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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世纪前后，英国女性作家文学创作兴起，并渐渐进入男性话语所统治的文坛，此后的维多利亚
时代，涌现出“一批出色的小说家”，从此揭开了女性写作小说的新篇章。
童话长期以来“寄生”于民间，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文人才开始自觉地创作并使之逐渐成为独立的
文类，其中，女性也显示出种种参与的痕迹。
将英国维多利亚前后女性小说与童话作比照，首先，是缘于女性与儿童的社会边缘性处境，“弱者”
的叙述话语体现了她们内里相通的精神情态，女性作为孩童最亲密的启蒙者，也成为童话的主要承载
者和传播者，女性创作与童话之间或明或暗、千丝万缕且无法割舍的关联为我们从童话模式角度理解
女性小说提供了可能。
而深入了解童话概念的演变、发展，更进一步彰显出知识女性在童话独立化过程中所发挥的潜在的作
用。
　　本书立足于文艺民俗学的视角，从源于民间的童话这一侧面切入，考察英国19世纪女性小说创作
的某些特质，经由发生、叙事、主题、结构形态以及审美等方面人手，深化我们对该时期女性作家小
说之童话性特征的认识。
本书追溯女性与童话之间的，必然关联、女性书写的童话思维模式、叙事方式等问题，在回顾的基础
上，对女性经典小说与童话内涵作了比照和文本分析，力图细致、全面呈现的内容，除了女性小说与
童话创作表层相似性，还有两者深层的同质特性。
　　本书共分八章。
第一章“关于女性创作”，主要探讨作为社会边缘的女性的创作环境、生存状态，“一派出色的小说
家”纷纷以边缘的身份展示平淡但却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相，在小说话语中反馈自我的主体性，女性主
义批评肯定了女性话语建构的过程，作为文学批评的一种方法，它的价值也日益受到关注，从边缘向
中心的迈进，累积了几代女性的抗争，从被迫“失语”到主动建构，从被书写的客体到积极张看的主
体，她们在边缘与中心的游走摆荡的写作的历史，清晰地表明一个事实，那就是，她们自始至终，是
叙事的主体。
　　第二章着重于“童话”这一文类的起始、演化和发展。
童话并非是由儿童创作的，它最初不但是一种成人的叙述，并且是以成人自己为受众的叙述；童话来
源于民间，其故事元素存在于神话、传说、寓言等体裁之中，但伴随着对“童话”内涵的误解以及启
蒙运动前后包括女性在内的知识分子的不经意的叙事“策略”，它逐渐成为独立的文类。
而这一文类的独立，标示着人类对“童年”的发现，影响深远。
“童年”的发现和女性作为“人”的发现几乎始于同一历史地平线，这为考察两者的关联奠定了必要
的基础。
　　第三章“女性小说与童话创作的同源同构”从发生的角度深入探析，指出童话的兴起也是女性介
入社会话语、建构社会身份的发端。
女性深入创作的过程经历了民间故事的书面化、经典化，并逐步走上自觉自在的书写，这与童话的萌
芽轨迹有某种同构性。
　　第四章关注“女性创作的童话叙事方式”这一话题，从童话和小说的再生态环境——沙龙，考察
两者“讲故事”的类同叙事，在故事演绎过程中，情感的交流以及人物日常对话的陈述形式，使女性
小说创作与童话拥有共同的私语空间。
文本所具有的内在的和谐性、情感的超越性因素，需要我们以立体多元的思维方式来透视两种叙事文
类的本质内核。
　　第五章“女性话语的童话化内涵”从主题的角度指出，女性作家的童话化内涵是多元综合的，道
德感、灰娘追求、善恶角逐等话语主题在不同作家的作品中都曾出现，“二元对立”式价值评判主题
在女作家笔下屡见不鲜，超自然的鬼怪故事回荡着哥特式小说的阴魂，而爱的主题在女性小说和童话
中获得永恒的定义。
　　第六章“女性创作之童话形态与原型”从文本结构的角度，试图用普罗普的形态学方法、用弗莱
的原型批评理论关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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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女性创作的童话审美情趣”从审美角度，探讨女性小说与童话两者如何如出一辙地将艺
术提炼的真、善、美与生活中的理、智、情相互融通，最终外化为文本式的心路记载，内化为精神领
域的人文诗性关怀这一审美特征。
 　　第八章“女性创作的童话策略”指出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作家以自己的话语/书写实践试图破解
男性话语的魔咒，她们藉由“姐妹情谊”，小心翼翼地采用替身策略树立自我的规范，以象征性的表
述手法建构自我的真实形象，她们不自觉地重述并重塑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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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9世纪前后，英国女性作家文学创作兴起，并渐渐进入男性话语统治的文坛。
维多利亚时代，“一批出色的小说家”解开了女性创作小说的新篇章。
 　　本书立足于文艺民俗学的视角，追溯女性与童话之间的必然关联、女性书写的童话思维模式、叙
事方式等问题。
经由发生、叙事、主题、结构形态以及审美等方面入手，深化我们对19世纪女性作家小说之童话性特
征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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