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类文本阅读小说专题 06：分析艺术手法

（原卷版）

必备知识：

1、叙述视角

名称 作用

全知视角(上帝视角) 是小说创作常用的叙述形式。一般以第三人称

为主。叙述者并无固定视角,像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洞察一切,简言

之即叙述者所知大于作品中人物所知

有限视角 就是从作品中的某个人物出发,作者的认知不能超越这个

人物的认知,也就是说,是“从这个人物的眼睛看出去的故事”,可以

写这个人物的心理活动,但不能写别人的心理活动,因为这个人物不

可能了解,也不可以写这个人物不可能看到或知道的事实,顶多只能

通过别人的转述得知

儿童视角 ①儿童纯洁的心灵和简单的阅历使得叙事内容更加客观真

实;②儿童贫乏的词汇和特有的语句使得叙事语言更加平易亲切;③

儿童丰富的想象和无知的状态使得叙事效果更加“陌生化”;④儿童的

好奇心推动情节的发展;⑤儿童视听下来塑造人物形象,使人物形象

更加立体、饱满;⑥用儿童天真善良的天性对比成人世界的丑恶,审视

人性,凸显主题,直扣人心

女性视角



 ①以女性敏锐的观察力,情感更加细腻,引人入胜;②以其母性情感

笔触,表达对弱者的同情、怜悯的情怀。或以女性口吻表达对强权的

反抗,对自由的渴望;③塑造了×××女性形象,以其×××的心理,

展示心路历程,推动情节的发展

动物视角 ①以动物的眼光看世界,给读者一种崭新的体验,更有情趣,

更客观冷静真实;②动物展示出的心理活动,往往与人的心理活动交

替进行,从而推动情节的发展;③动物非人类,可见生活中的事物被漠

视的程度之严重,引人深思;突出了作者要真正表达的主题思想

2、叙述人称

名称 作用

第一人称 ①使小说显得真实亲切,拉近与读者的感情;②让读者认为

是作者亲身经历的,便于抒发情感和进行心理描写

第二人称 ①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便于直接对话和抒情,增加亲切感,

增强感染力;②用于物,有拟人化效果

第三人称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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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叙述显得比较客观公正,以旁观者的身份进行叙述

人称交叉 人称交叉叙述,可以扬长补短,使叙述的对象得到全方位、

立体化的表现

3、小说文本特征分析

角度 特征类型 文本特点 教材典例

选材组材上 科幻(“科学”与“幻想/文学”)



 科学性:①内容、题材有关科学问题;②以科学事实和预见为基础,能

激发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文学性:①有较强的文学思维,如注重场

景设计、想象奇幻;②有强烈的文学手法、方法,如精巧的构思、出彩

的叙事、精彩的描写等;象征、隐喻、暗示、反讽、夸张、变形等手

法。③不只是表现科学原理发现等,更是科学幻想背后的人情、人文、

文化和文明,如人类与宇宙的关系、人类社会未来的命运等 《海底两

万里》的作者儒勒·凡尔纳是科幻小说的代表性作者,小说中“鹦鹉

螺号”这艘潜艇以当时的背景来说已经超脱现实了,故属科幻小说

魔幻 魔幻性:①题材内容荒诞不经、脱离现实生活,或者人物、事件

不存在于现实生活中,或者用神话故事形式;②情节荒诞、离奇;③笔

法荒诞,荒诞离奇的描写、意识流手法、时空穿梭的构思等。真实性:

①人物真实:细节描写真实,情感(心理)真实,语言动作符合人物身份、

性格、气质等。圆形人物(性格随情节、环境而发展变化,真实反映人

性的复杂)。②情节真实:发展合情合理,符合逻辑:有铺垫、伏笔、照

应。③环境真实:环境于史有据,有现实基础(时代背景),给人身临其

境之感。④主题真实(精神真实):反映某种精神或社会现象 《百年孤

独》在描写上展现了哥伦比亚乃至整个拉美大陆百年来的历史进程,

被认为是一部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它将历史与神话、现实和梦幻、悲

剧和喜剧融为一体,并且运用了交叉时空、神话传说以及梦幻、想象、

夸张、荒诞、隐喻、象征、预言等手法

选材组材上 历史(时空交错、故事新编)



 概念:以历史事件为创作蓝本,适当地想象、概括和虚构,改编或者续

写历史事件或者历史人物,反映主人公或作者的人生态度和精神特质。

①“故事”本身于史有据,历史事实、主要矛盾、人物命运都必须符

合历史,不能对历史人物的命运进行臆造和歪曲,富有历史韵味。②

“新编”采用新意的讲述方式,适当的艺术夸张和必要的矛盾集中,使

人物形象更为丰满,并对人物进行符合本身和时代背景的艺术加工。

虚构多通过象征、隐喻、暗示、反讽、夸张、变形等来实现。充满现

代性与想象力。③“主题”对历史及现实均做出关照,作品具有深刻

的思想性。艺术地再现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面貌,揭示历史发展

的必然趋势,使读者从中了解历史并受到启示。历史与现实交织的叙

述方式的好处:①历史与现实相呼应,营造历史氛围,补足背景,易于

理解内容与情节,结构紧凑,情节完整。②拉开时间距离,更加全面地

认识英雄,使人物形象更加立体。③使用文献档案,丰富文章内容,与

小说叙述相互印证,使艺术描写更真实。④时空变换,既体现……(形

象)的历史价值,又使……具有当下意义。既能增加作品的厚重感,又

能表现当下的意义,使主题内蕴更深刻(时空变换,多层次地表现主题) 

《三国演义》描写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一百多年的历史风云,

诉说了东汉末年的群雄割据混战和魏、蜀、吴三国之间的政治和军事

斗争。反映了三国时代各类社会斗争与矛盾的转化,并概括了这一时

代的历史巨变,塑造了一批叱咤风云的三国英雄人物。《三国演义》

一方面反映了较为真实的三国历史,照顾到读者希望了解真实历史的

需要;另一方面,根据明朝社会的实际情况对三国人物进行了夸张、美



化、丑化等

语言特点上 诗意(化)小说 语言诗化。讲究语言的音乐美,注重象征、

隐喻等手法的运用 《百合花》的内容清新俊逸、语言优美,富有抒情

诗的意味,如诗般美好,令人向往

情节结构上 散文化小说



 结构散文化。①淡化情节,散化结构,故事性不强,没有激烈的矛盾冲

突和跌宕起伏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等情节。②虚化人物。淡化

对人物形象的描写塑造,对人物着墨不多,不立体、不典型 《哦,香雪》

是对于贫穷与闭塞的乡土田园的美化,在创作中作者倾入复杂的情感

体验,蕴含了丰富的情绪内涵,作品充满了浓郁而强烈的抒情意味与

浪漫色彩。这也让小说呈现出明显的散文化倾向

专项训练：

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栊翠庵品茶

曹雪芹

当下贾母等吃过茶，又带了刘姥姥至栊翠庵来。妙玉忙接了进去。至

院中见花木繁盛，贾母笑道：“到底是他们修行的人，没事常常修理，

比别处越发好看。”一面说，一面便往东禅堂来。妙玉笑往里让，贾

母道：“我们才都吃了酒肉，你这里头有菩萨，冲了罪过。我们这里

坐坐，把你的好茶拿来，我们吃一杯就去了。”妙玉听了，忙去烹了

茶来。

宝玉留神看他是怎么行事。只见妙玉亲自捧了一个海棠花式雕漆填金

云龙献寿的小茶盘，里面放一个成窑五彩小盖钟，捧与贾母。贾母道：

“我不吃六安茶。”妙玉笑说：“知道。这是老君眉。”贾母接了，

又问是什么水。妙玉笑回：“是旧年蠲的雨水。”贾母便吃了半盏，

笑着递与刘姥姥说：“你尝尝这个茶。”刘姥姥便一口吃尽，笑道：

“好是好，就是淡些，再熬浓些更好了。”贾母众人都笑起来。然后



众人都是一色的官窑脱胎填白盖碗。



那妙玉便把宝钗、黛玉的衣襟一拉，二人随他出去，宝玉悄悄的随后

跟了来。只见妙玉让他二人在耳房内，宝钗便坐在榻上，黛玉便坐在

妙玉的蒲团上。妙玉自向风炉上扇滚了水，另泡了一壶茶。宝玉便走

了进来，笑道：“偏你们吃体己茶呢。”二人都笑道：“你又赶了来

飺茶吃！这里并没你吃的。”妙玉刚要去取杯，只见道婆收了上面的

茶盏来，妙玉忙命：“将那成窑的茶杯别收了，搁在外头去罢。”宝

玉会意，知为刘姥姥吃了，他嫌脏不要了。

又见妙玉另拿出两只杯来。一个旁边有一耳，杯上镌着“瓣爮斝”三

个隶字，后有一行小真字是“晋王恺珍玩”，又有“宋元丰五年四月

眉山苏轼见于秘府”一行小字。妙玉便斟了一斝，递与宝钗。那一只

形似钵而小，也有三个垂珠篆字，镌着“点犀 ”。妙玉斟了一 与黛

玉。仍将前番自己常日吃茶的那只绿玉斗来斟与宝玉。



宝玉笑道：“常言‘世法平等’，他两个就用那样古玩奇珍，我就是

个俗器了。”妙玉道：“这是俗器？不是我说狂话，只怕你家里未必

找的出这么一个俗器来呢。”宝玉笑道：“俗语说‘随乡入乡’，到

了你这里，自然把这金玉珠宝一概贬为俗器了。”妙玉听如此说，十

分欢喜，遂又寻出一只九曲十环一百二十节蟠虬整雕竹根的一个大盏

出来，笑道：“就剩了这一个，你可吃的了这一海？”宝玉喜的忙道：

“吃的了。”妙玉笑道：“你虽吃的了，也没这些茶你糟蹋。岂不闻

‘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饮牛饮骡了。’你吃这

一海便成什么？”说的宝钗、黛玉、宝玉都笑了。妙玉执壶，只向海

内斟了约有一杯，宝玉细细吃了，果觉轻浮无比，赏赞不绝。妙玉正

色道：“你这遭吃的茶是托他两个福，独你来了，我是不给你吃

的。”宝玉笑道：“我深知道的，我也不领你的情，只谢他二人便是

了。”妙玉听了，方说：“这话明白。”

黛玉因问：“这也是旧年的雨水？”妙玉冷笑道：“你这么个人，竟

是大俗人，连水也尝不出来。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收的

梅花上的雪，共得了那一鬼脸青的花瓮一瓮，总舍不得吃，埋在地下，

今年夏天才开了。我只吃过一回，这是第二回了。你怎么尝不出来？

隔年蠲的雨水那有这样轻浮，如何吃得。”黛玉知他天性怪僻，不好

多话，亦不好多坐，吃完茶，便约着宝钗走了出来。

宝玉和妙玉陪笑道：“那茶杯虽然脏了，白撂了岂不可惜？依我说，

不如就给了那贫婆子罢，他卖了也可以度日，你道可使得？”妙玉听

了，想了一想，点头说道：“这也罢了。幸而那杯子是我没吃过的，



若是我吃过的，我就砸碎了也不能给他。你要给他，我也不管你，只

交给你，快拿了去罢。”宝玉笑道：“自然如此。你那里和他说话授

受去，越发连你也脏了。只交与我就是了。”妙玉便命人拿来递与宝

玉。

宝玉接了，又道：“等我们出去了，我叫几个小幺儿来河里打几桶水

来洗地如何？”妙玉笑道：“这更好了，只是你嘱咐他们，抬了水只

搁在山门外头墙根下，别进门来。”宝玉道：“这是自然的。”说着，

便袖着那杯，递与贾母房中的小丫头子拿着，说：“明日刘姥姥家去，

给他带去罢。”交代明白，贾母已经出来要回去。妙玉亦不甚留，送

出山门，回身便将门闭了。



（节选自《红楼梦》第四十一回）

1．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妙玉拉宝钗、黛玉二人单独去喝“体己茶”，是因为觉得她二人

品味高雅，不同流俗，结果黛玉品错茶水，招致妙玉讽刺。

B．栊翠庵这个相对独立的所在，既是事件的发生地，又是妙玉的心

灵庇护所，妙玉“回身便将门闭了”有隔绝人世的意味。

C．妙玉给钗黛二人泡茶的水，取自五年前梅花上收的雪，口味轻浮

无比。用物如此讲究，展现了妙玉品味不凡、高雅脱俗的个性。

D．宝玉建议妙玉将杯子送给刘姥姥，是因为他见妙玉那上好的杯子

被刘姥姥这个没见识的乡野村妇用脏了，不忍妙玉沾染不洁。

2．妙玉判词的前两句“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点明了她的矛盾：

她追求“洁”“空”，但实际上却是“何曾洁”“未必空”。请结合

选文简要分析这两个方面。

《红楼梦》一书交替使用全知视角与限知视角进行叙事。在选文中，

作者选择透过宝玉的眼睛来写妙玉的一些言行，以限知视角进行叙事，

这样写有什么好处？请结合选文简要分析。

二、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5-8题。

五个饽饽①

莫言

除夕日傍黑天时，下了两天的雪终于停了。爷爷嘱咐我把两个陈年的

爆竹放了，那正是自然灾害时期，煤油要凭票供应，蜡烛有钱也难买

到，通宵挂灯的事只好免了。



母亲把家里的两盏油灯全点亮了，灯芯剔得很大，屋子里十分明亮。

母亲在灶下烧火，火苗映着母亲清癯的脸，映着供桌上的祖先牌位，

映着被炊烟熏得黝黑发亮的墙壁，一种酸楚的庄严神圣感攫住了我的

心……

奶奶把一个包袱郑重地递给爷爷，轻轻地说：“供出去吧。”爷爷把

包袱接过来，双手捧着，像捧着圣物。包袱里放着五个饽饽，准备供

过路的天地众神享用。这是村里的老习俗，五个饽饽从大年夜供出去，

要一直摆到初二晚上才能收回来。

院子当中已放了一条方凳，爷爷蹲下去，小心翼翼地把饽饽摆好。

“来吧，孩子，给天地磕头吧！”爷爷跪下去，向着东南西北四个方

向磕了头。我也跪下，将我的头颅低垂下去，一直触到冰凉的雪。天

神地鬼，各路大仙，请你们来享用这五个饽饽吧！……蒸饽饽的白面

是从包饺子的白面里抠出来的，这一年，家里的钱只够买八斤白面……

不知怎的，我的嗓子发哽、鼻子发酸，要不是过年图吉利，我真想放

声大哭。

就在这时候，柴门外边的胡同里，响起了响亮的歌声：

财神爷，站门前/看着你家过新年/大门口，好亮堂/石头狮子蹲两

旁……

我从地上爬起来，愣愣地站在院子里，听着“财神”②的祝福。他的

嗓门宽宽的，与其说是唱，还不如说他念。他就这样温柔而悒郁地半

念半唱着，仿佛使天地万物都变了模样……



母亲早就准备好了饭碗，我看碗里只有四个饺子，就祈求地看着母亲。

母亲叹了口气，又用笊篱捞了两个饺子，放在碗里，端碗走到胡同里，

“财神”急步迎上来，抓起饺子就往嘴里塞。

“财神，你别嫌少……”我惭愧地说，他进行了这样美好的祝福，只

换来六个饺子，我感到很对不起他。

“不少，不少。大侄子，快快回家过年，将来考中状元。”

“财神”没有往我家饭碗里放元宝，大概连买纸元宝的钱都没有了吧。

他一路唱着向前走了，我端着空碗回家过年……

“娘，咱家要真像财神爷说的有一麻袋钱就好了。那样，你不用去喂

牛，奶奶不用摸黑纺线，爷爷也不用去割草了。”

“哪里还用一麻袋。”母亲苦笑着说。

“会有的，会有的，今年的年过得好，天地里供了饽饽。”——奶奶

忽然想起来了，问：“金斗他娘，饽饽收回来了吗？”

“没有，光听‘财神’穷唱，忘了。”母亲对我说，“去把饽饽收回

来吧。”

我来到院子里，伸手往凳子上一摸，心一下子紧缩起来。再一看，凳

子上还是空空的。“饽饽没了！”我叫起来。爷爷和母亲跑出来，跟

我一起满院里乱摸。“找到了吗？”奶奶下不了炕，脸贴在窗户上焦

急地问。

爷爷找出纸灯笼，把油灯放进去。我擎着灯笼满院里找，灯笼照着积

雪，凌乱的脚印，

沉默的老杏树，堡垒似的小草垛……



一家四口围着灯坐着。奶奶开始唠叨起来，一会儿嫌母亲办事不牢靠，

一会儿骂自己老糊涂，她面色灰白，两行泪水流了下来。已是后半夜

了，村里静极了。一阵凄凉的声音在村西头响起来，“财神”在进行

着最后的工作，他在这一夜里，要把他的祝福送至全村。就在这祝福

声中，我家丢失了五个饽饽。

“弄不好是被‘财神’偷去了。”爷爷把烟袋锅子在炕沿上磕了磕，

沉着脸站起来。

“爹，您歇着吧，让我和斗子去……”母亲拉住了爷爷。

“这个‘财神’，也是可怜……你们去看看吧，有就有，没有就拉倒，

到底是乡亲，抬头不见低头见。”爷爷说。

我和母亲踩着雪向村西头跑去。“财神”还在唱着，他的嗓子已经哑

了，听来更加凄凉：

快点拿，快点拿/金子银子往家爬/快点抢，快点抢/金子银子往家

淌……

我身体冷得发抖，心中却充满怒火。我像只小狼一样扑到他身边、伸

手夺过了他拎着的瓦罐。

“谁？谁？土匪！动了抢了，我咧着嗓子嚎了一夜，才要了这么几个

饺子，手冻木了，脚冻烂了……”“财神”叫着来抢瓦罐。

“大田，你别吵吵，是我。”母亲平静地说。

“是大嫂子，你们这是干啥？给我几个饺子后悔了？大侄子，你从罐

里拿吧，给了我几个拿回几个吧。”

瓦罐里只有几十个冻得梆梆硬的饺子，没有饽饽。



饽饽上不了天，饽饽入不了地，村里人都在过年，就你“财神”到我

家门口去过。我坚信爷爷的判断是准确的。我把瓦罐放在雪地上，又

扑到“财神”身上，搜遍了他的全身。“财神”一动也不动，任我搜

查。

“我没偷，我没偷……”“财神”喃喃地说着。

“大田，对不住你，俺孤儿寡妇的，弄点东西也不容易，才……金斗，

跪下，给你大叔磕头。”

“不！”我说。

“跪下！”母亲严厉地说。

我跪在“财神”面前，热泪夺眶而出。

“起来，大侄子，快起来，你折死我了……”“财神”伸手拉起我。

屈辱之心使我扭头跑回家去，在老人们的叹息声中久久不能入睡。天

亮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梦、梦见那五个饽饽没有丢，三个在下，两个在

上，呈宝塔状摆在方凳上……

我起身跑到院里，惊得目瞪口呆，我使劲揉着眼睛，又扯了下耳朵，

很痛！五个饽饽两个在上三个在下，摆在方凳上，呈宝塔状……

【注】①本文是以 1961年春节为背景写的短篇小说，有删改。②“财

神”：除夕夜里，有乞丐站在门外高声唱些吉利话，人们把煮好的饺

子倒在乞丐的瓦罐里，乞丐把一个草纸叠成的小元宝放到空碗里。人

们把纸元宝端回家去，供在祖先牌位下，这叫“接财神”。文中“财

神”是村里一个四十多岁的单身汉。

5．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郑重”“捧着”等词语，既写出了奶奶爷爷对神灵的敬畏，也

写出了他们对五个饽饽的珍视程度。

B．因为仅有四个饺子，“我”祈求地看着母亲，母亲的叹气写出了

她对“财神”的同情及内心的善良。

C．“村里静极了”这一环境描写，使家人后半夜听到“财神”声音

的情节合乎情理，更烘托出他们丢饽饽后的心境。

D．小说中的民间小调，与“财神”形象相符，体现了人们对生活的

美好愿望，使小说具有浓厚乡土气息。

6．下列对小说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小说第一段交代故事发生的相关背景，同时也为因不能通宵挂灯

而使五个饽饽被“财神”偷走的情节埋下伏笔。

B．小说第三段插入介绍“村里的老习俗”，与后文让母亲收回饽饽

的情节呼应、侧面写出了在当时饽饽的珍贵。

C．饽饽丢失后爷爷的一番话写出了老人质朴善良的心性，推动了母

亲和“我”找“财神”、搜饽饽的情节发展。

D．标题“五个饽饽”，是文章的重要线索，通过它们失而复得的过

程，还表现了困难时期的复杂人性。

7．文中画横线的句子“我像只小狼一样扑到他身边，伸手夺过了他

拎着的瓦罐”，“我”为何表现得如此愤怒，请结合全文作简要分析。

有论者认为：“莫言的意义在于他为当代文学开辟了一个新的视

角”，这个视角就是“儿童视角”。选择用儿童的眼光来观察世界是

莫言作品的一大特色。请分析本文运用儿童视角叙事的好处。



三、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父子（节选）

石钟山

在我上小学二年级前，从没见过爷爷奶奶，甚至在父母嘴里都没听过

关于爷爷奶奶的片言只字。可别人却有爷爷奶奶，比如王大头、朱革

子等人，①从我记事起，他们的爷爷奶奶就生活在家里，似乎与生俱

来他们就是一家人。上幼儿园时，朱革子的爷爷和奶奶还成双入对地

每天接送他。刚上小学那一年，朱革子在外面打碎了人家一块窗子上

的玻璃，人家找上门来时，朱革子他爹从树上折了一根柳树条要抽朱

革子，我见到他爷爷死死地抱住朱革子的爹，把朱革子隔在身后，气

喘吁吁地说：要打你就打我吧，不就是块玻璃嘛，我去赔人家就是了。

我眼见着朱革子他爹挥舞柳树枝的那条手臂垂落下去。

从那一次开始，我就非常羡慕朱革子，因为他有爷爷奶奶。

有一次，趁父亲心情较好的时候，我问父亲：别人家都有爷爷奶奶，

我怎么没有？我问这话时，正是某天吃晚饭时，记得二哥在桌子下踢

了我一脚。当时我不明就里，拿眼睛瞪了二哥几眼，他却没看我，匆

匆扒拉几口饭，便离开了饭桌。父亲似乎没有看我一眼，他把酒杯里

还剩一半的酒一口倒进嘴里，喉咙里发出咕噜一声响，之前心情还算

好的父亲，似乎不好了，脸阴着，眉头疙瘩似的拧在一起。

记得那天晚上，父亲背着手，望着窗外，许久，动都不动一下。②母亲的

目光在我身上扫了几个来回，我在母亲的目光中读到了叫复杂的东西，

又说不准到底是什么。总之，那晚，家里的气氛很凝重。从那以后，

我没敢再提爷爷奶奶的话题。



直到我上了小学二年级，记得是一个夏天，我放学回家，突然发现家

里多了两位老人，确切地说是一男一女两位老人。我们那会儿，一般

会把这个年龄的老人称为爷爷、奶奶。我进门时，两位老人一起把目

光集中在我的脸上，那位奶奶坐在沙发上的身子似乎欠起来一些，想

站起来，目光又瞥到正站在窗前背对着他们的父亲，最后终于没站起

来，但我能感受到他们投在我身上的目光是火热的。因为不知家里发

生了什么，我像一只老鼠似的钻回到了我和二哥住的房间，把门留了

一条缝，暗中观察着外面的动静。

许久，我听见父亲长长叹息了一声说：跟我去招待所吧，家里孩子多，

没地方住。另两个人没说什么，就听见他们移动身子的声音，然后就

是门响。

从那天开始，我知道，那一对老人就是我的爷爷奶奶，但他们和别人

家的爷爷奶奶又不太一样，父亲似乎对他们很疏远，一点儿也不像一

家人。

③过了几天，听二哥说，爷爷奶奶搬到院外去住了，在一条胡同里，

有一片平房，是父亲为爷爷奶奶租下来的。我还看到，父亲肩上扛了

米袋，手里提着面袋，在那条胡同口出入过。那会儿，大姐下乡，大

哥刚参军不久。家里只剩下二姐二哥和我三个孩子，其实凑合一下，

完全有爷爷奶奶住的地方。但不知父亲为何为爷爷奶奶租了一处房子，

而不让他们住到家里来。



我晚上睡不着，曾和住在上铺的二哥探讨过这样的话题。二哥刚上初

中，总把自己当成大人模样，对我问他的许多问题，总是嗤之以鼻，

果然，那天也是同样以不耐烦的口气对我说：咱们的爷爷奶奶跟别人

家的不一样。

我在放学的路上，途经爷爷奶奶居住的那条胡同口，每天放学时分，

都会见到爷爷奶奶。两人小心地站在胡同口，爷爷的腰佝偻着，奶奶

立在爷爷的身旁，两人看见我的那一刻，爷爷用手背擦擦眼睛，奶奶

抿着嘴，小声地叫道：三儿。爷爷也把缺了门牙的嘴咧开一条缝。因

为父亲对爷爷奶奶的态度，我一时拿捏不好和爷爷奶奶的关系，况且，

我就和爷爷奶奶在家里见过几次面，别说有感情，连熟悉都算不上。

面对爷爷奶奶的热情，我只能快步，逃也似的过了马路，一直走到军

区大门前时，才回头向马路对面望过去，见爷爷奶奶仍立在原地，奶

奶还用一只手搭了凉棚向我这里张望着。

他们不仅对我这样，对二哥二姐也一样热情。有两次我看见二哥途经

爷爷奶奶面前时，还停了下来，离爷爷奶奶很近地站着，我不知他们

都说了些什么，见奶奶伸出手在二哥的脸上摸了一把。二哥离开爷爷

奶奶时，还挥舞了几次手臂，一步三回头的样子。

晚上，我冲上铺的二哥问：今天爷爷和奶奶跟你说了什么？

二哥身子没有动，也没有说话，静了好半晌，才鼻子不通气似的说了

句没头没脑的话：咋说，也是咱们的爷爷奶奶。

我对二哥故作高深的回答很不满意，伸出脚朝上铺踹了两下。



二姐那会儿上小学五年级，有天放学我看见她照着镜子正朝头发上扎

红头绳，那条红头绳很显眼，鲜艳得有点刺眼，映得二姐的一张小脸

也红扑扑的。二姐见我望着她，她转过身子，把那条红头绳在手里抖

了抖说：你知道这是谁送给我的吗？——是奶奶送给我的。二姐的话

让我心里咯噔一下，瞪大眼睛说：你见到爷爷奶奶了？二姐抿着嘴一

边笑一边说：爷爷奶奶每天等在胡同口，一放学就看到了。

二哥和二姐都见了爷爷奶奶，就我像胆小的老鼠一样从他们眼皮底下

溜走。④再一次见到爷爷奶奶时，我大胆地走过去，显然，这有点出

乎爷爷奶奶的意料。爷爷还把双手在裤子上蹭了蹭，奶奶又揉了揉眼

睛，伸出手在我头上摩擦了一下，颤了声说了句：三儿……我看见奶

奶湿了眼睛，眼泪含在眼圈里。爷爷也咧着嘴，热气从缺牙的嘴里呼

出来，黏稠着扑在我的脸上。

（有删改）

5．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理解和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小说开头部分讲述了别人家爷爷奶奶疼爱孙子的故事，与“我”

家的家庭状况形成对比，为后文的情节发展做铺垫。

B．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回忆往事的方式进行叙事，娓娓道来，不急不

缓，给读者展现出两代父子之间的亲情关系。

C．对于“我怎么没有爷爷奶奶”的问题，二哥想要阻止“我”又怕

被父亲发现，而父亲没有看“我”，是因为根本无法回答。

D．小说未明确指出写作背景，却通过“下乡”“军区大院”等词暗



示了当时的特殊背景，这似乎也是“父子”关系尴尬的缘由。

6．对小说中画线句子的分析与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句子①中“似乎与生俱来”强调了“我”作为孩子对家庭关系的

一种懵懂认知。

B．句子②母亲的目光既有对“我”的责怪，又透露出母亲对父亲的

父子关系的无奈和难受。

C．句子③中“听二哥说”可见二哥一直关注着爷爷奶奶，并经常去

他们住的地方。

D．句子④中“我”的“大胆”与前文形成照应，反映出“我”对爷

爷奶奶态度的改善。

7．二哥曾对我说过两句话：一句是“咱们的爷爷奶奶跟别人家的不

一样”，一句是“咋说，也是咱们的爷爷奶奶”。请分析这两句话透

露出来的二哥的心态。

小说采用“儿童视角”这一特殊的小说叙述方式，请结合小说谈谈这

一叙述方式所起到的艺术效果。

四、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文本一：

山谷风 赵万里

山间路上，杂树丛生，刘少奇和阎大勇边走边谈。

初夏的平山，山色青青，荫绿四野。

旺盛的草木，也见证着这方水土的宽厚和富庶。相传早在原始社会晚

期，滹沱河两岸便有了人烟。

据史料记载，两千多年前，商汤之祖就是在此地发祥。经春秋，历汉

唐，这里先后又被称为蒲吾县、房山县，唐肃宗至德元年，始称平山



县。



阎大勇望望刘少奇：“听山里老人们说，平山，老年间叫蒲吾、房山，

后来唐朝的时候，安禄山造反，这一反不要紧，朝廷下了令，凡是地

名里带着‘安’、‘禄’、‘山’三个字的就都得改，这房山就改成

了平山，意思是说，平定安禄山哩。”

刘少奇颇有兴致：“哦，还有这么一番来历啊。”

阎大勇也笑了：“只是叫了个平山也不太平。闹八国联军的时候，洋

鬼子就在这儿设了大本营，向井陉、娘子关发兵哩。民国十六年，奉

军和晋军又在这儿打起来了。再后来，日本鬼子来了，把山里人杀惨

了……”

平山，经年战乱，兵戈不断，使得滹沱河两岸血雨腥风，草木皆惊。

尤其是 1937 年秋，卢沟桥事变不久，日军就攻陷了平山，烧杀抢掠，

制造了三十三起惨案；地主武装也乘兴作乱,使这一方水土满目疮痍，

饿殍遍野。虽说太行山麓年年返青，却如忧乱伤怀的古人所云: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阎大勇指着不远处，叹口气说：“这后山上，还真有个白毛仙姑洞。

起初，山里人不知道那里住的是个受苦的佃户女儿，只道这地方，又

多了个云游的仙姑呢。”

刘少奇望望后山，很感慨：“没来平山之前，就知道平山出了个白毛

女，看来平山也有不平事啊。”

阎大勇点着头：“那出戏，我在县上也看过。可不，没兴土改那会儿，

挣着穷命种一年地，到年根儿下，还是交不起地租，就差和杨白劳一

样喝卤水了。”



临近山顶，山路也越发崎岖，阎大勇紧走几步，回身伸出了手……

……

伴着鸟语松风，刘少奇和阎大勇渐渐接近了山顶。

绕过青石岩，拔开灌木丛，抬头看，瓦蓝瓦篮的天空，仿佛一伸手就

能叩出声来。

绵绵群山，终于一望无边地铺展在眼前了。

阎大勇紧走几步，上前扶住了刘少奇：“岭子上风大，找块地儿坐

吧，”

平山，层峦叠嶂，沟川交织，它东接获鹿，南连井陉灵寿，西邻山西

盂县和五台，海拔 1000 米以上的山峰就有十一座，素有“八山一水

一分田”之说。

沿着山脚，依稀可见黄沙铺就的河道，曲曲折折，蜿蜒而去。

刘少奇感叹着：“哦，那就是滹沱河吧？”

阎大勇也正眼望着河道，呆呆地出神。

刘少奇看看阎大勇：“怎么？”

阎大勇缓过神来，冲刘少奇笑笑：“哦，没啥，胡乱想哩。这滹沱河，

有脾气呢，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赶上发大水，能把村子淹了。村子

里，上了年纪的人吓唬孩子，说声‘滹沱河来啦’，孩子当下就不敢

啼哭了。”

刘少奇也笑起来：“到底是山里的河，有性格啊。”



滹沱河，古称禹贡九州陡骇河，又名恶池，别称亚沱。汉明帝永平十

年，始称滹沱河。它发源于山西繁峙县孤山，流经雁门关、代县、定

襄、五台，由盂县阎庄入河北平山，随山就势百转千回，在平山县境

内就有十二条肋肢河，属季节性河流，汛期洪水暴发，河谷横溢，雨

季过后河水干枯、断流。

相传，汉光武帝刘秀，当年曾与称雄邯郸的王郎，在这山中激战。眼

看着寡不敌众，无路可退，滹沱河水突然结冰，让刘秀的人马横鞭穿

过之后，冰河迅即化开，浪卷黄沙滚滚而来，咆哮声十里可闻，追兵

只得望河兴叹。

阎大勇笑笑说：“早年间，平山县兴办了不少义学，教书先生把唱滹

沱河的古诗，都编成了教材，一来二去，山里的后生们，识字不识字

的，都能念出几首古诗了。”

刘少奇来了兴致：“哦，还记得吗？”

“我念的是咱抗日民主政府办的冬学，识字课本都是新编的。”阎大

勇说着，低下头想了想，“当年义学里传下来的，有一首还记得，听

说是《全唐诗》里的，胡曾的《咏史诗·滹沱河》，说的就是这滹沱

河水结冰的事儿。”

阎大勇望了望蜿蜒的河道，轻声念起来：

光武经营业未兴，

王郎兵革正凭陵，

须知后汉功臣力，

不及滹沱一片冰。



刘少奇听着，轻轻点点头：“是啊，回过头看看，各朝各代，兴衰更

迭，不能不让人感慨呀。咱们要做的事儿,很多呀。眼下的土改,就是

要改改这块土地的命运,改改咱老百姓的命运……”

山下，田地纵横，覆盖着青绿的庄稼。

阎大勇顿了顿，又说：“可过去这地呀，都姓东家的姓。1938 年，

咱抗日民主政府兴‘二五减租’，大伙儿才觉得有了奔头，西柏坡也

就在那年建了党支部，不少青壮年都报名参了军……”

(赵万里《西柏坡》有删改）

文本二：

与“十七年”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创作单纯注重史诗性不同，与上世纪

90 年代新历史小说主观勾兑历史迥异，新世纪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呈

现出多元化的色彩。虽然史诗类作品仍然是创作的基本类型，但是在

新世纪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创作中呈现出某些新的色彩。新世纪革命历

史长篇小说克服了以往小说英雄形象刻画的简单化、平面化倾向，而

强调人物心理性格内在的复杂与丰富，突出了人性的生动与深刻；呈

现出追求个性化的特点，作家们在拓展创作视野追求个人风格中，使

新世纪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创作在继承叙事传统中拓展了革命历史叙

事的多元化个性化。

(节选自《中国作家网》

5．下列对文本一相关内容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

A．文本一写安禄山造反，朝廷下令更改带有“安”“禄”“山”的

地名，意在揭示唐朝廷落后的封建迷信思想。



B．文本一中后山上白毛仙姑洞和白毛女的相关故事情节，给文章增

添了几丝神话色彩，使得表达神秘而浪漫。



C．文本一中阎大勇与刘少奇的对话体现革命领袖时刻惦记着百姓，

彰显革命领袖丰富的内心世界和人格魅力。

D．文本一写阎大勇回忆并念起小时候教书先生所教的诗歌，流露出

他对先生深切的怀念，对儿时生活的眷恋。

6．下列对文本一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本一开篇的环境描写，不仅交代了人物活动的具体环境，也为

下文写刘少奇与阎大勇谋划土地革命奠定感情基调。

B．文本一插叙滹沱河的传说，既补充了滹沱河的相关信息，推动了

小说情节的发展，也增强了小说的文化厚重感。

C．文本一通过语言、神态、动作等手法塑造人物，突出刘少奇和闫

大勇同志高瞻远瞩、心怀苍生的革命先行者形象。

D．文本一以两位领导人物的对话为线索展开情节，采用多种叙述方

式，情节起伏跌宕，扣人心弦，使得主题更加鲜明。

7．文本一在两位领导人物的对话外，还追述平山、滹沱河的历史渊

源，请结合背景分析，这样叙述有什么目的？

8．请结合文本二的内容，分析文本一是如何体现新世纪革命历史小

说的特点的？

文学类文本阅读小说专题 06：分析艺术手法



（解析版）

必备知识：

1、叙述视角

名称 作用

全知视角(上帝视角) 是小说创作常用的叙述形式。一般以第三人称

为主。叙述者并无固定视角,像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洞察一切,简言

之即叙述者所知大于作品中人物所知

有限视角 就是从作品中的某个人物出发,作者的认知不能超越这个

人物的认知,也就是说,是“从这个人物的眼睛看出去的故事”,可以

写这个人物的心理活动,但不能写别人的心理活动,因为这个人物不

可能了解,也不可以写这个人物不可能看到或知道的事实,顶多只能

通过别人的转述得知

儿童视角 ①儿童纯洁的心灵和简单的阅历使得叙事内容更加客观真

实;②儿童贫乏的词汇和特有的语句使得叙事语言更加平易亲切;③

儿童丰富的想象和无知的状态使得叙事效果更加“陌生化”;④儿童的

好奇心推动情节的发展;⑤儿童视听下来塑造人物形象,使人物形象

更加立体、饱满;⑥用儿童天真善良的天性对比成人世界的丑恶,审视

人性,凸显主题,直扣人心

女性视角 ①以女性敏锐的观察力,情感更加细腻,引人入胜;②以其母

性情感笔触,表达对弱者的同情、怜悯的情怀。或以女性口吻表达对

强权的反抗,对自由的渴望;③塑造了×××女性形象,以其×××的

心理,展示心路历程,推动情节的发展



动物视角 ①以动物的眼光看世界,给读者一种崭新的体验,更有情趣,

更客观冷静真实;②动物展示出的心理活动,往往与人的心理活动交

替进行,从而推动情节的发展;③动物非人类,可见生活中的事物被漠

视的程度之严重,引人深思;突出了作者要真正表达的主题思想

2、叙述人称

名称 作用

第一人称 ①使小说显得真实亲切,拉近与读者的感情;②让读者认为

是作者亲身经历的,便于抒发情感和进行心理描写

第二人称 ①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便于直接对话和抒情,增加亲切感,

增强感染力;②用于物,有拟人化效果

第三人称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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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叙述显得比较客观公正,以旁观者的身份进行叙述

人称交叉 人称交叉叙述,可以扬长补短,使叙述的对象得到全方位、

立体化的表现

3、小说文本特征分析

角度 特征类型 文本特点 教材典例

选材组材上 科幻(“科学”与“幻想/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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