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页】 中国民俗学会最新公告： 【讲座预告】比尔·艾伟

   研究论文

   藏书楼

   田野报告

   访谈·笔谈·座谈

   学者评介

   书评文萃

   译著译文

   民俗影像

   平行学科

   民俗学刊物

 《民俗研究》

 《民族艺术》

 《民间文化论坛》

 《民族文学研究》

 《文化遗产》

 《中国民俗文摘》

   民俗学论文要目索引

   研究综述

   跨学科话题

 口述史

 生活世界与日常生活

 濒危语言：受威胁的思想

 列维－施特劳斯：遥远的目光

 多样性，文化的同义词

 历史记忆

 乡关何处

研究论文 

首页 → 民俗学文库 → 研究论文 

[王昊]试论敦煌话本小说的情节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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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作为中国通俗小说的滥觞，敦煌话本小说体现了较高的情节艺术水平，这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注重首尾完具，有单体

式亦有连合式情节结构；二、通过赋予叙事焦点、预设观念框架、增衍辅助情节等方法整合情节，使之更符合生活、艺术的逻辑；三、通过

巧妙的叙述彰现“内在的戏剧性”，四、通过深入挖掘营造“合成的戏剧性”；五、既以情节的“同”达到强化效果，更用描写的“异”来

增加变化的趣味。 

敦煌话本小说是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滥觞，在叙事虚构艺术方面表现出一定的水准。为了适应“说—听”的传播方式，它们在叙事时序上，

采用以顺叙为主，偶尔辅以倒叙、预叙的连贯叙述；在叙述形式上，大量融入场景形式，使作品的戏剧性、形象性大为增强；在叙事类型上，确

立了第三人称全知讲述式叙事类型，叙述者从不掩饰自己的存在；在形象塑造上，调动多种艺术手段，把人物刻画得更加鲜明，凡此均对后世通

俗小说乃至其它通俗叙事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笔者已另文专述）。本文拟从情节艺术的视角审视，对敦煌话本小说进行较深入地阐析，以就

教于专家、学者。 

 

一 

 

从情节内在的线索看，中国古代小说的结构可分为线性式和网状式两种，如果小说情节由一种矛盾冲突构成，即属线性式，是小说结构的低

级形态，如果情节含有多种矛盾冲突，即属网状式，为小说结构的高级形态。（注：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4年版，第36页。）敦煌话本小说的情节均由一种矛盾冲突构成，无疑悉属线性式结构。从情节外在的故事层面着眼，美国汉学家韩南先生

将中国古代小说布局分为两种，其云：“如果我们用‘布局’一字表示故事中事件的次序，便可分辨出两种彻底不同的布局：一种是，情节无论

如何曲折离奇，布局仍是完整一体，若把其中稍有分量的内容抽除，便要破坏整个故事。另一种是，布局只是一个连结故事几个部分的松散架

子，其中某些部分即被删除，对故事整体亦不足造成不可弥补的破坏；其实，这几个部分本身皆可视为小布局。我们不妨称这两种极端类型为单

体布局及连合布局。”（注：韩南：《早期的中国短篇小说》，载王秋桂编：《韩南中国古典小说论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版。按：此

外情节布局与情节结构所指大体相同。）敦煌话本中的《秋胡小说》、《唐太宗入冥记》、《庐山远公话》、《韩擒虎话本》均属单体式情节布

局，而《叶净能诗》则为连合式情节布局。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话本小说属连合布局的廖廖可数，仅《古今小说》之《宋四公大闹禁魂张》、《拍案惊奇》之《唐明皇好道集奇

人，武惠妃崇禅斗异法》、《二刻拍案惊奇》之《神偷寄兴一枝梅，侠盗惯行三昧戏》等少数几篇。而《叶净能诗》中“斩狐除病”、“追岳

神”、“噀水止鼓”、“幻化酒瓮”、“剑南观灯”、“游月宫”等故事充满浪漫奇思，精彩绝伦，虽多有本事来源，但与之相比，踵事增华、

熟而愈精，充分发挥想象力、创造力，整体取得了高潮迭起，波澜起伏的艺术效果。叶庆炳先生说：“话本作家在布局上可以匠心独运，自成一

格；但在事实上，有一种布局出现在现存的大多数的话本作品之中，这种经常出现的布局……是把整篇话本故事清楚地划分成几个阶段，每一阶

段都包括进展、阻碍、完成三部分。”（注：叶庆炳：《短篇话本的常用布局》，载刘世德编：《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版。）用来概括《叶净能诗》的情节特点，似乎更合适。张鸿勋先生说：“《叶净能诗》把一些零碎片段、互不相关的传说、故事，以叶净能为

主干人物按年联缀为一篇，格局跟唐初王度《古镜记》的结构，颇为相似，仍存志怪余风，显示了早期阶段话本的面目。”（注：张鸿勋：《敦

煌话本〈叶净能诗〉考辨》，《敦煌学论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作品并非机械地用主人公来串联各故事，以构成连合式布局，它之

所以不让人有松散凌乱之感，是因为有内在动力推动情节向前发展。张锡厚先生云：“应当指出的是作者在描述这些奇景幻境时，不是松散的组

合，而是利用唐玄宗‘倾心好道，专意求仙’、‘频诏净能于大内顾问’、‘净能时时进法’为主线，巧妙地把分散孤立的一个个故事串联起

来，形成有机的整体。”（注：张锡厚：《敦煌文学源流》，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第493页。）全篇除了前四则故事与唐玄宗无关外，其余无



不与之有着密切的关系。唐玄宗形象的功能不只是神异故事的见证人，还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动力，各种神奇事迹有了这一线索加以贯串，形成

“冰糖葫芦”结构，有效地避免了松散、堆垛之感。而《古镜记》将各种神异之事堆垛在古镜上，缺少内在的情节驱动力。两者虽同属连合布

局，若从情节开展是否自然顺畅看，《古镜记》显然稍逊一筹。明代同素材的《拍案惊奇》之《唐明皇好道集奇人，武惠妃崇禅斗异法》，以不

同人物的类似行事分别演绎，抄袭旧说拼凑成文，情节琐屑枝蔓，旁逸斜出，与本篇虽同为连合布局，但高下已判。由此可见，敦煌话本小说的

艺术起点并不很低。 

 

二 

 

连合式小说，各故事之间联系比较松散，一般不具有深层的逻辑关系。单体式小说则不同，需要强调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英国作家福斯特

说：“我们曾给故事下过这样的定义：它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叙述事件的。情节同样要叙述事件，只不过特别强调因果关系罢了。”（注：苏炳文

译，福斯特著：《小说面面观》，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75页。）唐太宗入冥事在《朝野佥载》里由三个事件组成：一、入冥前唐太宗与李

淳风（即敦煌写卷中的李乾风）的对话；二、判官问六月四日事；三、还阳后唐太宗授官。事件完全被按照时间顺序加以叙述，其间没有因果关

系，从所用笔墨看，分不出主次、轻重，故只能算作故事，还未上升到情节层次。而《唐太宗入冥记》中，判官问六月四日事与太宗还阳授官之

间被赋予了因果关系，各事件之间的联系上升到逻辑层面。根据残存内容及入冥的情节构架推想，入冥前一定有君臣对话，否则，李乾风写给崔

判官的请托信这一情节纽带便没着落。本篇中，李乾风对情节涉入很深，冥间故事部分虽不在场，影响却从未缺席。问六月四日事成为叙事焦

点，烛照、统摄全篇，使各事件有机地联系起来。列夫·托尔斯泰说：“艺术品中顶重要的东西，是它应当有一个焦点才成，就是说，应该有这样

一点：所有的光集中在这一点上，或者从这一点放射出去。”（注：段宝林：《西方古典文学作家谈文艺创作》，春风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

575页。）唐弢先生云：“焦点的作用在于突出人物之间的关系，使情节的舒卷产生有机的联系。这样一来，人物形象的独立性不仅不会削弱，

而且可以更丰满，更多变化，更容易深入到主题的核心。”（注：唐弢：《创作漫谈》，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第55页。）问六月四日事作为

叙事焦点，被用场景形式加以描述，其它事件均围绕它展开，太宗被拘入冥是因为它，判官勒索官职借重它，代答问头是针对它，这样使故事情

节相当紧凑、集中。冥府严正审判的交易化，冥府环境的官场化，赋予小说深刻的社会讽刺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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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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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条： ·[桑兵]从眼光向下回到历史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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