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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学社会学评《 我不是潘金莲》中的中国社会与政治腐败 

 

Chinese political and social corruption through a critique of the novel "Chinese-

style divor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ociology of literature 

 

Yosra Kamel Kamel Abo El Seoud 

Chinese department 

Helwan university, Egypt 

Email: yosrakamel@gmail.com  

 

基于文学社会学评《 我不是潘金莲》中的中国社会与政治腐败 

摘要： 

《我不是潘金莲》是刘震云创作中的一个最重要作品；在这部作品刘震云通过

叙述了一个被丈夫污蔑为“潘金莲”的女人故事来客观地反映了中国日常生活的问题

与政治的腐败；尤其刘震云一般在展开其创作的故事情节时常常使用“因小到大”的

过程；从家庭的小问题就反映了中国社会里面的大问题；这样的作家揭露了中国社

会与政治的体制。 

 

本论从文学社会学角度来批评《我不是潘金莲》这部作品所涉及到的中国社会生活

问题及政治腐败，主要讨论下面的重点；文学社会学的定义、文学与社会生活之间

的互相影响、怎么使用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来深刻地描写社会，也怎么解决社会

问题、从文学社会角度客观地反映出来《我不是潘金莲》中的社会现象；即中国社

会生活及政治腐败、解释出来刘震云怎么使用本创作的方法“因小到大”来反映阶级

矛盾、也解释作家怎么使用荒诞讽刺与幽默以便深刻地反映《我不是潘金莲》里的

中国社会生活及政治腐败，讨论作品怎么体现 社会学的特点。 

一、讨论以《我不是潘金莲》为主题的前研究论文： 

   以前，有很多研究论文关注分析《我不是潘金莲》，例如; 

1- 江松的“女性主义视域下的《我不是潘金莲》探析”；论文深刻地反映女性内

心的呐喊，也从性别差异的现象来探讨女性主义色彩，也揭示了女性主体意

识觉醒。 

2- 白明利：“真做假时假亦真,无为有处有还无--

小说《我不是潘金莲》的精神现象学分析”，该论文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运

用现代哲学理论，分析出来《我不是潘金莲》者不小说。 

3- 陈金钊的“"实用"法律观所衍生的悲剧——

以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为样本的分析””论文，该论文解释出来法律的缺点  

也揭示了这样的缺点怎么威胁社会的安全和稳定。 

4- 陈光的“《我不是潘金莲》的叙事分析”论文；该论文从叙事题材处理、叙事

视点利用与叙事语言的选择三方面来分析小说。 

关键词: 

文学社会学 刘震云 《我不是潘金莲》 社会问题  政治腐败 

 文学社会学的定义 

  

我们为了给文学社会学一个定义，首先要提出来文学和社会学的定义，后来提出来

文学社会学的定义；文学是一种艺术形式，文学的表现形式是; 

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报告、寓言与童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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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表现形式，文学主要反映社会的真实面貌，既反映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域的社

会生活。 

        社会学是一门主要注意研究社会现象、社会问题 

社会事实、社会结构、历史和社会里的文化现象的科学，社会学分为很多的专业例

如；文化社会学、经济社会学、应用社会学、网络社会学家庭社会学、恐怖主义社

会学与语言社会学等 

那么文学社会学是一门把文学和社会学融合在一起的跨学科   

也是一种批评视角，既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研究文学活动。文学社会学主要重视文学

所表达的社会事实的总体条件及其作用。 

         

批评家和研究生从文学社会学这个批评视角来研究、阅读和分析文学创作中的社会

面貌、社会改变、历史及社会问题，我们这样使用社会学视角来研究别的艺术种类

，就是文学，因此可以说这样的研究种类就变为跨学科研究。 

 

 文学社会学的起源： 

        

文学社会学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法国思想家卢梭；他最早注意到了文学与艺

术、历史及社会之间的内在联系，他创造了很多解释了社会、艺术和文学之间的关

系的创作例如《论科学和艺术》。 

       

１９２０年文学社会学已经进入中国，中国作家通过在《新中国》杂志里出版的《

新文学概论》文章开始介绍了西方的社会学思潮，然后１９世纪３０年代中国文学

家介绍了马克思的文学社会学思潮，然后这个思潮 改为一个文学研究视角。 

 文学与社会学之间的关系，及互相影响:  

         上述笔者提出了文学和社会学的定义，从两门科学的定义本人 

意识到文学和社会学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实际上，文学与社会学之间从最早有密切

的关系，原因就是； 

1- 文学和社会学两门学科是人类学科； 

两个科学关注人和所发生在社会的问题。文学主要注意描写人 

这个人在社会上活着了，这个人肯定遇到社会问题，所以文学创作中必须描写社会

背景、社会面貌、社会在不同时期的情况及改变  

来表示人在社会生活情况下怎么过日子，怎么处理社会生活中的问题，还描写人的

性格和思想方法怎么在任何社会情况下可以发生改变了。 

2- 中国文学随着社会的改变而改变： 

中国文学最早是社会生活的反应，文学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中国社会

的历史分为两个主要部分，1９１９年之前后的中国社会，下面本人再解释1９１９

年之前后的中国社会与文学的密切关系 ; 

一、1919年之前的中国社会与文学的关系： 

1919年之前的中国社会可以分为中国原始社会和中国封建社会； 

 中国原始社会与文学的关系： 

          

中国原始社会始于大约170万年前的元谋人，那时候社会生活很简单，人们那时没
                                                                 
 雅克·卢梭（法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年6月28日－1778年7月2日）, 

是启蒙时代的法国与日内瓦哲学家、政治理论家、文学家和音乐家，出身于当时还是独立国家的日

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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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悟自然现象，他门对自然现象觉得害怕，他们幻想着征服自然，所以他们创造了

神话传说以便反映他们的感情、他们遇到的社会问题及现象，也他们怎么克服这些

社会困难。那时神话传说依靠了口语，因为文字那时没出现了。 

 

         

神话传说故事的主要人物都是英雄人物，在神话传说里作者将人物描述为具有强力

为征服自然力量 

，这样神话传说美化了围绕人们的社会现象，也以人物美化为英雄人物，从这儿浪

漫主义出现了。 

 

         

实际上，中国最早的文学创作肯定了文学和社会之间的最早密切关系，例如《山海

经》这个创作是先秦时期出现的最早神话，它的内容十分广泛，因为内容包括神话

、民俗、宗教、传说、礼仪   天文、历史、地理、动物、植物与医药等。 

 

      

《山海经》反映了许多民间传说的妖怪、原始社会和文化的信息。《山海经》对我

们提出了中国神话最早的分类，《山海经》也记载了民族之间的战争神话，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原始社会、历史和文化的主要特点。 

 

         

从上述的引文笔者看到中国文学出现的原因就是原始社会和语言的发展，这是文学

和社会最早的关系。中国原始社会上的浪漫主义产生的原因是中国的社会条件。 

 

 

 中国封建社会与文学的关系： 

        中国封建社会自（公元前475年战国时期到1912年清朝）            

当时的社会是阶级社会的，这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以农立国，土地是最基本的生

产资料和主要财富，土地所有制是封建制度的基础”，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地主

占有土地，赶走原来的土地所有者，然后把土地租佃给这些无地农民，由农民自行

开发与耕种，缴纳地租，所以当时社会分为两个阶级就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 

每一个阶级有不同的社会结构、教育方法和思想等，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两个

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增加了，这导致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崩溃。 

这个时期的文学形式反映了封建社会的所有生活方面，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

让我们好像看到了封建社会的文化、历史、传统习俗 

主要哲学思想、社会特点及社会的一些问题，例如；《诗经》   

《左传》、《战国策》、《楚辞》 、《三国》，《水许》、《聊斋志异》与 

《红楼梦》等，这些作品都具有历史性的，因为它们反映了封建社会的历史（王朝

的历史），上述的作品也反映了封建王朝的文化及每一个王朝的社会面貌，例如《

诗经》；这个作品深刻反映了从殷周时期到春秋中叶时期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它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劳动生活、战争生活、传统习俗 

、婚姻，甚至动物、植物 及天象等方面。 

        

笔者认为古代文学创作的大概部分主要具有历史性的，创作也具有浪漫主义的；这

                                                                 
赵庆云：《试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特点》，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4期 ,2021-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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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两个原因 ；第一 ：作家为满足统治者  

而歪曲了社会现实，也反映虚假的社会，以及美化了过去和自然  

第二：中国的封建社会与西方世界隔绝，这是因为当时的统治者不要西方的自由思

想进入中国 。 

         1840 年（鸦片战争时期）封建社会结束了，作家开始觉得自由 

其中鲁迅，是第一个作家在１９１８年创造了一个具有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作品

就是《狂人日记》，在这个作品中他反映了他对封建社会的恨增，他也通过这个作

品反映了这个社会怎么改变人的心理和性格。 

二、１９１９年之后的中国社会和文学之间的关系: 

         

1919年5月4日是中国社会历史最重要的日子，在这个日子“五四运动”在北京发生了

，以青年学生为主，工人、下阶层人和市民参加这个运动，这个运动是为反对帝国

主义与封建主义而爆发的运动，农民的起义和资产阶级的革命都改变了封建制度的

阶级斗争。 

从这个运动之后，中国社会开始跟西方国家社会交流，西方的自由思想、新社

会思潮（妇女解放、教育发展等）与文艺新思潮(现实主义、人道主义、象征主义

与现代主义等)越来越进入中国。 

从五四运动以来具有新风格的小说开始出现了，例如鲁迅的《阿Q正传》、《

祝福》、《孔乙己》和《故鄉》,巴金的《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和《憩

圆》等，老舍的《骆驼祥子》和《子夜》等，这些作品都对旧社会、旧制度作出深

刻的控诉，这些作品也描写中国人在封建社会中怎么失去他们的价格和尊严、妇女

在这个社会中怎么失去了她的尊严和实体。 

1949年10月1日中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的时期，５０

年代的开头经济、社会、手工业和农业都发展了 

人民的收入增长了，这当然丰富文学创作，有很多的作品在这个时期描写了中国社

会各个方面的发展，文学题材也随着社会、经济和农业的发展而多样化和蓬勃发展

的；例如农村题材创作“《卖烟叶》、《实干家潘永福》等”、革命历史创作“《红

旗谱》、《铁路游击队》、工业题材创作“《上海的早晨》、《三家巷》”等 

这些创作描写了社会变革对传统农村、经济、历史等的全面冲击 

也描写新社会的面貌及社会的新结构（没有阶级的社会）。 

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的政策，这是为了两个原因；第一：对共产

党内外的资本主义分子作斗争，第二：维护与巩固他在党内的权力。毛泽东的政策

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是完全错误的，在“文化大革命”下“四人帮”集团出现了

，这个集团对人民犯下了罪行，这个时期的事件影响了社会，社会过了１０年内乱

。 

上述提出的社会动荡对文学有大的影响，这个是文学停止的阶段，因为毛泽东

那时提倡两个文学理论就是；“高大全”与“三突出”这两个理论对中国文学产生了

毁灭性的影响，在林彪、“四人帮”的残酷压迫下，许多优秀的作家被迫害致死，那

时候浪漫主义的创作传播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少出现了。  

                                                                 
 “四人帮”: 是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四个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构成的集团。 
 
“三突出”：是文化大革命的文艺理论，提倡在创造一个作品，作品里的人物需要是正面人物,正

面人物也需要是英雄人物。 
 “高大全”:是文化大革命的文艺理论，提倡主要人物要发起高、大、全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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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四人帮”审判了，然后文学创作再次开始复活了，很

多的现实主义、人道主义和象征主义的文学创作出现了，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也由

于“四人帮”的结束出现了，例刘心武于1977年11月创造的《班主任》小说，这个作

品描写“四人帮”对青年灵魂造成的内伤，卢新华也于1978年8月11日创造的《伤痕

》小说，这个小说也反映了人的思想的内伤。 

80年代中国社会是中国的一个活跃时代，过去中国社会系统是附于政治系统的

，但是８０年代社会的自主性增加了，同时外资的大量涌入了中国、中国知识界与

文化界繁荣了。那么关于当时的文学界；改革、寻根、现代派、先锋、新写实、新

历史等文学潮流出现了，当时的文学创作例如；韩少功《爸爸爸》，残雪《山上的

小屋》，马原《冈底斯的诱惑》等，都代表寻根文学和现代文学。 

80年代末９０年代初，中国社会发生伟大的改变，９０年代中国传媒例如电视

、书报杂志与电子媒体等都发展了，在这个社会情况下，全球化这个概念进入中国

社会各种各类的领域，文学也受到全球化的影响，所以文学创作结构和文学的因素

改变了；主题 

、题材、叙述等的创作手段发生了变化，旧的文学创作加以新的因素    

中国作家越来越受到西方写作的新观念和新文学思潮。 

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有很多的文学创作反映了全球化对社会的影响，例如；

刘震云的《手机》，它反映了手机这个全球化的形式怎么破坏了很多的中国丈夫关

系。 

２０世纪，中国和世界许多国家进行交流了，所以中国跃升为世界上第二大经

济体。在全球化思想的传播下；中国的经济、社会 

法律和文化问题都与全球化有紧密相关系。 

２１世纪的开头，特别在２００３年以来中国遭受了非典病毒 

很多中国人因受非典病而死亡了，这场病毒震撼了中国社会，文学创作特别报告文

学反映病毒的创伤事件，例如《人民日报》；它描写新冠病毒对社会和人民的影响

。还有《非典危机》小说，它描写了非典病毒怎么给人民的生活和精神带来新的冲

突，也反映普通人们在抗击病毒的日常生活。 

2013年9月和10月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一带一路” 

的合作倡议。这合作倡议的目的是增加中国与有关国家之间的文化、经济、政治

交流，这个合作倡议不仅影响了中国社会 

而且影响了世界国家的社会。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出现，文学就受到这个政策的

影响，还有新的文学种类随着“一带一路”政策的宣言而出现，就是“丝路文学”，“

丝路文学”，都属于“沿着丝绸之路的国家的文学”；“丝路文学”创作以丝绸之路为

背景或反映出来事件在丝绸之路上发生了；例如《马可•波罗行记》、《西游记》

和《伊本•巴图塔游记》等。 

2019年12月，新冠病毒在中国出现了，中国社会和全世界国家的社会都受到了

这个病毒的影响；所以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 

生活水平、游览等方面受到负面影响、中国人民与世界上的人民开始在新冠时代生

活了，人民的生活从那时完全改变了。 

值得注意的事，当中国社会面临危机时，报告文学就传播起来当时有很多的报

告文体反映出来社会在这个危机下的情况，例如   

                                                                 
 “一带一路”合作倡议: 既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个倡议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之间有双合作平台 
参见张明廉对丝路文学及多民族文学的思考.http://chinawriter.com.cn 201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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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出发的高乔的“新冠病毒溯源，该查的是美国”的报告文体，它反映新冠病

毒的事件。 

        从上述的引文笔者看到，从中国古代社会到中国目前的社会     

文学与社会学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及有互相影响；随着时代的发展 

社会在发展，文学也随之发展；文学进入的每一个新阶段，都是社会条件变化的结

果，文学的新种类也是社会改变的结果，下个图形表示笔者的意思； 

 

 
  3-作家、读者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笔者认为任何文学作品都与三个因素相关联；就是作家(发件人)、读者(接受者)和

https://tjhss.journals.ekb.eg/
https://www.buc.edu.eg/


                                                                                                    Volume (4)      Issue (1)         January 2023 

160 
https://tjhss.journals.ekb.eg/                                                                   https://www.buc.edu.eg/ 

 

社会生活(共同因素)；关于作家他受到了他自己成长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他也受到

围绕他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的影响，从这点他取得他的创作题材，也开始创造他

的文学作品；作家的作品也肯定反映出来社会生活现象。 

        

作家一出版了他的创作，读者就开始受到作者的生活经验，因此，作家的角色是唤

醒读者的意识、让读者熟悉围绕他的社会问题及现象，让读者有解决这些问题的未

来愿景，所以笔者看到作家和读者之间有共同的因素就是社会生活，同时作家、读

者和社会现象是三个构成文学文本上下文的因素。  

        一般而言社会对作者的影响就是给他经验、心智自主为构成好文学作品。 

4-社会学与文学批评之间的密切关系： 

        

社会学对文学批判与研究有直接的影响；社会学对文学批判性阅读的形成做出了贡

献，因为它推动批评家从外部研究文本；批评家对任何文学文本进行批评时，首先

要收集有关作家自己的社会环境、围绕文本的社会条件与问题；这是因为诗人和作

家不会写与他们的社会条件相矛盾的文本，如果他们的社会处于战争或战争状态诗

人或者作家不会表达奢侈和自由的生活。因此批判性研究关注社会对文本的影响。 

         

上述笔者概述了社会和文学之间的密切关系，两个学可之间有互相的影响，但是文

学创作不能脱离社会而形成，那么两个学科之间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社会学不关注人在社会里的行动、思想及感情，不关注个人的问题和自己的困难，

它所表达的是社会，与人在社会的反映，那么文学而且主要注意叙述人在社会生活

里的情况、思想和行为。 

        

目前有很多的文学批评家依靠文学社会学来批评文学创作，笔者在这个论文将依靠

文学社会学来批评《我不是潘金莲》1中的中国社会与政治腐败。 

          

笔者主要将依靠布迪厄这个社会学家的反身性理论、“习性”（habitus）理论来批

评《我不是籓金莲》；布迪厄的反身性理论注重个人经历，也重视这个经历怎么对

实践活动有大的影响，并塑造他对社会的看法，那么“习性”理论注重社会行动者怎

么受到围绕他的社会情况影响，也注意社会行为者对其所遭受的社会现象的反应。 

          笔者首先将依靠布迪厄的反身性理论来解释作者的个人经历  

也解释围绕作者的社会状况，因为社会状况对他肯定有大的影响   

这当然对实践活动（创造“我不是籓金莲”）有大的影响，然后笔者将依靠布迪厄的

“习性”（habitus）理论来分析小说；也就是说通过分析小说的对话叙述来解释作品

怎么反映中国社会体制、社会问题社会现象、法律与政治的腐败，后来笔者再一次

将依靠反身性理论来解释这些社会现象怎么对小说中的人物性格发生了改变，最后

                                                                 
1 -刘震云：《我不是潘金莲》，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7月出版。 
 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1930-

2002）当代法国著名社会学家，1954年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布迪厄著述达340余种，社会学

涉及人类、、教育、历史、政治、哲学、美学、文学、语言学等领域，他的创作有《阿尔及利亚的

社会学》《实践理论概要》、《再生产》、《背井离乡》等。 
 “习性”（habitus）理论: 

该字是布氏界罗马文所改用而来，的确具有习惯、习性的意味，但是却不是单纯反射性的习惯，而

是一个透过长时间生活实践，累积下来的，视为理所当然的一种习性。“习性”也是社会行动者通

过他在他所生活的社会世界的社会场域中的存在而获得的永久和可转移的倾向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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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再解释小说怎么与社会学发挥相同的作用；既修理社会的缺点与改善社会的情

况。 

 反身性理论与《我不是潘金莲》的作家社会环境: 

     

笔者依靠迪厄的反身性理论来提出作家的经历，也围绕他的社会面貌怎么塑造他的

性格，这当然对他创造作品过程有影响；刘震云1952年5月生于河南省延津县，197

8年刘震云在河南的一所中学当老师，早上给学生上课，晚上复习，同年考入了北

京大学中文系， 

1982年刘震云毕业了，同年在《农民日报》工作，从那时候他开始创造了文学创作

。 

    

刘震云从１９８７年开始在《人民文学》发表了他最早的文学创作就是；《塔铺》

、《一地鸡毛》、《温故一九四二》等作品。刘震云2011年当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教授，２０１２年他创造了《 我不是潘金莲》。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刘震云从１９５２年到１９７８年在河南省生活了，他是

农民的孩子，所以他从小的时候到青年时亲眼目睹了中国农村社会中发生的一切历

史事件、问题、困难、文化   与那里的农人思想等。 

 

他自己的人生像一个农民一样，饱受贫困之苦，他靠着自己顽强的斗志，也靠着姥

姥5元救济款的学费，这样作家靠着农民式不要命的拼搏；他上学、参军、进入北

京大学的中文系得到成为中国最有名的作家之一。 

 

笔者认为作家以他在农民社会的经验作为创作的题材，所以他的创作的大部分都深

刻地反映农村社会的生活面貌、现象与问题    

笔者通过读了刘震云的很多小说理解了刘震云怎么受到农民社会的影响；他创造的

《故乡天下黄花》(１９９１年)、《故乡面和花朵》（１９９３年）、《故乡到处

流传》（１９９９年）、《我叫刘跃进》（２００７年）、《一句顶一万句》（２

００９年），《我不是潘金莲》（２０１２年）都反映作家怎么使用他在农村长时

期生活的经验，把这个经验放在他的小说里，上面笔者提出的刘震云小说都反映了

中国农村里的小人物或底层人的生活态度，也反映作家所见、所感与所闻的中国农

民的所有痛苦、所有社会现象、所有社会生活的问题、所有农村文化等。 

 

关于作家创造《我不是潘金莲》的原因，就是为反映他在农村看到的社会与法律的

弊端对农村社会的影响，作家创造这个作品为提高舆论、提高读者的意识；意思就

是对读者提供了很重要的社会问题和现象，也让读者领悟这样的现象对人的思想和

行为怎么有大的影响，同时让读者考虑这个问题的解决，这样笔者来肯定文学现象

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现象。 

       

值得一说，《我不是潘金莲》这个作品会起着重要作用来纠正社会和政治目前的腐

败，并实现人的重建。 

 围绕《我不是潘金莲》的社会与政治背景: 

一、《我不是潘金莲》的社会背景： 

１－“生第二胎孩子”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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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潘金莲》反映“生第二胎孩子”的社会问题对中国人特别农民的坏影响；这

个社会问题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79年６月     

当时陈云等人提出生育组织计划，以控制人口增长，该计划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计

划，有利于保护母亲和儿童的健康，有利于广大群众的生产、工作和学习， 

提倡“只生一个孩政策”想法，然后在１９７９年10月“一胎化”这个计划生育的政策

开始实行的，政府当时开始给予只生一个孩子的丈夫某种物质奖励。 

 

那么政府对出生二胎孩子的家庭发出很多的制裁例如；面临巨额罚款甚至减工资或

失业，如果出生二胎孩子的家庭没有能力支付罚款，计划生育官员就会把他们的房

子拆除，或收到这个家庭的家具或电器。 

这些制裁的坏结果就； 

１－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超过9000万儿童独自出生。 

２－当时很多的妇女在怀孕后期堕胎。 

３－由于传统习俗农村家庭更喜欢有男性；这导致选择性堕胎和杀害年轻女孩，最

后男女人数的不平衡数字导致人们的走私和卖淫。 

 

 

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社会背景: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个成语也对《我不是潘金莲》的主人公有大的影响。

实际上这个成语是儒家的一个礼教，指旧时女子应该守贞节，女子宁愿死也不能丧

失节操。贫困饿死是小事，失节事情是很大的事。 

这个成语宋代以前传播了，这个成语包括寡妇女，如果她再一次结婚了，这样

这个妇女按这个儒家的礼教是失去了贞操的妇女 

这个儒家的礼教到目前向农民有巨大的影响。 

二、围绕《我不是潘金莲》的政治背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国家

权力机关，大会的职权就是；任免权、修改宪法 

立法权与重大事项决定权等。第一届人大会于1954年召开，目前人大会议一般在每

年3月召开。 

实际上，人大会的筹备和召开对官员们来说非常重要，中国政府为大会的召开

采取了很多的预防措施。 

         上面笔者解释了《我不是播金莲》这部作品通过其主题、内容 

人物对话反映社会和政治现象。下面笔者来提出小说的内容，后来通过《我不是潘

金莲》里的对话叙述来提出《我不是潘金莲》里的中国社会和政治的腐败。 

《我不是潘金莲》的内容： 

       

《我不是潘金莲》小说讲述了一对夫妻的故事；李雪莲这个妇女因为生了第二胎孩

子，也因为笔者上述解释的(１９７９年)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处罚，李雪莲和她的

丈夫秦玉河觉得害怕，所以他们俩办了假的离婚，然后他的丈夫欺骗了她，也把这

个假的离婚改成了真的离婚，他也去跟别的女儿结婚了。 

 

按照中国的结婚和离婚法，第一个孩子和秦玉河住在一起，第二个孩子和李雪

莲住在一起，然后李雪莲为跟丈夫复婚，她去了法院告状，但是法院判定了李雪莲

跟秦玉河的离婚是真的离婚，这是因为离婚证是真的，然后李雪莲见面了秦玉河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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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试跟他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是他却在人们面前叫她“潘金莲”，这种名声后来将伴

随着李雪莲屈辱的一生，这件事对李雪莲是不可忍的，所以她首先想杀害她的丈夫

和法院长，然后她改变了她的想法，也开始走了一条漫长二十年的告状之路；告状

层级从县法院、县长、市长、省长   

一直到全国人大，最后她被他们都骗了人，还被他们骗了身，最终她被他们都真成

了“潘金莲”，她失望了，也决定了吊在树上，当时她见面了果园主人，他对李雪莲

的话让李雪莲绝处逢生，让她不要吊在树上。 

《我不是潘金莲》对话叙述里的社会与政治的腐败: 

        

下面笔者通过小说的对话叙述来解释社会与政治的腐败，同时依靠布迪厄的“习性”

理论来解释社会行动者（对话叙述里的人物）怎么受到围绕他们的社会情况的影响

，也注意社会行为者（李雪莲）对其所遭受的社会现象的反应。 

１－“只生一个孩政策”与社会的腐败 

 在中国“只生一个孩政策”这个社会现象实际上对中国人有 

坏的影响，所以人开始找到非法律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件事情是通过小说里的对话出现的，例如； 

作家在小说里的叙述部分：“二胎时非法的，如秦玉河是个农民，罚几千块钱

，也能把孩子生下来来，但秦玉河是化肥厂的职工 

如生下二胎，除了罚款，还会开除公职”。 

李雪莲和丈夫的对话也提出了 “只生一个孩政策”对人的影响 

例如李雪莲对丈夫的对话：“孩子在肚子里偳我呢，我带把他生下来。” 

秦玉河：“不能生。生下他，我就被化肥厂开除了” 

李雪莲回答说：“镇上赵火车这么干过，自俩就没关系，我生下孩子，孩子就成了

我一个人的，跟你也没关系了。大儿子归你，剩下的孩子归我，一人一个，不就不

超生了吗？” 

秦玉河说：“但也不能因为孩子，自俩就离婚呀”。妻子说：“子也跟赵火车一样，

等孩子上了启口，自俩再复婚，孩子是在离婚时生的，复婚等于一人带一个孩子。

那条政策也没规定，双方有孩子不能结婚，结婚后不再生就是了。”1 

         

上面的对话是小说的中心事件，上面的对话也对读者提供人怎么开始犯法以便解决

这样的问题，这个方法在中国社会开始传播了。 

２－中国社会里贿赂的盛行: 

  小说提供了中国社会里的人怎么通过贿赂来实现自己的利益 

该贿赂现象通过小说里的很多事件表现出来的，例如； 

 作家自己描写李雪莲去王公道家的这个事件时说 

：“李雪莲拍王公道家的门，手都拍酸了，李雪莲来时背了半布带芝麻，拎着一只

老母鸡”。 

 李雪莲对法院专委说：“上午我去了你家，给你家背了一包袱棉花，拎了两只老母

鸡”，法院长对她说：“快去把你的棉花和老母鸡临走”，那时李雪莲说：“你老婆

当时答应我了，说你管这事儿”。 

 王法院长去李雪莲家以便问她如何她今年去不去北京告状的时候 

他对李雪莲说：“我给你带来一条猪腿”，然后王法院长对王法院长关于李雪莲说

                                                                 
1 －刘振云：《我不是潘金莲》，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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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哄住她，二十年来，她可没少得东西。光猪腿，我给她送过十七八个”，“

都见大家给当官的送东西 哪见过当官给一个农村妇女送东西？”。 

  

从上述笔者可以说中国社会里的小层人和大负责人互相贿赂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这

个社会现象在中国传播了，也对人民的态度和行为有坏的影响。 

３－互不信任的危机: 

        

小说的故事事件依靠主要思想就是互不信任的危机，从小说的开头到小说的结尾都

展示了互不信任的危机，小说里面的叙述表达笔者的看法，例如； 

 王公道对李雪莲说：“已经证明了二十年，今年突然说不证明       谁信呢？” 

李雪莲说：“我不告诉你了，今年我想通了。” 

王公道对李雪莲说：“你要这么说，还是要告状，大表姐，你张口就是瞎话呢”1。 

李雪莲回答说：“谁给你说瞎话了，我说实话，你不信。” 

 李雪莲对大头说：“本来我不准备再告状了，说给他们，他们就是不信”。 

 李雪莲对市长说：“我跟他们说过两回，我今年不告状了，他们不信”。 

市长回答说：“像我小时候，说真话，当权者不信哩”。 

 李雪莲对赵大头说：“本来我不准备再告状，说给他们，他们就是不信，把我当成

了骗子。” 

 李雪莲在故事的结尾说：“出门告状不丢人，让人把人骗了，让人把人睡了，又让

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了，今后我可怎么活呀？”。 

4-政治制度的腐败: 

      

《我不是籓金莲》的小说通过李雪莲和其他人物之间的关系表达了中国社会里面的

政治制度腐败，下面笔者再说明小说怎么揭露了中国所有的政治制度腐败现象； 

 小说故事通过市长蔡富邦、县长史为民、法院院长眴正义   

法院专委董宪法、法院法官王公道、新县长郑重和市长马文彬揭示了政客怎

么滥用职权，他们也诬陷无辜百姓，例如；市长蔡富邦，他一看到了李雪莲

在市政府门口坐着，头顶一个“冤”字，他也为了进行“精神文明城市”创建活

动，而让几个警察把她架走，以“扰乱社会秩序罪”把李雪莲关进了拘留所

，而这一切为保住政治地位。 

 小说故事也揭露了政治人怎么贿赂公众获得自己的利益；这是通过王公道和

李雪莲之间的对话表达了；王公道贿赂了李雪莲，以便劝她不去告状了。 

 

        

贾聪明和赵大头之间的地场也揭露了政治人怎么贿赂公众以获取利益；贾聪

明为解决李雪莲对前夫的告状问题，他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让李雪莲跟赵大头

结婚，这样李雪莲不再告状，实际上贾聪明要和市长互相利益；市长要保持

他在工作的地位，但是李雪莲的问题威胁他的地位，而贾聪明要市长帮助他

当法院副院长，所以贾聪明见面赵大头，也跟他商量关于李雪莲的事，他说

                                                                 
1 - 刘振云：《我不是籓金莲》，20页 
“扰乱社会秩序罪”：中国刑法中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一种。主要特征是：（1）侵犯的客体是

社会秩序的正常管理活动。（2）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在首要分子的纠集下，聚众扰乱国家机关、企

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的正常活动，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等无法进行。（3）主观

方面是故意，行为人一般是为了通过聚众捣乱，给政府或有关单位施加扭力，以实现个人的无理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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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了赵大头结婚李雪莲以便拒绝她再一次告状，他也对赵大头说如果他能把

李雪莲搞定，让她不告状了，县长和市长就会帮助他的儿子在畜牧局当临时

工  赵大头同意了，也和李雪莲做了关系。 

 

         从上述我们可以说政治家和中国的政治制度丰富了腐败 

上述的政治家都为维护自己的地位，不管李雪莲的主要问题  

他们的唯一问题在于怎么停止李雪莲不再告状，以便维护他们的政治权力，

他们也将李雪莲关起来就是害怕自己与前任一样丢了乌纱而使尽各种手段。 

 小说故事反映政治负责人怎么使用非法方法来恐吓李雪莲并压制她的声音，

例如；郑县长为了确保李雪莲不再告状的话 

他要让她写个不再告状的保证书，他对李雪莲说：“我相信你，那就写个保

证书吧，如果再告状，就得承担法律责任    

事情没那么严重，也就是个形式”，李雪莲对他说：“我有冤可以不申，但不

能给你写保证书，一写保证书，好像是我错了，不是二十年全都错了，你们

拿这张纸，就能把我抓起来”从这样的对话我们可以注意到公民怎么被迫放

弃权利。 

 

 刘振云在小说中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领导人对参加人的对话来深刻地揭

露了中国社会和政治的腐烂，好像作家把这个人物来表达他个人对中国社会

所遭受的政治和社会腐败程度的看法，领导人的对话好像总结了中国政治制

度所有的缺陷和错误，他对参加人说：“贪污腐化，不正之风是扩大人民群

众意见最大的方面，这两颗毒瘤不摘除，我们的党和国家早晚会完蛋，我们

党是执政党，我们党的宗旨，要求我们时刻要把群众的利益放到首位。但有

些人是不是这样呢？贪污腐化，不正之风，就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到了党和

群众的利益之上。他当官为了什么？不是为了给人民党公仆，而是为了当官

做老爷，为了发财，为了讨小老婆。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放弃呢？今

天上午一个妇女，告状告到了大会党，她被警卫人员，当作恐怖分子，一个

农村妇女离婚，竟搞了大会党，这么小的事，怎么就搞到大会当了呢？是她

要把小事故意搞大吗？不，是我们的各级政府，政府的各级官员 

并没有把人民的冷暖疾苦放到心上，层层不管，层层推诿   

层层习难，一个妇女要离婚，要状告七八个人，从他那个市的市长，到她那

个县的县长，又到法院院长，法官等等，使谁把她逼上梁山的呢? 

不是我们共产党人，是那些喝着劳动人民的血”。 

         

大会党的领导人好像总结了小说故事的情节，也好像深刻揭露执政党的劣势

和短板，他也说明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就是; 

领导人对人民事务缺乏兴趣，加剧了政客与人民之间的紧张关系，也会导致

个人和社会的不稳定。 

  

 刘振云也通过李雪莲的故事来解释体制怎么能杀人；在故事的结束我们看到

了李雪莲怎么由于所承受的压力和迫害，让她产生了自杀的观念。 

 

    

从上述我们可以说政治家和中国的政治制度丰富了腐败，上述的政治家都为维护自

己的地位，不管李雪莲的主要问题，他们的唯一问题在于怎么停止李雪莲不再告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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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维护他们的政治权力，他们也将李雪莲关起来就是害怕自己与前任一样丢了乌

纱而使尽各种手段。   

 

总地来说笔者看到作者通过《我不是潘金莲》来提倡执政党是该坚持国家、民族的

利益。 

 

 中国社会现象和政治制度的腐烂对李雪莲性格的改变： 

上述笔者提出的中国社会和政治的腐烂肯定改变主人公的性格；李雪莲由于“

生第二胎孩子”的政策从一个朴实的村妇变身为狡猾诡诈的女人；她为了生下二儿

子，说服丈夫欺骗了法律。 

领导人对李雪莲的事务缺乏兴趣，就加剧了政客与她之间的紧张关系，也会导

致李雪莲的性格变得更加自信，并决心实现自己的权利。 

在故事的结束，由于承受了很大的政治和心理压力，最终她的性格变得更加软

弱，直至想到了自杀。 

在这个作品李雪莲当然代表了普通的中国农村人，也代表普通人怎么受到政治

和社会现象的腐烂的影响，这个影响当然改变了人的性格，如果社会里的人民性格

变得更糟，这将导致社会崩溃。 

 

总结： 

笔者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特别反身性理论和习性理论来分析刘振云的《我不

是籓金莲》的内容、对话叙述与主人公的性格。 

从分析小说的过程，笔者发现很重要的事实，就是文学作品发起的作用跟社会

学的一样； 他们俩涉及到任何社会里的最重要现象和问题 

，同时两门学科接触这些社会现象对人的影响，两门学科也对解决社会里的问题有

巨大的作用。 

在《我不是籓金莲》中作家代表社会学家来深刻地揭示所有发生在中国的社会

现象、社会政治制度的腐烂、社会制度问题，这些现象和问题当然改变了社会制度

的特征，也当然改变了社会里的人物性格。 

社会学不仅提出社会里的现象和问题，而它也提供问题的解决方案，那么关于

《我不是籓金莲》，笔者认为作者也通过小说的对话叙述会提供社会现象的解决方

案；这当然通过在小说里隐含的作者的立场出现了，例如：在这部作品，我们可以

意识到作者对领导人的性格隐含的立场，我们通过大会议的领导人可以看到作者对

传播于社会的现象和问题所隐含的立场。 

 值得一说，《我不是籓金莲》不仅注意提出社会现象和问题 

而更注意的事就是深刻地反映人的性格怎么在这样的社会发生了改变，例如：该作

品 揭示李雪莲的性格在社会问题中怎么改变。 

笔者认为文学作品比社会学书对提出社会现象和解决社会问题更重要的，因为

文学作品比社会学有一种神奇的能力，可以很容易地进入人们的心态和感受，所以

它对社会的改变具有更大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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