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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rhetorical and cognitive ways of analyzing unreliable narration, this paper reveals and 
analyzes cognitive paradigm discrepancies between narrator(s) and “implied author”, and be-
tween narrator(s) and readers, so as to shed new light on appreciating the writer’s exquisite rhe-
torical devices, understanding the cultural politics between American and Chinese cultures, and 
clarifying some misrea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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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综合修辞–认知方法分析《女勇士》中的不可靠叙事，一方面理解小说中叙述者的世界观与隐含作

者世界观和范式标准之间的差异，理解作者的修辞意图；另一方面理解小说中叙述者的世界观与读者或

批评家的世界模式和范式标准之间的差距，理解这些现象背后所隐含的文化政治意味，廓清种种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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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汤亭亭的《女勇士》描述了一个生活在艰难创业的华人圈中的华裔女孩的童年生活及她周围的女性

的生活现实。小说中的不可靠因素十分明显，因而也形成了一些阅读障碍，甚至造成误读。例如第一章

《无名女子》讲述的是华裔女孩在中国老家的姑姑的故事，她的丈夫婚后远走异国他乡杳无音信，她和

其他人怀孕而后又被村民逼迫致死。死后家人忌讳提起她，集体想要把她忘却。而故事的叙述者却要通

过自己的再叙述为姑姑申冤。小说中这个故事的叙述有好几个版本：“母亲”的叙述，几个年龄阶段的

“我”的叙述。这些叙述间明显有自相矛盾和不可靠因素。小说第二章《白虎山学道》讲述了“我”循

着“母亲”所讲的女侠士的故事，想象自己成为花木兰，深山学艺，学成后替父从军，伸张正义。叙述

中已有文字暗示显示这是一个半睡半醒状态的一个朦胧的想象，具有不可靠性。另外，小说中花木兰的

故事和读者已有范式形成巨大的差异，因而不可靠因素十分明显。 
《女勇士》获得读者广泛的赞誉，与此同时，小说也被认为歪曲并误导性地表现了中国传统和文化

故事，因而引起华人(同时也包括亚裔)广泛的争议。“有些批评家认为，汤亭亭‘夸大’了中国父权统治

的力量，从而使中国社会有厌恶女性之嫌，致使西方读者觉得中国文化缺乏伦理道德。还有人觉得，汤

亭亭用以表现中国文化的方式流露出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1]。最尖锐的反对呼声来自于赵建秀，

他认为“汤亭亭力图使美国华裔文学女性化，并对此提出抗议。他指责汤亭亭是陈腐的美国华裔形象模

式的“黄种代言人”，并将汤亭亭以及黄玉雪和谭恩美等华人女作家称之为‘敌人’”[1]。 
争论的焦点是汤亭亭对中国文化和传统故事的改写和重构。赵建秀的一个主要观点是不能歪曲、改

写中国文化，然而他根本没有意识到小说中的一些不可靠叙事因素，没有从整体上体会作者的修辞意图

和叙事设计，有的时候甚至把叙述者等同于作者，从而形成了误读。 

2. 不可靠叙事与其判断标准 

上个世纪 60 年代，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首次提出不可靠叙事：“当叙述者的言行与作品

的范式(即隐含作者 1 的范式)保持一致时，叙述者就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2]。 
布斯的修辞性叙事理论强调以隐含作者的价值与范式来判断叙述者可靠与否，主要关注的是作者通

过叙事者和人物与读者交流的种种技巧，影响控制读者的种种手段。  
20 世纪 80、90 年代，认知叙事学的崛起打破了修辞方法在不可靠叙事这一课题上一统天下的局势。

认知叙事学家 A·纽宁则强调以读者阐释策略或认知过程来判断叙述者可靠与否。在 A·纽宁看来，不

 

 

1布思曾指出：“隐含作者是真实作者的‘第二自我’。读者对隐含作者的感觉，不仅包括从作品所有人物的行动和受难中得出意

义，而且还包括他们的道德和情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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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叙述研究的中心问题在于，“批评家使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断叙述者的不可靠性’，即叙述者‘同

什么比较，才变得不可靠”[3]。修辞叙事学家拿叙述者同隐含作者的价值与范式相比较，而认知叙事学

家则是拿叙述者同真实读者的阐释策略或认知过程相比较，得出的结论截然不同。 
修辞方法和认知方法各有自己理论的阐释盲点，一方不可能完全替代另外一方，所以后来有些叙事

学家开始尝试“认知–修辞”综合方法。丹麦叙事学家佩尔·克罗格·汉森在整合两种方法的基础上，

提出了不可靠叙述的四种基本类型：叙述内不可靠性、叙述间不可靠性、文本间不可靠性、文本外不可

靠性。 
下文旨在一方面理解小说中叙述者的世界观与隐含作者世界观和范式标准之间的差异，理解作者的

修辞意图；另一方面理解小说中叙述者的世界观与读者或批评家的世界模式和范式标准之间的差距，理

解这些现象背后所隐含的文化政治意味。 

3. 小说中不可靠叙事概述 

《女勇士》的作者是汤亭亭，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是小说创作的重要源泉，不可忽视，但是小说所

描述的是一个更具有普遍意义的第二代华裔的生存经历，这些经历不应该完全等同于作者的经历，或者

说，这是“隐含作者”的经历；小说所描述的是一个华裔小女孩在成长不同阶段的不同经历和记忆，小

说主要的叙述者有“我”、“母亲”，“我”还可以分为现在的“我”和儿时的“我”，所以故事叙述

者不完全等同于“隐含作者”。 
以修辞方法来检验，会发现故事叙事者的思维范式和“隐含作者”的思维范式之间的差异在小说中

比比皆是。例如小说第一章姑姑的故事叙述者风格各异，多数和“隐含作者”的思维范式明显不同，因

而都是不可靠叙事。再如小说的第三章节关于母亲在中国学医和行医的故事，它的叙述者，有时候是“我”，

有时候是母亲的直接引述。“母亲”的叙述大多时候是可靠的，然而她最引以为豪的是自己在学医的时

候一人英勇斗“鬼”的故事。“鬼”在母亲心目中是实实在在的存在，而在“隐含作者”的眼里不过是

母亲内心恐惧的外化。这一不可靠叙事中唯一真实的信息是母亲是个勇敢的母亲，能够给她的孩子们带

来积极正面的影响。 
从认知的角度来看小说中的不可靠叙事主要检验的是真实读者的阐释策略或认知过程和叙述者思维

范式之间的差异。小说的读者群主要有华裔(亚裔)读者，中国读者和美国主流读者。小说描述的重心是第

二代华裔女孩在美国的成长经历，交织着纷繁复杂的中国故事、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故事。无论是对哪

一个读者群而言，华裔女孩在美国的成长经历都是基本可靠的，小说最主要是对处于夹缝中的“我”的

成长经历的描述，这种描述是可靠的，而且正是由于这种可靠性，才能使作品在读者中引起广泛的共鸣。

可以说，可靠性是这部小说取得成功的基础。西方故事在小说中并不多见，但每次出现也都有明显的改

编痕迹，所以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也是不可靠的。例如花木兰故事中交织的小白兔舍身跳入篝火中类似

于《爱丽丝漫游仙境记》中的小白兔情节，但又交织了东方佛教文化的施舍精神。 

4. 两种方法的综合运用 

佩尔·克罗格·汉森为了综合修辞方法和认知方法，曾经提出了不可靠叙述的四种基本类型：叙述

内不可靠性、叙述间不可靠性、文本间不可靠性、文本外不可靠性。 
“叙述内不可靠性是指不可靠叙述的经典定义，即不可靠性为很多的话语符号所建构和支撑。凯瑟

琳·沃尔称之为“声音”，即在叙述事件的某个地方的插话和评论，以及一些没有解决的自我矛盾的地

方”[4]。例如小说第二章的花木兰的故事，文本中有暗示显示这其实是一个想象。例如讲述花木兰的故

事前故意模糊梦和现实的分界线：“我母亲还讲述一些女剑客经年累月穿密林过宫殿的故事。一晚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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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母亲总要讲到我们睡着为止。我搞不清楚故事在何处结束，梦从何时开始”[5]。花木兰的故事刚一

结束，叙述者就说：“我在美国的生活真令人失望”[5]，暗示之前不过是由于“我”对现实不满而进行

的一场天马行空的想象。再如最后一章“我”的“疯子”叙事，文本中也有暗示。“我”处在两种文化

的困境中，太多的问题得不到答案，“我”怀疑母亲剪了我舌头上的筋，“我”第一次进幼儿园不得不

说英语的时候，我只有以沉默来对抗。“我”不理解父母的所作所为，“我”以为每家都得有个疯女人，

而“我”就是我们家的疯子。“我的确一天一天地变得古怪了。我走路有点跛了。而且当然，我患的那

莫名其妙的病，很可能仍处在潜伏期，而且可能会传染”[5]。这里的叙述让读者感觉到叙述者越来越迷

惘的状态，但是读者对照前文很显然会把它归类为不可靠叙事。 
叙述间不可靠指的是“叙述间不可靠性是指一个叙述者所报道的事件与另一个或其他几个叙述者所

报道事件相反的情况”[4]。例如之前所提到的姑姑的故事，几个文本的相互矛盾显示这个故事的不可靠

性。再如，姑姑月兰的故事。这个故事虽然看似可靠，然而小说下一章的开头却又通过弟弟的口述把它

全盘否定掉。 
“叙述内不可靠性和叙述间不可靠性之间也存在一定相似性，即两者都是基于可被察觉的、相互冲

突的文本因素。因此，它们又都可以被看成是文本内的关系”[4]。文本间不可靠性的存在基础是明显的

人物类型或思维范式，这些人物或思维范式凭借自己先前的存在、塑型，或文本之外的内容将读者的注

意力引导至自己的不可靠性上。 
“文本外的(不可靠)变体所指的不可靠性依赖于读者直接在文本世界中融入了自己的价值观和知识” 

[4]。例如小说中多次涉及到的中国经典故事往往和读者心目中的已有范式形成对照。 

5. 小说中经典案例分析 

上文综合阐述了小说中的不可靠叙事，但是没有涉及到如何理解这些叙事的修辞学和认知学意义，

后文将以无名姑姑的故事和花木兰的故事为例具体分析。 
《女勇士》的主要叙述者是“我”，包括成长中的“我”和现在的“我”，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叙

述者是“母亲”。“母亲”的叙述有的时候是以直接引语的形式出现的，有的时候“母亲”的叙述是隐

含在女儿叙述故事之中的隐性文本。 
小说中的第一句话就是一个典型的不可靠叙事：“你不能把我要给你讲的话，”我妈妈说，“告诉

任何人。在中国，你爸爸有个自杀身亡的妹妹，她跳进了我家的水井里。我一直说你父亲只有兄弟，没

有姐妹，好像她从来没有出世过一样。”[5]。叙述者母亲告诉女儿不要将这个故事告诉别人，而女儿正

在做的事情就是重述无名姑姑的故事，为她鸣冤。 
母亲的叙述主要目的是警示女儿，而听过故事几十年后的女儿则提出了众多的猜测、思考、评说、

反讽与质疑，她以完全不同的语气叙述了几种不同版本的关于姑姑的故事。童年的“我”想象有可能姑

姑是强奸的牺牲品；青春期的“我”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描述了一个思想开放的姑姑，她爱打扮，崇

尚爱情自由，怀孕后为了保护爱人不受伤害，坚决不说出他的名字，最后为了爱情独自牺牲自己；成年

的“我”不愿意参加父母亲戚对姑姑的惩罚，违背母亲的告诫，“舍得为她破费纸张”叙述她的故事。 
修辞学方法强调以隐含作者的价值与范式来判断叙述者可靠与否，其着重点在于透过故事叙事者的

思维范式和“隐含作者”的思维范式之间的差异，看出作者的修辞意图。这里的不同叙述只有成年的“我”

的叙述版本和“隐含作者”大体一致，而其他两个版本显然都是不可靠的。再从认知方法的角度来看，

明显存在叙述间不可靠的因素。作者刻意将这几种不同的叙述并列在一起，用不同的叙事版本抵消、重

构带有浓烈男性中心视角的原故事，一方面体现了为姑姑正名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我”对

女性权利的主观诉求。如果对这些版本的叙述者不加区分，不分析作者的写作意图，断章取义地判断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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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所传递出来每一个信息都是作者本人思想的原原本本的再现，显然是一种误读。 
第二章“白虎山学道”涉及到对中国经典“花木兰”的故事的改写。这个故事的叙述内不可靠因素

上文已经分析过，不再赘述，下文将继续从修辞的“隐含作者”和认知的读者预设框架角度分析它的不

可靠性。故事的叙述者是童年的“我”，可以从第二章节开头的话中看出来：“当我们中国姑娘听大人

讲故事的时候，我们了解到长大了不过当当别人的妻子或佣人，那真是我们的失败。我们可以当巾帼英

雄，女剑客。”[5]。而下文正是童年的“我”受母亲讲的“花木兰”的故事鼓舞，而进行的一场酣畅淋

漓的想象。所以首先故事的叙述者和“隐含作者”的认知方式存在出入，可以确认这是一个不可靠叙述。

再者不同的读者在阅读这个故事时反映并不一致。读者参照已有的关于花木兰故事的知识，也可以判断

得出这是一个不可靠叙事。然而对于这样的一个不可靠叙事，不同读者的反映也不尽相同。 
在阅读花木兰的故事时，赵健秀体验到的是“歪曲”中国传统文化的痛楚，他甚至不无嫉妒地指出

“美国华裔作家之所以受到普遍欢迎，是因为美国主流社会在利用她们，特别是那些贪婪、粗鲁的白人

读者”[6]。而那些能接受这种改编的神话的读者体验到的是种族主义、女性主义、中国文化因素的奇妙

糅合，种族矛盾压力下个人的迷惘与成长。 

6. 结论 

所以，解释这些不可靠叙事有必要结合修辞与认知两种方法之所长，从而弥补单一方法的不足：通

过修辞方法来解码作品中的不可靠叙事可以对照不可靠的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之间的差异，了解叙述

者的思维特征和性格和人物形象，从而了解作品的主题意义；通过认知方法则可以揭示出不同读者的不

同阐释框架或阅读假设，并说明为何对同样的文本现象会产生大相径庭的阐释理解这些现象背后所隐含

的文化政治意味。 

基金项目 

上海理工大学人文社科项目：1F14305104。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尹晓煌 (2006) 美国华裔文学史. 徐颖果主译.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津. 
[2] Booth, W.C. (1961) The rhetoric of fic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3] 尚必武 (2010) 对修辞方法的挑战与整合—不可靠叙述研究的认知方法述评. 国外文学, 1, 11-20. 

[4] 汤亭亭 (1998) 女勇士. 李剑波, 陆承毅译. 漓江出版社, 桂林. 

[5] 佩尔·克罗格·汉森 (2008) 不可靠叙述者之再审视. 尚必武译. 江西社会科学, 7, 31-40. 

[6] 张龙海 (2004) 关公战木兰—透视美国华裔作家赵建秀和汤亭亭之间的文化论战. 外国文学研究, 5, 95-101. 



http://www.hanspub.org/
http://www.hanspub.org/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g/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HJCET.html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csa/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fin/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sd/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pm/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CM.html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bp/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HJBM.html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jwrr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MM.html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mp/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SG.html

	A Rhetorical-Cognitive Analysis of Unreliable Narration in The Woman Warrior
	Abstract
	Keywords
	基于修辞–认知方法分析《女勇士》的不可靠叙事
	摘  要
	关键词
	1. 引言
	2. 不可靠叙事与其判断标准
	3. 小说中不可靠叙事概述
	4. 两种方法的综合运用
	5. 小说中经典案例分析
	6. 结论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