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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8世纪文学是近代西方文学的开端，然而18世纪文学与中世纪文学一样曾经被认为成就不高，不
受重视。
18世纪法国文学创作相当繁荣，并以其强烈的思想性和倾向性影响广泛深远，而法国启蒙文学家多数
以思想家的面目出现，文学往往被当做一种表达思想的工具，因此后世对于这一时期文学的研究着重
于其思想方面。
又由于18世纪文学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存在“席勒式”①倾向，以至于人们以偏概全，对这一时期欧洲
文学艺术上的成就不够重视，对其文学成就认识不足。
人们对18世纪文学的重新评价要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瓦特之后），90年代之后则由于文化热掀起了
一个新的热潮。
中国对西方18世纪文学的研究则更晚。
国内出版的欧美文学研究的著作、论文中对18世纪文学和英国18世纪文学的研究所占比例极小。
　　小说这一文体虽然于18世纪在英国文坛轰轰烈烈出现，但作为一种新的文体还不成熟，还带有很
大的随意性以及早期散文虚构故事的痕迹，与19世纪成熟的小说艺术相比，自然相形见绌；在讲究技
巧和时间效率的20世纪，则难免显得幼稚和冗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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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基于英国小说文体到18世纪中期已经基本形成，小说文体的各种要素和特征基本具备，因此，
《18世纪英国小说的叙事艺术》的研究对象主要限于从18世纪初到18世纪中期的重要作品。
18世纪后期的小说只是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小说文体的概念，基本上没有新的突破，限于篇幅，不列入
《18世纪英国小说的叙事艺术》的研究范围。
当前的小说研究主要是状态研究，对于长期的发展进程的研究则不够重视。
把过程简化为状态，当然是一种易讨好的做法，并且具有简洁明了的优点。
但小说文体有一个长期的发展进程，不阐明这一进程，则很难理解现今小说艺术的意义和价值。
伊恩·瓦特从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和社会生产及经济的发展等方面探讨了小说产生的原因。
《18世纪英国小说的叙事艺术》则从文本分析和理论探讨的角度，通过对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作品的
研究、分析，描述小说这一文学文体在其最初阶段的独特的艺术形式，追踪其演变、发展、定型的过
程，研究某些特定的、发展着的特征的变化并揭示和解释有关的情况。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18世纪英国小说的叙事艺术>>

作者简介

　　赖骞宇，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浙江工业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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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18世纪英国小说的叙事艺术>>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文化传统与小说文体的形成　　第一节 18世纪英国小说与人文主义文化传统　　一希腊文
化中的“人”　　二中世纪后期人文主义的复兴　　第二节 文学艺术经验的积累对小说文体形成的影
响　　一传奇文学的艺术特征及其对于小说文体发展的影响　　二流浪汉小说的艺术特征及其对小说
文体发展的影响　　三传记、日记、书信、罪犯新闻故事等对小说文体发展的影响　　第三节 小说文
体的形成与时代语境　　一18世纪历史的进步　　二影响小说叙事的几个关键因素　　　　第二章 18
世纪英国小说的叙述模式　　第一节 叙述者　　一叙述者的类型与特性　　二叙述者的功能　　第二
节 叙述聚焦　　一内在式聚焦　　二外在式聚焦　　三聚焦转换及多重聚焦　　四聚焦对象　　第三
节 叙事时间　　一“时间”观念的变化与文学创作　　二18世纪小说中的时间概念　　三18世纪小说
叙事时序分析　　　　第三章 18世纪英国小说的结构模式　　第一节 概念辨析：故事情节结构　　一
故事　　二情节　　三结构　　第二节 18世纪英国小说的故事结构　　一故事的连接方式　　二故事
的主题结构　　第三节 18世纪英国小说的情节结构　　一单线型情节结构模式　　二树状结构模式　
　三以人物心理活动为中心结构小说的模式　　第四节 18世纪英国小说的文本外部形式结构　　一书
名　　二章节　　三开局与结局　　第五节 18世纪英国几种主要小说类型的结构模式　　一游历冒险
小说的结构模式　　二传记体小说的结构模式　　三书信体小说的结构模式　　四实验性小说的结构
　　　　第四章 18世纪英国小说中的人物模式　　第一节 人物模式　　第二节 人物形象的塑造　　
结语18世纪英国小说在欧美小说艺术发展中的作用及意义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18世纪英国小说的叙事艺术>>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文化传统与小说文体的形成　　西方文学中的小说，是18世纪后期才正式定名的文学形
式，此前的准小说形式被称为“散文虚构故事”。
在英国，整个18世纪以前几乎没有长篇叙述文本逼真地记载当时社会的各种事件、人们的行为和生活
习俗、周边的自然环境和条件，等等。
小说文体之所以在18世纪英国形成并兴盛起来，与17—18世纪欧洲社会的变化、思想的发展、文学的
传统以及英国经济的强盛、个人主义和清教主义的盛行、中产阶级读者大众的兴起等都有　　密切的
关系。
作为一种新的叙事文体，小说的诸多因素是在新的历史氛围里逐渐出现并最终成为一种文学传统的。
“小说不是在一两部伟大的作品中突然产生的，但作为一种实验的过程，它包括许多不同的阶段”。
①18世纪小说代表了其发展的前历史部分，它们构成了作为散文虚构文类的小说早期的形成阶段。
在这一阶段，小说的艺术性还很贫乏，写作者也不是职业小说家。
社会生活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公众对巨变中的现实生活怀有浓厚的兴趣，于是作家以文字为工具，
在小说世界中创造出完全真实的幻觉。
18世纪小说经常把虚构故事当做事实或戏剧化的事实来表现，因此，当时人们也常把小说称为传奇、
历史或真实历史、秘史。
这表明，小说从其诞生之始就与现实生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超越了史诗中超凡脱俗的英雄的崇
高境界以及浪漫传奇中虚无缥缈的幻想世界，而力图描写现实人生。
事实上，18世纪小说也确实是以虚构的方式囊括了广泛的社会生活，并在虚构的世界中思考、应对当
代社会问题和文化思想问题。
对于作者来说，小说是阐发观点、传播知识、争论对话的工具；对于读者来说，小说则是增长见识、
培养性情、深化思想的途径。
因此，文体也是一种文化形式。
文体表达什么和怎样表达要受当时总体文化背景的制约，这个总体文化背景包括时代的现实需求、意
识形态、人们的处世态度等。
特里?伊格尔顿认为，“文学形式的重大发展产生于意识形态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
它们体现感知社会现实的新方式以及艺术家与读者之间的新关系”。
“这一时期的虚构叙事作品在叙述方式上显示出一种几乎令人迷惑的变化速度”，“文学变化的方向
主要决定于文体的混合与复兴之间的相互作用，而读者、社会大环境、物质生产以及书籍出版等是影
响这种作用的力量”④。
文学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受社会文化的综合影响。
小说这个系统就是在18世纪的时代氛围中逐渐形成自己的体系或者说叙述惯例，并最终成为一种规范
的文体的。
　　当然，18世纪英国小说的形成与发展不仅有其文化与艺术的背景，而且有其历史的背景。
它是在此前的文化和艺术积累的基础上、在当代文化思想和社会生活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
西方的人文主义文化传统和早期叙事文学的艺术经验为小说的形成与发展准备了种子，当代社会在思
想、文化、艺术、生活方面的进步则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小说在历史的传统和时代的氛围里成
长起来。
　　第一节 18世纪英国小说与人文主义文化传统小说一反史诗对于历史事件的记录、传奇对于幻想世
界的建构以及悲剧对于理想境界的追求，而以现实社会中人的凡俗生活为描写对象，这在文学史上是
一个巨大的转折。
西方人文主义文化传统为文学创作中的这一变化提供了思想基础。
　　一　希腊文化中的“人”　　人文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关心人、尊重人的价值。
人文主义作为一种文化传统，最早始于古希腊时期。
“快乐地生活，认识到世界的美好和生于其中的无限乐趣，是希腊迥然不同于以前所有的社会的一个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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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确实，希腊留给我们的所有事物中都铭刻着生的快乐，而这样一种生活态度，产生于人们对于人
的存在的肯定，对于现实生活的肯定。
人的存在不是为了来世的永生，而是为了追求现世的幸福，这一观念早就在希腊人的生活中得到体现
。
希腊人准备了足够的体力、兴致和时间来享受生的欢乐，那些名目繁多的竞赛就说明了一切。
在希腊，到处都有各种各样的体育比赛、音乐比赛、演剧比赛、舞蹈等，甚至还有人专门为胜利者创
作颂歌，以表彰他的荣誉。
例如诗人品达，在人们的印象中就完全是一个胜利颂歌的作者。
严肃的诗人应该为胜利者写颂歌，这就是希腊人的观念。
从这众多的游戏项目，我们可以知道希腊人是如何生活以及他们是如何看待生活的：生活是令人欣喜
的，世界是美好的，人活着应该有强健的体魄和健全的心智以便尽情享受生活的欢乐。
　　在哲学上，希腊的智者学派最早认识到人的价值和重要性，智者学派的代表人物普罗泰戈拉认为
，“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②。
智者学派所提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观点，把“人”作为世界的中心，这是西方思想史上人文主
义精神的最初体现。
智者学派标志着希腊人的思想开始从对神秘浩渺的宇宙探索转向喧嚣的人类社会。
古希腊大哲学家苏格拉底曾经对自然哲学家们的玄学思想感兴趣，但不久就放弃了，转而思考“我们
应当如何生活”这样的重要问题，也就是开始了对人的研究，发出了“认识你自己”的呼声，主张通
过教育传授知识、培养人的美德。
在苏格拉底看来，人类研究活动的对象应当是人自身以及人的至善。
柏拉图继承了苏格拉底的方法，通过逻辑追问的方式探索无所不包的善之“逻各斯”的确切含义。
柏拉图同苏格拉底一样坚信德性就是知识，他相信凡是对德性有知识的人必定会去践行。
此外，伊壁鸠鲁派、斯多噶派、怀疑学派等也都把人的活动作为研究的出发点。
　　古希腊文学与现实中人们的生活状态和哲学思想相应合，呈现出肯定人的现世生活和个体生命的
价值以及追求享乐等特征。
在古希腊神话中，神人同形同性，神就是人，对于神的无所拘束的生活的描写，反映的其实是人对超
越自然和社会现实的自由的生活的向往。
在古希腊悲剧中，英雄们的悲剧命运是命中注定的，如俄狄浦斯王命中注定要杀父娶母、犯乱伦大罪
。
但俄狄浦斯决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而是不断地抗争，从不放弃，尽管最终逃不出命运的魔掌，但他
的抗争显示了人对于命运的怀疑态度和人不屈的自由意志，并且最早表现了人在试图把握自己命运方
面所做的努力。
《奥德赛》更是直接表现了人在命运面前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
奥德修斯凭着这种精神和人的智慧战胜了神所设置的一道道障碍，最终回到自己的国土，战胜了自己
的对手，夺回了自己的财产。
《伊利亚特》则是对人的勇气和力量的颂扬，宣扬一种英雄主义的精神。
在希腊文学中，人作为个体存在的价值受到尊重，人对于现世生活的追求得到肯定，人的智慧受到推
崇。
　　总之，希腊文化对人的关注主要表现在：重视人，重视人的现世生活，重视个体的人的价值的实
现，强调人在自然与社会面前的主观能动性，崇尚人的智慧。
　　二 中世纪后期人文主义的复兴　　希腊文化中的人文主义思想在希腊城邦制共和国衰落之后也逐
渐淹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
尽管罗马基本上承袭了希腊的文化传统，但是在罗马共和国扩张为罗马帝国之后，希腊文化中的个人
人文主义已经为一种新的公民人文主义所代替。
这种公民人文主义不再张扬人的个性，而把公民对城邦的服务视为最高美德。
到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一统天下之后，作为个体的人则受到全面的压抑。
“基督教神父教导信徒：地上的生活只是暂时的，不值得为它多花心思；人受苦是因为人都有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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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完美；只有指望来世，仁慈的神将帮助人实现他的期望。
”①在基督教的思想中，人只是上帝的创造物，人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恩赐而不是个人努力的结
果，人的未来（来世）则要靠现世的修炼。
所谓修炼，不过是行善积德，遵从基督教会的戒律，克制现世生活的欲望，放弃对于尘世幸福的追求
，一心向往彼岸的世界。
基督教文化表现了对于人的原始生命力和个体生命价值的压制。
不过，希伯来基督教文化中也有很有价值的成分，这就是基督教宣扬的人人平等、仁慈宽恕等思想。
这些反映人文关怀的进步思想为文艺复兴以后的人文主义者所吸收，成为人类进步思想中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这是基督教对于人类进步的一个巨大贡献。
但是总的来说，以神为本位的基督教文化认为，人是渺小的，必须顺服于神，尘世生活是短暂的，永
恒的是来世。
基督教把人所拥有的一切看做神的恩赐，实际上是否定人的才智，否定现世生活也就否定了人生的价
值；宣扬禁欲不仅是对人性的压抑，而且导致愚昧和不求上进的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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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8世纪英国小说的叙事艺术》以叙述学为基本理论，以话语与故事①两个层面为基本结构框架
，对18世纪英国小说文体的形成及其在形成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艺术上突出的特征以及小说与历史文
化传统和时代文化的关系进行分析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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