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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2002年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聘我为兼职教授（紫江学者），具体的工作中包含了指导若干
名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
从2002年到2009年，我先后指导了十名青年学者，郭战涛君是其中的一名。
郭君原先在内地教书，工作几年后考上华东师大现当代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师从吴俊先生，研究1950
年代的文学，成绩斐然。
2005年后从我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却转向了连我也不甚熟悉的民国骈体小说领域。
民国骈体小说自有历史传承，1912年徐枕亚开始连载《玉梨魂》，遂形成风尚，到1919年以后基本上
云消烟散。
前后七年，不过是文学史上一个瞬间；又是处于晚清民初与新文化运动的夹缝之间，首当其冲遭遇了
新文学倡导者的猛烈批判，因此，骈体小说不仅在文学史上毫无地位，而且在学界也一向寂寞。
我奇怪为什么郭君要放弃已经经营有年，而且已经产生了影响的当代文学研究，转向这一冷门领域从
头开发新资源。
但我也没有与郭君讨论过其中原因，只是尊重他的选择，就同意了。
　　我之所以同意并支持他去做这样一个与新文学似乎是没有关系的研究课题，完全是从学科发展现
状来考虑的。
我以前就说过，现代文学作为二级学科本来就有点先天不足，研究古代文学必须通小学，研究外国文
学必须精外语，而现代文学的前期准备相对薄弱：现代文学从民国算起不过百年史，少于古代文学的
一个断代史，资料准备也相对简单。
然而现代文学学科又是在1950年代意识形态建构的推动下建立起来的，政治功利主义的性质严重束缚
这个学科的正常发展，人为的阶级斗争意识成了戕害这个学科的致命顽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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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国初年骈体小说研究》选取民国初年（1912-1919）的“骈体小说”为研究对象，立足于文类
研究的典范性研究范式，注重骈体小说作为文言小说一个子类的文体特征，界定并论述了骈体小说的
概念、语言体式和美学品格，从题材类型、叙事模式、创作和接受环境等方面系统深入地考察了民国
初年小说与骈体的结合带来的形式变革，以及这变革蕴涵的社会及思想史内涵，展示了内部研究与外
部研究的完美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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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战涛，男，1968年生于河南省假师市。
华东师范大学文学博士。
现任教于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在《南方文坛》、《当代作家评论》、《甘肃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著有《国家文学的想
象和实践》（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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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论第一章 骈体小说的概念、美学品格和类型第一节 学界对骈体小说的含混态度第二节 骈体小说的
概念第三节 骈体小说的美学品格第四节 骈体小说的类型第二章 民国之前的骈体小说第一节 汉魏六朝
“小说”中的骈文第二节 唐传奇与宋代罗烨《醉翁谈录》第三节 《剪灯新话》、《剪灯余话》、《
国色天香》第四节 《聊斋志异》及清代其他小说第五节 《游仙窟》和《燕山外史》第三章 文体特征
第一节 概况第二节 骈文风格与诗化小说文体第三节 用典与对仗第四节 描写、抒情和议论第五节 骈文
的叙事方式第六节 骈文与散文的关系第七节 《玉梨魂》和其他长篇小说第四章 题材类型及叙事模式
第一节 凄爱苦情第二节 花好月圆第三节 乱世情态第四节 世态人情及文人心态第五节 叙事模式第五章 
创作和接受环境第一节 骈文教育与骈文创作第二节 时势逼迫与文人心态第三节 对骈体小说的反驳与
批判结语附录一 孙静庵、雪涛对前人作品的增删附录二 民初骈体小说引发的文学史问题参考文献后
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初骈体小说研究>>

章节摘录

　　但是，讨论骈体小说时并不把白话小说考虑在内。
之所以将白话小说排除出骈体小说的研究范围，并不是因为白话和骈文分属于两个不同的语言系统，
故此必须将二者截然分开。
因为在理论层面，不同语言系统的融合恰好提供了创造新文体的可能性，而且白话和骈文同属于汉语
语言体系，在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已经发生了互相渗透的现象，所以以骈文融人白话小说之中既有
理论上的可行性，又有大量创作实践作为支撑。
骈文融人白话，丰富了白话小说的表达手段，有助于提高白话小说的表现能力，因此，仅仅从逻辑上
来讲，在白话小说内部产生骈体小说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但是实际情况是，我们很难在白话小说范围内找到可以称为骈体小说的作品。
白话小说和文言小说各自的渊源和流变不同，尽管二者在发展过程中互相借鉴，不断从对方那里吸收
营养来丰富自身的表现手段、题材以及精神内涵，但其基本的语言体式不可能完全混同，尽管众多作
者在写作时采用了俗化的骈文，但相对于文言散体和骈文的关系来说，白话和骈文之间的张力仍然过
大。
此外，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作者所预设的读者群也有一定的区别，这也影响到作者创作时对语言体式
的选择，它必须充分考虑读者的接受心理，作品不可能用过多的语句描写、议论和抒情，因为情节的
生动性才是它创作的主要追求，所以正是在能够充分发挥骈文优势的地方骈文的运用受到了限制，而
文言系统中的骈体小说则可以以营造情调为指归，从而尽可能地发挥骈文之美。
因此在文言小说内部可以出现骈文比例在50％以上的小说，这种骈文比例在白话小说中却是难以想象
的，如上述《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其骈文比例就不足1％。
在语言体制上作出极大的“辞章化”努力的才子佳人小说，在彰显才子佳人的才情时主要还是依赖于
他们吟诵、书写的诗词而非骈文，这或许是因为在宋代欧阳修等人的古文运动之后，骈文日渐萎缩为
官方应用性文体和知识阶层日常交往的实用性文体，渐趋于公式化操作，难以见出写作者的才情的缘
故，用诗词而不用骈文展示才情慢慢就成为一种“传统”。
在白话小说中，骈文往往是一种附属于白话的点缀品，主要承担描写人物形貌、景物和场面的功能。
因为白话小说中的骈文比例普遍不大①，基本属于在白话中融人“零星骈文”的现象，无法成为语言
体式的主导性因素，难以从总体上形成特殊的小说风格，在白话小说内部不能形成一种新的小说文体
，所以在讨论骈体小说时将其外延限定于文言小说的范围。
对于白话小说中的骈文现象，可以在更宽泛的话题如“中国小说中的骈文现象”之类的论题之下讨论
。
　　骈体小说并非仅仅指“通体采用骈文的小说”。
　　清代陈球的《燕山外史》、民国初年人则的《拟燕山外史》、萍寄生的《月缺重圆记》等几乎通
体骈俪的小说，毫无疑问属于骈体小说，因为在这些作品中，或者完全没有散体文言，或者仅有极少
量的散体文言，它们所采用的骈文语言体式与散体文言全然不同，而且由骈文主导的语言体式营造了
与散体文言小说全然不同的美学风格，所以它们当然应该在文言小说内部获得独立的文体地位。
　　容易引发疑问的是，那些骈文比例没有达到“几乎通体皆骈”程度的小说也被人们称为骈体小说
（或骈文小说）。
譬如张鹫的《游仙窟》和徐枕亚的《玉梨魂》经常与陈球的《燕山外史》并列，被人们视作骈体小说
的代表性作品，而《游仙窟》的骈文比例在30％以下，《玉梨魂》更是不足20％①，但二者较低的骈
文比例并不影响它们作为骈体小说的资格。
这是因为，虽然“大量使用骈文”是骈体小说的首要条件，但是，所谓“大量”并非要求骈文比例必
须超过50％，也就是说所谓“大量”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相对于文言散体小说“零星”使用骈文
而言。
简言之，骈体小说是相对于仅有零星骈文的散体文言小说的一个概念，并不限定骈文必须占到全文一
半以上的文言小说才有资格被称作骈体小说。
　　然而一个问题随之产生：“大量”和“零星”的界限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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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实在是个难以准确回答的问题，确切地说，这是一个无法通过硬性确立一个“骈文比例”来解
决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只能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针对具体作品语言运用的具体情况加以判断
。
　　骈体小说作为一种独立的小说文体，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大量”使用骈文，二是小说
要具有一种特殊的美学品格。
换句话说，如果一篇小说中的骈文数量达到了可以使该小说产生有特殊美学品格的程度，这种小说就
可以被称为骈体小说。
之所以采用这种相对模糊的定义，是因为骈体小说中骈文形态的复杂性，不得不根据特定文本而定。
　　《玉梨魂》是较为典型的骈体小说，它的骈文比例不足20％，属于骈文比例不算太高的文本，以
《玉梨魂》的骈文比例为底线似乎不应该有什么问题。
但是，如果考虑到《玉梨魂》只是作为骈体小说的类型之一的话，《玉梨魂》的骈文比例就不具有普
适性了。
《玉梨魂》中的骈文承担了多种功能：描写、抒情、议论，甚至叙事，属于“综合类”的骈体小说，
而且，在这种小说中，骈文在小说中的位置分布较为均衡，可以有效地影响小说的整体风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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