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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米切尔·恩德在 《永远讲不完的故事》中创建了一个充满交互主体性的多元世界，强调人与万物、

人与人之间共生共在的平等关系，作品因此包含了丰富深邃的主题意蕴。阿特莱尤和巴斯蒂安这两个人

物形象尽管来自不同的世界，却在幻想王国里交集，形成主体间的互渗交融，小说以主体间性的人物关

系，在本我与超我之间寻找自我的位置，展现了青少年主体性确立的艰难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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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讲不完的故事》是德国作家米切尔·

恩德的重要代表作，讲述了人类男孩巴斯蒂安经

由一本书进入幻想王国的故事。作品主要包括两

个部分：前半部分，作者通过巴斯蒂安的阅读进

程，向读者展现了来自幻想王国的男孩阿特莱尤

的冒险经历，他接受天真女皇的使命，为拯救幻

想王国进行了一次伟大的远征；故事的后半部

分，巴斯蒂安为天真女皇重新命名后来到幻想王

国，成为救星的他在拥有权力的同时走向迷失，

最终在阿特莱尤的帮助下找回记忆并回到现实世

界。米切尔·恩德在故事中讲述故事，以独特的

方式架起从现实世界通往幻想世界的桥梁，呈示

了幻想小说的奇特魅力。

小说着重塑造了阿特莱尤和巴斯蒂安两个主要

人物形象，这两个迥然不同的角色彼此交集、相互

映照，形成了主体间的互渗交融。阿特莱尤来自幻

想世界，性格稳定，心理成熟，在幻想王国遭遇危

机的时候，如英雄一般展开了一场冒险征程，体现

出超我的特性。巴斯蒂安来自现实世界，自卑怯

懦，渴望强大，通过阅读阿特莱尤的冒险故事塑造

了一个理想的超我形象，进入幻想王国后，他又经

历了从本我释放到自我迷失以及自我重建的过程。

小说通过人物关系主体间性的设定，表现主人公如

何在本我与超我之间寻找自我的位置，呈示了青少

年主体性确立的艰难过程。



一、阿特莱尤：稳定的超我形象

故事以巴斯蒂安从一家旧书店偷得一本名为

《永远讲不完的故事》的书开场，正是通过这本奇

妙的书，巴斯蒂安认识了幻想王国的少年勇士阿特

莱尤，对他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并且以他为榜样

塑造了一个理想的自我形象。当幻想王国陷入虚无

和毁灭的危险，阿特莱尤临危受命，毫不犹豫地踏

上寻找救星的征程，他就像神话中的主人公一样，

经历了一场艰辛的冒险，并且在此过程中表现出了

超我的英雄品质。

（一）投入冒险的英雄

在 《永远讲不完的故事》的前半部分，米切

尔·恩德讲述阿特莱尤的冒险故事时，继承民间童

话的写法，采取了 “公主遇难———使者告知主人

公解救公主的方法———主人公营救公主”的传统

叙事模式。

依据普罗普的叙事功能说，从坏人、神助、帮

助者、公主、派遣者、英雄等多种叙事角色出发，

我们可以在阿特莱尤的冒险经历中找到相应的角

色。坏人是指创造叙事复杂化的角色，在小说中对

应的是破坏幻想世界的虚无，它化身为一匹大黑狼

不停追逐着阿特莱尤；神助、捐助者是给予英雄某

些东西 （实体对象、信息或忠告）并有助解决叙

事的角色，对应为天真女皇，她给予阿特莱尤奥

林，帮助他寻找解救自己及幻想王国的方法；帮助

者是协助英雄回复均衡状态的角色，对应为白福龙

伏虎，它既是阿特莱尤的坐骑，又在关键时刻拯救

阿特莱尤，给予他诸多帮助；派遣者是派遣英雄承

担任务的角色，对应为人马怪凯龙，他接受天真女

皇的使命带着奥林寻找阿特莱尤，指派阿特莱尤寻

找解决方法；公主往往是受坏人胁迫又亟待英雄拯

救的角色，对应的也是天真女皇，她在幻想王国被

虚无吞噬时病危，等待被拯救；英雄大多数以男性

为主，任务是恢复均衡状态，通常是拯救公主并赢

得美人芳心，在这里自然对应为阿特莱尤。

为了召唤救星出现，阿特莱尤接受派遣，独自

一人踏上寻找拯救幻想王国方法的道路。在路途

中，他先后经历了于格拉木尔、魔力门、鬼城等考

验，最后得知只有一个人间的小孩为天真女皇起一

个新的名字，幻想王国方能得救。阿特莱尤的这段

经历，正是传统童话英雄冒险模式的体现，也符合

约瑟夫·坎贝尔所说的 “分离———传授奥秘———

归来”的单一神话的核心模式。阿特莱尤作为故

事前半部分的主要人物，无疑体现了英雄的特质。

（二）坚强果敢的勇士

在这场冒险征程中，阿特莱尤显示出了英雄般

稳定的心理结构与完美人格。奥尔巴哈曾经提出，

在古老传奇故事中，英雄人物的性格从一开始就已

完成，甚至连相貌都不会随时间而变化。［１］阿特莱

尤即是如此。

当人马怪凯龙接受天真女皇的命令前往草海

找到那个 “在任何危险和辛苦面前绝不退缩”的

英雄时，阿特莱尤第一次出现在我们面前。他大约

十岁，“身穿一条长裤，脚踏一双软水牛皮鞋，光

着上身，肩上披着一件拖地紫红色的风衣，由紫色

牛的牛毛织成，浓密的蓝黑色头发梳在后脑勺上，

用一根皮条束着，橄榄绿色的前额和两颊上画着白

色图案。他拥有果敢、高尚、自豪的品格。”［２］４７而

阿特莱尤在经历一系列冒险并将巴斯蒂安成功从现

实世界引入幻想世界后，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他

依然是一副少年英雄的模样：“穿一条长长的软皮

裤，上身裸露，可以看见他那橄榄绿的皮肤。他的

脸显得瘦削，表情很严肃，甚至可以说，有点冷

峻。他头上蓝黑色的长发用皮条束到脑后，肩上披

着一件紫红色的风衣。”［２］２２６前后对比，我们发现阿

特莱尤的外表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在文学作品尤

其是民间童话中，主人公的外在形象有其隐含意

义，公主总是既美丽又善良，王子总是既英俊又勇

敢。外表的稳定同时反映出人物性格的稳定，相貌

俊美的阿特莱尤，同时也是善良、坚强、勇敢的

勇士。

年仅十岁，父母双亡，临危受命，即使知道马

上要面对一个远比打猎困难得多的考验，阿特莱尤

仍然坚定地接受了使命并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冒险的

道路。他来到伤心淖尔，在这里失去了心爱的坐骑

阿尔塔克斯。他内心悲伤却依旧奔走寻找，从毛拉

那里得知只有前往遥远的南方的神谕宣示所才可能

找到答案。面对可怕的于格拉木尔，明知被咬一口

就只剩下一个小时的生命，也愿意牺牲自我以换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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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间移动到南方神谕宣示所。听说几乎没有人能够

走过三扇魔力门且会被困在门中，依旧勇敢地战胜

内心的恐惧，通过魔力门，听到了乌于拉拉的答

案。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危险，阿特莱尤总是坚定地

向前进，不畏艰险，直面困难，迎接挑战。他是英

俊、勇敢、坚强、果决的少年，也是心系天下、敢

于冒险、克服阻碍、完成使命的英雄。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阿特莱尤的冒险征程

只是一个故事模式而已，他并没有为此进行艰苦卓

绝的抗争，也没有找到拯救幻想王国的人，未能获

得一个期待中的结局。事实上，阿特莱尤只是引导

巴斯蒂安来到幻想王国的一个故事引子，最终是天

真女皇自己召唤出了救星巴斯蒂安。尽管如此，阿

特莱尤这一超我形象的存在有着无比重要的意义，

尤其是在巴斯蒂安来到幻想王国以后，更是显示了

其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召唤巴斯蒂安来到幻想世界后，阿特莱尤始

终陪伴在巴斯蒂安的身边，并以自己的方式阻止巴

斯蒂安走向迷失：当他发现奥林使巴斯蒂安渐渐丢

失记忆时，劝说巴斯蒂安将奥林交由自己保管；他

在巴斯蒂安权力膨胀欲加冕成为幻想王国的国王

时，带兵造反阻碍了巴斯蒂安的计划；他在用宝剑

指着巴斯蒂安的胸膛的时候，犹豫不决、有所顾忌

地不用宝剑刺伤朋友；他在巴斯蒂安忘记一切的时

候，以朋友的身份帮助他回答黑白蛇的问题，取得

生命之水使其回到现实世界……就这样，阿特莱尤

成为巴斯蒂安迷失路上的一盏灯，带领着巴斯蒂安

走出迷雾。

弗洛伊德将精神结构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

个层面。其中，超我是人格结构中的管制者，由完

美原则支配，属于人格结构中的道德理想部分，它

以道德价值判断的形式运作，维持个体的道德价值

感。我们发现，阿特莱尤自始至终都表现出稳定的

心理结构和完美的人格，他一直遵循自己的道德准

则，接受使命就尽力完成，发现朋友被欲望控制会

竭力阻止，但真正对决时又因为对方是朋友而不忍

下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阿特莱尤其实就是巴斯

蒂安内心一直渴望拥有、不愿舍弃的超我的力量，

是他引领巴斯蒂安跳出本我的欲望陷阱，使其通过

艰难的自我抗争建构出一个更强大的自我。

二、巴斯蒂安：变化之中建构自我

巴斯蒂安身处现实世界，因为母亲去世，缺少

父亲关爱，在学校常被同学欺侮嘲笑，所以显得胆

小自卑，极度缺乏自信。在阅读 《永远讲不完的

故事》的过程中，巴斯蒂安知晓幻想王国正遭受

危机，急需一个人类小男孩前去拯救，尽管他一直

渴望能够成为英雄人物，而且通过种种迹象发现自

己可能就是那个小男孩，却仍难以摆脱自我怀疑的

阴影。当他终于下定决心喊出为天真女皇想好的新

名字时，突然一下子进入幻想王国，并且成为众人

心中的救星。然而意想不到的是，获得英雄身份的

巴斯蒂安却在幻想王国遭遇了更大的心理危机，他

只有寻找到回归自我的那条路，才能回到父亲身

边。可以说，巴斯蒂安从现实世界来到幻想王国最

后又回到现实世界的过程，经历了一个渴望超我、

释放本我、寻找自我的过程。

（一）塑造理想的超我

小说一开始描述了巴斯蒂安从旧书店偷书的全

过程，从中我们得以了解巴斯蒂安的处境。这个胖

胖的小男孩，大约十岁或十一岁，深棕色的头发，

脸色苍白。母亲去世后，父亲沉浸于悲伤之中不太

管他，老师不怎么喜欢他，同学们也经常捉弄他。

有一天，在同学们的追逐下，巴斯蒂安不得已逃进

了一家旧书店，莫名受到 《永远讲不完的故事》

这本书的诱惑，趁店主不注意偷走了书并且躲到了

学校的储藏室里，在阅读过程中开启了一场精神冒

险及成长之旅。

在小说的前半部分，巴斯蒂安作为一个读者

（也是旁观者）见证了阿特莱尤的冒险经历。当阿

特莱尤第一次出场的时候，得知他父母双亡，巴斯

蒂安就觉得他的处境和自己很像，虽然父亲还活

着，但他不管自己。当阿特莱尤即将远征却不知道

寻找什么、走向何方、结局怎样时，巴斯蒂安感同

身受，仿佛自己也正在远征途中，对未来同样一无

所知。这些相同之处，使得巴斯蒂安对阿特莱尤产

生了情感上的强烈认同。虽然在现实压力面前，巴

斯蒂安表现出强大的理性与克制力，但他一直在内

心深处通过阿特莱尤塑造着理想的超我形象。

这种理想的超我形象，是巴斯蒂安在对阿特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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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产生认同感并随之作出的反应中表现出来的。阿

特莱尤拥有英俊的外貌和强壮的身体，虽然父母双

亡却很独立，能够通过打猎养活自己，并且拥有独

自一人接受使命去冒险的勇气和决心。寻找拯救天

真女皇和幻想王国方法的路途充满迷惘与艰难，但

当他遇到困难时不会打退堂鼓，一往无前，有始有

终，勇于担当。阿特莱尤还非常重感情，满怀同情

心，他在于格拉木尔的口中救下福龙。这些都是巴

斯蒂安心中想象的英雄品质，正是他渴望却缺乏的

东西。当时钟敲响十二下，巴斯蒂安想起这时该是

体育课，想起要玩实心球或者练爬绳时，就忍不住

希望自己能像阿特莱尤一样有劲，好显示一下让老

师同学们瞧瞧。而在中午大家都回家吃饭时，失去

勇气的巴斯蒂安在饥饿中选择继续把书看完，因为

他想学习坚强的阿特莱尤，做事有始有终，他为自

己没有受到诱惑而感到骄傲。

因此我们说，阿特莱尤就是巴斯蒂安心中向往

的一个超我形象，正是他的勇敢和坚强，给予巴斯

蒂安无穷的力量，激发他迈出从现实世界走向幻想

世界的关键一步。

（二）本我的膨胀与释放

本我是一个人在潜意识形态下的思想，位于人

格结构的最底层，是由先天的本能、欲望所组成的

能量系统，包括各种生理需要。本我具有很强的原

始冲动力量，是无意识、非理性、非社会化和混乱

无序的，遵循享乐原则。在内心欲望的诱引下，现

实世界倍感压抑的巴斯蒂安，从进入幻想世界的那

一刻开始，本我就得到了充分的释放。

这释放首先体现在外在形象上。来到幻想王国

后，巴斯蒂安摇身一变，从胖胖的罗圈腿男孩变成

了一个英俊少年，“身体修长，非常漂亮，举止大

方，端庄稳重。面孔很俊秀，透着一股男子气，看

起来很像东方之国的小王子；头上包着蓝丝巾，身

穿镶着银线的蓝上衣，长及膝盖，下面是红色的软

皮长筒靴，鞋尖向上翘起，肩上披着一件拖地长外

套，银光闪闪，领子高高地竖起。最美的是他的双

手，那细长的手指又白又嫩，同时又显得异乎寻常

的有力。”［２］１９０巴斯蒂安为此感到心醉神迷。接着，

巴斯蒂安得到了天真女皇留给他的护身符奥林，并

且通过奥林实现一个又一个愿望。他通过彩色沙漠

的锻炼变得坚强勇敢，从彩狮子那里获得了宝剑。

他追求名声，追求完美，渴望超越他人，在各方面

都比别人强大。他还成为了幻想王国里最会讲故事

的人，甚至是最智慧的人。这些愿望，都指向巴斯

蒂安潜意识里的欲望，它们借助奥林得到了释放。

当然，本我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永远不会有

完全满足的那一天。从毫不起眼到万众瞩目，身份

的转换使得巴斯蒂安的欲望愈来愈膨胀，他开始害

怕失去奥林的力量，失去自己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与此同时，巴斯蒂安变得近乎残暴，因为他想让自

己看起来危险一些。在女巫萨义德的诱导下，他甚

至想要取代天真女皇的位置，为此随意使用红宝石

的力量，还强行拔出斯坎达宝剑，伤害了自己的朋

友阿特莱尤。不断膨胀的欲望使巴斯蒂安逐渐丢失

记忆，直至迷失自我，找不到回家的路。

（三）建构完整的自我

过度膨胀的欲望一方面给巴斯蒂安带来了心灵

的空虚，另一方面也促使他在此基础上建构自我。

自我是人格的心理组成部分，是从本我中逐渐分化

出来的，位于人格结构的中间层。其作用主要是调

节本我与超我之间的矛盾，它一方面调节着本我，

一方面又受制于超我。它遵循现实原则，以合理的

方式来满足本我的要求。

巴斯蒂安妄想称王的计划被阿特莱尤打断，他

在追杀阿特莱尤的过程中来到旧皇帝城，发现了同

他经历相似的前人的下场。这个时候的巴斯蒂安，

本我开始消退，超我开始回归，他在自我反思的过

程中找寻新的愿望。他不想再孤身一人，于是在雾

海小城体会到了集体的和谐与力量。接着他又想要

变得与众不同，并且像从前那样被爱，于是在变化

楼遇见了阿伊欧拉夫人。

变化楼的意象尤其能够反映巴斯蒂安在变化中

建构自我的过程。巴斯蒂安见到的变化楼 “远远

看去就像一个大肚子，肥肥胖胖的，使人感到很亲

切”［２］３５６，这自然让人联想起孕妇的肚子。巴斯蒂

安走进变化楼，获得了一次重生的机会。身上长满

水果的阿伊欧拉夫人就像是一位母亲，她弥补了巴

斯蒂安母爱的缺失。而此时的巴斯蒂安仿佛正处于

婴幼儿时期，他通过不断地吃，满足了内心对母爱

的渴求。通过与阿伊欧拉夫人聊天，巴斯蒂安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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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自己的错误，他渴望得到谅解与包容。这是超

我在发挥作用，是阿伊欧拉夫人的理解激发了巴斯

蒂安身上的这种力量。渐渐地，巴斯蒂安强烈的饥

饿感消失了，另一种渴望在他心中慢慢觉醒，那就

是能够去爱。

弗洛伊德认为，超我的形成发生在恋母情结的

崩解时期，这是一种对父亲形象的内化认同。巴斯

蒂安离开变化楼后，便步入了下一个成长阶段，他

在图画矿山找到了自己丢失的梦境———一个关于父

亲的梦境。与此同时，巴斯蒂安的超我开始真正抬

头，引导他再次走向阿特莱尤并在朋友的帮助之下

顺利取得生命之水，找到回家的路。回到现实世界

后的巴斯蒂安依然还是那个胖胖的、长着罗圈腿的

男孩，但他的内心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他不仅学会

了如何去爱自己的父亲，而且还勇敢地向书店老板

承认了自己偷书的错误。就这样，巴斯蒂安将超

我、本我和自我融为一体，建构了一个属于自己的

完整形象。

三、两个角色形成的主体间性

巴斯蒂安通过故事认识阿特莱尤，阿特莱尤则

通过自己的冒险征程召唤巴斯蒂安的到来。巴斯蒂

安来到幻想王国以后，阿特莱尤陪伴在巴斯蒂安身

边，时刻提醒着他，帮他留住曾经的记忆，阻止他

走入迷途，最终帮他找回生命泉水。这两个交融互

渗的角色形成主体间性，共同构建一个完整的自

我。文本中有很多细处可以印证这一点，尤其是镜

子、奥林、记忆这三个主要意象，清晰地呈示了巴

斯蒂安与阿特莱尤之间互相映照又彼此连结的角色

关系。

（一）镜子：一体两面

拉康的镜像理论向我们揭示了主体性如何产生

的过程，其中同时包含着主体间性。主体是缺乏和

不完善的，是通过与他者想象的认同过程中建立起

来的。当主体在看他人的时候，其实是通过一面我

们意识不到的无形的镜子来看，所以我们看到的他

人其实是一种镜像。笼统地说，镜像可以理解为在

他人眼中的形象，或者自己对他人的想象或者幻

想。这种形象经过认同，会转化为我们的心像，并

且进一步 “反转”，变成我们的主体。更通俗一点

说，我们不仅是在看他人，而且还在看他人的过程

中建构自己。

在小说中，《永远讲不完的故事》这本书便是

一面镜子，巴斯蒂安通过它建构了对自己的想象，

并将其中的少年英雄阿特莱尤作为心中的理想形

象。巴斯蒂安因为相貌毫不起眼而感到自卑，当他

看到同样是十岁左右的男孩阿特莱尤拥有英俊的外

貌、强壮的身体并且可以独自一人接受使命时，不

由得心中羡慕。这种认同感不自觉地转化为巴斯蒂

安内心的镜像，并且渐渐变成其主体的一部分。当

巴斯蒂安在幻想世界获得释放本我欲望的机会后，

他开始以阿特莱尤为参照，努力构建理想中的自我

形象，无论是形象上还是个性上。而这种完美其实

是一种他者形象，未必等同于真实的自我。

阿特莱尤第一次见到巴斯蒂安是在魔镜门

前——— “他看见一个脸色苍白的小胖子———大约

和自己的年龄差不多———正盘着腿坐在一个垫子上

看一本书。”［２］９８－９９依照恩吉乌克所言，魔镜门就像

一面大镜子，在这面镜子里，人们看到的不是自己

的外貌，而是自己的真实内心世界。由此我们可以

理解为，阿特莱尤正是巴斯蒂安塑造的理想的超我

形象，他真实的样子应该就是他眼前所看到的那个

脸色苍白的胖小子巴斯蒂安。面对这一事实，阿特

莱尤并没有感到难过，反而流露出一丝惊异的微

笑，他似乎能够坦然接受自己内心深处最真实的

样子。

由此可见，阿特莱尤即是巴斯蒂安，巴斯蒂安

即是阿特莱尤，他们就像镜子的两面，互相映照，

构成一体。

（二）奥林：权力及其反作用

奥林作为天真女皇的标志，代表着幻想王国无

上的权力，阿特莱尤与巴斯蒂安都曾拥有过，但他

们使用奥林的方式及其结局截然不同。

阿特莱尤接受奥林的时候，人马怪凯龙曾告诉

他奥林会给他无穷的力量，但他不可以利用奥林，

而要跟随奥林的引导，不能多管闲事。事实证明，

阿特莱尤的确做到了，不识字的他并没有发现奥林

背面所隐藏的文字秘密，因为听从心的指引，所以

能够找到拯救幻想王国与天真女皇的路径，成为带

领巴斯蒂安进入幻想世界的导引者。相反，巴斯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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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发现奥林上所写的 “行你所愿”四个字后，便

开始随心所欲，以主体的意志安排幻想国的一切，

以至于失去记忆与判断力，这是过于强调主体性的

结果。

自笛卡尔提出 “我思故我在”以后，西方现

代哲学高度张扬主体性，肯定人的意义。这种对于

主体性的强调，关注的中心是主体对客体的认识，

认为主体能够征服客体。然而，将主体与客体置于

对立面，最终会导致唯我论与人类中心主义，引发

一系列恶果。历史告诉我们，一旦人的主体意志过

于强烈，就会充满占有性和控制性，结果反而被物

化、异化，失去主体性。进入幻想王国的巴斯蒂安

便遭遇了这一主体困境。本我的欲望越是轻易得到

释放就越是无法获得满足，当控制奥林的意愿越来

越强烈，巴斯蒂安离过去的记忆就越来越远，直至

迷失自我。

因此我们说，人类在追寻主体性的时候一定要

有所警醒，不要一味地征服或控制他者。生存不是

在主客二分的基础上由主体来构造并征服客体的，

而是通过主体间的共在使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间产

生交往、对话关系，由此形成主体间性。对巴斯蒂

安而言，阿特莱尤存在的意义，便是内心自我的映

照与折射。一开始阿特莱尤是 “引领者”，后来成

为 “阻碍者”，正是在这正反两面构成的张力中，

小说诠释了主客体如何共生共融的哲学命题。

（三）记忆：忘我与迷失

奥林满足巴斯蒂安的愿望，给予他无上的权力，

却向他不断索取记忆。每实现一个愿望，巴斯蒂安

就失去一段记忆，他对此并不自知，慢慢地忘记自

己以前的形象，忘记从前的经历，忘记自己的父母，

最后连自己的名字都忘记了，从而彻底迷失了自我。

其实在阿特莱尤的冒险途中，也曾经历记忆消

失的时刻。当阿特莱尤穿过魔镜门后，一下子忘记

了一切，连同自己的经历、目标和愿望，全忘得干

干净净，但他并没有为此感到恐慌和迷茫，而是觉

得十分轻松愉快。这种无知无欲的状态，反而让阿

特莱尤成功穿过了无钥门，找到了正确的方向。

同样是忘记，巴斯蒂安在忘记中迷失自我，阿

特莱尤在忘记中找到自我。这不同的结局，耐人寻

味。他者如镜子，每个人都可以从他人身上看到自

己，同时也可以从自己身上投射出他人的影子。因

此，个体 “既确定了对于自身而言的自我的存在，

同时也确认了他人的自我的存在。”［３］巴斯蒂安与

阿特莱尤之间就是彼此映照、相互连结的关系，由

此形成一种主体间性。

所幸，在巴斯蒂安进入幻想世界后，阿特莱尤

一直陪伴其左右，知道他的名字，了解他的过去，

明白他来幻想世界的目的，也了解奥林对他产生的

危害。正是因为阿特莱尤承接了巴斯蒂安的记忆，

巴斯蒂安才有机会回到现实世界。当巴斯蒂安回到

现实世界后，我们可以说，阿特莱尤便是巴斯蒂安

留在幻想王国的另一个自己，那是他永不放弃的理

想。这两个角色在现实和幻想之间如此交相辉映，

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有关自我的完整形象。

巴斯蒂安和阿特莱尤作为小说中两个重要角

色，彼此交融，形成互为映照的同构关系，他们通

过主体间性建构完整的自我，以此彰显主体的强大

力量。阿特莱尤拥有强大的主体性，但是在面对幻

想王国的生灵的时候，却没有表现出掌控的欲望；

弱小的巴斯蒂安通过支配奥林获得美貌、权力、勇

气和智慧，逐渐变得强大，却因此陷入自我迷失的

困境，差点走上不归路。两者在主体观念和行为效

果间形成的反差，特别引人深思。可以说，米切

尔·恩德在 《永远讲不完的故事》中创建了一个

充满交互主体性的多元世界，强调人与万物、人与

人之间共生共在的平等关系，作品因此包含了丰富

深邃的主题意蕴。小说所传达的主体间性不仅仅体

现在人物关系上，还包括许多方面，值得我们进一

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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