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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据我所知，彭利芝博士这部论述中国古代历史小说中“易代”主题的书稿，是她在自己的博士论
文的基础上充实、修订而成的，就是说，这不是灵机一动的“偶成”之作，而是经过了多年的思考、
反复修改而最后定稿的。
如果话再说得更远一点，即十余年前，在她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她就已经把自己的研究课题锁定在
中国古代历史小说这个领域了。
我还清楚地记得，小彭的硕士学位论文的初稿，就是一篇十余万言的论述“说唐”系列作品的长文。
有些攻读硕士学位的青年朋友，写论文时往往担心自己的论文太短，“字数不够”，而小彭却是写得
太长了，不得不删削。
而且，那篇硕士论文的评阅专家中，不止一位对我说过，他们以为这是一个男孩子写的。
总之，我是想说明，小彭对中国古代历史小说的关注与研究，至少已经用了十多年的时间，付出了大
量的心血。
如果说小彭的论述“说唐”系列作品的硕士论文，是对历史小说中一个“个案”的研究成果，那么，
她的探讨“易代”主题的博士论文以及即将出版的这部专著，则是在统观中国古代历史小说整体的前
提下，对一个重大主题的抽象、开掘、论析。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向是主流与正统。
而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倡导“修、齐、治、平”，教育人们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
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句话，就是要关心盛衰兴亡之变。
为此，则必须以史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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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历史小说在我国古代长盛不衰，影响深远。
《说破兴亡多少事：明清历史小说易代主题研究》作者对明清长篇章回小说中的易代主题进行了深入
研究，探讨了易代主题的形成、流变以及易代主题的表现形态易代史观、“亡国”之因、“定鼎”之
由等。
《说破兴亡多少事：明清历史小说易代主题研究》不仅考察了明清人对“历史”上的王朝更迭的认识
，也考察了明清人对亲历“易代”的感受，总结了小说家对“易代”问题的整体思索。
《说破兴亡多少事：明清历史小说易代主题研究》融贯文学与史学，兼顾个性与共性，为历史小说和
易代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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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彭利芝，女，1973年生于湖南耒阳市。
1998年于首都师范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2005年于北京师范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
现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元明清文学研究。
在《明清小说研究》、《红楼梦学刊》、《首都师范大学学报》、《学术交流》等发表学术论文20余
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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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绪论第一章 明清历史小说易代主题的形成及其流变第一节 易代主题的形成与史学传统之关系第二
节 易代主题的形成与文学传统之关系一、易代主题的形成与咏史诗二、易代主题的形成与宋元讲史平
话三、易代主题的形成与易代历史的题材优势第三节 易代主题的形成与易代时局之关系一、元明易代
时局与易代主题的形成二、明清易代时局与易代主题的强化第四节 易代主题之流变一、元末明初二、
明中后期（嘉靖至万历朝）三、明清鼎革之际（明崇祯至清顺治朝）四、清初中叶（康熙至嘉庆朝）
第二章 明清历史小说体现的传统史观第一节 分合论一、明清历史小说中的分合论之表现二、明清历
史小说中的分合论之天命特点三、明清历史小说中的分合论之渊源及其评价第二节 英雄史观一、明清
历史小说中的“英雄”意蕴二、明清历史小说中的英雄史观之表现三、明清历史小说中的英雄史观之
评价第三节 正统论一、明清历史小说中的正统论之表现-二、元明清史学上之正统论与历史小说之关
系第四节 “成王败寇”观一、明清历史小说中的“成王败寇”观之表现二、明清历史小说中的“成王
败寇”观之个案分析三、明清历史小说中的“成王败寇”观之渊源及其评价第三章 明清历史小说揭示
的“亡国”之因第一节 暴君败国——以隋炀帝形象为中心一、隋炀帝败国之具体表现二、隋炀帝败国
之典型性三、“暴君败国”论之根源第二节 权奸误国一、明清历史小说中的“权奸误国”论之表现二
、明清历史小说中的“权奸误国”论之具体内涵三、明清历史小说中的“权奸误国”论之评价第三节 
女色祸国一、明清历史小说中的“女色祸国”论之表现二、明清历史小说中的“女色祸国”论之渊源
三、明清历史小说中的“女色祸国”论之评价第四章 明清历史小说阐发的“定鼎”之由第一节 得天
命者得天下一、明清历史小说中的“得天命者得天下”观之表现二、明清历史小说中的“得天命者得
天下”观之渊源及其评价第二节 得民心者得天下一、明清历史小说中的“得民心者得天下”观之表现
二、明清历史小说中的“得民心者得天下”观之渊源及其评价第三节 得人才者得天下一、明清历史小
说中的“得人才者得天下”观之表现二、明清历史小说中的“得人才者得天下”观之渊源及其评价第
四节 得权谋者得天下一、明清历史小说中的“得权谋者得天下”观之表现二、明清历史小说中的“得
权谋者得天下”观之渊源及其评价余论附录 明清历史小说易代主题个案研究——隋唐系列小说中的“
玄武门之变”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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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类诗作曾被认为是“讲史之祖”、是“平话小说”的底本②。
张政娘所谓的胡曾咏史诗与讲史平话的关系主要就讲史平话的体制而言，其观点已被胡士莹先生所否
定③。
但后世仍有人在继续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如李宜涯对晚唐咏史诗作了大量的研究后认为，“胡曾所
代表的叙事型咏史诗，与平话的关系仅在于‘有诗为证’的‘证明’关系上”，“增添了平话讲史的
信实度”④。
虽然各学者的观点不同，但此种争论本身说明胡曾的这种叙事型咏史诗与讲史平话、历史演义有某种
联系。
这种联系并不是胡曾的咏史诗提供了讲史平话、历史演义的体制，而是与其他咏史诗一样，为讲史平
话、历史演义提供了一种关注易代兴亡的历史主题。
　　咏史诗作为一种史与诗结合的诗歌体裁，甚至被认为直接源于史书：“咏史诗可被视为是由中国
古代历史著作中的‘论赞’部分发展而来的。
”⑤它集中体现了传统的史学观念，且较之史书更能集中体现惩恶扬善、以古鉴今的史学传统。
如在正史中，历史人物的社会地位是决定史书的组织结构的一个重要因素。
无论这个皇帝怎样昏庸残暴或在历史上无足轻重，都有资格在正史中占据一篇单独的“纪”。
而在咏史诗中，只有关涉王朝兴亡的帝王将相，才可能成为咏史诗的主角，其他的则几乎统统被过滤
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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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龙争虎斗几春秋　　五代梁唐晋汉周　　兴废风灯明灭里　　易君变国若传邮　　——《五代史
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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