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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把握《聊斋志异》中主题模糊小说的主题 

——以《赵城虎》和《遵化署狐》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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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聊斋志异》中有些篇幅短小、情节简单并且主角是动物的小说，主题不太好把握。本文以《聊斋志异》中的《赵城虎》和《遵化

署狐》为例，指出了把握这类小说主题的 关键的几个方法：关注“异史氏曰”、充分查阅与小说相关的资料、了解蒲松龄的放生思想、了

解作者通过动物有所寄托的创作思想。指导学生通过以上方法准确把握这类小说的主题，从而培养学生概括小说主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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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上学期，我们在进行《聊斋志异》（以下简称《聊斋》）的整

本书阅读时，有安排学生阅读小说篇目后概括主题的要求。有些小说，

比如《赵城虎》和《遵化署狐》，篇幅短小、情节简单，学生不能准确

概括出小说的主题。他们对小说中的人物（或者动物）的行为是否合理，

这些人物（或者动物）是正是邪分辨不清。有一部分学生认为《赵城虎》

并不是在歌颂“义虎”，提出的疑问为：按法来说，杀人偿命，如果老

虎是个人的话，早就被处死了吧！人们都知道做错了事应该自己去弥补，

怎么这个弥补放在老虎身上就成了义呢？老太太想法的转变，也让人不

解。她一开始痛恨老虎，却在老虎给了她好处时，认为老虎对她的好超

过了亲儿子，就忘记了老虎的杀子之仇。有部分学生对《遵化署狐》的

主题解读为：由于一只狐狸精逃走，从而奠定了丘公的悲惨结局。说明

了除恶务尽，不然就会影响到自己。以上解读就是没有搞清楚小说中的

人物（或动物）孰是孰非、孰正孰邪，从而对小说主题的解读有失偏颇。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去准确把握以上类型小说的主题呢？ 

首先，要关注“异史氏曰”。《聊斋》很多篇幅后面都有“异史氏

曰”，“异史氏曰”既是对故事正文的评骘，又是体现故事寓意的点睛

之笔。 《遵化署狐》后面的“异史氏曰”的意思是：狐狸迷惑人是可杀

的，但是它们认罪了，放过他们可以成全丘公的仁德，但是丘公太恨它

们了（所以想杀尽它们）。如果说杀狐的人是杨震，那么狐狸就抓不住

把柄而实施报复了。通过“异史氏曰”的提示，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丘

公的行为是批判的，拿他与杨震比较，是要突出他的不清廉。《赵城虎》

虽然没有“异史氏曰”，但是， 后写道：“土人立‘义虎祠’于东郊，

至今犹存。”很明显，小说是在歌颂“义虎”。 

其次，我们要充分查阅与小说相关的资料，掌握更多与小说相关的

信息。这样，才能让我们对小说有更全面的了解，才能更准确地把握小

说的主题。《聊斋》中的不少篇目是借鉴古代故事，对前代的小说进一

步阐释发挥。 

关于虎有人性的故事，我国写志怪的小说中有不少记载，好些篇目

都是写虎食人而被罚或者惭愧地化为石虎。与作者同时代的著名诗人王

士祯的《池北偶谈》也讲到了义虎救樵夫，樵夫与虎约定以肥猪报恩的

故事。但是这些故事，只是在虎的兽性中看到一些人性。《赵城虎》中

的虎已经化成了人——虎不仅赡养老人，老人死了后，还奔丧吊丧。通

过查阅资料，追本溯源，我们更能看出作者的写作目的——歌颂虎具有

人性。 

《遵化署狐》与《赵城虎》一样，也是对前代小说或者笔记的改编。

吴江士人叶绍袁在其著作《天寥年谱别记》中记录了他的朋友宋琬讲的

关于丘公的一个故事，丘公因为其嬖童被狐狸精骚扰，从而发兵杀狐，

狐狸没有被杀死，只是居住的地方被毁坏，从而狐狸逃走了，还抓走了

其嬖童。后来有一个叫胡廷贵的人取信于丘公后，引诱他通过贿赂谋求

升官，导致他东窗事发被抓，他在监狱里听到外面有人以手拍窗，说“今

日廷贵愤得泄矣。”他才惊悟到自己被狐狸所害。但这可能是丘公自己

所编的故事，为自己的贿赂找借口。与叶绍袁的故事相比，《遵化署狐》

有些情节不同：在丘公准备消灭狐狸精的前夕，狐狸精向丘公提出一个

较合理的要求：“容我三日 ,将携细小避去。”丘公听了沉默不语，后

来却马上采取措施消灭它们，未免有点过分。因此，《遵化署狐》具有

了丘公因为自己的残忍而遭狐狸精报复的“恶有恶报”的主题，当然

主要的还是批判他的贿赂行径，揭露官场的黑暗。 

再次，要了解蒲松龄的放生思想。蒲松龄积极吸收儒家仁者爱物爱

民思想，释家大慈大悲放生内核，有效借鉴前人放生题材、放生模式，

并在淄川爱物重生的地域氛围民俗信仰影响下，创作出蔚为大观的放生

作品。民间故事有一篇《崔判官审虎》，樵夫被老虎吃了，其母到县衙

击鼓鸣冤，食人虎被抓审讯，被崔判官“判其偿命”之后，“仰天长啸，

一头撞向台阶，溅血而亡。”这是基于生与死的两极对立，基于杀人偿

命的极端观点，显得比较狭隘、惨烈。老太太的态度其实是作者自己的

态度，她原谅食人虎，并且与它产生深厚的感情，正体现了蒲松龄秉持

释家大慈大悲放生内核，立足生命的终极关怀，从而能更加宽容地对待

食人虎。而《遵化署狐》中的狐狸已经向丘公投降了，但丘公仍想将他

们消灭殆尽。从作者爱物爱民的思想来看，他是不会认为狐狸很坏、丘

公应该除恶务尽的。 

后，在这两篇小说中，作者写有人性的虎、狐，但我们不能将动

物与人简单等同。作者在动物身上是有所寄托的，或者说有所影射的。

作者表面在歌颂义虎，实际上未必不是在歌颂那些知错就改的人，甚至

讽刺现实社会中的人不如虎，人的不负责任、忘恩负义等。《遵化署狐》

中的狐狸并非全然是为祸人类的妖怪，马瑞芳认为“《聊斋志异》里的

狐颇像西方小说里可以揭开城市的‘屋顶’和能洞悉人世秘密的‘瘸腿

的魔鬼’，能揭穿一般百姓掌握不了，但可以想象出来的官场黑暗”。

所以，这篇小说是依靠狐揭示出丘公行贿的行为，从而揭示官场的黑暗。 

根据以上方法，我们就能比较准确地分析出这两篇小说的主题。而

这些方法可以培养学生深入思考问题、查阅资料进而能准确概括小说主

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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