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新课标大语文”微信公众号，提升语文核心素养 

 1 / 6 
 

「小说精读」契诃夫：《苦恼》 

作者| 契诃夫  赏析| 张倩 

  
【编者寄语】 

英国女作家卡特琳·曼斯菲尔德曾这样评价过契诃夫的小说：“如果法国的全部短篇小说
都毁于一炬，而这个短篇小说《苦恼》留存下来的话，我也不会感到可惜。” 

俄国作家契诃夫运用以小见大的手法，通过描写一件发生在社会底层微不足道的小事，来
表现社会底层小人物悲惨的处境和苦恼凄凉的心态，字里行间反映着当时人与人关系的无情、
冷漠。 

作者笔下的主人公姚纳——一个幽灵似的车夫，他想抓住每一次机会向客人倾诉自己内
心的苦恼，也许他需要的只是倾听和一点点最起码的怜悯，以便能够慢慢地冲淡他内心的惨淡
愁云。 

【文本研读】 

苦恼  

暮色昏暗。大片的湿雪绕着刚点亮的街灯懒洋洋地飘
飞，落在房顶、马背、肩膀、帽子上，积成又软又薄的一层。
车夫姚纳•波达波夫周身雪白，像是一个幽灵。他在赶车座
位上坐着，一动也不动……他那匹小马也是一身白，也是一
动都不动。它那呆呆不动的姿态、它那瘦骨棱棱的身架、它
那棍子般直挺挺的腿，使它活像那种花一个戈比就能买到
的马形蜜糖饼干。它多半在想心思。 

小说开端交代小说三要素之

一：环境。精彩的细节描写：

“暮色昏暗”“大片的湿雪”一

个令人压抑的环境氛围。“幽

灵”“瘦骨棱棱”“棍子般”一

个令人怜悯的人物形象。暗示

文章主旨。 

姚纳和他的瘦马已经有很久停在那个地方没动了。他
们还在午饭以前就从大车店里出来，至今还没拉到一趟生
意。街灯的黯淡的光已经变得明亮生动，街上也变得热闹起
来了。 

从午饭以前一直到暮色昏暗，

没有拉到生意，姚纳的经济状

况由此可见一斑。街上由黯淡

变得热闹，预示后面情节发展。 

“赶车的，到维堡区去！”姚纳猛地哆嗦一下，从粘着
雪花的睫毛里望出去，看见一个军人。姚纳抖动一下缰绳，
于是从马背上和他肩膀上就有大片的雪撒下来……那个军
人坐上了雪橇。车夫吧哒着嘴唇叫马往前走，那匹瘦马也伸
长脖子，弯起它那像棍子一样的腿，迟疑地离开原地走动起
来了…… 

 

姚纳回过头去瞧着乘客，努动他的嘴唇……“什么？”
军人问。 姚纳撇着嘴苦笑一下，嗓子眼用一下劲，这才沙
哑地说出口：“老爷，那个，我的儿子……这个星期死了。” 

小说情节发展：姚纳遇到第一

位客人——军人，第一次诉说

出他的苦恼：儿子在这个星期

死了。试探性的、断断续续的

语言描写，表现他急于宣泄的

丧子之痛。 

“赶你的车吧，赶你的车吧……”乘客说。“照这样走
下去，明天也到不了。快点走！”姚纳就又伸长脖子，微微
欠起身子，用一种稳重的优雅姿势挥动他的鞭子。后来他有

通过细节描写，乘客的不耐烦

跃然纸上，姚纳想要再次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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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几次回过头去看他的乘客，可是乘客闭上眼睛，分明不愿
意再听了。 

官倾诉他内心的痛苦，却被乘

客的神情无情驳回。军官不愿

再倾听姚纳的倾诉，把对他人

存在和需求的漠视表现得淋漓

尽致。 

他把乘客拉到维堡区以后，就把雪橇赶到一家饭馆旁
边停下来……湿雪又把他和他的瘦马涂得满身是白。一个
钟头过去，又一个钟头过去了…… 

 

人行道上有三个年轻人路过，把套靴踩得很响，互相诟
骂，其中两个人又高又瘦，第三个却矮而驼背。“赶车的，
到警察桥去！”那个驼子用破锣般的声音说，“一共三个
人……二十戈比！”姚纳抖动缓绳，吧哒嘴唇。二十戈比的
价钱是不公道的，然而他顾不上讲价了…… 

 

“好，走吧！”驼子用破锣般的嗓音说，对着姚纳的后
脑勺喷气。“快点跑！嘿，老兄，瞧瞧你的这顶帽子！全彼
得堡也找不出比这更糟的了……”姚纳感到他背后驼子的
扭动的身子和颤动的声音。驼子骂个不停，诌出一长串稀奇
古怪的骂人话。正好他们的谈话短暂地停顿一下，姚纳就回
过头去，嘟嘟哝哝说：“我的……那个……我的儿子这个星
期死了！” 

姚纳遇到第二位（波）客人—

—三个年轻人，第二次诉说出

他的苦恼：儿子在这个星期死

了。姚纳的话语中依然带着试

探，遇到乘客就想倾诉他的苦

恼，但冷漠是必然的。 

“大家都要死的……”驼子咳了一阵，擦擦嘴唇，叹口
气说。“得了，你赶车吧！诸位先生，照这样的走法我再也
受不住了！他什么时候才会把我们拉到呢？” 

 

“那你就稍微鼓励他一下……给他一个脖儿拐！”姚纳
与其说是感到，不如说是听到他的后脑勺上啪的一响。 

“赶车的，你有老婆吗？”高个子问。 

“我？嘻嘻……我的老婆现在成了烂泥地啰……现在
我的儿子也死了，可我还活着……” 

姚纳回转身，想讲一讲他儿子是怎样死的，可是这时候
驼子轻松地呼出一口气，声明说，谢天谢地，他们终于到
了。姚纳收下二十戈比以后，久久地看着那几个游荡的人的
背影，后来他们走进一个黑暗的大门口，不见了。他又孤身
一人，寂寞又向他侵袭过来……他的苦恼刚淡忘了不久，如
今重又出现，更有力地撕扯他的胸膛。姚纳的眼睛不安而痛
苦地打量街道两旁川流不息的人群：在这成千上万的人当
中有没有个人愿意听他倾诉衷曲呢？ 

姚纳孤独一人，老婆、儿子这

样的字眼对他来说都是苦恼，

通过反问句式我们知道不可能

有一个人愿意听他倾诉衷曲。 

“回大车店去！”他想。那匹瘦马仿佛领会了他的想
法，就小跑起来。大约过了一个半钟头，姚纳已经在一个肮
脏的大火炉旁边坐着了。炉台上，地板上，长凳上，人们鼾
声四起。空气又臭又闷。 

 

墙角上有一个年轻的车夫站起来，带着睡意嗽一嗽喉
咙。“老弟，我的儿子死了……你听说了吗？这个星期在医
院里死掉的……”姚纳看一下他的话产生了什么影响，可是
那个青年人已经盖好被子，连头蒙上，睡着了。老人就叹
气……他渴望说话。他的儿子去世快满一个星期了，他却至
今还没有跟任何人好好地谈一下这件事…… 

姚纳还是渴望有人可以倾听他

的苦恼，他渴望说话，姚纳遇

到的第三位倾诉对象——年轻

的车夫，第三次诉说出他的苦

恼,车夫竟一言不发倒头便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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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看一看马吧。”姚纳想。 

姚纳内心的苦闷已经到了极

致。三次碰壁，最后只好走进

马棚，对马诉说。马成为了他

倾诉苦恼的对象。 

他穿上衣服，走到马房里，他的马就站在那儿。他想起
燕麦、草料、天气……关于他的儿子，他独自一人的时候是
不能想的……跟别人谈一谈倒还可以，至于想他，描摹他的
模样，那太可怕，他受不了…… 

 

“你在吃草吗？”姚纳问他的马，看见了它的发亮的眼
睛。“好，吃吧，吃吧……既然买燕麦的钱没有挣到，那咱
们就吃草好了……是啊……我已经太老，不能赶车了……
该由我的儿子来赶车才对，我不行了……他才是个地道的
马车夫……要是他活着就好了…… 

本想着去看看马，结果又想到

了自己死去的儿子。使后面姚

纳和马儿诉说自己的苦恼情节

更加自然合理。 

姚纳沉默了一忽儿，继续说：“就是这样嘛，我的小母
马……库兹玛•姚内奇不在了……他下世了……他无缘无
故死了……比方说，你现在有个小驹子，你就是这个小驹子
的亲娘……忽然，比方说，这个小驹子下世了……你不是要
伤心吗？” 

 

那匹瘦马嚼着草料，听着，向它主人的手上呵气。姚纳
讲得入了迷，就把他心里的话统统对它讲了…… 

小说的结局：马儿竟成了姚纳

最后的倾诉对象。作者将“人

与人”的关系与“人与马”的关

系相对比，姚纳心中的苦闷三

次与人倾诉都未成功，或受斥

骂，或受嘲讽，或根本没被注

意，三次与人倾诉的情形虽不

同，但异中有同——不被人理

解和同情。社会黑暗，人人自

私不言而喻。 

小结：《苦恼》把社会底层小人物的不幸遭遇作为创作题
材，以小见大，反映深刻的社会问题。作者采用冷静而客观
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通过寓意深刻的对比、精彩的对话、
出色的细节描写，深刻揭示了作品的主题思想：表现出社会
下层小人物悲惨无援的处境和苦恼孤寂的心态，强烈地渲
染出沙皇俄国的世态炎凉，反映出当时社会的黑暗和人与
人之间关系的自私、冷漠。 

 

【知识建构】 

以小见大 

以小见大法，亦称小中见大法，或称小题大作法。即文章作品中，通过小题材、小事件
和细节来揭示重大主题、反映深广内容的写作方法。以小见大法的特点就在于抓住一事一
物、一情一景，从大处着眼、小处落笔，深入发掘，展开联想，为读者创造一个比现实生活
更为广阔、更为深远的艺术境界。 

以小见大法常用的方法有以下两种： 

一是从日常生活中选择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小事物以揭示重大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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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借用具有典型意义的生活细节来刻画典型形象。 

本篇小说通过记述主人公姚纳多次想要和乘客或车夫倾诉自己的苦恼，但是都受到了冷
漠和欺凌，最后只好把满腹心事向他的小马诉说的事件，塑造了一个地位卑微，孤苦无依的
社会底层小人物受尽漠视，承受着巨大丧子之痛，内心极度悲苦的人物形象。揭示了 19世纪
俄国社会的黑暗及人和人之间的冷酷无情的文章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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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纳丧子后无处倾诉自己的痛苦，无人愿意真心倾听他的无边的苦恼，其遭遇与鲁迅《祝福》
中的祥林嫂有相似性。 
B.军人对姚纳的遭遇仅是礼节性的敷衍，这跟社会地位不同造成的隔膜有关。而与姚纳同处社
会底层的年轻的车夫却一言不发蒙头睡觉，实在发人深省。 
C.姚纳讲述自己遭遇的话语多用不连贯的短句，这既与他卑微的身份有关，也与他内心深藏着
无边的痛苦难以措辞有关。 
D.文中多次用简洁的笔墨写到雪景。“雪在本文中有烘托气氛、推动情节发展、暗示主旨等多
重作用。 
参考答案：【D】 
解析： 
“雪在本文中有烘托气氛、推动情节发展、暗示主旨等多重作用”错误，雪景描写有渲染环境、
暗示主旨的作用，但是没有推动情节发展，推动情节发展的是姚纳急于宣泄的丧子之痛。故选
D. 
2.请以马车夫姚纳为例，谈谈小说在塑造人物形象时运用了哪些手法？ 
参考答案： 
①正面描写。外貌、语言、动作、心理描写。以他试探性的、断断续续的语言表现他急于宣泄
的丧子之痛，以心理描写直接表现他孤寂痛苦的内心世界。 
②侧面描写。以乘客、年轻的车夫的冷漠麻木侧面烘托他的孤苦无助。 
③环境烘托。以阴冷的雪景来烘托他悲苦无奈的命运。 
解析： 
本文塑造姚纳采用了外貌、语言、动作、心理等直接描写的方法。“车夫姚纳·波达波夫周身
雪白，像是一个幽灵”“他在赶车座位上坐着，一动也不动”“姚纳在赶车座位上局促不安，
仿佛他不明白自己是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为什么在那儿似的”，这些外貌、动作、神态描写，
生动地写出这位老人生活贫苦，儿子去世给他造成了巨大的打击；“姚纳撇着嘴苦笑一下，嗓
子眼用一下劲，这才沙哑地说出口：“老爷，那个，我的儿子……这个星期死了”“正好他们
的谈话短暂地停顿一下，姚纳就回过头去，嘟嘟哝哝说：“我的……那个……我的儿子这个星
期死了”“老弟，我的儿子死了……你听说了吗？这个星期在医院里死掉的……”，这些试探
性的、断断续续的语言描写，表现他急于宣泄的丧子之痛；“库兹玛•姚内奇不在了……他下
世了……他无缘无故死了……比方说，你现在有个小驹子，你就是这个小驹子的亲娘……忽然，
比方说，这个小驹子下世了……你不是要伤心吗？”运用心理描写直接表现他孤寂痛苦的内心
世界。 
除此之外，作者还采用了侧面描写的手法，来塑造姚纳的形象。比如，他向乘客倾诉，他们的
反应是“赶你的车吧，赶你的车吧……”“照这样走下去，明天也到不了。快点走”“后来他
有好几次回过头去看他的乘客，可是乘客闭上眼” 
3.小说结尾写姚纳尽情地向自己的瘦马倾诉自己的丧子之痛。这样写有什么作用？ 
参考答案： 
①人物形象上：形象地写出了姚纳与瘦马相依为命、同病相怜的情景。无人可以倾诉、只能向
自己的瘦马倾诉，表现了姚纳的孤苦无助。 
②主旨上：以马的有情反衬人心的凉薄。 
③手法上：具有留白的效果、含蓄隽永，引发读者对姚纳命运的猜测、思考。 
解析： 
解答本题应注意题干中“结尾”和“艺术效果”这两个关键词。联系不同结尾方式和作用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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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积累，结合本文具体情境，从小说的叙事视角、情节安排、读者感受等角度思考回答。本文
属于留白式结尾，耐人寻味，让读者在出乎意外的结局中回味想象。 
【反馈检测】 
1.姚纳向那些人倾诉了自己的苦恼？结果怎样？结合全文进行概括。（3分） 
2.有人认为当今社会人们的生活压力都很大，每个人都会有苦恼，没有人会有时间去倾听，我
们应该做的是努力地消解苦恼而不是做一个负能量的传播者。你怎么看？结合本文和现实生
活谈谈你的看法。 
 
 
 
 

 

扫描公众号，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甘肃兰州一中  张倩） 

【相关链接】 
小公务员之死 
（俄）契诃夫 

一个美好的晚上，一位心情美好的庶务官伊凡·德米特里·切尔维亚科夫，坐在剧院第二
排座椅上，正拿着望远镜观看轻歌剧《科尔涅维利的钟声》。他看着演出，感到无比幸福。但
突然间，他的脸皱起来，眼睛往上翻，呼吸停住了……他放下望远镜，低下头，便阿嚏一声，
打了个喷嚏，无论何时何地，谁打喷嚏都是不能禁止的。庄稼汉打喷嚏，警长打喷嚏，有时连
达官贵人也在所难免。人人都打喷嚏。切尔维亚科夫毫不慌张，掏出小手绢擦擦脸，而且像一
位讲礼貌的人那样，举目看看四周：他的喷嚏是否溅着什么人了？但这时他不由得慌张起来，
因为他看到，坐在他前面第一排座椅上的一个小老头，正用手套使劲擦他的秃头和脖子，嘴里
还嘟哝着什么。切尔维亚科夫认出这人是三品文官布里扎洛夫将军，他在交通部门任职。 

“我的喷嚏溅着他了！”切尔维亚科夫心想，“他虽说不是我的上司，是别的部门的，不
过这总不妥当。应当向他赔个不是才对。” 

切尔维亚科夫咳嗽一声，身子探向前去，凑着将军的耳朵小声说：“务请大人原谅，我的
唾沫星子溅着您了……我出于无心……” 

“没什么，没什么……” 
“看在上帝份上，请您原谅。要知道我……我不是有意的……” 
“哎，请坐下吧！让人听戏嘛！” 
切尔维亚科夫心慌意乱了，他傻笑一下，开始望着舞台。他看着演出，但已不再感到幸福。

他开始惶恐不安起来。幕间休息时，他走到布里扎洛夫跟前，在他身边走来走去，终于克制住
胆怯心情，嗫嚅道： 

“我溅着您了，大人……务请宽恕……要知道我……我不是有意的……” 
“哎，够了！我已经忘了，您怎么老提它呢！”将军说完，不耐烦地撇了撇下嘴唇。 
“他说忘了，可是他那眼神多凶！”切尔维亚科夫暗想，不时怀疑地瞧他一眼。“连话都

不想说了。应当向他解释清楚，我完全是无意的……这是自然规律……否则他会认为我故意啐
他。他现在不这么想，过后肯定会这么想的！……” 

回家后，切尔维亚科夫把自己的失态告诉了妻子。他的妻子先是被吓着了，但后来听说布
里扎洛夫是“别的部门的”，也就放心了。但他觉得妻子对发生的事过于轻率了。 

“不过你还是去一趟赔礼道歉的好，”他的妻子说，“他会认为你在公共场合举止不当！” 
“说得对呀！刚才我道歉过了，可是他有点古怪，而且一句中听的话也没说……再者也没

有时间细谈。” 
第二天，切尔维亚科夫穿上新制服，刮了脸，去找布里扎洛夫解释。他走进将军的接待室，

看到里面有许多请求接见的人。将军被围坐在其中，已经开始接受呈文了。将军询问过几人后，
抬眼望着切尔维亚科夫。 

“昨天在‘阿尔卡吉亚’剧场，如果大人还记得的话，”切尔维亚科夫说，“我打了一个
喷嚏，无意中溅了……务请您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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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废话……天知道怎么回事！”将军扭过脸，对下一名来访者说：“您有什么事？” 
“他不想说！”切尔维亚科夫脸色煞白，心里想道，“看来他生气了……不行，这事不能

这样放下，我要跟他解释清楚”。 
当将军接见完最后一名来访者，正要返回内室时，切尔维亚科夫一步跟上去，又开始嗫嚅

道：“大人，倘若在下胆敢打搅大人的话，那么可以说，只是出于一种悔过的心情……我不是
有意的，务请您谅解，大人！” 

将军做出一副哭笑不得的样子，挥一下手。 
“您简直开玩笑，先生！”将军说完，进门不见了。 
“这怎么是开玩笑？”切尔维亚科夫想，“根本不是开玩笑！身为将军，却不明事理！既

然这样，我再也不向这个装腔作势的人赔不是了！去他的！我给他写封信，再也不来了！真的，
再也不来了！” 

切尔维亚科夫这么思量着回到家里。可是给将军的信却没有写成。想来想去，怎么也想不
出这信该怎么写，只好次日又去向将军本人解释。 

“我昨天来打搅了大人，”当将军向他抬起疑问的目光，他开始嗫嚅道，“我不是如您讲
的来开玩笑的。我来是向您赔礼道歉，因为我打喷嚏时溅着您了，大人……说到开玩笑，我可
从来没有想过。在下胆敢开玩笑吗？倘若我们真开玩笑，那样的话，就丝毫谈不上对大人的敬
重了……谈不上……” 

“滚出去！！”忽然间，脸色发青、浑身打颤的将军大喝一声。 
“什么，大人？”切尔维亚科夫小声问道，他吓呆了。 
“滚出去！”将军跺着脚，又喊了一声。 
切尔维亚科夫突然感到肚子里什么东西碎了。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着，他一步一步

退到门口。他来到街上，步履艰难地走着……他迷迷糊糊地回到家里，没脱制服，就倒在长沙
发上……咽了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