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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瘫痪”主题下《都柏林人》儿童篇中的
叙事策略研究

*

董 梅

( 四川农业大学 文法学院外语系，四川 雅安 625014)

摘 要:在著名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童年篇的三个故事《姐妹们》、《遭遇》和《阿拉比》中，乔伊斯基于儿童视
角，用精湛的语言和独特的结构展示了其别具风格的叙事策略。其中，以第一人称内聚焦叙事策略、话语空间
及故事空间交替的双空间叙事策略最为突出，它们对童年篇故事的发展和推进起到了重要作用。基于这些叙
事策略，结合叙事者的精神顿悟，乔伊斯在童年篇中生动展现了都柏林人宗教信仰的迷失、教学的无助和情感
的未果，极好地契合了整个小说集的“瘫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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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04 年第一则故事《姐妹们》问世，到 1914
年整个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在伦敦出版，詹姆

斯·乔伊斯用十五个故事把那个时代爱尔兰的风

土人情展示在了世人面前。他除短暂时间住在爱尔

兰外，大部分时间在瑞士、意大利和法国度过，但还是

把他所有的作品都定位在了爱尔兰，《都柏林人》也

不例外。按照乔伊斯的说法，《都柏林人》依赖用童

年、青年、成年和公共生活四个方面谱写出一章“故国

的道德史”的意图，形成一个艺术的统一体［1］249。
细读《都柏林人》中的每一个故事，无一不透

露出遗憾和惋惜。生活在乔伊斯笔下的都柏林男

女老少都有自己的追求和梦想，然而，在现实的冲

击下，他们最终遭遇的都是无奈和遗憾。这里的

都柏林是一个瘫痪的世界，正如乔伊斯本人在谈

论《都柏林人》时所说: “我选择都柏林作为场景，

乃是因为在我看来，这里是瘫痪的中心。”［1］2 这里

的瘫痪，不是一种单纯的肉体或者物质的瘫痪，而

是一种精神的瘫痪。
作为《都柏林人》的第一个部分，儿童篇中的

三个故事，即《都柏林人》的前三个故事———《姐妹

们》、《遭遇》和《阿拉比》，乔伊斯虽然从儿童的视

角对其进行叙述，却也一样用他特别的叙事策略

把“瘫痪”这一主题展现得淋漓尽致。而在乔伊斯

书写《都柏林人》的众多叙事策略中，第一人称内

聚焦叙事策略和双空间叙事策略在其儿童篇中显

得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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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人称内聚焦叙事策略

在《叙事话语》中，热奈特将叙事模式分为三大

类: 一是零聚焦模式，即无固定观察角度的全知叙

述，其特点是叙述者说的比任何人物知道的都多;

二是内聚焦模式，即固定式人物或者变换式人物或

者多重式人物的有限视角，其特点为叙述者仅说出

某个人物知道的情况; 三是外聚焦叙事，即仅从外

部客观观察人物的言行，不透视人物的内心［2］97。
《都柏林人》十五个故事当中，虽然从第四个故

事开始都是用第三人称的视角进行描述，但是儿童

篇中的三个故事却全部采用了第一人称视角。三

个故事中的“我”作为处于童年的男孩，对故事所涉

及的人、事作了全面的讲述。这是从固定人物的有

限视角来谈论事件，属典型内聚焦叙事模式。
梅洛·庞蒂对笛卡尔的“我思”进行了批判，

提出“真正的我思”是我存在于世界当中，可以揭

示出我与世界的一种深刻的联系，即主体在感知

世界的时候，他可以怀疑投入的情感，但不能怀疑

“投入的意识”本身，因为投入的意识构成其实际

存在的意义［3］。作为第一人称的“我”进入叙事，

展示出“我”作为主体而感知的世界，这种意识的

投入构成的存在是可信的。
由于采纳第一人称内聚焦叙事模式，《都柏林

人》的儿童篇中的“我”生动地再现了作为都柏林

的一员对那时那刻的都柏林市民生活的真切感

受。作为童年时期的小男孩，第一人称视角下的

“我”的叙述和感受会受到年龄和经验的限制，许

多成年人理解的事，“我”只能感受，却未必能体

会。但是，正是童年的天真规避了成年人对于事

物的修饰，加深了描述的真实性。
《姐妹们》开篇就是“我”对弗林神父的担忧:

“他曾常常对我讲: ‘我在今世待不久了。’而我却

以为他的话没有什么根据。现在我明白这些话原

是当真的。”［4］3 这即将来临的死亡在“我”心目中

唤醒的是对于“瘫痪”的思考———“夜夜我抬头凝

视着那扇窗，轻轻自言自语‘瘫痪’”［4］3。作为成

年人的姨父和老科特肯定了弗林教父的死亡，但

是，在宗教承担着重要角色的都柏林，教父的死却

没有带给他们任何遗憾。相反，老科特毫不支持

自己的孩子和他有任何交流，姨父对老科特的意

见也表示了支持。他们的交流表达的是对“我”和

弗林教父交往的不满。作为他们交流的倾听者，

“我”不能理解大人们要表达的准确含义，因为他

们在“我”面前谈论弗林教父时总是用一些不完整

的句子，内聚焦视角下处在童年的“我”没有能力

补充完整这些句子。最终，“我”只能以第一人称

叙事者的身份将其原话展示给众人，却没有丝毫

的话语权———从故事开始到结束，“我”的每一个

想法都得到了展现，却一直处在失语状态。虽然

“我”只是在一次交流中失语了，却由此影射出的

是生活中“我”和家人或者长辈交流的瘫痪状态。
连基本的表达意愿的机会都没有，“我”只能在精

神上寻找寄托，而精神上的最好寄托就是宗教信

仰，对于“我”而言，那就是和弗林教父的交往。在

“我”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弗林和“我”确实有过

较多的交流，“他曾经教了我很多东西”，至少，我

曾经回答过他很多问题，虽然是“吞吞吐吐”的，

“我”也曾背诵他让我用心学的经文［4］6。可是，这

个精神寄托的对象却在故事一开始就面对了死

亡，受到了成人们的批判。《姐妹们》中第一人称

内聚焦视角下的“我”，不仅体会了和成人交流的

瘫痪状态，随着精神寄托———弗林神父的死亡，

“我”的宗教信仰也进入了瘫痪状态。
《遭遇》中的“我”也有着对于美好生活的向

往。不过这里的“我”不再是那个在长辈们喋喋不

休面前没有任何发言机会的小男孩了，和“我”相

处的是同辈人，而且，在这群人中间，“我”拥有了

自己的发言权，不再失语。在众多同伴中作出逃

学决定的人 只 有 三 个，“我”是 其 中 之 一。虽 然

“我”的言语不多，话语也没有马奥尼或者狄龙来

得果断，但是，“我”可以发言，拥有了自己做决定

的权利。这个故事描述的背景是学校，是提升意

识和满足精神需求的地方。在这里，有着正统的

精神食粮的传递，巴特勒神父会在学校聆听“我们

背诵罗马历史的四页书”［4］13。同时，也有狄龙带

着“我们”去了解“西大荒”的离奇和神秘，甚至扮

演其中的印第安人之类的角色。这样的经典文化

和荒野文化的冲突，是超乎“我”这样的儿童的理

解力的。第一人称视角下的“我”虽然不是这个冲

突的始作俑者，却是这个冲突的切身体会者。内

聚焦视野下，“我”不知道作为经典文化传承者的

教师和作为荒野文化传递者的狄龙对于这个冲突

的产生有着什么样的认识和体会，但是“我”能真

实地描述自己在这个过程中的感受。狄龙绝对不

是一个正统的好学生———“他实在玩得太凶，他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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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去倒是有那么一点印第安人的样子，满园子蹦

来蹦去”［4］12。在狄龙的带领下，“我们把教养和天

性的差异搁置一边，有些人是为了显示胆量，有些

人是为了玩闹，还有些人是心怀恐惧”，而印第安

人的“我”，就属于“心怀恐惧”的一类［4］12。这里

的恐惧 不 是 一 种 怯 懦 的 表 现，那 是 作 为 儿 童 的

“我”遭遇古板而无趣的正统文化和神秘而有趣的

荒野文化的冲突时的矛盾心理的体现。这种不能

抗拒西大荒的吸引却又了解它对于正统文化的颠

覆带来的矛盾心理论证了“我”在理智上还是接受

传统观念、尊重学校教育的人。但是，即使是这样

的“我”，最终还是选择了“冲破学校生活的枯燥乏

味，至少要冲破一天”，和马奥尼以及狄龙一起逃

学了［4］14。更有甚者，连狄龙这个“罪魁祸首”最后

都没有勇气真正逃课，而“我”不仅将逃课付诸了

实践，并且是第一个到达相约逃课地点的人。《遭

遇》中第一人称内聚焦视角下的“我”，最终放弃了

按规定和实践走进传递正统文化的学校，随着哪

怕只是一天的逃学计划的实施，正统教学的效应

在“我”这里进入了瘫痪状态。
当和家人及长辈们的交流不能顺利进行，宗

教信仰和传递正统文化的教育都进入瘫痪状态

时，外部的精神依托也就瘫痪了，这种情况下，就

只能找寻精神寄托了。《阿拉比》中的“我”似乎

找到了精神支柱，“我”在玩伴的亲人中找到了一

个内心仰慕的对象———曼根的姐姐。“我总让自

己眼中有她棕褐的身影，……就算在最不适合想

入非非的地方，她的形象也伴随着我。”［4］22这里的

“我”只是一个处在童年期的小男孩，对于男女之

间的情感不可能有很深的了解，借助第一人称的

叙述视角，“我”把这种少年的懵懂情感生动地展

示了出来。“我这躯体就像一架竖琴，她的一言一

笑、一举手一投足就像在琴弦上 划 过 的 手 指”，

“我”会躺在前厅的地板上透过百叶窗的空隙看

她［4］22。可是，她一开口和“我”说话，“我就茫然

得都不知该怎样回答她才好”［4］23。最终，“我”鼓

足了勇气和她交流，得知她很羡慕“我”能去阿拉

比集市，“我”立马许下了诺言———“要是我去的

话，我给你带回点好东西”［4］24。内聚焦视野下的

“我”没有办法了解曼根姐姐内心的想法，却坚持

要想办法兑现自己的承诺。这种看来盲目的行为

其实最贴近于真实的情感———这种情感在施予方

心中是神圣的，而对接受方的内心却又只能是揣

测。此刻的“我”因为情感的驱动多了一些主动，

提出周六晚上去集市的请求。虽然连“婶婶都吃

了一惊”，“我”还是坚持要去集市的愿望获得了叔

父的同 意，我 激 动 得 几 乎 没 有 了 严 肃 生 活 的 耐

心［4］24。能提出基于自己需求的愿望并坚持得到

长辈的应允，是第一人称视角下“我”的一大进步。
可是，到了星期六的早上，尽管叔父在“我”提醒他

的时候说:“行啦，孩子，我知道啦”，他还是在晚上

九点钟才回家，并且忘记了“我”的请求［4］25，因此，

“我”只能在晚上才去了集市，而此时的集市已经

基本散去了，“我”没有买到心仪的礼物。最终，

《阿拉比》中第一人称内聚焦视角下的“我”，由于叔

父简单的不经意终结了自己热切的愿望，“我”内心

情感的寄托也就如其他一般进入了瘫痪状态。

二、双空间叙事策略

每个故事都有发生的地点和由其中人物讲述

自己感受和事件的地点，地点的概念充斥在每部

小说中。叙事中的地点和空间有着紧密的联系，

正如杰弗里·Ｒ·斯密顿所说: “只要环境能从人

的控制中脱离开来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就是说

当地点具有自己的力量和意义，那么该叙事可称

为空间叙事。”［5］

乔伊斯的所有作品故事的发生地点都是在爱

尔兰，无一例外。直接以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命名

的《都柏林人》更是把乔伊斯对地点的重视体现到

了极致。正是在这里，形形色色的都柏林人和事

都找到了自己的叙事空间，展示着自己的力量和

意义。基于这个大空间背景，《都柏林人》中的每

个故事都涉及到小地点的转换，而在作为儿童篇

的前三个故事中的地点转换更以双空间叙事特点

被展示了出来。
乔伊斯在创作《都柏林人》时曾说:“我正在写

一系列‘求降显灵文’……我给这一系列取名为

《都柏林人》，我要暴露血液麻痹，即瘫痪的灵魂，

也就是许多人称之为一个城市的灵魂。”［6］所谓的

求降显灵文是对基督教求降显灵仪式的笔误，在

《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初稿中，乔伊斯称其为“顿

悟”并对其作了界定———“所谓顿悟，是突然的精

神感悟。不管是通俗的言词，还是平常的手势，

或是一种值得记忆的心境，都可以引发顿悟”［7］。
《都柏林人》所有的故事确实都充分展示了这种精

神顿悟所产生的效果，儿童篇的三个故事自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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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例外。顿悟显然需要在某个时间点上有思想的

转变，而在《都柏林人》儿童篇对其的展示中，这个

时间点往往出现在两个叙事空间的转换中。
在《故事与话语》中，叙事学家查特曼首次提

出了“故事空间”和“话语空间”这两个概念。他

认为，“故事空间”指事件发生的场所或地点，“话

语空间”则是叙述行为发生的场所或环境［2］129。
《都柏林人》儿童篇的故事正是在“话语空间”和

“故事空间”的交替叙事中进行的。
《姐妹们》中对弗林神父的引入是姨父和老科

特在餐桌上对他死亡这个事情的叙述和探讨，而

“我”作为该叙事的主要对象，虽然只字未说，却也

在这个话语空间中回忆和思索着有关弗林神父的

一切。其实，“我”的失语并非是因为餐桌上的人

剥夺了“我”的话语权，而是因为我们的思维有巨

大差异性。老科特谈论弗林神父的话语半遮半

掩，毫不清晰。看到他在审视“我”，“我”连抬头

来满足他的兴趣都没有，“我”对他意见的不能苟

同最后达到了在心中诅咒他的程度———“红鼻头

的老蠢货，真讨厌”［4］7。终于到了独自安静地上

床休息的时间，“我”却不能正常入睡了，“在黑暗

的房间中我想象着又看到了那瘫痪病人忧郁灰暗

的脸庞”［4］7。这张脸一直追着“我”，“我”却没有

那种对活着的人所产生的厌恶感，也没有那种对

逝去的人所产生的恐惧感，反而是一种愿意了解

它的心态。“我明白它很想忏悔什么事”，甚至在

想起它已经死于瘫痪后，“我感觉我也无力地微笑

起来”［4］5。对活着的人，“我”没有信任感，对于他

们传递的弗林教父死去的消息，哪怕他们已经讨

论了那么久，“我”也要在次日看到系着黑绉纱的

花束的丝带下的卡片才相信。对于想象中的一个

死去的人，“我”充满了理解和同情。在家这个话

语空间里，“我”追寻着昔日和弗林神父交往的点

点滴滴，“他曾经教会我正确的拉丁文发音”，“有

时候他为了给自己取乐就拿问题来为难我”，“在

我背诵经文的时候，他就常常沉思地微笑并点点

头”［4］7。这个被成人们所不屑的神父在和“我”的

交往过程中，带给“我”的不是压抑和不解，而是贴

近日常真情实感的喜怒哀乐。“我”在他这里找到

的是一种从话语空间里的人物所带来的压抑和不

解中解脱出来的慰籍。在“我”的思想意识中，有

弗林神父存在的空间其实已经成为了相对于带来

无奈的现实空间的理想空间。然而，当“我”走出

话语空间，真实地步入弗林神父的家，最后一次去

探望他，进入这个“我”作为当事人参与行动的故

事空间的时候，一切却在微妙地变化着。作为弗

林神父的姐妹，伊莱扎和南尼都是近暮年而未婚

的孤身老人，他们一生的努力只能换来一句“上帝

知道我 们 尽 了 我 们 的 所 能 了，虽 说 我 们 穷 成 这

样”，对兄弟的死他们无能为力。“我踮着脚”走进

陈放神父棺木的房间，原本想要非常肃穆，却因为

看到伊莱扎的“裙子在她的身后是多么笨拙地扣

在一起”而突发奇想，“觉得那老神父正躺在棺材

里微笑”［4］8。棺材里的神父也就如常态下教徒的

死亡一样:“在死亡中显得庄严而博学，胸前搁着

一只无用的圣杯。”［4］11 在印证了神父死亡的消息

后，“我甚至觉得烦恼，因为我发觉自己由衷自由

的振奋，仿佛他的死亡把我从某种东西中释放出

来了”［4］6。随着“我”的顿悟，这个理想空间也坍

塌了，一切的期待随着对教父死亡的确定而进一

步进入了瘫痪状态之中。
《遭遇》开篇就展示了一个特别的形象———狄

龙。在常规叙事下，这无非是一个比较调皮的男

孩子，他看着《半便士奇闻》之类的书籍，排演着印

第安人的打仗游戏，“不管我们怎样苦战，我们的

包围战火对阵战就从没有打赢过，所有的较量都

以乔·狄龙庆祝胜利的战舞告终”［4］12。但是，在

对这个形象作了展示之后，狄龙马上被放入了故

事相关的话语空间中———学校。学校教学的内容

和狄龙展现给“我”们的一切是不相容的。巴特勒

神父在听大家背诵罗马历史的时候抓住了带着

《半便士奇闻》的狄龙，否定了狄龙所关注的西大

荒文化，并对他训斥道: “不要让我在这所学校再

发现这种蹩脚货色。”［4］13在这个话语空间里，狄龙

完全被升华成了异文化的代言人，哪怕有消息说

“他有志于做一名教士”，大家都不相信［4］12。在学

校里，在清醒的时刻，西大荒的辉煌随着狄龙的被

责而变得暗淡，学校正统的教育还是占了上风。
然而，一旦离开了学校的约束影响，是狄龙的西大

荒故事激起了“我”对学校教学的不满，虽然那些

故事“跟我的天性相去甚远，但它们起码打开了逃

避之门”［4］12。在他的影响下，“无法无天的精神在

我们中间蔓延”，包括平时年龄小、胆子小的“我”
也开始了对“狂野的刺激”的渴望，想逃离学校的

“枯燥乏味”，“来点真正的冒险”［4］13。于是，“我”
们制定了一天的逃学计划，决定沿着码头渡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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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再去梗的鸽棚城堡看看。简单的一次逃学，于

“我”而言却意义非凡，这是对正统教学的突破，是

挑战自己进入另外一个想象的神秘空间的实际行

动。随着这次行动的实施，故事的叙事就从话语

空间进入到了故事空间，开始了对于“我”所参与

事件的描写。可是，随着“我”的行动一开始，所有

的期待和幻想就开始逐一瘫痪了。首先是决定逃

课的三个人中本应该最积极的狄龙爽约了，导致

“我”们连最简单的围攻游戏都玩不了，“因为围攻

至少得三个人才成”［4］15。等到过了利菲河，时间

已经晚了，“我”们也没能实行拜访鸽棚城堡的计

划，连最初制定的目的地也成为了不能企及的地

方。“我”和马奥尼走进田野，里面“除了我们没有

旁人”［4］17。就在一切期待的事情似乎都没有发生

的时候，却有一个神秘的人物进入了“我”们的视

线。和他最初的交流似乎是令人愉快的，他说一

个人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候无疑就是做小男生的时

候，他赞扬“我”和他一样都是书虫，他甚至对“每

个小男生都有一个小小的情人”作了令“我”感到

很有道理的评论。偶遇这样一位老人，听着他大

谈特谈生活，在一个原本被“我”带上了神秘色彩

的地方，生活的乐趣似乎又回来了。然而，在马尼

奥去追逐猫，老人离开一会儿回来以后，“他好像

已经忘却刚才他那开通态度”，开始提出和之前完

全相反的观点。“我”开始慌乱不安，终于找到机

会向他道了日安，快速离开去找马尼奥了。就在

马尼奥跑过田野向“我”奔来的那一刻，“我”的心

跳剧烈，这个“我曾经有一点瞧不起”的人成了

“我”的救命稻草［4］20。一瞬间的顿悟，把“我”从

想象中拖回了现实，颠覆了“我”对学校之外美好

世界的幻想。学校是枯燥的，外面的世界也是无

聊甚至令人恐惧的，现实的话语空间也好，想象中

的故事空间也好，不过都是瘫痪的，没有生气的。
《阿拉比》更是在话语空间和叙事空间的转换

中把作为小男孩的“我”所看到的瘫痪状态展现得

生动无比。《阿拉比》一开始就引入了叙述的话语

空间———里 士 满 北 街，这 是 一 条“死 胡 同，很 寂

静”，街上的房子“彼此凝视着，个个是一副冷静沉

着的棕色面孔”［4］21。死亡的气息在这里蔓延，连

“我们家原先的房客”也是个司铎，“他死在后屋的

起居室里”，一切都是毫无生气的瘫痪状态［4］21。
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我”的乐趣就是能和伙伴

们在凛冽的寒风中嬉闹，在黑暗泥泞的胡同里“同

破烂屋棚那边来的野孩子交手”［4］22。就这么简单

的娱乐活动还得忍受四处刺鼻的异味，甚至躲着

叔父。这是一个瘫痪的空间，生活在这个空间里，

生活一如既往地老调和枯燥。然而，就是在这个

时候，“我”认识了曼根的姐姐，“我”躲在以为她

看不到的地方偷偷看她; “当她出来走到门阶上，

我的心就欢跳起来”; 我们没有太多交流，可是单

是她的名字就“像一声传唤，会调动我全身血液喷

发愚蠢的激情”［4］22。在这个死气沉沉的话语空间

里，“我”终于找到了热情，终于也等到了她对我说

话，而在此交流中，她表现了对于“我”能去阿拉比

集市的羡慕，“我”也顺势许诺要去集市给她带回

礼物。在辛苦的挣扎和等待以后，“我”终于在周

六晚上的九点以后从叔父的手中获得了一个弗罗

林的 硬 币，“大 步 沿 着 白 金 汉 大 街 朝 车 站 走

去”［4］25。“我”迈向了即将转入的故事空间———
阿拉比集市，那是“我”自认为能兑现诺言的地方，

是“我”实现梦想的空间。然而，从“登上一辆乘客

稀少的列车”到最后“空寥的车厢里，我始终一个

人”，随着故事的展开，已经能够猜测这个集市并

非想象中那么神秘多彩了［4］26。怯怯地走在集市

上，“我”听着开着的摊位上两个男人数钱的声音，

“我勉强记起了自己为什么到这里来”［4］26。好不

容易等来的硬币在口袋里撞击着，卖东西的年轻

女士甚至不屑于和“我”交流，“她走过来问我可想

要买点东西，她的语调并不很殷勤，好像就是为了

尽义务才对我说话”［4］27。“我”想象中的美好最

终没有发生，原本是圆梦的地方成了梦破碎的地

方。“我抬头凝视着黑暗，发觉自己是受虚荣驱动

又受虚荣愚弄的可怜虫; 我的双眼中燃烧着痛苦

和愤怒。”［4］27纯真的爱慕带来的心跳和激动此刻

在“我”的顿悟中成为了一种虚荣的代言人，所有

的努力都成为无意义的付出，随着集市的关闭，这

份年少时珍贵的情感也进入了瘫痪状态之中。

三、结 语

在《都柏林人》儿童篇的三个故事中，乔伊斯

极好地展现了其特殊的叙事技巧。基于第一人称

内聚焦视角的叙事策略，乔伊斯把儿童篇的叙事

交给了处在童年期的“我”，增强了叙事的可信度。
基于故事空间及话语空间双空间叙事策略，乔伊

斯把现实和理想的矛盾投入到了空间的交替转换

中，进一步提升了叙事的生动性。在这些特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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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策略下，基于叙述者一次次的精神顿悟，乔伊

斯在儿童篇中把都柏林人宗教信仰的迷失、教学

的无助和情感的未果展现得恰如其分，达到了凸

显整个小说集“瘫痪”主题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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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u Kun and Xiao Feng have elaborated their viewpoints of information philosophy respectively in their works
“Information Philosophy—Theory，System，Method”and“Informationalism and It’s Philosophical Analysis”． To the
questions of how to understand information philosophy，whether it brought the philosophy revolution or not，how to rev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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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ng’s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 shows not only persistence in the thinking tradition of old philosophy，but also succ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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