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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文学与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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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成都 l6 0(j 64

【摘 要】通过分析不同时期东西方最具代表性的时间观
,

进而探讨时间观对叙述文学的发

展所产生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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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要在时间的原则下进行
,

但时间意识并不

是随着叙事文学的诞生而一同进人创作的
,

在早期

的文学样式中并没有时间的概念
。

如寓言
、

神话传说

中都没有明晰的时间意识
,

故事发生的具体时间并

不清楚
。

巴赫金对古希腊故事作过深人研究后得出

的结论是
: “

在整个希腊小说的时间里
,

包括涉及到

的所有国家
、

城市
、

建筑
、

艺术品在内
,

完全没有任何

的历史时间的标记
,

没有任何时代的印记
” 〔,王。 时间

意识作为叙事文学的基础
,

与叙事文学有着密切的

关系
。

本文选取几种最具代表性时间意识类型
,

并分

析其对叙事文学所产生的影响
。

“

过去时
”

在传统的文化观念中占有重要 的地

位
。

传统叙事文学的意义是建立在
“

过去时
”

的基础

之上
,

从而形成了一种注重过去意义的叙事时间类

型
。

其原因在于
,

神话传说等传统叙事文学讲述的是

具有超乎人类天赋的神或鬼怪的故事
,

或者是民族

的古代英雄
、

祖先的创业故事
。

而这些事不可能发生

于现实之中
,

刚刚脱离原始社会的古人便把这种美

好的幻想寄托于过去
,

来坚定战胜恶劣生存环境的

信心
。

在中西方文学史上
,

有三种观点在对过去意义

的探询方面颇具代表性
。

在中国
,

以司马迁的观点最

有特色
。

他强调叙事文学是对过去的记录
,

是对历史

规律的总结
,

要求后人以史为鉴
, “

居今之世
,

志古之

道
,

所以自镜也… … 观所以得尊宠及所以废辱
,

亦当

世得失之林也
”

(《史记 ?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 )
,

通过

文学来张扬人生意义的审美功能
。

另一方面
,

他热衷

于塑造历史人物
,

揭示他们的人生意义
, “

人固有一

死
,

有重于泰山
,

或轻于鸿毛
”

(《史记 ? 报任少卿

书》 )
,

张扬仁人志士的人格魅力
,

要求后人取法前

人
。

因此
,

在司马迁看来
,

文学要关注人生的价值
,

文

学的 目的是挖掘和塑造先烈们的高尚人格
,

并使之

长存
,

让后人明白怎样活着才会使空虚短暂的肉身

获得永恒的价值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叙事文学讲故事

就不仅仅是讲过去的事
,

也不仅仅是传授过去之维

中包容的真理和必然性
,

而且关乎人生价值和意义

的传承
,

是
“

经国之大业
,

不朽之盛事
” 。

在西方
,

以柏拉图
“

诗言回忆
”

论为代表
。

在他看

来
,

人出生之前本就具备了
“

美本身
”

的知识
,

然而灵

魂降人尘世之后将其遗忘
,

陷于
“

迷狂
”

状态的诗人

因为
“

由神凭附着
” ,

而能够再现过去的
、

久已消逝的

天国神界的理念
。

他认为
,

正是由于某些文学叙事活

动带有真理性
,

帮助人们认识亘古不变的
“

理式
” ,

它

们才有存在的必然性
。

他把叙事文学的积极意义和

价值归结为过去的回忆
。

此外
,

亚里士多德相信
,

过

去必然发生的事情
,

未来也必然发生
。

文学可以让过

去告诉未来
,

以神话
、

传说故事为题材的悲剧因此而

具有了宝贵的意义和价值
。

由此可见
,

无论哪种观点都认定过去包含着真

理性的知识
,

具有值得传承的人生价值
,

是文学活动

的信心之所在
。

它们把揭示故事背后的意义当作核

心任务
,

而故事的起承转合都围绕着意义这一核心

而展开
。

故事以过去时为基础
,

过去时指向真理和价

值
,

时间总是由过去延续到现在和未来
。

叙事的目的

就是要让过去告诉未来
。

这便是传统叙事活动中表

现出来的时间向度上的
“

深度模式
”

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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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在近代文学的描写与展示描述中
,

仿佛是

一条清晰的直线
,

沿着这条直线的一头我们可以返

回到过去
,

也可以把目光投向处于另一端的遥远未

来
。

这种线形时间观体现出一种历史时间
,

它是永远

流逝的
,

也是不断地 向前突进
,

或许惊人相似的一幕

常有发生
,

但整个发展方向是不变的
,

不可逆的
。

这种线性时间观对近代叙事文学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
,

特别是 19 世纪以巴尔扎克为代表的现实主义

文学
。

在产生于近代的各类叙述作品中
,

经常出现这

样一种叙述结构
: 围绕某一主要事件

,

一般按照自然

时间序列作直线叙述
,

文本中总是有一个贯穿的始

终的完整的故事情节
,

呈出一种有序的直线形格局
。

但这并不意味着作家一定要固守这种时间观来编排

故事情节
,

有时为了形成叙事的变化或吸引读者
,

可

以在这种直线的叙事框架内安排一些倒叙
、

插叙
、

补

叙
。

在西方
,

首先反映出这种转变的是 (十日谈》
。

这

部西方长篇小说的奠基之作把叙述的着眼点放在了

现在
,

描写现世生活
,

将现实人生的悲喜剧带人了文

学创作的视野
,

大胆地肯定了人生的意义
,

无情地嘲

弄那些痴痴等待天国拯救的人们
,

从而打破了中世

纪文学对来世生活的描写
,

否定了对禁欲主义的宣

扬
。

而随着现实主义小说的兴起
,

出现了第一人称叙

事
、

回忆录
、

书信体
、

日记体等形式的
“

私人叙事
” ,

它

们共同为 18 世纪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繁荣作好了准

备
。

与此相似的变化也发生在中国社会
,

讲述个人当

下生活的市民文学蓬勃兴起
,

获得了作家的重视
,

也

受到了读者的青睐
。

清末出现的四大谴责小说更是

将笔锋直至中国的现实社会
,

针贬时弊
,

抨击黑暗腐

朽的官场
。

进人现代社会
,

最大的变化是
“

心理时间
”

的崛

起
。 “

心理时间
”

指心理活动时间
,

相对于哲学中所说

的
“

客观时间
” 。

它起源于美国心理学家威廉
·

詹姆斯

对人意识的研究
,

在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精

神分析学和法国哲学家亨利
·

柏格森的
“

直觉
”

理论

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
。

詹姆斯首先提出了意识流

理论
, “

意识并不表现为零零碎碎的片断
。

… … 用
`

河
’

或者
`

流
’

的比喻描述它是最 自然不过了
。

此后

再谈到它的时候
,

我们就称它为思维流
、

意识流或者

主观生活之流吧
” 闭

。

而弗洛伊德则把文学看作是
“

幻想
”

的表现
,

通过幻想将过去
、

现在和未来就联系

在了一起
。

柏格森进一步明确提出了
“

心理时间
” ,

把
“

直觉
”

看成是
“

真正的时间
” ,

唯一的
“

实在
” 。 “

心理

时间
”

的发现和意识流理论的应用为现代作家在作

品创作和思想表达方面
,

特别是在情节安排
、

结构布

局和叙述方法等方面打破叙事文学的传统模式提供

了理论上的支持和操作上的可能性
。

在心理时间被接受认同之时
,

一场前所未有的

叙事变革也在酝酿之中
。

新兴的现代主义小说打破

了传统小说的结构模式
,

不再遵循客观的时间顺序

和空间格局
。

过去
、

现在
、

将来随意交错
,

将客观的

时间规律在人心理上进行重新组合
。

并以最大 自由

空间加以选择和运用
,

现实
、

回忆
、

梦境
、

幻觉
、

想象

等胶着在一起
。

这使得故事情节似有若无
,

结构变化

突兀
,

层次繁多
。

伍尔芙的《往事素描》
、

卡彭铁尔的

《回归种子》
、

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 》都堪称经

典之作
。

从小说流派上来看
,

最明显的是意识流小

说
。

因为意识流小说的特征之一就是通过无逻辑性

的意识流程达到在小说中摆脱时间控制的 目的
,

尽

管摆脱的只是客观时间与自然时序
。

作者不再遵循

时间的客观规律
,

而是以心理时间
、

意识流动来结构

小说
。

所以我们看到
: 《尤利西斯》中的物理时间只有

十九个小时
,

却能构筑人类在现代社会背景下的整

个心灵史
。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同样也体现了这样一

种发展趋势
。

鲁迅的《狂人 日记 》以
`

旧 记体
”

强调了

时间的现在状态
,

但《狂人 日记 》的时间状态并不是

现在的
。

文本中
“

现在
”

往往要情不 自禁地滑向
“

过

去
” ,

现在与过去交织在一起
。

与此同时
,

心理时间的

崛起在让作者放开手脚的同时
,

也带来了各种时态

的混杂
。

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 》中
,

时间由两个圆

环构成
,

前九章是一个圆环
,

后十一章是第二个圆

环
,

呈现出一个 由现在到将来
,

再到过去
,

同时又不

断讲述现在的螺旋轮回状
。

每个情节都是现在时
,

不

同的情节块意味着不同的现在
。

而现在又是相对的
,

因为没有固定的时间参照点
, “

现在
”

也变得犹疑不

定
。

时至今 日
,

现代社会生活和现代文化的一个基

本特征是对现在时的关心
,

时间的维度几乎被取消
,

一切都是即时性的
。

许多今叙事文本都沉醉于记录

正在进行中的事件
、

甚至于生活现在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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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
,

时间意识作为叙事文学的基础
,

不同时代

有不同的时间意识类型
,

不同类型的时间意识进而

又影响叙事文学的面貌
。

了解和掌握时间与叙事两

者之间的关系是我们打破既定的叙事模式
,

开创全

新叙述方式的有效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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