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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南大学博雅论丛：中国现代中篇小说研究》把很多力气放在从文体学的角度探讨“中篇小说
现象”。
文章追踪现代文学三十年来中篇小说的创作及围绕其文体归属的争论，激活了中篇小说所牵涉的文体
问题：中篇小说到底有过怎样的定位？
现代中篇小说的创作情况与历史际遇怎样？
怎样看待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短篇小说之间的关系？
论文对这些问题都进行了新的可贵的探索，对历来比较含混的概念沿革作了较为清晰的梳理，使中篇
小说样式从学理层面得到更到位的描述。
这篇论文对推进现代小说文体研究作了有益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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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单以篇幅容量看，现代期刊的情况与新时期的期刊完全不同。
新时期期刊容量比现代期刊要大得多，不但拥有许多达到十万字以上发表空间的定期刊，而且印刷的
技术和印刷质量都要比现代期刊进步。
如果说新时期中篇小说主要以期刊发表为途径，而期刊也确为中篇小说提供了足够篇幅支持的话，那
现代期刊还主要是短篇小说发表的阵地，也只能在篇幅上为短篇小说提供充分的保障，对于中篇而言
，现代期刊的容量似乎是过于狭小的了。
　　不但是期刊篇幅的狭小带来中篇发表的不便，而且现代期刊混杂、多样的编排方式也是中篇小说
难以充分发展的原因之一。
新时期，特别是“1980年后全国各地纷纷创办大型文学丛刊”，“给中篇小说提供充分的篇幅”②。
随着众多大型文艺刊物的勃兴，各种类型的小说刊物也开始出现，不但诗歌、戏剧、散文、小说都形
成了各自别具特色的专门刊物，而且在小说一门中，长、中、短篇小说也都分别形成了自己专有的发
表刊物，仅以中篇小说为例，就出现了《中篇小说选刊》、《中篇小说月报》等专有阵地，这些刊物
的出现并发展成熟，自然为中篇小说的繁盛提供了最为切实的保障。
而在现代期刊中，以文体而分类期刊的做法还很不成熟.虽然有专门发表诗歌和戏剧的刊物，但大多数
刊物，特别是一些大型的期刊还是以多种文体的混合发表为特色，也就是茅盾所说的“满汉全席”式
的期刊编排方式③。
这些杂志也曾经出版过诗歌、学术研究和短篇小说的专号，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小说不仅与诗歌、戏
剧、散文并列，还和书评、学术论文、报告文学、通讯通信、文坛消息等共处一刊；甚至有些偏向于
文化的刊物，还会将文学作品与时事新闻、政治报道编排在一起。
为了将杂志编排得更为吸引读者，满足不同读者的阅读兴味，“不致流于单调”，《文学》甚至采用
长篇稿件减少稿酬的方式，“无非是要限制长稿的意思”，以便可以刊登更为多样的文艺作品。
④现代期刊求多求全，“‘杂’这一字”，成为现代“一般文艺定期刊共通的现象”⑤，“未能‘分
工’得好”⑥，使得本来就狭仄的发表空间更为零散，实在很不适合于篇幅比较长的小说发表。
　　也许有人会就此提出疑问，在现代文学的期刊发展中，中篇小说这类篇幅比较长的小说样式是通
过怎样的途径发表呢？
它们是否因为篇幅的局限而与期刊无缘呢？
笔者认为，在现代期刊发表中，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一样，在期刊杂志上，多数是通过连载的方式发
表的，所以这里有必要分析一下当时期刊连载的具体情况。
　　以现代期刊的篇幅容量来看，更适合刊登短篇小说。
最初，《小说月报》刊登屠格涅甫的《猎人日记》时就曾将这部由“二十四篇短篇小说”组成的系列
小说看成是“长篇小说”，并认为这种样式的小说“在《小说月报》上每期发表一两篇”，“在杂志
上登载长篇小说，以这种体裁最为合宜。
每篇既首尾具全，读者看着也并无‘茫无适从’之病”。
①之后，仿照这种形式的创作也出现了几篇，比如落华生的《无法投递之邮件》②、徐玉诺的《在摇
篮里》③。
但这种形式的翻译和创作只能被称为“短篇小说”，不是真正的长篇。
　　在晚清时期，章回体小说是最主要的小说样式，虽然在篇幅上看，它们是长篇，但章回体那种随
时起讫，随时发表，不做全盘构思的特征比较容易在期刊杂志上发表，因为它们结构上的自由、松散
比较容易进行改换、删节，以适应期刊发表的具体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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