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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浦安迪（Andrew H.Plaks）博士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资深教授，并兼任以色列希伯莱大学东亚系
教授。主要著作又《〈红楼梦〉种的原型和寓意》（Archetype and Allegory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1987,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明代小说四大奇书》（The Four Masterworks of the MIng
Novel:Ssu ta chishu,1987,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该书的中译本于1993年由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
目前，浦安迪教授正领导着重译中国古代思想名著系列的科研项目，为了推动这一项目的进行，他与
许多中国治先秦两汉思想的学者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Page 2



《中国叙事学》

精彩短评

1、为我们理解中国古典小书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2、如果不是因为错别字太多，我一定会打五星。今天终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见到了浦安迪先生，顺
便就把这本书看完了。浦公此书挥舞着原型批评和结构主义的理论武器，反复强调明清时期的六部“
奇书”（白话长篇章回小说）应为文人文学之产物而非民间通俗文学演化之产物，其叙述很有意思，
看后大受启发。
3、虽然论述有些不如国内的学者深入，但是视角足够新颖。能研究到如此地步，已经不易。
4、不能算纯正的叙事学研究，但对奇书文体做了别开生面的解读，且论点论据有力而生动，人家还
是老外⋯⋯非叙述和空间化特征，对偶美学，心学影响等都有启发。原型批判和结构理论好有用，继
续学习。5.26读毕
5、有启发，即使存疑的地方也有启发。讨论时空结构最佳，寓意和理学最无聊（花了漫长的篇幅考
证讨论然后得出——心学！也是蛮⋯⋯）
6、我就说有吧⋯⋯#老师说，别听外国人瞎比比
7、非叙事学，而是明清奇书文体叙事的定型章回结构和修辞研究。叙事传统和神话原型那章就是个
幌子，“二元补衬”和“多项周旋”的非叙事叙事的特点也不过新瓶旧酒。不过企图谈寓意和思想通
观的时候，作者认为，受宋明理学影响，他特别钟情于所有奇书"英雄好汉阴暗面"的反讽阐释。他最
爱引的是《金瓶梅》。
8、域外汉学十分有趣。
9、胜在逻辑清晰，但缺失在审美趣味的描述上不及中国学者，毕竟隔了一层纱。
10、很有启发，最起码让我知道两个人物，张竹坡和毛宗岗。。。。
11、外国人能写中国文学中最精深的东西，赞一个吧！
12、结构的想法很好玩内
13、结构主义论著
14、我真是个萨比 怎么现在才看到啊
15、中国小说的非叙述+空间化，对偶美学模式等等分析很有意思。
16、欧丽娟推荐的书，还是听课比读书领悟的快。
17、翻了前两章
18、那个游吟诗人从缺的问题说得不错。时间观与空间观的差异论也挺有道理。
19、算是融合了古典点评明清传奇与一些比较新的看法，关注了一些被中国研究者忽略的问题。
20、浦安迪先生应该在你的书的后面写上引用文献：四大名著汇评，
作为一个引用性的书籍介绍，读金圣叹，你必须先读浦安迪
21、有趣！
22、很好看，一点不枯燥
23、对奇书文体的叙事结构和中国叙事传统的分析极好，虽然不少地方还是缺乏实证性（不过作为演
讲记录这一点也在所难免）。但是以“中国叙事学”为题还是太大了一些（真正适用这个标题的也只
有前两章），虽然论述的是六本奇书，但对《儒林外史》又几乎没有提及。最近读的北美东亚文学家
的论著总是让我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应该会去找浦安迪的其他作品来读。
24、此书是根据浦安迪教授的讲稿加工而成，可能付梓比较仓促，错别字较多。浦安迪先生对比了中
西叙事学源头的差异和阐释了基本的叙事理论，对六部明清文人小说均有独到的解读，不过内容与《
明代四大奇书》有相当多的重合，具体小说论述部分二者选其一读即可
25、对浦的看法与夏志清大致相同。浦的学问功底深厚，见解多给人以启发。但是另一方面，他又严
重地错过了很多东西。以西游记为例，他执着于对”寓意“的解读，而没看到故事本身，即字面意义
系统的价值，而故事本身的含义与作品对故事提供的寓意解释不尽相符。
26、想打四星
27、特有意思，多种批评方法的大杂烩，说起来是把叙述学方法引入古典白话小说分析，实际上他自
己也中了所谓中国传统印象式批评的毒了。从这个角度讲，这才算是真知中国。我们读这些小说的感
受和视角，比起古人其实倒更近于洋人。被他这么导回来看看自己的好东西，真是好
28、据说此书在八十年代风行一时，今日看来，浦安迪既无冥搜文献之功，又无真正的开创之力，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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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演讲笔记修改而成，几乎不像学术书的样子，下论断时极其草率粗泛。作者犹喜开脑洞，如谓金
瓶梅每十回是一个段落，虽非新见也还可信，至于说西游记每逢平方数就是一场好戏，则简直是索隐
、猜谜一派的路数了
29、对不起，没太看懂。。。
30、主要是種方法上的啟迪，但對金瓶梅等人主題的詮釋有拔高之嫌，部分內容有硬傷。但對修辭等
的解說還是頗有洞見的。作者漢語水平很好，雖為演說稿，但非常劉暢自然。比許多食羊洋不化的中
國的書更加耐看。
31、要不是这本书和《明代小说四大奇书》给我的灵感，我的毕业论文可能就是另外一个题目了。。
。可是这题目太难做了啊。。。浦大师我是该感谢你还是感谢你呢？
32、開人心智。
33、我很喜欢这样的解读，有新观点。作为中文系的学生，要多向外看看才是呢
34、极好。虽然有限制（时间为96年，内容为演讲稿的完善版），但是可以看出浦安迪的文学感很强
。导言部分对五四时期发端的过分重视口传文学，甚至认为明清小说发源于口传文学的观念进行了批
评。
35、浦安迪一再强调明代奇书文体乃是明清文人细心经营而非市井说话的产物，对六大奇书细致的分
析格外精彩。叙事学引入中国古代小说批评以西为用以及对五四史观的反思，确实大开视野，受益匪
浅。
36、让人很耳目一新，前面写得更好一些。
37、我喜欢~
38、老外似乎对中国古典文学中隐藏的特质、喻象和密码更为敏感，对结构整体的把握也更严谨。这
本书给出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中国传统文论里有营养的那部分内容，完全可以以西方现代、后现代
的文艺理论方式来重申，开出新的意义来，总比当代国内自己的古代文学批评研究的无病呻吟、不知
所谓、不古不今、不中不西来得好。
39、前三章在进行概念辨析时，材料丰富，知识面广，中西对照，读来醍醐灌顶。后面则囿于文本解
读，局势不大。若是仔细读过这些小说，再配合解读，可能会有耳目一新之感。

40、五六章扯得远了些，倒是不少随口提到的点很可深挖：传统小说批评对国画、书法术语的借用
，simulated context可参陈平原。说白了又要回到万年无解的（over）interpretation的边界问题，尤其是
当作家的self-awareness程度未知的时候⋯⋯
41、结构主义方法分析四大奇书，提供了很多有意思的视角
42、第一章的引言是精华
43、很有启发
44、深有啟發，要再讀！
45、蒲安迪与程抱一之不同在于其思想观念的原生土壤的不同。蒲安迪的分析终究是以极度分明的西
方逻各斯主义为底子，把中国文学现象硬生生肢解了。而程抱一懂得随时流转元气相通，尽管是以结
构主义进行分析，依然不破坏其浑融整体。
46、还别说，有点道理 
47、搞完叙事学，还能搞啥呢？文化研究？
48、文不对题，书名实际上应该是《四大奇书加红楼梦叙事研究》。闪光点不多，还少过槽点。有那
种比较外行的海外汉学特性，浅的地方复述历代评家观点，深的地方又实在深文周纳。书末附了一篇
高友工，一如既往地读完不知道在说什么。
49、实在看不懂啊 。。。。
50、脑洞大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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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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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中国叙事学》的笔记-第14页

        反观中国的古代文学传统，与上述“epic—romance—novel”的脉络相异趣，其主旨乃是“三百篇
—骚—赋—乐府—律诗—词曲—小说”的传统。前者的重点在叙事，后者的重点在抒情。
先假设这一段发展路线无谬误的话，那么可以说现在一直所谓的“中国无史诗”或拿律诗与史诗相比
的做法完全是无知的装逼。中国文史分家的传统源于史学受用对象乃是上层或统治阶级，史诗则以群
众。如上所言，西方的重点在于叙事，挖完历史挖现在挖完现在挖思想玩儿未来，中国的抒情不如说
是美学表达法，受到外来的冲击（佛教变文俗讲）后添加了情节。其小说的出现乃是美已然成体系之
后的事情，而如果说成熟后的小说是在用穿插的词曲诗文表现情节的话，那一开始作者纯粹是要用小
说这个形式来体现他的诗歌美学造诣和才能的。

2、《中国叙事学》的笔记-《红楼梦》寓意

        浦安迪于《中国叙事学》谈《红楼梦》寓意一节，根据“标记人物禀赋运命的五行相生模式”，
得出结论为：黛玉属木，宝钗属金，宝玉属土，湘云属水，王熙凤属火，接下来又说曹雪芹以四时为
故事设置背景，结果充实了关于五行的多项周旋的模式。咳咳，真受不了，老外也索隐啊！

3、《中国叙事学》的笔记-第101页

        中国最伟大的叙事文作者并不曾企图以整体的架构来创造“统一连贯性”，他们是以“反复循环
”&lt;原文开始&gt;&lt;/原文结束&gt;的模子来表现人间经验的细致的关系的

4、《中国叙事学》的笔记-奇书文体与明清思想史通观

        浦安迪不仅玩五行，在《奇书文体与明清思想史通观》一章也把《四书》给用上了，比如说评述
《西游记》之“不正其心不诚其意”，《金瓶梅》之“不修其身不齐其家”，《水浒传》之“不治其
国”，《三国演义》之“不平天下”，却对《红楼梦》付之阙如，是其不肯轻易为之，还是其不能为
也？那就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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