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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视角与方法》是一部系统论述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视角与方法的专著
。
通过对二十世纪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历史的梳理，分析各种研究视角与方法的得失，为今后的学术研究
提供参照与借鉴。
全书分上、下两编。
上编为“综论篇”，探讨二十世纪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文献学、社会学、形式分析、经济学等主要视
角与方法；下编为“个案篇”，以最能体现一个世纪小说研究全貌与视角方法转换历史的《红楼梦》
研究为个案，具体考察分析了红学史上曾出现的10种研究视角与方法。
《20世纪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视角与方法》力图运用现代文艺理论来重新评价传统的小说研究方法，
同时以小说研究的实践来检验现代文艺理论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对于古代文学特别是古代小说研究者
来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二十世纪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视角�>>

作者简介

　　许建平，复旦大学文学博士（师从章培恒先生），原为河北师范大学教授，古代文学专业学科带
头人，申报博士点方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
现为上海财经大学教授、上海财经大学“中国传统文学与经济生活研究中心”主任，语言文学专业学
科带头人，人文学院副院长，国家三级教授。
中国《金瓶梅》学会理事，上海古代文学学会理事。
主要从事古代小说、明清文学与文学史理论研究，尤其在李贽研究、《金瓶梅》研究和经济生活与文
学关系研究方面，有独到见解，提出了系列观点，处于国内外前沿，引起同行专家的广泛关注和积极
评价。
重视文献、实证研究和理论创新。
已在权威刊物发表论文12篇（《中国社会科学》2篇，《新华文摘》2篇，《文学评论》2篇，《文学遗
产》2篇、《学术月刊》2篇，《中国哲学前沿》1篇、《文艺研究》1篇），在《中语中文学》、《国
际中国学研究》（创刊号）《复旦学报》、《江海学刊》等国内外刊发表论文近百篇。
出版学术著作14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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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编：综论篇第一章　小说文献学的视角与方法第一节　目录学的视角与方法第二节　校勘学、版本
学的视角与方法第三节　史料学的视角与方法第四节　《四库全书总目》对小说文献学的影响第二章
　小说经济文献学的视角与方法第一节　经济文献学对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意义第二节　小说经济文
献学的研究方法第三节　《金瓶梅》流通货币质态与成书年代——运用经济文献学研究小说之实例第
三章　文学文本的形式分析方法第一节　文本分析是文学研究的基础第二节　文本研究中的内容和形
式问题第三节　语言分析是文本研究的核心第四节　文本的深层结构——从语像到意境第五节　作品
的形式结构和作者思想情感的对应关系第六节　文本的形式结构与作者的心理结构第七节　人性的发
展和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第四章　文本意义的确定性分析法第一节　文学语言的三重属性：单一性、复
义性、超越性第二节　文本意义产生之源：复现性意义的语源、衍生意义的语式、经验图式的想象扩
张第三节　创作意图、文本意义、读者感受及其关系第四节　确定性意义、非确定性意义及其关系第
五章　社会政治学的视角与方法第一节　对“经世致用”思潮的审视第二节　“经世致用”思潮影响
下的小说研究历程第三节　“经世致用”思潮留给小说研究的教训第六章　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研究方
法的世纪回眸第一节　“五四”前后，文化革新与学科创建期第二节　30－40年代，由多元趋于一元
的学术定型期第三节　50－70年代末，社会学研究模式占主导地位的学术畸形期第四节　20世纪最后
二十余年，由收缩到开放、由一元到多元的学术转型期下编：个案篇——《红楼梦》研究方法论弁言
第一章　索隐派的视角与方法第二章　理论批评派的视角与方法第三章　考据派的视角与方法第四章
　文本分析派的视角与方法第五章　《红楼梦》文献学的视角与方法第六章　社会学批评的视角与方
法第七章　形象论析派的视角与方法第八章　文化学研究的视角与方法第九章　形式分析的视角与方
法第十章　比较研究的视角与方法第十一章　红学史研究路向与方法的论争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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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小说文献学的视角与方法　　三、小说类型的划分　　查明了某类书的书名、数量、范
围、出处，接下来需要做的事就是将这些书分门别类，使每书各有所归属，而后分类编排起来，方成
目录。
分门别类的工作，犹似盖房画图纸，分出厅、室、台、道，厅有几厅，室列几方一样，它是目录书的
纲要和结构。
纲定目成，目成书录。
每一类型下一般可再分小类。
类型的划分往往标示对于小说研究的成熟度与深度。
对于小说目录来说，要确定小说的类型，至少须具备五个条件：其一，肚中有千百部小说，且对于小
说和小说发展的历史十分了解的学者。
其二，找到划分小说所依据的明确标准，且这一标准始终如一。
其三，小　　说类型要在同一逻辑层次，不可交盖重叠过多。
其四，每一类型，必须有大量的小说，尤其必须有其中公认的代表性作品。
其五，类型的划分在纵向上要显示出小说发展的阶段性，且不可过于细碎。
　　中国古代典籍的分类有若干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两种。
一是《永乐大典》，以书名的字韵分类。
此种分法的长处是便于查找，只要知道书名就可以按书名的字韵找到该书，同时反过来也便于查找某
韵字下的所有书名。
短处是类的意识被遮掩于韵部之中而不那么明显。
二是《四库全书》，将所有书籍分为经、史、子、集四类，每类下又分若干小类。
此种分类的长处是类少而便于记忆。
短处是类过大，下面的小类不免过细而难以把握，经类与史类还好些，集类与子类便过于碎细。
这些大型典籍的分类，都为小说目录分类提供了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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