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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戏仿审美风格论

妥建清

摘!要! 晚明文学戏仿审美风格承续中国谐谑文学传统而具有新质" 其通过加冕与脱冕的荒诞意义上的低俗的美学模
仿方式制造出与原文本不协调的喜剧效果!有节制地嘲弄现实社会的正常!旨在吁求人欲的天理化!赋予身体欲望的合
法性" 此种戏仿审美风格的兴起与普遍化一方面是由于晚明文学观念渐次以道德教化的名义转向文以娱人的文学观!
及晚明文学叙事模式逐渐打破说书人的传统等内在原因!一方面有赖于晚明消费文化日益勃兴以及通俗大众媒体的支
持等外在原因" 对晚明戏仿审美风格的探寻!不仅为中国审美文化史提供了新颖的个案!而且其从中国本土的戏仿文化
实践出发!不断修正和改造着西方的戏仿理论!为重写中国近现代文学史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关键词! 戏仿&!加冕&!脱冕&!晚明文学现代性&!戏仿审美风格
作者简介! 妥建清!文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文艺美学研究"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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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艺领域惯性话语的&戏仿')A:5/@<*源
于古希腊的&相对之歌')A:5/@7:*)玛格丽特 **$
直至近代#戏仿从古代元小说与滑稽的概念及用
法不断演变为现代意义上的&戏谑'风格$ 嗣后

的巴赫金则以拉伯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实
践来阐释戏仿的复调性与风格化#进而揭橥戏仿
于文化转型之际的重大社会作用$ 黑格尔曾指
出#&概念所教导的也必然就是历史所呈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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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哲学原理, %&*#思想作为历史的产物总是
与现实密切相联$ 在此意义上#尽管戏仿理论作
为历史积淀的思想是晚出的#但戏仿的文化现象
却是先在的#并且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不惟西方文
化史有之#中国文化传统亦存在$ 如此才能避免
将戏仿的&发明权'归属于西方文化而忽略中国
文化丰富性的偏颇#使得中西方文化中的戏仿风
格具有对话的可能$ 王德威从晚清文学的想象世
界中发掘大量的戏仿现象#认为此种被压抑的现
代性有着&自我的文学传承' )(%*$ 如果历史性
地从中国文化中追寻此种普遍性的戏仿风格#那
么则可发现其在晚明的文学)文化*世界早已蔚
然成风#而正是于此笑闹的审美文化中表现出晚
明中国&人与文'觉醒的可能$

一" 回溯与厘定! 中国传统戏仿审美风格
的再发现

!!马克思曾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的篇首援引黑格尔+历史哲学,中论述凯撒时的
语句#他指出-&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
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是出现两次$
他忘记补充一点- 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
次是作为笑剧出现' )马克思!恩格斯 )#%"%*$
马克思在此批判 %)&)!%)(% 年的新法国革命#认
为它只是革命的幽灵游荡而非其精神再现#最终
成为历史的笑剧$ 此种被柄谷行人称之为&历史
的反复'的戏仿作为普遍性的风格#不但表现在
历史领域#亦尽显于文学一端$ 同构于晚明颓败
的社会政治图景#晚明文学亦通过大量的戏仿以
丑为美制造出诸多笑剧#进而表现出颓废的文学
审美风格$ 不仅中晚明+西游记, +金瓶梅,等古
代白话小说分别以+大唐西域记,+大唐大慈恩寺
三藏法师传,和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无名
氏的+大宋宣和遗事,%施耐庵的+水浒传,等为元
文本开启了大规模的改编#而且在晚明文士的日
常书信及其创作的小说中亦大量出现戏仿$ 如宋
懋澄在+与家二兄,一札中#将日常世俗的婚姻生
活与读书经验进行类比#&吾妻经#妾史#奴稗#而
客二氏者二年矣#然侍我于枕席者文赋#外宅儿
也')"&**$ 李渔的小说于此亦不遑多让#在+十
二楼"拂云楼,中#韦七郎同娶能红与小姐#原本
统筹安排前半夜与小姐#后半夜与能红分别成其

好事$ 但奈何小姐不肯俯就#韦七郎只得转移战
场至能红处$ 能红见到韦七郎先是念出+诗经,
中的两句&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随后又担心韦
七郎当真离去#遂又念出+四书,的两句&既来之#
则安之')李渔 %(%!))*$ 李渔叙述男欢女爱却
不断援引+诗经,+四书,等儒家经典#其意不仅在
表现能红矛盾的心理#更重要的是将传统文学中
难以聚合的杂碎予以重组#致使文本形式与内容
之间出现极度的不协调#严肃陡然之间变为笑闹$
此种戏仿风格并非取法于西方#而是深植于中国
文学的谐谑传统之中$

谐谑作为中国文学传统中被压抑的面向并非

肇始于晚明#而是萌蘖于先秦$ 在雅思贝尔斯意
义上的轴心文化时代#+诗经,中的&善戏谑兮#不
为虐兮'&谑浪笑傲'等语业已开启中国文学的笑
谑传统$ 此后#+孟子,+庄子,等诸子文学中出现
许多寓言故事#其诙谐讽刺的意味较浓#已是成熟
的谐谑文学作品$ 汉代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古印
度的谐谑故事亦流入中国文化之中#其中&惟+百
喻经,最有条贯' )鲁迅 %#'*$ 魏晋之际#+世说
新语,揭示了魏晋文士的谐谑生活情状$ +世说
新语"轻诋,曾述及支道林去会稽会见王子猷诸
兄弟#返回后时人问其道#王氏诸位何如#支道林
回答只见白颈乌鸦语声哑哑#殊难辨识$ 以鸦音
呜呜来喻指王氏诸人吴音难辨#正是&谑而不虐'
的谐谑风格$ +世说新语"排调,记载诸葛令与
王导争论族姓排列的顺序#王导疑惑缘何不言葛%
王而言王%葛$ 诸葛令则以譬喻指出#这就如同日
常意义上驴马并称而不说马驴#并非表示孰强孰
弱的意义$ 诸葛令诙谐性的譬喻表明魏晋文士谐
谑生活的风行$ 至于唐宋时期#中国文化日益成
熟#但是谐谑文学却较少出现在当时中国文学的
盛宴之中)周作人 &!(*$ 流传于世的#诸如+四
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曾收录宋代曾慥编撰的+高
斋漫录,一书#该书主要记录北宋朝野的文言轶
事%琐谈小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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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瑢 %&%#%%$+*$ 还有+抚掌录,亦是以
笑话集而出名的$ 元代之际#不仅在散曲%杂剧等
戏曲文学中#诸如在元杂剧+勘头巾,中#净扮道
士戏仿+道德经,开篇之语而言-&道可道#真强
盗$ 名可名#大天明')臧晋叔 *+#*#借此嘲讽其
为强盗#而且在时人的笔记里#如在陶宗仪+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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辍耕录,&先辈谐谑'条曾载述赵孟頫等人的谐谑
故事)%%$!"#*$ 直至晚明之时#社会出现&王纲
解纽'的失序状态#兼之出版革命的兴起引发晚
明社会的文化消费之潮#谐谑之风遂成为晚明社
会的普遍性风尚$

晚明谐谑文学承续中国文学谐谑传统而具有

新质$ 布封&风格即人'之说以及钱钟书&文如其
人'的阐释表明#风格与人格之间具有同一性$
晚明文士不仅于生活世界中将谐谑融入生活而使

生活艺术化#而且在文学领域创作诸多谐谑文学
作品并总结有关谐谑理论$ 就晚明文士日常生活
而言#袁宏道曾致信江盈科#极言谐谑生活的雅趣
)(%#!%%*$ 晚明文士王思任则礼赞谐谑的真精
神#极言生活应谐谑化-&王子曰- 笑亦多术矣#然
真于孩#乐于壮#而苦于老$ 0112此之谓可以
怨#可以群#此之谓真诗')""!"'*$ 晚明谐谑风
情流行一时竟至于出现追求笑谑乐趣的专业团

体#如喙社等$ 张岱曾在+陶庵梦忆,中载述&喙
社'盛况#诙谐专家漏仲容等人每每&唼喋数言#
必绝缨喷饭' )%#&*$ 晚明文士谐谑生活的风尚
必然影响当时文学的谐谑倾向$ 就晚明文学而
言#有关谐谑的理论与谐谑文学极为丰富$ 如江
盈科称谐谑为人性自然#&谑亦有一段自然出于
天性者' )+**$ 谢肇淛则将谐谑比作禅机#强调
需要深悟才能得其意#&古今载籍#有可以资解颐
者多矣#苟悟其意#皆禅机也' )'""*$ 晚明文士
潘之恒更是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谱系中历史性地追

溯了谐谑传统#以此为谐谑的正当性作辩护)江
盈科 "+'*$ 如是种种#谐谑的合法化正名推动
着谐谑文学的发展#晚明谐谑文学层出不穷#诸如
&笑林'&笑话'等书籍成为普及性的读物#著名者
如徐渭的+谐史,#赵南星的+笑赞,#冯梦龙的+笑
府,+广笑府,+古今谭概,#江盈科的+雪涛谐史,#
以及假借开口世人之名的+李卓吾先生评点四书
笑,等$ 梅维恒)=7.3/5Z-S:75*指出#明清时期的
笑话书是此前一千余年存世的笑话书数量的两倍

之多)%&*!&$*$ 雷勤风)CG5763/AG45U4:*亦指出#
晚明是中国笑话出版的高峰#各种笑话集不断再
版%增订$ 它们不只收录行文妙语和有哏的笑话#
还有笑话诗%双关语及其他文字游戏)*#!*%*$ 谐
谑生活与文学的互动#加之晚明商业经济的勃兴%
政治生态的异化%消费文化的繁荣等合力作用#致
使晚明谐谑文学成为中国谐谑文学的集大成者#谐

谑文学所表现的戏仿审美风格就自然成为当时社

会生活和文学的普遍性风尚$

二" 加冕与脱冕! 晚明文学戏仿审美风格
的表征

!!晚明文学的&戏仿'主要是通过颠覆传统意
义上文本的文体形式与内容方面的对称性#将程
朱儒家以雅正是尚的崇高审美风格&降格'为物
质%肉体意义上的颓废审美风格#造成新文本的题
材与形式之间的不对称#从而制造出喜剧效果$
此种拙劣的模仿旨在肯定身体欲望的合理性#借
由人欲的天理化来统合天理与人欲之间二元对立

的状况$ 宋明以程朱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以人心的
完满道德自足性%身体不完满的逻辑预设来强调
身心合一修养的重要性$ 但随着中晚明消费文化
的发展#此种&物'文化的流行必然冲击着&心'文
化的秩序#到底是坚守传统的&心'文化#还是调
适&心'文化来应对&物'文化的冲击#此已是中晚
明士人必须要面对的迫切问题$ 朱熹并未否定身
体的正当性诉求#而是将此种合理的需求视为
&公'#但是朱熹把超越此种公共需要的欲求归之
为&私'#所谓&吃好饭#人欲也'#以&天理'的优
位性来抑制&人欲'$ 阳明学不满朱熹此种&性即
理'的主张#将朱熹析心与物二分的说法改造成
为&心即理'之说$ 此心并不是纯粹的理性实体
的心#而是已经含有感性因素$ 阳明后学更是将
宋儒&天理与人欲的对立'转换成为&人欲亦是天
理'的包容性说法$ 由此#晚明思想文化场域兴
起以伦理化的身体名义而日益肯定感性身体的思

想#其表现在审美领域即是出现戏仿审美风格$
晚明文学戏仿审美风格既有内容方面的降格#又
有形式方面的降格#前者可称为&加冕'式戏仿#
它常常用严肃的文体形式来表达与此不对称的

&低俗的叙事内容'#后者可称为&脱冕'式戏仿#
它往往将崇高的主题以&堕落'的文体形式加以
表达$ 无论是内容方面的降格#还是形式方面的
降格#戏仿审美风格都是通过低俗的美学模仿制
造出不协调的喜剧效果#进而有节制地嘲弄现实
社会的正常#不断扩展儒家伦理美学的包容性$

就晚明戏仿审美风格的&加冕式'戏仿而言#
其于晚明文学世界中表现得殊为明显$ 张应文
+粥经,一文就是戏仿了+论语"阳货,中儒家的

"%'"



文艺理论研究!"#%$ 年第 ( 期

经典诗教$ 如下表所示#此段原文本是儒家诗教
的纲领性文件#具有雅正%崇高的伦理正义#其不
仅赋予诗歌多重功能#既有感发意兴的抒情作用
与现实主义的映射价值#又不乏异趣沟通的审美
意义和针砭时弊的批判锋芒#而且更重要的是它
强调了诗歌所具有的伦理价值#儒家希冀借此
&为人生的艺术'来实现礼乐之治的社会理想$

原文本 戏仿文本

+论语"阳货, +粥经,)永瑢 %'& %%'+*

小子何莫学夫诗3 小子何莫吃夫粥3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
可以怨$

粥可以补#可以宣#可以
腥#可以素$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
于鸟兽草木之名$

暑之代茶#寒之代酒#通
行於富贵贫贱之人$

因此#孔子的此段诗教言论代表着儒家诗教的典
范#开启中国诗教的传统$ 但是当张应文将此诗
教一变为吃教之时#超越意义的精神追求就滑落
为世俗层面的肉体享受#崇高陡然之间变成颓废#
雅正刹那之际降格成为笑闹#而此种对正典的戏
仿以丑为美#不断嘲弄了经典的神圣性$ +笑林
广记,曾载述-&一秀才新娶#夜分就寝#问于新妇
曰-.吾欲云雨#不知娘子尊意允否3/新人曰-.官
人从心所欲/#士曰-.既蒙俯允#请娘子展股开
肱#学生无礼又无礼矣$/及举事#新妇曰-.痛哉#
痛哉4/秀才曰-.徐徐而进之#浑身通泰矣/' )黄
克武 )'!%&&*$ 此类笑话以&加冕式'的戏仿讽
刺读书人的迂腐$ 其采用典雅%严肃的文言文#表
达与此不相称的世俗化%肉身性的主题#即男女房
事$ 诚然#宋明儒家并未否定人的基本欲望#所谓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吃饭#天理也'#但是儒
家却在在规约着人欲的律动$ 而一旦用此严肃
的%表现崇高道德的语言来叙述世俗的男欢女爱#
实际上不断嘲讽的是儒家道德的理想化$

此种&加冕式'戏仿审美风格不仅表之于晚
明的笑话%谐谑类小品文之中#而且在当时文人创
作的小说中亦屡见不鲜$ 李渔小说+男孟母教合
三迁,就戏仿了男女异性恋的模式$ 两位情真意
切的&同志'#&女'主人弃去其势#愿与男主人白
头偕老$ 男主人的倏忽而逝令其伤逝不已#&女'
主人甘心作&未亡人'#含辛茹苦抚育亡夫之子高
中科第#最终赢得&男孟母'的令誉)李渔 %#+!

'%*$ 此种假凤虚凰的同性恋代表着晚明的&尚
奇'美学主潮#并且当本属天经地义的男女异性
之恋被正统道德所否定的同性之恋所取代之时#
其亦反讽了儒家婚姻伦理的虚饰化$

晚明文学脱冕式的戏仿则是通过将崇高%严
肃的主题以荒唐%低俗的文体形式予以表现#从而
在内容与形式的不对称之中制造出滑稽效果#于
此反讽原来正常的不正常#以期不正常能够正常
化$ 此种脱冕的戏仿不止大量出现在晚明的笑话
之中#而且在当时的白话小说中亦俯拾皆是$ 晚
明江盈科+雪涛小说"谐史,曾载述-&有青衿者#
其身临考#其妻临乳#不胜交愁#乃慰妻曰-.尔安
用愁3/我乃应愁耳$/妻问故#答曰-.尔腹里有#
我腹里无/')"')*$ 此笑话将明代攸关举业乃至
载道%征圣的文章写作竟然比之为妇女生育#神圣
而令人敬畏的主题被降格成了肉身化的生产经

验$ 中国儒家文化自宋代以降#熔铸综合成就为
后人所津津乐道的文化高峰$ 而程朱理学作为儒
家文化的集大成#以其特有的创造性和革命性不
仅意在重建宋代社会的文化%思想新秩序#而且强
调个体要由&道问学'至于&尊德性'!!!由对学
问%知识的追求升华为对成圣目标的期许#以此有
限之中追求无限从而深具内在超越的精神$ 惜乎
此种知识借由制度化的科举之道才享有特殊的权

力#于是知识便成为权力的话语#权力亦成为知识
的权力#虽然知识与权力的会通赋予文士居于社
会中心的地位#但是其弱化了思想所固有的创造
力#以致思想日益沦为知识读本#知识读本不断变
为文字符码#文字符码在此又被比喻为妇女生育$
结果在文体形式与主题之间出现极大的不协调#
从而产生出滑稽%讽刺的效果#在笑声之中不断肯
定了身体欲望的合法性$

在中晚明+西游记, +金瓶梅,等白话长篇小
说中亦出现大量的脱冕式戏仿$ 以+金瓶梅,而
言#整部小说可以视之为对+水浒传,&武松杀嫂'
故事的脱冕式戏仿$ 此不只是因以潘金莲作为典
型的&颓加荡'的&尤物'形象已经由+水浒传,中
的&单面人'被塑造为&圆形人物'等情节的变化#
更是由于+金瓶梅,通过诗%词等极致的欲望书
写#以福柯意义上&坦白'的方式建构了欲望快感
的庞大博物馆)福柯 &"*来反映现实$ 潘金莲等
人的原罪并不仅仅是小说表面上所警示的纵欲导

致亡身%佛教的因果报应云云#其实质是由纵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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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大盛的晚明社会现实造成的$ 这显然已经将原
文本+水浒传,中所流露的道德批判意味进行了
稀释$ 于此而言#+金瓶梅,是对+水浒传, &脱冕
式'的戏仿#其不断嘲弄着+水浒传,的作者所代
表的鲜明的道德价值评判#业已显现出在个人欲
望的张扬与道德机制的宰制之间视同对立的态度

模糊乃至逐渐消解的倾向$
纵使在当时李渔等文人创作的小说之中#此

类脱冕式的戏仿亦举不胜举$ 李渔曾写过&凰求
凤'的故事)李渔 '*(!$$*$ 女主角曹婉淑与其
他女性争夺才子吕哉生#奈何被他人捷足先登$
于是#曹婉淑别出心裁#戏拟一&寻人招子'$ 一
般意义上的&寻人启示'应当为严肃%正经的语
言#何况曹淑娟为寻夫更当如此$ 但是令人啼笑
皆非的是#此&寻人招子' &满纸荒唐言'#但无半
点辛酸泪#实为一出&脱冕'式戏仿$

原文本 戏仿文本

寻人招子 寻人招子

主题- 凰求凤 主题- 凰求凤

立招人曹淑娟#
现寻夫吕哉生$
其人头戴黑飘

巾#身穿玄色服#
足登大红鞋$ 因
入赘之日不幸出

走#望有知道线
索者能予告之#
必当予以重谢$

立招人曹婉淑#今因自不小心#失去
新郎一个#名唤吕哉生$ 头戴黑飘
巾#身穿玄色袄#脚踏大红鞋$ 腰间
并无财务#只有相亲绝句一首$ 忽
于赘婚之日#未及到门#即被奸人拐
去$ 屡次访寻#不知下落$ 此系急
切要用之人#断断不容久匿$ 如有
四方君子#知风报信者#愿谢白银三
十两$ 收留送出者#感谢白银五十
两$ 决不食言#请揭招子为证$

此种&追寻'幸福的权力本属于男人#而今竟然成
为曹淑娟&无权者的权力'#更何况是出于竞争的
目的$ 既然&寻夫'兹事体大#那么必然应该使用
严肃而正当的语言予以表达#但是曹淑娟的招子
语言几近荒唐$ 李渔小说在此将如此严肃的主题
变为戏拟的荒唐文体#于是造成文体形式与内容
之间的巨大反差#读之令人捧腹$ 更重要的是#以
此种荒诞的文体#李渔不怀敬意地嘲弄了宰制社
会的儒家道德的形式化$ 传统儒家道德所规约的
夫妇伦理经宋明理学的阐释#更强调男性的主导
权$ 其赋予男子支配众多女性的权力#&忠贞'表
面上是对女性的独特要求#实则隐含男性享有婚
姻&不忠'的合法性)可以妻妾成群*$ 福柯曾指

出权力作为一种复杂的策略性处境的名称#产生
于各种关系之中$ 因此#权力并非通常意义上能
被人获得或分享之物#而是无时无刻无地不规训
和惩罚着人自身$ 在此意义上#福柯强调与其追
问权力的主体#不若反思权力的分配机制)*#!
*%*$ 就传统儒家婚姻伦理而言#女性处于被动
的地位#女性的爱欲本代表着一种文明#她们主动
追求爱情即是对男性权力的反拨$ 李渔通过众多
女性追求男性的虚构故事#在戏仿儒家传统的婚
姻模式的同时#亦嘲弄了儒家的婚姻伦理及其男
性霸权文化$

综上#晚明文学无论是&加冕'式的戏仿#还
是&脱冕'式的戏仿#都是通过文体形式与主题内
容之间的不相称来制造喜剧效果#将崇高%雅正的
审美风格降格为肉身化%粗鄙化的颓废审美风格$
晚明文学借此&堕落'的方式发展出一套被原有
秩序所压抑的新秩序#不断模糊天理与人欲之间
的区隔#肯定感性身体的合法性$

三" 考掘与辩思! 晚明文学戏仿审美风格
的成因

!!晚明文学戏仿审美风格的出现乃至广被播散
成为普遍性风尚#省思其原因#首先是在晚明社会
与思想世界交互影响下#晚明文学创作主体出现
以诗教的名义转向文以娱人的文学观念的变迁$
从晚明文学外部即晚明社会而言#货币经济的高
度发展带来社会秩序的剧变$ 中国传统文化重视
秩序的优位性#勠力追求有序而避免无序形成精
神分析学意义上的&秩序情结' )张德胜 %%#*$
至于中晚明之世#向以自然自给的农业经济为基
础的儒家伦理秩序遭遇了商品经济的巨大冲击#
出现淆乱之境$ 日本学者岸本美绪指出#晚明中
国的民众出现马克思所说的&一切等级的和固定
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流动感#&从明末开始已
有很多人指出社会上存在着不分阶层的奢侈化倾

向#如果从整体看#自可将其作为上下秩序紊乱的
这一一贯倾向来把握' )森正夫!野口铁郎!滨
岛敦俊等 ')"*$ 原有士农工商的等级秩序出现
文士地位降落%商人地位跃升等变动#引起士商身
份的混同以及社会奢侈之风的弥漫$ 就晚明思想
世界而言#王阳明将朱熹的伦理即心理的说法结
合自身的实践体验改造成为心理即伦理#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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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即理'&心即理'都是就本体意义而言#但是&心
即理'之说已经使得感性%理性不相分离#以此对人
欲的合法性进行理论辩护$ 此后吕坤提出&人欲自
然之私'的观点更是将宋儒&存天理#灭人欲'的激
进主张转化为&人欲亦是天理'的妥协性观念#肯
定&私'与&欲'的合理性$ 由此带来儒学的根本性
变革)沟口雄三 ")*$ 曾经以道德为依归的社会日
趋世俗化#终致道德与娱乐的边界日益模糊$

晚明社会与思想世界的变迁影响着晚明文学

创作主体的文学观念$ 商品经济的发达%政治运
作的黑暗以及科举仕进的艰难#致使传统文士念
兹在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
崇高精神不断陨落$ 晚明部分文人退却了庙堂之
志转向精心营构的艺术化生活之中来&以文自
娱'#如郑超宗所言-&六经者#桑麻菽粟之可衣食
也者(文者奇葩#文翼之怡人耳目%悦人性情也'
)郑元勋 %*$ 但是#此种文以自娱应当是以无生
计之忧为前提的$ 晚明更大一部分的文士在积极
&向上'的通道遇阻之后#出于世俗社会生存的目
的#往往将文学视为在诗教名义之下的谋生手段#
文学创作的伦理目的与娱乐目的的边界不断模

糊$ 清代包璿在评价李渔的创作时指出#&所著
书数十种#大多寓道德于诙谐#藏经术于滑稽#极
人情之变#极文情之变$ 0112既欲与之庄语经
术复不可#则不得不出之以诙谐滑稽焉0112'
)%!"*在此#包璿认为李渔的创作是以大道的名
义而为大众的#寓教于乐是相合于当时世道的$
迄自孔子&兴观群怨'的诗教传统#下衍至于孟子
&知人论世'之说%荀子乐教之论#直至韩愈倡言
&文以载道'#儒家形成&为人生而艺术'的传统$
但是当晚明文士遭遇特殊的现实境遇#乃至其身
份由此前享有的中心地位开始转向边缘之时#其
必然要回到日渐奢侈的现实世界来经营个体一己

的生活#那种严格地为&大道'而非为&大众'的创
作观念也随之开始松动#并出现了以为&大道'之
名而为大众的文学观念$ 要言之#晚明社会%思想
世界等诸多文学外部环境的变化影响了晚明文学

创作主体文学观念的嬗变#以&为人生'的名义转
向了&文以娱人'的文学观#&戏仿'由此日渐成为
晚明文化领域的普遍现象$

其次是晚明文学叙事方面的革新反讽&说书
人'的传统#致使戏仿等审美风格渐趋流行$ 中
国传统小说向以&说书人'的第三人称全知全能

的视角来进行叙事#直至晚明文学#尤其是白话小
说方面#业已开始改变中国古代小说的说书人传
统$ 韩南认为中国古代小说常以&说书人'的方
式虚拟了公共接受的仿真语境#表现作品在现场
传诵的情境)浦安迪 $$*$ 此种&拟客观'的效果
与中国传统史学相埒#从而具有真实的可能$ 中
国传统史学素以&不虚美#不隐恶'的&秉笔直书'
而享有真实的美誉#但是此种&真实'并不是西方
符合论意义上的真实#而是经由各种人为的方法
与手段造成的&拟客观'#深受中国传统史学影响
的古代小说以此&拟客观'的方式力求获得历史
般的真实#&西人重.模仿/#等于假定所讲述的一
切都是出于虚构$ 中国人尚.传述/#等于宣传所
述的一切都出于真实' )浦安迪 '%*$ 陈平原在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认为#在 "# 世纪
初西方小说被大量译介进入中国受众的视界之

前#中国传统的白话小说大多都是借用全知全能
的第三人称的说书人口吻进行叙事的)*'*$ 关
于陈平原以&挑战 回应'模式来阐释中国文学现
代化进程的此一思想#值得进一步反思$ 实际上#
迄自中晚明#很多文士已经开始或明或暗地以不
同于&说书人'的口吻进行差异化的叙事$ 诸如
+西游记,中除了以&说书人'的方式讲述唐僧师
徒&西天取经'的故事之外#还以&文人作文'的方
式揭露传统的取经英雄的诸多&非英雄'或&反英
雄'的行状$ 最为明显的对&说书人'传统的挑战
则是第一人称叙事方式的出现$ 诸如明末清初之
际的高奕%廖燕等人的作品#业已启用自传式的第
一人称叙述方式#嗣后清代沈复的自传文学+浮
生六记,则更为知名$ 普实克指出晚明小品以及
清朝+浮生六记,等自传文学#业已表现出主观主
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 而此种源自中
国明清之际文学叙事视角革新之流#直至晚清时
期遭遇西方小说#终于大部分取代传统的白话小
说&说书人'传统#成为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的标
志之一$ 中晚明文学此种或明或暗的有别于&说
书人'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的差异化叙事#不仅
在形式层面将说书人所营造的虚拟的公共接受空

间日渐窄化为个人空间#把作家的主体意识投射于
文学文本#改变此前为&公众立言'的说书人口吻#
而且更重要的是其不断嘲弄乃至瓦解着说书人传

统所代表的意义世界$ 中国传统小说的说书人作
为全知的第三人称叙事者#代表着社会的一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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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和道德观念#往往受占据中国文化主流地位的
儒家思想的影响#但是由于晚明以白银资本为代表
的商品经济所具有的夷平化功能不断瓦解社会的

等级制度%道德观念#晚明文学世界亦开始冷嘲热
讽那种代表原有伦理秩序的说书人传统#结果使得
个人化叙事以诗学正义和社会正义的名义而具有

合理性#晚明文学世界遂出现大量的戏仿现象$
最后#晚明社会的&消费革命'所催生的消费

文化与大众传播媒介对戏仿审美风格的形成和传

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晚明社会不仅在吃%穿%住%
行等方面出现了为史家所称道的&消费革命')卜
正民 "&)!+"#柯律格 %"*!&"#巫仁恕 *(!
")(*#而且在文化领域亦出现&出版革命'$ 出版
及其文化出版人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常被&遗忘
的'面向#有别于艾布拉姆斯所说的作家%世界%
作品%读者的文学四要素#其往往以新的角色定位
对文学乃至文化的生产和传播产生重要作用$ 出
版不只是一种技术#而且成为文化或文明的推手#
西方的近代文明其实是一种&印刷文明'#年鉴学
派的费夫贺在+印刷书的诞生,中指出-&印刷书
所代表的#如何%为何不单只是技术上巧妙发明的
胜利#还进一步成为西方文明最有力的推手
0112')费夫贺!马尔坦 '*#而晚明中国在嘉
靖%万历至崇祯的百余年间#出版业在印刷技术的
推动下曾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日本学者大木康指
出-&在从宋至明末的这 '#$& 种书籍中#可以确认
有 "#%$ 种出版于嘉靖%万历至崇祯这大约一百年
间#实际上占有 *(e' )+*$ 吕立亭)B72:O9*将
万历时期)%(+' 年!%*"# 年*与此前嘉靖%隆庆
)%("% 年!%(+" 年*时期的出版物数量进行比较
后指出#嘉靖%隆庆五十一年间#南京%建阳这两个
商业出版中心共有 ""( 种印本(而万历时期则有
%%)( 种$ 万历时期年平均出版书籍是嘉靖%隆庆
时期年平均出版书的 * 倍之多)孙康宜!宇文所
安 )'!)&*$ 印刷术的革新则又带来晚明社会
出版经济与文化的革命)张秀民 *+)!+"$*$ 晚
明社会由于城市经济的高度发展产生了很多新型

的消费阶层#其以滴流效应的由上及下的方式引
领着普通大众的文化消费品味#结果出现&规模
出版'与&读者大众'交互作用的&文化社会'的盛
况$ 晚明社会出版领域显著的变化之一即是书籍
的价格较为低廉#日本学者酒井忠夫指出-&明代
刻工工资低廉#书籍也廉价$ .一般在万历时期#

大部头的日用类书大概定价为银一两#重印的粗
糙本崇祯时期用银两一钱可以买卖$/杂学类等
的小开面书则更为廉价#可以被大量购买')大木
康 *"*$ 就晚明社会文化消费群体而言#一方面
晚明社会压抑性机制迫使许多文士过多的精力无

处耗散#导致其流向世俗社会从事知识生产和商
业生产#出现所谓文士商人化或商人文士化的角
色位移#晚明社会的文化权力不断下放#出现许多
以陈继儒%冯梦龙等人为代表的出版文化人$ 尽
管后世清代官修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多以&不
出明季山人之习'或&不出明季山人之窠臼'等贬
抑性的断语批评晚明文化出版人 )永瑢 %'&#
%%')*#甚而至于将士风国运都归罪于陈继儒诸
人)%%'+*#但是倘若不以道德批判而以文化贡献
来说#正是这些文化出版人带来晚明文化领域领
导权的变动#如周亮工所称道的+布衣权,)(("!
('*%赵翼所谓&明代文人不必皆翰林')+)"!)'*
的评语等皆是明证$ 他们以特殊的文化身份引领
并型塑着普通读者的文化消费趣味#对于晚明文
化社会的形成发挥着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晚明社
会普通民众由于经济发展与出版物普及的支撑#文
化消费的需要较为旺盛#于是出现文化大众化的趋
势#&就明末时期而言#尤其是中间阶层的扩大#其
人数呈增多态势#可以看到书籍日趋大众化$ 中间
阶层的扩大正是书籍普及的动力')大木康 *"*$
大规模的出版与文化大众的交互作用为晚明戏仿

审美风格的产生与播散产生了重要作用$
戏仿作为一种低级的模仿不但能产生滑稽的

喜剧效果#而且其本身亦是马克思意义上的文化
生产的重要方式$ 正是有了大规模出版所依赖的
技术以及文化大众积极的消费需要#晚明才能源
源不断地在文化消费过程中再生产作为戏仿的

&原文本'与戏仿文本$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从
民族主义起源与散播的角度指出小说%报纸等媒
介形塑民族想象共同体的重要性)'#!'"*$ 戏
仿风格的普遍流行亦需要晚明社会大众传播媒介

的支援$ 晚明戏仿审美风格的普遍化并不是借助
于现代意义上的电影%互联网等新媒介#而是依托
小说%戏曲%民间歌谣等通俗文体$ 时人张瀚曾批
判性的指出#戏曲等业已成为社会风气的重要传
播媒介#&招至十余人为队#搬演传奇(好事者竞
为淫丽之词#转相唱和(0112')%'$*#民歌%小
说%戏曲等通俗文体作为晚明社会文化消费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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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媒介#不仅再生产和消费着戏仿的文化产品#而
且推动戏仿审美风格的普遍化$

综上#晚明社会由于经济%政治等诸多合力的
作用#文学观念出现以道德教化的名义转向文以
娱人的变化#晚明文学的叙事模式逐渐打破传统
说书人的传统#晚明消费文化的勃兴以及戏曲等
大众媒介的支持等多种原因#导致戏仿成为晚明
文学普遍性的审美风格$ 此种审美风格以&堕
落'的方式有节制地嘲弄着原文本的崇高意义#
以人欲的天理化不断消解着礼教与情欲的边界$

四" 探赜与平议! 晚明戏仿审美风格的
近代意义

!!源自中国谐谑文学传统的晚明戏仿审美风格#
依托诸多支撑性力量成为晚明社会的普遍性风尚$
此种戏仿审美风格以丑为美#有节制地嘲弄着传统
礼教的理想化#不断吁求身体欲望的合法性#不仅
从反面回应中国思想史上以&宋代近世说'为代表
的唐宋变革论说#而且在社会政治意义上体现出由
阳明学所开启的觉民行道的启蒙之潮$

由内藤湖南所标举的&宋代近世说'以其体
系性的理论言说不同于此前的关于唐宋历史相异

的种种散论#业已成为唐宋历史研究的范式$ 内
藤湖南从文化中心史观出发指出#中唐至于宋代#
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思想等诸多面向都发生了
由贵族社会向平民社会的巨大转变#显现出近世
的曙光$ 宋代中国无论平民政治的兴起#还是货
币经济的勃兴#抑或是以宋词为代表的通俗文学
的繁荣#乃至于以理学为代表的思想世界的嬗变#
如是种种都代表着先于西方近代文明的早熟的中

国近世文明#标志着中国早期现代性的发生$ 宫
崎市定赓续乃师之说#从经济%政治%国家%学术思
想等诸多方面进一步分疏宋代近世的种种表现-
无论是以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两税法取代曾经的

租佣调制#还是以君主独裁的形式所推行的平民
政治来代替此前的九品中正制#无论是以民族国
家的建构取代昔日帝国的国家模式#还是学术思
想上以理学取代汉学建立具有近世特征的新儒

家#宋代中国都出现了代表东洋世界的早期现代
的种种因素)刘俊文 "%+*$ 宋代近世说阐发了
中国早期现代性的诸多面向#尤其是思想文化场
域新儒学的诞生不仅标志着中国&转向了内在'#

而且诠释了中国谐谑文学从中唐至于宋代较为稀

少的原因$ 中唐直至宋代不断形成的天人合一的
新天理观以天合人#甚为强调伦理的价值#以致把
伦理提升至&与天地参'的超道德的本体地位#结
果出现以雅正伦理道德是尚的思想观念压抑谐谑

之风的情况$ 纵使宋代中国的经济和文化成就都
曾经达到中国传统社会的高峰#然而谐谑文学并
未因此而发展#宋代社会的道德生活基调仍然主
宰着庶民的娱乐生活$ 如是中唐至于宋代谐谑文
学的稀少正复从反面证实宋代中国道德转向内在

的历史#回应着有关唐宋变革的诸种说法$ 至中
晚明之时#思想文化世界中天理与人欲二元对立
的状况业已被不断地消解#人欲的天理化已经是
不争的事实$ 纵使在政治领域#有明一代在道与
势的纠缠中#文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向上的道路
早已被切封#由王阳明等人所开启的觉民行道的
向下的启蒙之路勃然兴起$ 较之宋代的平民政
治#晚明此种社会政治意义上作为感性身体的民
众的觉醒运动则更具近代征兆$ 在此意义上而
言#如果承认宋代近世说所认为的宋代中国业已
透露出近世的曙光#那么中国早期现代性发生在
晚明之际已彰明昭著$

晚明戏仿审美风格亦可以与巴赫金意义上作

为狂欢节话语的戏仿论相互对话$ 巴赫金奠基于
第一生活世界与第二生活世界相区隔的狂欢化诗

学理论认为#作为现实生活的第一生活世界如同
弗洛伊德所说的自我#基于现实的权力秩序原则
通过压抑第二生活世界维持其等级化的秩序$ 在
此由统治阶级所宰制的现实生活中#只有国王等
权力中心作为在者而在#平民作为沉默的大多数
则成为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无'#不具有存在的合
法性$ 作为第二生活世界的民间狂欢生活如同弗
洛伊德的本我#其基于欲望的原则通过拙劣的模
仿第一生活世界的生活场景#想象性地敉平等级
秩序所造成的鸿沟#不断找回被压抑的本我#进而
实现个人的自由#&独特的.逆向/.相反/.颠倒/
的逻辑#各种形式的戏仿和滑稽改编%降格%亵渎%
打诨式的加冕和脱冕#对狂欢节语言来说#是很有
代表性的')巴赫金 %'*$ 在巴氏看来#戏仿以颠
覆性的力量嘲弄并解构着统治秩序的合法性#深
入揭发占据社会主流的审美风格的虚饰化#不断
吁求本真性的审美自由的实现$ 要言之#巴赫金
的戏仿研究不但深掘了西方文学世界中被压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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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类传统#为中世纪乃至文艺复兴的文化史研究
提供有力支持#而且戏仿因具有&去中心化'的解
构力量日益成为后现代文化的重要论域$

尽管中国思想文化场域缺乏此种体系性的戏

仿理论#但是戏仿现象并不缺乏#且在晚明社会具
有相当广泛的普遍性$ 有别于西方文化史上的
\/K4#晚明文化中的戏仿并非只是一笑了之#而是
具有现实的真实诉求)雷勤风 *'*$ 如果说巴赫
金意义上的戏仿论是以丑怪化的身体不断嘲弄乃

至颠覆正统身体#具有文化转型期间&去中心化'
的力量#那么晚明文学的戏仿审美风格则是以有
节制地嘲弄达成人欲天理化的目的#其用心本在
于以正统的身体名义收编丑怪化的身体#赋予丑
怪化身体存在的合法性$ 就此而言#尽管晚明戏
仿审美风格并不如巴赫金意义上的戏仿那样具有

革命性的力量#但是其以天理的名义赋予人欲合
法性#引起了晚明社会的新变$

尤有进者#有别于从资本主义萌芽理论出发
的晚明现代性的解释#晚明戏仿审美风格的发现亦
成为中国早期现代性研究的新视角$ 国内学者常
以资本主义萌芽来诠释晚明社会发生的剧变#具有
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历史'果如黑格尔所言本是
想象叙述与事实本身的双重性#那么晚明现代性研
究就非止于资本主义萌芽以及建基于其上的&礼
教!情欲'解释模式的注脚$ 不仅是因作为明清史
研究基础理论的资本主义萌芽学说#其概念含混而
泛滥成灾#乃至合法性屡遭质疑#更重要的是由于
晚明毕竟是多元文化的时代#无论是消费文化的兴
起#还是天理与人欲%雅与俗%公与私等边界的模
糊#晚明中国都呈现出一幅色彩斑斓的文化长卷$
晚明戏仿审美风格并不是以激进地反传统的革命#
而是以戏谑的方式来不断地消解礼教与情欲之间

严格的区隔#进而扩大儒家伦理秩序的包容性#结
果导致晚明社会终至&丸之走盘'的转型时期$

结8语

晚明文学戏仿审美风格以极大的不敬表现出

人欲天理化的诉求$ 此种戏仿审美风格尽管表面
不如正面的反传统激进而被以革命是尚的思想所

贬抑#但是其以丑为美#通过扭曲和反讽等迂回的
方式#不断扩大原有伦理秩序的边界#赋予感性身
体的合法性$ 由于传统与激进反传统非止是常识

意义上的对立#而且是辩证法意义上的合谋#因之
晚明此种戏仿实质上比激进反传统的革命更为持

久和激烈#以至其流风所及竟至于晚清说部以及
二十世纪中国包括文学%网络媒体等诸多文化领
域$ %$)# 年代北京大学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
等人在&一篇论文#一场谈话'中较为完整地解释
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尤为强调&二十
世纪中国文学'以&悲凉'为基本核心的现代美学
特征)'!%&*$ 诚然#百年中国文学作为&民族寓
言'充满着苦难与悲伤#但是百年中国文学不只
以泪水书写#而且还有以笑声书写的一面$ 某种
意义上#这才是所谓的&众声喧哗'$ 泪水浇灌的
历史固然使人难忘#但是以笑声来书写的历史亦
使人无限感喟#嬉笑怒骂%滑稽谐谑皆成文章)雷
勤风 %%!%&*$ 此种笑声亦并非只是追求尼尔
"波兹曼)d47;P/630:2*所说的娱乐至死#而是具
有一定的现实真实的诉求#即在血雨腥风的革命时
代#以自嘲嬉笑的态度来面对其无法把握的命运以
及灾难$ 在此意义上#对晚明戏仿审美风格的探
寻#不仅为追溯并阐释中国谐谑文学传统被压抑的
历史#从反面回应中国思想史上以&宋代近世说'
为代表的唐宋变革论说#而且其从中国本土的戏仿
文化实践出发#不断修正和改造着西方的戏仿理
论#为重写中国近现代文学史提供了一种新的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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