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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章回小说辨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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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新教授在《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中对中国古代文言小说进行辨体研究之后 ,又和鲁小俊 、王同

舟推出了一部《明清章回小说流派研究》(以下简称《流派》 ,武汉大学出版社 , 2003),对明清章回小说流

派文体规范的确立及其分化演变作了学理上的阐释 ,为小说史的研究和撰写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维度。

《流派》为明清章回小说的研究建构了两大颇具创造力的理论视野。一为流派理论。《流派》指出一

个文学流派的成立必须具备流派统系 、流派盟主(代表作家)和流派风格三大要素:流派统系的确立主要

是通过对经典的选择来完成 ,该统系能够对流派的文学事业起到指导和促进作用;在创作上具有举足轻

重地位的流派盟主(代表作家)其成就不仅足够为流派赢得声誉 ,而且足以吸引众多的追随者;而统系的

确立 、代表作家的产生 ,其指向都是独特的流派风格 。二为“辨体”理论 。所谓“辨体” ,就是指对古代文

学文体规范的辨析。《流派》一书正是在其所确立的流派三要素的框架内对明清章回小说流派在价值祈

向和艺术祈向上的文体规范展开理论辨析的 。比如 , 《流派》对历史演义代表作品《三国演义》的统系进

行了清理 ,并认为这种统系影响了历史演义文体规范的确立:历史演义来源于正史的统系意识使得作品

继承了史传的文体规范 ,在价值层面上注重历史经验的总结并以此为基准对历史人物进行评判 ,在艺术

表达层面上继承史传的艺术规范 ,如人物语言以理性化见长 、禁止直接心理描写 、通常不采用第三人称

叙事方式 、驱除瞽传诙谐之气等;此外 ,历史演义一部分情节的统系源自于民间文艺 ,其价值祈向为追求

道德化的情感满足 ,其艺术表达继承了民间文艺的艺术规范 ,如重视装饰性描写 、经常使用悬念以追求

神秘感和传奇色彩 、较多运用直接心理描写和第三人称限知叙事技巧 、努力追求诙谐效果等。

《流派》倡导的辨体研究尊重了明清章回小说的生成特点和文体属性 ,对旧文艺理论指导下产生的

诸多观点进行了颠覆 。在以往的典型分析和主题研究中 ,我们忽视了章回小说的流派谱系及其文体规

范 ,陷入了各执一端的争论中;而在《流派》的理论视野中 ,这种各执一端的观点被消解得一干二净 。比

如 , 《三国演义》主题和人物形象的矛盾性是由于史官文学和宋元讲史传统的文体规范同时进入作品而

产生的;《水浒传》主要产生于说话四家中的“小说”传统 ,“一方面依据绿林好汉的原型展开情节 ,具有某

种程度的写实性;另一方面又从批判现实政治的需要出发 ,对绿林故事加以改造 ,借题发挥 ,赋予小说以

象征意蕴” ,但由于题材原型和象征意蕴之间并没有取得协调 ,因而使得人物形象 、文本意蕴存在着不可

调和的矛盾性;《西游记》的统系为佛教佛经传统 、中国古代志怪传统和中国笑话文学传统 ,因而“将《西

游记》的象征性主旨 、想象世界和戏谑性风格融为一体来加以理解是较为合理的一种阅读方式”;《金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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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源自于《水浒传》和明代中篇传奇的这一多元统系同样造成了人物性格的难以统一甚至尖锐对立 ,同

时也预示着《金瓶梅》之后才子佳人小说一度兴盛乃是符合逻辑的 。《流派》提醒我们 ,只有对流派统系

及其在章回小说中的文体规范进行清理后 ,我们才能够完成章回小说的还原解读。

《流派》对明清章回小说的辨体研究揭示了各类小说流派的共性和个性 ,为相关经典作品的历史定

位提供了逻辑框架。在文体规范的辨析中 , 《流派》发现各类小说关注的重心各异 , 《三国演义》关注的是

各阵营间的政治 、军事较量 , 《水浒传》的豪侠人生拒绝女色 、家庭和事业 , 《西游记》关注禁欲而把恋爱和

婚姻当成了调侃的对象 ,只有《金瓶梅》关注市井人生从而把普通人的情与欲当成了写作重心。由于文

体规范的不同 ,各流派在艺术表达上也各具特色。如《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都使用悬念 ,但《三国演义》

的悬念手法除了在神秘化诸葛亮时使用外并不为历史演义所重因而导致了悬念的非生活化倾向 ,而《水

浒传》的悬念手法却是作者的兴趣所在从而导致了悬念手法的广泛采用和生活化倾向 。就是在审视某

一小说流派文体规范的演变时 ,《流派》也能够分辨出具体作品的个性特征 。将历史演义 、英侠传奇和人

情小说合为一体的《隋唐演义》塑造了一个多情的足可定位为贾宝玉统系的隋炀帝 ,才子佳人小说为了

对明代中篇传奇进行反拨因而以伦理规范恋情但其创作动力却在于期待知音因而关注重心在于才和

色 ,艳情小说服从市场规律因而遭到禁毁 ,世情书以因果报应寓说教之意 , 《红楼梦》则在对这三种小说

进行扬弃的基础上达到了写实与诗意的完美结合 。在同一流派的共时性考察中 , 《流派》也能彰显具体

作品的个性特征 。比如才学小说的三类作品就各有各的流派统系 、文化背景 、表现重心和艺术表达技

巧。在与《儒林外史》等讽刺小说的对比中 , 《流派》将谴责小说的文体规范辨析为史化叙述 、滑稽与诙

谐 、铸鼎燃犀与穷形尽相 ,并以此为基点重新确定谴责小说的边界 ,把《老残游记》剔除出谴责小说 。

明清章回小说流派文体规范的精彩辨析为明清章回小说流派分化演变的清理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

石 ,别创了一种小说史研究和撰写的新局面。《流派》指出 , 《三国演义》 、《水浒传》 、《西游记》和《金瓶梅》

分别确立了历史演义 、英侠传奇 、神魔小说和人情小说的文体规范 ,并形成了以题材命名的文学流派 ,几

乎囊括了所有的写作题材 ,后来的小说家们为寻求突破还采用了三种新的途径:或打破题材畛域 ,将不

同类型的题材混合在一起使用;或换一种崭新的写法 ,试图以思想 、学问和才藻见长 ,或将明人尚未大量

使用的题材作为写作重点 。历史演义包括准史书体和准话本体 ,前者依傍正史近乎通俗历史教科书(以

《新列国志》为代表),后者越过史实的藩篱而向故事倾斜 ,一方面追求情节的传奇化(以《英烈传》为代

表),另一方面还追求题材的神魔化(以《孙庞演义》和《宋太祖三下南唐》为代表)和人情化(以《隋炀帝艳

史》 、《南史演义》和《北史演义》为代表)。《水浒传》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终于确立了自己的身份 ,

并使英侠传奇以如下三种方式存在:或使水浒气渗透到历史演义中(如《英烈传》 、《说唐》),或弘扬《水浒

传》的战阵描写传统(如水浒续书和《说呼全传》 、《说岳全传》),或以侠义小说 、侠义公案小说的面目出现

(如《施公案》 、《三侠五义》 、《儿女英雄传》)。神魔小说或在题材上(如《封神演义》)或在象征性宗旨上

(如《西游补》)或在借题发挥上(如《斩鬼传》)继承了《西游记》的文体规范 ,或将神魔 、人情等小说类型的

文体规范加以整合形成新的风格类型(如《绿野仙踪》)。《金瓶梅》诞生后 ,才子佳人小说 、艳情小说和世

情书曾一度称雄说部 , 《红楼梦》对这三种人情小说进行扬弃后将神秘氛围 、诗意与写实完美地融为一

体 ,成为小说史上难以逾越的高峰 ,此后的续红之作以《红楼梦》的文体规范为起点并从各自的情感倾向

和艺术趣味出发作了不同的演绎和发挥 ,此后的狭邪小说在创作路径上是变相的才子佳人小说 、世情书

和艳情小说。作为变格 ,才学小说和谴责小说则以其独特的文体规范在以上四大传统之外为小说史作

出了新的贡献。《流派》从文体规范的角度对明清章回小说史的上述清理 ,体现了一种迥异的小说史写

作路向 ,为小说史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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