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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收入这个集子里的文章，是在文学与社会生活这一思想认识下陆续写成的，它
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一、伎艺；二、中外文化交流；三、商业；四、民俗；五、科
学技术；六、北方少数民族；七、饮食；八、官僚政治；九、刑法；十、文学艺
术。 
    表面看来，这些方面的问题似多与古典文学研究无大关系，然而它们均是在研



究古典文学过程中派生出来的，我的研究使我认为：古典文学是过往的古代社会生
活的反映，它应该容纳十分丰富的社会现象和问题；换言之，倘不能够从多视角对
古典文学研究进行比照分析，也是很难揭示古典文学的本质的。所以，走出古典文
学研究的领域，面向其他学科，并与之交融、渗透、交叉、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
工作。笔者愿意为这样的“打通”而努力。 
    本书的文章，目的就在于此。如《李开先与笑话》，实则探讨相声起源，而相
声则是城市文学重要的样式。《迎神赛会》是为研究宋、明两代通俗文学何以兴旺
而作的线索追寻。《辽金食俗》则是从另一方面证实辽金少数民族是如何模仿、吸
取汉民族先进文化，以此而转于辽金文学与宋文学，其理一致。《“叶子戏”的演变》
是为水浒文学的流传找一有力的支持与旁证，而《宋元玩具》则又是宋以来文学中
不断出现的社会场景，将有助于对市民文 
学的认识。《烟火略谈》出于李约瑟先生提示而考据，以此文而证《金瓶梅》中描
写烟火之盛不虚… … 
    为了使这些问题逐一在读者面前清晰起来，笔者选择了以图来印证论述的学术
问题，配图来自明《三才图会》、清《点石斋画报》、《吴友如画宝》、《金陵古
版画》、《中国古代插图精选》、《中国美术全集》(明代卷、清代卷、版画卷、民
间年画卷)、《清代宫廷绘画》、《中国古典文学版画选集》等古代的主要是明清时
期的图画，不存在著作权争议问题。 
    为了使拙著增强可读性，笔者除几篇考证文字略为谨严些，其余问题行文均采
取散文漫谈方式，但这并不等于这些文章不重学术性，书中文章均经过缜密的思
考，史料均经过选择，只不过为了寻求一种可以使人比较容易接受感染的“路数”，将
那些经过咀嚼的“原材料”加以变化罢了。 
    本书再版，系得许多学术同志鼓励，如北京大学赵靖教授等，特别是中华书局
李世文编辑的催促，使我能够对自己1999年以前庞杂的学术探讨作一番重新的审视
和修润，否则不会有这本中华版的书以新的面貌呈现于读者面前，谨向他们致以衷
心的感谢。 
 

    著者  2004年8月于黑龙江大学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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