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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抒情诗的叙事动力结构

———以中国古典抒情诗为例

谭君强

摘 要: 抒情诗作为作者与读者交流的产物，与叙事文本一样，有其推进叙事进程的叙事动力。在抒情文本中，这一叙事

动力结构可以在三重关系中表现出来，即时间、逻辑与空间关系。这三重关系在叙事文本事件的组合与情节发展中依然

存在，但在抒情文本中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它们所形成的叙事动力与读者动力相结合，共同推进抒情诗的叙事进程，

达到作者与读者交流的目的。本文以中国古典抒情诗为例，对抒情诗的叙事进程及叙事动力与读者动力的结合作了具

体的分析与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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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如果将交流看作人类社会的本质特征的话，

那么，任何文学艺术作品都是作者与读者之间交

流的产物。对这一交流有诸多讨论，在对叙事类

作品的探讨中，查特曼 1978 年在《故事与话语: 小

说和电影中的叙事结构》中提出的图示最为引人

注目，其中包括作者与读者，以及隐含作者、叙述

者、受述者、隐含读者六个要素 ( Chatman 151 ) 。
从交流的意义来说，查特曼在这一影响广泛的图

示中所描述的，仅只表现为一种单向的流动，而非

双向的交流，因此，严格说来，它并未描述出一个

包括作者与读者在内的完整的交流过程。①

美国叙事学家詹姆斯·费伦和彼得·拉比诺

维奇从另一个角度出发，探讨了叙事文本中作者

·22·



论抒情诗的叙事动力结构

与读者间的交流。他们将关注的焦点转向叙事进

程，即文本动力及其与读者动力的结合，透过叙事

进程，作者达到其目的，因此，对进程的研究便是

理解叙事如何运行的关键。在他们看来，“文本

动力是内在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叙事从开头、
经由中间向终点移动，而读者动力则表现为读者

对与这些文本动力相应的认知、情感、伦理道德以

及审美的反应”( Phelan and Ｒabinowitz 6) 。
文本的叙事动力何在，它如何促成叙事层层

推进? 就叙事文本而言，其文本叙事动力来自于

情节的发展变化，由此推动叙事由开头经由中间

向结尾发展，以达至最后的结果。费伦和拉比诺

维奇直接以“情节动力”( plot dynamics) 来描述这

一叙事的进程( Phelan and Ｒabinowitz 58 ) 。实际

上，这里所沿袭的大体上仍是亚里斯多德在《诗

学》中所描述的情节观。在《诗学》中，亚里斯多

德讨论的叙事作品的主要形式是悲剧，他认为悲

剧艺术的六个成分中，“最重要的是情节，即事件

的安排”( 21) ; “情节乃悲剧的基础，有似悲剧的

灵魂”( 23) 。他强调情节的整一性，强调“悲剧是

对一个完整而具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

所谓“完整”，指事之有头，有身，有

尾。所谓“头”，指事之不 必 然 上 承 他

事，但自然引起他事发生者; 所谓“尾”，

恰与此相反，指事之按照必然率或常规

自然的上承某事者，但无他事继其后; 所

谓“身”，指事之承前启后者。所以结构

完美的布局不能随便起讫，而必须遵照

此处所说的方式。( 25)

亚里斯多德的上述论述持续影响了叙事类作

品中对情节的基本观念。在这一情节观的影响

下，叙事文本情节的构成与发展所依据的便是时

间与逻辑关系这两个核心关系，它们成为故事事

件组合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与形成情节的诸事

件的组合，即素材的组合是一致的:“素材
獉獉

( fabula)

是按逻辑和时间先后顺序串联起来的一系列由行

为者所引起或经历的事件”( 巴尔 3 4 ) 。情节

在叙事话语中体现出来，成为叙事文本中推动叙

事进程的动力。费伦与拉比诺维奇所关注的文本

动力的内在过程，即文本动力与读者动力的结合

离不开 这 一 情 节 观 以 及 相 应 的 两 个 事 件 组 合

原则。
亚里斯多德的情节观及与之相伴的事件组合

原则是以叙事作品作为对象而构建出来的，它在

对叙事作品的研究中无疑是相适的。但是，这些

原则是否可以在抒情诗歌的研究中加以运用或作

为参照呢? 如果运用的话，它们在抒情诗歌中会

产生什么样的表现或变形呢? 这是我们所关注

的，也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中心问题。
交流是人类社会的本质特征，而交流的实现

有赖于叙事。叙事可以体现为多种形式，包括一

个手势，一个眼神。在这样的意义上，抒情诗歌自

然也属于一种人类的叙事行为，只不过这里出现

的是一种广义的叙事，与作为区分叙事类作品与

抒情类作品的那种狭义叙事有别。即便如此，在

实践上，这一区分也并不能绝对化，叙事作品中包

含抒情，抒情诗歌中包含叙事，在中外古今的文艺

作品中都不难看到 ( 谭君强，“论抒情诗”121 ) 。
可以说，“叙事是人类学上普遍的、超越文化与时

间的符号实践，用以建构经验，生产和交流意义，

即便在 抒 情 诗 中，这 样 的 基 本 运 作 依 然 有 效”
( Hühn 1) 。

将这样的叙事观念运用到对抒情诗的探讨

中，可以看出，构成叙事文本叙事动力的基本原

则，在抒情文本中仍是适用的，尽管其中可能会发

生某些适应性的变形，或者说一种创造性的变形。
而无论以何种方式出现，在将对叙事文本进行分

析的相应概念运用于对抒情文本进行分析时，都

可在一个新的视域下，对抒情诗的研究做出新的

阐释，深入到过去未曾触及的层面。

二

任何一部叙事作品，即使是篇幅短小的微型

小说，都包含着“故事”，都有由事件组合而成、并
在叙事话语中表现出来的情节，文本中的叙事动

力就透过表现为情节的叙事话语而层层推进，在

这一进程中逐步展现。叙事文本何以是它所表现

的那种方式而非其他方式，是由其结构原则所决

定的。因而，“理解它的构成从特定起点到特定

终点的进程基础的那些原则，提供了理解叙事的

设计及其目的的一个极好的途径”( Phelan and
Ｒabinowitz 6) 。在叙事文本的结构原则中，事件

构成中的时间与逻辑原则，同样是推动叙事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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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叙事动力的两个基本原则。就时间原则而言，

我们知道，任何事件都是在时间中发生的。我们

强调事件是一种变化过程，这一变化过程无疑以

时间的延续为其变化的必要条件。所有的事件都

无一例外地可以在时间的轴线上体现出来，因而

时间作为事件结合的原则是不难理解的。逻辑的

原则主要表现为一种因果关系，这一原则同样是

故事中一切事件发生、发展、变化的普遍原则与基

本规约。先有生，才有死; 先有离开，才有到达。
在故事发展的事件链上，前一个事件是后一个事

件发展的起点和必要条件，后一个事件则是对前

一个事件的承继和发展，由此环环相扣，推动故事

向前发展( 谭君强，“叙事学”27 28 ) 。在叙事

文本中，作为叙事动力结构的这两个结合原则是

必不可少的。无论叙事文本以何种错综复杂的形

式表现出来，大体上都可以发现它们在情节发展

中所产生的推动力量。
时间和逻辑关系这两个组合原则在抒情文本

中是否也同样表现出来，并具有在叙事文本中类

似的那种推动力量呢? 抒情文本作为人类交流的

重要方式，同样需要通过这一载体达到其特定目

的，最终实现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诗人通过

抒情文本所表现的，首先是强烈情感的抒发，这种

有感而发的表达，可看作一种叙事。真正好的抒

情诗，不是空洞的、矫揉造作的、“为赋新词强说

愁”( 辛弃疾 278) 的无病呻吟，而是“强烈情感的

自然流露”( 华兹华斯 17) 。这样的情感表达，不

会无缘无故而起，一定会因人、因事、因情、因境而

出。在这样的情况下，抒情诗中往往免不了会有

“人”和“事”浮现出来，尽管这样的“事”若隐若

现，并不完整地贯穿始终，而在其中活动的“人”
也大多不会完整地展现出来，因而不能形成如叙

事文本中一系列前后连贯的事件。但就“事”而

言，它毕竟或多或少有迹可循，而由这样的“事”
所触发的诗人的情感活动，诗人经由这样的“事”
而抒其真情，向特定对象倾诉，与叙事文本中叙述

者对受述者的叙说相类似。这样，适用于叙事文

本中事件结合的时间与逻辑原则，同样适用于抒

情文本，它们同样可以作为抒情文本中的叙事动

力体现出来。如果必要的话，由这两个原则所形

成的文本动力也可视为抒情文本中的“抒情动

力”( lyrical dynamics) ，与叙事文本中的叙事动力

( narrative dynamics) 相对应。但情感的抒发是一

种特定的叙事已如前述，它不过以不同的方式加

以表现，与叙事文本中的叙事具有同样的性质，因

而，叙事动力这一概念可以直接运用于对抒情文

本的分析，而无需冠之以“抒情动力”之名。
让我们选取几首中国古典抒情诗作为例证。

从中国古代抒情诗歌的源头“诗三百篇”的诸多

诗篇中，便 可 看 出 其 中 蕴 含 的 叙 事 动 力 结 构。
《诗经》小雅“鹿鸣之什”中的《采薇》，是一首以

戍边士兵的身份吟唱的诗篇。在抒情诗中，情感

抒发的主体，即抒情人通常以第一人称出现，形成

为抒情诗中的抒情主人公。与叙事文本中不能将

文本中的叙述者与作者相等同有所不同，在抒情

文本中，抒情主人公与作者本身具有更多的关联，

有时甚至被视为诗人自己，尽管这样的抒情主人

公会以不同的身份或性别出现，未必与诗人自身

的身份相吻合，但诗篇中所流露的情感往往与诗

人自身的情感密不可分。可以说，在这样的情况

下，情感抒发的叙事动力与诗人或诗人的不同体

现具有更为密切的关系。
从《采薇》的内容看，它被看作戍边的士兵归

来时的吟唱。在为抵御北方的猃狁，经历长时间

边塞之劳苦，思念故乡与亲人之烈烈忧心之后，

“我”即将返回故乡。全诗共有六节，前三节都重

复出现“曰归曰归”，便是这种强烈归心的表现。
长时间戍边即将归来，时间在这里无疑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它是叙事动力重要的推动力量。而

时间又与表现因果和常规关系的逻辑准则相结

合，成为推动叙事进程的双重动力。在诗篇中，抒

情主人公以回忆的方式展现出过往的经历。前三

节的开头两句分别为: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 “采薇采薇，薇亦刚止”。
在采薇、即采摘一种叫野豌豆的野菜的过程中，

“薇”由“作”到“柔”再到“刚”，即由破土发芽，到

长出柔枝，直到长大茎叶变得坚硬，其中时间的进

程清晰可辨。伴随这一时间进程，戍边的士兵

“靡室靡家”，“载饥载渴”，全因“猃狁之故”。在

随后的两节中，首先借盛开的棠棣花引出路上的

戎车战马，再展现出抵御猃狁的阵容，将士们的跋

涉与战斗。最后一节，则以给人印象深刻的场景，

回顾了整个戍边的过程，伴随着抒情主人公的戚

戚伤悲: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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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

悲，莫知我哀! ( 228 29)

在叙事文本中，话语表现通常与故事的顺序并不

完全一致，其间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时间变异，其中

最基本的是追述与预述。这样的时间变异在抒情

文本中也同样会出现，《采薇》整个时间历程的框

架是追述，在追述的框架下以顺序方式展现出过

往的历程，最后则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

来思，雨雪霏霏”这一明显的时间往复将时间框

架定格。
在《采薇》中，强烈情感的抒发缘事而起，缘

情而生，这种情感的流露和表现随时间的推进层

层深入; 而伴随时间的推进，或隐或现的“事”又

不断浮现，在一个符合逻辑的层面上表现出来，并

伴随着时间的回旋往复而出现抒情主人公情感的

起伏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增强了情感表达的力

量，也赋予特定的情感表达以其合理性，使情感表

达的叙事动力有据可凭，并在结尾达到情景交融、
情事相谐的境地，使读者深受感染，产生强烈的共

鸣，实现与抒情主人公的交流。
再看看大致产生于东汉后期建安前数十年间

的《古诗十九首》，其中第六首《涉江采芙蓉》是这

样的: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

遗谁? 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

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129)

这是一首表现远方游子思乡之作，看似平常，

却蕴含绵绵不绝之意。不像上述《采薇》，在这首

诗中，并未直接出现第一人称的“我”。但是，虽

然字面上的“我”未显现出来，“我”的存在依然是

实实在在的。至于诗篇中的“我”究为女性，还是

男性，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所传达的情感。在

这首诗中，长时间的分离依然是引起抒情主人公

情动的中心，然而，与《采薇》相比，它表面上并没

有前者那种清晰的时间展现，时间在这里是以更

为隐蔽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可以说，《涉江采芙

蓉》的叙事动力是在隐性的时间关系中，表现出

更为明显的逻辑关系。这一逻辑关系以抒情主人

公的行与思为依托，环环相扣: 从“采芙蓉”开始，

到自问“遗谁”，再自答“所思在远道”，无可遗赠;

由此而出现抒情主人公的喟叹，漫漫长路，远隔旧

乡，唯有相望; 一直到最后的叙说: “同心而离居，

忧伤以终老”。隐含在时间关系中的逻辑叙事动

力层层推进，叙事动力与读者动力相谐相依，诗篇

仿佛在时间河道中流淌的细流，一步步注入读者

的心头，让人咀嚼不断，回味无穷。
东汉梁鸿的《五噫歌》，是一首让诗人获罪于

朝廷的诗篇，诗仅五句:

陟彼北芒兮，噫! 顾览帝京兮，噫!

宫室崔嵬兮，噫! 人之劬劳兮，噫! 辽辽

未央兮，噫! ( 范晔 1672)

《五噫歌》是作者过帝京洛阳时有感而作。
从诗歌每句后重复出现的“噫”这一感叹词及与

之相关的内容来看，诗人在表面的冷静中蕴含着

强烈的情感，并任由这样的情感一泻而出。与

《涉江采芙蓉》一样，这首诗在叙事动力结构上，

时间的推动力量并未明显地展现出来，却依然可

以感知到。诗篇同样以诗人自身的行与思贯穿始

终: 由登洛阳城北的北芒山而览帝京，由所见之宫

室而发出感慨。这里的时间关系随诗人之行迹而

自然显现，成为推动叙事发展的内在动力。在这

一基础上，可以看出，推动叙事动力进程更多的是

其中展现的逻辑关系，时间关系则隐含其中。诗

篇的前三句依诗人的行止而出: 登高、远望、眼中

凸现出崔嵬的宫室。从逻辑关系来说，其叙事动

力进程完全合乎逻辑、合乎情理，先后展现出诗人

的行迹及其所见。人们由所见而发出各种感慨，

十分自然。这种感慨可以因人而异，甚至目睹同

一物而发出全然不同的感慨。因而，诗篇的转折

发生在后两句，也就是诗人由所见而发出的感叹

中。面对崔嵬的宫室可以大声赞叹，赞宫室之宏

伟、瑰丽，造化之精妙; 但也可以是全然不同的喟

叹，一如诗篇所示，诗人由崔嵬的宫室转向普通民

众，引向宫室所带来的民众的劬劳，没有尽头的劬

劳。从逻辑上说，后面的两句依然表现出前后相

续的逻辑关系，叙事动力依然合乎情理地展现出

来，并推动叙事进程进入高峰。
可是，诗人却由此诗而获罪。据《后汉书》所

载梁鸿传，诗出之后，汉章帝“闻而非之，求鸿不

得”( 范晔 1672 ) 。诗人不得不在诏令搜捕的情

况下，改名易姓，与妻子流落齐、鲁之间，再避居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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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因诗文获罪，在中国文学史上，远非个案。这

里，实际上关涉到作者、读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叙事

交流的问题。在文艺作品的创作中，作者的创作

往往会针对一定的对象:“作者的读者”，即“作者

写作针对的假设群体”，而这一群体将“分享作者

期待他或她的读者与之分享的知识、价值、偏见、
恐惧和经历，并将他或她的修辞选择建立在这样

的基础上”( Phelan and Ｒabinowitz 6 ) 。这一“作

者的读者”最理想的表现应该是艾柯所说的“模

范读者”，即“一种理想状态的读者，他既是文本

希望得到的合作方，又是文本在试图创造的读

者”( 10 11 ) 。可是，阅读作者创作的未必都是

作者心目中的“作者的读者”或“模范读者”，这些

读者未必都会完全分享作者所呈现的文本，并与

之合作，形成圆满的交流。
在叙事交流的过程中，离不开文本动力与读

者动力的结合，在这里，读者动力表现为“读者对

与这些文本动力相应的认知、情感、伦理道德以及

审美的反应”，而“文本动力与读者动力之间的桥

梁由三类叙事判断所形成，分别为解释的、伦理

的、审美的判断。这些判断搭建为桥梁，是由于它

们在叙事中被读者再次编码，而一旦完成编码，它

们的各种相互作用便导致读者多层次的反应”
( Phelan and Ｒabinowitz 6 ) 。无论是作者还是读

者，其解释的、伦理的、审美的判断，或许还应该加

上政治的判断，会由于各自独特的情况，包括社会

地位、政治立场、经济状况、文化教养、审美情趣等

的差异而出现不同表现、产生不同的反应。尽管

文学艺术作品与诸如立场鲜明的政治文告不同，

是以生动的形象、优美的笔触而感染人的，因而它

可以在最大程度上赢得人们的共识、共享。然而，

它仍然无法排除这样一种结果，即对同一对象，不

同的读者在其解码过程中得出完全不同、甚至对

立的解码结果。在这样的情况下，文本动力中合

乎时间与逻辑关系的进程，在某些读者那里，便至

少成为文本动力缺乏逻辑关系的表现。这样，就

将出现交流的阻滞，甚至完全无法进行而出现交

流的中断。在《五噫歌》的作者梁鸿与作为读者

的汉章帝之间，情况便是如此。

三

在抒情诗的叙事动力结构中，还有一类结构

值得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便是叙事动力的空间关

系结构。空间结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普遍存在

的关系，它与人们看待事物与思维方法密切相关。
人们“可以把世界看作由种种事态互相交织的网

络，［……］其中每一个已经是或可能是事物的东

西，都同一张无止境的关系之网中的其他每一个

事物相联系”( 鲍亨斯基 2 ) 。这 样 的“关 系 之

网”，自然包括空间关系之网。
文学作品中空间结构关系，在叙事文本，尤其

是 20 世纪以来的叙事文本中明显表现出来，并引

起了研究者的注意。20 世纪 40 年代美国学者弗

兰克在关于文学空间形式的重要论文《现代文学

中的空间形式》中探讨了“小说空间化的形式”。
在小说的这种空间化形式中，“就场景的持续时

间来说，至少叙事文的时间流被中止了: 在有限的

时间域内，注意力被固定在各种关联的相互作用

中。这些关联在叙事文的进展中被独立地并置

着; 该场景的全部意义仅仅由各意义单位自身的

联系所赋予”( Frank 62) 。在这里，时间不再成为

推动叙事文本情节发展的动力关系，透过时间而

展现的逻辑关系则为空间关系所取代，其叙事动

力由空间中“各意义单位自身的联系所赋予”。
也就是说，叙事文本场景中经由空间叙事所形成

的意义单位，由其相互并置而在这一关系之网中

构成相互关联，形成为叙事动力，由此推进叙事进

程，并最终产生整体意义。
叙事文本中的这种空间关系及所形成的叙事

动力，在抒情诗歌中有着更为明显的表现。抒情

诗通常篇幅短小，透过这一短小的诗篇，抒情人表

达“一种思想状态或领悟、思考和感知的过程”
( 艾布拉姆斯 293 ) 。这样的抒情诗，在中国，自

《诗经》开始，除极少数而外，“都是歌唱瞬间感受

的”，它“是后来中国诗一直以这种抒情诗为主流

的开端”( 吉川幸次郎 20 ) 。这样歌唱瞬间感受

的诗篇，在很多情况下，会随诗人的兴之所至，情

之所由，天马行空般地展开，透过一个个凝练的空

间意象并置而出，形成关系之网，而情感的倾诉自

在其中。让我们看看马致远脍炙人口的小令《天

净沙·秋思》: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

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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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散曲，前三句分别以一连串不同的空间

意象并置而出，其间看不出任何时间关联，也几乎

不存在内在的逻辑关系。诗篇的叙事动力如何展

开呢? 它可以通过弗兰克所说的小说空间叙事的

参照( references) 和交互参照( cross-references) 这

一关系来实现，“在叙事文的时间序列中，这些参

照彼此独立地相互关联; 而且，在将这部作品结合

进任何意义模式之前，这些参照必须由读者加以

连接，并将它们视作一个整体”( Frank 62) 。这些

相互并无时间与逻辑关联的单个意象可以在空间

中一个个展现出来，各自作为参照，并形成交互参

照，其意义在这样的参照与交互参照的关系之网中

显现，叙事动力也在这一过程中推进。读者在阅读

与咏颂的过程中将这些无时间和逻辑关系的单个

意象连接起来，通过联想、感知、思考，在意象的参

照与交互参照中赋予其意义，在抒情诗的叙事动力

与读者动力的结合下，整个叙事进程得以完成。
散曲的标题《秋思》已经展现了诗篇的主旨，

无论对于诗人还是读者，它都起到了限定作用，对

于叙事进程，它起到了指引途径的作用。这样，散

曲的前三句一连串并置的意象，便可在其相互的

关联中，看出秋天的一片萧杀景象，以及在这幅景

象中的抒情人。后二句则在前面意象的基础上，

展现出其中抒情人的咏叹，画龙点睛地将其整体

意象推向高峰。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谈到“有

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

故物皆著我之色彩”( 191) 。《秋思》所呈现的显

然属“有我之境”，在瞬间的画面所呈现的景与

物、景与人的相融相携中，在诸多意象形成的叙事

动力推进的叙事进程中，可以看出其中“物皆著

我之色彩”。王国维将这首小令看作“纯是天籁”
( 王国维，“宋元”122) ，可以说正是注意到在看来

信手拈来、毫无任何逻辑联系的诗篇中所展现的

自然之声，它显得天衣无缝，却诗意隽永。
这类显示空间结构关系叙事动力的抒情诗，

在许多方面或许与“画”有近似之处。在莱辛看

来，“诗中的画不能产生画中的画，画中的画不能

产生诗中的画”( 74) 。②

这里的“诗”所说的是以荷马史诗为代表的叙

事文本，而非抒情文本。因而，它或许是有道理的。
然而，在抒情诗，尤其是显示空间结构关系的抒情

诗中，情况则有所不同，这样的抒情诗可以说与“画”
相似，一如苏轼在谈论王维的诗、画时所说:“味摩诘

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305)。
莱辛在谈到对一个占空间的事物，怎样才能

获得一个明确的意象时说道: “首先我们逐一看

遍它的各个部分，其次看各部分的配合，最后才看

到整体。我们的感官进行这些不同的活动是非常

迅速的，以至那一连串的活动仿佛只是一回事; 如

果我们要想得到对整体的理解，这种高速度是绝

对必要的，因为对整体的理解不过是对各部分及

其配合的理解的结果”( 91) 。莱辛在这里所谈的

“占空间的事物”指的是“画”，画作为特定的叙事

文本，依然有其表现出来的叙事。在这里，莱辛实

际上很好地展现出在“画”这类空间性的叙事文

本中，叙事动力与读者( 观者) 动力相互结合推进

的叙事进程，这一进程与那些以“占空间”为主的

抒情诗十分类似。就以王维的《谓川田家》为例:

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

牧童，倚杖候荆扉。雉雊麦苗秀，蚕眠桑

叶稀。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即此

羡闲逸，怅然歌式微。( 104)

这里所展现的可以说是瞬间出现的一幅恬静

的田园画面，不愧“诗中有画”。读者逐一看到它

所展现的一个个生动的意象，这些并无时间与逻

辑关联的意象并置在一起，在其相互配合之间，推

动叙事的进程; 它与参与其中的读者动力相结合，

在读者迅速的、一连串的精神活动中，完成对整体

意义的理解，这与人们在观赏一幅同样“占空间”
的画时相似。

对抒情诗叙事动力结构的分析，有助于我们

深入文本中，细察抒情诗歌以特定的结构和不同

方式所显示的情感力量，以及这一情感力量在不

同结构中如何层层推进，实现其情感叙事，展示其

文本动力; 与此同时，在读者阅读的过程中，在与

读者动力的结合中，实现二者的和谐共鸣，展现其

独特的艺术力量。

注释［Notes］

① 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详见谭君强“再论叙事文本的叙事

交流模式”，《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5
( 2012) 。

② 所引并非莱辛原话，而是德国学者瓦尔特·霍约( Walter
Hoyer) 为其所编莱辛选集三卷本( 1952，莱比锡) 《拉奥孔》第

·27·



文艺理论研究 2015 年第 6 期

13 章所加的标题，该章原意不离编者概括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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