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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小说鉴赏的理论与实践》是教育部组织编写的全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教材。
“中国古代小说鉴赏的理论与实践”课程属于知识更新与扩展类课程，通过这一课程的讲授，旨在增
强中小学教师的文学素养，提高中小学教师对中国古代小说的鉴赏能力和教学水平。
　　《中国古代小说鉴赏的理论与实践》的内容包括三个部分：第一，小说鉴赏基本理论。
第二，中国古代小说的民族特色及美学价值。
第三，中国古代小说重点作品赏析。
　　《中国古代小说鉴赏的理论与实践》的特点首先是点和面的结合。
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课程一般要求课时少而容量大，因此本课程仅仅选取了中国古代小说鉴赏的理论
与实践这一问题当中的若干个重要的知识点，进行重点讲授，以这些重要知识点带动面上相关知识点
的传授。
同时，在每一个重要的知识点中，也不求面面俱到，而是抓住这一知识点自身的内在特征，突出该知
识点的主要内容，以这些主要内容涵盖对该知识点的掌握。
其次，《中国古代小说鉴赏的理论与实践》还具有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特点。
本教材是由郭英德和陈惠琴合作编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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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英德，1954年生，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多
年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古典文献学的教学和科研，曾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小说史、中国
戏曲史、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等课程，著有《明清文人传奇研究》、《明清文学随
想录》、《明清传奇综录》、《明清传奇史》、《中华文学通览·清代卷》、《中国古代文人集团与
文学风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合著）等著作。
　　陈惠琴，1957年生，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生导师，多
年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教学和科研，曾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小说史、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等
课程，著有《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合著）、《中国古代小说创作模式研究》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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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首先，我们从叙述动作的角度，看看"林黛玉进贾府"这一回的叙事特点。
　　贾府是整部《红楼梦》小说中人物活动的主要场所，而要介绍贾府这个贵族大家庭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贾府是个庞大的家庭，人口众多，关系非常复杂。
小说叙述者在介绍贾府这个大家庭的时候采取了两次重点描写。
第一次重点描写以第三人称的方式来介绍，就是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古董商人冷子兴本来和贾府有着比较亲近的关系，了解贾府的很多底细，所以他才能"演说荣国府"。
但他又不是贾府中的一员，所以他就能站在一个较为客观的位置上来演说，这叫"冷眼旁观"，"旁观者
清"。
他演说荣国府时，介绍了府中人和人的关系，而且对这些人物关系作了一番评价。
但冷子兴这种第三者冷眼旁观的方式，仅仅是一种粗线条的勾勒，一种评价式的概要，对读者难以造
成深刻的印象。
而第四回写林黛玉进贾府，她亲临此境，亲身感受、经历、看见了贾府中上上下下的人物，贾府中前
后左右的构成。
对读者来说，林黛玉就好像一位导游，给读者造成一种亲身体验的感觉。
重在场景的描写，这是这一回的第一个叙事特点。
　　这一回的第二个叙事特点是，林黛玉这是第一次进贾府，也和读者一样是第一次走近贾府，所以
有一种新鲜感。
林黛玉的新鲜感也是读者的新鲜感，林黛玉想看到的也是读者想看到的。
读者借助于林黛玉，带着这种新鲜感，观赏了一番贾府的总体状貌，领略了一番贾府的人际关系。
这种新鲜感又不是普通的导游可以给予的，因为我们知道，导游一次一次地游览景点，已经对景点非
常熟悉了，他很难给游客带来一种新鲜感。
而林黛玉不同，对她来说，所有贾府的人、事和物都是第一次对她呈现的，对读者来说，这也是第一
次真正地走近贾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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