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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旨在探讨现有叙事理论的局限，并论证为其引入非自然叙事理论的必要性。传统的叙事理论往往局

限于模仿性和线性叙事结构，这不足以解释后现代和实验性文本中的独特叙事现象。理查森的《非自然

叙事》通过引入反模仿和非线性叙事等概念，扩展了叙事学的边界，促进了对多样化叙事形式的理解，

为叙事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工具，揭示了非自然叙事对扩展现有叙事理论的独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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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limitations of existing narrative theories and argue for the need to 
supplement them with the theory of unnatural narrative. Traditional narrative theory tends to fo-
cus on mimetic and linear narrative structures, which are insufficient for explaining the unique nar-
rative phenomena present in postmodern and experimental texts. Richardson’s Unnatural Narra-
tive expands the boundaries of narratology by introducing concepts such as antimimetic and nonlin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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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rratives. This work enhances the understanding of diverse narrative forms and provides new 
perspectives and tools for narrative studies, highlighting the unique contributions that unnatural 
narrative makes in extending existing narrativ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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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有的叙事理论体系在应对现代文学和艺术中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的叙事形式时，显得捉襟见肘。

这种局限性尤其明显地体现在后现代主义和实验性文本的分析中，这些文本常常游离于传统叙事框架之

外。传统叙事理论，如模仿论与结构主义，倾向于将叙事视为现实人类经验的模仿，而这一预设忽视了

非自然叙事现象——诸如超自然现象、奇幻构想、时间逆流等——的广泛存在与核心意义，这些现象直

接挑战了传统叙事理论的界限。 
布莱恩·理查森在其开创性著作《非自然叙事》中，对传统叙事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与反思，明

确指出了补充与拓展现有叙事框架的紧迫性。他认为，非自然叙事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叙事艺术的表达手

法，更为叙事理论研究开辟了一片未被充分探索的领域。通过细致剖析非自然叙事的多个关键概念及其

实践运用，理查森强调了将非自然叙事纳入叙事学研究主流的重要性，这不仅加深了对复杂叙事现象的

理解，也为叙事学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本论文旨在聚焦于现有叙事理论体系的局限性，深入分析非自然文本的独特性质及其对传统叙事理

论的挑战，进而论证理查森所倡导的非自然叙事理论作为补充与完善的必要性。通过对比非自然叙事与

传统叙事理论的差异，本文力图揭示非自然叙事在拓宽叙事形式边界、推动叙事学研究深入发展方面的

巨大潜力。 

2. 现有叙事理论的局限性 

传统叙事基本存在两种不同类别：非虚构叙事、模仿虚构叙事。它主要基于以下三项基本假设。第

一，模仿性。叙事应模仿现实世界中的人类经验，这是传统叙事理论的核心原则。阿里斯托芬的模仿论

强调叙事艺术通过再现现实，使观众能够从中获得情感共鸣和认知启示。第二，线性叙事结构。传统理

论通常假设叙事应该遵循时间顺序，从事件的起因到结果。这种线性结构有助于建立清晰的因果关系，

方便观众理解故事的进展。第三，传统角色类型。传统叙事通常采用典型的角色类型，如英雄、反派、导

师等，这些角色通常具有明确的动机和目标，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 
尽管这些基本假设为叙事分析提供了有用的框架，但它们在面对非传统文本时显得不足，尤其是对

于非自然叙事的分析。在非自然叙事中，叙事形式和内容的多样化显著超出了传统叙事理论的分析范围。

首先，后现代叙事中常见的非自然元素(如超自然事件、科幻设定等)不符合现实逻辑，因此传统的模仿性

原则难以有效解释这些现象。例如，科幻小说中的“平行宇宙”设定挑战了现实中的物理法则，传统叙

事理论难以涵盖这类现象。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巴别图书馆》中，描绘了一个无限

大且包含所有可能书籍的图书馆，这种构想完全脱离了现实。其次，后现代小说中常见的非线性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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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倒叙、插叙和多重视角，打破了传统线性结构的限制。这种结构上的创新在《罗拉快跑》这样的电影

中尤为突出，其中多个结局并行展开，模糊了因果关系的清晰性。克里斯托弗·诺兰的电影《记忆碎片》

通过倒叙和正叙交替的方式讲述了主人公的记忆丧失过程，打破了传统叙事的时间顺序。传统叙事理论

在解释这些时力不能及。再者，非传统文本中的角色往往打破了传统的角色分类，具有多重身份或不确

定的动机。叙述者五花八门，已经远远超过人类的定义，如牛头怪、钞票、和精子，叙述立场也出现了第

二人称。例如，菲利普·迪克的小说《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中的“复制人”角色挑战了人类身份

的定义，使得传统的角色分析方法显得无力。此外，后现代文学中常见的“元叙事”元素，即叙事者直

接打破第四壁与读者交流，质疑了叙事的本质。像哈罗德·品特的戏剧《老地方》这样的作品，通过不

确定的对话和情节设置，打破了传统戏剧的时间和空间逻辑。它们无疑推翻了传统叙事理论的三条基本

假设；传统叙事理论无法再适用于分析这些文本。在非自然叙事中，叙事形式和内容的多样化显著超出

了传统叙事理论的分析范围。叙事实践逐渐复杂，原有的叙事理论逐渐对越来越难捉摸的叙述者、叙事

空间等心余力绌。 
在过去的 75 年中，每一类叙事学都忽视、摒除非自然叙事，试图构建起一种加以整合的普适叙事学，

而这些叙事学几乎只包括非虚构叙事与模仿叙事。模仿理论原则上无法公正合理地处理反模仿的实践，

它只能讲述故事的一半，而叙事学需要将两者包含在内。 

3. 非自然叙事的形成 

鉴于传统叙事理论的局限，以理查森(Richardson)、阿尔贝(Alber)、埃文森(Iversen)、尼尔森(Nielsen)
等学者为代表提出了非自然叙事理论，以补充现有的叙事学，使之更加科学、完整。非自然叙事学家被

分为两派：本质派和非本质派。本质派，坚持认为“违反模仿常规是非自然叙事的首要特征”([1]: p. 19)，
包括尼尔森、韦尔森、理查森；非本质派，如阿尔贝，则认为物理或逻辑上的不可能事件才是非自然

的，着重对非自然叙事进行意义阐释，认为“无论文本的结构如何怪异，它总是有目的的交流行为的一

部分”([2]: p. 82)。虽然非自然叙事理论刚显露于叙事理论当中，学者们对到底何为非自然也聚讼纷纭，

但在诸多非自然叙事学学者的推进下，非自然叙事学在当代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研究中掘地而起，与女性

主义叙事学、修辞性叙事学和认知叙事学并驾齐驱，成为后经典叙事学的重要学派之一[3]。 
一系列关于非自然叙事学研究的著作和论文也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其中最具代表性著作之一便

是理查森的专著《非自然叙事》。该书是理查森非自然叙事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他“把叙事实践作为

理论来源的研究”([4]: p. 158)，通过分析文本，不仅系统化地理清非自然叙事的研究目的、定义、应用

等，更是追溯非自然叙事的历史，横跨类型、时期、流派、甚至媒介探寻非自然叙事的范型，可谓是非自

然叙事领域、甚至当代西方叙事学研究领域内一部里程碑式著作。 
此书一共分为七个章节。这七章是从阐述理论模型、具体的文本批评实践、再到回顾非自然叙事历

史，来论证将非自然叙事引入当前叙事理论的必要性以及可行性。首先，它先是通过与其它类型叙事对

比，横向解剖了非自然叙事。前两章是从宏观上描述了何为非自然叙事，包括非自然叙事的研究目的、

研究对象、核心概念、特点。第三章到第四章则从微观上说明同一故事的多样叙述、自传虚构类、作为

人物的作者等多个非自然叙事类型如何进行具体文本分析。其次，它纵向解剖了非自然叙事自身。第五

章到第七章关注非自然叙事的整个历史，包括从文艺复兴时期之前的作品，到现当代的后现代主义作品

以及美国少数族裔叙事、后殖民主义叙事和女性主义叙事等，呈现出非自然叙事在不同国家出现的广泛

性和自发性。正如，李亚飞和尚必武([5]: p. 79)所言，理查森“在这些研究视角和方法的交叉与互补中，

来修正、完善、拓展非自然叙事学的理论建构”。理查森通过环环相扣的逻辑论述，来探讨将非自然叙

事理论增加到现有的叙事理论中的可能性，暗含着他对构建一个更全面的叙事理论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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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非自然叙事对现有理论的增补贡献 

理查森在《非自然叙事》中提出的非自然叙事理论为补充现有叙事理论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其中最

为突出的贡献便是提出了一些核心概念，如反模仿、非线性叙事，这些概念一一挑战和扩展了传统叙事

学的边界，为非自然叙事如何补充了现有叙事理论提供了依据。理查森的不仅从理论上展示了非自然叙

事增补进入传统叙事理论的好处，还为非自然叙事的批评实践做出了贡献，使许多借助传统叙事理论无

法解释的文本得以新的解释。 
首先，反模仿这一概念的提出打破了传统束缚，开启了叙事的新篇章。传统的叙事理论通常基于模

仿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叙事应该尽可能真实地反映现实世界，遵循逻辑和因果关系。它还假定虚构的人

物或多或少与人类相似，但在后现代小说中，人物失去了许多人类的特征，打破了“传统的叙事模式所

提出的传统二分结构的简单假设，特别是同故事与异故事(热奈特)之间的区别”([1]: p. 35)。传统叙事学

定义下的叙事空间、“认知越轨”或“视角越界”、以及隐含读者等这些工具无法解释非自然叙事文本。

非自然叙事于是反其道而行之，研究传统叙事所忽略的另一半。反模仿是非自然叙事的主要研究对象，

在理查森的定义中反模仿等同于非自然，它“淡化模仿特征，张扬它们超越常规的特征”([1]: p. 3)。“模

仿错觉被彻底打破的那一点，正是非自然叙事出现的地方”([1]: p. 8)。 
这种叙事形式打破了对现实的忠实再现，通过超现实、幻想或不可能的情境来探索人类经验和文化

的边界。这一观点不仅挑战了传统叙事理论的核心假设，还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工具，可以更全面地理

解和解释现代和后现代文学中的多样化叙事形式。例如，弗朗茨·卡夫卡的《变形记》中，主人公格里

高尔突然变成一只巨大的昆虫，这种荒诞情节打破了现实主义的叙事框架，但却深刻地探讨了社会孤立

和人性异化的问题。这种非现实的叙事方法通过挑战传统叙事规范，揭示了新的、更加复杂的人类体验，

展示了反模仿叙事在揭示和探讨深层次主题方面的独特能力。这一概念帮助学者们认识到，叙事并非总

是关于模仿现实世界，而是可以通过打破常规来探索和揭示隐藏在日常经验之外的深层次问题。理查森

的理论为现有叙事学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使其能够更加包容和全面地对待文学作品的多样性。 
其次，非线性叙事的概念挑战了传统结构，重构了叙事逻辑。传统叙事理论依赖于线性、因果关系

明确的叙事结构，这在面对非线性和碎片化的叙事时显得不足。理查森面对此局限提出了非自然叙事的

另一关注点：非线性叙事。非线性叙事不再是“单一的叙事或一组固定的图像”，“而是一种独特的虚

构创作”([1]: p. 53)。作者可以通过打乱时间顺序，重构了叙事的逻辑框架。它允许故事的不同部分相互

照应，创造出多层次的叙事效果。读者能够自由组合话语的顺序，不同的话语顺序都会产生不同的故事。

读者还可以解构开头和结尾对于划分故事本身的界限，自己决定开始和结尾的位置，甚至于形成“多重

结尾”。 
正是这种挑战、扩展或反抗叙事概念方面的效果有着奇特的力量。非线性叙事作为非自然叙事的一

种形式，为现有叙事理论提供了新的研究对象。它挑战了传统叙事理论中对线性时间和因果关系的依赖，

鼓励学者们探讨新的叙事策略和叙事效果。例如，这一概念的提出使得如雷·布拉德伯里的《零时零分》

等小说以及《低俗小说》等电影得到新的解读。《零时零分》提供了不同角色对相同事件的不同解读，形

成了多种可能的结局；《低俗小说》中时间线的跳跃则使得观众必须积极参与故事的拼接，从而更深入

地理解角色之间的复杂关系和情节的深层次含义。非自然叙事通过引入非线性叙事的手法，拓宽了叙事

结构的可能性，使叙事更加复杂和多层次。通过对非线性叙事的研究，学者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现代文学

和影视作品中的创新叙事手法，以及这些手法如何影响观众的理解和体验。 
从这些关键概念对传统叙事理论的补充，我们可以看出理查森提倡的这种更广阔的叙事的合理性以

及必要性。他并非想创造一种完全新颖的叙事理论，将原有的叙事理论颠覆，而是认为自然叙事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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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叙事学，和传统的结构主义叙事学，大都是基于模仿，或非模仿而建构的理论，它们边缘化了那些

反模仿叙事实践，也对大量的反模仿叙事力所不及。因此，他提倡将非自然叙事引入现有叙事理论体系

中，从而对现有叙事理论体系进行解构、增补，拓展叙事研究的范畴，进一步完善叙事的诗学建构。这

些关键概念不仅帮助人们理解非自然叙事，还为打破传统叙事理论的局限提供了立足点。《非自然叙事》

不仅是一部理论著作，更是一部启示录。它启示我们，叙事并非一成不变的模仿游戏，而是可以超越常

规、挑战传统的创造性实践。 
总体而言，非自然叙事理论作为对现有叙事理论框架的重要补充，在促进对叙事形式更为广泛与深

刻的理解方面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传统叙事理论在处理诸如非人类叙述者、第二人称视角、叙事消

解以及多重结局等复杂叙事现象时显得捉襟见肘；而理查森在其著作《非自然叙事》中，针对这一亟待

解决的核心挑战，提出了深刻的见解：构建一个更为包容与全面的叙事理论体系已成为当务之急。换言

之，鉴于传统叙事理论存在的局限性，非自然叙事理论的兴起有效填补了现有叙事体系的空白，它不仅

为理论探讨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实践分析提供了宝贵的工具和概念框架，从而铺就了未来叙事理论深

入探索与发展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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