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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5 日上午，跨文化学研究生国际课程班由程正民先生主讲，题目为《巴

赫金论小说特性与小说的民间文化渊源》，北师大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所长董

晓萍教授主持。程先生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

究中心研究员、北师大中文系原主任，在中俄比较文艺学与比较民间文艺学领

域著述丰硕。董晓萍教授在开场白中强调，在跨文化研究中，始终不能忘记俄

国。俄国在文学理论、民间文学理论和文艺创作诸方面都有很高的历史成就，

并对中国产生影响，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程正民先生在导言中简要介绍了巴赫金的成就和研究历史状况。巴赫金是

20 世纪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文艺学家和民俗学家。他的一生成就卓著却历

经坎坷，这使他的学术研究的关注点和一些重要观点往往与人道主义精神和个

人命运相关联。程先生总结国内巴赫金研究的历程，从最初关注复调小说，再

到狂欢文化，直至“对话思想”，一步步把握住巴赫金思想的精髓。巴赫金的诗

学又占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广泛涉猎了体裁诗学、社会学诗学、历史诗学和文

化诗学等各相关研究分支，由此形成有机统一的诗学研究整体，产生了广泛而

深刻的世界影响。本次讲座重点介绍巴赫金的小说诗学。

第一个问题，巴赫金为什么对小说情有独钟？程先生认为，巴赫金的小说

研究首先是对传统诗学的挑战。欧洲传统诗学将史诗和悲剧视为正宗，这种未

涵盖小说在内的文艺理论研究显然具有片面性，小说研究是对传统文艺诗学的

挑战。巴赫金认为，传统的史诗和戏剧等其他体裁有相对统一的格式，小说在

不断变化，并影响着其他文学体裁，是最具生命力和创造力的体裁样式。巴赫

金不满足于将小说视为一种文学体裁，而且提出“小说精神”（或“小说性”）的概

念，反映了一种具有反规范的创新精神，它的价值主要有：小说与现代生活密

切相关，不断创新；可以解构权威，形成平等对话；回到生活之中重新认识生

活的本质。

程先生进一步总结巴赫金小说研究的总体特点：一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既有专门针对小说研究的理论，又有实际层面的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等



的经典研究；二是研究范围广，对小说的本质、特性、生成、时空等问题都提

出了独到见解；三是研究历史感强，注重历史层面梳理。

第二个问题，巴赫金论小说的特性。主要有四点：未完成性、时代性、杂

语性和新的人物形象。巴赫金认为，在全部体裁中，小说是“未完成”的，因缺

乏固定程式而更具“可塑性”，也显示出“反规范性”，并在不断否定和自我批判中

得以发展；所谓时代性，既指小说和当下社会生活的关联，又指一种超越时间

性的范畴；所谓杂语性，尤为重要，它体现了小说体裁的本质，即小说与时代、

社会的关联，小说杂语性集中体现了社会杂语性；所谓新的人物形象，是相对

于史诗等传统诗学而言，打破了僵化的人物形象，突显了人物形象与个人命运、

社会环境的关系，以及人物自身外表与内在的矛盾，人物形象越发充满生机和

活力。

程先生认为，巴赫金论小说的这四个特性有其内部逻辑，小说的未完成性

是源于其时代性，时代变化带来了杂语和新的人物形象，共同构成了对小说的

有机阐释。

第三个问题，巴赫金论小说的生成。巴赫金认为，小说是世界历史新时代

所诞生和所哺育的。这与黑格尔（最早将小说的生成与市民时代联系到一起）、

卢卡奇（认为小说的产生打破了过去的整体性）等的观点相互补充。巴赫金将

小说看成新时代的产物，反映新世界的生长趋势，同时又看到它与古希腊罗马

文化的内部关联。巴赫金将笑谑和多语看成小说话语的发端，模拟和滑腻的语

言是对他人严肃语言的讽喻，能够解构单一语言世界，形成多语的语言世界，

为小说语言的杂语创造条件。

小说生成离不开民间文化资源，民间文化对小说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亲昵和

笑谑”、“讽刺性模拟”、“小丑、傻瓜和骗子的形象”三个方面。亲昵化能够让小

说缩短“距离感”，增强作者对主人公的亲昵感，形成亲昵不拘的语言；笑谑直

接对小说语言有重要影响。所谓“讽刺性模拟”，很像哈哈镜将人扭曲拉长，能

够造成小说语言双声化，小说发展本身始终贯穿着力求对模式化的内容施以模

拟和滑稽化。所谓“小丑、傻瓜和骗子的形象”，是民间文化中常见的人物形象，

这些人物进入小说以后产生两个功能：一是影响小说作者的多元视角，帮助作

者从小丑等独特视角重新揭示世界；二是影响作者对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使

人物形象和性格复杂化，小说发展真正步入新的阶段。



程先生认为，巴赫金的小说研究具有独创性，为文化诗学研究提供了富有

启示性的范例。他尤其突出了巴赫金小说研究中的“杂语”，认为杂语本身就是

内在对话，对话的前提是人与人的互为平等，尊重差异。生活的本质是对话，

思想的本质是对话，没有对话的僵化思想注定不能够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部分师生和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高校师生参加

了听讲，他们在听取程先生的讲座后，就个人感兴趣的问题与程先生进行了互

动讨论。

董晓萍教授对程先生的讲座给予高度评价，指出，跨文化学研究贯穿对话

精神，巴赫金正是国际公认的提出对话理论的学术大师。巴赫金的“内在对话

性”是所有对话理论的核心，程先生对此给予了十分精辟的阐释，同时也从整体

上对巴赫金的小说诗学的内容、结构、价值和历史地位做了清晰的论证。董教

授还指出，自 2016年跨文化学研究生国际课程班开班近半月来，中外著名学者

都从不同角度提到或运用巴赫金的对话思想，包括北大著名教授乐黛云先生以

“差距、间距”和“复杂性思维”为题目的授课，法国汉学家汪德迈先生提到的“跨

文化生活方式”、法国学者金丝燕教授运用“他者”和“接受期待”概念进行的研究、

法国学者白乐桑提倡的“跨文化的能力”，与日本学者尾崎文昭教授在剖析文学

形象“小丑、骗子”研究成果中提到的“反潮流英雄”概念等。中外师资的学术传统

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学科来源不同，但他们都在跨文化视野下，从各自长期

的研究出发，指出跨文化学研究的原理和要素，对听讲研究生大有启发。研究

生们吸收和消化这些研究意见，会对程正民先生所阐述的巴赫金对话理论有更

为全面深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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