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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精读」2011 年江西卷《晚 秋》 

作者 | 【亚美尼亚】 埃·格林  赏析 |  
 

【编者寄语】 

晚秋是树叶飘零的季节，“草木摇落露为霜”，但有了阳光是不是就不那么萧瑟了？秋天
里“阳光明媚，风和日丽”，瓦萨卡这个在贫困线上挣扎的穷人却丝毫感受不到温暖。生活中
很多的不幸强加过来，似乎有太多的理由可以不必坚守内心的操守：自己太穷，自己太不幸，
社会太不公……这是一个穷人面对卑下情操的内心挣扎，真实而感人。细想来，晚秋里的阳光
也许更象征着内心的不屈和高洁吧。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曾说过，“真正的光明绝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
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如此
看来，英雄尚且有可能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何况在平凡生活中为柴米油盐酱醋茶而烦恼的普
通穷苦人呢？这篇小说对于一个普通穷人来说，又何尝不是一曲荡气回肠的赞歌呢！ 

【文本研读】 

晚 秋  

瓦萨卡在一所大学对面的网球场旁停下了脚步。（小说

以情节开篇，留给读者悬念：走向哪里？因何而停？第一次

写“脚步”。） 

 

秋季里的这一天阳光明媚，风和日丽，但这却让瓦萨卡
的心情更加烦闷。温暖晴和的晚秋好像在故意戏弄他，嘲笑
他，鄙视他……（环境描写反衬人物心理，引起读者的思
考。） 

 

一阵已有几分凉意的秋风吹了过来，几片金黄的叶子
在空中划着美丽的弧线轻盈地飘落到了地上。（自然坏境描
写）两个身材姣好的姑娘从瓦萨卡的身边走了过去，飘过一
阵沁人的香水的芳香。这样的姑娘瓦萨卡连想都不敢想，即
使在年轻的时候，他也没敢奢望过。她们对他来说来自另一
个世界。他和孤儿院长大的玛妮克结了婚。但那个曾经安安
静静、勤快能干的玛妮克现在却好像换了一个人，每天唠唠
叨叨，不停地数落他，甚至连在床上也是一肚子怨气，所以
他越来越不愿碰她的身体了。想到这儿，瓦萨卡感到了一阵
良心的责备，仿佛侮辱了自己的妻子。毕竟他们一起忍受了
失去第一个孩子的伤痛，后来又生育了一个女儿。最近玛妮
克不幸伤了胳膊，肿得很厉害，大概是骨折了，他需要尽快
筹到钱给玛妮克拍 X光片和治疗…… 

对路上行人的描写非常具有
镜头感，又自然地转换到主
人公自身的思索上，交代了
人物的艰难处境和困苦不堪
的生活，也表现了他心地善
良的一面。 

瓦萨卡的心底一阵绝望。现在他就是在到处找工作，对
他来说，时间非常紧迫，每一分钟都很重要！  

以前不管怎么说他还能干粗活，当搬运工，可现在却得
了疝气，粗活干不了了。可要治好疝气也得一大笔钱哪！ 

雪上加霜的艰难生活，“绝
望”“每一分钟都很重要”，
生活的艰难可见一斑。 

又是一阵略带凉意的微风吹了过来，一种像翠菊似的
黄色小花随风摇动着小小的脑袋。（自然环境描写）瓦萨卡
想起了自己的童年。那时他们家住在市中心，后来他们的房
子被拆掉了，只得到了一点点少得可怜的补偿金。他和父母

贫困的生活也来自社会的不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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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沛流离，几经辗转，最后才在邻近市郊的一个地方落下了
脚，生活也随之落到了贫困线之下。 

瓦萨卡低低地骂了一句。两腿突然不听使唤地朝学校
方向走了过去。（第二次写“脚步”。）是啊，他以前真的
很喜欢学习，他可不像那个留级生梅鲁日。梅鲁日当年和他
同桌，可现在这个梅鲁日已经是大富翁了……（对比的手
法，表现人物的不幸。） 

 

一个穿着绿风衣的女人轻轻地碰了一下瓦萨卡，侧着
身子从沿着人行道停着的两辆汽车间穿了过去，急着过马
路。瓦萨卡迅速瞥了这个女人一眼：她也来自另一个世界。
于是瓦萨卡马上把目光移到了别处。突然他被一阵刺耳的
刹车声和令人恐怖的尖叫声吓了一哆嗦。他顺着声音望了
过去，那个穿绿风衣的女人一动不动地躺在了一辆大客车
的底下。第一个从汽车驾驶室跳出来的是已经吓得半死了
的司机，随后乘客们也慌慌张张地从车上走了下来。有一个
姑娘第一个跑到了躺在地上的女人跟前。她动作敏捷、手脚
麻利地摘下受伤女人耳朵上那对亮闪闪的耳环，迅速放到
自己的上衣兜里，然后大声地喊了起来：“快来人啊！快来
人啊！” 

 

瓦萨卡把这一切都清清楚楚地看在了眼里，他愤愤地
叹息了一声：“这条母狗！偷了人家的耳环，还像没事似
的！” 

生活中处处有偶然，面对突
发情况不假思索的反应，恰
是人物最真实的心理反应。 

突然，瓦萨卡发现了一个绿色的东西，就放左边，离他
只有一二十米远。瓦萨卡仔细地打量了一下，好像是一个女
式小包，崭新的，样式非常精巧。这个小包最有可能就是那
个受伤的女人的。现在众人正要把那个女人抬起来。瓦萨卡
的注意力现在已经不能集中了。他又要留意那个女人，又要
留意这个包。（细节描写）这时候救护车开过来了，车上下
来几个穿白大褂的救护人员，把受伤的女人放到救护车里
拉走了。出事地点只剩下了一片发黑的血迹。 

 

阳光照到了那个小包上，包上的小锁扣和装饰链在阳
光下熠熠生辉。小包真漂亮，肯定价格不菲！它就这么神奇
地被抛到了瓦萨卡的的眼前，离他只有一二十步远…… 

 

瓦萨卡心里一阵紧张，他屏住呼吸，朝那个小包的方向
走了过去。他刚走了两步，马上又停住了：他心怦怦跳地想
等身后响起的脚步声走远。（真实细致的心理画。）同时，
他又忍不住朝那个小包的方向看了一眼，结果他惊恐地发
现，一个体态臃肿、手里拿着公文包的中年男人快速地倒着
两条腿，像跳舞似的径直朝小包走了过去，一把捡起小包，
然后又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脚步朝着一个小花园的方向
走去。 

中年男子的表现对比衬托了
瓦萨卡，他的紧张、犹豫是
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穷人
面对卑下情操时的内心挣
扎。 

瓦萨卡心里一阵慌乱，额头上立刻渗出了汗珠。这简直
就是当着他的面把他偷光了！  

那个胖男人已经从瓦萨卡的视野中消失了，但他还站
在原地发愣，眼睛呆呆地盯着一个地方。  

但过了一会儿，瓦萨卡突然又感到了一阵轻松，如释重
负。“我鬼迷心窍了，”他嘟囔了一句，“真是鬼迷心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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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凉爽的秋风轻拂在他的脸上，他的呼吸也变得自如了。 
“凉爽的秋风”“呼吸也变
得自如”，心理趋向平静，写
出了平凡人的高尚。 

他信步在街上，孤身一人，漫无目的。只是（这个副词
恰当地表现了人物的选择。）当他在不知不觉中来到了从前
的老同学梅鲁日正在建的那个小独楼的工地上时，他才明
白，其实他的双脚一直在朝这个他早就该来的地方走。（第
三次写“脚步”。“脚步”贯穿全文始终，使情节结构严密
完整。） 

首尾呼应，突出人物性格，
深化主题。 

（选自《俄罗斯文艺》2009年第 2期，有删改）  

【知识建构】 

小说之景物描写 

小说中的环境描写，有时是为了用看似无心之笔推动故事情节发展；有时是为了烘云托月，
塑造人物形象；有时是映射或暗示主旨等。单就环境描写的作用而言，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描
写也有一定的区别。 

景物描写的基本作用 

环境方面：①交代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②暗示社会环境；③渲染气氛，奠定基调。“秋
季里的这一天阳光明媚，风和日丽”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时间——秋天，渲染了冷中有暖的气氛。 

人物方面：①烘托人物心情；②表现人物身份、地位、性格等；③暗示人物命运。“一阵

已有几分凉意的秋风吹了过来，几片金黄的叶子在空中划着美丽的弧线轻盈地飘落到了地上。”

“又是一阵略带凉意的微风吹了过来，一种像翠菊似的黄色小花随风摇动着小小的脑袋。”这

两处环境描写烘托了人物凄凉的心境，暗示了人物命运。 

情节方面：①暗示或推动情节的发展；②为后面情节的发展做铺垫或制造悬念；③作为情

节发展的线索；④与标题相呼应，诠释了标题的内涵；⑤开头的环境描写，引出下文……的内

容（为下文……做铺垫），与结尾相呼应；结尾的环境描写，与上文……内容相呼应，结构完

整。几处景物描写合理地穿插在情节当中，使整篇小说有着画面的美感。 

主题方面：①揭示主题；②深化主旨。秋天特色景物描写的合理穿插，使情节叙述舒缓，

使小说主题含蓄深刻。 

景物描写所处位置的作用 

小说开头: 给全篇“定调”，或者定下情感基调；或者定下叙述基调，使得叙述更加舒缓

自然、顺理成章。 

人物出场前: 为人物出场做铺垫，暗示人物身份。 

某个情节中: 推动情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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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描写中: 烘托人物的心理，揭示人物的性格。 

小说主背景: 可能是作为一种象征。如海明威《老人与海》中的大海，便是人生的象征；老人

与海的斗争，是人与自己命运斗争的象征。 

其他位置: 营造特定的意境与渲染特定的气氛，以感染读者。本篇小说中多处秋天特有景

物的描写渲染了凄凉中又透露着温暖的气氛，营造了唯美的意境。 

【试题解析】 

1.请指出小说开头画线部分的景物描写的主要作用。 
【答案】（1）反衬瓦萨卡心情烦闷，处境凄凉。（2）照应标题（或渲染氛围）。 
【解析】本题考查小说中环境描写的作用。小说中的环境描写包括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这里
是考查自然环境的作用。景物描写主要有以下几个作用 ：①交代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揭
示作品的时代背景；②渲染气氛，烘托人物心情；③展示人物性格；④推动情节的发展；⑤照
应标题。 
2.简要概括瓦萨卡发现小包后经历的心理变化过程。 
【答案】心动→紧张→惊恐→慌乱→失望→轻松 
【解析】本题考查对小说情节的梳理能力。解答此类题目时要根据小说的情节，找到表现人物
心理的关键词，结合题干要求进行整合，按要求作答。如“瓦萨卡的注意力现在已经不能集中
了”“他又要留意那个女人，又要留意这个包”，可以整合为“心动”；“他还站在原地发愣，
眼睛呆呆地盯着一个地方”可以整合为“失望”…… 
3.小说的高潮是中年男人捡走了小包。如果这个人物没有出现，瓦萨卡会不会将小包据为己有？
为什么？请结合全文说明理由。 
【答案】（1）不会据为己有。理由：①瓦萨卡的性格使然；②瓦萨卡善良，即使对妻子不满
也会自责；③瓦萨卡正直，当看到一个姑娘摘伤者耳环时愤愤不平；④瓦萨卡良知尚存，事后
认为自己对小包有所企图是“鬼迷心窍”；⑤ 瓦萨卡能坚守道德底线，“双脚一直在朝这个
他早就该来的地方走”，表明瓦萨卡即使有机会拾到小包也不会据为己有。 
（2）会据为己有。理由：①瓦萨卡的性格及小说中的相关情境使然；②瓦萨卡贫病交加，急
需钱解燃眉之急；③社会不公导致心理失衡；家庭遭遇拆迁而致贫，不会读书的同学成了有钱
人；④周围没人为瓦萨卡提供了难得的机遇；⑤ 当中年男人拾走小包之后瓦萨卡认为是“把
他偷光了”，表明瓦萨卡在心里已把小包据为己有。 
【解析】本题考查对作品进行个性化阅读和有创意的解读的探究能力，属于对核心素养中“思
维的提升与发展”方向的考查。本题是一个开放性题目，设置了一个开放的思维环境，“一千
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是开放不意味着没有限定，考生答题时不能脱离对文本的理
解，对于自己观点的理由阐述必须来自文本，于文有据。 
4.下列对这篇小说理解和分析，不恰当的一项是 
A.小说通过瓦萨卡对学校生活的回忆，引出了他与梅鲁日不同人生际遇的对比，揭示出社会的
不公，为作品结尾作了铺垫。 
B.“这条母狗！偷了人家的耳环，还像没事似的！”这段骂人的话语表明瓦萨卡从小缺乏教养。 
C.小说中有关女式小包的细节描写，暗示了受伤女人的富有，也凸显了小包对瓦萨卡产生的心
理冲击。 
D.中年男人当着瓦萨卡的面拿走了小包，这种偷窃行为激怒了瓦萨卡，因为在瓦萨卡看来，那
个小包本该属于自己。 
E.小说的标题“晚秋”既是写实，又是象征，包含了耐人寻味的丰富意蕴，体现了作者独特的
艺术匠心。 
【答案】B D 
【解析】本题考查评价文章的思想内容和作者的观点态度的能力。“这条母狗！偷了人家的耳
环，还像没事似的！”瓦萨卡是出于维护伤者利益而骂人，恰恰说明他正直，是有教养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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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这种偷窃行为激怒了瓦萨卡”于文无据，无中生有。 

【反馈检测】 

1.小说中有几处有关脚步的描写？请找出来并分析其作用。（6分） 
【答案】①小说开篇“瓦萨卡在一所大学对面的网球场旁停下了脚步，首次出现“脚步”，给
读者悬念：走向哪里？因何而停？②“瓦萨卡低低地骂了一句。两腿突然不听使唤地朝学校方
向走了过去。”这次“脚步”，“不听使唤”，下意识的行为恰恰说明主人公内心的真实选择。
③“他才明白，其实他的双脚一直在朝这个他早就该来的地方走。”结尾“脚步”交代了主人
公最终的选择，这也是故事的结局。④“脚步”贯穿始终，情节结构严密完整。（每点 2分，
任答三条满分） 
2.请结合文本，分析小说标题“晚秋”的作用。（4分） 
【答案】①晚秋交代了小说发生的时间。 
②晚秋象征了主人公的悲惨命运和不幸的生活。 
③晚秋的季节有着飘零的落叶，还有着灿烂的阳光，阳光是内心的光，表示精神的不屈和高洁。
（每点 2 分，任答两点即可。） 
 
 
 
 
 
 

扫描公众号，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 

【相关链接】 

捡烂纸的老头 
汪曾祺 

烤肉刘早就不卖烤肉了，不过虎坊桥一带的人都还叫它烤肉刘。这是一家平民化的回民馆
子，地方不小，东西实惠，卖大锅菜。炒辣豆腐，炒豆角，炒蒜苗，炒洋白菜。比较贵一点是
黄焖羊肉，也就是块儿来钱一小碗，在后面做得了，用脸盆端出来，倒在几个深深的铁罐里，
下面用微火煨着，倒总是温和的。有时也卖小勺炒菜：大葱炮羊肉，干炸丸子，它似蜜……主
食有米饭、馒头、芝麻烧饼、罗丝转;卖面条，浇炸酱、浇卤。夏天卖麻酱面。卖馅儿饼。烙
饼的炉紧贴着门脸儿，一进门就听到饼铛里的油吱吱喳喳地响，饼香扑鼻，很诱人。 

烤肉刘的买卖不错，一到饭口，尤其是中午，人总是满的。附近有几个小工厂，厂里没有
食堂，烤肉刘就是他们的食堂。工人们都在壮年，能吃，馅饼至少得来五个（半斤），一瓶啤
酒，二两白的。女工们则多半是拿一个饭盒来，买馅饼，或炒豆腐、花卷，带到车间里去吃。
有一些退休的职工，不爱吃家里的饭，爱上烤肉刘来吃“野食”，爱吃什么要点儿什么。有一
个文质彬彬的主儿，原来当会计，他每天都到烤肉刘这儿来。他和家里人说定，每天两块钱的
“挑费”都扔在这儿。有一个煤站的副经理，现在也还参加劳动，手指甲缝都是黑的。他在烤
肉刘吃了十来年了。他来了，没座位，服务员即刻从后面把他们自己坐的凳子搬出一张来，把
他安排在一个旮旯里。有炮肉，他总是来一盘炮肉，仨烧饼，二两酒。给他炮的这一盘肉，够
别人的两盘，因为烤肉刘指着他保证用煤。这些，都是老主顾。还有一些流动客人，有东北的，
山西的，保定的，石家庄的。大包小包，五颜六色，男人用手指甲剔牙，女人敞开怀喂奶。 

有一个人是每天必到的，午晚两餐，都在这里。这条街上的人都认识他，是个捡烂纸的。
他穿得很破烂，总是一件油乎乎的烂棉袄，腰里系一根烂麻绳，没有衬衣。脸上说不清是什么
颜色，好像是浅黄的。说不清有多大岁数，六十几？七十几？一嘴牙七长八短，残缺不全。你
吃点儿软和的花卷、面条，不好么？不，他总是要三个烧饼，歪着脑袋努力地啃噬。烧饼吃完，
站起身子，找一个别人用过的碗，自言自语（他可不在乎这个）：“跟他们寻一口面汤。”喝
了面汤：“回见。”没人理他，因为不知道他是向谁说的。 

一天，他和几个小伙子一桌，一个小伙子看了他一眼，跟同伴小声说了句什么。他多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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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谁哪？”小伙子没有理他，他放下烧饼，跑到店堂当间：“出来！出来！”这是要打架。
北京人过去打架，都到当街去打，不在店铺里打，免得损坏人家的东西搅了人家的买卖。“出
来！出来！”是叫阵，没人劝。压根儿就没人注意他。打架？这么个糟老头子？这老头可真是
糟，从里糟到外。这几个小伙子，随便哪一个，出去一拳准把他揍趴下。小伙子们看看他，不
理他。 

这么个糟老头子想打架，是真的吗？他会打架吗？年轻的时候打过架吗？看样子，他没打
过架，他哪里是耍胳膊的人哪！他这是干什么？虚张声势？也说不上，无声势可言。没有人把
他当一回事。 

没人理他，他悻悻地回到座位上，把没吃完的烧饼很费劲地啃完了。情绪已经平复下来—
—本来也没有多大情绪。“跟他们寻口汤去。”喝了两口面汤：“回见！” 

有几天没看见捡烂纸的老头了，听煤站的副经理说，他死了。死后，在他的破席子底下发
现了八千多块钱，一沓一沓，用麻筋捆得很整齐。 

他攒下这些钱干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