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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涉海小说艺术探微

蔡亚平

摘　 要：海洋文化对晚清小说创作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出现多篇涉海题材小说作品。晚清文人自撰涉海
小说至少有 ８１ 篇（部），从小说艺术层面进行考察可知，与传统涉海小说相比，这些作品在继承的同时呈现出明显的突破
与创新，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体现海洋文化和时代心理的时空设置、海岛（异域）奇遇式情节模式的晚清书写、由想象和

虚幻到注重写实的叙事笔法。探讨晚清涉海小说的艺术表现，有助于我们从特定视角认识、理解和研究晚清小说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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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４０ 年鸦片战争爆发以来，列强用坚船利炮
打开中国国门，通过海洋入侵中国，给国人带来巨

大的民族危机和生存危机。晚清有识之士对此表

现出复杂而矛盾的心理，既自豪于中华民族悠久

的历史文化，同时，又对受到西方列强和日本的欺

凌感到屈辱，对政府腐败和国民蒙昧深觉不安，希

望求新求变，思考救国之策。他们认识到，作为大

众普遍喜爱的文学形式，小说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１９０２ 年 １１ 月，梁启超在《新小说》杂志发表《论小
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倡导“小说界革命”，强调

小说的革新及其对社会改良和民众进步的积极意

义（８６４，８６８）。这一看法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
响，也引发新式小说创作、翻译的高潮。吴沃尧在

《月月小说·序》中形容：“吾感夫饮冰子《小说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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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治之关系》之说出，提倡改良小说，不数年而吾

国之新著新译之小说，几于汗万牛充万栋，犹复日

出不已而未有穷期也。”（２—３）可见晚清小说数
量之多、传播速度之快、影响之大。与传统小说相

比，晚清小说在题材、艺术、传播方式、社会地位和

影响等方面均发生了显著变化。

近年来，有关晚清小说的研究著述日益增多，

但整体而言，仍有不少有待拓展之处。陈大康在

《中国近代小说史论》之《导言：近代小说的历史

使命》中指出，目前已知近代小说数量多达 ５０００
余种，但以往研究主要集中于四大谴责小说和

《海上花列传》等少数几部作品，大量小说无人问

津，“近代小说的研究有待加强”（陈大康 １）。晚
清众多的小说类型、流派、小说作家、小说杂志、小

说传播现象等都值得我们予以足够的重视，需要

开展专门研究。

晚清涉海小说是这一时期小说的重要组成部

分，体现出海洋文化对小说创作的直接影响。
①
笔

者通过爬梳、整理得知，晚清文人自撰涉海小说至

少有 ８１ 篇（部），②具体篇目如下：
佚名撰《绣球缘》二十九回；方浚师撰《蕉轩

随录》卷四《瓦氏兵》；朱翊清撰《埋忧集》卷二

《海鳅》、卷三《龟王》、卷六《海大鱼》、卷十《乍蒲

之变》、《夷船》；王韬撰《遁窟谰言》卷四《翠鸵

岛》、卷十一《海岛》、卷十二《岛俗》；宣鼎撰《夜

雨秋灯录》卷四《北极毗耶岛》、卷七《树孔中小

人》、三集卷一《小王子》；邹弢撰《浇愁集·集美

山》；王韬撰《淞隐漫录》卷一《仙人岛》《徐麟

士》、卷三《闵玉叔》、卷四《海外美人》、卷五《葛

天民》、卷七《媚梨小传》、卷八《海底奇境》《海外

壮游》、卷十一《东瀛才女》、卷十二《消夏湾》；王

韬撰《淞滨琐话》卷五《乐国纪游》、卷七《粉城公

主》、卷十《因循岛》；魏秀仁撰《花月痕》十六卷五

十二回；高太痴撰《梦平倭奴记》；佚名撰《台战演

义》初集、续集共十二卷；藜床旧主撰《刘大将军

平倭百战百胜图说》三十二篇；古盐官伴佳逸史

撰《台湾巾帼英雄传初集》十二回；八咏楼主述

《蜃楼外史》三十回；洪兴全撰《说倭传》三十三

回；佚名撰《林文忠公中西战记》十五回；宣樊子

撰《檀香山华人受虐记》；沈惟贤辑著《万国演义》

六十卷；金天羽、曾朴撰《孽海花》二十回；李伯元

撰《文明小史》六十回；旅生撰《痴人说梦记》三十

回；李伯元撰《官场现形记》六十回；吴沃尧撰《二

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一零八回；卓呆（徐筑岩）撰

《分割后之吾人》五回；郑贯公编《时谐新集·水

族世界》；佚名撰《苦社会》四十八回；吴沃尧撰

《新石头记》四十回；黄小配撰《廿载繁华梦》四十

回；陈天华撰《狮子吼》；何迥撰《支那哥伦波》（原

名《狮子血》）十回；杞忧子撰《苦学生》十回；胡庵

撰《日本海之幽舟》；崖西六郎撰《崖门余痛》；署

李伯元编《冰山雪海》十二回；陈墨峰撰《海外扶

余》四卷十六回；钜鹿六郎撰《海外萍因》；陈墨涛

撰《海上魂》四卷十六回；轩辕之胄撰《海镜光》；

文屏撰《信义商家朱紫弃传》；陈啸庐撰《中外三

百年之大舞台》十编八十二回（现存八回）；沈伯

新编述，杨墨林校阅《探险小说》十回；题“小隐主

人著，古盐补留生编辑”《海外奇缘》十八回；萧然

郁生撰《新镜花缘》；碧荷馆主人撰《黄金世界》二

十回；轩胄撰《侠报》；吴沃尧撰《劫余灰》十六回；

尗夏撰《女学生》十章；伯耀撰《侠女奇男》；伯撰

《片帆影》；碧荷馆主人撰《新纪元》二十回；佚名

撰《毒洲探险记》五回（未完）；黄小配撰《宦海

潮》二卷三十二回；佚名撰《侨恨》；留心观潮客撰

《水晶宫》（原名《茫茫大海》）；范腾霄撰《航海奇

谭》（未完）；史公撰《海怪幽船》；陆士谔撰《新中

国》十二回；刘撰《海底奇谈》；百钢少年撰《浮海

奇谈》；彭鹤龄撰《三保太监下西洋》十回；佚名撰

《华侨泪》；佚名撰《粤中之海盗》。

海洋文化对晚清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种影响不仅体现于涉海小说、翻译小说数量的

大幅增加，小说题材和类型更加丰富等方面，尤为

重要的是，晚清文人对海洋文化精神有着更为深

刻的认识与理解。梁启超在《地理与文明之关

系》中指出：

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者也。

陆居者以怀土之故，而种种之系累生焉。

试一观海，忽觉超然万累之表，而行为思

想，皆得无限自由。彼航海者，其所求固

在利也，然求之之始，却不可不先置利害

之度外，以性命财产为孤注，冒万险而一

掷之。故久于海上者，能使其精神日以

勇猛，日以高尚。故古来濒海之民，所以

比于陆居者活气较胜，进取较锐，虽同一

种族而能忽成独立之国民也。（９６６）

·１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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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能激发濒海居民的进取雄心、自由思想、冒险

精神以及活力与勇气，这是“陆居者”难以体会

的。海洋文化精神所包含的宏阔宽容、顽强拼搏、

团结协作等因素，在晚清涉海小说中有着充分体

现，从而使其在题材、艺术、精神内涵等方面与传

统小说创作相较，在继承的基础上实现了超越、创

新与突破。

海洋文化在晚清时期大规模地融入小说作品

之中，给晚清小说艺术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这

些小说与中国传统小说创作差异何在？目前，学

界对此论题的探究尚属零玑散珠，涉及文本亦较

为有限。
③
有鉴于此，本文在文献统计的基础上，

从体现海洋文化和时代心理的时空设置、海岛

（异域）奇遇式情节模式的晚清书写、由想象和虚

幻到注重写实的叙事笔法等三个方面，对晚清涉

海小说艺术进行探讨。

一、体现海洋文化和时代心理的时空设置

海洋与国家、民族命运息息相关。晚清涉海

小说在时空设置上，常借助与海洋密切相关的历

史事件以古喻今，在对史实的描述中融入现实内

涵。这类小说主要集中于三大历史事件：一是蒙

古军队崖山灭宋，二是郑和下西洋，三是郑成功收

复台湾。晚清小说家借助这些与海洋相关的事件

表达其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在叙事过程中，不

同小说的故事时间各有差异，话语时间则均为晚

清。围绕历史事件撰写的涉海小说故事空间亦不

尽相同，但有其共同点，即都与“海洋”相关。小

说借助在海洋空间发生的历史事件来映射晚清社

会现实，体现出鲜明的海洋文化色彩。

其一，小说家继承并发扬中国古代小说的写

实精神，借助蒙古军队于崖山灭南宋之事，通过小

说创作针砭时弊，寄予个人的家国情怀。

在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中，现实批判精神十分

普遍，如清代传奇《桃花扇》即以侯方域、李香君

的悲欢离合为主线，传达明遗民的亡国之痛，“借

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孔尚任 １）。晚清涉海
小说在情节设置上，也往往将历史史实与现实社

会相结合。据笔者统计，与蒙古军队崖山灭宋题

材相关的晚清涉海小说至少有三种，即：崖西六郎

撰《崖门余痛》，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 年）香港《珠
江镜》连载；陈墨涛撰《海上魂》四卷十六回，约作

于 １９０６ 年，仅存抄本；轩辕之胄撰《海镜光》，光
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 年）广州《振华五日大事记》第
８ 至 １３ 期、第 １５ 期、第 １７ 期、第 １８ 期连载。

《崖门余痛》主人公是生活于晚清的南宋末

水军后裔赵玉，“当时宋水军既灭，间有逃生者，

冀复大仇，浮舟为家，取鱼为业，即今之蛋家是

也”（崖西六郎 ２６１）。小说写道，赵玉和家人、同
乡以蒙古崖门灭宋事相互警示、激励，高举复国

旗帜：

一日，（赵）安悉集乡人于宋祖祠

中，乃请陈（生）登台演说，求讲宋亡以

后之事。陈逐一备述，纤悉无遗。乡人

闻之，无不感泣，均愿弃此乐土，以复国

仇。陈曰：“吾请先返崖门，练就水军，

及飞拟天下，俟四处响应，俟有机可乘，

然后请诸君出而助力，可乎？”众赞成，

因共出所藏约数百金，助为军需。陈与

女即日辞行而归，传知乡人。女亦传知

榜人，共约于七月五日，齐集于锁江石山

上。陈乃捧镜之于锁江石上，指昔日陈

白沙所题之字，备陈亡国之苦，及今欲复

仇之意，慷慨泣下，悲不成声。（赵）玉

继之而谈，听者数百人，皆愿效力。陈乃

即日祭旗举事，拟檄布告同胞。（崖西

六郎 ２６６—２６７）

崖门即厓山，亦称厓门山，地处广东新会县南

大海，形势险要，南宋末张世杰曾奉帝赵昺扼守于

此。兵败后，陆秀夫身负幼帝蹈海而死，从此宋朝

灭亡。《崖门余痛》将宋水军后裔赵玉与书生陈

生的恋情置于晚清民族危难、国家危亡的空间下

进行渲染，将厓山灭宋这一历史事件和晚清社会

现实有机地融合，南宋皇室的慨然赴死与清廷的

懦弱退让形成鲜明对比。男女主角以南宋灭国之

恨勉励自身，心怀复国之志，二人情感的发生与发

展过程与此密切相关，有力地传达出作者的民族

意识。《海镜光》模拟《崖门余痛》的痕迹较为明

显，其描写地点（崖门）、主要人物（赵玉）、彰显的

精神品格等都与后者相似。小说将“文天祥之

裔”文生祥与赵玉的故事同样放于晚清民族矛盾

的大背景下，昭示厓山海战所代表的民族精神后

继有人，具有特殊的政治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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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涉海小说中，有些作品虽未以南宋灭亡

为主要情节，但也涉及此事。如小说《闵玉叔》叙

闵玉叔航海时至一岛，遇到南宋末年之人（王韬，

《淞隐漫录》１１４）；《消夏湾》写道，南昌人嵇仲仙
海中遭遇风暴漂至一岛，见西山隐士向其言及

“崖山之役”（王韬，《淞隐漫录》５６８）。这些小说
对南宋末年和崖州之难的提及，均反映了作者的

民族情怀。

其二，小说作家通过书写郑和下西洋这一事

件，怀念明帝国之威，宣扬中华民族之强盛，感叹

晚清时势。

晚清彭鹤龄所撰小说《三保太监下西洋》，由

广州谢恩里觉群小说社于 １９１０ 年发行。该书不
同于明代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充满

神魔色彩，而是着重向读者演说历史上这一重要

航海事件，强调“郑和记忆”，怀古讽今，传达出强

烈的时代心理和民族心理。小说第六回《溜山俨

蓬莱弱水　 勃（渤）泥是世外仙乡》结尾云：“郑和
复极道中朝威德，（渤泥国）王额手敬听。”（彭鹤

龄 ２５）第七回《泥金封榜葛 　 天兵讨锡兰》结尾
云：“先是，锡兰王亚烈若奈儿，锁里人也，恃其强

悍，绝我使途［……］全国见了告示，知天朝讨罪，

甘心服从。众大臣乃举耶巴乃那承统。郑和以大

明皇帝命，册为锡兰国王，于是全国畏而爱之

矣。”（彭鹤龄 ２８—２９）第十回《十万罗汉留灵骨
　 三保太监还帝京》云：

（郑和）曰：“［……］各国对于中朝，

多慑服威灵，遣使相随入贡，现已在会同

馆候命也。惟苏门答剌篡逆无道，锡兰

绝我使命，奴婢已仗天威致讨，缚来献捷

矣。”［……］是月望日，永乐亲御奉天

门，接见各国使臣，并受俘献，爵有差；诏

赦锡兰王回国自后不得干预政事，其苏

门答剌反王，戮之东市，以正反逆之罪，

于是各国公使皆畏而服之矣。（彭鹤龄

４２—４３）

这些内容极力渲染明朝的大国风范及其对他国的

威慑力，“诚足为我国生色”（彭鹤龄 １）。可见，
在小说的故事时空设置上，作者将明永乐年间与

晚清时空相映照，借郑和下西洋这一航海盛事，传

递了期待国家强盛，不再被列强侵略的时代心理。

其三，小说家借助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

复台湾的英勇事迹，宣扬民族精神，表达振兴国家

的愿望与决心。

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 年），小说《海外扶余》
的作者陈墨峰在卷首自序中呼吁：

同胞，同胞！其亦知十七世纪之上

半，东亚大陆之上有顶天立地之英雄，于

吾祖国上演龙争虎跳之活剧，为吾同胞

出一代表人物、留一伟壮纪念之郑成功

其人者乎？呜呼！成功而今何在？吾于

百世下想其仰天长号、拔剑斫地、挥戈返

日、投鞭绝流之气概，是诚最善于爱身爱

家者矣。夫以言身家，则成功之身家降

矣杀矣。然吾身既在，则吾亦国家之一

小分子也；既有一分子在，安可弃其责

任？以爱身家性命之精神，发为国家种

族之思想，是诚无愧于爱身家性命者矣。

吾思之，吾欲效之，吾愿吾同胞皆效之，

以强我种族，以兴我祖国，以达我将来所

希望之目的。（陈墨峰 １—２）

晚清文人意识到，小说通俗易懂，易为读者接

受，具有催人自省、进而厘革世风的作用。其传达

的精神可影响于广大读者，乃至在整个社会范围

内改变因循积习，提振爱国士气。梁启超的《论

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可谓这种“新小说”观念的总

括，它强调小说对读者“熏”“浸”“刺”“提”的显

著影响力，将新小说描述为改良群治、创造新民的

起点（８６５—８６６）。显然，《海外扶余》的作者感于
晚清中国遭受列强欺凌蹂躏的现实，怀抱“强种”

愿望创作小说。在序言中，作者将郑成功收复台

湾的历史时刻和处于民族危亡之际的晚清时空相

结合，希望出现如“顶天立地之英雄”郑成功这样

的新人物，以拯救百姓于苦难之中。这反映了晚

清特有的民族矛盾与社会心理。同时，作者也呼

吁民众树立以兴国为己任的决心，表现出忧国忧

民思想和社会责任感。

二、海岛（异域）奇遇式情节模式的晚清书写

所谓“海岛（异域）奇遇式情节模式”包含“出

海———遭遇 风 暴———海 上 漂 流 （风 吹 至 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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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海岛（异域）奇遇”等因素，在中国古代涉

海小说创作中，这种情节模式并不罕见。小说中

的“奇遇”有时是遇仙，但更多是遭遇奇异经历，

诸如历险、得宝等。早在《山海经》《神异经》《海

内十洲记》《博物志》等作品中即有关于海外世界

的描述，但由于时人缺乏真正的出海体验，这些描

述往往出于虚构与想象，多为仙乡想象或怪诞异

域类主题。直到唐代，随着造船与航海技术的不

断发展，人们对海洋有了实践式体验，涉及海外世

界的小说中才普遍有了出海航行的真实人物，诸

如海商、渔民、海防官兵或过海封王的使臣等。海

岛（异域）奇遇式情节模式也应成型于这一时期，

《酉阳杂俎·长须国》《纪闻·海中长人》《北梦琐

言·张建章泛海遇仙》等小说，均使用了海岛（异

域）奇遇式叙事情节。唐代以后的涉海小说创作

中，这一情节模式被反复书写，出现了不少相关

作品。

随着晚清中国与海外诸国在政治、经济、贸

易、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日益增多，人类的海洋活动

更为频繁，无论是国人自撰小说，还是外国作家创

作、由晚清文人翻译引进的小说，都有相当数量作

品采用海岛（异域）奇遇式情节模式。《夜雨秋灯

录》中的《北极毗耶岛》《树孔中小人》《小王子》

诸篇，《遁窟谰言·翠鸵岛》，《淞隐漫录》中的《仙

人岛》《闵玉叔》《海外美人》《葛天民》，《淞滨琐

话·因循岛》，以及《片帆影》《痴人说梦记》《新

石头记》《海外萍因》等众多小说均如此，可见晚

清涉海小说作家钟爱这种情节模式。其中尤以王

韬的此类小说创作数量最多，例如《翠鸵岛》叙吴

门钟生出海，因遇飓风，漂至海岛，“舟成，遂挈伴

侣十余人，治装登程，任舟所之。一日，行至好望

角，飓风大作，阅数昼夜，飘至一山，山左宫殿高耸

云霄，颇似王者居”（王韬，《遁窟谰言》８２—８３），
即为典型的海岛（异域）奇遇类情节。晚清翻译

小说中，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 年），英国马斯他孟
立特原著、徐念慈翻译、海虞图书馆出版的《海外

天》，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 年），英国哈葛德著，林
纾、魏易翻译，商务印书馆印行的《玉雪留痕》等，

都包含这一情节模式。海岛（异域）奇遇式情节

的频繁出现，一方面表明晚清小说对传统海洋叙

事的继承，另一方面与晚清时期海洋活动的大幅

增加也有着直接关联。

与传统涉海小说相比，海岛（异域）奇遇式情

节在晚清小说书写中有着显著变化，体现出鲜明

的异域特色和时代精神。如果说传统小说对这一

情节的运用主要是述奇状异，满足读者的好奇阅

读心理，相较而言，晚清涉海小说对此类故事的摹

写则在一定程度上寄托了文人的社会梦想和希

望。例如《小王子》中，生活于异域的小王子行善

报恩的行为就体现出晚清时人期盼传统伦理道德

回归的心理。更多的涉海小说书写海岛（异域）

奇遇，则是晚清文人将“海岛”或域外意象作为个

人婚恋或政治理想寄托之所在，带有不容忽视的

时代印记。

其一，体现个人婚恋理想。王韬在其《淞隐

漫录·海外美人》中写道，陆梅舫丧妻后，“影只

形单，凄然就道。长年林四，妻之远族兄也，谓生

曰：‘闻西方多美人，俗传有女子国，距此当不远，

盍于海外觅佳丽，且减愁思，当有妙遇。’测定罗

针，径向西行，月余进地中海口，地名墨面拿，意大

利国之属土，即史书所称为大秦者也”（１９５）。后
来，陆梅舫在墨面拿遇到一名同乡，同乡赠予他两

名海外美人（１９７）。王韬创作的涉海小说中多处
出现类似情节，在《淞隐漫录·媚梨小传》中，英

国美女媚梨主动嫁于华人丰玉田，丰不仅获得西

方美女媚梨的芳心，且媚梨身携五万金，十分富有

（３０７）。《淞隐漫录·海底奇境》中，聂瑞图赢得
瑞国美女兰娜的芳心，兰娜还送给他龙宫辟水珠、

兜率宫定风珠等珍贵珠宝（３５３—３５４）。
除王韬外，其他晚清小说作家也借助海岛

（异域）奇遇的情节模式表达婚恋理想。钜鹿六

郎的《海外萍因》讲述，凤城陈生赴南洋，“英商某

素往来店中，喜生温婉，辄与谈，稍稔，泥生过所

居。商无子，有少女名加芝顿，绮龄玉貌，西方美

人，丰韵弥胜。睨生若甚属意，流波送睐，谈笑欣

合。无何商卒，女与生过从益密，微露自荐意。坐

对丽质，人孰无情？此中不可究竟矣。女艳名夙

著，视线咸集，羡且妒者，大不乏人”（１８）。
这些小说对西方女性形象的塑造是对中国传

统小说题材、艺术的突破与创新。小说中的西方

女子主动追求中国男性，出现中西合璧的婚恋情

节。梁启超在其《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中指出：“生理学之公例，凡两异性相合者，故所

得结果必加良，此例殆推诸各种事物而皆同者也

［……］二十世纪则两文明［按：指中华文明与欧

美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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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

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５８０）上述小
说中出现的中国男子与西方女子结合的情节，至

少体现了两方面内涵：一是与《聊斋志异》中书生

常遇美貌狐女相类，纯粹为晚清文人的白日梦，只

不过国人同海外异质文化接触后，梦中女主角不

再是狐鬼女子，而转为西方美女；二是依照梁启超

所强调的“公理公例”，融中西两方文化之精华，

必将得到更加优秀的“文化硕果”，这种思想折射

到晚清涉海小说中，展现出一种独特的婚恋理想。

其二，寄托政治理想。《痴人说梦记》等晚清

涉海小说更多反映出小说作家的政治理想。小说

主角贾希仙历经艰难，在出海航行时觅到仙人岛

并被任命为顾问官，与众人一起拓荒，开办学校，

施行教育、政治和科技等改造方案。故事所描绘

的这种乌托邦场景在当时无疑具有创新意义。小

说《黄金世界》更为直观地体现出这一点，作者虚

构了一座海外孤岛———“螺岛”，在美国饱受虐待

与欺凌的华商移居于此，岛屿成为安居乐业的世

外桃源。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衰败颓落、人人自危

的晚清社会景象。小说描绘出作者梦想中的海外

岛国，表达了作者希望国家能够繁荣、富强的理想

与心愿，这种美好理想无法在晚清这个即将崩塌

的社会中得以实现，唯有将其寄托于缥缈遥远的

海洋。显然，海岛（异域）奇遇式情节在此类小说

中的运用，增强了小说的传奇性，同时也充分体现

出冒险、奋争、不屈、探索等海洋文化精神。

三、由想象、虚幻到注重写实的叙事笔法

海洋文化影响下的中国古代小说体现出虚

构、奇幻的色彩，这种特征在《山海经》等上古典

籍中已经确立。《山海经》中的海外异域充满虚

构与想象，生活于其中的居民体貌与风俗均大异

于中华。汉魏六朝时的文学作品中也多见此类内

容，《神异经·西荒经》云：“西海之外有鹄国焉，

男女皆长七寸。为人自然有礼，好经纶拜跪。其

人皆寿三百岁。其行如飞，日行千里。百物不敢

犯之，唯畏海鹄，过辄吞之，亦寿三百岁。此人在

鹄腹中不死，而鹄一举千里。”（东方朔 ９６）《博物
志》云：“夷海内西北有轩辕国，在穷山之际，其不

寿者八百岁。”（张华 １２）诸如此类，想象力丰富
而内容奇特、荒诞。

唐代以来，伴随中外交流的日益频繁，人们对

海外世界的了解不再仅凭想象，而是逐渐客观、具

体而深入。因此，涉及海外题材的小说在继承前

代作品奇异风格的基础上，也愈有生活气息。小

说家往往注重塑造深入海外异域亲身体验、与异

域居民进行接触和互动的人物形象，而非以往叙

事时惯用的纯粹观望性视角，故事情节也由此更

为丰满。

相较之前的小说，晚清涉海小说中依然有不

少作品带有想象与虚构成分。例如，短篇小说

《海岛》即是对传统海洋叙事的继承，小说讲述香

港徐氏子与岛上猿猴相处“宛如夫妇”（王韬，《遁

窟谰言》２５２），体现出典型的奇异叙事基调。
与此同时，晚清涉海小说采用虚实相间的笔

法展现海洋文化精神，由奇异叙事转入更多的现

实书写。一些作品记载人类在浩瀚海洋中的各种

活动，具有鲜明的海洋特色。这种创作特征在临

近晚清的小说中已有出现，例如大约生活于道光

时的慵讷居士创作的《咫闻录·海鳅鱼》详述渔

民捕杀海鳅的场景。海鳅即露脊鲸，体型非常庞

大，晚清之前关于捕杀海鳅的描述，多是在其搁浅

时，沿海居民爬上其背割肉。就笔者目力所及，除

了《海鳅鱼》，渔民主动入海捕杀大型海洋生物的

小说仅有明代《五杂俎·鲨鱼》一篇，此外，清初

小说《水浒后传》第十一回描写了李俊于斗山门

临岸之处与众军士远程射杀“小鲸”，而捕杀更大

海洋生物海鳅的描述在之前小说中未再见到。

《海鳅鱼》对渔民捕杀海鳅的场面刻画得十分生

动，充分表达了人类在海洋活动中所展现出的勇

敢、智慧和协作，这正是海洋文化精神的集中体

现。《海鳅鱼》与晚清小说《片帆影》以及经翻译

引入国内的《航海少年》《荒岛孤童记》等小说一

样，共同展示出全人类相通的深入海洋、与海洋搏

击的可贵精神。

整体而言，晚清涉海小说的叙事笔法由传统

涉海小说的重视想象、虚幻过渡为注重写实，主要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叙事内容和地点来看，与传统海洋叙

事多杂糅神怪（如《西游记》《西洋记》等）相比，

晚清涉海小说包含更多写实成分。以晚清提倡向

西方“借法以自强”的王韬的小说创作为例，光绪

十年（１８８４ 年）６ 月 ２７ 日，《点石斋画报》开始连
载王韬所撰《淞隐漫录》，其《海外美人》《海底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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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海外壮游》等小说的故事空间分别处于日本

海、“欧洲十数国”、英国属地、苏格兰等地，故事

空间不仅落到了实处，而且不断向整个世界范围

扩大。这与王韬很早接触西学并出国漫游的经历

密切相关。王韬曾搭乘普鲁士轮船途经新加坡、

开罗、法国到达英国和苏格兰，在欧洲游历期间，

西方文明令其大开眼界、感叹万分，《漫游随录》

卷二“道经法境”记载了他在法国的经历（８２）。
他还曾出游日本百余天，考察了日本在明治维新

后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变化。其《扶桑游记》记

载：“光绪五年闰三月初七日　 自吴门归，摒挡行
李作东瀛之游。”（６）去往欧洲和日本的游历，使
王韬对海洋、航海和海外风土人情等都有着切身

体会。因而，与传统海洋叙事在涉及海外异域时

多想象之笔不同，在王韬等一些晚清小说作者所

撰写的同类题材作品中，海洋故事空间往往落到

实处。

其次，对于涉海小说中倭寇的描写，清代前中

期的小说多用虚构、想象等叙事笔法，例如，清初

小说《水浒后传》第三十五、三十六回写道，残暴

好战的倭人常劫掠海上客商，公孙胜设坛做法，祈

雪祭风，大败倭兵于海上。这种御倭叙事的神魔

化呈现，在之后的长篇小说《女仙外史》以及清代

中叶的一些神魔小说中更为分明。

晚清抗倭题材小说的叙事笔法则展示出写实

的特点。一方面，有些小说借助明代倭寇题材揭

示晚清现实，如《蕉轩随录·瓦氏兵》《蜃楼外史》

等。萧相恺在其为《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撰

写的词条中指出，《蜃楼外史》“书借明事，援古证

今，实是清末现实社会的写照。书中对严嵩、赵文

华依靠赠送金银换得岛寇暂退的描写，正是对晚

清屈辱求和，割地赔款以使列强退兵的批判”（刘

世德 ４６３）。
另一方面，晚清抗倭小说多集中于描写晚清

时台湾人民对日军入侵的抗击。以下小说以此为

题材：《刘大将军平倭百战百胜图说》（光绪二十

一年上海《新闻报》刊载）、《台战演义》（即《台战

实纪》，光绪二十一年刻本）、《台湾巾帼英雄传初

集》（光绪二十一年上海书局出版）、《说倭传》

（一名《中东大战演义》，光绪二十三年香港中华

印务总局铅印）。这些以台湾军民抗倭为题材的

小说，其中三部连载或刊印于光绪二十一年

（１８９５ 年），一部刊印于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 年）。

众所周知，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 年），甲午中日战争
爆发，以清政府失败而告终。１８９５ 年 ４ 月 １７ 日，
清廷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新约》，条约规定，中

国割让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

并赔偿日本巨额白银。这激起包括台湾人民在内

的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台湾人民的反抗斗争此

起彼伏。晚清文人创作的上述几部小说，展现了

甲午海战后国人对日寇侵略行为的奋勇反抗行

为，以及对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的不满情绪。这些

小说大多风格写实，“乃刘公在台湾与倭寇接战

之实纪也”（枕流斋主人 ３）。可以感受到，晚清
抗倭小说中这种救亡图存心理和民族意识非常

鲜明。

最后，晚清涉海小说对于未来世界的描摹虽

出自虚构，但其目的在于启蒙，与现实社会有着密

切关联。例如小说《新石头记》介绍东方先生：

“先生复姓东方，名强，表字文明。所生三子、一

女，长子东方英，次子东方德，三子东方法，女名东

方美。父子五人，俱有经天纬地之才，定国安邦之

志。”（吴沃尧，《新石头记》４５１）作者为小说人物
所取的姓名隐含其理想，寓意不言自明：在中华五

千年文明面前，英、德、法、美等西方列强均为文明

古国之子女“晚辈”，表达了作者希望国家和民族

能够强盛、远胜于海外诸国的心理。在小说第二

十二至二十六回，作者将世界各国政体分为专制、

立宪和共和，描绘了其理想中的社会———文明境

界，提倡“文明专制”，强调普及德育，认为文明专

制“有百利没有一害”。

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 年），清廷成立督办政务
处，施行“新政”。九年后，由陆士谔创作的小说

《新中国》（又名《立宪四十年后之中国》）问世。

小说倡导推翻皇权独裁，建立民主立宪制度。第

二回《冠全球大兴海军　 演故事改良新剧》写道：

话说李友琴女士听了我问，微笑不

言。我问：“你笑什么？”女士道：“我笑

你还是四十年前的知识呢！国会开了，

吾国已成了立宪国了。全国的人，上自

君主，下至小民，无男无女、无老无小、无

贵无贱，没一个不在宪法范围之内。外

务部官员，独敢违背宪法，像从前般独断

独行么？”我暗想：“立了宪，有这样的好

处！怪不得从前人民都痴心梦想，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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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陆士谔 ７）

在落后的晚清，作者向读者讲述立宪四十年

后的中国如何发达，怎样收回主权、傲视海外、大

兴海军、领导世界，憧憬了立宪的成功。随着小说

情节的发展，读者心神畅游未来，目之所及皆为新

知识、新观念，反映出作者的启蒙意识。这些都表

明，晚清文人在接触海外异质文化和文明之后，对

所处社会进行深刻审视，并进一步形成政治理想，

期盼本国能够改进政体，体现出鲜明的时代心理。

可以看出，与传统涉海小说叙事多虚构、想

象、夸张不同，晚清涉海小说立足于社会现实，将

想象、虚构与写实相互结合，展现出独具一格的叙

事笔法。

结　 语

晚清小说数量虽多，但佳作较少，时人对此已

有认识。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 年），“新庵（周桂
笙）”在其所撰小说短评《说小说·海底漫游记》

中云：“近年来，吾国小说之进步，亦可谓发达矣。

虽然，亦徒有虚声而已［……］别出心裁自著之

书，市上殆难其选，除我佛山人与南亭先生数人

外，欲求理想稍新，有博人一粲之价值者，几如凤

毛麟角，不可多得。”（周桂笙 ２３０）客观而言，作
为晚清小说的一部分，晚清涉海小说的艺术水平

并未能明显超越同时代作品。有些小说存在模仿

痕迹，如王韬所撰《淞滨琐话》等乃拟《聊斋志异》

而作，其笔致“纯为《聊斋》者流［……］然所记载，

则已狐鬼渐稀，而烟花粉黛之事盛矣”（鲁迅

１５４）。在创新方面，一些小说也受到质疑，王德
威即认为《新纪元》中世界大战的图景“何新之

有”，不过抄袭挪用西方的历史而已（王德威

５９）。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晚清文学“现代化”进程

中，涉海小说无疑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小说展

示了特有的海洋文化元素与海洋思维，其情节常

被当作社会史、思想史的史料进行评析，如颜健富

将《狮子血》《痴人说梦记》中的新地理学归于晚

清小说的“新概念地图”中探讨（颜健富 ５９—９９，
１７３—１７８）。其叙事也在蕴含海洋文化和时代心
理的叙事时空、由想象和虚幻到注重写实的笔法

中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风貌。总之，晚清涉海小说

特色鲜明，对前代作品既有所继承，也有诸多创新

与突破，小说创作蕴含着强烈的时代感和民族意

识，体现出晚清特有的文化思潮与文学观念，值得

我们给予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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