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文學數理批評」是作者獨立研究提出的一種文學批評理論。這種理論認為，文學乃至文獻

的編撰，大至全書、叢書、文集、章回，小至人物、時空、情節、節奏甚至字句，凡屬精心製作，

無論中外，莫不有意無意遵循某種數理，成一種貫串始終、彌漫全體的數理機制。這種機制既

是文本形象（內容）的聯絡，又一定程度上是文本形象（內容）意義的顯現。在中國，數理與

形象的關係基於《周易》之「象」與「數」即「象數」觀念，為一體之兩面，共生共存，非數

理無以成形象，非形象無以存數理。故文學研究必從形象與數理兩面入手，在二者的結合上達

至全面深入的認識。具體說，文學數理必藉形象之研究以見其用，文學形象必藉數理之研究以

見其道。數理與形象在文學創作與研究上均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各不可或缺。但文學數理

批評主要透視形象體系的邏輯存在，形象批評主要關照數理的意義顯現，二者不可互相代替，

也缺一不可。本卷包括上、下兩編。上編側重理論探討，下編主要是具體作品的文學數理批評。

兩編共同涉及有「數理批評」「三復情節」「三極建構」「三事話語」「七子模式」「七復」「二八

定律」「五世（而斬）敘事」「敘事中點」等獨創性概念，和明代「四大奇書」、《儒林外史》《紅

樓夢》、魯迅小說、《全唐詩》以及西班牙小說《小癩子》等古今中外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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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數理批評」是本人十幾年前杜撰的一個概念，或說一種理論。這

種理論認為，文學乃至文獻的編撰，大至全書、叢書、文集、章回，小至人

物、時空、情節、節奏甚至字句，凡屬精心製作，無論中外，莫不有意無意

遵循某種數理，成一種貫串全部的數理機制。對於同一部作品來說，這種機

制既是文本形象（內容）的聯絡，又一定程度上是文本形象（內容）意義的

顯現。在中國，數理與形象的關係基於《周易》之「象」與「數」即「象數」

觀念，為一體之兩面，共生共存，非數理無以成形象，非形象無以存數理。

故文學研究必從形象與數理兩面入手，在二者的結合上達至全面深入的認

識。具體說，文學數理必藉形象之研究以見其用，文學形象必藉數理之研究

以見其道。數理與形象在文學創作與研究上均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各不

可或缺。但文學數理批評主要透視形象體系的邏輯存在，形象批評主要關照

數理的意義顯現，二者不可互相代替，也缺一不可。 

但是，我國自宋代理學研《易》，重象輕數，近世文學研究輸入西方理論，

重形象而輕數理，文學數理批評雖在某些「神秘數字」在文學中應用的考察

中有實際的存在，也受到學界一定的注意，但是從來沒有被看作是一種獨立

的文學批評方法，更未能認識這種批評所蘊含的理論意義，從而不可能有從

「數理」研究文學（形象）的進一步發展。有鑑於此，本人在從《三國演義》

研究發現「三復情節」「三極建構」「三事話語」等規律性現象並嘗試解讀為

「三而一成」敘事藝術之後，於 2002 年在《中國社會科學》發表《中國古代

文學中的重數傳統與數理美──兼及中國古代文學的數理批評》一文，杜撰

並提出了我所謂「文學數理批評」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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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本人陸續發表有關文學數理批評文章，在致力此一理論探討的基礎

上，側重從《西遊記》《水滸傳》《儒林外史》、魯迅小說乃至個別外國小說等

作個案批評研究，以試驗證明這一理論的應用價值與可能性。但是，真能使

我增加信心的是有不少中國大陸和臺灣的學者開始引用這一理論或理論的某

個方面進行研究，對象涉及古今中外文學作品。其中最感意外的是有蘇文清、

熊英二教授撰《「三生萬物」與〈哈利‧波特‧三兄弟的傳說〉──兼論杜貴

晨先生的文學數理批評》（《廣州大學學報》2012 年第 2 期）等文章予以肯定。

雖然至今我還不認識這兩位作者，但文字之交，已使我能謬託知音，何況拜

讀二位教授的文章也給了我不少啟發。 

中國歷史上文學數理批評的實踐雖起步甚早，但是作為一種理論概念提

出不過才十餘年，而且十餘年來我本人的研究並未專心於此，於文學數理批

評的推廣應用更不甚得力，故此理論知者尚少，用者極稀。但我並不感到失

望。學說有自己的命運，而我願意相信馬克思所說：「一門科學只有當它達到

了能夠運用數學時，才算真正發展了。」文學研究中數理批評受到重視和被

廣泛應用的一天總會到來。 

收錄於本卷的文章包括上、下兩編。上編側重理論的探討，下編主要是

具體作品的文學數理批評。按說下編的文章也可以分散到其他有關作家作品

研究的各卷中去，但是為了成全有關此一理論研究內容的完整性，就有選擇

地收錄在本卷了。讀者倘有興趣關注本人有關某一部作品的全部論述，可以

此與他卷相關內容並觀，或可稍補不能兩全之憾。 

本卷曾經山東財經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劉召明博士文字校正，

特此致謝！ 

杜貴晨 

二○一八年四月六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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