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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Chapter



社会背景

明清时期社会动荡，民众信仰多
元，神怪观念深入人心，对文学

创作产生深远影响。

文学现象

明清时期，现实题材小说中大量
出现神怪元素，成为一种独特的

文学现象。

研究意义

通过对明清现实题材小说中的神
怪现象进行研究，可以深入了解
当时的社会文化、民众信仰和文
学审美，对理解明清文学和文化

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背景与意义



研究目的
揭示明清现实题材小说中神怪现象的特点、成因及其对文学创作和读者接受的

影响。

研究问题
神怪元素在明清现实题材小说中的具体表现是什么？这些神怪元素如何反映当

时的社会文化和民众信仰？它们对文学创作和读者接受产生了哪些影响？

研究目的与问题



采用文本分析、比较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等方法，对

明清现实题材小说中的神怪现象进行深入剖析。

以明清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现实题材小说为研究对象，

如《金瓶梅》、《醒世姻缘传》等，重点分析其中

的神怪元素及其社会文化背景。

研究方法 研究范围

研究方法与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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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现实题材小说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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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小说发展背景

社会经济背景

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

市的繁荣，市民阶层逐渐壮大，为小

说的创作和流传提供了广泛的读者基

础。

文化思想背景

明清时期，儒家思想仍占据主导地位，

但佛教、道教等思想也在民间广泛传

播，为小说中神怪现象的出现提供了

思想基础。

文学传统背景

明清小说是在前代小说的基础上发展

起来的，如唐传奇、宋元话本等，这

些前代小说中的神怪元素对明清小说

产生了深远影响。



定义
现实题材小说是指以现实生活为创作素材，通过艺术加工和提炼，反映社会生活

的本质和规律的小说。

特点

现实题材小说具有真实性、典型性和时代性等特点。它们通常以真实的人物和事

件为基础，通过典型化的手法塑造人物形象，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同时

反映出时代的精神面貌。

现实题材小说的定义与特点



明清现实题材小说的代表作品

《金瓶梅》

以现实生活中的家庭、婚姻、爱情为题材，通过对西门庆一家生活的
描绘，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腐败和道德的沦丧。

《红楼梦》

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
钗的爱情婚姻故事为主线，描绘了一个封建大家庭的衰落过程。

《儒林外史》

通过对知识分子群像的描绘，揭示了封建科举制度的腐朽和封建礼教
的虚伪。

《老残游记》

以江湖医生老残的游历为主线，描绘了清末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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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怪现象在明清现实题材小说
中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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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神怪现象通常指涉及神仙、鬼怪、妖异等非自然现象的描述和表现。

分类
根据神怪的性质和来源，可分为神话传说中的神怪、民间信仰中的神怪、道教佛教等宗教中的神怪等。

神怪现象的定义与分类



鬼怪传说
小说中描绘的鬼怪形象各异，有的恐怖诡异，有的则富有同情心，
这些鬼怪常常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

妖异事件
小说中描写的妖异事件包括天降异象、动植物成精、人变异物等，
这些事件往往带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和隐喻。

神仙形象
明清小说中常出现神仙形象，他们拥有超凡的能力，长生不老，
往往与凡人发生互动，展现神秘的世界。

神怪现象在明清现实题材小说中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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