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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学在西方文论中无疑具有现

代背景，尤其适用于当时新的文学现

象，当然西方叙事学也用来研究现代

派之前的许多经典作品，解构了许多

固定的解读模式，而生成新的文学研

究与批评的路径。在中国，叙事学的

引进和运用，往往集中实践于1985

年前后出现的新潮小说。少数学者曾

部分借助叙事学方法来对古典文学和

现代时期的中国文学进行重新评估，

理论基本上是移植套用为多，而大胆

尝试这一武器功能的往往是新文论倡

导者和当代文学批评家，创造性转化

为与本土传统文学相结合的建树并不

普遍和显著。

王彬先生新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的学术著作《从文本到叙事》，此前的

《水浒的酒店》《红楼梦叙事》以及由商

务印书馆出版的《无边的风月》等，恰

恰是我们所期待的有关中国文学的叙

事学研究难得的建树型学术成果。

从著作中，首先能感受到一种令

人敬佩的理论的雄心。尽管他也举了

海明威、巴尔扎克等外国作家的例子，

但是重点还是落在了这个层面——中

国文本达成世界通解的可能。也就是

说，对这些似乎表面上看来是从西方

移植过来或者借鉴过来的那种话语和

方法，进行中国式的化用与新创，让本

土读者发现中国文学有许多新的魅力

和尚未照亮的诸多秘境；也引导国外

读者哪怕是用最新的理论也能悟出中

国文本的堂奥与趣味。

书里出现的这些词：场、时间、空

间、叙述者、修辞等等，这些引进的文

论概念其实已经在当今的文学批评中

通用起来了，似乎不足为奇。不过，我们发现王彬

先生有完全属于他自己的理论语词，比如伪时间、

动力元、漫溢话语、亚自由直接话语、叙述集团、滞

后叙述、第二叙述者等等，他在国外叙事学基础上

产生了自己的一套话语体系，这个话语体系，又充

分地中国化了，事实上面对文本也是非常实用

的。《从文本到叙事》里关于“小说中的动力元”那

一章，很让人着迷。动力元的概念是在理论上说

明小说是靠什么推动的，故事和一种文本样式是

怎么形成的。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他以作品来抽

样分析、阐释，分为叙事者动力元、人物动力元、语

句动力元等层面，令人信服地揭示了动力元决定

小说样式的内在原理。广涉 《红楼梦》《水浒

传》《儒林外史》《三国演义》以及海明威、巴尔

扎克的著作，例子信手拈来，在这个理论里，让你

不得不觉得作品中真是存在着那么多的底细。这

真是可以作为写作班上的教案的，写得言简意

赅，说服力极强。尤其是“语句动力元”那一

段，分析孙大圣与二郎神的交手，一般读者对这

样的故事也只是看个热闹，王彬先生庖丁解牛般

告诉你哪儿是动力元、哪儿是次动力元、哪儿是

辅助动力元，彼此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这种精

妙的解读令人豁然开朗，却原来古典名著可能别

有洞天。过去我们的文学观念惯于以人文的角度

来拒绝科学逻辑，但是从这里我们看到，其实有

些科学性的缜密的分析，对创作是非常有用的，

不能盲目排斥某一种思维样式和某一种逻辑模

式。我们看传统小说，经常是人物和情节设置被

故事的线性阅读所覆盖，快意一时而已，但是王

彬先生的研究告诉你，有太多的奥秘有待我们带

着关联去破解。探索从文本中生成的实用而不是

移栽的中国式叙事学系统，这大概就是王彬的理

论雄心。

营构的耐心，是王彬先生的又一可贵的治学

精神。他早在 10年前就将叙事学理论探索与

《红楼梦》等名著的研究相洽，并有针对性地在

鲁迅文学院教学中用于开拓学员的思路和创作方

法。无论是理论评论班还是创作班，许多学员都

得益于王彬先生的叙事学研究心得。由于他是先

用文本研究的方式呈现他的理论，因而在理论成

熟之前，对于古典名著以及中外文学的精读的学

术准备，可想而知，有多么漫长，需要多大的耐

性，同时也可以说，他的深趣有多么坚定执著。

《红楼梦叙事》这本书，他所用的时间非常长，

作为他的重头成果，已经再版过，目

前还在认真严谨的持续修订完善之

中。而《水浒的酒店》，行文简洁甚

至有些轻松，原著中与酒相关所有的

细节和各种符码，形成了一个有价值

更实用的数据库。要知道，那个时候，

还没有“大数据”的说法。它不同于“考

据学”和统筹学，而是将过去我们阅读

的时候不太留意这些东西——与酒相

关的物件、场景、人、时间、相关数量等

等，在分类、图表上建了一个活生生的

关联网，让我们顿悟：原来我们中国古

典名著里面蕴藏了这么多的秘笈，而

这些秘笈构成了这部作品成立、完形

的重要元素。《水浒的酒店》那么具体

又那么新鲜生动，在某些方面给我们

提供了一种破解古典名著的路径。他

的主要理论发现集中于《从文本到叙

事》，从中我们看到这么多年营构，首

先体现在学术的储备上，学术储备首

先是阅读的储备、博采的储备，看了多

少书，研究了多少遍才行的，版本也都

标得清清楚楚。这番对原典研究所下

的气力，令人联想到上世纪以及之前

的学人的学术态度。

他营构的耐心还体现在对逻辑的

纹理方面的探寻。作品的发生、持续

的生长，到在解读中延续的完成，叙

事学逻辑上可以提供确凿但又无止境

的证明，中国文化、中国文本向来以

整体建构为宗，王彬的叙事学不同于

趣味奇特的碎片发现，而是具有整体

逻辑的烛照，即使某个细微的角度也

带有全息观照的效应。这种理论上孜

孜矻矻点灯熬油的耐心也是罕见的。

第三方面，学术的初心，这是王

彬先生格外突出的品质。对于学术本身，他始终

保持着敬畏，秉持细查明辨盘根究底的率真之

心。他特别注意学术的价值，学术不是呆滞的，

是活润的，但又肯定应该是对的，不会是死的和

错的。他专注于文学新意生成的可能，从他的著

作中，我们看得出“接着说”和“从头另说”的

努力，但那决不是“重复说”和“胡乱说”。过

去的诸多名著，前人对于文本的意义解析和由来

探勘仿佛已经完全说满了，但他的这个理论，可

以看出另外的意义和根由。以童真的初心和雄厚

的功底，在文本内部探险，使他逐渐形成自己的

理论体系，进入了一个学术的自由世界。这几本

书便是他学术上持有初心的明证。

王彬先生的治学给我们很多启示。简要来

说，第一个启示是在理论自觉和创造模式方面

的。习惯上我们在评说文本时注重自己的感觉，

尽管是个性化的表达，但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是作

家作品的附着物而已；再就是容易用现成的理

论，使作品成为某种理论的说明材料。这两种倾

向构成了较为省心省力的文学批评的两种方法。

其实，感悟性的批评必须得有史识的支撑和理论

的自觉，看李健吾的文章，在随意潇洒的文字后

面，却有由古今中外的涉猎和思考中析出的理论

坐标。王彬的理论自觉和创造模式，在于不轻信

现成理论也不依靠感觉任性，在此之上，韧劲儿

一以贯之，在厚实的学养基础上保持着创造的主

动性，认准一种理论系统，在与文本的交互中不

断显出意义、呈现价值，多年做下来，发现意义

和价值果真一重重地实现了。

文本根基这四个字，是做学问的王彬先生给

我们的另一个重要启示。这本书的书名是《从文

本到叙事》，也道出了王彬先生的治学方法。他

所有叙事学的理论的来源和指向，都是文本。理

论架构的显现路径是从作品中来、到作品中去，

因而更加可用、可信、可靠。我们看到的不少评

论文章，常有故作高深之态，或者故作惊人之

语，激情之下往往暴露出学养的不足和阅读的不

精，往往是知道的太少所以太爱多说，而我们看

《从文本到叙事》每一章节都很短，他知道的太

多了，可是说出来的很少，只说了必须说的精粹

可珍的那部分。由此，《从文本到叙事》《红楼梦

叙事》《水浒的酒店》 与 《无边的风月》 等著

作，也应该是文学批评和中国化的叙事学理论值

得研究的文本。

一

对汉语诗歌而言，从以 《诗经》 为发

端，以格律诗为典型形态的古典诗词，到

“节无定句、句无定顿、可押韵可不押韵”的

白话“自由诗”的转变，确实是一场划时代

的文学革命。到今天为止，尽管刚满百岁的

白话新诗在汉语诗歌发展史上，还只是短暂

的一瞬，但是，我们已经无法想象现代汉语

诗歌的主流形式再回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

的“古典”形态。汉语新诗的方向之所以不

可逆，是因为在过去的100年里，现代白话

作为汉语的书面语，已经彻底战胜了长期占

据汉语书面语中心位置的文言。而“文学是

语言的艺术”，这句话所指的“语言”，应该

是在作家生活的时代里人际交往中（书面的

或口头的） 被广泛使用的“活着”的语言。

在汉语文言的书面交际功能被现代白话取代

之后，把现代白话作为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

写作的主体语言，是现代文学必然的选择。

在今天，面对少数人对白话新诗替代古典诗

词合法性的质疑，如果要论证现代汉诗绝对

不应该走复古之路的话，“现代文学必须把现

代汉语作为自己的主体语言”，是最有说服力

的一个论据。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现代汉诗可以与中

国2000多年的诗歌传统一刀两断。相反，汉

语新诗要想健康发展，还必须时时回顾这一

传统，并不断从中吸收营养，找寻灵感，汲

取经验，因为这个传统堪称博大精深，可以

在很多方面给我们带来重要的启示。

二

实际上，当我们强调“现代文学必须把现

代汉语作为自己的主体语言”时，不得不面对

的历史：100年前，创造了现代汉语的书面语

体——现代白话文，并帮助它打败文言文的主

力军，正是现代文学。现代文学在起步的时

候，没有一套成熟的现代汉语供它使用，它与

现代白话之间是一种共生的关系。

在以“国语的文学创造文学的国语”的

过程中，现代白话诗歌更是起到了开路先锋

的作用。而在与文言文学进行白刃战的过程

中，新诗采取的战术，则是最大限度地与古

典汉语诗歌划清界线。关于这一点，只要读

一读胡适当年的“八不主义”宣言就十分清

楚了。应该说，为了打倒占据汉语书面语核

心地位1000多年的文言，尽快确立现代白话

的正统地位，白话诗歌采取激进的反传统姿

态是必要的，事后证明也是十分有效的。但

是，在这个过程中，白话诗歌的“诗性”也

受到很大的限制。用当时批评白话诗歌的人

的话讲，就是“只顾白话之为白话,遂忘了诗

之所以为诗,收入了白话,放走了诗魂”。

如果站在审美立场上看的话，我们发

现，被胡适等人批得体无完肤的古代文言，

实际上是一种十分优雅与唯美的语言，其简

洁、含蓄的表现方式，其对音律与节奏，语

气与文势的执著追求，其独特的用典、用

事、对偶、比兴等修辞手法，不仅不与文学

相隔膜，甚至特别适合于文学。中国古典诗

词之所以取得辉煌的成就，正是因为淋漓尽

致地发挥了这套语言在营造诗性方面的潜力。

但是，进入近代以后，这样一套充满诗

性的语言，却越来越不适应进步知识分子用

来输入新科学、新观念，进行大众启蒙与社

会改良的需要。因此，它的悲剧性命运也是

注定了的。到了五四前后，为了一个比文学

更重要的、更高的目的，书面语言必须尽量

地向口语靠拢，只适合于文学表达而不利于

接纳新知识、新观念，不利于大众启蒙的古

代文言必然要被放弃，已经在新文化运动的

领导者中达成了共识。他们同时还认为，新

的语言不能靠语言学家创造，而是必须借助

于文学家之手，这就是20世纪初中国新文学

发生的真实语境。

然而，文学毕竟是一门艺术，当白话与

文言的较量有了结果之后，以“胡适体”为

代表的新诗在艺术上的缺陷很快受到广泛的

诟病。而新生的白话诗歌要想在语言上走向

成熟，使自己整体的艺术水平与汉语诗歌传

统匹配，则需要一个漫长而又艰苦的建设过

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

古典诗词，实际上是白话汉语诗歌摆脱初期

的幼稚、直白、粗陋，追求从容、蕴藉、细

腻时曾经倚重的重要资源。某种意义上讲，

正是汉语诗歌深厚的艺术传统，支撑着白话

新诗走出了最初的危机，在完成了其语言学

使命之后，在艺术上也很快站稳了脚跟。

三

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起，实际上已经很

少有人再去争论现代白话诗歌究竟像不像诗

的问题。即使到了今天，当我们试图反思五

四新文学过于激进的文化立场，强调中国传

统文化的正面价值时，认为汉语诗歌应当抛

弃白话诗歌这一形式，重返古典诗词文本形

态的人，也是极少数。

然而，当下的新诗仍然充满危机。人们

发现，汉语新诗的创作与欣赏，不知从什么

时候起，已经成为极少数人十分专业化的行

为，无论是诗歌的形式，还是表达的内容，

都离人们（甚至包括诗歌作者自己）日常的

情感与思想状态越来越远。许多写“白话诗

歌”的人，却整天端着一副诗人的架子，挖

空心思地寻找惊世骇俗的思想情感与表达方

式。这种状态，恐怕是当初攻击旧体诗词并

提倡“新诗”创作的胡适等人完全始料未及

的。

新诗的这种状态，不但与当年发动文学

革命的先辈们的“初心”相去甚远，而且也

与汉语诗歌自身的固有传统格格不入。在白

话新诗占据汉语诗歌主流之后，个别人的旧

体诗词写作实践一直没有中断过。我们发

现，与新诗的写作状态相比，被当年胡适等

人斥为脱离现实、空洞无物的旧体诗词的写

作，似乎更能够将诗人的创作活动与其日常

经验很好地融为一体。对于不少写旧体诗词

的人而言，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发现、感

动、感悟，似乎都可以迅速转化为诗作。他

们将旧体诗词的写作完全当成了思想情感表

达的自然而然的需要，根本不在乎是否有诗

人的名分与诗人的气派。

旧体诗词写作的这种“业余”状态，许

多自诩为专业作家的新诗作者是不屑一顾

的。但是，在几千年的汉语文学史上，这恰

恰是一种常态。包括屈原、陶潜、杜甫、苏

轼等流芳千古的大诗人在内，许许多多的古

代作者，都不是以诗人为职业的，他们的诗

作，实际上就是他们从政、治家、社会交

际、个人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事件、所产生

的思想以及所体验的情感的真实记录，诗对

他们因此是一种日常言志抒情的语言表达方

式，而不是刻意的“创作”。唯其如此，在很

长时间里，中国才是一个诗人层出不穷、诗

歌层出不穷、诗歌读者层出不穷的“诗的国

度”。

从这个意义上讲，使诗歌写作回归日常

生活，正是回到了汉语诗歌的传统之中。来

自于日常生活的自然而然的吟唱，其实是汉

语诗歌的真谛所在，也是其真正感人的艺术

魅力所在。这种诗歌传统，对于校正当今汉

语新诗写作中存在的问题，帮助它走出面临

的困境，应该是有启发意义的。

现代汉诗怎样现代汉诗怎样
走出自身面对的危机走出自身面对的危机

□□泓泓 峻峻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

协原专职作家钱小惠同志，因病

医治无效，于 2018年 7月 29日

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钱小惠，中共党员。1948年

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

作家协会。著有小说《突破》，散

文集《死车的复活》《生活之路》，

长篇纪实文学《山花烂熳》《岁月

如歌》等。

钱小惠同志逝世本报讯 8月5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主办的“诗人与大海——邀你来赴一场大海与

诗的约会”主题文化沙龙在京举行。何向阳、蒋

一谈、伊沙、车前子、周瑟瑟、崔曼莉、安琪、杨庆

祥、戴潍娜、严彬、唐朝晖、冬子等20余位诗人

参加，围绕诗选《大海截句集》展开讨论，并朗诵

其中的诗作。

《大海截句集》由蒋一谈主编，近期由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选录了50位诗人描写大

海的50首截句。书中的每一首截句都配有诗人

的手写稿。诗人们将大海作为抒情对象，在短小

篇幅中抒发了对大海的独特情感以及对生命的

复杂感悟。

大家在交流中谈到，截句虽然只有三四行

的篇幅，但要写好不易，需要诗人对时代、社会

有深入、全面的把握，好的截句是宏大时代背景

和诗人瞬间灵感的巧妙结合。

（黄尚恩）

《大海截句集》首发 本报讯（记者 王觅） 7月30日

至8月11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

的夏荆山艺术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

幕。展览展出了今年95岁高龄的夏荆

山创作的书法和绘画作品77幅，全面

展示了其艺术生涯和创作成就。

夏荆山1923年出生于山东潍坊，

16岁即师从画家郭味蕖研习丹青，擅

作花卉、人物与山水，佛像绘画尤显个

人特色。上世纪70年代他移居美国后，

30多年间笃志内学、兼修众艺，先后游

历数十个国家，参观访问世界著名博

物馆学习临摹，博采众长，并与自身积

累的中华传统文化修养相汇融，使其

作品既传承宋元道释人物绘画工整细

致的风格，又在此基础上探索创新，以

遒劲的线条、独特的造型形成了自己的艺术

语言和清丽脱俗的艺术境界。80年代中后期

起，夏荆山多次回国，直接参与修复古寺、学

堂等文物建筑的活动。1994年，他在北京密云

创办了“荆山画院”，义务提供艺术教育和创

作平台，迄今已培养了上千名学生，用实际行

动回报中华文化和人文精神的深厚滋养。

主办方表示，夏荆山积极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努力“把毕生创作的书画艺术，无

私地推向全世界，让世人可以沉浸于中华文

化精粹之美”。此次展览就是对他的高度肯定

和充分褒扬。

本报讯（记者 王觅） 8月4日至9日，由

辽宁省美协、中共本溪市委宣传部、桓仁县委县

政府共同主办的辽宁省本溪市桓仁满族自治县

“耕云种月·庆祝改革开放40年桓仁版画作品

展”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此次展览共展出

150幅版画作品，汇集了桓仁版画艺术爱好者

近年来创作的部分佳作，代表了桓仁版画创作

的整体水平。

桓仁版画大多取材于民间风俗、地域文化、

山水风光、历史传说、生产劳动等传统题材。陈

东明、任凤山、于东风、崔哲海等一大批版画作

者以富有乡土气息的质朴绘画语言和表达方

式，通过版画艺术呈现出对生活的无限热爱和

不懈追求，抒发了感悟岁月的美好情怀。这些

作品构图饱满、手法朴拙，涉猎广泛、刀法娴

熟，线条粗犷、用色大胆，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艺术风格。

桓仁位于辽宁东部山区。桓仁版画走过了

百余年历史，随着时代发展逐渐从当地人民的

生存所需转变成艺术追求。从2006年开始，桓

仁确立了“文化名县”发展战略，将版画创作列

为重点扶持项目。2011年，县政府设立版画创

作专项经费，并在当地为版画作者建立了本溪

版画院作为免费创作基地，推动创作队伍不断

扩大。近年来，桓仁版画作品数次在国内外展

出，引起广泛关注。

桓仁版画作品晋京展出

本报讯（记者 王觅） 8月4日，“民国的张恨水

和张恨水的民国——解玺璋《张恨水传》新书分享

会”在首都图书馆举行。孙郁、徐迅、谢家顺等专家

学者和本书作者与会，分享了关于这部新作的感悟

思考。

解玺璋近年来致力于人物传记写作，尤对近现

代人物多有心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张恨

水传》全方位再现了作家张恨水的一生，同时生动刻

画了传主的情感经历及其在新旧文化夹缝中、新旧

时代更迭中权衡折冲的心路历程。与会者认为，报人

身份的张恨水在写作中几乎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方

方面面，作者解玺璋与传主一样有着报人的经历。

《张恨水传》不仅描述了传主曲折的人生轨迹，而且

从普通读者的鲜活视角出发，还原了其生活年代丰

富多彩的文化生态。同时，作品吸纳了学术界对张恨

水的部分最新研究成果，纠正了人们过往对张恨水

的一些误解，力求从不同侧面把一个至真至诚的张

恨水呈现在读者面前。

谈及该书的创作感受，解玺璋坦言，张恨水笔下

的民国，是一个充满人间烟火气、人情味的世俗社

会，有其独特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张恨水笔下的北

京，既有千年古都敦厚宽容、平和幽默的文化底蕴，

又将新文化融入萧散悠远的古都韵致之中，营造出

一种兼容并蓄的人文气息，以及俗中见雅、雅不避俗

的审美趣味和情致。他千余万字的小说、散文、小品，

为读者保存了昔日北京鲜活生动的形象，这为人们

重新认识旧时代，重新认识张恨水创造了机会、提供

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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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黑龙江

省佳木斯市作协原主席汪衍振同

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8年 7

月 22日在黑龙江逝世，享年56

岁。

汪衍振，1985年开始发表作

品，201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著有《中法战争》《大清皇商盛宣

怀》《一代名臣曾国藩》《风云福顺

泰》等。

汪衍振同志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