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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我在2006年申报的一个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的结项成果。
其实，早在2004年我就以大致相同的内容向河北省教育厅申请过立项，只不过由于支持的经费不足，
因此，我除了进行一些最基本的理论准备，并撰写了几篇相关的论文外，拟议中的研究计划便只好“
泡汤”了。
　　但这个课题却对我有着持久的吸引力。
之所以对这个课题感兴趣，我承认其中受到过西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启示。
但也仅仅是启示而已，坦白地说，我至今连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主义》、《文化与帝国主义》和
佳娅特丽·c．斯皮瓦克的《属下能说话吗？
》、《三个女性文本和一种帝国主义批评》等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经典文本都未认真读过。
我之所以对这个课题感兴趣，更主要的原因是源于我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即本书所谓“现代中国文学
”）研究现状的一种感受。
众所周知，中国文学在由旧向新的嬗变——现在更“科班”的说法是“实现现代转型”——的过程中
，始终离不开西方现代文化（文学）的影响。
由此，我们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思维定式和相应的价值取向：凡是学步西方的，就意味着开放、新潮
、先进、前沿，一句话，意味着水平高、价值高；凡是属意、发扬传统的，就意味着封闭、保守、落
后、普通，一句话，意味着水平低、价值低。
特别是从1985年那个所谓的文学批评“方法年”开始，西方各种各样的文化（文学）理论与批评方法
便如大海涨潮般地一波接着一波地登陆中国，先是以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为核心的“科学方法”
走俏一时，接着是包括俄苏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叙述学、接受美学、心理分
析批评、原型批评等在内的“本体批评方法”在中国“众声喧哗”，再往后就是存在主义诗学、西方
马克思主义诗学、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福柯后结构主义、德里达解构理论、女权主义批评、新历
史主义批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等后来居上，在中国轮番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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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中国文学的民族性建构》“文本评析”部分中，作者们对鲁迅、闻一多、凌叔华、老舍、
曹禺、沈从文、张爱玲7位作家，京派小说、现代派诗歌两个文学流派和解放区文学、新时期文学在
民族性建构方面的特点、成就进行了认真的评析。
尽管研究的对象中小说家占了更多的比重，但也涉及了诗歌、话剧等门类，诗歌中又分别论及新格律
诗和现代诗两大种类，因此，全书实际上是以抽样的方式对“现代中国文学的民族性建构”进行的较
为全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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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串珠式的结构方式　　可以说，在老舍的长篇小说中，十之八九都是传统的串珠式的结构
方式。
串珠式结构即着眼于事物纵向发展的、线索比较单纯的、故事性极强的结构，它是我国小说的传统结
构方式，老舍对这种结构方式最为信赖，并使用得得心应手。
写小说通常的还有“横式结构”和“网状结构”。
“横式结构”的特点是选择生活的片断及其人物之间的关系来描写，如鲁迅的《孔乙己》、曹禺的《
日出》等；“网状结构”则采用纵横交错的笔法，反映更宏阔的画面和更复杂的生活，如茅盾的《子
夜》、曹雪芹的《红楼梦》等。
老舍受中国古典小说及民间说唱的影响很深，再加之他的故事和人物也不具备《子夜》或《红楼梦》
的特点，因此，在老舍小说的叙事模式中，我们就可以更多地看到中国传统的串珠式结构的继承。
从叙事时间看，老舍的小说，无论是《老张的哲学》、《赵子日》、《离婚》，还是《骆驼祥子》、
《四世同堂》、《正红旗下》等，多采用连贯叙述。
采用倒叙的长篇只有《二马》，短篇也只有《月牙儿》、《阳光》等少数几篇。
运用交错叙述的则更少，仅有《微神》和《丁》。
就叙事结构来看，老舍的作品主要用情节作为结构的中心，很少以性格、心理、背景作为结构中心的
。
以心理为结构中心的也只有《微神》、《丁》两篇；强烈的故事性是老舍小说的一个总体特征。
“无论题材如何，总设法把它写成个‘故事’。
”　　可以说，在现代中国最著名的新小说家中，老舍的小说创作最鲜明、最突出地继承了中国小说
传统的叙事模式。
当然，老舍能够取得这一成就，也是经过艰辛努力的。
学术界普遍认为，在老舍的全部小说创作中，《牛天赐传》标志着老舍串珠式结构形态的成熟。
在这部小说中，对牛天赐做“忠实”记录的20段描写中，每段都有一个小主题，而每个小主题又无不
与主题相呼应，有如一曲乐章，一个主旋律反复出现。
在这个结构里，主人公的失望与幻灭的阴影始终笼罩着他，微小的希望与更大的失望交替地光顾着他
，直到以他最大的幻灭结束了这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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