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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这部*晚清稀见小说经眼录+共计.#篇小文&收有近百

部晚清稀见小说&其中大部分出自我的个人私藏(前后收

集&历时近二十载(

阿英先生在*晚清小说史+一书中说%,晚清小说&在中国

小说史上是一个最繁荣的时代(-小说为什么在晚清空前繁

荣呢. 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方面&晚清时印刷事业越来越发达&特别是石印和铅

印技术的引进&促进了刻书业的发展&让包括小说在内的图

书出版事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印刷事业的发展&同
样促进了报刊业的空前繁荣&大量报刊逐日连载小说&一定

程度上也激发了文人创作小说的热情(不少小说在报端连

载后&又出版了单行本(

另一方面&随着西风东渐&人们的思想意识发生了根本

转变&认识到了小说在开化民智)普及民知方面的重要性&一
批具有一定学识的社会贤达人士&纷纷投入小说创作(此

外&清末腐朽的社会风气&也让一批文人冀图通过小说创作

抨击时政&以达到提倡维新&呼唤革命的目的(

各个时代都有各自的文学风向标&譬如先秦散文)汉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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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宋词)元曲(及至到了明清两代&小说可谓独树一帜&

独领风骚(作为明清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晚清小说不仅在

数量上最多&而且在思想上)创作表达形式上&也最为复杂&

很值得深入研究(其中的作品&有的继承了中国传统小说的

创作方法&行文叙事中规中矩/有的吸收了西方小说创作的

成功经验&注意悬念的设置&甚至开始采用倒叙的手法(在

思想性上同样如此&有的小说彰显的仍然是古小说忠烈侠义

的套路&或走才子佳人路线&或是披上了浓浓的,果报-色彩/

有的小说则完全颠覆了旧观念&或提倡自由结婚&或提倡妇

女解放天足&鼓吹革命&呼唤变革(这是时代留下的印迹&观
念的碰撞&技法的搏击&凡此种种&都是晚清小说的生命力

所在(

虽然晚清距离如今并不十分遥远&但晚清小说散佚却很

是严重(阿英先生民国年间编定*晚清小说目+&里面所收录

的小说&目前就有相当数量的作品已无法见到(由于小说文

本的缺失&给晚清小说研究带来了相当大的麻烦&有很多谜

团&尚待进一步解开(

出于对明清小说的兴趣爱好&长期以来&我一直着力于

晚清小说的收集(历时近二十载&共收得各类小说近两百

部&其中一部分&收进了这部*晚清稀见小说经眼录+(本书

所收的近百部小说&均系单行本/晚清的大量翻译小说&以及

连载于报端的小说&均没有收入(建国以后&这些小说十之

八九未见出版&版本之珍稀&可见一斑(

本书收录的小说&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未见书目著

录的小说&如*刘华东故事+)*禁烟伟人林则徐+)*风流分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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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等/二是书目著录为未见或是已佚的小说&如*现世之天

堂地狱+)*新官场现形记+)*岑春煊+等/三是难得一见的珍

稀小说版本&如*白云塔+)*和尚现形记+)*醒游地狱记+等(

这些小说&不少是难得一见的珍稀资料和版本&解决了

很多学术界一直悬而未决的问题(例如*现世之天堂地狱+

一书&学界一直没有发现&其实此书并没有佚失/*新官场现

形记+一书学界同样未见&其实此书乃*一字不识之新党+的
续书/*绣像捉拿康梁二逆演义+初版本迄今未见&寒斋即藏

有一部残本/对于黄世仲所著的*岑春煊+一书&历来存在争

议&有人认为这部小说其实并不存在&寒斋藏有一部&说明此

书的确存在并出版过(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书收录的均是$+-#年至

$)$"年间出版的通俗小说&各类文言小说)笔记小说不录(

本书收录的小说版本&大多刊行于晚清&亦有数种刊行于民

国初年(对于原书的卷数)著述者)出版单位等相关信息&均
尽可能予以著录(同时&还收录了原书一些重要的序跋

资料(

这部小书在编写过程中&吸收了很多前辈的研究成果&

非敢掠美&这里一并致以诚挚谢意(由于本人学力所限&书
中难免有错漏之处&祈请方家不吝指正(

习!斌

"#$$年$#月"+日于京口寥风斋

#



目 录

风流分尸案 !

夜花园奇事 "

宜兴奇案双坛记 !!

滑头吊膀子 !"

自由结婚 #$

醒游地狱记 #%

捉拿康梁二逆演义 #&

国事悲 ’’

禁烟伟人林则徐 ’(

刘华东故事 %’

七载繁华梦 %(

苏州繁华梦 )#

龙华会之怪现状 )"

也是西游记 "!

龟生涯 "%

新西游记 "*

续儿女英雄传 ()

新儿女英雄 (*

新贪欢报 &’

新镜花缘 &*

后列国志 *#

新官场现形记 *(

新金瓶梅 !$!

现世之天堂地狱 !$(

七侠五义系列续书 !!#

嫖赌现形记 !#$

泡影录 !#)

闺中剑 !#*

赵五娘 !’’

女皇帝武则天趣史 !’"

狸猫换太子 !%$

杨文广平南全传 !%%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晚清稀见小说经眼录

年大将军平西 !%&

左公平西全传 !)’

国朝中兴记 !)&

中兴平捻记 !"#

湘军平逆传 !")

玄空经 !"&

邹谈一噱 !(%

雌蝶影 !((

广陵潮 !&!

学堂笑话 !&&

学生现形记 !*!

和尚现形记 !*%

家庭现形记 !*&

岑春煊 #$#

明清两国志 #$"

评演济公前后传 #!!

,济公传-系列续书 #!"

,彭公案-系列续书 ##$

七剑八侠十六义 ##(

七星六煞征南传 #’#

三侠剑 #’)

地府志 #%!

五更钟 #%)

幻梦奇冤 #)!

白云塔 #)%

俗话爽心 #)*

三公奇案 #"#

今古奇闻 #"(

附录%我的明清小说收藏#($

后记 ’$!

"



书书书

风流分尸案

!风流分尸案"#诸家小说目均未著录$笔者所收藏的是小

说图书馆刊本$封面题%风流分尸案&#版权页标明%每部全一

册#价洋二角五分&#原著者%太末访柯生&#改良者%河东太痴

生&#发行者%小说图书馆&$

!风流分尸案"封面 !风流分尸案"内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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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流分尸案"版权页 !风流分尸案"目录

书共十六回#卷首有序文一篇#署%宣统元年’!"#"(清和上

浣笑花主人识&#因此知其为晚清小说$有绣像五叶十幅$卷首

标为%游戏小说风流分尸案全册&$
笑花主人的序文移录于此)

序

自古以来#案牍之间其牵涉于风情者#十居八九#从
未有如广成发一案之演为惨剧者也$以阿波一人而姑

嫂同奸#风流已极#所以有阿咸之忍心尸分零落#四处埋

藏#意谓必无败露之日矣$不知分而埋之#仍合而败之#
报应昭彰#丝毫不昧$可见乐人者#风流*害人者#亦风

流$风流二字#所关匪浅#特世人只知风流之乐#而不顾

风流之害$吾友吴君见而悯之#乃将广成发风流一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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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一而细撰之#名之曰%风流分尸案&$其中情节离奇#
笔墨曲折#洵足以娱人之耳目#耸人之观听#大有益于世

道人心者也$书成#以弁言属余#余乐得而为之序$
宣统元年清和上浣笑花主人识

清和为农历四月的俗称#上浣是农历的上旬#即农历初一至

初十$根据这篇序文#此书当完稿于宣统元年’!"#"(四月上旬

前$作者姓吴$序文中所说的%广成发一案&#广成发是书中主

要人物陈子香所开设的烟馆#这桩分尸案即发生在广成发烟馆

中$照序文的意思#似乎这桩奇案乃实有其事$
原著者太末访柯生以及改良者河东太痴生#其人均已无考$

太末为古地名#秦嬴政时设县#隶属会稽郡#县治位于今天浙江

!风流分尸案"序 !风流分尸案"正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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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流分尸案"绣像之一

龙游$河东#一般代指山

西一带地方$可能作者

系浙江人氏#编者为山西

人氏$民国年间孙家振

!退醒庐笔记"中有%高太

痴&一则#称高悮轩%稿尾

署名必+太痴生,或只+太
痴,二字#人乃皆以+太
痴,呼之&$清末民初#高
太痴也算是上海知名文

人#不知河东太痴生是否

即是这位高太痴$高太

痴原籍苏州#后落籍上

海#似与%河东&二字不

合$这里不敢妄断#录此

存疑$

小说讲述的是发生在广东潮州府潮阳县的一桩分尸奇案$
潮阳县陈子香娶妻许氏#有一子二女#子名松堂#女名桂香-兰
香$子香性爱风流#其子松堂亦流连烟花$父母为约束其心#为
其娶妻王氏#并租下一间店面开家烟馆#交与松堂经营$松堂友

人郑阿波因无处羁身#搬来烟馆#与桂香-王氏等人不避嫌疑$
这郑阿波生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桂香暗暗有意#竟与阿波有

苟且之事$事被王氏发觉#撞破奸情#阿波亦与王氏有染$
一日#桂香正与阿波共效鱼水#不意被妹妹兰香撞见$父母

闻之后#大骂桂香#逐走阿波$阿波竟与桂香约定佳期#共同逃

走$不想路上遇见叔父#撞破事体#桂香被遣送回府$阿波色胆

包天#又于黄昏时分闯入府中#与王氏-桂香再续前缘$未料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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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流分尸案"绣像之二

晨时分#此事被许氏撞

破#阿波被反锁在房中$

王氏-桂香大恐#逃往王

氏娘家去了$阿波自感

无颜面对松堂#竟在屋内

自尽$家人阿咸定计分

尸#避免丑事张扬$阿咸

于半夜分尸后#将尸块四

处抛弃$不久事泄#大令

详审案情#因阿咸畏罪脱

逃#此案一时未结$松堂

待质公所#王氏-桂香被

发往养育堂管押$在养

育堂#桂香生下一子#延
续郑家香火#王氏患病而

亡$过了年余#松堂才被

保释#桂香亦被释放回家$

这部小说虽然讲述的是一桩分尸奇案#但没有摆脱一般社

会小说的写法#案情从头讲起#缺少必要的悬念$小说主旨在于

劝戒风流#故全书情节都是围绕%风流恶报&四个字展开的$

这部小说的刊刻书坊小说图书馆位于上海$据!小说书坊

录"#晚清小说图书馆还刊刻有!新出绘图上海大少爷回头看"-
!新出绘图宦海风波"-!陆公案初集"等小说$

关于!风流分尸案"这部小说#笔者还见过一部上海沈鹤记

书庄刊本#刊行于民国六年’!"!$(#系第九次出版$可见这部小

说在清末民初还是颇受欢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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