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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威廉 ·福克纳在叙事艺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表现 。其一

是尝试把两种以上的叙事角结合起来使用 ,并且采用多重的 、复合的叙事来开发各种叙事角最

大的叙事潜能 ,发挥其最大表现力;其二是注重运用儿童视角和痴傻人视角来获得特别的叙事

效果 ,更进一步逼近真实。他的创新提升了各种叙事技巧的表现力 ,从而更真实地反映了现

实 ,深化了作品的主题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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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现代主义小说大师威廉·福克纳是一位广受赞誉的小说家 ,其叙事艺术一直是批评家们关注

的焦点之一。弗雷德里克 ·卡尔曾说:“除开多斯 ·帕索斯 ,他是唯一一个认识到小说叙事的变化将永

远改变严肃作家创作小说 、严肃读者阅读小说的方式的美国小说家 。” [ 1 ](第 582 页)康拉德 ·艾肯则称

福克纳是“一个形式的天才 ,一个发明的天才 ,”并断言:“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 ,使福克纳高于同侪的

是他对于小说形式的专注” 。[ 2](第 16页)目前 ,国内关于福克纳叙事艺术的研究成果已经不少:童真分

析了福克纳对意识流 、现实主义 、象征隐喻等手法的运用[ 3 ]
(第 32-36 页), 黎明从复调结构 、神话结构 、时

间结构 、对位结构等方面论述了福克纳小说的结构艺术[ 4 ]
(第 133-137 页),周文斑讨论了福克纳小说的意

念结构 、时空结构 、意识结构三种结构方式[ 5 ]
(第 119-122页)。有的文章探讨了福克纳的叙事问题 ,如肖

明翰的《福克纳主要写作手法的探讨》 ,仝志敏 、杨大亮的《试析福克纳意识流小说的叙事风格》 ,张丽的

《论福克纳小说的反复叙事手法》 ,李庆华的《论福克纳小说的叙事形式》 ,潘瑶婷的《威廉·福克纳的叙

事风格》 。但是 ,关于多角度叙述 ,肖明翰只提及了福克纳的并置手法 ,仝志敏 ,杨大亮只谈视角而不理

会人称 ,张丽重点讨论的是福克纳反复叙事手法的功能和效果 ,李庆华和潘瑶婷只是粗略涉及了福克纳

的多角度叙事 ,没有具体的分析。迄今为止 ,从叙事角度系统 、详细研究福克纳创作的文章尚未出现 ,而

福克纳在叙事角度上的实验与成功是评价其艺术成就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 。本文将就福克纳如何运用

多种叙事角展开专门研究 。

现代小说注重叙述本身 ,而相对降低对所述内容的重视 。人们认识到“由谁来叙述故事以及故事怎

样被叙述 ,效果是很不同的。同样一个故事从不同的叙事角度或者用不同的语气来讲述会全面影响我

们的阅读感受”
[ 6]
(第 84 页)。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西方正是文学艺术上致力于探索新奇别致的形式技

巧和表现手法的现代主义文学大行其道的时代 ,此时进入文学创作的福克纳自然受到那个时代风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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熏染 ,创作的注意力投向了叙事角度的革新性实验 ,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表现 。

一 、多种叙事角度的实验

叙事角是小说家叙事的视点。皮克林把叙事角分成四种:第三人称全知叙事角 、第三人称限制叙事

角 、第一人称叙事角和戏剧/客观叙事角 。这四种传统叙事角度中 ,福克纳叙事角度的实验主要表现在

两个方面:第一 ,尝试把两种以上的叙事角结合起来使用 ,例如把第三人称限制叙事与全知叙事结合起

来 ,把第一人称叙事与第三人称限制叙事结合起来。第二 ,注意开发各种叙事角最大的叙事潜能 ,尝试

在规则的范围内尽可能发挥一种叙事角最大的表现力 ,采用多重的 、复合的叙事策略 。

福克纳一方面坚守第一人称叙事是限制叙事的原则 ,另一方面要尽可能突破第一人称叙事的个人

主观性和狭隘性 ,创造性地使用了多重第一人称视角。在《喧哗与骚动》中 ,为了讲述康普森一家衰落的

故事 ,尤其是塑造凯蒂这个中心人物 ,福克纳让康普森家的三个儿子班吉 、昆丁和杰生各自从自己的角

度出发以内心独白的方式叙说当前的事情 ,并以此为起点 ,通过自由联想而“闪回”到几天 、几周 、几个

月 ,甚至好多年以前的事情上 。从他们各自的叙说中 ,读者了解到了康普森一家人的生活片段以及这家

人对彼此的看法 ,尤其是三兄弟对小说中那个非常重要而又从未出场的人物凯蒂的看法。读者从任意

一个人物的视角所了解到的情况都是零散的 、片段的 ,但是把各个人物所提供的信息综合起来就得到了

关于康普森一家人生活境况较为完整的印象 。例如 ,在杰生的眼里凯蒂是堕落而可恶的 ,在昆丁的眼里

凯蒂虽然失贞 ,但是可爱 、可怜 ,在班吉的印象里凯蒂则是善良 、热情 、无私 、天使般的 ,但是读者获得的

印象却不同于三兄弟之间任何一个人的印象 。同时 ,由于三兄弟的叙事涉及的不仅是他们家生活的不

同侧面 ,而且是其不同的阶段 ,而这几个阶段连接起来又构成一个先后有序的时间链条 ,因而读者对于

康普森家族的了解不仅是共时的 ,也是历时的 。此外 ,由于三兄弟关于凯蒂的叙述是以第一人称叙事角

进行的 ,他们关于凯蒂的印象 、情感 、态度就带上了强烈的个人主观色彩 ,从而使读者不仅看到了凯蒂不

同的侧面 ,也从他们对凯蒂的印象 、情感 、态度上认识到他们的个性和偏向 ,凯蒂因而反过来成了一面反

映他们面目的镜子。这种多重第一人称视角既保持了传统第一人称视角叙事的真切感 、亲切感和主观

印象的色彩 ,又突破了纯粹第一人称在视域上的限制而达到了第三人称全知叙事那种客观 、公允 、全景

式的观照 ,实现了第一人称叙事效能的最大化 。

福克纳似乎并不满足于中只有三个叙述者的这种多重第一人称叙事。在随后的《我弥留之际》中他

尝试让更多的人来参与叙事。在这部由 59段内心独白的片段所构成的小说中 ,叙事者多达 13人 ,其中

8个叙述者是本德仑家庭之外的人。在这些片段中 ,我们看到母亲艾迪在不同的孩子们心中的不同形

象 ,也了解到孩子们对于为她长途送葬所抱有的不同动机和态度 。我们不仅从家庭内部了解这一家人 ,

也从家庭外部的其他叙述者那里认识这一家人。例如 ,从孩子们的叙述里 ,我们可以看到父亲的自私和

母亲的冷淡 ,意识到送葬行为的庄严和送葬过程的艰难 。但是 ,从其他人的叙述里我们认识到作为父亲

的安斯·本德仑的失职和作为丈夫的安斯·本德仑的守信 ,作为母亲的艾迪对家庭的恪尽职守 ,以及这

次长途送葬行为的荒唐愚昧。众多的叙述者从不同视角的讲述表达了不同的情感和价值判断 ,为读者

对叙述对象进行欣赏与评判提供了全面 、均衡 、充足的前提。然而 ,众多叙事人参与叙述的问题也是明

显的 ,众声喧哗 ,头绪过多 ,平面铺展过开而纵深挖掘不足 ,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远不如《喧哗与骚动》那

样给人明晰深刻的印象。

福克纳在《小镇》中继续实验第一人称多角度叙事 ,但是他又回到三个叙述者这种模式上来 。在这

部小说中 ,三个人物轮流评说弗莱姆·斯诺普斯 ,并讲述和解释斯诺普斯主义在杰弗逊镇上不可遏制的

经济和政治崛起 ,以及这个过程对于当地人的生活所产生的影响 。他们各自的视点不同 ,立场迥异 。作

为第一个 ,也是最主要的讲述者 ,查尔斯 ·马利森所讲述的故事主要是他成长过程中听人讲的 ,尤其是

他的叔叔盖文·斯蒂文斯转述给他的民间传言 、道听途说以及市民们的添油加醋的议论 ,因此他的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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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的是大众意见。第二个讲述者盖文 ·斯蒂文斯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一个南方骑士传统的捍

卫者 。因此他对弗莱姆·斯诺普斯的否定性叙说是从传统道德的角度出发的 ,代表着南方社会中知识

分子的一种价值理想 。第三个讲述者缝纫机推销员 V.K 拉特利夫是一个见多识广 、善于观察的人 ,他

对斯诺普斯的行径不以为然 ,谈起斯诺普斯来 ,口吻是嘲讽 、幽默的 ,但态度却客观 、公允 ,显示出传统社

会中村中长老的那种洞察力和阅人阅事的民众智慧。这三个讲述者不仅从不同的角度讲述故事 ,而且

有一个互动 ,彼此批评 、纠正 ,同时也自我纠正 。同样是三个讲述者讲述同一个故事 ,《小镇》中的叙事模

式与《喧哗与骚动》有所不同。前者是外在叙事 ,人物坐在一起谈天 ,彼此有交流 ,所讲的内容和表达的

观点不仅互相补充 ,也互相矛盾 ,因此人物价值观的冲突更加突出。后者是内在讲述 ,是人物各自的内

心独白 ,但是讲述的内容却互相补充。这样 ,福克纳虽然回到了只有三个叙述者的多重第一人称叙事这

种方法上 ,但并不是简单重复 ,而是有所创新 ,是一种盘旋式上升的回复。

在第三人称限制叙事上 ,福克纳也尝试了多视角复合叙事手法 。《押沙龙 ,押沙龙 !》是这种叙事实

验的一个典型。在这部作品中 ,作者分别从怨女洛莎·柯德菲尔德小姐的角度 、康普森先生的角度和大

学生昆丁的角度讲述了萨特潘“王朝”的兴衰史。这三个讲述者在不同的地点各讲各的故事 ,三个叙述

者的联系是昆丁作为头两个讲述者的听众 ,而自己充当第三个讲述者 ,每一个讲述者都只是讲述萨特潘

故事的一些片段 ,读者每读完一个叙述者的故事对于萨特潘的故事就多了一点了解 ,但是 ,一直要等到

读完全部三个人的叙述并且对这些片断进行时空的组合 ,进行一番想象和推理 ,读者才能对萨特潘的故

事有一个整体的了解 。整部小说就是事实与想象 、观察与阐释的混合 ,使人真假莫辨。同时 ,三人对于

萨特潘的态度又大不相同 。洛莎小姐仇恨萨特潘 ,视之为魔鬼;康普森先生对萨特潘有几分理解 、几分

佩服 、几分疑惑;而昆丁对萨特潘更多的是好奇和惊叹 。不同的叙述角度以及叙述者的不同态度使萨特

潘这个人物具有了更多的矛盾性和吸引力。由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到 ,无论是第一人称叙事 ,还是第三人

称叙事 ,福克纳都能恰当地运用多角度叙事使小说中的事件不再沿着简单的直线方向发展 ,而是曲折跳

脱 ,围绕中心事件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和讲述 。这样 ,同一事件随着每一个新角度的出现而被揭示出新

的深度 ,被赋予新的意义 。而每一次叙事视角的转换对作为读者的接受主体来说 ,都会产生一次主观情

绪和接受距离的运动 ,获得不同的心灵体验 ,从而提高了艺术作品的表现力 。

二 、儿童视角和痴傻人视角的运用

福克纳在叙事实验上的另一个特点是注重运用儿童视角和痴傻人视角来获得一种特别的叙事效

果。儿童视角和痴傻人视角不是一种人称视角 ,而是一种身分视角 。作品若从成年人的角度出发进行

叙事我们可以称之为成人视角;若从妇女的角度叙事我们可以称之为女性视角;若从家族内部成员的角

度出发进行关于这个家族的叙事我们可以称之为亲缘视角 。因此 ,相对于以人称划分叙事角而言 ,以人

物身分划分叙事角就显得科学性较少而随意性较大。为了避免分类上的混淆 ,在此将儿童视角和痴傻

人视角单独提出 ,加以讨论 ,以别于上文讨论的以人称划分的叙事角 。

儿童视角 ,即指在小说中借助于儿童的眼光或口吻来讲述故事 ,用儿童的态度 、思维方式和价值取

向来组织情节 ,来表现儿童所能感知的那部分现实生活景观 。小说通常设置一个第一人称儿童叙事者 ,

小说的一切都严格地依据儿童人物的知识 、情感和知觉来表现。由于儿童不是像成人那样借助理性 、科

学 、逻辑去观察 、分析和认识世界 ,而是用自己的感觉 、直觉和想象来把握这个世界 ,又由于儿童所受到

世俗习见的影响和支配相对较少 ,因而他们的眼睛就像是一个过滤镜 ,将理性 、逻辑 、社会习俗等等外在

的东西大都滤去 ,因此经由他们的眼睛呈现出来的社会面貌就带着较为丰厚的原生态 ,比成人视角下的

世界就显得更真实。同时 ,由于儿童有着率真 、无邪的天性 ,常能见出成人无法洞见 、无法感知的“盲

点” ,儿童视角就成了作家透视与批判成人世界的一个有效工具 。

福克纳的短篇小说《那样很好》以 7岁的小男孩乔治为第一人称叙述者 ,讲述他与叔叔罗德利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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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乔治经常为罗德利办事 ,而他每为罗德利做一件事 ,都会得到几角钱的酬劳 。一天晚上 ,罗德利要

乔治为他带路去塔克家 ,允诺事后给他五美元的报酬 。罗德利计划这次带塔克太太和她的珠宝一同逃

走 ,但却中了塔克先生的埋伏给打死了 。故事中小乔治并不明白叔叔的为人 ,通过他的叙述读者却看出

原来罗德利是个借钱不还 ,轻诺寡信 ,专以勾引良家妇女骗取她们钱财的小人。而同时 ,读者也看到在

金钱的腐蚀下 ,一个才几岁的小男孩如何变得十分功利 、贪婪 ,毫无是非感 。儿童视角的叙事方式 ,使人

物显得毫无遮掩的真切。《夕阳》中的叙述者是 9岁的昆丁 。他家的临时厨师南茜因为与白人斯托瓦尔

先生有染并且怀上了他的孩子而担心丈夫会趁黑夜回家杀她 ,所以下工后不敢回家 ,而康普森夫人坚持

要她回去 ,南茜实在害怕 ,就哄着康普森家的几个孩子陪她一块儿回去 。到了她家后 ,又希望把他们留

住给她做伴 ,但是康普森先生却坚持把孩子们领回去。故事中的三个孩子:9岁的昆丁 、7岁的凯蒂和 5

岁的杰生 ,对于南茜的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事 ,她到底害怕什么 ,为什么害怕等不明了 ,也不理解 ,却以孩

子们的敏感深切感觉到了南茜巨大的恐惧。这样 ,南茜的恐惧就通过孩子们的感觉传达给了读者 。同

时 ,通过孩子们与他们父母面对南茜的苦境的不同表现 ,也揭露了成年白人对于黑人的苦难和痛苦那种

习以为常的漠不关心 。在他们眼里 ,黑人只是供他们役使的工具 ,至于他们的喜怒哀乐那是完全不值得

去关心的 。《我的祖母米勒德与贝德福德将军的故事》中的叙述者白亚德 ·萨托利斯虽是成人 ,在回忆

祖母与敌人周旋的故事时 ,所取视角仍然是儿童的。在这种儿童视角里 ,祖母成了智慧和力量的化身 ,

她威严可敬 ,形象高大 ,而战争则失去了其严酷的一面 ,显得更浪漫 、更富英雄色彩。但它同时记录了孩

子眼中的生活原状 ,使读者能够自己根据事实去判断 ,从而看出祖母在办理某些事情上的可笑 ,例如叫

人把装宝的箱子搬来搬去 ,四处藏匿而终于不免被北军发现 ,体会到表姐梅丽桑哒与南军军官菲利浦·

巴克豪斯婚姻的喜剧性等等。《晨赛》从一个 12岁的男孩的视角出发讲述一次打猎的经历:他跟随欧内

斯特先生花了一整天时间追逐一头大公鹿 ,然而当他们终于追上公鹿时 ,欧内斯特先生却连放了三声空

枪让公鹿安然离去。通过孩子那充满好奇的眼睛 ,我们看到原始大森林是多么新鲜 、神秘 、美好 、富有情

感。而欧内斯特先生让公鹿从枪口下逃生这一举动也使男孩体会到他们对公鹿的追逐行为不再是一场

杀戮而是一场比赛 ,不是一场搏斗而是一场游戏。这里 ,公鹿成了大自然的化身 ,人们对公鹿的态度昭

示了他们对于大自然的态度。通过小男孩的感悟 ,读者认识到人要爱护自然 ,敬畏自然 ,只有本着这样

的精神 ,人与自然才能和谐相处。

福克纳还尝试了痴傻人视角叙事。相对于儿童 ,痴傻人对于周围世界的理解力更低 、判断力更弱 ,

正常人在他们的面前的言行更少顾忌 ,因而他们的眼睛更能真实地 、不加掩饰地记录正常人世界所发生

的事情。逻辑上 ,以痴傻人为叙事者的痴傻人视角叙事就比儿童视角叙事更进一步地逼近了真实 。福

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中的班吉是一个典型的傻瓜 。他虽已 33岁 ,但智力却只相当于 3岁儿童 。他没有

语言能力 ,不能自我表达 ,只有最原始的喜怒哀乐的情感 ,缺乏最基本的思维 、判断能力。他唯一的自我

表达手段就是嚎哭。他不明白家道为何中落 ,凯蒂为何要嫁人 ,也不明白昆丁为何要自杀 。他只是靠直

觉来叙述 ,没有选择 ,判断和评价。呆傻赋予了他一种完全天真的品质 ,他对事件之不能理解或不能解

释使他成了一个奇怪而精确的报导者。正是从他的片段的意识流动中 ,我们通过重新建构那些信息碎

片而获得关于凯蒂 、杰生 、康普森夫人等人较为完整的 、准确的印象。认识到凯蒂的善良 、勇敢 、可爱 ,认

识到杰生的自私和卑鄙 ,认识到康普森夫人的故作姿态和缺乏爱心 ,感受到一个南方贵族大家庭的分崩

离析 、江河日下 。作者通过一个痴傻人的叙述获得了更大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获得了更好的表现力 。批

评家李乔说过:“以`幼稚观点' 叙述 ,可以让人领悟成人世界的愚昧可笑;以`痴呆病态观点' 叙述 ,可以

暗示所谓建康正常人间的可怜病态来。”[ 7]
(第 124 页)福克纳的儿童叙事和痴傻儿叙事是达到了李乔所

说的这个目的的 。

概而言之 ,福克纳无论就人物(身分)视角叙事实验 ,还是就人称视角叙事的实验而言 ,都是比较成

功的 。通过第一人称复合叙事 、第三人称复合叙事 、儿童叙事和痴傻儿叙事 ,福克纳扩展了各种叙事角

的表现力 ,更真实 、更准确地反映了现实 ,发掘了人物的内心和灵魂 ,深化了作品的主题思想。他的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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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创新增加了作品的难度 ,他的叙述实验对于读者是一种智力的挑战 ,非凝神静气用头脑来思索不能

领悟其叙述的妙处。但是 ,读者通过耐心地研究或者反复地细读克服了困难后 ,会发现他的技巧在传统

叙事技巧的框架内提升了这些叙事技巧的表现力 ,给阅读带来了更深刻的 、知性的快感。而福克纳能够

如此成功 ,是与他肯创新又愿意遵守规则 ,不甘平庸但又不忘遵守艺术规律分不开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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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lliam Faulkner made g rea t achievements in his art of narration , which lie chief ly in

tw o aspects.Firstly he experimented wi th integrating tw o narrative points of view and employ

manifold and mul tiple na rration to tap the g reatest narrative po tential of a narrative points of view so

as to bring its funct ion into full play.Secondly , he employ s child's eye view and idio t's eye view to

achieve a special nar rat ive ef fect.His innovation and experiment enhance the expressiveness of v arious

nar rat ive techniques , and mo re t ruly represent reality and probe mo re deeply into the inner w orld and

soul of the characters thus deepening the themes o f the w o 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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