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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于任一具体作品，文学批评的任务是通过解读文本揭示其美学的历史的价值，因此，文本解读
的精确度和深刻度决定文艺批评的质量。
文本解读可以从各种角度切入：或从创作主体的风格特征、人生关注、感情态度、创作方法的剖析入
手；或从创作对象即形象中所蕴涵的生活的诸多方面，现实的和历史的各层面的阐发着眼。
取径虽然多方，约而言之却不外两途：一是孟子所说的“以意逆志”法，即从作家所诉求的种种情状
追溯他所钟情的人生问题及其所面对的客观世界；一是伯乐《相马经》所说的“按图索骥”法，即从
作品所以产生的社会环境和人文状貌论证作家如何将生活转化为艺术。
这两种路数自然会有交叉，有重叠，但其批评建构和基本倾向却是显然有所区别的。
本书作者顾鸣塘所择取的为后一种路数。
　　这种方法必须对产生作品的社会状况了然于胸，论证中要掌握大量材料乃至精确的统计指数，才
得以阐明制度性的和运行性的社会人文生态，进而观照鉴别对象的形象合理性、真实性和合于美学比
例的程度。
这种方法的优势是，可以排除游谈无根和向壁逞臆；但稍一不慎也易走入误区，因耽爱资料而失于节
制，陷入烦琐考据和议论枝蔓；或醉心于从资料去发微索隐，于是便从别一岔道与游谈臆测会合。
在《红楼梦》研究领域，人们对这种畸形现象见得太多了。
　　令人欣喜的是，本书作者避免了烦琐和枝蔓，也不分心于比附与索隐。
本书所论证和据以论证的材料，是环绕在《儒林外史》及其作者吴敬梓周围的原生态，全书紧扣着小
说的形象，论列了各色人物的活动空间，从而疏通了小说形象和生活实际之间的关联和呼应。
既以人生实况印证了小说人物和情节之所以如此如彼的因由，也时刻在显示制度性和运行性的社会人
文状貌时，以小说人物的行为和言谈作出反证，使艺术与人生互相映衬而彼此都得以彰显。
由于本书所提供的当时社会环境和人文状貌的完备和翔实，纲目毕具，遂使本书不仅大有裨于解读《
儒林外史》，而且也使本书自身成了清代早中期社会性质的百科式的论著。
　　本书论证的重点也和吴敬梓小说所主诉的内容同向。
书中第三章关于科举取士制度的程式、运作，以及竞逐于这一制度下的士子心态的论叙，是全书篇幅
最多、情况最周备的部分；单就这一章言，割取出来便可成一本介绍科举制度的专书。
吴敬梓嫉视科举和时文，甚于别的各种社会弊害，显然是因为作为社会文化承担者的儒林群体，统统
受这个制度的牢笼和荼毒，人格被扭曲，因而导致了文化的偏枯和颓败。
吴敬梓将此视为一切文化弊病乃至社会弊害的总根而给以辛辣的讽刺。
正是儒林中人的颓败以及远不止是儒林的颓败，使吴敬梓敏锐地察觉出传统文化的深重危机。
《儒林外史》的深层内容，便是从这大群可笑可悲的人物活动的背后所透露出来的社会—文化危机。
　　吴敬梓是封建末世察觉了传统文化危机的第一位智者，其历史作用如用世界范围的杰出人物来比
拟，则正像欧洲中世纪意大利诗人但丁之提早发出了呼召文艺复兴的先声。
吴敬梓比后起的龚自珍提早了一百年发出了“万马齐喑究可哀”那样的沉重叹息。
　　然而，在吴敬梓忧心忡忡地公心讽世时，中国大地上的秀才们、官员们、绅士们、清客们、斗方
名士们，优倡皂隶以及上上下下各阶层、各行业的芸芸众生，正如《儒林外史》所描写的，却在扰扰
攘攘、孜孜矻矻、晕头转向、煞有介事地奔走着他们的功名、权位、浮名和各色各样的利益。
社会在沉沦，在陵夷，却仍如常地运转着，和往昔毫无异样。
本书所提供的，便是这个社会图景，它的风貌、风习，包括制度性的和运行性的诸种色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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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顾鸣塘　1983年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2002年获文学博士学位。
现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
主要著述有：《中国历代婚姻与家庭》(与顾鉴塘教授合著)、《华夏奇石》、《唐宋传奇精赏》等。
主要论文有：《论新发现的第三次程印本》(该文获1986—1993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三等
奖)、《论紫姬与宝钗》、《谣谚考》、《艺术原型考》、《吴敬梓的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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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从《儒林外史》观察江南士绅的婚姻与家庭第一节　婚姻的缔结与礼俗一　婚姻的缔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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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关系一　夫妻关系二　父子关系和兄弟关系第二章　从《儒林外史》透析江南士绅阶层的经济
状况第一节　江南士绅的收入一　出仕的收入(一)京官的收入(二)地方官的收入二　担任幕僚或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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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五)出行(六)婚丧费用第三章　《儒林外史》与江南士绅的科举生涯及心态第一节　应试一　童试(
一)应试对象(二)考试过程及内容(三)童试中式后的优遇与尴尬二　岁考与科考(一)岁试(二)科试及录科
、录遗三　乡试与会试(一)乡试应试对象(二)乡试的考官及应试日期、地点和过程(三)会试、复试及殿
试(四)乡试、会试的内容(五)乡试、会试的中额第二节　科举考试中的舞弊现象第三节　科举制度下
的士绅心态一　中式后的狂喜和屡试不第后的失落感二　因科举而派生的迷信心态(一)科举考试中的
偶然性(二)迷信风水与停丧不葬(三)对梦兆及占卜星相的迷信第四节　与科举制相关的活动——时文
的编选、刻印与发行第四章　《儒林外史》所涉及的江南士绅的文化娱乐生活与交游第一节　诗会及
同道人士间的交往第二节　观赏戏曲及与戏子的交往一　观赏戏曲二　与戏子们的交往三　戏曲创作
第三节　狎妓及与青楼女子的交往第四节　出游寄寓及与僧道人士的交往第五节　与商贾人士的交往
第六节　居住环境及市隐心理、回归心理一　江南士绅的居住环境二　江南士绅的市隐心理与回归心
理第五章　《儒林外史》所反映的江南士绅的学术活动第一节　《儒林外史》时代江南地区学术界概
况第二节　江南士绅的家学与学术交流一　江南士绅的家学传统二　江南士绅的学术著述与交流第三
节　吴敬梓的经学观参考文献与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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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也屡次出现“绅衿”这个词。
第四回：“汤父母到任的那日，鄙处阖县绅衿，公搭了一个彩棚，在十里牌迎接。
”第四十七回又说：“两家绅衿共有一百四五十人。
我们会齐了，一同到祠门口，都穿了公服迎接当事。
”衿，青衿，为学中生员所服，指生员，亦泛指读书人。
　　士绅阶层，由进士、举人、贡生、生员、监生等有功名的人所构成。
进士肯定可以进入仕途，但在中进士后未做官之前还不是官员。
举人、贡生可以进入仕途，但不做官的也不少。
本书在论及士绅阶层的同时，也旁及读过书的“布衣”，即没有功名的读书人。
按：布衣之称，当始于西汉，作为概念，原指平民，系以衣着面料的质地区别尊卑贵贱而来。
《盐铁论·散不足》有“古者庶人耆老而后衣丝，其余则麻臬而已，故命日布衣”云，可得其义。
《史记·李斯列传》中“夫斯乃上蔡布衣，闾巷之黔者”，是较早以布衣指称某个具体人物的例证。
由此又可知作为对应的一面，布衣可以转化向另一面即士大夫。
　　第三节　《儒林外史》时代的江南士绅　　经过西晋末年以来，包括南北朝、宋元等几次全国范
围的动乱，全国人口发生了数次重大的迁徙。
北方人口大量向南方流动，其中有许多就在江南地区定居下来。
这批人口的流人极大地影响了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北方文化与江南文化的碰撞、融合，使江南地区产生了新的活力。
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经济地位日渐上升，文化也从主要以接受为主变为互为影响。
更主要的是，江南地区的人口数量和质量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士绅阶层逐渐扩大，从明代开始，士
绅阶层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已日显重要，清代开始，士绅阶层的影响更是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
　　稳定的社会是地区经济、文化繁荣的重要条件。
我国中原地区P9开发较早，社会经济发展也快，但同时它又承受着巨大的战争破坏力，“白骨露于野
，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就是社会遭受破坏的真实写照。
和中原地区相比，整个江南地区的开发相对迟缓，但却也因此而远离中原战祸，这使得江南地区所受
战争的破坏较中原地区要小得多。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遭受战争破坏的程度比以前有所增加，较严重的有几次，持续时间都不长，如元末
明初朱元璋与张士诚之间的征战，明末清初清兵南下的杀戮，但总的来说，社会仍是比较平稳的。
由于江南地区优越的自然条件，经济、文化在受到破坏后，都能很快得到恢复。
康雍乾时期，国家局势相对平稳，但在全国各地仍爆发了大大小小、持续不断的农民起义或民变。
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的《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一书中收
录得非常详备。
从这份资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全国性的动荡不安中，江南地区确实相当安定，人们“敏于习文，
竦于用武”①，“俗好儒术，罕尚武艺”②。
《儒林外史》中大大小小数百个人物⑧，没有一个是因战争、斗殴、被逼等原因而死于非命的。
书中所写江西宁王反叛之役、贵州野羊塘剿苗之战、四川松潘卫青枫城椅儿山之役，都远离江南地区
。
可以说，江南人士好文轻武的特点支持了社会的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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