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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恼的叙述者》

内容概要

《苦恼的叙述者》由赵毅衡所著，大部分篇幅，都是讨论叙述形式问题，过于深入到细节之中。为了
醒目起见，我把《苦恼的叙述者》的分析原则在此作简要说明。在全书开头讲这问题，有先人为主之
嫌，实际上，下面的讨论应是全书的结论。建议有兴趣的读者看完全书后不妨再读此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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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恼的叙述者》

作者简介

赵毅衡，著名文学与文化理论家，1978年中国社科院研究生，师从著名诗人学者卞之琳先生，以形式
论为终身研究方向。1988获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博士学位，到英国伦敦大学任教。2005年到四川大学
工作，2008年恢复中国国籍，2009年创建“符号学一传媒学研究所”。在形式分析上卓有创见，英文
与中文著作丰富，得到过多种研究奖。近年主编《符号与传媒》刊物，主持《符号学论坛》网站，集
中力量于符号学与广义叙述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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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恼的叙述者》

书籍目录

引言 一、为什么叙述者会苦恼 二、几个文类学假定 三、分期尝试 上篇中国小说的叙述学发展 第一章
叙述者的地位 第一节叙述格局 第二节叙述干预 第三节叙述可靠性 第二章叙述者与人物 第一节叙述角
度 第二节转述语 第三节叙述分层 第三章叙述时间 第一节时长变形 第二节时序变位 第三节意元与情节
类型 第四章总结 下篇中国小说的文化学研究 第一章中国小说的文化地位 二 三 第二章小说作者在中国
的命运 二 三 第三章中国小说的文化范型 第一节史传范型 第二节说教范型 第三节自我表现范型 第四
章结论与余波 一 二 三 四 五 后记 参考书目Ⅰ中文部分 参考书目Ⅱ英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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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恼的叙述者》

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不管其如何有哲理，这样直接评论在五四小说中还不是很经常见到的。但是，这是由叙述
者的另一个身份，即超叙述中的人物商人妇，说出来的，作为与超叙述者“我”的对谈，因此就不再
有太多的把说教强加于人的味道。 对比一下鲁迅的《幸福的家庭》与许钦文的《理想的伴侣》即可看
出分层方法不同造成的不同效果。鲁迅虽在其小说中加一副标题“拟许钦文”，但二者分层格局不同
。许钦文的小说有一个超叙述结构，“我”的一个朋友来聊天，“我”听他谈他的关于理想女友之幻
想，这幻想就成为主叙述。而在超叙述中，说到这位朋友“有东方朔风”，点明了主叙述的语调是不
可靠的。 在鲁迅的小说中，超叙述结构进一步实体化独立化了：一个作家正在写一篇《幸福的家庭》
，但是他的整日忙忙碌碌的妻子不断拿贫贱家庭的家务事来打扰他，使他写下的遐想成为对超叙述的
反讽性说明。 二者的分层目的都是为了对比现实与幻想，只是许钦文的超叙述流于一般，叙述格局实
体化程度较轻，而且评点人物已说出叙述主体间的关系；而鲁迅小说两个层次之间的冲突互为抵牾就
更具实质。在鲁迅的小说中，分层成为此篇小说反讽性叙述的必要构成。 五四小说中分层效用的更有
意思的方面，是用对抗性分层来平衡感伤情绪。 卢隐的小说《父亲》，写一个年轻人与其继母柏拉图
式的精神恋爱，继母忧郁而死。故事之感伤滥情对五四时小说读者来说已难以忍受。但小说安排了一
个超叙述：开场时“我”与两个兄弟假期无聊，让一个哥哥读小说，引出正文；结尾时这几个少年拿
此哥哥读的故事打趣，尽管“我”“也觉得心里怅怅的”。全书结束于“我们正笑着，又来了一个客
人，这笑话并告了结束”。这个超叙述平衡了主叙述之伤感。 小酩的短篇《妻的故事》，超叙述的反
讽对比更为强烈：“我”是一个青年作家，喜写浪漫艳情故事，妻心中不喜，于是妻子讲了一个她亲
身经历的故事，讲她与一个小和尚的青梅竹马之恋。她的讲述最后被“我”打断了，因为“我”在她
讲述时心情越来越不安，嫉妒得难以忍受。这两个层次的叙述交错进行，互相对比，虚实互生，技巧
已相当娴熟。 今日的评论家可能还会觉得五四作家作品中的分层还是多了一些。五四作家好像也感到
这一点，因此似乎有意在构筑比较不显眼的超叙述。 一个常用的办法是把超叙述移到结尾上，变成类
似后记的附笔。白采的小说《被摈弃者》是一个女人自白经历，首尾不全。小说有个超叙述，却十分
俗气，说是“拾到的稿子”，又说，“伊或者已在上帝那里得救了，圣处女玛丽亚定然证明伊的圣洁
。”幸好这个超叙述放在结尾，如果放在开头，小说就几乎不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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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恼的叙述者》

编辑推荐

《苦恼的叙述者》把文化视作与社会生活相关的一切表意行为的集合。与社会生活相关的表意活动范
围极广，从文学艺术，到风俗习惯，到权力运作，到物质生产，都带有表意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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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恼的叙述者》

精彩短评

1、超级喜欢第二部分，一种贯通了的感觉。
2、这新印本看起来比八十年代本的要舒服多了⋯
3、本书为前作《比较叙述学导论》末章的发展，以独特的“形式_文化论”解析传统小说、晚清小说
至五四小说的转型过程。老赵涉入现代文学研究，视野广阔，结论将革命文学至七十年代的文学史视
作传统城郛郊格局的重建和俗文学中心的确立，颇具启发。对晚清小说的现代性见解，与王德威、严
家炎等人明显相异，对唯名校是从的学术格局有所冲击。不过，本书的论述举例过多，探讨却浅尝辄
止，总差一点什么。
4、哎，符号的殖民主义
5、完完整整的看的第一本纯理论性的书，赵先生的书中例子成堆，便于理解，很有益于我这样一个
初学者入门。
6、第二部分更出彩一点
7、叙述学的理论入门书，完完整整读下来了，例子很多，深入浅出，不错。
8、条理清晰语言平和
9、很多内容在《当说者被说的时候》那本书里就谈到了，而且谈得更加深入。这一本主要的价值在
于下篇，关于中国小说的文化学研究。不过现在我还是看得有点晕，没有《当说者被说的时候》那本
的阅读快感。
10、第一次接触形式论
11、好清晰啊！大师~
12、导师著作~开启了我对于古典小说和近代白话小说的新认识~
13、看得有点费劲⋯⋯不是文学专业的果然还是不行。对我国古典文学几乎毫无了解也没兴趣，只想
看五四以后的文学分析啊⋯
14、即使是在日常生活中 我也常常听到类似于narrator的声音 它究竟是我，还是别的什么？叙述者与
作者的分歧 我与另一个声音的分歧 我的生活不是小说，可是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声音。。以上是废
话 这本书当然是很好的 读来并不深奥，很直白地写出一些困扰学术界的普遍问题并且向深处发掘 赵
教授以前也写诗的吧（关于他和虹影&#62; &#60;），语言挺精炼的，不像我先前的考试指定教材（虽
然也是好书 但是总要讲很多废话 有些意义相同的东西换个说法讲了一遍又一遍），可惜不知道他的
诗集叫什么~ 我去查查~
15、新版出了一整套，装帧精美，我是通过这本书入门的。很多叙述学的概念和框架都是通过这本书
建构的。赵老师不愧是叙述学的大家，我自己受益匪浅
16、能买到新版的，真的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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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恼的叙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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