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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娜拉言说书系·电视剧叙事：传播与性别》系首批与第二批的选题，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作家作品研究。
基本上是接着我的《“娜拉”言说》所言说的12位现代女作家往下写，因为《“娜拉”言说》2007年
已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再版，故不再列入此书系。
当代女作家基本上按出生年代分类，有郭力的《走过荒原-50年代女作家的叙事空间》、沈红芳的《在
边缘处成长-60-70年代女作家的成长之路》，还有我的《女性之思》中的部分内容，加起来就基本上
按照历史顺序以作家作品论的形式涵盖了我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的发展里程。
　　二、欧美及中国港台女性文学研究。
这是“娜拉言说”的横向与纵向交织的时空结构的扩展，力求以女性文学的个性言说透视现代历史世
界性的女性文学命题，在个性与共性的交织中展现“娜拉言说”的世界风貌。
如赵宁的《西方女性文学中爱的主题》、方向真的《神秘的大陆--一个女性视野中的20世纪西方女性
文学》、樊洛平的《彼岸女声--当代台湾女作家创作风貌》、王敏的《港派文学中的女性言说》等。
　　三、综合性的专题研究。
此类选题的特点是围绕着从女性文学文本中发现的一个具有学理性内涵的专题，涵盖相关作家作品的
综合性研究，力求由文本解读出发而在思想理论上有新的发现。
作者多为近年来的女博士、女硕士。
如王萌的《禁锢的灵魂与挣扎的慧心--晚明至民国女性创作主体意识研究》、刘铁群的《寻找亚当--
女作家笔下的男性形象》、赖翅萍的《未竟的审美之旅--论新时期女性小说的日常生活诗性探寻》、
杨珺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散文的主体性建构》、高小弘的《成长如蜕--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
成长小说研究》、张兵娟的《电视剧叙事：传播与性别》、刘涵华的《告别荒原--新时期女性诗歌研
究》等。
此外，还有谢玉娥主编的一本新书《智慧的出场--当代人文女学人侧影》，是我国第一部以当代女学
人为对象的相关资料的汇集与留影，以期首次集中展现我国当代女学者们的学术风采与智慧风貌，相
信会受到学界朋友们的关注与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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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兵娟，1963年5月生，山西省翼城人，文学博士，现任教于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播电视新
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发表论文二十多篇，参编出版著作三部。
《电视剧：叙事与性别》获首届（2006年）中国妇女研究会“妇女／性别研究”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二
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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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四 电视的传播效果第三节 电视剧的叙事、类型与性别一 电视剧的叙事与传播二 电视剧的叙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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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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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文化批评与记忆　　海登·怀特认为：“没有哪个历史事件本质上就是悲剧；只有从某个特定
角度或将其置于由事件建构的语境中时，才能看出其悲剧的因素在这个语境中享有的特殊地位。
因为，在历史上，某一事件从一个角度看是悲剧事件，从另一角度看可能是喜剧事件；正如在一个社
会中，从一个阶级的角度看是‘悲剧’，从另一个阶级的角度看却是“滑稽剧。
”[1]的确，如果站在女性主义立场上看一部历史，对男性来说是英雄的历史，传奇的历史，主体的历
史；而对女性来说，却是“卑贱”者的历史，奴隶者的历史，苦难者的历史。
新年的爆竹对有权有势有钱的人是一种“祝福”，然而，对祥林嫂这样遭受各方面奴役和压迫的女性
来说则是永远的诅咒和噩梦。
同样，在《大宅门》中白景琦这样的男性活得八面威风，天马行空、潇洒从容，而对杨九红这类女性
来说则是数不尽的屈辱和流不完的眼沮。
“叙事性历史提供的知识是原本产生于神话、经过虚构表达的假设模式提炼的产物。
”因此，作为叙事，“历史叙事并不排除关于过去、人生、群体的性质等问题的虚假信仰；它所做的
就是检验一种文化的虚构赋予真实事件以各种意义的能力，文学通过给‘想象的’事件构型而向意识
展示这些意义。
”[2]问题是这种意义到底是什么，对谁有意义？
这不得不涉及叙述中的隐喻以及与符号间的关系。
因为历史叙事不仅仅是关于过去事件和过程的模式，同时也是隐喻性叙述，表明这些事件和过程与我
们约定俗成的叙事类型是相似的，这个叙事类型通常用来赋予生活中事件以文化意义。
从纯粹形式的方面看，历史叙事不仅是对其中所述事件的再生产，也是指导我们在文学传统中寻求那
些事件结构之语境的一个复杂的符号系统。
的确，历史，尤其是历史叙事是一个复杂的符号体系。
它的功能不是“再现”，而是建构一个景观。
叙事者解决疏离现实的种种冲突，不是靠想象，而是靠删除记忆中不符合现实的东西给过去的历史赋
予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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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散文的主体建构　　——杨瑁　　　　禁锢的灵魂与挣扎的慧心　　——
晚明至民国女性创作主体意识研究　　王萌　　　　电视剧叙事：传播与性别　　张兵娟　　　　未
竟的审美之旅　　——论新时期女性小说的日常生活诗性探寻　　赖翅萍　　　　成长如蜕　　——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成长小说研究　　高小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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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学术视野审视女性写作奥秘　　女性主体语言解读女性生命潮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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