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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小说大家-吴趼人》

前言

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设广东文化大省的发展目标，体现了顺应时代潮流把握广东未来发展的
战略思维和远见卓识。人类文明的发展，有赖于先进文化的引领和支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
省是否强大，不仅取决于经济实力，而且取决于文化实力。文化实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一个地区
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为民族复兴、祖国统一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文化发展
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基本途径。经济发展之后，如果没有文化发展做后盾，不仅不会持久，而且难免滑
向邪路，甚至导致社会的畸变。因而，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发展成为经济大省，在此基础上提出
建设文化大省的号召，是非常正确、非常及时的。  建设文化大省任务艰巨，因为这项社会系统工程
具有丰富的外延与内涵。建设文化大省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继承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把中华民族
优秀文化作为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深厚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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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小说大家-吴趼人》

内容概要

《晚清小说大家:吴趼人》内容简介：吴趼人，广东佛山人，岭南近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小说家，也是
中国小说史、中国近代文学史的一个重要标志。《晚清小说大家:吴趼人》在中国近代古今嬗变、中西
交汇的文化背景下，描述了吴趼人出生于北京、成长于佛山、成名于上海的生活经历，重点考察了他
编辑多种报刊，致力于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笔记小说、寓言、笑话、诗文以及戏剧创作
的具体情况和取得的杰出成就，兼及他在几次重大政治事件中表现出来的爱国立场和入世情怀以及对
传统道德理想的坚守与追求，展示了这位小说大家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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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小说大家-吴趼人》

作者简介

左鹏军，1962年生，吉林梅河口市人。文学博士，博士后出站。现为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
点研究基地华南师范大学岭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广东
省教育厅“千百十工程”优秀人才培养计划省级培养对象。已出版专著《文化转型中的中国近代戏剧
》（1999）、《近代传奇杂剧史论》（2001）、《近代传奇杂剧研究》（2001）、《晚清民国传奇杂
剧考索》（2005）、《黄遵宪与岭南近代文学丛论》（2007）、《晚清民国传奇杂剧史稿》（2009）
等；主编《岭南学丛书》和学术集刊《岭南学》；在《文学遗产》、《文史》、《文献》、《近代史
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篇；主持并完成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数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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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小说大家-吴趼人》

书籍目录

引言第一章 我佛山人　一、古城佛山　二、吴氏世家　三、少年求学第二章 外出谋生　一、父亲去
世　二、初至上海　三、北上京津　四、赴宜昌和苏州第三章 初入报界　一、编辑小报　二、反对“
俄约　三、《汉口日报》风波　四、不应经济特科第四章 职业选择　一、才华初显　二、创作渐丰　
三、短暂出游　四、反对“美约第五章 创办小说期刊　一、小说期刊的兴盛　二、《月月小说》　三
、编辑兼创作第六章 小说创作及其他　一、小说理论观念　二、代表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三
、其他中长篇小说　四、短篇小说　五、笔记小说与寓言笑话　六、诗文与戏剧第七章 入世追求与社
会理想　一、创办广志小学　二、反对妇女缠足　三、商业意识　四、恢复固有道德第八章 辞世之后
　一、迁居遽逝　二、身后萧条　三、墓碑错讹　四、历史影响大事年表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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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小说大家-吴趼人》

章节摘录

插图：一、古城佛山人们在谈到广东的时候，会经常说起著名的“南番顺”，所指的就是处于珠江三
角洲腹地的三个县——南海、番禺和顺德。多年以来，这一带都是富庶的鱼米之乡，钟灵毓秀，人杰
地灵，经济发达，贸易繁荣，文化影响力巨大，是广府文化的中心区域。今天所说的佛山，一般是指
经过近年行政区划的重大调整之后、号称广东第三大城市的佛山；而本书的主人公吴趼人的原籍佛山
，原本是广东南海县的一个小镇。佛山古称季华乡，简称“禅”，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公
元398年（东晋隆安二年），剡宾国（现克什米尔）的三藏法师达毗耶舍带了三尊铜像来到季华乡，在
塔坡岗上（即今塔坡街）建佛寺，传播佛教。到唐朝时.这里又变成了一片岗地。相传公元628年（唐
贞观二年）的某一天，塔坡岗上突然异彩四射，顿为奇观，乡人奔走相告。人们齐聚起来，在塔坡岗
上发掘，竞掘出三尊铜佛；搬开佛像，便有一股清泉汩汩涌出。根据碑文记载，得知东晋曾有剡宾国
僧人达毗耶舍，在此讲经并建过经堂。乡人于是在这里建井取水，并在岗上重建塔坡庙寺，供奉这三
尊铜佛。人们认为这里是佛家之山，于是将季华乡改名为“佛山”。后来，这里传诵着这样一句谚语
：  “未有佛山，先有塔坡”。唐宋时期，随着中国文化的中心区域逐渐向东南方向移动，经济贸易
渐趋发达，佛山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与湖北的汉口镇、江西的景德镇和河南的朱仙镇并称我国的“四
大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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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小说大家-吴趼人》

后记

在终于可以写下几句话作为这本小书的后记的时候，回顾自己的写作经历，心中最强烈的感受只有两
个字：被动。从开始写作本书到现在，我经常不能积极主动地完成写作任务并达到丛书编委会的要求
，而一直是在被动的处境之下试图改变被动局面的努力之中度过的。这在我已有的研究和写作经历中
，还是第一次——希望这也是最后一次。参加这套《广东历史文化名人丛书》的撰写是我的心愿，不
仅因为其鲜明的地方特色，而且因为其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风格。因此曾向编委会提出选题设想并
基本做好了写作的准备。后来我接受的任务不是原来设想的那一个，而是现在这一个，转眼之间时间
过去了几年，这套丛书也到了最后一辑。或许是因为这些变化。或许是因为担心辜负了编委会的美意
，我特别珍惜这个研究与写作的机会，并希望自己能够比较顺利地完成任务。在阅读材料、思考问题
、撰写书稿的过程中，产生了对吴趼人和他的小说创作以及对中国近代职业小说家与小说创作的若干
想法，有的写进了本书，有的则由于不合本书的体例要求而未能表达。因此我希望在本书出版之后，
自己还能够对相关问题进行有材料支撑、有理论深度的研究，能够对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和当代文化
建设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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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晚清小说大家:吴趼人》：广东历史文化名人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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