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在十八世紀的中國，與《儒林外史》和《紅樓夢》幾乎同時產生的還有一部《歧路燈》，它

是李綠園耗時 30 年撰寫而成的我國古代第一部長篇白話教育小說，是浪子回頭題材的集大成

者。

浪子得以滋生的土壤是經濟的繁榮，康乾盛世因經濟繁榮而滋生的浪子成為當時的社會問

題。李綠園以其作家敏銳的觸角將浪子出現與經濟繁榮聯繫起來，明確提出「富教並重」、「教

化至上」的思想，顛覆了千百年來儒家以孔子為代表的「先富後教」的思想觀念，給予經濟繁

榮時期的教育以準確的定位。

本研究在吸納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將文學考證和歷史考證研究相結合，從讀者論、時

代論、作家論及創作實踐論四個維度切入，既關注小說文本意蘊的闡釋，也關注作家生平遭際

對其創作的影響，更關注康乾盛世經濟繁榮對教育的影響，進而對李綠園創作觀念的成因、《歧

路燈》文本意義的構成以及經濟繁榮與人才培養二者之間的關係進行探析和論證，從而揭示《歧

路燈》的意義不單純是李綠園對文學的理解和詮釋問題，也是其對教育的價值判斷與理念支撐

問題，更是經濟繁榮時期如何定位教育的問題，以此透視《歧路燈》於康乾盛世文學意義、教

育意義、經濟意義、社會意義的構成，在人文反思和重構社會文化語境中尋求文學理解與教育

理解的普遍性，以期在經濟迅猛發展的當代，尤其是為解決改革開放近 40 年來出現的「肚子

飽了，眼睛亮了，靈魂卻餓著」的現實問題尋求可資借鑒的參照系統。

本研究試圖突破學界的既有研究窠臼，從知人論世的傳統思路入手，也在這一環境背景中

闡釋李綠園《歧路燈》的文本意蘊，最大限度地還原作家的創作觀念及其小說的文本涵義，以

期匡正時誤舊說，推陳出新，進而揭示出教育是一個由學校、社會和家庭組成的綜合影響系統，

全面地對受教育者施加教育影響，教育的內容與形式要與個體的發展與時代的要求相適應，方

能達到培養人的目的。

為了更好地進行本研究，筆者根據保存下來的李綠園的全部作品、結合自己視野所及範圍

內獲得的與此相關的文獻資料作為參照，對李綠園生平、交遊、卒地和《歧路燈》版本、傳播

問題進行考證，附錄在後，以備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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