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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阿 Q 正传》的幽默讽刺语言
刘福勤

幽默显示作者的智能、道德的优越感，讽刺则是对假恶丑的揭露和否定；幽

默较为婉转、轻松，讽刺则直接、犀利。

《阿 Q 正传》也可以说是幽默文学、讽刺文学。作者运用汉语言文字真是

娴熟自如，闪转腾挪，得心应手。几乎什么都来幽默一把，顺笔给予必要的讽

刺。这里，作者举例详细指出《阿 Q 正传》的幽默讽刺语言的七种手段，重点

论讽刺语言，令人信服。你认为鲁迅为什么要用幽默讽刺的手法来写《阿Ｑ正

传》?

以轻松活泼的笔调巧妙地造成谐趣，使读者在笑中了解所写的人和事物，领悟

真理，自然共鸣，就是幽默。《阿 Q 正传》的叙述，处处都有谐趣，其语言手段

是多种多样的。

1.仿拟。阿 Q 及其周围人物，在病态社会里形成了畸形心理，对事物的看法、

想法和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可笑的，因此仿拟人物对事物发展变化的观察和他们

的语言，把外界事物、心理活动和行动结合起来叙述，便是造成谐趣的重要手

段。《续优胜记略》里有这样的叙述：阿 Q 看到王胡捉虱子，“忽然觉得身上也

痒起来了”，以“抬举”王胡的心情“并排坐下去”，但是，“许多工夫，只捉到

三四个”，而且咬的“又不及王胡响”，于是“不平”地骂起来，而王胡竟敢回

骂；“阿 Q近来虽然比较的受人尊敬，自己也更高傲些，但和那些打惯的闲人们

见面还胆怯，独有这回却非常武勇了。这样满脸胡子的东西，也敢出言无状么?”

这里，作者的叙述语言和阿 Q 的内心独白自然融合在一起了。“肯坐下去，简直

还是抬举他”，“满脸胡子的东西，也敢出言无状么?”等仿拟心理状态的语句，

把阿 Q 愚昧的自尊和高傲非常幽默地表现出来了，读之禁不住要笑。其他如仿

拟阿 Q的语言“嚓”“妈妈的”“一群鸟男女”和他唱戏的情形，仿拟赵太爷的“*

我'去叫他的”、仿拟“未庄人”的“柿油党”和“穿着崇正皇帝的素”等等也都富有幽

默感。

2.多用反语。说阿 Q“见识高”“武勇”*优胜”和是“完人，说赵秀才“博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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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事是“大新闻”，说“忘却”是祖传的“宝贝”等都是反语。这些反语令人觉得所

写人物及其行为更可笑。

3.巧用文言。如在未庄，谁如果被“有名”的人打了，也就跟着出了名，因而

叙阿 Q 被赵太爷打嘴巴，用一“蒙”字，表示挨打也像荣幸地蒙受恩惠似的；写

阿 Q 由于头上有癞疮疤而忌讳说，后来连光、亮、灯、烛也讳，作者用“推而广

之”一语，使人觉得那忌讳之广的可笑；写阿 Q 的“中兴”时，叙酒店掌柜疑而且

敬的形态，用“既先之以点头，又继之以谈话”的文言句式，也是巧妙幽默的。鲁

迅是力倡白话的，他的小说显示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实绩，标志着白话对于文言

的胜利。但任何事物都是有继承性的，语言也是如此。用现代口语写作，发展

现代文学语言，也需要吸收和融化文言中有用的东西。从上举诸例可以看到，

在鲁迅的笔下，一些文言词、语、句不仅活得很，有生气，而且由于表达的特

殊需要，可以用作修辞手段，使语言活脱、幽默、洗练。

4.庄词谐用。将一般用于国家、政党、社团或大人物所做的政治、军事等大

事的词语、带有严肃色彩的词语，用于说日常小事，用于说普通的人，甚至用

于说无聊滑稽的想法和举动，使语言幽默。例如，说认定“凡尼姑，一定与和尚

私通”之类是阿 Q 的“学说”；阿 Q 常常怒目而视，而行动上怯于反抗，作者便说

是怒目“主义”；阿 Q 按照地保传达的赵府的要求去磕头赔礼，作者说是“履行条

约”；将盘辫子的人们称为“盘辫家”；把赵太爷一家商定找阿 Q来，说是家族“决

议”等。

5.活用成语、“炼话”。一些成语、“炼话”的使用，也是看似严肃实则幽默的。

如说人们对阿 Q“敬而远之”，说阿 Q 把小尼姑“视若草芥”，对小 D 是“仇人相见，

分外眼红”，叙阿 Q 进城参加偷盗后“威望”忽而高起来，便说“士别三日便当刮目

相待”等。

6.牵附造词。在特定的语言环境里，凭借词义的牵连，翻造词语，也有幽默

感。如，因有“深闺”，造出“浅闺”；由“不朽”文章，造出“速朽”文章；由“十分”

得意，造出“九分”得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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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一些常用的修辞手段如比喻、婉曲、对照、夸张等，在《阿 Q正传》里也

都被使用得很幽默。如写阿 Q 挨了赵太爷的打，却使大家仿佛格外尊敬他了，

用的比喻是：“如孔庙里的太牢一般，虽然与猪羊一样，同是畜牲，但既经圣人

下箬，先儒们便不敢妄动了。”这比喻以“畜牲”和受“尊敬”的不调和而又统一，

造成谐趣。婉曲，如别人都叫王胡为“王癞胡”，“阿 Q 却删去了一个癞字，……

阿 Q 的意思，以为癞是不足为奇的，……”不直说阿 Q 避自己癞疮疤的讳，叫人

看了更觉得阿 Q 可笑。对照，如赵家“虽说定例不准掌灯，…然而偶然也有一些

例外：其一，是赵太爷未进秀才的时候，准其点灯读文章；其二，便是阿 Q 来

做短工的时候，准其点灯春米。”这对照既含蓄又幽默。两件事反映同一本质，

是含蓄；将阿 Q 与赵太爷并提，同阿 Q 愚味的自我优越感相适应，是幽默。夸

张，如写阿 Q 画押，说阿 Q“使尽平生的力”画圆圈。此外，藏词(如以“而立

之年”代“三十”)、省略(如阿Ｑ的念头“女……”)、缩简和转化词性(如说王

胡又“癞”又“胡”)、使用特殊的插人语(如“还有赵白眼的母亲说赵司晨的母

亲，待考——也买了……”)等语词手段都增加了文字的谐趣。

进步作家、革命作家的幽默是基于对生活的深刻认识而坚定自信、倾心于

真善美和憎恶假恶丑的表现。鲁迅对生活的观察最深刻，对于所描写的人物、

事物有人木三分的认识，有鲜明的爱憎，因此，他的语言的幽默是与深沉的思

考、明朗的态度和坚定的主张相通的。写肯定事物的时候，幽默与热情的由衷

的褒扬联系着。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里的生动地表现柔石烈士纯朴高尚

的道德，就有这么一段幽默的叙述：

他的迂渐渐的改变起来，终于也敢和女性的同乡或朋友一同去走路了，但那距

离，却至少总有三四尺的。这方法很不好，有时我在路上遇见他，只要在相距

三四尺前后或左右有一个年青漂亮的女人，我便会疑心就是他的朋友。但他和

我一同走路的时候，可就走得近了，简直是扶住我，因为怕我被汽车或电车撞

死；我这面也为他近视而又要照顾别人担心，大家都苍皇失措的愁一路，……

这幽默是对革命烈士的衷心的热情的歌颂。但是，当对象是否定事物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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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幽默就和讽刺结合了。讽刺，是以夸张的笔墨揭露喜剧性矛盾，写出生活

的真实，使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至于可恶的事物现出丑相，使读者发笑；

这笑，是嘲笑，讥刺，锋芒直逼对象。幽默显示作者的智能、道德的优越感，

讽刺则是对假恶丑的揭露和否定；幽默较为婉转、轻松，讽刺则直接、犀利。《阿

Q 正传》所描写的是恶浊的“病态社会”，主人公阿Ｑ及其周围人物在恶浊社会

中受传统思想和多种陋习的染渍所形成的精神病态是丑恶的。鲁迅为改变人们

的精神，为改造社会，就较集中、较着力地暴露和批判社会和人的病态。因此，

伴随着幽默的就是讽刺。

叙述阿 Q在精神胜利法和其他畸形心理支配下的行为都是幽默的，笑里含

着同情，甚至可见泪痕悲色；但同时也有辛辣的讽刺。《优胜记略》中写他以丑

骄人，连癞疮也仿佛是“高尚光荣的”，写他自打嘴巴而“转败为胜”；《续优胜

记略》里写他在挨打之后迁怒于小尼姑，“发生了敌忾”，对小尼姑“一战”而

建立“勋业"，“报了仇”；《恋爱的悲剧》里写他关于女人的“学说”和“诛心术”

等：这些反语、冷语都是讽刺，其锋芒所向乃是阿 Q 的可笑的思想、语言、行

动所表现的社会精神顽症。这讽刺同对于赵太爷、假洋鬼子、秀才的讽刺有别，

这讽刺虽然尖锐，却是为了“疗救”，是热讽。

讽刺恶势力的时候，就不同了：

....赵秀才消息灵，一知道革命党已在夜间进城，便将辫子盘在顶上，一

早去拜访那历来也不相能的钱洋鬼子。这是“成与维新”的时候了，所以他们

便谈得很投机，立刻成了情投意合的同志，也相约去革命。他们想而又想，才

想出静修庵里有一块“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是应该赶紧革掉的，于是又

立刻同到庵里去革命。因为老尼姑来阻挡，说了三句话，他们便将伊当作满政

府，在头上很给了不少的棍子和粟凿。尼姑待他们走后，定神来检点，龙牌固

然已经碎在地上了，而且又不见了观音娘娘座前的一个宣德炉。

这讽刺虽也引人发笑，但其中含了深刻的憎恶和强烈的愤怒。这讽刺是同

对丑恶的揭露和抨击联系着的。“消息灵”是冷语，指出恶势力有灵敏的反革命嗅



统编教材高中语文阅读资料

5

觉；“将辫子盘在顶上”一语使丑相毕现，暴露其最典型的投机分子的“巧滑”行为，

可笑，更可鄙；二人“历来也不相能”，却“立刻成了情投意合的同志”，其中“历

来”和“立刻”，“不相能”和“情投意合”的比照，构成讽刺，暴露恶势力的虚伪和狼

狈为奸；“想而又想，才想出”中的“想”字的反复使用，“当作满政府”中的“当作”

一词的使用等，讽刺性更强，使读者在笑中深知其“革命”为何物；“不见了……宣

德炉”更是不着痕迹地点出其盗贼行径。鲁迅总是这样使恶势力的丑恶面目和行

径彻底暴露在读者面前，语言又是如此巧妙而老辣。《不准革命》里写赵太爷

由于儿子挂上了“银桃子”而“骤然大阔，远过于他儿子初隽秀才的时候，所以目

空一切，见了阿 Q，也就很有些不放在眼里了”。挂“银桃子”和“初隽秀才”的并

提，已有讽刺性，而说他变得“目空一切”又以不把阿 Q放在眼里为例证，就使

人想起了他叫阿 Q 为“老 Q”那时候的可怜相，讽刺就更加辛辣。在《大团圆》里，

白举人以声言辞掉帮办民政之职要挟老把总，老把总却道：“请便”；“于是举人

老爷在这一夜竟没有睡，但幸而第二天倒也没有辞”。这种喜剧性的冲突及其结

局，用“于是”“竟”“幸而”“倒”等词语构成的曲折语调和庆幸的口气写出，便增强

了讽刺力量，使举人老爷的“阿 Q 相”也暴露无遗了。

鲁迅在《阿 Q 正传的成因》中曾说，写第一章的时候，因为是要在《晨报》

副刊“开心话”栏发表，为了切题，“就胡乱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其实在全篇里

也是不相称的”。有人据此认为《阿 Q 正传》中的幽默是不必有的。鲁迅讲的“不

必有的滑稽”指的是第一章中的某些话，不是全篇。从第一章看，关于题目的确

定和阿Ｑ姓名籍贯的查考中，有些“不必有”的开心话；若就全篇而论，幽默则是

必不可少的，是与阿 Q的性格特点以及全篇思想内容相统一的。鲁迅说，动笔

时阿 Q的“影像”，在他心里已经有好几年了。这就是说阿 Q 的可笑的性格特征

是早已基本上确定了的。孙伏园先生约鲁迅为“开心话”栏写稿，鲁迅之所以想到

“传阿 Q”，则必定是因为早在心中的“影像”就是有幽默感和讽刺性的。写的时候，

之所以能够“胡乱加上”些“滑稽”，也与既定的内容有关。而后来“渐渐认真起来"，

而且从第二章起就移到“新文艺”栏，那么切“开心话”的题目的因素该是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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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会再“胡乱”加的了。因此，《阿 Q 正传》以幽默和讽刺的语言写下来，倒

是体现了鲁迅认真严肃的创作态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