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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精读」孕妇和牛 

作者 | 铁凝 赏析 | 周秀义 
 

【编者寄语】 

波澜不惊，却透出一种喷薄的力量——伟大的母爱。作者用诗意的笔调，在从容淡定的描
述中，传达出一种无限温馨和谐的人生意蕴。新生命的孕育，给了孕妇新的希冀；有了希冀，
生命就有了意义；有了意义，命运就有了改变的方向。一个出身穷苦、没有文化的普通农村妇
女，因为腹中的孩子，开始在蒙昧中觉醒，有了较为清晰的文化向往。母爱的力量是一盏灯，
照亮了孕妇迷惘而寂寞的前程！作家铁凝用细腻、别致的文笔书写的母爱，一定会让你回味无
穷！孩子们，请随我来欣赏吧！ 

【文本研读】 

孕妇和牛 

题目很骨感，含义很丰富，
它的作用有：①题目是小说
的线索，使小说结构紧凑、
思路清晰；②孕妇和牛有什
么关系，设置悬念，吸引读
者阅读兴趣。③“孕”代表新
生命的孕育，暗示生命充满
希冀的主题；孕妇和牛，暗
示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主
题。 

孕妇牵着牛从集上回来，在通向村子的土路上走着。 平淡的叙述，透出浓浓的乡
村气息。 

午后的太阳照耀着平坦的原野，干净又暖和。（环境描
写：描绘出一种宁静、恬淡、温暖而质朴的环境，衬托出孕
妇超然而自豪的心态。）孕妇信手撒开缰绳，好让牛自在。
当它拐进麦地歪起脖子啃麦苗时，孕妇唤一声：“黑，出
来。”（第一次喊牛，简洁、干脆，对“黑”的命令，体现
出孕妇善良和不爱占便宜的质朴品质。）黑是牛的名字。黑
迟迟不肯离开麦地，孕妇就恼了：“黑！”（第二次喊牛：
一个字，把孕妇对牛的恼怒心情表现出来了。）她喝道。 

 

孕妇爱赶集，只为了什么都看看，婆婆总是牵出黑来让
孕妇骑，怕孕妇累着身子。（有家人关爱，有牛相伴，生活
还算优裕。反衬孕妇内心的寂寞、空荡。）黑也怀了孕啊，
孕妇想。但她接过了缰绳，她愿意在空荡的路上有黑作伴。
她和它好像有点同病相怜，又有点儿共同的自豪感，于是一
块儿腆着骄傲的肚子上了路。（心理描述：体现了孕妇内心
的善良和自豪。）回来时，孕妇也没骑黑，走快走慢由着黑
的性儿，当她走得实在沉闷，才冷不丁叫一声：“黑——
呀！”（第三次喊牛：“沉闷”使孕妇喊牛，她内心有着莫
名的寂寞和迷惘，所以她“夸张”地喊牛。）她夸张地拖长
声，把黑弄得挺，拿无比温顺的大眼瞪着孕妇。孕妇乐了，
平原顿时热闹起来。 

神态描写：牛的“惊愕”、孕
妇的“乐”，采用白描的手
法，干净利落，纯正质朴，一
个乐观、善良、温婉的中国
女性形象跃然纸上。同时，
传达出孕妇内心的变化，为
下文“描字”情节做铺垫。 

远处，依稀出现了三三两两的黑点，是那些刚放学归来
的孩子。（“依稀”用词精妙，一语双关，从视觉上写放学
的孩子离孕妇较远，也暗示孕妇由模糊到清晰的心理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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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孕妇累了，在路边一个巨大的石碑上坐下来，黑又信
步去了麦地闲逛。 

这石碑属于一个王爷，后来让一些城里来的粗暴的年
轻人给推倒了。石碑躺在路边成了过路人歇脚的坐物。碑上
刻着一些文字，个个如同海碗大小。孕妇不识字，他曾经问
过丈夫那是些什么字。丈夫也不知道。丈夫说：“知道了有
什么用？一个老辈子的东西。”  

看似轻描淡写，实则大有深
意。“粗暴的年轻人”“推
倒”，既展示了故事发生的
年代是一个以除“四旧”为
名实则践踏一切文化的年
代；又表现了人们的价值取
向是要“新”不要“老”的；
还暗示了人们的生活态度—
—漠视“忠敬诚直勤慎廉明”
的优良传统。用“年轻人”和
孕妇丈夫反衬孕妇的觉悟和
对知识的朦胧向往。 

孕妇坐在石碑上，又看见了这些字，她的屁股压住了其
中一个。这次她挪开了，小心地坐在碑的边沿。（细节描写：
一“压”一“挪”，写出孕妇动作的变化，作者以最简单的
方式表达了一个农村妇女对知识最真诚的尊重和敬意，推
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她弄不明白为什么她要这样，从前
她歇脚，总是一屁股就坐上去。那么，原因还是胸膛下面这
个肚子吧。孕妇对这肚子充满着希冀，这希冀又因为远处那
些越来越清楚的小黑点而变得更加具体。（心理变化：由
“小黑点”想到自己肚子里的孩子，由“不明白”到“更加
具体”， “希冀”使孕妇不再迷惘，使小说主题浮出水面。）
孕妇相信，她的孩子将来无疑要加入这上学、放学的队伍。
若是孩子也问起这碑上的字，她不能够说不知道，她不愿意
对不起孩子。 

朴素的内心，高尚的母爱，
推动故事情节发展。 

可她实在不认识这碑上的字啊。  

放学的孩子们走近了，她叫住一个本家侄子，向他要了
一张白纸和一杆铅笔。 

设置悬念，吸引读者阅读兴
趣。 

孕妇一手握着铅笔，一手拿着白纸，等待着孩子们远
去。她仿佛要背着众人去做一件鬼祟的事。 羞涩但坚定，是母爱的力量。 

孕妇将白纸平铺在石碑上。当她打算落笔，才发现这劳
作于她是多么不易，她的手很巧，却支配不了手中这杆笔。
她努力端详着那陌生的大字，然后胆怯而又坚决地落下了
第一笔。她描画着它们，心中揣测它们是什么意思，又不由
得感叹：字是一种多么好的东西啊！  

语言描写：作者匠心独运，
用契合人物身份的语言，让
孕妇略显幼稚、可笑而又淳
朴、可爱的形象跃然纸上。
孕妇的心理发生了巨变，她
感受到了文字的美好，心理
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和快乐，
更看到了生命的希冀！ 

夕阳西下，孕妇伏在石碑上已经很久了。她的脸红彤彤
的，茁壮的手腕不时地发着抖。可她不能停笔，她的心不叫
她停笔。她长到这么大，还从来没干过这么累人、又这么不
愿停手的活儿。 

动作和神态描写：表现出孕
妇在母爱的支持下坚定而执
着的心理。 

不知何时，黑已从麦地返回，卧在孕妇的身边。它静静
地凝视着孕妇，脸上满是驯顺，像是守候，像是鼓励。 

神态描写：安静而祥和、温
暖而美好，一幅人畜和谐相
处的温馨画面。 

孕妇终于完成了她的劳作。在朦胧的暮色中她认真地  



关注“新课标大语文”微信公众号，提升语文核心素养 

 3 / 5 
 

数，那碑上的大字是十七个，她的白纸上也落着十七个。 

忠敬诚直勤慎廉明和硕贤亲王神道碑  

纸上的字歪扭而又奇特，像盘错的长虫，像混乱的麻
绳。（比喻：虚实结合，形象地描绘出孕妇描出的字的形状，
孕妇感觉“奇妙”，是孕妇对知识的向往和内心感到无限安
慰的真实写照。）可它们毕竟是字。有了它们，她似乎才获
得一种资格，似乎才敢与她未来的婴儿谋面。孩子终归要离
开孕妇的肚子，而那块写字的碑却永远立在了孕妇的心中。
每个人的心中，多少都立着点什么吧。 

抒情议论：“碑”，说明孕妇
心中有了较为清晰的目标，
她对孩子的希冀是对“字”，
即对文化的信仰。 

孕妇将她劳作的果实揣进袄兜，捶着酸麻的腰，呼唤身
边的黑启程。 

黑却执意不肯起身，它换了跪的姿势，要主人骑上去。 
 

“黑——呀！”孕妇怜悯地叫着，强令黑站起来。（第
四次喊牛：“怜悯” “强令”，是孕妇为了自己腹中的孩
子付出了艰苦劳动之后对“黑”的态度呈现，表达了孕妇对
自己腹中孩子的珍惜和疼爱，进而珍惜、疼爱孕牛腹中的小
生命，情感朴素自然。）     

作者议论：与孕妇没文化的
身份相吻合，更能突出孕妇
对腹中孩子深沉的爱。 

孕妇和黑走在平原上，像两个相依为命的女人。黑身上
释放出的气息使孕妇觉得温暖而可靠，她不住地抚摸它，它
拿脸蹭着她的手。一股热乎乎的东西涌现在孕妇的心房。
（心理感受和动作细节：写孕妇为彼此腹中小生命的存在
感到温暖，又充满希冀。人畜间亲昵的交流，细腻温馨。）
她很想对人形容心中这突然的发热。她永远也形容不出，心
中这种情绪就叫做感动。 

“黑——呀！”孕妇在黑暗中小声嘟囔，声音有点颤，
宛若幸福的呓语。（第五次喊牛：孕妇在黑暗中小声嘟囔，
是因为尽管回家的路漫长、走起来很累，但母牛一路的相伴
与温情，让一切变得幸福而轻松。） 

 

作者：铁凝 

有删节 
 

【知识建构】 

小说中白描手法的运用 

    小说中的白描手法是作者用极俭省的笔墨，勾勒事物的轮廓，以达到传神的目的。它不求
细致，只求传神。作者集中于描写人物的特征，往往用几句话、几个动作，就能画龙点睛地揭
示人物的精神世界，收到以少胜多、以“形”传“神”、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作家铁凝在《孕
妇和牛》中多处运用白描手法，将孕妇对腹中孩子深沉的爱融入传神的描写中。例如：孕妇在
回村途中看到倒下的石碑一段文字的描写中，一“压”一“挪”，只两个字，就传神地传达出
一个农村妇女对知识的最真诚的尊重和敬意，更显示出孕妇对自己未出生孩子深沉的爱意。
【试题解析】 

1.小说中的孕妇具有什么样的性格？请简要概述。 
【答案】①具有善良、温婉等传统的女性美；②有责任心，做事认真；③对人生抱有美好的向
往和期待。 
【解析】考点：考查分析小说中人物形象的能力。对小说中人物的分析，要根据故事情节、事
件等，从人物描写的方法（如动作、语言、心理活动、肖像）角度入手。思路分析：人物形象
的答题格式是，性格+身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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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牛在小说中有什么样的作用？请简要分析。  
【答案】①通过怀孕的牛与孕妇形象的并置，凸显孕育新生命的幸福与喜悦；②通过牛与孕妇
之间的亲昵行为，表现人与动物之间的温馨和谐；③通过对牛的形象描述，反衬孕妇作为人具
有的能动性和理性的追求。 
【解析】考点：考查小说的构思。文中写了和牛有关的三个场面：怀孕的牛，牛与孕妇的亲昵，
牛的形象描绘。这三个场景都有孕妇在场。考生可从二者的关系中发现牛对表现孕妇性格的作
用。 
思路分析：考生可以从作者笔下牛的形象，及它与主人公的关系角度入手分析。  
3.孕妇并不认识石碑上的字，也不会写字，却十分努力地描画着它们，后来还感叹：“字是一
种多么好的东西啊！”小说这样来写孕妇，有人认为让人感动，也有人认为有些做作。你的看
法呢？请结合全文，谈谈你的观点和理由。 
【答案】观点一：这样写让人感动。①突出了孕妇对文化知识的朦胧追求，虽然她不识字，但
这不影响她对文化的尊重；②揭示了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女人在将为人母时的责任感，在她看
来，学会认这几个字，将来就不担心孩子的提问了；③表现了孕妇认识到文化知识对孩子未来
成长的重要性，也表明她在尽可能地弥补自己没有文化知识的不足。 
 观点二：这样写有些做作。 ①触动她描画字的原因主要应该是日常生活的需要，而不只是路
边一块废旧的石碑；②孕妇自己不会写字，想临摹石碑上的字，可以请放学的孩子帮忙，不必
那么费劲，非要自己描画；③作为未来的母亲，孕妇识不识字，其实都不影响她对孩子的责任
与爱。  
【解析】考点：开放性试题，考查对作者在文中所表达的观点和态度的评价。根据文章和题目
的提示，考生可以任选一种情况作答，答题时一定要紧扣原文。 

【反馈检测】 

1.文章题目有何作用？请简要分析。 
【答案】①题目是小说的线索，使小说结构紧凑、思路清晰。②孕妇和牛有什么关系，设置悬
念，吸引读者阅读兴趣。③“孕”代表新生命的孕育，暗示生命充满希冀的主题；孕妇和牛，
暗示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主题。 
2.文中几次写孕妇喊牛？请结合故事情节列举其中三次，并分析其深刻的内涵。 
【答案】第一次喊牛，简洁、干脆，对“黑”的命令，体现出孕妇善良和不爱占便宜的质朴品
质。第二次喊牛：一个字，把孕妇对牛的恼怒心情表现出来了。 第三次喊牛：“沉闷”使孕
妇喊牛，她内心有着莫名的寂寞和迷惘，所以她“夸张”地喊牛。第四次喊牛：“怜悯” “强
令”，是孕妇为了自己腹中的孩子付出了艰苦劳动之后对“黑”的态度呈现,表达了孕妇对自
己腹中孩子的珍惜和疼爱，进而珍惜、疼爱孕牛腹中的小生命，情感朴素自然。第五次喊牛：
孕妇在黑暗中小声嘟囔，是因为尽管回家的路漫长、走起来很累，但母牛一路的相伴与温情，
让一切变得幸福而轻松。 
3.“这石碑属于一个王爷，后来让一些城里来的粗暴的年轻人给推倒了。”这句话在文中有何
含义及作用？请结合小说的情节做简要分析。 
【答案】①看似轻描淡写，实则大有深意。“粗暴的年轻人”“推倒”，既展示了故事发生的
年代是一个以除“四旧”为名实则践踏一切文化的年代。②又表现了人们的价值取向是要“新”
不要“老”的；还暗示了人们的生活态度——漠视“忠敬诚直勤慎廉明”的优良传统。③用“年
轻人”和孕妇丈夫反衬孕妇的觉悟和对知识的朦胧向往。 
 
 
 
 
 
 

 

扫描公众号，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河北省教师  周秀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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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乌米 
〔俄〕阿·马·高尔基 

每当早晨醒来，我便打开房间的窗户，倾听着从山上透过果园中茂密的绿阴向我传来的心
事重重的歌声。无论我醒得多早，这歌声都已经回荡在充满着盛开的桃花和无花果的香甜气息
的晨空里了。 

清风从阿伊——偑特里山巍峨的峰顶簌簌吹来，微微地拂动着我窗前浓密的树叶，树叶的
簌簌声给歌声增添了许多令人心旷神怡的美感。歌曲本身并不优美，而且有些单调，整个曲调
很不和谐。在看来本应该停顿的地方，听到的却是悲伤而激动的呼号，随后这一惊心动魄的喊
叫又同样出人意外地变作了柔肠百转的怨诉。这歌是一个苍老而颤抖的嗓音唱出来的，日复一
日，从早到晚，什么时候都能听到这支像山溪一般流下来的唱不尽的歌子。 

村民们对我说，这心事重重的歌声他们已经听了七个年头。我问他们：“这是谁在唱？”
他们告诉我，这是一个叫乌米的疯老婆子唱的。六年前她的丈夫和两个孩子出海捕鱼，至今没
有回来。 

从那时起，乌米便每天坐在自家土屋的门槛上，望着大海歌唱，等待着自己的亲人。一次，
我去看她。我沿着蜿蜒的小道，经过几个伫立在山坡上的土屋，穿过一个个果园和葡萄园，爬
上了高山。在山石背后翠绿树丛中，我看到了乌米老太婆的那所半坍塌的土屋。在从亚伊拉山
顶滚下的巨石中间，长着几株法国梧桐、无花果树和桃树。溪水潺潺地流着，在它流过的地方
形成许多小小的瀑布，土屋顶上长着青草，墙上爬着曲曲弯弯的藤蔓，屋门正对着大海。 

乌米坐在门旁的石头上，她的身材匀称颀长，白发苍苍。她那布满细小皱纹的脸，已被太
阳晒成了棕褐色。层层叠叠的石堆，年久失修的半塌的土屋，在炎热的蓝天衬托下的阿伊——
偑特里山的灰色峰顶，以及在太阳照耀下寒光熠熠的大海，所有这一切在老人周围形成了一种
肃穆静谧的气氛。在乌米脚下的山坡上，有一些零零落落的村舍。透过果园的绿树丛看去，它
们那五颜六色的屋顶，酷似一个被打翻了的颜料箱。从山下不时传来马具的叮当声，还有潮水
拍击海岸的沙沙声。偶尔还可以听到聚集在集巿上咖啡馆附近的人们的喧嚷声。在这儿的山顶
上是一片宁静，只有淙淙的溪水，伴随着还在六年前已经开始了的乌米的幽思漫漫的歌声。 

乌米一面唱，一面用笑脸迎着我。她的脸在微笑时皱得越发厉害了。她的眼睛年轻而明亮，
眼里燃烧着专心致志的期待之火。她温存地打量了我一眼，重又凝视着一片荒漠似的大海。 

我走近前去，在她身旁坐下，听着她歌唱。歌子是那样奇特：满怀信心的曲调不时为忧思
所代替，其中含有焦灼不安和疲倦的调子，它时而中断，寂然无声；时而又响起来，充满了喜
悦和希望…… 

但是不论这歌曲表现什么样的情绪，乌米老太太的脸上却只有一种表情，那是一种坚信不
疑的期待，一种满怀信心的、安详而喜悦的期待。 

我问她：“你的丈夫叫什么名字？”她粲然一笑，回答说：“阿布德拉伊姆……大儿子叫
阿赫乔姆，还有一个叫尤努斯……他们很快就会回来的。他们正在路上，我马上就会看到船了。
你也会看见的。” 

她说“你也会看见的”这句话时，似乎深信，见到他们父子对我说来也将是莫大的幸福，
似乎当她丈夫的渔船出现在海天之际，出现在她那被南方的烈日晒干了的、木乃伊般的棕色手
指所指的那一道深蓝色的细线上时，我会感到莫大的快乐。 

随后她又唱起了那支期待和希望之歌。我看着她，一面听，一面想：“就这样怀着希望该
有多好啊！心里充满了对未来巨大欢乐的期待，这样活着该有多好啊！” 

乌米一直在唱着，她微笑地摇晃着身躯，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在日光下闪烁着耀眼光辉的茫
茫大海。 

她完全沉湎在一种思念里，不理会任何别的东西了，坐在她身旁的我对她说来已不复存在。
我对她这种全神贯注的神态满怀敬意，我觉得，她这种只怀着一种希望的生活很值得羡慕，我
沉默着，情愿让她把我忘却。这一天海上风平浪静，它像一面明镜，映射出明亮的天色，但并
未使我产生什么希望。随后我便满怀惆怅悄然离去。身后传来了歌声和溪水响亮的淙淙声，海
鸥在海上翱翔，一大群海豚在离岸不远的地方尽情嬉戏，远方是苍茫的大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