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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及语言

论晚明时事政治小说的纪实性

及其形成原 因
＊

刘鹤岩

【提 要 】 进入晚明 以后 , 明代通俗小说的创作逐渐 出现 了 两种倾向 ,

一是小说越来越

靠近现 实 ,
二是小说中 有关 时政题材 的作品越来越 多 。 晚 明 时 事政治小 说的兴盛是 中 国 小

说史上一个令人瞩 目 的现象 ,
值得我们注意 的是 , 晚 明 时事政治 小说有一个非 常显著的特

点 , 就是注重纪实 。 晚明 时事政治 小说纪 实性形 成的 内在原 因 主要有 ： 中 国 小说的 史传传

统
；
明代私人修史的风气 ； 晚明 时事政治 小说均 为 当代题材 ； 邸报 、 奏疏诏议的 大量使用 。

【关键词 】 晚明 时事政治 小说 小说纪 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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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 中后期 , 中 国通俗小说进入 了
一

个空过去许多学者把晚明 时事政治小说作为历

前繁荣的阶段。 作品竞相媲美 , 作家各擅其长 , 史小说来研究 , 在鲁迅的 《 中国小说史略 》 中 ,

作品题材广泛多样 , 风格流派纷呈 , 历史演义 、 《祷杌闲评 》 是放到第十五篇元明讲史 中来论述

英雄传奇 、 神魔小说 、 人情小说诸多作品陆续的 。 在孙措第的 《 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 目 》 中 ,

登场 。 万历中后期 , 进人晚明 以 后 , 通俗小说《承运传 》 、 《皇明 中兴圣烈传 》 、 《辽海丹忠录 》

的创作逐渐出 现了两种倾向 ,

一

是小说越来越也是放到 卷三 明 清部二讲史类 中 , 丁锡根 的

靠近现实 ,
二是小说中有关时政题材的作品越《中 国 历代小说序跋集 》 中 , 把 《 续英烈传 》 、

来越多 。 晚 明时事政治小说的兴盛是中 国小说《于少保萃忠全传 》 、 《警世阴 阳梦 》 、 《魏忠贤小

史上
一

个令人瞩 目的现象 , 自从万历三十
一

年说斥奸书 》 、 《皇明 中兴圣烈传 》 、 《辽海丹忠

(公元 1 6 0 3 年 ) 《征播奏捷传 》 出版以 来 , 在晚录 》 、 《近报丛谭平虏传 》 、 《樵史通俗演义 》 排

明时期 , 以明朝本朝政治题材为 内容的通俗小 在了第三编章回讲史类里面 。 上个世纪 8 0 、 9 0

说作品就不断涌现 , 出现 了
一

个时事政治小说 年代以来 , 为了对这些小说做进一步深入细致

的创作髙潮 。 比 如叙述 阉党专权 的 《警世阴 阳 的研究 , 以得出正确的评价 , 学术界把这些写当

梦 》 、 《魏忠贤小说斥奸书 》 、 《皇明 中兴圣烈

传 》 、 《祷杌闲评 》 、 《樵史演义 》 , 描写辽东战事

的 《辽海丹忠录 》 、 《镇海春秋 》 、 《平虏传 》 , 还
二过ｗ仏 、

、
紅 个 色 从 “ 、 7 ＋ 从 、、 , , 丄丑

？

袖
＊ 【基金项 目 】 本文为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 目 《辽西地

有用作政治斗争工具的 《辽东传 》 、 《大英雄域文化与明清时事小说 》 ( 项 目批准号 ：
Ｌ

1 3ＤＺＷ 0 1 5 ) 阶

传 》 、 《放郑小史 》 等等 。段性研究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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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小说命名为时事小说 , 以 区固不敢 自 附于野史之例 ； 而事必摭实 , 或亦免

别于那些演绎前代历史 的历史小说 。 齐裕焜 、 于续貂之诮 欤 ？

”

《魏忠贤斥奸书 》 的作者在

陈大康 、 欧 阳健 、 周维培 、 刘书成等诸位先生《斥奸书凡例 》 中 自述说
“

是书纪 自 忠贤生长之

在其专著和文章当 中 , 对时事小说概念及其思时 , 而终于忠贤结案之 日 , 其间纪各有序 , 事

想内容 、 艺术特色进行了较为详尽地分析 , 齐各有伦 , 宜详者详 , 宜略者略 , 盖将以信一代

裕焜界定 了 时事小说的概念 , 他 以作者与作品之耳 目 , 非以炫
一

时之听闻 。

”“

是书 自春狙秋 ,

所写事件的年代距离
一般不超过一代人 ( 即三历三时而始成 。 阅过 邸报 , 自 万历 四 十八年至

十年左右 ) 为 限 , 认为满足这个条件的
“

及时崇祯元年 , 不下丈许 , 且朝野之史 如正续 《清

迅速地反映当代重大事件 、 大量记叙了 当时 的朝 》 、 《圣政 》 两集 ,
《太平洪业 》 、 《三朝要典 》 、

文献资料和传闻轶事 , 反映 了 同代人对事件的《钦颁爰书 》 、 《玉镜新谈 》 凡数十种 ,

一本之见

认识和情感
”

的小说是时事小说 。

？闻 , 非敢妄意点缀 , 以坠于绮语之戒 。

”“

是书

刘书成提出 了新的划分界限 ：

“

其作者是所动关政务 , 半 系章疏 , 故不学 《水浒 》 之组织

叙事件的 同代人 , 换言之 , 作者与作品所写事世态 , 不效 《西游记 》 之布置幻景 , 不 习 《金

件的年代距离
一

般不超过二十年左右
”

。

②瓶梅 》 之 闺情 , 不祖
‘

三 国 诸 志
,

之机诈 。

”

陈大康的文章则认为时事小说所写 的事件 《辽海丹忠录 》 的写作标准是
“

至其词之宁雅而

与作品 问世时 间 的最大时 间差应 以 十年 为 限不俚 , 事之宁核而不诞 ,

”

( 《辽海丹忠 录序 》 )

度 。

③ 欧阳健主要强调时事小说诞生在史籍之前 《樵史通俗演义 》 的作者 自诩 ：

“

樵夫野史无曲

的特点 。

④ 周维培从时事小说的 主题人手 , 着重笔 , 侃然何逊刘知几 。

”⑥ ＂

所摘疏章 , 皆字字有

分析了时事小说的史料价值和文学成就 。

⑤ 上引关系者 ,
可 以补正史而垂千秋 。

”⑦
“

此回事事笃

刘书成的文章则分析了 时事小说的特征和产生实 , 高 闯
一段传 闻 甚确 , 特为 拈 出 , 以 备正

的原因 。 在时事小说的主要 内容是反映 当代重考 。

＂⑧ ＂

字字实录 , 可为正史作津筏 。

＂⑨
《警世

大事件这
一

点上 , 诸家有 了共识 , 但是在时事阴阳梦 》 的作者甚至还说 自 己 与魏忠贤有个人

小说时间的界定上 , 诸家还有
一

定的分歧 , 也 往来 , 虽然这不过是书商为 了追求 利益 , 编造

就是小说距离本事的时间 间隔 , 到底是多长时 的噱头 , 但是通过这
一点我们可 以 了解到 当时

间 , 可以作为划分时事小说和历史小说的界限 , 对小说纪实性的推崇 。

目前还没有统
一

的标准 。 除 了 上述论文之外 ,

为什么在晚明 时事政治小说创作 中 , 纪实

还有
一些学者在其专著 中单立章节对时事小说 性如此突出 呢？ 其内在原因 可从以下 四个方面

加以论述 , 如陈大康的 《 明代小说史 》 、 齐裕焜来分析 ：

的 《 中国历史小说通史 》 、 欧阳健的 《历史小说
‘

史 》 等等 , 论述的主要 内容和观点 与其发表的
① 齐裕棍 ： 《 明末清初 时事小说述评 》 , 《福麵范大学学报 》

论文的 内容和观点大致相同 。 1 9 8 9 年第 2 期 。

我们认为 与其把这些小说叫 做时事小说 ,② 刘书成 ： 《 明清之际时事小说的基本特征及繁荣原因 》
,

《甘

不如 叫做时事政治小说更加贴切 。 因 为这胜小— 3 ｆｆｌ 。

Ｉ－
1 丨 0＊＾ 甲从 ＜口ＪＯＴＯＣ ／Ｊ Ｍ Ａ口 刀 。 口 ｙｖｔ 一Ｊ

③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 1 9 9 1 年第 4 期 。

说不仅反映了 当时 的时事 ,
而且都与政治有关 。 ④ 欧阳健 ： 《超前于史籍编纂的小说创作——明清时事小说新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 晚明 时事政治小说有一个论 ＞
〉

, 《文学遗产 》 Ｉ＂ 2 年第 5 期 。

非常显著的特点 , 就是非常注重纪实 。⑤ 1 9 9 2

在这些晚 明时事政治小说中 , 许多作者在 ⑥ 《樵史通俗演义 》 第 1 回 , 人民文学出版社 2 0 0 6 年版 。

文中 ,

一

再强调 自 己的作 品是实录 。 《续英烈⑦ 《樵史通俗演义 》 第 2 回末评 , 人民文学出 版社 2 0 0 6 年版 。

传 》 的作者在 《续英烈传 ？ 叙》 中写道 ：

“

胸贯 ⑧

：
史纖演义 》 第 2 7 回末评 ’ 人 民文学 出 版社 篇 年

二长 , 而后可 以定
一

朝之实录 ； 识破千古 , 而 ⑨ 《樵史通俗演义 》 第 3 4 回末评 , 人 民文学 出 版社 2 0 0 6 年

后可以论
一

代之是非
”

, 称本书
“

然词取达意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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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说的编写 ’ 应该遵从ＩＥ史
’


“

本诸左史 ’ 旁及诸
—

、 中 国小 1兑的史传传统书 , 考核甚详 , 搜罗 极 富 。 虽敷演不无增添 ,

中国小说虽起源于神话 ,
但是正如石 昌渝

形
,
不无润色 , 而大要不敢尽违其实 。

”

( 《新歹Ｕ

先生分析的那样 , 中 国不像欧洲 那样从神话通

过史诗 、 传奇发展到小说 , 中 国小说是在史传二、 明代私人修史的风气
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

？
因此中 国小说与生俱来

—、“

就带有浓厚的史传特点 , 中 国是
一

个史学发达明代中后期 , 在史学界掀起 了
一

股私人修

的国家 , 漫长的发展历史和与之相伴的悠久的史的热潮 , 这也是在 中 国史学发展史上 , 私人

史传记载过程 , 使求真 尚实的历史观念深人人 修史最集中 的时期 。 明代许多价值较髙的私家

心 , 同时也影响了 其他社会科学分支 , 在 中 国史学著作均诞生在这
一

阶段 。 许多文人怀着舍

古代 , 文学 、 历史 、 哲学几乎是三位
一体式的我其谁的使命感 ’ 记录 了历史 的兴亡更替 ’ 发

共同演进与发展 ,

“

六经皆史也
”

,
② 中国 的古代出了 自 己 对世事沧桑的慨叹 。 更值得一提的是

小说作家们也深受其影响 , 如果说在文学 中还 在这些私人史学著作中 , 有些著作毫不逊色于

有虚构和想象的话 , 那也 只 是在诗文创作 中 ,

官史 、 正史 , 无论是在反 映历史 的全面 、 细致

“

事信而不诞
, , ③ 则是评价史传和小说作品 的重

方面 , 还是考证的精严 、 深湛方面 ’ 立论 的严

要标准 。 小说应该是
“

皆有所据
,

,

,

“

言非无
谨 、 慎重方面 , 这时的史学是 中 国古代罕见的

根
”

。 ( 《醉翁谈录 》 ) 被称之为
“

史补
”

、

“

史之一

余
, ,

的小说 , 驗 以纪实为駭标准 。 激帛棚代棚 , 厢皇帝朱兀軸篡位皇帝

丛残小语醜晋小说 ,
还是有意创作小说的唐

朱
＾
因为
ｆ

自 的原因 , 对文化控制较严 , 贫民

代传奇 , 这种原则
－

直贯穿在 中 国小说发展的 Ｓｉ Ｊ
历史进程中 。 特别是 以历史为题材的小说更

如此 , 甚至干宝 的 《搜神记 》 也是为 了
“

发明 ？

神道之不诬
”

, 并说
“
－

耳
－

目之所亲醜
”

,

“

无失实者
,

,

, 干宝也 因 此得名
“

鬼之董 狐
”

。

④

唐代刘知几认为偏记小说可分十类 , 写历史事
ｍｍ 曰 口＾ａ ,

ｔ＾任何见解 。 而通过非正常手段登上皇帝宝座的

ｆ
朱棣更是忌讳史家＿？书 , 他不仅大肆销

：

Ｊ
、说批

5 ‘

中也 吊

, ‘

以

,
传 的标准来衡量 , 如

毁建文君 臣的 言论书籍 , 而且还篡改 已经编定
“

史笔
”

、

‘ ‘

良史
”

、

“

列传体
”

, 之类的评论口 吻 ,

的史书 , 洗刷掩盖 自 己 的罪名 。 到了宣宗 以后 ,

明麵文化专嫩策有 了松弛 , 特别是正德 以
／ｈｍ＃— ’ 〈―胃 》

后 , 皇帝的怠政和朝廷 内部的党争 , 统治阶级
“

知善不录 ’ 非春秋之义也。

”

他在 《南柯太＃对文化的控制陷人了－种无序的状态 , 这给私
传 》 中也宣称

“

事皆
,
实

”

。 李薪价 《枕 中
人修史提供了较大的空间 。 虽说张居正主政之

记 》 、 《毛颖传 》 为 ：

“

三
篇真 良史才也 。

”

( 《唐 时曾试图重振朝纲 , 但对业 巳失控的局面也难
国史补 》 ) 尽管到了宋元时期 , 出现了一批虚实 以整肃 , 正德 、 嘉靖以后 , 文学上前后七子提
相间的讲史作 品 , 但是在创作理论和 实践上仍

然是纪头派 占主导地位 ’ 罗炸就明确指出 ： ＃
① 石昌偷 ： 《 中 国小说源流论 》

,
三联书店 1 9 9 4 年版 , 第 ｉ

其兴废 , 谨按史 书 , 夸此 功 名 , 总依故事 。

”

页 。

( 《醉翁谈录 》 ) 到了 明代这种理论更是 占了 上② ？＾ 1 夂 ？

＿ ？

风 , 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可观道人
“

小 ｉ兑＊
？

宝＝
？

史传

可紊乱正史
”

的理论主张 , 他认为历史演义小⑤ 刘知几 ： 《史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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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尊崇汉唐的复古思潮 , 史学上也出现 了 回归大为降低 , 真正把二者结合得 比较好的作品有

《史记 》 、 《汉书 》 的复古倾向 。 许多史家摒弃 了《魏忠贤小说斥奸书 》 、 《辽海丹忠录 》 、 《樵史通

唐宋以来官方修史的弊端 , 力主独立修史 , 成俗演义 》 等等 。

一

家之言 ,

“

追纵班、 马 , 为千载之一快也 。

”①＿、 、

嘉靖时期郑晓 、 陆粲 、 陈建、 高？等著名史家 ,
二、 晚明时

,
政治小说

不仅理论上提倡私人修史 , 而且在实践中身体力大都是当代题材

彳ｔ ’—力力—＆入＿晚明时事政治小说大都是当代题材 , 这也

￥
；

众人
, ；

不一 ‘

歡己实风格形成的重要原ｓ 
’ 因 为是当代题材 ’

刖

！
纪实有了侧的条件 , 许多事情是作者亲身经

占
历 、 曾经耳闻＿■ ’ 作者有纪■ 自 信心 。

？
另
一

方面 ,
也正因为是当代时事 , 知情者甚多 ,

刖的历史 , 刖人之述备矣 , 后代人如无新的Ｖｒ夕 Ｍ 4 击
？

ｔ

、

ｔ
■

介 此本不扑 电發■

． ．
．

许多当事人还在 , 作者无法虚构 。

一旦掺人过
＾ 5＾ ＂

＇貞
細虚构 内容 , 势必引 起当事者的反驳和读者

的元代统治者 , 入主 中原九十多年的统治历史 ’＝＝
？ａ , ｕ

？＊ ｉ的质疑 , 会大大降低其影响力 。 此时读者的兴
官修的兀史就巳 经足以涵盖 了 。 可 以值得私人渐且妥汗亩 吉 ｈ 布 4 ｆ ｄｂ 曰 此本

修史 , 大作文章的地方也不多 。 与此相 比 ,
曰月 ｆ Ｚｆ？Ｓ 2

朝开 国百年来的世事变迁 , 由 于种种原因 , ｔ
ａ °＿

：写法＝论 , Ｉ难令人信服 。 这给了私人

修史以极大的空间 。 史家关注当代史 ’ 写 出 Ｔｆ 2 ＾ｒｎ
大量史著及笔记。 如纪传体 国史有 《吾学编 》

ｂｔｉｕ

(郑晓 ) 、 《皇明 书 》 ( 邓元锡 ) 、 《昭代明 良录 》

‘ 《＿ｔ＿
＾

－

(童时明 ) 、 《名山藏 》 ( 何乔远 )
； 纪事本末体Ｓ

远 , 虚构成分居多 , 当然这只
,

－

般的规律 。 有

史有 《猶录 》 ( 高？ )
； 编年体国史有 《皇 明卜 ’^

启运录 》 与 《皇明通纪 》 ( 陈建 ) 、 《皇 明大政
？夂

二
？ ：！ , ＋入 ’

记 》 (夏浚 ) 、 《昭代典则 》 ( 黄光升 ) 、 《大政记 》

反而对阮大铖的描与颇多夸张 、 不实之词 。

( 雷礼 〉 、 《肃皇外史 》 ( 范守 己 〕 、 《两朝宪章录 》四 、 邸报 、 奏疏诏议的大量使用
(吴瑞登 )

； 人物传记体的有 ：
《嘉靖以来首辅

传 》 (王世贞 ) 、 《表忠汇录 》 ( 张朝瑞 ) 、 《词林晚明 时事政治小说大量使用 邸报 、 奏疏 ,

人物考 》 ( 王兆云 ) 、 《 国朝献征录 》 ( 焦竑 ) 、 也是导致小说纪实性较强 的
一

个重要原因 。 时

《皇明应谥名臣备考录 》 (林之盛 ) 、 《皇明帝后事政治小说作者对于史料的收集是受到 限制的 ,

纪略 》 (郑汝璧 ) 等等 , 史家的作风和观点很 自如有关皇宫 内院 、 朝廷庙堂上 的政治斗争 , 作

然地影响了文学家的作风和观点 。 事实上 , 晚者大都缺乏第一手资料 , 主要是依赖社会传闻

明政治小说的许多作家是把 自 己的小说当作历和大量的政治文件如 奏疏 、 邸报 。 许多作者是

史来写 , 如 《续英烈传 》 、 《魏忠贤小说斥奸通过阅读邸报 , 掌握其中资料的 。 如 《魏忠 贤

书 》 、 《辽海丹忠录 》 从写作原则上就极力强调小说斥奸书 》 作者陆云龙就曾经说过 ：

“

偶阅 邸

其历史色彩 , 《樵史通俗演义 》 干脆就以
“

樵报见杨 大洪先生劾 忠 贤疏 。

”

在该书 《凡例 》

史
”

命名 。 《魏忠贤小说斥奸书 》 、 《皇明 中兴圣中 , 也明确指出 ：

“

阅过 邸报 , 自 万历四 十八年

烈传 》 、 《警世阴 阳梦 》 、 《樵史通俗演义 》 大量 至崇祯元年 , 不下丈许 ,

”
《皇明 中兴圣烈传 》

收录诏书奏议 ,
也是试图 以史料来强化其历史

的色彩 , 这样
一

来 ,
晚明政治小说就出 现了文 ① 陆榮 ： 《与华修撰子潜论修史书 》 , 黄宗羲 ： 《 明文海 》 卷

学和历史合
一

的特点 , 这使有些作品的艺术性 1 7 4 , 中华书局 1 9 8 7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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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鹤岩 ： 论晚明时事政治小说的纪实性及其形成原因

的作者西湖野臣毫不 隐晦地说此书是从
“

邸报的奏疏 , 还有礼部的答辞组成 。 第 四 十传则包

中与
一二 旧闻 演成

”

。 《近报丛谭平虏传 》 的作括了傅孟春祭祀于谦的祭文 、 兵科给事朱凤翔

者吟啸主人在序 中说
“

近报者邸报
”

, 而且在小为于谦表功的奏疏。 对于这些奏疏的引用 ,
《警

说中 , 作者不时提到邸报 ,

“

余坐南都燕子矶世阴 阳梦 》 、 《魏忠贤小说斥奸书 》 、
《辽海丹忠

上 , 阅邸报
”

；

“

因记邸报中事之关系者 , 与海录 》 还能够化用 , 显得流畅 自 然 , 而 《 皇明 中

内共欣逢见上之仁明智勇
”

。 甚至在写作过程 中兴圣烈传 》 几乎是连篇累牍的抄录 。

亦步亦趋地传播邸报 ,

“

未知后事如何 , 俟事 以尽管晚 明 时事政治小说纪实性十分突 出 ,

论定 , 阅邸报再详
”

( 《风传奴书缚督师 》 ) 。 邸但毕竟是小说 , 所以还存在大量虚 构 的细 节 。

报的特点是纪实 , 因为作者对邸报 的大量采用 , 在虚实结合上 , 《魏忠贤小说斥奸书 》 做得较

邸报的纪实特色也就被带入 了小说创作 中 , 同好 , 收放 自 如 , 主要事件基本遵从史实 , 细节

时小说作者对邸报 的大量运用 , 也弱化了作者虚构又能合乎常理 , 考虑到 了历史逻辑性的统

创作上的虚构意识 。 除了 邸报以外 , 就是奏疏 、

一

。 《祷杌闲评 》 则违背了时事政治小说的创作

诏议政治文件 的 大量抄录 , 因 为重大事件 中 , 原则 , 在虚构的路上走得太远了 。 另外还有些

许多有关的奏疏 、 诏议是最好的材料 , 晚明 政小说尽管标榜纪实 , 但是因为作者的主观意识和

治小说的作者在小说中大量罗 列这些材料 。 进当时 的客观环境 , 并没能做到真正的纪实 , 如

一步增强 了小说的纪实色彩 , 如 《于少保萃忠《辽海丹忠录 》 对党争的回避 , 《镇海春秋 》 对毛

全传 》 从第三十七传起
一直到第四十传 , 几乎文龙的美化 , 还有些小说为了起到诬蔑党争对象

都是用奏疏 、 诏议组成的 , 偶尔有作者几句 过的作用 , 打着纪实的旗号 , 蓄意捏造事实 , 如

渡性的语句穿插其间 。 第 三十七传主要 内 容是《承运传 》 、 《大英雄传 》 、 《放郑小史 》 等等 。

于谦儿子于冕上的为父亲请功 的奏疏和 成化帝

为于谦平反 的御 旨 , 还有 弘治帝为于谦赠谥 、本文 作者 ： 渤海 大 学 文 学 院 中 文 系 教授 ,

建祠加祭的浩谕 ； 第三十八传又是全文照录忠中 国社会科学 院研究 生 院文学 系 2 0 0 5 届

节坊的碑文 ；
第三十九传是由 进士卢玑请求让文学博士

刘基和于谦的灵位进入功 臣庙的奏疏 、 浙江巡责任编辑 ： 马 光

抚傅孟春差人所上 的请求改谥于谦为
“

忠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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