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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类研究

奇幻文学 ： 超 自然叙逋批判张力
？

孙金燕

摘 要 ： 对待超 自 然 的 态度 ， 是 奇 幻 文 学概念界定 的 核 心 。 托 多 罗 夫

“

犹疑说
”

式 的 文本
“

内 部风暴
”

， 与托 尔金对现 实
“

第 二世界
”

式的 寓 言批判 ， 是西方奇 幻 文 学概念界定的 两 种代表观念 ， 涉

及对现 实 与 想 象 的 区 隔 与 缝合 ， 也呈现 出 对 奇 幻 文 学
“

复魅
”

人与 超 自 然世界的 不 同 功 能期待 。 中 国 奇幻 文 学概念在 不 同 时

期对现 实 与 想 象的 不 同 倾 向 ， 同 样折射 出 它 对 自 身 价值立场 的

确 立 ， 既是一种显而 易 见 的 建构 ， 也是一种意味深长 的 选择 。

关键词 ： 奇幻文学 超 自 然叙述 现 实 想 象 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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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为 ２０ ２ ０ 年 度 教 育 部 人 文 社会 科学 研究 一 般 项 目
“

中 国 当 代 奇 幻 小 说 叙 事 研 究

（ ２０ＹＪＣ７ ５ １ ０２ ３ ） 中期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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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幻元素在中 国文学 中古已有之 ， 但直到 ２０ 世纪 ９ ０ 年代 ， 随着数字媒

介的勃兴才发展为一种奇幻类型文学 。 目前 ， 关于其类型界定 已有较丰富的

成果 ， 且在不同时段呈现 出不 同 的认知倾向 ： 从其早期与儿童文学 的绾结 ，

到后来
“

模糊地指称那 些类似 于 《 魔戒 》 的 小说文体
”

（ 周 淑兰 ， ２ ００ ８
，

Ｐ ．３ ８ ） ， 中 国奇幻文学类型界定的变动 ，

一方面与奇幻文学 自 身的形式特点有

关 ， 另一方面与奇幻文学概念中西对接时的现实语境有关 。 本文拟从奇幻文

学概念辨义出发 ， 抉发意 旨 ， 探讨中 国奇幻文学类型界定 的特点 、 意义 ， 及

其对当代奇幻小说发展的影响 。

一

、

“

犹疑说
”

与
“

架空说
”

： 西方奇幻文学概念界定的两种代

表性观念

西方奇幻文学研究在 ２ ０ 世纪前虽有若干零星见解 ， 涉及奇幻小说的主

题 、 功能等 ， 但深人的概念界定与文类探讨到了２ ０ 世纪才正式拉开帷幕 。 其

中 ， 对奇幻文学的类型讨论 ，

一直与其形式 中所呈现的
“

现实世界与想象世

界
”

即
“

自 然法则与超 自 然法则
”

的关系相关 ， 并形成以下两种代表性观念 。

其一 ， 是公认的奇幻文学现代理论奠基者托尔金 （ Ｊ ． Ｒ ． Ｒ ．Ｔｏ ｌｋ ｉｅｎ ） 在

１ ９ ４ ３ 年提出 的
“

第二世界
”

（ Ｓｅ ｃｏｎｄａｒｙＷｏ ｒ ｌｄ ） 观点 ， 国 内最早译介 《魔

戒 》 的学者朱学恒称其为
“

架空
”

， 此观点强调奇幻文学需搁置现实世界的 自

然法则 ， 信奉超 自 然法则 。

托尔金最早在 《论仙境故事 》 （

“

ＯｎＦａ ｉ ｒｙ
Ｓｔｏ ｒｙ

”

）
一文中 阐述奇幻文学

类型特点 、 产生原因 、 理想受众 、 功能诸方面 ， 提供的系列术语中包括
“

原

初世界
”

（Ｐｒ ｉｍａｒｙ
Ｗｏ ｒ ｌｄ ） 与

“

第二世界
”

这一对重要概念 。 他认为 ，

“

原初

世界
”

是由上帝所创造的真实存在 ， 而
“

第二世界
”

是上帝的造物 即人利用

上帝赋予 的准创造权来打造 的一个想象性存在 ， 它 以 一种
“

内 在一致性
”

（ ｔｈｅ ｉｎｎｅｒｃｏｎｓ ｉ ｓ ｔｅｎｃｙｏ ｆｒｅａ ｌ ｉ ｔｙ ） 使读者信其为真 ：

“

故事创作者是成功 的

‘

次创造者
’

。 他造出 了一个可供你的心智进入的
‘

第二世界
’

。 他在里面所讲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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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是遵循那个世界法则的 ， 是
‘

真实的
’

（ ｔｍｅ ） 。 因此 ， 当你仿佛置身其

中时 ， 你会相信它 。 而当你开始怀疑时 ， 咒语即被打破 ， 它所创造的魔法或

艺术即宣告失败 ， 你便被抛置于
‘

原初世界
，

。

”

（Ｔｏ ｌｋ ｉ ｅｎ ，１ ９ ６ ６
，ｐ ．６ ７ ）

其表述重在强调
“

第二世界
”

与遵循现实世界 自 然法则 的
“

原初世界
”

不同 ， 它创造出属于 自 身 的另一套超 自 然法则 ， 读者需要消 除对
“

第二世

界
”

、 超 自然法则的怀疑 ， 信超 自然法则为真 ， 沉浸其中以获得与其的内在一

致性 。 这也就意味着对现实世界 自然法则的搁置 。

托尔金的
“

第二世界
”

观点在若干奇幻理论中得到 回应 ， 如萨哈罗斯基

（ Ｚａｈｏｒｓｋｉ ） 和波亚 （Ｂｏｙｅｒ ） 将
“

第二世界
”

细分为三种 ：

一为
“

遥远的第

二世界
”

（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Ｗｏｒ ｌｄｓ ） ， 在时空上呈现为独立的封闭状态 ， 如

托尔金 《魔戒 》 中 的中土世界 ；
二为

“

并置的第二世界
”

， 呈现为现实世界与
“

第二世界
”

并置的状态 ， 二者 以某种通道 （ｍａｇ ｉｃａ ｌ
ｐｏｒｔａ ｌ ） 为 出人 口 ， 如

Ｃ ．Ｓ． 刘易斯在
“

纳尼亚传奇
”

系列奇幻儿童文学小说之 《獅子 、 女巫和魔

衣橱 》 中 ， 设定魔衣橱为纳尼亚王国与英伦两个世界的通路 ；
三为

“

裹挟的

第二世界
”

（Ｗｏｒ ｌｄｓ
－

ｗ ｉ ｔｈ ｉｎ
－

ｗｏ ｒ ｌｄ ｓ ） ， 如在
“

哈利 ？ 波特
”

系列 中 ， 即使没有

国王十字火车站 的九又 四分之三站 台 ， 巫师们也总是 自 由 穿梭于现实世界

（麻瓜世界 ） 与魔法巫师世界 （ Ｚａｈｏｒｓｋｉ＆Ｂｏｙｅｒ ，
１ ９ ８ ２ ， ｐｐ ．５ ８ 

—

６ ４ ） 。 在后

两种类型中 ，

“

第二世界
”

虽与现实世界同时出现 ， 但只是奇幻叙事所多设置

的一层
“

框架
”

（方小莉 ，
２０ １ ８ ） ， 改变的是进人

“

第二世界
”

的路径 ， 其主

导精神依然是对超 自 然 的信任 ， 而非怀疑 。 此外 ， 艾 布拉姆斯 （Ｍｅｙｅｒ

ＨｏｗａｒｄＡｂｍｍｓ ） 在 《文学术语汇编 》
一书 中将

“

奇幻
”

解释为 ：

“

描绘了

—种其本质以及运作形式与我们普通的经验世界极不相 同 的想象的真实 。

”

（ ２００４ ，ｐ ．２ ７８ ） 诸此种种 ， 皆在说明奇幻文学是建立在超 自 然法则上的一种

文类 。

其二 ， 与托尔金 的观点相对 ， 是 由结构主义理论家茨维坦 ？ 托多罗 夫

（Ｔｚｖｅｔａｎ Ｔｏｄｏ ｒｏｖ ） 在 １ ９ ７０ 年提出 的
“

犹疑 （ ｈｅｓ ｉ ｔａ ｔ ｉｏｎ ） 说
”

。 此种观点被认

为在西 方 奇 幻 文 体 研 究 方 面 引 起 过话 语 通 胀 （ ｉｎｆ ｌａｔ ｉｏｎｏｆｄ ｉ ｓ ｃｏｕｒｓｅ ）

（Ｃｏｒｎｗｅ ｌ ｌ ， １ ９ ９ ０ ） ， 主张奇幻文学需兼顾 自 然法则与超 自 然法则 ， 超 自 然法

则并不具有取代 自然法则的优势 。

托多罗夫的
“

犹疑说
”

， 以广义的西方文学为背景 ， 使奇幻文学类型在与

其相邻的类型即
“

怪诞 （ ｕｎｃａｎｎｙ ） 类
”

和
“

奇迹 （ｍａｒｖｅ ｌｏｕｓ ） 类
”

的关系 中

被推定 ：

“

奇幻会贯穿这种不确定性的始终 。

一旦选择了这种或者那种回答 ，

我们将使奇幻变成与之相邻的类型 ， 即怪诞或者奇迹 。 奇幻就是一个只 了解

３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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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法则的人在面对明显的超 自 然事件时所经历的犹疑 。

”

（托多罗夫 ，
２ ０ １ ５ ，

ｐ ．１ ７ ）

他提出奇幻文学必须满足三个条件 ：

“

首先 ， 这个文本必须迫使读者将人

物的世界视作真人生活的世界 ， 并且在对被描述事件的 自然和超 自 然解释之

间犹疑 。 其次 ， 某个人物或许也会体验这种犹疑 ， 这样 ， 读者的角 色就被委

托于人物 ， 而同时 ， 犹疑被文本表现 出来 ， 并成为作品 的主题之一 。 最后 ，

读者必须采用特定的阅读态度来对待文本 。

”

（ Ｐ ．２ ３ ） 也就是说 ， 推定奇幻文

学类型的关键点 ， 是读者将被描述事件解释为 自然或超 自然的
“

犹疑
”

，

一旦

确认其为 自然或超 自然 ， 作品 即会归人
“

怪诞
”

或
“

奇迹
”

文学类型 。 如此 ，

“

奇幻
”

更像是一个滑动的文类 ， 它处于
“

怪诞
”

与
“

奇迹
”

两种文类 的临

界 ， 由
“

奇幻
一

怪诞类
”

与
“

奇幻
一

奇迹类
”

（ Ｐ ．３ ２ ） 共同构成 。

从表面看 ， 这似乎说明纯粹的奇幻文学类型是不存在的 ， 其文类的确定

随着读者的阅读感受而随时形成或消逝 。 实质上 ， 这个定义是以读者在 自然

与超 自然之间的
“

犹疑
”

， 表明奇幻文学类型的核心在于兼顾 自 然与超 自 然 ，

意在缝合现实与想象 ， 而非将二者对立 ， 更非以其中一维取代另一维 。

托多罗夫的
“

犹疑说
”

， 同样能在西方奇幻文学研究中寻迹到若干相类观

点 。 除其在 《奇幻文学导论 》
一书 中所援引 以证明其观点 的英 国作家 Ｍ ． Ｒ ．

詹姆士 （Ｍ ． Ｒ ．

Ｊ ａｍｅｓ ） 、 德国学者奥嘉 ？ 黎曼 （ Ｏ ｌｇａＲｉｅｍａｎｎ ） 、 法 国学者卡

斯特 （ Ｃａｓ ｔｅｘ ） 、 路 易 ？ 瓦 克 斯 （ Ｌｏｕ ｉ ｓＶａｘ ） 、 罗 杰 ？ 卡 约 瓦 （ Ｒｏｇｅｒ

Ｃａ ｉ ｌ ｌｏ ｉ ｓ ） 等 （ ｐｐ ． １ ７ １ ８ ） ， 即使被认为是现实主义作家代表的陀思妥耶夫斯

基 ， 也 自认为其作品具有奇幻性 ， 他将
“

奇幻
”

理解为十分贴近现实的东西 ，

应该能使人几乎相信它是真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 ，
２ ０ １ ０ｂ

， ｐ ．１ ２０ ５ ） ； 他在

《刊出 〈爱伦 ？ 坡的三篇小说 〉 的前言 》 中也 曾 明确指 出奇幻有其限度与规

则 ， 如爱伦 ？ 坡的创作不以现实法则为基础 ， 其奇幻性是相当外在的 ， 是无

法与 霍夫曼这样 的奇幻大家相提并论 的 ， 只 能称作
“

想 入非非 的 作家
”

（ ２０ １ ０ ａ ，ｐ ．２ ８ １ ） 。

综合而论 ， 两种观点的核心区别在于对待超 自 然的态度 ， 涉及的是究竟

应该区隔还是缝合现实与想象的问题 ， 更深层的则是对奇幻文类的功能期待

问题 。

二 、 对现实与想象的区 隔抑或缝合 ： 奇幻文学的超 自然叙述批

判功能

奇幻文学的兴起 ， 总体上与对理性主义的反叛有关 。 如托多罗夫所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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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奇幻文学类型历史较短 ， 大致囊括 １ ８ 世纪末至 ２０ 世纪初这一时段 ， 到莫

泊桑则基本收束了这一类型 。

“

奇幻是相对短命的 。 奇幻以一种成体系的方式

出现于 １ ８ 世纪末期的卡佐特的作品 中 ，

一个世纪之后 ， 莫泊桑的小说是这一

类型 中最后仍具有相 当艺术价值的作品 。

”

（托多罗夫 ， ２ ０ １ ５ ，ｐ ．１ ２ ４ ） 从 １ ８

世纪末到 ２ ０ 世纪初 ， 大致是欧洲 自 然科学有重大发展 ， 理性主义在思想领域

占统治地位的时期 。 人们认知世界的方式深受其影响 ， 反映在文学领域即是

自然主义 、 现实主义文学的兴盛 。 奇幻文学在此一时段作为现实主义的对立

面渐渐形成 ， 它专注于展示人在超 自 然与 自 然法则 、 现实与虚幻之间 的心理

体验 ， 意图是显然的 ： 其一 ， 承认现实与想象是可 以共存的 ， 坚信现实
“

真

实性
”

的观点会带来
“

不安
”

； 其二 ， 挑战真实与想象的二元对立观念 ， 可以

复原现实中存在的
“

梦境
”

与想象 ； 其三 ， 在现实与想象的二维张力与彼此

观照下 ， 迫使读者重塑对现实的批判认识 。

托多罗夫的
“

犹疑说
”

， 强调故事本身同时提供现实 ／想象与 自然 ／超 自 然

两种事实 ， 主人公与读者的
“

犹疑
”

， 意味着需在 自然与超 自然两者之间不断

过渡与抉择 ， 对 自然法则的违背 ， 将使主人公与读者愈发意识到 自 然法则 的

存在 。

这也就意味着 ， 奇幻文学所能实现的上述现实 想象之间 的超 自 然批判

张力 ， 在作品 内部即可完成 。 当作品主人公将所有超 自 然叙述当作
“

正常
”

，

读者需从 自 身所处的现实世界解读出它的
“

不正常
”

， 则作品超越
“

奇幻
”

而

进人了
“

寓言
”

体裁 。 卡夫卡式现代寓言作品便是其中 的代表 。 卡夫卡的现

代主义小说所建构的
“

世界
”

， 都遵循一种与现实无关的 、 梦境般的逻辑 ， 其

中 的超 自 然事件不再引发犹疑 ， 这与传统的奇幻文学一开始假定存在真实的 、

自然的 、 正常的世界 ， 随后再推翻它 ， 完全不同 。 小说 《变形记 》 ， 以一个男

人格雷戈尔变成 甲虫的超 自 然事件开始 ， 但随着叙述的推进 ， 作品人物 中没

有一人对这个超 自 然事件感到吃惊 ，

“

吃惊
”

的缺席意味着人物将超 自然事件

视为符合 自 然法则的 ； 超 自 然变成世界运行法则 ， 荒谬成为正常 ， 带来的结

果是 ： 读者如果认同作品人物的感知 ， 承认超 自 然事件是一件再 自 然不过的

事 ， 就会将 自 己排除在现实之外 ； 读者如果以理性来纠正这个颠倒而混乱的

世界 ， 理性就会被卷人这个梦魇世界 。 （托多罗夫 ，
２ ０ １ ５

，ｐ ．１ ３ ０ ）

托尔金的
“

第二世界
”

观念正与之相反 ： 奇幻所构建的整个世界以超 自

然法则为主导 ， 故事 中的人物丝毫不怀疑超 自然事件的真实性 ， 读者即使心

存疑惑 ， 明知它是想象／超 自 然事件 ， 也要跟随故事 中 的人物将其视为真实

的 、 自然的 。 奇幻是
“

适应
”

（ ａｄａｐ ｔａｔ ｉｏｎ ） 超 自然 ， 而非怀疑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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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托尔金对科学的态度有关 。 他虽同样强调奇幻不会模糊现实的轮廓 ，

恰恰需要依赖现实 ， 但他着意于恢复人与万物交融的古老的想象传统 。 在托

尔＃看来 ，

一种古老的
“

思想
”

已然消逝 ， 这种思想原能使人与万物平等地

分担生老病死与喜怒哀乐 ， 情感交融却并不混淆 。 而科学的高速发展改变了

这一切 ，

“

在现代 ， 不是奇幻 ， 而是科学理论 ， 使西方 、 欧洲乃至世界的人类

与动植物的分离感被攻击与被削弱
”

（Ｔｏ ｌｋ ｉｅｎ ，１ ９ ６ ６
，ｐ ．７ ９ ） ， 科学将人类定

性为
“

仅仅是动物的一种
”

（ ｏｎｌｙａｎａｎ ｉｍａ ｌ ） ， 不仅激起人类
“

进入
”

生物体

的兴趣 ， 也引发情感的混淆 ， 人爱动物甚于爱人 ， 同情羊群而诅咒牧羊人 ，

为战马哭泣却诋毁死去的士兵 ， 如此种种对
“

他者
”

的过度关注而引起的情

感混淆 ， 反而加速了人类想象力 的耗散 。

所以 ， 托尔金比托多罗夫走得更远 。 他所界定的
“

奇幻
”

， 是要另造一个

想象世界 ：

一方面 ， 这个想象世界 以 一种罗斯玛丽 ？ 杰克逊 （ Ｒｏ ｓｅｍａｒｙ

Ｊ ａｃｋｓｏｎ ） 对 奇 幻 文 学 所 总 结 的
“

虚 构 的 自 律
’ ’

（ ｆ ｉ ｃ ｔ ｉｏｎａｌ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

（Ｒｏ ｓｅｍａｒｙＪ ａｃｋ ｓｏｎ ， １ ９ ８ １
， ｐ ． ３ ６ ） ， 向着在现实世界中不可证明 的方向推进 ，

却有可能是
“

遥远的传统
”

， 如 同小说 《魔戒 》 创造的
“

中土世界
”

， 细节饱

满且逻辑 自洽 ， 它有着 自 身独特的历史 、 地理 、 种族乃至语言 ， 是一个有别

于现实世界的封闭 的 、 自 给 自 足 的系统 ； 另一方面 ， 它并非不再反映现实 ，

只是不承担现实批判功能 ， 如研究者谈方认为西方奇幻小说
“

与拉美魔幻现

实主义小说不同 ， 在于前者 （即奇幻小说 ） 属于一种通俗文学的范畴 ， 并且

不承担社会政 治 批 判 的 使命 ， 所 展 现 的 生 活 面也要 狭 窄 得 多
”

（ ２０ １ ４
，

ｐ ．２０ ２ ） 。 事实上 ， 奇幻文学的超 自 然叙述恰恰是要与
“

真实
”

世界对话 ， 并

将这种对话吸纳为其根本结构的一部分 ， 以不可知 、 不可见来烛照科学主导

的现实世界的所谓 已知与已见 ， 发掘其洞见 （或许未必 ） ， 甚而可能是偏见 ，

以此形成罗斯玛丽 ？ 杰克逊 （ Ｒｏ ｓｅｍａｒｙＪ ａｃｋ ｓｏｎ ） 所总结的
“

颠覆被认为是

范式的某些原则和 习 俗
”

， 乃至质疑
“

社会秩序 、 形而上学之谜和生活 的 目

的
”

。 （ Ｊａｃｋｓｏｎ ，
１ ９ ８ １

， ｐ ．１ ５ ）

从这个角度来看 ， 无论是 《魔戒 》 中 的 中土世界 ， 《獅子 、 女巫和魔衣

橱 》 里的纳尼亚世界 ， 还是 《哈利 ？ 波特 》 中 的魔法世界 ， 这些为托尔金 、

朱学恒所界定的
“

主流奇幻
”

（Ｈ ｉｇｈＦａｎｔａｓｙ ） 所建构的架空 、 超 自 然世界 ，

虽与托多罗夫等认定 的
“

经典奇幻
”

（ Ｃ ｌａ ｓ ｓ ｉ ｃＦａｎｔａ ｓｙ ） （ Ｔｏｄｏｒｏｖ ，１ ９ ７ ３ ，

Ｐ ． １ ７ ４ ） 的形态相去甚远 ， 却 以其
“

非真实性
”

（ ｕｎｒｅａ ｌ ｉ ｔｙ ） 揭示
“

真实
”

的

悬搁乃至缺场 ， 意图使现代读者重返启蒙前对超 自 然世界的
“

蒙昧
”

体验 。

它们依然在传达想象世界与现实世界在现代 的复杂关联 ， 只不过其现实批判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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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有
“

寓言
”

的性质 。

可以说 ， 对奇幻文学类型的界定 ， 是选择托多罗夫
“

犹疑说
’ ’

式的文本
“

内部风暴
”

， 还是托尔金
“

第二世界
”

式的对现实的寓言批判 ， 事实上取决

于对奇幻文学如何
“

复魅
”

人与超 自 然世界联系的功能期待 。

三 、 奇幻文学概念的中西对接及对超 自然叙述的倾向性选择

“

奇幻文学
”

作为一个文类概念 ， 在中 国近三十年的译介与发展中 ， 历经

与其他文类纠葛及至逐渐被认可为一种文类的过程 ， 其中 同样隐含着对超 自

然叙述的不同功能期待 。

西方奇幻文学在被引入国 内之初 ， 常与童话文体相缠杂 ， 主要源于对奇

幻文学现实主义层面的关注 。 不可否认 ， 奇幻文学与童话有着某些形式上的

相似 ， 尤其表现在对
“

魔法
”

的共同强调方面 。 如儿童文学家约翰 ？ 洛威 ？

汤森 （ＪｏｈｎＲｏｗｅＴｏｗｎｓｅｎｄ ） 认为 ，

“

童话故事无论古今 ， 都是魔法的故事
”

（朱 自强 ，
２０ ０ ９

，ｐ ．２ ０ ９ ） ， 而奇幻小说家托尔金以
“

仙境故事
”

（ ｆａ ｉ ｒｙｓ ｔｏｒｙ ）

来解说
“

奇幻
”

（ ｆａｎｔａｓｙ ） 时也认为 ：

“

矮人 、 女巫 、 龙 、 自 然万物等的故

事 ， 都属于奇幻文学 。 仙境故事有几个要素 ， 其 中最重要的是奇幻 的土魔

法 。

”

（Ｔｏ ｌｋ ｉｅｎ ，１ ９ ６ ６ ， ｐ ．３ ９ ） 此后 的奇幻小说家林 ？ 卡特 （ ＬｙｎｎＣａｒｔｅｒ ）

以及文学与宗教学者普提尔 （Ｒ ｉ ｃｈａｒｄＬ ．Ｐｕｒｔ ｉ ｌ ｌ ） 也持类似观点 。 林 ？ 卡特

认为 ，

“

幻想小说 （ ｆａｎｔａｓｙ ） 所描述的 ， 据我看 ， 是一种既非科学小说又非

恐怖小说的奇迹 ， 这类小说的本质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 ： 魔法 （ｍａｇｉｃ ）

”

（黄

禄善 ， ２００ ３ ，ｐ ．２ ３ ５ ） 。 普提尔在 《神话与故事 》 （

“

ＭｙｔｈａｎｄＳｔｏｒｙ
＂

）
—文中

总结奇幻的四点要素 ， 其中之一即为技术上涉及以符号等方法操纵 自 然力量

的魔法 。 （ Ｐｕｒｔ ｉ ｌ ｌ
，

１ ９ ８４ ，ｐ ． ３ ３ ）

所以 ， 即使较早就意识到奇幻文学与传统意义上的童话之间的区别 ， 研究

者也常常难以对二者进行严格的区分。 在儿童文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的学者朱

自强 ， 在其 １ ９ ９２ 年写作的 《小说童话 ：

一种新的文学体裁 》
一文中 ， 依然将

“

Ｆａｎｔａｓｙ

５＊

译为
“

小说童话
”

。 他认为
“

将 Ｌｉ ｔｅｒａｒｙ
ｆａｉｒｙ

ｔａｌｅｓ 与 Ｆａｎｔａｓｙ 暧昧地

用
‘

童话
’

来囊括 ， 就……不可避免地造成幻想故事型作品系列的评论中的概

念混乱……我将 Ｆａｎｔａｓｙ称为
‘

小说童话
，

主要是因为 ，
Ｆａｎｔａｓｙ是一种以小说

式的表现方法创作的幻想故事 （这里的
‘

故事 ％ 指叙事性作品 ） ， 其母体是童

话 ， 但又吸收了现实主义小说的遗传基因
”

（朱 自强 ，
１ ９ ９２ ） 。 从其论述中可以

大致梳理出 以下几层意思 ： 其一 ， 奇幻文学与童话的区别在于其叙述形式为小

说 ； 其二 ， 奇幻类型文学是幻想性的 ； 其三 ， 奇幻文学内含现实主义基因 。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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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自强的上述观点 ， 有着将强调虚构性的
“

小说
”

（ ｆ ｉ ｃｔ ｉｏｎ ） 等同于强调

叙事性的
“

小说
”

（ ｎｏｖｅ ｌ ） 的倾 向 ， 依循的是弗莱所指认的将
“

小说
”

概念

普泛性地等同于 １ ８ 世纪现实主义小说与 ２ ０ 世纪现代主义小说和后现代主义

小说的主流文学观念 （弗莱 ，
２ ００ ６

，ｐｐ ．４ ５ ０
－

４ ６ ９ ） ， 忽略了
“

小说
”

原本为
“

散文体虚构
”

（ ｐｒｏｓｅｆ ｉ ｃｔ ｉｏｎ ） ， 同样有着非现实主义的遗传基因 。 直至 ２００８

年 ， 他虽将
“

ｆａｎｔａｓｙ

”

改译为
“

现代幻想小说
”

， 但所持观点仍是
“

运用小

说的写实手法 ， 创作一个现实世界所不存在的长篇幻想故事
”

（梅子涵等 ，

２ ００８
，ｐ ．９ ４ ） ， 坚持认为奇幻文学与现实主义有着深人的关联 。

与此相类的还有与魔幻小说的缠杂 ， 如海 内外研究者均指出 ：

“

甚至许多

在台湾被称作魔幻写实风格的作品也都可 以列人奇幻文学的类别 中
”

（朱学

恒 ，
２ ００ ７ ）

；
“

在 中 国 的话语 中 ， 原本属于奇幻文学类型的作品 ， 诸如 《魔

戒 》 ， 常常被称之为
‘

魔幻文学
”’

（陈晓明 、 彭超 ，
２０ １ ７

，ｐ ．３ ５ ） 等 。 究其原

因 ， 表面上是基于中文译名 同有
“

幻
”

字 ， 而对两种文体的混淆 ：

“

许多时

候 ， 奇幻 、 魔幻 、 科幻 、 玄幻 、 惊幻 、 异幻 、 灵幻 、 神幻 、 大幻想等与
‘

幻
’

字有关的词语是混着用 的
”

（杨鹏 ，
２ ０ ０ ６

，ｐ ．１ １ ）
； 事实上 ， 魔幻现实主义文

学中的
“

神奇的现实仍是 以现实为基石 。 换言之 ， 神奇是事物 的 自 然属性
”

（陈晓明 、 彭超 ，
２ ００ ７

，ｐ ．３ ３ ） ， 将奇幻文学中 的超 自 然视同魔幻文学中非同

寻常的
“

现实
”

， 依然蕴含着对奇幻文学所述
“

神奇
”

事物的
“

现实
”

属性的

信任 。

２ ０ 世纪 ９ ０ 年代末 ， 随着 国 内 网 络奇幻小说 的 发展 与研究 的 深入 ，

“

ｆａｎｔａｓｙ

”

在学界逐渐出现更为宽泛的译名
“

幻想文学
”

， 以及
“

奇幻文学
”

“

玄幻文学
”

等 ， 学界越来越着重关注奇幻文学的超 自然叙述 。

早在 １ ９ ９ ７ 年 ， 研究者彭懿 即在其 《西方现代幻想文学论 》 中 明确地将
“

ｆａｎｔａｓｙ

”

译为
“

幻想文学
”

， 认为其
“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随心所欲的艺术空

间 ， 它催生了一大批……新神话 。 人们看重的是第二世界的魔法 ， 第一世界

中
一切不可能的东西在那里都成为了令人信服的可能

”

（ １ ９ ９ ７ ，ｐ ．３ ２ ９ ） 。 彭懿

的译法 ， 虽与朱学恒将
“

ｆａｎｔａｓｙ

”

译为
“

奇幻文学
”

不同 ， 但二者的核心思

想却趋于一致 。 作为台湾地区奇幻小说的重要推手 ， 最早将 《魔戒 》 译介到

国 内的朱学恒曾尝试给
“

奇幻文学
”

下一个定义 ， 并 自 认为
“

这样的定义看

来模糊 ， 却已经是最能掌握精髓的说法了
”

：
“

这类的作品多半发生在另一个

架空世界中 （或者是经过巧妙改变的一个现实世界 ） ， 许多超 自然的事情 （我

们这个世界中违背物理定律 、 常识的事件 ） ， 依据该世界的规范是可能发生

的 ， 甚至是被视作理所当然的 。

”

（朱学恒 ， ２ ００ ７ ）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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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 ， 他们都主张奇幻文学 （ ｆａｎｔａ ｓｙ ） 所构建的世界 ， 遵循不同于

现实世界的逻辑与规则 ， 超出现实世界常理与经验逻辑的
“

不可能
”

事件 ，

在奇幻文学世界中都是可以
“

信服
”

且
“

理所当然的＇

这种主张明显与前述托尔金的
“

第二世界
”

观念相符 ， 且类似的观点在

国 内学界并不鲜见 。
２ １ 世纪 ， 中 国奇幻文学对超 自 然叙述的偏好愈发明显 ，

《 ２００ ３ 年中 国奇幻文学年度精选 》 的编者 ， 将奇幻文学释义为 ：

“

凡是拥有超

越现实的想象力 ， 建筑在一个与现实有区别或者完全创造出来的独特世界观

之上 ， 并且拥有严谨的创作精神的作品 ， 就可以归类为奇幻文学之中 。

”

（胡

晓辉等 ， ２ ０ ０ ４
，ｐ ．４ ９ ９ ）２００ ４ 年 ， 叶祝弟在 《奇幻小说的诞生及创作进展 》

一文中将
“

奇幻文学
”

定义为 ：

“

广义地说 ， 那些以通过非现实虚构描摹奇崛

的幻想世界 ， 展示心灵的想象力 ， 表达生命理想的文学作品 ， 都可 以称之为

奇幻文学 。

”

（ ２ ０ ０ ４ ） 研究者姜淑芹梳理了２ ００ ８
—

２ ０ １ ７ 十年间的中 国知网学术

论文 ， 针对篇名 的使用统计出
“

幻想小说
”“

奇幻小说
”

在学界的认可度明显

高于前述的
“

童话小说
”

等 （ ２ ０ ２ １
， ｐ ．２ ０ ６ ） ， 由此也可看 出 ， 国 内学界对奇

幻文学非现实主义因素的愈趋认同 。

四 、

“

重塑世界
”

的价值与局限 ： 超越经验现实的 自 由 与读者

认知 限度

中 国当代奇幻文学越发 以超 自 然的非真实叙述为文类区分的关键 ， 可 以

说与其所处的现实语境有关 ， 既是对科学主导的经验世界认知的超越 ， 也是

对媒介技术髙速发展带来的
“

仿真化
”

（ ｓ ｉｍｕ ｌａｔ ｉｏｎ ） 现实的 回应 。

随着理性和科学的推进 ， 经验可感的现实世界取代理念世界而具有了合

法性 ， 人们越发接受经验世界作为唯一的真实的存在 ， 超 自 然被放逐到
“

真

实
”

之外 ， 被先在地认为是不可能的 ， 进而超验的理念世界只能通过想象而

存在 。 正如文学史家评论家曼勒 （Ｃ ． Ｎ ． Ｍａｎ ｌｏｖｅ ） 所言 ：

“

现实与想象两个

世界之 间 的缝 隙 已 经太 大 了 ， 这是 当 代奇 幻作 家所 面 临 的 首要 困境 。

”

（Ｍａｎ ｌｏｖｅ ，
１ ９ ７ ５ ，ｐ ．２ ５ ９ ） 出于对科学主导的

“

真实
”

的质疑 ， 基于张扬超

自然叙述的奇幻文学建立起一个遥远的世界 ， 呈现出现实世界中不可能存在

的事物 。 它借助人的想象超越经验认识的局限 ， 以一个全新的视野和深刻的

洞察力 ， 获取精神性的价值 。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 ， 经 由 描述那些
“

不可能 、

不真实 、 不可名状 、 无可定形 、 未知 、 隐匿
”

（ ｔｈｅ ｉｍ ｐｏ ｓ ｓ ｉｂ ｌｅ ，
ｔｈｅ ｕｎ

－

ｒｅａ ｌ ，

ｔｈｅｎａｍｅ ｌｅｓ ｓ ，
ｆｏｒｍ ｌｅｓ ｓ ， ｓｈａｐ ｅ ｌｅｓ ｓ ， ｕｎｋｎｏｗｎ

， ｉｎｖｉ ｓ ｉ ｂ ｌｅ ） 之 物 （ Ｊａｃｋｓｏｎ ，

１ ９ ８ １
， ｐ ． ２ ６ ） ， 它企图唤起人的精神力量 ， 超越感官所限与认知的局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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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 奇幻文学在中 国快速发展的三十年 ， 也是媒介技术高速发展的时

期 ， 世界愈发趋 向鲍德里亚 （ Ｊ ｅａｎ Ｂａｕｄ ｒ ｉ ｌ ｌａｒｄ ） 所指认 的
“

超真实
”

：

“

真

实…… 已经不再必须是理性的 ， 因为它不根据某种理想 的或否定的例子来衡

量 。 它只不过是操作的 。 实际上 ， 因为它不再被包裹在想象之中 ， 它也不再

是现实的 。

”

（ Ｂａｕｄｒ ｉ ｌ ｌａ ｒｄ ，
１ ９ ８ ３

，ｐ ． ３ ） 受欲望驱使 ， 空洞 的形象被注人意

义 ， 现实成为某种
“

形象
”

或纯粹的表征 ， 消失在符号所编织 的迷雾之 中 。

奇幻文学对媒介的充分利用 ， 曾被文化学者陶东风评价为
“
一种完全魔术化 、

非道德化了 、 技术化了 的想象世界的方式
”

（ ２００ ６ ，ｐ ．１ １ ） 。 当现实世界趋于
“

仿真化
”

， 奇幻文学以其
“

想象
”

为路径 ， 另辟一个
“

世界
”

来参与
“

世界

重塑
”

， 其 目 的正如理论家费斯克 （ Ｊ ．Ｆ ｉ ｓｋｅ ） 对通俗文化所总结的 ：

“

想象

不是对社会现实的逃避 ， 而是对主导意识形态及其在社会关系 中具体体现的

直接回复
”

（ １ ９ ８ ７
，ｐ ．３ １ ８ ） ， 据此 ， 中 国 当代奇幻文学对超 自然叙述越来越明

显的倾向性选择 ， 既是对现实的隐喻映射与寓言 ， 也意在从中获得 自 由 。

而限度也 由此产生 。 奇幻文学的批判功能 ， 来 自 它所叙述的超 自 然事件

本身 ， 更来 自 超 自 然事件引 发 的反应 ， 曼勒 （Ｍａｎ ｌｏｖｅ ） 即直接将
“

奇幻
”

定义为
“

能够以不可化约的超 自 然唤起惊奇 （ｗｏｎｄｅｒ ） 的虚构作品
”

（ １ ９ ７ ５ ，

Ｐ ． １ ） ， 并且 ，

“

惊奇并不是奇幻作 品 的副产 品 ， 而是其核心要素
”

（ Ｐ ．７ ） 。

“

唤起惊奇
”

是符号接受层面的 ， 这种
“

惊奇
”

既 由所描述的事件提供 ， 也 由

作品 中 的人物及读者参与共同完成 ： 人物确定某个事件或现象是合乎 自 然法

则的现实 ， 还是遵循超 自 然的想象 ， 读者则选择是否认同人物的判断 。 也可

以说 ， 是人物 ／读者对什么是
“

真实
”

的界定 ， 构成了奇幻 。

但是 ，

“

真实
”

是一个观念问题 。 对所描述事件是否
“

真实
”

的判定并无

客观标准 ， 主要源于人物或读者的经验与认知能力 ：

一方面 ， 如托多罗夫指

出 ， 将所描述事件归为超 自然的
“

神异
”

类型 ， 源于超 自 然叙述
“

超出 了我

们熟悉的范围
”

，

“

在被描述的时代科技并没有发展到那种程度 ， 但最终是可

能实现的
”

，

“

在这种类别 中 ， 超 自 然 由理性的方式来解释 ， 但所遵循的规律

是同时代的科学 尚未企及的
”

（ ２ ０ １ ５
，ｐｐ ．３ ９ ４ ０ ） 等 ， 是文化 、 智识 、 科技

等条件限制 ， 导致人物 ／读者与所述事件的距离太远 ， 失去判断其为符合 自 然

法则的
“

真实
”

的能力 ； 另
一方面 ， 即使不 以现实世界 自 然法则为判定是否

“

真实
”

的标准 ， 单纯以架空世界的超 自然叙述来观照 ， 奇幻文学也将随着对

读者
“

求奇追新
”

阅读期待的不断应和 ， 而不断走 向新奇怪异 ， 固然能
“

无

拘无束地宣泄个人的欲望
”

（张赞 ，
２００ ９

，ｐ ．３ ２ ） ， 但同时也失去
“

具体的 、

针对当下中 国现实 的特殊阐释力
”

， 甚至被称为装神弄鬼 的犬儒主义 （ 陶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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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
２００ ６ ， ｐ ．８ ） 。

事实上 ， 中 国当代奇幻文学依然潜藏着在现实与想象的罅隙 中寻求弥合

的意图 ， 即使是在
“

九州
”

系列这类被视为架空奇幻 的小说中 ， 也可看出此

种努力 。

“

九州
”

系列属于多作者参与的设定型奇幻文学作品 ， 据不完全统计 ， 目

前参与创作者已超百人 ， 作品近千部 。 就 ２ ５ ５ 页的 《九州 ？ 创造古卷 》 设定

的大体框架及 目前创作而言 ，

“

九州世界
”

涉及从多部落联盟的燹朝到一统东

陆的徵朝近 四千年历史 ， 它架构一个世界体系 ， 囊括了传说 、 天文 、 地理 、

种族 、 历史 、 军事 、 姮织 、 生物诸方面 。 与此 同时 ， 它不断提示所建构 的
“

九州世界
”

是真实的
“
一种可能

”

： 细节上 ， 如 以
“

九州
”

之名 召唤中 国历

史 、 文化记忆 ， 以及不断在行文中提供参考文献 、 注释 ， 解说虚构的英雄原

型为现实历史人物赵匡胤 、 成吉思汗 、 托雷等 ， 故事有据可考 ， 使
“

九州世

界
”

以宏大线索延伸向
“

真实世界
”

。 除此之外 ，

“

九州
”

系列在设定上对古

今中外诸多思想进行碎片化杂糅 ， 如
“

荒
”

与
“

墟
”

二神构成了世界的
“

混

沌
”

， 源 自老子
“

有物混成 ， 先天地生
”

的道家思想 ； 在不同创作者的笔下 ，

“

天驱
”

与
“

辰月
”

两大组织的分分合合以及斗争中的平衡世界秩序 ， 暗含中

国儒家 、 墨家和西方社会有机体思想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等 ， 这种
“

不中不

西 、 亦中亦西
”

的多元思想混杂 ， 虽折射出创作群体因创作理念
“

不断调整

所映现的不稳定心态和 自 信力 的缺失
”

（韩云波 ，
２００ ７

，ｐ ．１ ３ １ ） ， 以及关于
“

理想世界
”

建构的不确定与某种乌托邦危机 ， 但也显示出他们对现实世界诸

种生存规则的思考 ， 以及对于世界未来的参与者 、 承担者而非旁观者的立场 。

目前 ， 尽管此类奇幻文学作品对世界完整体验的获得方式仍显不成熟 ，

但它们对现实世界的关注 ， 超越了奇幻文学一度呈现出 的个人的私人欲望的

符号化表达 ， 蕴含着对现代社会变迁的症候与隐喻 。

结 语

整体而言 ， 文本的多义性往往与社会的多样性平行 。 奇幻文学概念对 自

然与超 自然的不同态度 ， 隐含着区隔与缝合现实和想象的不同意图 ， 以及对
“

复魅
”

人与超 自然世界的不同功能期待 。 中 国奇幻文学在不同时期对现实与

想象的不同倾向 ， 同样折射出它对 自 身价值立场的确立 ， 是一种显而易见的

建构 ， 也是一种意味深长的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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