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元話本形態演進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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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軍

提　 　 要

宋元時期“話本”一詞，作爲説話伎藝的文本化產物，應釋爲“故事傳本”，

即將故事按照一定次序組織起來的相對完整的口頭或書面傳本。宋元話本存

在著從口頭傳本到書面文本，從簡本到繁本，從脚本式準話本、録本式話本到

擬本式話本的演進態勢；擬本式話本還會經歷從文言擬本到白話擬本的發展

脈絡。脚本式準話本，指尚無話本體式特徵但有爲説話伎藝而進行改編形跡

的小説文本；録本式話本，指説話内容的記録加工本，從體式而言參差不齊但

大都有説話伎藝痕跡；擬本式話本，乃是文人模擬説書口吻和話本體制，用文

言體或者白話體編創而成的文本。從脚本到録本再到擬本，體現了話本從雛

形到成型再到被模擬的演進邏輯，呈現出話本從粗糙到精緻、從民間發育到文

人模擬的發展趨勢。

關鍵詞：宋元話本　 形態演進　 脚本式準話本　 録本式話本　 擬本式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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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宋元“話本”應釋爲“故事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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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本”一辭在古典文獻中的意義主要有如下三點：（１）作爲專有名詞，

“話本”在宋元時期指“説話”、影戲、傀儡戲、戲文等伎藝的底本，明清時

期引申出“伎藝的故事内容”、“通俗故事讀本”，主要用於介紹伎藝和説

話人“做場”時對演出内容的説明。（２）作爲社會普通用語，元明清三

代一直沿用“話柄”（人們的談論對象）或“舊事”等意義。（３）雖然“話

本”一辭在古典文獻中有説話人的底本之義，但古人却從未在“底本”的

意義上指稱現存的“宋元話本小説”，現存的“宋元話本小説”並非當時

“説話”伎藝的底本。瑏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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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cd�》¦"：“（‘ �’）à�RÞÚq±Ly-��n -Gï，

�¾2q.'�º�!¿{�µ)¸ÍVÓ��-3C。”Ì¦"：“��n 

Þq �ä-à�，Eqqp‘ �’-3¡�º。4ÜcqCS‘ �’¬¸

s�，�$�>4^\Rb%6ý`rGås�，S;s>`&n ¿µCn

 -°>,£¬¸¥s。”瑐瑣+Ýh2“ �”��<%CÖ“�º�!¿{�

µ)¸ÍVÓ��-3C”-“à�”、“CS‘ �’¬¸s�”-“��n ”、

“b%6ý`rGås�，S;s>`&n ¿µCn -°>,£¬¸¥

s”-“��n ”¼¥2p，tu"“ �”��ë“à�”y“S�”@y“p

�”-ÓGå�。U��À½$��《}�z�n ë》¦"：“z���l)

�，U\q%¡lz[CÖ°>ä -�，U\q¿IÇå��pqCS�，

U\q%Çå��ü,Ó"-v�……�J�h¿Çå��M¸´-z�

��，��qÇå��-CS�¿%Çå��ü,-v�；wF¸�-，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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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瑢
瑐瑣

�ý�：《“��”Y》}：“‘�� /，f（Ë）,ig’¶%‘ �ä’¦RVÓ³f-g
hÙ)。9÷‘��’.E|KÀU=F�Ä�，7Ò,‘à�’N，x4Þxlz。vl
[ ，=×-‘��’¶¦‘¡Û-�º@5’。=×ß‘à�’¦À‘¡Û-�º@5’，q
Û‘à�’lÁ-A(。”（û'Ä8《}��'nW�C�;�)YO》，É １１４）29÷
“��”NO%“¡Û-�º@5”，£<%9Áq“à�”lÁ-A(，µÀ<%�v
ky。
óqÂ：《��n ¾�》，É １５５—１５６。
��Å：《}�n cd�》（ÅÆ：¼w3º，２０１５È），É ２３５。



�q_ -,£。”瑐瑤½$��+«-z���，bq¦z�n （��n ），

9÷ü¦"z���（z�n ）U“%Çå��ü,-v�”、“Çå��-C

S�”、“_ -,£”¼¥Jç，Rz"¡ �¡Û��dë“v�”、“S�”

y“p�”-ÓG{|。¶l，!k��《�§'nW¡Û-��Jç》、1�

·��《§ú��ö �¡Û-��d》Û9RU,þ}�。瑐瑥

¾-l，�qâ�©ö�y��U“v�”、“S�”、“p�”-Jç2p，

x¼ÀPU`mG-Q@，¶Õ _<，¢~§ú��}~>q“v�”，~>

q“S�”，~>q“p�”，�q)�Þf。Q2Â�ö�-q，ÈU�À�

"¢~��“?q,À_p �Û���-”，Ò¸*À%“p 3C”，瑐瑦s<

¢~��}“v�”、“S�”-~�。�Ûh�i\，µÀpß�Q¹' ¶�

�-JçQ@¿Ñ4z�，PÑ§ú“ �”��¼¥Jç（v�、S�、p�）

-z�3v，£Û¢~§ú��Gå*.-Jç92，D���GøÝûÑ。

��?�-&�v��v��。 �Ûä-v�瑐瑧aû\¶(qÇ^ø

`-Çå��，F-%¡�3�é8�Ý�{À%¡;<`�-¼Å，��-à

��¡3¡��。=¥v��-����£ÞDÝ��-�CQ@，öF--

��n �ø��，VÕ��Å��《}�n cd�》+}：“‘ �’,%Çå

��，4-.'QR¼qÇ^ø`。 �äU.>q�À，ü�2��^r=

@，Ø�Þ¡à�，ªµUà�，�à�RÞÚq±Ly-��n -Gï，�

¾2q.'�º�!¿{�µ)¸ÍVÓ��-3C…… �ä-à�2qÇ

å��-XÑ'，457KqÇå��，Þ¶ö3¡��-��n øB6。”瑐瑨

+0���《“��”OÁ》Yr¡¢' 3Ûä-;<`�，¦"：“ 

3ÛäbqÙÇ`=�-A;ê<�……;�R��A�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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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瑤
瑐瑥

瑐瑦
瑐瑧

瑐瑨

½$：《}�z�n ë》（w��½，Ëó：Ì5�L"�Ò，１９８９È），É ５。
!k：《�§'nW¡Û-��Jç》，《ÅÆ;-���Ä（ÒÚ1��）》，２００５ Èý
３D。1�·：《§ú��ö �¡Û-��d》，《��ö�d》２０１５Èý ３D。
I��：《z�n ��ë》（È：$a��"�Ò，２０１６È），É ５—６。
9÷-v�ù¦ ¶ÛäÙIgh<Ó-à�，R¦3ÚPäÄÙIsü��-à�。
“v�”�^“à�”，×Y=y“à�”.j���ûÑqØÁ<�，���Ý“à�”EÙ
“v�”。
��Å：《}�n cd�》，É ２３５。



�。Õ¬��<% 3ÛäUà�，�m=¥��àqà�。��-@5�©

×¾�/<。.q°.3J-�ºL¾，oqiÙ-�j�o{�üòYó

ø。ÅAJ3-��Ìú©ï，àq�!-�,。”瑐瑩“ 3ÛäbqÙÇ`=

�-A;ê<�”， n;<ýbqqÇå��-`�。“;�R��A�3-

��`H<�”， n9\;�RÒ2Çå��-à�3¡d，J�%“��”。

“��-@5�©×¾�/<：.q°.3J-�ºL¾，oqiÙ-�j�

o{�üòYóø”， n3¡d-v�@5»l，bqq�ºL¾¿òYó

ø。¢' 3qQ§ �-�{，�;<`�l;�©¶(�±øU。Q§

 �Ûä-;<`�Ò�R�©Õ9，bqqÇå��-`�，̂ \Ú¸3¡

dv�-`�。=¥3¡dv���2U.'�º��¿.>øÝóø，E

Ë='v�SÒ�qÙ�-CÖ-，pIÐ1Ï�÷、<Ó÷，¢� �äÏ

g�þ、�ã��。

　 　 （一）唐五代説唱脚本形態的啟示

Q¹'-V�、 �Ä ¶¡Û，�()=ï}Uv�g~，�^=> 

¶v�-�CJç，U¸Iz�§ú �v�。

()��《¶ø�®�ï`》（《�®�ï�》），±~¤'��，�; ３６４５、

N ５５４７、; ４６９２、; ４０５１。�}; ３６４５?ÁeD，¶\《¶ø�®�ï`》，F

\《�®�ï�》.=；N ５５４７ }~aÎ/<，U¶\《¶ø�®�ï`》；;

４６９２}~aÎ/<，¶\ñ}，x_}~µ�，Ò�ñ%《¶ø�®�ï`》；;

４０５１ú?Á}*，y~��}ý/<，x»~¡V�lF+XS�A��º-

/<@5。(�dSf�r6《()��%》，æe、�ÑÒ��《()��Z

ö》，̄ \m%《¶ø�®�ï`》。d%&Q-q，(��¶ø�®�ï�º

F，ÌXS¡�Ù�-iCJ�3�-øì/Ú�ø�ÍEö�A�ø�l

º、§!ö��À4ø��lº、ç��!£»É½3l“3"”oÿEµç�

�`lº、ø�/¥ ¡7�Elº。《¶ø�®�ï`》-¹'�º�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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È），É ３０１。



iC¹�，V��ºÒfÐ.R，F¡+X¤'�ºÔi»Î，¹'�º?

�i{£×¢o，£ËR�öÁ¼（�ø）Ýw-EJ，=G-��£ÞDÝ�

�Ui-�CQ@，�m% (�³f÷ÚU“《�®�ï�》.=”-F\¤？

+Ýh，VÕ�À}��+}，(�yq“óø�”，q%Ûä ¶（“V�”）v

Ý-“�!”{À“¥q”，瑑瑠2Þ����Þ<%¹'�ºUwx。�+，=¹

ú�º:«�Æ��l�，瑑瑡qU@�wx-，=>�-iC-�ºº�.�，

¶(q%Ûä“V�”��-v�。

()��《¦§×¿C》¶(Rq ¶¡Û-v�。(�U�¥��：;

２３４４，�3\；; ３７８４，�Á\《¦§×¿C》（¶U�À<%q“¦§ÁC”）。瑑瑢

0¨���bs《()��E$》(jz}：“Q'��……{�m《¦§Á

C》，%²ùÁ=l n�ÿ。”瑑瑣“×¿C”ª“×©C”，ö“©”、“©Ã”、“×

©�”Ä�C]m^+，�qQ'Ï�æ��、�å�º，ª`×©¬Ä,?-

�C，ö���^n]，?q{i£×、 ¶³ù。()=ï}-《Þ¨�ï¤

z×©》、《�«"®©Ã》、《U¬£�®Ñ¯°±j��¹²�×©�》、

《³´��©》、《«µ¶°×©》、《¤�×©》Ä，?ö��C�9·^9。x

《¦§×¿C》|U“×¿C”lm，xyUiC¹º，£�{�¶j，ö��C

�ø>³å，Eö`*-Mïn d%2Ï，�U�À2�9fMïn ，瑑瑤R

U�À×�i C�E9f��，Õ《()��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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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瑠
瑑瑡

瑑瑢

瑑瑣
瑑瑤

�À}：《Q'n ë》（ÅÆ：ä6��"�Ò，２００３È），É ９６—９７。
«�Æ《()�〈¶ø�®�ï`（�）〉Y》<%�}¹'�º“ø%O³，¹¹fº”，£
¸�®�ï�º%Ý®¿rR，£^o�«��-�fË�，�ê»Ubs《¼ª½��
û&Ú��%》（í¾：Ç¿À"�UÁÉý，１９９７È），É １１９—１３２。
æe、�ÑÒ《()��Zö·¦§×¿C》，Û3\-öO}，�AÊr&《()��%
�3》-øÝZ)：“……CÂMl，+%‘¦§ÁC’，�r6àä¸%‘¦§×¿C’À
¾½……¿9Ml，《¦§ÁC》，¾¼%《¦§Á》，Ì%lCR……”KF�:)}：
“……F\‘¦§’�q‘×¿’Sq‘Á’，×ÃÒÄÅn�ÿm，�;[m，�7~h。”
（É ６０４）µÀo^《()��Zö》-MR，(�\%“¦§×¿C”M¸ù�。
0¨�bs：《()��E$》（hÑ：hÑE3"�Ò，１９９８È），É ５８１。
ÕIÆÇ《�²ãk———()n ;1》=?�|：“()-Mïn ×¾：}�`*-
ë`�º，æ`、È`�º，Õ《¶ø��ï`》、《Éï`》、《Ê§×¿C》、《æÁ^¿ó
×©C》Ä。”（Ëó：%&ä6"�Ò，２０００È），É ３。



öQ'Ï¶Û�》。瑑瑥 +Ýh，Y=y(�ö《¦§Á》Á�Û¶lÝ"，2�

·%×©Cv�Ò�y%ôk。

()n 《æ�6`》Ò�Rq ¶¡Û-v�。(��ChÙQ'-Ç

)��，RUaá-�-J�¿�-Eº，̂ \¾ÙiCJ�¹�æ�6fÌ

�º，¢âÀU �äÇÍ，ÀUf�、ig�Ä��QU38，RÀU“2

�”、“x�”、“Vq”Ä��iÙµ)，��CJ�hö��n ø>³å，â

qöMïn tùÎÏ。�qU2�9fMïn À，Õ�ÑÒ��bs《(

)n ù%》，RU2�9f��À，Õ�n¸��《()��öQ'Ï¶Û

�》。µÀ<%，《æ�6`》ë�“C”hL，l+qMïn ，xë�“Ù”h

L，,%“ª±ª`£”，,%“7Ï;;%±A.¤E�ÏKl¶,%f�E

Ï-.'�º”，瑑瑦¸�Ò�q“ �”-v�。=G.-，ªIÞ^-¸·（�

CJ�、��Ù·）Ò¸2�9fÞ^-�C（Mï、��），=Vq ¶¡Ûv

���C92\-)Ð¦�。

h¡Yr¡()=ï}-《¶ø�®�ï`》、《¦§×¿C》¿《æ�6

`》¼â�I，4�<2qV�、 ×©、 �-v�，4£ÞDÝ��、×©、

��-�CQ@。4�{Ù�-，{Ùþ\Ç)-iC-¹º，́ !`*n

 。Â�ö�-q，4�?UÝwm_（《¶ø�®�ï`》UÁ\“�®�ï

�”、《¦§×¿C》ö《¦§Á》�øUÁ�Û¶Ý"、《æ�6`》µIæKl

¶%ª±£）¦µ°¥Q�- ¶¡Û，£Ë?U.�J�-��¥s（《¶ø

�®�ï`》-�ºbëº�、《¦§×¿C》ö《æ�6`》-)-7d）̧ Ï

ùø¶ ¶¡Û，�EÒ¸l�%ø¶ ¶¡Û-v�。GE�l，h�¼'

��×óÞDÝ��、×©、��-�CQ@，xÌöl©zÝw，�EÒ¸·

%v��-v��、v×©C、v��。

+Ýh，�l�°'��%°¥ ¶¡Ûv�\，¶UÝwm_¿��¥

sJç\Ñ，zÞÒ¢RÒÓ2、O�Ü�d，2.>`*-Mïn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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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瑥
瑑瑦

�n¸：《()��öQ'Ï¶Û�》，《}�ÒÚ1�》１９９４Èý ３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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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Û��。×%��h+U-`*n ��?Ò¸�% ¶¡

Û-óø-c，�m=>��?Ò�q ¶¡Û-v�，=G-“v�”¾Nà

+>¡�Á。×9，Ýwm_¿��¥sJç\ÔÞÒ{*，=q°'��Ý

wI°¥¡Û-82À。

　 　 （二）宋元脚本式準話本的判定

§ú ¶Í�¡Q¹' ¶，�À�¡Û-VÓJ�¿��dA¡.{

ø�。()=ï×Q¹' ¶��-z�Äú，R^GZÙ!§ú×¾��

�@- ¶��-z�。

b?�;bä+s《ÕÖ��》，;S、¥s°3}-�;�º£¸2ø

ë，¾Ù×7�-¹º，UØÙn-6ÚÛ6、Ü±Û6¦EE¤�pÝÞ=

�-ßµ，¶(q% �Ûä��“©ï”（�º!q）-óø2s。(3-

１５４â�º，ª�ÀU �äÇÍ¿��38，ël�C�hYràq`*-

�-n 。x(3�m“ÕÖ��”àâK<Rö �-©zÝw，EË��

¥sUÙn-×7dßµ、Û6d¦à，£±wb¥ 3gÛ�º-Óá，=

>?6â[<R"(3,% �©ï2s-��45。ëÝwm_（“ÕÖ�

�”l�m）¿��¥sJç\Ô（ �“©ï”2s）�A¡Yr，(3Ò« 

�-v�，3}- １５４â�ºÒ«v��-v��。

£ã+s《äÙ�S》，<ãVÆA、å¦É�、ìí³ùÄon2，7“ã

VÆA”%U�“n ¡Û”l，�Ùnv2úq<2æS¶äµC、̀ &n 

¸Í�j°æ}Uà-��、ç�、zjÄ，Un<-Û6d¦à¿è�d9

µ。Q2Â�ö�-q，(3÷_n 、 ¶、â¢��¥sE�- ２３â`&，

péêë-Û6¦à、Ù¬-ÛäJo、�á-ä'Û�、)ì-=�[�¿

í7-Ûî-)，|�Ôin<- �äÇÍ¿��38，xö��-,Ë¥

5â�o©。^\，(3aâ-“ãVÆA”×*��¡“ �”-cd、±Ù、

mJ¸Í �ä-P�、ï;、�ðÄ，�qÝI �¡Û-!ò4�T。ëÝ

wm_（(3=?“ãVÆA”l�“ �”）¿��¥sJç\Ô（ �óø2

s）�A¡Yr，(3Ò« �-v�。3}- ２３ â`&Ò«v��-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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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ç�、zj、�ÁÄ|KRq �òYóø，Ò¸ÙI�ºÏ�}

-0ñ¿AÙ，瑑瑧x.ò2�,%Ï�-Ú¸÷ø，Þ�,%�º-bó÷ø，

ÞôÀ%v��，¹�v��RqcD�º��-õJ。

¶l，《�öìqæ�à;)Si÷》Ù�-CÖWø、æ�ùú4��º

onCú，~À¤¹uÿ，WÀuÙÿ，_�ÀûÑ，Ò�ÑIûbi÷、“òÀ

ü�”45-“ òü”��。瑑瑨 =>�º�?»nýq，DU�!45，RÒ

·%v��-v��。

§' �-v�，aû\¶(qÛä�3sN-。1àþ《¼gÅÿÚ

s》CÖ：

綱善小説，上喜聽之。綱思得新事編小説，乃令祥具説青自聚衆已後蹤

跡，並其徒黨忠詐及强弱戰鬥之將，本末甚詳，編綴次序，侍上則説之。瑑瑩

§Æª@è!“,��ºsn ”，Iq2ë»Ö÷.--f!�º“s"O

|”。9÷“s"”¶(Þyqs"Çå��，yUÒ�qs"3¡��，xÞ

�qÇå-、Sq3¡-��，?q�vÝµ§ÆªGå“n ”VÓ-v�。

=zCÖo#[H¢¡Ûä�3s"v�-��。§' �-v�，F-O

Ø(¡Û-"�¿3Ú-"¢，Ò�É5Vµ¿Pä'%sN，《ÕÖ��》¿

《äÙ�S》Ò�àq3ÚPä+s。

¶l，§än }，�$+s《!%Æ´》¿/T6+s《§[kS》，3}

Þa`&Un<-÷7dßµ，£ËÞaâJö �mJÒ�UÛ¶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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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瑨

瑑瑩

《äÙ�S·n a&》�Ín Ûä-P�}“̂ �j，N��， ��，µ�'”，�}
“µ�'”_óqÂ��ûÑ，“‘µ'’ÌÀ‘('’‘R'’，q§ú\'‘ �’‘Ã��’
-.ò-�)Ù)。‘'’àqñ1(*aùç.2-+,�……§úäl+«‘'’，Þ
yyq»l-‘(*’Eâ，7¡+,ll，4SU�3-VÓ”（《��n ¾�》，ý
８７—８９É）。Ò�，§ú �}，ii“µ'”（ñ1(* ç�），《äÙ�S》}-ç�Ò
�ªq%9vÝ。《äÙ�S》}-�Á、zjR¶q¸ÝÛähg、�g、}ý0ñ¿Ï
 �ºlp。
ò��ó-《i÷Sö òü》（《åë)-ûÑ+%�》，Ã １７，ÅÆ：}�3Ç，１９８７
È），É １—５。
1àþ：《¼gÅÿÚs》（hÑ：hÑ�L"�Ò，１９８７È），=.¤v，É １０８４。



9U>�À�Û�3}-`&Ò�Rq �-v�。瑒瑠 µÀ<%，�3£ÞD

ÝÕ《ÕÖ��》、《äÙ�S》�Gö �Z´Ýw-n<m_，|K�3}R

U/<��¥sÒ�§µ �，xSqÞô·% �-v�。Õ¬《!%Æ

´》、《§[kS》Ò¸·% �v�，�m《a.M》qsRq·% �v�¤？

《äÙ�S》“ãVÆA”}U“《a.M》�UÞ/”-o#CÖ，EË《a.M》

}RUÞaâJö �mJøÛ¶。Õ¬=G<�-�，“ �v�”-l#

àÚ�Iì¤，(�)à+>¡Q�-�Á。×9，µÀ2《ÕÖ��》¿《ä

Ù�S》z% �v�，2�3}ó����CQ@-�-n ·%v��v

��，Vq%¡0<“v�”lI“ �”-Z´Ýw¿Q�*Á。+Ýh，�q

âKUä<8y�3- �v�45，Õ�¯h��}：“§úä 3ÕUà

�，J�þ¸Ï《äÙ�S》{�+A-《ÕÖ��》，EÞq��J¶+�-

‘¼-’{‘un®n ’}-,£。”瑒瑡9�Ò«U�。

三、 文本化的演進： 録本式話本

 �¡Û��d-ÓG，úq"¢¡S����。+«“S�”，k�qÛ

 �@5-Z´CS、e�CS¿1+CS，́ õ¦��qÛ �@5-c

Î、®ÿ、¬ç、¥�，q2 �¡Û�åd、Ç`¹º3¡d-³¬。��±

+!y-��，�´qS�———K�Þ^�·¬ç���-S�。S�-"

¢，Ò¸2 �-Çå��Vd%3¡��，¼I�å !¿kì`2，¶(

qM¤-p�¿Ûg-�²。ëº9Âç,-，ùÒ�q“ �”}ä（ �Û

ä¿3ÚPäÄ），RÒ�q3$。

９３宋元話本形態演進新探　

瑒瑠

瑒瑡

Õ�À}《§ún ûÑ》�Û“《!%Æ´》Ò�àq�$Ù¸ �-.¥à�”（ý １０１
É）。ÌÕ3ël《4µ÷7———§'�-n -�°》¦"：“ö《äÙ�S》 �mJ
øÛ¶-《!%》、《§[》}-`&，RÒ¸Àl%‘��’。”（}�3Ç，２００７ È，ý
２７１É）
�¯h：《�“��”.j-�ÁZFC》，Ö《}��$n ûÑ0%》ý ３ %（)Å：)
7wK"�ºùÉý，１９８１È），É ６６。



　 　 （一）唐五代説唱録本形態的啟示

�m，S����-JçQ@q5G-¤？��Ò¸ëQ¹' ¶¡Û

-2Ï��}�y�。

�qâKûÑmn，()�T}- ¶��,£�/<?ÞÚqÛä ¶

-v�，EqÇå��Ó"-S�，=>S�¶(q%¡�å !E¬ç��、

6V`�-。:�7��《()��ûÑ》¦"：“ë����-Jç-L，4�

,%��Ó"-CS，ªS�-Ò�4¸�……Çå¹�-��¿I�Ïg

�þ-O84，µ�>.O-CS��?ÚHÞ^-�ÿJç……=¥Þ^

-µ�E%^.,£-º+，VnØ��âKGf�å !ÝÞ。”瑒瑢i9��

�《��-J�Q@》úU�Yr��Á:ö�ÿ-²ùÝ"，¦"����

bqq% !EÔÓ"J-Er,-，����£ÔÓ"-à�。瑒瑣 +Ýh，

Þy¢~Q¹'��¸S�%b，¢~Q¹'��、j�、ÏK�，R¸S�%b。

Q¹' ¶¡Û-S����，öv����øM，?U´aÞ.、O×

ÞÄ- ¶�C，ö9øÝ，=>S�����C�-eÝ4A¡òKÞã。

¶l，=>S�����)CA¡¹�½ç，{Uâí7-Ç)，{¢Ù$S

-�-，{�z=°、S7B;。

���L)CA¡-<°¦J。()=ï}-Q¹' ¶��，UÇ)

%b、Ôií7À。$pÀÕ《½¾¿��》，(â¸iCJ�，Ï &gm2

½¾¿[·=W、C¢�&l!、>%¤ýlb-`&�º。(â-Ç)EF

ÔiÙn，Þyä'Û�¢ÙÇ)，ªµ¹º)-R´%×7l)，Õaâ+

}“Ú�ùÏgl�，ÞU¼#，?@AB，»�Ñ@È]，å�S7Üö”，»

g8¸ê- 3g¥x。(â- 3äÇÍ��¯q，Õ“ �}U.Ème

;�¿ó”、“ 9CkyDç，.ºR�，PyE¾Fh，.Ïæ(G4”、ÌÕ

“ Àñk�l\.º�，PyÇ}，Eâ（H）�>”；(âRª�DÝ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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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瑢
瑒瑣

:�7：《()��ûÑ》（�?：OI3Ò，２０００È），É １５６。
i9�：《��-J�Q@》，Ö《Ñh��》（¼）（hÑ：8Õ��"�Ò，２０００ È），É
２２９—２４２。



g�Ä��?Á38。×9，(âÒ«¸Ç)%b、C�ª�eÝ-��。ö

《½¾¿��》øÏ，V���《ø2�`�》Rq)Cí7、C�eÝ。《ø2�

`�》{iøý，iC¹º»g¡"ê-Ç)EF，{�¶jRÔií7。^

\，(â�aâÞJ，¼U“［ë9］.K，¼q�c”ÿG，F\Ì,“ø½È�

=ø �`�.K”，V�i{Vû÷，.ò?U“……÷，̈ %W ”{“E%

V ”、“t%W ”、“ß%W ”Ä38。Õ9o#- ¶�C， n�ÞÒ�

qv�，E2�qS�，Eë�Ùn-Ç)EFSÒÓ�ókK��äO·¬

ç，SêØLM-�g¥x。¶l，j�《N0J`�》Rq)Cí7、C�e

Ý。(â¶\“�ø¼È�20JOPø�QR°òSÍw·j�”，F\“�

ø¼È0JOPj�.=”，UâÙT-�C，.{yà，)j×z，ÉÇ¹¢。

()=ï}-Q¹' ¶��，RU�-%b，Ôi$SÀ。$pÀÕ

《~ ¤È} U¶V1ÏK�》（�»À《ÏK�》），(âq¹'\FQnª

/�c~ ¤È（Éú ９３３È），Èä�Ñ@} U%nª��“¶V1”3W

-“X�Ú”h，ÏKYV@5-��¬ç。《ÏK�》³oøþ,Z、)-T�

�U，���ðÔiä+Í，¶q�ÏK�Äª/hK�¡���P-O·

¬ç。瑒瑤 ö《ÏK�》øÏ，《[ï\��》R¶qK��äO·¬ç- ¶�

�。(âÏ¶êÝ，{i³ù。iC¹ºl)q$S-�-，{C¶jRM¸

�S，]jÙÿd�±Ë。ë)C�:�^，《[ï\��》ÞÚq ¶-v

�，RÞÚq)U-S�，Eq�äÛ6ý4- ¶��GåO·¬çE�-

�å!'。瑒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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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瑤

瑒瑥

fò/nþ《〈~ ¤È} U¶V1ÏK�〉ûÑ》（《ÒÚ1�》１９８８ Èý ３ D），��
《〈~ ¤È} U¶V1ÏK�〉ûÑ》（《()ûÑ》１９９０ Èý １ D），� ^、|_
《〈~ ¤È} U¶V1ÏK�〉45、,ÀöÙ{ûÑ》（《()ûÑ》２０１５ Èý ３ D）。
¶l，I��《z�n ��ë》（È：$a��"�Ò，２０１６ È，É ２０５—２０７）¦"《Ï
K�》qÙ3¡)��-�å!'，µÀo^；I��Ì¦"“4-ü,�"��·hq
¥s，.aûàq¸3¡)Gå-”，µÀÞS`^，×%(�Unl-ÏK\ý、[R¿
YúÛo，Uøþnl-�Û4，¶(q�DC-ÏK¬²+J�-�ª/hO·¬
çE�，£Ô“.aûàq¸3¡)Gå”。
I��《z�n ��ë》<%《[ï\��》“q% !Eü,-3¡),£，ùÔ°¥
 ¶Û�-‘à�’，ñÔ+«‘CS�’”，“.aûàq3¡),£，£kK�Ç`Ý
Þ”。（É ２１２）(�Ò�U>aÛ，U+Ed。



()=ï}-Q¹' ¶��，y´-q�z=°、S7£>，ùg~ 

¶��-Ç)b�，Ì�c"�å��-¬çdm。$pÀÕ《e�åÉ�》，

â}U�á- 3äÇÍ¿Ç)b�，ÌUÔi$S-3¡)V¨。¶l，(

â��C�eÝ，\JªVn��“�”lC，f�、ig�Ä��?Á38ª�

DÝ，“Ë�”、“³�Ó”Ä��iÙµ)RU´÷，Ò�(âqÔi$p-��。

ö《e�åÉ�》øÏ，《�����》、《/`��》ÄRqñ�ñz、ñSñ7。

Q¹' ¶¡Û-S����，�C�-eÝ4A¡òKÞã，2Uaõ

���xe¢DÝø¶�C-bqQ@，�Ù-´õ��?U*Â，öø¶�

C�ÏöÞÏlý。

MÕ��，()=ï}]VDÝi{øý、Ï¶³ù、Ýw�ø£U�R

)ÄQ@-��，7《ø2�`�》、《½ø�》ÄâIl，�ÙÄ\{p\%

“�”、“��”-��m+�´ÞåøÎ。Ü$pÀþÑ《fï�》，|\%

“�”、“��”，4ÞDÝn<- ¶øý¸Í“t%W ”、“z -)”ÄÝw

�øl�R)ÄCgQ@，x(â¶¡/<¸u-{)%bC，7U��- 

¶dm，F¡/<úÒ�K��ä-¬ç¥�，��ÞÏ��¡。

ÌÕ��，7《e�åÉ�》、《½¾¿��》l，《hi��》、《Q�ªfÌ

C》|dÞa�À9%Q'��，x=�'��-��Q@£Þn<。《hi�

�》7�îU¼nCJ{)（bq%¤-，ýU¹-、u-、T-）l，Uâ¸7

�iC¹º。^\，(â×¶�}*�ë^��U�“f�”2�ÿ，îÁl{

)qsøþIig�ñ���，̂ \(âñ�“2�”、“x�”、“Vq”Ä��

iÙµ)，×E(âö$p-��£Þø{。x(âU>Þ+ñU �äÇ

Í，ÕÆhi��`�jkälº，2�öCÖ9º-Mïn øM，»ll

+U 3ä·¸�gmlýy²。ö《hi��》ø ，《Q�ªfÌC》-�

�Q@RÞn<，xRU.>[A�<R" 3g¥x，Õ�}´÷Ù“=Ç

,9”AÃ=�[�，ÌÕ�ª-yn£Udogp\，�}“b/kol\¿

（v）ZÒ，ñ（.）�do，¼ª□（Æ）ÉE-”，瑒瑦9÷�ÿàÞk" 3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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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

�h+�，Q¹' ¶¡Û-S����，ë)CE-，U�Uz，SU�

z=°À；ëC�E-，aõ��ãÝø¶�ClbqQ@，́ õ��?U*

Â，öø¶�C�ÏöÞÏlý，x{´{aSqÚU.> ¶dm¿�CQ

@，=qS����_2!v����-q3。Q¹' ¶¡Û-S���

�，)C-�z�·¿C�-eÝ�·，BKq2，VC¢"CS¬ç-´G

4¿��4。

　 　 （二）宋元録本式話本的甄别判定

§ú �,%Q¹' ¶¡Û-�{，���dA¡，�À]¢^ç。Q

¹' ¶¡ÛS�����)C、C�h-´G4¿��4，�§ú��}U

^G-C¢。

òCQ¹' ¶¡ÛS����-z�3v（)ChÒ�Òz，C�hÒ

ãÝÒ*Â、x.�qU.> ¶dm¿�CQ@），¢~ ５５ ¥§ú��}7

《BÊC》、《ªÝä\�çïr》、《sít�uvww》Ä ３¥ÑIp����

l，�Ù ５２¥¯Ò9fS����。

ë)ChYr，¢~ ５２ ¥§úS����}，U ４０ Ù¥qz�C。

þKRUTaõ�-C��，Õ�q.ò9fÏë��-《©Év 》。

(âxc!《©Év j》，Ä-¶(q.âj�，Uâ¶j{ÀÏ¶³

ù，F--����Àc“{”~“i”，A{V“{”%“i”，Iqà2y�

¡iC。^\，Ä�-)-Ò�Õ《0JOPj�》.G%M¸í7-z

�，����À¶(Gå¡)--Vd，Iqà��¡±�M¸S©-

�-。

§úS����}SU�z=°À。Õ《oí�À��》}-《z{ÒÓ

Ú》，V�Ùz�ÆËó°ï|}~��d�lº，åÜúbÙQ'b��`

&《Ôì`》�º。XÐÛ!(åÜö《Ôì`》，Ò¸�¢§ä|U´÷¥²，

ËÁµQ`&-$S�-×7d，x7»©¡�-C�。Õ9.-，åÜ-

“�”öV�-“z”J�ÙnÛC，�)Ch<�"Þ*.。=G-��Þ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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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À���“V�”\¶²“åÜ”-Ò�，+¸Ú��±�“V�”ö“å

Ü”-)CK]。ö《z{ÒÓÚ》¦�øÏ，《ª�7�n ¤¥》}-《��

F��`》Rq“V�”ö“åÜ”)C�]。(âV�Ùz�Æ�fUö�.

í.ÛU¦äÔRrÈ�º，åÜúª�bÙ�-¹���ö�ÖÒÓ�-

�}°ïvù�º，(��RÞL7��À���“V�”\¶²“åÜ”-

Ò�。

　 　 １． 宋元録本式小説話本

ëC�hYr，¢~ ４２â§úS��n ��，�pmA�、f���、i

gJ�、 3µ)¾Ù、{)¾ÙÄA¡òKÞã。

àpmA�E-，《oí�À��》wS- １６ âS��§ú��，瑒瑧《ª�

7�n ¤¥》wS- ２â§ú��（《W~ÉI)�`》、《��F��`》），

ª�?¸“̀ ”、“C”pm，mÀ´»W，k��S，Rk��¾¾bq¦1，=

öQ¹'��（《e�åÉ�》、《½¾¿��》、《hi��》）-pmA�øù。

+Ýh，oí�À+�}�《i�³«》\Jñ»W，ú�}�《ïzde》\J

ñ»W，“¼-”}+Ö§��-Pm（《Ï!M.》、《ø�.�ý》、《>��

ô》、《�ó¼ï》、《«�C》）R»W，ÛC《äÙ�S》+S§'n mJ，h

���mÀÒ�yÎù§ú��\J-Ä�。=¥pmA�，úH"h��

�ókK��äO·¬ç\-1�¡�。

à��aâ��ª“f�”瑒瑨E-，《oí�À��》wS-§ú��M“¼

-”wS-§ú��，y%»[，Ò�Ry´Ä�。《oí�À��》wS- １６

âS��§ú��}，aâ�j １６â?U，aâ�jöåÜ{ÀV�lý��

4-A-ú2U ４â（《ø�¼²C》、《K)¼ïC》、《z{ÒÓÚ》、《���

�°�æC》）DÝ，åÜú2U《z{ÒÓÚ》１ âDÝ。“¼-”wS- ２１ 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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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瑧

瑒瑨

《ø�¼²C》、《ù^�ÿC》、《�;�Et》、《K)¼ïC》、《Whôij+üC》、
《¹�à;åï�C》、《z{ÒÓÚ》、《�ò�Ó¿`》、《����°�æC》、《î�v
E`》、《�ú/��C》、《��*�ñù5rC》、《¤�Ûä》、《»k¿ó》、《�;n>
ß�C》、《><�》。
e�-��aâ��ª“f�”×¾aâ�j、aâ�jöåÜ{ÀV�lý��4-A
-、åÜ¼'/<。



S��§ú��}，瑒瑩aâ�j ２１ â?U，A-ú １４ âDÝ，åÜú ９ âD

Ý。�øM¸，“¼-”}-§��DÝA-¿åÜ-âJMèyÆ。

¿hÒÓ，¢~ ４２â§úS��n ��-f�¦�BKq2。]Vã

Ýaâ�j、A-、åÜ¼/<-2U ８â，Þy�õ-¹<l.。^\，４２â

×U １８â（Q¹<lo）-f�2Uaâ�j，ÞyÀUåÜ，EËÀUA-。

¶l，¢~§úS��n ��|Kª�?Uaâ�j（7《i�³«》、《ïz

de》¶¡}*，�ëÓ¨�f�¦�l，４２â}�Ù ４０â¯Uaâ�j），x

=>�jUaõöV�wx£Þ©z，Õ《Ï!M.》、《ø�.�ý》-aâ�

j，=>?úH"§úS��n ��-f�£kJ�S:--�。

Â�ö�-q，U�ÀÛ§'n }“f�”qs~��"¡5h。!

k��《�§'n ¡Û-��Jç》<%，《äÙ�S》}-“n Aï”¿

“n a&”qn ¡Û-UÙ©)，e¢Ò¸�åf�±�，¶l»WE.È

-Ø�Ä@5RÒp¼f�，�E§'n ¡Û¿��ÀU�q@²f�。瑓瑠

µÀ<%，!��ÝI©)Ò¸pþf�-MR"Uü�，xaÛd¸F

àÚ4µEd。§'n ¡ÛÒ�ÚUUÙ©)，Õ《äÙ�S》}-“n A

ï”l2，=¥¦�VÕQ¹'7Ï、V�y¡.�ÝÞÚJ�UÙK��.

G。Q¹'-UÙK��öÏK�、���@5hÞ.��©wx，VÕ§'

-n ©){�üJ�-f�ön V�Þ.�xxøÝ。��ë¢~§ú

��}Ò¸�¢Î�。《½K «�)¡》Æ½K ®×¨«�E¢¡lº，a

â�j}：“F�££äàý，¤r«å6¥�。×�ä�¦È�，Ì���S

�§。”KFZ´GfV�，�A-RÀU，+�LÞ"(�öV�U wx。

=¥aâ�jÒ�àqUÙ45-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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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瑩

瑓瑠

《�I¨�>©®》、《WÒiÎ)Ed》、《.�ýªzä7ï》、《n«ä«ª¬Èa》、
《n¹\â-�Z¡》、《»;®¯vXª》、《ë°2�¿�òÚ》、《�,òç�¦�
ä》、《��ö¥r±�°》、《¼¢�×�Á�©》、《�²@z³´µ》、《½K «�)
¡》、《«nkÞo¦¶¶》、《·¸���ÞJ》、《q1¸¹Ä�ta》、《û6º¼X·
÷》、《»¼r´¦+ÛE》、《½¾amRrÈ》、《§¤É�»¿À�》、《ßÁÂlmoé
Ë》、《�ÊÛ½¹Ã«¦》。
!k：《�§'n ¡Û-��Jç》，《ÅÆ;-���Ä（ÒÚ1��）》２００５ Èý
３D。



���<§ú��}Ò�~�UÙ45-f�，Rq�<§ú��}y

´-Ò�SqÔUÙ45-f�。¢~Q¹'��《e�åÉ�》-aâ/<

“¾r�;ÄÄ，æ±ÅÅ；�;�å，æåíÄ；�gó±，æÓ]ª。¯qn

o/²K，�qOA©È。Õ-=·lF，¤VÆJI:;}”，瑓瑡Çúæ;、}

n“¤VÆJI:;}”}-¦J，̧ AfÆÈ�å°;ºÈ，U“f�”±�。

(“f�”öV�-wxSqd%�©-。ÌÕ《½¾¿��》V�Æ½¾¿=

W、É -`&�º，aâ4Ù�áâÊÆ&�/�.-�º，U�À<%“d

ÏF-§ú��}-f�{åÜ”。瑓瑢 �.�º-<Ó（f�）%½¾¿�º

-KW（V�）Ë�¡\')�，(f�öV�-wxRqÔi�©-。《e�

åÉ�》ö《½¾¿��》}-aâöV��©wx， nQ¹'��àâ~�

ÔUÙ45-f�。¢~§��}-f�7aõaâ�jöV�wxÌi

l，�´SqöV�xxøÝ，Q2qUåÜÀ，�f�yqöV�J��Í

O~-ÛC，=>f�?qÔUÙ45-aâ。§'n ¡ÛÆ·"�，¶(

ù�$"UÙ45-©)，R�$"ÔUÙ45-f�。§ún ��,%

n ¡Û-��d，|Kf�¦�BKq2，ókJ�S:-�，x�©?D

Ýf�=.C�Q@。

àwâJ�E-，¢~§úS��n ��RqÞåø^。《oí�À�

�》wS- １６â§úS��n ��}，DÝig�ÀU １０â；¶U ５â£�

ig�，�}《K)¼ïC》âî¸“�múÃ《K)¼ïC》”wf，《Whôi

j+üC》Ù“Vq：|%Ç�m�，s,±\h�”、“�� /，f,ig”w

f，《¹�à;åï�C》Ù“|%Ç�m�，sf《�íkC》”wf，《���

�°�æC》¿《î�vE`》ú�KwÁ，��üig38；SU １â《�;�

Et》F¡/<}*，�ëÓ�wâ¦J。¶l，ú��}É《�sïzden

 》Ù�JT-�,%ig�，âîÌU“�� /，f,ig”。=>âIö

“¼-”}-§ú��øM，�ä¥²ya，y%´Ä�。ëh�âI-wâ

J�-L，“�� /，f（Ë）,ig”"¢ ４ O，Ò�qþ\ 3g-ig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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瑓瑡
瑓瑢

æe、�ÑÒ：《()��Zö》，É ２５２。
�ÉÊ、�ûú：《��n ë》（Ëó：Ì5�L"�Ò，２００３È），É ９９。



)。pIig�，ú�U�lý，Ò�£kJ�S:-ig��。“¼-”}-

§ú��ª�?U¾¾J��-ig�，¶(K�¡F-�ä-¬ç，£Þ.

�q§ú��-Ä�。

à 3µ)¾ÙE-，§úS��n ���=A¡�C.©。=>�

��´Ù“� ”a�º，Ù“Ë ”、“4 ”、“@ ”、“�<�å”ÄAÃ¦

1Vû；Ù“x�”、“2�”、“5��”ÄAÃgm[Î，Ù“��”、“5�(

Ï”、“��Õ ”ÄAÃä'[Î；Ù“Vq”、“U�%m”、“Uj%m”、“]'

q”、“Î-q”、“¬«q”ÄAÃ1J{)。à{)¾ÙE-，§úS��n 

���=A¡RÕ".Ð，�}��U�á-�j、7)、Ñ)、�o、1JÄ，

EËU>1J{)"¢!´¥��}，��¡��d-µ)。ÕJ5ºç�

Ò，iÙ“<a½ÓD)F，ß�SÔÕÖP”；Æ�°ñF£³，́ Ù“«%�

_q，ñqE×ä”；Æ°é-)，́ Ù“.R�É，k�åØ!， "õJ-

)-”。=>µ)-�áJ�，VC¢"Çå��-��dQE。

　 　 ２． 宋元録本式講史、説經話本

《©Év 》、《�s¹'ëí�》、《�§ª¿lº》、《ì�ÙÚ3》、《�À

ÁãT�«¯F%》、《w£u�í�》、《¶ø3í�e%》、《¼�Mí�》、

《ÛX�eÜºÎ》，�q.ò9f§úÏë��。= ９¥?qS�，?UÙn

- 3dm，¶(?qØ_ �@5£òCøÝ8�CÖ，¬ç��E�，2

q¬ç-�·U+K]。

ý.¥q1¬çJ�-���，̧ z�%b，U»[1cl�，Õ《ì�Ù

Ú3》¿《¼�Mí�》。《ì�ÙÚ3》¼=，¶Uag�，FUig�，ÌU�

á- 3µ)，Õ=haâ}“� ÝÞ��ï”，=}aâ}“� ßà÷©

�”。¾Ù×7z�¹º，“¹%í°lp……Ë+Ó|1，EU\ñp¬á，

�U6ý` lâãàÍ”，瑓瑣þq¸ÿ-S��Ïë��，ókK�V*�ä

-,=Ðÿ。《¼�Mí�》¼=，¶Uag�，Í¸åÜ，FUig�，�}´

÷¾Ù“�<� ”、“�<�å”、“4 ”、“ Ã”、“F ”、“Ì ”Ä 3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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瑓瑣 YÃý：《���Æ+�}�n 3J》=.《§ú/》（hÑ：h°"�Ò，１９５３ È），É
１１—１２。



)。´6Zä`r，)Cú%z�，�j»[í7，VÕ�À+-：“,À;�

z�，k�ë`V�，>¸^.��lÿUÙl；å7J，̀ Sçç，Ì<°"

�ý，æ$_¸fç，�ÒZ�。¾"�5�n ä;<ø`lv�，a=úÛ

î�è，f^úéêõ¨，�F÷U7ÓÁlëì，þ�q«+Þ@FJ

ÀR。”瑓瑤

ýo¥qS,¬çJ�-���，�z=°，)CB;，µíøÝ8�ú

Ù�-，K¹�ºúÙz�，Õ《�s¹'ëí�》、《ª¿lº》、《�ÀÁãT

�«¯F%》、《w£u�í�》。《�s¹'ëí�》×¾《©ëí�》、《Qëí

�》、《yëí�》、《øëí�》、《+ëí�》¹¥，>¥P�=，�£n=，±~

½=。=½=ª�h?q¸ag�a=、ig�F=，�}U�á- 3µ)、

{)¿ 3äJ�。《�s¹'ëí�》}，<2wI《©ëí�》Ä-aå，b

q¹�æé、�ò、��î、�Óå、ïCÄbq¸E-"�、�m-/<，�´

ÙdM-z�¹��º，Ò�qÛäÇÓ@5-CS¬ç。79ll，3}S

U�á-�《ó`U�》¿《eó`U�~s》Äë3-óø¥µ，{ÀqK�

»l-�zVû，{Àq�ZµÙ�-Ä�。(3|�z=°、)CB;，xë

C�E-�hq3v-Ïë��。

《ª¿lº》U�=�¿¤=�×*，¶À¶%Ä�。�=�}，¶=aâ

Uf��ðØ¢âÐà，ÌUf�Ï“å'��ñ�l+”，KFGfV�Æò

ª+ó，Fâ¸#åú《ª¿Ïâ》J�ª¿�+；F=aâñUf��，Fâ

AÙ�Ló�ë�ig。《ª¿lº》-BùC45y%n<。:C{���

《}�n ëÎ》ÛI(3-n1<;，�ý.、ý¤、ý¹、ýu、ýT1ª�

hq“)C”¿“z�C”，Ò�qÛäÇÓ@5-CS��；Eýo、ý¼、ý

½、ýv、ýn1ª�hq�-C，°µ°3E�，*!ôõ。�}ñU�á-

 3µ)、{)¿ 3äJ�，ëC�E-�hRq3v-Ïë��。

《�ÀÁãT�«¯F%》¼=，¶Uag�，FUig�，�}U�á-

“� ”、“4 ”、“Ë ”Ä 3µ)。Ì�z=°，“̈ :ë3”lÝ，́ C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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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Ý$L-�ÿ，)C%�-，“ø9±m”lÝ，ú´b` ，ùo��，Ëï

EFêú，)C%z�。《w£u�í�》¼=，¶Uag�，Í¸åÜ，FU 

3äJ�，³¸ig�。�}´÷¾Ù“� ”Ä 3µ)，�åÜlFÌU

“=åÜË '�Î，fÐ÷c，FÜ¼�”-V�，Ò�� 3äÇÍ。Ì�

z=°，AÙ8�lÝ，�ÞCµ，)C%�-，K¹�ºlÝ，ñ]ñ�，)C

i%z�。《¶ø3í�e%》¼=，¶Uag�，F�ig�，�}´÷¾Ù

“�<�å”、“4 ”Ä 3µ)；ñ]ñ�，�z=°，µSëLlÝ，)C%

�-，K¹�ºlÝ，)Cú{%z�，{%×7�-。

ý¼¥qO¬çJ�-���，i¾Ù×7�-，Õ《©Év 》、《ÛX�

eÜºÎ》。《©Év 》|¸�-¹º，K��ä-O·¬ç，â�f�、ig

�ÄC�Q@，x7g~¡6ý��¿Ç`¹º-�C。v }¶½ -î

Á?q“�ÑlÎ，ùÈe`�%û�；tÈì¼,，FþÞ�”-2Ï)J，=

<Kq6ý ¶6db\、Þü�r-µÓ。¶l，(â}“ÞKý�”、“þÞ

FÍÿ，!ÞF2�”Ä)JRq6ý ¶iÙ-µ)。《ÛX�eÜºÎ》�

q~âÏë��，¶Uag�，FUig�，�}´÷¾Ù“� ”、“4 ”Ä 

3µ)；)Chúq�z=°、S�Sz，�EU\��»[，U\Ì$S,Ð，

H¢"´G-��。

《�Q¼°6K��》，�q.ò<%q§ú K��，ë��Q@Lñq

S�。(â)-í7，¹º»[，ÏkK��äO·¬ç。dÒö�-q，(â

£ １７1，¢~ １５13\}U １１13\（å�v"åÀ÷、�~#�$j÷、f

v�k÷、fýïÍ�÷、K�°ä�÷、f�Íkl÷、f�í�÷、fõ£�

÷、f%&£�÷、f'�·Ñl÷、y(ø�~Àüòa÷）̧ “÷”ÿwê，

~U ¶¡Ûi{£×、Á ²ù-dm。¶l，(âU�´÷，i¸�'�，

Rq$p-��C�。=Gn<-C�Q@， n(ââÞqóø�v�，E

qCS¬ç�。

�h+�，¢~a�´õ§ú��，ë)CE-|Uz�、�-、�z=°

-�]，ëC�E-|UeÝ{*Â-K2，x?U.> �¡Û（n 、Ï

ë、 K）dm¿�CQ@，?Ò9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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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文本化的嬗變： 擬本式話本

§ú �¡Û��d-G.Ä�$，úq"¢¡_p �C�Esü"

--��，ÒÀ%p����。=¥��，ùÔ�!�、óøºs�-v�，R

ÔCS¬çÇÓ@5-S�，Eq I �gmEsü"--��。《�±n

 |》}：

若通俗演義，不知何昉？按南宋供奉局有説話人，如今説書之流。其文

必通俗，其作品莫可考。泥馬倦勤，以太上享天下之養。仁壽清暇，喜閱

話本，命内璫日進一帙，當意，則以金錢厚酬。於是内璫輩廣求先代奇跡

及閭里新聞，倩人敷演進御，以怡天顏。然一覽輒置，卒多浮沉内庭，其

傳佈民間者，什不一二耳。瑓瑥

�}“́  ��”、“./)w”}}，R"¡§ÆªÞq�É*¢g- �

VÓ，Eq� ! �-��。='��¶(âÞq�!�-v�，Eq

U+U�-、Zô !-e��。=¥e��--cùÒ�qS�ª/h

-¬ç���，RÒ�qsü�。“@,·k��'&mÍ-Z�r，uä

<ÓG.，̧ /4”，R"¡@,·sü��-K�，�q0%.÷（“k

��'&mÍ-Z�r”），KFüä÷_.÷sü（“uä<Ó”），ÜF

2��H³Æª /（“G.”，“̧ /4”）。=ú÷øo#[H¢¡�

�dsü"--K�， n¡§'Ò�âUsü�-��i÷，Ò1-q

d`�-ÀÞ´（“K./)w，2´��@�，�`±6ýÀ，̀ Þ.

o^”）。

�m，¢~§ú��}~>Ò�qsü�¤？I����《z�n ��

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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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清平山堂話本》作品的内容及語體分析來看，也可以證明這些並非

藝人創作的“底本”或“記録本”。因爲這些作品除了記録故事，還包含

着對説話人講述故事情景的描述……話本小説與説話藝術並無“血緣”

關係，而只是模擬與被模擬的關係。換言之，古代白話小説中諸多説書

因素，都是作者模擬説話藝術造成的，早期的所謂“話本”小説是如此，

後來的長篇小説也是如此。所以本書將之統稱爲“擬説書體”。瑓瑦

I��<%¢~��}-à´ 3×.，“?q,À_p �Û���-”，£

×92�À%“p 3C”。I��-='��qÙ“?q”V�-¢Àz�，

Ò�U+Ed。¢~��}，��q§ú��，Sqno��，l+UÞa“_

p �Û���”-��，�qiiÀ%“p��”，EË\'4F，=¥“p�

�”+QMè4Æ。x§ú��}SU�á-��，��Q@òKÞã，³p

Ò¸ BKq2，=>òKÞã-Q@Þ�Ò�?q“_p”"--。×%.

ò -，_p?q�.¥�Cª��plF， IÀ:C�C-psüø¶�

�，=>����CQ@h�C.©。¢~§ú��òKÞã-��Q@Ä

Ä n，4�}-a�/<Þq“_p”"--sü�，Eq�·Þ^-CS�

�+J�-J�´G-CS¬ç�。

µÀ<%，¢~§ú��|¸S�%b，xRUaásü�。=>sü�

¶%�ä_p 3ÇÍ¿��Cg，¥s�-n ¿øÝëø，Ù�-Csü

E�。=>sü�öS�-_2�I，ë)ChL，sü�%�-，S�úz

�、�-、�z=°À¯U，x¸z�%b，íÙ�-ÀTa（§úS����

yU《©Év 》íÙ�-）；ëC�hL，sü�ª�hf�、ig�ÄC�e

Ý，ES�úòKÞã。

¢~§ú��}，Ò�ÑIsü�-U《oí�À��》}-《BÊC》，

《5÷U-》}-《ªÝä\�çïr》¿《sít�uvww》。《BÊC》¢6

�ã《äÙ�S·78v§9!BÊ》，Uâ<¢"�-`&¡J，2q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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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âî¬¡ig�。《ªÝä\�çïr》Rq�-`&¡J，xDÝf

�、ig�ÄC�，£DÝ“� ”、“x�”、“2�”、“=qF�”Ä ���。

�À}��《§ún ®��%》2(â~J，£ÆS^：“9â¸�-¹º，́

Ù�C，:m!ª�à}�ý，h"Iª��Nn ，{ó`��§äP�，Ò

;¸<��lL¾。”瑓瑧《sít�uvww》，ñq�-`&J�，xDÝf

�、ig�Ä��3ÿ，“� ”、“x�”、“�^”Ä ���。���《§ún

 ®��%》2(â~J，£ÆS^：“9âÏ%§ä,£，L¸�-¹º，7%

`&�C。”瑓瑨nl¦"(���q¸�-¹º-`&�C。óqÂ��《�

�n ¾�》}：“�âhª_《ÕÖ��》，Îò《!%Æ´》¥�……|Ù�

--�，!`&�，xâîU‘�msít�uvww’，Ò� �äâA4

þÃ��Ù，��â³o，7ùê �&-。”瑓瑩Þa�À?ö�y《BÊC》Ä

¼ân ，“̧ �-¹º”、“!`&�”，xÌU��Q@，�E´2�9f�

�，U>�ÀSnl2�·% �à�。µÀ<%，h�¼ân ，Ò¸À%`

&���，x4�?ÞÚqà�，Eq�ä_p 3ÇÍ¿��Cg、Ú¸�

-)C¿`&J�-sü�。=¥¦JúH"�ä¾Ù�3=~-�-)

C，-_p6ý¹º�C->Ë。

Â�ö�-q，sü����§úÒ�7q�-)C，y¡n'OØz�

)C-kìdå，�äÒ�aûÙz�)C-_p 3ÇÍ¿��Cg，Iq

sü"z���。

五、 結　 　 論

�h+�，µÀ<%，§ú\D-“��”.j¶O%“�º`�”，ª2�

º:C.�O|,ûÃ--øÛe�-Çå{3¡`�。�}“�”¦�º，

“�”¦`�，�À%V×Ý"，“�”%“�”-“×”（@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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瑓瑧
瑓瑨
瑓瑩

�À}：《§ún ®��%》（�$：ã{3Ò，２０００È），É ８１０—８１１。
^hö，É ８１２。
óqÂ：《��n ¾�》，É ２２９。



“V”（ÖC），“�”%Æ�-@5，“�”%Æ�+J�-`�。“��”ù×¾�

º-Çå`�，R×¾�º-3¡��；ù×¾�º-à�，R×¾�º-S

�、¬ç����p3ÚPäsü�。

§ú �¡Û-��d，~�8ëÇå`�y3¡��，ë»�y"�，

ëv��v��、S����yp����-ÓGç:；p����SÚKå

ë�-p�yz�p�-�${|。v��v��，¦ó���C�Q@x

U% �¡ÛEGå¥sJm-n ��，Õ《ÕÖ��》、《äÙ�S》}ø¶

âI；+«S����，¦ �@5-CS¬ç�，ëC�E-òKÞãx�

?U �¡Ûdm，÷_¬ç�·ÌÒ<%1¬ç-»[z��、S,¬ç-

�z=°�、O¬ç-×7�-�{Ètz��；+«p����，�q�ä

_p 3ÇÍ¿��Cg，Ù�-C{Àz�CsüE�-��。ëv�y

S�@yp�，C¢¡��ëõJ（v��v��）y�p（S����），@y

d_p（p����）-ÓG?æ，H¢"ë1cy,@、ë6ý�Dy�ä_

p-�$9:。

�¡2h�+�§ú“ �”��Jç<2，r�《¢~§úv��、��

./V》，̧ D.J¡K：

現存宋元準話本、話本一覽表

��Jç D C â J � � Q @

v��
v��

１． b?�;bä《ÕÖ��》Ò«v�
�v��%，3} １５４ â�-n 
Ò«v��v��。

２． £ã《äÙ�S》Ò«v��v��
%，3} ２３â`&Ò«v��v�
�，ç�、zj、�ÁÄúq �ò
Yóø，ÞôÀ%v��v��。

３． 《�öìqæ�à;)Si÷》Ò«
v��v��%（ òü），3} ２０
Cú�-n Ò«v��v��。

１． +«v�，¦óøà�；+«v�
�，¦� �+Ù-�º��õJ。

２． �-n J�，ó���n C�
Q@。

３． UÝw°¥ �¡Û-nlm_，
U¦µ°¥ �¡ÛEGå-��
¥s。
Ýö：《!%Æ´》、《§[kS》£
�Õ《ÕÖ��》ÄZ´ÝwI �
¡Û-nlm_，Þô·%v��
v��%，Eô·%÷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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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表

��Jç D C â J � � Q @

S��
��

１． S��n �� ４２ ¥：《Ï!M
.》、《WÒiÎ)Ed》、《ø�.
�ý》、《n«ä«ª¬Èa》、《>
��ô》、《ø�¼²C》、《ù^�
ÿC》、《�;�Et》、《K)¼ï
C》、《Whôij+üC》、《¹�
à;åï�C》、《z{ÒÓÚ》、
《�ò�Ó¿`》、《����°�
æC》、《î�vE`》、《i�³
«》}�、《W~ÉIA�`》、《�
�F��`》、《»;®¯vX
ª》、《ë°2�¿�òÚ》、《�,
òç�¦�ä》、《��ö¥r±�
°》、《¼¢�×�Á�©》、《�²
@z ³ ´ µ》、《½ K   « � )
¡》、《«nkÞo¦¶¶》、《·¸
���ÞJ》、《q1¸¹Ä�t
a》、《û6º¼X·÷》、《»¼r
´¦+ÛE》、《�sïzden
 》}É、《½¾amRrÈ》、《ª
Bà》、《§¤É�»¿À�》、《ß
ÁÂlmoéË》、《»k¿ó》、
《�;n>ß�C》、《><�》、
《�ÊÛ½¹Ã«¦》、《�ú/�
�C》、《��*�ñù5rC》、
《¤�Ûä》。

２． S��Ïë�� ９ ¥：《©Év
 》、《�s¹'ëí�》、《�§ª
¿lº》、《ì�ÙÚ3》、《�ÀÁ
ãT�«¯F%》、《w£u�í
�》、《¶ø3e%》、《¼�Mí
�》、《ÛX�eÜºÎ》。

３． S�� K�� １¥：《�Q¼°6
K��》。

１． +«“S�”，k�qÛ �@5-
Z´CS、e�CS¿1+CS，́
õ¦��qÛ �@5-cÎ、®
ÿ、¬ç、¥�，q2 �¡Û�å
d、Ç`¹º3¡d-³¬。ë)
CE-Uz�、�-、�z=°-�
]，x¸z�%b，íÙ�-ÀT
a。ë��C�E-òKÞã，x
?U.> �¡Û（n 、Ïë、 
K）dm¿�CQ@。÷_¬ç�
��·Ò¸<%¼¥。ý.¥q1
¬çJ�-���，̧ z�%b，i
U»[1cl�；ýo¥qS,¬
çJ�-���，�z=°，)CB
;，µíøÝ8�úÙ�-，K¹�
ºúÙz�；ý¼¥qO¬çJ�
-���，i¾Ù×7�-，{ÀÈ
tz�。

２． n ��ìê?Uaâ�j，xU
åÜÀÞy¹<l.。pIig
�，ú《oí�À��》+w １６ â
§ú��} ５ â£ÞDÝ，“¼
-”+w§ú��ú¯U。pI
 3µ)，ú¢~§ún ��
¯U。

３． Ïë��}《ì�ÙÚ3》¿《¼�
Mí�》ÑI1¬çJ�-��
�；《�s¹'ëí�》、《ª¿l
º》、《�ÀÁãT�«¯F%》、
《w£u�í�》ÑIS,¬çJ
�-���；《©Év 》、《ÛX�
eÜºÎ》ÑIO¬çJ�-�
��。

４．  K��《�Q¼°6K��》U 
¶¡Ûi{£×、Á ²ù-dm，
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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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表

��Jç D C â J � � Q @

p��
��

《BÊC》、《ªÝä\�çïr》、《s
ít�uvww》。

１． +«p�，�q�ä_p 3ÇÍ
¿��Cg，¥s�-n ¿øÝ
ëø，Ù�-C{Àz�CsüE
�-��。

２． |Ï�-`&，xDÝf�、ig
�、 3µ)ÄM¸eÝ-��
C�。

３． p�����§ú%�-)C，y
¡n'SÚ"¢z�)C-��。

（作者：台州學院人文學院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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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Ù 3 J

一、專書

��Å：《}��'n �J》。�Ä：�ø±D"�Ò，２００４È。

��Å：《}�n cd�》。ÅÆ：¼w3º，２０１５È。

�Ç：《��n U�》。ìø：�}�ç��"�Ò，１９９８È。

�.XÄ：《}��'n �J�q》。ÅÆ：ä6��"�Ò，２００５È。

IÆÇ：《�²ãk———()n ;1》。Ëó：%&ä6"�Ò，２０００È。

/Î�、WQ：《}�n Uë》。ÅÆ：ÆÄ±D"�Ò，２００７È。

IúöÄ：《�Æà�S》（l¤¥）。hÑ：�$��"�Ò，１９５６È。

I��：《z�n ��ë》。È：$a��"�Ò，２０１６È。

óqÂ：《��n ¾�》。ÅÆ：}�3Ç，１９８０È。

1àþ：《¼gÅÿÚs》。hÑ：hÑ�L"�Ò，１９８７È。

:�7：《()��ûÑ》。�?：OI3Ò，２０００È。

WhÉ：《��ÆS》。�Ñ：�Ñ"�Ò，２００１È。

YÃý：《���Æ+�}�n 3J》。hÑ：h°"�Ò，１９５３È。

YÃý：《Ió%》。ÅÆ：}�3Ç，１９６５È。

YÃý：《}�U7n 3J》。ÅÆ：ä6��"�Ò，１９８２È。

3ël：《4µ÷7———§'�-n -�°》。ÅÆ：}�3Ç，２００７È。

æe、�ÑÒ：《()��Zö》。ÅÆ：}�3Ç，１９９７È。

�À}：《Q'n ë》。ÅÆ：ä6��"�Ò，２００３È。

�À}：《§ún ûÑ》。$Æ：5W�L"�Ò，１９９９È。

�À}：《§ún ®��%》。�$：ã{3Ò，２０００È。

3à�s8：《�±n 》。hÑ：hÑ�L"�Ò，１９９２È。

\)'�：《��n ë》。ìø：ìø"�Ò，１９９４È。

{�：《}�n ëÎ》。hÑ：hÑ�L"�Ò，１９９８È。

{�：《}�n -åë-�°》，《{�¢%》ý ９=。ÅÆ：ä6��"�Ò，２００５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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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z�n Jç�$ë�》。È：$a��"�Ò，２００２È。

�ÉÊ、�ûú：《��n ë》。Ëó：Ì5�L"�Ò，２００３È。

�øÍ：《§ún ë》。Ëó：Ì5�L"�Ò，１９９７È。

½$8，w��½：《}�z�n ë》。Ëó：Ì5�L"�Ò，１９８９È。

二、論文

!k：《�§'nW¡Û-��Jç》，《ÅÆ;-���Ä（ÒÚ1��）》２００５ Èý ３ D，

É ７３—７９。

�n¸：《()��öQ'Ï¶Û�》，《}�ÒÚ1�》１９９４Èý ３D，É １１４—１３０。

��{：《��-45¿Cu》，《o�$�%&》XS。hÑ：�$��"�Ò，１９５７ È，É

８１５—８１８。

�¯h：《�“��”.j-�ÁZFC》，《}��$n ûÑ0%》ý ３ %。)Å：wK"�

ºùÉý，１９８１È，É ６２—６８。

�ý�：《“��”Y》，û'Ä8《}��'nW�C�;�)YO》。hÑ：hÑ�L"�

Ò，２０１３È，É １０７—１２０。

�ýÓ：《Ô���-)�¿BC》，《�ÕT》１９５７Èý ３D，É ２１—２６。

/nþ：《〈~ ¤È} U¶V1ÏK�〉ûÑ》，《ÒÚ1�》１９８８Èý ３D，É ８９—９５。

§iÈ：《“��”jÁ-ÇåÑ4》，《non ûÑ》２０１５Èý ２D，É １８８—１９８。

«�Æ：《()�〈¶ø�®�ï`（�）〉Y》，ê»Ubs《¼ª½��û&Ú��%》。í

¾：Ç¿À"�UÁÉý，１９９７È，É １１９—１３２。

+0�：《“��”OÁ》，《��ûÑ》ý ２=。ÅÆ：ÅÆ��"�Ò，１９９４È，É １９５—２１０。

,-~：《 “��”》，《�ëÓ8》１９８８Èý １０D，É ５３—５７。

1�·：《§ú��ö �¡Û-��d》，《��ö�d》２０１５Èý ３D，É ４—１７。

i9�：《��-J�Q@》，《Ñh��（¼）》。hÑ：8Õ��"�Ò，２０００ È，É

２２９—２４２。

I��：《ÝI¢~-+«“§��”》，《hÑ���Ä（ÒÚ1��）》１９９６ Èý １ D，É

５—２０。

�.：《��-�ÁÍ�ü》，《Wó���Ä》１９９０Èý ４D，É ６１—６６。

�ó-：《i÷Sö òü》，《åë)-ûÑ+%�》Ã １７，ÅÆ：}�3Ç，１９８７È，É １—５。

� ^、|_：《〈~ ¤È} U¶V1ÏK�〉45、,ÀöÙ{ûÑ》，《()ûÑ》２０１５

Èý ３D，É ６１—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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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È} U¶V1ÏK�〉ûÑ》，《()ûÑ》１９９０Èý １D，É ９３—１０１＋１２４。

®¯ä：《�“��”.j-�Á》，《}��$n ûÑ0%》ý ３ %，)Å：wK"�ºùÉ

ý，１９８１È，É ４９—６１。

� ø：《Û“��”��-@�·———êJ®¯ä〈�“��”-�Á〉》，《ÒÚ1�9C》

１９９６Èý ４D，É １８６—１９２。

�ÉÊ：《ÝI“��”�Á-,Y———J®¯ä〈�“��”-�Á〉》，《non ûÑ》１９９０

Èý Ｚ１D，É １０８—１１５。

�ÉÊ：《��ûÑo\》，《Ì5��》２０００Èý ５D，É １１４—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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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ｗ Ｖｉｅｗ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ｖｅｌｌａ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ａｎｄ Ｙｕ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Ｌｉ Ｊｉａｎｊｕｎ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Ｔａｉ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ｎｏｖｅｌｌａ （ｈｕａｂｅｎ）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ａｎｄ Ｙｕ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ｗａｓ ａ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ｅｕｐ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ｓｔｏｒｙｔｅ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ｈｏｕｌｄ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ｂ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ｏｄ ａｓ ａ “ｓｔｏｒｙ

ｓｃｒｉｐｔ，”ａ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ｏｒａｌ ｏｒ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ｔｅｘｔ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ａｒ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ｉｎ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ｎｇＹｕａｎ ｎｏｖｅｌｌａ ｏｕｔｌ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ｏｒａｌ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ｔｅｎ，ｆｒｏｍ ｓｉｍｐｌｅ ｔｏ ｃｏｍｐｌｅｘ，ａｎｄ ｆｒｏｍ ｓｃｒｉｐｔ ｔｏ

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ｌａｓｔ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ｌｓｏ ｓａｗ ａ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ｆｒｏｍ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ｔｏ ｖｅｒｎａｃｕｌａｒ． Ｔｈｅｓ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 ａ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ｆｒｏｍ

ｂａ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 ｔｏ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ｉｓ ｇｅｎｒｅ，ｆｒｏｍ ｒｏｕｇｈ ｉｎ 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ｓｔｙ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ｈａｎｄｓ ｏｆ ｆｏｌｋｌｏｒｅ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ｔｏ ｒｅｆｉｎｅ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ｉ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ｏｎｇＹｕａｎ ｎｏｖｅｌｌａ；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ｍ； ｓｃｒｉｐｔ ｐｒｏｔｏｎｏｖｅｌｌａ；

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 ｎｏｖｅｌｌａ；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ｎｏｖｅｌｌ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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