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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小说戏曲专题形成性考核作业（1） 

认真阅读教材上编第四章《宋元话本和明清拟话本》，并回答下列问题。 

一、用各三百字左右的篇幅介绍三部话本、拟话本的代表作品。 

1．《卖油郎独占花魁》：小本经营的卖油郎秦重看到名妓王美娘“容颜娇丽”，就不惜花了一

年多时间，辛苦积攒得十两银子，作为一夜“花柳之费”。这本来不足为训，但他了解到王美娘

也是从汴京流落到临安的人，便不觉“触了个乡里之念”，并为王美娘的“落于娼家”而感到“可

惜”，表现了与一般王孙公子的寻花问柳行径有所不同。作品在描写秦重对王美娘倾心爱慕、尽

心体贴的同时，特意用吴八公子对王美娘的肆意“凌贱”作为陪衬，以表现秦重与王美娘之间实

际上已越出嫖客与妓女的关系。作品细致地刻画了秦重在院中一夜侍候、照顾王美娘的行为，表

明他对王美娘确系真个相爱，体现了当时城市普通群众既有着爱情幸福的要求，又尊重和爱护妇

女的人格，中心是环绕一个“情”字。所谓“堪爱豪家多子弟，风流不及卖油人”，正反映了市

民在两性关系上不同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和态度。 

2．《碾玉观音》：主人公璩秀秀，出身于贫寒的装裱匠家庭，生得美貌出众，聪明伶俐，更练

就了一手好刺绣。无奈家境窘迫，其父以一纸“献状”，将她卖与咸安郡王，从此，正值豆蔻年

华的秀秀，身入侯门，失去自由。其后郡王将秀秀许给碾玉匠崔宁。秀秀和崔宁品貌相当，心灵

手巧，相互爱恋。为了追求自由的爱情两人一起私奔，却屡次被郡王迫害，后崔宁被发配，秀秀

杖责而亡．其父母担惊受怕投河而死．秀秀魂魄与崔宁又续前缘．最后，崔宁发现秀秀非人，秀

秀父母也非人．秀秀父母入水而逃．秀秀携崔宁一起在地府做了一对鬼夫妻。作品揭露了封建统

治者对市民阶层的压迫，也歌颂了秀秀为争取婚姻自由而斗争的精神。 

3．《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名妓杜十娘久有从良之志，她深知沉迷烟花的公子哥们，由于倾家

荡产，很难归见父母，便处心积虑地积攒一个百宝箱，收藏在院中的姐妹那里，希望将来润色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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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翁姑能够体谅一片苦心，成就自己的姻缘。经过长期考验和寻觅，她选择了李甲，并且欲望

终身托付于他，因而让李甲四处借贷，又拿出自己私蓄的银两，完成自己从良的心愿。投奔他人

从良是杜十娘重新做人的必由之路，因此姐妹们听说她顾从李甲离开妓院，大家都是纷纷相送，

并以资相助为盘缠将百宝箱还给于杜十娘。其实，前部分的经历是杜十娘与李甲素不相识，李甲

担心归家不为严父所容，杜十娘便与李甲泛舟吴越，徐徐图之。在途中，一富家公子偶然相遇，

目睹杜十娘美貌，心生贪慕，就乘与李甲饮酒之机，巧言离开，诱惑并使李甲以千金银两之价把

杜十娘卖给了他，杜十娘明知自己被卖弄，万念俱灰。她假装同意他们的交易，然后却在正式交

易之际当众打开百宝箱，怒斥奸人和负心汉，抱箱投江而死。 

杜十娘美丽，热情，心地善良，轻财好义。她有心向李甲，爱的是人，不是钱。见他“手头

愈短，心头愈热”，足见真情。她聪敏，机智，颇有心机。为赎身，早有准备。她跟鸨母争执时，

机敏地抓住鸨母一时气话，达成口头契约，使鸨母没有翻悔余地。从中，既表现了她的心计，又

可以看出她为争取幸福自由所付出的艰苦努力。她刚强，坚定。当她知道李甲听信孙富的巧言谗

语，为了千金之资，得见父母，将她出卖时，她的内心痛苦和悲愤是可想而知的，杜十娘的一声

冷笑，显示着她的尊严，更显示出她的刚烈。最后，她“用意修饰”自己，也是用美丽的形象来

维护自己人格的美丽和尊严。 

二、话本、拟话本中的爱情故事和前代小说中的爱情故事相比，在爱情观念、人物形象上发

生了哪些新变？ 

（1）人物形象不同。唐传奇爱情故事的人物身份地位较高，多为士子官宦和大家闺秀；话本、

拟话本中很多为普通市民，而且女子在作品中地位提高，作品经常表现他们对爱情的大胆追求。（2）

择偶标准不同。唐传奇多以郎才女貌为选择标准；话本、拟话本的择偶标准则更加现实化、生活

化，反映了市民阶层已经懂得了“爱情必须附丽于生活”的道理。（3）爱情篇章的主题也有很大

不同。唐传奇主要反对门第观念；话本、拟话本在反对门第观念、等级观念外，还有很多反对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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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观念的作品。 

三、前人认为话本、拟话本“主意则在述市井间事”，谈谈你对此的理解。 

第一，描写爱情的篇章最具有进步意义和艺术魅力。（1）择偶标准开始由门当户对、郎才女

貌，向尊重品德、情感、注重生活实际方面进化，反映了市民阶层对于生活与爱情的理解。（2）

描写的对象发生了根本变化，市民阶层作为主主要描写对象。（3）主题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主

要表现为反对门第观念、贞操观念和等级观念。（4）女子的地位有了明显提高。 

第二，断案折狱也是话本、拟话本的重要题材内容。（1）揭露封建司法制度腐败及各级官吏

残酷、虚伪、无能。（2）刻画了少数正直廉明而有才智的清官。虽然这些官吏不属于市井百姓，

但他们断案折狱的主要对象还是市井平民。 

第三，暴露封建社会的黑暗现象是优秀话本、拟话本的又一方面内容。 

第四，歌颂赞扬劳动人民美德的作品也优秀话本、拟话本的又一重要内容。 

四、结合作品分析话本、拟话本是如何运用“巧合”的手法来安排情节的。 

话本、拟话本讲究故事性，提出“无巧不成书”的安排情节的新标准，在作品中设计各种“巧

合”，提高了艺术性。所谓“巧”，就是巧合，就是偶然性，偶然性是由必然性决定的。作品中的

“巧合”，来源于社会，又经过提炼加工，就是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既反映生活真实，

体现客观规律，又富有艺术魅力。 

《错斩崔宁》的“巧”值得一提。作者安排情节处处抓住一个“错”，在“错”的背后又处处

强调一个“巧”。刘贵戏言、二姐出走是“巧”，静山大王杀刘贵是“巧”，崔宁与二姐清早结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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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是“巧”，至于刘贵与崔宁的财物都正好是十五贯，更是“巧”。 

表面看来这些“巧”是偶然的，在“巧”的背后，是封建礼教和司法制度两把杀人的刀子。

这里的“巧”表现了社会的本质和客观规律。试想，如果不是社会上普遍存在买卖妻妾的现象，

刘贵怎能如此戏言？陈二姐又哪会信以为真？如果没有“男女同行，非奸即盗”的社会舆论，崔

宁和陈二姐也不会被“错绑”、“错杀”。正因为《错斩崔宁》中的“巧”戳到了当时社会的要害，

所以情节的发展既扣人心弦，又合情合理。听众和读者既因为始料不及而频频叹服，又因为总在

情理之中而不断称奇。 

古代小说戏曲专题形成性考核作业（2） 

认真阅读《水浒传》原著、教材关于《水浒传》的论述及相关研究论著，并以小组形式就以

下问题进行讨论。讨论时，每组选择两个题目集中讨论；每人须在二者中选择其一做五百字左右

的发言，并注意其他同学的观点。讨论之后，请用各 150 字摘要记录三位同学的发言，并将自己

的发言整理提交。 

讨论题目： 

（1）《水浒传》所描写的是否“农民起义”？ 

非农民起义说。《水浒传》的主题是什么?历来就有争议。近几十年来以主张“农民起义说”

者为多。仔细剖析《水浒传》内容，实际上它很少涉及宗法社会的农民生活，更没有表现出宗法

农民的经济和政治的诉求。即使偶尔写到一些农民也大多是沉默的、没有追求的、随人俯仰的一

群。《水浒传》中写的社会底层的精英，绝大部分是游民或社会边缘人物。所谓游民就是脱离宗法

网络、宗法秩序沉沦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小说中描写了他们为了生存、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的挣

扎和奋斗。他们的“经济诉求”是优裕的物质生活，为了实现这种物质生活就要迅速改变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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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地位，于是“发迹变泰”就成了他们的政治诉求。《水浒传》中写出了游民奋斗过程中成功的

一面，但由于黑暗势力的阴谋陷害，“聚义”最终失败了。《水浒传》所写的是游民奋斗成功与失

败的故事。《水浒传》作为第一部用口语写作的长篇小说不仅在文学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

而且从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考察，它也提供前所未有的思想。它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造反有理”

的思想，同时还为造反者建立了一套属于他们的话语体系，如“好汉”、“逼上梁山”等，这个

话语体系不仅为后世造反者所认同，也为其他阶层的人们所理解。近几十年来，《水浒传》中的招

安最为人们所诟病，特别是持“农民起义说”的学者认为“招安”是背叛。摆脱一些教条，对招

安问题做实事求是的分析，可知招安既是当时不可避免的结局，其意义也不完全是负面的。 

农民起义说。《水浒传》的题材是农民战争题材。作者站在同情、赞扬农民起义的立场上，颂

扬起义领袖的立场上，站在被压迫阶级立场上，反映“官逼民反”、“乱自上作”的现实，创造了

人民英雄的群像，肯定了农民武装斗争的正义性，表现了人民群众的理想。 

小说揭示了被压迫群众与统治阶级的矛盾，即农民与贪官污吏、奸臣的矛盾；以及统治阶级

内部忠臣与奸臣的矛盾。两种矛盾相互牵制，最后阶级矛盾降为次要矛盾，忠奸矛盾成为主要矛

盾。 

被压迫群众与统治阶级的矛盾，两大阵营森严壁垒，界限分明，分别是梁山英雄和以高球为

核心的统治阶级。统治阶级代表人物，如太师蔡京、枢密使童贯、太尉高俅、太傅杨戬、皇戚慕

容达等中高级官员，是斗争的主要对象。人民反抗力量主要是江湖社会，包括反上梁山的英雄，

李逵、吴用、“三阮”等中坚力量；逼上梁山的英雄，宋江、林冲、花荣、柴进等领袖和骨干；

拉上梁山的英雄，有降将关胜、呼延灼、张清等。小说还写到沟通梁山义军与皇帝的关系的中间

力量，如清官陈文昭、忠臣张叔夜、妓女李师师等。作品反映人民的积怨、积愤，反映人民不平

的心声，歌颂人民靠自己的斗争改变命运，对现存秩序表示怀疑，对自己的力量予以肯定。作品

肯定复仇的合理性、正义性，宣扬农民反抗是“逼”出来的。“逼上梁山”的描写体现的就是被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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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群众与统治阶级的矛盾。 

忠奸斗争也是小说描写的重点，作者有浓厚的忠君思想，对封建皇权有揭露批判，但不敢直

接否定，而是千方百计为其开脱。通过一些语言、情节表达“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主张“清

君侧”，而反对“取而代之”。作者企图把反抗斗争纳入忠奸斗争，把宋江写成“权时避难，暂

驻水泊”。七十回以后，忠奸斗争成为主线，最终是忠臣失败。这与农民斗争有联系，但又有变

化，是忠奸斗争在新形势下的表现。农民斗争，开始时是忠奸斗争中忠臣的同盟军，最后成为忠

奸斗争的牺牲品。 

（2）如何看待《水浒传》鱼龙混杂的人物群像？ 

《水浒传》描写的是一个时代下由于各种各样原因导致各个行业不堪所迫，转而投身绿林，

而这 108 将就是其中的代表。也就是说，《水浒传》中的人物虽然看起来鱼龙混杂，但实际上这是

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 

全书叙述北宋末年官逼民反，梁山英雄聚众起义的故事，再现了封建时代农民起义从发生、

发展到失败的全过程。塑造了李逵、武松、林冲、张顺、吴用、鲁智深等英雄形象。 

例如林冲，他是被逼上梁山的众多好汉中的典型代表。他本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武艺趋

群，既有不甘屈辱的英雄本色，又有“空有一身本事，不遇明主、屈沉小人之下”的怨气。但教

头的地位，舒适的家庭，又使他安分守己，怯于反抗。高衙内在大庭广众之中调戏他的妻子，他

忍了；中了高俅的圈套，被发配沧州，他忍了；野猪林差一点儿丧命，他又忍了；到了沧州，他

还是准备继续忍下去，被发配充军还幻想有一天能回来“重见天日”。但是，高俅父子为了谋害

他，竟然派人到沧州火烧了大军草料场，要把他活活烧死。在这种情况下，他才手刃了仇人，毅

然上了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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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何理解《水浒传》的招安描写？ 

关于宋江接受招安的描写，也是比较客观的。（1）宋江身上存在着接受招安的个人因素，如

根深蒂固的忠孝观念，封妻荫子、青史留名的人生追求目标。（2）还有两方面更为重要的原因，

就是农民阶级固有的局限性和梁山泊起义军内部存在的接受招安的某些因素。起义军首领绝大多

数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赤贫代表阮小五唱的调子就是：“忠心报答赵官家”， 阮小七唱的“京

师献与赵君王”。108 将中，只有李逵动不动要“杀上东京，夺了鸟位”。但在小说中，李逵的话

成了插科打诨的噱头。像林冲、李逵这样愿意一反到底的英雄毕竟是极少数，连吴用、公孙胜、

刘唐等首领也是无可无不可；更不用说占压倒多数的来自朝廷方面的降官降将了。（3）水浒故事

流传加工是在宋元之际，《水浒传》成书在元明之交，异族入侵，对中原汉民族构成极大威胁，朝

廷和起义军更愿意合作以共同抵御外侮，所以宋江接受招安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征辽。显然，在宋

江性格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渗透了元明之交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也体现了元明之交的时代

折光。这样看来，宋江接受招安的描写是真实可信的。 

（4）《水浒传》有哪几种结局？你赞同哪一种？为什么？ 

《水浒传》版本不同，结局也不同。版本主要分为一百回种和一百二十回种的，后者将宋江

起义的整个过程都写了下来，包括一百单八将的齐聚，梁山兴旺，和后期众英雄替朝廷卖命，征

辽，征田虎方腊等起义军，最后走上了不归路的过程。而前者只是写了宋江起义征辽，征方腊的

过程，而没有征田虎的过程。但是还有一说就是前者是完全出自施耐庵之手，而后者是由后人加

的二十回。 

（5）《水浒传》的悲剧性体现在哪里？ 

第八十三回到一百回的最后十八回为第三阶段，写起义军的瓦解覆灭。人们对《水浒传》思

想内容的分歧主要集中于这一部分。总体看来，作者对农民起义英雄是肯定的、同情的，甚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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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护的；对昏君奸臣是不满的、甚至是痛恨的。但作者有一个底线，就是起义军不能推翻封建统

治和封建皇权。说白了，作者是赞同起义军接受招安的；但对起义军最后被利用、被消灭又深感

遗憾。换言之，作者既不能容忍封建政权被农民军所取代，又不愿看到起义军被利用、被消灭的

下场。作者客观上写出了封建统治者的昏庸、腐朽、虚伪，写出了农民军的淳朴信义、光明正大。

他不愿意朝廷与起义军连年攻杀，但又清醒地认识到起义军投降也不是出路。作者思想上陷入矛

盾和两难境地，所以他安排了公孙胜归山、鲁智深坐化、燕青辞主、李俊诈疯等情节。燕青辞别

卢俊义时说：“小乙此去，正有结果，只恐主人此去，无结果耳。”作者找不到任何解决矛盾的

办法，也不可能给起义军指出一条超越他们自身本性和特征的出路，作品只得在“千古蓼洼埋玉

地，落花啼鸟总关情”的哀怨声中落下帷幕，表现出鲜明而又深刻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招安以

后的描写，读来沉闷凄凉，艺术上也不太成功，但其思想内容却相当深刻。他不仅符合历史上宋

江起义的真实结局，而且也反映了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一般规律。招安以后的描写实际上寄托了

作者深沉的感慨和对历史的深刻思索。他指出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忠与奸矛盾的不可调和性，

揭示了农民起义的一般归宿，指出了农民阶级的局限性。 

（6）如何评价《水浒传》中的江湖文化？ 

《水浒传》中特别歌颂“聚义”，描写了与主流社会对抗的人们，在与相同命运的人结合起来

之时所显示的力量。《水浒传》为游民的组织化构造了一套完整的操作和运行规则，游民懂得了江

湖上同道的交往应该是有规则的，这就是被江湖上认为最高准则的“义气”。实际义气是游民的道

德，义气正是由《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描写而登上江湖殿堂的，从此深入江湖人的心，甚

至极大地影响了其他阶层的人们。为了义气不怕两肋插刀，“江湖义气第一桩”，这种游民的通俗

道德观念如此深入人心，应该是《水浒传》和《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功劳。《水浒传》创造了江湖

话语，也由于这些话语活跃在人们的口头，它们被江湖人所接受，并成为江湖人思考问题的出发

点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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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书中的江湖是丰富而生动的，在其受众中有极广泛的影响。鲁迅所说的我们的社

会有“水浒气”、“三国气”，这固然是由多种原因所造成的社会存在，不能否认《水浒传》的广泛

传播也是其原因之一。清代学者钱大昕在《正俗》中说，“三教之外，还有一教”，那就是“小说

教”，极言小说对于民众思想影响之大。现在也是如此。因此通俗艺术的作家们更应有社会责任感，

更要慎重。 

（7）水浒英雄中你最欣赏哪一位？为什么？ 

林冲。因为林冲这个人物形象典型地反映出了“官逼民反”的社会现实，展示了梁山英雄“逼

上梁山”的全部过程。《水浒传》写农民起义，其领导成员不止是农民，它吸纳了各方面的叛逆人

物，包括来自统治阶级中的人物。林冲是一个由统治阶级中分化出来而投奔到农民队伍中的人物，

他是八十万禁军教头，在他的性格中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能忍，逆来顺受，忍辱负重，不敢反抗。

他出场的穿着打扮所体现的身份、风度，说明了他是一个有相当地位的人物，接着就介绍了他有

一个年轻貌美的妻子，日子过得很美满，这就跟没有家室，“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鲁智深截然不

同。林冲一出场，作者就将他置于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展现他的思想性格，他跟妻子一起到岳

庙烧香，自己正看着鲁智深打禅杖出神时，妻子就被高俅的养子高衙内调戏了。一个军官，老婆

在光天化日之下遭人调戏，这简直是奇耻大辱，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但当他得知此事正要对那个

人下拳时，看出了不是别人，原来是那个在“东京倚势豪强，专一爱淫垢人家妻女的高衙内”，

此刻书中写到：“当时林冲扳将过来，却认得本管高衙内，先自手软了。”所谓“本管”，就是

顶头上司，“先自手软了”这五个字，不单纯是人物神态动作描写，而是挖掘了林冲的内心世界。

当鲁智深便带了二三十个人来帮他撕打时，林冲与鲁智深有两句简单对话，林冲说：“原来是本

管高太尉的衙内，不认得荆妇......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林冲不合吃着他的请受，权且让他一

次。”而鲁智深却是这样说：“你却怕他本管太尉，酒家怕他甚！俺若撞见那鸟时，且教他吃酒

家三百禅杖了去。”请看：一个忍辱怕事，一个嫉恶如仇；一个自己受迫害也能忍，一个看见别

人受迫害都不能忍。两个人的性格的鲜明对照更突现出人物的典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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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冲所感受到并且非常不满的黑暗社会势力，不断地向他紧逼而来，使他想苟安而又不能苟

安，想忍也忍不下去，无路可走的时候，才最后走向反抗，走向梁山。 

水浒英雄中，有很多人走的是林冲的路。那是一个是非颠倒的社会，林冲的遭遇是领导者走

向农民起义的典型代表，在那个受人逼迫的社会里，曾经软弱的林冲被迫走向坚强，走向反抗。

作者在塑造林冲这一典型形象时，突出了林冲从逆来顺受到彻底反抗的性格，以自身的遭遇展现

性格的形成和发展，具《水浒传》人物描写的一大特色。 

武松。因为武松是一位非常生活化的人物。 

张恨水评武松说：“有超人之志，无过人之才；有过人之才，无惊人之事，皆不足以有成。

何以言之无其才而不足以展其志，无其事又不足以应其才之用也。若武松者，则于此三点，庶几

乎无遗憾矣，”“天下有些等人，不仅在家能为孝子，在国能为良民，使读书必为真儒，使学佛

必为高僧，使作官必为纯吏”。 

张恨水的观点代表绝大部分人对武松的看法，他们几乎把形体武松看成了传奇式的英雄人物，

而我们认为，从作者对武松的倾情刻画来看，武松其实被作者刻画成了生活化的英雄人物。 

应该说，武松深受人们喜爱的根本原因在于作者对武松的生活化描写，生活化描写实质上是

一种现实主义手法，它把人物放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以其自身的行动来展示自己的性格，作者在

《水浒传》中多次运用生活化描写手法，武松是其中刻画得最成功的一个人物。 

作为一个生活化的英雄人物，武松有优点也有缺点，作者在刻画这一人物时，紧紧抓住了他

的优缺点的彼此消涨过程，让人们在这一变化过程中认识武松。武松赤手空拳景阳冈打虎，为他

赢得了深广的声誉，也为他赢得了都头的职位，在他送税银出差时，武大郎被西门庆与潘金莲毒

死，在去县衙告状不准的情况下，借谢邻请酒取得真实口供，手刃潘金莲，斗杀西门庆，然后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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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府自首，被断配孟州。这段时期的武松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偶尔还有那么一点儿虚荣，

但他的英武刚强却永远刻在读者的脑海里。 

在孟州，武松帮对他有恩的施恩夺回了被蒋门神霸占的快活林，因而得罪了蒋门神，蒋门神

的后台张都监、张团练设计将他当贼捉了。这时的武松虽然也很勇猛，但毕竟有些媚骨，不分青

红皂白的知恩图报让人感觉武松似乎分不清是非。但血的教训让他走向成熟，怨怒之情化作了惊

心动魄的反抗行为，他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杀了蒋、张等十几口，蘸血在墙上写下“杀人

者，打虎武松也！”生活让武松认清了现实的社会，他不再向官府投案，而是先上二龙山，后归

梁山泊，投身武装反抗的行列。 

武松被动或主动地改变着自己的生活，也被生活改变了自己，作者抓住了这一点，才更深入

地塑造了武松的光明形象。在反抗官府围剿和攻城夺府的战斗中，武松勇敢坚定，是义军的主要

将领之一。他反招安，指责宋江“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冷了弟兄们的心！”后来他在

征方腊时被包道乙砍右臂，他不受封诰，在杭州六和寺出家。 

这就是武松，一生光明磊落，敢作敢为，富于正义感和反抗精神，尽管也曾被人利用，但终

究从残酷的现实中，从迷失的自我中醒悟过来，一步一步地克服自己的弱点，渐渐地走向成熟。

这要归功于作者对武松的生活化描写。我个人认为，武松是《水浒传》中刻画得最成功的人物，

因为这是一个生活味十足的人物。我想，只有有生活气息的人物才能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8）《水浒传》的艺术魅力何在？ 

要点：（1）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就。塑造了一批“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写出了人物活动环

境的变迁以及性格的相应变化。如宋江从官府小吏到走上梁山的性格变化过程。（2）语言运用的

成就。一是人物语言个性化；二是人物语言口语化，代表了无文化群体的通俗语言风格；三是叙

述语言生动形象、准确明快，是提炼净化群众口语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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