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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它历史悠久，成就辉煌，几乎是从它产生之日起
，也就开始了对它的评论、研究，各种研究论著早已叠床架屋、汗牛充栋。
特别是近三十年来，随着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硕士生博士生的大量培养，古代文学教学、研究队伍
迅速扩大，研究论著更是多如山积。
文化研究、艺术研究、实证研究、宏观研究、个案研究、文献研究等，无不从经典作家、作品扩展到
三四流的作家、作品；文学史的编写已从综合史扩展为分体史、题材史、地域史、编年史、传播史，
其规模从单卷本发展为多卷本甚至十数卷本。
古代文学的各个角落几乎都巳被纳入了研究的视野，以致硕士生博士生们找一个没有人研究过的选题
都十分困难。
这一方面表现了古代文学研究的繁荣，但是否也表明了古代文学研究面临着一种困境？
这种困境，归根到底是由于古代文学是已然的历史存在，而非正在生成的事物，是由它的不可再生性
决定的。
我们可以下大功夫，费大力气，去寻找、发现新的资料，也可以进一步更新观念、方法，对研究对象
进行新的观照，这都可以使古代文学研究有所突破。
但走出困境的根本方法，只能是把它由不可再生性资源变为可再生性资源。
当然，这不可能是古代文学本身的再生，而是在研究者观照下的意义的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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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
而传统中国封建宗法制、家国一体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古今家族小说的发达和兴盛，也决定了家族小
说相对于其它题材来说对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重要性以及特殊意义。
《明清至现代家庭小说流变研究》正是以此入手，十分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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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楚爱华女，山东嘉祥人，1971年9月生。
1992年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
1998、2007年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分别获硕士、博士学位。
现为该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小说，著有《泪痕红渑鲛绡透》、《明清小说世界撷英》（第一作者）等书，并在
《光明日报》、《明清小说研究》、《齐鲁学刊》、《东岳论丛》、台湾《孔孟月刊》及韩国《中国
小说论丛》、新加坡《源》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在《世界妇女博览》、《家庭博览》、《女人潮》、《幸福》、《祝你幸福》、《青年文学家》、《
年轻人》等刊物发表美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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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绪论第一章 明清至现代家族小说中的父子形象及其关系的嬗变第一节 权威的确立与失落：明清家
族小说中的父子形象及父子关系一、隐退、张扬与沉沦：《金瓶梅》等商人之家的父子关系二、放纵
、迷失与堕落：《醒世姻缘传》等普通之家的父子关系三、追杀、顺从与反抗：《红楼梦》等显贵之
家的父子关系第二节 父权神坛的坍塌：现代家族小说中的父子形象及父子关系一、阉割、自囚与死亡
：现代家族小说中父亲与长子的关系二、压制、叛逆与出走：现代家族小说中父亲与逆子的关系三、
贬抑、置换与驱逐：张爱玲笔下父子关系的另类表述第二章 明清至现代家族小说中的母子形象及其关
系的嬗变第一节 母亲与情感一、寻找母亲的声音二、母爱种种及其异化：慈母、愚母、溺母与恶母第
二节 母亲与权利一、母亲形象的男性化二、母亲统治神话的张扬与终结第三节 婆婆与媳妇一、婆媳
关系书写的演变及其文化内涵二、父亲的缺席与母代父权第三章 明清至现代家族小说中的夫妻形象及
其关系的嬗变第一节 传统夫妻关系及两性关系的积极探索一、传统婚姻本相：男尊女卑与一夫多妻二
、父权秩序的倾覆：泼妒的妻子与惧内的丈夫三、新型夫妻关系的探索：情理矛盾与贤妇悲剧第二节 
现代文学中夫妻关系的互动与嬗变一、继承与反叛：传统贤妻良母的自救二、红玫瑰、白玫瑰：摇荡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丈夫第四章 房屋建筑及花园的文化意蕴与寓意象征第一节 房屋建筑的文化意蕴
与寓意象征一、园林建筑的文学渊源二、积财与半开放：以《金瓶梅》为代表的暴发商人的房屋建筑
三、尊严与封闭：以《红楼梦》等为代表的世宦贵族的房屋建筑四、腐朽与晨曦：以《家》等为代表
的旧家大族的房屋建筑第二节 花园的文化意蕴与寓意象征一、花园的文学现象探源二、《金瓶梅》中
的花园：淫乱的性爱场所三、《红楼梦》中的花园：爱情伊甸园的流失与毁灭四、《家》等现代家族
小说中的花园：透视外部社会的天窗第五章 家族小说的特点以及现代家族小说对明清家族小说的承继
和发展第一节 家族小说的特点一、家族小说的人物构成与兴衰模式二、家族小说家国一体的网状叙事
第二节 现代家族小说对明清家族小说的承继和发展一、明清家族小说对现代作家的影响二、现代家族
小说对明清家族小说的超越和发展结语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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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十七世纪上半叶《金瓶梅》作为我国古代第一部成熟的家族小说诞生之日起，优秀的家族小说层出
不穷，出现了《醒世姻缘传》、《林兰香》、《红楼梦》、《歧路灯》等重要的典范之作，代表了占
代家族小说的最高成就。
到了现代，与反帝反封建的社会思潮相呼应，以摧毁旧家族为时代命题的家族小说独领风骚，成为现
代文坛上最灿然的收获。
截至到20世纪中期，出现r几部霞要的家族小说，分别是《金粉世家》、《家》、《京华烟云》、《财
主底儿女们》、《科尔沁旗草原》、《四世同堂》、《金锁记》等，代表了现代家族小说的最高成就
。
本书以明清至现代家族小说的古今流变①为研究论题，以卜述较为典型的十二部巾氏篇家族小说为主
要研究对象（间或旁及其他一些小说和戏曲作晶），从家族人伦意蕴关系的嬗变、家族环境意蕴的嬗
变以及家族小说本体自身的嬗变三个方面着手，分明清至现代家族小说中的父子形象及其关系嬗变、
明清至现代家族小说中的母子形象及其关系嬗变、明清至现代家族小说中的夫妻形象及其关系嬗变、
房屋建筑及花园的文化意蕴与寓意象征、家族小说的特点以及现代家族小说对明清家族小说的承继和
发展五章展开探讨。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马克思、恩格斯说家庭“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问的关系”。
①时至今日，家庭、家族始终是学术界颇感兴趣却又难以界说的问题，有关定义林林总总，但仍缺乏
一个让大家一致认可的说法。
由于家庭、家族的内涵和外延一方面随着时问、地域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另一方面也随着定义主体的
不同而呈现差异，所以任何定义在一定意义上来说都不是绝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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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多年前，同学和朋友们纷纷外出读博。
望着他们的书包和行李，我既羡慕又遗憾， 想门己这辈子可能与博士无缘了吧。
四年前， 我收到了博士录取通知书。
坐在书桌前， 脑海里一片焦虑和荒芜：厚厚的博士论文，一本书的枝叶和气势。
这么大的框架，我怎样才能气脉贯通地搭建起来？
我，能行吗？
而四年以后的今天，一切似乎尘埃落定。
还是当年的书桌，我坐在那儿， 面前是我的书稿清样。
它静静地躺在那儿，散发着清幽的书香。
那些熟悉的几乎让我殚精竭虑的文字，竟然让我恍惚起来。
记忆之门在一个瞬间轰然洞开， 随着那一串跌跌撞撞却越来越清晰的脚印而来的，是一场震天撼地轰
轰烈烈的感动。
我不知道该用怎样的言语来感谢我的导师张稔穰先生。
十三年以前， 我还只是一个在学术殿堂之外驻足观望的懵懂的文学爱好者， 因为赵利民老师的好意
举荐，先生不嫌鄙陋，收我做他的学生， 和另外两名较为优秀的师兄师妹一起共同学习。
那时候，先生虽然繁忙，但总能坚持每个星期都要和我们面谈一次，要求我们每个人汇报一星期来的
读书情况，有哪些心得等等。
致使我们三个虽然苦不堪言， 但在先生雷打不动的坚持面前却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每日里与书为伴
、战战兢兢地过了三年。
这三年，我们每个人都收获很大。
硕士毕业时，师兄和师妹都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名校的博士继续深造，而我因为志气短缺、才力不足
， 留校做了教师。
任教期间，先生一直以他博大宏阔、精益求精的学术精神影响着我，无论在教学上还是在科研上，先
生对我言传身教、耳提面命， 倾尽了一个慈母严父所有的苦心。
读博以前，我发了十几篇论文，每一篇先生都要认真审批，提出建议后让我反复修改，有时一篇文章
要改到八次甚至更多。
但是，每一次修改都无疑是一次实地练兵，让我在醍醐灌顶般的大悟中一点一滴地提高，为此，我深
深地感激我的导师。
我在学术上的成长、我的每一点小小的进步都浸透着先生的心血和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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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明清至现代家庭小说流变研究》：文史哲博士文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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