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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精读」孙犁：《走出以后》

作者| 孙犁 赏析| 周秀义

【编者寄语】

孙犁是荷花淀派的代表作家，此派一般都充满乐观精神，作品清新朴素，描写逼真，心理
刻画细腻，具有浓浓的抒情味，富有诗情画意。《走出以后》也是一篇充满诗意的小说。小说
是抗战题材，但我们丝毫没有看到硝烟弥漫、血雨腥风的战场，领略到的却是优美的田园风光，
感受到的是蓬勃向上的抗日热情，熏染到的是冀中抗日军民的鱼水情谊。让我们一起赏读，走
进荷花淀派诗意的世界。

【文本研读】

走出以后

南郝村虽然说不上什么山光湖色，有出奇的风景可看，
却是大平原田园本色。围村一条堤，堤外接连不断已经收
割起庄稼的田亩，杨柳树也很多。村西有一条大河绕过，
隔河望去，又是一围村庄，一片田亩围坑麻地，倘在夏秋
两季也一定有些风光景致。

环境描写：交代具有田园本色

的优美环境，烘托美好的风土

人情，为主人公出场做铺垫。

正是冬天，快要过旧历年了，我在这村子住下。房东
老伴两个，待我很好。（采用“我”第一人称叙述视角。）

房东只有个女儿，今年十八岁。从小娇惯，抗战以来，
更当男孩子看待，说一不二。我们不久就熟起来。她交游
很广，认识许多女孩子，不但本村，外村也有许多姐妹。
同时，她的好处也很多。为人慷慨，对抗日工作热心，敢
出头，所以也着实令人赞佩。（从房东女儿写起。年轻、

活泼、“交游广”、对抗日有热情，反映了根据地人们思

想开放、积极抗日，主要作用是引出小说主人公。）

故事开端：“我”结识房东女

儿，为主人公出场做铺垫。

不久，她一定要去升学。（“一定”，态度坚决，照

应上文“娇惯”，为下文想介绍“干妹妹”升学做铺垫。）

我写了一封信，介绍她到抗属中学附设的卫生训练班去试
试，却录取了。回来，和她母亲说了没三句话，就跑到街
上去，找她的伙伴们去了。到夜晚回来，带来一个同她年
岁差不多，比起她那细长个子，算个中等身材，比起她那
尖长脸，算是圆脸，细眉大眼的女孩子来。（运用白描手

法。粗线条勾勒主人公形象，给读者初步印象。）说是她
一个干妹妹，也要去升学，叫我写介绍信。（邻居家女儿

介绍“干妹妹”去上学。）

那个新来的叫王振中，自己说十七岁，家里愿意叫她
出去。（提到“家里”，为下文她已定亲的事埋伏笔。）

这个女孩子说话声音低，但听来很清楚响亮，老是微笑着，
还有些害羞。说话和房东姑娘不同，很少流行的新名词，
但是道理说的也很明白，叫人相信；只是在说话中间，有
时神气一萎，那由勇气和热情激起的脸上的红光便晦暗下
来，透出一股阴暗；两个眉尖的外梢，也不断簌簌跳跃，
（细节描写。描绘王振中的脸色和眉梢的细微变化，暗示

王振中因包办婚姻带来的不快。）眼睛对人有无限的信赖。
（细致观察眼神。与后文王振中对人信赖的眼神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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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她纯洁善良的内心和对自己要做的事的坚定信念。）

她把要说的说完，就要走；我也随便答应，明天再说，可
以写个信去考考。（用与邻家女儿对比的手法介绍王振中。

一个简单而直爽，一个深沉而坚定。通过对王振中的语言

特点、神态变化的细腻描写，表明她真诚朴实、坚定执着

的态度。通过比较、映衬使主人公形象更为丰满，加深读

者对主人公的了解。推动故事情节发展。）

女房东是没事，也要一天找我谈上一个甚至两个钟头
的。这回，王振中走了，她就过来，和我讲说了王振中的
家：王振中是这村北头赶大车王六儿的女孩子，也是独生
女，家里虽然穷，但也因为这孩子从小就仁义懂事，爹娘
也娇养惯了的。前几年王六儿死在保定城了，她是从小许
给本村在北平开店发家的黄清晨的儿子了，但那婆家并不
叫这女孩子应心满意，公公在村里名声最不好，没人愿意
招惹，有名的顽固分子。（女房东介绍王振中家里和婆家

的事。为王振中最后的选择埋下伏笔。）

她说起话来就要离开这个家。（照应题目“走出以后”，

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为她最后勇敢地决定自己的命运做

铺垫。）

果然第二天太阳还没出来，王振中就来了。换了一身
黑棉袄棉裤，袄很长大可体，裤脚很瘦，头发修剪得更短
了，脖里围一条新毛巾，按着冀中区流行的青年妇女打扮
起来，挟了一个包裹。（外貌描写。“流行”的打扮、包

裹的挟带，表明王振中去上学的积极上进的性格和果断坚

决的做事态度。进一步推动故事情节发展。）

我说：“信可以写，上学是好事，可是你和你婆家说
好了没有？”

她红着脸说：“这是我情甘乐意，谁也管不了我。我
和他们讲好了。你看我才从婆家出来，这鞋还是在那里拿
的呢。”（语言描写。语气坚定、态度坚决、思维缜密、

证据充足，表明王振中摆脱家庭束缚、追求自己人生的强

烈愿望。为她最后退婚的抉择做铺垫。）

我终于写了封简单的信，叫她去试试。临走，我说用
不着带包裹，这是去考啊，不一定能录取。但她没答话，
便催着房东的女儿走了，从门前堤上跳过去，走得非常快。
（细节事物。“包裹”是王振中对冲破家庭束缚的决心、

是对自己能考上学的信心；“跳”“快”，表达了实现愿

望的迫切心情，用词简约而感情充沛。）

故事发展：王振中准备离开家，

去升学。

这样，我在南郝村过了旧年。正月间，冀中各地非常
热闹，抗属中学驻的村子里，有五千个中学生参加大检阅。
（社会环境描写。为“我”巧遇王振中做铺垫。）早晨，
在会场上，我看见王振中穿了黑色棉军装，外罩一件长大
的棉背心，背包、挂包、小碗、防毒口罩，一色齐全，和
那些小同学一样站在队里。她的脸更红、更圆，已经洗去
了那层愁闷的阴暗；两个眉梢也不再那样神经质地跳动，
两片嘴唇却微微张开，露着雪白的牙齿，睁着大眼望着台
上讲话的程子华同志的脸，那信赖更深了（“我”巧遇王

振中。作者运用白描和对比的手法，介绍王振中的学生装

束，照应前文去考学的情节，使文章结构严谨。把她现在

的神态和初次见到的情形对比，充分显示她内心的愉快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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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和对革命者深深的信赖。）

那个村庄，正在滹沱河和沙河之间。村边便是一片沙
滩，上面一排高大的白杨树。（环境描写。与开头环境描

写相呼应，表明冀中大地的广袤与生机，衬托人民抗战的

热情高涨，更能衬托王振中的抗战热血。）一天早晨我正
在杨树林里和一个老乡谈这一带的白菜和红薯的产量，王
振中穿了护士的白布罩单和翻卷的白布单帽走过，手里还
托了一个药瓶。看见我，大远跑来，敬了礼，问过我怎样
到这里来，我的女房东身体好不好，小羊羔长大了没有，
（从服饰和举止看，王振中已参军；从言谈看，她朴实善

良、懂事大方。）才微笑着听我对她的问话：
“听说你婆家从北平把你……叫回来，像有什么打算，

来找过你吗？”
“找过。”她又红了脸，但随着就平静流利地谈下去，

“他们一家人全来了，男兵女将，直找到队长跟前去，要
我回去。起先队长还要我回去看看，等我把事情说明白，
说回去了就不会再有王振中了，（“王振中”采用借代的

修辞手法。表达队长的不舍之情，侧面衬托王振中的聪明

能干。）队长才说你自己解决吧。可不是我自己解决，我
已经向县政府告了状，解除婚约。这就一干二净，再说我
也还不到结婚年龄……”（王振中用法律手段解除婚约。

照应开始订婚的情节，使小说结构严谨。从离开家去升学，

到参加革命，再到用“告状”形式解除婚约，突出王振中

做事果断、有主见、有新思想，表明她在革命的教育和熏

陶下不断成长、成熟的过程，赞颂革命给青年人带来的巨

大改变。）

临走时，她说今天是看护实习，刚给一个伤员上了药。
我问她那是什么药，她用德文告诉我那药的名字。

故事高潮和结局：王振中参加

革命，解除婚约。

（选自《中国现代名家名著珍藏本·诗意小说》，有删改。）

【知识建构】

小说中巧设铺垫
铺垫是为主要人物出场或主要事件发生创造条件而着重描述渲染、进行陪衬衬托的一种表

现手法。铺垫的特点：是为主要情节蓄积酝酿的过程。铺垫的作用：铺垫是主要情节的基石，
能增加情节张力，制造悬念使情节具有合理性。铺垫的原则：要引而不发、自然合理。

铺垫可以从不同侧面进行，本小说铺垫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通过环境描写来铺垫。开头描写王振中家乡，具有田园本色的优美环境，烘托美好的风土

人情，为主人公出场做铺垫。后来描写王振中上学村庄的广袤与生机，表明冀中大地的广袤与
生机，为写王振中的抗战热血做铺垫；通过其他人物铺垫。小说先介绍邻家女儿的活泼开朗、
积极进步，为同样质朴、追求进步的王振中出场做铺垫；通过主人公自己的言行做铺垫。王振
中开始离开家的果断决绝，为后来她参加革命和智慧地解除婚约做铺垫。
【试题解析】
1.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开头对田园风光的描写，交代故事环境，烘托美好的风土人情，体现孙犁小说富有诗情画意
的一贯特点。
B.前文从房东女儿写起，引出小说主人公，通过比较映衬使主人公形象更为丰满，引导读者加
深了对主人公的了解。
C.“脸上的红光便晦暗下来”的神情，暗示王振中因包办婚姻带来的不快，“眉尖的外梢，也
不断簌簌跳跃”体现了对他人的信赖。
D.“我”既是王振中离开家庭参加抗日工作的促成者，又是她成长过程的见证人，这样安排增

http://www.so.com/s?q=%E4%B8%BB%E8%A6%81%E4%BA%BA%E7%89%A9&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9D%A1%E4%BB%B6&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9%99%AA%E8%A1%A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8%A1%A8%E7%8E%B0%E6%89%8B%E6%B3%95&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8%A1%A8%E7%8E%B0%E6%89%8B%E6%B3%95&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83%85%E8%8A%82&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8%BF%87%E7%A8%8B&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9F%BA%E7%9F%B3&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BC%A0%E5%8A%9B&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82%AC%E5%BF%B5&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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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了作品的真实性。
参考答案：C
答案解析：“体现了对他人的信赖”错误，从后文描写看（两个眉梢也不再那样神经质地跳动），
“眉尖的外梢，也不断簌簌跳跃”体现的不是对他人的信赖，而是内心的不快。
2.请简要分析王振中的形象特点。
参考答案：从房东介绍，可见出身贫苦，仁义懂事；从踊跃报名考学，可见积极上进；从坚决
离家，主动告状，可见做事果断，有主见、有新思想；从照料伤员，读懂德文，可见成长迅速。
答案解析：小说人物形象分析一般有两种方法：一是直接选取文中表现人物品质的形容词，一
是根据小说中对人物的描写进行概括。本文中王振中的形象特点主要通过房东的介绍和她个人
表现来揭示的。分析时应该对应小说的情节进行分析。从她出身、性格、思想、做事特点等角
度进行分析。表述合理即可。
3.小说反映了抗战期间什么样的社会现实？
参考答案：①根据地普通群众对抗日工作热心，抗日热情高涨。②青年人接受新思想，冲破阻
碍，投身抗日，并迅速成长。③军民关系融洽，亲如一家；④民众还有一定封建意识和落后思
想残余。
答案解析：本小说题目反映的社会现实，要结合小说的背景进行理解。题目以小见大，反映了
抗日群众抗日热情的高涨，青年人在接受新思想后的改变和成长，军民关系的融洽，从王振中
的婚姻中看到还存在一些封建思想的残余。
【反馈检测】
1.小说叙述视角有什么特点？请简要说明其表达效果。（4 分）
2.小说为刻画主人公形象进行了不同角度的铺垫，请结合文本分析作者从哪些方面进行铺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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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邢兰
孙犁

我这里要记下这个人，叫邢兰的。
他在鲜姜台居住，家里就只三口人：他，老婆，一个女孩子。
这个人，确实是三十二岁，假如你乍看他，你就猜不着他究竟多大年岁，你可以说他四十

岁，或是四十五岁。因为他那黄藁叶颜色的脸上，还铺着皱纹，说话不断气喘，像有多年的痨
症。但你也可以说他不到二十岁。因为他身长不到五尺，脸上没有胡髭，手脚举动活像一个孩
子，好眯着眼笑，跳，大声唱歌……

去年冬天，我随了一个部队机关住在鲜姜台。我的工作是刻蜡纸，油印东西。我住着一个
高坡上一间向西开门的房子。那几天正冷得怪。我躲在屋里，把门紧紧闭住，西北风还是找地
方吹进来。我一坐下来，刻不上两行字，手便冻得红肿僵硬了，脚更是受不了。这时，邢兰推
门进来了。我以为他是这村里的一个普通老乡，就请他坐坐，并且说：“冷得怪呢，这屋子！”

“是，同志，这房子在坡上，门又冲着西，风从山上滚下来，是很硬的。这房子，在过去
没住过人，只是盛些家具。”

“唔，这是你的房子？”我觉得主人到了。
“是咱家的。”他紧接着又向我说，他是来问问我想烧炕呢，还是想屋里烧起一把劈柴。
我便说：“不要吧，老乡，现在柴很贵。”
他好像没注意我这些话，只是问我是烧炕，还是烤手脚。当我说怎样都行的时候，他便开

门出去了。不多会，他便抱了五六块劈柴和一捆茅草进来，拿一把茅草做引子，蹲下生起火来。
我也蹲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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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向我说：“我知道冷了是难受的。”
从此，我们便熟识起来。我每天做着工作，而他每天就拿些木柴茅草之类到房子里来替我

生着，然后退出去。晚上，有时来帮我烧好炕，一同坐下来，谈谈闲话。
后来，我知道了邢兰的详细情况。从小就放牛，佃地种，干长工，直到现在，家境也不好，

孩子冬天都没有裤子穿。小时放牛，吃不饱饭，而每天从早到晚在山坡上奔跑呼唤。直到现在，
个子没长高， 气喘咳嗽……

但是，我从没有看见或是听见他愁眉不展或是唉声叹气过，这个人积极地参加着抗日工作。
邢兰发动组织了村里的代耕团和互助团。代耕团是替抗日军人家属耕种的，互助团全是村

里的人，无论在种子上，农具上，牲口、人力上，大家互相帮助，完成今年的春耕。而邢兰是
这两个团的团长。

看样子，你会觉得他不可能有什么作为的。但在一些事情上，他是出人意外的英勇地做了。
去年冬天，敌人“扫荡”这一带的时候。邢兰在一天夜里，赤着脚穿着单衫，爬过三条高

山，为部队探到平阳街口去……
邢兰参与抗日工作是无条件的，而且在一些坏家伙看来，简直是有瘾。
近几天，鲜姜台附近有汉奸活动，夜间，电线常常被割断。邢兰自动地担任作侦察的工作。

每天傍晚在地里做了一天，回家吃过晚饭，我便看见他斜披了一件破棉袍，嘴里哼着歌，走下
坡去。我问他一句：“哪里去？”

他就眯眯眼：“还是那件事……”
按照他这样一个人，矮小、气弱、营养不良，有些工作他实在是勉强做去的。
有一天，我看见他从坡下面一步一步挨上来，肩上扛着一条大树干，明显的他是那样吃力，

但当我说要帮助他一下的时候，他却更挺直腰板，扛上去了。当他放下，转过身来，脸已经白
得怕人。他告诉我，他要锯开来，给合作社做几架木犁。

还有一天，我瞧见他，赤着背，在山坡下打坯，用那石杵，用力敲打着泥土。而那天只是
二月初八。

如果能拿《水浒传》上一个名字来呼唤他，我愿意叫他“拼命三郎”。一个小个子，腰里
像士兵一样系了一条皮带，嘴上有时候也含着一个文明样式的烟斗。

而竟在一天，我发现了这个家伙是个“怪物”了。他爬上一棵高大的榆树修理枝丫，停下
来，竟从怀里掏出一只耀眼的口琴吹奏了。他吹的调子不是西洋的东西，也不是中国流行的曲
调，而是他吹熟了的自成的曲调，紧张而轻快，像夏天森林里的群鸟喧叫……

在晚上，我拿过他的口琴来看，是蝴蝶牌的，他说已经买了二年，但外面还很新，他爱好
这东西，他 小心地藏在怀里，他说：“花的钱不少呢，一块七毛。”

我粗略地记下这一些。关于这个人，我想永远不会忘记他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