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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珠楼主“小人国”母题的
社会生物学意蕴

王　立
(大连大学 语言文学研究所,辽宁 大连１１６６２２)

摘　要:“小人国”是还珠楼主在“长寿村”“安乐岛”之后的又一“异空间”设置.以凌云凤和驼女两人视

角,展示“小人国”外在种族特征和内在社会结构:身形如孩童般短小,有着世俗社会的尊卑等级秩序和道德一

统的社会空间理念.以剑仙世界丛林法则与道统合一的存在准则,一反生物进化的不可逆性,“沙沙”和“咪

咪”等小人在“物理”调治下恢复人类语言功能,又在法力掌控下于幻觉中经历数世轮回并长大成人,进而成为

剑仙重构理想社会的得力帮手.还珠仙道理念统摄下的宗教共生空间观,不同于传统文献及«格列佛游记»的
“小人国”理念.还珠“小人国”是人类生物进化和文化演进中的“过程”,不仅生命个体可以恢复远古最佳状

态,社会结构亦可整合重建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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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中的“小人国”故事,在全书中具有相对独立性,有学者认为“是在现实

隐喻基础上,借鉴前代文学传统中的小人国故事,在具象意义上表现民族大义,在抽象意义上表现

权力异化与人性复归”[１].笔者认为,还可从社会生物学角度进一步生发其深层内涵,作品中蕴含

的生命个体“种质”遗传与选择性变异思想,以及社会遗传、创造性进化的象征意味较少受到关注.
而抱残守缺的异形国度、锐意进取的生存意志、回归自然的音乐内驱力及中外调和的现代进化意识

等,都在“小人国”母题中有突出的表现.

一、他者视域:异形国度的种族特性及社会结构形态

蛰伏于蛮野林莽深处“异空间”里的“小人国”,如同威尔逊社会生物学说的“由一些存在社会交

往协作的同种个体组成的群聚体,而这一群聚体是通过几乎不能进行交往的边界封闭起来的”与众

不同的社会“群体”[２]７,这是还珠楼主继“长寿村”“安乐岛”之后的又一空间世界设计.
«蜀山剑侠传»第一七六回写凌云凤自云中落下,无意踏入林莽,在诛灭千条“双头怪蛇”后,发现

一些小人衣履、小帽子、许多小人脚印及人工修整的山路,又听到众声如鸟语尖细,似多人在飞跑:

　　便见土坡下面一片平地上,聚着千百鲜花衣帽的小人,每个高仅二尺,各佩弓刀,班行雁

列,排得甚是整齐.中间三把小木椅上,坐着一男二女.男的身材略高,像是小人之王.面前

跪着三人,正在哓哓陈诉,神态急迫.云凤等那小人近前,索性伸手提起一看,只见他生得

如周岁婴儿一般长短,只是筋骨健壮,皮肉坚实得多,其余五官手足,均与常人无异.背上还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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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一行弯曲歪斜类似象形的朱文字迹,不知是何用意.[３]２１０９Ｇ２１１０

以云凤为视角渐次展开对“小人国”居民的外在形态描绘.首先,这些“人”身材矮小如婴儿,是
正常人类的缩小版,筋骨健壮;其次,言语“咭咭呱呱”如鸟语般尖细;第三,遵守秩序且有智慧,其
“小王”等善于察言观色,见机行事,对云凤强攻未遂便转而供奉牺牲以求和,“群小”自卑、胆怯、软
弱而又屈从强权之性彰显无遗;第四,为了同类安危能舍生取义.显然这是人世间又一“异空间”的
社会群体.

与云凤的“误入”不同,“驼女”闵湘娃少时逃入此山,得“老王”相救,凭借饱读诗书以智谋为小

人国谋福利,获得老王信任.在双方对峙时,成为剑仙云凤与“小人国”沟通的中介.如此一来驼女

成为“小人国”故事的内视角,对这一社会群体内部结构的揭示就更为深刻.在驼女看来,除了身体

短小以外,“小人国”的世界与外界尘世无异.
首先是内忧,也就是作为“国师”的她与云凤联手镇压小人国叛乱.老国王有二子,长子是小

王,次妃所生,自小“文武兼备,贤能仁厚”,立为太子;次子鸦利,正妃所生,勇而贪残好杀.老王夫

妇死,鸦利啸聚党徒,趁举国应对“双头怪蛇”欲谋篡位.小说写“篡位”战争如同«格列佛游记»中吃

蛋“大头”“小头”、穿靴“高帮”“低帮”的争端,也似古代中国嫡庶之争.而在修道之人云凤看来,世
间杀伐征逐,“无非为了鸡虫得失,不惜萁豆相煎,到头来获得些什么?”小人国还有三大外患:双头

怪蛇、巨鸟和雪山妖人膝角.双头怪蛇已被云凤铲除,巨鸟也被国民合力灭掉.雪山妖人则是其心

腹大患,每年两次,每次索２４名小人,为害已十数年之久[３]２１１７.雪山妖人非“大鸟”“怪蛇”生态链中

自然存在的天敌,而是人类社会秩序建构中的对抗力.神驼乙休前妻韩仙子指出,雪山妖人膝角乃

寒山妖道孽徒,说明“小人们”是正邪修道之人共同追逐的对象.雪山妖人吸食小人精血修炼妖法,
而芬陀大师要以佛法恢复小人身形,使其回归正常人的世界.

作为“他者”的云凤和几近同化的驼女都有同感:该国人种虽小,“却与大人一般能干,有的竟比

大人还要灵巧.无论禽言兽语,俱都通晓.可惜只有语言,并无文字,又是生就歧舌,无法教

授”[３]２１１７.小人国民具有语言能力强、耐寒暑、勤劳肯干等品质,是以云凤不敢小觑“僬侥之邦”.
还珠小说正是以云凤和驼女的他者视角,多维度构设出“小人国”小巧的种族属性与复杂的社

会结构,虽独处林莽深处,却在剑仙世界中不可缺位.社会学家曾论述“群体”与“社会”的关系认

为:“群体的界限是通过基因流动的急剧减少确定的,而社会的界限是通过交往的急剧减少确定的.
这两个界限往往是相同的,因为社会界限倾向于促进社会内各成员间的基因流动而排斥外来

者.”[２]３０“抱残守缺”的自闭或许可以保留其种族特性、独立性,但必定是生态平衡的障碍,以自身继

续退化、落后为代价.还珠的“小人国”故事揭示出生命个体种属特性的遗传与变异,以及这一自闭

社会演进的规律.

二、种间杂交机制:进化退化悖论中种族共生的可能

小人国成因于正常人种的退化.小王追忆,相传本族万年前的祖先也同世间大人一般,文治武

功,礼乐教化极盛,只因后世子孙不争气,风俗衰而人情薄,“那自取灭亡之道,少说点也有几千百

条”,国家和人种也因耽于宴安,逐渐退化,争战残杀,遁入深山[３]２１２３.互文足义,韩仙子指出“内斗”
才是“古黄夏国”孑遗之民衰败矮化之因:“不知振拔,外媚内争,刁狡贪欲,竟尚淫佚,又复惧怯自

私,以致土蹙民贫,人种日益短小,终于亡国,几乎种类全灭.仅剩下一些没被异族杀完的小人,逃
入此山深处,近几代君民觉悟前非,追忆先民亡国之痛,才有此转机了.”[３]２１１７他们身形缩小,隐
居山林,几乎要消失在自然进化的循环中,剑仙界也颇震惊.

在还珠看来,可持续发展的自然变异本来普遍存在.受传统“人心不古”观念影响,小说继续借

云凤之口强调“不师古”的后果,说古人身躯高大,“后世人心日坏,嗜欲日多,人身本来脆弱,长一辈

的受了侵夺剥削,自然遗毒子孙,一代一代传将下去,年代一久,自然人种便日趋矮小,不过当时不

显罢了.他们本是万千年古国,语言文字又绝了种,所以后世无从稽考.我们从黄帝算到如今,也



只几千年光景.现在的人体,已逐渐比古人小,照目前风俗人情看下去,再过相当年代,焉知不是后

车之续呢? 他们立国,还要古远,算起来,也并非不在情理之中”[３]２１２７.这里体现出作家对国家、民
族命运的忧虑与对国民性的深思.邓经武称:“作者对中国社会的现状与未来的忧虑,也通过一个

人种退化的小人国得到体现”;“这些都是２０世纪中国思想界的‘亡国亡种’危机意识的体现,对国

家和民族现状与未来的深深忧虑等现代精神,就通过作者的这些描写而展示出来.作者关于中国

社会‘忠孝仁义等,号称美德,其中亦多虚伪’的批判,亦是２０世纪中国思想界反封建的最基本内

容,而将这种批判‘寄于小说之中,以期潜移默化’的武器选择,正是对梁启超、鲁迅等思想界先驱者

‘新民’、‘改造国民性’努力的继承.”[４]考虑到还珠楼主所处时代,这一观点虽然中肯,但仍偏重于

当下社会政治功用,而忽略了对世界文化融合统摄下理想社会建构的理性观照.
民族存在的根本是语言文字.文字消失,关乎民族内质的传世文献出现断层,文化血脉遭受致

命创伤.对此,女剑仙云凤进行了一番“文化考古”,她向驼女询问小人国“史册”,试图寻究“本族痛

史”,于是悲剧来自“文化虚无”昭然若揭:“只为亡国的前一两世,一班在朝在野的浑虫只知标新立

异,以传浮名,把固有几千年传流的邦家精粹,看得一文不值.流弊所及,由数典忘祖,变而为认贼

作父.几千年立国的基础,由此根本动摇,致于颠覆,而别人的致强之道,并未学到分毫.起先专学

人家皮毛,以通自己语言文字为耻,渐渐不识本来面目,闹得本国人不说本国话,国还未亡,语言文

字先亡.后来索性嫌它讨厌无用,将所有书籍文字一火而焚.日子一久,从此亦无人能识,便
是他们的语言也变得不大相同.戈戈载籍,总共才十余本,如今尚存在小王宫中,当作前朝遗物看

待.”[３]２１２６Ｇ２１２７此处意在言外,对洋务运动以来求新的偏执表达不满,体察古国退化成因,体验到深沉

的时代痛楚.这里既有由“焚书坑儒”到明清文字狱等文化浩劫的民族记忆,也有对内忧外患之际

洋务“全面西化”能否救国的疑惑:在外来文化面前,如何持守本民族文化传统、教化根基? 书本典

籍、民族语言也牵涉到了二三十年代文言白话之争等,作者鲜明的倾向性,就是保留民族语言(文
言、汉字).仅依靠“口述”口传来保留民族文化根基,难以取信后人.“小人国”虽说只是外在形体

退化,作者却借此对种族人文精神退化的后果表达了忧虑.
“泱泱大国”沦为屈居山野的封闭的“小人国”,哀惋悲催,实乃中华民族忧患危局的一个缩影.

当然这也是许多古代文明衰落的写照,如巴比伦文明、阿兹特克文明等,都曾创造辉煌灿烂的文化,
由于种种原因却成了历史的匆匆过客.如何改变日益衰颓的国民? 作家提出了“人治”观念支配下

的设想,永恒的“英主”情结与“图谶”祈望,维系着“小人国”存续及中兴的千年企盼:“经过了些朝

代,出了一位英主,苦口婆心,生聚教养,方才全国悔悟,发奋图强.虽然千百年来无多进展,仍是局

处山中一隅之地,可是到底还算回到原始那一时代,穴居野外,个个身轻力健,能以群力追飞逐走;
不似初来时,个个和婴儿一般,受了禽灾兽害,只知向天哭泣.人种也一天比一天生育得多.据本

族祖先传的图谶,若干年以后,只要众心如一,仍能恢复以前冠裳文物之盛呢.”[３]２１２３虽然小人国国

民生存模式千百年来几无改善,但少数精英一直期待着种族命运出现转折:“当寒俄老王临死之前,
留有遗言,说夜梦天神垂训,国家之亡,都坏在这根舌头上,因为能说而不能行,才闹到不可救药.
本族是极优秀的人物,上天必不愿使其颠覆绝灭.目前所处境遇,乃是上天故意降罚.将来仍有中

兴复国的那一天,并且人也能增长到七尺八尺之躯.只看几时这片歧舌返古恢复了原状,便有望

了.”[３]２１２４这里暗示小人国国民自己亦十分明了人种退化之因,也深知文化退化并非不可逆转.然

而何以有效对抗退化以摆脱生存危机呢?
一是从造祸的“舌头”入手的物理疗法.小人国国民舌头的形状和功能十分特别:“最厉害是全

国上下十有八九为口是心非,说了不算,一张嘴能在顷刻之间说出多少样话语.因为五官四肢、心
思智能都不长于运用,单擅长于口舌,以哄骗一时,所以人身各部都逐渐缩小短少下去,惟独这片舌

头竟变成了一个双料的.”[３]２１２４如簧巧舌正是群体衰弱之根本.驼女偶然发现改善国人语言障碍的

办法,沙沙、咪咪因误食毒果舌尖烂去,变得易于学会正常人发音:“也和八哥等禽鸟一样,只要团了

舌头,便能言语.”[３]２１１７小手术便可学习人类语言:“这两日沙、咪二人已请驼女将歧舌用剪修圆,敷



了洞中特产止血住痛灵药,渐能通词达意.”剪舌可学人话从而修炼神仙之术,雪山妖人也懂:“自得

仙书,听了太师伯之劝,每次总要挑出几个不杀,用仙法修了歧舌,教会人言,收为徒孙,各传道法.”
作者意识到若想不再退化,不再巧舌如簧“光说不练”,还要走出封闭的“荒野”,与外界正常人类社

会交流沟通,似乎又不同于“自然中心主义”,而是注意到发挥“人类中心”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才能

回归人类社会.
二是运用神仙道法恢复身体原形.在“大人”林立的世界中,“小人”仅是辅助工具,或协助剑仙

荡除恶人,或成为恶人帮凶.芬陀大师认为用佛法“小转轮三相神法”改变小人形体“大干造物之

忌”,要知难而进,改善沙、咪两个小人身体素质成为“良材美质”.修炼者“偏是向道心坚,甘受苦

难”,闯过三重难关.于是沙、咪就在这种仿佛成仙“考验”的历程中,成为“人种改良”的个案楷模.
与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种族性之不可逆”[５]相比,还珠“小人国”人种演进理念充满对进化

论思想的深刻反思与对中国固有仙道理想及三教融合的憧憬.与“长寿村”“安乐岛”系列的“异空

间”社会建构相呼应,“小人国”更突出地表现了还珠楼主道统思维掌控下“儒道合一”的多元种族共

生世界理念.社会学家指出,行为的相对不稳定性导致“社会漂变”(socialdrift),即行为、社会组织

或社会类型的随机趋异(divergence).随机意味着两个社会的行为差异,不是它们处于不同生存环

境适应的结果.如果趋异有其遗传基础,则社会漂变的遗传量与遗传漂变相同,纯粹基于经历或经

验差异的趋异量只进行传统漂变.社会群体内的方差大小是遗传漂变方差、传统漂变方差及其互

作方差的总和.在任何特定情况下,遗传和传统量难以分开测量,如果一个类群社会结构的变化是

由于单个关键个体的行为变化造成的,也不能确定是由于该个体的行为通过独有能力的行动还是

通过独有一套基因实现的[２]１２.还珠的小人国颇类乎此.还珠和威尔逊都意识到社会群体衰退是

复杂的进化论问题,还珠针对中国国情意识到理性的强化和秩序的重构未必就能更好地解决华夏

面临的当下危局,个体需要重建“精神家园”,群体社会需要树立个体人生价值的终极追求.

三、自然乐教:天籁之音的和合张力与小人国度的精神皈依

还珠描写“小人国”国民逃离尘世隐避山林,不仅是思想大于行动的结果,还在于亘古不变的国

民性弱点.
首先是珍爱宝物的观念.与世俗一样,小人也喜宝物.其宝物观念很有实用功利需求特色:

“间或也有世间常用之物,如锹、犁、猎枪、钓竿之类,但是为数极少,只七八件,悬的地方俱在显目之

处.”[３]２１２１小人国本是出宝之地,因与外界停止交流,似并不重视只具有普世价值的珠玉,倒更看重

从“大人国”偷来的“农具”,这里实为“拿来主义”的隐喻.于是借助于旧有“识宝”母题,小说写出了

“小人”与“正常人”价值观的差异,小人国的实用性选择带有工具性,更接近明清时代对待外来强国

军事威胁的普遍性社会潮流,即带有自卑心理的工具崇拜[６].
其次是适应自然环境的“合力”斗大鸟的共生之道.身材矮小必然带来更多生存危机,古时的

更大威胁来自猛禽袭击.据驼女介绍,种族“合群”是小人国面对自然挑战形成的“应战”本领:“他
们舍明就暗,也是没法子事.因为他们身材太小,山中野兽虽多,还可用人力齐心防御驱除;惟独天

空中的东西,休说是那些奇怪凶恶的大鸟,便是本山常见的大雕鹰鹗之类,俱甚厉害,假使两三个人

出外行走,便被飞下来衔去吃了.所以他们住的地方既要严密,出门时至少总是百十成群.平日患

难相共,不知不觉,便养成了合群的心.”[３]２１１８Ｇ２１１９“大鸟崇拜”中的猛禽,并不全是有灵动物那样的

“侠侣”[７],往往只是自然生态的有机构成,威胁着小人国国民生存,成为突出小人国物种生态特征

和生存状态的参照,并不能完全以“生态中心主义”来进行解释.
第三是与“长寿村”和“安乐岛”民众稍有不同,“小人国”大王和百姓皆喜音乐.音乐分两类:一

是经驼女修正的大众之乐,用于欢迎外界来宾和日常娱乐;二是历久弥存的民族雅乐,是该国“真正

的国乐”,只在“乞复舌节”大型宗教活动上演奏.“虽非大人上邦之地,也经小人历代先王仰观日月

星辰之形,俯察山川草木之状,耳听风雨雷霆、千禽百兽鸣啸之声,博收万籁,证声体形而成.一乐



之微,往往不惮百试,务求与原声相合,其中奥妙,一时也说它不完.”[３]２１２２音乐、语音成为小人国种

族语言的标志与族群存活的内在动力.驼女对小人国“国乐”的感受是:“头一两次还不觉怎样,三
次以后,渐渐才听出这里的乐,不但宫律详明,喜怒哀乐之情全分得出.而且上参风露雷霆之变化,
下合山川泉石之动止,中应鸟兽草木之鸣声,真是穷极万籁,妙合自然.”[３]２１２５在还珠看来,“小人国”
身小力弱、内斗不断甚至文字几乎消亡,居然能在“毒蛇”“大鸟”“妖人”等恶劣环境中延续,皆赖“穷
极万籁,妙合自然”的“国乐”教化.在«礼记乐记»中,子夏有“德音之谓乐”的解释,小人国民喜

“古乐”正为借代、象征着向往“天地顺而四时当,民有德而五谷昌,疾疢不作而无妖祥”的美好生活,
既为向善之心的体现,又强调了古老文化的某些优势和优越成分.

威尔逊认为:“在人类社会中,典型地是通过许多等级系统级别组织起来的,并且这些数量巨大

的个体是通过许多类型的社会联盟和极丰富的语言松散地联系在一起的.人类社会不同于动物社

会的方面还在于,前者存在大量的具有高度组织性、在身份上彼此重叠的亚类群:家系、俱乐部、委
员会、公司等.”[２]１０但在还珠构设的世界里,尊崇的还是“丛林法则”.局促一隅的小人社会,在皈依

“敬畏生命”自然伦理的同时,建立起规范的主体共生空间亦属十分必要.“小人国”的最终命运改

变以及共生群体结构的建立,要在剑仙正义力量的控制下,实现走出“荒野”进入大同世界的伦理秩

序建构,这就是还珠“自然乐教”所期许、追求的“和合”状态.

四、源远流长:“小人国”母题的中外传说

与“长寿村”“安乐岛”的空间叙事相比,“小人国”异空间构设既受到本土文献相关载录的影响,
也体现了外来文化与传说对华夏固有文化传统及文学母题的作用.

首先,中国大陆的周边民族,确有中原人传说的“小人国”人种.希勒格«中国史乘中未详诸国

考证»称:“中国史书亦有不少此种有史时代穴居小人之证明.据«后汉书»有州胡,即此小人之类

也.按«东夷传»,马韩之西有州胡国,清人短小,髡头衣韦,衣有上无下[据司特莱(Steller)之«北堪

察加旅行记»云,千岛列岛之国后岛,土人无袴,仅有海鸟皮制之上衣,所记与此相符],好养牛豕,乘
船往来,货市韩中.又按«魏志东夷传»,州胡在马韩之西海中大岛上.其人差短小,言语不与韩

同,皆髡头如鲜卑,但衣韦,好养牛及猪.其衣有上无下,略如裸势.至其居留之处,应在今日

朝鲜西南之朝鲜列岛.”朝鲜周边岛上亦有小人:“穴居小人布于日本海沿岸,如黑龙江沿岸,黄海各

岛,日本海各岛,千岛列岛,堪察加一带,皆此小人所占之区.”[８]小人国一般被看作是未开化的区

域,国民身躯短小,无文字、缺教化.
济南北郊汉墓１９６９年春出土了小人俑,常任侠认为,小人出于古邾国,因其柔弱,故名侏儒.

现山东泰安仍有侏儒人,湖南道州古有短人,安徽黟县产小黑人,今西南边界犹有侏儒族,欧西马戏

团中有侏儒演艺古俗[９].诸史传作者一般都以大汉族视角将小人国的基型———中原大陆周边相对

矮小的种族夷狄化.而还珠３０年代就注意到古代小人国题材并与欧洲同母题故事结合,加以再造

重铸.
其次,海外怪异的小人人种,古代文献既指身形短小之“小人”,有时也指内心狭隘之人.郭璞

«山海经图赞»:“僬侥极么,竫人又小,四体取足,眉目纔了.”柳宗元«行路难»:“君不见夸父北

方竫人长九寸,开口抵掌更笑喧.啾啾饮食滴与粒,生死亦足终天年.睢盱大志少成遂,坐使儿女

相悲怜.”[１０]运用对比修辞,“竫人”即特定区域的一种矮人,与夸父代表的“大人”形成对比,潜在逻

辑前提即那些徒知一己私利、身长仅九寸的小人们无法理解巨人夸父的雄心壮志.“小人”不仅身

材短小,知识见解亦浅薄短视.小人们生存现状安稳自得,结局也不像大人夸父们那么惨,带有“文
化相对论”的意味.小人怡然自得是以不求进取、自娱自乐的保守落后为代价的,夸父虽是悲剧性

人物,却终究还是一个进取之中失败的英雄.
宋代李石«续博物志»写出小人国物种的“知足常乐”状态:“勒毕国人长三寸,有翼,善言语戏

笑,因名‘语国’.饮丹露为浆,丹露者,日初出有露汁如朱也.”此与柳宗元所谈“竫人”颇类:善于嬉



笑,虽有人形却无人类正常的进取意志,倒有些接近类似人形的动物.周致中«异域志»将小人国与

海外传闻对照起来相互印证:“«山海经»曰:‘东方有小人国,名曰靖.’长九寸,海鹤遇而吞之.昔商

人曾至海中见之,乃在海尾闾穴所也.”晚清«点石斋画报焦侥遗种»叙述:“苏城玄妙观素称繁盛,
正月间有江湖卖解者携一小人至,招人观看.问其土产,云从西洋小人国载来,年已五十有一,长不

满二尺,头带西帽,服西服,须发苍然,手持烟杆吸旱烟,顾盼自雄.人有示以钱者,则笑逐颜开,鞠
躬作揖,惟恐不及.”此处“小人”显系江湖卖解者赚钱道具,所谓“西洋小人国载来”宣示了欧洲小人

国故事的传入.
第三,“小人”是异类的化身.明人将小人视为精怪的一种,有时是仙人化身:“«蓬莱仙传»:陈

仁娇,香山陈氏女子也.自少绝粒,修炼成仙,身轻能从诸仙飞游四方,尝降广州进士黄洞家.今吾

邑惟寿星塘山水幽胜,甲一邑,有物曰‘赤虾子’者,如婴儿而绝小,自树杪手相牵挂而下,笑呼之声,
亦如婴儿,续续垂下,甫至地而灭.人谓蓬莱仙女遗类也.予窃谓不然,盖土石之怪夔魍魉耳.又

有大鸦高七八尺,立与人齐,见肉食即啄去.”[１１]小人能变大,食人后又恢复原状变小.可见古人视

野下的小人形象,基本上是身形短小、视野狭隘、贪财好利的,是道德评判中的“丑类”,是正常人类

种群的对立物,他们最多只能成为人类的一种“工具”.
与本土载录相比较,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的“小人国”描述十分完善,既有小人国国民形体描

述,也有社会群体组织特征刻画,更有与常人社会类似的派系政治斗争和战争描述.据林纾、魏易

译«海外轩渠录»称:

　　方客初至吾国时,吾朝议纷然,又有外侮见侵.国颇危惧.至于第一节,客当已知之.在

此七十日以前,国党纷争如沸.一党曰脱媚森,一党曰士冷媚森.二党之别在履制.一则履幂

过其胫,一则浅如常履,用此为别.质言之,高履者,所言与古政治协,帝乃弗用.帝意专嚮常

履之人,用理庶政.国中亲民事,悉用是人.盖皇帝所制履,较之党人犹浅一达尔.一达原合

英寸十四分之一.二党之仇既深,至于语言不通款,饮啖不同席.吾计脱媚森党人,为数较多

于吾辈,而国权实吾操之.惟细揣大势,今皇之嗣君,苟畏党人者,行且倾心于彼党.当此国人

汹汹之秋,竟有邻国以兵见伐,至自俾斯鸠之岛.岛于宇宙间,亦为强国,兵力与吾国埓吾以为

天下强国尽于此矣,恶知足下所言,地球尚有意外之大国.知足下所产者.据吾国博士言,世

界更无他国,足下之来,盖坠自月中,或他星球所坠.以理势测之,若世界中巨人如君者百人见

临,则吾国无遗噍矣.
林译小说中的欧洲小人国故事,对还珠或许有着直接的启发,还珠笔下小人种族退化的描写,

当为对欧洲小人国母题的容受,是大时代背景下“以中化西”的产物.
还应注意到,生活在蛮荒中的小人们,有组织,有谋略,善于吸收各种族优点,是儒道结合的群

体形象.而之所以要写出濒于消失的“小人国”,也还在于还珠意识到国民性需要调整.把“长寿

村”“安乐岛”和“小人国”设置在远离世俗社会的山野林莽,考虑到了人性回归自然的必然性.威尔

逊说:“人性产生于自然环境中,尤其是产生于非洲的大草原和过渡性森林中,智人及其先辈们在那

里已经进化了几十万年.”[２]４和儒教传统相比,威尔逊超越了人本中心,近于利奥波德的“大地伦

理”:山川树木、鸟兽虫鱼也有其生存、繁殖的权利,人类并非大地共同体的征服者、统治者,而只是

其中的普通公民,是生物行列中的平等一员,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实为与大地发生的生物性质的相

互作用,小人国君臣的生活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一旦退化为小人国,毕竟无法更有效、更长远地开发利用和经营维护生态资源.还珠的

深刻性在于,在世界性地关注反思“人类中心”而逐渐关注“大地伦理”、敬畏生命的生态伦理浪潮时

代,能寻究社会伦理生态恶化所可能导致的国民应对生态环境能力全面下降的危机,人种退化矮化

构成了别样的“生态危机”,即人类在“生态位”整体格局中出现“位移”,导致失去生态主体的主宰地

位,就无法有效地发挥和承担人类作为生态主体应有的能力和责任.



五、西风东渐:“小人国”母题生成的理性机杼

１９３０年代前后,身处平津东西方文化漩涡之中的李寿民,先后经历了家教、幕僚生涯,处于知

识、视野积累扩张的人生特殊阶段,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促使他将个体生存与民族命运的探索结

合起来,独辟蹊径地从心灵史角度寻究内忧外患、国弱民贫问题的发生与解决途径.
首先,１８世纪末以来流行的欧洲人种学说,到１９世纪末以降,其科学理性认知已引起中国有

识之士的持续关注.此前,英国人傅兰雅在光绪十八年(１８９２)出版的«格致汇编»第７年第３卷介

绍:“西国人常以人分五大类:一曰蒙古人,一曰高加索人,一曰阿非利加人,一曰马来人,一曰亚美

利加土人.以肤色分曰黄种人、白人、黑人、棕人、红人.又有格致家将全地之人统分为三类,
以亚美利加土人与马来人并蒙古人为一类.”[１２]唐才常«通种说»引用薛福成«四国日记»:“大抵中

国之民,皆神明之胄,最为贵种.而欧洲开辟,不过稍后于中国,亦既英隽迭兴.且溯欧洲人类之

始,颇有谓由亚入欧者,故其人聪明秀拔,是与中国颉颃,外此无能及者.”[１３]由于底气不足,故主张

中国自强则要与其他种族通婚.临近３０年代,黄新民介绍布鲁文巴哈、曲费儿、伊斯得、伊德特与

横山的人种划分说等,依据肤色、发型、鼻型、头型及心性文化等区分为不同种族类别[１４].于此际

伏案博览而寻求理想社会结构的还珠,自然不会无动于衷.还珠楼主于１９３２年开始创作«蜀山剑

侠传»,显然对当时前卫和热门的人种学说发生了兴趣.

１９３４年６月,在«读完‹稚莹›以后»一文中,还珠针砭时人“社会言情小说”指出:“此等人既乏

创造力,又无撰述力,书更读得不多,为迎合一般浅薄青年的心理,便于自己成名起见,自己虽住在

繁华的都市,却偏要梦游到农村里去找材料;尽管自己物质上有过分的享受,却偏要写民生疾苦,与
资本家的罪恶(中国本来就没有资本家,如果再把这有限的几个‘似’资本家一打倒,人民更饿坏

了),于是马屁股对不上驴脑袋,他所谓农民的痛苦,都是书中人所欲求享受而不得的.谈到书中歹

角,也是和前一种一样,除了给作者硬加上什么土豪劣绅、压迫农民、万恶的地主等等农民所不知的

新名词外,多是不近人情的描写.”他描写“实地实景,真山真水,加上些武侠神怪,编谎造魔固

然迫于环境,亦藏拙之一道也”①.
其次,伴随“爱国保种”的时代危机,中国人种在全球人种中的优劣问题引发了与国民性、文化

传统切近的前所未有之反思.欧洲殖民主义的扩张,带来了将种族差异由自然生命存在扩大到政

治文化方面的需要.严复译述赫胥黎倡导“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天演论»,关注“自强保种”与
“进化”的多向度,特别是“倒退蜕变”,最早敲响了“亡国灭种”的警钟.而时人热衷谈论的“进化

论”,易形成一种逆向思维,即“退化论”.赫胥黎«天演论»进化思想来自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
严复１８９５年将evolution译为“天演”.１８９７年梁启超«论中国之将强»说:“彼夫印度之不昌,限于

种也.凡黑色、红色、棕色之种人,其血管中之微生物,与其脑之角度,皆视白人相去悬殊.惟黄之

与白,殆不甚远.故白人所能之事,黄人无不能者.日本之规肖西法,其明效也.日本之种,本出于

我国.”[１５]在东邻日本,福泽渝吉的学生高桥义雄提出“人种改良”说,认为当时日本的弊害是早婚、
婚娶选择区域狭小、不顾血统优劣,因而提倡“人为淘汰”,并针对日本人身高体重不如西方人而特

别提出与西洋人通婚.高桥义雄还推重达尔文表弟的优生学理论,强调优秀种族遗传和优秀基因

的重要[１６].高桥义雄的潜在前提是日本属“劣等民族”,需要“杂婚”加以矫正.
其三,“进化”的“异向”思考,使人种的“异变”走向多维与反复.达尔文称:“我把这种有利于生

物个体的差异或变异的保存,以及有害变异的毁灭,称为‘自然选择’或‘适者生存’.”[１７]这一学说

得到进一步发展,认为体质退化会带来智力弱化,英国移民后裔在美洲退化不可避免.从对“异空

间”理性认知与合理构设的角度,欧洲旧大陆的人们主要从外在气候、湿度等环境因素探究人种的

① 此蒙顾臻兄提供民国旧报扫描件,在此致谢.又唐鲁孙«我所认识的还珠楼主»回忆,抗战前李寿民读书“一边看一边作起笔

记”,“书看得多”.推测其创作风格似与其书香门第家风有关:“他的老太爷游宦西南各省,而且逐日写有笔记,对于云贵川湘风土文物

记叙甚详.所以他书里对景物的描述倒不是完全凭空虚构而有所本的.”



“异变”.２０世纪以来,中国不少有识之士提出禁早婚、放足、普及女子教育和体育等措施.还珠的

创新在于从伦理道德文化观念之影响而反向推究人种异化的内在机制,又以文本隐喻现实存在.
其四,在具体操作层面,民族体质下降、身材缩小,直接牵涉到“优生学”.１９世纪末英国博物

学家弗兰西斯高尔顿创立了近代科学意义上的优生学,在进化论支配下倡导人类依据生物遗传

性以人为干涉保优汰劣.１９１９年,陈寿凡依美国达文波特«优生学的遗传基础»编译«人种改良

学»,２０年代潘光旦«中国之优生问题»、周建人«善种学的理论与实施»等响应之[１８].可以说,“小人

国”母题的新构想与“优生学”的倡扬彼此呼应,并借助小人国母题加以文学化.
其五,民族性、国民性的批判意识,是在文化反思的同时,成为还珠“小人国”母题叙事时空建

构、生命体进化历程、“小人国”存在价值等整体设置的逻辑新起点.爱国保种首要的是国民素质的

定位,严复认为,国民素质强弱当以力、德、智评估:“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

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１９]这一观点为鲁迅所发展,上升到批判性反思

国民性的高度.爱国保种、优生优育的时代思潮也孕育出还珠“小人国”世界的图景,以果推因地形

象呈示出,道德沦丧、风俗败坏也将导致种群整体上体质下降、身材缩小,最后导致国民素质全面弱

化.这虽然只是一个渐进过程,但被作者演绎得风生水起,在“可逆”的愿景与“不可逆”的现实交错

中,还珠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完成了对时贤的人种、优生等讨论的参与和超越,展现出“小人国”文本

叙事话语权的反复而恒久的特殊效力.

六、现代性反思:“小人国”隐喻的文化整合

还珠“小人国”母题叙事构设还受到域外小说的诱发,其中受林纾翻译小说的影响较大,这是比

较文学“影响研究”的一个范例.林译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作为最早的翻译小说之一,１８７２年在

«申报»连载,１９０３年«绣像小说»发表«海外轩渠录»,１９０６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付梓.林纾依据古

代文献“僬侥国”将该小说第一章标题 AvoyagetoLilliput对应(通译为«利立浦特游记»)用作小人

国的空间疆域标识.第二章将“僬侥国”改译为«汗漫游».原著四部分游记他只译了前两章.还珠

构思顺畅地接受了林译:(１)斯威夫特笔下的“小人国”(利立浦特)指英国政治昏庸,还珠仿此立意,
小人国指风气败坏的旧中国,二者基本倾向都是否定、讽刺的.(２)斯威夫特以“高跟党”“低跟党”
影射英国两大党“辉格党”“托利党”,利立浦特选官方式是竞争者在细绳上表演跳绳,而跳得高想要

获得高职位者风险也大.杨昊成说:“每一个故事其实差不多都是有所指的.不论是‘高跟党’还是

‘低跟党’,‘大端派’还是‘小端派’,甚至于像财政大臣这样具体的人,都可以从当时的英国上流社

会找到他们的影子.”[２０]还珠小人国弥漫着人心不古、风俗败坏的风气,有着中国传统热衷的“忠奸

斗争”.(３)斯威夫特的讽刺重点在政府,还珠针砭重点在国民性与族群道德伦理的败坏.(４)林纾

用大人国的民风淳朴、以德治国对比中国的故步自封、封闭狭隘,还珠把“与鸟兽同群”荒野自闭导

致的弱点扩大化、严重化,落实到“小人国”君臣形象甚至族群整体的生死存亡危机的源头上.
林译小说的实用功能取向是还珠小说创作的一个效仿样板和方向.陈熙绩说:“吾友林畏庐先

生夙以译述泰西小说,寓其改良社会、激劝人心之雅志.”[２１]夏曾佑、梁启超等人以小说“改良群治”
的言论,也是召唤还珠的知识结构之一.如同林纾以美国黑人沦为奴隶命运的悲剧警醒国人,还珠

以人种退化沦为小人国自警并警世.林纾担心“今日黄人之势岌岌矣”[２２],还珠借助小人国故事提

出种族兴衰的大问题.林译小说写大人国说:“谓此时直一叛乱、嗜杀、革命、囚拘之世界.效果所

成,贪也,淫也,伪也,悖也,忍也,残也,狂也,褊也,忮也,争也,阴毒也,好名也.此时之历史,特绘

此种种佥壬(巧言谄媚、行为卑鄙者).余爽然无以应.”[２３]突出了对社会革命可能带来的破坏性的

担忧.其实,斯威夫特英文原文是批判人性弱点导致世界充满丑恶,而林纾则有意误读,为了坚持

“对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的坚守”,不惜“在一定程度上损伤了译本原有的文学艺术魅力”,同时又“有
意无意地超越了僵守本国文化文学的立场”[２４].对此,还珠加以改进,特别加上剑仙这样一些外界

进入小人国的“他者”正面形象,张扬了武侠小说的文类长项.



还珠“小人国”母题叙事,虽书写了一群“无奈”逃离世俗社会而回归大自然又试图回归世俗社

会的“小人们”的心路历程,但在母题结构与故事演绎过程中,表现出自然生态系统中族群间关系的

空间叠加与艺术闪回的变化.此种变化的生成,即“小人”与“正常人”的微妙转换以及剑仙的介入

与淡出,既与外在环境有关,亦与“小人国”本体构成要素有关.其中融合了还珠对传统国民劣根性

的担忧和理性反思,也显示出对重构世界新秩序策略的质疑,这同他对某些生物主体能量放大的惯

常想象[２５]、亲近动物的生态伦理传统观念[２６]等彼此搭配互动.还珠实际上在用“小人国”母题追溯

与重构自然生态秩序,寻究在人类社会现代进程中国民性的存在价值、文化传统及其重构整合的历

史意义.特别是在“自然伦理”回归“族群”之后,“适者生存”的空间秩序建构内动力,可能会导致空

间正义及其冲突.如何使自然生态秩序的构成元素“小人”“正常人”“剑仙”以及其他物种在生态伦

理秩序中各司其职,以成就其生命主体的存在价值,则是还珠着力探寻之处,直到今天仍有积极的

启示意义.有论者指出:“建构武侠小说研究理论模型的难点,在于武侠小说作为一个宏大系统的

多元复杂性.”[２７]还珠楼主的作品包罗万象,正可以作为这样一个拥有充分“多元复杂性”的典型范

例,本文从社会生物学这一角度切入,正是为了抛砖引玉,引起学界对武侠小说“多元复杂性”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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