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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还是《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自序》谈到的，我主张“小题大作”。
口子不妨开得小，但进去以后要能拓得宽挖得深。
并非每个“小题”都值得“大作”，这要靠对重点文学现象的理解和把握。
就整个中国小说史来说，从1898到1927年这三十年未免太短暂了些；但就其承担的历史重任——完成
从古代小说到现代小说的过渡——而言，这短暂的三十年值得充分重视。
对这三十年小说发展的历史，可以从文体学、类型学、主题学、叙事学等诸多角度综合把握（一开始
我正是试图这样做）；但如果抓住表现特征最为明显而且涉及面较广的叙事模式的转变，也许更能深
入论述。
当然，选择这被称为“形式革命”的叙事模式的转变作文章，不无对以往过分强调“内容层面”的研
究进行反拨的意图。
在论述过程中，我借用了一些现代西方文学研究方法。
这既不值得夸耀，也没必要隐瞒。
任何研究方法都只是一种假设，能否落实到实际研究中并借以更准确地透视历史才是关键。
不曾与研究对象结合的任何“新方法”都只是一句空话；而研究一旦深入，又很可能没有一种“新方
法”足以涵盖整个文学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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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写作的一大愿望是沟通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
把纯形式的叙事学研究与注意文化背景的小说社会学研究结合起来，并为此做了大量的资料准备工作
，但写作结果不尽如何所愿，只好保留小说的书面化一章作为附录，而把其他更不成熟的部分删去。
 本书是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从确定选题、通过提纲到最后写作成文，始终得到了我的导师王瑶先生
的悉心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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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平原，广东潮州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及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大二
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
先后在日本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法国东方语
言文化学院、美国哈佛大学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等从事研究或教学。
近年关注的课题包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国小说与中国散文、现代中国教育及学术、图像研究等。
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991）；获全国高
校一、二、三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著作奖（1995，1998，2003）、第一、二届王瑶学术奖优秀论
文一等奖（2002，2006）、北京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06）、第三届全国教育
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06）等。
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国散
文小说史》、《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当年游侠人》、《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等著作三十。
种。
另外，出于学术民间化的追求，1991－2000年与友人合作主编人文集刊《学人》；2001年起主编学术
集刊《现代中国》。
治学之余，撰写随笔，借以关注现实人生，并保持心境的洒脱与性情的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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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小说家对传统叙事模式的突破，无意中选择“情节时间”为突破口，这并非偶然。
中国古典小说大都以情节为结构中心，作家们最为关注的自然是故事的布局；而金圣叹、毛宗岗辈以
古文笔法评小说，关注的仍然是故事的布局。
这就难怪20世纪初的中国文人只能从“布局”角度来评判外国小说。
更为重要的是，当年翻译介绍进来的外国小说，“大都只能译出原书的情节（布局），而不能传出原
书的描写方法”，因此，即使作家们想学习借鉴，“也只能模仿西洋小说的布局罢了”。
而对外国小说“布局”的赞叹，又大都集中在小说的开篇。
居然可以“后者前之”，不从神猴出世或者洪太尉误走妖魔讲起，而是直取故事中心。
惊叹之余，不免纷纷模仿。
在颇长一个时期内，如此简单的“开局突兀”居然成了不少“新小说”家和“新小说”理论家喋喋不
休的话题与互相标榜的旗帜。
1894年上海广学会出版李提摩太节译的政治小说《百年一觉》，1896-1897年上海《时务报》刊出五篇
中译福尔摩斯侦探案，1899年福州刊行林纾翻译的“言情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
这三部早期译作，不单开启了“新小说”三个重要的故事类型，而且代表了“新小说”家学习外国小
说叙事时间的三种倾向和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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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十五年前的著作，现在仍常被学界的朋友提及，而且被列为相关课程的教材或重要参考书，对于作者
来说，是很值得骄傲的事。
年少时意气干云天，以为自家著述真的能一本比一本好，羞于表示对旧作的眷恋。
年龄渐长，方才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即便才气纵横的大学者，也都不该有这种“痴想”。
著述一事，同样受制于天时地利人和，事过境迁，很可能再也没有那份激情与敏感，也再不会采用那
样的表述方式。
这也是我不悔少作，也不想修改少作的原因。
明知不无纰漏，但当北大出版社希望重刊此书时，我还是非常兴奋地答应了。
全书不做大的改动，百余处修正，均属语词或标点符号，涉及论述的只有两处：一是第一章《导言》
中的“表三”，改动的四个数字，乃原先计算百分比时出的错，不影响大局；二是附录一《小说的书
面化倾向与叙事模式的转变》篇首所引录的“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原先考定作者为
梁启超，现在看来证据不足，还是照初刊的样子，称“佚名”更合适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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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博雅英华·陈平原著作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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