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and Art 

Volume 39 Number 4 Article 14 

July 2019 

The Artistry in the Historical Storytelling Scripts of the Song and The Artistry in the Historical Storytelling Scripts of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Yuan Dynasties 

Dajun Xu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Recommended Citation 
Xu, Dajun. 2019. "The Artistry in the Historical Storytelling Scripts of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9, (4): pp.61-76.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vol39/iss4/14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9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9/iss4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9/iss4/14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utm_source=tsla.researchcommons.org%2Fjournal%2Fvol39%2Fiss4%2F14&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PDFCoverPages
https://network.bepress.com/hgg/discipline/1081?utm_source=tsla.researchcommons.org%2Fjournal%2Fvol39%2Fiss4%2F14&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PDFCoverPages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9/iss4/14?utm_source=tsla.researchcommons.org%2Fjournal%2Fvol39%2Fiss4%2F14&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PDFCoverPages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9/iss4/14?utm_source=tsla.researchcommons.org%2Fjournal%2Fvol39%2Fiss4%2F14&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PDFCoverPages


宋元%讲史话本&的伎缘与学缘

徐大军

摘!要! 宋世社会存在着一个伎艺讲史$经筵讲史的关系框架!它所蕴含的历史知识普及化发展脉线!不只存在于从经
筵讲史到伎艺讲史之间!还存在于宋代整个社会文化环境中!而伎艺讲史&通俗历史读物即是这一脉线分处于口头领域&
书面领域的两种表现形式" #讲史话本%的出现!正是在承续宋代经筵制度引领的历史知识普及化发展脉线的基础上!激
励于通俗历史著述的繁盛!以及元代书面编写领域白话著述观念和能力的变革!从而编成了这种包含着书录或模拟讲史
伎艺体制因素和故事内容的通俗历史读物" 在这个过程中!讲史伎艺的表述方式+包括程式格套,能够落实于当时的通
俗历史读物编写中!并非基于讲史伎艺繁盛和讲史艺人需求的激发所推动的结果!而是出自书面编写领域主导的讲史伎
艺文本化的结果"
关键词! 讲史话本'!伎艺讲史'!经筵讲史'!通俗历史读物'!宋元时期
作者简介! 徐大军!文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研究" 通讯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
余杭仓前街道余杭塘路 UY#0 号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邮政编码( Y###U#" 电子邮箱( M-/:*-)+U%Y.)(5本文系国家社
科基金一般项目#宋元时期文学叙事口头形态与书面形态关系研究%)项目编号( #V123$W%*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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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说话伎艺2话本小说的关系框架中"宋元
讲史话本被认为是讲史伎艺的底本或书录本' 底
本者"乃指由文人编写出话本"以供艺人场上口演

之用,书录本者"乃指由艺人据其口演内容整理成
话本"以供师徒传授之用' 这一属性认定也包含
了对宋元讲史话本生成原因和动力的解释'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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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些所谓的宋元#讲史话本$却明显存在着大
量据史书编写的痕迹"尤其是据史书原文的直录*
节抄或白话翻述"以及#话说$领起文言叙述的段
落,而宋人笔记中的讲史伎艺"则被称作是乔万
卷*许贡士*张解元*戴书生*周进士*徐宣教们的
#讲史书$222#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
兴废争战之事$'!

这些信息难免会引动我们思考

一个问题+ 立足于伎艺一端"艺人们需要伎艺格
式齐备的白话文本作为讲史口演的依据吗- 立足
于话本一端"#讲史话本$属于艺人讲史内容的书
录结果吗"或者说"讲史伎艺能够直接促动这种我
们现在称之为#讲史话本$的书面文本的出现吗-

如此而来的疑惑在说话伎艺2话本小说的关
系框架中难以得到周全的解释"这就需要我们跳
出这个关系框架来探析宋元讲史伎艺*讲史话本
的出现及其因缘问题'

一" 伎艺讲史与经筵讲史的关系

对于宋元讲史话本*讲史伎艺的属性和关系"
我们所看到的普遍认定仍令人感到疑惑"这是由
于二者各自的名实之间*相互的对应因素皆存在
着隐显不同的牴牾之处' 具体看#讲史$这个伎
艺"它在宋人笔记的载述中被称为#讲史书$"其
从业艺人多被称为书生*解元*进士*宣教等名号'
比如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 (成书于南宋理宗端平
二年)#瓦舍众伎$条言+#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
文传*兴废争战之事$(孟元老等 0%)"吴自牧%梦
粱录&(成书于南宋末年)卷二〇#小说讲经史$条
言+#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
传兴废争战之事$(孟元老等 Y$%)"而%西湖老人
繁胜录&#瓦市$条提到南宋杭州城#北瓦$有十三
座勾栏"#常是两座勾栏"专说史书"乔万卷*许贡
士*张解元$ (孟元老等 #$0),%梦粱录&卷二〇
#小说讲经史$条提到#讲史书$艺人有戴书生*周
进士*徐宣教(孟元老等 Y$%),周密%武林旧事&
卷六#诸色伎艺人$条所列#演史$艺人除上述诸
人外"还有陈进士*林宣教*武书生*刘进士*穆书
生*王贡士*陆进士等(孟元老等 W#")' 结合这
两方面的信息来看"当时瓦舍勾栏里的#讲史$不
像是一个品贱格俗的伎艺表演"而更像是一种严
肃高雅的讲堂活动' 这一认识引导我们重新思索
一个问题+ 宋代瓦舍勾栏里何以能出现这种#讲

史$活动-
关于讲史伎艺兴起的条件或动因"普遍的说

法是宋代的城市经济繁荣*市民阶层壮大*审美趣
味改变等社会文化因素的促进,关于讲史伎艺出
现的渊源或脉络"普遍的说法是来自唐代即已发
达的演史类俗讲变文等讲唱伎艺的影响' 可是"
社会文化因素促进之类的理由过于浮泛"因为它
们是当时所有通俗文艺兴起的条件"并不能必然
导致讲史伎艺的出现,而唐代的讲唱伎艺既然已
非常发达"唐代的长安城市经济繁荣亦不亚于宋
代的汴京和临安"那么"为何唐代未出现标称#讲
史$或#讲史书$的专门伎艺"而要直到宋代它才
能发挥出影响"催生出这个标称#讲史$或#讲史
书$的专类伎艺呢- 归结言之"是什么因素在宋
代直接激发出#讲史$这个专类伎艺呢-

我们再回到讲史伎艺的称名' 宋代伎艺领域
的#讲史$"并不是一个泛称"可以指先秦那些历
史文献传录之用的瞽矇讲诵"或者唐代那些说唱
历史故事的俗讲变文"而是作为一个专称"用来指
代在宋代说话伎艺中出现的#讲说%通鉴&*汉唐
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的专门家数' 前文
已指出这门专称#讲史$的说话伎艺在宋人笔记
中多被称为#讲史书$"它的专职艺人被称为书
生*解元*进士*宣教等名号' 相对于当时其他专
类伎艺来说"#讲史$艺人的这些名号有两点值得
我们注意+ 一者"#讲史$艺人的名号皆为尊称"且
风格一致"而#小说$艺人则没有尊称"甚至很多
专类伎艺的艺人名号比较随意*贱俗"如#说诨
话$的蛮张四郎(%西湖老人繁胜录&#瓦市$条)"
#小说$伎艺的枣儿余二郎(%梦粱录&卷二##小
说讲经史$条)*粥张二*酒李一郎*仓张三*爊肝
朱(%武林旧事&卷六#诸色伎艺人$条),二者"即
使其他专类伎艺的艺人使用尊称"如吴自牧%梦
粱录&卷二##妓乐$条称一位唱嘌耍令的艺人为
#吕大夫$*#百戏伎艺$条称一位玩悬线傀儡的艺
人为#金线卢大夫$*一位杖头傀儡艺人为#刘小
仆射$"又周密%武林旧事&卷六#诸色伎艺人$条
载有唱耍令艺人#赵防御$*杖头傀儡艺人#张小
仆射$*水傀儡艺人#刘小仆射$*烟火艺人#陈太
保$等等"使用的都是官职名称"以示抬举艺人的
社会身份*地位之意"但皆无像对待#讲史$艺人
那样使用书生*解元*进士之类的尊称"包含着强
调艺人的文化修养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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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讲史艺人的这类尊称与伎艺名称

#讲史书$联系起来考虑"并把戴书生*张解元*周
进士*徐宣教们的#讲史书$活动从说话伎艺2话
本小说的关系框架中抽离出来"置于当时更为广
阔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则会把它与学校书院的历
史宣讲比类相看"同视为一种严肃高雅的文化活
动"因为当时各级各类官私学校里的宣讲者就是
那些书生*解元*进士*宣教身份的文人' 由此"伎
艺领域里的#讲史书$就有了一个严肃高雅文化
活动的对应"而当时称呼讲史艺人为书生*解元*
进士*宣教等名号"实际上不只是对他们身怀良好
文化修养的尊敬"还包含了对他们所业#讲史书$
活动的尊敬"因为这个专类伎艺与严肃高雅的学
堂历史宣讲有着亲缘关系"或说是衍生于学校书
院中那些书生*解元*进士们的讲史书活动'

这一探索路径还另有唐宋之际其他伎艺生成

情况作为参照"比如唐代的俗讲*论议"宋代的合
生*讲经*%讲道德经& %擂鼓孝经&等伎艺门类或
节目"即是缘于当时严肃社会文化活动的通俗化*
娱乐化"且以伎艺行为方式来赋名' 典型者如唐
代讲唱伎艺中的俗讲即脱胎于僧侣宣讲佛教故事

以聚悦信众的讲经活动"佛家为宣讲教义而做讲
唱式的通俗讲解"后来市井艺人参与其中"讲说内
容即于佛教故事之外增加了世俗故事"讲说场所
亦跳出了寺院而走向世俗社会"渐而成为面向大
众*题材多样的一门专类伎艺' 再如论议这个讲
唱伎艺"它脱胎于佛徒俗讲和儒家讲经中一种由
双方围绕特定命题往复诘难*有问有答的仪式活
动"后被通俗化*娱乐化而成为一种以机智*诙谐
的问难和辩驳为表现形式的语言表演类伎艺,其
中#三教论衡$这个具体的论议仪式"在伎艺领域
即被转化为一个戏谑调笑风格的论议节目"并变
化出宋金杂剧*院本中的各种#打三教$节目222
以#三教论衡$为基本架构和内容的戏谑调笑类
语言表演节目"如#宋官本杂剧$中有%门子打三
教爨&%打三教庵宇&%普天乐打三教& %满皇州打
三教&"金院本之 #诸杂院爨$类有 %集贤宾打
三教&'

此外"宋金瓦舍伎艺中还有其他讲唱佛儒经
典的表演节目"如汴京瓦舍中有张廷叟宣讲%孟
子书&(%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条)"临安瓦舍
中有#演说佛书$的#说经$(%都城纪胜&#瓦舍众伎$

条)"金院本有%孝经孤& (#诸杂大小院本$)*%讲道

德经&%讲蒙求爨&%打注论语&%论语谒食&%擂鼓
孝经&(#诸杂院爨$)"另有%背鼓千字文& %变龙千
字文&%摔盒千字文& %错打千字文& %木驴千字
文&%埋头千字文& (#诸杂院爨$)"以及%哑汉书&
%打论语&(#拴搐艳段$)等节目'

这些伎艺领域的讲说%孟子书&%道德经&%蒙
求&%孝经&%千字文&等表演节目"肯定不是学校
书院里的严肃讲学活动"但它们与专类伎艺俗讲*
论议*说经一样"都是缘于严肃社会文化活动的通
俗化*娱乐化*伎艺化"进而成为伎艺领域中面向
大众文化生活的娱乐节目或新生门类'

参照这些伎艺门类和节目的生成"我们即把
追索的目光投向宋代那些与伎艺#讲史$相对应
的严肃文化活动"发现当时各级各类官私学校即
有名为#讲史$的历史宣讲活动"有专称#讲书$或
#说书$的职官"其中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是面
向帝王教育的经筵讲史活动'

经筵是宋代初年酝酿*成熟的一种面向帝王
教育的经史讲读活动'"

它作为一个专门制度"最
早出现于北宋真宗末期"而定于仁宗时期"一些规
则亦于此时形成"比如它有常设主管机构"最初称
为#说书所$"仁宗庆历初改称#讲筵所$,有常设
官职"称侍读*侍讲*崇政殿说书"#

其中#崇政殿
说书$一职是仁宗景祐元年(#$YW 年)设置"徽宗
时改为#迩英殿说书$"这个职位多选用一些品秩
卑微之士"如仁宗时的贾昌朝*赵希言*王宗道*杨
安国"而程颐更以布衣身份在哲宗元祐元年
(#$0% 年)被擢任此职,另外"它还基于培养帝王
治国理政才能的目的而对讲读内容作了规范"具
体情况可看下面这条文献+

丙辰$御迎阳门$召辅臣观画$其画
皆前代帝王美恶之迹$可为规戒者' 因
命天章阁侍讲曾公亮讲+毛诗,$王洙读
+祖宗圣政录,$翰林侍读学士丁度读范
+汉书,$数刻乃罢' "李焘$卷一四六
Y"WW#

就经筵讲读内容的构成而言"这是一次具有
典型意义的经筵活动"讲读了儒家经典*本朝国史
和前代历史三大类内容' 本朝国史指祖宗先训"
著名者如成书于仁宗朝的%三朝宝训&和%祖宗圣
政录&"这是开国君主积累*总结下来的治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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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执政经验,前代历史主要包括%春秋& %史记&
%汉书& %后汉书& %唐书&"以及专为经筵编写的
%资治通鉴&%唐鉴&等史著"这表明经筵就是一种
讲读经史典籍以传播儒家经典和历史知识的文化

活动"只不过面向群体比较特殊而已' 至于经筵
讲读的最基本方式则是#临文讲诵$"都有经史典
籍以作参照"具体对于那些讲读史书的经筵活动
即专称#讲史$'

庚申$上谕大臣曰!-故事! 端午罢
讲筵$至中秋开' 朕以寡昧$遇兹艰难$
知学先王之道为有益$方孜孜讲史$若经
筵暂辍$则有疑无质$徒费日力$朕欲勿
罢$可乎./ 大臣皆称善' 乃诏勿罢'
"李心传$卷一五 Y#$#

景定元年六月壬寅$立为皇太子$赐
字长源$命杨栋&圳梦鼎为太子詹事'
())*时理宗家教甚严$鸡初鸣问安$
再鸣回宫$三鸣往会议所参决庶事' 退
入讲堂$讲官讲经$次讲史$终日手不释
卷' "脱脱等$+金史,卷四六 0VU#

上面两条文献"前者述及高宗参与经筵活动"
后者述及度宗身为太子时参与经筵活动"皆明确
提到了#讲史$' 而在更多情况下"当时文献关于
经筵的记述"是把#讲史$与#讲经$合称为#讲读
经史$"如%宋史&记英宗*神宗皆是在登基后初御
迩英阁"#召侍臣讲读经史$ (卷一三 U"") (卷一
四 U%X)"而%宋会要辑稿&记孝宗于绍兴三十二
年七月二十九日#初御经筵"合具奏请点定讲读
经史' 有旨讲%尚书& %周礼&"读%三朝宝训&$
(U00V)'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讲史活动并不限于帝王
的#经筵$"而是下沉*蔓延到当时社会的各个领
域*各个阶层"这一方面是因为帝王积极参与经史
讲读活动而形成的巨大影响作用和示范效应"另
一方面是因为帝王对于宗室诸王*文武群臣参与
经史讲读活动的倡导和激励' 咸平五年 (#$$U
年)正月丙辰"真宗在听完邢昺讲说%左氏春秋&
之后"诏令辅臣+#南北宅将军而下"可各选纯儒"
授以经义"庶其知三纲五常之道也$ (李焘"卷五
一 ###U)' 又于大中祥符三年(#$#$ 年)七月下
诏+#南宫*北宅大将军已下"各赴书院讲读经史'

诸子十岁已上"并须入学"每日授经书"至午后乃
罢' 仍委侍教教授"伴读官诱劝"无令废惰'$(李
焘"卷七四 #%0#)仁宗于天圣四年(#$U% 年)七月
壬申"告谕辅臣+#比以大暑罢讲读"适已召孙奭
等说书"卿等公事退"可暂至经筵'$ (李焘"卷一
〇四 UW#W)如此一来"上有君主的引领和督促"
下有宗室大臣的应命和贯彻"整个政治精英群体
就出现了讲读经史的热潮' 真宗曾高兴地告诉王
旦+#今宗室诸王所习"惟在经籍"昨奏讲%尚书&
第五卷"此甚可喜也'$(李焘"卷七二 #%Y")仁宗
庆历年间"元昊扰边"何涉从军筹划"#虽在军中"
亦尝为诸将讲%左氏春秋&"狄青之徒皆横经以
听$(%宋史&卷四三二 #U0WY)'

由于君主的率先垂范和积极引领"以及社会
精英的积极呼应和热心参与"这种作为经筵制度
重要内容之一的讲史活动便逐渐在社会各阶层*
各领域蔓延开来' 首先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各种
#说书$官职的设置' 经筵制度常设#崇政殿说
书$这一职官"与此相应"针对太子的教育设有
#资善堂说书$"针对皇子*诸王府各置说书官"而
国子监*地方州学亦各有自己的说书官"具体称为
#国子监说书$#州学讲书$"比如孙奭在任兖州知
州时"就征召赵师民为#兖州说书$ (%宋史&卷二
九四 V0UY),王洙在任职国子监说书之前"曾被晏
殊推荐为#应天府书院说书$'$

其次是讲史活动在

各级各类学校中的普及' 由于历史知识是科举考
试的一个重要内容"故而各级各类学校都重视史书
的宣讲研读"比如南宋淳熙年间的明道书院即在其
%规程&中明确规定了#讲史$内容+#每旬山长入
堂"会集职事生员授讲*签讲*复讲如规' 三八讲
经"一六讲史"并书于讲簿$ (陈谷嘉!邓洪波
U$W)' 再加上宋代的三次兴学运动*科举道路畅
通"各类官私学校由此遍布城乡' 城市有国子学*
州学*县学"广大乡村有村学*乡学*私塾*义学*家
馆*冬学等各种办学方式"所有这些都为讲史活动
的蔓延拓出了宽广的通道' 再者"宋朝君主引领的
讲史活动不但从经筵蔓延到城乡的各类学堂"还影
响到了外域"比如北方的金国' 完颜衮因与其兄金
海陵王完颜亮不睦"被徙于外藩"曾因听#说书者$
刘敏#讲演书籍至五代梁末帝以弑逆诛友珪之事$
而拍案大怒"此事被家奴矫伪密告"后遭完颜亮斩
杀(徐梦莘"卷二四三 #XW02WV)' 而金哀宗则于
正大三年(#UU% 年)设立益政院"招学问渊博者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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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经筵说书官"为其讲读%尚书&%资治通鉴&%贞观
政要&等史书(%金史&卷五六 #U0$)"这应是受到
汉地经筵讲史活动的影响而兴起的制度和风气'

上述事实表明"经筵讲史对于当时社会从上
到下参与历史讲读活动的调动*影响都是十分明
确和巨大的' 当然"社会各阶层能够乐于参与这
种历史知识传播性质的讲史活动"除了因为帝王
的示范与倡导所致的影响力"还因为讲史活动本
身即讲求平易明畅*生动有趣的禀性所致的吸引
力' 比如第一批任职#崇政殿说书$的贾昌朝即
#长于讲说$"%

南宋吴泳%陈公益授兼侍讲制&亦
指出+#昔贾昌朝于景祐元年说书崇政"四年侍讲
天章阁"盖以其诵说明白耳$ (%鹤林集&卷七
%W)' 仁宗时孙甫精于唐史"经筵讲史#每言唐君
臣行事以推见当时治乱"若身履其间"而听者晓然
如目见之"故时人言终岁读史"不如一日听孙甫论
也$(李焘"卷一八五 WW%X)' 当然"经筵讲史之
所以如此讲求平易明畅"乃基于其面向的人群是
非学者身份的君主"而讲史活动的这一禀性则客
观上使得它能对更多社会群体具有吸引力"再加
上帝王的躬亲表率和社会精英的积极响应所形成

的影响力和推动力"讲史活动的热潮就自上而下
地蔓延*贯穿到更多的社会阶层和领域"其讲求通
俗平易的禀性也在这个过程中承续下来"尤其到
了市井和乡村"讲史活动的内容*风格就更趋平民
化*通俗化了' 不过"面对不同的群体"讲史活动
的通俗平易所负载的任务还是有差别的'

讲史活动在帝王经筵上出现"是帝王学习祖
宗家法*镜鉴历史经验的重要方式"这就要求讲官
能清晰简明地讲解历史兴衰治乱的因果逻辑"以
便让帝王能快速有效地领会*掌握治国理政的道
理和方法"所以"经筵讲史虽然是一种文化活动"
但它首先是一个政事活动' 而在学校书院的讲堂
上"讲史活动就被视为一种非常理想的传道方式"
即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所言+#夫道无不在"
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
亡弊"史可少欤.$ (司马光 U0)这就赋予了学堂
讲史偏重历史知识传授的教育活动属性' 当然"
经筵讲史与学堂讲史都属于文化活动"有教育功
能"旨在#史以载道$"但听讲者首先接触到的是
负载各种#道$的历史故事' 这一点对于市井民
众来说尤其如此"他们更关注讲史内容的趣味性
和方式的生动性"这一需求就更激发了讲史活动

本已潜在的通俗平易的禀性"从而把一种严肃的
文化活动引向娱乐伎艺的领域'

在这个讲史活动不断蔓延的过程中"其流播
范围*面向人群*宣讲场合不断扩展' 流播范围从
宫廷的经筵*京城的国子监"扩展到各地方的官私
学校,宣讲场合从帝王的宫廷*官员的厅堂*学校
的讲堂而蔓延到市井的瓦舍勾栏' 由此"讲史活
动的面向人群也在不断扩展"从帝王宗室到文臣
武将"从书院学子到市井大众以至乡野村民' 当
讲史活动的地点被设置在瓦舍勾栏"面向人群变
换成市井民众时"具有一定文化修养的宣讲者被
尊称为书生*解元*进士等名号"就是一件很自然
的事情' 而且"也确实有一些文人涉足这一伎艺
领域从事#讲史书$"比如%梦粱录&提到的王六大
夫"#元系御前供话"为幕士请给讲"诸史俱通"于
咸淳年间敷演%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听者纷
纷$(孟元老等 Y$%),又如北宋佚名%新雕文酒清
话&(成书于北宋末*南宋初)提到的郓州人李成"#少
亦曾学"长即贫困"乃!!初心"因而作场于市肆"
已/以1说话为艺$(佚名"卷六 YY%)' 于是"原为
政事属性*教育属性的讲史活动就像寺院僧侣的
经讲*俗讲一样"被通俗化*娱乐化而成为了一门
伎艺' 唐代市井艺人的俗讲"虽与寺院僧人的俗
讲同称#俗讲$"但已经不是严肃的宗教活动了,
宋代瓦舍勾栏艺人的讲史"虽与经筵*学堂的讲史
同称#讲史$"但已经不是严肃的教育活动了'

由此看来"讲史伎艺虽有它的伎艺渊源"但它
在宋代能以专类伎艺的面目出现"并以#讲史$
#讲史书$赋名"这并非自然地直接从唐代的俗讲
演变而来"俗讲中的历史题材一类也不能自发地
演变出宋代瓦舍的讲史伎艺"即使它们之间有何
亲缘关系"亦应需要一个直接因素的激发' 而在
伎艺讲史出现的宋代"恰有一种蔓延于多阶层*多
领域的讲史活动"它在内容*方式*称名*宣讲者身
份等方面都与伎艺讲史具有对应之处"尤其是宋
代作为帝王政事活动的经筵讲史"它所体现的帝
王对历史经验的重视态度"对讲史活动的热情程
度"直接激励了知识界*伎艺界对于历史著述和讲
说的兴趣' 宋代经筵讲史引领的#讲史书$活动"
随着面向人群的扩展"影响阶层的下沉"其本身具
有的讲求通俗平易的禀性"直接诱发了伎艺领域
借势对其娱乐化*伎艺化的思路' 据此而言"伎艺
讲史在宋代的出现"乃是经筵制度引领*激励的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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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活动在市井社会通俗化*娱乐化的结果'

二" 经筵讲史(伎艺讲史关系框架
内外的通俗历史著述

!!经筵讲史2伎艺讲史的关系框架"不但存在
着#讲史$这个文化活动在不同阶层*不同领域的
对应关系"还寓含了宋世文化环境中涌动的一条
历史知识普及脉线' 如果我们跳出经筵讲史2伎
艺讲史的关系框架"则会看到这条历史知识普及
脉线还有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或基础"其间仍然
体现了经筵讲史对历史知识传播和通俗平易化的

引领作用'
经筵讲读活动需要内容适合的经史教材"这

引动了许多当职与不当职的文人致力于儒家经

典*前代历史的著述阐发"由此而表现出经筵制度
对于宋代经史著述内容*风格的引领作用"进而影
响了经史学术发展方向的变化'&

比如%诗经&"北
宋庆历之前的%诗&学著述寥寥可数"而自庆历之
后即有众多文人开始研习%诗经&"出现了许多有
价值的研究成果"尤其出现了一批专门面向经筵
活动的%诗&学著作"较著名者如张纲%经筵诗讲
义&*张栻%经筵诗讲义&*袁燮%絜斋毛诗经筵讲
义&*徐鹿卿%诗讲义&等,而且"这些经筵讲%诗&
还表现出经典诠释风格的转变"即#%诗经&诠释
方式从以名物为主的汉学一路逐步开始过渡到以

诠释义理为主的宋学上来"以满足帝王读书择术
的现实需求' 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不论皇帝还是讲
官都在刻意地挖掘%诗经&中的3微言大义4' 就
现有仁宗时代的经筵讲%诗&资料来看"几乎没有
对%诗经&字词的任何疏解"而全是人生修养或治
国道理的阐发$(易卫华 U0U"U0020V)'

又如南宋真德秀的%大学衍义&"此书乃进献
君主之作"因而在当时即誉满天下"并以它的诠释
体例为典范出现了经典诠释的新模式222#衍义
体$"其表现之一就是经世化*通俗化+#为了方便
君主阅读"增加阅读的快感"衍义体更加重视故事
的体例' /001故事体例在%大学衍义&中被广
泛运用"在第十卷中"真德秀讲了一个汲黯以憨直
冒犯汉武帝的故事"来说明3人臣之义"以忠直为
本4的道理"并期望君主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朱
人求 %0)' 因此"%四库全书总目&于%周易衍义
提要&认为衍义体#其于经文训诂"大都皆举史事

以发明之"不免太涉泛滥"非说经家谨严之体$
(纪昀等 YX)"但它对于儒家经典通俗平易的阐
释方式和明白晓畅的诠释风格"则促动了经史著
述通俗化*经世化一脉的发展"引领着儒学从内圣
走向外王"从精英走向大众'

而在此过程中"经筵制度发挥了重要的引领*
示范作用' 与此相应"经筵制度对于当时历史著
述的影响也表现出明显的历史知识普及化*通俗
化思路'

所谓的历史知识普及化"指的是经筵制度有
#进故事$#进讲义$的要求"'

以作为经筵讲读的

阅读材料"这就直接促动了大量历史著述的出现"
尤其是对本朝先皇圣政的总结和前代历史经验的

阐释"大致有本朝国史*前代历史两大类' 本朝国
史"主要是指宋朝历代君主尤其是开国君主积累*
总结下来的治国方略*执政经验' 后世君主非常
重视这些祖宗先训"因而编写了众多#宝训$(皇帝
言论)*#圣政$(各朝重大政事)"其中最著名者是成
书于仁宗朝的%三朝宝训& %祖宗圣政录&' 前代
历史"主要是总结*梳理前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
训"以作为君主当下治国理政的重要参照' 这一
需求引动了众多文人致力于这类历史著述的编

写"著名者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范祖禹的
%唐鉴&' %资治通鉴&的编写初衷是为了给皇帝
提供一部可资借鉴的#历代君臣事迹$"故而在全
书未完成之时"其内容即被司马光用于经筵进讲
的用书,而在问世之后"则成为经筵讲席上与儒家
经典并列的必读教材"据%宋会要辑稿&"南宋孝
宗朝"%资治通鉴&与%三朝宝训& #间日进读$"光
宗朝"此二书与%诗经&%尚书&%礼记&%春秋&%论
语&%孟子& #分日更进$ (徐松 U0VW*U0V0)' 至
于范祖禹的%唐鉴&一书"是对唐朝治乱兴衰的经
验教训的总结"它与%帝学&同是范祖禹进献君
主*用于经筵的史著"作者明确指出其撰写目的是
告诫统治者取鉴于唐"取法于祖宗"才是永世保民
之道' 如此这类祖宗圣训*史鉴著述的大量出现"
表明了经筵制度对于历史知识普及的重要引领

作用'
而所谓的历史知识通俗化"指的是经筵讲读

活动所包含的通俗平易需求"这是因为经筵进讲
所服务的对象是非学者身份*非专业群体的帝王"
由此经筵讲读的历史著述在内容和方式上从一开

始就有一个通俗平易的思路' 这个#通俗平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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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三个方面的需求+ 一是讲清历史大事的发展
脉络和因果关系"二是讲清历史治乱兴衰所蕴含
的义理"三是把历史大事与义理讲清的方式' 比
如仁宗曾言+#%春秋&自昭公之后"鲁道陵迟"家
陪用政"记载虽悉"而典要则寡' 宜删去蔓辞"止
取君臣政教事节讲之'$又对宋绶等说+#%春秋&
经旨"在于奖王室"尊君道' 丘明作传"文义甚博"
然其闲录诡异"则不若%公羊&%穀梁&二传之质'$
(李焘"卷一二〇 U0Y0)这是要求经筵讲史只选
取符合帝王理政需求的部分讲说"至于无足劝戒
的部分则可略而不讲' 又如高宗曾于绍兴二年七
月十五日对辅臣说+#儒臣讲读"若其说不明"则
如梦中语耳"何以启迪- 朕意将来开讲"欲令胡安
国兼读%春秋&"随事解释"不必作义"朕将欲咨
询'$(徐松 U00")这是要求儒臣进讲应以简明易
懂为旨"也正因此"讲官们都会在进讲或著述时注
重经史的内容*义理与讲述方式的通俗平易化'
比如前文提到贾昌朝之所以能持续侍讲经筵"是
因为#其诵说明白$ (吴泳"%鹤林集&卷七 %W),
孙甫于经筵讲史#每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见当时治
乱"若身履其间"而听者晓然如目见之$(李焘"卷
一八五 WW%X),真德秀%大学衍义&为使君主易读
易懂"在义理阐述时广泛运用故事体例' 因此"那
些呈送君主*服务经筵的历史著述"为了合乎要
求*合乎目的"就要遵循通俗平易*简明易懂的宗
旨' %资治通鉴&这部史书在其立项目的*编写宗
旨*使用影响上"都非常典型地体现了经筵讲史活
动所需要的通俗平易化思路'

前文提到经筵制度有#进故事$的要求"仁宗
于庆历元年(#$W# 年)即#诏两制检阅%唐书&纪
传中君臣事迹近于治道者"录一两条上之$ (李
焘"卷一三三 Y#%#)"以作为其治国理政的参考'
这类规则促使当时专注#治道$的#君臣事迹$编
写十分繁盛"而宋世更大篇幅的#君臣事迹$编写
应属真宗时期的%册府元龟&和英宗时期的%资治
通鉴&'

%册府元龟&最初的名称是 %历代君臣事
迹&"(

旨在为帝王提供治国理政的参考' 由此题
名即可知它的内容是历史专题类材料汇编"这就
决定了它的取材范围是历代正史中那些关于国家

治理经验教训的君臣事迹"而不涉及那些与政事
无关的生活百科杂类知识' 这明显不同于宋太宗
时期的类书%太平御览&")

此书着眼于分门事类

的辑录"而于治道无益"只是百科知识的汇编'
%资治通鉴&同样基于为帝王提供治国理政

参考而编作"最初于治平三年受英宗委托而立项
时亦名为%历代君臣事迹&"*

后来神宗正式赐名

%资治通鉴&' 初名在编写思路上体现了英宗对
于前辈君主理政观念的承续"即为帝王汇编#历
代君臣事迹$"以作治国理政的参照,更名则突显
了神宗对于此书编写的定位和期待"即元人胡三
省所总结的#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正因如
此"%资治通鉴&在内容展示的方式和效果上都较
%册府元龟&更契合宋代君主讲读史书以资治道
的需求"这一是体现在它以编年体形式清晰地梳
理出历史事件发展的因果关系"并明确表达出编
者对于历史经验教训的认识"而非像%册府元龟&
那样只是简单地按类别罗列历史材料,二是体现
在它考虑到帝王的非学者身份"在历史事件的梳
理*表述上都作了有针对性的处理"以冀达到方
便*快捷的接受效果"相对于%册府元龟&来说"表
现出了一种通俗平易的编写思路' 对此"司马光
在%进5资治通鉴6表&中作了明确的总结陈述"他
认为历史繁杂细碎"前人史书亦难遍读"而君主
#日有万机"何暇周览$"于是就#删削冗长"举撮
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民生休戚"善可为法"恶
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
(司马光 V%$X)' 按照这个思路和原则"司马光
在编写过程中"一是把漫无头绪的历史事件梳理
出清晰简要的因果关系"二是把众说纷纭的历史
经验教训提炼出有资于理政的#治道$"总之就是
按主题理线索"剪繁冗"见机要"以便于君主阅读
和理解"使其能合于治道' %资治通鉴&的编写初
衷虽是进呈君主以提供治国理政的参照"但在达
成目的的方向和方式上"则又显示出了历史知识
普及化*通俗化的努力"以求历史叙述的明白晓
畅"易读易懂' 所以"宋元之际马端临对其非常推
崇"称#司马温公作%通鉴&"取千三百余年之事
迹"十七史之纪述"萃为一书"然后学者开卷之余"
古今咸在$(#)'

司马光于%资治通鉴&编写已秉持#删削冗
长"举撮机要$ (司马光 V%$X)的历史叙述之旨"
但在他的另一部史著%稽古录&中"这一宗旨则体
现得更为清晰明确' 他仍嫌%资治通鉴&卷帙繁
重"遂又芟除繁乱"编撰了一部更为简明易读的二
十卷通俗历史读物%稽古录&"于元祐元年(#$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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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呈进' 此书实为自上古至宋英宗朝历史大事
的一部简明历史读本"于关乎国家治乱兴亡者"但
叙重要史实"记其大体' 朱熹对此书甚为赞赏"认
为它#极好看$"#可备讲筵官僚进读$+#常思量教
太子诸王"恐%通鉴&难看"且看一部%稽古录&'
人家子弟若先看得此"便是一部古今在肚里了$
(黎靖德"卷一三四 YU$X)'

这种讲述历史的通俗平易思路"在面向经筵
的讲史*著史中一直存在"并由于经筵制度的引导
力和%资治通鉴&的影响力而波及*贯穿到社会各
个阶层的历史知识普及活动中' %资治通鉴&甫
一问世即产生了巨大影响"#立于学官"与六籍并
行$(范祖禹"卷三七 W#%)"在帝王的经筵中*各
级学校的讲堂中*童蒙阅读的书本中"以及瓦舍勾
栏的伎艺中"被社会各阶层广泛接受和使用'
%资治通鉴&这部书的接受情况"体现了当时社会
上历史知识普及的需求"也引导了历史知识普及
的进一步深化"由此把讲史活动的面向人群从帝
王而扩展到同样属于非学者身份的市井民众' 在
这个方向上"经筵讲史还激励了更多文人对于历
史知识普及的参与和接力"由此而出现了针对不
同层次人群的各类历史读物"以及一些致力于通
俗平易地讲述历史的体例与手法"如通鉴类的*节
略类的*注解类的*韵诵类的'

比如司马光进一步简化%资治通鉴&而编成
的通俗历史读物%稽古录&"除了进一步贯彻了其
#删削冗长"举撮机要$ (司马光 V%$X)的著史思
路"还激励和推动了其他同类节略节要史书的出
现' 一是对%资治通鉴&的内容或体例予以简略
思路上的改撰"代表者为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
和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 朱熹很赞赏%稽古
录&的编撰思路"也对%资治通鉴&作了更简要明
畅的改撰"编成%资治通鉴纲目&"并贯穿以%春
秋&惩劝之#义理$"其目的是要为世人提供一部
#以适厥中$的历史教科书' 袁枢#常喜诵司马光
%资治通鉴&"苦其浩博"乃区别其事而贯通之$
(脱脱等"%金史&卷三八九 ##VYW)"故撰%通鉴纪
事本末&"在对历史事件原由*过程*结果的梳理
上较%资治通鉴&更为清晰' 二是对其他史书的
内容或体例予以简略思路上的改撰"代表者如吕
祖谦的%十七史详节&和王令的%十七史蒙求&'
宋代有官府刊行的#十七史$"吕祖谦对其内容予
以节要"而成此删节备检之本,王令则仿唐代李翰

%蒙求&的体例"采用四言韵语*两句对偶的格式"
对#十七史$中的重要历史事件和典故韵诵成篇'
这两部历史普及读物与%资治通鉴&虽然著史体
例*表述手法不同"但同样体现了当时历史著述讲
求通俗平易*简明晓畅的努力'

又如韵语咏史"即运用连篇的歌诀*诗歌等韵
语形式来咏唱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内容上依照
历史发展顺序排列"句式上以四字韵语或五言*七
言诗歌联缀成文"由此将繁杂的历史事件浓缩在
一首诗或一段韵词中"表现出历史发展概况"反映
出历史发展规律"易记易诵"尤其便于儿童的理解
和记诵' 胡寅的%叙古千文&便是以四字韵语的
形式"用一千字韵诵了上古至宋朝的历史,杨简的
%历代诗&则从三皇五帝到宋代共编成二十首诗"
均以朝代为题目歌咏当时的历史大事"有的使用
五言"如 %西汉& %西晋&等"有的使用七言"如
%夏&%西周&%秦&等,黄继善的%史学提要&也是
以四字韵语的形式讲述了从上古到北宋末的历史

发展过程"因为没有字数的限制"故而能将历史发
展主线完整地展现出来"更好地突显历史的兴衰
更替变化"成为一部面向童蒙学习的简要通史'

上述这些历史读物在处理材料的方式与叙述

体例的运用上"都体现了讲求通俗平易*易读易懂
的努力"其间虽会因面向人群的不同(帝王*文人*

儿童*市井民众)而有体例*手法上的不同"但通俗
平易的思路都是相同的' 当然"这些通俗平易的
书面编写思路和方式"并不限于当时的历史著述"
而是当时整个书面编写领域存在的现象"比如佛
经的白话翻译*理学大师的白话语录' 如果放眼
到元代的书面著述"这条讲求通俗平易的脉线仍
然存在"比如面对蒙元皇帝"泰定年间的经筵讲官
吴澄编写的%经筵讲义&以白话讲述历史"元仁宗
年间的#说书臣$钱天佑则仿拟荀子#成相$体韵
唱方式编写了介绍汉地历史的%叙古颂&"以冀为
蒙古皇帝*皇子提供快速方便了解汉地历史文化
的通俗历史读物+#无琐碎繁茸之患"可以备诸巾
箧"不烦检阅"而数千载行事大略可观"此则臣之
鄙谌也' 况陛下万机至众"岂可劳圣心于浩浩无
涯之史册哉.$ (钱天佑 #$X)"而郑镇孙*贯云石
更分别编写了面向普通民众的白话通史%直说通
略&*白话翻译版%孝经直解&"#使匹夫匹妇皆可
晓达"明于孝悌之道$ (贯云石"#自序$)' 因此"
在这个历史知识普及化*通俗化的风气流衍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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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讲史话本$的伎缘与学缘

人们用各种方式讲述着%资治通鉴&及其他历代
书史文传"或者针对不同层次的人群而进行各种
通俗历史读物的编写"就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了'
而它们在书面领域里的鱼贯而出"承前启后"也体
现了经筵讲史所引领的历史知识普及化*通俗化
思路"对于当时通俗历史读物繁盛簇生的影响
之功'

由此可见"宋元之际的历史知识普及化*通俗
化流脉"并不只是经筵讲史与伎艺讲史之间的单
独现象"或者说并不只是存在于二者之间"由经筵
讲史影响到伎艺讲史"而是多层次*多类型*多线
条地存在*体现于经筵讲史2伎艺讲史关系框架
的内外' 经筵讲史本身已有历史知识普及化*通
俗化的思路"由此而引导出社会上多领域*多层
次*多类型*多方式的历史知识通俗化实践' 口头
形式者有帝王经筵的讲史书"有学校书院的讲史
书"有瓦舍勾栏的讲史书"其间"经筵讲史所蕴含
的通俗平易一脉在以娱乐为宗旨的伎艺讲史那里

得到了最为明显*彻底的体现' 而书面形式者则
出现了针对帝王宗室*文人学者*童蒙学子*市井
民众的各种类型的历史读物"它们之间关联着一
条经筵制度引领的经史著述通俗化*经世化的发
展脉线' 这条脉线表现在历史领域"就是史书讲
说*史著编写的不断通俗平易化实践"并因为有了
学校的兴办*科举的畅通*印刷术的发达这些保障
条件所提供的方便通道"+,-

从而导致其面向人群

由政治精英不断扩展*下沉"最终渗透到社会下层
的普通民众'

而在这个历史知识普及的框架中"伎艺讲史*
通俗历史读物只是历史知识普及风气中分处于口

头讲说领域*书面编写领域的两条脉线上的重要
节点"或者说是宋代历史知识普及化*通俗化的两
种表现形式"共同体现了宋代经筵讲史引领下的
历史知识普及化*通俗化思路'

那么"有了宋代历史知识普及风气的引领"有
了通俗历史读物的蔓延"有了讲史伎艺的繁盛"当
此之时"#讲史平话$这种有着讲唱伎艺格式的白
话历史读物能否出现呢-

三" 书面编写领域主导的讲史伎艺文本化

关于#讲史话本$的出现"若立足于伎艺领域
的需求"就会推导出它与伎艺讲史的相互传导关

系"视之为讲史伎艺的底本或书录本"这是基于伎
艺与话本关系框架的认识' 但是"讲史伎艺能够
直接催生出这种有着讲唱伎艺格式的通俗历史读

物吗-
讲史话本中那些源自说唱伎艺的程式*格套*

语气等"原是因伎艺而生*而存的表述方式"在其
未成为书面文本的表述体例时"只会出现在艺人
的口头讲演之中"是艺人必备的基本艺能' 艺人
们在口演时会根据平时训练的艺能"针对一个故
事梗概进行格套组合"临场发挥"此为#口头创
作$"相对于那个故事梗概来说"这是一个#加伎
艺格式$的过程' 南宋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
辟&描述了讲唱艺人的艺能+#论才词"有欧苏黄
陈佳句,说古诗"是李杜韩柳篇章' 举断模按"师
表规模"靠敷演令看官清耳' 只凭三寸舌"褒贬是
非,略传万余言"讲论古今' 说收拾寻常有百万
套"谈话头动辄是数千回'$ (Y) %醉翁谈录&被视
为说话艺人的参照资料"书中内容各作分类"包括
那些可作#收拾$#话头$的诗词歌赋和笑话诨语"
以及那些节录自前代作品的文言故事"艺人即可
平时据此于场下揣摩训练"临场时则组合发挥"进
行#口头创作$' 即使延至现代"讲唱艺人仍遵循
着这种#口头创作$的原则"需要依据没有唱词*
宾白*舞台提示的故事概略"进行#口头创作$的
临场表演' 比如民国时扬州说书艺人刘荫良自用
的脚本"#其中绝大部分是诗词歌赋赞"有几百首
之多,一小部分是书词提要' /001这些脚本"
一种是提纲式的"记某书有多少回目"每个回目有
哪些3关子4"何处有插科打诨(指必须有的小插
曲*小故事,至于在台上临机应变插进去的东西"
则不在内)' 一种是照录原书词"但由于文化限
制"文字显得混乱$ (思苏 WW2W"),湖南影戏艺
人的演出底本也#极为简单"篇幅都不长"其结撰
方式和内容都无特殊规制' /001至于内容"一
般都有人物*故事发生的地点*朝代"以及事件发
展的主要过程"而没有唱词*宾白*舞台提示等$
(李跃忠 #U$)' 参照于此"讲史艺人即使有底
本*书录本"亦当如%绿窗新话& %醉翁谈录&那样
的文言语体的故事梗概"而无需呈现出伎艺讲唱
的程式格套和白话语体"无需替艺人们框定如何
开场收场*如何使用格套赞语"以作为他们临场表
演或艺能传授的依据'

而从民众阅读需要的角度来看"在伎艺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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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为书面文本的表述体例时"民众接受讲史伎
艺的方式只是通过艺人的口头讲演"而非文本的
书面阅读' 况且在当时的文化格局和书写体系
中"讲史伎艺属于贱伎"它的表述方式和表演格套
能够在文言体系的书面编写领域里得到落实*体
现"进而成为书面编写的一种表述体例"并非仅仅
简单依靠讲史伎艺繁盛这个因素即能达成' 因为
我们看到的现存所谓宋元#讲史话本$的编写思
路和表述方式"并未超越那个时代的历史著述甚
或整个书面编写领域的撰写体例' 编写思路是指
处理历史材料的方式"如根据现有文献材料进行
抄录*节略或白话翻述' 表述方式是指讲述历史
故事的各种表达手段"如文白间杂*白话书写*韵
语咏唱'

先看宋元时期史著的编撰情况' 宋代重要的
史著如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建炎以
来系年要录&"皆大量抄录现成的原始文献材料
和史书内容以成新编' 而在%资治通鉴&之后"更
出现了据其进行抄录*节略的改撰史著"以冀在内
容*体例上进一步平易简明"晓畅易懂"比如司马
光本人就据此编写了%稽古录&这样一部简明的
通俗历史读物,朱熹*袁枢赞赏%资治通鉴&%稽古
录&的编撰思路"亦分别对%资治通鉴&进行了内
容或体例方面的简明改撰"以成%资治通鉴纲目&
和%通鉴纪事本末&,而曾任职#国子监丞兼崇政
殿说书$的吕中在南宋理宗朝也根据%资治通鉴&
编成了一部历史教科书"#摘其切于大纲者"分为
门类"集为讲义' 场屋中用之"如庖丁解牛"不劳
余刃$(%宋史资料萃编&本 UV)"因其简明实用"
故在宋元读书人中风行一时"广有声誉' 延至元
代英宗年间"郑镇孙的%直说通略&"更在节略
%资治通鉴&的内容基础上"在语体方面进行了
白话翻述"欲以#俚俗之言$来传达圣贤文章的
蕴奥(郑镇孙 # )"更显示出通俗历史著述的
努力'

以此来对照讲史话本' %五代史平话&一书
被认定为宋人编写而元人增益"宁希元*丁锡根曾
将其与%资治通鉴&的五代史部分对勘后"认为乃
据%资治通鉴&改编而成"但其编写又在体裁*语
言和细节描写等方面受到民间讲史伎艺的影响

(宁希元 #0) (丁锡根"%5五代史平话6成书考
述& %X"X#2XY)' 比如%五代唐史平话&卷上叙
李嗣源军队与契丹的幽州一战+

!!契丹以马军万人拒之于前$将士皆
惊愕失色$李嗣源独将马军百余人先犯
阵出马$免冑扬鞭$用胡语与契丹打话
道!-是汝无故犯我边塞$晋王使我统百
万之众$直趣西楼$灭汝种类'/说罢$跃
马奋檛$三入契丹阵$斩讫酋长一人' 后
军相继杀进$契丹兵退却$晋军尽得出'
李存审下令使军人各伐树木为鹿角$每
一人持一枝$到止宿处$则编以为寨' 契
丹马军从寨前过$寨内军发万弩射之$人
马死伤$积尸满路' (丁锡根"%宋元平
话集& 0$)

对照%资治通鉴&相应叙述段落"+,.
编写者是谨按

史书而作白话翻述"由此知这类语言表述方式并
不能说是来自讲史伎艺或其书录本' 这样的情况
在%五代史平话&中不止一处"在#全相平话五种$
中亦存在"比如%秦并六国平话&卷下叙刘邦攻陷
咸阳并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一节"即是根据%资
治通鉴&卷九高祖皇帝元年所记相关内容的白话
翻述'

而有的讲史话本段落虽有伎艺体制的格式套

语"但内容却是直接抄录史书原文' 比如%秦并
六国平话&多有以#话说$领起的文言叙述段落"
此书卷下叙及田儋事迹一节+#话说田儋者"故齐
王族也' 儋从弟田荣"荣弟田横"皆豪杰人' 陈王
令周市徇地"至狄"狄城太守' 田儋佯缚其奴之
廷"欲谒见狄令"因击杀狄令"而召豪吏子弟曰+
3诸侯皆反秦自立"齐"古之建国也'4田儋遂自立
为齐王"发兵以击周市' 周市军还去' 田儋率兵
东略齐地$(%宋元平& %""2"%)' 此段叙述以伎
艺口演体制中常用的格套语#话说$领起"其下相
从者为纯正的文言叙述"考其来源"乃抄录于%资
治通鉴&原文'+,/

这种情况亦见于%五代史平话&"
此书常见以#话说$#却说$#话说里说$ (此套语用
于引领插叙段落)领起的文言段落"如%唐史平话&
卷下叙述刘皇后一节+

却说那刘皇后生自寒族$其父以医
卜为业$幼年被掳入宫$得幸从唐主' 在
魏时$父闻其贵$诣魏州上谒$后深耻之$
怒曰!-妾去乡时$父不幸为乱兵所杀$
今何物田舍翁敢至此0/命笞之宫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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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性狡悍淫妒$专务蓄财$如薪蔬果菜之
属$皆贩卖以求利' 及为后$四方贡献皆
分为二! 一以献天子$一以献中宫' 皇
后无所用$惟以写佛经布施尼僧而已'
(%宋元平& VV)

对照%资治通鉴纲目&卷五五相应段落"+,0#却说$
领起的文言部分与之高度重合"明显是据史书原
文的抄录'

上面所列讲史话本的叙述内容皆属现成史著

的原文抄录*节略或白话翻述"但又简单地混合了
#话说$*入话*散场诗这些属于伎艺口演体制的
成分' 这种文本肯定不是讲史伎艺口演内容的书
录整理"而是属于原生性的书面编撰"是立足于书
面编写而取用了口头叙事伎艺的体制格套"并与
现成的文言史著内容混合而成的通俗历史编

写本'
同样"%宣和遗事&二卷本(二卷本为原刊本"四

卷本为后出)也表现出了上述直录*节抄*白话翻述
等处理书史文传材料的方式' 学者们普遍认为书
中各节历史故事皆有所本之野史杂传"属于经历
南宋覆亡者对当时各种野史杂传笔记材料的辑录

汇编"汪仲贤曾明确指出它所抄录的书籍有%续
宋编年资治通鉴& %九朝编年备要& %钱塘遗事&
%南烬纪闻& %窃愤录& %皇朝大事纪讲义&等"以
及其转录书史文传材料的四种方法+ 直录法*节
录法*夹录法*译录法(汪仲贤 X20)"所以严敦
易认为它是元人杂采宋事而编纂的通俗笔记作

品'+,1
当然"%宣和遗事&并非只是旧籍的#杂凑$

和#钞撮$"而是在杂采野史杂传的基础上"作了
通俗化的处理与义理化的阐发"前者表现在语言
表述上"后者表现在全书的评判框架上"最明显的
表现是其前后两集的结尾皆剪辑了吕中%皇朝大
事记讲义&的原文以作结(张其凡*白晓霞整理本
YXX*WYU2YY)222前集末尾部分有#后来吕省元
做%宣和讲篇&"说的宣和过失"最是得当"今附载
于此$ (%宋元平& YYW)领起的一段七百字的段
落"后集末尾则剪裁了此书的一段百余字内容"指
出君王荒政之失给国家与社会造成的灾难"这与
%宣和遗事&开篇列述的历代君王荒淫误国所体
现的主旨相照应' 而且"这些或明或暗的评议文
字的引用"表明编写者确实受到了吕中%皇朝大
事记讲义&(%宣和讲篇&是其中一部分)观念的影响

而形成了他编写#宣和遗事$的主旨'
由此看来"伎艺格式能够落实于这些所谓的

#讲史话本$"而成为一种书面文本的体制性因素
和标志性特征"这是附属于当时史著编写方式的
总体发展脉络的"属于书面编写领域发生的事"而
非伎艺表演领域需要或发生的事' 立足于书面编
写领域"这些#讲史话本$就是一种有着伎艺格式
的通俗历史读物"+,2

它并不是为了服务于伎艺需

求而要呈现伎艺格式和白话语体的"而是基于书
面编写的需要而借用或模拟了伎艺的格式和内

容' 这应是现知宋元#讲史话本$的最基本的文
本属性"因而其文本才会体现出对来自书面领域*
伎艺领域的历史故事和表述体例的组合形态' 这
就表明"单纯依靠讲史伎艺繁盛这个因素"是难以
催生出民众对伎艺讲史内容的书面阅读需求的"
我们需要立足于书面编写领域的需求来看待这些

所谓的#讲史话本$及其出现问题'
既然讲史话本首先是一种通俗历史读物"那

么"我们放眼宋元时期整个的书面编写领域"就会
发现有一条经筵讲史引领的历史知识普及化*通
俗化发展脉线"尤其在历史著述方面"出现了许多
通俗平易的历史读物"著名者如宋代有司马光
%稽古录&*王令 %十七史蒙求&*胡寅 %叙古千
文&*黄继善%史学提要&"元代有吴澄 %经筵讲
义&*郑镇孙%直说通略&*钱天祐%述古颂&等等"
它们在内容编排*表述方式上皆有着通俗平易化
的表现和努力"都是经筵讲史引领的历史知识普
及风气中出现的历史读物' 在这种情况下"有了
经筵讲史引领的历史知识普及风气"有了伎艺讲
史的繁盛和通俗历史读物的示范"书面编写领域
能否就可以激发出#讲史话本$这种文本呢-

其实"讲史话本的出现"肯定是因应了宋代经
筵讲史引领的历史知识普及风气中的通俗历史读

物编写"比如前文已指出那些#讲史话本$的编撰
方式有据史书原文的抄录*节要和白话翻述"这些
也都是宋元历史著述常用的编写方式"而并非
#讲史话本$处理材料*叙述故事的独立创制' 但
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即像讲史话本那样叙述话
语*人物话语皆使用白话表述的情况"却是宋代历
史著述甚至整个书面著述所不具备的"两相比较"
就提示我们书面白话著述的观念和能力"对于伎艺
格式和讲唱内容能够落实于书面文本的重要意义'

宋代书面著述已经出现了不少的白话表述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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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但其属性都是人物话语"缘于对口讲内容的记
录"而非原生性的撰写"这种情况有禅宗大师和理
学大师的白话语录*历史人物的语言记录*宋朝官
员出使辽金的行程录*官府案件的供词记录等等'
它们在书面文本中的出现"所遵循的乃是史家的
实录求真观念"而非书面编写意义上的语言表述
观念' 所以"即使人物话语普遍使用口语白话"即
使人物话语的白话表述内容再多"仍是被镶嵌在
一个文言叙述的框架中"比如当时那些禅宗大师*
理学大师们的白话语录"道原%景德传灯录&*张
伯行%朱子语类辑略&*王守仁%传习录&等"皆有
一个#某某曰$ #某某云$领起的文言叙述框架'
在此"编写者仍是遵循着书面领域的文言表述规
范"而不是把口语白话作为自己进行原生性书面
编写的一种表述方式'

据此而言"宋代史著*笔记*白话语录中出现
的那些数量不一的人物话语属性的白话表述内

容"是在文言叙述框架内的白话使用"是以文言创
作的立场或态度来使用白话"而不是以白话创作
的立场来使用白话'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这些书
面著述中出现了白话内容"也没有超越那个时代
对于书面语言的使用水平"也不是因为白话著述
的地位有了提高"这是当时书面编写领域共同的
观念和能力' 基于此"在文言编写的体系中"伎艺
表述方式不可能落实于书面文本的编写内容中"
更不可能成为书面编写领域的表述体例'

但在元代"书面白话编写的观念*环境*实践
出现了变革' 首先是白话在书面领域的地位有了
很大的提升"并非如张中行所说的那样品格低贱"
为下层人所用'+,3

比如白话出现在朝廷的公文中

(如圣旨*%元典章&%通制条格&)*官修的正史中
(如脱脱等撰%宋史&)' 与此相应"元代处于社会
顶层的蒙古权贵(皇帝和皇子*国子学蒙古生)主
动地阅览白话著述"而受文言典籍严格训练*长期
熏陶的汉地文人也自觉地使用白话来著述"如当
时理学大儒有#南吴北许$之称的国子祭酒许衡*
经筵讲读官吴澄都自觉地使用白话著述,当时文
人如贯云石*郑镇孙明确表示了对许衡的白话著
述的赞赏并有仿作(徐大军 Y$V2#Y)' 这些现
象提示我们"元代之于白话著述的环境有了很大
的改变"因为元代独特的社会状况确实改变了白
话地位低下的观念"也改变了书面白话使用的环
境"这为文人涉足白话文本的编写营造一个非常

好的氛围' 尤其是蒙古权贵这个特殊群体对于白
话著述的阅览需求"引导了下层社会对于白话著
述的需求"也激发了社会上更普遍人群对于白话
文本编写*阅览的参与"比如上文所述许衡*吴澄
这样的硕学大儒都涉足白话著述"就是一个很好
的表率"这对于更多文人参与白话文本的编创"具
有积极的激励*推动和示范作用"从而涌现出了立
足于蒙古权贵*普通民众易晓易解的阅读需求而
自觉编写的白话文本' 其中有叙事的白话历史作
品"也有非叙事的白话经籍作品,有面向蒙古皇帝
的经筵讲义"有面向蒙古贵族的白话读物"也有面
向普通民众的经史著作"比如%孝经直说& %直说
通略&' 这类白话作品所标称的#直说$"就是语
言层面的表述方式"指向于著作内容*表述方式上
的通俗平易风格'

这种白话编写立场上的文人著述"在书面编
写领域中引起了两个方面的影响和促进'

其一"在观念上"冲击了文言编写的体例*规
范"为更广范围的白话编写争得了空间' 从这个
意义上讲"许衡*吴澄等上层文人编写的白话作品
对#讲史话本$模拟伎艺表述方式的编写有着示
范和推动作用'

其二"在方法上"白话编写立场的著述"必然
会促使书面领域在文言编写的规范之外寻求新的

表述方式' 文人们进行这些白话作品的编写"必
然会面临着材料内容*呈现方式的选择问题"比如
郑镇孙*贯云石都明确指出在编写时是因为受到
许衡取世俗之言以解说%大学&的启发"才有心仿
效其#直说$方式以成白话著述"+,4

不但人物语言

使用白话"就连叙述语言也使用白话"这是宋代那
些白话语录所不具备的'

这种书面编写领域的白话著述*白话叙事"并
非起于讲史伎艺的影响"而是因元代白话观念的
变化而引起的书面编写领域的变革222社会的上
层*下层都有了白话阅览的需求"有了文人的躬亲
参与"因而这些白话作品所代表的书面编写实践"
关联了当时社会上存在的白话阅读需求"并为当
时的下层社会营造了一个编写白话叙事作品的氛

围' 正是在这种白话阅读*编写的需求环境中"那
些面向下层的更为普及的书面白话编写"必然要
面临着选择*借鉴*学习何种呈现方式的问题"也
必然要寻求一些有力有效的通俗表述方式' 而在
当时"白话叙述故事的能力*经验有两个来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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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书面领域里文人据史书的白话翻述文本"二是
伎艺领域里艺人的叙事性讲唱伎艺' 前者是书面
形态"后者是口演形态"这些都是书面编写领域通
俗叙事*白话叙事可资借鉴的实践经验' %五代
史平话&%宣和遗事&%全相平话五种&的编写就体
现了这种借鉴伎艺领域口演体制因素的踪迹' 只
是由于处于草创阶段"这种来自于伎艺领域的口
演表述体制并未能与文言体系的书面表述体制调

适*融合得恰当"从而出现了伎艺体制与文言段落
的混合形态"在作品整体叙述风格上存在着不协
调*不融合的剥离感"这也正体现了伎艺体制因素
处于文本化早期的过渡形态'

由上理析可见"#讲史话本$的出现"是在承
续宋代以来历史知识普及化*通俗化发展脉线的
基础上"又激励于元代书面编写领域出现的白话
著述观念与能力的变革"由此而在书面白话著述
的体系中"伎艺讲史白话表述的内容和格式落实
于书面文本"才有了可以参照的方式示范和思想
激励' 于是"伎艺领域的历史故事和表述方式才
得以出现在当时的通俗历史读物中"而书面领域
才有了模拟说话伎艺演述故事方式的观念和能

力"并渐而形成了一种书面编写的表述体例"形成
了不同于文言叙述体例的新型通俗历史读物'

结<语

综上所述"宋元#讲史平话$出现的过程"并
不是蜷缩于说话伎艺2讲史话本的关系框架中"
而是呼应于经筵讲史2伎艺讲史的关系框架所蕴
含的历史知识普及化风气与历史著述通俗平易化

实践' 正是承续于宋代经筵讲史引领的历史知识
普及化*通俗化发展脉线"在通俗历史著述繁盛风
气的促动下"在书面白话著述的观念和能力的支
撑下"讲史伎艺的格式和内容落实于书面文本才
有了可以参照的方式示范和思想激励"从而出现
了书录或模拟讲史伎艺体制因素和故事内容的通

俗历史读物'
在这个过程中"讲史伎艺能在宋代出现并以

#讲史书$赋名"并非从唐代历史题材类俗讲变文
自然演变而来"而是出自宋代经筵制度引领*激励
的讲史活动在市井社会通俗化*娱乐化的结果,讲
史伎艺的表述方式(包括程式格套)出现在后世
所谓的#讲史话本$中"并非基于讲史伎艺繁盛和

讲史艺人需求的激发所推动的结果"而是出自书
面编写领域主导的讲史伎艺文本化的结果' 所谓
#主导$"是指书面编写领域中历史知识普及风气
的引领以及白话著述观念变革的推动"激励了历
史著述通俗平易化实践的一步步深入"从叙事内
容上的简明清晰到表述方式上的通俗平易"从而
出现了对于讲史伎艺内容*格式的文本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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