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张爱玲是与民族传统联系

最紧密的作家之一。她重视传统，自觉继承传统，认

为“深入浅出，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好处”。她的前期

创作，曾因把旧文体运用到创作上，被傅雷批评为

“文学遗产过于清楚”；她的后期创作，更是将《海上

花》、《醒世姻缘传》所具备的“平淡而近自然”作为

理想的文学境界来追求。文学传统贯穿在她的创作

中，不但与外来影响形成“势均力敌”的“对峙”，而

且逐步消融外来影响，回归传统。

关于张爱玲的小说，一直存在着两种尖锐对立

的意见：一种认为她的小说主要受外来影响，如台

湾学者水晶就明确指认其作品“似是传统章回小说

的延续，其实她是貌合而神离”，“她在精神上和技

巧上，还是较近西洋的”；另一种则认为她的小说受

传统的影响更大，如夏志清虽然承认张爱玲“受西

洋小说的影响”，但也肯定“给她影响最大的，还是

中国旧小说”。张爱玲本人比较认同后一种意见，称

自己不仅熟读《红楼梦》，同时也熟读《老残游记》、

《 醒 世 姻 缘 传 》、《 金 瓶 梅 》、《 海 上 花 列 传 》、《 歇 浦

潮》。在《〈红楼梦魇〉序》中，她更明确的指认《金瓶

梅》、《红楼梦》是她“一切的泉源”。虽然真实情况不

尽如此，但也说明她对民族传统的倚重。

! 张爱玲小说民族承传性溯源

讨论张爱玲小说的民族承传性，研究者一般倾

向于受中国旧小说的影响。实际上，对于“庞杂”的

中国旧小说，张爱玲是有所取舍的，她主要接受明

清小说、晚清谴责讽刺小说和鸳鸯蝴蝶派的影响。

!"! 明清小说的影响

张爱玲认为“旧小说好的不多，就是几部长篇小

说”。她所谓“好的”，并不是史学家或大众认为的名

著。在她看来，《三国演义》、《西游记》这些“历史神话

传说”，缺少“通常的人生的回声”，“实在太贫乏了

点”。她所认为好的，主要就是她手不释卷，通读了几

十年的《金瓶梅》、《红楼梦》以及后来推崇备至的《海

上花》。《中国小说史略》将《金瓶梅》、《红楼梦》明确

归为“明之人情小说”、“清之人情小说”，《海上花》被

鲁迅列为“清之狭邪小说”，但“写照传神”，“甚得当

时世态”，与《金瓶梅》、《红楼梦》有共通之处。张爱玲

对之也当世情小说看———她认为作者是从花酒生活

中看普通人的情感，在妓院的角落里发现人性。

!"# 晚清谴责讽刺小说的影响

张爱玲散文中提到的《儒林外史》、《官场现行

记》和《孽海花》等谴责讽刺小说，也为她所喜爱。这

些从官场切入的作品，触角伸向社会的各个层面，同

样具有“描摹世态，见其炎凉”的特点。

!"$ 鸳鸯蝴蝶派的影响

张爱玲多次谈到她看过的鸳鸯蝴蝶派作品。她

的《第一炉香》登在《紫罗兰》杂志上。水晶还曾当面

向张爱玲指出其《怨女》中“圆光”一段，“似是直接从

《歇浦潮》里剪下来的”。研究者一般肯定张爱玲与

“鸳鸯派”有些关系，其实张爱玲主要感兴趣的是鸳

鸯蝴蝶派小说中的社会小说，“偏嗜它特有的一种韵

味”，其实也就是人生味，她的趣味还是落实在社会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曾国全（’()&— ），男，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汉语言文学教学与研究。

初探张爱玲小说的民族承传性

曾国全
（西昌学院 四川西昌 %!&’!$）

摘 要：张爱玲小说的民族承传性，主要来自明清世情小说、晚清谴责讽刺小说和鸳鸯蝴蝶派作品。表现在凸现世态

人情、注重写实传统、结构随意散漫、采取全知视角、运用含蓄笔法、追求通俗易懂等方面。其小说的艺术优长和缺

失，包括狭窄的婚恋题材、平实琐碎的生活细节、松散随意的结构、说书人的叙述角度、微妙的隐喻和暗示以及通俗

小说趣味，都源于她对上述中国旧小说传统的继承。旧小说成就了张爱玲小说的风格，也从根本上影响和制约了其

小说的思想价值和艺术品质。

关 键 词：张爱玲；小说；民族性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第 !( 卷 第 $ 期

)*+"!( ,*"$
西昌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0 +1 2345/.6 76-34,08,-/0 9+00:6:
#’’- 年 . 月

;:<= !""#



小说的“人情世故”上。除了社会小说，“鸳鸯小说”

言情、暴露、黑幕等另外各个支脉没有给她多大的

影响。

上述三类旧小说，共同点在世态人情。张爱玲

所说的《金瓶梅》、《红楼梦》是她“一切的泉源”就是

指的这个意义。比照此类小说，可以清晰看到，张爱

玲小说创作的特点以及与上述旧小说之间的对应

关系，进而确认其所受旧小说影响的几个主要方

面。

! 张爱玲小说民族承传性的表现

!"# 凸现世态人情

鲁迅将“明之人情小说”的名目列出时，曾作出

这样的界定：“当神魔小说出现时，记人事者也突

起，其取材犹宋市人小说之‘银字儿’，大率为离合

悲欢及发迹变态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

怪，又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谓之‘世情书’也。”

在这里，鲁迅指出了人情小说的几个特征———不讲

史，不志怪，而记人事；不说帝王将相，不谈神魔灵

怪 ，而 写 市 人 的 悲 欢 离 婚 合 、发 迹 变 态 ，去 描 摹 世

态。在这方面，《金瓶梅》、《红楼梦》比较典型。谢肇

浙 在《〈金 瓶 梅 〉跋 》中 称 该 书 通 篇 多 是“闺 闼 之 蝶

语，市里之猥谈”。《红楼梦》在脂评看来，也“只是着

意于闺中，格叙闺中之事切，略涉于外事则简”。

在题材的选择和处理上，张爱玲与世态人情小

说基本一致。她喜爱描写男女间种种“不明不白、猥

琐、难堪、失面子”的小事情。高等精致的调情，象

《倾 城 之 恋 》；低 等 的 姘 居 ，如《连 环 套 》；疲 惫 的 婚

嫁，象《鸿鸾禧》；死寂的婚姻，如《等》以及现代时空

下市井小民的恋爱、婚姻和家庭生活，颇有世情小

说“写儿女情态俱备”，“琐碎中有无限烟波”的特

点。夏志清对张爱玲小说的这种特点与中国旧小说

的继承关系有明确的指认：“她对于中国的人情风

俗，观察如此深刻，若不熟读中国旧小说，绝对办不

到。旧小说之益最深之处，是她对白的圆熟和对中

国人脾气的摸透，‘传奇’里的人物都是道地的中国

人，有时候简直道地得可怕。因此他们都是道地的

活人，有时候活得可怕。”

题材内容和表现风格上与世情小说的切近显

示了张爱玲小说与旧小说的继承关系。如果需要给

张爱玲的作品归类，也许“现代世态人情小说”是最

贴切的名目，或者比心理分析小说还要确切。这种

归类既可以涵盖她从《第一香炉》到《十八春》、《五

四遗事》的所有作品内容，还可以概括她作品的主要

艺术特点。

!"! 注重写实传统

世态人情小说延续中国古代小说的“史传”传

统，讲求记实性。《醒世姻缘传凡例》称该书“其事有

据，其人可证”。《红楼梦》开篇声明小说是记叙作者

“半世亲睹亲闻的几个女子”，“不敢稍加穿凿”。张竹

坡曾指出《金瓶梅》“独与他小说不同，看其三四年

间，却是一日一时，推着数去”。因为记实性，后世评

家考证《金瓶梅》、《红楼梦》，常常“索引”作品所影射

的真实人物事件。蒋瑞藻的《小说考证·海上花》引

《谭瀛室笔记》指出，《海上花列传》“书中人名皆有所

指，熟于同、光间上海名流事实者，类能言之”。将小

说人物和真人真事一一对号入座，至民国的社会小

说，记实性更发展到作家笔录自己的见闻或熟人的

事。

写实传统对张爱玲影响很大。她喜欢将“实事”

作为创作的原料，认为真事比小说奇怪，“意外性加

上真实感”，“造成一种复杂的况味”。她曾经明确说

明，《传奇》里的人物和故事，差不多都各有其本，佟

振保和白玫瑰这两人她都见过，《连环套》是写熟人

麦唐太太母女，《创世纪》是写她的姨祖母。她弟弟张

子静也证实，“她小说人物，可以说俯拾即来，和现实

人物的距离只有半步之遥。在她生活周边的知情者，

一看她的小说就知道她写的是哪一家的哪一个人”。

张爱玲秉承记实传统，还可以从她的小说和散

文的相互影证中看出来。《我看苏青》中记叙了家中

女佣的丈夫，在空袭后匆匆赶回来慰问妻儿，小说中

就有《桂花蒸阿小悲秋》；《有女同车》中感叹女人一

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就有同

主题的小说《等》；《道路以目》中封锁的情形，几乎原

样移到了小说《色·戒》中。《茉莉香片》里聂传庆站在

烟铺前回答父亲关于学费的讯问，《十八春》里曼祯

被锁闭在“有静静的杀机”的房间中，让人自然联想

到张爱玲自传性质的散文《私语》、《童年无忌》中的

回忆。她在《秧歌》的“跋”里，也有对自己作品内容所

作的言之凿凿的说明和辩白。

世态人情小说的写实性同时还表现为写实细节

的浓厚趣味。从《金瓶梅》到《红楼梦》，作者都在细节

描写上花费了大量笔墨。服装首饰、陈设器具、饮食

起居，“仔仔细细开出整桌的菜单，毫无倦意”。这些

细节让描绘的生活场景真实可感，生活情趣浓郁。

张爱玲对写实细节特别关注，认为写实细节可

曾国全：初探张爱玲小说的民族承传性第 $ 期 %&



以让人触摸到“细密真切的生活质地”，她的创作沿

袭了堆砌、罗列细节的手法。比如在《第一炉香》里，

感情受挫的葛薇龙想家，她回忆的家是一连串细节

构成的。作者将那些琐细的物件详细描画，一一列

出：“有一种玻璃球，是父亲书桌上用来镇纸的，那

球抓在手里很沉。想起它，便使她想起人生中一切

厚实的、靠得住的东西———她家里，她和妹妹合睡

的黑铁床，床上的褥子、白地、红柳条；黄杨木的旧

式梳妆台；在阳光里红得可爱的桃子式的瓷缸，装

着爽身粉”。此外，《桂花蒸阿小悲秋》中哥儿达的房

间，《多少恨》中虞家茵的房间，《金锁记》中芝寿的

房间，各种物事，都有不厌其烦的铺排、罗列；而所

有作品中各色人物的衣物首饰、样式、颜色、质地，

都有不厌其详的描述。评论者常常注意到张爱玲作

品的旧小说趣味，这种趣味很大程度也来自于这些

写实细节。

!"# 结构随意散漫

由于世态人情小说的情节较为松弛，细节过于

丰富，结构的散漫也就无可避免。《金瓶梅》的结构

呈现出“聚有自来，散有自去”的自然形态，而《红楼

梦 》的 结 构 在 评 家 看 来 ，似 乎“ 结 构 细 密 ，变 换 错

综”，但还是有世情小说“平平叙去，毫无波浪”的特

点。至于《海上花》，作者虽然自负“穿插藏闪之法则

为从来说部所未有”，但在胡适看来，还是因为“人

物各有各的故事，本身并没有什么关系，本不能事

传”，“作者不能不煞费苦心，把许多故事打通，折叠

在一块，让几个故事同时进行，同时发展”。读者如

不用心体会，只能感觉到故事头绪的凌乱。张爱玲

看到了这一点，认定《海上花》的散漫和简略不符合

读 者 的 阅 读 趣 味 ，是 这 部 小 说 自 生 自 灭 ，被“看 官

们”舍弃的主因。

张爱玲对中国旧小说的散漫性结构有正面评

价。她将“社会小说”与美国的通俗“内幕小说”比

较，认为“内幕小说煞费苦心加上结构穿插气氛，反

而远不及社会小说”，“社会小说是从《儒林外史》到

《官场现形记》一脉相传下来的。内容看上去都是记

实，结构本来也就松散，散漫到一个地步，连主题上

的统一性都不要了，也是一种自然趋势。”

这种观点自然也影响着张爱玲自己的创作。结

构的散漫性，行文自然随意是她大部分作品共有的

一个特点。由于疏于结构的经营，不少作品在结构

上曾出现纰漏。最典型的例子是《连环套》和《创世

纪》。傅雷曾批评《连环套》内容贫乏、结构凌乱，“仿

佛是一连串五花八门、西洋镜式的小故事杂凑而成

的”，“处处显出‘信笔所至’的神气”。多年后，张爱玲

对此已有认识。她在《张看〈自序〉》里承认，那两部作

品的失败都是因为结构上没有架好。而实际上其作

品大部分都谈不上有严密的组织结构，象《第二炉

香》、《茉莉香片》、《心经》，结构上的松散、纷乱也有

充分的显露，而《殷宝滟送花楼会》、《浮花浪蕊》更是

“散漫”到了“改都无从改起”的地步。

结构的问题在张爱玲的成功作品中同样存在。

《红玫瑰与白玫瑰》全篇囿于“流水帐”似的琐碎记

叙，叙述庞杂而紊乱。在《金锁记》的后半部分，长安

的故事占据了叙述的核心，虽然也可以通过七巧的

破坏与主体部分扭结，但和长安的故事相比，就看得

出重心的偏移和倾斜。张爱玲改写《怨女》，舍掉长安

的部分，结构反而齐整了许多。

!"$ 采取全知视觉

由“说书”、“话本”衍化而来的世情小说都有一

个或隐或现的说书人。采用说书人的“全知视觉”和

讲故事的口吻，张爱玲作品部分保留了这种传统。

《第一炉香》是典型的例子，开头和结尾出现了

“说话人”：

“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

沉香屑，听我说一段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

屑点完，我的故事也该完了。”

这一段香港故事，就在这里结束⋯⋯薇龙的一

炉香，也就快烧完了。

比较相似的还有《茉莉香片》和《第二炉香》。在

《倾城之恋》和《金锁记》中，叙述人没有直接出面，但

故事的开端和收尾，还是有“说话人”的“画外音”。在

其它作品中，这种“说话人”不在首尾出现，只保留

“讲故事”口吻，比如《红玫瑰与白玫瑰》等，明显象是

有人在旁叙某人的经历。

!"% 运用含蓄笔法

中国古典文学有含蓄的传统，讲究“用意十分，

下语三分”，“意在言外”，“言有尽而意无穷”，字里行

间蕴涵丰富的“夹缝文章”。世态人情小说写世情，经

常“指斥时事”，笔法“时涉隐曲”，更是含蓄。《金瓶

梅》“幽伏而含讥”，《红楼梦》“惯用曲笔”，《海上花列

传》作者自言作品“阅之觉其背面无文字处尚有许多

文字，虽未明叙出，而可以意会得之”。

张爱玲对《海上花列传》“语语含蓄，又语语尖

刻，非细心人不能此中三味”的特点尤为激赏，曾转

引刘半农欣赏《海上花》的两段白描文字，分析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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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意会的含义。后来她在转译《海上花》时，特意加

注，将韩子云的“闪藏”、“穿插”处掘出，详尽解说，

让读者体会《海上花》含蓄的好处，并将其与《金瓶

梅》、《红楼梦》相提并论，讨论几部世情小说在含蓄

传统上的“断续”：“《金瓶梅》、《红楼梦》一脉相传，

尽管长江大河滔滔汩汩，而能放能收，含蓄的地方

非常含蓄，以至引起后世许多误解与争论。”《海上

花》承继了这传统而走极端，是否隐晦了？张爱玲自

觉继承、接续这种含蓄传统，在创作中进行了多种

获得含蓄效果的尝试。她较少正面描写，喜欢侧写、

隐写、反写。比如《第一炉香》的人物梁太太，从头到

尾都没有直接描述，可是在肖像描写、景物描写里

有喻示，在人物对话中有提示，在不动声色的叙述

中有暗示，颇得《金瓶梅》、《海上花》“以不言写之”、

“以不写处写之”的“真传”。《第二炉香》中愫细和靡

丽笙的母亲蜜秋儿太太的形象有耐人寻味之处，有

学者把她理解为洋人版的“七巧”，细读作品，可以

察觉作者隐含在这一形象中的“玄机”。蜜秋儿太太

外表和气而楚楚可怜的面具下有另一张可怖的脸，

有无意识的变态。在有的作品中，她的含蓄更近似

于“隐晦”，读者的理解与创作本旨相去甚远。比如

《相见欢》，本意是将人物写成“一个个心里都有个

小火山在，尽管看不见火，只偶尔冒点烟”，读者却

理解为“槁木死灰”，“麻木到近于无感觉”。她不得

不加一个很长的自注，解说各个人物的心理以及相

互关系。《色·戒》的主旨主要通过人物的心理活动

完成，却被批评为“非常暧昧的歌颂汉奸”。张爱玲

后来在《惘然记序》中为自己进入反面人物的内心

辩护，认为发生这样的歧见，是国人“对我们自己传

统小说的精深”缺乏真正认识。

因为语多含蓄，水晶在访问张爱玲时数次求证

自己的看法，张爱玲觉得她深得“个中三味”，曾戏

言可以让水晶为她的作品加注，这也侧面证明张爱

玲作“夹缝文章”的兴趣。

!"# 追求通俗易懂

在中国古代，小说是区别于经书史传而处于

“小道”地位的，并且以通俗性为特点，自六朝志怪、

唐传奇至宋元话本、明清小说，概莫能外。在中国古

典小说的发展中，又有从“文言”到“白话”的“散枝

开叶”，小说“易传行远”的通俗性愈加突出。明清世

情小说直接继承宋元话本的俚俗内容和白话语言，

随着篇幅的扩充，其通俗品质进一步凸现。《金瓶

梅》将明清世情小说推向了极至。在《金瓶梅词话序》

中，欣欣子将《金瓶梅》与《莺莺传》、《水浒传》、《剪灯

新 话 》等 比 较 ，提 出《金 瓶 梅 》的 特 点 在“寄 意 于 时

俗”，“虽市井之常谈，闺房之琐语，使三尺童子闻之，

如饮天浆而拔鲸牙”，“洞洞然易晓”，但“至鄙至俗、

极浅极近”已是《金瓶梅》的严重弊病。《红楼梦》显然

纠正了这种偏颇，格调超高，融入文人小说的理趣和

文墨，在雅俗共赏方面更为精进。

张爱玲小说突出的通俗性已成为了不争的事

实。其作品市民世俗化的生活内容和生活情趣、传奇

化情节、纯熟而浅进的文风，加上她对自己追求通俗

化毫不隐晦的表达，使张爱玲几乎被认定为带有现

代色彩的通俗作家。对照前文，我们不难发现，张爱

玲作品的通俗性，无论是内容———表现“市井之常

谈，闺房之琐语”，还是艺术表现———“传奇化的情

节，写实的细节”，甚至张爱玲“把自己归入读者群

中”，“完全贴近大众的心”的自觉的通俗性追求，都

可以在中国古代小说特别是世情小说的传统中找到

源头。

张爱玲小说的民族承传性主要表现在上述几个

方面。学术界在评价民族承传性对张爱玲小说创作

的影响时，比较多地偏重于负面，主要根源在于张爱

玲自身。她过度沉溺于旧小说的“梦魇”，在继承民族

传统方面比较偏废，又没有象鲁迅等现代作家那样

继承，自然会与新文化主流相背离，从而削弱了作品

的思想性，降低了作品的艺术价值。可以说，旧小说

的传统成就了张爱玲的奇崛风格，也从根本上制约

了张爱玲。当她不自觉地从《金瓶梅》等书中套用句

法语式，化用场景时，其作品便更多显露出旧文学固

有的陈腐与低俗的一面。由于过于偏嗜旧小说的某

些程式和趣味，虽然张爱玲的作品自有现代思想观

念的烛照，也曾努力使用包括西方现代主义技巧在

内的新手法，但她也还是没有能够彻底脱胎换骨，从

根本上提升自己作品的思想品质和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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