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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之「史」、「藝」、「趣」—— 
試述葉慶炳先生古典小說研究的三大面向∗ 

康韻梅** 

提  要 

本篇論文旨在陳述葉慶炳先生在古典小說研究上的成就，根據葉先生的研究

成果，分為小說之「史」、小說之「藝」和小說之「趣」三大面向來展現。小說

之「史」的部份，主要說明葉先生的研究所涉及的中國古典小說發展歷史、具體

的小說背景資料、小說作為史料等範疇，從中探究出葉先生在考辨事實、歷史定

位、史識展現方面的學力和見識，並申述因此所解決的重要學術問題，以及開展

出對後輩學者具有啟示意義的研究空間。小說之「藝」的部份，則將葉先生非常

重視的小說藝術形式表現的研究，作一統整，儘量保留葉先生所使用的詞語，分

為寫作技巧和文體特色兩部份來呈現，寫作技巧包括了整體佈局、細部結構、人

物刻劃等，葉先生以敏銳的觀察和細膩的分析，將文本的敘述特質展露無遺，依

循著新批評的方式，突顯小說的藝術經營特色，在小說文體方面亦復如此，不但

對於每一時期的小說文體特色有明晰的闡釋，同時從敘述效果賦予公允的評價。

葉先生在小說之「藝」領域的研究，不但強調小說文本的藝術性，同時在未憑依

小說敘事理論的情況下，依然洞見了小說的形式表現特質。在葉先生的研究中，

實亦涉及了小說之「史」和小說之「藝」交融的面向，即葉先生在研究中巧妙地

將兩者結合運用，開闢出研究的新視界。除了嚴謹的學術撰作外，葉先生復撰寫

既具學術性又饒富趣味的著作，將古典小說推廣至學院之外；而他在學術文章

中，時常流露出的人性關懷語調，則傳達出葉先生在研究之中，所寄寓的深刻旨

趣。這兩個特殊層面的觀照，十分動人，本篇以小說之「趣」名之，藉以突顯葉

先生在古典小說研究上的特出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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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篇論文原宣讀於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與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聯合舉辦的「第一屆『人

文典範的探尋』學術研討會」（2007.4.28，東華大學），經主辦單位同意後發表，在此特別

感謝會議特約討論人賴芳伶教授賜予之寶貴意見，以及本篇兩位審查先生的指正與建議，

本篇多已遵循修改，唯限於篇幅與時間，仍有未迨之處，敬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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