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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博士”的名称最早出现于战国时代，到秦代成为一种官职名。
《汉书?百官公卿表》日：“博士，秦官，掌通古今。
”汉朝以后，历代都设置博士之官，掌管礼乐、祭祀、法律、教育、讲经、天文、历法、壶漏、音律
、医药、卜筮等事务，都是学养醇厚、博古通今之人才能胜任的。
　　这一称谓也是对具有专门技艺的人的称呼。
比如明代《何氏语林》：“骆宾王文好数对，号算博士。
”清代陆廷灿《续茶经》：“是又呼陆羽为茶博士也。
”后来流传到民间，对有一技之长的人也称为博士。
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凡店内卖下酒厨子，谓之茶饭量酒博士。
”明代洪楩《清平山堂话本》中有“染坊博士”、“花博士”、“茶博士”诸种称谓，著名古典小说
《西游记》中也有“染博士”的说法。
　　及至近代，西方教育制度和学位体系传到东方，日本人首先用“博士”这个汉语借词翻译Doctor
，然后汉语又从日语中回借了这个词。
这就使这一名称的含义接近了它最初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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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四分法”中，最为复杂的是所谓“世情小说”，或称之为“人情小说”，要说明“世情小说”
内涵宽泛而复杂，如果不再简单地笼统地满足于这一宽泛的类别，则可能有利于研究的细化、深化。
梁晓萍的这篇博士论文就是对此的一次成功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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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文化折光——明清家族小说中的伦理亲缘关系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政治和伦理道德相
结合的文化。
在这个文化系统中，伦理思想一直占据着重要的甚至是轴心的地位。
伦理精神作为中国社会的核心精神，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使社会的发展带上了浓重的伦
理色彩，而且成为推动中国文化、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精神动力。
　　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中国伦理系统的产生和发展并非偶然，它具有深厚的自然、文化条件。
中国传统社会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使人们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中，很早即对天、地、人
的关系展开了思索，《礼记?郊特牲》云：“地载万物，天垂象，取财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
地也。
”①对应于人事，《易?说卦》云：“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
”②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三才”（天、地、人）之道一开始即已渗融了以亲缘为核心，以父族为
主导的伦理文化内涵，而此种文化内涵在体制上的显现，即为家族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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