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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精读」孙犁 ：《山地回忆》 

作者| 孙犁  赏析| 张晓燕 

  
【编者寄语】 

大型史诗般影片《长津湖》在万众期待中隆重上映。这部电影全景式地再现了战争的惨烈、
悲壮，其中“冰雕连”的画面荡气回肠、震撼人心，更让人们体会到了战争的冷酷无情。然而
在战争文学中，还有一些作家另辟蹊径，他们有意避开了硝烟弥漫、枪林弹雨的战斗场景，以
独特的艺术视角和深厚的文学功底，叙写出战争的诗情画意和人情美。孙犁的《山地回忆》就
是这样的一部作品，清新自然，细腻多情，字里行间涌动着作者深沉隽永的感怀之情。孙犁说：
“人的一生能够被一个村庄，哪怕是异乡的水土所记忆、所怀念，也就算不错了。”下面让我
们共同品读这记忆中的山水情吧。 

【文本研读】 

山地回忆  

从阜平乡下来了一位农民代表，参观天津的工业展览
会。我们是老交情，已经快有十年不见面了。我陪他去参观
展览，他对于中纺的织纺，对于那些改良的新农具特别感到
兴趣。临走的时候，我一定要送点东西给他，我想买几尺
布。(小说开篇写“我”想送给乡下来的农民朋友一些布，
从而引出买布的原因，为下文转入回忆往事做铺垫。)  

 

为什么我偏偏想起买布来?因为他身上穿的还是那样
一种浅蓝的土靛染的粗布裤褂。这种蓝的颜色，不知道该叫
什么蓝，可是它使我想起很多事情，想起在阜平穷山恶水之
间度过的三年战斗的岁月，使我记起很多人。这种颜色，我
就叫它“阜平蓝”或是“山地蓝”吧。  

 

他这身衣服的颜色，在天津是很显得突出，也觉得土
气。但是在阜平，这样一身衣服，织染既是不容易，穿上也
就觉得鲜亮好看了。阜平的天气冷，山地不容易见到太阳。
那里不种棉花，我刚到那里的时候，老大娘们手里搓着线
锤。很多活计用麻代线，连袜底也是用麻纳的。（寥寥几笔，
看似轻描淡写，却勾勒出阜平特有的风土人情。从中可以看
出山地人民艰辛的生存环境和坚强不屈的性格，又烘托出
他们无私支援抗战的牺牲精神和崇高品德。）（小说开篇运
用倒叙的手法，由农民代表身上穿的一件“山地蓝”粗布衣
服，想到多年前艰苦的山地战斗生活；由山地不种棉花，以
麻代线，引出一双麻线袜子的故事，追忆“我”和女孩那段
难忘的往事。这种写法一方面给人特别真实亲切的感受，另
一方面也巧妙烘托出当年半块布头、一双袜子的深情。）  

 
 
第一部分：故事的引子。由见
到故人引出对过去生活的回
忆。 

就是因为袜子，我和这家人认识了，并且成了老交情。
（过渡句，承上启下，同时点出小说的重要物象。）那是个
冬天，该是一九四一年的冬天，我打游击打到了这个小村
庄，情况缓和了，部队决定休息两天。(简单交代故事发生
的时间、地点及背景。)  

 

我每天到河边去洗脸，河里结了冰，我登在冰冻的石头
上，把冰砸破，浸湿毛巾，等我擦完脸，毛巾也就冻挺了。
有一天早晨，刮着冷风，只有一抹阳光，黄黄的落在河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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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山坡上。（冰冻的河流，刺骨的冷风，罕见的阳光，从细
节上写出了山地环境的恶劣，为人物的出场提供背景。）我
又登在那块石头上去，砸开那个冰口，正要洗脸，听见在下
水流有人喊：  

“你看不见我在这里洗菜吗?洗脸到下边洗去!” （写
女孩的出场：未见其人，先闻其声，有先声夺人之效。） 

 

这声音是那么严厉，我听了很不高兴。这样冷天，我来
砸冰洗脸，反倒妨碍了人。心里一时挂火，就也大声说：  

 

“离着这么远，会弄脏你的菜!”   

我站在上风头，狂风吹送着我的愤怒，我听见洗菜的人
也恼了，那人说：  

 

“菜是下口的东西呀!你在上流洗脸洗屁股，为什么不
脏?” （好一个心直口快、蛮不讲理的女孩!几句话便激发
了读者的好奇心。） 

 

“你怎么骂人?”我站立起来转过身去，才看见洗菜的
是个女孩子，也不过十六七岁。风吹红了她的脸，象带霜的
柿叶，水冻肿了她的手，象上冻的红萝卜。她穿的衣服很单
薄，就是那种蓝色的破袄裤。  

 

十月严冬的河滩上，敌人往返烧毁过几次的村庄的边
沿，在寒风里，她抱着一篮子水沤的杨树叶，这该是早饭的
食粮。（此段肖像描写很有特色：重神似不重形貌，比喻性
描绘生动传神，耐人寻味，重点突出女孩贫寒的身份和吃苦
耐勤的特征。）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时心平气和下来。(侧面写出了女
孩的楚楚动人、惹人怜惜，也体现了子弟兵对人民的爱护之
情。)我说：  

 

“我错了，我不洗了，你在这块石头上来洗吧!”   

她冷冷地望着我，过了一会才说：  

“你刚在那石头上洗了脸，又叫我站上去洗菜!”   

我笑着说：   

“你看你这人，我在上水洗，你说下水脏，这么一条大
河，哪里就能把我脸上的泥土冲到你的菜上去? 现在叫你
到上水来，我到下水去，你还说不行，那怎么办哩?”  

 

“怎么办，我还得往上走!”   

她说着，扭着身子逆着河流往上去了。登在一块尖石
上，把菜篮浸进水里，把两手插在袄襟底下取暖，望着我笑
了。（得理不饶人，处处占上风。“扭”“登”“浸”“插”
“望”“笑”一系列的动作细节描写，将女孩俏皮活泼、率
真可爱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两人之间的紧张
气氛也被灿烂的笑容化解了。） 

 

“什么时候，才能打败鬼子?”女孩子望着我，“我们
的房，叫他们烧过两三回了!” （表现女孩对“打败鬼子”
的期盼和对侵略者的仇恨。） 

 

“也许三年，也许五年，也许十年八年。可是不管三年
五年，十年八年，我们总是要打下去，我们不会悲观的。”
我这样对她讲，当时觉得这样讲了以后，心里很高兴了。 
（一问一答，彼此回应，既有鼓励，又有期许。在朴素的话
语中蕴含着“我”对抗日的坚定意志和必胜的信心。） 

 

“光着脚打下去?”女孩子转脸望了我脚上一下，就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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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下头去洗菜了。 

我一时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问：   

“你说什么?”   

“说什么?”女孩子也装没有听见，“我问你为什么不
穿袜子，脚不冷吗?不会求人做一双?”（面对军人的“我”，
女孩的话语表现了她娇羞的情态和美好的心灵。）  

 

“哪里有布呀?就是有布，求谁做去呀?” （我明知故
问，试探其真心。读者不禁会心一笑。） 

 

“我给你做。”女孩子洗好菜站起来，“我家就住在那
个坡子上，“她用手一指，“你要没有布，我家里有点，还
够做一双袜子。”她端着菜走了，我在河边上洗了脸。我看
了看我那只穿着一双“踢倒山”的鞋子，冻的发黑的脚，一
时觉得我对于面前这山，这水，这沙滩，永远不能分离了。
（多么善良体贴的女子！那温柔的话语像春日的暖阳，融化
了“我”冰冻的心。我恍然大悟：刚才女孩的各种“挑衅”，
显然是“有备而来”。她怜惜“我”冬天光脚打仗，想给“我”
做一双袜子，却碍于少女的娇羞不便贸然提出，所以才通过
这种“特殊的方式”打破场面啊。“我”的心一下子温暖起
来，觉得自己和“这山，这水，这沙滩，永远不能分离”了。
这正是军民之间鱼水情深、人民子弟兵永远离不开人民的
真实写照。作者用诗的语言直接抒发内心的真情实感，具有
诗的意境，充满着浪漫、美好和动人的诗情。）  

第二部分：故事的开端。“我”
在河边偶遇女孩，一番毫无恶
意的口角之争后，女孩提议给
我做一双袜子。正所谓“不打
不相识”， “我”和女孩一家
便这样结下了不解之缘。 
 

第五天，我穿上了新袜子。   

女孩子的父亲是个生产的好手，现在地里没活了，他正
计划贩红枣到曲阳去卖，问我能不能帮他的忙。部队重视民
运工作，上级允许我帮老乡去作运输，每天打早起，我同大
伯背上一百多斤红枣，顺着河滩，爬山越岭，送到曲阳去。
女孩子早起晚睡给我们做饭，饭食很好。（此段叙写正面体
现了军爱民、民拥军的水乳交融之情。）一天，大伯说：  

 

“同志，你知道我是沾你的光吗?”   

“怎么沾了我的光?”   

“往年，我一个人背枣，我们妞儿是不会给我吃这么好
的!”（大伯口中的“沾光”，从侧面表现出女孩的质朴善
良和对子弟兵的无私关爱之情。）  

 

我笑了。女孩子说：   

“沾他什么，他穿了我们的袜子，就该给我们做活了!”   

又说：   

“你们跑了快半月，赚了多少钱?”   

我们一同数了票子，一共赚了五千多块钱，女孩子说：   

“够了。”   

“够干什么了?”大伯问。   

“够给我买张织布机子了!这一趟，你们在曲阳给我买
架织布机子回来吧!”无论姥姥、母亲、父亲和我，都没人
反对女孩子这个正义的要求。我们到了曲阳，把枣卖了，就
去买了一架机子。大伯不怕多花钱，一定要买一架好的，把
全部盈余都用光了。我们分着背了回来，累的浑身流汗。 

 

这一天，这一家人最高兴，也该是女孩子最满意的一
天。这像要了几亩地，买回一头牛；这像制好了结婚前的陪
送。（攒钱买来织布机，女孩满意又幸福，表现了她对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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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的渴望和积极向上的性格。）  

以后，女孩子就学习纺织的全套手艺了：纺，拐，浆，
落，经，镶，织。（“妞儿”的形象是寄托着作者某种精神
与理想的诗化人物。他们以坚强的意志和无私的奉献精神，
迎接着每一个崭新的黎明。孙犁热情地歌颂着人情美和人
性美，并在这些人物身上，寄寓了光明和希望。） 

第三部分：故事的发展。“我”
和女孩一家互帮互助，建立起
深厚的友谊。 
 

当她卸下第一匹布的那天，我出发了。从此以后，我走
遍山南塞北，那双袜子，整整穿了三年也没有破绽。一九四
五年，我们战胜了日本强盗，我从延安回来，在碛口地方，
跳到黄河里去洗了一个澡，一时大意，奔腾的黄水，冲走了
我的全部衣物，也冲走了那双袜子。黄河的波浪激荡着我关
于敌后几年生活的回忆，激荡着我对于那女孩子的纪念。
（此段对袜子经历的叙写从侧面透示了战争时代风云的变
幻，把残酷的战争写得看似平淡却蕴含深情。袜子的坚实牢
固象征着军民之间的深厚情谊。偶然的疏忽虽冲走袜子，却
永远冲不掉“我”对山地生活的回忆和对姑娘的怀念。孙犁
很善于抒发自己的情感，他的情感不是轰轰烈烈地表达出
来，而是像小桥流水般慢慢地渗入小说的字里行间，令人品
之不尽、味之无极，显示了一种似淡实浓的独特的抒情韵
味。）  

 

开国典礼那天，我同大伯一同到百货公司去买布，送他
和大娘一人一身蓝士林布，另外，送给女孩子一身红色的。
（回忆结束，又回到故事起点接续叙述。“我”同大伯到百
货公司去买布，与开头写“我”买布的想法遥相呼应，这样
写使小说结构紧凑，首尾圆合。）大伯没见过这样鲜艳的红
布，对我说：  

 

“多买上几尺，再买点黄色的!” “干什么用?”我问。   

“这里家家门口挂着新旗，咱那山沟里准还没有哩!你
给了我一张国旗的样子，一块带回去，叫妞儿给做一个，开
会过年的时候，挂起来!” （从“送袜子”到“做国旗”，
反映了两个时代的伟大进程，表现了革命群众对战争胜利
和新中国成立的无比欢欣和热爱。从中也体现了孙犁小说
以小见大，让“细枝末节”放射出时代光芒的特点。） 

 

他说妞儿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还像小时那样，就是喜欢
新鲜东西，说什么也要学会。（简单交代女孩的现状，再次
点明她好学要强的性格，这也是我怀念她的主要原因。）  

 

1949 年 12 月。   

(选自《白洋淀纪事》，有删改)   

【知识建构】 

散文化小说的特征 

一、散文化小说的概念 
散文化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带有创新性的小说样式，是小说与散文、诗歌等文体融合的产

物，也是一种独特的跨文体现象。 
二、散文化小说的特点 
1.强化抒情性 

（1）散文化小说通过散文化的语言增强抒情性 ，它拆除了传统小说的情节的堤坝，却
把它引入诗意的清池，它不是在感情无法约束的时候写的，而是感情得以凝结，把它容纳在
精心熔裁的结构修辞之中，使之神韵圆全、诗趣盎然，这样诗意的语言自然增强了文章的抒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D%99%E7%8A%81%E5%B0%8F%E8%AF%B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D%99%E7%8A%81%E5%B0%8F%E8%AF%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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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性。 
（2）散文化小说通过自然环境的渲染，氛围的营造增强小说的诗意氛围，一般不选取具

有重大社会意义的题材，大多表现的是一种自然的生活状态，注重对民风民俗进行描写，在
一幅幅风俗画中传达出纯朴的民风和优美的人性人情美，展示的是一种纯净的审美世界。 
2.弱化故事情节 

（1）情节特点解读 
 散文化小说打破了传统小说的故事情节的模式，淡化故事情节，取消了传统小说故事情

节模式中的因果性和戏剧冲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随意的、散化的小说叙事笔法，小说中只有
自然环境、生活片段的描写，叙述与抒情相结合，语言比较和缓。 

（2）人物特点解读 
没有复杂的人物关系，人物缺少典型性，甚至有时难分主次。刻画人物没有展现主人公

多少生活轨迹，只是一鳞半爪的呈现片段，极少有对人物性格细致的刻画，有些只是人物素
描，大多数是按照一个简单意念塑造出来的扁平、单纯人物。被虚化的人物作为一种意象放
入片段式的叙述中，融入小说的抒情氛围之中，表现了特有的情感、意境，渲染一种人情
美。 

（3）环境特点解读 
环境描写多注重在自然环境的渲染上，淡化社会背景。一般不选取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

题材，大多表现的是一种自然的生活状态，注重对民风民俗进行描写，在一幅幅风俗画中传
达出纯朴的民风和优美的人性人情美。着重展示的是一种纯净的审美世界。 

《山地回忆》写的是战争年代军人与老百姓之间亲如一家的鱼水之情。小说以回忆起
笔，亲切自然，娓娓而谈，将战争时期几个平凡的生活片段连缀起来。小说从文体到结构都
具有散文的散漫、灵活与自如的特点。尽管故事本身是虚构的，情节也无大的波澜起伏，却
比有些情节生动的小说更感人更有吸引力，因为作者用散文般的笔触描绘出的是生活中的诗
意、温情与美好，是战争年代建立的那种人与人之间珍贵的情感。 
【试题解析】 
1.下列对文章思想内容的分析与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我”想给农民代表买几匹布，是出于对他粗陋衣着的怜悯，同时也包含了对于当年给予自
己慷慨帮助的感激。  
B.女孩子之所以反对“我”在河的上流洗脸，是因为她觉得“我”作为一名八路军战士，没能
保护百姓，心存不满。  
C.小说写到买布做旗，戛然而止，读来余韵缭绕。从“送袜子”到“做国旗”，也反映了时代
的伟大进程。 
 D.小说的语言将通俗与优美、简练与细腻、清淡与浓烈等特色和谐地统一起来，形成了清新
明净的风格。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分析文章的思想内容的能力。B 项对女孩子心理的解读不正确，反对“我”
在上流洗脸，应该是源于性格里的直率单纯和有意接近“我”。  
2.小说运用了哪些艺术手法来塑造妞儿的形象？请结合文本概括分析。 （6 分） 
答案：①语言描写。妞儿刚出场时，小说就通过对她语言的描写，如“你看不见我在这里洗菜
吗?洗脸到下边洗去!”表现了其泼辣直率的性格。②外貌描写。小说通过“风吹红了她的脸，
象带霜的柿叶”等外貌描写，表现了人物生活的贫困艰辛。③侧面描写。小说通过描写大伯与
“我”的对话，“同志，你知道我是沾你的光吗?”，侧面表现了妞儿对八路军战士的热情慷
慨。 
【解析】本题考查分析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手法的能力。主要从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回答。其
中正面描写包括肖像、语言、动作、神态、心理等描写，侧面描写主要是其他人物的烘托。此
题难度不大，把握答题角度即可。 
3.孙犁的小说常被人称为“散文化小说”或“诗化小说”，请结合文本分析理由。（6 分） 
答案：①《山地回忆》不以故事情节的连贯、缜密和完整取胜，而是打破小说传统的艺术结构，
用一连串的生活画面串通起来，呈现出一种别开生面的散文式结构。②《山地回忆》中关于乡
村景象的记忆、战争年代的日常生活的真切表现以及自然流露的诗意，都给读者以绵长的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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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叙述过程中抒情主体的融入，使所叙述的家常闲话、纺纱织布、运枣卖枣等极其普通的生活
琐事饱含真情，因而楚楚动人，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解析】本题考查分析小说的文体风格特色的能力。“散文化小说”的特点主要体现在：①淡
化叙事因素。小说没有宏大的场面，没有明显的矛盾冲突和曲折多变的故事情节，取而代之的
是一种随意的、散化的小说叙事笔法。②虚化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以抒情为主导，兼及叙事写
人，呈现人物本质的原貌，重在突出一类人的特征。如文中女孩没有具体名字，没有刻意的描
绘，只写了交往过程中一些普通的生活琐事，这些都表明作者只是在以女孩为代表的人民群众。
③在意境层面上，作者将个人情感融入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中，强化了抒情性，增强小说的诗
意氛围，表现出一种情感丰富、意味浓郁、形式灵活的新风格。 
【反馈检测】 
1.下列对文章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  ） 
A.“我”想给一位从阜平乡下来的农民代表买几匹布带回家，是因为当年他家给予了自己与八
路军慷慨帮助。 
B.“我”对女孩的斥责虽心生怒火，但考虑到八路军战士应该与百姓搞好关系，于是对女孩便
心平气和起来。 
C.“敌人往返烧毁过几次的村庄”一句，直接揭示出日本侵略者的残暴与生活在日本侵占区人
民的苦难环境。 
D.小说善用白描笔法，对环境与人物只是简单的勾勒，叙事也只在朴素的对话中展开，但却清
新质朴，具有浓郁生活气息。 
2.孙犁在《文学和生活的路》中曾说：“善良的东西，美好的东西，能达到一种极致。在一定
的时代，在一定的环境，可以达到顶点。我经历了美好的极致，那就是抗日战争。”请结合这
句话，简要分析小说中的“善良”与“美好”。（6 分） 
 
 
 

 
 

扫描公众号，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河南巩义市第一高级中学 张晓燕） 
【相关链接】 

嘱 咐 
孙犁 

水生望着树林的疏密，辨别自己的村庄，他的家就在白洋淀边上。与日寇殊死搏斗了八年
的水生，随部队经过平原时，请假回家。家近了，就要进家了！他想起许多事。父亲确实的年
岁忘记了，是不是还活着？父亲很早就有痰喘的病。还有自己女人，正在青春，一别八年，分
离时她肚子里正有一个小孩子。房子烧了吗？他走的很慢,他从积满泥水和腐草的水洼望过去，
微微地可以看见白洋淀的边缘。 

他在门口遇见了自己的女人。她正在那里悄悄地关闭那外面的梢门。水生热情地叫了一 
声：“你!” 

女人一怔，睁开大眼睛，咧开嘴笑了笑，就转过身子去抽抽搭搭地哭了。水生看见她脚上
那白布封鞋,就知道父亲准是不在了，心里一阵痛，站了一会没动。 

他走进屋里,女人从炕上拖起一个孩子来，含着两眼泪水笑着说:“来，这就是你爹，天天
闹看见人家有爹，自己没爹，这不现在回来了。”说着已经不成声音。 

那孩子从睡梦里醒来，好奇地看着这个生人，这个“八路水生抱了孩子一会，说：“还睡
去吧。” 

女人安排着孩子睡下，盖上被子。孩子却圆睁着两眼,再也睡不着。 
女人说:“你想过家吗？” 
水生说:“想过。” 
“在什么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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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着的时候。” 
“什么时候闲着？……” 
“打过仗以后，行军歇下来，开荒休息的时候。” 
“你这几年不容易呀?” 
“嗯，自然你们也不容易。”水生说。 
“嗯？我容易，”她有些气愤地说着，把饭端上来，放在炕上：“爹是顶不容易的一个人，

他不能看见你回来 ”她坐在一边看着水生吃饭，看不见他吃饭的样子八年了。水生想起父亲，
胡乱吃了一点，就放下了。 

孩子睡着了，睡得是那么安静，那呼吸就像泉水在春天的阳光里冒起的小水泡，愉快地升
起，又幸福地降落。女人呆望着孩子的脸。她好像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孩子，好像不是她生出，
不是她在那潮湿闷热的高粱地，在那残酷的“扫荡”里奔跑喘息，丢鞋甩袜抱养大的，她好像
不曾在这孩子身上寄托了一切，并且在孩子的身上祝福了孩子的爹：“那走得远远的人,早一
天胜利回来吧!”好像她并没有常常在深深的夜晚醒来，向着那不懂事的孩子，诉说着翻来复
去的题目： “你爹哩，他到哪里去了？打鬼子去了……他拿着大枪骑着大马……就要回来了，
多好啊!” 

现在，丈夫像从天上掉下来一样。她好像是想起了过去的一切，还编排那准备了好几年的
话,要向现在已经坐到她身边的丈夫诉说了。 

“你能猜一猜我们想你的那段苦情吗?” 
“猜不出来。”水生笑了笑。 
“我们想你，我们可没有想叫你回来。那时候，日本人就在咱村边。可是在黑夜，一觉醒

了，我就想：你如果能像天上的星星，在我眼前晃一晃就好了。可是能够吗！” 
从窗户上那块小小的玻璃上结起来的冰花，知道夜已经深了。水生说:“明早就要去参加

保卫冀中平原的战斗。” 
女人呆了。她低下头去，又无力地仄在炕上。过了好半天，她说:“那么就赶快休息休息

吧，明天我撑着冰床子去送你。” 
鸡叫三遍，女人就先起来给水生做了饭吃。这是一个大雾天，地上堆满了霜雪。女人把孩

子叫醒，穿得暖暖的，背上冰床，锁了梢门，送丈夫上路。 
在河边，他们上了冰床。女人站在床子后尾，撑起了竿。女人是撑冰床的好手，她逗着孩

子说:“看你爹没出息，当了八年八路军，还得叫我撑冰床子送他!” 
她轻轻地跳上冰床子后尾，像一只雨后的蜻蜓爬上草叶。轻轻用竿子向后一点，冰床子前

进了，像离开了强鸳的箭，摧起的冰屑，在它前面打起团团的旋花。 
太阳从冰面上升起来，冲开了雾，形成了一条红色的胡同，扑到这里来，照在冰床上。女

人说：“爹活着的时候常说，水生出去是打开一条活路，打开了这条活路，我们就得活，不然
我们就活不了。八年,他老人家焦愁死了。国民党反动派又要和日本一样，想把我们活着的人
完全逼死!” 

“你应该记着爹的话，向上长进，不要为别的事情分心，好好打仗。八年过去了，时间不
算不长。只要你还在前方，我等你到死!” 

在被大雾笼罩，杨柳树环绕的丁家坞村边，水生下了冰床。 
女人忍住眼泪，笑着说:“好好打仗，快回来，我们等着你胜利的消息。” 

一九四六年河间 （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