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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国特色的文学史话语体系

陈文新

摘 要 以西方纯文学观念为标准而建立的中国文学史，致使大量为古人欣赏的佳作

被摒除在中国文学研究视野之外。受纯文学理论的干预，中国文学的真面目被掩盖，失去了

本有的丰富性。为了构建符合实际的中国文学史，学者们至少在三个方面作了尝试。一是 20
世纪 90 年代兴起的编年体文学史，旨在客观地记录文学活动，阻止西方文学观念对中国文
学事实的简单阉割。二是学者们对古代小说的辨体研究，试图恢复中国古代各种文体的基本

观念，厘定不同文体的边界，在中国传统知识语境下给作家作品一个准确的定位，以清除胡

适小说史以西律中的偏激影响。三是注意到科举文体是近千年来影响至广的文体，在唐至清

的国家管理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且担起了文化传承的重任。从大文学视角审视科举文体，

有助于拓展古代散文研究，以期完整地把握古代文学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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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建立，大量借用了外来的观念、术语，运用它们来描述中国文学进程、确定研究

对象、判定作品意义的做法自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长期流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中国文学传统”的
失落，正是这一学术状况的反映。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学术界开始反省上述流行方法，感到有必要构建
中国特色的文学史话语体系。在这一过程中，不少学者做出了突出贡献，笔者也做了持续不断的努力和

思考。本文以笔者的学术研究为中心，拟从中国文学编年史研究、古代小说辨体研究和科举文体研究三

个方面切入，就中国特色的文学史话语体系构建略作探索。

一、中国文学编年史研究有助于克服文学史的“现代书写”之弊

中国文学编年史研究与文学史的“现代书写”之间的关系，可以从四个层面加以考察：“中国文学史”

是一种现代著述方式；现代纯文学观主导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的“中国文学史”书写；文学史的“现代
书写”之弊导致了编年体文学史的兴起；中国文学编年史致力于恰当处理主体性与客观性的关系。

（一）“中国文学史”是一种现代著述方式

“文学史”这样一种著述方式首先产生于近代西方。中国古代的“文苑传”虽然为“中国文学史”的书

写提供了大量素材，但与现代意义的文学史著述的差异却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文学史”注重清理历代作家之间的纵向联系，并且通常贯以进化的历史观，强调前代文学对

后代文学的影响与启示以及后代文学对前代文学的继承与创新，而“文苑传”则是朝代史的一部分，注重

的是历史人物之间的横向联系。把诸多历史人物同归于“文苑传”的处理方式，就是注重横向联系的表

现。其二，“文学史”通常对不同文体、不同作家、不同作品按文学成就的高下排出先后，安排篇幅大小，

文学之外的生平事迹以及那些被确定为文学成就不高的文体、作家、作品，往往与社会政治制度、思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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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状况一起作为背景被提及，那些与文学成就相悖反的内容则被消解。而“文苑传”则按史家标准而非

文学标准安排史实，所著录的文章与传主生平事迹之间也没有主体与背景的差异。其三，“文学史”是独

立存在的著述形态，而“文苑传”只是附属于断代史的一个部分，不具有独立品格。

（二）现代纯文学观主导了 20世纪 90年代以前的“中国文学史”书写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降，带有近代西方文化色彩的纯文学观被广泛认可，“中国文学史”中纯文学
的比重逐渐加大，成为“文学史”的内容主体：其一，强调文学的特有形式是诗、文、小说、戏曲，文学史要

以这四种文体为主要叙述对象。符合现代文学观念的古代文体被划分到相应的领域，如诗、词、散曲属

于诗歌，古文、骈文、小品文属于散文，杂剧、南戏、传奇属于戏曲，传奇小说、话本小说、章回小说属于小

说等等。又按照“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思路，格外突出《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唐诗、宋词、元杂剧、明

清小说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其二，在著述方式上，强调文学史规律，大量采用现代文学理论术语对古代

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分析评价，论述注重条理化和逻辑化。一个并非偶然的现象是：早期的文学史

不太看重绪论、导论之类，越到后来，绪论、导论越受重视，对文学史的统领作用也越来越强。注重绪论

和导论，是注重条理化和逻辑化的表现。

（三）文学史的“现代书写”之弊促进了编年体文学史的兴起

编年体文学史之所以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兴盛，是因为学术界清醒地认识到：现代的纯文学观
虽然给中国文学史研究带来了显而易见的好处，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可避免的缺憾：其一，纯文学观遮蔽

了杂文学的重要性，大量为古人所看重的文章在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却被摒除在视野之外。比如，人们常

说，“唐宋八大家”的“古文”写得好。可是，让“唐宋八大家”这一称谓定型下来的明代人茅坤，在编《唐

宋八大家文钞》时，选的却是他们的表、策、疏、状、书、启、劄、序、引、传、记、论、说、赞、碑铭、墓志、祭

文、行状、本纪、世家等类文章。现当代学者以纯文学的标准加以衡估，这些文章绝大多数都被排除在了

文学史之外。其二，采取纯文学观对古代文体的美感特征进行概括，往往说不到点子上，时有隔靴搔痒

的感觉。比如，今人习惯于将诗（古诗、近体诗）、词、散曲都划入诗歌一类，而三者的差异之大远远超出

许多人的想象。中国的古典诗（古诗、近体诗）是一种面向社会的写作，私生活感情不在表达之列，宫体

诗和香奁诗即因以女性为描写重心而成为众矢之的。而词却主要是面向私生活的写作，重大的社会人生

题材反而被认为不宜用词来写。散曲的重心是“隐逸”和“风情”，其“隐逸情调”与古典山水田园诗有相

通之处，其“浪子风流”与恋情题材的婉约词有相通之处，但相互之间的差异也不容忽视。一般说来，古

典的山水田园诗和婉约词注重表达上的含蓄，而散曲则以“说尽”“老辣”为主导风格。因此，借鉴纯文学

的诗歌理论，用同一套语汇“一视同仁”地解读古代的诗、词、散曲，其阐释难以切题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从理论上说，文学史编纂包括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是搜集和准备资料阶段，第二个是解释资料和

表达成果的阶段。第一个阶段以实证为主，致力于发现事实；第二个阶段以阐释为主，致力于在事实之

上建立体系，并赋予事实以意义。这样的研究程序似乎得到普遍认可，而实际情形往往并不如此。在文

学史的“现代书写”中，为数不少的编纂者往往是先有了体系，再去搜寻事实，并随意删减不符合体系的

事实。一个极端的例子是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他为了显示白话文学“很长又很光荣的历史”，把“白话

文学”的范围放得很大，连陶渊明、杜甫、白居易的大部分诗都算作“白话文学”，这是根据体系需要裁剪

事实的一个典型例子。又如刘大杰于 20 世纪 70 年代修订出版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以“儒法斗争”的
线索贯串文学史，把李白等人定为“尊法”派，把萧颖士、李华等人贬为“尊儒”派，这是又一个以体系为依

据裁剪事实的典型例子。其他的文学史著述当然少有这样极端的情形，但从体系出发而不从事实出发并

因而造成误读、误释却并非偶然现象。文学史家离原始资料越远，就越容易被现成的体系或以往的阐释

引入歧途。将这个条件复句改为过去时态，以描述文学史撰写中已发生的事实是并不过分的。在这种语

境中，一部分学者回避阐释也正是一种阐释，其目的是悬置既有文学史中似是而非却又影响广泛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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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前提，为寻求有价值的阐释提供可靠的学术背景、基础或氛围。

文学史的“现代书写”因过多受到纯文学理论的干预，以致掩盖了中国文学的丰富性，并在相当程度

上失去了客观性。编年体文学史于 20 世纪 90 年代兴盛，恢复中国文学的丰富性和可观性正是其基本
的旨趣所在。傅璇琮主编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辽海出版社 1998 年版）是较早问世的编年体文学
史，它与通行的纪传体文学史的显著区别是：就体例而言，全书概由丰富翔实的原始资料按年月顺序编

排而成，而没有连篇累牍的分析、评价；就选材而言，以唐人的文学观念为尺度，而不以现代文学观念为

尺度。比如贞观元年的文学，从正月到八月，该书共列纲五条，另有十四条月份不明，合在一起共十九条，

依次是：太宗宴群臣，始奏《秦王破阵乐》；僧法琳与慧静唱和；陈子良为相如县令，作《祭司马相如文》；

玄奘西行求法；太宗作《秋日》诗，袁朗有和作；上官仪等进士登第；谢偃对策及第；褚亮为弘文馆学士；

许敬宗为著作郎，与太宗唱和；李百药为中书舍人；隋遗臣刘子翼不应诏；于阗国画工尉迟乙僧到长安；

窦德明为常州刺史，与僧唱和；著《经典释文》《老子疏》的陆德明去世；孔绍安、庾抱、蔡允恭、贺德仁、

袁朗等卒，皆有集。这十九条所叙的事情，绝大部分不见于通行的纪传体文学史。换句话说，以现代文学

理论的标准来看，许多事情是不宜进入文学史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将这些悉数编入，不做阐释，含

蓄地表达了一种立场：文学史家的任务主要是客观叙述。尽管被记录的“历史事实”绝不只是“事实”，而

是包含了记录者的判断或加工，但傅璇琮等倾向于用事实本身来呈现文学史进程，而不是“说出”自己的

研究结论，已足以显示出对客观性的尊重。用事实来构成历史，并将事实具体化，这是编年史的特点。而

客观地记录事实，可以较为有效地阻止西方文学观念对中国文学事实的简单阉割。

（四）中国文学编年史致力于恰当处理主体性与客观性的关系

中国文学史书写的一个困难，是如何恰当处理主体性与客观性的关系。

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的主体性主要是指对文学史实的阐释。“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是当代人做出的

研究，当然不能没有阐释。但是阐释应当以“同情之了解”的方式接近对象，阐释要与客观性、丰富性结

合，而不能以否定客观性和丰富性为前提，这样才能构建出反映中国文学发展真实状态的文学史体系。

如何恰当地处理阐释与客观性的关系，这是文学史书写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问题。

笔者曾在这一领域作了认真尝试。所主编的 18 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2006 年 9 月湖南人民出
版社出版）致力于阐释的主体性与叙述的客观性的有机结合，从三个方面对编年体做了改进：其一，在

时间段的安排上，在采用以年为基本单位、年下辖月、月下辖日这种向下时间序列的同时，还设计了一个

向上的时间序列，即以年为基本单位，年上设阶段，阶段上设时代：阶段与章相对应，时代与卷相对应，

分别设立引言和绪论，重点揭示中国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时代特征，以期在看似无关的具体事实之

间建立联系，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其二，历史人物的活动包括“言”和“行”两个方面，以往的编年史通常

重视“行”（人物活动、生平）而忽略“言”，而《中国文学编年史》不仅重视历史人物的“行”，同时也重

视历史人物的“言”，酌情收入了若干包含重要文学流变信息的作品序跋、友朋信函等。其三，如果说政

治、经济等社会生活情形构成了文学活动所依存的背景，文学与思想文化的联系就更为内在，基于这一

认识，《中国文学编年史》尤为关注各历史时期的思想文化活动，有意多收下述三个方面的材料：重要文

化政策尤其是朝廷的文化政策，对知识阶层的风貌产生了形塑功能的文化生活（如结社、讲学、重大文

化工程的进展、相关艺术活动等），思想文化经典的撰写、出版与评论。这样做的目的，是想用编年的方

式将中国文学进程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中国思想文化变迁一并呈现在读者面前。作为第一部编年体中国

文学通史，《中国文学编年史》的这些尝试，为稳妥处理文学史研究中主体性与客观性的关系提供了一

种新的范型，受到了学界的鼓励。已故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学部委员邓绍基指出：“这部《中国文学编年

史》实际上已不局限于传统编年体的古旧格式而有所变化乃或有所突破。如果考虑到近百年来文化风

习的变异，文学史观念之更新，文学史体式之增加，这些变化当是不可避免的，古旧的体式不能框住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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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异，这是客观形势的促使，也是编著者们的自觉改进。最终又是一个古旧的编年体格式的发展变化问

题。也就是说，在新的历史时期，在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实践中，沿用编年体这种古老体式，而又有变化和

发展，这是十分可贵的尝试，也是这部《中国文学编年史》的一大收获。”[1]（第 10 版）《中国文学编年

史》的尝试，进一步扩大了编年体的功能。

在这里可以顺便提到哲学上的两个术语：归纳法和演绎法。归纳法和演绎法，哪一个更好呢？笔者

的看法是：在需要打破陈规的时候，归纳法更加有用。归纳法不及演绎法那样确切可信，它所提供的结论

只有或然性而没有确切性。不过，所有的新知识都只能从归纳得来而不能从演绎得来。对演绎法的一个

经典质疑是：最初的前提是怎样得到的？演绎法必须依赖前提，而前提只能用归纳法来证明（假如我们

不相信神谕或启示的话）。文学史的写作始终存在两种相互对应的危险：一边是理论前提过于整饬而产

生的僵化，另一边是缺少基本的理论前提而产生的杂乱。过分的统一和过分的丰富都有其弊端。但就目

前林林总总的纪传体文学史而言，所缺少的不是统一性而是丰富性，杂乱不是主要危险，僵化才是。编

年体文学史有助于改变这一状况，就此而言，编年史确乎是一种应运而兴的文学史范型。它并不总是比

纪传体优越，但其补偏救弊的效果是显著的。中国文学编年史书写在呈现中国文学的本来面貌方面，发

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

二、古代小说辨体研究旨在写出“中国的小说史”

“中国的小说史”和“在中国的小说史”的差异，其核心在于：前者对古人抱“同情之了解”的态度，

在古人的语境下来理解古人，努力从客观存在的事实中清理出中国小说史的发展线索；而后者则以今例

古，套用现代西方的小说标准来裁断古人，建构中国的小说史秩序。这两种叙述范式，“在中国的小说史”

在小说史研究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追溯这一学术格局形成的过程，乃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

五四以来，中国小说史研究大体有三种路数：一种是以西方的小说观念做标准来衡估中国古代作品

并建构小说史模型，其开山导师是胡适；一种是谨守中国传统的目录学意义上的小说理念，如余嘉锡；一

种是打通中西，在融会贯通的前提下评断作品并展开小说史叙述，如鲁迅。在这三种路数中，许多当代学

者误以为鲁迅的影响最大，其理由看上去也极为充分：鲁迅不仅完成了出于中国学者之手的第一部中国

小说史，而且以其崇高地位和卓越的学术裁断，确立了其 20 世纪小说史研究第一人的地位，就连其若干
具体论述也在小说史分期、作家定位、作品解读方面成为阐释起点，甚至成为衡量标尺。如果对近 50 年
来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论文和著作做统计分析，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引用率毫无疑问高居榜首。如

今仍然流行的一句话是：中国小说史研究还没有走出鲁迅时代。在这种情况下，说鲁迅影响最大，谁曰

不然？不过，另有一个事实也必须予以重视。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中，他用相当充裕的篇幅评述了

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志人小说、唐人的杂俎以及清代的《阅微草堂笔记》，并明确地将唐以前的小说

称为“古小说”。其中，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所占的篇幅与唐人传奇所占的篇幅大体相当，唐

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所占的篇幅和唐代任何一部传奇名篇所占的篇幅相比都绝不逊色，《阅微草堂

笔记》所占的篇幅与《聊斋志异》所占的篇幅基本持平。这些事例表明，与 20 世纪诸多中国小说史著
述相比，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对不符合现代小说标准的“古小说”的重视无疑是首屈一指的。那么，何

以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之后问世的众多中国小说史著述，却一致地贬抑这类“古小说”？答案是：这

正是胡适学术思想产生巨大影响的结果。

胡适是现代文化的代表人物。他发自内心地推崇西方文化，并致力于用西方文化来疗救中国。其小

说研究也贯彻了同样的理路。胡适热切地以西方理论为标准，推倒中国古人，重新建立中国小说史的秩

序。1918 年，胡适在《新青年》第 4 卷第 5 号发表了《论短篇小说》一文。胡适强调：“西方的‘短篇小
说’（英文叫作 short story），在文学上有一定的范围，有特别的性质，不是单靠篇幅不长便可称为‘短篇
小说’的。”“短篇小说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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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章。”[2]（P27）“一人的生活，一国的历史，一个社会的变迁，都有一个‘纵剖面’和无数‘横截面’。纵
面看去，须从头看到尾，才可看见全部。横面截开一段，若截在要紧的所在，便可把这个‘横截面’代表这

一人，或这一国，或这一个社会。这种可以代表全邦的部分，便是我所谓‘最精彩’的部分。”“因此，凡可

以拉长演作章回小说的短篇，不是真正‘短篇小说’；凡叙事不能畅尽，写情不能饱满的短篇，也不是真正

‘短篇小说’。”[2]（P28）胡适正是以这一理论为前提，建立了他的中国古代短篇的发展秩序。由于这些话
在后来的《文学概论》或《文学理论》里已大体成为常识，我们已经很难意识到这些常识在胡适之前根

本不是常识，因而也不大留意胡适小说史研究的先锋意味和巨大的学术冲击力。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大部分篇幅是论短篇小说，所选取的对象是志怪小说、志人小说、传奇小

说、话本小说以及杂俎之类。那么，在胡适的视野下，中国历史上有哪些作品是合格的短篇小说呢？胡适

说：“中国最早的短篇小说，自然要数先秦诸子的寓言了。《庄子》《列子》《韩非子》《吕览》诸书所载

的‘寓言’，往往有用心结构可当‘短篇小说’之称的。”[2]（P30）他举了《列子·汤问》的“愚公移山”、《庄
子·徐无鬼》的“庄子过惠施之墓”为例。“自汉到唐这几百年中，出了许多‘杂记’体的书，却都不配称做

‘短篇小说’。最下流的如《神仙传》和《搜神记》之类，不用说了。最高的如《世说新语》，其中所记，有

许多很有‘短篇小说’的意味，却没有‘短篇小说’的体裁。”[2]（P31）“比较说来，这个时代的散文短篇
小说还该数到陶潜的《桃花源记》。”[2]（P32）韵文中的短篇小说有更精彩的，如《孔雀东南飞》《木兰
辞》《上山采蘼芜》。“到了唐朝，韵文散文中都有很好的短篇小说。韵文中杜甫的《石壕吏》是绝妙的

例。”“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中，尽有很好的短篇小说。最妙的是《新丰折臂翁》一首。”“白居易的

《琵琶行》也算得一篇很好的短篇小说。”[2]（P33）“唐朝的散文短篇小说很多，好的却实在不多。我看
来看去，只有张说的《虬髯客传》可算得上品的‘短篇小说’。”“宋朝的‘杂记小说’颇多好的，但都不配称

做‘短篇小说’。”“明清两朝的‘短篇小说’，可分白话与文言两种。白话的‘短篇小说’可用《今古奇观》作

代表。”[2]（P35-36）文言小说的代表则是《聊斋志异》。在对“中国短篇小说的略史”的梳理中，胡适一
以贯之地贯彻了他的标准：短篇小说以截取生活的横断面为特征，特别注重细节的表现力、情节的完整

性和人物形象的鲜活，想象力和虚构也不可或缺。排除枝节，直指要害，胡适的理论宗旨极为明确。他的

结论也足够惊世骇俗：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志人小说，都不配称为短篇小说，志怪小说的代表作《搜

神记》被用了“最下流”来形容，志人小说的经典《世说新语》也被视为没有短篇小说的“体裁”。唐代的

传奇小说被横扫一空，仅《虬髯客传》幸免于难，得以挂于笔端。宋元明三朝的话本小说，境遇稍好，一

部《今古奇观》赫然在列。看得出来，中国古代的文言小说，除了《聊斋志异》外，几乎都不入胡适的法

眼。而他看得上的那些古代“短篇小说”代表作，《列子·汤问》的“愚公移山”、《庄子·徐无鬼》的“庄子过

惠施之墓”是道家的寓言，《桃花源记》是陶渊明的散文，《孔雀东南飞》《木兰辞》《上山采蘼芜》《石

壕吏》《新丰折臂翁》是乐府或新乐府诗，《琵琶行》是长篇叙事诗。胡适推倒古人重建小说史秩序的气

魄之大，确乎罕见。

就 20 世纪 20 年代以降的中国小说史书写而言，胡适的许多具体论断都被放弃了，例如，很少有人
将《桃花源记》、汉乐府、《石壕吏》《新丰折臂翁》《琵琶行》一类作品写入小说史中，似乎胡适的影响

并不显著。但是，胡适的阐释方法却成为小说史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路数，制约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发挥影响的方向。例如，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志人小说，唐代的《酉阳杂俎》，清代的《阅微草堂笔记》，

这些名著的小说史地位虽经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大力倡导，也仍未获得认同，即使是在鲁迅被推崇为

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的年代，其独特思路也未获得生存空间，就说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

包蕴的“中国的小说史”内涵，其实影响甚微。又如，鲁迅的《聊斋志异》“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儒林

外史》“足称讽刺之书”、《红楼梦》“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甚不同”等具体论断，之所以被广为接

受，则是由于鲁迅具有良好的艺术感觉，一语中的地揭示了对象的特色，这一长处是胡适所不具备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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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鲁迅的具体论断不仅与胡适的导向没有冲突，且有助于强化胡适的导向，其影响是在胡适划定的格局

中发挥出来的，或者说，是在胡适所代表的“在中国的小说史”的格局中发挥出来的。

胡适所建构的“在中国的小说史”，其基本特征是，完全推倒中国古代关于各种文体的基本观念，一

概采用近代西方的文体尺度，即所谓以西律中。在这种学术背景下，如要写出一部“中国的小说史”，从

辨体的角度切入，不失为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所谓“辨体”，即从古人的文体观念出发，厘定不同文体

的边界，以期在中国传统的知识语境下给作家作品、文学现象一个准确的定位。

在古代小说的辨体研究中，子部小说是首先要面对的一个对象。子部小说即通常所说的笔记小说，

在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中，这是唯一的小说正宗，历代的正史和四库全书所收的都是这类小说，传奇小

说、话本小说和章回小说是被排除在外的。而在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的绝大多数的文学史和小说史中，
这个局面被颠倒了过来：传奇小说、话本小说和章回小说被视为成熟的小说，子部小说则被认为不是小

说，稍稍宽容一点的，也只承认早期的子部小说如魏晋南北朝的志人志怪是“小说雏形”。在论述“小说雏

形”时，通常都根据现代小说尺度，说魏晋志怪和志人情节不够曲折，人物形象不够丰满，等等。

中国传统的四部按经、史、子、集分类，其中，经不具有知识分类的意义，而只是表明它的高居于顶端

的意识形态地位，所以，具有知识分类意义的只有史、子、集三类。史、子、集在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形

成了各自独立的叙事传统。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史家，其著述宗旨是经由对事实的记叙揭示出历史发展的

规律，即司马迁《报任安书》所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3]（P1865）。从这一宗旨出
发，史家所记之人、所叙之事必须“有关系”，即必须与历史发展的进程有关，日常生活题材如风怀之类通

常不在其视野之内，非社会性的自然景观同样不为史家所关注。从属于宏大叙事的需要，正史仅仅采用

第三人称全知叙事，第一人称限知叙事和第三人称限知叙事不在选用范围之内。对虚构的排斥也是史家

必须坚守的立场。子部书聚焦于思想和知识。它可以记人，可以叙事，在特殊情况下甚至可以描写自然

景观，但都立足于一个基点，即阐发思想和知识。就叙述原则而言，它与史部书都注重简约，史书旨在以

精简的语言叙述复杂的事实和典章制度，子书旨在以精简的叙述表达深刻的思想和有价值的知识；但二

者之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即：子部书被赋予了虚构的权力，子部书所传达的思想常常不合儒家的旨趣。

集部的叙事传统主要建立在赋和长篇叙事诗的基础之上，其突出特点是在题材选择上偏爱女性生活和

自然景观，偏爱虚构情节，并大量采用第一人称限知叙事和第三人称限知叙事。在史、子、集三种叙事传

统中，子部小说多取资于子部，并形成了其文类特征：它属于“子部”，故其文本指向以诉诸理性为主，而

不是以诉诸感情为主；它是“小说”，故多关注日常生活中的治身理家，而不是天下兴亡、军国大事。诉诸

理性而以治身理家为关注中心，可以说是子部小说的基本特征。笔者以为，这样解读子部小说，才能准

确透彻。

唐人传奇的文类特征也是小说辨体研究的重心之一。以现代的小说标准来看，唐人传奇完全符合成

熟小说的条件。但从这样的角度所做出的对唐人传奇文类特征的描述，如大量虚构、情节曲折、细节丰

富、人物形象鲜明等，虽然没有说错，但浮光掠影，未能揭示唐人传奇文类特征的形成原因和特殊过程。

而为了突出“唐人传奇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的成熟”这一命题，许多学者反复申述鲁迅的“唐人始有意为

小说”之论，也是不妥当的。盖鲁迅的话包含了一个假定：唐人已有一种与今人相近的小说观念，否则的

话，怎么能说“有意为小说”呢？而从历史的事实看，唐人虽有其小说观，但绝不同于今人的小说观，当然

也就不可能“有意”地来写一种符合现代标准的小说了。或者说，唐人传奇的确大体符合现代的小说标

准，但唐人传奇不是为了符合这种现代小说标准而“有意”写出来的。笔者从中国传统的知识语境出发，

提出了一个新的论断：传记辞章化是唐人传奇基本的文类特征。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涵：

其一，从外在的构架看，唐人传奇大体包括传、记两种体制。“传”较多地继承史家纪传体的传统，对

人物的生平、出处、归宿等有相当完整的交代，文末通常还有一段论赞式的议论，如《南柯太守传》《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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莺传》；“记”注重的是事件的完整性，虽然也写到人物，但不必完整交代人物生平，如《枕中记》《三梦

记》。有些作品尽管不以传、记为名，如《异梦录》《湘中怨解》，实际上要么采用传的结构，要么采用记

的结构，很少例外。

其二，无论是“传”，还是“记”，它们都属于六朝人所说“文、笔”中的“笔”，属于“笔”中的史书一脉。这

表明，就文体的继承关系而言，唐人传奇源出于史家传、记。至于六朝时期的若干源于子书的传、记，如

阮籍的《大人先生传》、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其文体与史家传、记有别，并非唐人传奇

所取法的主要对象。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说：“阮籍之《大人先生传》，刘伶之《酒德颂》，陶潜之

《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咸以寓言为本，文词为末，故其流可衍为王绩《醉乡记》，韩愈《圬者王

承福传》，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等，而无涉于传奇”[4]（P41)。所以本文所说的“传记辞章化”中的“传
记”，特指史家传记，而不包括寓言性质的传记。

其三，尚未辞章化的传、记并不具备传奇小说品格，或者说，只有与辞章融合的传、记才算具备了传

奇小说品格。根据笔者的考察，唐人传奇对私生活感情和日常生活的关注，唐人传奇对自然景物的钟情，

唐人传奇“有意幻设”的虚构特征，唐人传奇的第一人称限知叙事（即以“我”的身份叙事），唐人传奇的

骈俪句式与华丽辞藻（即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的“藻绘”与“文采”），凡此种种，无不取资于辞章，或

者说，主要取资于辞章。所谓“有意”用辞章的方式改造传、记，也就是“有意”用写作辞章的方式来写传、

记。其情形有点像我们常说的“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词为曲”，都是以跨越文类的方式创造新的文学

景观。可以说，在融合了辞章的题材和表现手法后，传、记就成了传奇。唐人传奇的那些符合现代小说标

准的特点，就是这样产生的。传记辞章化开启了中国小说发展史的一个重要阶段。

笔者关于唐人传奇文类特征的探索，得到了程毅中等同行学者的认可。北京大学中文系刘勇强教授

说：“从传记辞章化的角度把握唐人传奇，是从中国古代文学内在品质出发分析中国小说文体的生成与

特征，我很赞成这样的思路。”[5]（第 16 版）

在明清章回小说的辨体研究中，笔者揭示了一个重要现象：每一种小说类型都有其独特的关注领

域，因而不仅在题材上各有其畛域，而且观察生活的角度也大为不同。比如，有一个小说人物武松，先

后出现在《水浒传》和《金瓶梅》中。虽然姓名相同，经历也大体一致，但在两种不同类型的小说中，其

差异却更加引人注目。《水浒传》是一部英雄传奇，其特征之一是站在豪侠的立场上写世态人情，《金瓶

梅》是一部人情小说，其特征之一是站在常人的立场上写世态人情。与此相关，《金瓶梅》对武松的社会

关系做了若干改变。《水浒传》倾向于让好汉们生活于家庭之外，鲁智深、石秀等都几乎没有直系亲属；

假如不是要写武松的复仇壮举，《水浒传》不会有兴趣写武大这个人物。而《金瓶梅》重点描写的则是

家庭生活中的人。在《水浒传》中，迎儿是武大家里的婢女，《金瓶梅》却让她做了武大的女儿（武大前

妻所生），即武松的亲侄女。这样的改变，目的是让武松接受家庭伦理的考验。迎儿的父亲是武大，武大

去世后，武松就是她最亲的人了。如果武松真的爱他的兄长，他就应该对兄长的女儿尽到抚养的责任。

然而他没有，在杀掉潘金莲和王婆之后，席卷王婆的财物，奔向梁山。至于迎儿是否会成为街头的饿殍，

或是流落青楼，武松是不在意的。由此可见，对武松这类摆脱了家庭生活束缚的好汉，《水浒传》是欣赏

的，而《金瓶梅》则有所不满。

中国古典小说的辨体研究是一座含蕴丰厚的富矿，笔者的探索还处在起步阶段。为了写出一部较为

理想的“中国的小说史”，笔者愿意继续努力。

三、科举文体研究拓展了古代散文研究的视野

在诗歌、散文、小说、戏曲四种文体中，受现代纯文学观念冲击最大的是古代散文研究。其原因在

于，与现代意义的散文可以对接的古代文体，首先是古文，其次是骈文，而古文和骈文，都是受到贬抑和

排斥的。所谓古文，就是以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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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的文章。古文之所以受到排斥和变异，是因为它的文体特征是“载道”，是说理，与现代散文观念所

看重的抒情不是一个路数，不符合纯文学的标准；而古文所“载”之“道”，又是儒家的学说或义理，是五四

新文化运动所要打倒的“孔家店”的一部分，是所谓“桐城谬种”¬，更在不共戴天之列。骈文之所以受到

排斥，是因为它特别偏重对偶、辞藻和用典等修辞方式：骈文对偶，追求句式结构的平衡、对称，除了每段

的发句、收句以及段中的转接句、补足句等可用散句外，其他句子一般要遵循字句相对的准则。多用四

言句、六言句（晚唐以后骈文又被称作“四六文”，就是由于这一原因）。骈文讲究音韵和平仄（平仄要求

由徐陵、庾信首倡，唐代以后日渐普遍，其规律与近体诗基本相同），还讲究用典。辞赋、古文、诗歌等各

类文体虽也用典，但都属于一种修辞手段，而对于骈文来说，用典则成了这一文体的固有特点，甚至形成

了无典不成文的情形。骈文注重藻饰，肆力雕琢，喜用色彩浓烈、典雅富丽的词汇，如颜色、金玉、香花、

异草等类词语在骈文中出现频率最高。骈文因其在文体上的这些特征，被视为“选学妖孽”，是白话文

运动必须扫除的障碍。

小品文兴盛于晚明，其古今境遇的差别之大，超出许多普通读者的想象。清初古文家曾视小品文为

品格卑微之作，例如邵长蘅就在尺牍《与金生》中用不屑一顾的口吻讥笑说：“明季文章自有此尖新一

派，临川（指汤显祖）滥觞，公安（指三袁）泛委，而倒澜于陈仲醇（继儒）、王季重（思任）诸君。仆戏

谓：此文章家清客陪堂也。广座中忽发一趣语，亦足令贵客解颐，然人品扫地矣。”[6]（卷十一）这代表了

古文家对晚明小品文的一般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经由周作人等的提倡，晚明小品文的地位迅速

提升，成为研究热点。从被贬抑到被推崇，这种境遇的变迁与社会文化的变迁是联系在一起的。不妨这

样说：晚明小品文因其逾越了传统古文的矩矱，所以在清代一再受到指斥；也正因为晚明小品文不守古

文的矩矱，它与现代意义的散文之间，就有了更多可以沟通之处，所以在 20 世纪的古代散文研究中，占
据了显要地位。只是，用小品文这样一种未成大气候的边缘文类来代表古代散文的成就，适足以显示古

代散文研究在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的尴尬境遇。

笔者从 2006 年开始从事科举文体的研究，之所以投入那么多精力，原因之一即有感于古代散文研
究的这种畸轻畸重的局面。经过十余年的辛勤探索，对于三个重要事实获得了较为清晰的认识。

其一，科举文体是宋元明清时期影响极为广泛的文体。以八股文为例，重要的选本，明代有艾南英

编《明文定》《明文待》，杨廷枢编《同文录》，马世奇编《澹宁居文集》，黎淳编《国朝试录》等；清朝有

纪昀《房行书精华》，王步青编《八法集》；还有《百二十名家集》，选文 3000 篇，以明代为主；《钦定四
书文》，明文四集，选文 480 余篇，清文一集，选文 290 余篇。八股文稿本即个人文集也所在多有。明清
著名的八股大家，如明代的王鏊、钱福、唐顺之、归有光、艾南英，清代的刘子壮、熊伯龙、李光地、方苞、王

步青、袁枚、翁方纲等人，均有稿本传世。其他相关著述数量也不少。清梁章钜《制义丛话》等，是研究

八股文的重要论著。

其二，科举文体在唐宋元明清各代的国家管理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以策为例，汉代即有董仲舒脍炙

人口的“天人三策”。《文心雕龙》将策归为“议对”，视其为“议之别体”“对策揄扬，大明治道”“对策所选，

实属通才”[7]（P440）。《文选》把策问列入严格的“文”的范围。直到清代，策问和对策依然备受选家或
作家的重视。明代状元中，以殿试策著名的和获得殊荣的，有曾棨、罗伦、林大钦等。策之所以受重视，是

因为它属于“经济之文”。明代于慎行曾将文体分为三类：

今之文体当正者三，其一，科场经义为制举之文；其一，士人纂述为著作之文；其一，朝廷

方国上下所用为经济之文。制举、著作之文，士风所关；至于经济之文，则政体污隆出焉，不

可不亟图也。然三者亦自相因，经济之文由著作而弊，著作之文由制举而弊，同条共贯则一物

¬ 清代方苞、刘大櫆、姚鼐为盟主的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古文流派，以唐宋八大家为宗。五四新文化人因而用“桐城谬种”代指古代的古文一系。

“选学”的名称来源于梁萧统主编的《文选》。《文选》所收，主要是诗、赋、骈文等“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作品。“选学妖孽”泛指注重对

偶、平仄、辞藻的古代律诗和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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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何者？士方其横经请业、操觚为文，所为殚精毕力、守为腹笥金籝者，固此物也。及其志业

已酬，思以文采自见，而平时所沉酣濡胾入骨已深，即欲极力模拟，而格固不出此矣；至于当

官奉职，从事筐箧之间，亦惟其素所服习以资黼黻，而质固不出此矣。雅则俱雅，弊则俱弊，己

亦不知，人亦不知也。[8]（P84)

于慎行将当时的文体分为制举之文、著作之文、经济之文，其地位依次上升。策论虽是“制举之文”，但同

时又是“经济之文”，作为“经济之文”，其地位不同寻常。

其三，科举文体的写作训练不只是为了应试，也是为了文化的传承。唐代的科举考试科目，最为有

名的是进士科和明经科，还有其他一些较为次要的科目，比如史科。史科有一史和三史之分，始设于长

庆三年（公元 823 年）。一史指的就是《史记》，考试内容包括问大义一百条，策三道，义通七十、策通二
道以上为及第。三史指的是《史记》《汉书》和《后汉书》，与魏晋南北朝时称《史记》《汉书》《东观汉

记》为“三史”有所不同。考生选考其中的一部，各问大义一百条，策三道，义通七十、策通二道以上为及

第。这样一些考试内容，既有助于提高考生的写作水平，也有助于提高考生的文化素养。

清代后期出现了一些“博习经史词章”的书院，这些书院不考八股试帖，专课经史词章，旨在挽救举

业书院的空疏之弊。其考题博涉经史词章，仅以涉及《史记》的为例，题目就有：《上海求志书院课艺》

之《〈史记〉〈汉书〉分两家说》；成都《蜀秀集》之《读〈史记·卫青霍去病传〉书后》《〈史记〉列孔

子于世家论》《汉武帝通西南夷赋》；苏州《学古堂日记》之《读〈史记〉日记二种》，作者查德基、朱

锦绶；攸县《东山书院课集》之《〈史记〉立〈循吏〉〈酷吏〉两传论》；福州《致用书院文集》之《〈史

记〉传儒林不传文苑论》；武昌《经心书院续集》之《〈太史公自序〉书后》《〈万石君列传〉书后》《老

子韩非同传论》；南昌《经训书院课艺三集》之《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书后》；广州《菊坡精舍集》

之《书〈史记·信陵君列传〉后》《书〈史记·曹相国世家〉后》《书〈史记·信陵君列传〉后》；江阴

《南菁文钞三集》之《书〈史记·游侠传〉后》《书〈史记·货殖传〉后》《诸史作〈四裔传〉语多失实

略证》；《各省校士史论精华》（又名《各省书院课艺史论新编》）之《〈史记·弟子列传〉叙子贡存鲁霸

越事实论》《〈史记〉项羽立本纪孝惠不立本纪论》《萧相国荐淮阴侯论》《李广卫青霍去病论》；昆明

《经正书院课艺二集》之《书〈史记·滑稽传〉后》《班〈书〉惠帝高后皆有纪，而史迁不纪惠帝，其旨安

在》；昆明《经正书院课艺三集》之《汲黯论》《书〈史记·伯夷列传〉后》；昆明《经正书院课艺四集》

之《匈奴未灭何以家为》《问：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其行兵之法如何？试详言之》[9]。广泛研习“经史词

章”并据以确定写作内容，既是为了完善士子的知识储备，也是为了提升其文章写作的水平。

在文学史视野下研究古代科举文体，有两种不同的视角。一是纯文学视角。20 世纪，中国文学史研
究者大规模地采用纯文学观衡估古代文学，以抒情性作为诗歌、散文的基本特征，绝大多数科举文体都

被排除在文学史之外。另一种视角，即大文学视角。即使是实用性的文体，八股文也好，策论也好，只要

是讲求语言表达魅力的，都可以纳入文学的范畴。从大文学的视角考察古代的科举文体，有助于拓展古

代散文的研究，改变古代散文研究长期较为薄弱的状况。

对科举文体的研究还有另一重文学史意义，即有助于完整把握古代的文学生态。20 世纪流行的纯
文学观，仅以《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和为数不多的诗文流派来建构古代文

学史，难免留下太多空白。大量的文学史信息和文学史景观被忽略掉了，或视而不见。要想填补这些文

学史的空白，仅凭推断和解释是不够的，而应尽可能地还原历史面貌。重返文学史现场也许只是一种愿

望，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对大量丰富的文学史细节和文学史景观熟视无睹。全面研究古代科举文体，可

以对古代文学获得更多的现场感。换句话说，不深入考察历代科举文体，对文学生态的了解就一定是残

缺不全的。



陈文新：构建中国特色的文学史话语体系 · 31 ·

参考文献
[1] 邓绍基.我观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光明日报，2006-12-12.
[2] 胡适文集：第 1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13.
[3]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文选：第 5册.李善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4]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5] 刘勇强等.“唐人始有意为传奇”对吗.光明日报，2016-04-28.
[6] 邵长蘅.青门集.光绪丁酉年盛氏重刻本，1897.
[7] 刘勰.文心雕龙.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8] 于慎行.谷山笔麈.北京：中华书局，1984.
[9] 鲁小俊.清代书院课艺总集叙录.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

Constructing the Discursive System of Literary Hist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en Wenxin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based on the Western concept of pure literary，has led to
a great deal of works for the ancients to be excluded from the study of Chinese literature.As a result
of pure literary theory，the true face of Chinese literature was concealed and its richness was lost.
In order to build a realistic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Chinese scholars tried their best in at least
three aspects. The first is chronological literary history，which was raised in the 1990s and aimed at
recording literary activities objectively and preventing the western literary ideas from castrating the
facts of Chinese literature coarsly. Secondly, scholars tried to restore the basic concepts of various
styles in ancient China, and to determine the boundaries of different styles.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knowledge, an accurate positioning of a writers or a works is made to remove the extreme
influence of Hu Shi’s ideas coming from the west. Thirdly, it is noted that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tyle has influenced the wide range in the last thousand years, an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national management from the Tang to the Qing Dynasty, and took up the main task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A review of the branch. In order to grasp the ancient literature ecology completely, it is
helpful to expand the study of ancient prose from the grand conception of literature.

Key words literary chronicles；research of Bian-style with novels；styles of the imperial exami-
nation；discursive system of literary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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