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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一册旧书，原名《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之所以“改头换面”，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
原书初版于1989年，乃设想中的七卷本《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的“开篇”。
很可惜，课题组同人鞍马劳累，各有各的学术兴奋点，始终无法集中精力，完成此拟想中的大书。
眼看十多年过去了，第二册还在酝酿中，何时能成完璧，实在不得而知。
出版社于是转变策略，劝我将此书单独刊行。
说是日后全史若能成编，再让我打点行装，重新归队。
　　好在此书本就体例独立，首尾完整，论述上也颇具特色；以今日眼光重读一遍，感觉上似乎还没
完全过时。
故此，旧貌换新颜，也还说得过去。
　　阅读本书，有个诀窍，那就是参考附录《（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讨论纪要》。
此文原入拙著《小说史：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2005年），只因与本书关系实在
太密切，不得已重新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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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理论思维的贫乏与理论框架的单调，是文学史研究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
这一点我以前谈过，不赘。
这里谈谈工作范式的建立与运用。
因单是从哲学发展层次讨论文学史是什么，于实际研究作用不大。
选择工作范式实际上也就选择了研究范围——承认有所不能，有所不为，破除那种“全面”、“稳妥
”的教科书心态，根据自己的理论设计，长驱直入，变平面的罗列为纵深的开掘。
　　至于工作范式的建立，是作者的理论兴趣与研究对象特性之间的相互契合，有理论假设的成分，
但并非纯粹先验的主观臆想。
在“前研究”阶段，理论假设与对象把握不断对话，互相调整，很难再分辨什么“主观”、“客观”
。
这一点成熟的研究者在实际操作中都可能意识到，似乎没有必要为“正名”花费太多的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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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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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第三节 从悲壮到哀艳作家小传小说年表参考文献《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讨论纪要索引卷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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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为文极悲壮抑郁，每于不知不觉问使人毛骨悚然，诚希世杰作也”。
　　周桂笙1900年始为吴趼人主编的《采风报》节译《一千零一夜》，收入《新庵谐译初编》（1903
）时有《自序》云：“非求输入文明之术，断难变化固执之性，于是而翻西文译东籍尚矣。
”从输入文明角度考虑，常将域外之笔记、杂谈乃至新闻报道译成小说。
主要译作有《毒蛇圈》、《福尔摩斯再生后之探案第十一、二、三案》等侦探小说和《地心旅行》、
《飞访木星》等科学小说。
周对域外小说涉猎较广，①翻译态度也甚为认真，译文质量较高。
“译一书而能兼信达雅三者之长，吾见亦罕。
”②于是发起组织“译书交通公会”，期望能与同道切磋学艺，促进小说翻译水平的提高，用心不可
谓不良苦。
据吴趼人《新笑史》“犬车”条所记，周桂笙主张“凡译西文者，固忌率，亦忌泥。
”③这自是经验之谈，只是尺度不大好把握。
周译小说虽不“泥”，却有点“率”，颇有任意增删原文者，且多不注明原作者姓名。
值得注意的倒是周氏采用白话和浅近文言译小说（如《毒蛇圈》之白话译文就颇流畅传神），这一点
对后来的翻译家影响甚大。
　　徐念慈　　自1903年译《海外天》，至1908年6月病逝于上海，翻译生涯不过五年多，而能在晚清
翻译界赢得一席地位，自是不易。
观《（小说林）缘起》、《余之小说观》，可知徐氏理论眼光在同时代翻译家中实属难得。
可惜忙于编辑事务，为十几种小说评批、润辞，独立完成的翻译著作只有《黑行星》、《新舞台》、
《海外天》等寥寥七、八种。
徐氏对时人之专嗜侦探小说颇有微辞，“余知其欲得善果，是必不能”；并感叹小说销数“专写军事
、冒险、科学、立志诸书为最下，十仅得一二也”，④为社会之前途计，徐念慈于是专译军事小说、
冒险小说、科学小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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