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热映，创造了中国电影新的全球

票房纪录，引发世界瞩目，它与同档期的《封神 2：战火西岐》均取

材改编自我国古典文学名著《封神演义》，由此引发了《封神演

义》《武王伐纣平话》等古典文学作品的阅读热潮。近几年，南开

大学古典小说研究专家陈洪教授陆续出版了《“西游”新说十三

讲》（中华书局 2022 年）、《出仙入凡说封神》（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5 年）等专著，既有学术创见，又兼顾知识普及。近日，陈洪教

授从明代神魔小说文学价值及哪吒人物原型塑造等多个角度进

行解读，以飨读者。

探问哪吒本来身
——访南开大学教授陈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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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神成书过程与文学
史地位

问：《封神演义》在明代神魔小说

中地位和影响仅次于《西游记》，它们

都属于“世代累积型”作品，请您介绍

一下封神故事的累积和成书过程。

陈洪：讨论这个话题有广义与狭

义两个思路。广义的，是把小说之

前所有与商周换代、道教流变的史

料 都 搜 罗 进 来 ，例 如 把《尚 书》《墨

子》《史记》《列女传》等著作中某段

话、某个词都列为小说《封神演义》的

源头、出处。

狭义的，是不以堆砌材料为能

事，更直接、更简明地说明问题。《封

神演义》累积成书的过程主要是由

《武王伐纣平话》到《列国志传》，再由

二者到小说《封神演义》。《平话》是元

代书场说书人的底本，《封神演义》中

狐精化为妲己蛊惑纣王及纣王种种

暴行等情节，《平话》中均已出现。相

比之下，二者最大的不同有两点：一

是《平话》中尚未出现《封神演义》仙

界阐、截之争，二是殷交的形象大不

相同——《平话》的殷交不仅“戏份”

多，而且武功卓绝、斗志爆棚，亲手杀

死纣王与妲己。明代中叶，余邵鱼编

著的《列国志传》问世。该书前十章

讲述商灭周兴的历史，基本故事情节

与《平话》近似，但有些枝杈如姜子牙

的身份、纣王之死、赵公明的故事等，

都是由余氏改写，后来反映到《封神

演义》作品里。

还有一条线索也应提及。《封神

演义》小说中“封神”的情节大半是作

者的心营意造，但也有“累积”而来的

成分，如《平话》写费仲举荐大将，要纣

王将其中五人分别“封为白虎神”等。

这很可能对小说的作者有所启发。

问：《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评

价《封神演义》“似志在于演史，而侈

谈神怪，什九虚造，实不过假商周之

争，自写幻想，较《水浒》固失之架空，

方《西游》又逊其雄肆”。学界如何评

价《封神演义》的思想文化价值以及

文学价值？其不能与“四大名著”鼎

足视之的原因是什么？

陈洪：《封神演义》的思想文化价

值首先表现在对武王伐纣“吊民伐

罪”正义性的肯定。我国古代典籍

中正面讨论这个问题的是《孟子》，

当 齐 宣 王 质 疑 武 王 、姜 尚“ 以 臣 弑

君”正当性时，孟子的回答是：“贼仁

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

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

君也。”这是孟子政治思想中最为可

贵的主张之一。但历朝历代都有人

反驳谴责。汉景帝时，黄生与辕固

生辩论，他理直气壮地讲：“冠虽敝

必 加 于 首 ，履 虽 新 必 关 于 足 。 何

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

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所以

伐 纣 是 悖 逆 失 德 的 弑 君 行 为 。 明

初，朱元璋甚至因此废黜了对孟子

的官方祭祀。《封神演义》以文学的

形式刻画出触目惊心的暴君形象，

从而在人心中给这场伦理之争画上

了句号。

其次，这部小说与《西游记》《三

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一起，生动

地反映出明代中后期社会的宗教生

态，这是其他文献资料所罕见的，可

以说具有独特而宝贵的认识价值。

至于说 文 学 价 值 ，书 中 塑 造 的

哪 吒 、黄 飞 虎 、闻 太 师 、土 行 孙 、申

公豹等形象，在读者心中留下了深

刻 印 象 。 而 作 者 构 建 的 神 仙 世 界

里，仙人们种种神异能力和奇妙法

宝也显示出不俗的想象力，如土行

孙与张奎的地行术，杨任的手眼通

天等。另外，《封神演义》把人间改

朝换代的历史事件与仙界正邪之争

交织缠绕在一起来写，虽然未能处

理得十分融洽，但格局阔大，还是值

得称道的。

鲁迅先生认为这部作品总体水

平逊于《水浒传》《西游记》，这一评

价相当准确。只不过讲作者“志在

演史”似欠推敲。作为一部文学作

品，《封神演义》塑造的人物形象比

起鲁智深、武松、林冲，以及孙悟空、

猪八戒，生动、饱满的程度都略逊一

筹 。 小 说 故 事 情 节 的 设 计 也 有 简

单、粗糙之弊，如十绝阵，每一阵都

是同样的“套子”。就全书的大框架

而言，为什么要设“封神榜”，“封神”

的 标 准 是 什 么 ，逻 辑 上 也 未 能 自

洽。所以，在我国小说史上，它只能

置身于“第二方阵”中。

哪吒形象的文学及文
化意义

问：《封神演义》中有名有姓的人

物四百余个，重要而有故事的有数十

个。学者袁珂认为，《封神演义》没有

像《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一样“写出一

个能贯穿全书、站得住脚的神话英雄

人物”，姜子牙为主人公，形象却不够

鲜活，哪吒事迹是全书最精彩的部

分，但未贯穿全书。您如何看待这个

问题？

陈洪：《西游记》的大结构是取经

五众各有“原罪”，通过取经的磨炼，

各自得到超越、解脱。其中又以孙悟

空为“首席代表”。所以主角的经历、

命运与全书的故事情节紧密融合。《水

浒传》却不是这样，其大结构是“众虎

同心归水泊”，鲁智深、林冲、武松各为

一“虎”，所以他们的故事便各自集中

于几回中（所谓“武十回”、“宋十回”之

类）。这虽不是优点，但也并非全无是

处，甚或还有一些独特的魅力。

《封神演义》的整体结构则是两

个大事件：一个为商纣失德与武王伐

纣，一个为仙人历劫及阐截争胜。总

体上，作品要表现的是这两个大事件

的进程，而不是某一两个人物的命

运。其实，小说对哪吒的故事、姜子

牙的故事、黄飞虎的故事都着墨不

少，至于未能贯穿全书乃是由大结构

决定的。而他们作为文学形象逊于

孙悟空、鲁智深等，实为作者笔力不

逮，不能简单归因于“未能贯穿”。

问：在《西游记》和《封神演义》

中，哪吒均为重要人物形象，两个哪

吒谁先谁后？两部小说之间有怎样

的影响关系？

陈洪：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学术

界看法也不一致。

《封神演义》中有三回书专题描

写哪吒，其中又包括了令人惊心动魄

的闹海、剔肉还母、剔骨还父、莲花化

身、追杀生父等情节。作为一个人物

形象，笔墨的分量是相当充足的。而

且，在后文的商周大战中，哪吒几乎

是周营最主要的战将，戏份相当多。

相比之下，《西游记》里的哪吒虽在天

将中“戏份”较多，但与《封神演义》的

哪吒相较，却又差得很多。为什么有

二者相比的话题呢？主要原因是《西

游记》第 83 回有这样一段：

原来天王生此子时，他左手掌上

有个“哪”字，右手掌上有个“吒”字，

故名哪吒。这太子三朝儿就下海净

身闯祸，踏倒水晶宫，捉住蛟龙要抽

筋为绦子……唤哪吒以佛为父，解释

了冤仇。

这段虽然与《封神演义》中那三

回“哪吒出身传”中有两点不同，但情

节大体相似（还有其他相似处，如杨

戬 大 战 袁 洪 与 二 郎 神 大 战 孙 悟 空

等），于是有了谁先谁后的问题。

哪吒人物形象源于印度佛教，但

割肉剔骨、其父托塔等故事情节，却

与印度佛教丝毫无关。究其始，北宋

时中土的僧俗两界有相关说法，如惠

洪所撰《禅林僧宝传》，苏辙的《栾城

集》也有《哪吒》诗：“北方天王有狂

子，只知拜佛不拜父。佛知其愚难教

语，宝塔令父左手举。儿来见佛头辄

俯，且与拜父略相似。”哪吒太子剔肉

还母、剔骨还父，其实是当时一桩流

行的禅宗公案，完全是中国僧人们的

发明创造。当时已有人质疑“印度佛

经中未见此说”。这本来是个带有比

喻性和哲理意味的假设，俗世不解，

逐渐演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故事。

《西游记》所讲哪吒出身故事，与宋代

僧俗两界所传，大体类似。而《封神

演 义》却 是 踵 事 增 华 ，多 了 很 多 曲

折。一般来说，传奇故事由简到繁是

大概率事件，两个哪吒的关系也应该

这样来认识。

还可以比较两个哪吒的形象，包

括他们的“装备”。《西游记》中描写哪

吒形象的地方不多，可注意的是两个

地方：一是变化的法身是三头六臂，

二是使用的法宝是斩妖剑、砍妖刀、

缚妖索、降妖杵等。而后世哪吒的那

些“标配装备”——风火轮、乾坤圈、

混天绫等还未上身。再看《封神演

义》中的哪吒形象，给读者印象最深

的是莲花化身，后世广为流传的哪吒

形象——脚踏风火轮，手提火尖枪，

腰间荷叶裙，斜跨豹皮囊，就是由《封

神演义》中的文字确定的。

关于哪吒的法身——三头八臂

形象的获得，作者同样有细致的笔

墨。《西游记》写的是“六臂”，《封神演

义》写的是“八臂”。这个差异是怎么

产生的呢？原来，三头六臂在一般宗

教文字以及小说戏曲中很常见，既是

描写神魔巨大法力的通常用语，也是

形容一个人威猛超众的常用语。可

以说，三头六臂的哪吒如同三头六臂

的孙悟空一样，是当时话语体系中常

见的套路。“三头八臂”却几乎可以说

是哪吒的“专属”用语。

如果已有了这些哪吒形象的描

写，后出的作品会不会视而不见，弃

之不用呢？从常理推想，应该是不会

的。《封神演义》晚于《西游记》还有多

方面的证据，有的堪称“铁证”。

问：孙悟空和哪吒是中国文学史

中非常重要的人物形象，具有很大的

可比性，请您解读分析两者的文学及

文化原型意义。

陈洪：孙悟 空 与 哪 吒 在 中 国 文

学史上的知名度稳居前十。二人与

关羽、武松、贾宝玉等形象不同，他

们 活 动 的 空 间 不 是 人 类 的 现 实 世

界，而是完全虚构想象出的神话世

界。在他们各自的神话世界里，这

两个形象都属于“另类”。他们的出

生就不同寻常，孙悟空是“石头缝里

蹦出来的”，哪吒则是一个怪胎——

大肉球。这似乎就是“天注定”的另

类基因。

他们各自主演的“大戏”带有相

同的一个字——“闹”。孙猴子“闹”

天宫，哪吒“闹”海。这个“闹”字的核

心含义就是搅乱、叛逆。这在等级森

严、思想禁锢的封建皇权时代，是极

其大胆的文字。更何况，作品在描写

这两个形象时，使用了一些巧妙的笔

墨。孙悟空是一只猴子，哪吒是一个

顽童，他们的一些“出格”行为便带上

了顽皮、游戏的色彩。而“弼马温”的

插曲，李靖的毁像烧庙，更使得二人

的“闹”成为对不公、对压迫的反抗，

从而引发读者的同情。

在神话 的 幌 子 下 ，二 人 的 大 胆

言行也是其他作品无法想象的。如

孙 悟 空 的“ 皇 帝 轮 流 做 ，明 年 到 我

家 ”，哪 吒 对“ 天 下 无 不 是 的 父 母 ”

公然的否定，在那个时代是大逆不

道的言论，可以视为对封建伦常的

挑战。当然，两部作品都安排了二

者 的“ 归 顺 ”，这 既 是 时 代 的 局 限 ，

也 有“ 保 护 色 ”的 意 味 。 而“ 归 顺 ”

后的孙悟空也罢，哪吒也罢，仍然是

锋芒毕露的性格，这也是读者喜欢

他们的原因。

经典改编空间与内在
生命力

问：近几年，《西游记》《封神演

义》的改编频频“出圈”，影响已走出

国门，引发世界关注。您认为，古典

小说成为现代影视剧、动画、游戏重

要的取材对象，其魅力何在？

陈洪：一是想象力丰富。两部作

品都有五花八门的神通、法宝，如孙

悟空的如意金箍棒，哪吒的风火轮，

《西游记》各色妖魔趣味横生，《封神

演义》历史与神话交融互动，这些给

读者带来阅读的愉悦，也给改编者打

下 良 好 的 基 础 。 二 是 文 化 底 蕴 丰

厚。就《西游记》而论，既有体现抗争

精神的大闹天宫情节，又有历经磨难

矢志不渝的取经事业，既有使命感十

足的庄严笔墨，又有滑稽玩世的游戏

之词，这开阔了改编的空间。《封神演

义》也是同样。正因为龙图腾的两面

性，才有了“闹海”两种改编的可能。

三是民族风格浓郁，改编出来很容易

“接地气”。

问：您 认 为“ 经 典 再 生 ”的 关 键

是 什 么 ，如 何 不 断 激 活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实 现 创 造 性 转 化 、创 新

性 发 展 ？

陈洪：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沉浸、超越、激活、

发展。经典再生也同样如此。沉浸，

是读懂读透，尊重原著。超越，是要

站在今天的高度来评价、来阐释，不

迷信、不拘守。激活，是把文化遗产

转化为今天文化建设的资源，而不是

当作古董把玩。发展，是要树立超越

前辈的信心，创造属于这个时代的文

化作品。

具体来说，既要开阔眼界，广泛

借鉴，又要恪守民族文化的基本精

神，民族风格、民族气派不能丢。创

作、改写是为了今天的读者和观众，

要有时代气息。“李杜诗篇万口传，

至今已觉不新鲜”，以新变而“代雄”

是 文 学 艺 术 发 展 的 内 在 规 律 。 但

是，不能为改而改，不尊重原著，不

尊重作者。动画电影《哪吒》把武侠

小说《绝代双骄》江小鱼与花无缺的

情节成功嫁接到哪吒与敖丙身上，

就是成功的例子。

问：您认为，相关领域还有哪些

有待展开的研究空间和理论话题？

陈洪：有待开展的研究还是相当

多的。如《西游记》《封神演义》的作

者都尚无定论，而这个问题关系到深

入准确理解作品；《封神演义》把一系

列“古佛”写成老子、元始天尊的后

辈，是否具有宗教史方面的原因；黄

飞虎的故事写了五万多字，作者虚构

这个形象有什么意义，等等。

数智时代对严肃的学术研究产

生了不小的冲击，但学术研究是不可

替代的，只有将这些研究作为基础，

才能不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

积极、健康的转化与发展。

陈雪

在线
作家

人物简介：

陈洪，南开大

学“ 南 开 讲 席 教

授”，国家级教学

名 师 ，南 开 大 学

原 常 务 副 校 长 。

主要研究领域为

中 华 传 统 文 化 、

中 国 古 典 文 学 、

中国文学理论批

评 史 等 。 著 有

《中 国 小 说 理 论

史》《“西游”新说

十三讲》《出仙入

凡说封神》等。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中的哪吒

形象。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