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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与#史料$! 明清小说理论何以编年0

杨志平

摘!要! 明清小说理论编年史并非仅仅是小说理论本身的单一编年!而是对影响小说理论发展的诸种要素的整体编年!
它将立体而有效地揭示明清小说理论史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使得接受者得以生成各自理解的明清小说理论史" 为此!需
要突破现有认知视域下小说理论史料的范围!将包括文人交游%书坊刊刻%小说编创%官方政令等作为史料的重要来源!
进而揭示明清小说理论演进并非仅是理论本身前后影响的线性形态!而是诸因素交互影响的结果!以客观%真实地展现
明清小说理论演进的稳固特征与新异变化"
关键词! 明清小说理论& 编年史& 史料& 视角&价值
作者简介! 杨志平!文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 通讯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紫阳
大道 bb 号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33##""" 电子邮箱' O).?.+R7*.01&234567"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古
代小说理论术语考释与谱系建构$(项目编号' &bfX["%$)与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明清方志中的小说批评史料整
理与研究$(项目编号' hX&b#'3)的阶段性成果"

!"#$%&QI.F=6>@S*+B QI.F=6>.5*0D*=->.*0FS\I6,=6G)>6+606R.O-=)-_.5=.6+ ;)-6>@.+ =)-D.+R*+B n.+RX@+*F=.-F
'()#*+,#&;)-5)>6+.50-6MM.5=.6+ =)-6>@.+ =)-D.+R*+B n.+RX@+*F=.-F.F+6=*6+-pB.7-+F.6+*05)>6+.50-6MM.5=.6+ =)-6>@.=F-0M
6+0@TAJ=*+ 6P->*005)>6+.50-6MP*>.6JF-0-7-+=F.+P60P-B .+ =)-B-P-06?7-+=6MM.5=.6+ =)-6>@4<=,.00B-*0,.=) =)-B.P->F.=@*+B
567?0-E.=@6M=)-).F=6>@6MM.5=.6+ =)-6>@=*/.+R56+F.B->*=.6+ 6M.=F).F=6>.5*0F?-5.M.5.=.-FF6=)*=B.MM->-+=B-0.+-*=.6+F6M=)-
).F=6>@7*@A-?6FF.A0-4NJ5) *5)>6+606R.O*=.6+ >-kJ.>-F*+-,,*@=656P->*A>6*B->=)-6>-=.5*0*+B ).F=6>.5*07*=->.*0F=)*+
56+P-+=.6+*00@56+5-.P-B *+B A>-*/ =)>6JR) =)-A6J+B*>.-F6M=)-).F=6>.5*07*=->.*0F6MM.5=.6+ =)-6>@4;)-?*?->6AF->P-F=)*==)-
-P60J=.6+ 6MM.5=.6+ =)-6>@.+ =)-D.+R*+B n.+RX@+*F=.-F.F+6=*>-FJ0=6M0.+-*>.+M0J-+5-,.=).+ =)-=)-6>@.=F-0MTAJ==)->-FJ0=
6M*567?>-)-+F.P-.+=->*5=.6+ 6MP*>.6JFM*5=6>FTFJ5) *F0.=->*=.F65.*0.O*=.6+TA66/ ?>6BJ5=.6+ *+B F*0-FTM.5=.6+ ,>.=.+R*+B
56?@.+RT6MM.5.*0B-5>--F*+B F66+4;)-?*?->56+50JB-F=)*==)-5)>6+.50-6M=)-M.5=.6+ =)-6>@6M=)-D.+R*+B n.+RX@+*F=.-F
+--B =6-E*7.+-=)-.+=->p.+M0J-+5-F6M=)-*A6P-*F?-5=FA-M6>-?>-F-+=.+R*P*0.B *+B 50-*>->+*>>*=.P-6M=)-).F=6>@6M=)-M.5=.6+
=)-6>@6M=)-D.+R*+B n.+RX@+*F=.-F4
-%./0*1)&=)-M.5=.6+ =)-6>@.+ =)-D.+R*+B n.+RB@+*F=.-FV!5)>6+.50-V!).F=6>.5*07*=->.*0FV!?->F?-5=.P-V!P*0J-
'2#30*&@+5B A3"O"5BTH)4X4T.F*+ *FF65.*=-?>6M-FF6>*==)-N5)6606MG).+-F-C*+RJ*R-*+B C.=->*=J>-Th.*+RE.]6>7*0
Z+.P->F.=@4I.F>-F-*>5) .+=->-F=.+50JB-F*+5.-+=G).+-F-M.5=.6+F4[BB>-FF\N5)6606MG).+-F-C*+RJ*R-*+B C.=->*=J>-Th.*+RE.
]6>7*0Z+.P->F.=@Tbb f.@*+RU6*BT]*+5)*+R33##""Th.*+RE.TG).+*4̂ 7*.0\O).?.+R7*.01&234567;).F*>=.50-.FFJ??6>=-B
A@=)-D*Y6>H>6Y-5=6M=)-]*=.6+*0N65.*0N5.-+5-_J+B 6MG).+* &̀bfX["%$a*+B =)-N65.*0N5.-+5-_J+B M6>Z+.P->F.=.-F.+
h.*+RE.̀hX&b#'3a4

!(3!



文艺理论研究!"#"& 年第 2 期

!!$明清小说理论史%是看似老生常谈但实则
疑窦重重的研究领域# 实际上"明清小说理论史
不仅仅是在特定小说理论观念下见诸当下学术著

作的理论史"更是有关明清小说相关因素演变的
理论史"它并非仅存在于小说序跋&评点等常规形
态之中"也存在于小说文本&小说禁毁史料&曲话
史料&方志史料&日记史料等特定形态之中# 简言
之"明清小说理论史不是平面单一的"而是立体复
杂的# 为此"它需要我们尽量重返历史"重新审视
并重新出发# 在此背景下"编年史视角的采用"既
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明清小说理论编年史的
编撰"实际上是基于当下明清小说理论研究困局
而提出的一种突破性理路"它在以编年形式汇集明
清小说理论史料的同时"更重在提供一种明清小说
理论学科研究的新范式与新起点"以期借编年史视
角使得明清小说理论研究更好地再度启程#

一

撰述编年史形态的明清小说理论史"是明清
小说理论史研究必然而可行的选择#

回溯 "# 世纪 (# 年代以来学界有关明清小说
理论研究"大体经历了由勃兴至渐歇&由闹热直至
沉寂的转变"研究路向实现了由整体评述向细部
掘发的演进"产生了系列较有影响的研究著作"例
如叶朗)中国小说美学*'&b(" 年(&黄霖)古小说
论概观* '&b(2 年(&王先霈与周伟民)明清小说
理论批评史* '&b(( 年(&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
模式的转变*&b(( 年(&方正耀)中国小说批评史
略*'&bb# 年(&陈洪 )中国小说理论史* '&bb"
年(&浦安迪)中国叙事学*'&bb2 年(&杨义)中国
叙事学* '&bb$ 年(&林岗)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
研究* '&bbb 年(&谭帆 )中国小说评点研究*
'"##& 年(&李桂奎)中国小说写人研究* '"#&'
年(等# 从新时期以来明清小说理论研究的整体
态势来看"研究成果总体数量不可谓不多"学术价
值则参差不齐"甚至部分著作仅具有研究史价值#
在推进古代小说理论研究深入进行的背景下"明
清小说理论整体研究亟须突围#

明清小说理论研究出现上述格局"不能不引
起研究者反思# 主要体现为两方面-

一是要转变观念1 何谓小说理论6 古代小说
理论自身形式特点是什么6 明清小说理论研究应

该涵括哪些内容6 诸如此类小说理论观念的问
题"其实在多数研究者那里并没有引起真正理性
的思索"故而往往将古代小说理论史书写成似曾
相识的面孔# 这当中因$人%设$章% '节(的研究
现象十分普遍"使得考察与论述小说理论问题的
研究思路变化不大# 其实"真正意义上的小说理
论史"并不仅仅是少数理论批评者的理论拼接而
已"除此之外"影响小说理论变化的诸多潜流暗涌
其实同样值得关注#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其实与文
学实践创作密不可分"其实践指向性较之西方文
论要更为鲜明# 因此在研究古代小说理论的过程
中"不应仅仅关注那种看似充满形上思辨意味的
理论命题与概念"而应更多地聚焦那种处于纯粹
理论与具体创作之间的&偏向于形而下的实践性
批评见解#

二是要正视史料1 新时期以来的明清小说理
论研究之所以能取得新的进展与突破"与小说理
论史料的有力支撑密不可分# 黄霖)中国历代小
说论著选*&孙逊)中国古典小说美学资料汇粹*&
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以及)古本小说丛
刊*)古本小说集成*)明清善本小说丛刊*等古代
小说大型影印文献"极大地推动了古代小说理论
研究# 而与之失衡的是"诸多小说文献虽看似问
世已久"但由于研究者未能有效而充分地正视"上
述这些小说文献的史料价值仍未得到深入的开

掘# 众多已被整理的小说序跋史料&评点史料"尚
有较多值得研究者加以重视的盲区"更遑论那些
少有触及而亟待整理与研究的影印文献了# 事实
上"在转变研究预设与研究视角后"那些常规史料
之外的文献也可能进入研究序列"呈现自身蕴含
的研究价值# 换言之"众多文献史料有时自身能
够$说话%"而有时又必须要靠研究者的问题意识
才能被$唤醒%"进而为人所用# 另外还应注意
到"已被校核问世的史料固然值得重视"不过也应
在那些已影印出版的小说文献中进一步发现与整

理新的序跋史料"否则影印文献就失去了其出版
价值# 与此同时"在当下大数据的背景下"依托相
关古籍资源数据库"将小说作品内的理论史料&方
志族谱中的小说史料&诗话文话中的小说史料等
史料门类纳入古代小说理论文献的整理范围"贡
献更多新的小说理论史料"同样是亟须要做且可
行的# 因此"面对庞杂繁复的小说理论史料"在书
写宏观理论史的问题上"需要研究者跳出既有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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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视角"以更为平实&更为整体的眼光来考量#
如此看来"在当前明清小说理论史研究总体

沉寂的情形下"要深入推进明清小说理论史研究"
转变小说理论观念是前提"正视与完备小说理论
史料是基础"采取合适有效的研究视角是根本#
只有综合用力"明清小说理论史的书写方能形成
突围# 基于此种考虑"我们认为"在完整而有效撰
写明清小说理论史的问题上"素以宏观而细微著
称的编年史视角"应是值得采纳的合适选项#

二

虽说编年史本身亦是一种研究视角"但相较
而言"编年史视域下的明清小说理论史有可能书
写得更客观&更完整&更立体'当然也更具挑战
性(# 虽说明清小说理论文献的发掘与整理工作
尚未完成'理论上说是无止境的("但立足于研究
史来思考明清小说理论研究的新路向"总结已有
相关成果"进而为明清小说理论研究的继续前行
提供参照或其他路径"在这当中"编年史视角的选
择无疑是可取的# 编年史视角下的明清小说理论
研究"既要全面清理$库存%"又要善于开掘$新
矿%"它并非明清小说理论史书写的终点"恰恰相
反"它只是明清小说理论史研究这一远未完成的
工作的起点"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从研究成果来看"近年以编年史面貌出现的
相关成果不在少数"例如陈文新)中国文学编年
史*&陈大康)明代小说史!明代小说编年史*与
)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李会明)&$ 世纪通俗小
说编年史*&丁淑梅)中国古代禁毁戏剧编年史*&
程华平)明清传奇杂剧编年史*等# 诸多编年著
作的问世"其实能说明学界对文学编年史研究价
值及其有效性的认同"表明学界对编年史这一传
统学术研究方式的倚重# 这些著作虽撰述体例不
尽相同"粗细有别"但对于相关论题的深入研究"
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美中不足的是"上述编
年史著作中的史料大多未能一一注明文献来源"
仅在参考文献中加以总体说明"这给相关研究工
作带来了诸多不便# 同时"在现今相关研究成果
当中"明清小说理论编年之类的专题研究论著尚
未问世"客观上给研究者留下了较大研究空间#
由此看来"明清小说理论编年史的研究与编撰"顺
乎古代文学当下研究趋势"其现实意义是较为明

显的#
编年史视角的采用"也是纵向梳理明清小说

理论文献的内在要求"有着鲜明的学理意义# 一
方面"就理论本身而言"小说理论是对小说发展及
相关实践活动的理性总结"也是一定时期小说发
展变化面貌的总体凝练"因而每一种小说理论出
现的背后其实往往是此前小说发展实践的反映"
其演变是有迹可循的# 汉末郑玄论诗时有言-
$欲知源流清浊之所处"则循其上下而省之0欲知
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则傍行而观之# 此诗之大
纲也#%'孔颖达疏 "2%(虽为诗论"其实用以评价
小说理论亦未尝不可# 这正与编年史的理路不谋
而合# 与此同时"小说理论有时又是小说批评者
的独特小说观念个性化酝酿与突破之结果"在小
说理论长河中显得较为突兀"以至于在小说理论
演变坐标轴中难以找到关联项# 面对此种情形"
编年史视角的采用就更显必要"非此难以 $标
出%"个体意义亦难得彰显# 另一方面"就小说理
论史料而言"明清小说批评者提出的相关理论概
念与命题"往往具有个体化意味"有彼此通约的一
面"也有不可通约的一面"不可简单理解# 同样是
论$野史%&谈$演义%&话$笔记%"不同批评者指
涉的内涵大相径庭# 在这种情形下"小说理论史
的研究者往往会从各自研究预设着眼"选取于己
言说有利的史料加以表述"而于己不利的同类史
料'貌同而实异(则摈弃不论# 这种研究基于特
定研究意图"其研究取向不能说不可取"而是更应
该找到更恰当的言说框架来尽可能地将相关史料

一并通透地阐释# 编年史方式的采用则有助于弥
合研究过程中的此种尴尬局面"因为编年史体例
明显优长即是善于做文献$加法%# 综合上述两
方面可以看出"编年史视野下的明清小说理论史"
将通过史料本身的敞亮"极力呈现出一部看似主
体缺席而实则处处$在场%&看似前后割裂而实则
更趋完整的明清小说理论史#

相对于常见的小说理论研究"小说理论编年
史看似冰凉无温"研究者的主体印迹似乎隐退不
少# 事实上"但凡是$史%"史家的主体印迹就不
可能磨灭# 小说理论编年史其实也是研究者主动
建构的结果"其潜在的接受价值同样不容忽视#
一方面"小说理论编年史的存在意义毋庸置疑#
研究者有关明清小说理论编年的诸种思考"其实
是通过理论史料的是非取舍&史料本身的详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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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节处理&史料本身的来源选择以及史料的关联
性按语等方面体现出来的"只不过相对于那种纯
粹的理论研究著作"其主体意味更为内隐# 学术
研究常见的形态"固然是要敢于倡言立说甚至标
新立异"但那种$寓大道于无形%的$大道%就不存
在吗6 $无有入无间%的背后"$有%真的缺失了
吗6 显然不是# 同理"小说理论史料的编年陈列"
其实也是一种特定的见解表达方式"其存在价值
不容小觑# 另一方面"我们还应看到小说理论编
年史的$召唤%意义111因其史料的相对完备性"
为不同接受者与研究者从不同路径去营构自我视

角下的小说理论史"提供了多重可能0同时也可以
因其史料编年的缺佚记录"相反相成地激发研究
者的相应思考# 前一种情形"亦即将小说理论编
年史视为史料库"由此可以为研究者进行诸种视
角与样态的小说理论史研究提供相应文献支撑#
对后一种情形则需稍作说明# 理想状态的编年史
应巨细无遗地收录相应史料"犹如年鉴学派那样
借助逐年记录而细腻展现历史的详细印迹"但事
实上"因史料本身的缺佚"完备无遗的编年史是难
以见到的# 这固然是一种缺憾"但是在编年史研
究视野下"对史料缺佚本身也应加以重视"它足以
召唤起研究者对相关现象的思考- 因何缺佚6 何
时缺佚6 缺佚的影响是什么6 回答此类问题"不
仅仅具有文献学意义"而且还具备文化与思想史
意义# 例如"对小说)金瓶梅*作者与著录流传等
问题的考察"即带有此种研究意味# 尽管小说作
者信息缺失"但通过对包括董其昌&袁宏道&袁中
道&谢肇淛&沈德符&冯梦龙等人在内的晚明文人
圈"自万历二十四年'&'b2 年(至万历四十二年
'&2&% 年(有关)金瓶梅*品读&传抄等情况的前
后梳理"可以想象)金瓶梅*早期刊布的畏难心
理"可以想象文人自身的道德预警"还可以想象普
通民众欲纳还拒的接受心理# 可以说"正是小说
作者与早期流传的信息缺失"触发了读者与研究
者近乎逆向的关注与研究心理"召唤着阅读者刻
意留心这部$逸典%问世之初的相关信息# 这确
实是编年史研究中的奇特现象# 综上可知"小说
理论编年史的基本面显现为史料的客观铺排"看
似与读者完全疏离"因而未能显现其研究价值"但
是如若读者细心潜读其间"其实在相对完整把握
理论史的演变脉络的同时"完全可以发现足够丰
富的研究论题与学术生长点#

三

近年来"各种断代性&专题性或通史性的文学
编年史著作纷纷问世"确实深化了文学史的相关
认识# 不过相对而言"以特定文体作为聚焦中心
的理论编年史成果"似乎较为少见# 这给明清小
说理论编年史的撰述提供了一分机遇"也带来了
更多挑战# 在遵从文学编年史通常撰述体例的基
础上"结合明清小说演变实践与理论状貌"编撰明
清小说理论编年史理应有自身鲜明的撰述理念#
为此"我们拟在编撰实践过程中力求以下三方面
有所突破-

CP史例循常而出新1 编年史体例是最古老
的史书体裁之一"历来备受瞩目"对其优缺点"古
人有着清醒的认识# 唐代刘知幾指出-$备载其
事"形于目前# 理尽一言"语无重出# 此其所以为
长%"$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0语其粗也"则丘山
是弃# 此其所以为短%# '"((可知"对史料巨细
无遗的载录"既是编年体的优长"也是编年体的缺
陷# 为何出现此种现象呢6 根本原因在于编年史
也是史书之一种"史料的编选取舍不可避免地存
在偏差# 为此"明清小说理论编年史的撰述只能
尽可能减少人为偏失"尽量做加法而不做减法"做
到应录尽录# 在这一原则下"编年过程中坚持宽
尺度地甄选辨识小说理论史料"逐年细密地呈现
明清小说理论演进轨迹"以时间意识真正凸显史
意# 同时"基于常态的明清小说理论史著作往往
关注士人视域下的小说理论史料"涉及的批评群
体相对有限"编年视角下的明清小说理论史则将
上至廊庙&下至乡野的诸种小说理论见解涵括其
中"并在史料所及的范围内将相关小说理论批评
的发生地予以标注与说明"进而从空间维度增强
明清小说理论的立体感与饱和度#!

这是对常态

小说理论史书写的明显突破# 除以此时空视角落
实编年实践之外"我们拟编定多种类型的条目索
引"主要有$明清小说理论关键词索引% $明清小
说家&批评者与书坊主索引% $明清小说书目索
引%等# 借助此类$索引%"可以更好地审视与把
握明清小说理论的细致状况"也可以催生不少有
研究价值的新论题# 例如"$野史%一词在小说研
究者视域中时常出现"但$野史%对于古人而言的
意味又不尽相同"因词条的索引编定是以时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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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的"因而通过该词条的索引查找"大体可以对
$野史%内涵的变化有纵向的把握"进而更确切地
展开相应研究#

GP史料固本而求新1 正如上文所述"明清小
说理论编年史的编撰"是正视已有小说理论史料
的需要"也是明清小说理论研究重新出发的需要#
它虽不能为研究者提供$包打天下%的史料来源"
却能使人真正知晓现阶段的小说理论史料$家
底%"尽量减少人云亦云&千人一面的研究面貌#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固本%意义# 例如"研究者论
及$评点%之价值"往往征引袁无涯本)水浒传*
$凡例%之语-$书尚评点"以能通作者之意"开览
者之心也#%'万历四十二年 &2&% 年(事实上"古
人有关$评点%的认识极为丰富"例如-$时尚批
点"以便初学观览"非大方体"且或称卓吾"或称中
郎"无论真伪"反惑人真解"况藻鉴不同"似难一
律"故不敢沿袭俗套"以为有识者鄙#%'万历四十
三年"&2&' 年( '陈邦俊 "( $本传圈点非为饰观
者目"乃警拔真切处则加以圈"而其次用点"至如
月旦者落笔更趣"且发作传者未逮#%'万历年间(
'九华山士 %($夫三国之事实"作者演之0作者之
精神"评者发之#% '雍正七年"&$"b 年( '穉明氏
3(这些史料其实较为常见"却少为研究者利用#
实际上"对这些评点论的史料加以综合考量"评点
在明清小说批评中之所以广泛存在的原因"可以
得到一定程度上的解释"同时也有益于改变明清
小说研究者有关评点形式论述因史料单一而出现

的陈套# 正是基于此种考虑"编年史将完整系统
地呈现出目前所知的明清小说理论史料"以为明
清小说理论研究的深入进行提供史料方面的

参照#
与此同时"在明清小说理论编年史的编撰过

程中"我们坚持在$固本%上用力"同时也会在$求
新%上着眼"也就是说"在目力与识力综合判断的
基础上"挖掘出一些相对较有新意的明清小说理
论史料# 其中有留存于相关图书馆&以旧刊本形
态而存在的典籍"如孙■)月峰先生居业次编*中
的孙■)与余君房论小说家书*与余君房)君房答
论小说家书* '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四十年呂胤
筠刻本(&陈继儒)藏说小萃序*'国家图书馆藏明
万历三十四年李铨前书楼刻本("等等"也有见诸
)古本小说集成*而未加系统整理的小说评点史
料&散见于小说文本却未引起注意的小说理论史

料以及方志序跋中的小说史料"等等"这些史料同
样有益于开阔研究者的视野# 当然"因编者视野
与学识所限"这当中其实也存在史料的新旧$相
对论%- 有些史料因发现与运用得较晚"编者势必
存在未加关注的可能"这使得旧史料也可能成为
新史料0反之"编者在编年过程中呈现的既有史
料"却因研究者一直未能引起注意"同样使得旧史
料可能变为新史料# 因此"面对这种情形"较为稳
妥的处理方式"即是编年史视角的有效运用"它有
助于避免史料新旧问题导致的研究过程中被忽略

的可能"为明清小说理论研究的重新出发提供现
阶段较为完备的史料基础#

FP史识除旧而趋新1 历史演进的真实原貌
有时难以寻绎# 陈寅恪曾指出-$今日之谈中国
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
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
也# 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
愈远%# '陈寅恪 "$b1"(#(因此"如果历史书写
要尽可能贴近史实"就应该立足于细致翔实的史
料"尽可能不作过度概括# 编年史的采用"即是据
此而定的# 我们认为"作为具有一定$概括%意味
的明清小说理论史"不仅仅是理论本身前后相续
的自我演进"而且也是理论背后相关要素共同作
用的综合结果# 因此"小说理论编年史"也应立体
地呈现诸种理论相关要素在同时期的演进态势"
反映诸种因素交互影响而导致的理论渐变与突

变"以此才能清晰地揭示明清小说理论史的整体
轨迹"正如论者所言-$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
时间尚不能看清"而须要在长时间大开眼界"才能
看得出来#%'黄仁宇 3#$(为此"涉及明清小说理
论演变的相关要素"除却小说理论观念自身'主
要体现于各种形式序跋之中("诸如明清小说家
创作与评点情况&小说作品刊刻与传布之方式&官
方与民间的小说政策与舆论&相关文人的交游状
况等"明清小说理论编年史亦将对其加以系统关
注# $只有通过理解不同层次的历史事实在各个
时段中的不同变化频率和相互关系"才能理解社
会的整体变化及过去与现在的联系#% '王加丰
&"(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明清小说理论史
其实也是一部小说理论相关要素的演进史"据此
深度呈现明清小说理论何以呈现特定样貌#

试以清初张潮与王■的交游与小说活动为

例! 康熙二十二年'&2(3 年("张潮编撰)虞初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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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完稿并撰有自序&凡例"同年"王晫编撰)今世
说*完稿并亦撰有自序及凡例"所编小说性质虽
有不同"但通观两序及相应凡例"实则编选旨趣与
小说观念大体相近# 虽不能断定此时二人有直接
交游以致形成相同的小说趣味"但应该仍有理由
推测二者有不约而同的$神交%# 康熙三十三年
'&2b% 年("王晫在寓居扬州期间与张潮会面"张
潮感叹- $廿载神交" 不期而会" 固已大乐#%
'""%(正是因小说趣味与编刻活动的趋同"两人
此后交游甚密"康熙三十八年'&2bb 年(张潮五十
大寿之际"年逾花甲的王晫欣然为张潮撰写寿序#
而正是由于关系密切"张潮与王晫共同编订了
)檀几丛书* '康熙三十四年"&2b' 年(# 四库馆
臣批评此书$多沿明季山人才子之习"务为纤佻
之词%" $其书可烧"奈何以秽简牍也% '纪昀
&$2$(# 讥刺的背后"其实还是可以隐约感受到
张潮与王晫此前各自的小说编选趣味# 通过张&
王二人的交游与小说活动系年"我们不难感受文
人间的小说趣味看似孤立存在"实则借助交游等
实践活动"相似的小说观念即得以相互激荡"进而
影响小说编创活动# 因此"这样的小说理论编年
史显然是有机整体的"也是可以见微而知著的#

四

囊括理论史料本身以及诸种相关理论演变因

素的明清小说理论编年史研究"相较于常规形态
的小说理论史研究"显得更为立体&更为全面与更
为客观# 约略而言"其独特作用可表现在以下三
方面-

CP真实地揭示古代文人的小说观念与小说
理论的生态语境1 自有古代小说学科以来"诸如
$古代小说地位低下% $古代小说不登大雅之堂%
的论调"在诸多文学史教材中往往不绝如缕# 实
际上"此种空泛之论破绽百出"不值一辨# 我们要
追问的是"古代小说确实因地位低贱而使得士人
不屑于正视小说'尤其是通俗小说(吗6 答案其
实没那么绝对# 在编年史视域下"明清时期士人
对待小说的客观立场能够得到完整的呈现# 先看
嘉靖时期的李开先1 人们对李开先小说观念的认
识"往往源于李开先在)词谑!时调*中征引崔后
渠等人有关)水浒传*的评价-$)水浒传*委曲详
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 且古来更无

有一事而二十册者# 倘以奸盗诈伪病之"不知序
事之法&史学之妙者也%# ')词谑* &''3( '嘉靖
十年"&'3& 年(以此看来"李开先在当时普遍贬抑
)水浒传*的背景下却较早地肯定了)水浒传*的
可取之处"其对待小说的态度还是较为开明的#
而与此相对照的是"嘉靖二十七年'&'%( 年("以
太常寺少卿致仕的李开先却在)莱芜县志*序言
中反映了贬损小说之倾向-$稗官小说"里巷谰
言"劣诗琐文"无益身心"不关政教%# ')莱芜县
志序* 22&(前后态度变化之大"确实难以准确判
断李开先的小说观念孰是孰非# 个中原因在于
)词谑*所论属私人性著述"而方志序言乃是公众
性表达"在通俗小说备受非议的前提下"李开先的
公职身份使其自然知晓该如何稳妥地公开表达小

说观念#
再看明末清初的黄宗羲1 明天启三年'&2"3

年("黄宗羲有言-$宗羲此时年十四"课程既毕"
窃买演义如)三国* )残唐*之类数十册"藏之账
中"俟父母熟睡"则发火而观之# 一日出学堂"其
父见其书"以语太夫人"太夫人曰- +曷不禁之6,
忠端公曰- +禁之则伤其迈往之气"姑以是诱其聪
明可也#,自此太夫人必窃视宗羲所乙之处"每夜
几十页"终不告宗"为忠端公所知也#% ')家母求
文节略* "%(显然"青年黄宗羲乐好小说"其父对
小说育人价值也格外重视# 清康熙二年 '&223
年(黄宗羲著)明夷待访录*却载-$时人文集&古
文非有师法"语录非有心得"奏议无稗实用"序事
无补史学者"不许传刻# 其时文&小说&词曲&应酬
代笔"已刻者皆追板烧之#% ')明夷待访录* &3(
可以看到"中年黄宗羲在学校教育中却一反早年
做法"竟然规定不得阅读小说"其中转变耐人寻
味# 结合上述李&黄二人对待小说态度之编年记
载"我们可以真实地感受到古代小说之于士人的
复杂心理# 其实")三国*还是)三国*")水浒*也
还是那个)水浒*"不同的是"读者心态改变了#
出于种种因素考虑"成人世界里的士人往往要以
类似投名状的形式来否定自身早年的小说阅读

史"以此担当主流舆论的风向标"这前后不一的小
说观念"恰恰就是古代小说生态最真实的体现#
)红楼梦*中薛宝钗警训林黛玉时所说$他们是偷
背着我们看"我们却也偷背着他们看%"可谓对古
代小说悖论境遇的绝好注脚# 我们有理由相信"
明清通俗小说之于正统士人"其实并非真的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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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堪乃至有$犬彘不食之恨%# 因此"可以说明清
小说理论史的打开与呈现方式是多样的"常态的
明清小说理论史著述只是冰山一角"动辄$明清
小说地位低贱%之类的评价未必经得起检视#

GP客观地展现明清小说理论史演进的线性
特征1 受诸种因素的影响"不同年份的小说理论
史料存在数量多寡&种类不一的特点"有的年份极
为繁富'所谓$喧闹%("有的年份则较为稀少'所
谓$静寂%(# 而就理想状态的明清小说理论史而
言"应是具体年份的小说理论演变揭示得越细密
越好"而要完成此种使命"常规形态的小说理论研
究模式显然难以成行# 这种态势客观上使得编年
史视角的采用成为必然选择"因为极力逐年详细
铺排相关史料"即是编年史研究与编撰的应有之
义# 综合明清小说理论的编年史料来看"万历四
十一年&万历四十二年&崇祯十四年&泰昌元年&康
熙四年&康熙十八年&康熙二十二年等年份的小说
理论史料十分丰富"这段时期可谓明清小说理论
史上的$高光时刻%# 在这些年份的小说理论史
料中"不仅常见的小说序跋&评点等史料较为翔
实"其他类理论史料如笔记&曲话&方志与小说文
本自身等形式中的理论史料同样十分可观"确实
$众声喧哗%# 且以康熙四年'&22' 年(为例"该
年丁耀亢因撰)续金瓶梅*而被指控下狱"反映了
主流禁抑小说的观念0同年"顾石城作)吴江雪
序*提出$')吴江雪*(惩戒感发"实可与经史并
传"诸君子幸勿以小说视之% '2("体现出文人崇
仰小说的倾向0同年")吴江雪*作者$佩蘅子%在
该书第九回正文又提到-$原来小说有三等- 其一
贤人怀着匡君济世之才"其所作都是惊天动地"此
流传天下"垂训千古# 其次英雄失志"狂歌当泣"
嬉笑怒骂"不过借来舒写自己这一腔块垒不平之
气"这是中等的了# 还有一等的无非说牝说牡"动
人春兴的"这样小说世间极多"买者亦复不少"书
贾借以觅利&观者借以破愁"还有少年子弟看了春
心荡漾"竟尔饮酒宿娼&偷香窃玉"无所不至"这是
坏人心术所为"后来必堕犁舌地狱#% '&"((相对
而言"这段史料暗含的小说观念更为平实客观#
综观该年三条理论史料"明清小说理论演变的复
杂性即可见一斑"而$编年史在展现文学历程的
复杂性&多元性方面获得了极大的自由%'陈文新
&2%("小说理论编年史的实践意义由此可以想
见# 同时还应看到"这样的年份定格仅仅属于明

清小说理论史序列"对于小说史&文学史而言"年
份意义是不一样的# 就时间维度来说"揭示出小
说理论史&小说史与文学史三者各自演进历程上
的经典年份"本身即是历史书写的意义所在# 就
小说理论史而言"常态的小说理论史著述往往以
理论家为界标"而编年史形态的明清小说理论史
则以特定年份为分水岭# 此举不仅避免了以社会
史&政治史&创作史等视角来观照明清小说理论发
展的可能"而且有望真正形成相对平实可信的小
说理论史#

另外"相对于小说理论繁富的年份"编年史体
例也为小说理论史料相对$静寂%的年份留有相
应位置"为读者从整体上勾勒小说理论史轨迹提
供了别种可能# 例如雍正六年'&$"( 年(的小说
理论史料相对稀缺"较为可观的只有郎坤援引小
说上奏而遭革职一事的记载-$雍正六年"廷臣奉
谕"各保所知者一人# 护军参领郎坤因奏- +明如
诸葛亮"尚误用马谡"臣焉敢妄举6,世宗谕曰-
+必能胜诸葛亮始行保举"则胜于诸葛亮者"郎坤
必知之# 郎坤从何处看得)三国志*小说6 即欲
示异于众"辄敢沽名具奏"甚属可恶"交部严审具
奏云#,此可为好引用小说者之戒#% '鄂尔泰
bb3(这条史料反映了特定时期统治者贬抑小说"
论者因援引小说而遭罪的现象# 该年份史料看似
孤立冷寂"事实上"读者若整体考察正统士人的小
说观"那么由此条史料就不难联想到其他士人的
类似遭遇"如清初王士禛因史实混淆而有)落凤
坡吊庞士元*诗作"终遭纪晓岚讥笑0"

何焯因信

札中有$生瑜生亮%之论"而被毛奇龄讥诮0崔念
陵诗作中有关羽华容道释曹操之事"袁枚责之曰
$此小说演义语"何可入诗6 2334人可不学耶%
'32%(# 这类史料反映了清代前期统治者与正统
士人崇实抑虚的小说观念'也涉及小说语体风格
评价等问题(# 不过"时过境迁之后"晚清平步青
却对此多有包容-$小说俚言阑入文字"晚明最
多# 阮亭&悔庵&豹人&屺瞻"亦沿而不觉耳#%
'%'3(说明虽然朝代变迁"但清初文风延续晚明
的态势可见一斑"而明末清初大体承续一致的小
说观念也不难想见# 据此可知"特定年份小说理
论看似处于静寂的状态"其实也还是在以暗流涌
动的形式为小说理论的演进$前伏后应%"值得研
究者重视"进而有望成为考察明清小说理论史又
一维度# 因此"不论是小说理论的$喧闹%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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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寂%年份"借此编年史视角"一部时而生机勃
发"时而蛰伏蓄势的明清小说理论史得以清晰地
展现#

FP直观地反映古代小说理论演进的稳固特
征与新异变化1 在以纵向史料梳理为重心的编年
史研究框架下"不同年份的小说学说与主张"其相
似与相异之处能够得到较为清晰的呈现"这是显
而易见的# 不妨看几则清代小说禁毁史料-

嘉庆七年上谕查禁小说/ 出示劝
谕!将各坊肆及家藏不经小说!现已刊播
者!令其自行烧毁!不得仍留原板!此后
并不准再行编造刊刻!以端风化而息波
词" (曹振镛!第 "b 册!3bb*

嘉庆十五年庚午六月辛卯!谕内阁/
坊本小说!无非好勇斗狠!秽亵不端之
事!在稍知自爱者!尚不为其所惑" 而无
知之徒!一经入目!往往被其牵诱!于风
俗人心!殊有关系!本干例禁!但日久奉
行不力!而市贾又以此刊刻取利%&&'
如有此等刻本!即行销毁" (曹振镛!第
3& 册 ((*

嘉庆十八年癸酉冬十月丙午!又谕/
-稗官小说!编造本自无稽!因其词多鄙
俚!市井粗解识字之徒!手挟一册!熏染
既久!斗狠淫邪之习!皆出于此!实为风
俗人心之害!坊肆刊刻售卖!本干例禁!
并著实力稽查销毁!勿得视为具文".
(曹振镛!第 3& 册 $2(*

嘉庆十八年癸酉十二月癸丑!又谕/
-稗官野史!大率侈谈怪力乱神之事!最
为人心风俗之害!屡经降旨饬禁" 此等
小说!未必家有其书!多由坊肆租赁!应
行实力禁止!嗣后不准开设小说坊肆!违
者将开设坊肆之人!以违制论" %&&'
前已有旨查禁!该管地方官!务认真禁
止!勿又视为具文". (曹振镛!第 3& 册
(3$*

小说禁毁史料反映了官方的小说理论观念"
其独特性在于以相反相成的形式客观上凸显了古

代小说的生产方式与影响效应"自然也应是明清
小说理论史的组成部分# 清代嘉庆年间的这四道

小说禁令"在小说题材&刊刻与传播等方面"均生
动地反映了小说在当时持续而稳固的发展态势#
因小说自身的吸引力而使得读者欲罢不能"进而
使得书坊亦欲罢不能"最终使得朝廷禁令形同虚
设"以致有$勿得视为具文%$勿又视为具文%之无
奈# 因此"我们不难感受到禁而不止现象的背后
古代小说及其理论观念演进的稳固特征#

此外"依赖于编年史视角"明清小说理论演进
过程中逐步新变的特征也可得到具体展现# 例
如"以$账簿%喻$小说%的观念"在明清文人笔下
较为常见"但$账簿%说的内涵却不尽一致# 晚明
陈继儒在为)春秋列国志传*所作序言中较早提
出了$账簿%说-$此世宙间一大帐簿也#%'&('万
历四十三年"&2&' 年(此后诸多小说批评家对此
观念多有发挥# 张无咎作)新平妖传叙*有言-
$如)玉娇丽*)金瓶梅*"如慧婢作夫人"只会记日
用帐簿"全不曾学得处分家政"效)水浒*而穷者
也#%'泰昌元年"&2"# 年( '3(余季岳)盘古至唐
虞传*$识语%云-$')帝王御世志传*(不比世之
纪传小说无补世道人心者也# 四方君子以是传而
置之座右"诚古今来一大账簿也哉#% '明崇祯年
间('&'#(褚人获)隋唐演义序*也提出-$昔人以
)通鉴*为古今大帐簿"斯固然矣# 第既有总记之
大帐簿"又当有杂记之小帐簿"此历朝传志演义诸
书所以不废于世也#% '康熙三十四年"&2b' 年(
'&(张竹坡评点)金瓶梅*时亦认为-$我的)金瓶
梅*上洗淫乱而存孝弟"变帐簿以作文章"直使
)金瓶*一书冰消瓦解"则算小子劈)金瓶梅*原板
亦何不可#% '康熙三十四"&2b' 年( '&$(从上述
$账簿%说的内容来看"明清小说批评家对小说文
本的认识其实经历了从尊重史实&仿写史实到超
越史实而着意虚构的变化过程##

由此可见"得益
于编年史视角"小说理论内涵逐步新变的轨迹呈
现得较为鲜明"而编年史$编年批评%的互文意味
亦得以彰显#

综上所言"编年史形态的明清小说理论史将
是独特的存在"它是当下明清小说理论史研究纠
弊&深耕与再度前行的需要"也是明清小说理论研
究的内在要求# 明清小说理论编年史既是历史系
年与时空坐标下的小说理论史料的汇集"也是一
个个小说理论专题序列的融会"更是小说理论相
关要素历时演进的整合# 它将以立体&客观而完
整的面貌完成明清小说理论史的有效书写"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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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小说理论研究贡献了新的学术生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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