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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地域叙事的圈层结构及相关问题考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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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南京大学文学院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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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儒林外史»的时空叙事是其重要特点ꎬ就空间而言各大地域叙事有严密的圈层结构ꎮ 在各大板

块内部ꎬ从外围到中心的叙事趋势逐渐加强ꎬ但又并非单向的线性集中ꎮ 这种趋势在进入南直隶板块后表现得更

加明显ꎬ呈现出聚焦－离散－再聚焦的回旋模式ꎮ 之所以形成这种模式ꎬ从文化地理的角度来看是因为南京的双

重政治文化身份以及作者对其地域偏爱ꎬ造就了南京的双重文化中心地位ꎮ 而从更深层次的表达机制可以看出

作者对于“礼乐兵农”主旨的描述需要如此广阔的地域空间作为舞台ꎬ对南北文化的态度和吴敬梓本人的经历也

注定要将焦点放在南京ꎮ 除空间的地域圈层结构外ꎬ时间叙事与空间叙事的高度耦合也说明了«儒林外史»五十

六回是一个统一的整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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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林外史»作为一部具有广阔地域空间描写

与长时段叙述并存的小说ꎬ其自身的叙事逻辑历

来备受重视ꎮ 近年来ꎬ从叙事学的角度研究«儒林

外史»的时空叙事成果越来越多ꎬ大多数学者认为

时空叙事是本书的一大特点ꎮ 从时间上来讲ꎬ除
第一回楔子外ꎬ书中明确交代时间的只有六处ꎬ即
成化末年(虽未明言何年ꎬ但论者多以其下限ꎬ即
成化二十三年视之)、嘉靖九年(１５３０ 年)、嘉靖十

六年(１５３７ 年)、嘉靖三十五年(１５５６ 年)、万历二

十三年(１５９５ 年)和最后一回幽榜时的万历四十四

年(１６１６ 年)ꎬ另有宁王之乱虽未明言时间ꎬ但可知

是在正德十四年(１５２０ 年)ꎮ 虽时间交代不多ꎬ但
可以通过主要人物的转换和回顾望其前后ꎬ往往

在不经意间感受时间的流逝ꎮ 相较时间而言ꎬ其
空间叙事则甚是明了ꎬ随着主要人物而依次推进ꎬ
每到一处必有交代ꎮ 然其涉及地名颇多ꎬ研究者

争论较多的是其空间叙事是否有内在逻辑ꎮ 据笔

者统计ꎬ明朝的两京十三布政司中ꎬ除广西和云南

从未言及外ꎬ全书涉及了其他所有省份ꎮ 对于这

些区域的前后出场是否为作者刻意安排ꎬ研究者

有不同的看法ꎮ
在这些研究成果中ꎬ叶楚炎先生的«地域叙事

视角下的‹儒林外史›结构———兼论‹儒林外史›的
原貌问题»一文是近年来这一领域的代表作ꎬ此文

从讨论«儒林外史»的地域叙事结构出发ꎬ附带研

究了长期困扰学术界的«儒林外史»原貌问题ꎬ颇
具启发性ꎮ 但文中亦有一些可商榷之处ꎬ本文试

图对该问题有所申论ꎮ
一、地方板块中的外围———中心趋势
山东是孔子故里ꎬ是儒家文化发祥地ꎬ作者将

山东作为全书正文叙事的起点ꎬ其寓意是不言而

喻的ꎮ 在楔子中ꎬ王冕就曾逃难到济南府ꎮ “这山

东虽是近北省份ꎬ这会城却也人物富庶ꎬ房屋稠

密” [１]１０ꎬ明为赞扬山东ꎬ实为暗讽其不如孔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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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ꎬ一个“近北省份”道出了作者的态度ꎮ 正如杜

贵晨先生所说ꎬ“汶上”曾经是孔子为政之地ꎬ选择

此地作为原点ꎬ可将周孔时代的礼乐制度与小说

时代对比ꎬ看出当时八股制度下礼乐的败坏ꎮ[２] 但

即便如此ꎬ全书仍多次提到山东ꎬ成为全书情节发

展中不可或缺的一环ꎮ 如第三十六回中虞育德曾

在第一次会试失败后山东待了两年多[１]４４６－４４７ꎬ庄
绍光在进京往返途中曾两次路过山东ꎬ去时是兖

州府ꎬ来时是台儿庄ꎮ[１]４２７ꎬ４３７虞育德和庄绍光二人

是吴敬梓在书中极力褒扬之人ꎬ重点着墨他们在

山东的经历ꎬ可见作者对山东这一儒学发源地有

一种特殊的情感ꎮ
在山东板块叙事内部ꎬ虽然故事主要发生在

汶上县薛家集ꎬ但是成为周进一生命运转折点的

却是他跟姐夫金有余去省城济南ꎬ进贡院后撞晕ꎬ
旁人可怜他ꎬ出资捐了监生ꎬ又中了举ꎬ而后再到

京城考中进士ꎮ 可以说省城济南虽不是描述的重

点ꎬ但是无疑在仕宦生涯中有重要地位ꎮ
然后借周进钦点广东学道ꎬ叙事转入广东板

块ꎮ 广东板块的叙事重点在两个地方ꎬ一个是南

海县ꎬ一个是高要县ꎮ 范进是南海人ꎬ而南海县属

于广州府ꎬ所以广州又成为范进叙事中的双重中

心ꎮ 范进第一次出场即是去广州应童子试ꎬ由于

周进的赏识而成为秀才ꎬ又因其鼓励瞒着家人去

考了乡试ꎬ这些都是在广州进行的ꎮ 而后与张进

斋一道去高要县打秋风ꎬ叙事的重心转移到严贡

生与严监生兄弟ꎮ 虽没有具体提到广州ꎬ但在此

部分曾三次涉及广州ꎬ或因科举ꎬ或因诉讼ꎮ 并且

因严贡生在广州碰壁ꎬ而与范进一道进京去拜见

周进作为广东叙事的结束ꎮ
至于为何选择广东作为叙事空间的第二个板

块ꎬ大抵是因为山东在北方ꎬ而从空间对称性来

说ꎬ必要择一南方省份与之相对应ꎮ 广东在最南

边ꎬ且明清以来经济发展迅速ꎬ清朝中期以后广州

成为一口通商之地ꎬ经济地位重要ꎬ由此带来的科

举的发展也可以想见ꎬ故作者选择此地与山东一

南一北遥相呼应ꎮ 文中周进与范进师生的仕宦经

历也可以看出作者构思的巧妙ꎬ周进山东人士ꎬ而
做广东学道ꎮ 其门生广东人范进又做山东学道ꎬ
这样的籍贯与宦所互换的写法ꎬ不得不说是作者

刻意为之ꎮ
接着范进和严贡生去拜见周进ꎬ做了几年京

官以后调任地方ꎬ任山东学政ꎬ又回到了山东叙事

板块ꎮ 这次重回山东ꎬ虽叙事不多ꎬ主要集中在第

七回ꎬ却引出三个极为重要的人物ꎬ分别是蘧景

玉、牛布衣与陈和甫ꎮ 这三人此时看似无关紧要ꎬ
却为此后三个地域板块叙事奠定了基础ꎮ 蘧景玉

本人出场不多ꎬ仅因苏轼那个笑话引人关注ꎬ但因

其父蘧太守和其子蘧公孙开启浙江叙事ꎬ故在此

埋下伏笔ꎮ 而牛布衣虽为浙江人ꎬ但其作用是从

浙江过渡到南直隶板块ꎮ 陈和甫则本身就是江西

人ꎬ其对王惠的判词后来一一应验ꎮ 所以此次重

返山东叙事ꎬ是开启了此后十余回的情节ꎬ这在空

间叙事中亦是少见ꎮ
之后王惠补缺南昌知府ꎬ进入江西叙事板块ꎮ

王惠与蘧景玉谈交接之事ꎬ借蘧景玉之口讲述南

昌的风土人情:
“南昌人情ꎬ鄙野有余ꎬ巧诈不足ꎮ 若说地方

出产及词讼之事ꎬ家君在此ꎬ准的词讼甚少ꎬ若非

纲常伦纪大事ꎬ其余户婚田土ꎬ都批到县里去ꎬ务

在安辑ꎬ与民休息ꎮ” [１]１０５

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对江西文化的态度ꎬ那时

南昌民风较为淳朴ꎬ折射出当时江西的经济文化

水平并不发达ꎬ蘧太守在任期间还在奉行与民休

息的政策ꎮ 因宁王作乱ꎬ“江西第一个能员”王惠

调任南赣道ꎬ但是不幸做了贰臣ꎬ最后逃至浙江乌

镇ꎬ浙江叙事开始ꎮ 需注意的是ꎬ南昌是在山东、
广东、江西板块叙事中唯一一次提到省城民风的

地方ꎮ 可以看得出来ꎬ以上三个省的叙事结构中ꎬ
省城的地位并不突出ꎬ虽非无关紧要ꎬ但只是作为

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点而存在ꎮ 直到进入浙江板

块以后ꎬ这种情况就有了明显的改观ꎮ
浙江板块从第八回王惠与蘧公孙见面开始ꎬ

到二十回匡超人离开杭州遇牛布衣结束ꎬ足足十

二回的篇幅ꎮ 在整部书的地域叙事中篇幅仅次于

南直隶ꎬ可见作者对其重视程度ꎮ 从第八回到第

十四回前半部分ꎬ故事始终徘徊于嘉兴与湖州之

间ꎬ如蘧家祖孙本在嘉兴ꎬ又因湖州二娄公子的缘

故ꎬ与鲁编修一家结因缘ꎬ蘧公孙入赘湖州ꎬ接着

莺脰湖诗会将这一阶段推向高潮ꎬ此后借宦成之

事再次递到马二先生ꎮ 马二因仗义疏财而生活拮

据ꎬ不得不离开湖州文海楼去杭州ꎬ事在第十四

回ꎬ至此叙事进入杭州ꎮ 马二先生进入杭州后游

西湖ꎬ作者对西湖的描述非常细致ꎬ这也是书中第

一次着重描写城市文化景观ꎮ 马二先生在此遇见

洪憨仙和匡超人ꎬ继续推动情节发展ꎮ 匡超人从

乐清老家第二次又回到杭州ꎬ结实杭州文士ꎬ西湖

诗会成为这一板块高潮ꎮ 此后因结结识潘三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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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大变ꎮ 后因潘三被抓ꎬ恐受牵连而去京城ꎮ 考

取教习后第三次回到杭州ꎬ此时妻子已死ꎬ因已停

妻再娶ꎬ又返回京城ꎮ
可以看出杭州府城虽不占整个叙事空间的绝

大部分篇幅ꎬ但是一直处于浙江叙事板块中的核

心位置ꎮ 前者嘉兴和湖州均在杭州附近ꎬ三者均

属杭嘉湖平原ꎮ 而后宦成去请权勿用ꎬ地在萧山ꎬ
在杭州之南ꎮ 可以说通过这一个个外围描述ꎬ形
成了一个包围圈ꎬ杭州已经呼之欲出ꎮ 从马二离

开嘉兴文海楼开始ꎬ故事的中心一直在杭州ꎬ虽然

中间匡超人有回乐清穿插其中ꎬ但是又多次返回

叙事中心ꎮ
从山东到广东ꎬ再从江西到浙江ꎬ作者的中心

叙事在不断强化之中ꎮ 济南、广州提及不多ꎬ但作

为连接情节的中转站亦不可或缺ꎬ到江西时南昌

已有民风之描写ꎮ 在到浙江板块时ꎬ杭州景观描

写颇多ꎬ也意味着该地文化之繁荣ꎮ
二、南京的双重政治文化身份及其叙事
第二十回牛布衣与匡超人、冯琢庵分别ꎬ从扬

州经长江逆流而至芜湖ꎬ在这个过程中虽经过南

京ꎬ却故意避而不谈ꎮ 紧接着从牛布衣死过渡到

牛浦郎ꎬ牛浦郎因少年时住在浦口外婆家ꎬ故叫此

名ꎬ这与南京又近了一层ꎮ 但此后牛浦郎遇见牛

玉圃ꎬ与其一起去扬州ꎬ又略过了南京ꎮ 后来牛浦

郎又被派往苏州找“雪蝦蟆”因设局陷害牛玉圃而

被报复ꎬ幸得安东黄客人相救ꎬ辗转到了安东ꎮ 绕

了一大圈ꎬ仍然没有说到南京ꎬ而且此时叙事中心

偏离南京已经更远ꎮ 直到第二十四回借戏子鲍文

卿救安东知县向鼎ꎬ因其为南京人士ꎬ借其返乡南

京才豁然开朗起来:
这南京乃是太祖皇帝建都的所在ꎬ里城门十

三ꎬ外城门十八ꎬ穿城四十里ꎬ沿城一转足有一百

二十多里ꎮ 城里几十条大街ꎬ几百条小巷ꎬ都是人

烟凑集ꎬ金粉楼台ꎮ 城里一道河ꎬ东水关到西水关

足有十里ꎬ便是秦淮河ꎮ 水满的时候ꎬ画船箫鼓ꎬ昼
夜不绝ꎮ 城里城外ꎬ琳宫梵宇ꎬ碧瓦朱甍ꎬ在六朝时

是四百八十寺ꎬ到如今何止四千八百寺! 还有

那十六楼官妓ꎬ新妆袨服ꎬ招接四方游客ꎮ 真乃朝朝

寒食ꎬ夜夜元宵ꎮ[１]３０６

这段描写向我们全景式展现了南京城的空间

人文景观ꎬ这在之前的叙事中是从未有过的ꎮ 虽

然在马二先生去杭州后借其游玩西湖介绍了西湖

的景观ꎬ但这毕竟是以马二先生的角度去写的ꎬ与
南京不能同日而语ꎮ[３] 且对于杭州来讲景观描述

仅集中于西湖一处ꎬ而南京则分散于各处ꎮ 在此

后的各回中ꎬ秦淮河、三山街、聚宝门、大报恩寺、
雨花台、清凉山等一系列南京地标均被提及ꎮ

从楔子中王冕看见小星坠向东南角可知作者

叙述的核心区域即是东南ꎬ论者多已指出ꎮ 开篇

先从山东谈起ꎬ在转向极南的广东ꎬ又折回江西进

而浙江ꎬ可以说离核心区域越来越近ꎮ 直到二十

四回鲍文卿回南京ꎬ按说此后的叙事应集中于南

京城内ꎬ但事实并非如此ꎮ
鲍文卿回南京后ꎬ过继了倪家的第六子ꎬ改名

鲍廷玺ꎮ 数年后在南京遇见向鼎ꎬ此时他已升任

安庆知府ꎮ 因鲍文卿对其有大恩ꎬ故将其父子带

在身边ꎬ故事有偏离南京ꎬ走向安庆板块ꎮ 一番叙

事后因向鼎迁福建漳州道ꎬ鲍氏父子也只能回南

京ꎮ 此后几回中借鲍廷玺串起了一干人物ꎬ如其

亲兄倪廷珠突然出现ꎬ他又去苏州寻兄ꎬ不料到时

倪廷珠已死ꎮ 后又提到季苇萧扬州入赘ꎬ鲍廷玺

去天长找杜少卿打秋风ꎬ借杜少卿举家搬至南京ꎬ
叙事又回到南京ꎮ 之后几回ꎬ迟衡山、庄绍光、虞
育德等人相继登场ꎬ直到三十七回祭泰伯祠ꎬ全书

叙事走向最高潮ꎮ
但祭泰伯祠后故事却出人意料地朝反方向发

展ꎬ先是王惠之子郭孝子突然出现在祭泰伯祠后ꎮ
郭孝子这一人物出现在祭泰伯祠之后寓意再明显

不过ꎬ因其与泰伯有相似之处ꎮ 而与其父对比ꎬ一
个为贰臣ꎬ一个是孝子ꎬ形成强烈的反差ꎮ 之后便

安排他去四川寻亲ꎬ且路过陕西ꎮ 此处又是作者

之精心安排ꎬ去四川如果算直线距离则不应路过

陕西ꎬ但走长江水路逆流而上显然不现实ꎬ而走陆

路入川在古代亦是艰难ꎮ 故从陕西绕道越秦岭走

蜀道在当时来说确是顺路ꎬ即便在当下这也是许

多人选择的入川线路ꎮ 虽路途艰难ꎬ但郭孝子有

惊无险到了成都ꎬ王惠却不见他ꎮ 后因老和尚事

认识萧云仙ꎬ故事又递入萧云仙父子ꎮ
郭孝子一事ꎬ看似颇为蹊跷ꎬ实则前后照应ꎮ

王惠是全书关键人物ꎬ前虽说其出家ꎬ但最后归宿

未交代ꎮ 因其身份不得不改姓ꎬ连籍贯也改成湖

广ꎬ这也算是对江西板块的回顾ꎮ 萧云仙立功后

反被罚ꎬ赖人相助升应天府江淮卫守备ꎮ 在辗转

半个中国之后ꎬ故事又回到了南京ꎮ 再后来又有

沈琼枝嫁往扬州史ꎬ汤镇台贵州平苗乱ꎬ余特余持

兄弟、王玉辉、凤四老爹、陈木南等人相继出场ꎮ
总之ꎬ在最后几回叙事中空间仍在漂移ꎬ并未固定

在南京ꎬ直到最后四位南京市井奇人结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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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半部分叙事虽以南京为主ꎬ但却不集中于

一地ꎬ尤其两次游离至更偏远的陕西、四川和贵

州ꎬ这也是众多学者不解的地方ꎮ 如叶楚炎先生

就认为全书空间结构应该是严格的从边缘到中心

的叙事模式ꎬ在进入南京以后就不应该再游离出

去ꎮ[４]笔者却认为这是吴敬梓的刻意为之ꎬ这就要

提到南京的双重政治文化身份ꎮ
«儒林外史»虽然其在后半部分把主要的叙述

空间集中在南京一地ꎬ但期间空间流动不断ꎬ上文

已详细分析其空间流动的路线ꎮ 之所以会如此ꎬ
是因为在吴敬梓的眼里南京至少有两重文化地理

意象ꎬ一个是明代南直隶的中心ꎬ二是整个中国的

文化中心ꎮ
对于第一点ꎬ不难理解ꎮ 因为作者小说叙事

假托明代ꎬ就不以作者所在的清代政区设置为限ꎮ
且江南分省是一个长期的过程ꎬ直到作者所在的

雍正与乾隆时期尚未完全分开ꎬ故其对区域文化

的影响也微乎其微ꎬ本文不欲探讨ꎮ[５] 明清两代二

级、三级政区设置变动并不是很大ꎬ在小说所集中

叙述的东南一带ꎬ只有高层政区有变化ꎬ即从南直

隶分为江苏和安徽二省ꎮ 无论明清ꎬ南京都可以

作为东南的政治文化中心ꎬ且是唯一的政治中心ꎬ
这是毋庸置疑的ꎮ 而明朝南京又是陪都ꎬ所以其

政治地位仅次于北京ꎬ在明人眼中ꎬ称南京就有两

层含义ꎬ一是指南直隶应天府ꎬ二是指明朝的

陪都ꎮ
明白了南京的双重政治文化身份ꎬ就不难理

解后半段的叙事为何总是从聚焦到离散ꎬ再到聚

焦这样一个过程ꎮ 具体言之ꎬ从牛布衣算起ꎬ南直

隶板块开始ꎮ 这时的叙述模式跟浙江板块如出一

辙ꎬ先讲外围ꎬ再慢慢进入中心ꎮ 就连杭州与南京

的开场方式都雷同ꎬ只是一个是从马纯上的角度

叙述西湖ꎬ一个是作者的角度叙述南京ꎮ 但是到

后来ꎬ作为南直隶中心的南京逐渐退场ꎬ转而进入

全国文化中心的叙述模式ꎮ 这样就有了祭泰伯祠

的八方汇聚ꎬ这从主祭的常熟人虞育德ꎬ亚献的南

京人庄绍光和三献的浙江处州人马纯上可以看出

地域的广泛性ꎬ更别说其他各类人士ꎮ 正是全国

文化中心的这一设定ꎬ才会出现如此盛况ꎮ
在这一高潮过后ꎬ紧接着就是郭孝子和萧云

仙二人出场ꎬ将西北和西南的两个省份———陕西

和四川纳入叙述空间范围ꎮ 前者在祭泰伯祠后出

现在南京ꎬ后者到江淮任职又路过南京ꎬ再次突出

南京的中心地位ꎮ 此后沈琼枝一介女流而在南京

写诗ꎬ更是给南京的文化内涵增添了一个维度ꎮ
最后几回ꎬ虞育德去浙江ꎬ杜少卿相送ꎬ时贤相继

凋零ꎬ南京叙事也走向尾声ꎮ
可以说ꎬ小说的地域叙事虽然从山东———广

东———江西过渡到浙江ꎬ再到南直隶周边ꎬ最后集

中于南京ꎬ但是并非完全聚焦ꎬ而是有所转移ꎮ 笔

者认为这也是全书最大的地域叙事特点ꎬ即聚

焦———离散———再聚焦的圈层结构ꎮ
三、文化地理视野下的圈层结构
当代文化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文化区、

文化扩散、文化生态、文化整合与文化景观五个方

面ꎬ这一点在«儒林外史»中都可以找到影子ꎮ
作者每一个板块的叙事ꎬ都可以看作一个文

化区ꎮ 如山东是鲁文化区ꎬ广东是粤文化区ꎬ江西

是赣文化区ꎬ浙江和南直隶则属于江南文化区ꎮ
南京的二重政治文化中心身份ꎬ即是其文化扩散

的动源ꎮ 全书的文化扩散是单方向的ꎬ主要是以

南京为中心ꎬ向四周扩散ꎮ 浙江由于离文化中心

最近ꎬ所以文化水平上也仅次于南直隶ꎮ 而其他

边缘省份如陕西和四川ꎬ只能是向南京这个文化

中心聚拢ꎮ 而书中对各地风土人情的描写则表现

出不同的文化生态ꎬ大抵江南地区的文化生态层

级最高ꎬ而边缘省份文化生态自然化趋向明显ꎮ
就文化整合来讲ꎬ明清时期最大的文化整合

动力在于科举制ꎮ 科举制到明清时代已经完全定

型ꎬ八股取士成了当时科举的代名词ꎮ 国家通过

科举制实现对地方文化的控制ꎬ而乡绅在其中又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ꎬ他们大多是科举制下的成功

者ꎬ«儒林外史»中的乡绅形象比比皆是ꎮ 而官员

的避籍制度又促进了人才的地域流动ꎬ胥吏、幕僚

也兴盛起来ꎮ[６]３２９这在书中也是推动地域板块转换

的一大动力ꎮ 如高要知县汤奉是南直隶仪征人ꎬ
其弟汤奏汤镇台又去贵州为将ꎮ 尤扶徕是南京人

却在陕西同官任知县ꎬ萧云仙是四川人来应天府

江淮卫任职ꎮ 安东前任知县董瑛与后任知县向鼎

都是浙江人ꎬ向鼎后又去四川任职ꎬ再回到南直隶

安庆府ꎬ最后去了福建ꎮ 种种描述都可以看出科

举制下广泛的地域流动ꎬ这也是文化整合的最大

动力ꎮ
文化景观是作者着重描写的部分ꎮ 前文已

述ꎬ杭州与南京的城市文化景观是作者最为熟悉

的ꎬ描写也甚是详细ꎮ 除此以外ꎬ湖畔文化景观也

值得注意ꎬ楔子中王冕就在湖畔进行绘画ꎬ后面莺

脰湖、西湖和莫愁湖三次文人聚会都选择在湖边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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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作者刻意造就的文化景观ꎮ 莺脰湖处于吴越

之间ꎬ更是显示了江浙文化的水乳交融ꎮ[７]

通过以上文化地理方面的分析ꎬ我们可以看

到这样一条线索ꎬ那就是叙事板块的中心化程度

越来越高ꎮ 从开始的山东、广东板块ꎬ几乎看不出

有中心的存在ꎮ 济南和广州无疑都是地方政治中

心ꎬ但文化中心的存在感不强ꎮ 江西板块的南昌

府城ꎬ才借蘧景玉之口三言两语地描述其风土人

情ꎮ 而到了浙江板块ꎬ杭州在整个省内的中心地

位是毋庸置疑的ꎮ 此处虽涉及浙江全省大部分府

一级政区ꎬ或为人物出场籍贯ꎬ如马纯上之处州ꎻ
或为现实描写ꎬ如匡超人之温州乐清ꎬ但无疑杭州

着墨是最多的ꎬ西湖文化与自然景观描写也极为

详细ꎬ这在此前从未出现过ꎮ 而到了南直隶板块ꎬ
南京的地位则更为突出ꎬ作者对其情感流露跃然

纸上ꎮ 而南京的双重政治文化身份则为后期的不

断聚焦和离散做了注解ꎮ
美国学者施坚雅曾经提出过著名的“施坚雅

模式”ꎬ其理论是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中心地理

论基础上所做的修正ꎬ主要研究中国在帝国晚期

时代的城市—乡村市场层级ꎮ 这一理论在经济史

领域被广泛应用ꎬ因其预设是一个相对均质的平

原地带而收到质疑ꎬ中国学者对其也有一些修正ꎮ
除去经济领域ꎬ笔者认为借用其理论分析文化地

理现象也未尝不可ꎬ而«儒林外史»所展现的科举

制下特殊的圈层结构正好适用ꎮ
通观整个«儒林外史»ꎬ作者所叙述的空间在

不断的变化之中ꎬ杨义先生就说过«儒林外史»叙

事没有三回以上不换地点的[３]ꎬ这一特点就为广

阔的空间分析提供了有利条件ꎮ 我认为«儒林外

史»的圈层结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ꎬ文化的地域差异导致的圈层结构ꎮ 文

化本身没有优劣之分ꎬ但是在不同区域却有先进

和落后之分ꎮ 吴敬梓对各地人物的态度可以看出

对其地文化的认知ꎮ 从开始的山东、广东与江西

叙事ꎬ基本以反面人物为主ꎬ作者对他们多持否定

态度ꎬ而到了浙江、南直隶板块ꎬ持肯定态度之人

物越来越多ꎮ 而全书最正面的两大人物虞育德和

庄绍光都是南直隶人ꎬ不得不说这是作者的地域

偏爱ꎮ 而祭泰伯祠将这种文化圈层推向极致ꎬ南
京无疑是此圈层的核心ꎮ

其次ꎬ人物分布的密度上ꎬ也可以看出其圈

层ꎮ 一方面是浙江和南直隶板块涉及的人物明显

偏多ꎮ 另外一个方面ꎬ最偏远的陕西、四川等地没

有涉及几个人物ꎬ而且其人大都与科举、诗文无

关ꎮ 陕西板块只有一个木耐最后进入幽榜ꎬ这也

和当时的现实相照应ꎮ 而四川板块萧云仙是个武

将ꎬ而后汤镇台在贵州立功却不得见用ꎬ又回到仪

征ꎬ也是圈层的一个回流ꎮ
第三ꎬ从描述文学活动的地点来看ꎬ也是集中

在浙江和南直隶ꎮ 文中几次诗会ꎬ无论是莺脰湖、
西湖还是莫愁湖ꎬ莫不在江南地区ꎮ 而作为全书

高潮的祭泰伯祠自然是放在全书的核心南京ꎮ 其

他地域没有叙述文学活动ꎬ也没有科举之士和诗

文之士的争论ꎬ当然也只有文化圈层的中心才可

能出现ꎮ
四、地域圈层结构的深层表达机制
英国地理学家迈克∙克朗在«文化地理学»中

讲道:“在文学作品中特定的空间与空间的界限是

如何确立的ꎬ这取决于小说的结构ꎬ作者的性格和

自传ꎮ” [８]５９上文详细分析了«儒林外史»地域圈层

结构ꎬ之所以形成特殊的地域叙事ꎬ除了南京的双

重政治文化身份外ꎬ还有一点就是这与全文的主

旨相关ꎮ 近一个世纪以来ꎬ大部分学者都把«儒林

外史»的主题框在反封建反科举之下ꎬ在笔者看

来ꎬ这绝非作者的全部创作意图ꎮ
吴敬梓本人对功名富贵的态度其实是复杂

的ꎬ他曾经也为因病不能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

而懊恼ꎮ 其创作«儒林外史»经历了漫长的过程ꎬ
其心境不可能不发生变化ꎮ 谈凤梁先生就认为其

主旨是从“文行出处”转到“礼乐兵农”ꎬ由抨击科

举到进一步抨击时政ꎮ[９] 全书在第三十三回借迟

衡山之口第一次提出了礼乐兵农的主题:
而今读书的朋友ꎬ只不过讲个举业ꎬ若会做两

句诗赋ꎬ就算雅极的了ꎬ放着经史上礼、乐、兵、农

的事ꎬ全然不问! 我本朝太祖定了天下ꎬ大功不差

似汤武ꎬ却全然不曾制作礼乐![１]４１５－４１６

所以才有后面迟衡山提议祭祀泰伯ꎬ这自然

是礼乐盛典ꎮ 后笔锋一转ꎬ离开江南ꎬ由陕西而四

川ꎬ从郭孝子到萧云仙ꎬ突出的是萧云仙的兵农之

事ꎮ 这就是叙事地域更偏向边缘省份的另一重要

原因ꎬ在作者看来ꎬ兵农之事只有发生在此地才合

情合理ꎮ 这即使不是完全客观ꎬ但“文学作品的

‘主观性’不是一种缺陷ꎬ事实上正是它的‘主观

性’言及了地点与空间的社会意义” [８]４５ꎮ 后有借

汤镇台立功而被迫返乡事ꎬ折射了建立事功的不

易ꎬ借以抨击时政ꎮ 其实早在鲍文卿板块中ꎬ作者

已经将事业扩展到传统的儒林以外ꎮ 在鲍文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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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ꎬ不管是肯定还是否定ꎬ八股之士还是诗文之

士ꎬ都与儒林有关ꎮ 但鲍文卿一介戏子ꎬ却在德行

上超越许多所谓的名士ꎬ亦是作者的刻意安排ꎮ
后在第三十五回ꎬ借嘉靖皇帝之口ꎬ印证了当

时礼乐的衰败:“只是百姓未尽温饱ꎬ士大夫亦未

见能行礼乐ꎮ” [１]４３４这两句可谓将朝廷骂得体无完

肤ꎬ百姓既不温饱ꎬ士大夫又不行礼乐ꎬ那朝廷的

教化何在? 也从侧面说明了作者对礼乐的关注ꎮ
其实作者并不反对科举ꎬ只是反对八股制下被异

化的取士标准ꎬ作者认为这一标准将真正的名士

排除在外ꎮ
礼乐兵农的广阔阶层描写决定了«儒林外史»

地域叙事的广阔性ꎬ而对南北文化的态度ꎬ则进一

步加强了作者对南京文化的认同ꎮ 这一第八回王

惠投靠宁王一事中ꎬ娄四公子评价到:
宁王此番举动ꎬ也与成祖差不多ꎮ 只是成祖

运气好ꎬ到而今称圣称神ꎮ 宁王运气低ꎬ就落得个

为贼为虏ꎬ也要算一件不平的事ꎮ[１]１１２

这话如果放在明代ꎬ绝对是大逆不道之语ꎬ将
朱棣靖难与宁王作乱等同视之ꎬ明人断不敢言之ꎮ
在看第九回邹吉甫所说:

在洪武爷手里过日子各样都好ꎬ二斗米做酒

足有二十斤酒娘子ꎮ 后来永乐爷掌了江山ꎬ不知

怎样的事事都改变了ꎬ二斗米只做的出十五六斤

酒来ꎮ[１]１１８

从这两段描述可以窥探作者对南北文化的态

度ꎬ两处都提到明成祖朱棣ꎬ其对南京最大的影响

莫过于靖难之役和迁都北京ꎮ 作者未必对朱棣有

政治上的批判倾向ꎬ但是确实借迁都之事表达对

南京地位下降的不满和对北京的不屑ꎮ 在作者看

来ꎬ正是由于朱棣的篡位和迁都ꎬ才使得经济文化

中心和政治中心分离ꎮ 但即便如此ꎬ南京依然是

经济文化中心ꎬ尤其是文化中心的地位在全国范

围内无法撼动ꎮ 全书提到北京的地方不少ꎬ大多

以虚化来处理ꎬ只有庄绍光进京朝见皇帝才简要

描述了紫禁城的辉煌与森严ꎬ这与江南水乡的自

然活泼景观迥异ꎮ 而明朝南北榜案ꎬ清朝的分省

定额制度这些科举因素ꎬ更加加深了作者崇南抑

北的态度ꎬ也是作者将叙述重点放在南京的更深

层次原因ꎮ
而吴敬梓的人生经历又注定了«儒林外史»的

空间叙事如此广阔ꎮ 据陈美林先生研究ꎬ其幼年

生活并不如意ꎬ十四岁时随嗣父去赣榆ꎬ在赣榆的

八年使其大大增长了见闻ꎬ直到二十二岁又回到

全椒ꎮ 在赣榆期间也常常游历四方ꎬ尤其是几次

来南京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ꎬ再后来因家庭

原因离开全椒举家迁往南京ꎮ[１０] 其一生大部分时

间都寓居南京ꎬ故在全书中对南京的描述也是最

真切ꎮ 又因为游历大江南北ꎬ造就了其小说中丰

富的地域叙事ꎮ 上文已经提到ꎬ除南京外ꎬ杭州也

是着重描写的地方ꎬ可见作者也是去过杭州的ꎮ
除了城市描写以外ꎬ对江南水乡景观的描写也非

常之多ꎬ尤其是各地之间转换时ꎬ以水路为多ꎬ而
对于陆路交通基本略去不写ꎮ 对陆路描写最详细

的就是郭孝子从陕西到四川一路ꎬ书中虽未明说ꎬ
但走的必是蜀道无疑ꎮ 作者没有亲历过此地ꎬ所
述只能依靠文献记载ꎬ对作者而言陕西、四川等地

都是其感觉文化区ꎬ故有学者认为这不是吴敬梓

所写ꎬ乃后人串入ꎬ盖不知吴敬梓对此地不熟悉

所致ꎮ
关于书中杜少卿的原型即是吴敬梓本人ꎬ论

者几乎没有疑义ꎮ 书中杜少卿的经历也确实跟吴

敬梓本人有相似之处ꎬ但是两人并非高度吻合ꎮ
冯保善先生认为书中的杜少卿作为一个文学形

象ꎬ是作者塑造“真儒”理想人格的载体ꎮ[１１] 笔者

非常赞同此观点ꎬ书中的杜少卿活得远比吴敬梓

本人潇洒ꎬ也就是说吴敬梓其实是希望自己活成

杜少卿的模样ꎬ只是现实由不得他ꎮ 第三十六回

虞育德的话最能表达吴敬梓对功名富贵的复杂心

态:“我又求他荐我ꎬ荐我到皇上面前ꎬ我又辞了官

不做ꎮ 这 便 求 他 荐 不 是 真 心ꎬ 辞 官 又 不 是

真心ꎮ” [１]４４６

五、余论
以上分析了«儒林外史»地域叙事的圈层结构

及其深层表达机制ꎬ都是基于空间维度所得出的

结论ꎮ 而时空叙事又是整部«儒林外史»叙事的两

个关键维度ꎬ再回到开头ꎬ时间叙事与空间叙事是

否保持高度一致呢ꎬ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ꎮ 有些

学者认为儒林外史最后一回儒修名单与幽榜不符

合作者的全书的立意ꎬ应是后人伪作ꎮ 从而带来

后半段郭孝子、萧云仙、沈琼枝、凤鸣岐等一系列

故事均被怀疑是伪作ꎬ但是从时间叙事与空间叙

事的高度耦合可以看出这确是作者手笔ꎮ
上文已分析空间叙事的圈层结构ꎬ核心集中

于东南ꎮ 而时间叙事中ꎬ我们依然可以看出是一

个圈层ꎬ核心是嘉靖年间ꎮ 嘉靖年间不仅提到的

次数最多ꎬ而且叙事也最为密集ꎮ 而在这前后叙

事又出现时间上的离散性ꎮ 像祭泰伯这样重要的

—２２—



时间节点ꎬ虽然只是借庄绍光进京一事侧面介绍ꎬ
但却是全文时间叙事的核心ꎮ 第五十五回故事结

束于万历二十三年(１５９５ 年)ꎬ显然跟故事开头楔

子中明初洪武年间无法呼应ꎬ那么第五十六回万

历四十四年(１６１６ 年)又说明什么呢? 那就是万历

四十四年(１６１６ 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ꎬ历史正式

进入明亡清兴的阶段ꎮ 故虽明朝仍然存在了近三

十年时间ꎬ但是万历四十四年已经宣告明王朝统

一时代的终结ꎬ故作者以此为全书叙事的终点ꎬ与
楔子遥相呼应ꎮ 且从成化末年到万历四十四年ꎬ
嘉靖晚期的泰伯祭祀正好处于两者的中间位置ꎬ
不得不佩服作者构思之巧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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