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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切艺术发展，都与人类社会发展保持着一定的关系。
小说发展亦然，所以研究小说史，为求真实计，便不能不依照人类社会发展的各阶段加以划分，且从
而研究个别阶段的小说产生形式和小说家创作地位，如何依照当时支配的经济组织而变化？
这乃是计划这本小说史的时候，认为首先应予解决的基本问题。
中国社会发展，经过诸多学者的研究，结果仍然意见分歧。
秦以前为纯封建社会，清末迄今为世界资本主义统治下的半封建社会——这是一般人所公认的。
但自周、秦以至于鸦片战争，生产力进步迂缓，支配的经济组织变化几微，社会发展形态从未脱过一
定的封建阶段，要决定其间各个时期的经济特质而加以区分，那是非短时间所能为力的事情。
因此本书最后不能不变更原来的计划划分，拟仍依照现成的朝代，指出当时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
以期阐明各朝代小说发展的过程。
事与愿违，诚增内疚。
抛砖引玉，尚有待于贤明读者的钻研。
本书限于客观的环境和主观的浅识，未能完成原来的计划，贡献中国小说史以特殊的创见。
在取材方面除一部分根据鲁迅先生的《小说史略》外，尚参看其他书籍及各学者对于个别小说的意见
和批评，不敢掠美，用特声明。
本书的编著，如果没有王云五先生鼓励，蕙田的赞助，赵景深先生的关于参考书的介绍，编者也许没
有勇气来担任这重大的课题。
虽则他们不希望道谢，但编者亦自铭感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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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小说史》是继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之后的一部中国古代小说史。
作者基于社会发展史的脉络，对中国小说发展的历史进行了阶段划分，上起春秋战国，中间分为汉魏
六朝、隋唐、宋元、明、清五个阶段，进而对各阶段的小说体式、特征、作家、作品进行了全面介绍
。
之后.作者还用相当篇幅介绍了民国小说历史，下限直到作者执笔写作之时，从而使此书成为一部名副
其实的中国小说通史。
　　这部小说史的写作.得到了出版家王云五的鼓励，同时也得到了古代小说研究专家赵景深先生的襄
助。
　　该书出版后，几年问即印行数次，广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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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二，小说之“发生、发展、灭亡”并不是与其依存的社会的“发生、发展、灭亡”步调整齐
、息息相合的；换言之，艺术之兴衰并不完全反映社会之兴衰。
小学生做文章也往往提起笔来“夫一国文运之盛衰，关乎一国之兴亡”，这公式之不确，不仅其观念
论的论理。
Macauhy在有名的Mdton论中指出文明愈进步、诗歌愈堕落的事实，这问题虽然很复杂，但译者可简单
说几句话——一阶级的勃兴期，他的艺术在思想上、形式上固有许多优点，但同时每不免粗率之弊，
而一阶级的衰废期，艺术固带颓废的征候，但亦常流露烂熟的芬芳。
朴烈汗诺夫曾说颓废期不害其出现优秀的作品与有才能的作家的（《艺术与社会生活》附注），因此
国破家亡或社会芬乱之日，也常有伟大的作品出来。
小说只是感情思想的表现，社会之间接反映。
现代社会在经济上、一般文化水准上虽比古代社会进步无限，然而人类的感情思想绝对没有依照这个
比例进化的——至少，感情思想在量上虽有变化，然而在质上决没有依社会进化的提高，尤其是感情
。
这就是古人的喜怒哀乐，我们时常同样能够经验的理由。
所以一社会、一阶级发展的因，并不一定得文艺发展的果。
至于一个阶级、一个民族的兴起，有时也不一定带来文艺的新生，尤其是野蛮民族向文明民族，每造
成文艺——般地，文化之祸灾征诸史乘例证甚多。
至于一个社会的灭亡，它的文艺也不一定灭亡。
所以小说进行和社会进行的关系，正不能太机械地去了解。
其实小说与社会的关系非常复杂，在没有一个更精密的规定以前，似乎倒不是更概括的一点的定义好
。
再者要在运动上把握文艺运动的全体，大部分还应该是优秀小说家的使命，而就是历史，在一个现象
的过程分期来研究，也是不得已的事。
不过历史上也只有几个重大的变革期，在其他时代，阶级斗争之迹，是没有这样鲜明的。
至于中国的历史，要将它划成各种社会的形态来分期，更感困难。
第三，历史之使命，要知因明变，了解现在，推测将来。
不过倘若能真正明白“何种小说适合于何种时代”，则这实践目的明明可以满足，因为既知现代是何
种时代，亦必应有何种艺术适应了。
但是历史上有类似的社会形态反复着。
有人认为反复着的类似社会形态之际有一定小说之典型之法则的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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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小说史》：民国学术经典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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