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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精读」魔盒 

作者 | [英]大卫•洛契佛特  赏析 | 姜玲 

 

【编者寄语】 

正如莫言所说，“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属于人的文学，是描写人的感情、描写人的命运的。
它应该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应该具有普世的价值”。文学要关心、关怀当下人的生活方式和
情感状态，有人性的亮色，要有温暖人心的力量。 

冬，翩然而至，中华大地素裹银装。2021年的元旦已经结束，新年的脚步日益临近。每当
此时，漂泊在外的游子都会情不自禁生出对故乡浓浓的眷恋。为了生活，为了家人，为了自己
的事业，多少人在万般无奈、千般不舍之下，行色匆匆。家，成了一个我们渐行渐远，却又倍
感温暖的记忆符号。正值冰天雪地的寒冷侵袭，我们来读一篇温暖的故事，通过聆听来感受温
暖，走出异乡的孤寂，重温家的味道。真正好的文学作品，如同热茶，可以抵挡严寒、温暖人
心，古今亦然、中外亦然。今天我们就来共同开启魔盒，领略其中的魅力。 

【文本研读】 

魔     盒 

作家曹文轩曾说：“人是需
要修炼的，而修炼的重要方
式，便是阅读。”我们在开启
阅读前，应格外关注标题。
以“魔盒”为标题，从文章的
设计角度来看，魔盒可能作
为故事的线索，可能作为营
造氛围的道具，可能具有某
种象征意义。在这一篇小说
当中，通过悬念的设置，魔
盒给阅读者带来了怎样的体
验？ 

在一抹缠绵而又朦胧的夕照的映衬下，我四周高耸着
的伦敦城的房顶和烟囱，似乎就像监狱围墙上的雉堞。从我
三楼的窗户鸟瞰，景色并不令人怡然自得——庭院满目萧
条，死气沉沉的秃树刺破了暮色。远处，有口钟正在铮铮报
时。 

小说开端特定的环境、修辞
手法的运用及饱含感情的语
句，都在无声地倾诉着作者
此时的心情。“一切景语皆
情语”，中外皆然。 

这每一下钟声仿佛都在提醒我：我是初次远离家乡。这
一年，我刚从爱尔兰的克尔克兰来伦敦碰运气。眼下，一阵
乡愁流遍了我全身——这是一种被重负压得喘不过气来的
伤心的感觉。 

承接上文，之所以满目萧条，
是源于乡愁难解。神来之笔
的敲门声，打破了宁静，也
带给主人公未知的期待。 

这是我一生中最沮丧的时刻。接着突然响起敲门声。 

来人是女房东贝格斯太太。刚才她带我上楼看房时，我
们只是匆匆见过一面。她身材纤细，银丝满头；我开门时她
举目望了望我，又冲没有灯光的房间扫了一眼。 

房东太太出现了，周到细致
的人物形象瞬间凸显。毫无
特别之处的外貌描写，动作
和语气中却带着母亲般的慈
爱。她是那样的细致入微，
仅匆匆一面，就体察到了客
人的心情。 

“就坐在这样一片漆黑中，是吗？”我这才想起，我居
然懒得开灯。“瞧，还套着那件沉甸甸的外衣！”她带着母
亲般的慈爱拉了拉我的衣袖，一边嗔怪着，“你就下楼来喝
杯热茶吧。噢，我看你是喜欢喝茶的。” 



关注“新课标大语文”微信公众号，提升语文核心素养 

 2 / 7 
 

贝格斯太太的客厅活像狄更斯笔下的某一场景……她
一边准备茶具一边说，“你进屋时我注意到了你手提箱上的
标签。我这一辈子都在接待旅客。我看你的心境不佳。”  

当我坐下和这位旅客的贴心人交谈时，我的忧郁感渐
渐被她那不断地殷勤献上的热茶所驱散了。 

随后，我告诉贝格斯太太我必须告辞了。然而她却坚持
临走前给我看一样东西。她在桌上放了一只模样破旧的纸
板盒——有鞋盒一半那么大小，显然十分“年迈”了，还用
磨损的麻绳捆着。“这就是我最宝贵的财产了，”她一边向
我解释，一边几乎是带有敬意地抚摸着盒子，“对我来说，
它比皇冠上的钻石更为宝贵。真的！” 

魔盒终于上场了，虽然模样
破旧，但房东太太对它视若
珍宝。引人思考这是一个怎
样不同寻常的宝物，推动故
事情节发展。 

我估计，这破盒里也许装有什么珍贵的纪念品。是的，
连我自己的手提箱里也藏有几件小玩意——它们是感情上
的无价之宝。  

魔盒的秘密终于揭开。注视、
轻抚、沉思，都显示出房东
太太对魔盒的珍视。是家，
以及家所承载的一切，让一
个普通纸盒具有了温暖心
灵、慰藉心灵的魔力。 
 

“这盒子是我亲爱的母亲赠给我的，”她告诉我，“那
是在 1912年的某个早上，那天我第一次离家。妈妈嘱咐我
要永远珍惜它——对我来说，它比什么都珍贵。……“这盒
子已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了。”贝格斯太太继续说：“1917
年凯撒的空袭，后来德国法西斯的轰炸……我都把它随身
带到防空洞里。房屋损失了我并不在乎——我就怕失去这
盒子。” 

我感到十分好奇，贝格斯太太仍然津津乐道地说：“此
外，我从来没有揭开过盖子。”她的目光越过镜片好笑地打
量着我：“您能猜出里面有什么吗？” 

我困惑地摇了摇头。无疑，她最珍惜的财产当然是非凡
之物。她忙着又给我倒了点热气腾腾的茶，接着端坐在安乐
椅上，默默地注视着我——似乎①在思索着如何选词来表
达自己的意思。 

然而，她的回答却简单得令人吃惊——“什么也没有，”
她说，“这里头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 

一个空盒！天哪，究竟为啥将这么一个玩意当做宝贝珍
藏，而且珍藏达 40 年之久呢？我隐隐约约地怀疑起来，这
位仁慈的老太太是否稍稍有点性格古怪？ 

“一定感到奇怪，是吧？”贝格斯太太说，“这么多年
来我一直珍藏着这么一个似乎②是无用的东西。不错，这里
头的确是空的。” 

这时我朗声大笑了起来——我不想再将此事刨根究底
地追问个水落石出。 

“没错，是空的。”她认真地说，“40 年前，我妈将
这盒子合上捆紧，同时也将世上最甜蜜的地方——家的声
响、家的气味和家的场景统统关在里头了。自此以后，我一
直没将盒子打开过。我觉得这里头仍然充满了这些无价之
宝呢。” 

这是一只装满了天伦之乐的盒子！和所有纪念品相比
较，它无疑既独特又不朽——相片早已褪色，鲜花也早已化
作尘土，只有家，却依然如自己的手指那么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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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格斯太太现在不再盯着我了，她注视着这陈旧的包
裹，指头轻抚盒盖，陷入沉思之中。 

又过了一会儿——还是在那晚，我又一次眺望着伦敦
城。灯火在神奇地闪烁着，这地方似乎③变得亲切得多了。
我心中的忧郁大多已经消失。我苦笑着想到：这是被贝格斯
太太那滚烫的茶冲跑的。此外，我心中又升腾起一个更深刻
的思想——我明白了，每个人离家时总会留下一点属于他
的风味；同时，就像贝格斯太太那样，□□□□□□□□□
□□□□□□,这也是完全办得到的。 

开篇满目萧瑟，结尾灯火可
亲。无论是源于热茶的功效，
抑或源于魔盒的魔力，主人
公的心情已经得到缓解。小
说的结尾让人回味无穷，留
下了想象的空间。无论未来
的人生征途怎样，主人公都
会带着自己的魔盒欣然前
往。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有
属于自己的魔盒。 

作者：[英]大卫•洛契佛特 

本文有删节 
 

【知识建构】 

小说中物象的作用 
（1）物塑造人方面 

衬托人物品格，丰满人物形象。注意物象本身的特点对主要人物的映衬，如从心理、行为、
语言方面等方面来分析。一只鞋盒一半大小、用磨损的麻绳捆着、模样破旧的纸板盒，却令贝
格斯太太带有敬意地抚摸，并袒露心声：“对我来说，它比皇冠上的钻石更为宝贵。真的！”
有助于主人公内在情感与深层心理的发掘。 
（2）安排情节方面 

物象往往是组织和推动情节发展的线索物件。就如文中的魔盒反复出现、串起相关情节，
成为全文的线索，可以使故事情节更加集中，使结构更严谨。 
（3）衬托环境方面 

“这盒子已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了”，通过魔盒这一物象暗示时代特点，渲染时代氛围，
对人物活动的具体环境具有刻画作用。 
（4）深化主题方面 

体现“以小见大”的手法，“物象”往往具有衬托或象征意义，正如文中魔盒是装满了天
伦之乐的盒子，象征了家的永恒温暖，有揭示和深化主题的作用。 

 

【试题解析】 

1.概括第一段所写景物的特点并简析其作用 
【答案】特点：封闭压抑，阴沉死寂。 
作用：营造忧伤、压抑的氛围，渲染“我”孤独、烦闷的心情。 
【考点】考查对文学作品表达技巧的鉴赏，能力层级为 E级。 
【解析】叙事类文章中景物描写的作用一般有以下几种：营造氛围，烘托人物心情，推动情节
发展，暗示（深化）文章主旨。景物的特点不外以下几种：清逸、静谧、和平、安宁；热闹、
生机；萧索、冷清、孤寂、沉闷等。 
【思路分析】要结合平时所学进行赏析。课文《荷塘月色》《荷花淀》《边城》《故乡》《祝
福》《药》等均可作为例子，引导学生思路开阔。 
2.指出三处画线词语“似乎”在句中所起的作用。 
似乎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似乎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似乎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①显示人物的情态。 ②表示对魔盒作用的肯定。 ③反映“我”的情感和心理变化。 
【考点】本题考查对文中关键词语含义与作用的把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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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要结合词语所在语句，结合上下文全面理解。该题难度不大。 
3.联系全文，在空格内写一句话，要求连贯、生动，能揭示主旨。（不超过 15字） 
□□□□□□□□□□□□□□□ 
【答案】永远随身带着一点老家的气息（原文） 
【考点】考查对文章的整体理解和语言的连贯、生动。 
【解析】题干要求所写的话能揭示主旨，考生应从文中勾画那些能表达主旨（体现作者或文中
人物的观点、态度、情感倾向）的句子。据文章 2、3、8、17、18段，“我”因“初次远离家
乡”而“最沮丧”；老太太却把一个空盒子当作是她“最宝贵的财产”，“比皇冠上的钻石更
为宝贵”，因为“40 年前，我妈将这盒子合上捆紧，同时也将世上最甜蜜的地方——家的声
响、家的气味和家的场景统统关在里头了”。据此，可以概括出本文的主旨。  
【思路分析】应从对全文的整体理解入手，尽可能在原文中寻找答案。 
4.有人建议把标题“魔盒”改为“贝格斯太太”，你认为哪一个合适，谈谈你的看法。 
【答案】看法一：以“魔盒”为题更合适。理由：①制造悬念，吸引读者；②作为线索，贯穿
全文；③形象生动，具有象征意味。 
看法二：以“贝格斯太太”为题更合适。理由：①贝格斯太太是全文主人公，以此为题，可突
出人物形象；②小说中人物关系单纯，以此为题，更能紧扣中心；③外国经典作品常以人物姓
名为题。 
【考点】考查对文章内容的概括与评价。 
【解析】文章的标题，前人用“题者，额也”来概括其作用，因此考生可从文章的主旨、小说
的主人公，写景状物散文的线索（结构和行文）、象征意义等角度入手。 
【思路分析】作为开放型试题，考生可以任选一说回答，但得能够自圆其说。答题时，要注意
紧扣文章的主题和构思。 
5.赏析文中贝格斯太太的形象。（不超过 100字） 
□□□□□□□□□□□□□□□□□□□□□□□□□□□□□□□□□□□□□□□□
□□□□□□□□□□□□□□□□□□□□□□□□□□□□□□□□□□□□□□□□
□□□□□□□□□□□□□□□□□□□□ 
【答案】①热爱故土，珍视亲情；②淳朴善良，热情爽直。③观察敏锐，善解人意。 
【考点】赏析小说的人物形象。 
【解析】对人物形象的把握，要注意从作者对人物的描写以及人物的举动等方面进行分析。 

【反馈检测】 

1.请以女房东贝格斯太太的形象为例，谈谈小说塑造这个人物形象时运用了哪些表现手法。 
【答案】（1）用特征鲜明的细节凸显人物的个性。“她带着母亲般的慈爱拉了拉我的衣袖，
一边嗔怪着”“她注视着这陈旧的包裹，指头轻抚盒盖，陷入沉思之中”，突出了房东太太的
爱心和对魔盒这一载体的珍视。 
（2）用个性化的对话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就坐在这样一片漆黑中，是吗？”“瞧，还套
着那件沉甸甸的外衣！”“你就下楼来喝杯热茶吧。噢，我看你是喜欢喝茶的”“你进屋时我
注意到了你手提箱上的标签”“房屋损失了我并不在乎——我就怕失去这盒子”“这就是我最
宝贵的财产了”，在房东太太与“我”的交谈中，流露出她的心细热情以及对亲情和家的珍视。 
（3）用典型化的场景烘托人物状态。贝格斯太太的客厅活像狄更斯笔下的某一场景，热气腾
腾的茶，端坐的安乐椅，写出了房东太太此时安然闲适、热情待客的状态。 
2.本文情节极简、内涵极丰，你能从文中所写想象到女房东贝格斯太太的日常状况吗？请根据
文意作答。 
【答案】（1）从房东太太敏锐的观察、耐心的开导，可以看出她经常帮助异乡人，她时常有
助人之举。 
（2）从房东太太对于魔盒的态度，如神态、动作、语言等，以及她对往事的讲述中，可以看
出日常生活中她也是充满了对家的眷恋，回忆时常伴相伴其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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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公众号，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哈尔滨第十四中学  姜玲） 

【相关链接】 

莫言：小说的气味 
拿破仑曾经说过，哪怕蒙上他的眼睛，凭借着嗅觉，他也可以回到他的故乡科西嘉岛。因

为科西嘉岛上有一种植物，风里有这种植物的独特的气味。 
苏联作家肖洛霍夫在他的小说《静静的顿河》里，也向我们展示了他的特别发达的嗅觉。

他描写了顿河河水的气味，他描写了草原的青草味、干草味、腐草味，还有马匹身上的汗味，
当然还有哥萨克男人和女人们身上的气味。他在他的小说的卷首语里说：哎呀，静静的顿河，
我们的父亲！顿河的气味，哥萨克草原的气味，其实就是他的故乡的气味。 

出生在中俄界河乌苏里江里的大马哈鱼，在大海深处长成大鱼，在它们进入产卵期时，能
够洄游万里，冲破重重险阻，回到它们的出生地繁殖后代。对鱼类这种不可思议的能力，我们
不得其解。近年来，鱼类学家找到了问题的答案：鱼类尽管没有我们这样的突出的鼻子，但有
十分发达的嗅觉和对于气味的记忆能力。就是凭借着这种能力，凭借着对它们出生的母河的气
味的记忆，它们才能战胜大海的惊涛骇浪，逆流而上，不怕牺牲，沿途减员，剩下的带着满身
的伤痕，回到了它们的故乡，完成了繁殖后代的任务后，就无忧无怨地死去。母河的气味，不
但为它们指引了方向，也是它们战胜苦难的力量。 

从某种意义上说，大马哈鱼的一生，与作家的一生很是相似。作家的创作，其实也是一个
凭借着对故乡气味的回忆，寻找故乡的过程。 

在有了录音机、录像机、互联网的今天，小说的状物写景、描图画色的功能，已经受到了
严峻的挑战。你的文笔无论如何优美准确，也写不过摄像机的镜头了。但唯有气味，摄像机还
没法子表现出来。这是我们这些当代小说家最后的领地，但我估计好景不长，因为用不了多久，
那些可怕的科学家就会把录味机发明出来。能够散发出气味的电影和电视也用不了多久就会
问世。趁着这些机器还没有发明出来之前，我们应该赶快地写出洋溢着丰富气味的小说。 

我喜欢阅读那些有气味的小说。我认为有气味的小说是好的小说。有自己独特气味的小说
是最好的小说。能让自己的书充满气味的作家是好的作家，能让自己的书充满独特气味的作家
是最好的作家。 

一个作家也许需要一个灵敏的鼻子，但仅有灵敏的鼻子的人不一定是作家。猎狗的鼻子是
最灵敏的，但猎狗不是作家。许多好作家其实患有严重的鼻炎，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写出有独特
气味的小说。我的意思是，一个作家应该有关于气味的丰富的想象力。一个具有创造力的好作
家，在写作时，应该让自己的笔下的人物和景物，放出自己的气味。即便是没有气味的物体，
也要用想象力给它们制造出气味。这样的例子很多： 

德国作家聚斯金德在他的小说《香水》中，写了一个具有超凡的嗅觉的怪人，他是搜寻气
味、制造香水的天才，这样的天才只能诞生在巴黎。这个残酷的天才脑袋里储存了世界上所有
物体的气味。他反复比较了所有的气味后，认为世界上最美好的气味是青春少女的气味，于是
他依靠着他的超人的嗅觉，杀死了二十四个美丽的少女，把她们身上的气味萃取出来，然后制
造出了一种香水。当他把这种神奇的香水洒到自己身上时，人们都忘记了他的丑陋，都对他产
生了深深的爱意。尽管有确凿的证据，但人们都不愿意相信他就是凶残的杀手。连被害少女的
父亲，也对他产生了爱意，爱他甚至胜过了自己的女儿。这个超常的怪人坚定不移地认为，谁
控制了人类的嗅觉，谁就占有了世界。 

马尔克斯小说《百年孤独》中的人物，放出的臭屁能把花朵熏得枯萎，能够在黑暗的夜晚，
凭借着嗅觉，拐弯抹角地找到自己喜欢的女人。 

福克纳的小说《喧哗与骚动》里的一个人物，能嗅到寒冷的气味。其实寒冷是没有气味的，
但是福克纳这样写了，我们也并不感到他写得过分，反而感到印象深刻，十分逼真。因为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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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嗅到寒冷的气味的人物是一个白痴。 
通过上述的例子和简单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小说中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气味，或者说小

说中的气味实际上有两种写法。一种是用写实的笔法，根据作家的生活经验、尤其是故乡的经
验，赋予他描写的物体以气味，或者说是用气味来表现他要描写的物体。另一种写法就是借助
于作家的想象力，给没有气味的物体以气味，给有气味的物体以别的气味。寒冷是没有气味的，
因为寒冷根本就不是物体。但福克纳大胆地给了寒冷气味。死亡也不是物体，死亡也没有气味，
但马尔克斯让他的人物能够嗅到死亡的气味。 

当然，仅仅有气味还构不成一部小说。作家在写小说时应该调动起自己的全部感觉器官，
你的味觉、你的视觉、你的听觉、你的触觉，或者是超出了上述感觉之外的其它神奇感觉。这
样，你的小说也许就会具有生命的气息。它不再是一堆没有生命力的文字，而是一个有气味、
有声音、有温度、有形状、有感情的生命活体。我们在初学写作时常常陷入这样的困境，即许
多在生活中真实发生的故事，本身已经十分曲折、感人，但当我们如实地把它们写成小说后，
读起来却感到十分虚假，丝毫没有打动人心的力量。而许多优秀的小说，我们明明知道是作家
的虚构，但却能使我们深深地受到感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就在
于，我们在记述生活中的真实故事时，忘记了我们是创造者，没有把我们的嗅觉、视觉、听觉
等全部的感觉调动起来。而那些伟大作家的虚构作品，之所以让我们感到真实，就在于他们写
作时调动了自己的全部的感觉，并且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创造出了许多奇异的感觉。这就是
我们明明知道人不可能变成甲虫，但我们却被卡夫卡的《变形记》中人变成了甲虫的故事打动
的根本原因。 

自从电影问世之后，人们就对小说的前途满怀着忧虑。五十年前，中国就有了小说即将灭
亡的预言，但小说至今还活着。电视机走进千家万户后，小说的命运似乎更不美妙，尽管小说
的读者的确被电视机拉走了许多，但是依然有很多人在读小说，小说的死期短时间也不会来临。
互联网的开通似乎更使小说受到了挑战，但我认为互联网仅仅是提供了一种另类的写作方式
与区别于传统图书的传播方式而已。 

作为一个除了写小说别无它能的人，即便我已经看到了小说的绝境，我也不愿意承认；何
况我认为，小说其实是任何别的艺术或是技术形式无法取代的。即便是发明了录味机也无法代
替。因为录味机只能录下世界上存在的气味，而不能录出世界上不存在的气味。就像录像机只
能录下现实中存在的物体，不可能录出不存在的物体。但作家的想象力却可以无中生有。作家
借助于无所不能的想象力，可以创作出不存在的气味，可以创造出不存在的事物。这是我们这
个职业永垂不朽的根据。 

当年，德国作家托马斯·曼曾经把一本卡夫卡的小说送给爱因斯坦，但是爱因斯坦第二天
就把小说还给了托马斯·曼。他说：人脑没有这样复杂。我们的卡夫卡战胜了世界上最伟大的
科学家，这是我们这个行当的骄傲。 

那就让我们胆大包天地把我们的感觉调动起来，来制造一篇篇有呼吸、有气味、有温度、
有声音、当然也有神奇的思想的小说吧。 

当然，作家必须用语言来写作自己的作品，气味、色彩、温度、形状，都要用语言营造或
者说是以语言为载体。没有语言，一切都不存在。文学作品之所以可以被翻译，就因为语言承
载着具体的内容。所以从方便翻译的角度来说，小说家也要努力地写出感觉，营造出有生命感
觉的世界。有了感觉才可能有感情。没有生命感觉的小说，不可能打动人心。 

让我们像乌苏里江里的大马哈鱼那样，追寻着母河的气味，英勇无畏地前进吧。 
让我们想象远古时期地球上的气味吧，那时候地球上生活着无数巨大的恐龙，臭气熏天，

有人说，恐龙是被自己的屁臭死的。 
我将斗胆向我国的负责奥运会开幕式的领导人建议，在 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上，在火炬

点燃那一刹那，应该让一百种鲜花、一百种树木、一百种美酒合成的气味猛烈地散发出来，使
这届奥运会香气扑鼻。 

让我们把记忆中的所有的气味调动起来，然后循着气味去寻找我们过去的生活，去寻找我
们的爱情、我们的痛苦、我们的欢乐、我们的寂寞、我们的少年、我们的母亲……我们的一切，
就像普鲁斯特借助了一块玛德莱娜小甜饼回到了过去。 

我国的伟大作家蒲松龄在他的不朽著作《聊斋志异》中写过一个神奇的盲和尚，这个和尚
能够用鼻子判断文章的好坏。许多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把自己的文章拿来让和尚嗅。和尚嗅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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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文章时就要大声地呕吐，他说坏文章散发着一股臭气。但是后来，那些惹得他呕吐的文章，
却都中了榜，而那些被他认为是香气扑鼻的好文章，却全部落榜。 

台湾的布农族流传着一个故事，说在一个村庄的地下，居住着一个嗅觉特别发达的部落。
这个部落的人善于烹调，能够制作出气味芬芳的食物。但他们不吃，他们做好了食物之后就摆
放在一个平台上，然后，全部落的人就围着食物，不断地抽动鼻子。他们靠气味就可以维持生
命。地上的人们，经常潜入地下，把嗅味部落的人嗅过的食物偷走。我已经把这个故事写成了
一部短篇小说。在这篇小说中，我是一个经常下到地下去偷食物的小孩子。小说发表之后，我
感到很后悔，我想我应该站在嗅味部落的立场上来写作，而不是站在常人的立场上来写作。如
果我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嗅味部落的孩子，那这篇小说，必然会十分神奇。（文/莫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