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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浙江大学是一所人文璀璨、名师荟萃的全国重点大学，前身是1897年创办的求是书院。
百年浙大，一路风雨又一路辉煌。
在这块深厚的土地上，它不仅哺育了马叙伦、马一浮、沈尹默、苏步青、王淦昌、贝时璋、张其昀、
谈家桢、卢鹤绂等众多的文化名人和科学大师，而且在长期的办学中形成了堪称典范的求是精神。
尤其是在竺可桢主政期间，于极其艰难的西迁办学中更是把这种“求是”精神发挥到极致，使浙大声
名远播，成为“当时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
浙大中文系办学历史悠久。
往远说，可追溯到林启主持的求是书院。
当时办学伊始，书院即开设国文课程，先后延请宋恕、陈去病、马叙伦、沈尹默、张相等著名学者授
业讲学——以此算起，中文系已历春秋百有十载；往近说，则源于1920年的之江大学国文系和1928年
的国立浙江大学国文系——就此而言，中文系悠然已有九十余年历史。
它前后历经西迁时期、龙泉分校时期，后又融合之江大学国文系、浙江大学国文系两大主脉。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文系被划归由浙大“母体”孵化出来的新的分支——新成立的浙江师范
学院。
嗣后1958年，浙江师范学院与新组建的杭州大学合并，称杭州大学；从这时开始，浙大中文系便进入
了“杭大中文系”时代，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杭大中文系”的系名，一叫便是整整四十年，并已在社会和学界赢得良好的声誉。
直到1998年，原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医科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四校合并成立新的浙江大学，中
文系在经历了一番分分合合之后又返回到了它的母体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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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加西亚&#8226;马尔克斯“马孔多系列小说”为主要研究对象，囊括《死亡三叹》到《百年孤独
》为止的第一周期三个阶段创作，探讨“爆炸文学”的创作成因、魔幻现实主义的形成和演变。
研究的主要内容既包含传统创作论所涉及的单个作品主题和形式的研究，也包含理论和文化意识形态
方面所涉及的现代主义、巴罗克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后现代现实主义等阐释，它具有两个不同研究
层次的确立和拓展的内容。
 本书是以完整的理论视角来分析，将作家三个阶段的创作纳入到现代主义美学和跨国文化意识形态的
综合透视之中，籍此梳理有关的焦点议题，解决学界遗留的疑难问题，从理论上明确地定义这种创作
的性质，将传统的创作论与新型的理论研究结合起来。
这种结合在国外的同类研究中尚未进行过。
 目前国内的加西亚&#8226;马尔克斯研究，除了陈众议的三部评传、朱景冬的一部评传、陈光孚的《
魔幻现实主义》一书中涉及“马孔多小说”的专论之外，尚无研究加西亚&#8226;马尔克斯创作的较具
理论系统性与学术规模的专著出现，而本著作的出版将填补此项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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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第一章　现代主义影响的若干问题分析  第一节　“孤儿”与自我身份的隐匿  第二节　“波哥大
小说”的变形：卡夫卡与净界  第三节　个人幻想的乌托邦变形第二章　马孔多前期叙述两个类型的
分析  第一节　现代主义叙述中的宅院神话  第二节　《枯枝败叶》的题解及道德主题的阐释  第三节　
《枯枝败叶》死者形象新解  第四节　作为承诺文学的“小镇喜剧”及其演变第三章　《百年孤独》
的历史、政治和道德意识形态第一节　现代历史与意识形态批评第二节　关于“政治现实”的两个插
曲第三节　“古怪家族”的形象及其精神分析第四节　性描写的跨文化倾向及其道德和诗学的特征第
四章　马孔多的魔幻现实主义  第一节　回归神话主义的一个综述  第二节　魔幻现实主义与加西亚·
马尔克斯的变法  第三节　关于暴力、死亡、孤独和“非存在”的命题  第四节　作为后现代主义的魔
幻现实主义结语附录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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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章是有关于《百年孤独》的历史、政治和道德意识形态的阐释，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学的观点出
发来研究这部小说独特的内涵和形制。
四个小节设立四个专题，它们分别是“现代历史与意识形态批评”、“关于‘政治现实’的两个插曲
”、“古怪家族的形象及其精神分析”和“性描写的跨文化倾向及其道德和诗学特征”。
这几个专题的讨论虽然还远远没有涵盖全部可能的社会学议题，但基本上都是以往研究中触及的焦点
问题。
这一章的论述将魔幻现实主义的部分暂时剔出，将小说纳入到普通的文学和社会观念中去考察，试图
通过逐层的诘问和质疑来展开它的面貌，揭示它与众不同的创作含义。
因此具体的研究方法也较前两章的做法不同，这里四个专题都是从问题的一般性前提出发进行研究，
最后推衍出它们的特殊性。
我们试图借此来说明作品的创作意识、思想观念和道德倾向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对于这样一部作品为
什么传统的理解方式不能完全适用于它的诠释，等等。
与一般的虚构类小说相比，它没有一个通常应该有的核心情节，一个用来围绕和解释具体社会学主题
的框架性事件；它是由一系列插曲组成的变动不居的叙事，是由说书人的讲述提供的一个“仿史诗”
的范例；尽管其故事框架试图囊括美洲近代历史的发展，以一百年的孤独为题描写这段历史，但它又
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编年史的作品，而是以寓言式的形态进行浓缩的表现，所以它描述美洲大陆自身独
特的历史进程，又往往给人以人类文明不同阶段的象征性描述的印象。
《百年孤独》以历史意识形态批评的角度构成其创作的出发点，从普通的文学观念来看，这正是一种
主题先行的表达，这一点决定了它那种独特的创作形制和“超虚构”的视点。
历史的不能自主和历史的缺乏前景，从它的粗线条概括和预设的大毁灭结局中已经充分表现出来，人
物的命运也都受到这个结论的框定。
因此，从意识形态批评的角度来诠释“孤独”的主题，它反映的是作家对于自身历史的一种严格批评
和限定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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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从1983年读大学二年级时开始接触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创作，读的是王永年先生的译文，后来又阅
读了更多的作品和相关的评论，纯粹是出于兴趣。
这种兴趣一旦不那么害怕自我牺牲，顺从于难免使它僵化的职业性工作的要求，那么有朝一日它也会
变成一个研究性的课题，甚至会发展成为一种过于自信的讼词和辩论。
从1998年在《外国文学评论》发表这个专题的论文算起，研究的积累将近十年，已经足够用来写一本
书。
但是，这本书什么时候写，是否有足够的动力写，对我来说似乎是个未知数。
2004年，我报考郑克鲁先生的博士研究生，攻读外国文学翻译研究专业，因此机缘才在三年的时间里
写了这部论著。
选择这个课题做研究，也是由于导师的建议才决定下来的。
我很感激郑克鲁先生的帮助和教导，使我最终得以完成这部论著。
这些年里，先生所给予的爱护与恩泽，让我铭感难忘。
我希望在以后的著述中将我受到的教益能够更好地体现出来。
此书的写作未免有些仓促，缺少细致的修改，还不能符合先生的期望和要求。
如有观点和文献方面的错误和疏漏，当由作者本人负责。
这里还要提一提若干朋友的帮助。
我在美国的学生李红梅，还有加拿大的朋友代瑞克·傅尼埃（Deryk Folurnier），他们提供的文献资料
对于本书的写作大有助益。
我的学生徐丹提供神话学方面的书目，老朋友杨绍斌提供几种绝版的译本，给资料的收集提供了方便
。
还有协助我搜集文献资料的各位朋友和学生，本书得以完成，跟他们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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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孔多神话与魔幻现实主义》是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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