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题  记 

回忆讲小说史时，距今已垂十载，即印此梗概，亦已在七年之前

矣。尔后研治之风，颇益盛大，显幽烛隐，时亦有闻。如盐谷节山教

授之发见元刊全相平话残本及“三言”，并加考索，在小说史上，实

为大事；即中国尝有论者，谓当有以朝代为分之小说史，亦殆非肤泛

之论也。此种要略，早成陈言，惟缘别无新书，遂使尚有读者，复将

重印，义当更张，而流徙以来，斯业久废，昔之所作，已如云烟，故

仅能于第十四十五及二十一篇，稍施改订，余则以别无新意，大率仍

为旧文。大器晚成，瓦釜以久，虽延年命，亦悲荒凉，校讫黯然，诚

望杰构于来哲也。 

一九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之夜，鲁迅记。 

  



 

 

序  言 

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

中，而后中国人所作者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书之什一，故于小

说仍不详。 

此稿虽专史，亦粗略也。然而有作者，三年前，偶当讲述此史，

自虑不善言谈，听者或多不憭，则疏其大要，写印以赋同人；又虑钞

者之劳也，乃复缩为文言，省其举例以成要略，至今用之。 

然而终付排印者，写印已屡，任其事者实早劳矣，惟排字反较省，

因以印也。 

自编辑写印以来，四五友人或假以书籍，或助为校勘，雅意勤勤，

三年如一，呜呼，于此谢之！ 

一九二三年十月七日夜，鲁迅记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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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 

小说之名，昔者见于庄周之云“饰小说以干县令”（《庄子?外

物》），然案其实际，乃谓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与后来所谓小说

者固不同。桓谭言“小说家合残丛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治身

理家，有可观之辞。”（李善注《文选》三十一引《新论》）始若与

后之小说近似，然《庄子》云尧问孔子，《淮南子》云共工争帝地维

绝，当时亦多以为“短书不可用”，则此小说者，仍谓寓言异记，不

本经传，背于儒术者矣。后世众说，弥复纷纭，今不具论，而征之史：

缘自来论断艺文，本亦史官之职也。 

秦既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则大收篇籍，置写官，成哀二帝，

复先后使刘向及其子歆校书秘府，歆乃总群书而奏其《七略》。《七

略》今亡，班固作《汉书》，删其要为《艺文志》，其三曰《诸子

略》，所录凡十家，而谓“可观者九家”，小说则不与，然尚存于末，

得十五家。班固于志自有注，其有某曰云云者，唐颜师古注也。 

《伊尹说》二十七篇。（其语浅薄，似依托也。） 

《鬻子说》十九篇。（后世所加。） 

《周考》七十六篇。（考周事也。） 

《青史子》五十七篇。（古史官记事也。） 

《师旷》六篇。（见《春秋》，其言浅薄，本与此同，似因托

之。） 

《务成子》十一篇。（称尧问，非古语。） 

《宋子》十八篇。（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 

《天乙》三篇。（天乙谓汤，其言殷时者，皆依托也。） 

《黄帝说》四十篇。（迂诞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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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禅方说》十八篇。（武帝时。） 

《待诏臣饶心术》二十五篇。（武帝时。师古曰，刘向《别录》

云：“饶，齐人也，不知其姓，武帝时待诏，作书，名曰《心

术》。”） 

《待诏臣安成未央术》一篇。（应劭曰，道家也，好养生事，为

未央之术。） 

《臣寿周纪》七篇。（项国圉人，宣帝时。） 

《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号

黄车使者。应劭曰：其说以《周书》为本。师古曰，《史记》云：

“虞初，洛阳人。”即张衡《西京赋》“小说九百，本自虞初”者

也。） 

《百家》百三十九卷。 

右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

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

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

刍荛狂夫之议也。 

右所录十五家，梁时已仅存《青史子》一卷，至隋亦佚；惟据班

固注，则诸书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

近史而悠缪者也。 

唐贞观中，长孙无忌等修《隋书》，《经籍志》撰自魏征，祖述

晋荀勖《中经簿》而稍改变，为经史子集四部，小说故隶于子。其所

著录，《燕丹子》而外无晋以前书，别益以记谈笑应对，叙艺术器物

游乐者，而所论列则仍袭《汉书》《艺文志》（后略称《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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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者，街谈巷语之说也，《传》载舆人之颂，《诗》美询于刍

荛，古者圣人在上，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

而庶人谤；孟春，徇木铎以求歌谣，巡省，观人诗以知风俗，过则正

之，失则改之，道听途说，靡不毕纪，周官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

道方慝以诏避忌，而职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

传道而观其衣物是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

泥。” 

石晋时，刘昫等因韦述旧史作《唐书》《经籍志》（后略称《唐

志》）则以毋炯等所修之《古今书录》为本，而意主简略，删其小序

发明，史官之论述由是不可见。所录小说，与《隋书》《经籍志》

（后略称《隋志》）亦无甚异，惟删其亡书，而增张华《博物志》十

卷，此在《隋志》，本属杂家，至是乃入小说。 

宋皇祐中，曾公亮等被命删定旧史，撰志者欧阳修，其《艺文志》

（后略称《新唐志》）小说类中，则大增晋至隋时著作，自张华《列

异传》戴祚《甄异传》至吴筠《续齐谐记》等志神怪者十五家一百十

五卷，王延秀《感应传》至侯君素《旌异记》等明因果者九家七十卷，

诸书前志本有，皆在史部杂传类，与耆旧高隐孝子良吏列女等传同列，

至是始退为小说，而史部遂无鬼神传；又增益唐人著作，如李恕《诫

子拾遗》等之垂教诫，刘孝孙《事始》等之数典故，李涪《刊误》等

之纠讹谬，陆羽《茶经》等之叙服用，并入此类，例乃愈棼，元修

《宋史》，亦无变革，仅增芜杂而已。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二十八）以小说繁夥，派别滋多，

于是综核大凡，分为六类： 

一曰志怪：《搜神》，《述异》，《宣室》，《酉阳》之类是也； 

一曰传奇：《飞燕》，《太真》，《崔莺》，《霍玉》之类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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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曰杂录：《世说》，《语林》，《琐言》，《因话》之类是也； 

一曰丛谈：《容斋》，《梦溪》，《东谷》，《道山》之类是也； 

一曰辩订：《鼠璞》，《鸡肋》，《资暇》，《辩疑》之类是也； 

一曰箴规：《家训》，《世范》，《劝善》，《省心》之类是也。 

清乾隆中，敕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纪昀总其事，于小说

别为三派，而所论列则袭旧志。 

……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

缀缉琐语也。唐宋而后，作者弥繁，中间诬谩失真，妖妄荧听者，固

为不少，然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班固称“小说

家流盖出于稗官”，如淳注谓“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

说之”。然则博采旁搜，是亦古制，固不必以冗杂废矣。今甄录其近

雅驯者，以广见闻，惟猥鄙荒诞，徒乱耳目者，则黜不载焉。 

《西京杂记》六卷。《世说新语》三卷。…… 

右小说家类杂事之属…… 

《山海经》十八卷。《穆天子传》六卷。《神异经》一卷。…… 

《搜神记》二十卷。……《续齐谐记》一卷。…… 

右小说家类异闻之属…… 

《博物志》十卷。《述异记》二卷。《酉阳杂俎》二十卷，《续

集》十卷。…… 

右小说家类琐语之属…… 

右三派者，校以胡应麟之所分，实止两类，前一即杂录，后二即

志怪，第析叙事有条贯者为异闻，钞录细碎者为琐语而已。传奇不著

录；丛谈辩订箴规三类则多改隶于杂家，小说范围，至是乃稍整洁矣。

然《山海经》《穆天子传》又自是始退为小说，案语云，“《穆天子

传》旧皆入起居注类，……实则恍忽无征，又非《逸周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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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以为信史而录之，则史体杂，史例破矣。今退置于小说家，

义求其当，无庸以变古为嫌也。”于是小说之志怪类中又杂入本非依

托之史，而史部遂不容多含传说之书。 

至于宋之平话，元明之演义，自来盛行民间，其书故当甚夥，而

史志皆不录。惟明王圻作《续文献通考》，高儒作《百川书志》，皆

收《三国志演义》及《水浒传》，清初钱曾作《也是园书目》，亦有

通俗小说《三国志》等三种，宋人词话《灯花婆婆》等十六种。然

《三国》《水浒》，嘉靖中有都察院刻本，世人视若官书，故得见收，

后之书目，寻即不载，钱曾则专事收藏，偏重版本，缘为旧刊，始以

入录，非于艺文有真知，遂离叛于曩例也。史家成见，自汉迄今盖略

同：目录亦史之支流，固难有超其分际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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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神话与传说 

志怪之作，庄子谓有齐谐，列子则称夷坚，然皆寓言，不足征信。

《汉志》乃云出于稗官，然稗官者，职惟采集而非创作，“街谈巷语”

自生于民间，固非一谁某之所独造也，探其本根，则亦犹他民族然，

在于神话与传说。 

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

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神话大抵以一

“神格”为中枢，又推演为叙说，而于所叙说之神，之事，又从而信

仰敬畏之，于是歌颂其威灵，致美于坛庙，久而愈进，文物遂繁。故

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惟神话虽

生文章，而诗人则为神话之仇敌，盖当歌颂记叙之际，每不免有所粉

饰，失其本来，是以神话虽托诗歌以光大，以存留，然亦因之而改易，

而销歇也。如天地开辟之说，在中国所留遗者，已设想较高，而初民

之本色不可见，即其例矣。 

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一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

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

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

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艺文类聚》一引徐整《三五历记》） 

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娲氏练五色石以补其阙，断

鳌之足以立四极。其后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折天

柱，绝地维，故天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满东南，故百川水潦

归焉。（《列子》《汤问》） 

迨神话演进，则为中枢者渐近于人性，凡所叙述，今谓之传说。

传说之所道，或为神性之人，或为古英雄，其奇才异能神勇为凡人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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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及，而由于天授，或有天相者，简狄吞燕卵而生商，刘媪得交龙而

孕季，皆其例也。此外尚甚众。 

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

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上射十日而下杀猰

貐。……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淮南子》《本经训》） 

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淮南子》《览冥

训》。高诱注曰，姮娥羿妻。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未及服之。姮

娥盗食之，得仙，奔入月中为月精。） 

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春秋》《左氏

传》） 

瞽瞍使舜上涂廪，从下纵火焚廪，舜乃以两笠自扞而下去，得不

死。瞽瞍又使舜穿井，舜穿井为匿空，旁出。（《史记》《舜本纪》） 

中国之神话与传说，今尚无集录为专书者，仅散见于古籍，而

《山海经》中特多。《山海经》今所传本十八卷，记海内外山川神祇

异物及祭祀所宜，以为禹益作者固非，而谓因《楚辞》而造者亦未是；

所载祠神之物多用糈（精米），与巫术合，盖古之巫书也，然秦汉人

亦有增益。其最为世间所知，常引为故实者，有昆仑山与西王母。 

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其神状虎身而九尾，

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时。（《西山经》） 

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

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同上） 

昆仑之墟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面有

九井，以玉为槛；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在八隅

之岩，赤水之际，非仁羿莫能上。（《海内西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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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案此字当衍），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

取食，在昆仑墟北。（《海内北经》）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丰沮玉门，日月所入。有灵山，巫咸，巫即

巫朌、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

百药爰在。（《大荒西经》） 

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

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尾皆白处之。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

火之山，投物辄然。有人戴胜，虎齿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此山

万物尽有。（同上） 

晋咸宁五年，汲县民不准盗发魏襄王冢，得竹书《穆天子传》五

篇，又杂书十九篇。《穆天子传》今存，凡六卷；前五卷记周穆王驾

八骏西征之事，后一卷记盛姬卒于途次以至反葬，盖即杂书之一篇。

传亦言见西王母，而不叙诸异相，其状已颇近于人王。 

吉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好献锦

组百纯，□组三百纯，西王母再拜受之。□乙丑。天子觞西王母于瑶

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山自出，道里悠远，山

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天子答之曰，“予归东土，和治诸

夏，万民平均，吾愿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天子遂驱升于弇

山，乃纪丌迹于弇山之石，而树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卷三） 

有虎在乎葭中。天子将至。七萃之士高奔戎请生捕虎，必全之，

乃生捕虎而献之。天子命之为柙而畜之东虞，是为虎牢。天子赐奔戎

畋马十驷，归之太牢，奔戎再拜稽首。（卷五） 

汉应劭说，《周书》为虞初小说所本，而今本《逸周书》中惟

《克殷》《世俘》《王会》《太子晋》四篇，记述颇多夸饰，类于传

说，余文不然。至汲冢所出周时竹书中，本有《琐语》十一篇，为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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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卜梦妖怪相书，今佚，《太平御览》间引其文；又汲县有晋立《吕

望表》，亦引《周志》，皆记梦验，甚似小说，或虞初所本者为此等，

然别无显证，亦难以定之。 

齐景公伐宋，至曲陵，梦见有短丈夫宾于前。晏子曰，“君所梦

何如哉？”公曰，“其宾者甚短，大上小下，其言甚怒，好俯。”晏

子曰，“如是，则伊尹也。伊尹甚大而短，大上小下，赤色而髯，其

言好俯而下声。”公曰，“是矣。”晏子曰，“是怒君师，不如违

之。”遂不果伐宋。（《太平御览》三百七十八） 

文王梦天帝服玄禳以立于令狐之津。帝曰，“昌，赐汝望。”文

王再拜稽首，太公于后亦再拜稽首。文王梦之之夜，太公梦之亦然。

其后文王见太公而訆之曰，“而名为望乎？”答曰，“唯，为望。”

文王曰，“吾如有所见于汝。”太公言其年月与其日，且尽道其言，

“臣以此得见也。”文王曰，“有之，有之。”遂与之归，以为卿士。

（晋立《太公吕望表》石刻，以东魏立《吕望表》补阙字。） 

他如汉前之《燕丹子》，汉杨雄之《蜀王本纪》，赵晔之《吴越

春秋》，袁康，吴平之《越绝书》等，虽本史实，并含异闻。若求之

诗歌，则屈原所赋，尤在《天问》中，多见神话与传说，如“夜光何

德，死则又育？厥利惟何，而顾菟在腹？”“鲧何所营？禹何所成？

康回凭怒，地何故以东南倾？”“昆仑县圃，其凥安在？增城九重，

其高几里？”“鲮鱼何所？鬿堆焉处？羿焉弓毕日？乌焉解羽？”是

也。王逸曰，“屈原放逐，彷徨山泽，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

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谲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因书其壁，何而

问之。”（本书注）是知此种故事，当时不特流传人口，且用为庙堂

文饰矣。其流风至汉不绝，今在墟墓间犹见有石刻神祇怪物圣哲士女

之图。晋既得汲冢书，郭璞为《穆天子传》作注，又注《山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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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图赞，其后江灌亦有图赞，盖神异之说，晋以后尚为人士所深爱。

然自古以来，终不闻有荟萃融铸为巨制，如希腊史诗者，第用为诗文

藻饰，而于小说中常见其迹象而已。 

中国神话之所以仅存零星者，说者谓有二故：一者华土之民，先

居黄河流域，颇乏天惠，其生也勤，故重实际而黜玄想，不更能集古

传以成大文。二者孔子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实用为教，不欲

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说，俱为儒者所不道，故其后不特无所光大，而

又有散亡。 

然详案之，其故殆尤在神鬼之不别。天神地祇人鬼，古者虽若有

辨，而人鬼亦得为神祇。人神淆杂，则原始信仰无由蜕尽；原始信仰

存则类于传说之言日出而不已，而旧有者于是僵死，新出者亦更无光

焰也。如下例，前二为随时可生新神，后三为旧神有转换而无演进。 

蒋子文，广陵人也，嗜酒好色，佻挞无度；常自谓骨青，死当为

神。汉末为秣陵尉，逐贼至锺山下，贼击伤额，因解绶缚之，有顷遂

死。及吴先主之初，其故吏见文于道，……谓曰，“我当为此土地神，

以福尔下民，尔可宣告百姓，为我立庙，不尔，将有大咎。”是岁夏

大疫，百姓辄相恐动，颇有窃祠之者矣。（《太平广记》二九三引

《搜神记》） 

世有紫姑神，古来相传云是人家妾，为大妇所嫉，每以秽事相次

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于厕间或猪栏边

迎之。……投者觉重（案投当作捉，持也），便是神来，奠设酒果，

亦觉貌辉辉有色，即跳躞不住；能占众事，卜未来蚕桑，又善射钩；

好则大儛，恶便仰眠。（《异苑》五） 

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枝间东北曰鬼门，

万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万鬼，害



11 

 

恶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于是黄帝乃作礼，以时驱之，立大桃人，

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凶魅。（《论衡》二十二引《山

海经》，案今本中无之。） 

东南有桃都山，……下有二神，左名隆，右名窌，并执苇索，伺

不祥之鬼，得而煞之。今人正朝作两桃人立门旁，……盖遗象也。

（《太平御览》二九及九一八引《玄中记》以《玉烛宝典》注补） 

门神，乃是唐朝秦叔保胡敬德二将军也。按传，唐太宗不豫，寝

门外抛砖弄瓦，鬼魅呼号。……太宗惧之，以告群臣。秦叔保出班奏

曰，“臣平生杀人如剖瓜，积尸如聚蚁，何惧魍魉乎？愿同胡敬德戎

装立门外以伺。”太宗可其奏，夜果无警，太宗嘉之，命画工图二人

之形像，……悬于宫掖之左右门，邪祟以息。后世沿袭，遂永为门神。

（《三教搜神大全》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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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汉书》《艺文志》所载小说 

《汉志》之叙小说家，以为“出于稗官”，如淳曰，“细米为稗。

街谈巷说，甚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里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

之。”（本注）其所录小说，今皆不存，故莫得而深考，然审察名目，

乃殊不似有采自民间，如《诗》之《国风》者。其中依托古人者七，

曰：《伊尹说》，《鬻子说》，《师旷》，《务成子》，《宋子》，

《天乙》，《黄帝》。记古事者二，曰：《周考》，《青史子》，皆

不言何时作。明著汉代者四家：曰《封禅方说》，《待诏臣饶心术》，

《臣寿周纪》，《虞初周说》。《待诏臣安成未央术》与《百家》，

虽亦不云何时作，而依其次第，自亦汉人。 

《汉志》道家有《伊尹说》五十一篇，今佚；在小说家之二十七

篇办不可考，《史记》《司马相如传》注引《伊尹书》曰，“箕山之

东，青鸟之所，有卢橘夏熟。”当是遗文之仅存者。《吕氏春秋》

《本味篇》述伊尹以至味说汤，亦云“青鸟之所有甘护”，说极详尽，

然文丰赡而意浅薄，盖亦本《伊尹书》。伊尹以割烹要汤，孟子尝所

详辩，则此殆战国之士之所为矣。 

《汉志》道家有《鬻子》二十二篇，今仅存一卷，或以其语浅薄，

疑非道家言。然唐宋人所引逸文，又有与今本《鬻子》颇不类者，则

殆真非道家言也。 

武王率兵车以伐纣。纣虎旅百万，阵于商郊，起自黄鸟，至于赤

斧，走如疾风，声如振霆。三军之士，靡不失色。武王乃命太公把白

旄以麾之，纣军反走。（《文选李善注》及《太平御览》三百一） 

青史子为古之史官，然不知在何时。其书隋世已佚，刘知几《史

通》云“《青史》由缀于街谈”者，盖据《汉志》言之，非逮唐而复

出也。遗文今存三事，皆言礼，亦不知当时何以入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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