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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史料》由闵宽东、陈文新合著，分正、附两编。
正编为《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评述资料》，分“中国古代小说总论”、“明以前小说评述资料”、
“明代小说评述资料”、“清代小说评述资料”等四个部分，依次排比韩国文献中与《山海经》、《
十洲记》、《洞冥记》、《搜神记》、《世说新语》等一百余种中国古代小说相关的评、述资料，内
容涉及中国古代小说的输入、租借、阅读、禁毁、评论、翻译、改写、注释等诸多方面，征引书籍遍
及韩国现存的几乎所有相关的古籍。
附编为《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分类书目》，以介绍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书目为主，包括原版、再
版、翻译、改写等多种不同类型的书目，力求数据详实，考辩精细。
引用韩国文献均有作者简介，并在必要时补充有关说明文字。
本书的写作以文献学方法为主，“竭泽而渔”，致力于完整、全面地提供相关史料。
本书的导言、题解、作者简介和说明文字，与相关史料配合，目的是拓宽读者的视野，一方面加深读
者对中国古代小说之了解，另一方面加深读者对韩国文化、对韩国文学、对韩国的中国古代小说接受
状况等领域的了解。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史料>>

作者简介

作者：陈文新 （韩国）闵宽东陈文新，男，1957年8月生，湖北公安人。
1977年考入武汉大学，获文学学士、文学硕士、哲学博士学位。
1991年破格晋升副教授，1995年破格晋升教授，2004年获湖北省优秀研究生导师称号。
现为武汉大学二级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副主任、明
清文学研究所所长，兼任《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主编、《中匡I学术档案大系》主编、教育
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创新工程课题组）《中国古代文学史》首
席专家、《湖北省志》总纂委员会副总纂、中国俗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
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水浒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西游记文化研究会理事、中国红学会理事等。
主要研究中国小说史和明代诗学。
主编的18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是我国首部系统完整、涵盖古今的编年史，荣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
奖和湖北省第六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入选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标志性成果和“新中国
六十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成就展”，被誉为“文学史的万里长城”。
其个人学术专著主要有《古典文学论著四种》（《传统小说与小说传统》、《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
、《明代诗学的逻辑进程与主要理论问题》、《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有“大家风范
，实至名归”之评。
《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获中国大学出版社图书奖首届优秀学术著作奖一等奖和湖北省人
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中国笔记小说史》获中国武汉对外文化交流奖图书类一等奖，《文
言小说审美发展史》获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明代诗学》获中南五省人民出版
社优秀图书奖，《休闲古文鉴赏辞典》获首届湖北图书奖。
曾主持国家“985”工程创新基地建设项目、教育部重大项目、湖南省精品文化工程、武汉大学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
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学遗产》、韩国《亚洲文化》等刊物发表论文近200篇，其中数
十篇被人大复印资料、《新华文摘》、《北京大学学报》等全文转摘或摘要转载。
多次赴海外讲学或参加学术会议。
闵宽东，1960年生，韩国天安人。
韩国庆熙大学中文系毕业，中国台湾文化大学中文研究所博士。
现任韩国庆熙大学中文系教授、韩国中国小说学会会长、庆熙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
著有《中国古典小说在韩国之传播》（学林出版社，1998）、《中国古典小说史料丛考》（韩国亚细
亚文化社，2001）、《中国古典小说批评资料丛考》（韩国学古房，2003）、《中国古典小说的传播
和受容》（韩国亚细亚文化社，2007）、《中国古典小说的出版和研究资料集成》（韩国亚细亚文化
社，2008）、《中国古典小说在韩国的研究》（学林出版社，201O）等多部专著，翻译《中国通俗小
说总目提要》（第4卷）（韩国蔚山大学出版部，1999）、《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第5卷）（韩
国蔚山大学出版部，1999）。
并发表学位论文与期刊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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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正编　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评述资料
一、中国古代小说总论
　　1．传人和收集
　　2．翻译和贳册
　　3．小说的流行和拒斥
　　4．“文体反正”和禁输令
　　5．说话(讲)人和传奇叟
二、明以前小说评述资料
　　1．《山海经》
　　2．《十洲记》
　　3．《洞冥记》
　　4．《列女传》
　　5．《说苑》
　　6．《搜神记》
　7．《世说新语》
　8．其他唐以前小说
　　(《穆天子传》、《新序》、《列仙传》、《高士传》、《吴越
　　春秋》、《汉武故事》、《博物志》、《述异记》、《齐谐记》、
　　《赵飞燕外传》)
　9．《酉阳杂俎》(附《诺皋记》)
　10．《太平广记》
　11．《睽车志》
　12．《夷坚志》
　13．《娇红记》
　14．其他唐、宋、元小说
　　(《游仙窟》、《虬髯客传》、《说郛》、《南村辍耕录》)
三、明代小说评述资料
　1．《剪灯新话》
　2．《剪灯余话》
　3．《效颦集》
　4．《艳异编》
　5．《钟离葫芦》
　6．《何氏语林》
　7．《删补文苑楂橘》
　8．《情史》
　9．《三国演义》
　10．《西周演义》(《封神演义》)
　11．《平妖传》
　12．《列国志传》
　13．《西、东汉演义》(《两汉演义》)
　14．《残唐五代史演义》
　15．《南北两宋志传》
　16．其他演义类小说
　　(其他演义类小说、《唐书演义》、《岳王精忠录》、《开
　　辟演义》、《东西两晋演义》(《东晋演义》、《西晋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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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庞演义》、《英烈传》、《隋炀帝艳史》、《西洋记》、
　　《盛唐演义》、《韩魏小史》、《涿鹿演义》、《薛仁贵传》、
　　《南溪演谈》)
　17．《水浒传》
　18．《西游记》
　19．《金瓶梅》(含《续金瓶梅》)
　20．三言二拍一型
　　(《醒世恒言》、《警世通言》、《拍案惊奇》、《型世言》)
　21．《今古奇观》
　22．《玉壶冰》
　23．其他明代小说
　　(《花影集》、《国色天香》(附《燕居笔记》)、《一夕话》
　　(《山中一夕话》)、《禅真逸史》、《东游记》、《欢喜冤家》、
　　《一片情》、《杨六郎传》、《弁而钗》、《昭阳趣史》、
　　《一枕奇》、《双剑雪》、《金粉惜》、《浪史》、《痴婆子传》、
　　《太原志》、《包公案》)
四、清代小说评述资料
　1．《虞初新志》(含《广虞初新志》、《虞初续志》)
　2．《聊斋志异》(含王韬《遁窟谰言》等)
　3．《平山冷燕》
　4．《好逑传》
　5．《醒世姻缘传》
　6．《肉蒲团》
　7．《儒林外史》
　8．《阅微草堂笔记》
　9．《红楼梦》(含《红楼梦》续书)
　10．《镜花缘》(《第一奇谚》)
　11．其他清代小说
　　(《子不语》、《玉娇梨》、《人中画》、《女仙外史》、《锦
　　香亭记》、《闹花丛》、《西湖佳话》、《五色石》、《玉楼
　　春》、《杏花天》、《灯月缘》、《巧联珠》、《春柳莺》、
　　《醒风流》、《巫梦缘》、《八洞天》、《鸳鸯影》、
　　《快士传》、《玉支玑》、《金云翘传》(《王翠翘传》)、
　　《定情人》、《惊梦啼》、《画图缘》、《五凤吟》、
　　《赛花铃》、《麟儿报》、《樵史演义》、《浓情快史》、
　　《恋情人》、《觉世名言》、《十二峰》、《留人眼》、
　　《跨天虹》、《锦疑团》、《再求凤》、《春风眼》、
　　《引凤箫》、《河问传》、《大明正德皇游江南传》、
　　谴责小说)
　12．其他中国小说
　　附编　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分类书目
一、传入韩国的中国古代小说书目(总目录、传入年代图表)
二、韩国所藏或文献记录所见中国古代小说书目
三、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翻译(翻案)书目
四、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出版书目
主要参考文献
博士学位论文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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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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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综上所述，《阅微草堂笔记》在题旨上注重事理的揭示，在叙事准则上反对过度虚构
，风格简淡，回避现场感，其文类特征是鲜明而系统的。
这一事实表明，纪昀在写作《阅微草堂笔记》时，既注意与史家纪传划清界限，也注意与传奇小说划
清界限，而致力于建立和完善子部小说的叙事规范。
换句话说：《阅微草堂笔记》是一部渊源于子部叙事传统的经典，在中国叙事文学发展史上，其重要
性可与《史记》（史部叙事经典）、《聊斋志异》（偏重集部叙事传统的经典）等相提并论。
现代学者在面对《阅微草堂笔记》时，应当采用子部小说的原理来阐发文本，否则，牛头不对马嘴，
议论越多，误解越深——不仅是对《阅微草堂笔记》的误解，也是对中国叙事传统的误解。
《阅微草堂笔记》问世以后，大量仿作拟作相继产生，其中较为出色的是俞樾的《右台仙馆笔记》。
其他如金捧阊《客窗偶笔》、梁恭辰《池上草堂笔记》、许奉恩《里乘》等，盛称祸福，专主劝惩，
聊备一格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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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史料》是武汉大学学术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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