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8卷第1期
2011年2月

华 东 交 通 大 学 学 报
Journal of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Vol. 28 No. 1
Feb.，2011

文章编号：1005-0523（2011）01-0098-04

收稿日期：2010-12-01

作者简介：单伟红（1972－），女，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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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喧嚣与骚动》是美国20世纪最杰出的作家之一威廉·福克纳的代表作。该作品不仅代表了美国意识流小说的最高成

就，而且较为全面地运用了现代主义的各种写作手法和技巧。文章通过分析福克纳所运用的对位式结构、多视角的叙事角

度以及絮语不止的内心对白等意识流表现手法，来揭示并欣赏作者独特的艺术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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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意识流小说是20世纪世界各国现代主义文学中意识流创作技巧的最登峰造极的运用，威廉·福克

纳（William Faulkner，1897－1962）是美国意识流小说的先驱，他不但在美国，在整个西方也被认为是乔伊

斯以后最突出的现代派小说家之一。他处在新旧文学传统交替的时代，尽管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却孜孜

不倦地探索新的创作形式和技巧，成为英美文坛中现代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无论从福克纳表现美国南方

历史现实、探索人类命运的深刻思想来看，还是从运用自如的意识流、多角度叙述等艺术技巧来看，福克纳

无疑是20世纪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大家。1929年，福克纳出版了奠定他文学史上地位的重要作品《喧哗与

骚动》，该作品的创作比较全面地运用了现代主义的各种写作手法和技巧，奠定了他意识流大师的地位。

威廉·福克纳是现代主义鼎盛时期的代表人物。这一期间，西方人在遭受了国际大屠杀的严峻考验之

后，无论是思想上还是技术上都受到了冲击，在这一大的历史环境之下，福克纳的创作受到了欧洲多种理

论和学说的熏陶和影响，无论是文艺学，还是美学与哲学，都对福克纳的写作带来了不可小视的冲击和影

响。而文学艺术的发展和繁荣无疑也受益于哲学的推动。在所有的学说和理论中，来自法国的非理性主

义哲学家亨利·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和心理时间学说对福克纳的现代主义思想和小说艺术产生的重要影响

最为明显。纵观传统小说的写作，时间的推移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几乎是不变的创作方法。但是，依据柏

格森的理论，“人的情绪、思想和意志犹如一股连绵不断的动流无时不在变化之中。这股流动包含了人在

任何特定时刻内的全部意识。”[1]在柏格森看来，机械的一成不变的时间发展观念是比较死板的，不能代表

真实和自然的心里想法和情感，要做到自然真实的叙说必须遵循人的心理时间。福克纳正是受到这一理

论的启迪，在他的创作中，摈弃了以往常用的以时间的流逝为情节发展的叙事模式，而大胆采纳了柏格森

的心理时间理论，以人的心理时间为故事情节的发展线索来安排结构，将过去、现在和未来以无形流动的

方式穿插其中，互相交融，在人物的意识中体现出来。小说《喧哗与骚动》无疑是柏格森心理时间运用的典

范。

《喧哗与骚动》不仅因其淡出传统小说的美学表现技巧，潜沉于人物流动着的内心世界，而被视为“纯

意识流小说”，从而跻身于以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伍尔芙的《到灯塔去》等为

代表的欧洲现代经典之列。《喧嚣与骚动》是福克纳第一部成熟的作品，也是作家花费心血最多、本人最喜

欢的小说。这部作品以生动的创作题材和独特的艺术手法代表了他创作的最高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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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位式结构

《喧哗与骚动》在叙事上采用了异乎寻常的“对位式结构”。这种描述是由音乐的赋格曲对位手法借用

而来，被认为是意识流小说的写作手法之一。作品中的4个部分分别由康普生家族最后一代3个儿子的自

述和女奴为主人公的4个人物从4种不同的角度来叙述，分别揭示了这个庄园主家族的衰败过程。在创作

中，作者把这4个部分完全建立在对位结构之上，通过对康普生家族成员的遭遇变故和日益颓废的精神世

界的描写，呈现给读者一个美国南方庄园主贵族阶级走上末路的必然结果和传统价值观念沦丧的场

景。这 4个部分相互交融，彼此映照，体现了“客观世界—主观世界—主观世界—客观世界”的巧妙平衡

和对称 [2]。作品的第一部分“班吉的部分”，他是个白痴，一个33岁却只有3岁智力的康普生家的幼子。在

他的脑子里，对一切只有模糊的感觉和印象，理性思维对他而言完全无法想象。尽管如此，在他错综复杂

的思维之下，读者仍能感受到她与姐姐凯蒂之间的真挚情谊以及他在失去姐姐之后的孤独无望之情。在

福克纳看来，把班吉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放在第一部分的原因是：“我先从一个白痴孩子的角度来讲这个

故事，因为我觉得这个故事由一个只知其然，而不能知其所以然的人说出来，可以更加动人。”[3]由此可以看

出，尽管班吉的意识流混乱不堪，但它仍然给读者呈现了一个客观的世界，也表现了康普生的衰败。小说

的第二部分为“昆丁部分”，个性软弱、多愁善感的康普生家的长子昆丁是南方没落文化的继承者，这个部

分通过他的见闻和回忆来思考一切发生在他生活中的事情，他的意识活动几乎被绝望占据。他无法正视

一切，包括南方传统的日益沦丧和所钟爱之人的堕落。于是，最终在绝望中以自杀这种极端的方式寻求解

脱。这个部分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充满病态而绝望的主观世界。到了第三部分“杰生的部分”，此部分呈

现给读者的同样是一个主观世界。康普生家的次子杰生完全背弃了南方传统道德观念，他用思路清晰、逻

辑性强的述说展现给读者一个冷酷自私、残忍无情的金钱至上的小人形象。作品的最后一个部分是“迪尔

西的部分”，作为康普生家历史的见证人，迪尔西是一个健康且拥有美好人性的人，在她的讲述中，读者被

拉回到了现实世界中。另一方面，小说的对位结构同样体现在小说四个部分的结构中：第一部分的1928年

4月7日是班吉的生日，第二部分的1910年6月2日是昆丁投水自杀的一天，而第三部分的1928年4月6日

是极度耶稣受难日，第四部分的1928年4月8日这一天是复活节。这一组特定的日期因此而组成了“生—

死—死—生”这种颇具象征性的对位结构。基于此，福克纳不仅成功地塑造了主人公凯蒂的形象，而且使

读者真实的感受到人物流动着的内心世界和深沉思想意识。

在《喧哗与骚动》这部作品中，康普生家的3个儿子与作者的叙说事实上组成了对位结构，从主人公的

意识的角度叙述了不同人物的心路历程，兼具交叉式和复合式意识流的特点，使中心人物时间得到了突出

呈现，也使意识流结构发展成为多方位多角度的立体复合型，把带有独白小说特征的这几个部分有机地结

合在了一起，改变了作为整体的这部小说的独白特征，使它具有了复调小说的因素[3]。

2 多角度的叙事方式

福克纳有意让几个叙事者讲述同一事件，使读者从不同角度对事件进行观察和思考。福克纳小说从

叙事学的角度来看，其突出特点就是小说采用了多角度的叙述方法。如此多的叙事者使得读者免受某一

个叙事者的影响，而能较客观地审视人物和事件，做到旁观者清。每位叙事者都从各自的角度来叙述事

件，从而构成了多声部的合唱，具有复调性质。不同的叙事者会使事件呈现出各不相同的面貌、形态，这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叙事者本身所受的各种不同因素的影响，形成小说的对话。福克纳在小说中广泛使用多

角度叙事，不管是人物还是事件，他从不作清晰的描述和论断。叙事者各自的叙述都有一定的意义，多角

度叙事使小说失去了唯一性、确定性，而留下许多可以重新解释的空间[4]。例如：《喧哗与骚动》第二章“昆

丁的部分”中，就以昆丁叙述突然中断来表明他的自杀身亡。福克纳根据不同的题材、主题，灵活地选择不

同的视角方式。在表现重大的题材、对历史作纵深方面的探索时，采用零视角，可以不受视野的限制，充分

发挥全知全能的作用。在对人的心灵进行刻画，探究人类的共性时，他使用内视角，因为内视角是一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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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视角，意味着叙事的非全知性，有利于人物的自我展现，读者可以直接切入人物的内心世界，有时甚至分

别通过数个人的角度来讲述故事。这样的叙事能让读者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故事的发展和人物的性格，

更全面、更曲折的组织时间，发展情节。

正如萨特所说：“《喧哗与骚动》的读者一开始就会对它的写作方法感到突兀，为什么福克纳要把它故

事的时间打乱，把一个个片断安排得七颠八倒?”[3]事实上，任何事物之间的相互关联都少不了时间和空间，

脱离了时间和空间，人们设想到的事物恐怕都是虚幻不真实的，也无法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真正了解

事物的本质。在《喧哗与骚动》的四章中，福克纳让康普生家的3个儿子以第一人称讲述各自的情感和思

维，而后再从第三人称的角度借迪尔西之口从全知全能的角度按时间顺序对情节进行了补充。在看似混

乱不堪的表象下其实却有着内在的秩序。这4个角度讲述了康普生家的兴衰史，给读者呈现了比较丰满的

画卷。幼子班吉的视角叙述的是童年的故事，长子昆丁讲述的是当时及不久前的事情，次子杰生所描述的

却是家族中后来的事情，至于迪尔西，她讲述的是“当前”的事。通过阅读作品，读者在人物形象、故事发展

的多重可能性背后，实现了更大的参与空间。可以把各个章节的场景和内容重新加以构图，从而让看似毫

无章法的叙述结构变得完整和有条理，让读者在体会叙述者微妙的内心世界的同时逐渐转化为对外部世

界的认知。《喧哗与骚动》的故事构建有2个时间，即叙述者当时描述的时间和他们各自内心意识的时间。

前者反映了这个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后者却体现了叙述者的意识内容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序列里，一

切事物的发展井然有序，娓娓道出了这个家庭30年来的历史故事，以无比自由的心理时空构建了康普生家

的衰亡过程。正如福克纳自己所说的：“我可以象上帝一样，把这些人调来调去，不受空间的限制，也不受

时间的限制。”[3]由于人物和叙述者的意识选择构成了空间感知的转移或跳跃，甚至出现中断，但不论从视

觉角度，还是从心理角度看，空间跳跃如同时空统一都是客观存在的，符合读者心理整体性规律。《喧哗与

骚动》中的形象、意念及其自由的聚散离合、无拘无束，模仿着主观意识独立于自然时空之外的存在方式。

小说第一部分“班吉部分”从一个智障者的角度，通过回忆儿时的场景和故事并融入了当时的感知，从一次

次场景的分割当中去发现一些生活的片段，让这个部分的描述显得更加的杂乱无章。小说第二部分“昆丁

部分”中可以说有着比较明显的情节和对当时状态的描述，但福克纳此时却仍然运用了大量的场景转移手

法，让意识深处的印象、意念不断的冲击、切割正在现时中延续的形象序列，可以抹灭了过去与现在的时间

差异和事件与事件间的空间距离。

3 絮语不止的内心独白

内心独白几乎是意识流的代名词，它作为一种最主要的思维和表现形式，在创作中有着非同寻常的地

位和作用。这种侧重于呈现人物意识流动的状态，往往是人物自己意识本身的过程，而不是人物思维的结

果。意识流作品中，这种内心独白常常占据整片或者绝大部分的篇幅。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读者欣赏

意识流小说实际上就是倾听作品中人物的内心独白。在意识流作品中的内心独白，一般情况下有2种，即

直接内心独白和间接内心独白。前者用第一人称来展现人物的主观感受和意识流动状态；后者的表达方

式一般采用第三人称，既描述人物的意识形态，也探求人的内心感受，虽然用的是第三人称的叙述手法，但

表现的仍是主人公的内心感受及意识流动。

在《喧哗与骚动》中，福克纳在第一部分“班吉的部分”就运用了比较典型的意识流创作技巧。在描写

班吉的视觉感知时，作者是这样描写他在高尔夫球场的所见的：“他们拔走了旗子，他们在击球。他们又将

旗子放了回去，走向平地，他击球，他也击球。他们继续击球，我继续沿着篱笆走。他们停下了，我们停下

了，通过篱笆我看到勒斯特正在草地上寻找什么。”[5]从这部分像是朦胧迷离的梦呓，又似支离破破碎的断

想的描述中，读者不难发现班吉的思维虽然混乱不堪的，但却是非常的直观，因为他的智力水平无法进行

理性的思维，他只能以这样的内心独白方式展现他所看到的场景。有评论家指出：“他（福克纳）是人的内

心活动的挖掘者和表现者，他虽然也描绘了一些社会状况和人的外在行动，但是他最擅长并成为自己艺术

特色的还是对人物内心的刻画，在很多情况下，它是通过表现人物内心活动来塑造人物与表现时代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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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克纳所创作的意识流小说中，读者通过人物的内心独白，能够直接进入其内心世界，从而体验到人物

内心活动，并从人物的思想感情上去感受和分析外部世界对人的心灵产生的影响[7]。

4 结语

总之，福克纳在意识流作品中运用了独特的叙述模式，使故事情节和人物始终处于流动不息的状态

中，部分的慢慢揭开，小说的主体结构不再是一个点、一条线或一个侧面，而是由相互联系的多要素组成

的，具有空间结构的整体。其作品的对位结构和同心圆结构很好地弥补了意识流小说容易散漫的缺陷，将

各种因素联结成一个整体，呈现出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也深刻的揭露了人性的复杂。福克纳在文学创作

中倾注了强烈的爱憎，他敢于吼叫，敢于呐喊，力求表现人类为了生存而付出的高昂代价和历史给予人们

的重负。这样，小说就不再是作家雕塑的、供人鉴赏的陈设，而成为震撼人们心灵的史诗。他的意识流小

说的叙事技巧别具一格，与其力求表现的主题相辅相成。他以锲而不舍的革新精神、独出心裁的创作风格

和无与伦比的艺术才华确立了自己在美国意识流小说发展过程中的领导地位，而且也成为美国现代文学

史上最出色的小说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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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Techniques of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in The Sound and the Fury

Shan Weih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Nanchang 330013，China）

Abstract：William Faulkner was one of the most brilliant writers of America in the 20th century. The Sound and

the Fury is his masterpiece. This novel not only represents the highest achievement of American stream-of-con-

sciousness novels，and comprehensively contains various modernism writing skills and techniques. This paper

aims at analyzing the techniques of contrapuntal type structure，multi-perspective narrative and interior mono-

logue for revealing and appreciating the author’s unique artistic talent.

Key words：stream of consciousness；contrapuntal type structure；narrative perspective；interior monolo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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