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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世道與末技：17 世紀中國通俗小說『大眾化』的考察」已完成並

發表二篇論文：

1.〈廣場狂歡：明清小說中英雄與神魔譜系之大眾化闡釋〉，於「第一屆大眾文

學與文化研討會：大眾性與（反）全球化」宣讀。

2.〈閭巷顓蒙：魯迅《故事新編》中的現代性與大眾性〉於 2004 年 12 月 31 日，

政治大中文系經常性學術研討會宣讀。

以上二篇論文經修正收錄於《追蹤躡跡－－中國小說的文化闡釋》一書，大

安出版社 2005 年出版，論文摘要附於下：

1.〈廣場狂歡：明清小說中英雄與神魔譜系之大眾化闡釋〉，頁 213-248。
本文嘗試以《西遊記》、《封神演義》、《薛丁山征西》及《三寶太監下西洋記》

四部小說中所呈現的在追求完善（《西遊記》）、征服異己（《薛丁山征西》、《三寶

太監下西洋記》）及王朝易鼎（《封神演義》）的變化過程，來考察「市井」模塑

「英雄」力量的展演，在「神魔」的小說煙霧下，大眾文化藉著「英雄譜」如何

進行言說，並進而追尋各小說中對菁英文化與大眾文化在界線的交鋒，以及嘗試

重新「發現」主流意識與顛覆潛能的動態文化景觀，發掘被「菁英論述」所隱蔽、

放逐，卻從不曾消失過的各種次文化。

「英雄譜」的中介角色中所展現的怪誕身體、戰場上的食色受阻、逆倫及複

調語言等模式化的書寫，開啟了豐富的話語「邊緣性」。本文著眼「英雄譜」這

一反秩序與秩序化的明清小說書寫，透過戰爭的描寫及異質威脅（取經路上的妖

魔）的收編整飭，英雄們加冕的過程中，小說的深層內涵卻是帝王將相文治武功

的神聖光環被消費、脫冕的實況。明清時期儒釋道的大論述沸沸揚揚，通俗小說

家通常是一些以藝名出場的邊緣文人，其活絡的文化生產，不管從結構面、解構

性來看，總帶著多重的文化性格，藉著游擊戰的方式，不斷向主流文化發言，在

文化身份的遊走之間，挾帶著各種性質的文化成分進行時代造像。在這一些「神

魔小說」的人物中，藉異鄉他域的變身、另類倫常觀、婚戀行為、對典範和論述

進行隱蔽的、熱情洋溢的表述，食色受阻、逆親背約、寡廉鮮恥（薛丁山三拒樊

梨花的原因），無不帶著戲謔坦然，形成一連串「大眾的」、「我們的」生鮮世界，

而在這一系列的「英雄譜」這一反秩序與秩序化的明清小說書寫，透過戰爭的描

寫及異質威脅（取經路上的妖魔）的收編整飭，英雄們加冕的過程中，又頗貼近

溝口雄三、王汎森等學者所指出的「理觀」、「禮制」的再造與頑強生命力在近／

現代典範危機中的另類表態。

2.〈閭巷顓蒙：魯迅《故事新編》中的現代性與大眾性〉，頁 249-283。
本文以魯迅的《故事新編》就空間—時間的表述形態方面，試圖貼近他的

「歷史知覺方式」，雖然魯迅在序言中談到「有一點舊書上的根據」，以及「……

因為對於古人不及對於今人的誠敬，所以仍不免時有油滑之處」（頁 2）。本文不

從書和人的方向思考，僅就「時空」的角度聚焦，所要探究的是：作家的油滑和



一點舊書如果不是重點，那麼，「只剩著『庸俗』在跋扈」的「新編」是如何被

編的？《故事新編》的「時空意識」作為「歷史意識」的感知方式，其脫離宏大

敘事，或與之刻意保持距離，或者時時製造許多敘事上訊息的延宕與重複，如何

指向魯迅對「現代性」的回應？這種回應，是否可以轉向他對文化內部，甚至是

細部的一種廣度或精緻度的思考？散發旺盛力（跋扈）的「庸俗」躍身為觀察的

焦點之一，「傳統性」中的大眾性格，一日三餐、如何溫飽、街談巷議等敘事，

是否也可以觸發不同的「啟蒙論述」？

作為小說創作的「總集」式的各個短篇，魯迅以他一貫的現代性特點：1、
透過計時與計價的荒謬感將時間空間化。2、經由聚焦的刻意處置將脊樑人物的

出發點窄化至居家，或將其置於廣場、或與廣場相似但更為流動的道路空間，使

得「脊樑人物」在如此場域成為看客凝視的客體，除了展示空間的變化—荒誕

的身體空間化（〈女媧〉）；知識、理念的過渡性與邊緣化（〈出關〉之忠義苦旅、

〈起死〉之荒誕化的齊生死）；以及傳統主題空間的丑角化（〈鑄劍〉之水甕與三

頭鼎），並由此製造視域的衝突與調和；一方面也無形的展示了遭看客凝視的「脊

樑人物」如何在「閭巷顓蒙」的日常生活世界置入救贖與反救贖的現代性掙扎痕

跡。3、書寫策略以在中間狀態與補述的方式，藉著邊緣性與過渡性的提出，表

達其微觀行動的歷史觀。

啟動事件意味著事件配置的相關位置之改動，在「總集」中的各個短篇放置

到「新編」的引號中，魯迅將宏大敘事的元素再次開啟在雜文化了的「地攤」中，

經由否定的否定，同時回應了民間藝術的小傳統與啟蒙救亡之大論述，一個個故

事仿若大檔案中的不同窗口，魯迅最後的這一系列小說雖然自覺的擔起「庸俗」

的罪名，雖然有意的自甘「油滑」，但是在回應「現代性」的向度上，他卻仍然

頗為自信的認為「並沒有將古人寫得更死」（《故事新編‧序》）。本文經由後經典

的閱讀，試圖透過魯迅縮小格局將帝王將相、忠臣義士、才子佳人放置到庶民語

境中來重新審視，可以說，《故事新編》興味盎然的重點是形式背後那真正改變

世界的感知系統。

此外，本人尚進行《型世言》、《宜香春質》、《清夜鐘》等十七世紀小說之評

點、序跋以及思想主題之大眾化考察等多篇論文之撰寫工作，將於近日陸續投稿

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