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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is aimed at studying the narrative techniques 

in the two Novels, using the structural approach, in an attempt 
to compare the two texts by examining the literary features of 
each of them, and the method used by the two Writers to 
convey the meaning through the structure itself. This study is 
divided into four main themes: first, the technique of 
repetition; second, the traditional sequential narrative 
technique used by Yu Hua versus the photomontage technique 
used by Aslan; third, the narrator's voice and the voices of the 
characters; and finally, the artistic connotations of time, place 
and charac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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یʦهʦا  ) لـمʙؕʘات شʦ سان جʦان Ǻائع دمه( تقʹॻات الʙʴد في روایʯي

  و(عʶافʙʻ الʹʻل) لإبʙاʤॻʀ أصلان
 دراسة بʹȂʦʻة مقارنة

  
 (مʙʶ) ١د. سامॻة عʗʮ الǻ Ȍॻɽʲعقʦب

ʝلʳʯʴʸال:   
 ʦʱیه ʘʴॼدالʛʶات الॽʻراسة تقʙب  ȑʨʽʻʰهج الʻʺمًا الʙʵʱʶم ʧʽʱوایʛفي الʨوه ، 

 ُّॼʱخلال ت ʧم ʧʽʸʻال ʧʽاولة للʺقارنة بʴة مॽɿॽؔة داخلهʺا، والॽع الʺلامح الأدب
اتॼعها الؔاتॼان لʨʱصʽل الʺعʻى مʧ خلال الॽʻʰة ذاتها، وتʻقʦʶ هʚه الʙراسة  الʱي

الʛʶد الʱقلȑʙʽ الʺʱʱاǼع  :ثانॽًا .في الʛوایʧʽʱ الʛؔʱار :إلى أرȃعة مʴاور رئʶॽة: أولاً 
الʺʜج بʧʽ صʨت  :ثالً̡ا .عʙʻ یʨهʨا في مقابل تقॽʻة الفʨتʨمʨنʱاج عʙʻ أصلان

 .الʙلالات الʜمॽʻة والʺȞانॽة داخل بॽʻة الʛʶد: اراǼعً  .الʛاوȑ وأصʨات الॽʸʵʷات
  

   الؒلʸات الʸفʯاحॻة:
، عॼʱة الʟʻ، الʛʶد، الʛʽʯʰʱ، زاوȄة الʛؤȄةتقॽʻات یʨهʨا، أصلان، الʛؔʱار، 

  .الȄʨʽʻʰة
  

                                                 
  جامعة القاهرة  - كلية الآداب - مدرس الأدب الصيني بقسم اللغة الصينية وآدابها 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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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لʸلʝʳ العȁʙي
Ǽ ʧʽوفʛمع ʧʽعʙʰم ʧʽʰأمام ؗات ʧʴد علىنʛʺʱوج والʛʵال  ،ȑʙʽقلʱل الȞʷال

ʧ یʨهʨا وأصلان أن ʅॽؗ تʺȞَّ  :یʶʱاءل ȏ ، تʳعل القار وأمام روایʧʽʱ فʨق العادة
 ِّʙقǽʛاحʶل الȞʷا الʚة بهǽʙʽقلʱة الǽاة العادॽʴل  ؟ما الȞʷا–والʻه - ʙʸنق  ʁُّ ʰل Ǽه ال

ʱروای ʦǽʙقʱان لॼارها الؔاتʱي اخʱات الॽʻقʱوالʽ.هʺا  
هʚه الʙراسة مʴاولة لاكʷʱاف أوجه الॼʷه والاخʱلاف بʧʽ تقॽʻات الʛʶد في و 
لـ  ٤، ورواǽة (عʸافʛʽ الʽʻل)٣لـ (یʨهʨا) ٢)Ǽائع دمهجʨان  شʨ سان مʛؗʚات(رواǽة 

في  الʛؔʱار :مʴاور رئʶॽة، هي: أولاً  أرȃعةوتʻقʦʶ الʙراسة إلى  ،٥بʛاʦॽʂ أصلان)إ(
ʧʽʱوایʛا .الॽًاج  :ثانʱنʨمʨتʨة الفॽʻا في مقابل تقʨهʨی ʙʻع عǼاʱʱʺال ȑʙʽقلʱد الʛʶال

الʙلالات : راǼعًا .صʨت الʛاوȑ وأصʨات الॽʸʵʷات الʺʜج بʧʽ :ثالً̡ا .عʙʻ أصلان
  .الʜمॽʻة والʺȞانॽة داخل بॽʻة الʛʶد

  تقʹॻة الʙؒʯار: :أولاً 
ة بʧʽ الʧʽʸʻ،  الʛʶدǽةَ  الʛؔʱار الʱقॽʻةَ  تقॽʻةُ  عʙُّ تُ  ʛؗʱʷʺرًا والʨهʣ ʛʲالأك

وهي تقॽʻة لا تʟʵ یʨهʨا وأصلان دون غʛʽهʺا، بل هي مʧ أهʦ الʱقॽʻات الʛʶدǽة 
في الʛواǽة الؔلاسॽȞॽة علॽه  ʗمʜʽت الʛواǽة الʙʳیʙة، على عʝȞ ما ؗانالʱي 

                                                 
، لترجمة العنوان انظر ١٩٩٥نشُرت عام ، 《许三观卖血记》لصينية: باللغة ا ٢

  من بحث:  ٤الملخص العربي صـ 

萨米娅：《论余华《许三观卖血记》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结构主
义研究》【J】，东方书信学报（埃及），2020年，第 35卷，第 1-

4期，第 4页。 
١٩٦٠(  ٣ -      .(  
  .١٩٩٨نشُرت عام   ٤
٢٠١٢ - ١٩٣٥(  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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عॼًʽا فॽًʻا، بل أصॼح الʛؔʱار في الʻقʙ الʙʴیʘ أحʙ أهʦ العʻاصʛ الʛʶدǽة  بʨصفها
 الʱي یʻʰُى علʽها الʟʻ، ومʧ الأدǼاء الʚیʧ مارسʨا هʚه الʱقॽʻة في الأدب الʻʽʸي

 -ʛʸʴال لا الʲʺل الʽʰا - على سʨهʨی)余华)غ وا ) وʻʽا بॽج贾平凹 وفي ،(
.ʦॽʂاʛع الله إبʻي أصلان وصȃʛالأدب الع  

في الʛوایʧʽʱ تʛʴʱك الأحʙاث في مʶار دائȑʛ نʨʴ بॽʻة عʺॽقة، ألا وهي 
 )许三观 جʨان الॽʻʽʸة تʛؔʱر عʺلॽة بॽع (شʨ سانبॽʻة الʛؔʱار، في الʛواǽة 

لʴل لʙمه في ؗل مʛة تʨاجه أسʛته مȞʷلة اقʸʱادǽة، ولا ǽعʛف Ȅʛʡقة غʛʽها 
جʨان) مʧ  ها (شʨ سانَ̋ جॽال الʺʱعاॼʀة، تعلَّ مȞʷلاته، وهي عʺلॽة معʛوفة عʙʻ الأ

ِ̋ )، ثʦ قام هʨ بʱعلِ 根龙) و(جʧ لʨنغ阿方(أه فانغ ॽ ȑه (لاʙعǼ ʧال مॽها للأج
أنه إعلان ع来顺) و(لاȑ شʨن 来喜شي اسʛʺʱار هʚه العʺلॽة وتʛؔارها  ʧ)، وؗ

نعلʦ هل سॽʰʽع أبʻاء سان جʨان هʦ في الʺʱʶقʰل على مʙار الأجॽال الʺʱعاॼʀة، ولا 
تʛʴʱك  ؛ إذ(عʸافʛʽ الʽʻل) ʛواǽةل الأمǼ ʛالॼʶʻة ! ʚؗلʥ؟الآخʛون دمهʦ أم لا
ʶقة نفॽʺة العॽʻʰال ʨʴة" هانǽواʛال ʛʽافʸخلال "ع ʧار مʛؔʱة الॽʻات  ؛بॽʸʵش ȑأ

الʛواǽة، فالʛواǽة مʲلها مʲل الॽʴاة في ʣل مʱʳʺع وثقافة لا تعʛف سȐʨ الʛؔʱار، 
مʧ جʽل لآخʛ، وتʶلʥ  هافي اخॽʱار الأسʺاء، تʛؔʱر الأسʺاء نفʶ حʱى

ʶارات نفʶʺات الॽʸʵʷاة. هاالॽʴفي دوامة ال  
مʧ  ؛بॽʻة الʛؔʱار هʚه بʙاǽة مʧ العʨʻانإلى وقʙ حاول یʨهʨا لفʗ الانॼʱاه 

الʱي مʧ شأنها تʽʴُل إلى تʛؔار ॽʀام  ،خلال إضافة ؗلʺة (مʛؗʚات) إلى العʨʻان
مʧ خلال عʨʻان  هʚؗلʥ فعل أصلان الʷيء نفʶ بॽʰع دمه، (شʨ سان جʨان)

فالعʨʻان في الʛوایʲʺǼ ʧʽʱاǼة الॼاب الȑʚ یʛشʙنا إلى عالʦ الʛواǽة،  ؛روایʱه
(ʛʽافʸع) د بـʨʸة،  والʺقǽواʛات الॽʸʵال شॽى لأجʺʱʻأصلان ت ʛʽافʸوع

ʛل آخʽأتي جǽ ʦل، ثʽʻق الʨدروة ف Șلʴǽ ʛʽافʸالع ʧل مʽؗل ج ʙʳʻلفة، فʱʵ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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وʴȄلȘ دورته هʨ الآخʛ، وهʚȞا تʛؔʱر دورات الʴʱلȘʽ وصʻع الأحلام الʢॽʶॼة 
  فʨق الʽʻل.

ها اخॽʱار أسʺاء الॽʸʵʷات في الʛوایʧʽʱ یʛسخ للॽʻʰة العʺॽقة نفʶ كʺا أن
لَ یʨهʨا أسʺاء الॽʸʵʷات ȄʛʢǼقة تʱاॽɻǼة ف ؛بॽʻة الʛؔʱار َّȞة شॽʻʽʸة الǽواʛفي ال

ل أصلان أسʺاء ، وشȞَّ ٦)三乐ه )، (سان ل二乐)، (أر له 一乐(إȑ له 
ʛل لآخʽج ʧرة مʛȞقة مȄʛʢǼ اتॽʸʵʷ؛ال ʦة هانʙʳال،  ʝجʛن ،ʦة هانʙʽفʴوال

 وعʙʰ الله الʸغʛʽ. ،ونʛجʝ الʴفʙʽة، الأسʱاذ عʙʰ الله ،الأم
Ȑَّاا أدȄًرʨʴدورًا م ʧʽʱوایʛار في الʛؔʱل،  ʛʲإلى آفاق أك ʧʽʸʻالǼ ʖوذه

تʽʴُل  داخل بॽʻة الȄʛʢǼ ʟʻقةه الؔاتॼان وجʺالॽة وعʺقًا وʴǽȂاء، وقʙ وʣف رحاǼة
الفʛاغ  علىثقافة لا تعʛف سȐʨ الاسʶʻʱاخ، وتʽʴُل مʧ جهة أخȐʛ  علىمʧ جهة 

 ʧع ʙʽعॼر الʛؔʱʺي الʢʺʻك الʨلʶات إلى الॽʸʵʷفع الʙی ȑʚاني الʙجʨوال ȑʛؔالف
 َʡو ʙیʙʳʱاولات للʴم ȑأ ْʛلفةʱʵاب مʨار الأسʺاء ق أبॽʱى في اخʱ؛ح  ʙر فقʛؔتت 

في دوامة  هامʧ جʽل لآخʛ، ثʦ تʶلʥ الॽʸʵʷات الʺʶارات نفʶ هاسʺاء نفʶالأ
الॽʴاة، وقʙ وʣف الؔاتॼان الʛؔʱار ȄʛʢǼقة ضاعفʗ مʧ الʺعاناة Ǽعʧʽ مʱعاʡفة 
مॼʴة، تʳعل القارȑء یʵʱلى عʧ الʛʤʻة الʻاقʙة، وȄقف Ǽاسʛʺʱار في صف 

    .هʨ الآخʛ اومॼʴً  االॽʸʵʷات مʱعاʡفً 
 ȏʗ عʹʗ (یʦهʦا) في مقابل الفʦتʦمʦنʯاج عʹʗ (أصلان):الʙʴد الʯقلʻ :ثانॻًا

) مʛؗʚات شʨ سان جʨان Ǽائع دمهمʧ حʘʽ الॽʻʰة الʵارجॽة نʙʳ رواǽة (
 في فʸلاً  تʶعة وعʧȄʛʷعʻاوʧȄ، تʨؔʱن مʧ  بʙون فʨʸل مʛقʺة  إلىمقʶʺة 

ʧʽعॼوس ʧʽʱة  مائʯʽعلى ه Ȑʛهي الأخ (لʽʻال ʛʽافʸع) ةǽة، وتأتي رواʴصف
                                                 

) 三) (سان 二) (أر 一الرموز (إي في اللغة الصينية يعني الرمز (له) السعادة، وتعني  ٦
  الأرقام واحد اثنان ثلاث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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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مائة وȂحȐʙ وثʺانʧʽ فʨʸل في سॼعةعʻاوʧȄ، وتʨؔʱن مʧ  ون بʙفʨʸل مʛقʺة 
  صفʴة.

 أرȃعʧʽ) في الʜمʧ لʺʙة مʛؗʚات شʨ سان جʨان Ǽائع دمهتʺʙʱ رواǽة ( 
وقʙ عامًا، وتʺʙʱ رواǽة (عʸافʛʽ الʽʻل) في الʜمʧ لʺʙة أرȃعة أجॽال مʱعاॼʀة، 

الأكʛʰ حȞاǽة، اسʨʴʱذ فʽهʺا الʛʶد على الʺʶاحة اشʛʱك الʸʻان في ʨؗنهʺا 
 الॽʸʵʷات، أوالʛواǽة الॽʻʽʸة لا تʜدحǼ ʦالأحʙاث ونلاحȎ أن  مقارنة Ǽالʨصف،

بʻʽʺا تʜدحʦ الʛواǽة العॽȃʛة Ǽالأحʙاث والॽʸʵʷات على الʛغʦ مʧ صغʛ حʳʺها 
  Ǽالॼʶʻة للʛواǽة الॽʻʽʸة.

 ʨʴان نʱوایʛك الʛʴʱلا ت ʖعى الؔاتʶǽ هاʻʽعǼ ةॽʁॽʁة أو أزمة حʻʽة معȞॼح
لʙʴث في الʛواǽة الॽʻʽʸة أزمات اقʸʱادǽة مʛؔʱرة یʱعʛض لها فا ؛إلى بلʨغها

ولا ǽعʛف لʴلها Ȅʛʡقة سȐʨ بॽع دمه، والʙʴث في الʛواǽة الʺȄʛʸة تȌॼʵ  ،الʢॼل
في  ؛الॽʸʵʷات وسȌ الأحʙاث العادǽة الʺʛؔʱرة یʨمॽًا دون أȑ أزمة حॽʁॽʁة

ا–مʴاولات عادǽة  ً́ ǽة  -أʙعلى ح ʖغلʱتهاللʨʶوف وقʛʤال.  
  ʜʽʺʱازتʳǽوالإ ʅॽʲؔʱالǼ ا وأصلانʨهʨهʺا  ؛لغة یʙʳʻف ʙق ȋقاʱالǼ اॽɿʱاك

  الʵلاصات بلغة ʢॽʶǼة عʺॽقة في الʨقʗ نفʶه.
اسʙʵʱم یʨهʨا تقॽʻة الʛʶد (مʛؗʚات شʨ سان جʨان Ǽائع دمه) في رواǽة 

الʺقʢع الأول  ؛مقاʡع سʛدǽة ةالʱقلȑʙʽ الʺʱʱاǼع، وʧȞʺȄ تقʦॽʶ الʛواǽة إلى ثلاث
ʽهʱل في الʲʺʱاقیॽʶعاء الʙʱة واسʯ ،أʙʰȄة  وȄʛللق (انʨسان ج ʨش) ارةȄز ʙهʷʺǼ

الأكʛʰ على مȐʨʱʶ  ، الʺقʢع الʲاني هʨ الʺقʢعهلʙمه بॽعلʙʰʱأ مʧ هʻا حȞاǽة 
) ʧȄʨؔل في تʲʺʱȄاحة، وʶʺوال ʛʽأثʱال ʨثلاثش ʧة مʛان) أسʨةسان ج  ʦفال، ثʡأ

ǽ،هॼصل ʧم ʝॽل (اʨهʨی) ف أنʷʱȞ  ل في رʲʺʱی ʘالʲع الʢفى دم الʺقʷʱʶʺال ʠف
) ʨسانش  ʧة عǽواʛال ʧا تعلʚهȃو ،Ȑʛة أخʛع دمه مॽه بʱاعʢʱاسǼ ʙعǽ ʦان)، فلʨج

  انʱهاء الʙʴ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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ʱʶǽهل  ؛فقʙ قʙمها أصلان بʱقॽʻة "الفلاش Ǽاك" أما رواǽة (عʸافʛʽ الʽʻل)
ها أو ئأصلان روایʱه ʛʰʵǼ اخʱفاء الʙʳة هانʦ، وʻȄهي Ǽه الʛواǽة دون تأكʙʽ اخʱفا

أن الؔاتʖ سʙʵʱʶॽم الʛʶد الʺʱʱاǼع، لʧؔ أصلان  ȏ لة الأولى ʧʤǽ القار للʨه .نॽɿه
أȑ مʨʺʳعة مʧ ؛ ǽفاجʻʯا ʛʶȞǼه للʺȌʢʵ الʜمʻي، واسʙʵʱام تقॽʻة "الفʨتʨمʨنʱاج"

وفي الॽʁʴقة الʺʷاهʙ الʺʨʻʱعة الʱي تʵلʨ مʧ الʛواȌǼ الʜمॽʻة والʺȞانॽة الʺॼاشʛة، 
ȃʛال ʧل مʽة القلǽاʙʰفي ال Ȍلʵا الʚه ʖʰʶǽ عان ماʛلقي سʱʺال ʧؔة، لॽالȞة والإشȞ

.ȑʙهʷʺال ȑدʛʶاء الʻʰا الʚه ʦفهǽ  
 صʦت الʙاوȏ وأصʦات الॻʶʳʵات:الʚʸج بʥʻ  :ثالhًا

، خارجي غʛʽ حاضʙʵʱʶǽ ،ʛم ضʺʛʽ الغائʖ تʙʰأ الʛوایʱان ʨʸǼت راوٍ 
أȑ أن الʛاوǽ ȑعلʦ  ؛هي رؤȄة مʧ الʵارج - روفو حʖʶ تʨد- الʛؤȄة في الʛوایʧʽʱ و 

ॽʺʶǽه جʛʽار جʗʽʻʽ (الʛʽʯʰʱ الʵارجي)،  الॽʸʵʷة، وهʨ ما هʺا تعلʺمǼقʙر أقل 
وȄلاحȎ الاسʙʵʱام غʛʽ الʱقلȑʙʽ للʛاوȑ في الʛوایʧʽʱ، فلا هʨ الʺʛاقǼ ʖالʺعʻى 

ȑʙʽقلʱخل. ،الʙʱʺال ʨولا ه  
 ʧʽʱوایʛاث في الʙالأح ȑاوʛهل الʱʶǽ ʧʽار بʨʴأ الʙʰی ʦالة، ثʳفي ع

ʸالف ʖأغل ʛʽʶا تʚȞات، وهॽʸʵʷهجالʻا الʚعلى ه ʧʽʱوایʛل في الʨمها  ؛ʙقǽ
 ،ʟʻاقي الǼ ار علىʨʴال ʛʢॽʶǽ ʦف، ثʲȞع مȄʛد سʛʶǼ ȑاوʛارالʨʴلل ʧȞʺǽ بل-

ॽʻʽʸة الǽواʛل في الʨʸالف ʠعǼ ن  -  ةفيʨȞǽ أن ُ̋ ل لॽʻʰة Ȟʷِّ العʛʸʻ الʨحʙʽ ال
ʟʻا  الʺؗ ʨال في هʴالʧامʲل الʸة الفॽȃʛة العǽواʛوفي ال ، ʙاهʷم ʙʳا ما تʛًʽʲؗ

  ʨارȄة دون تʙخل أو تعقʖʽ مʧ الʛاوȑ.ح
ǽعʙʺʱ الʸʻان على  فلاالʨʴار دورًا جʨهȄًʛا في بॽʻة الʕ  ،ʧʽʸʻدȑی

- حʱى ʻʻȞʺǽا القʨل صʨت الʛاوȑ فقȌ، بل ʜʱʺǽج ʛًʽʲؗا Ǽأصʨات الॽʸʵʷات، 
  ن على الʨʴار.امॽʻʰن الʧʽʸʻ إ  :بॼعʠ الʚʴ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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اق والاسʛʱجاع یʦʱ الاسॼʱ (مʛؗʚات شʨ سان جʨان Ǽائع دمه)رواǽة في 
، أما في ȏ لا ʖʰʶǽ رȞȃة للقار ، ȞʷǼل واضحهʚا وʨȞȄن  ،على لʶان الॽʸʵʷات

لا و  ،مʺا Ǽ ʖʰʶǽعʠ الȞȃʛة ؛بʙون سابȘ إنʚارذلʦʱʽ ʥ ف (عʸافʛʽ الʽʻل) رواǽة
  وʱȄفاعل معها.  ،في الʺʷاهʙ الأولى، ولʧؔ سʛعان ما ǽفهʦ الʺʱلقي الʱقॽʻة سॽʺا

أضفى وهʨ ما عامॽة تلقائॽة ʢॽʶǼة،  ʧʽʱایتأتي الʳʺل الʨʴارȄة في الʛو 
ʱوایʛاء الʨة على أجॽɻॽʰʢة والȄʨʽʴال ʧا مʙًȄʜمʽʧ،  هॽɾعلى و ʙʽةتأكǽادॽʱاة. اعॽʴال  

ʟʻشأنها  حفل ال ʧي مʱة، الॽʂفة الفؔاॽʢارات اللʨʴالǼ يʻʽʸضالʛع 
 ʙʳʻات، فॽʸʵʷت بها الʛي مʱعاب الʸها الʺآسي والʙة أشȄات مأساوʤʴالل ʛʲأك

في هʚه الʶʺة على الʛواǽة  الʛواǽة الॽʻʽʸة تفʨقʗ وȃالʛغʦ مʧ أنة للʹʥʴ، مʙعا
هي الأخȐʛ مʧ الʺʷاهʙ والʨʴارات  الʛواǽة الʺȄʛʸة لʦ تʵلُ  فإنالʺȄʛʸة، 
  الʨؔمǽʙʽة.

  الʗلالات الʚمʹॻة والȜʸانॻة داخل بʹॻة الʙʴد: :راǺعًا
لʛصʙ حॽاة  ؛ȞʷǼل عام تʙور الأحʙاث في الʛوایʧʽʱ بʧʽ الʅȄʛ والʺʙیʻة

ا–نلاحȎ ؗʺا وʨȄمॽات ʢʶǼاء الʻاس،  ً́ ǽاد في أول  - أʙة الأجॽʸʵر شʨʹح
ʧʽʱوایʛفي ال ʙهʷ؛م  (انʨسان ج) ʙة جॽʸʵة- شॽʻʽʸة الǽواʛلا  - في ال ȑʚال

 (ʦة هانʙʳال) ةॽʸʵه، وشʙʽه وحفʻاب ʧʽق بʛف الفʛعǽ -ةॽȃʛة العǽواʛي  - في الʱال
 تقʦǽʙُ وقʙ أسهʙʰ ʦ الʛحʦॽ، ولا تʙرك مʨت ولʙیها نʛجʝ وع ،تʞॽɻ هلاوس

 في تʳاوز - رتॼاǼ ȋالʴاضʛالافاقȑʙ أȑ  –شॽʸʵة الأجʙاد بهʚا الȞʷل 
 ،أحʙ شॽʸʵات الʛواǽة، لʱʱعȐʙ ذلʛʽʲȞǼ ʥ بʨصفهاالʺॼاشʛة  االॽʸʵʷة دلالʱه

بها الؔاتʖ عالʺه الʛوائي الȑʚ تʙور أحʙاثه بʧʽ أجॽال  وتʨؔن ʲʺǼاǼة نقʢة اسʱهلَّ 
  مʱʵلفة. ةأȑ أزمʻ ؛مʱعاॼʀة

بʙاǽة مʧ  للʺʙʴدات الʜمॽʻة والʺȞانॽة في الʧʽʸʻ الافɦً  اكʺا نلاحȎ حʹʨرً 
حʘʽ یȞʷʱل  ؛للʜمʧ في العʨʻان الافɦً  اي الʛواǽة الॽʻʽʸة نʙʳ حʹʨرً فف؛ العʨʻان

 ا(مʛؗʚات)، وهي ما تعʻي ارتॼاʡً  مʧ ثʻائॽة الإنʶان (شʨ سان جʨان) والʜمان



余华《许三观卖血记》与易卜拉欣·阿斯兰《尼罗河上的小鸟儿》的 

叙事技巧—— 结构主义理论的比较研究 

[Egypt] Dr. Samia A.Hafeez Yacob Hegab 
  

  مجلة وادي النيل للدراسات والبحوث الإنسانية والاجتماعية والتربوية (مجلة علمية محكمة)

 

9 

 ًɹ ɹً  اواض Ȅʛاوص ʧمʜوأن ال ،ʧمʜالǼ  اعॼʢالان ʖوصاح ʦاكʴال ʨة هǽواʛفي ال
.Ȑʨالأق  

 ʗر اللافʨʹʴال ʨة هॽȃʛة العǽواʛان الʨʻاع الأول لعॼʢن الانʨȞǽ اʺʻʽب
-مʧ خلال ثʻائॽة الإنʶان (عʸافʛʽ) والʺȞان (الʽʻل)، إلا أن الʺȞان هʻا  للʺȞان

الȑʚ هʨ سʺة –سʨاء الʽʻل أو الʷارع الʺʨازȑ للʽʻل (شارع فʹل الله عʲʺان) 
إحالة إلى الʢʶॼاء مʧ الʻاس،  ʨلʝॽ مȞانًا Ǽقʙر ما ه - مʺʜʽة لأعʺال أصلان

ولʝॽ لفȎ (الʽʻل)،  ،(عʸافʛʽ) ȃالʱالي فإن الʴاكʦ الأقȐʨ في العʨʻان هʨ لفȎو 
تʴلȘ وتʱʵفى،  العʸافʛʽ الʱي تʱعاقʖ وتʨʱالى على الʽʻل وعلى فʹل الله عʲʺان

 ʛدورتها هي الأخ Șلʴها تʛʽغ ʛʽافʸد عʨتع ʦا، إذثʚȞوه Ȑ،ا ن ُȌǼاʛان  لʶالإن ʧʽب
 مفادها ثॼات الʺȞان وتعاقʖ الأجॽال وتʙʰلها، عॽʶȞةٌ  علاقةٌ  والʺȞان في العʨʻان

مʲل صʙʽ  ؛Ǽعʙ جʽل وتʛؔار الʶعي والʺʴاولات لʴʱقȘʽ الأحلام الʢॽʶॼة جॽلاً 
ȃو ،ʛʽافʸالع ʙʽل، أو صʽʻال ʧة مȞʺهسॽاء علʻ لʨا القʻʻȞʺǽ: إ Ȑʨالأق ʦاكʴن ال

ا، ولʧؔ بॼعʠ الغʺʨض والʺʛاوغة مقارنة  في ً́ ǽمان أʜال ʨة هॽȃʛة العǽواʛال
  Ǽالʛواǽة الॽʻʽʸة.

ȃالإضافة إلى العʨʻان ؗانʗ عॼʱات الفʨʸل في الʛوایʧʽʱ خʛʽ جʛʶ و 
ʦʤة، وفي معǽواʛال ʦخلاله إلى عال ʧم ʛʰات نعॼʱه العʚرً  هʨʹح Ȏانلاح  ًȄʨاق 

لʻؔه لا ǽغʖʽ عʧ  ،في عॼʱة الفʸل اهقǽ ʙغʖʽ أحʙللʜمان والʺȞان والॽʸʵʷات، 
الʜمʧ و  فالأشʵاص  عʧ الآخʛ،مʻفʛدًا ولا مʱʶقلاً  االʺʧʱ، ولا ʛʹʴǽ أحʙه

  .للॽʻʰة في الʧʽʸʻ نٌ ʨِّؔ الʺȞان ثالʨث مُ و 
ا–اشʛʱك الʸʻان  ً́ ǽانفي أن  -أȞʺمان والʜهʺا الʽلهʺا إحالات  ؗل ʝॽل

الʺȞانॽة والॽʸʵʷة في لʨجॽة ولا سॽاسॽة، بل ؗان للʺʙʴدات الʜمॽʻة و یʨ یʙأ
  .في إضفاء الʺʙȄʜ مʧ الإقʻاع والȘȄʨʷʱ والإمʱاع ورٌ الʧʽʸʻ 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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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许三观卖血记》与易卜拉欣·阿斯兰《尼罗河上的

小鸟儿》的 

叙事技巧—— 结构主义理论的比较研究 

【埃及】萨米娅-玉莹7 
（开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开罗） 

摘要： 

本论文着重研究余华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与易卜拉

欣·阿斯兰小说《尼罗河上的小鸟儿》中的叙事技巧，期望通

过结构主义理论比较两篇小说，探究两位作家如何通过文本结

构阐释文学观点与内涵。本论文分为四个主要方面：一、研究

两篇小说中的重复技巧，二、余华运用的传统顺叙叙述技巧与

阿斯兰的蒙太奇手法对比，三、叙述者的中立性和语言复调，

四、叙事结构中时间、地点所体现的辩证法原理。 

 
 

关键词：余华、阿斯兰、叙事艺术、重复、聚焦、叙事视角、门

槛、结构主义。 

                                                 
7  作者简介：萨米娅-玉莹（Samia A.Hafeez Yacob Hegab）

（1987- ），女，埃及人，开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的博士，主要从

事中国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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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8和易卜拉欣·阿斯兰9 是两位享有盛誉的杰出作

家，《许三观卖血记》10和《尼罗河上的小鸟儿》11分别是二人

创作的举世闻名的小说，再读完这两篇小说之后，读者不禁会

感慨：余华和阿斯兰是如何以如此迷人的方式呈现出平凡而传

统的生活的！ 

两篇小说的小说情节都没有向着特定情节或特定危机方

向展开，《许三观卖血记》中呈现的是周而复始反复循环的经

济危机，主人公只能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卖血来解决这家庭危

机，而《尼罗河上的小鸟儿》中则呈现的是下层人民在日常反

复发生的琐事中挣扎，而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危机”，在这种

的情况下，小说中的人物为克服艰难的生活条件和残酷的现实

拼尽全力。 

两篇小说都带有十分明显的寓言特征，并将叙述与描写

充分结合，但相较之下，叙述性的内容要比描述的内容更多，

难免有些过于偏重一方之嫌，同时两篇都热衷于通过简洁凝练

的方式描写现实，言简意赅又直达人心。 
                                                 

8 （1960-  ） 
9 阿拉伯语：إبراهيم أصلان，发音：Ibrahim Aslan(1935 – 2012)。 

10 这篇小说是余华 1995 年创作的，但本论文采用的是 2012 年 9

月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第 3版。 
11 这篇小说是易卜拉欣·阿斯兰 1998 年创作的，但本论文采用的

是 2005 年 Shorouk 出版社出版的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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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篇小说中的叙述者是非常规的，即将叙述者的声音和

人物的对话常常交织在一起，从中我们可以发现， 小说任务

间的对话是两篇小说的基本架构，通过人物对话将小说中的悲

剧和喜剧巧妙的结合在一起，即使是最悲惨的时刻也能让人开

怀大笑，两篇小说中穿插着大量风趣幽默的对话其中有许多高

级的讽刺。 

 从标题我们就可得出，《许三观卖血记》中人物和时间

清晰的二元关系，以及《尼罗河上的小鸟儿》中人物和地点清

晰的二元关系，同时小说的门槛12（theory）紧接标题之后，

构成读者理解文本和主题的最佳桥梁，本文通过标题和小说的

门槛来研究结构主义理论中空间，时间和人物的运用。 

 

一、 重复叙述： 

“重复叙述主要指对同一件事情的重复性叙述。重复叙

事作为先锋文学的叙事策略，也是余华惯常使用的一种叙事方

法。”13 

重复叙述是《许三观卖血记》和《尼罗河上的小鸟儿》

这两篇小说共同使用的最为突出的叙事方法， 所谓“重复叙

                                                 
12 作品的前提和起点。 

13 张宗泽：《温情的绝望——论余华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

记》》【D】，硕士论文，2015 年，第 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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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并不是余华和阿斯兰的本意，而是当代文学写作和文学批

评最重要的叙事技巧之一。“在《叙述话语》第三章中，吉拉

尔·热奈特(Gérard Genette)（1930- 2018）认为叙述频率是

叙述时间性的主要方面之一，他涵盖（故事的）叙述事件和

（叙述的）叙述陈述的“重复”能力，现代叙事艺术离不开叙

事与故事时间的重复关系。此外，热奈特将叙述频率归纳为一

下四种类型：单一叙事：讲述一次发生过一次的事；多重单一

叙事：讲述 N 次发生过 N 次的事；重复叙事：讲述 N 次发生一

次的事；反复叙事：讲述一次发生 N次的事”14 

在经典小说中它被视为手法瑕疵，对此进行打压。 相

反，在当代小说中，重复叙述已成为构建文本的最重要的叙事

元素之一，中国文学大家中使用该手法的领军人物是余华和贾

                                                 
14
陈莹：《《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中的重复叙述》，读与写杂志 

(教育教学刊) 【J】，2008 年 8 月，第 5卷 第 8期，第 52 页。 

这个概念出现在： 

- 吉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 

也可以看：  

بحث في المنهج، تعريب محمد معتصم وآخرون،  جيرار جينيت، خطاب الحكاية - 

 م.١٩٩٧المجلس الأعلى للثقافة، القاهرة، الطبعة الثاني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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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凹（1952 年-），而在阿拉伯作家中则是易卜拉辛·阿斯兰

和颂阿拉·易卜拉辛15。 

本文所指的重复技巧并不是对词语、声音、对白叙述的

重复等诸多要素进行探讨，而是从整体上进行研究，其体现

在：由重复编织而成的纵横交错内在结构，由此衍生出的丰富

意义，以及由这些重复所呈现的内容与文本外部的多层面关

系。 

两篇小说的内在结构体现在循环往复的叙事结构上， 也

就是重复叙事结构。《许三观卖血记》中，每当许三观家庭遭

遇经济危机时，他就会去卖血，因为除了卖血他别无他法，这

是小说中呈现的奇怪的现象，即：只有卖血才能支持其自身与

其家庭生存下去，而许三观为了其家人的生存去卖血也是心甘

情愿的。小说的标题本身也体现了这个“重复结构”，在标题

中余华并非仅仅以“许三观卖血”作为标题，而多加了一个 

“记”字，以此表明这是一个以卖血为中心情节的长篇有复杂

情节的故事，因此可以说小说的标题作为一个副文本16

（Paratext），也可以说是一个侧文本，意思是平行于小说文

                                                 
15埃及文学家，阿拉伯语：صنع الله إبراهيم 发音：Son'allah Ibrahim

（1937－）。 

16 萨米娅：《中国女性与埃及女性的形象异化 ——以徐坤的《厨

房》和纳瓦勒·萨达维的《双面女》为例 ——比较研究》【J】，

东方书信学报（埃及），2019 年，第 34 卷，第３～４期，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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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体的并对文本情节进行整体阐述的部分，在小说中卖血的

场景出现了十二次，卖血的一路历程同样反复出现：从第一次

卖血前喝河里的水到卖血后拿到钱吃肝喝黄酒，一直到最后一

次卖血因为许三观年事已高无法卖血以及医院不肯要他的血作

为结束。 

不仅许三观，他爷爷和他爸爸也曾反复卖血， 村里人也

对卖血习以为常，并认为能卖血是年轻人身体康健的证明。 

许三观问：“是不是没有卖过血的人身子骨都不结

实？” 

“是啊，”四叔说，“你听到刚才桂花她妈说的话了

吗？在这地方没有卖过血的男人都娶不到女人……”17 

同样，卖血也是一代代人习以为常的事情，我们看到阿

方和根龙卖血，三观从他俩那儿知道了卖血，他又把卖血教给

了后来的来喜和来顺: 

（根龙和阿根       许三观       来顺和来喜） 

这仿佛是在说卖血这件事会一代代不断延续下去，我们

不知道许三观的儿子们或其他人还会不会卖血。 

                                                 
17 余华：《许三观卖血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年 9

月，第 3版，第 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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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似，小说《尼罗河上的小鸟儿》也有相似的内在

结构——以重复为代表的循环结构，小说就像生活一样，标题

中的“小鸟儿”象征着小说的人物，通过他们来表达轮回的概

念，生活周而复始，甚至在取人名时，也是一个名字几代重复

使用，人物在生命的漩涡中走前人的路。当哈尼姆奶奶失踪

时，她的外孙女哈尼姆出现了并走上了像前人一样的人生轨

迹，纳尔吉斯妈妈去世时，年轻纳尔吉斯长大了，成了妙龄少

女，阿卜杜勒拉希姆无法收回他父辈们的土地，阿卜杜拉先生

失望透顶，之后出现了年轻阿卜杜拉，也就是阿卜杜勒拉希姆

的儿子。 

两篇小说的标题就像是引导读者进入小说世界的大门，

《尼罗河上的小鸟儿》小说标题也同样是小说的副文本， 标

题中的“小鸟儿”象征着老百姓，并把他们与尼罗河相连，让

读者联想到在尼罗河上小鸟儿飞来飞去的场景，周而复始，出

生死亡，然后再会有新的小鸟在尼罗河上空飞翔。 

其次，两位作家都采用重复的方式来为小说中的人物命

名，余华按顺序来为人物起名例如一乐、二乐、三乐，阿斯兰

则是按代， 一代一代重复起名。 

通常我们通过重复来发挥解释和说明的作用，传统修辞

学会通过重复来肯定和强调小说中的某些意象或涵义，但是两

位作者使用重复技巧的作用就仅仅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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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许三观卖血记》中的重复技巧，有评论者说:“小

说中的重复强化了文本的深度和厚重感，开拓了叙事的空间，

使人物命运更加丰满，故事更具有立体效果”18，“余华就是

以重复叙事的方法将苦难、无奈、卖血接连不断地重复，在重

复叙事中展露底层人民的辛酸与悲苦，感人至深。”19 
《尼罗河上的小鸟儿》中的重复手法也是如此。两篇小

说中的重复技巧已经超出了证实或解释的功能，而使文本内容

意蕴进入到更深刻、更具有启发性的境界。一方面，这种动作

和行为上的重复和刻板一方面象征着一种僵化的不懂变通的文

化，另一方面象征着思想的空虚与感觉的麻木，这种空虚与麻

木会使人物习惯于重复僵化的行为，而不愿进行变通和尝试新

的道路；而所有这些又加剧了他们生活的苦难与悲剧，两位作

家以充满同情的方式将其呈现出来，使读者放弃那种批判的绝

对冰冷的客观视角，通过人性的角度看待小说中的一切，始终

带着爱与关怀站在小说人物的角度来思考。 

 

                                                 
18 张宗泽：《温情的绝望——论余华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

记》》【D】，硕士论文，2015 年，第 30 页。 
19 翟星宇：《论《许三观卖血记》的叙事艺术》【J】，呼伦贝尔

学院学报，第 26 卷第 1期，2018 年２月,第 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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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余华的传统顺叙叙述手法与阿斯兰的蒙太奇手法20对

比： 

就小说的形式而言，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以没有标题

的数字来划分章节，全篇 270 页被分为 29 章，同样的，《尼

罗河上的小鸟儿》也是以没有标题的数字划分章节的，作者用

7 个章节把 181 页划分开来。余华和阿斯兰两位作家的小说文

本在叙述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妙，两篇小说都带有十分明显的寓

言特征，《许三观卖血记》讲述了 40 年的悲欢，而《尼罗河

上的小鸟儿》则讲述了四代人的离合。 

《叙事话语》中，热奈特指明了“叙事” 包含的三层概

念说：“‘叙事’（即叙事话语，指陈述一个或一系列事件口

                                                 
20小编提醒蒙太奇是从电影里学来的手法，它和情节结构有相似之

处，往往有一定的情节线索，但表现情节的手法不同。它的情节，

常常以画面感很强的"分镜头"似的片断，跳跃性的向前推进。片断

与片断之间，干净利索地省掉了过程性的交代。同时，它往往以时

间为经、空间为纬，交错地叙述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生活片断，通

过一组一组"镜头"的组接，显示人物性格的形成、发展和情节的连

贯、推进。采用这种结构可以突破时空局限，闪现主要情节，省略

繁琐的过程交代，节奏明快，视觉形象感强，穿插自然，变而不

乱。但要掌握这种结构，必须熟悉电影艺术才行。 也可以看（小

说常见的结构形态有哪些？_icexu_新浪博客 (sin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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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或书面的话语）、 ‘故事’（叙事话语陈述的真实或虚构

的事件）、‘叙述’（讲述话语产生的叙述行为），然后以

‘叙事’为核心，重点研究了‘叙事’和与其相关的另外两个

层面——‘故事’和‘叙述’间的复杂关系。”21 

《许三观卖血记》中，余华使用了顺叙的传统叙事技

巧，小说情节分为三个叙事片段： 

- 第一个部分：体现在铺垫和回忆背景，简单介绍许

三观，为我们讲述了他到村里找爷爷，然后在这里

开始卖血的故事。 

- 第二个部分：这是小说中影响程度和广度最大的事

件，体现在三观和其家庭的构成。 

- 第三个部分：表现为因许三观年老，医院不肯再要

他的血，他再也无法卖血了，小说以该情节收尾。 

《许三观卖血记》中所发生的事件和出现的人物并不很

多，而至于《尼罗河上的小鸟儿》小说，虽然它的篇幅比起前

者来较为短小，但人物和事件充斥整个小说。在后者中，阿斯

兰采用了倒叙的手法，使他有机会使用了顺叙的传统叙事技

巧，而他擅长描写场景的多样化，在叙述中使用了 “蒙太

                                                 
21程瑶：《热奈特叙事理论》【J】，群文天地，2009 年，第 5 期，

第 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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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的手法，该手法讲究多场景的并置和选择，各场景之间没

有直接的时间或空间联系，但阿斯兰使它们之间相互联系并合

理并置。这就是热奈特所提出的故事中事件发展的时间顺序和

叙述中组织事件的时间顺序之间的联系22，在这部小说中，故

事时间（真实时间）与叙述时间（虚构时间）不同，作者并没

有按传统的顺叙方式呈现情节。 

《尼罗河上的小鸟儿》中的叙述者以哈尼姆奶奶失踪这

一事件为开端，并以其作为小说的结尾。第一章从“哈尼姆奶

奶离开家门”与“她的儿子被抬上推车准备下葬”这两个场景

开始，但她并不知道周围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她儿子阿卜杜

勒拉希姆和女儿纳尔吉斯的死讯，然后第一章以停电结束，在

此时阿卜杜拉先生正在端详墙上的一幅家庭肖像画，画中有他

失踪的奶奶哈尼姆，死去的妈妈纳尔吉斯以及已故的舅舅阿卜

杜勒拉希姆，然后第二章通过叙述者回忆停电对于纳尔吉斯的

影响来展开叙述，并告诉我们她对于黑暗的恐惧，并以纳尔吉

斯丈夫阿尔巴希·奥斯曼的葬礼结束，第三章以阿尔巴希·奥

斯曼在邮局里工作开始，以阿卜杜勒拉希姆和他妻子苏阿黛分

                                                 
22载于： 
جيرار جينيت، خطاب الحكاية بحث في المنهج، تعريب محمد معتصم وآخرون، المجلس الأعلى 

  .٤٧ - ٤٥م، صـ ١٩٩٧للثقافة، القاهرة، الطبعة الثانية، 
也可以见： 

ʜ الʲقافي العȃʛي،  ʛؗʺاق، الॽʶوال ʟʻوائي الʛال ʟʻاح الʱانف ،ʧʽʢقǽ ʙʽة، سعॽانʲعة الॼʢال
  .٥٣، صـ م٢٠٠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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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结束，然后第四章又回到了第一章的结尾，继续跟随阿卜杜

拉先生推进情节发展，众人开始了有关土地权的纠纷，第五章

以阿卜杜勒拉希姆生病住院开始，同时，在第五章叙述者还回

忆了阿卜杜勒拉希姆年轻时候的故事以及他对巴西玛的旧爱，

之后在第六章中，纳尔吉斯生病，不久去世，并以阿卜杜勒拉

希姆的葬礼结束，第七章，情节重新回到文首，出现幻觉的哈

尼姆奶奶出走，她生活在自己的幻觉中，她仍旧不知道她女儿

纳尔吉斯和儿子阿卜杜勒拉希姆的死讯，最后并没有证实也没

有否认其失踪的消息。 

显而易见，两篇小说的小说情节都没有向着特定情节或

特定危机方向展开，《许三观卖血记》中呈现的是周而复始反

复循环的经济危机，主人公只能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卖血来解决

这家庭危机，而《尼罗河上的小鸟儿》中则呈现的是下层人民

在日常反复发生的琐事中挣扎，而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危

机”，在这种的情况下，小说中的人物为克服艰难的生活条件

和残酷的现实拼尽全力。 

但同时两位作者使用的叙事形式并不相同，所谓“叙事

形式”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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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الȞʷل هʻا له معʻى الȄʛʢقة الʱي تُقʙم بها القʸة الʺॽȞʴة في الʛواǽة، إنه مʨʺʳع ما 

ʱʵǽ23اره الʛاوȑ مʧ وسائل وحʽل لؔي ǽُقʙم القʸة للʺʛوȑ له"  

意思是：叙事形式具有叙述方式的意义，通过这种

“形式”,作者将小说中故事呈现出来，这种形式中凝结

了叙述者为了将故事展现给叙述接受者而选择的——叙述

手段与叙述策略的综合考量
24
 

换一句话说叙述形式是实现作者写作目的的一种手

段，因此小说的叙述形式并不是任意选择的，而是有一定

的内在意义，并根据特定的功能来选择的，那么问题来

了，《许三观卖血记》和《尼罗河上的小鸟儿》分别采用

传统的顺叙和蒙太奇的作用和目的是什么？ 

在我们看来叙事结构中所使用的技巧是作品思想表达

的重要基础，所以作者为其选择了最适宜的形式，就像在

《许三观卖血记》中叙述有时是连续的，有时是同步的，

也就是传统的顺叙叙事方式，这种叙事方式在使用过程中

会明显的趋向于表达一种基本思想，即展现小说中人物的

普遍性，人物生活的普遍性，小说中人物所面对的事件的

平常性与日常性，这就像在说：这就是生活，有跌宕起伏

                                                 
حميد لحمداني: بنية النص السردي من منظور النقد الأدبي، المركز الثقافي العربي للطباعة ٢٣

  . ٤٦م، صـ ٢٠١٤والنشر والتوزيع، 
24 研究者对于之前引文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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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冲突挣扎，这是每天都要经历的也是会重复经历的，

也就是说文本中的叙事方式呈现出一种文本内在的深层次

结构——重复结构，而阿斯兰运用了像“蒙太奇”般的场

景交叉的叙事方式，即通过一系列被聚集在一起的零碎的

场景来表现小说内容，作者并不是用时间将这些场景串联

在一起，而是将事件发展的很多时间点的混合交叉，这也

导致小说前半部分的叙事结构及叙事方式并不清晰且令人

迷惑，但读者很快就会理解这种场景般的叙事建构，它有

在多个场景之间自由跳跃的特征，就像小鸟儿的飞行一

般，时而起飞时而落地，时而出现时而消失，虽然有别于

余华所使用的传统叙事方式，易卜拉欣·阿斯兰小说中的

叙事方式也同样呈现了文本内在的深层次结构——重复结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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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叙述者的中立性和语言复调： 

托多洛夫在其《文学作品分析》书中曾说过：叙述者指

叙事文中的“陈述行为的主体”25，此说明叙述者是作者使用

的主要工具之一，有人将他比喻成作者手中的照明灯以探索故

事中的神秘世界，有人将它比作广播，通过它来传递故事情

节，即叙述者是作者创造的叙事工具，通过他讲述故事的一

切。 

法国文学家热奈特的理论抛开“人称”采用“聚焦”，  

将其分成三类：零视角 (非聚焦型)、内视角（内聚焦）、外

视角（外聚焦）。而托多洛夫使之更为清晰，把叙述视角分为

三种形态：后视角、内视角、外视角。后视角的就是全知视角

（叙述者>人物），内视角的也就是叙述者所知道的同人物知

道的一样多（叙述者=人物），外视角的是对“全知全能”视

角的根本反驳，因为叙述者对其所叙述的一切不仅不全知，反

而比所有人物知道的还要少（叙述者<人物）。26 
余华在小说的自序中所言：“在这里，作者有时候会无

所事事。因为他从一开始就发现虚构的人物同样有自己的声

音， 他认为应该尊重这些声音，让它们自己去风中寻找答

案。于是，作者不再是一位叙述上的侵略者，而是一位聆听

                                                 
25 胡亚敏：《叙事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36

页。 
26 同上，第 18- 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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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一位耐心、仔细、善解人意和感同身受的聆听者。他努力

这样去做，在叙述的时候，他试图丢弃自己作者的身份，他觉

得自己应该是一位读者。事实也是如此，当这本书完成之后，

他发现自己知道的并不比别人多”27。 
这里有必要简要地回顾一下两篇小说中的叙述者、两篇

小说的语言复调以及叙述者和人物话语之间的关系，在小说

《许三观卖血记》中，故事以叙述者开始，用仅仅 27 个字对

许三观进行了简单介绍，并匆匆地讲述了许三观到村里找爷爷

的情景，之后讲述了他和爷爷之间的对话， 同样在余下章

节，余华也十分重视每一个章节的文本门槛的运用，每个章节

的门槛简洁、凝练、完整，小说中的大多数章节的构成均以这

种快速简洁的叙述作为章节的开始，并以小说中人物的对话作

为小说内容的主要表现形式，这占据了小说各个章节中的绝大

部分篇幅，除此之外，在对话间隙，穿插以一些凝练简洁的叙

述性、描述性话语；在部分章节，人物之间对话是表现文章内

容、建立文章结构的唯一方式， 读者经常会发现没有叙述者

任何干预或评论的场景，比如第八章28。 

                                                 
27 余华：《许三观卖血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年 9 

月第 3 版，中文版自序第 1 页。 
28 同上，第 70- 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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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尼罗河上的小鸟儿》中，故事同样由外叙述者的

叙述开启，讲述了哈尼姆奶奶走出家门的场景，该场景的叙述

仅仅包含７句凝练简洁的话，然后开始了哈尼姆奶奶与哈吉马

哈茂德·法哈姆之间的对话，在两人对话结束后，叙述者的声

音再次回归，但是他为我们展现了另一个场景，这个场景里的

时空背景与诸多人物与之前截然不同，叙述者为我们描述了萨

拉马拜访其亲兄弟阿卜杜拉先生的场景， 在此他告诉阿卜杜

拉先生哈尼姆奶奶失踪了，这驱使阿卜杜拉先生去找奶奶。这

里体现出小说的外叙述者并不参与小说事件，他似乎在讲述过

去发生过的事情，而第二章以回忆开始的，并以此贯穿全书。 

综上，根据托多洛夫的说法，这两篇小说是外视角叙

述，即叙述者所知道的与人物所知道的一样少，这也就是热奈

特所说的外聚焦叙述。两篇小说中的叙述者使用第三人称，能

够比较直接客观地展现丰富多彩的生活，他们不受时空的限

制，能够比较自由的反映小说中的现实。同时他们并不参与小

说事件，也不是小说中的人物，在所有的事件都不会出现，但

叙述者的声音并非小说中的唯一声音，叙述者很少展现小说人

物的内心和情感，其站在中立的叙事角度进行叙事， 即不倾

向于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叙述事件时不夸张，不捏造，甚至不

解释也不进行逻辑分析。 

显而易见，两篇小说将叙述者的声音和人物的对话交织

在一起，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对话是两篇小说的基本架构，通



余华《许三观卖血记》与易卜拉欣·阿斯兰《尼罗河上的小鸟儿》的 

叙事技巧—— 结构主义理论的比较研究 

[Egypt] Dr. Samia A.Hafeez Yacob Hegab 
  

  مجلة وادي النيل للدراسات والبحوث الإنسانية والاجتماعية والتربوية (مجلة علمية محكمة)

 

27 

过人物对话将小说中的悲剧和喜剧巧妙的结合在一起，即使是

最悲惨的时刻也能让人开怀大笑，两篇小说中穿插着大量风趣

幽默的对话其中有许多高级的讽刺。 

《许三观卖血记》中， 回忆动作的主体是小说中的人

物，所以结构清晰，不会让读者觉得一头雾水，而在《尼罗河

上的小鸟儿》中，回忆是毫无预兆地发生的，所以会给读者造

成困扰，尤其是在前几章节，但读者很快就会明白作者的叙事

技巧并与之产生共鸣。 

这两篇文章的对话内容具有口语化的、自发化的特点，

以此尽可能的保留了语言的活力，使对话流畅自然，并从对话

中强调生活的平凡，两篇文章在讲述人物所历经的悲剧和困境

时充盈着愉快幽默的对话，这让读者发现最悲惨的时刻却也是

最可笑的。在喜剧化特征方面，《许三观卖血记》相比《尼罗

河上的小鸟儿》要更胜一筹，其包含许多的喜剧场景和对话，

例如，在许三观为赔偿铁匠儿子而去卖血时，我们不由得为这

件事感到揪心，但是很快这种担忧很快会烟消云散，已发生之

事也会被当作笑话：大伙儿告诉许三观许玉兰去了胡小勇家，

告诉他玉兰把许三观卖了血的事告诉了大家，同时还告诉他玉

兰和小勇妻子在街坊面前对骂时，许三观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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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三观，你知道吗？今天早晨你家的一乐去找何小勇了，一

乐去认亲爹了。一乐这孩子可怜， 被何小勇的女人指着鼻子骂，

还骂了你女人许玉兰，骂出来话要有多难听就有多难听。一乐可

怜，被那个何小勇从家门口一直拖到巷子口。” 

许三观问他们：“何小勇的女人骂我了没有？” 

他们说：“倒是没有骂你。” 

许三观说：“那我就不管这么多了。”29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例子，如，三观因为医院不肯要他的血

而痛苦，我们痛其所痛，但很快往下读就又会笑出来： 

“爹，你闹了半天，就是为了吃什么炒猪肝，你把我们的脸

都丢尽了…”30 

《尼罗河上的小鸟儿》也充斥着喜剧情节，例如在阿卜杜

勒拉希姆去世的场景，达拉尔想借他的内衣好去医院体检31。 

还有在达拉尔和纳尔吉斯两人认为阿卜杜勒拉希姆去世了

的场景，她俩的嘶喊在他的头上盘旋，“这足以让阿卜杜勒拉

希姆气的死而复生：32"ه؟ॻه لʗؕ خي في ودنيʙʶʯب ʕِأن 

意思是：“你为什么在我的耳边大喊大叫？”33 

四、 叙事结构中时间地点和人物所体现的辩证法原理： 

                                                 
29 同上，第 160 页。 
30 同上，第 279 页。 
31 易卜拉欣·阿斯兰：《尼罗河上的小鸟儿》【M】，Shorouk 出版

社，2005 年，第 1版，第 128- 129 页。 
32 同上，第 133 页。 
33 研究者对于之前引文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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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篇小说的情节总体上发生在城乡之间， 呈现的是人们

简单的日常生活，同样我们观察到余华和阿斯兰分别选择了许

三观的爷爷和哈尼姆奶奶这两个人物，也都将其置于小说的第

一个场景，阐明其二者都与现实失去了联系，我们了解到爷爷

以为许三观是他儿子而不是孙子，哈尼姆奶奶也并不知道他子

女的死讯。 余华和阿斯兰在第一章就将祖辈一代和孙辈一代

联系起来，从而表示出小说情节主要发生在这两代人之间。事

实上两篇小说都严格使用时间，空间和人物这三个特定因素，

这就要求研究者进行更多的审视、思考和研究。 

当我们将目光锁定在两篇小说的标题时，可以发现在《许

三观卖血记》中有一个注目的由人物和时间构成的特定因素：

人物指的是“许三观”，时间指的是“记”——一个清晰的表

示时间的字眼，不管许三观卖血是因为生活所迫还是他长时间

形成的习惯，很明显这里想表达的主题是“一次又一次地反复

卖血”，即在小说中，时间主导事件的发展，使人印象最深。 

而在小说《尼罗河上的小鸟儿》中，“尼罗河”是第一个

也是最直观的印象，小说的主题印象是由人物和地点二元构成

的：人物指的是在小说中代表角色的“小鸟儿”，而地点指的

是“尼罗河”，读了小说之后，我们发现地点变得更加明确，

缩小到尼罗河旁的法德拉拉·奥斯曼街,这是小说情节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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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但是无论是尼罗河还是法德拉拉·奥斯曼街都不能完全

象征平民百姓的地点，再者标题中的题眼不是“尼罗河”而是

“小鸟儿”，但阿斯兰在小说题目中天才般展现了一种辩证的

关系——地点的固定、不变和人类的变迁、毁灭，也展现了为

了实现平凡的梦想几代人为之付出的反复尝试，如猎鸟与从尼

罗河里捕鱼，仿佛标题预示着时间的流逝，人类在这片土地上

繁衍生息，留下了他们的足记。 

在两篇小说中“时间”将事件的发展串联起来，使人印象

最为深刻，在两篇小说中时间都是和地点紧密结合相伴相随，

人+时间+地点三维一体、不可分割，这可以从以下章节的门槛

中得出：“许三观是城里丝厂的送茧工，这一天他回到村里来

看望他的爷爷”34/ “一个在冬天下雪的时候”35/ “许三观在

丝厂做送茧工，有一个好处就是每个月都能得到一副线织的白

手套”36/ “许三观从林芬芳家里出来，仿佛是从澡堂里出来

似的身上没有了力气，他在夏日的陽光里满头大汗地走完了一

条大街，正要拐进一条街时，看到有两个戴着草帽挑着空担子

的乡下人向他招手，叫着他的名字。他们就站在街道的对

面”37/ “许三观对许玉兰说：“今年是一九五八年，人民公

                                                 
34 余华：《许三观卖血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年 9

月，第 3版，第一章，第 12 页。 
35 同上，第三章，第 31 页。 
36 同上，第七章，第 55 页。 
37 同上，第十五章，第 1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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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大跃进，大炼钢铁，还有什么？”38/ “许玉兰嫁给许三

观已经有十年，这十年里许玉兰天天算计着过日子”39/ “生

日的第二夭，许三观掰着手指数了数”40/  “到了晚上，许三

观一家要去胜利饭店吃一顿好吃的”41/ “第二天早晨，一乐

喝完玉米粥以后，就抬脚跨出了门槛。”42/ “两年以后的有

一天，何小勇走在街上时，被一辆从上海来的卡车撞到了一户

人家的门上，把那扇关着的门都撞开了，然后何小勇就躺在了

这户人家屋里的地上。”43/  “这一天，很多人都听说许三观

家的一乐，要爬到何小勇家的屋顶上……”44/  “这一年夏天

的时候，许三观从街上回到家里”45/ “几年以后的一天，一

乐从乡下回到城里”46/ “这一天，许三观走在街上，彵头发

白了，牙齿掉了七颗，不过彵眼睛很好，眼睛看”47 

                                                 
38 同上，第十八章，第 126 页。 
39 同上，第十九章，第 129 页。 
40 同上，第二十章，第 143 页。 
41 同上，第二十一章，第 146 页。 
42 同上，第二十二章，第 155 页。 
43 同上，第二十三章，第 165 页。 
44 同上，第二十四章，第 175 页。 
45 同上，第二十五章，第 183 页。 
46 同上，第二十六章，第 203 页。 
47 同上，第二十九章，第 273 页。 



  مجلة وادي النيل للدراسات والبحوث الإنسانية والاجتماعية والتربوية (مجلة علمية محكمة)

 )ISSN : 2536 - 9555( 

 

32 

而且我们发现《许三观卖血记》中大多数章节的文本门槛

都是从人+时间+空间开始的，其他的章节也起码包含其中的两

个元素。 

而小说《尼罗河上的小鸟儿》中各章节的门槛也是由人+

时间+地点构成的，例如第三到第七章的门槛： 

ان الʮلح الأحʟ ʙʸلع، ونʙجʛ ؕانʕ وحʗها لأن الʮهي عʸʰان  "الʗنॻا صʃॻ، وؕ
 كان في الʶʸلʲة، والʦلʗ عʗʮ الله في الʗʸرسة، والॻɹال فʦق الʠʴح"48

意思是：夏天到了，椰枣熟了，纳尔吉斯一个人呆着，

因为阿尔巴希·奥斯曼上班去了，她儿子阿卜杜拉上学去

了，小孩儿们在房顶上嬉闹49 

 ʗش الأرضي لأحʦʲوأهله، هي ال ʤॻحʙال ʗʮها عʻعل Ȗلʟا أʸؕ ،ارʗال ʕكان"
ʕَْ̒ في أوائل القʙن"50  الʦʻʮت الȂʙʱʲة الʙʻʮؒة الʯي بُِ́

意思是：这房子，就像阿卜杜勒·拉希姆和他家人所说

的，是一座建于本世纪初的大石屋的院子。51 

 ʥني،... ومʗعʸولاب الʗار الʦʱǺ ȉلاॺعلى ال ʛلʱدلال ت ʕجال ؕانʙال ʙʮʹفي ع"
 وقʕ لآخʙ تʙفع رأسها لʥʭʸʠʯ إلى عʗʮ الʙحʤॻ الȏʘ جلʛ على الفʙاش مʹʘ أǻام"52

                                                 
48 易卜拉欣·阿斯兰：《尼罗河上的小鸟儿》【M】，Shorouk 出版

社，2005 年，第 1版，第三章，第 47 页。 
49 研究者对于之前引文的翻译。 
50 同上，第四章，第 91 页。 
51 研究者对于之前引文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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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病房里，达拉尔正坐在橱柜旁的瓷砖上，时不

时抬起头来安抚卧床好几天的阿卜杜勒·拉希姆。53 
 " الʗنॻا لʻل، والॻɹادة دور أرضي"54

意思是：夜幕降临,诊所在一楼。55 
ʕهʱمها، واتʦن ʥدلال م ʕامه" "قامǻ ʙʻʳاح الॺة "صʗʻعॺة الॻʮانʱة الʙʱʲة الॻتها ناحʦʶǺ٥٦  

意思是：达拉尔醒了，她向远处的房间喊到:“早上好，妈

妈”。57 
在第一章和第二章的门槛虽然没有明确的时间，但也呈现

了时间这一元素，从“奶奶发现她睡着了，起身离开……”我

们可以得出该场景发生在早上，而在第二章从“一旦熄灯，纳

尔吉斯就会去看电视，因为她怕黑，她除了黑，她什么都不

怕”中我们可以得知时间是晚上。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时间和地点必有一个会出现在章节的

门槛中，二者不可分割，因此不可能只有地点、没有时间， 

也不可能只有时间、没有地点。这两篇文章中的时间和空间，

并不表现心理和政治方面的内容，没有复杂特殊的涵义。 

                                                                                                                       
52 同上，第五章，第 125 页。 
53 研究者对于之前引文的翻译。 
54 同上，第六章，第 149 页。 
55 研究者对于之前引文的翻译。 
56 同上，第七章，第 173 页。 
57 研究者对于之前引文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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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三观卖血记》 《尼罗河上的小鸟儿》 

 
1- 
内 
在 
结 
构 

相

同 

 
以重复为代表的循环结构 

 
 
 
相

异 

许三观一次又一次的

卖血卖血。 
 

一代代人习以为常的

事情。 
 
 
 

小说中卖血的场景出

现了十二次，卖血的

一路历程同样反复出

现。 

生活周而复始。 
 
 
 
 
 
 
 
 
 
 
 
 

下层人民在日常反复发生的琐

事中挣扎。 
 

 
一代一代都有相同的命运和行

为。 

 
 
2- 
 
标 
 
题 

相

同 
标题就像是引导读者进入小说世界的大门。 
标题是小说的副文本。 

 
 
相

异 

小说的标题中的

“记”字表明这是一

个以卖血为中心情节

的长篇有复杂情节的

故事，来体现了 “重
复结构”。 
 
 
标题中，可以发现在

有一个注目的由人物

和时间构成的特定因

素：人物指的是“许

三观”，时间指的是

“记”。 

标题中的“小鸟儿”象征着老

百姓，并把他们与尼罗河相

连，让读者联想到在尼罗河上

小鸟儿飞来飞去的场景，周而

复始，出生死亡，然后再会有

新的小鸟在尼罗河上空飞翔，

来体现了 “重复结构”。 
 
标题中，“尼罗河”是第一个

也是最直观的印象，小说的主

题印象是由人物和地点二元构

成的：人物指的是在小说中代

表角色的“小鸟儿”，而地点

指的是“尼罗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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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

物

名

字

与

重

复

结

构

意

蕴 

相

同 
两位作家都采用重复的方式来为小说中的人物命名。 

 

相

异 

余华按顺序来为人物

起名例如一乐、二

乐、三乐 

 

阿斯兰则是按代，一代一代重

复起名，例如哈尼姆奶奶和外

孙女哈尼姆，纳尔吉斯妈妈和

年轻纳尔吉斯，阿卜杜拉先生

和年轻阿卜杜拉等等。 

 
 
4- 
 
形 
 
式 

 
 
 
相

异 

余华使用了顺叙的传

统叙事技巧。 
 
小说情节分为三个叙

事片段。 
 
 
以没有标题的数字来

划分章节，全篇 270
页被分为 29 章 

阿斯兰使用了“蒙太奇”的手

法。 
 
小说情节不能分为叙事片段，

场景之间没有直接的时间或空

间联系。 
 
以没有标题的数字划分章节

的，作者用 7 个章节把 181 页

划分开来 
 
 
 
相

同 

小说情节都没有向着特定情节或特定危机方向展开。 
带有十分明显的寓言特征。 
将叙述与描写充分结合。 
但相较之下，叙述性的内容要比描述的内容更多。 
通过简洁凝练的方式描写现实，言简意赅又直达人

心。 
意蕴：呈现了文本内在的深层次结构——重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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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叙事视角 
 

外叙述者、使用第三人称 
站在中立的叙事角度进行叙事（零度叙事） 
根据托多洛夫的说法，这两篇小说是外视角叙述。 
这也就是热奈特所说的外聚焦叙述。 
 

 
 
 
 
6- 
 
对 
 
话 

 
 
相

同 

将叙述者的声音和人物的对话交织在一起。 
可以说对话是两篇小说的基本架构。 
通过人物对话将小说中的悲剧和喜剧巧妙的结合在

一起。 
 
对话内容具有口语化的、自发化的特点，以此尽可

能的保留了语言的活力，使对话流畅自然，并从对

话中强调生活的平凡。 
 
两篇小说中穿插着大量风趣幽默的对话其中有许多

高级的讽刺。 
 

 
 
相

异 

在喜剧化特征方面，

《许三观卖血记》相比

《尼罗河上的小鸟儿》

要更胜一筹，其包含许

多的喜剧场景和对话。 
 
回忆动作的主体是小说

中的人物，所以结构清

晰，不会让读者觉得一

头雾水。 

《尼罗河上的小鸟儿》

也充斥着喜剧情节。 
 
 
 
 
回忆是毫无预兆地发生

的，所以会给读者造成

困扰，尤其是在前几章

节，但读者很快就会明

白作者的叙事技巧并与

之产生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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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时 
间 
和 
地 
点 

 
 
 
 
相

异 

具体的地点：没有唯一

的地点。 
 
 
具体的时间：讲述了 40
年的悲欢。 
 
小说的标题都有时间这

一特定因素，但这在

《许三观卖血记》中可

以清楚得知。 
 

具体的地点：尼罗河旁

的法德拉拉·奥斯曼

街。 
 
具体的时间：讲述了四

代人的离合。 
 
小说的标题都有时间这

一特定因素，但在《尼

罗河上的小鸟儿》中并

没有直接表露。 

 
 
相

同 

两篇小说的情节总体上发生在城乡之间。 
余华和阿斯兰在第一章就将祖辈一代和孙辈一代联

系起来，从而表示出小说情节主要发生在这两代人

之间。 
两篇小说中，“时间”将事件的发展串联起来，使

人印象最为深刻。 
两篇小说中时间都是和地点紧密结合相伴相随。 
小说中，时间主导事件的发展，使人印象最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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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1- 两篇小说的小说情节都没有向着特定情节或特定危机方

向展开，《许三观卖血记》中呈现的是周而复始反复循

环的经济危机，主人公只能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卖血来解

决这家庭危机，而《尼罗河上的小鸟儿》中则呈现的是

下层人民在日常反复发生的琐事中挣扎，而并非传统意

义上的“危机”，在这种的情况下，小说中的人物为克

服艰难的生活条件和残酷的现实拼尽全力。 

2- 《许三观卖血记》中所发生的事件和出现的人物并不很

多，而至于《尼罗河上的小鸟儿》小说，虽然它的篇幅

比起前者来较为短小，但人物和事件充斥整个小说。 

3- 《许三观卖血记》中，叙述有时是连续的，有时是同时

的，也就是传统的顺叙叙事手法，而阿斯兰运用了“画

面蒙太奇”的技巧。 

4- 根据托多洛夫的说法，这两篇小说叙事是外视角的，即

叙述者所知道的与人物所知道的少，这就是热奈特所说

的外聚焦叙述。 

5- 站在中立的叙事角度进行叙事（零度叙事），即不采用

任何现成的意识，叙述事件时不夸张，不捏造，甚至不

解释和进行逻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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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两篇小说都带有十分明显的寓言特征，并将叙述与描写

充分结合，但相较之下，叙述性的内容要比描述的内容

更多，难免有些过于偏重一方之嫌。 

7- 两篇小说都热衷于通过简洁凝练的方式描写现实，言简

意赅又直达人心。 

8- 两篇小说的标题都有时间这一特定因素，这在《许三观

卖血记》中可以清楚得知，在《尼罗河上的小鸟儿》中

并没有直接表露。 

9- 时间这一概念在两篇小说中都强烈存在，但在《尼罗河

上的小鸟儿》中，时间的含义更难以捉摸，但叙事则更

具张力与冲突性。 

10- 时间的概念在两篇小说中都要重于地点的概念，

时间是贯穿整个小说的线索。 

11- 大多数章节的门槛都有时间＋空间＋人物的特定

概念。 

12- 两篇小说中的时间与地点并不具有特别的政治或

心理内涵。 

13- 两篇小说的时间和空间的使用恰到好处，这增加

了读者的兴趣，使读者更易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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