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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中国现代文学的叙事实践中寻绎作家们的诗学追求，阐扬其小说创作立足中国现代语境、秉承
本土传统、吸纳西方叙事诗学资源的富有理论价值内涵的成就，名之以“诗学践行”。
以践行过程中的多重诗学资源的整合为中枢，对现代文学大师的艺术实践进行重估，对当今杰出作家
的成就进行批评，是为原创：立意在全球化语境中实现中国地方性文论的现代创造性的转化，于纯粹
概念演绎与搬用之外，另辟蹊径/邪门，不啻给文学理论“添乱”。
取径“细读”，披沙拣金，期许在习惯的文本解读之上另设平台，凸显中国小说的古今流脉与中西融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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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德明，1956年生，扬州人，歌哭于斯。
文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职于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出发，稍窥文学的古今演变脉络，略探其雅俗堂奥，从扬州评话到当代前卫小
说，处处关心，间有涉猎，一无成就。
研究老舍，心有戚戚，所著《中国现代小说的雅俗流变》及现当代文学研究、批评论文，偶被学界同
仁提及。
行走在文学/文化研究的途中，兴味不减；置身子时下学术体制之内，“浑然不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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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第一部分 现代白话叙事的诗学内涵第一章 中国白话小说中词赋赞的蜕变和语言转型第二章 中国
现代叙事的白话语言传统第三章 现代白话叙事的语义逻辑、生命场域、人物关系第四章 叙述和隐喻
之间的对位与张力：《石榴树上结樱桃》第五章 叙事与文章：《阿Q正传》第二部分 “细读”与诗学
内涵的发明体悟第六章 《子夜》：分析性叙述第七章 《死水微澜》：中国现代叙事的“波澜”第八
章 《寒夜》：庸常中的个人与家、国叙事第九章 《金粉世家》：“家族小说”叙事第三部分 与多重
资源对话中的诗学建构第十章 从《离婚》看老舍的现代叙事诗学建构第十一章 老舍短篇小说的叙述
学价值第十二章 《骆驼祥子》和现实主义批评的傲慢与偏见第十三章 老舍叙事诗学的中西整合第四
部分 城乡穿越的文化诗学与意识形态第十四章 赵树理“农村工作”叙事与意识形态第十五章 《高兴
》：乡下人进城的文化诗学内涵第十六章 进城后的乡下人记忆与城市主体的冲突第十七章 “乡下人
进城”叙事与“城乡意识形态”第五部分 90年代的叙事话语和世界华文语境第十八章 王安忆：历史与
个人之间的“众生话语”第十九章 《花腔》：现代知识氛围中的小说体裁建构第二十章 世俗叙事在
现代华文语境中的“断”与“续”论文出处及说明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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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白话小说中词赋赞的蜕变和语言转型宋代以后的中国古代白话小说，间于散体文字中有
韵文。
它自成一个子系统，通常包括“诗、词、赋、赞语”。
白话散文系统和韵文系统的共生状况是话本小说在勾栏中的原创生态，发展蜕变到清末民初的小说都
不曾彻底舍去了表演赋予的这种余韵。
韵、散系统的共生关涉到不同文类的综合功能，它的蜕变更是一个白话语言古今演变的问题。
为此，我们必须回溯白话小说中的韵文产生的表演机制，体认宋代小说中的白话特质与表义限制，从
而认清韵文系统的不可或缺，进而从小说文体的流变了解渐后文人创作中的白话语言如何部分地具备
了替代韵文的功能，经由晚清实现小说的现代转型，直到五四以后的现代白话才得以融通口头白话与
韵文的内部张力，终于形成了现代小说语言文体内在的丰富性。
一 韵、散系统共生的表演与叙述要问古代小说中的诗词赋赞如何渐次销声匿迹，仍须从小说中的诗词
赋赞的功能开始。
我们绕不过后者，因为功能的蜕化丧失正是其销声匿迹的缘由。
现代小说中没有了韵文系统的缠夹，习惯于此，人们读古典小说便常常置韵文于不顾，这样并不影响
了解故事与人物。
古代白话小说有韵散共生的历史，有表演和接受的内在要求，决不如现代人视小说中的韵文为赘余。
宋代白话小说中的韵文不可或缺，唐传奇中即诗文互见，唐传奇以散文叙事补诗境之不足，宋代的说
话却相反，用雅言诗词补充日常白话缺少诗情蕴藉。
唐传奇与宋话本固然一般的韵散互见，其功用目的却有别：前者诉求的是考官“寓目”，后者诉求的
是听众“晚耳”；前者向行家显才情，后者是对没有多少文化的听众显摆声情手段。
当小说既不为呈送要人寓目，又不再直接在书台上表演的时候，韵散并行的必要性便无从体现了，诗
词赋赞渐次退出小说便也顺理成章。
关于古代小说中的诗词赋赞的发生，学界有一定深度的讨论。
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论及了“俗讲”的韵散结合，但围绕讲唱的讨论仍欠深入：是民间“说话
”影响佛寺“俗讲”，抑或相反？
未有明确结论。
浦江清对唐代俗文学中的“俗讲”考察较为详备，对其中的“韵散相杂”与后世“弹词”之间关系的
推论尤有意思。
他考察宋代伎艺的结论是：“小说一名词话，可以夹唱。
”其讨论宋代说话“家数”，着力论述“小说与讲史的区别”，其证明宋代小说“银字儿”与管乐的
音乐联系，颇可取。
浦江清先生由今及古推论“今小说话本往往夹有诗、词、歌曲，当时入乐歌唱”，殊有见地；而固执
宋代“小说”与“讲史”的区别，认为“小说”与“当今上海的‘弹词’、‘小书，差不多”，“讲
史”则如“大书”，其中的诗句只是为了评论古今、“不夹歌唱”，则有失考量。
宋代“讲史”与“小说”在话本篇幅长短之外，要想在表演上准确区别，我们仍然缺乏足够的证据。
以上海的弹词与评话分别对应宋代说话的“家数”则过于拘执。
上海评弹源于苏州，弹词又与较宋代小说晚出的昆曲等唱腔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根本有别宋代说唱面
目。
介于“唱”和“说”之间的念白与吟诵才是后来评话家处理话本中的诗词赋赞的基本手段，这与宋代
又有差别了。
宋代勾栏中的“说话”表演较唐代俗文学讲唱更普及，是民间娱乐的重要艺术方式。
但现在一般文学史已经很少注意说话表演自身的音乐性，对“说话”中韵散系统关系只就书面考量，
论述的焦点在“结构”：“首先是在正文之前有诗词或故事组成的‘人话’，它与正文有着相似或相
反的意义上联系；其次是往往在对于人物和事件进行细致的描写时用韵文来写景状物，起一种渲染烘
托、承上启下的衔接作用，有时也用以表示作者的赞评；三是全文用诗或词作结束，多带有箴规劝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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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思。
”这样的研究方式成为主流，已经不是浦江清先生兼顾文本与艺术表演的路径。
以上论述注目小说篇章的组织结构。
为何有这样的结构方式？
从何阐述它产生的内在机制与必然性？
如果仅仅限于文本，研究是难以深入的。
我们可曾考虑：在全球化的现代文学理论的立场上描述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表现，会屏蔽许多有重要
价值的信息！
一旦用“小说”指称活跃在勾栏/书台上的宋代的动作、声音和文字同等重要的文学艺术形式，在概念
上就将其混同于现代的书面文学创作。
我们若是在“词话”、“诗话”和“说话”之间反复斟酌，会发现古代文学艺术现场指涉的复杂性。
“说话”若不苛求家数，大致就是“评/平话”，“说话”不单指通俗白话的叙述，诗词和对偶形式的
赞语也常常被用吟诵的方式说出来。
“说话”别称“词话”，这一命名兼顾了韵文系统，它不是讹误，而是指陈“词”与“话”的互文关
系，有“文体间性”寓焉。
宋《碾玉观音》开篇引11首词叙述春天，其中有王安石、苏东坡、秦少游、邵尧夫、朱希真等人的词
。
白话叙述中间，又有对偶句式的赞词、作为结论的诗和有词牌的词共12首。
不过万字的小说中竟然有23首诗词，以诗词的凝练对比平白的叙述，其意义含量足以相当。
宋代诗词中，占据中心地位的“艳科”词较诗更接近于通俗叙事的“说话”，将这种口头叙述的文体
命名为“词话，，是有充分理由的。
小说中的所有风景描写、人物“开相”及评议、叙述中对人物行为和事件因果的议论、叙述主体对主
题的卒章显示，都交由诗词与赞语来完成。
散体的白话与韵文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夹叙夹议”。
 “评话”中的“评”的基本内容寄寓于“词”，“词”可以视作“评”的基本形式，修辞上可成为借
代，所以“评话”与“词话”命名的本是一物，而后者更能看出内部的文体兼容特征。
在现代批评的理论框架中，难以解释韵文系统在说话/词话中的合法性。
阐述其合法性，必须把握说话中韵文系统的基本构成、来源及其功能。
我们应该记住，《碾玉观音》等话本是从表演的书台（舞台的变形）上凝定下来的书词，它们的原初
形态并不是我们今天习见的小说。
韵文在说话叙述中与散体文本是对，话、阐发或服从的关系。
其内部包含混生文类：对偶、诗体赞语、古体与近体诗、词，后来有曲赋。
单纯从今天的阅读习惯来看，它产生的效果是文类混淆，甚至是干扰的作用。
但是如果我们把它看做是一个以声音为中心的口头物质文化的表演形式的蜕变结果，看做是一个说话
人表演过程中不可缺少的表达方式，看做是一个从说话表演向拟话本、文人创作演变的中国古代小说
的必然过程，我们就能够更清晰地认识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
以叙事功能论，诗词赋赞的韵文系统在小说文本中的功能大致为：隐括结构、议论感慨、铺陈状物、
抒情述景、性格陪衬等等。
它对说话的立意、情节进展的预示与概括、对于人事关系的品评、人与环境景物的关系，乃至对人物
性格的揭示等，都有显著作用。
更重要的是念诵这些诗词的表演者——书台上的说话人有一种综合身份：兼叙述者、教化者、角色表
演者、书词组织者于一身。
“说话”一直发展到今天的评书/话，是书台上表演的综合艺术形态。
它须用动作的副语言特征来强化口头语言表达的意味，书词（文本） “演义”的前身是书台上的动作
声容的“演意”。
讲唱方式的俗文化传统要求一种便于接受却又不失风雅的韵文，它诉诸听觉的声音表达，虽然说书不
同于演戏，但接受者对书词和唱词和谐悦耳的要求是一致的，说话人的叙述节奏、音韵效果的变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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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人，必须借助于韵文。
韵文进入评话是以雅入俗，是文学性的体现。
当年说话人对书词叙述的文学性的自信，肯定不如后来的文人创作，他们从被大众认同的现成诗词中
寻求支持，于是引用和穿插成为必然的手段，他们用已经雅化了的诗词来提升说话的“俗”。
韵、散两个系统如何能在“说话”中融合，以今天的小说观念看，很是费解。
若是结合了评话的艺术形态特征看，却是理所当然。
习惯于文学文本的研究，我们往往不理会评话的艺术形态特征。
如上所述，评话的艺术构成有三个特性：表演的舞蹈性、语言节奏的音乐性、叙事文本的文学性。
我们无法回到宋代勾栏现场，但从作为千年艺术活化石的扬州评话（以王少堂的现代表演登峰造极）
的表演中，我们仍可仿佛得之。
说话人的口、眼、身、步、神与表情手势的表演适宜配合一年四季、山川风物、风花雪月的韵文表述
。
听书听戏是同一个欣赏原理，戏文的唱念效果都基于音韵节奏，在大量的白话叙述中夹用韵文在听觉
上能增添节奏上的变化，使得口头白话的叙述不流于平板。
韵文往往与情节的发展关系不大，属于闲文，在紧张情节与动作之后，听点韵文调剂忙闲，在接受心
理上也有很大的必要。
中国人对富有音乐性的文学表演的接受，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有“看戏要看梅兰芳，听书要听王少
堂”的说法。
“王派水浒”的书台表演，诗词赋赞是其表演艺术的音乐性的集中体现。
说书表演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世代代口耳授受，难以考定当年不同地域范围内的音韵特征，然而
扬州评话的艺人们总是自陈自己的音韵系统秉承“中州韵”，其与汴梁勾栏里说话人的音乐性是一贯
的。
从文学性看，诗词经由唐代官方考试确立为雅化的文学形式，借用它来丰富书词的文学性，是一条必
由之路。
文言诗词的高度凝练较口头白话的琐屑更有概括性，所以说话人不由自主地要用诗词来隐括全部叙述
的命意与情节梗概。
中国的文学中的“道”的教化作用的体现，用“有诗为证”、“正是”的旁证方式，比说话人的世故
口吻更具有说服力。
宋代说话的语言特征是以声音为中心，书台上的说话人通过富有节律感的声音将书词的意涵传达到听
众心中，大量的诗词赋赞的出现正是服从于这个中心。
说话人采用音乐咏唱方式结合动/作性的副语言表达，把诗词赋赞的内容直观地传达给听众，这种几乎
暂时出离情节、人物的演述正是韵文系统独立价值的显现。
由于这种艺术形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属性，我们今天仅从书面的艺人活动记载中想象，难以完全想
见当时说话人的书台表演风貌。
随着说话的书面文本成为小说经典，脱离了声音中心，那些因节奏韵律而在表演艺术形态中擅胜的韵
文，已经失去了和音乐性的直接联系。
但是，研究中国小说的人不应该无视这个对象，它除了音乐性之外，对叙述的意义也是至关重要的，
其与散体说话文字的叙述形成呼应、补充和对话关系。
二 小说中韵文系统的形成、流变与消退从勾栏/书台上的“说话”到书面小说文本的定型，虽然保留
了大量的韵文，其实却是它销声匿迹的肇端。
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韵文系统，一旦被书面定型，即“失声”了；一个富有鲜明独立主体色彩的韵文
系统，在书面印刷文本中，被嵌入了一个僵死定型的框架中。
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书面化、文人化的过程，是艺术表演的丰富形态消减的过程，存留的书面文本正是
以富有表意性的声音、动作的失去为代价。
现代印刷业的兴盛与出版的方便，让小说彻底与表演绝缘，这必然带来小说中诗词赋赞韵文系统的退
出。
但这不是一个直线蜕变的过程，在现代媒体兴盛之前，保持长盛不衰生命力的说书表演，反复努力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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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文本在书台上得到另样活力的展现，从柳敬亭到王少堂，几百年间的伟大的评话艺术家都致力于
让韵散共生的“说书”在书台上重新焕发光彩与力量。
这个过程，与施耐庵《水浒传》定型前韵文的生产机制是一致的。
古代白话小说中的韵文被整合到了散体白话的叙述中，不可能在某一个评话艺人手中完成，而是在文
本的不断丰富增殖中逐渐凝定，从短篇的水浒书/戏到施耐庵的《水浒传》是这样。
延续这个模式，这些源于书台的小说仍然被不断地丰富发展着。
从20世纪50～60年代扬州评话“水浒”、“三国”等几部大书的整理本看，它们和古典小说文本之间
有很大差异。
《水浒传》中数回书目，在王少堂那里无不发展成数十万字乃至百万字以上的大书，诗词赋赞是其中
重要的组成部分。
从明代黄宗羲等人为柳敬亭所作传记看，柳敬亭说“打虎”之前武松在景阳镇酒店中饮酒的场景，不
尽同于施耐庵的《水浒传》中的场景，也不类王少堂说的《武松》。
柳敬亭、王少堂的叙述肌理都要比施耐庵的文本细腻。
最能体现细腻特征的是书中的“表白”。
宋代说话中的韵文除了充当正书的“引子”，大都替代说话人的评议表白。
越向近代发展，表白越是透彻，韵文表白的功能受限，于是这种内容也兼由散体文字完成。
可以这样推论，宋代说话中的散体白话，原来只负担叙述故事，但是表演过程中叙述者与接受者都不
满足于单纯的故事宣讲，叙述者必须表明对事件的态度，高水平的接受者要求故事有某种优雅的韵味
，于是诗词赞语就成了必不可少的内容。
诗词赋赞对白话叙述的丰富，一经说话人在书台上取得成功，便逐步成型，终于成就韵散结合的书面
文本。
但是书面文本并不因此而一成不变，它又不断地被还原到书台表演过程中去，不断丰富发展。
从各种“水浒”故事，到施耐庵的《水浒传》，到柳敬亭、王少堂的《武松》等，正是一个不断地“
书台还原”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无疑会有许多识文断字的人参与其间，更有一些具有相当文学修养的文人与有力焉。
现今传留的古代话本大致经过了在表演与书面记录文本之间的往复循环。
鲁迅说，“说话之事，虽在说话人各运匠心，随时生发，而仍有底本以作依凭，是为‘话本”。
可是我以为“说话”/“话本”的关系，恰如“鸡生蛋，蛋生鸡”一样说不清楚。
是“说话”到了一定时机、基本定型之后成为“话本”才更为合理。
认为“话本”在先，明显有着学术传承中重“物质文化遗产”、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习。
说话与话本之间存在着记录整理与“书台还原”的往复过程，正是在这样的往复之间，中国的白话小
说才得以一步步前进。
韵文系统就是在这个往复过程中不断地被组织到文本中去。
如今我们忽视重音乐性的韵文系统，研究中只重视书面文本，仍然染上了轻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毛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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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现代小说叙事的诗学践行》分5个部分共20个章节，对中国现代小说叙事的诗学践行问题作了介
绍，具体包括现代白话叙事的诗学内涵、与多重资源对话中的诗学建构、城乡穿越的文化诗学与意识
形态、90年代的叙事话语和世界华文语境等。
该书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整合的文论”应星追求方向，“整合”重在践行。
作家反复较衡中西文学资源，确立自己的诗学目标并持续实践，进行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外来资源的
有机吸纳。
这种单个成就的揭示和群体合成，是文学理论生长的一个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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