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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说《水浒传》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英雄传奇小说，其中的梁山一百零八位好汉的形象给读者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有勇有谋、反抗强权、不畏强敌，这些鲜明的性格特征成为众多读者对梁山好汉的

固有认知。但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在保留这些原本认知的同时，一些学者也提出了梁山好汉具有“恶”

的性格特征，其中以武松和李逵表现最为明显。基于此，为更加深入地解析《水浒传》中人物的性格特

征，笔者以武松和李逵两位梁山好汉为例，深入剖析《水浒传》中人物“恶”的性格特征。在使得《水

浒传》中人物性格特征更加具体鲜明的同时，也希望能够为其他文学作品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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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ovel Water Margin is one of the four famous Chinese heroic legends, in which the image of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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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dred and eight heroes of Liangshan has left a deep impression on readers, they are brave and 
strategic, resisting power, and not afraid of strong enemies, these distinctive character traits have 
become the inherent cognition of many readers of Liangshan heroes. However, with the gradual 
deepening of research, while retaining these original cognitions, some scholars have also proposed 
that Liangshan heroes have “evil” character traits, among which Wu Song and Li Kui are the most 
obvious. Based on this,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 traits of the characters in Water Margin in 
depth, the author takes Wu Song and Li Kui, two heroes of Liangshan, as examples to deeply analyze 
the character traits of the characters in Water Margin. While making the character traits of the char-
acters in Water Margin more specific and distinct, it is also hoped to provide new ideas and direc-
tions for the study of other literary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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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水浒传》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瑰宝，其中的人物形象丰富多样，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但其中一些

人物的性格特点，如“恶”却往往被人们所忽视。随着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

开始关注这一主题。文章将以武松和李逵两位“恶”性格表现较为突出的人物为例，对《水浒传》中的人

物“恶”性格进行分析和研究，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从历史背景来看，《水浒传》成书于北宋末年，当时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为了生存，许多人不得不

铤而走险，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而“恶”性格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往往与生存压力、利益争夺等因素

密切相关。因此，《水浒传》中的人物“恶”性格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从文化背景来看，《水浒传》

是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其中的人物形象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如忠、义、信

等。然而，“恶”性格与这些传统价值观存在一定的冲突。因此，从文化角度分析《水浒传》中的人物

“恶”性格，有助于揭示传统文化中的矛盾和问题。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当时

的社会现实和文化背景，还可以从中挖掘出更多有价值的信息和启示，通过对《水浒传》中人物“恶”性

格的深入分析，可以更好地发掘其中的文学价值和意义。 

2. 小说《水浒传》人物“恶”性格研究现状分析 

对《水浒传》中人物“恶”性格的研究能够对作品中的人物的言行举止、心理活动进行深入剖析，揭

示其的性格特点和行为动机。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到人性的弱点和社会道德的重要性，这有助于在现实生

活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促进个人的成长和社会的和谐发展。通过对这些“恶”性格人物的研

究，从中吸取历史教训，避免重蹈覆辙，更好地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通过对以下学者对《水浒传》人

物“恶”性格的归纳整理，进一步为本文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学者郑春元在其文章《〈水浒传〉对人性恶的揭示》指出：“《水浒传》对人性恶的描写很充分，但

有些过头了。作者对武松李逵等的疯狂滥杀无辜的行为不仅无一语批评，有时是一种欣赏的态度。”[1] 
学者颜翔林在其文章《第二批判：〈水浒传〉的美学批判》指出：“《水浒传》的‘忠义’，是以牺

牲普遍的伦理道德为代价的，是以放弃国家利益追逐集团利益为目标，以泯灭基本良知换取个人的‘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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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和‘友谊’为前提的。”[2] 
学者高原在其文章《“泛农民趣味”的颂歌——从中西方社会文化形态之比较看〈水浒传〉主题》中

指出：“《水浒传》所宣扬的完全是无规则的社会理想模式，而且它所实现的方式更是以暴力为旨归的。

《水浒》就不仅为那些占山为王的‘职业抢劫团体’朱武、陈达、杨春等树碑，还为那些‘抢劫个体户’

张青、孙二娘等以及‘专业杀手’武松、李逵等立传。”[3] 
学者朱仰东在其文章《梁山英雄的魔性、神性与九天玄女——再论〈水浒传〉“血腥”情节的文化意

蕴及其结构问题》中指出：“阅读《水浒传》，令读者深感不安的是书中充斥的大量血腥情节。这些情节

毫无疑问，大多与梁山好汉有关。而且，据书中所写，一旦梁山诸人开启杀戒，官军之外，往往有大量无

辜百姓惨遭屠戮，比如第四十回写李逵为救宋江，不问军官百姓，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4] 
综上所述，国内多位著名学者对《水浒传》中人物“恶”性格都提出过自己的认识和见解，说明该研

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本文也将对人物“恶”性格进行深层次地分析和探究。 

3. 小说《水浒传》概述 

3.1. 小说《水浒传》的取材背景 

小说《水浒传》取材于北宋末年宋江起义的历史。据《东都事略侯蒙传》：“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

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5] 
宋代说书技艺兴盛，民间流传的宋江等 36 人故事，很快就被说书人采来作为创作话本的素材，南宋

罗烨《醉翁谈录》记有小说篇目《青面兽》《花和尚》和《武行者》，这当是说的杨志、鲁智深、武松的

故事。这是有关《水浒传》话本的最早记载。而现在看到的最早写水浒故事的作品，是《大宋宣和遗事》，

有的研究者认为它是说书艺人的底本[5]。 

3.2. 小说《水浒传》创作背景 

《水浒传》这部小说创作于元末明初。在这个时期，封建社会的矛盾和统治阶级的暴政日益加剧。

在这种背景下，人民的反抗意识不断增强，开始掀起了一股农民起义的风潮。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参考

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和民间传说，对梁山起义的历史背景、人物事迹、战斗经过等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刻

画。这些历史资料为小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背景，使作品更具真实感和可信度。 

3.3. 《水浒传》书名由来 

《水浒传》在流传过程中产生了诸多异称和相关书名，其中《忠义水浒传》《水浒忠义传》《第五才

子书》《水浒传传奇》《梁山传》《宋元春秋》《水浒衍义》《水浒志传》《水浒记》与《水浒传》是同

书异名关系。[6]历来学者认为“忠义”或是作为修饰“水浒”的形容词或是作为代表“忠义人”的名词。

对“水浒”二字的理解主要有四种：代表“忠义”；代表“替天行道救生民”的反抗精神；代表一定的文

化隐喻；代表“水泊梁山”的雅称。 

4. 武松的“恶”性格分析 

4.1. 武松的“恶”性格成因 

北宋末年社会黑暗，官府腐败，百姓民不聊生。武松自幼父母双亡，由兄长武大郎抚养长大，成长

过程中历经艰辛。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正义难以伸张，武松不断遭受不公和迫害，这使得他心中的愤

怒和反抗情绪不断积累。例如，武大郎被潘金莲和西门庆合谋害死，武松掌握证据去报官，然而官府却

不作为，这使得武松无法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为兄长报仇，只能选择以暴制暴。这种社会环境的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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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武松对官府失去信任，也激发了他内心的愤怒和反抗情绪，为他后来的“恶”性格的产生埋下了伏笔。 
此外武松性格刚烈，疾恶如仇，眼里容不得沙子。这种性格使他在面对恶人和不公时，容易采取极

端的手段。他非常重义气，对朋友和恩人可以两肋插刀，但对于伤害他的人，他会加倍报复。 

4.2. 武松的“恶”性格的表现形式 

武松“恶”的性格主要体现在他对敌人的毫不留情、对无辜者的报复以及对自身行为的过度自信和

自以为是，这些行为不仅缺乏理智和冷静，而且超越了正义的界限，体现了武松“恶”的性格特征。 
从大闹飞云浦到血溅鸳鸯楼，再到写下“杀人者，打虎武松也”血字，这些情节展示了武松的疾恶

如仇，也揭示了他“恶”的性格特点。大闹飞云浦虽然展现了武松的勇猛和机智，但他将押送他的官差

全部杀害也体现了“恶”的性格，他对敌人的毫不留情。在血溅鸳鸯楼中，武松再次展现了他的“恶”性

格。他不仅杀死了所有的恶人，还对那些无辜的仆人进行了报复。这种行为不仅残忍，而且缺乏理智和

冷静。 

5. 李逵的“恶”性格分析 

5.1. 李逵的“恶”性格成因 

李逵性格鲁莽，头脑简单，做事往往不经过思考，仅凭一时的冲动行事，缺乏对行为后果的考虑，

所以在面对冲突和矛盾时，容易采取极端的暴力手段。其次是缺乏道德约束，李逵出身底层，没有接受

过良好的教育，对道德和伦理的认知较为淡薄，不考虑社会的道德规范。例如，他为了让朱仝上梁山，

竟然杀死了沧州知府年仅四岁的小衙内，这种行为严重违背了基本的道德和人性。 

5.2. 李逵的“恶”性格表现形式 

李逵的杀戮行为常常是不分青红皂白的，他不管对方是否有罪，只要自己觉得不顺眼或者与自己的

利益相关，就会动手杀人。例如，在江州劫法场时，在救出宋、戴二人后，李逵杀得性起，逢人便砍，许

多无辜百姓命丧他的斧下，梁山首领晁盖对他喝阻也无效。在三打祝家庄时，他竟然在已经杀了祝龙、

祝彪等敌人的情况下，还把扈太公一门老幼尽数杀了，这种滥杀无辜的行为显然是与梁山好汉“替天行

道”的宗旨观念是背道而驰的。 
李逵喜欢以暴力的方式解决问题，他的“恶”性格体现在他对无辜百姓的伤害上，他经常无视百姓

的生命安全，肆意袭击无辜的人。除了对杀戮和无辜百姓的残忍对待外，李逵还展现出了对恶霸的暴力

手段。 

6. 小说《水浒传》人物“恶”性格的成因 

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梳理以及采取调查问卷的形式，笔者对《水浒传》中人物“恶”性格的成因有了

更深入的了解。从作者施耐庵自身的性格角度来看，他的性格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小说中人物的性格塑

造。此外，梁山好汉的贼寇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恶”的性格。以及当时社会的黑暗动荡也是

导致小说中人物“恶”性格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和故事

情节。同时，这也反映了当时社会背景下人民的生活状态和思想观念，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社会价值。 

6.1. 作者施耐庵自身性格的影响 

施耐庵作为《水浒传》的作者，作为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深受封建社会的影响，具有强烈的正义

感和反抗精神。然而，在他的内心深处，也可能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复仇心理和暴力倾向，这种心理在小

说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他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和反抗精神，对不公正的社会现象持有强烈的批判态度。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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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性格特点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5]。 
武松是施耐庵笔下最具代表性的有“恶”性格的人物之一。他的性格刚烈，嫉恶如仇，对恶势力有

着强烈的杀戮欲望。这种性格特点在施耐庵的笔下得到了生动地展现。李逵也是施耐庵笔下具有“恶”性
格的人物之一。他性格粗犷，直率，对敌人的残忍行为有着强烈的报复心理。他的恶行为在小说中得到

了充分地展现。 
施耐庵的报复心理在他的小说中表现为对邪恶的反抗和对正义的坚持。这种心理体现在他对反派角

色的塑造上，如高俅、蒋门神等，他们最终的下场往往是悲剧性的。施耐庵通过这些角色，表达了对邪

恶的反抗和对正义的坚持，使得小说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6.2. 贼寇身份的固有定位 

现代文学家鲁迅评价《水浒传》：“‘侠’字渐消，强盗起了，但也是侠之流，他们的旗帜是替天行

道。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7]在封建社会中，梁山好汉

是被社会主流所排斥和唾弃的群体，他们被视为盗贼、匪徒，这种身份标签使得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无法

得到公正的待遇和尊重。因此，他们在小说中往往会表现出一种反抗和报复的心理，通过暴力手段来寻

求自身的价值和尊严。 
一些主要人物具有“恶”的性格特征，这既是他们作为山贼身份的固有定位，也是该小说独特文化

背景下的产物，有一部分梁山好汉，他们的行为方式更接近于纯粹的暴力掠夺，“恶”成为他们的主要

特征。这些“恶”的梁山好汉之所以如此行事，一方面是由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在那个时代，官府的

腐败和无能，使得他们无法通过正常途径获得生存资源。另一方面，也是受到江湖流寇思想的影响，认

为只有通过暴力才能获得地位和尊重。因此，他们倾向于采取杀戮的手段来解决问题，以此获取更多的

资源和权力。 

6.3. 社会的黑暗动荡 

《水浒传》中全面呈现了一个人性恶的世界，社会是人性丧失的社会，社会各层面都是恶人的天下

[1]。整个社会君昏臣乱、政治腐败、道德沦丧。上层统治者皇帝荒淫无道，把国家大政交给一伙奸臣，

任其倒行逆施，生事害民，表现了当时社会中人性的异化[1]。 
当时社会的黑暗动荡是人物“恶”性格形成的重要背景。在封建社会时期，政治腐败，民不聊生，人

们生活在恐惧和苦难之中。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人们容易产生仇恨和报复的心理，这种心理在《水浒

传》中表现为人物“恶”的性格。例如，武松、李逵等人在面对压迫和不公时，往往会采取暴力手段进行

反抗和报复，这种行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个人的生活经历也是人物“恶”性格形成的重要因素。在《水浒传》中，许多人物都有一段悲惨的经

历，如武松幼年丧父，李逵从小被拐卖，林冲被冤枉入狱等。这些经历使他们形成了强烈的反抗精神和

暴力倾向。 
《水浒传》中的人物“恶”性格并不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许多人物虽然在某些情境下表现出恶的特

性，但在整体上仍然具有正义感和良知。这说明，虽然社会环境和个人经历对人物性格的形成具有重要

影响，但个人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也会对人物的性格产生重要影响。 

7. 结论 

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法和调查研究法，根据小说《水浒传》读本中的具体故事情节对武松和李逵“恶”

性格进行了详细分析，并通过与专业任课老师交流以及通过校内调查问卷形式的搜集整理材料，对《水

浒传》中人物具有“恶”性格特征的成因进行了详细分析，其主要成因主要包括作者施耐庵自身性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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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梁山好汉贼寇身份的固有定位以及当时社会的黑暗动荡等因素。通过对《水浒传》中人物“恶”性

格特点的分析，不仅使得小说人物形象更加具体生动，同时也为其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研究提供了新

的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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