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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伴随着说话艺术的繁荣产生了一种新的
小说样式'''话本& 宋元话本为明清两代的拟话本
创作奠定了基础#带来了短篇白话小说的繁荣& 关
于话本小说的体制#学者众说纷纭& 实际上#话本小
说体制并非一层不变#而是随着时代更迭变化& 影
响话本小说体制的因素有二/其一#创作日趋成熟#

体制亦渐趋完备(其二#作家创作主旨的演变& 前
者#毋庸赘言& 而后者'''作家创作主旨的变化#对
话本小说体制的影响则是深远的& 一代有一代之文
学#特定的文学样式反映着特定时代的社会价值和
精神风貌#作者本人的创作观也对话本小说体制产
生着决定性的影响&

一
话本小说创作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形式& 这

一形式包括三个重要部分/即正话#及以此为中心的
前后两个部分& 如何对正话之外的部分进行体制区
分!由于大多数话本小说的篇尾部分主要是诗词#

格式较为固定#故研究者对这一部分争议较少#争论
主要围绕着正话之前的部分展开"#前辈学者们提

出了不同见解&

对于话本小说的体制#学界主要有三种看法&

第一种观点认为#话本正话之前应该只有一个
部分#即入话& 郑振铎认为篇首闲话+诗词+故事都
是入话的不同形式而已)A*

& 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
小说史-

)(*

#袁健,宋元话本与明清拟话本叙事体制
之比较-都赞同此观点& 同时#袁健对话本的结尾
部分提出了疑义#他认为宋元话本与明清拟话本的
结尾部分并不相同#前者以诗词煞尾#后者则以评述
结尾)!*

& 石昌渝基本赞同郑振铎的观点#但认为得
胜头回是入话而入话却不完全是得胜头回& 他同时
指出#入话与正话的关系随着作品时代的演进而渐
趋密切#入话逐渐成为正话主题的提示+阐释和发
挥#加强正话劝善讽俗的效果#从而成为话本小说文
体的有机组成部分)E*

&

第二种观点认为#话本小说正话之前应分两个
部分#即入话和头回& 鲁迅首先在,中国小说史略-

中提出了此观点#认为入话乃篇首诗词#而$故实%

则是$得胜头回%

)"*

& 程毅中从分析宋元话本的实
际出发得出了与鲁迅基本相同的观点)@*

& 欧阳代
发沿袭此观点#但他指出#入话内涵当更广阔#包括

KF



篇首诗词和对所引诗词的解释两个部分)F*

&

第三种观点认为#正话之前应分三个部分/篇
首+入话和头回& 胡士莹将前一种观点中的入话分
解为篇首和入话两个部分#前者是话本开头的诗词#

而后者则解释诗词以引入正话& 入话在话本中的作
用是承上启下#在说话表演中也起着肃静观众+启发
和聚集听众的作用& 他认为#,六十家小说-现存的
(K篇都应有入话#由于编撰者的主观因素而删去了
这一部分#仅仅在篇首标明$入话%二字)**

& 张兵的
分类中也有篇首与入话两类#但他认为入话与篇首
诗词有联系但在体制上相对独立)K*

& 陈大康对入
话的释义与胡士莹略有不同#他认为入话不仅包括
释义诗词#还包括引入正话的议论和背景叙述)A)*

&

上述三种观点之外#石麟提出了广义入话与狭
义入话的概念& 广义入话论与郑振铎诸君见解并无
二般#狭义入话论则将诗词与其后的解释性文字看
成一整体#认为这些解释性文字的作用在于稳住听
众#长短视现场情形而定)AA*

&

前贤众说纷纭#让我们回到话本中去了解创作
的实际#以期对话本小说的体制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二
在话本小说的初创期#即宋元时期#话本小说的

体制尚未完备#作者对话本形式的认识还比较模糊&

现存宋元话本多是明清人辑刊而成#这给考察
宋元旧话原貌带来了极大困难& 虽然,三言-中有
许多改编自宋元旧话的作品#但冯梦龙对小说体制
进行了较大改动#相形之下,清平山堂话本-与,熊
龙峰刊行小说四种-更接近宋元话本原貌& 因此本
文讨论的宋元话本仅限于,清平山堂话本-

)A(*

+,熊
龙峰刊行小说四种-

)A!*

#而将,三言-中经过作者改
造的宋元话本与其他明代作品一同讨论&

,清平山堂话本-现存(K篇中共有早期白话短
篇(@篇#除去残缺不全的@篇#其余()篇中篇首及
篇尾诗词具全的共AE篇#有头回的E篇& ,熊龙峰
刊小说四种-有篇首及篇尾诗词者三篇#有头回者A

篇& 两种小说刊本中多数作品篇首及篇尾诗词皆
全#表明这两个部分是小说极为重要的部分#而头回
分别只有E 篇和A 篇#这表明头回并非不可或缺&

,六十家小说-中((篇首标有$入话%#,熊龙峰刊小
说四种-则E篇首皆标$入话%& 胡士莹认为两部小

说所有作品$原来都有入话#%但因编撰者的主观因
素而删去了#这些入话$凭借和正话有着某一点联
系#因而导入本事#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

)**A!*

& 但
实际上#,清平山堂话本-与,熊龙峰刊小说四种-的
入话绝大多数仅仅限于解释诗词+串连文句#并不能
算作一个独立的部分& 如,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

入话仅一句$这首诗是柳耆卿题美人诗%

)A(*A

(,西湖
三塔记-中入话虽有多句如$此诗乃苏子瞻所
作%

)A(*("

#$说不尽西湖好处#吟有一词云%

)A(*("

#$这
几处虽然是真山真水#怎比西湖好处%

)A(*(@等等#也
都是串连诗词的过渡性语句& 因此#宋元话本中的
入话不能作为一个独立部分与篇首+头回等量齐观#

它与作品的关系也并不密切&

从舞台艺术走向案头文学#宋元话本的创作还
处于初期#仅仅完成了小说文本形式的转化#作家主
体意识与小说文本之间关系并不密切#小说形式更
接近对说话艺术的直接再现与模仿& 小说正话之前
的部分#其作用是为了静场#吸引听众& 或许#对这
部分的使用#说书艺人要根据现场情形而定/如现场
情况良好#听众很快安静下来听书#艺人开场诗后即
进入正话(如现场嘈杂#则往往再讲一则小故事以静
场并等待迟来的听众& 因此#作为开场诗的篇首诗
词是话本的重要形式#而头回的存在与否是随机的#

它在话本小说中并不占重要位置#而仅仅起着串连
诗词作用的入话不过是篇首部分的一个搭子#并不
能作为一个独立部分&

三
明代#文人积极介入话本小说创作#拟话本大量

涌现#话本逐渐走向成熟& 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样
式#小说对社会生活和人民思想的影响已引起统治
者的重视& ,礼部志稿-记载/$如,剪灯新话-之类#

不惟市井轻薄之徒争相诵习#至于经生儒士#多舍正
学不讲#日夜诵忆以资谈论& 若不严禁#恐邪说异端
日新月盛#惑乱人心#实非细故& 乞敕礼部行文内外
衙门及提调学佥事御史#并按察司官巡历去处#凡遇
此等书籍即令焚毁#有印卖及藏习者问罪如
律%

)AE*卷四十五
& 此说或有夸大之嫌#却道出了小说戏

曲这类通俗文艺对平民思想的影响& 一部分士子意
识到艳情小说+戏曲对世风的不良影响#并认识到这
类通俗文艺的巨大作用#因而希望借此挽救颓靡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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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冯梦龙言小说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
钝者汗下#虽日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
之捷且深也%

)A"*@EF

#因此创作,三言-以实践其以通
俗文学教化世人的目的&

从,三言-开始#文人开始真正有意识地进行话
本创作/在内容上#吸纳宋元旧话并对之进行丰满#

同时注意吸取+改编其它题材故事(在形式上#对小
说体制进行改革完善&

,三言-中#头回成为一个重要的部分#$头回不
再是正话的一点搭头#它已成为作家用来表现主题
的重要手段%

)A@*

& 在内容的某一类似点上#头回成
为烘托正话的一个重要手段& 这与案头文学的逐渐
成熟密不可分& 如果说宋元话本更接近于说话#那
么,三言-则是话本案头化的重要标志& 较为固定
的体制形式无疑对形成话本独特的特征有重要作
用& 在宋元话本那里#头回还是可有可无的部分#但
,三言-则已将头回变成表现主题+形成完整体制的
重要部分& 事实上#,三言-中的众多头回也是取自
旧话+旧小说+历史等#许多故事均可独立成篇且形
神皆备& 取自宋元旧话且原即有头回的作品#如
,张舜美灯宵得丽女-!,古今小说-卷二十三"+,蒋
淑珍刎颈鸳鸯会-!,警世通言-卷三十八"#正话+头
回均较原话生色& ,张舜美灯宵得丽女-头回$鸳鸯
灯%更大为敷衍#总计A)EK字#占全文篇幅近()h#

故事曲折离奇#与正话不分伯仲& 取自旧笔记+小说
者#如,陈御史巧勘金钗钿- !,古今小说-卷二"+

,卖油郎独占花魁-!,醒世恒言-卷三"等头回也颇
具神采& 这些头回增加了故事的可读性#增添了小
说的艺术感&

,三言-体制中的另一个显著变化是入话的逐
渐独立& 冯梦龙创作小说为$醒世%+$喻世%+$警
世%#这一主题思想贯穿着小说创作始终#,三言-中
许多故事即为孝悌+贞节+忠信等教化题材& 话本作
者面对的大多是粗通文墨的中下层百姓#太过深奥
晦涩的主题于他们如同对牛弹琴& 作者唯恐这些教
化的意图不能为读者理解#往往现身说法#直陈意
旨& 因此#入话就成为作者发表议论的最佳形式&

这是,三言-为代表的明清拟话本与宋元话本入话
最大的区别& 例如,腾大尹鬼断家私-#话本乃公案
故事#作者却将其与孝悌扯在一起#在篇首与正话之
间插入一大段议论陈说$孝悌%& 当然#,三言-中如
上所述大段宣扬教化的作品比例还很小#作者的叙

述中心在故事而非教化&

,二拍-将,三言-创制的体制进一步加强+完
善& ,二拍-绝大多数作品都有入话与头回& 与此
同时#二拍中议论成分逐渐增加#形成较为固定的格
式/ $议论'''故事'''议论'''故事% 或$故
事'''议论'''故事%或$议论'''故事%

)AF*

&

随着数量的增长#话本小说的体制日益完备#同
时也在创作实践中发生着变化&

,型世言-较,二拍-略晚#但却突破了,二拍-

中较为固定的体制& ,型世言-创作目的在于$以为
世型%

)A**(A

#较之,三言-+,二拍-教化功能大大增
强#体制上也发生变化& ,三言-+,二拍-虽也标举
教化旗帜#但主题与故事有时并不相符#作者关注的
中心是故事& 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古今小说-

卷一"#入话劝人勿贪酒色#但对贪色失贞的王三
巧#却原谅其过失#让其夫妇重聚& ,拍案惊奇-中
的,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姚滴
珠避羞惹羞郑月娥将错就错-等#关注的中心则是
故事的离奇新颖& ,型世言-则完全不同#每一回均
有一个明确的教化主题#故事围绕这一特定主题展
开#主题超越故事成为作者关注的中心& ,型世言-

的评点形式也体现着教化的主旨& 书每回回前有
序#回后有评#序评皆围绕本回主题进行评述#这些
评论与入话+正话共同构成阐释教化的有机整体&

这样的创作主旨必然引起体制的巨大变化& 直接陈
述作者意旨的入话地位一跃而升#所占篇幅急剧增
加#头回则萎缩为故事梗概#许多作品的头回往往与
入话合为一体#成为说教的论据& 如第七回入话论
女人祸水#举前代祸国女子七人为例#而未展开一个
故事(十五回论义仆#连举两例#均极简&

如果说,三言-+,二拍-还沿袭着宋元话本讲故
事的传统#那么,型世言-则第一次按照作者主观意
旨构建小说/以特定主题为中心构建小说#$在思想
上确立了拟话本小说全面教化的典范%

)AF*

& ,型世
言-之后#拟话本小说踵武其后#以教化为小说&

,醉醒石-+,八洞天-+,五色石-等创作于清初的拟
话本均带着强烈的说教主题展开故事叙述& ,五色
石-作者笔炼阁主人叙其为文意旨是补天道之阙#

$天象之阙不必补#天道之阙则深有待于补%

)AK*(A(

&

,醉醒石-较之,型世言-更甚#除入话外#每回末也
有一段评论阐释教化伦理#甚而至于正话行文中也
打断情节进行议论& 此类小说已可称得上是$道学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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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教化为主#故事次之#板起面孔训人#作品艺
术生命日益枯萎&

综上#通过前文对话本小说体制衍变的追索#我
们发现话本体制的变化是话本小说文人化的必然趋
势& 文人介入小说创作#一个重要目的即借小说
$惩戒劝化%& 小说对市民尤其是中下层市民的强
大影响让文人不再忽视这一末技#不论是禁止传播

小说戏曲的三令五申还是文人参与创作的热情#都
体现出社会对小说的重视& $文以载道%本是诗文
的责任#但社会对小说的重视#使得本处于文学边缘
的小说也承担起$载道%的任务#并成为劝诫教化的
主力& 以教化为小说主题+以小说为教化本事的创
作宗旨让话本小说越来越偏离其赖以生存的文学土
壤#$五伦全备%而艺术尽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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