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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Known World, an excellent book describing the history of black American people, is the rep-
resentative work of African American writer—Edward P. Jones, which has achieved American high-
est literature award “Pulitzer Prize for fiction”. This novel showed a macro American slave-holding 
society based on lots of micro characters. It has indeed given readers a shock with its several story 
lines moving forward together. This essay started with some certain writing skills of stream of con-
sciousness, such as multiple points of view, internal monologue, dream illusion and time-and-space 
montage, in order to express black people’s strong desire of seeking for identity as well as deepen 
the theme of the no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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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已知的世界》是非裔美国作家爱德华•琼斯的代表作品，曾获美国最高文学大奖“普利策小说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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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描述美国黑人奴隶历史的力作。这部小说从微观人物着手来展现宏观的美国奴隶制社会，多条故事

线索同时进行、齐头并进，从而达到震撼的艺术效果。本文从多叙述视角、内心独白、梦境与幻觉和时

空蒙太奇等意识流写作技巧入手，表达黑人想要寻求身份认同的强烈愿望，对于深化小说主题具有重要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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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意识流”最早是由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提出的一个心理学术语，强调意

识的主观能动性，“意识”是人脑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是感觉、思维等各种心理过程的总和，人

的意识时刻处于流动状态，打破时空限制，是一种不受客观现实制约的纯主观性事物。“意识流”在文

学领域上的应用主要通过小说人物的意识结构和心理活动的复杂性、生动性，给读者以更加真实直观的

阅读感受，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以及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都是英美意识流小说的杰出代表，“他们摒弃传统小说的形式和结构，以时间与意识为中心，

将一股飘忽不定、流动不已的意识流作为小说的基本内容，刻意表现作为人类普遍经验的个人精神生活

和深埋于人物内心隐微的意识活动，大胆地发掘人们头脑中潜意识与无意识的广大领域，向读者展示了

西方社会中现代人纷乱复杂的心理结构”([1], P. 4)。伍尔夫认为：“真实就是积累在我们的内心深处而

又不断地涌现到我们意识表层的各种印象，小说家的职责，就是去描述这种内在的真实而删除外部的杂

志”[2]。意识流小说注重人物的精神世界，不受时空的局限，往往可以带给读者更加真实直观的感受。 
美国黑人作家爱德华•琼斯成名较晚，在少年时期表露出对文学的热爱，由于家境贫苦，他一直忙于

打工来维持生计，当《税务评论》杂志社辞退他以后，他得以静心创作，其笔下的《已知的世界》自出

版以来备受赞誉，曾斩获美国最高文学大奖“普利策小说奖”、美国跨领域最高奖“麦克阿瑟奖”和国

际上奖金最高的小说奖爱尔兰“IMPAC 都柏林文学奖”等奖项，《纽约时报书评》也把这部作品列入“近

二十五年来美国最佳小说”书单[3]。卡洛琳•巴萨德曾赞誉琼斯：“他的作品涉及了南北战争之前的种族、

两性和权力等问题，具有较强的历史连贯性[4]”，在一次采访中，玛瑞艾玛•格拉函评论说：“琼斯的写

作风格亲切可读，引人入胜并极具文学性[5]”。《已知的世界》讲的是美国南北战争前的奴隶制社会，

同白人奴隶主一样，也存在着一些拥有种植园和奴隶的黑人奴隶主，他们曾企图比白人奴隶主做得更好，

但在当时的蓄奴制大背景下，为了维护权威地位，他们最终不得不采取与白人奴隶主一样残暴的手段去

欺压黑奴。邵纳•克鲁认为：“该小说揭示了底层阶级为了摆脱束缚所犯下的过失，并交代了黑人中产阶

级同样是美国社会的组成部分[6]”。与以往有关奴隶制题材的小说不同的是，爱德华•琼斯并没有控诉白

人的种种残暴行迹或是描写黑人的痛苦遭遇，而是以客观平和的语气为读者展现蓄奴制社会中白人和黑

人身上表现出来的复杂的人性。《出版人周刊》曾评论道：“这部小说可以斩获如此多的奖项，它的成

功之处在于琼斯有能力展现人物财产所有权不受任何种族、阶层和性别的限制”[7]。国外的研究多集中

于种族身份[8]、权利关系、数据真实性等研究，而国内的研究学者如颜研等，多关注于文化身份和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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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等论题。《已知的世界》叙事手法独特，多条故事线索同时进行、齐头并进，为读者们还原了美国

奴隶制社会的宏观景象，从而达到震撼的艺术效果。本文试从意识流角度分析其写作技巧对于人物的刻

画和对主题的揭示作用。 

2. 多叙述视角下的内心独白 

亨利•詹姆斯在《虚构作品的艺术》中指出：“小说成功的程度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揭示一个

特殊心灵的与众不同之处。根据最广泛的定义，一部小说是一个人对于生活的直接印象；这首先构成了

它的价值，而价值的大小则取决于印象的强度[9]”。他认为，尽管一个无所不知、无时不在的叙述者具

有通晓全局、洞察一切的优点，但这种全知叙述也容易使文学作品产生缺乏真实感与真切感的弊端。如

果采用小说中感受最深、透视能力最强、经历最丰富的某个人物充当叙述者，让他与书中的另外几个知

己人物互倾衷肠，便会使作品显得更加生动、更贴近生活。 
《已知的世界》中以摩西这个人物贯穿始终，已经三十五岁的他先后给白人、另一个白人和黑人奴

隶主亨利•汤森当奴隶，不久，他当上了亨利种植园的监工头，拥有了权利的他经常独断专权、擅自发号

施令，更加残忍冷酷地对待和自己同样身份的其他黑奴，甚至在亨利死后，他企图与其妻子卡尔朵尼娅

发生关系成为种植园的主人，为此他不惜逼走自己的妻儿，他曾一度幻想着自己当上主人以后会比亨利

以及那些白人奴隶主做得还要好：“他这辈子到底要求什么，就像现在这样？在这块土地上，他肯定可

以干得比亨利汤森更出色。人们肯定会说：‘那个摩西老爷，他有股子神功呢，能把种植园管得如此棒。

我在罗宾斯老爷那里干过，我在谁谁谁那里干过，我在别的老爷们那里都干过。在所有的地方都干过，

那些地方的老爷连摩西老爷神功的一半儿都没有。牧师说，那是有一个伊甸园，真是说得再好不过啦。’

他一整天都坐在那里，昏沉迷糊，自言自语”([3], P. 345)。不得不说，摩西是奴隶制下的牺牲品，追求

权利的阴暗心理最终毁掉了他自己和他的家庭，从他一系列的内心活动中，从刚开始亨利死后他发现机

会，到与卡尔朵尼娅发生肉体关系之后，他的欲望日益膨胀，想通过女主人获得自由民身份、当上女主

人的合法丈夫、成为种植园的正规主人，他步步为营地谋划着送走自己的妻儿，为自己前进的道路上扫

除一切障碍，让读者们感受到一个真实的人物内心复杂的想法，令人唏嘘不已。 
因此，内心独白的这种流动性往往“使读者产生一种直接感和即时感，它不仅有助于作家在不介入

作品的情况下充分展示人物的精神生活，而且也能使读者深刻了解人物的性格与特征”([1], P. 96)。除此

之外，琼斯手法娴熟地在各个小说人物中切换叙事视角，作者时而以一个四十岁的富有白人的口吻憧憬

和所爱之人共度不受世俗非议的幸福生活和对权利地位维系的焦虑感，时而以一个三十一岁的黑人奴隶

主的口吻追述自己受到白人提携、不断积累资本的身份构建历程，时而以一个三十多岁的老黑奴的口吻

记述其梦想成为的种植园主人的熊熊野心，使读者可以切身地把握每个人物的发展和境遇，伍尔夫认为：

“小说中的人物塑造是一个与人的本体论有关的问题，如果认为现实生活中的人是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之

中互相渗透、互相依存的，个人本体的边界线是模糊不清的，那么，在小说中就不可能用传统的、简单

化的白描手法把人物的轮廓清晰地勾勒出来。对此，解决办法应该是让一个人物融化到其他人物的意识

中去，一个人物的本体特征，依赖于其他人物的本体来加以显示，通过视角的不断转换，来展现这个人

物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10]。在《已知的世界》中，在谈到不同人物对黑人奴隶主亨利•汤森的看法

时，采用了多叙事视角的方法，监工头摩西看到亨利肤色比他还要黑两倍，他一度质疑上帝“这个把他

变成一个白人的奴隶的世界本来已经够奇怪了，可上帝居然让黑人拥有他们自己种族的人为奴隶……天

国里的上帝还在专心干事吗”([3], P. 11)。而奴隶埃利亚斯“从来不相信世上有精神正常的上帝，所以他

对一个黑人也能做奴隶主的世界也从来不产生怀疑，而且如果在某个时刻，在近处的黑暗中，他长出了

一对翅膀，他同样也不会产生怀疑”([3], P. 12)，他只专注过好自己的生活，或者说“活着”是黑奴们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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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梦想。而教师冯、治安官斯奇冯顿等人也对亨利进行了描述，通过多个视角的叙述，一个有血有肉

的黑人奴隶主形象呈现在读者面前，更具有生命力和感知力。 

3. 梦境与幻觉 

弗洛伊德认为：“在愿望满足难以辨认和伪装的地方，肯定是有自我防御这种愿望的一种倾向，由

于这种防御，愿望无法自己表达，因此只好以一种变形的方式出现，即梦境”([11], P. 141)。小说中共有

6 次描写梦境，斯奇冯顿父亲梦到上帝告诫他不要蓄奴，因为他的儿子—斯奇冯顿是在奴隶之间长大成

人的，他很了解并同情奴隶们的悲惨遭遇，立志以后从自己做起不再蓄奴，这恰恰也是梦境对现实生活

中愿望的一种达成方式。而奴隶莉塔做梦都是干活的场景，“她刚刚举起她的双手，好让监工头看见她

正在等活干，而不是在偷懒([3], P. 53)”，正如弗洛伊德的观点“梦境依靠的并不是真实记忆，而是依靠

的是建立在记忆基础上的幻想([11], P. 491)”，这也充分体现了黑奴丧失人权和自由的生存困境。而这种

生存困境也同样使种植园的女主人——卡尔朵尼娅忧心忡忡，她梦到“她身处一个比她拥有的宅子更小

的宅子里，里面还有上千个人和她同住着([3], P. 297)”，体现了奴隶主们对于维系权威和统治地位方面

的担忧。 
奴隶埃利亚斯一心向往自由，他曾经有着逃跑的打算并付诸实际，无奈最后被抓回来并受到酷刑，

但从他的梦境中可以看出，他的内心依旧充满着对自由的渴望，“他又做梦梦见自己为了自由而逃跑。

在梦里，他一直都像坐在上帝腿上的天使一样是安全的，一直平平安安地走在通向自由的路上；后来，

他想起自己把某件东西忘在了身后的奴隶生活中，于是他转身向着奴隶生活跑了回去，成千上万正在奔

向自由的人与他擦肩而过。他搜遍了空荡荡的努力生活区的每个角落，寻找他忘记的那件东西；在他搜

寻的上百个棚屋的最后一间，他遇见了塞莱斯特，她甚至连一条腿都没有地站在那里。她看见他，把脸

背了过去”([3], P. 110)。可见，成千上万的奴隶心中都有着一颗憧憬自由的内心，他们都想摆脱奴隶制

的枷锁，而正是与塞莱斯特爱情的慰藉使他可以在残酷的奴隶制下生存下来。 
柏格森认为：“绵延并不是一个瞬间取代另一个瞬间；若是这样，那除了当前之外，就什么都不存

在了——过去不会延长到现实中，既没有演进，也就没有具体的绵延。绵延是过去的连续进程，它逐步

地吞噬着未来，而当它前进时，其自身也在膨胀。既然过去在不断的增长，它也就在无限期地保存下去”

[12]。即人的意识时刻发生变化，人在任意时刻的意识都是过去一切的积累，正如《已知的世界》中亨利

等人死前灵魂出窍的细节描写均体现了他们毕生的追求或遗憾，小说中共有 4 处有关灵魂出窍的描写，

关于奥古斯特和密尔得莱德夫妇二人死前的思绪都是对于家庭概念的追忆，他们盼望他们的儿子亨利可

以平安幸福地度过一生，也眷恋着往日情深，“她闭上眼睛，紧紧依偎在奥古斯特的臂弯里，她闭上了

眼睛。她不记得是否关上前门。不过这无关紧要，因为他们的左邻右舍都是善良的人家”([3], P. 376)。 
而相比而言，亨利和斯奇冯顿二人的灵魂的最后举动却特别具有反讽和象征意味。“亨利拾阶而上，

进入一座极其微小的宅子；每走一步，他心里都很清楚这座宅子不是属于他，他只是租用了这座宅子。

他总是那么失望。他听到身后的脚步声；死神告诉他，那是卡尔朵尼娅，过来是为了表达她自己的失望。

租给他宅子的那个人曾经许诺这里有一千个屋子，可是他走遍整幢宅子，发现只有四个屋子，而且每个

屋子都一模一样，他的头能碰到它们的天花板。“这可不行啊，”亨利不住劲儿地对自己念叨；然后他

转过身来，准备把这个想法告诉他妻子，准备说：“夫人。夫人，瞧瞧他们都干了些什么呀。”而就在

这时，上帝告诉他：‘不是夫人，亨利，只是个寡妇’”([3] P. 13)。即便亨利已经成为“拥有三十三个

奴隶和五十多英亩土地”的黑人奴隶主，他的身份地位甚至比某些白人还要尊贵，但他临死前仍不满足

于现状，期望获得更大的领地来巩固自己的权威，可见他对于自己的生存地位是存在焦虑的。而治安官

斯奇冯顿死后努力追寻着自己的家人，继而又费力地在找寻着什么，“维尼弗莱德穿着睡袍张开双臂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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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他，但他没有停步。在走廊的尽头，一部比他高出约莫三英尺的巨大《圣经》往前倾斜着，快要倒了。

他及时冲过去，没让它倒下去；他用张开的双手撑住那部《圣经》，他的左手刚巧撑在‘圣’字的中间，

右手则撑在‘经’字的左半边上([3], P. 379)”。《圣经》正是斯奇冯顿生前灵魂的寄托。 

4. 时空蒙太奇 

蒙太奇手法最早运用在电影艺术中，是法语 Montage 的音译词，有“剪接”之意，这一概念引入文

学打破了文学创作中传统的时空观念，使作家可以凭借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自由地安排时空顺序。在

《尤利西斯》中，乔伊斯“出色地运用了蒙太奇手法将同一时刻内的不同事件或不同空间中的相同场面

加以剪辑和组合，通过对某些形象或生活镜头的并置、穿插和对照，交织成一幅万花筒式的画面，并通

过这些画面来烘托和渲染小说的主题([1] P. 108)”。 
《已知的世界》中既有历时性的时间蒙太奇手法，又有共时性的空间蒙太奇手法，在时间蒙太奇中，

作者往往打破传统的线性叙述结构，转而追求一种贯穿过去、现在、将来的时间倒错结构，更有利于让

读者了解小说人物的前世今生，在对奥古斯特这个人物的描写中就运用了时间蒙太奇手法，奥古斯特所

在的空间地点并没有发生变化，读者顺着他跳跃的思绪了解他从“黑奴→自由民→资本积累→赎买妻儿

使其成为自由民→儿子亨利成为黑人奴隶主”的全部过程。如图 1：“这些倒叙、插叙情节看似互不相

关，都是从小说叙述的主轴线上蔓延开去的枝蔓，但每每又会兜兜转转回到主轴线本身”([13], P. 108)，
将美国黑人在奴隶制压迫下为了生存艰辛奋斗的历程，通过人物奥古斯特的意识流动，多方位、多角度

地铺展开来，极具丰富的立体感。 
 

 
Figure 1. Continues to intersperse the "past" 
story line in “now” ([10], P. 94) 
图 1. 不断在“现在”中穿插“过去”的故

事线([10], P. 94) 
 

奥古斯特“在二十二岁时终于给自己赎了身，不再当奴隶了([3], P. 17)”，这段描写的时态显然是置

于现在时的基础上，交代了奥古斯特为自己赎身转为自由民的身份，读者可能会对其赎身的过程感兴趣，

时间节点继而追忆到过去时态：“他是个木匠，一个木雕艺人，据说他雕刻的东西能够使不信神的人流

下眼泪。他的主人威廉罗宾斯，一个名下有 113 名奴隶的白人，曾经在很长时间里允许奥古斯特给别人

当雇工。奥古斯特赚来的钱，有一部分要交给罗宾斯，剩下的部分，他就用来给自己赎身([3], P. 17)”，

金钱资本似乎是获取自由身份的必然途径，而不被驱逐出境，奥古斯特的金钱和雕刻技艺就是他获取自

由的敲门砖，而他的儿子亨利也是因其做靴子的手艺长久地生存在白人社区。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奥

古斯特有了土地和房屋，在故事链继续往后推进的时候，镜头快进到将来时态中赎回家人的片段：“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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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斯特给自己赎身后差不多过了三年，他又为妻子密尔得莱德交了最后一笔赎金；那年，密尔得莱德是

二十六岁，他是二十五岁([3], P. 18)”，通过把人物安排在一个特定的空间内，让其意识跨越时间的限制，

自由地往返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经历之间，可以让读者们更连贯地了解认识一个人物，并体会到在美

国奴隶制背景下黑奴想要获取自由的不易。 
另一个表现手法是空间蒙太奇，这一技巧在小说的第五章“在阿灵顿发生的事情，一头奶牛借了猫

的一条命，已知的世界”中运用得尤为突出，作者把该章的时间定为 1844 年春天，将废除奴隶制事件分

成五个镜头和十二个片段，使此刻在弗吉尼亚州的各个生活场面一目了然，“所有这些电影化的处理方

式，尤其是蒙太奇手法，它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表现运动和共存，也使意识流作家们实现了动态的、无

焦点的叙述背景，毕竟蒙太奇手法的基本功能就是展现人物生活的双重性——外部环境与内心世界并行”

[14]。镜头一是“曼彻斯特县的大多数白人为奴隶骚乱的消息而焦虑不安”，镜头二是“在北方，人们把

这种骚乱称作奴隶暴动”，镜头三是“在弗吉尼亚的大部分地方，暴动这个词具有废除奴隶制的潜在意

思”，镜头四是“住在曼彻斯特县最东面的克拉拉——维尼弗莱德的表姐——尤为恐惧奴隶暴动”，镜

头五是“克拉拉有个远亲住在阿灵顿，其邻居被奴隶厨子毒死”，每个镜头都是各个地区白人对于奴隶

暴动的反应的速写，使各个社区的景象呈现在读者的脑海中，多个镜头不断并置、闪回并最终穿插在一

起，从而组成了一个宏观的社会印象图，见图 2：“当读者的视线跳脱微观层面，从整体重新审视小说

的结构，就好比俯视之前的图一，会发现一个令人豁然开朗的视角”([13], P. 109)，体现了白人们虽然享

有富足的物质生活，内心深处却时刻担忧着自己地位和权威的稳固。 
 

 
Figure 2. Overall view of the story line from 
a top view ([10], P. 95) 
图 2. 从俯视的角度整体看故事线([10], P. 
95) 

5. 结语 

爱德华•琼斯用了十年时间构思出这样一部气势磅礴的美国南方种植园生活景观图，书名虽为《已知

的世界》却充满许多未知的元素，在南北战争之前的美国奴隶制社会中，黑人奴隶主阶层的存在给普世

价值下的蓄奴制认知增添了一丝神秘色彩。同时，小说巧妙地运用多种意识流写作技巧，将这部小说的

人物塑造、情节演变和主旨表达多维度多层次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更易引发普遍共鸣和反思。 
其中，多视角叙述下的内心独白是获取意识流的途径之一，通过自由切换小说中不同人物之间的叙

事视角，避免了传统小说中全知叙述所造成的作者本位思想，读者们可以置身角色的意识活动及心理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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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更好地了解他们的处境，突出蓄奴制社会中等级制度的复杂性和黑人寻求身份认知的困境。在此基

础上，梦境与幻觉则是意识流的表现形式，用梦境与幻觉来表现现实，而不是把它当成现实，小说中通

过描述人物的梦中所想以及死前灵魂出窍的部分，借以表达他们真实的内心感受或是未实现的愿望等，

利用虚拟世界的意识流间接反映现实，虚实相生，增强人物内心需求表达的真实性，体现了黑人渴望自

由又畏首畏尾、白人信仰上帝又不得不为了维系权威而施加暴行的矛盾心理。而是时空蒙太奇又为其他

意识流写作技巧构筑文本的立体空间，时间需要在空间的转换中得到延伸，同样，空间的转换也需要时

间见证，小说中打破了原有的线性叙述结构，穿插着对过去的回忆和未来的快进，给读者以全息的体验

和感知。三种意识流写作技巧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共同构筑了小说的时代社会背景，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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