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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叙述学（也称叙事学）①与小说文体学在当代西方小说批评理论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叙述学与文体学均采用语言学模式来研究文学作品，属于生命力较强的交叉或边缘学科。
两者不仅在基本立场上有不少共同点，而且在研究对象上也有重要重合面。
当然，叙述学与文体学之间也存在不少本质性的差异。
　　迄今为止，国内外尚未出现探讨这两种学派之间辩证关系的著作。
英国文体学家福勒（R．Fowler）在其主编的一本论文集的前言中，曾提及文体学与叙述学的关系。
②该论文集题为“文学中的文体与结构”。
福勒认为文体学研究的“文体”与叙述学研究的“结构”呈互为补充的关系。
为了说明这一点，他借用了乔姆斯基的深层与表层结构的学说。
他认为叙述学研究的“结构”属于作品的深层结构，而文体学研究的“文体”属于作品的表层结构。
福勒对于作品的深层与表层结构的区分实际上是对“内容”（情节结构）与“形式”（表达方式）的
区分。
然而，在我们看来，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之间的互补关系不仅仅在于两者分别研究小说的内容与形式
。
更重要的是，在小说的形式技巧这一层面上，叙述学的“话语”与文体学的“文体”有着更直接的互
为对照、互为补充的辩证关系。
只有兼顾“话语”与“文体”，才能对小说的形式技巧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
　　西方对文体的研究可谓渊远流长，可追溯到古希腊、罗马的修辞学研究。
早在公元100年，就出现了德米特里厄斯（Demetrius）的《论文体》这样集中探讨文体问题的论著。
但在20世纪之前，对文体的讨论一般不外乎主观印象式的评论，而且通常出现在修辞学研究、文学研
究或语法分析之中，没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地位。
20世纪初以来，随着现代语言学的发展，文体学方逐渐成为一个具有一定独立地位的交叉学科。
西方现代文体学的开创人当推著名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学生巴利（C．Bally，1865—1947），他借用
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对传统的修辞学进行反思，力图将文体学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建立起来，
使文体分析更为科学化和系统化。
巴利的研究对象为口语中的文体。
他认为一个人说话时除了客观地表达思想之外，还常常带有各种感情色彩。
文体学的任务在于探讨表达这些情感特征的种种语言手段，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并由此人手，
分析语言的整个表达方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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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将叙述学研究与小说文体学研究相结合的专著。
叙述学和小说文体学在当代西方小说批评理论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其研究成果深化了对小说的
结构形态、运作规律、表达方式或审美性的认识，提高了欣赏和评论小说艺术的水平。
本书旨在对叙述学和小说文体学的一些主要理论进行深入系统的评析，以澄清有关概念，并通过大量
实例分析来修正、补充有关理论和分析模式。
本书特别对这两个学派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梳理与探讨，以帮助填补这方面学术研究的空白。
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和中篇分别对叙述学的理论和文体学的理论进行了有独到见解和主板，下
篇则系统探讨了叙述学的“话语”与文体学的“文体”之间的辩证关系，并从不同角度对两者之间的
重合进行了深入研究。
本书有两个主要目的，一为填空补缺，对于一些被批评理论界迄今忽略的问题投以了较重笔墨，而对
于已引起关注的问题则论述从简或从略，二是旨在澄清一些迄今模糊不清的问题，主要是来自西方理
论界的概念上和分类上的混乱。
本书材料引证丰富，辨析船长精微，很有深度和独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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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五节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　　80年代初以来，受重视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的法兰克福学派，
马克思结构主义，尤其是福柯的思潮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文体学家不再把语言视为一种中性的载体，
而是视为意识形态的物质载体；不再把文本作为反映意识形态的一面单纯的镜子，而是把语言和文本
视为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的产物，又反过来作用于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
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辩证的生产关系，语言与社会语境互为制约，互为实现，互为建构，加重了社会
上的各种不平等和不公正的现象。
从这个角度来看，文体学的任务就是揭示和批判语言中蕴含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
这就导致了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的诞生。
　　英国文体学家伯顿是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的开创人之一。
她在1982年发表了一篇当时被认为颇为激进的文章，①文中提出（西方）人生活在一个阶级压迫，种
族歧视，性别歧视的社会里。
后浪漫主义经典文学中有很大一部分掩盖矛盾和压迫，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服务，而文学批评，尤
其是文体学，则通过对这些文本的分析和欣赏成了为统治意识服务的帮凶。
伯顿呼吁文体学家审视自己的研究，弄清楚它究竟是为压迫性质的统治意识服务的，还是对这种统治
意识进行挑战的。
她认为文体分析是了解通过语言建构出来的各种“现实”的强有力的方法，是改造社会的工具。
文体学应具有社会批评性和社会作用，为逐渐消除社会上的各种不平等做出贡献。
在伯顿看来，就阶级压迫、种族歧视、性别歧视这三种主要的不平等状态来说，性别歧视最为根深蒂
固、广为弥漫，也是最难以察觉、顽固不变的。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

编辑推荐

　　《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第3版)》有两个主要目的，一为填空补缺，对于一些被批评理论界迄
今忽略的问题投以了较重笔墨，而对于已引起关注的问题则论述从简或从略，二是旨在澄清一些迄今
模糊不清的问题，主要是来自西方理论界的概念上和分类上的混乱。
《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第3版)》材料引证丰富，辨析船长精微，很有深度和独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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