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小说续书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小说续书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806686898

10位ISBN编号：7806686894

出版时间：2004-05

出版时间：学林出版社

作者：王旭川

页数：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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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小说续书研究>>

内容概要

　　《中国小说续书研究》为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读书情况的专门著作，如对《红楼梦》读书的研究
等，描述读书状况，揭示读书的各种社会背景、时代面貌、作者的心理状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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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中国小说续书研究》为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读书情况的专门著作，如对《红楼梦》读书的研究
等，描述读书状况，揭示读书的各种社会背景、时代面貌、作者的心理状况等。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小说续书研究>>

书籍目录

上编 概论第一章 中国小说续书的形态第一节 中国小说续书概念的时空因素第二节 中国小说续书的类
型第二章 中国小说续书的发展第一节 总述第二节 中国小说续书的渊源第三节 南北朝时期的小说续书
第四节 唐宋时期的小说续书第五节 元明时期的白话小说续书第六节 元明清时期的文言小说续书第七
节 清中后期白话小说续书的变迁第三章 中国小说续书的文化审视第一节 关于小说续书产生与发展的
几种观点第二节 文化精神与小说续书第三节 小说观念与小说续书第四节 商业因素与小说续书第五节 
小说的传播与小说续书 下编 小说续书研究第四章 《世说新语》续书第一节 《世说新语》的文体渊源
第二节 唐宋时期的《世说新语》续书第三节 回归典范与创新——明清《世说新语》续书 第五章 《三
国演义》与历史小说续书第一节 历史小说续书：白话小说续书的最初形态第二节 历史因果的解释：
《三国演义》的续书第三节 对当代历史的关注：《续英烈传》 第六章 谈道与讽世：《西游记》续书
第七章 政治情感与理想的表达：《水浒传》续书第八章 末世人情世态的揭示：《金瓶梅》续书第九
章 生活理想的表述与评论：《红楼梦》续书第十章 英雄与公案：评书类小说续书参考书目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小说续书研究>>

章节摘录

　　书摘　　这类小说续书在唐宋时期仍是志怪小说中最大的一种，其中较有影响的可分为二个系列
：（1）以西晋干宝《搜神记》为续作对象的续书系列，有唐句道兴《搜神记》、唐焦璐《搜神录》
、宋章炳文《搜神秘览》等；（2）以宋洪迈《夷坚志》为续作对象的续书系列，有宋王质《夷坚别
志》、宋陈星《夷坚志类编》等。
　　在《搜神记》的续书方面，有唐焦璐《搜神录》，《宋史·艺文志》著录，现已佚。
李剑国先生《与》一文推测此书为焦璐《穷神秘苑》的残本。
《稽神异苑》在《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中著录，十卷，已佚。
现存的续书有唐句道兴《搜神记》和宋章炳文《搜神秘览》。
　　句道兴，唐人，生卒年不详。
其所撰《搜神记》为敦煌藏经洞中所出之写本残本，有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校录本，为一卷，
共三十五条。
又汪绍楹校注本《搜神后记》也录入残本全文。
本书仿《搜神记》，在内容上专门收录怪异的故事。
句道兴《搜神记》有几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在叙述语言上，具有当时变文式的说唱与口语色彩，往往
用说故事，而不是写故事的方式，在语言上接近于变文的特点；二是在小说篇幅上比《搜神记》又有
加长，有的长达一千几百字；三是在叙事上更为渲染故事的曲折情节；四是在内容上增加了说教的成
分，而并不仅仅收录异闻；五是在体例上，似有门类之分，如在其残卷之首即为《行孝第一》，虽以
后未见其他门类分别的语言，也可见出其与《搜神记》在体例上有所不同。
这一切，使句道兴《搜神记》形成了与传统志怪小说所很不相同的叙事风格。
如下面一条就很可以作为代表：　　在中国小说史上，一部小说的名称依附于另一小说的现象是比较
普遍的，它们大多以小说续书的形式出现，这种情况在白话小说和文言小说中都存在。
但少有作者将已成名的小说改为某部小说的续书的现象。
因此王韬小说集名称的改变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
而且不仅于此，在王韬后来所编纂的集子中，他也将不同文体的作品编纂进一个集子，集名也仍然依
附于另一名著，这确实具有王韬的特点。
我以为形成这种情况，大概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是《聊斋志异》的强大影响力和王韬的个性因
素。
在《聊斋志异》出现后，其艺术魅力不仅如纪昀这样的人物大为欣赏，而作《阅微草堂笔记》，而且
出现了一批仿作。
但是它们不以续《聊斋志异》名其作品。
也有一些在内容和风格上与《聊斋志异》无大关系的，却也打出续作的旗号。
如《八千卷楼书目》录清宋永岳著《志异续编》八卷。
而宋永岳嘉庆十六年所刊本题《亦复如是》，四卷。
《申报馆丛书》本为八卷，题《志异续编》。
而道光十年秋声馆八卷刻本则将此书题维扬柳春浦著，则名《聊斋续编》，受古书局和中一书局一起
刊印的题维扬柳春浦著的此书又改名为《续聊斋志异》。
其实这是一部与《聊斋志异》的叙事内容和风格都不甚相同的志怪集，多劝诫之作。
一书四名，两个作者，而且在书名上越来越靠向《聊斋志异》。
如果不是《聊斋志异》的影响力，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书名变化的。
王韬的小说集名太具文人色彩，因此依附《聊斋志异》扩大其影响力，则是顺理成章的。
选择使用原书名的书函外套，里面书名改变的设计，可以看出王韬是有意识而为之：这既说明了他的
小说是保持了其创作的独立性，而与那些模拟《聊斋志异》的小说不同，又表明了其小说与《聊斋志
异》的影响渊源。
这是符合王韬既有独立的个性，又善于从权，追求现实利益的性格特点的。
王韬传奇小说集的编辑过程是一个在创作风格上与蒲松龄相近，到有意识与蒲松龄靠拢，而又要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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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小说集名，到通过剪辑作品，在书名上将自己与蒲松龄完全联系在一起。
显示了从创作完全的独立性到江郎才尽时依托大家的过程。
　　其次这表现了王韬的经济眼光。
从王韬的两部剪辑而成的集子内容来看，其在光绪二十年所辑的《三续聊斋志异》十卷（现存八卷）
中，绝大部分为谈艳和游英法的汜游之作，这在当时也是时人所最感兴趣的，比较好卖。
因此以《聊斋志异》续书名义编这部书，并选择大量与《聊斋志异》叙事内容和风格不同的作品，在
文体上，混淆游记和传奇两种文体，这说明王韬对文体的一致性并不是很在乎的。
因此剪辑出版并冠以如此之名应该是从经济因素来考虑的。
这种剪辑有可能是书商的行为，但《正续后聊斋志异》和《三续后聊斋志异》出版时，王韬正住在上
海，应当是知道并同意此事的。
　　夏敬观《清世说新语》上海图书馆现藏有未刊稿和民国刊本，未标刊印时间，但在其“贤媛”一
类末一则书画广告中有“各大扇庄乙亥年重订”，则本书应刊于一九三五年。
本书亦分为三十门类，以记人物掌故为主。
每条正文下有注，以注人名为主。
刊本前有无名氏所作序：　　夏吷庵先生尝撰《清世说新语》，稿及半弃去。
至今廿年矣。
偶为余言，此未尝不可终卷。
年来颇致力绘事，未遑它顾也。
佘曰：“一代有一代之人物，君子观其言行，治乱、人心、风俗、习尚皆可得而见。
湘潭易君采撷清代自顺、康迄光、宣之世，略附时流，编次曰《新世说》。
余病其滥冗，因撰《新语林》，书中人物则断自民国为准。
夫以时人而写时人之事，执笔或视易君为难。
学谫才疏，纰谬尤甚。
公淹雅多闻，其说必有可观矣。
敢请见视。
”吷庵笑置之。
迩议刊杂志，乞吷庵，始从故纸中检出。
余受而读焉。
虽属稿未竞，而言近旨远，弥得晋贤风味。
于一人一物，品必取其高，事必取其奇，语必取其隽，《新世说》固不足俱，拙作更当覆瓿矣。
亟布本志，藉供同好，嗟乎!峡吷志在传人，足甘口吻，余甚愿窥全豹也，吷庵其有意乎?　　然其叙
事的语言大不如《新世说》。
　　二、明清时代特殊类型的《世说新语》续书。
如上所述，这一时期除了以朝代或历代划分的续书在体例上向《世说新语》回归外，又出现了新的发
展趋势。
这就是明清时期（主要是清代）的一些续书在题材内容和体例上都有新的创造。
其代表为以叙述地方历史上人物言行为主的宫伟锷的《庭闻州世说》、以专门题材为编纂对象的赵瑜
《儿世说》（一卷）和李清《女世说》（四卷）、严衡《女世说》（一卷）。
　　宫伟镠的《庭闻州世说》作于康熙三年，无卷数，目录分为六日，似为六卷。
本书以泰州杂事的记录为主。
书前有自序一则，说例二则。
其《序一则》曰：　　而今乃以余为文献也，何以处夫?今之人且所贵平?贤豪间非多闯见，效簪笔之
用而已。
余愧焉。
而及余不为言，儿辈罔或知，遑论其他。
顾欲遍焉，则有遗。
以兹所及，半是中宪公晨昏桥街其绪论，又念《明世说》未有集成者，称“庭闻”而系以州，既以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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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传，又俾后人知所励，亦当世得失之林也。
　　说明了作《庭闻州世说》一书的原因。
本书“所记皆泰州杂事，故曰‘州世说’；又皆闻于庭训，故曰‘庭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小说家类存目一》）。
编纂的材料时间跨度从宋至清代。
在其说例二则中作者表明了《庭闻州世说》的编纂主张与原则。
如其一则《人事》曰：　　人皆详于近而略于远。
略远则湮；详近则袭：人事皆然。
兹亦不能多溯于人，则首纪查周，自科目者以为学子观感。
他如吕定公督军封番禺侯、胡安定布衣对崇政殿，志载彰彰，不必更赘，于事亦然。
　　又《查周一则》曰：　　查周世德，国史州乘亦已备载，而一二事迹为余幼时中宪公指述、笔之
简端者，必欲辑缀存之，其有关政治，史乘所详，兹或略焉。
何则?存手其人，虽不免重复遗漏之讥，要非欲高下其人，亦各从所好云尔。
　　《庭闻州世说》在体例上不同于《世说新语》以门类分类叙事的方法，文分六目，而每目中内容
杂多。
所记载的内容也比较庞杂，从登科录、制科至列仙、乡饮、星学、族谱，甚至墓室都有记录，如《目
之一》首记宋代端拱元年，二年、宣和元年、绍兴十五年、三十年、乾道五年、嘉定十六年、端平二
年、淳佑四年泰州籍的登科进土榜姓名。
另记泰州望族查姓世家人物详备。
在编纂目的上“非欲高下其人”，则与《世说》体品评与博雅相结合的特点不同。
如记泰州名门望族查姓家族，如记族谱。
而少对具有人物个性言行事迹的叙述。
在《庭闻州世说》中，随着对以人物个性品评为依据的《世说》体分门类叙事方式的摒弃，使这部笔
记更具有地方性的杂录野史的特点，这无疑是笔记小说中史学意识逐渐强化的产物。
　　明中叶至清初文人在小说中的又一个话题是在小说中表达对现实社会政治的思考与对理想社会的
勾勒。
这主要通过《水浒传》的续书来表达。
《水浒传》在经过长期的流传之后，在明代逐渐定型和广泛流传。
李贽作《忠义水浒传叙》并为小说进行评点，更引起人们对这部伟大小说的兴趣。
《水浒传》的续书是所有白话小说续书中比较复杂的。
如《金瓶梅》，其前十回内容基本上是抄袭《水浒传》中武松打虎到西门庆与潘金莲通奸，谋杀武大
，所不同的是在《水浒传》中，武松最终杀掉了潘金莲与西门庆，为兄长报了仇；而在《金瓶梅》中
，武松杀的是李外传，只是在刑满后回来才杀掉了潘金莲，而西门庆则是因纵欲而亡身。
从续书的形式来说，《金瓶梅》可属于《水浒传》的续书，是插续类的小说。
然而它并不冠之于《水浒传》续书的名称，因此我们可视之为是从《水浒传》系列中衍生出来而又独
立成为一个叙事系统的特殊的小说续书。
现存《水浒传》续书除了以上所提的《金瓶梅》之外，尚有如下几种：　　一、《水浒后传》八卷四
十回。
作者：陈忱。
陈忱，字遐心，一字敬夫，号雁宕山樵，浙江乌程人。
《南浔镇志》、《同治湖州府志》、《光绪乌程县志》都有传或有关记载。
《水浒后传》作于清初，板心下题“元人遗本”，题“古宋遗民著”，“雁宕山樵评”。
另又有蔡幂评本，十卷四十回，题“古宋遗民雁宕山樵编辑”、“金陵憨客野云主人评定”。
此书经蔡元放改订，回目及文字均与陈忱原本有较大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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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小说续书研究》针对中国小说续书这一文学现象，从续书的形态、发展、文化审视其基本
理论，展开对代表性文本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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