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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書藝文志著錄小說集解》

前言

“小说”一词出于《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庄子所言“小说”是指
那些与道家思想不同的各家思想学说，以为它们不能大达于至道，与侷子·正名》所云“知者论道而
已矣，小家珍说之所愿皆衰矣”的“小家珍说”意思接近，只是荀子所谓“小家珍说”是指不合于儒
家思想的其他诸子学说。由此可见，“小说”，在先秦主要是一种文化价值判断，还不是严格意义的
文体概念。不过，它与文体并非毫无关涉。春秋以前，学在官府，官守其学，“六经皆先王之政典”
（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章学诚緞雠通义·原道
》）。然而，春秋以降，“礼崩乐坏”，“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孟子.滕文公下》）
，私人著述由此而生。正如《荀子·正名》所云：“今圣王没，天下乱，奸言起，君子无势以临之，
无刑以禁之，故辨说也。实不喻然后命，命不喻然后期，期不喻然后说，说不喻然后辨，故期、命、
辨、说也者，用之大文也，而王业之始也。”正是由于圣王不作，官失学守，处士横议，才出现了春
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期、命、辨、说等新的言论形式便雨后春笋般产生出来，相对于典、谟、训
、诰而言，它们其实也是新的文体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庄子所云“小说”或荀子所云“小家珍说
”都具有一定的文体内涵，只是还没有成为固定的文体概念而已。“小说”正式成为文体名称始于汉
代。东汉班固在刘歆《七略》基础上删其要而成傚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其《诸子略
》中特设“小说家”，以为诸子十家之一，著录小说家小说15部，并第一次对小说家作了定义：“小
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
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阊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
荛狂夫之议也。”小说家成为了诸子百家之一家，小说家作品之小说也就具有了文体的意义，小说文
体也由此被正式确认下来。然而，作为文体的小说之内涵在当时其实并不十分明确，扬雄《法言·吾
子》云：“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要诸仲尼，说铃也。”《学行》又云：或曰：焉知
是而习之？曰：视日月而知众星之蔑也；仰圣人而知众说之小也。”扬雄以为孔子以外的其他众说都
是“小说”，这显然沿袭了庄子、荀子的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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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小说集解》总集类收录较多的唐人选编唐代的诗文总集，这些诗文总集多数署
明集名、编撰人及卷数，亦有少数总集注明编撰年代，这是我们今天研究唐人选编本朝诗文总集的宝
贵的文献史料。但是，《新唐志》所著录的唐人选编本朝诗文总集，有三种属于重收，此种现象已为
前辈学者所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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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世祖孝元皇帝讳绎，字世诚，小字七符，高祖第七子也。天监七年八月丁巳生。十三年，封湘东郡王
，邑二干户。初为宁远将军、会稽太守，入为侍中、宣威将军、丹阳尹。普通七年，出为使持节、都
督荆湘郢益宁南梁六州诸军事、西中郎将、荆州刺史。中大通四年，进号平西将军。大同元年，进号
安西将军。三年，进号镇西将军。五年。人为安右将军、护军将军，领石头戍军事。六年，出为使持
节、都督江州诸军事、镇南将军、江州刺史。太清元年，徙为使持节、都督荆雍湘司郢宁梁南北秦九
州诸军事、镇西将军、荆州刺史。三年三月，侯景寇没京师。四月，太子舍人萧韶至江陵宣密诏，以
世祖为侍中、假黄钺、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司徒承制，余如故。是月，世祖征兵于湘州.湘州刺史河东
王誉拒不遣。六月丙午，遣世子方等帅众讨誉，战所败死。七月，又遣镇兵将军鲍泉代讨誉。九月乙
卯，雍州刺史岳阳王詧举兵反，来寇江陵，世祖婴城拒守。乙丑，誓将杜荊与其兄弟及杨混各率其众
来降。丙寅，詧遁走。鲍泉攻湘州不克，又遣左卫将军王僧辩代将。大宝元年，世祖犹称太清四年，
正月辛亥朔，左卫将军王僧辩获橘三十子共蒂，以献。二月甲戌，衡阳内史周弘直表言凤皇见郡界。
⋯⋯承圣⋯⋯三年春正月甲午，加南豫州刺史侯填征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陈霸先帅众攻广陵城。
秦州刺史严超达自秦郡围泾州，侯填、张彪出石梁，为其声援。辛丑，陈霸先遣晋陵太守杜僧明率本
助东方光。⋯⋯十二月丙辰，徐世谱、任约退戍巴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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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校对完书稿的全部清样，觉得有必要就本书的成书过程作些交代。《新唐书·艺文志》丙部子录小说
家类著录了包括唐及唐以前中国古代小说的绝大部分作品，掌握这些作品的全部文献资料，了解这些
作品对后世的影响，对于正确认识中国古代小说和进行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无疑是十分重要的。然而
，由于时间和精力所限，我一直未能开展这项工作。2003年秋，毕彩霞从我于武昌桂子山读硕，我希
望她进行这项研究，她愉快地接受了。三年下来，除了完成课程学业，她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了到
有关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之中，有段时间做得很苦。我看着心疼，要她放弃我们原来的构想，只做唐
代或唐以前。她咬牙坚持下来，居然写成了20万字的题为《（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小说集解》的毕
业论文，我很欣慰。虽然这篇论文的基础不错，但一篇硕士论文放在那儿，可能不为学界关注，发挥
不了多大作用，应该让其出版，以嘉惠学人。2007年初，我通过岳麓书社申请国家古籍委员会的出版
资金资助，获得批准。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在我的指导下，彩霞对原论文进行了必要的补充，使文
献资料更为丰富完整。而我则断断续续地对按语部分进行审定修改，有些按语则推倒重写，直到2008
年秋才算完成。在审定资料和撰写按语的过程中，我发现有不少问题可以通过这些资料得到澄清，从
而促进古代小说研究。如有“燕许大手笔”之称的唐人苏瓖所著《中书龟鉴》，前人多以为亡佚，而
现有的文献资料却证明此书保存基本完好，于是我写成《苏瓖所著（中书龟鉴）探考》交《文学遗》
发表。本书虽与彩霞硕士论文同名，其实与原论文已有了颇大差别，不仅所录文献资料超出了原论文
的近两倍，按语比原来更精炼更准确些，且对所录文献资料也进行了仔细校对，差错要更少些。而对
于这类资料性质的书，客观准确是十分重要的，否则就难以发挥其作用。为此，我发动身边的博士生
和硕士生帮忙校对，他们大都校得十分认真，从而保证了书稿的质量。参加校对工作的有：邱渊、史
元媛、肖良、曹小飞、吴福秀、姚娟、孔德明、余兰兰、闫彬彬、马千红。由于本书涉及的文献多，
而不少文献有多个版本，查找并不容易，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读者在使用本书资料时最好
去核对原文，以免造成失误。如果本书能够为研究者提供比较全面的查找资料的线索，我们就十分满
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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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著录小说集解》由岳麓书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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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不过还是比较喜欢，在特价的时候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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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新唐書藝文志著錄小說集解》的笔记-第2页

        
    《燕太子丹》开篇便写《刺客列传》。荆轲在榆次遇见盖聂，闻其名下战书。可惜盖聂“曩者目摄
之”，也算是对他的忠告。
其实盖聂多少有些不屑、指点的意思。后来也因为跟荆轲打过交道怕被当权者找到再迁徙到长白山更
深处。这是后话。
    从资料上看，我反而越来越看不出来荆轲是个多么了不起的刺客了。在邯郸与鲁句践动手，落得个
“嘿而逃去”。恐怕他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候就是在燕国认识高渐离和狗屠者（鬼知道是个谁）：饮于
燕市，酒酣以往，聊high了，还要撒点眼泪。燕地是福地啊，他被太子丹起用，总算有点正经事干
了----估计是人生最辉煌的时刻：拜为上卿，供太牢具，给他送啊奇珍异宝，拿金子砸青蛙玩，还来
了句“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靠这句不用翻译了- -。喜欢个弹琴女子的手太子就直接给砍下来巴巴
的送人过去。（这太子也是个奇葩）
    孩子就整天吃喝玩乐乐不思蜀（话说这段话里面丝毫没有提过他的酒友挚交高渐离和那个杀狗的兄
弟，我且当是兄弟自己不屑）后来秦国把赵国灭了，燕国岌岌可危，太子丹承不住，又颠颠的去求他
：我倒是想长久的奉养你啊，但是秦国马上就要杀过来了！ 意思是：您吃够了喝够了该干活了吧！！
！
    荆某人总算从酒堆里爬出来瞅瞅了，但是出了一个千古大馊主意----要大将军樊於期的的项上人头和
燕都的地图。感情这是喝多了，凡事有二，尤其是大事，您是觉得自己多有能耐啊就一定能杀了秦王
嬴政，太子丹也跟着晕乎了，还真心信了，就没想过有个万一，万一失败了呢，樊於期是多么了不起
的将才，少一个这样的将才等于少千军万马的指挥，再加上要是失败了，嬴政拿着地图还不直捣黄龙
？我去，更不靠谱的就是这个樊於期，居然被说动了，自己献上人头给荆轲。所以我一直在想，这个
荆轲估计当门客说客比当刺客强。就是盖聂说的臭毛病---太自大自以为是，华而不实！
     我小时候看过一部TVB的电视剧《大刺客》，其中有一篇讲的是鱼肠剑，郑则仕演的刺客，为了行
刺哪个主公，最后想出来的办法是把短剑装到鱼肚子，现在想想，这才是智者不是？起码这样失败了
，幕后者也没损失多大是不是？
    《特洛伊之战》里面，帅哥阿喀琉斯的母亲说，留下来，你能够活着；去特洛伊，你会死，但你会
流传史册。
     太子丹为了荆大人行刺成功，大兴人力物力，花重金找当时了不起的铸剑师徐夫人打造“血濡缕，
人立死”匕首，后来这个了不起的匕首因为太锋利插到桌子里面拔不出来了，也是行刺失败的重要原
因⋯⋯..囧。等到全部装备都齐全了，太子丹发现，神人荆大人又没动静了- -、最后用点激将法把荆
轲的自尊心给伤害了一下他才怒吼着要“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所以我更加觉得吧荆
轲可能真的有点⋯..不那么贤士）
最后闹剧上演，在秦王大殿上演了一出你追我赶的戏码，在场所有人都傻眼了，就看着俩大老爷们围
着柱子跑，等反应过来，荆同学被刺伤大腿，站不起来了，把匕首一甩，没有甩中。Game over。
     这一系列的活动的结果就是导致秦王王连夜发兵攻打燕国，最可怜的是太子丹大人，赔了夫人又折
兵：最后为了平息秦王怒气被自己的父亲亲自下令斩杀献给秦王。要知道，他是燕王最喜爱的一个儿
子⋯⋯⋯.

005
       关于太子丹还有一段故事，很是流畅和玄幻色彩，让我实在觉得这是个奇葩：说是还没有荆轲这
段儿，燕太子丹去秦国朝见秦王的时候，秦王舍不得他走，他又非常想回家，于是秦王说，日中天，
天雨粟，乌白头，马生角，厨房木象生肉足，你就可以回家了。结果不知道到底是出了什么事情，反
正全都应验了。- -。原话是：丹仰而叹，乌即头白；俯而嗟，马生角。- -、

   后补：《枫窗小牍》说起袁褧收藏了一册《燕丹子》有个序，很有意思：目无秦，技无人，然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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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燕丹子》，有言不信，有剑不神，不可不读《燕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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