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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文言小说研究》

内容概要

《乾嘉文言小说研究》内容简介：清代文言小说创作在乾嘉时期进入全面繁荣阶段，作品数量众多，
佳制迭出，继承了文言小说史上各种优秀创作成果与经验，并充分汲取了其他文学形式与文化传统的
滋养，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均有所开拓与创新。但与创作上的繁荣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研究上的冷落，
目前尚无对乾嘉文言小说进行综合研究的专著，只有几种小说史著作对此期代表作品做了一些概要介
绍与论述。《乾嘉文言小说研究》力图弥补这一不足，对乾嘉文言小说做专题综合研究。
《乾嘉文言小说研究》分为引言、正论与结语三大部分，引言部分主要介绍乾嘉文言小说概况、研究
现状及选题意义。正论部分运用考据学、文艺社会学与文体学等方法，对乾嘉文言小说进行专题研究
：
第一章从作者的阅读视野、交游与经历二方面考察乾嘉文言小说的故事题材来源，探寻创作主体因素
与作品内容之间的内在关联，讨源溯流，揭示故事题材的继承性这一文言小说的突出特点在此期作品
中的复杂表现．分析作者交游对小说创作的重要影响，研究此期作品的题材拓展意义。
第二章结合作者的思想学术背景，探讨乾嘉学风对文言小说创作主体的写作目的、写作趣味、写作方
法及艺术思维方式的影响，分析由此形成的以学问为小说的潮流，以及朴学治学方式与思维特点在文
言小说创作中留下的痕迹，并对此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第三章以个案分析的方式研究艺术形式上有所开拓与创新，并形成独特风格的作品。此期在作品体制
与形式上堪称文言小说史上的集大成阶段，中长篇小说方面出现了文言小说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以
及罕见的骈体、编年体小说，对于常见的短篇小说的体制与形式亦作出了独特贡献。
第四章梳理学术界对此期作品所做的流派划分，联系作品实际进行评析、修正与补充，指出小说观念
的差异直接影响到流派的创作实绩。
结语部分概括《乾嘉文言小说研究》的研究结果，并在此基础上对乾嘉文言小说在文言小说史和文化
史上的地位与价值进行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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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詹颂，女，汉族，1969年生，安徽太湖人。1992年毕业于安徽教育学院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
。199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200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
学位。现为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已在《北京大学学报》、《红楼梦学刊》、《明清小
说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参与编撰《中国诗学大辞典》等著作，并出版译著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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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第一章 乾嘉文言小说的作者与题材第一节 作者阅读视野与故事来源一、乾嘉文言小说作者的阅
读视野二、摹拟及改写前人小说故事三、改编、抄录同代作品第二节 作者交游与小说写作一、谈异之
风与小说写作小圈子二、作者交游与故事的几种来源三、故事提供的一种流行类型：寓言第三节 游宦
、游幕与小说题材的开拓一、乾嘉文言小说作者游宦、游幕的经历二、乾嘉文言小说中的刺贪故事三
、刺贪作品的题材拓展意义第二章 乾嘉学风与文言小说创作第一节 乾嘉学风与文言小说作家的学术
背景一、乾嘉学风二、文言小说作家的学术背景第二节 乾嘉学风对文言小说创作的影响一、以学问为
小说二、《扶风传信录》：以考据家治史的方式编写小说三、求实精神与戏拟传奇作品第三章 乾嘉文
言小说的艺术开拓与尝试第一节 《谐铎》的艺术追求与创新一、寓意的类型二、谐趣产生的途径三、
戏曲传奇手法的引入附：《续谐铎》版本及内容概要第二节 《蟫史》：文言长篇小说的尝试一、现实
的神魔化二、衍古性构思三、文体特征第三节 《西青散记》：作者意图与故事处理方式第四章 乾嘉
文言小说流派分析第一节 对小说史著作流派划分的评析一、各种小说史著作的有关流派划分二、上述
划分的总体倾向与存在的问题第二节 乾嘉时期拟晋派与拟唐派作家的小说观一、拟晋派作家的小说观
二、拟唐派作家的小说见解第三节 关于拟唐派的三个问题一、拟唐派作家对于“情”的新见二、拟唐
派作家对于白话小说创作手法的借鉴三、拟唐派与《聊斋志异》小结结语附录一 宁稼雨《中国文言小
说总目提要》所收清代作家作品商榷附录二 《萤窗异草》作者与成书年代献疑附录三 南开大学图书
馆藏《话雨斋诗钞》作者考附录四 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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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1.3 游宦、游幕與小說題材的開拓，并隨便翻了一些。內容似乎紮實，部份論述（從歷史的角度說
）缺乏深度，小部份過於“政治正確”。
2、周先慎弟子
3、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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