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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现在是你敞开心扉之际%的时间经验

郭建飞
"吉首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吉首 6(1###&

摘4要#时间以及大量其他与时间有关的表述$反复出现在"现在是你敞开心扉之际#中( 现在的时间经验成为它

的主旋律*通过使用不带引号的直接引语$以及将现在时态与过去时态混杂使用$过去的时间经验被置入现在的时间经

验$从而出现了现在和过去的跨界$实现了时间在叙述表征上的%现在无所不在&)而在文本内涵上$时间的重复性'循环

性$尤其是对祖先和后代互惠关系的书写$均喻指了过去和现在之间的无界$暗合了小说故事层%现在无所不在&的时间

经验(

关键词#现在的时间经验)"现在是你敞开心扉之际#)叙述表征)文本内涵

中图分类号#;2(!)#26444文献标志码#5444文章编号#(12!

3

2+*"!!#!!"#"

3

##1(

3

#1

44#现在是你敞开心扉之际$ ">)S.421"0%7"

2)R@"& T)*+D"#+2% !##6& "以下简称 #敞开心

扉$&是爱丽丝2沃克"5C'.Fc?C0FB% ($66,&于

!##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 一方面%借助作品%作

者拷问了现代人所面临的精神和生存危机%表达

了对祖先智慧的敬畏%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对

人类生存的关怀1另一方面%作者推崇)现在的时

间经验*%以时间为线索贯穿小说的始末%凭借

)现在无所不在*"AHFKBFLF/A'L?CCAHFBFFWFB'L&

!

的时间经验%深化小说的主题'

然而遗憾的是%现有的国内外研究聚焦于第

一个方面%主要从创伤理论(妇女主义(生态女性

主义(生态妇女主义等视角切入对其展开分析%鲜

有学者注意到小说中的时间主题"

' 笔者认为%

在该小说中%人物只是为了凸显时间经验的符号

化代码%)现在无所不在*的主体时间体验才是其

叙述表征及核心主题' 换言之%在#敞开心扉$

中%时间不仅是对叙事进行塑形的手段%也是主题

层面对)时间性*母题,,,现在与过去(记忆与遗

忘(祖先与后代,,,的叙事演绎' 可以说%该小说

是)关于时间的寓言*"A?CFL?N&PAA'JF&

#

' )虚构

的时间经验*是利科对时间与叙事进行思考后提

出的重要概念%它指的是)文本提出的世界生存

的一种潜在经验的时间外貌*

$

' 鉴于此%本文拟

从保罗2利科"T?PCV'.&FPB&对虚构的时间经验

的论述出发%阐述)现在无所不在*的时间经验在

#敞开心扉$中的叙述表征"现在与过去在话语层

的跨界&与文本内涵"过去与现在在故事层的无

界&上的具体表现'

一4'虚构的时间经验(与'关于时间

的寓言(

利科既不满足于奥古斯丁从哲学层面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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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仅有国内学者唐红梅在研究沃克 !#世纪诗歌创作时%作为例证注意到了#敞开心扉$中的时间问题' 然而%由于她对

#敞开心扉$叙述特征的研究目的%在于探讨沃克诗歌创作对其叙事文学结构的影响%故其研究局限于小说的共时性特征%并未阐述时间

在情节编排上的叙述表征和在文本叙事中的本质内涵' 参见唐红梅!#论艾丽斯2沃克诗歌创作经验对其叙事文学结构的影响,,,以

3现在是你敞开心扉的时候了4为例$%载#!#世纪美国诗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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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做的思考%也不满足于亚里士多德对时间的物

理学阐释%因此%他将时间与叙事相结合%试图解

决奥古斯丁和亚里士多德在研究时间的过程中出

现的悖论问题' 然而%在他试图通过虚构叙事来

探讨时间这一哲学问题时%他发现叙事学理论有

关时间的)两分法*存在诸多不足' 他认为%在叙

述时间与被叙述的时间(叙述时间与生活时间(叙

事时间与故事(小说时间与历史时间等两分法之

外%还应该存在一个对应于文本世界的)虚构的

时间经验*,,,)经验自然还是经验%不过是虚构

的%因为投射它的只是作品*

!

' 正是这些虚构人

物的时间体验成为利科在文本世界探究时间命题

的主要对象' 与此同时%基于门迪洛夫 "5)5)

RF/%'C&M&对)关于时间的寓言*与)时间寓言*做

出的区别%利科以#达洛维夫人$ #魔山$和#追忆

似水年华$为例%剖析了时间经验与叙事塑形之

间的关系,,,)因为时间经验本身是作品结构转

换的赌注*

"

%所以它们是)关于时间的寓言*'

与其他受到新纪元思潮影响的作品一样%

#敞开心扉$彻底颠覆了传统叙事中线性时间观

念%取而代之的是交叉(跳动(中断(回闪(重叠等

多种时间形式%时间在叙事中的作用出现了全新

且复杂的倾向' 在显性的文本叙事中%凯特

"8?AF&是主人公%小说始终围绕其与男友尤罗

"[&C&&的精神之旅展开叙述' 相应地%他们寻找

内心和平(治疗精神危机(继而帮助他人治愈的探

求过程成为小说的主要内容' 然而%反复出现的

钟表意象以及大量与时间有关的表述用语%不仅

在文本结构上形成了首尾照应的关系%而且构成

了潜藏于显性文本主题之下的又一叙事主题' 而

凯特和尤罗的时间体验%便是虚构的时间经验'

在小说开头%)几乎每天早晨*%凯特都是随着)闹

钟的响声*于)"!*#*开始冥思#

1也是在这时%"2

岁的她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正在发生改变%双膝

)像久未上油的门铰链一样吱吱作响*

$

' 在寻求

医生的帮助而治疗无果后%她)拆掉祭坛*%)裹起

佛像*

%

%开启了精神探寻之旅' 在小说结尾%身

体和精神均得到净化(提升的凯特%揭掉包裹佛像

的绒布%点上蜡烛%重新布置祭坛%所有的一切

)像过去那样*

&

%似乎一切都未曾改变' 饶有趣

味的是%小说用凯特)亲吻了一下钟表%但并未看

时间*

'作为结束语' 虽然这是凯特精神得到净

化的标志%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也是虚构人物的时

间体验之展现'

以利科的)虚构的时间经验*为关照%#敞开

心扉$中的时间主题值得关注%其时间经验值得

挖掘%它)与时间的游戏*

(行为值得释放%小说中

的时间及其相关的表述所负载的信息和内涵值得

深究' 具体而言%)现在无所不在*是#敞开心扉$

的基调%是虚构人物的时间体验之展现' )现在

无所不在*的时间经验不仅体现在小说的书写形

式"叙述表征&上%还体现在书写主题"文本内涵&

上' 在叙述表征中%其时间经验主要表现为现在

与过去在话语层的跨界1在文本内涵上%其时间经

验主要体现为过去与现在在故事层的无界'

二4时间的叙述表征#现在与过去在

话语层的跨界

虽然#敞开心扉$使用了第三人称叙述%但并

不存在全知全能的叙述者%所有的叙述都围绕凯

特和尤罗的视角展开' 从总体上来看%叙述视角

在凯特和尤罗之间交叉转换!)像钟摆一样从凯

特到尤罗%然后再摆回来'*

)而这一循环往复(永

不终止的轮换视角之叙述策略%决定了现在与过

去在文本世界中的跨界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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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与过去在话语层的跨界%首先表现在对

不带引号的直接引语的使用上' 与传统的第三人

称叙述不同%#敞开心扉$的所有人物都直接参与

了文本叙事的塑形过程%他们用各自独特的方式

对自我经历进行编排%丰富凯特或尤罗的叙事线

条' 可以说%该小说由不同人物的话语内容堆积

而成' 有趣的是%尽管人物的直接陈述构成了小

说的主要内容%但双引号却并未在任何地方被使

用"女主人公凯特创作的小说除外&' 从而出现

了虚构人物本应使用的现在时态或完成时态%与

叙述者所使用的过去时态的跨界现象' 例如%小

说第 !章%在凯特对黑人自由运动时期的经历所

进行的回忆中%一位老妇人向她讲述了一个男人

与冻僵了的蛇的故事' 在过去时态写就的小说

中%老妇人给凯特讲述故事的行为理应发生在更

加遥远的过去%即凯特回忆行为的过去' 按照常

理%老妇人的讲述行为应在过去完成时态中进行'

但是%此处却使用了过去时态%所叙述的内容以老

妇人的第一人称展开%且去掉了双引号' 由此%老

妇人本该隶属于)过去的过去*的时间体验%在文

本世界变成了过去的时间经验' 并且%在以)让

我来给你讲一个男人与蛇的故事*

!为开头的叙

述行为中%均使用不带双引号的)我*和)你*%这

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模糊了叙述者和受述者的界

限!以叙事进程的发展方向为参照%)我*的所指

是老妇人%)你*对应的是凯特1而双引号被去掉

后%)我* )你*的所指便出现了跨界现象,,,

)我*指向)你*的叙述行为%也可以被视为凯特或

叙述者指向真正的读者而展开的讲述' 如此一

来%被纳入过去的时间经验的)过去的过去*%在

叙述者与受述者界限被模糊的状况下%通过叙事

塑形%又被重新纳入隶属于现在的时间经验中'

换而言之%不管是)过去的过去*的时间经验%还

是过去的时间经验%都在叙事塑形中转变为现在

的时间经验' 而现在与过去在话语层的跨界暗合

了小说)现在无所不在*的基调!)有两个/现在0%

一个是当前%一个是更长的当前,,,那个包含了

历史和人们之所知在内的/当前0'*

"

现在与过去在话语层的跨界%还表现在对混

杂于过去时态中的现在时态的使用上' 不同于上

述对被去掉双引号的人物话语的直接引用%这种

情况下的现在时态以极为自然又极为不自然的姿

态出现在过去时态所构成的叙事中' 极为自然%

是因为它毫不拘束地出现在任何它)想*出现的

地方1极为不自然%是因为它的出现扰乱了既定的

叙事塑形%虚构的时间经验在过去与现在之间摇

摆不定' 例如%小说第 * 章%凯特离开后%尤罗感

到)被抛弃*%)被扔下了*%他)思考*%)自言自

语*%)走进屋子泡咖啡*

#

%经过一系列的以过去

时态为载体的叙述之后%叙事突然以现在时态呈

现出来!

水沸腾时#只需转身须臾#你便会迷

失在即将到来的事物的气味中#而生活

会伸出触角#抓住你身体的某个部位$

只要稍一拉动#即便是已为你备好的杯

子#也会被拉至现实$ 一种不断移动#不

断变化#但又恒定不变的现实$

$

如果说使用现在时态是为了凸显尤罗所思考

的内容%那么%之后的叙述也是其所思%也应该使

用现在时态' 但事实是%尤罗接下来的思考内容

被再次以过去时态展示了出来' 以上悖论说明了

此处使用现在时态的特殊意义' 从内容上看%三

个现在时态的句子是对时间的思考!时间的变与

不变%时间的此在性%)现在无所不在*的时间经

验' 而将具有特殊涵义的句群以特殊的方式呈现

出来%是为了从形式上展示)现在无所不在*的时

间经验!将对时间经验的思考%用现在时态进行叙

述并混杂于过去时态中%是为了跨越现在与过去

之间的界限%是为了将过去的时间经验纳入现在

的时间经验中来' 此外%三个现在时态句子中的

)你*进一步模糊了现在和过去之间的界限'

)你*原本是尤罗在思考中对自己的称谓%当它被

植入现在时态中时%其所指便成了包括尤罗和真

实的读者在内的所有受述者群体' 也即是说%作

为群体存在的受述者%它既可以是文本世界中的

虚构人物"尤罗&%又可以是现实世界中的活生生

*1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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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真实的读者&' 而虚构人物和真实读者之

间界限的模糊不清%势必造成文本世界和现实世

界之间的界限模糊' 由此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出

现了文本世界的时间经验与现实世界的时间经验

之间的跨界现象!虚构的时间经验与真实的时间

经验杂糅%)现在无所不在*的时间经验顺势侵入

虚构的时间经验%成为)一种永恒的时间..一

种简单的共时性描述*

!

'

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对不带引号的直接引

语的使用%还是对混杂于过去时态中的现在时态

的使用%随着叙事进程的发展%它们所造成的现在

与过去的跨界现象越来越多%现在与过去之间的

界限越来越不明显%作为受述者的虚构人物和真

实读者之间的身份界限也越来越模糊' 具体而

言%在叙事之初%叙述者反复以)某某说*的模式

引出人物的不带引号的直接引语%而到了叙事后

期%)某某说*的结构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人

物话语的自然流出%形成了)/原本0记录人物话

语*的)比直接引语/自由0*

"的直接引语形式'

换言之%由叙述者的)某某说*所引导的半自由叙

述%随着)钟摆*般叙述视角的交叉转换%至后期

已然达到自由叙述状态' 并且%无论是来自哪个

人物的叙述%亦无论所述内容之长短%被叙述的内

容越具有教化意义%越是能展示一种普遍规律%那

么%现在与过去(虚构与真实之间的时间经验就越

模糊%)现在无所不在*的时间经验特征就越明

显%从而)实现一种永恒的现在的效果*

#

' 另外%

从半自由叙述到自由叙述的演变过程%再一次佐

证了#敞开心扉$是一部)关于时间的寓言*的小

说之论断'

三4时间的文本内涵#过去与现在在

故事层的无界

#敞开心扉$共分 *2 章!前两章描述了凯特

所面临的困扰1第 *,"章叙述了凯特在科罗拉多

河上的漂流之旅1第 1,*( 章叙述了凯特的亚马

逊热带雨林寻找)祖母*之行和尤罗的夏威夷之

旅1第 *!,*2章则是凯特和尤罗精神旅行归来之

后的交流以及对未来的规划' 毫无疑问%)旅行*

是推动小说情节向前发展的动力' 稍有遗憾的

是%现有的评论仅注意到了人物在空间上发生的

位移%以及由此带来的精神位移"心灵的提升&%

忽视了时间经验在虚构世界的流动及其负载的文

本内涵' 如前文所言%#敞开心扉$的时间经验在

文本世界主要表现为)此在*!现在的时间经验'

现在的时间经验%不仅奠定了小说的总基调%

还引导着时间的)旅行*方向' )现在无所不在*

的时间经验贯穿文本始末' 例如%)澳大利亚原

住民认为%时间是永恒的代名词%因此把它"手

表%本文作者注&戴在手腕上是荒谬的*

$

' 在此%

叙述者以尤罗的视角以直接陈述的方式道出了澳

大利亚原住民对于时间的看法,,,时间是永恒

的%而永恒包含了)此在*%其时间经验必然是现

在的' 与直接陈述不同%有时叙事以隐喻式暗指

的方式对时间的此在性进行了塑形' 例如%拉利

卡"I?C'0?&回忆自己小时候与祖母一起生活的时

光%当说到祖母给她)带来一种强烈的东西*

%时!

爱% 瑞克!V'.0"问$

那时候人们还不怎么使用爱这个

词$ 我觉得#她带给我的那种强烈的东

西可以被称作&此在'$

在场% 凯特问$

是的$

&

在这里%在场的陪伴成为爱的代码%而当这一

话语符号在言说中缺场时%)此在*"B"%&' 21"+"&"44&

便以隐喻式暗指的方式与之耦合' 爱%随即呈现

为超越时空限制的无处不在之存在%一种将过去

和现在相连接的)强烈的东西*' 在#敞开心扉$

中%不仅抽象的情感被塑形为时间的此在性%将具

体的存在物与时间经验相联系的表达也是屡见不

鲜' 例如% )祖母神是一种兼具起源和终结的

药*

'

%)地球上没有新生的水%所有的水都是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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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郭建飞!论#现在是你敞开心扉之际$的时间经验

往复的*

!

%等等' 较之于澳大利亚原住民)永恒*

的时间经验%在这两个句子中%)现在无所不在*

主要呈现为一种圆形的(交替循环的时间经验'

也正是这种圆形的(交替循环的时间经验%塑造了

文本世界中时间主题的反复性和此在性'

第 !章老妇人给凯特讲述的男人与蛇的故

事%是作为书写客体的时间旅行的起点%从这时

起%时间便负载着循环的(圆形的)现在无所不

在*之文本内涵' 老妇人的讲述行为并未因冻僵

了的蛇苏醒后咬死了男人而结束%而是创造了另

一种结尾!

天#仍然很冷(那条蛇#会再次被冻

僵(一旦又被冻僵#它又会变得无助$ 而

对于被冻僵的蛇来说#在没有受到保护

的情况下是无法咬人的))因此#这是

一个没有结尾的故事$

"

这个故事之所以)没有结尾*"F/%CFLL&%是因

为还会有人将冻僵的蛇捡起来%把它放在胸口捂

热%苏醒的蛇会又一次咬死温暖自己的人..不

难看出%这是个不断重复(循环着的故事%但这种

循环又不同于闭合着的圆环%而更像丢入水中的

石头所激起的波纹%一圈又一圈地在同一个平面

上向外扩散' 这个循环着的故事持续不断地将新

的(捂热蛇的人纳入进来%重复不断地讲述着同样

的故事' 不同的是%讲述行为的时间经验发生了

更迭' 虽然更迭了的时间经验是从过去到现在再

到将来的不断演进%但是%如同扩散在水面上的波

纹一样%时间经验的演进也是在同一个平面上的

由内而外的扩散过程%而并非从一端到另一端的

线性发展' 这与文本世界澳大利亚原住民的时间

经验不谋而合!)时间是永恒的代名词'*

#

此外%历史事件在文本世界的投射同样反映

了时间经验的重复性和循环性' 与凯特一起在亚

马逊热带雨林寻找)祖母神*的其他四个人中%瑞

克和休"<P=H& 均为白人男性!瑞克因自己的家

族靠向黑人售卖毒品发家而倍感自责%精神之旅

的目的是为了探寻失落的身份1休因自己的祖辈

抢夺了印第安人的土地并对他们进行杀戮而充满

内疚%亚马逊之行是为了获得内心的安宁' 当他

们跟着自己的精神治疗师阿尔曼多"5BJ?/%&&一

起穿过亚马逊热带雨林时%叙述者通过凯特的视

角%将这次精神之旅与历史上西班牙入侵者寻找

黄金的旅行进行了对比!)五百年前%当西班牙入

侵者在丛林中寻找黄金时%他们可能遇到过同样

的场景%几乎一模一样的场景'*

$真实世界的过

去的时间经验%在叙事的塑形中被文本世界投射

为现在的时间经验1作为故事层面的历史事件%将

真实的过去的时间经验与虚构的现在的时间经验

相杂糅%过去与现在的界限被完全消抹' 然而%如

小说其他地方的时间经验的重复性质一样%历史

事件在此处的重演颠覆了既有的破坏者与被破坏

者之间的关系!历史事件中遭受侵略的印第安人%

成为文本世界中入侵者后代的治疗师1代表历史

事件中的入侵者%成为文本世界中的被拯救者'

因此%在#敞开心扉$中%过去的时间经验在故事

层面跨界%呈现出与现在的时间经验之无界状态1

并且%过去与现在的无界并非时间经验的闭合式

循环或重复%而是意在建构新的文本内涵的时间

经验'

时间经验之于全新文本内涵的构建%还可以

通过叙事对祖先与后代之间的动态关系的塑形得

到佐证' 在小说中%雷姆斯"VFJPL&是非洲裔美

国群体祖先的代表%凯特则是生活在当下的人物%

当雷姆斯意识到自己并不比凯特更博学或更优越

时%当凯特因雷姆斯未能保持祖先的崇高地位而

感到震惊时%雷姆斯不无讽刺地问!)在这里%谁

是祖先+*

%在此%已确立的祖先崇拜的优越性被

贬低并被解构!代表过去的时间经验的雷姆斯%在

代表现在的时间经验的凯特面前%并没有赢得任

何优越感1祖先"过去&和后代"现在&以平等的(

相互交流的姿态错综复杂地联系在一起%)过去

是建立在与现在的关系中的%正如现在是由过去

来解释的*

&

' 以凯特为象征的现在%支撑着雷姆

斯人格化的过去%两个实体在完成了共同的事业

"1

!

"

#

$

%

&

c?C0FB% 5C'.F)>)S.421"0%7"2)R@"& T)*+D"#+2)]FM[&B0! V?/%&J<&PLF% !##6% K)(+()

c?C0FB% 5C'.F)>)S.421"0%7"2)R@"& T)*+D"#+2)]FM[&B0! V?/%&J<&PLF% !##6% K)(")

c?C0FB% 5C'.F)>)S.421"0%7"2)R@"& T)*+D"#+2)]FM[&B0! V?/%&J<&PLF% !##6% K)*#)

c?C0FB% 5C'.F)>)S.421"0%7"2)R@"& T)*+D"#+2)]FM[&B0! V?/%&J<&PLF% !##6% K)+2)

c?C0FB% 5C'.F)>)S.421"0%7"2)R@"& T)*+D"#+2)]FM[&B0! V?/%&J<&PLF% !##6% K)$")

IF̂ &EE% b?.aPFL)D%42)+6:&$ A"7)+6=_B?/L% 9AFWF/ VF/%?CC?/% @C'X?NFAH 7C?J?/)]FM[&B0! 7&CPJN'?ZT% ($$!% K)(1)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第 "期

后%融合为一种完美的共存' 过去和现在在历史

和心理两方面的相互作用%为自然协调铺平了道

路' 通过这一过程%我们认识到)历史不仅是我

们通过过去"一种传统的态度&了解现在的可能

渠道%也是通过现在探知过去的方式*

!

' 过去和

现在两个时间平面之间的连续性重新评估了人类

的成就%它鼓励人们培养向权威道德规范进行谈

判的精神' 代表现在的时间经验的凯特%领略了

与代表过去的时间经验的祖先相联系的必要性%

以及与其展开平等对话的积极意义!)你将能够

清楚地表达你对他的爱%但你也需要自由..今

天%人们都以一种有点崇高的方式谈论祖先,,,

祖先这样%祖先那样,,,他们其实很像自己的兄

弟姐妹'*

"

值得注意的是%在爱丽丝2沃克的其他作品

中%祖先通常以一种优越的(权威的姿态出现%而

#敞开心扉$似乎意在解构祖先与后代之间的高

低等级关系%试图重构过去与现在相互滋养(互相

救赎的平等关系' 从这一点来看%作为现在的时

间经验的#敞开心扉$%重复地再现了作为过去的

时间经验的沃克其他作品所书写的祖先与后代关

系之主题%并在重复再现中对之进行改写与重构%

从而在文本内涵上将过去的时间经验与现在的时

间经验相勾连'

结语

以保罗2利科的虚构的时间经验为参照%对

#敞开心扉$中的时间主题进行阐述%时间的叙述

表征和文本内涵得以直观展示' 一方面%时间在

对叙事进行塑形的过程中%在话语层通过模糊过

去与现在之间的界限%将过去的时间经验纳入现

在的时间经验之中%从而在叙述表征上展示了

)现在无所不在*的时间经验' 另一方面%)现在

无所不在*的时间经验体现在文本内涵上%它通

过将所有的时间经验都呈现为不断重复的(循环

的(现在的时间经验%从而实现小说基于现在时间

经验的主题叙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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