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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第十一站》是加拿大作家艾米丽·圣·约翰·曼德尔创作的一部后末世题材小说，通过多重叙事视角

和复杂的叙述结构，展现了灾难背景下人类文明的脆弱与韧性。本文从叙事视角出发，分析了全知视角

与有限全知视角在小说中的运用及其叙事和主题功能。全知视角通过构建悬念与展现多角度立场，丰富

了情节与人物形象；有限全知视角通过不同角色在灾难前后的生活体验，深化了小说关于记忆、文明延

续与人性多样性的主题。《第十一站》借助叙事视角的灵活转换，成功揭示了灾难中的道德困境与文化

传承的意义，展现了文学对人类精神与文化的深刻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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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tion Eleven is a post-apocalyptic novel by Canadian author Emily St. John Mandel. Through mul-
tiple narrative perspectives and a complex narrative structure, the novel illustrated the fragility 
and resilience of human civilization in the backdrop of a disaster.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use of 
omniscient and limited omniscient perspectives in the novel, exploring their narrative and thematic 
functions. The omniscient perspective enriched the plot and character development by creating 
suspense and presenting multiple viewpoints, while the limited omniscient perspective deepened 
the themes of memory, the continuity of civilization, and human diversity through the exper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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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various characters before and after the disaster. By skillfully shifting narrative perspectives, Sta-
tion Eleven successfully revealed the moral dilemmas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in 
the face of catastrophe, demonstrating literature's profound concern for the human spirit and cul-
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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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第十一站》(Station Eleven)是加拿大作家艾米丽·圣·约翰·曼德尔(Emily St. John Mandel)的第四

部小说。该书于 2014 年一经出版就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不仅被亚马逊评为当年的最佳科幻书籍，还入

围了国家图书奖。2015 年，它获得了由英国科幻协会颁发的阿瑟·C·克拉克奖(Arthur C. Clarke Award)。
2021 年，这部小说被改编成了同名电视剧，进一步扩大了其影响力。《第十一站》是一部后末世题材的

小说，讲述了地球上一场毁灭性流感——乔治亚流感(the Georgia Flu)爆发前后人类的生活。疫情导致全

球大部分人口死亡，幸存者进入了一个没有现代科技的世界。小说关注几组人物及其在灾难前后的命运

交汇，探讨了艺术、记忆与人类连接的意义。 
小说由九章五十五节构成，在叙事手法方面表现出显著的复杂性和灵活性，具体有以下几点表现：

一是采用多位主要角色的视角来叙述故事，每位角色的经历都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末世前后人类生活的

各个方面；二是在叙述过程中频繁在灾难前与灾难后的时间线之间切换，增加了叙事的层次感；三是在

叙述过程中加入了同名漫画的内嵌叙事视角，为小说添加了一层象征性和元叙事的维度。通过多重视角

的交叉叙述与时空跳跃，《第十一站》不仅展现了个人与集体的生存挣扎，还探讨了文明的延续与人类

精神的韧性。由此可见，叙事视角的复杂性是其构建深层次主题的重要工具之一。因此，本文试从叙事

视角出发，结合具体文本内容，探讨《第十一站》中多重叙事视角与其主题的联系。 

2. 叙事视角 

叙述视角是故事讲述的立场、作品叙述的角度，或将故事呈现给读者的视角[1]。宏观来看，故事的

叙述者是小说的作者，根据作者所采用的叙事身份，叙事视角可以分为：第一人称视角、第二人称视角、

第三人称视角，其中第三人称视角可进一步细分为全知视角、有限全知视角、客观视角。托罗多夫曾用

公式来进行分类：叙述者 > 人物(叙述者比人物知道的多，更确切地说，叙述者说的比任何人物知道的

都多)；叙述者 = 人物(叙述者只说某个人物知道的情况)；叙述者 < 人物(叙述者说的比人物知道的少)，
据此热奈特在《叙事话语》中引入聚焦一词，并将上述三个分类分别命名为零聚焦、内聚焦、外聚焦[2]。
《第十一站》在叙述视角上主要采用了第三人称视角。 

故事开启于多伦多埃尔金戏剧中心一位名为亚瑟(Arthur)的演员之死，后续情节主要围绕与亚瑟产生

不同社会关系的四个人物的视角而展开：杰旺(Jeevan)、柯尔丝顿(Kirsten)、米兰达(Miranda)、和克拉克

(Clark)。杰旺是亚瑟表演时的观众，柯尔丝顿是与亚瑟同台表演的小演员，他们亲眼见证了亚瑟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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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达是亚瑟的第一任妻子，克拉克是亚瑟最好的朋友。亚瑟之死开启了大流感时代，而后曼德尔借助

与他相关的四个人物的视角描述流感前后人物的经历与命运，这四个人物看似是互相平行，各自有各自

的生活，实则又因为亚瑟这个人物而交集在一起，形成一张隐形的网。 

3. 《第十一站》的全知视角及其叙事功能 

3.1. 构建悬念和戏剧性 

在第三人称视角中，叙述者不是故事中的一个角色，叙述者不存在于故事之中。如果视角是全知的，

叙述者可以随时进入任何一个或所有角色的内心，并且能够知道、看到并讲述他或她想要的任何内容[1]，
此时叙述者>人物，也就是热奈特所说的零聚焦，它是一种没有固定视角的叙事模式，在这种叙事聚焦下，

叙述者知道的比人物多，甚至比任何一个人物知道的都要多[3]。因此，在这样的叙述视角下，叙述者有

着强大的控场能力，可以决定何时向读者展示信息，以及展示多少信息，有助于构建悬念和戏剧性。 
宏观上看，《第十一站》采用的就是全知叙述视角。例如，在故事的最开始，曼德尔选择用全知视角

切入，描述亚瑟在舞台上表演《李尔王》的场景：“‘她们的上半身虽然是女人，下半身却是淫荡的妖

怪。’亚瑟说，他不仅念错了台词，就连这句话也念得气喘吁吁，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他就像抱着一只

折翼的鸟儿一样，把手拢在胸口。葛罗斯特和埃德加沉默地注视着他。那一刻亚瑟仍有可能是在演戏，

但是剧院第一排有个男子从座位上站起来了。他曾接受过医护训练”[4]。亚瑟在舞台表演时出了差错，

葛罗斯特和埃德加，以及剧院的其他观众以为这只是平常的表演失误，但有一名接受过医护训练的观众

(杰旺)却突然站起来，剧院的其他观众并不知道杰旺的身份，但读者从曼德尔的全知视角得知杰旺的身份

后，就会产生好奇心和疑惑，亚瑟究竟是表演失误还是另有隐情？从而达到制造悬念的效果。同时，曼

德尔借此巧妙地把读者的视线聚焦于杰旺这一与众不同的人物，使得之后从全知视角向杰旺视角的过渡

显得更加自然流畅。 

3.2. 展现不同立场和角度，丰富人物形象 

除了制造悬念与戏剧性，全知视角可以从多个角色的视角讲述故事，描述同一时间不同角色的经历，

允许读者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理解事件。在亚瑟去世之后，曼德尔描述了不同角色的反应，清洗戏服和

熨烫衣服的工作人员、边听音乐边拖地的舞台管理员、喝龙舌兰酒的女演员和舞台监督助理……亚瑟的

同事们对于亚瑟的离世都略显冷漠，只有年龄尚小的柯尔丝顿不知因为惊吓还是伤心而啜泣，这使读者

感到唏嘘的同时，对亚瑟这个人物也产生了好奇。紧接着，通过酒保、制片人、化妆师等人之间的交谈，

读者得以窥见亚瑟生活的一角：有儿子，有多任妻子，但是去世却只能联系他的律师。 
在之后的叙述中，曼德尔透过不同角色对亚瑟死亡的反应与追忆，让人物的形象更加立体。米兰达

是亚瑟的第一任妻子，但米兰达不喜欢也不适应好莱坞奢华的生活，在她发现亚瑟和伊丽莎白之间的暧

昧后，两人就分道扬镳了。在米兰达接到亚瑟去世的电话通知后，并没有在言语和行为上有强烈的反应，

但有这两处描写：“海上的灯光模糊了，变成一串重叠的光晕”，“你在世界另一头的一个海滩上接到一

个电话，就这样，你曾想与之白头偕老的那个人已经离开了这颗星球”[4]。前者是米兰达的视觉描写，

并非真正的灯光模糊了，而是米兰达的泪水模糊了眼眶，后者是心理描写，恰如其分地展现了米兰达内

心的痛惜，也为之后描写两人的回忆做了铺垫。克拉克与亚瑟相识于微时，但是随着亚瑟成名而使他的

私生活备受关注，他们的友谊也产生了裂缝。亚瑟离世后，在克拉克与亚瑟的律师海勒的对话中，他谈

到最初的亚瑟，成名之前，没有被八卦小报缠身的亚瑟：“有时你会遇上某个人，而他是那么善良，这是

我记得最清楚的。他善待遇到的每一个人。他很谦逊”[4]。透过克拉克的回忆，亚瑟这个人物的形象更

加丰满了起来，读者得以窥见他成长的轨迹，质朴追梦的少年成为满身光环的巨星，看似美满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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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则成名的代价是失去自由、没有隐私，在这个过程中与自己的朋友、爱人越走越远。曼德尔以亚瑟之

死开启全书，又通过亚瑟将主要人物串联在一起，使他们产生交集，从而让叙事视角转换自然流畅，不

显突兀。 

4. 《第十一站》的有限全知视角及其主题功能 

小说的全知叙述者尽管是无所不知的，然而伴随着小说叙述的推移和小说关键人物的全部出场，小

说全知叙述者不断让位给小说中的人物，从而完成叙述视角的转换，所以小说故事中的人物完全替代了

全知叙述者来对故事进行观察和感知[5]。此时叙述者 = 人物，也就是热奈特所说的内聚焦。微观上看，

《第十一站》的全知视角其实是由不同角色的有限全知视角组成的。曼德尔借助不同角色在流感爆发前

后的生活经历与体验，制造对比与冲突，提供了从文明到废土的全景式叙述，增强了小说的叙事深度，

展现了故事的主题：记忆的重要性，文明的脆弱与韧性，人性的多样性。 
流感爆发后的末日世界，人们各自在地球流浪。曼德尔详细描述了不同角色在末日后的生活细节，

这些角色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喜欢追忆过去——末日前的文明世界。例如，每次闯入废弃的房屋，八

月会渴望地盯着电视机看，会安静地翻阅电视指南，因为末日前的世界，小时候的他花了很长时间在这

上面，电视节目承载了他末日前的记忆。而柯尔丝顿则喜欢翻找名人八卦杂志，因为杂志上的亚瑟是尚

且年幼的她在末日前所保留的最清晰的记忆。克拉克建立的文明博物馆引得人人慕名前往，博物馆里陈

列着“无数没有使用价值但人们希望保存下来的东西”：手机、iPad、游戏机、电脑、高跟鞋、摩托车等。

这些在末日前司空见惯的事物，因为末日后文明崩溃、社会动荡、生产力停滞而变成只能在人们回忆中

使用的产品。人们珍惜过去的回忆，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记忆维系着个体与集体层面的人类精神，人类

文明才有了重建的可能，这一点曼德尔在小说的结尾也有所体现——有城镇再次点亮了路灯。 
这部小说向读者展示了一幅强烈而富有冲击力的人物所处世界的景象，也暗示了人物所具有的坚韧

精神[6]。虽然末日后人类文明断裂，人们各自为了自己的生存需要而奔波逃亡，然而透过不同角色的视

角，读者仍能感受到人类精神文明的火把。例如，杰旺为做防灾准备而大量购入水、罐头、蔬菜等生活

物资，但最后时刻，他拿了一束水仙花。这是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动作，代表了他对生命美好和短暂的

认识、对已逝文明的怀念，以及在灾难面前对生活中细小而美好事物的珍惜。这一细节深化了小说的主

题，尽管世界面临崩溃，但人类依然怀有对美好和希望的追求。柯尔丝顿在自己胳膊上刺了一句话：

“survival is insufficient [7]”——“仅仅活着是不够的”，所以她加入旅行交响乐团，在末世中坚持巡演

莎士比亚戏剧，“幸存的人们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劳动、求生，而乐团的任务是一扫这些疲惫和困苦”。

对她来说，生存不仅仅是维持肉体的存活，更重要的是赋予生活更深的意义——这与艺术、文化、记忆

和人类的联系密不可分，她希望在末世中能够找到除生存外更为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保持人性和文化的

传承。这也是《第十一站》探讨的核心主题之一：在灾难面前，人类如何保持文化、艺术和人性的延续。 
曼德尔借助不同角色的有限全知视角使读者能够深入到角色的内心世界，从而与这些角色建立更紧

密的情感联系。不同角色的不同的行为选择和个人成长充分展现了人性的多样性。柯尔斯顿等旅行交响

乐团成员在末世中依然保持着对艺术、文化和他人的关爱，通过表演莎士比亚的剧目为他人带来慰藉，

展现了人性中的无私与高尚；亚瑟的死亡使吉旺对于生命更加尊重和珍惜，他从一个对生活感到迷茫的

人，逐渐转变为一个更具责任感和行动力的人，他的成长展现了人性中的勇气、责任感与转变；米兰达

没有沉迷于亚瑟为她打造的华丽牢笼，而是选择离开奢华优渥的生活，在工作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社会价值，这体现了她强烈的独立意识。这都体现了人性中光明的一面。而先知等人的出现则是灾难世

界中道德沦丧的体现，他通过操控恐惧和操纵信徒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反映了在极端情况下人性的自私

和腐化，代表了末日情境下的极端主义和对人性弱点的利用，这是人性中黑暗的一面。《第十一站》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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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多个角色的描绘，展现了人性在极限环境下的多样性。从自私、极端主义到关爱、创造力，从对历史

的怀念到对未来的希望，反映了人类在末日世界中如何应对生存、文化、情感和道德的挑战。每个角色

都以自己的方式体现了不同的人性侧面，这些多样性不仅丰富了故事的层次，也深化了对人类精神和文

化存续的探讨。 

5. 总结 

《第十一站》以其复杂的叙事视角、多层次的叙述结构和深刻的主题探讨，展现了一幅末日之后人

类挣扎求生与精神延续的生动画卷。通过全知视角与有限全知视角的结合，作者艾米丽·圣·约翰·曼

德尔成功地在宏观和微观层面捕捉了末世情境下人类的复杂性：从文明的崩塌到文化的延续，从记忆的

保存到希望的重燃。这种叙事方式不仅丰富了小说的层次，也使其主题得以多角度呈现。 
小说通过叙事视角的灵活运用，突出记忆在维系人类精神中的重要性，揭示文明的脆弱与韧性，同

时展现了在极端环境下人性复杂多样的表现。亚瑟的死亡既是情节的开端，也是贯穿全书的隐性线索，

连接了不同角色的生活与视角。通过角色各自的经历与反应，曼德尔巧妙地平衡了对人性光明与黑暗的

刻画，探讨了灾难中的道德困境与文化传承的意义。《第十一站》的叙事不仅关乎灾难后的生存，更指

向一种更深层次的哲学思考：在面对历史的断裂与未来的不确定时，人类如何通过艺术、记忆与彼此的

联系维系自身的文化认同与精神价值。这种超越了末日题材本身的探索，使小说成为一部具有持久影响

力的作品。通过《第十一站》的分析，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认识到叙事视角在构建复杂主题中的关键作用，

同时也感受到文学在探讨人类存在问题上的独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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