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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小说文献与汉代文化研究》

内容概要

《汉代小说文献与汉代文化研究》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主要探讨汉代小说的文体标准和文
体特点，以及对汉代文学和文化的影响。具体包括三大方面：一、汉代小说文本传播形态和汉代小说
文体标准的确立。（一）汉代小说的传播途径——稗官“传书”。（二）汉代小说的接受方式——“
引书”。（三）汉代小说的文体标准。二、汉代小说稽考。（一）对《汉书·艺文志》小说的考辨和
其它汉代小说的稽考。三、汉代小说与汉代文学、文化之关系。（一）散体大赋发生期对小说的吸收
。（二）儒家经学对汉代小说的吸收。（三）汉代小说对汉代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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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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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三星半。
2、是个好选题。

Page 5



《汉代小说文献与汉代文化研究》

章节试读

1、《汉代小说文献与汉代文化研究》的笔记-第233页

        通古今之变，刘跃进《走向通融》，“多种学科的通融，古今中外的通融”，文学研究不能拘泥
于文学层面。（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汉代“小说”，其作者，大多是方士或儒生，其功用
，在于干谒帝王，投其所好，以求功名。如王充在《论衡》中所言：“立奇造异，作惊目之论，以骇
世俗之人；为谲诡之书，以著殊异之名。”（《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P167.）游说君主
，评议朝政。[子部小说的兴盛与封建皇权的强化，线索之一，即小说功能的转化，从“王者欲知闾巷
风俗”（颜师古《汉书·艺文志》注）的载体到娱目逞心的游戏之作，而相反的，小说家的身份反而
从稗官变为正式官员，甚至是京官。]参考：廖群《“说”、“传”、“语”：先秦“说体”考索》，
《文学遗产》2006.6.“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苏舆：《春秋繁露义证》，
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58页。）“论灾异，谓古之人君为政失道，天用灾异谴告也。”（《论衡校
释·谴告篇》，中华书局，1990年版，P634.）“说部为史家别子，综厥大旨，要皆取义六经，发源群
籍。或见名理，或佐纪载；或微词讽谕，或直言指陈，咸足补正书所未备。自《洞冥》、《搜神》诸
书出，后之作者，多钩奇弋异，遂变而为子部之余，然观其词隐义深，未始不主文谲谏，于人心世道
之防，往往三致意焉。乃近人撰述，初不察古人立懦兴顽之本旨，专取瑰谈诡说，衍而为荒唐俶诡之
辞。于是奇益求奇，幻益求幻，务极六合所未见，千古所未闻之事，粉饰而论列之，自附于古作者之
林，呜呼悖已!”（清·朱寿康《浇愁集叙》。）刘晓军认为，朱氏此说清晰地勾勒出了古之“说部”
如何从“史家别子”演变为“子部之余”，再从“词隐义深”、“主文谲谏”的子部演变为“瑰谈诡
说”、“荒唐傲诡”的子部，学术意识与诗教观念逐步减弱，而故事性与娱乐性逐步增强，从征实的
“补正书所未备”到尚虚的“务极六合所未见，千古所未闻之事”，跨度非常之大。（《“说部”考
》，《学术研究》2009.2.）《后汉书·方术传》说：“后王莽矫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谶言，士之赴趣
时宜者，皆骋驰穿凿，争谈之也。”（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703页。）在王莽
的大肆推行下，治方术、言灾异不仅在汉代极为流行，也影响了后世。“桓灵之世，是学风发生根本
改变的重要转折时期，代表性事件是灵帝设鸿都门学，选‘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憙陈方俗闾里
小事’。历史上对鸿都门学多持非议，因为其本身的设立就是皇帝和宦官集团用以对抗经学的重要工
具，因此遭到蔡邕、杨赐等人的激烈批评，但它对社会风气的转变确实起到了推动作用。经学不再是
人才选拔的唯一标准，善说方俗闾里小事者也能得到重用”，而小说的内容，正是这些“方俗闾里小
事”。汉代，通过小说可以“神化帝王形象，形成了天赋神授的‘大一统’帝王政治体系；吸收阴阳
五行学说，以五行对应无常，借助小说神化其伦理效验，这在纬书小说中最为突出。纬书小说为了构
建君主政治体系，根据‘天人感应’说的需要，采纳了方士编造迂诞故事的手法，为王权政治神话和
儒家思想神话编织了一整套的应验故事，并披上历史的外衣来证明它的来源的真实。具体来说，就是
利用符瑞和灾异故事，树立君主权威同时限制君主权力；通过帝王异相、感生和受命故事神化君权神
授，构建君臣伦理等级秩序；通过神怪应验故事神化儒家道德伦理的作用等。”（P56）这种作用是
历代文人坚持不懈使用小说这一文体记录、叙述的原因，而随着皇权控制的加深，真正的政治指向意
义已经越来越淡薄。文人们热衷于小说家言，是和中国古代士人修齐治平的理想分不开的，正是这一
文体，为落魄文人指了一条出路：似乎书写小说就可以参与经国治天下。“汉代的小说家尽管身份低
微，却深受帝王的宠幸，他们要么是待诏之臣，要么是方士侍郎，而且像虞初还享受着黄衣、坐专车
的待遇，参与国家重要活动。”孙少华认为“对政治得失的讨论与对儒家学说的称述，最终成为规定
汉代诸子思想的两个基本范畴，同时也成为汉代诸子著书立说的两大基本主题。”（《“宦皇帝”与
汉初诸子文学的“母题共性”》，《中山大学学报》2011.1.）小说通过推崇德治，宣扬忠信，提倡报
恩，体现出儒家的一种伦理道德思想，并且利用小说的讽谏功能，最终实现干预社会文化以及政治建
设的目的。这种讽谏寄托了小说家的历史和家国责任感，然而这种责任感，在封建统治的后期，越来
越少体现在士人身上了。在中国传统的士人精神中，个体的道德实践始终是和社会的政治体制相联系
的，由内在的个人修为到重建社会政治秩序是士人的必经之路，也是最大限度实现“道”的理想的途
径。然而，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中，清代士人已经没有了孟子所说的那种“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
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的豪迈和担当。“补王道之缺”的使命感，已经很难在清代
士人身上展现。感孕、授河图洛书，“借助这种神谕，皇权被赋予神圣性，或者对政治的清明予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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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对政治的昏乱作出警示。因此在谶纬叙事中，古代的帝王感生、受命及其行事不仅被认为是可信
的，而且被忠实地接受。而精英阶层的介入，以及圣人‘河不出图’的哀叹无疑又增强了它的权威性
。”（曹建国：《谶纬叙事论略》，《文艺研究》2010.10.）中国自古而有谶纬传统，有学者认为这一
思想“无疑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崇拜天命的非理性思想，这样实际等于在原始儒家以尊崇德性为特
征的理性传统的大树上嫁接了一株怪枝”（姜广辉：《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2010年版，第337页），且不论尊崇德性是否就代表了“理性”，抛开谈论这种叙事的理性与否，我
们所看到的应当只是古人解释事物的一种方式。谶纬叙事多表现出一种政治目的，越是需要巩固王权
的时候，谶纬故事越多，如谶纬学说广泛流行的两汉。到清代就极少以帝王感生为对象的谶纬故事。
清代志怪小说中的谶纬叙事，已经不再扮演构建圣王体系的角色。其功用，不是为王道理论和代际更
迭提供历史依据。它更侧重的是人伦道德的层面，从“经天地”转而“理人伦”。这也和清代士人生
存空间的越来越狭窄有关，儒生们要解决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清代的政治
体制和思想文化体制业已稳固，封建政治基础十分牢固，对于王朝的体制和统治本身，人们不再有怀
疑，或者说不敢也不予许有怀疑，清代士人不能再像前代士人那样张扬个性，驰骋才华，他们更多的
是从“致用”的角度思考现实，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而微的实际需求。从另一方面，也反应出清代
文人不再为君主歌功颂德，除了应制诗之外，他们也很清醒地在个人写作中避开与当朝统治相关的事
件和情感。因此，在纪昀等人的著作中，展现出的往往是作家冷静到无情的面孔，这是他们的处境使
然，也是他们的智慧使然。儒家以神道设教，但神本身并没有具体的形象，这和佛教有本质区别。董
仲舒《立元神第十九》曰：“神者，不可得而视也，不可得而听也，是故视而不见其形，听而不闻其
声。声之不闻，故莫得其响，不见其形，故莫得其彰。”神或者天，只是冥冥中的一个存在，通过天
象以警示君主和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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