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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断裂与碎片中重构意义
———«白雪公主后传»的认知叙事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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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白雪公主后传»是美国作家唐纳德巴塞尔姆的代表作之一ꎬ被视为格

林同名童话的戏仿ꎮ 小说中后现代主义写作技巧影响了读者对小说意义的构建ꎬ而认

知诗学及认知叙事学理论为意义的生成提供了理论依据ꎮ 通过图形和背景的生成机

制、变换式人物视角的分析、草案合成策略的运用ꎬ巴氏小说的故事情节、人物意识、故
事场景均得以再现ꎬ展现了美国现代社会文化语境下荒诞的现实ꎬ以揭示现代人类生存

的无奈及人性的缺失ꎮ
〔关键词〕«白雪公主后传»ꎻ巴塞尔姆ꎻ认识叙事

唐纳德巴塞尔姆是美国 ２０ 世纪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ꎬ也被认

为是美国文坛卡夫卡(Ｆｒａｎｚ Ｋａｆｋａ)之后最有资格的继任者ꎬ其作品被视为 ２０ 世

纪末叙事艺术的试金石ꎮ «白雪公主后传»是巴塞尔姆在 １９６７ 年发表的第一部

小说ꎬ是对经典童话的颠覆之作ꎮ 在小说创作中ꎬ巴氏打破了传统的线性叙事结

构ꎬ采用了碎片、拼贴、隐喻、反讽等后现代实验性创作技巧ꎬ并辅以各种文体的

杂糅、词汇的堆砌、字体的变化等再现了纷繁复杂的后现代狂欢场景ꎮ 评论家通

常以“碎片是我唯一相信的形式” 〔１〕ꎬ来印证巴氏的作品是反意义、反中心、反人

物、反情节的ꎮ 哈里斯在专著中曾评论道:“这部小说巧妙地避开了一切发现它

的‘意义’的企图ꎬ也抵制了一切在小说中寻找清楚明白的‘内涵’的努力” 〔２〕ꎮ
巴氏对此并不认同ꎬ他认为ꎬ读者不应被动地听由专家给出的关于世界的权威性

陈述ꎬ而是要自己去感触作品ꎮ 作品意义的构建需要读者的积极参与〔３〕ꎬ也就

是说ꎬ作品的意义取决于读者的解读ꎮ

—１３１—



兴起于 ２０ 世纪末的认知诗学及认知叙事学理论为解读后现代作品提供了

新的方法ꎮ 认知叙事学家戴维赫尔曼指出ꎬ“叙事理解就是根据文本提示及

所做出的推测ꎬ(重新)建构故事的过程” 〔４〕ꎮ 彼得斯多克威尔在其专著中提

出通过运用图形背景、草案图式、隐喻等认知方式解读文学文本〔５〕ꎮ 在解读巴

氏«白雪公主后传»时ꎬ读者通过运用图形和背景的形成机制、变换式人物视角

的分析和认知草案的整合等策略ꎬ重新构建文本世界的故事情节、人物意识及故

事场景ꎬ再现文本世界里人类生存困境ꎬ揭示美国现代社会语境下的荒诞现实ꎮ

一、层叠式背景:文本情节的构建

断裂的叙事文本是巴氏小说的典型特征ꎬ«白雪公主后传»由 １０７ 个片段组

成ꎬ且长短不一ꎬ短的仅有一句话ꎬ长的多达 ６ 页ꎮ 各片段由大写单词或斜体字

开始ꎬ以换页结束ꎮ 片段之间缺乏时间、空间的联系ꎬ也无任何的过渡ꎮ 多以不

同人物的叙述性话语或碎片化堆砌的词汇组成ꎮ 整部小说无论是从结构上还是

从内容上来看ꎬ都很难找到连贯完整的故事情节ꎮ 在解读这类看似极不连贯的

文本时ꎬ读者通常会受到伴随作品“文类标记”的驱使ꎬ努力寻找各种方式解读

或叙述故事ꎮ “他们会通过自然的讲述参数或体验参数与见证参数ꎬ来试图重

新认识他们在文本中所发现的东西ꎮ” 〔６〕通过调用原有的知识ꎬ并与现有文本构

成背景和图形关系是重构故事情节的主要策略ꎮ «白雪公主后传»中层级化背

景是凸显小说人物关系ꎬ将情节叙事化的关键ꎮ
小说的第一层背景是格林同名童话的故事情节ꎬ这也正是巴氏采用“Ｓｎｏｗ

Ｗｈｉｔｅ”作为书名的目的ꎮ 由于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故事家喻户晓ꎬ在解读

过程中这个书名会立刻激活读者储存在头脑里的故事情节ꎬ并将其作为后置化

“背景”ꎬ在理解巴氏文本的过程中不断加以调用ꎬ与作为图形的现文本结合以

建构故事情节ꎮ “你可以戏谑读者的期望ꎬ你可以让小说顺着读者的预期发展ꎬ
可以与预期相反ꎬ也可以强化预期ꎮ 因为ꎬ你有很多选择” 〔７〕ꎮ 格林童话的故事

情节(如下图)是填补巴氏小说叙事断裂的主要策略ꎮ
格林童话«白雪公主»情节要素及关系图

小说开始ꎬ“头发乌黑如乌檀ꎬ肌肤雪白似白雪”的经典白雪公主形象印证

了读者的认知假设ꎬ建立了文本与童话的联系ꎮ 接着文中对她身上六颗美人痣

图文并茂的描述则提示读者修正已有的认知框架ꎬ构建出一个与童话纯洁形象

完全不同的性感美女ꎮ 关于比尔等七个小矮人的生活与工作、比尔的问题、白雪

公主的困惑等情况的叙述ꎬ将现代版的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生活展现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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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眼前ꎮ 在断裂的语篇中ꎬ人物不断地进场、退场ꎬ倾述着生活的乏味和精神

的困惑ꎮ 情节似乎在此驻足ꎬ此时ꎬ文本中以醒目的粗体列出关于童话情节的只

言片语引导读者继续重构故事ꎮ
白雪公主的心理:
在恐惧的范畴中ꎬ令她恐惧的是镜子

苹果

有毒的梳子〔８〕

白雪公主记得的事:
猎人

森林

滚烫的刀子〔９〕

与童话对应人物的陆续登场ꎬ进一步强化了故事的叙事线条ꎬ推动着情节向

前缓慢推进ꎮ 简的嫉妒、保尔的王子血统和贵族气质不断将巴氏小说与童话情

节相联系ꎬ直至简调制了毒酒却被保尔误饮身亡将故事推向高潮ꎬ进入了尾声ꎬ
格林童话也继而完成了背景化的使命ꎮ 小说第一部分结尾处的问卷巧妙地将童

话与文本之间的背景与图形关系凸显出来ꎬ指明读者建构故事情节的方向ꎮ
白雪公主是否像你记得的那个白雪公主?
是()否()
读到这里为止ꎬ你是否明白保尔是个王子角色?
是()否()
简是那个邪恶的后娘角色?
是()否()

依你的看法这七个男人作为个人ꎬ在人物塑造方面是否充分?
是()否() 〔１０〕

除了童话故事«白雪公主»这一层背景之外ꎬ小说还隐藏有另一层叠加的背

景ꎬ就是高塔美女的母题ꎮ 美丽的公主被女巫关在高高的塔楼上郁郁寡欢ꎬ英俊

的王子历经千辛万苦解救公主ꎮ 小说的第一部分及整个第二部分反复描述的白

雪公主垂下长发的举动即源自格林童话«莴苣公主»ꎮ 但是ꎬ与白雪公主童话情

节的背景化作用不同ꎬ这则童话在巴氏小说中以母题形式出现以强化小说的主

题ꎮ 因此ꎬ相对于«白雪公主»童话ꎬ它具有凸显的效果ꎬ构成了图形ꎮ 这种层叠

构成了小说叙事的层次和张力ꎬ深化了主题ꎮ 在高塔美女母题的衬托下ꎬ路人反

应得以突出ꎮ 具有王子外表的保尔因为怕承担责任感到“异常的紧张”ꎬ两个失

业的中年男人因为生计而畏缩不前ꎬ哈姆莱特式忧郁气质的比尔发出对生命困

境的感叹ꎬ精力充沛的摇滚乐队队长放弃了对乐队的责任ꎬ默默无闻的爱德华发

表了一番关于家庭主妇的言论ꎮ 无论作品中的哪个人物ꎬ都只有思考的力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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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行动的能力ꎮ 文中ꎬ巴氏以主题句的形式“对头发的反应”、“对头发缺乏反

应”、“对头发的额外反应”ꎬ打开一扇扇通向现实的窗口ꎬ展现了当代社会的市

井百态ꎬ对现代人的麻木、情感的缺失进行了辛辣的讽刺ꎮ
如果说传统童话中白雪公主是被动地等待救赎ꎬ莴苣公主是主动地寻求救

赎ꎬ则巴氏文本中的白雪公主完成了从等待到寻求到自我救赎的升华ꎬ随着对现

实世界认知的深入ꎬ“这个世界本身也有毛病ꎬ连提供个王子都做不到ꎮ” 〔１１〕白雪

公主放弃了寻找王子的幻想ꎬ不再与现实为伍ꎬ最后得以重拾贞洁获得神性ꎮ 整

个故事在两则童话层叠的背景上展开ꎬ人物形象在背景上凸显ꎬ文本情节从断裂

的语篇中得以重构ꎮ

二、变换式视角:人物意识的再现

关于小说创作ꎬ巴氏指出:“每个作家都是现实主义者ꎬ都对心灵活动作出

真实的描述ꎮ” 〔１２〕因此ꎬ通过对人物视角的分析解读人物意识是揭示巴氏小说意

义的重要手段之一ꎮ 在故事世界里ꎬ人物意识可以从四个方面再现:一个或多个

视角对事件的读解或概念化、人物对自己及他人意识的推断、与情感相关的话语

的使用、感受性〔１３〕ꎮ 由于视角是一个心理问题ꎬ视角分析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关

于叙述者或人物的认识分析ꎬ对人物心理再现的分析可以作为作品人物思维和

主题意义的探讨ꎮ 不过ꎬ与传统小说叙述方式不同的是ꎬ巴氏«白雪公主后传»
没有固定的叙述视角ꎬ而是采用了第一人称复数、第一人称单数、第三人称单数

(全知视角及有限视角)多种视角交替变换的叙事形式ꎮ 小说中几乎没有人物

形象及行动的直接描述ꎬ大多为内心独白和人物话语ꎮ «白雪公主后传»中多种

叙事视角的运用展现了“我们”意识、“我们”中“我”的意识、“我们”之外“他
(她)”的意识ꎬ并通过这三种意识的冲突ꎬ揭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ꎬ从而生动地

刻画了人物形象ꎬ突出了文本主题ꎮ
“我们”的意识是小说的主导意识ꎮ 第一人称复数体验式叙述是展现“我

们”意识的叙事形式ꎬ也是后现代主义作品常用的叙事视角ꎮ “我们”通常以集

体代言人的姿态出现ꎬ但是其是否代表共同的意识就成为问题ꎬ也就产生了叙述

的不可靠性ꎮ «白雪公主后传»中“我们”是与白雪公主同居的小矮人们的叙述

视角ꎬ它既可以是其中一个代言人的视角ꎬ也可以是两个人以上的共有视角ꎮ
“这是一种流动的叙事ꎮ 你永远不知道哪个人在说话ꎬ通常他总是说‘我们’以
便表达对发生的事情的集体态度” 〔１４〕ꎮ 由于视角的游移性和模糊性ꎬ读者很难

分清七个人中是谁在说、谁在看ꎮ 但是ꎬ他们的共性使“我们”叙述从一定程度

上代表了共同的思维:都出生在国家公园ꎬ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父亲ꎬ每天做着

清洗楼房和烹煮婴儿食品的工作ꎬ最重要的是“我们”和白雪公主同居一室并保

持着性关系ꎮ 共有的集体意识反映在矮人们对白雪公主的概念化理解上ꎮ 在集

体思维里ꎬ白雪公主只不过是“一条红浴巾包裹的漂亮的白屁股” 〔１５〕、一个“家
庭煮妇”(ｈｏｒｓｅｗｉｆｅ)ꎮ 因此ꎬ她写的诗自然也成了“下流诗”ꎮ 这种概念化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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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同时也映射到“我们”对其他女性的认知上ꎬ进出办公大楼的女性成了摇动着

手臂召唤“我们”的“靶子”ꎮ 这种隐喻性的表达ꎬ揭示了矮人们对女性认知的狭

隘和强烈的男权意识ꎮ 因此ꎬ“我们”对白雪公主的“爱”更多也就是一种生理需

求或者说是一种占有欲ꎬ而非情感ꎬ“当性快感得到了满足ꎬ你就会很奇怪地喜

欢上对方ꎬ同你一起获得性满足的一方ꎮ” 〔１６〕 而在对自己的认知上ꎬ矮人们认为

自己是“简单的资产阶级”ꎬ是“一个别人对你一无所知的人”ꎮ 第一人称复数体

验性叙事将这种安于现状、甘于平庸的“简单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展现在读者

面前ꎮ
相对于“我们”的集体意识是“我”的意识萌芽ꎬ文本中第一人称视角和这七

个矮人中的个体所采用的第三人称视角显现了“我”的意识ꎮ 由于“第一人称复

数叙述者的‘我们’所再现的集体意识似乎始终存在对第一人称单数叙述者

‘我’所再现的个人意识以及对小说人物意识的压制” 〔１７〕ꎬ游离于“我们”之外的

“我”成为了异己ꎮ 在«白雪公主后传»中ꎬ以比尔视角进行的叙述构成了“我”
与“我们”之间主要的意识冲突ꎮ 比尔是七个矮人中唯一一个拒绝物质世界ꎬ并
开始对精神世界进行思考的人ꎮ 小说通过“我们”的视角叙述比尔不让人碰的

情况ꎬ以及“我们”对比尔的推测ꎬ有“忧虑说”、“生理说”等ꎮ 尽管在比尔的问

题上集体的认识并不统一ꎬ但在比尔的问题给集体带来的危害方面ꎬ他们的认识

却是一致的ꎮ 然而ꎬ并没有人知道比尔真正的问题所在ꎮ 比尔视角的叙述揭示

了他的问题出于对现实不满而引发的精神层面的思考ꎮ 为了成为“伟大的人”ꎬ
比尔试图找到爱的缺失、生命意义、痛苦的来源等问题的答案ꎮ 然而ꎬ由于认识

的浅薄ꎬ他这种不切实际的思考根本无法为他提供答案ꎬ深陷于精神困境无法自

拔的比尔最终把自己推向了毁灭ꎮ “我们”之中其他人物的叙述仅构成了集体

中不和谐的声音ꎬ虽然反映了“我们”对现有生活的不满和抱怨ꎬ但在集体意识

压制中ꎬ个体仅有思考而无行动的努力最终证明是徒劳的ꎮ 比尔的问题隐喻性

地映射了现代人的精神困境ꎮ 在物欲横流、信仰缺失、集体意识压制的现代社

会ꎬ在宗教都“几乎没有触动民众的意识”的世界ꎬ个人的力量又是何其渺小ꎮ
“我们”之外的第三人称单数视角(全知视角和有限视角)表现了“他(她)”

的意识ꎮ 这种叙述大多是一种评价或内心独白ꎬ使人物意识如同白描般铺陈在

读者面前ꎬ由读者去评判解读ꎮ 人物形象也从“他(她)”与“我们”及“他(她)”
与“他(她)”之间的意识差异中凸显ꎮ 与“我们”对白雪公主的认知不同ꎬ第三

人称全知视角和白雪公主有限视角的叙述给读者展现了另外一个白雪公主:一
位受过高等教育ꎬ对艺术和音乐都有一定的鉴赏ꎬ追求完美的生活和爱情ꎬ具有

浪漫主义情怀的新女性形象ꎮ 她思想开放ꎬ渴望从现在的生存环境中解脱ꎮ 她

的这种需求与粗俗木讷的小矮人们形成了强烈的对比ꎮ 这种意识冲突在对于

“爱”的认知上更为突出ꎮ “我们”认为白雪公主是爱他们的ꎬ但在白雪公主的意

识里ꎬ她身边生活的这七个小矮人“加在一起只等于大概两个真正的男人ꎮ”她
的生活是“不完整的”ꎬ是“无人相伴的”ꎬ她期待着王子的拯救ꎮ 而“我们”却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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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白雪公主“已经爱我们了ꎬ但还不够ꎮ 她仍然有点儿惭愧ꎮ” 〔１８〕 白雪公主与小

矮人的不同视角呈现的认知反差使白雪公主的形象更加鲜明ꎮ 在对保尔的认知

中ꎬ各种人物意识出现了更大的分歧ꎮ 白雪公主对保尔的认识从一开始想象中

的王子到“自命不凡的资产阶级分子”ꎬ体现白雪公主从对现实的幻想到认清现

实的一个发展过程ꎮ 在霍戈眼里ꎬ保尔只是个和他一样的“下流痞”和某种意义

上的情敌ꎮ 在弗莱德的意识里保尔是个“精力充沛”的人ꎬ为了偷窥白雪公主居

然能“在屋子外面挖了一个这么大的洞”ꎮ 而在保尔自己的认识里ꎬ自己是一个

英俊高贵、生不逢时的王子ꎮ 在多视角的叙述中ꎬ保尔形象逐渐地清晰ꎬ没有光

环的赤裸的保尔“彻头彻尾是只青蛙”ꎮ
巴氏通过叙述视角的更替ꎬ将不同人物的内心原生态般展示在读者面前ꎮ

人物意识在视角的流转中呈现ꎬ思维模式的差异和冲突构成了叙事张力ꎬ映射了

现代人的心理现实ꎬ人物形象在碎片化的叙事中逐渐地丰满和立体ꎮ

三、合成式草案:故事场景的生成

巴氏认为ꎬ“艺术是对外在现实的思考艺术考虑的是世界ꎬ它不能不考

虑世界ꎬ思考的目的是最终改变世界” 〔１９〕ꎮ 如果说«白雪公主后传»具有改

变世界的功能ꎬ它便是通过对现实世界的变形和放大来反映人类荒诞的生存状

态ꎬ从而起到警示作用ꎮ 小说中对现实的映射主要存在于碎片化的叙事语言和

散落在文本各处有关场景描述的信息中ꎮ 这些零碎的片段构成了各种怪异荒诞

的场景ꎮ 解读此类具有“反常叙事成分”的作品ꎬ可以“将两个不同的认知草案

加以合成ꎬ以生成新的阐释框架” 〔２０〕ꎬ借此来理解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的场景ꎮ
巴氏的«白雪公主后传»是以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美国社会为创作背景ꎮ 对故

事场景的解读需要读者调用自己对当时美国社会和文化的认知ꎬ并将其与反常

的场景片段进行信息整合和转换ꎬ以达成对语篇的正确理解ꎮ 当时的美国刚刚

从两次世界大战创伤中恢复ꎬ工业化和科技的发展带来了经济的繁荣ꎬ但是接踵

而来的军备竞赛、朝鲜战争、越战把美国的经济推向了泥潭ꎮ 居高不下的失业

率、贫困人口增加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ꎬ各类运动应接不暇:性解放运动、民权

运动、女权运动、反战运动、环保运动ꎮ 在科技文明和工业技术发展的背景下ꎬ传
统的思想受到了挑战ꎮ 人们面临着空前的信仰危机ꎬ自我中心主义日益膨胀ꎬ人
际关系渐趋冷漠ꎮ 战后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都已成年ꎬ面对混乱的社会ꎬ他们采

取了反主流文化形式以发泄对社会的不满ꎬ“在毒品、乱性、摇滚乐、神秘宗教中

寻找寄托” 〔２１〕ꎮ 这些混乱的社会画面碎片ꎬ在«白雪公主后传»中以拼贴的形式

进行了视觉化的再现ꎮ
在小说中ꎬ总统的出场总是伴随衣衫褴褛的穷人的呼叫ꎬ面对着道琼斯指

数下跌ꎬ总统启动了“向诗歌发起的战争(ｗａｒ ｏｎ ｐｏｅｔｒｙ)”ꎮ 这个看似匪夷所思

的场景ꎬ在与当时美国的政治背景信息进行整合ꎬ就形成了有意义的阐释ꎮ “向
诗歌发起的战争”映射了约翰逊总统“向贫困开战(ｗａｒ ｏｎ ｐｏｖｅｒｔｙ)”的立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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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ꎮ 这种语言的突降产生了强烈的反讽效果ꎬ凸显了政治主张的无力ꎮ 贫困问

题成为文本世界里主要的社会问题:“困扰我的是我们伟大的国家ꎬ美国的生活

质量问题ꎮ 依我看是遭遇了贫困ꎮ 我的意思不是贫苦人在遭受贫困ꎬ虽然他们

显然在受穷ꎬ而且甚至连富人也在遭受贫困ꎮ” 〔２２〕 冷战的阴影也散见于文本中ꎮ
白雪公主穿着“宽大笨重没有体型的人民志愿军蓝棉裤”ꎬ说着中国“百花齐放”
的文艺方针ꎬ行为反常的孩子们穿着“军队剩余服装”ꎬ士兵们拿着各式军火等

着兑换支票ꎮ 白雪公主奇怪的举止在与朝鲜战争这个认知草案进行整合后ꎬ读
者即可解读出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ꎬ并展现了当时年轻人的反战情绪ꎮ 而与军

队相关的信息映射了美苏军备竞赛ꎬ这一时代标记使故事场景更加清晰化ꎬ进而

使文本世界里造成贫困的根源浮出字面ꎮ 这些碎片化的信息经过合成ꎬ再现了

混乱复杂的社会场景ꎮ 人们对政府的失望也通过小矮人们雇佣一个儿童去破坏

选举这个荒唐的举动和宣泄的话语表达出来ꎬ“让所有这一切都见鬼去吧ꎮ 选

举已经该死的变了味儿ꎮ” 〔２３〕悲观不信任的气氛笼罩着文本世界ꎬ人们面对的是

一个荒诞不羁的世界ꎮ
小说世界里小矮人与白雪公主的看似反常的生活方式ꎬ则是对美国 ６０ 年代

反文化运动中“群居村”的一种映射ꎮ 出于对现实的不满ꎬ却又无力与现实抗

争ꎬ为了追求平等自由的生活方式ꎬ一些年轻人离家出走ꎬ过上了群婚群居的生

活ꎬ实行性爱和财产共有ꎮ 而在文本世界里ꎬ这种群婚生活却并不令人满意ꎮ 作

为白雪公主生活伴侣的小矮人们有自己的生意和工作ꎬ看似过着平静的生活ꎬ但
会时而不时地逛逛妓院以满足自己的生理需求ꎬ而白雪公主则憧憬着童话般美

好的爱情ꎮ 这种形同陌路、缺乏精神慰藉的生活最终导致了这个团体的瓦解ꎮ
作为头儿的比尔因疏于履行职责被送上了绞架ꎬ白雪公主也在幻想破灭后羽化

登天ꎬ小矮人们踏上了新的探寻之旅ꎮ 在这种荒诞的现实里ꎬ对理想世界的追寻

只能是无疾而终ꎮ
道德的沉沦在小说中以隐喻的形式表达出来ꎬ性爱被误认为是情爱ꎬ人成了

仅有生物性而无社会性的动物ꎬ性需要成为了第一动因ꎮ 克兰回家前的第一件

事是找一家“妓院”ꎬ亨利在清洗楼房时感到自己“腹股沟中的突起”ꎬ“妓院”的
钟成了男性时间的象征ꎬ当白雪公主担心自己与七个男人同居一室会招来非议

时ꎬ让她失望的是人们对此却无动于衷ꎮ 精神世界的贫乏导致了信仰的缺失ꎬ宗
教抚慰精神的作用已不复存在ꎬ修道院成了懦夫躲避现实的庇护所ꎬ红衣主教甚

至会把“村子(ｈａｍｌｅｔ)”说成“婊子(ｈａｒｌｏｔ)”ꎮ 现实生活中人们追求的只是即时

快感ꎬ“我们需要的不是持久肉体外壳的毁损是我们这里的伟大主题ꎮ” 〔２４〕

精神世界的贫瘠与物质世界的丰富在文中构成了悖论ꎮ 文本中罗列出的各种品

牌再现了现代社会发达的商品经济ꎬ有婴儿食品、高档汽车、酒、皮鞋及名品商店

等ꎬ这些现代生活场景的碎片拼贴出一幅现代美国社会的画卷ꎮ 与童话中在生

态和谐的原始森林里迷路的白雪公主不同ꎬ巴氏小说中的人物迷失在现代社会

危机四伏的欲望丛林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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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　 语

巴塞尔姆的«白雪公主后传»是后现代主义的经典作品之一ꎬ通过运用认知

诗学及叙事学理论解读作品ꎬ文本呈现了丰富的内涵ꎬ读者得以建构一个后现代

语境下人类生存状态的现实ꎬ作品的意义也由此得以体现ꎮ 欧泊贝克曾评论道:
“作品表面上是以极其荒诞的手法故作优雅地描写超现实主义的内容ꎬ但人们

发现他的故事在乔伊斯式的嘲讽和洛可可式的虚幻下面与我们焦虑现实密切相

关” 〔２５〕ꎮ 这部看似零碎、混杂的作品实则是作者对现代人类生存状态深刻、理性

的反思ꎬ巴氏通过形式和内容有机结合创造出一个心理的现实ꎮ
作为美国众多后现代实验派作品的典范ꎬ«白雪公主后传»具有浓厚的时代

印记ꎮ 随着社会的发展ꎬ工业文明与科技进步摧毁了人类乌托邦式的幻想ꎬ传统

的信仰受到质疑ꎬ道德的标准不断消解ꎮ 实验派作家以敏锐的洞察力捕捉到这

一现象ꎬ通过抹平精英与通俗文化的界限ꎬ将高雅与通俗为伍、纯真与低俗杂糅ꎬ
塑造出文本世界里荒诞的现实ꎬ以变形与夸张手法隐喻式地映射了人类面临的

困境与无奈ꎬ用黑色幽默的笔触、碎片化的语言拼贴出一幅幅后现代印象派画

作ꎬ形成强大的社会冲击力ꎬ震撼着人类的心灵ꎬ引发人们抹去浮华的虚幻ꎬ思考

现实的真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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