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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据谭正璧 《三言两拍资料》考证
,

凌檬初的
“

二拍
”

大部分的本事来源于文言小说集
,

而作为 两种不 同的文体
,

白

话与文言在小说叙事上各有千秋
。

笔者从叙事学的 角度对
“

二拍
”

的叙事做一简单梳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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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后期兴起的短篇小说集
“

三言
” 、 “

二拍
”

创造了白话短篇小说的高峰
。

它们以其独特的文

体
、

迥异的编纂方式在明代小说史乃至中国文学史

中独领风骚
。

而作为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 由作家

独立创作的拟话本小说集《拍案惊奇》
,

由于凌檬初

曾参加明末镇压李自成的农民起义的原因
,

一开始

却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
。

众所周知
,

凌檬初编纂那两部 《拍案惊奇》时
,

面临的已是
“

宋元旧种
,

亦被搜括殆尽
” , “

一二遗

者
,

皆其沟中之断芜
” 「l]
的局面了

,

这就势必使作者

将目光转移到更多的文言笔记和小说中去
,

适时改

变 自己的创作方式
。

而从历代文言笔记小说中搜

选资料并改编无疑成为作家创作的主要方式
。

据

谭正璧《三言两拍资料》获知
, “

二拍
”

大部分的本事

来源于《夷坚志》
、 “

三灯丛话
”

等文言小说或笔记
。

现笔者依据谭正璧先生和孙楷第先生考证的结果
,

从叙事学的角度
,

就
“

二拍
”

对文言小说改编后的叙

事情况做一粗浅的探讨
。

“

二拍
”

共七十八篇小说
,

(二拍共八十篇作品
,

其中卷二十三《大姐魂游完宿愿 小姨病起续前缘》
重复

,

第四十卷《宋公明闹元宵》为杂剧
,

故共七十

八篇 )凌檬初在扩展和合并文言小说的基础上
,

对

作品进行了艺术的再创造
,

达到了思想和艺术风格

的统一
。

笔记体
、

传奇体共同构成了中国文言小说的主

要文体类型
。

而
“

二拍
”

是模仿宋元话本而来
,

其文

体自然保留了话本体的模式
。

笔记体
、

传奇体与话

本体在诸多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

以 下 笔 者

着 重 从 叙 述 模 式 这 方 面 具 体 分 析 改 编 后 的 叙 事

。

笔 记 体

、

传 奇 体 与 话 本 体 渊 源 迥 异

,

前 者 孕 育

于 史 传 母 体 之 中

,

深 受 史 传 实 录 文 学 传 统 的 影 响

。

表 现 在 叙 述 中

,

常 常 惯 用

“

据 见 闻 实 录

”

的 记 述 姿

态

,

但 又 有 所 区 别

。

许 多 笔 记 小 说 序 跋 反 复 强 调 这

些 作 品 为 作 者 耳 闻 目 睹 之 实 录

,

始 终 保 持 了 反 对 有

意 想 象 虚 构 的 记 述

;
而 传 奇 体 虽 也 打 着 实 录 的 幌

子

,

但 却 在 记 述 中 尽 力 发 挥 叙 事 者 的 想 象

。

这 样 的

记 述 姿 态 自 然 也 就 决 定 了 文 言 的 笔 记 体

、

传 奇 体 与

白 话 的 话 本 体 叙 述 模 式 的 差 异

。

前 者 为

“

客 观 记 述

式

” ,

即 概 述 人 物 背 景

、

事 件 发 展 等

,

兼 有 较 少 的 心

理 描 写

,

没 有 对 人 物 的 评 价

;
而 话 本 体 来 源 于

“

说 话

艺 术

” ,

它 要 考 虑 读 者 的 反 应

, “

作 者 毫 不 掩 饰 自 己

作 为 叙 述 者 的 身 份

,

他 时 时 中 断 叙 述 直 接 与 读 者 说

话

,

使 读 者 感 觉 他 与 故 事 之 间 始 终 存 在 一 个 叙 述 者

的 中 介

” 「2]
基 于 此

,

话 本 体 小 说 的 叙 述 就 表 现 出 了 自

己 独 特 的 风 格

。

现 结 合 具 体 作 品 从 叙 事 角 度 和 叙

事 者 来 窥 见 一 斑

。

中 国 古 代 小 说 传 统 上 普 遍 采 用 限 制 视 角 叙 事

,

在 结 构 上 基 本 以 人 物 结 构 为 中 心

。

相 对 于 文 言 小

说

, “

二 拍

”

的 叙 事 视 角 更 为 灵 活 多 样

,

它 既 可 以 通

过 叙 述 者 自 己 的 眼 光 来 掌 控 全 局

,

也 可 以 不 断 借 助

小 说 中 的 人 物 来 聚 焦

。

这 样 的 变 化 视 角

,

给 予 了 叙

述 者 极 大 的 自 由

。

《初 刻 拍 案 惊 奇 》卷 三 十 《王 大 使 威 行 部 下 李 参

军 冤 报 前 生 》 的 正 话 部 分 出 自 中 唐 张 读 的 志 怪 小 说
《 宣 室 志 》

。

其 中 宴 席 上 李 参 军 与 副 大 使 士 真 初 次

见 面 场 景 的 描 写

,

是 这 篇 小 说 最 为 精 彩 的 部 分

,

而

在 《宣 室 志 》 中 却 只 有 短 短 82 个字
,

现 摘 录 出 来 以 作

对 比

。

“

士 贞 见 之

,

色 甚 怒

。

既 而 命 坐

,

貌 益 恭

。

士 贞

甚 不 悦

,

瞪 视 攘 腕

,

无 向 时 之 欢 矣

。

太 守 惧

,

莫 知 所

谓

。

顾 视 生

,

腼 然 而 汗

,

不 能 持 杯

。

一 座 皆 愕

。

少

项

,

士 贞 叱 左 右 缚 李 某 系 狱

。

左 右 即 牵 李 袂 疾 去

,

械 狱 中

。 ”

( 《 宣 室 志 》卷 之 三 )

(
。

)
“

那 时 李 参 军 随 命 而 来

,

登 了 堂

,

望 着 士 真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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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 罢

,

抬 起 头 来

。

( b )士真一看
,

便 勃 然 大 怒

。

(
C

)

即召了来
,

免 不 得 赐 他 坐 了

。

( d )李参军勉强坐下
,

心 中 沫 惧

,

状 貌 益 加 恭 谨

。

(
e
)士真越看越不快活起

来
。

( f) 看他暄拳裸袖
,

两 眼 睁 得 铜 铃 也 似

,

一 些 笑 颜

也 没 有

,

一 句 闲 话 也 不 说

,

却 像 个 怒 气 填 胸

,

寻 事 发

作 的 一 般

。

比 先 前 竟 似 换 了 一 个 人 了

。

( g )太守慌

得无所措手足
,

且 又 不 知 所 谓

,

只
得 偷 眼 来 看 李 参

军

。

(h )但见李参军面如土色
,

冷 汗 淋 漓

,

身 体 颤 抖

抖 的 坐 不 住

,

连 手 里 拿 的 杯 盘 也
只

是 战

,

几 乎 掉 下

地 来

。

( i) 太守恨不得身子替了李参军
,

说 着 句 把 话

,

发 个 什
么

喜 欢 出 来 变 好

,

(j) 争奈一个似鬼使神差
,

一 个 似 失 魂 落 魄

。

( k )李参军平 日枉 自许多风流俏

掉
,

谈 笑 科 分

,

竟 不 知 撩 在 爪 哇 国 那 里 去 了

。

比 那

泥 塑 木 雕 的 多 得 一 味 抖

。

( l) 连满堂服侍的人
,

都 慌

得 来 没 头 没 脑

,

不 敢 说 一 句 话

。

只
冷 眼 瞧 他 两 个 光

景

。

( m )只见不多几时
,

士 真 像 个 忍 耐 不 住 的 模 样

,

忽 地 叫 一 声

: “

左 右 那 里 ?
”

( n) 左右一伙人暴雷也似

答应了一声
: “

诺
!

”

士 真 分 付 把 李 参 军 拿 下

,

左 右 就

在 席 上 如 鹰 拿 雁 雀

,

揪 了 下 来 听 令

。

士 真 道

: “

且 收

郡 狱
!

”

左 右 即 牵 了 李 参 军 衣 袂

,

付 在 狱 中

,

来 回 话

了

。

(《初 刻 拍 案 惊 奇 》卷 三 十 )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多记载某人遭遇神鬼怪

异故事
,

常 以 当 事 人 的 视 角 来 展 现 整 个 故 事

,

形 成

了 普 遍 使 用 单 一 人 物 视 角 的 叙 事 传 统

。

后 世 的 笔

记 小 说 也 大 都 沿 袭

。

文 言 小 说 家 在 叙 述 这 段 场 景

时

,

完 全 以
旁 观 者 的 姿 态

“

客 观 记 述

” ,

以 士 贞 的 视

角 为 主 体 视 角

,

辅 以 局 部 全 知 视 角

。

在 表 现 人 物 方

面

,

着 重 突 出 神 态 描 写 而 较 少 心 理 描 写

。

经 过 凌 檬

初 的 改 编 之 后

,

却 呈 现 了 不 一 样 的 面 貌

。

为 了 便 于 分 析

,

这 里 按 顺 序 将 上 段 划 分 为 若 干

小 节

:
在 这 段 叙 述 中

,

( a) 叙述者客观叙述
,

站 在 一 旁

洞 察 整 个 事 件 的 过 程

; (b )镜头的焦点转向士真
,

叙

述 者 的 观 察 视 角 也 转 换 成 士 真

; (
c

)依然是士真的视

角
,

李 参 军 来 了

,

士 真 赐 座 于 他

; (d) 回到叙述者的

视角
,

叙 述 李 参 军 的 反 应

; (
e

)镜头又转向士真
,

但 依

然 是 叙 述 者 的 视 角

; ( f) 叙述者的观察视角
,

描 写 了

士 真 的 动 作 神 态

; (g )叙述焦点对准了太守 ; (h) 视角

变成太守的视角
,

借 太 守 来 观 察 李 参 军 的 表 情

; (i)

叙述者客观叙述
,

但 实 质 是 太 守 的 心 理 设 想

,

读 者

也 为 李 参 军 捏 一 把 汗

; (j) 回到叙述者的叙述
,

并 加

以 自 己 的 点 评

; (k) 叙述者视角
,

此 时 发 展 到 此

,

叙

述 者 还 是 不 漏 风 声

,

而 且 还 配 合 人 物 一 起

“

演 戏

” ,

让 读 者 愈 发 疑 惑 愈 发 紧 张

; ( l) 画面的镜头突然转向

服侍的人 ;
借 局 部 人 视 角 来 观 察

; ( m )叙述者叙述士

真终于忍耐不住
,

爆 发 了 情 绪

,

读 者 为 李 担 忧

; (n)

叙述左右人的回应以及抓李的过程
。

这 短 短
4 00 余

字
,

通 过 叙 述 视 角 的 不 断 转 换

,

读 来 真 可 谓 惊 心 动

魄 又 疑 惑 丛 生

,

极 大 地 调 动 了 读 者 的 阅 读 兴 趣

。

凌

檬 初 扮 演 着 无 所 不 知 的 角 色 却 又 时 而 化 作 全 然 不

知 的 旁 观 者 在 一 旁 静 静

“

看 戏

” ,

忽 又 转 进 人 物 内 心

揣 度 心 理

,

这 样 的 叙 述 别 有 一 番 审 美 意 味

。

叙 事 角 度 的 灵 活 多 变 得 益 于 叙 事 者 高 超 的 叙

事 技 巧

,

在 此

,

我 们 通 过

“

二 拍

”

叙 述 者 的 两 个 特 点

来 略 加 分 析

。

首 先

, “

二 拍

”

的 叙 述
口

吻 很 大 程 度 上 继 承 了 说

书 艺 人 的 叙 述 方 式

,

所 以 叙 述 者 不 自 觉 地 虚 拟 说 书

场 景

,

形 成 了 一 个 基 本 的 叙 说 套 路

。

这 让 读 者 一 方

面 感 觉 沉 浸 在 小 说 的 虚 构 世 界 中

,

一 方 面 又 像 是 与

众 人 围 坐 而 听 说 书 人 讲 故 事

。

表 现 在 叙 述 者 常 常

以

“

小 子

” 、 “

在 下

”

等 来 自 居

,

如 《二 刻 拍 案 惊 奇 》 卷

一 《进 香 客 莽 看 金 刚 经 出 狱 僧 巧 完 法 会 分 》
,

叙 述 者

说

: “

小 子 因 为 奉 劝 世 人 惜 字 纸

,

偶 尔 记 起 一 件 事

来

。

一 个 只 因 惜 字 纸 拾 得 一 张 故 纸

,

合 成 一 大 段 佛

门 中 因 缘

,

有 好 些 的 灵 异 在 里 头

。 ”

而 作 为 听 者 的 一

方

,

小 说 经 常 使 用 的 词 语 是

“

看 官

” 、 “

你

”

等

。

《 初 刻

拍 案 惊 奇 》卷 十 《韩 秀 才 乘 乱 婚 娇 妻 吴 太 守 怜 才 主

姻 簿 》 中
,

有

“

看 官 有 所 不 知

,

就 是 会 择 婿 的

,

也 都 要

根 着 命 走

。 ”

这 样 的 例 子 在

“

二 拍

”

还 有 很 多

。

这 种

虚 拟 说 书 场 景 的 情 形 除 了 提 醒 读 者 正 话
即 将 开 始

之 外 还 有 一 个 目 的

,

对 小 说 中 的 人 物 和 事 件 发 表 评

论 或 见 解

。

比 较 常 见 的 一 种 方 式 是 叙 述 者 以

“

假

想

”

的

“

看 官

”

与 自 己 进 行

“

问 难

” ,

借 此 来 发 表 自 己

对 问 题 的 看 法

。

《初 刻 拍 案 惊 奇 》卷 十 一 《 恶 船 家 计

赚 假 尸 银 狠 仆 人 误 投 真 命 状 》
,

人 话 议 论 杀 人 偿 命

的 事 情

, “

是 真 难 假

,

是 假 难 真

” 。

这 时

,

叙 述 者 便 假

托

“

看 官

”

发 难

: “

说 话 的

,

你 差 了

。

这 等 说 起 来

,

不

信 死 囚 牢 里 再 没 有 个 含 冤 负 屈 之 人

,

那 阴 间 地 府 也

不 须 设 得 枉 死 城 了

。 ”

之 后

,

叙 述 者 再 以

“

说 话 的

”

的

回 答

: “

看 官 不 知

,

那 冤 屈 死 的

,

与 那 杀 人 逃 脱 的

,

大

概 都 是 前 世 的 事

。

若 不 是 前 世 缘 故

,

杀 人 竟 不 偿

命

,

不 杀 人 倒 要 偿 命

,

死 者

、

生 者 怨 气 冲 天

,

纵 然 官

府 不 明

,

皇 天 自 然 鉴 查

,

千 奇 百 怪 的 巧 生 出 机 会 来

,

了 此 公 案

。

所 以
说 道

: `

人 恶 人 怕 天 不 怕

,

人 善 人 欺

天 不 欺

。 ’

又 道 是

: `

天 网 恢 恢

,

疏 而 不 漏

。 ’

… … 如 今

所 以 说 这 一 篇
,

专 一 奉 劝 世 上 廉 明 长 者

:
一 草 一 木

,

都 是 上 天 生 命

,

何 况 祖 宗 赤 子 ! 须 要 慈 悲 为 本
,

宽

猛 兼 行

,

护 正 诛 邪

,

不 失 为 民 父 母 之 意

。

不 但 万 民

感 戴

,

皇 天 亦 当 佑 之

。 ”

在 这 里

, “

问 难

”

是 叙 述 者 采

用 的 一 种 较 为 隐 蔽 的 议 论 方 式

。

此 外

, “

二 拍

”

对 于

其 他 套 语

“

且 说

” 、 “

却 说

” 、 “

话 体 絮 烦 … … 却 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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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 分 两 头

”

等 的 运 用 基 本 与 宋 元 话 本 相 似

,

只 是 凌

檬 初 变 现 出 了 更 多 的 随 意 性

。

其 次

,

受 史 传 文 学 实 录 传 统 的 影 响

,

中 国 古 代 小

说 呈 现 出 来 的 整 体 叙 述 风 貌 是 以 讲 述 为 主 的

。

他 们

不 追 求 细 节 的 摹 绘

,

不 追 求 场 景 的 展 示

,

不 追 求 人 物

的 内 心

,

只 求 真 实 地 再 现 故 事

。

而 随 着 时 间 的 推 移

,

对 小 说 审 美 意 识 的 不 断 深 人

,

文 人 们 已 经 不 满 于 当

一 个 故 事 梗 概 的 讲 述 者

,

他 们 更 多 的 想 要 去 深 人 人

物 内 心 去 探 究

。

凌 檬 初 的

“

二 拍

”

在 人 物 的 刻 画 上 明

显 要 高 于

“

三 言

” 。

正 如 石 昌 渝 所 言

: “

他 注 重 故 事

,

同 时 也 注 意 到 人

。

… … 他 在 叙 述 故 事 的 途 中
,

喜 欢

去 猜 度 和 描 摹 故 事 特 定 情 境 中 人 物 的 所 感 所 思

,

不

论 这 个 人 物 是 清 官 还 是 贪 官

,

是 贤 妻 还 是 淫 妇

,

是 仁

厚 的 商 人 还 是 奸 诈 的 贩 子

,

是 凶 煞 的 恶 鬼 还 是 多 情

的 狐 仙

,

他 总 是 小 心 翼 翼 地 追 寻 着 人 物 情 绪 发 展 变

化 的 轨 迹

。 ”

叹 初 刻 拍 案 惊 奇 》卷 二 十 七 《顾 阿 秀 喜 舍

檀 那 物 崔 俊 臣 巧 会 芙 蓉 屏 》人 话 部 分 出 于 南 宋 洪 迈

《夷 坚 丁 志 》卷 十 一 的 《王 从 事 妻 》 ;
而 正 话 部 分

,

则 采

自 明 初 李 昌 祺 《剪 灯 余 话 》 中 的 《 芙 蓉 屏 记 》
,

在 这 篇

小 说 中

,

描 写 王 氏 一 路 奔 逃 至 人 院 为 尼 的 过 程

,

改 编

后 的 白 话 显 然 较 之 文 言 更 突 显 人 物 的 性 格

。

你 看

,

她 千 辛 万 苦 逃 出 险 境 看 到 林 木 之 中 的 屋 宇 首 先 松 了

一
口

气

,

说 道

: “

好 了 ! 有人 家 了
。 ”

但 她 并 没 有 松 懈

下 来 贸 然 闯 人

,

而 是 心 里 想 到

: “

这 里 不 知 是 男 僧

、

女

僧

。

万 一 敲 开 门 来 是 男 僧

,

撞 着 不 学 好 的

,

非 礼 相

犯

,

不 是 才 脱 天 罗 网 又 榷 地 网
? 且 不 可 造次

。

总 是

天 已 大 明

,

就 是 船 上 有 人 追 着

,

此 处 有 了 地 方

,

可 以

叫 喊 求 救

,

须 不 怕 他 了

。

只 在 门 首 坐 坐

,

等 他 开 出 来

的 是

。 ”

直 到 听 到 里 面 门 栓 的 响 声 见 出 来 的 是 女 憧

,

王 氏 这 才 心 中 喜 道

: “

元 来 是 个 尼 庵 !
”

一 径 的 才 走 将

进 去

。

这 里 有 两 次 描 写 王 氏 的 心 理

,

先 是 松 一
口

气

紧 接 着 马 上 考 虑 到 未 知 的 忧 患 等 看 到 是 尼 庵 才 终 于

面 露 喜 色

。

这 一 连 串 的 心 理 活 动 强 化 了 王 氏 性 格 当

中 的 沉 着 冷 静

。

而 这 些 在 《剪 灯 余 话 》 中 的 《芙 蓉 屏

记 》 中 却 是 这 样 表 现 的 : “

久 之

,

东 方 渐 白

,

遥 望 林 木

中 有 屋 宅

,

急 往 投 之

。

至 则 门 犹 未 启

,

钟 梵 之 声 隐

然

。

少 顷 开 关

,

乃 一 尼 院

。

王 氏 径 人

。 ”

简 练 干 脆 的

叙 述 也 让 读 者 看 到 一 个 扁 平 空 洞 的 人 物

,

王 氏

“

急 往

投 之

”

看 到 是 尼 院 便

“

径 人

”

几 乎 是 不 假 思 索

。

相 比

起 白 话 的 渲 染

,

不 得 不 说 文 言 显 得 呆 板 些

。

之 后 面

对 老 尼 的 盘 问

,

王 氏 情 急 智 生

,

编 得 点 滴 不 漏

。

看 她

回 答 老 尼 的 一 段 话

,

亦 真 亦 假

,

亦 是 亦 非

,

却 又 那 么

合 情 合 理

,

令 人 同 情

。

每 一 句 推 敲 去

,

真 是 神 情 毕

肖

。

小 说 中

,

作 者 虽 然 也 写 了 她 的 勇 敢

、

不 畏 艰 险

,

在 芦 荡 中 奋 力 跋 涉

,

但 这 都 是 一 笔 带 过

。

凌 檬 初 紧

紧 抓 住 王 氏 的 机 智 与 沉 着 这 一 主 要 的 性 格 特 征

,

用

工 笔 的 手 法

,

通 过 心 理 描 写 细 致 人 微 的 刻 画

,

把 它 表

现 得 如 闻 似 见

。

“

二 拍

”

作 为 明 代 白 话 短 篇 小 说 的 代 表 作 品

,

也

是 第 一 部 由 作 家 独 立 创 作 的 拟 话 本 小 说 集

,

有 它 与

生 俱 来 的 通 俗 性 与 趣 味 性

,

在 叙 事 方 面

,

首 先 是 继

承 了 话 本 小 说 叙 事 的 模 式

,

另 一 方 面 也 受 到 史 传 模

式 的 影 响

,

表 现 出 了 自 身 的 独 特 性

。

对 于

“

二 拍

”

叙

事 问 题 的 研 究

,

鉴 于 笔 者 知 识 浅 薄

、

理 论 欠 缺

,

未 作

全 面 细 致 地 分 析

。

文 中 疏 漏 不 妥 之 处

,

还 请 各 方 学

者 赐 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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