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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精读」志贺直哉：《清兵卫与葫芦》

作者| [日本]志贺直哉 赏析| 凌岚

【编者寄语】

十二岁的小学生清兵卫对鉴赏和收藏葫芦有着特别的天赋，但他的爱好最终遭到“大人”
们的无情扼杀；清兵卫与常人的鉴赏眼光迥然不同，就像美和自然在恶俗的时代氛围中处境艰
难一样。在作品发表的 1913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在日本当时的军国主义和功利主义
气氛中，作者对美和人道主义的追求，显得微不足道，这正与清兵卫的处境相似。简单的故事
在情节摇摆中摇曳生姿，孩童世界的小事给人留下无尽的思考。读罢作品，掩卷沉思：即使在
个性解放精神曲折胜利之时，即使在一百年后的今天，是否还有很多清兵卫……

【文本研读】

清兵卫与葫芦

这是一个叫清兵卫的孩子跟葫芦的故事。自从发生了
这件事以后，清兵卫和葫芦就断了关系。过了不久，他又
有了代替葫芦的东西，那便是绘画。正如他过去热衷于葫
芦一样，现在他正热衷着绘画……

首段概括情节。“这件事”到

底是什么，会使清兵卫和葫芦

就断了关系？设置悬念。

清兵卫常常买了葫芦来玩，他爸妈是知道的。从三四
分钱到一毛五分钱一个的带皮葫芦，他已有十来个了。他
能够自己把葫芦口切开，把里边的籽掏出来，装上塞子。
先用茶卤一泡，把气味泡干净了，然后就把父亲喝剩的淡
酒装在里面，不停地把表面擦亮。

情节开端，具体描写清兵卫对

葫芦的喜爱。“常常”“已”

“不停地”透露出其喜好程度。

他对于这爱好异常专心。有一天，他在海边的街上走，
心里依然想着葫芦，忽然从一个摊户伸出一个老头儿的秃
脑袋，清兵卫把它错看做葫芦了。“这葫芦真好！”心里
这么想着，再仔细一看，连自己也吃惊了。那老头儿昂着
光彩熠熠的秃脑袋，走进巷子里去了。清兵卫觉得好笑，
就大声地笑了起来，跑过了半条街，还是忍不住地笑。

因为他热衷得这么厉害，所以他每次上街的时候，走
过古董店以及专门卖葫芦的铺子或仅仅门口挂着葫芦的店
铺，总是呆呆地站在门前望。（热衷葫芦，心里时时想着

葫芦，以至于看错。“总是呆呆地站在门前望”，其痴迷

程度生动毕现。）

清兵卫是一个才十二岁的小学生，放学回来常常一个
人到街上去看葫芦。一到晚上，就坐在起居室里收拾葫芦，
收拾好了，就装上酒，用手巾包好，放在罐子里，又把罐
子藏在火炉箱中，然后去睡觉。第二天早晨起来，立刻又
打开罐子看，葫芦皮上冒出了许多水珠。他永远不倦地看
着，看过之后很郑重地系好络绳，挂在朝阳的檐廊下，然
后上学去。（对清兵卫收拾葫芦的一系列琐碎举动的细腻

描写，让读者看出清兵卫对葫芦的“热衷”。 ）

清兵卫居住的小镇，其实是很狭小的，一条细长的市
街，只要二十分钟就可以走完了。所以卖葫芦的店铺纵使
多，像清兵卫这样几乎每天都跑去看，大概所有的葫芦也
都已被他一一看过了。

小说第一部分，写清兵卫收拾

葫芦、看葫芦，有概括介绍，

有具体描写；又以“大概所有

的葫芦也都已被他一一看过

了”收束，情节摇摆有度，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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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小说家风范。

他对于旧的葫芦，没有多大的兴趣，他喜欢的是还没
有开过口的带皮葫芦。而且他所有的大抵都是葫芦形很周
正的平常的东西。

情节发展，承接清兵卫对葫芦

的爱好，引出客人对他的一句

评论，引出第二部分，在典型

场景中推进情节。

“真是小孩子呢，不是这种葫芦他就不喜欢。”一位
客人看见清兵卫在一旁很专心地擦葫芦，就这样说。

“是呀，一个小孩子，却喜欢这种玩意……”他爸爸
很不高兴地向他那边看了一眼。“阿清，这些并不见什么
好，再去买几个奇特点的来呀。”客人说。“这样的好呀。”
清兵卫只是这样回答了一句。

清兵卫的父亲与客人就谈到了葫芦。
“今年春天开评品会时，有人拿出了马琴的葫芦来做

参考品，那才是出色的呢。”清兵卫的父亲说了。
“是一个很大的葫芦吧。”
“又大又长。”（父亲的欣赏品味到底如何？读者可

拭目以待。）

听见这样的话，清兵卫偷偷地发笑。他们所说的马琴
的葫芦，是那时候一件很有名的东西，他也去看了看，立
刻觉得并不见得怎样好，就掉头走了。“那种葫芦我可不
喜欢，不过大一点就是了。”他插嘴说。（三言两语的对

话构成的场景凸显了矛盾冲突：清兵卫爱葫芦，父亲不支

持；清兵卫独到的眼光与世俗常人的眼光不同。）

有一天，清兵卫走过后街，在平时不大注意的地方，
一家闭了门的住房前，有一个老婆婆摆着一个卖柿子的摊
子。他发现摊子后边的店板门上，挂着二十来个葫芦，就
立刻说：“让我看一看。”说着走过去一个一个地仔细把
玩。其中有一个，约五寸高，看那模样是很普通的，他却
喜欢得什么似的。

他心头发着跳，问了：“这个葫芦卖多少钱？”“看
你是个小哥儿，就便宜点算一毛钱吧。”老婆婆回答。他
喘着气：“好，你别卖给别人，我回家去马上拿钱来。”
急匆匆地说完，就跑回家去。

不多一会儿，他红着脸，呼呼地喘着气跑回来，买了
葫芦就跑着回去了。（清兵卫发现了特别钟意的葫芦，这

是高品位的欣赏还是只是小孩子“玩意”？ ）

从此，他片刻也不离这个葫芦，还带到学校里去。终
于因为在上课的时候偷偷地藏在桌子底下摩擦，给级任教
员看见了。恰巧上的是修身课，所以教员更加生气。（寥

寥数语推动情节走向高潮，清兵卫的爱好与父亲的反对这

一矛盾迅速升级。）

这位外来的教员，对于本地人爱好葫芦的风气心里本
来不舒服；他是喜欢武士道的，每次名伶云右卫门来的时
候，演四天戏，他倒要去听三天。学生在操场里唱戏，他
也不怎么生气，可是对于清兵卫的葫芦，却气得连声音都
抖起来，甚至说：“这种小孩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于
是这个一心热衷的葫芦，终于被当场没收，清兵卫连哭也
没有哭一声。（葫芦被没收了，但清兵卫不哭，不妥协。）

情节摇摆。“玩葫芦”案发之

后。没有马上叙述其结果，而

是宕开一笔去写这个教员的爱

好。教员所爱好的武士道象征

压抑个性，外强中干，甚至带

点儿滑稽的强权。

他脸无人色地回到家里，靠在火炉边发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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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教员夹着一只书包来访问他的父亲，父亲恰
巧不在家。

“这种事情，家里应该干涉他……”教员对清兵卫的
母亲这样说，父亲恰巧不在家。（玩葫芦“案发”，教员

家访，情节顺势发展，但“父亲不在家”，此是一波折。）

清兵卫对于这位教员的顽固，吓得什么似的……。在
教员身后边的柱子上正挂着许多收拾好了的葫芦。清兵卫
心头别别地跳着，怕他会注意到。

教员终于没有注意到葫芦，回去了。清兵卫透了一口
大气。（清兵卫担心葫芦，但葫芦终于躲过一劫。三言两

语又一波折。）

不多一会儿，清兵卫的父亲做工回来了，听了母亲陈
述教员家访的话，立刻抓住正在身边的清兵卫，使劲揍了
一顿。“没出息的孩子！”他的父亲骂着说，“像你这种
家伙，赶快给我滚蛋吧。”

清兵卫的父亲忽然注意到柱子上的葫芦，就拿起锤子
来一个一个地砸碎；清兵卫只是脸色发青，不敢做声。（波

澜又起，父亲不仅打了清兵卫，还砸碎了葫芦。情节多次

摇摆，让简单的故事在跌宕起伏中充满吸引力。）

教员把在清兵卫那儿没收来的那个葫芦，当做脏东西
似的交给老年的校役，叫他去扔了。校役拿了来挂在自己
那间煤污的小屋子的柱子上。

约摸过了两个月，校役恰巧因为没有钱花，想起这葫
芦，准备多少换几个钱，就拿到附近的古董店里去看。结
果是五十块钱成了交。校役从那位教员手中好像平白地得
了四个月的薪水，心里偷偷地高兴。

可是谁也不会想到古董店老板把这个葫芦卖给当地的
富家，价钱是六百块。（葫芦的身价节节攀升，情节在摇

摆中让读者感慨不已。）

高潮之后又一高潮。由隐含的

另一层矛盾——清兵卫与世俗

常人的不同眼光生发出来。清

兵卫的慧眼和天才却造就了校

役和古董店老板这两个带有市

侩色彩的人物的超额利润，这

是讽刺，也是对社会现实的一

种暗示。

……清兵卫现在正热衷于绘画，自从有了新的寄托，
他早已不怨恨教员和用锤子打破了他十多只葫芦的父亲
了。

可是他的父亲，对于他的喜欢绘画，又在开始嘀咕了。 清兵卫有了新的爱好，这也象

征着个性解放精神在压迫下寻

找到新的出口。父亲“又在开

始嘀咕了”暗示了新的矛盾。

故事结束了，故事又刚刚开始。

【知识建构】

摇摆
摇摆，即通常所说的“一波三折”。大多数小说情节运行并不呈现一条直线，作家不会让

人物选择捷径一口气跑到底，总会在某处放慢速度甚至停下来做点什么，然后再回到轨道，作
者总会让情节在跌宕起伏中进行，让人物命运千折百回，最终才抵达终点，这就出现了情节的
摇摆。摇摆是小说运行的动力之一。小说在情节的摇摆中，可以化简单为复杂，化单调为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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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直白为含蓄，让平铺直叙变成跌宕起伏，使故事引人入胜。情节的摇摆往往赋予小说更为摄
人心魄的魅力。

常见的“摇摆”技巧：
一、情节突转法
二、巧设悬念法
三、抑扬反差法
四、巧合兴波法
五、误会铺陈法
六、情感起伏法
《清兵卫与葫芦》中，清兵卫玩葫芦被没收后，插入了对教员兴趣爱好的描写，是情节的

摇摆；当教员家访，清兵卫父亲不在家，清兵卫只求不要危及自己剩下的葫芦；幸好教员没有
注意到那些葫芦；父亲回来了，不仅打了清兵卫，还砸碎了清兵卫的葫芦。这些情节的摇摆使
故事跌宕起伏，情节张弛有度，使小说更富吸引力。文中还有多处情节摇摆，阅读时要细心体
会。
【试题解析】
1.下列对本文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小说的主要故事情节是清兵卫由酷爱葫芦到被逼放弃的过程，情节环环相扣而又起伏跌宕，
让人不忍释卷、欲罢不能，充分调动了读者的阅读兴趣。
B.清兵卫“常常一个人到街上去看葫芦”，而且“大概所有的葫芦也都已被他一一看过了”，
喜欢“没有开过口的带皮葫芦”等，为他淘得精品葫芦埋下伏笔。
C.听到价格便宜后激动得“喘着气”，急忙跑回家拿钱，“不多一会儿，他红着脸，呼呼地喘
着气跑回来”等细节表现了清兵卫的激动、担忧及暗自庆幸。
D.清兵卫一毛钱淘来的葫芦，被校役卖了五十块钱，被店老板卖了六百块。其身价倍增，肯定
了清兵卫鉴赏葫芦的能力，讽刺了教员、校役对葫芦的无知。
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对文本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解答本题既要对文章进行整体的把握，
又要对文章的局部进行恰当的分析。在理解每一个选项时，要仔细分析选项中赏析的每一个重
点，对文章的内容、人物、语言、观点等进行分析概括，注意结合语境。“讽刺了教员、校役
对葫芦的无知”错误。校役的无知没表现出来，应该是“父亲”的无知，本文确实有讽刺意味，
但不是讽刺教员、校役对葫芦的无知，因为他们根本不需要对葫芦深入了解，本文讽刺的是对
扼杀孩子天性和正当爱好的做法。
2.简要概括画线语段的艺术效果。
答案：①插叙教员的爱好，情节上宕开一笔，叙事节奏变缓。②学生唱戏不管，对玩葫芦气得
发抖，对比突出教员全凭个人好恶来教育学生的特点，人物形象鲜明。③叙述中蕴含对教员行
为方式的否定，暗示了主旨。④为下文教员没收葫芦与干涉清兵卫的爱好做铺垫。
解析：本题考查赏析文中相关内容的能力。题干已经明确了从艺术效果方面进行概括，但回答
必然涉及内容和情感。具体答题思路为：先概括内容，再结合句子分析其在人物、情节、情感、
叙事技巧、语言表达等方面的作用。
3.小说的结尾对表现主题有重要作用，请结合内容分析。
答案：①以清兵卫有了新寄托，表明有追求有爱好乃是孩子的天性，应该予以保护，让其发展。
②以父亲“又开始嘀咕了”暗示清兵卫的新爱好还有可能被扼杀，强化了对扼杀孩子天性的批
判，对追求个性发展的期望。③启示我们尊重个性，发展个性，要想方设法让孩子健康发展。
解析：本题考查结尾对表现主题的作用，指向明确单一。解答这类题常见答题思路为：首先归
纳内容，即段意；然后抓住关键句清兵卫“有了新的寄托”，父亲“又开始嘀咕了”，理解其
中隐含信息，揭示其暗示意义，本着具体对象具体分析的原则，由浅入深作答；再联系上文情
节思考主旨，得出启示，以深化对主题的理解。
【反馈检测】
1.本文的一大特点就是没有直接的心理描写，但却能让读者体察到人物的内心世界。“这件事”
对清兵卫有怎样的打击？请找出相关描写，体会清兵卫的心理。
2.本文清兵卫玩葫芦“案发”之后，情节多次摇摆，请找出来并分析这样安排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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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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作者简介
志贺直哉是日本“白桦派”代表作家，在日本文学史上地位很高，甚至被誉为“小说之神”。

从 20 世纪 20 年代起，他的作品由鲁迅、周作人等著名作家陆续翻译介绍到中国来，对中国现
代文学和当代文学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白桦派”是日本现代文学中一个重要的流派，他们
主张尊重个性，提倡人道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文学。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志贺直哉是少数有良知
的、不为日本军国主义摇旗呐喊的日本文艺家。他的作品大多从自己及和自己有直接关系的生
活中取材，具有现实主义的精神，又带给人深刻的思考。

二、相关知识
日本文学之白桦派
日本现代文学中一个重要的流派，以文艺刊物《白桦》（创刊于 1910 年）为中心的作家

与美术家所形成。他们主张新理想主义为文艺思想的主流，因此也称为新理想派。
20 世纪初在日本兴盛起来的自然主义文学，已逐渐趋向末流，成为仅仅刻板地描写琐碎

丑恶的日常生活的文学。大部分由贵族子弟学校学习院出身的一群年轻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对
此表示不满，他们举起理想主义的旗子，创立独自的一派。参加这一派的作家主要有武者小路
实笃、有岛武郎、有岛生马、志贺直哉、木下利玄、长与善郎等人。

武者小路实笃在《白桦运动》一文中提出：“白桦运动是尊重自然的意志和人类的意志，
探索个人应该怎样生活的运动。”他主张“通过个人或个性发挥人类意志的作用”。这是紧接
纯客观主义的自然主义思潮之后的新的主观主义运动。他们的理想无一定的方向，仅以个人与
个性的成长作为运动的口号。除了这一根本主张，流派中主要的成员，绝大多数在道德与伦理
上保持高度的洁癖，富有人道主义的色彩，因而他们容易被看作一种人道主义者的团体。他们
反对文学艺术上的自然主义流派，也自称为精神的自然主义者。在这一派的作家中，有的站在
严正的现实主义的立场，有的则具有空想的非现实主义的倾向。在日本大正时期（1912—1926）
的资产阶级文学中，曾哺育了不少在思想上艺术上处于高峰地位的作家。他们是彻底自由主义
的个性尊重者，能够从各种旧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作品的形式与表现方法上有许多创新。
直接受白桦派的影响而成长起来的,有以剧作家仓田百三、诗人千家元麿等为首的一大批知名
作家，包括后来成为无产阶级作家的江马修等人。

1904 至 1905 年日俄战争后，日本资本主义飞跃发展，文化艺术方面接受了欧洲 19 世纪
文艺思潮的影响。属于白桦派的上层社会青年知识分子，摒弃了自然主义文学对现实生活所作
的阴暗的描写，他们充满发挥个性的光明与希望。以 1914 年所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契机,
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民主主义思想运动的高潮，强烈地影响了日本。日本知识分子对人类光明
的理想与不断地前进的可能性怀抱希望。白桦派的文学艺术在这种思潮下进入了全盛时期，成
为大正时期文学的主流，并给以后的日本文学留下深远的影响。

由于有岛武郎倾向于唯物史观社会主义思想的主张，与白桦派一般为唯心主义的观念逐渐
地发生矛盾。这一流派的主持者武者小路实笃从事于组织空想的“新村运动”，遭到失败。1924
年东京大地震导致了《白桦》的停刊。特别是唯物主义思潮的发展，使白桦派的文学艺术思想
逐渐衰微。

（资料来自百度文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