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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精读」何士光：《喜悦》 

作者| 何士光  赏析| 闻洋 

  
【编者寄语】 

在一片遥远的、磅礴的大山围着的坝子上，一位年轻的媳妇,第一次得到婆婆爽快地答应
她回娘家探亲的允准。原本脾气乖戾，不太好相处的婆婆，从今年开始，也开始改变了对儿媳
妇的态度。改革开放初期，时代变化在农村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正留下不易察觉的痕迹…… 

【文本研读】 

喜 悦  

秋深了，晴朗的早晨，鸭子一半浮在水田里，一半栖在
田埂上，已显得那样清冷；余下来的，还没有干透的谷草个
子，零落地立在那儿，也显得寂寥。几只白鹭倏地又飞起
来，闪着白亮的翅膀，低低地划过田野……在这一片遥远
的、磅礴的大山围着的坝子上，又一个年头算是过去了！ 

开篇的自然环境描写，交代了

故事发生的季节，营造了淡明

丽的农村风光，同时引出地点

和人物——大山中的坝子和坝

子上的人。 

一年一次的，年轻的媳妇惠回娘家的日子到了。一年只
有一次，婆婆暗中是这样规定的。哪一天才能上路呢？她不
知道，也不敢打听。没有想到，今年婆婆却爽爽快快地要她
在今天就动身。日子太平了，田土里有收成，婆婆好像也很
高兴。 

主人公出场，介绍故事的开端

——收成好，婆婆高兴，准许

年轻的媳妇今天回娘家 

大清早她就起来挑水，想把家里那一口石板砌的水缸
挑满，来答谢婆婆的恩情。那时，雾罩还大得很，现在呢，
远远的扁担山虽然还望不见，但晨雾却不再是沉重的一片，
已经浮动起来，变得灰白，对面的林子和人家的剪影已经清
晰地透出来。 

以周围环境在晨雾中的变化，

衬托年轻媳妇起得早以及挑水

的殷勤。 

她立在水井边，把扁担横在手腕上。看得出来，她什么
也没有想，她的一颗心，只是同这田野的早晨一样新鲜喽。
婆婆没有像往年一样，在她要回娘家的时候用难看的脸色
待她。她今天能宽宽心心地上路，日子能这样地呈现在她的
面前，她就喜悦不尽了。 

婆婆的态度在悄悄发生改变，

年轻媳妇想到今天可以回娘

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只一会，她就担好水桶，轻盈盈地顺着窄窄的田埂往回
走。（以轻盈的脚步，衬托年轻媳妇喜悦的内心。）太阳虽
然还看不见，却让人感到它正朝这一片坝子上走来。雾气也
浮转得更快，乱纷纷的，好像很紧张，很快抵挡不住太阳的
光亮了。（拟人句，生动地写出太阳升起、雾气将散时的情
景。以景色的描写来配合情节发展，以及反映惠媳妇的心理
变化。）猛地，她觉得肩头一阵温暖，一片光亮已经像水一
样漫过去，她家的瓦檐、壁板和窗棂，还有旁边的牛棚和谷
草垛子，屋后的那一片杂树林子，都浸在浅黄色的光亮里
了。（文字清新而有温度，仿佛读者的心也随着惠媳妇一起
感受到了太阳的温暖。） 

第 3——5段，年轻媳妇为答谢

婆婆的“恩情”，一大早外出挑

水，内心充满喜悦。 

她担着水走进灶间的时候，婆婆正蜷在灶边，早饭快要
好了，她正往灶膛里架柴草。惠连忙倒了水，赶过去说：
“妈，我来！”4年前她嫁过来以后，就接替了做家务的位

运用动作和语言描写，表现年

轻媳妇的殷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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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灶膛里散出青烟，枝叶毕剥地响着，探出猩红的火舌
来。“我来烧……你看……有哪样要收拾……”婆婆说，声
音有些含糊不清，脸上还像往常那样没有一点表情。她的脾
气乖戾，常常使人不安，但惠听得出婆婆今天这样说并不是
使气。今年分组做活路了，大家都把季节抓得紧，忙不过来
的时候，婆婆也高高兴兴地来帮她煮饭的。今天呢？却是要
帮她早一点把饭煮好，来犒劳她一年的辛勤。她站着，一时
间有些手足无措，就到柴草棚子里去选了一捆树枝，给婆婆
堆放在灶边。 

作者通过语言和神态描写，刻

画出改革初期，这位农村传统

婆婆在思想和行为上的转变。 

早饭摆出来的时候，丈夫也回来了。今早上他好像很忙
碌。一家人坐下来吃饭。莱有三碗，一碗红亮的、填了糯米
粉的辣椒，一碗白净的、盐水浸渍的蒜瓣，一碗酸菜炒肉
片。这比平常丰盛多了。大家都一声不响，没有交谈，只是
婆婆吃完了的时候，惠就立即搁下自己的碗筷，起身为婆婆
添饭，然后双手把盛好饭的碗送到婆婆的手上。 

从惠媳妇为婆婆的添饭动作，

可以看出惠媳妇温柔贤惠，对

婆婆敬爱有加。 

吃完了饭，她要洗碗，婆婆说把碗收拾在锅里好了。她
要喂猪，丈夫先吃完，已经把木桶提在手里了。这么说，她
空闲了？ 

改革后，农村悄悄发生了变化。 

该换衣裳了，但她还是不由得停了一停，才低着头慢慢
地走进自己的房间。她出嫁的那一年，用来压衣箱的衣裳，
只有一件碎花灯芯绒上衣一条蓝布长裤，一双浅蓝色纱袜，
一双深棕色布鞋。这套嫁装她平时从来不穿，现在从红漆已
经发暗的柜子里把它们一件件取出来，不一会就穿戴好了。 

回娘家前的准备——更换嫁

装。惠媳妇对压箱嫁装的珍视，

既表现了惠内心的喜悦，也折

射出生活的艰辛。 

衣裳是用心浆洗过的，一走动就窣窣作响。她放轻脚步
走出来。堂屋里的方桌上搁着一个细篾背篓。她心里一动，
不禁偷偷地向背篓里瞥了一眼：好几只黄颜色的旧玻璃瓶
里盛着包谷酒；还有用旧报纸一份份包起来的，则多半是砂
糖。这一带的风俗，一瓶包谷酒或者一斤砂糖，就是一份带
给亲戚的见面礼。要是这些全是婆婆用来打发自己上路的，
就可以去看望许多家亲戚了。不知是为了偷看过背篓，还是
为了动过这样过分的念头，她顿时觉得脸热心跳。 

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将惠媳

妇的腼腆生动地刻画出来。 

不一会，婆婆和丈夫从对面的房间里走出来。  

跟亲家说，”婆婆开始嘀嘀咕咕地吩咐她，“这回简单
得很，等到正月间，再……”她的心一下子跳得更厉害，慌
慌张张地连连点头。眼前的情形叫她不敢相信，因为这样的
事情从来也没有发生过。婆婆很爱面子，但又很小气。她已
经习惯了不在婆婆面前把喜悦表露出来，只是微微地红着
脸，羞涩地低下头去…… 

作者通过惠媳妇细微而丰富的

心理和动作描写，表现出惠媳

妇的含蓄美。传递出作者对淳

朴的主人公赞美、喜爱之情，

表明社会改革给农村带来了

“喜悦”的写作目的。 

于，婆婆要她动身了。她最后点了一次头，轻轻地“嗯”
了一声，往前去背那只背篓。“叫长顺……背嘛……”婆婆
说。话还没说完，丈夫就一声不响地把棕丝编织的背篓系子
抓在手里。 

6——14 段，惠媳妇回娘家前

的准备。 

惠又心跳了。如果她暗暗地盼着什么，就是盼着丈夫和
自己一道上路——不是为了恩爱，而是为了让自家的爹娘
看见高兴，觉得婆家并没有亏待她，觉得他们当初并没有将

新时代，新气象，惠媳妇的愿

望终于得以实现，这是她喜悦

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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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错嫁人家，于是很放心，脸上也光彩。（插叙，补充说明
惠媳妇心跳的原因。） 

来到碎石铺的大路上了！经过整个上午的追逐，雾岚已
经被赶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浮在那儿一动不动，留在近处的
也变得像水一样透明，抖动着，融入阳光之中，浸着水田飞
入家和山林，太阳高高地照着，一点也不骄矜，又宽阔又明
净。 

景物描写，衬托出人物明亮喜

悦的内心活动，作者仍然以景

物描写推动小说情节发展和表

现人物内心世界。 

大路上没有人，但惠还是没有和丈夫并排走，一直落后
那么一点点。他们也一直没有说话。她只见那只背篓不停地
在眼前晃动，隔一会，她又高高兴兴地往前赶几步，跟上
他。（运用动作描写，将惠媳妇内心的喜悦表现出来，呼应
文章标题。） 

15——17段，惠媳妇与丈夫一

起踏上回娘家的路。 

一片晒谷场过去了，一座烘房出现在前面，丈夫的背篓
仍在摇晃，而阳光还是那样明亮，天还是那样蓝…… 

明亮的不仅有阳光，还有惠媳

妇的心。小说以农村年轻媳妇

回娘家的故事情节，展现改革

发展影响着普通百姓日常生活

的主旨。 

（有删改）  

【知识建构】 

衬托及其作用 

1.衬托的基本概念。衬托指为了突出某一主要人（事）物的特征，或显示其伟大，或显示
其渺小等等不一而足，在写作过程中采用类似或者截然相反的与主要人（事）物有所差别的人
（事）物作陪衬，从而形成一种“烘云托月”的修辞效果的手法称之为衬托。显然，衬托手法
的运用无论是在小说还是其他文学创作中都是为了突出主体地位，使其形象鲜明化，让读者记
忆深刻。 

2.衬托的分类。衬托的修辞手法是运用甲人（事）物来映衬出乙人（事）物的形象及特征，
在文学上衬托一般分为正衬、反衬、景衬及物衬四大类：（1）正衬，顾名思义就是用类似的
人（事）物来映衬所描绘的主体，亦即用“好的”来衬托“更好”。（2）反衬，指的是用相
反或者相异的人（事）物来映衬所描绘的主体，即用“小的”来衬托“大的”。（3）景衬，
是指用景色来衬托出所要描绘的人（事）物的形象。景衬多用于在描写人物感情方面。（4）
物衬，是指用随处可见的事物来映衬主体形象的修辞手法，往往在刻画人物形象时的物衬更能
立体地刻画人物。 

3.衬托的作用。（1）正衬。通过在小说中设置不同性格但又与主人公性格存在各种相似
的男（女）二号、三号等人物，来映衬出主人公在整部小说构成中的中心地位。（2）反衬。
利用人物性格、品行等方面的强烈冲击来衬托出主人公在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形象的高大、品
行的高尚等。（3）景衬。通过对环境景物的描写来营造气氛，使读者更有代入感，因此加深
读者的理解和认识。（4）物衬。通过对人物身边相关的物体进行描写，来映衬出其某些方面
的性格特征，使人物形象更加饱满。 

【试题解析】 

1.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婆婆脾气乖戾，不太好相处，一年只允许惠回娘家一次；为了讨婆婆欢心，能早点回娘家，
勤快能干的惠大清早就起来挑水。 
B.“田土里有收成”，“今年分组做活路了，大家都把季节抓得紧”等等，这些都指向了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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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农村变化的现实，凸显了时代背景。 
C.惠从红漆已经发暗的柜子里把用来压衣箱的从来舍不得穿的嫁衣，一件件取出来穿上，既表
现了惠内心的喜悦，也折射出生活的艰辛。 
D.小说围绕年轻媳妇惠回娘家展开情节，描写出女主人公细微而丰富的心理感受，展现了时代
变化在百姓日常生活中留下的印记。 
【参考答案】：【A】 
【解析】：“为了讨婆婆欢心，能早点回娘家”有误。 
2.小说中的景物描写较为突出，请结合文本分析其作用。 
【参考答案】：（1）小说开头处有景物描写：“秋深了，晴朗的早晨，……低低地划过田野。”
这段描写描绘出恬淡明丽的农村风光，为故事展开提供自然背景。（2）文章第五段：“雾气
也浮转得更快，乱纷纷的，好像很紧张，很快抵挡不住太阳的光亮了。”这段以景物描写来配
合情节的发展以及主人公惠的心理变化。（3）文章第 16段：“雾岚已经被赶到很远很远的地
方，浮在那儿一动不动，……又宽阔又明净。”这里的景物描写使小说具有清新浓郁的田园风
格，呈现出时代的勃勃生机。 
【解析】：国学大师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小说中的景物描写，可以起到衬托的作
用。本文中的景物描写较多，作者擅用景物描写来突出人物的心理活动，推动情节的发展，构
筑时代的生机。 
3.有人评价何士光的小说擅长从生活琐事中挖掘出有价值的内容，请结合文本谈谈你的认识。 
【参考答案】：（1）社会价值：小说通过农村的年轻媳妇惠回娘家这一生活琐事，表现改革
开放以后农民生活改善后的喜悦之情，折射出时代的变化。如文本中第 7 段中“今年分组做活
路了，大家都把季节抓得紧”，暗示时代背景是改革开放初期。（2）审美价值：以舒缓的叙
事、细腻的文笔，小中见大，展现人与人之间温情的美好，给读者以美的熏陶。如文章第 13
段中“她的心一下子跳得更厉害，慌慌张张地连连点头。”惠媳妇的内心活动被刻画得细腻而
具体，人物形象鲜活生动。 
【解析】：以小见大是许多文章采用的写作手法，小人物、小事件，往往折射出的是大环境、
大背景、大情感。分析文章的价值，可以从社会价值、审美价值、文化价值等方面思考，再结
合文本进行适当分析。 

【反馈检测】 

1.分析文中第 5段划线处文字的作用。 
2.请结合具体文段，分析惠媳妇的人物形象。 
 
 
 
 

 

扫描公众号，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浙江省淳安县第二中学  闻洋） 

【相关链接】 
何士光，贵州贵阳人。1942年出生，中共党员。1964年毕业于贵州大学中文系。历任琊

川中学教师，贵州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主席，《山花》杂志主编，贵州省文联党组成员、副
主席，文学创作一级。全国第六、七届政协委员，贵州省第八届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1977年开始发表作品，1982 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似水流年》，中篇小说《青
砖的楼房》、《草青青》及短篇小说集《梨花屯客店一夜》、《故乡事》等。 

到梨花屯去 
何士光 

这故事开场时是颇为平淡的，只是后来，马车快要进梨花屯，而两个乘客也沉默时，回过
头来看一看，兴许才有一点故事的意味…… 

一辆马车从白杨坝出来，车夫是个老人家。在一座石桥旁，他把一个中年人让到车上来。
看得出，这是位下乡干部。天色好晴朗。水田还没有栽上秧子，但包谷已长得十分青葱，初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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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山野，透露着旺盛的生命力，叫人沉醉不已。碎石的马路拐弯了，爬坡了，又拐弯了，又爬
坡了。不时有布谷在啼叫，车上的人似乎打起盹来了。 

不知过了多久，马车停住。打盹的干部猛地抬头，看见有人正上到车上来。 
“啊，谢主任？”来人犹豫地打招呼，似乎有些意外。 
“是……老赵同志？”谢主任嗫嚅了一下，也有些突然。 
车抖了一下，从横过路面的小小水沟上驶过。 
谢主任把香烟掏出来，递一支给老赵：“去梨花屯？”语气中有和解的意味。 
老赵谨慎地回答：“是。” 
“去包队吗？ 
“是。胜利大队。” 
“我也是！”谢主任和蔼地笑起来，“我们都是十回下乡九回在，老走梨花这一方！ 
笑颜使气氛松动起来。三只白鹤高高飞过，不慌不忙扇动着长长的翅膀，在蓝天里显得又

白又亮…… 
“老赵，”谢主任开诚布公地谈起来，“我一直想找机会和你谈谈呢！为七六年秋天在梨

花挖那条沟，你怕还对我有些意见呐！ 
“谢主任，你说到哪里去了！” 
“实事求是嘛！当时我是工作队的负责人，瞎指挥是我搞的，该由我负责！有人把责任归

到你头上，当然不应当！” 
“我……” 
“我也明知那条沟不该挖，一气就占了四十亩良田。但当时压カ大啊；上边决定要挖，社

员不同意挖，是我硬表了态：我叫挖的，我负责！” 
“这种表态，”老赵想了一想，“我也表过……” 
“那是因为我先表嘛！”谢主任接过话头，“老赵，去年报上有篇报道，你读过没有？” 
“哪一篇？” 
“谈得真好！”谢主任不胜感慨地说，“是基层干部座谈。总结说：上面是‘嘴巴硬’，

基层干部是‘肩膀硬’！基层干部负责任。像是报道的安徽……” 
路转了一个大弯一一在一座杉树土岗前好像到了尽头，接着又一下子在马车前重新展现

出来，一直延伸到老远的山垭口… 
“正是这样嘛！”谢主任点头，“那条沟，责任由我负！” 
“我也有责任！那是分派给我的任务。如果不是我催得紧，态度那样硬，说不定就挖不成！

责任归我负！” 
双方都有诚恳的态度，气氛十分亲切了，甚至到了甜蜜的地步。 
路旁出现了一条水沟，水欢快地流淌着，发出叫人喜悦的响声…… 
他们无拘无束地谈下去了。谈形势，谈这次去梨花屯纠正“定产到组”中出现的种种偏差，

等等。后来，拉起家常来了…… 
越近梨花屯，地势就越平坦，心里也越舒畅。突然，谢主任拍了拍赶车老汉的肩膀：“停

一停！” 
老人家把缰收住了。 
“两年多没到梨花，看看那条沟怎样了！” 
坝子上水田一块接着一块，已经犁过了。带着铧印的泥土静静地横陈着，吸收着阳光，像

刚切开的梨子一样新鲜，透着沁人心脾的气息…… 
看不见那条沟。 
谢主任问车夫：“老同志，那条沟是不是在这一带？” 
“咹？”老人家听不清。 
老赵大声说：“沟一一挖过一条沟啊！” 
“嗯，”老人家听懂了，点点头，“是挖过一条沟。唔，大前年的事喽，立冬后开挖的。

分给我们六个生产队，每个劳力摊一截。我都有一截呢！顶上头一段，是红星队……” 
看来老人家说起话来是絮絮不休的。老赵终于打断了他：“现在沟在哪里？” 
“哪里？”老人家摇着头，“后来填了嘛，去年，开春过后……” 
谢主任问：“哪个喊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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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个？”老人家认真地想了一回，“没有哪个。是我们六个队的人商量的。总不成就让
它摆在那里，沟不沟坎不坎的！唔，先是抬那些石头。论挑抬活路，这一带的人都是好手，肩
膀最硬……” 

像我们在乡下会碰到的许多老人家一样，这位老人也有着对往事的惊人记忆。也许平时不
大有机会说话，一旦有人听，他们就会把点点滴滴说得详详细细，有几分像自言自语，牵连不
断地说下去。说下去，平平静静的，像是在叙述别人的而不是自身的事情，多少波澜都化为了
涓涓细流，想当初虽未必如此简单，而今却尽掩在老人家略带沙哑的嗓音里了。 

后来，老赵提醒他：“老人家，我们走吧！” 
老赵的声意，柔和得有些异样。而且不知为什么，这以后不论是老赵还是谢主任，都没再

说一句话。 
啊，前面，杂树的碧绿和砖瓦的青灰看得见了。是的，梨花屯就要到了！ 

（1979 年 5月（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