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

卷第
!

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

'$&!

()*)

年
+

月
,$-./0%$12345-0/'$.60%7/389.:3;

<

!

2$430%2439/49:=>3;3$/

"

?0

<

#

()*)

清初小说对古文的渗透!

以小说为古文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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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清初!由于小说持续发展!主流与非主流的文人皆对小说持有较为包容的态度!因此小说向古文的渗
透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态势"这种渗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清初的一些古文名家如侯方域#魏禧等在理论上
承认虚构的合理性!重视细节的描写!其古文创作论在一定程度上趋同于小说创作论$其二!在创作实践上!不少文
人好以小说为古文辞!即将小说的旨趣与笔法注入古文的写作中"清中叶兴盛的桐城派立足于'整肃(散文!这使
得以小说为古文辞的现象逐渐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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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小说产生伊始#小说与古文虽然关系颇深#但
对彼此的影响并不对等%古文具有正统文学的地
位#小说作者或评论者往往会从古文尤其是史传散
文处汲取养料.至于小说#则向来被视为)小道末
技*#对古文产生的影响十分有限%到了清初!顺治(

康熙二朝"#这种不对等的关系被打破了-小说向古
文的渗透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态势#清初的一些古文
家纷纷)以小说为古文辞*%关于这个现象#从清初
古文家汪琬的一段话中可以管窥-)小说家与史家
异%古文辞之有传也#记事也#此即史家之体也55

至于今日#则遂以小说为古文辞矣%太史公曰-6其
文不雅驯#搢绅先生难言之%3夫以小说为古文辞#其
得谓之雅驯乎4 既非雅驯#则其归也#亦流为俗学而
已矣%夜与武曾论朝宗+马伶传,(于一+汤琵琶传,#

不胜叹息%*

&

*

'

"CG朝宗即侯方域#于一即王猷定#二人

作为清初的古文名家#皆好以小说为古文辞#尽管汪
琬对此深表不满#但他的这段话无疑客观地揭示出
清初古文家受小说影响甚深的事实%那么#清初小
说向古文渗透的现象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具体情形
又如何呢4 本文将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厘清%

一

明代中后期#小说繁兴#清初亦延续了这股势
头%白话小说方面#才子佳人小说盛行一时#文言小
说方面#)明末实弥漫天下*的传奇风韵)至易代不
改*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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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清初文人对小说的接受度普
遍提高#他们的小说观也渐趋多元化%当然#对于白
话小说#正统文人在表面上大都依然是不屑的#他们

CG



愿意谈及甚至操觚的还是可以位列四部的文言小
说%

康熙朝的文坛领袖王士祯尽管以诗歌名家#但
也十分醉心于阅读和写作小说%他曾为+唐摭言,(

+唐阙史,(+世说新语,(+侯鲭录,(+清琐高议,(+清
暇录,等一系列小说写过序跋#还亲自操觚创作了
+池北偶谈,(+香祖笔记,等笔记小说%当然最为人
所乐道的是他曾与蒲松龄有交谊#并批阅过+聊斋志
异,%王士祯曾谈到自己写作小说的动机#即希望
)大之可以畜德#小之可以多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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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香祖笔记,

)要必贯穿经史(表章文献#即一名一物#异日可重典
故(备法戒者#乃录之#否则略而弗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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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
看出王士祯对小说)资考证(广见闻(寓劝诫*功能的
重视#这自然是相当传统并很有代表性的一种小说
观念#正统文人之所以接纳小说#也往往是以此为前
提%前面提到的古文家汪琬尽管对)以小说为古文
辞*的现象颇不以为然#但他本人亦效仿+世说新语,

写作了轶事小说+说铃,%有人质疑他写此书是)市
奇吊诡*#)何吾子著录之不伦也*#他的回应是-)方
其下儤直匃休沐也#则必丝竹以谐耳(妖冶以悦目(

樗蒲博塞之具以怡情肆志#一张一弛#其由是道久
矣%今客视乎吾之室空然孑然萧然闲然#于丝竹无
有也#图史而已.于妖冶无有也#蓬垢而已.于樗蒲博
塞无有也#故簏败几而已%然且无以自娱#其若穷愁
何4 于是追忆旧闻#手纂口诵#不丝竹而谐(无妖冶
而悦(非樗蒲博塞之具而亦肆然忘返者#诚不知其不
可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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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汪琬将小说等同为丝竹(妖冶(樗蒲博塞
之具#这种视小说为娱乐消闲之工具的观念几乎与
小说的发展史相始终#自然也极有代表性%

相较于以上二人#清初的另一位文人尤侗对小
说的接受度更高#其小说观也显得较为新异%尤侗
曾任职翰林院检讨(分修+明史,#具有官方文人的身
份#但他与当时的小说界似乎往来密切%小说家张
潮)时贻尺素以所著书相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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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曾为张潮所编
的+昭代丛书,写序%尤侗本人所创作的+瑶宫花史
小传,和+雪衣女传,是两篇典型的传奇小说#前者写
他与一乩仙的情缘#情节妄诞(语言华美(描写细腻#

秉承了唐传奇旨在)文采与意想*的特点#后者则沿
袭的是宋人传奇+杨太真外传,(+绿珠传,的路数%

这两篇小说皆被尤侗收入自己的+西堂文集,中%敢
于将小说收入文集#与序(论(铭(赋(骚等文体并列
的人在古代并不算多#尤侗此举多少是有些勇气的%

尤侗也不吝于公开表达自己对小说的喜爱和揄扬-

)六经而后百氏繁兴#稗官野史皆助丛谈#杂纂方言
并供绝倒#未可执其一说芟彼诸家矣%*)+虬髯,+红
线,争+游侠,+刺客,之奇#+诺皋,+杜阳,竞+汲冢,

+越绝,之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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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将唐传奇的名篇与+史记,并举#

将具有杂俎性质的笔记小说与古代经典的杂史(杂
传相提并论#并认为今不必不如昔$$$尤侗张扬小
说价值(提高小说地位的意图十分明显%

以上的三位文人皆处于主流文化圈#具有正统
文人的色彩#无论小说观是沿袭了传统还是趋向于
新变#他们均表现出对小说的浓厚兴趣和高度关注%

这种情况表明#清初的正统文人对小说有了较为包
容甚至认同的姿态%至于主流之外的文人如毛宗
岗(张竹坡(蒲松龄等#则对小说持有更加接纳的态
度%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表达了他的创作动机-

)集腋为裘#妄续幽明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
书%*

&

C

'这种以小说倾泻个人孤愤的观点#实则使小
说承载了传统诗文的功能#无形中使小说的文学品
格得以升华%总之#清初的小说持续发展(文人的小
说观趋于多元#尤其是主流文人对小说的接纳度提
高#以此为前提#小说向正统文学特别是古文渗透也
就势所难免了%

二

小说向古文渗透#最为直接的体现正是)以小说
为古文辞*%必须说明的是#这里的小说当为文言小
说#白话通俗小说与古文的差异甚大#并无多少可比
性%文言小说中的传奇一体脱胎于史传#因此大都
以)传*或)记*名篇#古文中也有)传*()记*两类文
体#诚如汪琬所说#这亦是)史家之体*#所以#文言小
说与古文在一定意义上可谓同源%当然#同源并不
等于同构#二者在笔法和旨趣上是有诸多区别的%

小说绝不排斥虚构#且在对细节的描写方面充满了
想象力.小说的题材与主题可能无关弘旨#作品的存
在或许仅仅是为了满足小说家个人的意想而已%古
文中的传(记则不同#它依然秉承的是史家的实录精
神#追求事件的真实性和主题的重大性.古文也可以
为小人物立传#但其主题可能与表彰忠孝节义等精
神攸关.古文也可以描写细节#但强调真实与简练#

文笔不可)流宕*%因为同源#所以文言小说与古文
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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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界限其实并非泾渭分明#譬如柳宗元的部分传记
文就被汪琬认为)有近于小说者*-)前代之文有近于
小说者#盖自柳子厚始%如+河间,(+李赤,二传(+谪
龙说,之属皆然%子厚文气高洁#故犹未觉其流宕
也%*

&

*

'

"C+在汪琬看来#事件是否虚妄也许难以判断#

但为了保持古文的纯洁#古文家必须用笔简练()文
气高洁*#断不可如好事者那样在事件的奇异处津津
乐道(大肆渲染%

所谓)以小说为古文辞*#就是作者在写作古文
时自觉或不自觉地贯彻了小说的旨趣(采用了小说
的笔法%在小说持续发展(小说观趋于多元的大背
景下#清初的一些古文家在探讨古文创作规律的时
候#其论调趋近于小说的创作论%是否虚构及在细
节的描写上是否注入了太多的想象(大肆铺陈#这是
区别古文与小说的两个最为关键的问题%可以看
到#清初的一些古文家在这两个问题上持有空前宽
容的态度%

魏禧是清初的古文三大家之一#其创作观很值
得注意%当时有人批评魏禧所作的家传(志铭等文
字有过情失实之嫌#魏禧为自己辩护道-)抑史传之
作#所以纪善恶也%善恶之人往矣#而必书者#所以
备法戒也%今曰某也善#其善事可为法#则法之已
矣#不必其善果出于某也.今曰某也恶#其恶事可为
戒#则戒之已矣#不必其恶果出于某也%是故真与伪
之可辨者#不可以不辨#无所从辨者#得法戒之意而
存之%其名氏等于庄列之寓言#稗官小说所称道#则
亦庶乎其不可废矣%*

&

F

'

@G+古往今来#史家无不以实
录为撰写史传文的根本宗旨#其撰述一旦失实#则往
往贻笑天下%但魏禧显然并不在乎这一点%他认为
只要文字可备)法戒之意*#是否实有其事并不太重
要#所谓)不必其善果出于某也*()不必其恶果出于
某也*%过去也有文人将虚构引入史传文#写作了寓
言一类的作品#但作者也往往会自嘲为)游戏笔墨*#

很少有人像魏禧这样公然地为史传文的虚妄失实辩
护%根据魏禧的观点#主观虚构自然很容易在古文
中滋生$$$只要)得法戒之意*即可#至于事件是来
自于事实还是出自于想象又有什么要紧呢4 如果史
传文不排斥虚构#那么史传文趋同于稗官小说也就
势所难免了#当然魏禧对此并不在乎-)其名氏等于
庄列之寓言(稗官小说所称道#则亦庶乎其不可废
矣%*

同为清初古文三大家之一的侯方域#则是对古

文的细节处理问题有特别的理论关注%他在+与任
王谷论文书,中表示-)行文之旨全在裁制#无论细
大#皆可驱遣%当其闲漫纤碎处#反宜动色而陈#凿
凿娓娓#使读者见其关系#寻绎不倦%至大议论#人
人能解者#不过数语发挥#便须控驭归于含
蓄%*

&

*)

'

G+)对)闲漫纤碎*之处动色而陈(对)大议论*

则数语发挥而已#这与小说注重细节(强调思想倾向
从情节与场景中自然流露的创作论何其相似7 过去
亦有散文家如归有光等注重对琐碎细节的刻画#但
他们往往用笔简练雅洁#很少如侯方域倡导的那样
)凿凿娓娓*()动色而陈*%侯方域的创作论无疑相
当)危险*#它很有可能使古文的写作向小说靠拢#从
而)伤及*古文的纯正性%当时的另一位古文家彭士
望曾就此提出批评-)即文字写生处#亦须出之正大
自然#最忌纤佻甚或诡诬#流为稗官谐史%敝乡徐巨
源之+江变纪略,(王于一之+汤琵琶,(+李一足传,#

取炫世目#不虑伤品%其文纵工#未免携琬榖易羊
皮#终必为明眼人所厌弃55朝宗闲漫纤碎(动色而
陈之言#不善用之#其流必至为徐(王之失#即朝宗小
传#亦不免见其疵颣%*

&

**

'

@GF彭士望对侯方域的创作
理论及实践皆提出质疑#并对其理论可能在社会上
产生的)不良导向*深表忧虑#这其实已间接透露出
)稗官谐史*对于清初的古文写作者有着巨大的诱惑
力%

无论是魏禧对虚构的认同还是侯方域对细节的
强调#都与小说的创作理论非常接近%正是在诸类
创作观的直接指导下#)以小说为古文辞*成为清初
古文写作的一个重要倾向%

三

清初的一些古文名家纷纷好)以小说为古文
辞*#开风气之先者当首推王猷定#其古文名篇+汤琵
琶传,记叙了一位民间艺人的传奇人生#行文很有特
色%且看以下一段选文-

!!

一日至榆关!大雪"马上闻觱篥!忽思母痛
哭!遂别将军去"夜宿酒楼!不寐!弹琵琶作觱
篥声!闻者莫不陨涕"及旦!一邻妇诣楼上曰,

'君岂有所感乎+ 何声之悲也0 妾孀居十载!依
于母而母亡!欲委身!无可适者!愿执箕帚为君
妇"(应曾%汤琵琶名汤应曾111引者注&曰,'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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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为我事母乎+(妇许诺!遂载之归"襄王闻其
名!使人聘之!居楚者三年"偶泛洞庭!风涛大
作!舟人惶扰失措"应曾匡坐!弹.洞庭秋思/!

稍定"舟泊岸!见一老猿!须眉甚古!自丛箐中
跳入蓬牕!哀号中夜"天明!忽抱琵琶跃水中!

不知所在"自失故物!辄惆怅不复弹"已归省
母!母尚健在!而妇已亡!惟居旁坏土在焉"母
告以妇亡之夕!有猿啼户外!启户不见!妇谓我
曰,'吾待郞不至!闻猿啼!何也+ 吾殆死!惟久
不闻郞琵琶声!倘归!为我一奏石楠之下"(应曾
闻母言!掩抑哀痛不自胜"夕陈酒浆!弹琵琶于
其墓而祭之"

)

*(

*

+)@

这一段文字的确呈现出不少的)小说习气*-其一#作
者着力于细节的描写#用笔虽然不至于浓墨重彩#但
很注意点染#文中的细节部分可谓哀婉动人.其二#

所叙述的事件有颇为妄诞之处#尤其是汤琵琶之妇
的来历很有神怪的色彩#而对此加以渲染似乎正透
露出作者矜奇尚异的心理%另外#作者为一个小人
物立传#无非是为了发表有才华者沦落不偶(知意者
难求的感慨而已#这与大多数史传文的立意相去甚
远%就全篇来看#作者的叙述带有相当浓郁的感情
色彩#也已然失去了一般史传散文的客观冷峻特质%

王猷定的其他作品如+义虎记,(+李一足传,(+孝贼
传,等皆被讥讽为不脱)小说习气*#也都被收入了当
时的小说选本+虞初新志,中%

好)以小说为古文辞*的古文名家当然还有侯方
域和魏禧#二人均有多篇作品被当时的小说选本收
录%侯方域的+马伶传,写一伶人经过三年的揣摩观
察#最终精进其艺并一雪前耻%作者在描写时十分
注重气氛的渲染和前后的对比#如前番李伶表演时#

)马伶耻出#李伶下#已易衣遁矣*#三年后马伶表演
时#)李伶忽失声匍匐#前称弟子*

&

*!

'

*G

%整个事件虽
然与忠孝节义等宏大的主题无关#但饶有趣味#作者
的叙述亦很有几分曲折#以致于侯方域的朋友在评
点此文时反复用了)奇人*()奇举*()奇想*()奇
事*

&

*!

'

*G这类字眼%侯方域的+郭老仆墓志铭,一反
通常墓志铭特有的矜重风格#对墓主的传奇经历铺
排渲染#尤其是对细节与场景的描写酣畅淋漓#体现
出作者尚奇的心理及炫笔弄巧的意图%魏禧的+大
铁椎传,无论是题材还是审美的旨趣#都与唐传奇名
篇+虬髯客传,(+红线,(+聂隐娘,等一脉相承%作者
如此写大铁椎与众贼的决战场景-)时鸡鸣月落#星

光照旷野#百步见人%客驰下#吹觱篥数声#顷之#贼
二十余骑四面集#步行负弓矢从者百许人%一贼提
刀纵马奔客曰-6奈何杀我兄43言未毕#客呼曰-

6椎73贼应声落马#人马尽裂%众贼环而进#客从容
挥椎#人马四面仆地下#杀三十许人%*描绘至此#作
者宕开一笔#写隐伏于一旁的看客)屏息观之#股栗
欲堕%忽闻客大呼曰6吾去矣73但见地尘起黑烟#滚
滚东向驰*

&

*@

'

*)@

%此段描摹可谓)奕奕有生气*#极
尽顿挫虚实之妙%全篇对于大铁椎的神秘莫测和武
艺高超极尽皴染之能事#作者专注于人物及事件的
传奇性#而这与)文以明道*的正统古文观其实已背
道而驰%

上述三人在清初的古文领域名气极大#他们的
这些作品在当时产生了不小的示范作用%受其影
响#清初的一些文人在进行古文写作时#也往往会自
觉或不自觉地采用小说笔法%顾彩的+焚琴子传,与
王猷定的+汤琵琶传,有异曲同工之妙-皆是为沦落
不遇的民间奇人立传#作者注重细节描写#尤其是对
传主的高超琴艺有绘声绘色的描绘#所叙写的事件
同样间涉虚妄%如作者写某将军延请焚琴子弹琴的
场景-

!!

将军据上座!而置一座于旁!命生坐"生怒
目视将军曰,'吾博通万卷书!而明公惟知马上
用剑槊"吾岂为若门下士耶+ 奈何不以宾礼见
而屈于旁+ 吾不能鼓琴矣"(奋衣径出不顾"将
军惭!下与抗礼谢罪!强留之"乃距上坐!为一
鼓琴!将军称善!左右无不竦听!然其声凄怆噍
杀!有秦音焉"生曰,'吾琴雝雝如鸾凤鸣!今枝
上无螳螂捕蝉!而弦中忽变西北肃杀声!何也+

岂军中殆将有警耶+(抚琴毕!三军之士皆为嗟
叹!有流涕者"生尽醉痛哭!上马而去"赠之
金!不受"后此军沦于海澄焉"

)

*+

*

G!

此段描写十分生动#无论是焚琴子的洞见之明还是
其琴音的魅力都颇有传奇色彩%作者还在篇末如王
猷定一样#既交代立传的始末#也发表了情感强烈的
议论%周亮工与王猷定相契#且对王的古文甚为推
崇#他本人也有多篇史传文字如+盛此公传,(+唐仲
言传,等透露出较明显的小说气息%另外#徐士俊的
+汪十四传,写一豪侠的风采#可与魏禧的+大铁椎
传,对比阅读%秦松龄的+过百龄传,(陈鼎的+八大
山人传,(方亨咸的+武风子传,等作品都写民间的奇
人奇事#且不惜于细节描写处曲尽情致#均呈现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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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为古文辞的痕迹%

概言之#清初古文对小说的借鉴和吸纳主要体
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作品所叙写的事件之全体或部
分可能妄诞无根#有悖于史家的实录精神.其二#作
者不惜在细节或场景的描写上藻绘铺排#充分营造
故事的现场感#这大大降低了作品的实录意味#而增
强了作品的虚构色彩.其三#作者的创作旨意可能与
)传道*()明道*无涉#作者之所以为无关宏旨的小人
物立传或津津乐道于)街谈巷议*#或者是借以宣泄
孤愤#或者仅仅是为了猎奇和炫笔而已%还需要说
明的是#有些文人如侯方域(魏禧等在古文写作中能
不拘一格(杂采旁搜#他们是自觉(有意识地以小说
为古文辞#而有些文人则是受文坛风气的熏染#他们
吸纳小说因素的行为往往是不自觉的%如康熙朝的
文人陈鼎以撰写私史的态度编纂传记文集+留溪外
传,#旨在以作品扬善(成为国史之补%)大抵国史所
必及者#私史不必复详.国史所不及者#私史所不容
或略%而总不外乎是非之公#使读之者咸有以想见
其为人#而欣欣然鼓舞于为善之乐%此亦吾人著书
之微权也%*

&

*G

'

@)+但作品编纂成后#竟然有多达
*!

篇的篇目入选当时的小说选本+虞初新志,#+四库提
要,也讥其)怪异诸事尤近小说家言#不足道
也*

&

*"

'

C!(

%作者的主观愿望是进行严肃的古文写
作#但作品在客观效果上却趋同于小说#类似的情况
在清初不乏其例%

四

清初以小说为古文辞的现象#是俗文学向雅文
学渗透的结果%这种渗透在当时就遭致了不少正统
人士的批评#那些带有小说习气的古文屡屡被讥讽
为)不雅驯*()流为俗学*()伤品*%将小说的旨趣和
笔法引入古文#的确可能不利于古文维持雅正的风
格#但古文的风格本来就可以多样化#给某一种文体

规定一个唯一合适的风格无疑会限制这种文体的发
展%与过去很多朝代的初期散文相比#清初的散文
应该说是摇曳多姿(成就斐然的#这与清初的创作风
气自由(文人愿意向包括小说在内的其他文体借鉴
有很大的关系%相较于传统的古文#因其所叙事件
的传奇性和叙事风格的细腻#这些带有小说习气的
文字往往显得更具有趣味性#也更易于获得一般读
者的喜爱%有人在读了+汤琵琶传,后就老实承认-

)近人讥侯朝宗(王于一为文不脱小说家习气#殆指
此等文而言%然其文实妙#读书焦苦时偶一阅之#不
啻琵琶声闻于耳畔也%*

&

*(

'

+)+

清代中叶桐城文派兴盛#以小说为古文辞的现
象便逐渐消退并臻于终结%自康熙五十年+南山集,

案发生开始#清廷就不再只是满足于)治统*#而是着
手谋求)道统*#即加强对思想界的控制#桐城派就在
这种情形下应运而生%桐城派在乾嘉年间的代表人
物曾立足于)整肃*散文$$$在思想上要求贯彻程朱
理学#在行文风格上要求)雅洁*%对于以小说为古
文辞的现象#桐城派的奠基者方苞很是不满-)南宋(

元(明以来#古文义法不讲久矣%吴越间遗老尤放
恣#或杂小说#或沿翰林旧体#无一雅洁者%*

&

*C

'

CF)为
了)整肃*散文#方苞提出了颇为严格的审美规范-

)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
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中佻巧
语%*

&

*C

'

CF)在思想内容方面若以程朱理学为准的#文
人则不可能恣意地为无关弘旨的小人物立传#以宣
泄个人的牢骚或仅仅是满足矜奇尚异的心理.在行
文风格上若以雅洁为规范#文人则很难在细节的描
摹方面贯注想象并进行大肆敷衍%因此#当桐城派
大行其道的时候#以小说为古文辞的现象就难以为
继了%虽然在清代中叶及之后#仍不乏人好以小说
为古文辞#但仅属个案而已#已很难集结为突出的现
象%就整肃散文的层面而言#桐城文派似乎功过兼
有#不过这已经是另一个论题了#兹不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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