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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到北宋的小说嬗变研究 

 

伍燕翎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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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林春美博士 

学院: 现代语文暨大众传播学院 

 

本论文主要以晚唐至北宋主要的小说类型，即文言体的笔记体小说和志怪

传奇小说，以及白话源流的话本小说，探索这时期小说从小说著录、小说

观念、文体和语体形态上的嬗变轨迹。唐宋易代，从传奇到话本小说，经

历了文白和雅俗分流，可谓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然而，文学史流

变通常仅呈现新、旧文体的不断更替，却忽视各文体于演进过程中传承、

融合和新变的内在联系。唐宋之间虽然时代精神各异，却也有着一脉相承

的发展脉络。是以，本论文通过晚唐-北宋的小说嬗变，以此揭示“从唐传

奇到宋话本”这样的文学史表述，以及小说史上长期存在尊唐抑宋的小说

观念。历史上唐宋变革对小说的形成与演进有莫大关系。从宏观和客观的

角度把握唐宋的“近世化”转型对小说文体嬗变的研究，其意义非凡。从

“始有意为小说”的唐传奇到以民间“说话”伎艺发展起来的宋代白话小

说，其实存在着社会环境、文化心理，甚至文学生态对小说肌理的影响。

准此，本论文试图通过唐宋主要小说文体发展的历时性考察，重新评述文

学史兴衰演进中唐宋小说的历史定位。传统目录学对小说类的著述显示，

小说难以摆脱子、史的既定模式，“纪实”与“补史”也就成了小说的根

本性存在。唐宋小说更是长期存在扬唐抑宋、崇雅贬俗的偏颇之论，就此

囿限了我们对文学本质的客观认知。有鉴于此，本论文研究的重点，即从

晚唐到北宋这段时期切入，自小说外部的社会历史、文化精神，以及内在

文体规律的变化，包括小说观念、文体意识、语言形态、艺术风格等，企

图重新探勘其时小说各类文体嬗变的内在轨迹，以期对唐宋小说的历史定

位再次作出公允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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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f thesis presented to the Senate of University Putra Malaysia 

 in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TRANSFORMATION OF FICTION FROM THE LATE TANG TO 

NORTHERN SONG DYNASTIES 

 

By 

NG YEAN LENG 

September 2015 

 

Chair:    Assoc. Prof. Lim Choon Bee, PhD.  

Faculty:   Modern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This is a study of the different styles of literary narratives of the late Tang and 

Northern Song dynasties. These works include literary sketches and fictions in 

classical language and set on fantasy and romantic backgrounds, and short 

stories based on oral narratives in the “modern” language. The purpose is to 

examin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se works based on literary records, the concept 

of fictional writings, literary texts, and literary styles. Although the spirit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differed, yet the literary transformation during this 

period is marked by a continuation of styles and internal structures. The 

discussion is plac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traditional view that holds the incipient 

fictions of the Tang in high regard at the expense of Song works. From the 

long-term and objective perspective, the trend towards the “modernization” of 

Tang fantasy writings that represent the incipient form of novels has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study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literary forms of 

fiction. This literary transformation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has to be 

view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revalent social and political realities, regional 

cultures, changes in literary styles, and internal forms of the novels. By 

exploring the different strands of influence of the literary styles and attitudes on 

fictional writings, the study will attempt a re-appraisal of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is literary gen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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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k tesis yang dikemukakan kepada Senat 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sebagai memenuhi keperluan untuk ijazah Doktor Falsafah 

 

TRANSFORMASI KARYA FIKSYEN DARI AKHIR DINASTI TANG KE 

AWAL DINASTI SONG 

  

Oleh 

NG YEAN LENG 

 September 2015 

 

Pengerusi: Prof. Madya Lim Choon Bee, PhD. 

Fakulti: Bahasa Moden dan Komunikasi 

 

Kajian penyelidikan ini menitikberatkan transformasi karya fiksyen dari akhir 

dinasti Tang ke awal dinasti Song, termasuk genre fiksyen sketch, fiksyen 

fantasi dan romantik dalam bahasa klasik, serta fiksyen skrip cerita dalam 

bahasa vernakular. Penyelidikan ini berasaskan tranformasi yang terpapar 

melalui rekod sastera, konsep sastera, teks sastera dan perubahan style serta 

bahasa karya fiksyen. Namun pemikiran dan spiritual pada dinasti Tang dan 

Song adalah berbeza, akan tetapi transformasi karya fiksyen pada tempoh ini 

seharusnya mempunyai kesinambungan dalam style genre dan struktur internal 

yang tersendiri. Penilaian semula seharusnya diberi kepada fiksyen dinasti Song 

yang sentiasa dipandang ringan jika berbanding dengan dinasti Tang. Selain, 

reformasi dari dinasti Tang kepada Song terutama dalam perpektif dimana 

Dinasti Song ialah titik permulaan kepada China Moden sebenarnya membekal 

suatu saluran penting dalam kajian ini. Transformasi karya fiksyen dari akhir 

dinasti Tang kepada awal Song seharusnya dititikberatkan dari perspektif sosial 

dan budaya masyarakat, perubahan style dalam genre fiksyen dan struktur 

internal dalam teks cerpen. Berasaskan tinjauan terhadap transformasi internal 

kepada warisan, sinkretisme dan inovasi genre fiksyen, penilaian semula akan 

diberikan kepada kedudukan sastera dan seterusnya memaparkan pengertian 

sejarah sastera yang seben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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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章 

 

 绪论 

 

1.1 选题依据与论述前提 

中国古典小说是中国千百年来文学和文化的积累和智慧的展现。追溯中国

小说源头，上古的神话传说无疑是远古人民对自然生态和文化现象的想象，

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鲜明表征。战国时期有以记言为主的《国语》、

《战国策》；以记事写人的《左传》，中国叙事体文学遂而成型。西汉时期

司马迁（前 145—前 90？）的《史记》为史传文学的集大成者，却是古典

小说叙事的源头之一。若从今日学术研究范式来看，“小说”二字无疑更具

现代意义。然而，“小说”何以为小说？“小说”这一概念最早见于《庄

子·杂篇·外物》，其概念已陆续让研究者锲而不舍地从历史文化、语义学、

目录学等领域作多方面的探讨。班固依据《七略》将小说家列入“诸子略”

中，位列第十家，将被认为尚有可观处的“小道”收录其中，为小说家正

名。至《隋书·经籍志》始被归为四部之一，即子部。以后的《旧唐

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史志目录，也沿用四部分类法。然而，

小说最易混淆，最难被定位、归类，故历来徘徊在子、史之间。同一种文

献，不同的史学家，或者归置在子部小说类，或者调整到史部杂传或传记

类等。可以说，小说面貌的嬗变，是一个漫长与渐变的过程。 

 

那么，小说的面貌又该如何去辨识？魏晋南北朝的志人志怪、唐传奇、宋元

话本到明清的章回小说，诚如汉赋、唐诗、宋词和元曲，乃是任何中国文学

史，或中国小说史上一代又一代之文体流变的分野。文体代嬗与演变是人类

历史文化进程的成果，而近代学科的专精更对文体的新旧递嬗有更进一步的

专注和关怀。只是，文学史的传统常赋予我们对古今文学嬗变仅存框架似的

认知，从而僵化和囿限了我们对文学的审美。准此，回到文学史的现场成为

文学史的途径之一。所谓“回到文学史的现场”，则必需就整体社会文化、

政治经济、地域特征甚至文学生态等各方面，深入地研究各领域对文学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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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所产生的影响，进而回到文本本身内部规律的变化。正如齐裕焜（1938－）

先生所说：“进化论的观点不能完全正确地阐释小说史的发展，在强调一条

进化主线时，容易忽略主线之外的其他小说的演变，容易忽视其他因素对小

说发展的影响。”（2008，页 433）因此除了时代环境的外部影响，探讨小说

自身演变的内部规律，成为本文的核心主题。这里说内部规律主要指的是小

说的叙事范式。唐代史家刘知几（661－721）在《史通•叙事》篇中明确指

出：“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1978，

页 165）所谓“以叙事为先”，是关于“叙事”之审美的总要求。小说学的发

生，原就应该从其客观的外部因素和主观的内部因素作为研究的介入点，才

能更全面了解和掌握其嬗变轨迹。 

 

中国古代小说的创作虽然在魏晋时期已现雏形，但真正成熟的小说，还是起

于唐代的唐传奇。刘知几（661－721）虽是因袭班固的小说观念，然而对

“小说”地位的提升却有进一步的突破。他于《史通·杂述》篇说：“是知

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从来尚矣。爰及近古，斯道渐

烦，史氏流别，殊途并骛。”（1978，页 273）从史学家口中承认了小说能独

立成一家，带给大家对小说观念的认知和分类愈趋明确。明代胡应麟（1551

－1602）在《少室山房笔丛》亦有云：“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

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个说以寄笔端。”（1958，页

486）同样是明代桃源居士于《唐人百家小说·序》也说：“唐三百年文章鼎

盛，独诗律与小说称绝代之奇”（2007，页 1）；清人彭翥于《唐人说荟·序》

说：“领异标新，多多益善，称观止者，唯唐人小说乎！”（2007，页 1）；

一直到影响后人许多小说观念的鲁迅（1881－1936）于《中国小说史略》也

如是道：“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

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

有意为小说。”（2005a，页 73）唐代小说确是时人有意为之，作为叙事文

体的“小说”算是脱离了史学母体，获得了小说意义上的灵魂和价值。 

 

小说到了宋代，形成新的发展局面，文言与白话、传奇与话本、文人与说书、

雅和俗，成为我们对唐宋两代小说的文学史表述。唐代小说背离了史家“实

录”的原则以后，宋代小说，或者宋代通俗/白话小说兴起，民间“说话”

伎艺发展蓬勃，口头文学向书面文学演进，带有市井意识的话本小说应运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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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唐宋两代的社会变迁给中国小说带来重大的转折，小说自此走向平民化、

世俗化，更重要的是，宋代新兴的小说观念已经有别于史志子部的传统小说

观。
1
这点可从欧阳修编纂的《新唐书·艺文志》子部小说著录得到印证。欧

阳修把那些经不起史实考证的文献，即认为有虚构之处的文献，调整到小说

家。至此，小说家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即允许虚构性。 

 

唐宋小说之间，是否是一直存在着我们对文学史或小说史上的认知，即从唐

传奇到宋话本？其中从传奇到话本，或是从文言到白话，或是从雅到俗，是

否告示我们宋话本必然是唐传奇演进而来？其间的文体代嬗必然有着相承相

因的内在联系，绝不尽然是因果联系。中国小说史告知，唐传奇作为一种小

说文体在宋代没有断绝而继续存在，内容上兼具轶事和怪异二类。宋代的

“说话”，孕育于早期的“百戏”之中，于唐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技艺，五

代期间，战乱不息，文学遭逢厄运，“说话”的发展暂处停滞状态。入宋以

后，市井阶层兴起催生说话伎艺，然而宋话本滥觞于唐却是不争的事实。唐

传奇和宋话本之间相互渗透与融合也是客观存在的。除了我们熟知的唐传奇、

宋话本之外，晚唐-北宋笔记体的轶事小说，如《阙史》、《唐摭言》、《北里

志》、《艾子杂说》等；北宋中后期“新变”的通俗文言小说，如《青琐高

议》、《云斋广录》和《丽情集》等，都应作更进一步的解读。本文致力于厘

清其间的内在关系，将晚唐-北宋易代之际唐宋小说的嬗变轨迹，作为研究

的核心，加以剖析，重新检视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变化轨迹与发展内涵。 

 

1.2 论述课题之界定 

为了使本文的讨论更集中，对研究年限和研究对象有厘清之必要： 

 

1.2.1 研究年限 

本文的论述年代是晚唐到北宋这段时期的小说生产。历史分期和文学史分期

的认知有少许差异。比较传统的四分法即唐高祖至唐睿宗的初唐（618-690）、

唐玄宗的盛唐（691-756）、唐肃宗至唐文宗中唐（756-840）与唐武宗至唐

                                                        
1有论者认为宋代说话的兴起，是“文学小说”观念的确立。参考卢世华：〈文学小说观念的确立：

论南宋说话四家之“小说家”对小说观念发展的贡献〉，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11年第 6期，第 14-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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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帝（841-907）晚唐等四个时期，其后五代（907－960）与十国（897－

979），才到赵宋一代（960-1279）的建立。北宋则于 1127年结束。文学史上

的文体发展，小说要比诗歌来得迟，就唐代而言，盛唐诗是唐诗史上的黄金

时代，可是中唐才是唐传奇的高峰期。本文的论述时限主要在晚唐到北宋。

大部分的小说史对晚唐小说并没有指明一定的时代年限，反之以小说生产的

年代来划入小说史的分期。一般小说史都指出：“晚唐的传奇数量也大为减

少，整体水平普遍下降”（侯忠义，1997，页 138）、“唐代传奇在大和年间开

始出现了衰落的征兆，名篇渐少，知名的作家更少”（程毅中，1990，页

215）、“主要表现于单篇传奇的衰落和小说集的繁盛”。（程毅中，1990，页

229）为能够更有系统地深入研究，本文采李剑国（1943－）《唐五代传奇志

怪叙录》对唐代主要小说类型即传奇和志怪小说的分期。他将唐代小说发展

分为初兴期、兴盛前期（传奇文兴盛期）、兴盛后期（传奇集兴盛期）、低落

期和继续低落期五个分期。因此，本文对“晚唐”年限的界定即始自于李剑

国指的兴盛后期，即传奇集兴盛期（约大和中至乾符末）。历史上的大和，

或作太和（827－835 年）即唐文宗的年号，共计九年，大和中约大和五年，

即西历 831年。据李剑国《宋代志怪传奇叙录》，北宋小说的发展是 960年至

1162年，长达 167年。
2
简而言之，本文的研究年限是起于晚唐大和中，终于

北宋后期，约即 831-1126年。 

 

1.2.2 研究对象 

唐宋易代标志着历史上的一个重大变迁。晚唐到北宋这期间，小说的发展亦

经历本身的变革递嬗。从单篇唐传奇的兴盛、没落，传奇小说集的蓬勃发展，

再到北宋小说类书如《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等的纂修，小说的发展不断

地随时代巨轮而前进。宋代近世化的转型之下，小说逐渐走向世俗、白话，

话本小说逐而发展成主流。始自唐代，文言小说谱系里的传奇小说是主要发

展的小说类型，即使到了北宋也有自成一格的叙事格调。“传奇者流，源盖

出于志怪”（2005a，页 73），唐代的志怪小说虽然沉寂一时，可是到了北宋

却有重燃苗头之势。北宋有不少志怪小说集如《江淮异人录》、《秘阁闲谈》、

                                                        
2宋人小说的发展划为六期，即北宋前期（960-1022），即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凡 63 年；北

宋中期（1023-1067），即仁、英二朝，凡 45 年；北宋后期（1068-1126），即神、哲、徽、钦四

朝，凡 59 年；南宋前期（1127-1162），即高宗朝，凡 36 年；南宋中期（1163-1224），即孝、

光、宁三朝，62 年；南宋后期（1225-1279），即理、度、恭、端、赵南五朝，凡 55 年。参阅李

剑国：《宋代志怪传奇叙录》，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 年。 



© C
OPYRIG

HT U
PM

 

 

5 

 

《茅亭客话》等，整体艺术水平虽然不高，然而作为上承六朝志怪，下开南

宋《夷坚志》志怪小说集大成者，晚唐-北宋这段时间的志怪小说应重新给

予评价。至于笔记小说，也算是文言小说的一大门类之一。这里所指的笔记

小说，不能因它受“史书”体例影响则局限于一般随笔记录的笔谈、杂记而

已，反观本文所指的笔记小说更“指那些具有小说性质、富有文学意趣的笔

记作品”。（吴礼泉，1993，页 3）文言小说谱系中，笔记、传奇和志怪小说

属三大主要的小说分类。刘知几《史通》卷十〈杂述〉一篇将正史之外的杂

著称“偏记小说”，共分为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

杂记、地理书、都邑簿等十类，其中又以逸事、琐言、杂记相对较多地具有

小说意味。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也提出小说家的六大

分类：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辩订和箴规。
3
本文主要以晚唐－北宋文言

语体中的志怪、传奇和笔记小说三大小说文类为主，同时为了探索文、白小

说在唐宋的相互转化、影响。因此，宋代开始流行的话本小说也作为此论文

的研究对象之一。 

 

1.3 论析视野与研究现况 

唐宋小说一直是中国小说研究的热点。从唐宋历史、经济、文化各方面来看，

其社会的变革转型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备受争议和瞩目的年代；从小说史观之，

唐宋又是文白小说两大系统的分支。长期以来，唐宋文化、文学的差异、转

型和演变总是特别受到注目，这主要是因为唐宋不仅是朝代承接的关系，还

是文学史上重要的分水岭。始于20世纪，“唐宋转型”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学术史课题。日本京都大学内藤湖南于1910年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首先倡

导唐宋的大不同，认为唐代是中世（medieval），宋代为进世（modern）。

（1992，10-18）其后，大有日本、美国等学者深入此课题。中国学者最早

注意到唐宋差异应是明代的陈邦瞻（1557-1628）。他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

                                                        
3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有云：“小说家一类，又自分数种：一曰志怪：《捜

神》、《述异》、《宣室》、《酉阳》之类是也；一曰传奇：《飞燕》、《太真》、《崔莺》、《霍玉》之类

是也；一曰杂录：《世说》、《语林》、《琐言》、《因话》之类是也；一曰丛谈：《容斋》、《梦溪》、

《东谷》、《道山》之类是也；一曰辩订：《鼠璞》、《鸡肋》、《资暇》、《辩疑》之类是也；一曰箴

规：《家训》、《世范》、《劝善》、《省心》之类是也。丛谈、杂录二类最易相紊，又往往兼有四家，

而四家类多独行，不可搀入二类者。至于志怪、传奇，尤易出入，或一书之中，二事并载，一

事之内，两端具存，姑举其重而已。”[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北京：中华

书局，1958 年，第 3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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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宋史纪事本末叙〉一文说道：“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有三：鸿荒

一变而为唐、虞，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为极：

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变未极则治不得不相为因，今国家之制、民间之

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者乎？非慕宋而乐趋之，而势固

然矣。”（1997，页1191-1192）直到近代的陈寅恪（1890－1969）、钱穆（1895－

1990）、侯外庐（1903－1987）、胡如雷（1926－1998）诸人，皆对唐宋历史变化

都有非常精辟之观点。美国学人刘子健（James T. G. Liu）《中国转向内在——

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包弼德（Peter K. Bol）的《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

等等，都是相关领域的重要著作，可谓有关研究不胜枚举，此处不赘。
4
 

 

作为文学史上的“唐宋”，同样有唐宋之争。诗分唐宋，唐音宋调，自宋代

严羽到钱钟书（1910-1998）自有分说。
5
然而，唐宋文学的比较向来存有扬

唐抑宋或宋不如唐的门户之见。唐宋小说的研究亦如此。明人胡应麟有最早

的说法：“小说，唐人以前记述多虚，而藻绘可观；宋人以后，论次多实而

彩艳殊乏。盖唐以前出文人才士之手，而宋以后率俚儒野老之谈故也”

（1958，页375），“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宋人所记，乃

多有近实者，而文彩无足观。”（1958，页486）鲁迅因袭此说：“宋一代文人

之为志怪，既平实而乏文采，其传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不遣，

更无独创之可言矣。”（2005a，页115）诸等论述过于片面和主观地对唐宋小

说给予两极评价，导致后人对两代小说发展格局的囿限思考，也忽视了小说

                                                        
4有关各家论述，已有不少研究综述。可参考陈元锋：〈唐宋之际：一个历久弥新的学术史话题—

—唐宋转型理论与唐宋诗歌研究〉，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5 期，2007

年，第 53-56 页、王秦：〈十年来“唐宋变革”研究述评〉，载《长江师范学院学报》，

2010 年第 4 期，第 38-43 页、张启凡：〈关于“唐宋变革期”学说的介绍与思考〉，载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第 23 卷第 1 期，2001 年，第 124-131 页。 
5对于中国诗歌的论述基本上自有尊唐和尊宋二派。始自南宋严羽论诗，分唐界宋，褒贬鲜明。

他在《沧浪诗话·诗评》说道：“诗有词理意兴。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

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汉魏之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参阅[南宋]严羽：《沧浪诗话》，北

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年，第 148 页；又于《唐诗品汇·历代叙论》中引《诗法源流》说

“唐人以诗为诗，宋人以文为诗。唐诗主于达性情，故于三百篇为近。宋诗主议论，故于三百

篇为远。”参阅[明]高棅：《唐诗品汇》，收入《四库全书》第 1371 册，1983 年，台北：商务印

书馆，第 47 页。降及明代，前后七子创“诗必盛唐”、“宋无诗”之说。到了晚明，公安派推崇

白居易、苏轼，才开启晚明诗坛学宋的先声。有关唐宋诗之争，可以参阅齐治平：《唐宋诗之争

概论》，长沙：岳麓书社，1984 年、郭前孔：《中国近代唐宋诗之争研究》，济南：齐鲁书社，

2010 年。近人钱钟书在《谈议论》也说“诗分唐宋”，认为“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

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

参阅钱钟书：《谈艺录》，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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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变和文体流变的内在原由。相信透过本文对唐宋易代小说嬗变的考察，能

够对唐宋小说历史地位重新评核和思考，进而揭示文学史发生的真实面目。 

唐宋两代的小说主体常分别被认为是唐传奇和宋话本，然而这仅是惯例的文

学史表述，传奇小说和话本小说源自两种不同的演变源流，当中有相互借鉴、

融合和创新的内在关联，绝不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即可解释之。（鲁

迅，2005a，页329）有唐一代共289年，赵宋一代共320年，当中还有一个上

承隋唐，下启宋辽的五代之世，先后历经53年。这期间，不仅中国小说创作，

小说批评、小说类书的编纂等，皆经历一个相对成熟而繁荣发展的阶段。除

了上述论及的唐传奇、宋话本之外，出于汉魏六朝笔记体的轶事、志怪小说

到了唐宋仍然有比较乐观的发展，与此同时，“通俗白话小说”、“话本体小

说”、“说话”、“话本小说”等等，都是在唐宋小说发展谱系里需要厘清和了

解的概念。这些小说文体的嬗易转递和小说体式的本质特征，以及文本的内

在构成，皆存在着其相承相因的一面。 

 

朝代变易，小说文体的演进带来不同标准、不同程度的小说审美，实际上

这些皆跟小说观念的变革、觉醒有着莫大关系。宋代小说在语体和文体上

的变化，产生了有别于历来居于正统的史志子部的小说观念，加上宋代

“说话”兴起改变了“小说”的叙事功能，宋人小说观念的显著转变是可

以理解的。这也是何以有论者认为宋代说话四家之“小说家”首次确立了

“文学小说”的观念。（卢世华，2011，页14-18）所谓“文学小说”，着重

的是文学和艺术性，而在西人现代小说概念的的观视下，小说更应讲究叙

述的技巧、敷衍的能力，甚至满足感官的视觉审美才能展现魅力。然而，

中西文化背景各异，如果以西律中，用西方小说理论下的小说来诠释中国

古代的小说观念，始终有难以明辨的界定和诠释，也会掀起不必要的争论。

准此，本文希望从更全面的角度，外部元素如社会流动、文化生态，以及

文本生态与内部构成来处理唐宋小说的转型嬗变。 

 

唐宋小说的各别研究从来不乏研究者，近年来有关唐宋小说的差异比较也愈

见明朗，然而对小说文体在易代之际的嬗变研究却乏人问津。这一方面固然

因为论析文体的代嬗关系不仅需要处理承前启后这条内在链锁，更需要探勘

文本演变的内在规律，两者之间不易达致平衡。另一方面，大多数研究者深

受前人尊唐抑宋偏颇之论的影响，长期以来对唐代小说给予高度评价，反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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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宋代尤其文言小说却未能给予应有的关注，实有欠公允。实际上，中国

小说存在“多祖现象”（杨义，1998，页1-36），受子书、神话、史书等其他

文体之影响，脉络极复杂。准此，对中国小说嬗变轨迹的研究，其实是重新

评估和审视小说历史地位的重要视角。 

 

追本溯源，最早注意到中国小说演变的还是五四时期的现代学人。鲁迅于

1924年在西安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时发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他当

时指出：“小说到了唐时，却起了一个大的变迁。……六朝时之志怪志人

底文章，都很简短，而且当作记事实；及到唐时，则为有意识的小说，这

在小说史上可算是一大进步。”（2005a，页323）鲁迅对于唐宋文言小说的

贡献还在于他于1928年辑录的《唐宋传奇集》，该书选录单篇作品45篇，

其中宋代文言小说占13篇，并在卷末所附〈稗边小缀〉中考证各篇作者、

版本及故事源流，贡献颇大。另有郑振铎（1898－1958）于1931年的〈宋

元明小说的演变〉一文，算是首次对断代小说专史作出研究。（2009，页

125-158）然而，二者仅是概述，未能深入挖掘和考究文本，尽管其说对

后世影响很深却显得主观而片面。 

 

继现代学人以后，今人对小说断代史演变的研究仍不算热衷，所搜索到的

有罗宁的《汉唐小说观念论稿》（2009）和朱海燕《明清易代与话本小说

的变迁》（2007）。两者皆据文学史研究法，就流变观点考察两代小说/小

说观念的变化，值得参考。然而，唐宋两朝、时代紧邻，就转型或易代的

角度来处理和阅读这时期的小说却尚处空白阶段。诚如以上所述，唐宋之

际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变动的时代，小说发展亦深受影响，这段时期出现

的文、白语体转换从此带来了小说史上的分歧，其中包括小说观念、小说

文体本身都出现应有的嬗变。然而，目前学界却未见到对唐宋两代小说文

体嬗变差异作出相关的专门研究，仅有不少研究者注意到小说的断代嬗变，

或者仅从整体的小说史或小说的外围来审视当中演变。例如梁爱民的《中

国小说观念的嬗变及其文化精神》（2010）和齐裕琨的《中国古代小说演

变史》（1999）即从小说史观的角度处理中国小说观念从古至今的转变，

可是却未能对小说的嬗变规律作进一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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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当前的研究成果如黄大宏的《唐代小说重写研究》（2000）、程国斌的

《唐代小说嬗变研究》（1997）、李军均的《传奇小说文体研究》（2007）、凌

郁之的《走向世俗：宋代文言小说的变迁》（2007）和单芳的《唐宋文学创

作与观念嬗变考论》（2011），算是目前研究唐宋小说文体嬗变的重要硕果。

这几本重要著作主要从小说文体本身去探勘小说嬗变轨迹，嬗变的历史成因，

以及前代文学成就对后代文学的因果影响，可谓开启了小说嬗变研究的起点。

此外，上述著作也从社会文化、社会群体等对文学生态、小说观念的影响作

出阐释，企图对文本嬗变进行一次非常精细和微观的内部研究。 

 

经过对学位论文和期刊的搜索，当前学界尤其大陆方面还有不少对小说文体

演变的研究。例如博士学位论文即有王秀娟的《宋代文言小说叙事演变研究》

（2013）、郭丽的《元前小说观演变研究》（2010）和郝敬的《宋前小说观念

流变研究》（2012）；硕士有马志红的《唐宋传奇艺术特征比较研究》（2013）

等。上述论文皆从“比较”、“差异”着手处理当朝或者两代小说之间的不同，

即使处理当朝小说的演变，也不忽视前代小说的因袭与影响，对本文的写作

极具参考价值。 

 

其他期刊论文或析出文献亦兹列如下： 

i. 蒋寅：〈从目录学看古代小说观念的演变——兼谈目录学与文学的关系〉，

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 1期，第 77-83页。 

ii. 凌郁之；李最欣：〈唐宋小说因革轩轾论〉，载《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第 21 卷第 4 期，2004 年 11 月，第 62-65 页。 

iii. 尚继武:〈唐宋时期小说虚实观论析〉，载《广西社会科学学报》，

2010 年第 2 期，第 115-119页。 

iv. 宁欣、史明文：〈笔记小说的演变与唐宋社会研究〉，载《西北师大

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 5 期，第 57-61 页。 

v. 冯丽丽：〈从古代目录看传统小说观念的演变〉，载《广西广播电视

大学学报》，2004 年第 4 期，第 73-80 页。 

vi. 刘湘兰：〈从古代目录学看中国文言小说观念的演变〉，载《江淮论

坛》，2006 年第 1 期，第 136-141 页。 

vii. 程毅中：〈小说观的发展和古籍目录学的调整〉，载《古体小说论要》，

北京：华龄出版社，2009 年，第 105-1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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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傅正玲：〈女性爱情与夫德的辩证关系——从唐宋传奇的对比谈起〉，

载《东吴中文线上学术论文》第 4期，台北：东吴大学出版，2008年 12月，

第 1-12 页。 

ix. 余丹：《论宋人对唐传奇名篇的接受——以〈莺莺传〉为中心》，载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5 期，第 147-151 页。 

x. 高小康：〈重新认识中国传统“小说”概念的演变〉，载《南京师大

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2 期，第 128-133 页。 

xi. 凌郁之：〈从宋代官私书目看小说观念的变迁〉，载《复旦学报》（社

会科学版），2007 年第 3 期，第 109-114 页。 

xii. 阿进录：〈中国早期文言小说嬗变研究〉，载《青海师专学报》（教育

科学），2006 年第 6 期，第 54-56 页。 

xiii. 江秀玲：〈论中国古代小说的嬗变轨迹〉，载《唐都学刊》2004年第 1

期，第 142-145 页。 

 

纵观上述期刊论文，有关唐宋小说的嬗变比较，主要从两方面着手：一、

据传统目录学考察中国小说观念的转变，当中有论者注意到了宋代通俗小

说的兴起对古代小说观念的冲击和影响；二、对唐宋小说的嬗变差异作比

较，如“唐虚宋实”确实是在文学史研究领域中一个历久弥新的课题，回

到小说研究上则可以重新评估前人扬唐抑宋的小说观念，对本文的写作有

一定的启发性。同时，宋小说对唐传奇的改写和接受亦愈来愈受到重视，

宋代小说的地位来到今日是时候重新诠释，并应该得到正面看待了。然而，

纵观部分论文，也有从“嬗变轨迹”的视角着手论述小说流变的，然而却

只是据断代的发展铺衍，流于印象式的介绍作家和文学作品，或者小说思

潮等等，缺乏对内部传承关系作深入而具体的探究。准此，本论文从这样

的写作动机出发，认为有必要从社会政治、文化、文学生态，甚至是文体

发生学的角度全面探讨小说由晚唐到北宋的嬗变轨迹。当中从小说研究外

部的时代、社会变迁到小说文本的内部传承、融合和转化，不失为作为切

入研究本文核心主旨的有效途径。 

 

1.4 论文的研究意义 

本文尝探索唐宋小说尤其文言小说——传奇、志怪和笔记小说的演变发展，

同时窥探文言和白话小说两大系统之间相互渗透、合流的内在联系。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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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是中国历史上两个经历重大变迁的朝代，宋代的近世化转型可以说深深

影响了中国文学、文化。作为小说史发展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唐宋小说的

嬗变关系有必要重新再作考察和探究。 

 

首先，从代嬗关系中重新揭示文体发生、发展流变的原因和规律。尊唐抑

宋的保守价值观不仅囿限了我们对文学流变、文体的起源发生的思考，同

时对文学审美的判断和评估变得主观片面，致使宋文言小说仅能停留在前

辈固有的价值判断上。然而，文体流变和演进，其实受到外部客观因素的

影响，甚至更应考量到当朝当代人的文化心态。不同朝代有着不同的文化

心态和文学审美观念，更何况唐宋文化转型有着历时性的意义，小说史的

流变和文体本身的演变规律，除了政治、地域、环境的外部因素以外，还

跟时人的意识形态、小说观念、小说审美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 

 

再来，古今小说观念/概念的重新定位。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一直存在对小说

概念混淆的问题。中国的“小说”在词源学上充满着中国文化的深层内涵，

可是，西方现代小说理论的介入，使得我们对“小说”有着不同的见解，

再加上五四时期梁启超等人对“现代小说”、现代文学的大力提倡，使得源

自传统史志著录的小说观念需重新诠释。唐宋易代带给中国小说不管是在

语体、文体都有着实质的转变和飞跃，尤其宋代“说话”的兴起，对小说

观念的觉醒带来非凡的意义。从“文体嬗变”的角度对小说观念、小说地

位的的重新定位，其小说的艺术审美取向亦不可忽视。宋代文言小说的地

位和价值向来处在一个较为尴尬的位置上。若从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来观视

宋代小说的发展，尤其就现代汉语和现代小说叙事的视角作重新评量，宋

代文言小说有它进步的意义。 

 

其三，嬗变关系中上承下启的内在链锁有助于考察和分析小说文体的因袭

和新变，而不致于忽视文体发生和演变的真正原因。大部分对小说演变史

的研究，仅从单方面的外部社会原因或文本内部变化，甚至各别文体的形

成原因来考察。然而本文将以文本细读的方式来分析和强调文体演变之间

上承下启的内在链锁，如此才能提供内在根据来理解小说文体的演变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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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自 2000 年至今，宋代文言小说的研究获得学界的正视，小说地位得到重新

评估，石昌渝、程毅中、萧相恺、李剑国、凌郁之、李军均等学者均给宋代文

言小说重新定位。
6
然而除了李军均对唐宋传奇小说文体演变的内在规律作出

分析之外，大部分研究者都是对宋代小说作断代研究，或各别作品的纯文本分

析，少有从唐宋两朝易代来考察文体的演变脉络。朝代更易，社会对文学审美

有着不同的判断和要求，文学观念、创作心态、审美趣味等皆因时代变迁而有

所差异。可是往往文学史一贯的写作，却是轻易和主观地据各朝各代的文体特

质泾渭分明地划入不同的文学史篇幅。 

 

因此，回到文学的原生态上去审视小说嬗变是有必要的。两朝政治倾向的

不同，给新、旧文体带来不同的文学内涵，尤其朝代转折之际，社会变迁

带给各方面前所未有的冲击，文人的心理状态显得格外敏感，却也呈现出

有别于以往的文学风貌。小说的演变轨迹的显著特征也许可以从此观之。

左东岭在〈朝代转折之际文学思想研究的价值与意义〉一文有一段话说明

从易代之际来探索文学嬗变的重要。兹抄录如下： 

 

朝代更替时期的文学，也许不一定都是创作上的高峰期，但却

肯定是文学思想、创作心态、审美趣味、文学风格等重要文学因素

的大变化时期，从而显示了其变异性、过渡性与转折性等重要特征。

而且，其变化常常是前一朝代各种历史因素长期积累的结果，同时

又会对下一个朝代的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因而研究朝代更替与文

学变迁的关系，可以更好地梳理各种文学现象发展演变的基本线索，

对文学的演变过程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有利於对中国文学史作整

体上的把握，同时还可以通过对各朝代更替时期文学演变的相同与

不同的诸复杂因素的研究，进而发现一些带有深层规律性的东西，

以便对中国文学的历史做出更深入的探讨。（左东岭，2013，页 2-3） 

 

                                                        
6赵章超的《宋代文言小说研究》一书对宋代文言小说的研究概况作了文献综述。可参阅赵章超：

《宋代文言小说研究》，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年。另有余丹〈20世纪以来宋代文言小说研究

综述〉一文，收集了 2005 年以前的宋代文言小说研究并加以论述，参阅余丹：〈20 世纪以来宋

代文言小说研究综述〉，载《广西社会科学学报》，2007 年第 2 期，第 137-141 页。其他如郑继

猛：〈近年来宋代笔记研究述评〉，载《甘肃社会科学学报》，2008 年第 4 期，第 37-41 页、宫云

维：〈20世纪以来宋人笔记研究述论〉,载《浙江社会科学学报》，2010年第1期，第97-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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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代没落更迭，作家的写作心态尤其受到打击，进而影响创作的整体面貌。

这时期的文学一般不是顶峰期，甚至可能在文学史的长河中长期处于边缘和

放逐这很可能跟朝代的陨落不无关系。因此，对文体嬗变的研析无疑是有着

揭示文学史真相的意义。 

 

1.5 研究思路与方法 

本文主要以晚唐至北宋主要的小说类型，即文言的笔记体小说和志怪传奇小

说，以及白话源流的话本小说，探索这时期小说从小说著录、小说观念、文

本和语体形态上的嬗变轨迹。唐宋易代，带来“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然

而社会文化心理和小说文体内部的转变有着不可切分的关系，本论文藉此切

入以揭示唐传奇到宋话本这样的文学史表述，以及小说史上长期存在扬唐抑

宋的小说观念。本文分为六章论述： 

 

第一章，绪论，包括论文研究课题依据与论述前提、论述课题之界定，以及

从学术史的角度处理了唐宋小说史的嬗变研究。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探索

该论文的研究意义和方法。 

 

第二章：（晚）唐（北）宋转型和小说的形成与演进。从宏观和客观的角度

把握唐宋的“近世化”转型对小说演变史的影响。从“始有意为小说”的唐

传奇到以民间“说话”伎艺发展起来的宋代白话小说，存在着社会环境、文

化心理，甚至文学生态使到小说肌理产生变化。此章主要从上述的影响元素

对小说语体、小说观念和文体形态三方面的转变进行思考。 

 

第三章：晚唐北宋笔记体小说的嬗变。本章旨在考察唐传奇于晚唐之际向

笔记小说的回归，而不是在唐传奇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传统目录学对小说

类的著录显示，小说难以摆脱子、史的既定模式，只能在文史互动中追求

小说的文体独立。晚唐-北宋良好的文史互动关系之中，产生一批向文学

艺术借鉴的笔记体轶事小说，于传统的继承和兴起的市民文艺之间，走向

宋人新兴小说观的确立。 

 

第四章：晚唐北宋传奇志怪小说的嬗变。本章就前人扬唐抑宋、崇雅贬俗的

小说观念再次进行探讨。文言小说中的传奇、志怪小说是唐宋小说史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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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成部分，而两朝之间小说文本的叙事性差异和转变应从唐宋社会政治、

地域文化、文风转型和小说内部形态的转变来观察之。 

 

第五章：白话小说与文言小说的嬗变。宋代白话通俗小说的出现是小说史上

的新一章。文言-白话与小说语体之变，存在其相承相因的内在规律。本章

拟对北宋中后期出现的通俗文言小说进行考察，以其上承唐传奇，下开话本

小说的“转递者”角色，来观视文言-白话小说的合流与转递，以及话本小

说和书面文学的互通关系。 

 

第六章，结论。就晚唐-北宋主要小说各文体嬗变，对各种相因革嬗变规律、

过程作综合归结，同时阐明此课题未来待开发的研究空间。 

 

由于本文是综合性的研究论题，重点在晚唐到北宋易代这段时期，社会结

构、政治时局、文化思想等各方面对小说嬗变所带来的影响，论述过程中

运用了运用了文学史、文学批评、历史考证、社会学和思想史等知识来梳

理其演变脉络，冀望在纵向角度上，考其继统，析其流变，察其影响，探

讨晚唐至北宋小说发展的因循新变与自身递嬗；在横向角度上，分类研究

与个案研究相结合，探讨小说各类别内部的发展演变情形。具体而言，本

文援用唐宋史志书目如《隋书·经籍志》、《崇文总目》、《新唐书·艺

文志》、《郡斋读书志》等各种传统目录文献，深入梳理和分析来探索唐

宋小说观念的变迁。同时，今人凌郁之编所撰《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

（1993）和《宋代志怪传奇叙录》（1997）也成为本文重要的参考工具，

以厘清古今小说观念的差异。 

 

更重要的是，本文通过文本细读，以了解小说文体递嬗的演变规律，以“一

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论述角度重新对当朝文学作出客观的评价。文献分析法

（ documentary analysis）提供论述的基本依据，又涵盖了初级资料

（primary data）和次级资料（secondary data）。本文全面搜索原始资料，

包括传奇小说、志怪小说、笔记小说等，也涵盖正史、野史、文人别集、重

要文学总集等。次级资料则包括公开发表之期刊、论文、专著，相关之研究

报告等。通过对文献内容的研究与分析，推演出本论文的研究成果。与此同

时，论文也尝试援用定量分析方法，对小说作家、作品进行初步的统计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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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也藉此探讨晚唐-北宋地域南移以后的作家分布。藉助数据统计，加强

论述，以求在晚唐-北宋小说代嬗之中获得新的创见。 

 

由于本文着重于其间的演进和嬗变关係，因此将会採取多方面的文本比较的

研究途径，以期探勘这转型过程中敍事模式于唐宋小说的主要变化。可进行

比较的例子如唐宋传奇小说的文体研究，从其演进和嬗变过程中，对其文学

敍事的各方面（结构、时间、视角等），以及社会的艺术审美、其艺术的接

受与传播等等作一比较。同时，本文将深入厘清当时社会的内在特质，从社

会结构、哲学思想、宗教文化等各方面探勘当中对文学敍事模式的潜在影响。

这种方法可谓取镜于大陆学者杨义对中国敍事学研究的首要原则，乃“还原、

参照、贯通、融合”，而还原是最重要的逻辑起点，即回到中国文化的原点，

参照西方文化的理论，贯通中国古今的文史，融合以创造新的学理体系。

（1997，页 27-33）这种广角镜式的书写，希望能通过总体性来分析论述研

究物件，做出较有意义的历史理解。因此尽量从多层次、多角度来探讨和观

察历史现象，并且从朝代转易来进行比较性研究，意即须同时兼顾空间和时

间面向。因此在研究方法的使用上，主要是以定向的文本分析法为主，并交

叉配合採用中西方文论的比较分析法。在史料的运用上，以一手原始资料为

主，以求真为原则，同时配合各家评论达到史论合一，力求客观公正评价事

实与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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