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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赵树理小说叙事研究》是第一本从叙事学的视角研究赵树理小说的著作。
从叙事学理论出发，《赵树理小说叙事研究》提出了许多有创新性的观点，如赵树理小说的叙述格局
是隐含书场；赵树理小说的叙事模式是传统小说的叙述方式和“五四”小说的叙事技，亍精心杂糅的
艺术新形式；赵树理“问题小说”的叙述语法是一种以权力力量形象为核心的符号矩阵模式，这一模
式并非政治意识形态性的表现，而在本质上体现了赵树理对以民主自由为核心的理想政治的执著追求
；赵树理以知识分子立场为核心，坚持民问立场第一性、政治立场第二性的思想立场是赵树理小说独
特的叙述语法形成的根本原因；赵树理小说叙事超越了“五四”小说的叙事传统，回归了小说通俗的
本质特征，从而对中国现代小说叙事起到了一定的纠偏作用；等等。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赵树理小说叙事研究>>

作者简介

　　白春香，女，1969年11月生，山西榆次人，晋中学院副教授。
在山西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分获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著有《创作心理与艺术人格》，曾参与《文艺学范畴论》和《二十世纪中国作莉心态史》著作的写作
，先后在国家级、省级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
近年来，主要从事文学理论、小说叙事理论等方面的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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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第一章　赵树理小说的叙述体式一　叙述格局：隐含书场（一）赵树理小说的隐含书场格局（二
）赵树理小说的叙述者是中国传统小说和“五四”小说叙述者的杂糅（三）赵树理小说隐含书场格局
的终极成因二　叙述时间：连贯叙述（一）以故事时间为主导（二）用缩写代替省略三　叙述视角：
“带路人”视角四　叙述方式：讲故事（一）对通俗故事的自觉追求（二）故事化叙事第二章　赵树
理小说的叙述话语一　可“说”性的农民语言（一）赵树理小说叙述话语的口语化特征（二）赵树理
小说叙述话语的形成（三）赵树理小说可“说”性农民语言的成因二　诉诸听觉的转述语：直接引语
第三章　赵树理“问题小说”的叙述语法一　以权力力量形象为核心的符号矩阵模式二　赵树理“问
题小说”的叙述语法对文本叙事的规范性（一）人物塑造上集体意象和个体群像的统一（二）情节安
排上的不对称布局（三）故事结构的大团圆结局三　《邪不压正》的叙事分析（一）以讲说为方式（
二）以忠告为目的中篇第四章　赵树理小说隐含作者的三维立场一　隐含作者的三维立场（一）民间
立场（二）政治立场（三）知识分子立场（四）三维立场在赵树理小说创作中的构成法则二　隐含作
者的思想立场与时代政治的关系决定了赵树理小说创作的沉浮（一）前期：赵树理小说隐合作者的思
想立场与时代政治的完美契合（二）中期：时代政治对赵树理小说隐合作者思想立场的强制性规范（
三）后期：隐含作者的民间立场在时代政治高压下的隐性表达三　《“锻炼锻炼”》的显隐叙事结构
（一）文本中显意与隐意的碰撞与冲突（二）隐含作者的民间立场对政治立场的超越第五章　隐含读
者对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制约机制一　“隐含读者”对赵树理艺术观的影响（一）从“艺术至上论”到
“文摊文学家”（二）对“文摊”文学的坚守（三）“民间文学正统论”二　“隐含读者”对赵树理
小说创作活动的影响（一）“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的亲和关系（二）“隐含读者”对赵树理小
说创作的影响下篇第六章　赵树理小说读者的历时性接受一　读者的历时性接受（一）狂欢期（二）
批判期（三）沉寂期二　赵树理小说自身无法克服的创作缺陷（一）深层理性内涵的缺失（二）现代
艺术技法的缺失第七章　赵树理小说的叙事模式在中国小说史上的价值一　赵树理文学时代（一）赵
树理小说具有“方向性”意义的叙事模式（二）赵树理小说的叙事模式对解放区文学的影响（三）赵
树理小说的叙事模式对十七年文学的影响二　赵树理小说的叙事模式揭示了小说的本质特征——通俗
（一）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的本质特征——通俗（二）“五四”小说对通俗的背离和赵树理小说对通俗
的回归（三）小说必须走通俗之路三　赵树理小说叙事的现实价值和意义（一）新的时代需要新的赵
树理（二）赵树理的小说叙事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结语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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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上篇主要探讨赵树理小说文本话语层面的内在构成。
任何叙事文本的话语表述层面都是由“叙述者一叙述接收者”的叙述行为构成的，赵树理的小说也不
例外。
但由于赵树理小说中的叙述接收者在文本中并没有主体人格，只是一个被动的接收者，所以，叙述者
在赵树理小说叙事文本中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
因此，我们在探讨赵树理小说文本话语层面的时候，也主要把研究对象锁定在叙述者身上。
　　阅读赵树理的小说，我们不难感觉到，它的叙述者是一个以全知全能的视角凌驾于故事之上的“
说书人”，赵树理小说之所以被许多评论家称为“评书体”小说，①就与这位“说书人”有着密切的
关系。
叙述者是作家在文本中创造的一个叙事主体形象，也就是讲故事的人。
赵树理在小说中之所以把讲故事的人总是定位于“说书人”，是与他一直以来内心深厚的“评书情结
”密切相关的。
在他晚年，这一情结更是强烈到一种无以复加的地步，他甚至顶着巨大的压力大胆提倡评话，要把它
作为中国文学的正宗来发展。
请看下面赵树理在晚年大胆倡导评话的一些言论：我主张写小说的人，多听听“评话”。
北方人就是这样，一个人拿一把扇子在那里说，你站在旁边五分钟就不想走开。
我们能否把小说写得像那个样子，说起来就听得懂，使人一看就想看下去，这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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