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著导读 《儒林外史》 

讽刺作品的阅读



    吴敬梓出身于安徽全椒一个“世代书香”的名门望族，

他二十三岁时，父亲去世，家族内部因为财产的继承问题

发生了变故，这让他对虚伪的人际关系深感厌恶。而在当

时，清王朝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大力禁锢思想文化，用

考试八股文的方法，束缚知识分子的思想，扼杀了大量人

才。吴敬梓看透科举考试的弊病，用辛辣的笔锋，尖锐地

揭露这一制度的问题，写出讽刺小说《儒林外史》。

创 作 背 景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号粒民，

全椒（今属安徽）人，清代小说家。晚年自号“

文木老人”“秦淮寓客”。早年生活豪纵，后家

业衰落，移居江宁。乾隆初荐举博学鸿词，托病

不赴，穷困以终。工诗词散文，以长篇小说《儒

林外史》成就最高。著作另有《文木山房诗文集

》《文木山房诗说》。

作 者 名 片



    《儒林外史》是一部以封建社会里“读书人”或“士人”为主要

描写对象的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典型的讽刺小说。小说没有贯穿全书

的中心人物和主要情节，而是由众多故事连缀而成，表现的是普通士

人日常生活中的生存状态与精神世界。书中的大多数人物都没有读“

圣贤书”的儒生应有的学识与品格，而是为功名利禄所裹挟，丑态毕

露。 通过描绘这幅士林的“群丑图”，展现功名利禄对读书人灵魂

的毒害，作者清楚地表明了自己否定功名富贵的基本立场，并通过书

中少数淡泊名利、恪守道德、张扬个性的贤者奇人，寄托了自己对理

想社会的追求。

内 容 概 览



儒

林

外

史

楔子（第一回）——-介绍王冕生平，展示其士人精神，点明主题

和创作意图

儒林众生相

（第二至五

十四回）

第二至三十回：科举制度下的文人图谱。

第三十一至四十六回：对理想文士的探求。

第四十七至五十四回：真儒名贤理想破灭，世风日下。

民间四奇人（第五十五回）——四大奇人，不屑于功名富贵，洁身自好。

幽榜（第五十六回）——朝廷采纳御史意见，增加“幽榜”，回应楔子，

首尾呼应。



正面形象

理想“名流”——王冕

叛逆人物——杜少卿  沈琼枝

真儒贤士——虞育德  庄绍光  迟衡山

市井小民

牛老爹  卜老爹

鲍文卿  娄焕文

甘露庵的乡邻

市井奇人

人 物 形 象



反面形象

儒生

假名士——杜慎卿  杨执中  权勿用

官绅
王惠  汤奉

张静斋  严贡生

腐儒：周进  范进

迂儒：马二先生  王玉辉  鲁编修

江湖骗子：蘧公孙  匡超人  牛浦郎

普通文士：严监生  王德  王仁

读书女子：鲁小姐



一、儒生形象

周进

生活穷困潦倒，却皓首穷经、迷

信经典，沉溺于制艺难以自拔，

坚信科举是自己唯一的救命稻草

①刚出场时，六十多岁，依然是个老童生。饱受秀才梅玖和王举人的

嘲弄和冷遇。②在贡院里受过度刺激，一头撞在号板上，苏醒后满地

打滚，放声大哭。③任广东学道后，为了照拂范进，将范进取为第一。

（1）热衷功名，将科举视为荣身之路，苦苦追求，终获成功的

腐儒，如周进和范进。

主要人物 形象特点 相关情节



（2）沉迷于八股文和封建礼教而害己害人的迂儒，如王

玉辉、马纯上（马二先生）、鲁编修等。

马纯上

执着于做官、八股

制度的虔诚信徒，

为人仗义、宅心仁

厚

①送匡超人十两银子，对匡超人说：“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

即刻就荣宗耀祖。”②批八股文章，严格遵循朱子解释，不敢有所逾越。③做

举业，干得极其认真。在文翰楼做选家，“时常一个批语，要做半夜”。④差

人拿着写有蘧公孙叛逆罪的呈子给他看，他把自己挣得的九十二两银子全部拿

给差人，替朋友消灾。

鲁编修
老学究、痴迷八

股举业

①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希望自己后继有人，所教的唯一的女儿鲁小姐学问了得，

可惜不是男儿身，不然“几十个进士、状元都中来了”，于是招了所谓的“名人

之后”蘧公孙为婿。②因女婿不肯做举业，心里生气，夫人相劝，更生气，结果

“跌了一交，半身麻木，口眼有些歪斜”，中风了。

主要人物 形象特点 相关情节



（3）在八股科举制度下堕落、道德败坏、招摇过市的骗子，以

匡超人为代表。

匡超人

开始时孝顺、勤奋好

学，后逐渐堕落成虚

伪、自私冷漠、忘恩

负义、好吹牛的人

①得到马纯上的资助回家悉心照顾父亲。刻苦读书，被知县赏识。②

到杭州后，为景兰江等假名士所包围，成为斗方名士，冒充风雅，相

互标榜。③跟潘三一起假刻公章、帮别人考试。潘三有难后，怕自己

被牵连，坚决不去狱里看望。③谎称未婚，再次成亲，知道了原配妻

子已死，却用莫须有的“诰命夫人”的头衔、荣华富贵来糊弄、打发

自己的哥哥去安排后事。

主要人物 形象特点 相关情节



二、官绅形象

（1）贪官污吏，贪婪成性，敲骨吸髓，如王惠、汤奉等。

王惠
贪财、无立场、

酷虐、蛮横

①中进士后，照顾与自己“同年同乡”的荀玫，为的是将来官场上有个照应。②

接到赴任南昌知府的报单后即刻上任，但到南昌后，故意不肯接印，直到蘧公子

（蘧景玉）来访，蘧太守给了银子后才正式就职。③做南昌知府时候，衙门里整

日充满了“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成为朝廷眼里的“能人”。④宁王反叛，

王惠归顺宁王。后宁王被打败，王惠逃跑，做了朝廷钦犯，最后不得已出家为僧。

汤奉

贪财、作威作福、

酷虐、蛮横

为了表示自己为政清廉，对朝廷各项法令严加执行。朝廷有禁杀耕牛的禁令，他

不问因由，竟然将做牛肉生意的“老师夫”活活枷死，闹得群众义愤填膺，鸣锣

罢市。一年下来居然也搜刮了八千两银子。

主要人物 形象特点 相关情节



（2）土豪劣绅，贪财势利，如严贡生、严监生。

严监生
有情义，

节俭吝啬

①自己出钱赔偿、打点，替哥哥严贡生料理了官司。②正妻王氏病后，他延请名

医，煎服人参，毫不含糊。③他病得饮食不进，卧床不起，奄奄一息，还念念不

忘田里要收早稻。④家中米烂粮仓，牛马成行，可在平时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

⑤为了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临终之际伸着两根指头就是不肯咽气，一直等到

赵氏挑去一根，才点头咽了气。

主要人物 形象特点 相关情节



三、有民主思想的人物形象

（1）有君子之风的士人。王冕和杜少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王冕

杜少卿

才华卓越、磊

落洒脱、不慕

名利

十岁时辍学放牛，自学画荷花，拒绝危素召见。不愿结交乡绅，于是远走山东。

后回乡奉养母亲，与吴王促膝长谈。最后归隐会稽山。

尊重妇女，为人单

纯，淡泊名利，慷

慨大方，有些离经

叛道

①好酒好菜招待客人，给门客抓药治病，精心伺候。②在自身没钱的情况下，仍

然当了自己新做的衣服给杨裁缝死去的母亲买棺材。③在知县得意时拒不拜见，

知县丢官没有房子可住时，腾出房子让知县搬来住。④让管家卖地，大方资助他

人。⑤拉着妻子的手游山饮酒，赞美沈琼枝的反抗行为。⑥朝廷征辟，他装病拒

绝应征出仕。

主要人物 形象特点 相关情节



（2）最具有个性和解放意识的妇女典型——沈琼枝。

沈琼枝

才貌双全、自

尊自立、智勇

双全、 刚柔

并济、不惧权

贵

①被嫁到扬州宋家。丫鬟领她进了房，其后评价她道：

“新娘人物倒生得标致，只是样子觉得惫赖，不是个好

惹的。”②不愿做妾，从宋家连夜逃出。③逃到南京后

靠卖诗过日子。④江都县差役来捉拿沈琼枝，到了知县

那里，沈琼枝毫不畏惧，跟他说了一番道理。

主要人物 形象特点 相关情节



四、其他人物形象

类型 主要人物 形象特点

四奇人
季遐年（善书）、王太（善棋）、

盖宽（善画）、荆元（善琴）

他们自食其力，置身于功名富贵之外，不受名教礼法约束，不受

功名富贵羁绊，沉醉在琴棋书画的雅趣中，高雅脱俗，怡然自得，

表现出尊严和独立的精神品格。

假名士

娄三、娄四公子（莺脰湖名士）

；景兰江、赵雪斋（西湖名士）

；杜慎卿、季苇萧（莫愁湖名

士）

他们在功名上不得志，但也不打算像周进、范进那样苦熬苦挣，

而是投机取巧，以刻诗集、结诗社等形式，混充名士，互相勾

结，互相标榜，过着无聊的寄生生活。

真儒贤士
迟衡山、庄绍光、虞育德

等

他们讲究文行出处，淡泊功名利禄，面对世风日下的现实，都企

图用复古的办法来改良社会。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历来为评论家所称道。或

用强烈的对比展示人物行为的前后矛盾，给予辛辣的嘲讽，

如胡屠户在范进中举前后所表现的市侩嘴脸；或用夸张手

法精心刻画人物活动的细节，借以暴露其可笑可鄙的内心

世界，如严监生悭吝成性，临死前因两茎灯草伸着二指不

断气；等等。作者嬉笑怒骂，或明嘲，或暗讽，或引人发

笑，或令人切齿，无不尖锐深刻。

1.高超的讽刺艺术。

艺 术 特 色



    《儒林外史》的结构，正如鲁迅所言，“虽云长篇，

颇同短制”。全书没有一线到底的人物和情节，而以同一

主题贯穿始终。它以连缀的故事、相互衔接的人物，既独

立又前后呼应地结成艺术整体，从而达到较广泛地反映社

会生活的目的。作者是要对整个儒林文化进行深刻全面的

反思和扬弃，而这种“碎锦”式的“散点透视”，恰恰为

作者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提供了最佳模式。

2.独特的结构艺术。



        选段描写了周进在选段描写了周进在

贡院号哭的情景。这一贡院号哭的情景。这一

细节活画出周进疯狂痴细节活画出周进疯狂痴

迷的精神状态，刻画了迷的精神状态，刻画了

一个深受科举制度毒害一个深受科举制度毒害

的读书人形象，表达了的读书人形象，表达了

作者对这类读书人的嘲作者对这类读书人的嘲

讽与怜悯，也表达了对讽与怜悯，也表达了对

封建科举制度的痛恨和封建科举制度的痛恨和

批判。批判。

要点批注    周进看着号板，又是一头撞将去。这回不死

了，放声大哭起来。众人劝着不住。金有余道：

“你看，这不是疯了么？好好到贡院来耍，你家

又不死了人，为甚么这‘号啕痛’也是的？”周

进也不听见，只管伏着号板哭个不住；一号哭过，

又哭到二号、三号；满地打滚，哭了又哭，哭的

众人心里都凄惨起来。金有余见不是事，同行主

人一左一右架着他的膀子。他那里肯起来，哭了

一阵，又是一阵，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众人

七手八脚，将他扛抬了出来，贡院前一个茶棚子

里坐下，劝他吃了一碗茶，犹自索鼻涕，弹眼泪，

伤心不止。

精 彩 选 读



Ø 专题一：故事会

    《儒林外史》这部小说写了许多人物的故事。其中有

些故事篇幅稍长，展现了人物多个性格侧面，有些故事则

寥寥数笔，但都含意深远，韵味悠长。选择一个你最喜欢

的故事，讲给大家听。

专 题 探 究



    《儒林外史》中，我最喜欢的人物是杜少卿。

    杜少卿出身于大地主官僚家庭，“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却出

淤泥而不染。他仗义疏财，淡泊名利，尊重女性，书中人物迟衡山评价他

是“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人”。今天，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杜少卿这位奇

人的一件奇事。

    书中第三十三回，杜少卿的夫人初到南京，想看风景。杜少卿便安排

了轿子、陪客，带夫人去清凉山游姚园。姚园的景色很美，路是鹅卵石铺

成的，一路朱红栏杆，两边绿柳掩映。他们在山顶的八角亭上摆席、饮酒，

观赏美景。后来，杜少卿喝醉了，他拉着夫人的手，出了姚园，大笑着，

在清凉山冈子上走了一里多路，随从嘻嘻笑笑，“两边看的人，目眩神摇，

不敢仰视”。这件事情，在当时，可算是惊世骇俗了。这件事体现了杜少

卿对女性的尊重和对繁文缛节的蔑视，颇显魏晋名士风度。

【探究示例】



Ø 专题二：《儒林外史》讽刺艺术探究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一向为人称道，突出表现在对人

物的刻画上。小说写了数百个人物，上至达官显宦，下至贩夫

走卒。他们行藏不同，性格各异，而“其人性情心术，一一活

现纸上”（清闲斋老人语），让读者一见而洞彻其灵魂。选择

书中的一个主要人物，细读有关章节，看看作者在刻画人物的

过程中，运用了哪些讽刺手法，产生了怎样的讽刺效果。写一

篇小论文，谈谈你对《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体会。



    鲁迅说：“‘讽刺’的生命是真实。”《儒林外史》作为一部优
秀的长篇讽刺小说，善于通过对人物言行的白描，透过当时人们不以
为奇的普普通通的日常生活细节，真实生动地揭示出形形色色儒林人
物的可鄙、可憎、可笑、可怜，进而让我们认识到封建科举制度的腐
败和对人心的毒害。
    作者的讽刺艺术寓于对人物的外貌描写中。例如，第二回写夏总
甲：“正说着，外边走进一个人来，两只红眼边，一副锅铁脸，几根
黄胡子，歪戴着瓦楞帽，身上青布衣服就如油篓一般；手里拿着一根
赶驴的鞭子，走进门来，和众人拱一拱手，一屁股就坐在上席。”这
简单几笔外貌描写，就栩栩如生地刻画出一个令人厌恶的下层官吏形
象。他地位不高，生活也困窘，却摆资格，拿架子，耍小威风。作者
的态度是嘲笑中透出憎恶的。

《儒林外史》讽刺艺术探究【探究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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