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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对叙事技巧的深度剖析始终是探索文学作品内涵与价值的关键路径，本文将对迈

克尔·翁达杰所著《英国病人》中主角艾尔麦西的不可靠叙述进行解读。首先通过深入分析文本，揭示

艾尔麦西在故事事实层面的偏差、价值判断层面的歪曲两方面的不可靠叙述表现形式，再从叙述目的及

个人经历等方面探究原因，最后阐述其不可靠叙述给文本带来的丰富故事层次、引发读者思考等叙事效

果，挖掘这一叙事手法对作品深度和读者体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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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field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studies, the in-depth analysis of narrative techniques remains a 
crucial approach to exploring the connotations and values of literary works. This paper will interpret 
the unreliable narration of the protagonist Almásy in Michael Ondaatje’s “The English Patient”. Firstly, 
by delving into the text, it reveals the manifestations of Almásy’s unreliable narration in terms of de-
viations in factual storytelling and distortions in value judgments. Then, it explores the reasons be-
hind this unreliable nar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narrative purpose and personal experiences. 
Finally, it discusses the narrative effects brought about by this unreliable narration, such as enriching 
the layers of the story and provoking readers’ thoughts, thereby uncovering the impact of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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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rrative technique on the depth of the work and the reader’s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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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英国病人》作为加拿大作家迈克尔·翁达杰的经典之作，于 1992 年问世后便在文学界引起轰动，

荣获当年的布克奖，奠定了其在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这部作品以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和深刻的主题

内涵著称，吸引着无数读者与研究者的目光[1]。小说描绘了一个因战争、折磨和殖民主义的影响而近乎

废墟的世界，以及四个人的生活(Ellis, 22)，通过交错的回忆与现实叙述，细腻地描绘出战争阴霾笼罩下

人性、爱情、身份与背叛的复杂纠葛。小说的主要内容通过不同人物的视角展开叙述，其中艾尔麦西的

叙述尤为引人注目，他的回忆串联起了文本的叙事，成为引领读者走进故事核心的重要线索。然而，深

入研读文本便会发现，艾尔麦西虽身为故事的核心人物之一，其叙述却存在诸多不可靠之处。不可靠叙

述这一概念，由美国学者韦恩·布斯于 1961 年在其著作《小说修辞学》中首次提出[2]。布斯指出：“当

叙述者为作品的思想规范(亦即隐含的作者的思想规范)辩护或接近这一准则行动时，我把这样的叙述者

称之为可信的，反之，我称之为不可信的”(布斯，148)。在此，不得不提及布斯提出的另一个重要概念

——隐含的作者[2]。它并非指实际创作的作者本人，而是作者在创作过程中，通过文本所呈现出的一种

隐含的人格或意识，是作者的“第二自我”(布斯，66)。隐含作者通过对故事的选材、情节编排、人物塑

造以及叙述方式的选择等，向读者传达特定的价值观、道德观和审美趣味。《英国病人》中艾尔麦西的

叙述与隐含作者潜在传达的价值观包括对战争的批判态度、对人性情感的包容等存在冲突，因此是小说

中的不可靠叙述者。对艾尔麦西不可靠叙述的深入研究，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它有助于我们透过文

本表面，深入理解作品中复杂微妙的人物关系，把握人物行为背后的深层动机。同时，对于挖掘作品的

主题表达，理解作者如何通过这种独特的叙述方式传达对战争、人性等宏大主题的思考具有关键作用。

此外，通过剖析艾尔麦西的不可靠叙述，我们还能领略到作者独特的叙事技巧，进而更全面、深入地把

握小说的深层意义，感受这部经典之作的永恒魅力。 

2. 艾尔麦西不可靠叙述的表现形式 

在文学作品中，不可靠叙述往往为文本增添了复杂多义的解读空间，使作品在读者的解读过程中展

现出更为丰富多元的魅力。《英国病人》中艾尔麦西的叙述便是这样，他的叙述使得故事的呈现与真实

内核之间存在着微妙且值得探究的差异。这种不可靠叙述并非单一维度的表现，而是通过多个层面相互

交织，共同构建起一个充满悬念与深度的叙事迷宫[3]。布思聚焦于两种类型的不可靠叙述，一种涉及故

事事实，另一种涉及价值判断(申丹，134)。涉及故事事实意味着叙述者在讲述事件的发生过程、人物的

经历等客观事实方面，可能出现偏差、遗漏甚至歪曲，使得读者所接收到的“事实”与故事实际发生的

情况存在出入。另一种类型则涉及价值判断，即叙述者在对故事中的人物、事件进行评价时，其秉持的

价值观与作品中隐含作者所传达的价值观相背离，从而误导读者对故事意义的理解。艾尔麦西的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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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也可以从这两种类型出发进行分析。在他的叙述中，故事事实层面与价值判断层面并非孤立存在，

而是紧密相连、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艾尔麦西不可靠叙述的全貌。 

2.1. 故事事实层面的偏差 

艾尔麦西在小说中对自身身份的叙述充满了模糊性与不确定性[4]。有学者将艾尔麦西与亚瑟王传奇中

的渔夫王作比较，认为他们之间都有身份的不确定性这一特点(Fledderus, 28)。他身为匈牙利伯爵，却在诸

多场合刻意隐瞒这一真实身份[5]。他始终以“英国病人”自居，但卡拉瓦乔通过情报指出他的真实身份，

“我觉得楼上那位就是给间谍帮忙的艾尔麦西”(翁达杰，164)。这种身份的隐瞒使其叙述的可靠性从一开

始就受到质疑。在讲述自己的经历时，艾尔麦西同样存在诸多模糊之处。回忆沙漠探险经历时，他对某些

关键事件的时间、地点描述得含糊不清。例如当他叙述在沙漠中寻找失落的沙洲扎苏拉时[5]，他所说的是：

“一九三三年，或是一九三四年。我忘了是哪一年”(翁达杰，140)。他无法清晰地说明考察的具体年份，

这种模糊表述使得整个探险经历在读者心中构建起的画面缺乏清晰的轮廓，无法形成连贯、准确的认知[5]。
他在讲历史故事或地理环境时能描绘出很多细节，如“他的四周是他几年前发现的熟悉的壁画。长颈鹿，

牛群，戴着羽毛头饰、举着双手的男人”(翁达杰，169)，但在讲述自己过去的经历时却无法给出确切的年

份，无论是故事中的听众还是读者，都不禁会对英国病人的整个叙述产生怀疑。这种对事实的扭曲和选择

性遗忘，使得他的叙述充满不确定性和疑问，也使得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需要保持警惕，不断质疑和探究。 
在艾尔麦西与凯瑟琳的恋情中，存在着诸多关键事件，而他在叙述这些事件时，也出现了明显的记

忆偏差与隐瞒。关于两人初次相遇的场景，在艾尔麦西的叙述中就存在前后矛盾之处[5]。他在一次回忆

中提到，他们在沙漠中的一个绿洲相遇，“那是一九三六年，我们的故事开始了……”，当时“她站在那

里，沙子慢慢拢进她的一头长发”(翁达杰，143) [5]。后面也讲到过，“我认识凯瑟琳的时候，她已经结

婚了”(翁达杰，225)，但在后面的讲述中，他又提到他与凯瑟琳并不是在沙漠中第一次相遇，“你在伦

敦和牛津参加的那些晚会，我都在那里，看着你”(翁达杰，254)。这种前后不一致的叙述，使得读者难

以确定他们初次相遇的真实情况，增加了故事的神秘感与不确定性。 

2.2. 价值判断层面的歪曲 

艾尔麦西的叙述在价值判断上同样表现出不可靠的特点，强烈的情感使他在叙述中对人物和事件产

生片面解读。艾尔麦西在叙述与凯瑟琳的爱情时，将自己与凯瑟琳的婚外情仅仅视为纯粹爱情的迸发，

极力强调爱情的崇高与伟大，而有意淡化或忽视了这段感情在道德层面所面临的困境与争议。他回忆与

凯瑟琳在沙漠中的相处时光，言语中充满了对这段感情的赞美与沉醉，将他们之间的情感交流和身体接

触视为灵魂契合的体现[5]，如“那天晚上，我爱上了一个声音”，“没有什么能让他离开她”，“她的

昂昂然的美，她的来势汹汹的爱，才是他唯一的渴望”等(翁达杰，145 + 152 + 155)，却很少提及凯瑟琳

已婚的身份以及这段感情对他人造成的伤害。 
这种片面解读在他对凯瑟琳丈夫杰弗里的态度上也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对待情敌时，艾尔麦西的叙述

充满了敌意和贬低，没有深入思考自己与凯瑟琳的行为对杰弗里所带来的痛苦与伤害。他没有站在杰弗里

的角度去体会被背叛的痛苦，而是更多地沉浸在自己与凯瑟琳的爱情世界中[5]，认为“克里夫顿看不到她

的变化，她的自我教育”(翁达杰，226) [5]。他将杰弗里视为这段伟大爱情的阻碍，“一个发了疯的丈夫”

(翁达杰，173)，而不是一个同样拥有情感和尊严的受害者。在艾尔麦西的叙述里，他与凯瑟琳的爱情是如

此的炽热和纯粹，以至于道德规范在这份爱情面前显得微不足道，甚至可以被轻易忽视。正是由于个人情

感的过度介入，使得他在对人物进行评价以及对事件进行呈现时，彻底失去了应有的客观性。如此一来，

读者若仅仅依据他的叙述，便难以获取关于这些人物和事件的公正信息，难以看清故事的真实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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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艾尔麦西不可靠叙述的原因 

艾尔麦西对自身身份与经历的模糊表述，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从战争背景来看[6]，他被称为“英

国病人”但却是一名匈牙利人，曾经参与过德国人的间谍计划，还曾被称为“英国间谍”(吴珊珊，70)，
身份的暴露可能会给他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甚至危险。从个人情感与心理层面分析，艾尔麦西经历了战争

的残酷以及与凯瑟琳爱情的挫折，内心充满了痛苦与迷茫，对过去的身份与经历产生了逃避心理，他试

图通过模糊叙述重新构建自己的存在方式[6]。他的国别身份无法确切辨认，在爱情上也无法确认自我(吴
珊珊，71)，因而在叙述中表现出模糊与不确定。 

3.1. 叙述目的驱动 

艾尔麦西在《英国病人》中的叙述并非毫无目的的随意之举，而是有着明确的叙述目的，驱使着他

在叙述过程中对故事内容进行精心的选择与加工[1]。在他与周围人的关系中，艾尔麦西的故事、生活逐

渐展开，其身份也借此得以构建与明晰(Ellis, 27)。但他的叙述试图在他人心中重构一个全新的自我形象

——一个在爱情与理想追求的道路上坚定不移、勇往直前的英雄。他希望通过讲述与凯瑟琳的爱情故事，

让这段感情成为传奇，所以在叙述中不断强化爱情的纯粹与伟大，忽略了现实中爱情面临的种种问题[5]。
他甚至将凯瑟琳之死浪漫化，“我把她转过来，她一身蓝色的颜料”，“她永恒的身体，紧贴圣洁的颜

色”(翁达杰，257)。通过将凯瑟琳的死亡神圣化，艾尔麦西试图将这段婚外情塑造成超越道德的伟大爱

情，而非一场悲剧。从社会道德层面来看，艾尔麦西与凯瑟琳的婚外情无疑违背了婚姻所应遵循的忠诚

原则，会对多个当事人造成深远的伤害[4]。有学者也关注到艾尔麦西把自己和凯瑟琳描述为“圣城里的

罪人”(Fledderus, 28)，但在艾尔麦西的叙述中，却对道德准则视而不见，这种片面解读反映出他在价值

判断上的不可靠性。他的这种叙述方式，是其内心深处对爱情极度渴望的体现，他试图以此减轻内心深

处因道德冲突而产生的愧疚感。从隐含作者的角度来看，小说通过展现这段爱情的悲剧结局，暗示了艾

尔麦西这种片面解读的错误性。艾尔麦西的行为不仅仅局限于在爱情方面违背道德准则，他还在战争的

背景下做出了严重的背叛之举[5]。他声称憎恨民族，“我开始憎恨民族。民族、国家使我们变得畸形”

(翁达杰，139)，以此将自己为德军服务的行为合理化，宣称自己“超越国家”。但实则他背叛了盟军，

利用自己对沙漠的熟悉带领纳粹穿越沙漠，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那些砍掉卡拉瓦乔拇指的人的帮凶。通

过强调“无国界”的沙漠哲学，他试图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自由的灵魂，而非战争的共谋者。当面对卡拉

瓦乔这个直接受害者的质问时，艾尔麦西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有意识地抹去了自己过去经历中的许多

关键细节，试图以此来避免卷入这场麻烦之中。 
在叙述中，他有时采用第一人称叙述，仿佛在真诚地向听众倾诉自己的心声；有时又切换为第三人

称，仿佛在讲述一个与自己毫无关联的故事。在被问及他在谈论谁时[5]，他告诉卡拉瓦乔，“死亡意味

着你用第三人称”(翁达杰，243)。这种在忏悔中故意混淆代词的行为，显然意在欺骗听众，让他们对自

己的真实身份和行为产生混淆，从而减轻他应得的惩罚。他把自己巧妙地伪装起来，使自己看起来像是

导致克里夫顿夫妇死亡的那场事故的局外人。由于艾尔麦西有着太多不可告人的目的，无论是在重构自

我形象、美化爱情故事，还是在面对自己的背叛行为时，他都在不断地对叙述内容进行歪曲与隐瞒。这

一系列行为使得他的讲述失去了基本的可信度，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需要透过他充满误导性的叙述，去

探寻故事背后的真实真相。 

3.2. 个人经历与创伤 

战争的残酷经历和个人情感创伤也深刻影响了艾尔麦西的叙述[7]。他的创伤包括身体与精神双层层

面(杨璐，141)，这也成为其不可靠叙述的重要成因。在战争中，艾尔麦西经历了飞机坠毁的惨烈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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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使他全身严重烧伤，面目全非[5]。从文本中对他烧伤后惨状的描述，如“胫部上方的烧伤是最厉害的。

深过绛紫色。骨头”(翁达杰，3)，读者能够深切感受到他所遭受的身体磨难之重[8]。战争使他“从一个

出身贵族、英俊挺拔的探险家到没有身份和姓名的垂死病人，他经历了太多的伤痛”(李青，118)。并且

他目睹了无数的死亡与破坏，这些经历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心理创伤[5]。同时，药物也加剧了艾尔麦

西记忆的混乱，“他乘着吗啡之船。吗啡在他体内肆虐，引爆时间与空间”(翁达杰，161)，从而使其叙

述在真实与幻觉间摇摆。 
艾尔麦西与凯瑟琳之间的爱情悲剧，是他情感错乱的根源，进而深刻影响了他的叙述[9]。他们对于

传统与社会伦理的态度注定了悲剧的走向(马雁，111)。凯瑟琳已婚的身份，使得这段感情在道德与伦理

的边缘徘徊。艾尔麦西在享受爱情甜蜜的同时，内心也充满了愧疚与不安，这种矛盾的情感一直折磨着

他。而凯瑟琳的意外受伤，成为了他们爱情悲剧的转折点[7]。他为凯瑟琳的死而感到内疚，这成为他生

命中最大的遗憾(杨璐，141)。幸存者的愧疚使他无法直面凯瑟琳死亡的真相，只能通过浪漫化叙述减轻

负罪感[5]。“我抱着凯瑟琳·克里夫顿走进沙漠，那里有属于众生的月光之书。我们辗转于井的谣传中。

我们徘徊在风的宫殿里”(翁达杰，258)，他用宗教意象包装凯瑟琳的死亡，掩盖自己未能救她的愧疚。 
艾尔麦西试图将他们的爱情描绘成一种超越一切的、纯粹而美好的情感。在他的叙述中，凯瑟琳被

赋予了完美的形象，他们的爱情故事也被美化成了一段浪漫的传奇。他夸大他们之间的情感交流，将一

些普通的相处场景描述得充满诗意与深情。然而，这种理想化的叙述，与现实中他们爱情所面临的困境

和悲剧结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凸显了他叙述的不可靠性。除此以外，艾尔麦西的讲述都是根据自己的

记忆开展的，无论他多么努力，都无法重现过去。这些创伤和记忆问题反映了艾尔麦西内心的挣扎和痛

苦，也影响了他的叙述方式和可靠性。 

4. 艾尔麦西不可靠叙述的叙事效果 

不可靠叙述作为一种独特的叙事策略，在文学作品中具有多方面的重要作用，为作品增添了独特的

艺术魅力与思想深度[10]。从叙事结构角度看，小说中的叙事结构并不是单一的，而是融合了小说叙事、

线性结构及网状结构等多种结构构架的应用(贾淳，63)。不可靠叙述使故事呈现出碎片化、跳跃性的特点，

不再是一条清晰连贯的直线，从而丰富了作品的叙事层次，形成了一个充满张力与深度的叙事空间[10]。
从意大利佛罗伦萨到利比亚沙漠，作品在两个时空中不断倒错穿插(贾淳，63)。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再

是被动地接受作者传递的信息，而是需要不断地穿梭于各个片段之间，寻找它们之间的关联与线索。 

4.1. 丰富故事层次与深度 

艾尔麦西的不可靠叙述在《英国病人》中巧妙地营造出浓厚的悬念与不确定性，极大地增强了小说

的叙事张力。在小说开篇，艾尔麦西以“英国病人”的身份出现，其烧伤的躯体与模糊的国籍形成身份

谜团[5]。当汉娜问及他的身份时，他回答：“我不知道。你问起来没完”(翁达杰，5)。他对自己真实身

份的刻意隐瞒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断好奇他究竟是谁，为何要隐藏身份。随着故事的推进，艾尔麦西

对细节的选择性披露进一步加深了故事的悬念与不确定性[5]。他详细描述泳者之洞的位置“纬度二十三

度三十分，经度二十五度十五分”(翁达杰，253)，却对与凯瑟琳的初次相遇轻描淡写，“这对夫妻进入

了我们的世界”(翁达杰，143)。 
与此同时，艾尔麦西的不可靠叙述还为故事增添了丰富的层次[5]。例如，艾尔麦西刚和汉娜开始沟

通时，他表示“有时候他不知道这些是不是自己的梦”(翁达杰，21)，这种自我质疑的叙事声音迫使读者

参与真相重构，也使故事摆脱了单一的线性叙述模式，呈现出多维度的复杂结构。通过他不可靠的视角

展现出的战争与爱情，使故事不再是简单的情节堆砌与平铺直叙，而是蕴含了更深层次的人性、道德与

命运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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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主题表达层面而言，艾尔麦西的不可靠叙述是揭示小说深刻主题的关键钥匙。小说广泛而深入地

探讨了战争对人性的扭曲、爱情的无奈与伟大、个人身份的迷失与追寻等诸多主题。艾尔麦西在叙述中

对自身身份的刻意隐瞒与模糊处理，以及对战争经历的选择性讲述，深刻反映出战争背景下个体为了生

存与情感所做出的挣扎与妥协，既有为了爱情不顾一切的勇敢与执着，又有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做出的违

背道德之举的痛苦与挣扎。 

4.2. 引发读者思考与参与 

在《英国病人》中，艾尔麦西的叙述呈现出显著的不可靠性，其回忆在时间线上频繁跳跃，事实与

想象交织，使读者不得不主动参与文本的解码过程。这种不可靠性不仅体现在他对关键事件的模糊处理

上，更通过多重视角的冲突，以及历史与个人叙事的混杂，不断挑战读者的判断力，从而深化了小说的

思想深度和阅读体验。 
艾尔麦西的叙述充满断裂和刻意回避，尤其在涉及自身道德责任时[5]。例如，他向英军求救时故意

隐瞒凯瑟琳的真实身份，“我说她是我的妻子”(翁达杰，247)，这一隐瞒暴露了他试图掩盖婚外情的动

机。对于艾尔麦西的叙述，读者必须通过零散的线索拼凑事件全貌[5]。卡拉瓦乔与汉娜的对话也揭示了

艾尔麦西的叙述漏洞，“卡拉瓦乔觉得他知道你是谁”，“他说你不是英国人”(翁达杰，169)。这种叙

述的不可靠性迫使读者不断调整对艾尔麦西的认知，思考他究竟是在保护凯瑟琳，还是在逃避自己的罪

责[5]。同时，他将希罗多德的《历史》与自身经历混杂，如他对风的分类，“摩洛哥的南方有一种旋风”

“这都是些不死的风，活于当下”(翁达杰，16)。这种书写方式模糊了事实与想象的界限，使读者必须分

辨哪些是真实，哪些是他对创伤的隐喻性表达。 
通过他的不可靠叙述，艾尔麦西成功地隐匿了真实的自我，这也给读者接近真相增加了更多困难，

但同时也使小说具有了更强的戏剧张力，使整个故事充满了悬念与未知，读者只有通过更广阔的背景和

想象力才能真实地理解故事。正是这种强烈的互动性和参与性，使《英国病人》超越了传统的历史小说，

成为一部探讨真相、身份与救赎的深刻作品，并在文学与文化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 

5. 结语 

艾尔麦西的不可靠叙述是《英国病人》独特叙事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其表现形式来看，无论是

故事事实层面的偏差还是价值判断层面的歪曲，都为故事增添了别样的色彩。在故事事实层面，艾尔麦

西的叙述时常出现前后矛盾、关键信息缺失或模糊不清的状况，使得读者在试图还原事件全貌时，难以

准确把握事件的真实脉络。而在价值判断层面，艾尔麦西受自身情感与立场的深刻影响，对人物和事件

的评价往往偏离了社会普遍认可的道德与价值标准。他将自己与凯瑟琳的婚外情过度美化，极力渲染爱

情的纯粹与伟大，却选择性地忽视了这段感情在道德层面引发的争议以及对他人造成的伤害。这种价值

判断的歪曲，不仅展现了人物内心的复杂与挣扎，更为故事增添了深度与多义性。探究其原因，复杂的

叙述目的以及沉重的个人经历与创伤是关键因素。他试图通过叙述来重构自己的形象，塑造一个在爱情

和理想追求上坚定不移的英雄形象，这种强烈的主观意愿驱使他在叙述过程中对故事进行了有选择的加

工与改造。另一方面，战争的残酷、爱情的波折以及身份的迷失，这些经历使他在回忆与叙述时，不自

觉地对事实进行了扭曲与变形，以寻求内心的慰藉或是逃避痛苦的现实。而在叙事效果上，艾尔麦西的

不可靠叙述不仅丰富了故事层次与深度，更引发了读者深度的思考与积极参与。通过对艾尔麦西不可靠

叙述的解读，我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英国病人》这部作品的复杂性和深刻内涵，感受到作者独特的叙

事艺术。同时，这也为文学作品中不可靠叙述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启发我们在未来的文学阅读

与研究中，更加关注叙述者的可靠性问题，挖掘作品背后隐藏的多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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