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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相比 ,意识流小说对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具有叙述的非条理性、叙述主体的隐蔽化、

时空界限的突破等鲜明特征。从模糊理论角度来看 ,意识流小说心理活动叙述形式与内容完美地融为一体 ,其创

作技法比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更高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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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语言学是 20世纪 60～70年代开始兴起的

一门重要边缘学科 ,其理论基础是美国控制论专家

Zadeh (1965)的模糊集合论。模糊集合论的提出改

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 , 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的经典排

中律 ,其本质是不赞成对事物进行一刀切的传统做

法 ,承认在两个值之间有无数区间值 ,有无数隶属

度。模糊理论的研究不仅适应自然语言研究的发

展 ,而且为形式语言中的许多难题解决提供了理论

和方法。意识流小说的叙述语体一度被视为洪水猛

兽 ,遭到传统批评家和唯美主义者的严厉指责。直

到今天 ,不少人依然对它抱有成见 ,认为它是现代派

作家信笔涂鸦 ,无度发泄自我的产物 ,不能登大雅之

堂。“意识流语体之所以备受非议和排斥 ,其主要

原因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这种展示人物精神世界 ,反

映意识活动的小说语体尚未取得一致的审美

观 ”。[ 1 ]255从模糊理论角度来看 ,意识流小说将心理

活动叙述形式与内容完美融为一体 ,其创作技法比

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更高一筹。

一 　意识流小说叙述形式的革新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动荡不安、荒诞不经的严酷

现实加剧了人们对西方文明的幻灭感 ,现代人的孤

独感与异化感与日俱增。“现代主义小说家认为 ,

井然有序的传统小说既无法真实反映混乱无序和错

综复杂的现代经验与现代意识 ,也难以确切地表达

他们对新的历史氛围与社会现实的洞察力 ”。[ 2 ]195于

是乔伊斯等开始从外部客观物质世界转向内部主观

的精神领域 ,着手对小说叙事形式进行改革 ,探求一

种新颖独特的创作形式来反映西方人的现代意识。

《尤利西斯 》这部驰名西方文坛的意识流杰作被文

学评论界推崇为现代主义小说的里程碑 ,代表了意

识流创作的最高成就。贝内特被公认为英国传统小

说的主要代表。[ 1 ]41本文选取两位作者的两段引文

作为语料 ,对比分析两者心理描写手法的差别 :

索菲亚十分恐惧地等待着。她观看到了悬挂在

那个脸向下俯伏的受害者上方闪闪发光的金属三角

架。她感到掉了魂似的 ,仿佛被人一下子从隐蔽之

处揪出来 ,暴露在最危险的命运之前。她为何在这

座奇怪、不可思议而且对她又是如此陌生和充满敌

意的城市用痛苦的目光观看这种残酷和下流的场面

呢 ? 她的感情完全受到了伤害。为什么 ? 就在昨天

她还是伯斯里的一个纯洁和胆怯的人 ,在艾克斯她

还是一个将藏书信当做一种令人极其兴奋的举动的

傻瓜。昨天或今天 ,其中有一天是不真实的。为何

她被单独关在这个令人作呕和可憎得难以形容的旅

馆而无人来安慰她并将她带走呢 ?[ 3 ]

轰隆隆火车在远处鸣汽笛这些机车力量真大像

巨人水蒸气向四周乱喷就像那首古老情歌的结尾可

怜的男人们不得不离开妻子和家庭在发烫的机车里

通宵上班今天真闷热我很高兴我已将那些过期的

《自由人 》杂志和照片烧掉了一半将东西像那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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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乱放他变得越来越粗心了我将剩下的扔进了厕所

我让他明天替我将有用的剪下来不要让它们在那里

再躺上一年卖几个钱我要问他今年一月份的报纸哪

里去了还有我捆好放在厅外的那些旧大衣使这里变

得更热了这场雨太好了恰好当我美美地睡上一觉之

后 ⋯⋯[ 4 ]754 - 755

贝内特描写了年轻、无辜的女主人公索菲亚独

自在一家旅馆的房间里观看街上的残暴场面时的心

理感受 ,而乔伊斯则揭示了女主人公莫莉午夜时分

在床上似梦非梦、飘忽不定的模糊意识。尽管都是

描写女主人公的感性生活 ,但他们在叙述形式方面

有明显区别 :乔伊斯对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具有叙

述非条理性、叙述主体隐蔽化、时空界限被突破等鲜

明特征。

二 　模糊思维与叙述的非条理性

“模糊性就是指对象类属边界不清晰和性态不

确定的特性 ”, [ 5 ]101存在许多“亦此亦彼 ”渐变的中

间状态。人物意识活动在最原始、最低程度的模糊

感觉与最完善、最高程度的合理思维之间存在一些

过渡阶段 ,各种阶段难以截然分开。意识流描述的

焦点是人物的主观感受。由于“人的大部分知觉过

程和思维过程都浸透着模糊性 ”,
[ 6 ]337并且“人的感

情内容是最不确定的 ,最难捉摸的 ,因此也是最模糊

的 ”,
[ 6 ]44所以人类对外界的认知和把握是模糊的。

“思维本身即是一种运动 ,在自然状态下这种运动

是自由自在的、放任的、无序的 ,甚至可以说是混沌

的 ,表现为对外界的认知和对自身思索的内容是不

自觉的无意识的 ,即模糊的。这应该属于人类思维

本能的一面 ,表明人类思维具有天然模糊性。”[ 7 ]人

们在思维时 ,原始的、半理性、理性等各种阶段的意

识交错重叠 ,杂乱无章 ,这也是意识流心理活动叙述

非条理性的原因之一。

意识流作家尤其热衷于描写最原始、最低程度

的潜意识和无意识。我国研究原始思维的学者指

出 ,“原始思维所产生的观念 ,一般都具有很大的蒙

昧性和模糊性 ”。[ 6 ]337康德甚至用“模糊概念 ”这一

术语来表征无意识。[ 6 ]44索绪尔指出 :“从心理方面

看 ,我们的思想离开了词的表达 ,只是一团没有定形

的、模糊不清的浑然之物。思想本身像一团星云 ,其

中没有什么是必然划定好了的界限。在语言出现之

前 ,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 ”。[ 6 ]97因此 ,言语前阶段的

意识活动需要一种非交际性的心理语言来描述 ,它

必须符合人物心理特点 ,接近思维的实质 ,能够真实

地反映人物头脑中的混沌意识和飘忽思绪 ,通过原

原本本地展示人物精神活动的真实过程 ,增强作品

的客观性与可信性 ,达到语言形式与作品内容的统

一与和谐。“意识流语体恰恰是表现人物精神活动

最合适、最有效的创作工具 ”,
[ 1 ]270它适宜表现那种

见诸文字前尚属隐晦、混沌的思绪与浮想。当人物

神志不清或精神恍惚时 ,容易产生语无伦次现象 ,因

此意识流语体的叙述凌乱恰恰真实地反映了人物的

心理现实。“混乱无序的语篇对表现心理反常、精

神压抑、神志恍惚和意识混乱的人物无疑是极其恰

当和十分有效的 ”。[ 2 ]197贝内特的描写始终徘徊于人

物心理表层 ,无法潜入她的心灵深处 ,且过于强调理

性和思维的连贯性而有作者精心设计和艺术加工的

痕迹 ,显得不够逼真 ;而乔伊斯非逻辑性叙述却形象

真实地表现了人物原始的混沌意识 ,甚至包括那些

已经不属于意识范畴而却接近生理本能的无意识反

应。乔伊斯对人物精神世界的描写手法得到了吴尔

夫的高度赞扬 :“乔伊斯先生是精神主义者。他不

惜任何代价来揭示内心火焰的闪光 ,这种火焰稍纵

即逝。为了将它记载下来 ,乔伊斯先生鼓起勇气 ,将

一切在他看来是外来的因素统统抛弃 ”。[ 8 ]1997“亨利

·詹姆斯认为小说存在的理由在于它的逼真

性”,
[ 9 ]139康拉德主张艺术必须以展现真实为自身的

唯一目标。[ 9 ]153由于乔伊斯的心理描写更加接近思

维的本质 ,更加真实自然 ,因此与贝内特相比明显技

高一筹。

三 　模糊语言与叙述主体的隐蔽化

作者对作品的介入分显性与隐性两种形式。

“显性 ”与“隐性 ”是一对相互对立的模糊词 ,其间必

然存在很多过渡形式。由于“客观的、非人格化的

显示这种叙事方式要高于任何允许作者或他的可信

的叙述者直接出现的方法 ”,
[ 10 ]241只有那些“对自己

才华信心不足 ”的小说作者才让自己的声音过多地

插入故事情节 ,
[ 11 ]76因此意识流小说作者往往尽可

能地隐匿自己的看法 ,把作品的阐释权交给读者。

叙事的写实性与虚构性相结合是现代小说及现

代小说理论发展的基础。[ 9 ]108“虚 ”与“实 ”也是一对

相互对立的模糊词。作品中的故事并非真实故事 ,

而是作者虚构出来的 ,它同时具有虚构性、模仿性和

主题性。尽管作品具有虚构性与模仿性 ,明智的作

者往往竭力隐退到故事背后 ,减少介入 ,让故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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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叙述 ”,营造一种“实 ”的感觉 ,充分利用虚构的艺

术世界与客观的现实世界之间的张力 ,打通“现实 ”

与艺术想象之间的界限 ,使生活与艺术互相越界 ,融

为一体。读者理想的阅读状态是完全沉浸在作品

中 ,自己去观察、体验和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真实

情感 ,在虚实之间找到一种平衡。现代小说理论奠

基人亨利 ·詹姆斯认为 ,小说家毫不掩饰的叙述声

音无疑会破坏小说的艺术真实 ,
[ 9 ]113他提倡最大限

度地降低作家的叙述声音 ,提倡作家以不介入作品

的叙述方式来实现艺术的似真效果。妄加评论的做

法破坏了艺术的真实性 ,同时也破坏了读者与故事

的关系。随着欣赏能力的成熟 ,读者开始讨厌这些

介入、中断故事的声音 ,并且要求自己对故事中的事

实提出自己的看法。“意识流作为一种叙事手法 ,

具有叙事人不介入 ,致力于再现人物似水流淌不息

的意识过程 ⋯⋯它与传统心理描写的最大区别 ,除

了以主观感受为现实的中心 ,更在于把意识看作变

化无常 ,殊难预测、理解 ,而且错杂错乱 ,故而只能由

叙事人来照实记录的东西。这也是吴尔夫所谓向内

看所见到的心理真实 ”。[ 12 ]89

贝内特的《老妇谭 》中“她为何在这座奇怪、不

可思议而且对她又是如此陌生和充满敌意的城市用

痛苦的目光观看这种残酷和下流的场面呢 ?”的提

问明显听得出叙述者的声音 ,而在《尤利西斯 》中 ,

作者故意将人物的意识流与小说叙述者的思想不加

说明地混为一体 ,彼此交融 ,叙述者的语言毫无人为

痕迹地突然转成作品人物的内心声音 ,读者感受到

不是在听叙述者讲故事 ,而是一下子就直接置身于

作品中人物的内心世界里 ,直面人物的意识活动 ,具

有无法质疑的逼真感。“乔伊斯自觉地退出了小

说 ,原原本本地展示人物的意识活动 ”。[ 1 ]59

四 　模糊概念与时空界限的突破

时间是一种运动 ,这种运动无始无终。既然时

间是无始无终的运动 ,那么谁能说出一小时的起点

在哪 ? 谁能说明一小时就一定是 60分钟而不可以

是 30分钟或者 120分钟呢 ? 可见 ,一小时 60分钟

是硬性规定的 ,小时与小时之间并没有精确的分界

线。“过去”、“现在 ”与“将来 ”,“昨天 ”、“今天 ”与

“明天 ”等概念只是人类到了近代发明钟表等仪器

后才人为地划分出来 ,它们之间也不存在明晰界限。

因此钟表时间是人为的 ,它的标准是固定的 ,长度是

有限的 ,它不适合描绘混乱无序、稍纵即逝的心理活

动。为区别钟表时间 ,哲学家与文学家提出“心理

时间 ”这个术语 ,认为时间存在于人的意识中 ,因为

“时间不可能是一个脱离人而独立存在的自在存在

者 ”,
[ 13 ]12时间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一种感觉形式 ,

“心理时间 ”接近时间的本质 ,它才是真正的时间。

“时光倒流 ”、“历史长河 ”两个词组说明在人们

的意识里 ,时间如河流、水流 ,它可以像水一样有顺

流、逆流、明流与暗流。动态的东西没有截然分明的

界限。正如中世纪的阿拉伯哲学家阿布 —优素福.

金笛在其著名的论文“论第一哲学 ”中所说 :“过去

的时间和未来的时间具有共同的瞬间 ,这共同的瞬

间就是‘现在 ’。因为它是过去的终点和未来的起

点。”福克纳认为 ,孤立地生存在过去的梦幻中 ,把

过去与现在割裂开 ,“是对时间本质的歪曲 ”,真正

的人“既生活在现在 ,亦生活在过去和未来 ”。[ 14 ]因

此 ,“过去 ”、“现在 ”以及“未来 ”构成了时间之流的

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他们之间界限模糊 ,这是时间

的本质所在。

空间也是一种运动。“从时空的角度来看 ,时

间与空间均处于无休止的运动之中 ,均既具有清晰

性又具有模糊性 ”。[ 7 ]霍克斯说 :“空间和时间事实

上是一个连续统 ( continuum ) ,没有固定的、不可改

变的界限或划分 ”。[ 6 ]52海德格尔对时间的论述是 :

“空间即‘是 ’时间 ,也即时间是空间的‘真理 ’。当

空间在它的所是中辩证地被思的时候 ,按照黑格尔 ,

空间的这一存在就绽露自身为时间 ”。[ 15 ]念天地之

悠悠 ,泛舟在时间的长河中 ,从哲学的高度来看 ,甚

至连时间与空间的界限也是模糊的。

一年相对于一天是很长的时间段 ,但放进历史

的长河中又变成很短的瞬间。由于标准的不一致 ,

伸缩性和灵活性构成时间的第二个本质属性。时间

的伸缩性使得“人们感觉世界里的一小时与钟表时

间相比可能被拉长五十、一百倍 ,相反 ,钟表上的一

小时在人的心理世界里也许只有一秒钟。时钟时间

与心灵时间的不对等关系值得我们给予更多的关注

和研究 ”。[ 9 ]196意识流作家往往以“现在 ”为支撑 ,由

此及彼 ,不仅可以从现在流转到过去 ,也可以从现在

流转到将来 ,甚至还可以从过去流转到未来 ,通过跨

越时空界限和巧妙设计或精心组合钟表时间与心理

时间 ,用有限的时间来展示无限的空间或在有限的

空间无限扩展心理时间 ,将人生几十年的复杂经历

压缩在有限的时间与空间内加以集中表现 ,从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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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流小说具有无限的扩展性和巨大的凝聚力 ,展

示出无穷的艺术魅力。

思维或者说意识也是种运动 ,意识流这个术语

本身是一种比喻说法 ,“流 ”具有动态意义。流动的

物体没有截然分界线。流动性表明不确定性、伸缩

性和灵活性。因此 ,人物的意识具有极大的跳跃性

和随意性 ,意识的随兴所至与时间的本质具有相似

性 ,正是这种相似性使得时序互相倒置、空间的错位

能够真实地反映意识活动的运动轨迹。它们之间这

种相似性与时空界限的模糊性为意识流作家打破传

统小说以客观时间为序的结构 ,采用过去、现在和未

来有时彼此颠倒、有时互相渗透的写作手法提供了

理论依据。

思维的模糊性决定了心理叙述的非条理性 ,意

识流小说作家对显隐介入与叙事虚实的适度把握实

现了叙述主体的隐蔽化 ,时空概念的模糊为时空界

限的突破提供了必要条件。意识流小说叙事形式的

革新在 20世纪 20年代达到高潮 ,而模糊理论是 20

世纪 60年代才诞生 ,因此乔伊斯等是走在时代前面

的开拓者 ,他们的观念是前卫的。万事皆有度 ,模糊

理论更是重视“度 ”,量变引起质变。可惜的是意识

流语体发展到后期超越了合理的界线而走进了完全

脱离读者的象牙塔 ,晦涩混乱的句法结构和令人生

畏的文字谜语使某些作品失去了可读性。尽管如

此 ,意识流语体在西方现代文学中的作用难以估量。

它不仅真实反映了西方现代人的精神危机 ,而且为

研究现代小说语体的演变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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