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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叙事学》

内容概要

《中国叙事学(图文版)》讲述了：叙事学是60年代以来在西欧新兴起来的文学理论，由于它采取结构
主义、语言学的原则，使这门学问显得十分独特，颇多新见；同时在操作中又使人深感其局限性很大
。80年代介绍到我国后，一些青年学者趋之若鹜，到目前为止，已出版了多部著作。仅就笔者所见，
光以“叙事学”命名的就有4部。但都是综合外国学者的观点写成，最多加些中国文学的引证，处在
介绍、搬运阶段。
杨义在《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的基础上写成的《中国叙事学》，在现代思想的观照下和对西方叙事学
的参照下，确立了一种新的立场，一系列新的观点。这就是作者通过对我国古代典籍的细读，钩玄提
要，梳理爬抉，发现了不同于西方叙事的我国叙事的文化密码，即叙事与历史相结合的源起，提出不
同的思维方式在叙事中的不同表现原则，发掘了中国叙事智慧之特征。书稿通过对不同于西方叙事中
的结构、时间、视角、意象、评点的总体把握、阐幽发微式的探讨，从理论上揭示了不同于西方、对
于西方学者甚为陌生的中国叙事学世界，初步建立了我国自己的叙事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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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义，广东省电白县人。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文学评论》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中国鲁迅研究
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主要著作有《中国现代小说史》（三卷）、《中国叙事学》、《中国古典文学图志——宋、辽、西
夏、金、回鹘、吐蕃、大理国、元代卷》、《楚辞诗学》、《李杜诗学》、《重绘中国文学地图》、
《20世纪中国文学图志》、《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读书的启示》、《感悟通论》等三十余种
。主编《文学研究所学术文选（1953-2003）》等16种54册。
    杨义曾为英国牛津大学客座研究员（1992），曾在英国学术院（1998）、荷兰莱顿大学（1998）、新
加坡国立大学（2001）、剑桥大学（2003）任客座教授。曾讲学于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大
学、爱丁堡大学，美国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法国巴黎东方语言学院，荷兰莱顿大学，
日本早稻田大学、名古屋大学，韩国汉城大学、釜山大学，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俄罗斯彼得堡大学
，以及台湾“中央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学及国内各主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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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叙事理论与文化战略
一、思维的三弦
二、对行原理
三、返回中国叙事本身
四、叙事形式法则的探讨
五、两极中和的原则
六、还原、参照与贯通
结构篇第一
一、结构的动词性及“精神契约说”原理
二、道与技的双构性思维
三、结构要素之一：顺序
四、结构要素之二、三：联结，对比
五、结构动力学——势能
六、结构形态发展的五个主题（上）
七、结构形态发展的五个主题（下）
八、组织结构的死法与活法
时间篇第二
一、作为人类经验的时间
二、时间表述形态和文化密码
三、叙事元始和时间整体性
四、叙事元始的时间表现形态
五、历史时间与叙事时间
六、时间顺序和预叙的文化蕴涵
七、时间幻化与翻过一面看人生
八、时间人文化和独特时间刻度的选择
九、时态非原生性及其功能
视角篇第三
一、视角的意义
二、视角与作者
三、全知视角与限知视角
四、视角的流动性
五、视角的一与多及其层面
六、聚焦与盲点
七、聚焦于“有”与聚焦于“无”
意象篇第四
一、意象原型及其释义
二、意象的选择和组合
三、意象的类型
四、意象的意义指涉
五、意象的功能
评点家篇第五
附录：专家推荐意见二则
初版后记
增订本后记

Page 4



《中国叙事学》

章节摘录

　　结构篇第一　　一、结构的动词性及“精神契约说”原理　　一个作家动笔写他的叙事作品的时
候，他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如果他是胸有成竹的话，他首先想到的大概是他的作品写成之后的“模样
”，他所要创造的审美世界的风光和体制。唯有如此，他的写作行为和他的写作目标之间，才能形成
投入心血和爆发灵感的张力，他的写作行为才是生命行为，写作结果才是生命结晶。　　这种沟通写
作行为和目标之问的模样和体制，就是“结构”。在写作过程中，结构既是第一行为，也是最终行为
，写作的第一笔就考虑到结构，写作的最后一笔也追求结构的完成。“结构”一词，在中国语言中最
早是一个动词，“结”就是结绳，“构”就是架屋。把它组合成词的时候，《抱朴子·勖学》篇说：
“文梓干云而不可名台榭者，未加班输之结构也。”楚国盛产的有斑纹的梓木，虽然高耸入云，但不
能称它为楼台亭榭，是由于没有经过木匠的祖师鲁班（即公输般）连结构架为建筑物。这里的“结构
”依然是动词，或动词的名词化；而且它的重心在“构”字，和盖房子有关系。比如东汉王延寿《鲁
灵光殿赋》说：“于是详察其栋宇，观其结构，⋯⋯三间四表，八维九隅。”就连陶渊明《饮酒》诗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这“结”字也是盖房子的意思，是“结构”的省略。以后中国人谈
论文章结构的时候，也常常联想到盖房屋，或者房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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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云雾在脚边翻滚，冰川在身旁。雪山顶峰长期不化的冰雪，延绵一片。在我的脚跨上高处台阶的
时候，眼里布满了俯视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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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叙事学》

精彩短评

1、这书确实不错，视野开阔贯通天人，只是略显啰嗦
2、期待过高，干货太少
3、理论比较充实，事实举例还是比较少
4、无情地推翻，推翻，让导师抓狂去吧。。。
5、很好的书，编印精美，值得推荐！！
6、物美价廉，很值得一读！！！
7、书写的很好，但是里面提到了太多我没读过的书，书到用时方恨少啊。。
8、驳杂不精
9、适合研究文学工作者，因为内容比较深奥，需要时间慢慢消化。
10、中国叙事学，是基于中国本身所著的一部有关于叙事类作品的理论性研究著作。它不同于很多其
他类相关著作，不是简单的用西方理论包装中国叙事学，真正做到“中国”二字。
11、此书十分不错，值得学习！
12、读了前两章。时间篇（第二章）有一些见地，然而其有意摒弃一切外国叙事学理论的可借鉴之处
，单单对其不同意、或者不适用于中国的地方大加批判的“民族主义”立场很不可取。
13、finally，总算看完了。。。
14、可以与陈平原先生一本比照观之。
15、时间部分的“叙事元始”是最有启发的部分，另外对于先秦时期的文献功夫还是蛮佩服的。
16、这是一本具有理论指导意义的好书，当为研究古典文学之必读书目。
17、四星半，角度和论述都相当新颖独到，这才是真正当得起“中国叙事学”题目的书啊~有些地方
逻辑还可以更清晰一些，有的论述可以不那么⋯⋯“过分理论化”？⋯⋯
18、我认真读了，这本是对于中学语文教师很有用
19、书是不错，只是质量不怎么样，中脊开裂了
20、是本科生、研究生写论文的好帮手。作者熟稔中国古典小说，功底深厚，提出的观点很有新意和
启发性。
21、为了毕业论文（其实挺好看的）
22、爱好文学的人 可以参考
23、不评级，谁能给个权威说法，我真的拿你没办法，读也不是，不读也不是，草草收工⋯⋯
24、学习叙事学必读，这本书说的很全面，适合初学。
25、内容丰富，见解新颖，引人深省
26、

27、作者在努力构建属于中国的叙事学，对照方是西方叙事学，尽管现在读完了，不过要好好读读西
方叙事学才能对中国叙事学有更好的理解。
28、像饼干一样脆！
29、很不错，写得很好
30、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好的批评著作的一个作用就是让读者对他分析的文本有持续的好奇心，让读
过书的人想要重读，没读过的人立即去体验。
31、第一次用当当买东西，诚实、守信、服务迅速、态度也挺不错的，继续支持！
32、不错
33、还不止一本⋯⋯#曾用这一本书做参考，怼出一篇一万多字的论文，耻辱⋯⋯
34、书很好，但是送货太慢。
35、文本解读这块做得很不错，可以效仿。立足于中国自己的叙事方式上，有新的创见和思考
36、国庆节正好有大块时间，一口气读完
37、书的价值很高，值得收藏
38、很好的书，学习
39、打瞌睡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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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受不了这群附众之人的吹捧了，你们真得读懂了吗？三分已过誉！
41、分析精准，对于小说理论研究非常有价值
42、废话多得能让抖M模式全开了....
43、从资料中来，建立中国自己的学问。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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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结构是一个动词，作者的观念与结构本身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二者相互作用。或者更进一步，
观念本身就可能是以结构的方式存在，它不是一句哲理，而是一个动态的图式，作为核心，吸引着外
在结构。外在结构当然也丰富着内在结构。意象叙事，这是中国特殊的叙事法，代表着诗骚传统对小
说叙事的影响。
2、“独学而无友，则孤陋寡闻。”〈礼记。学记〉主张治学，应从多学科，多视角加以体察、体验
、体悟，以求创新。“学贵知疑”，应从怀疑出发，方有所得。从中国文化与文学出发，参考西方叙
事学的视野，总结出中国叙事的特质。中和两极——时空、疏密、顺逆、预补、分合——对立互补；
结构与主题——明线与暗线；结构的张力——分叙与类叙；心智结构与文本结构；预设与照应；历史
时间与叙事时间；戏剧性的时间与空间——时间人文化和独特时间刻度的选择；叙事的节奏与密度；
叙事的起伏；中国思维的整体性与西洋思维的个体性；中西时间的顺序——从大到小，从微到巨；时
间的幻化与留白；中国的动词——“永远的现在时”；外视角与内视角；视角的流动；全知视角与限
知视角；意象——叙事学加诗学；意象——隐喻、暗喻、借喻；意象——神话学与叙事学。一位台湾
教授说：叙事学必读的两本书，一是美国韦恩。布思的《小说修辞学》，一是杨义的《中国叙事学》
。本书举例的主要作品：〈左传〉、〈史记〉、〈西厢记〉、〈金瓶梅〉、〈红楼梦〉、〈水浒〉、
〈三国演义〉（毛宗岗点评）、〈古代笔记〉、〈金圣叹点评才子书〉、〈陈绎曾。文笙〉、〈刘熙
载。艺概。文概〉、〈中国神话故事〉、鲁迅小说（茅盾点评）、张爱玲小说、施存蛰小说、白先勇
小说⋯⋯2012年5月12日于城北天开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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