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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毅中先生论著目录 

  

 刘鹏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吴趋程毅中先生，幼承慈训，长振家声；淹通文史，精诣虞初。兼之操尺书局，鸿裁典

要；嘉惠学林，四海同仰。今哲人甫逝，手泽犹新；抚篇追远，正当其时。后学乃受命草成

先生论著篇目，别为古籍整理出版论要、小说戏曲研究、文史研究、诗文杂著四部，各部之

下，又分著作、文章二类，内以时代先后为次，以为纪念。 

先生悠游学海垂七十载，著作等身，洵非虚誉。愚力小任大，见窄识微，虽旁求博采，

勉力搜罗，终不免顾此失彼，举一失百，其尽得遗珠，尚待后贤，惟诸同仁谅察之。 

甲辰上巳日，频阳后学刘鹏沐手敬书。                                                                               

一、古籍整理出版论要 

  著作 

《古籍整理浅谈》，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 年。 

  文章 

《克服轻敌思想，努力减少标点错误》，《出版工作》，1984 年第 12 期。 

《对于校勘工作的一些意见》，《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 127 期，1984 年。 

《鲁迅论古籍整理》，《编辑之友》，1985 年第 1 期。 

《谈编书、读书、写书的种种关系》，《文史知识》，1987 年第 9 期。 

《关键在于通读清样》，《中国出版》，1988 年第 9 期。 

《古代文学研究与文学古籍整理》，《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 192 期，1988 年。 

《古籍新生四十年》，《新华月报》，1989 年第 10 期。《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

215 期，1989 年。《瞭望周刊》，1989 年第 40 期。《新华文摘》，1990 年第 1 期。 

《古代校勘学的得失与当代古籍整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 年第 4 期。 

《中国古籍整理出版 40 年概况》，《中国出版年鉴 1990—1991》，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3 年。 

《古籍整理中异体字的处理问题》，《书品》，1995 年第 3 期。 

《“借书一痴”与古籍整理的课题》，《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 年第 1 期。 

《从王安石的次子谈校书之难》，《古籍研究》，1996 年第 3 期。  

《从事古籍整理须有敬业精神：读〈汤显祖全集〉有感》，《书品》，1999 年第 4 期。 

《古代丛书与〈丛书集成〉》，《文史知识》，2000 年第 1 期。《中华活页文选（教

师版）》，2018 年第 1 期。 

《编校〈海瑞集〉追记》，《光明日报》，2002 年 6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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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的标点与校勘》，《古籍整理出版十讲》，岳麓书社，2002 年。 

《21 世纪古籍整理的前瞻》，中国传统文化与 21 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 年。《中

国传统文化与 21 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03 年。 

《“文革”期间重印古籍的特殊任务》，《出版史料》，2006 年第 4 期。 

《在〈中华大典·明清文学分典〉出版座谈会暨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武汉大学学

报》（人文科学版），2006 年第 1 期。 

《喜见点校本〈册府元龟〉的问世》，《古典文献研究》，2007 年。 

《书是要人读的》，《人民政协报》，2009 年 2 月 16 日。《光明日报》，2009 年 4

月 11 日。 

《读〈水浒全传校注〉书感》，《书品》，2011 年第 1 期。 

《〈古籍整理释例〉序》，《书品》，2011 年第 6 期。 

《梳理版本源流 呈现宋本原貌——读〈太平广记会校〉》，《光明日报》，2012 年 7

月 15 日。 

《十年磨剑出精工》，《光明日报》，2012 年 8 月 14 日。 

《古籍数字化须以古籍整理为基础》，《光明日报》，2013 年 4 月 30 日。 

《新〈书目答问〉的第一篇》，《光明日报》，2013 年 11 月 19 日。 

《千万不要在书上描改——谈古籍的影印》，《博览群书》，2015 年第 10 期。 

《关于完成〈古本戏曲丛刊〉的建议》，《古代文学前沿与评论》，2018 年第 1 期。 

《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给我的机遇和考验》，《中国出版史研究》，2018 年第 2 期。 

《把〈三国志演义〉回归罗贯中——略谈古代小说的校雠法》，《国学研究》，2022

年第 2 期。 

二、小说戏曲研究 

 著作 

《宋元话本》，中华书局，1964 年，1980 年，2003 年。 

《隋唐嘉话》（点校），中华书局，1979 年。 

《古小说简目》，中华书局，1981 年。 

《燕丹子》（点校），中华书局，1985 年。 

《唐代小说史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 年。 

《京本通俗小说》（点校，与程有庆合作），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年。 

《古代小说史料漫话》，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 年。 

《宣和遗事》（点校，与程有庆合作），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年。 

《神怪情侠的艺术世界 中国古代小说流派漫话》（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

年。 

《古体小说钞》（编），中华书局，1995 年。中华书局，2021 年。 

《谈薮》（辑校，与程有庆合作），中华书局，1996 年。 

《太平广记》，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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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小说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年。 

《宋元小说家话本集》（辑注），齐鲁书社，2000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年。 

《唐代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年，2011 年。 

《古代小说史料简论》，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 年。 

《明代小说丛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年。 

《花影集》（点校），中华书局，2008 年。 

《古体小说论要》，华龄出版社，2009 年。北京出版社，2017 年。 

《清平山堂话本校注》（校注），中华书局，2012 年。 

《近体小说论要》，北京出版社，2017 年。 

《宣和遗事校注》（校注），中华书局，2022 年。 

 文章 

《从神话传说谈到“白蛇传”》，《光明日报》，1954 年 4 月 12 日。 

《试谈“琵琶记”的主题思想》，《光明日报》，1955 年 7 月 31 日。 

《略谈宋元讲史的渊源》，《光明日报》，1958 年 8 月 1 日。 

《也谈关汉卿的“鲁斋郎”杂剧》，《光明日报》，1958 年 8 月 8 日。 

《宋元讲史简论》，《文学遗产》增刊七辑，中华书局，1959 年。 

《读〈彩楼记〉——读剧札记》，《光明日报》，1961 年 1 月 29 日。 

《关于“崔徽”的出处》，《光明日报》，1961 年 6 月 27 日。 

《从民间传统剧目看戏剧史料——读剧札记》，《光明日报》，1961 年 7 月 9 日。 

《从民间传统剧目看戏剧史料（续）——读剧札记》，《光明日报》，1961 年 7 月 16

日，1961 年 8 月 20 日。 

《试论古代历史剧》，《文学遗产》增刊九辑，中华书局，1962 年。 

《关于变文的几点探索》，《文学遗产》增刊十辑，中华书局，1962 年。 

《〈双渐赶苏卿〉的遗响》，《光明日报》，1962 年 3 月 11 日。 

《〈高文举珍珠记〉的继承性和独创性——读剧札记》，《光明日报》，1962 年 5 月

20 日。 

《再论古代历史剧》，《文学遗产》增刊十二辑，中华书局，1963 年。 

《关于〈中山狼传〉的作者》，《语言文学》，1978 年第 3 期。 

《唐宋传奇本事歌行拾零》，《文学评论》，1978 年第 3 期。 

《唐代小说琐记》，《文学遗产》，1980 年第 2 期。《社会科学战线》，1982 年第 4

期。 

《说话札丛》，《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丛》第 1 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 年。 

《关于〈思凡〉的来历》，《曲论初探》，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年。 

《简评〈话本小说概论〉》，《文学遗产》，1981 年第 2 期。 

《〈话本小说概论〉简介》，《人民日报》，1981 年 3 月 18 日。 

《谈关汉卿杂剧的结尾》，《古典小说戏曲探艺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年。 

《〈玄怪录〉、〈续玄怪录〉的版本和作者》，《社会科学（兰州）》，1983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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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小说琐记》，《社会科学战线》，1982 年第 4 期。 

《略谈汉魏六朝的小说》，《文史知识》，1982 年第 7 期。 

《徐渭及其《四声猿》》，《文学遗产》，1984 年第 1 期。 

《宋元话本》（第 37 讲），《语言文学自修大学讲座》，1984 年第 26 期。 

《略谈才子佳人小说的历史发展》，《明清小说论丛》第 1 辑，春风文艺出版社，1984

年。 

《元无名氏〈度柳翠〉辨》，《曲苑》第 1 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 年。 

《〈灵怪集〉考》，《文学遗产》，1985 年第 2 期。 

《志怪小说的代表作〈搜神记〉》，《文史知识》，1985 年第 6 期。 

《略谈李贽的〈忠义水浒传序〉》，《电大文科园地》，1985 年第 7 期。 

《〈古小说丛刊〉编余杂谈》，《书品》，1987 年第 2 期。 

《漫谈唐代小说的研究》，《唐代文学研究年鉴 1985》，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 

《略述唐代小说的整理工作》，《唐代文学研究年鉴 1986》，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 

《论唐代小说的演进之迹》，《文学遗产》，1987 年第 5 期。 

《〈虞初志〉的编者和版本》，《文献》，1988 年第 2 期。 

《〈钟馗降妖传〉述略》，《明清小说研究》，1988 年第 2 期。 

《〈太平广记〉的几种版本》，《社会科学战线》，1988 年第 3 期，《中国古代、近

代文学研究》，1988 年第 10 期。 

《俗赋、词文、通俗小说》，《文史知识》，1988 年第 8 期。 

《关于“说一枝花”的资料》，《文学遗产》，1989 年第 2 期。 

《十二卷本〈剪灯丛话〉补考》，《文献》，1990 年第 2 期。 

《〈娇红记〉在小说艺术发展中的历史价值》，《许昌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

年第 2 期。 

《宋代的传奇小说》，《文史知识》，1990 年第 2 期。 

《古代小说的宝藏〈太平广记〉》，《古典文学知识》，1990 年第 4 期。 

《略谈笔记小说的含义及范围》，《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1 年第 2 期。 

《敦煌本“孝子传”与睒子故事》，《中国文化》，1991 年第 2 期。 

《评〈元刊全相平话五种校注〉》，《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91 年第 254 期。 

《〈金瓶梅〉与话本》，《金瓶梅研究》第 2 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年。 

《御水传情红叶诗》，《中国历代爱情文学系列赏析辞典》，哈尔滨出版社，1991 年。 

《剪灯新话简说》，《古典文学知识》，1992 年第 2 期。 

《从换尸案看古代文言小说的特点》，《社会科学战线》，1992 年第 3 期。 

《〈玄宗遗录〉里的杨贵妃形象》，《文学遗产》，1992 年第 5 期。 

《〈古体小说钞〉前言》，《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92 年第 261 期。 

《〈云仙杂记〉的版本问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3 年第 2 期。 

《〈花影集〉与陈经济故事》，《文学遗产》，1993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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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姚卞吊诸葛诗谈小说家话本的断代问题》，中国古代小说国际研讨会，1993 年。

《文学遗产》，1994 年第 1 期。《93 中国古代小说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开明出版社，1996

年。 

《〈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编后小记》，《书与人》，1994 年第 1 期。 

《古代小说与古籍目录学》，《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 年第 1 期。 

《宋人传奇拾零》，《文学遗产》，1995 年第 1 期。 

《〈玄怪录〉补正举要》，《文献》，1995 年第 1 期。 

《简述明代前期的历史演义——读〈古本小说丛刊〉札记》，《书品》，1995 年第 2

期。 

《关于宋元小说研究的若干问题》，《文学遗产》，1995 年第 5 期。 

《研究唐代小说的遗憾及其他》，《古典文学知识》，1995 年第 6 期。 

《宋元小说的写实手法与时代特征》，《社会科学战线》，1996 年第 6 期。 

《〈西游记〉版本探索》（与程有庆合作），《文学遗产》，1997 年第 3 期。 

《〈西游记考论〉序》，《北方论丛》，1997 年第 6 期。 

《清代轶事小说中纪实与虚构的消长》，《明清小说研究》，1998 年第 1 期。《中国

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8 年第 7 期。 

《韩国所藏〈包公演义〉考述》，《北京图书馆馆刊》，1998 年第 2 期。 

《沙里淘金 追根溯源》，《文学遗产》，1998 年第 2 期。 

《〈水浒传〉的特点和局限》，《古典文学知识》，1998 年第 4 期。 

《笔记与轶事小说》，《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8 年第 6 期。 

《什么是俗文学?》，《文史知识》，1998 年第 7 期。 

《古代小说校雠释例》，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1998 年。《文化的馈赠：

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语言文学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 

《陶辅评传》，《明清小说研究》，1999 年第 4 期。 

《略谈宋元小说的考证和估价——我的〈宋元小说研究〉赘记》，《古典文学知识》，

1999 年第 5 期。 

《重读〈宋元戏曲史〉》，《书品》，2000 年第 2 期。 

《从〈秋灯丛话〉到〈寻访“画儿韩”〉》，《人民日报海外版》，2000 年 8 月 15 日。 

《读〈全唐五代小说〉札记》，《燕京学报》，2000 年第 9 期。 

《罕见的清代小说〈途说〉》，《中国文化报》，2000 年第 15 期。 

《古代小说中的龙女形象》，《中国文化报》，2000 年第 26 期。 

《杨家将的名字：读〈杨家府通俗演义〉随笔》，《中国文化报》，2000 年第 27 期。 

《〈包龙图判百家公案〉与明代公案小说》，《文学遗产》，2001 年第 1 期。 

《补白: 略述〈隻麈谈〉原刻本》，《明清小说研究》，2001 年第 3 期。 

《关于〈六合内外琐言〉的校读》，《文教资料》，2001 年第 5 期。 

《从〈龙蛇歌〉谈〈新序〉〈说苑〉的特点》，《文史知识》，2001 年第 6 期。 

《从〈商调蝶恋花〉到〈刎颈鸳鸯会〉——〈宋元小说研究〉补订之一》，《文学遗产》，

2002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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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拟话本小说》，《明清小说研究》，2002 年第 2 期。 

《简述“五四”以来中国通俗小说的研究》，《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3 年

第 1 期。 

《宋人说诨话与〈问答录〉——〈宋元小说研究〉订补之二》，《文学遗产》，2003

年第 1 期。 

《〈忠义传〉与〈水浒传〉》，《文史知识》，2003 年第 10 期。 

《〈轮回醒世〉考述》，《国学研究辑刊》，2003 年第 12 期。 

《〈心经〉与“心猿”：〈西游记〉》，《文学遗产》，2004 年第 1 期。 

《中国古代小说的文献研究》，《文献》，2004 年第 2 期。 

《再谈二十回本〈三遂平妖传〉——《宋元小说研究》订补之三》，《文学遗产》，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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