例如 得分等 ） 的游戏与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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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游戏等 。

”

（赵毅衡 ２ ０１ ３
：
３８ ） 因 为西方不少传统叙述学研究者都认

为叙述研究的是
“

过去 时 ” 的文本 ， 因此把演示类叙述排除在叙述学

大 门 外 。 戏剧 、游戏等 已经成为当代人们生活的重心所在 ，叙述学若

无法应对这类文本 ，解释力便会十分有限 。

意动型叙述
“

不仅叙述未来的事情 ， 而且预言这种情节将要发

生 ，劝说或要求受众采取某种行动 。 这一类叙述数量极大 ， 包括诺

言 、广告 、预言 、
测算 、警告 、 劝告 、 宣传 、发誓等等 。 这

一

类叙述的最

大特点 ， 是承诺某事件会发生 ， 或是否定性承诺 ， 即恐吓警告 ，其 目 的

都是要求受众做出 某种相应的行为 。

”

意动型叙述重在
“

取效
”

，广告

不断说什么故事 ，都意在说服接收者购买商品 ，宣传则往往通过告知

某种利益或者危险 ，说动受众采取发送者期待的行动 。

意动型叙述为诺言 、宣传等提供了 全新的思考方 向 ：意 图不仅仅

通过发送者意 图实现 ， 文本本身就携带
“

说服接受采 取行动
”

的意 动

能力 。 而对于叙述学本身来说 ， 意动型叙述第一次被当做独特的对

象放人到叙述学研究 中 ，成为亟待深人研究的领域 。

四 、 提出 二次叙述 ，接收者端获得叙述学位置

叙述发生在发送者和接收者之间 ，但接收者 因 为在文本之外 ，往

往被忽略 。
互联网 出现之前 ，接收者的能动性极为有 限 ，对文本影 响

较小
。 传统叙述学更重视文本内 的叙述者 与受述者 、 隐含作者 与 隐

含读者这两对关系 ，对发送者和 接收者这对关系研究较少 。 但互联

网 出 现 了 ，接收者不仅仅掌握有解释权 ， 同 时也更多参与到叙述生产

中 ，对叙述文本有更大 的影响 。 普林斯曾提出 ：

“

今年来 ，

一

般文学研

究尤其是叙事研究 正 在经历从关注 作者或 文 本 向 关 注读 者 的转

变
。

”

、

“

我们似乎进入 了 这样
一个时代 ： 作家 、写作过程和作品的重要

性低于读物 、 阅读过程 和读者的重要 。

”

（普林斯 ２０１ ３
：
１ ０２ ）普林斯 自

己也讨论了
“

阅读叙事
”

，并提 出 了
“

任何读者在他阅读任何文本的过

程中都做出重大贡献， （普林斯 ２０１ ３
：
１ ３０ ）但他并未深入讨论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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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如何解读文本以及这种解读对叙述的影响是什么 。

赵毅衡的广义叙述学对接收者极为重视 。 这首先表现为对心像

叙述 的讨论 。 叙述学界
一

直把心像叙述排除在叙述类型之外 ，理 由

是心像无法被理解为具有时间向 度和意义 向度 的叙述 。 赵毅衡判定

心像是叙述的原因是 ：

“

首先它们是媒介化 （心像 ） 的符号文本再现 ，

而不是直接经验 ；其次它们大都卷入有人物参与的情节 ，心像叙述者

本人就直接卷人情节 。

”

如果重视接收者在叙述 中 的作用 ，便不难发

现 ，心像叙述中 ，接收者 和发 出 者是 同
一个 人 ，接收者在叙述 的 同时

也在接收 ，接收时在不断揭示出文本的时间 向 度和意义 向度 。

赵毅衡将接 收者在接 收过 程发生 的解 释行为 定义为
“

二 次叙

述
”

。

“

二次叙述化 ，发生于文本接收过程中 。 只有叙述化 ， 只有叙述

文本 ，而没有接收者的二次叙述化 ，文本就没有完成叙述传达过程 ：

任何文本必须经过二次叙述化 ，才能最后成为叙述文本 。 这个过程

并不只是理解叙述文本 ，也并不只是回顾情节 ，而是追溯 出情节的意

义 。

”

（赵毅衡 ２０ １ ３
：
１ ０６ ）文本经过特定解释社群的 二次叙述 ， 获得相

对一致的意义 。 不 同 的文本本身叙述化的 程度不 同 ， 需要进行不同 ．

的二次叙述 。 赵毅衡将二次叙述分为 四个等级 ： 对应式二次叙述 ，还

原式二次叙述 ，妥协式二次叙述 ，创造式二次叙述 。

二次叙述重新把一 直未受重视的 接收者拉进叙述学研究 的 视

野 ，为叙述文本研究拓展 了 全新的领域 。 而对于其他学科来说 ，接收

者和文本之间 的互动关系方面 ，也有新的理论武器 。 当然 ，赵毅衡在

《广义叙述学 》 中重新讨论叙述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论题 ，对叙述 者

二象状态 、叙述不可靠 、否叙述与 另叙述 、可能世界 、
情节否定性推动

力等问题 ，都提出 了全新 的 见解 。 比如 ，他辨析了
“

底本和述本
”

问

题 ，提出
“

述本可 以被理解为叙述 的组合关系 ，底本可 以 被理解为叙

述 的聚合关系 ， （赵毅衡 ２０ １ ３
：
１０ ６ ）

赵毅衡从根本上应对了新媒介时代对叙述学提 出 的 三个挑 战 ：

纪实与虚构的 区分 ，为新闻 、 历史 、 纪录片 等体裁厘清了 引进叙述 学

的 基础 ；有关意动性的讨论 ，为广告 、宣传 、游戏等当代体裁确立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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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方 向 ；而二次叙述等理论的提出 ，则从整体上改变了叙述学重

文本轻接收的现状 ，使叙述学向全域体裁敞开 ，获得全新活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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