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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GHU·RENWEN

东湖·人文 C3

■■ 宁稼雨宁稼雨

胡士莹先生的学术生涯与胡士莹先生的学术生涯与《《话本小说概论话本小说概论》》

平湖版

校订完胡士莹先生的《话本小说概论》，我的脑海中
胡先生的人格形象和学术品格也就如同照片在显影液
中起反应一样逐渐清晰起来。

一、关于胡士莹先生的生活时代和学术背景

生于1901年的胡先生可谓与世纪同生。他经历了
晚清王朝、北洋军阀政府、民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等
四届政府，亲眼见证了中国由封建王朝向现代文明社会
的转变。这个时期正值中国社会转型，各种内忧外患齐
聚，国人饱受各种伤痛。这样的生存背景，注定了深受
传统士大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观念影响的胡士莹和
大多数文人一样，尽管没有投笔从戎，战死疆场，但心中
却放不下那满目疮痍的祖国。抗战爆发后，正是胡士莹
先生在上海任教时期。他以一个普通文人的身份，加入
以吟诵爱国抗战为主调的文人诗社“午社”。1941年还
应邀参加了夏承焘先生在上海发起的“龚定庵逝世百年
祭”活动，畅诉爱国衷情。次年，他在写给夏承焘先生的
词中道——

……甚日江山恢复，故国鹃声切，悲笳正咽。无穷
心事，剩有诗肠杜陵热。

表达出与杜甫一样的爱国热情，并且还把独生子送
到新四军，鼓励其奋勇杀敌，光复祖国。这样的经历和
背景既是他人格的写照，也是他后来从事文学研究，解
读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比较关注社会现实的社会基础。

自明清以来，江浙地带一直就是中国文化的繁荣地
区，可谓人杰地灵，名家辈出，硕果累累。胡士莹先生毕
生生活、工作在这个环境里，受到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
的熏陶和影响，具备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据说他十岁
之前就能把《四书》倒背如流，并且工于诗词，十五岁所
写诗词已经享誉乡里前辈。后来无论是在家乡中学教
书，还是在上海大学任职，都经常和同僚朋友往来唱和，
吟诗诵词，多有佳作。1930年，他曾将所填词佳作结集
为《霜红词》在扬州出版，得到吴梅、浦江清、陈运彰等名
家的盛赞。吴梅先生称他以其“婉和韶令之韵”的独具
风格，抒写自己的“华年哀乐”，卓然成家。浦江清在长
诗《寄题胡宛春霜红簃填词图》中，称赞说——

蕙风（近代著名词人况周颐号）云殁彊村（著名词人
朱孝臧号）耄，天下音声付年少。浙中并起有三人：宛
春、徐（声越）、陆（微昭）皆驰妙。

而《霜红词》更是“风雅不随甲马废，通介竟与俗人
殊”。词学家陈运彰后来也说——

胡君宛春尝裒其三十岁以前之作为《霜红词》，盖确
乎能自树立者矣!

不仅如此，胡先生还写得一手好字。他曾遍临汉唐
名家碑帖，又能自成一家，风格自立。胡先生的书法曾
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展出，其小楷字帖《鲁迅诗选》
（内分甲体、乙体）也曾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甚得书
法界的好评。香港《书谱》曾载文称——

胡老工书法，生平临 《兰亭序》数百通……其临
冯承素兰亭，尤为神似，所见无出其右。

他的好友，复旦大学徐震堮教授在《〈宛春杂著〉序》
中特别指出——

他晚年在杭州大学任教，主要讲话本小说这一门
课，大家只知道他是这一方面的专家，除了少数几个老
朋友外，很少人知道他在诗词书法方面的造诣，在当代
名流中，是屈指可数的。

另一方面，自近代，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西方学
术思想和方法不断传入中国，而上海一直就是接受外来
文化和学术思想的前沿和窗口。被称为“海派”的上海
文化和学术明显具有以开放姿态吸收外来文化和学术
思想的特质。处在这样的学术环境和背景中，胡士莹先
生既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和国学功底，又能接受新思
想和新方法，形成 20世纪中国学人特有的学术品格。

二、关于《话本小说概论》的学术价值

丹纳认为地理环境是影响和造就一个文学团体乃
至一个文学时代的重要因素。我认为这个论断也适用
于学术研究。江浙一带不仅是自明清以来白话通俗小
说的集中繁荣地，而且也是近代以来明清小说、戏曲研
究名家辈出的地区。王国维、鲁迅、赵景深、叶德均、王
古鲁、马廉、谭正璧、浦江清、任二北……都是江浙一带
人。这些人都程度不同地受到故乡文化氛围的影响，把
研究体现故乡文化特色的小说戏曲作为自己毕生从事
的工作和事业。而胡士莹先生也是这个群体中的重要
一员，他在话本小说研究领域作出的成就是继鲁迅之后
把该领域的研究推向了一个学术制高点，不仅惠及后
人，而且至今也无能出其右者。

和传统的几种高雅文学样式（诗词散文等）相比，古
代小说戏曲不但其文种的形成、繁荣大大滞后，而且相
应的学术研究也无法和诗文研究相比。现代意义上的
古代小说戏曲研究大约是从王国维和鲁迅开始算起。
《中国小说史略》和《宋元戏曲考》结束了中国古代小说
戏曲研究以非系统的散点关注为特征的早期研究，进入

到以系统和逻辑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研究视角阶段。他
们不仅为古代小说戏曲研究规划了系统蓝图，而且还提
供了具体的操作范式。如同一个知名品牌有了品牌的
设计理念和产品规格后，就可以进入批量生产的阶段
了，而胡士莹先生的《话本小说概论》就是这些产品中的
优质品。

《话本小说概论》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首先，继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之后，第一次为作为
中国古代小说重要组成部分的话本小说勾画了完整而
详尽的图景。

从20世纪开始，中国小说开始受到学者们的瞩目，
出现一批筚路蓝缕的拓荒之作。他们从不同角度构建
营造了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基本框架。但既然是拓荒，
必然耕作未必细致，留给后人深耕细作的余地。就话本
小说而言，在胡士莹先生之前或同时，学界已经有过一
定的学术积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总共28篇，其中第
12篇《宋之话本》、第 13篇《宋元之拟话本》、第 21篇《明
之拟宋市人小说及后来选本》3篇均为话本内容，为话本
小说勾勒了基本的轮廓框架。孙楷第的有关话本小说
的目录学成果、话本小说产生演变源流和作品存佚考
证，也是相关重要成果。谭正璧《三言两拍资料》则将

“三言二拍”几乎全部作品的本事源流做了全面的挖掘
和梳理，是话本小说本事材料的重大突破。此外，赵景
深、叶德均有关话本的体制和起源等方面均有重要建
树。这些话本小说研究的重要成绩为胡士莹先生提供
了充分的准备，但就一个小说文类的总体而言，仍然处
于零散的状态。

《话本小说概论》尽管出版于1980年，但从他做准备
工作算起，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初稿于1962年已经完
成，中间四易其稿。这种严谨和科学的学术态度与治学
精神为该书的学术质量提供了坚实保障。该书共18章，
57万字，从话本小说的起源，到发展演变的轨迹脉络；从
话本的体制，到题材分类；从作品的思想分析到艺术特
征分析，堪称是话本小说研究的大全之书了。

本书出版后，香港《大公报》刊出评论，称此书——
关于话本小说应搜集的材料，基本辑录齐全；对于

话本小说应作的评骘，也比较中肯；并为研究话本小说
者提供非常全面的参考资料……本书题名《概论》，实际
上它又是话本的簿录和提要，是一部很完整的专科工具
书，可与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同为传世之作。

又说这部书“在中国小说史上应属‘别史’，以它自
成一系统，在小说史里是能独树一帜的”。《文学遗产》发
表的书评还指出——

胡士莹先生……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在总结几十年
来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独到见解，写成
一部六十万字的巨著。这种系统地、周密地研究一个专
题的学风，很值得提倡。……《话本小说概论》的出版，
除了它本身的学术价值之外，也体现了著者在一个专题
上深入钻研、锲而不舍的科学精神，这种精神是很值得

我们学习的。
赵景深先生称此书为“内容丰富的、总结性的著

作”，按我个人理解，就是指该书能在充分吸收前人成果
的基础上，集其大成，自成体系。这应该是该书的重大
学术贡献，同时也是对小说类型史写作的开创性尝试。

其次，新旧治学方法的有益尝试。
从经历和学术背景上看，胡士莹先生可谓以旧学根

底为主，同时也受到20世纪以来新学的影响。这成为他
个人学术风格的主要特色，并且在《话本小说概论》一书
中得到有益和充分的尝试。

《话本小说概论》一书的成功，主要得力于胡士莹先
生过硬的旧学功底。他认为做学问要从基础工作做起：

“我以为真正做研究工作，必须首先研究目录学、版本学
和校勘学。”在话本小说有关的材料搜集和占有，到各种
相关材料的辨伪、钩沉、辑佚等，该书可谓达到了“竭泽
而渔”的程度。其中有很多当时学界普遍没有看到的珍
贵材料，该书第一次向世人披露。如根据明刊本宋懋澄
《九籥集》提供的《负情侬传》信息，根据明代万历本《小
说传奇》提供的《李亚仙记》材料，根据明何大抡的《燕居
笔记》提供的《杜丽娘慕色还魂》原文等，都是当时非常
罕见的材料。其他如前人所未见未闻的拟话本集如《跨
天虹》、《美人书》、《别有香》、《跻春台》、《壶中天》等若干
种，著录各种话本、拟话本集达六七十种之多，并辑佚
《王魁》、《钱塘梦》、《裴秀娘夜游西湖记》、《张于湖宿女
贞观》等宋元明话本、拟话本若干种，为国内外研究中国
小说史的专家学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上世纪80年代
以后问世的各种与话本小说有关的目录学工具书，水平
质量参差不齐。而是否参考使用了《话本小说概论》，以
及参考使用程度如何，直接影响和制约了他们的工作成
效和质量。这足以说明该书在话本小说文献材料方面
的学术价值。

江浙地区的生长环境，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的新
学教育和上海工作的经历，使胡士莹先生形成了乐于接
受新事物的学术理念。这一理念与建国后意识形态环境
大背景的相汇合，也就成为胡先生在书中对于话本小说
发展过程中各种理论问题和规律问题探寻的勇气和动力
所在。作为一位受过传统治学训练和熏陶的旧知识分
子，他和建国后大部分文学史的撰写背景相同，在几乎没
有范本可以仿照的情况下，既要符合当时大的社会环境
的要求，又要认真体现出文学史的真实面貌，这是难度很
大的工作。赵景深先生序言中提到该书“是精心结撰的、
论断比较恰当的”，主要就是指该书能“将话本小说的起
源、演变、社会背景、团体组织、表现方法诸问题，都试图
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问题。关于说话人的政治立场、思
想倾向以及对于当时的影响，还有话本的分析方面也试
图根据辩证唯物主义，一分为二地看问题”。

这样的提法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左”的味道，让人
不敢恭维。网上也出现过质疑《话本小说概论》这方面
问题的网帖。对此我以为，倒是应该用历史的态度看待
此事。理由如下——

其一，任何人都很难跳出自己的社会生存环境来思
考和面对问题，社会科学研究尤其如此。从赵景深先生
序言中可以看出，该书在上世纪 60年代初就已完成初
稿，后来几易其稿的内容，主要精力是放在思想和艺术
评价等理论方面的探索和追寻。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
会有那样的体会，尽管有人想以政治上的所谓进步来进
行政治投机，但就多数而言，那种探索和追寻不是政治
上的赶时髦，更不是政治投机，主要还是出于对真理的
追求和对学术的负责。这一点，尤其值得“文革”后出生
的朋友们给予设身处地的理解。我个人以为胡士莹先
生就是这样的学者。

其二，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对于话本小说研
究未尝不是一种有效和可行的学术研究方法。但把唯
物辩证法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正确方法则是荒
谬的，可反过来，凡是染指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便是
大逆不道，也未必在理。话本小说是市民文学，它不仅
反映市民阶层的生活，也传达市民阶层的观念和好恶。
从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解读分析话本小说不
失为一条重要与可行的研究渠道。从该书内容看，有很
多地方用唯物论和辩证法来分析社会生活与话本小说
起源发展及反映内容的关系，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正如
赵景深先生序言中所言——

著者认真分析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基础和阶级斗
争，对于上层建筑之文艺的影响，对于说话和话本的影
响，分析了人民群众在说话艺术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
也试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来分析历史现象，从而作

出比较正确的论断。对唐代坊制的论述，也为宋代市民
文艺的所以繁荣提出了新的论据。对明代后期风起云涌
的市民斗争同说书及话本小说的关系，更有所发挥。

如果过滤掉那个特殊时代的特殊用语，我们不难把
握作者在其中为努力探索社会生活与话本小说发展的内
在关联而付出的良苦用心、艰苦努力和收到的良好效果。

其三，从胡士莹先生本人的学术立场来看，虽然他
愿意接受新事物、新思想，但并非出于赶时髦，也不能证
明他就是一个极左思潮的痴迷者。他本人即便是在“文
革”前，也能坚持真理，不跟风投机。早在1958年，针对
社会上那种“作者的阶级出身即等于作品的阶级性”的
简单化倾向，胡先生发表过《关于阶级观点的问题》一
文，明确反对这种错误观点。他的这些意见在当时所谓

“拔白旗”的运动中，曾经被扣上“否定作品的阶级性”的
“资产阶级文艺观点”的帽子而遭到批判。“文革”初期，
全国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热潮甚嚣尘上，但胡士莹先
生却敢于提出不同意见。这些都表明，他既不是一个以
学术作为政治投机手段的人，也不是一个顽固坚持左倾
思想的人。即便他的著作中有些过时的观点，也应该理
解为他本人对真理的认识（即便是有局限的认识），而不
能扣上极左的帽子。

三、关于本书的局限和话本小说研究的前景

不能否认，由于历史和作者本人的缘故，《话本小说
概论》还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了解和认识这些不足，
看到话本小说研究的前景，对学术事业是需要的，对作
者和读者也是负责的。

首先，尽管用唯物论和辩证法来研究文学现象是可
行和必须的，但仍然还是有个度的把握问题。超过一定
限度就容易走偏，影响对文学现象的公正客观评价。作
者在使用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价值坐标来评价话本小说
发展历史的文学现象时，有时过于强调作者的政治立场
和政治态度，甚至以此作为评价作者文学成就高下的准
绳，这就难免失之偏颇，难以服人了。这集中表现在作
者书中对凌濛初及其“二拍”的评价上。据赵景深先生
序言，在作者最后一次修改稿中，“已把过去对凌濛初的
评价偏高的地方做了修改”，理由是要“更进一步地从阶
级观点来看问题的”，因为“凌曾经抗拒过农民起义
军”。所以“冯梦龙的《三言》他用三节篇幅来论述，《二
拍》只用一节，而且还和《石点头》等合在一起”。这样的
处理显然不够允当。从后来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来看，在
反映明代社会新思潮和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形象描写
方面，“二拍”有很多独特的价值和贡献，是可以和“三
言”并为拟话本小说“双璧”的。这一点是今天的读者需
要注意，并且在话本小说的社会学研究方面再下功夫。

其次，文学研究，尤其是作为叙事文学特殊样式的
话本小说，光有以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研究还是不够的，
还需要适合话本小说文体的多方位的研究角度。比如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话本小说的内容与理学、心学乃至
朴学的关联；从叙事学的角度看，话本小说有着非常鲜
明独特的叙事学表现特征，科学总结研究话本小说的叙
事学规律和特征对话本小说研究极为重要。由于历史
的原因，我们无法苛求胡士莹先生做到这一切。但今天
的话本小说研究无疑需要补上所有学术的空缺。同时，
我们应该对《话本小说概论》为话本小说的深入研究所
做出的奠基和先期工作，表示由衷的敬意！

第三，关于话本小说研究相关材料的搜集。不难想
见，包括胡士莹先生在内的前辈学者当时的研究完全依
靠人工抄卡片和人脑记忆的方式。这种在艰苦工作条
件下极为坚韧的工作态度是值得今天的学者们认真学
习的。尽管今天在古代文献电子化的方面已经取得了
巨大的飞跃，人们的检索和搜集材料手段和渠道与前辈
学者相比也已经有了巨大进步，但对这些先进的现代化
手段我们一方面要充分熟悉和使用，另一方面，又不能
过分依赖电子文献。电脑是人做出来的，它无论怎么先
进，也要滞后于人脑，也无法取代人的大脑的主观能动
性。因此，像胡士莹先生这样的老一辈学者那种严肃认
真、一丝不苟、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治学态度和获取第
一手材料的方法途径，今天的青年学者不但不应该摒
弃，相反应该认真学习和使用。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
前辈开创的学术领域继续探索，继往开来。

（注：本文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此文是作
者为商务印书馆《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中胡士莹先
生《话本小说概论》一书所作校订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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