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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整个二十世纪里，社会文化环境随着国家政治形势的起伏涨落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面目迥异、宽
严各别，这些变化对各个领域的学术研究包括小说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皆有着很大的影响，相关
研究于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阶段性。
据此，本书依据小说文献学在纵向时标上产生演进的自身特点，将其发展历程分成几个相对完整的发
展阶段，并结合中国小说研究的整体走向，按时序先后分别给予较为详尽的介绍和分析。
对那些研究者探讨较为集中的小说名著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
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鉴于相关文献较为丰富，研究成果也比较多，本书则设
立专章，进行较为全面、详细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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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怀明，河南平舆人。
文学博士。
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已出版《中国古代公案小说史论》、《二十世纪戏曲文献学述略》、《
风起红楼》等多部学术专著，在《文学遗产》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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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小说文献研究　　从二十世纪之初至1949年，这是中国小说文献
学的初创期。
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文化处在极为剧烈的动荡和转变中。
其间就学术研究而言，正经历着从传统学术到现代学术的脱胎换骨式的蜕变，小说研究作为其中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着中国现代学术的新变与特色。
　　正是在这一时期，受异域文化的巨大影响和有识之士的积极推动，向来为文人士大夫所不齿的小
说受到空前的重视，相关研究开始起步，走进大学课堂，被纳入现代学术谱系，最终得以成为一门为
社会各界广泛认可的专学，正如鲁迅所描绘的：“小说和戏曲，中国向来是看作邪宗的，但一经西洋
的‘文学概论’引为正宗，我们也就奉之为宝贝，《红楼梦》《西厢记》之类，在文学史上竞和《诗
经》《离骚》并列了。
”毫无疑问，这一时期无论是在中国小说研究史上还是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
史阶段。
　　第一节　中国小说文献学的酝酿与初创　　根据小说文献学自身发展演进的特点，以五四新文化
运动为界，可以将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小说文献研究分为前后两个小的历史阶段。
　　从二十世纪之初到1917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发起，这是中国小说文献学的酝酿期。
在这短短的十几年间，于西学东渐、困境反思的特殊文化语境中，经梁启超等先驱者的呼吁和提倡，
中国文学的传统格局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其标志之一就是人们对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的认识发生了
重要转变，其社会文化地位大大提升，从文学结构的边缘被推向核心，形成并奠定了二十世纪中国文
学的新格局。
这一改变很快便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对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创作和研究皆有着极为深
远的影响。
　　尽管梁启超等人的观点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功利性，着眼点主要在改造国民、救亡图存等政治
层面，而不在文学自身。
但其意义却不可低估，因为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它基本上解决了小说研究中研究对象的价值和意义
问题，确立了小说在学术文化结构中的重要地位。
在此基本前提下，才会有人立志将小说研究作为终身不缀的事业，才会有人愿意花大功夫进行小说文
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
否则，连自己都看不起小说，把它当作不登大雅之堂、壮夫不为的小玩意儿，怎么会将其搬上大学课
堂，又怎么会将其当作一门学问进行研究呢？
可以说，对小说认知的转变，树立新的小说观念，这是小说研究成为一门专学、得到社会广泛认可的
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步骤，这一步骤是由梁启超等人完成的。
　　自然，说小说研究在开创时期缺少必要和足够的学术积累，这是就先前的整体状况而言的，并不
是说一点积累都没有。
自明代以来，随着小说的繁荣和社会影响的增大，一些具有开明思想的文人开始关注这一领域，他们
收藏、刊印了一些重要小说文献，撰写了一些评述性文字，有保存、传播小说文献之功。
比如高儒的《百川书志》、晁琳的《宝文堂书目》、钱曾的《也是园书目》等私人藏书目录就著录了
不少小说作品。
清嘉庆、道光年间，著名藏书家黄丕烈将宋本《梁公九谏》和《新刊宣和遗事》收入其《士礼居黄氏
丛书》中影刻出版。
不过，这些收藏和刊印更多的是出于个人的兴趣和爱好，重点在宋元旧本，并没有形成明确、自觉的
学术意识。
而且这些只是个人行为，不具普遍性，缺少社会共识，自然也就无法形成规模和体系。
在此情况下；本来就不够丰富的小说文献无法得到系统、完整的保存，只能是自生自灭，散失严重。
　　进入二十世纪，在梁启超等先驱者的大力提倡和示范下，小说获得了较高的社会文化地位，人们
的文学观念也开始发生转变。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文献学述略>>

受这一时代文化风气的影响，小说文献的搜集、整理和刊印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
有些学人开始注意搜求稀见的古代小说特别是宋元小说，将其刊印流传，或进行小说资料的搜集、小
说目录的编制。
这里择其较为重要者，进行简要的介绍：　　一、稀见小说作品的整理和刊印　　这一时期，有一些
稀见的小说作品得到整理、刊印，虽然数量并不算多，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开其后小说文献研究
之先声。
举其要者，有如下一些：　　1911年，叶德辉刊刻《唐开元小说六种》，该书共收录《次柳氏旧闻》
、《杨太真外传》、《梅妃记》、《李林甫外传》、《高力士外传》、《安禄山事迹》等六种记述唐
开元间逸闻掌故的小说作品。
这些作品皆出自明顾元庆辑刻的《顾氏文房小说》，叶德辉“从长沙故家购得四十种全者”，他考虑
到这些小说“脍炙人口，而世鲜善本”，于是精心校勘，“刻之以公诸天下”。
书后附有叶德辉所写《考异》一卷，对作品中的异文进行考辨。
　　叶德辉刊印这些小说的目的和方式与以往的书坊有着明显的不同，非为牟利，态度也很认真，比
如《次柳氏旧闻》一书的校勘“以明顾元庆《文房小说》为主，参以《五朝小说》、《明皇十七事》
，于其异处，条举于后，即显然讹误，亦但校记以存其真”。
　　1915年。
缪荃孙“避难沪上，索居无俚，闻亲串妆奁中有旧钞本书，类乎平话；假而得之”。
读过之后，他认为这“的是影元人写本”，为“也是园中物”，遂将该书以《京本通俗小说》之名编
入《烟画东堂小品》丛书刊印。
该书刊印后，受到学界关注。
尽管后来有不少研究者指出这是一部伪书，但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被视作宋元话本小说的早
期刊本，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同一年，罗振玉、王国维在日本三浦将军处发现《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小字本，王国维认为
该书“与《五代平话》、《京本小说》及《宣和遗事》，体例略同。
三卷之书，共分十七节，亦后世小说分章回之祖”，并感叹道：“今金人院本、元人杂剧皆佚；而南
宋人所撰话本尚存，岂非人间希有之秘笈乎！
”罗振玉亦有相同的看法和感叹：“平话一门，不知人间尚存残帙否？
念之慨叹！
”1916年，罗振玉将小字本影印出版。
同年，罗振玉又从日本德富苏峰处借到另一版本即大字本的《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经比对，该
书与小字本“称名虽异，而实是一书”，遂将其编人《吉石盒丛书》影印出版。
该书的出版对研究宋元话本小说及《西游记》的成书具有重要意义。
　　1901年，曹元忠到杭州游玩，得到宋巾箱本《五代史平话》，“顾各家书目，皆未著录。
博访通人，亦惊以为罕见秘籍”。
1917年，著名藏书家董康将该书与《剪灯新话》、《剪灯余话》、《醉醒石》等四种小说收入其《诵
芬室丛刊》中，精印刊布。
其中《五代史平话》、《醉醒石》两书后还有缪荃孙所写的跋语，其中对小说功能的体认在当时颇具
代表性：“大凡小说之作，可以见当时之制度焉，可以觇风俗之纯薄焉，可以见物价之低昂焉，可以
见人心之诡谲焉。
于此，演说果报，决断是非，挽几希之仁心，断无聊之妄念，场前巷底，妇孺皆知，不较九流为有益
乎？
况又笔墨之简洁，言语之灵活，又出于寻常小说者。
”这也正可说明这一时期缪荃孙等人刊印上述小说的动机和初衷。
　　由上述介绍可以看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来，比如这一时期整理刊印的小说作品多较为稀见，
其整理刊印者无论是叶德辉、缪荃孙，还是罗振玉、董康，都是当时十分有名的藏书家和版本学家，
特别是董康，比较注意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文献的搜求。
也正因为他们都是藏书家，才有机会搜罗到这些珍本秘籍，才会花费很大的精力进行影刻传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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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刊印的小说皆十分精良，受到学界推重，成为新善本，比如胡适曾对董康刊印的小说、戏曲给予
很高的评价：“董康先生翻刻的杂剧与小说，不但给我们添了重要史料，还让我们知道这些书在当时
的版本真相。
”　　这些学人刊刻这些稀见小说的目的，固然是出于对珍本秘籍的喜爱，但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受
到时代文化风尚的影响，比如董康对小说就有着这样的认识：“励学之方，径轨至繁，不宜圄于门户
，以狭其途。
由经史诸子古今名家撰述以进者是，小说章回亦未可概斥为非。
”在他们的身上呈现出新旧杂糅的过渡性特征。
在追述二十世纪小说文献学的发展历程和成就时，是应该为他们写上一笔的。
　　除上面所介绍者外，这一时期还有一些重要小说作品的刊印，如上海有正书局1912年将戚序本《
红楼梦》石印出版，这是脂本中第一个被刊印的版本，在《红楼梦》流传和研究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
　　此外，还有一些重要小说集的编纂，如胡寄尘所编的《虞初近志》（广益书局1913年版）、姜泣
群所编的《虞初广志》（光华编译社1914年版）、吴曾祺所编的《旧小说》（商务印书馆1914年版）
、曹锈君所编的《古今情海》（上海进步书局1915年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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