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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历史小说
�

定义
、

理论背景及文学渊源

唐 宇

�贺州学院 中文系
，

广西 贺州 ������� �

摘 要
�

对新历史小说定义的相关界定进行了综述
，
阐述了

‘
历史

’

的 �种形态
，

新历史主义的兴起及其主要内

容
，

指出西方当代历史哲学思想是新历史小说产生的理论背景�新历史小说与传统历史小说
、

革命历史小说的区

别�新历史小说与寻根小说
、

先锋小说
、

新写实小说的文学渊薄
�

认为新历史小说是从历史小叙事的视角来讲述

近
、

现代民间历史生活
，

表达
“

个人自我心中的历史
’

的一类小说
�

关扭词
�

新历史小说� 历史形态� 新历史主义� 历史小说

中口分类号
� ����

�

� 文做标识妈
�
� 文章绷号

� ����一 �������������一�����
一 ��

����年
，

莫言的《红高梁》和乔良《灵旗》的问世

引起了文坛的广泛关注—它们呈现出一种对历史

重新书写的态势
�

此后与之有相同艺术旨归的作

品
，

如苏童的《红粉》 、 《妻妾成群》 ，

叶兆言的
“

夜泊秦

淮
”

系列
，

陈忠实的《白鹿原》 ，

莫言的《丰乳肥祥》 ，

周

梅森的《国疡》等
，

被统称为新历史小说
�

近 ��年来
，

对新历史小说的研究
，

取得了大量

的成果
�

但对于
“

新历史小说
”

的定义这一最根本

的问题 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定论
，

有的学者还将之

称为
。

新历史主义小说
，

川
�

到底什么是新历史小

说� 西方新历史主义和西方 当代历史哲学与新历

史小说有哪些联系�是文章试图解决的问题
�

一
、 “

靳历史小说
”

定义的相关界定

较早给新历史小说下定义的陈思和认为
， “

新

历史小说由新写实小说派生而来……大致是包括
了民国时期的非党史题材

” 【’ 〕� 而大多数学者是将

新历史小说与传统历史小说和革命历史小说相对

比来得出结论
，

舒也认为
“

将新时期以来持不同于

正统历史小说之历史观
、

以新历史主义方法来描述

历史的小说称为新历史小说
” �’ 】� 王爱松认为

“

新

历史小说之
‘

新
’ ，

是相对于传统历史题材小说和革

命历史题材小说而言的
，

其主要特点不在其题材之

新
，

而在于提供了新的历史叙述方法
、

新的历史观

念和新的艺术表现手法
� ” �‘ �也有学者将之与西方

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实践相联系
，

比如
，

张清华认

为
“

新历史小说
’

与竺新历史主义
”

应当严格区分
，

认

为
“

它们应当分为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
‘

中心
’

与
‘

边缘
’

的两个部分
，

其边缘部分是与
‘

旧历史小说
’

相对立的
‘

新历史小说
’ ，

其中心部分则是与旧的历

史方法和历史观对立的具有
‘

新历史主义
’

倾向的

小说
·

�’��
可以看出

，

学者们在做界定时达成的一致认识
，

即新历史小说的
“

新
”

并不在于题材
，

而在于其表现

出来的新的历史意识
、

新的历史精神和新的历史叙

述方法
�

那么
，

这些
“

新
”

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

新

历史小说
”

和
“

新历史主义小说
”

哪个命名更为恰当�

为了更好地把握新历史小说的精神内涵和艺术特

征
，

有必要在下文中弄清 �个相关问题
�

���什么是

历史� ���新历史小说与传统历史小说
、

革命历史小

说有哪些联系和区别� ���新历史小说与西方新历

史主义批评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

二
、

历史的 �种形态

。

历
，

过也
，

传也
� ” 【’ �“ 史

” “

历史
”

一词至少有 �

种含义
�

���指过去发生过的事实����指对过去事

实的记录
�

历史可分为 �种形态
�

���指
“

事实上曾

发生过的历史 即原生态历史
” ����指

“

遗留态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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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 ，

即遗留下的出土文物和历史遗址����指
“

文

学对历史的叙述即叙述态历史
”
�‘ �，包括史家的记

叙
、

神话传说
、

民间流传的历史故事
、

历史上遗留

下来的文学作品等
�

原生态历史是已经发生过的

事实
，

现在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史实都是遗留态历

史和叙述态历史
�

遗留态历史为人们提供实证
，

以便在叙述历史时能更接近于真实
�

而原生态历

史依赖于叙述态历史
，

通过叙述态历史对它的表

达而存在
�

在
“

历史事实�原生态历史�一史学家�历史叙

述者�一文本的历史�叙述态历史�一读史者�历史

接受者�
’

的信息传递链条里
，

史学家充当了不可或

缺的中介
�

由于其在认识历史
、

选择史实材料编撰

历史时
，

会受到一些潜藏于内心的先验因素的影

响
，

如个人在观察上的偏差
，

个人的人生观
、

世界

观
、

价值观和道德信仰等
，

使得叙述态历史容易引

起质疑
�

另外
，

历史叙述还存在着不可避免的选择

性
� “

历史思维中的一个极为突出的概念
，

就是选择

这个概念
�

历史学至少在 �种意义上是选择性的
�

���每一篇现有的历史学论著
，

都是部门性的
，

因为

一个历史学家只能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在过去的一

个方面或者有限的若干方面����没有一个历史学

家可能叙述过去所发生过的一切事情
，

哪怕是在他

选择的研究范围之内�所有的人都必须选择某种事

实作为特殊的重点
，

而把其他的统统略去
� ” 【’ �选择

性的存在
，

使有些相关的事实被过滤掉
，

让历史面

目呈现出不完整性
，

历史真相有可能被遮蔽�而被

史学家选中的事实
，

也有可能因其片面性或因史学

家的个人偏见而误导人们对历史产生错误的理解
�

所以
， “

真实客观的历史是没有的
，

任何历史学家都

无法摆脱他所处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

排除主观偏

见的影响
，

撰写出纯粹客观的历史
� ” �‘ 】可以说

，

历

史的客观性是相对的
，

其本身就是一个史学家对历

史事实的认知过程
，

是一个主
、

客观紧密交织在一

起
，

并最终呈现为一种主观的叙述态的文本形式
�

正是由于历史呈现出的
“

叙述态
’

特征和不可

避免的主观因素以及选择性
，

为西方新历史主义及

中国新历史小说的出现莫定了基础
�

新历史小说

呈现出的新的历史意识与此有密切关系
�

三
、

新历史小说与新历史主义

张清华在其论文《十年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回

顾》中
，

曾界定 了
“

新历史小说
”

与
“

新历史主义小

说
”
�个定义

，

旗帜鲜明地将 �种小说加以区分
，

并

明确提出了
“

新历史主义小说
’

这一概念
�

对此
，

学

术界有不同的看法
，

如石恢在《 “

新历史小说
’

与
“

新

历史主义小说
口 》一文中对此加以驳斥 � “

这样的区

分在作者的具体论述中最终变得徒劳无益
，

并且混

乱不清
” ，

因为作者
“

在谈到
‘

新历史主义小说
’

本身

的特征时
，

就已完全筱盖了他所指认的
‘

新历史小

说
，

的特征
� ” �’ 】那么

，

新历史主义与新历史小说究

竟有怎样的联系�

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流派和文学批评实

践方法
，

于 ����年出现在当代世界文论论坛
�

其

首倡者是美国加州大学的斯蒂芬
，

格林布拉特教

授
，

主要代表人物有
�

路易斯
·

蒙特洛斯
、

乔纳森
·

多利莫尔
、

海登
·

怀特等
，

其主要批评实践活动
，

在

于
“

进行了历史一文化
‘

转轨
’ ，

强调从政治权力
、

愈

识形态
、

文化猫权等角度
，

对文本实施一种综合性

解读
，

将被形式主义和旧历史主义所顺倒的传统重

新颇倒过来
，

把文学与人生
、

文本与历史
、

文学与权

力话语的关系作为自己分析的中心问题
，

打破那种

文字游戏的解构策略
，

而使历史意识的恢复成为文

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原则
� ” �’。 �具体

来看
，

主要表现为 �个方面
�

���
“

历史阐释的小历

史
’

性质
�

不再重视旧历史主义强调的正史
、

大事

件和伟大人物及宏伟叙事
，

而是将一些轶闻趣事和

普通人�非政治人物
、

领袖人物�作为分析对象
，

看

其人性的扭曲或人性的生长
，

提供一种进人社会各

生活层面的
、

对历史的阐释
�

���重视历史意义与

现实的关系
�

不将历史看成是与当代无关的
、

在过

去时段中发生过的事件
，

而看成是在不断的连续与

断裂中
，

对当代做出阐释性启发的文本
�

���在文

本与历史的关系中
，

强调文学大于历史
�

认为文学

在对历史加以阐释的时候
，

并不是去恢复历史的原

貌
，

而是解释历史
“

应该
”

和
“

怎样
’ ，

揭示历史中最

隐秘的矛盾
�

从而彭显出其经济和政治的目的
，

即

揭示出权力与文学的二元对立关系
�

新历史主义兴起于 ���� 年
，

新历史小说的发

韧之作《红高梁》和 《灵旗》发表于 ���� 年
�

当时
，

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尚未译介到中国
�

率先向国内学界介绍新历史主义的
，

是王

逢振
�

他在 ���� 年所著的《今 日西方文学批评

理论》中专章介绍了新历史主义
�

次年
，

韩加明

的《新历史主义批评的兴起》和杨正润 《文学研

究的重新历史化—从新历史主义看当代西方

文艺学的重大变革》开始勾画了新历史主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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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历史小说
�

定义
、

理论背景及文学渊撅

展轮脚
，

特别是后者
，
开拓性地介绍了新历史主

义的批评实践
，

并准确地概括了它的特色
、

贡献

及弊病
�

���� 年
，

留学哈佛的赵一凡在《读书》

杂志上又发表了《什么是新历史主义》 ，

全面详

细地介绍了新历史主义的来龙去脉
�

以上诸文对新历史主义的介绍
，

很快引起

了国内更多学者的关注
，

新历史主义的译介渐

成气候
�

����年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京

怪主编的译文集《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 ，

该

书以维萨主编的《新历史主义》论文集为基础
，

同时兼收其他几篇权威的新历史主义文论
，

成

为后来研究新历史主义的主要蓝本
�

同年 �月
，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世界文论》杂志社

编辑了《文艺学和新历史主义》 ，

精选了有代表

性的 �篇代表作加以翻译
�

另外
，

程锡麟
、

韩加

明还翻译了海登
·

怀特以及蒙特奋斯的一些重

要论文
，

这些译作为国内学人了解新历史主义

提供了宝贵资料
�

��� �

我国学者对新历史主义的研究初步阶段始于

����年
，

进人 ��世纪��年代之后
，

才进人全面评价

和广泛研究阶段
�

而新历史小说萌芽于 ���� 年
，

最

为兴盛的时期是 ����一���� 年
，

之后逐渐式微
�

并

不能排除新历史主义对莫言
、

苏童
、

格非
、

周梅森
、

李晓等新历史小说家的影响
，

从时间段上来看
，

新

历史主义的确有可能影响到作家在 ����年后发表

的小说中的史学观念
，

今天看来
，

新历史小说中表

现出的一些历史意识
，

如对历史客观性
、

真实性的

质疑
，

复原丰富多元的历史真相
，

历史与文学存在

相似的虚构性
，

书写 自我心中的历史等等
，

都与新

历史主义有契合之处
，

但因此把这些小说命名为新

历史主义小说则显得有些牵强附会
�

因为
，

���从时

间上来看
，

新历史主义在中国的介绍及深人研究滞

后于作家的创作实践����这些新的历史意识仅是

新历史主义理论的一个方面
，

新历史主义其实更是

一种文学批评实践
，

具有
“

跨学科研究
”

性
、 “

文化的

政治学
”

属性及
“

历史意识形态性
” 【 ’“�个特征

，

强

调从政治权力
、

愈识形态
、

文化舫权几方面解读文

本
，

文本
、

历史
、

权力话语的关系是他们分析的重

点
�

这些都与中国新历史小说的创作无关
�

所以
，

这种消解正史
、

书写个人心中的历史的新的历史意

识应该说更多地来 自于西方当代历史哲学思想
，

这

种思想也同样地影响了新历史主义
�

西方当代历史

哲学思想才是新历史小说最根本的思想渊源及理

论背景
�

四
、

历史小说的 �种模式
�

传统历史小说
、

革命历史小说
、

靳历史小说

《汉语大词典》将历史小说定义为� “

小说的一

种
�

描写历史人物和事件以及再现一定历史时期的

生活面貌和历史发展的趋势
�

但所写的主要人物和

主要事件必须有一定历史依据
� ’ �‘��这要求历史小

说必须要有相当的真实性
，

小说中的主要事件和人

物必须真实存在过
�

而描写重大历史事件与著名历

史人物
，

正是传统历史小说在题材上的显著特色
，

如

《东周列国志》 、 《三国演义》
、

《说岳全传》
、

《武则天》

直至姚雪垠创作的《李自成》 ，

无一不描述了宾实的

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

情节大抵符合史实
�

革命历史小说的时间限制要严格与短暂得多
，

题材也比较单一 革命历史小说中的
“

历史
” ， “

特

指 ����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 ����年中国共产党

成为执政党的时间区间
� ’ “

革命
” ， “

特指在这个历

史区间中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从事的各种各样改

变社会
、

改变人乃至改变历史的活动
� ”

所以
， “

革命

历史小说就是 ����一���� 年这段历史中
，

反映以

中国共产党为主体的历史活动的小说
� ” �” �代表作

品有
�《保卫延安》

、

《红旗谱》 、 《铜墙铁壁》 、 《红 日》
、

《青春之歌》等
�

革命历史小说常被视作是红色经

典小说
，

它
“

承担了将刚刚过去了的
‘

革命历史
’

经

典化的功能
，

讲述革命起源神话
、

英雄传奇和终极

承诺
， �’��，而且

， “

这一写作不仅是作者个体经验的

表达
，

还是对于
‘

革命
’

的
‘

经典化
’

进程的参与
�

因

而
，

这种讲述
， “

将会在
‘

真实性
’

上受到严格的指

摘
，�” 〕。

可见
，

真实性是革命历史小说创作必须遵

守的艺术原则
�

综上所述
，

传统历史小说和革命历史小说的共

同特征是
�

���取材于真实的历史
， “

博考文献
，

言必

有据
” ����追求宏大叙事

，

反映波澜壮阔的历史场

景
，

多描写朝代史
、

民族史
、

战争史
，

力图揭示历史的

发展进程和发展规律����愈识形态性强
，

简单的二

元化的阶级对立状态明显����人物性格单一
，

多共

性少个性
，

对人性的展示与挖掘深度明显不够����

多采用顺时序
、

单一视角全知叙述的叙述模式
�

新历史小说虽也属于历史题材小说的大范礴

之中
，

但它不是以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基

础的历史小说
，

而是以
“

历史生活的碎片为契机而

虚构出的
‘

往昔故事
， ， ‘ ’‘ �� 它追求的也不是宏大

叙事
，

更多地反映的是民间生活
，

消解意识形态
，

消



��
，
北 京 工 业 大 学

解二元对立
，

深层次地展示人性的复杂与善恶
�

五
、

靳历史小说与寻根文学
、

先锋小说
、

新写实小说

新历史小说与寻根文学
、

先锋小说和新写实小

说有着很深的文学渊源
�

在与寻根文学的关系上
，

一方面
，

新历史小说很好地继承了寻根文学对世俗
、

民俗
“

历史
”

的强调
，

不同的是
，

寻根文学强调世俗
、

民俗
，

是力图从民间文化空间去寻找中国文学的根
，

新历史小说则是要从民间生活空间中复原丰富多元

的历史真相�另一方面
，

寻根文学对于新历史小说的

影响
，

在于寻根文学力图使中国的小说成为真正的

汉语小说
，

也就是使小说回到母体
，

用传统中的审美

文化来表述人生
� ‘

中国小说虽建立了历史
‘

叙事
’

的传统
，

出现了《三国演义》 、 《东周列国传》这样典型

的文本
，

但更多的则是叙述人的日常生活
，

表现人的

生存意趣甚至游戏人生的作品
， ……大部分传统小

说的主要特点是寻找历史的大叙述的夹缝
，

穿衣吃

饭
、

市井恩怨
、

悲欢离合
、

喜怒哀乐
、

生老病死
，

这些

是主要的描写对象内容
� ” “ ，新历史小说也正是力图

把历史小说的历史大叙事变为历史小叙事
，

从民间

生活的角度
，

从历史的夹缝中
，
以别样的真实

，

来反

映原生态的历史
�

在新历史小说这里
，

寻根是要寻

找历史的本真状态
，

寻找历史的真实性与民间性
�

先锋小说对新历史小说的影响主要表现为 �

个方面
�

���观念上
，

先锋小说作家把受西方解构主

义影响的对文本意义的消解
，

及对现存事物的强烈

质疑这些观念潜移默化地带人了新历史小说
，

呈现

出的便是新历史小说中对死亡的大量描写而不解

释 �对历史
“

空白
”

的点明而不坟补
、

阐述 �对历史进

行主观的虚构而不重建真实的历史以及对正史的

消解
，

对历史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的质疑
�

���叙述

技巧上
，

新历史小说亦继承了先锋小说所受到的西

方叙事技巧的影响
，

采用了多重叙述视角和叙述人

称
，

叙述时间不按照故事情节的顺时序发展
，
而是

从任一片断开始
，

随意叙述
，

叙述时空交错
、

转换频

繁
，

甚至还采用了元小说的某些叙述手法
�

这些都

让新历史小说具有了与传统历史小说和革命历史

小说相区别的文学特质
�

新历史小说和新写实小说在写作立场上确实存

在着某种程度的相似性
，

即对世俗性价值—世俗

生活及文化形态的容忍与妥协
�

在新写实小说中呈

现的是对市民生存价值的认可
，

对原生态生活的竭

学 报�社会科学版� �����年

力展示以及对贫困本相及生存空间匡乏的揭示
�

在

新历史小说中是以一种新的标准—民间标准来衡

�民间生活
，

因此
，

土匪
、

地主
、

小妾才能成为历史故

事的主角
，

民间人物的野性力�才会如此蓬勃高扬
，

民间的原始欲望也才会不加遮敝地散发出光辉
�

在

历史面貌的表达上
，

历史的破败
、

灾难
、

饥道
、

战争
、

死亡被呈现得极为真实
，

呈现出最细枝末节
、

最平民

化
、

最日常化的历史状态
，

这一点与新写实小说对市

民生活的原生态展示有相同的艺术追求
�

不同的

是
，

一个是写历史
，

一个是写现实
�

六
、

结束语

综上所述
，

笔者认为新历史小说是从历史小叙

事的叙述角度来讲述近现代民间历史生活
，

表达
“

个人 自我心中的历史
”

的一类小说
�

它的
“

新
’

体

现在
�

���历史小叙事视角
�

避开宏观主体与重大

事件
，

从微观中去寻求写作资源
�

具体表现在从民

间生活中挖掘历史碎片
，

用个人史
、

家族史�换国

家史
、

民族史
�

如苏童的《妻妾成群》 ，

余华的《呼喊

与细雨》讲述 的是 主人公 的一段人 生
�

叶兆言

的《追月楼》描写的是丁家从民国二十六年至二十

九年间的家庭琐事
�

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 ，

刘展云的《温故一九四二》截取的是历史生活的一

个片断
�

陈忠实的《白鹿原》 ，

李锐的���日址》 ，

张玮

的《家族》
、

《古船》 ，

格 非的《敌人》 ，

莫言的《红 高

梁》
、

《丰乳肥臀》等书写的是各自的家族历史
�

���

表达个人 自我心中的历史
，

展现历史理解的实在
�

打破了以往历史小说的相对客观性
，

用虚构的情节

来对历史进行叙述
，

使历史带有浓厚的主观性和个

人色彩
，

对历史追求的不是实际的真实而是精神的

真实
�

新历史小说的取材都不来源于历史真人真

事
，

真实的是历史背景
�

如苏童所言
� “

什么是过去

和历史�它对于我是一堆纸质的碎片
，

因为碎了我

可以按我的方式拾起它
，

缝补盛合
，

重建我的世

界
� ’ �’�〕因此

，

在新历史小说中
，

不同程度地表达了

作家们各自的历史观念及其对历史的理解
�

���在

历史意识上
，

质疑历史的真实可靠性
，

对正史进行

消解 �放大历史的偶然性
，

用偶然性因素作为改变

个人历史命运的契机
�

如《灵旗》
、

《大捷》
、

《国疡》

揭示 了战争中不为人知的深沉的黑幕
� 《迷舟》

、

《相会在 �市》则都因为一些偶然发生的事件改变

了个人的历史命运
。

除上面所提到的篇目外
，

新历

史小说的代表作品还有
�

叶兆言的
“

夜泊秦淮
”

系列



第�期 唐 宇
�

新历史小说
�

定义
、

理论背景及文学渊源

及《枣树的故事》 、 《一九三七年的爱情》
、

《 日本鬼子

来了》 ，

格非的《青黄》
、

《风琴》 ，

苏童的《罄粟之家���

《米》 、 《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 ，

李晓的《叔叔阿姨大

舅和我》 ，

周梅森的《军歌》 ，

刘恒的《伏截伏羲》
、

《苍

河白日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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