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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張愛玲在1947年所使用「豔異」一詞，1999年文學學者周芬伶乃以此作為對張氏文學評論的書籍命名，「豔異」恐怕是對張氏其人其文的最好詮釋了。然早在四百多年的朱姓王朝，著名的後七子代表王世貞便已將歷代文言作品、傳奇小說重新整理編定，並拈出「豔異」為其小說選集的書名。他別出心裁的創意字眼，在保守的復古文學主義看來有違禮教，但和「食色性也」的通俗文學一派卻又暗中嵌合，看來文言小說《豔異編》雖出自傳統主義的文人之手，卻亦顯露出人性無法逃避的課題。


本論文擬採取的研究方法為文獻蒐尋、文本細讀與文化討論三個面向。文獻蒐尋的範圍，包括《豔異編》編者生平及其文學資料與該書相關之討論等。前兩者有助瞭解編者編著《豔異編》的動機所在；後者則可釐清《豔異編》的故事來源與後來影響，是研究此書相當重要的部分。文本細讀乃是針對《豔異編》分類問題的研究。許多學者批評此書的分類不精、毫無持擇，故筆者擬從《豔異編》的分類情形及缺失處著手，進行深入研究，並於第五章續書部分，從後出作品的改良處作為《豔異編》的參照系。文化討論則就文化觀察的角度分析《豔異編》遭受禁毀與明清兩代政治、社會環境差異的關係，「豔異」如何形成一部系譜，影響並吸引了後世風格相似的文人作家。
	摘要(英)	This paper is about the discussion of novels  during Min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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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嬌紅記》到《紅樓夢》》陳益源著，遼寧古籍出版社，1996 年。


《晚明小品與明季文人生活》陳萬益著，大安出版社，1997 年10 月二版三刷。


《物•性別•觀看—明末清初文化書寫新探》毛文芳著，學生書局，2001 年12 月。


《魏晉名士》孔毅著，巴蜀書社，1994 年4 月。


《細說唐妓》鄭志敏著，文津出版社，1997 年6 月。


《戀戀紅塵：中國的城市、慾望與生活》李孝悌著，一方出版社，2002 年。


四、碩博士論文


《王世貞研究》黃志民著，政治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76 年6 月。


《「豔而人情」的話本小說—《一片情》研究》劉靜怡著，中央大學中文所碩士


　論文，2001 年5 月。


《明代話本小說「俠」之研究》劉鈺芳撰，中正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1 年7 月。


《明清豔情小說的繼承、呈現與影響》劉慎元撰，南華大學文學所碩士論文，


　2002 年12 月25 日。


《晚明清初擬話本之娼妓形象研究》吳佳貞撰，淡江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0


　年1 月。


《馮夢龍〈情史類略〉研究》邱韶瑩著，中興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98 年。


《馮夢龍「情教說」之研究》林玉珊撰，中興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0 年8 月。


VII


《男色興盛與明清的社會文化》何志宏著，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2 年5 月。


《清代禁燬書目研究》吳哲夫撰，政治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68 年5 月。


《明代中期吳中文壇研究—一個地域文學的考察》范宜如，師大國文所碩士論


文，2001 年5 月。


《明代中期蘇州文人生活研究》邵曼珣著，2001 年6 月。


五、期刊論文


〈《金瓶梅》作者應是王世貞〉李保雄著，收錄在《徐州教育學院學報》，2002


年2 月。


〈「豔異編」研究〉謝碧霞著，收錄在《古典文學第八集》，學生書局，1986 　


年4 月，頁287-311。


〈小說非小道—喜見《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出版〉魏子雲著，書目季刊第二


十四卷第二期，頁112-114。


〈王世貞評傳〉收於《書和人》128 期，1970 年1 月24 日。


〈印刷術對於書籍成本的影響〉翁同文著，《清華學報》新六卷第1.2 期合刊，1


967 年12 月出版，頁35-43。


〈明代坊刻圖書之流通與價格〉沈津著，國家圖書館館刊，1996 年第一期，頁101-118。


〈明代後期文言小說刊行概況（下）〉大塚秀高著，謝碧霞譯，書目季刊第19 卷


第3 期，頁34-51。原文載於「東洋文化」第61 期（1981-3）。


〈明代後期文言小說刊行概況（上）〉大塚秀高著，謝碧霞譯，書目季刊第19 卷


第2 期，頁60-75。


〈明代豔情小說的發展與朱熹的「淫詩說」〉張祝平著，書目季刊第13 期第2 卷，


頁57-70。


〈著人先鞭的力作—讀陳益源先生的《元明中篇傳奇小說研究》〉張兵著，書目


VIII


季刊第三十二卷第四期。


〈漢文化整體研究中的豐碩成果—評陳益源《剪燈新話與傳奇漫錄之比較研究》〉


梅慶吉撰，書目季刊第二十七卷第三期。


〈論中國古小說中的情愛小說、性愛小說和性小說〉陳遼著，《書目季刊》第二


十七卷第二冊，頁27。


〈論先發現的孤本小說《出像批評海陵佚史》〉沈津著，書目季刊第二十九卷第


一期，頁2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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