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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泄密的心》中的不可靠叙述 
张雪芳  李  萱 

（武警警官学院） 

摘要：本文从布斯和费伦的“不可靠叙述”理论角度出发，分析了小说《泄密的心》中的不可靠叙述。通过对其中不可靠叙述

策略所表达的反讽意义的分析，透视其在表层和深层两个层面的反讽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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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靠叙述”是一个貌似简单实际上颇为复杂的叙事学概念，是

当代西方叙事理论中的一个中心话题。学界针对“不可靠叙述”的研究

与讨论，主要是从修辞和认知两大维度分别展开的。修辞性的方法由美

国学者韦恩·布斯于 1961 年在《小说修辞学》中首次提出。布斯衡量

不可靠叙述的标准是作品的规范，即作品中事件、人物、文体、语气、

技巧等各种成分体现出来的作品的伦理、信念、情感、艺术等各方面的

标准。他认为作品是一个艺术整体，由各种因素组成的隐含作者的规范

也就构成一个总体统一的衡量标准。倘若叙述者的言行与隐含作者的规

范保持一致，那么叙述者就是可靠的，倘若不一致，则是不可靠的。这

种不一致的情况往往出现在第一人称叙述中。布斯提出了两种不可靠叙

述，一种涉及故事事实，叙述者对事实的详述或概述偏离事实；一种涉

及价值判断，叙述者在进行判断时出现偏差。读者在阅读时都需要进行

“双重解码”，一是解读叙述者的话语；二是脱离或超越叙述者的话语

来推断事情的本来面目，或推断什么才能构成正确的判断。 

埃德加·爱伦·坡是美国著名短篇小说家、诗人、评论家，美国浪

漫主义文学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小说和诗歌在中外都拥有广泛的读者，

其短篇小说往往以其哥特式的唯美、颓废和极强的戏剧性深受读者喜

爱。坡的哥特式小说创作对后世在美学和艺术效果层面上产生了巨大的

影响。《泄密的心》是坡的短篇小说中颇具代表性的一篇，其主题突出、

事件明确。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方式记录了一个内心扭曲、病态的年

轻人杀害一个老人的全部过程和他的心理变化过程。 年轻人以傲慢的

态度回忆着他杀害老人的全部过程，并在警察面前表现得镇定自若。由

于憎恨老头那只酷似秃鹰的眼睛，想要永远摆脱他，“我”决定要了老

头的命。对此，“我”制定了周密的计划，连续七个夜晚在午夜小心谨

慎地打开老头的房门，在黑暗中侦查，终于在第八个夜晚进入了老头的

房间，将他杀害，并把尸体藏在房间地板下面。当警察接到邻居举报后

前来搜查时，“我”先是若无其事地带领他们四处搜查，一直保持镇定，

却由于无法忍受地板下面老头心脏跳动的声音而主动承认了自己的罪

行。 

这种读来似乎令人匪夷所思的人物设定和故事情节一定会让读者

充满了疑问，一是对于叙述者的精神状态，虽然“我”一直强调自己不

是疯子，但读者一定能发现其叙述中许多有悖常理、偏离事实的地方。

比如谋杀的起因，一个精神正常的人何以会因另一个人的眼睛酷似秃鹰

而将其残忍杀害。叙述者在小说开头就介绍到“我喜欢那个老头，他从

来没有伤害过我，从没侮辱过我。对他的金子，我更无非分之想。” 他

决定要了老头的命，只是想永远摆脱那只让他不寒而栗的眼睛。读到这

里，部分读者可能已经开始怀疑叙述者“我”的精神状态。然而，叙述

者反复强调自己不是疯子，只是“听觉格外敏感，天上人间的一切声息

尽在我的耳鼓里，我曾听见地狱中的很多事情”。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

么他会认为自己听见了死去的老人在地板下发出的心跳声，然而，在他

看来感官并非异常的警察又如何能听到心跳声呢。如此看来，“我”对

警察的判断是错误的，“我”的叙述是不可靠的。 

其二是叙述者的价值判断标准。小说描写的谋杀事件以“我”主动

坦白自己的罪行而结束。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受不了地板下面“低沉、

单调、迅疾的声音，像似裹在棉花里的手表发出的声音…这就是那老头

的心跳声。” 另一方面则是“我”难以忍受警察虚伪的笑。“我”在自

己的行为中没有发现丝毫虚伪之处，却认为警察虽然也听到了老人的心

跳声却不揭穿，其行为过于虚伪而让“我”难以忍受。然而，我们可以

看出，在预谋杀害老头之时，叙述者的虚伪本质便已经暴露出来。他认

为自己对老头的谋杀是精心策划的：“你真该看看我干的有多精明---那

么审慎，那么周详，伪装得多么巧妙。” 在计划杀死老头的前一周里，

“我对他体贴备至……每天清晨，天刚破晓，我就大摇大摆地走进他的

房间，仗着胆跟他说话，亲热地叫他的名字，问他这么一宿是怎么过的。” 

读到这里，叙述者行为的虚伪和荒诞已经可见一斑。之后，当警察来搜

查时，“我”还装模做样地对他们表示欢迎并请他们“好好搜查”，还“坦

然”地故意坐在藏着尸体的地板上方。显而易见的是，“虚伪”的不是

警察，而是叙述者本人，在这一点上，“我”的叙述也是不可靠的。 

由此可见，不论是在事实陈述还是在价值判断层面，“我”的叙述

都是不可靠的。这种不可靠的叙述反应了叙述者的思维特征，同时还产

生了极强的反讽效果。叙述事件的不可靠产生了表层反讽，而叙述者价

值判断上的不可靠则表达了文本的深层反讽，即对于社会价值虚伪的无

意识的谴责与控诉。要在阅读中鉴别叙述者的叙述是否可靠，并体会文

本的反讽效果，需要读者保持一定的主观能动性，在叙述者背后与作者

“进行隐秘的交流，达成共谋，商定标准，据此发现叙述者话语中的缺

陷”，而这一发现会“带来阅读快感”。在这一过程中，读者的阅读积极

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了。从这一层面上来说，阅读不再是单纯被动接受的

过程，而是读者与作者在阅读过程中的积极的互动。这就要求读者在阅

读过程中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轻信、不盲从，深入思考并挖掘叙述

者的真实意图和作者的言外之意，体会作品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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