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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后现代历史哲学中，“虚构论”是非常时髦的。一方面，“虚构”是对机械真实观的 否 定，它 赋 予

了历史学家极大的创作自由，这是其值得称道的地方；但另一方面，它却把本真的历史“悬置”起来了，局限 于

在形式层面来谈虚构，这又让人难以接受。对于真实与虚构二者之间的关系，值得捍卫并且能够捍卫的理 论

立场应该是，真实是虚构的前提与基础，虚构是真实的升华，虚构与真实一体相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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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虚构论”的兴起

历史学与虚构原本是泾渭分明的。一 直 以 来，
人们普遍坚信，历史学以如实再现过去为其使命，绝
不容虚构，从古希腊的希罗多德到现代的兰克，都恪

守着这一原则。不过，随着２０世纪七八十代以海登

·怀特为代表的后现代历史哲学的兴起，国内外不

少学者开始质疑历史学与虚构之间的传统界限。于

是，原本与历史学无甚关系的“虚构”这时候也成了

历史哲学界谈论的一个焦点。
“虚构”是历史学形式化的产物，该议题的始作

俑者当属海登·怀特（Ｈａｙｄｅｎ　Ｗｈｉｔｅ），看看他的文

献就 容 易 发 现 这 一 点。怀 特 的 代 表 作 是 发 表 于

１９７３年的《元史学：１９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１９７８
年的《话语的转义———文化批评文集》以 及１９８７年

的《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等，这些著作

所表达的核心思想即历史叙事的意义根源于话语结

构与修辞，他明确地指出，“因为任何写作一个叙事

的人都是在进行虚构。我用了诗性、修辞性这样的

词”［１］（Ｐ３３）。“我将历史说成是事实的 虚 构 化 和 过 去

实在的 虚 构 化。”［２］（《中 译 本 前 言》Ｐ７）依 此 逻 辑，历 史 本 身

是无“形式”的，由此历史学家便可以自由地赋之以

“形式”从而让历史具有意义，显然历史的意义就源

于该“形式”而不是历史本身。这样，历史叙事就是

纯粹形式的产物，和历史本身无关。在这个意义上，
人们常说的“历史”其实指的是“历史叙述”，历史叙

事即历史，也就是说形式即历史；而形式是历史学家

建构的，所以，历史即虚构。
怀特及 其 后 继 者 之 所 以 聚 焦 于 历 史 学 的“形

式”，从深层原因看，这和传统历史学真实性范畴的

机械化是分不开的，可以说前者正是对后者的否定。
在历史学中，真实性的载体当然是历史事实，所以真

实性指的是历史事实的真实性。传统历史学不仅致

力于发现真实的历史事实，而且要在此基础上发现

隐藏在历史事实背后的规律，所谓透过现象看本质。
于是，在真实与规律二者的模糊辩证之中，衍生出这

么一个理论怪胎，即认为历史事实之所以如此发生，
乃历史规律所决定，历史不可能以其他的方式发生，
而只能如此发生，所谓“历 史 不 容 假 设”，于 是 真 实

的历史事实就等同于历史规律本身。所以，历史不

仅是一系列前后相续的历史事实链，而且还是一个

表现着历史必然性的链条。历史事实规律化导致历

史的单一化，由此形成线性历史观，这严重地简化了

历史的意义，因为这遮蔽了“可能的历史”：首先，它

遮蔽了历史事实本身的“可能性”，因为它只承认其

必然性，而否认其偶然性。其次，它不承认在该历史



场景中发生其他历史事实的“可能性”，而把已经发

生的历史事实看成是唯一可能发生的情况；换言之，
它把真实的 历 史 等 同 于 必 然 的 历 史，把“已 经 发 生

的”等同于“必然会发生的”，而实际上，“已然”不等

于“必然”，因为“已然”中蕴含着“偶然”。所以，历史

事实的规律化就把历史简单化了，极大地窄化了历

史学的研究领域，也极大地束缚了历史学家的想象

力与创造力。
从这个角度看，“虚构论”其实就是为了捍卫“可

能历史”的 合 法 性，并 以 此 来 释 放 历 史 学 家 的 想 象

力，赋予历 史 学 家 以 更 大 的 创 作 自 由 与 创 作 空 间。
如果说传统史学的目标是“发现”历史真实，那么后

现代史学的目标则是“发明”历史形式，以富有启发

性的新形式来形塑历史真实，以此展现历史的丰富

意义，深化人们对历史对人性的理解。

二、“虚构论”的尴尬之处

“虚构论”的兴起，确实是为历史哲学开辟了新

的研究领域，把“历史学的形式”引进了历史哲学的

学术殿堂。但是，目前对“虚构”的研究中，存在着某

种尴尬之处，即他们一方面承认历史的真实性，诚如

彭刚指出的，“大概后现代史学理论家中，没有人会

认为历史与小说全然没有分别，就像没有人会否认

存在着一个真实不妄的过去一样”［３］（Ｐ７７）。而另一方

面又大谈历史学的虚构，这两个立场之间总让人觉

得很别扭，非常不协调。这一点在怀特本人的理论

中体现很明显，如历史事件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

（留待下文讨论），一方面坚持历史学的虚构，另一方

面又认为“真理问题无从回避，这是确定无疑的。因

为那是确立起历史写作可能性的约定俗成的东西之

一”［１］（Ｐ２８）。
可以说，这种左右为难的尴尬处境在国内学术

界也是普遍存在的。比如彭刚，他一方面认为，“虚

构”（ｆｉｃｔｉｏｎ）“并 非 纯 然 就 是 中 文 中 的‘向 壁 虚 构’、
凭空想象的意思，而更多带有人为、创造、想象、建构

的蕴涵”。这里显然肯定了历史学确实存在“虚构”；
另一方面，他又坚称，“真实不妄的过去的存在（即便

我们只能通过文本而对它有所领会和把握）、史料的

束缚、史家技艺（如史料的考订、解释方法的恰当性）
等等，就是 史 家 所 受 到 的 限 制”［３］（Ｐ７７，７８）。这 里 他 肯

定了历 史 的 真 实 性。所 以，他 对 怀 特 提 出 了 质 疑，
“怀特理论中那种强调历史著作中‘被建构的’因素

远远超出了‘被发现的’因素的倾向，难免会受到人

们质疑”［４］（Ｐ３３）。再如陈新，他 说 过，“当 后 现 代 主 义

认为历史是一种虚构时，它并不是说无中生有，而是

指历史叙述的形式结构往往是史学家诗性想象的产

物”［５］（Ｐ２１）。一方面“不是无中生有”，另 一 方 面，“形

式结构……是想象的产物”。把彭刚和陈新的相关

论述结合起来看，就能够发现，他们的理论立场大体

一致，即一方面肯定历史学中的虚构，另一方面又不

否认历史的真实性。
可以说这些学者的观点非常具有辩证性，非常

契合史学实践，其尴尬之处在于它容易给人造成这

样的印象，即历史真实性不重要了，或者说历史根本

就无所谓真实，历史纯粹是历史学家想象的产物，这
显然不是他们所能认可的立场。细细分析，之所以

会产生这种现象，主要原因就在于“虚构论”自身理

论有缺陷，如怀特在相关文献中指出，“在以‘事实的

文学性”或者我所选定的‘事实再现的虚构”为话题

的讨论中，我们感兴趣的是，历史学家的话语和虚构

作家的话语在多大程度上是彼此重叠、相似或符合

的。虽然历史学家和虚构论作家关心的是不同种类

的事件，但他们各自话语的形式以及他们的写作目

的常常是一样的”［６］（Ｐ１２９）。也就是说，怀特所关心的

只是语言形式层面，而不关注语言形式与真实历史

之间的关系，他回避了虚构与真实之间的关系，对真

实性“存而不论”。这是虚构论的理论起点，但是他

们并未对这一起点的合理性给出论证，这就是其理

论盲点。由此他们建构起了“虚构”话语环境，在其

中“真实性”的地位隐而不显。所以安克斯密特（Ｆ．
Ｒ．Ａｎｋｅｒｓｍｉｔ）会 抱 怨：“怀 特 在《元 史 学》中 提 出 的

史学理论完全聚焦在史学文本层面上，也就是说，它
没有给关于史学文本和它所言说的过去实在间的关

系的分析留下任何余地。因而，它完全排除了对史

学 文 本 与 过 去 间 关 系 的 认 识 论 探 讨 的 可 能

性。”［７］（《中 译 本 前 言》Ｐ３２）因此，尽管如彭刚所言，没有任何

后现代主义者会否认真实历史的存在，但在这种语

境中仍极易给人造成那样的印象。
这样看来，“虚构论”是对机械真实观的否定，释

放了历史学家的想象力，赋予了历史学家极大的创

作自由，这是其值得称道的地方；但由此它又走向了

另一个极端，即他们把本真的历史“悬置”起来了，把
它们变成了康德意义上的“物自体”，局限于在形式

层面来谈虚构，这又让人难以接受。为了消除“虚构

论”的尴尬，就得追问在历史学中虚构与真实之间的

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历史叙述确实是真实与虚构

二者的结合体，但是，真实与虚构如何结合成有机的

整体？具体而言，“虚构”的合理限度何在？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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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学家“虚构”的过程中具有什么样的作用？是

真实性依赖于虚构，还是虚构依赖于真实性？等等。
只有在回答了这些问题之后，我们才能够合乎逻辑

地谈论历史学中的虚构。

三、“虚构”与“真实”的统一

通过以上论述，不难发现，虚构论尴尬的根源就

在于他们回 避、忽 视 了 真 实 性 这 一 话 题，在 其 理 论

中，根本就没有真实性的存在空间。而且后现代主

义者也承认历史的真实，既然如此，那么就该“拨乱

反正”，重新 把 真 实 性 这 一 范 畴 置 于 理 论 的 思 考 之

中，即要捍卫它在“虚构论”中的地位，辨析清楚其理

论价值。本文认为，值得捍卫并且能够捍卫的理论

立场应该是，真实是虚构的前提与基础，虚构是真实

的升华，虚构与真实一体相依。如前所述，虚构论者

都坚称虚构绝非无中生有向壁虚构，这其实就暗示

捍卫真实性的理论地位是可能的，这就给了笔者以

希望。
（一）虚构的类型

在论证这些观点之前，必须先谈谈虚构的类型。
众所周知，安克斯密特把历史叙述划分成两个层面：
一是历史事实层面，一是历史叙述的整体层面。与

此相对应，本文认为，历史的虚构也有两种类型，即

历史事实层 面 的 虚 构 以 及 历 史 叙 述 整 体 层 面 的 虚

构，前者可以称之为“内容的虚构”，后者可以称之为

“形 式 的 虚 构”。前 者 的 例 子，比 如 众 所 周 知 的，
“１８９５年大清为慈禧筹办了６０大寿庆典”这是真实

的历史事实，那么，“假定１８９５年慈禧没有做大寿”
并以此为前提，演绎出后来中日甲午战争的另一结

局，这就是在虚构历史事实，是内容的虚构。另外，
虚构历史细节也属于内容的虚构，叙事，其实就是讲

故事，而讲故事涉及到诸多细节，这些细节绝大多数

都是不可能被史料确证的。
形式虚构的例子，如同样是法国大革命，托克维

尔把他写成一幕悲剧，米什莱则把它写成一幕喜剧，
在此，内容都是一样的，不能够虚构，但再现的模式

则是虚构的，即一个是悲剧模式，一个是喜剧模式。
但无论是哪种虚构，在历史实在中都没有其对应物，
所以本质上它们都属于语言的存在，是“语言物”①。

有学者指出，“史书中的虚构，是为了补充事件

发展过程中不足的链条，是历史学家重现历史、反映

历史的重要手段，它追求的是一种历史的真实；小说

的虚构想象，则是作者表达自己的审美理想的创作

手法，它追求的是艺术的真实”［８］（Ｐ１９４）。这里所讲的

两种真实，大致分别对应于内容与形式的虚构，即内

容的虚构追求历史的真实，形式的虚构追求艺术的

真实。
（二）真实是虚构的前提与基础

首先，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说真实是虚构的前提

与基础。既然有两类虚构，那么我们得一一分析它

们与真实性之间的关系。“内容的虚构”指的是这样

的历史现象，即在过去的某个历史时期中，它们没有

发生过，但是从现有史料看又没有办法排除其发生

的可能性；所以很显然，“内容的虚构”展开的是可能

的历史，而可能的历史之所以是可能的，其根据还在

于历史的真实性即以历史事实为基础；或者如前文

所言，已然发生的历史不等于必然的历史，在某个历

史时期，历史发展的方向是多元的，在其中只有少数

可能的历史会真实发生，但并不能因此而遮蔽那些

没有发生的历史的意义，否则将会扼杀人类历史的

丰富性，这样看来，“虚与假无涉。相对于已然、实然

之实，虚只不过是未然但未必不然的可然性，属于潜

在可能性的范畴。……虚不等于假，其中蕴涵着真

与实，因此，在一定时机下它可以转化为实，正如一

种可能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实 现 为 现 实 性”［９］（Ｐ１５）。
比如，“１８９５年 慈 禧６０周 岁”，这 是 真 实 的 历 史 事

实，以此为基点展开分析，在１８９５年大清国至少存

在两种可能的历史走向：其一为慈禧筹办６０大寿庆

典；其二，不为慈禧筹办６０大寿庆典。尽管前者在

后来变成了真实的历史，但依据相关资料并无法排

除后一种情况在当时发生的可能性，所以，历史其实

是可以假设 的，历 史 学 家 可 以 假 设“１８９５年 慈 禧 没

有做大寿”，并由此演绎出中国后来的历史走向（当

然这个演绎同样要以真实性为基础），这样可以丰富

历史的意义，可以深化人们对历史乃至人本身的理

解，是非常有意义的。
而在“形式的虚构”中，情况也大致相同，也就是

形式与真实内容之间总得保持一种合理的关系，形

式不是超脱的，而是要受制于内容，“只有这样才可

能令其‘经验内容”最大化，才能给出关于经验实在

之性质的 有 意 义 信 息”［１０］（Ｐ９７）。“形 式”说 到 底 其 实

就是作者对历史的理解与看法，或者说是“偏见”与

“先见”。任何人都有偏见，偏见本身不可怕，可怕的

是没有真实充分依据的偏见，诚如解释学所指出的

那样：“解释者无需丢弃他内心已有的前见解而直接

地接触文本，而是只要明确地考察他内心所有的前

见 解 的 正 当 性，也 就 是 说，考 察 其 根 源 和 有 效

性。”［１１］（Ｐ３４３～３４４）换言之，如果某个历史学家可以证明

·１３１·



自己偏见的合理性，让读者无缝可钻无话可说，那么

这样的偏见就是合理的。在托克维尔眼中，法国大

革命是一个悲剧，这就是托克维尔的偏见，但他依据

真实的历史素材给出了充分的论证，确实是非常有

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从而成就了一部经典。而在米

什莱的眼中，法国大革命是一个喜剧，这是米什莱的

偏见，但是他的论证却经不起推敲。如早就有学者

对米什莱不愿说明自己的资料来源而不满，并指出

他过于依赖丰富的想象这一事实，也无怪乎在１９世

纪末随着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兴起，该著作便被

时代抛弃 了［１２］。因 此，“几 乎 没 有 哪 个 历 史 学 家 怀

疑 托 克 维 尔 对 法 国 大 革 命 的 描 述 优 于 米 什 莱

的”［１０］（Ｐ９８）。可见，怀 特 的 这 一 观 点———即“句 子 层

面上史学与文学的指实与虚构之别在文本层次上是

无效的”［９］（Ｐ１５）———就显得非常粗糙，所以，真实性依

然是判定历史叙述优劣的重要依据。
真实是虚构的前提与基础，可以据此来反思怀

特的相关理论。怀特区分了“历史事件”与“历史事

实”，“前者是实际发生过的孤立事件，后者则是经过

作者筛选，并用一种虚构的制式（ｆ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ｔｒｉｘ）或

概念装置（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串联起来的叙事对

象”［１３］（Ｐ６）。怀特承认前者的 客 观 真 实 性，而 坚 称 后

者的虚构性，他说：“我始终把‘事实”视为建构之物，
……它是一种语言学上的或话语的虚构，即把它视

为某种人工制成的或制作的东西。”［２］（《中 译 本 前 言》Ｐ７）所

以，可以这样说，历史事件代表的是真实性，历史事

实则代表虚构，所以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关系在怀特

这里就体现为历史事件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
那么在怀特看来，它们之间是什么关 系 呢？我

们来看看历史事实的形成过程就可以发现其理论主

旨。怀特说：“史学家通过将事件确定为充当故事要

素的不同功能，将编年史中的事件编排到一种意义

等级之中。”“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如果史学家赋予

它一种悲剧的情节结构，他就按悲剧方式‘解释’故

事；如果将故 事 建 构 成 喜 剧，他 也 就 按 另 一 种 方 式

‘解释’故事了。”［１３］（Ｐ７，８）这个说法告诉我们，历史 事

实的意义完全取决于历史学家的选择与安排，历史

事件自身是无意义的，所以历史事实的意义就完全

取决于历史学家本人，历史学家可以对历史事件、史
料任意取舍从而建构各种类型的历史故事。从这个

角度讲，历史事件只是历史创作的原始素材，当它被

历史学家所选中并被编排到叙事结构之中时它就获

得了意义，也由此历史事件就转变成了历史事实。
所以总起来看，怀特承认历史真实性，但却贬低

了它的地位，即在他的理论中，真实性是不重要的，
史学成了纯粹的虚构，显然这既不符合史学实践，在
理论论证上也存在缺陷，如怀特在面对“大屠杀”这

一议题时，他又承认，“不仅事实是给定的，而且事件

之间的关系、事件所构成的情节化模式、事件相互之

间所蕴涵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给定的，……历

史叙述、历史构图与历史实在之间的关联比之他所

明确承认的要紧密得 多”［４］（Ｐ３４）。这 表 明，历 史 事 件

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历史事件之间有其内在的联系，
这类联系在历史学家建构历史事实的过程中非常重

要，所以真实理应是历史学创作的基础。
（三）虚构是真实的升华

其次，虚构是真实的升华，意思是说，真 实 仅 仅

是历史创作的起点，远非其终点，历史学家应以真实

为基础，而创作出隐喻意义最大化的作品，以此来深

化人们对历史及人本身的理解，以此来照亮历史与

现实。关于这一点，安克斯密特有非常经典的论述，
他说：“叙事的‘视点’好比一个观景楼：在我们登上

了所有通 向 楼 顶 的 楼 梯 之 后 所 看 到 的‘观 点’的 视

域，比观景楼的楼梯本身要宽阔得多：在楼顶我们看

到了一幅 全 景。叙 事 中 的 陈 述 好 比 我 们 获 得 一 个

‘视点’的工具，就像观景楼楼梯的台阶，但是，人们

最终看到的东西却包含了比陈述本身所表达的多得

多的实在。”［１４］（Ｐ２２３）“观景楼”就好比历史叙述，建 造

“观景楼”的材料就好比代表真实性的历史陈述。显

然，建造“观景楼”的目的是为了看风景，所看到的风

景就是对“观景楼”的超越与升华。依此逻辑，构建

历史叙述的目的是为了阐发出丰富的隐喻性意义，
这个意义超 越 了 该 叙 述 所 包 含 的 所 有 陈 述 句 子 之

和②。无论是内容的虚构，还是形式的虚构，它们既

寓于真实性又超越于真实性，是在真实性基础上的

升华。
这个升华意义重大，它可以照亮过去，即“为叙

事的范围所覆盖的那些过去之特定部分，被这些‘视
点’所‘照亮’。这个视域越广，它就越多地超越叙述

陈述的描述性意义，在叙述主义者看来，这样的叙事

也就越 成 功”［１４］（Ｐ２２４）。历 史 蕴 含 着 丰 富 的 意 义，但

它无法自我显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确实是晦暗

不明的；它之所以变得有序明了，就是得益于历史学

家的叙述活动。它也可以照亮现实与未来，因为政

治活动和历史叙述活动具有类同性，历史著述可以

成为现实政治活动的实验地，在此检验不同政治与

伦理原则的优劣，比如“在以某种政治理念的名义发

动革命之前，最好是先从对受这种理念激发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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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述的优劣尽可能准确与冷静的判断入手”［１０］（Ｐ９９）。
这也就是说，最优秀的历史叙述所蕴涵的政治与道

德价值在实践中成功的概率相对更大，由此指导现

实的政治决策也会相对少走弯路。

注　释：

①　“语言物”和安克斯密 特 的“叙 述 物”（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Ｓｕｂｓａｎｔａｎｃ（ｓ））

稍有区别，安氏恪 守 单 个 历 史 陈 述 与 整 体 叙 述 之 别，所 以 后 者

仅仅指历史叙述的 整 体 层 面，而 前 者 则 包 括 这 两 个 层 面，即 整

体的叙述是语言物，虚构的单 个 历 史 事 实 也 是 语 言 物。关 于 安

氏叙 述 物 的 详 细 论 述，请 参 见 其 著 作“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Ｌｏｇｉｃ：Ａ　Ｓｅ－

ｍａｎ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ｓ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ｐ．９６－１０４．

②　Ｓｅｅ　Ｆｒａｎｋ　Ａｎｋｅｒｓｍｉｔ．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Ｌｏｇｉｃ：Ａ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ｓ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ｐ．５９－６２．关 于 这 一 点 的 具 体 实 例，

见彭刚．呵呵勋爵与历史文本的游戏，《读书》，２００８年第７期。

参考文献：
［１］　（波兰）埃 娃·多 曼 斯 卡．邂 逅：后 现 代 主 义 之 后 的 历 史 哲 学

［Ｍ］．彭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２］　（美）海登·怀 特．元 史 学：十 九 世 纪 欧 洲 的 历 史 想 像［Ｍ］．陈

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９．
［３］　彭刚．被漫画化的后现代史学［Ｊ］．书城，２００９（１０）．
［４］　彭刚．叙事、虚构与历史———海 登·怀 特 与 当 代 西 方 历 史 哲 学

的转型［Ｊ］．历史研究，２００６（３）．
［５］　陈新．实践与后现代史学［Ｊ］．学术研究，２００４（４）．
［６］　（美）海登·怀特．话 语 的 转 义———文 化 批 评 文 集［Ｍ］．董 立 河

译．北京：北京出版社，２０１１．
［７］　（荷兰）Ｆ．Ｒ．安克斯密特．历史表现［Ｍ］．周建漳译．北京：北京

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８］　林小云．从历史叙事走向 文 学 叙 事———从 史 料 的 运 用 看〈吴 越

春秋〉的叙事特征［Ｊ］．中州学刊，２００９（３）．
［９］　周建漳．虚实与真假之间：由 史 学 与 文 学 的 关 系 说 起［Ｊ］．学 术

研究，２００９（３）．
［１０］　Ｆ．Ｒ．Ａｎｋｅｒｓｍｉｔ．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Ｍ］．Ｓｔａｎｄｆｏｒｄ：

Ｓｔａｎｄ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
［１１］　（德）汉斯－格奥尔格·伽 达 默 尔．真 理 与 方 法———哲 学 诠 释

学的基本特征（上卷）［Ｍ］．洪 汉 鼎 译．上 海：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２００２．
［１２］　Ｊｕｌｅｓ　Ｍｉｃｈｅｌｅｔ．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Ｍ］．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Ｃｏｃｋｓ．Ｇｏｒｄｏｎ　Ｗｒｉｇｈｔ（ｅｄｓ）．Ｃｈｉｃａｇｏ

＆Ｌｏｎｄｏｎ：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７．
［１３］　林庆新．历史叙事与修 辞———海 登·怀 特 的 话 语 转 义 学［Ｊ］．

国外文学，２００３（４）．
［１４］　Ｆｒａｎｋ　Ａｎｋｅｒｓｍｉｔ．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Ｌｏｇｉｃ：Ａ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ｓ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Ｍ］．Ｈａｇｕｅ：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　Ｐｕｂ－

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８３．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ＷＡＮＧ　Ｚｈｉ－ｈｕａ１，ＨＵ　Ｊｉｎｇ－ｌｉ　２

（１．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Ｌａｗ，Ｊｉａｎｇｘ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Ｇａｎｚｈｏｕ，Ｊｉａｎｇｘｉ　３４１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２．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Ｎａｎｃｈａｎｇ　Ｈａｎｇｋ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ｘｉ　３３００３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ｔ　ｉｓ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ｒｕｔｈ，ａｎｄ　ｉｔ　ｇｉｖｅｓ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ｔｏ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ｓ　ｆｏｒ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Ｙｅｔ，ｉｔ　ｖｉｅｗｓ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ａｓ　ｊｕｓｔ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ｂｙ　ｓｕｓｐｅｎｄｉｎｇ　ｋｅｙ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Ｔｒｕｔｈ　ｉｓ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ｅｍｉｓｅ　ｏｆ　ｆｉｃ－
ｔｉｏｎ，ｗｈｉｌｅ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ｒｅａｌ　ｓｕｂｌ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ｕｔｈ．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ｔｈｅ　ｔｗｏ　ｓｉｄｅｓ　ｏｆ　ａ　ｃｏｉ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Ｈａｙｄｅｎ　Ｗｈｉｔｅ；ｆｉｃｔｉｏｎ；ｔｒｕｔｈ

［责任编辑　许婉璞］

·３３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