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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伦理实验室”的虚构叙事

———保罗·利科叙事伦理学研究

肖文婷

摘　 要：从韦恩·布斯的奠定基调到詹姆斯·费伦的扎实推进，叙事伦理学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起应运而生，逐渐发展为
包容多项批评方式的研究进路。相较于布斯对作者意图的强调、费伦对读者阅读伦理的重视，保罗·利科极富创见地将

作者、读者置于虚构叙事建构的“伦理实验室”中，把对单一伦理主体的重视转移到对作者 文本 读者三者伦理意义的动

态生成过程之中。在他看来，虚构叙事不仅是作者将其“思想”图式化，展开伦理探询的实验场所，也是读者“占有”伦理

实验，练习实践智慧，从而达成“从文本到行动”的转化力量的实践基地。这一看法创造性地将虚构叙事视为作者与读者

伦理实践的实验场所，为叙事学的伦理分析开辟了新的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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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构叙事与伦理的关系问题是保罗·利科晚
年思考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其叙事学理论中的

一个核心问题。在利科看来，虚构叙事在伦理层

面上从来都不是中立的，作者完全可以借助虚构

叙事的筹划能力将自己的伦理“思想”图式化，展

开各式各样的伦理探询，从而把虚构叙事转化成

一种“伦理实验室”；而读者也可以借助对这一

“实验成果”的“占有”，把在虚构叙事中历练出来

·２０８·



作为“伦理实验室”的虚构叙事

的实践智慧应用到现实生活中来，从而实现“从

文本到行动”的转化和跨越。

一、何为虚构叙事“伦理实验室”

利科是在 １９８３ 年出版的《时间与叙事》（卷
一）一书中首次提到“伦理实验室”（ｅｔｈｉｃａｌ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相关概念的。他宣称，艺术最古老的功
能之一在于“它构成了一个伦理实验室，在这里

艺术家借助虚构叙事的模式展开针对价值的实

验”（Ｒｉｃｏｅｕｒ牞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Ⅰ ５９）。①总的
来说，所谓“伦理实验室”指的是以走向“善的生

活”为理想，以虚构情节模拟伦理境遇，从而达成

伦理探询目的的文本实验场所。

对于利科而言，虚构叙事所具有的源初伦理

属性正是“伦理实验室”的立题之基。他强调，虚

构叙事不可能保持伦理中立，它不可能“为了纯

粹美学的规定而失去伦理规定”，因为虚构叙事

中“没有一种行动不引起赞赏或谴责，无论这种

赞扬或谴责的程度有多小，都体现出以善和恶为

极点的价值等级层次”（Ｒｉｃｏｅｕｒ牞 Ｔｅｍｐｓ ｅｔ ｒｃｉｔ Ⅰ
９４）。受亚里士多德《诗学》中对行动及人物的伦
理预设

②
影响，利科认为虚构叙事必然描写行动，

而行动必然会由于伦理偏好尺度的不同而被判

断、被评估，它们一定会被赞同或不被赞同，也一

定会被比较是否比另一个行动更具价值；而延伸

到施动者本身，他们也势必涉及好坏、善恶的评

价，一定会被赞扬或被谴责。这些对行动及施动

者伦理价值的判断与评价，自然预设了虚构叙事

的伦理本性，因此利科明言它永远不会终止对伦

理学的借用，走向纯粹美学所宣扬的伦理中立。

在确定了虚构叙事的伦理前提之后，利科把

“善的生活”视作伦理实验的基本主题。在他看

来，所有的虚构伦理实验都是在这一主题之下的

想象力的变更。溯源来看，“善的生活”这一概念

源自亚里士多德，后经由麦金太尔抵达利科的伦

理学。亚里士多德主张“善的生活”有三个特点：

其一，“所有事情都以善（ｇｏｏｄ）③ 为目的”。
（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 ３）尽管每种实践总有自身的目的，但
“善”是所有实践的终极目的，它意味着“生活得

好或做得好”，这里的“生活得好”被麦金太尔化

用为“善的生活”（ｇｏｏｄ ｌｉｆｅ），并引为“真正人生的
目标”。其二，要想达到“善的生活”就需要借助

实践智慧，它意味着，一旦个人提出了一个目的，

他就需要检查以什么手段来实现它，审慎地选择

最恰当的手段，由此“审慎”成为众多学者认证的

“实践智慧”的代名词。
④
其三，作为检验“善的生

活”之标准的“幸福需要完全的美德和一生的时

间”（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 １６）。这意味着幸福不能依赖个别
事件，个人的一生必须被聚集起来，以充当“善的

生活”这一目标的支点。麦金太尔将其吸收为自

己提出的“生活的叙事统一性”概念，主张以叙事

形式来聚集个人生活。在他看来，我们讲述一个人

趋近“善”的一生，就必须借助叙事，唯有叙事的整

体性和统一性能为这一目的及其达成的手段提供

支撑（麦金太尔 ２７７）。利科对此十分赞同，他指
出：“如果［‘善的生活’］这一目标想要成为图景，

就不得不在叙事中被描绘出来，借助这些叙事，我

们通过‘操弄’（在该术语的强意义上）各种相反

的可能性而尝试不同的行动进程。”（Ｒｉｃｏｅｕｒ牞
Ｓｏｉｍêｍｅ １９５）在利科看来，叙事活动能够把道
德判断的目标“图式化”，而虚构叙事则能够借助

于自身的筹划能力提供各种可能的手段，因为作

者能够借助想象力对情节进行自由的编排和操

纵，以虚构情节模拟主人公及人物的境遇，不停地

探索评价行动与人物的新方式，以及不同手段带

来的伦理价值，以此来测试和实验达成“善的生

活”这一伦理目标的可靠手段。正是在这个意义

上，虚构叙事成了作者进行伦理探询的实验场所。

在现实生活中，这种伦理实验本身并不陌生，

比如某些恋爱中的女子会让自己的闺蜜出面勾引

男友，以便检验他对自己的感情是否坚贞。但在

利科看来，对于伦理实验来说，虚构叙事有着多方

面的优势。首先，文学叙事凭借其虚构特征可以

避免任何由作品本身带来的道德责难和非议。利

科认为：“虚构叙事被认为是思想实验，这个实验

室的状态要求我们避免任何针对情节和人物的创

造而进行道德审查的可能性。创造需要自由的想

象”（Ｒｉｃｏｅｕｒ牞  Ｄｅ ｌａ ｍｔａｐｈｙｓｉｑｕｅ  ｌａ ｍｏｒａｌｅ
４７５）。正因为虚构叙事基于自由且不设限的想
象力，所以它只是一种“实验室”而非现实中真正

发生的事实，因而它可以避免任何针对情节及人

物创造上的道德责难。我们不能把作品中的人物

在道德上的缺陷归咎于作者本人，就像不能根据

《洛丽塔》在描述方面的“非道德”来责难其作者

纳博科夫的人品一样。而对于现实中的伦理实验

·２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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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哪怕它是由设计者“建构”的，它仍然是真

实发生的，具有现实的操作者与被实验者，因此实

验一经发出，某一方就必须承担后果。以上文中

的男女为例，如果男子未能经受住考验，就必须承

担出轨的后果；如果实验被男子识破，女子就必须

承担欺骗男子、不信任男子的指责。

其次，相对于现实中的伦理实验，虚构叙事的

可操作空间更大，所受到的束缚更少。现实中的

伦理实验多受限于可操作性，它要求所选情境必

须能够被现实还原出来。但是虚构叙事却可以凭

借生产性想象力，创造异想天开的伦理环境。比

如科幻小说可以设想一个复制的大脑代替原本的

个人生存下来，以探索接踵而来的伦理问题，这在

现实中是根本不可能的。当然，虚构叙事中的想

象力并非完全无拘无束、天马行空，它必须以行动

的合理性、情节的可信性为前提与标准，由此才能

保证实验的逼真性，正是这种逼真性为读者从文

本走向行动提供了前提和基础。

最后，虚构叙事能够保障伦理实验的合理性、

完整性和充分性，从而使其实验结果更加真实可

靠。一方面，从操作维度而言，在一般的伦理实验

中，设计者总是将自己置于道德评判者的制高点，

实验设计的初衷本就充满了对实验对象的不信

任，女子不相信男生拥有拒绝诱惑、保持专一的能

力，老板不信任员工能够做出不中饱私囊的行为，

因此他们站在不信任的基础上来企图获取信任，

以窥视的形式来探测人心，以不道德的方式来探

问道德，在手段方面本就背离了“善”的初衷。另

一方面，从时间维度而言，现实伦理实验探讨得更

多的是实验对象对某种道德规范、公序良俗的遵

守程度，他们测试男子是否专一、员工是否中饱私

囊，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片段化、单项化的伦理实

验，与需要“完全的美德和一生的时间”的“善的

生活”相去甚远。而虚构叙事建构的“伦理实验

室”一方面从操作方面避免了以不道德的方式来

执行实验，另一方面可以跨越主人公及人物的一

生来探询“善的生活”的实现方式，因此区别于片

段化的现实伦理实验，更加持久且深入。

二、虚构叙事“伦理实验室”的运行机制

利科之所以将虚构叙事视为“伦理实验室”，

其目的是强调虚构叙事的“实验”特性。在他看

来，伦理实验首先是针对“思想”的实验。利科认

同安娜·亨利的主张，认为作品本身有一个先于

它的“理论和文化支架”（Ｒｉｃｏｅｕｒ牞 Ｔｅｍｐｓ ｅｔ ｒｃｉｔ
Ⅱ １９６），因此同科学实验一样，首要的问题在于
根据实验主题来设计和建构实验。利科强调：

“虚构叙事作为无数思想实验的实验室，没有地

方能够比它能够更好地验证思想。”（Ｒｉｃｏｅｕｒ牞
Ｔｅｍｐｓ ｅｔ ｒｃｉｔ Ⅲ ３８８）对于不同的文学作品而言，
作者展开伦理探询的“思想”也不尽相同，但利科

认为其中最重要的乃是作者对“善的生活”的看

法。对于《包法利夫人》而言，作者意欲探索的无

非是追求浪漫生活、理想爱情的爱玛能否过上她

眼中的“善的生活”———贵族生活，而对于《安

娜·卡列尼娜》而言，作者探索的则是已经拥有

贵族生活的安娜如何挣脱贵族习气带给她的牢

笼，大胆追求她想要的“善的生活”———自由活泼

的生活。在这里，“善的生活”的内涵多式多样甚

至相斥，但在利科看来无论实验的“思想”何如，

它们都是在“善的生活”这一终极目的主导下的

各式变更，用他的话说，“文学虚构可以被认为是

在善的生活主题下的想象力的变更
⑤”（Ｒｉｃｏｅｕｒ牞

Ｄｅ ｌａ ｍｔａｐｈｙｓｉｑｕｅ  ｌａ ｍｏｒａｌｅ．  ４７５）。简言之，
虚构叙事的所有想象力变更都是为了探索主人公

及其他人物如何过好自己的一生，“善的生活”乃

是故事中所有人物生活实践的最终目的，也是作

者进行伦理实验所要探索的终极意义。

虚构叙事“伦理实验室”的运行机制便在于

为作者构想的各式“善的生活”思想提供图式，进

而言之，文学叙事正是凭借其图式化手段来达成

对伦理价值的探询实验，基于此，利科将其视为

“叙述功能的图式化”。“图式”概念显然取自康

德。康德曾经说过：“想象力为一个概念取得它

的形象的某种普遍的处理方式的表象，我把它叫

作这个概念的图型［图式］［……］而把知性对这

些图型的处理方式称之为纯粹知性的图型法［图

式化］。”（１４０）在这里，概念隶属于知性范围，形
象属于直观范围，要想把两者联结起来，就需要借

助由想象力生产出来的图式。利科在康德的基础

上，将虚构叙事中“善的生活”主题下的各式“思

想”归属于知性，将虚构叙事能够提供的“图景”

归属于直观。在他看来，“生产性想象力从根本

上具有综合功能。它通过同时产生智性的和直觉

性的综合来连接知性和直观。同样，情节编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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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观点、主题或曰‘思想’与导致结局的环

境、人物、插曲和命运变化的直观呈现之间，也产

生了一种混合的可理解性。这样，我们可以说是

叙述功能的图式化”（Ｒｉｃｏｅｕｒ牞 Ｔｅｍｐｓ ｅｔ ｒｃｉｔ Ⅰ
１０６）。因此可以说，趋向“善的生活”的“思想”仅
仅完成了伦理实验的设计部分，而环境、人物、插

曲等构成了实验的直观化、具象化的图景，只有两

者的联合才能真正达成对伦理实验的探询。

那么具体而言，虚构叙事是如何实现对作者

“思想”的图式化的呢？又或者说，虚构世界是如

何达成对环境、人物、插曲等因素的统筹的呢？利

科认为这主要基于“情节编排”（ｅｍｐｌｏｔｍｅｎｔ）。⑥他
指出：“一个故事必定不仅仅是一种在序列顺序

中对事件的列举，它必须把它们组合到一个可理

解的整体中，即一种我们总是能够质询这个故事

的‘主题’是什么的类型。”（Ｒｉｃｏｅｕｒ牞 Ｔｅｍｐｓ ｅｔ ｒｃｉｔ
Ⅰ １０２）利科认为，情节编排是一个结构化的操
作过程，他将其定义为“异质元素的综合”，并赋

予它“不协调的协调性”的特征。一方面，情节能

够将各式各样的异质因素组合在一起，这些异质

因素包括但不限于“意外的情况、发现、行动者与

受动者，意料之外的机会或意料之中的遭遇，参与

者之间从冲突到协作的互动，根据目的的优劣调

整手段以及最终意外的结果”（Ｒｉｃｏｅｕｒ牞 Ｌｉｆｅ ｉｎ
Ｑｕｅｓｔ ｏｆ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２１）。正是这些由环境、人物、
插曲和命运变化组成的异质变量构成了情节编排

的“不协调性”，又或者说，正是它们构成了人物

在趋向“善的生活”过程中的曲折变量，也成就了

伦理“实验”的应有之义。另一方面，情节编排能

够将杂乱的个别事件、异质因素、不统一的时间转

化为一个完整的、从起始到结局的、“协调的”故

事，从实验角度而言，它能够为伦理实验践行的各

种相反的可能性以及不同的行动进程构想因果联

系，将它们“把握在一起”（ｐｒｅｎｄｒｅ ｅｎｓｅｍｂｌｅ）以证
明行动的可靠性和合理性。

利科认为，“不协调”构成了伦理实验的最大

张力，也构成了推动实验的最大动力。虚构实验

室中常见的“不协调”在于作者特意设置的极端

伦理境遇、“意料之外”的偶然事件以及针对行动

可能性的各种“想象力的变更”，正是这些“不协

调”将虚构叙事的伦理实验特性发挥到极致，也

实现了最大限度上的伦理探询。首先，虚构叙事

的“实验性”常常体现在对极端伦理境遇的构想

与设置。同现实伦理实验一样，虚构叙事也会将

主人公置于精心设置的伦理境遇之中，而与一般

的伦理实验又不一样，虚构叙事设置的伦理实验

更具异想且极端。以托马斯·曼的《魔山》为例，

作者让主人公汉斯·卡斯托尔普在小说伊始就前

往高山疗养院看望表兄约阿希姆，在这个疗养院

中，所有病人都被置于与世隔绝的环境中，时间概

念趋于消解。正是借助于这个极端化的情境，作

者得以探索主人公作为一个缺乏社会经验的青年

人会如何面对生存与死亡、积极与消极之间的矛

盾。在主人公未能抵抗住“魔山”的魔力而变得

消沉倦怠之际，作者让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晴

天霹雳”炸掉了“魔山”，也唤醒了主人公，让他摆

脱了“山上”的肉欲与死亡氛围，穿上戎装投入

“山下”的战争，由此彰显出这一伦理质询所得出

的结论：“一个人为了善良与爱情，决不能让死亡

主宰自己的思想。”（曼 ５３３）利科认为，正是这种
极端化的伦理情境锻炼出了主人公的伦理智慧。

用他的话说：“叙述者自由设置了一个极端处境，

他让主人公甫一出场就面临时间被遗忘的境况。

这场考验迫使他的学习过程构成一个思想实验，

它不仅被动地反映了时间失重的状态，还探索了

由此暴露出来的极限处境下的悖论。”（Ｒｉｃｏｅｕｒ牞
Ｔｅｍｐｓ ｅｔ Ｒｃｉｔ Ⅱ １９２ １９３）

其次，虚构叙事的实验性还体现在，作者常常

设置“意料之外”的偶然事件，以此来控制伦理变

量，达到伦理探询的目的。以卡夫卡的《变形记》

为例，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努力工作以支撑

整个家庭的经济来源，此时的他受到全家人的尊

敬，父母夸奖他，妹妹爱戴他。但是，造成家人对

其尊敬的原因到底是萨姆沙本人，还是他附带的

物质贡献？针对这一富含多重变量的问题，作者

展开了“伦理实验”，他首先保证了萨姆沙本人的

意识与性格不变，但却通过将其变为甲虫这一超

现实的意外情节消解了他的工作能力和物质贡

献，结果在这一变量的作用之下，全家人都逐渐抛

弃了对他的尊敬和爱戴，无不将其视为累赘，甚至

他最爱的妹妹都提议将其赶出家门。正是通过这

一“伦理实验”，作者揭示出对物质生活的过分看

重而导致的道德缺失。

最后，虚构叙事的实验性还体现在它的“游

戏性”。利科认为：“人类尝试理解和掌握实践领

域的‘多样性’的首要方法就是给予这种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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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虚构的表象。”（Ｒｉｃｏｅｕｒ牞 Ｄｕ ｔｅｘｔｅ ２２２）换言
之，作为“伦理实验室”的虚构叙事凭借其试探的

行动多样性而具备对现实的启发力量：创造性想

象力使情节编排成为“与各种可能性的自由游

戏”（Ｒｉｃｏｅｕｒ牞 Ｄｕ ｔｅｘｔｅ ２２０）。它可以与各种相反
的可能性周旋而尝试各种不同的行动进程，以测

试什么样的行动能够达成什么样的效果，或者什

么样的德行能够达成什么样的“善的生活”，这样

的探询的确能够为人类认知自身及所处的实践领

域提供帮助。以约翰·福尔斯的《法国中尉的女

人》为例，作品描写的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一位

青年男子查尔斯抛弃自己的未婚妻，爱上了被人

抛弃的女子萨拉的故事。作者为这个故事设置了

三种结局：第一种结局是，查尔斯放弃与萨拉的会

面，转而与未婚妻结合，他们相亲相爱并育有七

子；第二种结局是，查尔斯解除婚约后向萨拉求

婚，但她拒绝后不辞而别，两年后两人重归于好；

第三种结局是，萨拉拒绝了查尔斯的求婚，选择了

一种独立女性的生活方式。显然，这三种结局都

有各自的合理性，同时也伴随着三种不同的伦理

选择。作者没有像传统小说那样选择其中一种结

局，而是把三种结局并置在一起，显然采取了一种

后现代叙事的游戏方式。这种叙事游戏看似没有

提供明确的伦理态度，实际上却极大地拓展了伦

理选择的多元性。

当然，随着伦理“实验”被想象力推向极致，

它同时也面对着爆裂或者说脱离因果束缚的危

险。针对这种可能性，利科并不担忧，在他看来，

虚构叙事构成的伦理实验并非无拘无束、天马行

空，它仍然需要顺从叙事自身的“协调性”，用他

的话说，“协调性高于不协调性”（Ｒｉｃｏｅｕｒ牞 Ｔｅｍｐｓ
ｅｔ ｒｃｉｔ Ⅰ ５５）。利科受亚里士多德《诗学》影响，
认为“协调性”包含普遍性与整一性两种含义：根

据亚氏，“所谓‘带普遍性的事’，指根据可然或必

然的原则某一类人可能会说的话或会做的事”

（亚里士多德 ８１）。它意味着，哪怕虚构叙事的
伦理实验达到了异想天开的程度，它仍然遵从事

件承继的可然性或必然性原则，必须符合一般人

眼中事件的发生规律。因此，怀揣着趋向“善的

生活”理想的主人公不可能作奸犯科，自毁前程，

他一定是依据自己期待的“善的生活”而审慎地

选择最恰当的手段来达成目的的，这些手段的选

择所依据的正是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趋向“善的

生活”的“实践智慧”；而整一性意味着虚构叙事

必须是一个可理解的整体，它依赖作者的“叙事

理解”（ｌａ ｃｏｍｐｒｈｅｎｓｉｏｎ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来将文本的情
节统筹起来：他们不仅在单一事件中构想因果关

系，将事件序列“把握在一起”形成一个有始有终

的可理解的故事，还将环境、人物、插曲、命运变化

等各种各样的异质因素集中到一个整体之中。由

此，正是借助于“协调性高于不协调性”的虚构叙

事，伦理实验得以在最大限度的“游戏”之后仍保

持整一的“思想”体系，又或者从文本内部的角度

来说，虚构叙事能够在琐碎事件、偶然机会、命运

突转等异质因素之余，将带有普遍性的伦理本质

展示出来。利科强调，虚构叙事“并不关注普遍

性，但它使得普遍的东西涌现出来”（Ｒｉｃｏｅｕｒ牞
Ｔｅｍｐｓ ｅｔ ｒｃｉｔ Ⅰ ７０）。区别于和盘托出普遍性的
伦理哲学，虚构叙事无意说教，而是将普遍性溶解

于偶然且个别的事件中，期待读者在千头万绪的

行为进程中探索导致主人公走向“善的生活”的

决定性行为，而在故事的最终，伦理的普遍性才会

涌现出来。

由此，正是将“不协调的”伦理实验内在于故

事的“协调性”之中，虚构叙事实现了对伦理探询

的图式化支撑。

三、读者与虚构叙事“伦理实验室”

根据利科，虚构叙事构建的“伦理实验室”并

非作者的独属空间，它一经问世就邀请着读者去

“跟随”实验，“占有”实验，而读者在借助于伦理

实验进行伦理探询期间也养成了属于自己的实践

智慧，以便指导自己在现实世界中的生活，最终实

现虚构叙事的“揭示”和“转化”力量。

上文中谈到的“伦理实验从来不是中立的”

是从叙事创作的角度而言的：作者依据自身“思

想”来设计实验，以情节编排图式化自己解读的

“善的生活”目标，从而展示自己想象的世界图

景。在利科看来，从阅读角度来说同样如此：“阅

读理论提醒我们，叙述者采取的说服策略是为了

给读者灌输一种世界图景，这种图景从来都不是

伦理中立的，而是或含蓄或明确地引发读者对世

界和自身的新评价。”（Ｒｉｃｏｅｕｒ牞 Ｔｅｍｐｓ ｅｔ ｒｃｉｔ Ⅲ
３５９）根据修辞学的看法，作者相信自己的“思想”
并致力于将其图式化，并且把这份信念传达给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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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正是这种信念力量支撑着叙述者的说服策略，

它劝说着读者相信只要他们也如故事中那样行

事，就能收获同样的“善的生活”。正是在这个意

义上，小说修辞学的代表韦恩·布斯认为作者负

有为读者挑选好的、正确的思想的责任和义

务。
⑦
利科一方面承认作者的思想在其建构的伦

理实验中的支柱作用，认为伦理实验必然有伦理

倾向，不存在伦理中立的虚构叙事；另一方面他又

否定修辞学的作者中心论倾向，认为这种理论倾

向于将读者视为“隐含作者所制定策略的猎物和

被动者”（Ｒｉｃｏｅｕｒ牞 Ｔｅｍｐｓ ｅｔ ｒｃｉｔ Ⅲ ２４３）。仅仅
考虑了以作者“思想”为中心的、只认可作者主动

性的伦理实验，在面对现代小说中日益不可靠的

叙述者时，不免显得捉襟见肘。

利科主张伦理实验应该兼顾作者的主动性与

读者的主动性。在他看来，“以读者为目标的说

服策略确实是从作者那里开始的。对于这种说服

策略，读者的回应是跟随文本的塑形和对文本所

筹划的世界的占有”（Ｒｉｃｏｅｕｒ牞 Ｔｅｍｐｓ ｅｔ ｒｃｉｔ Ⅲ
２３１）。这段话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首先，利科
着意强调读者对文本情节编排或曰伦理实验的

“跟随”。在他看来，理解故事就是怀揣着对作品

整一性的期待，跟随着作者设计的伦理实验，了解

作者是如何将情节的异质元素统筹在叙事作品之

中的，又或者从文本世界的角度理解主人公的行

为是如何导致最终幸福或不幸的结果的。对于普

通的读者而言，叙事给予了读者“跟随”伦理实验

的机会与权力，他们无须真正走过主人公的一生，

却可以凭借阅读在短短的几小时内跟随并体验着

主人公的命运，正是凭借虚构叙事他们才能在甚

至主人公都看不清的命运中看清扣动主人公命运

机杼的关键行为，并见证这些行为如何拨动了主

人公命运的齿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利科强调：

“文学是一个巨大的实验室，我们在其中试验关

于赞同与谴责的各种期望、评估和判断，叙事就通

过它们充当了伦理的预备教育。”（Ｒｉｃｏｅｕｒ牞 Ｓｏｉ
ｍêｍｅ １３９）

当然，利科的野心并非局限于接受美学所主

张的参与性阅读，他进一步强调读者对作者原创

的“伦理实验”的“占有”或曰“占为己有”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⑧利科认为，“伦理实验”是作者
“思想”主导下的原创性情节编排，但这并不妨碍

读者对文本世界的“占有”。在他看来，“没有伴

随它的读者，文本中就没有塑形行为；没有读者占

有它，在文本之前就没有世界展开”（Ｒｉｃｏｅｕｒ牞
Ｔｅｍｐｓ ｅｔ ｒｃｉｔ Ⅲ ２３９）。因此，阅读并非仅仅作为
一种外在且偶然的事件发生在文本之上，而是参

与到“文本世界”的筹划与展开之中。“文本世

界”是利科的原创概念，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一方

面仅仅停留在想象之中，只在文本中存在且仅仅

借由文本而存在；但另一方面它又具有“内在的

超越性”（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ａｎｃｅ ｄａｎｓ ｌｉｍｍａｎｅｎｃｅ），它筹
划了一个自身以外的世界，“有了这种超越性，与

读者世界进行对照才成为可能”（Ｒｉｃｏｅｕｒ牞 Ｔｅｍｐｓ
ｅｔ Ｒｃｉｔ Ⅱ １５）。这个世界只有在读者接受文本
之后，或者说在读者的鲜活经验与虚构经验交叉

之后才能真正呈现出来。利科指出：“我们可以

栖居在这个世界中并展现我们自己的最大潜力”

（Ｒｉｃｏｅｕｒ牞 Ｔｅｍｐｓ ｅｔ ｒｃｉｔ Ⅲ １４９）。这意味着读者
可以将文本筹划的世界占为己有，在虚构的世界

中体验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在世存在”，同主人公

一道与周遭的事物产生联系，施展自己以往全然

不能实现的最大限度的可能性。而与此同时，读

者也在对“伦理实验室”的占有过程中跟随着主

人公的脚步，以假想的形式练习着道德判断，学习

着自己从未经历过的人生体验。利科强调：“在

虚构的不现实的范围内，我们不停地探索各种新

的评价行动与人物的方式。我们在巨大的想象实

验室中进行的思想实验，也是在善与恶的王国中

所进行的探索。改变价值，甚至贬值，这还是评

价。道德判断没有被取消，它只是顺从于虚构自

身的种种想象的变更。”（利科，《作为一个他者的

自身》２４２）由此，读者在跟随情节的过程之中，
也“占有”着自己从未经历过的道德境遇，他们超

越自身生存场景的有限视域，积极伴随着主人公

在独特伦理境遇下的道德选择，估量着人物采取

什么样的方式才能达成他们眼中的“善的生活”，

共情并理解着人物在特定境遇下的不那么体面或

正当的选择。以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

为例，在既定的伦理评价体系内，我们自然会将安

娜视为婚姻的不忠者、家庭的背叛者，但是如果我

们跟随主人公的脚步，就会感受到作者“伦理实

验”的初衷（他打算将这个失足的贵族女人写得

可怜而无罪），他首先将女主人公放在离婚不被

允许、婚姻思想尚被禁锢的封建社会尾声这一背

景之中，又将活泼且充满生气的女主人公置于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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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沉沉的家庭之中，随即又安排了注意到并珍视

她身上洋溢的生命力的情人渥伦斯基，这样的境

遇安排自然让一直与主人公同命运共进退的读者

没有武断地将其视为放荡女子，反而理解她在艰

难处境下背叛家庭的不体面选择，从而与作者一

道同意她“可怜而无罪”。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利

科强调：“叙述的实践在于一种思想实验，通过这

种思想实验，我们试图栖居于对我们来说陌生的

世界”（Ｒｉｃｏｅｕｒ牞 Ｔｅｍｐｓ ｅｔ ｒｃｉｔ Ⅲ ３５８）。正是借
助于伦理实验，读者超越了自身伦理处境而达成

了有限经验的倍增。

与此同时，读者也可以提前接触自己命运中

未知但必将到来的行动体验。对于读者自己而

言，其人生的开端与结局的体验都无法确切获知，

而虚构叙事却能够以变形的方式展现人生的开

端、结点乃至结局，在帮助我们探询人生即将到来

的未知体验的同时，让我们熟悉并珍视接下来的

人生旅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虚构叙事帮助读

者达成了对伦理探询的预期。

那么阅读之后，或者说在读者“占有”伦理实

验之后，虚构叙事引发的伦理实验怎样有助于读

者日后在实际生活中的行动呢？利科认为这有赖

于“从文本到行动”的“揭示”（ｒｖｌｅｒ）和“转化”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力量，他指出：“虚构叙事的影响，揭
示和转化的影响，实质上是阅读的影响。正是借

助于阅读，文学才回归到生活，即存在的实践和情

感领域。”（Ｒｉｃｏｅｕｒ牞 Ｔｅｍｐｓ ｅｔ ｒｃｉｔ Ⅲ １４９）在利科
眼中，“揭示”意味着将那些隐藏在读者经验之中

的特性暴露出来，而“转化”意味着让读者借由叙

事来审视自己的生活从而改变自己的实际行动与

道德品行，或者用利科的话来说，借由“文化作品中

人文符号的漫长迂回”（Ｒｉｃｏｅｕｒ牞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 １０５）
而理解自己。具体而言，读者借由对虚构叙事

“伦理实验”的“占有”，在思考主人公在特殊伦理

境遇下如何选择最恰当的手段，才能达成“善的

生活”的同时，也锻炼着自身的实践智慧，这种实

践智慧并非作者置于叙事中的原原本本的实践智

慧，也非主人公或人物在虚拟世界中行动得出的

实践智慧，而是读者结合自身境遇和文本世界而

养成的实践智慧。利科以悲剧为例强调：“因为

拒绝给虚构作品呈现的是不可解决的冲突一个

‘解决方案’，所以悲剧在使人迷失了方向之后，

迫使践行者在最好地回应了悲剧智慧的实践智慧

的指引下，在自己的境遇中，重新确立行动的方

向，权 衡 它 的 危 险 和 代 价。”（Ｒｉｃｏｅｕｒ牞 Ｓｏｉ
ｍêｍｅ ２８８）因此，虚构叙事不负责道德说教，也不
致力于提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方案，它只是

借由读者对虚构“伦理实验室”的“占有”而养成

属于读者自己的实践智慧，这种实践智慧能够帮

助读者在今后的生活中权衡利弊，确立行动方向，

改变人生轨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利科强调

“以这种方式审视的生命是一个改变了的生命，

毋宁说是另一个生命”（Ｒｉｃｏｅｕｒ牞 Ｔｅｍｐｓ ｅｔ ｒｃｉｔ Ⅲ
２２９）。由此，利科总结道：“文学达到其最高效力
的时刻，也许就是它将读者置于这样一种境地：即

读者自己必须找到适应自己的问题的答案，这些

问题构成了作品所提出的美学和道德问题。”

（Ｒｉｃｏｅｕｒ牞 Ｔｅｍｐｓ ｅｔ ｒｃｉｔ Ⅲ ２５４）
当然，读者对虚构叙事伦理实验的“应用”并

非总是能够达到利科期待的理想状态，面对现行

的道德规范以及千差万别的实际伦理境遇，读者

在虚构叙事“伦理实验室”中历练的实践智慧未

必能够转化为他在现实境遇中的伦理选择，这也

成为利科晚年着力思考的重要问题，对于这一问

题，我们将另文加以论述。

结　 语

利科从叙事到伦理的自然过渡，表明其在一

定程度上实现了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的

跨越。以热奈特等人为代表的法国结构主义叙事

学主要建立在索绪尔语言学思想的基础之上，因

此把关注的焦点集中于文本内部的叙事方式和形

式结构方面。利科在从事叙事研究之初，就对结

构主义叙事学的这一倾向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且与

其保持着明确的距离。事实上，叙事问题之所以引

起利科的关注，是因为在他看来，虚构叙事可以为

解决自我、时间和伦理等问题带来新的视角。因

此，利科的叙事学研究天然就具有跨学科、跨文化

的性质。利科早年宗奉现象学和解释学，但他的志

趣并不在于建立完备的哲学体系，而是在于欲望与

恶等具体的实践问题。因此，他并未沉迷于胡塞尔

的纯粹现象学之思，而是进一步发挥了伽达默尔关

于“解释学是一种实践哲学”的主张，着力于阐发

一种意志现象学和无意识的解释学。尽管他在赴

美之后深度浸染于英美的语言哲学传统，对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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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和叙事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并未由此转

向英美新批评所倡导的内部研究或“作品中心

论”，而是致力于探究如何才能实现“从文本到行

动”的跨越。正是这种贯穿始终的思想旨趣，使

得利科的叙事学与伦理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如果

说韦恩·布斯等人还只是把道德看作现代小说的

“非人格化叙述”所引发的一种伦理难题，那么利

科则是反过来把叙事当成了解决伦理难题的可能

路径。尽管这种做法难免有某种功利主义之嫌，

但对于凸显叙事的伦理维度却似乎不无益处。

在利科看来，叙事文本的原初伦理属性不言

而喻。但是虚构叙事真的就如利科所说，保持必

然的伦理非中立属性吗？或者说，利科本人是否

夸大了叙事与伦理的联系？也许存在着非伦理或

曰伦理中立的虚构叙事。利科拿来作为假想敌的

唯美主义学派就强烈主张非伦理的虚构叙事，他

们完全否定虚构叙事与伦理道德的任何联系，主

张审美活动的独立性和无功利性，取消所有实际

的道德判断，但该论断被利科轻易扣上了“对美

学本身的误解”这一批评，在他看来，哪怕唯美主

义悬置了所有实际的道德判断，切断了与当下意

识形态的任何关联，读者依然能在虚构的不现实

境遇中以假想的形式练习属于自己的道德判断。

以唯美主义代表人物王尔德的作品《道林·格雷

的画像》为例，哪怕作者在作品中并未表明其伦

理态度，但这并不妨碍读者在其中“占有”道林的

一生，与主人公一道体验一味追求享乐而酿成的

苦果。不过，对唯美主义持相反意见的利科却走

上了矫枉过正的另一面，在他看来，虚构叙事的应

有之义完全在于它是“伦理实验室”，这一实验室

的质询目标完全在于探索主人公及人物能否过上

“善的生活”，因此虚构叙事情节的所有设计、语

言的所有雕琢都笼罩在伦理价值讨论的穹顶之

下，伦理道德在虚构叙事中的重要地位达到了前

所未有的程度。那么，诗学真的如利科所说，“永

远不会中止对伦理学的借用”吗？伦理真的达到

了对于叙事而言如影随形的程度吗？我们认为，

利科在此显示出了他作为一名解释学家的局限

性，他笃信，虚构叙事哪怕伪装得再无功利，都逃

脱不了自身的伦理预设和对读者“应用”的期待，

包括虚构叙事在内的“人文符号”的终极目的都

在于为人类提供认识自身、理解自身的迂回中介。

由此，解释学家利科从来没有试图站在无功利的

美学创作角度来考虑虚构叙事，也无暇站在康德

提出的审美活动无利害的角度来欣赏诗学，他将

伦理视为虚构叙事场域中理所当然的“定海神

针”，从未考虑过不借用伦理学的诗学创作。我

们认为，虚构叙事的确离不开对伦理学的借用，但

虚构叙事并未到达完全依赖伦理的程度，虚构叙

事拥有独立生命和自身价值，它从未放弃对自身

形式美的设计与雕琢，也从未忽视对自身风格美

的探索，因此如果将虚构叙事完全视为“伦理实

验室”，主张情节编排的终极目的就是达成“善的

生活”，那么无异于走入了另一种极端，忽视了虚

构叙事文本自身的形式美。

除此之外，利科论点的另一有限性在于他对

真实读者的理想化设想。我们认为利科对读者的

设想与要求更加类似于安贝托·艾柯提出的“经

验读者”，并且相应地符合后者所批评的有限性。

艾柯将叙事性文本比喻为“丛林”后指出：“我们

完全可能用自己在林中行走时的每一种经验和每

一个发现来理解自己的生活，理解过去和将来。

但林子是为所有人而建的，我们不能在里面只自

顾自地寻找自己的事迹和感受……这并不是在诠

释一个文本，而是在使用它……它容易导致我们

把叙事的丛林圈成自家的小花园。”（１１—１２）艾
柯认为这种“六经注我”式的诠释方式无异于削

足适履，真实读者一味地将文本中的经验与自己

的人生体验适配，拿文本作为容器来贮藏自己来

自文本以外的情感，将自己的期待强加于文本之

上，势必“引发白日梦”，产生误解。化为利科的

语境而言，利科指望有血有肉的读者能够借由虚

构叙事建构的“伦理实验室”来练习道德判断，在

“自家的小花园”中习得实践智慧，这一设想相对

于传统的伦理教化论来说的确发现了读者的主动

性，但是这一主动性在另一方面又增强了读者诠

释的任意性。在利科眼中，读者不拘于自身的理

解能力，他们总能在虚构叙事“伦理实验室”中求

仁得仁，获得属于自己的实践智慧，从而廓清行动

方向，改变人生轨迹。但是，这一论点本身是否带

有明显的精英主义理想化倾向？对于那些不具备

道德判断能力、自身理解能力有限的读者，利科的

论点难免会有捉襟见肘的一面，属于知识分子群

体的利科难以想象这类读者的存在，更遑论探索

他们对文本的“占有”与“应用”行为。事实上，这

样的读者并不能借由叙事文本的伦理实验获得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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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行动方向的正面效应，他们只会耽于艾柯所言

的“白日梦”，产生不必要的误解，甚至走入歧途。

这明显与利科期待的读者借由虚构叙事而获得实

践智慧的论点背道而驰。

总的来说，尽管利科关于虚构叙事“伦理实

验室”的观点颇具有限性，但瑕不掩瑜，它仍然不

失为一种探索叙事伦理的有效进路。

注释［Ｎｏｔｅｓ］

① 该书的英译本采用意译方式较为准确地点明了“伦理
实验室”这一概念，而法文原著论述较为烦琐，本文特别

采用了英译本的表述方法。

②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摹仿前提正是体现幸福与不
幸的行动；而诗学预设的不仅仅是施动者，而是具有高尚

或卑贱道德品质的人物（亚里士多德 ６４、３８）。

③ 根据汪子嵩等著的《希腊哲学史（第三卷）》，希腊人认为
任何好的东西都是“ａｇａｔｈｏｎ”，与英文“ｇｏｏｄ”对应，既有“好”，

又有道德上“善”的含义，但中文没有与之对应的词，许多学

者鉴于讨论的是伦理学而将其译为“善”（汪子嵩 ９１１），我们
认为利科在此更加倾向“善”这一道德含义，因此统一将

“ａｇａｔｈｏｎ（ｇｏｏｄ）”译为“善”，将“ｇｏｏｄ ｌｉｆｅ”译为“善的生活”。

④ 如法国学者皮耶·欧班克（Ｐｉｅｒｒｅ Ａｕｂｅｎｑｕｅ）在《亚里
士多德论审慎》（Ｌａ Ｐｒｕｄｅｎｃｅ ｃｈｅｚ Ａｒｉｓｔｏｔｅ）中直接将“实践
智慧”译为“审慎”（ｐｒｕｄｅｎｃｅ）。

⑤ “想象力的变更”取自胡塞尔的本质直观理论、胡塞尔
认为对某个事实之物（如红纸）的感知为想象力提供了一

个出发点或曰“前像”（Ｖｏｒｂｉｌｄ），而想象力可以创造出任
意多的与“前像”相关的“后像”（Ｎａｃｈｂｉｌｄ）或曰“变项”
（Ｖａｒｉａｎｔ），如红色椅子、红色杯子等，而在这些变项之中
的“常项”便意味着本质的红、普遍的红（倪梁康 ４８３）。

利科将“想象力的变更”应用到虚构叙事构成的“伦理实

验”之中，在他看来，想象力可以针对“善的生活”这一“常

项”做出无以计数的“变项”。

⑥ 源自亚里士多德《诗学》，希腊语为“ｍｕｔｈｏｓ”。

⑦ “作者对非人格化、不确定的技巧选择有着一个道德尺
度”；“一位作者负有义务，尽可能地澄清他的道德立场”。

（布斯 ４３３、４３４）

⑧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ｉｏｎ”一词是利科对德语词“Ａｎｅｉｇｎｕｎｇ”的翻
译，原义是使起初“外在的”（东西）成为自己的（东西），

有些学者如中国台湾学者林鸿信将其翻译为“挪用”。

⑨ 在海德格尔看来，“理解”是“在世存在”的结构，它意
味着在世界中筹划“最本己的能在”（１８１），利科将其应用
到“文本世界”理论中，在他看来，文本世界尽管是虚构

的，但不妨碍它成为此在筹划最大可能性的场所，它以

“能够存在”（ｌｅ ｐｏｕｖｏｉｒêｔｒｅ）而非“给定存在”（ｌêｔｒｅ
ｄｏｎｎ）的模式针对着此在的生存。具体而言，虚构叙事借

由想象力变更的形式，变形（ｍｔａｍｏｒｐｈｏｓｅｒ）了日常现实，
打开了“在世存在”的新可能性，以另一种形式“触及现实

最深层的本质”（Ｒｉｃｏｅｕｒ牞 Ｄｕ ｔｅｘｔｅ １１４ １１５），而读者凭
借对“文本世界”的“占有”，可以面向文本体验自身多样

的可能性。当然针对利科对海氏“在世存在”的发挥，本

文持保留意见，鉴于篇幅所限，后期将另外撰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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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讯 ■

《批判理论与当代资本主义危机》

作者：海科·菲尔德纳 ／法比奥·维吉

译者：许娇娜 ／黄漫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时间：２０２４年 ２月

本书是一部思考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学术力作。两位作者运用马克思的政

治经济批判和拉康的力比多经济批判，对 ２００８ 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性质、原

因和后果进行了阐释与分析，对作为西方现代社会无意识矩阵的价值形式加以

批判。本书结合马克思和拉康互补的双重视角，阐明资本主义矩阵的两种不同

的表现模式，不仅解构了资本无限增殖的神话，还彻底批驳了资本主义作为社会

再生产模式的逻辑性、合理性以及表面的一致性，使其构成性的扭曲与历史局限

性更加鲜明地呈现出来，从而指导人们认识当下危机并采取行动。正如哲学家

齐泽克在推荐语中所说：本书“巧妙地将具体的经济分析与对当今世界的哲学、

文化的解读结合起来……是一本适合所有想要理解我们所处困境的人的书。简

而言之，它适合所有仍有思考欲望的人。”

·２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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