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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故事集缀”型章回体小说研究》首次在学界提出“‘故事集缀’型章回体小说”的概念，并
对这类承继传统、兴起于晚清的现代小说进行了系统研究。
这类小说通过在一部作品中叙述多个故事的方式映照出了中国现代社会生活的丰富图景。
作者在对“‘故事集缀’型章回体小说”的刊发形态、传统资源、历史意义等各方面的透视中，力图
揭示这类小说的“群体叙事”超脱了从“个人／国家”视角构筑现代中国文学的限制，其所开创的“
社会”空间，能够容纳现代人的生存之道与生命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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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蕾，200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
现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师，从事中国现当代小说、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等方面研究。
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北京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多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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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一、“故事集缀”型章回体小说的命名二、章回体小说的现代际遇三、“故事集缀”型章回体小
说的发展脉络四、问题与方法第一章 故事集缳型小说的兴起第一节 多故事的时代第二节 报刊故事与
连载小说一、报刊故事，作为新的信奉物二、“朝脱稿而夕印行”第三节 写故事的人第二章 被共享
的资源第一节 以《儒林外史》为参照一、切合实在人生的写法二、影响的效应第二节 新小说的示范
第三章 结构故事的方式第一节 章回体的便利法第二节 并置的故事一、并联结构二、串联结构第三节 
主次故事的差歧一、主人公的故事二、听来的故事第四节 用意向来统领故事第四章 人物“群体”的
浮世绘第一节 人物群体释义第二节 从社会群体到故事人物一、五类群体的现代处境二、人物之间的
交互联系第三节 被压制的个人和英雄一、个人遁出二、英雄没世第五章 群体叙事的特征第一节 众声
和弦第二节 重复原则一、程式日常踪迹二、《八十一梦》读解第六章 故事集缀：小说现代化的面向
结语参考文献附录　主要作品目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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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刘少文的书只是针对张恨水小说而言，可以推而广之，小说家的报人身份对于故事集缀小说的兴
起发挥着重要作用。
或者说，从士大夫传统转变成的报人小说家更倾向以章回体式来写作故事集缀小说。
　　报人小说家的集缀小说具有广博的自由度，可以采撷众多故事，真实的也好，听闻的也罢，都与
报人职业经历相关。
他们要编辑新闻、要采集逸事，于是他们的小说容易成为新闻逸事的集缀。
袁进在谈中国近代文学的变革时，指出晚清小说家的主体就是由报人构成的。
　　这些作家身上有着报人的优点：关注时代、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尖锐激烈，慷慨激昂。
但是报人毕竟不能涵盖一切写作，当一切写作都变为社论、新闻时，报人的缺点也就显示出来。
他们太关注于具体的实际问题，缺乏系统深入的哲学思考，尤其是缺乏超越具体实际问题，进入人生
层面的哲学思考；他们缺乏对艺术的深入理解和不懈追求，把罗列种种耳闻目睹的事实，揭出黑幕，
寻求舆论监督，作为写作者的使命。
如果说中国文化在古代曾经有过高峰，这一代以报人为主体的作家却难以站在这高峰之上迎接西方文
化的挑战，而一直在着眼于解决具体的实际的社会问题，由此也就带来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失落。
这是令人遗憾的，也是值得今人深思的历史教训。
　　报人小说家有难以克服的先天性缺点。
这不仅针对的是晚清小说家，在民国以后写作集缀故事的章回小说家身上也同样存在着这些弱点。
他们不能以一种超越的视野来看社会问题，只像报刊编辑一样报道些新闻逸事，于是他们的小说成了
故事的罗列，仅停留在现象的表面。
这就是故事集缀小说的最大不足之处。
可是，如果从接受的角度看，故事集缀小说之所以拥有广大读者，就是因为它们只讲故事，无须作高
深的认识。
哲学思考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分内之事，而从传统士大夫转变来的报人小说家，能够传达出他们见闻中
的新时代的面貌，让大众读者认识与了解他们生活其中的这个社会，也就足够了。
　　集缀小说的作者具有士大夫文化的传统，同时也延续着说故事人的传统。
不是所有的集缀小说作者都是报人，士大夫传统的一脉还不足以成就现代写作集缀故事的小说家。
章回体小说源于古代说书人的说书底本。
说书、说故事，这种存在于民间社会的大众娱乐传统迁移至章回体小说中，经由元明清几代社会变迁
，章回体小说把这一传统带入了现代中国。
平民百姓依旧喜欢听故事、读故事，章回体小说的作者也依然是以写作生动有趣的故事作为创作的基
点。
既然选择了这一小说文体，也就是选择了一种传统，以故事的方式来完成小说家的任务。
所以晚清以降，故事集缀型小说的兴起，带有深厚的传统根基，只是由于各种现代性的新机制（时代
心理的，传播媒介的等等），导致了形式上的裂变--章回体小说由一个故事变成多个故事的集缀--而
内质上还存有不变的因素，那就是“故事”仍在继续被讲述着。
于是故事集缀小说的作者也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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