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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好友赵庆元教授逝世四周年临近之际，《赵庆元学术文存》即将出版了。
我抚今追昔，感慨万端。
　　庆元历任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图书馆馆长。
多年来，他一直刻苦治学，奋发工作，精勤为师，为中文系、文学院、图书馆的发展，为培养人才作
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中国《三国演义》学会理事，他一直关心学会工作，注意团结同仁；2000年5月，又具体负责组织
了全国第十三届《三国演义》学术研讨会，并主编会议论文集《皖江侧畔论三国》，为推动《三国演
义》研究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谁知病魔过早地损害了他的健康，他竟于2005年5月10日溘然长逝，享年未及花甲！
　　四年过去了，人们一直怀念着庆元，于是有了这部《赵庆元学术文存》。
　　综观这部《文存》，我感到有三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宽广的学术视野。
全书所收30篇文章，以古代小说研究为主，同时兼及古代戏曲、诗文两大部类。
就古代小说而言，其笔触又遍及《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
等几大长篇名著，以及白话短篇小说的代表《三言》和文言短篇的高峰《聊斋》。
对于一个长期从事元明清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来说，这是非常难得的，我自己就十分佩服。
　　第二，勇于开拓、锐意创新的探索精神。
庆元为人谦和，不事张扬，但在学术研究中却锐气十足，勇于开拓。
试以《三国演义》研究为例。
早在1978年，他就发表了《试谈诸葛亮形象的意义》一文（载《安徽师大学报》1978年第4期）。
这是“文革”结束后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关于诸葛亮艺术形象的专题论文。
尽管其论述尚未完全脱去“陈言”的痕迹，但文章开宗明义地指出：“《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是
罗贯中调动多种艺术手法，呕心沥血塑造出来的主要正面人物形象。
这个形象既反映了全书的主要思想倾向，又体现了作者的政治理想。
”并以此肯定“《三国演义》思想倾向的进步性”，却是破除极“左”思想对《三国》的污蔑和对诸
葛亮形象的歪曲的一篇力作。
1981年，他又发表《封建贤才的热情颂歌——论（三国演义）的主题》一文（载《安徽师大学报
》1981年第3期）。
文章认为，《三国演义》的主角是诸葛亮，他是罗贯中“按照自己的美学理想塑造出来的一个‘志’
、‘德’、‘才’三者齐备的封建贤士的形象”。
罗贯中“以高昂饱满的热情歌颂他，赞美他”，“还塑造了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并
且程度不同地予以赞美和颂扬”。
因此，“《三国演义》的主题不在于宣扬封建正统思想，也不在于鼓吹‘王道’、‘仁政’，而是要
为真正的贤才呐喊、歌唱。
整部《三国演义》就是一曲封建贤才的热情颂歌”。
这不仅是最早探讨《三国》主题的论文之一，而且是有关主题的学术论争中很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
我称之为“讴歌封建贤才”说。
可以说，’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三国演义》研究由沉寂走向兴旺的过程中，庆元是最早的开拓
者之一。
收入《文存》的7篇《三国》论文，每一篇都自出机杼，自有新意。
如《（三国演义）札记三则》，所谈的三个题目“重学意识”、“造境艺术”、“用语技巧”，均为
以往人们很少谈及。
这充分反映了他勤于思索、善于发现的创新意识，促使我们不断打开《三国》研究的新天地。
在当代《三国演义》研究史上，他写下了很有分量的一笔。
　　庆元的开拓创新精神，不仅表现在小说本体的研究，而且表现在应用角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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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的生态观》、《（三国演义）与领导心理学》、《古代小说中的管理思想及其应用价值》几篇
论文，视角新颖，论述深刻，每每给人有益的启示。
　　第三，敏锐的艺术感觉和优长的鉴赏能力。
对于一个文学研究者而言，有无敏锐而细腻的艺术感觉，是否具备知音鉴赏的能力，写出的鉴赏文章
是否能够感染读者，乃是衡量研究者自身学养、才情和表达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这方面，庆元也是一个佼佼者。
《文存》下编《作品鉴赏篇》，收文11篇，其篇目数量足足占了全书的三分之一。
写作这些鉴赏文章时，庆元深入作品，含英咀华，然后挥洒才情，巧妙构思，以行云流水般的文字，
解说作品的妙处，剖析作者的文心，使读者如行山阴道上，在阅读的愉悦中打开一扇又一扇艺术之窗
，从而提高鉴赏水准。
在这些鉴赏文章中，笔者印象最深的是《曲终始有双星会——“刘玄德三顾草庐”简析》一文。
1994年，为配合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的播出，我们中国《三国演义》学会与江苏古籍出版社主办
的《古典文学知识》编辑部合作，编辑《三国》专号（1994年第4期），由我具体负责组稿和编辑。
在“名作欣赏”专栏，笔者约请了四位学者，就《三国》中最脍炙人口的四个名段各写一篇鉴赏文章
，其中就有庆元的这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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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庆元历任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图书馆馆长。
多年来，他一直刻苦治学，奋发工作，精勤为师，为中文系、文学院、图书馆的发展，为培养人才作
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中国《三国演义》学会理事，他一直关心学会工作，注意团结同仁；2000年5月，又具体负责组织
了全国第十三届《三国演义》学术研讨会，并主编会议论文集《皖江侧畔论三国》，为推动《三国演
义》研究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谁知病魔过早地损害了他的健康，他竟于2005年5月10日溘然长逝，享年未及花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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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公案的文本之争　郭祥正《青山集》研究　影响力渐小的美术批评及其成因　都市新生大型社区中
的生活方式与人际关系——教育部研究课题“我住天通苑”社区调查报告语言学研究　说“桃之天天
”——兼与陈戍国先生商榷　“乞闲”补释　“作家”词义演变　李白《大鹏赋》俗语词溯源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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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甫的咏马诗研究　从创作实践看古代历史演义小说的信与趣　“花间词”的价值与地位　《伤逝
》的赋形思维新探　用爱证明一种存在——浅析《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由精神分析学说探究文学
创作的心理动因教育与法制　论模糊语言学理论与语文阅读教学的衔接-　江西高校教学吸引力调查分
析　论人格五因素模型的应用与局限　浅谈艺术类教学中的互动与启发　论体育运动对大学生不良情
绪的疏导作用　对我国证据展示制度的思考　试论民愤、舆论与司法正义的互动　危机的创造机制—
—论灾后重建的规划与长治问题　看清眼前关注背后——由“打折促销规范”出台引发的思考学术前
沿　中国都市报主流化发展与困境——以《南方都市报》、《新京报》、《时代信报》为范例　浅谈
函的历史发展演变　论命令类公文在我国古代的发展状况　论古代公文的历史发展演变　浅析公文发
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现行公文“意见”探析　浅论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对公文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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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特约专家稿　　试论程小青《江南燕》的结构与节奏　　侯体健　　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200433
　　【内容提要】　《江南燕》是程小青的第一部侦探小说，这部小说内容上的结与解、笔法上的明
与暗、叙述上的紧与松使得其结构曲折有致，姿态横生，其节奏或明快，或低回，掌握得当。
这是程小青侦探小说理论的成功实践，值得我们认真推求。
　　【关键词】　程小青　《江南燕》　结构　节奏　　程小青是中国侦探小说史上的代表人物，他
的《霍桑探案》系列小说以其精巧的情节铺叙、紧张的氛围渲染、缜密的逻辑推断而获得广大读者的
欣赏并传诵至今，从而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霍迷”。
《江南燕》是程小青“霍桑——包朗探案系列”的第一部小说，这部小说用文言写成，最先发表
于1919年的《先施乐园日报》，后有白话版行世，当是新中国成立后改编完成，其确切时间暂付阙如
。
《江南燕》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人胜。
在小说的情节展开中，程小青首次选择包朗作为案件参与者与叙述人，它的这一模式来自柯南道尔的
“福尔摩斯——华生”，也成为《霍桑探案》的经典模式。
《江南燕》整个故事设计十分巧妙，完美地达到了侦探小说“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创作理想。
《江南燕》之所以能成功，原因之一就在于程小青一再强调的“结构技巧”问题在这里得到颇为成功
地展现。
《江南燕》的结构并不复杂，但是能彼此呼应，环环紧扣，如同蜘蛛织网，疏密相间，有机结合。
由结构出发，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江南燕》的节奏感十分强，张弛有度、紧松相谐，不仅能够充分
调动读者的阅读期待，而且还能做到十分吻合读者的审美趣味，迎合读者的心理节奏。
下面我们不妨以情节的结与解、线索的明与暗、叙述的紧与松三对矛盾来解读《江南燕》的结构特征
，以窥程小青侦探小说结构技巧之一斑，感受其收放自如的节奏与律动。
　　一、情节的结与解　　刘半农曾在中华书局版《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跋》（1916年，署名“半
依”）中从侦探的角度将破案过程归结为三个字：“索”、“剔”、“结”。
索即寻求线索，剔即剔除迷障，结即了结案情。
这当然是颇具见地的。
然而，从者构建情节、叙述故事的角度来看，我们其实可以将整篇侦探小说的叙事过程归结为两个字
，那就是“结”与“解”这对矛盾。
所谓结就是结网，就是埋设伏笔以误导读者的过程，将大家的视线转移到各种陷阱中，让读者跟随侦
探一起陷入重重迷障，如堕天网而不可出。
所谓解就是解结，就是一层一层拨开迷雾，将隐性的东西显性化，将不定的东西肯定化，从而避开所
有干扰，直抵正鹄。
结就如同敛气蓄势，让人屏息凝神；解则好比开闸泄洪，使人痛快淋漓。
如果结能结得巧夺天工，自然解就能解得精彩绝伦。
结与解纠结一起，由一结到一解，再由二结到二解或者一结未解而再结又起，如此回环往复，交错相
生，往往让侦探小说悬念迭起。
《江南燕》的故事构架正以结与解错落而成，从大的方面看，乃由三对结解矛盾构成，其中又插入许
多小的结解矛盾，其情节结构大致如斯，从而达到了波浪起伏的节奏感与波谲云诡的变幻感，十分契
合侦探小说的审美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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