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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醒心覺世」影響話本小說衰落夭折說 

郭璉謙∗
 

摘  要 

自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有言「以意度之，則俗文之興，當由兩端，一

為娛心，一為勸善」，更評「明人擬作末流，乃誥誡連篇，喧而奪主」，可謂開啟

學界批評話本小說道德味過重的濫觴，並引出道德味過重乃是致使話本小說衰微

或夭折的主因之一。該說非但幾乎為學界所認同，各大版本的小說史或文學史可

見其況，同時更成為學界批評話本小說是否該列為佳作的重要指標。 

然評論者往往忽略一點，即當將話本小說的創作出版，置於明清兩代的社會

風氣觀之，亦即「道德味過重」乃是「以今論古」的後設結果，恐怕很難將「道

德味過重」與「話本小說的衰微或夭折」等同連結。職是之故，本論文首先評述

學界對於話本小說何以僅有百年短暫歷史之因的兩派說法：衰微及夭折；接著試

圖從三方面破解此迷思：（一）、藉由話本小說的序跋與故事內容，論述其「道德

思維」與「勸教創作」的必要性；（二）、釐清話本小說的文體特徵，避免如孫楷

第所言的「其體近乎雜書小說」的純勸世作品摻雜其中，並矯正「短篇白話小說」

即「話本小說」的混淆之言；（三）、透過多回體話本小說的出現，拉長小說情節，

看待「道德味過重」與此轉變之關係。 

本文期望藉此釐清話本小說本是以「醒心覺世」為創作出版目標，而此目標

未必與話本小說衰落夭折有必然關連，以破除「以今論古」之後設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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