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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论

文学文本中“海外”的局限性
——从王韬的海外题材小说谈起

李 霈

作为晚清重要的政论家、改革家，王韬在学界受

到相当的重视，但是这些研究的视角主要以王韬这

两个身份入手，而忽略了他作为文人的角色。而对

其文人角色的探讨，在文学史上有其特殊的意义，这

样的个案分析为我们梳理晚清与五四文学之间的联

系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视角。

其实，作为文学家的王韬，近代文学史中已多有

论述，如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陈则光《近

代文学史》和任访秋《中国近代文学史》。这三部文

学史中，除任本主要论述王韬的时文，另外两部都将

重点放在了小说上，而且都指出王韬小说的一个重

要特征——对海外的描写（1）。本文将王韬涉及海外

内容的小说统称为海外题材小说。经典的文学史论

述中，王韬海外题材小说的贡献在于拓宽了小说表

现的内容，重在旧文学中的“新”字。而我认为，不在

于内容的新，而在于新题材中的旧。新题材与旧话

语之间的关系，王韬的转换方式、写作心态以及这背

后的原因，才是真正的重点所在。新旧是近代文学

上的老题目了，而且有时候已经形成了一种限制，但

是，在王韬这里，新旧仍然是谈论他最方便最有效的

切入点。

一

王韬海外题材的小说主要集中在《淞隐漫录》

中，分别是《记日本女子阿传事》、《海外美人》、《媚黎

小传》、《海底奇境》、《海外壮游》、《桥北十七名花

谱》、《泰西诸戏剧类记》、《柳桥艳迹记》、《东瀛才

女》。另一部小说集《淞滨琐话》中也有一些海外题

材，如《东瀛艳谱》（上下），但其描写范围没有超过

《淞隐漫录》，因此，本文的分析主要以《淞隐漫录》的

小说为主。本文对海外题材小说的界定从宽，但实

际上海外是有层次的。海外风光当然是海外，但海

外之所以称为海外，不仅要有风光，还要有精神，两

者的结合才是海外的真正体现。具体到小说中来，

就是不仅要有不同于中国传统小说的内容，更要有

突破传统框架的异质思想、个性，套用王德威教授的

话说，就是要有“摆脱中土本位架构”（2）的可能。按

照这样一种思路，可以对王韬的海外题材小说分类。

《桥北十七名花谱》、《泰西诸戏剧类记》、《柳桥艳迹

记》、《东瀛才女》在今天的意义上，不能算作小说，更

适合归为笔记、游记。当然，在王韬那里，笔记、小说

本就是不分的。按理说，东洋西洋都是海外，但实际

上有差别的。三篇关于日本艺妓的小传，虽贴着日

本的标签，骨子里的东西还是中国的，与《东部雏伶》

《三十六鸳鸯谱》（上中下）这样给中国妓女作小传的

小说没有实质差别，严格地说并不能算真正的海外

题材。剩下的五篇中，《海外美人》里的海外更像一

个虚拟的海外，尽管里面也提到了意大利这样的具

体国名，但整个故事和外国关系不大，海外美人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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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不是西洋的科学技术，不过是传统神怪小说的幻

想的变形。《海底奇境》与《海外壮游》里的海外确实

是真正的海外，还是传统的传奇故事。《海底奇境》

的故事重点在聂瑞图与瑞士女子兰娜在海底的邂

逅，海底不是对现实西洋景象进行艺术加工幻化出

的海底，而是中国传奇故事中的景象。真正的海外

内容在这之前就结束了。《海外壮游》的内容和题目

倒很相符，确实到西洋壮游了一番。不过壮游是为

了顿悟，只是顿悟的过程——即对繁华世界的体验

——放在了西洋世界。这当然说明王韬对西洋的肯

定，也确实是一种扩大艺术范围的尝试。

整部《淞隐漫录》中，真正对框架有所突破的海

外题材小说，只有《记日本女子阿传事》和《媚黎小

传》。《记日本女子阿传事》里的阿传生性浪荡，与邻

人浪之助偷成伉俪私奔，后丈夫死去，阿传回乡并再

次私奔。最后为生计所迫流落风尘，因为吉藏不给

钱并且怀疑他是前夫之死的凶手，遂将其杀害，自己

也被正法。阿传是个矛盾的女人，生性放浪、自主的

意识、环境的逼迫在她身上纠缠在一起。她与邻人

浪之助偷成伉俪以及与市太郎作文君之奔虽是浪荡

的表现，可同时也体现了轻视常规的自主意识。（3）如

果切除故事里个人道德品性的成分，阿传的故事倒

是新文学里“娜拉出走”故事的一种预演（当然其内

含比娜拉出走要简单得多）。如果再忽略性别，阿传

故事中体现的独立自主的个性与艰辛的现实之间的

矛盾正是五四新文学表现的一个主题。这样的层层

剥离小说原有要素的方法，不是为了把王韬的小说

与新文学搭上关系，称之为前驱，而是为了说明这个

文本本身蕴藏的丰富性。但是这样的丰富性在王韬

这里全都被压抑住了。这篇小说不是王韬的创作，

而是转述，故事的原本是日本的一出戏剧。（4）但是王

韬将其转述为小说至少说明他对这部戏的认可态

度。转述过后的文本依然是一个传奇、讽喻故事，尽

管文本体现出对阿传的个性的欣赏、不幸的同情，但

主人公自身的矛盾和她与外部世界的矛盾并没有细

致地展示出来。

另一篇写女子的《媚黎小传》情节更为曲折，是

一个跨国三角恋爱故事。媚黎为了摆脱在英国的爱

情纠纷来到中国，却仍然躲不开旧情人的纠缠，最终

为了捍卫自己的爱情不惜将旧情人杀死，同时自己

也被旧情人杀害。小说中女性追求爱情的自我意识

以及表现爱情的激烈方式都是五四新文学的话语资

源。然而，媚黎这样一个新女性却被王韬进行了中

国化的改造。这个中国模式的开启，正是在媚黎登

山去往中国邮船的那一刻。媚黎“甫登舟，见一华人

自英旋华，容貌魁玮，衣冠煊赫”，而男“本惊女妖冶，

思通款曲，遂以船主为介，与女执手为礼”。一开头

就是典型的才子佳人初见倾心的场面。后来二人私

定终身，恩爱悠游。但这样的改写似乎还不够，媚黎

不但要成为温婉可人的娇妻，而且还要成为辅佐男

人建功立业的贤内助。夫妻俩虽然建了功，但“卒不

能见用于时，落寞而归”，又过上了悠然自得的名士

生活。这更是典型的中国话语。直到约翰来华，媚

黎才摆脱这个模式，体现出独立女性独立自主、勇敢

决绝的个性来。“此人以计杀我婿，几陷我与死地，

智狡而狠，岂复有些子情意哉？今日之来，殆为我

也，我今已得所归，岂复甘从汝敝人！俟其来，当以

一言绝之，设或不然，愿拼一命，以殉彼，借以报我婿

之愁仇，庶可见我婿与九幽之下。”（5）王韬对媚黎中

国化的改写，一是符合中国士大夫的想象，二是增加

了故事的传奇色彩，使小说趋于一个中国式的传奇，

而小说中真正的新因素——女性的自主意识就在这

样的改写中被打了折扣。《淞隐漫录》中共121篇小

说，可是真正有打破传统架构可能的海外题材也就

两篇，它们显示了其他几篇海外题材不具备的异质

性因素，但最终还是没有摆脱中土本位架构，被同化

了。但是这样的同化或者说改造从另一个角度看正

是异质性因素与传统发生冲突的体现，只是不那么

明显。

二

比起游记，王韬小说中的那些海外内容几乎可

以忽略不计。两部游记中，《漫游随录》的信息量要

大得多，尤其是第二部分对英法的考察。“巴黎胜

概”、“法京古迹”、“博物大院”、“保罗圣堂”、“风俗类

志”“制度述略”“制造惊奇”，既有概述，也有具体记

录，不仅涉及文物古迹博物制造等物质层面，还涉及

风俗制度等社会文化层面，不只是猎奇，更是有目的

的考察。不过比起稍后出国公使如郭嵩焘、薛福成

的出使日记，王韬的考察也不深入。王韬思想性的

东西都在时文这样一种文体中表现出来，代表就是

《弢园文录外编》，因此，《漫游随录》不用承载这么多

的经世致用功能。“海外”进入游记看不到小说中的

改造，这得益于游记这种文体的特点，它比较自由，

一方面可做载道之用，另一面也可发言志之意。《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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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随录》确实给游记带来了新气象，但没有文学的刻

画，所以《漫游随录》中的海外没那么强的文学异质

气息。而作为文学末流的小说，作为致用的海外不

需要进入，而作为精神上异质的海外又很难进入，结

果存在于其中最多的，就只是海外风光这样的猎奇

了。《漫游随录》这样的游记可能和王韬的时文一

样，是王韬作品中最有新气象的。

《扶桑游记》与《漫游随录》差别颇大。这部游记

更像中国传统的游记，主要是交友游玩，对日本社会

政治文化层面的东西记录甚少，和日本人笔谈也一

笔带过，这样状况的出现可能出于王韬的私心，即对

日本的警惕，不愿意过多把经验传授给一个潜在的

竞争者。但我认为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王韬此

时的文化优越感。出游西洋，王韬虽然具有平等的

心态，而游览日本则不然。首先，他是被日本人邀请

去请教西方经验的，潜在里有一重老师的身份。其

次，那时候王韬依然认为日本的文化受中国影响，在

文化上中国是日本的老师。还有一层原因就是王韬

的锐气已经不像游历西洋时那么旺盛了。1879年王

韬去日本已经是天命之年，1870回港至此时已经九

年，九年来王韬作为边缘知识分子一直在呼吁改革，

但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而日本之行，倒成了排遣

失忆的好方法，因此整部《扶桑游记》有一种放浪形

骸之感。对应落寞才子，醇酒美人就必不可少了，查

其游记，半数以上的天数都有对艺妓的记载，这也可

以理解为什么在小说中王韬如此钟情于给日本妓女

立传。在《扶桑游记》里，真正的海外已经少了很多，

精神上和小说更为接近，海外在这里又变成了猎奇

和寄托。

三

两部游记差异的原因，可以从《淞隐漫录》和《淞

滨琐话》的序言中探求。在《淞隐漫录》自序中，王韬

说“不佞少抱用世之志，素不喜浮夸蹈迂谬，一惟实

事求是，愤帖括之无用，年尾弱冠，弃而弗为”。（6）崇

实黜虚，情理之中，弃而弗为就有问题了。真是主动

弃之吗？这里面有为谋生计的打算。在序中，王韬

批评“近人惟怪之欲闻”，“索之于支离虚诞、杳渺不

可究诘之境，岂独好奇之过哉，其志亦荒矣”，可是《淞

隐漫录》本身正是支离虚诞、杳渺不可究诘之境。这

样的矛盾不过是无奈愤恨之举，“盖今之时，为势利

龌龊谄谀便辟之世界也固已久矣”，写小说的目的是

“诚壹哀痛憔悴婉笃芬芳悱恻之怀，一寓之于书而”。

王韬说自己“穷而将死，岂复有心于游戏之言哉”则

过激了点。这里是用一种较为激烈的情感方式表达

自己的抑郁不得志。而在《淞滨琐话》的序言中，语

调明显轻松，小说“不过驱使烟墨，供我诙谐而已”（7），

意思就是游戏之言。王韬的两篇序文，看似矛盾，内

里却有相通之处，用五四的话语来概括正合适，“高

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8）。用世之志不能实

现，在游记中表现为醇酒美人，在小说中就是才子佳

人、奇情异事。

对序言的分析是为了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

么五四新文学具备的要素在王韬那里没有释放出

来。王韬有海外游历经历，提倡改革，具有求新求变

的自觉意识，有很高的文学修养，而且其小说中已经

出现了外来因素，这些条件看起来可以让他在文学

上做出一些创新，可是为何这些可能性都没有成为

现实？作为一个晚清的先进知识分子，王韬并没有

摆脱传统文人的身份。（9）王韬还停留在传统中，有传

统知识分子的想象与趣味，对阿传故事的转述可见

王韬的趣味就在于欣赏故事的新传奇性。而媚黎故

事不仅有趣味，还有想象，将其塑造成一个有理想的

中国美人，有那么一点个性，但又完全被笼罩在男权

的标准之下，达到了一种传统范围内的最佳中和。

在实际和想象层面，王韬并不是完全统一的，这也正

是他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一个特征。他不具备现代

意义上的文学观念。在王韬那里，重要的是“文”而

不是“文学”。“文”是经世致用的，如他发表在香港

《循环日报》上的时论政论，而游记和小说不承担这

样的功能。当五四新文学家说“把文艺当作高兴时

的游戏，或者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

了”，他们批评的不是晚清的功利主义，而是鸳鸯蝴

蝶派们以及王韬这样的旧式文人。不过，王韬这样

的文学观不一定是个坏事，如果他受到文学界革命

影响，我们看到的海外题材的小说很可能成为新中

国未来记，也就是《弢园文录外编》和小说（《漫游随

录》和《淞隐漫录》）里海外题材小说的结合体，是一

个四不像。当然，同时，五四新文学家对王韬的批评

也十分有道理。那就是王韬对待小说的非严肃态

度。如果有严肃的态度，他本可以对《记日本女子阿

传事》或者《媚黎小传》作更深刻的改写，而不是传统

传奇式的改写。这里引发出第三个问题，即王韬的

文学修养。不能说王韬的文学修养不够，以传统文

人的标准，王韬倒是诗文俱佳。在《漫游随录》里，王

李霈·文学文本中“海外”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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韬考察的文化层面包括制度、风俗、教育，但是没有

文学。王韬毕竟游历西洋两年，相比于国内文人有

很好的条件学习西方文学，本有机会利用外国文学

资源思想资源对中国文学进行改造，做出更有价值

的突破实践。

也不能陷入这样的误区，即王韬学习了西方的

思想和文学就可以写出类似新文学作家的先驱式的

小说。对于王韬忽视西方文学思想资源，有以下一

些原因。一是王韬本人不会外语，不能直接进行阅

读。二是王韬接触的知识分子主要是传教士，他们

的兴趣也不在文学上，在这方面与王韬交流不多。

以上是客观的限制，还有重要的一点是王韬的自信。

在中西交流不对等的情况下，王韬的自信显得尤为

可贵。但不能否认，文化上的自信遮蔽了一些东西。

在大道同的基础上，文学这样的末流以及相关的文

艺思潮、哲学思想王韬并不是很关心。至少从王韬

的著作中，这些没有对王韬形成多大的刺激。这里

以最早在近代中国杂志连载的翻译小说《昕夕闲谈》

为例。韩南教授在他关于这部小说的论文里提到了

很多同化的翻译现象，这里不再赘述。序言中有这

样一段话：“予则谓小说者当以怡神悦魂为主，使人

之碍于此世者咸弃其焦思繁虑而暂迁其心与恬适之

境者也。”（10）这句话文艺色彩很浓，形而上的意味较

强，但到了后文则转向功利的一面。可见在当时，较

为纯粹并严肃的文艺观并没有成形。但在这里，小

说的位置至少被提高了，而在王韬那里，小说还在末

流处徘徊。晚清对西洋的学习，大致经过器物——

制度——文化三个层面。王韬大致处于制度——思

想层面的过程中。他关心制度，也关心思想，但是当

时思想文化上的输入还没形成规模，而王韬作为一

个西洋的输入者，对文化层面的东西关心还不多。

王韬有机会走得更超前一些，但是历史条件加上自

身的问题，限制了他在文艺上走得更远。

结语

上面的论述很容易陷入历史决定论中，当我们

仅仅把王韬的局限于历史的虚线并等同起来，那么

王韬的个案分析的意义就不大了。还是回到王韬的

小说。王韬的海外题材小说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旧瓶如何装新酒。王韬的海外题材小说，有新

名词新内容，甚至有了新思想，但当他们被放进小说

中，我们看到的还是笔记小说、传奇故事，新酒放进

旧瓶，只是不那么旧的旧酒而已。以《记日本女子阿

传事》和《媚黎小传》而言，它们的旧不在于使用的是

文言，而是传统文言小说背后那种传奇故事的模式，

背后体现的是一种“中土本位架构”的文化心理机

制。这样的机制不打破，阿传只是个传奇中的女子，

而媚黎早晚会变成理想的中国妇人，那些海外题材

的小说也就不可能变成五四新文学的先驱作品。

王韬的例子也凸显出梁启超文学界革命的重要

性。五四新文学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得意于梁启超

的努力。同时，还不能忽略晚清民初大规模的文化

输入。先驱的局限性意味着我们对现代文学的溯源

是要有度的，仅仅以一些现代性的因素去确定源头

很容易使工作本身变得苍白。自主意识当然是现代

性的产物，但是如果忽略了这种自主意识的具体语

境，那么追溯可以上推到魏晋甚至先秦。只有结合

了具体的历史与文本的语境，那些现代性的因素才

是有意义的。王韬的个案提示我们，在晚清复杂的

中西交流状况中，重要的是那些新文学的因素是如

何一步步成为新文学的，而不是这些孤立的因素本

身是具体什么时候出现的。

注释：

（1）郭延礼著：《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的原话是“海外风光

和世俗民情的描绘”，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68页。郭

是把海外风光和世俗民情放在一起论述的，而海外因素也局限

于风光。本文着重论述的是王韬小说中的海外因素，不仅仅是

风光。

（2）王德威在影响广泛的论文《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中，

将中国文学中表现的现代性概括为自主求新求变脱离中土本位

架构的意识。参见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三联书店，1998年
版。本文并不是说王韬的小说已经脱离了中土本位架构，只是

指出其海外题材的小说显露出这样一种可能。

（3）可以确定阿传身上身上还有真爱情，比如和浪之助的结

合，她为浪之助治病。而与吉藏则没有，她与吉藏是利益交换关

系，否则她也不会杀死吉藏。

（4）《扶桑游记》中对这出戏剧有记载，其故事情节和小说没

有丝毫偏差，差别仅在于细节。而且小说中的细节很可能是原

剧的细节，只是在游记中被省略了而已。

（5）（6）王韬：《淞隐漫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

309页，自序第2页。

（7）王韬：《淞滨琐话》，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3页。

（8）《文学研究会宣言》，《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

（9）本文认为知识分子是一个更大的概念，而文人是一个较

小的概念，指对传统文学有浓厚兴趣并有较高修养的人。

（10）《瀛环琐记》第3卷，上海图书馆藏，《昕夕闲谈》从此卷

开始连载。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