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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高罗佩《大唐狄公案》对公案小说叙事

特点的改进与发展


左梦琳，胡　勤

（贵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贵州 贵阳 ５５００２５）

摘　要：《大唐狄公案》系列小说成型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其作者高罗佩通过以中国公案
小说为母本，融合西方侦探小说的创作手法，使得该系列小说既有对传统公案小说的继承与发

展，也有对其的改进与创新。高罗佩通过融合中西方同类型文学的创作模式，让《大唐狄公

案》一经出版便广受海内外读者的欢迎。本文通过对比中西方公案／侦探小说的创作模式，深
入探讨高罗佩笔下此系列小说的叙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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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断案”文学，公案小说以其独特的创作手
法与视角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众

所周知，唐传奇作为一个时间节点标志着中国古代

小说的成熟。那么在唐传奇以前的公案小说或包

含有此类断案因素的文学作品只能看作为中国公

案小说的萌芽阶段，而直到唐代，唐传奇中的公案

小说才能被看成为中国公案小说产生的标志。可

以说，中国公案小说萌芽于唐，成熟于宋，至明清发

展至鼎盛，转型消亡于晚清。在清末走向衰微之

时，是高罗佩为中国公案小说注入了新的活力，使

西方人了解到远在中国还出现了能与《福尔摩斯探

案全集》相媲美的《大唐狄公案》系列小说。

高罗佩，原名罗伯特·梵·古力克（ＲｏｂｅｒｔＶａｎ
Ｇｕｌｉｋ），出生于荷兰的著名汉学家、外交家。高罗佩
自幼便对东方文化着迷，从小学习中文，痴迷于对

汉学的研究与公案小说的创作。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
开始，在中国公案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的启发

下，高罗佩通过融合同类型文学———中国公案小说

与西方侦探小说的创作模式，创作出了《大唐狄公

案》系列小说。该系列小说一经出版便广受读者欢

迎，在世界范围内声名远播。本文即通过对比中西

方同类型文学，从结构模式、叙事视角和情节设置

三方面，深入探析高罗佩所作《大唐狄公案》的叙事

手法，以及其对传统公案小说的改进与发展。

一、结构模式上对逻辑推理的重视

中国公案小说的经典叙事模式为“案由—告

状—诉讼—判案”，案件的审理注重的是公堂之上

的口供的采集，而案件的推理与侦破往往是被忽视

的一环。因此，“判案”是中国传统公案小说所描写

的重点，衙门的官员只需高坐于公堂之上，听取各

方证词便能判案。作为“判案”文学，中国公案小说

的主旨并不是描写案件的侦破过程，而是通过案件

来宣扬封建统治阶级所提倡的伦理道德，以达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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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的目的。因此，案件线索的收集与侦破并不是

公案小说创作者所关心的重心，其重心往往在于公

堂之上的青天大老爷是如何审案并且对涉案人员

进行惩处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讲

究人伦纲常，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父是家

君，君是国父。这种家庭成员之间的人伦关系扩大

至社会组织中，则是对国家君主的无条件伦理服

从。而传统的公案小说，作为用来维护封建阶级统

治的一种重要途径，其主要的职责就是宣传统治阶

级所提倡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德观念。

相较于中国的公案小说，西方侦探小说在结构

模式上，则是遵循了“案件—侦查—推理—破案”的

叙事模式，案件的侦破与推理成为十分重要的一

环。西方侦探小说成型于１９世纪初期，其产生的标
志为 １８４１年爱伦坡发表的《莫格街谋杀案》。那
时，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在欧美不少国家确立，民主

思想也已经得到广泛的传播，完备的司法制度以及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都促使侦探小说不仅看重破

案的结果，同时更强调科学的犯罪证据的搜集以及

合乎逻辑的推理。读者在书中侦探的带领下，一同

进行着案件线索的搜集，证据的推演，以及经过实

地考察后一步步的抽丝剥茧，最终找出答案，这无

疑是西方侦探小说最吸引人之处，也是其与中国公

案小说的最大不同之处。“中国古代所谓的断案小

说，同现代意义上的侦探小说的一个重要区别，大

约可以说是，有没有逻辑的推理的探究。”（赵南荣，

中国现代通俗文学评论·侦探卷·前言，４）
高罗佩在创作《大唐狄公案》之时，则融合了西

方侦探小说的情节创作手法，使读者能随着书中狄

公一道进行案件的推理。《五朵祥云》中描写到：贺

春帆的夫人被发现悬梁死在家中后花园，狄公闻讯

赶到，在认真勘察犯罪现场后发现“她（贺夫人）的

太阳穴上有伤痕，十分可疑。再有她虽说是吊死，

但颈脖似乎没有受伤和脱位”。（高罗佩，五朵祥

云，１０１）由此怀疑贺夫人并非自杀，而是他杀，随后
狄公通过与死者身边人的调查谈话中发现了可疑

凶手，最终将其绳之以法。由此可见，在小说创作

过程中，高罗佩摒弃了中国公案小说过多宣扬封建

统治阶级所提倡的伦理道德观念，转而重点着墨于

狄公对案件的现场勘察与线索的推理。这无疑是

高罗佩在受到西方侦探小说影响下的有意之举。

二、叙事视角上对限制视角的运用

目前对于叙事视角的分类并无定法，例如斯坦

泽尔将小说划分为三种叙述情景：全知的叙述情

景、叙述者就是书中人物的第一人称叙述情景，以

及以人物的眼光为视角的第三人称叙述。而法国

叙述学家热奈特则提出了三种模式聚焦划分法，北

京大学的申丹教授则提出了四大视角的划分方法。

虽然学者们在研究叙事视角时有自己不同的出发

点和依据，但总体说来，叙事视角大体可以划分为

三类，即全知视角、限制视角与纯客观视角。全知

视角指叙述者无所不知，对书中故事所发生的一切

都了然于心；限制视角则指叙述者获得的信息同书

中其他人物一样多，叙述者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

是多个人。例如叙述者可以是从自己的角度来讲

述一起案件，也可以是若干第三人称叙述者从自己

的角度出发来描述案情。而纯客观视角则是指叙

述者用直叙的方式来讲述案情，不添加任何的个人

主观判断。

中国的公案小说从其发展历程来讲与宋元的

“说话”艺术有着紧密的联系，苗怀明在《中国古代

小说史论》中提到“真正的具有文学价值的公案小

说则是产生在宋元‘说话’艺人之中”。（苗怀明，

３０）“说话”即“说书”，运用第三人称进行叙述讲故
事，所以在公案小说中普遍采用全知视角进行叙

述，作者运用全知视角掌握着案发的经过，对涉案

人员的心理更是了然于心。如传统公案小说《图龙

公案》中，文章多处出现诸如“话说……”这类暗含

说书人全知视角韵味的话语，此处的叙述者实际上

也就是后来的说书人，叙述者如站在高地俯视众生

一般，对案件的经过一览无余，对书中人物的内心

活动也是了如指掌。但对于西方的侦探小说而言，

由于作者注重的是案件的推理与侦破，强调悬念的

设置，所以通常采用限制视角进行叙述———作者往

往以书中某一人或某几人的视角出发来观察感知

案件。而此种方式也被高罗佩运用到了《大唐狄公

案》小说的创作中。

在此系列小说中，高罗佩常常借用狄仁杰的视

角，通过他对现场的勘察以及案件的走访来获得有

用的线索。《雨师迷踪》中就描写到狄公来到死者

钟慕期的尸首旁对案发现场进行实地勘察：“死者

是个干瘪精瘦的老头，葛衣绸裤，装扮不很起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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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身血污和泥巴，眉须头发略略斑白。满是皱纹的

脸上，五官挤作一团……”（高罗佩，雨师迷踪，１４６）
此处，高罗佩运用限制性视角，描述了狄公见之被

害者尸首的第一印象，狄公所见即读者所见，读者

和狄公一同获得等量的线索并跟随狄公一道进行

着案件的分析。除此之外，高罗佩在小说中还为狄

仁杰设置了几名随从，有时运用他们的视角来进行

叙述。例如《铜钟案》一开篇，高罗佩就运用狄公随

从“洪参军”的视角来描述了一起案件背景，通过

“洪参军”对这起案发经过的回忆，读者与狄公一道

开展着“智力角逐”。由此可知，高罗佩运用西方侦

探小说惯用的限制性叙述视角，其目的在于增加小

说的可读性与悬念，让读者与书中人物一同获得有

价值的线索信息，无论是案件的发生以及现场的勘

察还是案件的调查走访，读者与侦探一起思考、一

起推演，直至最后找出真凶。

三、情节模式上对鬼神因素的融合

对鬼神的崇拜早在原始社会就存在，此种崇拜

来源于人们对超自然力量的信奉以及对自身力量

的怀疑。中国古代小说中，无论是小说或其他类型

的文学，关于鬼神的情节随处可见，公案小说也不

例外。“据统计《百家公案》中案情带有神异色彩的

共５４则，占全书一半还多；《图龙公案》中靠鬼神解
决的也有３４则。”（鲁迅，中国小说史略，２１９）作为
封建统治阶级施行道德教化的主要手段，公案小说

常被用来宣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观念。由

于相信因果报应，当案件面临困境之时，官员往往

就会寻求前世鬼神的帮助，以期通过托梦、占卜等

手段破解案件，由此让平民百姓深信“不是不报，时

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从而麻痹百姓的心

理，达到其统治教化之作用。

此外，公案小说中鬼神因素的出现还与当时频

繁出现的冤假错案密切相关。古代中国实行的审

案机制为州县自理制，即辖区内的事物由辖区地方

官员自行处理。这就意味着，州县官员对于自己管

辖区域内的案件有全权处理权，这种大权集于一身

的情况，“很容易滋生腐败行为，一些品行欠佳、贪

婪好财的地方官很容易利用法律的漏洞来谋取个

人私利”（苗怀明，中国古代公案小说史论，２８３），以
致形成大量的冤假错案。公案小说中大量的冤案

情节便形象地反映了这一社会现象。当底层百姓

蒙冤受屈之时，他们便希望诉诸鬼神显灵来为自己

提供线索，希望通过超自然因素为自己沉冤得雪。

不得不说，公案小说中频繁出现的鬼神显灵、托梦

等情节正是当时百姓有冤无处诉，只能把希望寄托

于鬼神相助的无奈之举。

与公案小说不同，西方的侦探小说在破案过程

中看重的是科学的逻辑推理以及悬念的设置，强调

案件的侦破过程，即侦探是如何运用科学手段一步

步经过严密的逻辑推理，最终解开谜团，找出真凶，

以及读者跟随侦探一同进行“智力角逐”时所获得

的心理体验。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高罗佩，在进行

小说创作之时不免难以理解公案小说中频繁出现

的鬼神显灵的情节，其在《狄仁杰奇案》的序言中曾

说道：“然此类书籍，见有狗獭告状、杯锅禀词、阎王

指犯、魔鬼断案，类此妄说，颇乖常识，不足以引今

人之趣。”在高罗佩心中，他认为公案小说应更多地

注重案件的侦破与悬念的设置，而不是当官员对案

件不得进展之时转而寻求鬼神的帮助，也不是当百

姓蒙冤受屈而无处诉之时，转而求助鬼神的显灵。

所以高罗佩在处理《大唐狄公案》中的鬼神因素时，

采取了融合中西的方法，运用公案小说中这一常见

的元素来烘托神秘的气氛，同时在案件结尾处给予

读者一个科学合理的解释，让其更富有西方侦探小

说重科学精神的特质。

《黄金案》中描写到，狄公自荐外放于蓬莱县接

替屈死王县令，由于王县令含冤被人杀害，故在县

衙内常常可看见其灵魂显现，甚至狄公也亲身撞见

一位与王县令长相身形极似之人，不由让狄公心中

纳罕：“莫非正是遇上了王县令的鬼魂？”（高罗佩，

黄金案，２０）但待真相查明，此鬼魂乃王县令之弟
也。王县令遇害后，其弟暗中在县衙里调查，因长

相与王县令相似，故被误认为是其鬼魂显灵。同样

在《雨师迷踪》里，被害人钟慕期死于哑女黄莺儿家

中。当狄仁杰前来调查时，不料黄莺儿却写下“黑

妖杀雨师”五个字，顿时让气氛蒙上了一层神秘的

色彩。但当狄公查明真相后才知，“雨师”乃被害人

钟慕期，由于其相中黄莺儿的样貌又知她天性痴

呆，故常在雨夜时假扮“雨师”与之幽会。而“黑妖”

乃是与被害人有多年纠纷的质铺二掌柜，由于在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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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时身穿黑袍被黄莺儿认为为“黑妖”所致。由

此我们可以看出，高罗佩在进行《大唐狄公案》小说

创作之时，常常运用鬼神因素来烘托神秘之感，为

读者营造一种悬念，同时又融合西方侦探小说重实

证推理的特质，在案件结尾处给出一个科学合理的

解释。这样既能符合传统公案小说的故事情节，同

时又能突出案件的神秘氛围，以真实可信的故事内

容与紧张悬疑的情节设置来激起读者的兴趣。

不得不说，《大唐狄公案》一经问世便广受欢迎

的重要原因之一乃是高罗佩在注重传统公案小说

故事情节的同时，又自觉融合了西方侦探小说的创

作手法，使该系列小说博采众家之长，呈现出独特

的魅力。同时不可忽视的是，高罗佩对于中西方文

化的理解以及同类型文学创作手法的相互借鉴，都

为我们今后进行文学创作提供了可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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