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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中国叙事学及其研究方法 

主讲人：杨义 研究员 

时  间：2003年3月21下午2:00─4:30 

地  点：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5号11层西段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会议室 

 

 

 ·内容综述· 

      2003年3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举办了一场精彩的学术报告会。报告的主讲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杨义研究员，报告的题目是《中国叙事学及其研究方法》。 

     杨义先生在谈及中西方的叙事学理论时，提出首先要认识、了解西方的理论，同时要认识到西方理论也有其缺陷性，不能一味地

拿外国的理论来套中国的例子。要深入到中国的文献、材料中，发现西方叙事学没有概括到的东西，用不同的声音来进行平等的对话，

通过对话寻找共同的话题，相互启发，提供新的视野，产生新的原生性的理论。 

     处理中国的叙事文献与西方的叙事理论的原则可以概括为八个字：还原、参照、贯通、融合，其中还原是最重要的逻辑起点。中

国文化的高明、精湛足以与西方文化进行平等的对话。理论作为思维方式的参照，并不能代替原创性。要重视自己的第一印象，还要重

视语言学与语义学，中文的每一个字、词都有很重要的意义。要直接面对文本，不要让那些固有的理论遮蔽住自己的视线。  

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中我们已经走完了两步。第一步是以胡适先生为代表的学者们以西方的理论解释中国文化。第二步是以钱

钟书先生为代表的学者们贯通中西文化。而接下来的第三步该怎么走，这是我们当代学者要思考的问题。我们要把眼睛放到自己的脚

下，而不是一味仰视，酸了自己的脖子。  



 

     中西方的叙事风格有较大的差异。如在时间顺序的排列上，中国的习惯是"年、月、日"，而西方的习惯是"日、月、年"。不同的

顺序代表着不同的意义，这说明中西方的第一关注点不同，所反映的思维方式及特质也不相同。中国人的思维是统观性的，以大观小；

而西方人的思维是分析性的，以小观大。由此也影响了中西方的叙事文学，影响了文学作品的时间和运作方式。西方的叙事重倒叙，从

一人一事开始，倒叙着介绍原因，必要时再加以补叙。而中国的叙事则重寓叙，即寓言式的叙事，冥冥中一切都有定数，用大时空来包

容小时空。当然中国也有采用倒叙、补叙法的作品，好的编年体史书都采用此种方式，原因是为了不至于让时间将事件切割得太过零

碎。叙事的开头关系着全局，中国文学习惯用大时空、大价值来定位。这些都是中国文化的精髓，而且这精髓已融入了你的血液中，让

你习而不察。再比如说到结构主义，西方讲求的是结构之技，而在中国讲求的是结构之道，意在笔先。中国的结构有自己的智慧，结构

一词先是动词，后是带有动词性的名词。结构具有动态性，是人与天地之道的契约。结构之技受结构之道的解释和制约。 

     因此当代学者在沿用古代和西方的术语时，要有自己的理解，并有所转化，古今中外的智慧可以共享，但更重要的是要有能力创

造有自己专利权的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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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民间叙事研究的相关文章

· 当下民谣的意识形态

· 从原著民族权利看版权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表

· 从现实文化语境看《草根的力量》

· 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一定二元对立吗？ 

· 《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新书座谈会召

作者杨义的相关文章

· [杨义]布洛陀家乡的现代吟唱 

· 《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

·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展示当代中国

· 中国叙事学的文化阐释

· 中国文学研究的创新与开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