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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精读」铁凝：《树下》 

作者| 铁凝  赏析| 刘志彬 

  
【编者寄语】 

铁凝作品善于描写生活中普通的人与事，细腻地描写人物的内心去反映人们的理想与追

求，矛盾与痛苦，语言柔婉清新，生活气息浓郁，文字中饱含对生活的情意、坦诚以及悲

悯，而同时又时不时地能带给读者猝不及防的精彩与撞击，让人感受生活的温暖与美好的同

时，又轻松地撕开生活中丑陋的一面，带给我们强烈的智性思考…… 

【文本研读】 

树   下 
俗话说，大树底下好乘凉。树

下究竟演绎了怎样的人间冷

暖？ 

自从儿子去北京念大学，一家人得全力以赴供应儿子
每月的开销，老于连烟都戒了，哪儿还能挤出取暖的煤
钱。（老于日子拮据，生活困顿。）又过了些时候，老同
学项珠珠从省会调至老于的城市，做了这城市的副市长。
自此，老于和家人常在电视屏幕上看见她。 

老于是撑起家的那颗树，项珠

珠是那个城市的那颗树。 

老于的老婆说，这个女市长和你不是同学嘛，能不能
跟市长说说，给咱们找两间有暖气的房。老于说，怕不好
开这个口。此时全家正吃晚饭，老于盯住女儿的双手，手
肿着，青一块紫一块的。再看看孩子的耳朵，也冻了。
（细节描写）女儿前不久刚参加全省高中组奥林匹克数学
竞赛，拿了个第二，回家后她对老于说，她的目标是北
大、清华，非这两个学校不考。明年女儿高中毕业，最关
键的一年，老于拿什么来支持女儿的关键时刻？也许真应
该去找老同学项珠珠市长。 

女儿冻得让人心疼，为了女儿，

老于冲动了一把，因为他得成

为儿女成长支撑的树。 

老于家中没有电话，第二天他特意早些上班，趁同事
们还没进教研室，他给项市长打了电话。（避人耳目，房
子问题必定羞于启齿。）电话里的项珠珠很热情，问老于
是不是有什么事找她。这边老于连连说着没事，没事，真
没什么事。声音挺大，就好像谁说有事谁就是诬陷了他似
的。（为后文老于迈不出心理的那道坎作伏笔。）那边项
副市长说有事也没关系，只要她能帮忙。这边老于仍高声
坚持说没事，只是想见面聊聊。 

 

这晚老于骑了五十分钟自行车，从城郊赶到项副市长
家。在项副市长温暖的家中，项珠珠就穿了一件薄薄的开
司米圆领衫。老于一下子意识不到这些，他甚至看不见客
厅里都摆列了些什么。房间阔大，地板很亮，果盘里的水
果鲜美，杯中的绿茶馨香……这些和老于无关，或者，越
是置身此情此景，老于便越要使自己的谈话配得上这气氛
和这气氛中的女市长。他于是就谈文学。 

项珠珠的家温暖，老于的家现

在关键不是贫，而是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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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起中学时的项珠珠是喜欢文学的，初次把陀思妥
耶夫斯基介绍给她的正是他老于。果然，如今的项珠珠对
文学仍然保持着并不虚假的爱好，她很轻易地就说出了一
大串当代作家的名字和他们的小说，并和老于探讨这些作
家的作品。老于谈着自己的见解，他发现项珠珠脸上是信
服的神态，她的表情使老于很满意自己，（谈文学，让老
于有尊严地平等对话，所以老于选择文学作为他们聊天的
话题。）当他满意自己的时候便也开始焦虑：房子呢？房
子的请求他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开口呢？他滔滔不绝地讲
着，却也发现自己越来越无法对付自己，心中的另一个老
于在同他捣蛋。（现实生活的诉求与自我的尊严撕扯着老
于的心灵。）他的话题越是宽泛，他说出房子的可能就越
是狭窄；他谈话的内容越是高雅，他的房子问题就越是俗
不可耐；他越是想说出房子的事，就越是说不到房子上
去。（运用排比，把老于内心那些想说而没有说的话，尽
情倾泻。）他不知道他这是怎么了，他在点点滴滴、一分
一寸地折磨自己、枪毙自己，他同情自己又痛恨着自己，
可是他必须一直往前讲。（谈房子问题，谈到“利”，会
让老于感到自卑。） 

心理描写，详尽的心理剖析，

袒露老于内心的矛盾。 

时间已经十一点了，他的事还没说呢，可他已经没有
理由再坐下去了。他站了起来，项珠珠也站了起来。以她
的经验和洞察力，会猜出他是有求于她的，于是她又问老
于真的没有别的事吗？没有没有没有，真的没有……老于
边摆手边大步向门口走，叫人觉得你若再问反而是你对他
的不礼貌了。（与文章第三段老于与项珠珠打电话时的表
现相呼应，强烈的自尊心关闭了老于现实诉求的大门。）
项珠珠没有再问。出得门来，老于的脑子很乱。他解开棉
袄领扣，让冷风吹一吹他那燥热的心。（这是经历了怎样
的煎熬。）他推起自行车在便道上走了几步，站在一棵龙
盘槐下。他是来求项珠珠解决两间带暖气的房子的，可他
一晚上都说了些什么呀！（对自己懊恼不已。） 

 

他不能再将这请求原封带回家去。他应该说出来，他
必得说出来，他鼓动着自己又朝龙盘槐靠近了一点儿，他
把这棵树想成了项珠珠（老于这次是鼓动自己朝项珠珠靠
近，暗示出项珠珠就是一颗树，是全市人民的一颗树，树
下就是全市人民。），他对着树说出了他那难以启齿的请
求。他把满心的重负卸在了这棵树下，然后骑车离开了
它。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老

于是一家之主，是全家的一颗

树，庇护一家人的冷暖；项珠

珠是“国家之主”的代名词，应

该庇护千万家的冷暖。 

老于回到家时，已是夜半时分。他站在院子里没有立
即进屋，因为他发觉自己又把另一个难以启齿的请求带回
了家来：他准备请求老婆和女儿再也别让他去请求。 

传统社会士农工商的阶层划分

保证了作为士的知识阶层的经

济和社会地位，知识阶层由此

强调其社会责任与担当的

“义”，而不必言“利”。长时

间里就发展成知识阶层以言

“义”为荣，言“利”为耻的心

理结构。改革开放后，随着市

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士阶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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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中心位置已经动摇，工商

阶层站在社会经济的中心位

置。知识阶层面对如此的社会

变革，言“义”而羞于言“利”

的心理结构却未能及时修正，

致使他们在“利”面前产生自

卑感，正当合法社会生活诉求，

到老于，也就变得羞于启齿了。 

（有删改）  

【知识建构】 

小说标题的意蕴与作用 

小说标题的意蕴一般包含表层含义和深层含义两部分。表层含义是指标题本义；深层含义
主要指在文中的引申义、比喻义或象征义。分析标题作用，需要关注两个方面：一要关注标题
本身的内容、艺术特点；二要关注标题与文本的联系，如情节、人物、主旨、环境等。 

《树下》标题在情节上照应了老于在龙盘槐下说出难以启齿请求，卸下重负这一关键情节，
刻画了老于既自尊又自卑的人物形象；《树下》标题可理解为儿女需要老于这棵树庇护得以健
康成长，人民需要国家这棵树庇护方能幸福生活，具有象征意义，意味隽永，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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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于想请老同学项市长帮忙却不好意思开口，可家庭的困难又让他觉得自己必须得开口。小
说集中展现了冲突下老于内心的挣扎。 
B.作者借助老于的眼睛描写女儿双手和耳朵有多处冻伤，不但能够形象地表现出老于家此时
的贫寒，也能让读者感受到老于对女儿的心疼。 
C.作者运用语言、动作、心理描写来刻画老于，如电话联系项市长时“声音挺大”“高声坚持
说没事”，显示出他想掩饰有求于人的心理。 
D.看到项市长家房间阔大，地板很亮，果盘里的水果鲜美……老于为项市长重视自己而暗自高
兴，为了迎合项市长喜好，他就与其大谈文学。 
参考答案：D 
解析：D项，根据文章第五段内容可知老于并不关心室内摆设布置。老于大谈文学也不是为了
迎合项市长的喜好，而是从中能获得尊严感。老于是在谈文学后通过项市长的神态感觉自己受
重视的。 
2.小说中的老于有强烈自尊心的同时又十分自卑,请结合文章第五段加以分析。 
A.老于有强烈的自尊心。老于到项市长家后，以文学作为切入的话题，谈的话题宽泛，内容高
雅，滔滔不绝，从中老于获得了自尊。 
B.老于十分自卑。老于拜访项市长主要解决的是找有暖气的房子的，但老于始终没有开口说出
房子的事情，他内心矛盾痛苦，现实生活诉求让他羞于启齿，十分自卑。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情节梳理与概括，要求答题时认真审题，问题要求仅结合文章第五段加以
分析，不能超出答题范围。 
3.有人认为小说的标题应为“树下”,有人认为应为“老同学”,你认为哪一个标题更合适？请
结合文本谈谈你的观点和理由。 
参考答案： 
“树下”作标题更合适，理由如下： 
A.老于是一家之长，他必须像一颗树，全力以赴供儿子上大学女儿考大学，成为他们的依靠，
庇护树下的儿女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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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老于找项市长解决房子问题，是希望国家关心千万小家的冷暖，
国家这棵大树庇护树下人民的生计福祉。 
C.以“树下”为标题，形象生动，意味深长，既涵盖了全文内容，又具有象征意味，深化了文
章的主题。 
D.“老同学”仅揭示出老于与项市长的关系，与文章内容无大联系，平淡无奇，缺少艺术韵味，
回味空间。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小说标题的意蕴和作用。小说标题的意蕴一般包含表层含义和深层含义两
部分。表层含义是指标题本义；深层含义主要指在文中的引申义、比喻义或象征义。分析标题
作用，需要关注两个方面：一要关注标题本身的内容、艺术特点；二要关注标题与文本的联系，
如情节、人物、主旨、环境等。 
【反馈检测】 
1.作品主人公老于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形象？请简要分析。（6分） 
2.小说是如何刻画老于这一人物形象的，请结合文章内容简要分析。 
 
 
 
 

 

扫描公众号，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江西省吉安市  刘志彬） 

【相关链接】 
身份 
王琼华 

李大怪爱画画。在他笔下，葡萄、藤萝、葫芦等藤本植物，如龙蛇飞走；枇杷、天竹、
红梅等瓜果杂卉，却是古朴生动。而且，他不拘俗套，有雄健大度的写意风格。哪怕在款题
上，他有时偏要题在紧密之处，敢疏敢密，颇有一股与众不同的气势。 

原来李大怪读小学四年级时，无意中看到美术老师有一本已经没了封面的画册，翻了几
页，便喜欢上了里面所画的花卉蔬果。刚好美术老师要调进城里，便把这本画册送给了他。
李大怪如获至宝，天天临摹。哪怕后来辍学回村务农，他也没放下画笔。 

前不久，李大怪做梦都没有想到，他所画的《菜园》在一次美术比赛中斩获金奖。据
说，专家评委看到《菜园》时，万分惊喜：“这位画家跟吴昌硕前辈一样，也是用篆糖草隶
的笔法来画花卉蔬果，追求拙纯而活脱的笔墨，可谓雄健古茂，盎然之中有金石之气。” 

听到这大好消息，当年的美术老师从省城赶到李大怪居住的村子。见面时，李大怪问老
师：“吴昌硕是谁呢？”“他是晚清民国时期的艺术大师。我当年送你的画册，便是吴昌硕
先生的作品集。”老师解释道。李大怪哦了一声，嘀咕道：“难怪他们说我画出了吴昌硕风
格。” 

接着，老师啼嘘起来。因为他发现，李大怪一个人住在一幢旧泥砖屋里，家里一贫如
洗。“你不该这么穷！” 

李大怪羞愧地说：“都怪我干农活儿时喜欢走神。就说上个月吧，我一大早赶圩里买回
两大捆菜苗，打算把几亩地都种上。刚种了二三十株，我脑子里突然闪进一幅画，便从地里
跑回家里画了起来。日头落山时，我才想起菜苗还没种。到地里一看，菜苗全被日头晒死
了。” 

老师感叹：“你命中注定就不是一个种菜的人！” 
“画几张画还能当饭吃？” 
“知道吴昌硕一幅画能卖多少钱吗？几年前，他的一幅《秋菊盈园》卖了 414万元。” 
李大怪瞪目结舌：“啊，一幅画能卖这么多钱？” 
这时，老师掏出一张名片，李大怪才知道老师在省城紫金斋艺术品拍卖公司做了老总。

老师信誓旦旦：“老师帮你好好包装一番，你这幅获奖作品便可拍出一个好价钱来。” 
很快，著名画家李大怪先生代表作拍卖活动在省城隆重举行。大厅里人头攒动。拍卖马

上就要开始了。李大怪看了看大红横幅跟老师说：“我哪是著名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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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嘘！我警告你，千万别提你的身份！” 
“为什么？” 
“稍后，你会明白一切！” 
老师登上主持台，很兴奋地宣布：“今天，我们紫金斋拍卖会上所拍作品是李大怪先生

的代表作，也是金奖作品《菜园》。李大怪先生从小离乡游学，遍访众多名家为师，甚至得
到吴昌硕先生弟子的真传，堪称吴派传承者。所以，在业内早已有了‘吴昌硕第二’的美
誉。此次，《菜园》起拍价二十八万！” 

一听，李大怪瞪大眼睛。而且，他几乎被什么人紧紧捂住了嘴巴，一口气也喘不出来。
因为现场频频有人举板，叫价一路高涨。“三十万！”“三十五万！”…… 

老师落槌时，《菜园》的卖价涨至五十八万元。李大怪知道，这笔钱足够自己回村里盖
两三幢大洋房。这时，老师把李大怪请上主持台讲话。礼仪小姐马上递给他一份早已准备好
的讲话稿。但李大怪不想照稿子念，很腼腆地说：“我、我的画值不了那么多钱——” 

老师一惊，马上说道：“李先生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人。” 
“萝卜就是萝卜，芋头就是芋头，我就是一个种菜的人。家里穷得叮当响，老婆也跑

了。反正，我不是著名画家，就是一个喜欢画几笔画的乡下人。” 
顿时，拍卖现场一片哗然。 
当晚，李大怪坐夜班车离开省城。一路上，老师气急败坏说的一句话一直响在他耳边：

“什么画画的乡下人？你一句狗屁话，你的《菜园》就狗屁不如了！” 
不过，他回到村里听到一个好消息。村支书告诉他，经过驻村扶贫工作队核实情况，他

已被列为“一对一”帮扶对象，全年可以得到 1600元帮扶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