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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叙事理论”指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的后经典或后现代叙事理论。
最近十多年，国内翻译出版的都是西方学者著于20世纪70至80年代的经典叙事理论，迄今为止，尚未
涉足“新叙事理论”这一范畴。
本译丛旨在帮助填补这一空白。
　　1999年秋美国俄亥俄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新叙事理论的代表作Narratologies，该书主编戴卫·赫
尔曼采用了“叙事学的小规模复兴”这一短语，来描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文学界，尤其是美国文
学界对叙事理论研究兴趣的回归。
但这绝不是简单的回归循环。
而是对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反思、创新和超越。
　　结构主义叙事学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产生于结构主义发展势头强劲的法国，但很快就扩展到了其
他国家，成了一股国际性的文学研究潮流。
与传统小说批评形成对照，结构主义叙事学将注意力从文本的外部转向文本的内部，注重科学性和系
统性，着力探讨叙事作品内部的结构规律和各种要素之间的关联。
众多叙事学家的研究成果深化了对小说的结构形态、运作规律、表达方式或审美特征的认识。
提高了欣赏和评论小说艺术的水平。
诚然，作为以文本为中心的形式主义批评派别，叙事学也有其局限性，尤其是它在不同程度上隔断了
作品与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的关联。
这种狭隘的批评立场无疑是不可取的，但其研究叙事作品的建构规律、形式技巧的模式和方法却大有
值得借鉴之处。
令人遗憾的是，西方批评界往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不少研究小说的西方学者将注意力完全转向了意识形态研究，转向了文本外的
社会历史环境，将作品视为一种政治现象，将文学批评视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他们反对小说的形式研究或审美研究，认为这样的研究是为维护和加强统治意识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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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讨论的小说文本都通过文本中产生出来的叙述声音来涉及有关权威的问题。
在各种情况下，叙述声音都是激烈对抗、冲突与挑战的焦点场所，这种矛盾斗争通过浸透着意识形态
的形式手段得以表现，有时对立冲突得以化解，也是通过同样的形式手段得以实现的。
我在书中探讨的文本都建构了这样一些叙述声音，它们力图通过写作加入总体文学，同时对其加以改
造。
这些叙述者们对男性文坛的权威氛围心存疑惑而避之惟恐不及，也常常对男性一统天下的局面持批判
态度；但是她们都身不由己地受到社会习俗和文本常规的推动，不断复制出她们本欲加以改造重构的
结构来。
这样的叙述者常常对自己赞同的权威提出质疑，或者对她们质疑的权威表示赞同。
也就是说，这些叙述者在致力于创造权威的虚构话语的同时也就展示了西方小说已经建构成形的虚构
的权威。
而巨，展示虚构的过程最终导致权威的再次确立。
其中有些文本在主题意义层次上显示了这样的困境，建构了虚构的权威，亦可说建构了有关权威的虚
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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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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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智与节制：简·奥斯丁的“间接法”第五章 格言女性：乔治·艾略特和现实主义原则第六章 缺席
的虚构：女性主义、现代主义、弗吉尼亚、吴尔夫第七章 无又言说的声音：托尼·莫里森的后现代叙
事权威第二部分 个人叙述声音第八章 为大众而死：《亨利夫人》的自我缄默第九章 浪漫之声：男主
人公的文本第十章 简·爱的遗产：单一性的权力和危险第十一章 美国黑人作家个人化声音：“她最
大的缺憾”第三部分 集体型叙述声音第十二章 团结与静寂：《千年圣殿》与《女人之冤》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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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建构叙述声音的女性主义理论　　为什么如此看重与声音的联系？
　　——海伦娜·西克塞丝：《墨杜莎的笑声》　　Helene Cixous，“The Laugh of the Medusa”　　
对于当代女性主义者，没有任何哪个词比“声音”这个术语更令人觉得如雷贯耳的了。
这个词出现在历史、哲学、社会学、文学和心理学中，贯通不同学科和理论的不同观念。
许多书的标题宣称发出了“另外一种声音”和“不同的声音”，或者重新喊出了女性诗人和先驱者“
失落的声音”；古今的虚构人物，现实中杰出的或默默无闻的女性都在齐声呐喊，令人肃然起敬。
①其他一直默不作声的社会群体——比如有色人群，挺身反抗殖民统治的群体，男女同性恋者，也开
始通过写作或谈论的方式表达出“应该发出声音”的紧迫性。
尽管有人对“声音”这一说法提出尖锐的质疑，认为这不过是人文主义的虚妄之说，但是对于那些一
直被压抑而寂然无声的群体和个人来说，这个术语已经成为身份和权力的代称。
正如露丝·伊里盖蕾（Luce Irigarav）所言，有了声音（voix）便有路（voie）可走。
②　　在叙事诗学（即“叙事学”）里，“声音”这一术语的意义虽然更狭窄一些，却同样至关重要
。
它指叙事中的讲述者（teller），以区别于叙事中的作者和非叙述性人物。
虽然许多批评家承认，用“声音”和“讲述者”来指代某种形成文字的东西是极不准确的，但这些词
却久用不衰，甚至在结构主义话语中亦复如此：热拉尔·热奈特（Gerard Genette）就曾说过：“就是
在那些最不起眼的叙事中，也有人对我说话，向我讲述故事，邀请我聆听他讲的故事。
”③叙事载负着社会关系，因此它的含义远远不止那些讲故事应遵守的条条框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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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总序　　“新叙事理论”指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的后经典或后现代叙事理论。
最近十多年，国内翻译出版的都是西方学者著于20世纪70至80年代的经典叙事理论，迄今为止，尚未
涉足“新叙事理论”这一范畴。
本译丛旨在帮助填补这一空白。
　　1999年秋美国俄亥俄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新叙事理论的代表作Narratologies，该书主编戴卫·赫
尔曼采用了“叙事学的小规模复兴”这一短语，来描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文学界，尤其是美国文
学界对叙事理论研究兴趣的回归。
但这绝不是简单的回归循环，而是对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反思、创新和超越。
　　结构主义叙事学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产生于结构主义发展势头强劲的法国，但很快就扩展到了其
他国家，成了股国际性的文学研究潮流。
与传统小说批评形成对照，结构主义叙事学将注意力从文本的外部转向文本的内部，注重科学性和系
统性，着力探讨叙事作品内部的结构规律和各种要素之间的关联。
众多叙事学家的研究成果深化了对小说的结构形态、运作规律、表达方式或审美特征的认识，提高了
欣赏和评论小说艺术的水平。
诚然，作为以文本为中心的形式主义批评派别，叙事学也有其局限性，尤其是它在不同程度上隔断了
作品与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的关联。
这种狭隘的批评立场无疑是不可取的，但其研究叙事作品的建构规律、形式技巧的模式和方法却大有
值得借鉴之处。
令人遗憾的是，西方批评界往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不少研究小说的西方学者将注意力完全转向了意识形态研究，转向了文本外的
社会历史环境，将作品视为一种政治现象，将文学批评视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他　　们反对小说的形式研究或审美研究，认为这样的研究是为维护和加强统治意识服务的。
在这种“激进”的氛围下，叙事学研究受到了强烈的)中击。
　　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了一味进行政治批评和文化批评的局限性，这种完全忽略作品
艺术规律和特征的做法必将给文学研究带来灾难性后果。
他们开始再度重视对叙事形式和结构的研究，认为小说的形式审美研究和小说与社会历史环境之关系
的研究不应当互相排斥，而应当互为补充，从而出现了对叙事理论研究兴趣的回归。
近年来叙事理论研究的复兴，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一，目前叙事学家们在分析文本时，一般较为注重
读者和社会历史语境的作　　用。
其二，重新审视或者解构经典叙事学的一些理论概念，例如“故事与话语的区分”、“叙事性”、“
叙事者的不可靠性”、“隐含作者”、“受述者”等等。
其三，注重叙事学的跨学科研究，越来越多的叙事理论家有意识地从其他派别吸取有益的理论概念、
批评视角和分析模式，以求扩展研究范畴。
克服自身的局限性。
　　西方叙事理论的“盛一衰一盛”发展史从一个侧面表明，尽管西方每一个时期几乎都有一个占据
主导地位的理论流派，但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你方唱罢我登台”的替代史。
当今，西方的文学批评理论呈现出一种多元共存的势态。
其实，任何一种理论和批评模式都有其合理性和局限性，尤其在关注面上，都有其重点和盲点，各个
批评理论派别之间往往呈现一种互为补充的关系。
美国的《文体》杂志第34卷第2期(2000年夏季刊)发表了以“叙事概念”为主题的专刊，布赖恩·理查
森为该专刊撰写了导论，该文最后的结论是：“叙事理论正在达到一个更为重要、更为复杂和更为全
面的层次。
由于后结构主义已经开始消退，而一个新的(至少是不同的)批评范式正在努力占据前台，叙事理论很
可能会在文学批评研究中处于越来越中心的地位。
”但在我们看来，取代并非理想，是否占据中心也并非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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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的发展呼唤宽容开放和多元互补。
希望在新的世纪里。
叙事理论在文学研究的百花园里，会更加茁壮地成长，更加绚丽地开放。
　　中国的文学研究界在经历了多年政治批评之后，改革开放以来。
欢迎客观性和科学性，重视形式审美研究，为新批评、文体学、叙事学等各种形式批评学派提供了理
想的发展土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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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叙事理论”指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的后经典或后现代叙事理论，是对结构主义叙事学
的反思、创新和超越。
最近十多年，国内翻译出版的都是西方学者著于20世纪70至80年代的经典叙事理论，迄今为止，尚未
涉足“新叙事理论”这一范畴。
该译丛旨在帮助填补这一空白。
首批五本译著集新叙事理论之精华，代表了其不同研究派别，视角新颖、富有深度，很有特色。
这套译丛是对我国引进的西方经典叙事理论重要补充和发展，为拓展思路、深化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参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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