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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武侠小说的副文本建构与
阅读市场生成

———以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传»为核心

石　娟
(苏州市职业大学 教育与人文学院,江苏 苏州２１５１０４;«苏州教育学院学报»编辑部,江苏 苏州２１５１０４;

苏州大学 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研究中心,江苏 苏州２１５１２３)

摘　要:«江湖奇侠传»自诞生之日起,饱经诟病却又长盛不衰,除文本内部因素之外,还有与文本生产

密切相关的副文本建构,包括选题策划、文学广告、文本评点等诸多因素的参与,而在这诸多因素中,包含着出

版商、编辑以及作者的共同作用,如出版商沈知方的选题策划、编辑施济群的评点以及世界书局匠心独具的文

学广告等,共同参与了对阅读市场的建构.诸多现代因子的参与,成就了«江湖奇侠传»阅读市场的生成及其

后经典化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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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传»之轰动

在世界书局与大东书局的通俗文学出版中,有两类出版物非常引人注目,一是通俗文学期刊出

版,一是通俗小说单行本出版.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这种出版方式是书局企图通过文学出版谋利

的一种必然选择:定期出版的期刊可以通过市场反馈而敏锐地捕捉到读者的需求,书局老板或期刊

编辑据此选择合适的作者,授意作者根据市场需求进行创作.若作品不赚钱,得不到读者认同,即
中途“腰斩”(这在报纸的长篇连载中屡见不鲜甚至更为多见),既让书局避免更大的损失,也可尽快

生产下一部有可能获得读者认同的作品.作品受欢迎,书局便可跳过诸多环节,迅速组织二次生

产,实现利益最大化.因此,在书局的文学生产中,长篇连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就使得文学期

刊与书局长篇小说单行本的出版计划二者之间关系异常密切①,特别是当这部长篇连载恰恰来自

于书局的文学期刊之时.可以说,通俗文学期刊中的长篇连载,就是书局的长期、灵活且保险的出

版计划,甚至可以说是“出版广告”,书局以此来试探作品的市场反应.因此,刊载于报纸或期刊上

① 当然,报纸连载小说也有这一特征,但在连载结束后,还涉及书局与报馆之间关于作品版权的交涉问题.因此,从书局角度而

言,在长篇小说与单行本的关系上,期刊的优势更为明显.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Ｇ０３Ｇ１６
作者简介:石娟,文学博士,苏州市职业大学教育与人文学院,副教授;«苏州教育学院学报»编辑部,副编审;苏州大

学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研究中心,副教授.

基金项目:教 育 部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研 究 青 年 基 金 项 目 “民 国 书 局 与 现 代 通 俗 文 学 生 产 与 消 费 机 制 研 究”
(１５YJC７５１０３７),项目负责人:石娟;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通俗文学价值评估、阅读调查

及资料库建设”(１３&ZD１２０),项目负责人:汤哲声.



的长篇连载,几乎就是作品的“草稿”.在这部“草稿”中,我们获得了窥见文学发生的部分细节的可

能,而出版的单行本则可以看成书局的“定稿”,在其上看到的是出版商(包括书局出资人和编辑)、

作者、读者共同参与的文学创作结果.从期刊连载到单行本的变化,反映了作家、出版商出于市场

考虑的某些权衡及意愿,甚至是与读者之间的冲突与妥协.由此回顾经典文学作品的生产与消费,
不难发现,连载过程中的一个个文学事件并不是孤立的片段,而是具有阐释史意义的文学问题.
«江湖奇侠传»之所以能够成为文学社会学者发现的很少的甚至无法预料的“成功”的“千分之

一”①,是因为它背后有一个强有力的推手———世界书局.
作为一部饱经诟病而又长盛不衰的经典通俗文学作品,«江湖奇侠传»为世界书局带来的回报,

不仅仅在于丰厚的利润,更是成就了世界书局的一个时代.从期刊连载到单行本出版再到后来二

次创作的电影«火烧红莲寺»,每一步都在彼时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令同行艳羡的同时,也令新文学

作家一再“吃味”②.究竟是什么原因催生了这股延续几十年之久的“狂潮”呢? 从彼时直到当下,

这个问题一直备受文坛和研究者关注.它的理论意义之所以重要,并不仅仅在于读者范围之广,而
在于恰恰是这部作品饱受争议的关键所在.在新文学一面,茅盾称其为“封建的小市民文艺”[１],曹
聚仁批评小说中“人物脆弱得可笑”“以浅薄思想为中心”[２];而在通俗文学作家群中,郑逸梅则称其

吸引力“多么可惊”[３],徐文滢称其“广大的势力和影响可以叫努力了二十余年的新文艺气沮”,“这
影响说明了作者文章的力量,在真正的民间并不小于«三国演义»的写曹操和关公”[４];而在读者那

里,«江湖奇侠传»则变成了一部“宝典”:“阅的人多,不久便书页破烂,字迹模糊,不能再阅了,由馆

中再备一部,但是不久又破烂模糊了.所以直到‘一二八’之役,这部书已购到十有四次”[３].很

多知名作家、文史学家、社会闻人,孩提时都曾沉迷其中,如舒芜[５]、徐中玉[６]、杨沫[７]、高阳[８]等等,

时隔多年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对当年«江湖奇侠传»的阅读感受记忆犹新:“我十几岁时,也曾迷在

«江湖奇侠传»、«荒江女侠»之类上面我们各以书中某一剑侠自拟,各人弄来一种小镜片、小铜

片或者别的反光物体,在太阳下照出一道白光、黄光或者别的什么光,说这就是我的神剑,可以取人

首级于百步之外”[５];“那里面的人,一个个能飞檐走壁,来无踪去无影,劫富济贫;手执拂尘的道士,
只须口一张,便有一道白光吐将出来,在对方脖子上一绕,对方的脑袋就搬了家”[９]近年来的通

俗文学研究虽已跳出历史局限,而当我们剖析其中原因时,多数仍专注于作品中的人物谱系、故事

结构、叙事策略、创作手法、写作素材乃至作家精神气质等原因.可是,这些文本内部的阐释常常让

人若有所失———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百万字冗长而拖沓的叙述、散漫的结构、千头万

绪的人物以及作家的市场化写作,加之读者无意义、无目的的非理性阅读———它们都是文本内部刺

眼的“阿喀琉斯之踵”.那么,回到历史现场,是否有更具说服力的证据让我们可以正视并理解这一

事实? 是什么样的力量在一次又一次酝酿、制造着市民读者心中澎湃的热情?
“礼失而求诸野”,对于«江湖奇侠传»这样的作品,单纯的文本内部分析对充分阐释如上之种种

明显乏力,而作为在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铺天盖地的“现代武侠”风潮中开风气之先的代表性文本,
有必要关注«江湖奇侠传»文本之外的林林总总与文本市场流行之间的关系.按热奈特的说法,“出

①

②

这里的“千分之一”是借指.罗贝尔埃斯卡皮在讨论出版的职能时,选取了法国图书的销售数字作为研究对象,发现从

１９４５年至１９５５年间出版的十多万种书籍中,只有“千分之一”的销售量越过了“十万大关”———“十万册大关”是彼时畅销书的一个临界

限度.他认为这种“成功是很少的,也是无法预料的”.参见:罗贝尔埃斯卡皮著,于沛选编:«文学社会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７年,第５０页.

之所以称“吃味”,是因为新文学界诸人的态度虽普遍否定,但情况比较复杂,沈从文晚年回忆就曾说:“所谓平江不肖生的«江

湖奇侠传»呢,这些势力非常大不仅占有普通那个市场了,甚至于新文学家对他还是有崇拜的.”见沈从文口述,王亚蓉编:«沈从文

晚年口述»,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９０页.１９３２年５月１６日丁玲在暨南大学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演讲时也强调:“我

们要借用«啼笑姻缘»(此处遵循原文,为“姻缘”)«江湖奇侠传»之类作品底乃至俚俗的歌谣的形式,放入我们所要描写的东西.”未卜:

«丁玲女士演讲之文艺大众化问题»,见«新闻报»１９３２年５月２１日１７版“本埠附刊”.



版商的内文本、作者名、标题、插页、献词和题记、序言交流情境、原序、其他序言、内部标题、提示、公
众外文本和私人内文本”[１０]２Ｇ３都属于副文本范畴,而连载于«红杂志»的«江湖奇侠传»自诞生时起,
其副文本建构就显得独具匠心,与阅读风潮的形成环环相扣.从文学广告到序跋再到编辑点评

一切都有效地“包围并延长文本”,有力地“保证了文本在场、‘接受’和消费”[１０]３.细

节梳理的意义不仅在于还原历史现场从而剖析其文学生产过程,更在于可以借此厘清现代通俗文

学文本中的现代性因子,为近现代通俗文学的价值评估提供依据.

１９４８年,徐国桢在«宇宙»发表«还珠楼主及其作品的研究»一文时,为揭示“«蜀山剑侠传»的魔

力”,从社会学角度对«江湖奇侠传»与«蜀山剑侠传»的风行进行了比较,他指出:“当年«江湖奇侠

传»风行一时,销行甚广.可是,书局方面对于此书的宣传,也很着力.«蜀山剑侠传»的风行有所不

同,书局方面未曾有过盛大的宣传,它是在读者互相传说之间,而日益广其流传.”[１１]世界书局的运

作力度在«江湖奇侠传»一纸风行之中的分量显而易见.«江湖奇侠传»其后的轰动效应不过是一个

结果,有诸多元素作用其中:世界书局出版商(沈知方)、编辑(施济群和赵苕狂)、作者(不肖生)甚至

读者.事实上,«江湖奇侠传»是世界书局精心运作的文学“产品”.问题就此产生:在诸多元素中,
究竟是某一种元素发挥了强大的效能,还是所有元素合力而为之? 同样是“产品”,它轰动的原因与

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相同吗? 如果存在不同,差异何在? 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将我们推向了另一个

维度:«江湖奇侠传»既不是第一部也不是唯一一部通过期刊连载之后出版单行本并予以积极推广

的长篇小说,为何它能够给予世界书局以如此惊人的回报? 追踪«江湖奇侠传»从酝酿到单行本出

版完成之前的文本生产全过程,我们或许能够找到答案.而对这一问题讨论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

可以为当下的文学/文化生产提供积极的借鉴,从文学发展史角度而言,它更是一次关于现代文学

“现代性”问题的系统考察.

二、作者发掘和选题策划:沈知方的“生意眼”

基于现代传媒而诞生的现代文学,出版商之于作家的意义不言而喻.纯粹以写作为生的作家,
因依赖稿酬或版税,都不得不受制于出版商.而与作家比起来,出版商的优势在于他们懂得市场,
非常了解某一时期某一类读者的口味与风尚.当他们出于盈利目的将自己所掌握的读者信息加之

于作者并与之达成某种共识之时,这类作品即便不赚钱,也不一定会赔钱.当然,以市场为旨归的

创作策划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帮助作家更接地气的同时,某种程度上也遮蔽了作家的个人特色和创

作意愿.依托于市场生存是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根本区别,中国现代作家尤其是通俗文学作家

在创作中产生的心理上的抵牾也多出于此:张恨水一面痛苦于自己的“文字劳工”身份,一面又骄傲

于自己“不用人间造孽钱”;白羽一面自我菲薄其“无聊文字”是“华北文坛的耻辱”①,一面又有“淋
漓大笔写荆蒿”[１２]的豪气.作家只能在这种抵牾中尽力寻找一种平衡,此时出版商的“选择”便发

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一位出版家的理想在于找一个‘俯首贴耳’的作者”,而优秀的出版商能够

找到一个合适的作家,摆脱预设的诸多风险,请他帮助自己“代孕”,继而通过自己谙熟的“市场法

则”放大作品的“功效”,激发作家潜在的天资,挖掘出作家储备的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讲,出版商其

实在作家那里埋下了一颗种子,发挥了伯乐和助产士的双重功能.沈知方在«江湖奇侠传»酝酿之

时,便发挥了这两方面的双重功用.
据包天笑回忆,当沈知方听说不肖生彼时恰在上海时,难掩心中狂喜,称不肖生为“宝藏者”,然

后“极力去挖取向恺然给世界书局写小说,稿资特别丰厚.但是他不要像«留东外史»那种材料,而
要他写剑仙侠士之类的一流传奇小说”,多年后包天笑评价沈知方此举“不能不说是一种生意

① 白羽在自传«话柄»自序中说:“一个人所已经做或正在做的事,未必就是他愿意做的事,这就是环境.环境与饭碗联合起来,

逼迫我写了些无聊文字.而这些无聊文字竟能出版,竟有了销场,这是今日华北文坛的耻辱.”见白羽«话柄»,天津:正华学校,１９３９年.



眼”[１３]３８３Ｇ３８４.那么,沈知方的“生意眼”从何而来? 以包天笑的判断,这一想法是沈氏的独出心裁,
包天笑认为“那个时候,上海的所谓言情小说、恋爱小说,人家已经看得腻了,势必要换换口味,好比

江南的菜太甜,换换湖南的辣味也佳”[１３]３８４.事实上是沈知方的这个“生意眼”来自他对市场和读者

需求的了解.在１９２２年前后出版的通俗读物中,文学江湖上早已遍刮“武侠”风.«新闻报»仅在

１９２２年６月前后,就有«绿林剑侠大观»(中华图书馆)、«江湖秘诀»(东亚书局)、«义侠小说大观»
(大陆图书公司)等武侠书目广告,令人目不暇给,而«血滴子»«七剑八侠»等作品同时被改编成戏剧

在舞台上反复上演.因为时局关系,彼时众多书局在宣传推广时多喜将侠义小说塑造为振奋民气、
增长阅历以及鼓舞斗志的爱国小说,为武侠小说的存在寻找合法身份.交通图书馆１９２２年３月９
日刊出的一则“要看小说最好看侦探小说与侠义小说”的广告称:“吾国民气,萎靡不振,看侦探小说

与侠义小说,有振起精神、浚瀹心胸之功用;吾国社会,奸诈谲伪,看侦探小说与侠义小说,有增进阅

历、辨别邪正之功用;吾国外侮,纷至沓来,看侦探小说与侠义小说,有巩固民心、洗雪国耻之功用;
吾国外债,日加无已,看侦探小说与侠义小说,有激发慷慨、将以救国之功用.”[１４]在该广告语之下,
开列了２０种侠义小说书目.这些侠义小说书目按赠品不同被分成甲、乙两类,甲种侠义小说为

“«改订宏碧录»«(清代轶闻)龙虎春秋»«(中国侠盗)黄金满小传»«侠客奇闻»«江南三大侠»«侠女恩

仇记»”,乙种侠义小说为“«风尘奇侠传»«剑侠骇闻»«武侠大观»«侠义小史»«侠士魂»«关东红胡子»
«双侠破奸记»«青剑碧血录»«辽东侠隐记»«(满清十三朝)武侠汇刊»«九十六女侠奇闻»«(清雍正

朝)八大剑侠»«(续八大剑侠)血滴子»«七剑八侠»”.由此不难看出彼时武侠小说之风尚:一方面固

然是源于题材及故事本身给读者以新鲜的阅读体验,但更根本的原因恐怕还在于从清末民初到二

次革命再到军阀混战,多年的社会动荡致使百姓民不聊生,自然生发出了一种心理诉求.由此不难

理解为何彼时无论通俗文学还是新文学,都给予了武侠题材作品以合法身份①,在这样一种大背景

下,武侠风迅速刮遍“文坛”和“文摊”.
此等商机,世界书局和大东书局自然不甘落后.１９２２年７月２日,大东书局在«新闻报»副刊«快

活林»下方刊出了题为“侠义小说十二种大比赛”的广告,并将十二种侠义小说具体分类,见表１:
表１　大东书局“侠义小说十二种大比赛”广告书目

书名 类别 广告语 价格

«飞娘喋血记» 南阳山女剑仙 小说回目(略)

«雪儿复仇记» 九龙山女剑仙 小说回目(略)

«蓉奴刺奸记» 峨嵋山女剑仙 小说回目(略)

«壮姑杀贼记» 武当山女剑仙 小说回目(略)

以上四种女剑侠小说为别开生
面之名著小说,系出名人手笔,
与俗本不同,读之精神百倍,巾
帼英雄跃然纸上.四种定价一
元二角,全购只取大洋六角,奉
赠锦盒.

一厚册竞卖
一角半

一厚册竞卖
一角半

一厚册竞卖
一角半

一厚册竞卖
一角半

«甘凤池侠史» 江南大侠客
甘凤池为乾隆时保驾下江南之大侠客,拳打南北两
京,脚踢五湖四海,天下无敌.

一厚册竞卖
一角半

«白太官侠史» 江南大侠客
白太官,常州人,有九牛之力,生平所向无敌,与甘
凤池同时称“江南四侠”,赫赫有名.

一厚册竞卖
一角半

«燕子飞侠史» 江南大侠客
燕子飞,亦四侠之一,身轻如鸿毛,身重如泰山,力
大无比,生平侠史,大有可观者.

一厚册竞卖
一角半

① 华盛顿大学亚洲语文系的韩倚松教授在研究霍元甲形象建构过程时发现:１９１６年第１卷第５期的«青年杂志»刊出了«大力

士霍元甲传»和«述精武体育会事»两篇文章,其中«大力士霍元甲传»与向恺然的«拳术见闻录»中的«霍元甲传»“大同小异,甚至是同样

文章的不同版本”,“作为国术历史上大事之实录,又作为武侠小说开山作品之渊源”,“同一篇文章不仅于«青年杂志»上登载,又作为«侦

探世界»小说之基本素材”,其原因和意义有待进一步探究.见韩倚松:«为‹近代侠义英雄传›中霍元甲之事追根»,见«苏州教育学院学

报»２０１２年第１期,第１２Ｇ１７页.



«吕晚娘侠史» 江南女侠客
吕晚娘,一弱女子出生入死不以为奇,为吕晚村之
孙女,为祖复仇,手刃至尊.

一厚册竞卖
一角半

«七剑十八侠» 绿林豪杰
一册竞卖只
收大洋二角

«关东马贼奇观» 红胡大盗
一册竞卖只
收大洋二角

«雍正剑侠奇观» 刀光血影
一册竞卖只
收大洋二角

«四十八女剑侠» 巾帼英雄
一册竞卖只
收大洋二角

　　到１９２２年７月１１日再次刊出此广告时,题目变成了“新出版武侠剑仙小说十二种大比赛”,从
侠义小说到武侠剑仙小说,而且都是女剑仙.所有侠义小说出版中,最卖力的是世界书局,仅１９２２
年６－９月,世界书局就出版了“多情好义四大女侠”(«红线秘纪»«红绡秘纪»«红拂秘纪»«红玉秘

纪»)、(女侠小说)«百花娘»«红闺大侠»«中华武术秘传»«八剑十六侠»等众多侠义小说.遍览这些

侠义小说,无论侠客也好,剑仙也好,马贼也好,虽然内容十分丰富,但基本上都是依据既有野史或

民间故事衍生而来,仍然停留在“旧”侠义小说范畴,还没有出现原创的并且属于“当代”的武侠故

事———这便为沈知方提供了“生意眼”.１９２２年,沈氏找到向氏,向恺然已经或正在«中华小说界»
上发表«拳术»«拳术见闻录»,在«星期»上发表了«猎人偶记»«蓝法师记蓝法师捉鬼»«蓝法师

记蓝法师打虎»等文,充分展示了他叙述奇事、谙熟武学等方面的才华.还有谁比向恺然更适合

担此“大任”呢? 所以一听包天笑说向氏仍在上海,怎能不当成“宝贝”? 而在向氏方面,他彼时在上

海恰是处境尴尬,开销甚巨,相较于民权出版部的吝啬小气,沈知方的“稿资特别丰厚”无疑会让他

欣欣然“俯首贴耳”,最后直接受雇于世界书局.强强联手孕育出来的,必定是一枝文坛“奇葩”.然

而,这枝“奇葩”日后枝繁叶茂,却另有他因.

三、观念植入与广告营销:世界书局的整体推广与多面介入

一拍即合,双方即各行其是:向恺然埋首构思与创作,世界书局则“对于此书的宣传,也很着

力”[１３].其实,宣传只是一个方面,世界书局对于«江湖奇侠传»,进行的是全方位的考量与介入.
(一)期刊连载:“施济群评”
与广告相得益彰,«红杂志»连载«江湖奇侠传»时也不同于往常.在第２２期之前,«红杂志»只

有一部长篇连载,即海上说梦人朱瘦菊的«新歇浦潮»,一般都居于杂志最后,单独编页,每期一回.
«红杂志»推出«江湖奇侠传»时,不仅将一直置于文末的长篇连载置于杂志的第一篇,更别出心裁地

推出了“施济群评”,这一评点对«江湖奇侠传»的广为流传同样意义非常.

作为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方式,古代小说评点的丰富内涵早已受到学界普遍关注.有学者指

出,在明末清初的小说创作中,评点“所起到的作用远远超出了‘批评’的范围,形成了‘批评鉴赏’、
‘文本改订’和‘理论阐释’等多种格局”[１５],具有“文本价值、传播价值和理论价值”[１６].随着近现代

新媒体尤其是报刊业的兴起,小说创作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由原来的“若干年布想,若干年储才,
又复若干年经营点窜,而后得脱于稿”[１７]一变而为“朝甫脱稿,夕即排印,十日之内,遍天下矣”[１８],
评点的方式与功能随之与古代小说产生了很大差异.即便是引导性、广告性、商业性依然存在,但
评点方式与功能已经和余象斗、李卓吾、陈眉公、钟惺、金圣叹等人的评点有了根本性的不同———评

点行为与作品创作几乎同步,并直接干预作者创作,与作者的创作同步向读者开放,并同时接受读

者的点评.而且,面向市场的谋利目的也使得评点者在发挥评点的引导功能时,不再抗拒作品的娱

乐性,更有甚者,会帮助读者感受其中的娱乐性,这是与古代小说评点的本质差异所在.古代小说

评点目的在于让读者关注作者之“用心”,要“略其形迹,伸其神理”,不要耽于情节的娱乐性,而要把



握作者创作的情感主旨,可以说让读者忽略娱乐性恰是评点者评点的目的之所在.张竹坡在评点

«金瓶梅»时就强调读者不能“只看其淫处”,而要看其中的“史公文字”,而«江湖奇侠传»的评点却明

显与此不同.
从«江湖奇侠传»开篇不难看出,不肖生的确将沈氏“剑仙侠士之类的一流传奇小说”的想法贯

彻到了极致,“直耸云表”的高山,“十二个人牵手包围还差二尺来宽不能相接”的山巅最高处足以遮

住了山顶的白果树,传说中隐居其中的明朝遗老,加之“两眉浓厚如扫帚,眉心相接”“像个一字”“两
眼深陷,睫毛上下相交”“口大唇薄”如鳜鱼却过目成诵、性情古怪的柳迟等等[１９].读者一开始阅

读,便进入一个神话世界,意识全为书中之“奇”所左右.“冰庐主人”施济群的评恰在此处着力,称
“作者欲写许多奇侠,竟如一部廿四史”.对于柳迟的描写,又完全是一部“奇人小传”,评点颇多赞

誉之词,诸如“不知费却几许心思,善为布置”,“传神阿堵,佩服佩服”等等[１９].古人评点小说的目

的在于去娱乐化,而施济群此评恰在“强化”娱乐化,这种强化与他的职业身份———商业期刊«红杂

志»主编———无疑有着直接而根本的关系.然而,出身于传统文人的施济群并没有完全投降于市场

的压力,评点的引导性功能仍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只是这种引导具备了双重面向———一为作

者,一为读者.他的评点除了小说技法的引领诸如“草蛇灰线”“倒叙”等等,还常借小说中某处细

节、某个事件甚或某人之口进行道德说教.如第二回回末他称赞柳迟对于学问的至诚,是“懒惰求

学者之当头棒喝”[２０],第五回回末批评“三家村学究,头脑冬烘,句读未明,便俨然好为人师,贻误青

年”[２１],第六回回末说“吾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能识孝悌,别长幼耳.奈何倡言非孝者之自甘

侪于之列耶?”[２２]这是施济群评点的复杂性所在,更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走向市场的传统

文人抵牾心态的呈现.而就«江湖奇侠传»这部连载于«红杂志»的长篇小说而言,施济群的评更为

重要且根本的作用在于,它弥合了读者阅读与作者写作之间的冲突与陌生,具有三重身份和效能:
首先,他的评成为作者创作的动力和灵感、对话之源,如第五回回末指出“他日争赵家坪之起点实在

此塾师也”[２１],事实果不其然;其次,编辑身份使得他的评点向作者传递了读者的意见和建议,为不

肖生面向市场的创作提供了更为明确的指向,如从第三十六回开始,«江湖奇侠传»每回就不再分两

次连载,这就是读者要求的结果,当然也无形中给不肖生增加了创作的压力;再次,充分发挥了“预
告”功能,对于作者在文末无法展开的关于下回分解之看点,可以借此向读者道出,让读者欲罢不

能.如第二回回末他称“此回为全书一大关键,后文许多事实,即借杨天池、宋满儿口中略略点

明”[２０].从这个意义上讲,施济群的评点不仅参与了不肖生的创作对话,还协助读者在«江湖奇侠

传»中参与创作,更成为作品受人关注和欢迎的助推器.从中不难看出,与金圣叹、张竹坡等人的古

代小说评点相比,施济群的评点已经具备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意味,这种现代意味不仅表现为迎合

市场而对于娱乐性的肯定,更表现为评点者的身份———编辑———之于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双重面向.
编辑在文本的创作和阅读当中具备了“主体间性”功能,称其为桥梁也罢、纽带也罢,总之,现代文学

出版中编辑成为读者与作者之间温暖的“边缘地带”①.作者与读者在文本中的冲突与妥协在编辑

的评点中得到弥合与交流,对话得以实现,从而在文本连载过程中,使作品在市场需求与文人创作

之间通过不断调整,最终寻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二)报纸广告:整体营销

１ 连载广告:议题设置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上海的商业社会形态已然形成,广告之于商品的效力得到社会普遍公认.

１９１４年,时人曾如此描述彼时广告的情形:“触接于吾人眼帘者,皆各商店之广告也.不宁唯是新

① 此处借用滕守尧先生在«文化的边缘»中提出的概念,他通过对道家阴阳鱼中间的“S”曲线的解读,认为道家哲学追求“对立两

极对话和融合后形成的与生命和自我融为一体的‘边缘地带’”.这个“边缘地带”是太极图中的黑白两部分的“遭遇中自然形成的分界

线”,是“对话意识”的绝妙体现.见滕守尧:«文化的边缘»,南京:南京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３７Ｇ４８页.



闻杂志之中、剧馆电车之内,推及于茶楼酒肆车站等,无处不有广告.”[２３]书业广告更是数不胜数,
且多刊于报纸之上,该文在细数广告类型时,书业广告首当其冲.２０年代报纸上的书业广告甚至

可谓泛滥成灾.１９１７年才告成立的世界书局,已非常重视书业广告的功效,这要归功于沈知方.
据说当时广告界有一位专事设计广告稿件的自称“广告师”的周鸣风,设计新颖,广告稿版面好看,
风行一时,沈知方非常欣赏,不惜重金将其聘请过来[２４].因此,在众多面孔相似的书业广告中,世
界书局的广告总是异常醒目,常常别出心裁,翻开报纸,一眼即可搜检到世界书局的广告.«江湖奇

侠传»在«红杂志»连载之前,世界书局便在报纸上刊出广告.与其他期刊广告不分主次地罗列所有

内容不同,每期«红杂志»的广告都有明确的主次之分.«红杂志»刊于１９２３年１月５日«新闻报»上
的第２２期广告(即«江湖奇侠传»首次连载刊期)即用大字将“请阅不肖生杰作«江湖奇侠传»”几个

字醒目地呈现在«红杂志»的广告内,同时加入了大量说明性文字.若不小心,此则广告很容易被当

成«江湖奇侠传»的广告.这种广告设计方式,与现代传播学理论中的“议题设置”①恰相符合.世

界书局在当时影响力和发行量几乎最大的«新闻报»上,在最受大众欢迎的副刊«快活林»下方,以最

容易吸引人们注意力的方式把即将连载的“«江湖奇侠传»”预先明确地植入了最大范围的读者脑海

中,告诉读者不肖生这部武术小说“何等热闹,何等好看,比«水浒»、«三国»还要高上几倍他的

武术小说更是超人一等”,提高了读者阅读期待的阈值,并虚拟了“«江湖奇侠传»是好看的”这样一

个情境.不管最后结果如何,至少这样的广告策略已足以引起最大多数读者的关注.到底有多好

看多热闹,则要消费了２２期及以后的«红杂志»方可见分晓.

２ 从“虚幻之奇”到“真实之奇”
世界书局对«江湖奇侠传»宣传之用心,并不止于在«红杂志»广告中的“议题设置”,通过查阅系

列广告可以发现,世界书局对«江湖奇侠传»的包装和运作,竟然是一项历时六年的系统工程.据不

完全统计,单在«新闻报»上,自１９２３年«红杂志»第２２期开始连载到最后一次世界书局版广告止,
«江湖奇侠传»从连载到单行本广告出现了约１５次,这还不包括与之相关的戏剧«江湖奇侠传»、电
影«火烧红莲寺»以及世界书局大廉价、大促销中的相关广告,更不包括世界书局在自己出版的通俗

文学杂志如«红杂志»«红玫瑰»«侦探世界»等处的相关广告.通过整理这些广告文本,约略可以整

理出世界书局对«江湖奇侠传»的市场运作轨迹.

１９５９年,金庸在«明报»连载«神雕侠侣»时,由于连载时间较长,为防盗版,曾使用了“普及版之

薄本及厚本”的办法,这种办法当时由邝拾记报局采用.所谓“薄本”,即将报纸每七天连载为一回

装订成一册,“厚本”即将四回普及本合订成一册的“合订本”[２５].其实,这样一种出版方式并非金

庸独创,«江湖奇侠传»在出版时即已采用这一办法.唯一不同的是金庸小说首先连载于报纸,«江
湖奇侠传»则连载于期刊.由于期刊与报纸的差异,金庸小说的薄本是每回一本,而«江湖奇侠传»
前七集是每十回为一集,到第八、九、十集是每八回一集,第十一集又是十回,均以单行本方式出版.
前三集是每集单独出版,出至第四集时则一、二、三、四集合订出版单行本.之后五、六、七集也

依此惯例出版.出版至十一集即１９２９年之后,世界书局广告中再无«江湖奇侠传»消息.至此,世
界书局版十一集本共计一百零四回②.我们所关注的广告运作方式及宣传策略,全部是基于这十

一集本而言.就«红杂志»连载与单行本的关系来看,«江湖奇侠传»单行本在«新闻报»上的第一次

广告为一集十回本,刊载于１９２３年７月５日.彼时«红杂志»正出版到第４７期,其上的«江湖奇侠

①

②

“议题设置”理论最早由麦库姆斯、唐纳德肖等人于１９７２年提出.１９６８年,他们在研究总统竞选中的传播问题时发现:大

众传播对某些议题的强调和这些议题在公众中受重视的程度成正比,大众传播具有选择并突出报道某种问题从而引起大众关注的功

能.虽然大众传媒不能决定人们怎样思考,但却可以为人们确定哪些问题是最重要的,从而突出地报道某一事件,公众就会积极议论这

一事件,成为舆论.

«江湖奇侠传»的版本众多,民国时期即有世界书局、环球书局、普益书局、中央书局四个版本,回目均有差异.从彼时到当下,

关于«江湖奇侠传»内文真伪问题一直说法不一.这里暂且搁置真伪不论,本文所说一百零四回,专指世界书局版十一集本.



传»刚刚连载到十四回.以当时的印刷能力,出版速度能够如此之快,其中必有玄机.经核实比对,
一集十回回目与«红杂志»连载版完全一致,甚至连单行本纸型都与«红杂志»完全相同,从中不难推

测世界书局在«江湖奇侠传»连载之时,就已经做好出版单行本的充分准备,即采用«红杂志»纸型.
由此便可解释«红杂志»上的长篇小说连载为何单独编页,单独排版,而且字体字号均为书版,与内

文版式完全不同.这些都是世界书局“整体出版”①策略的一部分.对于这样一部异常受人欢迎的

小说,此种连载与单行本彼此呼应的出版方式有一个非常直接的好处———从时间和效率上有效地

保护了世界书局的版权.
«江湖奇侠传»第一集并非独立广告,因为世界书局此次做的是整体策划,即以绘图本方式推出

系列名家小说.因此,«江湖奇侠传»单行本的第一集广告连续刊登了两天,采用“集纳”手法②推出

三大家作品:不肖生、海上说梦人(朱瘦菊)、李涵秋.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居首.该广告对«江湖

奇侠传»的宣传和推广采用了彼时使用最普遍的格式文本:

　　 绘　图　　江 湖 奇 侠 传

●不肖生　最近杰作

本书系不肖生最近杰作,描写义侠之气概,英雄之性情,可谓出色当行,无独有偶.其内容

之曲折,情节之怪诞,宛如生龙活虎,有鬼神不测之妙.另加施子济群之评语,描写入神之插

图,不啻画龙点睛,犹觉别有精彩.前登«红杂志»中,大受读者欢迎,引得人人着魔,个个击赏.
本局为告慰各界之渴望起见,特赶印第一集单行本三千部,廉价发售,以公同好.

▲绘图　特请当代美术家精绘美术风趣画四十幅

▲价目　全书洋装一册,原价洋六角,特价只收大洋四角.外部函购,寄费加一(角)
广告从内容、技法、评点、插图及读者反应各方面对作品全面推介,极尽溢美之词,与当时多数

书局广告并无二致,此为模式化文本③.如果后面的广告依此套路走下去,估计读者看到即会生

厌.待８月４日再次刊出此广告时,除上述广告语外,书局将第一集回目也罗列出来.不同的是,
这一次的广告,是与世界书局的另外一部书«中华武术秘传»一同刊出的.

此次«江湖奇侠传»的广告除了开头强调的一个“奇”字之外,无甚特别,特别的是«中华武术秘

传»的内容“飞剑法”“指点定身法”“口中飞针法”“全身抵棍法”“掌拍墙倒法”“利刀割臂不伤法”“人
体吸壁法”“跳跃高墙法”“人身飞行法”“口弹中人法”“血脉调和法”等.但这些内容并不是自成一

体的,世界书局给此书做广告的目的也并不是为单纯卖一本“武林秘籍”,当书局把二者捆绑在一起

的时候就创设了一种情境,会在读者已有知识体系中植入这样一种假设———«江湖奇侠传»中所有

的法术、武功都是真实的.这恰恰是世界书局创设«江湖奇侠传»“真实论”的开始.日后的广告都

致力于这一虚构“奇事”之“真实”,并一步步将其推向极致.１９２４年７月１４日,世界书局隆重推出

«江湖奇侠传»一至四集广告.而这也是自«江湖奇侠传»诞生以来第一次为其单独做的广告,除了

继续如上诸种溢美和赞誉之词外,世界书局格外强调“江湖之奇”:“立谈之间飞剑取首不算稀奇,死
人可以重生复活这终诧异:数千年前的死尸忽然现身石窟,一条辫线能抵挡数万利刃,顷刻之间身

轻似燕走万里之远,将病人九蒸九焙其病竟愈,人之肉身能隔数十年竟不腐烂,鱼有什么知觉竟能

解得人言,这岂非亘古(难)见的奇事吗?”至十一集时,又直接强调这些奇事之“真实”,给读者造成

这是不肖生本人经历的幻觉:

　　不肖生究是何等人物,看客当他文弱书生,哪知他是身怀绝技的侠客;书中百余奇侠剑仙,

①

②

③

这里指世界书局在出版长篇小说时,将期刊连载与单行本出版结合在一起并处处予以细致考量的出版策略.

“集纳”为编辑学术语,主要指利用稿件之间的某种共同特征进行集中处理,以突出某一主题.编辑在运用“集纳”手法时利用

的是稿件之间的某种内在联系和共同性来进行操作.

«红杂志»１９２３年第２７期曾刊出陆吕亭的«滑稽广告»一文,讽刺书局广告常常自我吹捧,其中就提及为进行促销而常常使用

评点、加注以及增加绘图等手段.



都是他的亲族师友,剑仙“向乐山”,就是不肖生的祖父! 所以书中都是实事.
凭空捏造的小说,一看就讨厌! 因为情节真假,一看就看得出.
«江湖奇侠传»无半句虚造,所以人人看得津津有味.
其中人人所知的几件如
火烧红莲寺　张汶祥刺马

蓝辛石捉怪　杨继新遇妖

以上数种事实,至于出事处仍有证迹.
蓝新石钉的一只鸡,至今在宝庆桥下.
相隔数十年,仍然活着,用铁钉钉住.
一看此书,方知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包括近代剑侠奇迹,五十余件,件件都是惊奇神怪的实事.且首尾相应,越看 越 有 滋

味.[２６]

通过这些文本不难看出,此时世界书局已经发现,如果一直在虚幻之“奇”上做文章,读者极容

易厌倦,尤其是那些有一定阅读经验的读者.书局在１９２９年６月３０日广告中就明言:“老看客说,
武侠小说不免有渲染穿插,过甚其辞之处!”于是,将这些奇事变成不肖生本人所见、所闻和所历,就
成为书局的新卖点.在接下来的广告中,世界书局在此基础上继续不遗余力地制造幻觉:

　　本书著者不肖生,他就是身怀绝技的剑侠;这书中的剑仙侠客,都是他的师友;这书中神怪

的实事,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所以这部书实情实事,与那向壁虚造的小说,根本不同! 这样还不

够,书局还特别在各集中找出例子予以说明:
第二集中说:
剑客向乐山,把自己头上的辫子一甩,倒伤了几十个山东拳师,辫子上有工(功)夫.阅者

不免怀疑,岂知向乐山是不肖生的祖父,这件事湖南人个个皆知.
第三集中说:
剑仙周敦秉,剪纸为刑具,把落水鬼锁住,水鬼现形,人人看见,才救活表兄一命.这件事

至今长沙和湘潭两县,人人皆知.如果不信可向湖南人一问.
第五、六集中说:
杨继新在河南遂平县娶了妖人的义女,新娘通法术隐身,岳父以飞剑斩女婿,杨继新逃跑

五十里,竹竿上的雉鸡,代他送死,至今遂平县,人人皆知.
剑仙蓝辛石,捉住一个妖怪,妖怪变成一只鸡,蓝辛石就把它钉在宝庆县大石桥下,至今相

隔三十年,那一只鸡依然活活钉着,仍旧不死.不信者可问问宝庆人.
第七集中说:
长沙来了一条青蟒,幻化和尚,扬言搭天桥渡人登仙.那蟒从城外■山顶,把一个舌头伸

到长沙西门城墙,人民当它天桥走上去,都卷入肚里吃了.被剑仙吕宣良使两只神鹰,一把飞

剑斩了,至今长沙人人皆知.
以上不过述长沙湖南一方的剑仙奇迹,找一位湖南朋友问问,都能证明.其他关于别处的

神奇异迹更多,一看此书,方知剑仙侠客,到处皆有.[２７]

长长的一段文字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便是“人人皆知”,«江湖奇侠传»中诸多奇事都是“人
人皆知”的,既然人人皆知,真实性就毋庸置疑了.至此,从最初的“虚幻之奇”到现在的“真实之

奇”,世界书局通过系列广告,为«江湖奇侠传»的读者创设了一个“真实之奇”的阅读幻境.在这样

的幻境中,一个又一个武侠迷随之进山求道也便不难理解了.
这里还有一点不得不提,那就是“物故”谣言.向氏自１９２３年开始撰写«江湖奇侠传»,至１９２７

年离沪“做官”之后即已停笔,在«红玫瑰»上的连载则至１９２９年方告结束.其间虽经历了赵苕狂伪



作案、“物故”谣言、著作权纠纷及赔偿等众多纷扰,但这些是是非非并未对世界书局不遗余力的市

场运作产生任何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与世界书局的系列运作彼此呼应.１９２８年世界书局将此

书版权让与“环球”,而直至１９２９年５月,«江湖奇侠传»十一集全本才由世界书局出完并隆重推出,
彼时尚未见到“环球版”广告,到底是让与“环球”后“世界”再追回版权,还是在“世界”全部出版完毕

后才让渡版权,其中细节有待进一步考订.据徐斯年教授、向晓光先生共同修订的«平江不肖生向

恺然年表»,“不肖生已死”的消息于１９２９年４月３日由«晶报»放出[２８],６月２７日十一集本由世界

书局在«新闻报»上隆重推出,为有史以来版面尺寸最大的单行本广告,因此,不肖生“物故”谣言由

世界书局放出的推测有一定合理之处.因为如果传闻为真,«江湖奇侠传»就成了不肖生的“遗作”,
身价陡增,意义非比寻常.如果事实真如研究者所推测,那么,尽管有失君子之风,但世界书局对于

«江湖奇侠传»用心之切,则不能不令人叹服!
此外,自１９２８年明星公司的电影«火烧红莲寺»掀起观影狂潮之后,世界书局又借彼时«火烧红

莲寺»结局未定之机,在广告中让读者在«江湖奇侠传»中寻找结局,这是世界书局的又一着力之处.
虽然彼时各家书局均已非常了解市场运作对于一部文学作品的传播与广布的重要性,然而,像世界

书局这样从选题到连载形式再到推广方式都如此用心恳切、细致周到者,恐怕并不多见.这样系统

的策划与运作及其产生的超乎寻常的接受效果,足以将«江湖奇侠传»列为文学市场运作的经典文

本,运作行为本身即可视为一个文学事件.

四、余论:市场生存与运作视域下的通俗文学经典建构

走笔至此,我们不得不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江湖奇侠传»之所以能够在读者中取得那样的轰

动,出版商、作家、读者这三个维度中,究竟是什么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

又不得不让我们与另一部同样通过市场运作取得成功的经典文本«啼笑因缘»进行比较[２９],二者之

间的差异何在? 如果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又说明了什么?
在平江不肖生眼中,尽管«留东外史»在读者中远未取得«江湖奇侠传»那样的轰动效应,但他自

己是颇为看重的———“真正费心力处,厥为«留东外史»,是时新从日本留学东归,为了好名,这是处

女作,必须一鸣惊人,始能出人头地.”而«江湖奇侠传»则相对要差得多———“时已久寓上海,生活糜

烂,终日沉浸于歌楼舞榭酒吧烟馆之中,必须作出长篇小说,才可获得大量稿费,以供挥霍,而偿付

一身负债.”在这样一种写作背景和创作状态下,他创作此书目的在于“以达到不断获得稿酬之欲

望”,结局自然“非与著书立说,教人益世可比”.最后他总结根本原因是“此实由于旧上海十里洋

场,金钱世界,使文人走向末路,势不得不如此耳”[３０].尽管其中不免自谦之词,却也道出了部分实

情,尤其是«江湖奇侠传»的创作心理.搁置彼时新文学界对于«江湖奇侠传»的评价暂且不论,读者

在批评“哀情确乎比武侠好得多”的顾明道“‘无可奈何’之下”,“竟成了武侠小说家”的同时,对«江
湖奇侠传»也是批评得紧:“作者只顾情节惊奇,不问情理如何,思想的退化,是无可讳言的.”[３１]从

中不难看出经历了阅读狂潮之后的«江湖奇侠传»在面对知识结构、审美趣味已经更新的阅读者时

所遭遇的尴尬处境.综合上述诸种分析不难看出,«江湖奇侠传»这部掀起阅读狂潮的武侠小说,在
引致其轰动的诸多因素中,书局无孔不入的运作行为以及出版商沈知方的“生意眼”在其中发挥了

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作用甚至大大抑制了作者向恺然本人在创作中应有的热情和冷静.需要特

别说明的是,我们并不否认向恺然在文学生产过程中的价值和分量,尤其是使武侠小说从“‘江山’
转向‘江湖’”[３２]这一具有现代意味的转型之贡献,然而,我们更在意在从创作到产出的过程中谁居

于主体.从不肖生的自述中不难看出,他在«江湖奇侠传»的创作中其实更多的是利用了已有的资

源(包括题材、技法、创作水准等),执行了出版商沈知方的“生意眼”,相对于«留东外史»,不肖生本

人创作的主体意愿不够强烈.至于创作的结果,则完全交给世界书局善后,因此难免有“金钱世界,
使文人走向末路,势不得不如此耳”的感慨.从创作态度而言,二者最大的不同在于,«留东外史»的



创作很大程度上表达了向恺然本人的主观意志,而«江湖奇侠传»则从题材到文本都是执行沈知方

的意愿.向氏此时的角色更多的是迫于生活压力而无奈成为世界书局的雇佣写手,并非真正意义

上的自由创作,创作过程中所受干预颇多.张恨水创作«啼笑因缘»虽然也是受严独鹤之托,并且出

于市场的考量接受了严独鹤诸如“武侠”和“肉感”的意见,但无论从选材到谋篇布局再到行文,主要

还是出于作家个人的考量.作家在创作中并没有完全让步于海派的风尚和趣味,个人的主体性在

其中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创作时花费的诸多心思.无论是“重于情节的变化”“少用角儿登

场”还是“先行布局”,“无论如何跑野马,不出原定的范围”[３３]等,这些努力为海上文坛带来一股清

新的文学气息,并继而为北派通俗文学在十里洋场赢得了立足之地.和«啼笑因缘»相比,«江湖奇

侠传»与之不可同日而语.尽管张氏曾多次声称自己的“得意作”为«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并明确

声称“«啼笑因缘»写得并不好”,“«啼笑因缘»并没有什么好看的”[３４],恐怕这其中更多的是缘于个

人情感使然.与«江湖奇侠传»相比,作者在创作中注入的心力以及主体地位一目了然.
市场是一把双刃剑,对于进入现代而依存于市场生存的文学而言,其阵痛可想而知,但阵痛之

后会是新生.对于向氏的文学实践,也要一分为二地看.尽管向恺然曾以谴责小说步入文坛,却又

以武侠小说开一代风气之先.沈知方虽然遮蔽了向氏创作谴责小说的意愿,却又为他打开了武侠

小说之窗,尽管出于时代和文学评判标准使然,对这样的结果,向恺然本人并不满意.现代的文学

生产方式、出版体制、创作机制以及文学消费机制成就了向恺然,也为他留下了诸多遗憾和自责.
而这样一种复杂的心境,不独属于向恺然,更属于文学商品化之后靠稿酬生存的所有文人,特别是

通俗文学作家们,他们在其中痛并快乐着,他们终生的荣辱均系于此.时代与境遇使他们无法也无

力摆脱这种心境,他们只好将之归因于宿命.而研究者需要考虑的是,既然客观事实已然存在,我
们该如何用好这把双刃剑,如何理解并确认在文学创作与传播及文本价值确立过程中的功能? 其

实,早在１９３３年就已有识者指出:

　　作者,读者,出版者,是成三角式“循环律”的.在文艺以金钱为代价的现代,不能完全责备

作者的不长进,因为出版者总是默察读者的心理,为了适应读者的需求,便向作者征求某种性

质的作品.作者为了“生意经”,不能不迁就.所以要使小说进步,全在读者的鉴别,有“不盲

从”“不标榜”严正的批评,使出版者有所取舍,作者亦不至随波逐流.但,我很太息,现在的所

谓批评者,不盲从不标榜的,能有几人?[３１]

的确,创作者为了“生意经”不能不迁就,难道批评者就没有“生意经”的困扰吗? 进入市场的文

学,若想有所成就,有所发展,仍要以作者的个人创作意愿为主体,在兼顾出版商和读者意愿的同

时,要有所取舍.如果能够遇到这样的出版商,是作者之幸,而这样的机缘却可遇而不可求.在现

代文学生产方式和市场机制的条件下,成为产品的文学作品,其外在的包装诸如预告、放大、遮蔽等

等市场行为,必然在所难免.至于成功与否、水平高低,则体现在出版商对目标读者的了解与把握

的程度与水平,这包括阅读心理、教育水平、价值观念、兴趣品位以及时代风尚等种种因素.因此,
作者、读者、出版者之间的冲突、调整与聚合,步入现代之后必然不可避免,而通过对副文本建构和

阅读市场形成原因的系统梳理和理论分析,恰恰可以彰显现代文学独有的现代性特质,其中的种种

细节和种种曲折,成就了现代文学现代性诸种复杂的面相.

参考文献:
[１]　沈雁冰封建的小市民文艺[J]东方杂志,１９３３,３０(３):１７Ｇ１８
[２]　曹聚仁江湖奇侠传[J]通俗文化半月刊,１９３５,２(３):１８

[３]　郑逸梅武侠小说的通病[G]//芮和师,范伯群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上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１３５
[４]　徐文滢民国以来的章回小说[J]万象,１９４１(６):１２１Ｇ１２６

[５]　舒芜武侠小说与“读书真空”[M]//舒芜集:第２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４５６
[６]　徐中玉六十五年前的中学生活[G]//季羡林,等我的中学时代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１４



[７]　杨沫我和书籍[G]//钟敬文,等书香余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１９９７:２３９
[８]　高阳我的老家“横桥吟馆”[M]//高阳杂文上海:文汇出版社,１９９７:３５
[９]　张微天堂小五义[M]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１９８３:４
[１０]　金宏宇文本周边:中国现代文学副文本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
[１１]　徐国桢还珠楼主及其作品的研究[J]宇宙,１９４８(３):５８Ｇ６３
[１２]　白羽话柄[M]天津:正华学校,１９３９:封面
[１３]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M]香港:大华出版社,１９７１
[１４]　要看小说最好看侦探小说与侠义小说[J]新闻报,１９２２Ｇ０３Ｇ０９(第５张第１版)
[１５]　谭帆古代小说评点简论[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１
[１６]　谭帆中国古代小说评点的价值系统[J]文学评论,１９９８(１):９３Ｇ１０２
[１７]　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回评[G]//王筱云,韦风娟,等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分类集成:文论卷(３)天津:百花文艺出版

社,１９９４:２１
[１８]　解弢小说话[M]上海:中华书局,１９１９:１１６
[１９]　不肖生江湖奇侠传:第一回[J]施济群,评红杂志,１９２３(２２):１Ｇ１８
[２０]　不肖生江湖奇侠传:第二回[J]施济群,评红杂志,１９２３(２４):１９Ｇ３４
[２１]　不肖生江湖奇侠传:第五回[J]施济群,评红杂志,１９２３(２９):８１Ｇ１００
[２２]　不肖生江湖奇侠传:第六回[J]施济群,评红杂志,１９２３(３１):１０１Ｇ１１３
[２３]　致远上海各商店广告之种类[J]中华实业界,１９１４(１１):７３Ｇ１１３
[２４]　刘廷枚我所知道的沈知方和世界书局[G]//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文化第２３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

社,２００２:３１６
[２５]　邱健恩自力在轮回:寻找金庸小说经典化的原始光谱———兼论“金庸小说版本学”的理论架构[J]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２０１１

(１):２Ｇ１１
[２６]　«江湖奇侠传»十一集出版广告[N]新闻报,１９２９Ｇ０６Ｇ２７(２１)
[２７]　«江湖奇侠传»十一集出版广告[N]新闻报,１９２９Ｇ０６Ｇ３０(２２)
[２８]　徐斯年,向晓光平江不肖生向恺然年表[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６):９５Ｇ１０９
[２９]　石娟«啼笑因缘»缘何轰动[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２０１１(２):１８３Ｇ１９８
[３０]　余叔文江湖奇侠传[G]//顾国华文坛杂忆初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９９:１０６Ｇ１０７
[３１]　说话人说话(九)[J]珊瑚,１９３３,２(９):７０Ｇ９５
[３２]　汤哲声大陆新武侠关键在于创新[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１):１４４Ｇ１４７
[３３]　张恨水我的小说过程[N]上海画报,１９３１Ｇ０１Ｇ２７/１９３１Ｇ０２Ｇ１２
[３４]　张伍我的父亲张恨水[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２:９０

责任编辑　木　云

网　址:http://xbbjb．sw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