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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叙述反讽是一种基本的反讽性话语表达方式，旨在通过对立两项的悖逆冲突，更深刻地

披显作品的真实意旨。当代小说的叙述反讽艺术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戏谑反讽，通过戏拟性文本与母

本间表层语码的相似及深层语码的逆忤制造反讽意义；语调反讽，通过叙述语调与叙述内容及表达意旨

的乖离产生反讽效果；话语反讽，通过误用话语的语用规则生成反讽意味；视点反讽，通过异常叙述者的

独特视角与惯常视角的相异形成反讽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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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讽”一词，最早可上溯至古希腊喜剧。它是一个佯装无知、擅长运用听似傻话实则包含真理

的语言击败自视高明的对手的角色典型。在 #/ 世纪以前，反讽在西方文论中还只是一种次要的修

辞格，它的基本特征是字面意义与深层意义不一致，即言在此而意在彼，这一基本特征存在于反讽

的各种变体形式之中。#& 世纪末、#’ 世纪初，德国浪漫主义文论复活了沉寂、湮没已久的反讽概

念。在谢林、施莱格尔兄弟和索尔格等人的努力下，反讽概念有了拓展性的发展，它不再是一种局

部性的修辞手法，而扩展成为一种文学创作原则，形成了美学意义上的反讽。德国浪漫主义者的这

些努力为新批评的反讽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肇始于 !" 世纪 !" 年代、鼎盛于 !" 世纪中叶的新批评文论又使反讽理论得以充分挖掘和张

扬，并赋予现代意义。瑞恰慈认为，“反讽性观照”是诗歌创作的必要条件；布鲁克斯则认为，反讽这

个名词是“表示诗歌内不协调品质的最一般化的术语”［#］（0+ )/）。新批评不仅将反讽推崇为一种诗

歌创作和批评原则，而且把它视为诗歌的基本思维方式和哲学态度。笔者认为，反讽最基本的特征

在于包含了对立的两项，并通过这悖逆冲突的两项昭示了一种人生态度和哲学思考。

新批评主要是在诗学领域中探讨反讽的，现在人们论及反讽时，已不再囿于诗歌领域，而是扩

展到其他文学领域。反讽也表现在小说领域。卢卡契在文学类型史的研究上，将小说视为“反讽本

身的等价物”［!］（0+!&）。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也把反讽和叙事艺术结合起来，把它视为小

说修辞的一个重要方面。

叙述反讽是一种基本的反讽性话语表达方式，旨在通过或彰显或潜隐对立的两项，如戏拟性文

本与母本（被戏拟的文本）之间的对比、叙述语调与叙述内容及表达意旨的乖离、话语与误置语境的

不符、异常叙述者的独特视角与惯常视角的相异，产生出一种独特的反讽效果，并从中深刻地揭示

出与所陈述的字面义相反的真实意旨。本文主要从戏谑反讽、语调反讽、话语反讽和视点反讽四个

方面，探讨当代小说的叙述反讽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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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戏谑反讽

戏谑反讽，即戏拟或滑稽模仿，它是当代小说最典型的一种叙述反讽方式。!" 世纪 #$ 年代法

国出版的鲍威列特的《科学及文学艺术词典》对“戏拟”的解释是：“戏拟是一种诗文体裁，它用戏谑

的态度模仿严肃作品，通过变形或改变作品原有的意义，使之成为笑柄。”实际上，戏拟就是一种反

讽模仿。戏拟性文本运用双重语码进行叙述，表层语码模仿、依从母本的话语方式，深层语码恰与

此相逆忤，通过表里话语的两相冲突、悖逆和文本有意制造的明显或细微的差别，使反讽意义在对

照中不言自明。戏拟旨在通过貌合神离颠覆、解构母本的模式与规范，进而消解它所代表的思维方

式和思想意旨。

詹姆斯·乔伊斯的杰作《尤利西斯》堪称小说戏拟的经典范例。它主要戏仿的是荷马史诗《奥德

赛》，不仅书名直指于此（尤利西斯即史诗中的英雄奥德修斯），在情节结构上也与之平行发展，形成

对应关系。而人物形象的塑造则恰与英雄形象形成反讽：卑微渺小的布鲁姆和顶天立地的奥德修

斯，内心空虚的斯蒂芬和英勇无畏的特莱默克斯，轻佻偷闲的莫莉和坚守贞节的珀涅罗珀都形成了

反讽性对照。正是通过这种戏拟，使作品在反讽模仿中充分体现了英雄悲壮的历史和卑劣猥琐的

现实之间的强烈反差，该小说对现实的批判性昭然若揭。

异彩纷呈的中国当代小说也涌现出一批戏拟性小说佳作，形成了引人注目的独特风景线。一

般说来，戏拟或侧重于题材方面，或侧重于体裁方面。军事题材、爱情题材是当代小说戏拟的主要

对象。余华的《一个地主的死》是对抗日题材文学作品的戏谑。它讲述的是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英

雄抗日殉国的故事：地主少爷王香火被日本兵抓去当向导，他故意把他们引向歧路，并通知乡亲们

斩断后路，使日军陷入穷途绝境，王香火因此惨遭杀害。小说中英勇的主人公和壮烈的故事本来应

当引起读者的敬仰之情，然而小说潜藏的另一套话语却消解了已成范式的抗日英雄题材作品予人

的这种心理反应。作者不是以饱含敬仰之情的语调叙述主人公的英雄壮举，而是代之以冷漠的处

理方式。小说处处呈现了与成规的抗日小说相悖逆的地方：平时饱食终日、游手好闲的地主少爷完

成了抗日殉国的壮举，属于革命阶级阵营的长工暗自盘算的却是能够多要一些赏钱；主人公殉难时

没有高呼什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之类的豪言壮语，反倒叫了一声：“爹啊，疼死我了”！全无英雄

气概，显得窝囊相十足。《一个地主的死》以戏拟的方式嘲讽和瓦解了传统同类题材作品的艺术形

式和思想意旨，促使人们反省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我们遵奉的以阶级作为划分人的好坏善恶

的判断标准的荒谬性，从而进一步认识与思考人性的复杂。刘震云的《新兵连》则是对以《欧阳海之

歌》为代表的弘扬军人崇高形象和英雄气概的十七年军事文学的戏谑模拟。它重新描述军营生活，

重新塑造军人形象。通过指导员、李班长、“老肥”、“元首”等一个个虽渺小卑微却不失真实可爱的

当代军人的新形象，化解了笼罩于军人头顶的神秘而圣洁的光环，还之以生活的本真面目。让人感

到可亲可信，也引发了人们对追寻、实现人生价值和人生意义等问题的思考。

余华的《古典爱情》和北村的《张生的婚姻》，是对才子佳人式的古典爱情故事的戏谑模拟。《古

典爱情》中的穷苦书生、富家小姐、赴京赶考、私定终身等关键性词眼给人的感觉似乎确实写的是才

子佳人悲欢离合的古典爱情故事。其实，小说只是戏仿古典爱情故事的外壳，故事的进展迥异于传

统模式，它以悲剧性的爱情结局和触目惊心的残酷社会现实的描写，撕毁了人类自我编织和陶醉其

中的才子佳人“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一虚构的美满的爱情神话，旨在告诉人们，世事的沧桑、人生的

无常、现世的残酷才是真切的存在。北村的《张生的婚姻》是对《西厢记》这一古典爱情文本典范的

反讽模仿。北村借此戏拟性文本在瓦解古典爱情观的同时，也拉开了历史与现实的时间距离，昭示

了理想与生活本相的鸿沟，让人们深刻洞悉了生活的非理想化状态的本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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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是就体裁模式进行反讽模仿的经典之作。它戏拟的对象是 !" 世纪至

!# 世纪在西欧各国早已销声匿迹却风靡西班牙的骑士小说。作者借堂·吉诃德的骑士形象和冒险

经历嘲讽了脱离现实、耽于幻想、矫揉造作的骑士小说，暴露了丑恶社会现实中的种种矛盾，讽刺批

判了上层统治者的残暴昏聩，对下层劳动人民水深火热的艰难处境则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余华的

《鲜血梅花》可以说是对武侠小说这一体裁模式的反讽模仿，它用对武侠复仇小说的颠覆性重写反

讽戏谑了以情节的精巧变幻引人入胜的武侠小说。主人公报杀父之仇的义举变成了毫无勇毅、终

无所成的漫游，梅花宝剑未能血刃仇敌，镌刻于剑身的朵朵梅花却为斑斑锈迹所染。这是对人们熟

知的险象环生、情节跌宕、扣人心弦的以复仇为主题的武侠小说的戏谑和解构。

总之，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戏拟这种反讽模仿建基于文本的“互文性”特点，是一种互文反讽。

互文性，一言以蔽之，即“一文本与其他文本的相互关系”［$］（%& !’!），这是最早提出“互文性”这一概

念的法国学者朱丽娅·克里斯特娃所下的定义。正因为戏拟性文本与母本之间具有互文关系，故而

要求读者相应地掌握与母本相关的知识，否则，将会由于缺失反讽意识而不能读解出反讽意蕴，也

就不能真正读懂戏拟性文本的真实意旨。戏拟性文本以貌似读者熟知的面目出现，读者以为驶入

了自己熟悉的思维常轨，作者却又时常出乎其外，通过与惯常思维方式和传统模式相左的深层话语

产生了种种反讽意味，从而打破读者的成规性审美感受方式，使他们的阅读期待心理屡屡受挫、一

再落空，激活读者日趋麻木、萎钝的哲学思考和审美感受能力，促使他们从全新的角度重新审视人

们习以为常的传统模式和深信不疑的思想观念，正视人生的本真状态，重新衡估一切价值。但是，

戏拟的创作方法如果用得浮滥，势必也将形成一种套路和模式，最终令读者失去兴趣乃至厌弃，它

本身也极可能颇具反讽性地成为他人戏拟嘲讽的对象。

二、语调反讽

语调反讽是通过叙述态度与叙事内容、表现意旨的相悖，形成具有反讽意味的叙述语调，从而

更加突出了作者的真实表现意旨。其中有的是以冷静平和的态度进行叙述的。如王安忆的《小鲍

庄》就采用了冷眼观世、平淡叙事的态度；何立伟的《白色鸟》则通篇充盈着宁静散淡的氛围，直至卒

章的一声锣响和开斗争会的喊声才把读者拉回到残酷、荒唐的现实生活当中。’( 世纪 )( 年代初，

异军突起的新写实小说更是以零度叙述为其主要特色。刘震云在《官人》、《单位》、《一地鸡毛》等大

量作品中，将人们耽沉其中的由鸡毛蒜皮的琐屑日常小事组成的生活从容平淡地一一道来，使人难

睹其真实写作意图。实际上，作者并非认同现实的麻木，而是充分暴露生活的真实状态，对现实的

无奈和反动之意不言自明。应当说，以冷静平和的叙述态度叙事，其反讽结构上的两项对立和由此

生发的反讽意义虽不是很明显，但这体现了冷静超脱的反讽观照方式，诚如托马斯·曼所说的，是

“无所不包、清澈见底而又安然自得的一瞥，它就是艺术本身的一瞥，也就是说，它是最超脱的、最冷

静的、由未受任何说教干扰的客观现实所投出的一瞥”［*］（%&"$）。

相形之下，语调反讽在结构上两项对立较为明显的有以下几种情况：

其一，以调侃和故作轻松的口吻讲述感伤或沉痛的故事。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炭画》就以诙

谐讥刺之笔描绘了波兰乡村的一幕悲剧，通过反讽叙述更有力地揭露了现实社会的腐朽、污浊与黑

暗。现代文学大师鲁迅的《阿 + 正传》、《孔乙己》也以幽默的笔调深刻批判了国民性的弱质。当代

作家中，洪峰的《瀚海》、刘震云的《塔铺》等小说则以调侃、漫不经心的姿态和语调表达了对人生的

无奈、沉重、艰辛和悲壮的理解。

其二，以一本正经的叙事态度讲述荒唐的故事。叶兆言的《关于厕所》就是旁征博引、引经据典

地以严肃性话语方式联缀了关于厕所的种种荒唐故事。金河的《市委大院的门栓》也是用一本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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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笔调，严肃认真地叙述了市委书记整天研究门栓的正歪变化，把微不足道的门栓问题提升到无比

重要的程度以致无人敢予以反驳。叙述方式愈正经，叙述内容的荒唐，人物言行的可笑、可悲、可叹

就愈发显著，愈加引人深思。

其三，恢宏堂皇的叙述方式与卑琐平庸，甚至荒诞不经的叙述内容奇怪地组合在一起。王蒙的

《冬天的话题》、《选择的历程》，李晓的《我们的事业》等都属此类。磅礴的叙述，浩大的声势，辉煌的

语言，是它们的主要特征，这种“小题大作”更加凸现了叙述内容的琐屑无聊，对现实的批判性也更

加强烈。

三、话语反讽

众所周知，语言的运用在语体、语义、感情色彩等方面都有一定要求，话语反讽恰恰无视这种语

用规则，有意在语体、语义、感情色彩方面误用语言，以产生反讽效果。话语反讽包含三种情况：

其一，反语。人们说话行文，通常都是正面运用词语的词典意义，有时为了达到特殊的修辞目

的而运用与本意正好相反的词语，或是用正面的话语表达反面的意思，或是用反面的话语表达正面

的意思，这就是反语，也叫说反话。从修辞的功能而言，在不同的语境当中，反语具有嘲弄、讥讽、挖

苦、谴责、批判、否定、幽默、暗示、亲昵、怜爱、喜欢等不同的情感意味，从而更加强化和突出了作者

的真实表达意图。反语是大家最为熟悉也最为典型的话语反讽形式，以致于不少词典将反讽与反

语混为一谈。

其二，语境误置。有意将在某些特定场合才用的话语挪移、误置于另一显然不相符的语境中，

譬如，在嘻笑玩闹的场合运用正式庄严的词语，在严肃庄重的场合用难登大雅之堂的艳词俗语插科

打诨，这种客串词义、张冠李戴式的错位安置，往往能营造出一种特殊的氛围，并获得意想不到的反

讽效果。语境的压力会导致身处其中的话语变形，从而产生字面之外的潜台词，这言外之义对字面

之义又形成了深刻的反讽。

当代小说中这种语境误置主要表现为故意将一些时事政治术语、伟人语录、文革语言、军事术

语等用在世俗的生活语境当中，或与粗俗的俚语混杂相用，致使话语在新的语境压力下与原意悖逆

疏离，在造成语言快感的同时，也消解了一切严肃、一切信仰和一切价值。王朔小说的反讽性对话

是话语反讽的突出代表，我们略举数例便可窥斑见豹。生活中夫妻闹别扭吵架拌嘴是家常小事，在

《过把瘾就死》中，丈夫却对赌气的妻子来了句政治辞令，说她的所作所为是“自绝于人民”。《玩儿

的就是心跳》中，又将严肃的政党组织生活与搓麻将这一娱乐活动捆绑在一处。吴胖子等一干人在

方言家搓麻将，见方言回来，解释转移到他家搓麻将的理由时说的是：“我媳妇回来了，所以我们这

个党小组会挪到你这儿继续开”。又指着一个陌生男人介绍说：“这是我们新发展的党员。由于你

经常缺席，无故不交纳党费，我们决定暂时停止你的组织生活。”方言的回答也是戏用政治辞令：“我

服从组织决定。”在《给我顶住》中，方言用军事术语对关山平大侃追女朋友的策略：“敌进你退，敌退

你进，敌驻你扰，敌疲你打”。“你还得机智灵活，英勇顽强，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话语的语境误置，

摒弃了语言的习惯用法，让人忍俊不禁的同时，也戏谑性地消解了严肃话语的权威性和价值观。

其三，悖逆语义并置。莫言的《红高粱》中有这么一段文字：“我终于悟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

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

通过典型的反讽性语词组合，将语义相悖相逆的词语并置在一起，使语词之间互相干扰、冲突、排

斥，从而在酣畅淋漓的语言快感中扩大了语言的张力，也给读者以特殊的心理感受和想像空间。王

蒙的《来劲》，数千字的小说几乎全由一大堆相关相悖的名词、形容词联缀而成，借此呈示了社会的

矛盾交织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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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反讽运用得当能产生绝妙的反讽效果，但如果纯为了追求语言快感而流于形式，丧失思想

理念的支撑弄成所谓的文字游戏，则只能沦落为一种浅薄的语言能力的卖弄，并无深刻可言。

四、视点反讽

通过异常叙述者的独特视角进行叙述，与人们所熟悉的惯常视角形成对照，产生反讽意义，这

就构成了我们所说的视点反讽。

有的小说择取的主人公是人类中的一部分特殊成员，譬如精神失常者、死者、儿童等，以此为叙

述视角展开叙述。福克纳的旷世杰作《喧哗与骚动》的第一部分就是选择虽然已经 !! 岁，却只有 !
岁小孩智力的白痴班吉来叙述故事的。安德莱夫的《谩》、鲁迅的《狂人日记》、《长明灯》也都是以精

神失常者的视角来叙述的。失常者表面的失常与实质的清醒构成了一重反讽，失常者与周围自视

清醒的正常者又构成了一重反讽，从而揭示出自以为是的清醒者极力虚造并努力使众人信以为真

的所谓“美好的历史”，其实质不过如失常者眼中所见到的那样，充斥着伪善、谎言、欺骗、“吃人”等

种种丑恶现象。余华的《一九八六年》则让历史的残酷通过疯子的视角和种种变态的行为一一得以

呈现。余华的另一作品《死亡叙述》更是奇诡，以死者的视角调侃性地、细致入微地描述了死亡过

程，这与生者对死亡的正常情感态度形成了鲜明反差。现代小说中萧乾的《篱下》，当代小说中余华

的《呼喊与细雨》等是以儿童为叙述视角的典型之作。这些作品通过不谙世事、天真无知的儿童视

点，深刻揭示了成人世界习以为常的虚伪、互戕的残酷现实。方方的《风景》则是以兼具死者与幼儿

的特殊者为叙述者的。小说以死去的“小八子”的视点来观察一家人的生活，用他的语调来叙述一

家人的故事。在荒诞和陌生的艺术表现中，使人们对生活本质的真实有一种新鲜特别的审美感受。

有的小说甚至选取异类为叙述者。夏目漱石的《我是猫》就是以一只能说会道的猫为叙述者，

嘲讽了自命清高却又精神空虚、无所作为的知识分子，揭露了日本明治时期黑暗的社会现实。李宁

武的中篇小说《落雁》则通篇经由大雁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启迪人们深思人与动物、人与自然，人

的生存与发展等问题。这种以动物视角展开的叙述，有力地暴露了人类社会荒诞、困顿的现实处境

和人性龌龊、阴暗的一面。

以上我们基于反讽的美学意义，从叙述反讽的角度探讨了当代小说的反讽艺术。反讽生成了

作品的艺术张力，拓展了作品的意义空间，丰富了作品的意蕴内涵，也极大地激活了读者的思维，使

作品具有了独特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实质上，反讽的精神内核具有严肃的批判性。调侃的叙述、

嬉笑的态度、悖理的情境，所有这些叙述反讽喜剧性的表征下面，往往隐匿着小说家对世界的认真

思考、对自我的深刻反省；其智慧性的戏谑、嘲讽中，也往往深藏着对人生的艰难、沉重和苦涩的理

解，读者在感到可笑的同时，又分明体味到了一种对难以解决的矛盾进行思考而产生的痛苦和困

惑。因而，“笑声发了出来，但又凝固在唇吻上”［"］（#$ "%）。叙述反讽喜剧性的外观非但未能冲淡、

消解其严肃的批判性精神内核，反而让人在谐谑与喟叹的矛盾中更加深刻地领会了作品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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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国际研讨会”在我校举行

+, 月 -J 日至 -K 日，由浙江大学、杭州市人民政府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教育局主办，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杭州市教委承办的“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国际研讨会”在杭州金溪山庄隆重举

行。本次研讨会是我校并校后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高等教育研讨会，同时也是今年杭州西湖博

览会的大型活动之一。国内外 H- 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 ., 多位专家学者包括英国、加拿大、日本、

荷兰、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著名专家学者们参加了这次研讨会。

研讨会上，国内外专家就“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全球化的高等教育改革”、“创新与国际高等教

育改革”、“高等教育的体制创新”、“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机制”、“大学与文明的对话”、“人文主义精神

与高等教育”、“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走向”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展开了研讨。中国教育学会会

长顾明远、香港教育学院院长 L?40 !27061、英国伦敦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所长 #()1=2 M’44=1、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亚太教育局高等教育及远程教育项目专家王一兵、我校教育学院院长田正平等专家先

后作了大会报告。研讨会还分小组就“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论与对策”、“创新与国际高等教育改

革”两大主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会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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