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新课标大语文”微信公众号，提升语文核心素养

1 / 5

「小说精读」毛姆：《万事通先生》

作者 |（英）毛姆 赏析 |吴杰明

【编者寄语】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1874—1965)是英国现代著名的戏剧家和小说家。他的短篇小说涉
及英国人在国内和海外的各种生活，情节曲折多变，人物栩栩如生，使他赢得了“英国莫泊桑”
的崇高声誉。《万事通先生》是他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品，小说塑造了一个低级庸俗而又天良未
泯的商人形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资产阶级的面貌。

【文本研读】

万事通先生

我在见到凯兰达之前就有点不喜欢他。（此处“我”

对凯兰达的评价总提小说情节的第一部分，为第二部分的

转折伏笔。）

小说以第一人称进行叙述，
不仅可以增强小说的真实性
和可读性，而且便于作者勾
连情节、品评人物，更好地
表现人物思想性格，塑造个
性鲜明的人物形象，揭示崇
尚善良、舍己为人主题思想。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横渡太平洋的航线非常繁
忙，客舱是很难预订到的。我很高兴弄到个双人客舱，但
想到在这十四天的旅途中（我从圣弗兰西斯科到横滨）将
和一个叫凯兰达的人共用一间房就很不爽。上船后，我来
到客舱，发现凯兰达的行李已经在那里了。他的衣箱可真
难看，上面贴满了标签。

小说文本的 1~4 段是故事情
节的序幕。凯兰达喜欢表现
自我，不在乎侵犯别人的私
人空间；他自以为是、争强
好胜，这些都是“我”不喜
欢凯兰达的原因。这里的
“抑”为正文的“扬”预留
了空间。

我不喜欢凯兰达。他不但和我在在一个房间，而且一
日三餐都非要和我挤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不论在什么地方，
我都无法摆脱他。

凯兰达擅长交际，在船上的第三天，就差不多认识了
所有的人，他什么事都干，好像比谁都懂得多。我们都叫
他“万事通”先生，甚至在他面前也是这样。他把这当作
我们对他的恭维。

一天晚上，我们坐在医生的桌旁，在座的还有拉姆齐
（在神户的美国领事馆工作）和他的夫人。这次是带着妻
子重返神户的。他的妻子已独自一人在纽约待了一年，拉
姆齐夫人的样子十分可爱，举止优雅，颇富幽默感。虽然
她丈夫工资低廉，但她知道怎么着装，使她自有一番优雅
而又与众不同之处。

这时，话题谈到精明的日本人正在进行的人工珍珠养
殖。我看见凯兰达一开始还很激昂健谈，最后他被拉姆齐
的一句话激怒了，因为他敲着桌子在喊：“我最清楚自己
在说什么。我这次到日本就是去洽谈珍珠生意的。没有哪
一个懂这一行的人不认为我刚才所说的都是千真万确的。”
他得意扬扬地看着周围的人。

他指着拉姆齐夫人戴的项链：“夫人，你的这串珍珠
项链就非常值钱，并且它的价格还在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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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逊的拉姆齐夫人脸红了，她把那串项链轻轻塞进她
的衣服。拉姆齐身体前倾，他看了看我们，眼角滑过一丝
笑意。“当然，这不是我买的，但我想知道，你认为它值
多少钱？”

“在有些市场要 1.5 万美元，但在美国第五大道，卖
到三万美元也用不着吃惊。”

拉姆齐冷笑起来：“这是我夫人离开纽约前在一家百
货商店里买的，只花了十八美元。你吃惊吧！”

凯兰达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胡说，这项链不但是
真的，而且就其大小而言是我见过的最好的。”

“你敢打赌吗？我要用一百美元和你打赌这是仿制
品。”

“可以。”

“不，亲爱的，你怎么能拿一件事实和人打赌呢？”
拉姆齐夫人说道。

小说文本的 5~26 段是故事
情节的主体部分。承接第一
部分写凯兰达与拉姆齐打赌
珍珠项链的真假，继续表现
凯兰达的争强好胜。凯兰达
输了赌局，拉姆齐夫人的怪
异表现为下文故事情节的反
转预埋了线索。

“为什么不呢？如果放弃这样一个轻易能弄到钱的机
会，那才是一个傻瓜。

“但你也不能证明它是仿制品呀？”她急道。

“把它拿给我看一看，如果是赝品，我马上就能告诉
你。这一百美元我还是出得起的。”凯兰达说道。

“亲爱的，解下来，把它拿给这位先生看看。”

拉姆齐夫人犹豫着，她两手紧握。拉姆齐跳起身，“我
来解开。”他把项链递给了凯兰达。

我突然预感到一件不幸的事要发生了。（此处有悬念：
由于有上文一系列的铺垫，“我”已经看破赌局的输赢，
甚至已经看到了拉姆齐夫人的难堪，却又不便揭穿谜底，
这让读者的内心充满了期待。）

凯兰达拿出一个放大镜，仔细地察看起项链来。一丝
得意的微笑闪现在他光滑黝黑的脸上。他把项链递给拉姆
齐，正准备开口说话时，忽然看见拉姆齐夫人的脸是那样
的苍白，好像她马上就会晕过去。她的眼睛看着凯兰达，
那是一种绝望的哀求。她丈夫居然没有看到这些，我真是
奇怪。

凯兰达张着嘴，半天都没有说出话。他的脸通红，你
看得出他在努力地克制着自己，“我错了。”他说道，“这
是一个非常好的仿制品，这种次品十八美元正合适。”

他从钱包里拿出一百美元递给拉姆齐，没有再说一句
话。

“年轻人，也许这能教会你以后不要太自以为是了。”
拉姆齐接过钱说。

我注意到凯兰达的手在发抖。

这件事很快在全船传开了，那晚凯兰达不得不忍受着
别人的戏弄和嘲笑。“万事通”先生露了馅，这确实是一
个不错的笑话。但是，拉姆齐夫人再也没有出来过，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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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头痛。

第二天早上，我起来正在刮脸，凯兰达躺在床上抽烟。
忽然一阵轻微的刮擦声，我看见一封信从门下塞了进来。
我打开门向外望，外面没有任何人。我捡起信封，信是写
给凯兰达的。名字用印刷字体写的，我把信递给了他。 小说文本的 27~32 段是故事

情节的结局。拉姆齐夫人写
给凯兰达的信解释了拉姆齐
与凯兰达在医生的桌旁对赌
时她的怪异表现。真相的曝
光不仅逆转了故事情节的发
展，也改变了“我”对凯兰
达的印象。

他打开信封。拿出的不是信，而是一张一百美元钞票。
他看了我一眼，脸变得通红，然后把信封撕成碎片从舱口
扔了出去。

“没有谁愿意被别人看成是一个傻瓜。”他说。

“那珍珠是真的吗？”我问道。

“如果我有一个漂亮的妻子，我绝不会让她一个人在
纽约待一年而自己在神户。”他拿出钱包，小心翼翼地把
一百美元放了进去。

这时，我觉得我不那么讨厌凯兰达了。

【知识建构】

细节描写

细节描写是指抓住生活中细微而又具体的典型情节，加以生动细致地描绘，它具体渗透在
对人物、景物或场面的描写之中。细节描写是小说、记叙文情节的基本构成单位，没有细节就
没有艺术。同样，没有细节描写就没有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物形象。细节描写是渲
染环境气氛，刻画人物性格，揭示人物内心世界，表现人物细微复杂感情，点化人物关系，暗
示人物身份、处境，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升华主题思想等最重要的方法。形象永远大于思维，
细节描写能够用极精彩的笔墨将人物的真善美和假丑恶和盘托出，让读者欣赏评价，使文章的
描写更加细腻、丰富，因而具有无与伦比的表现力与感染力。

《万事通先生》一文围绕着“我”对凯兰达先生观感的改变展开，而“我”对凯兰达先生
观感的改变，其动因却是相关人物彼此交往过程中具体细节的触动。有环境（物品）细节，如
“他的衣箱可真难看，上面贴满了标签”；有外貌细节，如“谦逊的拉姆齐夫人脸红了”；有
语言细节，如“没有谁愿意被别人看成是一个傻瓜”；有动作细节，如“凯兰达张着嘴，半天
都没有说出话“。通读全文，理清脉络，解析因果，揭示作用是我们剖析人物形象、把握人物
性格、解读主题思想的关键所在。

【试题解析】

1.小说开篇就说“我在见到凯兰达之前就有点不喜欢他”，下文又多次重复类似的观点，小说
结尾作者却又说自己“不那么讨厌凯兰达了”，对此，你怎么理解？请作简要分析。
【参考答案】（1）从内容上看，直接点明“我”对凯兰达的态度,与开头“我”的态度转变形
成对比, 有利于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有利于突出凯兰达这个人物形象；
（2）从手法上看，由先前的不喜欢到后来的“不那么讨厌”，属于欲扬先抑手法。这样可以
使小说情节多变，形成波澜，造成鲜明对比，给读者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
（3）从结构上看，使结构更加严谨，全文围绕“我”的态度而一步步推进故事情节。
【解析】
本题考查对小说主要人物思想性格的解读。小说的作者毛姆是透过“我”的视角看待小说的主
人公“万事通”凯兰达先生的所作所为的。“我”对凯兰达先生的态度未扬先抑，由“有点不
喜欢”到“不那么讨厌”，这样的变化是由“我”所了解或参与的与凯兰达先生相关的故事决
定的。“有点不喜欢”是因为凯兰达先生夸夸其谈、争强好胜，并且粗暴地挤压别人的私人空
间。“不那么讨厌”是因为他不惜自身利益受损也要努力尊重与维护拉姆齐夫人个人隐私的善
良品质。欲扬先抑的手法使前后形成对比，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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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动的细节描写不仅能刻画人物性格，丰满人物形象，还能连接或推动故事情节，请具体分
析小说第 25 段“凯兰达的手在发抖”这一细节是如何连接或推动故事情节向纵深发展的。
【参考答案】（1）“凯兰达的手在发抖”这一细节是果，也是因；
（2）表面上看起来，“凯兰达的手在发抖”是因为输了赌局，还受到了拉姆齐的嘲笑，其实
是因为自己内心深处围绕着“维护自身利益”还是“维护别人隐私”所进行的激烈的矛盾冲突；
（3）凯兰达激烈思想斗争的结果是舍己为人，这使“凯兰达不得不忍受着别人的戏弄和嘲笑”，
但却赢得了“我”的理解与尊重，“这时，我觉得我不那么讨厌凯兰达了”。
【解析】
讨论小说文本中细节描写的作用可以从烘托环境气氛、推动情节发展、刻画人物性格和揭示主
题思想等不同方面展开，但这一道题已经明确要求具体分析相关细节描写是“如何连接或推动
故事情节向纵深发展的”。这就要求我们联系文本实际重点剖析这一典型细节是如何上下勾连、
互为因果的。上文是凯兰达与拉姆齐的赌局，下方是“我”对凯兰达态度的改变。“凯兰达的
手在发抖”这一细节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反馈检测】

1.有人认为，把小说标题换作“珍珠项链”更好。你的看法呢？请结合文本进行分析。
【答案】用“万事通先生”做标题更好。
（1）小说的主要人物是“万事通先生”；
（2）“万事通先生”不惜自损声誉维护女士的颜面这一举动,不仅体现了他的善良,更赢得了
拉姆齐夫人的感激与“我”的态度转变，是真正的“万事通先生”；
（3）表达了作者对替他人着想的为人处世之道的肯定。
用“珍珠项链”做标题更好。
（1）辨别“珍珠项链真假”是小说的关键情节；
（2）小说正是通过一串珍珠项链，展现出了人物思想性格的复杂性；
（3）万事通先生虽然从外表看让“我”生厌，却心地善良，就像“珍珠项链”一样珍贵。
2.请各用一句话简要概括“万事通”凯兰达先生、拉姆齐、拉姆齐夫人的性格特征。
【答案】（1）凯兰达先生：万事通先生虽从外表看让“我”生厌，却心地善良、舍己为人；
（2）拉姆齐：拉姆齐虽工作体面，却十分愚蠢，自以为是；
（3）拉姆齐夫人：端庄淑静，却对其丈夫不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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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节突转法
情节突转法，是戏剧结构常用的主要方法。最早运用于希腊悲剧，亚里士多德在《诗学》

中专论过这个结构技巧。如果戏剧创作时精心构思，巧设悬念，那么，戏剧肯定会波澜起伏，
夺人眼球。

亚里士多德说：“突转指行动按我们所说的原则转向相反的方向”，它是“按照可然律或
必然律发生的”。突转是由情节结构中产生出来，往往是剧中人和观众始料不及的一百八十度
的突然转变，由此造成强烈的戏剧性。

戏剧如若平铺直叙、一览无余，观众观看肯定会是味如嚼蜡，苦不堪言。但是，如果戏剧
创作时精心构思，巧设悬念，那么，戏剧肯定会波澜起伏，夺人眼球。

索幅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第三场，报信人原想解脱俄狄浦斯的厄运而说了一番安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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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但由于揭示了神祇的秘密，结果却把俄狄浦斯推进毁灭的深渊。报信人这个行动的结果出
人意外地导致了剧情的突转。

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第四幕“法庭”一场，便是突转的例子。当夏洛克拔出刀来准
备从安东尼奥身上割下一磅肉来。此时，辩护律师鲍细霞向他宣布：根据借据规定，只准割下
一磅肉，不能多也不能少，还不准流一滴血，否则，夏洛克就得抵罪。这使整个局势发生了一
百八十度的突转，结果，夏洛克失败了，安东尼奥胜利了。“突转”一般产生于复杂的情节结
构中，而且具有前因后果，出现突然但又合情合理。“突转”和“发现”，往往是同时进行的，
或一先一后地进行的，有时也各自单独进行。

《玩偶之家》中柯洛斯泰突然来到娜拉家请求她向她丈夫求情不要开除他，但娜拉的请求
被拒绝了，她从顺境转入了逆境。这一“突转”使她发现她的行动在法律面前却是犯罪，并开
始怀疑这种“法律”。观众则通过这一突转，开始发现娜拉和海尔茂之间不平等的夫妻关系，
发现法律对妇女权利的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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