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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近代小说观念的嬗变及其新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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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代小说观念作为古典小说观念的终结和现代小说观念的萌芽!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并出
现了一些新特点#维新运动前主要是继承传统!又在鄙视小说为'闲书(中出现一些新变化$伴随维新运动的酝酿
与来临!小说渐渐受到较多的重视!社会功能得到关注与强调$资产阶级改良者大力提倡小说!着眼于抬高小说的
社会地位!力争让小说进入文学殿堂#之后!鸳鸯蝴蝶派强调娱乐消遣功能的小说观念!表现出对传统小说观念的
继承与回归#

关键词!近代$维新运动前后$小说观念$传统$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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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小说观念作为古典小说观念的终结和现代
小说观念的萌芽#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

并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在整个
D*

年中#大约以维
新运动前后为界#小说观念的嬗变大致可以分成渐
变和突变两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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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传统(在鄙视小说为"闲书#中出现一
些新变化

维新运动前#小说未能受到足够的重视#小说未
被列入文学之列&如近人编辑百科全书性质的大型
工具书$辞海%#其文学分册专门列了*总集+一类#但
其总集类所列举的例子只是些诗文总集的名目#而
未列*小说总集+的书目&

其时著名报刊$申报%及其编辑们的小说观念仍
停留在传统小说观的沿线上#依然受传统小说观的
束缚#未摆脱传统小说的故事模式及价值取向#视小
说为*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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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十月十七日!农历"$申报%有
*寓沪远客+登载广告#谓*$有图求说%出售+#*兹有
精细画图十幅#66照图编成小说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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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申报%特地配发了题为$书请撰小说后%的评
论)*近来稗官小说几乎汗牛充栋#然文人同此心(同

此笔而所撰之书各不相同#实足以开拓心胸#为消闲
之一助&但所阅诸小说#其卷首或有图#或无图#从
未专有图而无说者&兹见本报后寓沪远客所登之请
撰小说告白#似即征诗征文之遗意#文人雅士于酒后
睡余#大可借此消遣工夫#行见奇情壮采奔赴腕下#

而诸同人又得击节欣赏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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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从这段评论#可
以窥探$申报%及其编辑们的小说观#广告要求*小说
一部#约五万字+#$申报%评论*似即征诗征文之遗
意+&小说虽早已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而存在#然而
*征诗征文+古已有之是*雅事+#征小说却是*遗意+(

新鲜事#潜意识中含有小说乃*不雅+#不能登大雅之
堂之意&编辑们认为小说的功能乃*文人雅士于酒
后睡余#大可借此消遣工夫#行见奇情壮采奔赴腕
下#而诸同人又得击节欣赏矣+#*开拓心胸#为消闲
之一助+#小说内容追求*奇情壮采+#小说创作仍然
是文人雅士酒后睡余的消遣之作&

当时社会上更是普遍把创作小说看作是*小
道+#作品往往署笔名#仿古代文人*游戏笔墨+之意#

不肯现出真身&

+D")

年#蠡勺居士!本名蒋子让"在
翻译英国小说$昕夕闲谈%时所写的刊载于$瀛寰琐

BD



记%的$7昕夕闲谈8小叙%中#认为小说*以怡神悦魄
为主#使人之辘轳此世者#咸弃其焦思繁虑#而暂迁
其心于恬适之境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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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强调小说赏心悦目的
娱乐作用#正是传统*以文为戏+的观点的余绪&这
从*寓沪远客+广告登出后人们的反应也可得到说
明&广告登出之后#申城*文人雅士+的反应极其冷
淡#至期满时#竟只有*安闲先生+一人应征&此后#

征文的期限一再放宽#直到
+D"D

年
#

月
))

日#*寓
沪远客+方才公布结果#该日$申报%载有*$有图求
说%取列+的启事)*启者#前所请撰之小说#今仅收到
安闲先生与蓬山居士两卷而已#俱未见甚佳#皆难刊
印#惟依原白强分甲乙#以安闲先生为一#酬洋二十
圆#蓬山居士居二#酬洋十圆#准于本月二十二日三
点钟#在$申报%馆面交#届期莫误&此后#如有能撰
得更佳而合刊印者#亦许酬谢#特此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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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征文前后历时半年多#却只收到两篇未达到刊
印要求且署笔名*安闲先生+和*蓬山居士+的征文#

最后不得不草草收场了事&事实上#*寓沪远客+征
文的失败#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在人们的观念中小
说依然不能登大雅之堂#小说仍称之为*稗官小说+#

小说仍然没能得到人们的足够重视&

此时#小说虽然未得到足够重视#但开始有了一
些新的变化&尽管在小说观上蠡勺居士还是因袭传
统#但他也最早向鄙视小说的传统观念发出了呐喊)

*谁谓小说为小道哉2+还有#蠡勺居士对西洋小说的
接触本身#亦已经标志着传统小说观向近代小说观
的过渡&$申报%*寓沪远客+登载广告#谓*$有图求
说%出售+#照图编小说#在晚清社会本已是新潮之
举#而向全社会公开征求小说#则更为罕见&

二
!

小说对变易风俗%社会革新具有"不可思议
之力#

伴随维新运动的酝酿与来临#小说渐渐受到较
多的重视#功能得到关注&距离第一次征文启事十
多年后的$申报%及其编辑们的小说观念#已脱离传
统观念束缚#已摈弃*小说乃不雅#不能登大雅之堂+

等遗意#而强调小说具有感动人心(变异风俗等社会
功能#甚而视小说为社会革新的工具&

+D,#

年
#

月
)#

日$申报%第二次征文#登载了傅兰雅的*求著时
新小说启+)*窃以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推
行广速#传之不久#辄能家喻户晓#习气不难为之一
变&今中华积弊最重大者#计有三端#一雅片#一时
文#一缠足&若不设法更改#终非富强之兆&兹欲请

中华人士愿本国兴盛者#撰著新趣小说#合显此三事
之大害#并祛各弊之妙法#立案演说#结构成编#贯穿
为部#使人阅之心为感动#力为革除&辞句以浅明为
要#语意以趣雅为宗#虽妇人幼子#皆能得而明之&

述事务取近今易有#切莫抄袭旧套#立意毋尚希奇古
怪#免使骇目惊心&66果有嘉作#足劝人心#亦当
印行问世#并拟请其常撰同类之书#以为恒业&66

英国儒士傅兰雅谨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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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此则征文启事#产生
了广泛(强烈的影响#应征情况亦颇令人满意)至
+D,B

年
+

月
+!

日#共收到小说
+B)

部#因为*作者
过多+#举办者将原定的获奖人数从

"

名扩增到
)*

名#*皆酬润资+#$申报%一一公布了获奖名单&

略将两次征文相比较#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前后
两者的差异及差异背后所隐含的小说观念变化或演
进&其一#维新运动之际#社会对小说征文反响强
烈#关注度高(积极参与&和第一次仅两人应征不
同#这次应征者猛增到

+B)

人#由此数字可知#中国
文人(中国社会对小说文体的兴趣在短短的

+D

年
!

+D""G+D,#

"中#有了惊人的变化&社会反响如此
强烈#和第一次征文比较反响如此悬殊#正体现了鄙
视小说的传统观念的已然改变&其二#从应征者的
前后两次征文署名的差别也可体察出小说观念的变
化&第一次征文#两名应征者*安闲先生+与*蓬山居
士+#使用的都是化名#没有抑或不愿透露真实姓名#

署名风格亦和传统明清小说作者名号十分一致&但
第二次征文则不同#仅从现知的

)*

名获奖者来看#

署真名者为
+*

人#占总数的一半&除此#其中不少
名字#诸如*望国新+(*格致散人+(*杨味西+(*醒世
人+等#均带有颇为浓烈的晚清时代气息&征文小说
署真名的背后体现着小说社会地位的提升#也体现
着中国小说观念吹响了由传统旧观念向近代新小说
观念演进的号角&

近代小说观念的主要方向在价值论方面#它非
常强调小说的社会作用#并企图将小说作为有力的
*文明三利器+#企图把小说从*稗官野史+的地位提
高到为社会改革服务的地位#它把小说与政治(道德
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强调小说的教化作用#要求小
说家把小说作为开民智与新风尚的武器&作为*阐
明小说价值的第一篇文字+的严复(夏曾佑的$本馆
附印说部缘起%一文写于

+D,"

年#文章高度评价了
小说的重要社会作用#认为小说*入人之深#行世之
远#几乎出于经史之上#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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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部所持+.文章还强调了小说在社会变革时期的重
要作用)*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
助+#*有人身所作之史#有人心所构之史#而今日人
心之营构#即为他日人身之所作#则小说者又为正史
之根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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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缘起%一文较之傅兰雅$求著时
新小说启事%全面和成熟得多#*代表了时代最先进
的文学观+#成为近代史阐明小说社会作用#提高小
说地位的第一篇理论文章&

维新运动前后#早期改良主义者已经认识到小
说的社会作用#看到了小说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力#这
种作用和影响#甚至被认为高于经史#超过经史&梁
启超明确指出)*盖全国大多数人之思想业识#强半
出自小说&言英雄则$三国%($水浒%($说唐%($征
西%#言哲理则$封神%($西游%#言情绪则$红楼%($西
厢%66此种势力#蟠结于人之脑识中#而因发为言
论行事#虽具有过人之智慧(过人之才力者#欲其思
想尽脱离小说之束缚#殆为绝对不可能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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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中#梁氏也曾说)*六经不
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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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深刻认识到小说能代替经史启蒙大众#革
新道德(宗教(风俗(学艺(人心(人格等教育功能#故
而把小说摆在社会改革武器的地位上来强调小说的
作用#把小说与政治(道德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强
调小说可以新道德(可以新风尚&

梁启超的被视为近代小说理论的纲领性文献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对小说的社会功能作了系
统论述&所谓*群治+#即社会治理(人群教化之意#

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即小说与社会之关系&该文涉及
的理论问题很多#包括对小说地位的肯定(对小说价
值的分析(对传统小说的批评和以小说作为改良手
段的观点#等等&为了使小说能够具有*群治+的社
会功能#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因为*小
说界革命的中心主旨是启蒙'''改良群治+#*欲新
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
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

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
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故今日欲改良群治#

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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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章明确强调了小说与政治的关系)小说为政治服务#

政治又离不开小说#小说与政治被梁启超拴在了一
条线上#小说成了政治的载体&而且#作为其*欲新
政治#必先新小说+理论的实践#他还发表了亲自创

作的被称为*小说界革命+代表作的中国第一部政治
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梁启超是在观念上最重
视小说的改良者#由*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发展到
作为开启民智(改良社会的利器#以小说救国#也成
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启蒙主义小说观的理论核心&

不过#梁启超关于小说社会作用的认识#并不是
片面叫好#而是一分为二地看到这种作用有正负两
方面&一方面#他看到小说在政治改革中的积极作
用#如其把日本明治维新成功即归功于小说(俚歌所
起的作用#说*西国教科书之最盛#而出于游戏小说
者尤夥#故曰日本之变法#赖俚歌与小说之力#盖以
乐童子#以导愚氓#未有善于是者也+&*在昔欧洲各
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
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

66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

英(德(法(奧(意(日本各国政界之门进#则政治小说
为功最高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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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梁启超又认为不健康
的小说对国民产生负面影响)*大圣鸿哲数万言谆诲
之而不足者#华士坊贾一二书败坏之而有余&+认为
中国古代小说得到了广大读者喜爱#但中国传统小
说恰恰是从*毒万千载+这一负面发挥了其社会作
用#*中土小说#虽列之于九流#然自虞初以来#66

不出诲盗诲淫两端&陈陈相因#涂涂递附&故大方
之家#每不屑道焉+&*小说之在一群也#既已如空
气#如菽粟#欲避不得避#欲屏不得屏#66则吾中国
群治腐败之总根源可以识矣+#*小说之陷溺人群乃
至如是#乃至如是3+认为国民精神的消极性是影响
社会改良事业的精神障碍#其根源在于小说中的陈
腐思想#成为*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因此小说直
接关乎*群治+#即民风(民气和民族心理的优势#并
进而影响社会发展和国家兴衰&

梁启超的小说理论探讨主要指向小说与读者(

小说与社会(小说与政治等具有强烈现实功利的问
题#基本上是一种政治化(功利化的文学观#政治小
说成为核心#*小说救国+的政治宣传成为中心&他
代表当时最新的小说观念#虽然有其局限性#但在继
承前人(借鉴和吸收外国小说的基础上#站在前所未
有的高度来看待小说#打破了我国传统小说观念的
束缚#在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次明确树立起真正意义
上独立存在的小说观念&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认
为自梁启超把小说视为开通民智之津梁#涵养民德
之必需#以之输入*国家思想+后#形成一代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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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以小说为启蒙工具的自觉意识&

三
!

小说进入文学殿堂(成为"文学之最上乘#

梁启超作为在观念上最重视小说的资产阶级改
良者大力提倡小说#立足点在于抬高小说的社会地
位#力争让小说进入文学殿堂&

戊戌变法前#梁启超小说观还是比较传统的#还
主要是受康有为及黄遵宪的影响#并未对小说给予
充分的注意&

+D,"

年#康有为(梁启超对小说有了
崭新认识#但未把小说看作文学&康认为小说可以
启蒙#主张以小说形式表述*经+(*史+内容#以教育
童蒙(愚人(粗人&他有感于*书(经不如八股#八股
不如小说+#*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

的社会风气#认为*今中国识字人寡#深通文学之人
尤寡+#应将小说作为*今日急务+#提倡*经义史故#

亟宜译小说而讲通之+#*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
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
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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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
日本维新之所以成功#实得力于小说著作&他在$日
本书目志%中按

+#

门类介绍日本的书籍时#把小说
与政治(法律(文学等并列起来#自成一门&康有为
把小说与文学并列起来#可见康有为并未把小说看
作文学&

同年#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幼学%中开始认为
小说具有通俗性教育性#开始提出革新小说的主张)

*今人出话#皆用今语#而下笔必效古言#故妇孺农
氓#靡不以读书为难事#而$水浒%($三国%($红楼%之
类#读者反多于六经66今宜专用俚语#广著群书#

上之可以借阐圣教#下之可以杂述史事#近之可以激
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彝情#乃至宦途丑态#试场恶
趣#鸦片顽癖#缠足虐刑#皆可穷极异形#振厉末俗&

其为补益#岂有量耶3+

,

,

-

E#此时的*广著群书+#小说
虽然包括在内#但并非专指小说而言&在他眼里#小
说亦未能从属于文学之列#他的小说文学观仍然停
留在传统小说观的延线上&

维新变法失败后#尽管在梁启超的眼里小说与
文学仍处于并列的行列#但他迅速扭转了对小说的
态度#向鄙视小说的传统小说观念发出了彻底决裂
的信号&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他指出*小说乃国
民之魂+#他把小说抬升到*魂+的高度#这与他之前
视小说特征为*俚语+的认识不同了#他超越了对小
说的朦胧认识#因为小说能*关切于今日中国时局+#

它的读者是*爱国之士+#其地位自然高了&梁还以

实际行动明证他看重小说(不鄙视小说的文学观念#

他亲力亲为翻译日本政治小说$佳人奇遇%#不仅明
证他不鄙视并看重小说的小说观念#也表明他对域
外小说的接受&同时他还运用小说作者的显赫地位
来说明小说的高尚地位#如在介绍日本政治小说$经
国美谈%的作者矢野龙溪时称之曰)*矢野氏今为中
国公使#日本文学界之泰斗#进步党之魁杰也&+

,

+*

-

E)

他这种大胆的观点与行为#是向鄙视小说的传统小
说观念发出了彻底决裂的信号#使小说向文学靠近
了一大步#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小说观念将要发生划
时代的变化'''那就是抬高小说的文学地位#让小
说进入文学殿堂&如果不将小说纳入文学之列#还
是等于承认小说*不入流+#要比文学低一等#只有将
小说归于文学之内#才能真正提高小说在文学中的
显赫地位#这点首先由梁启超在理论上提了出来&

梁启超不仅把小说纳入文学范畴#而且还提出
了*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观点&他在$新民丛报%

第
)*

号的*绍介新刊+中#为$新小说%作了宣传#尤
其是对自己最重要的小说理论文章$论小说与群治
之关系%作了介绍#他第一句便提出*小说为文学之
最上乘+的观点#但仅凭叫(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这
句空话#恐怕难以令人信服#于是#又马上加上*真话
世学于域外者#多能言之+这句话&无疑想借助外国
权威来建立小说的*崇高+地位&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达到了其
小说观的集大成阶段&他强调了小说在文学大厦中
的重要地位#得出了亘古未有的*小说为文学之最上
乘+的论断#这已经远远超出了$译印政治小说序%的
观点&此时梁启超的小说观已经跨出了极为重要的
一步#即将小说纳入文学之列#列为*文学之最上
乘+#小说得到了重新定位#由文学结构的边缘地带
走向中心位置#改变了鄙视小说的传统观念&他倡
导的*小说界革命+#把小说从小道末技中解放出来#

使传统小说观念受到一次强烈的冲击#带来传统小
说观念的深刻的历史性变革&

戊戌变法把梁启超推上政治舞台的同时#梁启
超也把以政治为载体的小说推上了文学的舞台&梁
启超的目的是以小说为载体宣传政治#但意想不到
的是小说在政治的光环下#其文学地位得到了前所
未有的提升&梁的小说观发展到*小说为文学之最
上乘+#将小说回归到了文学领域去看待&小说的文
学地位观由此更加突出了#梁启超将小说的地位提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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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对小说的社会地位尤其是文学
地位的提高起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动作用#此时的梁
启超已经代表了当时最前沿的呼声#他的小说观念
的转变乃至形成#在中国小说理论史上起到了承前
启后的作用&

*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观念经过梁启超的宣
传终成了那时小说观念的最强音&即便是不太赞同
梁氏主张的徐念慈#也认为*所谓小说者#殆合理想
美学(感情美学而居其最上乘者+#袭取了梁的说法&

而楚卿!狄葆贤"$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

+,*!

"说得
更具体)*吾昔见东西各国之论文学家者#必以小说
家居第一#吾骇焉&吾昔见日人有著$世界百杰传%

者#以施耐庵与释迦(孔子(华盛顿(拿破仑并列#吾
骇焉&吾昔见日本诸学校之文学科#有所谓$水浒
传%讲义($西厢记%讲义者#吾益骇焉&继而思之#何
骇之与有2 小说者实文学之最上乘也&+

,

++

-

B+

*小说#

小说#诚文学界中之占最上乘者也&+

,

+)

-

))B

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认为自梁启超把小说喻
为*文学之上乘+始#在新文学中小说开始作为中心
文体被推重&于是#小说借着政治的提携#占据了文
学殿堂的盟主地位&

四
!

小说在新潮流中回归$$$"娱乐消遣#观念
代替"开启民智#载道观

对梁启超等人对小说社会作用的过分强调#其
时也有不同意见&黄人$小说林发刊词%一方面对小
说*风行于社会+(*影响于社会+的繁荣局面给予了
极高的评价#并说*则虽谓吾国今日之文明#为小说
文明可也.则虽谓吾国异日政界(学界(教育界(实业
界之文明#即今日小说界之文明#亦无不可也+#但同
时又对过去轻视小说及当前过分夸大小说作用的两
种倾向都表示了强烈不满)*虽然#有一弊焉)则以昔
之视小说也太轻#而今之视小说也太重也&+

,

+!

-

)!!持
同样观点的还有徐念慈#他认为#近代之前对待小说
的态度*不免失之过严+#而当时梁启超等人的态度
*又不免誉之失当+&由此出发#徐念慈指出#*小说
固不足生社会#而惟有社会始成小说者也+&即是
说#就小说与社会的关系而言#社会生活是第一性
的#是小说赖以产生的土壤和源泉&徐念慈认为#小
说是社会的反映#不仅表现在它所描写的*起居动
作(离合悲欢+是现实的#而且它所反映的*精神湛结
处+#即思想感情等内容也不能脱离社会&*小说与
人生不能沟而分之+(*不能阙其偏端+#两者之间具

有密切的联系&小说可以将人类的*事迹+*记载+下
来#不致留下缺憾#小说对人生具有认识(教育(美感
和娱乐等作用#并通过潜移默化#逐渐发挥其效用&

这显然比梁启超等人笼统地夸饰小说具有*支配人
道+的力量要科学得多&

陆士谔也说)*况小说虽号开智觉民之利器#终
为茶余酒后之助谈#偶尔诙谐#又奚足怪2+

,

+E

-

!B*因
此#虽然要高度重视小说的社会作用#但又不能作无
限地夸大)既看到小说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密切联系
和互为因果#又能指出两者的先后轻重#强调小说对
于社会存在的能动反映&这种观点对于纠正梁启超
以来片面夸大小说社会作用的流行看法#引导作家
正确反映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以及注意开掘小说的
审美价值等等#都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作为对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政治化功利主义
小说观忽视小说自身特性的反驳#*小说游戏说+广
泛流布于辛亥革命后至五四文学革命前&这种观念
明确反对*有似正史+(政治功利的小说观#而提出
*小说者#66或曰茶余酒后之消遣品而已#若夫补
救人心#启发知识之巨任#非所责于小说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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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心观念是文学的娱乐主义(趣味主义(金钱主
义&表面上看#这种观念与传统的*小说闲书论+有
一脉相通处#但是#并不能为此把*小说游戏说+简单
界定为对封建传统小说观念的复辟&其实#在游戏
说思潮中#包含着一些新的小说观念的因素#带有鲜
明的近代气息和近代职业小说家的特色#如鼓吹者
们在鼓吹*娱乐消遣+的小说观念时#又无不强调小
说的劝诫作用#主张*借游戏之词#滑稽之说#以针砭
世俗#规箴乎奸邪+&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了*小说
革命+思潮之影响巨大深远#简直成了一切小说理论
的不可或缺的*金字招牌+#另一方面也说明*游戏
说+思潮虽然似乎包容了较多的传统*小说闲书论+

的因子#但也并非简单重复&此后#*娱乐消遣+的小
说观念迅速代替了*开启民智+的小说载道观#成为
其时小说领域最主要的声音&

在主张*小说游戏说+的一批人中#鸳鸯蝴蝶派
所属作家是典型代表&鸳鸯蝴蝶派作家大多接受过
以小说改造社会的启蒙主义观念#包天笑就曾怀着
极大的政治热情译述过反映印度亡国惨史的$身毒
叛乱记%#希望能以印度的民族灾难警醒国人#徐枕
亚提出过*小说是为改良社会之一助焉+#李涵秋也
曾说过*我辈手无斧柯#虽不能澄清国政#然有一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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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在#亦可以改良社会#唤醒人民+#但进入民国后#

他们又都在不同程度上向*游戏消遣+的文学观认
同#放弃了启蒙主义的小说观&

鸳鸯蝴蝶派的小说观念散见于他们的杂志(序
跋&其中最著名最有代表性的论述是鸳鸯派的经典
杂志$礼拜六%刊登的王钝根的$礼拜六%出版赘言)

*买笑耗金钱#觅醉碍卫生#顾曲苦喧嚣#不若读小说
之省俭而安乐也&且买笑觅醉顾曲#其为乐转瞬即
逝#不能继续以至明日也&读小说则以一小银元一
枚#换得新奇小说数十篇#倦游归斋#挑灯展卷#或与
良友抵掌评论#或伴爱妻并肩互读&意兴稍阑#则以
其余留于明日读之&晴曦照窗#花香入坐#一编在
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不亦快哉3 故人
有不爱买笑#不爱买醉#不爱顾曲#而未有不爱读小
说者&况小说之轻便有趣如$礼拜六%者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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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小说被视为一种*省俭而安乐+#*轻便有趣+的
游戏休闲娱乐方式#而不再是新民救国的利器&类
似的论调十分普遍#如瓶庵的*供野老闲谈之料#茶
余酒后#备个人消闲之资#聊寄偶情#无关宏
旨+

,

+"

-

E+*

#等等&

+,+E

年#鸳鸯派的代表人物徐枕亚
明确提出*原夫小说者#俳优下技#难言经世文章.茶
余酒后#只供清谈资料+#表示*有口不谈国家#任他
鹦鹉前头.寄情只在风花#寻我蠹鱼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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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

&而
刘铁冷对自己所作小说的期望则是)*值此物竞剧烈
之世#世人必多愁苦&苟读吾书而额上皱纹为之一
舒#则吾之造福亦已不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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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B,

小说曾拥有的神圣职责(崇高使命被迅速消解#

即使有些关于小说的言论里还打着教化劝惩的旗
号#但实质精神已相去甚远&小说观念在鸳鸯蝴蝶
派这里转了一个大弯&梁启超对此反应强烈)*然则
今后社会之命脉#操于小说家之手者泰半#抑章明甚
也&而还观今之所谓小说文学者何如2 呜呼3 吾安
忍言3 吾安忍言3 其什九则诲盗与诲淫而已#或则
尖酸轻薄毫无取义之游戏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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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可是#包天笑

毫不客气地明确反驳了梁的观点#反驳梁的小说可
以塑造社会的功能观)*其推崇小说家也#曰大豪杰#

曰大圣贤#曰大教育家#其位置之高#将升诸九天以
上&今竟何如乎2 则曰群治腐败之病根#将借小说
以药之#是盖有起死回生之功也.而孰知憔悴萎病(

惨死堕落#乃益加甚焉3 向之期望过高者#以为小说
之力至伟#莫可伦比#乃其结果至于如此#宁不可悲
也耶3+包天笑和当时许多小说家一样已经发现#小
说并不能塑造社会#相反#倒是社会塑造了小说以及
小说观念)*子将以小说能转移人心风俗耶2 抑人心
亦足以转移小说#有此卑劣浮薄(纤佻蝶荡之社会#

安得而不产出卑劣浮薄(纤佻蝶荡之小说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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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B美
国作家华盛顿/欧文对那些要求小说传授学问的读
者说)*须知吾之为此#仅欲博人一粲#若此功不成#

则亦止令吾一人失望耳#于人复何伤3 须知当此文
明时代#人各怀物竞之思#竞而不胜#则抑抑如有所
失#额上或多皱纹#脱见吾书而竟得辗然一笑#使皱
纹立为消衽者#不已足乎3 或目既见吾书#而爱群之
心或动#稍生其敬老怜贫之思想者#则吾书亦不为无
益于社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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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鸳蝴派作家赞同欧文的观点#把
小说作为休闲娱乐品#比如徐枕亚在$7铁冷碎墨8

序%就直接引用欧文上述观点#还有如李定夷希望
*仗我片言#集来尺幅#博人一噱#化去千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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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鸳蝴派强调娱乐消遣功能的小说观念表现出对
传统小说观念的继承与回归#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对*小说界革命+忽视小说基本特性的反拨&小说
观念此时回到传统#是小说在新潮流中的回归自我
或自我解放&诚如朱自清先生所说)*在中国文学的
传统里#小说和词曲!包括戏曲"更是小道中的小道#

就因为是消遣的#不严肃&不严肃也就不正经.小说
通常被称为0闲书1#不是正经书66鸳鸯蝴蝶派的
小说意在供人们茶余酒后消遣#倒是中国小说的正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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