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5 5卷 第 3期
2 0 0 2年 5月

崔兑玄又 J屯学学 才民 (夕、 岁忆利
.

学沂反 )

W u h a n U n iv e sr i ty J o u r

na l (Hmu
a ul ty S血

n e es )

V o l
.

5 5
.

N o
.

3

M
a y 2 0 0 2

.

3 4 0~ 3 4 6

. 中 国 文学

关于明清章回小说流派划分的思考

陈文新
,

龚峻岭
( 武汉大学 人文科 学学院

,

湖北 武汉 43 00 72 )

〔作者简介 ] 陈文新 ( 1 9 5 7
一

)
,

男
,

湖北公安人
,

武汉大学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中心 哲学博士
,

教授
,

博士生导师
,

主要从事 中国小说史和 明清文 学研 究
; 龚峻岭 ( 1 9 7 8

一

)
,

男
,

湖北荆门人
,

武汉大学人文科 学学院中文系硕士生
,

主 要从事 中国小说史

研 究
。

[摘 要」流派统 系
,

流派领袖 ( 或代表作家 )和流派风格是流派研究的三 个主要层面
。

明

清章回小说的流派划分
,

以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 》为起点
,

已大体形成了自身的学科意识
。

随着

明清章回小说研究的逐渐深入
,

学术界对鲁迅的成果陆续提 出了若干商榷意见
,

促使我们重新

检讨明清章回小说 的生存状态
。

[ 关 键 词 ] 明清章回小说
; 流派 ; 中国小说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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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明清章回小说流派
,

必须确定考察流派的几个主要层面
。

每一个文学流派都是在一定 的文学传统 中展开的
,

对经典 的选择是其文学活动的起点
。 “

传统
”

、

“

影响
” 、 “
典故

”

和
“

传统主题
”

等术语经常被用于讨论文学发展的连续性
。

有一个事实在这种讨论中可

能被忽略了
:

从来不存在未经选择的传统
,

我们所说的传统实际上只是一部分被偏爱的文学作品
。

某些

作品被选择出来与选择者的个人思想和趣味密切相关
。

由于这一原 因
,

对经典的选择乃是选择者意志

的表达
,

他经由对经典 的选择构成了他 自身的传统和统系
,

并借助于这一统系来促进他的文学事业
。

比

如
,

清代的浙西词派以宋代的醇雅派为词的正宗
,

常州词派以温庭绮为词的正宗
,

各自的统系明显不同
。

而这种统系归属是我们考察流派的起点
。

每一个文学流派都有 自己的领袖或代表作家
。

衡量一个流派成立与否
,

并不取决于它是否有 自己

的理论宣言
,

而取决于它是否有足够的文学成就
。

以这个标尺来衡量
,

流派领袖或代表作家必须在创作

上举足轻重
,

能 以其创作吸引众多的追随者
。 “
靖节诗真率 自然

,

倾倒所有
,

晋宋 以还
,

初不知尚
;虽靖节

亦不过写其所欲言
,

亦非有意胜人耳
。

至唐王摩洁
、

元次山
、

韦应物
、

柳子厚
、

白乐天
,

宋苏子瞻诸公
,

并

宗 尚之
,

后人始多得其 旨趣矣
。 ”

(许学夷《诗源辩体 》卷六 ) 对陶渊明的选择标志着 山水 田园诗派统系的

确立
,

而王摩洁
、

韦应物
、

柳宗元等代表作家的产生则标志着这一流派已具备相应的规模
。

其他流派 的

情况可依此类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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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派风格是文学流派的基本标志
。

无论是系统的选择
,

还是代表作家的产生
,

其指向都是独特的流

派风格
。

流派以风格为标志
,

这一论点可能招致的质疑是
:

中国文学史上以风格为名的流派并不多见
,

而大多以其他特征命名
。

或以代表作家为名
,

如元 白诗派
、

韩孟诗派
; 或以产生时代为名

,

如永 明体
、

元

和体
、

同光体
;
或以地域为名

,

如南唐词派
、

江西诗派
、

茶陵派
、

公安派
、

竟陵派
、

临川派
、

吴江派
、

苏州派
、

浙西词派
、

常州词派
、

桐城派
、

阳湖派
、

湘乡派 ;
或以作品集为名

,

如花间词派
、

西昆派
、

江湖诗派
;
或以社

团为名
,

如前七子
、

后七子 ;
或以理论主张为名

,

如格调派
、

性灵派
、

神韵派
;
或以题材为名

,

如山水 田园诗

派
、

边塞诗派
、

历史演义派
、

英侠传奇派
、

神魔派
、

人情派等
;
或以体裁划分

,

如骄 文派
、

古文派
; 以风格命

名的
,

如豪放派
、

婉约派
、

醇雅派
、

讽刺小说
、

谴责小说等
,

在数量上不 占优势
,

而且一部分命名还受到质

疑
,

如豪放派
、

婉约派
。

对于上述现象
,

该如何解释 ?

事实上
,

风格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现象
,

作家的个性
、

作家所生活的时代
、

作家所赖以生存的人文环

境
、

作家的交游
、

作家所偏爱的体裁
,

等等
,

都对作家的风格产生影响
。

而命名的成功与否
,

取决于它在

多大程度上揭示了风格形成的主要因素
; 程度越高

,

便越合理
。

因此
,

我们对各种以其他特征命名的流

派
,

仍须着眼于其风格
。

流派统系
、

流派领袖 (或代表作家 ) 和流派风格
,

这是流派研究的三个主要层面
。

明清时代的长篇章回小说
,

划分为多少流派较为合理 ? 五四 以来的小说史研究
,

以鲁迅 《中国小说

史略》为起点
,

已大体形成了自身的学科意识
。

本文将经由对《 中国小说史略 》及其他相关成果 的考察
,

以期在对 比考量中得到较为令人满意的答案
。

鲁迅是近代以来第一个对明清章回小说作系统流派分类的学者
。

他的《中国小说史略》 自然不是一

部流派研究的专著
,

但他在考察作家作品时
,

注意阐释其统系归属
、

代表作品和基本风格特征
,

事实上开

启了流派研究的法门
。

比如
,

第二十七篇讨论
“

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
” :

《三侠五义 》及其续书
,

绘声状物
,

甚有平话 习气
。

《儿女英雄传 》亦 然
。

… … 《小五义 》序 亦

谓与《三侠五义 》皆石 玉昆原稿
,

得之其徒
,

则石 玉 昆殆 亦咸丰时说话人
,

与姜振名各专一种故

事
。

文康习闻说书
,

拟其 口 吻
,

于是《儿 女英雄传 》遂亦特有演说流风
。

是侠义 小说之在清
,

正

接话本正脉
,

固平民文学之历 七百徐年而 再兴者也
。

鲁迅将《三侠五义 》和《儿女英雄传 》归入
“

话本正脉
” ,

这种统系划分对于我们把握这一类作品的审美特

征是颇有帮助的
。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泛论晚清的白话小说时说
: “

这五十年 内的白话小说… …

可以分作南北两组
:

北方的评话小说
,

南方的讽刺小说
。

北方 的评话小说可以算是民间的文学
; 他的性

质偏向为人的方面
,

能使无数平 民听了不肯放下
;
但著书的人多半没有什么深刻的见解

,

也没有什么浓

挚的经验
。

他们有 口才
,

有技术
,

但没有学问思想
。

他们的小说只能成一种平 民的消闲文学
。

《儿女英

雄传 》
、

《七侠五义 ..)}
·

… 等书属于这一类
。

南方的讽刺小说便不同了
。

他们的著者多是文人
,

往往是有

思想有经验的文人
。

他们的小说
,

在语言的方面
,

往往不如北方小说那样漂亮 活动
; … …但思想见解的

方面
,

南方的几部重要小说都含有讽刺的作用
,

都可以算是社会问题的小说
。

他们既能为人
,

又能有我
。

《官场现形记 》
、

《老残游记 ..))
·

… 都属于这一类
。 ”
也着眼于小说的统系及与统系相关的风格特征

。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则在确定了 《三侠五义 》和《儿女英雄传 》的统系后
,

进一步 以之与同属于
“

平民文学
”

一

系的《水浒传 》对 比
,

在对比中见出其风格所在
: “ 《三侠五义 》为市井细 民写心

,

乃似较有《水浒 》徐韵
,

然

亦仅其外貌
,

而非精神
。

时去明亡已久远
,

说书之地又 为北京
,

其先又屡平内乱
,

游 民辄 以从军得功名
,

归耀其乡里
,

亦甚动野人欲羡
,

故凡侠义小说中之英雄
,

在民间每极粗豪
,

大有绿林结习
,

而终必为一大

僚隶卒
,

供使令奔走以为宠荣
,

此盖非心悦诚服
,

乐为臣仆之时不办也
。 ”
从 市井细民

“

乐为臣仆
”

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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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手
,

把握清代侠义小说
、

公案小说的风格特征
,

较胡适又深入了一层
。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所讨论的明清章回小说流派
,

计有讲史
、

神魔小说
、

人情小说 (含
“
世情书

”

和才

子佳人小说 )
、

讽刺小说
、

才学小说
、

狭邪小说
、 “

侠义小说及公案
” 、

谴责小说
。

他所确立 的流派名称
,

大

部分已被公认为经典
,

成为 20 世纪 30 年代 以来编纂小说史或中国小说概论相关部分不可或缺的依据
。

随着明清章回小说研究的逐步深人
,

学术界对鲁迅的成果也陆陆续续提出了若干商榷意见
,

这些意见虽

未必完全妥当
,

但活跃了学术氛围
,

促使我们重新检讨明清章 回小说的生存状态
,

其作用不容忽视
。

大

致说来
,

商榷意见主要在三个层面展开
:

第一个层面
,

认为《中国小说史略》中的某些流派名称与实际的流派内容不符
。

比如 《水浒传 》一脉

的统系归属问题
。

《中国小说史略 》第十四篇《元明传来之讲史 ))( 上 )重点探讨
“

罗贯中及其著作《三国演

义 》
,

《隋唐志传 》
,

《残唐五代史演义 》 , 《北宋三遂平妖传 》 ” ;
第十五篇《元明传来之讲史 ))( 下 )重点讨论

“ 《水浒传 》之四本
:

一百十五回本
,

一百 回本
,

一百二十 回本
,

七十回本
。

《荡平四大寇传 》
。

明陈忱《后水

浒传 》及清俞万春《结水浒传 》
。

明之 自开辟至两宋史事平话
。

清之统叙及订补
” 。

鲁迅将《三国志演义 》

一脉和《水浒传 》一脉均归人
“

元明传来之讲史
” ,

但在建立更具体的统系时仍分别对待
。

论《三 国志演

义 》一脉
,

强调这一类作品渊源于正史
:

明 已有荒古虞夏 (周游《开辟演义 》
,

钟惺《开碎唐虞传 》及《有夏志传 》 )
,

东西周 (《东周 列 国

志 ))(( 西周志 ))(( 四友传 }))
,

两汉 (袁宏道评《两汉演义传 )))
,

两晋 ((( 西晋演义 ))(( 东晋演义 )))
,

唐 ( 熊

钟谷《唐书演义 )))
,

宋 (尺镬斋评释《 两宋志传 》 )诸 史事平话
,

清以来或不 绝
,

且或总揽全史 ((( 二

十四 史通俗演义 》 )
,

或订补 旧 文 ( 两汉两晋隋唐等 )
,

然大抵效 《三国志演义 》而 不及
,

虽其上者
,

亦复构牵史实
,

袭用 陈言
,

故既拙于措辞
,

又颇惮于叙事
,

蔡 界《 东周列 国志读法 》云
, “

若说是正

经书
,

却毕竟是 小说样子
,

… …但要说他是小说
,

他却件件从经传上来
。 ”

本 以 美之
,

而讲史之病

亦在此
。

论《水浒传 》一脉
,

则强调这一类作品与历史和传说 中的英雄故事息息相关
:

至于叙一 时故事而特置重 于一人或数人者
,

据《梦粱录 ))( 二十 )讲史条下云
, “

有王六 大夫
,

于咸淳年间敷衍《复华篇 》及 《中兴名将传 》
,

听者纷纷
。 ”
则 亦 当隶于讲 史

。

《水浒传 》即其一
,

后

出者尤伙
。

较显者有《皇明英烈传 》
,

一名 《云合奇踪 》
,

武定侯郭勋 家所传
,

记明开 国武烈
,

而 特

扬其先祖郭英之功
;后有《真英烈传 》

,

则反其事而管之
。

有《 宋武穆 王演义 》
,

熊大木编
,

有《岳

王传演义 》
,

余应鳌编
,

又有《精忠全传 》
,

邹元标编
,

皆记宋岳飞 功绩及冤狱
; 后有《说岳全传 》

,

则就其事而演之
。

清有《女仙外史 》
,

作者吕熊 (刘 廷现 《在 园杂志 》云 )
,

述青州唐赛儿之乱
; 有

《祷机 闲评 》
,

无作者名
,

记魏忠贤客氏之恶
。

其于武勇
,

则有叙唐之 薛家 ((( 征 东征 西全传 》 )
,

宋

之杨家 (《杨 家将全传 ))) 及狄青辈 ( 《五虎平西平南传 》 ) 者
,

文意并拙
,

然盛行于里巷间
。

其他托

名故实
,

而借 以腾谤报 怨之作者亦多
,

今不 复道
。

《三国志演义 》一脉
,

学术界通常冠以
“
历史演义

”
的流派名称

,

这基本上遵循了鲁迅的用法
, “
历史演义

”

与
“

讲史
” ,

其外延与内涵均大体相近
。

而《水浒传 》一脉
,

虽然也有学者 (如郭豫适先生 )依然秉承鲁迅的

用法
,

称之为
“

讲史
” ,

但占主导地位的倾向是冠 以
“

英雄传奇
”
的流派名称

。 “

英雄传奇
”

与
“

讲史
” ,

其外

延与内涵均有相当大的歧异
,

事实上 已将《水浒传 》一脉排除在
“

讲史
”
之外

。

学术界何 以会作这样的选

择 ? 主要是考虑到流派名称应与实际的流派内容相符
。

明确地将英雄传奇与历史演义 区分开来
,

第一

人当首推郑振铎
。

他在《插 图本 中国文学史 》中专列
“

讲史与英雄传奇
”
一章

,

集中阐释 了历史演义与英

雄传奇的三个区别
:

一
、

历史演义重在演绎历史事件
,

记述朝代兴 亡
,

英雄传奇重 在描写传奇英雄的事

迹
,

渲染其勇武不凡的风采
;二

、

历史演义的主要事件和人物多有史实依据
,

英雄传奇则 以民间传说为

主
,

虽然其主要事件和人物也有一些历史的影子
;三

、

历史演义多采用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结合的写法
,

英雄传奇则 以纪传体为基本写作方式
。

郑振铎论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的区别
,

揭示 了二者在题材选择
、

艺术表达及风格方 面的差异
,

比较切合事实
,

为学术界所广泛采用
。



第 3期 陈文新等
:

关于明清章回小说流派划分的思考

另一流派名称
“

神魔小说
”

也被认为不能涵盖 《封神演义 》
、

《八仙出处东游记 》
、

《升仙传 》这类小说
,

陈辽因而另立
“

仙道小说
”
一名

。

他在《中国仙道小说新论 》一文中指 出
:

仙道 小说是 中国古 小说的特产
,

外国没有此类 小说
。

但在过去 的小说分类中
,

无论是宋人

的灵怪
、

烟粉
、

传奇
、

公案
、

朴 刀
、

杆棒
、

发迹变泰之分
,

还是鲁迅和现代学者孙楷第先 生 的讲史
、

神魔
、

人情
、

讽刺之分
,

都不涉及仙道小说
,

然而
“

灵怪
”
小说大 多写妖异变怪

,

并不 能涵 盖仙道

小说
。

而很 多仙道 小说 中又并无神魔
。

仙道小说数量众多
,

影响深远
,

自成一类
。

… …

与
“

英雄传奇
”
这一流派名称的境遇不同

, “

仙道小说
”

尚未为学术界广泛采用
。

其原因也许在于
:

流派名

称宜
“

粗
”
不宜

“

细
” ; “

神魔
”
泛指神怪题材中的正邪而言

,

狭义的
“

仙
”
虽然与

“

神
”

有别
,

狭义的
“

道
”

虽然

与
“

怪
”

有别
,

但作为广义的泛称
, “

神魔
”

是可以涵括仙道题材在内的
。

我们可以将仙道题材作为神魔小

说的一支而充分注意其特殊性
,

但不宜将之作为
“
神魔小说

”

之外的另一流派名称
。

与鲁迅商榷的第二个层面是
,

认为《中国小说史略》划分流派的标准不够统一
。

比如
, “

讲史
” 、 “

神魔

小说
” 、 “

人情小说
”

乃是依据题材而划分
, “

狭邪小说
” 、 “

侠义小说
” 、 “

公案
”
亦然

,

而
“

讽刺小说
” 、 “

谴责小

说
”

则据作品艺术表达的特色立名
, “

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
”

则着眼于作者
“

以小说见才学
”

的动机及其由

此形成的写作特点
。

浙江古籍 出版社 19 9 7 年至 1 9 9 8 年间陆续出版了
“

中国小说史丛书
” ,

其 中据题材

特点设计的四部分别为《历史小说史 》
、

《神怪小说史 》
、

《世情小说史 》
、

《侠义公案小说史 》
。

《世情小说

史》的著者向楷在绪论中讨论了 《中国小说史略》的流派分类问题
。

他指出
: “

最早接触 到世情小说精神

实质的
”

是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九篇《明之人情小说 ))( 上 )
“

描摹世态
,

见其炎凉
”

二语
, “

然而在论述

的实践中
,

《中国小说史略 》又将
`

描摹世态
’ 、 `

见其炎凉
’ ,

揭其奸弊情伪颇力的《儒林外史 》
、

《官场现形

记》
、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等小说从
`

世情书
’

中剥离出去
,

另立
`

讽刺小说
’ `

谴责小说
’

等 目
,

既见出

全书分类标准的不统一
,

更反映出其对世情小说界说的不严密和界说范围与论述实践的相分离
。 ” 〔`」 (第

2 页 )他认为
, “

从题材的角度看 问题
,

中国的小说
,

约言之可分两类
:

一 曰叙鬼神
,

写的是宗教的幻化世

界 ; 二曰记人事
,

写的是现实世界的真实生活
。

叙鬼神者
,

鲁迅称之为
`

志怪书
夕 、 `

神魔小说
’ ,

亦有人称
`

志怪
’ 、 `

神怪
’ 、 `

灵怪
’ 。

记人事者则颇为复杂
,

写军国大事的称
`

讲史
’ ,

崇英雄 的或称
`

侠义小说
’ ,

或

谓
`

英雄传奇
’ ,

重断狱的叫
`

公案
’ ,

兼断狱与英雄的则 曰
`

侠义公案
’

小说
。 ” “

世情小说应该是指那些以

描写普通男女的生活琐事
、

饮食大欲
、

恋爱婚姻
、

家庭人伦关系
、

家庭或家族兴衰历史
、

社会各阶层众生

相等为主
,

以反映社会现实 (所谓
`

世相
’
) 的小说

。

具体地说
,

世情小说应该是记人事者一类 中
`

讲史
’ 、

`

公案
’ 、 `

英雄传奇
’
(侠义 )

、 `

公案侠义
’
之外的所有其他小说的总称

,

它包括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中列

人
`

人情
, `

讽刺
, `

谴责
, `

狭邪
,

等篇 目中的诸多小说在内
。 ’

,l[ 〕 (第 2一 3页 )

《中国小说史略 》流派分类标准之不统一
,

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
,

故 向楷所说
,

并非苛论
。

但换

一个角度看
,

鲁迅这样处理也有其内在的原因
。

其一
,

《中国小说史略 》虽然也注重流派的分类
,

但它首

先是一部小说史著作
,

鲁迅更致力于揭示出小说史上新局面的展开
。

将 《儒林外史 》等另列为讽刺小说
,

将《官场现形记 》等另列为谴责小说
,

将《品花宝鉴 》等另列为狭邪小说
,

旨在给小说史的不同发展阶段立

下界碑
,

立下醒 目的标志
,

不至于以
“

人情小说
”
的流派名称掩盖各自的独特性

。

独特性是鲁迅的关注焦

点
。

其二
,

从明清章回小说的演变情形来看
,

明代的章回小说例如《三国志演义 》
、

《水浒传 》
、

《西游记 》
、

炙金瓶梅 》
,

相互之间的题材吵域甚为分明
,

而清代的章回小说如《隋唐演义 》
、

《绿野仙踪 》
、

《镜花缘 》等
,

其间的题材珍域确已相当模糊
。

《隋唐演义 》从书名看 自是一部历史演义
,

但小说的故事主体实含三个

方面
:

第一是关于单雄信
、

秦琼
、

尉迟敬德
、

罗成等英雄的故事
,

乃传统的英雄传奇题材
;
第二是关于隋场

帝的宫廷生活
。

他在那帮
“

夫人
” 、 “

美人
”

身上用情的故事实为才子佳人题材的改头换面
;
第三是关于唐

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
,

与历史演义的宗 旨较为吻合
。

《绿野仙踪 》从书名看 自是一部神魔小说
,

但小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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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于冰求仙访道为线索
,

集中展示官吏之贪残
、

儒生之迂腐
、

妓女帮 闲之可恶
、

市井细 民之窘迫
,

其故事

主体实为世态人情
。

《镜花缘 》从书名看也是一部神魔小说
,

但与《西游记 》相比
,

历险故事所 占的比重很

小
,

与《封神演义 》相比
,

作者无心将百位花仙的故事处理成为热闹平庸的神魔斗法
;李汝珍继承子部小

说 的传统
,

津津有味地在小说中展示知识和其他学问
,

视之为博物体小说才较为合适
① 。

在清代章回小

说已泯灭了题材特征的背景下
,

从其艺术表达的特征人手加以界定乃是顺理成章的事
② 。

其三
,

流派分

类的终极依据是风格
。

风格类似的若干作品聚集在一起
,

便形成了我们所说的流派
。

但风格 的把握不

及题材的把握那样较易形成共识
,

因此
,

在题材珍域分明的明代
,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以题材为依据划

分流派
; 清代的《红楼梦 》继承

“

世情书
”
和才子佳人小说 的传统

,

在题材上谨守人情小说的吵域
,

故鲁迅

仍 以
“

清之人情小说
”

冠名
; 至于《儒林外史 》和 《官场现形记 》等

,

其题材 固有与传统的人情小说相近之

处
,

但男女之间的感情纠葛在诸书中已退居末座
,

故鲁迅以艺术表达的特色冠名
,

充分突出其风格特征
;

“

狭邪小说
”

辟情场于北里
,

求佳人于倡优
,

虽为才子佳人小说翻版
,

毕竟题材重心已不在名门闺秀
,

以

“

狭邪
”

名之
,

方能显示其题材变异的轨迹
。

还有一种特殊的商榷方式
,

即撇开《中国小说史略 》关于章回小说流派分类的架构
,

另起炉灶
。

孙一珍 的《明代中长篇小说类型辨 》一文发表于《文学遗产 》 1 98 1 年第一期
。

从题材和风格着眼
,

该

文将明代 中长篇小说划分为八个流派
:

历史演义
、

英侠传奇
、

幻化神魔
、

长篇传记
、

宫闹秽史
、

状丑摹俗
、

抒写爱情
、

狠衷实录
。

历史演义小说
“
包括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 》

、

《隋唐两朝志传 》
、

《残唐五代

史 》
,

熊大木的《唐书志传 》
、

《全汉志传 》
、

《南宋志传 》
,

余邵鱼的《列 国志传 》
,

杨尔曾的《东西晋演义 》
,

徐

渭的《英烈传 》
,

甄伟的《西汉通俗演义 》
,

谢诏的《东汉十二帝通俗演义 》
,

钟惺的《有商志传 》
、

《有夏志

传 》
,

无名氏的《承运传 》 ,

吟啸主人 的《平虏传 》等
。 ” ③ 她所说 的历史演义即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所说的

“

讲史
” 。

英侠传奇
“

包括施耐庵的《水浒传 》
,

纪振伦的《杨家将通俗演义 》
,

袁锡玉的《隋史遗文 》
,

方汝浩

的《禅真逸史 》
,

无名 氏的《孙庞斗志演义 》
、

《北宋志传 》和陈忱的《后水浒传 》等
。

鲁迅先生曾将 《水浒传 》

归为讲史类
。

其实
,

这类小说完全不同于历史演义小说
。 ”

她所说的英侠传奇 即郑振铎所说的英雄传奇
,

但措辞更准确一些
。

幻化神魔小说包括
“

罗贯中的《三遂平妖传 》
,

吴承恩的《西游记 》
,

吴元泰的《上洞八

仙传 》
,

余象斗的《五显灵官大帝华光天王传 》和《北方真武玄天上帝出身志传 》
,

邓志漠的《晋代许族阳得

道擒蛟铁树记 》
、

《唐代吕祖纯 阳得道飞剑记 》
、

《五代萨真人咒枣记 》
,

许仲琳的《封神演义 》
,

朱名世的《牛

郎织女传 》
,

杨尔曾的《韩湘子全传 》
,

沈孟样的《钱塘渔隐济颠禅师语录》
,

罗悬登的《三宝太监西洋通俗

演义 》 ,

方汝浩的《扫魅敦伦东度记 》
,

朱闻泰的《达摩出身传灯传 》
,

无名 氏的《钟馗全传 》
、

《开辟演义 》等

等
。 ”

她所说的幻化神魔小说即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所说的神魔小说
、

孙楷第 《中国通俗小说书 目》所说

的
“

灵怪
” 。

长篇传记
“

包括孙高亮的《于少保萃忠全传 》
,

熊大木 的《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 》附会纂 《宋岳

鄂武穆精忠后集 ))( 也称 《大宋中兴通俗演义 》附《精忠录 》或《大宋 中兴岳王传 》 )
,

邹元标的《岳武穆精忠

传 》
,

陆云龙的《辽海丹忠录 》等
。 ”
这一类作品

,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 》归人
“

讲史
”
中的《水浒传 》一脉

,

一部

分小说史著作如齐裕馄著《中国历史小说通史 》一方面认为这类作品
“

类似英雄传奇小说
” ,

另一方面认

为这类作品
“

仍然以史书为写作的主要依据
” ,

将之归人历史小说的范畴 2j[ (第 19 4 页 )
。

抒写爱情类以才

子佳人小说为主
。

但孙一珍所说的才子佳人小说
,

既包括《吴江雪 》
、

《玉娇梨 》
、

《好述传 》这类篇幅在 20

回左右的白话小说
,

也包括《钟情丽集 》
、

《怀春雅集 》
、

《申厚卿娇红传 》
、

《白演源三妙传 》
、

《寻芳雅集 》
、

《龙会兰池全录 》
、

《李生六一天缘 》
、

《祁生天缘奇遇 》等不分章回
、

篇幅在三万字左右的文言作品
。

《吴江

雪 》等在 《中国小说史略》中归入《明之人情小说 ))( 下 )
“

才子佳人小说者流
” ; 《钟情丽集 》一般被称为中篇

传奇小说
,

不属于章回小说范围
,

也不属于白话小说范围
。

宫闹秽史包括
“

艳艳生的《昭阳趣史 》
,

徐昌龄

的《如意君传 》
,

齐东野人 的《隋场帝艳史 》 ,

长安道人国清编次的《警世 阴阳梦 》
,

无名 氏的 《祷机 闲评 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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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

其中
,

《昭阳趣史 》
、

《如意君传 》通常被归人艳情小说或淫秽小说
,

《隋场帝艳史 》通常被归人历史演

义
,

《警世阴阳梦 》
、

《祷机闲评 》通常被视为时事小说或纳人广义的历史小说范畴
。

状丑摹俗类包括
“

笑

笑生的《金瓶梅词话 》
,

西湖心月主人的《醋葫芦 》
,

西周生的《醒世姻缘传 》” 等
。

这类作品
,

鲁迅 《中国小

说史略》称为
“

世情书
” ,

系
“

人情小说
”
的一支 (另一支为才子佳人小说 )

。

鲁迅的界定一直为学术界所沿

用
。

狠裘实录包括
“

吕天成的《绣榻野史 》 ,

无名氏的《浪史 》
,

芙蓉主人的《痴婆子 》” 等
。

这类作品
,

通常

被视为艳情小说或淫秽小说
,

乃
“

世情书
”

的末流
。

考察孙一珍先生的流派分类
,

我们认为
,

宫闹秽史
、

状丑摹俗
、

抒写爱情
、

狠裹实录四类大体属于人

情小说的范畴
,

其中只有宫闹秽史类的《隋场帝艳史 》
、

《警世阴阳梦 》
、

《祷机闲评 》和抒写爱情类的中篇

传奇需要排除在外
; 《隋场帝艳史 》等三部长篇可以归人历史小说或泛历史小说 (时事小说 )

。

中篇传奇

小说在体制上并非章回小说
,

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围
。

长篇传记的一部分可归人历史演义
,

一部分可归

人英侠传奇
。

根据流派归类宜粗不宜细的原则
,

划分为四类便于操作
,

也符合约定俗成 的惯例
。

这四类

是
:

历史演义小说
、

英侠传奇小说
、

神魔小说
、

人情小说
。

至于清代章 回小说
,

一部分仍可根据其题材特

征分别划归上述四个流派
,

但另外一部分作品
,

如《儒林外史 》
、

《野史 曝言 》
、

《蝉史 》
、

《燕山外史 》
、

《镜花

缘 》等
,

则不宜按同一方式处理
。

后一类小说
,

其宗 旨不在塑造人物
、

编织情节
,

而是借人物
、

情节为工

具
,

以表现作者的识 (如《儒林外史 )))
、

才 (如《蝉史 》
、

《燕山外史 》 )
、

学 (如《野史曝言 》
、

《镜花缘 》 )
,

即以思

想为小说
,

以才藻为小说
,

以学问为小说
。

它们在写法上与明代章 回小说的差异
,

类似于宋诗与唐诗的

差异
,

必须按照其艺术表达的特征另立流派名称
。

在 目前尚无更好选择的情况下
,

采取鲁迅 《 中国小说

史略 》的界定
,

用讽刺小说
、

才学小说二名
,

大体是合理的
。

韩伟《中国古典小说的分类 》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分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

一是志怪神魔小说
,

二是英

雄传奇小说
,

三是社会人情小说
。

志怪神魔小说以变幻莫测的浪漫主义手法为特点
,

它的作品从古代神

话开始
,

到中古的志怪
,

再到具有宗教色彩或理想主义的明清作品
,

体现 了人们对新生活的追求和对未

来世界的向往
。

英雄传奇小说多以历史故事为题材
,

兼有夸张想象和注重真实的两面特点
,

它随讲唱文

学的讲史话本而发展
,

至明清已是巨制大作纷呈
,

无数光辉的理想英雄形象
,

体现着人们的政治倾向和

英雄史观
。

与前两者相比较
,

社会人情小说则重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
,

以浓重的现实主义笔墨见长
。

考察韩伟的小说分类
,

如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比照
,

不难看出
, “

志怪神魔小说
”

大体与
“

神魔小

说
”

对应
, “

英雄传奇小说
”

大体与
“

讲史
”
对应

, “

社会人情小说
”

则包容了
“

世情书
” 、 “

讽刺小说
”
和

“

谴责

小说
” 。

其涵盖面颇宽
,

显示出以简驭繁的长处
,

但也留下了两点遗憾
:

一
、

以
“

英雄传奇小说
”

指称《三国

志演义 》和《水浒传 》所代表的两类作品
,

模糊了相互之间的吵域 ; 二
、 “

以小说见才学
”
的《镜花缘 》等作品

以及狭邪小说被排除在视野之外
。

这样看来
,

其分类颇嫌笼统
,

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

释
:

参见陈文新 《 < 镜花缘 >
:

中国第一部长篇博物体小说 》
,

《明清小说研究 》1 9 9 9 年第 2 期
。

更有甚者
,

清代另有一部分章回小说
,

例如夏敬渠《野雯曝言 》
、

屠绅《蝉史》
、

陈球《燕山外史 》
、

李汝珍《镜花缘 》
,

即鲁

迅《 中国小说史略 》第二十五篇 《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 》所列举的代表作品
,

它们与明代章回小说在创作路向上的差

异之大
,

几乎类似于宋诗与唐诗的差异
。

唐
、

宋诗的差异
,

首先表现为唐诗注重意象的自然呈现
,

而宋诗注重说明和演绎
,

唐诗注重感悟
,

宋诗注重思理
。

这一区别是如何产生的呢 ? 回顾唐诗的历程
,

我们发现
:

唐代诗人在开拓疆土的过程中
,

目光一 直集中于新 的题材

的发现和使用
。

初
、

盛唐诗人的题材领域至为宽阔
,

凡汉魏诗人写过的题材
,

他们几乎 没有遗漏地继承 了下来
,

其间

没有明确的题材重点
;
至中唐

,

以大历诗人为代表
,

集中于 山水题材的开拓
,

将王
、

孟一脉发扬光大
;
晚唐诗人如李商

隐
、

温庭摘
、

韩握等
,

则又致力 于艳情题材的开垦
,

与宫体诗一脉相承
。

艳情题材被大量使用
,

表明新题材的发现和

使用 已没有徐地
,

诗人们必须另辟路径
,

才能有所创造
。

这一状况提示宋人
,

如果他们不想自立于诗人之林则已
,

倘

若还有这样的抱负
,

那就不能凭藉新题材与唐人 争胜
,

因为所有的题材都被唐人 用心地写过 了
;
他们必须换一种写

法
,

换一种与唐人迥 异的写法
,

才能与唐人一较高低
。

宋人以议论为诗
,

以才学为诗
,

正是长期探索的产物
。

所谓以

注①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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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为诗
,

以才学为诗
,

即以文为诗
,

即用写古文的手法来写诗
。

宋诗的风貌之所以不同于唐人
,

原 因在此
。

清代章回小说作者的处境
,

与宋人颇为相似
。

历史
、

豪侠
、

神魔
、

人情
,

主要的题材都被明人写过并且写 出了出色的

作品
,

清人如果试图展开新的局面
,

可供一试的路数大致有 三
:

一
、

以明人尚未大量使用的题材为写作重点
,

如才子

佳人故事
、

公案故事 ;二
、

将明人单独使用的题材合并在一起使用
,

即将历史
、

豪侠
、

神魔
、

人情等融合在一起
,

如 《隋

唐演义 》
、

《绿野仙踪》
、

《儿女英雄传 》等 ;三
、

换一种写法
,

换一种与明人迥异的写法
。

明人 以曲折的情节
、

生动的人

物见长
,

一部分清代作家则试图以思 想见长 (如《儒林外史 )))
、

以博学见长 (如《野史曝言 》
、

《镜花缘 )))
、

以才藻见 长

(如《禅史 》
、

《燕山外史 )))
,

概括地说
,

以才
、

学
、

识见长
。

这三种路数
,

前两种仍可根据其题材来划分流派归属
,

而第

三种
,

由于它在写法上别出一径
,

只能另立流派名目
:

鲁迅名《儒林外史 》为讽刺小说
,

名《镜 花缘 》为才学小说
,

即旨

在把握住这几部作品的基本特征
。

它们与明代章回小说不属于同一路数
,

也不能按同样 的标 准来确定其流派归属
。

③ 孙一珍原注
: “
此部小说具有较强时事性

,

从写法上近似历史演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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