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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古人云：“方以类聚，物以群分。
”《易·系辞上》类聚与群分，原本就是客观世界一种最基本的构成方式。
而分门别.类，则是人类根据事物属性的异同，亦即根据事物之间的相似与差异，将事物区分为不同种
类的一种思维方法。
正如中国先秦时代著名哲学家荀况所说的：“万物虽众，有时欲遍举之，故谓之物。
物也者，大共名也。
推而共之，共则有共，至于无共然后止。
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为鸟兽。
鸟兽也者，大别名也。
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于无别然后止。
”（《荀子·正名》）因此也可以说，分门别类是人类认识事物、区分事物、组织事物的一种最基本
的逻辑方法。
　　从思维方法的特质来看，分门别类采用的是一种静止的、相对的思维方式，因此它实质上是一种
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正如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恩格斯所指出的：这种思维方式，“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
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把它们看做运动的东西，而是看做静止的东西；不是看做本质
上变化着的东西，而是看做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看做活的东西，而是看做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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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博士学位论文写作过程中，徐龙飞综合地运用了功能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
这种方法论上的自觉，使他在文学类型研究中既得以“人乎其内”，探究才子佳人文学自身细致幽微
的内在奥秘，又得以“出乎其外”，勾连才子佳人文学与大千世界的广泛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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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龙飞　又名龙霏，1977年出生于河南平顶山市。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2008年起任教于中国戏曲学院，承担戏曲理论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主要从事戏曲史论、戏曲思想、文化方面的研究。
学术论文有《“情”与“义”的和谐与统一——试论(长生殿)的结构及其主题》、《“霓裳羽衣”—
—(长生殿)中的一个重要物象研究》、《视野与类型：才子佳人小说的重新审视》、《从戏曲到小说
——晚明清初才子佳人文学模式承袭》等若干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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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个骗卖，一个骗娶，俱是小人行径。
除了才美婚恋戏曲外，在元代其他婚姻剧中的反角亦多是品行恶劣的“小人”，如柯丹邱《荆钗记》
，反角孙汝权在遭到女主角的拒婚后，为谋娶女主角，将男主角的家书偷改为休书，后又称男主角已
入赘相府，进行欺骗。
另一权贵反角万俟丞相在男主角中状元后欲招其为婿，男主角不允，就将其派往穷恶之地潮阳任职，
打击报复。
贾仲明《玉梳记》中，商人反角为逼娶女主角，竞至一无人处拦截女主角，女主角如不肯顺从，就要
行凶杀人。
　　如果我们再将眼光扩大，不仅仅局限于元代的婚恋戏曲内部，而是面向元代整个戏曲创作和演出
，我们更能发现：在元代戏曲中，为非作歹甚至无恶不作的反角形象是极为常见的。
如《望江亭》中的杨衙内、《窦娥冤》中的张驴儿父子、《蝴蝶梦》中的皇亲葛彪、《鲁斋郎》中的
权贵鲁斋郎、《汉宫秋》中的毛延寿、《荐福碑》中的冒名男主角又欲杀害男主角的张浩，等等。
　　反角形象在元代戏曲中的转变对于晚明清初才子佳人文学类型特征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
之所以出现这种转变，与世俗文化的兴起关系甚大。
善与恶的较量是民间故事的重要内容，也是故事吸引民众的重要因素。
在民间文化中，往往善就是善，恶就是恶，泾渭分明。
宋元戏曲直接面向世俗大众，也大量反映世俗众生相。
世俗文化中好人与坏人斗争的形式必定要进入戏曲的演出中来。
在戏曲中，我们也确实看到了这种善恶斗争的普遍性。
宋元以前的才美婚恋故事基本是中上层文人的产物，在这些故事中多是文人的佳话或逸事，与下层世
俗生活距离较远。
但宋元以后，这种文人传统更多地同世俗与民间因素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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