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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词术语卷一1

一、名词术语卷

小说概念、理论与学说

【小说】一种运用语言艺术的各种 

表现手法，通过一定的故事情节和具体 

独特的环境去塑造人物形象、反映社会 

生活的叙事性文学样式。人物、情节、 

环境是它不可缺少的三个要素。中国小 

说，源远流长，肇始于神话传说，经历 

了六朝志怪、唐代传奇、宋元话本、明 

清章回小说和现代白话小说等几个发展 

阶段。小说的观念也随之不断变化。先 

秦时期，小说一词指的是街谈巷语、道 

听途说的琐碎言谈，到了魏晋以后，则 

指叙述宛转、搜奇记逸的故事。宋元以 

后，小说概念被赋予新的内涵，指的是 

用日常之话，叙述日常之事，塑造日常 

之人的一种文学体裁。到了现代，对小 

说的认识进一步加深，认为它的特点是 

能够多方面细致地刻画人物、具有相对 

完整的故事情节、可以对自然和社会环 

境做多方面描绘的-种最重要的文学样 

式。小说的分类十分复杂，,古代有人将 

小说分为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文言小 

说乂被分为忐怪、传奇、杂录、丛谈、 

箴规等六类；白话小说则被分为小说、 

说经、讲史、含生等四类。近现代人则 

按其题材的不同，将小说分为社会问题 

小说、心理小说、才子佳人小说、武侠 

小说、讽刺小说、神魔小说等。当代人 

则习惯于按篇幅的长短将小说分为长篇 

小晚、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和微型小 

说。

【小说理论】文学理论的一个门 

类。它研究小说艺术的本质特点和创作 

鉴赏中的规律等问题。随着小说创作的 

不断发展，人们对小说的认识也在逐步 

深入，产生了各种有关小说的理论学 

说。我国的小说创作和小说理论，长期 

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被视为“小道”、••小 

技”，不受重视。直至明代，随着小说作 

品的大最出现，逐渐产生了 一系列的占 

典小说的理论观点。它们大都以序跋, 

评点的形式，直接附在小说作品中，対 

指导明清两代的小说阅读和创作，产生 

了很大影响。二Hit纪初期以来，西方 

近代小说理论传入，经改良主义理论家 

的鼓吹，产生了 一批见诸报刊的小说理 

论著作，掀起了批判现实的新小说运 

动。“五四”以后，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 

播，为社会、为人生、反帝爱国、面向 

大众的文学理论支配着小说创作，使这 

时期的小说作品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I： 

义革命作出「巨大面献。“文革•'以后， 

吸取了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理论成分， 

小说创作的艺术技巧进一步£富起来.

【小道说】我国春秋时期时小说的 

一种认识，源出《论语• 了张》.其中 

记子夏语云：••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 

致远恐泥，是以君「弗为也.“发现了儒 

家对小说的鄙视，认为小说是与••大道一 

相对的一种琐屑之谈，所表现的只是一 

种小的道理。虽有可观之处，但是要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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