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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精读」张者：《山前该有一棵树》 

作者| 张者  赏析| 姜玲 

  
【编者寄语】 

“半烟半雨江桥畔，映杏映桃山路中”，树给予人朦胧的美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
前头万木春”，树给予人生活的启示；“生而不死一千年，死而不倒一千年，倒而不朽一千年”，
树给予人生命的感动。在花草踪迹难觅、杂石荒凉遍地的深山矿区中，围绕移植一棵茂密而孤
独的胡杨树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用石头、红柳枝和油毡搭建的简陋学校里，一群求知孩童
心中，树又会有怎样特殊的意义。让我们共同走近《山前该有一棵树》，透过作者平实的文字，
感悟“一口水只能解一时之渴,一棵树却能带来永远的绿荫”的深刻内涵，去体会那年、那些
人、那棵树带来的别样感动…… 

【文本研读】 

山前该有一棵树(节选)  

这是个啥地方嘛,都是光秃秃的石头,裸山。 
 

树不知道跑哪去了,草也难觅踪迹,花儿那些娇惯的美

丽都躲在人们的记忆里了。 

以口语化的问句起笔，再以拟

人的手法形象地描写矿区荒凉

的自然环境,渲染氛围。在这样

的环境中，树的存在俨然是种

奢望。将这种不可能，变为可

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奇迹。 

这是一个矿区,属于天山深处的神秘所在,一个不适合
人类居住的地方。可是,由于找到了一种神秘的石头,兵团
突然从三个建制团中抽调了近千人,集结到了这里,并起名
506 矿。506 矿到底有什么矿?我第一次听到它的传说是在
晚上熄灯后,我那刚上一年级的弟弟从被窝那边爬到我这
头,然后对我耳语道:“你知道 506矿是什么矿吗?”我问什
么矿?他神秘地说“是铀矿。”铀矿是什么矿呢?弟弟又降低
声音回答:“铀矿是造原子弹的。” 

 

原子弹的赫赫威名谁不知道，于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就
有了一种神秘色彩,哪怕是喝着苦泉水也不觉得苦了,因为
我们的父母正干着一件天大的事情。 

在童言无忌的对话中，自然交

代了我和弟弟居住于此处的原

因。我们内心为父母的工作感

到由衷的自豪，足以冲淡荒凉

环境、艰苦条件带来的苦涩味

道。 

父母被调入矿山后,我们这些孩子就跟随着父母上了
山,这样,一个简陋的学校就在山前用石头搭建了起来,屋
顶用的是红柳枝和油毡。每天的上课铃声让正在开矿的父
母们十分安心,只是他们开山的炮声却让我们十分惊恐。
（鲜明对比。不同声音，源自不同背景，带来不同感受。）
在炮声隆隆中上课,飞石砸在房顶上,如天神的战鼓。（特
殊的学习环境，生动的比喻，惊叹之余、感同身受。）胡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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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正领读课文《曹刿论战》:“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
竭……”听到房顶的咚咚声,我们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大家就会心一笑。胡老师也笑,望望房顶说,三而竭了,没
事。同学们就哄堂大笑,疲惫的午后课堂突然就活泼了一
下。（笑声，可见飞石砸房顶已经司空见惯；可见教师学以
致用的智慧；可见师生间苦中作乐的默契。）胡老师是一个
大学教授,右派,发配到新疆就成了我们的小学老师。我们
这些在绿洲出生的新疆兵团人的二代,通过胡老师了解到
外面的大千世界。他坚持让我们每周写一篇作文,比方:《苦
泉水》《戈壁滩》等。（胡老师并未因自身的遭遇而丧失对
生活的热情，他不但带给我们新疆兵团二代知识，更是我们
了解外面世界的窗口，传递着希望。）当他望着远方的戈壁
和漫山遍野的石头让我们写《树》时,我们不干了,因为我
们的眼前根本没有绿色,更别说树了。 

有同学就喊,胡老师，我们山上连一棵树都没有,怎么
写?胡老师就说，眼前没树，心中难道没有树吗?回家问问
父母吧。 

胡老师布置关于树的作业，遭

到了同学们的“抵制”。现有环

境的局限，我们无法完成关于

树的作业。胡老师回家问问父

母的建议，引发了下文兵团建

设者们关于树、关于家乡的美

好回忆。 

于是,同学们就写了很多不一样的树。有村口的大榕
树,有门前的大槐树。我爹给我讲了老家的大桑树。他边讲
边咽着口水,说起了小时候吃桑葚的故事,那些黑紫的甜蜜
安慰了他童年的饥饿和贫困。父母们都是有故乡的人,他们
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屯垦戍边来到了新疆。他们每一个人心
中都有一棵树,而每一种树都寄托着他们的乡愁。比方:写
大槐树的父母是北京人,写大榕树的老家是福建人……我
爹是河南人，他给我讲了门前大桑树的故事。（父母给孩子
讲述心中的树：不同的树木、不同的特征、不同的地域，却
有着共同的乡愁。在远离故乡的父辈眼中,树是故乡的代
表,是终身难舍的乡愁的寄托。） 

 

可是,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兵二代”,眼前连一棵树都
没有。我们望着窗外所有的石头,喊:“山前该有一棵树!” 

父母口中的树，引发了孩子们

的想象，更激发了孩子们对真

正拥有一颗树的渴望。 

我们是从山下绿洲来的,那里就有树。有沙枣树、白杨
树……还有一棵最茁壮的胡杨树,就生长在胜利渠边上。水
罐车从胜利渠给我们拉淡水,会从那棵孤独的胡杨树边路
过。 

 

那棵茂密的胡杨树孤独地生长着,在夏季它给我们带
来一片巨大的绿荫,到了秋天,它那金黄的叶子展开来照亮
了荒原。它是那么茁壮,又是那么孤独,美得却让人震撼。
（具有传奇色彩的胡杨树，即使孤独生长着,也释放出让人
震撼、具有感召力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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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关于树的作文课，让我们想起了那棵胡杨树，大家
就齐声喊,把那棵胡杨树移到我们山前吧,让我们回家能找
到路。 

 

胡老师说:“山上没有水,树不能活。”  

同学们喊:“山上没有树,人不能活。”（话语简短有力。
既侧面写出矿区的恶劣环境,也表达出孩子们内心的渴
望。）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我们可以喝山上的苦泉水,用山下
拉来的甜水浇灌。胡老师被我们打动了,眼眶有些红，下课
时他没有和我们告别,就独自走了。 

师生关于树的对话，以胡老师

没有告别的独自走开告一段

落。引发读者思考，为后文的

移树做铺垫，胡老师爱学生、

默默实现学生愿望的形象更加

饱满。师爱无言，行动无声。为

后文矿长支持我们去移那棵胡

杨树埋下伏笔。 

没想到，我们的无理要求有了结果。矿长派出了东方红
拖拉机,拉着爬犁子,还派了一辆水罐车,要去为我们移那
棵胡杨树了。胡老师让同学们坐上了水罐车，下山去看移树
的过程,让同学们好好观察,要写作文。（胡老师是位智慧
的师长，懂得让我们在生活实践中成长，自然不会放弃移树
这个难得的机会。） 

 

那棵美丽的胡杨树将移到我们的山前,成为我们的故
乡树。从此,我们的心里也有一棵大树了,无论将来走到哪
里，那棵树都会存在。无论我们走多远，那棵树都会在山前
指引着我们回家。那棵胡杨树还没有生叶,只有一些似是而
非的萌芽。但我们知道它会有枝繁叶茂的那一天。大人们沿
着胡杨树四周挖了一个大圆圈,然后那圆圈越挖越深,挖了
一个很大的坑。树根终于露了出来,大人们就用稻草绳把带
土的根部绑成了一个大圆球,再然后用撬杠和拖拉机拉动
大圆球，让它滚上大爬犁。（只有萌芽的胡杨树，虽然还没
有生叶,但我们坚信它一定会绿荫如盖。最让人高兴的是，
我们终于拥有了故乡树。是移树，更是情感扎根。） 

 

它实在太高大了,树根那个大圆球和树干被捆在爬犁
子上,有一半树枝还拖在地上。拖拉机拉着爬犁在前,累得
直冒黑烟。装满了甜水的水罐车跟在后面,整个队伍开始向
山上移动,远远望去像一个送亲的队伍。（“像一个送亲的
队伍”，比喻生动，贴近生活，表现出人们此刻的憧憬与喜
悦。） 

 

胡杨树被运上山后,就栽在我们小学校操场中央。如果
你上山,很远就能看见它。它高高地.耸立着,成了上山者的
路标。坐在教室里依窗而望，也能看到它伟岸而又粗壮的树
干,这让我们安心,给我们带来希望。栽树的时候全矿的人
都来了,那简直就是一个节日。人们眼巴巴地望着从水罐车
内放出的甜水浇灌它,用舌头舔着自己干裂的嘴唇。人都来
看栽树,因为不仅是孩子,成年人同样需要一棵树,这是人
们对崇高精神的共同追求。（干裂的嘴唇，足见资源的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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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在荒山野岭寸草不生的地方,树能带给人们绿荫,带来
生机,带来希望。浇灌胡杨树，人们甘愿奉上自己舍不得喝
的甜水。此刻的树，不只是孩子们愿望的实现，更是全矿人
的追求与希望。） 

一口水只能解一时之渴,一棵树却能带来永远的绿
荫。 

结尾富有哲理，言有尽，意无

穷。在逐渐成长的孩子及所有

人的眼中,树是美好生活的梦

想,是精神力量的源泉,是精神

导向的坐标。物质只是一时，

而精神却是永存。“我”不仅是

故事的讲述者，更是亲历者、

见证者。 

【知识建构】 

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手法之细节描写 

小说塑造人物形象是多方位的，它凭借各种艺术手段既对人物形象进行直接描写、间接
描写。无论是直接描写还是间接描写，都注重细节的描写。 

一般来说，细节描写有动作细节描写、神态细节描写、心理细节描写、语言细节描写、
环境细节描写等。这些细节描写的作用有： 

（一）用神态、动作细节凸显人物的性格。“胡老师被我们打动了,眼眶有些红”，胡老
师的情感外化。体现出他对学生们的理解和怜爱。“下课时他没有和我们告别,就独自走
了”，推动情节发展，外化人物心理活动。 

（二）用语言细节描写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刻画人物性格、追求。“胡老师也笑,望望
房顶说,三而竭了,没事。”面对恶劣的教学环境，胡老师还能学以致用、苦中作乐，足见其
豁达内心。 

（三）用环境细节描写烘托人物。“这是个啥地方嘛,都是光秃秃的石头,裸山。”“这
是一个矿区,属于天山深处的神秘所在,一个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渲染时代氛围,描写矿
区自然环境特色,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胡老师还在想方设法引导孩子们学习知识，其形象更
加高大。 

【试题解析】 
1.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3分)（   ） 
A.孩子们提出要移植胡杨树,虽然胡老师很感动,但要不要满足孩子们的要求令他很为难，于
是他只能先离开了。 
B.文中描写胡杨树时，反复使用“孤独”一词,强调了孩子们对胡杨树的同情,使后文写移植显
得合情合理。 
C.“山上没有树,人不能活”,简短有力的话语,是矿区恶劣环境的侧面显现,也是孩子们内心世
界的呐喊。 
D.胡杨树被栽种到校园，全矿的人都来看热闹,这一天成为所有人的节日,这反映出矿区工作
生活的无聊。 
答案：C 
【解析】A项，“但要不要满足孩子们的要求令他很为难，于是他只能先离开了”错,胡老师的
离开并不是在纠结“要不要满足孩子们的要求”,而是在想办法满足孩子们的愿望。B项,“强
调了孩子们对胡杨树的同情,使后文写移植显得合情合理”错,文章并未表达“孩子们对胡杨树
的同情”,反复用“孤独”来形容胡杨树,是为了突出胡杨树即使孤单,也会释放出具有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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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D 项，“全矿的人都来看热闹”“这反映出矿区工作生活的无聊”错,全矿的人都来看栽
树,“因为不仅是孩子,成年人同样需要一棵树,这是人们对崇高精神的共同追求。” 
2.下列对小说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 
A.小说开头先以口语化的问句起笔，再以拟人的手法形象地描写了矿区的自然环境,渲染氛围,
与后文移植胡杨树形成照应。 
B.小说以我与弟弟的对话交代了 506 矿的重要性,为故事铺展出时代背景,也避免了平铺直叙
的乏味,笔法灵活，富有趣味。 
C.小说描写胡老师领读《曹刿论战》的情节,看似闲笔,却由开山炮声自然地引出了孩子们的课
堂,写出了师生们苦中作乐的心态。 
D.小说用儿童的视角叙述故事,使读者产生真实感和亲切感；在平缓的叙述中穿插多处抒情议
论,凸显了作品的内在意蕴。 
答案：A 
【解析】“与后文移植胡杨树形成照应”分析有误,应是为下文移植胡杨树做了铺垫。 
3.文章在描写孩子们与“树”的故事时环环相扣,见事见情,请结合文本具体分析。(4分) 
答案：①因老师布置《树》的作文,心有抗拒；②描写父母记忆中的树,有所触动；③提出要移
植胡杨树,心中充满渴望；④胡杨树被移植到校园,满心欢喜。(每点 1分)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梳理小说情节的能力。在文本中照顺序，归纳整理即可。 
4.作者张者曾说“树,不仅仅是遮荫那么简单”,结合这句话,谈谈你对小说结尾“一棵树却能
带来永远的绿荫”这句话的理解。(6分) 
答案：①在荒山野岭寸草不生的地方,树能带给人们绿荫,带来生机,带来希望。②在远离故乡
的父辈眼中,树是故乡的代表,是终身难舍的乡愁的寄托。③在逐渐成长的孩子及所有人的眼
中,树是美好生活的梦想,是精神力量的源泉,是精神导向的坐标。(每点 2分) 
【解析】此题考查学生鉴赏文学作品主题的能力。①从作者背景看主题。②从人物塑造看主题。
③从情节发展看主题。④从语言的情感色彩看主题。⑤从小说整体倾向看主题。 
【反馈检测】 
树是小说中的重要物象，请结合全文内容,分析其作用。(6 分) 
 
 
 
 

 

扫描公众号，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哈尔滨第十四中学  姜玲） 

【相关链接】 
“回忆”是作家的一把利器 

——以张者短篇小说《山前该有一棵树》为例 
《树》以回忆的视角和笔法，描写了许多年前一所荒山秃岭里的边疆矿区小学，一个老师

带着自己的学生养护一棵胡杨树的故事。 
回忆性笔法最大的优势是作家可以对素材进行随心所欲的剪裁。 
对于叙事性文体而言，“回忆”简直就是作家的一把利器，比如鲁迅以此法创作的《孔乙

己》《故乡》等等。“回忆”不仅能省略掉那些无关紧要的环节过程，还能凸显已经逝去的事
件关键点，那个特殊时刻的声音颜色气味，那个特别之人的表情动作心情，因为有了时间的加
持而熠熠生辉——人类的记忆力本身就这么奇妙啊。 

“许多年以后”或者“长大以后”，已经成为小说家们信手拈来的常用技法。尤其在短篇
小说的创作中，更是经常被作者拿来做情节的简略跳跃或用作选材的自然“过滤器”——短篇
小说对篇幅字数以及人物情节场景的特殊要求，决定了小说家必须力求精简。张者的这两个短
篇对素材的取舍与表达，即是如此。 

仅从故事的角度来看，《树》的内容并不复杂。 
文中的“我”，主要是作为线索人物而存在的。不少作家喜欢借孩子的眼睛看世界，比如

都德《最后一课》，莫泊桑《我的叔叔于勒》。孩子的心地最纯真，对世界的感知最敏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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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容易发现被成年人熟视无睹的人生秘密。《树》中的“我”是事件的亲历者、见证者，更是
人物命运的参与者和讲述者。 

胡老师，作品男主。 
关于他的身份来历，小说写道，“让一个大学教授当小学老师，这对于他来说也许是一种

惩罚，对我们来说却是最大的福分。我们这些在绿洲出生的新疆兵团人的二代，通过胡老师了
解到外面的大千世界。”作为一个满腹经纶的小学语文老师，胡老师的“语”就是让我们背诵
各种古诗文，“文”就是给我们布置写各种作文—— 

当他望着远方的戈壁和漫山遍野的石头让我们写《树》的时候，我们不干了，因为我们的
眼前根本没有绿色，更别说树了。 

小说就从这里开始了。 
这无法完成的作文，便是本篇小说的情节起点了。对一群生活在无树之环境中的孩子们来

说，去想象一棵树是极其困难的。于是孩子们望着窗外所有的石头，喊出了“山前该有一棵树”！
于是，胡老师带着我们去想象一棵树、寻找一棵树。当矿上的人们为孩子们挖树、移树、栽树
以后，胡老师又继续带领我们用甜水，用童子尿，用诗歌去滋养树期盼树，这因“树”而发生
的一切，便构成了小说的基本内容。 

我们满心期待着移栽的胡杨树能够重新焕发生机，为眼前这荒凉之地带来真正的绿荫。我
们的愿望如饥似渴如痴如醉，小说文字的密度与情感的浓度也一浪高过一浪。作者的运笔在松
紧之间，开合有度且收放自如。 

小说的第一段只有一句话：“这是个啥地方嘛，都是光秃秃的山，裸山。”都知道好的小
说，第一句话就定了全篇的调子。这句满是怨恨的口语表达，与小说的题目《山前该有一棵树》，
二者内在的顺势与字面上的反义，传递出饱满的张力。 

一个光秃秃了无生趣的地方，因为有了“我”和我的胡老师，有了我们，一切就都不一样
了。 

无数像胡老师一样奔赴边疆的文化人，以他们的学识弥补丰富了边疆的文化，同时又以他
们自身的文化追求与传承，构建了孩子们的精神世界。小说中的胡老师就是以“一鼓作气”昂
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其自身被文化浸染的高贵气质，影响了孩子们未来的生命走向。这也是
树的象征意义的形象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