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安徽散文小说>>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安徽散文小说>>

13位ISBN编号：9787539637259

10位ISBN编号：7539637250

出版时间：2011-7

出版时间：安徽文艺

作者：钱念孙|主编:陆勤毅

页数：26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安徽散文小说>>

前言

插图：安徽自古以来就是钟灵毓秀、人杰地灵之地，在文艺、历史、哲学、宗教等领域都以其辉煌的
业绩在中华民族的文化版图中占据显要位置。
从散文、小说的视角来观照安徽文化的演进历程和嬗变规律，集中展示安徽散文、小说的地域文化特
色及其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是本卷的编撰目的。
具有现代文体意义的散文、小说出现的时间距今并不久远，但作为一种文体的肇始，它们都可以直接
追溯到遥远的先秦时代。
与西方文学传统相比，中国的抒情表意文学比较发达，而叙事观念则远不及西方。
这种民族特色表现为中国古代散文、小说发展的不平衡性，前者远远强于后者。
中国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就曾经说过：“中国古来的文章，一向就以散文为主要的文体。
”（《〈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序言》）翻开任何一部中国文学史都可以发现，散文比起诗歌、
小说、戏剧等其他文体，不但数量多、成熟早，而且内容广、影响大，绵延时间也很长。
中国散文、小说发展的民族特色使本书在整个古代部分，散文是介绍的重点，到了近现代，散文，、
小说的分量才大体平衡，在现当代，出现了小说强于散文的不同局面。
以上是本卷给人的大致印象，具体到各个篇章，也有几个特点。
首先是作为地域文化的安徽散文、小说与整个中国文学史相互生长的关系问题。
整体而言，安徽的散文、小说呈现出开局辉煌、中期成熟、走向繁荣的发展态势。
在先秦两汉时期，老子、庄子、管子和淮南子都以其杰出的艺术成就揭开了中国散文、小说史上光辉
的第一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某些方面甚至成为后世不可企及的典范和难以逾越的高峰。
从三国两晋至宋元这个漫长的封建中古时期，建安文学、朱熹理学散文等，都是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
的巅峰形态。
明清时期的桐城派古文、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等，要么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思潮，要么是享
誉中外的经典之作。
现当代安徽散文、小说也是名家辈出，佳作如云。
由是观来，安徽散文、小说的历史影响都远远超出了它们的地域范围，以洪峰巨浪的形式汇入到中华
民族的文化历史长河中。
但是，比照整个中国文学的宏观发展格局，再具体到每一个历史时期，作为地域文学的安徽散文、小
说的发展并不十分平衡。
在某一个时期，它可能高峰林立；在另外一个时期，它可能平静如水。
比如，三国两晋至宋元时期的安徽小说就相当沉寂，在整个中国的小说发展史上，这个时期有魏晋南
北朝的志怪、志人小说，唐传奇，宋元话本小说等，但安徽地域内就缺少一些经典性文本。
这种情况给本卷的编撰带来了一些问题，各个章节内容的不平衡就不可避免了，但本卷还是采取一种
折中的方式，即在中国散文、小说发展的整体格局中来论述安徽的散文、小说，把后者的精要展示放
在前者历史发展的宏观流程中。
这样，从安徽散文、小说不连贯的发展进程中，读者仍能窥见其整体形态。
地域文化与整个民族文化本身就是相互生长、此起彼伏，这种安排应该还是比较合理的。
本书虽力求规避文学史的学术性编写体例，但与各种文学史的编撰一样，也同样要面对散文、小说文
体的界定问题。
在我国古代，“散文”这个概念出现较晚，最早从文体角度提到“散文”一词是在北宋时期，不过当
时所指的仅仅是和骈文相对的散行文字，还不等于我们今天的文学散文。
大概从曹丕的《典论·论文》开始，文论家就开始正式探讨文体的分类问题，陆机的《文赋》，刘勰
的《文心雕龙》，萧统的《文选》，唐宋的古文家等，对散文的概念范围都有不同的理解，但在今天
看来，这些接近于“散文”的概念，有的偏重于形式，有的偏重于内容，有的范围很宽，有的范围很
窄。
本卷散文的外延圈定大致还是按照现代流行的散文、小说、诗歌、戏剧四分法，同时兼顾散文发展的
具体情况，对不同的历史阶段，采取不同的文体分类标准：对先秦、两汉的散文，尺度适当放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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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那时文史哲还不分家；魏晋以降，文学的概念日益明确，散文的范围逐渐精确缩小；对于学术著作
，力求把文集和单篇、全书与章节分开来看，对文集中的某些单篇，全书中的某些章节，只要它们的
散文文体特征明显，仍然把它们当做散文来解读，不笼统地判断某人的文集或某本著作算不算散文。
由粗到精，由界限模糊到逐渐清晰，不因历史的局限而勉求其全，这也应该符合文学形式的发展规律
。
小说的情况就更为复杂了。
“小说”一词在现代概念明确，专指一种文体，但在中国古代，这一名词却经历了极其复杂的语义变
迁。
在现存古籍中，“小说”一词最早出现于《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
”“小说”一词在这里显然是贬义，且不是专用名词，它与“大达”相反，指“小”的“说”。
所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它“乃谓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与后来所谓小说者固不同”。
用今天的话来说，那时的“小说”是指小道理，和今天作为文体概念的小说相比，显然不是一回事。
在汉代人的心目中，最具代表性的看法是将“小说”当做诸子百家中的一家。
班固还对“小说家”的源流、地位、特点作了系统论述，他认为：“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
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
”（《汉书》卷三十）桓谭《新论》中也有类似的说法。
小说在他们那里都是以讲说道理为主要特征的，而且也是小道理，不是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
只有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才开始用“小说”来指代某一类作品，从一种文体的角度对之进行界
定。
尽管如此，小说在这时仍摆脱不了“小”的地位与特征，因为它还与小事、小道理、无关紧要、荒诞
不经等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从宋代开始，已经有人不但将小说看做一种文体，而且把它看做一种具有文学性的文体，与诗、词等
文体相提并论，不但讲究小说的艺术性，而且注重内容的娱乐性。
宋代以后，白话小说终于取代文言小说，成为中国古代小说的主流。
明代的小说承唐代传奇、宋元话本而来，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人情等各种题材的长篇小说以
及话本、拟话本的短篇小说创作空前繁荣，更是出现了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
梅》“四大奇书”为标志的我国古典长篇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高峰。
明代的小说批评家还把小说与“三坟五典”这些经史作比，甚至认为小说“远胜坟、典”，具有独立
的地位和价值。
清代的小说创作更是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出现了《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经典名著，小说这一
概念的使用也已经与今天基本一致了，晚清甚至出现借小说来改良政治的文学思潮，使得小说的社会
地位尤为突出。
这种思潮在“五四”时期得到发扬光大，并一直持续在整个现当代的文学发展进程中。
与散文那种步步为营的发展方式不同，小说的发展进程呈现出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之势，它后来居
上。
在现当代，它甚至以不可匹敌的优势成为文学最热门的创作文体和研究对象，散文的，创作和研究不
得不退守到边缘。
小说的这种发展态势也给本卷的编撰带来了一个困难，但最终也成为它的一个特点。
本卷对于明清以前的小说部分只能从具备某些小说叙事特征的作品中去抽取，毕竟它们对中国后世叙
事文学的成熟有着奠基的功能和积累的作用。
同时，由于安徽地域文学与整个中国文学史发展的不平衡性，相比于整体连续的中国文学史，本卷小
说部分内容的不连贯特征就十分明显，只有到了现当代，这种现象才逐渐改观，安徽小说甚至以它沉
甸甸的分量压倒了散文。
这种状况既是历史的真实，也是文学进化的自然选择。
相比于浩若烟海的安徽散文、小说的全部实绩，本卷的编写既然是精华的展示，其内容也就不能求大
求全了。
本卷选材观念大致还是传统的文学史视野，以散文、小说的文体意识和历史影响为重要依据，兼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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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选作家作品古今历史地位的相称。
这样，对现当代一些相当优秀的作家作品只能忍痛割爱了，不能独分章节进行展示。
或许由于学识水平有限，或许由于占有的资料不足，或许由于评价的标准有异，有些遗漏、偏差恐怕
在所难免，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本卷在编写过程中，广泛参考了前人的研究成果。
本丛书的编写目的在于推介安徽文化，撰写者的主要工作就是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很个人化的见解
一般都力求避免。
而且，由于本丛书编写体例所限，所有的参考文献也不能一一详细列出。
对这些为安徽散文、小说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前辈、老师和各位同仁，我们只能在此深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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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安徽散文小说》从散文、小说视角，较为系统地梳理了安徽文学从先秦到当代的发展历程，对
主要作家、作品和文学思潮作了较为全面的阐述。
《安徽散文小说》从中华民族文学发展的宏观背景中，透视和发掘安徽散文、小说的地域文化特色及
其在整个中华民族文学中的历史地位，集中展示了安徽散文、小说的精华，广大读者可以在短时间内
把握安徽散文、小说的整体风貌和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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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一、开局辉煌（先秦两汉时期）（一）老子1.“文原于道”思想之源2.虚静无为的审美意境3.针砭
现实的批判精神4.变化多端的行文技巧（二）管子1.论说文的文体意识2.灵活多变的语言艺术（三）庄
子1.意境理论的重要源头2.意出尘外的浪漫想象3.辛辣讽刺的个性风格4.意趣横生的寓言故事5.奇诡莫
测的结构形式6.文采飞扬的语言艺术（四）淮南子1.文艺抒情性的系统阐发2.繁复博富的辞赋创作（五
）桓谭1.文学创作的内外因素论2.论说艺术（六）小说文体的萌芽1.《管子》的叙事特色2.《庄子》与
“小说”3.《淮南子》：以事论道的圆形结构4.《孔雀东南飞》：中国最早的诗体小说二、中期成熟（
魏晋至宋元时期）（一）建安文学1.代表作家：三曹七子2.建安散文的时代特色3.文论经典：《典论·
论文》（二）嵇康1.越名教而任自然2.成熟的驳论艺术3.美学经典：《声无哀乐论》（三）理学大师朱
熹1.文道观2.文法学思想3.散文作品（四）一代文宗梅尧臣（五）其他代表人物1.理学家程大昌2.大儒
郑玉（六）唐宋名家有关安徽的散文名作1.刘禹锡的《陋室铭》2.欧阳修的《醉翁亭记》3.王安石的《
游褒禅山记》三、走向繁荣（明清时期）（一）明清安徽散文1.戴震的学术散文2.桐城文派（二）明清
安徽小说1.吴敬梓的《儒林外史》2.文言小说集《夜雨秋灯录》四、名家辈出（现当代时期）（一）散
文的蓬勃发展1.新文学先驱的议论性散文陈独秀胡适阿英舒芜2.新文学先驱的抒情性散文台静农苏雪林
韦素园方令孺李霁野3.吴组缃的“小说家散文”4.散文美学思想5.当代散文名家：王英琦（二）成就卓
著的小说创作1.台静农：未名社的重要小说家2.蒋光慈：普罗文学的先驱3.吴组缃：第二代乡土小说代
表作家4.苏雪林：女性文学与抗战文学的杰出代表5.阿英：革命小说优秀作家6.张恨水：通俗文学大
师7.陈登科：杰出的工农作家8.鲁彦周：“反思文学”的先驱9.文坛新皖军季宇潘军许辉许春樵参考文
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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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明清安徽小说1.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一字文木，号粒民，安
徽全椒人。
出身于世代科甲的家族中，自幼受的是封建正统教育，生平却最恶举业。
他亲身经历了封建大家族争夺遗产的纠纷，看清了封建家族伦理道德的丑恶本质和缙绅人物的虚伪面
目，于是与那些倚仗祖业和门第为生的纨绔子弟分道扬镳，成了一个缙绅阶层的叛逆。
他在30岁前就将祖传田地房产消耗光了，堕落为“乡里传为子弟戒”的“败家子”（吴敬梓《减字木
兰花》）。
在家乡舆论的压力下，他33岁时移家南京，开始了卖文生涯。
36岁那年，他托病推辞举荐出仕，甘愿过着清贫的生活，直到客死扬州。
吴敬梓开始创作《儒林外史》是在清朝大兴文字狱的乾隆初年（1736），大约成书于19世纪初。
为了便于暴露现实社会问题，他巧妙地选择了明代的某些历史事件作为小说的背景，但它所反映的社
会生活与清代基本一致。
《儒林外史》描写了整整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生活与命运，对传统文化的危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
封建社会的颓败也有着鞭辟入里的解析。
同时，它在题材选择和表现手法等方面均不同于既往的小说，有很多艺术创新，在中国讽刺小说史上
有着“空前绝后”的地位。
鲁迅评价：“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讽刺小说从《儒林外
史》而后，就可以谓之绝响”（《中国小说史略》）。
《儒林外史》把批判的矛头直指科举制度的罪恶。
揭露八股科举的弊端，批判功名利禄观念，是《儒林外史》的中心内容。
隋唐以后定型的科举制度，使科举成为读书人猎取功名的唯一手段。
这种制度到了明清又添加了八股制艺的枷锁，立论依《四书集注》，行文按八股固定格式。
八股文形式僵化，一方面适应了统治阶级对士人思想的控制，另一方面也给知识分子带来了深重的灾
难。
这种文化导向和用人制度不仅造就了一批批飞黄腾达的官僚，而且腐蚀和摧残了一代又一代士人的人
性，扭曲了他们的人格。
《儒林外史》对这种八股取士制度中的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和精神面貌作了细致的刻画和全面的扫描。
在明清时代，知识分子做官主要靠两条途径来实现：一条是科举正途，另条是因博学多才或操行卓越
而做名士。
由于科举的名额有限，或由于科场的不如意，有一些人放弃科举后，仍不愿放弃知识分子的架子，自
命清高，冒充风雅，自命为“名士”。
这种封建文人的典型特征在《儒林外史》中得到了深刻的揭露和辛辣的批判。
闲斋老人《儒林外史·序》中曾经指出：“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
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
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
”在小说中，与功名富贵观念相对立的，是作者所标举的“文行出处”（指文人的学问、品行和对待
出仕、隐退的态度）。
在小说的开篇，作者曾借书中人物王冕之口，说出了自己的观点。
王冕看了秦老带来的“一本邸抄”中有一条“便是礼部议定取士之法：三年一科，用‘五经’、‘四
书’八股文”，不以为然地说：“这个法却定得不好！
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
”热衷功名富贵还是推崇文行出处，是小说作者臧否人物的主要标准。
正是按照这个标准，作者是把书中人物分为真儒、假儒，真名士、假名士几大类型。
无论是热衷科举功名的范进、周进，还是科举出身的贪官污吏王惠之流，虽然并非没有读过“圣贤之
书”，也不是没有听说过“先王之道”，然而，其所作所为则是对儒家传统文化的最大嘲讽和背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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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范进、周进等科举迷们既没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抱负，又没有承担提倡礼乐仁义
的责任意识，变成唯八股是窥，唯功名是求的委琐、麻木、病态的陋儒的话，那么，王惠、严监生和
严贡生等人，出仕则为贪官污吏，居乡则为土豪劣绅，更是一批鲜廉寡耻、贪得无厌之徒，是彻头彻
尾的假儒。
至于那些科场败北、功名失意，却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的假名士，则更是一些社会的废物，
他们不学无术，而以风流名士自居，靠胡诌几句歪诗沽名钓誉。
知识分子这种存在状态的罪恶之源当然就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
用八股文取士，就是让读书人死抱住“四书”、“五经”不放，终日揣摩那陈腐的八股文作法，一切
经史上的大学问和人情世故全然不管。
于是，科举制度培养出来的就是一大堆浅薄无知、头脑迂腐的书呆子、废物。
周进曾经赞美范进的文章是“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可是这位范进，却连苏轼是何人都不
知道。
那位当过知县的举人张静斋和现任知县汤奏，连本朝初年的刘基都不知道，还在那里高谈阔论，冒充
渊博。
马二先生是小说中一个比较正直的读书人，只因中了科举的毒，成了科举至上主义者，竭力劝勉别人
致力于科举，自己则变成了一个迂腐不堪的人物。
可见封建纲常观念已经深入天下读书人的骨髓，使他们成了封建礼教毒害下的行尸走肉。
封建科举制度最深层的毒害恐怕还是对士人人性的异化与扭曲。
小说用了较多的篇幅描写了这种情况。
最著名的例子是匡超人。
匡超人本是乐清县一个小户人家淳朴善良的孩子，靠劳动维持生活，极孝顺父母，敬重长辈，和哥嫂
邻里相处得也很好。
可是一读了点书，有了点际遇，便得意忘形起来。
他先是受马二先生“举业至上主义”的毒害，又学会了景兰江等假名士的一套吹牛拍马的本领，后又
跟随狱吏潘三等市井恶棍学到坑蒙拐骗的手段，中了举后，竟坐地分赃，迎新弃旧，忘恩负义，完全
变成了一个势利小人。
刘浦也是这样一个货色，才读了点书，便冒牛布衣之名，自称文坛名士，与官府交结，要他的舅舅来
给他当仆人，侍候董知县。
范进也是这样，中举后不久，伪君子的面貌便显露出来了。
那些读书人闲居乡里，便是土豪劣绅，做的都是害人掠货的勾当，如严贡生那样的恶棍，阳奉阴违，
巧取豪夺，招摇撞骗，唯利是图。
人性的扭曲和异化还体现在知识分子人格的虚伪上。
《儒林外史》第十回写生员景兰江对与他初次见面的秀才匡超人夸耀自己的学问：“我杭城多少名士
都是不讲八股的。
各处诗选上都刻过我的诗，今已二十余年。
这些发过的老先生，但到杭城，就要同我们唱和。
”景兰江以名士自居，实则胸无寸墨。
这些人聚在一起吟风弄月，自我吹嘘，互相奉承，与其实际诗才，毫不足称。
第十八回中被称为“江南王谢风流，天下第一个才子”的雅士杜慎卿在人前，抱怨：“妇人哪有一个
好的！
小弟性情，是和妇人隔着三间屋就闻见他臭气！
”（第三十回）然在背后却叫媒婆跑遍全城，替他寻找标致的姑娘做妾；他一面说最厌人们张口就是
纱帽，一面却又准备下几千两现银以备科举考试使用。
这是一个“雅”得矫揉造作而终不能免“俗”的纨绔公子，簇拥在他周围的那群所谓名士是什么货色
就不言而喻了。
人性的丧失是封建科举带来的最大罪恶。
王玉辉是一个受封建礼教毒害而几乎丧失了人性的迂拙夫子，他的女儿死了丈夫，她表示要绝食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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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公婆劝她“快不要如此”，可王玉辉不但没有劝阻，反而大加鼓励，说“这是青史留名的事”
！
女儿饿死后，她的母亲哭得死去活来，王玉辉竟仰天大笑：“死得好！
死得好！
”“只怕将来我不能有这一个好题目哩！
”这里没有坏人的引诱，也没有环境的逼迫，却是一种隐藏得很深的、顽固的封建道德力量在起作用
，它使王玉辉的女儿自觉从容殉夫，使王玉辉丧失了正常人的人性与人情，以一种变态的心理、麻木
的精神做了杀人礼教的帮凶。
在礼教的桎梏里，正常的人性人情都被完全窒息了，这就充分暴露了封建礼教的残忍性和虚伪性。
《儒林外史》的艺术魅力还体现在它深深的悲悯情怀。
致力于科举，为的是猎取功名富贵，跻身上层社会的行列，而那些考不上的穷书生，境况却是非常凄
凉。
小说写了几个这样的人物。
一个是倪霜峰，二十岁上进学，做了三十七年秀才没有考上举人，“就坏在读了这几句死书，拿不得
轻，负不得重，一日穷似一日”，只得靠修补乐器过活，养了五个儿子，有四个都卖到他州外府去了
。
周进读了一辈子书，六十多岁不曾进学，教乡村私塾过活，每日只得二分银子吃饭，被入过学的梅三
相公和王举人奚落过。
王举人到他私塾里歇宿避雨，撒下一地的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周进昏头昏脑，扫了一
早晨。
后来人家嫌他迂腐，书也教不成了，“在家日食艰难”，他姐夫也奚落他说：“只管稂不稂莠不莠的
到几时。
”后来是帮人家记账。
读书人潦倒至此，怪不得到了贡院里，触发起一生的苦楚，便哭得死去活来。
而当几个商人愿拿出银子给他捐个监生去应考时，他竟说道：“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
驴、变马，也要报效！
”接着，趴在地下，磕了几个头。
范进比周进更可怜，五十四岁了，冬天去考试，穿的还是破麻布，被他岳父胡屠户骂为“现世宝”、
“穷鬼”。
他到省里去考试回来，家里已是饿了两三天，还等着他回来卖老母鸡买米煮粥吃。
这些人中举后就不同了，周进做了考官，“绊袍锦带，何等辉煌”；范进则是“有许多人来奉承他，
有送田产的，有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
仆丫鬟都有了”。
在这样的社会里，读书人的命运，取决于几篇能否被考官看得中的文章，一举成名后的鸡犬升天固然
值得批判，但作家对十年寒窗艰难和屈辱的展示仍然充满悲悯的情怀。
尤为可贵的是，批判与揭露并不是《儒林外史》的单一主题，它也在反向探索着知识分子精神重建的
维度。
它在充分揭示封建科举这个人性桎梏的同时，也表现出呼唤真实自然完美人性的回归、维护心灵自由
和人格尊严的深刻主题。
小说首先通过塑造王冕这个正面形象来“敷陈大意”，“隐括全文”：他是一个“真儒”，天文、地
理、史经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他主张仁政，要求王者以德服人；他出身田家，鄙视功名富贵，
不求官爵，不慕名利，以卖画为生，不与权贵相与，过着自食其力的清贫生活。
杜少卿也是一个闪耀着时代光辉的形象：他不守家业名声，拒绝应征出仕，背离了科举世家和特权阶
层为他设定的人生道路；他在治学和日常生活中，敢于向封建权威和封建礼俗挑战，追求恣情任性、
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
显然，作者是将王冕、杜少卿作为自然完美人性的理想化身来刻画的，并且借这些人物形象来鲜明地
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和爱憎感情，呼唤人格的独立尊严和人性的自然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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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在题材选择和表现手段等方面均不同于既往的小说，表现了鲜明的艺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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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安徽散文小说》是安徽省社科院重点科研项目“安徽文化精要”丛书的一种。
这项任务分配到我牵头完成时，立刻在脑中搜寻我们文学所哪些同志堪当此任。
首先想到的就是胡功胜。
当时，刘梦芙正夜以继日忙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近百年名家诗词及其流变研究”；张小平除另
有科研项目外，还兼任《文明风》杂志副主编，每月一期的出刊重担让他分身乏术；自己各种杂务和
干扰太多，承担下来肯定难以按时交稿。
可把任务交给胡功胜，又有一点担心：他的研究方向主要是现当代文学，而本书要求从先秦写到当代
，跨度数千年的古代散文小说，他是否拿得下来呢？
同时我又觉得，如果他能够从古至今将安徽文学摸索一遍，对其学术积累和锻炼成长无疑善莫大焉。
带着如此心情找他商谈，没想到他不仅爽快地接受任务，还表示对古代部分也有信心完成。
见他这样，我很高兴。
他2005年从安徽大学研究生毕业到文学所工作，给人最突出的印象就是能吃苦、肯钻研。
尽管社科院不要求严格坐班，但他为免在家受孩子等干扰，每天比别人来得早走得晚，好几次双休日
我因事到办公室都意外见他在伏案孜孜以求。
他本科读的是哲学，研究生学的是现当代文学，既有较严密的逻辑思维，又有较好的文字表达功底，
再加上做研究有股拼命三郎的精神，什么事干不成呢？
与他聊了聊研究思路，将自己多年搜集的相关书籍资料提供给他，就放心让他去做了。
果然，他没有让人失望。
经过近半年“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地埋头苦干，去年9月的一天他将厚厚一沓初稿送
到我的案头，比预定交稿时间提前一个多月。
边读边改，从头到尾将稿子细过一遍，觉得不仅总体框架合理，较为系统地梳理和勾勒了数千年安徽
散文小说的演变轨迹，而且有些篇章有自己的视角，写得较为充实且有见解。
尤其对《老子》、《庄子》、《管子》、《淮南子》、朱熹、戴震等，不是简单地截取已有资料铺叙
成篇，而是侧重从文学的角度阐述其各不相同的文体特点及语言风格。
当然，初稿中也存在一些缺漏和差错，有的我顺手改正，有的则向功胜提出补充和修改建议。
经过他一番仔细认真地修改，又一起做了配图工作，书稿终于大功告成。
由于时间紧，加上学力不逮，书中不尽如人意处难免，敬请同行和读者批评指正。
陆勤毅先生审阅书稿提出宝贵意见，安徽文艺出版社刘冬梅女士为本书出版精心编校，谨致由衷谢意
。
钱念孙2011年5月于合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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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安徽散文小说》丛书是安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套全面、系统地介绍安徽地域文化的大型丛书，重在
阐释安徽优秀传统文化和改革开放奋斗精神。
丛书以文学为主题和切入点，叙述和解读从古至今安徽文化的框架、内涵、传承轨道和发展趋势，力
图从微观和专业的层面上反映安徽省的社科成就，让热爱安徽文化的读者能够全面了解和理清安徽文
化发展的主要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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