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名⼈观点为蓝⾊     笔记批注为绿⾊    例⼦为橙⾊

陶东⻛《⽂学理论基本问题》       傅道彬《晚唐钟声》 



绪论：什么是理论？什么是⽂学理论？

⼀、何谓理论

理论≈哲学。

理论是对现象的抽象分析和概括。（哲学更系统。）

1.深⼊思考能⼒（反思、批判、质疑）

2.分析现象背后的本质（解读、阐释）   ⼈永远是⾮理性的动物。

3.乔纳森·卡勒：A.理论是分析的话语。B.理论是对常识的批评。

                          C.理论具有反射性（反思性），是关于思维的思维。 D.理论是跨学科的。

⼆、何谓⽂学理论

1.⽂学理论是⽂学的“哲学”。  抽象性。⽂学的研究（冷峻）

（1）作者之意vs读者之意   《安娜·卡列尼娜》⼈们对现实/⽂学中“安娜”的态度不同

（2）你是否看到⼀只鸡？   《电影的本性》8画格出现的“鸡”   →⼈只看到熟悉的背景

（3）随意解读vs科学解读     随意解读基于⽂本说话。

（4）阅读为何？     接受式阅读&反思性阅读

2.⽂学理论是评判作品背后的价值系统。 

 “中⽂系不培养作家，我们是决定作家的。”   ⼤众标准不⾜以成为标准

⽂学理论决定谁能够被写进⽂学史。以⽂学理论的标准来决定作品好坏。

3.⽂学理论提供解读作品的⻆度、⽅法。

看不懂 → 令⼈愤怒or令⼈敬畏     “⼀切的意义都是阐释的结果。没有阐释就没有意义。”

《流浪地球》解读：中国好莱坞⼤⽚“最后⼀分钟营救”“⻓者”“寻⽗”  or  男权主义电影

不同作品构成雅、俗关系，这种关系背后影射⼀个⼈的趣味。

4.⽂学理论具有跨学科性。

哲学：史铁⽣“存在主义”                  ⼼理学：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说。

语⾳学。 宗教学。       社会学：耽美产⽣原因：社会对两性关系的失望、独⽣⼦⼥政策、追求纯粹美



三、⽂学理论的研究对象

1.艾伯拉姆斯《镜与灯》：⽂学四要素

 









作品：解读作品中的形式结构、字⾳、语法、修辞等。

作者：知⼈论世。史铁⽣与作品中的“残疾⼈”形象。

读者：被读者阅读过的作品才能称作品。意义是作品跟读者之间在交互过程当中产⽣的。不同读者产
⽣不同意义 → “接受美学”产⽣

世界：⼀个⽂学作品就是⼀个⼩世界？⽂学作品反映什么样的世界？





2.⽂学理论研究的五个⽅⾯：




⽂学本质论——追问“⽂学是什么？”

⽂学活动论——世界

⽂学创作论——作家

⽂学⽂本论——作品

⽂学接受论——读者






第⼀章、⽂学本质论：⽂学是什么？

⽂学与⾮⽂学之间的界限在哪⾥？

⼀、⽂学的“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

本质主义：现象背后有本质。    苹果和梨的本质是⽔果  彩虹是光的折射

反本质主义：现象背后⽆本质（只有现象，不存在本质）。     罗兰·巴特“剥洋葱论”

本质：⼀个事物存在的根据。这个事物区别于那个事物的⼀个本质的特性。

⽂学有没有本质，看谁来读。    赵丽华“梨花体”

反本质≠⽆本质    →反教条性、⼀句话的本质（追问使得成为⽂学的原因） 

⽂学本质——⽂学性：是使得⼀部作品成为⽂学的特性（俄国形式主义者雅各布森）

⼆、⽂学性

（⼀）⽂学的存在⽅式：物质性存在; 精神性存在

⽂学作品是⼀种精神性存在，⽽⾮物质性存在。

（⼆）⽂学性的四个维度：

1.维度⼀：审美、⽂化。    

审美是⼈类把握世界的⼀种⽅式。（真、善、美是⼈类把握世界的三种⽅式）

（1）⽂学与真

艺术真实≠⽣活真实     ⽂学追求真实感，⽽不是（现实的）真实。

（2）⽂学与善

  A.《安娜卡列尼娜》 对“安娜”的态度。           B.《洛丽塔》的乱伦与恋童。  

  C.林黛⽟体现“⼈性的光辉”;薛宝钗被⽂明规训。

⽂学不是以善为最⾼⽬的，⽽是以美为最⾼⽬的。美是⼀个⼈的最终需求，美是⼀个⼈光辉的体现。

（3）⽂学与美

美学：是研究审美活动的学科。  审美：⼈的⼀种活动。

美是客观存在的，美是主观的。

●美的本质：⽆功利性（你跟实⽤性之间产⽣了美）  

  Ps：康德《判断⼒批判》：美是⽆⽬的 的 合⽬的性（符合某种⼈类更⾼的⽬的性）

                                              ⽆概念（美没有概念）⽽具有普遍性（要求⼤家都认同美）

 Ps：⿊格尔《美学》：A.美是⼈本质⼒量的对象化。（⼈欣赏⾃⼰画的画，画以对象形式出现）

      ⼈本质⼒量：⼈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那些品质。

                                     B.美是理念的感性体现

Ps： 柏拉图：洞喻、床喻。  洞喻：洞中——现象世界、洞外——本质世界（理念世界）

好的作品符合⽇常⽣活规律（即理念），好的⼩说反映社会规律。

2.维度⼆：语⾔、符号

（1）语⾔的基本特征：

①语⾔是⼀个符号系统。 




A.索绪尔《普通语⾔学教程》：“⼆象对⽴”：

a.能指：符号本身;          所指：符号指称对象。    粉笔  →语⾔符号具有任意性，但前提是约定俗成。

b.语⾔：词汇系统、语法系统。(language )     ⾔语：⽇常的个体语⾔活动。(parole)

c.组合：横向的句段关系。   聚合：纵向的联想关系。











B.罗兰·巴特《神话学》  （针对索绪尔的“能指、所指”展开的）











能指、所指关系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化对应关系。

      1979《枫》⽂⾰中“红太阳”与领袖的⼆级符号系统关系



C.语⾔本身就是⼀个世界。

中国⽂化中：语⾳与⽂字是分开的。 ⻄⽅：语⾳与⽂字⼀体。 →中国⽂化具有⼀定的特殊性，有两套
系统，造成符号本身的意义越来越多。  菊花：屈原、陶渊明、重阳、悠悠岁⽉、杀⽓。 “唐后⽆典”

②语⾔与话语

语⾔是⼀个符号系统，语⾔在话语中显现。

福柯：“话语”理论。  《知识考古学》《词与物》《性史》

《疯癫与⽂明》：不同年代区分精神病与正常⼈的界限不⼀。“精神病”概念究竟是医学概念还是⼈们
权利的规定物。福柯：精神病是⼈们区隔⼈们的⽅式

《规训与惩罚》  边沁：“全景监视机制”（即上帝视⻆）  福柯：⼈类社会的“微观权利”

●语⾔： 交际⼯具。    

  话语：⼤于语⾔，是语⾔的社会存在形态。包括：说话⼈、受话⼈、⽂本、沟通、语境。（⽂本是语
⾔本身）

（2）⽂学语⾔与⽇常语⾔的区别

①⽂学语⾔是陌⽣化的语⾔。（俄国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  vs⽇常语⾔：⾃动化。

●陌⽣化：本质是把熟悉的语⾔变陌⽣，增加感受的时间、难度。 

         ⽅式：描绘、呈现细节。（增强⽣活的敏感度）  

   《半⽣缘》“嘴唇粘在⽛龈上”             鲁迅“两棵枣树”。         “⿐⻘脸肿”→徐志摩“表嵌⼊腕”     

写⼩说need⻢伯庸：想象⼒训练法。形象性思维      史航：“尿渍”“⼀滴墨⽔”细节描写

②⽂学语⾔具有⾮指涉性（伊⼽尔顿）。

指涉性：⼀⼀对应。   ⽂学语⾔⾮指涉性：语表的具体性、语⾥的多义性。

《点绛唇》周晋

   午梦初回，卷帘尽放春愁去。昼⻓⽆侣。⾃对⻩鹂语。絮影苹⾹，春在⽆⼈处。

   移⾈去。未成新句。⼀砚梨花⾬。     诗⼈是愁还是悠闲？→主题多义性

③⽂学语⾔具有拟陈述性（瑞恰茨）

⽂学语⾔具有虚拟性。  （⽆关外在真伪，表现内在情感）    劝君更尽⼀杯酒

⽂学作品注重情感表现。

总结：




⽂学语⾔：陌⽣化、⾮指涉性、多义性、虚拟性、注重情感表现、内指性、可感性、 深度、⽣成性
⽇常语⾔：⾃动化、指涉性、   确定性、现实性、注重信息传递、外指性、⾮可感性、浅度、惰性



（3）⽂学对语⾔的超越

①  ⾔不尽意  ——《⽼⼦》     得意忘⾔ ——《庄⼦》

    ⽂不逮意。 ——陆机《⽂赋》   意翻空⽽易奇，⾔征实⽽难巧。——《⽂⼼雕⻰》

     意与⾔的⽭盾。     设计师设计可天⻢⾏空，但⼯程师要考虑落到实处。

②原因：

语⾔与思想的⽭盾：语⾔具有公共性、普遍性。    思想具有个⼈性、私⼈性。   

我们借语⾔表达思想，但是语⾔会限制我们。

③超越语⾔⽅案：

A.⾃动化写作：布勒东——基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说”   

   意识流⼩说（不加剪裁、修饰地记录意识的流动）   

B.意⽣⾔外、象外之象



3.维度三：情感、形象

（1）⽂学创新的根本动机：抒情      诗歌是古⼈的⽇常化写作。 《⽊兰诗》在于铺垫，以此叙述情感

（2）抒情⽅式：借助形象。  古代诗歌借助意象→⾃然景物季节交替明显    地理环境决定论  
            情感           情感

物象 ——→ 意象——→意境：   情感选择什么样的意象进⼊意境

（3）形象：客观事物特征与主观情感特征相互结合。

  形象具有概括性→ 强化特点、激发联想，使读者进⾏⾃由创造、联想，激发读者感受⼒。

秦时明⽉汉时关 “明⽉”“关”沧桑感 、             春⻛得意⻢蹄疾“⻢蹄疾”动态感、

 《⽊兰辞》“东南⻄北市”准备充分，急迫感；互⽂ 、       ⼆⽉春⻛似剪⼑“剪⼑”：柳树⼥性形象



4.维度四：想象、虚构

⽂学是⼀种假定的真实。    ⽂学世界不需要遵从现实规律。

莱⾟：艺术是⼀种“逼真的幻觉”。      ⽉落乌啼霜满天。夜半钟声到客船

世界三⼤戏剧体系：A.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员的⾃我修养》  “打破第四堵墙”观众与演员⽆界限

                                B.德·布莱希特  “间离化”                  C.梅兰芳为代表的京剧艺术体系




第⼆章、⽂学与世界

⼀、⽂学与意识形态

（⼀）⽂学在整个社会结构当中的位置















（⼆）关于意识形态的三种含义

1.意识形态是⼀个学科（18世纪特拉⻄）→“观念学”

2.⻢克思：意识形态是⼀种虚假意识（谎⾔系统）。  贬义




3.⻢克思：意识形态是⼀种观念系统、思想体系。   中性



（三）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   （针对⻢克思的“虚假意识”论）

1970《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1.区分：

      ●国家机器：军队、法庭、监狱......暴⼒性、可⻅性、公共性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宗教、教育、家庭、⼯会、传媒、⽂化、体育......⾮暴⼒、隐形、私⼈性       

  宗教通过仪式规训信徒     “不是因为你相信上帝才跪下，⽽且因为你跪下了才相信上帝。”

2.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功能和⽬的

（1）⾃然化：意识形态告诉你这个东⻄⾃然如此，从来如此。 

(科学只是阐释世界的⼀种⽅式。当科学过于强⼤时，便会成为意识形态) 

（2）合法化：为统治者的统治合法化。  新历史主义“历史都是胜利者书写；⼀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3.意识形态的运作⽅式：建构个体为主体

（1）核⼼：建构个体与现实的想象性关系

A.把个体询唤为主体。个⼈到公司⼯作后，个⼈成为企业的⼀部分，完成个体成为主体的想象关系。

B.个体对主体⾂服。subject  （个体必须⾂服主体，才能成为主体）

C.主体与主体互认。  个体把⾃我置于主体中。  对中⽂系学⽣群体的辱骂引起个体愤怒

（2）意识形态是⼀个“镜像序列”

引⽤  法·拉康“镜像阶段” 理论 （当⼈从镜像中指认⾃⼰时，意识形态发⽣作⽤）

4.意识形态没有历史。

（⼈永远处于意识形态之内）



（四）“症候阅读”→ 挖掘作品中的意识形态

作品有表层结构、深层结构。    “症候阅读”试图挖掘⽂本背后未说出、已表现的意识形态。

《⽩雪公主》“后妈形象”“美⼥万能”。 《⾦陵⼗三钗》⽤⼥性身体被玷污来承担⺠族的耻辱仇恨;物化
⼥性来满⾜男性观众窥视欲。



⼆、再现与模仿 （世界=⾃然）

（⼀）作为艺术理论的“再现”（表征）representation

1.再现：外部事物（或现象）在作品中的呈现。 呈现的前提：不在场

2.“再现”涉及的⼏个因素：         ps：再现不能反映完全的真实

（1）媒介及其⽂化规定 

媒介（语⾔、图像）会影响认知。不同⽂化规定影响阅读期待（诗歌、⼩说的⽂化规定不同）

（2）再现的编码层⾯：⽂本

⽂本细读→形式、结构、修辞、⾳韵

（3）再现的社会层⾯：⽣产机制

从⽂化⽣产、⽂化消费⻆度研究作品

作家写成作品→出版→定价→成为商品

《⾦瓶梅》⽣产机制与⽂学套路化(被删减的⾊情语⾔⾮作者原创)

（⼆）模仿说、镜⼦说

1.模仿说

（1）柏拉图：“床喻”（⼯匠根据理念中的“床”打造出现实的“床”，现实“床”就是对理念“床”的模仿）  
艺术就是对现实⽣活的模仿。




 ●三世界： 理念世界：真实存在  （柏拉图认为理念世界是最⾼级的。）

                  现实世界：对理念的模仿

                  艺术世界：模仿的模仿 “影⼦的影⼦”



问题1:忽略艺术家的创造⼒

       2:艺术世界模仿的对象：表象、本质。（柏拉图认为只模仿表象）

●⼆元关系：原本 → 摹本

                    世界 → 艺术

（2）亚⾥⼠多德：《诗学》

创作过程是模仿过程。  现实⽣活是个别与⼀般的结合（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

→ “诗⽐历史更真实。”     Ps：这⾥的“诗”：⼀切⽂学、艺术。

  ●诗vs历史的区别：诗描述可能发⽣的事情（呈现本质的规律）。

                                 历史描述已经发⽣的事情。（呈现个别、特殊）

与柏拉图不同的⼀点：承认原本与摹本的关系，但是亚⾥⼠多德认为艺术能够再现世界本质规律，⽽
不仅仅是再现世界表象。

2.镜⼦说 （⽂艺复兴·达芬奇）

绘画艺术就是⼀⾯镜⼦。 →  ⽂学⽤语⾔影射⾃然。

 → 艺术⽔平与模仿准确度成正⽐。→“真理符合论”



（3）现实主义与⾃然主义

1.现实主义:18世纪末19世纪初，继承“模仿说”，强调⽂学作品对现实的能动的反映和再现。 → 揭示
物质⽣活的本质规律            司汤达、巴尔扎克、⾬果

2.⾃然主义：19世纪后期，强调“客观的真实”、“科学的真实”，强调⽂学对⾃然⽆条件的复制和记
录。 好处：注重环境描写         左拉

三、表现与抒情（世界指的是⼈的情感）

抒情要遵循某种话语规律。     古诗需要遵循格律、押韵、平仄。

（⼀）作为艺术理论的“表现”（⾔志）

1.抒情强调表现：主观情感呈现、⾃我内⼼体验的表达

    克罗⻬“直觉即表现”

2.突出个性、创造⼒、想象、天才在作品中的作⽤→主体创造能⼒（柏拉图“迷狂说”）

→⾃我表现蕴含着⼀定的社会内涵 →在抒情背后蕴含着某种评价、信仰、理想

 看作品时要置于历史语境    《天狗》写于“新诗运动”，在于独创性⽽不是审美性

3.创造性选择、组织“抒情话语”

抒情：超越原发情感→抒情是情感的释放，⼜是情感的构造 →构造意象      抒情≠宣泄

⽂学理论需要：⽂本感受⼒、思辨能⼒

（1）直接抒情：抒发⼈类的共通感        《登幽州台歌》

         间接抒情：通过意象抒发情感

（2）抒情：主体是情感的创造者。（⾃由）

         宣泄：主体完全沉浸在情绪之中。（不⾃由）受到⽣理情感控制

（3）抒情的表现⽅式：构造抒情话语

抒情话语本质：不追求外表的真实，⽽追求情感的真实。  情感的逻辑“⽆理⽽妙”

   《⽩象似的群⼭》“你是不会觉得像的。”是抒发情感，⽽⾮符号与现实的对应关系。

4.抒情与再现




（1）抒情的本质是⼀种再现（外在、内在）

（2）抒情是⼀种特殊的再现

①再现社会⽣活精神层⾯。

②抒情对客观世界的再现，具有某种主观性。    情⼈眼⾥出⻄施

王国维《⼈间词话》有我之境：以我观物; 

                                ⽆我之境：以物观物。

③抒情对现实的再现，具有某种评价性，暗含某种价值判断。

（⼆）浪漫主义、唯美主义

1.浪漫主义：兴起于⻄⽅19世纪上半叶。实质：艺术要再现作家的内⼼世界，强调情感、想象、激
情、个性、⾃由

席勒《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  浪漫主义的前身是感伤主义。  《少年维特之烦恼》

2.唯美主义：19世纪后半叶，强调“为艺术⽽艺术”。   否定艺术的社会性、功利性。

实质：⽣活即艺术。     强调艺术是为了强调⾃身。否定了⽂学真实的存在。

（三）⽂学与真实

1.真实的含义：符号模仿某个对象的逼真程度。

2.⽂学真实的3个⽅⾯：

  （1）作品与世界：作品与外部世界的符合度。→现实主义理论

  （2）作品与作者：作者创作初衷（动机）的真假→作家的责任、道德

  （3）作品与读者：读者个体经验差异    （体验差异与读者经验有关）

3.⽂学真实与⽣活真实

（1）现实⽣活制约⽂学。   （2）⽂学超越现实⽣活。        《河的第三条岸》

⽂学的“真实感”问题：诗意的真实。通过失实的表象转换为真实的哲理。 

        博尔赫斯《⼩径分叉的花园》

《堂吉诃德》《哈姆雷特》作品主⼈公读到作品本身的情节  →“读者也是被作品虚构出来的。”

（3）现实⽣活对艺术的模仿     恋爱是对电视剧的模仿

4.⽂学真实与情感真实（作品vs作者）

（1）作者的情感经验是作品真实保证。

（2）作者的情感经验 ≠ ⽂学作品“真实”

（3）创作动机的“真诚” ≠ ⽂学作品“真实”

5.⽂学真实与读者经验（作品vs读者）

制约读者经验差异的原因：个⼈经验不同（知识、背景、⽂化模式等）

四、形式与结构（“世界”即“⽂本”）

结构主义：⽂学作品具有内在的共通结构。

   构思⼩说：⽬标→阻碍→努⼒→结果→意外→转弯→结局

                      因为   但是    所以                   但是          所以

（⼀）叙事语法：“叙事作品是⼀个⼤句⼦”

1.罗兰·巴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 “所有叙事作品都具有句⼦的性质，但要分层⾯。”  

2.托多洛夫《⽂学作品的分析》“组成情节的最⼩单位是⼀个个的叙述句，叙述句中有很多要素。”

普罗普：故事形态学   《⺠间故事形态学》（1928）

“所有⺠间故事不超过31个⻆⾊”→ 31个固定功能，7个⻆⾊

①对⼿（加害者）  ②赠予者（提供者）  ③相助者（帮⼿）  ④公主（要找的⼈） 

⑤派遣者    ⑥主⼈公   ⑦假冒主⼈公

（三）格雷⻢斯：结构语义学  （即从科学⻆度分析⽂学作品，但缺点是僵化、死板）




1.六个⾏动模型（基于普罗普的“7个⻆⾊”论）

发送者——客体——接受者    （认为任何故事的⼈物形象或情节单元都逃不过“六模型”。）

辅助者——主体——反对者     《我不是药神》

2.符号学矩阵

   X                      反X

                                           X与⾮X对⽴⽭盾，X与⾮反X有⽭盾不⼀定对⽴，X与反X有⽭盾不⼀定对⽴

                                           ⾮反X与反X有⽭盾不⼀定对⽴

⾮反X                  ⾮X      

认为所有⼈物关系都可以放到⼆项对⽴⾥。  

《⽼⼈与海》要素：⽼⼈、海、⻥、他⼈

⽼⼈                   他⼈





  海                        ⻥



①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我确认       ②⼈与⾃然→优胜劣汰         ③时间意义→⼈⽣价值





（四）克洛德·布雷蒙的“三合⼀体”模式

《叙事可能之逻辑》  （修正普罗普观点）

三合⼀体：情况形成（问题）、采取⾏动（⽅案）、⽬的达成（结果）

  

 





衍⽣出的 3种组合模式：

①间接式：A1→A2→A3...An → ｜B1→B2....   

                              A                            B                     侦探⼩说

②镶嵌式：A1→A2→A3               ⼩线索镶嵌到⼤线索中

                  B1→B2→B3

③两⾯式：A1→A2→A3          故事⼀样，主体不同⽽呈现相反发展

                  ↓    ↓     ↓

                  B1→B2→B3

（五）托多洛夫的叙事语法研究

《叙事作为话语》      

建⽴原有平衡 → 平衡破坏（孕育对抗性、破坏性⼒量） →  达成新平衡 → 平衡破坏→......

（六）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五巨头之⼀）：《语⾔学与结构学的⼈类分析》神话结构理论
神话由“构成单元”组成，“神话素”是神话系统中最⼩的结构单位。神话素之间“既共时⼜历时”


第三章、⽂学与⽂本  （叙事、抒情）


⼀、叙事性⽂本的形式问题与审美问题

叙事性⽂本代表：⼩说   《美⼥还是⽼⻁》“两难”问题与开放式结局

（⼀）叙事性⽂本的形式问题

叙事：⽤话语虚构社会⽣活的过程。

1.叙事视⻆：




叙事者    作者    ⼈物   读者    不同视⻆知道信息的多少，呈现效果不同

传统：第⼀⼈称、第⼆⼈称、第三⼈称。
⾼⾏健《⺟亲》⼈称⾃由转化：⾃我审视、批判→⽴体性更强

康纳德《⿊暗的⼼》“⾮洲⼈”与“我”视⻆的转换

（1）外视⻆：观察者处于故事之外。

A.全知视⻆（上帝视⻆）                 B.选择性全知视⻆：叙述者选择性观察⼈物内⼼。

C.限制性客观叙事视⻆（摄像式视⻆）       海明威《杀⼈者》“冰⼭原则”

D.第⼀⼈称主⼈公回顾性视⻆  《呼啸⼭庄》→带领读者共同经历、感知。《⼀个陌⽣⼥⼈的来信》

E.第⼀⼈称叙述⻅证⼈旁观视⻆（未参与故事） 《林中之死》

（2）内视⻆：观察者处于故事之内。

A.固定式⼈物有限视⻆（固定式内视⻆：通篇以⼀个⼈的视⻆感知）

B.变换式⼈物有限视⻆（不同⼈物对同⼀事件发展过程的感知）  多意识流⼩说。《檀⾹刑》

C.多重式⼈物有限视⻆（不同⼈物讲述同⼀事物）  电影《罗⽣⻔》

D.第⼀⼈称叙述的体验视⻆（叙述者采取第⼀⼈称视⻆）

（3）热奈特

《叙事话语》——⼩说叙事视⻆的3种类型：

A.零聚焦：没有固定观察⻆度，全知视⻆。叙述者＞⼈物

B.内聚焦：叙述者只能说出某个⼈物的情况。叙述者＝⼈物

C.外聚焦：不透视内⼼。 叙述者＜⼈物

2.叙事时间      “⼩说的本质是时间”

（1）故事与情节

福斯特《⼩说命名观》——区分“故事”与“情节”

 故事：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总和。    “国王死了，王后也死了。”

 情节：按因果逻辑排列的总和。    “国王死了，王后因悲伤过度也死了。” 

（2）时序

《百年孤独》开头：现在、未来、过去共存于⼀句话

A.倒叙 （把任何东⻄提前都是倒叙） 《⼗⼋岁出⻔远⾏》2345671对美好成⼈世界的反差

B.插叙＝顺序+some倒叙

（3）时距

故事时间（⾃然时间）：事件发⽣实际的时间

话语时间（⽂本时间）：讲述事件所⽤的时间

故事时间与话语时间形成的差异不同，形成效果不同：

A.话语时间＜故事时间 →  概述 （⼀般⽤于背景交代）  《赖索》《花⽊兰》万⾥赴戎机，关⼭度若⻜

B.话语时间＝故事时间 →  场景 （⼀般⽤于舞台表演）

C.话语时间为0，故事时间⽆穷⼤ → 省略 

D.故事时间为0，话语时间⽆限⼤ → 停顿  《追忆逝⽔年华》

（4）频率

A.单⼀叙述：讲述已经发⽣⼀次的事件

B.重复叙述：多次讲述发⽣了⼀次的事件    祥林嫂多次说“阿⽑被狼叼⾛”  《命若琴弦》⽣命轮回

C.概括叙述： 

3.叙事交流

布思《⼩说修辞》——叙事交流的三要素：作者、作品、读者    “作品是作家与读者交流的艺术”

差特曼《故事与话语》——叙事交流图




  真实作者 → 隐含作者 →叙述者 → 受述者 → 隐含读者 → 真实读者

                                            ⽂本层⾯               “叙述者”（进⼊⽂本）≠隐含作者

（1）真实作者：处于⽇常⽣活中的⼈（只有⼀个）→ 通过传记     

         隐含作者：作家创作时处于某种创作状态、⽴场的作者（可以多个）→ 通过作品

真实作者与隐含作者不对⽴，⽽是具有⼀定联系。   海明威参加战争→作品“硬汉”

         隐含读者：创作时，作者按照期待预设的读者——理想读者（⾮实际读者）。

（2）叙述者：叙述故事的⼈。（接近于主语）

         受述者：接受故事的⼈。（接近于宾语） 与“隐含读者”相近    卡尔维诺《寒冬夜⾏⼈》

●叙述者与故事的关系：

故事内的叙述者：叙述者是故事当中的⼈物。

故事外的叙述者：叙述者不是故事当中任何⼀个⼈物。

亚故事叙述者： 嵌套结构     “套娃”          从前有座⼭，⼭⾥有座庙，和尚讲故事（循环）

（⼆）叙事性作品的审美问题

⼈物：形象 →⼈物性格、情感    （追问形成原因，是好是坏）

情节：因果逻辑 → 情感因果、审美逻辑

环境：典型环境

1.⼈物：情感的多元错位

（1）⼈物形象的复杂性

（⾼雅）作品：展现⼈⽣、⼈性、社会复杂性 →冲击原有价值观   （给⼈物形象赋予原因）

（通俗）作品：巩固价值观

福斯特《⼩说⾯⾯观》

●扁平⼈物：性格单⼀、缺少变化的⼈物。（⻙勒克·沃伦：静态⼈物）  → 容易被识别

●圆形⼈物：性格充满变化、多种性格因素的⼈物。 （动态⼈物）  → 接近真实，是复杂⽣活的某种
写照

（2）⼈物情感：突破常态情感、⼼理。

A.（⾼雅优秀、具有审美性作品在）⼈物情感上努⼒挖掘⼈物潜在情感、潜在状态

   朱⾃清《背影》⼈物的情感波动变化（隔膜→理解）  《荷塘⽉⾊》情感单⼀

B.维果茨基：“⼈物关系与⼈物情感形成反差”         《怦然⼼动》

C.叙述者与⼈物拉开距离 → 不可靠的叙述者  

《圣经·约伯记》“我是唯⼀逃出来向您报信的⼈。”唯⼀”有叙述的可能，也有虚构的权⼒→ 构成悬念

（3）⼈物性格：理性与感性的交织

              ⼈物的情感逻辑（虚构出的⼈物就有了⽣命）                    作家同化⼈物→⼈物性格类型化

                                                                                           错位

              作家写作的情感逻辑（作家的情感预设）                         作家逻辑情感让位于⼈物情感 →性

                                                                                                                                             格获得⽣命 



●情感逻辑、审美逻辑 → 深层、⽆意识情感  

鲁迅：《三国》诸葛亮形象塑造失败（性格单⼀，理性，⽆深层情感） →类型化

欧亨利《⼀位忙碌经纪⼈的浪漫史》



2.情节：把⼈物打出正常轨道   （情节为⼈物服务）  《⽔浒传》林冲

（1）⽭盾冲突 ：冲击常态情感    

冲击⼈物情感结构——表层、深层




   童伟格《我》：安静的⽭盾冲突更有⼒量

（2）因果关系：审美因果超越于实⽤因果        王羲之雪夜访戴

A.情节的动因遵循情感逻辑

B.情节的有机性、严密性    “契科夫之枪”            《红楼梦》⼈物名字与命运

C.情节为性格展开⽽服务  （展现⼈物多⾯性）  

   武松打⻁：⾃负、好⾯⼦                   对诸葛亮的嫉妒激发周瑜的才智

3.环境：

（1）⼈物与环境的关系：促进与被促进  

    特殊 → 普遍（⼈物特殊，在环境中找到性格产⽣的根源）  环境为⼈物性格提供原因

 ●典型：  现实主义——典型就是⼤多数

      问题：代表数＝平均数 → 平庸化、概念化   （个性化不明显）

   → 不要回避⼈物特殊性（通过环境来塑造⼈物的特殊）

（2）外因与内因关系

性格 → 先天vs环境    （本质论vs构建论）   洛克“⽩板说”

强调环境 →现象层    性格是内因（选择）与外因（环境）起作⽤。

（3）环境的淡化    （⼈物＞情节＞环境）

现代主义⼩说 ：表现⼈类的普遍精神状态 →⾃然属性、本能      卡夫卡《变形记》《城堡》

⼆、抒情性作品的结构问题和审美问题   （诗歌、散⽂）





三、⽂学⽂本的层次

⽂本：（text）具有相对独⽴性。→ 意义来源于作者与读者（⽂本间性）

作品：从属于作者。→ 意义来源于作者

⽂学研究 → ⽂本＝内容+形式

（⼀）“⼆分法”

 “⽂质彬彬”：内容与形式搭配到位

内容：作品的素材、主题、题材（主题类型：校园、军旅）。

形式：作品的语⾔、技巧、结构、体裁（诗歌、⼩说）。

   ●问题：内容与形式被强⾏割裂。

（⼆）超越“⼆分法” → 层次论

1.英国 克莱夫·⻉尔：“有意味的形式” 《艺术》 （艺术就是形式）  → 形式主义

2.英美新批评：

①声⾳层⾯：强调韵律、节奏

②意义单元：语⾔结构、⻛格

③意象、隐喻

④象征系统中的世界

⑤形式、技巧

3.现象学

（1）法国：杜夫海纳《审美经验现象学》 “三分法”

①材料  →  ②主题  → ③表现

（2）波兰：英伽登

①语词声⾳和语⾳结构（语⾳）  ②意群：句⼦、句群形成的意义（语义） 

③图示化外观 （语⾔描绘）     ④被再现的客体（意义）     由浅⼊深




4.中国古代⽂论

《周易》 →    ①⾔（语⾔）   ②像（意象）   ③意（意境）  由浅⼊深

   核⼼：意象vs意境  （古代⽂论重点）    

最早提出“意象”——刘勰《⽂⼼雕⻰》“独照之匠,窥意象⽽运⽄。”

最早提出“意境”——王昌龄《诗格》“诗有三境：⼀⽈物境，⼆⽈情境，三⽈意境。”

（三）⽂学⽂本的层次  P221

1.⽂学⾔语层

①功能：审美意识符号化；语⾔本身有审美特性

①特点：内指性（指向内在情感）、⼼理蕴涵性（表现＞指称）、阻拒性（“陌⽣化”） 

       雪莱《⻄⻛颂》

2.现象层

①功能：⽂学的本质标志。 （⾮⽂学语⾔直接到达意义，⽂学：语⾔→形象→意义）

②特点：主观与客观的统⼀、假定与真实的统⼀、个别与⼀般的统⼀、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

3.意蕴层

①特点：隐含在形象中，不独⽴存在  （巧妙运⽤⽂学⽂本的多义性） 

    “阴阳割昏晓”的“阴阳”——⼭南⽔北、宇宙运⾏

②三层⾯：历史内容层、哲学意味层、审美意蕴层



⽂学典型 P229




第四章、⽂学与作者

作者创作⼼理、动⼒ → 依据什么⼼理，创作过程，艺术思维等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说”

（⼀）意识与⽆意识

源于“癔症”的分析  → 创伤性经历 → 欲望转移

●精神层次理论

    意识：逻辑性、现实性

    前意识: 可以进⼊意识的⽆意识

    ⽆意识（潜意识）：不被意识到、蕴涵巨⼤能量，能产⽣重⼤影响的意识。（原始冲动、本能、创
伤性经验）     海明威“冰⼭”原则

创伤性经验 →⾃我保护选择性遗忘



（⼆）弗洛伊德式失误

1.失误⾏为：都是由⽆意识导致的。  ⽆意识会交叉  “出去散个烟”

2.诚实的不诚实。       警察办案忽略有利于被告的证据（潜意识：尽快破案）

3.癔症转移：找发泄出⼝      律师辩护（内在为了获得满⾜）

（三）⼈格结构理论  《⾃我与本我》

1.超我：超我是本我的压制，遵循求善原则。（意识、前意识、⽆意识→思想负担过重） 唐僧       

   ⾃我：本我与超我的中间⽭盾，遵循现实原则。（意识、前意识） 孙悟空

   本我：受到本能驱使，遵循享乐原则。 （⽆意识 →冲动、我⾏我素） 猪⼋戒

2.本我 → 本能

（1）⽣的本能→物种的延续  “性本能”

         死的本能→ 回到原始，破坏欲     影院空间——“⺟体暗示”




（2）⽣本能——⼒⽐多的发展阶段

A.⾃恋期：（0～1岁）⼝腔期——（1～3岁）肛⻔期——（3～5岁）⽣殖崇拜期：

男：恋⺟情结“俄狄浦斯情结” —— 阉割焦虑 

⼥：恋⽗情结“厄勒克特拉情结”—— 阴茎嫉妒

B.潜伏期：（6～12岁）超我

C.⽣殖期：（13～）

（四）《梦的解析》1900（《释梦》）

1.基本观点：梦是有意义的，与⼈清醒时的活动有关。

   梦：（被压抑的）愿望的达成。    尿床

2.梦的四种伪装⼿段：

（1）浓缩作⽤：两个或以上的经验浓缩在⼀个⾥。

（2）移置作⽤：重要的事情转移到另⼀事上。

（3）象征作⽤：抽象的东⻄变具体。 性本能在梦中的象征“洞⽳”“⾬伞”    “性本能”解读《桃花源记》 

（4）润饰作⽤：以上三种作⽤的结合，以逻辑关系润饰在⼀起。 

3.解梦

⽅法：①将梦拆分成不同部分——②根据各部分展开⾃由联想——③追溯现实⽣活来源—— 

           ④找出之间内在联系——⑤发现真实愿望

（五）弗洛伊德《作家与⽩⽇梦》

1.⽩⽇梦          ⼉童过家家，成⼈艺术创作

⽩⽇梦源⾃想象，源⾃未满⾜的愿望。

  张贤亮《习惯死亡》“中国作家经历了⼀系列苦难，我们的肚⼦⾥营养不良⽽脑袋⾥却相当充实。有
⼈看我的⼩说写了⼀个个爱情故事，以为我在苦难中⼀定有不少爱情的温馨，⽽其实恰恰相反。我说
我⼀直到三⼗九岁还纯洁得和圣徒⼀样。我希望在座的男⼠们不会遭遇到我那样性压抑的经历。我的
⼩说，实际上全是幻想。在霜晨鸡鸣的荒村，在冷得似铁的破被中醒来，我可以幻想我身旁有这样那
样的⼥⼈。我抚摸着她她也抚摸着我；在寂寞中她有许多温柔的话语安慰我的寂寞，寂寞孤独喧闹得
五彩缤纷。这样，到了我有权利写作并且发表作品的时候我便把她们的形象⼀⼀落在纸上。所以，我
现在明⽩了什么是⽂学。　⽂学，表现的是⼈类的幻想，⽽幻想就是对现实的反抗！”  —— 作家⽩⽇
梦

2.升华理论

作家被压抑后→⽂化转移→⽂学、艺术   （升华的过程）

弗洛伊德：⽂学艺术就是本能欲望的升华的体现。

  《哈姆雷特》犹豫、延宕的原因→ 弗：叔叔满⾜了哈姆雷特潜在的“俄狄浦斯情结”，杀死叔叔＝杀
死⾃⼰   vs   莎⼠⽐亚⽗亲去世时创作

（六）精神分析批评

1.分析作家创作⼼态

（1）搜寻作家相关资料（传记、讲稿、⼿稿、童年记载）     《丰乳肥臀》&莫⾔“恋⺟”

（2）症候式解读    《爱玛》&简·奥斯汀“恋⽗”

2.作品的潜在意义

 施蛰存《春阳》婵姨“⽆⽗”，回去检查锁 →潜意识：再⻅男⼈   （移置作⽤）



⼆、荣格的原型理论  （不满弗洛伊德的“泛性论”：万物皆可性）

（⼀）⼈格结构理论
弗洛伊德：“⽆意识”来源于创伤性经历 vs荣格：“集体⽆意识”不能找到原因⽽被解释




“集体⽆意识” ——来⾃于某些原始⼈类沉淀起来的经验，以遗传的⽅式在出⽣习得。

  怕⿊、怕蛇、密集恐惧症

●⾃我意识：

  个体⽆意识：

  集体⽆意识：跟个⼈经验⽆关，⽽源⾃于遗传保留下来的普遍⼼理经验。（⻓期积累，不产⽣于个
⼈）      冰⼭⽐喻：不同⼈有不同冰⼭，但集体⽆意识相同。

  

集体⽆意识的两⽅⾯内容：

①本能 →与⽣俱来

②⽂化→ ⽂化形式的普遍性 （沉积在意识深处）

（⼆）原型

1.原型：集体⽆意识的呈现形式 →原始意象    “原型是本能的⾃画像”

    源⾃远古     （往往体现在神话作品中）

2.代表性原型： （具有普遍性）

（1）“阴影”：⼈的某种不道德、邪恶的动物性。  《现实⼀种》

         “⼈格⾯具”：按照社会的期待去表现⾃我，与他⼈和谐相处，即“⼈格外层假象”。

（2）“阿尼玛”：男性内⼼深处的⼥性特质。源⾃于远古与⼥性接触的经验。

         “阿尼姆斯”：⼥性内⼼深处的男性特质。源⾃于远古与男性接触的经验。  （构成⽐例关系）

（3）智慧⽼⼈：智慧的形象化     诸葛亮、吴⽤、邓布利多 （⼈类对智慧的渴望追求）

（4）⺟亲：包容、慈善、关怀  → ⼥神、⼤地、森林、泉⽔、伊甸园、天国

                    权威 → 巫婆、魔⼥、棺材、深渊

（5）⼉童：⾃我潜能     哪吒、柯南



（三）原型（⼼理学）批评

1.创作⻆度：“⽂字作品就是作家的⾃主情结”    作家的意识

                                                                           作家集体⽆意识（更深远宏⼤，引起共鸣）

→艺术创作的动⼒源⾃于集体⽆意识  （作家只是集体⽆意识的代⾔⼈→否定作家⾃主性）

●作为个⼈的作家 →⾃主意识（个⼈）

   作为作家的个⼈ →集体⽆意识（集体⼈） 

2.接受⻆度：发现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叙事结构、⼈物象征 → 重新构建原始意象



三、弗莱的原型理论（在荣格理论基础上）

《批评的剖析》

（⼀）重新定义了“原型”  

荣格：原始意象 vs 弗莱：典型的、反复出现的意象   （扩展了原型概念）

（⼆）神话的四种叙述模式（通过⼈与⾃然的关系）：

1.春：英雄诞⽣、创世神话 → ⽗⺟

2.夏：英雄成仙、进⼊天堂 → 伴侣、新娘

3.秋：战争失败、死亡 → 奸细、海妖、悲剧、挽歌

4.冬：众神毁灭、英雄被害 → 妖魔、⼥巫



★原型批评、理论的特点：                   弗雷泽《⾦枝》

1.原型批评是⼀种“远观”的研究。→ “向后站”




2.重视⽂学创作与⽂化传统的关系。 → ⽂学创作 是⽂化传统的产物

3.从神话仪式出发研究⽂学作品创作的动机、结构。       

典型精神分析：拉康、德勤兹



四、关于⽂学创造的⼏种观点

（1）灵感说

柏拉图——“迷狂说”

（2）虚境说

⽼⼦——“涤除⽞览”   《⽂⼼雕⻰》：陶钧⽂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藻雪精神。

（3）社会说

   强调背后的社会动⼒    ⽩居易“补察时政”       鲁迅“改造国⺠”

（4）欲望升华说

（5）原型说

（6）罗兰巴特：“作者之死”说

罗兰巴特：“作品的本质是编织的结构。”

艾略特《传统与个⼈才能》：“诗歌不是情感的放纵，⽽是个⼈情感的逃避。”




第五章、⽂学与读者

莫泊桑《项链》改写——⽂学与社会接受⽅式有关



⼀、⾼雅⽂学与通俗⽂学

（⼀）雅、俗的分野  （界限并不分明）

⽂化的等级

1.从内容上看：

⾼雅：忠实于“世界” → 真实再现世界复杂性

通俗：对“世界”简化处理 → 满⾜读者的愿望

2.从形式上看：技巧

⾼雅：不追求技巧（即突破技巧） → 受阻化

通俗：追求技巧 → 使作品通俗易懂

3.从价值上看：

⾼雅：⾃由独⽴品格、崇⾼艺术理想  →说教滋味不浓

通俗：娱乐性、思想性、教育性的统⼀ →寓教于乐

4.从创作意图上看：

⾼雅：为艺术⽽写作     反例：巴尔扎克

通俗：为流⾏⽽写作

（⼆）雅与俗的变异

1.从⽂本构成上看——⽂学的内质与形态的错位：

A.外（俗）→ 内（雅）      《红楼梦》

B.外（雅）→ 内（俗）     宫体诗

2.历史的发展：时间积淀作⽤         “莎⼠⽐亚”身世问题热议

  经典化：意识形态、教育问题（语⽂教材）......       《红楼梦》

3.接受⼼态。       不同年龄段对⽂学的感知程度不⼀样。




⼆、⽂学接受的过程

（⼀）读者的地位和作⽤

1.“读者转向”的原因：

（1）⽂本分析必然涉及个体（读者）的阅读经验。 （“陌⽣化”即是对读者的要求）

（2）关于主体与对象的哲学问题讨论（解释学、现象学、存在主义、接受美学）

解释学：源⾃解经学→理解不是普遍，⽽是偶然的

   “前理解”：理解不是被动接受→基于经验、知识、⽂化  →限制了理解的可能

                  （直接约定了理解以后的结果）

            

本意是否存在？ 不存在 →“理解即误读”

△⾯对解释学的基本态度：解释⽆捷径→多读。 ⾃觉接受⽂本的感召。

解释学代表：

A.英伽登：“空⽩”“未定点”

“⽂本充满空⽩”     空⽩：⽂本未写出，暗示作者填补。

B.伽达默尔：视域融合  （眼睛所能看到的范围）  强调理解是视野不断动态、扩⼤的过程

 理解者 →视域 

 ⽂本 → 视域    当理解者触碰到⽂本后，两个视域融合 → ⼜构成新视域融合.......

（2）后结构主义理论：作者之死（罗兰巴特）   → 读者诞⽣

2.“读者转向”带来的影响：

（1）突破了原有的⽂本分析模式（作者、⽂本⻆度解读 →读者⻆度解读）

（2）⽂本意义从“⼀元论”⾛向“多元论”

（3）完善了⽂学研究的四要素

3.读者的作⽤：

（1）⽂学活动的积极参与者     （2）⽂学意义的⽣产者   《盗墓笔记》原著粉vs作者

（⼆）从潜在作品到现实作品  （通过读者完成任务）

潜在作品：作家完成、未经读者阅读的作品。    

1.姚斯：期待视野（视域）    (继承伽达默尔)

（1）期待视野：⽂学阅读之前，读者对作品产⽣定向的思维指向、观念结构。→决定阅读的可能范围   
《红楼梦》：经学家看⻅《易》，道学家看⻅“淫”，才⼦看⻅“缠绵”，⾰命家看⻅“排满”，留⾔家看⻅
“秘事”。

（2）产⽣原因：经历、趣味、知识结构、⽂化背景、性别、年龄、身份......

（3）导致两种情况：①期待得到满⾜（多通俗作品）  ②期待受挫（多⾼雅作品，艺术追求）

（4）⼏个层⾯：  

①⽂体层⾯        韩少功《⻢桥词典》以词典形式呈现⽂本 

②形象层⾯ ( ⼈物形象 )       ③意蕴层⾯  （思想、主题）

2.伊思尔“空⽩” “召唤结构”“隐含读者”     (继承英伽登)

（1）空⽩    

 产⽣原因：语⾔内部结构、图景⽚段（蒙太奇）、思想价值（视域融合、挑战→形成新价值观）

（2）召唤结构

⽂本具有⼀种召唤读者阅读的机制（能动参与→接受→再造）  “填空题”填补空⽩

（3）隐含读者   ≈隐含作者

①不是现实读者，⽽是理想读者。

②完全按照作品的召唤结构去阅读的。




③意味着⽂本之间的潜在可能性。

（三）读者⽣产批评实践

从读者层⾯切⼊需要注意的问题：

1.描述印象   “印象式批评”

2.发现空⽩ 

3.寻找⽭盾       《⽼⼈与海》寻找⼈⽣价值vs⼈⽣价值的虚⽆

4.建构⽂学接受史  →取决于⼈们不同时代的接受      (⽂学编年史取决于作品选择) 

三、⽂学消费与⽂学市场

1.⽂学消费的⼆重性： ⽂学本身是商品vs这个商品是特殊的商品→

特殊性：①商品消费物质vs⽂学消费精神    ②商品消费遵循等价交换vs⽂学消费⽆法等价  

               ③物质商品有损耗vs⽂学商品有升值



2.⽂化资本 （布尔迪厄）

 ⽂化资本是阶级趣味的重要标识。  （经济资本可以偶然性获得）







“我们可以没⽤，⽽⼈⽣就是在这些没⽤的基础上建⽴起来的，我们⼈⽣的意义，我们探寻的是真正的
关于⼈⽣最深刻、隐秘、⾼端、有境界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