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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 小说出现了志怪和志人小说的分类
,

其形成原 因表现在很多方 面
,

统治者和上层人物需要小

说引导世人服从统治
,

士人心 态发生变化
,

清谈之风的盛行
,

佛教传入
、

道教的发展也为 小说的创作提供 了新的创作元素
。

这

些都为 当时的小说发展产生 了重要影响
。

【关键词 」小说 清谈 佛教 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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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很多
。

如皇普谧 《高士 载

传 》
、

崔豹 《古今注 》
,

王浮 《神异记 》
、

陆氏 《异林 》
、

张 哀彦伯作 《名士传 》成
,

见谢公
。

公笑曰
“

我常

华 《博物志 》
、

郭颁 《魏晋世语 》
、

葛洪 《神仙传 》
、

干宝 与诸人道江湘事
,

特作狡绘耳
,

彦伯遂以著书
。 ”

刘

《搜神记 》
、

孔约 《志怪 》
、

袁宏 《名士传 》
、

裴启 《裴启 峻注 曰 宏以夏候太初
、

何乎叔
、

王辅嗣为正始名

语林 》
、

王嘉 《拾遗记 》
、

郭澄之 《郭子 》
、

荀氏 《灵鬼 士
,

阮嗣宗
、

稽叔夜
、

山巨源
、

向子期
、

刘伯伦
、

阮仲

志 》
、

戴柞 《甄异传 》
、

刘义庆 《幽明录 》《世说新语 》 容
、

王浚冲为竹林名士 装叔则
、

乐彦辅
、

王夷甫
、

皮

《宣验记 》
、

刘敬叔 《异苑 》
、

东阳无疑 《齐谐记 》
、

吴均 子高
、

王安期
、

阮于里
、

卫叔宝
、

谢幼典为中朝名

《续齐谐记 》
、

裴子野 《类林 》
、

任防 《述异记 》
、

殷芸 士
。 「

这则材料说明
,

为了东晋的统治和谢氏家

《殷芸小说 》
、

宗凛 《荆楚岁时记 》
、

《录异传 》
、

侯 白 族的名誉
,

大臣谢安授意袁虎著成 《名士传 》
,

那么
,

《族异记 》等
,

这里面包含志怪和志人小说
,

其形成 对这些名士评价当然利于东晋的统治
,

而无关事实

这种现象的原因表现在诸多方面
。

本身
。

正是这样的原因
,

统治者对不利于统治的小

一
、

统治阶级的重视和支持 说作品就会横加干涉
。

如晋武帝命张介删改 《博物

在封建统治的国家里
,

统治阶级的某种政治言 志 》
。

据王嘉 《拾遗记 》记载
,

张华搜集自有文字记

论对社会有一定的导向作用
,

即使著者心里不愿 载以来的遗闻轶事
,

考证神怪和民间传说
,

编成 《博

意
,

但为了性命
、

家人
、

利益等
,

也会向统治者屈服
,

物志 》四百卷
,

奏请晋武帝审查
。

晋武帝认为 《博物

英勇不屈的人寥寥无几
,

文化势必会成为统治阶级 志 》
“

记事采言
,

亦多浮妄
” ,

有可能
“

惑乱于后生
,

繁

进行统治的一种工具
,

在当时的封建社会
,

单纯的 芜于耳 目
” 。

因此
,

下令
“

荃截浮疑
” ,

于是 《博物志 》
学术研究是不可能的

。

统治阶级利用小说的教化 被删成十卷
。

晋武帝这样做
,

显然是出于政治上的

作用来实现政治教化
,

这也是统治者默认
、

支持著 考虑
,

惧怕小说不利于维护他的封建统治
。

这与后

者的原因
,

一切具有反动意向的言论会立刻被抹 世的文字狱是何其相似
。

这也说明当时文化发展

杀
。

的土壤与政治是密不可分的
,

文化为政治服务的味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统治者和上层人物都很重 道显而易见
。

视小说
。

如 《博物志 》的作者张华官至司空
,

《世说 二
、

清谈之风盛行

新语 》的作者刘义庆位列藩王
,

《搜神记 》的作者干 士人心态发生变化
,

清谈之风的盛行
,

魏晋名

宝领修国史
,

他们都是达官贵人
,

这种现象充分说 士尚清谈成为当时的一种时尚
。

追溯清谈的源头
,

明了统治阶级对小说相当重视
。

随着政治形势的 实肇始于汉代的清议
, “

大抵 由于东汉末年党锢诸

变化
,

小说的内容也会随之发生改变
,

这一时期的 名士遭到政治暴力的摧残与压迫
,

一变其具体评议

小说大多记录上层人物的逸闻琐事
,

宣扬 因果报 朝廷人物任用的当否
,

即所谓清议
,

而为抽象玄理

应
、

天道轮回思想
,

如 裴启的 《语林 》记载了汉魏以 的讨论
。

启 自郭泰
,

成于阮籍
。

他们都是避祸远

来很多著名人物的遗闻轶事
,

干宝的 《搜神记 》大多 嫌
,

消极不与其时政治当局合作的人物
。 ” 〔枷 陈先生

描绘神鬼故事
。

正是因为这样
,

一些小说著者往往 认为政治因素是清谈兴起的重要因素
。

清谈可以

接受统治者的命令编造小说
。

如 《世说新语
·

文学 》 看成是士人对朝廷的一种消极避世态度
,

亦可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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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显示才学
,

谋求政治上的显身扬名的一种手段
,

这从清谈的内容可以看出一二
。

清谈的主要 内容是什么 据唐翼明先生 的研

究
,

清谈的内容涉及
“

三玄
” 、

名家学说
、

佛经佛理
、

哲学命题 如有无本无之辨
、

自然名教之辨
、

言意之

辨
、

才性之辨
、

圣人有情无情之辨
、

君父先后之辨

等
,

以及讨论其他经典
、

人物批评与品鉴
、

养生延

年之可能性
、

声有无哀乐
、

鬼神有无等
。 「狮

一“

汉武

帝时
,

儒学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和官方认可的

的意识形态
,

时至魏晋
,

由于战争频繁
,

人们的思想

得到又一次的解放
,

各家思想杂揉
,

形成了一种新

的的经学思想
,

玄学产生
。

魏晋玄学是以 《周易 》
、

老庄为学术基础
,

易学的
“

极深而研几
” 。

饰
`

玄学成

为其清谈的主要内容之一
,

佛教
、

养生
、

鬼神等亦在

其中
。

从人到物
、

从物质到精神
,

谈论内容涉及之

广
、

范围之大
,

为一般士人参与讨论提供了机会
,

也

为其进人仕途提供了可能
。 “

每个人略有才情的
,

便

想做名士 一做名士
,

便旷弃世务
,

惟以狂行狂言为

高
。

或腐心于片谈
,

或视一言为九鼎
,

或故为坦率

之行动
,

以 自示不同于流俗
。 ” 「” `

清谈者并不在乎

己方所持的观点
,

而是辩论中所表现出来的才思
,

论
“

理
”

而不求
“

理
” ,

体现魏晋人的名士风度
。 “

因为

只有做了名士
,

才有资格去参加清谈的
。 ” 「

清谈 内容为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很大的发挥空

间
,

如
,

张华的 《博物志 》
、

崔豹的 《古今注 》记载异

物
、

奇人
、

灵怪
、

殊俗
、

琐闻等事情 刘义庆的 《世说

新语 》分为德行
、

言语
、

政事
、

文学
、

方正
、

雅量等三

十六门
,

主要为有关人物评论
、

清谈玄言和机智应

对的故事 在 《幽明录 》中战争
、

死亡
、

疾病
、

饥饿是

书中重复的主题
。

任防
、

萧绎 《金楼子 》卷三 《说蕃 》
曰

“

竟陵萧子良… …招致名僧
,

讲论佛法
,

造经叹

新声
,

道俗之盛
,

江左未有也
。

好文学
,

我高祖
、

王

元长
、

谢元晖
、

张思光
、

何宪
、

任防
、

孔广
、

江淹
、

虞

炎
、

何倘
、

周额之侍
,

皆当时之杰
,

号士林也
。 ”
饰“ 一

至南朝时
,

清谈已经加人了佛经佛法的内容
。

小说

内容无不与清谈内容密切相关
。

三
、

人物品评流行

人物品评之风盛行
,

也成为小说创作的一个重

要条件
。

汉朝的察举征召
、

举孝廉制
,

曹魏的九品

中正制等都需要考察士人的德行
。

凡是被赞誉的

人
,

都可 以被朝廷征召
,

步人仕途
。

由于豪门世族

把持朝廷的选举制度
,

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了
“

上

品无寒门
,

下品无世族
”

的局面
。

因此
,

一个人声誉

的成毁
,

往往只在片语之间
,

为进人仕途
,

世人多对

人物的言行举止进行品评
,

《世说新语
·

雅量 》记载

王作桓温的主簿
,

桓温想要提拔他
,

有一次出游
,

故

意用马冲之
, “

左右皆富仆
” ,

惟王不动
,

于是名价大

重
, “

咸云是公辅器也
” 。

在 《名士传 》
、

《语林 》
、

《郭

子 》之后
,

《世说新语 》成为专门记载文人名士言行

的著作
。

总之
,

两晋南北朝的人物品评和清谈之风成为

士人人世和避世的一种方式
,

也为这一时期小说的

创作提供了一个发展契机
。

四
、

道教
、

佛教的影响

宗教也对小说的创作影响很大
。

两晋南北朝

时期
,

社会动荡不安
,

人们的生产生活遭到极大破

坏
,

生命危机意识很强烈
,

他们普遍地将 自己的荣

辱兴衰
、

生老病死都诉诸于鬼神
,

社会上普遍弥漫

着一种
“

宗教鬼神崇拜
”

的气息
。 「枷 ` 一

人们对一些

自然现象无法解释
,

就会依据心中所想
,

创造许多

的鬼神
,

诸如我们所 了解的掌握风雨雷电的 四个

神
,

统领阴间诸神
,

审判人生前的行为并给与相应

的惩罚的阎王等等
,

从原始社会的自然崇拜扩展到

之后的鬼神崇拜
,

民间传统信仰和各种宗教信仰形

成了中国民间杂乱的鬼神信仰体系
,

自然神
、

人神
、

人鬼
、

社会神出现在人们的信仰之中
。

原始社会流

传的神话故事被世人歌颂流传
,

《山海经 》中的夸父

逐 日
、

女娟补天
、

共工撞天
、

精卫填海等故事为我们

所知
,

甚至拍成影视作品
。

时至两晋
,

由于社会的

动荡不安
,

人们更是依赖鬼神迷信
,

神仙方术
,

即把

它当成摆脱黑暗现实的精神寄托
,

又成为当时反抗

社会暴政的一种方式
。

这种故事在 《搜神记 》《搜神

后记 》中有很多
,

《搜神记 》既有赞扬神仙
、

方士的幻

术和异术
。

如隐身变形
、

驱鬼逐妖
、

左慈
、

于吉
、

管

格等人的方术
。

又记载神灵感应
、

怪物变化
、

精怪
、

妖魅之事
。

鬼神故事也成为了这一时期小说创作

的素材
。

汉魏时期
,

佛教已经传人中国
,

特别是两晋南

北朝时
,

佛教得到很大的发展
。

南朝宋
、

齐
、

梁
、

陈

各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
。

梁武帝笃信佛教
,

自称
“

三宝奴
” ,

四次舍身人寺
,

皆由国家出钱赎 回
。

他

建立了大批寺庙
,

亲 自讲经说法
,

举行盛大斋会
。

唐代杜牧的
“

南朝四百八十寺
,

多少楼台烟雨中
, ,

道

尽了佛教的兴盛
。

据 《魏书
·

释老志 》记载
,

北魏末

年有寺院三万所
,

僧尼二百万
。

《洛阳伽蓝记 》等著

作均有记载
。

北齐
、

北周时寺院竟达四万余所
,

僧

尼达三百万
。

佛教的传人
,

佛经的翻译
,

为小说的

创作带来新的内容和影响
,

随着佛教的兴盛
,

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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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佛教徒
“

自神其教
”

的 《冥祥记 》等专门宣扬佛法

的小说
。

有的佛经故事
,

直接成为我国志怪小说的

素材
,

如 《续齐谐记 》中的 《阳羡书生 》
、

《宣验记 》中

的 《鹦鹉灭火 》等
。

这些小说反映了人们对现实生

活的不满
,

寄希望于佛教宣扬的 因果报应
、

生死轮

回
,

同时又有反抗压迫
、

追求自由的决心
。

胡应麟在

《少室山房笔丛
·

九流绪论 》中指出
“

魏晋好长生
,

故

多灵变之说 齐梁弘释典
,

故多因果之谈
。 , , “

因果之

谈
”

正是佛教思想之一
。

鲁迅先生称
“

中国本信巫
,

秦汉以来
,

神仙之说盛行
,

汉末又大畅巫风
,

而鬼道

愈炽 会小乘佛教亦人中土
,

渐见流传
。

凡此
,

皆张

皇鬼神
,

称道灵异
,

故自晋讫隋
,

特多鬼神志怪之书
,

其书有出于文人者
,

有出于教徒者
。 ” 「饰 可见佛教对

中国小说的擅变产生了很大影响
。

道教的发展也为小说的创作提供 了新的元

素
。

道教是中国土生 的宗教
,

张道陵创教
,

道教以

修炼丹道法术为途径
,

以实现得道成仙为 目标
。

魏

晋时期
,

由于社会危机的加深
,

统治者对道教采用

恩威并行的方式
,

使得道教得到一次发展机会
。

阮

籍
、

王弼
、

葛洪
、

郭璞
、

陶弘景等成为这一时期的道

教杰出代表
,

尤其突出的是葛洪
,

他将道教神仙方

术和儒家纲常名教相结合
,

构建了一套长生成仙体

系
。

正是由于他们信仰道教思想
,

其言行就不免带

有道家味道
。

按照两晋神仙方术
,

需要服食草药
、

炼制金丹
,

才可成仙
,

张华 《博物志 》卷五中就可看

出汉末聚集在曹魏门下 的方士们的事迹
,

王真
、

封

君达
、

甘始
、

鲁女生
、

华佗
、

东郭延年
、

左慈等都成为

曹氏父子追求长生的方士
。

颖川陈元方
、

韩元长的

修道成仙故事亦可见
。

葛洪的 《神仙传 》
、

《抱朴子 》
也大力宣传通过服食丹药人人皆可成仙

,

他不仅承

认神仙的存在
,

而且认为神仙有等级制度
。

《拾遗

记 》卷十
“

洞庭山
”

条叙采药石人人洞庭神山故事
,

说明神仙仙境的神秘
。

仙凡相恋的故事也在这时

的小说中存在
,

如 《搜神记 》中
“

董永
”

故事
、

《搜神后

记 》之
“

白水素女
”

故事
。

道教思想的影响
,

使小说

的撰述更加鲜明
。

总而言之
,

两晋南北朝时期 的小说创作是各

种合力共同作用 的结果
,

社会的动荡不安
、

品评

和清谈之风的盛行
、

佛教和 道教融人发展
,

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等等为这一时期小说

的创作提供了素材
,

成为两晋南北小说发展的重

要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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