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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国文学

洋务运动与近代小说理论批评的新变

刘 良 明

( 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
,

湖北 武汉 4 3 0 0 7 2)

[作者简介〕 刘良明 ( 19 4 6
一

)
,

男
,

湖北武汉人
,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

主要

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

[摘 要 ]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

洋务运动兴起
。

清政府建立 外交机构
; 开办同文馆 ; 派遣 留

学生 ; 兴办机器制造工业 ;设 立译书局翻译西书 ; … … 当时的这些重大政策调整和举措
,

导致人

们的思想观念发生很大变化
; 由卑洋

、

拒洋
,

转而 学洋
、

通洋
。

其 时创办的众多报刊又对文学作

品 (包括雅俗共赏的小说 )产生广泛 需求
。

于是
,

此前仍保 留着古代传 统面貌的小说理 论批评

发生新变化
,

开始 引进
、

借鉴西方小说理论
。

[ 关 键 词 二洋务运动
; 近代文学

; 小说理 论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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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学者李达早在 70 余年前就曾经指出
,

中国社会经过洋务运动
, “

就开始踏人产业革命的过程
,

渐次脱去封建的外衣
,

而向着近代社会方面运动了
”
lj[ (第 39 2 页 )

,

此后还有历史学家肯定了洋务运动堪

称近代中国科学文化启蒙运动
。

当今史学界更视洋务运动为近代中国社会进步的阶梯之一
。

同样
,

近

代的小说理论自鸦片战争后至洋务运动以前
,

与此前的小说理论批评相 比变化并不大
,

而从洋务运动以

后
,

则发生了明显的新变化
。

只是 目前 中国文学批评史界通行的观点认为
, “
中国近代小说的理论和创

作
,

大致以戊戌变法为界
,

可分为前后两期
。 ’

,2[ 〕 (第 4 98 页 )对此
,

笔者略有不同看法
。

笔者认为
, “

把近代

前期的小说理论批评再细分为 1 8 4。 至 1 8 6。 年的第一阶段 (或近代初期 ) 和 18 6 1 至 1 8 9 8 年的第二阶段

(或近代中期 )更合于历史实际
。 ” “

近代初期的小说理论批评大体上还保留着古代传统小说理论批评的

面貌
,

改变不大
。

近代中期则开始受到外来影响
,

逐渐更新
。 ”

闭 (第 71 页 )显然
,

把近代前期小说理论批

评细分为初期和中期的主要根据就是洋务运动前后小说理论批评所具有的不同特点
。

关于近代初期小说理论批评保留古代传统小说理论批评的状况及其形成原因
,

此处略而不论
。

本

文着重探讨洋务运动以后发生的新变化
。

洋务运动的开端
,

当以设立
“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

为标志
。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
,

英法联军侵略者以武

力威胁
,

强迫清政府先后订立了《天津条约 》和 《北京条约 》
,

其中首次有允许外国公使驻北京
,

用平等礼

节等条款
。

这是清代外交史上的一个重大改变
。

盖因清政府为了保持
“

天朝
”
的尊严

,

历来拒绝外国使

节常驻北京
,

并坚持外国使节朝见清帝或政府大员时
,

须行跪拜礼仪
。

立约后这个禁例被打破
,

外交事

务日渐繁多
。

咸丰十年十二月 ( 18 6 1 年 1月 )
,

恭亲王奕祈
、

大学士桂 良
、

户部左侍郎文祥上奏设立
“
总

理各国事务衙门
” ,

总理衙门下设南北洋通商大臣分驻南京与天津
,

专管外交
。

这是清政府当局在西方

列强的胁迫下所作的一个重大举措
。

收稿 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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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外交事务的 日益增多
,

对于外交人才需求也 日益增长
。

而当时 中国通晓外国语言文字的人才

极为缺乏
`

于是与设立总理衙 门的同时
,

奕祈等奏请开办同文馆
,

挑选八旗十三 四岁以下 的少年学习

英
、

法等外 国语言文字
,

学成后办理外交事务
。

稍后江苏巡抚李鸿章 以上海 口 岸交涉事件甚多
,

势不能

以八旗学生兼顾为由
,

请照北京同文馆例
,

在上海添设广方言馆
,

此后又援例在广州添设 同文馆
,

培养承

办洋务人才
。

清政府 的这一系列重大政策调整
,

必然对当时社会各 阶层的心理及行为起到重要的导 向作用
。

因

为
“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

这就是说
,

一个阶级是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物质

力量
,

同时也是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
。 ”
叫 (第 52 页 ) 中国古代也早有

“

政不 由王 出
,

则不得为政
”

的

说法 ((( 春秋公羊传
·

隐公元年 》
,

东汉何休解话 )
。

在洋务运动以前
,

人们都视洋人 ( 当时称为
“

夷人
”
)为

未开化的野蛮人
。 “
在对外关系方面

,

十九世纪初期的中国国家和社会仍然认为 自己是东亚文明的中

心
,

它和周围非中国人 的关系是假定以中国为中心 的优越感这一神话 为前提的
。 ”
圈 (第 33 页 )人们耻于

和夷人打交道
,

更不愿意学习夷人的任何东西
。

在这方面
,

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王韬年轻时的遭遇与心

态颇具代表性
。

1 8 4 8 年
,

20 岁的王韬还坚信
“

华尊夷卑
” ,

他曾写信责备一位因家贫到上海洋人处工作

的友人
,

谓夷人
“

自议款通商 (按
:

指经过第一次鸦片战争订立《南京条约 》后 ) 以来
,

包藏祸心
,

… … 非伊

朝夕
,

足下其巢幕之燕乎 ?
”

劝友人
“

弹长侠以归来
,

谢知音于海上
,

尚不失为佳土耳
。 ”
困 (第 4 页 )然而令

王氏难堪的是
,

此后仅一年
,

他本人也因生计所迫
,

不得不到英国传教士麦都斯 主持的上海墨海书馆工

作
。

为此
,

他同样受到亲友如妻兄杨醒道等人的非议
,

有的朋友甚至与他绝交
。

他本人也愧悔交加
。

直

到 1 8 5 9 年
,

王氏已居沪十年
,

接触洋人甚久
,

但仍在 给友人的信中强调
“

然识者以 为中外异治
,

民俗异

宜
,

强弱异势
,

刚柔异性
,

溃夷夏之大防
,

为民心之秀贼
,

其害有不可胜 言者矣
’

心〕 (第 2 6 页 )此后
,

王韬为

了寻求个人 出路
,

上书太平天国苏福省官员
,

事为清廷所知
,

遭到通缉追捕
,

不得不先在英国驻上海领事

馆内躲避
,

而后在英人庇护下逃往香港
,

与英人合作翻译中国古代经籍
。

他的这种完全与洋人合作的经

历当然有其特殊性
,

然而
,

也实可视为时势变迁 的缩影
。

而他后来的一段议论则揭明了实行洋务运动的

政策调整对当时社会的重大影响
: “

时在咸丰初元
,

国家方讳言洋务
,

… … 不谓不及十年
,

而其局大变也
。

今则几于人人皆知洋务矣
。

凡属洋务人员
,

例可获优缺
,

摧高官
,

而每为上游所器重
,

侧席咨求
。

其在同

僚中
,

亦以识洋务为荣
,

嚣嚣然 自鸣得意
。

于是钻营奔竞
,

几以洋务为终南捷径
。 ” 〔7口(卷二 )

。

这种观念的改变也反映在近代小说作品中
。

如曾朴年轻时曾在 同文馆学 习法文
,

他所作《孽海花 》

第二回写金沟 (原型为洪钧 ) 同治戊辰 ( 1 8 68 年 ) 中状元后
,

冯桂芬 ( 用原型本名 ) 对他说
: “

雯青
,

… … 我

看现在读书
,

最好能通外国语言文字
,

晓得他所 以富强的缘故
,

一切声
、

光
、

化
、

电的学问
,

轮船
、

枪炮的制

造
,

一件件都要学会他
,

那才算得个经济 ! 我却晓得去年三月
,

京里开了同文馆
,

考取聪俊子弟
,

学习推

步及各国语言
。

… … 闻得近来同文馆学生
,

人人叫他洋翰林
,

洋举人呢
。 ”

同书第三 回叙述金沟受时人议

论影响
, “

想道
, `

我虽中个状元
,

自以为名满天下
,

那晓得到了此地
,

听着许多海外学问
,

真是梦想没有到

哩 ! 从今看来
,

那科名鼎 甲是靠不住的
,

总要学些西法
,

识些洋务
,

派人总理衙 门当一个 差
,

才能够有 出

息哩 ! ”
,

历来读书人认为最风光
, “

大魁天下
”
的状元

,

到了洋务运动盛行之时
,

也为时风所扇
,

向往洋务
,

由此也可见 当时社会风气之一般了
。

如果说冯桂芬
、

王韬等人是先知先觉的思想家
,

他们 的叙述和议论未必能代表一般常人的见解
,

而

《孽海花》之类小说作品又未免有夸饰失实之处
,

那么我们可以再来看看一位普通士人的著作
,

或许他能

更为客观地记述当时的社会状况
。

清人毛祥麟
,

字瑞文
,

号对 山
,

监生
,

曾官浙江候补盐大使
。

其生卒年

史无明文记载
,

据其所作《墨余录 》中提供的资料推算
,

他大约生于 18 1 5 年前后
。

毛氏原籍苏州
,

至祖父

时始迁居上海
。

《墨余录》是毛氏所作的一本笔记
,

全书十六卷
,

初刊于同治庚午年 ( 18 7。 )
,

其中所述 内

容不少是关于洋务运动初起的十年间
,

上海社会状况的各个方 面
。

如卷之一 《广方言馆 》条详细叙述 了

上海广方言馆的创建过程
、

招生人数
、

课程设置
、

教学方式以及学生三年期 满后 的去向
、

待遇等
,

有着重

要的史料价值
。

又如卷之八 《西商租地 》条言及上海租界 的起始
, “

我邑西商之租地也
,

始于道光 壬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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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42 年 )
,

而盛于咸丰庚申 ( 1 8 60 年 )
。 ”

表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订立了南京条约
,

开放五 口通商
,

始有洋

人租地造屋之举
。

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订立了北京条约
,

英
、

法
、

美等国租地更多
。

文 中还述及租界内

的畸形
“

繁荣
”
现象

: “

富商巨贾
,

于是集焉
,

而市斯盛地
。 ” “

南北地广十余里
,

洋房联络
,

金碧万状
。

其间

里巷纷纭
,

行人如蚁
。

华 民多设肆于 中
,

铺户鳞 比
,

百货 山积
。 ” “

戏馆大小三四十处
,

箫鼓喧 闻
,

夜 以继

日 ; 妓院则无地无之
,

更有花烟间
,

及广东流娟
,

密如栉 比
。 ”

甚至租界当时已成为罪恶的根源
: “ … … 或私

设赌场
,

窝藏匪类
,

以租界为通逃渊蔽
。 ”
洋人不仅在租界内为所欲为

,

而且在社会 生活各个领域的影响

都 日渐扩大
。

《墨余录 》卷三《西商异物 》条
,

卷之十《北城观西戏记 》
、

卷十一 《亚美利加小鸟 》等条还叙述

了当时刚传人的西医
、

西洋魔术及西洋的奇禽异物
,

表明当时西洋文化的传播 日渐广泛
,

中土人士与西

洋人士的交流 日益增进
。

该书卷十六还 以整整一卷的篇幅专 门记载当时的科学技术的新成果
。

其中

《机器局 》条记叙
, “

同治丙寅 ( 1 8 6 6 年 )秋
,

李少荃 (鸿章 ) 中承购办泰西机器
,

仿其制度
,

创局铸造枪炮
。 ”

是即后来称为江南制造总局的机器局
。

《志泰西机器 》条共三十一则
,

全部取材于美 国传教士丁题 良所

辑《格物入门》
,

介绍 了蒸汽机
、

纺织机
、

轮船
、

潜水艇
、

火车
、

电灯
、

电报等新兴的科学技术
,

其中有的当时

尚未传人中国
。

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

作者不再以这些西方的事物为
“

奇技淫巧
”

而鄙薄
、

仇视它们
,

而是以肯定欣赏的笔调描述了这些技术 (器物 ) 的发明与作用
。

如文中述轮船
“

一周时可行千五百里
,

亦

快矣哉 !
”

又谓风雨表
“

能度量天气轻重
,

以定阴晴
” 。 “

今地势隆洼
,

相 去甚远
,

知天气即由是分高下
,

故

必神明其用
,

斯无不准耳 !’’ 这些资料表明由于洋务运动的推行
,

当时人们的知识结构
、

思想观念都发生

了重大变化
。

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们不仅
“

师夷长技
” ,

开办新型机器制造企业
,

其 中有名的如前述李鸿章在上海开

办的江南制造总局
,

左宗棠在福建马尾开办的福建船政局等
,

而且为了深人了解西洋各国国情及先进科

学技术
,

他们还主张推广同文馆
,

或在通商大邑设立翻译机构
,

让学生学习西学
,

并集中力量翻译西书
,

介绍西学
。

翻译西书并不始于洋务派
,

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
, “

林则徐自去岁至粤
,

日日使人刺探西

事
,

翻译西书
,

又购其新闻纸
。 ”

(魏源《圣武记 ))) 但后来因为他被清廷解职
,

未能终其事
。

洋务运动以前
,

王韬也在上海墨海书馆协助英国传教士麦都思
、

艾约瑟
、

伟烈亚力等人翻译过西方书籍
。

除《圣经 》外
,

他们还译出了《格致新学提要 》
、

《光学图说 》
、

《重学浅说 》
、

《华英通商事略 》和《西 国天学源流 》等书
。

这

些书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包括算学
、

化学
、

重学
、

光学
、

声学
、

地学
、

矿学
、

天文学
、

机械学
、

医学等等在内的

近代西方科学技术的新发展
,

成为洋务运动翻译西书的先导
。

对普及近代西方科学技术起到单路蓝缕

的作用
。

洋务运动展开以后
,

洋务派对翻译西书更加重视
。

如 1 8 6 9 年在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内设立翻译局
,

聘请英国人伟烈亚力
、

傅兰雅
、

美国人林乐知等从事西书翻译
。

至今我 国通用的不少科学名词术语
,

就

是那时确定
,

沿用至今的
。

当然
,

洋务派译书的直接 目的在于富国强兵
,

因此
,

开头所译 西书 以声
、

光
、

电
、

化
、

天文
、

地理
、

兵器
、

机械等内容为主
,

如《西艺知新 》
、

《化学鉴原 》
、

《代数术 》等
。

有如郑观应认为学

习西方的
“

格致
,

制造等学
,

其本也
;
语言文学

,

其末也
。 ”

((( 盛时危言》 )但随着译书队伍的逐渐扩大
,

所译

书籍的内容也 日益广泛
,

由自然科学渐次及于历史
、

法律
、

商务乃至文学艺术
。

为了直接了解外国的山川形势
,

风土人情
,

18 6 6 年
,

奕祈奏请派员携 同文馆学生随返英休假的总税

务司赫德赴英游历
。

赫德的文案斌椿率同文馆学生一行五人
,

此次共游历了 n 个国家
,

行程九万余里
,

为清政府派出的第一批赴欧考察人员
。

斌椿返国后
,

著有 《乘搓笔记 》
、

《海国胜游草 》
、

《天外归帆草 》等

诗文
,

如实记述了各国的水陆里程
、

生活习俗等情况
。

这些著作当时就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
。

前述毛祥

麟《墨余录 》卷之三以相当多的篇幅摘录了《乘搓笔记 》的主要内容
。

同时
,

清廷还规定驻外使节平 日皆

须详细记载驻在国的政治
、

经济
、

社会 民情风俗等多方面的情况
。

这些驻外官员 的记载 内容广泛
,

也 由

自然科学逐渐及于社会科学与语言文学
。

同文馆
、

广方言馆的学生专门学 习外语
,

了解外 国
,

对 当时的社会 意识影响甚大
。

此外
,

早在 1 8 4 7

年就随美国传教士布朗赴美 国留学 的容 阂于 1 8 5 5 年学成归国后
,

1 8 6 3 年应 曾国藩之邀投人这位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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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派人物幕中
。

他在为曾国藩赴美采购大批机器
,

充实江南制造总局后
,

取得了曾国藩
、

李鸿章等洋

务派大员的信任
。

在他的极力推动下
,

1 8 7 2 年 8 月
,

近代第一批中国官派的留学生— 30 名 15 岁左右

的少年由他和另一些官员带领赴美国留学
,

开始了直接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的风气
。

而且 4 年之中
,

每

年一批
,

积累起来
,

数量可观
。

此前
, “
闽

、

粤
、

宁波子弟亦时有赴洋学习者
”
( 《筹 办夷务始末 》同治朝 )

。

此后
,

留学人数更多
。

他们不同于传统封建社会里的士子
,

成为新时代的开拓者
,

为国人输人 了新知识

和新观念
。

留学生中有些人从事文学翻译
,

将外 国的优秀文学作品介绍到国内来
,

如曾留学英 国的伍光

建先生就用简洁明快的白话翻译了大仲马的 《侠隐记 ))( 现通常译为《三个火枪手 ))) 等诸多外国小说作

品
。

林纤翻译作品中最著名的小说《 巴黎茶花女遗事 》也是他和从法国归来的王寿昌合作完成的
。

两次鸦片战争以后
,

外 国人在中国创办了多种中文报刊
。

为 了吸引读者
,

报纸也刊发文学作 品
; 报

馆还出版发行文学刊物
。

如同治十一年 ( 1 8 7 2) 春
,

英国商人美查在上海创办《申报 》
,

同时创刊文学月刊

《浪寰琐记 》
。

《申报 》创刊不久
,

就发表了英国小说家斯威夫特所作 《格列佛游记 》中
“

小人 国
”
部分的译

文《谈派小录》和美国小说家欧文的《瑞普
·

凡
·

温克尔 》的译文《一睡七十年 》
。

《派寰琐记 》月刊上则连

续刊载了署名盆勺居士翻译 的英 国作家利顿的长篇小说《夜与晨 》前半部的译文《听夕闲谈 》
。

译者为此

书写的《听夕闲谈小序 》
、

《听夕闲谈总跋 》等文标志着近代前期小说理论批评第二 阶段的到来
。

虽然在

序文里作者 回顾的小说发展仍是中国古代 的一贯说法
: “

小说之起
,

由来久矣
。

《虞初 》九百
,

杂说之权

舆 ; 《唐代丛书 》
,

琐记之滥筋
, ·

一
”

他对小说作用的认识也仍是可为人们
“

启发 良心
,

惩创逸志
” , “

明于

庶物
,

察于人伦
”
之

“

大助
” ,

这些都沿袭了传统小说理论批评 的观点
。

但是
,

蚕勺居士也在序文里指 出
:

“

今西国名士
,

撰成此书
,

务使富者不得沽名
,

善者不必钓誉
,

真君子神彩如生
,

伪君子神情毕露
,

此则所

谓铸鼎象物者也
,

此则所谓照诸然犀者也
。

因逐节翻译之
,

成为华字小说
,

书名 《听夕 闲谈 》
,

陆续 附刊
,

其所以广中士之见闻
,

所以记欧洲之风俗者
,

犹其浅焉者也
。 ”
文中明确要求引进

“

西国名士
”
的著作

“

广

中士见闻
” ,

开阔人们认识世界的视野
,

其 中当然也包含
“

西国名士
”

关于小说的理论见解
。

如与序文发

表同时
,

刊载于《申报 》 ( 1 8 7 3 年 1 月 4 日 ) 的《新译英 国小说 》 (系新书广告
,

未署作者
,

有的研究者以为

亦兹勺居士所作 )也说
: “
据西人云

,

伊之小说
,

大足以怡悦性情
,

惩劝风俗
。 ”

直接借鉴了西方小说理论的

成果
。

序文 中
“

谁谓小说为小道哉 ?
”
的洁难更一反传统看法

,

实为此后提高小说地位 的先声
。

从 此
,

译

介西方小说成为一时风气
,

金勺居士等人开创之功
,

诚不可没
。

洋务运动以后
,

由于以上诸多因素共 同作用的结果
,

翻译小说逐渐增多
。

较前述蠢勺居士译作 《听

夕闲谈 》稍后
,

18 8 2 年
,

画图新报馆印行了翻译小说《安乐家 》
。

18 8 8 年
,

天津时报馆印行 了张赤 山编选

的《海 国妙喻 》 ((( 伊索寓言 )))
。

1 8 9 4 年
,

上海广学会刊行了美 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节译 的《百年一觉 》
,

该

书是美国小说家毕拉密 ( E d w ar d B e n a m y
.

1 8 5 0一 1 8 9 8
,

今通译贝拉米 ) 的空想社会 主义政治小说作品
。

在李提摩太之前
,

已有署名析津所译此书在 1 8 9 1 年底至 1 8 9 2 年初的《万国公报 》上发表
,

不过由于李提

摩太名气较大
,

故其译本影响较为深远
。

1 8 9 6 年
,

上海 《时务报 》发表了张坤德所译 4 篇福尔摩斯探案
,

这是英国小说家柯南道尔 ( 1 8 5 9一 1 9 3 0) 的作品
。

当时柯南道尔在英国迈入文坛未久
,

中国出版他的译

作
,

在当时各国中是较早的
。

1 8 9 8 年夏
,

林纤的一位从法国归来
,

通晓法语的朋友王寿昌邀他共同翻译

《巴黎茶花女遗事 》
。

开头
,

他尚未应允
,

后为友人热情所感
,

终 由王寿昌口述原书内容
,

林纤笔录成文共

同翻译完成了这部杰作
。

该书于次年 ( 18 9 9 年 )正月在福州刻版印行
,

立即引起人们注意
。

当时影响巨

大的上海《时务报 》经理汪康年见到后十分喜爱
,

商得林纤的同意又于 当年夏天以素隐书屋名义铅 印重

版了此书
。

此本 印行后
,

流传更为广泛
,

为林纤作传的近代著名诗论家陈衍称其为
“

中国人见所未见
,

不

胫走万本
。 ”

(《福建通志
·

文苑传
·

林纤传 ))) 当时与林纤齐名的另一位著名翻译家严复更赋诗赞之曰
:

“

可怜一卷《茶花女 》
,

断尽支那荡子肠
。 ”

((( 甲辰出都呈同里诸公 》 )
。

这部译作的出现
,

改变 了中国知识

分子轻视西方文学的传统
,

使人们在看重西方的坚船利炮之后
,

对他们的文学作品也刮 目相看了
。

由于西方小说作品以及小说观念的影响
,

人们对于小说的看法也发生 了重大的改变
。

至 18 9 7 年
,

严复
、

夏曾佑为天津《国闻报 》所作 《本馆附印说部缘起 》一文中
,

议论所及
,

除了中国古代 的许多历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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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

小说作品外
,

也涉及了很多外国的历史事件与小说作品
,

表明西方传入小说作 品的影响也与中国古

代的小说作品一样深人人心
。

文章结尾写道
: “
本馆同志

,

知其若此
,

且闻欧美东稼
,

其开化之时
,

往往得

小说之助
。

是以不惮辛勤
,

广为采辑
,

附纸分送
。

或译诸大赢之外
,

或扶其孤本之微
。

文章事实
,

万有不

同
,

不能预拟
。

而本原之地
,

宗旨所存
,

则在乎使民开化
。

自以为亦愚公之一备
,

精卫之一石也
。 ”

明确表

示要借鉴近代欧美东流的做法
,

以小说作为开化民智
、

变法图强的工具
。

总上所述
,

从 1 8 6 1 年以后
,

即近代前期第二阶段或近代中期里
,

由于洋务运动的兴起
,

人们 的思想

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
,

由卑洋
、

拒洋转而学洋
、

通洋 ; 洋务派倡导翻译西书
,

使得人们 了解外部世界有了

可能
,

其中
,

翻译 的西洋文学作品 (包括小说 )更为人们提供了参照
、

借鉴的直接对象
;而当时创办的如雨

后春笋般的报刊则产生了对文学作品 (包括通俗易懂
、

雅俗共赏的小说 ) 的广泛需求
。

于是
,

以蠢勺居士

为代表的译介欧美西籍小说的人们也开始崛起
,

逐渐成为一个影响 日益扩大的小说理论批评派别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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