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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说话 ”略说

何剑平

一 、唐人说话

蔑臀幽一嘿哪镇属隋唐五代的讲唱艺术 ,除俗讲 、转变 、唱辞之外 , “说话 ”为一重要

的类别 。 “说话 ”以散说为主 ,其底本称为 “话本 ” 又名话 。何谓 “说

话 ,' 据考证 , “话 ,调也 。谓调戏也 ” “话 ,讹言也 ” 慧琳 《一切经音

义 》卷七 引 《广雅 》、《声类 ,亦即 “凡事之属于传说不尽可信 ,或寓

言譬况以资戏谑者 ,谓之话 。取此流传故事敷衍说唱之 ,谓之说话 。”

孙楷第 《说话考 即后来所谓的 “说书 ”。

“说话 ”的较早记载盖始于隋朝侯白的 《启颜录 》“侯白 ”条 太平

广记 》卷二百四十八 ,其中写到杨素之子玄感于道逢侯 白 ,乃请云

“侯秀才 ,可以玄感说一个好话 。”从 “说一个好话 ”及后面的内容来看 ,

此处 “话 ”即说故事 。据 《隋书 》卷五八 《陆爽传 》、《续高僧传 》卷二 《隋

东都洛滨上林园翻经馆南贤豆沙门达摩笺多传 》,侯白为儒林郎 ,其人

“好学有捷才 、性滑稽 、尤辩俊 ” , “多闻前古爱引 ” ,因其 “好为徘谐杂

说 ”而得众人爱押 , “所在之处 ,观者如市 ”。曾奉救撰 《族异传 》一部二

十卷 《隋书 》作 《族异记 》十五卷 ,该书具有 “多叙感应 ,即事垂涉 ,弘

演释门 ”的特点 。以侯白为代表 ,隋代的 “说话 ”表演者已与佛教相关

涉 ,其 “说话 ”已然使用文本 ,有历史故事 、民间诙谐故事 、与佛教论议

相关的论难故事及与佛教信仰相关的感应故事等多种题材 。

逮至唐代 , “说话 ”完全渗人民众的 日常生活 。据唐郭提 《高力士



外传 》,唐玄宗末年已兴盛说话和转变艺术 ,并涌现大量以 “说话 ”为职

。 “说话 ”的表演场所随听众层次而确定 。据史籍所记 ,各种
戏场 “杂戏 ” 、皇宫 、士大夫的家宅 “新昌宅 ” 、宗教斋会 “斋筵 ” 、

妓院 ,都可成为 “说话 ”的场所 。如 《酉阳杂姐 》续集卷四记段成式在

“太和末 ,因弟生日观杂戏 ,有市人小说 ”之事 , 《唐会要 》卷四 “杂录 ”记

元和十年五月韦缓傅导太子以“谐戏 ”及 “人间小说 ”而被罢职事 ,李商

隐 《杂纂 》记有 “斋筵听说话 ”之事 , 《北里志序 》记有诸妓 “多能谈吐 ,颇

有知书 、言话者 ”。这些记载 ,表现了唐代 “说话 ”艺术在元和 、长庆以

,反映了一批专门说话表演艺人的存在 。其影响由闹市街坊
流至宫廷 , 由民间及于知识阶层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两则相关的

记载

元镇 《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 》 元氏长庆集 》卷一 有句云

“翰墨题名尽 ,光阴听话移 。”自注 “乐天每与予游从 ,无不书名屋壁 。

又尝于新昌宅说 《一枝花 》话 ,自寅至巳 ,犹未毕其词也 。”

南京图书馆藏明抄本 《类说 》卷二六载陈翰编 《沂国夫人传 》 “姬

封汗国夫人 ,旧名 一̀枝花 ' 。元祯 棋 酬白居易代书一首 百 韵 》

云 `翰 墨头 题 名尽 ,光阴听话移 。'柱 注 云 乐̀天从逝 游 ,常

题名于桂 壁 。复本说 《一枝花 》旧 自 寅及巳 。” ,

据此可知 ,在元镇 、白居易的时代 ,中国文人对民间说话艺术曾表

现出极高热情 ,说话的内容曲折生动 ,在艺人的复本口中 ,可敷演至几

个时辰的长篇巨制 ,对传奇文的创作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

界扁袅置一袭犬耘脚

二 、唐人说话之类型

隋唐五代的 “说话 ”类型 ,可大体分为譬喻类的 “说话 ”、志怪传奇

类 “说话 ”、佛教类的 “说话 ”、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四类 。这里只介绍

前三类 。

譬喻类的 “说话 ” ,见于以下两条记载 ,一是 《太平广记 》卷二百

五十一 “刘禹锡 ”条引唐韦绚著 《刘宾客嘉话录 》



唐刘禹锡牧连州 ,替高寓 。

“以承眷辄举 目代矣 。”刘答书云

虫赢然硅步而不进 ……

窝后入羽林将军 , 自京附书曰

昔有一话 曾有老讴山行 ,见大

二是同书卷二百五十七 “冯涓 ”条引五代王仁裕 《王氏见闻录 》

冯涓……恃才傲物 ,甚不洽于伪蜀主 。 ……后朱梁

于蜀 。命诸从事韦庄辈 ,具草呈之 ,皆不惬意 。左右曰

前察判为之 。”蜀主又有惭 色 。梁使将复命 ,不获 已 ,遂请复职

便亚修回复 。涓一笔而成 ,大称旨 。于是却复前欢 。 因

。饮次 ,涓敛稚曰 “偶记一话 ,欲对大王说 ,可乎 ” 下文 “涓少

,多游渴诸侯 。
每行 ,即必广贵书策 。驴亦驮之 ,马亦驮之 ”

云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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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曙一更粉傲再义一“刘答书云 昔有一话 ”云云 ,亦为说故事之意 ,不过此处故事乃有

寓意 ,刘禹锡以牧连州替高寓事与话中 “曾有老抠山行见大虫 ”之故事

作了类比 ,乃譬喻类的话 。至于冯涓为蜀主 “偶记一话 ”云云 ,乃想象

之情节 ,以驴 、马驮书策之事比况己与蜀主不融洽之关系 ,亦借彼喻此

之类的话 。

志怪传奇类 “说话 ” ,有传说或传奇成份 ,例如唐张荐 《灵怪录 》

“王生 ”条 太平广记 》卷四百五十三 记杭州有王生者于建中初年之

某一夜晚 “宿于前店 ,因话于主人 ”有关 自己在 “柏林中见二野狐 ”之

事 皇甫氏 《原化记 南阳士人 ”条 太平广记 》卷四百三十二 记南阳

山有一人 “游陈许长县 ,时县令席上 ,坐客约三十余人 。主人因话人变

化之事 ” ,此人 “遂陈己事 曾变为虎复变为人 ,以明变化之不妄 ” 温

庭摘 《干膜子 '' 孟抠 ”条 太平广记 》卷三百六十七 记彭城刘颇 , “自

渭北人城 ,止于媳店 ” ,见有一温与左卫李胃曹 名士广 问答 ,颇 “每心

记之 ,与子婿王胜 ,话人间之异者 ” 五代王仁裕 《玉堂闲话 》“顾遂 ”条

太平广记 》卷四百五十九 记有 “郎中顾遂尝密话其先人 ”之事 同书

“申文纬 ”条 太平广记 》卷三百九十五 记尉氏尉申文纬 “尝话 顷以

事至洛城南玉泉寺 ” ,因以瓦砾掷龙庙池中物 “几为所毙 ”事 。这些记

载都属志怪传奇类的 “说话 ” ,皆通过 自己回忆 ,或向人说 自家先人之



或将已发生的怪异之事讲给主人听 。与前不同的是 ,此不是譬喻 ,

乃怪异之事 ,有真实的成份 。所谓真实与附会兼备者 。这些记载是唐

各言己之奇事 ,事不奇者罚 ”的 “征异话奇 ”风气影响下的产物 。

佛教类的“说话 ”。孙楷第先生 《中国短篇小说的发展 说话 ”

部分说 “我疑心唐朝人所谓说话 ,是专指说尘俗事的 ,所以 《高力士外

传 》中 ,以转变与说话对举 。”又在 《说话考 孙楷第 《沧州集 加以申

说 “ 说̀话 ' ,谓讲人间俗事也 。”可见 ,孙先生只是认为 “说话 ”乃说人

世间事 ,未及佛教 。事实上 ,除了讲说人间俗事的说话以外 ,佛教类的

“说话 ”在唐代已见记载 。如 《高僧传 按此条云出 《高僧传 》,盖误

“僧虎 ”条 《太平广记 》卷四百三十三 记袁州山中有一村院僧不守禁

戏蒙虎皮后变为虎 ,为鬼神所役使 ,杀僧以充肠 ,后游方止于临川

崇寿院众堂中 ,因向圆超上人秘述为虎之事 ,叩头作礼 ,求忏罪业 。

,' 圆超 上人寻话于智作长老 ,长老往见之 袁州山中之村院僧 ”云

云 ,此 “话 ”字乃谓已然发生之事或过去之事 。是说临川崇寿院众堂中

的圆超上人把来 自袁州山中村院僧变虎杀僧之怪异事告诉了智作长

老 。值得注意者 ,此话乃与佛教教义有关 ,整个故事旨在告诫那些 “不

能守禁戒 ,求出轮回 ,自为不善 ”的佛门弟子所谓 “生死罪福 ,皆由念

作 。刹那之间 ,即分天堂地狱 。岂在前生后世 ”的道理 。再如 《法苑珠

林丫宜城民”条 《太平广记 》卷一百三十四 记隋大业八年 ,宜州城东

南里民姓皇甫 ,其家兄弟四人 ,大兄 、小弟 ,并皆勤事生业 。其第二弟

名迁 ,交游恶友 ,不事生活 。因盗取母亲钱物 ,死后作猪偿债 ,将卖与

远村社家 ,社家缚之欲杀 ,遂托梦于妇及姑 ,令兄贵钱诣社官 ,收赎之 。

“长安弘法寺静琳师 ,是迁之邻里 ,亲见其猪 ,尝话其事 ”云 。此 “话 ”乃

长安弘法寺静琳师向听众讲述此一已然发生之尘世故事 ,足见当时有

寺院僧人为弘宣因缘果报之教义而向听众讲说佛教题材之 “说话 ”。

除了以因果报应学说为依据编撰说话之外 ,与某一部佛教典籍相

关的说话亦见流行 。在唐大中年间 一 来华的日本求法僧圆

珍便留心于搜集与维摩洁相关的唐代 “说话 ”数据 ,例如其回国后所著

《授决集 》卷上 “须弥内芥子决八 ”条 智证大师全集 》第二 说

睁、,呀守卜时冲沐从︸湘人咒公︸派即一一卜祝卜﹃̀攀̀匆入喃儿书期公侧蚤﹃笼西一珊瑰渊戈嘀掀洲



唐人说话 什公才译 《净名经 》,呈当时国主姚兴天子 。主上

怪曰 “须弥纳芥子 ,此无道理 。”什公以镜示主 ,问曰 “

中面像不 主答 “我能见之 。”什师问曰 “面之与镜何者大乎 ”

兴曰 “镜小面大 。”什曰 “若镜小面大 ,何以现像乎 ”主上惊悟

更无言语 。此义合知 。

此是后秦国主姚兴与鸿摩罗什法师就 《维摩洁经 》中 “须弥纳芥

子 ”义项所进行的形像化的问答 ,圆珍为更具体说明佛法不

妙理 ,引用了当时的 “唐人说话 ”。很显然 ,这一 “说话 ”内容

文 ,也不见于唐前典籍载述 ,实乃唐代通俗文学的产物 。这

诉我们 佛教题材的 “说话 ”早已存在 ,问答性的对话体是其常用的结

构之一 。

回回回

三 、唐人说话之环境 戏场 、转变及俗讲

说话艺术之所以在隋唐五代达至极盛 ,原因很多 ,其中有一个重

要原因是继承了南北朝以来的戏场文化 。戏场文化的存在 ,给说话人

一个极重要的展示舞台 。 《酉阳杂姐 》续集卷四所谓 “予太和末 ,因弟
生日观杂戏 ,有市人小说 ”云云 ,即说明杂戏和市人小说并存的场景 。

当时戏场所在 ,百戏备呈 。百戏主要散布于以下几种区域 私家府

第举办的百戏 佛寺中汇集的百戏 郡县百戏 京城的通衙街

巷 。《干膜子 李嘻伯 ”条 太平广记 》卷三百四十三 中 ,展现了京城

百戏的盛况 。此文中记李嘻伯 “自省门东出 ,及景风门 ,见广衡中 ,人

闹已万万 ,如东西隅之戏场大 ” ,而 《尚书故实 戏场猜 ”条 太平广

记 》卷四百四十二 记 “京国顷岁 ,街陌中有聚观戏场者 ”。可见 ,作为

说话艺术的依托空间 ,戏场文化内容丰富 ,成为传播各种口头故事的

所在 ,同时也推动了群众性表演艺术的发展 。

唐人说话在唐代的风行 ,还与唐代佛教俗讲 、转变的兴盛密切相

关 。转变是与 “说话 ”艺术相关的另一类讲唱艺术 ,是一种看图讲故事

的艺术形式 ,其名义当来自神足通十八变中的转变 。原本应是源于佛



教性的演艺 ,传人中土后 ,表演者或为僧人 ,或由世俗艺人组成 。转变

艺术在当时颇具吸引力 ,渗人到唐代社会各个文化层面 。据唐郭提

《高力士外传 》、《谭宾录 》“宋显韦偎 ”条 《太平广记 》卷二百六十九 ,

转变的表演场所变换不定 ,既可在皇帝面前演出 ,亦可在通衡大道上

展演 ,唐代还有定期转变的地方性场所 酉阳杂姐 》卷五 《怪术 》,唐薛

昭蕴 《幻影传 》、《太平广记 》卷七十八 《方士三 》“李秀才 ”条引 《酉阳杂

姐 》 ,在白居易 、张枯的时代 , 世纪初变文故事已相当成型 ,可供引

或在此之前 ,转变艺术已在中国许多城市流传 。颇有文化修养的

诗人们都精熟和了解变文的内容 ,并 自如用作玩笑的素材 王定保 《唐

披言 》卷十三 孟桨 《本事诗 》 。这都说明其对上流社会人们的吸引力

和效用 吉师老 《看蜀女转昭君变 》 才调集 》卷八 和李远 《转变人 》

《夹注名贤十抄诗 》都为此提供了例证 。如前者即告诉我们有关转

变艺术一些零星的信息 蜀女是来 自四川的女艺人 转变中可利用画

卷 转变具有世俗性的题材 所描述的虽是一种口头转变 ,但它是画面

变文的前驱 由收录该诗的韦毅所编 《才调集 》的情况推测 ,此诗可能

作于中晚唐 鉴于敦煌变文中有 《昭君变 》 ,此诗也引起了口

头转变和画面变文 书面文字的转变 之间关系的根本问题 。可以想

象 ,专讲转变故事的艺人曾活跃于整个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 敦煌遗

书中向我们昭示了有关 “话本 ”同转变艺术相互作用 、相互影响的关

系 。如 《韩擒虎话本 》 原卷缺题 ,篇末题记中说 “画本既终 ,

并无抄略 。”近人遂拟题作 《韩擒虎话本 》。按 “画本 ”当作 “话本 ” ,除同

音相代的原因外 ,它还表明话本 “画本 ” 和转变一样都有配图讲故事

的特性 。

文献还表明 时至唐代 ,随着大量民间写经的出现以及 “爱游寺

观 ,礼佛看僧 ” 圆珍 《行历抄 》成为文化习尚 ,文人和庶民前往寺院听

讲的现象极为普遍 。孟郊诗题所谓 “听蓝溪僧为元居士说 《维摩经 》”、

元镇 《大云寺二十韵 》所谓 “示化维摩疾 ,降魔力士勋 ,听经神变现 ,说

褐鸟纷纭 ”、朱怀隐 《大唐方与县故栖霞寺讲堂佛钟经碑 》 全唐文 》卷

一八九 所谓 “讲座众于灯王 ,听筵多于方丈 ”云云 ,都是文士与民众往

鱼一餐再扩省誉义



寺院听经活动的真实记录 。寺院讲经开始面向社会各阶层 ,

样的背景中 ,唐时各大寺院里出现了一种新的讲经仪式 “俗讲 ”。据 日

本圆珍等撰 《佛说观普贤菩萨行法经纪 》卷上所载及 《通鉴 》卷二百四

十三胡三省注 ,可知俗讲与阐明经义为目的的六朝讲经有所不同

管其讲经仪式仍承六朝以来讲经旧制 ,但是 “只会男女 ,劝之输物

造寺资 ”及 “徒以悦俗邀布施 ”的寺院经济的现实需求 ,促使

经方式 ,逐句立说的重点已不在义解 ,而在叙说故事 。俗讲所面对的

听众开始转向僧门以外的俗人 。 《太平广记 》卷一百二十七

一簇目翼卿黑嘟室

条 出《朝野金载 记唐乾封年中 ,京西明寺僧昙畅 , “将一奴二骡向岐

州棱法师处听讲 ” 同书卷二百八十一 “樱桃青衣 ”条记天宝初 ,有范阳

卢子 ,在都应举 , “见一精舍中 ,有僧开讲 ,听徒甚众 ” 同书卷三百七十

一 “独孤彦 ”条 出 《宣室志 记建中末 ,独孤彦至一淮洒间之佛寺中 ,
“寺僧悉赴里民会去 ” 同书卷四百二十三 “法喜寺 ”条 出 《宣室志 记

政阳郡东南有法喜寺 , “寺僧尽赴村民会斋去 ,至午方归 ”。这些记载

表明 隋唐代佛教深人民间 ,文化中心区之寺院俗讲盛行 中心地区的

佛教文化与周边地区有互动交流 寺院对民间佛教影响深远 ,并在民

间拥有大批信众 。在此俗讲兴盛的时代 , “说话 ”艺术吸收了讲经文 、

变文等相关伎艺的题材和表现方法 。如 《庐山远公话 》 是敦

煌写卷中明确标明为 “话 ”的话本 ,其形式除了大部以散说为主外 ,也

杂有如讲经文的吟渴 其内容在敷演崔相公为夫人说 “五荫苦 ”之名相

时所引用的大师渴 “薄皮裹脓血 ,筋缠臭骨头 。从头观至足 ,遍体是

浓 〔脓 〕流 ” 亦见于唐代敦煌用于俗讲的通俗佛经注疏文本 《维摩经

解 拟 北 。这就意味着 讲经僧采用诗渴或唐人诗歌以注经

网网网

的方法也曾影响了说话艺人的创作 。

综上所述 , “说话 ”伎艺始于隋代 ,至唐代已有譬喻类 “说话 ”、传奇

类 “说话 ”以及佛教类 “说话 ”等数种类型 。其中传奇类 “说话 ” ,导源于

自史迁以来中国文学 “广异闻而表奇事 ” 三国志 》卷二十九 《方技

传 的写作传统 ,其兴盛则归功于唐人 “征异话奇 ”的群体活动 佛教

类 “说话 ”的产生则肇始于魏晋以还中国人对 “以神奇为化则其教易



(释彦惊 《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 》卷一 《王谧答桓玄应致敬难三首

的思想以及对 “大设灵奇 、示以报应 ”的宣教方式的普遍认同 ,凡此成

为佛教 “说话 ”在民间传播的重要动力 而戏场文化 自隋唐以还就为

“说话 ”、“转变 ”等艺术得以滋生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为宋元说话艺术

的兴盛准备了条件 。这些戏场遍布各地 ,包括私家府第 、佛寺 、京城的

通衡街巷以及郡县等 ,成为传布和讲说民间佛教的自在场所 ,从而造

就了大量故事的编撰及流传 ,为唐人小说由谈说到记录 、由口头故事

到文字形式之完备奠定了基础

作者单位 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

萃取千年诗词英华 展示人生诗意主题

四川大学周啸天教授主编的 《历代诗词分类鉴赏 图文本 ,十

二分册 已由凤凰出版社最新出版 。书中精心选取 《诗经 》、《楚辞 》

以来至清代的经典诗歌 ,根据主题与内容 ,分为十二类 ,用饱含深

情的语言进行赏析 ,寻幽觅境 ,探骊得珠 ,期待与读者一起 ,步入古

典诗词的纯美境界 ,或激昂于诗中的慷慨悲歌 ,或缠绵于诗中的款

款深情 ,或心动于诗中的数声鸟鸣 ,或评然于诗中的一缕花香……

本书还配有大量精心挑选的插图 ,以期图文并茂 ,赏心悦目 。

人生几何时 叙事 ·传奇 悠悠百世后 咏史 ·怀古

宁为百夫长 军旅 ·边塞 性本爱丘山 田园 ·山水

谁为表予心 感遇 ·言志 西北有高楼 相思 ·爱情

海内存知己 友谊 ·亲情 举杯邀明月 饮酒 ·品茗

火树银花合 节令 ·风俗 似花还似非花 味物 ·花鸟

文章千古事 谈诗 ·论艺 肠断白孩洲 闺意 ·宫词

每本定价 元 ,欲购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