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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陈娇华编写的《当代文化转型中的“断裂”历史叙事：新历史小说创作研究》主要在当代文化转型与
新时期文学思潮激变交互作用的背景下，考察新历史小说创作的话语形态、主体姿态与价值取向、审
美呈现及转型与蜕变等，意在阐述新历史小说创作是中国历史文学叙事传统的一个根本性“断裂”，
给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特别是历史文学叙事带来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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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娇华，女，湖南郴州人，文学博士（后）、教授。
1999年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原苏州铁道师范学院中文系），主
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
2004年获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2007—2009年在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做课题研究。
多年来，在全国重要期刊、核心期刊等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六十多篇，出版学术专著一部，先后
主持和参与省市级及以上项目十余项，多次获校级、市厅级科研成果奖。
2006年被评为“江苏省‘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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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立场 三价值立场游离不定的成因 第三章新历史小说的审美呈现：碎片化的唯美诗篇 第一节激
进的叙事探索 一叙事方式探索的文化语境 二多样化叙事方式的探索实验 三个体真实观和现代叙事伦
理的登场 四叙事探索带给创作的影响和作用 第二节零散的唯美视像 一零散的唯美图像的艺术呈现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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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叙事的回归 一线性完整叙事模式的形成与消解 二线性完整叙事回归的过程呈现 三线性完整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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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还穿插和畅谈了现时的事情和感受，比如对敬老院里的人和事的抱怨、调侃，等等。
同时，在这种传统讲述中还穿插多个人物视角呈现式叙述，如曹光汉视角、少奶奶视角和洋人大路视
角等，深入刻画他们内心隐秘的欲念。
从而使作品既讲述了一个家族衰败的故事，又剖析了人性的缺陷和病态、人的内在情欲意念。
这样一来，作品的家族败落故事溢出了经济与伦理层面，深入到了人性、人心、人的生命与存在等意
义层面的追问与探究。
因此，这是一部从心理分析角度叙述家族衰败故事的小说，更是一部剖析人性软弱、病态，欲望的压
抑、宣泄和转移的小说。
 《旧址》同样进行着激进叙事形式的探索与实验。
李锐谈到这部作品时曾说，叙述太浮躁，欠冷静。
事实确实如此。
作者似乎无法使自己平静，不能从容完整地叙述故事全貌，每当一个故事刚刚开启，还未能充分展开
，抑制不住的激情使得其笔墨又滑向另一个故事。
而在追述另一个故事的时候，思绪、笔触又跳跃重新回到上一个故事的反复叙述中。
一直到第三章，小说的情节发展才得以顺利展开，白家与李家故事交叉叙述，其中穿插着杨楚雄将军
的故事叙述，等等。
综观小说可以发现，作者叙述大家族故事时，笔墨流畅，情节顺叙发展，而一旦落笔于李乃之的革命
经历、李紫痕三姊妹的人生遭遇，笔触则往往有凝滞和沉重之感，后设叙述与重复叙述交替运用、频
繁出现，故事片断化，多重故事头绪交织一起，汇积成一部宏大雄浑而又繁复驳杂的多声部合唱，蕴
含着作者对李氏家族，尤其是李紫痕三姊妹从1927年到20世纪80年代末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命运遭遇，
及对中国革命曲折经历的反思与拷问。
可以说，正是这些后设叙述、重复叙述及追忆叙述等多种叙述形式的穿插、叠合和混杂运用，使得作
品超越了一般意义的家族小说或者革命小说，既叙述了李氏家族的溃败及对中国革命的发生和发展故
事等，更充满对家族亲情及中国革命的反思与质疑，即在叙述故事同时充满了对人心、人性、人的生
命存在及革命等问题的思考与探究。
恰如作者所言：在对“表达形式的不懈地追求和拷问中”，“原本是对生命自身的追求和拷问”。
类似的多重叙述形式的交叉、叠合运用，在莫言的《红高梁》和《檀香刑》、李洱的《花腔》、刘震
云的《故乡相处流传》和《温故一九四二》及张炜的《古船》等作品中均可以看到。
多重叙述形式最突出的作用就是切断了情节发展的线性趋向，打破了故事的连贯性和完整性，使之片
断化和零散化；同时，也造成了现实与历史、记忆与想象、事实与梦境等的相互穿插、切割，形成时
空跳跃突变、情节片断连缀、叙述陡转折叠等繁复驳杂的艺术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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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文化转型中的"断裂"历史叙事:新历史小说创作研究》主要在当代文化转型与新时期文学思潮激
变交互作用的背景下，考察新历史小说创作的话语形态、主体姿态与价值取向、审美呈现及转型与蜕
变等，意在阐述新历史小说创作是中国历史文学叙事传统的一个根本性“断裂”，给中国当代文学创
作特别是历史文学叙事带来了重大影响。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代文化转型中的断裂历史叙事>>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