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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本题共3小题，9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中国古代小说对现当代小说的影响最为典型地表现在“故事新编”这一小说创作形式上。
“故事新编”指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直至目前都盛行不衰的一种小说艺术创作手法,即通过对中国
远古神话、历史故事、民间传说或古代小说的改写来创作具有明显的现代意识的新小说，这一

方式已成为传统题材和现代手法融汇的重要表现之一。

“故事新编”这一术语作为鲁迅小说集《故事新编》之书名，是鲁迅对这本小说集创作方法的一
个理论概括。但如果要追根溯源，仅从创作方法的角度说开创者并非鲁迅。周作人认为“故事
新编”的小说创作方法古已有之，其中最独特的乃清初拟话本小说集《豆棚闲话》，他把《故
事新编》跟这部拟话本小说集相提并论，显然是看到了二者之间在创作手法上极为相似，但就

小说的思想价值和现代意义而言，两者则绝不可同日而语。《故事新编》的《铸剑》这一篇，

完全据魏晋志怪故事“三王冢”改编而成，如果追溯其本国传统，则可以上接宋元话本、“三
言”、“二拍”中那些改编自文言小说或历史故事的篇目，但是就其在细节、情节方面的创造性增
饰与主题上的极大深入、极具现代意识而言，则已经远过于宋元明之紧紧依傍于原作之拘谨撰

作，从这个层面上说，“故事新编”的现代意义比其创作手法本身更为重要。

到20世纪30年代初，或许是受周氏兄弟译介的日本小说与鲁迅本人创作的影响，也可能出于其
他原因，当时的青年作家施蛰存与沈从文几乎是同时进行了一系列“故事新编”式的小说创作尝
试。施蛰存的此类代表作《石秀》是对《水浒传》中石秀故事的“翻案”式改写，以当时作者所
信奉的弗洛伊德的理论来重新表现人物的深层心理与行为动机，表现人的欲望与道德、信仰及

伦理之间的激烈冲突。《石秀》一文在《水浒传》原有情节框架之中大量插入石秀对潘巧云复

杂的心理活动以及这种心理所造成的行为方式的细致描写，跟原有故事情节结合得天衣无缝，

让原本单一的人物形象变得更为复杂、真实、有深度，这要部分归功于原作所创造的故事情境

及其注重行动描写而极少心理描写的特点，为作家留下了展开心理分析的空间，也为其施展创

作才能与创作理念提供了一试身手的绝妙舞台。

若以对古代小说进行“新编”的“新”之程度而论，王小波要算是所有作家中走得最远的了。他从
1982年开始这方面的尝试，“故事新编”的原型全部来自唐人小说。其中《夜行记》的原始故事
为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九的韦生夜行遇盗侠的故事，其他各篇的原型均为唐代小说名

篇，为一般人所熟知。据称王小波写这些小说可能受到鲁迅《故事新编》的启发，因此在写法

上有些类似，二者的幽默感也有相通之处。但王小波对这些唐代小说的改写其实跟鲁迅等人的

做法很不相同，已经远离“新编”而近乎“戏说”了，往往只取原作的人物关系与一点情节片段加
以大肆发挥，古今并出，时空错杂，想象荒诞奇诡，风格幽默诙谐，颇有点无厘头、后现代的

做派。

（摘编自李鹏飞《论中国古代小说对现当代小说的影响》）

1.根据文意，判断下列选项中的作品不属于“故事新编”的一项是（3分）（    ）

  A. 汪曾祺发表了一组以“聊斋新义”为总题的小说，改编自蒲松龄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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