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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小说史》

内容概要

苏州秋叶社民１６年首版。
--------------
范烟桥上烟
有些人虽经常见面，但过后便会很快忘记，留不下什么印象；有的人从未见过，一旦相遇却再也忘不
了。说起来很抒情，可范烟桥于我来说确实如此，大有相见恨晚的感叹。这感慨还来自今人的很少提
及范烟桥，他的作品在市场上已难得一见，实际情况应该是——根本就见不到。出版方则更是集体沉
默似的一言不发，连他的名字都鲜见提起。
范烟桥，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呢？用现在的话来说，绝对称得上是个天才级的人物，他几乎无所不能
，文史研究、小说、电影、诗词、小品文、猜谜、弹词、书画等等，样样精通，简直就是个全能寇军
。说他天才的依据并非单单是当初“一日数千字”这样的速度，而是他的作品今天依然还在流行，且
被人们反复提起，一点都不过时。所谓经典、传世之作，我想，大概这就是了。活生生的证据比什么
都重要。
如今，大凡提及流行歌曲，人们往往首先会想到港台、邓丽君之类，仿佛港台是流行乐之源，邓丽君
是流行音乐之开由者似的。孰不知邓丽君所唱的《采槟榔》、《何日君再来》、《月圆花好》等都属
翻唱歌曲，这些现今还耳熟能详的歌曲，实际上早在民国时期就已被周璇唱红了整个上海滩，包括后
来王家卫的《花样年华》也是周璇当年唱过的。若真要排资论辈，说周璇是港台流行音乐之源之先还
差不多。周璇之所以能成为流行歌坛的先驱，与范烟桥这样的天才级人物的携助是密不可分的，因为
使周璇红透半遍天的《月圆花好》、《花样年华》、《夜上海》、《拷红》等等这些歌曲的词作者正
是范烟桥。
范烟桥一生著作丰富，内容的涉及面也相当广泛，他编剧的电影有：《西厢记》、《秦淮世家》、《
三笑》、《陌上花开》等。随笔：《烟丝》、《苏味道》等。笔记：《茶烟歇》等。长篇小说有：《
孤掌惊鸣记》、《唐伯虎外传》、《花草苏州》、《石破天惊》、《李秀成演义》、《韩世忠与梁红
玉》、《苏州四才子》等。短篇小说集：《花蕊夫人》等。文史研究有：《诗学入门》、《民国旧派
小说史略》、《中国小说史话》等。另外弹词、随笔、日记无数。“在旧体诗词创作、报刊杂志编辑
、地方文献收集、文物保护等方面，也卓有成就。”
说起来挺有意思，我是在网上偶然见到范烟桥这个名字的，吸引我的正是范烟桥这个别具一格的名字
，然后通过搜索引擎搜索到了范烟桥的一些资料与平生简介。一边搜一边看，搜看到后来，越来越觉
得这个人不简单，最后差一点就惊呼出声——这不就是今人常说的天才吗？而搜索的结果也不得不让
人惊讶，如此天才般的一个人物，他的作品在网上竟是如此少得可怜，仅有的只是几首歌词，似乎还
是借周璇之名得以“存在”。显然，范烟桥受到了后人的冷落，这样的待遇极不公平。
刚才说的挺有意思的意思是我觉得这个被他的朋友称为南人北相的范烟桥本身就是个有意思的人，这
可以从他的生平点滴简介、轶事、趣闻里看将出来，你看他戴一付墨镜，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帅呆啦
酷毙啦，而他写的一篇《离鸾记》里的弃妇更是楚楚动人，逼真得竟使一读者来信打听住址愿意娶她
为妻。范烟桥的天才在《西厢记》里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发挥，试想还有谁能够既做编剧又作词的，并
且一出手就成反复呤唱的传世经典名作。更绝的是《月圆花好》一经周璇演唱，此后任谁都唱不出那
种空灵婉柔的“苏味道”来，但奇妙之处在于各又能自成风格演绎出属于自已的味道。不亏待于喜爱
他的每一个人，这才真正的天才之作。
范烟桥的生平简介能够从网上搜到，可以看出他也是出身书香门第，好像还与范仲淹的有点关系。正
由此，耳濡目染之下，无论做人还是为文的基调就差不到那里去，所以当时新文学的批评派把他列为
鸳鸯蝴蝶派时，他是极不情愿的。“文正世家”的气节使得后来发生在他身上的拒绝日本人的笼络与
合作之事一点都不让人觉得惊奇，他因此退出当时的电影圈，而回到家乡教书。
弹词是范烟桥的又一绝活，在小时候，他的父亲叫他读四书五经，他一点都不喜欢，而总是偷偷读他
母亲珍藏的弹词和小说，以致弄坏了自己的眼睛，后来戴墨镜的习惯与此有关。由此打下的扎实基础
，使得后来承《时报》主编包天笑之约，一挥而就写出弹词《家室飘摇记》，这真是个意外的收获。
那一年，范烟桥年仅十八岁。知道这点，也就不难明白填几首歌词对范烟桥来说真是太小儿科了。可
在范烟桥眼里弹词这东西也不过是小菜一碟而已，其他如猜谜、行草、书画、写扇等则更是如此。
范烟桥于1927年出版了《中国小说史》，尽管此书成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之后，但还是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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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大影响，几达轰动。能够造成这样的局面，足可见此书必有其过人之处。据说原因之一是书中独有
一章说的是民国时的小说。1927年，正处民国期，没有独到的见解与非凡的勇气，一般人是写不了这
样的小说史的。
范烟桥十三、四岁时就跟人一起创刊油印小报。小报名称起先叫《元旦》，后更名为《惜阴》，后又
易名《同言报》。取名《同言报》时，小报也由油印过渡到了铅字排印。别人这个年龄说不定还在玩
过家家游戏，范烟桥却创造了吴江有史以来的第一份报纸。
http://www.booyee.com.cn/bbs/thread.jsp?threadid=620141&forumid=0&ge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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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范烟桥（1894--1968），名镛，别署鸱夷室主，吴江同里人，后移居苏州温家岸。他是我国著名的通
俗小说家、诗人、谜家，从师胡石予、金松岑、薛凤昌，一生著述颇丰，有《烟丝》、《中国小说史
》、《范烟桥说集》、《吴江县乡土志》、《唐伯虎的故事》、《鸱夷室杂缀》、《林氏之杰》、《
离鸾记》、《苏州景物事辑》等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与赵眠云创办了《星光》杂志（1923年－
？，不定期，32开本），与陈丹崖创办了《卫星》杂志（1937年1月－7月，月刊，16开本，自已又先
后主办过《星》杂志（1923年－？，周刊，32开本）、《星报》三日刊（1926—1928年，4开报）、《
珊瑚》杂志（1932年7月—1934年，半月刊，32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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