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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边缘批评文丛”主要收集中国学人在海外的文学批评文字与文化研究成果。
“文丛”作者大都原是国内知名评论家，近二十年来到海外游学。
由于身份、对象和语言的缘故，他们在海外学院里从事有关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研究，基本属于“边缘
学科”。
然而，当他们在海外获得学位取得教知识分子能像真正的流亡者那样具有边缘性。
但对于“边缘批评文丛”的作者们来说，“边缘”与其说是自觉追求，不如说是某种不得不面对的现
象学术处境。
“边缘”所标示的，不是与中心僵硬对立的空间位置，而是批评者在中心与中心的夹缝间的游走穿梭
。
“边缘”作者挪用种种来历混杂的理论策略，调整组织自己的文本经验，应对扑面而来的历史情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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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子平，1949年11月生于广东梅县。
获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学士、硕士学位。
曾任北京大学出版社文史编辑和中文系讲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芝加哥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芝加哥社会心理研究所和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作过访问研究。
现任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
主要著作有《沉思的老树的精灵》、《文学的意思》、《幸存者的文学》、《革命·历史·小说》、
《边缘阅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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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革命”的经典化与再浪漫化一 经典化与“重大题材”二 “应写”、“可写”与“不可
写”三 再浪漫化第二章 “革命历史小说”：时间与叙述一 进化史观二 从胜利走向胜利三 人物关系的
时间化四 革命的循环五 时间观的改变第三章 革命·性·长篇小说一 话语空间的切割、划分与连接二 
政治/言情、英雄/男女三 在“社会全景”中写“性”说“欲”四 “客观冷静”的叙述五 革命叙事的“
圣洁化”第四章 革命·土匪·英雄传奇一 黑话/红话二 诲盗/诲道三 “思想革命”/“政治革命”四 “
抢一个共产党领路向前”五 反出江湖六 英雄传奇第五章 “革命历史小说”中的宗教修辞一 “空白”
与“宗教修辞”二 空间：道观佛堂和圣地三 身体：脱胎换骨四 苦难：报仇报冤和报恩五 “革命”和
“历史神话”第六章 《故事新编》：时间与叙述一 “故事新编”：与“朝花夕拾”二 “叙事时间”
和“所叙时间”三 叙述以反抗“绝望”四 放在“引号”中的叙述五 “油滑”：从消极到积极六 故事
新读第七章 命运三重奏：《家》与“家”与“家中人”第八章 病的隐喻和文学生产第九章 语言洪水
中的坝与碑——重读中篇小说《小鲍庄》第十章 灰阑中的叙述附录　千古艰难唯一死——读几部写老
舍、傅雷之死的小说汪曾祺的意义演戏或者无所为与“他人”共舞后记沪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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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末，横跨一个半世纪的中国革命是人类历史个案中最宏大、最复
杂的社会变动。
这段时间的中国革命包含了政治学理论中所有类型的“革命”——千禧年式的农民叛乱(太平天国)，
无政府式的暴动(义和拳)，政变(西安事变和林彪事件)，军事叛变(北洋军阀时期)，国共内战(1945
—1949)，自上而下发动的全国性动乱(“文化大革命”)。
其中同时伴随着极其复杂的意识形态竞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孙文主义，毛泽东思想等等。
这种竞争至今仍在台湾海峡两岸以及海外许多华人社区以各种不同形式持续着。
　　本书不打算研究这些革命，而只是研究对这些革命的“讲述”。
更具体地说，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中以“小说”形式对这些历史变动所作的叙述。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一方面，“小说”被卷入革命之中，担负起“新一国之民”(梁启超)或“改造国
民性”(鲁迅)的重任；另一方面，“小说形式”本身也在这漫长的一个世纪里发生着不容忽视的“革
命”。
革命深刻地改变　　了我们想象、虚构和叙述历史与现实的方式。
“小说”有时直接成为中国革命的一部分(“齿轮和螺丝钉”、“旗帜和炸弹”)，有时，却于边缘处
记下了正统“大历史”必定遗漏的苦难、挣扎与悲欢。
文本秩序与社会秩序的建立、维护与颠覆，同样成为本世纪中国历史最令人眩惑的奇观。
因此，文学形式与革命、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本书想一再加以探讨的课题。
其中，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中的“言情小说”与“英雄传奇”两种样式，以及欧俄传入的“写实主义”
长篇小说样式，在这种互动中的衍变最为耐人寻味。
　　“革命历史小说”是我对中国大陆1950至1970年代生产的一大批作品的“文学史”命名。
这些作品在既定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它们承担了将
刚刚过去的“革命历史”经典化的功能，讲述革命的起源神话、英雄传奇和终极承诺，以此维系当代
国人的大希望与大恐惧，证明当代现实的合理性，通过全国范围内的讲述与阅读实践，建构国人在这
革命所建立的新秩序中的主体意识。
这些作品的印数极大，而且通常都被迅速改编为电影、话剧、舞剧、歌剧、戏曲、连环图画，乃至进
入中小学语文课本。
人物形象、情节、对白台词无不家喻户晓，深入日常语言之中。
对“革命历史”的虚构叙述俨然形成了一套弥漫性基奠性的“话语”，亟欲令任何溢出的或另类的叙
述方式变得非法或不可能。
然而，正如我在本书中讨论到的，此类作品本身也仍然包含着无法消泯的异质性，使得“经典化”也
成为永远需要继续“进行到底”的无尽过程。
持续不断的清洗、修改、增饰，恰恰反证了讲述和阅读“革命历史”的另类可能性的(潜)存在。
　　本书的主要部分即在于试图重新解读这批“革命历史小说”。
解读意味着不再把这些文本视为单纯信奉的“经典”，而是回到历史深处去揭示它们的生产机制和意
义架构，去暴露现存文本中被遗忘、被遮掩、被涂饰的历史多元复杂性。
如果历史不仅仅意味着已经消逝的“过去”，也意味着经由讲述而呈现眼前、仍然刺痛人心的“现在
”，解读便具有释放我们对当前的关切、对未来的焦虑的功能。
因此，本书不想为读者提供又一种固化了的文本意义，却亟愿意展示作者——作为基本上由“革命历
史小说”滋养了因而也拘限了其阅读想象力的一代人中的一员——寻求新的解读可能性的艰难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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