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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委豔 著

話本小說與中國 17世紀通俗文學思潮研究



提    要

話本小說的盛衰貫穿整個 17 世紀，是 17 世紀通俗文學思潮的主要表現形式。本書以話本

小說為視角，考察 17 世紀通俗文學思潮的主要表現，從通俗文學思潮的歷史前提、通俗小說

理論的形成、話本小說「交流詩學系統」的內涵、城市小說的興起、通俗小說的易代心態、人

物形象、價值系統等方面系統論述了以話本小說為核心的 17 世紀通俗文學思潮的表達方式及

意義。本書認為，話本小說從理論倡導、創作實踐、作家隊伍、讀者群體等各方面，全面建構

了 17 世紀通俗文學思潮。以通俗小說──話本小說為代表的 17 世紀通俗文學思潮的形成不是

一種偶然現象，而是集合多方面因素綜合形成的一種文學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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