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言

自第一部由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诞生之后袁
文学作品逐渐成为了电影创作的蓝本袁而作家们
也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越来越多地借用电影的表

现手法袁文学与电影的互动日益频繁遥 事实上袁小
说和电影都可以被归类为叙事行为袁但二者所采
用的叙事媒介不同要要要前者通过人物叙事袁而后
者则通过声音和图像袁有时以角色作为辅助遥 更
重要的是袁电影渊特别是叙事电影冤总是模仿和借
用小说中的叙事手段遥可以说袁叙事性作为文学与

电影都具备的特性袁是两者之间最紧密的纽带遥
根据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家热奈特的相关

论述袁时间和空间是任何叙事文本都不可或缺的
两个维度袁而学者雅培认为袁叙事是我们的物种
组织其对时间的理解的主要方式[1]遥 他的观点表
明袁时间是任何叙事文本都必不可少的要素遥 西
摩窑查特曼在叶故事与话语曳一书中则表示院野故事
事件的维度是时间袁故事存在物渊指人物和环境冤
的维度则是空间冶[2]袁这一论述无疑肯定了空间在
叙事文本中的重要性遥 虽然空间在叙事文本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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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不如时间复杂袁但重要程度却丝毫不逊遥 电
影里空间的存在是不言而喻的袁而读者在小说中
也能感知到它的形迹袁尽管小说中的空间不如电
影中那般具象遥

研究选取毛姆的中篇小说叶面纱曳与导演约
翰窑卡兰执导的同名电影改编进行叙事对比分析
的理由在于院首先袁毛姆在叶面纱曳中一改传统的
线性时间叙事模式袁发展出了独具个人特色的叙
事手法[3]曰其次袁同名电影改编不仅在影坛上获得
了认可袁更是带动了原著小说的翻红袁可以很好
地体现改编电影的意义和价值曰再次袁就电影改
编与原著的关系而言袁 该片较为忠实于原著袁存
在比对的价值遥

一尧叶面纱曳小说及其电影改编中的时间二元性
叶面纱曳及其电影改编的读者与观众们不难

发现袁这两个叙事文本中的故事并不是从同一事
件开始叙述的遥 电影中首先出现的是沃尔特和吉
蒂前往梅潭府的镜头袁而小说中出现的第一个场
景是吉蒂和查尔斯在房内偷情遥 然而根据逻辑袁
这个故事至少应该从沃尔特在舞会上与吉蒂的

初遇开始袁因为这是男女主人公都参与的第一个
事件遥 由此可见袁叶面纱曳小说与其电影改编这两
个叙事文本中的时间安排似乎与野沃尔特要吉蒂冶
故事中的时间安排有很大不同袁其中似乎存在着
一个不同于原始的野沃尔特要吉蒂冶故事中的时
间系统的新的时间系统遥 克里斯汀窑麦兹在其著
作叶电影语言曳一书中曾这样说道院野叙事是一个
有着双重时间的序列院所述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叙
事行为本身的时间渊所指时间和能指时间冤遥 冶[4]这
里强调的时间二元性也被查特曼称为故事时间

和话语时间之间的对立遥 前者是野叙述事件的持
续时间冶 [2]袁它的主要特征是其不可逆转性袁即里
门窑凯南所谓的野故事的自然年表冶 [5]曰后者是野仔
细阅读话语所需的时间冶[6]袁伯纳德窑迪克在叶电影
解剖学曳一书中将这一概念应用于电影理论袁并
把野话语时间冶改为野电影时间冶遥 电影时间和话语
时间都会操纵故事时间袁它们具有几乎无限的可
变性[7]遥 在一部电影中袁几年的时间可以被压缩成
几分钟或者几秒钟袁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被完全略
去遥 同样地袁几分钟或几秒钟也可以延长为比实

际长得多的时间[7]遥 文字叙事文本中时间的展现
也同样如此遥

可以肯定的是袁电影和小说中首先得有野沃
尔特要吉蒂冶这一故事的原始故事顺序袁即事件
自然发生的时间顺序遥 此外袁在两个叙事文本中袁
事件都没有按此原始顺序呈现袁这意味着文本中
还存在着另一个顺序要要要事件在话语中被呈现

的顺序遥
尽管小说和电影都没有直接告诉我们故事

中每一件事发生的先后顺序袁但读者不难通过逻
辑推断来捋清遥 以下便是该故事简化版的原始事
件推进顺序袁每个事件由其在故事中出现的先后
顺序按照字母表来命名院

A.吉蒂带着母亲的期望长大寅B.吉蒂开始了
她的社交季袁 但没有收获寅C. 沃尔特爱上了吉
蒂寅D.沃尔特向吉蒂求婚袁吉蒂答应了寅E.蜜月
后他们去了上海寅F. 吉蒂发现他们的婚姻很无
味寅G.吉蒂邂逅了查尔斯寅H.通奸被曝光寅I.吉
蒂又害怕又担心寅J.沃尔特让吉蒂和他一起去梅
潭府寅K.查尔斯拒绝了吉蒂的要求寅L.沃尔特和
吉蒂去了梅潭府淤遥

在叶面纱曳小说中袁上述事件以如下顺序出现院
H I A B C D E F G I J K L
在电影叙事文本中袁这些事件出现的顺序则

更加复杂院
L C 渊A B冤于D L D E F G L H

L I J K L
可以看出袁原始事件推进顺序与小说叶面纱曳

叙事事件顺序和电影叶面纱曳叙事事件顺序之间
都存在着明显的不一致遥 其中袁原始事件推进顺
序被热奈特命名为野故事顺序冶袁因为它是原始顺
序袁是野故事中事件的接续冶 [6]曰相应地袁小说叶面
纱曳叙事事件顺序和电影叶面纱曳叙事事件顺序展
现的是野话语顺序冶袁因为它们是通过话语对故事
自然顺序的重置袁用热奈特的话说袁就是野伪时间
顺序冶遥 在热奈特的阐述中袁这两种顺序之间的不
一致有一个特别的名称要要要野时间倒错冶遥 比对这

淤 后续事件在小说和电影文本中都是完全按照故事顺序叙述的袁因此没有讨论的必要袁故此处略去遥
于 事件 A和 B在电影文本中只是在吉蒂和父母间的对话中提及袁并未做直接叙述袁因此用括号标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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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叙事事件顺序之后可以看出袁小说和电影叙
事的话语顺序里存在着同样的时间倒错现象遥 具
体来说袁原始事件推进顺序中事件 H和事件 I出
现在了事件 A之前袁而电影叶面纱曳叙事事件顺序
中事件 L和事件 C也在事件 A前出现袁 此外袁事
件 L多次出现在其自然出现的顺序之前遥 也就是
说袁在自然的时间顺序里后发生的事件却比先发
生的事件更早地出现在叙事文本当中遥 换句话
说袁叙事回溯到了故事中过去的某个点遥 在小说
叶面纱曳叙事事件顺序中袁叙事从事件 H开始袁而
事件 H显然不是故事时间里发生的第一件事遥在
叙述完事件 I之后袁 叙事又折回到事件 A要要要故

事里真正第一起发生的事件遥 随后的叙事一直停
留在野过去冶的时间里袁直到事件 G结束才回到事
件 I袁而事件 I则是野现在冶和野过去冶之间的过渡事
件袁野就是故事中当叙事被打断袁以便为时间倒错
让位的时刻冶[6]遥 因此袁从事件 A到事件 G的叙事
正是热奈特所说的野倒叙冶遥 他进一步将关于野现
在冶的叙事命名为野第一叙事冶袁而关于过去的叙
事则称为野第二叙事冶遥 同样袁电影叶面纱曳叙事事
件顺序中展现的更为复杂的话语顺序也包含了

跟小说叶面纱曳叙事事件顺序类似的倒叙遥 在电影
叶面纱曳叙事事件顺序罗列的所有事件中袁事件 L
与小说叶面纱曳叙事事件顺序中的事件 I具有相同
的功能要要要作为过渡事件袁表明叙事回归到了第
一叙事层面袁而其余事件则表示叙事仍停留在第
二叙事层面遥

根据热奈特的理论袁倒叙可以进一步分为外
倒叙和内倒叙遥 外倒叙是指野整个倒叙的幅度在
第一叙事幅度之外冶[6]遥 热奈特认为野时间倒错可
以进入未来的过去冶[6]遥 时间倒错将过去或未来与
现在的时刻袁即故事渊其中叙事中断为之让位冤的
时刻隔开一段距离袁他把这段时间间隔称为野时
间倒错的跨度冶袁 而时间倒错本身涵盖的或长或
短的故事时距则被称为它的野幅度冶遥 例如袁在叶面
纱曳小说中袁我们可以粗略推断出袁倒叙中的事件
A从吉蒂的青春期渊假设吉蒂在她十三岁时进入
青春期冤一直持续到到她二十五岁结婚为止遥 此
外袁作者在叙事中告诉我们袁当她饱受通奸事件
的困扰时袁她野已经结婚近两年了冶[8]袁这意味着当
事件 H发生时袁吉蒂大约二十七岁遥因此袁根据其
定义袁叙事中倒叙的跨度是十四年左右遥 作者还
提到吉蒂与查尔斯的关系是在野三个月内冶[9]发展
起来的袁所以我们可以推断袁在事件 G发生时袁吉

蒂的年龄大概是二十六岁零九个月遥 也就是说袁
倒叙从吉蒂十三岁开始袁到离她满二十七岁还差
三个月的时候渊也就是事件 G发生的时间冤结束遥
这十三年零九个月的覆盖范围就是叙事中倒叙

的幅度遥
按事件发生的自然时间顺序来说袁如果倒叙

的起点早于叙事的起点袁 这个倒叙就是外倒叙曰
如果倒叙的起点晚于叙事的起点袁 它就是内倒
叙遥 根据这个定义来推断袁叶面纱曳小说和电影中
的倒叙都是外倒叙遥 热奈特在区分了内外倒叙之
后又接着说明袁外倒叙由于在外部袁无论何时也
不会干扰第一叙事袁它只有一个功能袁即向读者
补充说明这一件或那一件野前事冶[6]遥 就叶面纱曳这
两个叙事文本来看袁确实如此遥 小说中的倒叙解
释了吉蒂如何与沃尔特结婚袁然后又如何爱上了
查尔斯并最终陷入当前的窘境遥 同样袁在电影中袁
离开第一叙事也只是为了向观众解释主人公当

下为何会在梅潭府这个地方遥
根据热奈特关于时间倒错的理论袁倒叙只是

时间倒错的一种类型袁查特曼称之为野闪回冶要要要
野话语打断故事的流动袁唤回早先的事情冶[2]遥 另外
一种时间倒错跟倒叙恰好相反袁叫作预叙遥 因为
当下所研读的两个叙事文本里都没有涉及到预

叙袁在此便不做赘述遥

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改编中都有一个有趣

的现象要要要故事中多次发生的某些事件在叙事

中只能找到一次话语展现袁例如吉蒂和查尔斯同
床的事件曰 而有些事件在故事中只发生了一次袁
但在叙事中却多次出现袁例如沃尔特与吉蒂的初
遇遥 也就是说袁每个事件发生在故事中的次数与
其在话语中出现的次数之间存在着不一致遥 热奈
特将这种不一致归类为故事时间和话语时间之

间的另一种关系袁并将其命名为野频率冶遥 如凯南
所说袁研究频率是为了研究野某一故事时刻与其在
话语中被叙述渊或提及冤的次数之间的关系冶[5]遥

热奈特认为频率有四种潜在类型遥 类似野吉
蒂和查尔斯同床冶事件的频率在热奈特的分类中
被称为野综合叙述冶袁意思是野叙述一次发生了 n
次的事冶[6]遥 下面源自毛姆叶面纱曳的这段摘录可以
作为一个很好的例子来参考院野晚饭过后袁沃尔特
照例坐到灯下袁摊开本书读了起来遥 他大约每晚
都要读到吉蒂上床睡觉袁然后收起书袁到一间已
经被他装备成实验室的房间继续忙活袁一直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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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遥 冶[8]野像往常一样冶说明野沃尔特在灯下读书
与在吉蒂睡觉后进入实验室冶这件事每天晚上都
会发生遥 尽管这是发生了很多次的事件袁但在叙
事中却仅此一处展现遥

这种叙事频率类型在电影版中也有出现遥 影
片中野吉蒂照顾修道院的孤儿冶这个事件在银幕
上只出现过一次袁而在故事里它肯定已经发生过
多次袁 因为从吉蒂自愿到修道院来帮忙开始袁照
顾孤儿就成了她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遥 事实上袁野综
合叙述冶在电影叙事中经常被采用袁因为由于片
长的限制袁电影不能完全按照事件实际发生的次
数来叙事遥

野沃尔特与吉蒂初次相遇冶这一事件的叙事
频率显然与野综合叙述冶相反遥 在故事中它只可能
发生一次袁但在卡兰的电影改编中却出现了两次
渊第二次以倒叙的形式出现冤遥 热奈特将这种频率
形式命名为野重复叙述冶袁即野叙述 n 次发生过一
次的事件冶[6]遥

当然袁 除了这两种形式之外还有第三种形
式袁同时也是小说叶面纱曳及其电影改编中最常见
的形式遥 野沃尔特向吉蒂求婚冶这一事件在故事里
只发生过一次袁而在小说及电影两个叙事文本中
也都只出现了一次遥 一句话总结袁它是野叙述一次
发生过一次的事冶[6]袁热奈特称之为野单一叙述冶遥
它是叙事中最基本的袁也是惯常使用的叙事频率
形式袁至少在传统叙事中是如此[2]遥 从理论上讲袁
应该还有一个与之对应的形式要要要野叙述 n次发
生 n次的事件冶[6]遥 查特曼将其命名为野复合要单
一叙述冶遥 然而袁根据热奈特的论证袁它在本质上
仍然是单一的袁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袁文本中的每
次叙述都与故事中该事件的每次发生相对应遥 因
此袁它可以归类于野综合叙述冶遥谭君强在他的阐
述中也提到了野复合要单一叙述冶这种特殊形式袁
即话语的重复遥 他以叶伊利亚特曳和叶奥德赛曳作为
例子袁其中史诗英雄们在被提及时总是被一些固
定的形容词修饰遥 例如袁阿基里斯总是野敏捷的冶袁
赫克托总是野戴着闪亮的头盔冶袁佩内洛普则总是
野细心的冶[9]遥

二尧叶面纱曳小说及其电影改编中的空间二元性
由于时间和空间是一对相互对应的概念袁而

叙事时间有故事时间和话语时间之分袁那么叙事
空间是不是也有故事和话语上的差别呢钥 实际
上袁笔者在观看卡兰导演的电影叶面纱曳时一直在
思考这个问题遥 在影片的一个镜头中袁女主人公

吉蒂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无法入睡的形象占据了

整个画面遥 她痛苦地捂住耳朵袁试图屏蔽掉外面
的噪音袁这一举动使观众意识到了还存在着银幕
以外的空间要要要村民们正在做驱鬼仪式的那个

空间遥 基于此袁观众至少可以确定袁屏幕上呈现的
空间仅仅是整个电影叙事文本中空间的一部分袁
并进一步假定该叙事中的空间是由不同部分组

成的遥 查特曼关于空间的阐述证实了这一假
设要要要确实存在着故事空间和话语空间的区别袁
但它们并不像故事时间和话语时间那样易于区

分开来袁原因在于袁野与时间顺序不同袁方位或物
理的布局在真实世界中并没有其天然的逻辑冶[2]遥
相比较而言袁由于电影的视觉性袁二者的区分在
电影叙事中体现得更为明显遥 因此袁关于空间二
元性的讨论最开始是针对电影叙事展开的遥 更重
要的是袁小说叶面纱曳及其电影改编在空间呈现上
的区别很大程度上是这两种叙事文本所采用的

不同叙事媒介造成的袁因此袁本章探讨的主题与
这两种不同的叙事媒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遥

确实袁在大多数情况下袁很难说观影者在电
影中所看到的内容与现实生活之间有何差异袁因
为现实生活中的一切几乎都能够在银幕上得以

复原遥 尽管如此袁观影者在观看电影渊即便是 4D
电影冤时却从不会将电影与现实混淆袁因为幕布
边框的存在会时刻提醒他们院直观上你们只能看
到银幕上呈现出来的内容遥 无论一个镜头有多
广袁仍然会有它无法涵盖的叙事空间遥 当然袁也还
有一些叙事空间是选择性地被遗留在了银幕之

外遥 可以肯定的是袁这个被遗留在镜头之外的空
间也是故事的一部分袁即银幕内空间和银幕外空
间共同构成了故事空间遥 相应的袁银幕上呈现出
来的空间是电影叙事中所谓的野话语空间冶袁因为
银幕上显示的内容是由摄影机选择的袁更确切地
说袁是导演或者所谓野大影像师冶所决定的产物遥
换句话说袁它是被话语操纵的空间遥 查特曼将其
定义为野隐含受众的注意力由被话语所导向的框
定区域冶[2]遥 因此袁前文提到的女主人公捂住耳朵尧
辗转反侧尧无法入睡的那个场景中袁话语空间就
是观影者可以在银幕上直观看到的空间袁它与银
幕外空间一同构成了故事空间袁 而银幕外空间袁
即野对于观影者来说处于银幕之外袁但对人物来
说可以看见或者处于听力范围之内袁或者由行动
所暗示的一切冶[2]袁则通过驱鬼仪式的声音间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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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呈现遥 查特曼从五个方面对电影叙事中的话语
空间进行了简要分析袁分别是规模或尺寸曰轮廓尧
质地和密度曰位置尧反光照明的度数尧种类与区域
渊以及彩色影片中的色彩冤曰光学分辨率的明晰度
或度数[2]遥 考虑到这些讨论与当下研究的主题没
有密切关系袁并且在各种电影相关资料文献中都
有提及袁故在此不做赘述遥

有电影理论家提出了电影叙事中空间的其

它分类袁例如袁中国传媒大学的李显杰教授认为
应该区分描述性虚构空间和组合图像空间袁这两
者都隶属于野银幕外空间冶这个大的概念范畴遥 描
述性虚构空间是指通过电影中某些角色渊有时是
画外音叙述者冤的口头描述所塑造的空间袁它与
文字叙事中的虚构空间不同袁因为它是通过动态
的背景环境尧描述者的肢体动作和面部表情来完
成的袁这肯定会使这种形式的描述比纯文字描述
更加复杂遥 组合图像空间则指由诸如音乐尧色彩尧
灯光尧构图等各种元素共同创造的虚构空间遥 它
不像前者那样具象袁相反袁它是模糊的尧抽象的袁
因为它仅仅是由这些电影元素的结合而向观影

者暗示出来的空间遥

文字叙事中的空间是抽象的袁因为其中没有
电影叙事中所存在的图像遥 读者野看见冶的空间也
是他们在自己的想象中看见的袁即从词语转换为
精神映射[2]遥 俗话说袁野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
哈姆雷特冶袁 一个文字叙事文本里到底叙述了什
么袁对此并没有一个统一或标准的答案遥 尽管文
字叙事中故事空间和话语空间之间的界限比电

影叙事中的更难以划分袁但查特曼仍然留给了我
们一个提示遥 他认为袁文字叙事文本里的话语空
间可以被定义为空间关注的焦点袁就像在电影叙
事中一样袁它是野框定区域冶袁野是整个故事空间中
被注意或被遮蔽的一部分冶[2]遥 至于文字叙事的故
事空间袁他进一步将其解释为野读者根据角色的
感知和/或叙事者的描述袁通过想象创造的冶[2]遥 从
这个意义上说袁话语空间可以被视为故事空间的
一部分遥

以叶面纱曳小说中的一个场景为例遥 这天韦丁
顿初次邀请吉蒂来家里与自己和他的满族情人

喝茶袁随着叙述的进行袁读者空间关注的焦点在
不断移动袁 并同步开始在想象中建立起一个空
间遥 首先袁读者的注意力随着叙述转移到了韦丁
顿居住的宅子的外部要要要野四四方方袁 外墙漆成

白色袁显得矫饰造作冶曰随后人物上了楼梯袁读者
空间关注的焦点也转移到了房屋的内部要要要野房
间空空荡荡袁粉白的墙上挂着风格不同的书法卷
轴冶曰最后袁那个满族女人进入了读者的视线要要要
野她身材苗条[噎噎]穿着一件淡绿色真丝上衣袁窄
窄的袖子长及手腕[噎噎]她的脸上涂了粉袁眼睛
下面和嘴唇都涂了胭脂遥 眉毛修成了一对细细的
黑线袁嘴唇涂得猩红冶[8]遥 在整个过程中袁读者根据
他/她的思维之眼看到的场景袁在脑海中描绘了数
张图片遥 整栋房屋﹑人物相遇的房间以及其中的
存在物构成了不断吸引她/他的空间注意力的话
语空间遥 在这一幕快结束时袁吉蒂和韦丁顿走出
屋子往山上去袁 读者空间关注的焦点也随之转
移袁并再次开始在想象中构建话语空间袁在这个
空间里袁吉蒂和韦丁顿边上山边交谈遥 然而袁此时
读者的一部分想象仍停留在韦丁顿的宅子尧房间
里和满族女人身上遥 他们会想院她此刻在屋子里
做什么呢钥 也许她正坐在椅子上袁喝着茶袁想着刚
才与吉蒂的会面袁又或者还是像往常一样在画画
吧遥 这个想象的画面与前面提到的话语空间结合
起来袁就是一个完整的故事空间袁即查特曼的定
义中所说的野我们在想象中创造的东西冶[2]遥

查特曼在他的论述中也总结了文字叙事空

间和电影叙事空间之间几个重要的区别袁其中有
两点笔者认为值得深思遥 第一个区别是查特曼所
说的野文字叙事可以完全是非场景性的冶袁野哪儿
都不是冶袁与其说它发生在某个地方袁不如说它发
生在某个意识领域中[2]遥 然而袁电影叙事难以激发
这种野无地点性冶袁因为只要有东西在银幕上被呈
现出来袁 它就必须是存在于某个实质性的地方
的遥 即使整个银幕一片漆黑或者灰蒙蒙袁也是在
暗示着当时正值黑夜或者正处于某个雾气弥漫

的地方遥 而查特曼所说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则有些
争议遥 他认为袁文字描述总是遵循时间的线性顺
序来展开遥 以上文摘录的对满族女人的描述为
例袁 那一段描述正是按照典型的线性顺序进行
的院整体到部分﹑由上至下遥 满族女人的形象是由
按线性顺序进行的文字描述一点点勾勒完成的遥
但是在卡兰的电影中袁她的形象就直接野完整地
出现在了银幕上冶袁也就是说袁野电影不能描述冶[2]遥
问题是袁在某些情况下袁人物或物体的电影呈现
也可以按时间线性顺序进行遥 例如袁在呈现满族
女人的形象时袁摄影机可以先给观影者一个呈现
她的背影的长镜头袁 以展示她的身高和体型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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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再用一串特写镜头依次分别描绘她的额头尧眉
毛尧眼睛尧鼻子尧嘴巴遥 通过这种方式袁人物形象不
会整体呈现袁而是一个部分接着一个部分线性地
呈现出来遥 当然袁这种呈现手法只能在极少数电
影中看到袁但的确是可行的遥

三尧媒介变化与叙事时空二元转换
叙事是作者对原始故事进行操纵和干预的

一门艺术袁而小说和电影同为叙事行为袁从艺术
形式来说袁前者是时间的艺术袁后者则是空间的
艺术袁二者分别采用了文字与音画两种不同的叙
事媒介符号系统来叙事袁将叙事中的时间和空间
二元转换展现得淋漓尽致遥

从时序与频率这两个角度来说袁两个文本对
时间的处理同多于异院都没有按照原始的故事顺
序叙述事件袁而是有各自特定的话语顺序袁其中
都采用了闪回的叙事手法袁让故事内容更加丰满
有层次遥 此外袁男女主人公梅潭府的生活在二者
的叙事中都占据了绝大部分比重遥 可以说袁虽然
有一些改动袁但电影叙事文本大方向上还是沿用
了文字叙事文本中的时间叙事形式袁只是在某些
细节中灵活运用了不同的时间叙事策略袁更加突
出了导演的个人风格遥

在小说中袁空间是依靠时间存在的袁是间接
产生的袁需要依赖读者通过文字在大脑中生成联
想画面来构建袁 因而给人一种飘忽不定的感觉曰
电影虽是空间的艺术袁却又绕不开时间问题遥 约
翰窑霍华德窑劳森将电影定义为野体现时空关系的
视听冲突冶[10]袁它采取假定的时间袁通过对空间的
处理安排来形成时间的叙述[11]遥 小说和电影的空
间也都呈二元分布袁有同有异院在小说中袁空间关
注的焦点就是该叙事的话语空间袁而故事空间则
是读者根据角色的感知或叙事者的描述袁运用想
象力创造出来的袁 因而话语空间也被涵盖在内曰
电影本身是空间表现为主的艺术形式袁 在电影
中袁话语空间是银幕上呈现出的空间袁它与银幕
外空间一起构成了故事空间遥 电影则依靠声画展
现空间袁需要观影者去听尧去看曰文学作品利用文
字来塑造空间袁 需要读者用想象力去展开联想袁
用野思维之眼冶去捕捉空间的转换袁因此空间在电
影叙事文本中的呈现要比文字叙事文本中的更

加直观遥
四尧结语
由于采用的叙事媒介不同袁小说和电影这两

种不同的叙事文本中时间和空间的呈现方式必

然迥异袁但在某些时候又可以互相借鉴遥 科技的
发展催生了愈加新颖的电影拍摄手法袁而文学作
品的叙事技巧与策略也在不断革新袁彼时呈现在
观影者或读者面前的必定是新奇而又令人欣喜

的作品袁 不仅能带来不一样的观感和视听体验袁
也为叙事研究提供了更具时代性的文本材料遥

研究通过对比分析叶面纱曳原著小说与电影
改编在叙事时空处理上的异同袁审视了两种相异
的媒介符号系统对叙事时空的影响袁并探讨了媒
介变化与时空二元转换之间的关系遥 期望通过上
述分析可以加深我们对文学与电影之间叙事的

互通以及对改编电影的了解袁同时也能够给改编
电影研究和今后改编行为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借

鉴作用[11]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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