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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镇的安娜》中视点技巧的运用

阮

既然艺术的非主观性(imper(∝ ality)是

现实主义《r∞ liε m,也可译为
“
写实主义

”
)

和自然主义文艺理论中的一个至为重要的观

点,对贝尼特 (Arn。 ld Pennett)特 有牌号

的现实主义作系统评估的仝图便必须包含对

这个观点在贝尼特作品中的表现方式的详细

分析。本文的宗旨就是要阐明贝尼特作品中

视点 (poht of view)技 巧的运用如何服务

于艺术的非主观性观点。贝尼特第一部重要

小说《五镇 的安娜 》(/m饣夕of油召F氵 v纟

Γ。。冫ms,以下简称《安娜 》)发表于作者 还

深受艺术理想主义影响的1902年,它对读者

大众所作的要协相对较少,由 于这个原因,

本文注意力的焦点也就放在这部小说上。

批评家们并非没有注意到贝尼特作品中

的非主观性效果。赫·乔·威尔斯 (H· G· W-
clls)在 讨论《安娜 》时便提到了所谓

“
非主

观性学派
”
。乔治·斯图尔特(G∞rge StuFD

在给贝尼特的信中则对这部小说作了如下评

论 :

汴白己拒绝显露感情;你毫无激情,你 既

不说某人i了 ,也不说某人坏,等等——这些都

不镨。但是你似乎不愿激起读者的感情。你拒

绝 R1、 他表示鼠愫、你叹叹是巛呼他过来观鼋 ,

如此而已。①

在笔者看来 ,斯图尔特在这里对 《安娜 》的

批评恰恰准确地描述了赋予这部小 说以力度

的那种效果。 《安娜 》之所 以没有被读者大

众打入冷官 (贝 尼特大多数小说现在 已不为

炜

人所知 )并被看作是贝尼特最成功的小说之

一,其原因可以在很太程度上归于贝尼特因

娴熟地运用视点技巧而取得的
“
毫无激情

”

的效果。

由于故事相当太的一部分是通过安娜反

其他一些人物的视点叙述的,他们的感情、

思想和行为就应该严格地理解 为 他 们 自己

的,也就是说,不应该与叙述者Cnarrator)

的感情、思想等等混为一谈;而叙述者在杰

弗里。不刂奇 (C∞ ffr叮 Leech)与麦克尔 ·肖

特 (MichaCl阢 钌t)合著的《小说中的文体》
(S彦 扌σJC栩 Ffc莎氵C勿 ,1981)里 称 为

“
交 流

关系层次表
”(discourse F1atiOn scak)上 处

于比人物更高的层次。利奇与肖特制做了一

幅等级分明图表以阌明处理与解释信息时作

者与读者之间复杂的信息交流关系。他们认

为: “
小说至少可以包含三个层次的信息交

流关系,这些层次一个嵌在另一个之中,而
信息交流分别在作者与读者、假设作者与假

设读者 (implied a。 tllor a阀 implied reader)

以殳叙述者与会话者诸层次上发生。
”

他们

还找出了嵌在叙述者与会话者层次里的第四

个层次。在这个层次上,人物相互之间进行

会话雨叙述者则对会话加以报道②。把+Il奇

与肖特的上述文体学理论运用于贝尼特作品

的分析9贝尼特之所以对作者的超然性寄予

极大的关注,便显得十分明了了。例如,威
利·普赖斯 (Will抬 Price)~安娜同情的对

象,录终还戊为她的恋人——是通过安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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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妹阿格妮斯 (Ag且 C。 )的视点而首次 出 现

在小说中的。在阿格妮斯看来, “
他 那 双单

纯、苍白的眼蓝睛流露出一种吸引着她的愁

闷。
”

③当安娜到普赖斯家的厂 房 收 房租

n刂
‘
,她想象威利

“
有一副傻瓜的模样。

”
④对于

她,尤如对于阿格妮斯, 〃
他那双蓝眼晴里

除了单纯与善意以外什么也没有。
”

⑤贝尼

特也是通过使用安娜的视点来明确安娜与威

利的基本关系的——威利性情软弱、单纯、诚

实,安娜必须怜悯他、保 护 他: 
“
在 他 身

旁,她感到年长、精明、机灵:在她看来 ,

应该有人去卫护那颗透明而充 满 信 任 的心

灵,把他父亲和诡计多端的世入挡开。
”

⑨

就这样,贝 尼特把安娜对威利的同情传达给

读者j雨读者对这种冂情的印象则是,它是

为一种夹杂着天真而可笑的恩赐态度的天然

善良所激发出来的。然丽,作者本人的态度

又怎么样昵?既然小说第三章的很大一部分

是通过安娜的视点叙述的,那么读者是否可

以认为在作者与女主人公的态度之闰存在着

某种不一致?必须承认,安娜的感情和厣想

无论是通过叙述者的还是她自已的视点表露

出来,最终都是来 自作者的信息。安娜不仅

是小说从头至尾的中心人物'而且也是主要

的
“
反射器

” (r壬 lectα )。 根据这两 个 理

由,读者似乎可以断定她的思想、感情在很

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与贝尼特的思想、感情

相同的⑦。然而,如果在贝尼特和他所塑造

的小说人物之间可以如此轻而易举地建立一

种直截了当的等同关系,其结果必然是作品

艺术性的削弱。在这一点上,贝尼特充当了

—
位能干的艺术家。他撤退到幕后,采取了

一种超然的姿态。读者觉察不到怍者任何好

管闲事的声音;他甚至不能明显地看到叙述

者如实地在陈述事实。明确地呈现在读者面

前的景象是安娜在执行
“
反射器

”
F勺 任务。如

果有关威利的信息是通过叙述者的视点传递

给读者的,读者与戚利之问便只可能有比较

卩0

间接的接触,囟为在情节的展示与读者之间

一旦插人了作者——即使是毫不唐突地插进

来——读者便有理由怀疑情节的可靠性与真

实性⑧c若用人物作
“
反射器

”
,便有利于在

读者心目中靛造一种身临其 境 的印象。当

然,威利外貌描写的真实感也由于贝尼特使

用两个而不是一个人物作传递信息的工具而

得到加强——除安娜以外,还有阿格妮斯 。

此外,威利的描写还是通过不同年龄的
“
反射

器
”
来完成的:一个小孩、一个成

^、

。显

然,比之只使用一个
“
反射器

”,潜藏在安

娜与阿格妮斯各自心目屮对威利访印象中的

主观性,便被赋予一种更富于客观性的基质。

同处理威利外貌的方式相似,普赖斯家

的整个厂房都是通过安娜的视点描写的。这

个事实本身并不具有重要的意义,困为《安

娜 》非主观性的整体印象在很太程度上是由

于贝尼特大规模地使用人物视点以取代中心

叙述者的作用而产生的。除了亨利·詹 姆 斯

是一个例外,与贝尼特同时代的大多数英国

小说家若要详细描述普赖斯家的厂房,都可

能严重地依赖叙述者。贝尼特用整整两页的

篇幅 (第 48至 49页 )描写安娜在厂房时的所

见、所想与所感。除了提供有关艾弗 赖姆·

台尔赖特 (Ephram Te11wrighl,安 娜的父

亲 )与泰特斯·普赖斯 (T⒒ us Pri∞ , 威 利

的父亲 )的业务关系的背景情况的几句话,

(这些话从技巧角度看是无关痛痒的 )整个

段落都是从安娜的视点叙述的。泰特斯·普

赖斯如何从特定的位置、于特定的时间浅现

在安娜面前是描绘得细致入微的。同样,厂

房破敝不堪的状况也描写得十分详细。贝尼

特对麦诺尔斯(Muα s,安娜的追求者,后

来与她结婚 )的工厂的处理,则用了更大的

篇幅、更为详尽无遗,并且没有叙述者的闯

入:在这里,安娜与麦诺尔斯是观察者。这

个实例无疑是对笔耆论点的支持。

除了使用人物视点描写地点以外 , 贶
■



特 t乜使用
〃
反射器

”
描述社交情景。伊l如 ,

苏敦 (Sutt。F1)家举行沟缝纫集会僳主要 是

从安娜的视点描写的。

当使用人物视点时,贝 尼特虽然基本上

依靠安娜,怛在许多情况下夕他明确地把其

铯入物用作
“
反射器

”
。《安娜 》的开章自

然为叙述者所控制,阿格妮斯岜是在这时露

面。但当十六行导言性的叙述一绪束,视点

便微妙地轱移到阿格妮斯方面 :

有好一阵子,她邡明九的眼晴期 待地 盯 右 门

道:而后,她的 H光叉漫游到别的方向。她开

始数起数来,要把从二百i把吭子曰起来的卫理

公会的种总建筑物的数目弄明白一一礼拜堂、

小学、演讲厅,还有礼拜堂守门入的房子。⑨

在下 文里 ,贝 尼特 以 阿格妮斯 为
“
意 识 中

心
” (centF。￡consciousncss)把两个重要

人物一一亨利·麦诺尔斯与威利·普赖斯一一

引入小说中:

阿格妮斯独自一人在那儿玩。
“
喂,小女七?”

她惊跳一下转过身来,捡也红了,但 当她

认出从演讲厅大门向地走过来的这两个人时 ,

叉耸耸肩笑了。⑩

其后,麦诺尔斯开始逗阿格妮斯玩,而读者

被告之她
“
细细打量

”
麦诺尔斯那双

“
带着

婴太‘般无所畏惧的镇静白1、 闪闪发光均、热

烈的黑眼晴。
”

麦诺尔斯的眼睛通过阿格妮

斯的视点得到更进一步的描绘 :

他万阝眼晴,多么善良,多么其诚,窝 于眼

后的丌种氵ll秘 的、甜甜的、令人费解的什么东

西:这苎对i±来说都是再奸不过的。①

至于威利 ·普赖斯,在叙述者控制 的 几

行话里,读者看到他笨拙臼I举止,并且被告

之苡他的年龄。然后,贝尼特马上又让阿格

妮斯把
“
反射器

”
的任务接管了过来 :

河格妮斯也苒欢他。他那双单纟L、 苍白的Ι眼

睛里∴露出一厅中吸引肴她的愁闷,这情景就象

她看见自己的玩具娃娃没人璎睬闲罟在地扳 L

时感到被吸引过去一样。②

下在文里,叙述者又将视点揽了过来。l邋过

铯,苏敦夫入被介绍给了读者。不过,当叙

述者讲述苏敦夫人与麦诺尔斯 悠 然 地 谈着

话,把尴尬、腼腆的威利。苷赖斯冷 落 在一

旁时,阿格妮斯自姑至终都在场。而后,叙

述者以相当平聪的口气将苏敦一家的背景告

诉了读者。在这之后,阿格妮斯立即又成为

整个场面的中心,真至最后将小说的主角安

姆介绍给读者。安娜从这时才开始发挥主要
“
反射器

”
的作用。至此,阿格妮斯已完成

了介绍小说中除艾弗赖姆·泰尔赖特 之外所

有重要人物昀使命。贝尼特就是靠这种方略

大大降低了叙述者的显要性,而叙述者在较

为保守的小说家—— 如巴尔扎克——的作品

的开首通常被赋予冗长而喋喋不 休 的 支 配

权。显然,麦诺尔斯于故事之始在安娜眼里

显得承l蔼、真诚,而结果却是一个地地逍道

窍伪君子,读者便不应该叫作者——叙述者

——从根本上说当然还是贝尼特本人——对

安姗的判断负任何责任。

阿格尼妮刚刚完成最初的
“
反射器

”
功

能,主要视点的任务便被移交给安娜,尽管

在许多场合下视点也转移到其他入物身上。

安娜二十一岁生日那天,在泰尔赖持即将向

她透露她将成为一笔五万英镑的财产之前一

一这对故事情节的发展将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 贝̄尼特使用了泰尔祯特自己的祝点 :

他孜Jt不 倦地读古各公司内律师、秘书以

及房客们的信件和羊据时,听得见女儿们在厨

房里说话。安娜在洗吃早点用过的餐具,而阿格

妮歼则在擦桌椅炊具等等。俄尔,他听见院子

里响起轻盈的
"步

声:阿格i尼 斯上学安了。③

显然9贝 尼特在决定使用某个人物的视点时

选择性是很强的。每一个被选中的人物都必

须具有功能上的价值9正如有关阿格妮斯和

泰尔敕特的实例所表明的那样。如果一个人

物在故事情节展开的某一点 上起 着 重要的

作用,他便享受在技巧上显要地位的特权。
.
了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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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使用单个人物的视点以外,贝尼特也

使用一种集体性的视点。对伯斯利(Burs1ey,

五镇中贝尼特给予最多注意力的一镇 )镇 民

们就安娜与麦诺尔斯订婚一事饶舌的处理就

说明了这一点。叙述者起初告诉读者,比亚

特丽斯。苏敦 (FCatricC suttOrl,苏敦夫人的

女儿,同麦诺尔斯有过恋爱关系 )刚刚从人

岛回来 ,便不失时机地饶起舌来,于是安娜与

麦尔诺斯订婚一事的消息很快便在镇里不脞

而走。紧接着 '叙述者装出一副单纯地报道人

们谈话的内容的样子: 
“
安娜的个人财产上

升至十五万英镑。至于亨利·麦诺 尔 斯,人
们说亨利 ·麦诺尔斯很清楚自已在做什么。

”

④然而在下文里紧接着便发生 了语 气 的变

换,作者——叙述者采用了镇里任何个人在

这种情况下都可能使用的口气 :

毕竟,他跟一般人没什么不一样。 (麦诺

尔斯在支配着伯斯里镇民们生活的卫理公会教
会里起着叩梁柱的作用。他被认为是虔诚的教
徒。——笔者注)饯 ,饯 !当然,也不可能想

像要不是因为她简直就是在钱里打滚,像麦诺

尔斯那样顶呱呱,干得好的人会同她粘乎 ,哦 ,

也得替年轻的麦诺尔斯讲句公道话,他会把钱

好好地用起来;你尽管打赌他不会因泰尔赖特

样窖钱就窖钱。不过,泰尔赖特 攒 下 的 钱越

多,年轻的麦诺尔斯也会得得越多。他犯不着

发宁骚⋯⋯大家部这般喋喋不休地议论着。⑩
这里,叙述者在末尾的句子里才重新实行控

制。这种使用集体性视点的方法与福楼拜在

《包法利夫人 》及其他小说中使用的方法是

相同的。贝尼特对伯斯利镇民们饶舌的描述

明显地带有田头语色彩。 “
粘乎

”
与

“
你尽

管打赌他不会因泰尔赖特样窖钱 就 窖钱
”

( “made up to”  、  “y0u might1e1y he

lvould not hoard it △p same as jt had becn

h。 aⅡ ed up” )一类的短语或旬 子便说明了

这一点。这两个例子都明显 地 偏 离了 《安

娜 》中的规范叙述风格。此外,在 “
她

”
和

“
他

”
下边加着重号代表了如实表现镇民们

2啻

饶膏时所用语调的努力,这有助手制造一种唇

身临其境的气氛。如果叙述者消失了,也就1

是说,他 的视点没有被使用;而镇民们的饶 I

舌又不是通过某一个特定人物的视点传达给 {

读者的,那么究竟应该对上文所引的饶舌负 ∷

起责任来呢?笔者就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这
里贝尼特并没有用能轻而易举觉察到的、单

个的人物,而是用一个抽象的形象作视点。

这位抽象人物之所想与所语被用来表现镇里

的公众舆论。然而,如果作者一叙述者并没

有明确表示同意镇民们的观点,有一点仍然

是十分清楚的,这就是贝尼特意欲使之成为

不容歪曲的客观的意见,雨单单一个人物对

情况的判断则往往是主观的。总之,集体性

视点代表着贝尼特在消除作者痕迹F白 总努力

中技巧上·的另一个方面。

应当注意,尽管贝尼特在 《安娜 》中变

换用不同使的视点,这种变换绝没有达到在

《包法利夫人 》里的那种广泛 和 重 要 的程

度,而且后者是发表于贝尼特的小说出现的

半个世纪以前。至于 《来 自北方的人 》(彳

跖 夕m ft。仞 功召 Ⅳ oγ而 ,1898)和 《克 莱 汉

厄 》(CJ夕σ″饨召T,1908)——贝尼特的两 部

自传性小说,它们则几乎没有视点的变换。

理查德·拉寄 (Richarb Larch)和埃德文
·
克

莱汊厄 (Ebwin Cl”han8cr)(这 两部 小说

的主人公 )是技术上具有支配∴性 地 位 的人

物。绝大多数场景、事件和入物都是通过他

们的所见所闻以及思想活动而陈述或者描写

的。从技术角度看,他们都可以看作叙述者

的替代。正如贝尼特在主题、素材方面不是

一个严格的写实主义者,蚀在技巧方面也相

应地比较温和。作为对比,福楼拜在《包法

利夫人 》里不仅采用了肩负主要视点任务的

埃玛的两位情人一鲁道尔夫和雷昂的视点 ,

而且也使用了一太批次要人物的视点。这样

做的效果是大量相互冲突或不同的观点、感

情和思想在没有叙述者作中间人 物 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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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视点来描写可以同鲁道尔夫和雷昂相比较

∶的麦诺尔斯和威利·普赖斯这两个人物的⑩。

i贝 尼特从来不用他们俩作
“
反射器

”
,结果

是读者必须主要通过中问入物安娜对他们的

态度来形成 自己的判断。不过 ,当有关他们的

信息是通过叙述者传达给读者时,贝 尼特一

般不允许他直接下判断。贝尼特倾向于通过

戏剧化场面来陈述 f事 实
”
。小说的第一章便

说明了这一点。而当安娜被用作传递有关他

们的信息的工具咐,读者则见到她的犹豫不

定的心理活动。其结杲是读者常不得不分经

析安娜的态度,以 形成 自己对麦诺尔斯和威

利的意见。有关威利,安娜的断判基本上与

作者一叙述者的观点一致,读者也因此被期

望相信安娜的判断有很大的可靠性。然而,

在有关麦诺尔斯的例子里,安娜与叙述者的

判断之间则有一定程度的不一致,而且安娜

方面反复 F勺犹豫与疑心在读者心目中造成一

种强烈的捉摸不透的感觉。

如杲将 《安娜 》与它油法国原型《欧也

妮·葛朗苔 》加以对照9安娜一威利一 麦 诺

尔斯三角关系将会显得更为有趣。在这两部

小说中有两个基本对庄均三角关系:安娜一

威利一麦诺尔斯和欧也妮一查理一德·邦封。

同贝尼特不一样沟是,巴尔扎克的叙述程式

在于主要使用叙述者,其次才是查理、欧也

妮和其他人物均视点。以这种方式,巴尔扎

克把欧也妮选择查理而不是其他求婚者在小

说较早的阶段就明白无误地告诉了读者。而

《安娜 》沟大部分故事则是遒过女主人公的

视点叙述均,叙述者只作了很少均评论和判

断。使用这种方法均结果是,在小说的每一

个阶段上,读者对安娜ΙV认识完全依赖于她

对自己的认识,正如路易·梯也尔指 出 的那

样⑦。读者在小说的第二十二页看到安娜对

她的求婚者的最初感觉是以迷惑为特点的,

这种迷惑主要是她对异性的强烈的陌生感所

造成的,因为她被束缚在一个狭隘的家庭环

境中,没有充分的社交活动是由来已久的一

被伯斯利镇民们看作神秘的、不合群的
“
物

种
”

的泰尔赖特家从来都是心安理得地生活

在镇民社会的边缘。在小说的笫二十三页,

安娜起初对麦诺尔斯究竟是对她的钱还是对

她自己感兴趣拿不定主意,后来她逐渐又相

信他是爱她本人,尽管这个念头并非毫无保

留。在第三十五页,当安娜出乎意外看见麦

诺尔斯时,读者看到她处于一种非常激动、

焦灼的状态,而有关她的感觉的描写表明她

爱着他 :

安娜不敢推预究竞是什么冲动使他一反往

常、令人难以置信地偏离正道⋯⋯她的心开始

迅速跳起来;她感到苦恼。难道他知道她父亲

和妹妹都走了,只她一人在家,就想看看?¨·

⋯现在,她听见他那敏捷、毫不 犹 豫 的脚步

声。透过门上装有玻璃的嵌板 ,她看得见他的

身影。他停止走动,把一只手放在栅门上。她

紧张得屏住了气。渐渐地,泪珠涌进了她的眼

窝,又一颗颗地掉了下来。她眼泪里包含着一

种陌生的、不可思议的欢悦,这欢悦是那么强

烈,她简苴忍受不了。⑧

在特别教师集会上,读者看见她全神贯注、

羡慕不已地望着麦诺尔斯主持会议。在第七

十五页,她 想象他是一个
“
上帝

”
。在第八

十五页,麦诺尔斯给她指点,以 便她克服在

设法使自己皈依威斯利卫理公会 (卫理公会

的一个派别 )时遇到的困难。对此,她对他表

示了由衷的感激。直到
“
垮台

”
这一掌,她在是

否真正爱着麦诺尔斯的问题上才不再感到迷

惘:她毁掉普赖斯父子伪造的支票以帮助威

利摆脱困境,正如歇也妮在查理父亲破产后

把自己的金币送给查理,使他 能 够另 起炉

灶,重新干一番事此。在故事这个阶段,安

娜发现自己不能就烧毁支票一事同麦诺尔斯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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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真话。她对他居 l离 临下以恩赐态度关心威

利感到恼火,并且
“
她居然能够以令人惊诧

的不公正认为麦诺尔斯是一个法利赛人,因

为她在他身上找不出错事,他是那么无懈可

击、那么蕃风得意地活着、爱着。
”

⑩在这

时,麦诺尔斯才第一次明确地以反面的形象

出现在读者面前。即便如此,作者贝尼特也

让安娜认识到 白己
“
令人惊诧的不公正。

”

紧接着不久,在 小说行将结束之际,作者仓

促地将安娜对威利的同情和母亲般的爱冷转

变成情人的爱,并以此结束整个故事。

既然读者几乎不知道麦诺尔斯和威利有

关安娜的真实思想和感情,只要安娜 自已拿

不定主意,读者也就感到捉摸不透。关于安

娜——蛾利一 一̄麦诺尔斯三角关系的处理 ,

路易 ·梯也尔作了如下评论 :

这种间按的方法一一或者说,像人们通常

所说的叙事的视点方法——在本文看来并非没

有缺点。只要安娜误解自己,读者便必然误解安

娜。当她自己和读者突然认识到她的真实思想

时,这种姗姆来迟的启示——这无疑于感情的

急变——尽管对一个有若安娜性格的女性也是

说得过去的,但它仍然显得太突然,太缺乏铺

垫,因而没有充分的说服力。④

这种把贝尼特对安娜最后同威利的关系的处

理缺乏说服力归咎于视点技巧的运用的做法

表明梯也尔有忽视贝尼特强烈信奉写实主义

这一事实的倾向。只要安娜误解 自己,读者

就必然误解安娜的说法不过是乔治 ·斯 图尔

特对 《安娜 》批识
j的

翻版。然而,让安娜时

时对 自己的真实感情拿不定主意以便在读者

方面不断制造一种捉挟不透的感党,是贝尼

特的意图。他使用这种方法是严格与他公开

声明信奉写实主义相一致的。只有当足够Ψ

的小说时闻 (￡ ictiona1time)过 去之后,贝

尼特才设法阻止女主人公误解自己。为了保

证作者的超然性,牺牲故事的可信性也在所

不惜,而超然性效翠主要是通过使用安娜的

视点而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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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大量使用安娜的视点以取消作者一

叙述者的判断和评论造成了一种普遍的捉摸

不透的效果,但至少在一个方面读者领会作

者的意图时所遇到的麻烦不是太太:这就是

麦诺尔斯追求安娜在本质上是追求金钱。正

如在其他情况下,贝 尼特在这方面也避兔使

用无所不晓的作者△叙述者。仳 采 用 不 同

人物的视点来揭示相互冲突沩感情、思想和

看法。他欺望读者判断人物的不同态度以形

成 自已的意见。在第二十三页,安娜的思想

是通过混合使用她和叙述者的视点而陈述出

来的:

许多人会说,更多的人全想,是她的钱把

麦诺尔斯从谨慎的单身生活的狭窄道路上引开

的。她想像得出所有的明讽暗喻,所有富有表

情的点头,所有宦11豇嘴、耸肩 和 耸 眉。常 言

道: “
有钱能使鬼推磨

”⋯⋯·她亳不怀疑虽然

麦诺尔斯可能没有对一笔财产匚治 不 好 的厌

恶 ,她本人,她的灵琬与肉体,才是激发起他

的欲望的唯一原因。⑧

安娜最后终于排除镇民们议论的客观性,得

出她本人,并非钱,才是麦诺尔斯之所以爱

她的主要 因素的判断。但读者看得出她的判

断的 自欺的性质。她思想上的待徨与她父亲

坚定不移 的判断形成强烈对照。泰尔赖特看

问题比安娜客观,因为他的判断不包含爱情

因素 :

他把亨利舌成一个非常精明、稳重的年轻

人,一个攒了不少铁的好人¨¨一个你尽管相

信能够表现
“
混得好

″
的技艺的

^、

。一个
“
信

得过的人
”,极其令人尊重,同丨i· 叉胆大心细

的人。他非常清楚亨利爱上了安娜`但元论什

么也不能说服他安娜的钱不足亨利产生对安娜

本人强烈的感情的始囚。②

这里,泰尔赖特暂时担负起视点的任务 ;

述者撤走了。既然父亲看问题比女儿更为

静,那么读者就有理由认为泰尔赖特的判

比安娜更为正确。当然,贝 尼特也使用伯

利镇民的集体性视点来表示镇黑任何一个

肛

冷

断

斯

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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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人的意见。这个普通人的看法基本上与泰

尔赖特一致,不过具有更大的客观性,因为

这个拙象的形象甚至没有泰尔赖特对麦诺尔

斯在业务上的精明的钦佩。

显然户读者能够通过三个不同的视点获

得信息:即 安娜、泰尔赖特的视点以及镇民

们的集体性视点。贝尼特从事不允许叙述者

享受讲述上的显要地位以表达他对所讨论问

题的意见。贝尼特也不允许麦诺尔斯——大

家判断的对象一—与读者发生直接的接触。

如上文所述,有关他的情况主要是通过中间

性人物——或
〃
反射器

”——安娜而传达给

读者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贝尼特变换使用安

娜、阿格妮斯、泰尔赖特、伯斯利镇民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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