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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凯是02年到北大来攻读博士学位的，因为她有良好的家学传统，在南京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期间
，又经名师指点，接受了正规定的学术训练。
所以，一进校，很快就确立了清代戏曲小说相互改编的研究课题。
事实证明，她的选择是有眼光的。
　　这当然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中国古代戏曲、小说相伴而生，共同发展，其间的相互影响、借
鉴，一向为学界所重视，但有关研究或从两种文体的宏观比较着眼，或从特定作家、题材的局部考察
入手，虽各有所得，戏曲、小说间相互关系的阶段性特点却不易得到揭示，而这一点对准确把握戏曲
、小说创作的影响，尤其是两者在清代的历史演变，是很有必要的。
这是因为戏曲、小说发展至清代，不但早已成熟，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在一种更为自觉地状态下发
生的。
　　我曾在一篇短文中粗略地指出，李渔是清初将戏曲、小说这两种文体都运用得得心应手的杰出代
表。
这不仅是因为他在戏曲、小说两方面都有杰出的创作，更因为他力图打通两种文体的畛域，融合它们
各自的艺术特点。
从各体文学“同源而异派”的观点出发（《闲情偶寄》卷一《词曲部》），李渔一方面视小说为“无
声戏”，另一方面又认为“稗官为传奇蓝本”（《合锦回文传》第二卷素轩回末评），而在小说创作
中，则有意识地引入戏曲的因素与精神。
以他的《谭楚玉戏里传情刘藐姑曲终死节》为例，在追求创新和喜剧性方面，它具有与李渔戏曲相同
的创作理念。
在具体叙事中，李渔针对戏曲提出“脱窠臼”、“立主脑”、“密针线”、“减头绪”等一系列具体
的主张同样也反映在他的小说中。
他还常常参照戏曲角色的设置，让小说人物也带有生、旦、净、丑等戏曲角色的类型化特征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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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戏曲与小说之间的相互渗透和影响是两者之所以形成各自面貌与特点的重要因素之一，
而清代戏曲小说两种文体分别到达了自己的高峰时代，在完全成熟的状态下，其相互影响较前代更为
自觉和密切。
《有韵说部无声戏:清代戏曲小说相互改编研究》从清代戏曲小说之间的相互改编人手，对两种文体之
间内在的相互渗透和借鉴，以及由此引发的规律和意义进行了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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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文凯，女，古代文学博士，现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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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近年来，论者涉及的方面逐渐增多，探讨的问题也越来越细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戏曲小说文献资料的整理。
段启明在编辑《中国古代小说戏曲述评辑略》时说：“中国古代的小说与戏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互相渗透，相得益彰，共同铸成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文学的辉煌。
研究二者的关系，揭示这一对孪生文学的文化蕴涵，当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课题。
为此，特编著此书，作为研究的基础。
”该书体例不同于一般的小说史、戏曲史著作，也并未就两者关系展开论述，仅是按历史排序，排比
各个时代或时期的小说与戏曲文献资料，并简要加以梳理和论析。
作者固已言明书非“一般的资料汇编”，但其资料整理的意义仍是该书价值的最主要方面。
　　二是出现了全面论述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关系的专著。
许并生《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关系论》围绕古代小说戏曲之间的关系，就文化特征、发生机制和形成渊
源、纵向和平行影响、内在联系进行了综合考察。
两者的渊源、发展、内在、建构、转换关系，是其描述阐释的主要内容。
论述的全面性、概括性与较强的理论性是其重要特点。
同时，因作者旨在“全面”，所以论述较为宏观，未在具体作品着力，如对于明清小说戏曲关系仅是
非常简洁地提到“水浒戏”、“三国戏”，并认为《红楼梦》为“古代小说、戏曲第三次‘融会’的
标志和结果”等。
沈新林系列论文，也是从古代小说戏曲的整体着手，就二者的体制、概念、起源等进行了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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