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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红楼梦'对李伯元小说创作的影响

刘久顺
"菏泽学院 人文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菏泽 !%#$)"$

摘4要$晚清小说家李伯元对(红楼梦)关于封建等级制度罪恶的描写十分熟悉$ 出于揭露隶卒罪行的需要!他的

小说模仿(红楼梦)官场故事!运用对比"悬念"陡转"反讽等方式设置情节&借鉴(红楼梦)以底层姐妹作为反衬人物的方

法!突出女性贱民惨遭官吏压迫的悲剧命运&沿用(红楼梦)贾府等级色彩鲜明的环境描写方式!体现官府的显赫地位及

其带来的心理压抑$ 李伯元在借鉴(红楼梦)封建等级制度罪恶描写的基础上不断深化拓展!适应了晚清政治改革的启

蒙需要!获得了良好的创作效果$

关键词$李伯元小说&(红楼梦)&封建等级制度&罪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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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学习前代文学作品并从中汲取营养是每一名

作家必然要经历的过程& 李伯元是晚清(谴责小

说)代表作家#著有+官场现形记, +活地狱,等小

说& 关于李伯元小说创作所受中国古代小说影响

的研究#学界关注的重点是+官场现形记,对+儒

林外史,的继承& 事实上#李伯元出身于官员家

庭#阅读范围广泛#除了+儒林外史,以外#很多其

他小说也在列#尤其对+红楼梦,格外关注& 其族

人李锡奇在+李伯元生平的回忆,中谈到!(伯元

笃于孝道#青年时每晚必读小说一二回#为母解

闷& 如读+红楼梦,则用京音#读弹词小说则琅琅

成韵#均有其独到之处&)

!李伯元有一篇描摹俩

妓女的文章#标题为+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

#即出

自+红楼梦,第 )9 回的回目+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由于对+红楼梦,非常熟

悉#李伯元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小说创作中参照了

+红楼梦,的封建等级制度下的罪恶描写艺术#表

现在情节设置%人物塑造%环境描写等方面#并在

+官场现形记,等小说中向批判的更深处拓展#取

得了不同凡响的艺术效果&

一4李伯元小说创作对&红楼梦'封建

等级制度罪恶描写的继承

清代并未设置专门的等级制度#但政府针对

不同阶层的社会群体#制定了各种不平等的管理

制度#并体现在系统化的政策中#形成事实上的等

级制度& 清代社会群体按等级高低可分为皇帝%

贵族%缙绅%绅衿%凡人%雇工人%贱民七大级#贱民

位于最低等#贱民又可细分#隶卒位于贱民中的最

高等#娼妓%婢女位于贱民中的最低等#

& +红楼

梦,是我国清代小说的高峰#对封建等级制度及

其衍生的罪恶进行了深入的描写#成为晚清李伯

元在小说创作中的借鉴对象&

首先#隶卒能超越贱民阶层#侵害上层群体的

正当权益& (所谓隶卒#包括衙门里的衙役%家人

和长随等#也和主人有主仆名分#是奴仆的一种#

但他们又是官府的爪牙**经常借势欺压百

姓&)

$

+红楼梦,和李伯元小说中均有涉及#官员

从家中带入衙门的奴仆#衙门的门子%书办%案稿%

捕役%官媒等都属此列& 李伯元小说+活地狱,第

)回通过一桩公案故事#书写了贱民隶卒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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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红楼梦,第 # 回贾雨村断案的内容非常相似 "见表 )$&

表 )4&红楼梦'第 #回与&活地狱'第 )回断案对比

+红楼梦,第 #回 +活地狱,第 )回

雨村听了大怒道!(那有这等事1 打死人竟白白的走了拿不来

的1)便发签差公人立刻将凶犯家属拿来拷问& 只见案旁站着一

个门子#使眼色不叫他发签& 雨村心下狐疑#只得停了手& 退堂

至密室#令从人退去#只留这门子一人伏侍-

老爷道!(胡说1 **不是明明诬告吗2)说着#提笔在手就要批

驳不准#便有一个书办#走到值堂的稿案赵门上的身后#拉了他

的袖子一把#稿案会意#便使了一个眼色与本官& 这老爷原是聪

明不过的#忙缩住了手#不批下去#喝退黄升#叫他下去候批&

雨村道!(方才何故不令发签2)

等到退堂之后#老爷便问稿案!(刚才不叫我批驳那张状子#是什

么意思2)

门子道!(**方才所说的这薛家#老爷如何惹得他1 他这件官司

并无难断之处#从前的官府#都因碍着情分脸面#所以如此&)

稿案道!(**同姓黄的说**先叫他报效数千两银子**姓巫

的到了此时#一心只怕输官司丢脸#这几千银子一定也是肯

出的&)

44两个故事中隶卒是影响断案结果的关键人

物#能侵害地位更高的社会群体#亦对司法公正构

成严重的威胁& +红楼梦,中冯渊出身于地方小

乡绅家庭#属于绅衿阶层#地位远超过门子的贱民

阶层& 李伯元笔下的案件双方都具有官的头衔#

但由于没有实际的官位#即使家底丰厚#也无法在

官僚等级制度中起到保护作用#反而成了贱民隶

卒图谋吞噬的目标& 门子和案稿尽管都是地位极

其低下的隶卒#但能翻云覆雨改变案件的结局#侵

害上层群体的正当权益& 隶卒原本无权左右官员

判案#但他们懂得利用官员的弱点#以势利相逼#

迫使官员权衡利弊后改变案件结果& 薛蟠打死冯

渊一案#按照清代律令#(以威力制缚人#及于私

家拷打监禁**因而致死者#绞& 若以威力主使

人殴打而致死%伤者#并以主使之人为首)

!

& 薛

蟠本应被判处重刑#但门子利用封建社会中通行

的仗势欺人规则#使贾雨村不得不在等级制度前

俯首称臣#将案件朝向有利于地位更高的薛家改

判& 李伯元笔下的案稿#分析涉案双方的地位和

家底#用利益诱惑官员#狐假虎威#从中渔利#实现

侵害上层群体的逆袭& 隶卒建议被官员采纳的原

因还在于#(衙役是官员不可或缺的工具**官

员多受衙役的挟制)

"

#他们没有官员的责任#却

有官员的权力#因此经常借各种理由#(鱼肉乡

民#发财肥己)

#

&

当然#隶卒能左右官员判案的前提条件#是官

员自身的素质较低%能力不足& 尽管+红楼梦,和

+活地狱,中的隶卒一样#都有蛊惑官员获取不当

利益的冲动#但如果官员地位较高#无需担忧前程

受到威胁#坚持自我的态度又十分坚决#那么隶卒

的怂恿就会归于失败& 比如#+红楼梦,第 99回#贾

政不收州县馈赠影响仆人收入#于是李十儿奉劝主

人贾政改变此状!(奴才为着这点忠心儿掩不住#才

这么说& 若是老爷就是这样做去#到了功不成名不

就的时侯**)

$在李伯元的+活地狱,中#案稿对

本官解释说!(小的跟了老爷这许多年#为的是要

掏个忠心伺候老爷**这一批驳#便没得生发

了&)

%此处+活地狱,与+红楼梦,之间的关系#恰

如评者在+活地狱,第 )回的回评所论!

0石头记1李十儿对贾政云(-奴才

为着这点忠心儿掩不住#才这么说%.此

回赵案稿对阳高县云(-为的是要掏个

忠心伺候老爷%.劝主人作弊#而美其辞

曰-忠心.$凡主人喜作弊者#未有不许

其忠也%

&

+活地狱,中的案稿和+红楼梦,中的家人李

十儿一样#假借忠心之名奉劝官员贪赃枉法%行事

不端& 但同为隶卒#李十儿的建议却没有被贾政

采纳#原因在于#贾政家族既有世袭的爵位#还是

皇帝的妻族#面对州县官吏#拥有地位优势#又是

道德素质较高的官吏#因此隶卒就无法凭借官员

的权力获得利益& +活地狱,中的书办%案稿之所

%+)

!

"

#

$

%

&

+大清律例,#张荣铮等点校#天津古籍出版社 )99+年版#第 #,!页&

经君健!+清代社会的贱民等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9年版#第 )$)页&

经君健!+清代社会的贱民等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9年版#第 )$$页&

曹雪芹!+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 !$)9年版#第 )#+#页&

+李伯元全集"第 +卷$,#江苏古籍出版社 )99%年版#第 #页&

+李伯元全集"第 +卷$,#江苏古籍出版社 )99%年版#第 2页&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第 #期

以得逞#是因为判官老爷经不起利益的诱惑#与贱

民隶卒沆瀣一气#隶卒才获得官员地位的让渡#取

得反噬的权力&

其次#女性贱民姐妹遭遇社会上层的残酷碾

压& 婢女和娼妓#居于贱民中的最低等级#是整个

社会等级制度中地位最低的群体& +官场现形

记,里的妓女兰仙和玉仙#与+红楼梦,里的奴仆

金钏%玉钏#都是一对底层姐妹形象#并为地位远

远超过自己的社会上层服务#最后兰仙和金钏都

被逼自杀#惨遭不对等的地位碾压而毫无还手之

力& +红楼梦,中金钏是王夫人的婢女#没有独立

的人身权#隶属于整个家庭成员#因而被小主人宝

玉调戏后#先默不作声后委婉劝导#言行上并没有

大的过失& +官场现形记,中妓女兰仙为师爷赵

不了提供服务#赵借了随员文七爷五十两银子送

给兰仙#这是兰仙完全可以接受的报酬& 可是这

两位女性贱民的正常行为#都遭到上层服务对象

的极端迫害& 金钏为了免受王夫人的指责#说金

簪子掉进井里#一切都是命中注定#让贾宝玉不必

着急#被王夫人听出了弦外之音#对儿子婚姻的控

制可能落空#心中极为不快& 金钏还说让贾宝玉

去东小院里拿环哥和彩云#可能挑起封建等级制

度下的嫡庶矛盾#因此#金钏的言语句句击中了王

夫人的心病#于是她动用自己身为主子的等级权

力#要将婢女金钏赶出贾府& 李伯元小说中文七

爷的钱财悉数被盗#银两与兰仙得到的馈赠一样#

于是捕役错误地将她当成嫌犯抓捕#并拒绝按兰

仙提供的线索找人质对证#官员也错上加错将她

判为盗贼#再送她至官媒处承受各种非人的折磨&

在无法抗拒的等级压迫面前#二人都走投无

路愤而自杀#死后也无法伸冤#仅仅得到一点可怜

的同情& 金钏被王夫人驱逐#按理来说可以脱离

主人的管束#获得一定程度的人身自由#但由于金

钏家人也在贾府为奴#离开贾府便无法生存& 娼

妓的地位和婢女一样低下#兰仙即使被诬告为贼#

又被官媒掠夺%虐待#也无力维护自己的正当利

益& 两人生前走投无路#有苦无处诉说#被逼自杀

后#也同样无法伸冤& 金钏是家生子#世代在贾府

为奴#事情发生之后#没有追究主人的任何责任&

兰仙自杀后#负责审判的庄大老爷还恶意嫁祸于

她#(千个罪并成一个罪#等她死的一个人承当了

去**可以开脱你们)

!

#官吏集体不守律令仗势

欺人#责任被层层推卸后#由等级制度中的末位者

无辜地承受最终的后果& 她们自杀身亡后#肇事

者暗地里表达了自己的悼念之意& +红楼梦,中#

宝玉因金钏之死独自伤心#与金钏的情形相似#李

伯元笔下的娼妓兰仙身亡之后#嫖客赵不了为兰

仙写了一篇祭文#也为兰仙的死亡暗自伤神& 然

而#肇事者表达悼念之情#或心存愧疚#对自身带

来的严重后果均于事无补&

再次#封建等级制度的罪恶#还体现在卑微者

在尊贵环境中因地位差距而承受的巨大压力&

+官场现形记,中王乡绅所在的官府门墙上(写着

3鸿禧4两个大字)

"

#大厅(当中悬着一副御笔#

写的3龙虎4两字#却是石刻朱拓的)

#

#这里的环

境描写#对+红楼梦,贾府的借鉴非常明显& +红

楼梦,中贾府堂屋(匾上写着斗大的三个大字#是

3荣禧4堂)

$

#(荣禧)堂匾额后书(某年月日#书

赐荣国公贾源**万几宸翰之宝)

%

& 匾额名字

十分相似#也由皇帝所题#有皇帝的印章& 匾额均

为御笔之外#李伯元小说中的王乡绅府邸还有来

自其他权贵的对联及题款& 官府大厅(两边一副

对联#是阎丹初阎老先生的款)

&

& 题款显示#对

联出自清朝地方大员的手笔& +红楼梦,贾府堂

屋也(有一副对联#乃乌木联牌**下面一行小

字#道是!3同乡世教弟勋袭东安郡王穆莳拜手

书&4)

'

& 对联内容写出了贾府的富贵气象#对联

的题款又交代了赠送者的郡王身份& +红楼梦,

的匾额和对联署名的描写#显示了(主人家身份

地位的荣耀#又给人以肃穆庄严的气氛#顿时使人

有一种肃然敬畏之感)

(

& 环境的观察者林黛玉#

父亲林如海是巡盐御史#属于缙绅阶层#她孤身一

人面对陌生的贵族之家贾府#不敢多说一句话多

走一步路#表明自己与贾府的地位差距给她带来

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李伯元笔下的署衙观察者赵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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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只是一名赶考的秀才#到了省城的官府大厅#

心中充满恐惧#见王乡绅时便趴在地上#脸红心跳

说不出话#对官府权力的敬畏心理跃然纸上& 李

伯元采用+红楼梦,的笔法#让弱小的观察者面对

陌生的尊贵环境#使得他们身份的卑微与环境地

位的显赫形成鲜明的对比#写出了封建等级制度

下地位差距给人带来的心理压力&

二4李伯元小说创作对&红楼梦'封建

等级制度罪恶描写艺术的借鉴

+红楼梦,对李伯元小说创作的影响#不仅体

现在封建等级制度罪恶的书写上#而且还表现在

艺术形式的借鉴中& 无论是小说情节的设置#还

是人物的塑造或者环境描写的方法#李伯元小说

都有+红楼梦,的影子#受+红楼梦,的启发&

首先#李伯元小说+活地狱,断案情节的设

置#深受+红楼梦,的影响& 从断案前后的情节对

比来看#+红楼梦,要表现贾雨村后来的以尊欺

卑#先写他意欲公正办案-+活地狱,中要写判官

的贪赃枉法#先写他要据实办案#先扬后抑对比鲜

明#写法与+红楼梦,相同& 从悬念的制造方式上

看#+红楼梦,中#门子使眼色让贾雨村不要发签#

贾雨村心下十分狐疑#(给小说制造了一种吸引

人的%捉摸不定的感觉)

!

& +活地狱,中#判官老

爷被案稿的眼色暗示打断#因而大惑不解#与+红

楼梦,一样#因隶卒的眼色劝阻#给读者带来了未

知的疑惑#故事的紧张度也随之提高#悬念的内在

张力得以逐步构建& 从情节的陡转设置来看#

+红楼梦,贾雨村对薛蟠的高贵身份原不知情#门

子陈述利害之后#情节彻底发生了转向#贾雨村的

态度急转直下#最终放走案犯薛蟠-+活地狱,判

官老爷对原告和被告双方的家底本无关注#经案

稿一番分析了解后#发现可以凭借官员的权力榨

取涉案双方的家产#案件也发生了急剧的转变&

(一个前所不明的事实的显现可能导致境况的彻

底陡转或突变& **这种陡转的出现往往会产生

浓厚的戏剧色彩&)

"两部小说中#官僚等级制度

下官员的个人利益左右了案件的结果#故事因此

呈现荒诞的戏剧性& 从反讽情节的设置来看#

+活地狱,中案稿暗示官员不要批驳#事后说这样

做的目的(是要掏个忠心伺候老爷)

#

#和+红楼

梦,中李十儿对主人贾政说(奴才为着这点忠心

儿掩不住)

$如出一辙#揭露了隶卒表面的虚伪%

内心的贪婪以及媚上求荣的丑陋&

其次#在小说的人物塑造上#李伯元运用底层

悲剧人物反衬上层官吏罪恶的写法也受到+红楼

梦,的启发& +官场现形记,里的妓女兰仙和玉

仙#与+红楼梦,里的婢女金钏%玉钏一样#都是小

说中的次要人物#都反衬了上层直接施恶者的罪

孽#也写出了女性贱民的卑微地位& 贾府婢女金

钏#只因几句回复贾宝玉的戏言#就被王夫人逐出

贾府#走上自杀的绝路& 曹雪芹通过描写一批女

奴的死亡#从反面衬托了王夫人等贵族的残忍#也

凸显了婢女承受的严重伤害& 李伯元也关注女性

贱民的命运#+官场现形记,中的妓女兰仙#在收

受来自官吏嫖客的正当报酬之后#便不断遭遇诬

陷和虐待#凸显了官吏群体的深重罪恶#揭示了妓

女被无情碾压的悲剧命运& 李伯元还通过借鉴

+红楼梦,#以女性贱民悲剧命运反衬与上层男性

地位的不平等& 金钏和兰仙的服务对象#一个是

贵族主人宝玉#一个是师爷赵不了& 事情都因他

们而起#一个是宝玉调戏金钏#使得金钏被撵-一

个是赵不了赠送兰仙银钱#导致兰仙被诬为贼&

尽管他们主观上无意置这些女性于死地#但引发

了身后同类的恶意伤害却不能阻止#客观上导致

了这些女性的死亡& 贾宝玉见王夫人醒来#便扔

下金钏独自受罚#自己一溜烟不见人影-李伯元笔

下的嫖客赵不了对事情的真相心知肚明#但他也

没能勇敢站出来为兰仙洗刷冤屈& 金钏死后#贾

宝玉心怀愧疚-兰仙自杀之后#也得到嫖客赵不了

一点精神上的同情& 肇事的上层男性对这些女性

的死亡负有一定责任#但没有承受任何真正意义

上的惩罚#与小说中地位高高在上的男性相比#女

性贱民地位的低下一目了然& 李伯元借鉴了+红

楼梦,的反衬方法#以贱民女性姐妹的悲剧命运#

反映了上层男性及其所属阶层的罪恶#揭露了底

层女性性命同于草芥的社会现实&

再次#李伯元借鉴了+红楼梦,的环境描写方

法#写出了环境与主人身份的密切关系#衬托了环

境地位的尊贵#预示了环境所处社会走向衰败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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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趋势&

李伯元仿照+红楼梦,采用小说人物本身的

限知视角#按照由远及近%由外到内的顺序#写出

了环境浓厚的封建等级色彩& +官场现形记,采

用+红楼梦,中林黛玉观察贾府的陌生化视角#通

过赵温的眼睛%随着他的脚步观察王乡绅府邸#不

仅化繁为简呈现出环境的特征#而且增加了小说

的陌生感#给读者带来新奇的感觉& 一是两处环

境描写#+红楼梦,林黛玉进入贾府堂屋#在那里

(抬头迎面先看见一个赤金九龙青地大匾**是

3荣禧4堂)

!

#+官场现形记,赵温在署衙看到(门

前粉白照墙一座#当中写着3鸿禧4两个大字)

"

#

不仅视线一致#都是从下往上看#而且看到的是名

字类似的大字#(禧)字都和地位荣耀带来的快乐

有关& 二是两处对联描写#+红楼梦,贾府堂屋

(又有一副对联**3同乡世教弟勋袭东安郡王

穆莳拜手书4)

#

#+官场现形记,王乡绅所在官府

大厅(两边一副对联#是阎丹初阎老先生的款)

$

#

对联及题款的描写#顺序一致#都体现了等级的痕

迹& 总体而言#+官场现形记,王乡绅府邸的环境

描写#借鉴了+红楼梦,贾府描写方法#采用观察

者的限知视角#先写外面的建筑#涉及匾额%对联

等#后写建筑的内部结构#又按由上到下的写作顺

序#通过这样一番描写后#官府等级森严的环境便

如一幅打开的画卷#展现在读者面前&

李伯元还通过吸收+红楼梦,从反面着笔写

房内陈设的方法#描写署衙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

现实#预示了象征封建等级权力的环境走向衰败

的发展趋势& +红楼梦,中贾政%王夫人的居室描

写#向读者展示了贵族之家的精致典雅& (王夫

人时常居坐宴息#亦不在这正室#只在这正室东边

的三间耳房内&)

%房间内部#(两边设一对梅花式

洋漆小几& 左边几上文王鼎匙箸香盒-右边几上

汝窑美人觚'''觚内插着时鲜花卉#并茗碗痰盒

等物)

&

& 贾王二人居住于东边的耳房#正如张新

之的理解#(以其所行#不过衰世之政#如周室仅

存#王降为风#东迁下堂之日耳#故又有东边耳

房)

'

& 周文王崇尚简朴以礼待人#广纳贤才德被

天下#而贾府却骄奢淫逸以势欺人#藏污纳垢横行

世上#遭逢末世气数将尽#即便文王鼎置于眼前#

也无法挽回大厦将倾的衰落之势& 美人觚造型高

雅#价值珍贵#表明王夫人虽然吃斋念佛#实际上

生活奢侈#再联系后文驱逐金钏%晴雯等情节#揭

示其品行与佛教向善去恶等要求相距甚远& (鼎

曰文王鼎#觚曰美人觚#有+周南,!+汝坟, +关

雎,雅化隐意#而贾%王仍不居此#其为衰世之政

而失教也无疑&)

(作者通过描写贾政夫妇居室的

高贵奢侈#暗含教化不足%德行有损之意#预示了

贾府走向衰朽没落的未来& 李伯元小说+官场现

形记,中描写的房间数量与之相同#厅内几上也

有鼎%瓶之类器物& 王乡绅府邸(转过屏门#便是

穿堂#上面也有三间大厅#却无桌椅台凳)

)

& 官

府大厅内有(天然几上一个古鼎%一个瓶%一面镜

子#居中一张方桌#两旁八张椅子%四个茶几)

*+,

&

+官场现形记,中的官邸陈设渲染了官府的严肃

气氛#镜子等陈设显示官吏貌似勤勉为政& 然而#

门外(劝募秦晋赈捐分局)的牌子#联系后文可

知#所谓赈捐不过是贪官污吏敲诈的幌子#而贪污

盛行的封建官府失去民心#其执政合法性已经动

摇#预示了晚清封建官僚制度必然被迅速取代的

发展趋势& 李伯元小说从反面着笔的描写方式#

借鉴了贾府的描写方法#描写署衙表面上秩序井

然#暗示环境虽然地位显赫#但由于罪恶累累已经

走向穷途末路&

三4李伯元小说创作对&红楼梦'封建

等级制度罪恶描写的深化

清代封建等级制度的罪恶#贯穿了整个朝代

发展的始终& +红楼梦,创作于清代中期#揭露了

清代中前期等级制度下的社会弊端& 到了晚清#

随着社会矛盾的加深#等级制度造成的影响逐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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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刘久顺!论+红楼梦,对李伯元小说创作的影响

扩大#其负面效应也不断深化& 在李伯元小说中#

封建社会等级制度下的罪恶也发生了变化#从程

度上来说#逐渐加深-从产生的后果来看#更为

严重&

首先#相对于+红楼梦,公案故事中的隶卒#

李伯元加深了等级制度下隶卒的罪恶程度& 从案

件的前后对比来看#+红楼梦,涉及的案件比较严

重#出身贵族的薛蟠打死小乡绅之子冯渊#贾雨村

不得不受理此案#后来他作出的公开判决#是薛蟠

被冯渊的魂魄追索而死#还赔偿了冯渊的烧埋银

子#尚有部分合理之处& +活地狱,中涉及的案

件#只是一起诬告的受伤案#原本不足以立案#但

由于官员在隶卒的怂恿下不断威逼涉案双方#终

于发展成一起大案& 换言之#贾雨村的罪过#是用

贵族的金钱免除打死乡绅之子的刑罚#大事化小#

罪孽虽重#但远不及+活地狱,官吏的无中生有&

从隶卒的干扰因素来看#+红楼梦,中的疑惑性劝

阻只有门子的眼色暗示#+活地狱,则既有书办拉

案稿衣袖的动作#又有案稿劝阻判官老爷的眼色#

官府由下至上层层参与#共同为案件增加了未知

的变数#批判的是一种群体恶意& 案件发生陡转

的关键原因#在+红楼梦,中是因贾雨村忌惮薛家

权势显赫#在+活地狱,中源于官吏拥有统治权

力#可借此觊觎涉案双方丰厚的家底& 前者是贾

雨村为了保住官位而被迫牺牲地位低下者冯渊的

权益#后者是贪官污吏为了敲诈勒索而主动欺压

没有实际官职的涉案方#强化了官员本身的主观

恶意& 从官员的品行来看#贾政不受馈赠#导致仆

人图谋落空#反映了当时官员普遍贪污受贿的现

实#然而贾政仍属其中的清流& +活地狱,则不

然#小说中的官员业已接受了案稿的建议#事过之

后再问原因#进一步揭露了晚清官吏品性的恶劣

及其带来的严重后果& 经过这样的情节设置#官

吏的罪恶从多方得以加重#反讽力度进一步加强#

官场的黑暗被全方位地揭露&

其次#李伯元笔下上层施恶者对下层贱民的迫

害更为严重& 曹雪芹笔下的金钏死因#除了王夫人

外#自身也有言行不够谨慎之处#又未能承受相应

的惩罚后果#因而跳井自杀& 李伯元笔下的兰仙则

完全因为官吏的罪恶而死#先是兰仙为官吏赵不了

提供各种服务#收受了赵的银钱#接着另一名官吏

鲁总爷偷钱致使她成为盗窃怀疑对象#后来捕吏搜

到了赵不了私送的银两成为她(盗窃)的罪证#查

办官员不能明察秋毫导致她蒙受冤屈#被送到官媒

那里看管后受到各种虐待#最后吞烟身亡& 从中我

们可以看出#兰仙本身没有过错#是官吏群体的好

色%偷盗%无能%狠酷一步步导致了兰仙的死亡& 从

上层施恶者过失的严重程度来看#+红楼梦,中主

人责罚奴婢的行为#用清代律令衡量#(邂逅致死#

及过失杀者#各勿论)

!

#王夫人没有法律上的过

错#只在道德上存在过失-李伯元小说中#兰仙被

官吏群体恶意诬蔑伤害#甚至故意错办#根据清代

律令#(全入全出者#以全罪论)

"

#庄大老爷等涉

案官吏大多有罪#因此#这些官吏的罪过远远超过

王夫人& 从上层施恶者的悔罪程度来看#+红楼

梦,中的王夫人#主动弥补金钏妹妹玉钏#至少留

有一种吃斋念佛心地仁慈的表象#(她的缺陷和

危害**深藏在慈爱%仁厚的美德光环里)

#

-+官

场现形记,中的施恶者#则是一群丧尽天良的官

吏#绝大部分没有承担责任#赤裸裸地道德败坏&

整体来看#李伯元小说针对的是随处可见的官吏

群体#+红楼梦,抨击的是上层少数贵族的罪孽#

前者主观恶意更为明显#也更具有普遍意义&

再次#李伯元小说对等级制度下有关环境罪

恶的描写不断深化& 从具体的描写来看#李伯元

进一步加强了环境与人物地位的紧密联系#为抨

击等级制度下的罪恶描写增加了批判的维度&

+红楼梦,贾府的匾额名为(荣禧)#有载誉在身%

受人尊重之意#展示了贾府的荣耀-李伯元笔下王

乡绅府邸匾额名为(鸿禧)#可用来形容理想抱负

得到了实现#暗示府邸主人王乡绅在科举上取得

了巨大的成功#是赵温等社会下层努力奋斗的直

接目标& 从匾额的数量来看#王乡绅府邸除了照

墙有匾额外#门内又有一块匾额#题为(进士第)#

标明了王乡绅的科举身份#厅内房间还有一块题

为(崇耻堂)的匾额#体现了对官员道德的要求&

李伯元还增加牌衔的描写#如(3丙子科举人43庚

辰科进士43赐进士出身43钦点学政43江西道监

察御史4)

$

#用于展示主人的身份地位& 李伯元

增设了多处身份标志#环境特征与主人等级地位

的密切关系从多个维度得以体现#为后文的官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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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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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树立了靶向目标& 从环境象征的等级色彩来

看#李伯元笔下的官署等级森严#环境的恶劣程度

远超过贾府& 同为御笔#+红楼梦,中的御笔写出

了皇帝给贾府带来的富贵尊荣#+官场现形记,御

笔展示的是皇权赋予官署的龙虎威严& 对联题款

描写中#+红楼梦,还注明了同乡关系#而李伯元

仅仅列出题款人的姓名#淡化了人际关系中的

情感色彩#体现的是官府上下分明的职务往来

关系& 李伯元还增加了捐赠的环境描写#为后

文抨击官府压榨民脂民膏埋下伏笔#批判了封

建等级制度下官场的暗无天日& 从环境的观察

者来看#赵温一见王乡绅便趴倒在地#紧张程度

远远超过谨慎的林黛玉#反映官府环境给人带

来了更为严重的压抑心理& +红楼梦,中林黛玉

面对的贾府是家庭住所#作者主要从家庭内部

人员等级地位的角度对贾府贵族的罪恶进行相

对委婉的批评#而李伯元对等级分明%罪恶昭彰

的社会环境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将环境的负面

特征揭示得更为充分#预示了环境所处的社会

即将迅速衰败的发展趋势&

结语

正如+红楼梦,对(前人文本的广纳博取%脱

胎换骨)

!

#李伯元也转益多师#尤其注重吸收+红

楼梦,的创作艺术& 在+红楼梦,的影响下#李伯

元小说中的情节设置%人物塑造%环境描写都蒙上

了等级制度的色彩#抨击了上层统治者对下层被

统治者的深重压迫#预示了封建等级社会必然走

向衰亡的发展趋势& 在此基础上#李伯元对封建

等级制度下的罪恶进行了深化拓展#以辛辣犀利

的笔触#将官场隐秘的角落轻轻拈出#顺应了晚清

政治改革的历史潮流#开创了新型的(谴责小说)

流派& 在转化的过程中#李伯元还选择性地放弃

了小说的诗性%哲理性等雅化特征#尽管损失了一

部分小说艺术价值#但也因此而更加通俗易懂%直

观通透#适应了晚清政治改革的启蒙需要& 正因

为如此#李伯元小说对时弊广泛而深刻的直接揭

露带来了强烈的震撼力#从而完成了对经典的创

造性转化&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对李伯元小说创

作与+红楼梦,关系的探讨#尽管建立在李伯元接

触过+红楼梦,的文献基础之上#但也可能还存在

其他未见记载的影响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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