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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论说《西游记》主要人物孙悟空和猪八戒的言语个性化问题。吴承恩描写了大

闹天宫时期和取经途中两个阶段的孙悟空。在前期，作者很有层次惑地透过一些高

度个性化的言语外显孙悟空的性格，同时也揭示、批评了孙悟空的性格弱点。在后

期，作者通过丰富而鲜明的个性化言语反映了孙悟空性格结构的各个侧面。吴承恩

主要动用交又法和对比法设计猪八戒的言语，将他塑造成一个“丑角”式的喜剧人

物，展示了他复杂的内心矛盾世界。 

[正文]  

    

   本文讨论《西游记》最主要的人物孙悟空和猪八戒这两个艺术形象的个性化言语。这里所说的

个性化言语不是指作者在描写不同人物的行动、外貌特点时的特定用语，而是指人物所说的话(包

括内心言语)。 

一、孙悟空的个性化言语 

    综观整部《西游记》，孙悟空的性格发展变化大体上可以分为取经前后两个阶段。在这两个阶

段中，吴承恩刻画孙悟空性格的手法有同有异，在言语设计上更有明显的差异。 

    (一)早期孙悟空的个性化言语 

    在吴承恩的笔下，早期孙悟空顽皮淘气但不令人厌恶.争强好胜但不妒火中烧，武艺高强但不滥

杀无辜.聪明伶俐但城府很浅，嗜好索取但有“侠盗”之风，喜欢恭维吃软不吃硬。吴承恩对孙悟

空是带着一种欣赏加批评的心态来塑造其形象、刻画其性格的。我们看到，作者很有层次感地透

过一些高度个性化的言语外显孙悟空的性格，同时也按照他自己的标准，时而委婉时而直截地揭

示、批评了孙悟空的性格弱点。 

    1、层次分明地外显早期孙悟空的性格变化的历程 

    天产石猴孙悟空一出世，昊承恩就让他向往、追求自由，反抗对自由的束缚或摧残。孙悟空首

先是一个与命运抗争的神猴。从石猴出世到闹天宫，猴王的言语里充满了藐视命运的英豪之气。

但是作者并没有让神猴一出世就喊出“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造反口号.他非常注意掌握刻

画孙悟空性格发展的层次。 

    在小说的第一回，作者设计让众猴推举石猴荣任美猴王。“美猴王享乐天真，何其有三五百

载。”忽然烦恼忧虑起来:“今日虽不归人王法律，不.俱禽兽威严，将来年老血衰，暗中有阎王老

子管，一旦身亡，可不枉生世界之中，不得久注天人之内?”猴王心底里升腾起一个强烈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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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一个不老长生，常躲过阎君之难。”一个“躲”字，点明了猴王的初衷:只是为了一般地与自然

抗衡。而当须菩提祖师准备向他传授“术”、“流”、“静”、“动”四种道并逐项征询他意见

的时候，他只关心一件事:似这般可得长生么?”得知这些都无助于长生后，他连续四次回答:“不

学:不学!”这样的言语更证明了猴王对长生不老的执着追求。 

    在孙悟空得道之后，就开始变为积极与命运抗争了，言语中也充满了藐视一切的英豪之气。向

东海龙王索宝求衣而龙王哭穷时，悟空道:“真个没有，就和你试试此铁:”打进地府，悟空喝令十

代冥王:快报名来，免打!”十王竟像小卒一样报出自己的“王号”。悟空斥道:我老孙修仙了道.与

天齐寿，超升三界之外，跳出五行之中，为何着人构我了”那些掌管生死轮回的十王一叠连声地

陪小话。神猴夺了判官的生死簿，叫道:“我也不记寿数几何，且只消了名字便罢!取笔过来:”消

罢名字，扔下簿子道:“了帐!了帐!今番不伏你管了!”悟空此时的言语特征与求仙之际迥然不同，

这种不同完全反映了孙晤空从顺应自然向抗衡自然质变过 

程中的性格突变。 

    孙悟空到底“触犯”了王权、神权.天帝不能容忍神猴的“自由”，开始玩弄“招安”权术，向

他抛出了软枷锁。悟空见了玉帝大大咧咧地答话:“老孙便是。”根本没有把这位天地万物的主宰

放在眼里。开始时孙悟空是天真幼稚的，勤勤恳恳地给玉帝当马馆儿，但聪颖的神猴很快识破了

玉帝以弼马温的微职束缚自己的伎俩。他咬牙大怒道:“这般貌视老孙:老孙在那花果山，称王称

祖，怎么哄我来替他养马?”便打出天门。回到花果山，竖起“齐天大圣”的大旗，传令道:“自

此以后，只称我为齐天大圣，不许再称大王。”孙悟空生性好强，但原本胃口不大。只想“称土

称祖”。但是他又自尊心极强.喜爱受人恭维.这使他轻易地上了太白金星的当，戴上了弼马温的

“纸高帽”。而被愚弄被歧视成了刺激猴王原有的争强好胜性格产生膨胀性变异的主导性诱因。 

    “齐天大圣”的名号激怒了玉帝，托塔李天王奉旨率天兵天将压向花果山。然而神猴毫不畏惧.

他要巨灵神’‘快早回天，对玉帝说:他甚不用贤!老孙有无穷的本事，为何教我他养马?你看我这

社旗上字号。若依此字号升官，我就不动刀兵，自然的天地清泰;如若不依，时间就行上灵霄宝

殿，教他龙床定做不成!”面对着来自天庭的凶神恶煞的刀光剑影，他执著地重复一句宣言:若是不

遂我心，定要打上灵霄宝殿!”如果说向龙王索宝、令冥君销名时的悟空还仅仅是求个安身立命之

地、图个长生不老的话，那么，现在的神猴便是向极权公开 

宣战。吴承恩让猴王此时的言语充满叱咤风云的豪气—不计较玉帝骗他养马.而是要玉帝承认他是

与三清四帝平起平坐的齐天大圣。 

    玉帝在使用武力降服孙陪空惨遭失败之后，退而实行怀柔政策.给神猴封了官.造了齐天大圣

府。还让他主管蟠桃园。没想到孙悟空“猴”性大发，惹下了一连串的“祸事”。当玉帝再次兴

兵讨伐时，这个吃软不吃硬的石猴，一方面承认自己因为贪吃闯了祸，另一方面又摆出一幅无所

谓的姿态。当九耀神打上门问罪时，悟空笑道:这几桩辜，实有!实有!但如今你怎么?”在杀气腾腾

的讨伐者面前不忘调侃，只有无所畏惧的孙悟空才能做到。猴王被装进太上老君的炼丹炉，炉火

锻炼了猴王的身骨，更锻炼了他的性格，一个新的飞跃产生了。 

他踢翻八卦炉，打上灵霄殿，以震撼天庭的气魄宣告:“‘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只教他极

出去.将天宫让与我，便罢了;如若不让，定要搅攘，永不清平!”至此，作者用这样的硬骨头言语.

把孙悟空对极权的反叛性格推向了极致。 

    值得一提的是，吴承恩给造反时期的孙悟空设计言语时十分讲究多样化。具体表现在:孙悟空藐

视来自天庭的所有敌手，但与个个敌手对话时，所用的言语却是变化多端、风格各异，或挪偷.或

调侃.或挖苦，或辱骂，或斥责.时时处处让读者感到新鲜、畅快。例如，对巨灵神:“泼毛神，休

夸大口，少弄长舌!我本待一棒打死你，恐无人去报信……”对哪吁:“小大子.你的仍牙尚未退。

胎毛尚未干……”对二郎神说:“我记得当年玉帝妹子思凡下界，配合杨君，生一男子.曾使斧劈桃

山的，是你么?我行要骂你几声，曾奈无芒冤仇:待要打你一棒，可暗了你的性命··…”孙悟空的这

些言语具有鲜明的个人色彩，在整部《西游记》的其他人物的用语中都没有雷同者。透过这些话

语.读者既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悟空不畏强敌的胆魄，也可以想象出神猴在不同敌手面前的表情、神

态这样的个性化言语立体感很强.富有动作性。 

    2、由暗至明地指出猴王命运悲剧的必然性 



    猴王的大闹天宫的英雄史诗变成了被如来压在五行山下的悲剧，这当然是昊承恩的安排。那

么，按照吴承恩的逻辑，孙悟空的悲剧是怎样产生的呢?在具体言语卜又是怎样体现的呢? 

    从《西游记》故事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出，早期孙悟空之所以陷入悲剧，按照封建文人吴承恩的

逻辑是“咎由自取”，吴承恩亲手编织了猴王的“齐天大圣”梦.又一丝一缕地拆散了这片锦绣。

吴承恩一方面把猴王“逐步升级”地推上‘大闹天宫”的造反颠峰.另一方面也由暗至明地交代了

猴王的“齐天大圣’，梦想破灭的必然性。 

    早在石猴拜师学得地煞变化之术之时，作者就让他暴露了好出风头的弱点。师兄们询问悟空老

师父传与的躲灾之法可曾学会。“悟空笑道:‘不瞒诸兄长说，一则是师父传授，二来也是我昼夜

殷勤那几般儿都会了。”川币兄们一怂恿他“试演演”他便“抖摄精神.卖弄手段道:‘众师兄请出

个题目。要我变化芒么?”’悟空的这种表现在兼有“佛”、“道”二性的须菩提祖师看来是“惹

祸.’的根由，结果他被逐出师门。虽然作者给须菩提祖师设计的这番“驱逐令”暗藏天机，但可

以肯定地说，作者用暗示的笔法在这里替孙悟空埋下了“祸很”。 

    孙悟空回到花果山伊始，作者就给了他一个“草头王”的扮相:依仗高强的武艺胁迫龙王为他送

兵器送行头，如若不予，便大叫“试试此铁〔金箍棒)”。如果说阎王差小鬼勾索孙悟空的性命是

侵犯了孙悟空的根本利益的话，那么，东海龙王却是与孙悟空相安无事的邻居。作者寄予了对四

海龙王的同情，婉转地批评了孙悟空的“恃强凌弱”。 

    孙悟空坐稳山大王之位特别是一笔勾销了生死簿上的猴属名号之后作者有意为他营造了一个

“不伏麒麟管.不受凤凰辖”的超自由环境，并让他在这种环境里踌躇满志，滋长、膨胀追逐名利

的虚荣之心。顺理成章的结果是孙悟空轻易地卜了太白金星的圈套，当上了末流芝麻官弼马温发

现受辱闹出天宫自立“齐天大圣”旗帜跟玉帝较量一番。又被虚荣驱使重返天宫。孙悟空冠卜

“齐天大圣”头衔之后，作者让他放荡不羁的性格逐渐产生不良变异。 

    在第5回开首。吴承恩以简洁的语言描述了新任“齐天大圣”孙悟空的社交言语:“见三清称个

‘老’字;逢四帝，道个‘陛下’。与那九曜星.五才将、二十八宿、四大天王、十二元辰、五方五

老、普天星相、河汉群神.俱只以弟兄相待.彼此称呼。”吴承恩以点睛之笔让读者听到了孙悟空踌

躇满志的心声让人们不但看到了孙悟空不拘小节的性格，也觉察到了他性格结构上的致命弱点。 

    在王帝让孙悟空当卜看守蟠桃园的“大圣”级园长之后.吴承恩开始为神猴制造祸端，让他的性

格弱点逐渐膨胀。首先，作者安排孙悟空偷食蟠桃，这虽然可以理解成是作为猴子的“猴性”使

然，但按常理.这是典型的监守自盗行径.而讴骗桃园土地、力士的言语(“汝等且出门伺候，让我

在这亭上少憩片时。”)，则显示了他本性中的狡黯。昊承恩设计蟠桃园这样一个特殊环境.给孙悟

空的“祸”心滋长提供了最适当的温床.也由此将他推进了厄运之门。 

    其次，作者让孙悟空闯下泼天大祸。当孙悟空从七仙女处得知王母举办“蟠桃胜会”而且并未

邀请“齐天大圣”赴会的消息时，言语上没有反映出自己被王母轻视而激愤的心理，他只是说:

“你且立下.待老孙先去打听个浦息.看可请老孙不请”，然后赶赴瑶池蟠桃会。途中谁骗赤脚大

仙;到达瑶池会场，贪欲战胜理智，狂吃百味八珍，痛饮玉液琼浆;醉中猛醒:“不好!不好!再过会.

请的客来，却不怪我?一时拿住，怎生是好?”返途中误入兜率宫，发现太上老君的金丹，“趁老

子不在，等我吃他几九尝新。”偷吃了五个葫芦金丹而“丹满酒醒”之后心中自语道:这场祸.比天

还大;若惊动玉帝，性命难存。走!走!走!不如下界为王去也!”这些与行动相配的言语清楚地表明

了吴承恩反对孙悟空“惹祸”的鲜明立场。同时也暗示，孙悟空虽然缺乏自律的修养，却也存有

是非廉耻之心，这为今后描写孙悟空性格的转变打下了伏笔。孙悟空从保护唐僧取经开始至安抵

灵山，竟然一次也没重演“大闹蟠桃会”，与此处所描写的心态有因果关系。 

    由上述分析可见，吴承恩是一边激动地欣赏孙悟空的神勇、无畏，一边冷静地交代孙悟空的悲

剧一一从自由身变为’‘山下囚”-一发生发展的线索。他对孙悟空是有分寸的批评而不是义愤填

膺的口诛笔伐。他希望这只“顽猴”能够蟠然醒悟饭依佛门.成为即将开始的西游壮举的中流砒柱 

    (二)取经途中的孙悟空的个性化言语 

    从第14回“心猿归正”开始，作者着力刻画孙悟空不屈不挠、迎难而上的顽强以及善干利用各

种条件和关系排忧解难的机智、干练，同时还更全面展示了孙悟空性格的各个组成部分，丰富而

鲜明的个性化言语则是其性格各个侧面的表征。 



    1、仁义、慈善。孙悟空是个“仁义的猴子”。对唐僧.他奉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信

条。尽管师父是个“愚氓”，常常人妖颠倒，是非不明，动辄以“紧箍咒”折磨悟空，但是他始

终虔诚地护卫着师父，冒死抢救师父.可以说整部《西游记)i就是一部忠师、爱师、卫师、救师的

史诗。五仙庄镇兀大仙要拷打唐僧，悟空心中暗道:“我那老和尚不禁打;假若一顿鞭打坏了啊，却

不是我造的业?”他对镇元子说:“先生差了偷果子是我.吃果子是我.推 

倒树也是我，怎么不先打我.打他做甚?”悟空爱护师父的真挚感情.连镇元大仙也被感动了:“这泼

猴，虽是狡猾奸顽，却倒也有些孝意。”在唐僧受难的其他场合.孙悟空同样说出尊师、爱师的感

人肺腑的话语，而同样为徒的猪八戒、沙和尚却基本没有相似的言辞，这越发反衬出孙悟空“敬

师如父”的美好心灵。 

    对百姓，悟空是怜悯同情的。在通天河边.他要八戒和他一起救陈氏童男童女，八戒不肯，他便

厉声质问八戒:“怎么就不与人家救些患难?”在火焰山.他要向罗刹女讨扇熄灭烈火过山.’‘且使

这万依时收种.得安生也。”在比丘国，昏君要这个小儿的心肝做药引.自私的八戒主张“莫替古人

耽忧”。孙悟卒却横下心来，“断不叫他伤了那些孩童性命。” 

    2、正直、直率、疾恶如仇。孙悟空是个疾恶如仇的神猴。作者借悟空的嘴无情地鞭答黑暗与

丑恶。孙悟空在车迟国与虎力大仙等牛法.他暗中命令邓天君:“老邓!仔细替我看那贪脏坏法之官.

恃达不孝之子，多打死几个示众!”杨太公之子落草为寇悟空对杨说:“似这等不良不肖.奸盗邪淫

之子.连累父母。要他何用!等我替你寻他来打杀了罢’‘悟空一队发现谁的丑陋就毫不留情地加以

鞭挞，例如他斥责太上老君:“似你这老官.纵放怪物，J仓夺伪人.该当何罪?”就是对如来悟空也

毫不嘴软如来不该慈悯他(指六耳}'fi:猴)。他打伤我师你枪夺我包袱依律问他个得财伤人，白蛋枪

夺也该个新罪哩!”孙悟空这些尖刻的言语，初看 

时觉得是作者硬性加给悟空的.但是把它们同悟空的全部经历结合起来考虑，就会承认悟空的这些

言语同他的正直、直率、疾恶如仇的性洛是一致的。细读((西游记》就可以发现这样尖刻的言辞只

出于孙悟空一人之口.这些个性化的言语无疑给孙悟空的形象增添了光彩。 

    3、机智、诙谐。作者设计孙悟空形象是个“猴气”“不的神仙。因此这个形象注定是伶俐而

滑稽的。作者在通过言语折射孙悟空的讥智的时候.常常同时赋予这些言语以浓烈的诙谐色彩.甚至

在充满杀机的场合也不例外。例如第97回唐僧四众遇到强盗。孙悟空只需一棍子就能把这些盂贼

打成肉酱.可是他却故作惊恐地说:“大王!大王!我是个乡村中的和尚，不会说话，冲撞莫怪!芳要

买路钱，不要问那三个……那个漪马的.虽是我的师父.他却只会念经，不管J.1事财色俱芯一毫没

有。那个黑脸的.是我半路止收的个后生，只会养马。那个长嘴的是我雇的长工.只会挑担。你把三

个放过去，我将盘缠、衣钵，尽情送你。”等待唐僧三人走远，行者便一举擒获了这群孟贼二这

段描写不仅了孙悟空的机智.有趣的是言语中还充满了 

椰偷，而目椰榆的分寸感又很强。 

    正是机智和诙谐在孙悟空言语中的有机融合与交相辉映，大大增强了孙悟空形象的艺术魅力和

人格魅力。吴承恩的这一艺术创举，对我国喜剧型小说创作是一大贡献，对后世文人有重要的借

鉴作用。 

二、猪八戒的个性化言语 

    通观《西游记》，猪八戒是一个缺点比优点多的喜剧人物。猪八戒最突出的喜剧性格源于他的

“恋家情结’‘(或者叫“高老庄意识”)和惧怕艰险。猪八戒首次遭遇孙悟空的时候，他就是一个

极其矛盾的形象:他已经接受菩萨劝化准备跟随唐僧取经以洗清前世“罪过”，但同时又到高老庄

当了上门女婿—出家娶妻两不误。在第19回，八戒道:“丈人啊!你还好生看待我浑家:只怕我们取

不成经时，好来还俗，照旧与你做女婿过活。”八戒这话集中地反映了他眷恋世俗生活的心理，

也暴露了他对西天取经信心不足的心态 

    不过猪八戒并不承认自己的“恋家情结”。第20回说:“我们且借宿一宵，明日再走。”行者

骂八戒是“恋家鬼”.唐僧也批评他:“悟能，你若是在家心重啊，不是个出家的了，你还国去

罢。”八戒一听慌忙辩解:“我是个直肠的痴汉.我说道肚内饥了，好寻个人家化斋，他就骂我是恋

家鬼。师父啊.我受了菩萨的戒行.又承师父怜悯，情愿要伏侍坏父往西天去.誓无退悔。” 

    八戒发誓要保唐僧取经，这是真话，但躯体内也确实有一群包括“恋家鬼”在内的“鬼”在作



崇. 使得他恋色、恋财、贪吃、贪安逸甚至贪生怕死.在取经途中频频出丑。但是，这些“鬼”再

怎么作崇，也没有把他推回高老庄。可见主宰猪八戒灵魂的还是对取经大业的“忠”。 

    “忠勇”和‘群鬼”并存于八戒心中，随着取经途中境遇的变化，二者轮流交替地发挥作用。

作者在为八戒设计个性化的言语时，运用了“交叉法”。我们看到，作者时而叫八戒信誓旦旦:

“阿弥陀佛，南无佛，我若不是真心实意，还教我犯了天条，劈尸万段!”;时而让悟能气壮山河地

呵斥妖精:“你早早的远避池方，让开大路，休惊了我师父，饶你性命;若似前猖撅，把举处，却不

留情:”此处让猪精把几个姑娘的衣裙都套在自己身上，还色迷迷 

地叫:“娘，娘说的是.你请上坐，等我拜几拜，就当拜堂，就当谢亲。”那里叫馋猪摔掇猴王偷摘

人参果:“哥啊，为人为彻;已经调动我这馋虫，再去弄个儿来，老猪细细的吃吃。”有时八戒颇有

几分小聪明，能巧妙地运用激将法，耍几手权谋;有时悟能居然也会接下拱稀柿酮之类的苦差，

“看老猪干这场突功。”时而懒言懒语，时而谎话连篇，时而通情达理，时而又以小人之心度君

子之怀。这种交叉地运用个性化的言语刻画八戒性格的手法贯穿始终.直到第100回，作者还让八

戒大嚷:“他们都成佛，如何把我做个净坛使者?” 

    总之，作者成功地运用交叉的手法刻画出了猪八戒这个矛盾的艺术形象，展示出了他矛盾的内

心世界。交叉法是从全局着眼的，而在每一个局部，作者又常用对比的方法为八戒设计言语，十

分具体地反映出八戒性格的各个侧面。 

    1、自身言语对比。作者有时运用的是“自打嘴巴”的技巧。例如第二十回唐僧让黄风怪掠

走，八戒眼中滴泪道:“天哪，天哪，却往哪里找寻!”忠师之情溢于言表，感人肺腑。第二十一

回，行者大骂护教伽蓝没保护好唐僧时，八戒一本正经地劝说他:“你莫怪他，我们且去教师父

来。”听来比悟空还识大体顾大局，可是下面的话却一语泄露了天机:‘假若师父死了，各人好寻

头干事!”原来还是藏着私心! 

    与“自打嘴巴”相反，有时作者又在描写猪八戒的胆法之时，让他“偶尔露峥嵘。’，例如第

32回，八戒编谎被责，二次巡山时真的撞上了银角大王一伙挂起影神图抓人。八戒胆怯，连忙向

冥审议中许愿:“城院.没我便也罢了.猪头三牡.清欲二十四分……”银角大王喝令八戒伸出嘴来，

他畏畏缩缩:“胎里病，伸不出来。”正当小妖们要下钩子钩他时，他在慌张之中居然硬气起来:

“小家形。罢了.这不是?你要看就便看，钩怎的?”银角大王要砍八戒，他举钉把按住道:“我的

儿，休无礼!看祀!”然后便是自称“老爷”，骂妖精是“儿子”，直至 

喊出“饶你这妖有手段，一把九个血窟窿:”接着就是一场恶斗.竟然一度占了上风……胆怯~嘴

软，气壮一口粗，透过言语的变化，可以看到八戒心理状态的变化，可以发现，八戒在妖怪面前

还是有几分骨气的，比起那只会发抖、任人摆布的唐长老，八戒总有几分令人钦佩之处。 

    2、与他人的言语对比。此处以八戒与悟空的言语对比为例。第69回，赛太岁派先锋来取宫

娥，妖风吹入王宫，八戒等要躲，行者扯住他们道:“兄弟们，不要怕得。我和你认他一认，看是

个甚么妖精。”八戒道:“可是征淡刃认他怎的?众官躲了，师父藏了，国王避了，我们不去了

罢，炫的是哪家世?”像这种运用对立的言语褒扬悟空贬斥八戒的情景，在《西游记》中比比皆

是。通过对比映衬，更加突出了孙悟空迎难而上的勇气和猪八戒遇难则退的怯懦。 

    除了交叉法和对比法，作者还运用了独白型的言语方式。例如第32回，作者设计了八戒巡山的

情节以此讥讽他因为懒惰、畏惧而编谎的行为。这段描写极具喜剧性和节奏感。 

    孙行者存心“羁勒”八戒，设了一个“两难”圈套:“第一件是看师父”，“若他饿了些，你该

打;黄了些脸皮，你该打;疙了些形骸，你该打。”“第二件是去巡山”，“行听有多少袄怪，是甚

么山，是甚么洞。”猪八戒不知是计，可他知道巡山是苦差，但总比照顾不好师父挨打的强，因

此应承道:“这个小可，老猪去巡山罢!”嘴上应承r，但心里老大不高兴，于是自编自导了一场多

幕滑稽戏。 

    第一幕:背后骂街，草上懒睡。 

    那呆子……吊转头来，望着唐僧，指手画脚的骂道:“你昙软的老和尚，捉陷的粥马瘟，面弱的

沙和尚!他都在那里自在，捉弄我老猪来抢路……偏是教我来寻甚么山!我往哪里睡觉去，睡一觉回

去，含含糊糊的答应他，只说是巡了山，就了共帐也。”……“快活!就是那弼马瘟，也不得像我

这般自在!” 



    第二幕:睡中被袭，白我解嘲。 

    (八戒在睡中长嘴被孙悟空变的啄木虫啄出了血)。呆子咬牙骂道:“这个亡人!弼马瘟欺负我罢

了，你也来欺负我!—我晓得了。他一定不认我是个人，只把我嘴当一段黑朽枯烂的树，内中生了

虫，寻虫儿吃的，将我啄了这一下也。等我把嘴揣在怀里睡罢。”(须臾又被啄了一下。)呆子慌得

爬起来道:“这个亡人，却打搅得我狠!想必这里是他的襄巢，生蛋布雏，怕我占了，帮此这般打

搅。罢!罢!罢!不睡他了:” 

    第三幕:编造谎言，对石演习 

    ……山凹中有桌面大的四四方才三块青石头。呆子放下把，对石头唱个大偌。……原来那呆子

把石头当着唐僧、沙僧、行者三人，朝着他演习哩。他道:“我这回去，见了师父，若问有妖怪，

就说有妖怪。他问甚么山，—我若说是泥捏的，锡打的，铜铸的，面蒸的，纸糊的，笔画的，他

们见说我呆哩，若讲这话，一发说呆了;我只说是石头山。他问甚么洞.也只说是石头洞。他问甚么

门.却说是针针的铁叶门。他问里边有多远，只说入内有三层。—十分再搜寻，问门土钉子多少.只

说老猪心忙记不真。此间编造停当.哄那弼马瘟去!” 

    第四幕:骗局穿帮，丢脸挨训。 

    (行者询问八戒巡山情形，八戒依照事先编好的词儿回答。)行者道:“你不消说了.后半截……我

替你说了罢。”“‘门上针子有多少.只说老猪心忙记不真。’可是么?”那呆子即慌忙跪倒。行者

道:“朝着石头唱嗒.当做我三人.对他一问一答。可是么?又说:“‘等我编得谎儿得当，哄那弼马

瘟去!’可是么?”那呆子连忙只是磕头……“哥哥呀，只是这一遭儿.以后遭再不敢了!” 

    第五幕;心有余悸，乱疑乱猜。 

    那呆子只得爬起来又去。你看他奔上大路，疑心生暗鬼，步步只疑是行者变化了跟住他(见老

虎)“师兄来听说谎的?这遭不编了。”(碰到枯树)“哥啊，这是怎的起!一行说不敢编谎罢了，又

变甚么树来打人!”(见白鸦)“哥哥，不羞!不羞!我说不编就不编了，只管又变着老鸡怎的?你来听

么?”原来这一番行者却不曾跟他去，他那里却自惊自怪。乱疑乱猜。 

    这样极富喜剧性的情节，可以说在明代以降直到现代、当代的小说中也是绝无仅有或者无出其

右的。而其中的言语个性化的艺术处理，可以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作者并没有只是戏谑、鞭挞猪八戒，偶尔也外显他的“急才”。最典型的是在第31回，八戒担

心请不回因为他的挑拨而被师父赶走的孙行者来营救师父，巧妙运用了激将法: 

    八戒道:“我说:‘袄精.你不要无礼，莫害我师父!我还有个大师兄，叫孙行者。他神通广大，善

能降妖。他来时叫你死无葬身之地!’那怪闻言，越加忿骂，骂道:‘是个甚么孙行者，我可怕他

{他若来，我剥了他皮.抽了他盘筋，啃了他骨，吃了他心!—饶他猴子嫂.我也把他刹鲜着油

烹!”，行者闻言，就气得抓耳挠腮，慕躁乱跳道;“是哪个敢这等骂我!”八戒道:“哥哥息怒，是

那黄袍怪这等骂来，我故学与你听也。”行者道:.‘……这怪无礼，他敢背前面后骂我!我这去，

把他拿住，碎尸万段，以报骂我之仇……” 

    看了这段喜剧性的对话.我们不再厌恶猪八戒的编谎，而是津津有味的欣赏八戒的机智，同时也

暗笑孙行者—齐天大圣居然听了天蓬元帅的“调遣”! 

    综上所述，《西游记》在运用个性化言语描写孙悟空、猪八戒等形象的内心世界方面确实是成

功的。作者所用的各种手法，在后来的(近现代)小说家的优秀作品中也屡屡运用。应该说这是昊承

恩留给中国文学的一份宝贵遗产.值得后人认真地学习和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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