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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艳情小说史》将中国古代艳情小说放在中国文学史、中国古代小说史中，叙述其源头
、发展、成熟、衰落过程，研究其发展规律，以及在各个发展阶段的特点、规律和代表作品，分析其
形成凶素，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文学发展本身的，等等，重点评判它的历史文化意义和文
学价值及其负面影响。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古代艳情小说史>>

作者简介

张廷兴，广西大学文传学院元明清文学专业博士，古代文学、文化批评、民族与民间文学硕士生导师
，出版《金瓶梅文化研究》(2、3、4辑主编)、《文学名著与人生》、《中国古代艳歌论稿》、《谐音
民俗》等专著22部，发表论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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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论一、研究现状及前人的研究成果二、本书的选题意义及其着眼点三、基本观点和基本内容四、研
究方法、研究基础和存在的问题五、需要特别说明的几点第一章　概论第一节　艳情小说的定义一、
前人的提法二、我们的看法第二节　艳情小说的特征一、艳情小说以描写性爱为中心二、艳情小说以
感官刺激为主旨三、艳情小说以文学方式来表现四、艳情小说以商品效益为目的五、艳情小说具有严
重的负面影响第三节　艳情小说的范围限定一、时限的确定二、作品的确定三、作品的类型第二章　
艳情小说的源头——先秦至汉魏时期的性哲学与艳情文学第一节　中国古代的性哲学一、原始宗教的
性崇拜二、文化原典的阴阳之道三、道教养生与变异四、佛教思想及其俗化第二节　先秦文学中的艳
情描写一、《诗经》里面的艳情诗歌二、《楚辞》里面的人神艳遇第三节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
艳情文学一、乐府诗里面的艳情诗歌二、其他文学作品里面的艳情描写三、史书里面的艳情故事四、
《杂事秘辛》五、志怪小说中的人神艳情第三章　艳情小说的发端——传奇、话本小说中的艳情篇章
第一节　唐艳情传奇的特点一、明显的风流主题二、艳遇模式的成型三、淫荡的女性形象四、宫廷淫
乱的艳情小说五、人神艳遇的作品第二节　开放的国度与俗雅文学的交汇一、绮丽的艳情诗歌二、柔
媚婉约的五代词三、坦荡的《大乐赋》四、宗教文化的影响第三节　宋元艳情文学的延伸一、宋元的
艳情传奇二、宋人的艳词三、宋元的艳情话本四、元曲的俗艳情趣第四章　社会思潮的畸形儿——明
清艳情小说蔚为大观的原因第一节　艳情小说与明清政治的关系一、影响艳情小说发展的三个政治因
素二、明清政治统治与艳情小说发展的基本情况第二节　艳情小说与明清经济的关系一、两个基本判
断二、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了明清婚姻观念的变化三、市民阶层壮大是艳情小说的接受者基础四、明
清艳情小说是市民阶层的文化消费选择五、印刷技术的进步和商业操作等因素推动了艳情小说的传播
第三节　艳情小说与明清文化的关系一、宋明理学对性的压抑和扭曲二、道、佛二教世俗化的影响三
、市民的性观念与性精神的释放第四节　艳情小说与文学自身发展的关系一、前代风骚给艳情小说以
深刻的影响二、文学素材的不断扩展给艳情小说发展创造了机遇三、审美情趣的世俗化选择了艳情小
说第五章　顺势爆发，惊世骇俗——明代中后期艳情小说成熟时期第六章　全面开花，应接不暇——
明末清初艳情小说高潮时期第七章　融入名著，进入末流——清中叶艳情小说的流变时期第八章　逐
渐收敛，走向涅槃——清代后期艳情小说衰落时期第九章　复杂的客观与主观表现——明清艳情小说
的价值判断附录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古代艳情小说史>>

章节摘录

二、我们的看法我们用“艳情小说”来称呼这种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和特殊的文学现象。
我们觉得，以“艳情小说”称呼这类小说最为恰当。
所谓“情”字，广义之为感情、豪情、情怀、情调，狭义之为情色、情欲、情性。
在国外，《爱经》之在罗马，《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北回归线》之在欧美，都说明了文学与性爱
的密切关系。
我国从古到今，从《诗经》、《牡丹亭》、《金瓶梅》、《肉蒲团》、《欢喜冤家》到《聊斋志异》
，到《红楼梦》，到《品花宝鉴》，直到今天的作品，同样是文学与情爱密不可分。
给以性爱描写为主题的小说一个名分，“情”字是不可或缺的。
而“艳”，则概括了一切露骨的性爱描写：不管是合法的、非法的，正面的、反面的，爱情的、奸情
的，含蓄的、淫乱的；它也没有褒贬之分，是一个中性词，不至于表达出那么明显的欣赏或者厌恶的
态度。
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文学早就有“艳歌”、“艳诗”、“艳词”之说，这些都是描写有
关男女私情的作品。
只是因为艳诗和艳词大都以比喻的、隐喻的、象征的方式暗示性爱内容，因而颇为费解，仅流传于狭
小的文化圈里，没有发展成为大众的阅读物罢了。
到清代末年，石印本《株林野史》特标为“艳情小说”，成为我国第一个用“艳情小说”指称这类小
说的作品。
这类小说以表现性欲为主旨，所描写的男女私情有较多的淫秽猥亵的细节，因其通俗的表达方式与具
体粗俗的性描写而得以在社会上广泛地秘密流传，在某些方面违背了社会共同的准则，其作者、印售
者和读者便构成越轨的社会行为。
从目前的学界情况来看，近十多年来，人们习惯于将明清小说史上一些描写男女情爱比较刻露的作品
，称为“艳情小说”。
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台湾天一出版社影印的《明清小说善本丛刊》，将初编的第十八辑，名之为《艳
情小说专辑》，l989年又出版了普及本。
以后，大陆有些出版社也步其后尘，出版“艳情小说”。
因为大陆有明确的出版规定，禁止明清艳情小说的出版，这些“艳情小说”其实都属于才子佳人或者
世情、人情的小说。
又加上盗版和非法出版，港台版本的“艳情小说”出版物大量出现在大陆，如天一出版社的、双笛国
际出版社的、梦梅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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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古代艳情小说史》特别强调两个立足点和落脚点：其一，文学要反映生活，当然离不开性爱描
写。
但如何掌握分寸，一直是文学创作难以把握的一个焦点。
艳情小说从思想主旨、审美趣味，到故事模式、人物形象、语言艺术，都给人以启发。
古典名著以及明清神魔、人情、演义等小说里的性描写，特别是从史的角度去分析、评价这些性描写
，对于我们认识当今文坛上形形色色的主义、思潮及大量表现人的欲望包括性欲的作品，无疑是有帮
助的。
其二，在步入信息社会的今天，对于那些色情书籍、艺术品、音像制品、网站的控制与管理，是政府
的一个非常严峻的工作。
在《中国古代艳情小说史》的叙述中，也涉及历代统治者对艳情小说的控制、禁毁。
这也许能为探讨解决这个问题提供某种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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