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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精读」莫泊桑：《一个幸运的贼》 

作者 |[法]莫泊桑  赏析 | 吴杰明 
 

【编者寄语】 

这是一个关于贼的故事，但这个贼为什么会被认为是“一个幸运的贼”呢？作者在叙述中
做了不露声色的交代：虽然三个人都有点儿醉意了，但唯有“普瓦特文头脑还清醒些”。所以，
在三个醉鬼“审判”贼的时候，普瓦特文担任了辩护人的角色。在贼被“判处”死刑之后，普
瓦特文清醒地指出：“我们没有权力枪毙一个公民，我们还是把他送到警察局去吧。”三个年
轻人虽然喝醉了，但他们的法制观念没有让他们干出更荒唐的事情来。接下来，老搞恶作剧的
三个醉鬼受到警察局长的训斥，回家后酒醒了，他们的善良本性也觉醒了，清醒后的三个青年
和老人痛饮了一场，最后和老人依依惜别。这个贼确实是够幸运的了！ 

莫泊桑有“短篇小说之王”的美誉，他和契诃夫并称为世界短篇小说的大师。相比较而言，
契诃夫以寓意深刻见长，莫泊桑则以可读性取胜。契诃夫在谈到短篇创作的体会时说：“短篇
小说的首要魅力是朴素和诚恳。”在这篇小小说中，莫泊桑让我们再次见识了他的“朴素和诚
恳”。像他的名篇《我的叔叔于勒》一样，本篇用的也是讲故事的形式，叙述平易自然，娓娓
道来，结尾出人意料，但又合情合理。 

【文本研读】 

一个幸运的贼  

那晚，我们三个年轻狂徒在索里尔家聚餐，最后都喝得
有几分醉意了。（交代背景，为下文设伏。）普瓦特文头脑
还清醒些，索里尔仰面朝天躺着，讨论什么战争和服装之类
的事情，说着说着他突然一跃而起，拉开抽屉，将一套轻骑
兵制服穿在身上，又拿出一套掷弹兵的制服给普瓦特文，他
说什么也不肯穿，于是我俩硬给他套上，衣服太大，几乎把
他包起来。我把自己打扮成甲胄骑士，然后，索里尔开始操
练我们，他大声地说：“当了军人，就得喝出个军人的样
子。” 

穿军装扮演不同角色是相同
醉态的体现，却又彰显了三
人不同的个性特征。 

我们拿出大碗，高唱军歌，再次开宴。尽管已喝得酩酊
大醉，（因为“酩酊大醉”，才有了正文的捉贼、杀贼。故
事情节逐层铺垫、丝丝入扣。）我还是突然举起一只手说：
“静一静，我敢保证隔壁画室有走动的声音。” 

 

有贼！”索里尔晃晃摇摇地站起来，唱起《马赛进行
曲》，“拿起武器，公民们！”然后从墙上摘下几件武器。
我得到的是火枪和长剑，普瓦特文拿到一支上刺刀的长枪，
索里尔没找到称心武器，抓起一把手枪插到皮带上，手里握
着一把大板斧，小心翼翼地打开了画室的门。当我们走到画
室中央的时候，索里尔说：“我是将军。”又指着我俩：“你，
甲胄骑士，负责切断敌人的退路。你，掷弹兵，作我的护
卫。” 

纯粹醉汉，完全胡闹，假象
与本真必须细加分辨。 

我们足足用了 20 分钟查看每个角落，没发现任何可
疑。普瓦特文认为应该检查碗橱。我端着蜡烛过去查看，可
把我吓坏了，一个人，一个活人站在里面看着我，镇定下来
后，我忽地一下锁上柜门，然后我们退后几步商量对策。 

 

索里尔想用烟呛，普瓦特文想用饥饿制服，我则想用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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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炸。最后还是采纳了普瓦特文的意见。我拿来酒烟，坐在
碗橱前，为俘虏的健康开怀畅饮，普瓦特文还警惕地背着
枪；又喝了很长一段时间后，索里尔建议把俘虏押出来瞧
瞧。 

“对！”我大声地附和。我们抓起武器，朝碗橱疯狂地
冲去，索里尔端着手枪冲在前面，我俩疯子似的叫嚷着跟在
后面打开柜门押出俘虏，那是个白发苍苍、形容憔悴、衣衫
褴褛的老头。我们捆上他的手脚，将他放在椅子里，他没有
吭声。 

“我们审判这个恶棍。”索里尔厉声说。我也认为应该
审判这个家伙，普瓦特文被任命为辩护人，我被任命为执行
人。最后俘虏被判处死刑。 

三个年轻人把“俘虏”的老
头捆绑、审判并“处决”，作
者正是想通过他们喝醉后荒
唐的举动来反衬他们清醒时
的悲悯理性，小说情节因此
跌宕起伏，引人入胜。 

“现在就枪毙他！”索里尔说，“不过，不能不让他忏
悔就死啊，”他又有所顾虑地加了一句。“我们去给他请一
个神父来。” 

索里尔“有所顾虑”地建议
“请一个神父来”，说明他
觉得匆忙“行刑”于法不妥，
要依照法定程序，让小偷有
机会在“刑前”忏悔。 

但深夜不便去打扰神职人员，他让我代为行使神父职
权，并命令俘虏向我忏悔罪过。老人早已吓得魂不附体，他
不知道我们是怎样的暴徒，他开口讲话了，声音空洞沙哑： 

 “你们要杀死我吗？” 

索里尔逼他跪下，往他头上倒了一杯兰姆酒说：“坦白
你的罪过吧，不要把它带到另一个世界去。” 

“救命啊！救命！”那老头在地板上打滚拼命嚎叫，怕
他吵醒邻居，我们塞住了他的嘴。 

三个醉汉的不同言语凸显出
他们不同的思想性格，故事
情节至此开始逆转。 

“来，我们把他结果了吧！”索里尔不耐烦地说。他用
手枪对准老头勾动了扳机，我也勾了扳机，可惜我俩的枪没
有子弹，枪只是空响了两下。在一旁看着的普瓦特文说：
“我们真有权力杀死这个人吗？” 

“我们不是已经判处他死刑了吗？”索里尔说。 

“那倒是，不过我们没有权力枪毙一个公民，我们还是
把他送到警察局去吧。” 

我们同意了。那个老头不能走路，我们把他绑到一块木
板上，我和普瓦特文抬着他到了警察局。局长认识我们，知
道我们爱搞恶作剧，他认为我们闹得太过分，笑着不让我们
把在押犯抬进去。索里尔非要往里抬，局长沉下脸来，说你
们不要再发傻了，赶快回家去清醒一下头脑。无奈我们只好
把他再抬回索里尔的家。 

对警察局长神情与言语的刻
画非常生动传神，为上文三
个醉汉的荒唐表现定了性，
也为读者的惊惧与迷思解了
惑。 

“我们拿他怎么办呢？”我问道。 

 

“这个可怜的家伙一定很累了！”普瓦特文怜悯地说。 

他看上去已经半死了，我也不禁起了恻隐之心，把他嘴
里塞的东西掏了出来。 

“喂，你感觉怎么样啊？”我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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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呀，我实在受不了。”他呻吟着说。 

这时索里尔的心也软了下来，给他松了绑，开始像对久
别的老友一样款待起来。我们马上斟满了几碗酒，递给我们
的俘虏一碗，他连让都没让，端起碗一饮而尽。我们几人觥
筹交错痛饮起来。那老人真是海量，比我们三个人加在一起
还能喝。天蒙蒙亮时，他站起来心平气和地说：“我得告辞
了。” 

我们再三挽留，但他坚持不依，我们怀着惋惜的心情送
他到门口，索里尔高举着蜡烛说：“你的晚年可要当心啊！” 

人的善良本性及人类相亲的
本能，在这三个年轻人后来
的举动中得到了充分展现。
小说结尾三个年轻人的悲悯
理性与他们之前的疯狂举动
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使人捧
腹之余又能感受到一丝温
暖，肯定悲悯理性、赞美人
性善良的主题思想至此得以
充分展现。 

（有删节）  

【知识建构】 

小说标题的作用 

文学类作品阅读要求能“体会重要语句的丰富含意”,包括小说阅读中的“重要词语”。
“重要词语”是指对营造典型环境、展示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和表现中心思想等起重要作
用的词语，而对小说标题作用的解读就是其中之一。对小说标题作用的解读是近年来高考小说
阅读的命题热点之一。 

小说标题是含义一般从表层含义和深层含义两个方面来分析。表层含义即标题的字面含
义、文中内容；深层含义即引申义、比喻义、象征义。小说标题的作用通常有以下几种：（1）
设置悬念；（2）给出线索；（3）突出人物形象；（4）推动情节发展；（5）化解矛盾冲突；
（6）突出主题思想。“一个幸运的贼”不只给出了人物的身份，同时也设置了悬念。“一个
贼”却是“幸运的”，小说情节的基本内容与矛盾冲突的最终结局都在标题中得到了充分的暗
示。虽然也有人建议将小说的标题更改为“三个醉汉的故事”，但考虑到小说肯定悲悯理性、
赞美人性善良的主题思想，“一个幸运的贼”这个标题便应该是无可替代的。 

【试题解析】 

1.小说开头三人穿不同军装扮演不同角色的场面描写，在全文中有何作用？ 
【参考答案】 
主要作用： 
①表现人物不同的性格特征； 
②照应了小说开头“都喝得有几分醉意”的交代； 
③为下文拿“贼”、审“贼”以及再次开宴做了铺垫； 
④增添了小说的喜剧色彩，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 
【解析】这一题考查小说文本中特定语段的内涵及其作用。有关语段作用的问题应该考虑从内
容（人物形象塑造、主题思想表达）及形式（上下文之间的铺垫与照应、过渡与转接）等两个
方面作答，为稳妥起见，还应该从表现手法及阅读心理等方面着手，就表达效果、独特风格、
悬念设置等进行必要的补充。 
2.有人认为，本文以“三个醉汉的故事”为题更为妥贴。你有什么看法？请结合文章说明理由。 
【参考答案】 
观点一：以“一个幸运的贼”为题更为妥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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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贼”是全文内容的主要组成部分。从被发现、审判，到释放、招待，故事情节都围绕“贼”
展开，“贼”起到了串连和推动情节的作用； 
  ②做“贼”却是幸运的，能激发读者好奇心； 
  ③以“一个幸运的贼”为题，预示情节必然曲折，这就为主要人物的个性展示提供了平台，
从而有利于塑造人物形象； 
  ④“幸运”二字意蕴丰富，点明了“贼”的命运，幸运缘于人性的善良，深化了文章的主题。 
观点二：以“三个醉汉的故事”为题更为妥帖。 
  ①“三个醉汉”是小说中的主要活动者，是小说的主人公，以此为题，便于读者把握作品主
旨； 
  ②醉汉必有荒唐之处，也必有可爱之处，以此为题，富于喜剧色彩，更加吸引读者； 
  ③由酒醉胡闹到酒醒招待，表现人性的复苏，更能突出作者寄寓的社会理想。 
【解析】这一题是要辨析两种不同的小说命题。表面上看是要区分两种不同命题的是非优劣，
事实上是考查考生鉴赏、探究小说标题的内涵及作用的能力，必须由表及里地充分理解小说标
题的表层含义与深层含义，要充分认识小说标题在设置悬念、给出线索、突出形象、推动情节、
化解矛盾、突出主题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从而择优去劣，选定自己认为合适的标题。有时候，
对于两个不同的选项也可以见仁见智，各抒己见，但一定要言之成理，言而有据。 

【反馈检测】 

1.三个年轻人关系亲密，却个性迥异。试概括他们性格中的不同点。 
【答案】①索里尔爱幻想，容易冲动，组织领导能力强； 
②普瓦特文沉稳清醒，悲悯理性； 
③“我”缺乏主见，愿意附和顺从。 
2.三个年轻人与被作为贼捆绑、审判并“处决”的老年人是小说矛盾冲突的双方，哪一方才是
小说的主人公？请简述理由。 
【答案】小说的主人公是三个年轻人。 
判断小说的主人公的依据有：①小说情节、结构围绕该人物展开；②是矛盾冲突的主体；③是
作者着力刻画的中心人物；④主人公性格的形成和发展，直接体现作品的主题思想。 
围绕着小说体现主要矛盾冲突的有三个年轻人与被作为贼捆绑、审判并“处决”的老年人，他
们都是矛盾冲突的主体，但关于三个年轻人的叙写贯穿小说情节始终； 
被作为贼捆绑、审判并“处决”的老年人对作为主人公的三个年轻人起到了支撑和烘托的作用，
相关叙写用以表现人性的善良以及三个年轻人的悲悯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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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小说主人公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有人认为，判定一个人物是否为主人公有三个角度，首先看人物着墨的多少；其次看人

物在小说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三看作家的创作意图。 
在具体的操作层面，判断小说的主人公有四个标准：1.小说情节、结构围绕该人物展

开；2.是矛盾冲突的主体；3.是作者着力刻画的的中心人物；4.主人公性格的形成和发展，
直接体现作品的主题思想。 

除了这些标准，还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格外重视： 
一、第一人称人物不一定是主人公 
鲁迅在《孔乙己》一文中以第一人称“我”的口吻，叙述了孔乙己一生的悲惨遭遇，塑

造了孔乙己这个可怜而又可悲的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形象，揭露了封建科举制度对读书人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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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社会的毒害。文中虽以第一人称来叙述，但很显然，文中的“我”不是小说的主人公，
也不是鲁迅自己，而是酒店中的一个小伙计。而孔乙己才是小说的主人公。虽然“我”不是
小说的主人公，但“我”是孔乙己悲惨遭遇的见证者，客观上起到了贯穿全篇的线索作用。 

二、着墨多的人物未必是主人公 
不以着墨的多少判断。如鲁迅的《故乡》，闰土虽然所占的篇幅比不上文中的“我”所

占的篇幅多，但闰土处在小说的中心地位，对表现小说的主题起到决定作用，因此，闰土就
是本文的主要人物，而文中的“我”只是本文的线索人物。 

三、焦点人物也未必是主人公 
如《我的叔叔于勒》中的于勒是焦点人物，小说的矛盾冲突和故事情节也是紧紧围绕于

勒展开的。作者让于勒三次变化身世，菲利普夫妇对于勒的态度也变化了三次，前后迥异，
强烈对比，把菲利普夫妇的内心世界充分展现了出来，把人与人之间冷酷无情的金钱关系表
现得淋漓尽致。而于勒充其量是一面镜子，是一个道具，作者的创作意图是要通过刻画菲利
普夫妇的丑陋灵魂，表现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的主题。小说中的菲利
普夫妇虽是边缘人物，但他们才是小说的主人公。 

四、正面人物更宜为主人公，反面人物也可以是主人公 
澳大利亚作家泰格勒的小说《窗》的主人公，出现了三种答案：一是靠窗的病人，二是

不靠窗的病人，三是两人均是。持第一种观点的人认为，作者是通过对不靠窗子的人的刻
画，表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无情这一主题，因此主人公是靠窗子的人；持第
二种观点的人认为，本文的主题是对友爱、善良的歌颂。他们认为靠窗子的人为他人着想、
给人以快乐的形象在文中更突出，因此主人公是靠窗子的人；持第三种观点的人认为本文既
批判人性的自私，又歌颂人性的善良，因此两人都是主人公。 

五、主人公也可以是群像人物 
当然小说的主人公也不一定都是个体人物，也可以是群像人物。如《西游记》中的唐僧

师徒。众所周知，《西游记》叙述的是唐僧与徒弟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四人，跋山涉水，
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到西天求取真经，终成正果的故事，表现了惩恶扬善的古老主题。他们
师徒四人虽然性格相异，却团结协作，终成大业。他们四人缺一不可，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群
体。因此，他们都是小说的主人公。 

六、正确区分主脑与宾从 
在有些小说中，作者刻意对有些人物进行了生动形象的细节刻画，所占篇幅也较多，但

他们并不是小说的主人公，而只是对主人公起烘托作用的宾从。比如《葫芦僧判断葫芦案》,
从题目中看是写“葫芦僧”即门子的，文中对门子的言行细节描写如六次笑占了很大篇幅，
从而刻画出门子是个狡猾刁顽、心怀鬼胎、手段恶毒的人。这样看来门子应该是这篇小说的
主人公了。然而纵观全篇发现，门子在贾雨村面前是小巫见大巫，不但没捞到半点油水，反
而被贾雨村利用，最终“充发”了。这说明贾雨村的歪本事绝非门子可比，是用门子来衬托
出贾雨村更阴险、更狡猾、更恶毒、更卑鄙的品性。分析至此可见门子不是主人公，在这里
是起衬托作用，用来凸现贾雨村的，贾雨村才是这篇小说的主人公。 

七、主题思想涉及谁 
一般来说，小说的主题思想是指通过对社会生活的描绘和艺术形象的塑造所显示出来

的，并贯穿于全篇的主要思想。由于小说的主题是通过艺术形象生动、具体地显现出来的。
小说主题思想涉及的人物一般来说就是小说的主人公了。例如《我的叔叔于勒》一文，小说
的主题思想是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纯粹是金钱关系，无情鞭挞了小市民势
利贪鄙、冷酷自私的丑恶灵魂。由此可见，小说的主题思想涉及作者鞭挞的对象——菲利普
夫妇。小说的主人公自然就应该是菲利普夫妇了。 

欣赏一篇小说，把握主人公是一个关键，如何寻找小说中的主人公，其方法也很多。总
的来说,要纵览全篇，细加揣摩，认真思考，综合分析，做到持之有据、条分缕析，努力做到
自圆其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