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戤通转向与交流叙逋学的理论建瞒Ｔ

王委艳

摘 要 ： 叙述学 自诞生 以来先后经历 经典叙述学和后 经典叙述学 两 个阶

段 ，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至今 ，
叙述 学研究正经 历 着 巨 大 变革

，

这一变革的 背景是发生 于各领域的叙述转向 ， 即叙述 已经成为

文学 、 历 史学 、 法律 、 医 疗 、 教育 、 电 子游戏 等 多 种 学科领域

的普遍对象 ，
以 文学叙述 为 对象 的叙述 学研究 面 临 巨 大挑战 ，

同 时也为叙述学 的发展提供 了前所 未有的机遇 。

一般叙述研究

范式的提 出 应和 了这种挑战 ，
使我们看到叙述 学发展的 广 阔视

域 。 交流叙述 学正是在 一般叙述 的研究框架 内
，
以叙述普遍存

在的 交流性为研究对象 ，
关 注叙述参与者之间 的 交流互动 关 系 、

交流机制 ， 使我们重新 审视以往割裂式研究带来的理论缺 陷 。

关键词 ： 叙述转向
，

一般叙述
，
交流叙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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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叙述转向与一般叙述研究范式

进人 ２ １ 世纪 ，
叙述学研究面临继后经典叙述学以来第三次研究范式变

革 ， 即处于进行时的叙述转向 。 叙述向文学 以外的多领域渗透其实并非是
一

个新现象 ， 如历史学 、 心理学 、 政治学等领域均与叙述有着难分难解的关系 ，

在比小说更古老的戏剧艺术领域 ， 叙述更是其运作的基本方式 。 但 ， 叙述转

向并非如此简单的理解 。 叙述作为人类组织经验 （ 时间 、 因果链 、 意义等 ）

的基本方式 ， 伴随人类社会始终 ， 因此 ， 叙述性表现在各种学科领域并非是

一个奇怪现象 。 利奥塔尔 （ Ｊ
ｅａｎＦｒａｎ ｃｏ ｉｓＬｙｏ ｔａｒｄ

） 曾经把人类的知识分为科

学知识和叙述性知识 （
２０ １ １

， ｐ ．２９
） ， 这种提法就是站在

一

种
“

宏大叙述
”

（ ＧｒａｎｄＮａｒｒａ ｔｉｖｅｓ ） 的立场来看待人类认知的 ， 因此 ，
利奥塔尔的提法并非是

一种叙述学研究意义上的观点 。 对此 ， 瑞恩指出 ：

“

利奥塔尔的宏大叙述仅

能被叫做隐喻意义上的叙述 ， 因为它们并不涉及个人及创造
一

个具体的世

界。

”

（
Ｒｙａｎ ，２００７ ，ｐ．３０ ） 那么 ， 叙述转向 的真正内涵是什么 ， 它又对叙述

学研究带来什么挑战呢 ？

叙述转向更多表现在各种领域对叙述的有 目 的的运用上 ， 即 以叙述学研

究的既有成果为基础 ， 对本学科有意识采取合适的叙述策略 、 形式来达到各

自 的研究 目 的 。 也就是说 ， 叙述转向离不开叙述学研究的理论基础和资源 ，

是叙述学研究成熟之后对多领域的理论渗透 。 赵毅衡在分析叙述转 向时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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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包含的三层意思 ：

“

（
１

） 把人的叙述作为研究对象 （ 在社会学和心理学中

尤其明显 ） ； （ ２ ） 用叙述分析来研究对象 （ 在历史学中尤其明显 ） ； （
３

） 用

叙述来呈现并解释研究的发现 （ 在法学和政治学 中尤其明显 ） 。 不同学科重

点不同 。

”

（
２０ １ ３

，ｐ ＿１ ３
）

因此 ， 叙述转向并非如利奥塔尔说的那样 ， 是
一

种泛叙述 ，

一种非 自觉

的对叙述的运用 ， 而是在叙述及叙述研究丰富发展的基础上的一种有意识的

行为方式 ， 它比以前更加 自觉地运用叙述知识和叙述研究理论对本学科采取
一

种叙述化视角 。 虽然各学科侧重点不同
，
但这些最基本的特征是共同 的 。

对于叙述转向 ， 叙述学界最初表现出
一

种谨慎的乐观态度 ， 且是站在
“

新

叙述学
”

， 即后经典叙述学立场
，
来看待它的 。 戴卫 ？ 赫尔曼在 １ ９９９ 年主编的

《新叙述学 》 引 言部分敏锐提出
“

叙述研究领域里的活动 出现了

小规模但确凿无疑的爆炸性局面
”

（
２００２

，ｐ ． ｌ
） ， 并在注释中指出 ：

我是在相 当 宽泛的意 义上使用
“

叙事学
”
一词 的

，
它 大体上 可

以 与
“

叙事研究
”

相替换 。 这种宽泛的 用 法应该说反映 了叙事 学本

身 的 演 变 ， 本书 的 目 的 就是记载这一进程。

“

叙事 学
”

不 再专 指结

构主义文学理论的 一个分支 ，
它现在 可以指任何根据一定原 则 对文

学 、 史籍 、 谈话以 及 电 影等叙事形 式进行研究 的 方 法 。 （
２００２

，

ｐｐ ．
２３－

２４
）

赫尔曼在叙述转向滥觞之际对这
一

转向 的敏锐洞察及其对叙述研究带来

的新变化的理解 ， 蕴含 了对叙述学这
一

学科微妙的不 自 信 ： 他用
“

叙事研

究
”

来替换
“

叙事学
”

。 显然 ， 要突破叙述囿于文学叙述这一传统观念 ， 并

非是
一

件容易的事情 。 持这种谨慎态度 的并非只 有赫尔曼
一

人 ， 莫妮卡
？ 弗

卢德尼克在论及叙述转 向时指 出 ：

“

法学 、 医学 、 心理学以及经济学话语正

在广泛运用着叙事学范式 ， 但是这种扩展也充满张力 ， 因 为非文学学科对叙

事学框架的 占用往往会削弱叙事学的基础 ， 失去精确性 ， 只是 比喻意义上使

用叙事学术语 。

”“

叙事理论不应该一味反对将叙事学术语应用于不同专业 ，

而是应该对概念的扩展做出理论说明 ， 提出 能够应对精确性流失 问题的理论

框架 。

”

（
２〇０７

，ＰＰ． ４０
－

４ １
） 弗卢德尼克的论述发表与 ２００５ 年 出版的 《 当代

叙事理论指南 》 中 ， 此时 ， 叙述转向 已经成为
一

种既成事实 ， 显然 ， 弗卢德

尼克象赫尔曼那样 ， 对叙述转 向 给叙述学研究带来的 问题同样持谨慎态度 。

所谓
“

比喻意义上使用叙事学术语
”

， 意味着
，
叙述学在叙述转向背景下 ，

并未获得真正的解放 ，
以文学叙述为叙述学研究正统的观念使叙述学研究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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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文学萎缩 、 文学性蔓延的今天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理论
“

精确性
”

。

经典叙述学打破传统的文学外围研究的范式 ， 把研究 目光聚焦于文学文

本内部 ， 用科学性 、 精确性的理论表述建构叙述话语和结构的理论框架 ； 后

经典叙述学在解构主义 、 后现代语境下 ， 以理论侵人的方式为叙述学研究开

疆拓土 ， 多元化的研究范式使叙述学得以 复兴 。 叙述转向背景下 ，
经典 、 后

经典叙述学研究范式显然 已经不能适应叙述普泛化的需要 。 应对叙述转向 ，

必须打破叙述学研究的体裁 自 限 ，
向更广 的领域开放 。 无疑 ， 叙述学正面临

第三次研究范式变革 。 而变革的第
一步 ， 就是必须对

“

叙述
”

进行重新定

义 。 虽然叙述的定义对于普通大众来说 ， 并非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
，

“

有

许多种方法来描述叙述的前沿理论 ，
但这些不 同 的观点并不产生重大认知后

果 ， 因为 ， 我们阅读文本的时候 ， 并不问
‘

它是不是叙述
’

或
‘

它在多大程

度上满足叙述性的条件
’

， 当然 ， 除非我们是叙述学家
”

（ 弗卢德尼克 ，

２００７
，ｐ．３ １

） 。 瑞恩指 出 ：

“
一

个叙述的定义 ， 应该对不同的媒介起作用 ，

（ 虽然 ，
必须承认 ，

媒介在讲述故事的能力方面有极大差异 ） ， 它不应当成为

文学形式的专利 。

”

（ 弗卢德尼克 ，

２００７
，Ｐ．２６

） 对于叙述的界定问题 ，
瑞恩

在本文 中有详细论述 。 赵毅衡在 《广义叙述学 》 导论中也有精彩论述 ， 在此

笔者不再重复 。 赵毅衡在该书中 ， 对叙述给出 了一个
“

底线定义
”

：

一个叙述文本包含由特定主体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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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

２ ． 此文本可 以被接收者理解为 具有时间 和意义的 向度 。 （ ２０ １３
，ｐ

．７ ）

赵毅衡的定义提示我们 ，
叙述并不针对特定的文本 、 体裁 、 文类 ， 它

“

对不同的媒介起作用
”

。 也就是说 ， 叙述转向之后 ， 叙述学研究对象不再只

是文学叙述 ，
而是在一般的意义上研究叙述在各种领域的表现 ， 总结其共同

规律 ， 为不同领域中的叙述提供理论思想 。 在此意义上 ， 文学叙述在一般叙

述的研究框架下成为
一种类型研究 ，

其某些理论思想在此框架下不具有普遍

性
， 叙述学研究继经典和后经典之后面临第三次研究范式变革。 无疑 ，

叙述

转向给叙述学研究带来极大挑战 ， 其中有两个核心问题需要思考应对 ： 其一

是叙述扩容对传统叙述观念的冲击 ， 在
一

般叙述研究框架下 ， 叙述观念必须

突破文学领域 ， 向更广的领域开放 ； 其二是叙述转 向之后叙述学研究如何进

行适应性调整 。

二 、

一般叙述研究框架与叙述的
“

交流性
”

凸显

叙述转向之后 ， 叙述研究表现为两个研究方向 ： 其
一

是将叙述作为工具 ，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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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各 自学科 、 领域的研究 目 的 ； 其二是以
“

叙述
”

为研究对象 ， 研究叙述

在各学科 、 各领域的表现形态和规律 ， 总结其理论思想并反过来对各学科 、

各领域进行指导 。 很明显 ， 后者是叙述学研究的主要方向 ， 前者是后者研究

成果的运用 。 前者是技 ， 后者是道 。 也就是说 ，

“
一般叙述研究框架

”

是
一

种凌驾于各种叙述类型之上 ， 探索各种叙述类型共同规律并为各种叙述类型

提供理论思想 的研究框架 。 因此 ， 该研究框架不 同于经典 、 后经典叙述学以

文学文本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格局 ， 文学叙述研究成为该研究框架的一部分 。

“

叙述转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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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考察
， 在广义叙述学真正建立起来后 ， 将会是小说叙述学

‘

比喻地使用
’

广义叙述学的术语 。

”

（赵毅衡 ，
２０ １ ３

，Ｐ ．
１７

） 赵毅衡的 《广义叙述学 》
一书

构建了
一

整套
一

般叙述的学理框架 ， 为叙述转向背景下叙述学的研究提供了

具有基础意义的理论思想 ， 对此笔者将有另文详述 。 其他学者 ， 如赫尔曼 、

瑞恩 、 伯格等人 ， 已经对叙述学研究的第三次范式革命做了大量理论铺垫 。
？

但是
，
应当指出

，
他们的理论探索为

一般叙述研究 ， 积累了非常有价值的理

论资源 ， 而对于叙述学研究的第三次范式革命来说 ， 叙述学新
一

阶段的研究

才刚刚开始 。 广义叙述学学科框架的建构 ， 意味着 以后的叙述学研究很难再

返 回以文学叙述为研究对象的经典叙述学与以理论侵入为特征的后经典叙述

学轨道上去 。 因为 ，
传统叙述学研究那种对叙述概念的

“

默认程序
”

已经被

打破 ， 文学叙述研究在广义叙述学的学科框架 中成为
一

种类型研究而不具有

普遍价值 。

在
一

般叙述研究框架下 ， 我们发现 ， 在文学叙述中 的某些叙述特性 ， 在

广义叙述的背景下得到 了凸 显 ， 交流性 ， 就是其中非 常具有代表性的特性 。

对于文学交流性的研究在叙述学产生之初就得到了关注 ， 罗兰 ？ 巴尔特指 出 ：

“

叙事作品作为客体也是交际的关键 ： 有一个叙事作品的授者 ，
有一个叙事

作品 的受者 。 大家知道 ， 在语言交际中 ， 我和你是绝对互为前提的 。 同样 ，

没有叙述者和没有听众 （或读者 ） 也就不可能有叙事作 品 。

”

巴尔特同 时指

出了叙事作品在交流研究方面的问题 ：

“

这
一

点也许很简单 ， 但是研究得还

① 赫尔曼主编 的 ＴＶ ｉｅＣａｍｉ ｒｉ也ｅＣｏｍ／
）ａｎｉｏｎｉ ｏ ／Ｖａｒｒａｔ

ｉｕｅ 和 《新 叙述学 》 ，
瑞恩 的一些相关论文

（莫妮 卡 ？ 弗卢德尼 克
： 《叙事理论的历史 （

下
） ：
从结构 主义到现在 》 ， 见 《 当代叙事理论指南 》 ，

Ｊ ａｍｅ ｓＰｈ ｅｌａ ｎ
，Ｐｅｔｅ ｒＪ ．Ｒａｂ ｉｎｏｗｉ ｔｚ 主编 ， 申丹等译 ， 北京

：
北京大学 出版社 ， ２００７ 年 ， 第 ３ １ 页 ） 及其

专著 ／Ｖａｒｒａｆ ｉ從ｏ ｊＷｒｔｕｏ／ ｒｅａ／办 （
Ｔｈｅ Ｊｏ ｈｎ ｓＨ ｏ

ｐ
ｋ ｉｎ ｓＵｎ ｉｖｅｒｓ ｉ

ｔｙ
Ｐｒｅｓｓ ，

２００ １） 等对非 文学叙述 的论述 ， 阿

萨 ？ 伯格 《通俗文化 、 媒介和 日 常生活中 的叙事 》 （ 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６ 年 ） 等都对文学 以

外 的叙述类 型进行了大量理论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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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差 （
１９８９

，Ｐ ．２ ８ ） 关于叙述的交流性 ， 很多学者进行了论述 ，
著名 的有

雅各布森的
“

语言交际图示
”

以及许多学者围绕这一交流图示进行的演绎 ，

如西摩
．

査特曼 （２０ １３ ） 、 曼弗瑞德 ． 雅恩？以及我国的一些学者 。 但叙述的

交流性并没有成为研究核心 ， 遑论探索内在的交流机制 、 规律等 。

为了更为清晰地理解叙述交流性研究在叙述转向 背景下的意义 ，
除上述

交流性在文学领域的表现外 ， 笔者以法庭 、 医疗 、 电子游戏等叙述类型中 的

交流性表现为例来进行说明 。

首先 ， 交流性表现在法庭叙述领域 。 法庭叙述表现在控辩双方按照各 自

的利益关注点 ，
以有效证据为基础 ， 对案件事实按照一定的时间 、 因果逻辑

进行叙述化还原 ， 并企图抵达各 自所认为的真实 。 事实上 ， 叙述 ，
作为人的

一

种经验建构 ， 在同样素材的情况下会有不同的建构 ， 并呈现不同 的意义 。

也就是说 ， 人的先行经验对人的叙述构成影响 。 同时为了达到各 自 的 目 的 ，

叙述者会采取一定的修辞策略 ， 在此 ，

“

修辞并没有以积极的论辩和说服的

形象出现在法庭上 ， 而是直接作为案件事实的叙事文本的形象呈现在读者面

前
， 既左右 了事实的外观和 内容 ，

也通过事实左右了读者对判决的看法
”

（ 刘燕 ，
２０ １ ３

，Ｐ．１ １
） 。 交流性在法庭叙述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 色 ， 这里有三

种不同的交流 ， 产生不同 的交流效果 。 首先是控辩双方的对抗性交流 ， 在法

庭陈述中控辩双方均 以各 自利益为 中心组织叙述 ， 在此过程中 ， 他们又以现

场对抗过程中形成的对抗经验来调整各 自 的叙述策略 ， 控辩双方的叙述表现

为一种博弈
， 这是

一种交流性叙述博弈 ， 各 自都以对方的叙述存在为基础 。

ＰｏｒｔｅｒＡｂｂ ｏｔｔ将此种情况称作叙述竞争 （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 （
Ａｂｂｏ ｔｔ

，

Ｐ． １ ３８
） 或者叙述博弈 ， 其呈现了 不 同经验背景下的不同叙述 。 其次 ， 控辩

双方的这种交流性叙事博弈包含了具有不 同 目 的的交流过程。

一

是针对法官 、

陪审团的叙述交流 ；

一是针对法庭外 （ 如果法律允许庭审公开 ， 或者社会关

注度髙 ） 普通民众的叙述交流 。 对于前者 ， 控辩双方的 目 的是想通过具有个

人经验和 目 的的叙述建构 ，
让法官 、 陪审团获得同样的情感体验 ， 从而做出

有利于 自 己 的判决
；
对于后者 ， 控辩双方想通过各 自的叙述达到影响法庭外

社会舆论的 目的 ， 从而形成舆论压力 ， 获得舆论支持并影响判决 。

其次 ， 交流性表现在医疗领域 。 叙述 ，
作为人类建构经验世界的基本方

式 ， 被证明具有治疗作用 ， 尤其是针对某些精神疾病 ， 叙述表现出独特的治

① 参见 ＭａｎｆｒｅｄＪ ａ
ｈｎ

，
／Ｖａｒ ｒｏｉ ｏＺｏ

ｇｙ
：４仏淡ｔｏｔ

／ｉｅＴｈｅ ｏｒ
ｙｑ ／

＊

 ｙＶａｒｒａ
ｔ
ｉｖｃ

，
ｈｔｔ

ｐ ：／／ｗｗｗ．ｕｎ ｉ
－

ｋｏｅ ｌｎ ．

ｄｅ／
￣

ａｍｅ０２／ｐｐｐｎ． ｈｔｍ ．

９ １



□ 符号与传媒 （
１４

）

疗效果 。 叙述治疗中患者与医生 （或者称治疗师 、 心理咨询师 ） 面对面地交

流 ， 患者讲述 自 己的生活故事 ， 治疗师
“

鼓励来访者 （ 即患者
——

引 者 ） 通

过仔细检视现存的想法的限制 ， 重新建构对于事物的理解和想法
”

。

“

治疗师

的任务是协助来访者更充分地运用 自 己重新建构经验的能力 。

”“

叙事疗法主

张汲取经验不同 的叙说方式 ， 丰厚生命故事 。

”

（ 佩恩 ，
２０ １２

，ＰＰ．１
－

３
） 这

里 ， 有一个关键问题 ， 即叙述在医疗领域主要关注患者在经验建构 中 的问题

并纠正这些问题 ， 重建患者 的精神秩序 ， 达到治疗 目 的 。 为了此 目 的 ， 治疗

师并不 以叙述为核心 ， 而是以问题为核心 ，
对于他们来说 ， 患者叙述的主线

故事并不 比支线故事更有价值 ，

“

他们主张详细地勾勒支线故事 ， 因 为只有

通过支线故事 ， 人们 才能逃离掌控着个人理解和生命的主线故事的影 响
”

，

因为 ，

“

支线故事意味着不 同来访者对于经验的不 同理解
”

（ 佩恩 ，
２０ １ ２

，

Ｐ ． ４
） 。 但是 ， 对于叙述学研究者来说 ， 他们更关注医患之间的叙述交流 ，

以

及各种交流机制对治疗效果产生的影响 。 也就是说 ， 治疗师和叙述学家的关

注点是不 同的 ， 这表现 了叙述转向背景下叙述研究的复杂性 。 这并非是
一

个

个案 ，
而是在叙述转向背景下 ，

不 同领域的叙述研究者在研究 目的上的 巨 大

差异 。 而这种差异 ， 并不是一般叙述框架下叙述学研究最核心的问题 ， 因为 ，

只要始终 以
“

叙述
”

及其普遍特性为研究对象 ，

一

般叙述研究就不会偏离既

定轨道 。

第三 ， 交流性在电子游戏叙述中的表现尤其突出 。 电子游戏作为现代传

媒的产物 ， 其种类繁多 ， 形式各样 ， 具有叙述性的 电子游戏只是其中 的
一

个

种类 。 但就是这
一

种类 ， 改变了传统的叙述
－

接受格局 。 电子游戏叙述形式

更多地表现出叙述的不确定性 ， 同时 ， 电子游戏的叙述方式随着游戏设计者

经验的积累不断变化
，

“

从早期 电子游戏 的人物和情节 的事先设定 ， 到如今

电子游戏已不再是按照事先程序设计好的刻板的人机对话 ，
而是人与人之间

的动态的交流 ， 游戏的故事背景不断丰富 ，
人物更加 多样 ， 规则设置更加复

杂
”

（ 关萍萍 ，

２０ １２
，Ｐ．

１ ６９
） 。 叙述的超文本性在电子游戏叙述中 已经成为

一

种事实 。 玩家可以 自 主选择角色 ，
可以根据角色建构 自 己 的经验 ， 并 以此

为基础 ， 发展叙述并取得不 同的结局 。 也就是说 ， 电子游戏叙述文本是在交

流中生成的 ，
没有交流就没有叙述文本的存在 。 交流性 已经成为 电子游戏叙

述的核心特性 。 同样必须指 出 ， 叙述学家不是游戏设计者 ， 他们的任务并非

是在玩家的交流互动中获取设计灵感 ，
而是研究电子游戏叙述的交流机制 ，

为建构后现代语境下的超文本叙述理论提供经验 。

第四 ， 叙述转 向极大地影响 了 当代 中 国歌曲 的创作 ，

“

近年来 ， 随着当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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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歌曲创作的多元化发展 ， 中 国歌曲 中 ， 被遮蔽的叙述性现在越来越显露 ，

叙述性的各种特征都逐渐凸显 。 这是相 当一部分歌曲 中 的主导成分的变化 。

此变化意义深远 ，
它构成 了中 国歌曲 的

‘

叙述转向
’

， 使中 国歌曲 向
一

个全

新阶段演变
”

（陆正兰 ，
２０ １５

，Ｐ．１ ２０ ） 。 歌曲 的叙述化的另
一

方面是歌曲特

有的交流性 ，

“

歌词永远是
一

种交流性讲述 。 歌词本身就暗含
一

个
‘

我对你

说
’

的交流结构 。 歌词的情感动力正来 自 这种交流的力量 。 这种交流之所以

格外动人 ， 是因为它配合乐音调动 了交流双方的情感 ， 激发出 一种与个体经

验相结合的情境 ，
在

‘

我
’

与
‘

你
’

之间
，
形成双向互动式的情感动力

”

（ 陆正兰 ，

２０ １５
，ＰＰ． ２

－

３
） 。 交流性可 以说是歌词艺术的核心特性 ， 歌词靠

交流获得流传 ， 而流传是歌曲追求的 目标 。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 在
一

般叙述研究的背景下 ， 交流性已 经成为
一

种

核心特性 。 在以往对文学叙述的研究中 ， 交流性并没有得到特别关注 ：

一

是

因为经典叙述学研究聚焦文本内部的形式研究 ，
不允许这种跨作者

一

文本
一

接受者整个流程领域的研究模式存在 ；
二是因为后经典叙述学的理论侵人研

究格局受理论宿主的局限性忽略 。 虽然以叙述的交流图示为 中心 ， 叙述的交

流性暗流涌动
， 但始终没有获得研究主体的地位 。 因此 ， 在一般叙述的研究

框架下 ， 在叙述学第三次研究范式变革的背景 中 ， 交流叙述学作为叙述学的

分支学科理应提上研究 日程 。 笔者已经有另文论述这种构想 。

？

三 、 交流叙述学的研究对象及其对文学叙述研究的挑战

对于文学研究来说 ，
２０ 世纪是一个理论的世纪 ， 文学理论从来没有像 ２０

世纪那样异彩纷呈 ， 流派笋出 。 同 时 ， 各种流派特色鲜明 ， 各有领地 ， 甚至

出现比文学创作活动更加丰富多彩的现象 。 美国著名文艺学理论家艾布拉姆

斯曾经提出文学四要素的著名观点 ， 他认为 ， 文学活动由作品 、 作家 、 世界 、

读者四个要素组成 。 （２００４
，
ＰＰ ．５

－

６
） 根据这四个要素 ， 我们可 以看出 ， 西

方文论的发展以作品为中心 ， 然后和其他任何
一个要素结合就会形成一个理

论流派 ，
而对作品 （ 即文本本身 ） 的研究则形成 了文学形式主义研究非常壮

观的理论链条 ， 从俄国形式主义 、 英美新批评 ， 发展到结构主义叙述学 。
２０

世纪的理论繁荣即滥觞于这种形式主义的研究潮流 。 叙述学作为结构主义理

论最为成功的理论成果 ， 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至今已 经经历了经典 、 后经典阶

段 ， 目前 ， 在叙述转向的背景下正经历第三次研究范式革命 。 对于叙述学的

① 参见王委艳 ： 《交流叙述学的基本理论问题 》 ， 载于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
２０ １４ 年第 １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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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历程 ， 很多人进行了 回顾 、 总结 ， 如戴卫 ？ 赫尔曼 、 莫妮卡 ？ 弗卢德尼

克的 回顾性文章 。
？ 而对于叙述学的研究范式 ， 华莱士

？ 马 丁曾绘制 了 一个

图 ７Ｋ ：

社会背景

历史文化成规

⑤

作者一－— 叙述者叙事￣
＾
￣读者

①

文学


形式分析框架
传统（ 文学 的 、 语言的 、 跨学科 的 ）

叙述学研究范式图

华莱士 ■ 马丁对上图作了如下说明 ：

（ 上图 ）
可 以作为一个粗略的 指南 ， 指 出各种叙事理论 的差异 ，

以及批评家看到 的 东 西 如何取决 于他所运用 的理论 。 早期 法 国 结构

主义者着重于轴① ， 偶 尔也处理 以轴①为 其组 成部分 的 整 个纵轴

（在这种情 况 下 ，
叙事被视为

一种 可被加 以分析 的社会组织 的 记

录 ） 。 社会学者和马 克思主义批评 家讨论轴⑤ 。 三 角 形②是俄 国 形

式主义者在其 中 为叙事研究做 出 重要贡献的领域 。 视点批评为 轴③

所代表 ， 读者反应批评 为轴④所代表 。 （ ２００５ ，ｐｐ ．１ ５
－

１ ６ ）

从华莱士
？ 马丁的 图示与说明 我们可以看出 ， 叙述学发展至今似乎 已经

涵盖 了所有的方向 。 但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一个重要事实 ， 虽然大家都承认

文学活动本质上是
一

种交流活动 ， 是作者
一

文本
一

读者的交流与互动
， 但作

者 、 读者 、 文本与世界这些已经成为常识的文学要素是如何进行交流的 ？ 其

交流机制如何？ 交流的达成需要什么样的社会过程 ？ 文学经验如何完成积累

并获得传承？ 诸如此类的问题到现在也没有得到完满回答 。 同时 ， 似乎文学

研究总是回避作家作为
一

个职业所具有的特性 ，
而冠之以灵魂工程师之类的

漂亮光环 。

“

以文化的视野反观作者的创作 ， 我们发现作者并非是一种纯粹

的个体存在 ， 他受到来 自其身处的文化语境 、 出版商 、 读者等等的多重制约 。

如果我们把作者看成是
一

种职业 ， 把作家看做是
一

种社会身份 ， 那么其创作

① 参见 ＪａｍｅｓＰｈｅｌ ａｎ ，Ｐｅｔｅ ｒ
Ｊ

．Ｒａｂｉｍｗｉｔ ｚ 主编的 《 当代叙事理论指南》 （
申 丹等译 ， 北京 ： 北京

大学出版社 ，
２０〇７ 年 ） 的 第一 、 二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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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就会充满一种 自我身份确证和与外界交流的欲望 。 作家的这种欲望来 自

于一种生存需要 。

”

（ 王委艳 ，
２０ １ １

） 以往研究对文学各要素的人为切分实际

上掩盖 了各要素之间的交流关系 ， 它们之间 的 内在的交流机制 ， 以及这些交

流机制对于各 自文学行为方式 （包括文学组织方式等形式要素 ， 道德 、 意识

形态等 内涵要素 ） 的影响 。 文学过程 ， 只有在这些个体的相互作用下才会发

生 。 文学过程作为一种
“

共同体
”

， 必须依赖这种相互关系才能存在 ，

“

不能

说先有几个个体 ， 后有这个共同体 ， 因为个体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
”

“

必须有
一

个进行中的社会过程 ， 才能有个体
”

（米德 ，

１９９２
，ｐ．１６８ ） 。 揭示

这一过程 ，
探索各要素之间的交流互动关系 ， 有助于从动态 、 发展的角度理

解文学过程经验积累的 内在逻辑 ， 为文学研究绘制被忽略的 中间黏合机制 。

交流叙述学的提出 ， 正是站在叙述学 （符号叙述学 ） 的研究立场 ， 在叙述转

向背景下 ， 补上文学研究缺失的 中间 环节 。 交流性的提出促使我们必须重新

思考文学研究在各种主体割裂状态下提出 的
一系列概念 、 范畴 ， 这无疑对文

学研究提出挑战 。

交流叙述学的研究对象是各种叙述类型中参与者 （作者 、 叙述者 、 受述

者 、 接受者等 ） 以叙事文本为中心相互交流 、 相互影响的方式 ，
即他们之间

的 内在交流机制 。 交流叙述学关注叙事交流中施受双方的经验以及经验如何

影响各 自的交流行为 。 作者 、 读者 （ 接受者 ） 只有在交流 中才能确定各 自身

份
，
而不是先有这些身份才有文学交流过程 。 文学交流过程是这些身份产生

的基础和条件 。 以往的文学研究往往分解这
一交流过程 ，

如研究创作 、 文本 、

接受 ，
似乎这些过程没有多少关系 。 以 明确的身份标签进行割裂式研究 ， 从

文论史上可以清晰画出
一条线路图来 。 这种割裂式研究忽略了文学研究中

一

些非常重要的 内容 ，
也就是说 ， 连接这些文学活动行为主体的东西被分割在

文学研究之外 。 这种各种文学身份之间的交流活动及交流过程对各主体行为

方式的影响 ，
在研究 中被忽略 。 以作者／作品为对象的文学史很难准确传达文

学发展过程中参与各方交流互动 、 交互影响的历程 。 也就是说 ， 文学史缺少

了文学生命律动最核心也最具动态意义 ，
同时对文学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和重

要作用的环节 ： 文学的交流过程 。 描述这
一

过程 ， 建构这
一

过程发展的内在

逻辑 ， 探索这一过程中各交流主体之间的交流互动关系 ， 并从中发现其规律

机制及其文学表征 ， 将对文学研究范式变革产生革命性影响 。 交流叙述学研

究同时也是适应传媒时代文学发展的新趋 向 、 新特征 。 随着 网络文学的兴起 ，

具有交流性 、 互动性的文学活动以及 由此带来的文学研究的新格局将逐步走

向文学研究的 中 心 ，
而且 ， 毫不夸张地说 ， 传媒时代连文学都要重新定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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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号与传雄 （ １４ ）

文学研究更要与时俱进 。

交流叙述学的提出并非空穴来风 ， 而是有大量的前人成果作为铺垫 。 对

此 ， 笔者已经有另文详述？ ， 在此 ， 笔者只想从叙述认知的建构过程来说明

交流叙述学研究的必要性 。 笔者上面 内容引 用赵毅衡关于叙述的底线定义 ，

可以看出 ，

一个叙述文本成立的条件必须包含两个叙述化过程 ， 而这两个叙

述化过程则 由不同主体发起 。 首先
， 必须有一个创作主体按照

一定的文化规

约 、 体裁规约等建构
一个符号文本 ，

但这并不能表明叙述文本的建构 已经完

成
；
其次 ，

必须有另一接受主体将此文本
“

理解为具有时间和意义的向度
”

。

也就是说
，
叙述文本并非是一方说了算 ， 叙述文本的形成必须经历

一

个施受

双方的交流互动过程 。 修辞叙述学曾试图解释这
一

过程 ， 从雅各布森的语言

交际图示到韦恩
？ 布斯的隐含作者 ， 再到査特曼的叙事交流 图示和詹姆斯 ？

费伦的
“

双渠道交流
” ？

， 但解释得并不好 ， 因为 ， 单向 的作者修辞式交流所

追求的修辞效果无法描述由受者 出发的经验反馈过程以及这种双向交流对主

体行为方式的影响 ，
也无法解释经验视野的积累与表征过程 。 事实上 ， 叙述

交流并非单单是
一种文学活动 ， 它还包含人类认知经验的社会化过程 。 认知

科学著名理论家 、 意大利交际心理学著名学者布鲁诺
？ 巴拉认为 ：

“

任何行

为
，
包括语言行为和非语言行为 ， 都界定为交际行为 。 这些行为需要满足两

个条件 ： 第
一

， 行动者通过实施该行为要表达某种交际意向 ； 第二 ， 他的合

作者识别 出这是
一

种交际行为 。

”

（
２０ １ ３

，Ｐ ．１４
） 对照赵毅衡关于叙述的底线

定义 ， 我们可以看出二者在内涵上的
一致性 。 也就是说 ， 交流 ， 是包括叙述

在内 的人类行为建构的基本方式 ， 交流促进了人类各种行为 的社会化过程 ，

而只有经过这
一过程 ， 个体才具有 自我身份 ， 个体的行为才获得意义 。

因此 ， 基于以上论述 ， 笔者有理由相信 ，
建构交流叙述学对于

一般叙述

研究来说是一份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
它不但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叙述学研究既

有成果的合理性 ， 同时 ，
也从交流性这

一视角观照文学研究 。 可以发现 ， 它

已经对现有的研究范式构成挑战 ， 若将割裂式研究下的理论与概念表述放在

各种文学行为主体的交流互动关系 中考察 ，
其合法性会被重新思考 ， 其有效

性也必须重新加 以检验 。

① 参见王委艳 ： 《交流叙述学的基本理论问题》 ， 载于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 ，
２０ １４ 年第 １ 期 。

② 参见詹姆斯 ？ 费伦 ： 《修辞 、 伦理即叙述交流 ： 抑或从故事和话语到作者 、 资源与读者 》 ， 载

于 《外语与外语教学 》 ，
２〇

１
２ 年第 １ 期 ；

又见邓颖玲编 ： 《叙事学研究 ： 理论 、 阐释 、 跨媒介》 （ 北

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２０ １ ３ 年
）

， 第 １ ９
－

３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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