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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与视角：叙事学视角下青春小说研究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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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２０世纪末，青春小说叱咤闯入中国文坛，它以独特的青春主题为传统的文坛带来一股清新色彩。但同时，

借助市场效应和网络手段兴起的青春小说，其命运注定一开始就在文坛上步履维艰，面对众多传统批判视角，众多研究

者们立足青春小说文本自身，借助叙事学的相关理论，以新的视角重新审视青春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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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青春小说的概念界定
青春小说又名青春文学，对青春文学的界定，文学史上的定义是“凡是适合青少年阅读的文学作品

都可以冠以青春文学之名”［１］。吴专认为：“青春小说就是指一系列的青春题材作品，只要是涉及了‘青

春’的主题，都可以被纳入青春小说范畴之内。”［２］这两种定义都是广阔的视角来定义青春小说的，但考

虑到在青春小说团体中影响较大的是“８０后”写作群体，部分学者转入对“８０后”的概念分析，以此来界
定青春小说。赵维娟认为青春小说是指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出生的青年作家所创作的文学，这些文学作品
以当代青少年青春期的生活、内心情感等方面为表现内容［３］。另外，按照百度上的定义，青春小说也指

“出生于八十年代，以网络为主要创作媒介，以商业利益为主要目的，作品意境与内涵以城市为背景、青

春为主题的青年作家群”。结合这两者观点，本文以“８０”后小说研究为立足点，探讨众多研究者们对青
春小说研究的叙事结构。

２　青春小说传统研究的特点
对青春小说的研究，大部分学者将视线聚焦于“８０后”创作群体，从２００４年上海作协召开的“８０后

青年文学创作研讨会”首次对８０后创作进行探讨到现在众多核心期刊推出的有关８０后的研究文章的
发展趋势来看，８０后已经进入文学批评领域，成为研究者们不容忽视的一股研究方向。笔者查阅了
２００４年到２００８年的相关学术论文和出版社编辑的评论文章，发现对青春小说的研究取向大致可划分
为三种视角。

２．１　“成长”视角
作为青春的象征，成长是青春小说不可缺少的元素，从８０后创作作者们的年龄来看，他们的写作年

龄集中在１７到２２岁，选取的写作题材差不多也是这一阶段的经历，比如青春期的觉醒、考试升学压力、
成人心态的懵懂等等，这些多发生在校园阶段，所以不管是韩寒的处女作《三扇门》还是春树的《北京娃

娃》亦或张悦然的《痣爱》都反映了校园中无法绕开的升学压力。文春艳认为在“８０后”的创作团体中，
郭敬明的小说所体现的成长叙事模式更为明显，他的大部分作品都体现了“青春—时光—成长”的叙事

模式，并认为他的《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夏至未至》就是“成长”文本的典型［４］。魏娜娜结合“８０后”创作主体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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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考虑到创作主体大多是独生子女的关系，强调青春小说所体现的共同主题是孤独［５］。另外，张磊在

《“８０后”小说成长主题的文化透视》中，也分析了这种无所适从的焦虑感和无人倾诉的孤独感，并呼吁
我们应该对“８０后”个人成长维度有所关注［６］。当然，也有学者以这个视角为批判理由，认为在８０后的
小说文本中，由于过于强调自我成长，导致作品的自我元素和自我中心意识非常明显。比如余凌在分析

郭敬明的《梦里花落知多少》中，对主人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毫无约束力的行为解释为８０后过于自
我、极端自私的缺陷［７］。

２．２　“市场”视角
由于青春小说的流行与市场推动的相关性，大部分学者对“８０后”青春小说的突起，更多的是基于

这些青春作品背后的市场反应。在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０６年间，中国知网检索数据库中有关“青春小说”和
“８０后”的学术论文，其中有上百篇主要集中在对８０后青春小说文化现象背后的描述和批评。他们对
８０后作家的作品大多采取漠视的态度。张颐武认为，“８０后”已成为我国消费文化的主要力量，并引发
了文学领域的众大变化，特别是《时代》周刊的封面采用春树的形象这一举动表现得更为明显。周国平

就认为青春小说充斥了时尚、装酷，其中看不到任何实质的情感［８］。李敬泽也说过，“８０后”与其是文学
现象不如说是文化现象，他们带来的更多是经济学、消费学上的意义［９］。

２．３　“生存”视角
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０８年间，关于青春小说的研究处于一种相对平稳的状态，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冷静

客观分析８０后走红的原因，试图对青春小说做出较全面系统的评价。其中比较有权威的主要有３位学
者，他们分别是陶冬凤、焦守红和徐妍。其中焦守红教授的一系列论文对８０后的青春小说的评价比较
中肯，如《“生态逆补”与青春文学》《青春文学非阳光写作的教育前因》《为一代文学存照：关于当代青

春文学》等，在这些文章中，焦教授一方面分析了现阶段青春文学的利弊，另一方面也从理论上为青春

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方向，尤其是在《青春文学可持续性生态研究》一文中，提出了一种可

持续发展的文学生态研究。

从以上三个视角分析可以看出，２００４年到２００８年的青春小说研究更多的是从文本的外围生产和
文学创作的外部环境来对“８０后”的文学创作进行整体评价的，但仅此来判断一个作品的好坏，而不在
细读文本的基础上分析小说魅力何在，是不能做出真正比较恰当的评价的。

３　叙事学理论下青春小说研究的新视角
从２００８年起，特别是最近几年，青春小说再度成为研究焦点。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研究者们对青

春小说的研究放在更广阔的视角上，不再单纯关注文本外部因素，开始思考小说本身的艺术特性。这一

阶段，叙事学在中国的引进成为研究者分析青春小说的重要理论基础。

严芳主要以“８０后”青春小说语言特色为切入口，分别从４个角度探讨青春小说的艺术特色，其中
除了考虑传统的小说语言分析所体现的青春特色外，其他３个角度对小说语言的分析都有所突破，比如
从现代思潮视角审视幽默、反讽和无厘头的后现代语言，以及在变异的修辞角度下重视青春小说语言的

创新。这都体现了他在向叙事学注重文本内部语言分析的研究倾向靠拢。范晓棠着眼于青春小说叙事

上所体现的浓郁的“个人化”风格，注意了文本视角上的“内聚焦”方式，以及文本语言的陌生化效

果［１０］。杨清波以美国的成长小说为研究对象，从叙事话语、叙事视角研究了其小说的艺术张力。他指

出第一人称叙事视角的选择，叙事话语的儿童声音的运用以及文本中的内心独白、内心剖析和大量的心

理分析都增强了小说的叙事性［１１］。高小弘则更多汲取了后经典叙事学中的女性叙事学理论，在他的论

文《性别成长中的叙述策略》中，特别介绍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女性成长小说的叙述分层情况，大致可以
分为叙述套层、叙述跨层和叙述嵌层这３种类型。他认为这种分层叙述可以为社会生活中依然处于客
体境界的女性作家争取话语权力和话语主体位置［１２］。钱春芸在《行进中的“小说”中国———当代成长

小说研究》一文的下篇着重从叙事学角度出发分析小说文本，其中选取的理论主要有叙事结构、叙事视

角和叙事人物三个方面［１３］。另外，他还基于具体的文本内容，对当代成长小说的两个时期以及与此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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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叙事结构做了分析［１４］。

从叙事学角度出发研究具体的青春小说，我们发现，对青春文学的评论不仅仅只关注这一现象热闹

的本身，它的研究已经拓展到文艺评论上，这能让我们提炼出同主题的共性和特殊性，为全面、客观、发

展的评价青春文学做点贡献。

４　对叙事学视角下青春小说研究的反思
通过对以上文献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外基于叙事学视角下的青春小说研究较少，但是对叙事

学理论解读青春小说文本的适用性得到了认可，但纵观以上几个方面，目前对青春小说的叙事研究仍然

还处于起步阶段，存在普遍的不足：一是立足传统的文学批评理论，对青春小说进行简单的“优劣”式评

价。青春小说属于小说的一种，相对于精英文化来说，属于俗文学而不被重视和欣赏，当青春小说在网

络原创文学的世界流行时，研究者们开始拿起冷冰冰的解剖刀对青春小说进行一系列的技术上的解读，

并很快得出“非优即劣”的评价，而且更多的是负面评价，对研究现象缺乏整体的认知把握，出现了断章

取义的现象。从创作数量上看，由于网络创作的交互性、更新速度快的特点，大量的信息容易被淹没，研

究者的研究速度远远跟不上作家们创作的速度，所以当青春小说发展到一定成熟阶段后，而相关研究者

还局限于对青春小说第一阶段的分析，不能与时俱进地采用新理论对文本进行分析。另外，大部分学者

对“８０后”的青春小说创作团体往往局限于从其成长及文化背景、市场热捧等角度出发，整体上限于这
个群体所带来的文化现象，忽视了其单独作品所表现的文学特征。二是叙事理论视域下青春小说理论

研究和实践的矛盾。叙事学作为一种新近的从国外引入到中国的文本分析理论，从普遍意义来说，这种

理论确实能有效并多方面阐述青春小说独特的艺术魅力，但在实践操作上，广大研究者相对忽视了青少

年这一特殊群体的读者所具有的阅读能力，在解读青春小说文本时，除了从理论上给予指导外，更应注

重叙事学这一理论具体进入文本时的方法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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