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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小说史略》赏析

杨凯琦

江苏师范大学  江苏 徐州  221116

【摘要】《中国小说史略》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著作，也是近代以来对中国小说较为完整的研究著作，然而关

于鲁迅小说史研究的专门论著历来较少。其原因主要是研究者历来关注作家身份的鲁迅，而对于学者身份的鲁迅重

视不够，本文将从学者身份的鲁迅入手，赏析这部优秀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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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内容概括
《中国小说史略》是著名作家也是著名革命斗士鲁

迅的一部经典作品。它系统地探讨了中国小说的发生和

发展。它以古代的神话和传说故事作为起点，然后按顺

序论述了中国的小说在其发展历史中所处各个阶段以及

其背景，从魏晋时期的六朝小说讲到晚清时期的谴责小

说。鲁迅使用的思想和艺术特色理念结合科学的唯物主

义比较方法，新颖的分析小说发展变化繁荣的历史背景

和将古代小说的发展和其时代背景思想文化方面的原因

相结合，这本书共由 28 篇文章组成。

2 “小说”和小说的发展演变
阅读完全书，最大的体会是对于“小说”一词的认

知将不断刷新构建。小说一词的出现时期，小说最开始

的概念，小说的分类及分类的发展，小说在历代的发展

过程中出现的特别形态……

“小说”这一词最早出现在《庄子》的外物篇。小

说，指不屑之言，非道术所在。从文辞方面论，庄子、

淮南子的寓言、异记类可算是小说的鼻祖。班固在《汉

书 - 艺文志》中记载当时小说家 15 位，著作 1380 篇，

但已经全部亡佚，原因则是此时的小说大多是神话小说。

神话传说最初是口口相传的，在官史上很少有记载并逐

渐固化。而有些故事在人们的口传中不断添加新的故事

情节，又不断发展，然而因为没有专门的书记载，散在

各种的古书里，容易丢失。他在书中列举了几个神话故

事，但这些神话传说都是支离破碎的。一般认为，在古

代，人们忙于农业，强调现实，缺乏想象的艺术思维。

另一方面，孔子的主流价值观是倡导“家治国治，天下

太平”。人们不愿意谈论鬼怪和奇谈怪论，因为儒生们

认为这不是他们应得的方式，所以他们不能把它们发扬

光大。此外，许多文本因为它们的原因而分散开来。《孟

子》、《战国策》等书中都有大量的人物寓言类故事，

它们已经具有小说的雏形，且因为记录成册，所以往往

能流传下来。史传则更不用说，因其本是各朝各代对历

史的记录，保存地较为良好。

小说最初的含义虽是指汉代出现的鬼神之怪，所谓

不屑之言一类书籍，然而从魏晋六朝开始鬼怪小说流行

后，“小说”一词的内涵被扩大，逐渐发展。魏晋的小

说可以将其分为“志怪小说”与“志人小说”。志怪小

说的兴盛与宗教迷信思想有关，它是为了满足当时宣传

宗教的需要，也提供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资料，按照其内

容可以分为三类：是鬼神类。颜之推的《冤，魂志》干

宝的《搜神传》；二是地理类，东方朔的《神异经》。

另外还有言语类，如《世说》、《语林》等，是关于名

人名言的；齐谐类，如笑林、解颐等，更像是如今的笑

话读物，但也都归为小说，所以六朝时期的小说多是梗

概，不过三言两语。

到了唐朝，流行传奇，内容并没有超越六朝，但

从文笔内涵上给宋朝留下一个难以攀登的高峰，也就是

说唐朝的小说在文学性上比六朝小说高了一个档次，中

唐盛世时期是传奇小说发展的旺盛期，如《离魂记》，

这期间还产出了很多的以爱情为写作题材的作品《莺莺

传》、《柳毅传》，此外还有《南柯太守记》这样的借

寓言以讽刺社会的作品。

宋代虽在文学性上并未有所突破，但宋代在小说的

整理、归类、记录方面却也十分成熟，欧阳修撰《艺文志》

收集了晋至隋时小说类文集，将其分类为志神怪类、因

果类、垂教类、典故茶经等。从此，小说类不再归于史

部杂传，而专归小说类。这是“小说”含义的一次巨变。

明清时期则是中国史上小说的一个繁荣阶段，宋元

明的讲史小说从话本演变而来，到明朝编写了《三国志

演义》话本、《水浒传》话本，及杂剧：《龙虎风云会》。



  2020【2】4    2 卷 4 期  ISSN: 2661-3573(Print);  2661-3581(Online)

·4 ·        教育发展研究

其他讲史小说还有：《开辟演义》、《唐虞传》、《有

夏志传》、《东周列国志》、《西周志》、《四友传》、

《两汉演义传》、《两晋演义》、《两宋志传》等等。

至清代小说发展到高峰，有短篇集如《聊斋》、《阅微

草堂笔记》，讽刺小说如《儒林外史》，人情小说自然

要提千古奇书《红楼梦》狭邪小说如《品花宝鉴》，侠

义小说如《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小五义》、

《施公案》、《彭公案》，清末谴责小说如《官场现形

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

海花》，文人炫技小说如《野叟曝言》、《镜花缘》

如今看来，鲁迅的这部著作为我们描绘了中国小说

的发展史和风景画，展现出中国小说的起源、发展到繁

荣，评价了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小说的代表作家和代表作

品，并且较为深刻地总结了中国早期和晚期小说之间的

逻辑关系。作者在探讨中国小说的发展历史时，不是单

独的将文学作品割裂开来研究，而是联系前后，从各种

小说之间的相互关系、其时代背景之间的联系，将其分

为出现 - 发展 - 繁荣三个阶段深刻论述了中国小说的规

律，鲁迅这种独特的分析视角是这部作品能够在文学史

上有如此分量的原因。

也正是鲁迅具有超脱于当时整个时代的视角，能以

批判的眼光重新解读，只有在讨论中国的小说发展变化

的规律时，我们不但可以从文学作品本身的角度入手寻

找答案，更是特别要注意将小说这一文学作品置于它特

定的社会背景下，分析当时整个社会所处的政治经济环

境，其社会氛围和当时的学术思想对小说的创作产生的

影响。而讨论作者对于中国小说发展史的见解是否正确，

就一定不能脱离当时的时代背景而言，时代背景更能反

映出作者的思想的独特性，正如林庚先生在写《西游记

漫话》时，其产生时代的背景非常独特。他除了受到当

时中国特殊政治运动和学生思潮带来的影响外，它还受

到来自北京大学内部的革命思潮和北京大学的教学体制

的激荡。在“文化大革命”的时代背景下，许多研究者

将《西游记》进行阶级分析，通过阶级性质解读这部著作，

把孙悟空这一角色解读为吴承恩塑造的浪漫主义革命英

雄，尤其是他一怒大闹天宫这一情节，甚至被他们认为

是映射了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想法。在这种研究视

角成为时代主流的背景下，林庚先生能够不受干扰，从

文学作品本身入手，注重对文学作品的时代精神的考察，

从而使《西游记漫话》能够摆脱社会的限制，理解出不

同于当时主流社会的意义。同样的，回到他笔下的这本

作品，我们不能忽略鲁迅在创作时所处的时代背景。

3 独特解读视角的背景
鲁迅在呐喊中的描述过铁屋场景，虽然我们可以

想象身处这间密闭的铁屋子究竟是多么地绝望，那几个

学生中清醒者的命运最后如何，在他的作品里并没有完

全可以告诉我们，或许是他觉得直接说出来太残忍了，

但是也在他的这么多作品里也隐约告诉了我们最后的答

案：这真正清醒的几个人，不但要承受着密闭的痛苦而

醒来，他们只能咆哮，企图破坏了睡觉的人的睡眠。即

使是清醒的几个人试图唤醒每一个人，想要共同努力，

打破铁间房子，外面的铁屋子是一个更大的铁屋子，是

而这个铁屋子就是中国社会，一个腐朽崩坏的社会，而

一个作家，身处于这样的时代环境中，其受到的影响是

我们不能忽视的，无论是南宋的文天祥又或是清末的李

鸿章，他们都是被时代深深影响着，同样鲁迅也处于如

同宋末清末的年代，作为中国最初一批的知识青年，他

早已经深刻认识到身体的健康并不是当务之急，而毒害

国民最深的是封建统治几千年的荼毒。面对这样一个真

实的世界，鲁迅的小说超越了他同时代的许多人。其中，

《狂人日记》中所表达的“门缝里都透露出吃人的伦理”，

阿 Q 正传中所表达的“无知的革命”，以及《梅剑池》

中所表达的“乐、善、恨”，都超越了以往小说的界限，

使小说成为一种反映社会、体现伟大思想的体裁，只是

庸俗或平庸。同时，在这些小说中，鲁迅还创造了多种

讽刺时代的人物，祥林嫂、孔乙己、闰土这些平凡的悲

剧人物最终被生活给毁灭，而这些人物的背后体现的是

鲁迅对于这个时代的本质的洞悉，这也决定能鲁迅能以

不同于时代的视角解读中国小说。

当然，受到鲁迅本人写作水平以及个人主观思想认

识上的局限，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客观物质条件的限

制，《中国小说史略》还有其不够完备的地方，这是能

让人理解的，我们也不能苛求于鲁迅的，毕竟提到鲁迅，

脑海中第一印象便是那个哀叹：学医救不了中国人的革

命斗士。他一生都在忙于改变整个国家的命运。当他年

轻的时候，他看到了整个国家的虚弱状态，这激励他学

习医学和拯救国家。后来，他在日本学习期间意识到中

国人是精神上出了问题。因此，他放弃了医学，接受了

文学，想要笔下的文字去改变中国人的精神。他的众多

作品都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的真实与黑暗，极具批判性，

而像《中国小说史略》这本书，很难想象会是出自鲁迅

笔下，毕竟鲁迅处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能完成如此一

部具有开创意义的巨作，实在是令人敬佩。

总而言之，《中国小说史略》这本书非常地有阅

读意义，本书虽有许多晦涩难懂的词汇语句，但在注释

的帮助下阅读理解并无大碍，在学习鲁迅对于中国小说

的认知的同时也能从侧面反映出鲁迅对于小说独特的解

读视角从而反过来帮助我们现代读者解读鲁迅的小说作

品。而鲁迅对于中国小说从神话故事到清末这样的一种



  2020【2】4    2 卷 4 期  ISSN:2661-3573(Print);  2661-3581(Online)

教育发展研究         ·5·      

横跨千年的写作布局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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