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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月梦》与青楼小说 

韩 南 

(哈佛大学) 

摘 要： 青楼小说《风月梦》，堪称中国第一部城市小说。它植根于特定地域，以描写城 

市生活为内容，通过人物的活动和视角，展现了扬州的城市风貌，对之后的《海上花列传》等小 

说产生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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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述中国的妓女或妓院类小说时，鲁迅使 

用了“狭邪小说”一词，他根据主人公，特别是妓 

女们 所 代 表 的 品 秩，将 这 些 小 说 分 为 三 

类。⋯ ’理想化 的代表见于《品花宝鉴》、 

《花月痕》和《青楼梦》；写实的代表是《海上花列 

传》；溢恶的代表则为《九尾龟》之类的小说。鲁 

迅指出这三种类型彼此前后相承，体现了小说家 

所感知的妓女的不同阶段。 

尽管青楼小说除故事场景(其对当时生活介 

绍的详尽程度史无前例)外，还有其他共同特点， 

首要一点就是加入了高度自觉的著者的立场。鲁 

迅的分类，至少前两类，确实是可靠的，因为已证 

实了它们与其它与之全然不同的小说类别之间的 

联系。如他所述，理想化的一类，与才子佳人小说 

相关联。我们也很容易就看出写实一类的小说在 
一 定程度上与警世小说相关联。然而，鲁迅有关 

历史分期的想法已无法立足。在他撰书之际，尚 

不知有青楼小说《风月梦》。《风月梦》所附的 

1848年作者自序表明，该书显然属于写实一类。 

从许多青楼小说所蕴涵的文本模式判断，前两类 

小说是早在 l9世纪就已经形成的两个流派。 

本文具有双重主旨。其一，论证《风月梦》乃 

植根于特定地域——扬州城，因而在任何意义上 

都堪称中国第一部“城市小说”，它涵括了第一部 

沪语小说《海上花列传》所写到的主体内容，应该 

认真解读。其二，通过讨论《风月梦》的关键特性 

以及摆在评论者面前的主要问题，介绍这部罕有 

人提及的作品。 

目前所知的《风月梦》最早版本为申报馆 

1883年上海出版。 它极可能是最早的排印本，因 

为此前申报馆出版的几种小说在很长时间内都是 

手稿本。序作于红梅馆，时间是 1848年冬至，作 

者号邗上蒙人，“邗上”即扬州。我们或许可以从 

“红梅馆”一名了解一些他的情况。在小说中，这 

是一处由文人结社打谜语的公所(第十回)。猜 

中者有奖，谜面从《西厢记》到《易经》(都是七言 

句，并有所引的书名)。小说中实际列了三十二 

条谜语，尽管只猜中两条，余者则设想由读者自己 

① 除申报馆活字版外，另有两种早期的石印本：l884年上 

海版和 1886版，二者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申报馆本。本文参照 

的版本出自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1990)。唯一的注释本是王俊 

年编《小说二卷>，“中国近代文学作品系列”，福州：海峡文艺出 

版社1990，其中有一个简短而出色的介绍(3一l0页)，指出鲁迅 

关于历史分期的说法不可靠。陶慕宁在《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 

中也提出相同的个人观点，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216—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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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开。既然谜社作为扬州的一个特色呈现在我们 

面前，则红梅馆似乎代表了竹西春社 J( —— 

当年扬州著名的谜社，作者即为其中一员。这种 

可能性，加之他所表现出来的对当地书画家及民 

歌和评话的熟悉，都表明他是一位从事休闲文学 

的扬州文人。 

作者自序称，这部小说的写作是基于他对其 

本人在扬州妓院中30余年经历的观察。他在楔 

子即第一回中描述了他本人的相似经历。小说第 
一 回继而将真正叙述故事者归于另一个人——过 

来仁，这显然是“过来人”的双关语，意为老手、放 

荡之徒。过来仁曾是扬州烟花场中的老手，此时 

悔过知非，成了一个长生的道士。他写这部小说， 

以警醒他人。过来仁把书稿交给作者，请求将之 

付梓。对于该书缘起和流传的这样一种解释显然 

是得益于《红楼梦》，后者的影响使同一时期的其 

他小说都采用了类似的模式。 

《海上花列传》的部分内容 1892年曾连载， 

1894年全书才获出版。其与《风月梦》在写作技 

巧上判然有别，然而在开篇部分，《海上花列传》 

似乎默认了来自较早期的小说的影响。书中也有 
一 篇自白式的序言，宣称该书是基于作者——一 

个风月场中的过来人亲身的观察。他感悟到他的 

经历恍若一梦并撰写小说告诫他人。正当他如梦 

初醒时，他在街上与某人撞了个正着，此人就是赵 

朴斋，他的主角之一，刚到上海住在舅舅家里，身 

为年轻人，渴望寻欢作乐。赵与《风月梦》中主角 

之一陆书大致接近，陆书到扬州后住在姑爹、姑母 

家。两部作品还有其他相似点，如陆书从兴奋难 

抑的梦境跌人噩梦，与赵朴斋的妹妹经历相似。 

《风月梦》集中写一座城市及其中的几处，这一点 

可能也影响到《海上花列传》的作者韩邦庆—— 

在理想化的青楼小说中这一点并不突出。两部小 

说都给出了城市中的准确路线，列出街巷的名称， 

这使它们区别于以前的小说。最后，《风月梦》对 

扬州方言的运用可能也鼓励了后者在作品中运用 

上海方言——尽管仅限于人物对白。基于上述原 

因，也由于其中所体现的现实性，《风月梦》似乎 

对《海上花列传》的成书起了重要作用。 

尽管两部作品之间是这样一种关系，上海在 

《风月梦》中仍是一重要元素。书中曾两次提到 

它：一次是作为掌握了某种复杂工艺的唯一地方 

被提及，一次是告知读者上海妓院有人到扬州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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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妓女(第三回、第二十五回)。小说也暗寓了扬 

州的繁华已成追忆，当日的亭台楼榭烟消云散 

(第五回)。当然，到了 l9世纪的最后第三年，上 

海作为风月场所最终超过了扬州。一个显著的标 

志就是到 1900年，即在第一部沪语小说出现之后 

的仅仅第六年(译者按 1894年)，上海版的《风月 

梦》就出版了。 书中的主要妓女都变身为当时上 

海烟花场中最有名的风尘女子，所有地名也随之 

改为上海地名。 

第一部城市小说 

某些中国小说以集中描写处于相对封闭环境 

中的家庭为人们所熟知，它们或许更应当被称作 

“情境小说”。《金瓶梅》与《红楼梦》都为我们提 

供了一个比外部环境更为一致和连贯的内部场 

景，从而使我们难以忘怀。但如果我们在更广范 

围设置故事场景，比如放在城市的公共或半公共 

的场所，那么《风月梦》似为这一类最早的情境小 

说，而扬州则是这样被写到的第一座城市。比较 

《儒林外史》中的游乐场所南京或杭州西湖—— 

它们仅局限在书中的几回。 

身为小说家，与地理学家的区别在于，他更倾 

向于通过人物的言谈举止为我们呈现一座城市， 

即一座眼中的和脚下的城市。此外，他使我们感 

知到这座城市，它的文化、习俗，一句话，即城市的 

风貌。上述两方面，《风月梦》在中国小说中都堪 

称是一个新的发展。 

故事完全设置在扬州城内，清之扬州府含江 

都、甘泉二县。该书楔子称，书以扬州为背景(在 

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主题)。在简短说明妓 

院的建立始于战国的齐之后，他又强调自己亲身 

见证了城中子弟的堕落： 

在下曾经目睹有那些少年子弟，仗 

着父兄挣有家资，他到 了十五、六岁时， 

爱穿几件时新华丽衣裳。起初无非在教 

场下、买卖街，三朋四友，吃吃闲茶，在跌 

博篮子上面跌些磁 器、果品、顽意物件。 

看见天凝门水关里面出来的游湖船上面 

间或有人带的女妓，也有梳头的，也有男 

妆的，红裙绿袄 ，抹粉涂脂。也有唱大曲 

① 1900年该书石印本以《梦游上海名妓争风传》为名出 

版，今存。此书又以数种不同名称重印，较近的一种是《上海名妓 

传》，中国历代禁书选丛，合肥：黄山书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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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也有唱小曲的，笛韵幽扬，歌声袅娜， 

引得这些青年子弟，心痒难挠。因此大 

家商议雇只游船，追随于后。这还算是 

眼望，不过破费些船钱饮食，尚不至于大 

害。最怕内中偶有一人，认得这些门户， 

引着他们一进了门，打一两回茶围，渐渐 

熟识，摆酒住镶。(第一回) 

将扬州设置成故事场景后，作者把我们带到了买 

卖街的一个有利位置，在那里茶客们可以观看过 

往船只。小说紧接着就上演了这一情景，而主人 

公们及与他们相好的妓女自身也成了别人瞩目的 

对象。(第五回) 

第一回其余的大部分篇幅则用于作者言辞犀 

利的辩论上，他批判了娼妓以及妓院的保留节 

目——吃鸦片的危害。第二回情节的展开，全在 

方来茶馆，茶馆坐落于教场，是扬州的游乐中心。 

五位男主角中已结成朋友的三个正在喝茶，另外 

两个也加入进来。其中一个是陆书，自常熟到此， 

顺便走进来喝杯茶。他认出了他的结拜兄弟袁 

猷，二人在袁发配常熟时结识。陆被介绍给吴珍、 

贾铭，随后魏璧也加入其中，他是一位富裕的候补 

官员的公子，热衷于结交朋友。两回之后，他将提 

议五人誓结金兰，众人热烈附和。 

陆书的出场，一方面使我们了解了他大致的 

个人背景，同时也使我们掌握了他行走到茶馆的 

大致路线。先是到教场，看了几处戏法和西洋景， 

听了一段书，最后步入茶馆。这一信息，尽管在结 

构上不是必要的，但显然对作者很重要，不仅使我 

们了解到一些陆书的天性，而且从中可感知扬州 

的地理。 

第三回，跟随故事叙述的陆书行程——走出 

他暂住的姑爹家去找袁猷。不过当他才到沿河的 

宝钞关和天宁门的桥时，我们就已经获得了小说 

中唯一一次全景描绘(第三回)。这里是城市的 

中心，过往行人络绎不绝，衙门店铺鳞次栉比。这 
一 环境本身在小说中就被放在了一个关键位置。 

首要的一点是它作为水陆两运的交汇点，是一个 

盘查站，它不仅是扬州城及其周边地区还是全国 

大片地区的商贸中心。它的十省通衢的中心位置 

被突出，这超过了其他任何内在的重要性。与此 

相映衬的是，“衙属行辕，辖扬 由之关部；旅店灯 

笼，招往来之过客；铺面招牌，揽经商之市贾。” 

这一场景片段还描绘了拥挤的人群。没有一 

部小说比《风月梦》更好地展示了拥挤不堪的公 

共场所的景象。桥上的人川流不息，进城或出城， 

担着蔬菜、鱼虾、水和柴火——事实上，所担之物 

从兰花到粪肥无所不有——都你争我抢地往前 

挤。还有盐商们的飞轿、缝衣妇们恳求路人补缀、 

敲着木鱼的僧道们、男装女像的男子们。 

我们一路随着陆书直到埂子街。他看到有名 

的香货店，其中几家柜台被买香货和油粉的顾客 

围得水泄不通，而另几家则冷冷清清。(读者也 

跟陆书一样，对此种情景迷惑不解。)他又经过太 

平码头来到小东门，跟店里的人问了路。继续向 

前走过几条街巷，来到北柳巷，不得不再次向人打 

听。这条线路的目的部分为了表现扬州对陆书的 

影响，但主要是使我们获得关于城市中心的印象。 

小说写到了二十余条街巷的名称，其中的一 

些还多次提及，此外还有城门、桥以及码头的名 

称。作者此后还是经常写到路线，尽管不如陆书 

的这次路线详尽。值得一提的是，小说最后实际 

上也是在街巷中结束的——人们簇拥着去看为旌 

表妓女双林，将牌位放在为她建的牌坊中(第三 

十二回)。我们通过刚从乡下来扬州的袁猷表弟 

穆竺的眼睛看到了事情经过。围观的人们对双林 

此举的道德性产生争议。众人争辩之际，忽然看 

到一个疯疯癫癫的人一面拍手高歌，一面沿街走 

来。他的歌谴责了烟花女子，刻画了他自己身为 

受害者的肖像。他经过太平桥，走到岔路口，随着 
一 阵清风便杳无踪迹了。他就是过来仁，从前的 

浪子，而今已觉悟，隐居在深山中写了这本书。 

小说的主体内容都发生在方来茶馆和两所妓 

院即进玉楼和强大家。五人通常在茶馆聚会吃早 

点。他们的相好则分属两座妓院：月香在进玉楼； 

桂林、凤林、双林和巧云在强大家。而第三回的主 

要笔墨都用于描写袁猷父母的宅第，极之详尽。 

第四回则主要写了金元面馆。其他场景发生在饭 

馆和牢狱里。扬州的风貌通过几次值得关注的乘 

舟游览进一步得到揭示，这占据了第五回、十三 

回、十六回书的绝大部分篇幅。十三回书发生在 

端阳节，读者通过陆书和月香的视角体验到当地 

的独特风俗(如少年们跳到瘦西湖里抢鸭子)。 

另外两次是去庙里游玩，一次是为五人盟誓结金 

兰，另一次是为庆祝月香病愈。每次在这种场合， 

他们都会碰到成群的围观者、艺人和乞丐。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城市风貌以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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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自身感受方面，小说从一开始就体现出了本 

土意识。一些有关扬州的传说被简单地当作事 

实。很少有人不将扬州妓女与唐代杜牧的诗句 

“十年一觉扬州梦”联系起来。[3](咖’这也寄寓在 

本书标题中，它意味着爱的梦幻，意味着作者从梦 

幻中清醒。另一个普遍的事实是，扬州是调教小 

妾，通常也是训练娼妓的著名场所。书中几名女 

性述说了她们在童年时期接受的悲惨训练。 

《风月梦》中引用了两种写扬州的著作。其 
一 是李斗的《扬州画舫录》， 第五回陆书提到此 

书。他曾读到该书中描写的扬州著名园林、楼台， 

对它们中许多都成了断壁颓垣不免失望。据李斗 

序，《画舫录》作为最详尽地描写中国城市及其居 

民的书籍之一，是作者 30年(1764～1795)悉心 

观察的产物——这一点使《风月梦》作者回想起 

自己在扬州妓院中度过的30年。小说家写作这 

样一部有关扬州的城市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受 

了李斗之作的启发，这或许并非异想天开。 

书中引用的另一部作品题为《扬州烟花竹枝 

词》。竹枝词是一种四句诗体，专门用于描绘风 

土人情或特殊习性，常含讽刺意味。这本文集极 

有可能确实存在过。所引诗歌在主题和精神上都 

接近现存竹枝词，特别是那些出自佚名作者之手 

的。小说列举了其中的四首。第一首是第五回中 

袁猷引的，用扬州土语描绘一个大脚妇人，即“天 

足”。扬州妓院以使用未缠足的女子而著称，她 

们低于普通的妓女，但某些客人对这样的脚有性 

欲。袁猷称这个集子是 自己的一位朋友撰写的， 

共99首。它与扬州最为知名的集子董伟业的 

《扬州竹枝词》篇数相同， 后者序言所标时间为 

1740年。至于《扬州烟花竹枝词》，叙事者引过一 

次以阐明观点，袁猷、双林各引过一次，扬州的访 

客陆书跟他的相好月香说话时也引过一次。陆引 

用前的开场白是：“你不必着急，我告诉你句话， 

我看见你们这里《扬州烟花竹枝词》内有一首道 

得好。”(十八回)几首词都讽喻了烟花女子。其 

中的一两首与文本的叙述非常契合，很可能文本 

就是专为引用它们而构思的。 

《风月梦》还以不太明显的方式表现了扬州 

独特风貌的其他方面。比如第十回的谜社，就被 

认为是扬州的特色，尽管陆书称常熟也有与之类 

似之处。挂在袁猷父母宅子里的书画，九位作者 

中的八位都可确认，他们是扬州当时或时代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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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第二回和二十回提到的立贞堂，是扬州的 
一 个机构，避难所，用方志中的话说，“悯妇女青 

年矢志，孤苦无依”。[ ](卷 ， ’书中一名妓女逃到 

立贞堂，大约会被许配人家；另一名妓女则打算以 

去立贞堂相要挟，迫使她的舅舅放弃她。(第二 

回、第二十回)扬州立贞堂建于1840年，距离小说 

的撰写仅几年时间，由一位富裕的盐商捐赠。第 

二十回写双林为自己将来打算时，她指出了扬州 

妓院的两大特色：欺压妓女的把势与敲诈勒索的 

光棍。小说中包含大量其他体现扬州特色的事 

物——涉及语言、风俗、食物、音乐和游乐。 

扬州孕育《风月梦》 

《风月梦》与以前的扬州评话亦有着某种程 

度的联系。它立足于扬州的叙述传统，代表着一 

个新的发展阶段。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十六回 

小说《雅观楼》，①该书作者仅知其号(“檀园主 

人”)，书有 1821年扬州刊本，大约是《风月梦》成 

书前的二、三十年。序作者(“竹西逸史”)被认为 

即是此书作者，并被证实来自扬州。书中除了一 

次北上、一次下广州外，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扬 

州，扬州部分总计占据全书百分之九十以上篇幅。 

而且小说包含了扬州地名、风俗、娱乐以及零散的 

扬州土话。但小说并未试图以人物经历来展现这 

座城市。小说写到了各种娱乐，包括西洋景，教场 

周围几处乘舟游览的地方，扬州的一些风俗(包 

括《风月梦》里写到的一、两种)，但它很难让人获 

得关于这座城市的真实感受。 

《雅观楼》中的具体环境与《风月梦》极为类 

似——一座茶馆，两所妓院——但多数故事情节 

发生在男主人公家中。它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被 

称作青楼小说。男主人公观保，一个完全被母亲 

惯坏了的富家子弟，连娶了几房妾，她们中有一些 

但不全是妓女。他被两个结拜兄弟引诱误人歧 

途，二人依赖他以图钱财——这种把兄弟问的关 

系与《风月梦》中截然不同。这是一个不肖子孙 

因为赌博和嫖妓倾家荡产的老套故事。不过， 

《雅观楼》另有一层特殊意义，即因果报应的轮 

回。观保实为西商转世，西商为观保之父所欺骗， 

儿子的放荡正是这个商人所实施的报复。 

① 1867年原稿本的影印本与1821年刊本极为接近，见《古 

本小说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韩 南：《风月梦>与青楼小说 

尽管有这些复杂因素，《雅观楼》确有助于我 

们理解《风月梦》的出处。它们有一些共同的重 

要元素——吸鸦片，放高利贷，拉皮条。《雅观 

楼》中还提到放火债，其利息远远高于法律所许 

可的每月最高百分之三的利率。书中的一处，主 

人公的母亲向儿子推荐了这种货币借贷方式，它 

可作为比食盐批发更可靠的生计。年轻的主人公 

第一次倾心于妓女的方式与《风月梦》第一回的 

总体描述也极为相似。事实上，后者是建立在 

《雅观楼》的基础上，正如观保已经成了陆书的原 

型。另一些共同点如拜把兄弟、与妓女成双成对， 

只要条件许可便彼此欺骗。同时，两部小说在妓 

院的描写方面有所区别，如《雅观楼》中，无论是 

保镖还是把势，都不突出。 

然而，两部小说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妓女所代 

表的品秩。如果我们运用鲁迅的分类法，其中他 

所说的第二类妓女被读者认为是写实的，即具有 
一 些同情心，或者至少还具有人的基本品质；他所 

说的第三种类型则薄情奸谲。《雅观楼》中的妓 

女们都属于第三种，狎客们也多是无赖，从而削弱 

了作品的讽刺性。而《风月梦》作为第二类的“近 

真”小说，看上去似已有所发展，至少在一定程度 

上，比鲁迅所说的第三类高明。 

《雅观楼》以发生在扬州的一真实事件为基 

础。[’]‘ h 尚无材料显示这一事件曾作为评话 

的题目，但小说的若干特征在现存扬州口头文学中 

可以看到。以／J说 《清风闸》为例，‘8 其 1819年刊本 

今存。作品出自18世纪扬州说书人浦林之手，他将 

自己的身世融人故事，讲述一个声名狼藉的无赖，从 

来不干好事儿，最终改邪归正。[9】(咐 这一题材自 

18世纪在扬州评话中确立以来一直到2o世纪都在 

轮番演出。我们所见到的《清风闸》中有许多草草改 

编的痕迹，大约是此书由口头表演而来的印记。由 

于过度聚焦于一些大的场景，该书显示出某些内容 

的缺失以致损害了作品的完整性。尽管该书背景不 

在扬州，但书中包含了某些我们在《雅观楼》与《风月 

梦》中都能找到的特点。某些故事场景设置于茶馆 

和妓院，而妓女们则与《雅观楼》中的同样低级。放 

高利贷和赌博都被细致地写到，某些用法则是扬州 

土语。由此看来，《雅观楼》的成书与扬州评话在描 

写底层生活方面，或者更确切地说，以低劣的或讥刺 

的方式刻画某些特定行为方面，二者一脉相承。 

(译后记：本文发表于《亚洲研究月刊)58卷 

第2号，1998。限于篇幅，译文删节了其中一些部 

份。宋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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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the first Chinese“City Novel”in any meaningful sense ofthat term，Fengyue Meng is rooted in a specific locality， 

the city of Yangzhou．Through description of the characters’activities and perspectives，the novel displays the elegant look and 

bearing of the city of Yangzhou．It exert8 great impact on the literary context of subsequent novels such as Haizhang 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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