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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支玑校记》补

辜美高 1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内容摘要

本文为拙著旧文《玉支玑校记》（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单刊

论文，1997）的补充。原文所论及版本跟校勘，本文概不重

复。为求完整，尽量涉及文本的其他方方面面。今人关于《玉

支玑》的研究成果，据我所知，尽量录入。而本文所企图实

验，着重探索中篇爱情小说副文类的结构、文本的心理描写，

全知全能与限知视觉的转换，以及悬念的艺术效果等等。

关键词：中篇爱情副文类，《十日谈》故事与悲剧传统，结构， 

        三一律，主脑，悬念，《玉支玑》

1 辜美高博士，原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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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释名

玉支玑为这个中篇小说的道具，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小说屡

屡提到。

小说作者引《严君平传记》说明玉支玑名称的来源（现查《汉

书》2 该传，只查到岩石二字，待进一步查考其他注本。小说中曾

对玉支玑进行描写：高二寸，围转六七寸。是孙长肖送给管小姐在

文房用作镇纸的定婚古玉 3，是孙家的传家宝。《玉支玑》在线注

解者梦远说：

玉支机，多作“玉支玑”或“玉支矶”，均误。书中云

“这支机石三字，虽见于严君平之传（？），却从不闻有题咏

之章”，此支机石指的是“织女支机石”。《太平御览》卷八

引刘义庆《集林》：“昔有一人寻河源，见妇人浣纱，以问之。

曰：‘此天河也’，乃与一石而归。问严君平，云：‘此织女

支机石也。’”据此，支机石应该是一头略尖的小石块，用来

支织机脚，以保持平衡，玉支机则是块支机石样式的美玉。

这样的分析还是合情合理的。“矶”为大石头，如采石矶、钓

鱼矶等词中的“矶”，很多浪漫的爱情故事发生在江边的石矶上。

玑为玉石，珍贵可爱，通常比较小，可能是从较大的矿石琢磨出来

的。宽式地说，玉、石同类，但是严格地说，玉与石却有所分别。

小说文本的赞语既有描述天上织女终日织布的联句（情节在王母蛮

横地分开她跟牛郎结合之后？）用机石支持织布机，以保持织布机

2 严君平：《汉书》第六四卷，北京：中华书局，1960，第 2775-2794 页。

3 【清】步月主人：《玉支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第 44-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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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衡。织女终日勤奋地纺织，期盼与牛郎一年一度七夕之会？所

以玉支玑与织女的爱情故事攀上关系。但是作者在小说的其他行文

中又说它是一块“古玉”，是爱情的信物。玉石沉重，当然也可以

跟铁尺等厚重文房用品一样作为镇纸应用。至少在作者的认知中，

它是一块宝玉，不是普通的石头。作者在小说中至少两次用了“字

字珠玑”这个成语，可见著者洞“玑”为“珠”的语义。但是这个

语义跟玉支玑中的“玑”意思不合。“玑”也可以是星名“璇玑”，

但是跟织女星座距离差得很远。不过从机石讹转或刻意把它美化为

玑星还是有可能的，即以“玑”泛指茫茫如白玉的星座。

笔者查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4，“玑”与“矶”绝对不能

通假，今人编《增广通假字鉴》也没有“矶”、“玑”相通的词

例。但从作者行文中蠡测他把“机”美化或附会为茫茫的银白星座

的“玑”，是有可能的。大连满铁图书馆原藏本《玉支玑》书题作

《玉支矶》，不为多数版本所从，所以我们还是以少数服从多数，

把书题定为《玉支玑》。

二、版本及流传

现存有醉花楼本，巴黎国家图书馆东方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图书馆藏，据说醉花楼是清末民初的书坊，待考。

华文堂版，原大连满铁图书馆藏本，已经影印出版，公诸于

世。5

《玉支玑》当为明末作品，然因手上无书，因此没能查阅。这

有待学者们进一步确证。退一步说，如果小说不是完成于明末而如

4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5 2020 年由大连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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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学者所公认的清初，误差也不大。我们从李渔的作品系年，可

以约略说明这个平行的问题。李渔的《十二楼》，刊刻于顺治期间，

根据学者不全面的考证，《十二楼》曾引用他自己作于明末的诗文。

所以《十二楼》创作的酝酿，不尽在于清初 6。由此我们可以推想

其他作家、作品平行的情况。但是该中篇小说无论产生于明末或清

初，时代相差只是十来年，而且明末与清初的作品具有比较多相同

的时代特征，是毋庸置疑的。

《玉支玑》自顺治刊刻后，可能出现节本，现在知道刊刻于道

光年间的《怡园五种》中的《玉支玑》，系删节本，藏京都大学文

学部图书馆，可能是海内外唯一的孤本。笔者曾用过《五种》中的

《麟儿报》，略知道这五种的校勘价值。因为都是删节本，原文重

要的段落仍然完好地保留在节本中，为校补五种小说尤其是《玉支

玑》的绝好资料。《玉支玑》节本的价值，应该也如此。

厦门刊本的《双英记》，又名《方正合传》，咸丰年间出版，

现藏复旦大学 7，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有中国戏剧出版社近年刊本，

书题为《方正合传》，笔者略查，实际上跟华文堂版相同，是二十

回本，不是节本，也不是改写本，令人诧异不已。该书书前说明：

六卷 24 回……，写刻本，正文半页八行，行 20 字，北京大学图书

馆藏。而根据书目转录的《双英记》序文，《玉支玑》流传到后来

残缺不全，编者根据残本，补写成 12 回本：

（该小说）“题清河氏梦庄居士著，琅琊先生评点。作者

自序云：适客来，持一卷小说示予，批而览之，见其所言，类

6 《十二楼》版本传播的一些情况，见《李渔全集》卷十九，第 11页（李渔年谱）

7 据友人代查，复旦大学图书馆并没有该藏书。可能记录者误记或是其他原因。
厦门原刊本，笔者也无缘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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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嫉世情之变幻，有所因而言之也。予惜其卷帙散失不全……

不禁触动畴昔之怀，见猎喜之，因而补成之……是述也，非作

也。书名‘双英’指两女主人公‘方奇英’和‘卜娇英’，‘方

正’指女主人公方英奇和男主人正大光。”

未知具体的情况。但现存的几种华文堂版本，已经能够恢复

《玉支玑》的原貌，所以厦门刊印的《双英记》，相对地不很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书名标为《方正合传》8，“方正”显然是小说重

点人物，其用意正是继承明末清初反淫荡风气（反《金瓶梅》）的

余绪。

三、中篇小说及中篇小说的繁荣的原因

中西的中篇小说界定很不一样，西洋学者一般认为 100 页左

右，二万到四万字者都是中篇。由于西文语言、词汇跟中国语言、

词汇不一样，计量小说的长度应照顾到语言、文化的差异。近年福

建师大陈节老师认为 20 回内的小说应该属于中篇，以回数作为明

清小说长、中、短衡量的标准，这个定义可以涵盖象《玉支玑》20

回、字数略超过十万字以上的明末清初小说。我认为是符合实际情

况的，可从。9

中篇小说在明末兴起，除了各家所述的时代思潮等等的原因之

外，笔者斗胆蠡测，是因为当时时代动荡，外患压境，内乱频仍所

导致的。当时江南虽然相对来说经济比较繁荣，但是也难免受到内

外时局的影响。明末发展起来传奇戏曲，由于长达数十出，而观众

8 《方正合传》，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刊本，2000，第 164 页。

9 陈节：《中国人情小说通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第 205-2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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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闲空程度不一，于是演出时有所改动、删节，以适应不同程度的

有闲观众。同属于叙事文学的长篇小说情况恐怕也是如此：洋洋几

十万言的长篇，恐怕普通升斗小民消受不了。中篇小说在短期间可

以看完，切合消费者的心理。其实一些长篇，实际上是中篇结构的

组合，例如完成于明中叶的《水浒传》的结构：鲁、林十回，武十

回，宋十回……不看完全书，也可以情节性、阶段性地了解其内容

梗概。虽然明末江浙地区相对繁荣，相对地不受外患的影响，但境

内雇农、佃农与地主阶级的矛盾也是很尖锐的 10，因此江南的生活

也很紧张，估计比中国全国各地的情况略好一点而已。所以中篇体

制的创作，可能延续长篇这种板块状式（中篇）的短制而出现，也

说不定。在当时，中篇小说的出版也比较困难，因此明清的中篇小

说常常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合刊，可能出于经济及行销等等的考量。

这种情况，现代西方的中篇小说的出版、行销也面对这样尴尬的困

境，更何况是古代西方和中国的明清时代的中篇小说。所以明末清

初中篇小说比较繁荣，是相对的，是可以理解的。

西方中篇小说鼻祖为薄迦丘《十日谈》11，主要是在反神学、

提倡人文、写实文化的大背景下产生的，时代跟明末清初中篇小说

有差距，早了 200 年，但是创作的背景还是比较类似。两个时代中

篇的创作方法也有蛮多可比性，尤其是李渔的小说集《十二楼》，

跟它有相当的共同点：它们都照顾到集子各篇与整体结构的呼应。

而各个中篇的具体写作情况，两个集子也有些共同的地方。明末清

初这批才子佳人小说跟西方中篇小说也有共同点。

明清中篇小说的创作论恐怕尚待发掘与整理。我以为《玉支

10 顾城：《明末农民战争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第 101-
128，328-345 页。

11 薄迦丘：《十日谈》，台北：书华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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玑》这个中篇属于爱情婚姻的副文类，约略等于传统所谓的“才子

佳人小说”，范围比较狭窄，属于这个文类严格意义下的作品也相

对地少了很多。

我们在此分析《玉支玑》这个中篇结构及创作方法作为研究个

案，籍以窥见明清中篇爱情婚姻文类的结构以及中西叙事文学中篇

爱情副文类创作技法的异与同。

（一）爱情婚姻中篇的结构

这个中篇以强之良与孙长肖的争取管家教职、聘约的矛盾发展

成强之良所支持的卜成仁争聘管家青眉小姐的矛盾作为主线，再衍

生出卜成仁的妹妹才女卜红丝莫名其妙被哥哥利用作为孙长肖的诱

饵，因而卷入这宗婚姻的博弈为副线，是斗智的游戏，也是权力的

较量，是正与邪、美与丑的挣扎。由于双方都属于斯文阶层，斗争

开始时还多少讲究尺度（decorum），但后来则采用蛮干、暴力，

冲突、矛盾达到高潮，死亡或前或后相继地发生，气氛神秘、迷

离。由于偶发的国内外事件，主副两线很快地交合为一，情节的发

展，峰回路转 unexpected。更由于态度的转变 turning point，嗔恨、

复仇的心态变得更宽宏大量，和解的曙光骤然突现。此后作者花了

四五回的篇幅，抽丝剥茧，揭秘死亡，在宽恕、和解崇高的伟大理

念感召下，才子佳人的悲剧才变成皆大欢喜的大团圆。

在这样的架构下，小说对于势利的世态，不乏庄谐的讽戒，对

于待人处事，也多有揭示。全篇抓主脑，密针线，不讲废话、不拖

泥带水，为中篇爱情小说立下典范。文字朴素，少文采，是拟话本

的本色。

全篇批判卜成人不学无术，凭着父亲在朝当尚书的威权，在损

友强之良的怂恿下，强赘美女，藐视王法、礼法。当威逼才俊不遂

时，竟然采取暴力蛮干，双方的冲突终于达到顶点。作者用了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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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力谱写他受到良心的谴责，脑海不时浮现受害者死亡的惨状，鬼

蜮索命，让他惶恐终日，睡不安眠，卷缩成一团，受尽应得的心理

惩罚。

故事的情节就这样紧密地编织进这个架构上。首先，开章明义

的“词曰”，先垫下整篇的基调：

白面书生，红颜女子，灼灼翩翩非不美。

若无彩笔附高名，一朝草木随流水。

江梦生莲，谢听絮起，千秋始得垂青史。

闲将人品细评论，果然独有才难。

上片强调文才。才美是本小说的关键词，男男女女都以才美为美，

为奇，外貌是次要。下片强调人品，才美与品美的结合，才能名流

青史。

接着，小说点明地点：浙江处州青田县（今天的丽水）。小说

行动发生的地点，主要是青田县——关灰养老的乡下。随着情节的

发展，地点偶尔也伸张到省内的钱塘县，小说人物游西湖，所占的

篇幅不多，至于主角孙长肖回原籍河北沧州参加科考，行文也蜻蜓

点水，一笔带过；京师为帝国政治经济的权力中心，小说所花书写

的篇幅也很有限。所以可以说，全篇所有的动作，都聚焦于青田县，

是实写，其他的地点的情节则都很简略。总的来说，动作的地点，

还是蛮单一的。这跟西洋文学的三一律中所强调的单一地点，还是

比较接近的。

时间开始时是在春天（春游），情节由此展开，其他时间虽比

较难推测，但还是有蛛丝马迹可寻。譬如春游后，不多久，约莫几

个月管灰奉召回朝复职，出任礼部侍郎，不久卜公子的尚书父亲徇

私，上奏皇上，让管灰到海外封王，即办外交，调虎离山，以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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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卜成仁在青田县为所欲为。倒霉的管灰在海外被扣留几个月，

幸好能平安回朝。整个小说的时段跨度不大，约两年，即从管青梅

16 岁起到管青梅 18 岁完婚为止。所以情节发生的时间不可能同在

一个春天，或同一年内，那是事实。前后达两年之久，也不算太长、

不太复杂。

小说中的事件，集中在孙长肖、管青眉与卜成仁的三角关系

和冲突。所派生出来的副线，主要是使情节更复杂、有趣，加密女

子才美的主题。主要人物不很多，很多次要人物没有名字，也没有

声音，或只有偶尔听到他们集体说话的声音。例如小说中的奴仆

二三十人，主人问他们，当然不是异口同声回答，只简单地说：“奴

仆回答道……”

所以宽式地说，这个中篇还是比较符合西方的三一律的结构。

用李渔的术语，是立主脑，密针线，严格的文类要求还是得到尊 

重。希腊悲剧是西方文学的源头，注重三一律，故事的震撼性极 

强。中篇小说集《十日谈》继承这个传统，自不在言下。例如第 4

天第 1、第 9 个故事，都是鲜血淋漓的悲剧。

小说《玉支玑》从管小姐斯文婉拒卜公子求婚起，她没有马上

决绝，而建议互考，让不学无术的卜公子，觉得不会太尴尬，可知

难而退，再写到卜公子求婚屡屡受挫，恼羞成怒，决定采取暴力，

强行、蛮干，可见行动逐渐升级。他用暴力赶走孙长肖，孙长肖走

投无路，投水自尽。另一方面，卜公子又蛮横地到管家，强行入赘，

管小姐拿他没有办法，最后自刎，倒在血泊中。全文专注这个冲突

的营造，直达悲剧的高潮，但故事并没有戛然而止。国内外的情况

有所改变，管灰幸好能回国，恢复他礼部侍郎的影响力，两股对立

的势力，取得平衡。卜尚书不敢轻举妄动，表面上仍旧依法行事，

不敢公开袒护自己的儿子。境内人事也略有变化。孙长肖并没有

死，投水的只是他的巾帻长衫。他回原籍后参加科举，中了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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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京参加殿试，竟中榜眼，功名扶摇直上。卜尚书以及主试等都是

务实人物，看风转舵，于是局势出现转机。换句话说，这个转机是

受到客观条件制约的，是在内外的情况有所改变时才出现。这个转

捩点的出现，正与西方中篇结构的模式暗合。莎士比亚的叙事传奇

《暴风雨》（The Tempest）中米兰公爵的爵位被弟弟联合政敌拿布

勒斯国王加以篡夺，遂自我放逐到荒岛，苦攻魔术，后来借魔幻的

暴风把政敌绑架到海岛，让自己的独生女跟政敌的儿子结婚，通过

子女的婚姻，化嗔恨为祥和 reconciliation。再如喜剧《一报还一报》

（Measures for Measures）很重视宽恕 to forgive，《玉支玑》亦复如

此，敌我终于和解，这也是中国文学与英国文学的邂逅，时间相距

不太远。

（二）小说的其他技法

(1) 心理描写

作者为了更好表达主题，配合结构，采取多种传统叙事策略。

首先，传统的心理描写频频出现，作者多用“想”，“暗想”等

标志（marker），全篇侧重心理描写，有的章回应用的心理手法次

数，多达 3-4 处。例如如第七回卜公子把妹妹红丝作为诱饵，许配

给孙长肖，以作为孙长肖放弃管小姐的交换条件。孙长肖的心理反

应是：为什么他（卜公子）那么认真，把妹妹许我？是不是妹妹长

得丑陋？但是尚书的女儿不怕嫁不出，为什么要嫁给我这样一个穷

书生？疑窦重重：为何一个文理不通的人会爱我的文才，为什么平

白无故对我这么殷勤……

第二次心理描写孙长肖被强之良、卜成仁骗到东庄闲荡后，派

卜成仁又派张媒婆来传话说，卜公子富贵、多情。希望管小姐退婚，

跟卜公子重续良缘。管小姐素知孙长肖忠厚，怕他容易上当，正想

派人提醒他，但又听说卜公子把妹妹许给他，前往劝他容易被他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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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为妒嫉，在那里胡思乱想，作者把她心绪凌乱和焦虑深度地勾勒

出来。

第三次心理描写紧接着上面的情节发展。当管雷前来传讯，说

孙长肖有话请教她（管小姐）关于卜成仁要把妹妹许配他的事宜，

他有所疑虑，拟请教她。管小姐素知孙长肖心地赤诚，不虚伪作 

假，不见异思迁，很是放心，适才的种种顾虑，遂尽化为乌有。她

嘱咐管雷，随时提醒孙长肖，不要误中卜成仁的离间计。

该小说心理描写写得比较深入的，是矛盾最尖锐的那几回。此

外，如强之良分析待嫁少女的心理，卜成仁觉得头头是道，可以奉

为金科玉律。卜成仁强行入赘，逼死管小姐，心里惶恐与畏罪的描

写，是符合生活的逻辑，可读性高。

《玉支玑》是以描写心理见长，作者可以牺牲其他篇幅，如写

景、细节、次要人物的刻画，但心理描写则绝对不能割爱，限于时

间，不能详述。

(2) 悬念与视角

作品用到悬念技法多处，如第 10 回预设两处悬念，第一次

管雷报告孙长肖被强之良强邀到到野外，管小姐闻知，意识到事

态不妙，吩咐家仆管勤暗中跟踪，若遇变动，“只需如此如此”

（marker）到底怎样应付，读者完全不知情，本回回末叙述孙长肖

遭殴打时，突然一群叫花子出现，吵吵闹闹，出来抢夺卜公子的酒

食，大伙挤来挤去，把卜公子挤倒后，让孙长肖有机会逃走。这是

同一回内悬念被解开的例子。用“如此如此”的短语标志。（可惜

回目已经点明：“管小姐弄巧小丐儿救人”，冲淡了悬念设置的部

分效果）

不用这样的标志的悬念，而且不在同一回解秘，而且可能跨越

几回后才透露真相，这样的例子如第 11 回卜公子逼走孙长肖，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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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怕孙长肖没有马上离开，急派人追赶。孙长肖见状，乘夜离开旅

店，当卜公子的人马追赶来时，孙长肖把白衣巾帻等用泥土包好，

丢入江中，然后逃走。他不敢走大路，沿着江边的丛林跑去。卜公

子的家人赶到桥边，见不到人，又见孙长肖衣帻浮在河面，以为他

投河自尽。家仆赶来，认得河里漂浮的衣物是孙长肖的，以为他失

足落水。到底孙长肖生死如何？至少一部分人如卜公子等，认为他

已经死了。到底孙长肖是生是死 , 众说纷纭。一直要等到后面第 15

回，这个谜底才揭开：“小书生两番登第姓名香”，原来他没有投

水，安然回到原籍报考，中了解元，进京考中榜眼。

第 13 回回头管小姐跟弟弟管雷商量对策，怎样应付卜成人

一再纠缠，叙述者又重施故技，写管小姐道，需“如此如此”

（marker）方能杜绝他的念头。读者不知道到底是什么计策，悬念

难于释怀。一直读到回末时，才知道管小姐假装要杀卜成仁以吓唬

他，而且如果卜成仁进一步死缠，管小姐就自杀，读者至此才恍然

大悟。原来管小姐她们预先部署，弄熄灯笼、火把，迅速行动，在

漆黑、惊叫乱成一片的时刻，她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管小姐自

杀后，灯笼火把才再度点亮：只见血泊中的管小姐，衣衫血迹斑 

斑……卜成仁以为是真的发生命案，事情弄大了，惊恐万分……这

是作者苦心经营的一个情节，是小说的最关键！不赘。

笔者认为，悬念的设置，也跟视角有关系，借以营造神秘气 

氛。上述两个最关键的悬念（即第二、第三例子）很象限知视觉。

限制视角是中篇惯用手法。孙成肖投水，在卜成仁、孙氏的仆人看

来是事实，属于限制的角度，为预设扑朔迷离的艺术效果服务。作

者对于视角艺术的效果已经体认到，但不够彻底，上述第三个例子

可以进一步说明这一点。例子中的悬念设计，是相当成功的，只有

管小姐以及家人才知道管小姐用苦肉计，其他在场的人的视角包括

卜公子、四个侍女，三十个家丁都受到限制，因而被蒙在鼓里，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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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在朦胧昏暗的灯笼、火把的照耀下，小说的阴森莫测的氛围，

十足到位。可惜，作者在章回的标题中，暗示管小姐诈死（俏佳人

苦肉计吓杀痴人），点明情节内容，露出马脚，减少读者绎读时寻

味的期待，这是否是传统章回标题的局限？而管小姐死亡的谜底逐

渐揭开，也可以说是视觉限制的逐步解限。（管小姐的父亲在北京

先闻女儿的凶讯，后来才知道她没有死，作者安排卜红丝到管雷的

家，卜红丝才知道事情的真相，才知道管小姐未死的秘密，但她却

守口如瓶；接着让卜成仁因为逼死管小姐畏罪，托在京师担任尚书

的爸爸协助开脱罪名，才让他的爸爸获知真相。只有卜成仁及孙长

肖最晚知道真相，目的之一是对卜成仁进行惩罚，让他惊恐、焦 

虑，另外一个目的是对孙长肖道德的考验，并从盘根错节、复杂的

关系中考验他的操守，并在现实中让他学会变通、分辨公私。

(3) 讽刺

作品不乏讽刺，讽刺也是写实作品的任务之一。例如青田县

令李知县，他不是一个过场人物，扮演个功能作用的贪官。他早年

在青田县受卜成人之托，诬赖孙长肖或其父偷盗县府库存宝物玉支

玑。实际上，作者在回目中虽然没有重点地批判他，但在第 16 回

末却用一页的篇幅，淋漓尽致地嘲讽他：当他听说孙长肖在原籍中

解元，预料孙长肖的影响，不可能跨省。正在犹豫之际，不久又传

来孙长肖高中榜眼的消息，这回他紧张起来，态度一百八十度的转

变。马上送致匾额前往恭贺，并购置新屋，请孙长肖的妈妈祖夫人

进住。作者行文时特撰联语，对他进行批判。用“正是”的标志 

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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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一人分两截，问今何是昔何非？欺贫曾诈玉支玑，

捧贵新开金屋扉。12 对孙长肖态度势利，前后判若两人，加以 

嘲讽。

(4) 词汇语义复现

例如第 14 回卜公子“受惊”的“惊”字共 14 次，同义词“吓” 

3 次，总计 17 次，还未把形容惊吓的短语算进去。“惊”一词反

复的出现，加强他惊恐的状态。（后面几个“惊”字，不属于卜公

子受惊吓的情节），所以说，这一回，“惊”这个关键词，也有十

来个，加上状述恐怖的词汇、词句如缩成一团，一身冷汗，跟其他

词汇如血衣、深夜、鬼蜮、阎王等等，不断重复加权，增添恐怖的

悲剧气氛。

(5) 写景写人

小说写景精简，是中篇的典范，利用简单的词句进行勾勒，通

篇都是如此。例如第一回写青田县风景，“峰峦高峙，十分秀美”，

不拖泥带水。

记西湖之游，也只是简短几句，幸好辅以苏轼的名诗压后，“水

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亦相

宜”，才不至于亏负西湖的盛名。

至于引诱孙长肖闲荡青田县的东庄，其位置及风景，作者只简

略地说：距离县城二三里，“一路娇花新柳，颇堪游赏。”

作品写人，对主要的人物还是卖力地刻画，孙长肖、管青眉、

卜成仁等主要人物的复杂性格，在小说各处的重要情节予以展示，

例如：孙长肖才美，德行崇高，但也有性格弱点，忠厚却有时近于

12 《玉支玑》，第 1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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迂腐等，虽然叙述简略，但通过情节，随处条分缕析、随处展现。

卜成仁：不读书，养着一班游手好闲之徒，终日只干那

不公不法之事。他父亲吏部尚书，为人又甚是不端，在朝堂之 

上，专以威逼压人……13

描写管小姐的外貌一开始只是简略地介绍，不过对管小姐的刻

画散见全篇各处，有时写貌，有时写性格。其中有一处略长些，如：

（张媒婆眼中的管小姐）：强项公您，那管小姐脸儿分嫩；

娇细不过；看其形象，瘦弱可怜；真是吹弹得破；腰儿柳细，

真是手捻得断；微微骨儿，竟似未生；小小脚儿，浑入没有；

听其声音，娇细不过；看其形象，瘦弱可怜。及听到她说出来

的言语，却词明义正，理直气壮，任你就有七张嘴，八个舌头，

也说她不过。）14

祖夫人言重的戴小姐（其实是管小姐乔装的）：

赋窈窕之容，抱幽贞之性，朱嫌其赤，粉压其白，诚绝代

之佳人也。15

描写管小姐外貌兼性格的，如：

13 《玉支玑》，第 22 页。

14 《玉支玑》，第 108 页。

15 《玉支玑》，第 1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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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艳丽如花，胆智慧计，性格倔强，不受要挟。

孙长肖：才美，忠厚、重德、不欺诈，小说也写其性格不够坚

定的一面、不够警觉之处。限于时间，恕不能详细分析。

多数次要人物如家丁、侍女、丫头，无名无姓，少发声，甚至

无声。这是作者注重一人一事，不旁骛的写作策略。

为了节省篇幅，小说简化情节，追求简洁，其他繁琐枝蔓的细

节几乎没有它们的空间。例如第 13 回，卜成仁带三五十人到管家

“做亲”，为节省篇幅，作者并没有铺写，只一笔带过。不像《儒

林外史》多处铺写士绅讲排场，吹吹打打，描述之后，再加以嘲

讽。这跟中篇作者的主旨和立意有关。他专注的目标是写卜成仁的

蛮横，但不旁及他是否讲排场或其他习性，所以没有细写。作者进

行压缩，腾出空间，可以更深入、更广泛地挖掘人物的心理。

四、结语

小说技法除了上述第三节所述各点之外，“奇”也是小说作

者的审美追求。举凡才美、好诗、乃至于高明的骗术等等，都属于

“奇”范畴，全文可以找到至少一二十个例子。限于时间，不能够

一一分析。“巧合”事件至少有两处：卜成仁未婚妻死去跟管灰招

女婿是其中的一个巧合，在这就不分析了。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小

说有相当强烈的妇女解放思想，文本颠覆了男才女貌的刻板观念。

才美的孙长肖在很多方面不如管小姐，多次尊她为师，请她指教。

子女的婚姻自主，在文本中也有相当的侧面反映，印证了蒲松龄的

记录：子女的婚姻，父母只主一半。这种种足以证明《玉支玑》是

一个重要中篇文本、文献，让时间证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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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Yu Zhi Ji Jiaoji" 

Dr. Kow Mei Kao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ingapore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a supplement to an earlier edition of my 
article, The Yu Zhi Ji research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Chinese Department, single issue, 1997). The original text and its 
edition have been proofread and are not repeated here. For the sake 
of completeness, other aspects of the text have been covered as far 
as possible. 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 I have tried to include 
as much of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the Yu Zhi Ji as possible. This 
paper is an attempt to explore the structure of the middle-grade 
romance subgenre, the psychological depiction of the text, the 
transformation of omniscience into limited knowledge, and the 
artistic effect of susp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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