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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小说地位得到提高!功能得到重视!小说艺术得以强调的新观念的影响下!近代小说创作可谓蔚为大
观" 近代小说是衔接古代小说与现代小说的过渡转换环节!它既明显地带有古代小说影响的痕迹!同时也表现出
新的近代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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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在小说地位提高+功能得到重视+小说艺
术得以强调的新观念的影响下#小说创作蔚为大观&

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说过/$晚清小说#在中国小
说史上是最繁荣的时代&%

)A*A据陈大康先生考证#

$自明万历中期以降#明清小说创作的平均速率在
二百年里基本上一直维持在每年新出一+二种作品#

直至光绪二十年!A*KE"#小说问世的速率与以往几
无差别& 小说创作与翻译数量出现惊人的加速递增
趋势#明显地始于甲午中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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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E年"" 年时间里#共创作通俗小说@" 种+文言
小说F*种+翻译小说F 篇(而在A*K" UAKAA 年AF

年时间里#所创作的通俗小说A"(E篇#占近代通俗
小说总数的K"&Kh#翻译小说KK) 篇#占近代翻译
小说总数的KK&(K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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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新编清末民初小说
目录-收录近代小说A@)E@件#剔除一书多种版本的
重复#实际创作小说FE@@种+翻译小说("E"种#共
计A))AA种!

& 时人强烈感受到小说创作繁荣的现
象#吴趼人曾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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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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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的时态分布很能说明一个时代的文学状
况#作品的种类选择则能够反映一个时代的文学风

尚& 近代小说是衔接古代小说与现代小说的过渡转
换环节#它既明显地带有古代小说影响的痕迹#同时
也表现出新的近代特点& 近代小说的种类十分繁
多#大多以题材为分类标准& 据统计#清末民初的小
说种类多达())余种)E*(

& 按阿英的,晚清小说史-

及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可概括为几大类/社会政
治类!含谴责小说"+商业类+历史演义类+公案武侠
类+写情及狭邪类& 本文主要以社会政治类小说作
为论述对象#以管窥近代小说创作全貌& 这类小说
有着对社会现实政治强烈的批评和参与性#小说的
议论+政论占有较大的篇幅#是近代小说的代表&

一?小说为政治目的而作
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陈天华的,狮子吼-

等小说或描述社会理想#或批判现实#或发表政治见
解#思想新奇#风靡一时& 这样的为政治服务的小说
作品#人们称之为政治小说& 政治小说的创作目的
非常明确/为政治目的而写& 当时#小说作者由以启
蒙思想家或带有明显政治倾向的社会活动家为主#

创作目的以启蒙教育为主& 他们从救国实际出发#

试图通过小说的创作#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启蒙民
众#启发民智#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 小说作品以思
想取胜#有明显的教诲色彩和说理成分& 由于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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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的政治目的和说教意识#大部分小说家不能保
持冷静+客观#来不及细细观察生活#深刻地体悟与
思考人生& 他们更像一群热血沸腾的战士#急急忙
忙地挥舞起小说这件锐器#向旧社会发起口诛笔伐
之进攻& 在这种浮躁的心态下#又怀着功利的目的#

为了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作者往往不顾情节#强行
说教#夸大小说的政治作用#以为写小说就是$专欲
发表区区政见%+$商榷国计%#忽视了小说创作的根
本规律&

$小说界革命%的旗手梁启超不但鼓吹小说与
政治联姻#还亲自从事政治小说创作#明确宣称要
$借小说家言#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家国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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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发扬古代$文以载道%的传统#用小说搞
政治教化#明确表明他创作政治小说是为其政治改
革服务的& 梁启超创作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
记-#系未完成之作#小说故事情节极为简单#几乎
全为政治说教#其中写黄克强与李去病的论战辩驳
即达A@)))字#连他自己也觉得它的体例有点怪#

$似说部非说部#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

但他仍把它作为小说刊载在,新小说-上& 在,新中
国未来记-的$绪言%中#他毫不掩饰地说#这是$政
谈%#而非寻常小说#$既欲发表政见#商榷国计#则
其体自不能不与寻常说部稍殊& 编中往往多载法
律+章程+演说+论文等#连篇累牍#毫无趣味#知无以
餍读者之望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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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显然#梁启超只关注创作目
的#即发表政见#商榷国计& 明明是小说#而$欲发
表政见#商榷国计%#$欲发表政见#商榷国计%却用
小说这一体裁#这是近代社会功利主义小说观的典
型表现&

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推崇政治小说#

提倡利用小说宣传政治改良#为谴责小说的兴盛起
到了理论指导的作用& 近代小说创作的谴责小说
热#始于AK)!年#代表作即人们所熟知的$四大谴责
小说%#即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
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
海花-#此外#还有,文明小史-+,冷眼观-+,官场维
新记-和,负曝闲谈-等& 表面上看#谴责小说是通
过作品来反映和暴露晚清腐败的官场情况#而实际
上作者将官场腐败显示暴露出来#却有明确的政治
目的&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有时候#他们夸张甚至不
顾及事实& 周劭先生指出/$李伯元的,官场现形
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谴责小说#

把官员的颛顼无知描写得漆黑一团#对外交官的情
状更是淋漓尽致#其实是并不公允的&%他指出/$清
廷的当政者虽然昏庸不谙外事#但是多年来吃外国
的亏吃怕了#对于外交官的选择倒是慎重其事#决不
敢贸然派遣毫无学识的官员去充任& 终清之世#从
最初派出的两人到最后的十四人#不乏明达有识之
士00%

)F*近代小说家的这种作为#倒并不是有意
要歪曲事实& 李宝嘉+吴趼人等人都深受改良主义
思想的影响#他们写小说#目的是要有助于政治改
良#他们把小说作为一种宣传武器的时候#偶然不小
心伤及一些他们本不该伤及的人#是完全可能+也在
所不惜的&

谴责小说把抨击朝廷的腐败和揭露社会的弊端
作为小说创作的中心#作品的人物塑造+情节设置#

都是紧紧围绕着对现实社会的揭露这一中心内容进
行的& 谴责小说作品对官员们$骄%+$谄%进行集中
展示#将官员们覆盖在重重轻蔑和不断否定之下#对
官员们进行深入的剖视+批判与尖刻嘲讽#掀起轰轰
烈烈的吏治批判潮& 谴责小说家们毫不隐瞒自己的
这种揭露批判以达到政治目的的意图#李伯元特意
在,官场现形记-的末尾安排甄阁学之兄做一个梦#

道出了他创作该小说的本意#是因为$中国一般的
人民%#眼睛都看着官#行为都仿效官#而官们的$坏
处%#很像一个先生教出来的#因此就悟出一个新法
子来/模仿学堂里先生教学生的法子#编几本教科
书#教导他们& 佚名的,官场维新记-#在描绘假维
新者的嘴脸后也坦言/$区区宗旨#也不过望这班假
维新的#日后逐渐改良进化#个个变成了真维新&%

在近代#创作小说以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可说
是蔚然成风& 不仅维新派利用小说鼓吹君主立宪#

革命派也利用小说反对维新和宣传反帝排满& 黄小
配的,大马扁-#矛头直指康有为+梁启超#把他们说
成是$无学识+无心肝%之人(陈天华的,狮子吼-#用
睡狮醒来发出怒吼象征人民觉醒后的革命行动& 拥
护妇女解放的#有,黄绣球-+,中国新女豪-(反对妇
女解放的#有,女界烂污史-+,女界现形记-& 小说
家要利用小说#揭发伏藏#显其弊恶#即把社会上种
种丑恶现象拿出来示众& 小说家从不同的角度+不
同的层面对近代社会作全方位的批判#小说成为人
们认识社会+改造现实的宣传工具& 小说直接以社
会上的种种弊端构成故事矛盾#书中大都没有正面
形象#即便有#也处在受排挤+被打击的地位#根本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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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邪恶势力抗衡& 作品正是以鬼怪横行+大厦将
倾的危险局面向人们示警#激起人们奋起改良社会
的决心和斗志&

二?小说艺术形式近代化
夏志清在,5老残游记6新论-中指出/,老残游

记-对布局或多或少是漫不经心的#$这本小说结构
松散#对故事的布局显然不太关心%#又钟意于貌属
枝节或有始无终的事情#使它大类于现代的抒情小
说#而不似任何形态的传统中国小说#$他脱掉传统
小说家那件说故事的外衣#又把沿习下来的说故事
的所有元素#下隶于个人的识见之内#而为其所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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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
的,孽海花-以及,新中国未来记-#还有吴趼人的
,恨海-+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徐枕亚的,玉梨
魂-+何诹的,碎琴楼-+黄花奴的,杨花梦-等许多小
说#它们都具有了新的因素#在形式上发生了许多显
著的近代变化&

A&对章回体制的突破
章回小说是我国古代长篇小说的主要形式#它

分章标回#并有对偶的回目以概括每回的内容& 每
回的开头+结尾多引诗词入话#还保留了说话人$话
说%#$却说%#$且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
解%等固定套语& 章回小说传统符合我国受众群体
的审美情趣和阅读习惯#但它也有一定的局限&

随着中西文化交流和受众审美习惯的变化#章
回体小说的一些固定套式逐渐被抛弃#近代小说已
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章回体制& 梁启超的,新中国
未来记-+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虽然仍采用章回
体#但每回的首尾已省去引诗+入话和下场诗& 还有
如,老残游记-在章回体的楔子或首回里#运用了一
种象征性概括和表现生活的手法& 刘鹗通过第一回
的象征性图解#阐明了他对清末中国时局的认识#他
用一艘颠簸于惊涛骇浪的破旧大船来象征内忧外患
的中国#并通过一段寓言式描写#深刻揭示了当时中
国的危殆处境& 这种置于卷首的政治寓意在传统章
回小说中是找不到的& 李宝嘉的,文明小史-+曾朴
的,孽海花-+陈天华的,狮子吼-+颐琐的,黄绣球-

等作品#也借用这种布局方法& 后来#徐枕亚的,玉
梨魂-改回为章#有的作者甚而抛开章回体#采纳外
国小说的分章形式&

(&叙事角度与叙事时间发生转变

中国传统小说以情节为中心#基本上都采用从
头到尾平铺直叙的连贯叙述方式#情节完全按照时
间顺序的先后设置#叙事角度采用传统说书人无所
不知的全知叙事& 吴趼人的,九命奇冤-就采用此
法&

中国小说艺术形式近代化的表现还有小说叙事
时间的变化#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倒叙手法的运用#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大概是最早在通篇结构上
借鉴外国小说的倒叙结构的& 虽然梁启超的小说创
作和译作并不多#而且多是未完成之作#艺术性也普
遍不高#但他为实践自己的理论而亲自创作的政治
小说的开山之作,新中国未来记-#却率先采用了倒
叙的手法#小说从西历()@(年!当为AK@(年"岁次
壬寅#中国人民举行维新") 年庆典开篇#倒叙自
AK)(年壬寅以来$中国存亡绝续大关头%的历史&

他将未来的理想社会首先展现于读者面前#然后才
描述AK世纪末期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 正是这部
$其体自不能不与寻常说部稍殊%+具有空前创造性
的$新小说%#为小说创作提供了改造文学表现形式
的成功范例#以便与所要表达的新颖主题思想相适
应#并为晚清小说创作提供可资借鉴的楷模#突破了
源于话本的章回小说顺时性的线性结构模式#动摇
了传统小说中情节的中心地位#为非情节因素的崛
起乃至小说叙事结构的转变提供了有利条件& 其
实#西洋小说的频繁译介#特别是类似,福尔摩斯探
案集-之类的西洋侦探小说#对这一时期小说家掌
握并运用倒叙手法起到了$典范%作用#只不过晚清
小说家能熟练应用这种手法的人#除刘鹗+吴趼人两
人外#实在是寥寥无几&

近代开始运用第一人称方式的叙事角度创作小
说#改变了传统的全知叙事方式& 这样的小说有吴
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王濬卿的,冷眼观-+

萧然郁生的,乌托邦游记-+符霖的,禽海石-等& 这
些小说仍采用章回体#但抛弃了第三人称的全知叙
事&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以署名九死一生的
$我%为线索#写其在()年中的所见所闻#用$我%把
许多小故事串连起来#构成一部长篇& 民国以后#采
用第一人称的中长篇小说就更多了#如,断鸿零雁
记-+,雨天恨史- !天虚握生"+,聂冤镜-+,此恨绵
绵无绝期- !周瘦鹃"+,弃妇断肠史- !徐枕亚"等&

这些小说变换叙事角度之后#强化了真实感#给人以
$事事从身历处写来#语语从心坎中抉出%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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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角度和叙事时间的变更#引发了对话体+日
记体+书信体等新小说形式的产生& ,新中国未来
记-自创的$与寻常说部稍殊%的新体#对晚清的小
说创作有很大的影响#如,老残游记-+,官场现形
记-等近代著名小说都可以从中找到,新中国未来
记-对它们产生的或多或少的影响&

!&近代小说重视心理描写
反观中国传统小说#一向都不重视细致的心理

描写#刻画人物的主要手段是语言和行动描写& 清
末四大谴责小说作家率先迈出了心理描写步伐& 李
宝嘉的,海天鸿雪记-+,中国现在记-#曾朴的,孽海
花-#刘鹗的,老残游记-#吴趼人的,九命奇冤-+

,恨海-等#都融入了大量的心理描写& 其他诸如
,禽海石-+,邻女语-!连梦青"+,断鸿零雁记-+,玉
梨魂-+,孽冤镜-+,补过- !包天笑"等在心理描绘
方面也有较高成就&

吴趼人的小说,九命奇冤-和,恨海-均有成功
的心理描写& 如,恨海-第二回描写张棣华在逃难
中与伯和相处的内心活动#是很细腻+很成功的#它
真实而准确地表现了一位在封建礼教束缚下未婚少
女芳情脉脉和羞怯避嫌的矛盾心情& 小说还大量采
用内心独白#抒发女主人公和伯和失散乃至伯和堕
落后内心的悔恨与痛苦& 一位加拿大学者称,恨
海-为$中国心理小说的开端%

)K*AF*

#表明这部小说
在心理描写方面的巨大进步& 再如,九命奇冤-小
说第四回描写凌贵兴在乡试发榜时因事前有贿赂担
心被别人$抢去%的那种焦急不安+左猜右想的矛盾
心情#就很细致+真实+生动& 这段心理描写长达千
余字#这在古典小说中也是极少见的& 再如刘鹗的
,老残游记-中有许多精彩的心理描写#像第六回老
残在雪天由冻饿的鸟雀联想到曹州百姓$岂不比这
鸟雀还要苦吗%的那段心理描写(第十七回写妓女
翠环想让老残帮她跳出火坑但又担心有变的复杂心
情& 这些心理描写#既吸取了西洋小说剖析人物心
理活动的艺术技巧#又融入了传统技法#即通过人物
的行动和对话来表现人物的心理变化#把人物的内
心活动与人物的言行结合起来描写& ,老残游记-

在心理描写方面值得注意的还有长篇内心独白&

E&近代小说开始注重环境的描写
传统小说均以情节为结构中心#强调事件的叙

述和描绘#很少去描写独立于人物与情节之外而又
与之相呼应的环境或背景& 在近代小说中#陆续出

现较多的环境描写#如,老残游记-里就有不少精彩
的写景段落#尤其为人称道的是关于黄河冰冻的描
写& 刘鹗在第十二回描写黄河结冰时的景色#完全
摆脱了古典小说常用的陈词老调#而纯用白描手法&

作者通过对黄河结冰的实地观察#自铸新词#既不靠
华丽的词藻#又无斧凿的痕迹& 他确能抓住景物的
特点#做到于平凡+质朴中见神奇#读后使人感到如
临其地#如观其景& 胡适特别赞赏,老残游记-的景
物描写#他说/$这种白描的功夫真不容易学& 只有
精细的观察能供给这种描写的底子#只有朴素新鲜
的活文字能供给这种描写的工具&%

)A)*A(@*

在社会环境描写方面#近代小说开始出现较长
篇幅的静态的描写& 如二春居士著的,海天鸿雪
记-描写半殖民地上海妓院林立+灯红酒绿的一段
文字& 再如#,恨海-第六回描写庚子事变中天津卫
兵荒马乱的情景&

"&开始注意肖像描写
肖像描写是通过人物的外在特征如身材+容貌+

神情+服饰+风度等塑造人物的一种艺术手法#所谓
以$形%传$神%& 中国古典小说注重$神似%#于$形
似%有所忽略#所以古典小说中人物肖像描写成功
的例子不多& 描写人物的容貌往往多用套语#如
$貌似潘安%+$美如西子%#$沉鱼落雁%之容+$闭月
羞花%之貌等& 近代受西人小说影响#开始注意外
形肖像描写& 比如吴趼人的,九命奇冤-第二回#写
算命先生马半仙的肖像#作者从衣着穿戴到声容笑
貌#描画得细腻生动+逼真传神#一个算命先生的形
象跃然纸上&

中国小说艺术形式的近代化#是在西方小说的
影响下产生的& 除了曾朴+吴趼人+刘鹗+苏曼殊等
少数作家较为成功地将外来小说技法嫁接于传统文
学形式外#大多数人的探索是没有多大成就可言的&

三?过渡性小说创作的艺术欠缺
近代小说是衔接古代小说与现代小说的过渡转

换环节& 近代小说编撰兴盛+刊印繁荣+传播广泛#

但整体艺术质量低劣#模式化倾向十分严重& 一个
突出特点是小说与政治紧紧连在一起#以致小说几
乎完全沦为政治的工具& 有些小说存在着过于政治
化的功利性偏颇#致使倾向过于直露#文学性不强&

就是几部为人称道的谴责小说#虽然不乏批判的力
量#但由于作者的创作心理过于激愤#作品的客观真
实性大打折扣#艺术感染力便远逊于,儒林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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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讽刺#,儒林外史-是$直书其事#不加论断#

而是非立见%

)AA*A)F

#含蓄蕴藉#耐人寻味& 鲁迅也曾
指出,儒林外史- $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

)A(*AF*

&

而近代小说中的讽刺#则多嬉笑怒骂之笔#夸张直
露#不顾情节#强行介入#理性说教#了无意趣&

由于对小说政治功能的重视#长篇累牍+笔无藏
锋便成了近代社会政治小说的形式特征& 作者总是
急不可待地将自己的创作意图和盘托出#全无委曲
婉转之笔& 如李伯元,中国现在记-的$楔子%#开篇
就开诚布公地告诉读者#此书是表达对中国现状的
不满& 有的作家即使在历史小说的创作中#也不放
过自我表白的机会#甚至直言不讳地宣称作品就是
借古讽今#是为当前政治斗争服务的#如吴趼人的
,痛史-就是如此& 作者不能保持冷静客观的叙述
态度#总是在故事叙述过程中不失时机地向读者说
教#唯恐读者不明白他的用意& 如,文明小史-第四
十二回写到中国留日学生时#就有一大段议论/$但
是人数多了#自难免鱼龙混杂#贤愚不分#尽有中文
一窍不通#借着游学到海外玩耍的#亦有借着游学为
名#哄骗父母#指望把家里钱财运了出来#以供他挥
霍的(这两等人所在难免#因此很有些少年子弟#血
气未定#见样学样#不做革命军的义勇队#便做将来
中国的主人翁#忽高忽低#忽升忽降#自己的品格#连
他自己还拿不定#反说什么这才是自由#这才是平
等#真正可笑之极了&%

)A!*(FA作者不是用形象化的描
写来表现留日学生的这些行为#而是直接以作者的
口吻进行评论和谴责#给人的感觉好像不是在读小
说#而更像是一篇文笔犀利的批判文字&

更有甚者#有的作家把作者介入故事进行议论
的方法发展到极端#完全不顾小说的创作规律#干脆
用长篇的哲理说教代替了叙述#叙事成分越来越少#

故事情节微乎其微#小说的特质被改变了& 梁启超
的,新中国未来记-最为典型#全部内容即是在孔觉
民对历史的回顾中展开的& 他回顾历史还采用写正
史的方法#而不是小说的写法& 如写$宪政党%的成
立#竟将其$章程%列出(写这个党的发展#又将$治
事条略%全文搬上来& 作者借李+黄二君的辩论表

达自己改良的主张#反对革命的政见#$驳来驳去#

彼此往复#到四十四次%#$始终跟定一个主脑#全无
枝蔓之词%& 虽然作者是借作品人物之口叙出#但
由于这些人物既无个性化的行为#又无个性化的语
言#只是作者的政治传声筒#根本没有形成一个完整
可信的人物形象&

诚如诸多论者所指出的#作为中国文学从古到
现代的一个过渡性阶段#近代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
上的成就不是很高的& 对于谴责小说#鲁迅认为#

$头绪既繁#脚色复夥#其记事遂率与一人俱起#亦
即与其人俱讫#若断若续%

)A(*(!!

& 由于谴责小说多
以连缀丑闻的方式#竞相罗列排比相似的丑闻轶事#

对事不对人#因而普遍对人物典型刻画不够#描写上
违反真实的夸张溢恶现象也比较常见& 不少小说家
$公心讽世%#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焦到对官场吏治
腐败的揭露上#在他们的笔下#看不到传统小说中的
忠奸对立#善恶相争#而是一遍乌漆墨黑& ,宦海-

里描写个把清官#刚一上任#就被赃官污吏组成的天
罗地网吞噬的可怕现实& ,老残游记-的作者公开
声言要$揭清官之恶%#作品中刚弼+玉贤之流的所
谓$清官%#实际上都是阴狠无比的酷吏& 作家十分
热衷于$类群像%的勾勒#特别是清末官场的封建官
僚群像#更凝聚了众多作家的心血& 作为群像中的
个体#他们的形象大都比较简单#模仿过甚#千篇一
律#很难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作者对自己笔下的人物不是客观公正地对待#

常常运用太过夸张的修辞手法描写人物#以示作者
的爱憎#这几乎是近代谴责小说的共同特征& ,官
场现形记-的作者吴趼人就算不上一个冷静的故事
叙述者#对投降派的愤恨之心#使他无法保持客观的
态度#他在第三十四回写磕头道台请客#大量运用修
辞手法把磕头道台写成一个小丑式的人物& $磕头
道台%的命名本身已强烈表现了作者的贬斥意图#

再频频以$抢着代做主人%+$一直没住嘴%+$狼吞虎
咽%+$吃个精光%等词汇描写他在酒席上的贪婪吃
相#把道台写得近乎乞丐#夸张过甚#让读者不能不
产生失真之感&

注释!

!日本樽本照雄从事搜集研究中国近代小说的工作已!)余年#用力甚勤#收获亦巨#AK**年编出,清末民初小说目录- !称
,初版本-"#AKKF年又出版,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称,新编本-"#())(年E月又由齐鲁书社出版,增补新编清末民初小
说目录-!称,增补本-"#,增补本-共收近代小说AKA""条#比,新编本-所收条目增加了!AEA条#因编者尚无剔除一书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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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重复的具体统计#无法准确计算,增补本-收录近代创作小说+翻译小说的精确数& 转引自郭延礼,重新认识中国近代
小说-#,厦门教育学院学报-())E年K期第!"H!K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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