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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长篇小说系统研究的“引玉”之作 

———评晏杰雄《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研究》

申　思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晏杰雄博士《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研究》致力于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专题性和系统性研究，其立意高远，见解深
刻，新意迭出，对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研究具有开创性贡献，著作闪耀着独创性的思想光芒，其中爬梳整理的大量珍稀资料，

也为以后的长篇小说文体研究提供了极大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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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１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首次提出“新世
纪文学”这一名词，随后雷达、张未民等学者和批评

家纷纷撰文，从各方面论证“新世纪文学”现象，新

世纪文学研究一时蔚然成风。但此后十来年，研究

者们大多是零散的、随性的“个别作案”，长篇小说

创作系统性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由于新媒体的

介入，新世纪盛产长篇小说，但这被称作“时代第一

文体”的长篇小说创作的繁荣也给文学研究工作者

带来了归纳的无力，长篇小说的研究远远没有跟上

长篇小说创作的步子。新世纪长篇小说研究目前

所集中的领域多在小说内容和文化背景之上，很少

有人能单从“文体”角度去解读，原因在于文体研究

缺乏强有力的理论支撑，比如，单是文体的界定国

内外便有不下百十种说法。另外文体研究必须建

立在海量阅读的基础上，要求研究者对浩如烟海的

作品了然于胸。中国古代十分重视文体研究，如张

戒《岁寒堂诗话》：“论诗文当以文体为先，警策为

后”。［１］相比之下，当下文学的警策功能被批评家翻

来覆去地研究，文体研究却严重滞后于文学发展。

马克思认为，文体不是表达世界的工具，而是干预、

改造甚至塑造现实历史的力量。［２］长篇小说这个文

类，一旦被置于新世纪语境，它的内涵和形式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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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都发生了变化，但同时文体在长篇小说身上表

现得又是变幻不断。一是浩瀚如海的长篇小说之

作，二是寥若晨星的文体研究资源，让“长篇小说文

体研究”这一论题研究难度加大。尽管如此，还是

有敢于迎难而上的人。最近中南大学文学院晏杰

雄博士出于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兴趣和热爱，在阅读

大量文本和理论资料的基础上，以高强度的学术劳

动和较大的理论勇气完成了这部《新世纪长篇小说

文体研究》（以下简称《文体研究》），切实满足了当

前文体研究的迫切需要。

这是当下为数不多的对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

进行系统性、专题性、整体性、学理性研究的专著。

作者将理论命题和文学实体结合起来，边唱边和，

边导边演，论述观点时有理有论，有依有据，点论结

合，将学术的严谨性和小说本身的趣味性融合在一

起。该书以“长篇小说文体向内转”为红线，进行了

“纵深横窄”的论证，对长篇小说文体的历史脉络、

总体趋势、美学规律、微观表现进行了细密厚实的

梳理总结。从整部书看，作者对这一论题进行了长

期的关注和研究，其论述中不时闪现出独具一格的

智性之光。它既是一部理论专著、阅读读本，也是

一部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了不少参考资料的文献

集成。

第一，《文体研究》是一部具有专题性和系统性

的理论专著。从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创作中梳

理脉络，寻找这一大河般的文体因何而演进至何种

境地，是《文体研究》的重点工作。新世纪以来长篇

小说花样翻新，作家都以“故事”的深刻性来争取其

作品的地位，但是小说文体的创新却是乏善可陈。

《文体研究》在此将文体从长篇小说的其他成分中

分离出来，对文体进行专题研究。作者在整本著作

中都围绕“文体”而展开，着力点明确，内容和文化

背景退居其后，绝不含糊不清、暧昧不明。《文体研

究》将文体和作家、现实世界存在的隐性、间接对应

关系进行了微妙的处理，使得文化、内容和现实世

界都成了“文体”的支撑者。如作者认为《第九个

寡妇》的历史传统描写是为了佐证叙述者和主人公

零距离所产生的叠加和双倍的文体效果，《妇女闲

聊录》的个性语言正是小说话语微型对话的呈现需

要。作者专心于文体问题，将所有可利用资源都应

用于文体观点的佐证。通过长期的学术资料收集，

作者对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进行了系统的钻研和

阐发，归纳出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的外部场域和内

在张力、总体趋势和微观表现、整体特征和基本范

畴。这些要素彼此相互联系、互为条件，它们并不

是单个的、孤立的个别章节，而是经过作者系统加

工了的围绕同一个主题而展现的整体。书稿中前

三章主要论述文体的基本问题、文体的演进以及文

体的整体特征，后三章则分论文体的叙述、结构和

话语。前三章涵括了后三章的内容，后三章有力地

证实了前三章的主体观点———新世纪长篇小说文

体向内转，使整部书稿的诸多观点和论证得以完

整、系统地呈现出来。这种系统的呈现让人感觉到

作者是从各个角度、层次去揭示文体的问题，从而

得出全面整体的结论。

第二，《文体研究》是一部具有独创性和思想性

的阅读读本。《文体研究》的个人独创性和开拓性

价值明显，在它之前还没有一部新世纪以来文学整

体研究的专著，这部书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

新世纪文学整体研究，提供了新的学术资料和理论

范本。《文体研究》在理论层面敢于大胆创新，给不

少学术界一直含糊不清的学术名词下了定义，这种

“放肆”的行为在书稿中还不是少数，虽然可能仅是

一家之言，但足以见出作者的学术决心。如鉴定出

文体的动词性，把“文体”定义为“是文学作品中作

为人造物的一部分，它规定作品的艺术特质，与作

家的认知方式和现实世界存在一种对应关系”；把

埃德加关于文体范畴的界定重新规整成：话语、叙

述、结构；对“结构”这一含糊的名词，通过仔细爬

梳，从众多定义中归结出它的基本内涵和特征。目

前，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研究资料主要散落在单个

作品、年度总结、颁奖致辞或者少数批评期刊专栏

中，研究还处于一个无秩序、无意识的萌芽阶段。

《文体研究》给文体研究工作开拓出一块领地，让新

世纪散落无根的研究资料有了一个集结地。如果

说书稿充斥着理论言说，那这是作为一本理论研究

著作所应有的，但是，《文体研究》中星星点点地闪

烁着艺术之光，就显得难能可贵。这种艺术之光得

益于作者的艺术直觉力，如对《万物花开》《尴尬风

流》等由生活片段组成的小说文体界定不清的问

题，作者见微知著，从中敏锐地察觉到长篇小说文

体演进至“无为而无不为”的成熟境地；从新世纪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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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小说大量文本中作家们反倒更青睐在现代小说

中最不被看好的顺时序叙述，作者把握到新世纪长

篇小说的时序总体呈现返璞归真倾向的美学规律；

从新世纪长篇小说作家用最简单的顺时序创造最

丰饶的文体意义，发现这种文体意识与新世纪长篇

小说的内在化和本土化有内在的一致性等等。正

是充满艺术灵光的论述，让本是枯燥乏味的理论著

作有了轻松愉悦的可读性。对于任何一种文学现

象或者一种文学理论观点，作者都保持了自己清醒

的判断，绝不是简单的“剪刀加浆糊”的“作坊式”

叙述。作者自身具有丰富的文学创作经验，他非常

擅长用充满文学性的语言给理论文本增添文学作

品式的氛围。正如作者在其一个发言稿《建构与创

作源头相通的新批评》中所说的：“在文本的密林中

发现参天大树和意义的踪迹，写出具有和文学作品

一样文学性的评论，写出与海明威‘冰山’理论中冰

山尖一样的评论，写出作家论和作品论完美结合的

评论，写出与作家的创作实践声息相通的评论。”［３］

《文体研究》就是这样一本充满文学性的、有见地的

文学批评理论读本。

第三，《文体研究》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了不少资

料参考。《文体研究》中倾注了作者大量的文学经

验和阅读体验，再加上作者在纷乱杂芜的新世纪长

篇小说中耐心爬梳，成就了这部富有学术性的研究

著作。如作者自己所说，此书是“聚焦新世纪长篇

小说这一主要文体，试图从学理层面概括新世纪以

来丰富的文学现象。”［４］《文体研究》中散布着古今

中外不少理论家、作家的言论和观点，如古代文学

批评史中曹丕《典论·论文》、刘勰《文心雕龙》、韩

愈《答李翊书》所展现的“文以气为主”等理论观

点，西方学者埃德加和卢伯克对小说艺术或技巧研

究时对小说的构造过程的理论观点，格非、胡亚敏、

曹文轩等对小说文体叙述的理论创见，以及里蒙·

凯南、热奈特、罗兰·巴特、巴赫金、米兰·昆德拉

等大批西方学者的理论观点，等等。著作中也收集

了不少关于小说文体研究的资料和成果，以及部分

新世纪优秀长篇小说简评。书中还涉及与相关理

论观点对应的小说文本片断。从这个角度来讲，

《文体研究》称得上是一部具有学术性的资料史，为

研究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提供了不少珍贵的原始

文献和参考资料。

新世纪文学的专题性研究著作甚少，作者的开

创之功自不得言，但总体来看，著作也有一些值得

商榷的地方。首先，作者将“向内转”作为贯通整部

著作的红线，立足长远，却忽略了当下长篇小说创

作参差不齐的现状。事实上，新世纪长篇小说存在

不少泛滥之作，小说创作者的文体意识下沉主要体

现在精英文学领域，认为所有作品都可以冠以“向

内转”，未免牵强；第二，文体就好比是瓶子，内容好

比是酒，再好的酒也需要有酒瓶装着，作者研究的

是新世纪长篇小说的“文体”专著，虽然强调了文体

独立于作家、内容、现实世界，但若能对文体研究的

意义和价值做出批评，著作的论述会更加周全。

《文体研究》呼应了新世纪以来文学研究远远

没落后于文学创作的现实，提出了一系列独创性观

点。《文体研究》的实践品格值得借鉴，当下大量批

评家不注重文本阅读和文学创作，所做出的批评干

瘪晦涩，理有余而论不足，而《文体研究》的作者深

入文本的密林之中，将文学批评当做文学创作来

写，把理论包裹在具有文学性和美学品格的文字

中，让读者感到思想和美的震撼。无论是从学术价

值还是从审美角度来讲，《文体研究》都将是一部

“后有来者”的未完成的著述，为新世纪文学批评的

书写提供了新的参照，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和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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