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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史传叙事的特点影响到古代历史小说叙述者的诸多表现:就叙述者对人物的处理看ꎬ历史小说人

物的奇异化色彩与史传叙事的虚构有关ꎻ就历史小说的叙述机制看ꎬ章回体的形成、史官式叙述、文献引入都直

接受史传叙事影响ꎻ就历史小说的叙述介入看ꎬ多种形式的叙述介入是对史传“寓论断于序事”的发展和丰富ꎮ
〔关键词〕史传叙事ꎻ叙述者ꎻ叙述机制ꎻ奇异化ꎻ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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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成为明清文学的标志ꎬ与历史小说的兴

盛不无关系ꎮ 历史小说之所以兴盛ꎬ和中国的史

传叙事又密切相关ꎮ〔１〕学界相关论述往往从某一

具体作品出发ꎬ就题材、史传意识等方面展开论

述ꎬ一般缺乏明确的叙事主体意识ꎬ更没有区分

真实作者和叙述者ꎮ 但史传叙事对真实作者和

对叙述者的影响是不一样的ꎬ真实作者和史传叙

事的关系笔者已有专文讨论ꎬ本文集中谈史传叙

事与叙述者的关系ꎮ

一、史传叙事的特点

史传叙事的特点主要有实录原则、春秋笔

法、“典型化”特征、寓论断于序事、假论赞而自

见ꎬ前二者侧重于史家的叙事意图ꎬ后三者侧重

于史传叙述的策略ꎮ 无论是意图还是策略ꎬ对历

史小说的叙述者都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ꎮ

中国“以史为贵”传统的形成ꎬ与史传叙事

的实录精神息息相关ꎮ 实录不仅是叙述者的如

实记录ꎬ如班固所言“不虚美、不隐恶” 〔２〕ꎻ更是

叙述者对如实记录的内容进行道德判断的结果ꎬ
如刘知幾所言“明镜之照物也ꎬ妍媸必露”ꎮ 如

何进行道德判断ꎬ既要有史识ꎬ还要有史德ꎬ二者

兼备ꎬ才能不因个人好恶而遮蔽叙述对象自身的

好坏ꎬ才能“爱而知其丑ꎬ憎而知其善”ꎬ真正做

到“善恶必书”ꎮ〔３〕 要做到实录ꎬ就需要春秋笔

法ꎬ春秋笔法的特征在于尚简用晦ꎮ〔４〕 但春秋笔

法不仅仅是“笔法”ꎬ同时也是春秋史官的一种

价值评判方式ꎬ大约有三个方面〔５〕:一是“常事不

书”ꎬ如此ꎬ被载录者就需要有“此何以书”的疑

问ꎻ二是“隐而不书”ꎬ或者是史官“通过缺失不

载这一方法ꎬ表达自己的不认可ꎬ并提醒人们对

这一事件进行反思”ꎬ或者是避讳ꎬ“为尊者讳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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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亲者讳ꎬ为贤者讳”ꎬ“隐而不书并不是一味遮

掩ꎬ也是一种臧否方式”ꎻ三是某些特殊的表达规

则和用词规则ꎬ其陈述方式则显示了意义判断ꎬ
其要义在于«左传成公十四年»所说的“微而

显ꎬ志而晦ꎬ婉而成章ꎬ尽而不汙ꎬ惩恶而劝善”ꎮ〔６〕

春秋笔法由此被认为是“微言大义”ꎬ如何“微
言”? 如何“大义”? 就涉及到具体的叙述策略

问题ꎬ涉及到史传叙事如何“典型化”以及如何

在叙事过程中发表评论的问题ꎮ
史传的“典型化”首先体现在选择有代表性

的人物或事件来展开叙述ꎮ 强调人物或事件的

代表性ꎬ史传叙事展示的不仅是人物的行动或事

件的过程ꎬ还包括人物或事件背后所蕴含的普遍

意义ꎮ 从代表性出发ꎬ史传叙事的选材ꎬ不能完

全局限于历史上的大人物或大事件ꎬ小人物或小

事件也可以入选ꎮ 如«史记»选人的标准是“倜
傥非常之人”ꎬ〔７〕«陈涉世家»将陈涉发迹前和佣

耕之人对话这样的小事也写进史传ꎮ 其次体现

在采用虚实结合的叙述手法ꎮ 史传叙事如果给

所叙述的人事增加一些奇异色彩ꎬ故事性会更

强ꎬ给人留下的印象也会更深刻ꎮ «留侯世家»
写张良发迹前和老父的交往ꎬ就颇有传奇色彩ꎮ
史传对小事件和传奇色彩的包容ꎬ都给史传的虚

构开了方便之门ꎮ 史传的基本要求是实录ꎬ但在

古人看来ꎬ奇异之事有可能也是实际存在的ꎬ描
绘奇异之事ꎬ最方便的就是虚构ꎮ 史传叙事的另

一个特点是在叙事过程中发表评论ꎬ具体表现为

两类情况:寓论断于序事和假论赞而自见ꎮ 寓论

断于序事ꎬ即“凡是作者未发议论而在叙事中自

有是非褒贬寓焉即为寓论断于序事ꎬ简言之ꎬ以
事代论”ꎮ〔８〕它不仅可以通过选材、描写和人物话

语这些看起来客观实际上包含史家倾向的方式

来完成ꎬ也可以通过互见法、对照法等具体手法

来完成ꎮ 寓论断于序事是将论断隐藏在叙事之

中ꎬ假论赞而自见则是对史传中的人事进行公开

评论ꎮ 论赞可以是史传开头的序论、中间的公开

议论ꎬ更常见的是结尾的论或赞ꎬ形式多样ꎮ 自

«左传»“君子曰”以来ꎬ到范晔«后汉书»“论曰”

“赞曰”并举ꎬ形式上趋于完备的同时ꎬ假论赞而

自见的史家用心也得到强化ꎮ

二、史传叙事与历史小说人物奇异化

首先要说明的是ꎬ在强烈的“史贵于文”观

念的影响下ꎬ叙述者基本上就是真实作者在具体

小说中的代言人ꎬ但和真实作者不同的是ꎬ真实

作者的意图需要通过小说背后的相关线索(主要

是真实作者的“夫子自道”和小说问世的背景)
才能获得ꎬ叙述者的倾向则需要通过对叙事文本

的爬梳才能获得ꎮ 其次要说明的是ꎬ由于叙述者

只是真实作者的代言人ꎬ其叙述倾向总体上看ꎬ
和真实作者的意图并无二致ꎬ因此ꎬ对叙述者而

言ꎬ重要的不是其倾向如何ꎬ而是他通过哪些叙

事手段来实现其倾向(当然ꎬ不排除极个别的叙

事手段和叙述倾向相冲突的现象)ꎮ 就小说内容

而言ꎬ史传叙事的突出影响是叙述者将小说人物

奇异化ꎮ
历史小说主要叙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ꎬ这

就决定了小说的人物和事件基本上需要取材于

史传ꎬ叙述者根据史传才能“敷演大义”ꎬ但历史

小说毕竟是“演义”ꎬ需要突出某一人物的“与众

不同”ꎮ 简便的做法是从史传的虚构中汲取营

养ꎬ将历史人物奇异化ꎬ这使得历史小说多少都

带有一点神怪色彩ꎮ 但和神怪小说人物的纵横

变化不同ꎬ历史小说人物的神怪色彩不能让人物

超越自身的历史归宿ꎬ它只是增强人物的传奇色

彩而已ꎻ神怪小说人物的神怪色彩体现出人物的

精神品质ꎬ历史小说人物的神怪色彩只是人物行

为的点缀ꎬ基本上不影响人物的精神品质ꎮ 历史

小说人物奇异化主要是叙述者为了突出人物的

神奇性ꎬ和史传在实录之外用奇异色彩来增强故

事性如出一辙ꎬ此外ꎬ有时候历史小说千篇一律

的“神奇”模式又可以从史传中找到源头ꎮ «左
传»中就有不少梦兆、占卜的记叙ꎬ已经将«春

秋»所记载的史事神秘化ꎮ〔９〕到«史记»ꎬ«高祖本

纪»所言“刘媪尝息大泽之陂ꎬ梦与神遇遂

产高祖”对后来的历史小说神怪化至少产生两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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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影响:一是造成人物出生有异象的模式ꎬ不
少历史小说介绍某个人物时ꎬ都描绘其出生时的

奇异性ꎮ «盘古至唐虞传»说公孙轩辕母亲“见
大电绕北斗枢星ꎬ感而身怀有孕”ꎬ二十四个月后

生下轩辕〔１０〕ꎻ舜母“见天上大虹ꎬ有感而生舜于

姚墟之地” 〔１１〕ꎻ«西汉演义»所言刘邦乃其母“梦
与神交会”而生〔１２〕 更是直接搬用«高祖本纪»ꎮ
二是奇异梦境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影响ꎮ «东周

列国志»第八十三回ꎬ越灭吴前夕ꎬ文种和范蠡各

自都梦见伍子胥乘白马素车和他们交谈ꎬ指引他

们如何进吴都城ꎻ«开辟演义»第二十一回ꎬ黄帝

“梦见大风将天下尘垢皆吹去ꎮ 又梦一人手执千

钧之弩ꎬ驱羊万群”ꎬ〔１３〕 于是根据梦兆寻找到风

后、力牧ꎬ辅佐自己治理天下ꎮ
小说人物奇异化还表现在将某些人物附以

“神力”ꎮ «残唐五代史演义»中的李存孝ꎬ勇冠

三军ꎬ被康君立、李存信二人陷害ꎬ用五牛分其

身ꎬ但五牛反被存孝用力“纵到身底下来”ꎬ此时

“半空中现一金甲神人ꎬ叫存孝不得挣挫”ꎬ并告

知存孝“原是上界铁石之精降临凡世”ꎬ现在已

“功行完满”需要“归天”ꎬ以防“神人夺了你的座

位”ꎬ〔１４〕于是存孝被害ꎮ 史书记载存孝“骁勇冠

绝”ꎬ〔１５〕在小说中被归因于铁石精下凡ꎬ将历史

人物“神”化ꎬ或许是人物奇异化的最简便做法ꎻ
更有甚者ꎬ恰好存孝被害的时候ꎬ也是“功行完

满”需要“归天”的时候ꎬ这种今天看起来比较拙

劣的机巧也不妨看作是人物奇异化的表现ꎮ 如

果说李存孝的“神力”基本上还是通过人的超常

能力展示出来ꎬ«杨家将演义»中的文广、宣娘等

人ꎬ就和«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等神怪一样ꎬ变化

多端ꎬ完全超出了人的能力ꎬ卷八“公正争先锋

印”一章ꎬ文广和奉国都能化身十余个自己ꎬ且能

在“云端飞来飞去” 〔１６〕ꎻ卷八“十二寡妇征西”中
的宣娘可“飞上云端”ꎬ并能“吹气一口ꎬ化一道

清风下去”ꎬ军队在法术的作用下ꎬ可变为“黄斑

猛虎”ꎮ〔１７〕历史小说至此已有神怪化倾向ꎬ实录

已经完全让位于虚构和想象ꎮ 需要说明的是ꎬ这
些在今天看来完全属于虚构乃至荒诞不经、在历

史小说中显得不伦不类的内容ꎬ在古人的观念

中ꎬ却未必如此ꎮ 自魏晋志怪小说以来ꎬ鬼神怪

异之事就被小说家当作“实录”所认可ꎬ干宝«搜
神记»ꎬ时人称之为“鬼之董狐” 〔１８〕ꎻ王嘉«拾遗

记»ꎬ“其言荒诞ꎬ证以史传皆不合”ꎬ〔１９〕萧绮在修

订时却声称“言匪浮诡ꎬ事弗空诬ꎬ推详往迹ꎬ则
影彻经史ꎬ考验真怪ꎬ则叶附图籍”ꎮ〔２０〕 作为晚出

的历史小说ꎬ在“史统散而小说兴” 〔２１〕 观念的影

响下ꎬ自然不会对史传亦步亦趋ꎬ但难免会受到

神怪小说将鬼神行为看作“实录”的影响ꎬ在小

说中将历史人物和鬼神交织在一起ꎮ 所以ꎬ今天

看起来天马行空的想象和虚构ꎬ在历史小说中却

频繁出现ꎮ
人物奇异化受史传影响的另一个特点是用

后来的历史结果来推演此前的人物行为和情节

发展ꎮ «英烈传»第五回ꎬ少年朱元璋砍柴时身

陷淤泥之中ꎬ就在他“自分必遭淹死”之时ꎬ很多

小鬼将他救了ꎬ理由是“皇帝被陷了ꎬ我们快去保

护ꎬ庶免罪戾”ꎮ〔２２〕就小说情节发展逻辑来看ꎬ在
朱元璋早年落魄时分用他未来是皇帝的理由来

救他ꎬ实在是不合情理ꎬ但在叙述者心目中ꎬ既然

是写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皇帝的故事ꎬ就要时刻提

醒自己ꎬ皇帝的身份对整个故事都有制约作用ꎬ
遇到故事进展对皇帝不利的时候ꎬ正常的逻辑无

法让事情朝着有利于皇帝的方向发展ꎬ就用这种

反向推演的方式来推动故事发展ꎮ 历史小说中ꎬ
这种情况经常出现ꎮ «梼杌闲评»第十八回ꎬ魏
忠贤快被水淹死ꎬ在“一灵不冥”ꎬ魂魄游荡之

际ꎬ被神道因“天数使然”而让他回阳世ꎮ〔２３〕所谓

“天数使然”ꎬ也是叙述者因知道魏忠贤后来发

迹而寻找出来的让他活下去的理由ꎮ 这种情况

在历史小说中的反复出现ꎬ说明在叙述者心目

中ꎬ史传的影响是潜在的、深入骨髓的ꎬ他明白自

己在讲一个结局已经明了的历史故事ꎬ为了不违

背历史结局ꎬ可以在关键时刻借助鬼神来改变故

事进程ꎮ

三、史传叙事与历史小说叙述机制

就小说的叙述机制看ꎬ章回体的形成、史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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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叙述、文献引入都与史传叙事有一定关系ꎮ
历史小说是真实作者“按鉴”演义的产物ꎬ

如何落实“按鉴”演义ꎬ就需要考察叙述者如何

展开叙述ꎬ如何在“按鉴”叙述中逐渐形成并完

善历史小说的章回体叙事ꎮ 其一ꎬ就章回形式的

初衷看ꎬ是为了提供小说的内容梗概ꎬ让小说眉

目清楚ꎮ 起初的历史小说分卷分则ꎬ每则根据内

容拟个题目ꎬ这应该是受«通鉴纲目»影响所致ꎮ
«通鉴纲目»之所以比«资治通鉴»更受小说家欢

迎ꎬ主要在于前者有“纲目”ꎬ既易于查找具体

“纲目”所对应的相关内容ꎬ又方便浏览全部的

内容概要ꎮ 早期的历史小说ꎬ比照«通鉴纲目»
的分纲列目ꎬ先对小说分卷ꎬ然后在每卷之中再

分则ꎬ好让历史人物和故事的眉目更加清楚ꎮ 其

二ꎬ就则目的具体内容看ꎬ由于历史小说基本上参

照«通鉴纲目»内容来演绎ꎬ历史小说的回目很自

然地与«通鉴纲目»相关内容一致ꎮ 熊大木«全汉

志传»(１２ 卷本)“西汉六卷”的则目依次是:“汉
宣帝承统登基”“李陵回答苏武书”“霍氏谋反遭

族诛”“疏广致士荣还乡”“赵充国计破先零”“赵
充国进屯田计”“杨恽放肆遭诛戮”“陈宣大胜康

月氐”“朱云谏君折庭槛”ꎬ除“赵充国大破匈奴”
“陈宣大胜康月氐”二则外ꎬ其他各则与«通鉴纲

目»中卷五“秋ꎬ七月ꎬ迎武帝曾孙病已入即位”ꎬ
卷五“苏武还自匈奴ꎬ以为典属国”ꎬ卷五“秋ꎬ七
月ꎬ霍氏谋反伏诛ꎬ夷其族”ꎬ卷五“疏广、疏受请

老ꎬ赐金遣归”ꎬ卷六“先零羌杨玉叛赵充国

将兵击之”ꎬ卷六“留充国屯田湟中”ꎬ卷六“杀故

平通侯杨恽”ꎬ卷七“朱云上书攀殿槛ꎬ槛
折”大致对应ꎬ基本上就是对«通鉴纲目»相关内

容的摘录和简化ꎬ只是将«通鉴纲目»中的内容

概括为七个字而已ꎮ 其三ꎬ就章回形式的演进

看ꎬ历史小说最初分卷分则ꎬ却没有分回ꎬ每卷标

明次序ꎬ每则却不标明次序ꎬ只有标题ꎮ 随着小

说的刊刻和相关经验的积累ꎬ章回形式至少在两

方面有质的改进ꎮ 第一个方面是分回ꎬ分回和分

则的根本区别是分回在回目名称前标明次序ꎬ分
卷和分回的结合ꎬ小说的具体内容更容易被定

位ꎬ也容易被查找ꎬ既可以防止内容的重复ꎬ也可

以加强前一回和后一回之间的逻辑关系ꎮ 不妨

以«列国传»的三个版本为例稍加分析ꎮ 余邵鱼

的«春秋列国志传» “目录”处分卷列则ꎬ既不标

明每卷有多少则ꎬ则前也不用数字来显示次序ꎬ
在正文中每则标题缩两格另起行ꎮ 余象斗的«片
璧列国志»“目次”处分卷列回ꎬ“一卷”两字后用

小字标明“十九回”ꎬ但每回回目前无次序ꎬ在正

文中每回标题缩两格另起行ꎬ标题前标明“第一

回”“第二回”字样ꎬ但“目次”中的前十六回在正

文中每两回成一回ꎬ这样ꎬ正文中的前八回中ꎬ每
回其实都含有“目次”中的两回内容ꎬ由于回目

都缩两格另起行ꎬ所以前八回中都出现了回目前

无次序的另起行回目的情况(这与«春秋列国志

传»正文中的“则”实际上是一回事)ꎮ 就此而

言ꎬ«片璧列国志»所说的“回”比«春秋列国志

传»的“则”有所改进ꎬ但不够彻底ꎬ“目次”和正

文中的回目不一致ꎬ或许是粗心所致ꎬ但也显示

出叙述者对回目的用心不够ꎮ 冯梦龙的«新列国

志»进行了较大的改动ꎬ“目录”处只列回不分

卷ꎬ单起一行标明回次ꎬ然后另起行缩一格写回

目名称ꎮ 正文与“目录”一致ꎮ 叙述者显然对回

目很重视ꎮ 第二个方面是回目内容上的用心ꎬ由
单句到偶句的变化不仅是形式的变化ꎬ更是叙述

者对内容的理解和对叙述的调整ꎮ «春秋列国志

传»“目录”处第一卷前四则分别为“苏妲己驿堂

被魅”“云中子进斩妖剑” “西伯侯入商得雷震”
“西伯陷囚羡里”ꎬ正文中第四则“西伯陷囚羡

里”写成“西伯侯陷囚羡里城”ꎬ显然ꎬ叙述者只

求概括内容ꎬ对回目名称并不讲究ꎮ «片璧列国

志»“目次”处第一卷前四回分别为“苏妲己驿堂

被妖”“云中子进斩妖剑”“西伯入商得雷震”“西
伯陷囚于羡里”ꎬ字数一致ꎬ比«春秋列国志传»
要讲究一些ꎬ但正文中的标题与“目次”不尽一

致ꎬ“苏妲己驿堂被魅” “云中子进斩妖剑”为第

一回ꎬ“西伯侯入商得雷震” “西伯侯陷囚羡里

城”为第二回ꎬ正文中的回目标题一如«春秋列

国志传»ꎮ «新列国志»每回标明次序ꎬ如第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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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宣王童谣发令 杜大夫厉鬼报冤”ꎬ第二十四

回“盟召陵礼款楚大夫 会葵丘义戴周天子”ꎬ虽
然回与回的标题之间字数不尽一致ꎬ但每回都用

对偶的两句作标题ꎬ总体上看还是相当讲究的ꎮ
而且回与回之间的衔接也比«春秋列国志传»和
«片璧列国志»要好得多ꎮ 基本上做到了余象斗

在«题列国序»中所说的“条之以理ꎬ演之以文ꎬ
编之以序”ꎮ〔２４〕 章回体逐渐走向精致化ꎬ主要是

叙述者出于艺术方面的考虑ꎬ与史传叙事应该关

系不大ꎬ但章回体最初的形成ꎬ与史传叙事却关

系密切ꎮ 有论者指出:虽然章回体的形成与话本

模式有关ꎬ但叙述者“以节录史书、自成段落、再
立标题的敷演形式为主”ꎬ主要还是受«通鉴纲

目»的影响所致ꎮ〔２５〕

受史传叙事影响ꎬ历史小说还表现出史官式

叙述格局ꎮ 具体表现大致有:(一) 全知视角ꎮ
叙述者对所叙述的故事ꎬ全知全能ꎬ不仅知道所

有故事的来龙去脉ꎬ提前知道故事的结局ꎬ也知

道人物的内心想法ꎮ 因为他是在讲一个已经过

去的盖棺论定的故事ꎬ站在“事后”洞察一切的

立场上去展开叙述ꎬ犹如史家写史ꎮ (二)直笔

论道ꎮ 史家传统之一就是直笔论道ꎬ如实记载历

史ꎬ“不虚美ꎬ不隐恶”ꎬ叙述历史的同时带有强

烈的社会责任感ꎬ“品第人材ꎬ以示劝戒ꎬ古人之

本意ꎬ史氏之常职也”ꎮ〔２６〕历史小说在叙述时ꎬ往
往自觉地将道德劝戒作为自己的当然要求ꎬ因
此ꎬ所叙述的历史事件其实是有选择的ꎮ 如«新
列国志叙»所说:“往迹种种ꎬ开卷瞭然ꎬ披而览

之ꎬ能令村夫俗子与缙绅学问相参ꎮ 若引为法诫ꎬ
其利益亦与六经诸史相埒”ꎮ〔２７〕 (三)果报模式ꎮ
不少历史小说将历史故事和人物纳入到因果报应

的大框架中ꎬ这似乎是受到佛家影响ꎮ 但细究之ꎬ
果报观念并非佛家所独有ꎬ而为儒道佛共同所有ꎮ
就决定史传传统的儒家思想而言ꎬ«尚书汤诰»
云:“天道福善祸淫”ꎬ«周易坤文言»云:“积
善之家必有余庆ꎬ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ꎬ儒家的

这种果报思想导致史传中也有强烈的果报意识ꎬ
许宝善甚至说:“历朝二十二史ꎬ是一部大果报

书ꎮ 二千年间ꎬ出尔反尔ꎬ佹得佹失ꎬ祸福循环ꎬ
若合符契ꎬ天道报施ꎬ分毫无爽ꎮ” 〔２８〕 史传中暗含

的果报观念对历史小说的叙述发生了潜移默化

的影响ꎬ«三国演义»开头所说的“天下大势ꎬ分
久必合ꎬ合久必分”也不妨看作是分合之间互为

因果的关系ꎬ分分合合的历史既然互为因果ꎬ写
分合变化的历史小说自然也可以采用果报模式ꎮ
写英雄的«大宋中兴通俗演义»ꎬ写奸邪的«梼杌

闲评»ꎬ直接采用果报模式ꎻ基本纪实的«混唐后

传»ꎬ最后竟通过仙家张果之口ꎬ说出了朱贵儿与

隋炀帝旧世之夙缘ꎬ转而为唐明皇与杨贵妃今世

之纠葛ꎬ“事虽荒唐”ꎬ但冥冥之中或许真的有此

“账簿”ꎬ“登记此类以待销算”ꎮ〔２９〕 这说明ꎬ无论

是外在的框架结构ꎬ还是内在的思想观念ꎬ果报

模式都已成为历史小说的一种叙述程式ꎮ (四)
天命观ꎮ 天命观暗合果报模式ꎬ但果报模式是从

作品的外在结构或内在观念中看出来的ꎬ天命观

则隐藏在历史小说的整个叙述过程之中ꎬ它没有

形成一种模式ꎬ但作为一种贯穿始终的观念ꎬ往
往用来解释小说中不好解释的现象ꎮ 在史家看

来ꎬ虽然人事纷纭复杂ꎬ但背后都是天命主宰ꎮ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认为天命即隐藏于人事

之中:“国将兴ꎬ听于民ꎬ将亡ꎬ听于神ꎮ 神ꎬ聪明

正直而壹者也ꎬ依人而行ꎮ” 〔３０〕 史家的天命观对

小说家影响深远ꎬ历史小说往往有“今古兴亡数

本天ꎬ就中人事亦堪怜” 〔３１〕 的感慨ꎬ在叙述过程

中ꎬ动辄以天命来解释人事行为ꎬ«英烈传»第三

十六回ꎬ陈友谅逃过一劫ꎬ叙述者认为“是他的天

命未尽ꎬ故得如此”ꎮ〔３２〕

历史小说的另一特色是叙述过程中的文献

引入ꎬ这与史传叙述依靠文献如出一辙ꎮ 文献引

入在历史小说中的表现多样:(一)在叙述过程

中ꎬ随着情节的发展ꎬ引入历史人物所作的表、
书、赋等ꎬ这样的引入没有打断叙述的线索ꎬ显得

很自然ꎮ 如«英烈传»第二十三回引张士诚给太

祖的假意求和书以及太祖的“回檄”ꎬ第二十六

回引张士诚奉表ꎬ第三十一回引刘基的表章、宋
濂的词、太祖的«江流赋»ꎬ等等ꎮ 这样的引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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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容易模仿ꎬ而且又可增强作品的史实感”ꎮ〔３３〕

(二)为引入文献而引入文献ꎬ扰乱了叙述进程ꎮ
«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卷三“韩世忠镇江鏖兵”一
节ꎬ引入岳飞拜五岳庙所作“盟记”ꎬ与上下文均

无关系ꎮ 岳飞遇害后ꎬ还有岳飞的几篇文献没有

引入ꎬ于是叙述者以“岳王著述”为标题“另录出

于王之终章后ꎬ以便观览”ꎬ似乎讲岳飞的故事就

要将岳飞本人所写的文献全部录入才行ꎮ〔３４〕 同

时ꎬ该书还大量引用朝廷及其他官员所作的各类

文献ꎬ卷三“胡寅前后陈七策”一节ꎬ抄录的第三

策到第七策ꎬ占该节绝大部分篇幅ꎬ而第一策和

第二策又抄录于上一节“洪皓持节使金国”最

后ꎬ在第二策和第三策之间ꎬ硬生生加上“胡寅前

后陈七策”这一节目ꎬ对小说叙述来说ꎬ实在令人

匪夷所思ꎮ (三)对照引入文献ꎮ 在叙述故事之

后ꎬ将史书上记载的相关内容抄录在后面ꎬ以示

前面的叙述有史实依据ꎮ 对照引入主要有三种

情况:一是直接抄录史书ꎬ如«东西晋演义»西晋

卷三“勒责王衍乱天下”一节ꎬ在叙述石勒杀害

王衍及司马越宗族之后ꎬ叙述者停止叙述ꎬ以“史
臣断八王曰”引«晋书»卷五十九卷末对八王先

后用事的长篇评论ꎬ〔３５〕 对此前关于八王用事作

一个概括性的复述和总结ꎮ 二是节录改写史书ꎬ
对正文内容作补充ꎬ中断叙述流程ꎮ «大宋中兴

通俗演义»卷一在讲到钦宗皇帝即位后ꎬ缩两格

写道:“按«通鉴»ꎬ帝讳桓ꎬ徽宗长子也ꎮ 初封定

王ꎬ会金人入寇ꎬ徽宗遂传以大宝ꎮ 在位二年ꎬ为
金人所掳ꎮ 绍兴末ꎬ殂于沙漠ꎬ寿六十一ꎮ” 〔３６〕 «通
鉴»及«通鉴纲目»均不记宋事ꎬ文中内容ꎬ与«纲
鉴会编»卷八十三«宋纪钦宗皇帝»大体一致ꎮ
三是节录改写原文ꎬ节录开始时中断叙述ꎬ节录

最后又连上叙述ꎮ «三国志后传»为了增强其真

实性ꎬ经常在某个人物出场时ꎬ节录史书对该人

物的介绍ꎬ人物介绍的最后又回到节录前的叙述

流程ꎮ 第八十三回陈敏欲反叛ꎬ想招揽甘卓ꎬ在
“陈敏兄弟暗谋不轨ꎬ成否还是如何”之后ꎬ就引

入文献:“按晋史ꎬ甘卓字季思隐于江左ꎮ 陈

敏兄弟知其名ꎬ故谋召之ꎮ” 〔３７〕 “故谋召之”回到

节录前的叙述ꎬ在节录改写之后ꎬ叙述者又继续

前面的叙述:“当日陈敏欲谋不轨” 〔３８〕 叙述

者主要引入«晋书»卷七十«甘卓列传»内容ꎬ但
加以改写ꎬ尤其是将«晋书»中“弃官东归ꎬ前至

历阳ꎬ与陈敏相遇” 〔３９〕 改写成陈敏“谋召之”ꎬ以
与前文叙述相合ꎮ

四、史传叙事与历史小说的叙述介入

史传的“寓论断于序事”对历史小说影响最

为深远ꎬ它导致小说中几乎无处不在的叙述介

入ꎮ 如果说“假论赞以自见”主要影响到小说作

者的评论ꎬ“寓论断于序事”则主要影响到叙述

介入(即叙述者在叙述过程中介入故事)ꎮ 介入

的方式多种多样ꎮ
(一)历史小说的题名和回目可见出叙述者

的态度ꎮ 像«全汉志传»«列国志»这样的题名看

不出叙述者的态度ꎬ但很多历史小说的书名不是

这样的中性立场ꎬ而是在书名中寄寓褒贬ꎬ非常

突出地体现了叙述者的价值判断ꎮ «英烈传»
«于少保萃忠传» «辽海丹忠录» «杨家府世代忠

勇演义志传» «武穆精忠传»ꎬ用“英烈” “萃忠”
“丹忠”“忠勇”“精忠”来赞扬历史人物的正面价

值ꎬ«梼杌闲评» «魏忠贤小说斥奸书» «剿闯小

说»«痛史»ꎬ用“梼杌”(古怪兽名)、“奸”来直呼

魏忠贤ꎬ用“剿” 来表明对待李自成的态度ꎬ用
“痛”来表明对宋室败亡的惋惜ꎮ 回目中的倾向

有时更明显ꎮ «英烈传»第一回“元顺帝荒淫失

政”、第三回“专朝政群奸肆乱”ꎬ«后七国乐田演

义»第一回“贪大位结党巧欺君 慕虚名信谗甘让

位”ꎬ回目名称清晰地传达出贬斥的姿态ꎮ «三
国志后传»第二回“二贤合计诛邓艾”ꎬ«西汉演

义»第四十三回“韩信暗计智章平”ꎬ其中的“贤”
“智”都是叙述者的判断ꎮ 有些回目则通过忠奸

善恶的对比ꎬ突出其伦理取向ꎬ«后七国乐田演

义»第七回“齐湣王杀二忠臣以肆恶 乐元帅会五

诸侯而出师”之“杀二忠臣以肆恶”ꎬ伦理倾向明

显ꎻ«于少保萃忠传»第三回“虎丘山良朋相会 星

宿阁妖魅惊逃”、«混唐后传»第二十七回“矢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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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真卿起义 遭疑忌舒翰丧师”ꎬ前后两句之间均

形成反差ꎮ
(二)纪年方式和人物称呼暗含了叙述者的

倾向ꎮ 史传叙事对正统的重视ꎬ折射到历史小说

中的一个表现是纪年方式ꎮ 在统一时期ꎬ纪年没

有问题ꎬ在分裂割据时期ꎬ叙述者一般以儒家正

统思想统治的朝代来纪年ꎮ 但在具体的行文过

程中ꎬ叙述者有时流露出矛盾心理ꎮ «东西晋演

义序»要求“严华裔之防ꎬ尊君臣之分ꎬ标统系之

正闰”ꎬ〔４０〕 在正文开头ꎬ也以西晋、东晋纪元在

前ꎬ将十六国称为“伪十六国”ꎬ正文中往往将多

国纪元并举ꎬ但都是将晋朝纪元放在前面ꎬ有时

还标明其他国家的建立实乃僭越之举ꎮ 如东晋

卷八“炽磐乘虚执虎台”开头“甲寅ꎬ十年(秦弘

始十六年ꎬ魏神瑞元年ꎮ 是岁ꎬ南凉亡ꎬ大二小

五ꎬ凡七僭国)”ꎬ〔４１〕 秉承朱熹在«资治通鉴纲目

序例»中所说的“凡正统之年岁下大书ꎬ非正统

者两行分注” 〔４２〕的思想ꎬ非常突出地体现出史家

的正统意识ꎮ 与纪年类似的还有人物称呼ꎮ 凡

是历史上成为皇帝的ꎬ小说叙述其发迹之前ꎬ也
往往以帝号称之ꎬ这一方面是出于对帝王的尊

重ꎬ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史传的影响ꎮ 如 «英烈

传»第四回“真命主应瑞濠梁”ꎬ在朱元璋出生前

就称其为“真命主”ꎬ自第五回朱元璋出生以后ꎬ
叙述者就一直称其为“太祖”ꎬ这当然和作者是

明代人有关ꎬ深究之ꎬ则是将后来的历史事实作

为叙述的前提ꎬ这不符合一般的小说叙事ꎬ却是

史传所认可的做法ꎮ 史传记叙时ꎬ也经常将发迹

前的人物直接称为帝王ꎮ «高祖本纪»自始至终

称刘邦为“高祖”ꎬ虽然不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境ꎬ
但由于写本朝皇帝ꎬ显得也很自然ꎮ 史传中不符

合历史情境的称呼影响到历史小说ꎬ有时会产生

负面影响ꎮ «东西晋演义»西晋卷三“猗卢大破

铁弗氐”一节ꎬ介绍郁律时说:“却说郁律资质雄

壮ꎬ甚有威略ꎬ后号为平文帝”ꎬ下文一边说郁律

发兵ꎬ一边“却说白部听知平文自引兵来”ꎬ此时

郁律只是北魏穆帝的“太弟之子”ꎬ称其为“平
文”ꎬ于叙述而言ꎬ实属不当ꎮ

(三)以夹叙夹议的形式来介入叙事ꎮ 夹叙

夹议即在叙述中夹有议论ꎬ这是叙述者表达自己

意见的最常见手法ꎮ «梼杌闲评»第十一回ꎬ魏
忠贤听田尔耕劝他娶亲之后ꎬ觉得自己当初救人

完全出于义气ꎬ现在听说对方有许多田产ꎬ“终是

小人心肠ꎬ被他惑动了”ꎬ〔４３〕 “终是小人心肠”这
样的议论显示叙述者公开介入了叙事ꎮ 夹叙夹

议除了这种常见的形式外ꎬ还有一种特别的形

式ꎬ即叙述同时是议论ꎬ同样的话语既可以说是

叙述ꎬ又可以说是议论ꎬ叙述者在此暗地里介入

叙事ꎮ «盘古至唐虞传»下卷最后一则开头ꎬ说
尧即位后ꎬ“民就之如日ꎬ望之如云ꎮ 存心于天

下ꎬ加志于穷民”ꎬ〔４４〕 这可以看作是尧即位后情

况的描述ꎬ但字里行间又透露出叙述者对尧的赞

扬和敬仰之情ꎮ 历史小说有时在介绍人物的同

时给人物以评价ꎬ这也是一种夹叙夹议ꎬ只是评

价蕴含在介绍中ꎬ使得评价看起来好像是在陈述

一种事实ꎬ叙述者介入不太明显ꎮ «梼杌闲评»
第十回ꎬ吴保安出场时ꎬ叙述者介绍他父亲“教他

读书谁知吴保安逐日同这班人在一处ꎬ遂习

成了个流名浪子”ꎮ〔４５〕“流名浪子”既是对吴保安

的介绍ꎬ也是对他的评价ꎮ
(四)通过人物的处理来介入叙事ꎮ 主要有

两方面的情况:其一ꎬ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来显

示叙述者的态度ꎮ «西汉演义» 中的韩信与萧

何ꎬ都是刘邦的得力助手ꎬ但在处理和刘邦的关

系上ꎬ二人迥然不同ꎮ 韩信忠心耿耿时居功自

傲ꎬ甚至有点率性而为ꎬ被刘邦削夺兵权后有叛

反之心ꎬ由于轻信萧何而被萧何吕后谋杀ꎮ 萧何

受人诬告被刘邦下狱ꎬ却不分辨ꎬ反让刘邦有愧

疚之感ꎮ 对照二人的行为ꎬ韩信、萧何均知刘邦

为人ꎬ但韩信本性忠厚ꎬ才最终被害ꎻ萧何则只揣

摩圣意ꎬ设计而杀韩信ꎮ 叙述者忍不住借众人之

口ꎬ说萧何“立谋擒信ꎬ及夷族之时ꎬ卒无一言劝

止ꎬ何其不仁”ꎮ〔４６〕其二ꎬ通过改写历史人物表明

叙述立场ꎮ 历史小说在虚构方面比史传走得更

远ꎬ人物形象有时候也更鲜明ꎬ史传的“典型化”
在历史小说这里冲破了史传大体上囿于史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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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篱ꎮ «梼杌闲评»将魏忠贤和客印月的沆瀣一

气归结为他们早年的“明珠缘”ꎬ魏忠贤的出身ꎬ
他和田尔耕、崔呈秀等人在发迹前的交往ꎬ他与

傅如玉的姻缘ꎬ都是虚构出来的ꎬ又都有机地融

进魏忠贤陷害忠良的历史事件中ꎬ而且ꎬ这所有

的虚构以及真实的历史事件ꎬ都笼罩在因果报应

的模式之下ꎬ为魏忠贤等人的恶行找到“复仇”
的根源ꎮ 更有甚者ꎬ在虚构之外ꎬ作者还改写历

史ꎬ将本来属于阉党的傅应星写成魏忠贤的儿

子ꎬ且出淤泥而不染ꎮ 魏忠贤这样一个大 “梼

杌”ꎬ却有一个明事理的妻子和一个辨忠奸的儿

子ꎮ 历史上的魏忠贤基本上被小说化ꎬ结果使本

来善恶分明的伦理说教在虚构的情节和因果报

应的模式中显得有些暧昧ꎮ 可以说ꎬ史传传统的

实录原则在«梼杌闲评»中只是为虚构服务的ꎬ
却虚构出一个活生生的魏忠贤形象ꎬ这说明叙述

者的介入成就了历史小说的“典型化”ꎮ
(五)通过场面描写来介入叙事ꎮ 场面描写

时ꎬ叙述者可以在不动声色中表露自己的态度ꎮ
«隋史遗文»第五十九回李世民杀单雄信的场面

中暗含着叙述者对李世民的看法ꎮ 秦叔宝等人

为单雄信求情ꎬ“秦王道:‘前日宣武陵之事ꎬ臣
各为主ꎬ我也不责备他ꎮ 但此人心怀反覆ꎬ轻于

去就ꎬ今虽投伏ꎬ后必叛乱ꎬ不得不除ꎮ’程知节

道:‘大王若疑他有异心ꎬ小将三人ꎬ愿将三家家

口保他ꎮ 他如谋反ꎬ一起连坐ꎮ’叔宝涕泣如

雨ꎬ愿以身代死ꎮ 秦王心中不说出ꎬ终久为宣武

陵之事ꎬ不快在心ꎮ 道:‘三将军所请ꎬ终是私情ꎮ
我这国法ꎬ在所不废ꎮ’固执不听ꎮ” 〔４７〕 李世民说

秦叔宝等人所请乃是私情ꎬ其实他心中所记恨的

才是私情ꎮ 对话展示了李世民公报私仇、残忍无

情的一面ꎮ 叙述者看起来是描绘场面ꎬ但场面中

暗含的讽刺、不满之意十分明显ꎮ 也许出于对场

面描写中暗寓褒贬的推崇ꎬ也许出于对单雄信的

赞扬和惋惜ꎬ«唐书志传» «隋唐演义»均沿用了

«隋史遗文»这段文字ꎬ表面上不加臧否的展示ꎬ
实际上写出了李世民道德人格的缺陷ꎮ

以上五种方式ꎬ叙述者的倾向蕴含在同一部

小说中ꎮ 有时候ꎬ通过不同小说的对照ꎬ也可以

看出叙述者的倾向ꎮ 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相同的历史事件ꎬ选择不同的方式来

叙述ꎬ叙述者的用意有别ꎮ 同样是写后羿篡位的

故事ꎬ«开辟演义»第五十六回用几百字ꎬ写后羿

用寒浞、伯明ꎬ毒杀帝相而自立ꎬ紧接着下一回ꎬ
后羿就被寒浞所害ꎬ寒浞谋害后羿的理由也没有

交代ꎬ后羿死后ꎬ叙述者只用“善恶到头终有报ꎬ
只争来早与来迟”这样一句套话加以总结ꎮ «有
夏志传»在卷二用数千字篇幅详细地写了后羿收

逢蒙为徒ꎬ逢蒙又带来伯明的后人寒浞ꎬ三人经

过精心谋划ꎬ最终赶走夏王而篡位ꎮ 后羿篡位上

朝之日ꎬ天刮黑风ꎬ立朝之地下陷ꎮ 后羿后来被

逢蒙射杀ꎬ逢蒙又被寒浞谋害ꎬ射杀和谋害的过

程写得都很详尽ꎬ也符合逻辑ꎮ 对照 «开辟演

义»ꎬ«有夏志传»的叙述显然更有条理ꎬ条理的

背后显示出叙述者更在乎君臣名分等纲常礼教ꎬ
详细描写后羿等人的恶性ꎬ暗示对篡位行径的深

恶痛绝ꎮ 后羿临朝后ꎬ天地异样ꎬ“妖怪百出”ꎬ
叙述者出面发表评论:“这是千古贼臣篡位之始ꎬ
如何天地不变?” 〔４８〕叙述者还借“后人锺惺” (作
者兼叙述者本人)之口对此加以感叹:“苟去仁

义而利之怀ꎬ 则三才五教之常ꎬ 又何所其用

惜?” 〔４９〕远不是«开辟演义»所透露出来的善恶有

报所能涵盖的ꎮ
(二)对相同情境的不同历史事件的描述也

可看出叙述者态度的差异ꎮ 比如说ꎬ历史小说

中ꎬ经常写到兄弟之间的事情ꎮ «新列国志»第

十二回ꎬ公子寿探知卫宣公在别人撺掇之下要杀

害同父异母的哥哥急子ꎬ于是将急子灌醉ꎬ代急

子而死ꎬ急子酒醒后为营救公子寿ꎬ亦被害ꎮ “兄
弟争死”的故事虽然罕见ꎬ但还是表明在列国时

期ꎬ王室中仍有兄弟情谊ꎮ «东西晋演义»中的

王室宗亲则为了王位而频繁地互相杀戮ꎬ如立国

仅三十二年的后赵石勒一族ꎬ即有石虎杀石堪、
石弘、石邃、石宣ꎬ石宣杀石韬ꎬ石遵杀石世ꎬ石闵

杀石遵、石衍、石鉴ꎬ为了王位ꎬ兄弟、父子之间动

辄相互杀戮ꎬ已毫无亲情伦理可言ꎮ 对照«新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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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志»和«东西晋演义»ꎬ叙述者的倾向还是比较

明显的ꎮ 对列国时期的“兄弟争死”ꎬ叙述者引

«诗经卫风乘舟»ꎬ“以寓悲思之意” 〔５０〕ꎻ对
后赵时期的宗亲互戮ꎬ叙述者以“暴风拔树ꎬ震
雷” 〔５１〕等灾异现象表达不满ꎮ

总之ꎬ古代历史小说叙述中所呈现出来的人

物奇异化特点、多种叙述机制以及叙述介入ꎬ都
与史传叙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ꎮ 历史小说的叙

述者虽然在叙述中可以腾挪变化ꎬ但根本上仍然

受到史传叙事的影响ꎬ历史小说的伦理立场根源

在于史传叙事ꎬ这也是古代历史小说在伦理说教

方面千篇一律的原因所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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