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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的$居里厄斯&恺撒%中

安东尼的叙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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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莎士比亚的+居里厄斯.恺撒,中安东尼的叙事具有强烈的情感作用$融合了隐喻话语#表情和动作$对

人物的身份进行了甄别和强调$在特定的语境中显示出他高超的叙事策略$通过隐含的理想叙事$对居里厄斯.恺

撒#安东尼和叛乱者进行了比较$展示了安东尼的性格特征以及莎士比亚对其所寄予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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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莎士比亚古罗马历史剧.居里厄斯5恺撒/中

安东尼富有煽动性的演讲#我们看到了政治的诡谲)

变幻莫测以及政治形式的险恶与人们情绪的阴晴不

定#可以说这与安东尼的演讲中的叙事有很大的关

系&其中#观众或读者难以忘怀的是#安东尼以高超

的叙事艺术扭转了局势#赢得了民众,而从更深一层

看#我们也有理由认为#安东尼的讲演中也多少透露

出莎士比亚本人的政治观点&我们有必要从叙事学

的角度对安东尼的演讲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因为

戏剧语言与其他文学作品中的对话的叙述体裁的语

言具有某种相似性#因为它本身是处在事件的发生

和发展过程中的&如果从叙事的角度出发#就必须

深入细致地分析修辞与美学对其的影响#因此对莎

士比亚的悲剧.居里厄斯5恺撒/中安东尼的叙事进

行分析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从叙事美学的角度出发#一般认为$历史从材料

的真实出发可以进入虚构#文学从虚构的材料出发

也可以通向真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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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居里厄斯5恺撒/

就正是一个兼有历史的真实与文学的虚构两种性质

的戏剧&我们认为#站在现实的角度)文学的角度叙

述历史#这样既能够从现实中关照历史#又能够用历

史来说明现实#表述自己的政治理想#甚至能够通过

剧中人物之嘴的叙述和一系列行动或隐或显地表明

自己对国家)民族)政治的认识&从叙述学的角度

讲#.居里厄斯5恺撒/中的重要人物安东尼的大段

演讲透露出来的是对恺撒的同情#对叛乱者的谴责#

也在实际上表明了当时普通民众对国家)社会的期

望#而莎士比亚正是这种期望的表达者&这样的政

治效果是通过安东尼的叙述产生出来的#并且通过

隐藏在文本之内的安东尼的叙述意图#以隐喻)表态

和故事的形式明确向我们展示了叙述的多种指向&

这种叙事既在修辞上显示出安东尼口若悬河所产生

出来的美学效果#又为莎士比亚悲剧语言成为一种

衡量文学作品的标准奠定了基础#正如米勒所说#

$莎士比亚%是文本的一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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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安东尼演讲

的叙事学效果&按照米勒的理解$莎士比亚%代表了

一种标准#$这是一种非个性化和分裂性质的效果%#

$莎士比亚的作品对于英语的内在可能性进行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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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和深入的探索#这是一种继承了西方文化之概念)

比喻和故事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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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效果既在叙述学上

使文本的比喻与语言蕴含了莎士比亚创作该剧时的

叙事理念#同时亦外在地树立了一种标准#所以#我

们说对安东尼的演讲叙述学层面的研究为莎学研究

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
!

情感的力量在叙事中的体现

在.居里厄斯5恺撒/中#安东尼的立场非常明

确#他始终站在恺撒一方#与叛乱者一方势不两立&

所以#一开始安东尼的叙述就意在从崇拜伟人的角

度切入引领民众#以情感作为开启民众情绪的钥匙#

并以情感来包装自己的叙述#以事实来证明恺撒给

民众所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描绘出社会动荡

给民众所带来的灾难#从而引起民众对恺撒的同情

和对叛乱者的愤怒&如此一来#也就让观众)读者领

悟到和平与安宁对他们的重要性#认识到重演历史

悲剧的可怕性&莎士比亚通过历史剧的$镜子%作

用#以安东尼叙述的真实意图为引领#即通过对社会

自身的运动和无数$乱%与$治%演变过程的深思#促

使人们正确地寻求治国安邦)安定和谐)防止动乱的

良策#表达人们企求和平)安定的愿望#从根本上肯

定恺撒统治时期无论是政府自身还是社会都是一种

理想的社会结构的模式*

!

+

,#G,D

&

在.居里厄斯5恺撒/中安东尼与其说是利用这

场血腥的暗杀#揭露了叛乱者强加在恺撒身上的种

种不实之辞#为秩序的重新恢复制造了舆论#不如说

他是一个$在讲坛上更有辩才的鼓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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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

在舆论上赢得民众#他首先从民众对恺撒的情感出

发#从各种不同的叙事角度出发#在心灵与心灵对话

的时间环境中再现了民众对恺撒的情感认知#因为

从文学叙事的角度来看#文学叙事仿拟的对象是心

灵时间环境的再现或测绘时的基本的认知因素'''

时间视角和心理态度'''以及可能对这些因素作出

的各种不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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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莎士比亚所做出的配置不

是别的#恰恰就是通过安东尼的演讲#将叛乱者置于

不义的一方#判别事件的性质以及行为者本身与所

处场所之间的联系#并最终揭示叛乱者失败的根本

原因&安东尼的$叙事以故事为中心#抒情诗则聚焦

于心境#尽管每一种模式都包含着另一种模式的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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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两者结合在一起#对民众的心理施加了巨

大的影响#使他们的倾向性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转&

安东尼的$叙事讲述的是时间中的事件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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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出来的自己对恺撒的情感#并且利用这样的情

感叙事#在使局势朝着有利于自己的一方的发展中

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安东尼的口头叙事融合了情感)语气)隐喻性话

语)表情和动作#为扭转局势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

用&在安东尼的叙述中$直接面对听众的不仅有叙

述者的话语#还有其在叙述过程中的表情)动作和语

气等等&可以说#口头叙事中的叙述话语和叙述行

为是共时存在)相辅相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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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我们从安东

尼的一系列动作中可以强烈地感觉到#虽然剧本本

身不能为读者提供多少具体的动作#但是我们却可

以通过安东尼激愤的话语感受到他的表情和动作&

例如#安东尼提出要把恺撒的尸体带到广场勃鲁托

斯果真就$把遗体准备好%

*

#

+

)!A

#在剧本的舞台指示

当中也明确标示了$*瞧见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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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而知#

此时安东尼的表情)动作和话语在民众心里掀起的

是巨大的波澜#它起到的是一种综合的作用#形成的

是一种合力#为安东尼一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在调动起民众的情感后#安东尼的首要任务是

廓清事情的真相#因为$被延宕的信息与被压制的信

息之间的区别对于读者比对于个体和人物更为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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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的几段长篇讲话具有很强的煽动

性#把被延宕的与被压制或扭曲的信息披露出来#因

为在安东尼看来#这一点无论是对于民众来说还是

对于恺撒本人的面目来说#无论是对于自己来说还

是对于勃鲁托斯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他叙

事的重点在于历数恺撒的功绩#引起民众对政变者

的愤怒#他的叙事中包含着强调$要理解事件是相互

联系的#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它们是如何联系

的%的叙事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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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安东尼的演讲以情

感为引领#以事实为基础#是讲究叙事策略的&在此

叙事策略的引导下#民众的倾向发生了根本性的逆

转#由于民众态度的逆转#政变的局势也发生了根本

性的变化&安东尼的叙事可以说成功地利用了$叙

事文侧重于表现时间流中的人生经验#或者说侧重

在时间流中展现人生的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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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特点#其在时

间流中的逆时序的闪回与闪前所创造的双重时间性

揭示了整个事件发生发展的真相#对民众的心理产

生了很大的影响#既填补了事件中的空白#具有交代

作用#又对后来事件的发展预先叙述#为后来局势朝

着有利于自己一方发展为读者)观众和剧中的民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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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心理上的准备&当政变一方的勃鲁托斯允许安

东尼向民众发表演讲时#安东尼迅速地抓住了这一

机会#将自己的人生经验和人生履历应用到调动民

众情感的演讲中#其叙事策略在情感的聚焦上#起到

强化作用#在澄清事物的真相方面#起到了拨云见雾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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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安东尼的$叙述就是回顾已经发生的一

串真实时间%#$或已经发生的事件%,$与此同时#这

串事件被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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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阐释再一次证明了#恺撒

在民众心中的位置&作为木匠)鞋匠的底层民众之

所以要庆祝恺撒胜利#其实质是恺撒带给民众的不

是他们惟恐避之不及的战争#而是燃起了他们对于

和平)安宁生活的憧憬&通过这种内聚焦模式产生

的陌生化的效果#我们发现#剧中的民众$被叙述者

所控,我们的距离'''不管是视觉上的还是道德上

的'''都被层层的转述声音和思维之间的视角的微

妙变化)被所给的故事未给的信息所控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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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被叙述者安东尼所控制的效果正是他所要达到

的目的#也是勃鲁托斯一方所害怕的#所有的叙事都

包含一个叙述声音或言说位置*

D

+

@@)

#即叙述的重点

始终集中于$正义与非正义%这一对关键词#显示了

民众对恺撒事业的崇敬#对恺撒权力的肯定&民众

看到给他们带来实惠的统治者得到的却是如此悲惨

的下场&叙述者的目的显然是要告诉政变者#自己

愿意追随恺撒同赴阴间#这既是对政变者的谴责#也

隐喻了安东尼反对叛乱的坚定决心&在强调叛乱者

满手都沾满了鲜血的同时#安东尼的叙述又是讲究

策略的#对于城头已经变换了大王旗的政变者也表

示了一定的低姿态#为自己赢得了敌对一方对自己

的暂时的麻痹#创造了机会#这个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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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软中

带硬的&在被叙述世界里#同步叙述位于事实性与

不确定性)实际性与虚拟性)本体性与纯认识可能性

之间&因此无论这种叙述是认识性的!推测)关于可

能真实的命题"#还是以愿望和命令为指向的#都不

可避免地要削减叙述者所声言的事实地带的知情类

型和范围以及相应增加的情态力度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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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实性是针对民众而言的#而不确定性则起到了麻痹

叛乱者的作用#对于叛乱者一方的狡辩和威胁#安东

尼并不与他们发生正面冲突#而是通过隐喻对其真

实面目加以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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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安东尼已经清醒地认识

到了自己所处的险境#以及自己在叛乱者心目中过

去)现在的地位&安东尼一句$我不怀疑你的智

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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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实际上是正话反说#称叛乱者是$正人君

子%也是极大的反讽#最后干脆就直指叛乱者为$贼%

了&

二
!

身份的转换!特定环境中的叙事策略

安东尼此时的叙事主要表现为#充分依靠底层

民众的力量#用大量笔墨表现恺撒受到生活于最底

层民众爱戴的程度及其对于权力的态度&恺撒审时

度势#对形势有清醒的认识#三次拒绝了皇冠#每一

次的拒绝都伴随着有龟裂手掌)戴汗渍睡帽)穿着褴

褛的民众的欢呼&安东尼以此叙事从根本上驳斥了

关于恺撒迷恋权力的说法&这些情节表明#一种主

题型的动机并没有发生偏离#即使是$插曲式叙事%

也明确地围绕着$正义与邪恶%展开#并将$邪恶%的

标志牢牢钉在了勃鲁托斯一方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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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

的叙事策略是把恺撒放在民众领袖的地位赞扬其功

绩#个人身份绝不是真正包含在个人的身躯之内#而

是由差别构成的#$身份不在身内#那是因为身份仅

存在于叙事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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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这种功绩与普通底层民

众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以此说明恺撒与普通下层

民众的关系是融洽的#民众对恺撒的统治也是拥护

的&安东尼同时也试探了民众对叛乱者的情绪#$我

要去那儿用演说来试探人们对这些歹徒的暴行持什

么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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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演讲中安东尼时时对政变者进行

谴责#他描述了恺撒死去的惨景#让政变者的良心受

到谴责&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谴责的程度是随着安东

尼的演讲一步一步深入而加强的#如果说前一次在

演讲中还称政变者为$贼%的话#到这里则换成了$屠

夫%#对暗杀行为的诅咒表明安东尼自己要担当起伸

冤的重任#他要$用演说来试探3人们对这些歹徒的

暴行持什么3态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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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向民众描绘了由于恺撒

被杀#可能带来的动乱和战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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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东尼在此环境中的$叙事会引导读者看到一

种与阐释特定事件相关的具体配置#让读者把某些

显现了的事件包括在某个配置之内#把另一些排除

在外#其主要依据是所揭示的情节与故事之间的关

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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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安东尼真正得到了直接向民众发表演

说机会的时候#他就紧紧地抓住了这次机会&他正

话反说(表面上他不是在赞美恺撒#而实际上就是赞

美恺撒&围绕着恺撒是否有野心采用比较法与勃鲁

托斯一方进行对照#谴责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所谓的

$品德高尚%的勃鲁托斯一方&在安东尼的陈述里#

勃鲁托斯等人的身份已经被定性为$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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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幕第二景中安东尼的叙述里共出

现了
@*

次正话反说的$品德高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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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的身份定

位#而这种身份定位所发生的效果也正是安东尼所

期待发生的#最后终于从民众嘴里发出了他们是$叛

贼%)$歹徒%)$凶手%)$阴谋家%的吼叫&身份定位使

安东尼的目的终于达到了($现在让它闹起来吧#骚

乱啊#你已经开始了#就随心所欲地3发展下去

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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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安东尼通过比较和反讽给予叛乱者身份的

定位#这发生在独白性的叙事线条成为对话性的双

重线条#即叙述成为模仿之时&这一片段戏剧性地

展示了巴赫金所说的$微型对话%#即在单一词语中

出现的对话&正如莎士比亚所示#当一个逻各斯变

成两个逻各斯!犹如一个圆变成具有两个中心的椭

圆"时#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桎梏便被统统解

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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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段的叙述中#安东尼通过对叛乱者身

份的定位#对恺撒的所谓$野心说$进行了三个层次

的反驳#第一层次#从人格和品德方面进行了证明#

假设恺撒有野心#那么他已经$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

价%

*

#

+

)##

,第二层次#从经济和实惠方面进行论证#说

恺撒有野心#但他却$充实了罗马的国库%#并和穷苦

人一起流泪#给民众带来的实惠,第三层次#从对权

力的态度给予了叛乱者以有力的驳斥#恺撒三次拒

绝了王冠充分证明他是没有野心的&以上三个层次

的叙述都证明恺撒的身份定位在尊贵而爱民上&这

种$主题型的叙事%和$插曲式叙事%方式相结合的叙

事方法#既突出了主要之点#又造成了叙述上的循环

往复和无穷的回环#形成了故事与人物的相互环绕&

它把繁复)零碎)重复)杂乱的故事出其不意地编织

成一个迷宫般的叙事整体*

@

+

""

#从而为安东尼赢得

了宝贵的时间和人心&

三
!

对比!隐含的理想叙事

恺撒的所作所为与勃鲁托斯的污蔑形成了鲜明

的对照#证明了勃鲁托斯所为是$欲加之罪何患无

辞%#而正是这一隐含的叙述用意打动了听众#局势

开始得到了扭转&此时的安东尼可以说是口若悬

河#乘胜追击#四次利用大段的陈述打开了局面#激

起了民众对叛乱者的无比的愤怒&安东尼在民众面

前设置了一个悬念'''恺撒的遗嘱#在悬念展开的

过程中#$问题就会反复被忆及%#由此一来#图象被

聚焦者安东尼给予和操纵#不但$呈现给读者的图象

被操纵%

*

@@

+

@!)

#而且民众的情绪也由此被操纵&安

东尼引发了民众的好奇心#并且暗示了恺撒是多么

爱普通的民众,当终于钓起了民众的好奇心之后#安

东尼却虚晃一枪#并不急于展示恺撒的爱心#而是采

用了绘声绘色的形象化叙事手法将暗杀的整个过程

叙述出来#并且对忘恩负义的叛贼进行了彻底的揭

露&如果让一出戏的模仿幻觉和情感力发挥作用#

我们必须进入$叙事%!$戏剧%"读者的观察者的位

置#相信奥赛罗)伊阿古和苔丝德梦娜的现实&实际

上#人们常常谈论的有人跳上舞台)阻止表演的那些

例子恰好说明了我们进入叙事读者的位置如此之深

以至于未能同时参与作者的读者的情形#莎士比亚

戏剧中反面人物的独白就在作为受述者!或理想叙

事读者"的观众与虚构内部作为观察者的观众之间

拉开了一段距离*

"

+

@@"

&安东尼所预料的叙事效果出

现了(叙事的$戏剧性%左右着民众的神经#作为反面

一方的叛乱者不但与民众之间拉开了距离#而且也

必然会得到观众和读者的唾弃#$情感力%为安东尼

一方的彻底胜利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在安东尼的叙述中时时拿勃鲁托斯来进行对

比#这种对比主要是人格和品德的对比&后者虽然

是有$崇高精神%境界的$无私的好人%#但他的政治

$理想%是违背历史发展方向的&逆历史潮流而动#

就是违背人民渴望和平的强烈愿望#虽空有$崇高精

神%也难以得到人民的理解#并最终被历史和普通百

姓所抛弃&从中我们发现#$事件有时会同时承载两

种或更多且往往相互冲突的功能阐释(一种是与不

完整配置相联系的开头阐释的功能#另一种是完整

故事里特定位置所隐含的功能%

*

D

+

)A

&这两种阐释

功能既表现为对安东尼一方的肯定#也在特定的环

境中隐含了对勃鲁托斯的否定&对于叙事世界里的

人物和现实世界里的个体而言!读者尤其是虚构叙

事读者的情况有所不同"#阐释可以说明行动的动

机#而行动则改变着进一步阐释相联系的配置*

D

+

)"

&

我们认为莎士比亚对勃鲁托斯这个悲剧人物的批判

意义在于其对历史潮流的反动&如果看不到这一

点#看不到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关系以及对社会的破

坏作用#就不能正确地认识.居里厄斯5恺撒/#也难

以对莎士比亚的历史观作出正确的评价&

勃鲁托斯实际上构成了人格分裂的典型特征&

因为他的性格是从不同的事件中表现出来的#这种

性格特点存在于安东尼的叙述层中#$隐喻的意义上

被看作一个与构成情节的横向事件链交叉的垂直集

合体%

*

@)

+

@),

#使我们能够从整体共存中剥离出其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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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这样的$人格分裂患者之所以被视为阐释者#是

因为他们的精神错乱造成了意义的多样性和不稳

定#他们不能觉察意义之间的适当疆界#不能以空间

意识将世界作为符号和话语的剧场来体验%

*

@*

+

@@#

&

如果能够证明勃鲁托斯在人格和品德方面站不住脚

的话#那么叛乱者的整个根基都会动摇,由于人格的

分裂造成了勃鲁托斯这个人物的道德危机&事实证

明安东尼的叙事策略是成功的#因为民众终于发出

了$我们要暴动%#$我们要烧掉勃鲁托斯的宅

子%

*

#

+

)D@的怒吼&安东尼的叙述已经引导我们进入

了$担当表述对象的角色%#这意味着$我们进入了理

想叙事读者的角色'''叙述者告诉我们该相信什

么)思考什么)感受什么)做什么#而在担当观察者的

角色时#我们评价我们所处的理想叙事读者的位

置%

*

"

+

@@D

&当民众的意识觉醒以后#安东尼也公布了

恺撒的遗嘱#$他赠予每一个罗马公民七十五德拉克

马#人人都有一份%#$他还把台伯河这一边3他所有

的步行道#他的私人凉亭#3他新辟的花园#全部传给

你们#为你们的子孙永远享用#作为公共3游乐之地#

供你们户外散步和自娱&3这就是恺撒2 几时再会

有第二个-%

*

#

+

)D@G)D)这一叙述最后在民众的心底的

情绪演变为具体的行动&因为$叙事就是某人对他

人为达到某一目的在某种场合对一个故事的讲

述%

*

@#

+

A

#通过这个故事#民众已经明白了当前所必

须做的&

透过.居里厄斯5恺撒/中安东尼的叙述#我们

可以看到莎士比亚表现了比其它历史剧更为鲜明)

集中)深刻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是建立在人文主义

基础上的#并且反映了莎士比亚对历史和现实的总

的看法#对社会发展和人民安定的强烈关心#对建立

中央集权强大国家的热烈渴望&安东尼的叙事既从

政治的角度否定了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阴谋#

谴责这种阴谋所带来的战争灾难#表达出人民对和

平)安康生活的永恒向往#也展示了安东尼的高超的

叙事策略#以及在此策略引导下的叙事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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