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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

内容概要

此书分析了有代表性、有影响的五十篇以“文革”为背景的小说。从各不相同的作品中归纳、发现了
四种主要模式、四个叙事阶段、二十九种叙事功能，探讨并揭示了这一段时期人们的集体记忆（集体
无意识与集体认知）的主要模式。其分析方法、特别是得出的结论，极具创意和启发性。作者原是知
名青年评论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十分熟悉，近十余年来又在海外受到了西方文论与西方学术规范
的认真训练。本书能钻进这些中国当代作品中去，对其进行入情入理的感知理解，又能跳出来，拉开
距离，运用世界文论的最新成果，对之进行独具慧眼的分析与把握。这样，本书在运用结构主义（科
学主义、形式主义、符号学等）的文学研究方法及联系、理解、体察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实际两个方
面，都十分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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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

作者简介

许子东，浙江天台人，1954年出生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和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语言
文化系文学硕士，香港大学中文系哲学博士。曾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87年起至香港大学
、芝加哥大学任访问学者，后应聘任教香港岭南学院中文系至今。复旦大学文艺学美学研究中心兼职
研究员。主要论著有《郁达夫新论》（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初版；1985年增订再版）；《当代文
学印象》（上海三联书店，1987）；《当代小说阅读笔记》（华东师范大学，1997）等。论文及专著
十数次获奖。也发表过若干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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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

书籍目录

导论
第1章 “文革叙述”申的灾难起因与前兆
1 灾难之前，女主人公善良美貌、生活幸福
2 灾难之前，女主人公的感情生活不无缺憾
3 男主人公在灾难之前有某种缺点或缺陷
4 男主人公在灾难之前被认为犯有过失
5 男主人公在灾难之前犯错而不自知
第2章 “文革叙述”中的灾难降临方式
6 主人公注意到“旁人奇怪的目光”
7 主人公在大字报上看到自己的名字
8 主人公为好友所背叛
9 主人公参加某种会议
10 女主人公和领导的关系受到怀疑
11 主人公被抄家
12 主人公获得某种罪名，受到某种处罚
13 主人公为家人儿女所背叛
14 主人公下乡、劳改
15 主人公受伤
16 主人公自杀
第3章 “文革叙述”中的拯救主题
17 男主人公忍受身体苦难，为民间女子所救
18 男主人公忍受精神苦难，为知识女性所救
19 女主人公在灾难中为知识男性所救，获得爱情
20 男主人公在灾难中获智慧长者指引
ZI 主人公在灾难中获亲人救援
22 主人公在灾难中获上级救援
23 主人公在灾难结束前病故或死于意外
第4章 “文革叙述”中的反思与忏侮
24 灾难之后，女主人公原先的感情缺憾得到弥补，生活更加幸福
25 灾难之后，女主人公的敌人受到惩罚（有人对灾难负责）
26 灾难之后，男主人公获更高官职，地位上升
27 灾难之后，男主人公重游故地，感谢苦难
28 灾难之后，男主人公反思文革中的是非恩怨，找不到具体的敌人
29 灾难之后，主人公反省自己在文革中的错误过失，但拒绝忏悔
第5章 “文革小说”中的不同叙事梗式
一 契合大众审美趣味与宣泄需求的“灾难故事”
二 体现“知识分子――干部”忧国情怀的“历史反省”
三 先锋派文学对文革的“荒诞叙述”
四 “红卫兵一知青”视角的“文革记忆”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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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

精彩短评

1、结构主义方法分析，还是比较精到的。
2、看上去很有争议地题目却是呆板分析下的无趣内容。。。
3、很规范的写法
4、最精辟的地方：知识分子的“虚拟干部心态”。
5、大帆说，这是叙事学流行时代的产物。
6、窃以为在目前浮躁的学术圈里，能够静下心来进行文本细读的学者已经不多了。许子东还是很认
真的。另外，这本书毕竟是一篇博士学术论文，写到这样深入浅出已经很见功力了。
7、“本书研究不是为了论证一个结论，而是为了坚持一个方法”
8、2.5
9、重点考察在书写过程中，作者、读者与意识形态机器是如何共同建构关于文革的集体记忆，从叙
事模式入手分析文本背后的价值取向文化背景权力制约等等。在文本细读方面很有启发。
10、对于正在做有关叙事学毕业论文的菜鸟来说还是很具有启发性的，比如几个叙述阶段的概述，几
种角色的类型化，几个情节的功能以及在“集体无意识”状态下形成的特定叙述结构的解释等等，均
言之有理。
11、本书的研究重点，主要并不是考察不同经历、流派的作家如何创作种种不同倾向的文革小说，而
是首先阅读文本，探究这些不同流派、倾向的“文革故事”如何贯穿某种共通的叙事模式好叙述规则
。本书的研究目的，既是想探讨作为文学现象的部分中国当代小说的技巧与叙述模式之变化发展，同
时也试图观察小说形式的“文革叙述”，如何参与和体现了有关“文革”的“集体记忆”的书写创造
过程。
12、如果我们需要故事来理解我们的经历的含义，我们就一再地需要相同的故事来巩固那种理解。正
如孩子们需要大人一字不易地给他们讲述相同的故事。
13、用普洛浦的方法极好的~~
14、作者夫人是大名鼎鼎的燕子姐姐。
15、不能光明正大地说话，连控诉也不能。作者也不过是做了个分类工作而已。
16、一些如大字报等文化载体的发现颇有意思，但正如本书导论里写到的，“而我在整理文革故事时
却觉得：‘我们虽见全部的症状，却不知道病是什么。’“
17、不知道为什么别人评价不是特别好，但这是文学类专著里面写的相当不错的一部书啦
18、结构主义作品
19、重新翻了一遍，对有关文革的文学作品的梳理还是挺清晰的，提供了很多基础性的认知，虽然分
析并不深刻，解读也相对简单。文学作品的丰富性胜出影视作品很多
20、很认真的文本分析成果，看不出锵锵三人行上的小色模样。但太标题党，只是分析文本没有主动
提炼感悟。
21、许子东，记住这个学者。
22、如果现在写的话，估计又能加上娱乐对于文革的消费了。
23、分类分的很好，但是没有深入去挖掘材料的涵义。
24、引用心灵史的一句话，社会和政治的变化如同季节中的春天。直至今日，中国人一旦获得春天就
会丧失对冬天的记忆。
25、3.5星⋯许子东老师分析文革小说的方法选取得很有意思，也确实将中国当代小说的文革叙事特点
揭示出来了——说老实话，“解剖”的结果基本证实了我对这类作品整体水平较低的判断⋯⋯此书也
提醒我，研究王小波的小说一定不要忘记找同时代背景（主题）描写的参照物，只有对比才能凸显王
小波的独特价值。
26、: �
I207.425/3714
27、挺有意思的角度。
28、方法收下了
29、叙事学研究必读
30、许子东的这本书要分成两部分来看，正文主体部分大可更名为《从入门到精通：基于五十个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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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

的普洛普民间童话故事研究方法实例指南》，导论和结论部分为《如何正确的顾左右而言他》。
31、对于学习普洛普的方法很有帮助
32、附录附录~
33、以前看锵锵三人行的时候很讨厌许，但这本书很不错。
34、许子东做学术很有灵气。4个半小时的收获好大。
35、在席殊花了不到三小时读完
36、文学评论类的作品看得比较少 第一次看还是有那么点不错的 不知道是因为题材 还是因为体裁 还
得继续的提高阅读能力 继续的扩大阅读量 才能知道文学理论研究评论类是不是符合自己的气场
37、泛泛而谈，食之无味。
38、这种结构主义的分析模式未免有些生硬，但是非常有意义与价值。可惜不好买了。
39、PDF电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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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

精彩书评

1、这本书的意义，本就没有想过他增生和加固对文革的某些认识和评价，而是恰到好处地，作为一
本品论，对于没有足够时间去翻阅和考证所有文革小说的价值和写作重点的我来说，这本书在较大意
义上作为一种顺藤的工具，搜略了一些颇具价值的文革小说。豆瓣读书序列里面有“100本文革小说”
序列，个人觉得，若不是专业研究学者，大可不必经行如此广泛的阅读，小说终归是故事，基于现实
而超脱本原，小说相比品论之所以显得可爱，是因为他有血肉的情结。吸引自己的故事才是一本值得
捧读的小说，而《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正是在极大程度上作为了关注文革历史的读者们的引路人。
读到快结束的地方才发现季羡林先生参与了本书的主要编辑，这里，也一并向季老先生致以尊怀
2、听导师上课时提到过此书，如奉圣旨般的去图书馆找了看，谈不上失望，却也没有惊喜。无论是
从内容还是运用的理论基础来说都非常规范，许子东的学术基础和素养非常好，但也有很多做学术的
人都有的毛病，把学术仅仅停留在研究的阐述上。整本书都是作者对文本的分析和归纳，非常适合本
科生学做论文用，但却没有继续往下挖掘这些结论背后蕴涵的普遍的社会文化心理，我觉得后者才是
这类学术著作的目的，而且只有这些才是显示作者真功夫的东西。这本书的理论基础无疑是结构主义
，作者自己也提到普洛普的民间叙事结构分析，只要是进行过系统文艺理论训练的人都会非常熟悉这
些理论，也有无数著作运用这些理论分析阐释中国的小说作品，所以许子东的做法并不新鲜，这本书
叫《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然而我并没有看到“记忆”，有的只是对50篇小说现象的描述和总结。
有时候在图书馆里，看着架子上密密麻麻的学术著作，会感到很可悲，有些书也许只有写论文的人会
拿来翻一翻，引用一下然后离去，写完那篇论文也就把这本书忘的一干二净，有些书看名字看目录就
不想读下去，硬着头皮读了也是浑浑噩噩没学到什么东西，打死也不再翻了。当一本学术著作沦落到
只能给写论文的学生提供可抄的篇章时，作为书也太可怜了。好的学术，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类，应
该最终不仅仅局限于这个学科，而是能给人在别的地方亦有启发，作者视野应该是开阔的，他的辐射
范围总是很广，涵盖很多领域，读大师级的理论著作总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可惜这样的作品太少
了。
3、读书笔记之《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许子东，三联书店， 2000年版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结构清
楚，条理分明。开篇，作者勾勒出集体书写的两层含义：个体的每一次书写都是对整体的改写；而每
一次书写又是一次意识形态的介入 （p7）。在结构上，作者按照普洛普的形态神话学里对神话的分类
方法，将所选取的50篇小说进行归类和概括。在选材上，作者也注意从三种角度选择样本：在全国性
文学评奖中获奖的有关文革的小说 （p10-11）；曾引起“社会争议”和受到政治批判的有关文革的小
说（p11）；被收入一些重要选本的有关文革的小说（p11-12）。从这三个角度选取样本，无疑是经过
慎重考虑和明智的。他们既体现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尺度，又能适当反映读者的接受程度。书中，50篇
小说被大致分为在横向上被分为四大段，29种情节。这四大段分别是开端，形势急转，意外发现，和
结局 （p225）。在纵向上，这些小说又被归为四种叙事类型：符合大众趣味的“灾难”叙事，体现知
识分子和干部的“反省”叙事，先锋派的“荒诞”叙事，以及红卫兵和知青的“记忆”叙事（同上）
。在结构上，这书没的说。但是在对材料本身的挖掘和思考上，却是不够深入。举两例说明。作者这
样概括符合大众趣味的“灾难”叙事：“只要不在灾难中死去，主人公在难后生活一定更加幸福。原
先的情感缺憾也会得到弥补--从而显示‘因祸得福’的意义结构”（p225）。读者意犹未尽，而作者
止笔于此，实在惹人恨。我自己的看法是，大众趣味的文革故事实际上已一个个的喜剧，是一个个建
立在遗忘基础之上的喜剧。这是一个经历磨难之后，众神归位的逻辑。而大结局部分的众神归位，是
整个故事高潮（这实际上并没有走出传统小说叙事的框架）和中心。不管作者们是否有意，他们所安
排的众神归位，实际上是对文革的一种合法化的尝试。因为，文革作为一种磨难，使得众神得到考验
并最终达到神位上升的结果。这与周星驰与张曼玉版《济公》里，济公的失位、归位、升位的情节如
出一辙。在叙事的层面来说，这些作家之所以采用古典的叙事方式来讲述这个现代的经历，实际上是
因为他们对文革理解的无力。如果说，非得把这些作者豁免的话，那我也要给他们带上一个被暴力政
治的“太监”的帽子。对于先锋派的“荒诞”叙述，作者这样评价：【荒诞叙述】“既叙述文革之‘
荒诞’，也坚持叙述方法之‘荒诞’。‘结局’一定不会比‘初始情景’更好，从而打破祸与福、坏
事与好事之间的常规因果关系；‘灾难来临的种种方式’成为叙述重点；反派可以理解，主人公则在
受难期间犯错，且未必有获救机会；小说结构常显示受难过程并无意义，有些错误也永远无法纠正。
再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荒诞叙述’是千方百计要将文革‘解释’成一个‘不可解释’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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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

（p226）。作者在这么充满生机的归纳面前，得出一个如此死气沉沉的结论，实在丧气。这里的“不
可解释”，实际上暗示的是，不能再用古典叙述方式生产出的认知思维去解释现在出现的这件事了。
这不是不可理解，而是需要另外的思考方式去理解。在先锋叙述中，多数旁观者常常有意无意地参与
迫害主人公（p203）。旁观者原本是大众的象征，但在这里，他们作为大众的力量在一瞬间被凝固，
表现出的是麻木和冷漠。他们是在场的缺席。而使在场的缺席成为可能的，恰恰是那个缺席的在场，
那个大写的父。旁观者，又是目击者。目击者不仅经历事件，而且消化事件。在消化这一事件的过程
中，目击者被规训。大写的父通过惩罚当事人的方式，实际上是为了告诫这些旁观者。换句话说，这
些旁观者才是真正的当事人，而被惩罚的当事人才是被蒙蔽的目击者。这一错位无法被传统的叙事认
知方式所以理解，只能被关押在“不可解释”的大门内。

Page 8



《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

章节试读

1、《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的笔记-第232页

        “不过比起留学生的性苦闷或者少爷对丫鬟的爱情来，红卫兵-知青的感伤浪漫抒情，似乎更加有
病呻吟一些”
。。。。。。。。。。。。。。。。。。
读到这里我甚至怀疑作者是不是在以严肃的角度做文学研究，还是随意拿了个理论来生搬硬套。
说实话用童话研究的方法来研究文革，本身就是挺没科学性没可比性的的一个方式。
用结构主义的方法研究童话，分析的是元故事的范式，偏民俗学和人类学。文革的争议点，更多的讲
究从心理学和哲学的角度看政治和社会，偏哲学更多。两者其实是不同领域的。
作者声称模式比内容更说明问题，但是也只是摆数据无分析和具体解读，整本书都像是列表性质的文
献综述或者豆瓣书列。读完了一直在问，所以呢？所以呢？到最后也没有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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