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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世界上的任何史书的重加修纂上，没有像中国文学史要变动得那末利害的”①。
这句话用在小说、戏曲史学方面可以说尤为正确。
十九世纪末以来的一个多世纪，是小说戏曲从文学边缘步入文学中心的一个多世纪，是小说戏曲学科
建立的一个多世纪，也是小说史、戏曲史不停变化的一个多世纪。
小说戏曲史之所以变而不居，最为根本的原因就在这段时期内一些重要文献陆续被发现。
它们的陆续发现，不断地丰富着小说戏曲学科的对象与内容，不断地更改着前此小说、戏曲论著中的
错误与不当认识，不断地推进着小说、戏曲研究的前行。
完全可以说，小说、戏曲文献的陆续发现是一百多年来小说、戏曲研究的火车头和发动机，没有小说
、戏曲文献的发现，现在的中国小说（史）与戏曲（史）学科就不可能存在，或者，即便存在，也远
不会有这样实在与丰满。
　　遗憾的是，由于文献的发现是人的具体的历史活动，没有多少载籍记录在案，要想还原这个过程
，无疑是难上加难。
也正因为此，目前相当繁荣的文学学术史论著，对此多是予以回避与省略。
这样一种省略固然有不得已的因素在内，但在客观上却造成了这样的后果：人们只能看到小说、戏曲
研究之流，而看不到小说、戏曲研究的发源；人们只能看到研究成果，看不到研究者本人；人们只能
看到寂静的知识，却看不到研究活动中研究者歌泣感叹欣喜悲苦的生命体验；人们只能看到业已成形
的学科，却看不到这个学科形成的最为艰难的一段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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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十九世纪末以来的一个多世纪，是小说戏曲从文学边缘步入文学中心的一个多世纪，是小说戏曲
学科建立的一个多世纪，也是小说史、戏曲史不停变化的一个多世纪。
小说戏曲史之所以变而不居，最为根本的原因就在这段时期内一些重要文献陆续被发现。
它们的陆续发现，不断地丰富着小说戏曲学科的对象与内容，不断地更改着前此小说、戏曲论著中的
错误与不当认识，不断地推进着小说、戏曲研究的前行。
完全可以说，小说、戏曲文献的陆续发现是一百多年来小说、戏曲研究的火车头和发动机，没有小说
、戏曲文献的发现，现在的中国小说（史）与戏曲（史）学科就不可能存在，或者，即便存在，也远
不会有这样实在与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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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书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98年毕业博士，复旦大学2000年出站博士后，现为复旦大学中国
古代文学中心副教授。
在本书中撰写了“前言”、“曹雪芹祖籍文献”、“脂评本《红楼梦》”等章。
承担了本书的编排、组织统稿和部分章节的修订工作。
　　苗怀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99年毕业博士，南京大学2001年出站博士后，现为南京大学文学
院副教授。
在本书中撰写了“小说文献的发现与研究”、“《金瓶梅》词话本”、“罗贯中生平史料”、“《九
宫正始》与《寒山堂曲谱》”、“《升平署戏曲》”、“车王府曲本”。
“明成化刊本《白兔记》”、“天一阁明蓝格抄本《录鬼簿》及续编”等章，另外还参加了本书的分
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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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凭着多年考古的经验，他很快判明了这批藏书的价值。
最初，王道士将一捆捆的手稿运到了藏经洞外的一间密室里让斯坦因和蒋孝琬在那里挑选。
因为无人发现，他便大着胆子让他们将经卷带回自己的帐篷去挑选。
由于斯坦因不懂汉语，他挑选的重点放在了有神幡绘画的经卷上。
这一次，斯坦因只付给王道士40块马蹄银，却拿走了满满五大桶的石室藏物。
四个月后，他们又回到了敦煌，从王道士手中无偿得到了二百捆手稿。
斯坦因仅付了130英镑的税款，便将这批无价之宝顺利的运回了英国。
从此以后，王道士盗卖石室文物的胆子更大了。
　　敦煌遗书的最大劫掠者，是法国人伯希和。
他于1908年来到了中国，以一笔捐助为诱饵，便得到了王道士的允许，轻易的进入了藏经洞中。
伯希和是一个著名的汉学家，他熟悉十三种语言，并精通中国的史料学、目录学和历史地理。
因此，一进入藏经洞，他便意识到了洞中文物的价值。
在藏经洞昏暗的烛光下，伯希和工作了整整三个星期，凭着他丰富的汉学知识，对每一件藏品进行了
认真的挑选。
最后，他仅以五百两银子，便换走了大约六千余件精品。
由于伯希和精通中国文化，因此，他劫掠的这部分文物，是藏经洞文史资料中价值最高的。
　　从1906年起，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同俄国、日本等国的劫掠者们，通过各种手段，先后
劫取了藏经洞出土的绝大多数文献。
直到1909年，伯希和携带少量遗书从河内到北京修裱，在六国饭店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展览会，内地的
中国学者才知道敦煌有这一重大发现。
他们大为震惊，立即上书官方，要求政府保护遗书。
清政府这时才电令敦煌地方当局封存洞内剩余古物，严禁外运。
1910年，在外界的压力下，又命令甘肃学台将洞中残卷运到北京，移存京师图书馆。
但起运之前，王道士又私自窃走了许多卷子；运送途中，各地大小官僚又层层劫掠，当剩余的卷子运
抵北京时，已经所剩无多。
而负责接收工作之人，又将其中的精好卷子悉数劫掠。
这些劫掠者为了掩盖他们的丑行，还将较长的卷子一拆为二以冲其数。
因此，当这批卷子移藏京师图书馆时，所剩还不到原来的五分之～②。
这批珍贵的国宝就这样被这些贪婪的劫掠者们大大的破坏了。
对后人来说，这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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