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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8年，书华于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毕业后，来复旦跟随我做博士后研究并留校工作，一晃就十年
过去了。
在这十年时间里，特别是最近五六年以来，只看到他埋头读书，很少看到他有什么文章与论著发表与
出版。
单位每年包括科研成果在内的工作量统计，书华常常是位居后列。
作为老师，看到这种情况，未免为他操心。
为此，去年年初我在为他的《中国小说学主流》作序时，特别写了这么几句话：“⋯⋯龚自珍说过这
样的话：虽然大器晚年成，卓犖全凭弱冠争。
作为年轻人，还是要有一点争一争的气性，不要误以为慢了一定能出细活，老了写的都是真理。
在认真、踏实、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还是要争一争朝夕。
”写这么几句话，无非是想给“住无争楼，居默墨斋”的书华一点刺激。
现在，离去年写序的时候仅一年多时间，却见书华陆续出版了三种著作：《双凤护珠：红楼梦的结构
与叙述》、《红楼细细读》和《中国小说学主流》。
如今，他又把即将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叙事之学》样稿送来，要我写序。
并且，据我所知，他的另一部著作《中国小说戏曲的发现》也正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手里，即将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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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叙事之学：结构、历史与比较的维度》是一部从中国叙事实际出发，以中国叙事实践和理
论为对象的中国叙事（学）研究专著。
全书分上、中、下三编：叙事的形象：生成、结构与意义；叙事的历史：从史传到章回；叙事的质性
：诗学与叙事学比较。
上编主要以叙事作品和形象为直接对象，中编聚焦于叙事（文体）的历史演变，下编则是对中国叙事
质性的总体观照。
全书有点有线有面，从文本到文体到总体，结构、历史与理论相结合，技术、审美与精神相汇通，从
不同维度开拓了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国叙事（学）研究的空间，将中国叙事（学）研究提升到了新
的高度。
无论学术思想还是研究方法都具有重要的原创性，对其他研究也富有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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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书华，江西泰和人。
住无争楼，居默墨斋。
先后在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和博士后。
现为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心副教授。
近年来负责的研究项目、完成的著述有《双凤护珠：红楼梦的结构与叙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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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编 叙事的形象：生成、结构与意义　　第一章 形象生成的历程：喜剧英雄　　在明清小说中
，张飞、李逵、焦赞、牛皋、程咬金、焦廷贵等人物形象即使不是最为著名的，也肯定是大名鼎鼎的
。
虽然说他们各自确实有着自己独特的性格特点，张飞就是张飞，李逵便是李逵，牛皋就是牛皋，人们
不会将他们相混淆。
但是，毫无疑问，他们之间有着许多深刻的相似性。
他们勇武中显粗莽，憨直中露真气；满腔热血有时又不分黑白；坚决叛逆，有时又依附心切，共同构
成了明清小说史上具有鲜明特点的喜剧英雄系列。
作为中国喜剧精神的突出代表，他们从诞生之日起，一直受到各层次读者的喜爱，成为我国文学史上
一脉不断的笑泉。
　　不过，当我们谈论张飞、李逵、焦赞、牛皋、程咬金、焦廷贵时，说的往往只是《三国演义》中
的张飞、《水浒全传》中的李逵、《杨家将演义》中的焦赞、《说岳全传》中的牛皋、《说唐全传》
中的程咬金、《万花楼》中的焦廷贵，而在文学实际中，这些人物形象几乎不无例外地出现在不同时
代的不同作品当中，经过了一段漫长的衍化过程。
正是在这种衍化过程中，他们这才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背景、不同的事迹等诸多不同之中，不约而
同地形成相同的特性，最后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独特的喜剧形象系列。
或许，在他们各自的衍化过程之中包蕴了文学形象的诸多奥秘。
　　第一节 张飞：史传的流变　　“张飞，字益德，涿郡人也。
”后世活跃于说唱文学和人们印象之中的“猛张飞”形象确是三国时蜀国大将。
《三国志·蜀书·武帝纪》中便几见其名，《诸葛亮传》中也几度出现，另外还有“张飞”本传。
后世说话、小说中出现的义释严颜、智破张邰、长坂逞威诸事均有史载。
文学中的张飞形象乃历史人物张飞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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