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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汉学家浦安迪：

让西方认识中国古代小说的价值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浦安迪是美国当代著名汉学家，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成就卓著，代表作有《明代

小说四大奇书》《中国叙事学》《〈红楼梦〉原型与寓意》等。浦安迪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始终秉持客观中立的

学术立场。相较于那些习惯性将中国文学边缘化的西方研究者，他采取开放包容的学术态度和中西互释、古今

融通的方法，对中国古代小说给予许多客观、积极的评价，让西方认识中国古代小说的重要价值和地位。 刘林

1934年11月，萧红来到上海。她在上海举目无亲，

便给偶像鲁迅写信，很快就得到了回应。

11月 30日，萧红、萧军在内山书店第一次见到鲁

迅，萧红带去了自己创作的中篇小说《生死场》原稿。鲁

迅花了几个晚上的时间作了修改，随后将稿子交给黄

源，打算发表在郑振铎、傅东华主编的《文学》月刊上。

可能是小说散漫的结构不合编辑的欣赏角度，加上

萧红又是一个无名作者，结果《文学》月刊未予刊用。鲁

迅决定为萧红推出单行本，然而，由于小说反映东北人

民的抗日斗争，审查后被压了半年仍不准出版。

1935年 12月 19日，鲁迅在梁园豫菜馆请客，将萧

红、萧军介绍给茅盾、聂绀弩、叶紫、胡风等左翼作家。

不久，叶紫、萧红、萧军在鲁迅的支持下成立“奴隶社”，

出版“奴隶丛书”。12月24日，萧红的《生死场》以“奴隶

丛书”之三的名义，由上海容光书局出版。鲁迅提议，让

胡风为萧红的小说作序，但在萧红的一再请求下，最后

由鲁迅亲自写了序，还亲笔题写书名，封面由萧红自己

设计，胡风的序改为“读后记”。

鲁迅在“序言”中称赞萧红所描写的“北方人民的对

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

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

新鲜。”胡风在“后记”中则指出：“《生死场》写的只是哈

尔滨附近一个偏僻的村庄，但它预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

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女性

的纤细的感觉，也看到了非女性的雄迈的胸境。”

小说出版前，胡风将书名从《麦场》改为《生死场》。

出版后，《生死场》引起了巨大轰动和强烈反响，深

受读者喜爱，销路出奇地好，萧红因此一举成名，成为20

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知名的女作家，确立了她在中国文

学史上的地位。 周惠斌 据《人民政协报》

《生死场》出版记

塑造众多塑造众多““组合形象组合形象””
是中国古是中国古代小说的标志性成就代小说的标志性成就

浦安迪笔下的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成熟过程，涉

及结构模式、形象塑造、叙事节奏、文白混用、反讽意

蕴、修辞手法等方面。仅就形象塑造来说，他认为中国

古代小说的标志性成就在于塑造出一系列“组合形象”

或“组合性格”。

在浦安迪看来，“组合”一词大致有两种含义：一为

“复合”，一为“集合”。所谓“复合”，是指小说人物在具

有一种主导性品质的同时，也不乏其他非主导性的特

征。如《水浒传》主人公宋江大体上具备英雄好汉的本

色，但也时常出于个人野心和权欲而淡忘江湖义气。

所谓“集合”，是指古代小说往往塑造出由多个人物组

成的集体形象，最典型的是《三国演义》“桃园结义”故

事中的刘备关羽张飞三兄弟、《西游记》中的五位取经

者等。《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刘备孙权三人都是乱世英

雄，都善于因时因势而为，在政局动荡中建功立业，但

曹操身上更多的是权谋、利益算计之类的阴暗面，刘备

身上则多了忠于汉室、崇尚兄弟义气等正面品质，而孙

权出于守护父兄基业的心态，多了几分不思进取的保

守气质，这就把这三人性格区分开来了。由此看来，生

活在这些集体形象中的人物彼此映衬、相互对照，最终

百花争妍、各有千秋。

“组合形象”的丰富性和集体性，确保中国古代小

说人物既不是某种抽象道德品质的代言人，也不是单

打独斗的个人形象，而是一个个栩栩如生、性格鲜明的

文学形象。虽然他们身上还存在着性格发展不足等缺

陷，但瑕不掩瑜，浦安迪谈道，“无论这些16世纪中国

作品是否应该称作‘nov-el’，我认为至少可以阐明，它

们确实具备了被认为小说所应该具有的文学作用，或

更确切地说，它们经得起欧美小说研究论著中的各种

文学分析”。

中中国古代小说国古代小说具有具有
独特的结构和独特的结构和文文化寓意化寓意

伟大作品虽然都是特定历史语境的产物，但往往

带给读者超越时空的审美体验，是理解和探讨特定文

化传统的捷径。浦安迪认为，中国古代小说既是文学

精品，也是文化结晶，阅读中国小说是了解中国文化的

有趣途径。

浦安迪认为，中国文化的特质在于阴阳二元论和

五行循环宇宙学，它们是从“肉身所感的时间性维度”

向“智识所感的非时间性结构”的升华，为中国人思考

“存在及其变化”提供了“一种持久的形式”“整体性视

野”。以此为基础，中国古代小说才会出现那些屡见不

鲜的二元范畴：动与静、合与分、兴与衰、荣与辱……

“这些轴线的不停交替，构成了包含着小说缜密结构的

重叠叙述网络”。

基于此，浦安迪指出，尽管中国古代小说并不具备

亚里士多德《诗学》“头-身-尾”的三段结构，但这并不

等于中国古代小说就没有“结构统一性”。他将“二元

互补”“循环往复”视作中国古代小说独有的结构，如

《三国演义》以“合”“分”为两大对立互补元素，呈现出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环结构。

在中国古代小说的叙述网络上，活跃着跋涉万水

千山的唐僧师徒、啸聚山林替天行道的英雄豪杰、嬉戏

于大观园中的贵族青年男女等各色人物。在浦安迪眼

中，尽管他们的结局大多并不美好，但并不给人“末世

般的终结感”，因为对这些人物的繁复摹仿和详尽讲述

本身就表明，他们的故事值得讲述、他们的生活经验值

得借鉴，这是“对经验世界基本肯定的看法”。而且，读

者从这些小说中也不难感到，个人的悲欢离合、胜败荣

辱不过是宇宙或自然律动的一个小小节拍，生活无论

如何仍将继续。这些小说建构在深厚中国文化传统基

础上，既承认“被讲述出来的经验有着某种积极的存

在”，又认同“整体的道德秩序便由此混乱中诞生”。这

也体现出浦安迪从存在论和伦理学角度对中国古代小

说价值的肯定。

为为中国古代小说中国古代小说
在世界小说史在世界小说史上争取一席之地上争取一席之地

小说是当今世界文学的重要体裁之一，就文化价

值、社会影响、读者接受面而论，远超诗歌、戏剧、散文

等文类，但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是一种“孤儿文体”，很难

远溯到古代世界文学。作为欧洲文学的源头之一，古

代希腊罗马文学在史诗、戏剧尤其是悲剧、个人抒情诗

等方面成就辉煌。中国自古就是诗的国度，虽然《诗

经》、《楚辞》、汉魏六朝乐府诗歌、唐诗宋词等琳琅满

目，《左传》《史记》等史传文学叙事艺术极高，但它们都

不能简单等同于小说。因此，小说的起源就成为中外

研究者共同关注的难题之一。

浦安迪借用“小说的兴起”这一当代欧美小说研究

的通行概念，在《明代小说四大奇书》等论著中对中国

“小说的兴起”作出具体阐释。他认为，时称“才子书”

“奇书”的《金瓶梅》《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长

篇小说均为典型的文人书案之作。虽然它们与民间故

事和说书传统有一定联系，但都经过专业作家的精心

打造，孕育于明代中后叶“自我意识浓厚的文化活动”

之中。当时社会、经济、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一系列引

人注目的新变化：党派（复社、东林党）纷争、东南地区

的经济繁荣、印刷业的发展、以修身养性为核心的新儒

学的盛行等。这些动荡变化必然体现在文学创作中，

“直接促成并有助于说明小说文体的成熟过程”。

这一结论的学术冲击力在于，浦安迪将“中国小说

的兴起”定格在 1500 年～1600 年的百年变局中，而欧

洲现代小说的开山之作《堂吉诃德》（上下两卷）出版于

1605年～1615年间，英语世界的第一部现代小说《鲁滨

逊漂流记》于1719年才问世，其中含有将中国小说与欧

洲小说比肩而立的意思。换言之，现代小说的起源实

际上呈现出“多中心”态势，中西小说相互补充，共同缔

造了现代小说创作的基本范式。中国小说并非舶来品

而是本土产物，在世界小说的发展演进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

由上可见，浦安迪关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诸多

观点，无疑为西方客观认识和评价中国古代小说提供

了一个新的视角。作为一名汉学家，浦安迪在打破世

界小说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塑造中国古代小说的正

面形象、促进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进而促进中西文化

相互理解和交流方面作出了有益贡献。

据《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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