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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精读」魏巍：《追击》

作者| 巍巍 赏析| 周秀义

【编者寄语】

《长津湖》电影中，指挥员镇定自若的大将风度，志愿军战士震动天地的冲杀场面，阵地
上与冰雪浑然一体的冰雕战士……这些无不震撼着每个中国人的心。毛主席说美军“钢多气少”，
而我军“钢少气多”。志愿军凭借着智慧和勇气取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魏巍先生的长篇
小说《东方》，描写了我国抗美援朝战场的斗争场面，全面真实地反映了抗美援朝伟大战争的
胜利。节选部分，叙述了我军奉命阻截溃败的美国军队的战斗场景。这场战役，我军俘获了大
批美军战俘。美国人自称其为美国历史上空前所未有的“黑暗时代”，或者叫做“黑暗的十二
月”。选文中没有英雄群像，叙述的是刘大顺和两个战友智斗美军的故事，三个对三百个，刘
大顺他们是怎样取得胜利的？魏巍先生是怎样诗意地表现战士们的品质的？

【文本研读】

追击（节选）①

刘大顺早已看好了接近敌人的道路，就带着两个新战
士悄悄地钻进树林里。（“早已看好”，表现刘大顺善于

观察的特点。只带两个战士打伏击，设悬念，吸引读者阅

读兴趣。）

故事开端：刘大顺准备带来两

个战士打伏击。

这片松树林一直延伸到敌人左边。他们迅速隐蔽地穿
行着，踏着积雪下了山坡。看看到了树林尽头，才发现离
那三个敌人还有一段距离。那三个敌人正在那里坐着吃东
西。有一个人仿佛吃完了，手一挥，把一个罐头盒子当啷
啷地扔到旁边。刘大顺提着枪沉吟了一下。他想，如果贸
然钻出树林，敌人发现，势必拼命逃跑，也就难得抓住活
的。他再一看，敌人后面有一块一丈多高的大红石头。如
果绕到大石头后面，从那儿突然出现，这几个家伙就跑不
掉了。想到这里，他就吩咐那两个新战士就地停止，瞄好
敌人；然后就向旁边悄悄地绕了过去。（巧妙安排道具，

“大红石头”既为刘大顺的行动做了掩护，又为下文的意

外“原来有二三百美国兵”埋下了伏笔。本段重点写刘大

顺沉着冷静地细致观察敌情、地形，找到掩体后准备活捉

敌人，体现了刘大顺的机智勇敢、指挥若定的特点。通过

人物的心理描写，体现人物性格特点；运用“这几个家伙”

这样的口语，轻松幽默，形象地表现志愿军对敌人的蔑视

态度。）

他是一个老兵，利用地形地物异常熟练，一切坡坎、
灌木丛、小坑小洼都成了他隐身的地方。不一时，就来到
大石头后面。即将到手的胜利，使他的心兴奋得怦怦直跳。
他想，即使你插上翅膀，也逃不出我的手心了。想到这里，
他端着冲锋枪跃身而起，从大石头后边猛然跳了出去……
（以第三人称的叙述口吻，写刘大顺这个老兵的经验，为

他成功活捉敌人做铺垫。又细致描写刘大顺兴奋的心情、

灵敏的动作，推动故事情节发展。）

呵哈！哪知就在这一瞬间，面前出现了完全意想不到
的情况。（情节突转。第一个意外情况出现，扣人心弦，

故事发展：突发意外，刘大顺

机智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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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原来山坡上坐着二三百美国兵正在
仓仓皇皇地用饭，一见他，发出一片惊喊声，乱哄哄地都
站了起来。刘大顺一愣，正要开枪射击，他的枪口已经被
一个满脸黄胡茬子的美国兵紧紧抓住。接着，慌乱的敌人
趋于镇定。他们发现，只不过是一个人，于是发出一阵狂
叫，拿着卡宾枪成扇面队形包围过来。即将陷入重围的刘
大顺，一看敌人要来捉他活的，心想，“我是共产党的兵，
决不能当俘虏。今天就是死了，也要找几个垫背的！”他
抽出手猛力地向敌人脸上挥了一拳，接着飞快地从腰里掏
出一颗飞雷，一拉导火索就投在地上。（连续性动作描写。

干净利落的动作，显示刘大顺这个孤胆英雄的果敢、机智。

为下文情节反转充分蓄势。）他的意思本来是要与敌人同
归于尽，没想到脚下是一面斜坡，那颗飞雷咕咕噜噜地滚
了下去，接着“轰通”一声巨响，就像落下一颗大炮弹似
的。（声音描写。既增添了紧张的气氛，又增加了真实感。）

黑烟起处，正在扑过来的敌人和那个满脸胡茬的家伙，不
知道他使的是什么武器，掉过头乱吼乱叫地跑开了。（又

一次巧妙设计意外。深陷重围的刘大顺凭一颗飞雷扭转了

战局，用敌人群体的惊恐混乱的状态反衬刘大顺勇敢无畏

的精神，正侧面描写相结合，充分体现了志愿军战士的革

命英雄主义精神，进一步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对战斗场面

的描写，多用短句，表现战斗过程的紧张、激烈；诙谐幽

默的语言，增加了小说语言的趣味性，体现了志愿军战士

们的乐观、顽强的品质。）

飞雷的浓烟一散，刘大顺看见敌人没命地乱哄哄地向
前逃去，精神为之一振，心想：“今天我非削倒你几个不
行！”就端着冲锋枪猛扫起来。那两个新战士也赶了上来，
他们一面扫，一面追，一面喊：“兔崽子们！哪里跑！”
紧紧跟着混乱的敌群，打得十分痛快。山上的同志们也纷
纷开枪射击。这时敌人只嫌跑得慢，把身上的东西纷纷丢
掉，卡宾枪也扔了。其中一个军官，皮带不知何时丢掉，
用一根绳子串着手枪束在腰里。现在他也感到不便，一面
跑一面将绳子解开，把手枪丢在地下。这时满地都是卡宾
枪，刘大顺干脆把自己的冲锋枪往身后背，随手捡起一支
卡宾枪就打。子弹打完，往旁边一扔再换一支，打得真是
万分高兴！心想：“哈哈，连子弹都替我压好啦！今天我
就打个便宜枪吧！”（乘胜追击。描写敌人狼狈溃散的场

景，衬托刘大顺的机智勇敢。他与两名战士配合，场面面

描写紧张有序，节奏感强。换枪的动作表现刘大顺胜利的

喜悦心情，心理描写风趣幽默，显示革命者朴素的品质和

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作者在叙述中蕴含强烈的个人情感，

对志愿军战士及敌方的态度爱憎分明，使作品有诗的艺术

魅力。）

故事进一步发展：刘大顺三人

乘胜追击。

这些魂不附体的美国兵，虽然个大腿长，拼命猛跑，
但他们平常都是坐汽车的，又穿着笨重的大皮靴，哪里有
我们的战士行动迅速？（巧借反问句表达情感。语气轻松

愉悦，表达出对敌人的蔑视、对志愿军战士的赞美之情。

推动故事情节发展。）不一时，刘大顺就插在了敌群中间。
前面一股，后面一股，夹着刘大顺向前猛跑。刘大顺忽然
一转念头：如果像这样追下去，还是难得抓住多少活的；

故事高潮和结局：刘大顺一人

全歼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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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定敌人还有跑掉的可能，不如先抓住一股再说。于是
他陡然返过身来，大喝了一声：“站住！”接着朝天空“哗
哗哗哗哗哗”地横扫了半梭子。后面那股敌人就纷纷地举
起手来，在稻田里“扑通”、“扑通”地全跪倒了。有些
人不知什么时候把皮靴也脱下扔了，光着两只脚。一个一
个用充满恐惧的蓝眼睛，望着刘大顺，哆哆嗦嗦像筛糠一
般抖个不停。（喝断逃兵。作者用大量的细节描写，一方

面展现敌人的狼狈不堪、魂飞魄散的丑态，一方面展示刘

大顺聪明机智的性格特点，两相对比，成功地塑造了一位

有勇有谋的志愿军战士的形象。大量的短句运用，使作品

的节奏紧张而有韵律感，增加了小说的诗性特点。）

（来源：《东方》第三部作者：魏巍 有删改）

【知识建构】

小说中全知视角叙事
小说叙述视角有令读者感到真实亲切的第一人称有限视角，有抒情性极强的第二人称视角，

灵活自由的第三人称全知视角。第三人称视角，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能够比较自由灵活地
反映客观内容。便于描写人物的内心独白、心理活动。能以客观的角度看故事，有利于故事情
节的展开……

本文采用的是第三人称叙述视角，充分显示这一视角艺术创作中的优势。首以客观的角度
看故事，有利于故事情节的展开。小说中写刘大顺带领两名战士伏击美国逃兵，穿过松树林，
找到掩体大红石头，突遇意外，幸运转机，全歼敌军等一系列情节，作者以“观众”的视角看
得清、听得到，真实感人。 其次便于写人物的内心独白。小说中多次描写刘大顺的心理活动。
显示他的机智勇敢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再次利于突出小说的主题思想。第三人称视角，除了
作者对主人公全面细致描写外，还有恰如其分的叙述评论，鲜明地表达了作者对敌军的蔑视，
对志愿军战士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赞美，凸显了小说的主题思想。
【试题解析】

1.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A.刘大顺只带了两名新战士就去追赶一大批逃跑的敌人，说明他对自己本次行动充满了信心。
B.敌人身后那块大红石头，既为刘大顺秘密行动做了掩护，又暗示人民志愿军意志的坚定。
C.深陷重围的刘大顺凭一颗飞雷扭转了战局，充分体现了志愿军战士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D.文章写刘大顺追赶敌军时突然转身对天空扫射的细节，塑造了一位有勇有谋的战士形象。
参考答案：D
答案解析：A.“说明他对自己本次行动充满了信心”错误，此处表现的应是人民志愿军的机智
勇敢。B 项，“又暗示人民志愿军意志的坚定”过度解读，写敌人身后那块一丈多高的大红石
头，既为刘大顺的行动做了掩护，又为下文的意外（原来有二三百美国兵）埋下了伏笔。C 项，
“充分体现了志愿军战士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解读错误，应该是体现了志愿军战士的革命英
雄主义精神。
2.下列对小说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A.题目“追击”言简意赅地概括了文章的主体事件，同时“追击”二字营造了紧张急迫的氛围，
暗示了战斗的激烈，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
B.小说采用了多种描写手法来塑造刘大顺这一人物形象，有动作描写、心理描写、神态描写、
外貌描写等，生动细致，形象立体，可读性较强。
C.小说通过对声音的描写来再现战争的情景，如“‘轰通’一声巨响”“哗哗哗哗哗哗”“扑
通”等，既增添了紧张的气氛，又增加了真实感。
D.小说叙述了主人公刘大顺成功俘虏一大批美国兵的事，这样的“遭遇战”在整个抗美援朝中
并非大事件，却能以小见大，反映深刻的主题。
参考答案：B
答案解析：没有使用外貌描写。
3.小说善于用对比的手法来塑造人物形象，请找出来并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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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①用刘大顺宁可牺牲自己也不愿意被俘虏与美国兵的纷纷举手投降作对比，凸显了刘大顺不怕
牺牲的爱国精神。②用美国兵个大腿长、丢盔弃甲却最终被追上与刘大顺的行动迅速作对比，
凸显了刘大顺的战术素养之高。
答案解析：
小说中对比手法的运用，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主人公刘大顺的英雄形象除了正面描写，还用
美国俘虏来对比衬托。主要有两处：一是刘大顺不怕牺牲精神和美国鬼子举手投降对比，二是
突出刘大顺战术之高与美国大兵的丢盔卸甲对比。
4.有人评论魏巍的《东方》“既具有史的认识价值，又有着诗的艺术魅力”。请结合文本谈谈
你对此评论的理解。
参考答案：
史的认识价值：本文节选的这场战斗是抗美援朝中的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美国人也自称其为
“黑暗的十二月”，真实、立体地纪录了抗美援朝中志愿军战士保家卫国的英勇事迹，因此说
它具有史的认识价值。诗的艺术魅力：小说的语言极具表现力，例如对战斗场面的描写，多用
短句，表现战斗过程的紧张、激烈；叙述中蕴含强烈的个人情感，对志愿军战士及敌方的态度
爱憎分明，因此说它有诗的艺术魅力。
答案解析：
要理解评论句的含义，根据选文后注释中说“全面真实地反映了抗美援朝伟大战争的胜利”理
解“具有史的认识价值”的内涵；根据选文中形象生动的战斗场面描写，叙述时带有情感的形
容词，理解“诗的艺术魅力”。合理组织语言，言之成理即可。
【反馈检测】
1.小说叙述视视角有什么特点？请结合文本分析其表达效果。
2.小说题目是一个简单的动词，请结合小说内容进行分析。

扫描公众号，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河北卢龙县中学 周秀义）
【相关链接】

魏巍《东方》艺术赏析
作者简介
魏巍，河南郑州人，1920 年 1 月 16 日生于一城市贫民家庭，原名鸿杰，曾用笔名红杨树，

当代诗人，著名散文作家、小说家。从 1959 年始至 1978 年，历时 22 年创作了著名的长篇小
说《东方》，以史诗般的笔触，热情而又深邃开阔的思想，表现了壮烈的抗美援朝的战争生活，
因而荣获 1982 年中国首届 “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创作奖)。

在文体表现上，诗歌的热情健朗与散文的流美从容，在此找到了有机共融的方式，叙事与
描写变成了一种积极的富有风度的主体行为，文本的语言层面开始呈现出一种富于弹性的跳动
的质感。而更主要的，是在思想的广度与深度上，它不仅构成了对前此一切作品思想的统一、
涵盖，更是一次自然合理的发展和超越。它使我们看到了从《黎明的风景》和《谁是最可爱的
人》这些典范作品的思想片断里所衍化升发起来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给《东
方》的文学生命，显示了一个非常美好幸运的前景。因此，重要的是，《东方》不仅突破了个
人创作史上的自我传统，事实上也是对 80 年代以前整个中国当代文学传统的丰富与发展。这
主要表现在作品对“东方”形象的塑造与理解上。一般以为， 《东方》的功绩主要在于它是
一个画卷，在于它全面地史诗性地表现了浩大壮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这是自然的。
《东方》的确在写着战争，写着战争胜利的必然性。但这只是一个表面的现象。

从作者的创作构想、创作历程及作品的内在逻辑上看，表现战争本身，并不是目的，它仅
仅是一种形式和手段。事实上，并没有单纯的占领与被占领、侵略与被侵略的战争，一切的战
争，本身都不是目的，在最根本的实质上都是思想与思想的较量，都是价值与价值的冲突。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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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援朝战争，其实质就在于它是两种意识形态阵营的对垒，是年轻的东方社会主义文化精神与
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精神的对抗。正是东西方这场富有意味的遭遇，给了作者思想一个深刻的契
机，使得他开始超越战场上的血肉冲杀而注意到了战场之后的背景，同时也使他开始突破了具
体实在的思维方式，而酝酿构建了一个广阔而深邃的东方形象，这个形象宽容博大，温厚刚强，
英勇无私，坚不可摧，具有不可战胜的尊严与精神。这是人类一个崭新的人格形象，她代表了
世界上最为先进的世界观和最优异的思想潮流，拥有人类最自然最本质的信仰。

《东方》仅写了正面的战场，而且也描写了一个现实生活世态下的冀中平原；不仅表现了
战斗的硝烟和火光血影，更突现了两种意志的无形交战；不仅描述了战斗的人格，而且也展示
了一个丰富的多样化的情感、道德与心理的世界——一个东方化的人格世界。于是，我们看到
了一个异常丰富的人物形象谱系，这一群像，如果粗略统计，其数量之全、类型之丰，可能超
过了建国以后所有革命战争题材的小说：郭祥、邓军、周仆、杨雪、杨大妈、洪川、范正芳、
大大发、刘大顺、乔大夯、阿妈妮、金银铁、陆希荣、谢清斋、琼斯……有我军师团一级的将
领，连排一级的指挥员，普通的共产党员和战士；有“革命的母亲”，有普通的革命农民；有
朝鲜的将领、战士及人民军的母亲及天真活泼的孩童；有无产阶级的蜕变分子，地主阶级的典
型，也有在西方“人文民主”精神熏陶下的士兵，这里的每一个人的背后，都连着一个丰富复
杂的世界， 都有其必然的心理政治背景，都有一连串具体、生动、形象的故事。这一群像塑
造的成功，使得“东方”的形象与意蕴得到了完整的顺利地表现，才不致使这样动机意图如此
明确强烈的创作变为一种枯燥而赤裸裸的说教。

此外，《东方》的成功，也再次证明了一条永恒的艺术创作规律，验证了一条古老却又永
远年轻的艺术经验：优秀的创作，永远扎根于社会及心灵的生活之中，生活，是文学创作最为
根本的源泉。没有形而上的创作，更没有埋头想象的创作，一个作家如果不时刻处于一种体验
与掠取素材的开放状态，他的艺术生命就会变成一棵干枯的树。

《东方》的故事及人物，几乎都有生活的“原型”，作者魏巍，时刻没有放弃艺术体验的
状态，他的关于战争与农村生活的素材的丰富，犹如一眼地下泉，使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读《东方》，即使是在最后的章节里，我们都感到了一种左右逢源的从容，这使阅读永远处于
新鲜与陌生的状态。当然，不必讳言，《东方》在差不多中国文学生活最为荒凉的年代里产生
出来，不能不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记，但这只是在一些细小微弱的方面，完全是可以理解，可以
谅解的。

（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