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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谭正璧的宋元话本小说研究范式

刘相雨

摘　 要：谭正璧对宋元话本小说的篇数、存佚、内容等进行了考证，对《清平山堂话本》和“三言两拍”中哪些属于宋元话
本小说进行了辨别。他的宋元话本小说研究，既重视小说的本事和源流，又重视小说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的借鉴和影

响。谭正璧的《中国小说发达史》，充分吸收了当时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并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谭正璧学术成就的

取得，既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学术思潮有关，更与其自强不息的生活态度、勤奋认真的工作精神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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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正璧（１９０１—１９９１ 年），字仲圭，上海嘉定
黄渡人，著名俗文学研究家、文献学家。谭正璧一

生著述丰富，总字数逾千万，他曾将自己的著作分

为九类：学术概论（４ 种）、文学史（５ 种）、小说戏
曲研究（６ 种）、人物传记（４ 种）、古书选注（６

种）、文章选译（５ 种）、文字学（２ 种）、语法修辞（８
种）、文章作法（４ 种）（谭正璧，《谭正璧自传———
谭寻笔录》３７—４３）。这些著作涉及的范围广
阔，其中有些著作曾反复再版，深受读者的欢迎。

谭正璧的学术研究是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开始的，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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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后世有较大影响的著作，大部分完成于 ２０ 世纪
三四十年代。

从整体上来看，目前学术界对于谭正璧的研

究，还是非常欠缺的，
①
与他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也

是不相称的。
②
可以说谭正璧是一位在当时颇有

名气而在今天受到了忽视的学者。谭正璧关于宋

元话本小说的研究，主要见于他的《话本与古剧》

《古本稀见小说汇考》《中国小说发达史》《三言两

拍源流考》等著作中。

一、谭正璧宋元话本小说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 关于宋代“说话四家”的认识
宋代“说话四家”到底包括哪四家，学者们的

意见很不一致，王国维、鲁迅、胡适、郑振铎、孙楷

第、赵景深等人都曾提出自己的看法。

谭正璧关于宋代“说话四家”的认识，曾多次

发生变化。他在《中国文学进化史》（光明书局

１９２９ 年）第十章“通俗文学的勃兴（上）”中认为
“说话四家”为小说（包括银字儿、说公案、说铁骑

儿三类）、谈经（附属说参讲、说诨经）、讲史书、商

谜。其中，前三家与其他学者意见基本一致，第四

家他认为是商谜。在《国学概论讲话》（光明书局

１９３３ 年）中，他仍然认为小说、谈经、讲史和商谜
为宋代的“说话四家”。

在《中国小说发达史》（光明书局 １９３５ 年）
中，谭正璧对这一问题有了新的思考，提出了新的

观点。他首先列举了《都城纪胜》《梦粱录》《武林

旧事》三部书中关于宋代“说话”伎艺的记载，其

次列举了鲁迅与郑振铎（小说、讲史、说经说参

请、合生），胡适（小说、讲史、傀儡、影戏），孙楷第

（小说、讲史、说经、合生商谜）和他自己（小说、谈

经、讲史书、商谜）此前对于“说话四家”的认识，

提出“我以为说话有四家者，即指小说、说铁骑

儿、说经、说参请，因为这四家名字中恰巧都有一

‘说’字，定非偶然巧合”（谭正璧，《中国小说发达

史》１５９）。这一观点与此前的其他学者都不相
同，与他自己以前的观点也不相同。这里，谭正璧

首先把“讲史书”排除在了四家之外，认为“‘讲史

书’乃与‘说话’平行，故云‘最畏小说人’”

（１５９）。其次，他不再将“商谜”列为“说话四家”，
认为“商谜”“合生”与“说话”“讲史书”并列，都

是当时“瓦舍众伎”之一。也就是说，谭正璧认为

“合生”“商谜”“讲史书”都是与“说话”同级的概

念，而不是“说话”下面的二级概念。再次，他把

“说参请”单独列为一家，这也与大多数学者把

“说经说参请”放在一起，意见不同。笔者认为，

谭正璧的这种分类，理由是有些牵强的。即使按

照他自己的逻辑，也很难说得通。他认为“说话

四家”名字中恰巧都有一“说”字，但是他又将“说

公案”一家排除在外；他认为“说公案”中的“说”

字为衍文，只是因为“公案传奇”或“传奇公案”为

后人常用之语，这种理由是不充分的。

谭正璧在《宋元话本存佚考》（１９４１ 年）中，③

根据当时新发现的罗烨《醉翁谈录》的记载，
④
对

“说话四家”又提出了新的看法：

《醉翁谈录》书首的《舌耕叙引》，另

外标题作“小说引子”，题下又注明“演

史、讲经，并可通用”，可见“演史”“讲

经”是与“小说”并列的，那么所谓说话

四家，至少三家的名目已可确定。至于

其他一家，是“说铁骑儿”呢？是“合生”

呢？还是“？”呢？那么又须待以后再有

发现的材料来决定了。（谭正璧，《话本

与古剧》５）

这里，谭正璧认为“小说”“演史”“讲经”是属于

“说话四家”的，至于第四家是谁，则态度比较谨

慎，没有具体指明是哪一家。

谭正璧关于“说话四家”观点的变化，一方面

说明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谭

正璧对这一问题的不断思考。当发现自己原来的

看法不正确时，谭正璧勇于改正自己的观点，这种

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二） 对宋元话本的篇数、存佚、内容等进行
了考证

现存的话本小说作品，有哪些是宋代的，是长

期困扰学者们的一个问题。鲁迅在《中国小说史

略》第十二篇“宋之话本”中列出了《梁公九谏》

《新编五代史平话》《京本通俗小说》，第十三篇

“宋元之拟话本”中列出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大宋宣和遗事》。鲁迅认为，《大唐三藏取经诗

话》“此书或为元人撰，未可知矣”（鲁迅 ９７），
《大宋宣和遗事》“其书或出于元人，抑宋人旧本，

而元时又有增益，皆不可知”（鲁迅 ９９—１００）。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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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正璧基本采纳了鲁迅的这一观点，认为“现存

的话本，只有《京本通俗小说》和《五代史平话》确

知其为宋人作品。《宣和遗事》和《取经诗话》或

以为亦是宋人所作，或以为元人的拟作，尚无定

论”（谭正璧，《中国文学进化史》１４２）。两人的
区别在于，鲁迅倾向于认为《大宋宣和遗事》《大唐

三藏取经诗话》为元人作品，将其置于“宋元之拟

话本”篇中；谭正璧倾向于认为两书为宋人作品，在

介绍了这几部书的基本情况后，他总结说“宋人话

本，今所见者只有此四种”（谭正璧，《中国文学进

化史》１４３），这四种即《京本通俗小说》《新编五代
史平话》《大宋宣和遗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他

没有提及《梁公九谏》。谭正璧在 １９３３ 年出版的
《国学概论讲话》中，认为宋代的白话小说“今仅存

四种，为《大宋宣和遗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新

编五代史平话》及《京本通俗小说》残本”（１８２）。
谭正璧在《中国小说发达史》中，借鉴了同时

代人的研究成果，特别是郑振铎的《宋元话本》

《论元刊平话五种》《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论文

或论著中的观点，
⑤
对于哪些作品属于宋元话本

小说，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分析和探讨。例如，在小

说话本中，谭正璧除了介绍《京本通俗小说》中的

作品外，还论及了《清平山堂话本》中的宋元话本

作品。谭正璧认为在日本内阁文库发现的《清平

山堂话本》的十五种作品中，
⑥
宋人的作品有 １０

篇（去除与“三言”内容相似的篇目，为 ７ 篇）。熊
龙峰刊印的作品《苏长公章台柳传》“风格亦似宋

元人作”（谭正璧，《中国小说发达史》１６５）。谭
正璧认为《古今小说》（即《喻世明言》）中《张古

老种瓜娶文女》等 １２ 篇作品为宋代的，《警世通
言》中《三现身包龙图断冤》等 １２ 篇作品为宋代
的，《钱舍人题诗燕子楼》等 ４ 篇作品疑似为宋人
作品，《醒世恒言》中《闹樊楼多情周胜仙》等 ７ 篇
作品为宋代的。

这样，宋代的小说话本作品大概有 ４６ 篇（如
果去除内容相似的 ３ 篇，实有 ４３ 篇）。这个数目，
比郑振铎认定的 ３８ 篇要多一些（刘相雨 ８２—
８３），具体篇目如下：

宋代的小说话本篇目表

序号 篇名 小说集名称 理由 备注

１ 简帖和尚
清平山堂话本，古今小说《简帖僧

巧骗皇甫妻》
钱曾《也是园书目》著录

２ 西湖三塔记 清平山堂话本 钱曾《也是园书目》著录

３ 陈巡检梅岭失妻记
清平山堂话本，古今小说《陈从善

梅岭失浑家》

４ 刎颈鸳鸯会
清平山堂话本，警世通言《蒋淑真

刎颈鸳鸯会》

５ 五戒禅师私红莲记
清平山堂话本，古今小说《明悟禅

师赶五戒》

６ 风月瑞仙亭 清平山堂话本
与警世通言《俞仲举题诗遇上皇》

入话相同。

７ 合同文字记 清平山堂话本

宋人口吻，“话说宋仁宗朝庆历年

间，去这东京汴梁城，离城三十里，

有个村”

８ 洛阳三怪记 清平山堂话本
宋人口吻，“今时临安府官巷口花

市”

９ 杨温拦路虎传 清平山堂话本

宋人口吻，“话说杨令公之孙重立

之子，名温，排行第三，唤作杨三官

人”

１０ 快嘴李翠莲记 清平山堂话本 宋代淘真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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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篇名 小说集名称 理由 备注

１１ 苏长公章台柳传 熊龙峰刊行小说四种 风格似宋元人作

１２ 张古老种瓜娶文女 古今小说卷 ３３ 钱曾《也是园书目》著录

１３ 简帖僧巧骗皇甫妻 古今小说卷 ３５ 钱曾《也是园书目》著录 与 １ 相似

１４ 新桥市韩五卖春情 古今小说卷 ３ 宋人口吻，“说这宋朝临安府”

１５ 闲云庵阮三偿冤债 古今小说卷 ４
文字古朴自然，“家住西京河南府

梧桐街兔演巷”

１６ 史弘肇龙虎君臣会 古今小说卷 １５
《宝文堂书目》著录《史弘肇传》，

文字风格、叙写口气是宋人声息。

１７ 杨谦之客舫遇侠僧 古今小说卷 １９ 叙边情世态，至为真切

１８ 陈从善梅岭失浑家 古今小说卷 ２０ 宋人口吻，“话说大宋徽宗皇帝” 与 ３ 相似

１９ 杨思温燕山逢故人 古今小说卷 ２４
作者为南宋人，对故国的思念缠绵

悱恻。

２０ 沈小官一鸟害七命 古今小说卷 ２６ 郑振铎认为是宋代作品

２１ 宋四公大闹禁魂张 古今小说卷 ３６ 元人陆显之有《好儿赵正》话本

２２ 任孝子烈性为神 古今小说卷 ３８ 南宋以后语气，“话说南宋光宗朝”

２３ 汪信之一死救全家 古今小说卷 ３９ 本事出岳珂《桯史》，风格浑莽豪放

２４ 三现身包龙图断冤 警世通言卷 １３
宋人口吻，“话说大宋元祐年间”；

《醉翁谈录》有《三现身》

２５ 计押番金鳗产祸 警世通言卷 ２０
宋人口吻，“话说大宋徽宗朝有个

官人”；原注“旧名《金鳗记》”。

２６ 福禄寿三星度世 警世通言卷 ３９
“这大宋第三帝主，乃是真宗皇

帝”，叙述质朴自然。

２７ 万秀娘仇报山亭儿 警世通言卷 ３７ 钱曾《也是园书目》著录

２８ 蒋淑真刎颈鸳鸯会 警世通言卷 ３８ 《清平山堂话本》作《刎颈鸳鸯会》 与 ４ 相似

２９ 崔衙内白鹞招妖 警世通言卷 １９
《京本通俗小说》“尚有定山三怪，

破碎太甚”

３０ 拗相公饮恨半山堂 警世通言卷 ４ 《京本通俗小说》卷 １４《拗相公》

３１ 陈可常端阳仙化 警世通言卷 ７ 《京本通俗小说》卷 １１《菩萨蛮》

３２ 崔待诏生死冤家 警世通言卷 ８ 《京本通俗小说》卷 １０《碾玉观音》

３３ 范鳅儿双镜重圆 警世通言卷 １２
《京本通俗小说》卷 １６《冯玉梅团
圆》

３４ 一窟鬼癞道人除怪 警世通言卷 １４
《京本通俗小说》卷 １２《西山一窟
鬼》

３５ 小夫人金钱赠年少 警世通言卷 １６
《京本通俗小说》卷 １３《志诚张主
管》

３６ 钱舍人题诗燕子楼 警世通言卷 １０ 宋人口吻，“至皇宋二叶之时” 存疑

３７ 金明池吴清逢爱爱 警世通言卷 ３０ 风格近宋人 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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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篇名 小说集名称 理由 备注

３８ 乔彦杰一妾破家 警世通言卷 ３３
似宋人口气，郑振铎认为似是元人

作品
存疑

３９ 皂角林大王假形 警世通言卷 ３６ 口吻似宋人，“却说大宋宣和年间” 存疑

４０ 小水湾天狐诒书 醒世恒言卷 ６ 风格似为宋元人作

４１ 勘皮靴单证二郎神 醒世恒言卷 １３
描写逼真，文笔朴实自然，似为宋

人作。

４２ 闹樊楼多情周胜仙 醒世恒言卷 １４ 文笔古拙，绝类出于宋人之手。

４３ 张孝基陈留认舅 醒世恒言卷 １７ 风格似为宋元人作

４４ 郑节使立功神臂弓 醒世恒言卷 ３１ 似宋人的口吻，风格似宋人

４５ 金海陵纵欲亡身 醒世恒言卷 ２３ 《京本通俗小说》提及

４６ 十五贯戏言成巧祸 醒世恒言卷 ３３ 《京本通俗小说》卷 １５《错斩崔宁》

　 　 将上面的表格与郑振铎判定的宋元小说话本
的篇目比较一下，我们发现在这 ４３ 篇作品中，两
人意见相同的有 ３５ 篇，意见不同的有 ８ 篇（表格
中用下划线标出），包括《清平山堂话本》中的《五

戒禅师私红莲记》《风月瑞仙亭》《快嘴李翠莲

记》，《熊龙峰刊行小说四种》中的《苏长公章台柳

传》，《古今小说》中的《闲云庵阮三偿冤债》，《警

世通言》中的《钱舍人题诗燕子楼》，《醒世恒言》

中的《小水湾天狐诒书》《金海陵纵欲亡身》。这

８ 篇作品郑振铎未提及。同样，郑振铎认为《古今
小说》中的《单符郎全州佳偶》，《警世通言》中的

《乐小舍拼生觅偶》《假神仙大闹华光庙》为宋代

的小说话本，谭正璧则认为不是。可见，两人在宋

代小说话本篇目的判定方面，还有一定的分歧。

谭正璧根据《醉翁谈录》“舌耕叙引”所列举

的小说话本名目，先后写了《宋元话本存佚考》

《宋元戏剧与宋元话本》《〈醉翁谈录〉所录宋人话

本考》等论文，考证了这些作品的名目、内容、存

佚等情况。
⑦
在《宋元话本存佚综考》中，谭正璧认

为“现在尚存”的作品有《红蜘蛛》等 １７ 种，“见于
明人藏书目录而尚待发现的”有《杨元子》等 ６
种，“《宝文堂书目》所见而不见于《醉翁谈论》

的”有 ３９ 种，“不见于《宝文堂书目》而有宋元明
刊本传世的”有 ４３ 种，⑧“总计前面所录现在我们
所能读到的宋元话本，共有一百种左右”（谭正

璧，《话本与古剧》１５）。这个数目大大超出了
《中国小说发达史》中所认定的篇目。在《宋人小

说话本名目内容考》中，他认为《醉翁谈录》一百

零八种话本中，“现在尚存的共有十八种，内容可

考的约二十四种，在疑似之间的约有二十八种，其

余的须待再考”。
⑨
在他的《宝文堂藏宋元明人话

本考》中，
瑏瑠
他认为“现在尚存的”有 ５３ 种，“现已

不知存佚而见于他书或内容可考的”有 ３３ 种，
“存佚和内容都不可考”的有 ２４ 种（谭正璧，《话
本与古剧》４４—６８）。

从现存的作品中分辨出哪些作品是宋元的话

本小说，是长期困扰学术界的学术难题。但是，我

们只有分辨出哪些作品是宋元的作品，才能对宋

元话本小说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否则所谓的宋元

话本小说研究只能如沙上之塔、水中之月。谭正

璧几十年持续关注这一问题，为这一问题的解决

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 论述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等与《西
游记》的关系

谭正璧认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成书于宋

元之际，“本来书的印行和著作不一定在同一时

候，也不一定不在同一时候，所以究竟是元是宋，

吾们无从解决。但如云，非元人即宋人作，或云作

于宋元之际，就可不致犯武断之嫌了”（谭正璧，

《中国小说发达史》１６９）。他认为该书的情节，
“与《西游记》的情节全然不同”，推测“此书为

《三国志平话》一流话本，当为说话人预备讲说时

用的大纲摘要，在讲说时可以随意把它延长或另

加穿插，否则像此书中最短的一节不满百字，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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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钟就可讲毕，讲时哪里会有人去听”（谭正

璧，《中国小说发达史》１７０—１７１）。笔者认为，
谭正璧推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为说话人的大

纲摘要，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该书“到陕西王长

者妻杀儿处第十七”的内容十分详细，不像是大

纲摘要，而更像是说话内容的详细记录。为什么

同一部书中会出现两种不同的记录方式？至今还

没有合理的解释。

《永乐大典》第一万三千一百三十九卷“送”

字韵中“梦”字类中，有“梦斩泾河龙”，引书标题

《西游记》，共有一千二百余字。
瑏瑡
谭正璧认为“这

部《西游记》的内容大概不会和吴承恩所作相差

太远”（谭正璧，《中国小说发达史》１７６）。
笔者认为，谭正璧关于《永乐大典》中“梦斩

泾河龙”与《西游记》的关系是基本可信的，但是

他认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与《西游记》完全不

同，则标准过严。其实，《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

的许多情节对于后来的《西游记》有着重要的

影响。
瑏瑢

（四） 重视宋元话本小说的本事和源流研究
提到谭正璧的小说研究，他的《三言两拍源

流考》是不容忽视的。
瑏瑣
虽然该书是针对“三言两

拍”的，但是其内容为我们判断“三言两拍”中哪

些作品是宋元话本小说，提供了帮助和借鉴。例

如《古今小说》卷十九《杨谦之客舫遇侠僧》，谭正

璧在《中国小说发达史》中采纳了郑振铎的观点，

认为该篇是宋代的作品。在《三言两拍源流考》

中，谭正璧则引用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和材料：一是

严敦易《〈古今小说〉四十篇的撰述时代》，认为

“本篇是托称南宋时候的事，贵州实没有安庄县，

只明代有安庄卫，即镇宁州治；至于土官的宣尉

（慰）司，也是明代制度。又书中曾提起‘都堂’字

样，这是指的明代总督或巡抚加了都御史或副佥

都御史衔的称呼。所以可确定它是明人作品”

（谭正璧，《三言两拍源流考》１２３）；一是郑振铎
《明清二代的平话集》，认为该篇“叙述边情世态，

至为真切，有如目睹。又写李氏之功成而去，并不

留恋，都非宋代以后的文人学士的拟作所能有者。

当为宋人之作无疑”（谭正璧，《三言两拍源流考》

１２３）。瑏瑤严敦易认为该篇作品写于明代，郑振铎认
为该篇作品写于宋代，两人的观点不同，态度也都

十分肯定。谭正璧对于两人的观点和材料并没有

作出评判或选择，只是客观地罗列了两人的观点。

但是，我们从两则材料的可靠程度来看，严敦易提

出的“宣慰司”“都堂”等职官称谓，都是明代才有

的，而在宋代都是没有的，即该作品不可能完成于

宋代；而郑振铎提出的该作品对边情世态的描写

和对功名的态度，则带有推测的成分，其可靠程度

不如前者。因此，现代学者大多认为此篇不属于

宋代作品。胡士莹的《话本小说概论》第七章“现

存的宋人话本”不录此篇（中华书局 １９８０ 年），欧
阳健、萧相恺编订《宋元小说话本集》（中州古籍

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和程毅中辑注《宋元小说家话本
集》（齐鲁书社 ２０００ 年），也不收录此篇。

再如《古今小说》卷二十六《沈小官一鸟害七

命》，郑振铎在《明清二代的平话集》中认为该篇

“其文字殊为真朴可爱，其描状也极纯熟自然，与

《错斩崔宁》等风格很相同。当为宋人之作”（郑

振铎 １５４），谭正璧在《中国小说发达史》中也认
同这一观点。谭正璧在《三言两拍源流考》中不

但引述了明代郎瑛《七修类稿》卷四十五《沈鸟

儿》作为该小说的题材来源，而且引述了严敦易

《〈古今小说〉四十篇的撰述时代》的观点，“篇内

称‘杭州武林门’，这是明初才开始称呼的。又官

制叙及‘都察院’，故可信为明人作品”（谭正璧，

《三言两拍源流考》１９１）。现在大部分学者认为
该篇作品为明代作品。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三言两拍源流考》

搜集的材料全面，虽然对这些材料的分析和判断

略少，但是它为研究者们提供了较为可靠的原始

材料，可以省去研究者的翻检之劳，也为后来的研

究者提供了继续探究的线索，便于人们去追本溯

源。从这一点来说，该书对于学术界的贡献是很

大的。

二、谭正璧宋元话本小说研究的学术范式

“史识”和“史料”是从事文学史、小说史研究

都必须具备的，其中“史料”是基础，“史识”是在

“史料”基础上对文学史、小说史发展特点、规律

等方面的更加宏观的把握。不同的学者，在研究

的过程中，对于“史识”和“史料”可能会有所偏

好，但是不应缺失。例如，鲁迅的古代小说研究，

偏重于史识；胡适的古代小说研究，则偏重于史

料。谭正璧的宋元话本小说研究，偏重于史料，但

是也不乏史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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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视史料，特别是新发现的文献资料
谭正璧史料方面的著作很多，如《中国佚本

小说述考》《话本与古剧》《三言两拍资料》《弹词

叙录》《评弹通考》等。
瑏瑥“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是

学术研究的基础。搜集材料本身需要耗费大量的

时间和精力，需要学者有甘于奉献的精神，谭正璧

就是这种甘心“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学者。他的

上述著作，至今仍然是该领域的研究者案头必备

的参考书。

新文献资料的发现，能够促进学术的发展，有

助于解决学术中的疑难问题。谭正璧在宋元话本

小说的研究中，也非常重视新发现的文献资料。

他之所以编撰《中国小说发达史》，就是因为鲁迅

的《中国小说史略》出版后，又出现了很多的文献

资料，这些资料在当时的小说史中还没有体现出

来，“此十余载中，中国旧小说宝藏之发露，较之

十年前周氏著小说史略时，其情形已大相悬殊。

而吾人对此无限可贵之瑰宝，尚无人焉为之编述，

汇而公之世人之前”（谭正璧，《中国小说发达

史·自序》）。就该书第五章“宋元话本”来说，所

涉及的新资料就有《全相平话五种》、永乐大典中

的《西游记》残页以及“三言”的一些新版本。《全

相平话五种》１９２６ 年在日本发现后，国内的学者
很少亲见此书。鲁迅于 １９２８ 年得到了《三国志平
话》的影印本，郑振铎 １９３１ 年发表《论元刊平话
五种》，对这五种平话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谭正

璧在《中国小说发达史》中借鉴了郑振铎的相关

论述，对《全相平话五种》的内容及相关情况进行

了全面论述。１９３０ 年，北平图书馆发现了永乐大
典中的《西游记》残页“梦斩泾河龙”。１９３３ 年，
郑振铎在《西游记的演化》一文中进行了披露。

谭正璧也将这一发现写入了《中国小说发达史》。

“三言”的一些版本，国内流传的往往不是四十卷

足本，而这些足本、善本后来在日本发现，《中国

小说发达史》对此也进行了介绍。谭正璧还试图

分辨出“三言”中哪些是宋元话本小说，哪些是明

代话本小说。

《醉翁谈录》被发现后，谭正璧写了数篇文

章，利用该书的新材料来考证宋元话本的存佚

情况。

此外，谭正璧还关注了当时尚不被人们重视

的弹词、木鱼歌、潮州歌、评弹等民间说唱艺术，并

先后写了《弹词叙录》《评弹通考》《木鱼歌潮州歌

叙录》等专著，为人们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资料。

（二） 纵横诸家而自成一家的文学史观
谭正璧一生的文学史类的著作有很多，如

１９２４ 年泰东图书局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大纲》
１９２９ 年光明书局出版的《中国文学进化史》、１９３４
年光明书局出版的《文学概论讲话》、１９３５ 年光明
书局出版的《中国女性文学史》和《中国小说发达

史》、１９４２ 年世界书局出版的《文学源流》等。如
果按照陈平原对于文学史著述的分类，

瑏瑦
谭正璧

的文学史著作大部分可归于教科书文学史和普及

型文学史，研究型文学史比较少，他的《中国小说

发达史》等可视为研究型文学史。

谭正璧的文学史著作重视普及，力求通俗，与

他的文学史编纂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在《中

国文学进化史》的《序》中说：

我所要求一般读者原谅的，就是我

这次抱了采用现成主义，叙述作家的身

世，作品的内容，在别人著的文学史上或

其他的书本上有使我读了满意而适为本

书需要的，往往不很更改，照样录入。我

以为文学史是编的，不一定要作（能作

果然最好），既称为编，就不妨采用现成

的好材料。况且学术为天下公器，学者

有一种新发明，当然愿公之天下。经人

采用后，更能借以传之久远，在发明者丝

毫无所损失。至于改头换面式的虚伪的

重述，更大可不必。（２）

在这里，谭正璧主张“文学史是编的，不一定要

作”，因此对于学术界已有的比较成熟的学术成

果，谭正璧主张“拿来主义”，“往往不很更改，照

样录入”。在这种观念下编纂的文学史，其优点

是能够及时反映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从而扩

大其学术影响。这对于研究者和文学史的编撰者

来说，是一种双赢的做法。该做法由于吸收了最

新的研究成果，对某一问题的观点和看法，可能会

发生变化。前面我们提到谭正璧关于“小说四

家”观点的屡屡变化，就与谭正璧的这一文学史

的编纂观念密切相关。

谭正璧的《中国小说发达史》是其诸多著作

中成就较为突出的一部。黄霖对此书评价甚高，

称此书“当为 ２０ 世纪上半期最完整、最详细，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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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佳的一部中国小说史”（黄霖 ８８）。谭正璧
在《中国小说发达史》的《自序》中说：“编者素嗜

通俗文学，于小说尤有特殊爱好，窃不自揆，因将

十年来浏览所获，尽加网罗，参之周氏原作，写成

《发达史》二十余万言。”谭正璧在这里直接声明，

自己的著作是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基础上

写成的。在《绪论》中，他再次强调本书“系斟酌

现代各文学史家的意见，及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所叙，并参入编者个人的意见”而写成（９）。但是
该书的内容和体例，与《中国小说史略》又有很大

的不同。这种不同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纯文学的小说观念。谭正璧在《中国

小说发达史》的《绪论》中对小说与历史的特点进

行了区分：“小说与历史虽同为叙事，然一则不妨

全出虚构，尽其笔墨之淋漓；一则全凭实事，不能

有一语空造。如于此二者不能加以分别，那么他

能否写小说史还是问题了。”（１０）谭正璧强调小
说的虚构性质，这一观念借鉴了西方 ２０ 世纪以来
的小说观念。中国传统的小说观念更加强调小说

和历史的联系，认为小说可以“羽翼信史而不违”

（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唐传奇还往往

在小说的末尾交待故事的来源，以证明所写的内

容都是真实的；《聊斋志异》在篇末往往有“异史

氏曰”的议论，是一种明显的仿史的写作形式。

因为小说观念的不同，《中国小说发达史》在章节

的安排上与《中国小说史略》也有很大的不同。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一篇《史家对于小说

之著录及论述》，第三篇《汉书艺文志所载小说》，

都是从中国传统目录学的角度来探讨我国古代

“小说”的观念和内涵，第二篇《神话与传说》是借

鉴了国外的小说观念。因此，鲁迅《中国小说史

略》中的“小说”观念，既包括西方的小说观念，也

包括中国传统的小说观念。谭正璧《中国小说发

达史》第一章“古代神话”，直接将神话作为小说

的源流，几乎没有论及中国传统的小说观念。这

种处理在结构安排上显得更加整齐，但是中国古

代小说内容的丰富性和形式的多样性特征，往往

在无意之中被遮蔽或忽略了。

其次，在章节安排上，谭正璧更加重视白话小

说。《中国小说发达史》共有七章，前四章分别为

古代神话、汉代神仙故事、六朝鬼神志怪书、唐代

传奇，主要论述的是文言小说；后三章宋元话本、

明清通俗小说（一）、明清通俗小说（二），主要论

述的是白话小说。后三章虽然也有对文言小说的

论述，但是篇幅比较少。如第五章“宋元话本”共

６ 节，其中前 ２ 节谈到了宋代的文言小说，后 ４ 节
谈的都是白话小说。第六章“明清通俗小说

（一）”，没有谈到文言小说。第七章“明清通俗小

说（二）”，仅在第六节中对于清代的《聊斋志异》

《阅微草堂笔记》等文言小说有所涉及，相关的论

述也极为简略。

再次，善于抓住每一个时期小说发展的最为

根本的特征。
瑏瑧
如在第二章 “汉代神仙故事”中，

谭正璧重点论述了以汉武帝、东方朔、西王母等为

主角的系列小说，就抓住了这一时期小说叙述的

核心内容；第四章“唐代传奇”紧紧抓住唐传奇的

三大派———神怪、恋爱、豪侠进行论述，线索清楚。

第六章“明清通俗小说（一）”以“四大奇书”作为

论述的中心，论述重点突出。

因此，黄霖称此书为 ２０ 世纪上半期“最佳的
一部中国小说史”，还是很有道理的。仅就其对

于宋元话本小说的论述来看，该书要比鲁迅的

《中国小说史略》详细多了，材料也丰富多了。

（三） 重视宋元话本小说与其他艺术门类的
互相借鉴和影响

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各门类之间是经常相互

借鉴、互相影响的。宋元话本小说常常以唐传奇

作品作为改编的素材，后来的弹词、鼓词或其他的

文学样式又往往以宋元话本小说作为改编的基

础。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这种改编是双向的。谭

正璧在他的宋元话本小说研究中，就注意到了这

样的一种改编倾向。例如，他在论述《白蛇记》故

事时，认为白蛇故事的话本有三种，一种是《西湖

三塔》，“这篇话本为宋人作品，为后来许仙故事

的雏型”；一种是《警世通言》卷二十八《白娘子永

镇雷峰塔》，“可见话本所据为传说。但这传说的

构成，当为传奇文与宋话本的合流”；一种是《西

湖佳话》卷十五的《雷峰怪迹》，“是直抄《警世通

言》而稍加增改，把白娘子写得更有人性”。此

外，他还谈到其他的文学样式，“唱本有陈遇乾的

《义妖传》弹词”，还有《白蛇传》宝卷两卷，北方的

牌子曲中有《金山寺》《断桥》《合钵》各曲，戏曲

有元邾经的《西湖三塔》，清初有黄图珌的《雷峰

塔》传奇等（谭正璧，《话本与古剧》９５—９６）。这
样，谭正璧就把关于白蛇故事的各种文学样式放

在一起论述，便于人们探索白蛇故事的发展和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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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以及发生这种变化的民族、文化、地域等各方

面的原因。

再如，在谈到明代赵弼的《效颦集·钟离叟

妪传》时，谭正璧认为“《钟离叟妪传》记王安石

事，与《京本通俗小说》的《拗相公》（亦即《警世

通言》卷四《拗相公饮恨半山堂》）所叙完全相同，

几若彼此互译而成。如《拗相公》确为宋人话本，

那么此篇当为译《拗相公》的白话体而为文言”，

他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其实元明小说、传奇与

话本互译，本属常事，决不能根据现在情形，而断

其必为由文言译成白话”（谭正璧 　 谭寻，《古本
稀见小说汇考》３３—３４）。

学术界对于话本小说改编自文言小说，几乎

没有异议；但是，对于文言小说是否会改编自话本

小说，则有不同的意见。谭正璧从不同艺术门类

对于同一故事文本的比较中，认为这种改编也是

很常见的事情，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

思路。

笔者认为，文言小说改编成话本小说，话本小

说改编成文言小说，这种双向的改编活动在创作

中是一直存在的。比较而言，话本小说的作者更

善于从文言小说中汲取营养。

三、谭正璧宋元话本小说研究的缺点和不足

“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

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张》）对于谭正

璧在宋元话本小说研究中的缺点和不足，我们也

不必讳言。笔者认为，谭正璧先生相关研究的主

要缺点有以下方面：

（一）材料多、断语少：这主要是指谭正璧重

视学术资料的搜集，但是他对于这些资料的真伪

性、可靠性等方面的断语偏少。谭正璧的《三言

两拍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０ 年）固然以资
料的丰富著称，后来的《三言两拍源流考》（上海

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虽然名之为“源流考”，但是
考证的内容还是偏少，仍然是以资料为主。例如

本文第一部分提到《古今小说》卷十九《杨谦之客

舫遇侠僧》和卷二十六《沈小官一鸟害七命》，谭

正璧都列举了严敦易、郑振铎的看法，两人所用材

料不同、判断标准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两人

的观点、材料和结论，哪一个更有说服力，谭正璧

并没有作出判断。如果他能够在这些材料的基础

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那么，对于后来的读

者和研究者的启发性更大，也就更有利于学术的

发展。再如，关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成书时

间，王国维、郑振铎等认为成书于宋代，鲁迅认为

成书于元代，谭正璧对于两种不同的观点，也没有

作出个人的判断，而是认为“非元人即宋人作，或

云作于宋元之际，就可不致犯武断之嫌了”。这

种观点依违于两者之间，给人以“和稀泥”之感。

笔者认为，学者不应该满足于材料的收集，而应该

在材料的基础上勇敢地作出自己的判断，这才有

利于问题的最终解决。

（二）学术观点变化多，必要的说明少：谭正

璧的学术观点，往往随着时间的变化和新材料的

出现而改变，但是对于学术观点变化的原因，往往

缺少必要的说明。例如，谭正璧关于“说话四家”

的观点，就曾经多次变化。为什么发生这些变化？

作者的理由并不充分，有些还显得比较牵强，反映

出作者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还不是很成熟。再如对

于宋代小说话本篇目的判断，他主要采纳了郑振

铎的观点，但是他所判定的 ４３ 篇与郑振铎所断定
的 ３８ 篇，有 ８ 篇是不同的，对于这些不同，他没有
作出必要的说明。笔者通过逐篇对比，才发现两

人的差异。还有，收录在《话本与古剧》中的《宋

元话本存佚综考》与最初发表时的篇目相比，也

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见注释 ８）。如果谭正璧先生
能够作出一些必要的说明，就可以省去后来学者

的翻检、核对之劳。

与这一问题相联系，我们在引用学者的某一

学术观点时，一定要注意该观点提出的时代背景。

特别是对于那些学术生命比较长的学者，其学术

观点可能在不断变化。当一个学者在不同时期对

同一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时，我们一般应以该学者

最后的表述为准，而不是以他最早的表述为准。

（三）学术成果数量多，学术精品少：谭正璧

一生著述宏富，涉猎广泛，总字数超过千万，但是

在学术界有重要影响的学术著作所占比例不高，

主要有《中国小说发达史》《话本与古剧》《三言两

拍资料》《古本稀见小说汇考》《评弹通考》等。当

然，这种情况与谭正璧的生活经历有着密切的关

系。谭正璧自幼父母双亡，由外祖母抚育长大。

年轻时，他就开始为个人或家庭的生计奔波，先后

在上海神州女校、江苏省立上海中学、省立黄渡师

范学校、民立中学、民立女子中学、量才补习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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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等处教书，特别是 １９４１ 年日本
占领上海以后，谭正璧的生计更加艰难，基本上是

靠卖文为生。他的许多著作是为了养家糊口而

作，来不及细细打磨。

谭先生的经历告诉我们，当一个学者连基本

的生活都得不到保障的时候，他是没有精力，也没

有心思去做学术精品的。因此，国家应该适当提

高学者们的生活待遇，让他们能够全身心地投入

到学术研究之中。

四、谭正璧宋元话本小说研究的学术渊源

从谭正璧的生平经历和学术成果来看，他的

学术渊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受中国传统的考

据学方法的影响，一是受 ２０ 世纪初从国外传入的
文学史观念和文学史理论的影响。

（一） 中国传统的考据学方法
谭正璧没有系统地接受过高等教育，也没有

王国维、鲁迅、胡适等人的留学经历，他的《三言

两拍源流考》《古本稀见小说汇考》《评弹通考》等

著作主要运用了中国传统的考据学的方法。他利

用清代乾嘉学者治经、治史的严谨态度来研究当

时“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戏曲、弹词、木鱼歌、

潮州歌等通俗文学作品，在当时颇有引领社会风

气的示范作用。乾嘉学者重视资料的收集，他们

不以主观想象轻下判断；他们喜欢把同类的材料

罗列在一起，然后得出结论。谭正璧的研究也是

如此。谭正璧晚年回忆自己的学术经历时说：

“回想一生所写文章，大都专务实学，不尚空谈，

所以一书一文之成，往往积年累月，专力于推敲词

句，引经据典，有时引据不得，翻箧搜架，至于废寝

忘食。但自壮至老，从不觉其苦，反觉其乐无穷。

抚今追昔，恍如隔世。”（谭正璧，《曲海蠡测》２１３）
（二） ２０ 世纪初从国外传入的文学史观念和

文学史理论
谭正璧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走上学术道

路的，胡适、鲁迅等学者对于白话文和俗文学的提

倡，对他以后的学术道路影响较大。

中国传统的学者虽然较为重视“史书”，正史

中也多有《文苑传》，但是缺乏专门的文学史著

作。２０ 世纪初中国学者的文学史观念和文学史
理论，大多是从国外传入的。其中，王国维的《宋

元戏曲史》（１９１４ 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

（１９２４ 年）、胡适的《白话文学史》（１９２８ 年）等，在
当时都具有拓荒的意义。

谭正璧的《中国文学进化史》（１９２９ 年）、《中
国女性文学史》（１９３５ 年）、《中国小说发达史》
（１９３５ 年）等一系列的文学史著作，也是在这一学
术思潮影响下的重要著作。在谭正璧的文学史、

小说史著作中，进化论的文学观和纯文学观念表

现明显，这两种观念都是从国外引入的。此前，鲁

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就有明显的进化论的影响，

谭正璧的《中国小说发达史》除了受到进化论的

影响，还受到西方的“纯文学”观念的影响。

另外，谭正璧与学术界朋友的交流，促进了他

的学术研究。

谭正璧与赵景深（１９０２—１９８５ 年）关系较为
密切，交流较多。１９３４ 年下半年，谭正璧受聘为
北新书局国文编辑，赵景深时任北新书局编辑主

任，两人一见如故。谭正璧的《宋元话本存佚考》

（１９４１ 年）就引用了赵景深关于《醉翁谈录》的研
究成果；他在《绿窗新话和醉翁谈录》一文中，提

到“后来赵景深先生告诉我，《绿窗新语》确就是

《绿窗新话》，中国早有复印本，分期刊登于《艺文

杂志》。于是我就在赵先生处借到此书，得以细

读一过［……］”。（谭正璧，《话本与古剧》１０２）
可见，两人经常在一起交流学术信息，交换学术

资料。

谭正璧与胡士莹（１９０１—１９７９ 年）也多有交
往，他在《弹词叙录》的《后记》中提到，“杭州大学

胡士莹教授，在杭每得一书（大多为目录家所未

收录的旧刊旧抄孤本），即不远千里邮递惠借，数

年如一日，高情雅谊，尤感钦难名”（谭正璧，《弹

词叙录》３７３）。谭正璧和胡士莹都在通俗文学
研究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

另外，谭正璧晚年就职于华东师范大学，与该

校施蛰存（１９０５—２００３ 年）教授交流颇多。根据
沈建中编撰的《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记载，施蛰

存教授曾经多次到谭正璧家中去“小谈”、“闲

话”、借书、还书等。
瑏瑨
谭正璧在《弹词叙录》后记

中，也特别感谢了施蛰存教授。１９７９ 年 ５ 月，谭
正璧被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应是得到了施蛰

存教授的推荐和帮助，“至于文史专家谭正璧先

生，以前以版税为生，没有职业。‘文革’后生活

困顿，施老师为其奔走，终于在文史馆挂了个闲

职，解其无米之炊的难题，已是众所周知的事了”

·５８·



论谭正璧的宋元话本小说研究范式

（古剑 ９）。
“路曼曼其修远兮”，学者们的研究道路各不

相同，所采取的研究路线和研究方法也有很大的

差异。谭正璧等老一辈学者之所以能够在艰难困

苦的条件下取得杰出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在于他

们能够耐得住寂寞，坚持不懈地从事学术研究。

注释［Ｎｏｔｅｓ］

① 笔者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３ 日在“中国知网”搜索以“谭正璧”

为篇名的论文，仅能搜索到 １５ 篇，数量是比较少的。

② ２０１１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在谭正璧诞辰 １１０ 周年时，决
定把谭正璧的学术著作结集出版，收入的作品共 １５ 种，分
为 １３ 册，分别为《中国文学进化史 诗歌中的性欲描写》、
《中国女性文学史 女性词话》、《中国小说发达史》、《话本

与古剧》、《元曲六大家略传》、《三言两拍源流考》（上、

下）、《弹词叙录》、《木鱼歌潮州歌叙录 曲海蠡测》、《古本

稀见小说汇考》、《评弹通考》、《螺斋曲谭》、《评弹艺人

录》。谭正璧学术著作集的出版，为谭正璧相关研究的发

展提供了方便。同时，上海嘉定区政协学习与文史委员

会编的《嘉定文史资料》曾多次刊登谭正璧的子女、朋友

等人对他的纪念文章。

③ 谭正璧的《宋元话本存佚考》发表于《正言文艺月刊》
１９４１年第 １ 卷第 ６ 期，第 ３１—３７ 页。该文后被收录于谭
正璧著、谭寻补正的《话本与古剧》（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题目改为《宋元话本存佚综考》，内容也有所改动。

④ 《醉翁谈录》在国内已经失传，１９３８ 年在日本仙台伊达
家的藏书中发现，１９４１ 年日本影印了观澜阁旧刻本，始引
起国内学者的重视。该书现藏于日本天理图书馆。可参

看日本学者内田道夫编《中国小说世界》，上海古籍出版

社 １９９２ 年，第 ５２ 页。

⑤ 郑振铎的《宋元话本》，发表于《中学生》１９３０ 年第 １１

期；郑振铎的《论元刊平话五种》，发表于《北斗》第 １ 卷第
１期，１９３１ 年 ９ 月；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由北
平朴社于 １９３２ 年出版。

⑥ １９３３ 年，马廉在浙江宁波发现了同属于《清平山堂话
本》的《雨窗集》《欹枕集》中的 １２ 篇作品，谭正璧没有
涉及。

⑦ 谭正璧在上述论文中统计的《醉翁谈录》小说作品为
１０７ 种，这些论文被收录于《话本与古剧》中时，改为 １０８

种，其中“妖术”类中《西山聂隐娘》原来被认为是一篇作

品，后来被分为《西山》《聂隐娘》两篇作品。

⑧ 这是根据谭正璧著、谭寻补正《话本与古剧》中《宋元
话本存佚综考》的统计结果。如果将该文与 １９４１ 年发表
时的《宋元话本存佚考》比较一下，就会发现有不小的变

化：《宋元话本存佚考》中“现存的作品”为 １６ 种，《宋元话
本存佚综考》为 １７ 种，总数只增加了 １ 种，但是具体篇目

变化较大：增加了 ４ 种《人虎传》《鸳鸯灯》《王魁负心》
《牡丹记》，删去了 ３ 种《莺莺传》《圣手二郎》《许岩》；《宋
元话本存佚考》中“《宝文堂书目》所见而不见于《醉翁谈

论》”的有 ３６ 种，《宋元话本存佚综考》为 ３９ 种，总数增加
了 ３ 种，具体篇目变化较多，增加了 ５ 种———《梅杏争春》
《赵正侯兴》《三梦僧记》《勘靴儿》《孔淑芳记》，删去 ２ 种
《种瓜张老》《冯玉梅记》。《宋元话本存佚考》和《宋元话

本存佚综考》中“不见于《宝文堂书目》而有明人刊本传到

现在”的都是 ４３ 种，总数没有变化，《宋元话本存佚综考》

篇目增加了 ３ 种———《翡翠轩》《贫贱交情》《女翰林》，删
去了 ３ 种———《新桥市韩五卖春情》《李秀卿义结黄贞女》
《苏小妹三难新郎》。

⑨ 该文统计《醉翁谈录》现存作品 １８ 种，比《宋元话本存
佚综考》的 １７ 种，多了 １ 种，即《锦庄春游》。参见谭正璧
著、谭寻补正《话本与古剧》，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第
４３ 页。
瑏瑠 该文发表时作者署名为仲玉，题目为《宝文堂书目所录
宋元明人话本内容考》，发表于《经纶月刊》１９４２ 年第 ２ 卷
第 ４ 期，第 ８７—９６ 页。

瑏瑡 该材料 １９３０ 年在北平图书馆被发现。１９３３ 年 １０ 月，
郑振铎在《西游记的演化》（发表于《文学》第 １ 卷第 ４ 期）

一文中对此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瑏瑢 周中明对该问题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可以参考。周中
明：《论吴承恩〈西游记〉对〈取经诗话〉的继承和发展》，

《安徽大学学报》２（１９８７）：６６—７２。
瑏瑣 《三言两拍源流考》为谭先生积数十年之力而成，共 ９０

万字，１９６３ 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打成纸型而没有印行，
１９８０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三言两拍资料》出版，由于删
掉了很大一部分，只剩 ６０ 万字。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
以《三言两拍源流考》重新出版，基本恢复了原貌。

瑏瑤 谭正璧的《三言两拍资料》中只引用了前一则材料。
瑏瑥 谭正璧的《中国佚本小说述考》，１９４５ 年知行社初版，
１９８４ 年浙江文艺出版社以《古本稀见小说汇考》重新出
版，２０１２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新版；《话本与古剧》，１９５６

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初版，１９８５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
版重订本，２０１２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出新版；《三言两拍
资料》，１９８０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初版，２０１２ 年上海古籍出
版社以《三言两拍源流考》重新出版；《弹词叙录》，１９８１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初版，２０１２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新版；
《评弹通考》，１９８５ 年中国曲艺出版社初版，２０１２ 年上海
古籍出版社重出新版。

瑏瑦 陈平原在《小说史：理论与实践》第一篇《文学史眼光》

中将文学史分为研究型文学史、教科书文学史和普及型

文学史，并论述了各种文学史的特点和价值。参见陈平

原：《小说史：理论与实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
年，第 ２４—２５ 页。
瑏瑧 当然，对于这一问题，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陈平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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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我很怀疑，越是井然有序联系紧密没有旁枝分叉

的小说史，距离小说发展实际情况就越远。在学术研究

中，我们应该像注重‘连续性’那样注重‘不连续性’，这样

才可能更深入了解文学发展的全貌。”参见陈平原：《小说

史：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 年，第 ９６ 页。
瑏瑨 沈建中编撰的《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记载，１９６５ 年 ３
月 ３０ 日、８ 月 ２１ 日、８ 月 ３１ 日，施蛰存到谭正璧家“小
谈”，１９６５ 年 ３ 月 ４ 日施蛰存到谭正璧家去“闲话”，１９６５
年 ２ 月 ２６ 日、３ 月 ８ 日、３ 月 １２ 日到谭正璧家去借书、还
书。参见沈建中编撰：《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７６９—７８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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