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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精读」2014 年重庆卷《东坛井的陈皮匠》 

作者 |何 晓  赏析 | 姜玲 
 

【编者寄语】 

瑞雪纷飞，掩卷沉思。古老而绚烂的文化资源往往因时间的流转、空间的变换而遭受损失。
我们之所以还能穿越历史的滚滚尘烟，汲取千年文化中蕴含的力量，应该感谢文化传承者、文
化守护人。是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初心不改，是他们不顾他人眼光、不计个人得失的执
着坚守，才使文化典籍及相关资料穿越千年时光得以留存下来。古书等文化典籍对发源地而言
更是不可多得、无法估量的财富，对我们中华儿女而言更是昭示着民族文化的源远流长。 

古语有云：“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 。”今天，让我们共同走进一座古城，认识一位
特殊的“皮匠”。 

【文本研读】 

东坛井的陈皮匠  

一个地方只要历史长了，就会产生些离奇的故事。 

真实的事情比虚构的故事更
稀奇；但这是因为虚构的故
事必须符合可能性，而真实
的事情却不必顾及这一点。 
——马克·吐温 

古城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当你花费了比去欧洲还要多
的时间，从大城市曲里拐弯地来到这里时，疲惫的身心会猛
然因眼前远离现代文明的古奥而震颤：唐宋格局、明清街
院，这化石一样的小城里，似乎每一扇刻着秦琼尉迟恭的老
木门后面，都有一个传承了五千年的大家族在繁衍生
息……而每一个迎面过来的人，他穿得越是普通，你越是不
敢小瞧他，因为他的身上自然地洋溢着只有在这样的古城
里生长的人才有的恬静和自信，哪怕他只是一个绱鞋掌钉
的小皮匠。 

金圣叹曾言，“闲笔”能“向
闲处设色”。一方水土养一
方人，独特的人文环境涵养
了古城人独有的恬静和自
信。 

沿袭着“食不过午”老规矩的，似乎只有传统小吃。但
古城里曾经严格遵守另一种做生意“时不过午”老规矩的，
却还有一个人，那就是东坛井的陈皮匠。 传统色彩浓郁、文化底蕴丰

厚的古城，为陈皮匠性格特
征的形成，提供了环境依据。
古城、老街、守老规矩，如武
侠小说中的绝世高手一般，
主人公尚未出场，就引起了
读者的强烈兴趣。 

东坛井是一条老街，街头有一口叫东坛井的千年老井。
老井现在是文物，周围砌了台子，被重点保护了。陈皮匠的
家就是陈家大院子，在老井东边，大院有两套天井一个后花
园，一栋小巧的绣楼，后面一套天井是皮匠的藏书室。陈家
大院子的正门在与街面丁对着的巷子里，除了家人进出，平
时总关着。隔了街道，皮匠的摊子在老井西面的醋吧街沿
上。皮匠从十九岁开始就在那里摆摊，没人说他不能在那里
摆摊，他是这条街上最正宗的土著。 

皮匠的手艺好，补的鞋既巴适又牢实。了解他的人都
说：可惜呦，一个老高中生，灵巧得能绣花，随便做啥也能
成气候嘛，去当皮匠。皮匠才不这样想，他悠闲自在地守在
摊子上，不管生意好坏，中午十二点都要准时收摊。他上午
挣了多少钱，下午就要买多少钱的书。古城收售旧书和收藏
旧书的人，都认得他，晓得他在意哪一类书，只要看到他来

陈皮匠身上一个又一个未解
之谜，激起人们的探究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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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立马抱一摞出来任他选。钱不够，也没关系，第二天拿
来就是了。古城的人都爱老书，或者自己读，或者倒来倒去
当古董卖。 

晚上，皮匠一般都待在他的藏书室里。至于他在里面干
些啥，皮匠娘子从不过问。要休息的时候，只是在外面喊：
老汉，等你哈。皮匠听了，先咳嗽一声，然后才出来。 

有文化、心灵手巧却选择皮
匠职业；手艺好却悠闲只守
半日摊；不关心收入多少却
雷打不动地去买书、看书；
在古城人的不理解中，陈皮
匠的形象跃然纸上。不禁让
人想起“红尘陌上，独自行
走，绿萝拂过衣襟，青云打
湿诺言。只一个人的浮世清
欢，一个人的细水长流”。 

皮匠的生活一直都像这样，很平静。古城其他人的生活
也很平静——直到上个月皮匠的女儿回来。 

陈皮匠藏书数量之巨大、内
容之重要、价值之珍贵，在
女儿带教授回来后，终于揭
开谜底。 

女儿是在上飞机的时候才打电话说要回来的。黄昏时，
女儿回来了，后面还跟了一个干巴老头。女儿一进屋就介绍
说：这是我的导师，历史学家牟汉达教授。爸爸，老教授想
看看我们的族谱。     

您如果是个工人，就请给我回一封信吧。作为答谢，我
把我爱人穿过的工作服的破布片送给您——就是包着这封
信的布片。（工人除了血肉之躯，一无所有。）这块布上面
沾满了石头粉末，也渗透着他的汗水。他曾经穿着这件工作
服紧紧地拥抱过我…… 

皮匠一听来人是历史专家，心里就已经有数了。第二
天，皮匠和女儿陪着教授在藏书室里整整待了六个小时，这
六个小时里，从《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人轶事汇编》
《宋史选举志》到《南充史志》《保宁府志》《将相堂记》
《重修三陈书院记》《陈氏家谱》……教授一直在翻书，皮
匠的女儿一直在拍照，皮匠一直在回答教授的提问。     

他们终于从藏书室里出来时，教授说：你已经有了我想
有的一切。 

皮匠回应说：我这一辈子，就等这一天哩。   言为心声，一语道破天机。 

数月后，一篇学术论文震惊了整个历史学界：《南宋三
陈故里之重考》。而同时被震惊的还有古城的官员、文人和
实业家：那么著名的历史人物原来是古城人啊！于是，古城
迅速掀起了一股宣传、发现、挖掘的热浪，无限的商机突然
摆在了眼前，安静的古城人一下子变得疯狂了！一批又一批
的游客被导游带来参观陈家大院，一批又一批的说客拥来
劝皮匠合伙开发陈家大院……皮匠想：这东坛井陈家大院
的大门，怕是再也关不上了。 

一石激起千层浪。命运是在
事后回顾的东西，不是事先
知道的东西。——村上春树 
学术论文的发表，带来了一
系列连锁反应。被震惊的各
界人士，被宣传的古城人物，
被挖掘的商机，躁动的人们，
愈发显出陈皮匠的泰然自
若。 

收到女儿寄回的报纸、杂志，皮匠认认真真地把老教授
的论文和与论文相关的评论文章，读了一遍又一遍。然后他
歇了十多天业，把家里的藏书整理出来，重新造册，一一核
对之后，全部送给了牟汉达教授。 

 

从此，陈皮匠和古城的其他皮匠一样，下午也要补鞋
一遍又一遍认认真真地阅
读，不仅仅是为了内容，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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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是难掩激动的心情。宝剑赠
英雄，为捐赠全部藏书张本。
与其他古城人迫不及待想抓
住商机的争先恐后相比，陈
皮匠夙愿得偿， 
却更显其淡泊名利的品格。 

（有删改）  

【知识建构】 

小说塑造人物形象的表现手法 

（一）用特征鲜明的细节凸显人物的个性。“陈皮匠认认真真地把老教授的论文和与论文相关

的评论文章，读了一遍又一遍。”“陈皮匠把家里的藏书整理出来，重新造册，一一核对之后，
全部送给了牟汉达教授。”“一遍又一遍地认真阅读”“重新造册，一一核对”都凸显出陈皮
匠认真细致的个性和大公无私的精神。 

（二）用个性化的对话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如“陈皮匠回应说：我这一辈子，就等这一天哩”，
这句话就揭示了陈皮匠之前表现出的种种在别人眼中不明智举动的原因：心灵手巧的高中生，
选择皮匠这一职业；只出半天摊；晚上皮匠一般都待在他的藏书室里。    

（三）用典型化的场景烘托人物状态。古城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色彩和丰厚的历史底蕴，为陈
皮匠鲜明的性格特征的形成，提供了环境依据。 

【试题解析】 

1.怎样理解文中“了解他的人都说:可惜哟，一个老高中生,灵巧得能绣花,随便做啥也能成气
候嘛,去当皮匠”这句话的含意？（2分） 
【答案】（1）陈皮匠聪明灵巧有文化,志向却与众不同;（2）古城人不理解陈皮匠的选择。 
【考点】本题考查“理解文中重要句子的含义及作用”的能力。 
【解析】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从说话人的角度可以看出古城人对陈皮匠选择的不理解;从
语言的具体内容可以看出陈皮匠是个有文化且聪明、灵巧的人，选择做皮匠则可以看出他人生
志向的与众不同。 
2.文中第②段的环境描写,突出了古城怎样的特点？这对塑造陈皮匠的形象有何作用？（5分） 
【答案】（1）突出了古城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色彩和丰厚的历史底蕴。（2）为陈皮匠鲜明的
性格特征的形成，提供了环境依据。 
【考点】本题考查“赏析作品的形象与内涵，品味作者的情感，领悟作品的艺术魅力”的能力。 
【解析】主要考查环境描写的作用。这段社会环境描写处于文章的开头部分，介绍了古城的概
貌，可以看出其内容上的作用是突出古城的文化色彩和文化底蕴。本段的末句，点出了绱鞋掌
钉的小皮匠，也有古城人的恬静与自信，再联系社会环境对体现人物形象的作用，便可分析出
这是在为人物提供特定的环境依据。 
3.陈皮匠的藏书有什么特点？请根据文本予以说明。（4分） 
【答案】（1）内容与古城文化、家族历史紧密相关，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南充史志》
《保宁府志》《重修三陈书院记》《陈氏家谱》等。（2）数量多：陈皮匠用大半生的时间收
集老书，教授及其助手在书房忙活六小时，陈皮匠用十多天才把书整理完。（3）具有研究价
值：教授说，你已经有了我想有的一切。 
【考点】本题考查“归纳内容要点，概括中心意思”的能力。 
【解析】主要考查文章内容的概括和分析。分析藏书的特点，首先要找出原文中与藏书相关的
内容，从列举的书名可以判断出藏书内容的特点，从教授待在图书室的时间及陈皮匠收集书、
整理书的时间可以看出书籍数量的多，从教授对书极高的评价可以看出藏书的研究价值。 
4.陈皮匠为什么要把自己费了不少心血得来的藏书送给牟汉达教授？（5分） 
【答案】（1）陈皮匠藏书不只是爱好,其心愿更是在于彰显古城的文化底蕴和家族的历史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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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他并非专家,难以深究藏书的学术价值和丰厚内涵;（3）他认真阅读了牟教授的论文和相
关评论,认定牟教授是能进一步挖掘藏书价值的人。 
【考点】本题考查“从不同角度和层面阐发文本的内容和形式”的能力。 
【解析】主要考查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和分析。陈皮匠送书之前认真读了老教授的论文和与论文
相关的评论之后，由此可以比较容易分析出陈皮匠对老教授专业能力的信任，认为他能够真正
认识和挖掘这些藏书的价值。反之，考虑陈皮匠对自己的认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没有能力深
究藏书的价值和内涵。另外，老教授的论文给他带来的震惊让他看到了进一步彰显古城文化和
家族历史荣光的可能性。 
5.文中写了陈皮匠和其他古城人面对无限商机的不同态度，请予评价；作者这样写的意图是什
么，请予探讨。（7分） 
【答案】（1）评价：①作品表现了陈皮匠面对商机冲击时恬静淡泊的人生态度和对传统文化
的守护，他在商业化大潮冲击下的无奈，显示了守护者的孤独；②其他古城人更多关注的是开
发历史文化资源带来的商业价值，这种对待古文化遗产的态度有失偏颇。（2）探讨：肯定守
护传统文化的行为，批判将传统文化遗产过度商品化的社会现象，表达对时下强烈功利化的社
会现象的忧虑。 
【考点】本题考查“评价作品的审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能力。 
【解析】主要考查对小说主旨的理解。面对商业化的强烈冲击，小说展示出相对立的两个态度，
一边是以陈皮匠代表的传统派，一心守护传统文化；一边是以其他古城人为代表的功利派，一
心想把历史文化资源转变为商业价值。作者重点塑造了陈皮匠这个人物形象，肯定了他守护传
统文化的行为，同时也批判了当下传统文化遗产过度商品化的现象。 

【反馈检测】 

1.请简要分析陈皮匠这一人物形象。（6分） 
（1）内心坚守。“我这一辈子，就等这一天哩”“皮匠从十九岁开始就在那里摆摊”。  
（2）有文化，心灵手巧。“一个老高中生，灵巧得能绣花”“手艺好，补的鞋既巴适又牢实”。 
（3）爱书，有恒心。“沿袭着老规矩的，不管生意好坏，中午十二点都要准时收摊”“他上
午挣了多少钱，下午就要买多少钱的书”“皮匠一般晚上都待在他的藏书室里”。 
（4）认真细致、耐心谨慎。“皮匠认认真真地把老教授的论文和与论文相关的评论文章，读
了一遍又一遍”“把家里的藏书整理出来，重新造册，一一核对”。 
（5）大公无私，淡泊名利。“把家里的藏书全部送给了牟汉达教授”“陈皮匠和古城的其他
皮匠一样，下午也要补鞋了”。 
2.请探究小说结尾画线句所体现的作者的情感态度。（6分） 
（1）对陈皮匠面对商机时恬静淡泊的人生态度的赞许。 
（2）对陈皮匠完成对传统文化的守护后回归平静的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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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曾祺：谈小说的语言、结构和首尾 
一般都把语言看作只是表现形式。语言不仅是形式，也是内容。语言和内容（思想）是

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语言不只是载体，是本体。斯大林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的现实，我
以为是对的。读者读一篇小说，首先被感染的是语言。我们不能说这张画画得不错，就是色
彩和线条差一点；这支曲子不错，就是旋律和节奏差一点。我们也不能说这篇小说写得不
错，就是语言差一点。这句话是不能成立的。可是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评论。语言不好，小
说必然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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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粗俗就是思想的粗俗，语言的鄙陋就是内容的鄙陋。想得好，才写得好。闻一多
先生在《庄子》一文中说过：“他的文字不仅是表现思想的工具，似乎也是一种目的。”我
把它发展了一下：写小说就是写语言。 

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的后面都有文化的积淀。古人说：“无一字无来历。”其实
我们所用的语言都是有来历的，都是继承了古人的语言，或发展变化了古人的语言。如果说
一种从来没有人说过的话，别人就没法懂。一个作家的语言表现了作家的全部文化素养。作
家应该多读书。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是对的。除了书面文化，还有一种文
化，民间口头文化。李季对信天游是很熟悉的。赵树理一个人能演一出上党梆子，口念锣鼓
过门，手脚齐用使身段，还忘不了唱。贾平凹对西北的地方戏知道得很多。 

中国画讲究“留白”，“计白当黑”。小说也要“留白”，不能写得太满。十九世纪和
二十世纪的作者和读者的关系变了。十九世纪的小说家是上帝，他什么都知道，比如巴尔扎
克。读者是信徒，只有老老实实地听着。二十世纪的读者和作者是平等的，他的“参与意
识”很强，他要参与创作。我相信接受美学。作品是作者和读者共同完成的。如果一篇小说
把什么都说了，读者就会反感：你都说了，要我干什么？一篇小说要留有余地，留出大量的
空白，让读者可以自由地思索认同、判断，首肯。 

要使小说语言有更多的暗示性，惟一的办法是尽量少写，能不写的就不写。不写的，让
读者去写。古人说：“以己少少许，胜人多多许。” 

语言是活的，滚动的。语言不是像盖房子似的，一块砖一块砖叠出来的。语言是树，是
长出来的。树有树根、树干、树枝、树叶，但是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树的内部的汁液是流通
的。一枝动，百枝摇。初学写字的人，是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书法家写字是一行行地写
出来的。中国书法讲究“行气”。王羲之的字被称为“一笔书”，不是说从头一个字到末一
个字笔画都是连着的，而是说内部的气势是贯串的。 

写好每一个句子是重要的。福楼拜和契诃夫都说过一个句子只有一个最好的说法。更重
要的是处理好句与句之间的关系。清代的艺术评论家包世臣论王羲之和赵子昂的字，说赵字
如士人人隘巷，彼此雍容揖让，而争先恐后，面形于色。王羲之的字如老翁携带幼孙，痛痒
相关，顾盼有情。要使句与句，段与段产生“顾盼”。要养成一个习惯，想好一段，自己能
够背下来，再写。不要写一句想一句。 

中国人讲究“文气”，从《文心雕龙》到桐城派都讲这个东西。我觉得讲得最明白，最
具体的，是韩愈。韩愈说：气犹水也，方浮物也。水大，则物之轻重者皆浮。气盛，则言之
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 

后来的人把他这段话概括成四个字：气盛言宜。韩愈提出一个语言的标准：“宜”。
“宜”，就是合适、准确。“宜”的具体标准是“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语言构造千
变万化，其实也很简单：长句子和短句子互相搭配。“声之高下”指语言的声调，语言的音
乐性。有人写一句诗，改了一个字，其实两个字的意思是一样的。为什么要改呢？另一个诗
人明白：“为声俊耳。”要培养自己的“语感”，感觉到声俊不俊。中国语言有四声，构成
中国语言特有的音乐性，一个写小说的人要懂得四声平仄，要读一点诗词，这样才能使自己
的语言“俊”一点。 

结构无定式。 
我曾经写过一篇谈小说的文章，说结构的精义是：随便。林斤澜很不满意，说：“我讲

了一辈子结构，你却说‘随便’！”我后来补充了几个字：“苦一心经营的随便”。斤澜
说：“这还差不多。”我是不赞成把小说的结构规定出若干公式的：平行结构、交叉结构、
攒珠式结构，橘瓣式结构……我认为有多少篇小说就有多少种结构方法。我的《大淖记事》
发表后，有两种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这篇小说的结构很不均衡。小说共五节，前三节都是
写大淖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没有人物，主要人物到第四节才出现。有人认为这篇小说的好
处正在结构特别，我有的小说一上来就介绍人物。如《岁寒三友》。《复仇》用意识流结
构，《天鹅之死》时空交错。去年发表的《小芳》却是完全的平铺直叙。我认为一篇小说的
结构是这篇小说所表现的生活所决定的。生活的样式，就是小说的样式。 
过去的中国文论不大讲“结构”，讲“章法”。桐城派认为章法最要紧的是断续和呼应。什
么地方该切断，什么地方该延续；前后文怎样呼应。但是要看不出人为的痕迹。刘大槐说：
“彼知有所谓断续，不知有无断续之断续；彼知有所谓呼应，不知有无呼应之呼应。”章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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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论汪中的骈文：“起止自在，无首尾呼应之式。”这样的结构，中国人谓之“化”。苏东
坡说：“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
横生。”文章写到这样，真是到了“随便”的境界。 

小说的开头和结尾要写好。 
古人云：“自古文章争一起。”孙犁同志曾说过：开头很重要，开头开好了，下面就可

以头头是道。这是经验之谈。要写好第一段，第一段里的第一句。我写小说一般是“一遍
稿”，但是开头总要废掉两三张稿纸。开头以峭拔为好。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原来的第一
句是：“滁之四周皆山”，起得比较平。后来改成“环滁皆山也”，就峭拔得多，领起了下
边的气势。我写过一篇小说《徙》。这篇小说是写我的小学的国文老师的。他是小学校歌的
歌词的作者，我从小学校歌写起。原来的开头是：世界上曾经有过很多歌，都已经消失了。 

我到海边转了转（这篇小说是在青岛对面的黄岛写的），回来换了一张稿纸，重新开
头。 

很多歌消失了。 
这样不但比较峭拔，而且有更深的感慨。奉劝青年作家，不要轻易下笔，要“慎始”。

其次，要“善终”，写好结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