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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史实性到虚构性：中国叙事诗学》是一本全面研究传统中国叙事理论和历史的著作。
它勾勒出了从叙事思想的萌发期一直到清代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中，在解释叙事作品时采用的一系列策
略和习俗。
在大多数的中国历史记载中，历史的可信性和事实的准确性是最受重视的。
因此，虚构的小说叙事往往是依据历史叙事的标准而被理论化并被加以判断。
概括地说叙事就是历史，而小说财是含有缺陷的历史。
而国家政权也极力地通过诸如压制（审查）和否认（诋毁和庸俗化）等手段来控制虚构叙事。
只有到了小说极受欢迎的明清时期，中国的理论家们才能认真地去面对小说，并且通过对叙事文本中
不可避免存在的虚构因素的确认和赞同，将叙事理论从历史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
这时，中国的叙事诗学从以历史性为中心的轨道中偏离了出来。
批评家们承认优秀的虚构作品可以通过特殊的方式洞察自然和人类情感，而读者也可以在虚构中发现
有关生活的各种原则，就像他们在阅读历史和儒家经典时一样。
叙事的作用不再是作为事实的记录或可信的历史，它的合法性来自于它创造出了一个栩栩如生的新世
界。
全书在追溯中国叙事发展的漫长历史时，征引了大量东西方的相关理论论述，从而勾勒出了东西方文
学理论和批评思想的同与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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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国）鲁晓鹏 译者：王玮  鲁晓鹏，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校区（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1990）比较文学系博士，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比较文学系学士（University of
Wisconsinat Madison，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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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文艺学与文化研究丛书》总序 中文版序 绪论 第一章正名一：西方的“叙事”、“历史”和“小说
” 第二章正名二：中国的“叙事”、“历史”和“小说” 第三章中国叙事阅读中的历史阐释 第四章
历史写作的诗学 第五章作为历史、寓言和幻想的唐代小说 第六章从史实到逼真——中国小说诗学的
出现 后记讲故事与中国叙事学研究中的批评范式 附录《易经》与中国符号学传统的起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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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叙事就是历史，而小说是非官方的、有缺陷的历史。
在这个阶段，尽管有数不清的小说叙事存在并流行，但是叙事诗学还只是历史诗学（poetics of
historiography）。
历史诗学教给人们写作的目标、常规和方法。
而一个独立的小说诗学则要一直等到直到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才得以出现。
 叙述的概念在中国和在西方一样常用。
然而叙述作为一种文学系统的类别和体裁却付诸阙如。
在中国大部分的历史中，写史一直是主导的叙事形态。
中国的文学总集中也许会包括一些叙事或准叙事体裁如哀辞、墓志铭、行状、传记，但从不包含历史
体裁的作品。
 看一眼叙事学的涵盖面，我们就必须将注意力集中到中国史学家与目录学家所关心的历史和准历史写
作上，包括它们的各种类型与变体。
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组织安排各类写作，并根据一种体制化了的书写观念建立起了话语的统一体。
文学作品被理解为一种社会机构，它记录并报告历史事件，实现其反映现实以及道德训诫的任务。
历代官修历史无可争议地充当着叙述话语的主导角色，而其他叙事品类相较之下则只能退居次要地位
。
中国的历史写作发展出的表现系统，强调的是忠实而直白的记录，同时以官方认可的世界观作为尺度
来对外在世界进行重构。
从某种角度讲，历史写作为小说写作提供了可资借用和转化的原型、情节、主题及人物。
因此，研究中国叙事学就常常需要借用中国历史与准历史的话语类型的图式和归类。
 已经有学者指出，也许正是这种独尊历史的心态阻止了小说或虚构叙事像在印度那样成为一种流行的
叙事模式。
虽然大众对小说的态度在印度佛教进入中国后发生了变化，官方对待小说的态度却一成不变。
“小说”被视为一种政治力量，一种叙事模式和一种意识形态上的说教。
 在哲学家的论述与史家所编的文学文献中，小说的涵义有种种不同，从“街谈巷语”到“稗官”到“
末流之言”直到“异端邪说”。
它或被视作正统文人所不齿的写作形式，又或是一种对正统意识形态具有潜在颠覆作用的话语。
小说充其量可以充当“野史”、“稗史”或“补史”。
而它的来源、记录和解释，在那种信奉理性，追求经验事实的历史头脑来看，都是靠不住的。
 在整个中国历史中，人们一直费尽心机地通过压制、禁止、否认和不屑一顾等手段来控制小说叙事。
在史家的目录和分类中，小说被降至话语边缘，贬为写作的低级层次。
历史与小说问的区别不仅仅是事实与虚构、真实性和可能性、字面的真实与想象性的真实之间的等级
分别。
在某种程度上，区别二者的界限划分出了经典作品和非经典作品，官方认可的话语与非官方话语，正
统与异端的不同领域。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从史实性到虚构性>>

编辑推荐

《从史实性到虚构性:中国叙事诗学》在追溯中国叙事发展的漫长历史时，征引了大量东西方的相关理
论论述，从而勾勒出了东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思想的同与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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