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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 

 

清末的時代背景，正值轉型的動亂時期，而劉鶚筆下的《老殘遊記》，以獨

運之匠心，獨具之慧眼，鎖定社會現實的黑暗面，而將己身救亡圖存之感，一發

於小說之中。在這動盪不安的社會環境中，藉由小說的教化功能，呈現出人物的

時代價值，達到以文人之筆，成勸善懲惡之效，並以其崇高的思想內容和精淬的

文字語言，臻至極高的文藝書寫成就。如同魯迅先生說的： 

其書即借鐵英號老殘之遊行，而歷記其言論聞見，敘景狀物，時有可觀，

作者信仰，並見於內。148 

在《老殘遊記》中，我們可以看到，劉鶚用淺顯明白的人物形象，以及看似獨立

鬆散，卻其實緊密相連的故事情節，讓閱讀者可以藉由瞭解一位面對無數風浪衝

擊的人物老殘，也許是執著，也許是堅強，也許透露幾分無奈，但最終仍抱持崇

高的理想，努力不懈，在經歷千辛萬苦之後，也能無所退怯，而盼望實現經世濟

民、救亡圖存的志願。 

劉鶚作為一個新小說家的代表人物，在《老殘遊記》一書中，藉由小說書

寫，道出自己對時代背景與生存困境的見解與抒發，並藉由一系列刻畫人物的過

程，寄寓自己崇高的理念。這不僅是因為劉鶚對時代的種種變化，有極為敏銳的

感受，故能捕捉瞬息萬變的社會層面，看到國家飄搖不定如水中危船，聽見陰暗

的角落中，百姓所傳來的聲聲哀泣與嘆息，而更是需要將自我的生命，義無反顧

地投向這個不可預知的時代變局之中，負載著撥亂反正、扶傾助危的崇高理想，

敢於面對來自社會、政治與文化的種種難題與挑戰。並且更力圖將這樣的理念，

以小說的形式，對廣大的人民起到傳達和啟蒙的作用。 

從小說人物類型研究的角度而論，《老殘遊記》確實深刻且忠實地展示了，

在清末社會劇烈變動，政治又混沌昏暗的情況之下，官吏是如何草菅人命、侵害

百姓，黎民庶人是如何身陷水深火熱之中，敢怒而不敢言，手足無措，不知所從

                                                 
148 魯迅：《魯迅小說史論文集》（臺北：里仁書局，1992 年一版），頁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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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苦狀。在小說中，劉鶚是藉由老殘一行人的努力，刻畫出經世濟民的俠義形象，

與透過對於卑劣人物醜態的揭露，以及呈現論理說道的隱士風範，將小說人物的

書寫成就，提高至一個新的層次。 

而且筆者認為劉鶚筆下的人物老殘，這種以救世者的形象在小說中出現，

已然是突破了傳統封建制度思考下，那種所謂溫柔敦厚、知書達禮的文人形象，

而不再故步自封於象牙塔中，而是一變為敢於身體力行的一位理想者、實踐家與

領航員。而且老殘這個人物所賦予閱讀者的啟示是，一位受到傳統文化薰陶的文

人，能夠走出時代的侷限，成為具備現代思潮的知識份子，即使是面對各式各樣

的奇怪困惑，以及來自四面八方的艱辛挑戰，內心仍然毫不畏懼，勇往直前，並

且滿懷奮發圖強的理想，擔負經世濟民的使命，期望有朝一日能解決時代變局所

帶來種種難題，達到救亡圖存、教化新民的心願。 

至於在敘事視角上的成就，筆者認為《老殘遊記》在清末新小說的敘事書

寫上，是第一部開始大量採取第三人稱敘事的限知視角的小說，故在敘事手法上

具有開拓之功。而且小說中的人物老殘，靠著敏銳、同情與智慧，行走江湖，去

尋覓解決種種問題的良藥處方。所以，在小說敘事視角的使用上，老殘就是小說

敘事文本中，最主要的第三人稱限知敘事者，因為小說文本中的點點滴滴、是是

非非，皆需要藉由老殘的言、聽、說等經歷旅程，才得以讓閱讀者明瞭小說中所

負載的理念，以及所要傳達的訊息，並進一步地藉此去感受小說的魅力，去理解

文本的內容，以及感染小說敘事的藝術之美。 

如果《老殘遊記》是以全知全能的敘事者，來敘述小說故事情節的發生，

那麼全知全能敘事者所採用平鋪直敘，以及對小說中人物的任意評論褒貶，這些

因素皆容易導致小說人物的情感世界與閱讀者之間，產生難以突破的隔閡。閱讀

者無法直接感觸人物的喜怒哀樂，和人物之間的情感交流，便會形成斷層。因此，

劉鶚在小說中，以採用外部敘事視角與人物限知敘事視角的書寫手法，讓外部敘

事視角不直接干預小說的故事情節，人物得以能敘述自己的生平遭遇與辛酸血

淚，如此一來，人物內心的喜怒哀樂或激動的情緒，便能鮮活地躍於字裡行間，

人物皆能得到獨立發展的生命。且閱讀者也能夠藉由這樣的敘事手法，直接與小

說中的人物產生情感上的對話，而使得小說對於閱讀者來說，更具備實質上的感

染力與啟發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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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老殘遊記》中，劉鶚已知如何將小說的故事時間與敘事時間作有效的

搭配。因為在小說中第一回至第十四回，皆是採用連貫順敘的寫作方式，以刻畫

老殘遊走江湖的前後經過，來作為小說的敘事時間，這對於閱讀者而言，可以直

接而連貫地獲知小說中所發生的一切人事物。但是直至小說第十五回，劉鶚又筆

鋒一轉，嘗試運用回憶追敘式的倒敘手法，藉由黃人瑞與老殘之間的對話，回憶

追述賈魏家十三口命案的來龍去脈，之後並將順敘與倒敘，加以混合運用，讓閱

讀者產生一種時間交錯的閱讀感受。筆者因而認為，劉鶚不僅已領會到小說的故

事時間與敘事時間的不同，並且開始加以嘗試運用，來作為書寫小說的敘事手

法。筆者認為，劉鶚這種採用倒敘的敘事手法，是意味著清末新小說的敘事發展，

已經突破傳統章回小說的籓籬，突破以往所採用之單一順敘式的寫作模式，轉而

運用更為活潑、更多樣化的寫作方式。 

而《老殘遊記》的敘事空間，也呈現出豐富多樣的風貌。當中有靜態式的

描繪，展示出自然美景的山水風光，也有動態式的書寫，為小說增添幾份活潑生

動的氛圍。小說在自然空間的書寫上，著重於寫實的層面，不僅人物與景色相為

互應，更在人物遊歷的空間上，加以著墨，使其深具地方特色。至於在虛擬空間

的書寫方面，描寫了老殘在夢中的驚險過程，以及於夢中進入地府的故事情節。

小說中的虛擬空間，並非毫無意義的書寫鋪陳，而賦予閱讀者不僅是驚奇怪誕之

感，更帶有幾分教化意味。 

至於敘事結構方面，筆者提出，《老殘遊記》是用舊章回寫作新小說，並且

在小說中，蘊含現代思想與多元嘗試的精神，這也奠定了民國五四現代文學的發

展基礎。在結構方面，則是採用單一人物主線的方式，小說中妥善地運用主角易

位的技巧，讓小說呈現出更為豐富充實的風貌。雖然受限於《老殘遊記》初編的

完整性所影響，導致在二編一開始與初編之間，於結構的銜接上，顯得並不十分

融入，並且由於在若干故事情節的主題意義上，初編與二編之間差異甚深，而導

致數位前輩學人提出二編並非劉鶚親筆所作之論。 

可是，經由筆者從小說敘事結構的角度，將初編與二編加以比較對照，並

說明二者為何會在閱讀上，產生兩者並未出自同一小說家的原因之後，筆者認

定，《老殘遊記》初編與二編，確實均出自劉鶚之手，也深信這從敘事結構的研

究角度來論，得以可證，並無疑慮之處。而從中國小說敘事發展史的角度來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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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殘遊記》在敘事藝術上的成就，已經遠遠超過劉鶚當時的預期。這部小說，

不僅擁有小說藝術的價值與社會意義，而且在小說敘事發展上，也做出了極高的

貢獻，這也為清末新小說從通俗小說的層次，邁向融合雅俗文學的道路上，立下

不朽的開拓之功。 

筆者嘗試運用小說敘事學的研究方法，作劉鶚《老殘遊記》的敘事研究。

雖然這個研究方法，是從西方引進的，但筆者並非一成不變地沿用抄襲，而是從

中去蕪存菁，加以轉化更新，使之更為適合於中國小說敘事模式的研究論述。或

許有學者會認為，西方的研究理論是可以直接套用或移植到中國小說的研究領域

裡。但對於這個問題，筆者仍然堅定認為，西方的敘事理論與文本研究方法，雖

然是蓬勃發達，日新月異，可是從總體上說，仍舊有觀點上的偏激與自我認知狹

隘的問題存在。之所以產生觀點上的偏激，主要是因為，每一學派或各個理論之

間，較少有對話與繼承的現象產生，而後出理論是為了推翻前人所建構的研究理

論，從中雖有繼承傳統可取的部分，卻往往是因為顛覆或推翻前人建構的理論，

反而顯得有所不足；至於自我認知的狹隘，更直接觸及到西方文化霸權的問題，

因為西方的文論對於非西方體系的研究，往往是偏於一隅，有所侷限，因而不能

直接套用。 

西方有西方敘事學的淵源，中國則是有中國小說的傳統體系，兩方之間並

不抵觸，也不衝突，而是可以藉由相互之間的學習、交流與對話，激起更為光彩

奪目的絢爛火花。因此故本論文所運用的敘事學研究方法，是希望除去西方文論

的偏激與狹隘，並且結合中國小說敘事的發展，進而從中提出較為全面而詳盡的

敘事研究方法，期盼能喚醒沈睡百年的《老殘遊記》，將此書在小說敘事史上的

書寫成就，以及書中所含括的時代意義，重現世人面前。 

當然筆者在本論文中的論述與觀點，充其量也不過是個人之見，因為隨著

小說藝術的發展，以及社會文化的變遷，還有各個學科之間的交流、對話與融會，

小說文藝批評理論也會隨之推陳出新。引用小說家米蘭‧昆德拉對於當今小說形

式發展的看法： 

小說走了它已走的歷史道路。它也完全可以走上另外一條路。小說的形

式是幾乎沒有侷限的自由，小說在它的歷史進程中沒有好好利用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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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它錯過了這一自由。它留下了許多尚未探索的形式可能性。149 

相信當今小說的創作以及文藝研究的熱潮，勢必會帶動起更為深入的研究議題，

以及更多層面的對話討論。期望本論文對於《老殘遊記》的敘事研究，能引發更

多對於《老殘遊記》文藝價值的肯定與重視，有助於其他關於敘事批評理論的研

究與探討。 

 

 

 

 

 

 

 

 

 

 

 

 

 

 

 

 

 

                                                 
149 Milan Kundera 著 董強譯：《小說的藝術》（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 年一版），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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