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论文人物形象分析提纲(精选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
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
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论文人物形象分析提纲篇一

《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代表剧作，创作于16。剧作写的是
丹麦王子哈姆雷特对谋杀他的父亲、骗娶他的母亲并篡夺了
王位的叔父进行复仇的故事。哈姆雷特是体现作者人文主义
理想的典型形象。剧作通过描写他与现实之间的不可调和的
矛盾，和他在复仇过程中的犹豫彷徨、忧伤苦闷及其惨遭失
败的悲剧结局，深刻地体现出人文主义者要求冲破封建势力
束缚的强烈愿望，同时也揭示出英国早期资产阶级的局限性。

下面我们具体分析一下主人公的性格特征与该篇文章的写作
技巧。

哈姆雷特是具有新型世界观的文武全才,如果登上王位,自然
是开明君主的典范。在他身上,寄托着国家与民族复兴的希望,
体现出资产阶级对统一国家的理想。

哈姆雷特性格特征:最突出的特点是忧郁，一系列伤天害理的
事变突然发生,打破了他关于人生、世界、爱情、友谊、前途
等一系列人文主义的幻想，他以哲学家的深刻洞察力,解剖现
实,深揭被掩盖着的社会罪恶，使其忧郁积重难返，从他穿着
丧服登场,到古堡待父,到破相装疯,到戏中作戏,到后宫劝母,
到海上窥奸,到墓场葬礼,到宫庭比武,一直到他最后毁灭,忧
郁一直没有离开过他。

人之力对抗整个社会,他深知这场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复



杂性和危险性,导致他行动的犹豫，他既要为父报仇,又要扭
转乾坤,一身二任。这种独扭乾坤的重任与势孤力单的矛盾,
只能产生“难扭乾坤”的哀叹:一个任务尚且力不从心,何况
两个?这就带来他行动的双重犹豫，然而他是哲学家而不是实
干家,他敏于思索而拙于行动,他在没有切实可行、十拿九稳
的办法之前,只会冥思苦想,他从思考到行动需要一个比常人
更为复杂的过程，等待时机,而时机不来,一旦到来,又坐失良
机;幻想行动,却一拖再拖,空有报国之心,而无匡世的行动。

当然哈姆雷特的性格又是是刚毅的他是一个聪明的人(可以从
他为了报仇居然可以装疯而且还骗了那么多人)是一个本性善
良的人同时他是一个坚强的人但是不可否认的哈姆雷特是一
个悲剧性的英雄，他的景遇使他成为了一个悲剧，而正是哈
姆雷特的这种人文主义理想与现实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导致了
他人生悲剧的必然，哈姆雷特的毁灭，向我们揭示了人文主
义的时代悲剧，客观上:阶级力量对比的悬殊，敌强我弱，主
观上，自身具有不可克服的忧郁、犹豫等弱点，因而他的毁
灭，不只是个人的原因，而是那个时代人文主义者不可超越
的历史局限性所导致的。

接下来我们对《哈姆雷特》的写作技巧作分析:

首先，塑造一个性格复杂的，发展变化的形象。其次，在发
展中，内外双重矛盾过程中展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演变过
程，用独白和旁白表现人物的思想矛盾，表现思考、认识与
自责、怀疑。

其次情节的生动丰富，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歌德曾说“莎
士比亚是用生动的语言文字来感动人的”，在塑造这样一个
形象的时候，莎士比亚也擅于运用各种不同场合的矛盾，通
过人物的对话和心理独白，以及合乎身份的指示动作来加重
人物性格的分量，广阔的社会背景，多种艺术成分的融合。
莎士比亚说,“一千个观众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学史甚至是作者所意涵在作品深处的时代意义都是极为重要
的，重新解构作品能够带来澄明而理智的思考，多种角度的
阐述未必不可取。

以上就是个人关于《哈姆雷特》的一些简单的看法，总之
《哈姆雷特》是带有强浓郁人文主义色彩的作品，无论是在
思想上还是创作手法上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其主人公哈
姆雷特的悲剧是人文主义者的悲剧，概括了英国新旧交替时
代人文主义者的遭遇，力量，思想的强点和弱点。给我们展
示了那个时代人的精神特征。

论文人物形象分析提纲篇二

保尔·柯察金人物形象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小说最大成就是成功塑造保
尔·柯察金这个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培养下，在革命烽火和艰
苦环境中锻炼出来的共产主义新人的典型形象。他以爱憎分
明的阶级立场、崇高的道德风貌、高昂的革命激情、奇迹般
的生命活力和钢铁般的坚强意志，谱写着把一切献给党和人
民的壮丽诗篇。

保尔是个自觉、无私的革命战士，他总把党和祖国利益放在
首位。在那血与火的战争年代，保尔和父兄们驰骋疆场，为
保卫苏维埃政权而努力，同外国武装干涉者、白匪军浴血奋
战，表现了甘愿为革命事业献身不怕牺牲的献身精神。在那
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艰难岁月中，他又以全部热
情投入到和平劳动之中。虽然他曾金戈铁马，血染疆场，但
他不居功自傲，也没有考虑个人的名利地位，只想多为党和
人民做点事情。党叫他修铁路，他去了；党调他当团干部，
他去了，而且是豁出命干。为了革命，他甚至可以牺牲爱情。
他爱丽达，但受“牛虻”的影响，要“彻底献身于革命事
业”，所以按照“牛虻”的方式不告而别。在全身瘫痪、双
目失明后，他生命的全部需要，就是能够继续为党工作。正



像他所说的：“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
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保尔更是个刚毅坚强的革命战士，他在人生各方面都经受住
了严峻的考验。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他坚贞不屈；在枪
林弹雨的战场上，他勇往直前；在与吞噬生命的病魔的搏斗
中，他多次令死神望而却步，创造“起死回生”的奇迹。尤
其是他在病榻上还奋力向艺术的殿堂攀登的过程，表现了一
个革命战士钢铁般的意志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保尔又是个于平凡见伟大的英雄人物。在他的履历表中，没
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伟大业绩，他总是从最平凡的小事做起。
面对疾病的沉重打击，他也曾产生过自杀的念头，而且就是
在他与病魔抗争的英雄主义激情中，他包含有“左派”幼稚
病的危险。保尔后来也认识到他不爱惜身体的行为不能称之
为英雄行为，而是任性和不负责任。

因此，保尔是伟大的，也是平凡的，他是在革命的烈火中逐
渐历炼成熟起来的钢铁战士，是一个有血有肉的、让人感到
亲切的榜样式人物。

保尔性格：有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钢铁般的意志和顽强奋
斗的高贵品质。

保尔是作者以自己为原型塑造出来的带有自传性质的典型形
象，作家是以自己的生活经历和真情实感为基础来描写保尔
的。因此，保尔的动人事迹不是艺术上的虚构，而基本上是
真人真事，惟其真实，所以更加感人。但作者又反对把这部
小说完全看成自传，因为“这是小说，而不是传记”。他在
保尔身上集中了他同时代许许多多同类人物的思想和性格特
征，运用了典型化的手法。他说：“在这本书中，我写的不
是保尔·柯察金一个人，而写的是千百万柯察金，是为了争
取自己的幸福而奋身投入战斗的千百万男女！”保尔的形象
既是自传性的，更是梗概性的，是社会主义青年一代中最光



辉最典型的代表。

冬妮娅人物形象——林务官的女儿，保尔柯察金少年时代的
爱人，她曾把《牛虻》这部小说介绍给保尔看，这部书对保
尔的思想起了一定启发。她是在偶然的相遇里认识保尔柯察
金的，由于他的倔强和热情，她不自觉地喜欢他爱他。但由
于阶级出身的关系，她没有和当时许多青年一样去参加保卫
苏维埃政权的斗争。

朱赫来人物形象——共产党员，坚强的红军战士，勇敢、机
智，善于领导和组织群众，他在革命斗争中团结了广大工人
和教育了无数青年，保尔就是深受他的教育、培养而成长起
来的。

阿尔焦姆人物形象——保尔的哥哥，火车司机，钳工，市苏
维埃主席。他具有工人阶级的高贵品质，和敌人进行不懈斗
争，是朱赫来最好的助手。

保尔精神的核心是什么？

保尔的精神的核心是是以个体生命无私奉献于社会，他将个
人的命运与激流勇进的事业相结合，理相和信仰是保尔精神
的根本。

在21世纪的今天，保尔精神对我们做人有什么意义？你认为
保尔·柯察金和比尔·盖茨谁是我们今天应该学习的英雄？
为什么？（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年代，可以从保尔自上汲取
到什么精神？）

保尔的精神对我们在重新评价和反思理想，集体主义和英雄
主义，并且以健良的人格、奋发的努力、奉献的精神要求自
己，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盖茨更多提机遇和能力，而保尔
人格特征是：自我牺牲、坚定不移，顽强坚忍，他的精神更
应成为我们青少年永恒的人生精神坐标。



新时代的保尔。

吴运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中，有一位军工，
身负100多处伤，手足伤残仍奋斗不息，被称为“中国的保
尔·柯察金”。当年，他撰写的自传《把一切献给党》，曾
教育了整整一代人。

张学成：中国的“教坛保尔”。从1993年起，他遭受接二连
三的打击：左腿大面积烧伤，左脚跟做了植皮手术；患有溃
疡性结肠炎，且可能发生癌变。冬，病情严重到无力跨进教
室，只能让学生抬进教室趴着讲课……因地处大山深处，缺
少教学参考书，自己制作教具70多件。先后被评为“全省十
大杰出残疾人”“全国模范教师”，被誉为“教坛保尔”。

《生命的意义》片段欣赏

背景：写保尔患伤寒症病愈后重新走上工作岗位的故事。

名言：

问题：

保尔是在什么情况下思考生命的价值的？

是病愈后，在烈士墓前面对新生和缅怀烈士时，对生命的价
值进行思考的。

保尔为什么想得那样深刻？

因为保尔自己就多次经历过生与死的考验，“人最宝贵的是
生命……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段名言就是他自己光辉
一生的写照，所以他想得那样深刻。

读完这本名著，说说作者为什么要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来作书名？



小说主人公保尔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国内战争
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严峻考验，从一个普通工人子弟成长
为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小说中有这样一句话：“钢铁是在旺火和骤冷中炼成的。”
意思是坚强的共产义义战士是在同阶级敌人以及各种困难的
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所以作者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来作
书名。（其中“钢铁”比喻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坚强的共
产主义战士，也可泛指平凡而伟大的人物。）

“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
这两个短语意思是否相同？

这两个短语意思大致相同，但有些差别。“不会因为虚度年
华而悔恨”侧重指要珍惜时光，“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
愧”侧重指要有所作为。

“人应当赶紧地、充分地生活”句中“生活”的含义是什么？

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概括这一段话的中心意思：生命的意义在于为人类的解放事
业而奋斗。

走进人物：

小说塑造了众多的革命者的形象：除了保尔？柯察金外，还
有保尔的革命领路人朱赫来以及冬妮亚、谢廖沙和达雅。这
是一幅苏联第一代共青团员的缩影。

朱赫来：关心他人，勇于承认错误，遇事沉着有主见，认真
负责，雷厉风行，组织能力强，善解人意，对自己所走的道
路十分了解，憎恨敌人，不屈不挠地和剥削者作斗争。和保
尔一起生活的时间里给保尔讲革命道理传授革命知识，对保



尔思想成长起决定性的作用。

阿尔焦姆：保尔的哥哥，在反德大罢工中立功，后来娶了一
个寡妇过着贫苦生活，一直没有加入党组织，在得知列宁同
志牺牲的讯息后思想觉悟提高，毅然加入共产党。

冬尼娅：天真纯朴，醉心爱情，最后由小资产阶级小姐变成
时代落伍者和寄生虫。

丽达：保尔革命教育的老师，共产党员，和保尔志同道合。
漂亮、机智、干练、勇敢，心地善良，爱憎分明，有顽强的
革命意志。是保尔的知心朋友之一。

达雅：保尔在病休期间认识，最终成为他的妻子，保尔的引
导让她从普通的农民成为优秀的共产党员。

保尔·柯察金：当过童工，从小在社会最低层饱受折磨和侮
辱。后受朱赫来影响逐步走上革命道路。其后经历一系列人
生挑战变得坚强。即使卧病在床也不向命运屈服，反而以顽
强的毅力写作，以另一种方式实践自己的生命誓言。

论文人物形象分析提纲篇三

众所周知，人物形象是文学艺术作品中的重要因素之一，一
般地说它是组成形象的主体。翻开中外文学史，我们可以看
到人的形象在文学作品中占有突出的地位本文是小编精心编
辑的人物形象分析论文提纲，希望能帮助到你。

描写是运用形象化的语言对人物事件环境进行生动具体地描
绘的一种手法。按描写对象分可分为人物描写和环境描写，
不管是人物描写还是环境描写，都是为了塑造人物形象、刻
画人物思想性格服务的。在分析人物形象时，不但要让学生
知道人物形象、思想性格是什么，还要明白怎样刻画出来，



不仅要知道人物想什么，说什么，做什么，还要知道怎么想，
怎么说，怎么做，以及为什么这样想，这样说，这样做，这
些都是要通过作者对人物形象的描写中表现出来，因此分析
人物形象的各描写是对人物形象进行赏析的重要途径。

分析外貌描写时，要让学生抓住人物外貌富有特征的细节，
从这些富有特征的外貌描写中，揭示人物的性格特征和思想
内涵。如鲁迅的《故乡》中对中年闰土的外貌描写：“他身
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很
深的皱纹……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有一件极薄的棉
衣，浑身瑟索着，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t活圆实的手，都又
笨又粗，而且开了裂，像是松柏皮了”这是闰土麻木自卑，
形如木偶的性格显现。行为受到思想的支配，人物的所作所
为反映了人物的思想面貌和性格特征，特别是在特定的环境
中的生动传神的细节描写有利于反映人物的思想性格特征。如
《范进中举》中，胡屠户跟随在范进后边低头扯衣服的动作，
活灵活现的画出了他那副溜须拍马的奴才相。范进送给他两
锭银子时，他那拳头一伸一缩，一摸一揣，活画出胡屠户的
虚伪和贪婪。“言为心声”是语言反映人物思想性格的概括，
特别是个性化的语言，是表现人物性格特征的重要手段，它
能表现人物性格，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因此分析人物形象
时应抓住人物富有个性化的语言。如“你也配姓赵”表现了
赵老太爷的专横霸道;“儿子打老子”是阿q自欺欺人的表现：
“我真傻，真的”的一再重复，便将祥林嫂几经劫难，精神
陷于麻木，呆滞的病态展现在读者面前。心理描写是直接揭
示人物内心世界的一种描写，分析心里时，要抓住人物的心
理特征和感情的发展变化，来展示人物内心世界。如《最后
一课》中对小弗朗士上学路上的心理描写，既符合他的年龄
特征又表现出他贪玩、天真、幼稚的性格。

文学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性格是丰富的，复杂的，多重组合的，
然而人物思想性格的丰富和复杂性必须在一元化的思想性格
整体上显示出来，也就是说人物的思想性格多元组合中，必
须有一个主要方面作为统治方面，否则人物的思想性格的种



种方面就会是一盘散沙，毫无意义。这就要求我们在分析人
物形象时，必须对人物的思想性格不同质的元素进行认真的
分析梳理，找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抓住其思想性格核
心，否则就会本末倒置，主次颠倒。如对《木兰诗》中
那“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的儿女情长，
不可以看到她那“当窗理云鬓，对镜贴黄花”的闺中少女情
怀。而她那保卫国家，征战沙场的气概便是木兰的思想性格
核心，我们就要抓住这个核心来进行分析，这样才能突出木
兰这一形象的思想内涵。

在文学作品中作者对人物形象的描写往往不只一次，多角度
的，对人物形象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中有着不同的描写。
因而应引导学生把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中的人物描写进行
对照比较，找出人物思想性格的形成、发展与变化，加深对
人物形象的理解，揭示人物形象的思想内涵。例如，鲁迅
《故乡》中，我们可以把作者对少年闰土的描写和中年闰土
的描写进行对照比较，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闰土天真活泼，淳
朴可爱到麻木自卑形同木偶的变化，这些变化深刻揭示了帝
国主义、封建主义、三大敌人从政治上、经济上、精神上对
劳动人民的压迫、剥削和摧残。是造成闰土生活困苦，精神
麻木的根本原因，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摧残闰土的旧社会的
无比愤慨和痛恨之情，有力地再现了主题。我们也可以把不
同作品中不同的人物进行对照比较，从中体会作者表达的意
思，揭示人物思想性格，对人物形象的社会意义作出正确的
评价。例如把《范进中举》中的范进和《孔乙己》中的孔乙
己进行对照比较，可以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封建科举制度对
人心灵的荼毒和对读书人的毒害和摧残。

文学是人学，大部分文学作品是反映人性的，在文学作品的
教学中，不能片面夸大文学的阶级性，把文学作品中所表现
的人性美和人情美这些非阶级属性带上阶级色彩。在分析人
物形象时，应坚持以人为本，忠于作品内容为原则，不以阶
级为准绳，不搞双重标准。让学生通过对人物命运的关注和
分析，自然引发人文思考，培养学生的爱心与理性，展示文



学的魅力。

论文人物形象分析提纲篇四

在我国封建社会里，女性处于被歧视、被压迫的地位。早在
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把女性打入与“小人”同类的行
列，“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奉行
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信条，给女性套上了难以解脱的精
神枷锁。同时。在 《聊斋志异》中的女性不再被笼罩在男性
的阴影之下，丧失了自身的意义，而是充分显示出了自己的
主动性，充满了进取精神，她们在爱情婚姻的追求上表现得
大胆热烈，毫不顾及封建礼教的种种束缚，敢于按照自己的
感情和意愿，义无返顾地去追求，忠贞不渝地去爱，直到实
现与所爱的人的幸福结合。爱情背景下聊斋女性的代表主要
有：

（一）敢爱敢恨的狐妇

《武孝廉》中的狐妇在石某病时救了石某，也不嫌弃他的落
魄嫁给他，并且帮助他走上仕途，但石某不知恩图报，百般
侮辱、谋害狐妇，狐妇在得知石某要杀死自己后决然收回自
己赠给石某的丸药，让石某旧病复法而亡。作者让那些负心
汉一个个没有好下场，一方面表明了作者对这些被侮辱女性
的同情，另一方面表现了作者对封建制度的鞭笞。不难看出，
这些被侮辱的女性她们虽然普遍命运悲惨，都是为男子所遗
弃所侮辱，但是她们都有坚决的反抗精神，最终都惩罚了那
些负心汉。

（二）外貌丑而心灵美的乔女

乔女在丈夫穆生死后，志不二嫁。后来孟生不嫌其“黑丑”，
欲要迎娶，乔女不嫁，然而她却认为孟生不嫌自己丑陋，是
自己的知己，所以孟生死后，她为了酬报知己挺身而出，急



其家难，抚其遗孤，撑其门户，增殖其产，自己却廉洁自守
贫贱以终，表现出“士为知己而死”的美德。仇大娘则是在
娘家面临破产时，挺身而出担起重担使家庭得以重新振兴。
作者在这里着重肯定的是传统女性那种善于治家的天性。不
畏困难、勇挑重担是她们所共有的美德。

（三）要独立，只要婚姻实质而不要名分的侠女

侠者是行走江湖，行侠仗义的人，他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而《侠女》中的侠女却是大家闺秀，但她同样具有“来无影，
去无踪”的神秘特点。主要是为报父仇。更为特别的是她为
报答顾生的养母之德，甘心情愿地未婚生子，给顾家传宗接
代却不接受明媒正娶。侠女的婚姻观在讲贞节，讲究婚姻
是“终身大事”的社会中，像她这样只讲求婚姻实质，而不
讲表面的礼法和名分的表现，可以说是极其解放的思想。

求婚。但后来张有才见利忘义，密谋背叛云翠仙。对此，云
翠仙怒斥他的卑鄙行径，愤然离去。《阿霞》中的女主人公
则在看到自己所爱的景生薄情寡义时，立刻断绝了与他的联
系，同郑生结为姻缘。

不同环境与背景下的聊斋女性人物

以婴宁为例：先从自然环境来说，婴宁这种纯净自然的性格
是在一种纯粹自然的环境中形成的。婴宁就在这个处处是烂
漫的山花的世界里长大。从古到今，花从来都是一种美好、
高洁的象征，从她出场“拈梅花一枝”到最后，作者都把她
置于花的海洋，在花的世界中所养成的爱花性情，如花的品
格，这就揭示出了女主人公之所以具有憨直无邪、活泼开朗
的天性的原因，这显然跟那个未经世俗熏染过的特定典型环
境有着不可分的关系。自然环境在人物性格的形成中起着重
要作用，同样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在
《婴宁》中，婴宁未入世前与她最亲密的是鬼母和婢女小荣，
社会关系单纯而朴素。她们都是源于自然，不属于那个秽浊



的现实社会，她们是自由的，不受拘束的，对于自己的爱情，
她们选择敢爱敢恨，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在她们的思想中
没有男尊女卑，女人不是天生受男人控制的，她们和传统的
依附男人的女人截然不同。她们有主见，既主动热情又敢于
追求爱情。而且独立不羁，拿的起放的下，进退自如。

而另一方面，黑暗社会，恶势力猖獗，官不为民做主，即使
是七尺男儿有时在这样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也会一筹莫展，
而聊斋女性却能在家庭和个人为难的关键时刻，以自己特有
的方式给恶势力以致命的一击，像复仇女神，使正义得到伸
张。商三官、窦氏、庚娘就是这样的奇女子。《商三官》中
的商三官，在即将完婚之际，父亲被恶霸杀害，哥哥告状一
年多都毫无结果。商三官为父报仇，巧扮优伶，在仇人庆贺
生日的当夜，将其杀死；《窦氏》中的窦氏本是一个痴情的
女子，却被土豪南三复始乱终弃，活活逼死，死后化为厉鬼，
终于报仇雪恨。现实生活中人不能做的事，鬼做了，做得痛
快淋漓，大快人心；《庚娘》中的庚娘在公公、婆婆和丈夫
遭到歹人王十八暗害，自己面临生死考验时，沉着冷静，勇
敢机智，既保住了自己的清白，又亲手杀死了仇人。

《聊斋志异》中的女鬼大都与民间传说中的鬼不同：将鬼高
度审美化了。弱化，淡化了鬼身上的鬼气，最大限度地来表
现鬼的善与美。她们大多有娇好的容颜，娴静的妍姿，有着
聪明才智与善良的心。

狐女小翠是一个性格塑造得很成功的狐女形象。她最引人瞩
目的特点便是“善谑”。 同时聪慧、干练、果断和坚强。她
那天真活泼、无忧无虑的开朗性格在王太常仔细端详下露出
的嫣然微笑中，在同母亲分别对“殊不悲恋”的表现中，就
已有所露。在她身上，永远也找不到一丝愁苦的痕迹，永远
也看不见半点忧伤的影子。同痴儿元丰一起生活，小翠
是“殊欢笑，不为嫌。”她把自己的别院变成了一个游戏场，
终日和元丰以及丫头们一起嬉戏。“刺步作圆，蹋蹴为笑”，
“涂公子作花面如鬼”，以及扮古人，玩的名目既多，花样



也新奇别致，整天奔逐笑闹，弹琴跳舞，不但闹得全家皆知，
最后连邻里也知道。这个“善谑”的特点表现在小翠的一言
一行，一举一动之中。在王给谏与王待御政治斗争的环境中，
王给谏越是寻隙中伤小翠的公公王待御，她的玩笑开得也就
愈大，以致最后王待御时而无可奈何地概叹“余祸不远矣”，
时而“惊颜如土”，大哭“指日赤吾族矣！”通过这种反衬，
小翠“善谑”的主要性格特征更加鲜明耀眼了。但是小翠并
不是单纯的“善谑”，通过这次事件，我们可以看出“善
谑”中透露着小翠的聪慧、干练、果断和坚强。在整个事件
中，小翠的杰出之处，不仅表现在计策本身的仔细周密，使
仇敌自投罗网，还表现在她知道王给谏要害王太常，与元丰
成礼后，就开始准备，把元丰的痴疾这一生理弱点变成有利
条件。这些都充分显示出了小翠的足智多谋。

还有《小谢》中的小谢是个活泼可爱，不懂世事，乐不知愁
的鬼仙。她聪明好学，心地善良，学什么都是一次就学会。
与秋榕成为朋友后两肋插刀，和陶生在黑暗力量斗争中彼此
帮助。作者充分利用鬼仙和幽冥世界所提供的超现实力量，
通过人鬼相杂，幽冥相间的生活画面，深刻反映了社会现实
的矛盾。

中国古代传统女性是不能有陶生、小谢等人的相互帮助，也
不能有婴宁的笑，女性被定位为男人的附属品，扮演被支配
的角色，小谢、婴宁、小翠的.行经是对这一制约的颠覆和重
新置配。使她们摆脱了“笑不露齿”、“三从四德”、“七
出”等精神的桎梏都在嬉戏和畅笑中被消解了，令人刮目相
看。这也充分体现了女性自主意识的崛起。

清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黑暗，蒲松龄举业一再受挫的不幸，
昔日友情的冷淡，现实中可望不可及的真实、自主的人生、
情感，世态炎凉深沉凝重的体验，如此种种压抑郁积于蒲松
龄胸中，作者只能将它们埋藏于意识的深处，最终借助于文
学创作来得以表现和升华。从某种意义上说《聊斋志异》就
是蒲松龄所体验过的情绪情感的形象载体，其笔下的术形象



中都涵纳着作者蒲松龄的“真”性情。从《聊斋志异》全书
来看，虽是儿女情长、谈狐说鬼，却是最贴近社会人生。在
其大部分的篇章里，作者的爱憎强烈，作品中所塑造的女性
形象是我国古代文学中一个新的高度。蒲松龄所设计的奇幻
情节和塑造的奇幻人物形象，都具有理想的性质，但是这些
只能存在于花妖鬼狐的幻境之中。因此，《聊斋志异》中的
女性多半有着更美的品性。联系作者的一生不得志的际遇，
则可感知他笔下的狐鬼故事大部分是他个人的生活感受而自
由生发出来的，凝聚着他大半生的酸甜苦辣，表现着他对社
会与人生的思考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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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人物形象分析提纲篇五

在金庸先生的著作《神雕侠侣》中，他创造了这样一个角色：
无父无母，混吃混喝，不学无术，油嘴滑舌;机灵古怪，随性
孤僻，情深义重，离经叛道。他就是我今天要进行文学赏析
的人物――杨过。

《神雕侠侣》一书以杨过的成长经历以及他和小龙女之间的



爱情线索为主要脉络，讲述了一代大侠的成长之路。金庸先
生的书向来是剧情曲折，背景丰厚，故事丰满，人物鲜明。
在这个混混青年成长的过程中，有郭靖如严父般的教导，有
洪七公和欧阳锋误打误撞的相授，有周伯通亦师亦友的影响，
更有小龙女爱情力量的牵引。

作为这部书的主角，杨过这个角色具有鲜明的独特性。

量时，他才是真正地成为了一个侠者。

再者来看，杨过是一个至情至性，随性率真的人。对于这样
一个机灵古怪的人，金庸先生难得地赋予他赤子之心。黄蓉
聪明反被聪明误，以为这样聪明的人，怎会赤诚简单，最终
祸害了杨过成为独臂，自己也十分愧疚。而杨过呢，却在大
剑无锋的境界中找到了自己的武学，又在爱情的力量下领悟
了自己的招数，成为了武林又一神话。我认为在金庸作品中
唯一能与他相媲美的只有周伯通，老顽童这个角色。他们都
是简单的人，却又都富有着天资。他们亦正亦邪，因为他们
只为自己的心而战斗。老顽童玩弄敌人与自己人，杨过游走
在善与恶之间。也许正因此，他们才能在射雕的世界里，达
到他人不能及的武学高度。郭靖心系苍生，欧阳锋急功近利，
洪七公游乐人间，一灯清心寡欲……不同的是，周伯通虽有
瑛姑那段情缘，却对爱情躲避不及。杨过心系小龙女，此生
此世至死不渝。我想，金庸先生对杨过这种性情的赋予，也
是在表达对赤子之心的一种赞赏。

在金庸先生的著作中，《神雕侠侣》是他在相对成熟时期的
著作，很好地代表了他的著作风格，体现出了丰厚的传统文
化底蕴以及各种人生哲学思想。侠者之道亦是人生之道，我
们都应当从杨过那种真性情，敢爱恨的个性中学到更多。

[杨过人物形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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