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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精读」王愿坚 ：《老妈妈》 

作者| 王愿坚  赏析| 周秀义 

  
【编者寄语】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歌词写道：“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好比大松树冬夏常青。他不怕
风吹雨打，他不怕天寒地冻，他不摇也不动，永远挺立在山顶。”作家王愿坚笔下的“老妈妈”，
就像一棵青松一样屹立在革命的“山顶”，忠于党，忠于革命，全心全意，毫不动摇。作家采
用了怎样的艺术笔法塑造“老妈妈”的形象？让我们走进文本，感受炮火纷飞的战争年代革命
者对党的忠诚。 

【文本研读】 

老妈妈  

我问：“刚才那个女同志是谁？”（开篇写“我”的关
注，显示老妈妈与众不同的地方。设悬念，吸引读者阅读兴
趣。） 

 

同志说：“同志们都管她叫老妈妈。算咱这个医院的副
队长，又是政委、看护员、炊事员、采购员……反正这洞里
的事她一手包干。人倒是个好人，就是年岁大了，腿脚不
灵，嘴又啰唆……”听着听着，我不知不觉又睡着了。（“都”
“算”，用词精准。一方面显示伤员们对老妈妈的尊重；一
方面说明老妈妈“包干”的事多，充分体现出老妈妈的任劳
任怨和甘于奉献的革命精神。） 

 

 

故事开端：惹“我”眼球，“女

同志”是伤员们的老妈妈。 

天放亮的时候，外面的联络员传过回消息：“外面到处
是敌人，在找伤员。”一听这情况，洞里顿时乱了起来。旁
边的老刘第一个放大嗓门儿喊着：“唉！这下子可完了，完
了……”我也急得不知怎么是好。（点面结合。敌人到来时，
伤员们的骚乱，老刘的慌乱、悲观，“我”的焦急、不知所
措，一个小小的场面与下文老妈妈的表现形成鲜明对比，突
出老妈妈的临危不慌、泰然自若的特点。） 

 

正在这时，老妈妈忽然霍地站了起来，走到老刘跟前，
厉声地说：“老刘呀，什么完了，完了！你想想，你说这话
能对得住长征路上的那些同志不？……”她从腰里摸出一
件什么东西，用力抖了抖，里面铮铮作响，“这是特委留下
的钱，我可以偷着下山买米给你们做饭吃；钱花光了，我就
是下山讨饭，也不能让你们饿着……”（动作、语言描写。
充分显示了老妈妈临危不乱、镇定自若的成熟老练，她对伤
员引导有方、措施有力，照应开头“政委、看护员、炊事员、
采购员”角色的责任担当。前呼后应，构思巧妙；对比鲜明，
形象突出。） 

 

她说完话，洞里鸦雀无声。（以洞内寂静的氛围，衬托
人们内心的渐趋平静，突出老妈妈的话对人们情绪的安抚
作用。） 

 

山上的松涛呼啸着，风，把早晨的浓雾一团团地刮进洞
里来。（紧承上文，以声衬静。用呼啸的松涛衬托老妈妈的
话给伤员们内心的触动。写“浓雾”，为下文写老妈妈趁着

故事发展：危急时刻，老妈妈

的教育稳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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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大烧水的情节做铺垫。）  

休息了一会儿，老妈妈欠起身，低声叫道：“主力上下
来的张同志，你能到外面来吗？”洞外，是一块光坪。太阳
已经露脸了。从弥漫的大雾里看去，像个通红的大火球。她
搀着我向一棵大树走，忽然自言自语地说：“大妈，有开水
吗？我可要开的。”（单独把“我”调出，使用暗语。凸显
大妈作为有经验革命者的警觉和机智。再设悬念，推动故事
情节发展。） 

 

听到这句话，我不由得一怔。迎着朝阳，我眯着眼睛仔
细地打量起了她。苍老的脸上，刻着一条条深深的皱纹，门
牙也残缺不全，在她的左眼下，有一个黄豆大的疤痕……
噢，想起来了。三年前秋天，我奉命到潮汕地区去和一个新
成立的组织接头。这是我们约定好的联络暗语。她就是我的
联络人。她比三年前老多了，看上去约有六十岁的样子，嘴
角上添了皱纹，鬓角也花白了。（承接上文。两次刻画老妈
妈的外貌，突出老妈妈在年龄上的变化，与开头人们称其为
“老妈妈”相照应。“疤痕”的细节，引出“我”的回忆和
老妈妈的身份。年龄已大，仍全身心为党工作，表现老妈妈
对革命的忠诚，饱含了“我”对老妈妈的敬佩之情。） 

 

她把我扶到树下一块石头上坐好，收敛了笑容，说：
“老张，这里就咱两个在党，得把这担子担起来。”（神态、
语言描写。关切的动作，严肃的表情，庄重的语言，表现了
老妈妈对“我”的关心和鼓励，对党的忠诚以及对革命的责
任担当。）我们把事情商量好了，又回到洞里。大概因为我
是主力上来的，又是个干部，大家都同意我暂时负责。我拿
过那支驳壳枪来挥着。这工夫，老妈妈早已趁着雾大、不会
暴露目标的时候，点上了火，烧了开水；（照应前文对“浓
雾”的描写，显示老妈妈丰富的革命经验。）她把开水舀出
来一些，冲了盐水；又把米下到锅里。然后，端着一茶缸盐
水，挨个给伤员擦洗、包扎伤口。她这一切做得那么仔细，
那么沉着，就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老护士似的。这种镇定的情
绪感染着洞里的所有人，大家都安定下来了，人们脸上又露
出了笑容。（正侧面描写。对老妈妈的动作、神态、语言的
描写，照应开头对老妈妈的介绍，充分显示其丰富的革命经
验。“大家”的反应侧面衬托了老妈妈镇定的情绪有极强的
感染力。 

 

老妈妈把事情弄完了以后，抄起一根竹杖，对我说：
“我去了。” 

故事进一步发展：与“我”相

约，老妈妈为革命勇担重任。 

时间真难熬啊，太阳已经落了，还不见老妈妈回来。我
出去眺望了好几次，除了遍山荒草、大树、怪石，什么也看
不到。更难的是粮食没有了，同志们都在忍着饿呢！（心理
描写。“难熬”写出“我”盼望老妈妈的归来焦急心理。荒
凉的自然环境描写，交代了伤员们所处的恶劣环境，暗示老
妈妈讨饭异常艰辛。） 

 

黄昏时分，我决定顺着山路去找找看。我沿着小路往下
爬才约莫半里路，实在爬不动了。我靠着一棵大树，四下晇
望了一下，远远地看见路旁草丛里好像有一个人影在蠕动，
（“蠕动”采用拟物的修辞手法，从远处描写老妈妈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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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为写她严重的伤势做铺垫。）我警惕地掏出了枪，问
了声：“谁？”一个微弱的声音回答：“是我。”我走上去
一看，正是老妈妈。只见她脸上、手上满是血迹，两肘两膝
上的衣服也破了。她趴在地上，头前放着一个包包，她用手
和头顶着那个包包，正吃力地往山上爬。（“趴”“顶”
“爬”，三个连续动作，显示出老妈妈动作的吃力，更显示
出她对讨来东西的珍惜，凸显了她对伤员们的深深的关爱
之情。）我连忙跑上去，激动地叫了声：“妈妈！”她见我
来了，咧开干燥的嘴唇笑了笑。我用一只手拎着东西，她扶
着我，就上了山。（正侧面描写相结合。用“我”爬不动，
衬托老妈妈顽强的意志。正面描写老妈妈的肖像，突出其一
路的危险与艰难。老妈妈的笑，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乐观主
义精神。） 

她一进洞口，就忘记了劳累，挤在人堆里，（“挤”字
准确生动，既表现了老妈妈和战士们亲密无间的关系，更表
现了她全然忘记自己伤痛、急于让伤员们吃上食物的心情，
充分显示了老妈妈的无私与慈爱。）看看这个，瞧瞧那个，
像多久不见的亲人一样。她摸着年龄最小的和竹子的手，抱
歉地说：“孩子，饿坏了吧；上了几岁年纪，走道不利索，
真是……来”说着，解开了包包。这个包包简直是个杂货
摊，里面有约莫十来斤的一小袋米，有打糕，有窝窝、红薯、
干红薯丝子，有一块豆腐，有一个小南瓜，还有几卷各种颜
色的布——大概是给我们包伤口用的。她把可吃的东西按
人们的伤情轻重分了分。（动作、语言描写。关心伤员胜过
关心自己，表现了老妈妈慈母般胸怀。作者一一列举包包里
的东西，意在突出老妈妈是历尽艰辛才讨来的，充分表现了
老妈妈对革命同志的关心和爱护。） 

 

同志们饿了一天，现在每人都拿着一样东西吃起来。大
家有说有笑，洞里的空气顿时活跃了。（大家的说笑声与开
始人们的慌乱紧张形成鲜明对比，又照应老妈妈的承诺和
洞里的寂静，前有伏笔后又照应，结构严谨，情节紧凑。） 

 

正吃着，忽然和竹子喊了声：“老妈妈哪里去了？”  

我连忙跑出洞来找，只见她老人家正坐在一块大石头
上，两手捧着一样东西在吃呢，见我去了，忙把手里的东西
掖在衣服底下藏起来。（“掖”这个动作符合人物年龄、身
份和性格特点，准确生动，推动故事情节发展。）我好奇地
抢过来一看，原来是一块草根、菜叶、红薯丝、烂南瓜杂拌
的窝窝。我眼眶子一热，一把抱住她：“妈妈，你……”
（“我”直呼“妈妈”。表达了“我”内心的无限感动和对
老妈妈的万分心疼，侧面衬托出老妈妈无私奉献的革命精
神。） 

 

“别嚷，别嚷，别叫同志们听见。”  

我硬把自己手里的一块煮红薯和她换过来。这天夜
里，我被老妈妈的行动感动着，久久不能入睡。第二天清
晨，老妈妈早早做好了饭，换完了药，又下山了。 

故事高潮：历尽艰辛，老妈妈
讨得饭来鼓士气。 

一个白天，我把老妈妈下山讨饭的经过和她瞒着大家
吃的东西给大家说了说。最爱嚷嚷的老刘也怔怔地沉默了
一天，最后才对我说：“老张，我的伤势轻，有什么事只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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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我干，要不，我对不住妈妈呀！”…… 

日子过得飞快，我已经康复了。黄昏，我收拾停当，就
要上路了。走出了好远，回转头来看时，只见老妈妈还站在
岭头上向我张望，她那花白的头发，迎着山风，微微地飘动
着。（结尾的细节描写，有极强的艺术效果。内容上，体现
出老妈妈对“我”的关切；人物形象上，描写老妈妈花白的
头发迎着山风微微飘动，使老妈妈这个艺术形象更加鲜明、
具体，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主题上，更突出了老妈妈对
革命矢志不渝的忠诚，深化了小说的主旨。） 

 
故事结局：感动伤员，老妈妈
关心“我”归队。 

 

（有删改）  

【知识建构】 

本小说叙事艺术特色 

作家在构筑小说故事情节时构思要非常严谨，否则就会漏洞百出，失去故事的真实性和艺
术效果。水满则溢，小说情节也是如此，如果过“满”，情节没有“空白”，那读者就没有了
想象的空间，也就失去了艺术的味道。老妈妈在“我”和众伤员焦虑不安的关键时刻，一句“我
就是下山讨饭，也不能让你们饿着”使所有人情绪平复下来。但作者王愿坚并没有如一般小说
那样“前呼后应”，后续并没有写老妈妈去讨饭的情节，而是直接列举了老妈妈讨来的各种食
物。为什么？因为作者构思非常严谨。 

一是考虑到“我”这个叙述视角的限制，“我”不能见证下山讨饭的经过；二是要突出体
现老妈妈性格，老妈妈不能自我陈述讨饭的经过；三是为小说叙事留下空白，给读者留下想象
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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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老妈妈暗语的提示下，又通过辨认她的容貌，认出她是当年的联络人。 
B.老妈妈铮铮作响的钱袋子，既说服了同志们，也为后文故事情节发展埋下伏笔。 
C.老妈妈拿回的食物包，种类丰富，让同志们吃得开心，而她自己累得没有胃口。 
D.老妈妈为了上山，头顶着包，用爬的方式爬山，是因为搞粮食太累，身体衰弱。 
参考答案：A 
答案解析: 
B．钱袋子并没有说服同志们，也没有和后文情节做伏笔，后文老妈妈的食物包是讨饭而来。
C．她并不是“累得没有胃口”，而是饿得走不动，不舍得吃。 
D．没有“身体衰弱”。故选 A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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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写老刘这个人物面对敌人来找伤员时慌乱、悲观、不知所措，目的是与老妈妈这个人
物构成对比衬托的关系。 
B.小说写“我”回忆三年前跟老妈妈接头时她的相貌与现在的相貌形成对比，既丰富了文章
内容，又使人物形象更加饱满。 
C.小说叙写老妈妈点火、烧开水、冲盐水、擦洗和包扎伤口等一系列行为，主要是为了突出
老妈妈身体衰老的特点。 
D.小说收笔写头发花白的老妈妈站在岭头为“我”深情送别的画面，不仅生动感人，同时也
给读者留下回味的空间。 
参考答案：C 
答案解析： 
老妈妈在大家情绪都和紧张的情况下有条不紊地做事，主要突出她内心的镇定从容。 
3.小说以老妈妈的形象为结尾，有什么艺术效果？请结合文本内容做分析。(6 分） 
参考答案： 
①情节上，与开头“我”对老妈妈的关注相照应，首尾圆和，使小说结构更加严谨。②人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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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上，描写老妈妈花白的头发 “微微飘动”的细节，使老妈妈关心同志、忠于革命的艺术形
象更加鲜明、具体，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③主题上，更突出了老妈妈对革命矢志不渝的忠
诚，深化了小说的主旨。（每点 2 分） 
答案解析： 
本题考查分析小说结尾的艺术特点的能力。以人物形象为结尾，和开头“我”询问老妈妈是谁
相呼应，结构严谨；以老妈妈头发的细节描写为结尾，表现了老妈妈关心同志、忠于革命的品
质，使人物形象更鲜明；深化主旨，突出老妈妈对“我”的关怀和激励。 
4.小说中为什么没有写老妈妈下山讨饭的情节？请从叙述艺术角度进行分析。(6 分） 
参考答案： 
①受“我”这个叙述视角的限制，“我”不能见证下山讨饭的经过。②受表现老妈妈性格的限
制，老妈妈不能自我陈述讨饭的经过。③为小说叙事留下空白，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或
老妈妈讨回来的饭食，已经暗示出讨饭的艰辛）（每点 2 分） 
答案解析： 
本题考查分析小说情节安排的艺术的能力。小说中没有写老妈妈讨饭的情节，主要是受小说叙
述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限制；老妈妈无私奉献，性格决定其不能表述自己讨饭的过程；从艺术
上，作者留下空白，更能激发读者的想象力。答出三点，言之成理即可。 
【反馈检测】 
1.小说中“我”有什么作用？请结合文本进行分析。（6 分） 
2.小说是如何刻画老妈妈的形象的？（6 分） 
 
 
 

 

 

扫描公众号，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河北卢龙县中学  周秀义） 
【相关链接】 

王愿坚短篇小说创造的艺术特点 
王愿坚的作品多取材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和老革命根据地人民的斗争生活，

构思精巧，主题鲜明，富有故事性，并善于抓住典型细节和捕捉人物性格中闪光的东西来表现
英雄人物的崇高精神，写得真切感人。 

王愿坚的小说写得较好的有《党费》《粮食的故事》《老妈妈》《亲人》《三人行》《七
根火柴》《普通劳动者》《理财》等等。这些作品大多选取革命战争题材，但他的作品中缺少
敌我正面冲突的场景，他更着力于展现我方军民艰苦卓绝的斗争条件以及它对人的意志的锤
炼，可以说他在作品中注重开掘的是英雄人物身上的美好品德、顽强意志所折射出的美。  

《党费》中，在闽粤赣边区，敌人为破坏我军的地下群众组织，采取了“移民并村”活动，
加强了对地下革命活动的控制；战争也使边区老百姓物资极度贫困。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黄
新守着给山上的战士准备的一箩筐咸菜，却不舍得给自己饿得已有气无力的女儿吃一根腌豆
角。为了保护地下组织的联络员“我”，黄新选择了牺牲自己。《三人行》中的指导员王吉文
身负重伤，也只能以几片车前菜叶充饥，在背小周一人都力不能支的情形下，师长却命令他再
背起一名受伤的士兵，他有过犹豫，但为了多救一条同志的生命，他还是咬紧牙关，接受了任
务。他硬是挺着，一次背一人往前，走了十七、八次来回，直至自己伤口迸裂，昏倒在地。《七
根火柴》中的那位小战士，为了给队伍送七根火柴，他在自己最需要火的时候也没有动一根火
柴，最终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王愿坚虽主要写的是残酷艰苦的战争，但他的小说却也充满了人性美和人情味。他写出了
在恶劣的斗争条件下同志之间缔结的浓厚情谊，也注意写坚强的革命者在亲人、同志面前的柔
情。《亲人》中的曾司令员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决定弄假成真，认牺牲了的战友的父亲为
亲爹，让那位盼儿心切的老人心灵得到极大的慰藉。《妈妈》中的冯司长对下属就像亲妈妈一
样，当年为了革命的需要，她不得不卖了自己的儿子挣了完成任务所需的船票钱。当二十年后，
回国参加祖国建设的儿子找到她时，她是那么激动，她回想起当年撇下儿子时，自己走十几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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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回头时内心的酸楚和在漫长的岁月里对儿子的思念，在塑造一位坚强的女革命战士的同时
也写活了一个柔情似水的母亲。《理财》中游击队供给部胡部长宁愿被大家骂也要将粮食、金
银留到最关键的时候使用。看着战士们只能以野菜充饥，他心疼得整夜流泪，睡不着觉。  

王愿坚的小说的篇幅都非常短小，最短的还没有两千字。最长的也不过万把字，但他小说
的情节却非常生动，故事性强。《普通劳动者》的主题非常简单，但由于小战士不认识林部长，
在互助劳动中小战士对将军的暗中相助，小战士以听来的当年红军的故事来教导将军，工地上
有人回忆起林师长当年干活时的豪情却不知将军就近在眼前，等等这些情节就显得非常有趣
味性。《粮食的故事》虽叙述的是送粮的事，但里面的故事性也很强，尤其是当郝吉标在带儿
子一起去送粮的路上遇到了敌人，他以儿子为活诱靶，引开了敌人这一情节设置具有传奇性且
感人至深。这些出色的故事情节使王愿坚的小说有较强的可读性。 

（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