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
!"()!*+,
-./0!1234
!"56!7!8

!!"#$%&!!"#"’(

!9:;<=>?@AB"CDEF$#GH!I
JKLMNO$%&’()(
!"*+,-./0.01(’20-(3203

!!)"9%!#)"C%!$)"=>?@0?@AB0
PQ09:!%)""%&.)2&-

!PQNRSTU!"#VWXY &%&’(’Z’21((-[

T\!)*+,-./012

!!!"!CDE
#!!$!IJKLMNO
%!!&!GH]^_‘a^b%2[&(’&&(1’
’!!(!IJKLMNO
)!!*!"*+,-./0.01(’20-(3203
+!!,!IJcdVe5fgh;i
-./0!’2/445%’&44
+!!1!-)/.1
2!!3!%(&jY
$!!4!%&’(k(+Z’N
+!!4!%&’(k(+Z’l5f
5!!6!3%)&&m

!!!$789":7;<

"J nopqRT$rsROtuvwx(
yz!&&%/’/12&/2&/"&&%/’/12&’(.&"
&&%/’/12&/&%3!p{#e!(’&&(1

"K ROST|g5}~���$r
��MNO��(

"��!6778!#999):;<8=>::)?>7



书书书

前
　
言

前　言

清代中期出现的公案侠义小说，以清官和侠士联手查案、判

案、惩奸除恶为基本故事模式，人物形象鲜明，情节跌宕起伏、

惊心动魄，内容脍炙人口，引人入胜，深受接受者欢迎。学术界

普遍认为，此类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 《施公案》《三侠五

义》和 《彭公案》。

《施公案》原名 《施公案奇闻》，又称 《百断奇观》，成书于

清代中期的乾隆、嘉庆之际，作者云 “不题撰人”，是清代公案

侠义小说成型的标志性作品，被视为此类小说之先导。它是文人

以清朝康熙年间的清官施世纶为原型，博采民间的相关传说、故

事，加以创作而成。其内容主要描写清官施公率领黄天霸、关小

西等侠客查案、判案、惩处贪官污吏、铲除强盗贼寇的故事。

《三侠五义》是根据说书艺人石玉昆的唱本 《龙图公案》加工而

成，初名 《龙图耳录》，又名 《忠烈侠义传》《七侠五义》，主要

叙写清官包拯率领展昭、白玉堂、蒋平等侠义之士惩奸除恶、除

暴安良的故事。《三侠五义》是在民间口传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而

成书的，是包公故事的集大成之作。《彭公案》本传共二十三卷

一百回，作者署名贪梦道人，叙述清朝康熙统治期间的清官彭

朋，在侠义英雄李七侯、黄三太、欧阳德等的辅助下查案、破

案、铲除邪恶的故事。它是文人以清朝康熙年间的著名清官彭鹏

为原型，在此基础上收集民间流传的大量相关故事、传说，加以

虚构而成。《施公案》《三侠五义》《彭公案》成书后，即风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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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多次出版，极为畅销，接受效应极为良好，续书亦大量涌

现，甚至被一续再续，可谓盛极一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

无论是对当时的社会生活还是对后世的文学创作，此类小说的影

响都相当深远，理应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遗憾的是，学术界对清代公案侠义小说的研究却显得较为冷

清，迄今，尚未出现综合性的研究专著。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

看，学者往往从纯文学作品的角度出发，探讨此类小说之思想倾

向、人物形象、文学意义，视角大都停留在其完全成书的清代中

期。笔者在研究中发现，《施公案》《三侠五义》《彭公案》并非

其编撰整理者的原创，而是在历史人物故事的基础上，主要经由

民间传说发展而来。从其产生、接受来看，它们植根民间，是大

众喜好的俗文学。因此，笔者首次从民间文艺的角度出发，对清

代公案侠义小说进行系统的研究探讨，撰成本书。

本书的绪论部分，主要对学术界的清代公案侠义小说的研究

情况作综述，根据已有的成果与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明确本书的

研究对象、目的与研究角度。第一章，从 “公案”概念的来源出

发，勾勒古代纯公案小说的产生、发展，明确其定义，进而对公

案侠义小说概念进行界定，明确其内涵与外延，指出前代之纯公

案小说主要出自文人之记录、创作，而清代公案侠义小说兼具公

案、侠义两种题材，其故事主要源自民间，经由民间传说而来，

二者有明显的区别。本书的第二章，结合史传叙事之施世纶、包

拯、彭鹏，探讨民间文艺对 《施公案》《三侠五义》《彭公案》故

事建构的重要作用，分析清代公案侠义小说成书与繁荣的民间因

素。笔者认为，民间说唱艺术自宋代发展，至清代达到鼎盛。从
《施公案》《三侠五义》《彭公案》的成书过程来看，史书的相关

记载只是为此类小说提供了历史人物原型，而民间流传的相关故

事才是其最直接、最丰富的来源。经接受群体的消费需求引导，

民间艺人不断调节、发展其故事情节。本书在第三章论述清代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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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侠义小说的思想主题。本章分析，与正统文人创作之重视 “文

以载道”相异，清代公案侠义小说的 “忠义”主题是在故事的发

展中逐渐形成的，体现出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主

流，经由精英阶层的提倡与推广，其伦理、礼教逐渐被大众文化

认同。本章从创作与接受两个层面深入探讨，揭示 《施公案》

《三侠五义》《彭公案》思想主题的自然形成，是民间道德价值取

向的 “集体无意识”，反映民间对社会主流道德的自觉认同。本

书的第四章，论述 《施公案》 《三侠五义》 《彭公案》塑造的皇

帝、清官、侠客形象，分析其形象的社会文化内涵及所反映的民

间观念，进而指出书中展示的君明臣贤、善恶昭彰的理想社会，

是对下层百姓的精神安慰，体现民间对开明国君、清廉官员、忠

义侠客的集体期盼。本书第五章则通过分析清代公案侠义小说与

文人原创的近现代侦探小说、武侠小说之区别，论述 《施公案》

《三侠五义》《彭公案》与近现代侦探小说、武侠小说的关系。结

语部分，结合清代公案侠义小说的民间影响，审视其文学意义。

本书的研究，以清代公案侠义小说的民间因素为切入角度，

注重宏观总结与微观考证，首次结合民间思想观念、社会文化，

系统研究清代公案侠义小说，突出对其平民文学特质的探讨。笔

者认为，《施公案》《三侠五义》《彭公案》与文人原创作品有较

大的区别，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思想、历史文化、民间观

念，适应民间的审美需求与价值取向。

笔者希望，拙著能对学术界重新审视清代公案侠义小说的文

学意义，提供有益的启发、参考与借鉴。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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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

清代中期出现的公案侠义小说，故事惊心动魄，情节跌

宕起伏，令无数读者爱不释手。《施公案》《彭公案》《三侠

五义》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优秀作品，在民间流传极广，影

响极大。然而，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对其评价并不是很

高。鲁迅认为，《三侠五义》 “构设事端，颇伤稚弱”①，在

描写草野豪杰、妖异方面却还颇有神采，称其 “以粗豪脱略

见长，于说部中露头角”②，认为颇有阅读价值，而其续书

《小五义》《续小五义》则是 “荒率殊甚”③，《施公案》一书

“文意俱拙”④， 《彭公案》就 “字句拙劣，几不成文”⑤，其

续书 “千篇一律，语多不通”⑥。学术界对此类小说的研究

亦相对冷清。

笔者以为，不能仅凭个人的阅读喜好简单地评判清代公

·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９９页。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９９页。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０１页。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０２页。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０３页。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０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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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侠义小说的优劣。我们应该结合此类小说作品产生的社会

时代、接受者的思想观念、审美需求去考察其价值和意义。

阿英 《略谈晚清小说》云：“在中国小说史上，有两个时期

最突出的，一是唐朝的传奇小说，二是晚清小说。这两个时

期小说的特点，就是全面反映了当时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

活状况。”① 文中，他将公案侠义小说作为晚清小说的一大

类型来谈论，可见对其的重视程度。刘勇强指出，此类小说

广受欢迎，被一续再续， “构成了古代小说史最后一个热

点”②。实际上，公案侠义小说在当时极为畅销，规模大，

流行广，无论是对社会生活还是后世文学，其影响都是相当

深远的。胡适对其评价较高：“能使天下无数平民听了不肯

放下，看了不肯放下。”③ 他肯定了此类小说之平民特质。

遗憾的是，研究者往往忽略公案侠义小说的民间特质，而将

其与文人创作之案头文学对比，因而多持贬抑态度。笔者通

过阅读清代公案侠义小说主要作品及其相关研究资料，发现

民间艺术对公案侠义小说的成书具有决定性作用，而作品所

反映出的民间观念、社会文化等皆有研究价值。

二、研究对象和目的

笔者研究清代公案侠义小说，探讨其民间文化因素，主

要以 《施公案》《彭公案》《三侠五义》之本传为研究对象。

·２·

①

②

③

阿英：《略谈晚清小说》，《施公案》（附录），宝文堂书店，１９８２年版，

第１３９１页。

刘勇强：《中国古代小说史叙论》，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

５０５页。

胡适： 《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施公案》 （附录），宝文堂书店，

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３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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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作品之本传经由民间流传而至成书，颇具民间文学特

质；而其续书则是创作者为迎合接受者的喜好而有意为之，

更具文人创作色彩，不在本书的研究范围之内。

研究目的：

（一）系统梳理清代公案侠义小说，从其民间特质切入，

辨析其与前代纯公案小说之别。

（二）系统研究民间因素对清代公案侠义小说情节构建、

成书以致繁荣的重要意义。

（三）深入探讨清代公案侠义小说的思想主题所折射出

的民间对社会主流道德的自觉认同。

（四）系统研究清代公案侠义小说中皇帝、清官、侠士

形象的社会文化内涵，揭示其所反映的民间观念。

三、清代公案侠义小说的研究现状

学术界普遍认为，清代公案侠义小说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是 《施公案》《彭公案》《三侠五义》。其故事情节跌宕起伏、

惊心动魄，内容脍炙人口，深受读者欢迎。但是，学术界对

其研究却显得较为冷清，迄今为止，尚未出现综合性的研究

专著。从笔者目前所收集到的资料来看，学术界研究清代公

案侠义小说的论文，既有相关分析，也有专题论述，大致可

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清代公案侠义小说的源流与版本的研

究

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学术界对清代公案侠义小说源流

与版本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关于清代公案侠义小说的源

流，齐裕焜 《公案侠义小说简论》指出：“公案与侠义小说，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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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小说史上是独立发展而又关系密切的两个流派，但到

清中叶以后，逐渐合流，成为公案侠义小说。”① 他把此类

小说视为公案小说与侠义小说的合流。张伟红指出：“《水浒

传》这部英雄传奇小说既包含着 ‘公案’因素，又存在着侠

义小说的因素，实际上它为后来公案小说的发展以及为公案

侠义小说的合流奠定了基础。清代出现的公案侠义小说 《施

公案》《三侠五义》等作品，继承了 《水浒传》中侠义与公

案结合的艺术设计，在此基础上又转化了侠义精神，成为从

《水浒传》中分化出的一个新的小说类型。”② 显然，他把

《水浒传》视为此类小说的创作源头。王俊年则认为 《施公

案》是第一部公案侠义小说，在 《侠义公案小说的演化及其

在晚清繁盛的原因》中，他论述了公案侠义小说的演化及其

繁盛的原因，指出 《施公案》是 “公案与侠义合流的标

志”③。侯忠义、王敏认为：“在公案之外，又加入了大量侠

义的内容，出现了侠客义士形象。使侠义和公案这两类一向

独立发展的小说，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故被称为侠义公案小

说。”④ 他们认为，公案小说、侠义小说是公案侠义小说的

两大源头，侠义与公案合流，在公案中加入了侠义。

程毅中认为，《三侠五义》《小五义》是由话本发展而来

·４·

①

②

③

④

齐裕焜：《公案侠义小说简论》，《明清小说研究》，１９９１年第１期。

张伟红：《论 〈水浒传〉对清代公案侠义小说创作的影响》， 《赤峰学
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年第７期。

王俊年：《侠义公案小说的演化及其在晚清繁盛的原因》， 《文学评
论》，１９９２年第４期。

侯忠义、王敏：《论公案小说的特点与源流》，《明清小说研究》，１９９８
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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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平话小说”①，颇具说唱文学的特征。钱敏 《论白话侠

义小说与白话公案小说之渊源》认为：“侠义小说实际上一

直是和公案题材有密切关系的，侠客常常 ‘惊官动府’足以

成为统治阶级官府勘察审问对象。”② 钱敏此文，强调侠义

小说与公案小说的渊源，把南宋话本公案小说视为其源流。

冯媛媛认为，从 《三侠五义》系列小说在叙事方法和结构特

点上分析，《三侠五义》是根据说书艺人的底本加工而成的，

“必然受 ‘说话’的影响”③。纪德君认为： “这些公案侠义

小说大部分是根据民间艺人的说唱，进行记录、改编，才整

理成书的。在它们成书以前，其主要故事情节均曾以说唱形

式演出、流传过。如问世最早的公案侠义小说 《施公案》，

即是在说唱基础上加工、改写而成的。”④ 他把清代公案侠

义小说看成是公案故事与民间说唱艺术结合而形成的平民文

学。显然，上述四者皆从说唱文学的角度论述了公案侠义小

说的产生源流，尽管其说法有 “说话”“话本”“话本公案小

说”“民间说唱艺术”之细微差别，但视角大致相同。

苗怀明从清代公案侠义小说在情节类型、结构布局、悬

念设计等方面进行研究，认为此类小说受清代北京曲艺的影

响颇深：“从清代公案侠义小说的形成机制与文本形态来看，

·５·

①

②

③

④

程毅中：《从 〈三侠五义〉、〈小五义〉看清代的话本小说》，《南京师
范大学文学院学报》，２００６年第２期。

钱敏：《论白话侠义小说与白话公案小说之渊源》， 《江汉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版），２００３年第６期。

冯媛媛：《〈三侠五义〉系列小说的叙事特点》，《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
育学院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４期。

纪德君：《清代说唱与公案侠义小说文体之生成》， 《明清小说研究》，

２００７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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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产生和繁荣与当时北京曲艺业的发展尤其是说书艺术有

十分重要的交流借鉴关系。”① 他的论文 《〈三侠五义〉与

〈小五义〉〈续小五义〉关系辨》② 研究了 《三侠五义》的成

书及其与 《小五义》《续小五义》的关系，认为 《三侠五义》

是经过说唱到小说，其内容和形式是经多人多次从不同程度

进行修改整理而成书的，并非与 《小五义》《续小五义》出

自同一作者。王湘华注重对 《三侠五义》版本流变的探讨，

认为说书艺人石玉昆的 《龙图公案》为其蓝本，认为：“其

版本在流传演变过程中，又经过多人校编整理刊印，呈现出

不同的版式风貌。”③ 总的来说，这些研究者从作品本身出

发，探讨其源流与版本，其观点皆有可取之处。

（二）关于清代公案侠义小说思想价值的研究

毋庸置疑，清代公案侠义小说有一定的思想价值。黄克

认为，《三侠五义》《小五义》《续小五义》宣扬忠烈侠义思

想，其目的是 “娱心”和 “劝善”④。其态度倾向于对公案

侠义小说思想主题的肯定。但是，研究者大多对公案侠义小

说的思想价值持否定态度。胡士莹 《话本小说概论》称其为

宣扬封建思想糟粕的 “逆浪”⑤，否定其积极意义。曹正文

·６·

①

②

③

④

⑤

苗怀明：《清代公案侠义小说的繁荣与清代北京曲艺业的发展》， 《北
京社会科学》，１９９８年第２期。

苗怀明：《〈三侠五义〉与 〈小五义〉〈续小五义〉关系辨》，《信阳师
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９年第３期。

王湘华：《〈三侠五义〉版本的流变》，《古典文学知识》，２００６年第４
期。

黄克：《娱心劝善——— 〈忠烈侠义传〉的再认识》，《文史知识》，２００６
年第１０期。

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版，第６６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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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侠文化史》指出，公案侠义小说总的思想倾向是 “反

人民的”①。曲家源强烈批判 《三侠五义》的思想倾向，称

其 “是一部充满了封建性糟粕的小说，它宣扬的是愚昧、落

后、迷信”②。刘世德、邓绍基认为，清代公案侠义小说无

疑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其思想倾向是 “宣扬忠君的封建道

德”“提倡奴才思想” “鼓吹投降变节行为”③，施仕伦形象

的出现是人民清官思想的破灭，而黄天霸选择的人生道路则

意味着侠义人物积极意义的消失。古今认为，《施公案》一

类小说维护专制统治， “基本思想倾向是反动的”④。显然，

这些研究者受 “文革”文学批判思潮和当时的文艺思想的影

响，对公案侠义小说的思想价值多持贬抑态度，有明显的时

代局限性和阶级烙印。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来看，清代公案

侠义小说的思想价值尚未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还有待于我们

去作深层次的发掘。

（三）关于清代公案侠义小说情节模式的研究

清代公案侠义小说的故事情节曲折，往往一波三折，惊

心动魄。从总体上看，其基本情节模式为清官率领侠客审查

各类案件—历经艰险—结案，结局一般是惩恶扬善。陈苏梅

《试论 〈三侠五义〉的叙事艺术》认为，《三侠五义》以 “情

·７·

①

②

③

④

曹正文：《中国侠文化史》，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６７页。

曲家源：《论 〈三侠五义〉的思想倾向及其广泛流传的原因》， 《四平
师院学报》，１９８３年第２期。

刘世德、邓绍基：《清代公案小说的思想倾向———以 〈施公案〉、 〈彭
公案〉和 〈三侠五义〉为例兼论 “清官”和 “侠义”的实质》， 《文学评论》，

１９６４年第２期。

古今：《〈施公案〉的思想倾向》，《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２０００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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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为叙事结构的中心，把全知叙事角度与限知视角叙事结

合，叙事技巧有 “趁窝和泥” “穿针引线” “隔年下种”①，

探讨其叙事视角与艺术特色。冯媛媛则认为， 《三侠五义》

系列小说既具有话本的诸多叙事特征，又有所创新，在叙事

结构上 “演变为围绕中心故事而展开的 ‘珠花式’结构”②。

丁灿、胡和平 《我国公案小说叙述模式探析》指出，《施公

案》《彭公案》等长篇公案小说采用 “零聚焦型”叙述视角，

把 “公案故事与侠义故事相结合，形成案由—告状—抓捕—

结案的结构模式”， “注重塑造侠客义士的形象”③。崔蕴华

认为，《彭公案》《施公案》《三侠五义》等公案侠义小说都

是在民间说唱艺术的影响下成书的，“说唱文艺为小说提供

了基本叙事模式，即 ‘名臣大吏为中枢，以总领一切豪俊’

的侠客助清官模式”④。闫博 《论清代侠义公案小说中的

“比武斗智”的母题》认为：“‘比武斗智’母题在这类小说

中非常具有代表性，对于小说情节的建构、人物的塑造以及

主题的构成都具有相当的影响和作用。”⑤ 显然，这是从叙

事学、主题学的角度对公案侠义小说的情节结构进行探究。

可见，学者们的探究视角不同，则结论自会有所差异。但总

·８·

①

②

③

④

⑤

陈苏梅：《试论 〈三侠五义〉的叙事艺术》，《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年第３期。

冯媛媛：《〈三侠五义〉系列小说的叙事特点》，《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
育学院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４期。

丁灿、胡和平：《我国公案小说叙述模式探析》， 《湖南公安高等专科
学校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６期。

崔蕴华：《从说唱到小说：侠义公案文学的流变研究》， 《明清小说研
究》，２００８年第３期。

闫博：《论清代侠义公案小说中的 “比武斗智”的母题》， 《伊犁师范
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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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来说，学术界对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多。

（四）关于清代公案侠义小说人物形象的研究

尽管清代公案侠义小说塑造了形象鲜明的清官、侠客、

皇帝形象，但是，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显得尤为薄弱。曹

萌 《包公现象及其在通俗文学中的展现》认为，“包拯形象

业已成为一个特定的开放性文学系列”，清代公案小说 “从

通俗文学的角度继续开发和弘扬了包公形象”①。宋巍、董

慧芳 《论 〈三侠五义〉侠客道德类型的差异性———以展昭、

白玉堂、欧阳春为例》，通过对晚清侠义公案小说代表作品

《三侠五义》的主要侠客形象进行解读，考察其豪侠精神的

道德类型差异，认为展昭是 “‘侠之忠’的完美体现者”，白

玉堂为 “‘侠之名’的始终追随者”，欧阳春乃 “‘侠之古道’

的信奉者”②。赵涛 《从审美的维度解读明清公案小说的清

官形象》从较为宏观的角度，简略地分析清代公案小说中清

官形象类型化所蕴含的文化意蕴，认为 “这些人物带有明显

的脸谱化、类型化的 ‘扁平’倾向”③。姜畅 《从 “神”到

“人”———浅析 〈龙图公案〉和 〈三侠五义〉中包公形象的

演变》认为，《三侠五义》中的包公形象由 《龙图公案》中

“清官”演变为 “忠臣”，由理想主义和神话色彩的 “神”变

为具有人情味、历经三灾五难的 “人”，“‘神化’不再是作

·９·

①

②

③

曹萌：《包公现象及其在通俗文学中的展现》，《郑州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２年第３期。

宋巍、董慧芳：《论 〈三侠五义〉侠客道德类型的差异性———以展昭、

白玉堂、欧阳春为例》，《固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６年第１期。

赵涛：《从审美的维度解读明清公案小说的清官形象》， 《枣庄学院学
报》，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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