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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小说叙事三维论》

前言

　　黄霖先生等撰写的《中国古代小说叙事三维论》（《时间论》、《空间论》、《节奏论》）即将
出版问世了。论著无论是对中国小说叙事体系的建构，还是对小说理论研究范式的创新，都使人耳目
为之一新。联想到早在世纪之初，黄霖先生就和王运熙先生共同主编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
并亲自撰写了其中的《原人论》一卷。两部论著虽然时隔八年，但似乎构成了一条明晰的学术轨迹，
我们从中不难看出黄霖先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学术理念和不懈追求。　　古代文论的现
代转换，一直是学界聚讼纷纭的热门话题。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的论文可谓层出不穷，争议和
焦虑更是愈演愈烈。但恕我直言，理论层面的探讨居多，而实践层面的建树却甚少，理论和实际严重
脱节，繁荣与贫乏共生并存。黄霖先生可能有感于此，他不尚空论，重在建设，切切实实地为古代文
论的现代转换，一次又一次的进行了独到的探索，并且不断为我们提供成功的个案，这必将推动古代
文论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可是我们以往的研究，太注重学界的理论探讨，而忽视学术实践中所蕴
含的成功经验，从而使许多卓有成效的探索，未能从理论上给予提升，也未能在实践中得到推广，这
实在是件很可惜的事情。为此，衷心希望我们的学界能更多关注学术探索，并且及时总结他们的成功
经验。只是笔者限于学识，无力探寻黄霖先生著作中的丰富意蕴，更无法总结他的成功探索。只能把
初读《中国古代小说叙事三维论》的点滴感受略陈于下，以为引玉之砖。　　坚持立足本土，注重中
西参照，《三维论》为建构富于民族特色的中国小说理论提供了成功的案例。黄霖先生曾明确表示：
“我一直在想，研究中国古代的小说与小说理论时，是否能走自己的路，探索与总结一种立足本土的
而不是照搬或套用西方的理论呢？”（《中国小说写人学》序）而《三维论》的撰写正是黄霖先生的
这一学术理念的生动展现。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最为重要的是立足本土。只有立足于本土，才能
真正走自己的路，才能将我们的理论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土壤之中，也方能使我们的理论凸显民族传
统的特色。而我们的研究一旦离开了自己的本土，一味地追随、照搬西方的理论，并用西方理论作为
坐标，来解释本国的文学现象，来构建中国文学理论体系，这必将消解我们民族的传统，使中国文论
最终陷入“失语症”的焦虑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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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序一
序二
弁言
上卷　时间论
第一章 回顾与瞻望
第二章 传统时间文化与小说叙事特征
第三章 天时、人时与叙事架构
第四章 头绪、次序与时间统筹
第五章 追溯、预言与时序倒错
第六章 时间变形与时速调控
第七章 《水浒传》“夜化”叙事及其特效
第八章 《聊斋志异》“夜化”叙事及其特效
小结
中卷　空间论
第一章 回顾与瞻望
第二章 古代小说空间的哲学渊源
第三章 古代小说空间的构成
第四章 超现实空间与现实空间
第五章 空间叙事的基本单位--场景
第六章 古代小说的空间叙事
第七章 古代小说的空间艺术与思想内蕴
小结
下卷　节奏论
第一章 回顾与瞻望
第二章 小说节奏的速度表达机制（上）
第三章 小说节奏的速度表达机制（下）
第四章 小说节奏的力度表达机制
第五章 小说节奏的宏观调控机制
第六章 中国古代小说节奏美学
小结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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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霖，1942年生于上海嘉定。1967年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现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兼任上海
市古典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筹)副会长、中国近代文学
学会副会长、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会长等。主要论著有《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合作)、《古
小说论概观》、《金瓶梅考论》、《近代文学批评史》、《中国小说研究史》、《中国古代文学理论
体系》(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史》(主编)等。
李桂奎，男，1967年生，山东省沂南县人，文学博士，现为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中国古代
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元明清小说及文论研究。出版《士林小说与市井小说比较研究》
、《中国小说写人学》等著作，在《文学评论》等各类学术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正主持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课题“修辞批评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小说写人研究”。
韩晓（1976-），女，湖北宜昌人，复旦大学文学博士，现为湖北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元明清文
学及文论研究，著有《心学与文学论稿》（合作）等。
邓百意（1980-），女，湖南湘潭人，复旦大学文学博士，海南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讲师，现为华东
师范大学在站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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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一序二前言上卷  时间论第一章  回顾与瞻望  第一节  中国小说时间研究的回顾  第二节  理论与方法  
第三节  思路与体系第二章  传统时间文化与小说叙事特征第三章  天时、人时与叙事架构第四章  头绪
、次序与时间统筹第五章  追溯、预言与时序倒错第六章  时间变形与时速调控第七章  《水浒传》“夜
化”叙事及其特效第八章  《聊斋志异》“夜化”叙事及其特效中卷  空间论第一章  回顾与瞻望第二章
 古代小说空间的哲学渊源第三章  古代小说空间的构成第四章  超现实空间与现实空间第五章  空间叙
事的基本单位——场景第六章  古代小说的空间叙事第七章  古代小说的空间艺术与思想内蕴下卷  节奏
论第一章  回顾与瞻望第二章  小说节奏的速度表达机制(上)第三章  小说节奏的速度表达机制(下)第四
章  小说节奏的力度表达机制第五章  小说节奏的宏观调控机制第六章  中国古代小说节奏美学主要参考
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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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卷 时间论　　第一章 回顾与瞻望　　时间和空间是宇宙万事万物发生、发展和存在的两种基
本形式，也是人类感知、认识和把握世界的两个重要维度。在小说叙事中，时间尤为重要，不可或缺
。可以说，如果取消了时间，叙事就无从说起；如果取消了时间，小说也就很难成其为小说。从这个
意义上讲，研究小说，时间视角不可忽视。在这方面，西方学界早已形成传统，且能导夫先路。相比
之下，中国关于小说时间的研究显得相对滞后且薄弱。即使到了20世纪，受到情节、人物、环境等“
小说三要素”观念的遮蔽，时间研究仍未得到凸现。当下，尽管相对于特别弱化的空间研究，时间研
究似乎行情有些看好；但相对于视角、结构等其他叙事要素的研究而言，时间研究还远远不够充分。
这里拟从传统时间文化切人，并借鉴西方小说研究的相关理论，探讨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时间及其功
能。　　第一节 中国小说时间研究的回顾　　在西方文学艺术研究中，“时间”向来是一个特殊视角
。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强调“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
到18世纪，莱辛《拉奥孔》提出绘画属于全体或部分在空间中并列的物体、诗（文学）属于“全体或
部分在时间中先后承续的事物”等理论；再到近现代，托多罗夫（T．Todorov）、热奈特（G
．Genette）、利科尔（Ricoeur）、巴尔（Mieke Bal）、理查森（Brian Richardson）等叙事学大师，纷
纷把“时间”摆在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时间”研究一脉相承，愈演愈烈。而在中国文学艺术研究中
，“时间”问题长期并没有得到关注。直到上世纪初西学东渐，尤其是在80年代以来各式叙事学不断
引进的学术背景下，人们才逐渐确认了小说作为“时间的艺术”性质，并开始探讨其“时距”、“时
序”、“时长”、“时速”、“时刻”等叙事问题。

Page 6



《中国古代小说叙事三维论》

精彩短评

1、很不错，值得一看
2、視角新 觀點新 系統性強~
3、有拼凑嫌疑，但部分章节有所启发
4、立足本土，视角新颖，强力推荐！
5、相見恨晚~替學年論文感謝它~
6、[PKU/223]I207.41/6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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