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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精读」《葵爷的马车》 

作者|       赏析| 孙春梅 

  
【编者寄语】 

可怜万里关山道，年年战骨多秋草。即便是和平年代的今时今日，过往历史的战争画面，
仍让每一个中华儿女刻骨铭心，尤其是抗日战争。而由此产生的很多抗日小说，再现那一段段
狼烟四起、血战乾坤的纷纭岁月，更是发人深省。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军民顽强抵抗直
至打败日本侵略者，表现扶危济困、浴血奋战的斗志与豪情，并体现出浓厚的民俗艺术与文化
底蕴。也许在《葵爷的马车》这篇短篇小说中，看不到《战争与和平》的恢宏与壮观，也看不
到《荷花淀》里的宁静与唯美，但这里有着抵御外侮的隐忍与解放精神——一位老者用微薄力
量与村民一起默默地坚守正义，在抗战的考验下，涌现出来的舍“亲”取义的抗战精神，深深
融入民族的血脉，其伟大的人格在历史长河里永远熠熠生辉，由此家国情怀薪火相传，新生活、
新气象的画卷铺展而来。 

【文本研读】 

葵爷的马车 

以物拟题，马车代表葵爷的职

业与能力，亲手打造，马车与

葵爷命运紧密相连，串起情节；

以事件拟题，别有深意，“马”

又有老马识途之意，暗示“识

途”归正的主题。 

1944 年秋，小日本鬼子赶到三井村的时候，葵爷的马
车已经利索地赶了六年。 

情节序幕：小鬼子进村时，葵
爷已赶了六年马车。 

那两根小叶槐的车把是葵爷当年窝了三天的劲打造出
来的，凿了洞孔，扣上木架，葵爷牵来白马，套上绳，一辆
崭新的马车便活生起来。葵爷赶着马车，开始走街串巷：
“收破烂来，卖废铁！”声音那个亮，从村东头能听到村西
头。（插叙葵爷打造马车、赶马车的情节，使文章脉络清晰；
以动衬静、夸张的手法，用洪亮的声音，突出小村的安静与
自由，推动情节发展，为后文日本兵的进驻打破这山村宁静
做铺垫，暗示主题。） 

 

小日本一来，葵爷看着院子里堆成五大垛的废铜烂铁，
心里犯了嘀咕：县里收购站也不知道还开不开，以后处理这
些废品就不怎么得劲了。葵爷早晚出来转悠一圈，打探打
探。那些小日本砍了村外的树，搭起很多的房子，葵爷见了
心里直骂娘。特别是看见日本兵戴的帽子就笑，说那玩意也
叫帽子？两边拉那么长的布块，真像猪耳朵。（比喻，把日
本兵的帽子两边拉长的布块比喻成“猪耳朵”，此处的“心
里直骂娘”与“笑”共同彰显葵爷对敌人的无比憎恶。）（对
比之前的自在生活，现在有日本兵在，葵爷越发感觉不自
在，尤其他们砍树建房是打算常驻于此，他的心里更是痛恨
无比。） 

情节开端：葵爷收破烂的自在
小日子成了回忆与奢望。 
 

这天中午，葵爷收了半马车破烂回家，却看见一群小鬼
子站在自家院子里头，齐刷刷两排；堂屋门前面，他常躺着
休息的藤椅上坐着个日本人，精悍的脸上戴着眼镜，紧束的
腰间别着军刀，架势像个军官；旁边站着的是后村三十岁的
老疤。老疤看见葵爷进门，向那个军官猛地低了一下头，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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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葵爷：“葵爷，这位是皇军驻咱县的小田上佐少校，也
是皇军物资后备处的直属专员。小田专员等你很久了，有件
事情得跟你说。”葵爷拴住马，还没回话，老疤咽口吐沫继
续说道：“现在皇军前线需要铁和铜，要造小型船，所以，
你这破铁烂铜就归皇军了，明天就拉。专员说了，会赏你一
块大洋，这也是亲民政策的体现。亲民，你懂吗？”说完，
看了一眼葵爷，呵呵一声短促的冷笑。 

葵爷心里一凉，没有办法，点点头要接大洋，却被一边
冲出的儿子德柱抢了去，葵爷骂了他一句。老疤回头又吃吃
两声笑，低头哈腰地跟着小田走了。等两排小日本也刷刷地
离开后，葵爷对着他们的背影又骂：“呸！汉奸狗腿，一群
猪耳朵。”回头，儿子也没有了踪影，不知去哪里花销去了。
（看似闲笔，葵爷儿子抢走大洋“不知去哪里花销去了”，
来去不定，可见他缺少自身的价值取向，只知贪图享乐、不
顾亲情大义，这为他成为日本兵的走狗做铺垫；侧面衬托，
用葵爷儿子的的不仁不义反衬葵爷的深明大义。） 

 

次日天刚亮，葵爷家门口就开来四辆大车，一阵忙活
后，葵爷几年的辛苦就空了，只剩下一垛破布。（对比手法，
有用的废铜烂铁都被日本兵“买”去支援前线，只剩下没用
的一垛破布，这为后文葵爷堵住地窖口做铺垫。）葵爷几天
前在临近县里的镇上听说，小日本快不行了，他们马上要溃
退了，可如今谁能想到他们会这么快到这个偏僻的村子来
收集废铜烂铁造船，以防溃败时能顺利回国。（侧面烘托手
法，小日本垂死挣扎竟如此猖獗，让葵爷等百姓始料未及，
由此侧面突出他们的用心之“苦”，野心之大，这与末尾日
本人投降形成强烈对比。）葵爷有些后悔没有早卖掉破烂。
大车叮叮咣咣地离开后，葵爷想再有了铁还是被他们抢走，
干脆卸了马车，立在墙壁上。葵爷打算歇业了。 

 

葵爷歇业后也不常外出，反正日本人鉴于他的贡献也
不能把他怎么样，他就待在家里抽抽烟，喂喂马，闲着。    

不久，日本人设了很多关卡，开始扫荡。把村里和临镇
的铁具统统缴了上来，还炸了两座桥，拆走了铁条和钢筋。
在别处的村子还杀了不少阻止收缴的人，一丝不挂地吊在
树上示威。逮了不少鸡鸭，侮辱了不少女人，烧了不少房
子。看见日本人，村人的牙咬得咯咯响。（点面结合，直接
交代社会背景，小日本的所作所为——烧杀抢掠，让村人咬
牙切齿，痛恨不已，他们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亟待救援。） 

情节发展：日本兵收走破铜烂
铁，葵爷歇业赋闲在家。 
 

一天，葵爷出门，刚坐到井边想跟村人聊两句，一个
说：“葵爷，你以后就别收破烂了，跟你儿子享福吧，他都
成了小田身边的红人了，还跟着老疤抢东西呢。”他们说几
句就走了，躲着一样。葵爷一愣。来到第二口井边，又有个
老人说：“三兄弟啊，德柱这孩子虽然从小没了娘，可仿你，
有本事，他得到的赏钱就够你们老少花的了。”葵爷把三井
村的三口井走遍了，也没有挂住脸面，就径直回家了。（照
应前文，葵爷歇业闲居，才有这在街坊邻里转悠的时间，
“道听途说”产生误会，进而推动情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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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葵爷就赶着马车出村了，一路还是那么吆喝
“收破烂来，卖废铁！”小日本的关卡士兵知道葵爷去收
铁，就客气地给他开道。村里人看了，摇头叹气：“儿子给
日本人卖命还不行，老子也上马，真识时务。”（老乡们误
会重重，葵爷颜面扫地，这暗示着葵爷似乎要有所行动。制
造悬念，久闲在家的葵爷突然一反常态，竟大张旗鼓地出去
收破烂，一方面给老乡又留下口实，为葵爷“蒙冤”增加曲
折性；另一方面让人思索他是否“真识时务”，增加故事
性。） 

 

等葵爷回来的时候，马车上除了几块烂铁外，还有一个
雕刻有花纹的大箱子，看上去像有几百年的样子。（看似简
单交代，但箱子之雕刻花纹显示其精工，箱子之大显示其贵
气，“几百年”显示其有历史价值，这是在为后文形成人人
皆知的场面做铺垫。）葵爷的车子赶得快，村人也没有来得
及跟他说话：乖乖，你瞅瞅，葵爷收着古董了，就那箱子也
得值一笔钱！葵爷到家四天没出门，村外传言都传疯了，说
他收到了宝贝，关卡的日本兵不识货。 

 

第五天，德柱回来了。一进院门，看见父亲从一个墙角
的地窖里钻出来，窖口边新鲜的土还透着褐色。葵爷还没有
开口，德柱就狠狠地插上门闩飞奔过来：“爹，听说你收到
了一件古董？” 

 

“嗯，可不能让日本人知道。”  

“爹，真的？嘿嘿，是什么古董，我看看。”停顿了下，
又神秘地说：“我正是奉小田的命令来取宝贝的。小田说
了，重重有赏啊。爹，你说这乱世里，咱不靠日本人靠谁
呀！”（对比，儿子一席话，父亲的心凉了半截，同时也验
证了老乡与他的猜想。） 

 

“放屁！世道怎么乱，心窍不能乱。好了，我知道你倔
了心了，为了你的将来，我成全你。安全起见，这几天我挖
了地窖，那个箱子我放地窖里了，你自己去拿吧！”德柱来
到地窖边，顺着侧壁的脚坑进了有四米多深的地窖，他高兴
地打开箱子，却傻眼了：“爹，怎么是一块木头，那宝贝
呢？”葵爷没有听完，就挥动大铁锨往窖里填土，那土如瀑
布一般倾泻，瞬间就淹没了下面的嘶喊。填平了地窖，葵爷
流着眼泪，把地窖口铺满了破布。（对话描写，“世道怎么
乱，心窍不能乱”，他时刻不忘教育儿子做人的道理，“可
怜天下父母心”，让人泪目；含泪活埋了儿子，突出他大义
灭亲，为民除害的可贵品质。） 

情节高潮：葵爷运箱密谋，含
泪活埋“汉奸”。 
 

后来，葵爷锁了院门，赶着马车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
等第二年日本人投降后，七十岁的葵爷才赶着马车回到三
井村，车上装着一堆收来的废铁。（此处与前文插叙内容相
呼应，吸引读者阅读兴趣，结构严谨；又与日本兵进驻、葵
爷儿子当汉奸形成鲜明对比，他追求的是自由自在的生活，
由此深化了反对战争、追求和平的主题思想。） 

情节结局：日本人投降后，葵
爷继续过回他的自在生活。 
 

（有删改）  

【知识建构】 

细节描写 

细节描写指的是对抓住生活中的细微而又具体的典型情节进行具体地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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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描写在文章描写中的地位看似闲笔或赘笔，但都是作者精心地设置和安排。一篇文章，
恰到好处地运用细节描写，能起到烘托环境气氛、刻画人物性格和揭示主题思想的作用。运用
细节描写，要为表现人物性格、发展故事情节以及直接、间接揭示作品意义或主题思想服务。
细节要尽量典型，富有表现力，能起到以小见大的作用。 

细节要真实。典型环境、典型性格，必须建立在细节真实的基础上。细节还要新颖独特、
有生命力。如文中老疤看见葵爷进门，“向那个军官猛地低了一下头”形象地刻画了老疤的殷
勤献媚的嘴脸；“德柱就狠狠地插上门闩飞奔过来： ‘爹，听说你收到了一件古董？’”形
象地刻画德柱恨不得一下冲回军营邀功请赏的谄媚丑态，另一面葵爷也在暗自庆幸——鱼已
上钩，但内心又是无比沉痛的纠结，进而彰显对日本占领村屯的无比痛恨和对和平宁静的乡村
生活热爱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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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两根小叶槐的车把的细致描绘是为了表明葵爷在三井村是个数一数二的造车的好手。 
B.葵爷的儿子抢走了一块大洋，说明他是个贪图享乐，不顾大义的人。葵爷骂他，实际上也对
鬼子表达了强烈的不满。 
C.三口井边的人们恭维葵爷，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夸奖葵爷的儿子，语带妒意。 
D.葵爷行事稳重，随时而化，使得小日本的关卡士兵知道他去收铁，都客气地给他开道。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理解内容的能力。A 项“数一数二”错，于文无据；C 项“语
带妒意”错，应是村民语带讽刺；D 项“葵爷行事稳重，随时而化，使得小日本的关卡哨兵都
客气地给他开道”错，妄加揣测。故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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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葵爷赶了六年的马车，然后再说他造车的手艺，用了“后交代”的手法，引人入胜。 
B.老疤“吃吃”两声笑，低头哈腰的表情、动作的描写从反面衬托了葵爷有骨气、爱国的本性
特点。 
C.”等葵爷回来的时候，马车上除了几块烂铁外，还有一个雕刻有花纹的大箱子”此处设疑、
让故事扑朔迷离。 
D.小说描述了葵爷收废铁被鬼子强行征用时的愤怒与无奈，儿子变成汉奸时毅然决然，情节跌
宕起伏，矛盾冲突激烈。 
【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探究文本艺术特点的能力。D 项“情节跌宕起伏”错。情节设置按发生
发展的过程叙述，葵爷用计，只是增添了故事性。故选 D 项。 
3.文学作品中如果没有细节，就等于人没有了血肉。没有细节的文学作品不能称之为艺术，也
不值得欣赏品味。请找出本文几处细节描写，加以赏析。（4 分） 
【参考答案】①“老疤看见葵爷进门，向那个军官猛地低了一下头”，形象地刻画了老疤的奴
才嘴脸。②“窖口边新鲜的土还透着褐色”，暗示葵爷的儿子听到消息就跑回来的急切。③“德
柱就狠狠地插上门闩飞奔过来：‘爹，听说你收到了一件古董？’”形象地刻画了德柱急于讨
好鬼子的丑态。（答对两点，分析透彻给满分，其他符合题意可酌情给分。）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鉴赏文章写作手法的能力。细节描写的作用主要有突出人物鲜明的个性
特点，推动故事情节发展；使主旨得以升华。细节一，“老疤看见葵爷……低了一下头”，其
中“猛地一低头”这一细小动作的刻画，描写出老疤丑陋的奴才嘴脸。细节二，“窖口边新鲜
的土还透着褐色”，对周边环境细致地刻画，表现了人物的内心活动，表现出葵爷的儿子听到
消息就跑回来的急切。细节三，“德柱就狠狠地插上门……‘爹，听说你收到了一件古董’”，
动作、语言描写，表现出德柱的谄媚。 
4.“葵爷的马车”在文中多次出现，请结合文本分析其作用。（6 分） 
【参考答案】①概括主要事件，串联情节的线索：造马车、收废铁、赶车收雕刻有花纹的大箱
子、赶着马车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等第二年日本人投降后，七十岁的葵爷才赶着马车回到三
井村，车上装着一堆收来的废铁。②衬托葵爷是有手艺、有爱国心、富有正义感的人。③寄托
葵爷对马车的情感，表明马车对葵爷的重要性。（答对一点给 2 分，言之成理亦可酌情给分。) 
【解析】本题考查物象的作用。“葵爷的马车”这一线索反复出现，贯串全文，将人物、事件
串联起来。文章开头写葵爷造马车、收废铁，赶着马车收雕刻有花纹的大箱子，在将自己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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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在地窖后，又赶着马车去了很远的地方。等日本人投降后，七十岁的葵爷又赶着马车回村。
这一系列故事有效串联，结构完成严谨。在文中，围绕“葵爷的马车”反复叙述，层层深入，
造马车这一情节表现出葵爷的手艺精湛，因为自己儿子给日本人卖命而感到耻辱，忍心将儿子
埋在地窖里，表明他是有爱国心、富有正义感的人。从主题角度来说，葵爷的马车与葵爷命运
紧密相连，他用马车谋生，又在选择杀死儿子后坐着马车离开，随着抗日的胜利，葵爷又坐马
车回到家乡，葵爷的命运同马车联系紧密，二者融为一体，谁也离不开谁。 
【反馈检测】 
1.文中两次出现“猪耳朵”，请结合上下文说说你的理解。 
2.“老疤”在文中的作用是什么？请简要分析。 
 
 
 

 

 

扫描公众号，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黑龙江省克山县第一中学  孙春梅） 
【相关链接】 

浅析《百合花》中的细节描写 

刘娴 

凡读过当代女作家茹志鹃的短篇小说《百合花》（下文简称《百》）的读者，都会被小说
中生动的故事情节深深地打动。我想，打动读者心灵的除了是作者在小说中塑造的两位主人公
一小通讯员和新媳妇的那种朴实、善良而又纯真高尚的品质外，还有的就是作者高超的写作技
巧所产生的效果，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细针密线似的细节描写。 

细节描写是对描写对象作逼真、细腻、具体生动地描绘，它是文学作品中描写人物性格、
推动事件发展、表现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最小的组成单位。由于它“细小”，所以看起来好
像是作者行文中不经意地信手泼墨，但细细品读，就会感受到作者含不尽之意，见于描写之外，
正如古人所说：“言有浅而可以托深，类有微而可以喻大。”《百》中的几处细节描写，正体
现了这种效果。 

一、借“伪装”，刻画人物性格，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留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 
人物形象的鲜明，主要靠性格特征刻画得突出，而性格特征又离不开典型细节的运用。宋

代大学者王安石说过：“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典型细节运用得当，能起到以
一当十、画龙点睛的作用，使人物形象顿放异彩，充分展示人物的个性特征、心理状态和本质
特征。在《百》中，作者用她那细腻的笔触，曾两次写到小通讯员步枪简里的“伪装”，对刻
画人物性格及本质特征，起到了鲜明的效果，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一次是在去包扎所的路上，“我”看见他“肩上的步枪筒里，稀疏地插了几根树枝，这
要说是伪装，倒不如算是装饰点缀。”第二次是“我”目送他走远了，“看见他的枪筒里不知
什么时候又多了一枝野菊花，跟那些树枝一起，在他耳边抖抖地颤动着。”这看似信笔写来的
几句，却把小通讯员那纯朴、自然的情趣表现了出来。在即将发起总攻的时候，在紧张的战斗
间歇，这个小战士还有心思把伪装作为装饰，在枪筒上插上树枝和野菊，这种行为表面上是
“我”随意看到的，或者还显出这个小战士的天真、孩子气或是涉世不深，实际上这些描写正
体现了小通讯员的青春活力，表现了他对生活的热爱。 

对枪筒上的树枝和菊花的描写，作者安排得非常巧妙和自然。“初看时不一定感受到它的
分量”（茅盾语），但由于作者描写得逼真，寥寥几笔，就在读者面前描绘出这样一幅画面：
“我”站在路边，目送着小通讯员轻松、愉快地返回团部，肩上“枪简上的树枝和菊花在他耳
边一颠一颠的”，小通讯员的纯朴、天真、活泼的形象“就嵌在读者的脑子里了，描写的细节
虽小，但成为人物形象的有机，部分，不但描出了人物风貌，也描出了人物精神世界”（茅盾
语）。而随着后来小通讯员为抢救担架队员而壮烈牺牲，这幅画面又会重新浮现在读者面前，
使人物的崇高行为感人至深，使人物形象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二、写“馒头”，揭示人物的善良品质，表达“我”对小通讯员的思念之情，引起读者共
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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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中，作者还似有意无意地写到小通讯员为“我”开饭的“二个馒头”。其实，馒
头虽小，但作者蕴寓其中的深刻意义和感情却令人咀嚼、回味。 

第一次是在小通讯员离开包扎所返回团部时，“走不几步，他又想起了什么，在自己的挎
包里掏了一阵，摸出二个馒头，朝我扬了扬，顺手放在路边的石头上，对我说：‘给你开饭啦。’”
这个小通讯员，虽然自己还是个孩子，但是，革命队伍的熏陶，培养了他体贴、关心他人的好
品德。当他由自己而想到“我”忙到下午还没吃午饭时，便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午饭送给战友，
自己空着肚子，但却很轻松愉快，“脚不点地地走了”。“我拿着这二个馒头，望着他远去的
身影，想着他的憨厚、善良、朴实，心里是热乎乎的，充满了感激，从心底更加喜爱这个小老
乡”，同时，也激起了读者对小通讯员的喜爱之情，从而为下文失去这么好的战友而悲痛蓄势。
第二次当小通讯员牺牲后，新媳妇还一针一线地为缝补衣肩上的破洞，“我”实在忍受不了这
“沉重的氛围”，“我想看见他坐起来，看见他羞涩地笑，但我无意中碰到了身边的一个什么
东西，伸手一摸，是他给我开的饭，二个干硬的馒头....”如果说第一次写这二个馒头，是为
了表现小通讯员的细心和关心他人的品质，那么，第二次出现则更使“我”睹物思人，勾起“我”
对小通讯员的深切思念，想起他的羞涩、憨厚，想起他的天真、活泼，想起他的善良、体贴。
作者高超的写作技巧在于好像是无意碰到，其实是有意描写，且字里行间虽没有一字来直接描
述自己的感情，但通过这“饱含着战友之情”的二个馒头，深切表达了“我”痛失战友的内心
悲痛之情，“立片言而居要”，产生了“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共鸣。 

可见，准确地捕捉生活中的细节，恰如其分地进行描写，正如“馒头”细节中有行动、有
语言、有情状的描写，就能鲜活人物形象，昭示人物思想品质，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三、写“衣肩上的破洞”，照应故事情节的前后发展，渲染气氛，牵动着读者的心。 
细节和情节的关系极为密切，细节是情节的“最小组成单位”。当某一典型细节成为情节

的艺术中心，在作品中连续出现时，就成了故事往前滚动发展的链条，把各种线索穿连起来，
把人物关系编织得繁杂厚实起来，使得故事前后呼应，浑然一体。《百》中最精彩、最感人同
时又起到上述作用的细节描写，还要数对小通讯员“衣肩上的破洞”的反复描写，文中共出现
了四次。 

第一次是在借被时，由于羞涩、慌张，小通讯员在接过新媳妇递过来的新被转身走时，不
小心，衣服肩膀上挂破了个洞，而且高低不肯让新媳妇缝补，这既照应了前文写的小通讯员的
腼腆、憨厚，又表现了他的执拗，当然还带有一点对新媳妇的愠意。 

第二次是小通讯员离开包扎所返回团部时，“我”看见他肩上撕挂下来的布片在风里一飘
一飘。我真后悔没给他缝上就让他走，现在至少要裸露一个晚上肩膀了。这一方面呼应前文，
说明这个破洞确实不小，同时也说明“我”一直目送小通讯员远去，加上对“我”后悔心情的
描写，细腻地渲染了“我”对小通讯员的惦念、关怀，并且隐隐约约地暗示小通讯员要出事，
为下文写小通讯员负伤牺牲埋下伏笔。 

第三次，小通讯员躺在门板上，新媳妇看见衣肩上的破洞，发出惊叹，这不仅进一步证实
担架队抬回来的这个重伤员确实就是小通讯员，而且还说明他从包扎所回到团部后，一直都无
暇顾及这个破洞，并且到最后连这个破洞都没有来得及缝补就牺牲了，同时，又表现了小通讯
员大公无私、一心扑在自己工作上的高尚品质，使小通讯员的形象在读者的心目中愈加高大起
来。 

第四次，新媳妇“低着头，正一针一针在缝他衣肩上那个破洞”，医生说“不用打针了”，
可新媳妇好像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依然拿着针，细细地、密密地缝着，“我实在看
不下去了，劝她不要缝了”，她却异样地瞟了“我”一眼，“低下头，还是一针一针地缝着”。
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和感情：有对当初小通讯员“受气”的懊悔和内疚，更饱含着对烈士
的敬佩和痛悼。文字跌宕起伏，并唤起了读者的种种回忆：借被子，门钩挂破衣服，高低不肯
让人缝补…… 

四、以“百合花新被”推动故事情节向前发展，深化小说主题。《百》中，起到推动情节
向前发展的作用，把各种线索串连起来的还有那床不容忽视的“枣红底上撒满白色百合花”的
新被子。由一开始小通讯员“借被”，到“我”看见新媳妇把这床被子铺在靠门口的一块门板
上，再到小通讯员负重伤被抬下来放在这块门板上，到最后新媳妇“献被”。一步一步，推动
故事情节向前发展，使得故事首尾呼应，成为有机的整体，同时，也使小说的主题得到了升华，
赋予了标题“百合花"更深刻的象征意义：它既象征了二位主人公纯洁美好的心灵，同时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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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在军民之间一朵象征纯洁高尚感情的花。 
“入妙文章本平淡，等闲言语变瑰琦。”《百》中的这些前后呼应、反复描写的细节，看

似随笔写来，其实无一处为真闲笔，它是作者处心积虑的设计，不仅安排得均匀得当，同时又
蕴藉地传达出浓郁的感情，使文章各部分的内在联系更加紧密，使作品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更加
深沉，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使读者抑制不住感动的情绪，确如茅盾先生对小说的高度评价：
“这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