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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治史学理论思考的著作。
该书不同于理论家的逻辑推演，而特别注重史家的个人感受以及可操作性。
书中描述研究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陷阱”，甚至表白史家的“迷茫”与“困惑”。
也就是说，书中既非思辨程度很高的理论陈述，也非实证色彩浓厚的史学专着，而是介于两者之间--
一个力图认真思考的文学史家的工作笔记。
    本书是作者近年来在小说史研究与写作的基础上对小说史研究理论框架的选择以及具体操作规则的
思索，是一部小说史研究的反思录。
包括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文学史眼光、小说史研究方法、中国小说类型研究、二十世纪中国小说。
作者在小说史写作实践中力图通过对小说史内部结构嬗变的理论把握来超越旧的小说史写作模式，而
本书描绘的正是这一过程的探索轨迹，是对旧的文学史体例的一次有意识的全面突破。
视野开阔，创见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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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平原，广东潮州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及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大二
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
先后在日本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法国东方语
言文化学院、美国哈佛大学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等从事研究或教学。
近年关注的课题包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国小说与中国散文、现代中国教育及学术、图像研究等。
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991）；获全国高
校一、二、三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著作奖（1995，1998，2003）、第一、二届王瑶学术奖优秀论
文一等奖（2002，2006）、北京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06）、第三届全国教育
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06）等。
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国散
文小说史》、《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当年游侠人》、《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等著作三十。
种。
另外，出于学术民间化的追求，1991－2000年与友人合作主编人文集刊《学人》；2001年起主编学术
集刊《现代中国》。
治学之余，撰写随笔，借以关注现实人生，并保持心境的洒脱与性情的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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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小引第一篇 文学史眼光  1 史家的位置  2 理论整合  3 独上高楼  4 超越规则  5 传统·叙事者·译本比较
——文学史研究三题  6 新文学：传统文学的创造性转化第二篇 小说史研究方法7   小说史意识  8 小说
史体例  9 进化的观念  10 雅俗对峙  11 理论兴趣与整体意识——中国古典小说研究断想  12 小说叙事的
两次转变——答黄子平问第三篇 中国小说类型研究  13 小说类型研究概论  14 中国古代小说类型观念  
附录一 关于中国古典小说  15 “新小说”类型理论  16 鲁迅的小说类型研究  附录二 鲁迅以前的中国小
说史研究第四篇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  17 清末民初小说理论  18 青楼风月与醒世寓言——说《九尾鱼》 
19 谴责小说与狭邪小说——说《梼杌萃编》  20 佛与道：三代小说家的思考  21 通俗小说蝗三次崛起 
22 武侠小说、大众潜意识及其他各文初出一览索引后记新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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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倘若借用世人对“先锋派文学”与“传统派文学”的笼统划分，将勇于探索、努力创造或借用
新理论新方法的文学研究称为“先锋派学术”，反之则称为“传统派学术”；那么，我以为，好的文
学史家，既非先锋派，也非传统派，而是处在“先锋派的后卫”的位置上。
一般来说，真正的先锋派代表一代人思考的方向与突破的追求。
“超越前人”作为一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本能，时刻驱使着一代代学者（作家更不用说）向社会认可
的规则挑战，努力走出巨人的阴影。
可是，“古来征战几人回”，绝大部分探索者都将长眠在探索路上，只有极少数幸存者逐渐为社会所
接纳。
不管是文学还是学术，成功的先锋派总是使得一代人的思维和感知方式发生变化。
文学史家当然不可能漠视先锋派的探索，死守已有的经验与教条。
文学研究领域中每一种成功的理论探索，最终都将落实在文学史研究中，部分改变已有的研究布局。
在这个意义上，“重写文学史”不成其为口号，也不应成为问题。
倒是必须将其作为口号提出，或作为问题争论，才是真正发人深思的“问题”。
接受某些成功的先锋派的理论原则来重写文学史，这一点在目前的中国学界，已经是“既成事实”。
只是目前中国文学史家借鉴比较成功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接受美学、文学社会学等批评模式，在
西方并非新潮学术；较新潮的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权批评等虽有尝试之作，可还没被整合到系
统的文学史研究框架中。
有人呼吁借鉴的胆子再大点，步伐再快点，恨不得先锋学术一露面，文学史家马上跟上。
对此我不以为然。
在我看来，任何一种时尚理论（假定其真有真知灼见），从基本定型到能够在文学史研究中实际运用
，须经过一系列并不轻松的转化与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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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册芜杂的小书，承蒙北京大学出版社厚爱，1993年3月初刊，1999年3月第二次印刷，2005年1月第三
次印刷。
1997年河北人民出版社推出三卷本《陈平原小说史论集》时，也曾将其收录。
除此之外，还有台北淑馨出版社的繁体字本（1998），以及韩国Erum Publishing Co.推出的韩文译本（
李宝噪、朴姿映译，2003）。
对于以上出版单位及个人，我深表感谢。
此次重印，只是校正了若干错别字，学术观点不动，连“本世纪”等时间用语也未改。
唯一的变化是，删去了附录三《（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讨论纪要》，因其已入2005年北大出版社刊
行的《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
后者从1989年首印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脱胎而来，其《新版序言》交代了改版的缘由，
此处不赘。
让“讨论纪要”与“小说史”合璧，可方便读者，因此，也就顾不得“先来后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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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小说史:理论与实践》：博雅英华·陈平原著作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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