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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古典小說的情節安排--以《七十二朝人物演義》為例  

孫秀君 1 

一、前言 

《七十二朝人物演義》，一稱《七十二朝四書人物演義》，或簡稱《人

物演義》，是明朝末年的一部話本小說 2。《人物演義》所寫的人物均見於《四

書》，多數是春秋戰國時代的人。《大學》、《論語》的記載較為簡略，還未

構成故事。到了《孟子》，有的敘述已略具故事雛型，有的也已有比較完

整的故事情節，祇需做一些文字上的加工改寫 3。加上之前薛應旂《四書人

物考》 4類似傳記式的寫作方式，應也帶給作者不小的影響 5。作者將散佈

各處關於各主要人物的資料，重新組成一篇有明顯主題導向之作品。以小

說體裁寫歷史人物，介於小說、史傳間。在寫作過程中，作者在情節安排

上的匠心獨運，為本文重點。 

本書屬話本類。以話本外在形式而言，有其特定的寫作體製。胡士瑩

《話本小說概論》將話本的體制區分為題目、篇首（開場詩詞）、入話（詩

詞之後的解釋）、頭回（與正話相似或相反的故事）、正話（主要故事）、

                                                 
1 弘光科技大學通識中心副教授 
2 本文使用原始資料主要為：《七十二朝人物演義》（日本：內閣文庫藏本）、《七十

二朝人物演義》（日本：聖藩文庫藏本）、李致忠、袁瑞萍點校，《七十二朝人物

演義》（北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8 北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由於《七十二朝人物演義》，每卷是採用《四書》中的句子為標題。因此，一名

《七十二朝四書人物演義》。而本書版心的題名為「人物演義」，因此目前所見如

《靜嘉堂文庫漢籍分類目錄》（靜嘉堂文庫編纂，台北：大立出版社，1980.6 影

印版）就將此書登錄為《人物演義》(見頁 876)。 
3 《七十二朝人物演義》，［古本小說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年月未

著錄），孫一珍，＜前言＞，頁 1–2。 
4 （明）薛應旂撰，《四書人物考》，明嘉靖戊午（37 年）原刊本（台北：國家圖書

館善本），（明）薛應旂撰、朱(火阜)注、許胥明訂補，《四書人物考訂補》，明天

啟間（1621~1627）刊本（台北：台灣大學圖書館）。 
5 《四書人物考》紀傳之末各系以論贊，類似紀傳的寫作方式，可見受《史記》影

響的痕跡。而《四庫全書．四書類存目》對《四書人物考》一書多所批評。但正

因書中自序云：「多採雜說而不著所出」、「不敢過求其真贗也」，反倒與小說的特

質--虛構性很接近。這也更增加了《七十二朝人物演義》受到《四書人物考》影

響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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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尾（附加的詩詞、評論）等六項 6。但並非所有話本均具備這些條件。所

以，本文採用的是鄭振鐸等人較為廣義的說法，即將正文前的部分，總稱

為入話。入話的種類可分為：1.「閒話」或「詩詞話」；2.一詩或一詞；3.

與正文相同的故事；4.與正文相反的故事等項。一篇故事的入話，可能全

部都具備，也可能只有一項或二項 7。且並非所有部分均屬情節，像：入話、

議論旁白與結語的文字等，是屬於話本小說的組織形式，非屬於情節8。雖

然以今天的小說觀念來看，作者在敘述故事時突然跳進作品裡，容易破壞

情節節奏的完整，與上下文的連貫，但卻是話本敘事技巧的一大特色。《七

十二朝人物演義》各篇均以詩詞開始，以詩詞結尾。入話處以議論較為常

見，不是每篇均有故事。有故事性入話為十七篇，約佔全書之 42.5％。 

情節安排（或稱結構佈局）是構成小說的重要因素之一。一篇小說要

創造出完美的藝術整體，有賴於巧妙的情節安排。在小說中，一個事件

即相當於一個情節。各情節間經由因果關係相互連貫，就是所謂的情節

安排。情節將素材所提煉成的事件建立成新的理解順序，將作品形成一

個具連貫意義的整體。因此，情節安排是小說的重要因素之一 9。 

二、小說的真實與虛構 

《七十二朝人物演義》非屬歷史演義，但用話本寫歷史人物，或許也

可算作傳記文學--傳記小說的一種。 

何謂傳記小說： 

描寫人物生平事迹的小說。由紀實性傳記發展而成。它運用說的藝

術手法，描寫特定人物的生活經歷、精神風貌及其歷史背景，以反

映現實生活。以一定的史實為根據，但不排斥作品材料、地點、對

話等的自由聯想和虛構，在寫法上比一般傳記有更大的靈活性。傳

                                                 
6 胡士瑩，《話本小說概論》（台北：丹青圖書公司，1983.5 初版），頁 130–143。 
7  鄭振鐸，＜明清二代的平話集＞，《中國文學研究》(出版時地未著錄)，頁

361–362。 
8 賈文昭、徐召勛，《中國古典小說藝術欣賞》（台北：里仁書局，1983.3 初版），頁

28–32。 
9 陸志平、吳功正，《小說美學》（台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3.11 初版 1 刷），

頁 7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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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小說的創作要立足于現實，用藝術眼光透視歷史，人物的基本事

迹須有歷史的根據。 10 

「人物的基本事迹須有歷史的根據」、「以一定的史實為根據，但不排斥作

品材料、地點、對話等的自由聯想和虛構。」這已牽涉到小說的真實性與

虛構性。 

雖然一般常用「真實」與「虛構」來區分史傳與小說，但史傳注重客

觀真實的同時，虛構於其中的確也經常存在著 11。由於古典小說的創作素

材有很大部分取自歷史故事，常被看作「野史」、「逸史」等正史之補，造

成小說的發展長期受到史學的限制 12。至明朝，歷史小說極為盛行，創作

過程中，所面臨真實與虛構的問題，受到眾多學者討論。此與本書寫作頗

為相關，在此先就明代學者的主要看法做了解。 

明代學者對歷史小說的批評，大致可區分成紀實派與創作派 13。 

紀實派的代表人物有：蔣大器、林瀚、陳繼儒等。他們大都認為演義

與正史的主要區別在於語言。至於對虛實的看法，則認為演義與正史不應

有別，甚至應該比正史更為詳實。 

創作派的代表人物有：熊大木、謝肇淛、袁于令等。強調的是小說想

像與虛構的特性。 

本書各傳主在早期書籍上均有記載，應確有其人。但作者所藉取的早

                                                 
10 莊濤主編，《寫作大辭典》（上海：漢語大辭典出版社，1992.4 第 1 版，1993.2 第

2 次印刷），頁 400。 
11 劉勇強，《中國古代小說史敘論》（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7.10 第 1 版第 1

次印刷），頁 52–53。 
12 李惠明，＜明清小說創作真實論初探＞（《文藝理論研究》1990 年第 4 期，1990.7），

頁 41。 
13 主要參考：齊裕焜主編，《中國古代小說演變史》（蘭州：敦煌文藝出版社，1991.9

第 1 版第 2 次印刷），頁 142–145。李惠明，＜明清小說創作真實論初探＞。孟

昭連，＜明代小說創作虛實論＞（《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 年第 2

期）。劉良明，《中國小說理論批評史》第七章（台北：洪葉文化事業公司，1997.1

初版 1 刷）。周英雄，＜樞始得其環中：從中介看歷史小說＞（《中外文學》第 15

卷第 7 期，1986.12）。龔鵬程，＜歷史小說的歷史與身分＞（中國古典文學研究

會主編，《古典文學》第十三集。台北：臺灣學生書局，1995.9 初版）。曾祖蔭等

選注，《中國歷代小說序跋選注》（湖北：長江文藝出版社，1982.8 第 1 版第 1 次

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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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資料，虛構成分本就不低。小說中有許多內容受《史記》影響，甚至直

接移植過來。但《史記》又有許多藉自先秦作品，如《左傳》、《國語》、《戰

國策》、《晏子春秋》等。這些先秦作品有不少實已具備傳記文學的雛形 14。

而如《左傳》的編撰者除了由史官處接受了《春秋》外，也從樂官處接受

了口頭說唱，及聽採各國的民間傳說 15。另《史記．太史公自序》也云：「網

羅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見盛觀衰，論考之行事，略推三

代，錄秦漢，上記軒轅，下至於玆。」 16證明《史記》對民間傳說也多所

記錄。當然，他對民間傳說的選擇很慎重，主要保留其中較為可信的成分

17。這些均影響本書的虛構性。 

歷史小說界於歷史與小說之間，歷史小說的寫實感主要由於歷史人

物或事件不可違背的真實。但若承認它是小說的一種，就必須給予它較

歷史更多的自由，使它「能更自由地重組、歸結、甚至戲劇化地增闊主題

內容。」 18 

本書能讓作者有比較多發揮空間的，主要是過去相關資料比較欠缺的

人物。但對此作者大都偏於宗教的方向來詮釋。如： 

＜楚國＞：卞和成為王孫圉的後身。兩次刖足，是為治其誑語之罪。 

＜晉人＞：馮婦夢見虎魂索命。 

而針對極少數人物提出的翻案意見，也都是由宗教的角度切入。 

＜臧文仲＞：以神龜卜問，救民利物。 

＜宰予＞：睡鄉之學，可治國家、治天下。 

＜仲子＞：仲子與姓丘名引之人（蚯蚓）於夢中對談。 

所以，明顯是藉宗教信仰、果報思想來反應強調「善」--道德教化的

                                                 
14 陳蘭村主編，《中國傳記文學發展史》（北京：語文出版社，1999.1 第 1 版第 1 次

印刷），第一章，頁 1。 
15 林繼富，＜中國民間傳說與史官文化＞（《民間文學論壇》1997 年第 3 期，1997.8），

頁 27。 
16 司馬遷著（漢），凌稚隆輯校（明），《史記評林》（台北：地球出版社，1992.3 第

1 版），頁 2893。 
17 林繼富，＜中國民間傳說與史官文化＞。頁 27–28。 
18 王德威，＜歷史／小說／虛構＞，《從劉鶚到王禎和》（台北：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公司，1986.6 初版），頁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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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主軸。 

三、情節改造的方法與特色 

《七十二朝人物演義》各篇大都是對過去資料的改編，而改造方向主

要是由文字與情節這兩方面著手。以下由文字加工與情節添翼為主來探

討。 

（一）文字加工、細節潤飾 

以文字加工為主的情況，主要因為過去素材對部分情節的描述已較完

整，人物形象也很豐富。 

例＜師曠＞：衛靈公至晉，師涓奏濮上之音，以至師曠奏「清商」、「清

徵」、「清角」的這一整段情節，多採自《韓非子．十過》。《七十二朝人物

演義．師曠》的這段情節未更改，而是在文字上做了許多加工潤飾。尤其

師曠奏「清商」、「清徵」、「清角」循序漸進，有層次的表現琴音（「清商

之曲，如此可悲的麼？」師曠道：「不如清徵，那清商還不及其萬一」、「清

徵之悲，遂如此止麼？」師曠道：「還不如清角」）。且將「清商」與「濮

上之音」明確區分，文義也較清楚。所以，比起《韓非子．十過》的敘述，

《七十二朝人物演義．師曠》顯然更為流暢。 

又如：＜淳于＞，與《史記．滑稽列傳》相彷。 

但，淳于髡雖滑稽多辯，也要「恰好這時齊國君王不是別人，是威王

在位。他性喜隱語，又好淫樂。」淳于髡才有發揮才華的餘地。另，各國

歸還土地之時，「此時惟有楚國最稱強悍，聞知各國還了齊國侵地，楚王

反笑諸侯為迂。他便另立主意道：『齊國已頹，各國不知虛實，乃還侵

地，不乘時吞并，更待何時！』決意興兵加齊，統了傾國之兵，約有數百

萬，星夜前行并發。」楚王做了與他國不同的推測，才會出兵攻齊。《七

十二朝人物演義．淳于》在細節上多所潤飾，加強了情節發展的因果關

係。 

再如：＜孫叔＞中，優孟改扮孫叔敖的情節，也由《史記．滑稽列

傳》而來。 

《七十二朝人物演義．孫叔》借用《史記．滑稽列傳》優孟改扮孫叔

敖的記載。除了文字的演繹外，細節關連也頗注重。《史記》僅用「即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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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幾句話帶過，不易令人信

服。《七十二朝人物演義》除寫優孟摹仿揣摩過程，還加上重要的一點：「幸

喜優孟的面貌也生得清秀，與叔敖相近。」欲使整件事情更合情入理。 

另《史記．滑稽列傳》所敘秦朝優旃事蹟也用在本書＜淳于＞入話

處。可見《史記．滑稽列傳》被本書充分利用，當然也是由於司馬遷寫作

筆法高超，所敘人物情節的故事性強。  

又如：＜伯夷＞，可說整篇本事均見《史記．伯夷列傳》。就連評者

的又評部份，也整段均是引「太史公曰」，並且改為「附評」。 

以上，看出《人物演義》均非僅有生澀的對照翻譯。文章發展還是著

重前後文的通順流暢，且藉此以把握住人物精神。 

（二）情節的添翼 

先秦人物資料有限且散見各處。但作者對傳主生平重要事蹟因果關係

的串連不顯突兀。除了片斷資料的重新組合外，更加以聯想與創造。顯示

作者為作品花費極大心力。 

如：＜宰予＞，作者由《論語．先進》的：「言語：宰我、子貢。」

進而設計了一段宰我、子貢兩人，由互相競爭至交相推許的一段情節。 

再如：＜仲子＞。《孟子．滕文公下》，孟子認為仲子是蚓而後充其操

者也。作者以此設計安排了一段姓丘名引之人（蚯蚓）出現於陳仲子夢中，

敘述仲子無法與它爭廉的帶有趣味性的情節。 

其次，作者也針對過去極簡略的敘述，舖排成情節完善的小說。 

如：＜奕秋＞，過去僅有《孟子》有較詳記錄。《孟子．告子上》： 

今夫弈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

弈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為聽。一人

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

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作者以此為藍本，又增設了人物--奕秋的兩個徒弟，並由其中一個因輸奕

而對其師心懷怨恨，進而找外人聯手設計在奕局上打敗奕秋，之後奕秋對

棋奕更加努力專一，達到更高的境界。作者的聯想擴展成情節內容更豐富

的作品。所增加的這些轉折，也使奕秋在棋奕上的能力更為讀者所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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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成功並非偶然。當然，被譽為全國最佳的奕棋者，在奕局上居然敗北，

也是極富戲劇性的。作者的聯想與創造，與原始素材的情節均環環相扣，

且生動自然。 

又如，＜王豹＞：《孟子．告子下》： 

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 

過去僅有極少字數的記錄，但《七十二朝人物演義．王豹》以此小記

載為原型，將作品演繹成完整的形象豐富的作品。  

但這類情況並不多，本書最常見的還是對各素材的擴充整合。如＜孫

叔＞：孤丘丈人見孫叔敖的這一段情節。 

《說苑．敬慎》 19： 《七十二朝人物演義．孫叔》： 

孫叔敖為楚令尹，一國吏民皆

來賀，有一老父衣麤衣，冠白冠，

後來弔，孫叔敖正衣冠而出見之，

謂老父曰：「楚王不知臣不肖，使

臣受吏民之垢，人盡來賀，子獨後

來弔，豈有說乎?」父曰：「有說，

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

擅權者君惡之；祿已厚而不知足者

患處之。」孫叔敖再拜曰：「敬受

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

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祿已

厚而不慎不敢取；君謹守此三者足

以治楚矣。」 

那孤丘丈人，全無賀拜的說

話，且多吊唁的口頰。乃道：「僕

聞人有三利，必有三患，子可得知

麼?」叔敖蹙然易容，問道：「小子

不敏，何足知之，願聞其說。」丈

人道：「爵高了人要妒，官大了主

要惡，祿厚了怨要歸，是以特來相

吊。」孫叔敖道：「既承大教，心

中極感。但叔敖從少有志，嘗願吾

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

心益小；吾祿益厚，吾施益博。豈

不免于三患麼？」丈人道：「善哉

言乎！堯、舜其猶病諸。」孫叔敖

道：「丈人太贊了。」丈人道：「僕

更願子終守是言，勿忘勿忘。」臨

別之際，又道：「楚有孟優，是天

下有心好人，多能美士。子既為

                                                 
19 劉向編（漢），《說苑》，［四部叢刊］初編縮本（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9

臺 2 版），頁 47。 



文稿 
 

 63

相，可善待之。叔敖道：「謹領台

命。」 

除了將孤丘丈人對孫叔敖的建議做文字上的修飾擴充外，又藉機提起

孟優，為後面孟優模仿孫叔敖的情節發展預留伏筆。而對於作品整體內容

的情節安排而言，常常簡單幾句話或者是一整段敘述，之所以會放在這個

位置而不是另外的地方，這本身其實就代表了特定的功能與意義 20。 

四、結語 

古代小說由於受到史傳對情節敘述的注重及說話藝術的影響，對情節

的展現努力經營 21。針對本書情節安排而言，行文穩健，安排嚴謹。歷史

事件情境逼真傳神，頗能掌握特色。並沒有因為「教化為先」的目的而硬

湊 22。但大多數依循古代史料，重點應在編寫而不在創作。就上面的討論

看出，它符合中國古典小說情節的基本調性，用傳統平常的敘述方式來書

寫，沒有開創性的技巧。 

其中某些情節太偏宗教角度也造成一些缺陷。如：＜羿＞，戴不凡認

為此書寫嫦娥為做仙妻先奔羿，之後竊服仙丹奔月，且將《楚辭》的「妻

彼雒嬪」和吳剛的民間傳說合在一起。整體看來，描寫清新可喜，表現還

不錯。不過摻雜道士家言，把嫦娥希望成為上界天仙做為串連之線，「終

屬惡札」 23。 

                                                 
20 楊義，《中國敘事學》（嘉義大林：南華管理學院，1998.6 出版），頁 39。 
21 楊星映主編，《中西小說文體比較》（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1 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頁 89–90。 
22 楊力，＜試論「教化為先」的文學傳統觀念對中國古代小說的影響＞，（《現

代語文》(文學研究版），2006 年 08 期），頁 28。 
23 戴不凡，＜小說中的嫦娥奔月＞，《小說見聞錄》（台北：木鐸出版社，1983.4 初

版），頁 13–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