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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精读」2010 广东卷《面包》 

作者 |沃尔夫冈·博歇尔特 赏析 |付 强 
 

【编者寄语】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告诉我们，假如一个人深陷极度恶劣的环境中，通常对物质的需求是
最强烈的，其它的精神需求就位居其后。可事实上是否如此呢？沃尔夫冈·博歇尔特的《面包》
便从这个角度，从人性的层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小说版的答案。 

本文的背景便是战后物质匮乏，食物极度短缺，人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受到了致命的威胁，
人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发生了猛烈的冲突；那么谁会在这场战斗中胜出呢？是否就像马斯
洛所说的，精神追求必将淹没在物质需要的洪流之中呢？或者换个角度思考：都说“民以食为
天”，那么当“食”这个“天”即将坍塌之际，人性中本真的一面必然会受到冲击，抑或垮塌；
或者说，一直以来我们引以为傲或者坚定不移地维护着的东西，能否抵挡得住来自“饥饿”的
侵袭，便成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让我们聚焦《面包》，揭晓谜底吧。 

【文本研读】 

面包  

她突然醒来。两点半。（点出故事发生的时间，正是黎

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富有隐喻性。）她寻思，为什么会突然

醒了。（连用两个“突然”，设置了悬念——“醒”。）哦，

原来是这样！厨房里有人碰了一下椅子。她仔细地听着厨房

里的声音。寂静无声。太安静了，她用手摸了一下身边的

床，发现是空的。这就是为什么如此特别安静的原因了——

没有他的呼吸声。（两个声音的呈现：厨房里的声音和呼吸

声，情理之中，意料之外。）她起床，摸索着经过漆黑的房

间来到厨房。在厨房两人相遇了。表针指着两点半。她看到

橱柜边上有个白的东西。她打开灯。两人各穿衬衣相对而

立。深夜。两点半。在厨房里。 

直接切入故事情节，通过“开
灯”展现情境——在厨房里，
两个主人公相遇了，开启下
文的矛盾之旅，也隐隐照应
了题目。 

在厨房餐桌上是一个盛面包的盘子。她知道，他切过
了面包。小刀还放在盘子旁边。桌布上留下了面包屑。每
晚他们就寝时，她总把桌布弄干净的。每天晚上如此。然
而现在桌布上有面包屑，而且小刀还在那里。（通过对比，
暗示丈夫在偷吃面包。）她感到地上的凉气慢慢地传到她
身上。她转过头来不再看盘子了。 

通过一系列富有暗示性的细
节描写设置悬念，推动情节
向前发展。 

①“我还以为这里出什么事了。”他说，并环视一下厨
房四周。 

丈夫通过撒谎和“环视”的
动作来掩饰内心的惊恐、焦
灼和羞愧。 

“我也听到了什么。”（一语双关，到底是在附和丈夫
的谎言，还是在暗示丈夫偷吃时发出的声音，有待进一步阅
读。）她回答，这时她发现，他夜晚穿着衬衣看起来真是老
了。跟他年龄一样老了，六十三岁。白天他看起来还年轻
些。他看起来已经老了，他在想，穿着衬衣的她看起来相当
老了。不过也许是头发的原因。夜里女人显老总是表现在头
发上。头发使人一下变老了。 

通过夜半厨房灯光下夫妻二
人的相互审视，侧面展现二
人的生存境况；在重新认识
彼此的同时，也暗示夫妻二
人于长久婚姻中建立起来的
信任与依赖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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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应该穿上鞋子的。这样光着脚在冷地上你会着凉
的。”  

她没有注视他，因为她不愿意忍受他在撒谎。他们结婚
三十九年之后他现在撒谎了。 

妻子由辛酸、隐忍转而悲悯，
抑制住内心的不平静，选择
了无条件地原谅丈夫，彰显
了一个女人的胸怀。 

②“我原以为这里有什么事。”他又说了一遍，又失去
了自制，把视线从一个角落移到另一个角落。 丈夫继续为圆谎而撒谎。 

“我也听到了什么。于是我想，这里出了什么事了。” 妻子以实际行动“弹去桌布
上的面包屑”来选择原谅丈
夫。 

“我也听见了。不过，大概什么事也没有。” 

她从桌上拿起盘子，并用手指弹去桌布上的面包屑。 

“没有。大概没什么事。”听到他不安地在说。 

妻子又以言语来安慰因撒谎
而惶恐不安的丈夫，为他圆
谎。 

她赶紧帮他说：“过来，大概是外面有什么事。” 

“走，睡觉去。站在冷地上你会着凉的。” 

他向窗户望去。“是的，一定是外面出了点什么事。我
还以为是在这里。” 

她把手伸向电灯开关。我必须现在就关灯，否则我必定
还会去瞧盘子的，她想。（灯光下的真相刺痛了妻子，让她
心生厌恶，本能地想要逃避。）我不能再去瞧那个盘子。（说
明妻子已经不打算再揭穿丈夫的谎言，而是想要通过忽视
真相来帮他掩饰这一切，保护他的尊严。）“过来，”她说，
同时把灯关灭。“这大概是外面有什么事，刮风时檐槽常常
碰墙壁。这肯定是檐槽之故。刮风时它总是哗哗乱响。”
（“明亮”其实就意味着真相，真相让二人都备受煎熬，所
以两次提到了“关灯”，也通过关灯让这里的情节告一段
落。） 

 

两个摸着走过黑黢黢的过道来到卧室。两双光脚在地
板上拍击作响。 

承上启下，自然过渡，情节
起伏回落之间为后文蓄势。 

“是有风，”他说，“已经刮了一整夜了。”当她睡在
床上时，她说：“是的，刮了一夜的风。刚才大概就是檐槽
在响。” 

 
“是呀，我刚才还以为是在厨房里。大概就是檐槽吧。”

他说着话，仿佛已沉入半睡中。 

她注意到，当他撒谎时，声音多假。 

“真冷，”她说，并轻声地打着哈欠。“我可钻被窝了，
晚安。” 

“晚安。”他回答，又说了一句，“是呀，可真冷啊。” 

通过彼此都在假装的睡前对
话，终于为丈夫的“撒谎”找
到了一个合适的借口，凸显
了人物形象。 

随后就是寂静无声。许多分钟后她听到，他在小心、轻
声咀嚼。她故意深沉又均匀地呼吸，使他不致发觉，她尚未
入睡。然而他的咀嚼节奏均匀，倒使她慢慢进入了梦乡了。 

妻子入睡前对丈夫的“细心
呵护”，倒让自己进入了梦
乡，荒诞之余，满含悲悯。 

当他第二天晚上回家时，她分给他四片面包；平时他只
有三片。 

妻子不仅原谅了丈夫的撒
谎，更拿出自己的食物给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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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避免夜半尴尬，借此来
维护他的尊严。 

“你可以慢慢吃，吃四片。”她说着离开了餐桌。（离
开餐桌其实是暗示担心丈夫看出“她”也很饥饿的事实。）
“我吃这面包消化不了。你多吃一片吧。我消化不好。”  

妻子通过撒谎来表达对丈夫
的理解。 

她注意到，③他把头深深埋在盘子上。他没有抬头。就
在此刻她对他非常同情。 

以妻子的视角来展现丈夫面
对妻子的宽容和爱护时所感
到的愧疚。 

“你可不能只吃两片面包。”他对着盘子在说。 妻子“又坐在桌旁的灯下”，
暗示妻子对丈夫的谅解，回
归到“灯下”，就是回到了光
明之中。 

“够了。晚上我吃面包消化不好。你多吃吧，吃吧！” 

过了一会儿，她才又坐在桌旁的灯下。 

（选自《外国短篇小说百年精华》，包智星译） 

[注]①活尔夫冈·博歇尔特：西德废墟文学的先驱和重要
代表作家。小说《面包》写的是二战后人们在饥荒处境中
的生活。 

 

【知识建构】 

小说中的“冰山理论” 

海明威在他的纪实性作品《午后之死》（1932）中，第一次把文学创作比作漂浮在大洋上
的冰山，他说：“冰山运动之雄伟壮观，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在水面上。文学作品中，文字
和形象是所谓的八分之一，而情感和思想是所谓的八分之七；前两者是具体可见的，后两者是
寓于前两者之中的。”正如美国艺术批评家马尔科姆说的那样，当作家从生活中提取那些唤起
了自己情绪的鲜明细节，然后按照适当的顺序准确地描述了这些细节，那么就会唤起读者的情
绪来。”这就是海明威早期特写中遵循的方法。“冰山理论” 运用到文学创作中，可以增加
作品的深度和厚度。就像英国批评家贝茨在谈到海明威的短篇小说时说：掌握暗示的艺术，用
一句话说明两件或两件以上不同事情的艺术，那就把短篇小说家要干的活儿完成了多一半。 

而博歇尔特的《面包》便是是一份饥饿见证者的文献记录，也是一篇杰出的短篇小说。它
冷峻、简洁，一句不少，一句不多……却展现了战后的整个贫困现实和人性的崇高伟大。博歇
尔特用简洁的语言表达深刻的内涵，用富有深蕴的象征来挖掘和提升废墟中的人性，用“八分
之一”来呈现“八分之七”，完美地体现了“冰山原则”在其创作中的巨大作用。可以说，“冰
山理论”应运了德国战后文学的时代洪流，在一切价值体系被摧毁之后，德国作家坚强地用勇
气，用最原始客观的语言，用最短小凝练的篇幅，把战后一代人饱经创伤的内心世界冷静而真
实地表现出来，从而在德国文学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试题解析】 

1.请概括小说的主要情节。 
【答案】①妻子发现丈夫偷拿面包。②丈夫撒谎掩饰。③妻子替丈夫圆谎。④第二天晚餐，妻
子多分了面包给丈夫。 
【解析】本题考查概括小说情节的能力。解答此题时，可以按照文本的写作顺序，理清作者的
行文思路，明确写了哪些人、什么事，然后再加以概括。这篇小说的主要人物是老夫妻俩，故
事是围绕着半夜厨房里传出来的声音展开的。 
2.文中的画线部分分别表现了丈夫怎样的心理？ 
【答案】①撒谎想掩饰自己偷拿面包的行为。②感觉妻子可能发现，继续撒谎时慌乱不安。③
面对妻子的宽容，感到愧疚。 
【解析】本题考查体会重要语句的丰富含意，品味精彩的语言表达艺术的能力。这三句话中，
有丈夫的语言、动作，分析其所表现的心理，需要结合故事发生的大背景（文章写的是二战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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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饥荒处境中的生活）和具体的情景。①处写他切完面包后，发现了妻子，近乎本能地找
理由掩盖，环视四周的动作表现了他内心的慌张；②处写他知道妻子注意到他没穿鞋子后，估
计妻子可能已经发现了他的行为，“又说了一遍”表现了他的心虚，视线的移动表现了他的慌
乱不安；③处写他面对妻子的宽容、关怀，“把头深深埋在盘子上”，表现了他的愧疚。 
3.小说的主题是什么？请结合全文分析。 
【答案】主题：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条件下，人与人之间应该互相理解、宽容、尊重，并无私奉
献，才能度过困境。 
分析：①在深夜的厨房，结婚三十九年的夫妻突然都发现对方“老了”，表现出相互之间的爱
怜之情。②丈夫偷吃面包后撒谎，是不想增加妻子的精神负担。③妻子发现丈夫偷拿面包，本
可当场“揭露”，但为了维护丈夫的尊严而替丈夫圆谎。④第二天晚餐，妻子善意撒谎，多分
给丈夫一片面包，进一步传达了对丈夫的爱。丈夫深感愧疚。 
【解析】本题考查概括作品主题的能力。分析小说主题，必须结合时代背景。这篇小说写的是
二战后人们在饥荒处境中的生活。饥饿从某种程度上扭曲了人性，让老实可靠、三十九年没有
撒过谎的丈夫半夜偷切面包吃，并撒谎掩盖。但是妻子的宽容、关爱让丈夫认识到了自己的错
误，深感愧疚。这其中的转变，体现了理解、宽容、尊重的力量。 

【反馈检测】 

1.小说中的“灯光”极富象征意义，请结合全文简要分析。 
【参考解析】①“灯光”便是光亮，与“黑暗”形成对照。故事发生在“深夜。两点半”，黎
明最黑暗的时刻，最需要光明，在此“灯光”珍贵而又意蕴丰富。  
②“灯光”象征着事情的真相。文中“她打开灯”，便意味着即将真相大白。  
③“灯光”象征着光明的未来，文中“她才又坐在桌旁的灯下”暗示“她”经历了一番的心灵
痛苦挣扎之后，最终选择勇敢面对，对生活中满希望，在此“灯光”便有了光明的未来的寓意。  
2.海明威认为，文字和形象是冰山露出水面的“八分之一”，情感和思想是水下的“八分之七”，
而作家要用“八分之一”去表现“八分之七”。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手段便是省略。请简要赏析
《面包》中的省略艺术。 
【参考解析】①极简的语言富有省略性，文本多用短句，倾向于用基本的语言句式，几乎不用
艺术上的修饰。 
②情节省略了前因和后果，却能以小见大，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  
③叙事过程偏向省略性，一般不带主观情绪去描绘客观事物，不交代事情的前因后果，给读者
留下巨大的想象空间。 
 
 
 
 
 
 

 

扫描公众号，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信阳市第二高级中学  付 强） 

【相关链接】 

夜里老鼠是睡觉的 
[德国]沃尔夫冈·波尔契特 

在孤零零的墙上开着一个窗洞，那张开的大口像是在打哈欠，被夕阳的余辉照射，呈现出
一片又蓝又红的色彩。一团团尘云在东斜西歪的烟囱残臂之间闪闪发光。瓦砾片堆成的荒野发
着愣。       

他闭着眼睛。突然眼前更暗了，他觉得有人走了过来，蹑手蹑脚。这下他们发现我了！他
想。但是他眯起双眼只看到两条套着破旧裤子的腿，弯曲得相当厉害，以至于他的目光能从它
们中间穿过去。他壮着肚子顺着裤腿往上瞄了一眼，认出这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手里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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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小刀和一只篮子，手指尖上沾着些土。 
“你在这儿睡觉啊？”那人边问边俯视着他乱蓬蓬的头发。于尔根眯起眼睛，他的眼光从

这人的两腿当中穿过，瞧着太阳，说：“不，我没睡，我要守在这儿。”那人点点头：“是这
样，为了这个，你带着大棍子对吗？” 

“对。”于尔根勇敢地回答，同时握紧了棍子。 
“你在守着什么呐？” 
“这我不能说。”他双手紧紧攥着那根棍子。 
“是守着钱，对吗？” 
“不，根本就不是为了钱，”于尔根轻蔑地说，“完全是另外一样东西。” 
“哦，那是什么呢？” 
“我不能讲，反正是别的东西。” 
“好，不说，那我也就不告诉你篮子里装的什么。”那人用脚踢了一下篮子。 
“哼，篮子里装的什么我会猜，”于尔根一脸鄙夷，“兔子草。” 
“好家伙，真准！你真是个机灵鬼。多大了？” 
“九岁。” 
“噢哈，瞧瞧，九岁了。那么你也知道三乘九等于几，是吧？” 
“那还用说，”于尔根回答着，为了争取时间，他还补了一句，“这很容易。”他的目光

从那人的两条腿中间穿过。“三乘九是吗？”他又问了一遍，“二十七。我一下就算出来了。” 
“一点不错，我就有这么多兔子。”那人说。 
于尔根不由得张大嘴巴：“二十七只？” 
“你可以去瞧嘛，不少还是仔兔呢。你不想去看看吗？” 
“我可不能，我得守在这儿。”于尔根犹豫着。 
“老这？?夜里也这样？”那人问。 
“夜里也一样，天天这样，一直是这样。”于尔根抬头看着罗圈腿。“打星期六起就这样

了。”他悄声说。 
“你难道就没回过家？饿了总该吃饭吧。” 
于尔根拿起一块石头。下面放着半块面包。 
“多可惜，”那人朝他的篮子弯下腰，“你满可以安安静静地瞧瞧那些兔子，特别是那几

只小的，或许你还能挑一只，可你却不能离开这里。” 
“不，”于尔根伤心地说，“不，不。” 
那人拿起篮子，直起身子。“那好吧，如果你非得呆在这儿的话——多可惜。”他转过身

去。 
“要是你能替我保密。”这时于尔根急忙说，“是因为那些老鼠。” 
罗圈腿缩回了一步：“因为老鼠？” 
“是呀，它们吃死人，吃人，它们靠这活命。” 
“谁说的？” 
“我们老师。” 
“那你就留神起老鼠来了？”那人问。 
“才不是呢！”接着他用很低的声音讲道：“我的弟弟，他就躺在下面，就在这儿。” 
于尔根用棍子指着倒塌的墙垣。“我们的房子遭到了轰炸，地下室里的亮光一下子没有了，

他也不见了。我们还大声叫过他。他比我小好多，才四岁。他肯定还在这儿。他比我小好多。” 
那人俯看着他乱蓬蓬的头发，突然说道：“那，你们老师就没有告诉你们，夜里老鼠要睡

觉吗？” 
“没有。”于尔根轻声说，一下子显得很不耐烦，“这个他没有说过。” 
“哟，如果他连这个也不知道，还算什么老师。”那人说，“夜里老鼠是睡觉的，夜里你

可以放心回家，夜里它们总睡觉，天一黑就睡下了。” 
于尔根用棍子在瓦砾堆里戳出一个个小窟窿，这儿全是它们的小床，他想，全是小床。 
“现在你明白了吧？”那人又说，他的罗圈腿显得很不安静，“我现在赶紧去喂我的兔子，

等天一黑我就来接你。或许我还能带一只来，一只小的，还是，你说呢？” 
于尔根在瓦砾堆里戳出一个个小窟窿。全是小兔子，白的，灰的，灰白的。“我不知道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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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夜里是不是真睡觉。”他轻声说着，看着罗圈腿。 
那人翻过一堵堵断墙到了街上。“当然，”他在那里说，“你们老师应该卷铺盖滚蛋——

要是他连这个都不知道。” 
这时于尔根站了起来，问：“我真能有一只兔子吗？一只白的行吗？” 
“我找找看，”那人边走边喊，“可你一定要等着我，我带你回家，懂吗？我得告诉你父

亲怎样做兔子笼，这事你们可得懂。” 
“好，”于尔根喊道，“我等着。天黑前我还得留意着老鼠。我一定等着。”他又喊：“我

们家里还剩些木板，箱子板。”他叫道。 
可是那人已经听不到这些了，他圈着两条弯腿朝太阳跑去。黄昏把太阳染得血红，于尔根

还能看见阳光从那两条腿当中照射过来，两条弯弯的腿。还有那只篮子兴奋地摇晃着，里面是
兔子草。青青的兔子草，因为瓦砾片而变得有些发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