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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4　叙事方式与叙事技巧



复习目标

掌握叙事方式和叙事技巧，解答小说叙事手法题。

















考向一　叙事方式

1.对话式

对话体小说是以人物对话为基本结构方式和表现形式的一种小说类型。内
容可以是对话人亲身经历的叙述和心理感受的自白，也可以是转述别人的生活
见闻；可以是两人对话，也可以是一人自白。
效果：①展开和推动故事情节，使故事情节的叙述更加紧凑和集中。②可

以使小说中人物的性格特征充分地刻画和表现出来。③凸显主题。如《古渡头
》《六指猴》《桥边的老人》。

2.对比式

对比是隐含在小说情节背后的基本叙事结构，是小说意义呈现的基本方式。
对比分显性和隐性两种，分别显示出小说的“表面意义”和“深层意义”。
效果：①突显人际关系和人物形象。②突出主题。③结构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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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独白式

独白式小说是以作者的独白占主导地位的小说。着力描写人物心理的种种
感受，开掘深层的意识来展露隐蔽的灵魂和内心世界。淡化情节以至取消情节，
事件极其微小。
效果：①可以使小说的结构更加紧凑。②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真实情感。

③可以展现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丰富作品多层次的内涵。如《老人与海》。
4.重复式

重复叙述，即讲述数次只发生了一次的事件。重复是小说叙事的重要手段
之一，它包括事件重复和话语重复两种基本类型。
效果：①突出人物形象。②增强主旨的悲(喜)剧色彩。③缓和叙事节奏，

使小说有了循环往复之美，增强艺术感染力。如：《祝福》《石门阵》《牲畜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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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片段式

短篇小说往往人物少，情节简单，所以常常聚焦于生活的一个小“镜头

”，截取生活中具有特殊意义的某个片段或某个场景进行横断面的描写，见微

知著。

效果：①小中见大，使叙事相对集中紧凑。②从不同的角度展示社会生活

状态和人物心理。如《半张纸》。

6.双线索式

明线是文中直接呈现出来的贯穿始终的线索，暗线则是间接呈现出来的贯

穿全文的线索。双线索可分为明暗线、双主线、主副线。

效果：①共同完成主题的揭示。②使小说情节更加紧凑。③突出人物形象。

如《马兰花》《林教头风雪山神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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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抑扬式
又称褒贬式，是文章欲“扬”先有意“抑”，或欲“抑”先有意“扬”的

一种叙事方式。这种方式以退为进，对人欲说善则先说不善，或欲说不善则先
说善。
效果：在反差的变化中突出事物，两相对照，形成起伏之势，给读者留下

深刻的印象，增强作品的艺术效果。如《会明》。
8.交叉式
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叙述，类型较多。如历史(回忆)与现实、故事与新编、

历史与文学、虚构与真实、荒诞与真实、叙事与写景、科学性与文学性、科学
美与人性美、自然美与人性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等。
效果：①明确涉及的两个概念。②分析二者的关系及在文中的体现。③结

合人物、情节、环境、技巧、主旨等分析表达效果。如《赵一曼女士》《微纪
元》《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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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嵌套式

嵌套式结构也可以称为套层式结构，原意指的是一环套一环的复杂的叙事

结构。在描述一事件的过程中引入另一事件的完整叙述。

效果：《祝福》大故事是“我”的“回乡—离乡”故事，里面又套了祥林

嫂的故事。通过“我”的故事，展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底层百姓既同情

又无可奈何的主题；通过“祥林嫂”的故事，表现了底层妇女的悲惨命运以及

封建礼教对贫苦妇女的迫害。如《祝福》《装在套子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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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题通法】

精准审题

题干中有“叙事方式”“回忆与现实”“叙事与描写”“历史与现

实”“科学与幻想”“时空集中”“真实与幻觉”“对话讲述”“

象征与隐喻”之类的文字。

①小说采用了怎样的叙事手法？有什么好处？②小说在叙事上有何

特色？请加以分析。

思考角度
①从叙事情节安排方面分析。②从叙事表达方式方面分析。③从叙

事常用的技巧方面分析。

答题模板 叙事情节安排＋分析；叙事表达方式＋分析；叙事语言特色＋分析



考向一　叙事方式

边练边悟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的题目。

最后的阵地(节选)

石钟山

汉江阻击战那会儿，老邢是团长，老徐是团政委，李满田和张守望都是营

长。说那是一场阻击战，还不如说是场遭遇战，守住汉江阵地，就守住了汉城。

汉城是志愿军攻下的最具象征意义的城市，全世界的目光都投向了这里。联合

国军发动了反扑，机械化部队从四面八方调集而来，一场遭遇战不可避免。

当时的志愿军正分头作战，距离汉江最近的也有上百公里，丢下阵地回援

不现实。只有五十军离汉江最近，刚参加完战役，部队还在休整中，志愿军司

令部下令，让他们停止休整，立马掉头直奔汉江。



整整十几天时间，美军几倍于我军，飞机、坦克、火炮，轮番向我阻击阵
地发起进攻。美军当然明白，攻下汉江等于断了志愿军后路。阻击敌人的志愿
军也明白，汉江守不住，之前付出的所有牺牲都将白费。全军将士分布在汉江
外围的几十座山头上，面对美军疯狂的进攻，以血肉之躯捍卫着阵地。
仗再打下去，连护送伤兵撤下阵地的人都没有了。阵地就如同一台绞肉机，

张着血盆大口，有多少肉都能生吞下去。张守望最后上阵地时，是带着炊事员、
警卫员、卫生员一起上去的，总共也不过十来个人。他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
他挺了挺轻机枪，红着眼睛，哑着声音冲着仅有的十几个士兵喊道：“打完这
一仗，这辈子的仗就打完了，阵地就是我们的坟墓！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就
要把枪里的子弹全打出去。”说完，挥了下手臂，十几个人跟着他，跃上了阵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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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地早就焦煳一片，弥漫着一股血腥味，让人作呕。山下几辆坦克并排地

向山上攻来，坦克身后是密密麻麻的美军。炮弹密集地落在阵地上，张守望他

们没处躲，也没法躲。炮弹在焦土上炸开，细碎的粉尘遮天蔽日，犹如黑夜。

在这之前，他向团部请求援兵，那会儿电话线路还是畅通的，当初团里安排作

战任务时，他知道李满田的三营是预备队。他还剩下一个连时，就又向邢团长

请求增援，团长在电话里冲着他咆哮道：“预备队已经没人了！没有预备队，

你也要给我把阵地守住！”

再后来，他只剩下了一个排。电话线早就炸飞了，他就用电台向团里求救，

邢团长回话：“你们营只剩下一个人也得把阵地守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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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后来，电台都被敌人的炮弹炸飞了，团部和他们彻底失去了联系。有联

系又能怎样？预备队早已派出去了，没有人了。张守望看见不仅他们的阵地如

此，周围的阵地和他们的一样，早就是一片火海了。最后一战，张守望抱着必

死之心上了阵地。那会儿炮弹、坦克、美军，在他眼里都成了皮影戏。声音没

了，一切都安静了，他的耳朵已被炮弹炸聋了，他一遍遍地喊：“打，射击，

往死里打。”他的机枪口都打红了，冒着缕缕青烟。美军像割麦子似的倒下一

批又上来一茬。他们打呀，杀呀，有几个战士，抱着掷弹筒跳出阵地，和敌人

的坦克同归于尽。那会儿，张守望觉得自己已经飞起来了，身子似乎不存在了，

轻飘飘的，他把打坏的机枪扔到一边，又端起另外一支枪向外射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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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不知过了多久，似乎一切都在他眼前定格，硝烟之后的阵地变得瓦蓝
一片，像一面静止的湖水。就在这时，他的后方升起两颗信号弹，就是两颗！
这是之前邢团长和他们的约定。两颗信号弹升起，就是他们撤出阵地的信号。
军命如山，他射光了枪里最后一粒子弹。在这之前，美军已经潮水似的撤

下去了，他知道不用多时，阵地上又将迎来一拨更猛烈的炮火。他冲身边吼：
“撤，撤离阵地！”
有三四个战士从地上爬起来，向他身边聚拢。他又喊：“我命令，撤！”

依旧没有反应，还是那三四个人。他急了，他的命令还从来没有被如此怠慢过。
他又喊了一遍。一个炊事员大声地报告道：“营长，全营已集合完毕。”他没
听到，但从炊事员的口型中明白了什么意思。他盯着眼前仅剩的四名战士，其
中两位已经负伤，相互搀扶着，这就是他们营的所有人了。上阵地时几百人，
现在连他在一起，仅剩下五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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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前脚刚撤出阵地，后脚黑压压的炮弹就落到了阵地上。

直到和大部队会合后，张守望才知道，他们营在阵地上已经坚守了十三天。

在暗无天日的阵地，他早已失去了时间的概念。为了汉江，为了祖国，为了胜

利，无数战士牺牲在了阵地上。

(有删改)

【注】 本文故事发生于1951年抗美援朝汉江阻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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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说是怎样叙述张守望营队故事的？这样写有什么好处？请简要分析。
【解题思维】

第1步：审题干，明考向。题干明确要求考查叙事的技巧和叙事的效果，“简

要分析”明确了答题要求。切入角度有“叙事人称、叙事方式、表达方式、叙

事视角”等。

第2步：抓角度，细分析。①从叙事方式分析。根据“汉江阻击战那会儿，

……还不如说是场遭遇战”“张守望最后上阵地时，……总共也不过十来个人

”“最后一战，张守望抱着必死之心上了阵地”“他的耳朵已被炮弹炸聋了，

他一遍遍地喊……”“张守望觉得自己已经飞起来了，身子似乎不存在了，轻

飘飘的，他把打坏的机枪扔到一边，又端起另外一支枪向外射击着”“张守望

才知道，他们营在阵地上已经坚守了十三天”等等可知，这篇小说采用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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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以张守望为核心人物讲述故事，更加客观真实地再现当年抗美援朝战

争的残酷，展现和传颂英雄人物故事。②从表达方式和人物描写方式分析。由

“那会儿炮弹、坦克、美军，……轻飘飘的，他把打坏的机枪扔到一边，又端

起另外一支枪向外射击着”可知，文章通过对战争场面、人物语言、动作、心

理等描写，利用叙事与描写相结合的方式，展现了张守望营队面对恶劣的抗战

环境勇敢坚守阵地的英雄事迹。③从叙事人称分析。小说以张守望为核心人物

讲述故事，采用第三人称叙事，这样就能更加自由地向读者展现张守望营队的

战场经历及恶劣的战场环境。④从叙事视角分析。由“阵地早就焦煳一片，弥

漫着一股血腥味……就又向邢团长请求增援”“只剩下了一个排。电话线早就

炸飞了，他就用电台向团里求救……”“最后一战，张守望抱着必死之心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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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地……又端起另外一支枪向外射击着”分析，小说采用全知视角，全面清楚

地展现出张守望营队的抗战故事；再根据“在暗无天日的阵地，他早已失去了

时间的概念。为了汉江，为了祖国，为了胜利，无数战士牺牲在了阵地上”可

知，小说在讲述战斗故事过程中，又加入作者的感受和评价。

第3步：析效果，组答案。根据第2步的分析，概括出表达效果，然后分条组织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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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①以回忆的方式，以张守望为核心人物讲述故事，更加客观真实地再现

当年抗美援朝战争的残酷，展现和传颂英雄人物故事；②叙事与描写相结合，

文章通过对战争场面，人物语言、动作、心理等描写展现了张守望营队面对恶

劣的抗战环境勇敢坚守阵地的英雄事迹；③以第三人称叙事，更加自由地向读

者展现张守望营队的战场经历及恶劣的战场环境；④采用全知视角，全面清楚

地展现出张守望营队的抗战故事，在讲述战斗故事过程中又加入作者的感受和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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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小说中，多以情节为中心。其在情节安排上的特色有：延宕、线索、

悬念、伏笔、照应、铺垫、抑扬、对比、繁简、曲折、衬托、突转、以……话

题引入等。

1.抑扬

“抑”就是批判、否定，甚至丑化；“扬”就是肯定、赞扬、美化。

效果：突出变化，形成对比或反差，深化主题。如(2016·江苏卷)会明由开

始的“好战”渐渐地倾向于“非战主义”，之前空虚、虚荣，之后满足、充盈，

思想得到提升。(《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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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繁简

详细描摹为“繁”，言简意赅为“简”。文章的繁简不可单以文字的多寡

而论，应各得其宜，各尽其妙。

效果：繁笔舒缓，简笔急促，结构奇峻峭拔；繁笔铺垫、渲染，简笔留有

悬念及想象空间，富有张力。如(2015·浙江卷)本文开头两段不避其繁，结尾两

段不避其简，作者为什么作这样的结构安排？(《捡烂纸的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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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曲折

跌宕起伏，多重转变。

效果：富有戏剧性、趣味性，引人入胜，扣人心弦，丰富了内容，增强了

小说的表现力。如：(2018·全国Ⅱ卷)二姐等人看有声电影的经过，曲折波澜，

展现了市民对新奇事物的具体心态。(《有声电影》)

其他如：①全文情节一波三折(摇摆、延迟)；②全文有线索贯穿(尤其注意

双线索)；③开头方式，倒叙式、写景式、故事式；④结尾方式，欧·亨利式、

悲剧式、喜剧式、戛然而止式、首尾呼应式等；⑤中间有照应、暗示、误会、

突转、对比、抑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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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题通法】

精准审题

题干中有“线索”“悬念”“伏笔”“照应”“铺垫”“抑扬”“对
比”“突转”“衬托”“摇摆”“延迟”“误会”之类的文字。
①小说采用了怎样的叙述手法？运用这种方式有什么好处？②小说采
用了怎样的叙述形式？这样表达的效果是什么？③小说是如何来讲故
事的？有何效果？

思考角度
①从叙事手法方面分析。②从叙事形式方面分析。③从叙事情节安排
方面分析。④从叙事语言特色方面分析

答题模板
叙事手法＋分析；叙事形式＋分析；叙事情节安排＋分析；叙事语言
特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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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练边悟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的题目。

立　碑

朱顺社

王家滩的王圣老汉骑着自行车，在县城跑了三道街，问了五次路，拐了八

道弯，傍晚时分，才找到县自然资源局周英汉局长的家门。

王老汉想批一块地。他批地不是自己用，而是想为死去的村支书吴亮亮立

一座碑。吴亮亮是县里的下派干部，任王家滩村支书三年多，在一次防风治沙

的会战中，突然倒在工地上……走时不到四十岁。

王老汉敲敲门，里面没人应。他原地转一圈，在门前的台阶上坐下来。他

知道当局长工作忙，下班晚很正常，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嘞！



考向二　叙事技巧

要说批地，本该是村干部们办的事儿，可这些年轻人没耐性，到自然资源

局找两趟，被建设用地股长一番道理顶回家，从此打了退堂鼓。王老汉了解情

况后，主动把这事儿担起来。他知道自然资源局里人多，有话不好讲，就直接

找到周局长家里来。他就不信，把立碑的理由讲明了，周局长会不同意。难道

这件歌功扬善、顺乎民意的好事儿也办不成？

哼，俺王老汉年轻时也当过村干部嘞！什么世面没见过？等俺把地批下来，

让后生们也知道啥叫宝刀不老！

夕阳西沉，余晖尽落。王老汉既困又乏，上下眼皮直打架。

“老乡——醒醒，这样会着凉的。”



考向二　叙事技巧

“俺……没睡。”王老汉揉揉眼，面前站着一位中等身材、齐耳短发，三

十七八岁的女人，手里提着一个装满蔬菜的塑料袋。

“您找谁？”

“俺找周局长，”王老汉见女人拿钥匙开门，心想，这位一定是周局长太

太，便问，“周局长他还没回来？”

“老乡，您是哪个村的，有啥事儿？”

“俺是王家滩的，找他有紧要的事儿。”

“王家滩的？哦，快进屋说吧。”



考向二　叙事技巧

王老汉将半袋花生从自行车上拿下来，提到屋里放在门角的凳子上。客厅

面积不大，陈设简陋，一对沙发样式老旧。墙角摆放着一些测量器材和图标。

王老汉见了心想，当局长的居住条件也不咋样，还不如俺农村人住的大瓦房宽

敞！

“您来家里千万不要带东西！”女人将一杯热茶放在王老汉面前，关切地

问，“王家滩的乡亲们都好吧？”

“好，好，你到过我们村？”王老汉心里暖暖的。

“没有，你们村是有名的小康村嘛！”女人转过话头，“老人家，您有啥

事儿，慢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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