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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典小说叙事话语的诗性特征：以四大名著叙事话语中的诗歌为例》的研究思路得以成形
，就是立足于诗歌参与小说叙事从而演变为其叙事话语之一这一事实，以四大名著为案例，以研究中
国古典小说叙事话语之属性为切入点，探讨诗歌如何帮助小说叙事，从而回答中国古典小说叙事话语
属性这一问题，并以此为根基进而深入下去，探讨中国古典小说本体论之属性以及叙事理论。
　　基于此思路，全书在绪论追述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历史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古典小说叙事话语的诗
性特征这一论题。
全书共分五章。
第一章从社会文化大语境前提出发，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来研究小说容纳诗歌为叙事话语之一的必然
性。
第二章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技法，一方面透析小说、史书、诗歌之间的相互关系，另一方面关注
小说对史笔与诗笔的权衡与交融，发掘叙事话语中的诗歌不仅表征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技法，也凸
显了小说叙事背后的情性内核。
第三章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情节结构样态，这里面又交织着三个小问题：其一是情节结构的主导是情
性本体，它以对社会、文化、人类心理的深刻反思为基础，外化于故事的选择性处理、详略的剪裁以
及思想认识上的提升；其二是情节结构内在的节奏感，中国古典小说中忙笔与闲笔的交替使用，使得
情节结构的节奏感与生命内在的律动呈现出一致性；其三是诗歌语式的加入使得情节结构又发生了两
种趋向的变化，即情节结构内在勾连内化于诗歌物象之中以及这种具象化之后表现出隐含性，故而，
不同的诗歌在叙事话语中的显现也暗含了情节结构的某种价值取向。
第四章主要研究人物形象的刻画，主要从诗歌对人物外貌、行为、心理的刻画这三个方面来展开，从
而发掘人物形象内在的情性本体以及与作者情性之间的一致性与差异性，并且在这二者之间形成一个
意义的可阐发性空间以期待读者视域的融合以及再创作，并且由于小说人物隐含了作者的认同性与内
心意识的表征性，从而使得人物在整体上具有了强烈的象征感与寓意性，在行为论上又折射出小说创
作的具象性思维。
第五章主要研究小说中的诗歌景语写作，大体包括三个小问题，即交感与同构、具象性的言说方式以
及写意与写神是诗歌景语叙事意义体现的二元维度，以此来管窥小说创作的情性本体、象性思维以及
含蕴悠远的表意机制。
全书旨在解决小说的叙事问题以及叙事话语的诗性特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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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一、问题的提出二、唐以前小说叙事话语的散文化三、唐代至明清诗歌成为小说叙事话语四、本
课题的研究现状五、本书的研究思路、选题价值第一章 诗歌成为明清小说叙事话语组成部分的缘由第
一节 诗歌文体的文学主导地位第二节 作家抒情的习惯选择方式第三节 小说文体确立的传统积累第二
章 叙事话语中的诗歌与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技法第一节 叙述当以孕“气”为先第二节 故事选取以“
情”、“理”为基第三节 叙事以“史笔”为宗第四节 叙事当讲究“活法”第三章 叙事话语中的诗歌
与中国古典小说的情节结构第一节 “理”统契情节结构第二节 起承转合：情节设置的周密性第三节 
张弛有度：情节内在的节奏感第四章 叙事话语中的诗歌与人物“情”、“性”的刻画第一节 生命本
体：人物理论的展开维度第二节 视点转换：诗歌状写人物第三节 全知全觉：诗歌评点人物第五章 叙
事话语中的诗歌与中国古典小说的情景透视第一节同构与交感：诗歌景语皆情语的逻辑基石第二节 具
象性：诗歌景语的言说方式第三节 写意与传神：诗歌景语叙事之二维度结语 中国古典小说叙事话语
的诗性特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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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诗歌成为明清小说叙事话语组成部分的缘由　　第一节 诗歌文体的文学主导地位　　在
我国的文学发展历程中，诗歌文体源远流长，贯穿始终。
在先秦时代，诗歌艺术的代表是《诗经》、《楚辞》，这同样也代表了当时整个文学体系内部的艺术
最高成就。
洪湛侯在比较了《诗三百篇》与《周易》中的爻辞、《尚书》中的文告后认为：“《诗三百篇》的产
生，才揭开中国文学光辉灿烂的第一页。
”无独有偶，钟厚涛也认为：“由《诗》到《诗经》地位的经学化腾升，意味着作为先秦儒家演说文
本的《诗经》已经由民间话语转换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理论依据。
”《诗》向经学化地位的转换始于战国末期，此时出现的《礼记·经解》中云：“孔子曰：人其国，
其教可知也。
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絮静精致，《易》教也；恭俭庄敬，《
礼》教也；属辞比事， 《春秋》教也。
⋯⋯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
”这里虽然没有直接称《诗》为《诗经》，然将《诗》列入《经解》之中，实已确称为“经”，不复
疑义。
直至西汉武帝排斥百家、独尊儒术，经孔子整理过的《诗》被列为“五经”之首，由乐歌、文学彻底
转变为“经学”。
这里可以明确两件事：《诗经》艺术成就的崇高与其自身地位的不断提升；这里暴露的问题是：《诗
经》的经学化地位何以形成，它在文学系统乃至文学系统以外占据了何种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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