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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精读」社会变革下人性的迷失——《小家庭制度下的牺牲》解析 

作者| 冰心  赏析| 王秀玲 

  
【编者寄语】 

中国人传统上讲究“孝道”，讲究“传宗接代”，也讲究“养儿防老”，古往今来，这种
家族观念早已深深埋藏于中国人的血脉之中，成为一种精神寄托。绵延传承的家族联系了每个
家庭成员，构成了中国社会组织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在近代，一些青年追求新思想，致力于破
除一切旧观念、旧习俗，从而引发了一场家庭观念的变革。这场变革改变了聚族而居的家庭结
构，形成了小家庭制度，进而导致一些青年人性的迷失。那么小家庭制度下家庭成员的关系如
何？你又是如何看待小家庭制度下的家庭关系呢？让我们一同走进冰心的《小家庭制度下的
牺牲》一文，去寻找答案。 

【文本研读】 

小家庭制度下的牺牲  

老太太噙着眼泪，拿着一封信正看着。忽然听见外面脚
步的声音，连忙将这封信，压在一本书底下，站了起来。（举
止奇怪，设置悬念，吸引读者阅读兴趣。） 

1—2段，以老太太看信为小说

的开端，交代故事的主人公。 

老头儿从外面进来了，摘了帽儿，坐在椅子上，喘息着
拿手巾去拭额汗，一语不发。（为何一语不发？设置悬念，
吸引读者。） 

过了一会儿，老太太赔笑（“赔笑”写出老太太对老头
儿的关心。）问道：“你的事情怎么样了？” 

3—11 段，通过写老头儿与老

太太的对话，交代故事发生的

背景。 老头儿冷笑（“冷笑”写出老头儿内心的不满。）道：
“毅甫只说现在外头找事很难，叫我暂候一候。但是看他的
意思，似乎嫌我老，做不了什么事。他还问我荃儿的事情很
好，为何还不能顾家？我也无言可答。他便借给我二十块
钱。我本想不要，一想这也是老朋友的情分，而且我也实在
没有钱，只得收了。咳，人穷志短！也是我没有生下好儿子，
以致像我这样的年纪，还要奔衣走食，实在叫人可气可叹！”
（写出老头儿内心的无奈与悲伤。） 

老太太灰白着脸，嘴唇颤动，似乎要说话，却说不出
来。（表现了老太太为丈夫找不到工作，儿子不顾及家庭的
伤心难过，找不出合适的语言安慰丈夫而无奈。） 

老头儿又说：“人家养儿子为的是养老送终，我们只是
为儿孙作牛马，从小儿多灾多病的，好容易捧到这么大。为
着他念书，把田地也典了，房子也卖出去了。他又说要去留
学。我想这蛮貊之邦，子弟一定要学坏的，但是至终也依了
他。如今我们的精神心血也耗尽了，家产也花完了，马牛也
当够了，只指望苦尽甜来，有个欢娱的晚景，也不枉……这
时老头儿喘得说不下话去。（语言描写，写出老头儿对儿女
的不满与气愤。） 

老太太仍旧呆立着动也不动。（面对老头儿的抱怨，老
太太也是欲哭无泪，不知道如何安慰，所以只是呆立着不
动。） 

老头儿接着又说：“谁知道他如今……外国也去过了，
文明的媳妇也娶了，毛羽丰满远走高飞了！像我这样的年



关注“新课标大语文”微信公众号，提升语文核心素养 

 2 / 5 
 

纪，大限已经快来到了，生前的福我自然享不着了，但是—
—还恐怕这把老骨头，终究要葬在野兽的腹里呢！”（老头
儿越发地激动起来，表明对儿子行为的极为不满，表达对老
人老无所依内心的哀叹。） 

这时老太太忍不住了，忽然伏在椅背上，呜呜咽咽地哭
了起来。（面对儿女的所作所为，老太太在老头儿的抱怨
下，爆发出来，哭不但是情感的宣泄，更是强烈的不满与愤
懑。） 

老头儿看见他老伴哭了，心中也觉得不忍，叹了一口
气，便不往下说。 

他们一时寂静下来。两个悲凉灰白的脸，衬在这奄奄的
暮色里，造成了一派阴森的气象。 

老头儿忽然说：“前天我写了一封信给他，至今还没有
回信。我如今亲自去拜望他，同他理论理论。”一面自己站
了起来。（“拜望”，敬语的使用，体现了老头儿极度愤懑
悲伤的心情，更凸显了儿子的不孝与老人的凄凉。） 

12—15段，写老头儿因不见回

信前去找儿子理论，为下文老

太太读信作铺垫。 

老太太伸手要揭开那本书，拿出信来——但她看着老
头儿的脸，又没有那一分勇气，慢慢地又缩回去。（老太太
缩回手是因为老太太担忧老头儿会因信的内容更加悲愤，
也体现出老太太对儿子尚存的一份希望。） 

老头儿已然戴上帽子，走出去了。 

老太太连忙唤道：“不用，不用去了！这里……”（老
太太欲言又止的神情，让我们不禁心里一沉，大大的问号，
为什么不用了？）那时一声门响，那白发盈头的老者，已经
踽踽凉凉的去了。（动作描写与神态描写，写出了老人找儿
子理论的决绝，表现了老人内心的悲凉与绝望，凄凉的背影
让人悲叹。） 

老太太扶着椅背，站了半天。（老太太的呆滞，让我们
猜想到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结局，忍不住赶紧找到答案。）
重新拿出那封信来，上面大草纵横，又有许多的圈点，可怜
她生花的老眼，如何看得清楚。（信中字迹不清，是因为儿
子从未关心老人的眼睛，自私自利。）只零零落落的念道： 

16—18段，老太太读儿子的信

为小说的高潮，信的内容使老

太太绝望。 

中国贫弱的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人民的家庭观念太
深……观念太深这万恶的大家庭制度，造成了彼此依赖的
习惯……我们这一班青年人，在这过渡的时代，更应当竭力
地打破习惯，推翻偶像……我们为着国家社会的前途，就也
不得不牺牲了你二位老人家了……新妇和我都是极其赞成
小家庭的制度，而且是要实行……你老人家昨天的信，说得
实在可笑！只为你们的脑筋，没有吸收过新思想，因此错解
了“权利”“义务”的名词……简单说一句，我们为要奉行
“我们的主义”，现在和你们二位宣告脱离家庭关系。（两
位老人的期盼想念变成了儿子的负担，一封带有希望的信
竟然被儿子说成是可笑，最终还以新思想为借口，想与两位
老人脱离家庭关系，自此，老人心中仅有的希望已经全部破
灭。） 

老太太看完了，大概也还明白，一时心头凉透，两手颤
动着将这封信撕了，眼睛发直望着窗外。（心凉了，手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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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直了，此刻老太太心里已经万念俱灰。这便是小家庭制度
下的牺牲。） 

这时，天色渐渐发黑，一片咿哑的声音，绕着庭树，正
是那小鸦衔着食物，回来哺它的老鸦呢。（结尾将乌鸦反哺
的行为与儿子的行为形成鲜明的对比，突显儿子的自私绝
情，这样的结局引发人们对于小家庭制度下家庭成员关系
的思考。） 

第 19段，以乌鸦反哺的场景为

故事的结尾，令读者回味深思。 

                 （选自《燕大季刊》1920年 6月）  

【知识建构】 

小说的线索及作用 

小说线索贯穿整个情节发展的脉络。它把作品中的各个事件联成一体，表现形式可以是人
物的活动、事件的发展或某一贯穿始终的事物。一部叙事作品通常都有一条或一条以上的线索，
但起主导作用的只有一条。小说线索的作用：一般来说，恰当地设置小说的线索，一可使小说
结构清晰，情节集中；二可通过线索巧妙安排结构，揭示主题。在分析小说的线索时，尤其要
注意双线结构的小说。在小说中由人物活动或事件发展所直接呈现出来的线索就叫做明线，而
未直接描绘的人物活动或事件所间接呈现出来的线索就叫做暗线。小说明线所叙述的人物故
事容易集中、突出，而暗线则能够在更广更深的层面上揭示出当时社会的各种矛盾或斗争的焦
点。使故事情节的安排更加巧妙，使小说矛盾和主题更加突出。 

冰心的《小家庭制度下的牺牲》以“信”为线索展开，由开头老太太读信，到见到老头儿
之后的藏信，老头儿找信，老太太再读回信，整个故事情节围绕信展开，“信”在小说中反复
出现，既设置了悬念，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又作为线索，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信的内
容以及老太太读信后的反应，丰富了老太太和儿子的形象，更有利于揭示小说的主题，特别是
儿子回信的内容，引发人们对于小家庭制度下家庭成员关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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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A.小说标题“小家庭制度下的牺牲”能够引发我们对于如何处理新旧家庭观念的思考，在当代
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B.“信”在小说中反复出现，既设置了悬念，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又作为线索，推动了故
事情节的发展。 
C.小说语言朴实却饱含情义，“还恐怕这把老骨头，终究要葬在野兽的腹里呢!”一句将老头
老无所终的悲哀表露无遗。 
D.小说通过对两位老人早年含辛茹苦，晚年生活凄苦的描写，表达了对老人老无所依的同情和
他们教子无方的嘲讽。 
答案：D 解析：小说并未表达对老人的嘲讽。 
2.文章画线句中老太太的情绪有着怎样的变化？请简要分析。 
（1）老太太灰白着脸，嘴唇颤动，似乎要说话，却说不出来。 
（2）但是——还恐怕这把老骨头，终究要葬在野兽的腹里呢! 
（1）答案：表现了老太太为丈夫找不到工作，儿子不顾及家庭的伤心难过，找不出合适的语
言安慰丈夫而无奈。 
（2）答案：表现老头儿对于儿子做法的气愤失望；对自己老无所养、老无所终的悲哀。 
解析：此题考查学生把握文章重要语句的含义，领会人物内心活动的基本能力。作答时，首先，
要把语句放在文本中，弄清楚前后语句的关系。其次，对于人物情感的把握，重点就是要察其
言观其行。 
（1）题要抓住“灰白着脸”“嘴唇颤动”等细节去联系上下文体会；结合上文老头儿诉说找
不到工作、儿子不孝以及句中老太太说不出话的神态，可分析出老太太对于丈夫找不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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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不顾及家庭的伤心难过，对自己无话安慰丈夫的无奈。 
（2）题要抓住“终究”一词体会老头儿说这句话时内心的辛酸与无奈。结合老头儿话语中老
人竭力供养儿子成人与儿子抛弃老人的对比，看出老头儿对儿子做法的气愤绝望，根据“生前
的福我自然享不着了”“葬在野兽的腹里”等句，可分析出老头儿对自己老无所养、老无所终
的悲哀。 
3.请简要分析文章最后一段的作用。（6分） 
参考答案：①从故事情节上看，天色的昏暗照应了前文的奄奄暮色，画面接续了上文老太太望
向窗外的情节，使小说结构紧凑、脉络清晰、合情合理。 
②从艺术效果上看，以乌鸦反哺结尾，使文章具有悲剧色彩，寓意深刻，令人回味无穷。  
③从主题上看，乌鸦反哺的行为与儿子抛弃老人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突出表现了儿子的无情
无义，引发读者对于家庭制度变革中家庭关系的思考。 
解析：最后一段描述了暮色中乌鸦反哺的画面，联系前文奄奄的暮色与老太太望向窗外的情节，
可分析出前后文结构紧密、脉络清晰、合情合理；老太太因心生绝望望向窗外却看见了乌鸦反
哺的场景，为小说平添了一份悲剧色彩，令人回味；联系文章主题，老人儿子的行为与乌鸦反
哺存在鲜明对比，以此场景凸显了主题。 

【反馈检测】 

1.“信”在小说中反复出现，有什么作用？（6分） 
2.请简要概括小说中儿子的形象特点。（4分） 
3.结合小说内容探究标题“小家庭制度下的牺牲”的含义。(6分) 
 
 
 
 

 

扫描公众号，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昌乐县教师  王秀玲） 

【相关链接】 
包氏父子 
张天翼 

天气还那么冷。离过年还有半个多月，可是听说那些洋学堂就要开学了。 
这就是说，包国维在家里年也不过地就得去上学！ 
公馆里许多人都不相信这回事。可是胡大把油腻腻的菜刀往砧板上一丢，拿围身布揩了揩

手——伸个中指，其余四个指头凌空地扒了几扒：“哄你们的是这个。你们不信问老包：是他
告诉我的。他还说恐怕钱不够用，要问我借钱哩。” 

大家把它当做一回事似地去到老包房里。 
“怎么，你们包国维就要上学了么？” 
“唔，”老包摸摸下巴上几根两分长的灰白胡子。 
“怎么年也不过就去上书房？” 
“不兴过年嘛，这是新派，这是……” 
“洋学堂是不过年的，我晓得。洋学堂里出来就是洋老爷，要做大官哩。” 
许多眼睛就盯到了那张方桌子上面：包国维是在这张桌上用功的。一排五颜六色的书。一

些洋纸簿子。墨盒。洋笔。一张包国维的照片：光亮亮的头发，溜着一双眼——爱笑不笑的。
要不告诉你这是老包的儿子，你准得当他是谁家的大少爷哩。 

别瞧老包那么个尖下巴，那张皱得打结的脸，他可偏偏有福气——那么个好儿子。 
可是老包自己也就比别人强：他在这公馆伺候了三十年，谁都相信他。太太老爷他们一年

到头不大在家里住，钥匙都交在老包手里。现在公馆里这些做客的姑太太，舅老爷，表少爷，
也待老包客气，过年过节什么的——一赏就是三块五块。 

“老包将来还要做这个哩，”胡大翘起个大拇指。 
老包笑了笑。可是马上又拼命忍住肚子里的快活，摇摇脑袋，轻轻地嘘了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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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谈得到这个。我只要包国维争口气，像个人儿。” 
这天下午，寄到了包国维的成绩报告书。 
老包小心地抽开抽屉，把老花眼镜拿出来带上，慢慢念着。像在研究一件了不起的东西，

对信封瞧了老半天。两片薄薄的紫黑嘴唇在一开一合的，他从上面的地名读起，一直读到“省
立××中学高中部缄”。他仿佛还嫌信封上的字太少太不够念似的，抬起脸来对天花板愣了会
儿，才抽出信封里的东西。 

天上糊满着云，白天里也像傍晚那么黑。老包走到窗子眼前，取下了眼镜瞧瞧天，才又架
上去念成绩单。手微微颤着，手里那几张纸就像被风吹着的水面似的。 

成绩单上有五个“丁”。只一个“乙”——那是什么“体育”。 
一张信纸上油印着密密的字：告诉他包国维本学期得留级。 
老包把这两张纸读了二十多分钟。 
“这是什么？”胡大一走进来就把脑袋凑到纸边。 
“学堂里的。……不要吵，不要吵。还有一张，缴费单。” 
这老头把眼睛睁大了许多。他想马上就看完这张纸，可是怎么也念不快。那纸上印着一条

条格子，挤着些小字，他老把第一行的上半格接上了第二行的下半格。 
“学费：四元。讲义费：十六元。……损失准备金：……图书馆费：……医……医……” 
他用指甲一行行划着又念第二遍。他在嗓子里咕噜着，跟痰响混在了一块。读完一行，就

瞧一瞧天。 
“制服费！……制服费：二——二——二十元。……通学生除——除——除宿费膳费外，

皆须……” 
瞧瞧天。瞧瞧胡大。他不服气似地又把这些句子念一遍，可是一点也不含糊，还是这些字

——个个仿佛刻在石头上似的，陷到了纸里面。他对着胡大的脸子发愣：全身不知道是一阵热，
还是一阵冷，总而言之是似乎跳进了一桶水里。 

突然——磅！房门给谁踢开，撞到板壁上又弹了回来。 
房里两个人吓了一大跳。一回头——一个小伙子跨到了房里。他的脸子我们认识的：就是

桌上那张照片里的脸子，不过头发没那么光。 
胡大拍拍胸脯，脸上陪着笑：“哦唷，吓我一跳，学堂里来么？” 
那个没言语，只瞟了胡大一眼。接着把眉毛那么一扬，额上就显了几条横皱。 
胡大悄悄地走了出去。 
老包瞧着他儿子的背： 
“怎么又要留级？”老包轻轻地问。 
“表少爷也留级哩。” 
接着倒在桌边那张藤椅上，把膝头顶着桌沿，小腿一荡一荡的。他用右手抹了一下头发，

就随便抽下一本花花绿绿的书来。 
老头有许多话要跟包国维说，可是那人眼睛盯到了书上：别打断他的用功。 

（节选自一九三四年四月一日《文学》，略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