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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¹  本文从清代前期白话小说与实学思潮自身的发展情况着眼,将清代前期白话小说的时间范围,限定在清顺治至康、雍两

朝。清代前期英雄传奇小说约计九部,主要分为两类。一种是续补前书类,作品有5后水浒传6、5水浒后传6、5说岳全传6

等;一种是说唐系列小说,包括5说唐演义全传6及其续书5说唐后传6、5征西全传6、5混唐后传6、5说唐三传6、5反唐演义

传6等。见张俊:5清代小说史6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7年;又,见江苏省社科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江苏省社科院文学研

究所编:5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6 ,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0年。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 1 期

FUDAN JOURNAL ( Social Sciences) No. 1 2008

#中国古代小说研究#

论清代前期实学思潮对英雄传奇小说创作的影响

聂春艳
(天津师范大学  文学院 , 天津  300387)

  [摘  要]  清代前期英雄传奇小说创作上的重要变化, 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回归儒家思想传统; 二

是小说文体特征由传奇性向平实化转变。清代前期英雄传奇小说创作的上述变化,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中之一是与清代前期实学思潮对小说创作的影响密切相关。

[关键词]  清代前期英雄传奇小说  创作的重要变化  实学思潮

  清代前期实学思潮, 是指以/经世致用0与/征实求真0为思想倾向的学术思想潮流。所谓经世

致用,就是强调学者要关心现实,留心世务,提倡学术研究对社会研究有实用价值。所谓征实求真,

就是强调做学问要有实证根抵,以求真解。其求真解也包括考辨儒家经典本真之义,恢复儒家思想

本来面目,以为经世致用。由于清代前期实学思潮的学术思想倾向, 与清代前期这一特定历史时期

救亡图存的时代精神相吻合, 从而使之成为对清代前期乃至有清一代影响巨大的时代思想文化主

流,对包括白话小说在内的清代前期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以下就清代前期实学思潮对英雄传奇

小说的影响加以分析。

一、回归儒家思想传统

清代前期英雄传奇小说,
¹
都程度不同地显示了回归儒家思想传统的创作倾向。这在作品中

所表现的儒家伦理道德思想观念上非常明显,而尤为突出地体现在对儒家正统思想观念的继承与

强化。如5水浒传6的两部续书都继承乃至强化了忠君的思想观念。青莲室主人的5后水浒传6,主

要是通过书中主人公杨幺的形象体现出来的。杨幺历经坎坷,忠心不悔,这与5水浒传6的宋江颇为

相似。他曾先后两次力辞天雄山和蛾眉山好汉邀他做山寨之主的请求。他为民请愿,被官府刺配

充军,还两次受他人牵连入狱,但他宁愿充军,入狱伏法,也不愿与众好汉一同造反, 对抗朝廷。当

他被判斩刑,临刑前被众好汉营救, 才不得不在白云山落草。杨幺与宋江不同之处,则在于他并非

愚忠,他对皇帝昏聩导致奸臣误国具有清醒认识。与5水浒传6中宋江的愚忠,对于/忠0的思想观念
的有所消解相比,5后水浒传6中杨幺的非愚忠对于作品中的/忠0的思想观念, 实有某种强化作用。

陈忱的5水浒后传6, 通过朝野上下抗击金兵的描写,表现了忠君爱国的思想观念。作者还以较多的

笔墨描写了梁山好汉对皇上的赤胆忠心。诸如燕青冒死进金兵兵营探视徽宗。李俊虽然在暹罗国

称王,仍统兵救驾危难之中的宋高宗等。可见, 5水浒传6的两部续书, 都继承乃至强化了前者的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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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正统忠君思想观念。再如, 钱彩、金丰的5说岳全传6, 是岳飞题材通俗文学的集大成之作。作品
吸取了前代岳飞故事,在此基础上,作品中更为强化了忠君的思想, 增饰了诸多表现岳飞/精忠0的

情节。如/岳母刺字0一节,系由明代熊大木5武穆精忠传6的相关情节改编, 但描写更为生动详细,

突出了岳飞形象/忠君0的思想内涵,遂广为流传。书中/马后0王横、/马前0张保死义的内容,也是

5说岳全传6的作者增加的。这样的内容既表现了王横、张保忠心护主, 丰富了作品/忠0的思想内

涵,同时其中有关岳飞宁死忠诚朝廷的描写, 也更为强化了岳飞忠君的思想观念。作品中还描写了

岳飞其他诸多的忠君之举。如广揽天下人才,报效朝廷。忠而被谤, 死而无怨。即便是岳飞死后,

他的魂灵还阻止牛皋等人兴兵向奸臣复仇,阻拦施全刺杀秦桧等。至于岳飞之子岳雷挂帅扫北,杀

到黄龙府,生擒兀术,平定金国, 胜利班师的故事, 这部分内容, 基本上为作者虚构, 却表现了岳飞

/精忠0精神的延续。其他衍生情节,诸如冤案昭雪、梁红玉叱奸、疯僧戏秦和墓顶加封等,尤其是孝

宗赐生铁五百斤,将秦桧、王氏、万俟 、张俊四个奸臣铸成四个铁人,供千古唾骂,等等, 这些都表

现了对忠臣的景仰和对奸臣的痛恨。其意也在进一步强化本书的/忠君0思想和岳飞的忠臣形象。
又如,清代/说唐0系列开山作品5说唐演义6, 也不乏以英雄人物强化/忠0的思想观念的笔墨,篇幅

有限, 这里仅举一例。如5说唐全传6中的王伯当这一人物形象, 是儒家思想观念之忠心不二、持守

节操的化身。他原为李密旧部,始终追随李密。李密投唐后又反唐, 机密泄露, 他与李密奔逃中,遭

遇李世民所率追兵, 李世民下跪表示招降诚意,王伯当有感于心,但表示/今生有主在先0,并以身护

主,死于乱箭之下。而明代说唐故事的小说中没有上述王伯当拒降和乱箭中以身护主的细节,如

5隋史遗文6对此的描写是: /可怜李密、伯当死在乱箭之下, 被伏兵枭了首级。0 ¹ 两相比较, 就使

5说唐全传6的上述描写具有明显的强调儒家正统伦理观念/忠0的思想意味。上述作品中对儒家
/忠0的思想观念的强化, 与清初国破家亡、异族入主中原、人们尤为肯定/忠0的思想价值有关,也反

映了在清代前期实学思潮影响下, 英雄传奇小说对儒家思想传统的提倡与回归的创作倾向。

在明代包括英雄传奇在内的白话小说中, /义0的思想观念是颇为复杂的,既有下层市民的思想

观念,也有古代游侠的思想观念,同时也包含儒家的思想观念, 而其主体思想, 则是下层市民、古代

游侠思想观念。在清代前期英雄传奇的有些作品所表现的/义0的思想观念,其主体思想已转变为

儒家的思想观念,对于下层市民、古代游侠思想观念, 则予以不同程度的清理。这同样也反映了回

归儒家思想传统的创作倾向。在这方面,5水浒传6的两部续书非常明显,通过其与明代的5水浒传6
比较,可以清楚地说明问题。

5水浒传6以大量的笔墨描写了书中主要人物宋江仗义疏财、扶危济困, 武松、鲁智深等路见不

平拔刀相助的仗义之举, 这些都反映了下层民众/义0的思想观念,即在危难中相互扶助的义气。宋

江不顾生命之虞,救晁盖等英雄于危难之中, 武松醉打蒋门神等,这种/义0既是上述危难中相互扶

助的义气,也有古代游侠舍身酬知己的义气。但在5水浒传6的两部续书中,只有5后水浒传6中杨幺

搭救好汉孙本的妻子蕙娘,马窿对杨幺的拥戴、救护等描写中,还略可体会到市井和江湖义气,即路

见不平拔刀相助,知恩图报知己相酬的义气。而在5水浒后传6中,类似的笔墨则更为鲜见。

5水浒传6中也表现了儒家/义0的思想观念,其思想内涵是指公正或合乎公益的道理或举动,是

维护社会正义之/义0。相对于5水浒传6,在5后水浒传6、5水浒后传6中,上述儒家思想观念的/义0,

成为作品中/义0的思想观念的主体思想。作品中对于英雄好汉仗义之举的描写, 其所体现的/义0

的思想内涵,大多不是救助个别的弱者,也不是基于个人恩怨,而是面对官府欺压百姓、朝廷宠信奸

臣、不顾江山社稷、国事日非的黑暗现实,挺身而出,维护社会正义,即实现社会秩序的公平、社会政

治的公正。这与5水浒传6中英雄好汉路见不平, 锄暴安良的仗义之举不同。后者/义0的思想观念

的主导方面,是下层民众尤其是市民和江湖好汉的/义0所强调的个体之间强者对弱者的扶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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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水浒后传6中梁山泊好汉重举义旗的发端性事件为例,这两起惩恶除奸的事,对于推动情节发展和

表现作品的思想倾向,具有重要作用。一是阮小七怒杀张干办, 据书中的描写, 阮小七到梁山泊祭

拜晁盖、宋江,张干办无端诬陷阮小七啸聚,而且定要剿除梁山遗贼。张干办是一个倚着蔡太师脚

力,凌压同僚,苛虐百姓, 无所不为的官吏。这说明阮小七怒杀张干办,除了上述两者之间的个人冲

突的原因, 这一义举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为朝廷除奸, 为民除害, 以维护社会政治的公正。二是李俊

等惩治巴山蛇, 也具有这样的思想意味。书中写北太湖滨马迹山乡宦丁自燮, 曾官至福建廉访使,

拜在蔡京门下, 为人奸诈而贪婪,人送绰号巴山蛇。他与常州太守吕志球合谋, 表里为奸,由官府颁

发告示,将马迹山一带的太湖水域划为丁自燮家的放生湖,竟然占据了大半个太湖,在此不得随意

捕鱼,渔民对此敢怒不敢言。李俊出于义愤, 率众好汉, 把丁家守港发放水牌的小船打翻。李俊的

这一举动并不只是为百姓中的某一个弱者, 而是为了维护百姓生存的权利,也即实现社会利益的

/合理0分配,实现社会公正。后乐和设计,抓捕了吕志球、丁自燮, 他对丁自燮提出了三个条件:一

是将丁自燮/做贪官的赃与平日诈人的财物0尽数交出,替百姓完纳课税;二是用丁自燮粮仓中三千

多斛, 分散给附近居民和佃户; 三是不准将太湖再霸占为放生湖, 大小渔船抽过的税, 都要加倍偿

还。可见, 乐和对丁自燮的处分,主持正义,还社会于公道。正如作者借名贤赋诗慨叹: /为富由来

是不仁,可怜象齿自焚身。绿林反肯持公道, 愧杀临刑金谷人。0 ¹

除了上述忠君、维护正义的儒家思想观念,清代前期有些英雄传奇小说对于儒家伦理道德观念

中的名节、孝道的思想观念,也予以强调。如5水浒后传6、5岳飞全传6等作品,在提倡忠君的思想观

念的同时,都强调了做人的气节。这固然与异族入主中原的特定历史条件有关,也与清代前期实学

思潮的倡导者顾炎武倡言/行己有耻0, 以儒家的名节观念规范人们的行为, 对士林风气影响有关。

再如,5后水浒传6通过杨幺与养父母的关系, 称颂了孝道,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代前期英雄传奇

小说回归儒家思想传统的创作倾向。

此外,在5水浒后传6中,作者还从社会理想方面表现了向儒家思想传统回归的创作倾向。作者

笔下的理想社会,是海外暹罗国。在这个理想的国度中, 百姓衣食无忧, 轻徭薄赋,人民安居乐业,

这是儒家仁政社会理想的体现。李俊等梁山好汉在暹罗国兴兵讨伐弑逆之臣, 铲除奸佞,这表现了

追求政治清平的社会理想,即所谓君仁臣贤的社会政治理想。李俊成为暹罗国君主, 兴礼乐,开设

学校,以五伦之首的夫妇之伦规范社会风俗, 以/阴阳合德0达到家庭社会和谐, 表现了儒家思想观

念以德教化、以德治国的社会理想。可见, 5水浒后传6作者所向往的理想社会, 是以儒家思想观念

/仁政0、政治清平、以德教化为内涵的理想社会。这一理想社会,与5水浒传6带有下层民众理想色

彩的理想社会, 具有本质区别。5水浒传6中以梁山泊为模式的理想社会,是一个没有等级压迫的平

等社会,即所谓八方共域,异姓一家,无论帝子神孙、屠儿猎户, 皆兄弟相似, 三教九流不分贵贱,众

弟兄同甘共苦, 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这种理想的平等社会,其思想内涵既有农民等贵贱

均贫富的观念, 也有市民乃至江湖阶层在保障各自利益的基础上达到平等的观念。5水浒后传6中

以儒家思想为内涵的理想社会,无疑也同样表现了英雄传奇小说向儒家思想回归的创作倾向。

二、由传奇性向平实化转变的文体特征

清代前期英雄传奇小说在文体特征上,与明代英雄传奇小说相比,显示了由传奇性向平实化的

转变,由此表现了崇实的审美意识和创作倾向。其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由传奇性的情节向生活化

的情节、细节、生活场面转化;由传奇化的英雄向平凡化和真实性的英雄人物转化。具有日常化和

现实化的特征, 这种平实化的文体特征,与明代英雄传奇的传奇性文体特征不尽相同。由此反映了

在清代前期实学思潮征实求真思想倾向影响下小说创作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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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清代前期英雄传奇小说, 在文体特征上,大多显示了由传奇性情节向生活化情节和细节

的转化。有关这一点,可以和明代英雄传奇小说进行比较, 加以说明。明代英雄传奇小说中,大多

充满了传奇性的情节, 5水浒传6自不待言,其他作品也大多如此。如秦淮墨客校阅、烟波钓叟参订

的5杨家府世代忠勇演义志传6,也有许多传奇性的描写,诸如令婆破三路宋军, 六郎三擒孟良,九妹

化妆闯幽州,焦赞夜杀谢金吾,杨宗保、穆桂英大破天门阵, 杨文广阵前结亲,十二寡妇征西等。同

时,明代英雄传奇小说中的传奇性情节,还以渲染、夸张手法见长。如5水浒传6武松打虎一节,通过

武松上山前故事情节的铺垫, 武松醉酒、打虎的梢棒被折断等细节的描写, 渲染故事的紧张氛围。

运用夸张手法, 描写武松与老虎徒手搏斗的惊险场面, 从而使故事情节具有强烈的传奇色彩。

清代前期英雄传奇小说中,也不乏传奇性情节,但传奇色彩大为减弱,而代之以大量的日常生

活化的情节、细节和场面描写,显示了平实化的特征。如5后水浒传6也有诸如大闹开封府、桃园拳

打王豹、朱仙镇打擂等传奇性情节, 但这些内容着墨不多,具体描写中渲染和夸张的成分也大为减

弱。5水浒后传6中, 也有公孙胜祈雪、徐散仙摄物、萨头陀纵火等神异的情节,但这样的情节与其说

是有异于现实生活常理常情, 对于现实生活有所夸饰而又未超越现实生活的传奇性情节,不如说是

超越了现实生活的具有神怪色彩的情节,因为这些情节内容展示的主要是神仙法术。作品中大部

分的战争描写和生活内容的描写则趋于平实。又如,钱彩、金丰的5岳飞全传6中的情节的传奇性也
大为减弱,书中有很多战争和争斗场面的描写,其中的夸饰成分较少,除/岳飞枪挑小梁王0的情节,

带有较为浓厚的传奇性色彩, 其他大部分为生活化的情节与细节描写。当然,作品中也不乏有关天

界、阴司地狱情节内容的描写, 但与其说这是异乎寻常的传奇性情节, 不如说这是中国小说通常惯

用的因果报应情节内容罢了。5说唐全传6中也有一些传奇色彩的情节,如秦琼三锏倒铜旗、伍保拔

树迎敌、雄阔海双拳伏二虎、雄阔海力托千斤闸、李元霸大战宇文成都、单雄信独踹唐营等, 也穿插

了一些神仙斗法的描写, 如作品中的李靖是一个神仙,不仅能预测吉凶, 也能使法术。但作品中的

大部分内容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反映了英雄传奇小说文体特征由传奇性向

平实化的转化。如/单雄信之死0这一情节内容,在5大唐秦王词话6里不到一百字,到5唐书志传6里

约有三百五十字,在5隋史遗文6里约有一千五百字,到5隋唐演义6里已长达三千四百字, 在5说唐全

传6里则为一千二百余字。在5隋唐演义6的这一情节内容中,秦琼、徐懋功、程咬金等听说要斩单雄

信,在李世民那里求情,李世民则执意要斩,众英雄遂到法场向单雄信敬酒,割股炙肉,以示诀别,并

且以较多的笔墨描写了秦琼当场与单雄信订下儿女亲事,这一情节内容和其中所包含的细节,尤其

是割股炙肉、法场结亲颇具传奇色彩。这一情节内容在5说唐全传6中则有较大的改动, 与5隋唐演

义6相比, 5说唐演义6的字数减少了,但作品中通过人物的不同关系、单雄信对其他人不同的态度、

在场者不同言行的描写, 使/单雄信之死0这一情节内容,蕴涵了更为丰富的生活化特质。虽然5隋

唐演义6与5说唐演义6皆为清代前期白话小说,但前者的上述情节内容, 与以往的说唐故事自身的

传奇性有关。后者则显示了在清代前期实学思潮影响下,英雄传奇小说文体特征由传奇性向平实

化的转化。

其次, 英雄人物传奇色彩减弱, 而向平凡化和真实性的人物转化, 人物更为趋向于生活真实和

艺术真实, 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英雄人物身世的传奇色彩减弱, 大多具有平凡的身世。

与明代英雄传奇小说的英雄人物相比, 后者基本上都有着不同于常人的出身或身份,对于出生时的

情景,则大多按作者对人物善恶的不同评价进行渲染, 以增添笔下人物的传奇色彩。如5英烈传6虽
描写了朱元璋的卑微出身,但因其为/真命天子0, 故称其为玉皇的神童,投胎人间。其出生时,天呈

祥光,瑞气缭绕,八音齐振,诸鸟飞绕,五色云中,恍如十来个天娥彩女,抱着个孩儿, 连白光一条,自

东南方从空飞下,到朱公家里。清代前期英雄传奇小说中,有的英雄人物,也有着不同寻常的出身

或身份,如5后水浒传6山寨大王杨幺、王摩降生, 5说唐演义6真命天子李世民降生、十八路反王出世

等,其描写也具有某种奇异色彩,但清代前期英雄传奇小说中的大多数英雄人物, 其出生时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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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大为减弱, 其中有些英雄人物的出身,虽也有非同寻常的来历,但并无奇异笔墨的渲染。如5说
岳全传6中的岳飞是佛顶大鹏下凡;5说唐全传6中的有些英雄人物,作者点明他们为天界星宫下凡,

有着不凡的来历,如李渊为上界亢金龙临凡, 秦琼为上界左天蓬大将临凡, 单雄信为上界青龙临凡,

罗成为天朝白虎星宫临凡,杨林为上界计都星下凡等,但作品中写这些英雄人物出生时, 均无奇异

笔墨的渲染。清代前期英雄传奇小说中的大多数英雄人物, 皆具有平凡身世, 这里所谓的平凡身

世,即指英雄人物出身于现实生活中各个阶层的家庭中,而无带有奇异色彩的出身来历, 如5水浒后

传6中的英雄人物李俊、阮小七等人,均为5水浒传6宋江接受招安后的幸存者,但作者并没有渲染他

们原来在5水浒传6中非同一般的出身。5说岳全传6中的牛皋,祖上是军汉出身,其他英雄人物如王

贵、汤怀、张显, 均为富有的庄户出身,都是岳飞幼年朋友,后来都成为岳飞的部将。书中其他重要

英雄人物,有的是将门之后,有的是官宦之后,有的家境贫寒落草为寇。5说唐演义6中英雄人物,除

上述李世民、秦琼、程咬金、单雄信、罗成、杨林、李靖具有奇异的出身来历,作品中其他重要英雄人

物,诸如尉迟恭、王伯当、魏徵、徐茂公、李元霸、宇文成都、裴元庆、雄阔海、伍云召、伍天锡、魏文通、

尚师徒、辛文礼、朱灿、尤俊达、鲁明月、卢明星、柴嗣君等,则无奇异的出身来历,均为现实性的平凡

身世。

二是接近现实人生的生活经历。明代英雄传奇小说中的英雄人物, 大多具有不同于现实中普

通人的传奇化人生经历。如5水浒传6中的英雄人物大都具有传奇性的人生经历。他们或不满社会

黑暗, 或为官府所逼,一般都有杀人越货、私放逃犯等触犯法律之事, 而被官府通缉、缉拿、刺配,浪

迹天涯,又屡遭风险,九死一生。其传奇性的人生经历具有/奇0和/险0的特点。正如有学者在谈到

英雄传奇小说和历史小说主要指明代小说的传奇性人物时指出: /那些叱咤一时的江湖豪杰、绿林
好汉或者历史伟人, 都是异乎常人的,各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0, 并且将这种增添人物传奇色彩的方

法称为/神化0或/妖化0方法。¹ 清代前期英雄传奇中的大多数英雄人物的生活经历, 则与现实生

活中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相似,其生活经历更为接近现实人生。如5后水浒传6中的杨幺和王摩系孪
生兄弟,托生于河东境内寄远乡养奎刚家,在兵荒马乱中与父母失散, 杨幺被湖广岳阳府小商人杨

得星收养,王摩被一辽国军将收养。杨幺和王摩长大成人后,各自经历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后在白

云山聚义相会, 杨幺位居首领,王摩为副首领。其间作品还描写了花茂、柏坚、吕通、游六艺、滕云、

邰元、何能、常况、袁武、马窿、孙本等人, 被逼造反的人生经历。在这些描写中, 虽也有杨幺幼年古

庙梦食娘娘赐红枣, 神将教授十八般武艺与棍法, 长大后酒醉被虎驮至长沙,与花茂、柏坚、吕通结

识并结拜的神异情节。但对杨幺生活经历的描写,大部分与生活中的普通人相近。作品中对其他

英雄人物生活经历的描写,传奇的色彩也大为减弱,英雄人物的生活经历与普通人颇为相似,更为

接近现实人生。再如, 5水浒后传6也有官逼民反的描写, 与5水浒传6相比,前者更为注重对现实内

容的细腻描写, 更为重视对于现实生活本质的揭示。如对李俊被逼造反内容的描写,作品细致描写

了丁自燮、吕志球相互串通,将马迹山一带太湖水域划为丁自燮家的放生湖,百姓不堪其苦,却又敢

怒不敢言,这些内容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作品叙写李俊出于义愤抱打不平以及被诱捕,乐和设

计,抓捕了吕志球、丁自燮,将李俊从监狱救出,这些内容也极少传奇性的渲染、夸张笔墨,而是以诸

多的笔墨真实地描写了地方恶霸与官府相互勾结,表里为奸。这一官逼民反的过程所蕴涵的现实

内容及其对现实本质的揭示,较之5水浒传6对于这种生活历程描写中所表现的官府或恶霸以强凌

弱的现实层面要深刻而丰富。5水浒后传6对于其他英雄人物官逼民反以及生活经历的描写,也多

具有这种特点, 在此兹不赘述。5说岳全传6中,对于主人公岳飞这一精忠报国的英雄人物的成长历

程的具体描写, 也有着生活化和真实性的特点。如少年从师、立志救国、岳母刺字,直至青年时期在

江山社稷危亡之时慨然从军,以及此后的描写, 其具体的描写基本上都具有生活化和真实性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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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对其他重要英雄人物生活经历的勾勒,也与现实生活普通人的生活经历相似,具有现实化和日

常化的特点,而无/奇0、/险0之笔墨。这不仅表现于一些平民出身的英雄人物, 而且一些名门之后,

也是如此。如狄雷是北宋名将狄青之后,为生活所困,沦为乞丐, 而加入抗金队伍。杨再兴乃杨家

将之后,因朝廷偏安一隅,信任奸邪,在山东九龙山兴义军之师, 后为岳飞收降。河间节度使张叔夜

之子张立和张用,因父亲假降金兵,兄弟二人不知是计, 不肯降金,而逃离家门。途中兄弟失散,张

立盘缠用尽,沦落为乞丐。张用则成了山大王,后两人都加入岳家军。5说唐全传6中的一些英雄人

物的生活经历, 也接近于现实生活。以书中对程咬金的生活经历描写为例, 他幼年丧父, 与母亲相

依为命。家贫无以为计, 贩卖私盐而入狱三年。遇赦释放, 他却踌躇不前, 不肯出狱,因出狱后吃穿

用都难以解决。他勉强答应出狱,但是已到了衣不遮体的地步。只好穿上狱卒用作孝服的粗麻布

头巾和白布道袍,拖了一双破草鞋归家。此时家里已一贫如洗, 只剩下一点米, 他一顿饭吃得半饱。

他想以编柴扒度日, 却无本钱, 只好把母亲的一条旧布裙子拿去当了,勉强度日。这种贫寒的生活

经历,成为他日后劫王杠、反山东、上瓦岗的行动依据。

三是英雄人物的性格平实性增强与传奇性减弱。清代前期与明代英雄传奇小说相比, 其英雄

人物性格具有传奇性的特征。这些人物除了因人而异性格上的不同特点外,其共性则基本具备了

非凡的本领、力量、智慧, 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刚烈性情和超人胆量,由此形成了英雄人物性格的传奇

性和理想化的特征, 也使之与现实中普通人拉开了一定的距离。

清代前期英雄传奇小说中人物的性格,有些人物在某些方面仍具有上述英雄人物性格的传奇

性和理想化色彩。如5后水浒传6中杨幺和王摩等,5水浒后传6的燕青、乐和、李俊、李应等,5岳飞全

传6中的岳飞、杨再兴、余化龙等, 5说唐全传6中的秦琼、尉迟恭、罗成、单雄信、李元霸、裴元庆等,皆

武艺高强;5后水浒传6中的杨幺, 5水浒后传6李俊, 5说岳全传6中的岳飞, 5说唐全传6中的李世民,

深谋远虑,抱负不凡;5后水浒传6中的何能, 5说唐全传6中徐茂公则足智多谋,智慧超群。但清代前

期英雄传奇小说中的许多英雄人物,具有现实生活中普通人的特征, 呈现出一种现实性和生活化的

特质,即便是上面提到的有些英雄人物的性格在某些方面具有上述传奇特征,但这些人物传奇性和

理想化特征都有所减弱。生活化、平实化的特征则有所增强,主要表现为这些人物的言行、心理活

动、情感欲求与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相近,并且这些人物也具有凡人的缺点。如上述5后水浒传6的

主人公杨幺,自幼与养父母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养父母曾听信误传, 以为杨幺在外为虎所伤,忧念

成疾。杨幺归家后日奉汤药, 寝食俱废。他和养父母之间的关切和依恋之情,由此可见一斑。他为

阻止贺太尉在村中/阳地0安坟,而遭刺配,临行前他唯恐父母思念过度伤身,乃含泪劝慰。当养父

母告之身世,他非但没有从心理和感情上疏远,而是发誓定要回报抚养之恩。其殷切浓郁的亲情溢

于言表,感人至深。在说唐故事中,秦琼仁厚仗义,武艺超凡,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近乎完美的理想

人物。但在5说唐演义6中,作者也描写了他的常人言行、心理状态,乃至生活中普通人的弱点。如

他在临潼山奋力冲杀救了李渊,经审问刺客得知,竟是东宫太子杨广派人行刺。他闻听此言,不由

吓出一身冷汗, 遂将毡笠向前一按,遮下脸,放开坐骑, 望大道而去。作品中还表现了秦琼作为生活

中的普通人,有时也难免有私心,如他在罗家内花园与表弟罗成设盟互相传艺, 约定不能有所隐瞒,

他把/秦家锏0的路数,逐一传给罗成,但传至/杀手锏0时,恐罗成日后武艺超过他,遂瞒下不传。罗

成传授/罗家枪0时, 传到了/回马枪0,也瞒下绝技不传。而人物性格中这样的缺陷,却使作品中的

人物与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物更为接近。从清代前期英雄传奇小说中英雄人物性格平实化特征有

所增强的角度看, 5说唐演义6中的程咬金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人物。如书中写程咬金三斧取瓦岗,

探地穴得龙袍和玉玺,瓦岗众好汉遵从天意, 遂推举他做了皇帝,不料他当皇帝非常厌烦辛苦,硬要

让给别人。程咬金这一举动固然蕴涵着一些学者所指出的藐视皇权的意味,但也表现了他作为生

活中的平凡人物,不愿受拘束的性情和散漫随意的天性。另外, 作品中在塑造程咬金这一英雄人物

时,还表现了他质朴憨厚、天真直率、乐观幽默的性格, 使这一人物具有较浓郁的人情味。而且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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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天性粗豪,长期生活于下层百姓之中,其言行也经常表露出野性未驯、不拘礼仪的特点,因而也使

这一人物具有生活化的特征。如罗成在三王之争中,被建成、元吉有意谋害,死于乱箭之中,成为政

治斗争的殉葬品,秦王李世民上香行礼哭祭罗成, 不意程咬金在旁也哭将起来, 且不顾尊卑,出言不

逊,语含讥讽,实则一针见血, 表现了野性未驯的性格特征。5说岳全传6中的牛皋,与程咬金的质朴

憨厚、天真直率、乐观幽默的性格, 颇多相似之处, 而且也具有较浓郁的人情味。多有论者指出,张

飞、李逵、牛皋、程咬金在性格上具有相似之处,实际上也确实如此。但这四个人物之间的区别,则

在于牛皋、程咬金具有较浓郁的人情味,而张飞、李逵则更具传奇色彩,由此也可看出不同的时代思

想文化及其审美倾向在小说创作的不同折射。

此外,清代前期英雄传奇小说中有关英雄人物与女性谈情说爱和婚姻生活的描写,也表现了普

通人的情感欲望。英雄传奇的典范作品5水浒传6中,英雄人物对爱情和婚姻的态度,基本上是回避

和排斥的态度。作品中的英雄人物其中一部分是没有结婚的,如武松、鲁智深、李逵、杨志等;一部

分结婚了却视有若无,如卢俊义;一部分则因结婚而招惹灾祸,如宋江、杨雄。5水浒传6虽然也有王
矮虎对扈三娘一见钟情的描写,但他却成为众英雄嘲笑的对象, 他和扈三娘在宋江安排下结为夫

妇,看起来更像一场交易。在清代前期英雄传奇小说中, 则通过对英雄人物爱情婚姻的描写,表现

了普通人在爱情婚姻中的情感和欲望。如5后水浒传6中以欣赏的态度和较多的笔墨描写了屠俏夫
妇由一见钟情到缔结良缘的过程, 乃至婚姻生活的描写。5水浒后传6中李俊做了暹罗国君主后,纳

闻小姐为妃,徐晟、呼延珏、宋安平、燕青等英雄好汉也各自喜结良缘。李俊还颁旨令众将士完婚。

这样的描写表现了普通人对婚姻的正常情感和欲望, 这与5水浒传6的英雄好汉对女性及婚姻的回

避排斥态度显然是不同的。5说岳全传6写藕塘关总兵金节见牛皋是个福将,欲招牛皋为婿,岳飞不

仅玉成其事,而且当时就将不能/临阵招亲0这一款革去。这里尽管包含着婚姻有关夫妇人伦乃至

传宗接代的意思,却也显示了英雄好汉岳飞对于男女之间情感欲望的认同。5说唐全传6则以颇为

风趣的笔调,叙写尉迟恭阵前招亲, 降服和迎娶敌军女将黑白二夫人, 以及尉迟恭与黑白二夫人婚

后的恩爱之情, 表现了在爱情婚姻中英雄好汉与普通人一样的情感和欲望。5说唐全传6之后,清代

前期其他/说唐0系列白话小说,诸如5说唐后传6、5征西全传6、5混唐后传6等,都以肯定乃至欣赏的

笔墨对英雄人物爱情婚姻的描写, 也表现了英雄人物作为生活中的普通人在爱情婚姻中的情感和

欲望。

应该指出的是, 上述由传奇性向平实化转变的文体特征,在清代前期英雄传奇小说中, 有着不

同程度的体现,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对部分作品进行了分析。

三、清代前期英雄传奇小说创作重要变化的原因

由上述可见,清代前期英雄传奇小说创作的重要变化, 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作品中突出和

强化儒家正统思想观念, 表现了回归儒家思想传统的创作倾向; 二是小说的文体特征由传奇性向平

实化转变,表现了崇实审美意识与创作倾向。清代前期英雄传奇小说创作的上述变化, 其原因,从

创作主体来讲, 与清代前期英雄传奇小说作者大多为文人作者, 而由于文人作者长期浸染于儒家经

典和历史著作, 由此形成的经史思维有关。清代前期英雄传奇小说突出和强化儒家正统思想观念,

以及在史家尚实观影响下的崇实审美意识,正是文人作者经史思维的体现。上述清代前期英雄传

奇小说有些作品中对儒家思想观念/忠0的思想观念的强化,也与清初国破家亡,异族入主中原,时

局变动有关,所以,人们尤为肯定/忠0的思想价值。清代前期英雄传奇小说所显示的接近生活真实

的情节和细节描写, 富有人情味的人物形象, 由此构成的平实化的文体特征,及其所表现的生活真

实和艺术真实的美学意蕴,则与世情小说的文体特征及其美学意蕴颇为相似, 这显然与晚明时期

5金瓶梅6的巨大成功,从而促进了世情小说的发展, 清代前期英雄传奇小说作者, 在创作中对世情

小说有所借鉴有关, 因而使英雄传奇小说题材内容和描写手法上兼容了世情小说的某些文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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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前期英雄传奇小说创作的重要变化,除了上述创作主体、时局变动、文体特征兼容等原因,

从时代思想文化方面着眼,则与清代前期时代思想文化潮流实学思潮影响密切相关。从思想文化

背景看,清代前期经世致用实学思潮, 是针对晚明时期理学末流空谈心性而产生的。顾炎武即指

斥,理学末流深受陆王心学影响,背离儒家经世之旨, 脱离现实, 以/明心见性之空言0取代了/修己
治人之实学0, ¹ 其空疏误国之弊尤甚于王衍之辈的清谈。顾炎武在这里所说的/修己治人之实

学0,就是儒家思想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也即儒家重视解决政治、社会、现实人生问题具有实用价

值的思想观念。正如李 所言: /吾儒之教,原以经世为宗,自宗传晦而邪说横, 于是一变而为功利

之习,再变而为训诂之习,浸假至今,则又以善笔札、工讲诵为儒教当然, 愈趋愈下, 而儒之所以为

儒,名存而实亡矣。0 º 顾炎武与李 的看法, 可以说是清代前期大多数学者的共识, 诸如黄宗羲、

王夫之、陈确、毛奇龄、朱之渝、陆世仪、傅山、颜元、李 、费密等,也都对理学末流的空疏之弊予以

深刻批判,并主张恢复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传统。

所谓征实求真思想倾向, 就是强调做学问要有实证根底,以求真解。这是清代前期以重实证为

特点的考据实学思潮的思想倾向。考据实学思潮也是清代前期实学思潮的有机组成部分。清代经

学家皮锡瑞指出,顾炎武等学者/承晚明经学极衰之后。推崇实学,以矫空疏,宜乎汉学重兴, 唐、宋

莫逮0。» 梁启超亦云: (清代前期学者) /因矫晚明不学之弊,乃读古书,愈读而愈觉求真解之不易,

则先求诸训诂名物典章制度等等, 于是考证一派出。0¼ 由此可以看出考据实学思潮与经世致用思

潮一样,皆以/实0的学术倾向,反对理学末流的空疏之弊,从而成为两者在实学思潮中相互贯穿的

重要思想契机。当然,两者之/实0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前者反对理学末流空疏之弊,是强调实证研

究方法;后者反对理学末流空疏之弊,是注重学术研究有益于现实的实用价值。而且,考据实学与

经世致用实学都以/明道0、/救世0为旨归。钱穆先生曰: /亭林论学本悬二的, 一曰明道, 一曰救

世。0 ½ 可以说/明道0与/ 救世0, 既是顾炎武的学术宗旨, 也是清代前期大多数学者的学术宗旨。

如上所述, 就清代前期经世致用实学思潮而言,所谓/明道0, 就是强调恢复儒家思想传统,所谓/救
世0, 即是强调学者研究学问要关注社会现实,留心世务,以挽救国家、民族、社会危机。而清代前期

考据实学,其考据的主要范围和目的,则是鉴于宋明以来学风空疏,学者几乎不通文字音律,以致臆

改经书,误解经义,因而力求考辨儒家经典本真之义, 恢复儒家思想本来面目, 以为经世致用,这同

样也表现了/明道0、/救世0的学术宗旨。因此, /明道0、/救世0的学术旨归,成为清代经世致用实学

思潮与考据实学相互联系的又一重要思想纽带。

可以看出, 清代前期实学思潮的思想内涵,具有挽救国家、民族、社会危机, 救亡图存之强烈而

鲜明的时代特征。这与明清易代的历史巨变的社会历史条件密切相关。明清易代,对整个社会产

生了巨大的震动,特别是在深受忠君思想和华夏正统观念影响的思想家和学者们看来,这是国家民

族的奇耻大辱, 也是思想学术界的切肤之痛。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与思想文化氛围下,清代前期

学风和文化思想潮流由玄虚而趋健实, 包括经世致用实学和考据实学在内的实学思潮,遂成为清前

期的学术思想主流。由于清前期实学思潮的学术思想倾向, 与清代前期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救亡图

存的时代精神相吻合,从而使之成为对清代前期乃至有清一代影响巨大的时代思想文化主流,并且

对包括白话小说在内的清代前期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如李时人先生所指出的: /由于明清易代

这一历史事变的特殊性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的知识界乃至普通民众, 终于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一

个由学术思想倡导而形成的新的社会思潮。这一新的社会思潮,以其强大的精神力量影响了清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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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清代前期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 清代前期文学思想的优点和缺点、清代前期文学创作的成就

和不足,都与这一社会思潮有着密切的关系。0 ¹

清代前期实学思潮作为一种时代思想文化潮流,清代前期白话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前者对后者

的影响主要在于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清代前期实学思潮的经世致用思想倾向和征实求真思想倾

向,在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上对清代前期白话小说尤其是作者的创作心态的影响,主要是崇实黜虚

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清代前期白话小说以中下层文人为主体的作者,普遍表现了一种现实功

利性和道德化的创作心态和以实为美的审美意识。这种创作心态与审美意识, 其现实原因显然与

清初的政局变化,尤其是异族入主中原, 对文人的激烈心理震荡有关。就其文化心理内涵而言,从

积淀层的文化心理看,是中国文人作者的人世精神和忧患意识、长期居于主流地位的社会功用观念

和尚实观。就其表层文化心理看, 则是清代前期白话小说作者的时代文化心理内涵,诸如异族入主

中原后汉民族的感情、文人的社会责任感和价值观、维护社会风化的道德意识、以实为美的审美意

识等。º 这一时代文化心理内涵形成,与集中代表了时代思想文化的时代思想文化潮流实学思潮

的影响密切相关。

就实学思潮对清代前期英雄传奇小说创作影响而言, 在清代前期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时代思

想、文化潮流、实学思潮, 以其社会本位、道德本位、崇实黜虚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影响了清代前

期英雄传奇小说的创作。而两者之间在思想观念与思维方式的重要联结点,是清代前期白话小说

文人作者创作心态和审美意识及其文化心理,从而作用于白话作者的思想价值观、审美意识和创作

思维, 这使英雄传奇小说在创作上大致有下述两方面的变化:首先, 在清前期实学思潮强调恢复儒

家思想传统的思想倾向影响下,英雄传奇小说表现了一种尊经重道的思想文化意蕴,以及回归儒家

思想传统的创作倾向。上述思想文化意蕴和创作倾向,表现了小说作者的道德本位的思想价值观

和思维方式。如上述5水浒传6的续书5后水浒传6和5水浒后传6所表现的忠义思想观念的内涵虽然

不尽相同,但都继承了5水浒传6忠义思想观念中儒家的思想的成分, 对于其中所包含的下层民众的

思想观念则予以很大程度的清理, 这显然与清代前期实学思潮提倡恢复儒家思想传统,肃清/异质0

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5水浒后传6以儒家思想为内涵的社会理想, 其所显示的与5水浒传6以下层

民众思想为内涵的社会理想也有所不同, 同样也反映了上述思想文化意蕴和创作倾向。5岳飞全

传6则从情节结构和主人公岳飞形象,表现了对儒家/忠君0思想观念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名节0思想
观念的强化。其次, 清代前期英雄传奇小说的文体特征, 由传奇性向平实化转向, 主要表现在日常

生活化的情节、细节和生活场面的真实性描写,取代了夸张、渲染的传奇性情节描写;英雄人物的传

奇色彩减弱,向平凡化和真实性人物转化。而英雄传奇小说文体特征由传奇性向平实化的转向,实

际上也反映了作者的审美意识和创作倾向,由/奇0向/实0的转化,这与时代思想文化中实学思潮征

实求真的思想倾向所蕴涵的注重客观性、真实性的思想和思维方式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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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Practical Ideology on the Heroic Romance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NIE Chun-yan

( College of Literature ,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 Tianjin 300387,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two fundamental changes in thewriting of heroic romance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One

is the return to the Confucian tradit ion, and the other is the transition from romant icism to practicality in the

style of fiction, which is partly attributed to the rising of the practical ideology in that t ime.

Key words: heroic romance; change in fiction writing; practical id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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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座谈5中国文学史新著6

1996 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5中国文学史6风靡全国, 受到广泛关注和好评,迄

今已销售 20 万套。2007年 9 月,章培恒、骆玉明教授主编的5中国文学史新著6 (增订本)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和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联合推出。

5中国文学史新著6是海内外著名文史研究专家章培恒先生古稀之年领衔撰写的结晶之作,是一部极富特

色与创意的文学史著作。全书以人性的发展作为文学演变的基本线索,对现代文学以前的中国文学发展过程

作了实事求是而又独具特色的描述。作者打破了此前同类著述主要按朝代论述文学史的惯例, 将先秦至

1900 年的中国文学分为上古文学、中世文学、近世文学三个阶段, 并根据文学自身在不同时期的特点, 每个阶

段又分为若干期, 比较明晰地显示出了中国文学曲折而复杂的发展历程; 此书还明确提出了要从中国文学演

变的角度, 来探求文学史发展的内在联系,探讨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一脉相承的延续性; 在撰写过程中,

作者把内容与形式放在同样重要的地位,把内容赖以呈现的文学形式作为考察的重点, 体现了内容与形式的

完善、统一。此外,作者对中国文学史上的不少现象也做了新的阐述。例如,历来的文学史把5孔雀东南飞6作
为汉末建安时期的作品, 本书则以详尽的历史材料, 考证出它实际为从建安至南朝的长期演变的产物。同时

增订本对许多作品作了新的解读, 对不少作家作了新的评价, 并对长期被文学史忽视的重要作家(例如韩 、

王彦泓等)作了介绍和较高的评价。

5中国文学史新著6体现了浓郁的个性色彩。周谷城的5中国通史6、郭绍虞的5中国文学批评史6、刘大杰
的5中国文学发展史6、朱东润的5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6等皆是个人所著, 5中国文学史新著6继承了复旦大学

学者个人著史的传统, 是一部具有个性化色彩的文学史。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 章培恒先生明确地提出了撰

写的宗旨, 更主要的是在随后的统稿工作中, 章先生本人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和劳动。现 170 余万字中, 经过他

修改或重写的约有 120 万字,其余部分也经过他修改,所以增订本中许多章节的论述都融入了章先生个人独

特的生活经验和情感, 处处都感受到他独有的笔触。尤其需要说明的是,5中国文学史新著6 (增订本)统稿工

作, 是章先生于病中完成的,章先生在病房里也一直没有放下手头的工作,有时一边打着点滴一边与责编讨论

修改事宜, 体现了章培恒先生在学术上不懈追求的可贵精神。

座谈会上, 复旦大学出版社贺圣遂社长和上海文化出版社陈鸣华总编辑分别介绍了5中国文学史新著6
(增订本)的出版情况, 章培恒、骆玉明先生致辞。北京大学教授严家炎、钱理群,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邓绍基,中

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吴福辉, 南开大学教授陈洪、罗宗强,南京大学教授程章灿, 苏州大学教授范伯群,扬州大

学教授曾华鹏, 浙江大学教授廖可斌,中山大学教授吴承学,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大康, 上海大学教授董乃斌,

复旦大学教授王水照、黄霖、陈思和、张新颖、栾梅建等著名学者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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