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新课标大语文”微信公众号，提升语文核心素养

1 / 7

「小说精读」玩家

作者 | 聂鑫森 赏析 | 凌岚
【编者寄语】

“聪明人”总以为可以靠自己的头脑获得意外的收获，殊不知聪明反被聪明误，弄不好
“赔了夫人又折兵”。一个人不要一味相信自己的聪明，也无需遗憾自己的愚笨。面对诱惑，
与其投机取巧，不如抱朴守拙。只有保持清醒才不致掉进“精明”的陷阱。不想沾光就不会
吃亏，别让小聪明遮蔽了大智慧，小心“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文本研读】

玩家 玩家即游戏者，本文中谁是
真正的玩家？读完再判定。

吴昌开着崭新的宝马车，行驶在铺满晨光的乡村公路

上。此行去青山桥杨家村，那里新建了一个钓鱼基地。昨
晚睡前，他习惯地翻翻报纸，副刊上有一篇散文写到它，
那些美丽的文字把吴昌的心挠得痒痒的。

情节开端，交代主人公此行
的原因和目的。“宝马车”
暗示主人公的经济实力，心
“痒痒的”写出他的爱好。

在古城私企老板中，40 岁出头的吴昌还算不得头面人
物，尽管他拥有一家两千人的服装制造厂。但在玩家圈子
里他名声很响，因为他是个正经的玩家。吴昌玩得很雅，

其一是玩瓷，也就是专项收藏古瓷器。唐盆宋碗、明壶清
瓶，竞收了上百件，或从拍卖场拍得，或从古玩店淘来。
他当然吃过亏，吃一堑长一智，慢慢摸出门路，眼力自然

练出来了。谈起四大名窑、釉上彩、釉下彩、斗彩，他口
若悬河，当行本色。（交代作为玩家的吴昌虽有一定水平，
但也“吃过亏”。暗示故事结局。）他曾请城中古玩店好

古斋的当家人袁清来家鉴赏，袁清的目光冷冷地扫视一遍，
（真行家只“冷冷地扫视”，暗示着什么？）说：“不错
啊……都是真货。”能得到袁清这句赞语，不容易！

交代人物的身份背景，引出
另一重要人物。

玩瓷之外，吴昌还喜欢钓鱼。古城郊外大小钓鱼基地
他都光顾过。什么鱼用什么竿，下什么饵，他如数家珍，
而且手感极好，浮子稍一颤动，他的手就会闪电般扬起，

刚吞钩的鱼也就成了俘虏。他钓鱼，心里还有个小九九：
顺带在附近的农家转一转，说不定哪天会发现一件“老器”。
这就叫“捡漏儿”。

对吴昌来说，钓鱼与玩瓷器
他都是内行，而且两者是有
联系的。“捡漏儿”的到底
是真行家还是被“套路”的
冤家？这是个问题。

一个小时后，汽车停在杨家村的一口大水塘边。水塘
的左侧只有一栋青砖大瓦屋，是水塘主人的家。一个 60 来
岁的老人飞快地来到汽车前，对刚下车的吴昌说：“先生，

欢迎你来钓鱼。请先到堂屋里歇口气，喝杯茶。”吴昌说：
“好。好。”堂屋很宽敞，正面墙上挂着一个神龛，里面
立着一尊白瓷观音像，造型极其优美；神龛下面摆着一张

古旧的八仙桌，一边搁着一把上了年岁的太师椅。吴昌想：
这户人家应该是有些来头的，一般农家不会有这样的家具。

进屋喝茶的客气里实有讲
究，不经意之间推进情节发
展。从“有些来头”的摆设
看，这里不是“一般农家”，
但又会是什么情况呢？再次
暗示其中玄机。因为不是专
为“淘宝”而来，吴昌放松
了警惕。

老人送来一壶茶和一个小茶杯。茶壶和茶杯都是瓷的，

似乎还很“老器”。吴昌的心突突跳。他提起茶壶给小茶
杯斟上茶，迅速地把壶扫视一番。壶是平常式样，上面有
明人唐伯虎的一幅仕女图，笔墨很见功夫，题款是两句诗：

“屈指三春是嫁期，几多欢喜更猜疑。”他记起这两句诗
是清人黄遵宪的。明人唐伯虎的画怎么会题上清代人的

不经意间，吴昌此行的重点
从钓鱼转为淘宝，情节切换
自然。声东击西的对话，吸
引读者关注情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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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他笑了，这壶顶多是个民国时的仿品。（作为“正经
玩家”，吴昌的学识和眼力使他更加自信。）吴昌端起茶
杯，啜了一口茶，呀，这竟是一只斗彩杯！造型轻灵俊秀，
胎质细腻纯洁，白釉莹润如脂，色彩柔和，上面画着栩栩

如生的牡丹和蝴蝶。这样一只杯子，目前市场上的价格已
逾 20 万，想不到，竟让他遇着了！（细写杯子的造型图案，
读者也禁不住被它吸引。仿品看一眼便知，以吴昌的眼力，
判断这只杯子的来头应该不会错。）吴昌说：“这把壶不
错，有些年岁。”（明明看上了杯子却询问茶壶，声东击
西，这个买家真是有算计。）老人笑了：“当然。是祖传

的，传了多少代就弄不明白了。这只杯子，是挖菜窖时，
从土里偶然发现的，看着入眼，权用它盛茶。”（轻描淡
写地交代杯子来历，实为诱人上钩的重要一笔。）吴昌放

下茶杯，随意说：“老人家，给我找根钓竿，我钓鱼去。”
老人说：“好。”

吴昌在塘边勉强坐了两小时，一条鱼也没钓着，他脑

子里想着那只斗彩杯。（心旌摇曳，想“捡漏儿”，钓鱼
已是心不在焉。）近午时他回到堂屋里，对老人说：“你
给我用网打 20 斤鱼吧，空手而返，老婆会笑话。”老人忙

安排人去打鱼。“先生，你喝茶。”“谢谢。老人家，我
很喜欢这把壶，你愿意出让吗？”“祖传之物，舍不得。”
“我愿意出高价购买，你开个价！”老人似乎心动，犹豫

了好一阵才说：“不能少于 12 万！”吴昌差点要喊起来：
“土老帽儿，这壶是民国的仿品呀，顶多值两千元！”但
他没喊出来，装出痛苦的神情，说：“太高了，太高了，8

万！”“你真心要，10 万，再不能少了。”吴昌咬咬牙，
说：“10 万就 10 万，不过，你得搭上这个小杯子，让我早
晚配着对儿喝茶。”（一番讨价还价，各自心里都有小九
九。最后要求搭上的杯子才是“醉翁之意”。）老人说：
“这个杯子反正是白捡的，你喜欢就拿走。”吴昌从内衣
口袋里飞快地掏出一张支票，签好名，交给老人。

从不露声色到出奇制胜，似
乎一切都在吴昌的慧眼发
现、精心设计之中。情节掀
起小高潮。

吴昌开着车喜洋洋地回到城里。今天捡漏儿，应该是
他玩瓷史上最辉煌的一笔。声东击西，暗度陈仓，妙不可
言。他不想告诉城里任何人——包括袁清。（再次提到袁
清，提示读者联想前文的情节。）过了半月，他去省城博
物馆，托朋友找瓷器专家“掌眼”。他没想到，“成化斗
彩杯”是当今的仿品，只值几十块钱！吴昌傻眼了，谁给

他下的饵呢？他后来打听清楚，报纸上那篇介绍青山桥杨
家村钓鱼基地的散文，是袁清化名写的。那一刻，他什么
都明白了，他去钓鱼，其实自己也成了一条被钓的鱼。

故事结局，一切真相大白，
忍俊不禁之余，让人掩卷沉
思。这么精明的吴昌为何成
了“被钓的鱼”呢？

作者：聂鑫森

选自杨晓敏《名家名篇笔记体小小说欣赏》，有删改

【知识建构】

暗示：
所谓暗示，就是通过一定的途径间接地把意思表达出来。小说中巧妙运用暗示实现以小见

大、以少胜多、以虚写实和深蕴隽永的艺术理想，往往会收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效果。

“富于暗示，而不是清晰的一览无余，是一切中国艺术的理想，诗歌、绘画以及其它无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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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精妙总结概括了中国一切艺术的精神理想与价值追求，小说

亦是如此。
如本文写吴昌只是业余玩家，在收藏过程中也吃过亏，暗示他的鉴赏并不专业，吃亏是难

免的。古玩店的当家人对他的藏品只是冷冷地扫视，再加上他私企老板的身份都暗示着他可能

会成为被钓的“大鱼”。水塘主人家不一般的陈设也暗示着其中的玄机。正是这些暗示构成了
文中的伏笔，使结局出人意料又合情合理。

【试题解析】

1.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最恰当的一项是（ ）
A.吴昌开着宝马行驶在乡村公路上，来到杨家村大水塘边的青砖瓦屋，走进厅堂看到古色古香
的陈设，这些环境描写为吴昌与主人公老人的活动提供了真实背景。

B.吴昌在古城私企老板中是出名的玩家，专门收藏古瓷器且很有眼力，他爱钓鱼的动机之一就
是到乡下农家“捡漏儿”，这些介绍为下文描写吴昌受骗上当做铺垫。
C.小说情节设置悬念首现、引人入胜，叙描深得中国古典小说的趣味，尤其末尾处发现成化斗

彩杯是仿品的描写虽出人意料但合乎情理，有凸显小说主题的作用。
D.小说语言通俗自然，虽没有华丽辞藻点缀，但写人叙事却很形象生动，如吴昌和老人做交易
一段就综合运用语言、肖像、心理等描写手法，收惟妙惟肖之效。

【参考答案】：B
【解析】
本题考查鉴赏文学作品的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A 项错在“主人公老人”，小说主人公应是吴

昌，老人只是次要人物；C 项错在“悬念首现、引人入胜”，小说开头是起因描写，没有设置
悬念；D 项错在“肖像”，做交易一段没有肖像描写。
2．小说结尾吴昌最终被“好古斋”当家人袁清算计，文中有哪些伏笔暗示？

【参考答案】：
①吴昌并非真正的收藏家，只是业余玩家；②袁清来吴昌家鉴赏瓷器时眼光冷冷扫视；③大水
塘边只有一栋青砖大瓦屋且堂内陈设古色古香；④老人将破绽明显的茶壶与不易鉴别的茶杯一

同献上；⑤老人做交易时很爽快地奉送小茶杯。
【解析】：
设置伏笔是写作中常用的一种表现手法。它是前段文章为后段文章埋伏的线索，也是上文对下

文的暗示。设置伏笔使文章结构严密、紧凑，使读者读到下文内容时，不至于产生突兀怀疑之
感。寻找文中的伏笔暗示需根据小说结局找出前文中与之相关的情节交代，特别要发现那些看
似不经意其实有意为之的内容。本文应重点思考吴昌在被算计的过程中可能与袁清有关的情节

并分条作答。
3.探究小说的主题，并至少从两个角度阐明你的理由。
【参考答案】：

做人不要自以为是（或：刚愎自用、盲目自信、自作聪明等）。
①从情节设计角度看，先写吴昌精明地鉴别茶壶是赝品、茶杯是成化斗彩杯，后写他受骗上当，
这样的情节逆转明显是讽刺自以为是的人；②从人物形象角度看，小说重点描写了吴昌的富有

心机，特别是和老人做交易时更是精明与心机毕现，结果仍然落入老人的圈套之中，可见小说
是通过吴昌形象的描写讽刺自以为是的人；③从表现手法角度看，小说中老人外愚内精的个性
与吴昌小智大愚的个性形成鲜明对比，可见主题是讽刺自以为是的人。

【解析】：
小说的主题是小说的灵魂，是作者在描写人物性格、命运时显示出的对生活的理解和认识，是
作者写作目的之所在。但小说的主题并不是越明确越好，意蕴丰富的主题能为读者留下足够的

审美空间。
探究小说主题的方法主要有：①从小说塑造的典型人物形象入手，思考人物身上体现出来的价
值取向，分析人物性格、命运遭遇折射出来的社会内涵；②透过现象看本质，通过小说的社会

环境来把握小说主题。③注意小说标题对主旨的暗示作用；④把握小说中流露出来的情感态度
倾向；⑤理解小说蕴含的哲理启示。
本文中，吴昌在看中并买下茶杯的过程中表现得十分精明，但最后却发现上当受骗。人物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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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努力方向与结局之间的反差，提示读者思考其揭示的主题所在。抓住这些重点，并结合以上

方法作答即可。
【反馈检测】
1.在买到茶杯前后，吴昌的心理有哪些变化？试结合上下文揣摩分析。

【答案】：
①吴昌在开鱼塘的农家看到茶杯认为是古董，非常惊喜；
②钓鱼过程中想低价购得茶杯，激动忐忑；

③谈价格过程中精心设计，以低于市场价买到茶杯而自鸣得意、兴高采烈 ；
④得知茶杯是仿品后，惊讶、懊恼。
2.小说结尾点出是袁清的设计让吴昌上当受骗的。有人认为本文结局安排不够含蓄，影响小说

的丰厚意蕴。你赞同这一看法吗？结合文本谈谈你的看法。
【答案】：
不赞同。

①结尾揭示吴昌是被袁清所骗使情节完整，让人恍然大悟，更具艺术效果。
②前文情节已有伏笔，结尾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一切顺理成章。
③结尾的安排有利于揭示主旨，吴昌不是因为偶然失误才落入他人陷阱的，被骗是他盲目自信、

自作聪明的结果，因而有突出主题的作用。
④结尾交代袁清的背后算计也给读者提供了更多解读小说的角度，使小说意蕴丰厚，增加了小
说的可读性。

赞同。
①小说意蕴贵在含蓄，文章最后点明袁清设计了一切，使文章失去了更多想象空间。
②结尾安排突兀，从前文情节不能明显看出吴昌被骗与袁清有关，结尾不够顺理成章。

③结尾不点破真相可以更好地表现主题，即使没有人设置陷阱，自以为是的人也容易被假象迷
惑。
④不点明吴昌被算计的幕后黑手是袁清，可使小说戛然而止，更能让人回味其被骗的原因。

扫描公众号，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沧州市第三中学 凌岚）

【相关链接】

略谈文学作品中暗示手法的运用

杨建平

所谓“暗示”是不把意思直接说出来，而是通过某种途径间接地表达。文学作品中，这种

手法的巧妙运用，写实写意，不直不露，往往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这种手法运用方式多种

多样，寓意深远，使读者在一种比较含蓄的、间接的艺术氛围中，自然地领略到作品的意图。

时间暗示。文学作品倘要写人记事，大抵少不了时间的交代。其方式方法是多种多样的，

而暗示的方式最为巧妙。有的是借助于特定的景物特征，有的是借助于自然规律及人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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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李白的词《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中的一句，“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很有

深意，暗示时间已是夜晚，“玉阶”暗示月亮已经升起来了，连宿鸟都回来了，暗示了思妇盼

游子归家的焦急心情。又如唐诗名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写的显然是傍晚。宋代

杨万里的《小池》，“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暗示了时间是暮春。这些都是借

助于特定的景物特征，来交代“时间”的，这样比直接陈述显得笔墨简练、含蓄，富有生活气

息和艺术感染力。

环境暗示。作品中人物的活动总是在一定的空间进行的，一定的空间构成了一定的环境。

环境的描写又总是与人们的思想、个性特征有着密切联系的。如：《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中，

作品在写雪的时候，两次用了一个“紧”字：“那雪正下得紧”“看那雪，到晚越下得紧了”。

这两个“紧”字，不仅突出了风大雪猛的环境特点，而且暗示出林冲的处境越来越危险，形势

越来越严峻，而林冲又全然不知，这就使得读者不能不随着雪下得紧而感到紧张，替人物捏着

两把汗。如《雨霖铃》中，“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用环境凄清

暗示主人公的心灵之灰暗。即将离别，前路漫漫，何日才能相聚。这些离愁别绪，萦绕心头，

挥之不去。

细节暗示。人物的细节描写可以展示人物的思想感情、体验和感受，展现一定环境下人物

的复杂心境，着墨少，感染力强。读过《三国演义》的都知道，刘备素怀大志，要夺取天下，

然而当时羽翼未丰，寄人篱下，因此，他的谋划是不能为人所知的，更何况曹操也有篡位自立

的意图。枕边岂容他人高卧！刘备深知如果曹操窥破他的内心，必然加害于他。因此，当曹操

说出，“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不觉吓得手中的筷子也掉到了地上。然而，刘备却推

说是听到了迅雷所以吃惊，把事情掩盖过去。“闻雷失箸”这一动作写出了刘备的内理活动，

暗示了他韬略深藏的性格。读《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一节，林冲查看发现倒塌的草厅中的炭火

“被雪浸灭”的细节，就是要暗示读者，后来的大军草料场发生大火，不是林冲不小心惹的祸，

而是有人想对林冲下毒手。

人名暗示。有些作品的人物命名寓意深远，认真细致地通过字面的含义、读音的谐音来分

析人物的命名，了解了暗示意，有助于我们明确作品的内容与主题。如鲁迅的小说《药》一文

中“华老栓”的暗示了有些人脑子里还被封建主义的愚昧落后的思想所堵塞，尚未觉悟。“夏

瑜”是美玉，夏瑜不仅仅暗喻秋瑾，而且是暗示中华民族的精英，即先进的革命者。长篇巨著

《红楼梦》众多的人物命名也采用了暗示这一艺术手法。如宝玉、黛玉、宝钗和妙玉这四个名



关注“新课标大语文”微信公众号，提升语文核心素养

6 / 7

字，从字的组合上暗示出他们互为影子的复杂关系，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也有一些通过

人名的谐音暗示了人物的命运。如甄士隐的女儿英莲，自幼被拐，命运多舛，确实是“应怜”。

小乡宦之子冯渊，是被活活打死的，岂不平白“逢冤”等。

修辞暗示。文学作品中修辞手法的巧妙运用，不但能提高语言表达效果，而且能深化主题。

如孟子的《寡人之于国也》文中，孟子在说明梁惠王的“移民移粟”的措施与邻国之政并无区

别时，以“王好战，请以战喻”，告诉人们“战争”不是“仁政”的内容，同时，还暗示“民

不加多”是因为王好打仗，百姓谁愿意当炮灰呢。文中“五十步笑百步”的故事暗示的是，梁

惠王的“移民移粟”只是搞小恩小惠，跟邻国统治者的治国不尽心，没有本质区别，只是形式

上数量上的不同而已，要使百姓加多，就必须施行仁政，行王道，要以人为本。

意象暗示。意象是指诗歌中熔铸了作者主观感情的客观物象，是作者内在的思想情感与外

在的客观物象的统一。也就是“借景抒情”中的“景”或“托物言志”中的“物”。诗人对意

象的选取与描绘，正是作者主观情感的流露。意象往往蕴含着丰富的意旨，寄托着复杂的情感，

暗示着深刻的哲理，承载着诗人强烈的主观色彩。《诗经》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暗

示着主人公对家乡、对亲人的依依不舍之情。屈原《涉江》中，“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

凝滞”。这哪里是船徘徊不前，分明是暗示了作者自己不想离开郢都，暗示了自己不想离开楚

国。

典故暗示。典故就是经典故事，它有相当丰富的文化内涵，运用他可以把作者的思想情感

巧妙地传递出来。读《烛之武退秦师》，烛之武说秦君说，“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

就是要暗示秦君，晋国不守信用是有前科的，晋文公也会如此。读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

固亭怀古》，结尾有，“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这个典故就是意在暗示读者，他辛弃疾是，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自己不仅身体健康，而且还想为国建功立业。同时，也在暗示，是

小人的谗言让自己报国无门，英雄之志，不能施展。

地名暗示。有时借用地名来暗示人物性格。如王维《观猎》：“忽过新丰市，还归细柳营。”

新丰市和细柳营分别位干长安西南和东北。新丰市古产美酒，是侠义之士聚会之地；细柳营是

汉代名将周亚夫屯兵的地方，周亚夫治军有方，汉文帝称之为“真将军”。这两个地名暗含了

作者对射猎将军奋迈气概的赞美。有的诗人巧用地名的字面义抒发喜怒哀乐之情。这些地名就

成了即景抒情的媒介或素材。如文天祥《过零丁洋》：“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惶恐滩”是文天祥的军队曾从惶恐滩一带撤退,经历了九死一生的险境。而今他身为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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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押送过零丁洋，倍感孤苦伶仃。“惶恐滩”和“零丁洋”两个带有感情色彩的地名自然相对,

把家国之恨和诗人的艰难困厄渲染到了极致。

了解了文学作品中的暗示法，有助于我们阅读与欣赏，并从中学点写作上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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