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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现象是在一定区域内某一时刻或某一较短

时间内发生的大气物理和化学现象，主要表现为降

水、雷电、霜雪、刮风等形态，而且具有随着时间和空

间变化而变化的特点。在明清时期的白话小说中，

有大量关于天气现象的书写。以“六大名著”(《三国

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

史》)中的“雨雪风雷”为例，据笔者统计，就分别出现

了约60处、7处、1处(“神妖行法”不计入统计)、15处、

11处和 16处。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小说中的这一创

作现象呢？当前已有不少学者对古代小说中的天气

现象予以不同程度的关注。不过，上述论文或限于

篇幅，或由于论述角度的问题，对明清白话小说中的

天气现象的探讨还比较有限，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

还有较大的论述空间。第一，天气现象在明清白话

小说中有何表现形态？第二，天气现象在明清白话

小说中具备哪些叙事意义？第三，天气现象在明清

小说中频繁出现，有何小说史意义？本文就主要围

绕这三点展开讨论。

一、“六大名著”中天气现象书写形态之分析

正如夏志清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所说，“六大名

著”是“长篇小说这种文学类型在历史上最重要的里

程碑……它们“无论从‘经典’一词的任何一层意义

上来说，它们都堪称经典之作”①。因此，以这六部具

有典范性的小说为例来分析明清白话小说中的天气

现象的书写，尚属可行。

根据天气现象与小说文本的关联程度，这六部

名著天气现象呈现的形态可分为三种：

第一种，天气现象是小说家叙述时的自然呈

现。作为自然现象，小说家在构建故事时，自然而然

地把风雷雨雪等气象写入文本。这类描写大都只是

一笔带过，不具备特定的情节意义。当然，有些描写

间接对故事情节产生影响。如《红楼梦》第三十回写

端阳节前天突降骤雨，贾宝玉一直担忧龄官无处避

雨，以至于忘记自己被淋一身，表现了宝玉怜香惜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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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格。

第二种，天气现象虽是自然现象的呈现，但蕴含

较深的政治或道德观念色彩。这类书写在《三国演

义》中大量出现，主要出现在以下两种叙事情境中。

1.天象示警。在这种叙事情境中，多表现为异常的

天气现象，如政权腐朽或政权不合法时，上天垂象警

示。如小说第1回，灵帝时“大雷大雨，加以冰雹”以

及种种异常天气现象，都是汉朝衰微，上天垂象以警

治国者的表现。再如第80回曹丕篡汉，方欲“答谢天

帝”之时，“忽然坛前卷起一阵怪风，飞砂走石，急如

骤雨，对面不见；坛上火烛，尽皆吹灭”，这是寓意曹

丕政权不合法。2.重要的历史人物，或者军队主将

行军途中面临危险之前，也往往有异常天气现象的

书写。如小说第108回孙权死前，“忽起大风，江海涌

涛，平地水深八尺”。主将面临危险时，多以“信风”

吹折旗杆或扬尘惊扰战马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小说

第24回，张飞劫营前，曹操军队“正行间，狂风骤至”

吹折一面牙旗。

第三种，天气现象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具有双

重文学功能。一是作为景物内容构成小说叙事的环

境背景，二是作为诗意化的表达，蕴含着文人的情

怀。如《三国演义》第21回中，曹操煮酒邀请刘备论

英雄，小说作者根据《华阳国志》的一句简短的记载

敷衍了一场精彩的天气现象，以呼应险象环生的曹

操试探而刘备掩饰的心理战；第37回，刘备二访诸葛

亮时“朔风凛凛，瑞雪霏霏”以烘托刘备求贤的虔

诚。金本《水浒传》第9、10回“处处点缀出雪来”，以

严寒大雪衬托气氛的紧张与惨烈，将林冲被逼上梁

山的决绝与愤慨写得极为生动。《红楼梦》49、50回的

雪景以诗意化的形式呈现，具有显著的象征色彩。

以上三种大致概况了“六大名著”天气现象的特

征。进一步说，“六大名著”的天气现象书写特点也

有所不同。历史演义《三国演义》的“风雷雨雪”描写

次数极多，很少长篇幅地描写，以零散的形式遍布于

小说文本，远多于其他不同类型的作品。《三国演义》

的天气现象常出现在上述所举的例子外，也经常出

现在行军打仗的描写中。行军布阵属于户外活动，

要经常考虑天气的因素。所以在战争过程中也经常

出现天气现象，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情况：1.采用火

攻或雪地破敌时，多会涉及天气现象。例如小说中

最常见的火攻破敌，在运用此计时都有“风”来助

阵。2.交战过程中有时也会因异常天气现象而停止

战斗，第15回中太史慈和孙策也是在交战过程中遇

到“风雨暴至”等，双方在这种情况下不得已而各自

收兵。3.行军过程中，为了表现行军之苦也常涉及

天气现象。如第 107回中蜀兵被魏兵围困，面临绝

境，“是夜北风大起，阴云布合，天降大雪，因此城内

蜀兵分粮化雪而食。”

如果我们把《三国演义》与史传略作比较，会发

现小说里的天气现象在史传中都可以找到一定的根

据。所以，《三国演义》中的天气现象的书写不可避

免地会带有史传中天气现象所具有的政治伦理色

彩。不过，这种色彩早已经过中下层文人的历史观

念、道德意识以及审美取向的过滤而发生一定程度

的变形，内化为小说内容。尤其是小说中虚构的大

量有关天气现象的书写，如第21回煮酒论英雄时的

雷雨以及第37回刘备二访诸葛亮时的大雪，这些天

气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发生了从政治与道德的属

性向审美属性的转变。

在英雄传奇小说的代表作《水浒传》中，存在与

《三国演义》相近的天气现象描写。如小说第60回中

晁盖率领众好汉攻打曾头市，“饮酒之间，忽起一阵

狂风，正把晁盖新制的认军旗半腰吹折”就与《三国

演义》中天气现象书写的第一种情境中的第三种形

式相同。另外，第64回宋江“雪天擒索超”中的天气

现象书写也近似于《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乘雪破

羌兵”。不过，《水浒传》在天气现象的书写方面也表

现出新的变化。小说第10回中林冲风雪山神庙一段

故事，就是在“纷纷扬扬卷下一场大雪来”的天气现

象的书写背景下展开的；第24回中进入市井之间的

潘金莲撩拨武松一段香艳十足的情节也是以“一天

瑞雪”为叙事背景。如果说，《三国演义》在天气现象

的书写中已有生活化的苗头，那么在以江湖和市井

为故事空间背景的《水浒传》中，天气现象的书写也

从庙堂进入市井，较为彻底地摆脱了政治与道德属

性，而具有浓郁的文学色彩。

由于神怪小说中的雨雪风雷等多为神怪“作

法”，不属于“大气物理现象和化学现象”的范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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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划入天气现象之列。因此，本文不对此类描写展

开讨论。不过，作为“旅行故事”的《西游记》，途中遇

到雨雪风雷等天气影响行程难以避免，小说第96回
就有一处师徒四人西行路上遇雨，在华光庙中躲雨

的情节。

与上述三种小说类型不同的是，世情类小说中

的天气现象一般不涉及它的政治道德属性，对它的

传奇效果也鲜少提及。总体来说，明清白话长篇世

情类小说中的天气现象书写趋向于平淡与写实，他

们更密切地与小说的时空、叙事情调恰到好处地互

相搭配，成为小说的叙事背景。比如《金瓶梅》第 27
回，西门庆和妻妾在花园避暑饮酒时突降大雨，就是

北方的夏天经常遇到的天气现象；第46回吴月娘等

人元宵节外出游玩，遇到下雨加雪的天气；第67回西

门庆在书房赏雪，等等，都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天气

现象的书写。还有，《红楼梦》第8回宝玉在薛姨妈住

处闲玩时，下了“半日雪珠儿”，宝玉等人就在薛姨妈

处吃饭、饮酒。类似的天气现象的书写在《儒林外

史》中也较为常见，如第2回中，在薛家集学堂教书的

周进“河沿上望望”春雨景致；第48回，王玉辉乘船外

出散心途中，“雨下的不曾大，那船连夜的走”。从上

可见，世情类小说中天气现象的书写与其他三种类

型的小说在书写程式、审美取向上有着明显区别：第

一，书写更加趋于日常化；第二，从诸种政治、道德寓

意以及追求传奇效果到更加注重小说中天气现象书

写作为意境建构的功能。

二、天气现象的书写与小说叙事之推演

以上我们以“六大名著”为样本分析了明清白话

小说中天气现象的书写形态及其与小说类型、地域

的关系。那么，天气现象的书写在以叙事为中心的

小说文本中，又在哪些方面参与了小说叙事呢？详

细分析如下：

第一，预叙。在小说叙事中起到预叙功能的天

气现象的书写主要表现在历史演义类小说中。如上

文论及的《三国演义》中“天垂象，见吉凶”情境中的

天气现象的书写就是这方面的显例。《三国演义》第

103回，诸葛亮设计欲把司马懿父子烧死在上方谷，

但在点燃火器时，却遇“骤雨倾盆”，司马懿父子乘机

逃脱一例。在此，天气现象的书写无疑预示了天不

灭司马氏，最终“三国归晋”的历史宿命。当然，在其

他类型的小说中，用天气现象的书写具有预叙功能

的例子也多有，只是不如历史演义类小说典型而

已。如《水浒传》第60回，大风吹折晁盖军旗，预示晁

盖中箭身亡；《金瓶梅》第62回，潘道士给李瓶儿禳灯

延命时，忽起一阵怪风吹灭李瓶儿的“本命灯”，预示

了李瓶儿死期将至等等。

作为“预叙”的天气现象从源头上说是受到“天

人感应”思维观念的影响，并被运用于小说叙事之

中。史官文化极为发达的古代中国对于这种异常天

气现象尤为关注，早期的《尚书》《左传》等典籍中均

有大量相关记载。如《尚书·周书·金縢》篇中记载的

一个故事：周成王因听信谗言疑忌周公，周公避居，

“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与

大夫尽弁，以启金縢之书，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

王之说”②，武王忏悔，迎接周公回朝，“天乃雨，反风，

禾尽起”③。在这个故事中，周成王疑忌周公与“天大

雷以风”之间在逻辑上就被建立了“今动天威，以彰

周公之德”④的因果关系。天气现象作为上天“警惧”

世人的“报应”，在传统观念中，异常天气现象具有一

定的“鉴往思来”意义。这种观念是在史官文化传统

中形成的思维逻辑，在史官总结历史兴亡的来龙去

脉时，必须为国家的兴亡寻找一个逻辑起点，而代表

“天命”的异常天气现象往往就是其中之一。所以，

在历史演义小说中，这种异常天气现象在国家或人

物发生重大事变中总会用以预示吉凶。不管小说中

的天气现象书写是本之史传还是虚构，这类描写多

数属于同一思维逻辑。

第二，调节叙事节奏。在明清白话小说中，天气

现象的书写也往往被运用于调节小说叙事节奏，主

要表现为延缓叙事和加快叙事，中断叙事以及促成

叙事的转向四个方面。在日常生活中，雨雪风雷等

天气往往会影响人们的生活。比如在行旅情境中，

逆风和雨雪往往会阻住行程，延误行旅。《儒林外史》

第38回郭孝子寻父途中遇到大雪，行走不得只能“又

住了一日”。与之相似的还有《西游记》第83回中师

徒四人西行途中遇到大雨，不得不在华光庙中躲

雨。在家庭生活情境中，雨雪等天气现象也会被用

作延缓叙事的修辞策略。如在《金瓶梅》第83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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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经济和潘金莲约期偷情，当晚突然天降大雨，陈经

济一时无法出门，直到初更时分才冒雨赴约。与延

缓叙事相反的是加快叙事，利用天气现象来加快小

说叙事进程的常见于行旅情境中，如《儒林外史》第

22回“恰好遇顺风，一日一夜就到了南京燕子矶”；第

35回“遇着顺风，到了燕子矶”等“顺风”天气现象的

书写，就是加快叙事速度，从一个情节直接转移到另

一情节的省笔。

在小说中，天气现象对小说叙事的影响还表现

在中断某一事件的叙事功能。如在《三国演义》第10
回、15回中都是因为突然降临的异常天气使得交战

双方不得不中止交战。作者往往是有意识地运用天

气现象来中断叙事，以达到妥帖自然地结束或转变

某一情节。例如《三国演义》第15回中那场中断太史

慈与孙策交战的暴风雨，“毛本”就评论说“若非风

雨，慈、策二人将直杀到天明矣”。与中断叙事相似

的是，由于天气现象的突然性，明清白话小说也常用

天气现象的书写来造成叙事的转向。比如《金瓶梅》

第46回中吴月娘等人元宵节外出游玩，突然的降雪

使小厮回家“拿皮袄”成为摆在当前的逻辑情节，此

处天气现象的书写就促使游玩的情节转至“拿皮袄”

情节，生动地上演一场小厮丫鬟之间关系的活剧。

第三，生发故事的契机。天气现象的书写无论

是延缓、加速还是中断与促使叙事的转向，主要目的

之一是为了制造生发故事的契机。《三国演义》第 10
回，陶谦委派部下护送曹嵩一家到许昌，不想途中突

降大雨，一行人投宿在古寺之中。本为黄巾余党的

陶谦部下因为衣装被雨打湿，同声嗟怨，从而趁机杀

死曹嵩一家，抢夺财物后同往山中落草为寇。此处

天降大雨的书写不仅是近处的曹嵩一家被杀的契

机，同时也是曹操兴师报仇、攻打徐州等系列故事的

导火线。另外，像《儒林外史》楔子中，夏天突降的一

场阵雨使得湖中荷花神采备出，触发了王冕学画的

情致，进而引出知县索画、王冕为避祸北上游历等一

系列事件。天气现象之所以被小说常用来生发故

事，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天气现象具

有突发性，这种传奇性的特点容易成为生发新的故

事情节的触媒。比如在《儒林外史》第27回、第33回

和第 43回中，船行途中遇到逆风或大风，船只能靠

岸，从而生发出人物巧遇或者抢夺船中货物的突发

事件。二是，小说中天气现象之所以成为引发故

事的契机，很大程度上也受到现实中天气现象对

人们生活的影响的启发。在现实生活中，“雨雪风

雷”等都是影响人们进行正常活动的天气现象，人

们在这种天气里面不得不暂时放下户外活动等

“正事”，躲在封闭空间中从事其他“额外之事”消

磨时间，而这“额外之事”往往就给小说创作提供

了足够的发挥想象的空间，以满足读者“闲中生

事”的阅读期待。

三、天气现象书写与小说情调之营造

戴维·洛奇在《小说的艺术》中说“小说家可以随

心所欲发明各种天气状况以适合他(她)制造的某种

情绪”⑤。在明清白话小说中，小说家通过不同天气

现象的书写来“营造一种意境，最终捕捉住一种特殊

的情调感”⑥的例子比较常见。需要说明的是，小说

情调营造的目的并不单纯为营造一种情调，更多的

时候它还参与了小说叙事与人物塑造，并发挥着一

定的积极作用。所以本节在探讨天气现象书写对小

说情调营造之影响时均结合二者加以讨论。下文，

笔者就以“六大名著”中的“雨、雪”两种天气现象的

书写为例，对其如何营造小说情调略做探讨。

先来看小说中的“下雨”这一天气现象在小说意

境营造上的效果。《三国演义》第21回中的“青梅煮酒

论英雄”，以雷雨营造叙事情调方厢非常典型。曹操

煮酒宴请刘备论天下英雄，试探刘备的志向，此时寄

居在曹操篱下的刘备，虽然包藏雄心，但不得不做本

为“小人之事”的“学圃”来迷惑曹操，以打消曹操对

自己的忌惮之心。所以，曹操宴请刘备饮酒无异于

设下一场危机四伏的鸿门宴。《三国演义》把宴会安

排在雷雨天，虽是承袭《华阳国志》中“于时正当雷

震”一语而来，但却进行了大幅度的增饰。小说中，

二人论天下英雄时的天气现象是“忽阴云漠漠，骤雨

将至”，通过骤雨来临前的天气晕染二人对话中所藏

伏的紧张气氛，尤其是当曹操说出“天下英雄，唯使

君与操耳”时，“正值大雨将至，雷声大作”。在此情

节单元中，天气现象的变化是和酒宴的气氛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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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起初的“阴云漠漠”晕染着这场宴会的危机四伏，

对刘备而言，曹操之居心恰如隐藏在阴云之后，虽隐

约知道暗藏杀机，但又被掩盖住了；但当曹操道破真

实想法时，刘备之心惊如霹雳，宴会背后隐藏的杀机

也就如大雨一样倾泻而出。可以说，在此作为故事

背景的天气现象与事件的紧张气氛及人物的心理活

动步调一致，它一方面把不可见的紧张气氛与心理

活动具象化；另一方面它又以幕景的方式笼罩整个

事件，使其浸染在风雨欲来的天气现象的语境中，小

说情节的紧张感得到层层渲染。

在世情小说《红楼梦》中也有多处以下雨营造小

说意境的。仍以第45回中黛玉“风雨夕闷制秋雨词”

为例，在此情节中，“日未落时天就变了，淅淅沥沥

下起雨来。秋霖脉脉……天渐渐的黄昏，且阴的沉

黑，兼着那雨滴竹梢，更觉凄凉”，充满诗意色彩。

秋雨—黄昏—雨滴竹梢，这些古典诗歌中的常见意

象，容易使人联想起与离别、相思有关的诗词，如“君

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秋阴不散霜飞晚，

留得枯荷听雨声”“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

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等。此处天气现象的

书写具有浓郁诗味，使小说情节也浸润着深深的诗

意，带有显著的文人性。尤其是黛玉在本就充满诗

意的情境中，又赋充满感伤情调的《代别离》一首，并

命其名为《秋窗风雨夕》。另外，此回小说还在其它

地方运用了古典诗歌中的意象来营造意境，如宝玉

的冒雨到访，就与“最难风雨故人来”等充满诗情的

意境差似。尤其是黛玉睡下后，“听见窗外竹梢焦叶

之上，雨声淅沥，清寒透幕……直到四更将阑，方渐

渐的睡了”，明显是化用温庭筠《更漏子》中的“一任

阶前点滴到天明”而来。从上可见，此处秋天夜雨的

书写不仅是生发故事的契机，它更以秋天夜雨的潮

湿、微冷、缠绵为叙事背景，为小说营造了一种哀怨、

感伤、凄冷的情调，并融入整个与秋天夜雨意象相关

的抒情文学传统，使小说叙事的情韵深厚而绵长。

再来看“下雪”天气现象的书写对小说情调的

作用。

在《三国演义》中另一个利用下雪来营造小说情

调的精彩情节是第108回“丁奉雪中奋短兵”。虽然

此情节本之史传，但在此处艺术成就较突出。“雪中”

与“短兵”的结合，正如“毛批”所说的“雪天遇雪刀”，

老将丁奉的勇猛通过“雪”与“刀”两件冷色调的事物

衬托出来。虽然小说中处处都是写冷色调的白(白
雪、短兵)，但小说叙事的中心却是落在血脉偾张的

“热”处。以“冷”(雪天)写“热”(奋勇)，以白(雪地)衬红

(鲜血)的叙事手法更为丁奉的勇猛、激昂的小说情调

加倍增色。

更为典型的雪景是《三国演义》第 37回，写刘备

访问诸葛亮时正处隆冬，“天气严寒，彤云密布。行

无数里，忽然朔风凛凛，瑞雪霏霏：山如玉簇，林似

银妆”。在此回三次出现的雪景文字篇幅均不长，

但点染成趣。毛本批语说：“此回极写孔明，而篇中

却无孔明。盖善写妙人者，不于有处写，正于无处

写。”此回雪景描写具有一定的诗意色彩，以“不写

之写”几次强调刘备不畏严寒大雪，表现出雪天访

贤的虔诚，带有“程门立雪”的意味。陈洪先生曾

说：“《录鬼簿续编》著录了罗贯中《宋太祖龙虎风

云》，该剧写赵匡胤‘雪夜亲临赵普第’，意味与《三

国演义》的‘顶风冒雪访诸葛’十分近似；而赵普素

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美誉，也是儒生们寄托

‘帝王师’理想的一个偶像。”⑦这一雪景在《三国志

平话》及《草庐记》均未见描写，罗贯中将雪景添入

情节带有明显的文人情怀。足见，此回以雪景营造

的意境融入了文人理想，用曲笔描摹诸葛亮作为帝

王师的风采。

与之相似的还有《水浒传》里面“林教头风雪山

神庙”一回中下雪天的书写。小说此回反复提及

“雪”与“火”两个意象，整个故事也在“纷纷扬扬卷下

一天大雪”的背景下展开，正如《文学理论》中所说，

“背景描写的目的是建立和保持一种情调，其情节和

人物的塑造都被控制在某种情调和效果之下。”⑧小

说中下雪的书写就是为了凸显出“雪”与“火”所代表

的“冷”(天气冷)与“热”(手刃仇人的热)、“红”(杀人见

血的红)与“白”(雪的白)的鲜明对照。在作为背景的

雪天里，火烧草料场的大火因雪地的映照而更显猛

烈，林冲在漫天飞舞的雪中手刃仇人更显大快人

心。意味深长的是，当林冲投奔梁山之时，小说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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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写及“上路行了十数日，时遇暮冬天气，彤云密

布，朔风紧起，又早纷纷扬扬下着满天大雪”。在此，

小说通过下雪天气的重复书写，“白茫茫大地一片真

干净”的大雪衬托出了林冲毅然而去的悲壮。而以

苦寒雪夜的恶劣天气暗示形势严峻，则写出林冲被

逼上梁山的惨烈。

在世情小说中，下雪天气现象的书写也常被用

来作为营造小说叙事情调的修辞策略。例如《金瓶

梅》第20回和第77回中的两次写到西门庆踏雪访妓

的情节。有意思的是，在小说中，西门庆的两次踏雪

访妓都起因于他在下雪时想起孟浩然踏雪寻梅的典

故。传统中孟浩然踏雪寻梅的雅人趣事，在这里被

西门庆比拟为庸俗的踏雪逛妓院，高洁的梅花被比

作妓女，下雪与访妓所形成的反差使小说叙事充满

浓郁的反讽意味。除了运用戏仿笔法来营造叙事的

反讽情调外，在世情类小说中雪天的书写还经常用

来作为叙事背景，以寂静写喧哗。较有代表性的是

《金瓶梅》第38回“潘金莲雪夜弄琵琶”与《红楼梦》第

49回“琉璃世界白雪红梅”两例。在上述两处情节

中，大雪天气都被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寂静的雪天

却发生着最为热闹的故事。在前者中，潘金莲的琵

琶声在雪夜里也比往日传得更悠远；大观园女儿们

的嬉笑声在雪地上也显得更欢畅，就如小说此回的

回目中的“白雪红梅”一样，栊翠庵的红梅花在大雪

天的衬托下也比往日更加鲜红。

在明清白话小说中，利用天气现象的书写来营

造叙事情调的不只下雨和下雪两种，阴云四起、酷

热、大风等都常被用来营造某种气氛，只不过没有这

两种天气现象运用的普遍而已。天气“影响人的情

绪”，是“反映人物内心世界的隐喻性标志”⑨。通过

天气现象的书写营造一种笼罩在叙事之上的氛围，

使事件与人物都受到天气的影响。

四、天气现象及其小说史意义

作为与人类活动息息相关的天气现象，从人类

诞生起就成为被关注的对象，并随着文字的出现而

被记录在册。荣格在分析原始人的心理时说：

在因果关系的连续过程中，他特强调那些杂乱

和超越常规的部份，那些不能用科学因果律解释得

通的例外事件。长期以来他已经习惯了按照常规运

动的自然，他惧怕的是那些不可预测的，由于某种绝

对力而发生的意外事件……只要突然有违背常规的

事情发生，他就觉得自己井然有序的世界正在遭受

破坏。接着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⑩

而异常天气现象的出现正是这种“意外事件”中

最常见的一种。由于源远流长的天气书写的历史，

史传的、诗文的各种关于天气现象的意境都很容易

地融合在容量巨大的长篇白话小说中，并成为小说

家取材的一个来源。在历史演义和英侠传奇小说

中，天气与行军的关联多表现为“行军苦”的传统意

境，而当天气与英雄事迹联系起来时，则更倾向于

借用天气的传奇特征衬托英雄的不凡。在世情小

说中，由于叙事内容更贴近于日常生活，这类小说

中的天气书写多具有浓厚的文人情趣，借用传统诗

文中雅致的天气意象来建构小说的叙事情调。不

过这种借用传统意象建构小说情调的方式却由于

小说的价值取向而不同，或是建构的，如《红楼梦》

中的天气现象书写或是解构的，如《金瓶梅》与《儒林

外史》等。

从小说史的角度看，部分“六大名著”的天气现

象书写具有典范性意义。许多与天气现象密切关联

的情节作为“可写性”的文本，成为模仿学习的对

象。如“三顾茅庐”的雪景描写就多次成为改编作品

的摹写内容。清代宫廷大戏《鼎峙春秋》第二十出

《求贤切踏雪重临》的雪景描写既承袭了《三国演义》

的内容，又根据戏曲文体特点略作发挥。唱词引高

启诗，以“雪满山中”衬托“高士”。再如《水浒传》“林

教头风雪山神庙”，此情节在艺术上取得较高成就，

历来经过多次改编。明代李开先《宝剑记》，乃至现

代吴永刚《林冲夜奔》、高阳《林冲夜奔》等在改编时，

均受原作影响，着重突出风雪对于此故事的重要意

义。我们将这几部作品中林冲在山神庙的风雪描写

列表如下页。

四部不同时代、不同文体的作品因侧重点不同，

在描写林冲神庙遇风雪时有显著差异。《水浒传》的

风雪描写既采用古代文人写景时惯用的程式化语

言，又反复间杂以生动的白话，较好地表现了小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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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与主题，成为具有典范意义的故事，但仍留下了

“可写性”的空间。《宝剑记》着重以雪景书写林冲的

思乡之情，兼及展现作为差人的劳苦。吴永刚的话

剧《林冲夜奔》略微改编原作故事情节，以白描表现

林冲及老兵行役之苦，同时营造出小说气氛之紧。

高阳的历史小说《林冲夜奔》在雪景语言上部分化用

《水浒传》，但着重突出风大，强调极端的风雪天气对

人物造成的压迫感，以此暗示林冲所面临局势之险

恶。由此可见，“林教头风雪山神庙”这一故事既奠

定以风雪天气表现故事的基础，同时又不同程度地

影响了后世同类作品的写作。值得一提的是，《水浒

传》的续书《水浒后传》淡化了英雄传奇性，更多地带

有遗民陈忱的个人色彩，与前传相对质朴、浑野相

比，后传多了些高雅，而天气现象描写也更富诗化与

文人化。

总而言之，明清白话小说中的天气现象书写虽

然稍显零碎。但从整体上予以观照，则会发现它不

仅在艺术层面的参与小说叙事的推演、人物形象的

塑造以及叙事情调的营造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同时，它源于“天人感应”思维观念中道德层面的“劝

惩”功用也赋予了小说特定的文学意义。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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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31、340、3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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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风雪

描写

金本《水浒传》第十回“林教头风

雪山神庙”

正是严冬天气，彤云密布，朔风

渐起，却早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

雪来。那雪早下得密了。怎见

得好雪？有临江仙词为证：作阵

成团空里下，这回忒杀堪怜，剡

溪冻住猷船玉龙鳞甲舞，江海尽

平填，宇宙楼台都压倒，长空飙

絮飞绵。三千世界玉相连，冰交

河北岸，冻了十余年。大雪下的

正紧……雪地里踏着碎琼乱玉，

迤逦背着北风而行。那雪正下

得紧……那雪越下的猛。但见：

凛凛严凝雾气昏，空中祥瑞降纷

纷。须臾四野难分路，顷刻千山

不见痕。银世界，玉乾坤，望中

隐隐接昆仑。若还下到三更后，

仿佛填平玉帝门。

《宝剑记》第三十三出

[驻马听]“寒夜无茶，走向前

村觅酒家。这雪轻飘僧舍，

密洒歌楼，遥阻归槎。江边

乘兴探梅花，堂中欢赏烧银

蜡。一望无涯，有似灞桥柳

絮，漫天飞下。(白)这雪一发

大了……怎生知道俺在外当

差的苦楚，口间差拨无暇，夜

里提铃喝号，逢热热一个死，

遇冷冻一个死。”[前腔]四海

无家，回首乡园道路遐。这

雪轻如柳絮，细似鹅毛，白胜

梨花。山前曲径更添滑，村

中鲁酒偏增价。累坠天花，

壕平沟满，令人惊讶。

《林冲夜奔》第四幕第二场

夜来。纷纷扬扬，捲下一天大

雪。山神庙夜静无人，因值月

半时候，虽是风雪交加，天空

却隐隐放光。大雪铺地，殿上

檐角，枯树枝头，墙缺处，山门

口，一片莹白。冬风呼啸，雪

花泼洒，远方有野犬吠声。风

雪正猛。大路上林冲头戴毡

笠子，背着花枪。挑着酒葫

芦，后面跟着草料场老兵，腋

下挟着那条破絮，二人踏着

那大雪，迎着北风，飞也似的

奔进庙门。二人就在供桌上

放下手中的物事，抖掉身上

的雪，搓手顿足冻得喘不过气

来……风雪弥漫，老兵身影渐

渐远去。

高阳《林冲夜奔》

就这片刻间，雪下得越发

大了，兼且有风；满空白

絮飞舞，上下翻腾，就像

一片银海里，有几条玉龙

戏水，洒落无数鳞甲。风

雪迎面乱扑，既劲且急，

林冲几乎连眼睛都睁不

开……门还未开，又是一

阵风起，这阵朔风是好大

的旋风，贴地上卷，带起

积雪，纷纷如乱撒吴盐；

林子里虎虎作响，枝叶摇

摆，树顶上整团的雪往下

落，发出低沉的扑击声。

那风势乱卷，逼到林冲面

前，竟连张嘴呼吸都困

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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