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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门论剑录》

内容概要

天津是民国北派武侠小说作家的聚集地，先后涌现出赵焕亭、还珠楼主、宫白羽等名家，诸人后先辉
映，光耀民国通俗文坛。
《津门论剑录(民国北派武侠小说作家研究文集)》是民国北派武侠小说作家研究文集，新颖的角度、
大胆的质疑、鲜为人知的史料都将给人以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全书分为五个部分：一为民国通俗小
说综合研究，二为还珠楼主专题，三为宫白羽专题，四为王度庐专题，五为郑证因、朱贞木、刘云若
专题。本书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史料性、资料性。本书由张元卿、王振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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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门论剑录》

作者简介

张元卿，山西原平人，笔名青谷。天津市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俗文学学会会员，中
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会员。民国通俗文学研究专家，近年致力于民国言情小说大师刘云若的研究。
著有《民国北派通俗小说论丛》、《漫拂书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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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门论剑录》

书籍目录

序
综合研究
地域文化与通俗文学之关系
“对立”和“同一”——从“雅”、“俗”翻译界的一件个案说起
论武侠小说人物及其“创作原型”——从“北派五大家对港、台六名家之影响”说起
从“刺马案”到《投名状》——由历史到文学的转折
论北派通俗小说的文学史意义
女人与金庸
还珠楼主研究
严迪昌、黄汉立论还珠楼主往来书札
我所知见的《蜀山剑侠传》的版本
《蜀山剑侠传》民国版本初探
还珠楼主著作中的易学思想
试谈还珠楼主的生命哲学
还珠楼主李寿民先生年表
我和还珠楼主的因缘
欲回天地入扁舟
宫白羽研究
论宫白羽的“反武侠”反讽
浅谈宫白羽的金甲研究
宫白羽早期作品浅论
回归与超越——宫白羽的武侠小说
宫白羽第一部武侠小说发现记
宫白羽的第一部武侠小说
从宫白羽第一部武侠小说谈起
《中华画报》宫白羽佚文索引
关于先父宫白羽
王度庐研究
浅议王度庐的“民族认知”
关于京旗作家王度庐
《绣带银镖》与《骆驼祥子》谈片
写在武侠边上——论王度庐“鹤一铁”系列小说
《锦绣豪雄传》发现记
王度庐的早期杂文
王度庐的小品文初论——以《小小日报》为中心
女性立场的凸现
王度庐为什么去了青岛
青岛的王度庐故居
王度庐大事记
寻找父亲的足迹
郑证因、刘云若等研究
郑证因与中国现代武侠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
《鹰爪王》系列知多少
郑证因小说谱系
天津西沽与郑证因家族
刘云若的短篇小说
“江湖气”：刘云若社会言情小说的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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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门论剑录》

刘云若与保定
刘云若《非非集》索引
朱贞木小说版本流传考
《中华画报》何海鸣佚文索引
附录：
两岸专家“津门论剑”——民国北派通俗文学学术讨论会综述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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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门论剑录》

章节摘录

　　周氏兄弟和沈雁冰都是&ldquo;五四&rdquo;新文学的领军者；天虚我生、周瘦鹃则是&ldquo;鸳鸯
蝴蝶派&rdquo;的核心人物，常觉、觉迷、张毅汉等皆为该派作家（当时的《小说月报》被视
为&ldquo;鸳鸯蝴蝶派&rdquo;的主要阵地之一）。双方分属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个阵营，然而却不约
而同地喜欢上了爱伦&middot;坡，并且不约而同地翻译了他的作品，通俗文学作家在1920年之前还充
当着译介的主力（1921年后新文学作家固然取代了他们的地位，但是通俗文学阵营的《小说世界》仍
在继续刊载相关译作）。共同的选择说明：至少在这一范畴里，双方是拥有共同价值标准和审美情趣
的。周氏兄弟在为《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撰写的评语中，称赞周瘦鹃的翻译&ldquo;用心颇为恳
挚&rdquo;，&ldquo;足为近来译事之光&rdquo;，&ldquo;得此一书，俾使读者知所谓哀情惨情之外，尚
有更纯洁之作，则固亦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鹤鸣矣&rdquo;（此前恽铁樵曾经撰文，主张&ldquo;言情
小说撰不如译&rdquo;，其见解与此评语似有相通之处）。周作人后来回忆翻译《玉虫缘》的缘起时，
又曾承认与今之所谓通俗文学互有关联：&ldquo;这是没有侦探小说时代的侦探小说，但在翻译的时候
，《华生包探案》却早已出版，所以我的这种译书，确是受着这个影响的。&rdquo;这段话同时说明：
中国翻译界是先热衷于译介柯南&middot;道尔等的西方侦探小说，后来才&ldquo;找到&rdquo;它们的
鼻祖的（天虚我生等所译《杜宾探案》出版于程小青、周瘦鹃所译《福尔摩斯探案》面世之后两年，
至于&ldquo;侦探热&rdquo;的出现时间，则还要早得多）。　　通俗文学作家与新文学作家在选择爱
伦&middot;坡时表现出的共同价值观就是&ldquo;同一性&rdquo;。它是一种共通的美学理念，作为翻
译国外作家作品的选择趋向和标准，或可借用鲁迅之语概括为：别求&ldquo;新宗&rdquo;于&ldquo;异
域&rdquo;；&ldquo;新&rdquo;之标准，则在&ldquo;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独特&rdquo;。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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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门论剑录》

精彩短评

1、北派旧武侠文学评论和学术文集，面广，有独创和学术价值，略杂芜，水准参差
2、这本书的选题还是不错的，对了解民国武侠小说有帮助，里边有很多书影、人物照片等插图。可
是简冰如的一篇《我所知见的<蜀山剑侠传>的版本》不知道为什么弄了那么多感叹号，应该是编辑错
误。

    内容很一般，里边收录的很多论文不像有学术功底人写的，很像“民科”，算不上什么论文。
3、韩云波写的宫白羽一文，特别好。民国北派武侠小说研究必读书，有文献，有专题。
4、参差不齐
5、草翻，或许版本研究还有一咩咩用
6、编者是天津古建保护小组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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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门论剑录》

精彩书评

1、在民国北派武侠小说名家中，很喜欢王度庐的作品，他的小说真的把人性写活了，对人性研究的
真是透彻，他的鹤惊昆仑、宝剑金钗、剑气珠光、卧虎藏龙、铁骑银瓶这五部曲，堪称经典，读时让
人欲罢不能。这个时期的武侠名家们，他们本身的知识面和见识就比较广，再加上娴熟的写作功力，
类似的作品现在已经很少见到了，可是话又说回来，即便如今有人写了，可又有几个人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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