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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时期小说的文学建构与嬗变》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新时期小说30余年的基本发展过程、主要面
貌及其文化社会品格。
着意于阐释新时期小说创作与整体文学的关系。
论述中不以作家，而以时代、文学运动和现象为线索，从而加大了作品的容纳量。
其中，既有对一些重要文学现象的宏观把握，又有对一些代表作家作品的微观透视，尽力做到纵横兼
顾，点面结合。
《新时期小说的文学建构与嬗变》材料丰富，观点稳健，论述平实，尊重学术既成，且有新识卓见，
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而且还十分切合教学实践，是各高等院校有关专业师生及自学者教学用书
的可选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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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亚明，1962年12月出生于内蒙古包头市。
198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现为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
先后发表《记忆表象的艺术外化》、《自由意志与命运的较量》、《超越人生的白日梦》、《论张欣
小说的叙述选择及其文化意味》等学术论文60余篇，著有专著《新时期小说创作论稿》，《心灵的守
望与诗性的飞翔——新时期女性小说论稿》，参编《新时期短篇小说精选漫评》、《中外名著导读》
、《中国古典文学人物形象大辞典》等教材、辞书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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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章 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回归第一节 伤痕小说：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的恢复第二节 反思小说
：回归中的现代性追求一 悲剧和人道主义精神的复归二 丰富深厚的表现内容三 具有更多的理性色彩
四 多样的艺术技巧探寻第三节 “改革小说”和社会问题小说一 “改革小说”的命名与内涵二 社会问
题小说及其表现内容第四节 知青小说：被改写的青春文化一 知青文学的命名二 知青文学表现内容及
其特点第二章 “寻根小说”：承载文化和生命的形式第一节 市井乡土小说：个人民间与小说本体一 
市井乡土小说的发展流变二 市井乡土小说的文学意义第二节 “寻根小说”：承载文化和生命的形式
一 文化冲撞与寻根思潮二 20世纪80年代寻根小说的发生三 寻根文学的重要意义与价值第三章 先锋小
说：从个体意识到生命意识第一节 新时期意识流小说与“现代派小说”一 新时期意识流小说概述二 
新时期“现代派小说”概述第二节 先锋小说：从个体意识到生命意识一 先锋小说的内涵二 先锋小说
的发展历程三 先锋小说的成就与局限第四章 新写实小说：风情民生的时代投影第一节 新写实小说：
风情民生的时代投影一 新写实小说名称的提出与界定二 新写实小说的新文学品格三 对新写实小说的
评价第二节 “王朔现象”一 “王朔现象”产生的时代背景与命名二 王朔小说独特的审美视角和价值
取向三 王朔小说的意义与局限第五章 女性主义小说：“她”的自塑第一节 “女性文学”的内涵第二
节 20世纪90年代女性主义小说繁荣之因一 文化转型带来的发展契机二 “女性主体意识”的极力张扬
三 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传入四 众语喧哗第三节 从新时期女性小说看女性意识的发展一 樊篱中的思考
与探索二 争取爱的权利三 抗拒父权制姿态第四节 新时期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塑造一 “天使”与“恶魔
”二 用女性话语重塑女性新形象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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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超越传统的叙述观念，叙述视角的选择和转换更加自由灵活，也更加新鲜多样。
与说教性目的和简单化结构相适应，我国传统小说往往采用外在旁观式或者叫全知全能式的叙述方式
。
新时期小说一开始就打破了这种单向式、直线式叙述视角的一统格局，表现出叙述视角的多元化特点
。
所谓叙述视角多元化是指在小说创作中设置多个叙述视角，构成复合交错的态势。
每个视角都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和感官化，相互之间并不受制于和遵循着一个先存的外在的和完整的
叙述框架，有时甚至不一定集中于同一线索。
这些叙述视角既按照各自独立的人格和意志表现自己的中心意向，又彼此参照互为补充，共同建构一
个交织着错综复杂的生活经纬的世界。
这种彼此转换的叙述方式在现代文学中已有涉猎，但是真正受到普遍关注还是在80年代以后。
如靳凡的《公开的情书》和汪浙成、温小钰的《土壤》都是采用四元视角，王兆军的《拂晓前的葬礼
》采用三元视角，苏童的《祭奠红马》中的视角则是急遽而巧妙地不断转换，在谌容的《人到中年》
、高行键的《有只鸽子叫红唇儿》、韦君宜的《洗礼》、张承志的《北方的河》等一批小说中，作家
都设置了两个以上的视角。
这些多元视角复合交错、各臻其妙，呈现了一种辐射性的开放的多重阅读审美效应。
这也表现在经过十年浩劫的洗礼后，人们不再用单一的眼光去看世界和人，他们本是纷繁复杂的，人
的审美眼光也应是多层面多角度的。
　　但新时期的有些作家也惯用单一视角，如张承志、阿城、陈村、莫言等作品中的“我”的视角。
但是这些“我”与传统作品中的第一人称已有明显的不同，其中包含了他们对社会、人生的深思熟虑
以及对小说新形式追求之后的蜕变和回归，产生了一种新的张力，意味着一次新的综合。
苏童也惯用第一人称，但在具体过程中“我”的角度又往往不止一个。
在他的第一人称叙述中常出现的就有两个，像《故事：外乡人父子》便是通过回忆写祖父讲的一个外
乡人的故事。
由于小说对祖父讲的故事又套在我的记忆中，所以在祖父的视线外又隐隐约约地投射着我记忆的阴影
。
这种叙述的套层是给时间以自由的天然跳板，可供叙述者调度的时空显得很宽广，苏童的《井中男孩
》也运用了同一种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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