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鸳鸯蝴蝶派的另类革命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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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自民初至 ($ 年代! 鸳鸯蝴蝶派在讲述革命 $故事% 的众声喧哗中另有一份

独特腔调! 他们书写的 $革命外史% 致力于将辛亥革命文本化# 传奇化# 轶事化" 鸳

鸯蝴蝶派作为投身大众传媒的职业作家! 出于对时局的失望情绪! 以及对自身作为社

会批评者角色的认同! 热衷于讲述革命中的 $乱离% 故事! 成功地将 $革命% 文本化!

革命成了大众分享和消费的对象! 呈现出奇观化和娱乐化效果" 同时这种书写将革命

传奇化! 在 $侠% 的传奇视角下彰显秘密社会的侠义风范之于革命的贡献! 将传统侠

元素与现代技术符码并置混搭" 此外借重轶事化的言情俗套! 在 $情% 的旗帜下消弭

传统侠义与现代革命的冲突! 以及用道德训诫的立场讲述香艳的革命爱情故事"

关键词!鸳鸯蝴蝶派& 革命外史& 文本化& 传奇化& 轶事化

一

在 #$ 世纪的中国! "革命% 无疑是一个核心

关键词! 在现实生活与想象的叙事话语中频频登

场! 其声势可谓一浪高过一浪$ 我们可以说! "革

命% 既建构了新的秩序和认知方式! 也在不同群

体的追忆中被建构书写! 成为千姿百态的被 "发

明% 与 "制造% 出来的 "故事%

!

$ 因此! 它既是

作为 "实体% 的历史事件! 也是被 "表述% 的对

象$ 在 #$ 世纪众多的历次革命中! "辛亥革命%

无疑是被讲述最多的 "故事%! 在不同时期它被涂

抹上不同的色彩! 不同群体赋予它不同的意义$

辛亥革命作为被讲述的 "故事%! 以千差万别的形

态被不断生产# 传播与消费着) 它或被视为走向

民主自由的现代民族革命- 或名为失败的中国资

产阶级革命$ 在这场革命中! 仁人志士一心为公

的崇高牺牲# 青年书生投笔从戎的昂扬兴奋# 普

通民众关注于辫子有无的疑惑恐惧11都成了中

国现代作家笔下写之不尽的题材$ 而在诸多辛亥

革命的书写中! 鸳鸯蝴蝶派的 "革命外史% 无疑

独具特色$ 当辛亥革命的硝烟尚未散去! 这个标

签为 "旧派% "消闲% "游戏% 的群体就以 "外

史% 的独特方式摹写革命! 加入 "发明% 与 "制

造% 革命 "故事% 的杂语竞逐之中$

自民初直至 ($ 年代! 鸳鸯蝴蝶派的 "革命外

史% 都有不少作品刊行! 可以说! "革命外史% 的

生产始终贯穿于这一群体的文学# 文化实践之中$

鸳鸯蝴蝶派群体对于革命的反应# 书写十分迅速$

早在 ')'# 年! &小说月报' 就刊出 &本社告白'!

"本报自第四期起! 载有革命外史一种! 专记各省

革命时之遗闻轶事! 凡为各报未经详载! 可资观

感而有兴味者! 著之于篇! 海内宏达! 倘以此类

材料见惠! 务祈详述事实之始末! 文字不必甚工!

只须达意%

"

$ 自第 ( 卷第 * 期# 第 " 期设 &革命

外史' 专栏! 即载焦木 +即恽铁樵, 的 &血花一

幕 +革命外史之一,' +* 期,# &鞠有黄花' +"

期, 两文$ ')'*0')') 年是 "革命外史% 高产时

期! 既有 &小说丛报' &小说新报' 上刊载的徐枕

亚# 刘铁冷# 李定夷等人的系列文言小说! 还有

国华书局推出的单行本小说 &湘娥泪'! 从封底标

明的再版情况看! 该著销路应该不错$ 相对而言!

#$ 年代初期 "革命外史% 沉寂一点$ 但鸳鸯蝴蝶

派在与新文学群体的新旧# 雅俗之争中! 对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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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阅读市场的开拓# 引领# 迎合! 越发得心应手!

已能熟练掌握社会# 言情# 武侠# 历史等通俗小

说的类型配方! 掀起一个个流行的浪潮) 社会言

情潮# 武侠潮# 宫闱秘史潮11同时! 作为一个

以大众通俗市场定位的群体! 鸳鸯蝴蝶派对于严

肃# 高雅的新文学亦步亦趋! 热衷模仿借鉴其内

容题材# 表现手法等$ 因此! #$ 年代末期! 当新

文学群体由 "文学革命% 转向 "革命文学%! 各种

文学势力都竞相加入 "革命% 大合唱之际! 鸳鸯

蝴蝶派也不甘寂寞! 曾以狭邪小说 &九尾龟' 而

闻名的张春帆! 于 ')#)0')($ 年推出其章回体

"革命外史% &紫兰女侠'! 连载于当时鸳鸯蝴蝶派

最富影响力的杂志 &紫罗兰' 上$ 在 "革命文学%

的热潮中! 这部作品对于革命的描摹显然别具风

姿$ 总体而言! 自民初至 ($ 年代! 鸳鸯蝴蝶派的

"革命外史% 致力于将辛亥革命历史文本化# 传奇

化# 轶事化! 在讲述革命 "故事% 的众声喧哗中

而另有一份独特腔调$

目前一些研究者更多着眼于 "革命外史% 如

何叙写革命! 如从内容方面! 王凤仙剖析民初小

说叙述辛亥革命! 一些文本着重 "革命/个体% 框

架下的命运书写#

! 李文倩指出李定夷的 &湘娥

泪' &茜窗泪影' 等小说! 以辛亥革命前后 "家

愁% "国恨% 间人物命运的变迁为叙述对象! 传达

了作者对时代进程中个体生命价值的深刻思考$

-

或从叙事特征角度指出这些文本颇具浪漫主义色

彩! 如革命者的神化# 反动者的妖魔化# 革命生

活的浪漫化# 革命现场的游戏化等%

! 而对于 "革

命外史% 为什么如此书写革命则分析寥寥! 陈建

华认为张春帆的 &紫兰女侠' 展示了革命话语的

多义性! 在革命文学 "众声喧哗% 的背景下! &紫

兰女侠' 表示了某种 "与国民党主流意识形态疏

离的 .另类/ 姿态%$ 而之所以如此! 皆因近代以

来上海的印刷资本主义使然&

$ 这些研究均未能将

"革命外史% 作为鸳鸯蝴蝶派这一独特群体的一种

独特文类加以关注! 因此对其背后的生产机制探析

颇为不足$ "革命外史% 为何如此呈现革命* 在

"发明% "制造% 革命的众声喧哗中! 它们有何独特

性* 这些独特的策略又是如何获得读者大众的青睐*

二

"革命外史% 之所谓 "外史%! 显然是相对于

官方正史而言! 既表示系私人编撰的稗官野史!

也意味着内容多为奇闻异事# 街谈巷语$ 明清以

来以 "外史% 为名的小说不为少数! 如 &儒林外

史' &女仙外史' &留东外史' &春明外史'! 皆以

表示自己是稗官野史! 非堂而皇之的庄言正论$

以外史摹写革命! 正意味着鸳鸯蝴蝶派群体有别

于 "正史% "官史% 的书写姿态与立场! 正如张春

帆在 &紫兰女侠' 第一回所云) "在下这部小说!

名叫革命外史! 恰不是史官的记载! 也不是信口

的谰言! 只拣着那些传记无闻! 报章不载的革命

英雄! 和那革命时间的珍闻轶事! 一一的记载出

来! 给列位看官做一个酒后茶余的消遣罢了$%

'记

录传奇英雄和珍闻轶事! 意在提供消遣之品! 显

然表明了一种 "小历史% 的叙述视角! 以偶然和

碎片的形式来摹写革命$

在这种 "外史% 视角下! "革命% 呈现给我们

的不是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进步期盼! 也不是改

天换日的振奋豪情! 而是大破坏时期升斗小民无

奈的挣扎与坚持! 和价值与制度失序带来的偶然

性传奇$ "革命% 的名称也颇为多样) "光复%#

"鼎革%# "辛亥改革%

(

# "辛亥革命%! 等等! 不

一而足$ "革命% 的意涵也相当混乱庞杂! 既有视

革命为 "还我河山! 复我氏族%

)的种族革命! 也

有目之为 "欲立国于二十世纪之世界%

*的破除积

弱之现代革命$ 甚至也不乏有视之为改朝换代的

大动乱! 就有文本把革命纳入 "易代% 与 "鼎革%

的话语框架中! 将辛亥革命与明季鼎革# 拳匪之

乱 +义和团,# 太平天国相提并论$ 例如署琼英女

史叙略! 铁冷演述的 &弱女流浪记'

+,-讲述的是拳

匪之乱 +义和团, 时期一对情侣的离合! 但却冠

以 &革命外史之二' 的正标题$

其实! 鸳鸯蝴蝶派群体中有不少是南社成员!

如徐枕亚# 包天笑# 刘铁冷等$ 但在民初! 革命

并未带来理想中的美好世界! 纷乱的时局让这些

热切支持革命的人士心生失望! 转而变为骂世#

警世# 混世# 避世与售世+,.

$ 以这种情绪讲述革

命! 自然多 "乱离% 000破坏与失序的故事$ 革

命会导致权力失控! 社会陷入混乱! 革命时期也

是一个打破日常生活秩序的非常时期$ 自言 "为

辛亥改革之外录% 的 &井中人'

+,/就叙武昌起义后!

淮阴也随之响应! 但因统御无方! 导致匪兵趁机

而起! 抢劫民宅! 非礼民女$ 普通民众丧财失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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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破人亡$ 独立宣布之日! 那些打家劫舍的匪兵

居然摇身一变为意气扬扬的革命人物! 公然招摇

过市$ 在李定夷# 徐枕亚等人的小说中! 革命往

往意味着乱离时期的到来! 百姓正常的生活秩序

完全被破坏$ &湘娥泪' 以烈妇林婉侬的悲惨遭

遇! 展示了革命时期百姓的流离失所$ 长沙光复

后! 湘省各地盗贼纷起! 林婉侬只得扶老携幼!

随邻居一起逃难! 婆婆客死他乡! 林经历了失女#

丧子# 遇匪等种种艰辛! 返回故居又得知参加革

命的丈夫已经牺牲$ 类似林婉侬的悲惨遭际在这

些革命外史中不为少见! 例如还有刘铁冷的 &缃

云惨史' 等! 革命时期哀鸿遍野# 百姓饱经忧患

成为他们书写的重点所在$

革命不仅给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带来破坏!

更重要的是! 它还导致了制度# 价值的颠倒和混

乱$ 对于一些人来说! 革命的剧烈变动与不确定

性! 提供了一个在原先政治与礼教森严的环境里!

所不敢想像与实践的机会$ &小星怨'

+,0就记载了善

于掌握时势的投机人士! 如何摇身一变英雄志士!

借革命而逞个人私欲$ 庞志仁本是无赖小头目!

赌博劫掠! 强抢民女! 无恶不作$ 辛亥革命后!

带领徒众混入省城! 大肆抢掠$ 因总督对会党采

取招安策略! 庞与其党徒被编入军队! 庞以团长

领军$ 自此更加肆无忌惮! 除走马章台外! 又骗

婚纳妾$ 气势嚣张! 为害一方! 招致民怨沸腾$

失序的社会既会导致无赖恶棍投机革命! 也会造

成真正的革命志士无谓的牺牲$ &湘娥泪' 中的陈

次强! 虽身为村馆教师! 当得知武昌起义! 毅然

舍下老母娇妻幼子! 投笔从戎$ 他弃家从军后!

在长沙颇受已经起义的焦陈二人赏识! 担任参谋

之职$ 汉阳起义时民军失利! 次强随湘军前去支

援! 还没到湖北的时候! 就收到焦氏的军令! 让

他回湘商议军机要事$ 次强连忙赶回! 正好遇见

焦# 陈二人被同僚 +忌者, 杀害! 次强也一起被

杀害了$ 直到新都督上任后! 逼于公议而追念首

功! 厚葬焦陈二人! 次强才有了烈士之名$ 这种

好人蒙难# 坏人得逞的故事在革命外史中不为少

数! 究其原因! 就是革命时期的混乱) 旧的秩序

已推翻! 而新的价值尚未确立$

对于鸳鸯蝴蝶派群体来说! 革命带来的破坏

与失序! 一直是他们所关注思考的重心所在$ 不

仅乱象丛生的民初让徐枕亚# 李定夷的书写侧重

"乱离% 故事! 直到 ')($ 年! 张春帆在其 "革命

外史% &紫兰女侠' 中仍然探讨如何减少革命的破

坏问题! 在紫兰堡这个江湖奇地! 聚合了一群武

功超群的人物! 他们支持孙中山同盟会的革命行

动! 但宣称 "敝会虽然赞助革命! 恰不是革命党!

和革命党的破坏宗旨略略的有些异同%$ 他们主张

用政治革命的手腕解决时局! 反对破坏! 提醒革

命党不能专讲破坏! 少一次破坏! 就为国家地方

多留一份元气$ 如果说! 现代革命承诺 "开端启

新%! 推翻旧制度! 创立新体制! 形塑新的良好秩

序$ 那么! 在一些鸳鸯蝴蝶派作家看来! 革命也

许只带来了纷乱无治! 不但没有切断过去旧有的

腐败事物! 反而搅得沉渣泛起- 辛亥革命是创立

了共和新体制! 却并未形塑良好的政治秩序$ 因

此! 当革命的硝烟尚未散去! 弥漫于民初的主要

情绪就是 "衰% "惨%! 恰如徐枕亚所描摹的) 四

旁荒冢累累! 错落如棋子! 墓碣无存! 姓氏与灵

魂俱泯! 蔓草荒烟! 长此终古! 而草际錚吟! 树

头哑语! 咿呀啾唧! 上下互答! 为此星星之长眠

人! 一一鸣其生前之冤恨+,1

$ 类似徐枕亚 "白杨衰

草鬼烦冤% 式的 "唱衰% 革命! 几乎成为鸳鸯蝴

蝶派 "革命外史% 的主要基调$

毋庸置疑! 鸳鸯蝴蝶派作为投身大众传媒的

职业作家! 并不热衷谱写昂扬热烈的革命赞歌!

他们 "唱衰% 革命是缘于一种批评# 嘲谑的立场$

这种立场背后既有他们作为 "旧派% 的 "铁肩担

道义! 妙手著文章% 的传统士大夫情结! 更是对

现代知识分子应为社会批评者的角色认同$ 因此!

与讲述乱离的革命外史同时兴盛的就是那些嘲骂

共和# 讽刺时局的游戏文章! 二者之间存在着密

切的关系! 都是鸳鸯蝴蝶派群体对革命# 政治及

历史等问题的理解与回应$ 自民初直至三四十年

代! 在 &申报(自由谈' &民权素(谐薮' &滑稽

时报(谐著' &快活世界(谐文' 等游戏文章栏

目! 那些舍庄言宏论而取诙谐戏谑的文字! 以笑

骂一切的率性! 拿革命# 共和开涮! 对政治时局

冷嘲热讽$ 如徐枕亚 &水族革命记' 一文! 言水

国为革命潮流所鼓荡! 鳞介各族! 咸欲脱离龙王

之专制$ 革命党起义! 得到成功! 龙王下诏退位$

公推鲸为大总统! 蟹无肠而能横行故为国务总理!

鳊以善于缩项而为外交总长! 等等$ 文末附上这

样的讽刺000 "枕亚曰) 哈哈世界! 著名凉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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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居然也要革命$ 革命居然成功! 贪如鲸者!

居然为水国大总统矣! 所引用者! 无非龙王之旧

臣! 龙族之余孽$ 嗟尔水族! 汝等脱离龙王之专

制! 不知又入于暴鲸之口矣$ 欲享共和幸福! 岂

非梦想$ 吾不禁望洋向若而叹耳$%

+,2借水族而讽辛

亥革命! 类似的游戏文章在鸳鸯蝴蝶派杂志中十

分常见! 其讽刺的锋芒直接指向革命与共和! 批

评革命枉流 "千万人黑铁赤血%! 这与革命外史中

视革命为失序动荡的立场完全一致$ 当然! 批评#

唱衰并不意味着否定革命# 反对共和! 鸳鸯蝴蝶

派群体的政治立场并不保守落后! 有时恰恰是以

辛辣的讽刺嘲谑# 悲惨的乱离故事表达对革命#

共和的关注与反思$ 鸳鸯蝴蝶派就以这种唱衰革

命# 嘲骂时局的姿态! 开创一个颇为独特的 "批

评空间%$

很明显! 鸳鸯蝴蝶派的这个 "批评空间% 离

不开报刊大众传媒! 无论是革命外史还是游戏文

章! 几乎无一例外都是首先发表于杂志报纸$ 而

报刊杂志预设着亲密性和即时性的诗学! 其文学

文本以亲密无间的方式! 服务于读者分享思想#

情感# 经验的需要! 同时带有娱乐# 教育# 沟通

的目的+,3

$ 因此! 也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鸳鸯蝴蝶

派的革命外史相当集中地出现于民初和 ')($ 年前

后! 显然是对刚刚经历的辛亥革命与国民革命做

出的及时回应! 鸳鸯蝴蝶派群体以此种讲述方式

和读者大众分享经历革命的创痛与经验$ "革命!

意味着以摧枯拉朽的方式而破旧立新! 社会结构#

生活方式# 伦理道德都被重新建构$ 而 #$ 世纪中

国的革命又具有 "高山滚石% 效应! 革命一旦启

动! 越滚越急! 越滚越猛! 前一次的成功! 会激

励后一次的继续- 前一次未能实现的目标! 后一

次会采取更激烈的手段去实现! 革命的诉求指数

不断提升%

+,4

$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 遭逢这样革命#

再革命# 不断革命的时代! 日常生活的重复# 安

稳一再被打破! 甚至他们的价值理念也处于动摇

之中! 其内心的焦虑# 彷徨# 困惑也就可想而知$

于是! 为了应付不断新变的环境! 民众既欢迎那

些以批评嘲谑来纾解压力的文字! 也需要一种能

够书写# 解释所遭逢事件的 "故事%! 鸳鸯蝴蝶派

的革命外史显然就是组织和解释过去的 "故事%

方式$ 虽然革命外史主要以充满历史偶然和文化

碎片的形式! 与官方正史或宏大历史所具有的统

一性# 规范化有所区别$ 但它仍然是一种历史书

写! 叙述了我们如何变成我们现在所是的故事!

将现在定位为连续性的一部分! 并且指向可能的

未来+,5

$ 解释过去! 指向未来! 革命外史成功地将

"革命% 文本化了$ 在围绕着报纸杂志形成的阅读

共同体中! 这些乱离故事就成了鸳鸯蝴蝶派与读

者大众共享的历史经验与阐释$

三

可以说! 鸳鸯蝴蝶派成功的让 "革命% 进入

了大众传媒空间! 这也就决定了 "革命% 不仅是

书写与共享的历史文本! 还要成为消费的对象$

那就需要将 "革命% 演绎为 "传奇%) 让革命和江

湖会社的侠义话语携手! 使革命与儿女英雄的浪

漫情调结合$ "革命外史% 中充斥着江湖世界的波

谲云诡! 乱离时期的英雄际遇! 革命征途的风花

雪月! 等等! 这些内容极大地迎合了普通市民读

者的通俗趣味! 从而让 "革命外史% 成为拼贴英

雄# 儿女# 侠义等元素的可批量炮制的文化产品!

在现代出版机器的高速运转中! 这些类型被不断

"制造% 出来! 进入由出版业构筑起来的文学消费

网络! 最终汇为一股消费 "革命% 的潮流+67

$

在正统历史叙述中! 辛亥革命或是 "中国资

产阶级革命%! 或是走向民主自由的现代民族革

命$ 对于革命者究竟是哪些人# 他们为何参与革

命! 以及革命过程中他们的理想信念# 行为准则

如何! 官方 "正史% 基本形成了杰出领袖与仁人

志士目睹国家危机# 人民困苦而舍身忘我投身革

命的叙述模式! 革命伟人# 英烈也形成了相对固

定的名录! 突出的是他们为一个现代富强的民族

国家而奋斗的坚定信念$ 但是! 书写革命者的高

尚人格# 奋斗历程固然让人肃然起敬! 却未必能

吸引读者阅读的兴趣$ 面向大众读书市场的鸳鸯

蝴蝶派 "革命外史%! 对于革命者何人# 秉持理

念# 行事方式等则另有一番传奇性描述! 因此!

以 "外史% 视角叙述革命就会更多呈现一种 "奇

观化% 的效果$

在参与辛亥革命的各种力量中! 不容忽视的

就是各种秘密会党势力$ 在反抗满清统治的斗争

中! 革命者与秘密社会的领袖# 成员有着共同追

求和诸多合作! 当然价值理念# 话语方式等方面

(+"'(

"外史% 中的革命) 鸳鸯蝴蝶派的另类革命书写



的差异也相当明显$ 革命胜利以后! 二者渐行渐

远! 秘密社会被认为是落后# 迷信的组织$ 最终

在各种官方革命历史叙述中! 秘密社会的贡献被

刻意擦除# 遗忘$ 但志在 "传奇% 的 "革命外史%

显然对秘密社会有着极大的兴趣! 秘密会党成员

所秉持的 "义% 000 "侠义% 正是备受中国民众

推崇的精神$ 这种 "侠% 的道义与人格由中国传

统小说如 &水浒传' &三侠五义' 等广泛渲染! 形

成了广大读者十分熟悉的内容模式) 神秘的江湖

世界! 身怀绝技的大侠! 以及除恶扬善# 匡扶正

义的侠义行径$

这一模式在张春帆的 "革命外史% &紫兰女

侠' 中得到完美演绎! 这部作品把参与革命的秘

密会党成员000紫兰堡侠客作为主角! 成功地把

革命# 武侠# 言情等元素捏合在一起$ 紫兰堡是

一班男女同志! 自行组织的一个革命同志会! "抱

着赞助革命! 同排斥异族! 监督官吏的宗旨$ 遇

着革命志士! 不是竭力帮助他的进行! 就是随处

解除他的危险$ 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同盟会! 是

殊途同归的$ 不过他们做的事业是彻底解决的革

命! 我们的工作是随时随地! 补助他们的不及!

和铲除社会的不平%$ 这群江湖大侠是完美的革命

同路人! 他们赞成革命! 因为 "这样昏天黑地的

世界! 不革命如何还有生路%! 清廷奸淫掳掠的残

暴唯有靠革命才能彻底涤除$ "革命是一种救国运

动! 革命成功之后! 大家就永远安居乐业$% 革命

是创建良好社会秩序# 让老百姓过上安稳日子的

唯一方案! 紫兰堡侠客们的这一信念与追求显然

与革命党并无二致$ 当革命党人遭遇困厄! 或普

通百姓受到暴政欺凌时! 他们常常及时出现! 惩

治恶人! 声张正义$ 当清廷滥抓无辜! 肆意折磨

革命党人! 围观者虽心里不平! 却无人敢出头!

这时只见 "一道紫光! 疾如飞电! 从水面上直掠

到舢板船头上! 紫光一闪! 船头上站着的两个哨

兵已经跌下水去%! 是紫兰堡的女侠从天而降! 以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几个飞扬跋扈的清兵都打落

水中! 救走了革命党和无辜遭殃的百姓$ 这些紫

兰堡侠客的出场# 行事方式极具传奇色彩! 他们

的装扮与装备也同样有奇观化效果$ "削肩细腰!

明眸皓齿% 的女侠 "穿着一身称身可体的紫绡衣

裤! 恰淡淡的! 不十分浓! 头上裹着一条紫帕!

连鞋袜都是一色紫的%$ 如果说这副打扮既是紫兰

侠客身份的标记! 又显出娇俏动人的美女性别特

征! 很有视觉愉悦感$ 那么! 最为重要的是! 这

些女侠也与时俱进! 行走江湖不再是 "刀剑如梦%

了! 而是 "自己空着一双手! 只腰间紫绡带上缀

着两支银色小手枪%$ 她们来无影去无踪固然依仗

高超的武功! 但乘坐 "冲波激浪# 其去如飞% 的

汽油船显然也助力不少+6-

$ "银色小手枪% "汽油

船% 这样的西方现代科技产品与中国传统的 "侠%

元素并置! 营造一种新奇# 混杂的奇观化效果$

对于深具 "洋泾浜% 趣味的上海读者而言! 这种

"把上海置于世界和将世界放诸上海% 的混杂策

略+6.

! 无疑是相当有吸引力的$

可以说! "侠% 元素是革命外史中一份重要的

配料! 奇诡的江湖世界! 身怀绝技的侠客给革命

外史增添一份别样的风采$ 彰显侠义精神! 描摹

侠客纵横成为诸多革命外史的重要内容$ 在革命

外史中! 这种侠肝义胆的人格风范不仅表现于那

些反抗满清暴政# 匡扶正义的 "侠之大者% 身上!

也同样可见于一些普通民众$ 尤其是当革命摧毁

了正常的秩序! 这份侠义保证了善良的延续$ &湘

娥泪' 中! 当林婉侬屡次身陷绝境! 受到如阿珍#

刘妪# 舟妇等人无私热忱的帮助! 这些普通人身

上体现了济危扶困的侠义之风$ &弱女流浪记' 中

的婢女春花为成全主人的好姻缘! 假扮卖花人!

深入虎穴救人! 更是一种胆略过人的行侠之举了$

但是! 侠义精神未必和革命诉求完全契合!

二者甚至有着根本的矛盾冲突$ 为亲友复仇是宗

法制社会的追求正义之举! 而以自由# 平等为诉

求的革命! 更多指向一种新的政治体制的建设$

在中国 "侠% 的道义中! 快意恩仇是基本行为准

则$ 复仇模式在中国武侠小说中十分常见! 大侠

们的一项重要事业就是为亲友报仇$ 在家国一体

的社会中! 为亲复仇在 "尽孝% 的同时具有为国

"尽忠% 的意义+6/

$ 但革命是一个现代概念! 辛亥

革命作为中国现代革命的开端! 结束了几千年的

封建统治制度! 建立民主共和体制! 其最终诉求

就是创建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 推崇侠义精神的

封建宗法制社会则呈现以血缘为中心的 "差序%

格局! 人与人之间并不是平等的! 而是因私人关

系而有亲疏远近# 贵贱尊卑的差异$ 为亲友复仇

的 "侠客% 只能是血缘宗法制社会的英雄! 而革

命者必须超越私人恩怨! 为公平正义的制度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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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

那么! 当革命与侠的意识观念相冲突时又会

如何呢* 鸳鸯蝴蝶派的 "革命外史% 已经触及这

一问题了$ ')#$ 年 &小说新报' 刊载标签为 "革

命中之哀艳史% 的 &琼玉'

+60

! 琼玉随父母在粤地

经商! 途中遇匪! 父母被杀害! 琼玉被卖入珠江

花艇中$ 和志向不凡的马千里一见倾心$ 马投身

革命! 与琼约下两年之期$ 琼玉恪守约定! 洁身

自好$ 两年后! 马携革命同志也是救命恩人陈公

一同归来$ 而琼玉得知陈公就是当年杀害父母的

匪人! 想报仇又为难$ 她曾赏识并给予帮助的另

一革命同志于阆仙! 得知琼玉心病后决定替她报

仇$ 出面向官府告发陈公为革命党! 致陈逮捕下

狱$ 于阆仙以知己之分而慨然为琼玉复仇! 自己

却背负 "汉奸% 之罪名! 几乎 "难逃党人之狙%!

虽然最终在马的努力下获得了革命同志的谅解$

这个文本颇有意味! 琼玉显然具备侠妓的优秀品

质) 一诺千金# 对马情深意笃# 牢记父母血海深

仇$ 因陈公是马的革命同志且有救命之恩而无法

手刃仇人! 但如果听任仇人逍遥! 显然违背宗法

制社会 "事亲至孝% 的准则$ 于阆仙的行为颇有

义侠气慨! 牺牲自己的名声让琼玉大仇得报! 但

其侠义之举的出发点是私人的感佩之情! 显然违

背了一心为公的革命宗旨! 尤其是其报仇方式还

造成了革命的巨大损失$ 为亲复仇的传统侠义与

救国救民的现代革命发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小

说最终安排了琼玉呕血而亡! 马千里和于阆仙都

牺牲于黄花岗一役的结局! 让侠义和革命在死亡

中得到和解$

这其实是诉诸民初哀情小说如 &玉梨魂' 的

俗套) 女子殒于情而男子死于国! 让眼泪淹没尖

锐而无法调解的真正问题$ 搬演哀情俗套是缘于

上海的言情文化氛围! 如果对民国上海的文化空

间做一鸟瞰! 就会发现以 "情% 为中心展开的言

情剧统治了由通俗小说和戏曲# 曲艺# 电影# 广

播组成的整个通俗文化市场$ 言情文化政治上的

合法性和历史的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 政治上合

法是因为言情作品为民众提供了心理和情感上的

支持! 帮助了民众应付现代化转型的艰难过程-

合理是因为言情文化是都市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一

种带有普遍性的历史文化现象+61

$ 对于长期浸润于

此类言情文化的读者而言! 这种诉诸 "情% 的书

写策略显然是颇为成功的) 让快意恩仇的传统侠

义裹挟# 覆盖追求平等自由的现代革命! 渲染人

物出于挚情的自我牺牲精神! 在 "情% 的旗帜下

消弭侠义与革命# 传统和现代的对立冲突$

四

因此! 鸳鸯蝴蝶派的革命外史除了江湖侠客

波谲云诡的传奇! 还有革命征途风花雪月的轶事

化言情套路$ 革命伟人的际遇沉浮与情爱世界的

脂浓粉香交相辉映! &易箦语'

+62叙妻子临终的遗

言! 激励了丈夫成为革命伟人$ 投笔生和绡君是

一对恩爱伉俪! 妻子绡君幼读诗书! 见识不凡$

但染病不起! 临终时目光如炬地看到 "将欲立国

于二十世纪之世界! 国之中必有一二伟人! 缔造

而经营之%! 嘱咐夫君要 "努力前进! 业建当时!

声施后世%$ 投笔生于是奋发努力! 终于建立不凡

事业$ 英雄的发迹离不开女子的深明大义! 极力

勉励$ 英雄之所以为不凡! 必定离不开美人的衬

托$ 如 &美人心'

+63叙衔石公 +原型应为汪精卫,

与二女的英雄美人佳话$ 先由家人与刘氏女定下

婚约! 因参加革命! 怕有所连累! 在日本期间即

以书信解除婚约$ 女方家长同意! 而刘女自己坚

持从一而终! 不再议婚于他人$ 陈氏富商之女心

仪其人! 追随其革命! 历经风浪! 终结为革命佳

侣$ 这种二女一忠贞一慧眼识英的格局! 基本上

代表了鸳蝴群体心目中的革命爱情典范$ 英雄与

儿女相得益彰! 革命与情场相映成趣! 就成了

"革命外史% 常见的模式! 正如徐枕亚所标榜的!

"岂为情场花月之惨闻! 亦或革命风云之实录%

+64

$

革命外史中的言情模式颇为多样! 既有爱情佳话

的称颂! 也有对自由恋爱的警示$ 一般而言! 鸳

鸯蝴蝶派群体所肯定的爱情或为乱离中的坚守!

节妇烈女从一而终的奇闻- 或是投身革命! 志同

道合而促成挚爱的轶事$

对革命爱情演绎得最为淋漓尽致的还数张春

帆的 &紫兰女侠'! 这位以狭邪小说 &九尾龟' 而

闻名的作家! 在这部 "革命外史% 中! 依然不忘

狭邪风月为革命增色! 如狭邪场的粤妓# 艇妹实

为革命同志会紫兰堡成员! 她们有的倾心于革命

人士! 有的因爱情遭官府恶势力破坏! 携心上人

一起支持革命$ 当然重点摹写的还是革命同志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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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爱情! 有柳安石与会长何紫兰因对革命见解

相同! 数次携手合作共度艰险而产生爱情$ 还有

汪丽云# 罗紫云与柏民强的三角恋! 这场三角恋

爱! 不仅有革命生涯志同道合而产生的爱情! 还

有对精神之爱的独特阐释$ 柏民强为搭救罗紫云!

一同被捕! 关在一起数日! 产生了感情$ 面对早

已与柏民强明确关系的汪丽云! 罗紫云侃侃而谈)

我和柏君的联结! 是从感情里头! 磨荡发越出来

的爱! 不是男女私情中含着欲望的爱$ 感情里磨

荡出来的爱! 这个爱是纯的! 不是杂的! 完全是

精神结合! 不是形体结合$ 在罗紫云看来! 只有

弃绝肉欲的精神之恋才是纯粹永久的! 她依然抱

定独身主义$ 所以! 虽是情敌! 罗紫云和汪丽云

还是很快冰释前嫌! 各得其所$ 这种对精神恋爱

的提纯夸张! 正是鸳鸯蝴蝶派群体爱情观的体现$

因此! 革命外史虽致力于情爱传奇的营构!

但呈现于读者的更多是对情的渲染! 而非欲的描

摹$ 甚至有不少鸳鸯蝴蝶派作家还指责革命造成

道德沦丧! 男女交际自由公开! 导致婚恋自主而

遇人不淑的悲剧$ 如小说 &崇拜英雄'

+65

! 叙一名

吕佩华的女子婚恋惨史$ 吕在上海求学! 适逢革

命! 于是奔走各地! 不遗余力为革命军效劳$ 庐

某本一暴虐之夫! 投机革命后侥幸窃功$ 与吕结

识! 假意殷勤! 吕竟被其蒙骗$ 两人婚后爱情渐

淡! 常生意见$ 庐竟至丧尽天良! 将吕卖与强盗$

吕设计逃脱! 一路毁容乞讨方得返回自己家中$ 最

后悔恨交加! 自杀于烈士墓前$ 像吕女这样以死来

忏悔自己不告父母而婚的行为! 显示了鸳鸯蝴蝶派

群体情爱观念一贯的立场) 既肯定小儿女的纯情!

又严守 "发乎情止乎礼% 的旧式道德戒律$

这恰恰与标举 "新% 字招牌的革命文学形成

了鲜明的反差! #$ 年代末! 在革命文学的热潮中!

大家纷纷转向书写革命! 就连张资平也宣称自己

的 "革命% 转向! 由此造就了革命与性描写的携

手! 革命加肉欲成为流行搭配! ')#% 年! 有人通

过考察北新书局# 开明书店# 商务印书馆# 光华

书局# 创造社出版部# 泰东书局六个书店的文学

创作集! 发现描写性的作品多且价钱更贵! 说明

"性% 描写在市场上的受欢迎程度+87

$ 但背负 "金

钱% "游戏% "通俗% 等污名的鸳鸯蝴蝶派涉及两

性关系的描写却格外干净纯洁! 以写青楼风月而

出名的张春帆 ')($ 年还在苦口婆心地鼓吹纯洁贞

操论) "世上的女界同胞们! 若先受了青年的诱

惑! 在全部分爱情未有寄托之前! 就丧失了贞

操11至少在自己心灵上终是一件不痛快的事$%

+8-

对于鸳鸯蝴蝶派的革命外史而言! 这种保守的道

德训诫立场并非个例! 李定夷的 &湘娥泪' 国华

书局单行本! 前附教育部通俗教育会小说股的评

语 "是书可作列女传读%! 末有红女史评语 "湘

娥泪! 非小说也! 革命史也! 烈女传也%

+8.

$ 状写

革命实为替烈女立传! 保守陈旧的道德立场背后

正是对革命冲击性激情的疑虑$ 正如不断讲述革

命中 "乱离% 故事一样! 鸳鸯蝴蝶派对于革命摧

枯拉朽的破坏始终心存焦虑# 困惑$

如果说! 革命就是清理地面上的旧瓦砾! 重

新开始! 并用一个体制整个地取代另一个+8/

$ 那

么! 与革命相伴而行的就是一种冲决罗网的激情!

"新% 文学家# "新% 青年们的革命书写中更关注

这种摧毁一切旧制度# 旧文化# 旧道德的冲击力!

"革命加肉欲% 的流行既是迎合消费市场低俗趣味

的噱头! 更是在肉的放纵# 欲的狂欢中展现革命

如何释放出令人兴奋的激情$ 但鸳鸯蝴蝶派显然

对这份激情心存疑虑! 在这种摧毁性激情的涤荡

下! 革命往往代表着一个全新的开始! 同时也彰

显出不同的价值诉求) 它通过宣称与过去决裂而

构建起自身$ 鸳鸯蝴蝶派缺乏与过往彻底断裂的

迫切感与豪迈感! 他们以看似保守的道德训诫立

场! 退缩回到正在崩塌却仍延续的社会与政治世界

的意识形态残余! 以破碎琐屑的 "外史% 方式描写

人们生活的现实! 并以此来抚慰那些被冠上落后

"小市民% 头衔的读者大众$ 如果说新文学家们侧

重革命激荡中大破大立的飞扬! 那么鸳鸯蝴蝶派更

倾向表现人生安稳的一面! 尽管维系这份安稳的文

化# 道德在大变动时代面临着崩塌的威胁$

总而言之! 鸳鸯蝴蝶派的 "革命外史%! 热衷

于讲述革命中的 "乱离% 000破坏和失序的故事!

以一种批评# 嘲谑的立场暴露讽刺革命带来的问

题! 借助大众传媒平台! 开创了一个颇为独特的

"批评空间%! 在遭逢革命的巨变时代! 纾解大众

内心的焦虑# 彷徨与困惑! 以文本化的方式分享

共同的历史经验与意义$ 同时! 在印刷资本无形的

"指挥棒% 下! 革命成了大众消费的对象! 呈现出

革命的奇观化和娱乐化效果$ 此外! 这种书写将革

命纳入传奇的框架! 把传统侠元素与现代技术符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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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并置混搭! 以及借重轶事化的言情俗套! 在

"情% 的旗帜下消弭传统侠义与现代革命的冲突!

用道德训诫的立场讲述脂浓粉香的革命风月$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鸳鸯蝴蝶派的

趣味机制研究# $'&g<=+"'$$#% 阶段性成果&

!

彼得(伯克 &文化史的风景' 中提到) "表象% 的历史!

对过去那些被认为属于社会 "事实% 的东西! 如社会阶

级# 民族或性别! 更倾向于将它们视为被 "建构% "发

明% 或 "构造% 的故事$ 参见 2英3 彼得(伯克) &文

化史的风景'! 丰华琴# 刘艳译! 第 ##$ 页! 北京大学出

版社 #$'(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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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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