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如果將中國古代文學比喻成一片茂密森林的話，那麼，中華傳統文化就是培育這片樹林

的沃土。從這個意義上講，不深入瞭解中華傳統文化就無法展開對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筆者

四十年來一直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的教學和研究，在實踐過程中，對文化與文學之間關係的認識

尤為深刻。因此，除了開設「中國古代小說史」「元明清文學」「從《三國》到《紅樓》」等專業

性較強的課程之外，也開設了「中華文化概論」這樣的大背景課程。在此基礎上，發表了文學

與文化兩相結合的學術論文二十多篇。同時，還出版了《中國古代小說文本史》《野乘瑣言──

小說名著與小說史》以及《中國傳統文化概說》《中華文化概論》等專著。本冊收入的二十多篇

論文，就是從文化大背景的角度來探討中國文學史、尤其是中國小說史上的若干問題的。每篇

文章圍繞一個具體問題來探討文學與文化的內在聯繫，有的長篇大論，有的短小精幹，有的宏

觀鳥瞰，有的具體入微，總之，都以解決問題為前提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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