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视觉叙述学研究
———以斯皮尔伯格的影片《紫色》与普鲁

　斯特的小说《追忆似水年华》为例

［荷兰］米克·巴尔　著　谭君强　译

摘　　要：本文通过对《紫色》与《追忆似水年华》 的分析，阐述了视觉叙述学的一些基本

原则。在对前者的分析中，探寻了作为视觉作品的电影与其所据的小说之间的区别，及其所

产生的不同效果；在对后者的分析中，则从视觉性的角度探讨了文字场景的描述以及它所具

有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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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我在对视觉形象所作的分析中所提

出的，不存在将叙事分析仅仅限于本文

（狋犲狓狋狊）的理由。尽管最适宜于对其进行分析

的方式尚未出现，电影的叙述性仍是十分明

显的。电影叙述学是一个丰富而多种多样的

领域，在这里我还不能对它加以阐述。在艺

术史上，叙述学的运用尚不十分普遍。这种

情况可以理解，因为艺术史的阐释常常有赖

于在其中对形象进行“说明”的叙述，这样一

来，视觉上的就从属于文学叙述的了。

尽管聚焦并不基于视觉来界定，但看来

它是使“视觉叙述学”的某些成分明显地变

得容易着手的恰当起点。已经谈到的任何关

于叙事的观点都同时适用于形象：聚焦的概

念涉及到被描述的故事，而叙述者的概念则

涉及到其描述，这是通过充当对事件（或素

材）的透视而实现的。在视点或透视这一概

念中，其基本面似乎使其向视觉领域的转换

变得较为容易，但这种转换其实并不是没有

问题的。

这里我将通过引证来提出视觉故事的观

点，这个引证不是那些无可计数的“不增不

减”地说明众所周知的圣经和历史叙事的古

典绘画，即所谓肖像画法的文字，而是通过

一种将其相互关系颠倒过来的例证。我所引

证的是一本精彩的短篇小说集：《请沉默》。

它由１１个作家所写，其中充满了广泛歧异

的叙事。这些本文中惟一共同的是他们对于

西班牙当代艺术家让·莫罗兹视觉作品所具

有的灵感。由于莫罗兹的作品被视为反叙事

的，因而这一小说集更加富于意义。作品的

结构是这样的：在这一建构的框架内，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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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的人物以其相互间一律不互相交流而构成

组，从而怂恿批评家称其作品为 “沉默”。

小说集中的故事并不描绘其作品———作为绘

画阐述的对应物。他们既不谈论它，也不采

纳其主题。相反，他们创作出以某种方式与

莫罗兹的作品产生出同样的视觉性质的小

说：孤立，富于手腕，编辑所称的“经筹划

的偶发事”；在其中“与塑像相关联”的插

曲。

除了电影叙述学而外，我认为有三个特

殊的领域可以有益地接受视觉叙述学。第

一，对于叙事当中以及叙事本身的视觉形象

的分析，可以适当地处理形象层面及其效

果，这是无论肖像画法还是艺术史实践都难

以明确表达的。第二，基于文学叙事与电影

的比较可以发展为一种文化批评形式，这种

形式并不赋予文学“资源”以特权。第三，

可能最意料不到的是，对视觉性的注意将会

极大地丰富对于文学叙事的分析。

一、视觉叙述学要点

简而言之，为了使视觉艺术的概念具有

可操作性，最好暂时忘却神话的或历史的素

材，而以作品本身作为起点，记住如下几

点：

１．叙事话语中，聚焦是语言能指所直

接包含的。而在视觉艺术中，它可以为诸如

线、点、光、色、构图等视觉能指所包含。

在两种情况下，就像在文学故事中一样，聚

焦已经是一种包含着主体性的阐释。我们所

看到的，是呈现在我们心灵之眼面前的东

西，它已经被加以解释。

２．在语言叙事中，存在着按功能而不

是与叙述者的身份相认同的外在式聚焦者。

这一外在式聚焦者可以嵌入一个内在的、描

述的叙述者。在叙事分析中，这一嵌入关系

是十分关键的。在视觉艺术中，外在式聚焦

者与内在式聚焦者之间的区分同样存在，但

是，这一区分有时不太容易指出来。

３．在叙事中，聚焦者对素材加以调整，

甚至于将其制作出来。同样地，运用这一概

念分析视觉艺术就意味着，被描述出来的事

件具有由聚焦者所引起的被聚焦对象的地

位。在内在式聚焦者的情况下，被描述出来

的不同对象的“真实”地位依其与聚焦者的

关系是可变或者不变的。

４．这样，同样的对象或事件可以根据

不同的聚焦者而作不同的解释。这种使读者

想到不同阐释的方式是与其媒介相关联的，

但是其意义生成的原则无论对于语言艺术还

是视觉艺术都是一致的。在《包法利夫人》

中，我们在随着内在式聚焦者观察女主人公

时，看到她眼睛的颜色是有变化的：深黑

色，黑色，蓝色，灰色。那些表达这些不一

致描述的言词，本身并没有显露出聚焦者之

间的不同。福楼拜可能只是简单地漠不关心

或者粗心大意。但是，为了使作品像它应该

有的那样能够说得通，只有假设不同的聚焦

者，只有本文分析中的细密可靠，才能解释

这些差异存在的原因。

５．一如我们在叙事话语中所看到的，

外在式聚焦者与一个内在式聚焦者的关联可

以产生一种被称为自由间接话语的散漫的混

合。这种混合也可在聚焦层次上出现，出现

某些像自由间接思想或感知的东西。视觉形

象中的外在式聚焦者与表现在形象中的内在

式聚焦者之间的关联也同样可以产生这样一

种混合，这种混合会增强其关联。

二、小说与电影

真实的视觉故事以及它与艺术史家称为

肖像学（犻犮狅狀狅犵狉犪狆犺狔）之间的关系问题，是

与基于它们的小说与电影的比较分析关系最

为密切的。同样，这不是一个 “图解” 或

“守实”的问题。一部小说“转换”为电影

不是故事要素向形象的一对一的转换，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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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最为重要的方面及其意义的视觉操作。

比如，如果一部小说致力于强调政治问题，

那么电影通过完全不同的方式，在对小说中

所提供的并不在视觉上亦步亦趋的情况下，

仍然可以用相当的力量强调出同样的问题。

对于批评家而言，考察这一点是否能够成功

地实现，就要求有结合电影与视觉媒介所进

行的叙述学分析。下面的例子反映出叙述学

与肖像学之间的关系。通过它，我希望提出

能够在这一领域清楚地表达的批评方式，而

不是认同视觉在等级上从属于语言的说法

（这已经干扰了艺术研究）。

为什么斯皮尔伯格的影片《紫色》尽管

明显地吸引了大量观众，而我和其他许多批

评家却将它视为思想意识和艺术上的失败之

作呢？之所以如此，我认为是由于影片未能

表现出人物肖像斗志旺盛的思想意识立场的

这一基本方面，而这正是阿丽丝·沃尔克

（犃犾犻犮犲犠犪犾犽犲狉）的小说所具有的，并且也是

在叙述中清楚地表达出来的立场。忽视人物

肖像，是忽视小说所蕴涵的底蕴，这种底蕴

存在于以深厚的叙述表现出来的文化传统

中，并且是对这种传统的反应。

沃尔克的畅销小说《紫色》直接承继了

废奴主义以及表现出刚毅、自信性格的文学

的双重传统，继承了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

的小屋》以及奴隶－叙事作品的传统。比

如，当《紫色》强调教育问题（它在奴隶－

叙事作品和《汤姆叔叔的小屋》中都引起过

回应）时，这样说道：

“为什么塔什不能去学校？”她问我。当

我告诉她奥琳卡不相信姑娘们需要受教育

时，她脱口而出：“他们只喜欢白人呆在家

里，不想让黑人去学习。”

学习的主题在《汤姆叔叔的小屋》和奴

隶－叙事作品中都得到了表现；弗雷德里克

·道格拉斯① 在他的自传中深刻地讨论过

它，作为一种有说服力的本文的典范文体，

奴隶－叙事作品的存在本身就表明了写作与

阅读对于解放所具有的功能。

但是，在《紫色》直接承继《汤姆叔叔

的小屋》、间接地承继奴隶－叙事作品时，

它并不是仅仅在“重复”；通过将它并置到

黑人宗教文化的成分中，它将《汤姆叔叔的

小屋》中的宗教虔诚引入其作品中。就《紫

色》中的人物对《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人

物重复的范围而言，他们属于一种批评性的

女性主义的重写。西莉亚是一个女性的汤姆

（“我从不动手打一个活物”）。为了避免自己

的小妹妹内蒂受到她们父亲奸污的伤害，她

试图将自己奉送给他。这是汤姆的基督式的

自我牺牲的翻版。内蒂则是女性的乔治，她

使自己从一种屈辱的状况中解放出来，与他

一样，她旅行去了非洲。西莉亚与内蒂之间

以及西莉亚与她的孩子们之间几近一生的分

离重复了围绕乔治、伊莱扎，以及伊莱扎的

母亲和姐姐的情节，他们在一种喜剧性的浪

漫中团聚。西莉亚的丈夫具有许多莱格利，

也就是汤姆那残暴的主人的特点，包括对于

死亡的一种绝望情绪。索菲娅以她的力量和

幽默感作为武器，活现为不愿屈从而敢于反

抗的卡希，后者是一个骄傲的奴隶，她在汤

姆的帮助下自己拯救自己。所有这些都并非

视觉性的问题，而属于互文性问题。

但是，对《汤姆叔叔的小屋》以及所有

它所代表的东西的引喻，比起人物所显示的

类型来，显得更为敏锐和复杂。语言、事

件、以及对话全都回应了斯托夫人所作的选

择，并且显示出斯托夫人选择的限制以及更

彻底的可能性。这部小说是十分有效的，因

为它批判性地平衡并交织着现代通俗文化话

语、黑人妇女受双重压迫的背景、以及此前

极为有效的“感伤”社会小说。这样一种批

判性的啮合如何在一部影片中以视觉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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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出来呢？这确实是对斯皮尔伯格的挑

战。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斯皮尔伯格的影片

简化并变更了所有这些关联。因此，作为沃

尔克小说的视觉表现，它成为有争辩的看似

种族主义与性别歧视，就像在对索菲娅这个

人物的描绘中所显示的那样。影片提供了与

感伤类作品相关的这类社会小说一般的习俗

惯例的视觉例证。这样，在外聚焦的层次

上，它以明丽的色彩、逆光、柔和细腻的镜

头、风景如画的背景将 “感伤” 加以视觉

化。社会小说的这些特征（沃尔克雄辩地运

用以批判性地表现性别歧视与奴隶制之间的

关系）被除去了它们批判性的内容，而仅仅

被重现、复制，而不具其精细性，不带幽默

感，或者一种批判性的透视；更重要的是，

它们是在与其他本文并无共鸣的情况下被重

现出来的。

不赞同视觉叙述学想法的人，可能会争

辩说电影的视觉媒介以及斯皮尔伯格影片的

通俗化的特征，难以在沃尔克的作品中作批

判性的运用。我不相信这是真实的。使小说

具有批判意义的那种无视（犻犵狀狅狉犻狀犵）在影片

中却产生了不具批判意义的效果。影片现在

变为支持消极的思想意识立场。有两个例子

表明，沃尔克试图将种族主义与性别歧视关

联起来的努力，如何在影片的视觉化中变成

在她的小说中通过聚焦所批判的种族主义与

性别歧视本身。

如果从２０世纪纪实性的观点来看，沃

尔克对于非洲的表现毫不做作；使它显得有

力的不是现实的充足性，而是它与充满斗志

的前－本文的关系。除掉这样一重关系，就

会为帝国主义的复原开辟通途。在斯皮尔伯

格手下，非洲在一轮巨大的橘红色太阳下挺

立；这样，在视觉上，它持续聚焦所表现出

来的就是非真实的。缩减为一张明信片，非

洲不能满足对于对象一种忧郁渴望的功能，

以及那种乌托邦式的愿望，这种愿望在沃尔

克的小说中，通过它与《汤姆叔叔的小屋》

错综复杂的关系是存在着的。奴隶－叙事作

品以及对于当代口味（它取代了沃尔克小说

中的现实主义）的批评性反应从视野中消失

了。留给我们的是一种矫饰，这种矫饰在斯

皮尔伯格的方向下，轻易地成为在白人的偏

见中所看到的含有某种意义的黑人民间故

事。

在未涉及奴隶制的情况下，对黑人性别

歧视的描述许可了隔离这样一个事实，而这

种情况又产生了一种过于急切地被接受的观

点，这就是黑人与白人相比更具有性别歧视

的倾向。在小说中从一开头就出现的父亲对

女儿的强奸在电影中很少表现，小说中所有

的西莉亚与舒格，也就是妻子与情妇之间的

情欲关系在电影中也没有相应的替代。这些

主题被牺牲掉了，以便在更多的观众面前能

够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但是，这些性别关系

形成为对于其他各种成分的背景，而这些成

分在电影中被过分强调。这样一来，索菲

娅，这个使人回忆起卡希的人物，汤姆的更

具斗志与女性变体的自我，在小说与电影之

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一方面，没有对于

汤姆的互文性关系，另一方面，探寻在当代

环境中的性别关系，索菲娅的不服与违抗对

于廉价的、表现性别歧视并产生可笑的视觉

效果来说就是一个毫不费力的靶子。斯皮尔

伯格将她推演为一个巨人式的女人，一个无

法阻止的母亲式的人物，当她的未婚夫要把

她介绍给自己的父亲时，她在地里拖曳那个

将要成为她丈夫的男人，就像拖一个孩子一

样。这个场景是从远处从上面聚焦的，它加

强了滑稽可笑的效果。由此，对卓别麟与无

声喜剧默片的引喻从整体上就取代了对卡

希、从而对《汤姆叔叔的小屋》的引喻。斯

皮尔伯格的索菲娅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无可救

药的可笑人物，而她的不服，她的反抗，她

的丈夫也同样可笑。视觉效果抵消了小说潜

在的批判立场。以这种方式来看，这部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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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按照视觉产品自身的条件来批评，它所

存在的缺陷也可以通过与其所依据的叙事作

品的比较而获得启发。而这种比较也考虑到

了每种媒介的特殊性。

小说与电影之间进行比较的关键不在于

对“忠实” 于原作作美学上的确认。毋宁

说，是将小说和电影看作是它们在其中起作

用的文化中同样地体现出来的东西，比较有

助于详细说明其中的每一个通过各自叙述学

的构建如何向它们的观众进行讲述。它们之

间的关系属于一种互文性、也是一种杂语性

的关系。

三、语言视象

最后，让我简要地谈谈注意视觉性、尤

其是注意作为叙述原动力的聚焦的重要性。

１９世纪小说可以通过诉诸日益精细的视觉

表现来塑造人物，福楼拜就是一个引人注目

的例子，在左拉的作品中也不少见，而现代

主义文学则更是视觉性的。正如我曾经提出

的，现代主义对理解力或认识论问题的兴趣

使其参与对视觉性的探讨。在普鲁斯特《追

忆似水年华》的下述片段中，以突出的聚焦

作为一种主观显现的技巧，将这种关注与视

觉融合起来。这一片段表明，“谁看”的问

题由密切结合着、形成为一个整体的问题，

即“谁在被看？”“谁没在看？”以及“哪一

种看的行动至关重要？”等而获得极大的意

义。对于叙述学分析的方式使周期性（狆犲狉犻

狅犱犻狕犪狋犻狅狀）更具意义而言，它也是一个很好

的例证。

叙述者未宣称他的出现便进入了一间屋

子，他告诉我们说：“我当时在那儿，或者

不如说我未曾在那儿，因为她未曾意识到我

的出现，而且［……］她脑子里充满着这样

一种思想，即她再不会让我见到她。”主人

公，即与人物相连的叙述者进行了一次他外

祖母未曾意料到的造访，当时他的外祖母已

处于生命的垂危状态，并对他毫不知情。这

是对视觉叙述学的一个批评性的考察。它也

是卡雅·西尔沃曼 （犓犪犼犪犛犻犾狏犲狉犿犪狀） 称为

“他者认同” （犺犲狋犲狉狅狆犪狋犺犻犮犻犱犲狀狋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即

基于自我之外的认同，它与吸收或 “自然

化”他者的自发认同或“同类相融”（“犮犪狀

狀犻犫犪犾犻狊狋犻犮”）认同相对。他者认同是与疏远与

间离的风险相联系的，但是，它能使主体超

越由文化遮蔽所规定的规范模式，从而具有

社会性的活力。这一认同从不会停止对于叙

述者－主人公的要求，即便当它使他面临明

显的风险时。

叙述者－主人公仔细观察自己作为目击

者的地位，他陷于一种独特的聚焦中：

至于我自己———由于那特殊的荣幸并未

得到持续，在回来的短暂时刻里，所给予的

是由于自己的离开而突然成为了一个观众

———在这里出现的仅仅是目击者，观察者，

穿着旅行外套，戴着帽子，一个不属于这所

屋子的陌生人，一个被叫来拍下这个地方的

照片、却再也不会看到这个地方的摄影师。

那是在我眼里不知不觉地出现的，当我瞥见

我的外祖母时，那确确实实就是一幅照片。

窥视者一直处于风险中，因为当他不再

与其他人一起活动相互影响时，疏远与间离

从他身上剥夺了他的自我。用普鲁斯特的摄

影术的运用来说明这一视觉理论，使这一片

段对于现代主义、视觉与叙述聚焦之间的关

系成为一个恰如其分的比方。由他人所提供

的沉思的展示是一个摄影的行动。在一个短

暂的时刻，我／眼睛的注视在脱离视网膜的

直线透视与它所赋予的殖民统治式的凝视、

以及将他自身从他的身体和灵魂中分离开去

从而“成为”他人的他者认同之间摇曳变

动。幽灵———既有场面也有幻影，它所涉及

到的是“失去的时光”。它确切地也就是主

体无可避免地是他自身的东西。

这一片段逐渐发展出一种不太友善、如

果不是说激烈的言语的话，到结尾时这一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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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有所增强，它描述出一幅精神上的照片，

而这总是与叙述者相关联的：

我看到，她坐在沙发上，她红色的面孔

在灯下显得单调乏味而又粗俗，病奄奄的一

片木然，一双稍稍有点狂热的眼睛在一本书

上闲游，一个郁郁不乐的、我过去所不知道

的老妇人。

摄影术的“真实”所出现的正是这个陌

生人，这个未被认出的人，这是通过摄影术

将他所熟悉的、充满感情的凝视所割断的结

果。这样，普鲁斯特的故事就是对于它所展

开的聚焦本身的一个锐利的分析。但是，这

一理论采取的是视觉与摄影的形式。在关于

外祖母的精神照片这一片段的中间部分，我

们发现这一奇怪的比较，它既解释出摄影的

效果，也使它具体化：

但是，如果不是用我们的眼睛的话，它

所出现的纯粹是一个身体的对象，一幅摄影

的感光底片，它已经观察到行动。这样，比

如说在学会的庭院中，我们所看到的，不是

一个正打算招呼一辆出租马车的尊贵的学会

会员的出现，而将是他蹒跚的脚步，他预防

跌倒在地的背影，他跌下来的抛物线，仿佛

他喝醉了，或者是地上冰雪覆盖。

这一比较毫不容情地将作为他者的、解

除了感受与情感惯例保护的木偶夸张化。照

相式的注视所引起的惊异也赋予聚焦这一特

定的行动以历史的意义。在这里，我们要

问，在这一文学最为丰富与最为视觉化的叙

事作品当中，我们希望发现什么样更为合适

的告戒能够强调相互关联的、除去错误想法

的、政治上活跃的聚焦分析呢？

在观众观看与进行解释时，聚焦动力学

在每一包含描述痕迹的视觉本文中都发生着

影响，因为正是在这些痕迹中本文变为被叙

述的东西。原则上，所有本文都包含这样一

些痕迹，只不过其中一些比另一些展示得更

为公开而已。

（责任编辑　段炳昌）

　　译者后记：本文译自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阿姆斯特丹大学文化分析学院主任米克

·巴尔博士的《叙述学》（多伦多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修订第二版）一书中的一节，标题为译

者所加。巴尔在这里所作的探讨涉及到视觉形象的叙述学分析的问题，也就是所谓视觉叙述

学的问题。在叙事理论的发展中，伴随着文化研究的广泛开展，对于以不同媒介出现的叙事

作品的关注，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研究话题。探寻以不同媒介出现的对象，尤其是视觉对象

与语言对象之间的关系，沟通不同对象之间的联系，日益成为人们的研究兴趣所在；反过

来，对以语言表现的对象进行视觉性的探讨，也激起了人们的兴趣，对后者的关注，在巴尔

１９９７年出版的《斑驳的屏幕：视觉阅读普鲁斯特》（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一书中明显地表现

出来。这种沟通不同媒介的叙事作品之间相互关联的研究，以及从视觉叙述学的角度分析叙

事作品的努力，对于文学艺术的研究可以起到推进作用。有关巴尔教授的简介见《民族艺术

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６期。

　　［译者简介：谭君强，男，云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博士。云南昆明　６５００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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