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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內容簡介
本書論述在1898到1927這短短的三十年間，中國小說從古代小說迅速過渡至現代小說模式的經過。
作者陳平原教授撇開了從文體學、類型學、主題學、敘事學等角度出發，而集中從小說敘事模式的表
現來進行深入研究，探索中國小說的現代化進程。
本書分為上、下篇，前者以敘事時間、敘事角度和敘事結構的轉變為論述核心，後者則探討傳統文學
在中國小說敘事模式轉變中的作用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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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在東西方文化碰撞中．自序》談到的，我主張「小題大作」。
口子不妨開得小，但進去以後要能拓得寬挖得深。
並非每個「小題」都值得「大作」，這要靠對重點文學現象的理解和把握。
就整個中國小說史來說，從1898到1927年這三十年未免太短暫了些；但就其承擔的歷史重任—完成從
古代小說到現代小說的過渡—而言，這短暫的三十年值得充分重視。
對這三十年小說發展的歷史，可以從文體學、類型學、主題學、敘事學等諸多角度綜合把握（一開始
我正是試圖這樣做）；但如果抓住表現特徵最為明顯而且涉及面較廣的敘事模式的轉變，也許更能深
入論述。
當然，選擇這被稱為「形式革命」的敘事模式的轉變作文章，不無對以往過分強調「內容層面」的研
究進行反撥的意圖。

在論述過程中，我借用了一些現代西方文學研究方法。
這既不值得誇耀，也沒必要隱瞞。
任何研究方法都只是一種假設，能否落實到實際研究中並藉以更準確地透視歷史才是關鍵。
不曾與研究對象結合的任何「新方法」都只是一句空話；而研究一旦深入，又很可能沒有一種「新方
法」足以涵蓋整個文學現象。
衷心感謝「新方法」的創造者和倡導者開拓了我的研究視野，但拒絕為任何一種即使是最新最科學的
研究方法作即使是最精彩的例證。
我關心的始終是活生生的文學歷史。

對於研究者來說，結論可能倒在其次，重要的是論證。
強調這一點，不僅是因為不滿意於現在市面上流行的大批「思想火花」式的輕率結論；而且因為精彩
的結論往往是被大量的材料以及嚴肅認真的推論逼出來的，而不是研究者事先設計好的。
本書的寫作一開始主要考察西方小說的啟迪，可慢慢地，傳統的創造性轉化的作用越來越浮現出來，
以至成了全書的另一個論述中心，甚至是更有理論活力的中心。
也許，由於理論設計和操作過程失誤，我推出的結論會有某些偏差。
但我真誠地希望本書提供的大量材料能為進一步的研究提供方便。
同時，為便於進一步檢驗，我儘量減少論證過程中的情感色彩和「思想火花」。

本書寫作的一大願望是溝通文學的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把純形式的敘事學研究與注意文化背景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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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社會學研究結合起來，並為此做了大量的資料準備工作。
但寫作結果不盡如人願，只好保留「小說的書面化」一章作為附錄，而把其他更不成熟的部分刪去。

關於「史傳傳統」與「詩騷傳統」共同制約著中國敘事文學發展的理論構想，是我對中國小說、戲曲
、敘事詩的某些主要形式特徵得以形成的基本理解。
本指望寫完《說「詩史」》等一組文章，為本書的寫作提供較為堅實的基礎，可惜只完成了第一篇。
現附錄於此，作為第七章《「史傳」傳統與「詩騷」傳統》的補充。
如果有可能的話，我還想就此問題做進一步的研究。

本書是我的博士學位論文，從確定選題、通過提綱到最後寫作成文，始終得到我的導師王瑤先生的悉
心指導。
對此，我十分感激。

參加我的學位論文答辯的吳組緗、樂黛雲、孫玉石、呂德申、樊駿、王春元等諸位先生，都曾就我的
論文修改提供了許多寶貴的意見。
另外，季鎮淮先生不顧年老多病，為我審閱論文的部分章節；海外學者李歐梵先生曾就論文的基本框
架提出過很好的建議；我的朋友錢理群、黃子平、趙園、孟悅、伍曉明等在我寫作論文的過程中給予
了很多支持。

書評
「此書是從各種角度來重新建構戊戌變法到「五四」前後這段時期的中國小說的「敍事模式」的變化
、發展過程。
⋯⋯可以說，此書明確地彌補了以前小說研究中的斷裂，就其時代區分逼近了範式轉換，是一項劃時
代的研究。
」
清水賢一郎，(日本)《東方》109號
「本書從多方面考察中國小說內容、形式上變化最劇烈的晚清20年和民國20年這四十年間的小說敍事
模式的變化、發展過程，是分析中國小說中的古典小說的變革和從古典到現代變化過程諸因素的力作
。
」
吳淳邦，(韓國)《中國小說研究會報》第7號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國小說敍事模式的轉變>>

作者简介

譯／編／作者簡介
陳平原，1987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獲文學博士學位。
現爲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國俗文學學會會長。
曾被國家教委和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評爲「作出突出貢獻的中國博士學位獲得者」(1991)；獲全國高校
一、二、三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著作獎（1995，1998，2003）等。
先後出版《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等著作
三十種。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國小說敍事模式的轉變>>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