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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认知文学研究在英美学

术批评界的发展非常迅速，产生了一批致力于从认

知的视角对文学进行批评的学者，衍生了认知诗学、

认知文体学、认知叙事学等重要的分支学科，特别是

认知叙事学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新潮流。

认知叙事学正处在被建构并开始日臻完善的过程

中，因此它仍然是一种进行性的理论。

元认知(metacognition)是一种反思性的认知，是

关于认知本身的演化过程的认知，或者说是“关于思

维的思维”(Blau，2014：46)。批评界对元认知与文学

之间的关系问题的探索是随着认知文学研究的发展

而产生的命题，目前已经引起了不少研究者的注

意。例如，斯蒂文·福克斯探索了大学世界文学课程

中的元认知叙事策略，用一种“为了提高阅读理解和

记忆而设计的、强调预先阅读、阅读和后涉阅读的

元认知练习”(Fox，1994：506)进行实验，其结果证

实在小组讨论和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中是有价

值的提示。著名的认知文学批评家莉莎·桑闪关

注了指涉元认知推理的不同方面的元认知术语，

认为科尔曼选择的用来例举复杂词汇的词并非偶

然 (Zunshine，2014：88)。谢立丹·布劳发现学生在

阅读文学过程中有获得元认知能力的习惯 (Blau，
2014：46)。这几位学者的研究是基于学习者的阅

读层面而进行的探讨，并没有涉及文学批评与叙

事过程中的元认知。马可·卡拉西奥洛思考了阐

释者如何把文学文本与元认知的问题联系在一起

(Caracciolo，2016：196)的问题。卡拉西奥洛的思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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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到了文学批评的层面。然而，从整体的相关研究

倾向考察，多数论者只是将元认知看作学习文学作

品及阅读文学过程中的认知能力，研究也只是停留

在文学教育范畴，并没有上升到对认知叙事与元认

知之间的关系问题的研究与探索。笔者认为，元认

知不仅是一种学习者的学习能力，而且还是一种小

说创作中的叙事机制。换言之，元认知对小说家而

言是一种创作机制，它与作者的叙事策略有密切的

关联。

在英美小说史上，采用莎士比亚或作品作为创

作源泉，或从中获取灵感而创作的小说随处可见，这

一现象在学术界称为“小说创作过程中对莎士比亚

及作品的挪用”。它是一种对经典文学作品进行继

承的方式，也是一种艺术上的创新。这种现象可以

从认知叙事的角度得到充分的解释。本文在梳理与

探索英美小说史上对莎士比亚作品进行挪用的基础

上，分析小说创作中的元认知，进一步探析认知与小

说叙事之间的关系，旨在深入探索认知叙事过程的

深层肌理。

2.元认知与小说创作中的文学原型

元认知是关于认知的认知(cognition about cogni⁃
tion)，一般认为是属于应用语言学范畴。人们将元

认知纳入最早的语言学习过程的研究或教育实践，

将它局限于认知心理学的领域，元认知只是被看成

一种策略(metacognitive strategy)。其实，这只是一种

对元认知的初级理解。元认知既是一种策略，也是

一种隐性的过程，它不只是语言学习过程中的认知

心理机制，它所涉及的是关于所有知识接受与认识

的机制与规律，包括认知过程、认知方式与认知活

动，等等。正如约翰·弗拉维尔所定义的那样：“元认

知被定义为将其作为对象或调节任何认知活动的知

识或认知活动”(Flavell，2004：275)。因此，元认知是

一种高层次的认知，它不仅渗透于各种知识的学

习过程，而且还渗透于各种创造性的活动，特别是

文艺创作之中。文学创作无疑是一种高级的认知

活动，其中蕴含着作者的元认知图式、元认知能

力、元认知的过程及元认知活动等，因为文学创作

首先是基于作家对文学类别的认知、构思与文字

上的呈现，而这一过程是基于作家对文学知识的

认知。

小说创作是一种后天获得的技能，获得这一技

能的过程也是一个复杂的认知过程。作家必须具备

的知识都是具有专业性的写作知识和与艺术创作相

关的技能，因此，作家在接受这些知识与技能过程中

的认知是一种具有元认知性质与特点的认知。元认

知的广度与深度取决于作家的认知能力与认知模式

是否正确。梅瑞迪斯·米勒曾经指出：“元认知是一

种跨学科和学科互涉的技能；它在我们先前的经验、

知识与我们当前探索的学问中建立起一个联想的网

络”(Miller，2010：322)。这一说法同样适用于作家创

作过程中的深层次的认知。小说创作不仅仅涉及小

说的各种要素，而且还涉及语言、文学、文化、历史、

心理、哲学、科学等多种学科。作家所需要掌握的创

作上的知识都是产生于作者的元认知。这也是元认

知与小说创作之间的密切关系。

英语中的“archetype”( 原型) 一词由希腊语

“Arche”派生而来，是英语“archaic”一词的词源。在

希腊语中表示“旧的”，但也有更多的其他含义：它表

示“原来”或“最初”的含义(Goggan，1999：33)。从语

义上暗示出的就是最早的形态，即原型。在现代，这

一术语用于指人类心理以及宗教生活中的基本结构

(Moon，2005：458)。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将这一

术语用于人格理论，用来形容“集体意识中发现原始

的意象和象征”(Strickland，2001：47)，但这一术语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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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于探索文学作品中宗教主题的描述和分析，如

加拿大批评家弗莱在《批评的剖析》(Anatomy of Criti⁃
cism)中就系统地分析了文学经典中的神话原型。文

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所指的原型则并非荣格式的语

义，而是指 prototype，即文本的模型或最初的文本形

式。小说创作与文学原型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关

联。小说家创作的素材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文学原

型，如霍桑在《红字》中，麦尔维尔在《白鲸》中都使用

了《圣经》中的故事作为原型，或者将文学原型嵌入

小说文本之中，将小说构建成元小说。元认知与元

小说的形成有密切的关联性，元小说是一种包含更

加复杂的元认知的文类。元虚构是元小说形成的过

程与方式，即用虚构的方式构建元小说。元小说的

创作中存在着元认知的过程与元认知行为，因此元

虚构的过程也就与元认知有密切的关联性。作家将

文学原型运用到小说的创作之中是一种典型的元虚

构，其作用是赋予文本强烈的互文性，即故事中隐藏

着文学原型，也就是故事中隐藏着故事，而这个隐藏

的故事又是小说家正在创作的故事中的一个不可分

割的部分。这样的小说往往也是最常见的一种元小

说。可见，元虚构是一种常见的元小说叙事技巧。

元认知与元小说之间的关系在于小说家在运用文学

原型进行创作时包含了多层面的认知，其中也包含

了元认知，因为元认知“是一种自涉的过程”(Miller，
2010：322)。在创作的过程中，小说家将获得的文学

创作的技巧运用到创作这一过程中也意味着对知识

的获得、理解和运用，其中隐含了元认知思维。“元小

说”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文学经典作为创作题材与

原型。文学经典往往都是小说家们进行重塑的对

象，莎士比亚、《圣经》、古希腊神话、《一千零一夜》以

及各种经典文学作品都是小说家们进行重塑的对

象，莎士比亚、《圣经》等都是现代小说与当代小说中

最常见的原型，而这些原型本身又有更早的原型，

如莎士比亚的故事大都是对古老欧洲传奇故事的

重写，在成为经典后，后来的作者又对其进行重

写。在小说史上，莎士比亚戏剧首先是被重塑的

重要对象。

纵观英语小说发展历史，莎士比亚及其作品完

成了被经典化的过程之后已经成为英国的文化符

号，莎士比亚及其作品已经成为最具影响力的文学

原型。莎士比亚遗产在英美小说中被继承，有众多

的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用莎士比亚或者莎士比亚的

作品作为文学原型进行创作，这也是笔者接下要进

一步探索的问题。

3.作者作为读者

小说的创作者具有作者和读者两种身份。一方

面作者是小说的创作者，用其掌握的创作技巧进行

创作。另一方面，创作者还是一个隐性的读者，因为

其在创作小说之前需要获得创作的技巧就必须阅读

前人的小说作品，也就是模仿前人的小说技巧与形

式。亚里士多德针对艺术的形式在《诗学》中指出：

“史诗的编制，悲剧、喜剧、狄苏郎勃斯的编写以及绝

大部分供阿洛斯和竖琴演奏的音乐，这一切总的来

说都是模仿”(亚里士多德，1996：27)。亚里士多德实

际上是认为一切艺术形式都是一种模仿。的确，小

说是从更早的诗歌和戏剧模式演化出来的艺术形

式，因此小说也是一种对其他艺术形式的模仿。小

说家对小说形式和技巧的模仿，是从阅读前人的作

品或者是文学原型开始的，因此，小说家也是前人作

品或者文学原型的读者。同时，在小说创作的过程

中，作者还是自己作品的读者。

自 18世纪中叶以来，在英美小说中对莎士比亚

进行挪用的现象十分普遍，如简·奥斯丁在《曼斯菲

尔德庄园》中让人物上演莎士比亚戏剧。麦尔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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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鲸》中通过对莎士比亚戏剧的挪用来设置一种

具有戏剧化的场景。在《白鲸》的第三十六章开始，

麦尔维尔借用戏剧的表现手法，用午夜的艏楼(mid⁃
night forecastle)来暗示哈姆莱特式的戏剧场景，将裴

科德号捕鲸船转化成莎士比亚戏剧舞台，船长亚哈

具有莎士比亚戏剧的韵律与节奏的独白，时而模仿

着哈姆莱特，时而又模仿着伊阿古。马克·吐温在

《哈克贝利·历险记》中借格兰杰福德-谢泼德森家族

世仇的描写，戏仿了莎士比亚戏剧《罗密欧与朱丽

叶》，演绎了现实社会中家族之间的仇恨与战争；马

克·吐温同时在作品中让人物上演《理查三世》《哈姆

莱特》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三部剧中的片段，将文本

转换成富于互文性的元小说文本。

在现代主义小说及当代英美小说中，对莎士比

亚的挪用则更加普遍，如海明威、菲兹杰拉德、福克

纳等现代主义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都挪用了莎士比

亚。当代美国作家以莎士比亚作为用典或隐喻的就

有纳博科夫、约瑟夫·海勒、塞林格、约翰·巴思、约

翰·豪克斯、托马斯·品钦等人。例如，海勒通过戏仿

《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为自己辩驳的话语来演示人

类命运的悲剧性；纳博科夫用莎士比亚剧作《雅典的

泰门》作为小说标题的典故；约翰·豪克斯在《第二层

皮》和《血橙》中都用莎士比亚戏剧作为创作中模仿

的原型。在当代英国小说中，也有很多作家对莎士

比亚进行挪用，如金斯利·艾米斯、艾瑞丝·默多克、

马丁·艾米斯、朱利安·巴恩斯、伊恩·麦克尤恩以及

珍妮特·温特森等多位作家都在自己的创作中将莎

士比亚作为用典，如珍妮特·温特森(Jeanett Winter⁃
son)在《时间之间》(The Gap of Time，2015)中用场景切

换来对莎士比亚戏剧《冬天的故事》进行挪用，创作

出当代语境中的莎士比亚戏剧场景。此外，加拿大

作家阿瑟·阿萨·柏格(Arthur Asa Berger)《哈姆莱特

案例：现代语言协会的谋杀》(The Hamlet Case：The
Murders at the MLA)演绎一本莎士比亚批评的小

说。在小说中对莎士比亚进行挪用的实例还有很

多，这些作家们在挪用莎士比亚戏剧之前具有读

者的身份。

莎士比亚在英美小说中的再现说明他的作品对

小说发展产生了影响，促进了小说文类的不断演变，

产生出来的是特殊的元小说。对这一现象的研究有

益于文学批评领域对小说种类生成机制的深入探

究。借用莎士比亚作品作为创作素材或灵感源泉而

产生的文学作品或文本中明显具有元认知机制的特

征，因此，对这一过程的探索就是认知叙事机制中的

最基本的问题。

在挪用莎士比亚的文类中，莎士比亚及其作品

是创作中元认知过程中所必须具备的最基本文学知

识。作家们对莎士比亚的阅读与研究是这一基本文

学知识获得的基本途径，也就是说作家们的阅读就

是元认知的具体认知过程和认知活动。麦尔维尔

在重写《白鲸》时是在霍桑的建议后，重读了莎士比

亚的作品后进行的；约瑟夫·海勒于 1949年至 1950
年在牛津大学访学时对莎士比亚进行了深入的研

究，为写《第二十二条军规》准备材料。纳博科夫在

15岁之前就认真阅读了莎士比亚的作品；豪克斯在

布朗大学任教时认真地研读了《第十二夜》《麦克

白》《哈姆莱特》和《奥赛罗》，为《第二层皮》《血橙》

的创作做了充分的准备。事实上，所有对莎士比亚

作品进行挪用的小说文本都蕴含了具体的认知过

程与认知活动，这种认知是基于阅读而进行的。作

家们的阅读是为了获得足以进行小说创作的知识与

信息。

就小说创作而言，元认知就是对小说虚构过程

中相关知识的认知与再认知。因此，元认知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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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面的认知。在小说创作的过程中，包含的第一

层认知是作者对创作知识的习得，这种知识的习得

首先是通过模仿的方式而获得，在模仿之前则是通

过阅读来获得一些进行模仿时所依赖的知识与信

息。小说的素材或原型来源于几种渠道，一种是来

自现实生活经历或所见所闻的事件，一种是来源于

对经典文学原型的借用，如对莎士比亚作品的借

用。无论是通过亲身经历来获得的知识还是对文

学原型的借用都是认知活动和认知过程。作者对

原型的获得主要依赖于阅读，阅读是一种认知的过

程，是对文学的理解与接受的过程。对作者而言，

阅读是在掌握了自己的批评观的前提下进行的阅

读，小说作者的阅读是典型的元认知活动。作者在

挪用莎士比亚作品之前就有对莎士比亚作品的认

知过程和认知活动，作者具有读者的一面，作者对

莎士比亚的阅读或者对小说创作机制的认知就具有

元认知的性质。

4.文本世界中的元认知

元认知在小说创作的过程中是一种重要的认

知模式，是构成文本世界内在认知机制的重要因

素。在小说中，作者是文本世界的创造者，也是认

知主体。在文本世界创造的过程中，作者将认知

过程中获得的各种知识和信息转换成小说文本。

对莎士比亚的挪用也是将认知(认知活动、认知客

体、认知过程等)转换到文本的一种具体策略，莎士

比亚作品本来也是一种文本世界，而作者将莎士

比亚的文本世界元素挪用到新的文本世界，这就

产生了一种全新的“替换世界”，可称为“新文本世

界”或称为“新宇宙空间”(neocosmic space)。“新文

本世界”实质上是一种莱布尼斯式的“可然世界”

(possible world)。
在英美小说创作过程中，挪用莎士比亚作品来

创造的文本世界是一种用文字建构的“新文本世

界”。“新文本世界”的创造在英美小说史上由来已

久，而在当代英美小说创作领域更是一种新潮流。

创作“新文本世界”的途径一是对经典作家的生平事

迹进行重写，如戴维·洛奇的《作者，作者》(Author，
Author)和托宾的《大师》(The Master)都是对亨利·詹姆

斯生平事迹的重写；一是对经典作品故事进行重

写，如当代作家对莎士比亚作品的重写、戏仿等，

如为纪念莎士比亚诞辰 400周年而设计的霍加斯

改写计划邀请了珍妮特·温特森、霍华德·雅各布

森、安·泰勒、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吉莉安·弗琳及

特雷西·雪弗兰等英语小说家对莎士比亚的作品

进行改写，都是属于“新文本世界”的创造。“新文

本世界”主要是针对所选用的文学原型而言，如温

特森从《冬天的故事》改写而成的《时间之间》是

“新文本世界”，而莎士比亚的《冬天的故事》则是

元认知过程中的原型，是相对于“新文本世界”而

言的文本世界。

作为认知主体的作者，在创造新文本世界的过

程中起到的是决定性的作用。从认知的视角来看，

作者的认知行为包括对文化的记忆，即对文学经典

与小说创作要素的感悟，同时还包括对想象力的运

用与发挥。在创作文本世界的过程中，需要作者对

文学素材的反思、组织以及空间的构筑。例如，美国

后现代主义作家约翰·豪克斯的创作能充分演示这

一规律，因为他是挪用莎士比亚故事原型的典范。

豪克斯在《血橙》中采用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中的

伊利亚里作为小说场景，借这一场景表达“当代生活

中的伊甸园”(肖谊，2005：40)。在小说中，叙事者西

里尔渴望摧毁现存的性常规，因为他和他的妻子菲

奥拉都深信，婚姻的唯一敌人是一夫一妻制。他们

的婚姻是性开放婚姻，并且还想引诱另一对夫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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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凯瑟琳去追求“多样的性爱”。豪克斯以莎士比亚

的作品，构建了一个当代的“新文本世界”，旨在揭露

美国社会腐败的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作品探究了

婚姻与家庭中的伦理问题，表现了六十年代的性解

放主题。创造“新文本世界”旨在生动地展露现实，

正如格里沙科娃所言：“虚构性文本让人用新的见

解看待周围的世界，不是以直接的臆测表达或对世

界的预设，而是在阐释过程中对它们的建构或思考

而完成的”(Grishakova，2009：191)。豪克斯的创作

过程充分地演示了小说创作过程中的元认知过程，

包括三个方面的认知：第一，他对莎士比亚作品文

本世界的认知，即他对《第十二夜》的阅读与研究。

第二，他对美国社会与现实状况的认知，即他对美

国社会的涉身认知和生活中的见闻。第三，对叙事

方式或技巧的习得与认知，即从文学作品阅读和阅

读其他知识读本中获得的关于文学的知识。豪克

斯的认知是一种元认知是因为他的认知进入了莎士

比亚的认知领域，是关于认知的认知，这种元认知能

力(metacognitive competence)体现在整个“文本世界”

的构建过程。

尽管在创作过程中作者是认知的主体，是文本

世界的创作者，但是文本世界是一种阅读效应，往往

只存在于阅读状况或阅读过程之中，因此小说读者

也是认知的另一主体。读者在整个文本世界的“元

认知”机制中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小说必须在被阅

读的状况下才会体现出自身的价值。读者对文本世

界的阅读与理解是一种多层面的元认知过程，这种

阅读与作者的认知构成呼应的关系，构成了文本世

界中的“认知链”。从文本世界观察，“元认知”贯穿

于小说的创作过程与阅读过程，阅读过程包括作者

本人的阅读与读者的阅读。

因此，从认知叙事学的视角来考察，元认知是一

种阅读过程。在考察英美小说创作中的元认知的时

候必须从作者、作品、读者之间的关系来考察。作家

们在创作小说过程中对莎士比亚作品的挪用的过程

是一个典型的元认知过程，而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

会体会到作者的元认知过程，理解作家如何通叙事

技巧对莎士比亚进行挪用，清晰地演示了小说创作

中的元认知过程。

当然，真正能体会文本世界的构造机制的读者

必须是理想的读者。这样的读者首先必须具有元认

知能力，而往往只有作家本人或者受过专门训练的

文学批评家才具有元认知能力。此外，通过对文本

的阐释也可以培养和提升读者的元认知能力。以当

代英国作家珍妮·温特森的小说《时间之间》为例，我

们能够清晰地阐释元认知在文本世界构建过程中的

内在机制。《时间之间》是按照霍加斯改写计划，以莎

士比亚戏剧《冬天的故事》为文学原型写就的一本中

的当代英国小说，讲述的是关于列奥 (Leo)、咪咪

(MiMi)、赛诺等人的故事，地点是在伦敦与新波西米

亚，列奥怀疑咪咪与赛诺有私情，咪咪生的孩子也是

赛诺的骨肉。在此，温特森把小说分为“原版”(The
Original)和“改写版”(The Cover Version)，原版用当代

的小说叙事话语对《冬天的故事》进行简要的描述，

“改写版”分三个部分，每一部分之间还有一个“幕

间”，从结构上模仿戏剧结构。小说的“改写版”以当

代英国的社会为背景，演绎当代社会现象、家庭与婚

姻中的伦理关系、爱的故事等。

《时间之间》的创作中的元认知过程显而易见。

首先，温特森是阅读了《冬天的故事》后，对莎士比亚

的戏剧情节和结构有深刻的认知，也就是她从经典

作品《冬天的故事》中获得了灵感。其次，《时间之

间》故事的描画是基于她本人的经历，是一种涉身的

认知。第三，新波西米亚是对英国社会的影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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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叙事中掺杂了温特森对英国社会的认知。从以上

几点可以看出，《时间之间》的创作中包含了文本世

界创造者对社会、政治文化传统的多层面认知。“作

品中的虚构世界都是作家想象力的产品，而这种想

象是作家对实际世界的模仿”。(肖谊，2016：7)但是，

文本世界是一种阅读效应，必须有读者的阅读才能

得以呈现。读者(理想读者)阅读的过程同样是一个

多层面的认知。首先是读者对文本世界的认知，包

括读者对作品中用典的选择，读者必须在熟知《冬天

的故事》这一故事的前提下才会发现《时间之间》这

一作品中对莎士比亚的挪用。

5.结语

为什么要探究元认知这一认知现象?元认知是

小说创作过程中不容忽视的内部因素，它是隐含在

作者、文本与读者之间一股脉动。元认知能力是作

家构建文本世界必须具备的条件，也是小说作者与

读者进入文本世界必须具备的技能。换言之，元认

知使不同的文本世界成为可能。从认知叙事学的角

度考察，元认知这一现象在探索小说生成与发展的

过程中具有学术意义。首先，对探索小说的生成机

制与叙事机制有重要的意义。其次，从元认知切入，

对小说叙事的一些策略与机制有一定的解释作用，

比如在解释英美小说家对莎士比亚进行挪用的时

候，能够更加清晰地演示小说叙事机制。第三，对认

知叙事学理论的探讨有一定的推进作用和贡献。英

美小说创作过程中，作家们对文学原型进行挪用颇

具创意，挪用已经成为小说创作的重要灵感源泉。

莎士比亚的戏剧具有很强调艺术性，为英美小说的

生成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艺术资源，英美小说创作

中对莎士比亚作品的挪用也正是元认知机制发生作

用的最好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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