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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爱国、华夷之辨的内心情结�有的是乡恋般的
精神寄托�有的是缅怀自己的青少年时光。在表
现形式上�有的坚定反抗�有的逃避现实�有的
虽认可新朝�但在心中不断自我开解。诸多由明
人清之人涌动于心的内涵复杂的故国情结在清初

汇聚成一股强大的思想潮流�它对清初思想、史
学、文学等各方面都有重要影响。

清初思想界不断反思明亡之因�抨击晚明空
疏学风�提出经世致用的观点。顾炎武明确地把
神州陆沉的原因归结为阳明心学的清谈 “刘、石
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 日之
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
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精�未究其本
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
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
而言 ‘一贯’�言 ‘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
修已治人之实学�股肚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
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 ”。①与此相应提出经
世致用的观点�“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
务者�一切不为 ”。经世致用不仅是一种学术观
点�更是一种人生观和价值观。具体到封建士大
夫�所谓 “经世 ” 是治国理民�所谓 “致用 ”�是
指对朝廷有用。服务于封建帝王�致力于现实社
会�是经世致用的具体特征。易鼎之后�这些
“亡国士大夫 ” 遗民们面临着报国无门的尴尬�他
们没有办法像传统士大夫那样致力于 “治财赋 ”、
“留』自政事 ” 等经世实践�为国家 “建功立业 ”�
不得不以讲学著书为 “应世之务 ”�反思明亡教
训。在此思想影响下�清初史界、文学界明显地
表现出与时代相关联的特色。

史界�修明史之风盛行。修明史总结亡国
教训�一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经世致用功能�
另一方面也是很多后亡人作为 自己存活的重要

精神慰藉之一。所以�清初既有遗民学者借修
史以存故国�又有贰臣借修史抒发故国情怀�
缓解内心歉疚与不安�同时还有官修明史以示
正统与裁定史实。据粗略统计�顺治康熙两朝
维护明王朝的私家修史群约 人�分布于全
国各地�其中以江苏省最多�为 人�浙江省
次之�为 人。所修史书内容丰富�有明代
史、南明政权史、明末党社活动、明末农民起

义、鼎革之际的历史、抗清义师活动�还有清
初文字狱。这些史书或为明朝死节之士立传�
使之不朽 或总结明及南明相继灭亡的教训

或感叹世事�叙述史家自身在战乱环境中的惨
痛经历 或征实纠误�还原历史的真实 或激

励仁人志士为复国而奋斗。②私家修史的盛行对
清初小说创作有很大影响。一方面修史需要搜
集大量的资料甚至是异闻传说�那些在史书中
无法或没有用上的资料恰好是小说创作的绝佳

素材 另一方面�小说本身就和史有很大联系�
不少小说亦以补史自居�修史盛行和小说盛行�
特别是时事小说盛行是清初并行不悖的趋势。
清初不少私家修史的作者和小说的创作或评点

有着直接的关联�如吴肃公 曾编写 《皇明通
识 》�后来就把 《皇明通识 》里没有用上的材料
写成 《明语林 》。李清曾著史书 《南渡录 》�同
时又有文言小说 《女世说 》、 《鬼母传 》、 《外史
新奇 》 查继佐既有 《罪惟录 》、 《鲁春秋 》、 《国
寿录 》、 《东山国语 》等多种史籍�又以 “湖上
钓雯 ” 的名号评点 《金瓶梅 》 陈鼎有史书 《东
林外传 》、 《明季诸大臣殉难录 》�又有 《毛女
传 》、 《爱铁道人传 》、 《彭望祖传 》等十几篇文
言小说选人 《虞初新志 》 而顾炎武除了 《圣安
本纪 》、 《天下郡国利病书 》、 《日知录 》多种史
书外�还有 《陈小怜传 》等小说。

经世致用的思想在史学上促使修明史和总

结故明教训盛行�给文学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文学界提倡文学与现实相连�反映时代风气。

在诗歌领域�清初注重以诗纪事的诗史作
用�注重诗歌对诗人身世和时代风气的反映。
清初每次大的时局动荡�都会产生一批诗对此
进行记载。如郑成功长江战役的失败�就有牧
斋 《后秋兴 》组诗、钱曾 《海上 》、王时敏 《亥
秋书事 》四首、程正撰 《己亥江行 》、许旭 《秋
日感兴 》、王昊 《兵船行 》、邵长衡 《守城行 》、
冷士嵋 《海天别 》、纪映钟 《地震 》、傅山 《朝
沐篇 》等歌咏其事 瞿式耙守桂林城破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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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庄作长律三十韵吊之�复作组诗 首�钱谦
益则有 《哭稼轩留守相公一百十韵 》�陈璧有
《挽留守相公稼翁夫子七十韵 》�钱曾亦有 《哭
留守相公诗一百韵 》�王夫之作 《桂山哀雨 》四
首等等。邓之诚先生从 “证史 ” 的角度将清初
的诗选了两千多首�编为 《清初纪事初编 》�其
中所选的诗都是纪事诗�可谓蔚为大观。这些
诗不仅可以证史�更可贵的是可以补史之阀。
屈大均在 《东莞诗集序 》中甚至将诗提高到纪
亡存故国的高度� “士君子生当乱世�有志纂
修�当先纪亡而后纪存�不能以 《春秋 》纪之�
当以 《诗 》纪之 ”。①
散文领域�清初传记文盛行。这批传记文或

记录鼎革之际的忠臣志士的情状�或记录人民流
离失所的情形�深具易代之际的特征。清初的小
品文则从对绝小物事的描绘中饱含对晚明精致生

活的回忆�在其中寄寓故国之思�遗民情环。如
张岱的 《陶庵梦忆 》、 《西湖梦寻》② 即是以描绘
大明故国的风物和山川来怀恋故国的。

在戏剧领域�故国之思和感伤情调也是清
初戏剧尤其是杂剧的主要基调。清初多有身份
地位较高的博学文士参与创作杂剧�据统计�
清初杂剧作家约有 家�进士出身有 人�举
人出身有 人�而具诸生身份者有 巧 人�另可
确知为文士者有 人�女剧作家 人�另 人

不详。其中八卿级者 人�督抚级计 人�佐
幕者 人�凡 人。其中多为学养丰厚博学之
士。有的是经师大儒 如王夫子、傅山、查继
佐等 有的是文坛名士�如吴伟业、毛奇龄、
尤侗等 其下者也是怀才不遇的文士或者不屑

于科考的文人�如廖燕等。而且在这部分作家
中至少有 位是遗民或可被视为遗民。③他们
的作品中含有深刻的遗民意识。如曾永义先生
所云 “像吴伟业等人历经鼎革�亲见铜驼荆
棘�残山梦幻、剩水难续�自然流露出无限的
麦秀黍离之悲。这样的内容和情感是清初杂剧
的主要特色�在元明杂剧中是无从寻觅的。”④

佳人小说的勃兴�作者参与面广泛�地域特征
明显�鲜明的牟利倾向�强烈的独创意识�深
沉的故国之思。这是清初小说区别于明末和之
后小说的独特特征。

公案小说作为一个流派实发韧于晚明万历

年间的 《包龙图判百家公案 》�自产生后就喧闹
一时�从明代万历到崇祯年间有十几部小说相
继而出�多次再版�出书频率非常快�可见此
类书在明末很受欢迎。清初是小说的繁荣期�
此时曾经占很大市场份额�风靡一时的公案小
说�却骤然销声匿迹�不仅没有新的作品创作�
而且旧的作品绝少再版�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引
人注目值得研究的现象。公案小说消亡的重要
原因就是改朝换代使它失去了存在的土壤。公
案小说描绘的事件多是发生在当时的司法体制

之下�它塑造的清官能吏也是它承认的政权系
统中的治世官员。无论社会是多少腐败�作者
和读者是如何不满�他们并没有推翻政府的愿
望�只是想掌握尽可能多的法律知识保护 自己
或者呼唤更好的官员拯民于水火�这是对政府
一种认可的态度�尽管有不满存在。但清初就
不同了�在清初我们能看到拒不合作以至奋起
反抗的遗民小说�能看到沉醉风花雪月逃避现
实的才子佳人小说�能看到不断自我开解的世
情小说�能看到冷静反思的时事小说�但是呼
唤清官的公案小说已失去了存在土壤。民众在
内心深处对异族政权是不认同的�他们不想掌
握这个政权的法律知识�不愿接受这个政府体
制的统治�无论其官吏是否贤良。这时已没有
了公案小说的市场�相应也不会有新的公案小
说创作�在没有市场的情况下�书坊也绝少再
版旧的公案小说。于是公案小说就在其它小说

故国情结下的清初小说特征

公案小说的消亡�时事小说的繁荣�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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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很繁荣的清初销声匿迹了。一直到嘉庆年间�
清朝定鼎百年�社会稳定�人心认同了新的政
权�政府也从 当初的励精图治逐步走向腐败�
公案小说才以新的面貌重新登上历史舞台� 《施
公案 》、 《彭公案 》、 《三侠五义 》等相继诞生�
接应明代�形成一个影响很大的小说流派。

时事小说的繁荣是清初小说流派的一个重

要现象。明末巨大的危机感和明亡之后的切肤
之痛使作家从崇尚空谈的狂热中清醒过来�他
们开始转向正视现实�提倡反映现实、求实致
用的文学�表现出鲜明的忧患意识、批判精神
以及忠诚的伦理救世思想。这种文学思潮反映
在诗歌领域是 “诗史 ” 论�反映在词领域是
“词史 ” 论�反映在小说领域是时事小说的兴
起。清初的时事小说与明末不同�明末的时事
小说多关注魏阉专权、辽东战事、农民起义等
具体的事件�并且带有将小说作为政治攻击工
具的倾向。而清初的时事小说在论述当时的事
件时�掌握的材料更全面�态度更客观�其 目
的也多在于反思历史�寻找明亡原因。清初时
事小说的作家在小说中或保存史实�存史以存
故国 或反思明亡教训 或辨别是非�建白朝
政 或批判权奸�褒奖忠烈�表现出鲜明的时
代特点�并蕴含着深沉的故国情结。

才子佳人小说流派的崛起是清初小说中颇

具争议的一个现象。在山河失色、国鼎两易的
清初�一批文人不管不顾国家危难�躲在梦中
的江南的乌托邦里�创作出大量的风花雪月、
谈情说爱的才子佳人小说�这种行为颇为人垢
病。才子佳人流派的小说情节模式化�背景雷
同�却很畅销�受时人的欢迎。这种现象不得
不引起人的关注。不少人都竞相批判才子佳人
小说的避谈故国�脱离现实。但经仔细研究�
就会发现�几乎在大的改朝换代之际�都会出
现一系列这样的小说�比如宋金之际孟元老
《东京梦华录 》、宋元之际周密 《武林旧事 》、明
清之际张岱 《西湖梦寻 》、余怀 《板桥杂记 》、
清末民初鸳鸯蝴蝶派。深人思索�就会明白�
才子佳人小说的避谈故国�恰恰是心怀故国�
脱离现实恰恰是曲折地反映了现实。才子佳人
小说将故事背景定在风光绮丽的江南�事实上�

清初的江南经过残暴的践踏后�已是一片狼藉。
小说中的江南是士人心中的江南�是故明的江
南�对江南生活的描绘和怀恋其实是士人对故
国的怀恋。

在话本小说上�与明末话本注重道德劝惩�
期望补天来挽救颓败世风相比�清初的话本小
说更注重全面的批判和总结明亡教训。

作者参与面十分广泛是清初小说的重要特

征。清初小说作者中有遗民、逸民�还有贰臣
以及清初新一代官吏�基本上当时各类人都参
与了小说的创作与传播。遗民小说作家有华阳
散人、陈忱、黄周星、余怀、李清等�形成了
遗民创作群 逸民则更多如天花藏主人、烟水
散人、李渔等 贰臣有周亮工 《书影 》、梁维枢
《玉剑尊闻 》、陆沂 《冥报录 》、龚鼎擎 《圣后艰
贞记 清初新一代官吏如黎士宏的 《仁恕堂笔
记 》。不同身份、地位、背景的人参与小说创作
在其中或直接或隐曲地表达 自己的情感�是这
一时期小说创作的重要特点�通过对小说的分
析�我们也能更全面地了解清初社会各阶层人
的情况。即使是贰臣作品�也能从中读出故明
之思与亡国之痛。如周亮工 《书影 》中 《书戚
三郎事 》�以清兵戮江阴后�戚三郎与妻子于氏
悲欢离合的遭遇�抨击清兵的杀戮暴行�隐含
亡国之痛。龚鼎孽的 《圣后艰贞记 》�记明末鼓
安皇后�先是遭客魏离间�后又逢李 自成陷北
京�殉节 自绕�年仅 岁�亦是怀故国之痛�
表彰忠贞之作。大量文人参与致力于小说的创
作、评点、出版和传播也使清初小说较之前的
小说有更多的独创性。

除作者参与面广泛外�地域特征明显也是
清初小说创作的重要特征。江南不仅是创作与
出版的重镇�也是其作品中人物和故事的重要
背景。清初小说的重要流派才子佳人小说�更
是从整体上体现了鲜明的江南特色�小说的作
者大部分是江南人�小说的出版地和修订者在
江南�主人公的主要活动地是在江南�小说中
出现了大量的江南名胜之地�有大量的江南风
俗场景描绘。据统计 在创作或刊刻地可考的

部才子佳人小说中�有 部与苏浙相关�约
占全部小说的 。其中�仅与浙江相关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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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有 部�约占全部小说的 。在浙江省内
部�小说创作集中于杭州与嘉兴两地�与两地
相关小说有 部�占浙江省小说创作的 �
占全部小说创作的 。与江苏省相关的小说
共有 部�占全部小说创作的 。在江苏省
内部�小说创作集中于苏州与南京两地�与两
地相关的小说共有 部�占江苏省小说创作的

。这和清初发达的江南文化密切相关。
苏浙一带一直都是人文渊蔽�据统计明代自

洪武四年 公元 年 到万历四十年 公元

年 年间�每科状元、榜眼、探花和会
元共 人�江南籍人 人�占 。清乾隆
元年 公元 元 诏举博学鸿辞�先后被选荐
者 人�南方 人占 �而江浙两省占
人�超过全国的半数。①沈道初也有统计 清

代自顺治三年开科至光绪三十年废止�正恩会试
个状元�苏州一府就占去 个。此外苏州府

还考取 个会元� 个榜眼� 个探花� 个

进士�为全国之冠。②从藏书家的分布上�也可
看出江浙的人文之盛。近人叶昌炽著述 《藏书纪
事诗 》记录了起于北宋�迄于清末的藏书家共

人。吴晗在 《江浙藏书家史略 》中指出 浙

江藏书家 人�江苏藏书家 人�共 人。
浙江藏书家中�明代有 人�清代有 人�占
浙江北宋到清末全部人数 。众多文人为日后
小说创作既准备好了作者又准备好了读者�易代
则成为文人创作小说谋生的催化剂。

明末�读书士人的数量大大增加�据有关
数据�明代生员数量在宣德年间有 万人�而
到明末则增至 万人�③大批的读书人因易代
失去了仕进的机会 或是动荡的生活影响了科

考�或是不愿背负故国出仕新朝而选择 自动放
弃。总之 “学而优则仕 ” 的传统谋生之路已很
难行通。为了生存他们中的不少人为书坊编创
小说�一方面可以赚取生活费�同时还能借他
人酒杯�浇 自己块垒�渲泄心中的牢骚不满。
出仕新朝的贰臣们也创作小说进行生活消遣�
并做自我开解 清初还有一批人宁可活在沉醉

的自我世界里�通过游山玩水、声色犬马、阅
读小说来麻痹自己�暂时忘却国破家亡的苦和
身世飘零的痛�也不肯面对陵谷变迁的社会现

实。所以易代后的清初出现了大量不愿参与社
会公共生活的人�他们既构成了小说的作者又
构成了小说的读者。小说作者和读者队伍的扩
大刺激了市场的繁荣�市场的繁荣反馈到书坊
主那里�又刺激了小说的创作�两者交相作用�
促成了清初小说创作的繁荣局面。

故国情结蔓延之因

以清代明�不仅是王朝的更替�更是满族
对汉族的统治。长期受到忠君爱国和华夷之辨
思想影响的由明人清之人充满着对故明家国和

汉政权的怀恋�难以摆脱纠结于心的故国情结�
这是促使清初故国情结蔓延的主要原因。这种
环恋与纠结的首要表现就是在清初学界掀起的

死生之辩。
从崇祯自绕、明朝灭亡�到大顺政权建立�

再到清军人关�国鼎三易。于此变乱纷争之际�
历经鼎革之人一次次面临着生死的考验和抉择。
其中有被动的死 死于流寇�死于清军�或死
于南明乱军�可称为遇难�这是无法选择的。
更为艰难与复杂的则是主动的死 殉国或殉节。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 “主忧臣劳�主辱臣死 ” 之
说�④主受辱臣且应死�更何况君主已自绕呢
关于哪些人应该殉国�哪些人不应该殉国�应
该何时殉国�甚至以什么方式殉国是此时讨论
和关注的热点。

殉国�听起来很壮烈�一死了之�既可以
了却万事�又可以保持名节�受后世敬仰。但
毕竟是对生命的舍弃�而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选择起来还是很难的。尽管明季殉国人数堪称
历朝之冠�但是从明季殉国士大夫人数与当时
整个士大夫阶层的比率来看�还是相当少的。
计六奇在 《明季北略 》记殉国御史陈纯德时�
以同科第召对的官员为例�通过对比表现当时
殉国人数之少 “其同以进士召对�特旨除词林

吉少甫 《中国出版简史 》�学林出版社 年版�第 页。
参见沈道初 《吴地状元 》�南京大学出版社 年版。
参见刘志琴 《晚明城市风尚初探 》�向仍旦编 《中国古代文
化史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年版。
司马迁 《史记 》�中华书局 年版�第 页。

①③④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 年第 期

五人�科道各五人�共计十五人�而死者唯公
陈纯德 笔者注 一人。’�①数十官员仅有一人
殉节�可见尽管节烈观念强大而深固�但毕竟
“千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 ”�②生的渴
望还是强烈的�出仕之人殉国的比率尚且如此
之低�普通市民百姓就更可想见。尽管描绘明
清易代之际情状的书中可屡见关于普通百姓�
甚至倡优乞丐殉国的记载�正是因为此类人殉
国人数少�才会引起关注表彰�并以此作为反
衬讽刺士大夫中不能全节者。

不管怎样�经历种种生死抉择之后�大部
分人还是在每个关头都选择了生存。这部分人
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毕竟生命是可贵的�
能在明清易鼎如此乱世之中保全性命是需要运

气和生存智慧的。但是生存下来的人又是不幸
的�在故明生活过的那段时光是留在生命中永
远难以舍弃的印记�更何况那是一个人最美好
的青少年时代。再加上忠君思想、华夷之辨的
熏陶�使有幸存活下来的人在余生很难摆脱故
国情感的纠葛和背叛君国的心理阴影�更无法
面对殉国殉节的昔 日同僚友朋。这种情结使他
们在新的王朝里始终活在内心惊忧愧惧的忐忑

不安中。为获得心理平衡�减轻愧疚�这批人
屡次展开关于生死的大讨论。讨论什么人应该
殉国�什么人不必殉国�并提出各种无须殉国
的理由 不出仕者可以不死 而出仕者非封疆

大臣亦可不死 退休官员可不死 有父母在堂

者亦可不死 而明朝不出仕且父母在者犹可不

死。③甚至存活下来的人对死节的人大加鞭挞。
陈确讲 “今人动称未后一着�遂使奸俊同登节
义�浊乱无纪�死节一案真可痛也 ”。④ 毛奇龄
则直斥无官位而死的人为 “惑者 ”。全祖望也批
评布衣殉国�认为 “以环堵书生�未受国家恩
命�而必弃亲从君�斯亦不无小过也 ”。⑤唐甄
甚至认为 “君子有三死 身死而大乱定�则死
之 身死而国存�则死之 身死而君安�则死
之�’�⑥几乎认为当时之人皆不必死�而死节者
均属死而无当。张岱则更进一步地提出 “死易
生难 ” 的命题�认为死节是 “塞责 ” 是 “好
名 ”�而直面困难�扛起反清复明的责任或者顶
住新朝压力�拒绝诱惑�保存遗民身份以身存

故国才是更为艰巨的任务和责任。⑦ 由此看来�
不能死节不但不是怯懦�反而是勇敢的表现。
“隐忍苟活 ” 不是可耻�而是难能可贵。但无论
讨论者从何种角度出发�都难以掩饰的一个事
实就是参与讨论的人都是没有殉国者�而 “死
节 ” 还是很难的。明末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有死
节之人�言论界甚至有全天下人都应殉国的论
调�在这个氛围里�存活者展开关于生死的讨
论和对于死节之士进行攻击�越发显出生者的
心虚与不安�而这种讨论的执着和热烈也表现
了士人心中对故国情感的纠缠和难于摆脱。

清初故国情结的蔓延与当时相对宽松的政

治环境也密切相关。清初统治者因政权还未巩
固�全国各地武装起义不断�故对汉族知识分
子实行恩威并施的政策�多加安抚。顺治帝亲
政后�虽搞了科场案和奏销案等案件�但他主
要是针对醉心人仕新朝的汉族知识分子以及江

浙一带的绅拎地主�而不是坚持民族气节的明
朝遗民。康熙在文化控制方面也是采用怀柔、
宽容的方针。康熙十七年、十八年召开博学鸿
儒科�并开 《明史 》馆。康熙二十年十二月又
借给太皇太后、皇太后加徽号�恩召特举山林
隐逸。康熙二十三、二十八、三十八、四十四
年四次南巡�亲至明遗民的精神归依之所—
南京明太祖孝陵致祭�这都是康熙帝采用的积
极笼络政策。与此同时�对当时书籍的出版�
康熙帝还明确规定了刊刻政策 “凡旧刻文卷�
有国讳勿禁 其清、明、夷、虏等字�则在史
馆奉上谕�无避忌者。” 对明末遗民的作品任其

①
②

⑥
⑦

计六奇 《明季北略 》�中华书局 年版�第 页。
“息夫人 ” 是春秋息侯的夫人。楚文王吞并息国时�把息夫
人作为战利品占有。但息夫人在楚国很长时间从不说话。
楚文王问她原因�她说 “吾妇人而事二夫�纵不能死�而
又奚言 ” 参见 《左传 ·庄公十四年》。
参见何冠彪 《生与死 ·明清士大夫的抉择 》� 台北 联经

出版事业公司 年版。
邓之诚 《清初纪事初编 》�中华书局香港分局 年版�
第 页。
全祖望 《鳍崎亭集外编 》卷 � 台北 文海出版社

年版�第 页。
唐甄 《潜书 》�中华书局 年版�第 页。
张岱 《石庚书后集 》卷 � 台北 明文书局 年版�
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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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刻�哪怕一些极力鼓吹华夷之辨�几乎完全
敌视满清或前已缘此肇祸者�也多不予理会。
计六奇的 《明季南略 》、 《明季北略 》就成书于
康熙十年 公元 年 。同时对像顾炎武、
黄宗羲、李额、傅山等不与清廷合作的大儒也
不治罪。虽然康熙元年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庄氏
《明史》案�但此案发生时�主要是四大臣辅
政�当时康熙年仅八岁�不应由他负责。

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也是清初小说创作的

重要背景�为清初小说创作与出版的繁荣提供
了契机。 年以前�清政府忙于巩固统治、
统一国家�文网控制上相对松弛。清初朝廷共
下三次禁书令。但这几次禁令都主要针对结社
和宗教的异端邪言或者淫词秽语�与故国情结
无涉。事实上�清朝虽文网密集�但顺康间相
对平静�就文字狱发生的频度来看�根据现在
掌握的材料�雍正一朝 年大约发生了 件�
平均每年发生 件�乾隆一朝 年发生了大

约 件�平均每年发生 件�而顺康两朝
年大约发生了 巧件�平均每 年多才发生

件�与雍正朝、乾隆朝文字狱发生的频率之比
大约是 � � 。而且文字狱的发生大部分是
针对诗文。在古代 “诗言志 ”�诗文才是文学的
正统�小说作为 “小道 ” 是不受重视的�朝廷
也不屑同稗官之谈较真。清初与小说相关的著

名文字狱有两个�一个是 《无声戏二集 》案�
一个是 《续金瓶梅 》案�都属有惊无险。 《无声
戏二集 》是被利用作为政治攻击的工具�涉案
张绪彦受到处理�流放宁古塔�作者李渔并未
受到任何处置�只是书被禁毁�且禁毁并不严
格�后来又抽取其中违禁情节�重新编成 《连
城璧 》改头换面再次出版。而 《续金瓶梅 》则
是小人敲诈不成�愤而上告。丁耀亢虽曾因此
短期人狱�但是当时在庄氏 《明史 》案刚刚发
生不久�全国上下风声鹤峡的政治恐怖环境里�
龚鼎孽还敢大力营救�并且最终被大赦�可见
问题也不是太严重。两次文字狱都不是针对小
说本身�而且都有惊无险�可见小说并不是当
时朝廷文化控制的重点。

正因清初顺治、康熙两位君主实施以安抚
为主的政策�他们才能容忍和理解遗民们的眷
怀故明之举�而他们对故国情结的宽容又有意
无意地促使清初故国情结蔓延。

本文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和国

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资助

本文作者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中国
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 届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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