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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关于文学“如何”的理论著作。
全书的理论基石是：文学理论是由关于文学“是什么”和文学“如何”两个方面所构成。
作者多年执著于文学“如何”的研究，其研究的成果分布于上中下三编。
上编讨论文学“如何”存在的理论，基于文学文本多层次存在的理论，分别在叙述层、结构层、形象
和意象层辨析了文学性存在的可能、形态及艺术效应。
中编基于文学文本内外方法相互结合与转换以及方法论自身的思考，分别讨论了谱系学、发生结构主
义等文本分析方法。
下编讨论民族文学与文学性问题，是关于文学“如何”的理论与方法在民族文学研究中的延伸，闪烁
着作者对民族文学的敏锐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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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俐俐，女，南开大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文学批评理论。
近年主攻叙事性文学作品文本分析理论与实践。
代表性著作有《隐秘的历史河流》、《外国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中国现代经典短篇小说文本
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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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现在让我们的讨论回到诗情画意的问题上来。
诗情画意，是指产生了似乎看到优美画面的感觉，在画面中体会到了诗歌中才会有的意蕴。
诗歌的意蕴是蕴藉、婉转、优美等。
对语词的选择和精到的组织，画面的顺序排列，小说文本如《荷花淀》也可以有在诗歌中才有的诗意
。
怎样的诗意取决于作家提取大干世界整体中一部分的原则，由此可知，以提喻为主要思维方式的文本
中，提喻的原则直接与产生怎样的诗意有关。
提喻的原则与作家看世界的眼光以及他的审美观艺术观联系在一起。
诗意的最终源泉在作家的心灵。
三、流动的情趣《荷花淀》诗意构成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情趣。
在画面中，在情节中，已经含有情趣了，我在这里想进一步探讨人物言谈中的情趣。
如前所述，人物对话已然构成了一些场面，而人物言谈中的情趣则似乎是一种流动的情趣，生机盎然
，对于诗情画意的产生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
确实，人物之间的情趣具有多方面作用，其一，微妙而自然地交代人物之间的关系。
比如，伏击战胜利后，“小队长回头对水生说：‘都是你村的？
’‘不是她们是谁，一群落后分子！
”’这是一句稍稍带点揶揄语气的话，其中有对妻子的爱以及对这群妇女的赞美，也有不经意中的责
备，更有亲切。
在抗日战争的严峻日子里，这群乡村农民和他们的妻子们在战争的氛围中诞生出了一种不同于寻常日
子的亲切和温情。
其二，形象地勾画人物细腻微妙的内心活动。
这群妇女对于她们的丈夫的态度：用淡淡的取笑来表达：“你看他们那个横样子，见了我们爱搭不理
的！
”“啊，好像我们给他们丢了什么人似的。
”“刚当上小兵就小看我们，过两年，更把我们看得一钱不值了，谁比谁落后多少呢！
”这些言谈，显示了妇女们自动地抱成了一团，对于自己的丈夫，她们既爱，且有调侃，又有不甘落
后，不愿被丈夫瞧不起的微妙心理。
这是一种积极向上、快乐幽默风趣的心理状态，一种特有的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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