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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 的讽刺艺术研究

茅盾认为《儒林外史》是帮助人进行“艺术修养”的有效读物；胡适认为《儒林外史》中一个充满艺术特
色的地方是速写式和剪影式的人物形象；鲁迅对《儒林外史》的评价是：“秉持公心、针砭时弊、戚而能谐、婉
而多讽。”本文主要通过写作手法和题材内容两个层面对《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进行深入的探讨。

一、《儒林外史》：中国古典讽刺文学的代表
《儒林外史》中作者以辛辣的笔触对当时的社会现状和儒生的命运进行了深刻揭露和批判，小说形象地刻画

了清朝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精神和文化生活的腐朽奢靡，极力批判知识分子醉心科举、追求功名利禄的社会习气。
作者具体以科举制度以及该制度奴役下的丑恶灵魂作为切入点，讽刺封建社会统治下官吏的无能、地主的贪婪、
官宦人士的虚伪，以及在封建黑暗统治下儒生灵魂的扭曲，比如作者在对范进中举发疯、周进撞号板、马二先生顶
礼膜拜等情节的描写中，敏锐捕捉人物的细节行为，以此宣泄对知识分子人性卑劣和封建统治黑暗的控诉。

二、《儒林外史》写作手法上的讽刺艺术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刻画的每一个人物都能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找到相应的原型，作者在文学作品中

对每一事件的刻画不是照搬社会现实，而是在尊重社会现实的基础上，使用了一系列的艺术表现手法，使读者
能从一系列的细节描写中深入体会讽刺的意味，从而使作品更具艺术魅力。

1. 对比手法

《儒林外史》中大量使用了对比手法，通过对人物在科举考中前后的变化彰显讽刺意味。如对范进和周进
的故事叙述，就使用了这一手法。《儒林外史》第三回中“胡屠户行凶闹捷报”，描写了在范进中举前胡屠夫经
常骂他：“我自倒运，把个女儿嫁与你这现世穷鬼。历年来不知累了我多少。”范进参加举人考试想找胡屠户借
路费，又被胡屠户骂道：“你自己觉得中了一个相……如今痴心就想中起老爷来！……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泡
尿照照自己，整天不三不四，就想着天鹅吃屁！”而范进中举之后胡屠夫的态度截然相反：“我每常说，我这个贤
婿，品行又高，才貌又好，就是城里头张府、周府这些老爷也没有像我女婿这样体面的相貌……我小老这一双眼睛
却是认得人的……女儿像有些福气，毕竟要嫁与个老爷，今日果然不错。”对范进表现出极为谦卑和恭敬的态度。
对周进故事的描述也用了对比手法。六十多岁还没中秀才的周进，为了生计去薛家集担任私塾教师，秀才梅玖不
但没有外出迎接，还在酒席上讥讽他“呆，秀才，吃长斋，胡须满腮”。在得知周进考中进士以后，梅玖便在周进
的长生禄位前下跪磕头。吴敬梓通过对比手法深刻揭示了人物内心的虚伪，从而有效增强了小说的讽刺意味。

2. 夸张手法

《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中举发疯”便是夸张手法的典范。在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追求功名利禄是切切
实实存在的，夸张描写将讽刺意味烘托得更加明显。范进中举之前在街上插标卖鸡，解决断炊之困，而中举之
后邻人报喜他却执意不信：“高邻，你晓得我今日没有米，要卖这鸡去救命，为什么拿这话来混我？”当回家看
到中举报帖，“不看便把罢，看了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手拍两下，笑了一声‘噫！好！我中了！’……不由
分说就往门外飞跑……原来新贵人欢喜疯了”。这种夸张的写作手法，把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摧残放大，使读
者感受到科举制度的弊端，从而更深刻地揭露问题的本质，并加强了小说的讽刺意味。

3. 细节描写

对细节的深入描写可以让人物形象生动饱满，同时也可以将小说的讽刺意味最大限度地加以呈现。《儒林
外史》第五回中讽刺严监生的吝啬：因为点了两根灯芯费油，严监生迟迟不肯咽气，最后他的妻子赵氏挑了一
根灯草后，严监生才最终断气。第四回描写了范进到汤知县处打秋风的情节。当时范进的母亲已死，范进作为
儿子按照传统的封建习俗必须履行服孝三年的义务。当汤知县用美味佳肴、“银镶杯箸”招待他，“范进退前缩

摘 要： “讽刺的生命是真实存在的”，正如鲁迅所言，《儒林外史》这一长篇小说因为讽刺艺术的存在才具有了更

真实的生命力。本文在对《儒林外史》的写作背景、写作内容和思想主题进行简要介绍的基础上，通过写作手法上

的对比描写、夸张描写和细节描写三个方面与题材内容上的科举制度、人物品格和文化折射三个角度，分析《儒林

外史》的讽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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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不举杯箸”，正当汤知县为这个孝子的行为感动
时，他用换成的“白颜色竹筷子”“在燕窝碗里 , 拣
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作者通过这些细节的刻
画将传统封建礼教下知识分子的虚伪面貌展现得淋
漓尽致。细节描写的创作手法能够让读者快速了解
人物的精神面貌，深入挖掘人物的内在特性，从而达
到讽刺的目的。

三、《儒林外史》题材内容上的讽刺艺术
1. 对科举制度的讽刺

科举制度的盛行，使知识分子不惜一切手段追求
功名利禄。《儒林外史》中刻画了马纯上这一人物形
象。马纯上一直将金榜题名奉为人生目标，同时将步
入仕途作为人生的唯一正确道路，然而现实的情况是
他在科举的道路上屡屡挫败，“补禀二十四年，蒙历
任宗师的青目，共考过六七个案首，只是科场不利”。
但这并没有改变科举制度在其心目中的位置，依然
对科举考试充满希望，“‘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
人人必要做的。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
做举业”。第十五回，他与匡超人对话：“人生世上，
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只是有本事进
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这才是大
孝。”读者可以从他的一系列举动和言语中窥探出科
举制度对他的影响。《儒林外史》中鲁编修自己没有
儿子，便将唯一的女儿当作儿子进行教化，鲁小姐每
天坚持研习八股文并坚持做标注，阅读的每一处被标
记得密密麻麻。她对自己的丈夫不参加科举非常失
望，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每日拘他在房里讲‘四
书’，读文章”。尽管封建社会女性不能参加科举考
试，但通过对这一人物的刻画，读者可以深刻感受到
以鲁小姐为代表的女性对科举制度的痴迷。科举制
度不仅让一部分人醉心于此，也揭露了一部分读书人
的虚伪品性。匡超人是一个“聪明、灵活、多变、虚
伪”的小人，贫穷的时候他可以做到勤俭持家、孝敬
父母，一旦通过科举考试得中后，他抛妻弃子、装腔
作势。出身农村的他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秀才，又通
过官场上的人脉，投机钻营，搞人身依附。之所以有
如此成就并不完全靠他的真才实学，与他在官场上结
识的人脉有很大联系。

2. 对科举人物品格的讽刺

扭曲的科举制度下，人性必然会有相应程度的扭
曲，吴敬梓也很注意对人性扭曲的描写。《儒林外史》
中作者对季苇萧最形象的刻画就是“清风明月常如
此，才子佳人信有之”，在婚姻问题上季苇萧表现出
一副极其不负责的态度，在已经有妻子的情况下毫不
忌讳地入赘尤家，当有人质问其为何再婚时，他恬不
知耻地说道：“风流人物只要才子佳人能够汇合，一
个两个又有什么稀奇呢？”作者通过对话刻画了季
苇萧对其行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放任态度。又如
对万雪斋这一盐商形象的讽刺，万雪斋政治地位和文
化地位不高，但偏偏喜好用带有书法文化意味的方式

装饰自身，比如，他总是通过在大厅悬挂的用金字书
写的“慎思堂”三个大字来表明自己的身份；在处理
与牛玉圃关系上也体现了为人狡黠的一面，牛玉圃由
于谈到万雪斋的痛处而惹怒了万雪斋，万雪斋立刻决
定与其断绝来往。

3. 对社会文化的讽刺

《儒林外史》描写了一群“附庸风雅”的读书人，
他们看似是在进行文化活动，实则是在开展反文化活
动。辛东之和金寓刘两个人都是相当有名气的书法
作家，他们主要靠一身的书法技能游走在上流社会的
官宦和富商之家。辛东之在冯盐商家写字半年却没
有要到应得的三千银子，于是不禁诅咒冯盐商家在阴
间变成穷鬼。金寓刘在方盐商家写了 22 个字得到了
八十两银子却嫌少，于是执意不肯让方盐商家拿走自
己书写的对联，方盐商当场付钱后便撕了他书写的对
联，金寓刘虽然得到了钱，却失去了应有的面子。两
个书法家作为文人雅士的代表，身上却充满了铜臭气
息，作者通过刻画这两个人物，对当时的社会文化进

行了讽刺。

综上所述，吴敬梓《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的运
用可谓达到了一定境界，整部小说的最终成功也离不
开这一艺术手法的巧妙运用。作品中作者秉持爱憎
分明的态度，利用不同手法、不同方式对不同人物进
行了不同的刻画，对科举制度下文化和人物的讽刺，
最终都指向了吃人的封建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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