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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辩证理解/ 重复0在5伊利亚特6叙事中的作用 � 可有效消除该作的繁复叙事阻碍叙事欣赏这一困惑 ∀ / 重复0 

叙事是构成其繁复叙事的重要原因 � / 重复0是被其繁复叙事遮蔽了的一种叙事机制 � 是有利于增进其叙事效果而 

采用的一种看似单一却实质上威力强大的叙事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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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5伊利亚特6的叙事语境 �很可能碰到这样 

一个难题 �即它繁复的叙事使人一时理不清头绪 � 

过于细腻的描叙使人感到罗嗦 �特别是对异质于其 

文化背景的中国读者而言 � 因5伊利亚特6中简约性 

和含蓄性叙事相对缺乏 �使中国读者对其文学审美 

取向感到困惑 ∀笔者以为 � 辩证理解/ 重复0在其叙 

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解除这一困惑的有效途径 ∀从 

多角度来看 � / 重复0在5伊利亚特6的叙事中大致表 

现为以下几种形态 � 即叙事语句的重复 !叙事韵律的 

重复 !叙事对象的重复 !叙事内容 !叙事结构的重复 

和叙事意象的重复等 ∀ 这些/ 重复0昭示着一个事 

实 �即/ 重复0是被其繁复叙事遮蔽了的一种叙事机 

制 ∀从叙事机制的动态关系再推进 �可发现/ 重复0 

又是增殖其叙事效果而采用的一种看似简单却实质 

威力强大的叙事手段 ∀ 鉴于此 �/ 重复0在5伊利亚 

特6的叙事中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和独有其妙的作 

用 ∀然而 � 这一系列的判断首先要立足于其繁复叙 

事的事实 ∀ 

一 ! 5伊利亚特6的繁复叙事 

与/ 重复0 

本文分析繁复叙事是从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的 

比较关系这一维度切入的 �笔者将热奈特的/ 停顿 

�∠ℑ∏  ⊕� !场景 � ℘ ⊕∈⊕�0 ≈����� 和查特曼的 / 延缓 

�   ⊕  ℘ ∪�0 ≈���� ∗ ��� 汇合起来 �这三者的共同性是叙 

事容量大 !叙事次序多和叙事节奏慢�相对于故事时 

间而言� ∀因为5伊利亚特6/ 描述了四天的战斗和二 

十一的埋葬仪式 � 再加上二十六天没有发生什么事 

的空虚时间 �共占五十一天 ∀ 0 ≈������ �而这一故事时 

间是用 ����� 行叙述出来的 � 凭有此种对比 � 繁复叙 

事是显而易见的 ∀ 即使读者没有读过5伊利亚特6 � 

也可以想象它叙述的每一件事是多么的繁复 �这却 

有悖于我们的认知从简单开始的习惯 � 构成了其叙 

事欣赏的障碍 ∀这种繁复叙事的做法在西方有着悠 

久的传统 � 就5伊利亚特6的叙事技巧 � 亚里士多德曾 

高度评价荷马 � / 他只选取了战争的一部分 �而用其 

它许多作为穿插 � 0 ≈������ 诚然 � 高明的作家总是善于 

剪裁故事的能手 � 设想如把 �� 年的特洛伊战争用同 

样的 ����� 行叙述出来 � 每一叙事的容量便要缩减 � 

叙事的复杂程度会要下降 �但毫无疑问的是某些叙 

事内容会变得平庸 � 整体叙事效果也就随之下降 ∀ 

面对5伊利亚特6繁复叙事的客观事实 �我们如 

何去分解这个/ 叙事大厦0 � 我们要追问它是被什么 

建构起来的 ∀笔者还是借用热奈特关于叙事时间与 

故事时间比较关系的公式 �在涉及/ 叙事频率�∅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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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时他模式化了 � 种频率 �既/ 叙述一次发生 

一次的事�∈ℑ  ℑ  ⊃ ∈∩ ∉∈℘ ⊕ ⋅∪ℑ ∪ℑ∠∠⊕∈⊕⊗ ∉∈℘ ⊕� !叙 

述多次发生多次的事�∈ℑ   ℑ  ⊃ ∈∩ ∈  ⊃⊆⊕  ⋅∪ℑ ∪ℑ∠2 

∠⊕∈⊕⊗ ∈  ⊃⊆⊕  � !叙述多次发生一次的事�∈ℑ  ℑ  ⊃ ∈∩ ∈ 

 ⊃⊆⊕  ⋅∪ℑ ∪ℑ∠∠⊕∈⊕⊗∉∈℘ ⊕ � !叙述一次发生多次的事 

�∈ℑ  ℑ  ⊃ ∈∩ ∉∈℘ ⊕ ⋅∪ℑ ∪ℑ∠∠⊕∈⊕⊗ ∈  ⊃⊆⊕  � ≈����� ∗ ���� � 

从中可以看出 �第二 !三种模式增加了叙事量 �第三 

种肯定是/ 重复0 � ⊕∠⊕  ⊃  ⊃ ∉∈� �即使第二种也可视为 

/ 重复0 ∀因为联系5伊利亚特6的叙事实践 �它叙述 

的只是特洛伊战争 �从属性的小战斗故事在结构上 

与大故事有着类似性 �因而我们作一个推断 �5伊利 

亚特6的繁复叙事源自于/ 重复0 ∀当然 �我们知道客 

观世界决没有两样同一的东西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 

一条河流 � 是否用/ 重复0来解释叙事在逻辑上是站 

不住脚的呢 � 这涉及到如何定义和理解/ 重复0这一 

问题 � 正如热奈特所说 / 重复实质上是一种心理架 

构 � 它从每一发生所属的一切因素中分离出来 � 这些 

因素都特属于发生的自身 �它仅保留该发生与其它 

同类发生的共性 ∀ 0 ≈������ 根据这一理解 � / 重复0是一 

种人类心理构思的类似性 �它只存在于人类纯粹的 

精神活动中 �它一旦关涉现实就会变得不同 ∀ 因而 

叙事中的/ 重复0决不是雷同 �它在叙事中已经吸附 

了差异性的现实内容 � 蕴涵了意义的叠加和增殖 � 正 

如亚氏所说/ 5伊利亚特6结构单一却表现了丰富的 

困难0 ≈������ � 等于说 � 在叙事中我们要把/ 重复0理解 

为相同和不同的辩证统一 � 如果割裂了两者的联系 � 

就无从理解叙事中的/ 重复0 ∀ 

然则 � 5伊利亚特6的文本事实是否确有/ 重复0 

的存在 � 最可直接感知的是其叙事语句的重复 �譬 

如宣告或开始叙述的标志 ) ) ) / 说出的话语长了翅 

膀0 � 英雄被打倒的标志 ) ) ) / 酥软了他的肢腿0 �死 

亡前的感受 ) ) ) / 黑暗或乌黑的夜雾把他的双眼蒙 

上0 ≈� ∀其次是叙事对象的重复 �第一大英雄阿基琉 

斯� ϒ℘ ∪ ⊃ ⊂ ⊂⊕  �作为重点重复的对象分别出现在第 � ! 

� !� !�� !�� !�� !�� !�� !�� !�� 章中 � 第二大英雄赫克 

托耳� ♦⊕ ℘  ∉ � ≈� 作为重点重复的对象分别出现在第 

� !� !�� !�� !�� !�� 章中 ∀至于上文提到的叙事韵律 ! 

叙事内容和叙事意象的重复 � 就不一一赘述了 ∀ 

基于以上理论和事实 �可以说5伊利亚特6是被 

/ 重复0建构起来的 �但我们还要追问它是如何被建 

构的 ∀也就是说只有/ 重复0和叙事之间存在着可能 

的动态关系 � 由叙述者�∈ℑ   ℑ  ∉ �履行才能生成为叙 

事 � 促成这一运动的必然条件就是叙事机制 ∀ 

二 ! 5伊利亚特6的叙事机制 

与/ 重复0 

叙事机制是指叙事的结构和功能以及相互的关 

系 ∀一方面 � 叙事机制表现为叙事要素的组成和排 

列 � 具有内在性和稳定性 �另一方面 �叙事机制又表 

现为具备有一定的功效和作用 �符合目的性 ∀ 这两 

者的关系是相互联系的 � 叙事的结构作为实在 � 它是 

叙事功能产生的基础 � 叙事的功能作为一种能力 �它 

可以反作用于叙事的结构 ∀谈论叙事机制的意义不 

但要关注其为可能 � 更应着眼于它的运动 � 这类似于 

亚氏所言由/ 潜能0变为/ 现实0 ∀ 

如何由/ 潜能0变为/ 现实0 � 叙事机制不可能自 

行实现 � 只有靠叙述者来实现 ∀ 具体到5伊利亚特6 

来说 � 从口传叙事这一层面来看 � 活态的叙述者 ) ) ) 

游吟诗人�ℜℑ  ⊗�用得最频繁的就是/ 重复0 �以至于 

变成了一种程式 � 即/ 在相同的格律条件下为表达一 

种特定的基本观念而经常使用的一组词0 ≈����� �例 

如 � 捷足的阿基琉斯 !白臂膀的赫拉 !黑暗或乌黑的 

夜雾把他的双眼蒙上等 �它们总是重复地出现 ∀ 已 

故美国哈佛大学古希腊文学家帕里�°ℑ  ∧�在 �� 世 

纪 �� 年代就发现/ 荷马史诗的演唱风格是高度程式 

化的 � 0 ≈����� 而后起的洛德�← ∉ ⊗ �的研究则进一步表 

明 � / 重复的词语 � 并非像有的人猜想的那样 � 仅仅对 

听众有用 � 如果说它有某种作用的话 � 它对歌手快速 

创作故事更有用 ∀这一近乎革命性的观念 �将会使 

我们把视点转移到作为一名创作者的歌手身上 �转 

移到他作为一个歌手所要面对的问题上 ∀ 0 ≈����� 程式 

本身就是重复性的叙事结构 �歌手的问题就是要将 

/ 潜在0的结构变为/ 现实0的叙事 �进而传导给受叙 

者�听众� ∀无论是歌手还是听众 � 通过屡次的重复 � 

逐渐将叙事的对象 !叙事的内容等一系列的叙事要 

素定势化 ∀当定势化达到相当的牢固程度后 �它又 

会变成惯性 �一种不断推动歌手进行新的叙事的动 

因 ∀ 

从文本叙事的层面来看 �与口传叙事不同的是 

它不再具有现场性和即兴性 �诗人会有更多的时间 

来对叙事进行调整和剪裁 �按理说他会将那些重复 

的叙事去掉以免显得罗嗦 !单调和乏味 � 但文本的事 

实却常常与这一逻辑判断相反 ∀如几次重述阿基琉 

斯必死的命运 !几次重述普里摩赎尸时必定受到阿 

基琉斯的善待等 �这凸现和固化了古希腊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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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 ) ) 神决定人的命运 ∀正如别林斯基总结的 � / 古 

希腊人所谓的命运观 �就是我们新时代的人称之为 

合理必然性 !现实法则 !原因与结果之间关系的东 

西 � 0 ≈����� 但仅有别林斯基的这个结论还不够 �只有 

结合叙事的/ 现实0化过程来考察 �我们才会真正理 

解 ∀也就是说 � 诗人把这些/ 重复0作为叙事的标志 � 

一路引向目的地 �一步步地向我们确证命运的必然 

性 ∀ 

至此 � 由分析和结合实例来看 �/ 重复0就是5伊 

利亚特6的叙事机制 � 只不过重复叙事的量相对于整 

体的叙事量而言是少的 � 虽然重复的次数可能很多 � 

但我们的注意力为繁复叙事的细节 !过程和关系等 

因素所劳累 � 免不了游移我们的视线 � 对/ 重复0的关 

注也就不自觉地松懈了 ∀ 这样一来 � / 重复0作为叙 

事机制的实在性也就自然地被遮蔽了 �其叙事效果 

不容易被发现 �但我们知道它对叙事效果有着许多 

微妙的作用 ∀ 

三 ! 5伊利亚特6的叙事效果 

与/ 重复0 

叙事效果是叙事目的性的显现 �以/ 重复0来达 

到叙事的效果往往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因为我们的 

认知总是喜欢求/ 新0 � 重复被看做雷同 � 看做对/ 旧0 

的保守 � 然而这种理解是片面的 � 人类的知识本身就 

是在不断重复的经验中得到确证的 ∀同理 �在不断 

的叙事重复中 � 叙事效果得到突现 ) 巩固 ) 延伸 � 因 

而重复和叙事的效果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 

具体就5伊利亚特6而言 �首先是叙事韵律的重 

复能激发一种流态性或膨胀性的叙事效果 �它能唤 

起歌手 !诗人的叙事激情 �诱发听众 !读者在叙事欣 

赏上的共鸣 ∀如下面叙事中有关普里摩赎尸时与阿 

基琉斯的见面 !身体接触 !交谈和阿基琉斯的感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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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宙斯钟爱的阿基琉斯由两人陪伴正在用餐 � 

他们是阿尔基摩斯和壮士奥托墨冬 ∀ 

普里摩的进入使阿基琉斯长久凝视 � 

惊诧这一接近 �他不吃了 ∀ 而其他人却没看到 

这情况 � 

闭门上前 � 普里摩迅速抱住阿基琉斯的曲膝 

�是他战胜了赫克托耳� � 却亲吻那屠人的大手 � 

这手曾杀死他众多的儿男 ∀ 如同就在异乡一 

般 � 

, , 

为赎回儿子尸体的普里摩说 � −看看我 � 啊 � 神样 

的西蒂斯的儿子 � 

你年老的父亲 � 也许没有我这样的悲伤 ∀ 

尽管你不在家时邻人的骚扰时时会 

使他受害 � 但他对这些罪行并不恐惧 ∀ 

, , 

�由于普里摩的提醒� � 这一比较起了作用 � 

这个感动的阿伊开兹人再不敢抬头看 

哭泣的父亲 ∀轻轻地将他的手从严肃的脸上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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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 

此时平静的缓解之情在相互显现 ∀ 

, , 

这个韵版的诗句有两个特点 � 从横向来看 � 它的 

每一行都是十四个音节� ∧⊂ ⊂ℑℜ ⊂⊕� �从纵向来看 �它 

的上下两句末尾压韵 �它在两个纬度上的运动呈现 

出/ 重复0的特征 � 即/ 拍0的重复和/ 点0的重复 � 形成 

了音韵感和节奏感 �凸现为音乐美的叙事效果 ∀ 西 

方诗的音乐性 �包括 / 音韵0 � ∪∧ ⊆⊕� 和 / 节奏0 

� ∪∧ ∪⊆� ≈������� 两大部分 �亚氏就说过 �/ 诗人和历 

史学 家 的 言 语 区 别 不 在 于 韵 文 和 散 文 的 区 

别 � 0 ≈������ 众所周知 � 亚氏的诗学理论是对他以前和 

他当时的文学实践的科学总结 �从他的论说中我们 

知道诗韵的存在已是有着悠久的历史 ∀ 史诗�⊕∠ ⊃ ℘ � 

本身的意思就包含了/ 诗0的意思 �而诗的一个最基 

本的要素就是音韵 ∀只是翻译时很难找到两种语言 

中同等的/ 音韵0或译诗的风格体现有/ 音韵0 �故而 

我们在读译本时往往容易忽略5伊利亚特6/ 音韵0的 

事实 � 也就难以感受它音乐性的叙事效果 ∀ 但这没 

有关系 � 我们所要明确的是 � / 音韵0实质上是一种重 

复的形式 � 如果我们把握了/ 重复0 � 也就在道理上理 

解了/ 音韵0 ∀ 

另一方面 � 5伊利亚特6的诗句节奏是采用六音 

步格�∪⊕¬ℑ⊆⊕  ⊕  � � 每个音步由一个长音节和两个短 

音节构成 �在占时上两个短音节大致相当于一个长 

音节 �故每行大致相当于十二个长音节 ∀ 查普曼 

�≤ ∪ℑ∠⊆ℑ∈�翻译时把每行定成十四音节是有道理 

的 �因为还要考虑到每行中免不了还有短音节的存 

在 ∀同理 � 在翻译时我们很难找到两种语言对等的 

音节数 �因为我们要更多地考虑译诗内容的准确性 

和完整性 � 所以忽略音节数也是在所难免 ∀ 这也没 

关系 �我们要明确的是 �节奏实质上是等量数的重 

复 � 抓住了重复 � 也就把握了节奏 ∀ 综合以上两个方 

面 � 在5伊利亚特6的叙事中 �音韵和节奏的重复 �实 

质上张扬着音乐美的叙事效果 ∀可资想象的是无论 

歌手或听众 !诗人或读者 �领会了这种韵律 �所感受 

的叙事效果是妙不可言的 ∀难怪济慈对查普曼的这 

种译法大加赞赏 ∀陈中梅先生也强调 � 他的 ���� 年 

新译版5伊利亚特6中/ 试用了韵文体的形式 �, ,以 

增强作品的节奏感 �浓添它的诗味 ∀ 0 ≈������ 可见 �寻 

求对5伊利亚特6译诗韵律的回归 �是对其原有诗性 

风味的真正复现 � 是对其叙事效果的完美展现 � 这都 

离不开/ 重复0 ∀ 

其次 �5伊利亚特6 中许多叙事意象�∈ℑ   ℑ  ⊃ √⊕ 

⊃⊆ℑ∩⊕ �的重复模拟出了一种使得听众和读者产生切 

身性和在场性感受的叙事效果 ∀所谓叙事意象是将 

叙事和文学/ 意象0嫁生的一个概念 � 指在叙事中/ 能 

在读者脑海中唤起一种独特感受的任何鲜明如画的 

用语 ∀ 0 ≈������� 5伊利亚特6中用得最多的叙事意象是 

以动物为喻体来描述英雄的明喻 � 如/ 像一头扑跳的 

狮子 !像一群生吞活剥的饿狼 !像搏击长空的雄鹰 ! 

像逃遁的小鹿 !像散乱的羊羔 !犹如山上的一条盘 

蛇 !像激狂的黄蜂0 等等 ∀ 这些叙事意象重复地出 

现 � 达到了类化英雄形象 !渲染了战斗场面的叙事效 

果 ∀当叙述英雄强弱力量的对比时 �往往采用狮� 

羊 !狼�兔 !鹰�鸽等对比加比喻来表现 �这可算做叙 

事意象类似性结构的重复 �包含了古希腊人对个性 

和共性的朴素认识 �使叙事效果不单是停留在感性 

的层面 � 还有着向理性升华的趋势 ∀再者 � 每个英雄 

的叙事意象不但有着固化和定势的一面 �更有着变 

化转向的一面 ∀ 没有一个英雄只有一种叙事意象 � 

而是在不同的场合和情景中有着不同的叙事意象 � 

此种模式也是经常重复的 �如在赫克托耳与阿基琉 

斯的决斗中 � 首先用盘蛇来比喻他蓄势待发 � 然后用 

野鸽来比喻他畏惧害怕 �再后用小鹿来比喻他惊慌 

逃遁 � 最后用雄鹰来比喻他拼命反击 � 宙斯之子萨耳 

菲冬牺牲时 � 既像白杨或橡树被倾倒 � 又像巨松被砍 

倒 � 还像公牛被扑倒 � 这些针对同一对象用不同叙事 

意象来表现的情况也是常常重复出现的 �这也许是 

一种更高级形态的重复 �反映了古希腊人对事物关 

系的辩证理解 � 叙事效果向更广的层面伸展 � 叙事的 

具体性和一般性 !丰富性和单一性得到充分的体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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