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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编版九年级上册第六单元主题阅读

传统白话小说

 明清时期，我国古代白话小说发展到顶峰，产生了众多不朽的名著。本单元的课

文，都是从这一时期的经典长篇小说中节选的精彩片段。它们有的讲述英雄传奇，有

的描绘儒林世相，有的演绎历史故事，有的展现封建大家族的生活，情节引人入胜，

人物形象鲜明，有很高的艺术价值，阅读这些作品，可以让我们领略传统白话小说的

魅力，了解古代生活，丰富人生体验。

学习这个单元，要抓住小说的主要线索，梳理故事情节；把握人物形象，探讨其

性格形成的原因；结合具体描写，了解古代白话小说的艺术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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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小说，发源于唐代的一种文学形式。中国白话小说的前身是民间故事和所谓的“街谈巷语”，在古代中

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小说经历了不断的丰富和拓展，到宋代的话本阶段基本成熟定型，直到明代才迎来了

真正的繁荣，成为与抒情文学分庭抗礼的一大文学体系。

一、发展源流

1.发祥期：唐代

当时，市人小说、寺院俗讲成为白话小说的两个发展源头。

2.黄金期：宋、元时期，开封、杭州等瓦舍勾栏处，“说话”艺术盛行，由此产生“话本小说”。这也是

最早的白话小说形式，这种小说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短篇白话故事，篇幅较短，基本用口语叙述，有虚构性。

3.宋末及元代，在白话小说基础上出现了文人模仿此形式创作的拟话本小说。

3.全盛期：明、清

这一时期，产生了演义小说、长篇章回体小说等。如明代四大奇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

《长篇章回体演义小说》《金瓶梅》；明代的拟话本小说“三言”“两拍”；“三言”即冯梦龙的《喻世明言》

《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二拍”即凌蒙初”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清代“双峰”：《儒

林外史》《红楼梦》。而《红楼梦》更成为中国古代现实主义小说辉煌的顶点。

二、基本信息

“小说”一词最早出现于《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这里认为小说是一种不

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的东西。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说：“凡是不登大雅之堂、凡为士大夫

所鄙夷、所不屑注意的文体都是‘俗文学’”，小说正是这样一种俗文学。班固也认为“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

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他认为小说是末技，是小道小智所为。但小说的生命力极为旺盛，虽然

饱经磨难和拒斥，却仍然有强烈的发展势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到唐宋之交，市民阶层兴起，尤其是宋

代，生产力发展迅速，市民阶层日益壮大，他们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休闲娱乐的呼唤也日益强烈，城市文化越来

越盛行，中国的长篇白话小说以此为契机，迅速的发展起来。

唐代传奇相对白话小说是雅，但拿传统的雅俗观来衡量它，却又可以说它为俗。雅俗问题与上述娱乐和教化、

虚构和实录的问题有着内在的联系。教化的内容是礼义，实录叫做雅驯，可见传统的雅俗观是贬低和排斥娱乐和

虚构的。儒家道统文统的继承和发扬，阻塞了传奇小说的发展。传奇小说，一般的说是士人写给士人读的文学，

它本来就产生和活跃在雅文化圈内。当它蒙上不雅的俗名，士人便疏远它，它便从雅文化圈走出来，逐渐向俗文

化靠拢。宋代传奇小说作者的文化层次下移，同时创作倾向却向雅的方向攀附。“论次多实”、“采艳殊乏”，

都是弃俗而就雅的表现。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6%96%87%E5%AD%A6/17805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6%96%87%E5%AD%A6/17805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8%82%E4%BA%BA%E5%B0%8F%E8%AF%B4/653840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3%A6%E8%88%8D/1000878?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F%9D%E6%9C%AC%E5%B0%8F%E8%AF%B4/6296413?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9%BD%E8%AF%9D%E6%95%85%E4%BA%8B/3353618?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B%9F%E8%AF%9D%E6%9C%AC%E5%B0%8F%E8%AF%B4/232640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C%94%E4%B9%89%E5%B0%8F%E8%AF%B4/921223?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B%A0%E5%9B%9E%E4%BD%93/1101800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8%8E%E4%BB%A3%E5%9B%9B%E5%A4%A7%E5%A5%87%E4%B9%A6/1103221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9%E5%9B%BD%E6%BC%94%E4%B9%89/578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5%BF%E6%B8%B8%E8%AE%B0/5723?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7%91%E7%93%B6%E6%A2%8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9%E8%A8%8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6%AF%E6%A2%A6%E9%BE%99/53984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6%BB%E4%B8%96%E6%98%8E%E8%A8%80/91190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D%A6%E4%B8%96%E9%80%9A%E8%A8%80/76845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6%92%E4%B8%96%E6%81%92%E8%A8%80/76843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8C%E6%8B%8D?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7%8C%E8%92%99%E5%88%9D/1455311?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9D%E5%88%BB%E6%8B%8D%E6%A1%88%E6%83%8A%E5%A5%87/891738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8C%E5%88%BB%E6%8B%8D%E6%A1%88%E6%83%8A%E5%A5%87/748523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8C%E5%B3%B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A%A2%E6%A5%BC%E6%A2%A6/15311?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E%B0%E5%AE%9E%E4%B8%BB%E4%B9%89%E5%B0%8F%E8%AF%B4/5783303?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3%91%E6%8C%AF%E9%93%8E/473098?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F%97%E6%96%87%E5%AD%A6/159235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F%AD%E5%9B%BA/81828?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8%82%E6%B0%91%E9%98%B6%E5%B1%82/1053394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87%E5%8C%96%E7%94%9F%E6%B4%BB/612741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F%8E%E5%B8%82%E6%96%87%E5%8C%96/1084813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4%90%E4%BB%A3%E4%BC%A0%E5%A5%87/2487483?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4%92%E5%AE%B6/945629?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1%93%E7%BB%9F/340452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87%E7%BB%9F/366922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87%E5%8C%96%E5%9C%88/794820?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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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至元明，传奇小说俗化趋势愈益明显，从明代中后期流行的各种通俗类书如《国色天香》、《万锦情

林》、《绣谷春容》、《燕居笔记》等竞相转载来看，它们在士人中还是颇有读者的。人们总爱附庸风雅，标榜

不俗，而实际却有难以脱俗的一面。

这类半文半白的、篇幅已拉得很长的传奇小说继续走着俗化的路，到明末清初，它们干脆放弃文言，使用白

话，并且采取章回的形式，便成为了才子佳人小说，完全与通俗小说合流。

如果说传奇小说是从雅到俗，那么白话小说的运动方向恰好相反，是从俗到雅。白话小说无论短篇还是长篇，

都源于民间“说话”，它们的体制和叙事方式都保留着“说话”的胎记，与源于史传的传奇小说迥然有别。白话

小说长时期在民间传播，其故事是生鲜的、同时又是稚拙的，版刻也很粗率。直到明代嘉靖前后，情况才发生重

大变化。文人突然看好这种俗而又俗的文学样式，他们不只是评论，而且参与其间，进行搜集、整理、加工、编

辑、出版。接着还有模拟这种样式的文人创作，如冯梦龙的“三言”，凌濛初的“二拍”和陆人龙的《型世

言》，等等。

这种情况的发生，与王阳明“心学”的崛起有着直接的关系。王阳明是主张人皆可以成为圣贤的，有利用俗

的形式才能达到化俗的效果。他对俗的重视，在当时却有振聋发聩效果。嘉靖万历时代推崇通俗文学的文学家所

依据的就是王阳明的这种思想。

白话小说的作者由不见经传的无名氏，渐次上升为大文人。他们的文化修养和社会地位都是早期白话小说作

者所不能相比的。

白话小说的内容和风格也随着作者成份的改变而渐次由俗变雅。按创作方式，白话小说的演进大体可分为

三个阶段：早期是“说话”的书面化；中期是作家根据现成故事进行创作；后期是作家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独立

创作。文人独创的小说，不仅题材情节出自个人机杼，而且艺术风格也有鲜明的个性。白话小说发展到后期已有

雅俗的分别。不过，白话小说的主流趋向于雅，却是不争的事实。

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它们的源头分别为雅和俗，它们的走向却相反，文言小说向俗靠拢，白话小说向雅接

近。雅俗在小说范畴内达成了妥协。“雅”接纳了白话，承认了“虚构”；“俗”则承担起“教化”的使命。换

言之，“雅”放弃了“雅言”和“实录”的原则，“俗”则放弃了娱乐惟一的宗旨。小说中雅俗共存是小说艺术

成熟的重要标志。

中国小说的源头就存在着雅俗的分歧，雅的是文言小说，它从史传蜕化而来；俗的是白话小说，它从民间伎

艺“说话”转变而成。在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的发展途程中，雅和俗构成两极，文言小说受到俗的引力作用，不

断吸收俗的成分，显示出渐次俗化的倾向；而白话小说则受到雅的引力作用，不断吸收雅的成分，表现为渐次雅

化的倾向。雅俗结合是小说成就的重要标志之一。

明万历以后，不仅长篇小说的创作达到了空前的繁荣，而且短篇白话小说的创作也呈现出繁荣景象。

古典文言短篇小说作品衰微，这种文学样式在当时已不适应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7%E9%94%A6%E6%83%85%E6%9E%97/408307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7%E9%94%A6%E6%83%85%E6%9E%97/408307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A3%E8%B0%B7%E6%98%A5%E5%AE%B9/2433026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7%95%E5%B1%85%E7%AC%94%E8%AE%B0/2435282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A7%E7%BB%AD%E8%B5%B0%E7%9D%80/1677480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8%8E%E6%9C%AB%E6%B8%85%E5%88%9D/2063158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9%8D%E5%AD%90%E4%BD%B3%E4%BA%BA%E5%B0%8F%E8%AF%B4/458616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0%9A%E4%BF%97%E5%B0%8F%E8%AF%B4/7585603?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F%90%E5%8A%A8%E6%96%B9%E5%90%91/758732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99%E4%BA%8B%E6%96%B9%E5%BC%8F/5269518?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B2%E4%BC%A0/831658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8%89%E9%9D%96/552088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6%AF%E6%A2%A6%E9%BE%99?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9%E8%A8%8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7%8C%E6%BF%9B%E5%88%9D/690684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8C%E6%8B%8D/51577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9%86%E4%BA%BA%E9%BE%99/680721?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E%8B%E4%B8%96%E8%A8%80/690358?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E%8B%E4%B8%96%E8%A8%80/690358?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F%83%E5%AD%A6/113615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7%E5%8E%86/704569?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0%9A%E4%BF%97%E6%96%87%E5%AD%A6/912123?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87%E5%8C%96%E4%BF%AE%E5%85%BB/5747289?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4%BE%E4%BC%9A%E5%9C%B0%E4%BD%8D/1039212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87%E8%A8%80%E5%B0%8F%E8%AF%B4/507838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87%E8%A8%80%E5%B0%8F%E8%AF%B4/507838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8%8E%E4%B8%87%E5%8E%86/12765103?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D%E9%80%82%E5%BA%94/22678297?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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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要求，相反，白话短篇小说作品的创作却是一派生机盎然。这里的原因是比较多的。首先，明中叶以

后，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城市不断扩大，市民阶层的力量壮大，在社会上是一股极为活跃的、强大的阶层，他们

要求在文学上能有反映他们的生活和思想的文学样式和文学作品。

其次，宋元话本小说在明代得以继续发展，它是劳动群众小说创作自身发展的结果，显示出比文言小说更强

的生命力。参予白话小说创作的作家大多是中下层知识分子，他们善于吸收群众艺术创作的结果，语言通俗易懂，

作品更多地反映了现实社会的内容，有一定的社会批判精神，因而有着更强的人民性，为广大群众所观赏喜爱。

明代印刷术发达，书坛众多，迎合人们的口味与喜好，书商也大量地刊行话本小说，因此话本小说慢慢地演

变为供案头阅读之作的拟话本。

拟话本的体裁与话本相似，都是首尾有词，中间以诗词为点缀，故事性强，情节生动完整，描写人物的心理

细致入微，个性突出，比较注意细节的刻画等。但它又与话本不同。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认为拟话本

是“近讲史而非口谈，似小说而无捏合”，“故形式仅存，而精采遂逊。”在口语运用和生活气息上，拟话本明

显地逊于话本小说。

认为最早的话本集《清平山堂话本》，是嘉靖年间洪楩辑印的，分《雨窗》、《长灯》等 6 集，每卷 1 篇，

共收话本 60篇，故全书总名为《六十家小说》，今存 15种。万历年间熊龙峰刊印的话本今存 4种。这两种话本

集都包括宋元话本和明代拟话本在内。天启年间冯梦龙编辑的《喻世明言》（初题《古今小说》）、《警世通

言》、《醒世恒言》三部短篇小说集，简称“三言”，每集收话本 40篇，包括宋元话本、明代拟话本两部分。

“三言”对后世影响较大，此后拟话本的专集大量出现。明末凌濛初在“三言”的影响下，创作了《初刻拍案惊

奇》、《二刻拍案惊奇》两个拟话本集，简称“二拍”。“三言”、“二拍”代表了明代拟话本的成就，是由话

本向后代文人小说过渡的形态，对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创作在明末以后继续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明代白话短篇小说反映了广泛的社会生活内容。爱情婚姻的题材是明代拟话本的一个重要内容。《杜十娘

怒沉百宝箱》、《乐小舍拚生觅偶》、《玉堂春落难逢夫》等真实地描写了被糟践的妇女的悲惨地位以及她们对

爱情婚姻的自主要求，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与向往，贯穿了对封建礼教及门第观念的批判，尤其是《杜十娘怒沉百

宝箱》，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可称为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在《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卖油郎

独占花魁》等篇中，反映了市民阶层的爱情婚姻观念。《俞伯牙摔琴哭知音》、《施润泽滩阙遇友》等篇描写了

在冷酷的等级社会中真诚的友谊。《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卢太学诗酒傲王侯》、《灌园叟晚逢仙女》等篇暴

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狰狞面目和无耻罪恶。《转运汉巧遇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叠居奇程客得助，三

救厄海神显灵》等篇反映了明代社会商人的心理。

总之，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和政治的黑暗，描写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生活与思想，歌颂市民阶级的勤

劳诚实及对发财致富的追求，要求爱情与婚姻生活的自由，抨击科举制度的不合理和司法制度弊病等主题，共

同组织成明中叶以后短篇白话小说的重要内容，显示了明拟话本新的思想特色。但“三言”、“二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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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包含着明显的落后和庸俗的因素，比如美化统治阶级、宣扬封建礼教、迷信鬼神等占了相当的数量，

尤其又以“二拍”更为严重，这也是明代后期话本小说的通病。明末短篇白话小说集还有十多种，比较有影响的

是《西湖二集》、《石点头》、《鼓掌绝生》、《醉醒石》等，成就都不高，但其中有一些篇章，文笔生动，形

象鲜明，对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病有所揭露。

明清时代是一个充满进步与守旧、启蒙与顽愚、思想解放与钳制的时代。一方面，个性觉醒，人本意识抬头，

不少进步人士张扬个性，追求自由，肯定物欲财利，这反映在小说里就是小说中人性涌动，追求物欲，情爱描

写细腻等。另一方面，封建统治者强化统治，中央集权突出，进一步加强思想控制，由此也出现了一些理学观

念浓厚、伦理说教明显的小说作品。此外，还有两种思想皆有，禁欲主义和享乐之风并行。明清小说内容丰富，

类别繁多。

一、（2022·安徽·九年级专题练习）阅读下文，回答问题。

《水浒传》节选

施耐庵

这武松提了梢棒，大着步，自过景阳冈来。【甲】约行了四五里路，来到了冈子下，见一大树，刮去了皮，

一片白，上写两行字。或松也颇识几字，抬头看时，上面写道：

“近因景阳冈大虫伤人，但有过往客商，可于巳、午、未三个时辰结伙成队过冈，勿请自误。”

武松看了，笑道：“这是酒家诡诈，惊吓那等客人，便去那厮家里宿歇。我却怕甚么鸟！”横拖着梢棒，便

上冈子来。

那时已有申牌时分。这轮红日，压压地相傍下山。【乙】武松乘着酒兴，只管走上冈子来，走不到半里多路，

见一个数落的山神庙。行到庙前，见这庙门上贴着一张印信榜文。武松住了脚读时，上面写道：

“阳谷县示：为景阳冈上，新有一只大虫，近来伤害人命。现今杖限各乡里正并猎户人等行捕，未获，如有

过往客商人等，可于巳、午、未三个时辰，结伴过冈：其余时分及单身客人，不许过冈，恐被伤害性命，各宜知

悉。

主题
阅读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F%9D%E6%9C%AC%E5%B0%8F%E8%AF%B4?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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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松读了印信榜文，方知端的有虎。欲待转身再回酒店里来，寻思道：“我回去时，须气他耻笑，不是好汉，

难以转去，”存想了一回，说道：“怕甚么鸟！且只顾上去，看怎地！”武松正走，看看酒涌上未，使把毡笠儿

背在脊梁上，将梢棒绾在肋下，一步步上那冈子来。回头看这日色时，渐渐地坠下去了。【丙】武松自言自说道：

“那得甚么大虫！人自怕下，不敢上山。”武松走了一直，酒力发作，焦热起来，一只手提着梢棒，一只手把胸

膛前袒开，踉踉跄跄，直奔过乱树林来。见一块光挞挞大青石，把那梢棒倚在一边，放翻身体，却待要睡。只见

发起一阵红风来，古人有四句请单道那风：

无形无影透人怀，四季能吹万物开。

就树撮将黄叶去，入山推出白云来。

原来但凡世上云生从龙，风生从虎。【丁】那一阵风过处，只听得乱树背后扑地一声响，跳出一只吊晴白额

大虫来。武松见了，叫声：“呵呀！”从青石头上翻将下来，便拿那条梢棒在手里，闪在青石边。

那个大虫又饥又渴，把两只爪在地下略按一按，和身望上一扑，从半空里撺将下来。武松被那一惊，酒都做

冷汗出了。说时迟，那时快。武松见大虫扑来，只一闪，闪在大虫背后。那大虫背后看人最难，便把前爪搭在地

下，把腰跨一掀，掀将起来。武松只一躲，躲在一边。大虫见掀他不着，吼一声，却似半天里起个霹雳，振得那

山冈也动，把这铁棒也似虎尾倒竖起来只一剪。武松却又闪在一边。原来那大虫拿人，只是一扑，一掀，一剪，

三般提不着时，气性先自没一了半。那大虫又剪不着，再吼了一声，一兜兜将回来。武松见那大虫复翻身回来，

双手轮起梢棒，尽平生气力只一棒，从半空劈将下来。只听得一声响，簌簌地将那树连枝带叶劈脸打将下来。定

睛看时，一棒劈不着大虫。原来打急了，正打在枯树上，把那条梢棒折做两裁，只拿得一半在手里。

那大虫咆哮，性发起来，翻身又只一扑，扑将来。武松又只一跳，却退了十步远。那大虫恰好把两只前爪搭

在武松面前。武松将半截棒丢在一边，两只手就势把大虫顶花皮肐地揪住，一按按将下来。那只大虫急要挣扎，

被武松尽气力纳定，那里肯放分半点儿松宽。武松把只脚望大虫面门上、眼睛里，只顾乱踢。那大虫咆哮起来，

把身底下爬起两堆黄泥，做了一个土炕。武松把那大虫嘴直按下黄泥坑里去，那大虫吃武松奈何得没了些气力。

武松把左手紧紧地揪住顶花皮，偷出右手来，提起铁锤般大小拳头，尽平生之力，只顾打。

（选自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10月第 2版）

1．下面的句子出自原文，它在文中的位置应该是（      ）

此时正是十月间天气，日短夜长，容易得晚。

A．【甲】 B．【乙】 C．【丙】 D．【丁】

2．武松过景阳冈违反了哪些规定？请结合榜文简要分析并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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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请结合选文，说说文中画线句子引用诗句的妙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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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请赏析下面的文字。

（1）武松看了，笑道：“这是酒家诡诈，惊吓那等客人，便去那厮家里宿歇。我却怕甚么鸟！”（赏析加点词

的效果）

                                                                                                 

                                                                                                 

                                                                                                 

（2）大虫见掀他不着，吼一声，却似半天里起个霹雳，振得那山冈也动。（从修辞手法角度）

                                                                                                 

                                                                                                 

                                                                                                 

5．《水浒传》中有许多故事都与“酒”有关，请按要求，进行探究。

人物 故事 酒与故事的关联 结论

鲁达 ①                 吃酒破戒，狂击僧人

杨志 押送生辰纲 ②                                          

武松 景阳冈打虎 吃酒壮胆，拳打老虎

③                 浔阳楼题诗 吃酒添愁，题诗惹祸

原来，文中有关“吃酒”场景的设

置能够：

④                                    

⑤                                     

【答案】

1．C    

2．①违反过景阳冈的时间要求：只能巳、午、未三个时辰可过，武松是申时过冈。②违反过景阳冈的人数要求：

只许结伴过冈，武松是独自一人过冈。    

3．写出初冬山风的猛烈，营造了一种阴森可怖的环境氛围，为老虎的出没做铺垫。    

4．（1）“笑”体现了武松对酒家相告的不屑以及内心的自信。

（2）运用比喻、夸张的修辞方法，生动地写出了老虎吼声的巨大和掀不到武松的焦急，侧面表现了武松身手敏

捷，武艺高强。    

5．大闹五台山     吃酒误事，痛失财物     宋江     推动故事发展，丰富故事情节     烘托人物形象，凸

显人物性格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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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题考查根据语境确定句子的位置。这句话的内容与时间有关，“日短夜长，容易得晚”，暗示天将黑。四

处有乙、丙两处与时间有关，乙处上文“这轮红日，压压地相傍下山”，丙处上文“回头看这日色时，渐渐地坠

下去了”，可知，丙处与天将黑更接近。故选 C。

2．本题考查内容分析概括。根据榜文“如有过往客商人等，可于巳、午、未三个时辰，结伴过冈；其余时分及

单身客人，不许过冈”可知，榜文规定：①过冈时间可于巳、午、未三个时辰。②过冈人数要求为结伴，单身客

人不许过冈。根据“那时已有申牌时分”可知，武松过冈时间为“申时”；自己过冈为单身。

3．本题考查引用诗句的作用。这几句诗描写老虎出现前的一阵红风，属于景物描写。“就树撮将黄叶去，入山

推出白云来”，形象地描写了初冬山风的猛烈，渲染了阴森可怖的气氛。联系下文“原来但凡世上云生从龙，风

生从虎。那一阵风过处，只听得乱树背后扑地一声响，跳出一只吊晴白额大虫来”，为下文老虎的出现做铺垫。

4．本题考查赏析词句。（1）“笑”是对武松的神态描写，“这是酒家诡诈，惊吓那等客人”武松认为酒家是在

诡诈，体现了武松对酒家相告的不屑；“我却怕甚么鸟”表明他并不害怕，体现了他内心的自信。（2）“却似

半天里起个霹雳”，将“吼声”比作“霹雳”，运用比喻的修辞方法，“振得那山冈也动”，夸张的修辞方法，

生动地写出了老虎吼声的巨大；联系上文“大虫见掀他不着，吼一声”，表现了老虎掀不到武松的焦急。由老虎

的表现，侧面突出了武松身手敏捷，武艺高强。

5．本题考查《水浒传》内容探究。①鲁达吃酒破戒，狂击僧人，故事为：鲁智深大闹五台山。鲁智深去五台山，

做僧避祸。他晚不坐禅，喝酒打人。打造关王刀一样的戒刀和禅杖。假借过往僧人名义喝酒吃狗肉，在半山拽拳

使脚，打坍亭子，打坏金刚，要烧寺院，回寺呕吐，给禅和子嘴里塞狗腿，搞得大家卷堂而散。监寺、都寺遣众

人来打，鲁智深趁酒醉大闹一场，被长老喝住。②杨志押送生辰纲，酒与故事的关联：吴用等人假装卖枣稳住杨

志等人，白胜扮卖酒汉引诱对方，吴用在杨志放松警惕时下药在瓢里，白胜夺来倒在桶里麻倒对方，智取生辰纲。

概括为：吃酒误事，痛失财物。③浔阳楼题诗的主人公为宋江：宋江游赏浔阳楼，酒醉后在墙壁上题了反诗，被

黄文炳陷害，锒铛入狱。④⑤考查“吃酒”场景设置的作用：这些故事的发生，都与酒有关，“酒”是推动故事

情节发展的关键，如杨志押送生辰纲，若无酒中下蒙汗药的情节，便无下文故事的发生；武松景阳冈打虎，酒则

为打虎助兴，丰富了故事情节；“酒”同时也烘托了人物形象，表现了人物性格。如鲁达吃酒破戒，则表现了人

物不受约束、豪爽的性格。

二、（2023 秋·重庆忠县·九年级统考期末）阅读下面的选段，完成下面小题

选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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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屠右手拿刀，左手便来要揪鲁达；被这鲁提辖就势按住左手，赶将入去，望小腹上只一脚，腾地踢倒在当

街上。鲁达再入一步，踏住胸脯，提起那醋钵儿大小拳头，看着这郑屠道：“洒家始投老种经略相公，做到关西

五路廉访使，也不枉了叫做‘镇关西’！你是个卖肉的操刀屠户，狗一般的人，也叫做‘镇关西’！”扑的只一

拳，正打在鼻子上，打得鲜血迸流，鼻子歪在半边，却便似开了个油酱铺，成的、酸的、辣的一发都滚出来。郑

屠挣不起来，那把尖刀也丢在一边，口里只叫：“打得好！”鲁达骂道：“直娘贼！还敢应口！”提起拳头来就

眼眶际眉梢只一拳，打得眼棱缝裂，乌珠进出，也似开了个彩帛铺，红的、黑的、紫的都绽将出来。

两边看的人惧怕鲁提辖，谁敢向前来劝。

郑屠当不过，讨饶。鲁达喝道：“咄！你是个破落户！若只和俺硬到底，洒家倒饶了你！你如今对俺讨饶，

洒家偏不饶你！”又只一拳，太阳上正着，却似做了一个全堂水陆的道场，磬儿、钹儿、铙儿一齐响。鲁达看时，

只见郑屠挺在地上，口里只有出的气，没了入的气，动掸不得。鲁提辖假意道：“你这厮诈死，洒家再打！”只

见面皮渐渐的变了。

鲁达寻思道：“俺只指望痛打这厮一顿，不想三拳真个打死了他。洒家须吃官司，又没人送饭，不如及早撒

开。”拔步便走，回头指着郑屠尸道：“你诈死，洒家和你慢慢理会！”一头骂，一头大踏步去了。街坊邻居并

郑屠的火家，谁敢向前来拦他。鲁提辖回到下处，急急卷了些衣服盘缠，细软银两，但是旧衣粗重都弃了；提了

一条齐眉短棒，奔出南门，一道烟走了。

《水浒传》第三回

选段二： 

那个捣子迳奔去报了蒋门神。蒋门神见说，吃了一惊，踢翻了交椅，丢去蝇拂子，便钻将来。武松却好迎着，

正在大阔路上撞见。蒋门神虽然长大，近因酒色所迷，淘虚了身子，先自吃了那一惊，奔将来，那步不曾停住，

怎地及得武松虎一般似健的人，又有心来算他。蒋门神见了武松，心里先欺他醉，只顾赶将入来。说时迟，那时

快，武松先把两个拳头去蒋门神脸上虚影一影，忽地转身便走。蒋门神大怒，抢将来，被武松一飞脚踢起，踢中

蒋门神小腹上，双手按了，便蹲下去。

《水浒传》第二十九回

选段三：

李逵戴上毡笠儿，提了朴刀，跨了腰刀，别了朱贵、朱富，便出门投百丈村来。约行了数十里，天色渐渐微

明，去那露草之中，赶出一只白兔儿来，望前路去了。李逵赶了一直，笑道：“那畜生倒引了我一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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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走之间，只见前面有五十来株大树丛杂，时值新秋，叶儿正红。李逵来到树林边厢，只见转过一条大汉，

喝道：“是会的留下买路钱，免得夺了包裹！”李逵看那人时，戴一顶红绢抓儿头巾，穿一领粗布衲袄，手里拿

着两把板斧，把黑墨搽在脸上。李逵见了，大喝一声：“你这厮是甚么鸟人，敢在这里剪径！”那汉道：“若问

我名字，吓碎你的心胆！老爷叫做黑旋风！你留下买路钱并包裹，便饶了你性命，容你过去！”李逵大笑道：

“没有娘鸟兴！你这厮是甚么人，哪里来的，也学老爷名目，在这里胡行！”李逵挺起手中朴刀奔那汉。那汉那

里抵挡得住，待要走。早被李逵腿股上一朴刀，搠翻在地，一脚踏住胸脯，喝道：“认得老爷么？”那汉在地下

叫道：“爷爷！饶你孩儿性命！”李逵道：“我正是江湖上的好汉黑旋风李逵便是！你这厮辱没老爷名字！”那

汉道：“孩儿虽然姓李，不是真的黑旋风；为是爷爷江湖上有名目，鬼也害怕，因此孩儿盗学爷爷名目胡乱在此

剪径，但有孤单客人经过，听得说了‘黑旋风’三个字，使撇了行李逃奔去了。以此得这些利息。实不敢害人。

小人自己的贱名叫李鬼，只在这前村住。”李逵道：“叵耐道无礼，在这里夺人的包裹行李，坏我的名目，学我

使两把板斧！且教他吃我一斧！”劈手夺过一把斧来便砍。李鬼慌忙叫道：“爷爷！杀我一个，便是杀我两

个！”李逵听得，住了手，问道：“怎的杀你一个便是杀你两个？”李鬼道：“孩儿本不敢剪径，家中因有个九

十岁的老母，无人养赡，因此孩儿单题爷爷大名唬吓人，夺些单身的包裹，养赡老母：其实并不曾敢害了一个人。

如今爷爷杀了孩儿，家中老母必是饿杀！”

李逵虽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君，听得说了这话，自肚里寻思道：“我特地归家来取娘，倒杀了一个养娘的人，

天地也不容我——罢！罢！我饶了你这厮性命！”放将起来，李鬼手提着斧，纳头便拜。李逵道：“只我便是真

黑旋风；你从今已后休要坏了俺的名目！”李鬼道：“孩儿今番得了性命。自回家改业，再不敢倚着爷爷名目在

这里剪径。”李逵道：“你有孝顺之心，我与你十两银子做本钱，便去改业。”李逵便取出一锭银子，把与李鬼，

拜谢去了。李逵自笑道：“这厮撞在我手里！既然他是个孝顺的人，必去改业。我若杀了他，也不合天理。我也

自去休。”

《水浒传》第四十三回选段

6．关于《水浒传》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鲁达仗义赠银，发送父女回乡，三拳打死了郑屠。事后弃职逃亡，转去大相国寺出家，法名‘智深’。

B．晁盖得知奸臣蔡京的女婿梁中书派杨志押送‘生辰纲’上京，便由吴用定计，劫了生辰纲，投奔梁山。

C．林冲因误闯白虎节堂刺配沧州，被安排看管草料场，高俅要赶尽杀绝所以派董超、薛霸来到沧州火烧草料

场。

D．李逵回家接老娘，走到沂岭，去给老娘找水喝，等到他找完水回来时却发现母亲被大虫吃了，一时间火从

心起，杀了两只老虎为母报仇。

7．阅读选段一回答下面两个问题：

（1）鲁智深拳打镇关西的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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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者着力从多角度描绘“三打”的精彩场面，有何作用？请结合选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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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选段二中讲述了武松要报答            的恩情，为他夺回蒋门神抢去的            武松发配至孟州主要

是因为他                        。

9．阅读选段三，李鬼家里有九十岁的老母吗？请概述后面的情节：“李鬼的下场”。

                                                                                                 

                                                                                                 

                                                                                                 

10．（1）金圣叹评鲁达“论粗鲁处，他也有些粗鲁；论精细处，他亦甚是精细”。请结合选段内容具体分析。

                                                                                                 

                                                                                                 

                                                                                                 

（2）结合《水浒传》简要分析比较武松、李逵两人性格的异同。

                                                                                                 

                                                                                                 

                                                                                                 

【答案】

6．B    

7．（1）镇关西看上卖唱的姑娘，想强抢为妻。嫉恶如仇的鲁提辖知道后，义愤填膺，决意为姑娘主持公道。

（2）从味觉、视觉、听觉多角度描写，生动形象地写出鲁提辖力大无穷、惩罚邪恶的威力，刻画出郑屠受到惩

罚的丑态。给读者有味、有声、有色的画面，有身历其境之感。    

8．施恩     快活林     为兄报仇斗杀西门庆    

9．李鬼没有老母，只有一个妻子。过后，李逵寻食于李鬼家。李鬼妻子欲向官府报告李逵下落而领赏，被李逵

听见。李逵杀了李鬼，而李鬼妻子则逃脱了。    

10．（1）从“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的相关情节中可以看出鲁智深粗鲁爽直、不畏强暴的特点：粗中有细体现在：

不小心把郑屠打死后，随机应变，故意说他诈死，边骂着慢慢离去，让自己从容脱身。（2）性格上相同点：讲

义气，重友情，好打抱不平。

性格上不同点：①李逵不动脑子，鲁莽冲动、意气用事，心粗胆大、率直忠诚、仗义疏财。②武松脑筋很活跃。

做事利索，敢做敢当，但从不冲动，总是三思而后行。

【解析】

6．本题考查名著内容。

A.“转去大相国寺出家”叙述错误，应该是去五台山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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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高俅要赶尽杀绝所以派董超、薛霸来到沧州火烧草料场”叙述错误，被派去烧草料场的是陆虞和富安；

D.“杀了两只老虎为母报仇”叙述错误，李逵杀了四只老虎为母报仇；故选 B。

7．本题考查内容的理解与分析。

（1）根据原著可知鲁智深拳打镇关西的原因鲁达在酒楼喝酒听到隔壁有女子哭泣，鲁达询问原因，却得知是民

女金翠莲被恶霸“镇关西”强娶。金翠莲嫁到郑大官人家不满两个月，就被他老婆赶了出来，还追着讨要彩礼钱。

不得已，父女二人只好在酒楼卖唱。嫉恶如仇的鲁提辖知道后，义愤填膺决定为他们俩人出气。

（2）第一拳，“扑的只一拳，正打在鼻子上，打得鲜血迸流，鼻子歪在半边，却便似开了个油酱铺，成的、酸

的、辣的一发都滚出来。”从味觉写出了郑屠挣不起来的惨样，第二拳“提起拳头来就眼眶际眉梢只一拳，打得

眼棱缝裂，乌珠进出，也似开了个彩帛铺，红的、黑的、紫的都绽将出来”从视觉写出了郑屠受到惩罚的丑态，

第三拳“又只一拳，太阳上正着，却似做了一个全堂水陆的道场，磬儿、钹儿、铙儿一齐响”从听觉写出郑屠被

打的狼狈，生动形象地写出鲁提辖力大无穷、惩罚邪恶的威力，给读者有味、有声、有色的画面，有身历其境之

感。

8．本题考查故事情节。

所给段落是“武松醉打蒋门神”。武松为了替兄长报仇杀死了西门庆，就被发送了孟州充军，又在十字坡结识了

张青和孙二娘。在孟州结识了金眼彪施恩，并且受到施恩的热情照顾。武松有些奇怪就打听事情的原委，原来东

门外有个热闹去处叫快活林，施恩在那里开了家客店，生意不错。谁知新来一位张团练他带了个狗腿子叫蒋忠。

那蒋忠九尺多身材人称“蒋门神”，他凭着武艺高强打伤了施恩霸占了快活林客店。施恩知道武松是有名的打虎

英雄，想请他帮忙夺回客店。武松为了个人的友谊而去帮助施恩夺回快活林他装成一分醉。见一个高大的汉子在

槐树下乘凉，猜想这就是蒋门神。先是到酒官里找茬，然后把蒋门神惹急，再狠狠的打他，打得蒋门神连声求饶。

武松教训了他一顿，“你把抢来的客店还给人家，今天就离开快活林，再不许回来！”快活林酒店又归还给了施

恩。

据此可以得出武松要报答施恩的恩情，为他夺回蒋门神抢去的快活林。武松发配至孟州主要是因为他兄长报仇杀

死了西门庆。　　　　　　　　　　　

9．本题考查名著故事情节。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

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058030075110006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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