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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部书源自于我的博士毕业论文，为此我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苏州大学赵杏根教授。
当年，我刚刚走进苏大和他探讨论文选题的时候，他向我提出了这个题目，他说这个题目非常有新意
，但是也非常有挑战性，问我愿不愿意接受这个挑战，并且开玩笑说这有命题作文的性质。
可能出于喜欢挑战的原因，我接受了这个题目，不过我还是很快就被小说文本的问题搞晕了，我细致
地搜寻着各种域外题材小说，很快就发现能被此题材的小说不单数量很多，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好多小
说在苏州大学是找不到的，这让我在一段时间内，无法完全把握住这些小说的线索。
后来在赵老师的悉心教导下，我开始先在局部织构写作框架，在一个朝代一个朝代小说作品不断推进
时，也反复回头来整理和修改前面已经写好的部分，其间去了几次国家图书馆尽可能地搜集小说研究
资料和小说文本，终于完成了论文的写作。
　　而这部博士论文能够编辑出版，则要感谢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的冯希哲院长，邰科祥主任副院
长以及人民出版社东方出版服务公司李椒元老师的支持与资助。
正是在他们的无私帮助以及辛勤工作之下，这部书才得以整理出版并与广大读者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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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想象到趋实：中国域外题材小说研究》以中国域外题材小说为研究对象，从小说文本出发，
展现历朝各代的域外题材小说的创作状况，并兼及其传播和接受。
从而梳理出域外题材小说在漫长的中国小说史上的发展脉络和风貌特征，阐述了影响域外题材小说创
作的主客观原因，指出了中国近代域外题材小说较之古代，其面貌发生了质的改变，而其中的根本原
因来自历史。
故此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中国古代域外题材小说研究，下编为中国近代域外题材小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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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昊，女，1979年出生于山东省济南市。
2003年进入山东师范大学师从裴世俊教授攻读硕士学位，2006年以优秀的成绩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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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 域外世界的神化建构　　那么是什么引发了秦汉时代的世人对不死成仙醉心痴狂的呢？
这不得不归功于神仙方术家和道教徒对于仙人形象和仙境灵域进行了翻天覆地的大改造，并将他们展
现在了遥远的域外，这样既起到了自神其说和自神其人的双重作用，和写作《山海经》的巫师们的目
的是相同，保证了其学说的神秘性和隐蔽性，从而使其牢不可破。
同时并在理论上给予人们以成仙方法的指导，这构成了域外题材小说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在本文中
将前两者合二为一加以论述。
　　先秦的仙人形象集中于《山海经》中，正如何满子在《唐前志怪小说辑释》小引中写道的：“所
谓神仙者，并无一特定之神格”，即这些所谓的神，与其说他们是神，不如说他们是怪物，论长相，
他们都着实的恐怖，基本为半人半兽的组合；论居住地，不是高山之巅、孤寂的荒岛就是那些遥远的
不毛之地。
在此以西王母的形象为例来说明，《山海经》中曾三次提到西王母，俱称其为半人半兽的混合体。
《山海经》中还出现了大量以“不死”命名的事物，如：“不死国”、“不死人”、“不死山”、“
不死树”、“不死水”，可以看出当时“不死”的观念是相当流行的，但同时也证明了，那个时代人
们对于生的渴望还停留在单纯的“不死”的层面上，尚没有形成通过成仙来达到不朽的想法，其中的
原因也不难解释，《山海经》中的神仙世界对于凡人来说是毫无吸引力的，即使拥有对生命的巨大热
情，人们依然很难对如此不堪的神仙世界表达出任何的向往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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