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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第六辑又要问世了，我长吁一口气。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一辑一辑地编下来，已经在海内外产生广泛影响，据了解，日本、新加坡、马
来西亚、美国等地多家书店卖过我们这本小书。
今年我踏出国门三次：2009年5月底应美国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的邀请赴美参加了“第二届美中华文论
坛”；8月中旬去马来西亚吉隆坡参加了“中国文学的传播与接受国际学术研讨会”；12月底赴马来西
亚槟城参加了“第一届世界华文文化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这三次不同的会议上，很多海外学者
都提到了我们研究所的这本小书，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出版下去，为世界华文文学、文化的传播与研究
坚守一块难得的阵地。
每当听到这样鼓励和肯定的言语，我的心里都充满了无限感慨。
在这样一个急功近利的时代，文学逐渐边缘化的今天，即使身在高校，想要坚守一块文学研究的阵地
又是何等的艰难！
我们这本刊物能够坚持到今天，如果没有我校领导的重视、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所同仁的共同努力，特
别是绍兴市重点学科——我校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所给予的经费支持，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第六辑里，栏目编排基本上延续了前几辑的风格，变化不大，“学术视野”、‘‘比较之窗”
、“史海钩沉”、“理论阐释”、“文本解读”等栏目依旧保持，新设置了“访谈与对话”栏目，安
排了一篇吉林大学白杨博士访谈台湾著名诗人洛夫的文章《生命空间与诗的美学之思》。
这篇访谈录洋洋洒洒近万言，作者精心设计了“书法与诗歌的关系”、“禅趣特征”、“‘诗魔’称
谓的来源”、“基督教影响”、“儒释道精神”、“超现实主义风格”、“台湾诗坛论争”、“如何
写作长诗《漂木》’’等问题，涉及洛夫创作的各个方面，通过洛夫先生深入浅出的回答，使我们对
洛夫诗歌的整体美学风格、禅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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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第6辑）》又要问世了，我长吁一口气。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一辑一辑地编下来，已经在海内外产生广泛影响，据了解，日本、新加坡、马
来西亚、美国等地多家书店卖过我们这本小书。
今年我踏出国门三次：2009年5月底应美国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的邀请赴美参加了“第二届美中华文论
坛”；8月中旬去马来西亚吉隆坡参加了“中国文学的传播与接受国际学术研讨会”；12月底赴马来西
亚槟城参加了“第一届世界华文文化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这三次不同的会议上，很多海外学者
都提到了我们研究所的这本小书，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出版下去，为世界华文文学、文化的传播与研究
坚守一块难得的阵地。
每当听到这样鼓励和肯定的言语，我的心里都充满了无限感慨。
在这样一个急功近利的时代，文学逐渐边缘化的今天，即使身在高校，想要坚守一块文学研究的阵地
又是何等的艰难！
我们这本刊物能够坚持到今天，如果没有我校领导的重视、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所同仁的共同努力，特
别是绍兴市重点学科——我校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所给予的经费支持，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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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学术视野从比较文学的角度谈华文文学研究华文文学批评实践辨析——浅论华文创作的生命延续比较
之窗内外上海——比较研究虹影的“上海三部曲”与王安忆的《长恨歌》《游园惊梦》与《弗兰德公
路》平行技巧之比较“文革”记忆下的两种“伤痕”书写——以《尹县长》和《班主任》为例的比较
论海外华文文学的文化立场——以宁波籍旅美作家应文婵、於梨华为例文本解读台湾文学中的东北地
域文化呈现——以梅济民的散文、田原的小说为例“弑父情结”与“少年中国”主题——王文兴《家
变》之解读东西文化冲突下的情爱困境——以欧阳子《考验》和《秋叶》为例对照记：《小团圆》与
《今生今世》中的自我建构凌云岚拥抱团圆——试论张爱玲的《小团圆》精神家园的艰难追寻——寒
山碧长篇新作《还乡》的文化意蕴如怨如慕——浅谈澳门豉味歌王李向荣的曲辞东南亚华文文学中的
“神性书写”——晨砚小说的个案化蛹成蝶的艰难——论黄宗之、朱雪梅的长篇小说《破茧》张斯思
北美华文网络文学的双维写作模式探析孙康宜的中英文诗歌创作理论阐释试从新加坡过去的后殖民文
学现象浅谈香港的文学论述发——以后殖民理论中的“第三空间”为分析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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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叙事是在传统的写实架构内进行的，以钱夫人抵达窦公馆赴宴为始，以曲终人散宴席结束为终。
若以空间为界进行切分，正厅、饭厅、客厅和露台，这四大场景之间依次推进和转移，则分别对应着
小说表层叙事的起始、发展、高潮和结尾。
文本采用外聚集和内聚焦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叙事。
窦公馆的外部环境、内部陈设、场面铺排以及人物的出场、服饰、对话、动作等，是以第三人称全知
视角和钱夫人的限知视角经由外聚焦式的叙述来完成的。
文本的深层叙事则以钱夫人的内心世界为场域，通过内聚焦式的叙述，循其心理流动轨迹蜿蜒而行。
　　内外聚焦方式的灵活切换，使钱夫人得以在此岸和彼岸、现实和回忆、当下和过去之间自由地往
返与穿梭。
“在外聚集叙事中，聚集者的眼光不具穿透力，他的眼光只停留在人物与事件的表面，而无法深入人
物的内心”。
①因此，叙述者通常以外聚焦主体的眼光由当下现实层面的客观物象导入钱夫人的心理层面，进而再
顺势过渡为钱夫人的内聚焦叙事。
文本中钱夫人在现实层面和心理层面之间的往返穿梭共有11次之多：　　1.窦府前厅的穿衣镜前，钱
夫人因身上旗袍颜色发乌而在心里对台湾和大陆的衣料进行对比。
　　2.被窦夫人挽着前往正厅，“钱夫人用眼角扫了窦夫人两眼”，发现桂枝香还没有老，联想起自
己十多年前在南京梅园新村的公馆替桂枝香过生日的情景。
　　3.仍是在通往正厅的走廊上，“钱夫人又朝窦夫人瞄了一下”，由窦夫人的穿戴打扮，想到在南
京时“桂枝香可没有这般风光”，“窦瑞生也不过是个次长”。
　　4.钱夫人在窦府的正厅见到天辣椒蒋碧月时，联想起在南京夫子庙得月台清唱时天辣椒爱抢风头
的台风和抢姐姐桂枝香未婚夫的行径，并在心里对姐妹俩为人的不同进行了比较。
　　5.“钱夫人又打量了一下天辣椒蒋碧月”，由其穿戴打扮想到“这些年的动乱，在这个女人身上
，竟找不出半丝痕迹来”。
　　6.蒋碧月和窦夫人将钱夫人介绍给客人，钱夫人由昆曲想起自己当年在得月台的风光，以及与钱
鹏志因昆曲《游园惊梦》结下的夫妻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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