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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卢君世华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2005年毕业的博士研究生，博士论文答辩通过后即获
得博士学位。
我认识世华却在他人学之前，是由我的老友吴峤先生介绍的，他们同在江汉大学任教。
世华考我院研究生院，第一次未能录取，不是因为专业课、基础课不行，而是英语差了几分。
我认为他的学术素养和专业基础都不错，是可造就之才，但我院录取制度规定很死，真感到莫大遗憾
。
那年我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作中国小说史问题系列讲座，他也跑去听讲，听后常常提出问题与我讨
论，他对学术的执著，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我告诉他，来读研究生固然很好，不能来读，在大学教学一样可以搞科研，只要路子对头，勤奋努力
，照样可以在学术上做出成绩来。
这决不是安慰之词，我对他的学术前途有信心。
第二年他又千里迢迢上京应试，功夫不负有心人，2002年进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我知道世华特别喜欢小说理沦，读了不少书，有相当深度的思考，但在博士论文选题时，我并不
主张他沿着旧有思路走下去，建议他换一个角度，去研究小说文本，把小说文本放回到它们生存的历
史环境中去审视，也许在认识上会有新的收获。
换一个眼光，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不那么简单。
他经过反复思考，接受了我的建议，逐渐形成了这部专著的题目：元代平话研究。
　　元代平话是中国小说发展历史链条上重要的一环，它上承宋元口头伎艺“说话”，下启明代通俗
小说。
通俗小说成熟的时间，历史上有一种看法，认为是在南宋，这种看法影响不小，上世纪30年代初郑振
铎先生读到元刊全相平话五种时，所以才有“惊骇于当时这类讲史作者的程度的幼稚”的慨叹。
元代平话研究，几十年来进步很多，但未知的东西仍不少。
六种平话之外，仅发现了《红白蜘蛛》残叶，据明人书目，今存作品绝不是元代平话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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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元代平话研究：原生态的通俗小说》中所讲述的与宋代话本的全凭推论不同，元代至治年间刊
行的虞氏系列平话作品是各种信息最确定的早期通俗小说。
从宋元讲史和各种历史书籍到通俗的平话作品，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个飞跃，平话正是飞跃完成的里
程碑。
它开辟的全相形式、语体文语言、杂糅讲史和正史的内容、充满民俗的自然风格，真实丰富地展示了
中国通俗小说发展第一阶段的原生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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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卢世华，1973年10月生，湖北黄梅人。
江汉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小说。
近年来，主要兴趣为宋元小说、小说观念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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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从说话到平话的历史性飞跃　　从说话到平话的飞跃，就是通俗故事从口头创作向书面
创作的跨越过程。
这个过程，从宏观上看，是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诞生过程；从微观上看，就是平话作品的成书经过。
对此过程的研究，将揭示中国古代文言小说传统向通俗小说传统变迁的历程。
　　南宋时，说话伎艺高度发达，是颇受各阶层欢迎的娱乐方式之一，说话名家受到了明星式的追捧
。
可是，宋代说话人的底本并非通俗小说，他们的故事取材于此前的优秀文言小说或者历史书籍。
就是说，在宋代说话人扬词市井之时，他们手中并没有我们猜测的通俗小说式的说话底本。
说话人用口语创作的有趣故事，后来才被编写成通俗小说。
二者的出现顺序应该是先有说话，后有通俗小说。
　　宋代说话四家中的讲史直接开启了平话的编写契机。
它在口头上创作了通俗而有趣的故事，给平话提供了内容；它用白话说故事，规定了平话叙事的语言
；它的故事结构、人物形象和思想意识等都已形成，对平话的成书产生了直接影响。
可以说，有了讲史，平话内容体式等已经在口头上形成了。
但要把这些故事编写成通俗小说，还需要许多特定的条件。
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平话就无法产生。
这些必备的条件有：刊行平话得以赚钱的商业条件（如刊行平话的印刷条件、众多的平话读者、平话
销售的商业环境）、用白话文写作的氛围、善于用白话写作的作者等等。
如果不具备这些物质、文化、技术上的条件，历史故事就只能停留在口头流传层面，不能形成书面的
白话历史小说。
本部分将从宋元说话创作的准备、元代刊行白话小说的条件人手论述元刊平话形成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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