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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精读」2020 年江苏省高考：少男

作者 | 刘庆邦 赏析 | 吴杰明
【编者寄语】

十八世纪法国作家布封提出了“风格即人”的著名观念。作为读者的我们，有必要通过
对作家的气质禀赋、人格个性和志趣才情等方面情况的充分了解来把握作品的风格特征，完
善对作品主题及相关细节的准确解读。刘庆邦，1951 年 12 月生于河南沈丘农村，当过农民、
矿工和记者，现为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刘庆邦的短篇小说创作乡土气息浓厚，以青少年的
成长作为小说叙述的重心，尤其擅长对这个年龄层次青少年独特的心灵世界的描摹。

【文本研读】

少男

春节刚刚过去，地上还到处能看到破碎的炮屑。人们
见面互相说的是“年又跑远了”之类的话，散布的是失落

的空气。（“失落的空气”既指人们对年节氛围渐淡的失
落，同时也暗示了河生听说姐姐订亲之事后的失落心情。
“失落”是贯穿全篇的感情基调。） ①~②段是小说情节的第一

部分，作为序幕，渲染了气
氛，为相关人物的活动提供
了舞台。

河生两只手往两只袄袖筒里互相一插，靠在院墙外的
一颗苦楝树下。从远处很难分辨出他的实际年龄，只有走
近了才会看清，他不过是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子。他鼻子饱

饱的，脸蛋儿鼓鼓的，一切还没真正长开，只是他的眼神
有些忧郁。（“忧郁”与主人公河生十二三岁的年龄不太贴
合，激发了读者的好奇。）

他刚刚听说了姐姐订亲的事，姐姐订亲，就意味着姐
姐将变成别人家的人，这是河生不大容易接受的。河生是
家里的长子，父亲去世后，在母亲的郑重提议下，户主换

上了他的名字，从此他开始长心了，有事无事蹙着眉头。
在弟弟妹妹眼中，他俨然一副小父亲的样子。（“姐姐定亲”
作为中心事件，是小说叙事的线索。母亲在父亲去世后将
户主名字换成了河生，这一情节说明母亲深受传统观念的
影响，也表明她对河生寄予了厚望。）

③~⑤段是小说情节的第二
部分，是故事情节的开端。
作为户主，河生对姐姐定亲，
“将变成别人家的人”这件
事是本能地抗拒的。使人物
置身于矛盾冲突中，提示人
物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推
动故事情节进一步向纵深发
展，是小说故事情节演绎的
有效方法，也是小说人物刻
画的重要手段。

河生从刚会走路时，就由姐姐领着他玩。姐姐教他上

树摘果，下河摸鱼。若是谁敢欺负他，姐姐跃起来就跟人
家厮打。他到了上学年龄，母亲就不许姐姐再上学，姐姐
很快就理解了。姐姐退学后，天天到地里薅草，并用卖干

草的钱补贴家用，或留着给河生交学费。姐姐订亲的事让
他情绪低落，沉闷，还有一些伤感。姐姐不订亲就不行吗？
干吗非要订亲呢？（中断当前的叙事线索，插叙父亲去世
后姐姐对河生的照顾，是河生思想性格、情感态度发展变
化的基础。）

后来，河生偶尔听人说姐姐对象是河对岸那个村的，

他还记住了他的名字。河生觉得那人的名字生硬蹩脚的很，
他在心里发誓，只承认姐姐，绝不承认姐夫。

夏天的一个午后，河生跟同村的一帮人去河里摸鱼。

到了河边，河生犹犹豫豫，没有下水。不知为什么，他总
是有些担心，担心那个人会突然从逮鱼的队伍里冒出来。

⑥~⑧段是小说情节的第三
部分，是故事情节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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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怕鬼有鬼，他听到了有人喊那个人的名字。那个人果

然出现了！不仅出现了，还捕到了一条很大的黑鱼。河生
赶紧躲到了一丛蓖麻下面的阴影里去了，他害怕有人看到
他，对他说：“河生，你看，那个捉到黑鱼的人就是你姐

夫。”那样他会无地自容的。（河生不愿意当众承认有这样
一个姐夫。）嘈杂的人群渐渐远去，河生还呆呆地站在蓖麻
下不动。他热得满脸通红，胸口出了不少汗。说实在话，

那个人个头不低，身体结实，可是他就是接受不了。（“那
个人个头不低，身体结实”，还“捕到了一条很大的黑鱼”，
可河生还是不愿意当众承认有这样一个姐夫。）他没想过姐

姐应该和什么样的人订亲，也许配得上姐姐的人还不存在，
反正不是像捉黑鱼的人这样的。（河生内心的矛盾与纠结体
现了对姐姐的依恋与不舍。）

在这一部分中，小说刻画的
人物众多，有河生，有“同
村的一帮人”，有姐姐，有姐
夫。人物描写的手法有正面
实写，有侧面虚写；有语言
描写，有行动描写，有外貌
描写，有心理描写，于矛盾
冲突与对比映衬之中凸显了
河生对姐夫的抗拒、对姐姐
的依恋以及少年情愫的潜滋
暗长。

回到家，姐姐问了一句：逮鱼的有没有外村的人。河
生一下子就把姐姐的心思猜到了，他装作没有听见姐姐的
话，装作被太阳晒得有些头蒙，躺在床上闭着眼，连嗯一

声也没嗯。过了一会，河生悄悄起来，从窗户里侧往外一
看，姐姐正独自坐在树荫下面的小凳子上出神，姐姐摘下
一片石榴叶，手捏着含在嘴边，一副不辨榴叶是何叶的样

子。河生想，他对姐姐做得是不是过分。他有些后悔，有
心跟姐姐说一句话，又想不起说什么好，只好蔫蔫地回到
床上，真的睡去了。（又见矛盾冲突，少年对姐夫、对姐姐
本能的抗拒与理性的包容通过生动传神的细节描写表现得
淋漓尽致。）

姐姐向母亲建议，给河生做一条洋布裤子。河生说不

要，连姐姐还没舍得做一条洋布裤子，他怎么好意思花家
里的钱呢？姐姐又说，学校里那么多女同学，别人家笑话
呢。布买回来，姐姐比着河生的身体裁好，一针一线地缝

制。河生看见姐姐缝裤子，想起姐姐说的关于女同学的话，
心里悄悄泛起一种从未有过的东西，有些柔软，有些滋润，
还有漫无边际的忧愁……

到了秋后，原来跟姐姐订亲的那个小伙子，到外地参
加工作了一段时间后，让家里人替他退亲。起初，河生并
不知道退亲的事，只是发现姐姐做好了饭，却不吃，在母

亲的再三劝说下，才端起饭碗，却在刚端起碗的时候，眼
泪就涌出来。在听准了退亲的事之后，他就像被当头砸了
一砖头，头发空，腿发软，小脸顿时变得苍白。河生觉得，

这件事不仅对姐姐是一个侮辱，对母亲、对他、对他们全
家都是一个严重的耍弄和侮辱。姐姐是天下最好的姐姐，
他不明白竟有人这样无理地对待姐姐，实在让人愤恨。河

生真想为姐姐出这口气，出气找不到对象，他就转向了委
屈。他无端地想，父亲去世后，一切责任都是他这个长子
担着，他这个长子当的是什么！

⑨~⑫段是小说情节的第四
部分，是故事情节的高潮，
也是结局。姐夫退亲非但没
有让河生心想事成、如释重
负，相反却使河生一家人很
受伤，感受到了“耍弄和侮
辱”，这进一步彰显了河生内
心的矛盾、纠结以及他作为
“小大人”“一家之主”的责
任感与荣誉感。“咬着牙对
自己说，我是长子，我不
哭”“嗷的一声就哭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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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细节描写，写出了河
生的克制、隐忍，更写出了
他的自尊与伤痛。

这回轮到河生不吃饭了。母亲问他心里到底有什么事，
他只说不饿，不想吃。母亲气得要打他，没打成，自己先
哭了。母亲哭的时候提到了父亲，对父亲有所埋怨，说他

们父亲要是还活着她哪至于遭这么大的罪。

河生的委屈是一个大包，母亲的话把他的委屈捅破了，
他虽然咬着牙对自己说，我是长子，我不哭，可他到底没

能咬住，嗷的一声就哭倒在地。

他哭了一会就不哭了，他心里突然升起一个庄严的念
头：从今以后，我要好好读书……（从“不哭”到“哭了”，
再到“不哭”，河生细腻的情感变化展现了他的成长过程。

作者：刘庆邦

选自《山花》1997 年第 1期，有删改

【知识建构】

矛盾冲突：
矛盾冲突，通俗地说就是正反两个方面都有强烈的愿望去实现既定的目标并付诸实际的

行动。矛盾冲突总是以征服对方或者被对方征服的方式达到新的平衡。小说中的矛盾冲突有四
个主要的类型：情感冲突、利益冲突、性格冲突和观念冲突。这些矛盾冲突可以表现为人与人
的冲突、人与环境的冲突以及人物内心的冲突。许多时候，各种不同的矛盾冲突彼此纠结，具

有复杂性和变化性。
《少男》一文的矛盾冲突首先表现为年龄与身份极不相称的性格冲突：河生“不过是个

十二三岁的男孩子”，却因为“父亲去世”与“母亲提议”，“户主换上了他的名字”，“有

事无事蹙着眉头。在弟弟妹妹眼中，他俨然一副小父亲的样子”。其次，还有因姐姐订亲所引
发的情感冲突以及姐姐将要“变成别人家的人”而引发的利益冲突。准姐夫退亲，使河生觉得
这“对他们全家都是一个严重的耍弄和侮辱”，这应该算是观念冲突。此外，人物内心的情感

纠结也很值得仔细玩味：河生一方面抗拒姐姐的订亲，另一方面又因“想起姐姐说的关于女同
学的话，心里悄悄泛起一种从未有过的东西，有些柔软，有些滋润，还有漫无边际的忧愁……”，
对家庭利益的维护与对爱情甜蜜的向往是如此复杂又如此巧妙地被糅合在了一起。

小说阅读要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可以从梳理小说情节线索入手，正确理解
与主人公河生相关的各种矛盾冲突的不同表现，明晰相关细节背后的人情及事理逻辑，从而正
确把握小说的主题思想。

【试题解析】

1. 请简要分析姐姐这一人物形象。
【答案】

①从不让别人欺负弟弟、给弟弟做洋布裤子等，可见她是一个关心弟弟、呵护弟弟的好姐姐；
②从接受退学决定、卖干草补贴家用等，可见她是一个吃苦耐劳、体贴家人的好女儿；
③从订亲后坐着出神、打听摸鱼的人、被退亲后流泪等，可见她是一个情感细腻、内心自尊、

向往美好生活的好姑娘。
【解析】分析人物形象时要先整体感知文章内容，梳理出文章情节，然后在具体情节中分析形
象特点；分析时要从人物的身份、职业，正侧面描写、环境描写，以及作者倾向和他人评价入

手，准确全面地理解人物特点；最后要选择准确的词语，结合内容分析作答。
从“从刚会走路时，就由姐姐领着他玩。姐姐教他上树摘果，下河摸鱼。若是谁敢欺负他，姐
姐跃起来就跟人家厮打”“姐姐向母亲建议，给河生做一条洋布裤子”“姐姐比着河生的身体裁

好，一针一线地缝制”等处可见，姐姐始终关爱呵护弟弟，心灵手巧又聪明能干；从“母亲就
不许姐姐再上学，姐姐很快就理解了”“退学后，天天到地里薅草，并用卖干草的钱补贴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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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留着给河生交学费”等处可见，她是一个善解人意、懂事体贴、吃苦耐劳的好孩子；从“姐

姐问了一句：逮鱼的有没有外村的人”“姐姐正独自坐在树荫下面的小凳子上出神，姐姐摘下
一片石榴叶，手捏着含在嘴边，一副不辨榴叶是何叶的样子”“姐姐做好了饭，却不吃，在母
亲的再三劝说下，才端起饭碗，却在刚端起饭碗的时候，眼泪就涌出来”等处可见，姐姐感情

细腻，憧憬着爱情与婚姻，向往着美好的生活，却被残酷的现实打击。她有着强烈的自尊心，
也是一个命运悲苦、值得同情的女子。
2. 请探究小说结尾画线句中作者的情感态度。

【答案】
①对河生遭受挫折又无能为力的同情；
②对河生责任感和担当意识的赞许；

③对河生希望通过读书改变命运这一价值观的认同。
【解析】
本题探究的是小说文本结尾的艺术效果。先要明确小说结尾的形式，再从结尾的技巧、对情节

的安排、人物塑造、主题的表达作用、作者的创作意图及读者的阅读感受等角度来回答。
“他哭了一会就不哭了”是河生心中已经有了主意，即“升起一个庄严的念头：从今以后，我
要好好读书”；“不哭了”其实是一个孩子意识到哭泣对于事情并没有任何帮助，无力扭转家庭

与姐姐被退婚的命运的时刻，小小年纪就不得不认清现实并打算扛起家庭重任，体现出作者对
他的心疼与同情；这是河生从幼稚转向成熟的标志，他从原来“有事无事蹙着眉头。在弟弟妹
妹眼中，他俨然一副小父亲的样子”的自以为有担当，实则不肯承认有一个姐夫，无法接受姐

夫退亲行为的幼稚，转变为一个懂得如何真正保护姐姐，保护家庭的男子汉，那就是自己努力
读书，振兴家业，让母亲和姐姐再也不用受他人委屈；河生的成长尽管仍只是微小的一步，但
他的觉醒是终于明白什么事是自己切实可以去做的，这种“不哭了”而懂得采取实际行动的转

变，充满作者对男孩终于成长，能够扛起家庭责任的欣慰与赞许之情；同时，河生想要通过努
力学习文化知识，改变家庭和姐姐的命运的打算，也寄寓着作者对他所选择的道路的认同，以
及对他们一家能拥有美好未来的无限期望。

【反馈检测】

1. 小说情节通常可以分为哪几个部分？以《少男》为例具体说一说划分小说情节结构的主要
依据。

【答案】
①小说的情节一般有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四个部分，有的前面还有序幕，后面还有尾声；
②以时间与地点的转换及人物的出场与退场为依据，小说《少男》的故事情节可以分为序幕、

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等四个部分；
③序幕（①~②，时间：春节刚刚过去，地点：院墙外的一颗苦楝树下。主要人物河生出场，
但中心事件尚未展开）；开端（③~⑤，时间：父亲去世后，地点：家里。河生听说了姐姐订亲

的事，插叙父亲去世后姐姐对河生的照顾）；发展（⑥~⑧，时间：夏天的一个午后，地点：河
边。那个人出现了，捕到了一条很大的黑鱼。河生躲到了一丛蓖麻下面的阴影里，害怕有人看
到他）；高潮（结局，⑨~⑿，时间：秋后，地点：家中饭桌前。跟姐姐订亲的那个小伙子让家

里人替他退亲，河生咬着牙想不哭却又哭倒在地，他哭了一会就不哭了，立志要好好读书。）
2. 在矛盾冲突中展示人物性格是小说刻画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请简要分析小说《少男》中
的几个主要的矛盾冲突。

【答案】
①“河生不过是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子……一切还没真正长开”与“户主换上了他的名字……俨
然一副小父亲的样子”，实际年龄、客观表现与社会责任及自我认知之间的矛盾；

②“只承认姐姐”与“绝不承认姐夫”，对姐姐的依恋与对姐夫的抗拒之间的矛盾；
③“说实在话，那个人个头不低，身体结实”与“可是他就是接受不了”，直觉感知与理性判
断之间的矛盾；

④“姐姐问了一句：逮鱼的有没有外村的人”与“河生装作没有听见姐姐的话……有心跟姐姐
说一句话，又想不起说什么好”，对姐姐订亲本能的抗拒与理性的包容之间的矛盾；
⑤“河生看见姐姐缝裤子，想起姐姐说的关于女同学的话，心里悄悄泛起一种从未有过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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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柔软，有些滋润，还有漫无边际的忧愁……”，对姐姐订亲的抗拒与自己对爱情的朦胧向

往之间的矛盾；
⑥“我是长子，我不哭”与“他哭了一会就不哭了”，姐夫退亲使河生一家人感受到的“耍弄
和侮辱”与河生作为“小大人”“一家之主”的责任感与荣誉感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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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解析老师： 射阳县高级中学 吴杰明）

【相关链接】

作家刘庆邦以“人与自然”为母题的现实主义创作

刘庆邦，中国作家中的“异数”，多年来坚持以“人与自然”为母题进行着现实主义创作。
其作品可以简单地划分为乡土和矿区两大题材，这是通向他记忆深处两条幽深的隧道，一条被
他命名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另一条则沿着相反的方向延伸，被命名为“人与自然的抗争”。

刘庆邦在北京生活多年，但他身上却依然保持着明显的农民生活习性：他喜欢在家里种豆芽，
并为此感到自豪。“我经常回老家，每次都带回来刚收的新绿豆，这是我绿豆种得好的秘诀”。
刘庆邦是个“城里人”，却极其熟悉乡村和煤矿生活，原因在于他每年都要选择去矿山小住，

除了西藏煤矿，全国大小煤矿如今几乎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刘庆邦喜欢反复阅读自己的作品：写完要读，发表要读，出版后还会再读。“有时候我会

被自己感动得哭，被眼泪辣得读不下去。”刘庆邦说：“人光看重血不看重眼泪是不对的，血你

随便用刀子捅哪儿都可以流出来，但眼泪你不到悲伤的时候就是流不出来。”“人们总希望看
到那些浓烈的东西，其实那些浓烈之底隐藏的，依然是朴素。每个作家在生命深处都是悲凉的、
悲痛的，生命就是个悲剧，作品都是表达作家脆弱的感情，真正好的作品，它应该是柔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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