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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与细读》

前言

　　在书稿即将画上句号的此刻，我的心情是异常复杂的。我的文字算不上优秀，甚至在很多地方还
做不到差强人意，但它确确实实凝聚了我三年多来几乎所有的心血。面对太多的缺陷和遗憾，我只能
说，如果再给我一点时间，也许我能做得更好！　　多年前，我从湖南考入南开，师从孟昭连先生学
习古代小说。出于对白话小说的特殊兴趣，很早就产生了对其独特文体形式进行系统描述的愿望。然
而随后的实践却证明，对于我这样一个基础不好、资质不高的初学者来说，这实在是一件困难非常的
事情。　　书稿的最终完成首先得益于导师的悉心指导。在我身上，先生投入了最大的宽容与耐心。
从手把手地教我如何“按图索骥”式地读书，到给我逐字逐句地批改论文，这一切倾注了先生大量心
血。从我走进学校到走上工作岗位，先生对我的关心始终如一。感谢清华大学谢思炜先生、中国社会
科学院石昌渝先生、河北大学刘崇德先生以及南开大学陈洪先生、李剑国先生，他们曾为我的书稿提
出多种宝贵意见，让我受益匪浅。　　感谢我的领导冯希哲、邰科祥院长。是他们的鞭策和鼓励使我
终于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找到自己的位置；也是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下，我才能坚持完成书稿，并最终
付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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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与细读》

内容概要

《形式与细读:古代白话小说文体研究》从语言形式、修辞及人物话语形式、叙述视角、叙述时间、叙
述结构五个方面出发，对我国古代白话小说的文体形式进行了系统概括和总结。通过运用文体学、叙
事学的细读批评方法，详细探究了古代白话小说特有“说书体”形式的形成原因及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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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与细读》

作者简介

　　王凌（1980－ ），女，湖南临澧人。南开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小
说艺术史。现为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古代小说研究及教学工作。曾在《红楼梦学刊
》、《明清小说研究》、《社会科学辑刊》、《云梦学刊》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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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与细读》

书籍目录

绪论一二三第一章 语言形式第一节 小说白话语体的出现一、汉语史上的文、白之分二、白话书面化
与小说白话语体的形成三、白话小说语体风格概述第二节 韵散结合叙述模式的形成及韵语的基本功能
一、白话小说韵散结合叙述模式的形成二、小说韵语的叙述功能三、韵语的负面效果及在白话小说中
的发展趋势第三节 说书套语的运用一、说书套语大量存在的口传文化背景二、说书套语的基本表现形
式第二章 修辞形式及人物话语表述形式第一节 设问一、出现的原因二、“设问”的叙述功能第二节 
反问一、叙述语中的反问二、评论语中的反问三、人物话语中的反问第三节 夸张一、人物特征的放大
二、情节夸张三、使砌第四节 人物话语形式分析一、直接引语与现场感二、自由直接引语与人物心理
表现三、间接引语与自由间接引语四、言语行为的叙述体与客观性第三章 人称与视角第一节 “视角
”概述一、“距离”和“投影”：叙事学的“视角”概念二、“陌生化”的有效手段：文体学对“视
角”的认识三、“影灯漏月”：白话小说及评点中的“视角”意识第二节 白话小说对叙述人称的选择
一、史传模式对第三人称的选择二、“说书体”对第三人称叙述的选择第三节 白话小说叙述视角类型
一、全知视角叙述二、人物视角叙述三、戏剧化视角叙述四、视角的综合运用第四章 顺序与节奏第一
节 顺序与节奏概述一、顺序的产生：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的对立二、节奏的本质：叙述速度的规律性
变化第二节 白话小说叙述顺序类型一、预叙二、插叙与追叙三、倒叙、顺叙第三节 白话小说叙述节
奏特征一、韵语对叙述疏密度的调节二、说书人介入对叙述节奏的平衡三、人物主观视角对叙述节奏
的影响四、控制节奏的其他方法第五章 叙述结构第一节 “结构”观念溯源一、中国古代的“结构”
观念二、现代及西方的“结构”观念第二节 “说话文本”与“小说文本”的总体结构特征一、口头“
说话文本”对结构的内在要求二、小说体制的“程式化第三节 白话小说宏观结构类型一、短篇小说的
自然直线结构二、章回小说的宏观结构类型三、白话小说结构形态发展中的新交第四节 白话小说微观
结构技巧一、平行结构二、重复技巧三、递进模式参考文献一、古籍类二、论著类三、期刊论文类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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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与细读》

章节摘录

　　以文化视角解读古代小说，考察、发掘作品中的文化内涵，进而阐释这种文化内涵所形成的背景
、原因，以及对社会所造成的影响。这是小说研究的另一种思路。其具体的操作方式有两种：一是以
儒、佛、道或其他思想去阐释文本，挖掘作品的深层意蕴；另一种是从作品中寻找民俗、宗教，甚至
经济等方面的材料，据此为社会学、民俗学、经济学上的某些问题提供佐证。这种思路将研究对象对
准作品的思想内容，并与历史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相互交错，因此得出的结论也往往不限于文学内
部。　　小说研究的第三种视角是立足文本形式的分析批评。这种研究从文本自身出发，强调对作品
的语体形式、叙事技法、美学风格等进行细读解析。与立足于小说思想内容的研究方法有所不同的是
，文体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作品的形式。苏珊·朗格认为“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而这
种符号则是“能将人类情感的本质清晰地呈现出来的形式”。强调了“形式”在文学中的本质地位。
章培恒先生也曾对“形式”的重要性进行论述，他认为文学研究“必须打破内容第一、形式第二这种
流行已久的观念。在文学作品中，内容不但不能脱离形式而存在，甚至可以说在文学作品中所有的内
容是已经转化为形式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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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与细读》

精彩短评

1、2011年十一长假读的。作者很用心地细读文本，爬梳材料，成一家之言。但过于“就事论事”，对
白话小说文体特点的概括，缺乏以文言小说作为必要的参照系。这样，概括出来的特点，无法确知是
白话小说独有的。
2、好像是划定框架再把引文往里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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