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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精读」2011 高考辽宁卷《怪人》：聆听古朴之声，洞见

人性之美 

作者 |[乌拉圭]比亚纳① 赏析 |孙春梅 
 

【编者寄语】 

自然之美，莫过于花开瞬间；人性之美，莫过于心中有爱。在众多文学作品中，有一些人
物出场时只是一个丑角，似与美绝缘，而当人们身在危难处、无助间，这丑角会毫不犹豫地挺
身而出，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挽留那极端环境下的弱小，如此存善心、积善德、施善行，如
此舍生取义，如此浩然正气，将永远激励着人们。《怪人》就是这样，文章采用欲扬先抑的手
法，展示了强悍、乐天的加乌乔们的地域文化、生活风情，尤其塑造了怪老头马乌罗的形象，
他从自我牺牲、民族大义等方面展现出人性光芒，心存善念、弘扬正能量，在今天依然具有强
烈的现实意义。从野蛮血腥到文明高雅仅仅是一颗心的距离，全文读来怦然心动，然又不忍卒
读。 

【文本研读】 

怪人 一个“怪”字，引发无数思
索。 

这是给牲口烙印②的日子。（揭示社会背景，乡土气息

浓郁，直接交代引出游牧民族的印记文化。）早晨的阳光倾

泻下来，照得人们头昏眼花。 

情节的开端，众人给牲口烙
印。略写，为后文情节做铺
垫。 
 

在用横木和立柱造的宽大畜栏里，一群小牛犊踢打着
蹄子，眼里冒着火光，在弥漫的尘烟中急得团团打转。从
那激怒的神色看，这样被囚禁在里头，它们再也不能忍受
了。（拟人手法，写出小牛犊的躁动不安，其皆因善斗的
本性及长久受囚禁所致，通过神态、动作描写——眼里冒
火、尘烟中打转——奠定紧张氛围，为下文公牛犊冲向小
孩的情节做铺垫。） 

畜栏外面，准备套牲口前蹄的人排成两行，中间留一条
通道。他们手握绳索，睁大眼睛，等待小牛出栏。 

在畜栏的门旁，巨大的火堆熊熊燃烧，火焰冲天。（如
常一切，准备就绪，火堆是伏笔，推动情节发展。） 

突然，套牲口的人拖出一头小牛来。当它走到场地上的
时候，加乌乔③们发出一阵吼叫，吓得它发疯似的埋头奔跑
起来。（动作兼心理描写，小牛被惊吓与结尾的孩童被惊
吓，惊人的相似，预示着同为生灵，命运却难于自我掌控的
必然与偶然。）十几条套索在空中发着咝咝声，凶猛的小牛
咆哮了一声，扑通倒在地上。勇士们一拥而上，把它捆缚起
来，按在了地上。（勇者相逢智者胜，小牛的凶猛不敌一群
勇士的伏击。为后文公牛的发疯提供了条件。） 

“烙！”一个人叫道。 

打烙印的人从火堆那儿跑了过来。 

火红的烙铁烙得小牛毛皮发着吱吱的声响，冒出一股
白烟，发出一股臭味。（语言到动作，一气呵成，画面感极
强，有身临其境之感。）然后，小牛被解下绳索，身上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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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疼痛而悲哀地跑开了。加乌乔们却又说又笑地走向火
堆，去享受他们套捉牲口的奖赏——畅饮那杯美酒去了。
（反衬，小牛疼痛而悲哀地跑开，人们却又说又笑去领赏，
加乌乔们强悍而狂放的民族性格在此显露无遗，表明其原
始野蛮。） 

这种粗野而危险的活计，是加乌乔们最大的乐趣，他们
从内心里感到高兴。（野蛮是最大的乐趣，与文明还有一段
差距。）但是在这一片欢乐的气氛中，只有马乌罗与众不
同。他身体高大、粗壮，有点驼背，脑袋硕大，头发蓬乱，
脸上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那个大鼻子：鼻梁高高地突起，在
浓密的头发衬托下，就像是乱糟糟的黑色胡椒树丛中间的
一座小石山。别人交谈的时候，他嘟哝；别人大笑的时候，
他吼叫。（外貌描写，丑陋凶悍；语言描写，在别人的热闹、
欢乐中反衬出他的异样，正因有与周边的格格不入，方有后
文双方的不耐烦，顺理成章。） 

情节的发展，马乌罗抱怨着
出场。 
 

他气呼呼地回答：“来了，哼！我又不是火车！”转回
来的时候，他嘟嘟囔囔，推搡着人群往前走，或给狗一脚，
或给一个男童头上一掌，什么借口他都找得到的。“这帮懒
鬼！你们不知道给人让路吗？”（语言、动作描写，以着急
的伙伴们为正衬，以无辜被欺负的人群或狗或男童为反衬，
马乌罗处处找借口的暴戾性格这一面，正是强悍民族的共
性；用火车自比，足见马乌罗与文明的接触，显现出优于他
人的个性。） 

“你们给这个怪物让路！”有人这样应答。马乌罗头也
不回，粗言恶语地骂他一句，全是难听的字眼儿。（在别人
的不屑与不满中，马乌罗成了他们眼中的怪物。） 

老头儿马乌罗的为人一向如此：脾气暴躁，态度冷淡，
出言不逊，像青榅桲④一样苦酸。（比喻中道出马乌罗的为
人苦酸。）所以，人们都管他叫“怪人”。（直接点题“怪
人”，使情节前后贯连。）他那毛茸茸的狮子般的大头，他
那被头发遮掩着的可憎的面孔，他那目光凶狠的小眼睛，他
那嘶哑的嗓音和他那把总是插在腰间的长刀子，令人不禁
感到几分敬畏。（插叙一，“怪人”得名原因。以比喻、排
比行文，其形象让人畏惧与敬畏，拒人千里之外，典型的恶
人。） 

他是从何处来的呢？没人知道。可能是从地狱里来的，
也可能是从某个狮子洞里来的。谁也不知道他的身世，但是
大家都猜想：他准是一个有着不幸经历的强盗。一个怪人，
一个冷酷无情的人，一个心灵干枯、心似铁石的人。他经常
冲着大家抱怨，而不对着某个人。（插叙二，猜测“怪人”
的来历。人们主观认定他是强盗、怪人，冷酷无情、心灵干
枯、心似铁石。为后文情节突转蓄势。） 

场地上忽然响起一阵可怕的叫喊。只见一头肢体伤残、
秉性暴烈的四岁大公牛从地上爬起来，怒气冲冲地用蹄刨
了刨地，接着痛苦而狂怒地向众人发起了攻击。加乌乔们大
惊失色，恐惧地四处奔逃。那公牛三蹦两跳地蹿到火堆边。
马乌罗还来得及躲开，他噌地一下爬到了畜栏的围墙上。
（大公牛怒气冲冲地发起攻击，是对伤害它的人类的忍无

情节的高潮与结局，马乌罗
为救人而牺牲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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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忍与宣泄，是对自由的强烈渴望与行动；加乌乔们四处奔
逃的恐惧慌乱，反衬出马乌罗动作敏捷地躲开的淡定从容，
情节张弛有致。） 

但是，当他回头看时，发现下面有一个男童，一个六岁
的男童，一只手提着一只吐绶鸡，另一只手抱着一个南瓜，
吓得脸色铁青，呆若木鸡。马乌罗毫不犹豫地跳下去，伸手
把他抓住，高高地举过头顶，用自己的胸膛挡住了公牛的犄
角。（情势急转，男童会如何，增加情节的紧张氛围；在品
行上，胆怯而四散的那些人反衬出马乌罗舍身取义的光辉
形象。） 

在场的二十个人异口同声地发出恐怖的叫喊，冒着红
色火焰的木柴四处飞溅，烟雾弥漫，尘土飞扬，眼前的一切
顿时变得模糊不清。（此时是不敢看、不忍看，加之看不清，
情节紧张到极点，读者亦艰于视听。） 

当公牛被两条绳索套着犄角从烟雾中拖出来的时候，
大家才看清这幅惨景，都惊呆了。（众人惊呆于看似冷血的
怪人，却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最有情有义的人，正义的大树开
出惊艳的花朵。） 

那男童站在被公牛冲毁的火堆旁，面色如土，但是安然
无恙。有着不幸经历的怪人马乌罗却直挺挺地躺在地上，一
动也不动；他的头枕着灰烬，结实的胸膛已经被公牛的凶恶
犄角挑开。（在情节突转中以悲剧结尾，男童被吓到但毫发
无伤，但怪人马乌罗却再也不能“粗言恶语”，他死得悲壮，
死得其所，人们的一切猜测化为乌有。有时侯大爱无疆也是
一粒种子，它也在等待机会发芽与结果。升华主题，热情讴
歌人性之美。） 

朱景冬译，有删改  

[注]①比亚纳（1868—1925）：著名作家，其作
品多取材于加乌乔的口头传说。 

②给牲口烙印，牲畜印记图案中蕴藏了极其丰富多彩的生
产生活和崇尚自然、敬畏生灵的文化内涵，从某种角度反
映了少数民族游牧经济的历史文化。 

③加乌乔：南美潘帕斯草原牧民的统称，意思是“孤儿”
“流浪者”，性格强悍而狂放。 

④榅桲（wēnpó），又称木梨，古老的水果，营养价值
高。完全成熟的木梨色泽明亮鲜黄，散发着浓郁的香气，
煮熟并增甜后却具有独特、诱人的味道，可用于制作果
冻、蜜饯等食品。 

 

【知识建构】 

小说中的衬托手法 

衬托，又称“映衬”“烘托”。衬托可分为正面衬托、反衬和侧面衬托。 

正面衬托是指外貌相似、性质相通时，以此托彼，使主体更加突出。如本文中“‘烙！这
回该你了！’伙伴们着急地冲马乌罗喊道。他气呼呼地回答：‘来了，哼！我又不是火车！’
转回来的时候，他嘟嘟囔囔……什么借口他都找得到的。‘这帮懒鬼！你们不知道给人让路
吗？’”以伙伴们的急迫正衬马乌罗处处找借口的暴戾性格的一面，揭示加乌乔强悍民族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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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形象便呼之欲出。 

正面衬托，还可用环境来衬托人物心情。如开头“早晨的阳光倾泻下来，照得人们头昏眼
花”，描写早晨的太阳照得人头昏眼花，陪衬人物燥热与易怒的特点，推动情节的发展。 

反衬，是指形象不同、性质相反时，正反相衬，以次托主。如文中“加乌乔们大惊失色，
恐惧地四处奔逃。那公牛三蹦两跳地蹿到火堆边。马乌罗还来得及躲开，他噌地一下爬到了畜
栏的围墙上”，当大公牛怒气冲冲地发起攻击时，以加乌乔们四处奔逃的恐惧慌乱，反衬出马
乌罗动作敏捷地躲开的淡定从容，使情节张弛有致。 

用景物来烘托人物心情，也可以用“反衬”。这也正是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揭示的，“以
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 

侧面衬托，即通过他人对某事物的反映和评价来衬托这个事物。如“老头儿马乌罗的为人
一向如此：脾气暴躁，态度冷淡，出言不逊，像青榅桲一样苦酸。所以，人们都管他叫‘怪人’”，
作者通过人们对马乌罗的评价，从侧面衬托马乌罗这一不合群又古怪的人物的性格特点。 

总之，衬托是一种有很强表现力的写作手法，运用得好有烘云托月之效，这是写作中不可
或缺的。 

【试题解析】 

1.下列对小说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一项是（  ） 
A.由于即将被拖出去烙印，那群囚禁在用横木和立柱建造的畜栏里的小牛神色愤怒，眼冒火光，
无法忍受。 
B.马乌罗的强盗经历、丑陋容貌和暴戾性格，使他受到加乌乔们的歧视，他被看成一个冷酷无
情、心灵干枯和心似铁石的人。 
C.作者一面同情被烙的小牛，一面也以欣赏的笔触描写了加乌乔们在烙牛中所表现出来的强
悍、狂放品格。 
D.大公牛狂怒地向人群进攻，马乌罗为拯救男童而殉难。作者通过这段传奇，热情讴歌了主人
公舍己救人的高尚品格。 
【答案】C 
【解析】从“一群小牛犊踢打着蹄子，眼里冒着火光，在弥漫的尘烟中急得团团打转，从那激
怒的神色看，这样被囚禁在里头，它们再也不能忍受了”可以看出，小牛愤怒是因为被关了很
久而不是因为要被烙印，被关起来的小牛不知道自己要去烙印，故 A选项错误。从“但是大家
都猜想：他准是一个有着不幸经历的强盗”可以看出，马乌罗的强盗经历是大家的猜测，并不
肯定，所以 B选项错。本文主题是讴歌人性之美，舍己救人只是内涵之一，故 D选项不准确。 
2.“怪人”马乌罗与众不同之处表现在哪些方面？请概括说明。 
【答案】①形象上，他高大粗壮，有点驼背，发乱而丑，脑袋、鼻子硕大，目光凶狠，嗓音嘶
哑，腰插长刀；②性情上，他脾气暴躁，态度冷淡，行为粗鲁，出言不逊，不太合群；③品行
上，危急关头，别人四处奔逃，他挺身而出，舍己救人。 
【解析】根据“只有马乌罗与众不同，他身体高大、粗壮，有点驼背，脑袋硕大，头发蓬乱，
脸上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那个大鼻子：鼻梁高高地突起，在浓密的头发衬托下，就像是乱糟糟
的黑色胡椒树丛中间的一座小石山。别人交谈的时候，他嘟哝；别人大笑的时候，他吼叫”可
概括为形象上，他高大粗壮，有点驼背，发乱面丑，脑袋、鼻子硕大，目光凶狠，嗓音嘶哑；
根据“他气呼呼地回答：‘来了，哼！我又不是火车！’转回来的时候，他嘟嘟囔囔，推搡着
人群往前走，或给狗一脚，或给一个男童头上一掌，什么借口他都找得到的；‘这帮懒鬼！你
们不知道给人让路吗？’‘你们给这个怪物让路！’有人这样应答，马乌罗头也不回，粗言恶
语地骂他一句，全是难听的字眼儿”可概括为性情上，他暴躁、冷淡、粗鲁，不太合群；根据
“马乌罗毫不犹豫地跳下去，伸手把他抓住，高高地举过头顶，用自己的胸膛挡住了公牛的犄
角”可概括为品行上，危急关头，别人四处奔逃，他挺身而出，舍己救人。 
3.小说为什么对马乌罗“烙牛”的具体过程不着一字？请简要分析。 
【答案】①前文已经对如何“烙牛”作了详尽细致的描写，此处不必重复；②塑造马乌罗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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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心是后文“救童”一段，其“烙牛”仅是铺垫，应该略写；③可腾出笔墨来写平日的马乌
罗，与前后文的紧张叙述形成对比，舒缓了节奏，使行文张弛有致。 
【解析】“不着一字”有其独到原因，前文已写，如再写就是多余。小说题为“怪人”，作者
立意的重点是主人公马乌罗，塑造这一形象的重点又落在后文的“救童”行为上，无须着太多
的笔墨写“烙牛”这一次要情节，如此就可收到主次分明、张弛有致的效果。 
4.小说主要由加乌乔“烙牛”和马乌罗“救童”两个片段构成。你认为哪个片段更精彩？请谈
谈你的观点，并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陈述理由。 
【答案】观点一：加乌乔“烙牛”的片段更精彩。 
①展示了加乌乔们的生活风情，凸显了其强悍、乐天的性格，强化了作品的地域文化内涵；②
构成了理解主人公马乌罗的性情和英雄壮举的氛围和基础；③艺术表现上，运用细节描写、烘
托手法等，逼真呈现了烙牛过程，感染力极强。 
观点二：马乌罗“救童”的片段更精彩。 
①展示了马乌罗勇于牺牲的英雄壮举，完成了主人公的形象塑造；②作为小说的点睛之笔，表
达了作品讴歌人性之美的主题；③艺术表现上，运用细节描写、烘托手法等，一步步推向高潮
后戛然而止，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观点三：两个片段同样精彩。 
①都是小说的华彩段落，前者是铺垫，后者是高潮，共同完成了主人公的塑造；②二者相辅相
成，通过“烙牛”的加乌乔们和“救童”的马乌罗形象的相互衬托，丰富并深化了主题；③艺
术表现上，运用细节描写、烘托等多种手法，精细传神，画面感极强，一头一尾，交相辉映。 
【解析】 
内容上：①点明故事发生的环境，展现加乌乔们的生活风情，以及浓郁的地域风情；②“烙牛”
塑造的是加乌乔们的群像，“救童”揭示主人公马乌罗的个体性情和英雄壮举；③“烙牛”“救
童”自成体系，“烙牛”为“救童”做铺垫，前后情节间有关联，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④突
出小说的主题，表达了作品讴歌人性之美的主题。表述时要注意②③的侧重点与联系点要立场
鲜明，辩证清晰。 
形式上：运用细节描写、烘托等多种手法，逼真地描绘出“烙牛”或“救童”场面，具有较强
的感染力。 

【反馈检测】 

1.文中多次写到“火堆”，有什么作用？请结合文本作以简要分析。 
【答案】 
（1）形式方面，从开端到结局多次出现，构成小说的线索，串起“烙牛”“救童”的情节，
使小说浑然一体。 
（2）内容方面： 
①“火堆”是故事发生的环境要素，开头写“巨大的火堆熊熊燃烧，火焰冲天”代表着热情高
涨，交代游牧民族给牲口烙记的特定场景，这是具有民族特色的印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打
烙印的人从火堆那儿跑了过来”，此为烙印工作的一个必要环节交代，增加热闹而燥热的场面
氛围。 
②“火”象征着希望、幸福。小牛犊眼中的“火光”是因对自由的渴求而产生的愤怒之火，推
动情节发展。 
③“火”象征着热情、正义，衬托人物形象。“冒着红色火焰的木柴四处飞溅，烟雾弥漫，尘
土飞扬”侧面写情况之惨烈，伤损之惨重，读者不由得心头再紧；“当公牛被两条绳索套着犄
角从烟雾中拖出来的时候”，火焰几乎已被外力冲灭，公牛是被强行拉出烟雾的，那火光渐渐
熄灭，正是英雄马乌罗殒命的所在。 
④“火”象征美好与幸福、净化与重生。“那男童站在被公牛冲毁的火堆旁”，而“他的头枕
着灰烬”，火已成灰烬，马乌罗倒下了，但他永远留驻在人们心间，是救人的大英雄，由此点
燃了人们心头的善良与博爱之火，升华了主题。 
2.读过《怪人》后，你能在众多的文学名著中找到如马乌罗这样的英雄吗？请举出一两个例子，
试作分析。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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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一 
《巴黎圣母院》中的加西莫多是当时社会穷苦大众的典型代表。他是外表丑陋、内心崇高的敲
钟人。这个“几何形的脸，四面体的鼻子，马蹄形的嘴，参差不齐的牙齿，独眼，耳聋，驼背，
难听而忠厚的声音”的畸形儿，从小受到世人的歧视与欺凌。他被克洛德收养，每天负责敲钟，
为报恩，他对克洛德言听计从，包括去绑架爱斯梅拉达；在爱斯梅拉达那里，他第一次体验到
人心的温暖，这个外表粗俗野蛮的怪人，他真诚善良、忠实勇敢的本性被复活了，并且不图任
何回报，从此便将自己全部的生命和热情寄托在爱斯梅拉达身上，可以为她赴汤蹈火，可以为
了她的幸福牺牲自己的一切。由此表明了雨果反封建、反教会的民主精神和资产阶级的人道主
义的主题思想。 
参考二 
《牛虻》重点青年亚瑟在经历了狂热的宗教热情和随之而来的背叛，亲人的遗弃和欺瞒，旁人
的白眼，恋人的误解，爱情的追求与幻灭等心灵和身体的创伤后，成长为一个坚韧乐观顽强的
斗士，虽然脸带伤疤、跛足且口吃，但是他顽强的精神和不屈的斗志甚至连刽子手都为之动容。
在狱中写给琼玛的信里，他写上了他们儿时熟稔的一首小诗：不管我活着，还是我死去。我都
是一只快乐的牛虻！面对行刑的刽子手，他嘲笑般吼道：“一旦到了惩罚你们的时候，我们用
的不是这六支破旧的卡宾枪，而是大炮。”第一排枪没有将牛虻打死，他又对那些刽子手喊道：
“枪法太糟，弟兄们，再打一次！”刑场上的他从容不迫，慷慨就义。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
壮烈场面和气冲霄汉的英雄气魄，深深地感动着读者。由此猛烈抨击了天主教会虚伪的反动本
质，热情歌颂了意大利人民为民族解放，国家独立所作的英勇斗争。 
 
 
 
 
 
 

 

扫描公众号，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克山县第一中学校  孙春梅） 

【相关链接】 

烘云托月映衬人物，锦上添花铺垫题旨 
——谈记叙类作文中衬托手法的应用 

朱庆平 
“烘云托月”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奇特的木刻和绘画艺术。说它“奇特”，是因它所用的工

具不是刀，而是“火”。具体方法是，先将一个圆形的阻燃物覆盖于光滑的木面上，后用火将
木头烘黑成云彩的形状，再揭去那个圆形阻燃物，一轮皓白的亮月就凸现出来，镌成“彩云追
月”的浮雕。今人借用这个成语，形容映衬（反衬）的作用。“锦上添花”的意思一目了然，
锦缎本来已经很美，而在之上“添花”那就更美了。这是“铺垫”（正衬）带来的效果。不难
看出“烘云托月”和“锦上添花”也就涵盖了“衬托”的定义。衬托是辞格之一，是为了突出
主要人物和事物，用相似的或相反的事物作为陪衬的一种修辞方式。它分为正衬和反衬两种。
因此，本文的标题是一双“互文”，可作并叙的解读，即衬托手法的运用是为了刻画人物和突
出题旨。笔者早就说过，中学生在考场上作文时，大多选用散文（人事景物）、小说（虚构人
事）和杂文（夹叙夹议）等文学样式，作文是文学的滥觞、雏形和萌芽；“文学是人学”，文
学是为人生的艺术，文学是“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文学不是“无病呻吟”，而是“有
感而发”，思想倾向十分明显；上世纪极左思潮下的文艺理论中，提出的值得争议的文学形象
的“三突出”原则等等，一言以蔽之，都是考场作文要用好衬托手法的“托”词。俗语说：“牡
丹虽好，也要绿叶扶持。”运用衬托手法，能突出主体，或渲染主体，使之形象鲜明，使主题
突出，取得吸引读者眼球的效果，给人以回味无穷的感受。 

一、反“衬”为“托”正 
反衬借助对比手法来实现，即把两种相反或相对的事物或意思并列在一起，使之相互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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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也叫“对比”“对照”。它的作用在于使对比的主体显得更加突出，正的愈正，反的愈
反，给人深刻印象。不过，反衬与对比是有区别的：对比是为了把双方的特征、区别说明清楚；
而反衬是为了突出对比的某一方，即被突出的文学主体。 

1.声音的反衬。①动静。反衬的著名例子是王籍的诗句“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正
因为听上去觉得蝉叫声特别喧噪、鸟鸣声特别清亮，所以山林幽静至极，以闹衬静，静境深广。
《观潮》一文，写潮来之前钱塘江江面平静、薄雾笼罩，完全是为了反衬大潮来时的奇特、排
山倒海的气势。②强弱。如“教室里安静得连针掉地上都能听到”，形容学生守纪律的学品。
③多寡。《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在伐木的深山中，遇上天气严寒和食物短缺，大伙七言八
语商讨解决办法，而一个青年像从地窖里发出怪腔调：‘我可不干，我不想死在深山老林里’”，
突出布尔什维克的坚强。 

2.气味的反衬。①香臭。如杜甫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用“酒肉臭”反衬
“冻死骨”，更显人民的痛苦、悲惨。②浓淡。如“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表
明梅花香淡雅的风格。“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是说白梅没有雪白，白雪缺乏
梅花的香气，各有优缺，各有长短。 

3.温度的反衬。①冷暖。如“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这是反衬梅花的坚强。②
冷冻。如“凉水不能喝，冰棍就更不能吮了”，表现一个人身体的脆弱。③温热。如“春季去
上海看世博会，不冷不热；可是夏天就不行喽”，说明春季是游览的好季节。 

4.色彩的反衬。美术色轮上，180度两端的两种色彩互为绝对对比色，如“红（赤）与绿”
“橙（朱）与蓝（青）”“黄与紫”等。①红绿。如“万绿丛中一点红”，形容“红”的稀少
与突出。②橙蓝。《背影》（散文 朱自清）“（父亲）身穿青布棉袍、黑布马褂，手捧橘子
（橙色、朱红）”，衣着传达父亲失意的境遇，而朱红的橘子表达父亲的爱子情怀。③黄紫。
如“黄土高原养育紫铜的汉子”，“紫铜”形容皮肤黝黑的中国人。 

5.光线的反衬。①明暗。如“整个剧院的灯光暗下来，只有一盏聚光灯追随着主角”，这
是聚焦主要人物的手段。②强弱。如“台下观众席一片朦胧，而台上演员十分清晰”，是为了
突出演出的效果。③点面。如“整个大楼一片漆黑，只有一个窗户亮着灯”，此为突出窗下人
夜以继日的生活。 

6.做人的反衬。如“真假”“善恶”“美丑”，《巴黎圣母院》中的敲钟人是真和善的代
表、神父是假和恶的沆瀣、吉卜赛女郎是真善美的化身，而神父不缺貌美，但加西莫多短缺。
这部影片，人物互为衬托，使主题多元且突出。 

7.情感的反衬。①忧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作者
借此来肯定自己以及和自己同类的好友滕子京的人品。②喜怒。如“婚礼正在进行，觥筹交错，
欢声笑语一片，这时门外走来一位不速之客……”，此刻婚礼的主人新郎官肯定心生狐疑，转
喜为怒，反衬这位“不善”的来者。③安危。如“海鸥在大海上飞窜，轰隆隆的雷声把海鸭吓
坏了，企鹅胆怯地把肥胖的身躯躲藏在悬崖底下……只有那高傲的海燕，勇敢地、自由自在地
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海燕》高尔基），以海鸭及企鹅的懦弱衬托出海燕的勇敢等。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凡是相反或相对的事物或意思皆可以相提并论，构成对比反衬。 
二、正“衬”为“托”主 
正衬，是用相类似的事物作为陪衬以充分反映主要事物。简言之，是以美好的事物来生乐，

以凄苦的事物来衬，或以次要的人物来衬主要人物。 
1.铺垫。正衬通常就叫做衬托，衬托指甲事物对乙事物的表现作用，主要指事物对环境、

环境对主题、环境对人物性格的表现作用。如《茶花赋》（杨朔）这篇散文开头就交代为国外
朋友画一幅表现祖国新面貌的国画的悬念，作者没有直接说用昆明的茶花来表现，而是宕开一
笔，先写云南昆明的花来衬托祖国的美好和自己心情的愉悦，接着写昆明茶花的艳丽，紧接着
写千朵茶花树，跟着写童子面茶花，最后写童子面茶花丛中走来一群天真活泼的童子（儿童），
作者的心灵为之一颤，作画的灵感一下子迸发出来：“画一群童子面茶花丛中的幸福儿童来表
现祖国蒸蒸日上的面貌”，以满足国外朋友的心愿。整个思路就是反复铺垫的过程。再如“世
界上最宽广的是海，比海更高远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博大的是男人的情怀”（“蓝色经典”酒
的广告词），突出男人爱喝酒的性格。如“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是说“山外青山，楼外楼，
天外有天，强中自有强中手”，是鼓励人继续努力的话语。李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写道，
“天台一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极写天台山之高，但面对天姥山却像是要向东南倾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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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去，足见“天姥连天向天横”的高耸；再如“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试想登上天姥山
的半山腰，就能望见东海日出，听到天鸡的啼鸣，那么天姥山山峰必然高入云天，连接仙境。 

2.写景。有景物衬情，衬法有两种，哀景衬悲愁、美景衬欢乐是正衬，如“醉不成欢惨将
别，别时茫茫江浸月”“枫叶获花秋瑟瑟”，如“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乐景
衬哀情（或相反）是反衬，如杜甫诗“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
有人物相衬，如“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陌上桑》），极
言罗敷之美；“未免被人褒女笑，只教天子暂蒙尘”（李商隐《华清宫》），讽刺杨贵妃美色
误国。有动静相衬，如“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万籁此俱
寂，但余钟磬声”“四千年来车马寂，古槐深巷暮蝉愁”（张籍《法雄寺东楼》）。此外还有
大小、多少、冷暖、远近、高低、明暗等方面的映衬，在阅读赏析时也应注意。如“秋天的后
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除了夜游的东西，什么都睡着。华
老栓忽然坐起身，擦着火柴，点上遍身油腻的灯盏，茶馆的两间屋子里，便弥满了青白的光。”
（鲁迅《药》）“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
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处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
凉起来了。”（鲁迅《故乡》） 

3.点染。中国画的一种技法，用水墨或色彩在画面主体的轮廓外面渲染衬托，使主体明显
突出。用于艺术创作，是一种从侧面渲染来衬托主要写作对象的表现技法。这种技法用在古诗
词中，使要表现的事物更加鲜明突出。如“万绿丛中一点红”，“红”得特别鲜明浓烈；“我
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时候既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
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里，呜呜地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
荒村，没有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这里用荒凉萧条的环境和气氛，衬托作者悲
凉的心情。词中也有点染，柳永《雨霖铃》“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
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今宵”二句为点染。这“宵”即夜晚，说明夜不成眠，而借酒消
愁；这“酒”是消愁的酒，不是高兴时畅饮的酒；这“酒醒”是忧愁的重新开始，再加上“衰
败的杨柳、早晨的凉风和残缺的月亮”，怎不叫人伤肝伤肺？此处是用哀景衬托哀情。再如歌
曲《采槟榔》，当两小无猜的“发小”许诺“过家家”，紧跟着的歌词点染是“青山高呀，流
水长”，其“高山流水觅知音”的美韵，是绕粱三匝哟！电视或电影总是这样摄影：当一对青
年男女相爱亲密时，镜头马上切换一对形影不离的鸟雀；当英雄就义时，画面缓缓转向仰拍“天
旋树”等。 

4.镶嵌。把一物体嵌入另一物体内或围在另一物体的边缘，使主体或整体更加高贵、更加
显目。作文里，也有把一题材插入主要题材的写法，使文章的内涵更丰满、使人物形象更突出、
使主题更深刻。需要说明的是，绲边式的镶嵌，和“裱糊”相同；反衬的镶嵌，插入的题材与
主要题材相反，则属于“反衬”：同类题材的镶嵌，与“铺垫”相同，所以，这里不举例说明。 

5.裱糊。用纸或丝织品做衬托，把字画书籍等装潢起来，或加以修补，使美观耐久。衣服
绲边也叫“裱”。用丝织品表字画书籍叫“绫裱”。文章也讲究裱糊，即用抒情、议论的语句
来深化记叙和说明的旨意。题记，用一两句极具形象或富含哲理的话语，写在文章主体的前头，
或总摄文章的题旨，或奠定文章感情的基调，或充当文章的文眼；点睛，一般出现在文章的中
间或结尾，作用同前；封套，如《一件小事》（小小说 鲁迅）的开头和结尾都有一段议论的
文字，来提升记叙内容所表达的意义。其形状像是字画的裱糊；序跋，写在书本的开头和结尾，
从它的特征上、内涵里看，都有衬托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