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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精读」契诃夫：《不平的镜子》 

作者 |契诃夫  赏析 |吴杰明 
 

【编者寄语】 

契诃夫的许多文章都是讽刺当时不良社会风气的，这篇小说也不例外。文中妻子可能是一
个略微自卑的女子，她可能因为自己的相貌并不出众而时常自责，但是当她发现“真实”的自
己后，她不只是震惊得昏了过去，甚至在随后的十多年里，竟然再也离不开那个镜子了。在她
的心目中，她认为她的丈夫不配娶她，只有高贵的、与自己气质相符的骑士才配得上她，虚妄
的荣耀竟能戗害人性到如此残忍的程度。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也不乏这样沉迷于美好虚像中无
法自拔的人们，他们逃避现实，无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缺点，而陶醉
在自己心造的幻影中至死无悔。 

【文本研读】 

不平的镜子  

我和我的妻子走进客厅里。那儿弥漫着霉气和潮气。房

间已经有整整一个世纪不见亮光，等到我们点上烛火，照亮

四壁，就有几百万只大老鼠和小耗子往四下里逃窜。我们关

上身后的房门，可是房间里仍然有风，吹拂墙角上堆着的一

叠叠纸张。亮光落在那些纸上，我们就看见了古老的信纸和

中世纪的画片。墙壁由于年陈日久而变成绿色，上面挂着我

家祖先的肖像。 

小说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
记叙了“我”和妻子在老祖
宗住所的客厅里的所见所闻
所思所感，叙写生动，真实
感人，有身临其境的现场感，
也便于作者生发议论。 

我们的脚步声响遍整个房子。我咳嗽一声，就有回声来
接应我，这类回声从前也接应过我家祖先发出的响声
呢…… 

 
房外风声呼啸和哀叫。壁炉的烟囱里似乎有人在哭，哭

声响着绝望的音调。大颗的雨点敲打乌黑昏暗的窗子，敲打
声惹得人满心愁闷。 

啊，祖宗呀，祖宗！”我说，意味深长地叹气。“假使
我是作家，那么我瞧着这些肖像，就会写出篇幅很大的长篇
小说来。要知道，这些老人当初每一个都年轻过，每一个男
的或者女的都有过爱情故事……而且是什么样的爱情故事
呀！比方说，看一看这个老太婆吧，她是我的曾祖母。这个
毫不俊俏、其貌不扬的女人，却有过极其有趣的故事。你看
见吗？”我问妻子说，“你看见挂在那边墙角上的镜子吗？”  

发挥想象，虚写“祖宗”，为
下文侧面描写曾祖母做铺
垫。 

我就对妻子指着一面大镜子，它配着乌黑的铜框，挂在
墙角上我曾祖母肖像旁边。  

“这面镜子有点邪气：（曾祖母的镜子“有点邪气”，
这“邪气”就是下文所说的“神秘的力量”，即镜面不平整，
会改变人的形象。正是镜子这“神秘的力量”，让曾祖母和
“我”的妻子喜欢上了它。）它生生把我的曾祖母毁了。她
花很大的一笔钱买下它，一直到死都没有离开过它。她黑夜
白日地照这面镜子，一刻也不停，甚至吃饭喝水也要照。每
次上床睡觉，她都带着它，放在床上。她临终要求把镜子跟
她一块儿放进棺材里。她的心愿没有实现，因为棺材里装不

小说多处运用了夸张的手法
来描写环境和人物，激化矛
盾冲突，彰显人物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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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那么大的镜子。” 

“她是个风骚的女人吧？”我的妻子问。 

 

“就算是吧。然而，难道她就没有别的镜子？为什么她
单单非常喜欢这面镜子，却不喜欢别的镜子呢？莫非她就
没有更好点的镜子？不，不，亲爱的，这当中包藏着一宗吓
人的秘密呢。据人们传说，这面镜子里有个魔鬼作祟，偏巧
曾祖母又喜爱魔鬼。当然，这些话都是胡扯，可是，毫无疑
问，这面配着铜框的镜子具有神秘的力量。” 

我拂掉镜面上的灰尘，照一照，扬声大笑。原来这面镜
子不平整，把我的脸相往四下里扯歪，鼻子跑到左边面颊
上，下巴变成两个，而且溜到旁边去了。 

照应第 8 段末尾处的“神秘
的力量”，与下文“我的妻
子”照镜子的效果形成一丑
一俊的鲜明对比。 

“我曾祖母的爱好可真是奇怪！”我说。 

 

我的妻子迟疑不决地走到镜子跟前，也照一下，顿时发
生了一件可怕的事。（十分夸张地言及非常惊悚的事情，却
又不挑明其中的缘由，巧妙的叙述手法，设置了悬念，极大
地丰富了读者的阅读趣味。）她脸色煞白，四肢发抖，大叫
一声。烛台从她手里掉下来，在地板上滚一阵，蜡烛灭了。
黑暗包围了我们。我立刻听见一件沉重的东西掉在地板上：
原来妻子倒在地下，人事不知了。 

风哀叫得越发凄厉，大老鼠开始奔跑，小耗子在纸堆里
弄得纸张沙沙响。等到一扇百叶窗从窗口脱落，掉下去，我
的头发就根根直竖起来，不住颤动。月亮在窗外出现了…… 

我抱起我的妻子，迅速离开了祖宗的住所。她一直到第
二天傍晚才醒过来。 

以“我的妻子”晕倒后醒来
为界，小说全部的故事情节
被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
虚写“我的曾祖母”，第二部
分实写“我的妻子”。 

“镜子！把镜子拿给我！”她醒过来以后说，“镜子在
哪儿？”  

这以后她有整整一个星期不喝水，不吃东西，不睡觉，
老是要求把那面镜子拿给她。她痛哭，扯着脑袋上的头发，
在床上翻来覆去。医生说她可能会死于精力衰竭，她的情况
极其危险，我这才勉强克制恐惧，来到祖宗的住所，从那儿
取来曾祖母的镜子拿给她。她一看见它，就快乐得哈哈大
笑，然后抓住它，吻它，目不转睛地瞅着它。 

“我的妻子”对镜子的痴迷
与当年曾祖母的表现非常相
似。这两个女人的怪异表现
相互映衬，共同揭示了人们
惯于将善恶当成是非的深刻
主题，体现了作者对自私、
虚伪人性的尖锐批判。 

如今已经过去十多年，她却还是在照那面镜子，一会儿
也不肯离开它。 

 

“难道这就是我吗？”她小声说，脸上除了泛起红晕以
外，还现出幸福和痴迷的神情。“对，这就是我！大家都说
谎，只有这面镜子例外！人们都说谎，我的丈夫也说谎！啊，
要是我早点看见我自己，要是我早知道我实际上是什么模
样，那我就不会嫁给这个人！他配不上我！我的脚旁边应当
匍匐着最漂亮和最高贵的骑士才对……” 

有一次我站在妻子身后，无意中看一下镜子，这才揭开
可怕的秘密。我看见镜子里有一个女人，相貌艳丽夺目，我

因为这面怪异的镜子，美与
丑竟神奇地被颠倒了。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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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从没见过这样的美人。这是大自然的奇迹，融合了美
丽、优雅和端庄。然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我那难
看、笨拙的妻子在镜子里却显得这么漂亮？这是什么缘
故？ 

的谜底直到文本的结尾处才
被提示出来，之前的处处隐
藏，激发了读者的好奇，丰
富了文章的趣味。 

这是因为不平的镜子把我妻子难看的脸往四下里扯
歪，脸容经过这样的变动，说来也凑巧，倒变得漂亮了。负
乘负等于正嘛。现在我俩，我和妻子，坐在镜子跟前，眼巴
巴地瞧着它，一刻也不放松：我的鼻子跑到左边面颊上，下
巴变成了两个，而且溜到旁边去了，然而我妻子的脸却妩媚
迷人，我心里猛然生出疯狂而着魔的热情。 

“我”与“我的妻子”在这
“不平的镜子”面前所见到
的不同影像构成了美与丑的
鲜明对比，影射了现实生活
中广泛存在的一个怪异现
象：人们总是相信自己愿意
相信的所谓“事实”，进而陶
醉于自己心造的幻影。 

“哈哈哈！”我狂笑着。 
 

我的妻子却在小声说话，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我多么美啊！” 

“我”的曾祖母和妻子这两
个女人都痴迷那面神奇的镜
子，因为那面镜子会说谎，
让她们看到了自己并不存在
的美貌与妩媚，满足了她们
的愚妄与虚荣。 

选自《契诃夫小说选》，有删改  

【知识建构】 

人物形象的典型性 

人物的刻画和典型的塑造是小说写作中最重要的工作。茅盾指出：“典型性格的刻画永远
是艺术创造的核心问题。”怎么才能塑造出典型的人物形象呢？ 

小说写作与记叙文写作的一个主要的分歧之处就在于小说要进行艺术归纳，综合应用想
象、虚构等典型化方式刻画人物性格，从而发明出既具备共性又能表现时代精神、社会特点的
典型形象。为此，就“必需使人物形象典型化。应当把渺小而无代表性的事物写成宏大的和典
范的事物——这就是文学的义务”（高尔基《和青年作家们的谈话》）。 

典型化的基本法则就是个性和共性的高度统一，使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独特的
“这一个”。在写作中，小说人物典型化的详细方法有两种： 

第一种，以生活中的某一个原型为主，加以归纳综合、想象和虚构，从而创造出典型人物。
例如，鲁迅《狂人日志》中的狂人，人物原型是他的一个表兄弟。鲁迅结合平时对黑暗社会的
多方见闻，改造了这个疯人形象的内容，赋予人物深刻的社会意义，从而塑造出了狂人这个艺
术典型。 

第二种，在现实生活中寻找各种各样人的性格和行为特征，将其有机地聚合到你所要塑造
的某一个人物形象的身上，这就是鲁迅说的“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巴尔扎克在谈人物塑
造时指出：“为了塑造一个美丽的形象，就取这个模特儿的手，取另一个模特儿的脚，取这个
的胸，取那个的骨。艺术家的使命就是把生命灌注到所塑造的人体里去，把想象变成现实。”
《不平的镜子》如果只是刻画了“我”的妻子的形象还是远远不够的。 

【试题解析】 

1.小说开篇用较多的文字描写祖屋的环境，祖屋的环境具有什么样的特点？这样写有什么作
用？请简要分析。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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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屋特点：古老、陈旧、荒寂、破败。 
主要作用： 
①渲染一种沉闷、压抑、令人窒息和绝望的环境气氛； 
②设置了悬念，激发了兴趣； 
③自然引出下文有关曾祖母与镜子的故事。 
【解析】 
这一题考查环境描写的特点及其作用。祖屋的环境特点可以通过筛选环境细节、人物活动等方
面的内容加以概括，应十分重视相关文本的表现手法与所生发的议论，也可以借助读者自身的
生活经验与知识积累来分析。环境描写的作用可以是交代故事背景，渲染故事气氛，为情节发
展奠定基础。也可以是烘托故事情节发展的氛围，表现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通
过环境描写可以暗示人物心情，为情节发展做铺垫，推动情节发展。环境还是形成人物性格的
外部因素，并且是人物活动的场所。环境可以影响人物性格，环境描写可以使人物性格更突出，
感情表达更强烈；环境描写可以深化故事主题，充分表达感情。回答此一问题，还应从阅读心
理的角度解析作者的表达技巧。 
2.“我”的妻子有哪些性格特点？请简要分析。 
【答案】 
①不能正视自我，缺乏自知之明；  
②没有清醒的头脑，思想愚昧，是非不分，容易被生活中的假象所蒙骗和迷惑； 
③爱慕虚荣，心理变态，陶醉于虚假的美丽中不能自拔。 
【解析】 
这一题要求全面概括主要人物的思想性格。“性格即人”，分析概括一个人的性格时不应只有
心理学的维度，更应有社会学的维度；不只要调动读者自身的生活经验与知识积累，更应该从
故事情节出发，指向作品主题思想的充分表达。“我”的妻子是这篇小说的主要人物，作者运
用夸张、类比的方法着力渲染、强化的就是她的愚妄虚荣，但仅有这一点是不够的，还应该继
续挖掘这一思想和性格形成的原因及直接的危害，努力把问题剖析得更加通透。 

【反馈检测】 

1.以“我的妻子”晕倒后醒来为界，小说全部的故事情节被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的主人公
是“我的曾祖母”，第二部分的主人公是“我的妻子”。请简要分析这两个人物的在表情达意
方面的不同作用。 
【答案】①一个成功的、不朽的艺术形象，必须具有鲜明的个性，同时又必须比现实生活中的
人或事更强烈、更集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代表性，能够反映某一方面的社会本质。 
②“我的妻子”是贯穿小说情节始终的线索人物，也是集中体现小说主题思想的主要人物。在
“我的妻子”身上集中体现了作者对人们乐于将善恶当成是非的深刻洞察以及对自私、虚伪心
理的尖锐批判。 
③“我的曾祖母”作为作品中又一个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她的出现很好地铺垫、映衬与补充
了“我的妻子”的生动形象与社会意义，生动地说明了自私、虚伪、乐于相信假象是有其深刻
的历史渊源与社会基础的。“我的曾祖母”的存在极大地增强了作为小说主人公的“我的妻子”
这一人物形象的代表性与典型性。 
2.这篇小说表达了怎样的主题？请结合文本和现实生活谈谈你的理解。 
【答案】①揭露和批判那种歪曲事实、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迷惑人心的不正常社会现象； 
②讽刺和批判那种不能正视自我、缺乏自知之明、容易为假象蒙骗的人性的弱点； 
③出于自私的心理，人们总是乐于将善恶当成是非。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常
常出现失真的现象，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 
④不要轻易被事物的假象所迷惑，而要积极探求假象出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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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公众号，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射阳县高级中学  吴杰明） 

【相关链接】 

小说中次要人物的作用 
在小说三要素中，人物是决定小说成败的关键因素。人物可以分为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

主要人物是处身矛盾冲突的中心，集中体现了小说的主题思想。主要人物之外，还有一些着墨
不多的次要人物，这些人物常常被我们忽视，或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其实，他们在侧面烘托、
推进情节、渲染氛围、升华主题等方面同样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一、侧面烘托，个性鲜明。 
恩格斯曾经倡导：“把各个人物用愈加对立的方式彼此区别得愈加鲜明。”在一部小说中

或是一部戏剧中，主人公或主角就是红花，次要人物和配角就是绿叶，这是一种烘托的手法。
经过次要人物的活动来烘托主人公的活动和形象，从而达到塑造主要人物生动形象的效果。在
《我的叔叔于勒》一文中，“我”面对穷困潦倒的于勒，给了他“十个铜子的小费”，这就表
明了“我”是一个有同情心、正义感的人。在小说文本中，关于“我”的描写虽然着墨不多，
却把菲利普夫妇冷漠无情、虚伪自私的特性充分地烘托了出来。 

二、牵线搭桥，推进情节。 
在一些小说中，主要人物的一举一动、一笑一颦，常常从次要人物的眼睛里看出来；对主

要人物的感受、评论，也常常从次要人物的嘴里说出来。经过次要人物的见闻，推动故事情节
的展开，从而把相关的人物与故事自然地融为一体。比如鲁迅先生的小说《孔乙己》，通过刻
画次要人物——酒店小伙计“我”的见闻与感受，从几个方面来交代了主要人物孔乙己的独特
个性和悲惨遭遇。在小说相关情节中，“我”是一个线索人物，也是一个关键人物，总是能在
故事情节起承转合的关键节点上说出至关重要的话，做出一击即中的事，掀起轩然大波，把故
事情节逐步推向高潮。 

三、渲染氛围，奠定基调。 
很多小说会呈现宏大场面，塑造人物群像。这些人物群像通常都不是主要人物。正是这些

次要人物的呈现为主要人物的活动提供了必备舞台，起到了渲染氛围、奠定基调的作用。围观
者先是起哄看热闹——“还有人叫喊:‘别放走它!’有人从商店里探出头来,脸上还带着睡意。
木柴厂四周很快就聚了一群人，似乎一下子从地底下钻出来的。”当厨师把狗领走后，他们竟
然一下子对着首饰匠赫留金哈哈大笑。他们不敢讪笑警官的多变，而只敢讪笑倒运的人。这样
既让他们十分开心，又无丝毫的风险性。这样一群小市民，固然脸谱各异，性情有别，但有一
点是完全相同的，那就是麻木不仁、愚蠢无知、荒唐无聊、奴性十足。他们既为奥楚蔑洛夫反
复无常、翻云覆雨的性格提供了典型环境，也展现了 19 世纪 80 年代俄国社会生活中一副真
实的画面，深入地反映了当时俄国的社会现实。 

四、升华主题，画龙点睛。 
小说中的次要人物不只和主要人物息息相关，也和作品的主题思想血肉相连。也就是说，

次要人物的设置是为塑造主要人物效劳的，更是为揭示小说主题服务的。小说对次要人物的描
写貌似平淡轻松，实则起到了深化主题、画龙点睛的作用。《我的叔叔于勒》通过刻画菲力普
的女儿、女婿阐明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金钱无孔不入，爱情也渗入了铜臭的残酷现实，从而
有力地升华了作品的主题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