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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见闻# 中国文言小说写作的原则与方法

罗!宁

摘!要# 文言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主体&是不同于白话小说和西方小说$现代小说的一个文类' 文言小说写作的基本
原则和主要方法是记录见闻&而不是创作和虚构' 文言小说的记录见闻的特性&从古代目录学著作的论述中&从小说的
命名和成书过程中&从文言小说的序跋及古代学者论述中&都有大量的$明确的表述' 现代以来由于受到西方小说观念
的影响&将虚构$叙事$人物等现代写作的要素和标准引入&以此审视中国古代小说&造成对文言小说的遮蔽和误解' 回
到中国古代固有的小说观念&尊重文言小说记录见闻这一事实&重新建设中国文言小说史&是大有可为的'
关键词# 中国文言小说(!记录(!见闻(!虚构
作者简介# 罗宁&文学博士&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汉隋唐宋文学与文献研究' 通讯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
郫都区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邮政编码! $<<B?$' 电子邮箱! *.17,7KBB@@b<>AHC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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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言小说有漫长的历史和众多的作品'从汉代
到清代'从轶事到志怪'文言小说写作的基本原则和主要
方法是记录见闻+!

记录'是强调小说的成书是记录
!(&C1(''(&R1(-"'而不是虚构!,7]&7-"或创作!C(&)-&"/见
闻'是强调小说作品中的记载有来源和根据'是眼见和听
闻而来'而不是想象!,F)K,7&"和杜撰!5)9(,C)-&"的+ 记录
见闻的写作原则和写作方法'是文言小说不同于古代白
话小说&通俗小说以及来自西方的现代意义的小说的重
要特质+ 现代学者对于文言小说这一特性认识不足'导

致古代小说研究中长期存在着许多误区'如将古人记录

而来的文字看作是)作者*有意识的创作和虚构'将小说

中常见的指示见闻来源的文字看作是)故弄狡狯*等+ 文

言小说在历史上的各个时期虽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

异'但记录见闻一直是历代作者普遍遵循的写作原则和

写作方法+ 下面先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最后谈谈今人

对文言小说这一特性的忽略及其带来的问题'并对所谓

)传奇小说*作些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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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见闻( 中国文言小说写作的原则与方法

从古代目录学看小说记录见闻

$汉书,艺文志%小说家叙是中国最早对小说进行全
面论述的文献'它)创造*出作为文类的小说'并赋予)小
说*一词以正面的意义'揭开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历史+ 而
就在这篇文献里'已经蕴含着小说记录见闻的思想(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 街谈巷语!道听
涂说者之所造也) 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
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 然亦弗灭
也) 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 如或
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班固 <B=?%

笔者曾经专文分析过这段文字的含义'并强调其在中国
小说史上的重要意义'"

这里不再重复'主要谈谈其中蕴
含的小说记见闻的思想+ 街谈巷语&道听涂说'都是指流
传于街巷间&道路边的乡野之人的言论+ )造*'不是指创
造或编造'而是至&致的意思'指所能了解和达到的状态+
$孟子,离娄下%()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赵
岐注()造'致也'言君子问学之法'欲深致极竟之'以知道
意*+#)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其实就是)君子
深造*的反面'这样的东西本来是负面的&无价值的'如孔
子所说')道听而涂说'德之弃也*+$

但是'这些言说也有
其)可观*的一面'而且不会消失!)然亦弗灭*"'于是有
)闾里小知者*)缀而不忘*###闾巷中的下层士人将这些
言说记录下来'使之不被遗忘+ )缀*字的本意是缀联'%

将分散零星的事物连缀在一起'这里指将零散的言说进
行组织和记录+ 由以上分析可知'$汉志%认为小说即是
对街谈巷语&道听涂说的记录+ 鲁迅早就指出()然稗官
者'职惟采集而非创作'-街谈巷语.自生于民间'固非一
谁某之所独造也*!B"+ 且不论先秦是否真有稗官做闾巷
言论和传闻的采集和记录工作'9$汉志%小说观的影响无
疑是巨大的')采集*的思想'在后世小说的书名中即以
)集*)搜*)摭*等字眼表现出来'如$集异记% $搜神记%
$摭言%$搜采异闻录%等+ 另外值得指出的是')缀*字也
暗示!描述"了小说在体式上的一个特征'即一部小说作
品应由多则条文组成'这就是桓谭所说的)小说家合丛残
小语*'缀者'合也+ 反映在小说书名中'有 )丛* )林*
)苑*等字眼'如$桂苑丛谈%$语林%$说林%$异苑%等'表
明多条文丛集是小说形式上的一个重要特征+

$隋书,经籍志%小说家叙在$汉志%基础上'进一步
将小说与乐府采风诗的传统联系起来!小说的合法性由
此而来"'既然是采集四方的)街说巷语*'自然不是创作'
而是记录+ $隋志% )道听涂说'靡不毕纪*的)纪* !同
记"'取代了此前意义较为含混的)缀*字'更明确道出小
说是记录而非创作的实质+ $旧唐书,经籍志%在简述丙

部!子部"各家时就说()九曰小说家'以纪刍辞舆诵*!刘
昫 <A$>"+ 简单明白+ )纪*!记"而非)作*'是小说不同
于诗歌的一个本质性的特征+

现存的唐宋时期的目录书没有各家的小叙'只有$崇
文总目%释小说类曰()$书%曰( 狂夫之言'圣人择焉+ 又
曰-询于刍荛.'是小说之不可废也+ 古者惧下情之壅于
上闻'故每岁孟春'以木铎徇于路'采其风谣而观之+ 至
于俚言巷语'亦足取也+ 今特列而存之*!欧阳修 <@A>"+
这是$隋志%$旧唐志%说法的沿袭+ 以采风诗比附搜集和
记录小说'给后人提供了理解小说的思路'明人王同轨自
序其小说$耳谈类增%云()古昔帝王欲知闾阎风俗'细琐
之事'故立稗官'而三公举谣'使者采风'爰酌人言以为
政'登万里穷檐于殿陛曲旃之上'虑至深矣*+<

就是以采

风来理解稗官之记录小说的+
$郡斋读书志%和$直斋书录解题%尽管没有小说家

叙'但从两书为一些小说所作的解题之中'可看出晁公
武&陈振孙对小说的看法(

/遯斋闲览0& $陈正敏%录其平昔所见闻!
分十门!为小说一篇) $晁公武 ?A<%

/柳氏家学要錄0& $柳珵%采其曾祖彦昭.
祖芳.父冕家集所记累朝典章因革.时政得失!
著此录) 小说之尤者也) $晁公武 ?B<%

/老学庵笔记0& $陆游%生识前辈!年登耄
期!所记见闻!殊可观也) $陈振孙 >>$%

/思远笔录0& $王%寓以靖康元年七月以礼
部尚书入翰苑!杂记当时闻见!凡二十七条)
$陈振孙 >="%

第一例')录平昔所见闻*)为小说*'即记录见闻为小说+
第二例'柳珵采家族先辈所记各代)典章因革*和)时政得
失*'录为一书+ )小说之尤*是称赞其价值高'这是从史
学角度来说的+ 第三例'$老学庵笔记%是陆游晚年追忆
见闻而作+ 作者在晚年回忆平生所见所闻'记录而成小
说'这在唐宋以来的小说写作中很常见'后文所举$洛阳
搢绅旧闻记%$邵氏闻见录%$中吴纪闻%$石林燕语%等均
是如此+ 第四例'专记一时之闻见+ 元人王恽的$玉堂嘉
话%也是作者在翰苑时接触名公'后来)绎所记忆者*而
成+ 不仅晁&陈二人对小说记见闻多有表述'官方的$中
兴馆阁书目%说$酉阳杂俎% )志闻见谲怪*'&

也是如此+

可以说'小说记录见闻是宋人的共识+
在古代目录学集大成之作的$四库全书总目%中')见

闻*也是小说论述的关键词+ 其子部总序在逐一说明各
家!自儒家&兵家至杂家&类书"之后'乃云()稗官所述'其
事末矣'用广见闻'愈于博弈'故次以小说家* !永瑢
B$A"+ 除去价值性评判)其事末矣*和)愈于博弈*外'事
实性判断就是)用广见闻*###这是从小说的功用和接受

,<<A,



文艺理论研究!"#<@ 年第 ? 期

角度来说的+ 换句话说'正因为小说作者记录了见闻'小
说读者才有广见闻的可能和结果+ 再看$四库全书总目%
小说家序'前半是小说溯源'暂且不论'然后将小说分为
杂事&异闻&琐语三类(

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
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也) 唐宋而后!作者弥
繁) 中闲诬谩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然寓
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 班固称小
说家流盖出于稗官!如淳注谓'王者欲知闾巷风
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然则博采旁搜!是亦
古制!固不必以冗杂废矣) 今甄录其近雅驯者!
以广见闻) $<<@"%

三类之中'琐语一类颇有可议之处'所收仅 ? 部小说( $博
物志%$述异记%$酉阳杂俎%$清异录%$续博物志%'远少
于杂事的 @$ 部和异闻的 >" 部+ 值得注意的是在三个类
名前使用的动词()叙述*)记录*)缀辑*+ 叙述在这里其
实是记叙和陈述!故事"的意思'$四库全书总目%于此类
之末'便径称)纪录杂事之书*!<"#="+ 纪昀曾说()小说
既述见闻+即属叙事+不比戏场关目'随意装点* !盛时彦
$4姑妄听之5跋%引/纪昀 =$A"+ 叙述杂事'就是记述杂
事+ )缀辑*表明搜集之意'$博物志%$续博物志%记载各
种博物知识'$述异记% $清异录%多记零碎故事&新颖名
物'$酉阳杂俎%兼二者而有之+ 在四库馆臣看来'这些琐
语小说的内容是各种知识和故事的混杂'故称)缀辑*+
从实际情况来看'$续博物志%=?= 则文字可以逐一考其来
源'正是一部杂抄他书而成的小说+'$酉阳杂俎%也有大
量抄书而来的内容+ 尽管琐语的这一门类设置不大恰
当'但$四库全书总目%这里使用的)缀辑*一词'倒是指出
很多小说来自于抄书这一事实+=)见闻*本来也可指所见
之书'所以抄书而成小说也可算是一种记录见闻+

在$四库全书总目%小说作品的提要中'记录见闻也
是经常出现的字眼+ 如$萍洲可谈%)多述其父之所见闻*
!<<AB"/$高斋漫录%)上自朝廷典章'下及士大夫事迹'以
至文评&诗话'诙谐&嘲笑之属'随所见闻'咸登记录*
!<<AB"/$辍耕录%)杂记闻见琐事*!<"#="/$睽车志%)皆
纪鬼怪神异之事'为当时耳目所见闻者*!<"<>"/$癸未夏
抄%)钞撮诸家说部'亦间载其所见闻* !<""="/$客途偶
记%)述明末所见闻者二十五篇*!<""?"/$觚賸%)皆记明
末国初杂事'随所至之地'录其见闻*!<">""/$板桥杂记%
)追述见闻*!<">?"+ 而对于书中见闻不实和记录可疑
者'$四库全书总目%则予以批评'如说$睽车志%)特摭拾
既广'亦往往缘饰附会'有乖事实*!<"<>"/说$觚賸%)幽
艳凄动'有唐人小说之遗+ 然往往点缀敷衍'以成佳话'
不能尽核其实也*!<">""+ )缘饰附会*以及)点缀敷衍*
之类的写法'正因为背离了小说记见闻的基本写法和原

则'所以受到批评+
四库的小说观'石昌渝总结得比较清楚()其内涵是

叙事散文'文言'篇幅短小'据见闻实录/其外延包括唐前
的古小说'唐以后的笔记小说+ 按这个标准'背离实录原
则的传奇小说基本上不叫-小说.'白话的话本小说和长
篇章回小说更不叫-小说.了+*石昌渝将此一小说概念称
为)传统目录学的-小说.概念*'并认为这个概念)是有
事实依据的*')界说也是清楚的* !石昌渝 @@"+ 石昌渝
的总结和认识很准确'尤其是指出了)据见闻实录*的小
说特性+ 不过'这种小说概念并不只是传统目录学的小
说概念'而是整个古代的小说!文言"概念'小说记见闻是
古人的普遍认识+

从书名和成书过程看小说记录见闻

书名是了解古代书籍编撰方式和书籍性质的一个重

要途径+ 很多小说作品的名称清楚地反映了其书记录见
闻的性质+

汉隋之间的小说书名'常有)记*)录*之类表示记录
之意的字眼'也有)林*)苑*)薮*等表示多条丛集之意的
字眼'但)见闻*尚无直观的呈现+ 大体说来'这一时期的
小说出于抄书的较多'如$搜神记%和$世说新语%都是以
抄书和分门为编撰方式的'而记录自己见闻的较少+ $谈
薮%$宋拾遗录% $宋齐语录%等大约是记见闻的'但书名
上没有反映+

书名上出现)见*或)闻*'最早是盛唐时牛肃的$纪
闻%和稍晚封演的$闻见记%!后改为$封氏闻见记%或$封
氏见闻记%"'两书所记多为初盛唐时事'而且在正文中明
确说是自己或亲友的经历+ 如$纪闻%有一条记开元二十
八年怀州民食土事'文末说)牛肃时在怀'亲遇之*!$太平
广记%卷三百六十二$怀州民%引"'又一条记开元二十九
年牛肃之弟成见黑气异事!$太平广记%卷三百六十一$牛
成%"+>?@$闻见记%记刑州内丘县有古碑称佛图澄姓)湿*'

作者查古书无此记载'感觉是个)异闻*')大历中'予因行
县'憩于此寺'读碑见之+ 写寄陆长源'长源大喜'复书致
谢*!赵贞信 BB"+ 不同于此前很多小说因为是抄书摘编
所以其内容涉及的时间可以上溯到很早'相对来说'以记
见闻为主的小说'其内容涉及的人事距作者生活时代比
较近+ $纪闻%和$闻见记%将小说记录见闻的原则和方法
通过书名明确下来'此后的小说作者便大量地用)见*和
)闻*来命名自己的作品+ 以下略举一些(

唐代( $洽闻记% $闻奇录% $锦里新闻% $南楚新闻%
$次柳氏旧闻%$玉泉子见闻真录%$皮氏见闻录%$王氏见
闻录%$唐末见闻录%$纪闻谭%

宋代( $洛阳搢绅旧闻记%$涑水记闻%$邵氏闻见录%
$邵氏闻见后录%$春渚纪闻%$松漠纪闻%$中吴纪闻%$南
烬纪闻录%$靖康纪闻%$游宦纪闻% $曲洧旧闻% $家世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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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西塘集耆旧续闻%$月河所闻集% $闻见近录% $靖炎
两朝见闻录%$北狩见闻录%$四朝闻见录%

元明( $佩韦斋辑闻%$东南记闻%$炎徼纪闻%$鹿樵
纪闻%$西园闻见录% $奇见异闻笔坡丛脞% $玉剑尊闻%
$见闻录%!徐岳" $见闻录% !陈继孺" $前闻记% $客座新
闻%$见闻纪训%$金台纪闻%

清代( $红杏山房闻见随笔% $西陲闻见录% $竹溪见
闻志%$拳匪闻见录% $郎潜纪闻% $咫闻录% $客舍偶闻%
$皇华纪闻%$研堂见闻杂录%$春泉闻见录%$初月楼闻见
录%$见闻琐录%$见见闻闻录%$张文襄幕府见闻%

这些小说不仅书名即表明其记录见闻的性质'自序
中写到的成书经过也常常表现出这一点+ 以下举三例(

余未应举前!十数年中!多与洛城搢绅旧老
善!为余说及唐梁已还五代间事!"++#迩来营
丘!事有条贯!足病累月!终朝宴坐!无所用心)
追思曩昔搢绅所说!及余亲所见闻!得二十余
事!因编次之!分为五卷) "++#斯皆搢绅所
谈!因命之曰/洛阳搢绅旧闻记0) $张齐贤/洛
阳搢绅旧闻记0自序,朱易安!第一编第二册
<=B%

伯温以先君子之故!亲接前辈!与夫侍家
庭!居乡党!游宦学!得前言往行为多) 以畜其
德则不敢当!而老景侵寻!偶负后死者之责!类
之为书!曰/闻见录0) $邵伯温/闻见录0自序,
朱易安!第二编第七册 <#<%

明之幼尝逮事王父!每闻讲论乡之先进所
以诲化当世者!未尝不注意高仰云) 少长!从父
党游!皆名人魁士) 及又获识典刑于亲炙之人!
乃从事于进取!虞庠鲁泮!余三十年!同舍亦多
文人行士!揭德振华!咸有可纪) "++#窃尝端
居而念焉!凡畴昔饫闻而厌见者!往往后辈所未
喻) 今年九十有二!西山之日已薄!恐其说之无
传也!口授小子昱!俾抄其大端!藏之箧衍) $龚
明之/中吴纪闻0自序,朱易安!第三编第七册
<$B%

这三部小说'都是作者在晚年回顾生平所见闻'为保存前
贤言行故事而记下的+ 这类小说与现代以来的回忆录有
某种相似之处'颇有保存历史的用意+ 民国时刘禺生撰
$世载堂杂忆%')忆写从前所见所闻之事* !<"'亦取
其意+

与见闻相关的字眼)耳*和)听*等'也常常进入小说
的书名+ 如唐代有$惊听录%'五代有$耳目记%'宋代有
$贵耳集%'明代有$耳抄秘录%$耳新%$耳谈%$说听%$道
听录%'清代有$耳书%$耳食录%$耳邮%$渠丘耳梦录%$道
听途说%等+ 这里举光绪四年!<@B@ 年"俞樾撰$耳邮%为

例'看其自序成书之过程(

余吴下杜门!日长无事!遇有以近事告者!
辄笔之于书!大率人事居多!其涉及鬼怪者!十
之一二而已) "++#因耳闻者多!目见者少!故
题日/耳邮0!犹曰传闻云尔) $陈大康 <?#%

有来自自己的亲见亲闻'也有他人的见闻+ 将他人
见闻或者所说的话记录下来'是小说的常见类型'这类小
说常常以)谈*)话*)说*加上)记*)录*等字作为书名标
示'有时还标出所听闻的来源+ 这种小说以唐代韦绚之
作为最早###韦绚在夔州刺史刘禹锡门下问学'记其)日
夕所话*而成$刘公嘉话录%'在剑南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幕
下'记其谈)古今异事*而成$戎幕闲谈%+ 两部小说的自
序对这一点交待得十分清楚(

蒙丈人$指刘禹锡%许措足侍立!解衣推食!
晨昏与诸子起居!或因宴命坐!与语论!大抵根
于教诱) 而解释经史之暇!偶及国朝文人剧谈!
卿相新语!异常梦话!若谐谑卜祝!童谣佳句)
即席听之!退而默记!或染翰竹简!或簪笔书绅!
其不暇记!因而遗忘者!不知其数!在掌中梵夹
者!百存一焉) 今悉依当时日夕所话而录之!不
复编次!号曰/刘公嘉话录0) $陶敏 <="=%

赞皇公博物好奇!尤善语古今异事) 当镇
蜀时!宾佐宣吐!亹亹不知倦焉) 乃谓绚曰&'能
题而纪之!亦足以资于闻见)(绚遂操觚录之!号
为/戎幕闲谈0) $陶敏 A"$%

韦绚这两部小说的书名和自序'很好地揭示出小说记录
见闻!尤其是来自他人的"的写作方法'$郡斋读书志%著
录两书'说是)幼从学于禹锡'录其话言* !晁公武 ?$A"'
)记德裕所谈* !?$?"'也清楚明白+ 韦绚还有小说$佐
谈%十卷'已佚'估计内容也多来自他人+ 明人毛晋跋$剧
谈录%云()唐人最拈弄小说'虽金紫大老'趋跄殿陛之余'
使命一方'鞅掌簿书之暇'尽日有所记录'积久成编+ 李
文饶&刘宾客尤兢兢耳*!毛晋 =="+ 李文饶是李德裕'刘
宾客是刘禹锡+ 毛晋所说就是韦绚二书'虽然误将李&刘
当作撰者'但他所说的唐人作小说的方法')尽日有所记
录'积久成编*'则是不错的+

与韦绚书大约同时的还有$常侍言旨%'柳珵记其伯
父散骑常侍柳登所谈!言旨"/$尚书故实%又名$尚书谈
录%'李绰记载张尚书!张彦远"谈论之语+>?A

此后宋元明

清皆有记录他人所谈而成书的小说+ 如$贾氏谈录% !贾
黄中谈'张洎录"'$杨文公谈苑% !杨亿谈'黄鉴&宋庠
录"'$丁晋公谈录%!丁谓谈'潘延之录"'$王氏谈录%!王
洙谈'王钦臣录"'$孙公谈圃% !孙升谈'刘延世录"'$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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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谭纂%!都穆谈'陆采录"等+ 从这些小说的自序中'可
以清楚地看到成书过程'都是记录某人谈说而成+ 举
三例(

宾护尚书河东张公!"++#绰避难圃田!寓
居佛庙!秩有同于锥印!迹更甚于酒佣) 叨遂迎
尘!每容侍话) 凡聆征引!必异寻常) 足广后
生!可贻好事) 遂纂集尤异者!兼杂以诙谐十数
节!作/尚书故实0云耳) $/尚书故实0序!陶敏
""BB%

庚午岁!予衔命宋都!舍于怀信驿) 左补阙
贾黄中!丞相魏公之裔也!好古博学!善于谈论!
每款接!常益所闻) 公馆多暇!偶成编缀!凡二
十九件!号曰 /贾氏谈录0!贻诸好事者云尔)
$/贾氏谈录0序!陶敏 >=#"%

绍圣之改元也!凡仕于元祐而贵显者!例皆
窜贬湖南.岭表!相望而错趾!惟闽郡独孙公一
人迁于临汀) 四年夏五月!单车而至"++#)
余时侍亲守官长汀县!窃从公游!闻公言!皆可
以为后世法!亦足以见公平生所存之大节) 于
是退而笔之!集为三卷!命曰/孙公谈圃0) $/孙
公谈圃0序,朱易安!第二编第一册 <>A%

不专记一人之谈'而广采众人之谈'则是更多小说成
书的常态+ 表现于书名中仍是以谈&话标示+ 如唐代胡
璩$谭宾录%'意为宾客谈论之记录/康骈$剧谈录%'也是
取畅谈之意+ 宋代之$宾朋宴语% $茅亭客话% $友会谈
丛%$延宾佳话%$台省因话录% $国老谈苑% $翰苑名谈%
$秘阁闲谈% $师友谈记% $步里客谈%'元代之$玉堂嘉
话%'明代之$东园客谈% $潞水客谈%'清代之$香饮楼宾
谈%$茶余客话%'均从书名上显示出这一点+ 有的小说记
众人之谈'其实就是记平生所闻所见之意'如$友会谈丛%
是)每接缙绅先生'贡闱名辈'剧谈正论之暇'开樽抵掌之
余'或引所闻'辄形记录*/有的来源众多'在书中明示其
每一事之来源'如$东园客谈%')其书皆录名人嘉言懿行
及近代闻见诸事'以据当时友朋所书辑之'故曰客谈+ 于
每条下各标其名'凡钱维善&全思诚&陶宗仪&赵宣晋&夏
文彦&夏颐&朱武&郭亨&邵焕&孙中晋&孙元铸&黄琦&费圜
用&杨孙&李升&曾朴并道易'共十七人'多元之遗民也*
!永瑢等 <"<@"+ 至于台省&翰苑&秘阁&玉堂等'则是标示
见闻的主要来源场所+

显而易见的是'大部分小说并不是因!专门"记录他
人谈话而作'而主要是个人闻见的记录!他人谈话也是一
种见闻"'包含有名人轶事'朝野趣闻'历史掌故'学问知
识'异闻怪谈'风土人情'里巷传闻'以及个人的议论说理
和感想情志等等+ 这些小说作品的名称'仍然喜欢用谈&
话&语等为主要标识+ 如(

谈( $镫下闲谈% $闲谈录% $萍洲可谈% $席上腐谈%
$霞外麈谈%$池上偶谈% $夜谭随录% $瓮牗余谈% $两山
墨谈%

话( $因话录% $玉堂闲话% $野人闲话% $避暑录话%
$道山清话%$谿山余话% $鸥陂渔话% $蒿庵闲话% $客窗
闲话%

语( $石林燕语% $晁氏客语% $西溪丛语% $齐东野
语%$乐郊私语%$北窗琐语% $敝帚轩賸语% $广东新语%
$熙朝新语%

这些小说的自序也清楚地展现了记录见闻的成书过

程'举三例(

/渑水谈0者!齐国王辟之将归渑水之上!治
先人旧庐!与田夫樵叟闲燕而谈说也) "++#
今且老矣!仕不出乎州县!身不脱乎飢寒!不得
与闻朝廷之论.史官所书) 闲接贤士大夫谈议!
有可取者辄记之!久而得三百六十余事!私编之
为十卷) $/渑水燕谈录0自序,朱易安!第二编
第四册 ?%

宣和五年!余既卜别馆于卞山之石林谷!稍
远城市!不复更交世事!故人亲戚时时相过) 周
旋嵁岩之下!无与为娱!纵谈所及!多故实旧闻!
或古今嘉言善行!皆少日所传于长老名流!及出
入中朝.身所践更者,下至田夫野老之言!与夫
滑稽谐谑之辞!时以抵掌一笑) 穷谷无事!偶遇
笔札!随辄书之) 建炎二年!避乱缙云而归!
"++#而余亦老矣) 洊罹变故!志意销隳!平日
所见闻!日以废忘!因令栋裒集为十卷!以/石林
燕语0名之) $/石林燕语0自序,朱易安!第二
编第十册 ?%

昔人以笔札为文章之唾余!余谓小说家亦
文章之唾余也!上可以纪朝廷之故实!下可以采
草野之新闻!即以备遗忘!又以资谭柄耳) 余自
弱冠后!便出门负米!历楚豫浙闽齐鲁燕赵之
间!或出或处!垂五十年!既未读万卷书!亦未尝
行万里路) 然所闻所见!日积日多) 乡居少事!
抑郁无聊!惟恐失之!自为笺记!以所居履园名
曰/丛话0) 虽遣愁索笑之笔!而亦/齐谐0 /世
说0之流亚也) $/履园丛话0自序,钱泳 <%

从前两例自序所言可见'其书也如$洛阳搢绅旧闻记%$邵
氏闻见录%$中吴纪闻%一样'为晚年回忆)平日所见闻*
所作+ 钱泳更在自序中谈到小说家作品的内容!)上可以
纪朝廷之故实'下可以采草野之新闻*"和功用!)即以备
遗忘'又以资谭柄*"'而其书也是将五十年来)所闻所见*
写出而成+ 三个自序都强调了见闻来源之广泛'这也是
多数小说写作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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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书名中还喜欢用笔录&笔谈&笔记'大概因为它
们都直接表示了用笔记录的意思+ 三者之中笔录之名最
早'始自北宋$王沂公笔录% !$王文正公笔录%"和$东轩
笔录%+ 笔谈始自$梦溪笔谈%'沈括自序云()予退处林
下'深居绝过从+ 思平日与客言者'时纪一事于笔'则若
有所晤言'萧然移日'所与谈者唯笔砚而已'谓之$笔谈%*
!<"+ 意谓以笔砚记录平日与宾客交谈之事'正如相对晤
谈一样'故名笔谈+ 清代许仲元的$三异笔谈%得名又有
所不同'自序云()道光丁亥!<@"B"余罢官'羁栖武林柳泉
太守郡斋'客来闲话'苦气弱不能剧谈'乃以笔代舌+ 自
夏徂秋'积成卷帙+ 熙朝掌故'则询之柳泉/往代轶闻'则
证之子寿*+>?B

则是将自己所知之事'求证于朋友之后'笔
记而成+ 不过笼统地说'笔谈和笔录也差不多'仍不离记
见闻的事实+ 至于笔记'过去一般认为始于宋祁$笔记%'
但此书$郡斋读书志%称$景文笔录%'恐怕才是原名'>?C

否

则以宋祁的影响'不至于整个北宋都无人继踵其书+ 可
以对比的是欧阳修写了$诗话% !后来称$六一诗话%或
$欧公诗话%"'很快就有刘攽的$中山诗话%和司马光的
$温公诗话%+ 最早以笔记命名的小说可能是$仇池笔
记%'约出现于北宋末'大概因为借了苏轼的名义'对后来
小说命名颇有影响'于是$老学庵笔记% $芥隐笔记% $芦
浦笔记%$密斋笔记%纷纷而出'使笔记成为此后小说最常
见的命名之一+

桓谭说()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
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D

小说的体式特征之一是多

条文的汇集'这也是它区别于单篇文章和传记的重要标
志+ 六朝已有以)林*)苑*为名的$语林%$笑林%$说林%
$异苑%$笑苑%等小说'唐代开始又有以)丛*命名者'丛'
聚也+>?E

唐有$桂苑丛谈%'宋有$铁围山丛谈%$后山谈丛%
$西溪丛语%$东园丛说% $萤雪丛说%'元明有$庶斋老学
丛谈%$委巷丛谈%$玉堂丛语%$四友斋丛说%'清有$尾蔗
丛谈%$浪迹丛谈%$听雨丛谈%$妙香室丛话%$履园丛话%
等+ 胡应麟分小说为六家'便有)丛谈*一类'所举为$容
斋随笔%$梦溪笔谈%$东谷所见%$道山清话%四种宋人小
说'虽然书名中没有出现)丛*字'但无一例外都是多条文
丛集的小说专书+ )丛谈*二字很好地揭示了宋人小说丛
脞和记谈!见闻"的特点+ 胡应麟的小说六家还有)杂录*
一类'所举为$世说新语% $语林% $北梦琐言% $因话录%'
皆是六朝和唐代小说+ 唐宋小说固然有所不同'但它们
都是记录见闻而成'在这一基本的写作原则和方法上'丛
谈与杂录并无根本差异'胡应麟也说)丛谈&杂录二类最
易相紊*'大约他认为晋唐小说主要是叙逸事'而宋人小
说内容更驳杂'故作区分+ 今天看来'二者都可归于轶事
小说+

从古代小说序跋看小说记录见闻

上节以书名为切入点'重点分析了书名中有见&闻&

以及谈&话&语&丛等字眼的小说的成书情况'同时由其自
序揭示其记录见闻的写作方法+ 毫无疑问'书名中有明
显标示的作品只是小说中的一部分'其他小说作品的写
作原则和方法又是如何的呢0 我们同样可以通过作者自
序和他人序跋来作分析+

志怪小说'今人常以虚构&幻想视之'不自觉地将其
内容看成是作者有意识的创作'进而探求作者的立意&

匠心之类+ 其实这些小说的作者反复地申明###书中
故事是记录'并不是创作+>?F

志怪小说的早期代表$搜
神记%便是如此'该书大部分内容是从前代书籍中搜集
而来的

>?G'干宝自序就引出了记录见闻的话题+ 该序前
半段讲)闻见之难+由来尚矣* '国史尚且不能做到)无
失实* !为自己书中的 )虚错*作解释" '接下来说到
本书(

今之所集!设有承于前载者!则非余之罪
也) 若使采访近世之事!苟有虚错!愿与先贤
前儒分其讥谤) 及其著述!亦足以发明神道之
不诬也) 群言百家!不可胜览,耳目所受!不可
胜载) 亦粗取足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说而
已) $<%

集指搜集&汇集'$搜神记%就是此前神怪故事的汇集+
)设有承于前载者*'怀疑是 )设有承误于前载者*'脱
)误*字'意思是抄录过去的书!)群言百家*"如有错误'
则)非余之罪*+ 采访近世之事'来自)先贤前儒*'他们说
的如有)虚错*'不能都算在我头上+ 这说到了$搜神记%

内容的两个来源'一是抄录以前的书!)群言百家*"'一是
采访前辈先贤!)耳目所受*"'都可以说是来自见闻+ 来
自前代书籍'称作)见*也未尝不可')采访近世之事*更是
见闻所得+ 不过应指出的是'在古代小说写作中'专意采
访搜集故事的'像孙光宪那样三十多年对)咸京故事*)专
于博访*而写成$北梦琐言%二十卷'或者如洪迈那样四处
搜集&)贪多务得*写成$夷坚志%四百二十卷的'并不多
见'大多作者只是就个人见闻所知而记录成书'态度较为
轻松随意+

唐宋以后志怪小说的序跋和当时人的评论也常常提

到见闻+ 唐代$独异志%自序云()自开辟以来迄于今世之
经籍'""耳目可见闻'神仙鬼怪'并所摭录* !陶敏
<BB="+ 五代$录异记%自序云()聊因暇辰'偶为集录+ 或
征于闻见'或采诸方册*!陶敏 "A>#"+ 北宋$括异志%'晁
公武说是)推变怪之理'参见闻之异*!晁公武 ??$"+ $祖
异志%'晁公武说是)记近时诡闻异见* !??B"+ $搜神祕
览%章炳文自序说()予因暇日'苟目有所见'不忘于心'耳
有所闻'必诵于口+ 稽灵即冥'搜神纂异'遇事直笔'随而
记之+*南宋$投辖录%'王明清自序说'少年嗜读家藏志怪
书'后又有)以新奇事相告语者*'后记忆而)笔之简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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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夷坚志%'现存有多编'洪迈自序各有侧重'支志庚
序说自己)每闻客语'登辄纪录'或在酒间不暇'则以翼旦
追书之'仍亟示其人'必使始末无差戾乃止+ 既所闻不失
亡'而信可传*!洪迈 <<>?"'足见其记录之勤奋与认真+
金代$续夷坚志%'元人石岩作跋云()$续夷坚志%乃遗山
先生当中原陆沉之时'皆耳闻目见之事* !元好问 AA"+
明代$西樵野记%'侯甸自序云()余少尝从侍枝山!祝允
明"&南濠!都穆"二先生门下'其清谈怪语'听之靡靡不
倦+ 余故凡得于见闻者辄随笔录之+*清代$聊斋志异%'

今人尤喜讨论其虚构和命意'其实蒲松龄自序就说()才
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 闻则命笔'遂以
成编+ 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
积益伙+*蒲松龄的朋友唐梦赉作序'说得更清楚()留仙
蒲子*)凡所见闻'辄为笔记*!丁锡根 <>@"+ 也是搜集和
记录故事+ 蒲松龄为搜集故事以菸茗招待路人的传说'

也正说明他的写作不是现代意义的小说创作'而是传统
意义的记见闻+ 至于蒲松龄的粉饰加工'或者采用)传奇
法*'是另一问题'也并未打破记录见闻这一基本的写作
原则+

纪昀对小说问题有自觉的思考'其$阅微草堂笔记%
为五部小说构成'每书自序都谈到记录见闻的话题(

/滦阳消夏录0自序&昼长无事!追录见闻!
忆及即书!都无体例) 小说稗官!知无关于著
述!街谈巷议!或有益于劝惩) $纪昀 <%

/如是我闻0自序&曩撰/滦阳消夏录0属草
未定!遽为书肆所窃刊!非所愿也) 然博雅君
子!或不以为纰缪!且有以新续告者) 因补缀旧
闻!又成四卷) $纪昀 <""%

/槐西杂志0自序&旧有/滦阳消夏录0 /如
是我闻0二书!为书肆所刊刻) 缘是友朋聚集!
多以异闻相告!因置一册于是地!遇轮直则忆而
杂书之!非轮直之日则已) 其不能尽忆则亦已)
岁月駸寻!不觉又得四卷) 孙树馨录为一帙!题
曰/槐西杂志0!其体例!则犹之前二书耳) $纪
昀 ""B%

/姑妄听之0自序&今老矣!无复当年之意
兴!惟时拈纸墨!追录旧闻!姑以消遣岁月而已)

故已成 /滦阳消夏录 0 等三书!复有此集)
"++#以多得诸传闻也!遂采/庄子0之语!名曰
/姑妄听之0) $纪昀 >?$%

/滦阳续录0自序&景薄桑榆!精神日减!无
复著书之志!惟时作杂记!聊以消闲) /滦阳消
夏录0等四种!皆弄笔遣日者也) 年来并此懒
为!或时有异闻!偶题片纸,或忽忆旧事!拟补前
编!又率不甚收拾!如云烟之过眼!故久未成书)
今岁五月!扈从滦阳!退直之余!昼长多暇!乃连

缀成书!命曰/滦阳续录0) $纪昀 =B#%

)追录见闻*)追录旧闻*等'对成书都说得很明白+ )补
缀旧闻*)连缀成书*的)缀*字'让人想起$汉志%的)缀而
不忘*'也说明小说成书是由众多条文而成+ 纪昀的五种
书名中有)闻*)录*)志*!同记"'也反映出记录见闻的写
作原则和方法+ 纪昀弟子盛时彦作$阅微草堂笔记%序
说()!先生"退食之余'惟耽怀典籍'老而懒于考索'乃采
掇异闻'时作笔记+*书中内容'正是)采掇异闻*而来+ 纪
昀和盛时彦的序'是在$聊斋志异%之后对传统!正统"的
小说写法的强调'并对晚清小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如
晚清汪俭说俞鸿渐)于近世小说家'独推纪晓岚宗伯$阅
微草堂五种%*'而俞鸿渐撰小说$印雪轩随笔%'自序说其
写作方式便是)取生平所闻见'拉杂记之*!陈大康 <$"+

雪坡于同治八年!<@$A 年"写成$旅居笔记%'其自序云(
)旅居鲜事'时撰小说以自娱, 追录旧闻'中无寄托* !陈
大康 $>"+ 其撰小说的方法'和纪昀的)追录见闻*)追录
旧闻*为小说并无二致+

顺便指出'纪昀称采取$庄子%的说法而取书名为)姑
妄听之*'事实上$庄子,齐物论%的原文是)予尝为女妄
言之'女以妄听之* !郭庆藩 <##"'并没有)姑*字+ 姑妄
言之&姑妄听之的说法来自叶梦得$避暑录话%所记苏轼
语()子瞻在黄州及岭表'每旦起'不招客相与语'则必出
而访客+ 所与游者亦不尽择'各随其人高下'谈谐放荡'
不复为畛畦+ 有不能谈者'则强之说鬼'或辞无有'则曰
-姑妄言之.+ 于是闻者无不绝倒'皆尽欢而后去* !朱易
安'第二编第十册 ""B"+ 明代胡应麟曾抄撮古代志怪小
说成$百家异苑%一书'其序也提到此语()昔苏子瞻好语
怪'客不能'则使妄言之+ 庄周曰( 余姑以妄言之+而汝姑
妄听之, 知庄氏之旨'则知苏氏之旨'知苏氏之旨'则知
余类次之旨矣+*>?H

便将自己编书的宗旨追溯到苏轼&庄
子+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自序中说)情类黄州*'袁枚
$新齐谐%自序说)乃广采游心骇耳之事'妄言妄听'记而
存之*'>IJ

均是用这个典故+ 纪昀更是以$姑妄听之%作为
书名+ 妄言妄听虽然承认志怪小说有失实的问题'甚至
从)游心骇耳*的角度对虚妄之事予以欣赏'但这并没有
完全改变小说记录见闻的原则+

晚清俞樾在其志怪小说$右台仙馆笔记%自序中也专
门说到()$笔记%者'杂记平时所见所闻'盖$搜神% $述
异%之类/不足'则又征之于人+*序后附$征求异闻启%并
小诗二首'说)书生结习'未能尽忘'姑记旧闻'以销暇日+
而所闻所见'必由集腋而成/予取予求'窃有乞邻之意*'
希望)儒林丈人&高斋学士'各举怪怪奇奇之事*!俞樾 <"
寄来+ 如果志怪小说可以虚构杜撰'俞樾何必如此麻烦'
坐在书斋中凭空杜撰'岂不更加方便0 光绪十六年!<@A#
年"'龚寿图撰志怪小说$南京随笔%'仍以见闻为准'并不
编造故事+ 其书自序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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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读/酉阳杂俎0及/阅微草堂0 /聊斋志
异0诸书!见所纪奇奇怪怪!觉暗室风生!灯光如
豆) 细思幽冥之事!难必其无!善福祸淫!诸书
俱载) 在金陵寓斋!暇无所事!因取笔就生平之
所闻见!拉杂书之!日三五则) 有人来谈因果!
亦谨志之) 不意成帙!因命之曰/南京随笔0)
$陈大康 <=@>%

此书稿未刊'光绪三十六年!<A#@ 年"其子龚鸿揆将它登
载于$月月小说%上'改题$蛾述轩随笔%'此时西方小说观
念已经进入中国'但龚鸿揆的题识还是说()是编为先资
政公寓金陵时就生平所闻见者'摭实录纪'日积成帙*!陈
大康 <=@>"'仍然持有传统的小说观'以小说为见闻的
记录+

志怪小说是记录见闻而来'轶事小说更是如此+ 现
存唐前轶事小说罕有自序留存'能见到的最早的是唐代
$隋唐嘉话%的序()余自髫丱之年'便多闻往说'不足备之
大典'故系之小说之末* !刘餗 <"+ 可见是据见闻写成+
本来此书不载怪异之事'但因有画工解奉先死后变牛一
事'序中还专门作了解释()释教推报应之理'余尝存而不
论+ 若解奉先之事'何其明著+ 友人天水赵良玉睹而告
余'故书以记异*!<"+ 这样郑重其事地予以说明'是要强
调故事并非虚构和编造+ 唐代最重要的小说自序是$国
史补%的'云(

/公羊传0曰&'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未有
不因见闻而备故实者) 昔刘餗集小说!涉南北
朝至开元!著为/传记0) 予自开元至长庆撰/国
史补0!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续/传记0而有不
为) 言报应!叙鬼神!征梦卜!近帷箔!悉去之,
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

笑!则书之) 仍分为三卷) $陶敏 @##%

此段文字可分四段+ 第一段引出$公羊传%之说!隐公元
年&桓公二年&哀公十四年"'强调故实!故事"都由见闻而
来'换句话说'记录见闻而得故事+ 第二段'刘餗汇集小
说故事而成$传记%!即$隋唐嘉话%"+ 第三段'作者接续
刘作'记开元至长庆间的故事!见闻"而成$国史补%'也有
补史之意+ 第四段讲本书内容')言报应*等四方面的内
容不书')纪事实*等六种则书之+ 前四种可称为志怪'后
六种可称为轶事'二者相合'大致就是古代文言小说常见
的内容+ $公羊传%)传闻异辞*的说法'也从此进入小说
话语+ 如纪昀说()所见异词'所闻异词'所传闻异词'鲁
史且然'况稗官小说* !纪昀 ??B"+ 清代许秋垞$闻见异
辞%和刘体仁$异辞录%'更以此取名+

下面举一些轶事小说的序跋!片段"'都说到书中内

容是对见闻和往事的记录(

$唐%陈翺/卓异记0自序& 随所闻见!杂载
其事)

$宋%姚宽/西溪丛语0自序& 予以生平父兄
师友相与谈说!履历见闻!疑误考证!积而渐富!
有足采者!因缀缉成篇!目为/丛语0)

$宋%吴处厚/青箱杂记0自序& 余自筮仕!
未尝废书!又喜访问!故闻见不觉滋多!况复遇
事裁量!动成品藻!亦辄纪录!以为警劝)

$宋%张贵谟/清波杂志0序& 纪前言往行及
耳目所接)

$明%曹安/谰言长语0题记& 予少游乡塾!

见先生嘉言善行!即笔于楮!或于载籍中间见异
人异事!亦录之)

$明%黄瑜/双槐岁钞0自序& 每遇所见所闻
暨所传闻!大而缥缃之所记!小而刍荛之所谈!
辄即钞录)

$明%陆从平/皇明世说新语0序& 每于耳目
所逮!凡名公巨卿!嘉言懿行!或方外吊诡之谈!

荒逖瓌傥之迹!可以观风考德!裒思大畜者!有
见必录!有闻必书)

综上可知'无论志怪还是轶事'序跋里常谈的都是对
见闻的记录+ 换句话说'无论何种小说'记录见闻都是基
本的写作方法+ 晚唐卢肇先撰有轶事小说$史录%'又撰
志怪小说$逸史%'后书自序云()卢子既作$史录%毕'乃
集闻见之异者'目为$逸史%焉+ 其间神化!仙"交化&幽冥
感通&前定升沉&先见祸福'皆摭其实&补其缺而已*+ 两
部小说都是 )集闻见*'志怪不过是 )闻见之异*罢了+
)摭其实&补其缺*'同样适用于两部小说###采摭信实的
传闻'补史!或神仙传记及前代志怪小说"之未备+ 南宋
初叶梦得$避暑录话%曾说()士大夫作小说'杂记所闻见*
!朱易安'第二编第十册 "$="'真是一语中的+

值得强调的是'小说作者不但以记录见闻为其写作
的原则和方法'有的作者甚至特别强调其书的征实+ 这
里举$次柳氏旧闻%略作说明+ 李德裕在自序里详细叙述
了此书内容的来源( 大和八年!@>= 年"秋八月乙酉'唐文
宗问宰相王涯等关于高力士的事情+ 王涯奏'上元中史
官柳芳得罪'贬官黔中'路经巫州见到高力士'高力士因
为柳曾为史官'对他说了一些宫禁中事'柳芳据此写成
$问高力士%!类似今天的记者采访记录"+ 唐文宗命寻访
此书'王涯等找到柳芳孙子柳璟'他说'柳芳写$唐历%时
曾将$问高力士%中的相关内容采入')其余或秘不敢宣'
或奇怪&非编录所宜及者*'现在原书已经亡失了+ 李德
裕然后说道')臣德裕亡父先臣'与芳子吏部郎中冕'贞元
初俱为尚书郎+ 后谪官'亦俱东出+ 道相与语'遂及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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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之说'且曰(-彼皆目睹'非出传闻'信而有征'可为实
录+.先臣每为臣言之*!陶敏 <##$"+ 于是据回忆写出十
七则故事'编成一书+ 按照李德裕自述'这十七事是辗转
得来的'故事讲述人的线索是( 高力士#柳芳#柳冕#李
吉甫!李德裕父"#李德裕+ 正因为如此'此书取名$次柳
氏旧闻%'意思是编次柳芳听说和记录的旧闻+ 尽管书中
涉及神怪的故事有五则'自序还是强调这些故事)非出传
闻'信而有征'可为实录*+ 今人见到小说记神怪故事'常
以为是古人虚构'其实古人!尤其是宋代以前"在一般情
况下对神怪之事多是信其实有的+ 正如鲁迅所说()当时
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
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A"+ $次柳氏旧闻%
第一条记唐肃宗出生异事+ 玄宗在东宫时被太平公主监
视'元献皇后!杨氏"怀孕')玄宗惧太平'欲令服药除之*+
张说侍读进宫'带了去胎药+ 但玄宗三次煮药都被金甲
神人打翻药鼎'不得已乃止+ 张说认为是天命+ 杨氏思
食酸'玄宗告诉张说'张说献以木瓜+ 杨氏后来生下了肃
宗+ 在叙述完这件事之后李德裕说()芳本张说所引'说
尝自陈述'与力士词协也* !陶敏 <##$"+ 意思是柳芳是
张说引荐的'张说曾对柳芳说过此事'和高力士的说法一
致+ 玄宗煮药梦神人覆鼎&生下肃宗之事'$旧唐书,元
献皇后传%也有记载'而$旧唐书%这篇传记来自经过柳芳
之手的唐国史'换句话说'很可能就是柳芳把这件从张说
和高力士那里听来的事情写进国史的+ 同时也可说明'
李德裕并没有虚构这个)志怪*故事'这确实是辗转得自
高力士和柳芳)旧闻*+ 此书第九条记肃宗吴皇后生代宗
事'第十条记代宗诞三日&玄宗相见事'两条文末均有)吴
凑尝言于先臣'与力士说亦同*的话+>I@

吴凑是吴皇后的弟

弟'他曾对李吉甫!先臣"讲过这两件事'正和高力士所说
相同+ 也就是说'李吉甫曾确认过此事的可靠性'将自己
从柳冕和吴凑两处听来的故事进行了印证和综合'然后
告诉李德裕'李德裕再写出这两个故事+

在古代小说写作中'像$次柳氏旧闻%这样强调书中
内容之可靠征实者还有很多+ 如$开天传信记%自序说
)搜求遗逸'传于必信*!陶敏 ""=$"'而且书名即是此意+
又如清代$三冈识略%在书前凡例中'有)事虽细微'各有
依据'不敢妄为称述*')凡系风闻&未经目见者'必书某人
说*二则!董含 ="+ 小说中常见记载某事据某人说'不能
认为是作者的)故弄狡狯*+ 但也要注意'记录见闻'来源
清楚'并不保证所记事件便真实可信+ 见闻之不完全可
靠'$搜神记%序即已表达过'后来的作者和批评者从正反
两方面也常常提到+ 如洪迈说()稗官小说家言不必信'

固也+ 信以传信'疑以传疑'自$春秋%三传则有之矣+
1223$夷坚%诸志皆得之传闻'苟以其说至'斯受之而已
矣*!洪迈 A$B"+ 承认自己的$夷坚志%存在不实之处!但
也要注意'传闻不实并非是有意虚构"+ 批评者如北宋沈
括'他曾在$梦溪笔谈%中辩论李白写$蜀道难%的两种说

法')前史*!$新唐书,严武传%"记李白作$蜀道难%是因
为严武为剑南节度使时放肆不法'而$本事诗%又记李白
初至京师见贺知章出$蜀道难%'二者所记时间相去甚远+

沈括总结说()盖小说所记'各得于一时见闻'本末不相
知'率多舛误'皆此文之类+ 李白集中称-刺章仇兼琼.'

与$唐书%所载不同'此$唐书%误也*!>="+ 沈括将$新唐
书%和$本事诗%都称作小说'似乎难以理解'其实$新唐
书%采用的是$云溪友议%的说法'故在此以小说称之'并
批评它)率多舛误*+ !但同时也可看出')小说所记'各得
于一时见闻*是被看作一种常识的+"四库提要对小说失
实的批评很多'如说$山居新语% )其书皆记所见闻'多参
以神怪之事'盖小说家言* !永瑢等 <"#>"'称赞$次柳氏
旧闻%的同时'又对它)皆涉神怪*稍有不满'但又认为小
说家言即是如此+ 四库提要在评明代志怪小说$耳谈%
时'甚至引陶冶序的话)事不必尽核'理不必尽合'文不必
尽讳*'称这是)小说家之定评*!<"><"+ 此外'还有一些
小说作者和论者以寓言&寄托等作为小说记载失实的解
释和藉口+ 但总体来说'这些并不能改变小说记录见闻
的本质+ 对于小说记录的失实'陈尚君论范摅$云溪友
议%时有一段话'可称得上是一种)了解之同情*()如同今
日之娱乐记者或小道传播者一样'范摅只是认真记录者'

他的记录真伪杂糅'事实与虚构并存+ 1223范摅一生
未仕'行走下层'认真采辑记录'能力也不足以考清事实'

恰好完成记录传闻原貌的责任* !?B"+ 而陈尚君同时也
提到$大唐新语%$谭宾录%$北梦琐言%$次柳氏旧闻%$因
话录%$松窗杂录%等内容较为信实的小说+ 如果要说古
代文言小说大部分是有意识的虚构之作'古代的作者们
和论者们一定不会同意+

民国时期'现代小说写作已经成为主流'但传统文言
小说的写作仍未断绝'且不说$花随人圣庵摭忆%$一士类
稿%$小奢摩馆脞录% $新语林%等轶事小说'志怪作品仍
然沿袭传统的记见闻的写法+ 如$养和轩笔记%')见有遗
闻轶事'辄取片纸书之1223益以身世所经&见闻所及'
与夫名家记载&报纸流传*/$葂丽园随笔%')爰将亲所见
闻及本身所历之因果事实&善恶报应'据实以书*/$柘园
野语%')睹诸目'闻诸耳'写诸楮'不斧斤经营'不烟云渲
染'不海市蜃楼*/$客窗消闲录%')或采之笔录'或得诸耳
闻*/$古春草堂笔记%')举囊昔见闻所及'盘错所经'援笔
而为之记+ 叙事必归于真实'论人勿失其本来*/$惜荫轩
随笔%')将素所闻见及世所传述者随时拉杂记之'皆属真
情实事'可以信而有征/非同空中楼阁'但图炫异矜奇*+>IA

直到 <A=$ 年锺叔河写小说还是这个路子和方法( 当时初
中毕业的他将自己听长辈讲述的 >? 则故事记为一书+ 有
序云()予喜闻奇怪之事'而乐其荒诞不经+ 夏扇冬炉'父
老聚谈所闻所见可喜可愕之事'予辄挤坐其旁'欣欣然不
肯或去+ 时日既久'颇多积累'惧失记忆'乃于课暇中择
其雅驯者述之+ 方丈小室'足不出户'惟尘窗老蛛'蠕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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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见闻( 中国文言小说写作的原则与方法

网际'一似为予伴侣者+ 既成此卷'乃弁数言'且命以名+
民国丙戌夏六月下澣之七日*!""+ 民国时期现代小说已
经兴起'普通人的小说观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
文言小说的基本的写作原则和方法仍然延续着'足见其
生命力之强大+ 时至今日'网络上流传的$世说%体的$学
林广记%等'也可算文言小说之后裔+

余M论

记录见闻是中国文言小说基本的写作原则和写作方

法'从古代目录学到古代小说作品的序跋'从古人对小说
作品的具体评论到对小说的一般性的论述'都能清楚地
看出这一点+ 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小说史学界由于受到
西方和现代小说观念的影响'要么是对文言小说记录见
闻这一特点注意不够'要么是在)传奇小说*的视野下将
记录见闻作为笔记小说的一般性特点'并给以较低的
评价+

中国古代的小说按语体可分为文言和白话两类'两
类各自发展'各有渊源和流变+ 在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是
小说的主流'这可从四个方面来说明+ 一'从时间上来
说'文言小说渊源于汉代'直至明清'代有写作'至民国始
衰落+ 白话小说起于唐宋说话及其记录文本!现存文本
主要是宋元时期的"'流行于晚明和清代'民国后则与现
代小说合流+ 文言小说的起源早于白话小说'流行时间
长于白话小说+ 二'从数量上来说'文言小说多于白话小
说+ 据$中国古代小说总目%'<A<" 年以前的文言小说
"A#= 种'白话小说 <"?< 种+ 据 $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
要%'文言小说 "<A" 种'白话小说 <>@A 种+>IB

而且'大部分
白话小说产生于晚清最后二十年+ 三'从地位上来说'白
话小说一直低于文言小说'常受到歧视和贬低+ 历代公
私目录一般不收录白话小说'文人偶然写作'经常不署其
真名+ 文言小说则刚好相反'宋以后文人圈里一直有写
小说的风气'且多署真名+ 四'从古人小说观上来看'在
晚清!光绪"以前人们说到小说'主要指文言小说+ 大约
在 <@A? 年以后'白话小说地位陡然提升'尤其是在梁启超
<A#" 年提倡)新小说*之后'人们提到小说时才偏指白话
小说'开始以白话小说为小说之主流和正宗+

晚清民国以来'注重人物&故事&虚构等要素的西方
小说及其观念进入中国'由于白话小说与西方小说更为
接近'加上其他政治和历史的原因'如提倡白话文和通俗
文学'希望借小说来救国存亡和改造民族等'白话小说地
位迅速提升'>IC

逐渐被看作中国古代小说的正宗和发展顶

峰+ 在现代小说观念的影响下')传奇小说*也被发现和
)制造*出来'>ID

被看作文言小说的巅峰+ 在进化论思想
!以及中古###近世的历史观"的影响下'白话小说被看
成小说史的逻辑终点+ 于是'六朝志怪#唐传奇#宋元
话本#明清章回这样一个中国小说史'也随之建立起来

了+ 由于将文言小说看作是和白话小说&现代小说相类
似的事物'研究者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人物&故事&环
境&虚构等要素去看待和要求文言小说+ 如吴礼权论)笔
记小说*')与其他文言小说&白话小说一样'也需要刻画
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讲究情节结构&重视语言运用
等*!>"'谈到$庚巳编%时说')故作-闻之某某.&-出在某
年.等语'以耸众听'以求人信'盖亦志怪派笔记小说之故
伎耳6*!<AB"+ 很多学者在分析论述)笔记小说*作品时'
不考虑小说记见闻这一性质!或考虑不足"'不注意其书
中的内容来源原本很复杂'或所记之事已经过多次转述
和变异'或从前代书籍抄写'或凭记忆概述'而简单地将
全书视为作者一人之创作'进而探求其写作主旨&艺术特
征云云+ 在古代小说研究中'常常看到这样的表述( 作品
表达了作者什么样的主旨!思想"'表现出作者什么样的
写作技艺'塑造了什么样的人物形象'等等'其理论预设
便是将小说看成创作而非记录+ 早在 <A=# 年代范宁就指
出()所谓-笔记小说.不仅没有-人物性格描写.'连-故
事.的影子也捉摸不着的+ 把小说看做故事人物的有机
组合'还可以说我们的思想欧化了* !>B"+ 俞平伯也说(
)我们用今日所谓小说之标准去衡量古之小说'而发现种
种的有趣的龃龉'这倒是当然的现象+ 若古人能预知我
们的标准'处处合式'这才是真的奇异呢+*>IE

可我们现在

的很多研究'正是把古人记录见闻的写作当作现代小说
的创作来看待和研究的6

学界对于文言小说记录见闻的特性也有所认识+ 如
浦江清说()在文言文学里'小说指零碎的杂记的或杂志
的小书'其大部分的意旨是核实的*!<A""+ 尤其是在谈
笔记小说时'学者们也有较好的认识'如苗壮谈笔记小说
的特点'有)基于耳闻目睹的现实性* !$"+ 谭帆&王庆华
认为()-笔记体小说.多表现为-据见闻实录.的记述姿
态和写作原则+*>IF

不过'将记录见闻这一写作原则限定在
)笔记小说*上'不够准确+ 实际上'这是几乎所有的古代
文言小说的基本写作原则'>IG

古代文言小说的主体本来就

是今人所谓的笔记小说+ 笔记小说的概念是 "# 世纪兴起
的'>IH

现在人们使用它主要为了与所谓的)传奇小说*相
区别+

所谓)传奇*或)传奇小说*'今人多以为是一种带有
创作意识的&更具有现代性的小说'实际上它是一个现代
以来在西方小说观念影响下建构起来的概念和文类+ 简
单地说'那些名为)传*和)记*的单篇作品'本来是一些带
有传奇性的传记'在古人看来最多勉强算作广义的小
说+>KJ

小说与传记在古代是两个不同的目录门类和文类'

虽然也有混淆之时'但根本上是不同的+ 小说是多条文
的丛集'故内容驳杂'传记记录一人或一事'内容单一+

小说记事多是片段的'传记一般是首尾完整的+ 小说记
见闻'传记因为要保持完整性和一定的篇幅'故而在传奇
性传记中逐渐允许想象和夸饰+ 古人对小说与传记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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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认识的'最著名的是纪昀等人对小说和传记!传奇"
区别的强调+ 现代学者把)传奇*抬得很高'因为它更符
合现代小说关于人物&情节&虚构等方面的设定'与现代
小说更为接近+ 范宁就说()在我国历史上小说一词和近
时观念最为接近的'怕要算唐人传奇了* !>A"+ 反过来
说'这恰可证明)传奇*不是古人心目中典型的小说+ 浦
江清就说()现代人说唐人开始有真正的小说'其实是小
说到了唐人传奇'在体裁和宗旨两方面'古意全失+ 所以
我们与其说它们是小说的正宗'毋宁是别派'与其说是小
说的本干'毋宁说是独秀的旁枝吧* !<@$"+ 其实')独秀
的旁枝*之说也颇有夸大的成分'真正的)传奇性传记*数
量很有限+ 现代学者将数量不多的传奇性传记'和另外
一些原本属于不同文体&文类的作品!如普通传记&诗序&

传体文等"'再加上小说中的一些篇段'合在一起都看作
传奇'扩大和)建构*了)传奇*这一文类的范畴+>K@

根据篇幅的长短&叙事的精妙&虚构的有无等标准'
将文言小说划分为)笔记小说*和)传奇小说*两大类'然
后抬高和重视)传奇*'贬低和忽视)笔记小说*'是中国小
说史学界长期以来的做法+ 结果之一就是'小说记录见
闻的特性被忽视'而文言小说或)笔记小说*的身份变得
尴尬'以至于唐宋以来大量记录见闻的小说成为小说史
上的配角'尤其是轶事小说因为比志怪小说更)不像小
说*'除了$世说新语%外差不多都被小说史所遗忘+ 更进
一步'小说史学界干脆就放弃了对这些小说的研究'甚至
)剥夺*了它们的小说的身份和称呼'>KA

很多作品只好以

)笔记*的身份存在于中文和历史两个学科的边缘+ 如中
华书局出版的)历代史料笔记丛刊*'大象出版社的$全宋
笔记%'三秦出版社的$全唐五代笔记%'大部分都是小说'

但目前小说史学界关注很少+>KB
笔记&笔记小说之名称和

概念的流行'固然有其原因和渊源'不过根本原因还是现
代小说概念的引入'以致今人把小说这个概念拱手交给
较具虚构和想象的白话小说和)传奇*'而传统的文言小
说被)剥夺*了小说的名分!尤其是轶事小说"'只好以
)笔记*来称呼了+>KC

其实轶事小说一直是文言小说的重要

部分'南宋张邦基说()稗官小说'虽曰无关治乱'然所书
者必劝善惩恶之事'亦不为无于世也+ 唐人所著小说家
流'不啻百家'后史官采摭者甚众'然复有一种'皆神怪茫
昧'肆为诡诞'如$玄怪录% $河东记% $会昌解颐录% $纂
异%之类'盖才士寓言以逞辞'皆亡是公&乌有先生之比'
无足取焉+*对唐代志怪小说多有批评'接着举出)近世诸
公所记&可观而传者*共 =? 部小说'都是宋人轶事小说
!"@<"+ 晚清邱炜萲说()小说家言'必以纪实研理'足资
考核为正宗+ 言情道俗'不过取备消闲'犹贤博弈而已'
固未可与纪实研理者絜长而较短也+*>KD

更认为纪实!记事
实"和研理!主要是讨论知识和学问"的轶事小说才是文
言小说的正宗+ 古人对$世说新语%和$酉阳杂俎%称誉很
高'如明代谢肇淛说()晋之$世说%'唐之$酉阳%'卓然为

诸家之冠'其叙事文采'足见一代典刑+*韩国申绰!<B$#
年#<@"@ 年"也认为)$世说%则是小说之宗*'>KE

但今人看

重的则是志怪和)传奇*'不得不说'古今的小说观念发生
了严重的错位+ 当下学界在古代小说研究中忽视文言小
说'在文言小说研究中忽视轶事小说'正是小说概念和观
念变化造成的+ 纵使不能扭转当今的小说观'至少在古
代小说研究时'应该懂得和尊重文言小说占有重要地位
这一事实以及它的记录见闻这一根本特性吧+

文言小说自有其独特的魅力'但现代以来为)传奇*
所掩+ 浦江清 <A== 年曾对小说概念和观念的变迁做过很
好的论述'他对文言小说的一些表述今天看来仍然是很
有启发性的(

中国人的性格是核实的!从前的文人对于
历史和掌故的兴味超出于虚幻故事的嗜好) 所
以据宋人的看法!小说的最高标准也许是/梦溪
笔谈0和/容斋随笔0) "++#若照老的标准!
认为小说不单指虚幻文学!那么宋人的笔记还
是在向上进展的路上!笔记小书到了宋代方始
体制完备!盛极一时) "++#即如宋人笔记!多
数是可爱的小书!惟其作者漫不经意!随笔闲
谈!即使不成立为小说!也往往有小品散文的意
味!实在比他们文集里面的制诰.书奏.策论.碑
志等类的大文章更富于文艺性) 我们觉得假如
小说史里不能容纳!总的文学史里应该列有专
章讨论!以弥补这缺憾) 如有人把笔记文学撰
为专史!而观其会通!那末倒是一部中国本位的
小说史!也是很有意义的工作) $<@B-@@%

古代小说研究的学术史已经百年'现代小说概念和
观念对古代小说的理解和研究造成了很大的干扰+ 按照
浦江清多年前的设想'在现有的小说史框架之外'尊重古
人的小说观念'突出记录见闻的文言小说的在小说史上
的主体性'揭示它独特的魅力'探讨它在古代文人写作和
精神世界中的地位'再建立一个)中国本位的小说史*'是
一件值得尝试的事情+

注释$/(*#%%

! 记录见闻不只是小说的特权'它实际上是中国古人写
作中的普遍存在的一种观念和传统+ 不过'小说在数量
上和理论表述上'最大程度地体现了记见闻的精神和
特质+
" 参见拙文)从语词小说到文类小说###解读$汉书,
艺文志%小说家序*'$天津大学学报% = !"##?"( >###
>#=+
# $孟子注疏%'见$十三经注疏%!北京( 中华书局'<A@#
年"第 "B"$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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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语,阳货%'见$十三经注疏%第 "?"? 页+
% $说文解字%()缀'合箸也+*王筠$说文句读%()谓连合
使之相著也+*$说文解字%()叕'联也+*见王筠( $说文句
读%!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A@> 年"第 "<<? 页+
9 学界稗官讨论很多'笔者也写过)小说与稗官*'载$四
川大学学报%$!"###"( ?=#$#+ 较新的一篇文章是的陈
广宏()小说家出于稗官说新考*'载陈广宏$文学史的文
化叙事( 中国文学演变论集%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 年"第 <A#>@ 页+

< 王同轨( $耳谈类增%'见$续修四库全书%<"$@ 册!影
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一年唐晟唐昶刻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AA? 年"第 B 页+
& 王应麟$玉海%卷五十五$唐酉阳杂俎%引$中兴书目%'

见武秀成&赵庶洋$玉海艺文志校证% !南京( 凤凰出版
社'"#<> 年"第 <#<# 页+

' 参见笔者指导袁堃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4续博物志5
研究%'西南交通大学'"#<B 年+

= 小说写作中抄书是很常见的'较早的$世说新语% $搜
神记%即是如此+ 参见拙文)从$世说新语%到$南北史续
世说%!代序"*'$古典文学知识%?!"#<B"( =A#?A+
>?@ 李剑国说()本书百二十余事'出玄宗朝者特多'皆牛肃
亲所闻知'宜乎名曰$纪闻%也+*李剑国( $唐五代志怪传
奇叙录%!北京( 中华书局'"#<B 年"第 "=A 页+
>?A 参见陶敏()$尚书故实%中张宾护考*'陶敏$唐代文学
与文献论集%!北京( 中华书局'"#<# 年"$$##$@ 页+
>?B 许仲元$三异笔谈%'见$笔记小说大观%第 "# 册!扬
州(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A@> 年"'第 ==# 页+
>?C $郡斋读书志%还说()不知何人所编'每章冠以-公
曰.+*如此则此书亦$贾氏谈录% $丁晋公谈录%一类'并
无创体+

>?D $文选%卷三十一江文通$李都尉陵%李善注引桓子$新
论%!上海( 上海书店 <A@@ 年影印胡刻本"第 =>A 页+

>?E $吕氏春秋,恃君,达郁%()国郁处久'则百恶竝起'
而万灾丛至矣+*高诱注()丛'聚也+* $吕氏春秋校释%
!上海( 学林出版社'<A@= 年"第 <>B> 页+ $尚书,无
逸%()罚无罪'杀无辜'怨有同'是丛于厥身+*蔡沈集传(
)丛'聚也+*$书经%!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A@B 年影印
本"第 <#B 页+

>?F 西方学界对此已有认识'如 *̀&7 L.'9(,'K&在其
H&3"$"*,+N.?&0"&#5&)#< =)1'*5"&81"# 4M)#$ -("#)( )
H&)<"#$ *74)"P,M+R,)#$Q"-("!I)F9(,'K&d7,]&(/,-4
X(&//' <AA?"中'将志怪小说看作 (&R1(-&(&C1('&'1C.F&7-

等+ M19&(-%1(' I)FR)74的 '80)#$&E0"8"#$( @#*;)31
@55*,#8+"# N)031%&<"&2)3-("#) ! D-)-&d7,]&(/,-415G&2
[1(c X(&//' <AA$"一书'研究唐前志怪小说'还专门使用
了)871F)*48CC1.7-/*!怪异记录"这样的术语+
>?G 李剑国指出()在现存遗文中'大部分是采录前载'采录

的前人书有数十种+ 1223现存佚文还有少许为干宝亲
所闻见+*李剑国( $唐前志怪小说史%!北京(人民文学出
版社'"#<< 年"第 >B# 页+

>?H 胡应麟$少室山房集%卷八十三$百家异苑序%'文渊阁
$四库全书%本+

>IJ $小仓山房文集%卷二十八收此序作)就数十年来闻见
所及足以游心骇耳者'编而存之*'见袁枚( $新齐谐!续
新齐谐%!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AA$ 年"第 BB= 页+
>I@ 今传本第九条作)吴操*'第十条作)吴溱*'均误+

>IA 参见张振国()民国中后期志怪传奇小说集十种叙
录*'$黄山学院学报%"!"##A"( @<#@?+

>IB 见石昌渝主编( $中国古代小说总目% !太原( 山西教
育出版社'"##= 年"+ 朱一玄&宁稼雨&陈桂声编( $中国
古代小说总目提要%!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年"+
>IC 关于晚清小说地位的变化和观念的改变'可参见刘勇
强$中国古代小说史叙论%下编第八章$小说观念变化中
的晚清小说%!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B 年"+

>ID 传奇小说是一个非常含混并且被扩大化的概念'其作
为一个小说文类是现代学术的建构+ 在古人观念中'它
是传奇化的传记'虽然勉强算是广义的小说'但并不被看
作是小说的主流和正宗+ 笔者对此问题的初步思考'以
)传奇&传记&小说###对概念和观念的反思*为名'发表
在)读图时代的中国古代小说创新论坛*!南京'"#<B 年 @
月"上+

>IE 俞平伯()谈中国小说*'原载$小说月报%第 <A 卷第 "
期'收入胡道静主编( $国学大师论国学%!上海( 东方出
版中心'<AA@ 年"第 <>A 页+ 刘勇强讨论过晚清民国时
)以西例律我国小说*的问题'但所谈主要是白话小说'其
实文言小说的问题更为严重+ 见刘勇强()一种小说观及
小说史观的形成与影响###"# 世纪)以西例律我国小说*

现象分析*'$文学遗产%>!"##>"( <#A#"=+
>IF 谭帆( $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文法术语考释,笔记考%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第 @$ 页+ $笔记考%一
节由王庆华执笔+ 王庆华$文言小说文类与史部相关叙
事文类关系研究###小说在杂史&传记&杂家之间% !上
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年"说()-笔记体小说.在
写作方式上多持-据见闻实录.的原则*!>A"+
>IG 文言小说中有一类杜撰故事和代名的伪典小说!参见
拙文()制异名新说&应文房之用###论伪典小说的性质
与成因*'$社会科学研究%"!"##@"( <B$#@""'还有$蟫
史%$燕山外史%等受白话小说影响之文言小说'均出于虚
构'但数量不多'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文言小说记录见闻的
性质+
>IH 对笔记小说概念的反思'参见拙文)论唐代文言小说分
类*!$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 !"##>"( <==#=@"/谭帆(
$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文法术语考释,笔记考%+
>KJ 广义的小说是对那些不合经艺大道的言说!小道不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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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说"的泛称+ 由于这一小说概念的存在'清人也将弹
词&曲本!戏曲文本'常称作传奇"等称为小说+ 参见拙文
)中国古代的两种小说概念*!$社会科学研究%"!"##>"(
<=?#?#"+
>K@ 参见拙文)传奇&传记&小说###对概念和观念的反
思*')读图时代的中国古代小说创新论坛* !南京'"#<B
年 @ 月"+

>KA 不但轶事小说被剥夺了小说之称'志怪小说等也曾被
质疑+ 陈钧$小说通义% !<A"> 年"说()笔记及$聊斋志
异%之类'不得目为小说'以其篇幅既短'结构&人物&环境
等多不完善'仅供读者以事实而已也+ $燕山外史%亦不
得视为小说'以其通体骈俪&无人物之对语也+*见严家炎
编(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二卷"% !北京大学
出版社'<AAB 年"第 >#< 页+ 胡怀琛也说()虽然在两千年
前'已经有了-小说.二字'但是古代所认为是小说的'到
现在并不能算是小说+*见胡怀琛( $中国小说研究% !北
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年"第 " 页+

>KB 很长时间以来'这些书籍!笔记"一般只是作为史料来
使用'而近年有些历史学者颇关注笔记研究'其实这本来
是文学史&小说史学者也应研究和关注的领域和问题+
与$全唐五代笔记%相对应的$全唐五代小说%'是一部按
现代小说标准挑选的作品集'所收小说很多是不完整的'
反而不能反映唐代小说的真实面貌+

>KC 这种以)笔记*取代小说的情形'民国时期即已发生+
如张恨水说()中国以前无纯小说之短篇小说'如$聊斋志
异%'似短篇小说矣+ 然其结构'实笔记也+*又认为笔记
)注重述事'而轻于结构'故终不能认为纯小说也*+ 见张
恨水$长篇与短篇%!<A"@ 年"'载吴福辉编( $二十世纪中
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三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AAB 年"

第 =@#=A 页+
>KD 邱炜萲$菽园赘谈,小说%!<@AB 年"'转引自陈平原&

夏晓虹编(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 !北
京大学出版社'<A@A 年"第 <= 页+

>KE 申绰$石泉遗稿%卷三$上伯氏%'转引自孙勇进()朝鲜
王朝时期的 4世说新语5在韩传播*' $文学与文化% "
!"#<?"( $"#B<+

引用作品$;(4H%-1*#5%

班固($汉书%+ 北京( 中华书局'<A$> 年+
1:)7' .̀HD**I*7>)#B:&,Y,7K( P317K3.):11c I1FR)74'

<A$>H3

陈大康( $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
社'"#<= 年+

1I3&7' L)c)7KH@-(0*#*3*$1*7P"58"*# "# %*<&0# -("#)
!<@=# <A<<"H:&,Y,7K( X&1R*&W/+,-&()-.(&X.9*,/3,7K
V1./&' "#<=H3

陈尚君()道听途说的特殊价值*'$行走大唐%+ 桂林( 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年+ ?<#?@+
1I3&7' D3)7KY.7H ) 03&DR&C,)*E)*.&15 1̀//,R )7'

V&)(/)4H* E)3I"#$ "# 8(&O0&)84)#$ C1#)+81H .̀,*,7(
.̀)7KT,G1(F)*d7,]&(/,-4X(&//' "#<@H?< ?@H3

陈振孙( $直斋书录解题%+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年+

1I3&7' P3&7/.7H -*;;&#8&< =":0)01-)8)3*$,&*78(&
i("G()"'8,<"*H D3)7K3),( D3)7K3),87C,&7-:11c/
X.9*,/3,7KV1./&' "#<?H3

丁锡根编( $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 北京( 人民文学出
版社'<AA$ 年+

1L,7K' U,K&7' &'H-*33&58&< /0&7)5&+)#< /*+8+50"?8+8*
@#5"&#8-("#&+&!")*+(,*H:&,Y,7K( X&1R*&W/+,-&()-.(&
X.9*,/3,7KV1./&' <AA$H3

董含( $三冈识略%+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年+
1L17K' V)7H @ D0"&7H&5*0< *7')#$)#$B D3&74)7K(

+,)17,7KO'.C)-,17 X.9*,/3,7KV1./&' "###H3

晁公武( $郡斋读书志校证%'孙猛校证+ 上海( 上海古籍
出版社'<AA# 年+

1I3)1' 1̀7K2.HH&5*0< *7H&)<"#$ *78(&/0&7&58,0)3'8,<"*(
N;&#<&< )#< @##*8)8&<BN<B',# %&#$HD3)7K3),(
D3)7K3),87C,&7-:11c/X.9*,/3,7KV1./&' <AA#H3

范宁()小说释名*'$范宁古典文学研究文集%+ 重庆( 重
庆出版社'"##$ 年+ >B#=#+

1%)7' G,7KH)87 OTR*)7)-,17 15-3&-&(F15.")*+(,*H* P)#
F"#$M+N++)1+*# -3)++"5)3-("#&+&="8&0)8,0&BI317Ka,7K(
I317Ka,7KX.9*,/3,7KV1./&' "##$H>B =#H3

干宝( $搜神记%+ 北京( 中华书局'<ABA 年+
1 )̀7' :)1H X# '&)05( *78(& ',?&0#)8,0)3H :&,Y,7K(

P317K3.):11c I1FR)74' <ABAH3

郭庆藩( $庄子集释%+ 北京( 中华书局'<A$< 年+
1 .̀1' Q,7K5)7H@A)0"*0,;i(,)#$G"H:&,Y,7K( P317K3.)

:11c I1FR)74' <A$<H3
洪迈( $夷坚志%+ 北京( 中华书局'<A@< 年+
1V17K' Z),HH&5*0<+*7V"g")#H:&,Y,7K( P317K3.):11c

I1FR)74' <A@<H3

纪昀( $阅微草堂笔记%+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AA= 年+

1J,' [.7HF*8&+*7V,&J&"-*88)$&H0,)7Y,7( 0,)7Y,7 87C,&7-
:11c/X.9*,/3,7KV1./&' <AA=H3

刘餗( $隋唐嘉话%+ 北京( 中华书局'<ABA 年+
1+,.' D.HP"#&'8*0"&+70*; 8(&',")#< 4)#$ C1#)+8"&+H

:&,Y,7K( P317K3.):11c I1FR)74' <ABAH3
刘昫( $旧唐书%+ 北京( 中华书局'<AB? 年+
1+,.' U.H93< D**I*74)#$H:&,Y,7K( P317K3.):11c

I1FR)74' <AB?H3
刘禺生( $世载堂杂忆%+ 北京( 中华书局'<A$#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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