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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基本的人性冲动，它

的历史几乎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叙事”的范围并不

囿于狭隘的小说领域，它的根茎伸向了人类文化、生活的

各个方面：一首童谣、一段历史、一组漫画、一部电影，实

际上都在叙写某个事件；一段对话、一阵独白、一个手势、

一个眼神，实际上都在讲述某些东西⋯⋯在所有文化、所

有社会、所有国家和人类历史的所有时期，都存在着不同

形态的叙事作品。罗兰·巴特说得好：“叙事是与人类历

史本身共同产生的；任何地方都不存在、也从来不曾存在

过没有叙事的民族；所有阶级、所有人类集团，都有自己

的叙事作品，而且这些叙事作品经常为具有不同的、乃至

对立的文化素养的人所共同享受。所以，叙事作品不分高

尚和低劣文学，它超越国度、超越历史、超越文化，犹如生

命那样永存着。”# ! $ % )* ( 可见，“叙事”在时间上具有久远

性，在空间上具有广延性，它与抒情、说理一样，是推动人

类进行文化创造的基本动力，并与抒情、说理一起，成为

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标志。

“叙事”应该包括三个最基本的要素：作为客体的“事

件”、作为主体的 “叙述者”以及联结主客体的行为———

“叙述”。在《事件：叙述与阐释》%《江西社会科学》*++! 年

第 !+ 期 ( 一文中，笔者曾对作为叙事客件的 “事件”作过

分析和阐述，本文拟对叙述这一行为进行探讨。

一、事件的退隐与叙述的突显

在叙事思想发展史上，叙事的三个基本要素在不同

的历史时期分别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重视：在古代，一切叙

事都是以 “事件”为中心的，这时候的叙事可说是事件中

心主义；进入近代，叙事的重心发生了由 “事件”向 “叙述

者”的转移；到了现当代，叙事的焦点则落在 “叙述”这一

行为上。也就是说，古代的叙事注重“写什么”，近代的叙

事注重“谁来写”，现当代的叙事则注重“怎么写”。叙事思

想史上的这一演变趋势，其实与哲学史上的几次转向有

关。为了给叙事思想的发展和衍变提供一个思想背景，我

们先来看看几千年的西方哲学史是如何发展和演变的。

!、哲学的转向

从古希腊起，西方哲学大体上经历了三大转向，即：

古代的本体论转向，近代的认识论转向，现代的语言学转

向。从巴门尼德第一次明确提出“存在”这个哲学范畴，到

亚里士多德第一个明确规定以“存在”作为哲学的研究对

象，哲学在其真正诞生之际，也就完成了本体论转向。这

时，哲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是作为客体的自然世界，人们要

从变动中发现不变，从现象背后找到本质，那时的哲学家

企图让自己跳出这个世界，然后高居云端反观这个作为

整体的世界，企图追求纷繁复杂的万事万物的本源。也就

是说，他们研究的是“存在之为存在”、“世界是什么”、“作

为这个大千世界之本质的存在是什么”这样的本体论问

题。

尽管哲学从开始诞生的时候起就关注本体论问题，

但无论是就思路还是就其结果来看，这种哲学本质上是

理性主义或者逻辑主义的，它们以思维代存在，以“能知”

#摘 要 $在叙事思想发展史上，发生了由注重“事件”向注重“叙述”的转变。本文认为，叙述的过程其实

就是赋予事件以形式的过程，成功的叙述应该是“词”与“事”的完美结合。文章从语言学、美学、哲学、心理学

的角度分别考察了语词是如何被命名，以及事件是如何获得 “形式”的。最后，文章还探讨了叙述与媒介问

题，认为好的叙事作品总是会通过完美的外在形式去“架空媒介”，从而使媒介“消失”在叙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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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词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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