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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不可靠叙述风格的编码: 一个符号学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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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风格不仅是具有区别性的形式特征，更是一个重要的表意行为。不可靠叙述通过植入风格意向性的

叙述方式，使风格成为受述者解读文本的基点。受述者由此展开对文本深层表达的探索，把握其内容与旨趣。基

于此，本文立足于符号学的相关理论，将风格视为文本的附加编码，由此来重新审视不可靠叙述。本文认为不可靠

叙述不仅仅是一种叙述策略，更是意义表达方式的反思与实践。风格则是意义传达的窗口，这种意义形成的双重

动力是叙述者与受述者的共同编码。叙述者有意营造文本表层“不可靠”的叙述风格，引导受述者进行“可靠的”
二度编码，二者之间形成的强烈冲突加剧了不可靠叙述的意义表达，丰富了不可靠叙述的艺术和审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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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叙述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不可靠叙述

( unreliable narration) 于 1961 年由韦恩·布斯首次

提出。在其专著《小说修辞学》( The Ｒhetoric of Fic-
tion) 中，布斯将不可靠叙述视为一种与可靠叙述相

对立的叙述类型。在布斯正式提出这个理论范畴之

前，不可靠叙述在中西文学作品中并不少见，如《左

传》《荷马史诗》中前后自相矛盾的叙述。不可靠叙

述不再强调对真实与客观规则的遵从，叙述者刻意

打乱叙述的清晰性和逻辑性，具体表现为叙述策略

的多元化、叙述话语的模糊性、叙述结构的杂乱和松

散。从可靠叙述到不可靠叙述，实则是从传统叙述

的“说什么”转向现代叙述的“怎么说“，即叙述的重

心由内容的讲述过渡到形式的展示。例如，小说家

伊恩·麦克尤恩的作品中充斥着大量恐怖、暴力、变
态的情节，就内容而言似乎与其他小说并无差异，然

而正是由于麦克尤恩对不可靠叙述的深刻领悟与娴

熟运用，使作品的叙述形式与思想表达都远远超越

了其他同类小说，在文学界中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风

格，成为文学作品中的经典之作。
不可靠叙述对叙述形式的革新，不仅赋予了文

本复杂多变的风格，也为受述者解读风格提供了丰

富的空间。任何叙述都无法回避风格，叙述风格必

然通过叙述形式来表达，叙述形式则是叙述者为构

建一定的风格所做出的选择。然而，不可靠叙述的

风格研究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也未得到充分的讨

论。当然，这种局面的形成与对“不可靠”的界定不

无关系。布斯基于隐含作者和叙述者之间的关系对

不可靠作了如下判定: “可靠的叙述者在语言和行

动方面与作品的思想规范 ( 即隐含作者的思想规

范) 相一致，否则该叙述即不可靠。”［1］158 在此观点

的基础上，学界对“不可靠”的判定标准展开了热烈

讨论，形成了两大学派———以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之

间的距离作为准则的修辞学派和以叙述者与读者之

间的关系为基础，认为不可靠是“阅读假设”的认知

学派。两个学派的研究方法不同，但是都承认不可

靠叙述主要是叙述者的不可靠。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所谓的叙述者不可靠并不

是叙述内容的不可靠，而是表达形式的不可靠。国

内较早研究不可靠叙述的学者赵毅衡教授再三强

调:“叙述者不可靠是叙述的一种形式特征，是表达

方式的问题。”［2］225不可靠叙述关注的是意义表达的

形式，而风格则关系着意义表达的特点，二者皆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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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层面的研究。因此，从风格的层面探析不可靠

叙述再正常不过了，而不可靠叙述的独特风格也使

其成为风格研究的绝佳样本。从以往的研究可以看

出，对叙述者、隐含作者等的过度关注显然掩盖了对

不可靠叙述风格的探索。鉴于此，本文在梳理前人对

不可靠叙述研究的基础上，从风格的构成及意义、风
格的编码主体、风格的编码途径三个方面分析不可靠

叙述的风格问题，由此来重新审视不可靠叙述。

一、不可靠叙述风格的构成和意义

风格是所有符号文本的特质，是具有区别性的

形式特征。任何一个文本都包括两个层面: 一是基

础意义，二是表现方式。例如，小说、电影中的故事

情节是基本意义的表达，而与之对应的表现形式包

括语调、视角、音乐、色彩等因素。基础意义是符义

性编码，表现方式则是风格意义的编码，对基础意义

进行的补充编码。为此，里法泰尔曾将风格界定为

“后符码”( code a posteriori) ［3］78。这里所说的后符

码实际上是将风格视为在语义文本之上追加的符

码。巴尔 特 更 是 明 确 指 出 风 格“几 乎 在 文 学 之

外”［4］4。巴尔特对风格的定位有着清晰的认识，但

现在风格已延伸至文学之外的其他表意领域。因

此，赵毅衡从符号学的视野对风格的一般性规律进

行了 总 结，将 其 界 定 为“文 本 的 附 加 符 码 的 总

称”［5］1。这个界定简洁明了，直达风格内部，更具有

普适性。
根据这个界定，不可靠叙述是文本内的建构形

式，而风格则在文本之外，即风格是在文本基础表意

之外进行的附加编码，赋予文本附加的品格，使文本

从形式上与其他文本区分开来。不可靠叙述的典型

特征就是“不可靠”，这当然不是同义反复，恰好说明

“不可靠”是文本的风格标记。“不可靠”本身就可以

用来区分虚构与纪实两种体裁。赵毅衡明确指出，

“‘不可靠’，永远是虚构叙述中计算周到的叙述策

略”［2］235，而与之相对的纪实叙述不可能不可靠。
需要说明的是，所谓的“附加”仅是指风格的编

码方式，并不是说风格不重要。相反，风格很大程度

上比文本的基础信息更能影响文本的意义解读，在

不可靠叙述中，尤为突出。作为表意的重要成分，风

格对于不可靠叙述文本意义的表达起到了不可忽略

的作用。
首先，不可靠叙述风格是一种接收程式的期待，

引导着受述者解释文本的方向和模式。不可靠叙述

的过程就是叙述者设置陷阱的过程，叙述者以一种

不可察觉的方式来进行有利于自己的叙述，将自己

伪装成可靠的身份，干扰受述者的文本体验。这里

必须指出的是，尽管叙述者所选择的叙述方式具有

很强的诱导性，但是不可靠叙述的目的并不是为了

欺骗受述者，反倒是为了激发受述者的兴趣。为此，

叙述者在文本中刻意植入风格意向性的叙述方式，

使风格成为受述者解读文本的基点。一般情况下，

接收者首先会注意到风格是来源于表层的感知。阿

恩海姆指出，“人观看对象的过程是把知觉形式与

所观看的符号对象形式相对照的过程”，即“视觉形

式的接受”［6］54。虽然这里强调的是视觉形式的接

受，但对风格同样适用。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后现

代语境下文学、电影、艺术作品的呈现方式。这些叙

述总是倾向于淡化甚至是割裂情节，如《罗拉快跑》
中碎片化的描述使受述者从对故事的迷恋转向对梦

幻风格的关注。
其次，不可靠叙述风格是文本意义的组成部分。

符号并不总是与所指对象直接对应，反而经常越过

对象本身，沉入无限衍义之中。风格引导接收者通

过叙述形式进入内容本身，从而延展了文本的符号

化表意的过程。受述者由此展开对文本深层表达的

探索，重新审视文本的内容与旨趣。因此，风格意义

的生产对于叙述者和受述者来说更为重要。不可靠

叙述并不是仅为了形式进行的符号堆砌，更多的是

出于对意义开放性和丰富性的追求。不可靠叙述文

本由此形成以叙述为经线、以风格为纬线共同编织

的意义体。
再次，不可靠叙述风格模糊了文本的实指。对

不可靠叙述风格的追求必然是要牺牲叙述的清晰

度。叙述总是被风格所搅乱，受述者难以看清文本

的符义编码。J．M．库切的《内陆深处》将不可靠叙述

发挥到了极致，诗意化的叙述风格掩盖着交错混杂

的真假叙述。叙述者玛格达的思绪飘忽不定，穿梭

于现实与臆想之间，虚实难辨，需要受述者拨开层层

迷雾，回到元叙述层方能分清真伪。《内陆深处》并

不是库切专门为形式进行的叙述实验，反倒是借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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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化的不可靠叙述表示出对后现代形式虚无的嘲

讽。风格成为库切意图意义传递的窗口，受述者在

进入文本之后，关注的重心已从符号本身的编码转

向符号所指的对象及解释项。
受述者在分析不可靠叙述文本时，需要进行不

断的思考和探索，在阅读中重组事件，反思叙述者是

否可靠，建立自己的判断。这是一个由浅入深的体

验过程，即从对风格意义的感知过渡到对风格背后

深层意义的领悟与认知。风格—叙述—意义的解读

路线实际上是意指的层层递进和意义的步步深入，

这也回应了皮尔斯的符号三性论。皮尔斯认为显现

性是符号的第一性，接收者的感知和解释使符号拥

有了第二性，而第三性则是接收者根据自己的理解

形成的判断［7］ 25－27。

二、不可靠叙述风格的编码主体

一个完整的符号表意过程的两端是发送者和接

收者。皮尔斯认为符号交流的过程必然包括以下三

个条件:

( 1) 一个发送者和解释者;

( 2) 发送者与解释者之间存在某物的交流;

( 3) 在发送者与解释者之间交流的某物能够在

发送者与解释者之间建立起某些共同解释项［8］249。
风格自然是符号的交流，其意义在发送者与接

收者的对话中生成。风格由发送者通过媒介将携带

有发送者意图意义的文本传递给接收者。最理想的

表意过程就是发送者的意图意义、文本的风格意义、
接收者的阐释意义达成一致，对风格形成统一认识，

也就是形成所谓的“共同解释项”。
在不可靠叙述中，风格的发送者和接收者分别

对应叙述者和受述者。不可靠叙述风格的意义正是

叙述者和受述者共同编码而成。风格的形成离不开

叙述者的意图意义与文本语境、叙述者的意图意义

与受述者的回溯意指之间的冲突。既然叙述者的意

图意义是风格意义的起点，那么就涉及到一个重要

的问题: 叙述者到底以什么样的形态出现在文本中?

长期以来，叙述者都是小说研究的重心，以人格化的

形态出现，但人格化的叙述者对于小说之外的叙述

体裁却不适用。对此，赵毅衡将人格框架扩展至

“框架—人格”二象，即各种叙述体裁的叙述者都是

以人格和框架两种形态同时存在，体裁的不同导致

在具体的叙述中会在框架与人格之间滑动，这也是

本文论证的立足点。“框架—人格”二象的提出打

破了对叙述者人格形态的传统认知，是将叙述者扩

展至广义形态的一大拓展。在此基础上，赵毅衡指

出:“所有的符号文本的意义立足点，是这两个人格

或拟人格( 框架—人格二象) 的距离问题: 如果文本

的再现者与隐含作者意义观与价值观一致，那么文

本就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9］

叙述者的不可靠具有很强的意图和目的性，引

导受述者去发现文本的深意。叙述学家费伦认为:

“一个不可靠叙述者绝对不是随意投射出来的，而

是预设存在着一个具有创造力的动因，这个动因把

大量的具体信号和推测邀请赋予文本和叙述者，让

读者注 意 到 叙 述 者 的 愚 蠢 的 自 我 暴 露 和 不 可 靠

性。”［10］99叙述者一方面将意义判断的权力让渡给受

述者，另一方面又设置陷阱，混淆受述者的认知。与

传统叙述相比，叙述者走下道德权威的神坛，游移的

话语使叙述充满了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以隐蔽

而非明言的方式展现给受述者，这就需要受述者自

己加以判断［11］。影响接收者判断的是叙述者的叙

述策略，布斯曾说道:“不可靠叙述的巨大作用主要

来自于其所产生的微妙效果，而非对读者的简单迎

合或诱导，当作者向读者传达某种隐含的信息时，他

会有意构建一种针对故事内外所有不解之人的谋

略。”［1］304

由于叙述者有意对阅读设限，文本内符码的不

确定性增加，随之带来受述者对风格阐释的多义性。
例如李洱的不可靠叙述作品《应物兄》抛弃了《花

腔》的创作手法，整个叙述脉络清晰、情节分明，表

面看似与传统叙述手法无异，因此对该作品的理解

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 一种认为《应物兄》是在向

传统致敬; 另一种却认为这是一种迂回的写作风格，

貌似回归，实则颠覆。出现不同解释项的原因在于

《应物兄》文本内部语义的丰富性和表层朴实的叙

述结构之间的冲突。毛尖用“二重奏”来评价《应物

兄》的风格，他认为书中充满了相互呼应或沉默、相
互肯定或否定的概念，彼此的对应关系共同演化了

总体性幻觉的风格［12］。
这里所说的“二重奏”其实是不可靠叙述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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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是叙述者有意为之的结果。申丹指出不少叙述

作品都是双重叙述进程的结果。其中，在主题意义

上对文本叙述情节起到补充或颠覆性作用的叙述被

称为隐性进程［13］。不可靠叙述中几乎都有这样一

个隐性进程，文本表层的叙述与隐含叙述之间形成

强烈反差，冲击着受述者的认知。“面对事物时，自

觉到有认知差，需要获得意义来填补。”［14］当受述者

意识到与叙述的真实意图有距离时，会主动获取意

义。受述者一次次进入叙述者的陷阱，又一次次逃

离这个陷阱，这是一个逐步否定和阐释意义的过程。
文本的风格意义在叙述者的意图意义与受述者的阐

释意义中得以丰富。
不可靠叙述是叙述者与受述者不断建构与解构

的交锋，双方关于意义的认知冲突进一步强化了风

格，深化了意蕴。叙述的不可靠表现为叙述者与隐

含作者价值观的不可靠，价值规范隐含在文本内，来

源于叙述者的叙述过程以及受述者对文本意义的解

读过程。叙述的不可靠暗含了叙述者和受述者关于

价值规范的叙述话语的冲突。

三、不可靠叙述风格的编码途径

风格的编码来自于风格发送者和接收者的共同

努力。对风格的发送者而言，双轴操作是风格形成

的重要途径之一。双轴是符号文本展开的两个向

度: 组合轴和聚合轴。前者是指“一些符号组合成

一个有意义的‘文本’的方式”［15］156 ; 后者是“符号

文本的每个成分背后所有可比较、从而有可能被选

择( 有可能代替) 的各种成分”［15］157。以着装为例，

衣服、裤子、鞋是服装系统的组合，衣服的款式、颜色

等的选择就是聚合。
双轴操作实际上就是对内容和表达方式的选择

过程。符号选择的主动性，使文本出现宽幅和窄幅

的区别。所谓宽幅和窄幅是指对聚合轴选择的幅

度。任何显现的符号文本背后的聚合段都是宽窄不

一，因此选择的范围有大有小。宽幅可以使得文本

具有多样的风格，窄幅所产生的风格单一。不可靠

叙述呈现的风格超出了接收者的认知或经验范围，

对接收者而言显得陌生而新奇，这就是宽幅选择的

结果。
由于对聚合段的选择面更广，不可靠叙述摆脱

了可靠叙述风格单一的局面，有意为之的不充分叙

述的方式打破了叙述与表意之间的常规表达，也违

背了受述者的经验期待，让文本浮现出虚实相间的

风格。例如电影《盗梦空间》中的梦中梦、《追随》中

的局中局都是在叙述形式上下足了功夫，嵌套的使

用让受述者耳目一新，极大程度上满足了情感和审

美的期待。小说《密室中的旅行》则选择了回旋跨

层的叙述，产生了别样的风格。布兰克先生发现自

己被囚禁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桌上文稿中有一份

未完待续的囚犯自述。他续写了那个囚犯的故事，

却发现自己正在经历的一切也早已被记录在手稿

中。博尔赫斯的小说《小径分叉的花园》更是一种

反传统小说的叙述形式，结构凌乱、时间交错，如同

迷宫一般让人难以捉摸。影片《太阳照常升起》的

叙述也是形式的创新，影片的结尾才是现实世界的

开端，如同一幅被打乱的拼图，呈现碎片化的风格。
对叙述形式的选择实际上意味着叙述者对风格

的预设。在不可靠叙述的众多叙述形式中，有一种

极为不可靠的表达方式———低调叙述。低调叙述指

的是叙述委婉，叙述者几乎完全隐身，拒绝帮助隐含

作者确定价值，如同一个冷眼相观的旁观者，不会进

行叙述干预或评论。低调叙述的目的是营造一种客

观的叙述风格，受述者因而会误以为所述的内容都

是真实的，其实落入了叙述者预先设计的阅读陷阱。
加缪的《局外人》是低调叙述中的杰作。主人公默

尔索兼叙述者以极为冷漠的语调描述了自己的生

活，对周围的一切都漠不关心，面对母亲的去世毫无

悲伤的反应，甚至到最后自己面临死亡时也是无动

于衷。看似客观、冷静的描述却给受述者带来强烈

的震撼。
根据加缪的创作观，形式和内容需要统一在风

格的范 畴 里，而 风 格 是 需 要 适 度 表 现、含 而 不 露

的［16］121。加缪所说的适度风格其实是由低调叙述

带来的零度风格。零度风格并不是没有风格，而是

风格的一种变体，是“一种有意指作用的欠缺，一种

纯区分性状态”［17］160。越是刻意追求无风格，风格

与无风格之二律背反就越明显。无风格，或称零度

风格实则是附加编码中情感附加符码的故意减少，

由此给受述者在情感上的冲击力更强，零度风格证

实了“符 号 系 统 可 以 有‘从 无 中’创 生 意 义 的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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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17］160。
如果说叙述者力求进行“不可靠”的风格编码，

那么读者所进行的则是从不可靠中寻求“可靠”的

信息，以此对文本进行二次编码，形成二度风格。受

述者的风格编码刚好是对叙述者编码的回溯。符号

过程的完成实际是发送者的意图意义、符号信息的

文本意义、接收者的解释意义一步步把前者具体化

的过程。但是在不可靠叙述中受述者的解读和二度

编码刚好是对前者的一步步否定，这点类似于皮尔

斯的试推法。叙述者编码越不可靠，留给受述者二

次编码的空间越丰富，对风格的二度编码也就更加

多样化。
受述者进行的二度编码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对

原有文本的秩序进行重组，对原有文本意义的重建。
同一个叙述文本面对复杂的受述者群体，解码方式

和意义的生成会相差甚远。风格意向的文本容易把

受述者的解释引向风格本身，受述者由于受到元语

言的限制，对同一风格会有不一样的二度编码方式，

得出不一样的二度风格。例如，有的受述者仅注意

到风格本身，而有的却能关注到风格背后的隐喻。

因此，受述者通过协商式解码、不足解码或过度解码

的方式对文本进行再次解读所形成的二度风格不一

定与发送者的意图一致。

四、结语

不可靠叙述一直以来都是叙述学的核心命题，

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以风格为切入口，从符号学的

视角重新审视不可靠叙述，会发现不可靠叙述不仅

仅是一种叙述策略，更是意义表达方式的反思与实

践。意义是不可靠叙述的核心，由叙述和风格共同

编织而成。风格意义形成的双重动力是叙述者与受

述者的共同编码。叙述者有意营造文本表层“不可

靠”的叙述风格，引导受述者进行“可靠的”二度编

码，二者之间形成的强烈冲突，丰富了叙述的张力，

彰显了不可靠叙述的艺术魅力。不可靠叙述现有的

研究主要锚定在文学领域，布鲁诺·泽维克认为

“不可靠叙述的概念最终会成为文化研究的广阔领

域中的一项重要策略”［18］。目前，文学领域之外的

不可靠叙述正蓬勃发展，其风格的研究具有广大的

前景，有待继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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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the Narrative of Tourism becomes Possible:
An Analysis of Semiotic Narratology

ZHU Haoyun
( Institute of Semiotics－media Studies，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 610064)

Abstract: With the emergence of " tourism boom" in recent years，the legitimacy of tourism narrative is more
and more concerned． The narrative study of tourism is actually to demonstrate the legitimacy of tourism text and the
possibility of tourism narrative． On the basis of confirming the classification standard of media－time dimension pro-
posed by Zhao Yiheng，and combining with the relevant theories of tourism，this paper makes the following analy-
sis: Firstly，the tourism text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symbol combination，character participation，the narrative
bottom line definition of the dimension of time and meaning; Secondly，according to the judgment of the Personality
－Fame Duality，tourism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emonstrative narration． Finally，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secondary segregation，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at tourists participate in the narrative． To sum up，this paper can
successfully separate " tourism" from the text narration of novels，travelogues and so on，which makes " tourism
narration" become an independent research category．

Keywords: tourism narrative，secondary segregation，Personality－Fame Duality，perform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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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ding of Unreliable Narration Style:
An Analysis of Semio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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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Institute of Semiotics－media Studies，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 610064;

2． Foreign Languages School，Chongqing Three Gorges University，Chongqing 404100)

Abstract: Style is not only a distinctive feature of the form，but also an important way to convey the meanings．
Unreliable narration makes the style become the base point for the reader to interpret the text by embedding style in-
tentionality． Thus，the addressee explores the deep meaning of the text and grasps its content and significanc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emiotics，this paper regards style as the additional coding of text，so as to re－examine the
unreliable narration． This paper holds that unreliable narration is not only a narrative strategy，but also a reflec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way of meaning expression． Style is the window of meaning transmission，and the dual motive
force of meaning formation is the common coding of narrator and narratee． The narrator intends to create an " unreli-
able" narrative style on the surface of the text and guide the narratee to recode a " reliable" style． The strong con-
flict between the two intensifies the expression of the deep meaning and enriches the artistic and aesthetic effect of
unreliable narration．

Keywords: unreliable narration，style coding，the meaning of style，semio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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