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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A

A
A Ying
阿英（1900〜1977） 现代作家、文学史家。原名

钱德赋。又名钱杏邨，主要笔名有阿英、钱谦吾、魏如晦 

等。安徽芜湖人。青年时代参 

加五四运动。1920年开始发 

表文学作品，1927年第一次 

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到上 

海开始从事革命文艺活动， 

同年底与蒋光慈、孟超等发 

起组织太阳社，倡导无产阶 

级革命文学,大力宣传马克 

思主义文学理论。1930年， 

阿英先后当选为中国左翼作 

家联盟常务委员、中国左翼

阿英一生著述丰富，范围涉及诗歌、小说、戏剧和 

文学批评，对中国近代和现代文学资料的钩稽、研究， 

成绩尤为卓著。在中国晚清小说研究领域，阿英是最重 

要的开拓者之一。30年代中后期，外侮愈炽，阿英凭借 

富赡的家藏图书资料，采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开 

始近代文学的研究工作。他在《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 

集》编者言中声称:“选编斯册，盖在使国人抚此往迹， 

知今日幸福得来匪易，以见吾先民之爱国精神,借供近 

代史及近代文学史研究者之参考。”他的晚清小说研 

究,大体实现了这一基本意图。

1940年编定的《晚清戏曲小说目》（1954,上海文 

艺联合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中华书局岀 

版的《晚清文学丛抄》（其中包括《小说》四卷）以及早在 

1937年编就的《近百年国难文学大系》（建国后中华书 

局出版时改名《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集》），是阿英关于 

晚清小说资料整理研究的基本成果。《晚清戏曲小说 

目》内含小说目两卷，创作、翻译各一，以单行本为主， 

旁及部分杂志所刊，共录创作小说目四百七十九种，超 

过了当时同类著作（如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目》及《日 

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目》,基本上是旧刊小说目，晚清 

部分仅四十余目）。《晚清文学丛抄》小说卷则收录李宝 

嘉、吴沃尧、梁启超、黄小配、陈天华等十七位作家二十 

二种小说，比较广泛地反映了晚清的社会生活和政治 

斗争以及思想启蒙运动,提供了自同治末年至清末民 

初文学观念及其变化的第一手资料。从总体看,阿英的 

编订工作，明显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政治 

条件和学术气氛的影响,倚重于反映重大社会生活的 

作品,倾向于作社会史的实证铺排，因而在概括晚清小 

说与社会生活关系的基本特征方面，具有较高的参阅 

价值。相对而言，对作品题材、主题等内容因素的执着， 

多少吞淹了编者对小说本体的体察热情，影响了对晚 

清小说艺术品格的冷静估衡。

《晚清小说史》最早于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刊行， 

1955年又经增删，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是阿英对晚 

清小说研究的重大贡献。作为中国第一部以至于目前 

还是唯一的一部晚清断代小说史，隼路蓝缕，功不可 

没。《晚清小说史》除总述晚清小说概观及其繁荣原因 

外,分别就晚清社会概观、庚子事变、反华工禁约运动、 

工商业战争、立宪运动、种族革命、妇女解放、反迷信、 

官僚生活、讲史与公案、翻译小说等专题,以丰富史料， 

对有关作品作了翔实的阐述，并论及了某些已为世人 

罕见的作品,具体拓宽了研究视野。这些显然是这部著 

作的首要优长。著作在对某些问题的探讨上也有胜见， 

如晩清小说繁荣的原因、晚清小说的特征、晚清小说普 

遍采用《儒林外史》的写作方法的根由、晚清小说的总 

体评价等等，见解中肯，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全书显 

示了著者稳定的学术性格，从具体材料出发，注重作品 

与生活的对应关系。在具体论述中，熟练地采纳同类作 

品比较的方法，指出其异同与优劣。当然，由于是一部 

开山之作，无从依傍，《晚清小说史》基本还停留在资料 

长编的水平上。它以反映生活主体的作品为贯串线索， 

但在叙述中还没有充分重视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揭 

示出发展的规律性;相较而言，对作品有相当的分析而 

缺少对作家的翔实论述,从而使整部著作缺乏圆满的 

史的建构。然而，《晚清小说史》毕竟是阿英全部晚清文 

学研究的重要业绩，它不只在篇幅上，甚至在部分叙述 

的深度上补正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关于晚清小说的 

章节,避免了《中国小说史略》客观存在的沿误与未见。

至于阿英数量繁富的古代小说杂论，主要已收入 

他生前刊行的《小说闲谈》（1936,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 

司）、《小说二谈》（1958,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中。在他 

谢世后，后人辑集同类论文成《小说三谈》（1979,上海 

古籍出版社）和《小说四谈》（1982,上海古籍出版社）。 

这些文字多取札记形式，论列有据，文风质朴,论题范 

围也较为广泛，部分有关明清小说的篇什颇足观，如 

《〈红楼梦〉书录》，显示作者搜求之勤，功力之深。而杂 

论的大部分仍属晚清范围，《国难小说丛话》以确凿的 

资料，说明了国难小说特殊的思想学术价值及其历史 

地位，洋溢着作者的民族激情。《略谈晚清小说》则称： 

晚清小说“全面反映了当时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情 

况,和产生于当时政治经济制度急剧变化基础上的多 

种不同的思想”，更能使人把握到阿英选择晚清小说作 

为终生学艺课题的思想方法背景。

（许道明）

Aina Jushi
艾衲居士 清代小说家。拟话本小说集《豆棚闲 

话》的作者。生平事迹不详。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