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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陈大康

　 　这部书稿名曰枟新闻传播与近代小说之转型枠 ，它已概括了全书的内容 ，但为

何如此命名 ，我感到还有必要在这里说上几句 。

“近代”是沿用了史学上的概念 ，是指鸦片战争发生的道光二十年（１８４０）至

清王朝灭亡的宣统三年（１９１１） ，时间跨度共是 ７２年 。 “近代”的两端各是古代与

现代 ，而近代小说则是衔接古代小说与现代小说的中介过渡环节 。古代小说与

现代小说的面貌迥然不同 ，但小说的发展不可能突然间就面目全异 ，其间就是由

近代小说承担了转换变化的重任 。不过 ，小说的发展并不是随着历史步入近代

就立即发生相应的变化 。从道光朝至同治朝 ，整个小说领域在前三十二年里一

直在持续古代小说的发展态势 ，几乎看不到什么变化 ，直到同治末年新创办的

枟申报枠开始刊载小说 ，而且是连载翻译小说 ，这种新因素的呈现才开始打破一切

如旧的局面 ，此时距离清王朝的灭亡已只有近四十年的光景了 ，而梁启超倡导

“小说界革命”前后直至清亡 ，在清王朝的最后十年里 ，小说的面貌与现代小说已

渐至相差无几 。因此 ，书名中的“转型” ，表明作者关注的是从同治末年开始的那

三十年 ，而“新闻传播”是当时中国新出现的传播形式 ，它也是导致当时小说面貌

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 。显然 ，本书的书名在告诉我们 ，作者集中探寻的是该时间

段内 ，新出现的传播方式 ，即报纸与刊物是如何促使小说逐渐向现代小说的方向

前行 。

综观近代小说的研究状况 ，可以知道作者选择了个颇有价值的论题 。从研

究的分布来看 ，近代小说研究中较热火的似是晚清小说板块 ，大家熟悉的作品 ，

重要的事件多集中于此 ，人们的兴趣也就随之而至 ，再加上治现代文学者为探寻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起因 ，也多追溯至此 。晚清时 ，小说创作的内容最丰富多

彩 ，变化也最为激烈 ，于是有关该时间段小说研究著述就格外多 。诚然 ，晚清小

说之研究 ，无论如何应该成为近代小说研究中的重点 。可是 ，当研究那时重要的

作品与事件时 ，有一个问题就不该也无法回避 ，即那些重要的作品与事件为何会

在晚清时发生 ，在此之前经历了哪些准备 ，保证能得以发生的必要条件又是如何

逐一具备的 ？草蛇灰线 ，伏脉千里 ，晚清时小说发展并不会突然间呈喷发状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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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都知道“蓄势待发”这句成语 ，若要将“发”论述清楚 ，我们能离开对“蓄势”的研

究吗 ？如果说近代小说是衔接古代小说与现代小说的中介过渡环节 ，那么这种

中介过渡作用最典型的显示 ，就是本书集中论述的时间段 。论题的价值已无可

置疑 ，而由于种种原因 ，治近代小说者于此致力甚少 ，故而相关研究就更具有开

拓性与迫切性 。

然而正因为如此 ，本课题的难度又甚大 。涉及的内容十分庞杂 ，可供参考的

以往研究偏少 ，不像那些较热闹的领域 ，可认真研读已有的研究 ，或获得启发 ，或

避免偏颇 ，而今一切都得靠自己的摸索 ，此其一也 。这是一个较生疏的领域 ，并

无现成的资料供研究选用 ，作者须花费相当的时间与精力从事资料的搜集 ，其后

的梳理与辨析亦非易事 ，此其二也 。报刊是该时间段中国新出现的传播方式 ，它

对近代小说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这几乎已是常识 。但它们的推动作用

究竟是如何产生 ，这与当时那些报刊的经营者及编辑者的观念有何关系 ，其内部

运作的具体方式 、各项细节又如何 ？这涉及学科的交叉 ，相关的研究在以往虽然

也有 ，但深入者不多 ，此其三也 。如前所言 ，本书关注的时间段是近代小说转型

的重要阶段 ，应如何把握转型的形态 ，归纳其中的特点与规律 ，这不像有毅力 、能

吃苦就可做好资料搜集工作那般 ，而是要求作者在理解与悟性方面有所提升 。

此其四也 。有此“四难” ，课题的完成就不可能是轻松的事 ，现在虽不能说作者将

这些问题都已很好地解决 ，但凌硕为确实尽了自己的努力 ，而且还获得不少可喜

的成果 。

研究近代小说的著作与论文已有不少 ，那些著述中相关资料的引用常有较

高的重复率也是大家熟知的现象 ，可是读者可以发现 ，在本书稿中所看到的大量

资料都很新鲜 ，这本身就是对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 。惟有不畏辛劳枯燥 ，

才能挖掘出如此多的第一手资料 ，而为了搜寻相关资料 ，凌硕为还特地南下香

港 ，在图书馆内盘桓多日 ，最后终于满载而归 。在搜寻资料的过程中 ，凌硕为加

深了对自己研究的理解 ，而经提升的理解 ，又反过来指导了他搜寻资料的方向与

内容 。譬如说 ，治近代小说者查阅当年报刊时 ，多关注其时的作品或与小说有关

的资料 ，可是报刊上必刊载小说成为光绪二十年后的事 。同治末年枟申报枠上曾

刊载过小说 ，这在当时被经营者视为失败的尝试 ，故而只有短暂的闪现 ，枟申报枠

重新刊载小说要等到三十年之后 。自光绪初年起的二十年间 ，报刊刊载小说着

实少见 ，可这并不能误解为办报者对小说的完全忽略 ，否则后来报载小说也不会

在短期内就繁盛起来 。凌硕为注意到 ，在这段时期内 ，报纸的新闻版上有许多介

于新闻与小说之间的作品 ，诚如书稿中所言 ：“作为新闻 ，它们太琐屑 、太富文采 、

不太真实 ；而作为小说 ，它们又太平实 、太缺乏趣味 。”这类作品的存在又具有普

遍性 ，不仅上海的枟申报枠 、枟汇报枠 、枟字林沪报枠 、枟上海新报枠都是如此 ，它们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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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出现于香港的中文报纸如枟香港中外新报枠 、枟循环日报枠上 。这类作品有一定

的新闻性 ，同时又含有相当大的虚构成分 ，它们实际上成了后来报载小说繁盛前

的铺垫 。从这一观念出发 ，那些不入治小说者之眼的作品被凌硕为一一发掘 ，聚

为一类 ，也颇为大观 。显然 ，这类作品的研究 ，将有助于对后来报载小说繁盛的

理解 ，就这个意义而言 ，它也应是近代小说研究的组成部分之一 ，只是过去未进

入人们的视野而已 。

凌硕为将这类作品命名为“类小说” ，这是他对当时与小说有关的报载现象

的概括 ，而这一新概念的提出 ，又将作者引入一个较陌生的领域 ，使他面对许多

需要研究的新问题 ，虽是困难重重 ，却也意味着作者获得了创新开拓的可能性 。

当对“类小说”现象作追寻时 ，就必然涉及这类作品的撰写者 。他们是中国早期

的报业工作者 ，在书稿中则是按习惯将其称呼为“报人” 。对这些早期“报人”及

其小说观的认识 ，主要还是得靠分析那些作品来形成 。为了能有包含丰富细节

的总体把握 ，凌硕为沉浸于大量的原始资料中 ，细心地通过爬梳 、排比 、对照 、联

系等种种方式 ，努力体会报人的生存方式 、思想 、生活 、情趣 、爱好等 ，以及当时士

林文气与社会风尚 。在他的努力之下 ，原先许多单调的文学现象变得生动鲜活 ，

许多看似没有多少价值的文学作品变得充满内涵 ，许多似乎只是孤立的文学事

件之间显示出千丝万缕的联系 。最后 ，凌硕为得出了自己的判断 ：“类小说”较普

遍地出现 ，是由于“早期报人观念中新闻与小说界限的相对模糊” ，“这一新闻观

念的接受过程以传统的小说观念为媒介 ，而它又反过来对传统的小说观念造成

了深远的影响” 。随着时间的推移 ，报纸的刊载逐渐规范 ，小说与新闻相混杂的

情况越来越少 ，而在那过渡期间 ，报人及其创作的含有新闻叙事特点的“类小说”

不仅填补了读者们的阅读空挡 ，而且还影响了后来作者创作观念与读者阅读趣

味的变化 ，这其中也包含了凌硕为在书稿中所说的 ，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承担了西

方叙事观念潜移默化地进入普遍的叙事观念（包括小说观念）之中的中介作用 。

报人靠报纸而生存 ，报纸的发展则依赖于读者好恶的选择 ，于是报人的创作

与读者的阅读之间天然地具有密切的联系 。单个的读者只能是创作后的评论

者 ，而群体意义上的读者却是影响小说发展的重要摄动力之一 。这一命题治小

说者大多知晓 ，但由于资料的匮缺 ，以往的小说史研究于此却难以展开较充分的

论述 。报纸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状态 ，近代报纸上时常可见读者反馈一类的文字 。

可以说 ，当时报人的创作是在读者反馈意见的制约下而进行 ，凌硕为注意到报人

与读者的互动问题 ，书稿也显示了他在这方面的研究 ，而在最后的“结语”中 ，凌

硕为将自己在这方面的研究作了归纳 ：

近代报业在养成职业小说作家的同时 ，也培养了与近代传媒相适应的

读者 。由于观念的进步和技术的发达 ，报人与读者的联系更为密切 ，读者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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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可以在与报人的交流中对媒体的小说出版发表意见 ，参与到小说的产生

和传播领域中 ，读者绝对的被动地位变成相对的被动 。长期对报刊的阅读

也在渐渐改变着读者的观念和阅读习惯 ，发达的传媒使读者与作者共同成

长 。而且不同类型的报刊拥有不同类型的读者 ，这分化了不同观念 、不同层

次的读者群体 ，而小说也得以针对不同读者群体进行相对定向的传播 ，这又

为不同小说流派的并立创造了条件 。

这段结论性的文字不长 ，但却是凌硕为搜集了大量资料 ，梳理辨析 ，又从不

同角度 ，以及将对象置于不同的环境中作比照与分析后所得 ，故而才能作出切合

实际的精准判断 ，而这类判断在书稿中又并非少数 。

“新闻传播与近代小说之转型”是个大题目 ，它对于把握近代小说的发展变

化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正因为如此 ，它今后很可能成为近代小说研究中的“显

学” ，从整体上着眼 ，凌硕为的工作还只能算是初步的尝试 ，深入的研究还有待于

大家的探索 ，且须是靠毅力与韧性支撑的扎实推进 ，因为抓几条材料就扯出个框

架大发议论将无济于事 ，反而会成为正常研究的干扰 。我期待着这方面会有丰

硕的成果问世 ，其中也包括凌硕为的继续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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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一 、研究对象 ：中国报业和报人的产生

当西方的殖民步伐踏入远东时 ，欧洲的宗教 、文化 、思想 、科学 、技术等随之

而来 ，中国的报业在此推动之下也应运而生 。虽然最早的中文报纸出版于东南

亚的马六甲 ，
①但随着香港的割让和五口通商的实现 ，香港和上海相继成为中国

的报业中心 。报纸在中国创设之初 ，多为外文 ，如澳门最早的报纸枟蜜蜂华报枠

（A Abelha Da China）创办于 １８２２ 年 ，为葡文 ，香港最早的报纸枟香港公报枠

（The Hong Kong Gazette）创办于 １８４１年 ，上海最早的报纸枟北华捷报枠（North
China Herald）创办于 １８５０年 ，俱为英文 。第一份出版于中国的近代中文报刊

是 １８５３年创办于香港的枟遐迩贯珍枠 ；咸丰七年（１８５７） ，②上海也创办了第一份

近代中文报刊枟六合丛谈枠 。相对于 ２０世纪的报界而言 ，当时的报刊种类及发行

量可谓微不足道 ，但它们在当时以惊人的生命力迅速扩展壮大 ，并在潜移默化中

给晚清中国的各个方面带来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 。

与近代中文报业兴起相应的是中国报人的诞生 。 报人通常泛指新闻工作

者 ，包括报刊的投资人（馆主） 、经理 、主笔（编辑 、撰述） 、访事人（记者）等 。中国

古代虽然也有以各种形式存在的报纸（如清代以前的“邸报” ，清代的“京报” 、“辕

门抄”等） ，但它们只是为政府传递诏令奏章之类的文书 ，其从事者也只是政府中

①

②

１８１５ 年 ８ 月 ５ 日创刊于马六甲的枟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枠是已知最早的中文报纸 。

晚清在中国大陆发行的中文报纸或以干支纪年 ，或以年号纪年 ，或以公元纪年 ，且大多数种并

用 ，比较混乱 ，海外则多用干支及公元纪年 。 故本文涉及的时间 ，凡中国大陆范围内 ，民国（不含）以前标

以年号纪年 ，并在括号内标注相应公元纪年 ，民国及以后则径用公元纪年 ，中国大陆范围外一律用公元纪

年 。 引文内所用纪年仍其原貌 ，不另标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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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官吏 ，并不成其为具有独立职业特征的报人 。资本主义进入后 ，真正的报人才

得以在中国产生 。资本主义不但刺激了社会对市场信息的需求 ，激发了知识阶

层了解社会 、了解世界的愿望 ，而且为之提供了技术支持 ；更重要的是 ，在资本主

义关系中 ，报人改变了传统文人的生活方式和人生理想 ，成为资本主义关系下的

独立职业者 ，专门从事媒体工作 ，并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新型知识阶层的文化人

格和生活方式 。

由于报刊类型的不同 ，从业报人也有所差别 。就办报的宗旨而言 ，早期的中

文报刊大约可分为两类 。一类以传道为目的 ，进而传播西方的科学 、技术知识 ，

如上文所提枟六合丛谈枠 ，又如创刊于同治七年（１８６８）的枟中国教会新报枠（其后身

枟万国公报枠则开始向综合性新闻报刊转变） 、创刊于光绪四年（１８７８）的枟益闻

录枠 。另一类以传播信息为目的 ，进而藉刊布新闻与广告以牟利 ，如创刊于 １８５７

至 １８５８年间的枟香港中外新报枠 ① 、创刊于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的枟申报枠 。前一类

报刊虽然数量不多 ，但创办者多有比较明确的传道目的 ，往往致力于宗教 、文化

和学说的传播 ，故其麾下的中国报人大多容易受到这些方面的更多 、更直接的影

响 ，进而成为西方文化 、观念的积极宣传者 ，而且这种传道的精神和方式给中国

士人以极大的启迪 ，从甲午到辛亥乃至民国 ，持各种思想和政见的人纷纷以报刊

为工具宣扬己说 ，这种做法其实与早期的传教士一脉相承 。后一类报刊虽然没

有明确的宗教 、政治等目的 ，但商业利益驱使他们迅速膨胀 ，占领着报业市场的

大部分 。思想目的的缺乏使供职其间的中国报人受西方的影响较少而又间接 ，

更多本土文化得以占据版面 ，也正是因此 ，中西文化在这些商业性报刊上能够在

缓慢的交流中逐渐找到默契 ，进而得以更深 、更好地融合 ，它们使得许多西方的

文化 、观念“润物细无声”地进入寻常百姓家 ，融入本土文化的血脉之中 ，这反而

是前者直接而激进的方式所难以达到的 。

报刊虽然各有宗旨 ，但最初的中国报人却多具有相似的背景 。戈公振概括

早期中国报人的来源时说 ：“当时社会所谓优秀份子 ，大都醉心科举 ，无人肯从事

于新闻事业 ，惟落拓文人 ，疏狂学子 ，或借此以发抒其抑郁无聊之意思 。”
②中国

报业发轫之初 ，情形确实如此 ，寥寥数家报馆 ，聚集的多为中下层文人 ，多不得志

于科举 。如申报馆早期的一批主笔钱昕伯 、何桂笙 、蔡尔康等 ，都是屡试不第 ，进

而绝了仕途之念而托身租界报馆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一名主笔蒋芷湘 ，他

幸运地通过了会试 ，便离开申报馆进入官场 。晚清报界像蒋芷湘这样的幸运者

可谓凤毛麟角 ，即使偶然出现也不会继续留在报界（官方办报除外） 。以中下层

①

②

枟香港中外新报枠的创刊时间参考（新加坡）卓南生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枠第七章的相关考证 。

戈公振 ：枟中国报学史枠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 ，第 １２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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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为主的中国早期报人形成了晚清一个独特的群体 ：他们处在报人的位置 ，却

没有“无冕之王”的地位 ；他们供职于近代化的媒体 ，起初却对它并不熟悉 ；他们

内心里真正根深蒂固的 ，还是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 ，传统的趣味 ，传统的行为方

式 。当他们进入报馆的时候 ，近代中国中西文化 、观念的一次直接的碰撞开始

了 ，它既不像明代天主教士传教那样悄无声息 ，也不像义和团“扶清灭洋”那样轰

轰烈烈 ，它像前者一样平静 ，又像后者一样意义深远 。各种各样西方的知识 、思

想 、观念以报人为中介进入中国 ，而惯于嵌入雕板的中国传统知识 、思想 、观念也

不得不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铅活字排成的报版 ，早期的报人便责无旁贷地承担

起这项调和中西的艰巨任务 ，而他们的自我调整则首当其冲 ，因而在中西交会之

中 ，他们既是其中介 ，也是其缩影 。

正是由于如此特殊的地位 ，报人在中国近代社会 、思想 、文化中所起到的举

足轻重的作用已为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 。而在近代小说发展史上 ，报人的作用

同样十分关键 。

其一 ，他们掌握着当时最为先进的传播方式 ，可以决定是否刊行小说 ，刊行

怎样的小说 ，以何种形式刊行 ，从而在传播环节上对小说的创作进行间接的

引导 。

其二 ，晚清的报人能够更多更早地接触西方的思想（在华办报的西人则已经

拥有了比较先进的知识和思想） ，因而往往能够走在时代的前列 ，而且从维新运

动中越来越多的知识精英加入报人的行列中开始 ，报人就不仅仅是先进思想的

传播者 ，同时也成为先进思想的生产者 。他们通过报刊进行思想传播 ，对整个社

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而这恰恰构成许多晚清小说家的知识和思想背景 。

其三 ，比起生活在书斋的普通的文人 ，身处近代传媒机构中的报人会更多 、

更直接地受到西方观念的洗礼 ，他们传统的小说观念最早受到西方新闻观念 、文

学观念的影响 ，从而发生转变 。他们已经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尝试中西叙事的

结合 ，在实践中逐渐调整着传统叙事 ，形成新的叙事方式 。从这个意义上说 ，晚

清的报馆可以看作近代小说转变的一个策源地 。

其四 ，报人在小说观念的传递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首先 ，他们通过刊载

新式的小说作品（包括翻译小说） ，把新的小说观念传递给读者 ；其次 ，他们对小

说的选择和评论使他们的小说观念迅速而广泛地传递给读者 ，其传播的速度 、广

度和深度都为此前的小说评点所无法企及 ；再次 ，他们往往有着广泛的交际 ，通

过社交活动也可以直接地传递他们的小说观念 ，这是传统深坐书斋的文人所相

对缺乏的条件 。

其五 ，当晚清的政治运动家转入报界成为报人的时候 ，他们需要通过有效的

手段来向文化水平较低的民众进行启蒙 ，或者是向他们宣扬和灌输自己的思想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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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政治主张 ，通俗小说就被选择担当起这个重任 ，这在中国小说史上几乎没有先

例 。小说的新使命和新功能使这种文体从内容到形式都起了相当大的变化 ，它

甚至成为报人进行党派论战的工具 。

其六 ，不少报人本身就是小说家 、小说翻译家 、小说评论家或者小说爱好者 ，

他们直接进行小说创作 、翻译和评论 ，对小说的新的题材 、技巧等进行着多方面

的探索 ，有的还创办了专门的小说期刊 ，从过去个人的摸索转变为群体的探索 ，

并将探索的成果迅速传播 ，这大大加速了小说的发展 。

近年来 ，随着近代小说研究的升温 ，报人也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 然

而 ，大多数研究都集中于小说界革命及此后活跃的报人小说家（如李伯元 、吴趼

人 、梁启超等） ，而对活跃于小说界革命之前的报人小说家（如王韬 、邹弢 、韩邦庆

等） ，研究则相对较少 ，至于小说界革命之前活跃于报坛 ，对小说多有提倡而自身

却几乎没有小说创作的报人（如美查（Ernest Major） 、钱昕伯 、蔡尔康等） ，则鲜

有小说研究者问津 。究其缘由 ，主要因为小说界革命之前的报人小说家作品寥

寥 ，而他们的小说形式往往比较传统 ，缓慢的进步又不幸被梁启超等人振臂一

呼 ，应者云集的声势所掩盖 。

如果仅从量上考量 ，小说界革命前报人的小说创作确实远远不及此后的 ，但

小说的发展绝不仅仅体现于创作的数量 ，而小说发展中的重大突破 ，也不仅仅是

数量积累的结果 。早期报人的小说生产方式已经开始向现代转变 ，比如王韬已

经接受申报馆的稿酬而进行枟淞隐漫录枠的创作 ，并在枟点石斋画报枠连载 ，韩邦庆

则自办期刊发表自创小说 ，稿酬 、文学期刊这些因素在 ２０世纪的小说发展中将

起到关键的作用 。较少或没有创作小说的报人同样不应受到忽视 ，因为小说发

展的动力并不只有小说创作 。美查对文化产业的经营为后人留下了可贵的先

例 ，他所倡导的西方小说的译介更是开风气之先 ，在他麾下 ，蒋芷湘等人编辑枟瀛

寰琐记枠等文学期刊 ，为小说提供新的载体 ；钱昕伯等人整理出版了大量传统小

说 ，一时掀起小说的热潮 ；蔡尔康在枟字林沪报枠连载小说被后人追认为小说入报

之始 。① 这些报人虽未留下脍炙人口的小说作品 ，但他们对小说史的影响 ，恐怕

还在 ２０世纪一些高产小说家之上 。如果说个别报人的作用毕竟有限的话 ，那么

早期报人作为文人群体的作用则更应受到关注 。传统小说观念与西方新闻的交

会就发生于中国第一批报人的笔下 ，对西方新闻观念的接受过程中 ，西方的叙事

方式被逐渐吸收到传统小说叙事之中 ，而报人身份也渐渐融入传统小说家的身

份 ，对现实的关注由此大大地增强 ，小说叙事的革命性转变就在潜移默化中酝

酿 。可见 ，近代小说的发展并非仅仅由几个杰出的小说家所造就 ，蔚为大观的报

① 参见孙玉声 ：枟报海前尘录 · 小说入报枠 ，枟新夜报枠 ，１９３４年 ４月 ２０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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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体的作用不容低估 ，而在小说界革命之前尤其如此 。

申报馆报人的小说活动在小说界革命之前极具代表性 。 枟申报枠虽然不是晚

清的第一家报纸 ，甚至也不是中国乃至上海的第一家中文报纸 ，但它却是 １９ 世

纪 ７０年代至 ８０年代中国内地鹤立鸡群的大报 ，二十年间几乎没有一家报纸能

与之形成长时间真正的竞争 ，以至于“申报纸”在上海当时几乎成了“新闻纸”的

代称 。与此相应 ，申报馆的报人也成为一个颇具影响力的群体 ，特殊的身份使之

拥有极为广泛的社会关系 ，并与报业比较成熟的香港报界有着密切的联系 ，而且

枟沪报枠 、枟新闻报枠等一些具有一定实力的报纸最初都是由脱离申报馆的报人支

撑起来的 。可以说 ，申报馆的人脉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 １９ 世纪整个上海报业

（它又是当时中国报业的中心）的发展 。因此 ，早期申报馆的报人在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至 ８０年代的中国报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

更重要的是 ，申报馆报人对小说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他们出版了大量小说 ，

书籍 、报纸 、期刊 、画报等各种载体都有小说刊载 。在西方小说的翻译 、报纸和期

刊对小说的连载 、小说稿酬的实行等诸多方面都有着意义非凡的创举 。

因此 ，本文将以小说界革命前的早期中国报人为对象 ，探讨他们的报业活

动 、小说创作 ，以及他们的生活 、观念 、思想 、情感如何对近代小说的发展产生影

响 。在具体研究过程中 ，将以早期申报馆报人为论述的中心 ，连带其外围文人群

体 ，并兼及其他较有影响力的报人 。

二 、研究方法 ：小说观念的考索

小说史的发展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进程 ，仅仅勾勒几部杰出的作品固然无法

展现其真实面貌 ，而大量作品所呈现出的小说史的表象也不完全是研究的终点 ，

因为在每一部作品的背后 ，都有着实在的创作主体 ，以及具体的生产过程 ，而社

会又以各种方式影响着它们 。要理清如此复杂的结构当然绝非易事 ，但以此作

为研究的方向应该能够更贴近小说史的真实 。本文就试图通过对早期报人的社

会活动和小说创作的研究 ，发现小说作品背后所发生的小说观念从传统向现代

的转变 。为此 ，在研究方法上 ，本文力图在以下两方面有所突破 。

（一）报人的职业特征

在小说史研究中 ，小说作者作为小说家的一面常常受到格外的关注 ，这当然

是研究的需要 ，但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抽象的小说家 ，小说的作者在现实社会是一

个多面人 ，除小说家以外的其它角色也是构成其完整人格的重要方面 。只有各

方面的统一才能成为一个真实而具体的人 ，而其各个方面也在统一之中相互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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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对一个小说作者来说 ，这种影响有时显得格外突出 。

晚清许多小说家都是报人 。报人身份不仅带来更多的经历和更广的见闻 ，

更意味着内在观念的重新整合 。对于晚清早期的报人而言 ，报业是一种前所未

有的行业 ，而新闻更是完全陌生的叙事形态 。为了理解这一陌生的事物 ，报人不

得不在固有的传统观念中寻求参照 ，小说就是参照物之一 。早期的报人在论及

新闻时经常与小说相比附 ，枟虞初枠 、枟齐谐枠 、枟搜神枠 、枟志怪枠等小说名称在阐述新

闻和报纸的文章中比比皆是 ，“稗官” 、“寓言” 、“奇闻” 、“轶事”等经常用于描述小

说的词也时常在此类文章中出现 。在具体的表述中 ，小说往往被当作理解新闻

的起点 ，而新闻则常常被描述成对小说的延续 、提高和修正 。早期报人观念中新

闻与小说界限的相对模糊导致了报纸中叙事形态的混杂 ，既有比较典型的新闻 ，

也有比较典型的小说 ，更有许多文章的形态介于新闻与小说之间（本文中暂命名

为“类小说”） 。这一新闻观念的接受过程以传统的小说观念为媒介 ，而它又反过

来对传统的小说观念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因为它不仅仅影响到少数几个报人小

说家 ，实际上这可能已经成为当时报人的普遍观念 ，并以他们为中介广泛地渗透

到社会中 ，新闻的叙事特点 ，以及许多来自西方的叙事观念由此潜移默化地进入

普遍的叙事观念（包括小说观念）之中 。由于最初发生于报人的观念转变能够以

报纸为媒介被广泛地接受 ，从而逐渐成为社会观念的一部分 ，因而可以长久地保

持和传承 。尽管随着新闻的规范化 ，新闻与小说相混杂的形态大为减少 ，但这种

观念依然存在于新一代小说家的观念中 。

报人对社会观念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新闻工作方面 ，由于媒体的特殊性 ，他们

的其它工作以及各种社会活动都有可能对社会风气产生一定的影响 。方式之一

是征书或征文 。在征集过程中 ，报人所提出的标准将以先进的近代媒体为依托 ，

成为强势的话语 ，对社会风气起着明显的导向作用 。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 ，申报馆

发出告白“搜求新奇艳异幽僻瑰玮之书” ① ，短短数年之中 ，大量流传未广的小说

被投寄到申报馆 ，产生了相当大的社会影响 ，形成晚清小说出版的一个高峰 。光

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 ，傅兰雅先后在枟申报枠 、枟万国公报枠和枟中国记事枠上刊登了

枟求著时新小说启枠 ，要求针对鸦片 、时文 、缠足三弊“撰著新趣小说”
②
，结果共收

到作品 １６２件 ，虽然傅兰雅本人对此结果并不满意 ，但它毕竟开创了小说征文的

先例 ，傅兰雅对小说的主题 、功能 、形式等问题的观点也通过征文传向社会 ，并得

到了一定的响应 ，韩南甚至认为“傅兰雅的竞赛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晚清小

①

②

枟本馆告白枠 ，枟申报枠 ，同治十三年十月初五日（１８７４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

枟求著时新小说启枠 ，枟申报枠 ，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二（１８８５ 年 ６ 月 １４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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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总体方向” ① 。方式之二是报人之间以及报人与读者之间的交往 。近代报

业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文人之间传统的交往方式 ，先进的传媒使报馆成

为新的社交中心 ，报刊中开辟出文人间投赠 、唱和的公共空间 ，大大拉近了文人

之间的距离 ，更容易形成庞大的文人群体 ，而报人则因其特殊的地位而俨然成为

文坛盟主 。在这种新型的文人关系中 ，处于交际圈中心的报人的意见能够迅速

在较大范围中产生反响 ，从而形成风气 。晚清狭邪题材小说的盛行就与报人对

“品花”的热衷不无关系 ，报纸作为“品花”的公共平台 ，可以获得广泛的参与 ，虽

然只有少数“花国领袖”主导着这一活动 ，却有数以万计的读者同时共享这一娱

乐话题 。这种大众活动的长期盛行促进了作家对狭邪生活的更多关注和深入体

察 ，也使“嫖界指南”式的叙事成为大众的需要 。

在晚清 ，报人的影响力总体上已远远超越了传统的小说家 ，不但报人小说家

的报人身份对其小说家的身份产生影响 ，即使非小说家的报人 ，其活动也可能以

种种方式间接地对社会的小说观念产生影响 。报人在小说观念发展中的这些作

用以往较少为研究者所注意 ，它将是本文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 。

（二）小说的概念

在近代小说史的研究中 ，研究对象大多都被限定在白话通俗小说 ，传统形式

的文言小说鲜有涉及 ，即使提到也往往没有将其作为小说发展史的有机组成部

分 ，以至徐枕亚等人以文言创作的长篇小说在许多小说史的叙述中 ，地位倍感

尴尬 。

造成这种研究局面的客观原因是 ２０世纪初新小说倡导者大多以普通大众

为理想读者 ，强调小说的启蒙作用 ，而他们以白话创作的通俗小说又大获成功 ，

成为一时风气 ，以至白话的通俗小说几乎成为新小说的特定形态 。相形之下 ，文

言小说的声势自然远远不及 ，而且新文化运动后白话的主流地位被进一步巩固 ，

此后的小说发展很难找到与晚清文言小说的有机联系 。

深层的主观原因则根源于“以西例律我国小说”的思维定式 。② 在以西方文

学观念批评和研究中国小说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作的过程中 ，西方的小说概念

逐渐取代了中国传统的小说观念 。以西方的小说概念来衡量 ，白话的通俗小说

基本上都能符合标准 ，而文言小说集中只有情节比较丰富 ，结构比较完整的传奇

①

②

［美］韩南 ：枟新小说前的新小说 ——— 傅兰雅的小说竞赛枠 ，枟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枠 ，上海教育出版

社 ２００４ 年版 ，第 １６８ 页 。

参见刘勇强 ：枟一种小说观与小说史观的形成与影响 ——— ２０ 世纪“以西例律我国小说”现象分

析枠 ，枟文学遗产枠 ，２００３ 年第 ３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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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小说才能符合 ，杂处期间的情节简单 ，结构琐碎的志怪 、杂俎就难以符合 ，而为

数甚巨的文言笔记则几乎全被摈诸门外 。

以这种观念为指导来勾勒晚清小说发展的图像 ，就会发现小说界革命以前

小说创作和出版十分冷落 ，而小说界革命开始后却骤然出现小说繁荣的局面 ，而

且白话通俗小说已经占有绝对的优势 。但这种想象并不符合晚清小说发展的实

际 ，与小说界革命前的真实情形更有着巨大的差距 。

韦勒克和沃伦就指出 ：“历史只能参照不断变化的价值系统来写 ，这些价值

系统则应当从历史本身中抽象出来 。” ①文学现象如果脱离了其存在的具体社会

环境和社会观念 ，就很难被正确地认识 。因而 ，在考察晚清小说的发展之前 ，很

有必要首先厘清晚清的小说观念及其由来 。

“小说”一词最早见于枟庄子枠的“饰小说以干县令” ，枟汉书 ·艺文志枠将小说

著录于诸子略下的小说家类 ，并在小序中说 ：“小说家者流 ，盖出于稗官 。街谈巷

语 ，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 。” ②这些关于“小说”的论述虽然并不是针对小说文体 ，

但它们为后世的小说观念定下了基调 。六朝的志怪和唐代的传奇文原本并不属

于小说 ，它们在唐代与六朝以来的杂录体小说合流 ，形成新的小说文体 ，一直延

续到清代 。宋代以降盛行的笔记 ，文体形态比较模糊 ，或被著录于史部 ，或被著

录于子部杂家类和小说家类 ，分类上没有确定的归属 ，一般都径称为“笔记” ，而

清代也常常以“小说”称之 。白话小说源于宋代的说话及其话本 ，此后发展成为

各种形式的通俗小说 ，而长篇的章回体和短篇的所谓“拟话本”为其大宗 。中国

小说的源流可谓极端复杂 ，每个时代都有各自不同的小说概念 。

清代小说概念的外延相当宽泛 ，上述各种不同的小说类型在清代虽然也各

有专名 ，但都可以“小说”称之 。清代流行的“说部”一词似乎更能概括这种杂糅

的小说概念 ，它的外延大致与“小说”相当 ，也包括上述各种形态 ，而其字面意义

更强调在传统文类中蔚为大观的小说的独立性 ，也意味着对其内部的不同形态

更强的包容性 。在晚清 ，“小说”与“说部”二词几乎可以通用 ，而指涉范围更广 ，

开始用来翻译英语中的 novel 、story 、fiction 等词 ，这些西方文体中的一些因素

也随之进入晚清的小说概念之中 。

可见 ，晚清人观念中的小说与今人有很大的差别 ，总体上要宽泛得多 。虽然

当时的小说概念内部也有形态的分别 ，但既然都被通称为“小说”或“说部” ，说明在

当时人的观念中 ，小说的各种形态仍有着内在的联系 。关键在于 ，晚清小说观念的

发展是发生于晚清人的意识之中 ，建立于他们原有的小说观念之上 ，因而 ，以今人

①

②

韦勒克 、沃伦 ：枟文学理论枠 ，三联书店 １９８４年版 ，第 ２９６ — ２９７ 页 。

班固 ：枟汉书枠卷三十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７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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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西方影响颇深的小说观念去强行裁剪晚清小说 ，则未免有削足适履之嫌 。

如果以晚清人动态的小说观念为参照 ，所呈现的小说史图像就将与前文所

述大相径庭 ，小说界革命之前尤其突出 。 １９ 世纪中期 ，小说家对枟聊斋志异枠和

枟阅微草堂笔记枠的模仿馀兴未了 ，而内容丛杂的笔记最为流行 ，①白话通俗小说

和文言小说的创作依然维持每年 １至 ２种的速度 。② 枟申报馆丛书枠的征集出版

使小说的出版骤然升温 ，同时也刺激了小说（尤其是文言小说）的创作 ，在同光之

际掀起了一股小说热 。在中文报刊产生之后 ，文言小说获得了新的发表途径 ，十

几年中一直在报刊的新闻版中占有一席之地 。西方小说开始被零星地翻译 ，专

门的小说期刊也开始被尝试 ，而 １９世纪末兴起的小报则更热衷于通俗小说的

刊载 。

从以上对小说界革命以前晚清小说发展最粗率的勾勒中可以看出 ，虽然今

人观念中的小说在当时比较落寞 ，但晚清人观念中的小说却颇为繁盛 ，旧的形式

仍为社会所热衷 ，新的形式也方兴未艾 ，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

因而 ，小说界革命前的这段小说发展史其实相当精彩 ，且富有活力 ，绝不能

作为小说界革命的暗淡背景而被轻易忽略 。而它的精彩和活力又与近代中文报

业的兴起和报人的产生有着密切联系 ，对报人的深入研究正可作为探寻中国小

说观念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一条线索 。

总之 ，本文将以报人的职业特性和晚清的小说观念为突破点 ，力图还原出小

说界革命之前近代小说转型的实际图像 。在外部形态上 ，报人的职业特性可以

归纳为新闻传播 ，报人林林总总的活动大都围绕它而进行 ；而在内在观念上 ，小

说也不再是个别的一部部作品 ，它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形态 ，既有理性的认识 ，也

包含着非理性的情感 、爱好 、趣味等 ，概括为一种情调似乎更贴近于它在晚清报

人观念中的模糊形态 。本文将从内外两方面分析新闻传播和小说情调的相互作

用 ，以探讨这段较受忽视的小说史中的一系列问题 。

①

②

参见占骁勇 ：枟清代志怪传奇小说集研究枠第四章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版 。

参见陈大康 ：枟中国近代小说编年 · 前言枠中的统计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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