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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家将小说“续仿现象”论

黄 宇 新

（黑龙江大学 文学院 哈尔滨，１５００８０）

　　摘　要：续仿现象”是明清家将小说创作的一大特色。“续”体现在家将小说故事内部系统的完善，即连
续的几部作品使家族世代延续的英雄故事成为一个完整的系统；“仿”则是家将小说对其他小说作品的摹拟、

沿袭、仿作与创新。家将小说“续仿现象”源于“取其易行”、“补恨”心理及商业利益等多种因素。家将小说续

作、仿作不足之处在于：人物、情节、语言上多因袭名著，承袭旧型，缺乏创意，思想和艺术上都没有太大的开拓。

　　关键词：明清家将小说；续仿现象；成书方式；成因；影响
　　中图分类号：Ｉ２４２．４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１９７１（２０１３）０５－００９３－０６

　　“续仿现象”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独特
而重要的文学现象。讨论“续仿现象”要从续书

概念说起。林辰将续书宽泛地分为两种：一种续

书是对前书的增删、加工、改写和补撰，从而使前

书或前作得以提高、扩展、充实和完美；另一种续

书是学步名著，摹拟仿作，承袭创新。［１］张弘持不

同意见，认为续书和仿作是两种创作现象，仿作不

属于续书。“续书是接续原著的人物、情节继续

加以发展而成的作品，仿作则仿效原著的题材类

型、结构方式乃至表现手法，范围更为宽泛。但在

沿袭和借用读者已经接受的现成素材和文学类型

方面二者是一致的。”［２］刘兴汉直截了当地认为，

林辰把对前书的增删、加工、改写等等也算在续书

的范围之内，是不妥的［３］。本文倾向于张弘等人

的观点，认为“续”和“仿”是两种成书方式，二者

可能在文中相互交叉，但不能相互涵盖。

　　在“续”与“仿”两种成书方式的作用下，明代
中叶到清末，产生了六大家将小说：杨家将、呼家

将、狄家将、薛家将、罗家将、岳家将。“前面三大家

将由杨家将故事演化而来，后两大家将则是隋唐系

列小说的创造，岳家将是单独的系统。”［４］明清家将

小说“续”体现在家将小说故事内部系统的完善，

即连续的几部作品使家族世代的英雄故事成为一

个完整的系统，如《五虎平西前传》《五虎平南后

传》《万花楼杨包狄演义》三部作品形成一个完整

狄家将系列。而“仿”则是家将小说对小说以外作

品的摹拟、沿袭、仿作与创新，例如《说岳全传》对

《水浒传》人物、情节及写作手法的摹拟和沿袭。

明清家将小说几乎达到了“无书不续”“无书不仿”

的程度，从而形成了小说史上一个独特的系列，名

噪一时。此外，有关家将小说的民间故事和由此

衍生出来的曲艺作品，一直在里巷间，在舞台上，

在说书场敷演流传，地域之广几乎遍及整个中国。

鲁迅曾言简意赅地评价家将小说“文意并拙，然

盛行于里巷”［５］，后世学者也大多持此意见。

　　一、家将小说续作论

　　清人俞樾曾评：“衍义家所称名将，在唐曰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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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皆薛仁贵子孙也；在宋曰杨家，皆杨业子孙

也”［６］。可见，家将小说续作大致分为两大系列：

说唐系列，以薛家将、罗家将为代表，包括敷演薛

家将的《说唐后传》《说唐薛家府传》再到《说唐三

传》《反唐演义传》；敷演罗家将的《说唐小英雄

传》《粉妆楼》；说宋系列，敷演杨家将的《北宋志

传》和《杨家府演义》，敷演呼家将的《说呼全传》，

敷演岳家将的从《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到《大宋中

兴岳王传》《武穆精忠传》，再到《说岳全传》，敷演

狄家将的《五虎平西前传》《五虎平南后传》《万花

楼杨包狄演义》。下面对家将小说续作的具体分

类和成书方式予以分析。

　　（一）续作分类
　　说唐系列的续书在创作中彼此之间的移植、
因袭现象很普遍，情节也多与前书相似。《说唐

薛家府传》，又称《薛仁贵征东全传》是截取自《说

唐后传》的单行本。《说唐后传》第五十五回结尾

说：“还有薛丁山征西传，唐书再讲。”“薛丁山征

西传”就是《说唐三传》，其第一回同《说唐后传》

第五十五回有一大段互相重复，表明二书先后衔

接。从命名上看，说唐系列以《说唐演义全传》为

初集，所以又称《说唐前传》；以《说唐后传》为二

集，实际上是以薛仁贵为中心的独立的薛家将故

事；以《说唐三传》为三集，续写薛仁贵征西和薛

丁山、樊梨花的故事，又一直写到薛刚反唐、薛强

兴唐，形成一个薛家将英雄家族的大系列。

　　此外，如敷演罗成故事的《说唐小英雄传》截
取自《说唐后传》的前半部分，延续了《说唐演义

全传》中的罗成故事；罗家将小说代表作《粉妆

楼》，又名《续说唐志传粉妆楼全传》，是《说唐演

义全传》中的罗成故事的延续，叙写唐初名将罗

成后代罗灿、罗敢于同权奸作对、为民除害的英

雄行为。其书故事模式明显受到《说唐三传》和

《反唐演义传》的影响，都是忠臣遭到奸臣陷害

后，忠臣后代历尽艰险为国锄奸，为家复仇，最终

忠孝两全的大团圆故事。全书于史无征，多为虚

构，情节曲折生动，文字也简朴通畅。

　　说宋系列中，杨家将小说的续书数量最多，影
响力最大，生命力也最强。明代《北宋志传》和

《杨家府演义》堪称杨家将小说系列的扛鼎之作，

对后世小说和戏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清代出现

了多部续书，大多以这两部书为底本，在此基础上

进行敷演。如《北宋志传》结尾叙及十二寡妇征

西归来，说“直待杨文广征服南方”云云，《平闽全

传》即依此为由头，铺排而成，它实是杨家将小说

的延续。此外《天门阵演义十二寡妇征西》《北宋

金枪全传》也是承袭《杨家府演义》与《北宋志传》

的余绪而来。更重要的是，杨家将小说自身不断

延续之外，还衍生出呼家将小说。明代《北宋志

传》前八回叙述的是呼延赞的故事，这也是呼家

将故事的雏形，到了清代《说呼全传》的成书才使

呼家将成为独立的英雄系列。

　　杨家将小说也影响到了狄家将小说的形成。
例如《万花楼》，又名《后续大宋杨家将文武曲星

包公狄青初传》，“后续”表明此书以杨家将系列

小说的续书自居。此外，虽曰“初传”表明其后还

有续书，《万花楼》书末云“此书与下《五虎平西前

传》一百一十二回每事多关照之笔”，说明《万花

楼》创作时，《五虎平西前传》已经存在。虽然故

事上《万花楼》没有承袭《五虎平西前传》的故事

内容，但确为《五虎平西前传》的续书之一。《五

虎平西前传》另一续书为《五虎平南后传》。《五

虎平西前传》卷一开端云：“话说大宋开基之主太

祖赵匡胤，……前书已有《两宋》表明，兹不絮

谈。”卷十四结末又云：“若问五虎将如何归结，再

看《五虎平南后传》，另有续集详言。”而《五虎平

南后传》卷一即云：“却说前书五虎将征服西域边

夷，奏凯班师。”卷六末云：“如今五虎平南成功，

奏凯回朝，上书已有《平西初传》载录，此是续

集。”明确说明两书的承袭关系。《五虎平南后

传》之后还有《后宋慈云走国全传》，卷末云：“此

书正接《五虎平南后传》之后，下开说岳精忠之

书。”故又名《后续五虎将平南后宋慈云走国

全传》。

　　《说岳全传》的故事基本上也本于《大宋宣和
遗事》，较之其前身《精忠传》等系列小说，不但是

在文笔之上再求精美，而且增删了许多原本史实

没有或已有的情节。如首回提出大鹏鸟等报应轮

回之说；人物上虚构了陆文龙等人；情节上杜撰了

笑死牛皋、气死兀和岳雷继承父志为国效力并

洗雪父冤的结局。虽然对《精忠传》来说，《说岳

全传》是一种改写仿作，但对《宣和遗事》来说，却

是续写。虽然续仿的许多情节偏离史实甚多，但

却使小说更受大众喜爱，并奠定岳飞在中国古代

文化中的神圣形象。因此将《说岳全传》视为钱

彩为《精忠传》作的续书，也无不可。

　　（二）内部衍生和外部衍生两种成书方式
　　内部衍生的小说是以家族内部成员的世代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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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为基础，强调家族的“血缘”关系。清代杨家将

小说大多以明代《杨家府演义》和《北宋志传》为

底本，在此基础上敷演出一系列杨家将续书。例

如《杨文广平闽全传》，接续《杨家府演义》杨文广

化鹤隐逸的情节，叙述了隐逸二十年的杨文广率

女将及后代剿平十八洞平叛南闽事；《天门阵演

义十二寡妇征西》，主要敷演《北宋志传》三十二

回以后部分的“杨门女将”故事。此外，清代三部

薛家将小说属于内部衍生作品，即《说唐后传》

《说唐三传》《反唐演义传》，三部小说形成了一个

完整的体系，从薛仁贵征东故事衍生出薛丁山征

西故事，最后以薛刚反唐故事作结。《万花楼》

《五虎平西前传》《五虎平南后传》也都相互接续，

衍生成了狄家将小说系列。明代《大宋中兴通俗

演义》中只有岳飞故事，到了清代《说岳全传》则

衍生出了岳家小将的故事，也是属于故事内部衍

生。

　　外部衍生即某家将故事开始依附于其他家将
故事，或与其他家将合传，后逐渐独立成书，形成

独立的故事单元。在说唐系列小说中，薛家将和

罗家将故事可以说都是由说唐故事中演化出来。

《说唐后传》就是吸收并发展了历史演义《唐书志

传》《隋唐两朝志传》两书的内容，将所占分量不

重的薛仁贵故事衍生开来，形成以薛仁贵故事为

主的英雄传奇。罗家将小说也经历了外部衍生过

程。《唐书志传》《隋唐两朝志传》中的罗成只作

为一个英雄的符号存在，几乎没有单独的情节；直

到《说唐全传》，才增加了罗成的戏份，重点敷演

了“淤泥河罗成为神”，“罗成魂别娇妻”等情节，

使之成为说唐系列小说主要人物之一；至《说唐

后传》后半部，开始敷演罗通扫北的故事，罗家将

故事开始独立发展；最后，《粉妆楼》使罗家将完

全摆脱了与诸将传著的形式，成为独立的罗家将

小说。

　　在说宋系列小说中，外部衍生方式体现得更
为明显，呼家将小说、狄家将小说都是从杨家将小

说衍生而来。如《北宋志传》主角为“杨家将”，但

为了敷演出北宋一代的历史变迁，特意加入前八

回呼延赞的故事，后从杨家将故事脱离，形成单独

的家族小说《说呼全传》，敷演呼延赞、呼延必显、

呼延庆祖孙三代及“杨家将”之事。再如《万花楼

杨包狄演义》敷演大宋杨家将、文武曲星包公、狄

青的故事，狄青故事的所占比例在书中明显占优，

虽然狄青还与杨家将、包公合传成书，但标志狄家

将故事已经开始形成。此外，《说岳全传》等小

说，都多少不等地涉及到“杨家将”故事。可见，

杨家将影响力最大，生命力最强，衍生出了呼、狄

二家将，甚至影响到了岳家将。

　　可见，在家将小说成书过程中，内部衍生方式
和外部衍生方式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并且，两种

成书方式常常出现在同一家将小说系列之中，呈

现出一种复杂的形态。例如上文已述的薛家将、

狄家将、罗家将都兼有内外两种成书方式，既继承

其他家将的相关作品，又不断地“自我繁衍”，形

成独立的家将系列。

　　二、家将小说仿作论

　　（一）对史传文学的“模仿”
　　史传文学对于古代小说的影响至深。家将小
说脱胎于历史演义，敷演青史留名的各代名将，自

然与史传密不可分。首先，史传文学为家将小说

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六大家将小说中的主要

人物都有历史原型。其中杨、岳、薛、狄四大家将

小说的主要人物距离历史原型较近，如杨业、杨延

昭故事源于《宋史》《续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

长编》，薛仁贵故事源于《旧唐书》《新唐书》《资

治通鉴》。此外，史书中一些颇具戏剧性的情节

为小说所“模仿”，如《说唐后传》中仁贵弹剑作歌

明显能看到《史记》和《战国策》中冯谖“弹铗作

歌”的影子；《反唐演义传》中“金斗换薛蛟”的情

节则无疑是《史记·赵世家》中程婴等人舍身救

“赵氏孤儿”的翻版。

　　（二）对《水浒传》的“模仿”
　　《说岳全传》明显汲取了“水浒”“三国”“杨
家将”“说唐”等说部的艺术营养，不少虚构的英

雄还被附会为三国英雄、梁山好汉、杨家将、罗家

将的后代。其受《水浒传》影响最大，堪称其续

书。《说岳全传》是以《水浒传》为模本进行创作

的，沿袭了英雄传奇的创作路子。”在人物上，《水

浒传》以“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

人有其声口”［７］的方式塑造了众多杰出的英雄。

《说岳全传》“取其易行”，写人状物的手法直接承

袭《水浒》。小说中有梁山幸存的好汉呼延灼、燕

青和安道全，有梁山好汉的后嗣大刀关胜、阮小二

的儿子阮良、菜园子张青之子张国祥，双枪将董平

之子董芳，百胜将军韩滔的孙子韩起凤、韩起龙等

等。在情节上，《说岳全传》第二十七回，“阮良水

底擒兀”的一幕模仿了阮氏三雄石碣村捉拿何

·５９·



涛的情节。第五十七回，岳元帅操演钩连枪，大破

金兀连环马模仿了徐宁钩连枪破连环甲马的情

节。此外，《说岳全传》中动辄便言上山落草、兄

弟结义的情节也是受到“逼上梁山”等相关情节

的影响。在主题上，《说岳全传》也认同《水浒传》

的忠义思想，岳飞对朝廷的愚忠十分接近梁山泊

寨主宋江。

　　此外，《说唐后传》第二十四回薛仁贵探地穴
被九天玄女娘娘召见，得无字天书等五件异宝的

情节，与《水浒传》李逵探地穴、宋江遇九天玄女

等情节类似。《说呼全传》《五虎平西前传》故事

情节多因袭《水浒传》，例如《五虎平西前传》第一

百三回，焦廷贵大闹县衙，伸张正义，惩治了强占

李将军祖地逞富欺贫的土豪王强，不禁让人联想

起《水浒传》李逵升堂断案这一情节，其目的就是

借助《水浒传》使作品增添更浓的英雄色彩。在

《杨家府演义》中，谢金吾矫诏要拆天波楼，焦赞

潜入谢家，先是杀了一名丫环，后一口气怒杀奸臣

谢家共一十三口，并在墙壁上题血诗一首表明身

份，这一行为实际上就是《水浒传》中武松“血溅

鸳鸯楼”这一经典情节的翻版。

　　（三）对《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模仿”
　　《三国志通俗演义》“以国史演为通俗，汪洋
百余回，为世所尚。嗣是效颦日众因而有《夏书》

《商书》《列国》《两汉》《唐书》《残唐》《南北宋》

诸刻，其浩瀚几于正史分签并架。”［８］后世的小说

从人物塑造、情节结构等方面借鉴和采纳它的成

功经验，创作出了《隋唐演义》《说岳全传》等一批

艺术成就较高的作品。

　　家将小说把《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精彩段落
“移形换影”，稍加改变然后作为作品的一部分。

例如《北宋志传》第二十三回，《杨家府演义》第十

三则都有杨六郎三擒三放孟良的情节；《说岳全

传》第三十六回有岳飞三擒三放何元庆的情节。

这种“三擒三放”的情节，明显是受到《三国志通

俗演义》“诸葛亮七擒孟获”情节的影响。再如

《说岳全传》第二十三回中粘罕被岳飞打得大败

而逃，模仿了《三国志通俗演义》卷十赤壁大战中

曹操逃走的场面：先是大笑对方用兵“到底平

常”，然后“话言未毕”，即中了对方埋伏。

　　《北宋志传》在部分情节、语言上，熊大木都
是近乎抄袭《三国志通俗演义》。最明显的是《北

宋志传》第十四回与《三国志通俗演义》卷十二

“曹操大宴铜雀台”一节武官分红、绿两队比箭的

情节，除了字词略有改动之外，情节内容和句子结

构没有变化。实际上，这已经不是模仿，而近乎于

抄袭了。

　　（四）对神魔小说的“模仿”
　　《说唐后传》与《西游记》的内容有雷同之处。
例如《说唐后传》第二十一回，薛仁贵到樊家庄得

兵器一情节，仿效了《西游记》孙悟空龙宫索要金

箍棒的情节：薛仁贵嫌一般兵器太轻，结果引出了

樊哙曾用的古戟。此后，薛仁贵救得樊员外小女，

打退抢亲的强盗，颇似《西游记》里猪八戒在高老

庄救民女。第二十四回薛仁贵探地穴被九天玄女

娘娘召见，得无字天书等五件异宝的情节，是模仿

李逵探地穴、宋江遇九天玄女的情节。

　　在《杨家府演义》中，“宣娘定计擒鬼王”（第
八卷第七则）打斗中变化追杀的情节完全模仿

《西游记》第六回孙悟空与二郎神打斗变化一节。

“宣娘烧炼鬼王”（第八卷第八则）讲述蟹精乘王

母寿筵八仙庆寿之际，偷吃八仙所炼天仙丹头八

颗，幻化为鬼王助高丽李王屡次侵犯大宋，后在太

上老君太乙炉里炼出原形，这一情节与《西游记》

第五回和第七回孙悟空偷吃蟠桃和仙丹，被太上

老君八卦炉煅烧等情节相似。后期狄家将小说，

狄青收宝马的情节是模仿《西游记》第十五回中，

龙王太子被贬，化为唐僧坐骑白龙马的情节。

　　此外，清代《说唐三传》《平闽全传》还模仿了
《封神演义》的创作手法，书中神魔斗法的情节很

多，两方争斗，大批神仙参战，各持法宝，较量法

术。“家将小说愈发乖离史实、繁乱驳杂、不伦不

类，充满玄诞的虚构与离奇的幻想，像《说唐三

传》，事实上已由英雄传奇小说蜕变为神魔小

说。”［９］此类模仿之作不胜枚举，不再赘述。

　　三、“续仿现象”的成因及影响

　　（一）“续仿现象”成因
　　１．“取其易行”
　　清代刘廷玑对小说续书有如此评价：“近来
词客稗官家，每见前人有书盛行于世，即袭其名，

著为后书副之，取其易行，竟成习套。有后以续前

者，有后以证前者，甚后与前绝不相类者，亦有狗

尾续貂者。”［１０］１２４－１２５“取其易行”，就是借名家名

作的声誉和影响，替自己的作品装点门面，提高续

书的身价，扩大续书的影响，从而获得丰厚的经济

利益。尽管作家创作时在语言风格、题材等方面

有很多的选择，但附骥前书却是最为便捷的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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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说唐演义》的畅销带动了《说唐后传》《说

唐三传》《反唐演义传》等续书大量刊印，前后承

继、彼此连贯，共同构成了有头有尾的薛家将小说

系列，同时强调了家族世代沿袭、忠勇报国的特

征。书中前后照应，藏留伏笔，还有续作说明，

《说唐后传》文末交待：“还有《薛丁山征西传》，

《唐书再讲》。”借以吊起读者胃口，刺激其继续购

买。其他家将小说情况也基本如此。

　　２．“补恨”心理
　　世俗百姓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就是惩恶扬善，
从而发泄心中的怨愤，求得心理平衡，这是中华民

族特有的审美心理与文化传统。“任何一个民族

的艺术都是由它的心理所决定的，它的心理是由

它的境况所造成的。”［１１］家将小说在这一方面体

现的尤为明显。明清以来尖锐的民族矛盾和腐败

的朝政恰恰是家将小说续书产生的大背景。狄家

将抗西夏，杨家将、呼家将抗辽，岳家将抗金等家

将小说，往往契合了文人和市民借此“补恨”的民

族心理，托言历史以寄寓今情。以岳家将故事为

例：首先，历史上岳飞蒙恨而死成为千古奇冤，而

奸臣秦桧却是善终封王；其次，明代《大宋中兴通

俗演义》及其删节本《岳武穆尽忠报国传》《岳武

穆精忠传》，三部小说都表现了一种据史演义、标

举纪实的创作特点，并无岳家小将事迹。但到了

清代《说岳全传》中，以上两点都发生了变化：《说

岳全传》有感于前作中对岳飞悲剧命运的安排，

为了达到让读者“快心悦目”的目的，借续书以矫

正之，于是虚构了岳飞后代扫北抗金，完成岳飞

“痛饮黄龙”的遗愿，并让奸贼秦桧在阴司里遭受

油煎火烹的冥报，借此替饱受了民族战争和不平

之气的作者和读者泄愤。文中还有大量神圣救

护、岳飞显灵、阴司景象、岳飞成神、秦桧冥报的情

节，突出了因果报应、劝善惩恶的主题思想。

　　３．利益驱动
　　通俗小说续作、仿作最根本最重要的动因就
是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对书坊主来说，小说首先

是商品，具有商品的消费属性。因此，在丰厚利润

的驱动下，家将小说及其续书的刊刻延绵不绝，

“盛行于里巷”，官刻、私刻、书坊都参与到其中，

正所谓“徒为射利计”［１２］。“词客稗家每见前人

有书盛行于世，即袭其名而著后书以副之，取其易

行，竟成习套”［１０］１２４－１２５。

　　小说续作、仿作出现的高峰是明清时期，这一
时期通俗小说发展并成为文化商品，并被普通大

众消费，这符合了通俗小说平民化的实用主义特

征。“由于职业的关系，最清楚广大读者的阅读

热情、稿荒的严重以及两者间的尖锐矛盾的是书

坊主，为维护售多利速的生财之道，对这一局面最

感焦虑的也是书坊主。”［１３］

　　面对这一“最感焦虑”的局面，书坊主邀请文
人创作，甚至他们也参与其中。创作续作、仿作这

种“取其易行”方式是招揽读者的最好办法。书

坊主通过续作、仿作千方百计迎合读者的审美趣

味，满足读者的期待视野，给读者大众带来新鲜阅

读快感。例如，受欢迎的《隋唐演义》有着众多固

定的爱好者，这些爱好者必定成为这同一类型小

说的潜在消费者，于是续书《说唐后传》《说唐三

传》《反唐演义传》，甚至《反唐后传》就产生了，进

而形成了妇孺皆知的薛家将系列。《说岳全传》

一直以《水浒传》续书自居，事实上，这一部５０万
字的小说是独立的说部，早已脱离“附庸”的地

位。但是，它在写人状物的手法直接承袭《水浒

传》，并且出现了十位梁山好汉或梁山好汉的后

嗣，因此，堪称《水浒传》的仿作，其目的无非借助

《水浒传》良好的市场销路，使自己作品获得利益

的最大化。

　　（二）“续仿现象”的影响
　　如何评价这些续书，也就成了小说史上一个
绕不开的话题。明末清初刘廷玑的评价比较具有

代表性。刘廷玑一方面指出当时续书产生的规

模之大、范围之广，“凡此不胜枚举”，另一方面

认为续书是“狗尾”，甚至“尚狗尾之不若也”

“演义小说之名，非出正道，自当凛遵谕旨，永行

禁绝。”［１０］１２４－１２５

　　其一，由于多数家将小说续作、仿作是满足市
场需要为追求商业利益而作，过于重视读者的期

待视野，大量类似的小说作品蜂拥而上，在人物、

情节、语言上多因袭名著，结果造成了小说创作公

式化的现象。“不但故事多有因袭，性格也由父

辈遗传，小英雄们的性格与其父辈一模一样。这

样编成的新书一般存在公式化、脸谱化的倾向，价

值不高。”［１４］１５２

　　此外，家将小说续作、仿作在体例上多承袭旧
型，缺乏创意，未能在创作思想和艺术品味上赋予

家将小说新的滋养。如清代杨家将小说“在思想

和艺术上都没有太大的开拓，体例陈旧，缺乏创

意……这些作品的故事，多辗转勾连，互有影响，

尚未能突破原有格局，开辟出一条新路。”［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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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文人或书坊主往往东拼西凑、仓猝成
书，甚至把当时流行的才子佳人和神魔斗法等情

节模式简单地移植到创作中，以满足“求新求变”

的市场需求。如《说唐后传》几乎是对《征西全

传》的抄袭，《说唐三传》中的征西部分也多因袭

《征西全传》的情节，这些续书把前书略作修饰、

改头换面便仓猝出版。后期家将小说，如《说唐

三传》《五虎平南后传》和《平闽全传》等模仿《西

游记》和《封神演义》“神魔斗法”的情节，艺术成

就普遍不高。

　　其三，家将小说续作、仿作成就虽然普遍不
高，但文学地位和意义却不能忽视。作为一种特

殊的小说创作形式，它不仅扩大了原书的影响，塑

造了丰富了一批在民间家喻户晓的英雄群像，丰

富了原创故事，形成了家将英雄完整的故事系统；

在满足阅读需求方面，适应了读者穷根究底的阅

读心理，也满足了读者“补恨”和“圆梦”心理；形

成了小说史上独特的一道风景，丰富了中国古代

小说的类型；为民间曲艺和戏剧提供了丰富的故

事素材，极大促进了它们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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