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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数千年璀璨的历史文明，印证了中华民族的古老与沧桑。
与源远流长的文化血脉相呼应，历史演义从来都是文学大家族中发达丰饶的一支，它形象地记录下了
中华文明的历史流向。
行近二十世纪，伴随小说地位的迅速提高，历史小说作为历史演义的主要承继者，本应集其所成循时
迭进，形成小说文类的重要一翼。
然纵观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历史小说并未如人们想象那样达到理想繁荣的境地。
“五四”以降，鲁迅、郁达夫等尝试以新的历史观解释历史，《故事新编》、《采石矶》等短篇便是
其中的优秀成果；三四十年代，李劫人的《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等系列小说在结构
、叙述方式上师承法国近代“大河小说”，气势宏阔，笔法精细。
但若计较起来，它们倒是更像鲁迅所说的是“历史的小说”而不是我们通常讲的“历史小说”。
就其总体而言，不仅成就不高，而且与其他类型的小说相比也不免显得有些孱弱。
　　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当然很多，情况也比较复杂。
但“打倒孔家店”的精神教义所造成的反历史心态影响了人们写史述史的热情，恐怕是其中的原因之
一；其次是激烈的时代变动和社会变革使大家难以静下心来搜史寻迹，他们的过于焦虑的心态在此时
此刻不大适合于历史小说创作；再者是对历史的心存忌惮，抱持一份应有的敬畏之情，这也许是大多
作家不敢也不愿涉足历史小说的又一个原因。
尽管“五四”前后，文学几成各种新观念、新方法、新思维的实验场，但一俟涉及到历史叙事，作家
们普遍都比较谨慎，不敢太随意。
　　胡适认为，历史小说应“最好是能于历史事实之外，造成一些似历史而非历史的事实，写到结果
却又不违背历史的事实”。
①他的话是很有代表性的，这是典型的“五四”时的历史小说观。
然而，既要保持对历史应有的敬畏，又能将个体独立的精神内涵注入历史本体，重构新时代下的新历
史，在“循史”与“求新”之间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这对刚开始历史小说新文体实验的作家来说又
谈何容易！
鲁迅可堪称是其中的佼佼者。
《故事新编》笔法荒诞，语调油滑，但寓意深刻，直剖底里，对待历史的态度严肃却不受拘缚。
但鲁迅开拓的这条道路，却没有为大多的后来者所续。
“文学是人学”的新文学精神也没有在历史小说领域结出丰硕的成果。
即使在同为历史叙事的历史剧那里，其丰硕程度也在历史小说之上——这或许与戏剧本身所具有的超
强的鼓动功效不无关系。
历史剧的仪式感、现场感可有效地调动和激发群体的政治社会热情及参与意识。
与历史小说相比，历史剧的“古为今用”似乎更直捷，效果也更明显。
并且，由于与彼时社会现实和政治文化的紧密结合，它在新文学中一直处于主流或中心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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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被规训的历史想象：论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是关于研究历史小说《李自成》的专著，书
中具体包括了：深入现实的历史之思、被弃置的革命信仰、阶级斗争的警示模板、社会历史与阶级原
罪、社会历史与阶级原罪下的悲剧必然等内容。
　　《被规训的历史想象：论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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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深入现实的历史之思　　第一节　被规训的“古为今用”　　在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
周扬曾把文艺比作“时代的晴雨表”，“每当阶级斗争形势发生急剧的变化，就可以在这个晴雨表上
看出它的征兆”，历史尉及历史小说可谓这一晴雨表上最为敏感的地带，究其原因，皆源于历史题材
作品独一无二的“古为今用”之功用。
茅盾谈历史剧，将“古为今用”作为历史剧创作必须要达到的目的，并对如何“用”归结出了五种方
案：“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进行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思想教育；强调历史题材中积极的今天
需要的部分，删去其相反的部分；作为加强斗志的动力或借鉴；以及通过对历史的认识对人民进行马
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等等。
”由此可见，历史题材作品的为今所用，实质上是为当时的政治路线服各。
作者本身的创作意图就带有一定的目的性，“或是别出心裁地歌颂历史上伟大人物的文治武功，或是
借古喻今为具体的现实政策服务”。
最为明显的当数郭沫若于1958年、1960年创作的两部历史剧：《蔡文姬》和《武则天》。
这两部剧作带有明显的翻案色彩，一反曹操与武则天奸雄毒妇的角色，将他们塑造成爱民忧国、具有
雄才大略的英明君主形象，大有以古之帝王歌颂今之当政者的意图。
然而，任何一部文本意义的真正生成，并非止于作者的创作，而在读者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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