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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有伦，华中科技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长期从事机器人学的教学和研究，在数字化

制造、机器人学、精密测量理论等研究领域取得突出成果，发表论文 200 余篇，出版专著 5 部。2005

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2006 年获何梁何利科技奖。曾任机器人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

主任，国家 973 计划制造与工程科学领域顾问专家。

《机器人学：建模、控制与视觉》

获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

《机器人学：建模、控制与视觉》
熊有伦等编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8年11月版

88.00元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其发展能力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

重要标志。当前机器人的发展处于关键时期，需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前沿技术攻关和人才培养。该书由

我国机器人领域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熊有伦带领团队历经三年撰写完成，是国

内第一部系统介绍机器人学建模、控制与视觉基础理论与前沿技术的优秀著作。全书系统阐述了机器人

学的基础理论，创新性地将机器人学的内涵从传统的工业机器臂拓展到海陆空机器人和人机共融机器人，

并引入了较多先进理论，全面反映了作者团队长期以来在机器人领域科学研究取得的原创性成果和国内

外机器人学最新前沿技术，体现了当前机器人技术的研究重点和发展方向，具有理论性、思想性、系统性、

先进性和前瞻性等特点，被专家称为“当前机器人学科领域具有开创性的集大成之作”，“足以代表当前国

内机器人学基础理论著作最高水平”。

为适应工业机器人、海陆空机器人和共融机器人快速发展的需要，突出机器人学的综合性、新颖性和

前瞻性等特点，《机器人学：建模、控制与视觉》一书分建模、控制与视觉三个部分系统阐述了机器人学的基

础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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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大匠运斤 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厚积薄发
■靳晓辰

随着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获奖名单的公布，山西教育出版社于

2019年9月出版的《中国小说发展史》以极具影响力的研究内容再次

收获一项荣誉。《中国小说发展史》由石昌渝著作，作为一部由一位学

者独自完成的系统论述中国小说发展历史的学术专著，该书能融会

贯通个人的小说观念和历史观念，叙事风格统一，具有鲜明的学术个

性和学术特色，是一部体大思精、代表当代水准的小说史巨著，为小

说史编纂树立了系统的典范。该书是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

目、2020年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

划项目。

从具体内容来看，该书从秦汉志怪讲起，至清末小说转型结束，完

整论述了中国小说的起源和演变，精当评价了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具有

代表性的小说类型和特点，深刻分析了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历史轨

迹。本文勾勒了石昌渝进行中国古代小说史研究的大致轨迹和重要

总结，通过访谈录梳理了其对治学之路与小说研究的思考。

《中国小说发展史》
石昌渝著/山西教育出版社2019年9月版/

198.00元

以正确的观察角度“重拾”文体研究
“文各有体，得体为佳”。谈及《中国

小说发展史》的撰写初衷，石昌渝表示，

文体的问题，在小说史研究的范畴之内

是一个长期被忽略的问题。从《山海经》

开始到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是志人志

怪文言小说，之后是唐代传奇小说、宋元

话本、明清小说，人们很少讲文体的渊

源。现在小说史一般都是把作家与作品

按时间来排队。那么小说的文体是怎么

发展的？它为什么会这么发展？为什么

中国的小说和欧洲的小说不一样？这些

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明确的解答。另外，

从语体看，有文言文和白话文；从篇幅

看，有长篇和短篇；从叙事方式看，有客

观叙事和说书方式，等等。它们各自的

生存环境、形成发展的内因和外因是什

么样的？对于这个问题，过去的研究尚

不充足。小说史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

是小说文体发展的历史，但现在的小说

史、文学史长期忽略文体。学术研究是

要解决问题的，因此《中国小说发展史》

的研究就是为了解决以上问题。这项工

作并非能一蹴而就，而要厚积薄发。据

了解，为撰写这部作品，石昌渝前期做了

大量准备工作，如浏览相关文史资料，大

体上按照时间顺序把相关作品安在不同

的时间点上，并对涉及到作品的内容、艺

术以及思想进行深入研究，可谓一场标

准意义上的“学术长征”。

基于既有雄厚的文献积累与充分的

理论准备，石昌渝对《中国小说发展史》

的架构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决定将小说

史研究从题材引向文体，使文体研究从

一个正确的观察角度出发。一部成熟的

小说史著作，对于关系全局的重要概念

和重要问题，一定会给出明确的定义与

解答。在他看来，题材研究和文体研究

完全是不同的东西。现在出版的小说史

著作，包括公案小说史、世情小说史、武

侠小说史，这些都是按照题材写的，不可

能给读者一个真实的历史印象。建国以

来的创作过分地强调题材的重要，强调

写工农兵与英雄人物，不写中间人物和

落后人物，似乎题材决定作品的价值。

他提到恩格斯曾说过的一句话：“创作最

重要的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么写。

你哪怕是写一个坏人，你写得好，那也是

好作品。”他认为，就算写英雄，若是搞得

概念化、高大全、脱离了生活、脱离了真

实，也是不行的。很多搞研究的人也受

到“题材决定论”的影响，对文学的研究

只专注于题材。其实，题材不能决定一

切，同样的题材可以写出价值完全不同、

艺术水平截然不同的作品。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独特见解
对于历史与古代文学的研究方法，

石昌渝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认

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就是要把历

史上的事件都放在一个具体的历史环

境当中，来考察这个事件的产生和发

展，不能脱离它当时的社会背景、社会

环境来谈问题，这既是一个基本观点，

也是一个方法，大体来说，可以用“实

事求是”来形容这种研究方式。例如

文言小说、志人小说、志怪小说是怎么

产生和发展？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

志人小说，其实跟当时的察举制度有

关系；以《搜神记》为代表的志怪小说，

实际上和当时宗教的兴起有关系。脱

离了历史背景，很多问题就会讲不清

楚，或者讲得一般化。经典文言小说

的文化价值要远远大于它们的文学价

值。因此，我们要把一部作品放在当

时产生它的环境里去观察、去评价，这

样才是比较妥当的。说到底，这个方

法大体上就是实事求是。因此，作者

在论述中国小说的发展演变时，不仅

从文学本身寻找其进行的线索，而且

特别注意把小说这种文学现象放在特

定的社会背景之下来进行分析，并从

其相互关系、作用与反作用的角度，阐

明中国小说发展的规律。这为中国小

说发展史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具

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事物的发展就是一个辩证的过

程，看问题不要片面，不要极端化，不要

绝对化。”除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

方法，石昌渝也将辩证法运用其中。石

昌渝认为，从辩证的角度能够看到，小

说从史传汲吸取营养，它的叙事方式都

是受史传影响，但是史传又反过来阻碍

小说的发展。小说不摆脱史传，就不能

够独立。为此，《中国小说发展史》中常

常将中国的小说/史传与西方的小说/

史传加以比较，通过凸显二者的差异性

来保持文体的独特性。

《中国小说发展史》对小说史的研

究以及如何编写小说史等具体操作问

题也许并没有穷尽真理，但必须承认，

著者的这种努力应该得到喝彩。著者

的史识在从事新问题探讨时往往表现

得格外充分。针对很多年轻学者因为

思考选题而备感苦恼的问题，石昌渝坦

言：“其实这就是对研究对象和学术范

围之内的情况把握不够、对相关材料把

握不够，或者思考得不够的问题。对于

以往的很多结论，研究者应持怀疑态

度，保持独立思考，多问为什么，才能找

出问题。”

1940年生，武汉

人，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1962年

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

中文系。1981年毕业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

文学硕士学位。毕业后留在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文 学 研 究 所 工

作。长期研究中国小说史和元

明清文学。著有《中国小说源流

论》《中国小说发展史》等，主编

有《中国古代小说总目》《金瓶梅

鉴赏辞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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