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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唐 传奇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 ,文 本特征有三 :一 是志人志怪的合流融汇 ,二是

创作主体的自觉 自主 ,三 是文备众体的品格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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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传奇的文本特征是什么呢?赵彦卫《云麓

漫钞》卷八在概括
“
传奇体

”
与其它散文的不同特

征时说 :“ 盖此等文备众体 ,可 见史才、诗笔、议

论。
”
[刂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六《二酉缀

遗》中进一步对传奇小说与志怪小说的差异作了

辨析 ,云 :“ 凡变异之谈 ,盛 于六朝 ,然 多是传录舛

讹 ,未必尽设幻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 ,假小说以

寄笔端。
”
[2]这里所说的

“
尽设幻语

”
是与志怪小

说的
“
纪实

”
特征对应的 ;“ 作意好奇

”
、
“
假小说以

寄笔端
”
是与志怪小说之

“
粗陈梗概

”
特征对应

的,即有意识地记叙奇行异事 ,并有目的地借小说

形式来寄托作者的思想感情。鲁迅先生《申国小

说史略 ·唐之传奇文 (上 )》 也谈到 :“ 传奇者流 ,

源盖出于志怪 ,然施之藻绘 ,扩其波澜 ,故所成乃

特异 ,其间虽亦或托讽喻以纾牢愁 ,谈祸福以寓惩

劝 ,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 ,与昔之传鬼神因果

而外无他意者 ,甚异其意趣矣。
”
[3]由 此可见 ,唐

传奇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 ,它应该具有四个

要素 ,即
“
文备众体

”
的综合性 ,“ 尽设幻语

”
的虚

构性 ,“ 作意好奇
”
的传奇性以及

“
假小说以寓笔

端
”
的目的性,也 因此形成了唐传奇文本的三个

特征:志人志怪的合流融汇、创作主体的自觉自

主、文备众体的品格属性。

- 志人志怪的合流黜汇

中国文言小说的雏形在汉代已经形成 ,出 现

了《搜异记》、《洞冥记》、《汉武内传》、《汉武故

事》、《飞燕外事》等搜奇记异和杂史杂传作品;西

汉刘向编条的《新序》、《说苑》、《列女传》、《列仙

传》等书又辑录了不少遗闻趣事 ,也多杂揉了
“
街

谈巷议
”
和

“
道听途说

”
,唐代刘知几《史通 ·杂

说》下篇称之为
“
皆广陈虚事 ,多构伪辞

”
[4]。 可

以说,其中以传记形式编条的《列女传》和《列仙

传》已是汉代小说雏型的代表。《列女传》为妇女

立传,分为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辨通、嬖

孽七传,记载从远古到西汉初期女性 105人 ,可 以

看作是
“
志人

”
小说的滥觞。《列仙传》为神仙立

传 ,写有老君、西王母、彭祖、广成子等 TO余人 ,

可以看作是开
“
志怪

”
小说的先河。到了魏晋南

北朝,文言小说雏形受《列女传》与《列仙传》分野

的影响,小说文体也渐分两途。其一是
“
志怪

”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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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
志怪

”
一词,最早见于《应子 ·逍遥游》:“ 齐

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 之徙于南冥也 ,

水击三千里,抟挟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

也。
’”

[5](卷一)此处
“
志怪

”
即是记述奇闻怪事

之意。这类作品包括《齐谐记》、《异闻总录》、《冥

通记》、《幽明录》、《宣验记》、《冥祥记》、《冤魂

志》等,以 干宝的《搜神记》为代表。胡应麟认为

《汲冢琐语》是
“
古之纪异之祖

”
[2],《 山海经》是

“
古今语怪之祖

”
[2],他 只是就题材内容而言的,

从文体看,志怪小说并不直接承袭《汲冢琐语》、

《山海经》。以《搜神记》为代表的志怪小说,大多

搜罗记载神怪妖异 ,目 的是为了证明神道之不诬 ,

有浓厚的宗教意识,与 《汲冢琐语》、《山海经》之

写历史地理相较 ,在题旨和体例上都大有不同。

其二是
“
志人

”
小说 ,也称

“
轶事”小说。此类作

品,魏晋有《笑林》、《名士传》、《语林》、《郭子》

等,南北朝有《世说新语》、《妒记》、《俗说》、《殷

芸小说》等。以刘义庆《世说新语》为代表。该书

意趣玄韵高远,精神近于诗画,如嵇康《四言十八

首赠兄秀才人军》之
“
目送归鸿 ,手挥五弦

”
之类

[6]。 志怪小说以传闻中的神仙鬼怪为记录对

象 ,志人小说以现实生活中人事为记叙对象 ,二者

在形式上均系短制 ,属 于笔记体 ,这两类小说作品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平行发展的。

小说创作发展至唐代 ,已 由小说雏形渐臻成

熟 ,情形为之一变。从作品内容看 ,这时的小说创

作已将魏晋时期平行发展的志人、志怪内容统于
⊥篇了;从作品的体裁看 ,这时的小说创作已由志

人、志怪分流的笔记体转变为志人、志怪合流的传

奇体了。江山代有人才出,各 领风骚数百年。一

代亦有一代的文学创作 ,而文学创作的发展变化 ,

无不始于文体之变。陈鸿撰《长恨歌传》云 :“ 世

所不闻者 ,予 非开元遗民,不得知。世所知者 ,有

《玄宗本纪》在c今但传《长恨歌》云尔。
”
这是说

作者所写唐玄宗与扬贵妃的爱情故事不是史书所

记史实 ,属 于奇闻逸事。沈亚之在《湘中怨解》中

称
“
事本怪媚

”
,李公佐《南柯太守传》也说 :“ 稽神

语怪 ,事 涉非经
”
。这些都说明传奇作家已视此

类作品为一种独立的文体 ,不 仅体现出了一种文

体辨别意识 ,而且体现出一种志怪志人合流融汇

的创新意识。魏晋时期 ,文学创作有复古、拟古、

仿古倾向,如 《文选》所选的陆士衡拟古诗、张孟

阳拟四愁诗、陶渊明拟古诗、刘休玄拟古诗、鲍明

远拟古诗等,可见 ,唐传奇文学形式的出现也是传

奇作家对此倾向的反拨。由于受史传文学建构模

式的影响 ,唐传奇也以传记形式布局谋篇 ,从创作

上看可分为两个大类 :一 类是传 ,如 《柳毅传》、

《李娃传》、《霍小玉传》1《 莺莺传》、《任氏传》、

《南柯太守传》、《谢小娥传》、《东城父老传》、《长

恨歌传》、《虬髯客传》等 ;一类是记 ,如《古镜记》、

《枕中记》、《离魂记》、《三梦记》、《周秦行记》、

《秦梦记》等。一般来说 ,“ 传
”
主要以人物为中

心 ,“ 记
”
主要以事件为中心。《四库全书总目 ·

史部传记类》云 :“ 传记者 ,总 名也。类而别之 ,则

叙一人之始末者为传之属 ,叙 一事之始末者为记

之属。
”
[7]可见唐传奇是以

“
传

”
与

“
记

”
为载体、

又以
“
人

”
与

“
事

”
为内容的作品。唐代是一个思

想解放、文体解放的时代 ,大批庶族知识分子借诗

赋传奇展示自我、显露才华 ,艺术创作极为活跃。

那种
“
春风得意马蹄疾

”
的浪漫理想和追奇猎异

的设幻情怀 ,又使传奇小说具有以奇异取胜的特

点 ,甚至有以
“
怪

”
、
“
异

”
名书的作品集 ,如 《玄怪

录》、《续玄怪录》(《 博异志》、《集异记》等等。在

这些虚构的奇人、奇事、奇情艺术世界里 ,我们可

见当年作者的人生理想取向、爱情婚姻观念以及

横溢的文学才华。

二 创作主体的自主自觉

胡应麟说 :“ 凡变异之谈 ,盛 于六朝 ,然多是

传录舛讹 ,未必尽设幻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 ,假

小说以寄笔端。
”
[2]这话讲的就是一种主体性的

变化。

主体 ,首先是指小说作家主题创新意识的确

定。由魏晋六朝的
“
实录

”
到唐人的

“
作意好奇

”
,

是主体性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班固《汉书 ·司

马迁传》云 :“ 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 ,皆称迁有良

史之材 ,服其善序事理 ,辨而不华 ,质而不俚 ,其文

直 ,其事核 ,不虚美 ,不隐恶 ,故谓之
‘
实录

’
。
”
[8]

刘知几《史通 ·惑经第四》云 :“ 苟爱而知其丑 ,憎

而知其善 ,善 恶必书,斯为
‘
实录

’
。
”
[4]可见 ,史

家所谓
“
实录

”
,是指耍据实直书 ,善恶必书。符

合客观真实 ,反对虚妄浮诞 ,目 的在于传信。魏晋

时 ,小说创作尚处雏型期 ,还是经史附庸 ,人们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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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将小说混同历史 ,并用
“
实录

”
标准要求小说。

晋人裴启将汉魏以来名士的言语应对可称者编为

《语林》,因 记谢安的言语不实而受到谢安批评 ,

《语林》遂废 (见 《世说新语 ·轻诋》)。 晋人张华撰

《博物志》,因谈及鬼神幽昧之事 ,不符
“
实录

”
,被

晋武帝贬为
“
记事采言,亦 多浮妄

”
(见 王嘉《拾遗

记》卷九《晋时事》)。 可知
“
实录

”
排斥想象 ,反对虚

构 ,因此 ,也可以说《搜神记》、《世说新语》并非创

作 ,只 能算作一种记录或编纂。而唐代传奇仵家

的
“
作意好奇

”
就与之迥异了。所谓

“
作意

”
,强调

作家自觉的主体意识 ,即 有意识地进行小说创作

活动 ;所谓
“
好奇

”
即指作家已有了幻想、虚构的

艺术思维 ,注 意到了小说的形象性和传奇性。元

诗人虞集说 :“ 唐之才人 ,于经艺道说有见者少 ,

徒知好为文辞。闲暇无可用心 ,辄想象幽怪遇合 ,

才情恍惚之事 ,作 为诗章答问之意 ,傅会以为说 ,

盍簪之次 ,各 出行卷 ,以 相娱玩。非必真有是事 ,

谓之
‘
传奇

’
。
”
[9]这一段话比较准确地概括出了

唐代传奇虚构想象的特点。因为是
“
傅会以为

说
”
,也就

“
非必真有是事

”
,可 以是真人假事或假

事真人 ,也 可以是假人假事。但
“
假

”
又离不开

“
真

”
,即不是历史真实而是艺术真实了。唐传奇

常有附于正文的引言或结语 ,言之在某时、某地听

某人讲经历或亲见某事 ,这 种模式一是说明传奇

创作受史传文学影响较深 ,再则它也是沟通现实

世界与小说虚构世界的桥梁 ,以使荒诞的事情显

得可信。唐传奇的虚构性使古典小说创作迈出了

质变的一步 ,使传奇作品开始初具近代小说规模 ,

并使中国古代小说从此步人了独立成体的发展道

路。

其次 ,主体也指传奇作品所塑造的形象开始

由
“
神

”
到

“
人

”
,使主体性有了质的变化。神鬼世

界是魏晋志怪小说的表现领域 ,与 现实生活联系

松散 ,也不能充分表现人的思想感情。即使是志

人小说也受
“
神

”
的影响很大。如《世说新语 ·识

鉴》写
“
公孙度目邴原 ,所谓云中白鹤 ,非 燕雀之

网所能罗也
”
[6];又 如《世说新语 ·容止》写

“
时

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 ,矫若惊龙
”
[6]等等。这种

神明的智慧、超逸的风采、脱俗的言行、高洁的气

度,正是魏晋名士孜孜以求的最高境界 ,作 品虽是

写
“
人

”
的,却 又把人写

“
神

”
了。唐传奇的要妙之

处即在写人 ,确 立了
“
人

”
的主体地位 ,小说形象

由神鬼世界转移到了现实世界 ,被赋予了思想感

情 ,成为了有血有肉的艺术生命。有的作品虽然

也写神鬼事 ,如 《柳毅传》之柳毅与龙女、《任氏

传》之郑六与狐妖 ,但此间龙女和狐妖均已人性

高于神性 ,具有常人的性格特征了。

三 文备众体的品格属性

从文体发生学的角度来说 ,小说是后于历史、

哲学、诗赋而产生的文化现象。由于它的晚出,也

由于它的包容性 ,使它具有了融冶众体、独树一帜

的品格属性。从东汉桓谭称小说为
“
丛残小语

”
,

到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谓唐传奇
“
盖此等文备

众体 ,可见史才、诗笔、议论
”
,这种由单一文化形

态到
“
备众体

”
的多元化品格的转变 ,使唐代传奇

在中国小说史上最早提供了文化整合的成功范

例。
“
史才

”
即指小说的叙事性。刘知几《史通 ·

叙事》云 :“ 夫国史之美者 ,以 叙事为工。
”
[4]历史

著作中的编年体、纪传体都采用叙事模式。杂史

杂传是传奇渊源之一 ,传奇与史传文学的关系密

切 ,因此 ,它往往也套用纪传体的叙事模式进行创

作 ,或者说是运用小说的叙事艺术谱写传记 ,以致

传奇作家因小说的叙事功能也被称有
“
良史才

”
。

唐李肇《唐国史补》评《枕中记》、《毛颖传》称 :

“二篇真良史才也。
”
[10]明 人凌云瀚《剪灯新话

序》也说 :“ 昔陈鸿作《长恨传》并《东城父老传》,

时人称其史才 ,咸推许之。
”
[111“ 诗笔

”
是指小说

的抒情性。唐朝是诗歌的时代 ,诗歌的熏染陶冶

也使传奇作品具有了诗化和抒情化的特征。汪辟

疆《唐人小说序》云 :“ 宋刘贡父尝言 :‘ 小说至唐 ,

鸟花猿子 ,纷纷荡漾。
’
洪景庐亦言 :‘ 唐人小说 ,

小小情事 ,凄 惋欲绝 ,洵 有神遇而不 自知者。
”

[12]这 里说的就是传奇小说的诗化审美特征。

唐传奇不同于魏晋小说的一个特点 ,就是笔端常

带感情。它的许多爱情故事 ,往 往包孕着
“
纷纷

荡漾
”
的悲剧情思 ,形成了

“
哀惋欲绝

”
的悲剧风

格 ,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所以,南宋洪迈甚至

把唐代传奇与诗歌并举 ,称
“
大率唐人多工诗 ,虽

小说戏剧 ,鬼物假托 ,莫不宛转有思致
”
[13](卷 十

五)。
“
议论

”
即指小说的哲理性。人生的目的和

意义 ,从来都是哲学家和小说家力图解答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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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二者互相整合的基础。沈既济的《枕中记》、    唐代传奇进行文化融合的结果是丰富和发展

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都通过梦境抒发了人生  了小说文体的特点和功能 ,使 之具备了
“
史才

”
、

如梦、功名无望、富贵无常的感慨 ,而且意蕴深沉 ,  “
诗笔

”
和

“
议论

”
的品格属性 ,从技巧、叙述、细节

既幻想又现实 ,既理性又感性。          等诸方面为后世小说积累了创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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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Features of Tang Legends

LIU Li-yun

(Chinese Depanment,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064,China)

Abstract:As a unique genre, the legends of the Tang dynasty has three features: conⅡ uence of re-

cords of persons and records of odclities,selfˉ consⅡousness and autonomy of creating su刂 ects,and propˉ

enies of several literary 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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