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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巴赫金小说批评的逻辑起点

张海燕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桂林 #"%$$"%

摘5要#巴赫金以话语概念为契机界定了长篇小说的主要构成要素及其特殊要求" 巴赫金的话语概念在背景语境

上存在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维度" 通过话语!巴赫金指出了小说在反映世界的宽广度上优于诗歌!是自身世界与他人世

界&艺术世界与现实世界&文本世界与嵌入世界的杂糅%话语影响巴赫金关于小说叙述人的界定!认为叙述人应具有艺

术&社会和思想三方面品质%巴赫金尤为重视小说人物的话语内涵!认为主人公是自由表达内心世界的思想者!骗子&傻

子&小丑等人物形象与上层人物针锋相对!在解构权威话语地位时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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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话语概念在巴赫金的文艺思想中出现频率颇

高#是发展历程长久,内涵宽泛复杂,语义存在流

变的概念#研究者从语言学,修辞学,符号学等角

度均进行过分析#如白春仁认为话语概念与巴赫

金对话理论,文化思想关系密切#并以*语言的生

命在话语#话语的生命在价值#价值产生于对话#

对话贯穿于文化+

!来概括巴氏主要概念之间的

关系#凌建侯认为对话理论是巴赫金文艺思想的

核心#而话语又是对话理论的核心"

# 但也有学者

认为与复调理论,狂欢化诗学相比#*巴赫金话语

理论研究仍然相对薄弱,稀少和零散+

#

& 究其原

因#在巴赫金学说中#话语概念的语义流变历程更

为复杂#从文本内涵到语言意义乃至意识形态等

内容均与话语相关#其内涵在不同分析语境中会

呈现出不同的内容& 鉴于话语理论在内涵意蕴与

研究视野上的特殊性#笔者以巴赫金著作(长篇

小说的话语)为讨论语境#就话语与小说主要构

成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还原话语在巴赫金

小说批评理论中的逻辑地位和推演过程&

一5话语概念辨析

尽管话语是巴赫金分析长篇小说诸多问题的

核心概念#在文本中也多次给它进行了正面的,直

接的界定#但仔细分析发现#巴赫金的每次界定都

有特定的语境和相对具体的范围#如在批评传统

修辞学弊端时提出话语是现代的,包容的#在分析

话语与社会权威的关系时又强调了话语的*去中

心+特性& 为更加准确分析话语概念#需注意以

下两个维度!

其一#传统与现代#话语概念的历时性维度&

传统修辞学是巴赫金构建现代话语理论的参照

物#通过对传统修辞学范畴和方法的批判确立构

建现代话语理论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要理解(长

篇小说的话语)这篇文章中的话语概念及理论#

须先厘清作者论述该问题时设置的前提#即传统

与现代,修辞学与话语理论之间的这个纵向的历

时性维度& 巴赫金指出!*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修

辞学只是书房技巧的修辞学#忽略艺术家书房以

外的话语的社会生活+#且*传统修辞学的一切范

畴和方法#都无力驾驭小说话语的艺术特点,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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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话语的独特生命+

!

& 巴赫金将修辞学视作传

统方法#而将小说视为现代艺术#伴随着长篇小说

的日渐繁盛以及传统修辞学无力驾驭小说话语等

弊端#修辞学封闭单一的特性与长篇小说动态广

阔的风格之间存在明显距离#因而按照传统修辞

学的逻辑去分析现代长篇小说产生了*评价语言

的空话+

"等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构建

一种充斥着现代性的,专门的*小说修辞+& 构建

*小说修辞+首先需要弄清小说的特性#在巴赫金

看来*长篇小说是用艺术方法组织起来的社会性

的杂语现象+

#

#*杂语+表明小说能够书写比较开

阔的社会历史内容以及传递多声部的合奏#但要

注意的是#如果小说的*杂语+还局限在传统修辞

学的范围之内#必然会被形式规则所束缚#无法真

正呈现*杂+的特性#因而小说话语必须从传统修

辞学的范阈中脱离出来#在现代话语中构建起自

身概念及理论&

其二#诗歌与小说#话语概念的共时性维度&

诗歌与小说这对范畴#是巴赫金进行话语分析时

的共时性维度#通过比较两种文学体裁在话语模

式,承载范围等方面的差异#强调了小说异于诗

歌,诗歌无法取代小说的观点#为小说构建自身话

语理论并在其中展现小说话语*杂+特性奠定基

础& 在巴赫金看来#诗歌话语*在自己的语境之

外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 这话语忘却了历史上就

自己对象所出现过的种种矛盾的论说和理解#也

忘却了今天同样各种不同的种种杂语的理解+

$

&

接着讲述小说话语的要求#*在小说家那里则相

反#能揭示对象的首先正是社会性杂语中的多种

多样的姓名人物,论说见解,褒贬评价& 这时对小

说家来说#在对象身上揭示出来的#22是社会意

识在对象身上碾压而成的多条大道和蹊径+

%

&

尽管诗歌与小说都是文学体裁的种类#严格

来说#它们都由话语来构筑包括思想内涵,人生哲

理等在内的艺术世界#但两种话语在深度及音调

上却展现了不同的规制& 就深度来说#诗歌话语

是*单纯的深刻+#而小说话语是*庞杂的深刻+&

诗歌与小说都有书写深刻内涵的任务#但诗歌是

*言语和对象+两者之间的互动#诗歌的表现对象

不论是客观外在世界还是纯粹的主观世界#均离

不开诗人的艺术加工#诗人的情感意蕴是诗歌最

直接的表现对象#这也决定了诗歌的书写范围主

要是个人的世界& 因而诗歌话语*在自己的语境

之外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

&

#不同历史时代下的

不同现象,同一时代的不同声音#这些复杂的内容

都被排斥在诗歌之外#诗歌的深度是有清晰边界

的深度#是单纯的深刻& 而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

却不同#从微观的人物形象到宏观的社会意识#从

人物之间身份,性格,观念上的差别到特定时代的

社会风貌#几乎所有在现实生活中出现过的人物

和事物都可构成小说的内容#小说首先要将这些

广博的内容接受下来#再逐渐揭示深刻的道理#在

小说的世界里*社会意识+与对象之间,社会生活

与作者之间发生激烈碰撞#进而产生*大道+和

*蹊径+#各种千差万别的东西甚至矛盾的两个极

端都可容纳于小说#因而小说话语是一种庞杂的

深刻&

巴赫金本人对话语概念的界定往往依据具体

问题而来& 学者凌建侯曾总结#巴赫金在不同研

究语境中话语概念采用了不同的俄文单词#但整

体来看*话语是一个参与自己生活的行为& 从哲

学-语言学角度说#话语小可指具体个人说出的

一个感叹词,一句话#写的一张便条,一封信,一篇

文章,一部书#大可指某个人,团体或流派的一些

或全部的语言文字成品#表现为某个民族或某一

历史时期形诸语言文字的文化现象+

'

& 仅从哲

学-语言学的视角来看#话语概念尽管偏向于指

代具体的语言文字内容#但已呈现出包容性强,内

涵宽泛等特点#此外还有文艺美学和文化学视角

下衍生出来的话语概念&

笔者认为#以上两个维度是我们理解巴赫金

小说批评理论中话语概念的重要背景& 通过以上

两个维度#巴赫金一方面传递出话语理论要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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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修辞学的模式中脱离出来#构建一种区别于传

统修辞学的话语体系来分析审视小说$另一方面

也强调话语内部需要区分和细化#小说的杂语不

同于诗歌的独白#小说话语理论应以小说特性为

出发点#以呈现小说丰富意蕴为目的& 我们认为#

话语是巴赫金小说批评的逻辑起点与主体内容#

话语不仅贯穿于小说批评理论的始终#而且是思

考小说各个构成要素的出发点& 在传统小说批评

中#话语主要指人物的语言及叙述的语调#人物,

情节,环境等才是更为重要的因素且有相对独立

的内涵#而在巴赫金的小说批评中#话语是核心,

也是引领#以构建小说的杂语效果为目的#他重新

审视了小说反映世界的张力与可能性#叙述人应

具备的特质和品格#人物形象应具有的思想性以

及解构权威话语的意义&

二5话语和世界

话语尽管在传统与现代两种语境之下有内涵

上的差别#在诗歌与小说两种体裁上有不同的表

现#但巴赫金更加认可现代语境#因其具有*杂+

的特点而超越了传统修辞学中话语的烦琐形式以

及诗歌话语中的单调之感#以话语为载体#长篇小

说能够展现出篇幅宽泛,内容丰富的世界& 巴赫

金论述小说通过话语构建的世界#主要从三方面

展开&

!一"小说话语展现的是个人世界与他人世

界的融合

这里个人世界主要指作家的语言与构思#他

人世界主要指小说中除作者之外的语言和内容&

在谈到作家创作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的过程时#

巴赫金是这样描述的!*创作长篇小说的散文作

家#不从自己作品的杂语中抽除他人的意向#不破

坏在杂语背后展现出来的那些社会思想的不同视

野"大大小小的世界%#他把这些视野都引进了自

己的作品& 小说家使用已经带有他人社会意向的

话语#迫使它们服务于自己新的意向#服务于第二

个主人& 所以说小说家的意向是折射出来的#而

且随着杂语中折射语言在社会思想上的亲疏,距

离的远近,客体性的强弱不同#折射的角度也有不

同&+

!可以说尽管作家是小说的创作者#但在长

篇小说的世界中作者并不排斥他人的意愿和声

音#或直接将他人的世界纳入自己的作品中#或提

供机会让各种声音充分表达出来& 这里*他人+

的内涵比较宽泛#从其他个体到群体#甚至是特定

社会时代的某些思想观念等均可纳入其中&

就他人世界来说#巴赫金认为小说中各类人

物之间的对话或独白是他人世界的主要内容& 小

说会展示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物语言#如*贵族的

语言,农场主的语言,商人的语言,农民的语言+

等#还会展示普通生活中多样化的语言#如*流言

蜚语,上流社会的闲谈,下房的私语+等#各类语

言*以0作者的话1这种无定形式纳入作品+

"

&

这里暗含两点内容!一是作者的世界用作者语言

表达出来的效果是相对清晰稳定的#二是他人世

界借助作者语言表达出来的效果是复杂多变的&

他人世界的展现#一方面无法脱离*作者的话+这

一固定形式#一旦脱离就意味着离开了文本#无法

再生成意义$另一方面它又是作者也难以精确统

筹的*无定形式+#借此巴赫金强调作者在自己的

小说中并没有绝对的掌控力#作者除了需要整理,

表达自己的世界之外#还要接纳更加复杂的他人

世界#让他人的想法在自己作品中真实地表达

出来&

!二"小说话语呈现的是艺术世界与现实世

界的杂糅

巴赫金认为诗歌是诗人构建的相对纯净的艺

术世界#对于客观现实世界内容往往是排斥的#

*在诗歌词语的背后#不应该感觉出各种体裁,各

种职业,各种流派,各种世界观所具有的典型的和

客体的形象$也不应该感觉出典型的或个别的说

话人的形象,他们讲话的姿态,典型的语调+

#

&

诗歌的核心元素以及掌控者就是诗人#尽管诗歌

是由形象,意蕴以及情感基调等各层面内容构成

的艺术世界#但诗人是这个艺术世界的主人& 诗

人对自己感兴趣的外部世界可以通过艺术加工将

其表现在作品中#也可以将外部世界完全排斥于

作品之外#使诗歌成为纯粹的个人情感抒发& 而

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却刚好相反#在较大程度上

它必须接纳外面的,现实的世界#将现实生活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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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以混杂话语的形式呈现到作品里#具体方式就

是书写不同阶层,职业,性别,性格,经历的人物以

及他们的话语& 巴赫金谈到小说作家与外部世界

进行互动#借助话语载体通常会在小说中写出三

个层面的内容!一是*直截了当地表现作者的思

想情态+的内容$二是*折射反映这些意向#作者

同这些词语不完全一致+的内容$三是*离作者的

最终文意更远#更加明显地折射作者意向+的内

容!

& 三个层面按照小说内容与作者意图之间的

距离#由近及远地说明了小说中有大约三分之二

的内容是作者并不了解的生活以及并不理解的情

感#其比例要多于且重于作者自身的语言和情绪#

正是这样的做法才能造就长篇小说*合奏曲+的

效果#小说是由各式人物的语言,不同生态的语

言,不同效用的语言*进入长篇小说之后受到特

殊的整顿加工#形成别具一格的艺术体系#从而把

反映作者意向的主题变成了一首合奏曲+

"

& 因

此#长篇小说的话语以及借助话语构成的世界是

艺术与现实的统一#就两者的关系来看#现实世界

在小说中的主导地位更加显著#如在拉伯雷等人

的讽刺小说中还时常出现作者主观世界被外部现

实世界取代的情况&

!三"小说话语是文本世界与嵌入世界的

综合

巴赫金特别谈论了小说叙事与其他表达形式

在文本中交替出现的现象#使得小说呈现出自身

文本世界与外部嵌入世界两条线索#前者以展现

完整故事情节,表现人物性格为主#后者在形式上

十分自由#*无论是文学体裁"插入的故事,抒情

剧,长诗,短戏等%#还是非文学体裁"日常生活体

裁,演说,科学体裁,宗教题材%等+

#均可以暂时

中断文本世界的进程而镶嵌到小说里#成为小说

的构成部分& 文本世界与嵌入世界的融合不仅不

会影响小说本身#而且能够给文本增添更多的内

容#展现作者的才华与想象力&

就嵌入世界的语言效果来说#*所有这些嵌

进小说的体裁#都给小说带来了自己的语言#因之

就分解了小说的语言统一#重新深化了小说的杂

语性+

$

& 小说杂语的形成离不开其他体裁的介

入#外来体裁嵌入之后会带来节奏,格调,语气,语

效上截然不同的话语#这些外来者能够马上打破

小说话语的单一风格与稳定思路#借此文本语言

才能够从*一+走向*多+,从*单+走向*杂+& 就

嵌入世界的表意效果而言#*小说中的镶嵌体裁#

既可以是直接表现意向的#又可以是完全客观的#

亦即根本不带有作者意向$但多数情况是在不同

程度上折射反应作者意向#其中个别的部分可能

与作品的最终文意保持着大小不等的距离+

%

&

嵌入体裁是疏离于文本的外来物#作者将其引入

作品正文一方面在表意上是有价值的#一个外来

材料却能够以抒发,象征,暗喻等方式表达主观意

图#因而成为正文的有机构成$另一方面外来体裁

在文意上即使和正文关系不大#仍可加入其中以

丰富小说的表现形式#不同文学体裁在长篇小说

中有着相互融合及不断生长的可能性&

三5话语和叙述人

小说中的*叙述人+是读者直接接受和理解

的形象#承担着推动故事情节,调整故事演绎节奏

的角色#其内涵向来是批评家们关注的焦点问题&

巴尔特在(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中以叙述人

具体表现形态为标准#将叙述人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看法认为叙事作品是一个人表达出来

的#这个人有个名称#即作者& 22第二种看法把

叙述者当作一种完整的意识22第三种看法是最

新的看法#规定叙述者必须将其叙述限制在人物

所能观察到的或了解到的范围之内&+

&托多罗夫

在(叙事作为话语)中按照叙述人对于故事情节

的知晓程度#将叙述人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是

*叙述者r人物#叙述者比他的人物知道得更多+#

第二类是*叙述者h人物#叙述者和人物知道得同

样多+#第三类是*叙述者p人物#叙述者比任何一

个人物都知道得少+

'

& 巴赫金却认为!*小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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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是说话举足轻重的人& 小说正是需要能带

来自己独特的论说话语,自己的语言的说话

人&+

!细读可知巴氏主要从小说话语的丰富性,

多种话语形成*杂语+的角度来分析叙述人& 一

方面#他认为小说叙述人的身份不必固定或者限

制在具体身份,人物类型之上#只要是小说中出现

的,借语言表达了自身思想的人都可能是叙述人$

另一方面#他又对小说叙述人提出了要求#叙述人

确立的标准并非身份或出场时间#而是话语表达#

即必须是那些有独特话语,又能构建小说杂语情

境的人物才是叙述人& 具体来看#巴赫金主要从

以下三个方面谈论了叙述人应具有的内涵与

品质&

!一"叙述人的艺术性

艺术性主要强调叙述人话语与日常生活话语

的差异#小说叙述人的话语是经过主观意识加工,

不断流变更迭的话语#是艺术世界的产物$而日常

生活话语在内涵上相对稳定#是现实世界的存在&

巴赫金首先对叙述人及其话语的艺术性进行强

调!*在小说中#说话人及其话语也是话语的以及

艺术的表现对象&+

"进而他以*转述他人话语+为

例#比较了日常生活与艺术世界的差别& 日常生

活中的转述受听众和具体情境的影响#转述者必

须真实说出话语的来源#再现话语产生时的真实

情景#以听众的真实理解为转述目的#因而*在日

常生活里#22话语比较深层的涵义和情态没有

动用+

#

& 反观艺术世界#尤其是小说中的转述#

小说人物在艺术世界里可以详尽展现自身的思

想,个性与内心世界#每一次转述都是主观意识活

动的过程#话语在从一个意识到另一个意识的过

渡中发生着改变#在多个意识的共同作用下造就

了话语的最终内涵#与早期内涵相比发生了明显

变化& 正如巴赫金所说!*到了我们脑海里的思

想意识中#在我们脑海接触思想意识世界的过程

中#说话人这个话题便具有了另一种意义& 一个

人思想意识的形成过程#就是有选择地掌握他人

话语的过程&+

$

巴赫金通过强调叙述人的艺术性#一方面确

定了叙述人的讨论范围#即以小说为代表的艺术

世界$另一方面突出了话语概念的重要性#通过叙

述人---话语---思维这样从外在到内在的视

角#将叙述人讨论的重心从传统的具体身份视角

转换为抽象的思维意识视角#叙述人不再是作家

与人物之争#而是不同思维意识之间进行话语交

流的载体#在形式上或许没有固定的叙述人#在内

容上却允许不同的思维意识借助话语进行表达&

这即是说#在传统小说批评中#叙述人的身份决定

小说话语的构成#而巴赫金小说批评则主张思维

意识及话语表达决定叙述人的身份&

!二"叙述人的社会性

巴赫金认为!*小说中的说话人#是具有重要

社会性的人#是历史的具体而确定的人$他的话语

也是社会性的语言"即使在萌芽状态%#不是0个

人独特1的语言&+

%在叙述人艺术性问题上#巴赫

金充分肯定了叙述人的独特话语#这里又给*个

人独特+加上限制#看似矛盾#实则是一个问题的

不同侧重点& 小说叙述人首先是能够充分表达自

身的思维意识,有自身的话语风格的人#其次在叙

述故事的过程中会接纳他人的话语方式及内容#

叙述人时而呈现的是自己#时而又让位给他人#允

许他人的意识借助自身话语表达而出#由此叙述

人的话语既是个人的#又是超个人并具有广泛意

义的语言& 以作者作为叙述人来看#一种情况是

作者以自身话语表达个人意图#另一种情况是当

作者意图与他人意图不一致时#作者以自身话语

表达他人意图&

这里还需联系小说杂语的形成过程进行分

析#小说杂语的形成是一种汇合与综合的过程#经

历了从一到多,从单到杂的变化& 首先是人物的

纷杂#不同年龄,职业,个性,阶层的人物均可出现

在小说中$其次是小说话语的杂多#不同身份的人

物将自身的语言带入文本#于是形成了不同言说

方式,不同声调同时存在的情况$最后是思想的庞

杂#不同话语带着不同的思想进行对话,沟通,妥

协甚至碰撞#它们汇聚为一个整体#而巴赫金认为

这个整体是具有社会性,历时性和现实性的#*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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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张海燕!话语!巴赫金小说批评的逻辑起点

语中一切语言#不论根据什么原则区分出来的#都

是观察世界的独特的视点#是通过语言理解世界

的不同形式#是反映事物涵义和价值的特殊视

野+

!

&

叙述人话语是构成小说杂语的重要部分#它

一方面是自身的,个性化的语言#另一方面也是他

人话语与自身话语相融合之后的语言#甚至是与

作者意图相去甚远的另一种语言#正是叙述人话

语的张力与包容性#决定了叙述人话语在思想及

形构上具备更加开阔的内容#造就了小说杂语的

特性#以杂语为契机小说呈现了庞大绵密,复杂开

阔的社会生活&

!三"叙述人的思想性

在叙述人具有艺术性和社会基础之上#巴赫

金进一步分析了叙述人的思想性!*小说中的说

话人#或多或少总是个思想家$他的话语总是思想

的载体&+

"他认为小说人物应具有思想性#这意

味着人物能够用自身的眼光去看待世界#用独特

的视角去观察他人#由此带来话语的丰富庞杂并

避免小说成为空洞无物的文字游戏& 以主人公为

例#*他的这些行动总伴随着思想的说明#总伴随

着话语#伴随着思想上的解说#体现着一定的思想

立场+

#

#在巴赫金看来#主人公的外在行动实际

上是由人物的内在思想决定的#人物按照思想决

定话语#话语决定行动的逻辑在文本中活动#不仅

小说整体性杂语情境离不开有思想的主人公#具

体人物形象的充实也需要思想的提挈作用& *主

人公+又可分为三种类型#其一是只有语言没有

行动的主人公#其二是既有语言又有行动的主人

公#其三是以自己话语体系表达深厚思想的主人

公& 巴赫金认为这三种类型的主人公在西方文学

作品中都比较常见#有些还出自托尔斯泰等知名

作家作品#但只有第三种类型主人公最为理想#因

为他构建了自己的话语体系#语言表达充沛而饱

满#借此给读者传达出深厚的思想内容和对于社

会问题的真实见解&

可以说#艺术性旨在强调叙述人的话语生成

语境仅限于艺术领域并遵循艺术世界的规律#与

现实生活的逻辑并不相符#思想性要在艺术性的

框架之下才能充分发展#充分发展的思想又能够

进一步丰富文本的艺术性& 社会性强调了个人话

语应具有共同性与普遍性#只有个人思想获得充

分发展,不同思想意识实现对话与沟通#才能带来

更有深度和广度的话语#文本的社会性才能实现&

四5话语和人物形象

人物形象作为小说的三大要素之一#是推动

故事情节发展,展现环境背景,表达作品主题的重

要载体#也是理论家,批评家们关注的话题& 古希

腊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就有关于悲剧主人公

*好人过失+之论#狄德罗在(论戏剧诗)中认为主

要人物应与性格截然相反的次要人物发生交集#

莫泊桑则认为无论小说人物的身份如何千差万

别#其内核都在表现*自我+& 小说中人物形象的

重要性正如英国批评家鲍温所言!*如果故事中

的人物,人物的形象和行动不能引起我们浓厚兴

趣的话#我们能否为这本书吸引住呢'+

$巴赫金

关于小说人物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主人公,骗子,

傻子和小丑等形象上#尤其是后三种形象打破了

人们对于次要人物或反面人物的认知#充分肯定

了他们在小说中的作用&

!一"骗子对于习俗陈规的温和讽刺

骗子是西方讽刺小说,幽默小说及喜剧等体

裁中经常出现的人物形象& 骗子通常是作家为了

衬托正面人物公平正直的性格而设置的反面人

物#但在一些讽刺小说中#骗子成了小说主要人

物#通过描述骗子轻而易举地获得人们信任并谋

取钱财的故事来反映社会现实的黑暗与人性的扭

曲& 如果戈里小说(死魂灵)中的乞乞科夫通过

言行举止上的伪装而将自己装扮为六品官员#在

买通地方官员之后又购买了死去农奴的户籍#通

过买进卖出死魂灵而获取大量钱财& 小说(钦差

大臣)中纨绔子弟只因长相外形酷似首都彼得堡

的官员而被地方官员们误认为是朝廷派来的钦差

大臣#主人公并非主动行骗#只是顺着地方官的误

解将错就错从而获得大量财富和恭维#直到真的

钦差大臣来到小镇才被拆穿& 巴赫金认为骗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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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重要性不在对正面人物的衬托#而在于对隐

蔽谎言的揭露& 他从骗子的巧妙谎言与强势群体

的激情谎言之间的对照来进一步分析#*所有崇

高,正式,规范体裁的语言里#所有受称赞,好过活

的职业,阶层,阶级的语言里#积累了许多激昂慷

慨的谎言+

!

& 这里巴赫金就欧洲小说一直以来

大量展现宫廷,官员,贵族等群体生活和他们话语

体系的做法进行了批评#认为大量书写强势群体

话语的背后隐藏了一个事实#在强势群体慷慨激

昂,咄咄逼人话语的形式之下有欺骗虚假的成分#

在人们的接受习惯里已把响亮的声音,傲慢的气

势与上层人物挂钩#但巴赫金却认为这样的接受

习惯容易导致单一话语#上层人物的谎言形式隐

蔽,不易察觉#直接揭露其欺瞒虚假的本性又太过

突兀#因而只有那些*与这激昂谎言相对立的#并

不是同样慷慨激昂的直说的真理#而是一种开心

巧妙的哄骗+的谎言才能够做到*以谅解的谎话

去对付谎言者+

"

& 在巴赫金看来#伴随着骗子欺

瞒行为的推进#强势群体的谎言也会逐渐暴露#观

察骗子活动的历程也是逐渐揭露上层人物虚伪本

质的过程#骗子形象对于权威群体,绝对话语可以

构成温和的质疑与讽刺&

!二"傻子对于主流世界的冷淡拒绝

傻子是文学艺术中一种比较特殊的形象#因

自身在智力,体力,理解,沟通等方面能力低下而

难以融入主流社会#傻子与主流世界始终存在距

离#同时也意味着主流世界的行为做法对傻子不

构成任何影响#傻子反而成了作品中性格最为单

纯的人物& 傻子能够以格格不入,无法融合的态

度表达出对于主流世界的冷淡拒绝& 美国作家福

克纳(喧哗与骚动)中的主人公是仅有三岁小孩

智力的班吉#尽管叙述口吻冷静轻松#叙述视角颠

倒错乱#但读者能够真切感受到班吉不受世俗影

响纯粹本性#通过他的视角真实展现了其他家庭

成员自私,病态及残酷的行为#成为耐人寻味的文

学作品& 巴赫金十分重视文学作品中的傻子形

象#认为这一形象在揭露谎言的过程中比骗子的

程度更深刻& *这或者是真的头脑简单#或者是

骗子的假面具& 同开心的哄骗在一起而反对虚伪

激昂格调的#是并不理解这虚伪激昂的一种呆傻

的天真"或者是理解的不对#弄反了意思%$呆傻

的天真态度#使激昂语言里的崇高现实变得奇突

显眼"奇异化%&+

#这里他首先指出傻子形象与骗

子形象存在交集的可能#一部分傻子形象是骗子

伪装而成#但另一部分则是真正的头脑简单#前者

的意义与骗子形象大体一致#而后者的意义及深

度则超越了骗子& 骗子形象严格来说是对于虚伪

上层形象及其话语方式的一种模仿#其效果是造

就了作品的两层虚假#强化了虚假#以此来提醒人

们注意辨识真假$而傻子则无法对上层形象及激

昂话语进行模仿#只能使激昂的话语获得无效的

回应从而阻断其继续欺骗的可能#以冷漠无声来

衬托激昂话语的无意义和虚假性&

!三"小丑对于权威形象的直接否定

在骗子和傻子两种形象分析的基础上#巴赫

金又指出小丑形象的意义#小丑是对前两种形象

的综合与超越#小丑可以构建一套自身另类的话

语体系#即使这套话语体系可能与官方话语,流行

话语截然不同#但小丑依然能够自由使用及发表#

一旦小丑自身的语言涉及敏感话题时#他对于权

威话语和形象的否定是直接而尖锐的& 巴赫金分

析道!*这个小丑其实是骗子带上了傻子的面具#

目的在于用不理解来为揭露性的歪曲和颠倒高昂

的语言辞藻作辩护& 小丑是文学中最古老的形象

之一& 受小丑特定社会目标"即小丑的特权%所

决定的小丑言语#是艺术中人类话语的一种古老

的形式&+

$巴赫金指出小丑的特权就是可以正当

地使用与主流话语截然不同的语言#可以任意改

变人们习以为常的语言#*小丑有权用不被人承

认的语言说话#有权恶意地歪曲为人承认的语

言+

%

& 巴赫金关于小丑形象论述可以用*公开的

反对+来概括#其中*反对+是指小丑与骗子,傻子

一样#对于权威话语的规训是不赞同的#他们均在

文本中发出了新的声音并打乱了原本单一的话语

节奏#以直接或间接地方式质疑权威话语中的虚

假内容和过渡形式$*公开+则是小丑才具有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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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张海燕!话语!巴赫金小说批评的逻辑起点

性#骗子的质疑方式是最温和委婉的#以明显的欺

骗来提醒隐蔽的欺骗#造成一种暗示类比的效果#

傻子比骗子程度略高#以冷淡来应对高调#造成高

调因没有回应而陷入一种反思性效果#小丑却因

为自身行为语言具有较高自由度#可以在伪装或

滑稽的外表之下发表个人之言#因而在形式上是

最为公开直接的& 莎士比亚著名悲剧(李尔王)

中*弄人+就是一个典型的小丑形象#尽管他面对

的是最高权力象征---国王#主要任务本应是取

悦国王#却总是以充满悖论或含糊其词的话语回

应来自国王的权威询问#甚至直接称呼李尔王为

*傻瓜+#*你把你所有的尊号都送了别人$只有这

一个名字是你娘胎里带来的+

!

& 其语言风格犀

利大胆并直接指出权威人物的性格弱点&

结语

话语是巴赫金文艺理论尤其是早期小说批评

中不应忽视的概念#可以说如果没有关于话语界

限与特性的确定#他对于长篇小说特性的思考也

就不会那么全面周到& 巴赫金首先将话语从传统

修辞学的形式规定中解放出来#确定长篇小说话

语应当是*杂语+的观点#进而从*杂语+的构建及

生成出发#从作品展示世界的多重性,叙事人的动

态化以及塑造人物形象的多样性等各方面做出了

说明& 我们认为#话语是巴赫金思考长篇小说特

性的关键步骤#尽管话语只是一个相对具体的概

念#但通过赋予其*杂+的特点#层层推进地完成

了对于长篇小说构成要素的理论思考#不少后期

理论的核心义理#如复调小说,对话体小说等#已

经在话语理论的思考中初具规模#如在谈论人物

形象塑造的时候强调反面人物,次要人物对于权

威话语的抵抗性等& 综合来看#话语是巴赫金小

说批评的核心概念与逻辑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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