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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语境下的平行叙事创作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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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平行叙事作为后经典叙事学的研究对象，简言之就是一种以经典的先辈文本为参照，通过 

文类转换、叙事视角和叙事时空的转换等重新叙事化策略创作出与前文本平行的新文本的叙事形式。 

随着后现代叙事化策略的复杂多样化，平行叙事也从简单形式发展成更为复杂隐秘的形式，从四种 

原初的一对一对位模式——文类 (风格)转换、视角 (话语)转换、叙事框架内平行叙事和时空置 

换性平行叙事发展成为多重叙事中的多个平行文本、故事套故事中的多个平行叙事和整体平行框架 

里插入先辈作家生命虚构平行文本等三种升级版的多对多对位模式。对不同形式的平行叙事进行分 

类论述增进了研究者对当代大奖作品创作路径和趋势的了解，同时能帮助读者成为作者的理想读者， 

实现对作品更充分和更全面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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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平行叙事 (parallel narrative)简言之就是 
一

种以先辈文本 (predecessor text或precursor 

hypotext)(Llewellyn，2009：36)为整体上的 

互文参照，通过文类转换、叙事视角和叙事时 

空的转换等重新叙事化策略创作出与前文本平 

行的新文本 (parallel text)的叙事形式。一方 

面，平行叙事涉及对先辈文本的复制和模仿， 

这是平行文本与先辈文本建立对应关系的立足 

点和基础；另一方面，平行叙事并非简单的拆 

字拼图游戏，而是暗含创作性的转换和变更， 

这是使平行文本成为独立于先辈文本而获得创 

新性的关键点。因而，平行文本既忠实于先辈 

文本，又是对先辈文本的反叛，它与被平行文 

本一样具有原创性。援用康纳 (Connor，1996： 

167)的说法，平行文本是对先辈文本的 “忠实 

性反叛”(fidelity-in-betraya1)。平行叙事并非一 

种全新的创作现象，它是经典作品顺应当代社 

会文化议题的升级版叙事形式。这一叙事形式 

在后现代语境下得到充分发展，已经从最初文 

类和视角的简单转换演化发展成一种更为复杂 

化和多样化的叙事形式。一部作品可以包含与 

多个前文本对应的平行文本，平行文本亦或以 

故事中的故事形式出现，亦或以多条叙事线索 

中的一条或几条形式出现。这种创作模式已渗 

透到纯虚构作品、生命虚构作品、电影剧本等 

不同类型和媒介的文本中，因而对后现代语境 

下的平行叙事进行分类论述可以增进我们对当 

代作品创作路径和趋势的了解。 

作为后现代语境下的文学创作趋势，在重 

新语境化的创作过程中，平行文本被赋予当代 

视角和理念，或增加了元文本的解读维度，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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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了元文本的价值观。瑞斯 (Jean Rhys)的 

《藻海无边》(Wide Saegasso Sea，1966)预示 

着平行叙事时代的开始。上个世纪 9O年代之 

后，许多学者和批评家参与到平行虚构创作大 

潮中，诺贝尔和普利策等各类大奖作品中随处 

可见平行叙事的影子，我们逐渐进入了一个平 

行叙事创作和阅读的巅峰时代。 

二、平行叙事 

平行叙事是后现代语境下的一种典型创作 

现象。这一概念最初被用于描述在同一作品里 

采用的两条或多条交错或并置的情节线索，或 

者是通过不同叙事视角展现同一事件的两种叙 

事现象。前者如康宁翰 (Michael Cunning,ham) 

的《时时刻刻》(TheHours，1999)，讲述与《达 

洛威夫人》这部作品紧密相联，却生活于不同 

时代的三位女性 (作家伍尔芙、劳拉和达洛威 

夫人)的平行故事；后者如伍德海德 (Richard 

Woodhead)的 《史蒂文森的奇怪病历》(The 

StrangeCaseofR．L．Stevenson，2001)，从五个 

医生的视角回顾他们共同的病人作家史蒂文森 

的生活。无论是情节线索还是叙事视角的平行， 

故事内的平行文本都可视为互相映照的镜子。 

而本文将要探讨的是不同作品之间的平行 

(paralle1)和衍生 (derivative)关系。这种平行 

叙事是由一位作家从先辈正典作家已有的作品 

里衍生出来的新作品 (Mfiller，1995：312)， 

大多以经典作品为元文本参照，通过文类转换、 

叙事视角和叙事时空的转换等重写策略创作出 

与先辈文本平行的新文本。一些理论家称这种 

现象为重述 (retelling)(Schiff,1998：367)、 

重写 (rewriting) (Heilmann& Llewellyn， 

2004： 137；Moraru，2001： I：Schiif, 2004： 

363；Mukherjee，2005：108)或重撰(reworking) 

(Mettinger-Schartmann，2007)。威多森 (Pemr 

Widdowson，2006：492)断言英国当代小说中 

出现了一种 “换视角改写虚构”(re．visionary 

fiction)的特别文类，这些作品重写 (rewrite) 

或写回过去 (write backto)的经典文本。然而， 

重述或重写不能准确地描述这类作品与元文本 

之间的平行和对位关系，它们所涉及的创作范 

围更广，并且只能概括这类后现代创作行为， 

而不能用来描述一种叙事策略或类型。 

马克和托马斯 (Mark&Thomas，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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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和安德烈 (Andrea，2011：363)都提出 

过 “平行续述”(parallelque1)这一一术语，前者 

认为，这一术语指代 “与某个已存在的著名文 

本相平行 (有时可能相悖)的故事线”；后者认 

为，它指涉原创文本的一种另类版本，既揭示 

原创文本的创作机制，又显示出对源文本的某 

种批判态度。受此启发，我们提出平行叙事这 
一

概念。 

作为一种后现代创作行为，平行叙事具有 

两种意图。一种是纯粹的美学意图，是当代作 

家表达对先辈作家敬意或讽刺的一种载体，如 

欧泽克(CynthiaOzick)的《异国身物》(Foreign 

Bodies，2010)和史密斯 (Zadie Smith)的 《论 

美》(OnBeauty，2005)。两部作品分别通过对 

《大使》(TheAmbassado ，1903)和 《霍华德 

庄园》(Howard's End，1910)进行平行创作表 

达对文学偶像詹姆斯和福斯特的崇敬之情。另 
一

种是鲜明的政治意图，将平行叙事与强烈的 

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 

形态联系起来，如斯迈利 (Jane Smiley)创作 

的与 《李尔王》平行，获 1992年普利策奖的作 

品 《千亩园》( ThousandAcres，1991)和福 

斯特(Margaret Forster)的《夫人的女4b}(Lady 

Maid，1992)等。当然大多数平行文本兼具两 

种意图。他们都在反复重读家喻户晓的正典作 

品的基础上，根据 自己的创作需要撰写出对应 

的平行作品 (Swamy，2006：61)。 

经典先辈文本能激发多个风格迎异的平行 

文本，具有很强的生产性。希腊神话、圣经故 

事、经典童话吸引诸多当代作家，如博尔赫斯、 

阿特伍德、布拉德利 (Marion Zimmer Bradley) 

等，进行平行创作。《奥德赛》衍生出阿特伍德 

的小说 《珀涅罗珀记》(ThePenelopiad，2005) 

和叙事诗 《塞壬之歌》(Siren ，1974)以 

及奥尔蒂斯 (Lourdes Ortiz)的 《喀耳刻的动 

机》(Los motivos de Circe，2007)等。莎：t比 

亚、勃朗特、奥斯汀等的表达人类永恒丰题的 

作品也成为后辈作家进行平行创作的源泉。勃 

朗特的《呼啸山庄》衍生出孔戴(Maryse Cond6) 

的 《风啸山庄》(WindwardHeights，1998)、厄 

夸哈特 (Jane Urquhart)的 《改变天堂 》 

(Changing Heaven， 1993)、 沙 展 (Lin 

Haire．Sargeant)的 《H：希泽克利夫返旧呼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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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庄之旅》( The Story ofHeathcliff's Journey 

Back to WutheringHeights，1992)和米勒 (1．J． 

Miller)的《呼啸夜晚》(WutheringNights，2013) 

等多部作品。詹姆斯的《螺丝在拧紧》(The Turn 

ofthe Screw)衍生出利特 (Toby Litt)的 《鬼 

故事》(Ghost Story，2004)和威尔逊 (A．N． 

Wilson)的 《嫉妒鬼》( Jealous Ghost，2005) 

等平行作品。伍尔芙最出名的小说当属 《到灯 

塔去》，而衍生出多个平行作品的小说却是 《达 

洛威夫人》。这部作品涉及性别身份的模糊性和 

I司性欲望等主题，这些元素在更主动开放地探 

索性别建构的当代世界里有更宽广的阅读市 

场。除了康宁翰的 《时时刻刻》之外，还有立 

品科特 (Robin Lippincott)的 《达洛威先生》 

(Mr．Dallowa)，，1999)和兰切斯特 (John 

Lanchester)的 《菲利普先生》( Phillips， 

2000)(Schiff，2004：363—364)。史蒂文森的 

《化身博士》则衍生出至少三部大奖作品——马 

丁(Valerie Martin)的《玛丽莱利》(MaryReilly， 

1990)、瑞斯 (James Reese)的 《化身博士与 

奥戴尔》(The Strange Case ofDoctor Jekyll＆ 

Mademoiselle Odile，2012)和藤南特 (Emma 

Tennant) 的 《伦敦的两个女人》(Two Women 

ofLondon，1989)。 

雩莱 、马克 ·吐温 等作家是平行创作的 

先驱。当代许多主流作家，如巴恩斯 (Julian 

Barnes)、厄普代克 (John Updike)、巴塞尔姆 

(Donald Barthelme)、藤南特、福斯特，尤其是 

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少数族裔杰出作家， 

如诺 贝尔文学奖得主 南非作家库切 (John 

Coetzee)、非裔作家瓦科特 (Derek Walcott)， 

加拿大女性主义作家阿特伍德、厄夸哈特、美 

国犹太作家欧泽克、英殖民地作家金凯德 

(Jamaica Kincaid)、美殖民地法语作家孔戴、 

印裔美籍作家慕克吉 (Bharati Mukherjee)等都 

热衷于平行创作。平行叙事无处不在，平行叙 

事作品屡获诺贝尔、普利策、布克等文学大奖。 

甚至可以断言我们正处于一个平行叙事的时 

代。 

三、平行叙事的基本模式 

狭义的平行叙事要求平行文本与被平行文 

本在叙事框架上保持基本一致，并且主要情节 

和事件也基本吻合，主要为一对一的整齐对位 

文本关系，平行和被平行文本都是独立作品 

(Yang&Hu，2015：458-459)。文类 (风格) 

转换和视角 (话语)转换型平行叙事是满足这 

些条件的最基本模式。 

借用热奈特的术语，文类转换型平行叙事 

就是通过翻改 (translation)改变前文本的文类 

和风格的文本产物 (见图 1)。英国散文家兰姆 

姐弟以莎士比亚最著名的 20部白韵体戏剧为 

前文本，通过翻改创作出散文化的平行文本。 

当代文学中最显著的例子包括埃克罗伊德 

(PeterAckroyd)的 《坎特伯雷故事集：重述》 

(2009)、施密特 (Gary Schmidt)的 《天路历 

程：重述》(1994)。前者将英雄双韵体的诗行 

文类转换成散文化小说，后者将班扬的原著用 

当代英语进行扩充性重述，使故事情节更加丰 

满，并融入但丁、福斯特、霍桑等的语言风格。 

原初的文类转换型平行叙事只涉及文类变化， 

但随着平行叙事的发展，这一模式融入了其他 

后现 代策略 ，如视 角转换等 。赫姆 菲尔 

(Stephanie Hemphil1)的 《你自己，两尔维尔： 

普拉斯的涛行画像》(YourOwn，Sylvia：A Verse 

Portrait ofSylvia Plath，2008)除了将散文化传 

记转换为诗行叙事之外，作品里的每一首诗都 

采用一位普拉斯熟识的人的视角，如亲人、治 

疗师、老Nigh朋友等，从她的母亲奥莱利亚 

1932年分娩开始到1963年普拉斯的葬礼结束。 

燕 I￡5 零 粪 睫格》X 

¨n‘。 ?ï  
穗-藩 ．．寒 擎)l 

图 1 文类 (风格 )转换型平行叙事 (基本模式一 ) 

先辈文本 视角 (话语)X 
§ 巍 趣 露 毒 

． 分 

平行文本 视角 (话语)Y 

图2 视角 (话语 )转换型平行叙事 (基本模式二 ) 

视角转换或聚焦转换 (transfocalizations) 

是最常见的一种平行策略 (见图2)。通过选取 

与元文本不同性别、阶层或族裔的人物作为叙 

事者，平行叙事赋予无声者以声音。加德纳 

(John Gardner)的《格兰德尔》(Grende，，1971) 

就是最早的叙事视角转换式平行叙事作品之 
一

。 加德纳透过第一人称叙述者——怪兽格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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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的反讽叙事对史诗 《贝奥武甫》(Beowulf) 

进行改写，赋予其新的意义。《流动的盛宴》是 

海明威创作的隐型生命虚构作品 (implicit 

biofiction)(Kohlke，20l3：196)，而麦克莲 

(PaulaMcLain)的《巴黎妻子》(TheParis眦 ， 

2013)即为 《流动的盛宴》的平行叙事。虽然 

换为哈德莉的视角讲述故事，叙述话语和流动 

进程随之发生变化，但叙述中心仍是海明威与 

哈德莉在巴黎的艺术生活。类似的例子还有马 

丁的小说 《玛丽 ·雷利》，与这部平行作品对 

位的是史蒂文森的 《化身博士》(1889)。马丁 

选取博士的爱尔兰女仆作为叙事者，赋予底层 

人物话语权，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虚构文本中 

的体现。 

带有政治意图的平行叙事大多通过重新视 

角 化 (reperSpectivisation)和 重 新话 语 化 

(revoicing)的方式实现。大多数的平行文本不 

只是视角转移，而且赋予叙事者当代话语，让 

他们站在现代的时间基点上讲故事。显著的文 

本例子有以 《奥德赛》为元文本的 《珀涅罗珀 

记》。阿特伍德在前言中说：“我选择将话语权 

交给珀涅罗珀和十二个被吊死的女仆。”《珀涅 

罗珀记》的平行创作不只涉及简单的话语转换， 

它将原作的单一视角变成平行作品的多重视 

角，创设立体化视角效果。此外还涉及文类转 

换，将史诗转换成散文和韵文穿插的文体风格， 

并在叙述中保留古老的唱诗形式。类似的还有 

蒂儿尼 (GraceTiffany)的 《绿宝石戒指》(The 

TurquoiseRing，2005)，将戏剧 《威尼斯商人》 

转类成小说，并将话语权交给戏剧里的五位女 t。 

还有 一类一对一的平行叙事，在与先辈文 

本对应的平行文本之外套上一层故事框架 (见 

图3)。库切的 《福》即为这样⋯部设计精妙的 

内嵌式平行作品。《福》的主体部分是视角转换 

型平行文本，主角不再是鲁宾逊，而是一位女 

性——苏珊 ·巴顿。在这个占据作品绝大部分 

篇幅的平行文本之外有一个框架叙事，用以解 

释苏珊的故事如何变成笛福笔下的 《鲁滨逊漂 

流记》。这部平行创作作品不仅再现了《鲁滨逊 

漂流汜》的创作过程 (poioumenon)，而且揭示 

了 《福》本身的创作过程，进而颠覆平行文奉 

和被平行文本创作上的时问关系和创作过程， 

展现笛祸如何通过操控故事话语权颠覆真实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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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构之间的关系。因而，它本身可以视为一部 

元平行叙事作品 (meta—parallel-narrative)。 

帮 事 审 审 警 审 审 审 

平行文本 文类Yl或叙事视角"／2 

图3 叙事框架内的平行叙事 (基本模式三 ) 

文类风格和视角／话语的转换是平行文本 

的最基本表现形式，其他复杂形式都建立在这 

两种基本模式之上。它的修辞意图主要在于引 

起叙事重心节奏、价值取向、道德评判等的深 

刻逆转。除了这两种最原初的模式之外，J一义 

上的平行叙事还可以理解为任何两个有平行特 

征的叙事文本，如人物平行但叙事框架不平行 

的情况和时空移置下的平行叙事等。 

人物平行但故事横跨的时『廿J框架不一致的 

平行叙事大多为前传式平行文本 (preque1)或 

续写式平行文本 (seque1)。在前传式平行文本 

中，作品在叙事时空上变成了先辈文本的前文 

本 (赵毅衡，2010：5)。这是我们在描述平行 

文本时没有采用前／后文本概念的重要原因。也 

就是说，虽然所有平行文本从创作时问上来说 

都是被平行文本的后文本 (post-texts)，但从故 

事时间来看，平行文本可以是被平行文本的前 

文本 (pre．texts)。典型的前传式平行作品有厄 

普代克的 《葛楚德和克劳狄斯》(Gertrude and 

ClaudiUS．‘A Novel，2000)，它的先辈文本是莎 

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通过采用葛楚德的话语 

补充叙述 《哈姆雷特》故事发牛前的故事，这 

部平行作品颠覆了经典作品中的人物关系，变 

被叙述者为叙述者，传达出在新的时代语境中 

厄普代克对历史、女性和善恶等问题的新思考。 

《理智与情感》是被续写得最多的经典作品 

之一。广受评论界赞誉的续写文本主要有藤南 

特的《埃莉诺与玛丽安》( or and Marianne， 

1996)、巴雷特 (Julia Barrett)的 《三妹》(The 

Third Sister，l996)以及艾肯 (JoanAiken)的 

《艾莉莎的女儿》(Eliza Daughter，1994)等。 

藤南特的平行续写沿用了奥斯汀最初给她的作 

品定的标题和书信体形式，但讲述的是 《理智 

与情感》故事之后的故事，也就是玛丽安与布 

兰顿上校结婚后几个月的故事。《三妹》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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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上看是奥斯汀故事的续写，但从内容上看 

却是前文本故事的重复，玛格丽特和奥斯本与 

玛丽安和维劳吉之间的故事几近相同。《艾莉 

莎的女儿》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带有几分现代 

主义和女性主义笔触地续写了维劳吉女儿的 

故事 。 

在一对一的平行叙事中还有一类相对比较 

隐秘的作品正逐渐引起批评者的关注，布罗伊 

尔(RolfBreuer)称之为仿制叙事(counterfeit)， 

而本文称之为时空移置型平行叙事 (见图4)。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乔伊斯是这一模式的最早 

践行者之一，《尤利西斯》为荷马的 《奥德赛》 

置换时空后的平行文本。彼特斯海姆 (Jolina 

Petersheim)的 《放逐》(The Outcast，2013) 

是霍桑的 《红字》现代版的平行仿制叙事。孔 

戴的 《风啸山庄》是对 《呼啸山庄》当代加勒 

比的重新语境化改写，平行文本里的人物和情 

节与正典文本基本一致，但前文本中的阶层／ 

种族冲突在平行文本中被放大。通过平行作品 

孔戴追溯了殖民心态的源头 (Mardorossian， 

1998：7)，同时对加勒 比的克里 奥尔化 

(creolization)过程进行思考 (Fumagalli，2006： 

253)。 

图 4 时空置换型平行叙事 (基本模式四 ) 

虽然一些作品的标题直接透露了其与正典 

作品之间的平行关系，让读者直接带着某种先 

见进入阅读体验。但大多数时空移置型平行文 

本与前文本之间的对位关系要求读者对前文本 

有比较深入的阅读经验才能获得。欧泽克将她 

的作品 《异国身物》比喻成 《大使》这张照片 

的底片，一张保留了情节，但通过时空置换和 

调换新旧世界之间的关系逆转了意义的底片。 

金凯德的 《露西》(Lucy．"A Novel，1990)和史 

密斯的小说 《论美》除了设置一个同名人物之 

外，没有提供明显的线索，需要读者更多的阅 

读经验来联系前文本，发现它们分别与夏洛特 

的 《维莱特》( f ，l853)(Yost，2006： 

141—142)和福斯特的 《霍华德庄园》之间的平 

行关系。克林内斯库 (Matei Calinescu，1997： 

246)将这种移置视为 “后现代重写中最复杂、 

最延展的一种模式”。而事实上，在后现代语境 

下平行叙事模式变得越来越复杂多样。 

四、平行叙事的升级模式 

近年来平行叙事在形式上变得更加复杂多 

变，即使带有政治意图，也不再通过明显的视 

角变化这一原始单一的方式来实现，而是更加 

隐秘化，先辈文本和平行文本不再是简单的一 

对一关系。这使得先辈文本与平行文本之间的 

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化，读者需要更多的元文本 

知识才能探察到新文本中的平行元素。这些平 

行文本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升级模式。 

第一，平行文本是采用双／多重叙事线索作 

品中的一部分，作品里可以出现一个或多个平 

行文本 (见图 5)。费什 (Laura Fish)的 《奇 

怪音乐》(Strange Music，2009)是内嵌多个平 

行文本的典范之作。故事由三位叙事者分别讲 

述，包括还没有结婚的诗人伊丽莎白·巴雷特 

(后来的布朗宁夫人)、克里奥尔家仆凯迪亚和 

黑人种植女工谢芭。诗人伊丽莎白的故事线平 

行于传记中关于她在丹佛的多奎镇和牙买加种 

植园的生活经历，既涉及视角话语转换 (由第 

三人称传记作家话语转向第一人称传主话语)， 

也涉及文类转换 (由原来的非虚构转换为虚构 

文本)。第二个平行文本是谢芭的故事线，对应 

的先辈文本正是诗人伊丽莎白的诗作 《逃跑的 

奴隶》(TheRunawaySlaveatPilgrim Po f)， 

在平行文本里费什将诗变成谢芭自己讲述的故 

事。很有意思的是，费什将这首诗附在小说之 

后，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谢芭的故事与诗之间 

的关系，而伊丽莎白和谢芭两个平行文本之间 

的呼应又产生了一种新的效果，赋予 《奇怪音 

乐》以创造过程叙事这一元虚构特点。类似作 

品还有康宁翰的 《时时刻刻》，小说名本是伍尔 

芙为 《达洛威夫人》定的标题，经斟酌后弃之 

不用，被康宁翰选用。在这部三线叙事作品中， 

与虚构化的伍尔芙相关的部分是伍尔芙传记的 

平行叙事，第三条克拉丽莎叙事线则与 《达洛 

威夫人》平行。《时时刻刻》和 《奇怪音乐》里 

的两个先辈文本之间都涉及创作者与被创作者 

的关系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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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多重叙事中的多个平行文本 (升级模式一 ) 

第二，平行文本是故事内套故事中的一个 

或多个低层叙事 (见图 6)。沃尔克 (Brenda 

Walker)的 《坡的猫》(Poe Cat，2000)在故 

事里至少嵌入了两个平行文本。外面的故事发 

生在澳大利亚当代人物表兄妹西亚和费恩之 

问，故事内的第一层故事是爱伦 ·坡早天的妻 

子弗吉尼亚临死前讲述的故事。我们甚至可以 

说最外面的故事是爱伦 ·坡和妻子故事现代版 

的平行叙事。第一层故事是对爱伦 ·坡及其虚 

构故事的重新讲述，平行于他的传记和评论。 

最底层的故事平行于他的短篇小说 《丽姬娅》 

(Ligeia)，只是分别换成了弗吉尼亚和罗维娜 

作为故事的讲述者。通过平行叙事爱伦 ·坡的 

妻子获得了与他一样的文学创作者和评论者的 

身份，不仅创作他作品的平行文本，而且对他 

作品中随处可见的偏执狂男性人物发起了反讽 

式评论。 

图6 故事套故事中的多个平行叙事 (升级模式二) 

第三，故事整体框架为平行文本，中间插 

入一个或多个与先辈作家生命叙事相关的平行 

文本 (见图7)。立品科特的 《达洛威先生：一 

部中篇小说》不仅是 《达洛威夫人》的平行叙 

事，而且将 《达洛威夫人》的作者伍尔芙的生 

命因子 (biomeme)融入了平行叙事当中。作 

品里关于伍尔芙的故事之所以可以视为一个平 

行框架叙事中的独立平行文本，是因为伍尔芙 

并非与框架平行叙事对位的先辈文本 《达洛威 

夫人》里的人物。伍尔芙以刚出版的小说 《去 

灯塔》(To the Lighthouse，1927)的作者身份 

出现在插入的平行文本 (interpolated parallel 

text)中，理查德买了一本 《去灯塔》送给克拉 

丽莎作为结婚 30周年的纪念礼物。而且伍尔芙 

和她的丈夫里昂纳多以及薇塔 ·萨克维尔一韦 

斯特等都出现在插入的平行文本里，与伍尔芙 

日记中的相关叙述相对应。藉此伍尔芙笔下的 

同名人物和伍尔芙本人都变成了立品科特虚构 

作品中的人物。在虚构的平行叙事框架基础上 

加入文学先辈传记因子的作品还包括奥尔逊 

(Lance Olsen)的 《焦虑的愉快》(Anxious 

Pleasures：A Novel after KaJka，2007)。这部作 

品以卡夫卡的中篇小说 《变形记》(1915)为平 

行前文本，采用葛雷格变成大甲虫之后身边人 

物的不同视角重述卡夫卡的故事。作者加入了 

楼下邻居、即将成为作者的卡夫卡的视角和在 

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阅读卡夫卡故事的当代 

伦敦读者玛格丽特的视角。这种模式里的平行 

文本有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一种是先辈作家 

成为被凝视和被叙述的对象，另一种是先辈作 

家成为框架里与虚构人物视角平行的另一个视 

角。前者主要突出虚构人物眼中的作家，后者 

突出虚构人物与作家的平行视角和创作始末。 

图7 整体平行框架里插入先辈作家生命叙事平行文 

本 (升级模式三 ) 

以上几种平行叙事模式通过打破一对一的 

对位模式，在一个或多个平行文本内外或左右 

加入原创性的故事，一方面增强了新作品的空 

间感，另一方面增大了新作品的阅读难度。这 

几种模式要求读者对多个前文本有阅读经验才 

能有效解读新文本。对先辈文本的作者和作品 

不熟悉的读者难以发现这种对位关系，这将直 

接导致读者对作品的不充分解读，甚至误读。 

换句话说，只有了解与之对位的前文本的读者 

才是这类复杂平行叙事作品的理想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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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作为后经典叙事学的研究对象，平行叙事 

是经典作品顺应当代社会文化议题的升级版故 

事讲述形式。敢于进行平行创作的作家本人大 

多为对先辈文学家有深厚研究的学者，如欧泽 

克为詹姆斯学者，蒂凡尼为莎士比亚学者，这 

为平行叙事作品广受评论界和读者赞誉奠定了 

创作基础，为平行叙事时代进入鼎盛期注入了 

非凡的活力。平行叙事不仅是后辈作家对经典 

作品和文学先辈的致敬行为，同时也让经典作 

品获得了更持久的生命力(Connor，1996：367)。 

本文对后现代语境下的各种平行叙事模式 

进行了分类论述，包括四种原初的一对一对位 

模式——文类 (风格)转换、视角 (话语)转 

换、叙事框架内平行叙事和时空置换性平行叙 

事及三种升级版的多对多对位模式——多重叙 

事中的多个平行文本、故事套故事中的多个平 

行叙事和整体平行框架里插入先辈作家生命叙 

事平行文本。对不同形式的平行叙事进行分类 

论述可以增进研究者对当代大奖作品创作路径 

和趋势的了解，同时也能帮助读者成为作者的 

理想读者，实现对作品更充分和更全面的解读。 

注释： 

① 重写更多用于描述圣经故事,NJL童故事的改写方面的研究。 

② 藤南特的多部小说都是对经典作品的平行创作，如 《伦敦的两个女人：化身博士》(1989)、《彭伯利或傲慢与偏 

见续》(1993)、《苔丝》(1993)、《不平等婚姻或二十年后的傲慢 与偏见》(1994)、《恋爱中的爱玛：简 ·奥斯 

汀的爱玛续》(1996)等。 

③ 雪莱曾撰写平行戏剧 《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Unbound，1820)。 
④ 马克 ·吐温曾撰写平行叙事 《亚当与夏娃的日记》(TheDiariesofAdamandEve，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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