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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百含花》酌细 看人物峥 s灵美节描写

汤 道 榕

茹志鹃同志一九五八年发表的短篇小说

《百合花》,被重新选入今年秋季的高中语

文课本第一册,这确实值得庆贺。因为,这

篇当年在文坛上享有盛誉的艺术珍品,对于

经历了
“十年浩劫”的今天的中学生来说,

无论是道德、情操的培养,还是语文知识的

提高,都是大有益处的。

∷《百合花》主要是以解放战争中某次战

役为背景 ,以前沿包扎所为中心9以印有百合

花的被子为线索,通过十九岁的团部通讯员

和刚结婚的农村新媳妇的所作所为,热情歌

颂了解放军的崇高品质和人民对解放军的骨

肉深情,深刻地表现了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

在于人民这ˉ重大的主题。作若茹志鹃同志

去年再次谈及 《百合花》的创作时说,她之

所以这样选材和构思,是为了让个人心灵深

处具有更美的东西,是为了反映人与人之间

纯洁美的关系。正是从这∵意图出发,她在作

品中精Jb描绘了发生在两个普通人物Jb灵深

处的
,凉口b动魄的场面,充分揭示了他们的

^b

灵美。因而使这两个普通人物具有吸引读者、

打动读者的艺术魅力。

语文教学中的美感教育,主要是诉诸形

象。而只有充分向学生揭示形象的内在美,

才能收到美感教育:的 预期效果。因此,进行

《百合花》教学时,教师应把着眼点放在分

析人物的心炱美上面。由于作者在揭示人物

的心灵美时,不是采取一般作品常用的对话

手法,也不是让人物嘴里说出许多豪言壮语 ,

更不是通过旁人大段大段地唱颂歌,而是选

择了富有特征的细节,精心地雕刻9仔细地

描绘9让其突出和发光,所以,在分析人物

的心灵美时9我们又必须紧紧抓住那些作者

倾注全力的细节描写。通过富有特征的细节

描写刻划人物形象,是茹志鹃小 说 的 突 出

特色,而 《百合花》中的细节描写,更具有

独到之处。它既贯穿着人物形象塑造的全过

程 ,又紧紧围绕着揭示人物`b灵美这个中心。

一、通过细节描写,表现人氵物的崇高品

质。作品中的通讯员,是一个可爱可敬的人

物。在他的身上,集中地体现了人民解放军

的崇高品质。但作者在表现他这种崇高品质

时,既没有给他安排一些尖锐的冲突,也没

有铺陈大量的美丽词藻,只是随着故事情节

的发展,出色地描写了几个生活细节。通讯

员∵出场,作者就写了这样一件事:他在护

送
“
我

”
去包扎所的路上,由于不习惯与女同

志同行”因此总是 “撒开大步,-直走在我

前面”。但当 “我”走不动时,他便 “自动

在路边站下”等 “我”。 “
我走快,他在前

面大踏步向前;我走慢,他在前面就摇摇摆

摆。奇怪的是,我从没见他回头看我△次”。

这个细节 ,不仅栩栩如生地写出了这个纯朴、

憨厚而又羞涩的新战士的情态,而且也细致

入微地写出了他对护送工作的高度责任感 ,

初步透露了他对词志的细心和体谅。当他完

成了护送任务 ,· 协助
“
我

”
到包扎所去找老乡

借被子时,看见
“
我

”
手里抱得满满的,便

“通

统抓过去,左一条,右∵条的披挂在自己的肩

上”。这个细节,使通讯员的崇高品质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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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表现:他不仅对自己承担的工作极端

负责,而且深明大义;为了抢救伤员,为了

前线的胜利,他不计较个人得失,不分份内

份外,处处为同志着想,专拣重担肩上挑。

这不正是 “
对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暧,对工作

像夏天般的热情
”的共产主义品质的形象化

吗?当他园满完成任务后,准各回团部参加

战斗时,作者又写了这样一个细节:他“
向我

敬了礼就跑了。走不几步,他又想起了什么,

在自己挂包里掏了一阵,摸出两个馒头,朝

我扬了扬,顺手放在路边石头上,说 :‘ 给你开

饭啦 r”。这个细节,使通讯员的品质得到了

更进一步的突现。
“
掏了一阵

”
,说明这两个镘

头是他挂包里仅有的干粮。在那样艰苦的战

争岁月里,在即将投入紧张战斗的情况下 ,

他却把这仅有的干粮留给了初次相识的、甚

至连名字都还叫不出的 “女同志”。这不正

是那种 “
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的白求

恩精神的再现吗?通讯员的这种崇高品质 ,

不仅表现在同志关系上,也表现在军民关系

上。他第一次找新媳妇借被子碰钉子后9开始

有点怪
“
老百姓死封建

”,但当他知道这被子

是新媳妇唯一的嫁妆时,便皱起眉,嘟哝着

说: “我狞l不了解情况,把人家 结 婚 被 子

也借来了,多不合适呀:” ,并 且 要 给 新

媳妇 “送回去
”。这里,他首先考虑的不是

早点借到被子自己好交差,而是群众的切身

利益。由此可见,他虽然还不大善于做群众

工作,但一切从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处处

为群众着想的观点 9是在他脑子里扎了根的。

正因为他心中装着同志,装着群众,处处为

别人着想9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所以,∶

在紧急关头,当 敌人撂下的手榴弹在十几个

担架队员的人缝里冒烟乱转 ,∶ 威胁着同志们

的生命时,他毫不犹豫地叫别 人 快 趴 下,

“
自己就一下子扑在那个东西上面去了

”
。这

种临危不惧,舍己救人的精神,是他崇高品

质的集中表现 ,也是他性格合符逻辑的发展。

上面所举的几个细节,都是写的极小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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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却能 “以一点显示全身
”。把这几个细节

有机地连贯起来,通讯员这个形象就 “充满

了并非突然出现的内在的光彩”。

为了使通讯员这个形象 更 加 丰 满,作
者还选择了两个富有象征意义的生活细节 :

在 通 讯 员 护送 “
我”去包扎 所 的 路 上,

“
我

”从背后看见他
“
肩上的步枪筒里,稀疏

地插着几根树枝,这要说是伪装,倒不如算

作装饰点缀”;在通讯员完成护送任务后返

回前沿阵地时, “
我

”又 “看见他背的枪筒

里,不知在什么时候又多了一枝野菊花,跟

那些树枝一起,在他耳边抖抖地颤动着
”。

这前后紧相呼应的两笔,既显示了通讯员朝

气蓬勃,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的优美情趣 ,

更表现了这个参军才一年的新战士,面对激

烈紧张的战斗一点也不惊慌。只有无私,才

能无畏。只有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自觉的

革命战士,才会自始自终洋溢着这种高度的

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两个细节,和前面所

举的几个细节描写一样,为通讯员最后的献

身精神作了有力的铺垫。教学时抓住这些细

节描写剖析通讯员的心灵美,就能使学生感

到:通讯员虽然外表平凡,但却人格伟大 ,

虽然职务普逋1怛却光彩照人。

二、通过细节描写,揭示人物的内心世

界。作品,中
的另一个人物新媳妇,全篇只用

了五、六百字集中写。但这个形象同样血肉

丰满,感人至深。其主要原 因在 于,作 者

在塑造这个人物时选择了许多窗有个性特征

的表情和动作来揭示她的内心世界,使我们

看到了她内在的最美的东西。新媳妇出场时 ,

作者惟妙惟肖地写了妯的三次笑:第一次是

她刚见到 “我”时, “脸扭 向 里面,尽 咬

着嘴唇笑”。这羞涩的笑,既表现了她纯朴、

矜持的神态,又透露了她对人民解放军的亲

切和友好。第二次是通讯员慌里慌张地挂破

了衣服时,她
“△面笑着,一面赶忙找针线%

这善意的笑,表现了她对解放军战士的主动

关心和爱护。第三次是她到包扎所帮忙时,



向 “
我″说: “刚才借被子,他可受我的气

了”
,“说完又抿着嘴笑着

”。这会心的笑 ,

表现了她在了解通讯员的行动后从内心发出

的对解放军的尊敬。这三次笑,一步-步地

展现出新媳妇的内心世界 ,揭示了她纯朴、善

良、开朗的性格,表现了她对同志、对革命

的热爱。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作者又写了

她的两声
“啊”:当新媳妇发现抬到包扎所

来的重伤员,竟是向他借被子的 “同志弟”

时,他情不自禁地 “
啊”了一声,当她昕了

担架队员讲述通讯员受伤的经过时,不禁又

短促地 “啊”了=声。这短促的两声 “
啊”

,

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新媳妇当时感情上受到的

强烈震动,凝聚了她对通讯员纯朴、真挚的

感情,倾泻了她心中无比的悲痛。在作晶的

结尾部分,作者又饱合激情地写了她的两个

动作:ˉ是新媳妇自动地给通讯员缝补肩上

的那个破洞—∷不管通讯员知道不知道,也
不管通讯员能活不能活,她 “一针-针的在

缝他肩上的破洞”,不管医生 怎样 判决,

也不管 “我″怎样 “看不吓去”,她 “却象

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到,依然拿着针 ,

细细地、密密地缝着那个破洞
”
。这里,新媳妇

虽然没有说-句话,但此时无声胜有声。这

-针-针,代替了她要说的千言万语,表达

了她对死者的无限崇敬,倾注了她对解放军

的骨肉深情。正是由于这种无法克制而又无

法用语言表达的阶级深情,才产生了下面一

个更加感人肺腑的动作:当卫生员揭掉通讯

员身上的被子,要把他放进棺材去时,新媳

妇劈手夺过被子,狠狠的瞪了他 们一 眼,

自己动手JE半条被子平展展的'铺在棺材底 ,

半条盖在通讯员身上。这个动作,意味更加

深长,它实际上是在说:解放军为我们连生

命都献出来了,我们难道连一条被子都舍不

得吗?你们怎么这样不理解我们的心情啊:

新媳妇与通讯员过去素不相识,将来更不可

能从这个牺牲了的普通战士身上得到什么报

酬,然而,她却这么真挚,这么大方,这是

多么纯洁的感情!又是多么美丽的心灵:作
者就是通过这些富有个性特征的 表 情 和 动

作,一步一步地向我们揭示新媳妇丰富的内

心世界,使我们看到了她的思想变化,有如深

谷流泉,既曲折,又清澈。从这些变化里,

我们可以推想到,这个普通的农村少妇,从
此以后 ,· 再不会被羞涩所拘束,为狭隘的家

庭所挂绊,她一定会踏着烈士的血迹,奋勇

前进。她将可能成为英雄,也将可能成为模

范,一旦革命需要 ,她也将会像通讯员一样
-

贡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教学时抓住这些富

有个性特征的表情、动作进行分析9就能使

学生透过新媳妇平凡的外表,看到她美丽的

心灵。

三、通过细节描写,反映人物的成长过

程。通讯员和新熄妇的形象之所以感人,首
先是因为读者觉得他们是一步-步地走在我

们革命队伍中的人。是人,就必然有△个成

长过程。因此,作者在塑造这两个人物时,

也选择了适当的细节来反映他们的成长。写

通讯员,作者不仅写了他初次与女 同志 打

交道时的腼腆、拘谨,甚至令人
“生气”、的

地方,而且还写了他第一次向新媳妇借被子

时的幼稚、生硬甚至笨拙的举动。写新媳妇 ,

作者没有让她一开始就把唯一的百合花被子

借出来,在抢救伤员的紧张情况下●
“
我

”
动

员她给伤员洗血污时,也是
“
跟她说了半天

”
,

她才
“
答应做我的下手

”
。这些细节描写,过

去曾有人认为损害了人物形象,因而有的教

师在教学中便有意回避这些问题。笔者l的看

法正好相反:这些细节描写不仅不会损害人

物形象 ,而且增加了人物形象的美感。因为,

第一,它增强了人物形象的可信性。文学形

象的美,首先在于真实。通讯员开初的表现,

是由他的生活环境、生活经历决定的,是符

合他这个
“
参军才-年”、过去

“给人拖毛

竹
”

的农村战士的实际情况的。如果把他写

得侃侃而谈,落落大方,像少剑波那样会做

群众工作,就失掉真实性了。同样,新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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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舍不得借出自已的新被子,也是可以理

解的。因为,这毕竟是她唯一的嫁妆啊!为
了这床被子,她不知起过多少早,熬过多少

夜!至于她开始不好意思给伤员洗身上的血

污,就更不值得非难了。因为她毕竟是个过

门才三天的、农村的新媳妇啊!人们常说 ,搽

脂抹粉只能修饰容颜 .真正的一颦一笑之美 ,

必须依靠人本身的相貌。文学更是如此。只

有真实地、实际地开掘人物的内心,才能塑

造出美的典型。第二,它是对人物最终产生的

高尚品质的∵种映衬、烘托。犹如绿叶扶持着

红花一样。正囚为新媳妇开始舍不得借出被

子,才把她后来自动将被子盖在牺牲 F的通

讯员身上的行为衬托得特刖高尚;正因为她

开始不好意思给伤员洗身上血污,才把她后

来革动为通讯员洗身子的举动衬托得特别纯

洁。第三,它还能显示出人物的个性特征。

使人物形象做到如恩格斯所要求的: “每个

人都是典型,怛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

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
‘
这个

’”。如果

通讯员没有拘谨、羞涩、“傻呼呼”的一面,

也就不成其为 《百合花》中的通讯员了。这

种真实的、逐渐成长起来的、有个性的英雄,

比起那种一出场就高唱 “
无产者等闲看惊涛

骇浪”的英雄”更朴实,更可信,更感人。

高尔基在 《应该怎样给〈我们的成就杂志〉写

文章》∵文中说: “真正的美,正如真正的

智慧一样9是非常朴素的,并且是人人理解

的”。只有被人理解的、美的形象,才能起

到教育人的作用。因此,教学中不仅不应回

避这些问题,而且应该让学生懂得作者这样

写的道理。

综上所述, 《百合花》是一曲心灵美的

赞歌 ,是对学生进行心灵美教育的生动教材。

只有当我们把这种美的丰碑牢牢地树立在学

生的心中,才能对他们的生活道路和方向产

生约束力,使之自觉地抵制各种丑恶的东西 ,

逐渐成为具有高度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新一

代。同时9通过 《百合花》的教学,还有助

于提高学生观察生活,选择题材,提炼主题

的能力,有助于学生逐步学会用生动的细节

描写刻划人物的方法,进一步肃清那种
“豪

言壮语满纸飞,英雄业绩天外来”的 “帮八

股”流毒。

“区 区″注 释 质 疑

唐 良 海

统编教材将《中山狼传》中
“
乃区区循大道以求之 ,

不几于守株缘木乎?”一句的
“
区区

”
注释为

“
不仅

”。

我认为,应注释为
“
辛苷

”
才妥。其理由是:

赵简子打猎, “
驱车逐之,惊尘蔽天,足音雷鸣,

十步之外,不辨人马。”
当找狼至东郭先生跟前时,人

马气喘吁吁,汗流满面,不谓不苦。而东郭先生本意是

要赵简子离开
“
大道

”
到歧路上去找狼,以 达到他在

“
太道

”
上救助狼的目的。所以东郭先生辩道:狼比羊

狡猾,你们却辛辛苦昔地沿大道找狼,这不是同守株待

兔和缘木求鱼差不多吗?这样解释,似更合乎实际,顺

于情理。            ˇ

在古书中,将
“
区区”

作
“
辛苦

”
讲的也不乏其例。

如杜甫《赠王二十四侍御契》诗: “
区区甘累研,稍稍

息劳筋。”
苏轼《沁园春》词: “世路无穷 : 劳生有

限,似此区区长鲜欢!” 范成大《董西厢》: “
区区四

海游学·一年多来,身在天涯。
”
正因为

“
区区”

含有

跋涉辛苦之意,所以有时也写成
“
驱驱

”。如柳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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