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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文选粹」小哥儿俩

作者 | 凌叔华 赏析 | 陈雪
【编者寄语】

凌叔华是“五四”以后一位重要的女作家，与冰心、林徽因齐名“文坛三才女”。她的儿
童文学作品大多收在短篇小说集《小哥儿俩》一书中。此书近年出过多种版本，是文学史上的
一部杰作，被誉为“现代儿童文学史上一个被遗忘的高峰”。书里都是从小孩子的角度写的故
事，关注的也是旧时小孩子的生活和趣事，很值得推荐给今天的小读者们。

本篇《小哥儿俩》是书中的一则短篇。从人物塑造上，小说着力刻画了两个活泼可爱的孩
子——大乖和二乖；从情节安排上，小说围绕“小哥俩”展开故事情节；从主题上看，以儿童
作为写作的素材，表达了对童真童趣的欣赏，对儿童成长的关注。

【文本研读】

小哥儿俩
以人物为标题，文字简洁，
设置悬念，吸引读者阅读兴
趣。

清明那天，不但大乖二乖上的小学校放一天假，连城
外七叔叔教的大学堂也不用上课了。这一天早上的太阳也
像特别同小孩子们表同情，不等闹钟催过，它就跳进房里
来，暖和和地爬在靠窗挂的小棉袍上。

开篇从环境角度交代了故事
发生的时间和背景：清明节，
孩子们放假了；第二句用比
拟的手法写自然环境：“表同
情”“爬”等词语赋予太阳人
的情感，把阳光写活了。这
舒适和暖的自然环境营造出
和谐温馨的氛围，奠定了全
文的情感基调。从情节上看，
学校放假的情况和“小棉袍”
的特写镜头，都与小哥儿俩
密切相关，为下文小哥儿俩
的出场做了铺垫。从人物上
看，和谐温馨的环境与小哥
儿俩善良率真的性格相互映
衬。

前院子一片小孩子的尖脆的嚷声笑声，七叔叔带来了
一只能说话的八哥。笼子放在一张八仙方桌子上，两个孩
子跪在椅上张大着嘴望着那里头的鸟，欢喜得爬在桌上乱
摇身子笑，他们的眼，一息间都不曾离开鸟笼子。二乖的
嘴总没有闭上，他的小腮显得更加饱满，不用圆规，描不
出那圆度了。

情节的开端：小哥儿俩欢喜
七叔叔带来的八哥。小哥儿
俩的出场更是“未见其人，
先闻其笑”，从神态、动作两
个方面刻画了小哥儿俩率真
活泼的形象。同时暗示了主
人公和谐温馨的家庭环境。

吃饭的时候，大乖的眼总是望着窗外，他最爱吃的春
卷也忘了怎样放馅，怎样卷起来吃。二乖因为还小，都是
妈妈替他卷好的，不过他到底不耐烦坐在背着鸟笼子的地
方，一吃了两包，他就跑开不吃了。

此段继续写小哥俩的性格：
大乖专注，二乖注意力易转
移。

饭后爸爸同叔叔要去听戏，因为昨天已经答应带孩子
们一块去的，于是就雇了三辆人力车上戏园去了。两个孩
子坐在车上还不断地谈起八哥。到了戏园，他们虽然零零
碎碎地想起八哥的事来，但台上的锣鼓同花花袍子的戏子
把他们的精神占住了。

情节的第一个转折：家长信
守承诺带着小哥儿俩去听
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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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天黑的时候散了戏，随着爸爸叔叔回到家里，大乖
二乖正是很高兴地跳着跑，忽然想到心爱的八哥，赶紧跑
到廊下挂鸟笼的地方，一望，只有个空笼子掷在地上，八
哥不见了。

情节的第二个转折：八哥被
野猫吃了，小哥儿俩由爱而
怒而悲，同时用语言、动作
刻画出了大乖疾恶如仇和二
乖稚拙可掬的形象。

“妈——八哥呢？”两个孩子一同高声急叫起来。

“给野猫吃了！”妈的声非常沉重迟缓。

“给什么野猫吃的呀？”大乖圆睁了眼，气呼呼的却
有些不相信。二乖愣眼望着哥哥。

大乖哭出声来，二乖跟着哭得很伤心。他们也不听妈
的话，也不听七叔叔的劝慰，爸爸早躲进书房去了。忽然
大乖收了声，跳起来四面找棍子，口里嚷道：“打死那野
猫，我要打死那野猫！”二乖爬在妈的膝头上，呜呜地抽
咽。大乖忽然找到一根拦门的长棍子，提在手里，拉起二
乖就跑。妈叫住他，他嚷道：“报仇去，不报仇不算好汉！”
二乖也学着哥哥喊道：“不报仇不算好看！”妈听了二乖
的话倒有些好笑了。王厨子此时正走过，他说：“少爷们，
那野猫黑夜不出来的，明儿早上它来了，我替你们狠狠地
打它一顿吧。”

“那野猫好像有了身子，不要太打狠了，吓吓它就算
了。”妈低声吩咐厨子。

以妈妈的善良暗示良好的家
庭教育环境。

大乖听见了妈的话，还是气呼呼地说：“谁叫它吃了
我们的八哥，打死它，要它偿命。”“打死它才……”二
乖想照哥哥的话亦喊一下，无奈不清楚底下说什么了。他
也挽起袖子，露出肥短的胳臂，圆睁着泪还未干的小眼。

大乖践行诺言，说到做到；
二乖爱模仿，情感率真。简
洁的笔墨让小哥儿俩的形象
跃然纸上。

第二天太阳还没出，大乖就醒了，想起了打猫的事，
就喊弟弟：“快起，快起，二乖，起来打猫去。”二乖给
哥哥着急声调惊醒，急忙坐起来，拿手揉开眼。然后两个
人都提了毛掸子，拉了袍子，嘴里喊着报仇，跳着出去。

这是刚刚天亮了不久，后院地上的草还带着露珠儿，
沾湿了这小英雄的鞋袜了。树枝上小麻雀三三五五地吵闹
着飞上飞下地玩，近窗户的一棵丁香满满开了花，香得透
鼻子，温和的日光铺在西边的白粉墙上。

此段描写自然环境，通过选
取还带着露珠儿的草、吵吵
闹闹的麻雀、开满了花朵的
香气扑鼻的丁香、温和的阳
光等，营造了充满生机的氛
围。“日光”“西边的白粉墙”
等描写，又为二乖在墙边发
现小猫埋下伏笔。

二乖跷高脚摘了一枝丁香花，插在右耳朵上，看见地
上的小麻雀吱喳叫唤，跳跃着走，很是好玩的样子，他就
学它们，嘴里也哼哼着歌唱，毛掸子也掷掉了。二乖一会
儿就忘掉为什么事来后院的了。（二乖在耳朵上插花，学小
麻雀哼哼歌唱，丢掉了毛掸子，忘记了报仇……这些童真
童趣的描写，生动、形象、亲切，也表达了作者对儿童生
活的热爱、对儿童成长的关注。）他蹓达到有太阳的墙边，
忽然看见装碎纸的破木箱里，有两个白色的小脑袋一高一
低动着，接着咪噢咪噢地娇声叫唤，他就赶紧跑近前看去。

情节的第三个转折：寻仇途
中偶然发现了一堆可爱的小
猫儿。

原来箱里藏着一堆小猫儿，小得同过年时候妈妈捏的
面老鼠一样，小脑袋也是面团一样滚圆得可爱，小红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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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叫唤时一张一闭的小扁嘴，太好玩了。二乖高兴得要叫
起来。

“哥哥，你快来看看，这小东西多好玩！”二乖忽然
想起来叫道，一回头哥哥正跑进后院来了。

小哥儿俩由对野猫的恨变成
对小猫儿的爱，这一情感的
变化写出他们关爱小动物的
善良本质。

哥哥赶紧过去同弟弟在木箱子前面看，同二乖一样用
手摸那小猫，学它们叫唤，看大猫喂小猫奶吃，眼睛转也
不转一下。

“它们多么可怜，连褥子都没有，躺在破纸的上面，
一定很冷吧。”大乖说，接着出主意道，“我们一会儿跟
妈妈要些棉花同它们垫一个窝儿，把饭厅的盛酒箱子弄出
来，同它做两间房子，让大猫住一间，小猫在一间，像妈
妈同我们一样。”

“哥哥，你瞧它跟它妈一个样子。这小脑袋多好玩！”
弟弟说着，又伸出方才收了的手抱起那只小黑猫。

小说在高潮中结束，戛然而
止，令人回味无穷。妈妈的
善良影响了孩子的善良，耳
濡目染、言传身教就是最好
的教育，暗示小说的主题，
表达了作者对和谐家庭氛围
的赞许，对儿童成长的关注。

（有删改）

作者：凌叔华

【知识建构】

环境作为小说的三要素之一，是小说中人物活动的特定空间。它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
境。

自然环境描写指对日月星辰、山川河流、花草树木、鸟兽鱼虫、时序节令、风雨雪霜等
自然景物的描写，包括人物活动的时间、地点、季节、天气、景物等。

社会环境描写指对人物活动、事件发生、情节展开的社会背景、历史条件、地方的风土
人情、时代风貌、社会关系、政治、经济等的描写，主要是交代人物的生存环境、社会关系等。
它包括的范围很广，小至房间住所、一街一巷，大至城区地区。它涉及的内容很多，可以是室
内的布局、陈设，住宅内外的装饰布置，以及当地的风土人情等。

环境描写是小说阅读考查的一个重要命题点，其命题角度有三种：环境特点的概括、环
境描写的手法、环境描写的作用。

《小哥儿俩》一文在环境描写方面非常突出，既写了小哥儿俩的家庭社会环境，又有温
暖明媚的自然环境描写；既体现了环境描写的手法，也考查了环境描写的特点和作用，并且都
在高考题中直接考查。

【试题解析】

1.小哥儿俩是在什么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的？请简要分析。
2.分析小说画线部分的景物描写对情节发展的作用。
3.二乖的天真可爱表现在哪些方面？请简要概括。
4.小说叙述了小哥儿俩的日常故事，请探究作者在其中所寄寓的情感态度。

【反馈检测】

1.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中大乖和二乖生活在一个经济状况良好，文化氛围浓厚，尊重孩子，兄弟友爱，人际关系
和谐的家庭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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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文中的大乖报复心强，缺少孩子应有的善良，而二乖却言行稚拙，情感率真，喜爱小动物，
有爱心，小哥俩形成了对比。
C.小说用拟人、白描等手法描写环境，交代了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对人物塑造、情节发展
也具有重要作用。

D.作者描写的是平常的生活，描写细腻自然，语言平淡，情节简单，结局却出乎意料，让读者
看到了孩子与生俱来的同情心。
2.八哥被野猫吃掉后，小哥俩的心理经历了哪些变化？

扫描公众号，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辽宁省实验中学营口分校 陈雪）

【相关链接】

小英

凌叔华
自从三姑姑的婆家送了好日子来，小英每天早上总忘不了拉着她妈问“还有几天三姑姑才

做新娘子？”或是说“妈妈，三姑姑怎么还不装新娘子？”
有一晚上小英做梦见三姑姑装新娘子向着她笑，把她倒笑得羞了。
裁缝天天抱着一大包新做好的衣服送到祖母房里，小英常跟着进去，三姑姑站在玻璃柜前

面试穿新衣服，有粉红的，有淡绿的，紫的，花的，镶着金边银边同各色花边的，小英看得妈
妈叫都听不见了，挨在祖母身边只说，“多好看！多好看！”老太太看她那付羡慕神情，便搂
着她笑问，“你也想做新娘子，是吗？”

好了，今天妈妈告诉小英还有三天，三姑姑就做新娘子了。
家内各人更忙起来，早上爸爸去衙门转个圈儿就回来忙着吩咐事了。未来的三姑丈也时常

来，笑嘻嘻的冲着人，三姑姑也不出门，整天躲在房内收拾东西。
好容易忙过三天，这天早上家里各人都比往常起得早，母亲同小英换上一身新做的粉红衣

服，小英跑出跑进的看大门前的扎彩，门口的板凳坐满了人。吃了午饭不多时，花车军乐队都
到了，客厅里，祖母和姑姑的房里也满了客人。一会儿奏起军乐，大家拥着三姑姑出来，她果
然也同张阿姨一样，披着长纱，抱着鲜花，上了花马车了。

晚上舅舅和舅妈，大姑妈和姑丈都在家吃饭，人虽多总觉不出热闹，祖母时时望着三姑姑
卧房的门帘出神，大家说话常常听不见。

晚饭后祖母吩咐大家早些休息，张妈就领小英去睡。
“你来，张妈！”小英作出撒娇的声音，“我怕得睡不着。”
“三姑姑打扮的多好看！”她把夹被拉了拉，似乎带羞的问：“张妈，你想我还有多少日

子才做新娘子？”
到了第三天的早晨，因为夜里母亲告诉小英第二天早上父亲带她去接三姑，她在天没亮就

醒了。
马车进了一条胡同，在一家大门前停住。门口站着两三个穿长褂的男人，见车停下，那个

胖子立刻上前开车门，迎着父亲面就是请一个安，嘴说着“请进去。”
在一间大厅子里，彼此行完礼，大家坐下吃茶说话，三姑姑却站在一边，后来还替那老太

婆装烟袋。小英想：“装烟，姑妈的秋杏才做这样事。”
她和三姑姑，父亲坐车回到家里，大家迎上堂屋去了。
一会儿小英走进祖母卧房的后面小屋子找东西，从门缝里望见三姑姑拉着祖母的手坐在床

上哭，一边说，“三天都是站着，腰脊骨都酸痛起来，他们晚上打牌到一两点都不睡觉，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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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候到那时分，……吃饭也不许坐到桌上吃，女婿同他母亲坐着吃，叫我站在一边伺候，这是
什么道理？”三姑姑说着，祖母搂着她，叫她躺下歇歇。

母亲由后院过，招手叫小英出来，吩咐她到自己屋里玩去。
吃午饭时，祖母和三姑的眼都红红的。她们吃了半碗饭便放下了，父亲也只吃了一碗。预

备的许多好菜都没吃多少。
下午太阳还没下去，三姑丈来了，说是接三姑姑回去。
不知因为什么，小英很不喜欢三姑丈的样子，她想起那个可怕的老太婆，就是他的母亲，

那个母亲待她姑姑很不好。
“母亲说没下太阳前就回去。你快收拾走吧。”三姑丈向三姑姑说。
小英望着三姑姑默默走去洗脸，擦粉的时候，眼泪一滴滴流下来。
合家怏怏的送三姑姑上车走了。
母亲出门买东西，祖母躺在床上拿手绢盖着眼睛睡，小英也觉冷静得难过，走到下房看张

妈补袜子去。
她翻着张妈的碎布包找好看的零碎布片，也盘腿坐在床上。一会儿她找出一块尺来宽的大

红绸子，说：“这块给我好罢？”
张妈看了看红绸说：“啊，这块好，美得很，替你的娃娃做一件做新娘的衣服罢。”听说

新娘子三个字忽然触动她今天好久要说没人可说的话。
“张妈，今天奶奶哭了，你看见没有？三姑姑也哭了，她为甚么哭？”
“因她舍不得离开家，舍不得离开奶奶，舍不得离开你。”
“不是。”她想了一想才说，“她是怕那个老太婆，一定那个老太婆欺侮她了。”张妈向

她瞪了一眼，她不敢再说了。可是从张妈的脸色，她知道她没有猜错，静默了一会，她一面弄
那块红绸子，一面又开了口：“张妈……”

“唉？”
“三姑姑不做新娘子行吗？”

（摘编自《小哥儿俩》，1935 年 10 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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