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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赵炎秋主编的《中国古代叙事思想研究》第一次全面描述了我国古代叙事思想，其强烈的理论自觉意识、整体观、
中西比较视野以及深入社会肌理探究叙事思想的批评路径，具有建构中国叙事学的方法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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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１９７９年袁可嘉首次在国内介绍叙事学以
来，国内对叙事学的热情经久不衰，在经历了翻译

介绍学习西方叙事理论之后，人们意识到具有不同

话语体系和表达的方式的中国传统诗学系统也具

有源远流长的叙事思想，建立具有中国传统诗学特

色的中国叙事学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对古代叙事思

想的个案研究成果也频频出现。建立中国叙事学，

对中国古代叙事思想的整体描述虽然迫切而且必

须，却似乎是个过于浩大的工程。这样，赵炎秋的

中国古代叙事思想研究就有了非常意义。当然，并

不是说赵炎秋的研究已经非常完满，但对于中国叙

事学的建构来说，或者说对于叙事学本土化进程来

说，它是很重要的一环。

一

赵炎秋对古代叙事理论的研究有着明确的思

考，研究的时间、研究过程、研究内容在１９９７年已
经定型。他说，中国古代叙事理论研究可分为三个

时期展开：先秦—两汉、魏晋—唐宋、明清时期；研

究过程可分为发掘整理、分析提炼和融汇发展三个

阶段；内容上先研究叙事作品，再研究中国古代文

论，最后研究小说评点。［１］１９９７年以来，赵炎秋的
叙事学研究体现并实践了上述研究路线。２００８年
他出版了《明清叙事思想研究》，算是早期研究成果

的一个小迸发。２０１１年他主编的三卷本丛书《中
国古代叙事思想研究》第一次全面描述了我国古代

叙事思想，这既是其叙事思想的大展示，也是中国

叙事学研究的一件大事，它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勾勒

出中国叙事思想的全貌。

丛书由三本专著组成：《先秦两汉叙事思想》

（熊江梅）、《魏晋至宋元叙事思想》（李作霖）、《明

清近代叙事思想》（赵炎秋）。从书名我们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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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研究，是对中国古代叙事

思想的整体描述，希望囊括从先秦至近代的叙事思

想。如果事无巨细，这几乎是一个不能完成的工

作。中国古代作品浩淼如海，叙事思想散落其中，

就是粗读一遍作品几乎也是不可能的。这样，选择

就很重要。这三部论著对材料的甄选既有共性，又

各有特点，都试图体现出那一阶段叙事思想的主要

特征。

熊江梅的《先秦两汉叙事思想》（以下简称熊

著）大体按照文类规则，选择那个时代最有特征的

神话、史传、杂史杂传以及叙事诗为研究对象，考察

其叙事特征及其体现出来的叙事思想。她认为，先

秦两汉的基本叙事特征是“诗化”和“史化”，这一

特征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叙事思想。熊著的结

论并不新鲜，中国叙事思想的“诗化”和“史化”特

征很早就被人认识到，已经有不少论者对历史叙事

展开了专门的研究，如潘万木的《＜左传 ＞叙述模
式论》（２００４）、刘宁的《＜史记 ＞叙事学研究》
（２００８），前者对《左传》的叙事特色和叙事模式进
行了梳理，后者对《史记》的叙事立场和叙事技艺作

了较为详细的探讨。有更多的学者注意到了史传

叙事与文学叙事之间的关系，发现文学叙事深受史

传叙事传统的影响，如赵毅衡发现小说叙事很长一

段时间都在模仿史传叙事；［２］王平发现中国古代小

说中存在着一个“史官式”的叙述者；［３］陈平原则

发现即使是在中国已经有了很成熟的叙事文学历

史的２０世纪初，史传传统仍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
小说叙事影响因素：“‘史传’之影响与中国小说，

大体上表现为补正史之阙的写作目的、实录的春秋

笔法、以及纪传体的叙事技巧。”［４］同样为大家所共

识的是诗骚传统对小说叙事的影响，陈平原《中国

小说叙述模式的转变》中，探讨中国文学迅速由古

代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转变，指出除了西方小说的启

迪之外，中国古典文学功不可没，现代小说或者对

传统文学进行创造性转化，或者传统文体直接渗入

小说中，或者在审美趣味中延续古典文学。所以

说，熊著的意义不在结论，而在对一种结论的追根

溯源，对一段历史时期叙事特征的概括和归纳。我

们发现了中国叙事思想的某个共同特征，但这个特

征从何而来，如何发展成熟，是需要进一步探究的。

熊著认为正是“神话的不发达，使中国古代叙事缺

乏史诗性源头，导致叙事理论被摒除在传统文论视

野之外，抒情诗学占主流地位，从而导致中国古代

叙事的‘诗化’倾向。史统的权威地位……导致了

中国古代叙事经久不衰的‘慕史’倾向、‘史化’特

征及‘拟史化’批评。”［５］这个判断对我们追溯中国

诗学的“史化”和“诗化”传统是有价值的。

李作霖的《魏晋至宋元叙事思想》（以下简称

李著）表面上也是遵循文类的分类标准。但他的兴

趣显然不全在各种文类的总体叙事特征，叙事文本

更能吸引他的注意力。该著内容分上中下三篇，上

篇研究志怪叙事和轶事小说，中篇研究《史通》和唐

传奇，下篇研究宋元白话小说和宋元讲史平话。该

著最有特色的是对具体作品的叙事研究，其中不少

独到的见解令人印象深刻。比如轶事小说他选择

了《世说新语》和《西京杂记》，该著认为“这类小说

的‘言约旨远’的叙事范式为后来的文人叙事提供

了规范。……他们在历史视域和话语形式已走上

与正史叙事不同的道路，往往‘求诸异说’、‘真伪

不辨’，从而诱发出虚构叙事的可能。”［６］可能更有

意思的该著对某一阶段的叙事思想特色的分析，该

著总能深入到历史发展的逻辑中去寻找某一种叙

事思想的根源。比如唐代通俗叙事的形成，该著认

为首先是佛教翻译和佛教经典对传统儒家文化的

消解，其次是俗讲活动的压力。如果说熊著为“诗

化”和“史化”叙事找到了根源，从李著中我们则可

以窥见虚构叙事的初步形成。

二

赵炎秋的《明清近代叙事思想》（以下简称赵

著）在内容上分明清和近代两个部分，对这段历史

时期的叙事思想作了一个全面客观的展示。

明清是我国古典小说的成熟时期，也是我国古

代叙事思想的成熟期，在理论上形成了独特的评点

批评范式。从上述熊著和李著中我们可以初步见

出我国古代叙事思想的形成过程。赵著则不仅体

现了这个过程，还揭示了作为成熟形态的古代叙事

思想的形态。梳理这一段时期的叙事思想，对我们

把握古代叙事思想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赵炎秋

发现，在这一阶段，叙事虚构概念得到确立和发展，

对叙事文学美学特征、文学和生活关系的认识得到

进一步提高，叙事文学的发展也促使人们认识到人

物应该具有独特的个性。这一时期叙事结构思想

初步成型，对叙事技法的讨论已经与当代西方叙事

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些叙事思想最为集中的

体现，可能要算是金圣叹和李渔。赵炎秋详细论述

了金圣叹的小说评点和李渔的戏曲理论体现出来

的叙事思想，二者的叙事思想进一步佐证了其对明

清叙事思想的特征的论述。如赵炎秋对明清时期

视角理论的探讨，认为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在视角应

用上比较成熟，包括限知视角和戏剧视角的运用。

金圣叹对人物固定视角和视角转移的敏感恰恰证

明了视角理论的自觉。“《水浒传》第九回写陆谦、

管营等人在李小二酒店商议谋害林冲，被李小二夫

妇听得。金圣叹评到：陆谦、福安。管营。差拨四

个人坐阁子中议事，不知所议何事，详之则不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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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置之则不可得置。”［７］１３３所有的事情都从李小二

口中、眼中得出。分析杨志黄泥岗被劫生辰纲，金

圣叹发现视角转移带来的幽默感：“本是杨志看十

四人也，却反看出十四人看杨志来，两‘看’字，写得

睁睁可笑。”对明清叙事思想的总体理论概括突出

了这一阶段的全貌，金圣叹和李渔个人叙事思想的

分析，既体现了明清叙事思想的总体特色，又突出

了批评家个性批评特点。

由于明清时期的批评家并没有建构起系统的

批评理论体系，甚至大多数时候没有统一的批评概

念，其叙事思想主要通过叙事作品的具体表现、评

点家的评点以及著述家为数不多的对自身创作经

验的讨论和总结得以展现，赵炎秋颇具体系的概括

为我们还原了明清时期叙事思想的整体概貌，当我

们凝视这一时期，就不仅仅看见作家的天赋和批评

家的灵光，也能从整体上对认知、把握这一时期我

国古典叙事作品的伟大和批评家天才评点之后蕴

藏的叙事思想。

近代是我国历史的转折时期，古典向现代过

渡，西学东渐肇始，这一时期的文学成就也许不如

古典文学高，却是一个思想非常活跃的时期，文学

地位也空前提高。赵炎秋沿用了明清叙事思想的

研究方法，先总体描述近代叙事思想，后展开个案

研究，对王国维、梁启超、林纾的叙事思想条分缕

析，并分析了《红楼梦》与《海上花列传》的叙事艺

术。王国维、梁启超、林纾的叙事思想是近代叙事

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叙事思想是近代叙事

思想的主体表现，而后两部作品是近代杰作，是近

代叙事思想的具体体现，对其叙事艺术的探究可以

从叙事实践层面论证近代叙事思想。赵炎秋认为，

近代叙事思想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强调文学的功

利性，具有强烈的实践性与群众性，且受到西方文

化的深刻影响，与古代叙事思想相比具有创新性和

多样性，［７］２３９其具体体现为在内容上强调文学与生

活的关系，在艺术上主张叙事形式的变化，推进文

学的审美性、形象性与虚构性，开始探讨小说与历

史、哲学、科学等文类的区别，文学的地位空前提

高，语言上提倡白话文写作，叙事文类大大增加，多

有探究各种叙事技巧，甚至开始比较中外叙事文学

的异同。［７］２４０－３１２

三

众所周知，中国的叙事学研究甚至中国对西方

文论的研究都有一种强烈的本土化冲动，对如何本

土化也提出了诸多良方，但本土化的实际效果并不

出色。就叙事学本土化而言，建构中国叙事学是其

鹄的，但中国叙事学如何建构仍然是一个进行中的

问题。赵炎秋的古代叙事学研究，对于中国的叙事

学研究具有特别的诗学意义，其价值不仅仅在于奉

献了可圈可点的研究成果，更具有建构中国叙事学

的方法论意义。

首先，赵炎秋的叙事学研究体现出了强烈的理

论自觉意识，明确提出并实践古代叙事思想研究的

路径和方法。

一般而言，中国做文艺理论家都会有理论自觉

意识。毕竟，西学东渐已逾百年，中西文化及理论的

巨大差异，西学对我国一边倒的影响态势，批评家们

都希望建立与之相对应的我国特色的文艺理论。叙

事学本土化亦然。拙作《论叙事学本土化的动力元》

曾详细讨论过批评家的理论自觉意识，［８］此处不赘

述。叙事学本土化有很多路径，我国的叙事学研究

者也一直在探究。如谭君强提出了审美文化叙事学

和比较叙事学的研究路径，龙迪勇在与时间的对比

中发现了空间叙事学，赵毅衡提出广义叙述学的研

究课题，申丹提出了一种新的叙事学研究方法：整体

细读法。但更为迫切的，可能还是我国传统叙事理

论的挖掘与整理。建立本土的叙事理论，我们必须

根植于我们自己的传统，而这一块的工作，还有着太

多的空白域。赵炎秋为自己设计了一条艰辛的求索

之路：“古代叙事的领域是宽广的，可做的事情很多。

我知道自己的路：先做古代叙事思想，再做本土叙事

理论，再做古代叙事艺术。”［７］４４１

赵炎秋研究中体现出很强的理论自觉意识，他

不仅明确提出叙事学本土化的目的是建立中国叙

事学，而且十几年如一日地践行这一目标。２０１１
年，赵炎秋撰文说“本套（即《中国古代叙事思想研

究》———作者注）丛书的目的，是挖掘、整理中国古

代叙事资源，以在中国叙事理论与叙事经验的基础

上，建构本土叙事理论。”［７］１实际上早在 １９９７年，
他的这种研究思想已经成熟。１９９８年《中国文学
研究》第１期刊登了其论文《中国古代叙事理论研
究刍议》，该文明确提出中国古代叙事理论研究的

目的有三：一是整理中国古代叙事思想，发掘古代

理论遗产；二是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叙事理论；三

是完善与发展现有叙事理论。［１］５本土叙事理论的

建构的努力一直贯穿了他的研究生涯。

其次是整体观。整体观有助于整体性把握研

究对象的整体概貌。当我们凝注于某一片段／局部
现象的时候，我们不仅要学会欣赏片段／局部的肌
理，更要意识到它是整体的一部分，它和其它的片

段／局部现象共同构成了整体。对片段／局部的理
解和把握，是在对整体的把握的背景上展开的，或

者说对片段／局部的研究，正是为了认知整体。赵
炎秋的古代叙事思想研究体现了这种整体性。从

先秦到近代的叙事思想线性勾勒，到对古代叙事领

域研究之路的设计，以及其具体研究过程都体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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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性的特征。以明清叙事思想研究为例。我们

来看看《明清近代叙事思想研究》中的明清部分。

明清是中国古典叙事思想的成熟期，能否把握这一

时期叙事思想意味着是否能够认知和理解中国古

典叙事观念。那么如何进入这一时期的研究呢？

首先进入研究者视野的是什么？是能够体现明清

叙事思想总体特点的批评家和叙事作品，即金圣

叹、李渔、《红楼梦》。金、李代表明清时期叙事思想

的最高水平，《红楼梦》体现了明清叙事艺术的最高

成就，对这些的研究已经可以管窥明清整体特色。

此外，研究者的视野还涵括了明清时期的主要叙事

文学文类：白话小说、文言小说和戏曲。通过对不

同文类的分析，辨析其中体现出来的叙事思想，并

对明清叙事思想作出整体性概括。可以说，赵炎秋

的整个研究体现了一种整体性建构的努力。

再次，深入社会肌理分析叙事思想。赵炎秋对

某一历史时期叙事思想的探究，思想的锋芒总是深

入社会肌理，辨析其对叙事文学和叙事思想的影

响。他谈论明代社会对叙事文学的影响，认为明代

的生产力发展、社会矛盾、市民阶层的兴起、统治者

对思想文化的控制等对明代的叙事文学产生了深

刻影响；论述近代社会对叙事文学和叙事思想之间

的关系，他分析叙事思想的转型：一系列的失败的

战争和屈辱的和约、朝廷的腐败、社会的黑暗和人

民的贫困，社会变革的要求空前高涨，小说成为最

主要的叙事文体；城市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壮大，叙

事文学有了读者基础；社会思想的活跃和西方文学

的输入，从内容、文类、方法和技巧等方面促进叙事

文学的变革与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繁荣和文学

的商业化，推动了叙事文学的发展；清末废科举兴学

堂举措迫使一本分知识分子成为专业作家，印刷术

的发展、报刊的兴起，扩展了叙事文学的规模。［７］２１８

任何历史时期都不存在思想的孤岛，某一种思想必

然与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社会

思潮、社会心理等结合在一起。深入社会肌理探究

叙事思想，一方面有利于挖掘这一时期叙事思想的

整体风貌，另一方面也更清晰地辨明了孕育了这一

时期叙事思想的背景和条件，甚至更易于勾勒中国

叙事思想的变化轨迹。实际上，影响中国叙事思想

发展变化的诸种因素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

题。我们所熟悉的“诗性”和“史实”传统、儒道释等

宗教因素的影响，都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第四，鲜明的中西比较视野。叙事学本源自西

方，我们需要在本民族传统中发现属于民族个性的

叙事思想，最基本的原则是求同存异。这“同”与

“异”便蕴含着比较。我们既不能脱离我国古代谈

论叙事（学），也不能离开叙事学研究我国古代（叙

事思想），即我们不能拿西方的理论去套中国传统，

也不能离开叙事学的学科属性去讨论中国叙事传

统。中国叙事学毕竟是叙事学学科涵括下的一个

分支，如何在叙事学学科内把握尚在摸索中的中国

叙事学，以及在对中国传统叙事理论的挖掘整理中

又不受西方叙事学既定范式的拘囿并保持中国传

统的个性与特色，是中国叙事学研究者必须重视的

问题。中西比较视野可能是叙事学本土化进程中

最为鲜明的特色，赵炎秋的古代叙事思想研究较好

地体现了这一点。在讨论明清叙事技法时，他小心

地使用了叙事学学科的概念：故事、叙述者、叙述话

语，把问题讨论的框架设定在叙事学学科的范围

内，同时又力图展现这些概念之下的中国特色。比

如赵炎秋指出，对故事的讨论，当代叙事理论不讨

论故事的具体内容，而明清的批评家则结合内容和

形式来探讨叙事技法，［７］７１他还对明清叙事理论的

人物观、情节观、环境观进行了分析。

赵炎秋的古代叙事思想研究也并非没有瑕疵，

比如研究内容未免挂一漏万，他自己也说对明清技

法的研究还待进一步深入；比如偶尔某些概念的使

用还可以商榷，《明清近代叙事思想》第２６６页把近
代批评家称为“近代叙事学家”可能过于超前。但

对于中国叙事学本土化而言，赵炎秋的研究范式可

以成为一个样板，不仅是对传统的梳理和概括，更

启示着未来。中国叙事学的最后完成，需要更多细

致严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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