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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的中日对接及近代转化

江　 曙

摘　 要：“小说”概念经由日本接引西方“ｒｏｍａｎｃｅ”与“ｎｏｖｅｌ”之概念，作为中介的日本以及明治文艺思想在“小说”概念的
转化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传教士编纂英华辞典，特别是罗存德《英华字典》在日本广为沿用或增订为英和辞典，颜惠

庆《英华大辞典》承接双重影响，“小说”与“ｒｏｍａｎｃｅ”和“ｎｏｖｅｌ”形成对译。坪内逍遥《小说神髓》对“ｒｏｍａｎｃｅ”和“ｎｏｖｅｌ”
进行区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延续并完成两者词义的学术化界定。“小说”概念经由日本的转化最重要的是美术特质

的发现。明治日本时期矢野文雄、坪内逍遥等对小说的美术特质加以论述，其后梁启超衍生出小说艺术作用机制，王国

维聚焦《红楼梦》的美学价值，黄人完成小说美术属性系统论述的中国化并应用于《小说林》的编创，徐念慈糅合“理想美

学”和“感情美学”，吕思勉在小说美学基础上向现代叙事学转型，继之太田善男“纯文学”观在近代发酵，鲁迅、周作人等

对小说的美学特征及纯文学价值均作阐述。“小说”概念的中日对接促成普及型流播、学术性的界定和美术特质的发现

以及概念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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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国维曾指出：“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
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１２７）“小
说”为中国传统词汇，１９ 世纪中期经由传教士接引
西方“ｒｏｍａｎｃｅ”和“ｎｏｖｅｌ”之概念并形成对译，后经
明治日本学人借用“小说”一词与西方小说概念对

接，继之，清末民初留日学生和访日知识分子等移

植入国内并加以转换。“小说”概念的中日对接由

此生成近现代以来广义沿用的“小说”新概念，但

同时“小说”与“ｎｏｖｅｌ”的对译以及“虚构的散文叙
事”内涵的确立，导致小说研究和创作上出现“遮

蔽”与“偏离”。

学术界对“小说”概念的研究集中于传统意义

及与西方小说的对接
①，但明治日本文艺思想对

“小说”概念的由西传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作

为中介的日本对“小说”概念近代转化的发展脉络

至今未有梳理，其内在理路未能揭櫫。本文聚焦

“小说”的语词、语义和艺术性，主要探讨“小说”与

“ｒｏｍａｎｃｅ”和“ｎｏｖｅｌ”的对译形成以及语义固定过
程中明治日本文艺资源所起到的中介作用，突出明

治日本文艺资源对“小说”概念的艺术赋能。

一、“小说”语词：清末民初辞典与“小说”

语词的演进之路

　 　 追寻“小说”概念经由西方→日本→中国的概
念旅行，“借助那个时代的报刊、著述、辞典、教科

书”，可以“勾勒这一文化输入、抗拒与调试的全过

程”（陈平原 １）。从辞典中寻找“小说”的英汉、英
和对译以及概念转换，传教士主编辞典具有先导作

用，日本学人主编的英和辞典深受其影响，而中国人

自编的辞典则承接双重影响。“小说”与“ｒｏｍａｎｃｅ”
和“ｎｏｖｅｌ”形成对译的过程在此展现。

来华传教士所编字典实现“小说”概念的中西

对接并直接影响中日对接及“小说”概念在中国的

近代转化。

英汉词典间的承袭和谱系需要厘清。１８０８—
１８２３ 年，马礼逊编纂《华英字典》———第一本英汉
字典，意在传教，便于西人学习汉语。参考《康熙字

典》《艺文备览》和叶尊孝的《汉拉词典》及陈荩谟

和胡含一的《五车韵府》。（杨慧玲 １３１—１３６）
１８４２—１８４３年，麦都思编《华英字典》，以《康熙字

典》为底本，参考马礼逊《华英字典》。邝其照《华

英音韵字典集成》主要参照麦都思。１８６６—１８６９
年，罗存德编订《英华字典》，对日本人编纂的英和

词典影响最大。１８７２ 年，卢公明编纂《英华萃林韵
府》，汉语译词多来自卫三畏《英华韵府历阶》，并

借鉴麦都思《华英字典》、马礼逊《华英字典》。

１８８４年，井上哲次郎编订《订增英华字典》，基于罗
存德《英华字典》，增加六千多条目，并参考卫三畏

《英华韵府历阶》和卢公明《英华萃林韵府》。１９０８
年，颜惠庆编纂《英华大辞典》，以纳韬尔辞典

（Ｎｕｔｔａｌｌｓ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为底本，参照井上哲次郎《订
增英华字典》《华英音韵字典集成》。１９１６年，赫美
玲编纂《官话》，参考颜惠庆《英华大辞典》、翟理思

《华英字典》等，所列参考书目中 １５ 种为传教士所
编，３种为中国人编纂。②至此，英汉双语词典锐减
直至消失，中国人自编的英汉辞典逐渐增多。

马礼逊在《华英词典》中将“小说”一词解释为

两个义项：一是指历史类小说或虚构作品（ｓｍａｌ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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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ｖｅｒ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ＰａｒｔⅠ７）二是指在传统文学中处于与诗
文 相 对 的 “小 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ｓｐｏｋｅｎ ｏｆ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ｔｅｍｐｔ）；又将英文“ｎｏｖｅｌ”译为“小说书”（ａ
ｓｍａｌｌ ｔａｌｅ），释例有“听些野史小说便信真了”
（Ｈｅａｒｉｎｇ ｏｆ ａ ｆｅｗ ｒｏｍ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ｎｏｖｅｌｓ ｆｏｒｔｈｗｉｔｈ ｔｈｉｎｋ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ｔｒｕｅ）。（ＰａｒｔⅢ ２９５）中译英和英译中
均具有统一性，“小说”与“ｎｏｖｅｌ”形成对译关系。

卫三畏《英华韵府历阶》、麦都思《华英字典》、

罗存德《英华字典》、卢公明《英华萃林韵府》、井上

哲次郎《订增英华字典》、邝其照《华英音韵字典集

成》均延续“小说”与“ｎｏｖｅｌ”对译关系，并从中衍生
出“小说”为小道，形成“稗说、野史小说”等义项。

自麦都思《华英字典》后，将“小说”和“ｒｏｍａｎｃｅ”对
译。自罗存德《英华字典》始，相较于“ｎｏｖｅｌ”，增加
“荒唐”义项。

纵观传教士所编纂辞典，对于“小说”的解释

呈现趋同倾向，“小说”与“ｎｏｖｅｌ”和“ｒｏｍａｎｃｅ”形成
对译关系，其词义解释见表一。“‘小说’与‘ｎｏｖｅｌ’
的对译，表面看来似乎只是一个语词的翻译问题，

实则蕴涵了深层次的思想内核，是中国小说研究和

创作与西方小说观念的对接”（谭帆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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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马礼逊

《华英字典》

卫三畏

《英华韵府

历阶》

麦都思

《华英字典》

罗存德

《英华字典》

卢公明

《英华萃林

韵府》

井上哲次郎

《订增英华

字典》

邝其照

《华英音韵

字典集成》

Ｎｏｖｅｌ
小说书；听

些野史小说

便信真了

小说
小说，稗说，

野史小说
小说，稗说

小说，稗说，

野史小说
小说，稗说 小说

Ｒｏｍａｎｃｅ 小说
怪诞、小说、

荒唐

Ｏｒ ｎｏｖｅｌ，小
说　

怪诞、小说、

荒唐
小说、怪诞

　 　 明治日本时期，英和辞典得以编纂，日本知识
分子借用江户已有和制汉语“小说”一词，将之与

西方的“ｒｏｍａｎｃｅ”与“ｎｏｖｅｌ”形成对译，“小说”一词
在明治日本得以流播并具备特定的概念内涵，在借

用中得以实现语义转换。

明治时期是从江户时期以兰学、汉学为中心的

学术体系，转向学习西方以图建立全新的学术体

系。明治初期的知识分子大多以传教士编纂的图

书和英华辞典作为重要知识来源以及语词借鉴；用

于英语学习的多是罗存德的《英华字典》，其中包

括西周、福泽谕吉等。基于罗存德《英华字典》所

编纂的《附音插图英和字汇》，成为明治中期最具

影响力的辞典。（沈国威，《新语往还———中日近

代语言交涉史》１３２—１３３）罗存德的《英华字典》

“代表了 １９世纪西人汉外辞典编纂的最高成就，对
汉语、日本的近代英日辞典的编纂、译词的形成都产

生了极大的影响”。（沈国威，《近代中日语汇交流研

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１２５）罗存德
《英华字典》在日本衍生出多种英和辞典，

③
如柴田

昌吉、子安峻编《附音插图英和字汇》（１８７３ 年），津
田仙、柳泽信大、大井镰吉编《英华和译字典》（１８７９
年），中村敬宇校正出版《英华和译字典》（１８７９年），
井上哲次郎编《订增英华字典》（１８８４年）。

受罗存德《英华字典》的影响，《附音插图英和

字汇》、井上哲次郎《订增英华字典》、神田乃武等

《新译英和辞典》等均将“小说”与“ｎｏｖｅｌ”形成对
译，同时，在“小说”和“ｒｏｍａｎｃｅ”对译时有“荒唐、
怪诞”的义项。其词义解释见表二。

表二

罗存德

《英华字典》

《附音插图

英和字汇》

井上哲次郎

《哲学字汇》

井上哲次郎

《订增英华字典》

神田乃武等

《新译英和辞典》

Ｎｏｖｅｌ 小说，稗说 小说、新律
“Ｎｏｖｅｌｔｙ”译为新
奇　

小说，稗说 小说，稗史

Ｒｏｍａｎｃｅ 怪诞、小说、荒唐 小说、虚妄 怪诞、小说、荒唐
小说，稗史，传奇，史赋；

小说的事迹；虚构，荒诞

　 　 清末民初留日学生和知识分子深受明治日本
文艺思想的影响，将“小说”概念移植入国内，并加

以转换，其中颜惠庆《英华大辞典》在“小说”概念

的中国化以及普及化中扮演重要角色。

中国人最早编纂的英汉字典是 １８６８年邝其照
的《字典集成》（Ａ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ｅｘｉｃｏｎ），以
助中国人学习英语，是从爱尔兰国民系列教科书第

一本翻译而来，即《爱尔兰课程第一本》（Ｔｈｅ Ｉｒｉｓｈ
Ｆｉｒｓｔ Ｂｏｏｋ ｏｆ Ｌｅｓｓｏｎｓ）（沈国威，《解题：邝其照的〈字
典集成〉及其他英语著作》３４２）。１８９８ 年，商务印
书馆请颜惠庆等人以邝其照《字典集成》为底本增

订，后为《商务印书馆华英字典》，词汇量从两万增

至四万，成为时人英语学习的常备用书，“学界钦

崇，几于人置一函”。（颜惠庆，《英华大辞典》１）
中国人辞典的编纂增多，其后商务印书馆参照井上

哲次郎的《订增英华字典》编辑出版《华英音韵字

典集成》（１９０２ 年），在此基础上颜惠庆编纂《英华
大辞典》。

基于罗存德《英华字典》而由井上哲次郎编著

的《订增英华字典》，成为商务印书馆 ２０ 世纪初出
版的英华字典的重要参考。（陈力卫 ７４）神田乃
武等编《新译英和辞典》所收的汉译词大量为颜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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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的辞典所采纳，颜惠庆《英华大辞典》所附词类

符号一览，与《华英音韵字典集成》相同，均引用井

上哲次郎《增订英华字典》。“在译词上间接、直接

地吸收了英和辞典的译词。对汉语近代词汇的形

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沈国威，《理念与实践：近

代汉外辞典的诞生》１２８）
颜惠庆《英华大辞典》基于邝其照《华英音韵字典

集成》，大量吸收英和辞典中的译词，将“ｎｏｖｅｌ”译为
“小说、稗史”（“ａ ｆｉｃｔｉｔｉｏｕｓ ｔａｌｅ ｏｒ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
ｐｒｏｓｅ”），其中最重要的概括是虚构的散文体。

与之对应的是“ｒｏｍａｎｃｅ”的中英对译。自麦都
思《华英字典》后，均将“小说”和“ｒｏｍａｎｃｅ”对译。
但颜惠庆《英华大辞典》与前面的辞典译语迥异，

“ｎｏｖｅｌ”更接近西方的小说概念，而“ｒｏｍａｎｃｅ”更多
的是与中国传统小说和小说传统相 联 结，

“ｒｏｍａｎｃｅ”指的是“才子佳人传，英雄传，侠义传，儿
女传，剑侠传，传奇，情史，爱情小说”，在义项的设

计、内涵的限定和语义的翻译上更多的是中国传统

小说的类型。１９１６ 年，赫美玲《官话》则参考颜惠
庆的表述，将“ｒｏｍａｎｃｅ”译为“才子佳人传、英雄传、
侠义传、儿女传”。

颜惠庆《英华大辞典》将“ｒｏｍａｎｃｅ”和“ｎｏｖｅｌ”
与“小说”建立对译并编入辞典，逐渐成为近现代

汉语的常用语汇。通过英华辞典、英和字典和国人

自编英汉词典，基本展现“小说”一词的对译、演变

进而收录进辞典的过程。

二、“小说”语义：“ｒｏｍａｎｃｅ”和“ｎｏｖｅｌ”的
分化之路与“小说”内涵的逐渐固化

　 　 “小说”语义的近代转化有两条截然不同的路
径：一是自西徂东，来自西方，集中在对外国作品的

翻译和评点中，但此路径的影响潜移默化，线索难

以厘清；另一路径则是自东而西。江户日本已有和

制汉语“小说”，日本明治文人将之与“ｒｏｍａｎｃｅ”和
“ｎｏｖｅｌ”对译，并经坪内逍遥、尾崎行雄、太田善男
等进行概念界定与理论阐述，明确了“小说”概念

的内涵和外延，得到留日学生和赴日知识分子等群

体的体认和移植。由此，明治日本文艺资源对中国

“小说”概念的现代转化起到了最为关键的作用。

两条线索的交织与共构为“小说”概念定型。

观照西方小说传统，“‘ｒｏｍａｎｃｅ’在西方文学传
统中历史悠久，用来指中世纪和现代以前的以散文

或韵文写作、以表现奇妙非凡事件为主旨的虚构叙

事作品”。（宋莉华 １７７）１６９２年，英国作家康格里
夫（Ｗｉｌｌｉａｍ Ｃｏｎｇｒｅｖｅ）在《匿名者》一书的序言中对
传奇（ｒｏｍａｎｃｅ）和小说（ｎｏｖｅｌ）作了区分：传奇
（ｒｏｍａｎｃｅ）是“是描写贵族或英雄人物的坚贞爱情
和无比勇气，运用高雅语言，奇怪故事和难以置信

的行动予以表现”；小说（ｎｏｖｅｌ）则“描写与常人较
接近的人物，向我们表现生活中的争斗算计，用新

奇的故事取悦读者，但这些故事并不异常或罕见”。

（宋莉华 １７９）１９世纪初，司各特在《大不列颠百科
全书》中指出 ｎｏｖｅｌ作为虚构叙事文学，描写现代社
会普通人生活故事，与 ｒｏｍａｎｃｅ 不同。（申丹 　 韩
加明　 王丽亚 １２—３９）“‘小说’［指的是 ｎｏｖｅｌ］这
个术语直到十八世纪末才得以充分确认。”（瓦特

２）“ｒｏｍａｎｃｅ”和“ｎｏｖｅｌ”在 １８ 世纪末开始分化并呈
现阶段性特征，但又长时间共存并延续。

自西徂东的“小说”概念传播路径生成，潜在

地影响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小说的认知。

在西方小说翻译中，“小说”概念逐渐潜入。

林纾以古文翻译小说，对哈葛德和司各特的翻译能

集中体现其对小说概念的区分。哈葛德的 Ｓｈｅ
（１８８６年），林纾译为《三千年艳尸记》，林纾认为哈
葛德所写内容“荒渺不可稽诘”，与其评价唐传奇

“非病研习，及近荒渺”相近。（朱羲胄 ３１）Ｓｈｅ
（１８８６ 年）在维多利亚文学时期只能被称为
“ｒｏｍａｎｃｅ”，副标题为“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ｅ”。林
纾翻译的司各特，“恰是由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ｏｍａｎｃｅ 演变
到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ｎｏｖｅｌ的关键人物”。（李欧梵 １０９）历
史小说文体成为 １９ 世纪写实小说，即“ｎｏｖｅｌ”的先
驱。（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２４）

对“ｒｏｍａｎｃｅ”和“ｎｏｖｅｌ”的辨析也有提及。
１９０３年，马君武对小说概念进行辨析：“小说者
ｒｏｍａｎ，其所记之事，不必征实。”（马君武 １６５）１９０７
年，紫英提出西人对于小说类型均有专门名词，“如

Ｒｏｍａｎｃｅ，Ｎｏｖｅｌｅｔｔｅ，Ｓｔｏｒｙ，Ｔａｌｅ，Ｆａｂｌｅ等皆是也”。
（２５３）１９１３年，孙毓修指出：“英文 Ｓｔｏｒｙ 一字，为纪
事书之总称，不徒概说部也。其事则乌有，其文则

甚长者，谓之 Ｎｏｖｅｌ，如《红楼梦》一类之书是矣。”
（孙毓修，《英国十七世纪间之小说家》３９７）“今英
人谓小说曰 Ｒｏｍａｎｃｅ。原义谓拉丁文之故事，而以
韵语述之也。”（孙毓修，《英国戏曲之发源》４７）

但对“ｒｏｍａｎｃｅ”和“ｎｏｖｅｌ”进行严格区分并深
刻影响中国小说概念的是坪内逍遥在《小说神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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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论述。

１８７９年，菊池大麓翻译出版《英国百科全书》
中《修辞学和文学》（Ｒｈｅｔｏｒｉｃ ａｎｄ ＢｅｌｌｅｓＬｅｔｔｅｒｓ）分
册，题为“修辞及华文”，在“史诗”一章中提及：“小

说家所指向的教导目的，一般都以劝善惩恶为宗

旨，这种目的以及其他目的，也会由于小说这种技

术的进步，达到更高的阶段。”（坪内逍遥 ２１）这里
的“小说”指的是“ｒｏｍａｎｃｅ”或“ｆｉｃｔｉｏｎ”，而不是
“ｎｏｖｅｌ”。Ｎｏｖｅｌ的特质“在于它使事物本质和人物
的生动形象更加切合人生的实际，使读者在胸中对

世上万物之消长、人的日常生活的情伪得到深刻的

认识，使之不再产生有悖于事实的想法”。（坪内

逍遥 ２０）
１８８５年，坪内逍遥在《小说神髓》中提出：

“Ｒｏｍａｎｃｅ是将构思放在荒唐无稽的事物上，以奇
想成篇，根本不顾是否与一般社会事理相矛盾。至

于小说，即 ｎｏｖｅｌ则不然，它是以写世间的人情与风
俗为主旨的，以一般世间可能有的事实为素材，来

进行构思的。”（２３）坪内逍遥参照西方小说理论，
将小说的发展脉络归总为史诗、传奇和小说阶段，

以此来观照日本小说的发展历史。

坪内逍遥指出江户时期“专以李笠翁的话为

师，以为小说、稗史的主要目的就在于寓劝惩之意，

于是制造出一种道德模式，极力想在这个模式中安

排情节”。（３）小说的价值需要重构，“小说的主题
是描写世间人情”。江户日本的戏作文学，即以黄

表纸、洒落本、滑稽本、读本、人情本等为主的通俗

小说，“以劝善惩恶为主体或者带有政治寓意的小

说，与真正的小说宗旨是背道而驰的”。
④
由此，坪

内逍遥将戏作文学列入“ｒｏｍａｎｃｅ”，而将专注于人
情世态描写的新小说归入“ｎｏｖｅｌ”。

江户时期，中国古典小说传入日本，明清时期

的小说概念在江户日本得以流播。中国传统文言

小说在日本假名草子中得以延续，以散文笔法写作

故事，以训诫和因果报应为旨要，如《剪灯新话》

《剪灯余话》在《奇异杂谈集》《御伽婢子》中被加以

翻案、改编。中国白话小说影响更大，江户初期幕

府《御文库目录》（１７２２ 年），著录《孔淑芳传》《清
平山堂话本》《喻世明言》《醒世恒言》《拍案惊奇》

《鼓掌绝尘》。
⑤
日本宽保年间，风月堂刊行《小说精

言》《小说奇言》《小说粹言》。都贺亭钟、上田秋

成、村田春海等借用“三言二拍”等白话通俗小说

资源加以改编，此为读本，是“从古代王朝物语向近

代文学过渡的桥梁”。（李树果 ３８５—３８６）江户时
期至少有 ５７ 种中国文言小说、９ 种白话小说得以
翻刻。（周健强 ３５７）

明清时期的小说观通过翻案、翻刻、评点等进

入江户日本的小说理论话语中。江户日本主要有

两大主流文学思潮：一是以儒学为核心的武士阶层

的理想主义，二是平民所追求的现世思想。（麻生

磯次 １６—１７）李渔所提出的“义发劝惩”观对江户
小说家产生了重要影响，内在理路是对朱子学以及

儒家所提倡的礼义的坚守，同时，李渔的“事取凡

近”论也是重要的创作原则。对于平民的写实作品

逐渐增多，从劝惩主旨转向对日常之奇的追寻。本

居宣长的“物哀论”掀起了“义理”与“人情”的

博弈。

继之，尾崎行雄在《〈雪中梅〉序》中提出：

“‘Ｎｏｖｅｌ’为何物？以世间人情为本，编撰新奇可喜
之言行，加以润饰，却不流于荒诞不经者是也。

‘Ｒｏｍａｎｃｅ’为何物？忽有惊天动地之奇谈，忽有排
山倒海之言行，将之巧妙安排，不避荒诞不经者是

也。”并进一步指出“ｎｏｖｅｌ”为“世间实有之事，绝非
玄虚荒唐之言”。

⑥
其概念界定与坪内逍遥相一致。

明治日本文艺理论对“小说”概念的界定和区

分，对留日学生和赴日知识分子等群体产生了重要

影响，由此，“小说”概念在从日本向中国移植的过

程中产生现代转化，“ｒｏｍａｎｃｅ”和“ｎｏｖｅｌ”逐渐
分化。

由颜惠庆等于 １９０８年编定的《英华大辞典》最
能展现“ｒｏｍａｎｃｅ”和“ｎｏｖｅｌ”的分化之路，“小说”内
涵由此得以逐渐固化，并通过工具书的普适性传

播，将小说术语定型并流播。“ｎｏｖｅｌ”更接近西方
的小说概念，而“ｒｏｍａｎｃｅ”更多的是与中国传统小
说和小说传统相联结，“ｒｏｍａｎｃｅ”表述为四个义项：
一是“才子佳人传，英雄传，侠义传，儿女传，剑侠

传，传奇，情史，爱情小说”（ａ ｆａｂｕｌｏｕ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ｗｏｎｄｅｒｆｕｌ 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ｅｓ牞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ｗａｒ ｏｒ ｌｏｖｅ），“山海经，西游记，稗史，小说”（ａ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ｆｕｌｌ ｏｆ ｅｘｔｒａｖａｇａｎｔ ｆａｎ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二
是“可入小说之事迹，儿女英雄之事迹，如小说中所

述之事迹”（ａｎ 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ｍｂｌｉｎｇ ｔｈｏｓｅ ｎａｒｒａｔｅｄ
ｉｎ ｒｏｍａｎｃｅｓ）；三是“荒诞，虚构”（ａ ｆｉｃｔｉｏｎ），“妄
诞”（ａ ｆａｌｓｅｈｏｏｄ）；四是“痴思，梦想，痴情，风流
性，小说心”（ ａ ｄｒｅａｍｙ牞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ｖｅ牞 ｈａｂｉｔ ｏｆ
ｍｉｎｄ）。（颜惠庆，《英华大辞典》８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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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谱系，与西方传统迥异，

即“神话传说—志怪志人—传奇—话本—章回”，

由“子”而“史”再到“通俗小说”。（谭帆 ３７）颜惠
庆有意将“ｒｏｍａｎｃｅ”作为中国传统小说的对译词，
将中国传统小说独立出来，与“ｎｏｖｅｌ”相区分，这源
自其对传统小说的阅读和体悟。颜惠庆熟读中国

传统小说，认为“大部分是有关历史的或是武侠小

说，也有一些浪漫传奇故事”（颜惠庆，《颜惠庆自

传：一位民国元老的历史记忆》１８）。更缘自与西
方小说的对比，颜惠庆曾阅读狄更斯、萨克雷和司

各特等小说。（１７）
颜惠庆《英华大辞典》具有试验性和先导作

用，“ｒｏｍａｎｃｅ”更好对应中国传统小说，而作为舶来
概念的“ｎｏｖｅｌ”有其特定的涵义。辞典又有其普适
性特征，促成“小说”概念的形成及流播。

１９１１ 年，黄人对于小说的认识也体现阶段性
特点：“小说，为我国古学之一种，盖摭拾正则书史

所不载者，大抵以神怪隐僻为主。”小说发展逐渐转

向，“近日海通，好事者趍译及西小说，始知欧美人

视为文学之要素，化民之一术，遂靡然从风，而小说

之编译日盛”。（黄人，《普通百科新大词典》４３）
另外，太田善男在《文学概论》中依据描写对

象内心纠葛的不同而区别“ｒｏｍａｎｃｅ”和“ｎｏｖｅｌ”，只
聚焦故事主角内心描写的是“ｒｏｍａｎｃｅ”，即单稗，反
之，涉及多人内心描写的则是“ｎｏｖｅｌ”，即复稗。
（２９８）１９１４年，吕思勉在《小说丛话》中由此引申出
单独小说多一人一事，篇幅短，西洋小说多此类；复

杂小说，多人多事，多他叙式，篇幅较长，如《红楼

梦》。由此吕思勉将“ｎｏｖｅｌ”与章回小说对应起来。
但太田善男关于“ｒｏｍａｎｃｅ”和“ｎｏｖｅｌ”的论述在中
国的影响极为有限。

坪内逍遥关于“ｒｏｍａｎｃｅ”和“ｎｏｖｅｌ”的区分在
颜惠庆《英华大辞典》中得以普及化流播。但对

“小说”概念的学术界定至关重要，鲁迅《中国小说

史略》逐渐强化“ｒｏｍａｎｃｅ”和“ｎｏｖｅｌ”所指差异，并
确定“ｎｏｖｅｌ”的内涵。

坪内逍遥关于“ｒｏｍａｎｃｅ”和“ｎｏｖｅｌ”的区分影
响了鲁迅。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承接其理论

论述，最为直接的是鲁迅特别提出“人情小说”这

一小说类型。坪内逍遥在《小说神髓》中提出：“小

说的眼目，是写人情，其次是写世态风俗。”（４７）
“小说却总是以模拟为其整体的根据，模拟人情，模

拟世态，尽力使所模拟的东西达到逼真。”（５４）鲁

迅提出的人情小说是以《金瓶梅》和《红楼梦》为代

表的章回小说，包括才子佳人小说和狭邪小说。

另外“ｎｏｖｅｌ”还直接对接以宋话本为起点、明
清话本小说为主体的短篇白话小说。鲁迅在《明之

拟宋市人小说及后来选本》中指出明末宋市人小说

复兴。宋话本是“民间伎艺中的一种题材类型”，

但此时鲁迅用“小说”指称宋话本，源于其对小说

特质的深入体认，宋话本作为明清通俗小说的肇

始，具备小说的特质，“‘小说’由原来的口头伎艺

名称逐渐演化为通俗小说的文体概念。”（谭帆 　
王庆华 １６１）

鲁迅 对 “ｒｏｍａｎｃｅ”和 “ｎｏｖｅｌ”加 以 区 别。
“ｒｏｍａｎｃｅ”和“ｎｏｖｅｌ”对应不同发展阶段，随着社会
发展以及人类认知水平的提升，以前荒诞不经的故

事逐渐褪去，随之是对人情和社会的描写，“传奇

（ｒｏｍａｎｃｅ）也就减去其荒唐的构思，终于力求刻画
出世态的真相，这是所谓进化的自然法则”。（坪

内逍遥 ３５）“ｒｏｍａｎｃｅ”对应的范围较广，指唐前文
言小说以及其后文言小说中怪异的 书 写。

“ｒｏｍａｎｃｅ”作为初始阶段，有其必要的功能，“然而
随着文明的进步，世人逐渐对这种传奇（ｒｏｍａｎｃｅ）
的荒唐无稽，自不能不感到厌倦，于是传奇随之衰

颓，兴起了所谓严肃的物语（ｎｏｖｅｌ）”。（坪内逍遥
２８）同时，“ｒｏｍａｎｃｅ”还应包括白话系统中的具有神
怪色彩的小说，如明代神魔小说、明清话本中的神

怪短篇。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更直

接将明代小说分为两大主潮：“一、讲神魔之争的；

二、讲世情的。”（３３７）唐传奇作为有意为小说的起
点，当说唱等通俗文艺兴起后，小说的通俗性、故事

性和虚构性均能体现，白话通俗小说成为小说主

流，现代小说这一文体概念才得以建构。

颜惠庆《英华大辞典》将“ｒｏｍａｎｃｅ”和“ｎｏｖｅｌ”
的义项作区分，并逐渐将“ｎｏｖｅｌ”的内涵固化，这对
小说术语的普适性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在学理上以及学术史定位上，鲁迅《中国小说史

略》完成了“ｒｏｍａｎｃｅ”和“ｎｏｖｅｌ”的分化之路。

三、艺术的“小说”：明治日本文艺资源对

“小说”概念的文艺赋能

　 　 “小说界革命”凭借其社会功能的彰显与鼓
吹，使小说从非主流、非正统地位走上“文体”重建

之路。小说文体的重构不仅需要确立其“虚构的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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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的中日对接及近代转化

文叙事”的核心内涵，还需要将其跃升至艺术或美

术层面，赋予其文体具备更高层次的内涵。日本近

代小说的发展肇始于政治小说的撰译，与之同频共

振的是对小说地位的提升。
⑦
但传统小说的面目或

身份的改变需要作彻底的话语重建。

小说作为艺术的属性在明治日本得以确立并

影响中国。

“美术”一词在明治日本的确立有两条脉络。

一是作为国家的“殖产兴业”事业，促进日本美术

工艺品的生产与外销，进而确立国家的美术教育制

度。（佐藤道信 ２６）１８７２ 年，日本明治政府向下属
知县发布奥地利维也纳筹办的万国博览会邀请函，

其中出现“美术”词汇，并解释为“美术：在西洋是

指音乐、画图以及诗学等内容”。１８８１ 年，福田敬
业在第二届劝业博览会上发布《美术概论》，“美

术”一词在日本正式确立。（陈振濂 ６２）１８８７ 年，
文部省直辖的东京美术学校成立，作为“殖产兴

业”的美术进入作为教育的美术，学校设置绘画、雕

刻和工艺美术三科。二是与哲学、美学相关的语义

阐释。１８７２年，西周在《美妙学说》中指出：“以此
原理征之于美术之上的图画、雕刻、音乐、诗歌。”

（６）１８８２年，费诺劳莎在《美术真说》中将“音乐、诗
歌、书画、雕刻和舞蹈”纳入美术范畴。（!"#$
% ３—４）日本明治前十年“美术”大多包括诗歌、
音乐等，但从明治二十年后，“美术”所指局限在视

觉艺术上。（佐藤道信 ４４）“美术”所指逐渐纯化
和窄化。

矢野文雄最早将小说纳入“美术”。１８８３ 年，
矢野文雄在《〈经国美谈〉序》中指出：“故稗史小说

之于世，与音乐绘画诸美术相同，不过寻常游戏之

具耳。”
⑧
小说脱离劝惩而进入艺术的殿堂，这极大

提升了小说的价值和地位。

坪内逍遥深受费诺劳莎的影响，将小说纳入艺

术。
⑨１８８５年，坪内逍遥在《论小说及其〈书生气质〉

的创作》中提出：“小说是一种艺术，使其中暗含教

化之意是理所当然的。”
瑏瑠
传统小说的教化作用并

没有消失，只是蕴含在艺术的内核里。坪内逍遥在

《小说神髓》中将“艺术”分为“有形的艺术”与“无

形的艺术”，无形的艺术指音乐、诗歌、戏曲一类，并

将小说与诗歌比拟，指出“小说是无韵之诗、无固定

字数之歌”，小说取得与正统文学形式同等的文学

地位，作为艺术诉诸人心，“立于艺术殿堂之上”。

（１０—１５）

坪内逍遥的论说深入影响了小说美术理论在

中国的引入及其言说。

１８９８年，康有为编定《日本书目志》，“标志着
中日文化流向逆转的事实已为时代的先觉者所把

握”。（沈国威，《新语往还———中日近代语言交涉

史》２５０）康有为指出“泰西尤隆小说学哉”，参考
《东京书籍出版营业者组合员书籍总目录》，将第

十六门“美术及诸艺”改为“美术门”，涉及美术、音

乐、演剧及其他方技类。（王宝平 ３７—４６）“小说
门”收录 １０５６种，包括日本古典小说、近代小说、翻
译小说。

继之而起的是梁启超对小说艺术作用机制的

论述。梁启超引进政治小说，提升小说的地位，将

小说从文学边缘位移至最中心。但学界较少关注

梁启超对小说作为艺术的作用机制的论述。

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出小说

能“导人以游于他境界”，此说法或受矢野文雄影

响。矢野文雄在《〈经国美谈〉序》中指出“稗官小

说的本色”在于“欲别开一天地，使开卷之人如真

游于苦乐之梦境”。小说作者犹如“路径开辟者须

尽其所能，以确保处处趣味盎然，步步可见绝佳美

景。所以作者常先于漫步者，预想前面的美景，设

计吸引人的佳境”。
瑏瑡
当然，梁启超的论说更多源自

坪内逍遥的影响。坪内逍遥认为在小说阅读中，可

以将读者引入“幽趣佳境”，“它（艺术）的美妙之

处，在于出神入化，使观者于不知不觉之中感得幽

趣佳境，达到神魂飞越的地步”，“这才是艺术的本

来目的”。（坪内逍遥 １２）小说的作用在于读者的
审美体验，“当人们一旦遇到幽趣佳境，面对神韵雅

致，则无不产生悠然之思与清绝高远的遐想，这就

是所谓艺术的妙机妙用”。（坪内逍遥 １０）因小说
作为艺术的门类，“如音乐画图诸美术”。梁启超

随之引入日译词“脑性”“冥思”“虚想”等。《新小

说》刊物深受其影响，楚卿提出：“故能有书焉，导

人于他境界，以其至虚，行其至实，则感人之深，岂

有过此？”（６４）侠人指出：“吾谓小说具有一最大神
力，曰迷。读之使人化身入其中。”（７６）

梁启超虽未明确指出小说作为艺术的门类，但

小说的作用机制正与艺术其他门类的作用机制类

似，梁启超的小说趣味学说以及由之衍生出来的

“导人以游于他境界”作用机制，对小说的艺术性

论述具有重要先行意义。

王国维最早明确将小说纳入艺术范畴。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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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论述的美术与其提倡教育改革紧密相关。

１９０１年，王国维翻译立花铣太郎《教育学》，出现了
“美术”一词。其后翻译桑木严翼《哲学概论》、牧

濑五一郎《教育学教科书》，对美术均有论述。继

之，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直接确立小说的艺

术身份。“美术中以诗歌、戏曲、小说为其顶点，以

其目的在描写人生故。”（５９）小说与其他美术门类
有共通之处，“则谓《红楼梦》中所有种种之人物，

种种之境遇，必本于作者之经验，则雕刻与绘画家

之写人之美也”。（８０）再者，王国维以哲学或美学
意义上的“美术”论述《红楼梦》。这或受 １８８２ 年
费诺劳莎《美术真说》的影响，以西方哲学来建构

日本美术，其建构的意义在于日本乃至东洋美术的

价值依赖西方的知识体系而得以确立并定位（子安

宣邦 １７９）。《红楼梦评论》是第一部现代学术意
义上的红学专论，但其更多地将笔墨聚焦于小说的

美学价值和伦理学价值，源出于王国维的哲学观即

文艺在于描写人生的苦痛及其解脱之道，《红楼

梦》更多的是一种美学文本。王国维将小说的位置

从梁启超等人的小说启蒙话语中解放出来，脱离其

说教的使命，将小说放置在哲学、美术以及文学的

范畴中加以评判，从而使小说获得新的属性。

１９０１年 １０ 月，蔡元培出版《学堂教科论》，在
学科建设的前提下将小说纳入美术。

黄人真正完成小说美术属性论述的中国化并

将之应用于小说编创。

首先，黄人在《中国文学史》中对具体小说进

行文学性分析及艺术价值的评判。１９０４ 年，黄人
写作第一部中国人自编文学史，援引烹苦斯德《英

吉利文学史》来定义“文学”，“盖文学为美术作品

要素之一，与绘画、音乐、雕刻等，皆以描写感情为

事”。（５９）他还对其审美内涵进行解释：“以达求
诚明善之目的者也。”（２）评论唐人传奇：“词藻虽
动人，而失之绮靡繁冗，而其旨趣尤多轻薄逸荡。”

（２２１）明代章回小说可见“社会风俗之变迁，人情
之浇漓，舆论之向背”（３２１）。

其次，黄人将小说归入美术。１９０７ 年，他在
《〈小说林〉发刊词》上提出：“小说者，文学之倾于

美的方面之一种也。”继而对小说的美术特质加以

阐述，表明小说之美在于“秉立诚明善之宗旨”。

（２３４）此论深受太田善男《文学概论》的影响。瑏瑢同
时，黄人提出的“立诚明善”，或受严复在《美术通

诠》中提炼的“讬意写诚”文学观的影响。

再者，黄人和徐念慈以《小说林》为主阵地，深

入文学肌理论述小说作为美术的特质，在刊载的小

说中践行其评价标准。刊载的小说强调趣味性，突

出其文笔，以抵消启蒙的功用性，如《恩仇血》《离

恨天》的广告均强调其文笔。对于《小说林》的创

办，黄人、徐念慈并不直接标榜与梁启超小说启蒙

言论的对立与背离，相反，他们借用小说启蒙的惯

性促成其小说美学特性的描绘。这无疑开启了小

说理论的新的转向。

１９０７年，徐念慈提出：“小说者，文学中之以娱
乐的，促社会之发展，深性情之刺戟者也。”（３１０）
对德国美学的译述来自高山樗牛的《近世美学》

瑏瑣，

试图将黑格尔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形而上

的思辨哲学与注重经验和实证并主张美的形式的

哲学思想相融合，但德、日美学的驳杂使其难以

糅合。

１９０８年，周作人在《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
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中亦论及小说美学：“夫小

说为物，务在讬意写诚而足以移人情，文章也，亦艺

术也。”（７１）鲁迅进一步对小说的艺术价值加以阐
释，在《摩罗诗力说》中指出：“由纯文学上言之，则

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

悦。文章为美术之一。”（８０）提倡“艺文”，将神思
表现出来，并以文艺来“立人”。

明治日本文艺资源影响之外，不可忽视严复直

接翻译英国文学理论著作的作用。１９０６ 年，严复
翻译巴西尔·沃斯福尔德（Ｗ． Ｂａｓｉｌ Ｗｏｒｓｆｏｌｄ）所著
《文 学 通 诠》（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ｏｆ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ｉ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将其改题为“美术通诠”。他在《美术通
诠》中将“ｐｏｅｔｓ ａｎｄ ｎｏｖｅｌｉｓｔｓ”译为“词赋稗官”，将
小说家与《汉书·艺文志》中的稗官相衔接，并在

《古代鉴别》按语中指出“如词曲、小说之属，中国

以为‘乱雅’，摈不列于著作之林，而西国则绝重

之”
瑏瑤，提炼出“讬意写诚”的文学观。

１９１２年，管达如在《说小说》中提出小说的意
义在于“记载理想界之事实者也”，并指出：“文学

者，美术之一种也。小说者，又文学之一种也。”

（３８０）
１９１４年，吕思勉在《小说丛话》中吸收太田善

男《文学概论》
瑏瑥，运用西方美学观点来分析小说的

性质，小说作为美术之一种，其制作经历四个阶段：

模仿、选择、想化、创造。吕思勉在小说美学基础上

梳理小说的起源和本质、叙事模式、叙事结构等，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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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中国小说理论向现代叙事学的转型。

与小说的美术性质相关联的是太田善男在《文

学概论》中提出“纯文学”（Ｐｕｒ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和“杂文
学”（Ｍｉｘｅ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的概念。“纯文学”诉诸情，
“内容为美的思想”；“杂文学”诉诸知，“以教导为

目的”。
瑏瑦

在黄人 １９１１ 年主编的《普通百科新大词典》
中，对于文学的认识也体现了中西交融，“然注重在

动读者之感情，必当使寻常皆可会解，是名纯文学，

而欲动人感情，其文词不可不美。故文学虽与人之

知意上皆有关系，而大端在美，所以美文学亦为美

术之一”（１０６）。
１９１４年，吕思勉在《小说丛话》中将小说分为

“有主义之小说”和“无主义之小说”，“有主义之小

说”即杂文学的小说，“或欲借此以牗启人之道德，

或欲借此以输入智识，除美的方面外，又有特殊之

目的者也”。“无主义之小说”指的是纯文学的小

说，“专以表现著者之美的意象为宗旨，为美的制作

物，而除此以外，别无目的者也”（４２４）。

余　 论

明治日本知识分子在译介西方“ｎｏｖｅｌ”和
“ｒｏｍａｎｃｅ”时借用汉语“小说”语汇，“而日本之学
者，既先我而定之矣，则沿而用之，何不可之有”？

（王国维 １２７）但“小说”与“ｎｏｖｅｌ”一直是难以对应
的。“可知小说二字的名称，在现代拿来指 Ｓｈｏｒｔ
ｓｔｏｒｙ和 Ｎｏｖｅｌ都是借用的，决不是一个确切相当的
名称。”（胡怀琛 ４８）

郁达夫曾在《小说论》中提出：“中国现代的小

说，实际上是属于欧洲的文学系统的。”“小说”与

“ｎｏｖｅｌ”的对译以及“虚构的散文叙事”内涵的确
立，导致小说史研究上出现了“遮蔽”与“偏离”，传

统章回小说边缘化直至退缩至不入流的通俗小说，

笔记体小说湮灭，除传奇外的其他文言小说也逐渐

隐退。相较于西方 ｅｐｉｃｒｏｍａｎｃｅｎｏｖｅｌ 的历程，五
四前后的学者“过分强调了宋元的口传文学的影

响”（浦安迪 ３５），因此浦安迪试图建构中国特色
叙事体系，提出中国叙事文“神话 史文 明清奇书

文体”的发展途径。

注释［Ｎｏｔｅｓ］

① 石昌渝、谭帆对传统小说观念及相关术语进行历史考
察，段江丽对古代小说四重内涵进行解读，宋莉华探究小

说概念的中西对接，关诗珮关注梁启超、吕思勉对明治文

艺资源的承接。参看石昌渝：《“小说”界说》，《文学遗

产》１（１９９４）：８５—９２；谭帆：《术语的解读：中国小说史研
究的特殊理路》，《文艺研究》１１（２０１１）：３４—４４；谭帆、王
庆华：《“小说”考》，《文学评论》６（２０１１）：１５５—１６３；段江
丽：《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的四重内涵》，《文学遗产》６
（２０１８）：１５２—１６７；宋莉华：《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的中西
对接》，《文学评论》１（２０２０）：１７６—１８５；关诗珮：《晚清中
国小说观念转译———翻译语“小说”的生成及实践》，香

港：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９年。
② 传教士辞典谱系，参考沈国威：《近代英华华英辞典解
题》，大阪：关西大学出版部，２０１１年。主要有马礼逊：《华
英字典》（Ｒｏｂｅｒｔ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 Ａ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Ｐａｒｔｓ． Ｐａｒｔ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牞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Ｍａｃａｕ牶 Ｔｈｅ Ｈｏｎｏｒａｂｌｅ Ｅａｓｔ Ｉｎｄｉａ Ｃｏｍｐａｎｙｓ Ｐｒｅｓｓ牞
１８１５ １８２３．）；麦 都 思：《华 英 字 典》（Ｗａｌｔｅｒ Ｈｅｎｒｙ
Ｍｅｄｈｕｒｓ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牶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Ａｌｌ ｔｈｅ
Ｗｏｒ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Ｂａｔａｖｉａ牶 Ｐｒｉｎｔｅｄ ａｔ
Ｐａｒａｐａｔｔａｎ牞 １８４２ １８４３．）；卫三畏：《英华韵府历阶》
（Ｓａｍｕｅｌ Ｗｅｌｌｓ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Ａ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ｉｎ Ｃｏｕｒｔ Ｄｉａｌｅｃｔ． Ｘｉａｎｇ Ｓｈａｎ Ｐｒｅｓｓ牞 １８４４．）；罗存德：《英华
字典》（Ｗｉｌｈｅｌｍ Ｌｏｂｓｃｈｅｉ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ｕｎｔｉ ａｎｄ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牶 Ｔｈｅ
Ｄａｉｌｙ ｐｒｅｓｓ ｏｆｆｉｃｅ牞 １８６６ １８６９．）；卢公明：《英华萃林韵
府》（Ｊｕｓｔｕｓ Ｄｏｏｌｉｔｔｌｅ．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ａｎ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Ｆｏｏｃｈｏｗ牶 Ｒｏｚａｒｉｏ牞 Ｍａｒ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牞
１８７２．）；罗存德原著，井上哲次郎增订：《订增英华字典》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Ｌｏｂｓｃｈｅｉｄ． Ａ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Ｅｄ． Ｔｅｔｓｕｊｉｒｏ Ｉｎｏｕｅ． Ｔｏｋｙｏ牶 Ｊ． Ｆｕｊｉｍｏｔｏ牞 １８８４．）；邝其照：
《华英音韵字典集成》（ＫｉＣｈａｏｕ Ｋｗａｎｇ． Ａ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Ｌｏｎｄｏｎ牶 Ｔｒｕｂｎｅｒ ＆ Ｃｏ．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牶
Ｋｅｌｌｙ ＆ Ｗａｌｓｈ牞 １８９９．）；翟理斯：《华英字典》（Ｈｅｒｂｅｒｔ
Ａｌｌｅｎ Ｇｉｌｅｓ．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ｎｇｌｉｓｈ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牶 Ｋｅｌｌｙ
＆ Ｗａｌｓｈ牷 Ｌｏｎｄｏｎ牶 Ｂ． Ｑｕａｒｉｔｃｈ牞 １９１２．）；赫美玲：《官话》
（Ｋａｒｌ Ｅｒｎｓｔ Ｇｅｏｒｇ Ｈｅｍｅｌｉｎｇ． Ｅｎｇｌｉｓｈ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ｐｏｋｅ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ｆｏｒ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ｓ．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牶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ｐｅｃｔｏｒａｔ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ｆ Ｃｕｓｔｏｍｓ牞 １９１６．）。

③ 明治日本时期主要英和辞典参看森冈健二：《近代语的
成立·明治期语汇编》，东京：明治书院，１９６９年。

④ 参看坪内逍遥《论小说及其〈书生气质〉的创作》，原载
《自由灯》１８８５年 ８ 月 ４、５ 日，译文引自王向远译：《日本
古典文论选译》（近代卷上册），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１９７。

⑤ 明清话本小说集大量引进日本，小说目录参看整理本，
大庭修：《东北大学狩野文库架藏的御文库目录》，《关西

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３（１９７０）：９—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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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参看尾崎行雄《〈雪中梅〉序》，原文载《雪中梅》下篇，
１８８６年 １１月版。译文来自王向远译：《日本古典文论选
译》（近代卷上册），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１４０。

⑦ 日本政治小说对小说地位的提升以及引入清末的研究
较多，参看柳田泉：《政治小说研究》。东京：春秋社，１９６８

年。叶凯蒂：《晚清政治小说———一种世界性文学类型的

迁移》，杨可译，北京：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２０２０年。
⑧ 参看《明治文学全集》第 １５ 卷，长野：筑摩山房，１９７０

年。译文来自李强等：《日本近现代文论》（上卷），北京：

昆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２５。

⑨ 关于美术引入日本以及对坪内逍遥的影响，参看匠秀
夫：《近代日本的美术和文学：明治大正昭和的插绘》，东

京：木耳社，１９７９年。
⑩ 参考坪内逍遥《论小说及其〈书生气质〉的创作》，原载
《自由灯》１８８５年 ８月 ４、５日。译文引自王向远译：《日本
古典文论选译》（近代卷上册），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１９７。
瑏瑡 参看矢野文雄《对当今文学界的一点希望》，原载《帝
国文学》１８９５年 １２月。译文来自王向远译：《日本古典文
论选译》（近代卷上册），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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