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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明清章回小说流派研究》对明清章回小说的四大流派——历史演义、英侠传奇、神魔小说及人
情小说产生和演变的历史及其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作了系统的研究，同时探讨了四大流派作品的文化蕴
含审美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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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考察《西游记》所确立的审美规范，必须注意它与佛教和佛经的密切联系。
这不仅因为唐僧的原型即佛教大师玄奘，唐僧师徒所取的经即佛经，而且因为《西游记》对佛教经典
《多心经》确有浓墨重彩的强调。
②第十九回，三藏殷勤询问乌巢禅师：“(西天取经)路途有多远？
”禅师道：“路途虽远，终须有到之日，却只是魔障难消。
我有《多心经》一卷，凡五十四句，共计二百七十字。
若遇魔障之处，但念此经，自无伤害。
”遂亲口将《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传授给三藏。
“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
”①“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
”这几句可说是《多心经》的关键内容。
第三十二回，唐僧见一山挡路，担忧地说：“徒弟们仔细，前遇山高，恐有虎狼阻挡。
”行者坦然地提醒唐僧：“师父，出家人莫说在家话。
你记得那乌巢禅师的《心经》云，心无挂碍，无挂碍，方无恐怖，远离颠倒梦想之言？
但只是扫除心上垢，洗净耳边尘。
不受苦中苦，难为人上人。
你莫生忧虑，但有老孙，就是塌下天来可保无事。
怕甚么虎狼!”《多心经》所揭示的这种无挂碍恐怖的生命意境，实际上是心性修炼臻于炉火纯青的人
生意境。
《多心经》以引导人“远离颠倒梦想”的方式消除取经途中的魔障，这提示读者：西去途中的种种妖
魔，可以视为人内心的种种纷扰的象征。
佛教的人生哲学存在于《西游记》中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
又如《西游记》第八十五回：却说唐僧辞别了钦法国王，师徒四人欣然上路。
正欢喜处，忽见一座高山，凶凶的有些凶气，唐僧见了，渐觉惊惶，满身麻木，神思不安，悟空笑道
：“你把乌巢禅师的《多心经》早已忘了？
”唐僧道：“我记得。
”悟空道：“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
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向灵山塔下修。
”唐僧道：“徒弟，我岂不知?若依此四句，千经万典，也只是修心。
”悟空道：“不消说了，心净孤明独照，心存万境皆清。
差错些儿成惰懈，千年万载不成功，但要一片志诚，雷音只在眼下。
似你这般恐惧惊惶，神思不安，大道远矣，雷音亦远矣。
且莫胡疑，随我去。
”那唐僧闻言，心神顿爽，万虑皆休。
这里说得更加明白，《多心经》的作用即是“安神”。
所谓取经途中的妖魔，其实是“心”的欲望的种种象征。
《西游记》的命意与佛教的心性修养理论是相通的。
    考察《西游记》所确立的审美规范，必须注意它与中国志怪传统的密切关系。
陈玄奘去天竺(印度)取经，这本来是一个圣徒(人)的故事。
但这一题材在经过民间想像加工时，猴(孙悟空)、猪(猪八戒)先后加入取经队伍，并成为师徒四人中
特别重要的两个角色。
关于猴和猪这一类动物形象的塑造，中国的传统志怪(如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惯
例。
    在古代中国人的想像中，人的世界之外，还有三个世界，即仙的世界、鬼的世界、怪的世界。
所谓仙，即长生不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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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神仙所在的空间位置，仙界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部分，即天上仙宫、凡间仙窟和海中仙岛。
天上仙宫是天仙生活的地方，《西游记》中的玉帝、太上老君、太白金星等就居住在这里。
凡间仙窟主要是陆地上的神仙居住的地方，大多在名山之中。
海中仙岛是十洲三岛的神仙居住的地方，一般在大海之上或滨海之地。
虽置比不上天宫的富丽，也比不上凡间仙窟的峻拔，却有海中仙岛的别样风情。
《西游记》中的福星、寿星、禄星、帝君、九老等诸位神仙就在这里修行。
所谓鬼，即阴间的人。
人对鬼的态度是比较复杂的。
一方面，出于对死亡的恐惧和禁忌心理．人对鬼往往畏而远之；另一方面，鬼在本质上是人，只不过
是已经去世的人，人对鬼的情感态度仍是基本同情的。
因为《西游记)写鬼不多，本书不拟多加讨论。
所谓怪，即因年岁久远而具有了某种神通的“物”(动物、植物、器物)，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老而成
精”、“老而成魔”，王充《论衡·订鬼》：  “夫物之老者，其精为人；亦有未老，性能变化，像
人形。
”葛洪《抱朴子·登涉)：“万物之老者，其精悉能假托人形，以眩惑人目，而常试  人。
”这些物怪，后世习称为妖精或妖怪，  《西游记》中的牛魔王、青毛狮怪、虎力大仙等都属此类。
考察传统志怪中的妖精，  至少要留意下述几个方面：一是按照原型的差异，妖怪可分为动  物怪、植
物怪和器物怪。
在实际生活中，器物不具有生命力；植  物虽具有生命力而无法自由活动；只有动物，其生命层次最
高，  而在动物中又根据动物的食物链高低有别。
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  了各种“物”神通的大小。
一般说来，动物怪胜于植物怪，植  物怪胜于器物怪。
而在动物怪中，大动物怪通常比小动物怪难制  服一些。
当然，这只是一般情况，可以有个别例外。
二是与仙、  鬼形成对照，妖怪的世界总体是一个令人厌恶的不信奉人间伦常的异邦。
在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天地间的邪恶与卑鄙，常塵常和妖怪有关。
它们没有道德感,没有廉耻心，正直的人所遵循的生活秩序和奉行的准则，它们往往视有若无，并故意
践踏之、毁坏之。
在这方面，妖怪与鬼的区别异常鲜明：就一般情况而淆言，鬼仍然信守人间伦常，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他们从不淫人妻女(个别的恶鬼除外)；妖怪却非但无此忌讳，且有淫人妻女的嗜好，给许多普通家
庭造成惨痛的悲剧。
其他坑害人的事，妖怪同样爱干，神通不大的妖怪多来一些小恶作剧，神通大的妖怪则有拿人性命当
儿戏的恶劣嗜好。
《西游记)中，唐僧师徒遭遇的九九八十一难中，除了最初的几难外，大多数都是妖怪造成的。
整个西天取经的过程正是师徒四人降妖伏魔的过程。
三是在通常情况下，妖怪代表的是邪恶势力，而人和仙则代表了正面力量。
根据“邪不压正”的理念，人、仙在与妖怪的较量中往往占据上风。
不管什么样的妖怪都有一个命门所在，要么是生理上的，要么是心理上的，而人、仙总有办法找到妖
怪的命门，并富有实效地发起攻击，从而降伏他们。
在《西游记》中，这也大体上是一个惯例。
    考察《西游记》所确立的审美规范，还要注意它与中国笑话文学的关联。
吴承恩对于《西游记》的著作权，虽然陆陆续续有学者提出质疑，①但是，在找不到一个比吴承恩更
具说服力的候选人的前提下，我们姑且相信，吴承恩就是《西游记》的作者。
吴承恩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  “善谐剧”，他在写定《西游记》时，致力于赋予这部小说以鲜明的
个人色彩，而诙谐风格便是形成其个人色彩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国笑话文学的深厚传统对他的帮助是显而易见的。
林语堂《论东西文化的幽默》曾说：  “一般认为哭是一切动物共有的本能，笑却只是猿猴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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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特性只有我们和我们的祖先人猿才有。
我不妨补充一句，思想是人的本能，但对一个人的错误，以微微一笑置之却是神了⋯⋯我以为幽默的
发展是和心灵的发展并进的。
因此幽默是人类心灵舒展的花朵，它是性灵的放纵或者是放纵的心灵。
惟有放纵的心灵，才能客观地静观万事万物而不为环境所囿。
”幽默是人生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幽默是中国传统笑话的一个重要贡献。
中国笑话文学，从其旨趣来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无所为而作”，作者满足于一种机敏、谐谑
、调侃的效果，如三国魏邯郸淳的《笑林》，隋侯白《启颜录》，唐朱揆《喈噱录》，宋高怿《群居
解颐》、吕居仁《轩渠录》、天和子《善谑录》等；一类是“意存微讽”，含有严肃的寓意，如先秦
诸子寓言、相传为北宋苏轼所作的《艾子杂说》等。
这两类笑话对《西游记》均有影响。
    《西游记》在立意、想像和风格方面的多元继承，造成了作品较为复杂的面貌，如果只从一个侧面
看问题，就容易出现盲人摸象的失误。
在面对《西游记》时特别需要一种整体把握、辩证分析的能力。
    其一，我们必须有分寸地把握小说所寓含的心性修养的宗旨。
在这一方面，必须防止两种倾向：一是过于拘泥、过于严肃地阐释这种象征性主旨，二是完全否认这
种象征性主旨。
代表前一种倾向的是一批明清时代的学者，如清初汪象旭评本《西游证道书》所冠署名虞集的序文：
①    余窃窥真君之旨，所言者在玄奘，  而意实不在玄奘；所纪者在取经，而志实不在取经：特假此以
喻大道耳。
猿马金木，乃吾身自具之阴阳；鬼魅妖邪，亦人世应有之魔障。
虽其书离奇浩瀚，亡虑数十万言，  而大要可以一言蔽之，  曰收放心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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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总序出版一套卓有建树的丛书，这是每个丛书主编的愿望。
这一愿望是否能够实现，我以为，取决于对三个层面关系的处理，即在社会需要、圈内交流和学者个
人兴趣之f．-I，能否取得协调和互补。
我们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努力，积累了一些体会，愿借此机会求教于学界前辈和各位同仁。
    任何学术活动都不可能脱离社会需要而存在。
不被社会需要所认可的学术活动，一方面是社会意义的丧失，另一方面是自身发展活力的丧失。
从这样一个角度，我们可以说，衡量一种学术研究的价值，其标准之一是它对社会需要的满足程度。
明确了这一点，再来讨论社会需要的不同种类，对不同学科的定位就会更加合理一些。
比如，经济学参与国家的经济建设，法学参与国家的法制建设，现实生活对这一类学科的需要是一般
人也能理解的。
一般人所忽略或未能充分理解的是现实生活对古代史、古代哲学和古代文学这一类学科的需求程度。
造成这种忽略或理解之不充分的主要原因是对社会需要的理解过于简单、肤浅和狭隘。
社会需要包括两种类型：一是应用型的需要。
在一个科技进步、商业繁荣的时代，高度的工业化和商业化所引发的道德危机、心理危机，不仅会造
成诸多人格的病态发展，而且会造成社会各方面利益的剧烈冲突。
在这种情况下，读一点《论语》、《孟子》、《老子》、《庄子》，读一点《史记》、《汉书》，读
一点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涵泳古代的人文智慧，不仅可以充实我们的心灵，陶冶我们的性
情，丰富我们的人生，对于正确处理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无疑也是有裨益的。
这是一种显层次的需要，当然值得重视；另一种需要是隐层次的，非应用型的，在我看来更值得重视
。
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其历史还不长。
西方走在前面，中国走在后面。
一个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其是否兴旺发达取决于凝聚力的强弱。
而所谓凝聚力，是以现代民族文化为其核心的。
在建设现代民族文化的过程中，重新体验中国传统文学的价值，创造性地加以阐释，使之成为现代民
族文化的重要精神资源，这是21世纪的重大课题，是足以让古代文学研究者感到自豪和任重道远的课
题。
《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丛书即旨在满足这一层次的社会需要，旨在为现代民族文化添砖加瓦。
这一愿望尽管有些奢侈，却是促使我们潜心于学术的基本动力。
    学术研究的基本特征是其学术性。
没有学术性，就不能算是学术研究。
从这个角度看，所有学科，不仅是人文学科，都在一定程度上属于泉牙塔里的学问，它首先必须在专
家圈内流通。
同行专家对一项学术成果的认可，并不取决于它对社会需要的满足程度。
而更看重下述两个方面：其一，这一成果是否严守学术规范；其二，这一成果是否为学科专业提供了
新的内容。
符合这两个标准，它就是好的成果；不符合这两个标准，就不是好的成果，甚至不是成果。
以学术性为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丛书，可以负责任地说，我们是努力以创新为目标
，并严守学术规范的。
1998年10月，我们以这一课题申报首批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在申报表中，我们指出
：    “1．流派研究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
就个案研究而言，与流派相关的研究成果，不乏举足轻重之作，如莫砺锋江西诗派研究、葛晓音山水
田园诗派研究、蒋寅大历诗派研究、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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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对明清章回小说的四大流派——历史演义、英侠传奇、神魔小说及人情小说产生和演变的历史及
其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作了系统的研究，同时探讨了四大流派作品的文化蕴含审美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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