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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体》中感性的分割 
——以雅克·朗西埃的文学观为参考 

黄昕玥 

（上海杉达学院  200135） 

摘要：中国科幻小说《三体》在海内外的成功，证明了这部作品的文学价值。与全球化的文学潮流不同，作者刘慈欣坚持创作
带有民族元素和思想的作品，在这部小说中追求个人的文学风格，无视既定规则，带领读者重新认识着这个世界，这一点与雅克·朗
西埃的文学观不谋而合。 

小说中“可见”与“不可见”的重新分配得到了释放，可感物的边界被拓宽。对于世界文学而言，尤其是科幻文学，《三体》
提供的是一种新的写作范式，其中国式的文本背景在重置了感性的分割后顺利进入了世界的可感领域，从而充分体现了独特的文学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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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所著《文学的政治》一书

中，他申明一切事物都应该以详尽、如实且不加个人观点的方式表

现出来，这就是他的文学观，除了这个基本概念之外，感性的分割

是其中最重要的观点之一，从这个角度出发，小说《三体》的成功

实际上也得益于这一理念。 

然而，始终存在一股批评之流贬低着《三体》的叙事策略，即

其风格。他们指责小说中的人物性格和情感叙述缺乏审美，也有评

论指出主角从头到尾都不突出，导致作品缺乏节奏感。1 不过，假定

没有这些看似违背传统文学规则的元素，这部小说绝无可能获得如

此多的赞誉，它成功的关键恰恰在于成功地将不可见也无法言说之

物推上舞台开始了一番演说。这与感性的分割这一概念完全吻合。 

本文将重点关注刘慈欣小说《三体》中重点词、句、片段和精

选的思想，具体方面包括对自然的描写、典型场景的叙述、小说人

物的言语等，将其与感性分割理论进行比较，旨在说明小说在写作

风格上是如何与朗西埃的文学理论相吻合的。 

第一章 研究现状 
1.国内研究现状 

2015 年，中国科幻小说《三体》获得雨果奖后，无论是在文学

领域还是在科学界都引起了广泛的反响。然而，关于这部小说的大

部分讨论都没有从文学角度出发，而是关注了其他方面，如英文版

翻译策略、女性角色的诠释、小说体现的人类学等等。根据中国文

献检索平台 CNKI（中国国家知识基础设施）系统的搜索结果，在

对主题和学科进行了筛选后，相关的检索结果不足 600 条，其中与

本文研究方向相关的结果为零；另根据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的搜

索，在分别限定了组合关键词“《三体》”与“文学的政治”、“民主

”、“朗西埃”、“感性的分割”后，检索结果为零。可以看出，大部

分对于此小说的研究都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写作的特定风格以及

科幻小说与文学理论之间的深层关系。 

关于雅克·朗西埃的文学观，国内研究大多数是从文学或美学

的理论上进行分析的，例如关于感性分割与分配的逻辑与概念（吕

峰，2015；段吉方、任凌俊，2021）等，唯独少有针对某一具体的

作品进行专门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分析，仅有《论纪蔚然戏剧创作

与朗西埃的美学观——以<安娜与齐的故事> <衣帽间> 为中心》（胡

明华，2021）一文将具体戏剧作品与朗西埃美学观进行了比较研究

。 

2.国外研究现状 

与中国相似，国外关于此小说的大部分研究都是从社会科学和

科学的角度来进行，只有少数研究基于西方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科幻

小说的演变、现状和未来。例如在《中国人不仅生活在世界上，而

且在宇宙中成长：刘慈欣与中国科幻小说》（J Liyuan，D Lei，J 

Fashimpaur，2018）一文中，就重点分析了中国科幻小说的历史演

变以及中国作家日益变化的视角和视野。 

国外关于这部作品的研究相当丰富，因作者雅克·朗西埃是目

前欧洲美学领域影响力最大的思想家之一，其中作为其美学理论基

石的两个概念在文学分析领域脱颖而出：“文学的民主”和“感性

的分割”。《雅克朗西埃的美学与政治》（Jean-Claude Lévêque，2005

）便全面分析了这位哲学家关于文学的思想，包括美学、感性的分

割；《风景与权力》（W. J. T. Mitchell，1994）重塑了艺术研究的功

能，并将其转变为定义文化的指导方法，颠覆了世界上的意义分配

规则；《未来考古学》（Fredric Jameson，2009）则分析了乌托邦和外

星元素概念的演变，并重新对它做出了评价。 

第二章 主要作品简介 
1.《三体》，刘慈欣（2008） 

2006 年 5 月，《三体》首次在《科幻世界》月刊上连载，同年

凭借该作，作者刘慈欣获得中国科幻银河奖特别奖，至 2010 年 10

月，作者先后完成并出版《三体 II·黑暗森林》及《三体 III·死神

永生》。这三部小说被读者称为“地球往事三部曲”或“三体三部

曲”，本文重点讨论的《三体》为第一部，其在经过刘宇昆 2 的翻译

后获得了第 73 届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3 并由此大步进入国

际视野。作者刘慈欣原为山西娘子关电厂任计算机工程师，现为职

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第九届、第十届全委会委员等。4 

小说的背景在宇宙范畴内展开，以地球文明和三体文明之间的

生死搏杀以及文明交流为主要内容，关心宇宙文明在更高时空维度

的存亡，并聚焦于动荡不安的未来人类命运。 

1.《文学的政治》，雅克·朗西埃（2007） 

法国作家雅克·朗西埃最杰出的贡献在于对美学的再定义，以

及对“感性的分割”概念的研究，这些理论深刻地影响了如美学、

文学等领域的世界观。2007 年，作者在巴黎完成了《文学的政治》

（Politique de la littérature）一书。此书给予了人们一种新的观念和

视角去理解世界以及人类的存在方式和意义，其中，“感性的分割

”这一概念尤为关键。 

第三章 《三体》中感性的分割及其重新配置 
1.从不可见到可见的转变 

朗西埃认为，文学的功能之一是通过诉诸内心的感受重新划分

世界并重新组织可见与不可见之间的界限。作者不能以传统的个人

的视角，并使用文学作为世界形象的代言人去解释这个世界，而必

须摒弃作为人的优越感和人的自我中心，努力关照任何小事，从人

的角度去体验、并将文学用作载体去完整而客观地讲述它们，在此

过程中，作者不应考虑哪些事物有被记住的权利，又或者哪些没有

。看不见不意味着不存在，它只是在人的视觉之外，相反，它们都

有其正确的、无可争辩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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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感性分割便要从文学允许万物说话开始。所谓从“不可

见”到“可见”的转变并不是一个如同魔法般的过程，其关键在于

关注点的转移，这个关注点不是从一个极端转移到另一个极端，而

是被平均地分布到各个方面。《文学的政治》正是把一切可能的对

象的意义都充分暴露出来，让读者去感受和发现。在《三体》中，

刘慈欣将相当多的无形之物引向了读者的视野，这种安排恰好体现

出了此种理念。 

在《寂静的春天》一章中，马钢在大兴安岭砍了一棵树，白沐

霖问他这棵树的年龄，马说： 

“三百多年，十几代人啊，它发芽时还是明朝呢，这漫长的岁

月里，它经历过多少风雨，见过多少事。可你几分钟就把它锯倒了

，你真没感觉到什么？”5 

这里作者用文字将平时鲜有人注意、不砍伐便无法被看见的年

轮暴露了出来，置于了日常活动中，让它们成为了关注点，并设法

以这种特殊的方式讲述它们的故事。正是作者以客观、冷漠的视角

去分发了注意力，读者才有幸得知了这部分从无形到有形的转变。 

在第三十四章“智子”中，科学执行官经过多次尝试最终将一

个质子展开到二维平面，形成了一幅难以想象的巨大画卷。这里民

主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目前人类对超过四维的维度转换的理解本

身并未形成共识，作者在这里不加形容只作描述，不仅达到了读者

的可接受范围，也触及到了读者可理解的范围，阅读的自由自然被

放还给了读者；此外，这里选用的对象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小粒子之

一的质子，它至今仍无法被直接观测到，6 显然，作者又一次让不可

见的物体，即质子，变为了可见世界的对象。 

2.时间与空间的再分配 

1945 年，约瑟夫·弗兰克首先提出了“并列”的概念，他指出

这种艺术有助于加强小说内容的丰富性和不同情节的连贯性。其典

型例子是福楼拜创作的《包法利夫人》中的这一场景叙述：一场农

业展览上，情节同时在三个层次展开进行：第一个层次是描写街道

上的场景；第二个层次是描写官员在高于路面的讲台上吹嘘；第三

个层次是描写鲁道夫和爱玛从窗户俯瞰下方的场景。7 从现实意义上

说，在服从关于时间和空间的实际体验的前提下，三个场景是不可

能满足知觉的同时性的，但是这里作者停止了时间的流逝，将它们

安排成三个平行的时间段，让读者可以不顾及时间的顺序从容地到

达其中任意一个看不见的位置。 

《三体》中，宇宙中存在两个“真实”世界，即人类世界和三

体世界，电子游戏中则存在一个“虚拟”世界，即游戏“Threebody

”中的世界。从小说的目录可以初步看出，作者并未按照时间和空

间的固有顺序和逻辑去安排三条剧情线的走向，而是充分弱化了小

说中的时空概念，使时间不再是线性的，而是立体的。它确保了空

间不再是一个特定的位置，而是被分解成了若干个平行的位置，所

有事物共享同一时刻。这可以被看作是一个解构的过程，在这个过

程中，常规世界被分解成许多孤立的碎片，并在重新分配后产生新

的意义。 

时间和空间的重新分配，让读者得以在时间之外感受时间，在

空间之外感受空间，这就在小说的情节发展过程中不露痕迹地提供

了一种认识世界和认识人类的新方向。当刘将场景放在三体星上时

，读者体会到的空间场所便发生了转移；当一串倒计时出现在汪淼

的视网膜上时 8，由于违背了视网膜成像的基础物理原则以及常规

使用的正序计时法（非倒计时），读者就会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时

间和空间的意义。 

结论 
朗西埃在《文学的政治》一书中提出了一种美学的新形式，其

中感性的分割正是实现这种理想的必需条件，此观点下的文学作品

带着这样一种使命，即可视化那些隐藏的和压抑的物品，将可感物

的边界打消并重新安排，隐藏在难以观察到的阴影下以及隐秘角落

里的事物被充分探索。它给了这个宇宙的所有事物一个机会去谈论

自己，也让全世界都有一个机会去阅读和理解一部文学作品。 

属于文学的新的秩序必然带来混乱和无序，但是其给世界拓宽

的边界不会过时，即便经历短暂的混乱时期，这种感性分割的行为

也将发挥其效用，不断进入读者的视野，不断成为作者的选择。当

文学能够无差别地服务所有读者时，所有读者也同时获得了相当的

能力去与之相处，他们通过感知新的可感边界以及进入新的时空领

域，得以在文学世界内充分自由探索。 

在理想化的前提下，读者确实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这些作为

人类智慧果实的思想一点一点地积累能量，最终改变世界，谁也无

法预测未来发展的趋势，因此这部小说对文学领域的贡献无疑是巨

大且长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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