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叙述人称和叙事风络 

核心总结 

        小说的叙述人称通常分为第一、第二、第三人称。 

        第一人称叙述，叙述者同时也是故事里的人物，会使小说

的叙述显得真实亲切，拉近作品和读者之间的距离，也便于抒

发感情。但其叙事视角是有限的视角，只能局限于叙述人的所

见所闻。 

        第三人称叙述，不受叙述者的见闻和感觉的约束，能较为

自由地展现事件过程、人物心理以及不同地点同时发生的事情，

拉开了叙述者和故事之间的距离，更具客观性。叙述者并非故

事里的人物，他以旁观者的身份来讲述故事，其视角可以是有

限的也可以是无限的。 



        第二人称叙述，拉近了叙述者与人物之间的距离，显得

亲切，没有距离，真实感强，带有当面倾诉的味道，便于抒

发强烈的感情。 

        叙事风格也叫叙述腔调，是叙述者流露出的感情色彩、

年龄、性别、身份等个性化的特征，它或多或少带有作者的

影子和烙印，与作者的风格密切相关。伍尔芙的睿智抒情，

海明威的内敛深沉，欧·亨利含泪的微笑，鲁迅的幽默深刻，

卡夫卡的荒诞、冷峻以及他独特的叙述视角和叙事方式等，

均是叙事风格的体现。 



例1（浙江）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后面的题目。 

第9车厢 

[俄]米哈依尔·扎多尔诺夫 

        我要坐l 5次列车从里加去彼得格勒。我买的是第2车厢的
票，走近列车一看，前三节车厢根本就没有!最后，买了前三

节车厢票的旅客一半被安排到了其他车厢，一半换了下一趟列
车，大家一腔怒气地到了彼得格勒。 

        回到莫斯科后，余怒未消的我在《文学报》上发表了一篇

讽刺小品。一个月后，我收到了一位基辅读者的来信。信中说：
“你的遭遇与我和妻子上次坐火车的遭遇比起来简直就不值一
提。请您来一趟，肯定不会让您白跑的!”我正好有事去基辅出

差，就在一个傍晚去拜访了写信人。他果然真的没让我白跑一
趟。 



        如果说我坐的那次列车是没有前三节车厢的话，而这位读

者在基辅坐的那次列车竞然挂了两节第9车厢。买了第9车厢票

的乘客当然都进了前一节第9车厢，因为所有的正常人从小就

知道，第8车厢后就是第9车厢，谁会想到第9车厢后还是第9车

厢呢？ 

        列车开动后，后一节第9车厢的乘务员看着空无一人的车

厢，莫名其妙，于是去找了列车长：“我的车厢里一个乘客也

没有!”可列车长说：“肯定是售票处又弄错了!”列车长说完，

马上就通知了下一站卖第9车厢票。 



        列车在下一站停了3分钟。买第9车厢票的人也都是一些

思维正常的人，车一停稳，大家就依序跑到前一节第9车厢

门口排队上车。乘务员看着这么多乘客，惊慌失措地挡在车

门口说：“我这儿只有两个空铺，去找列车长吧，在第1车

厢，让他把大家都安排到其他车厢去，跑快点，要不车就开

了!”愤怒的乘客们拎着大包小包你追我赶地朝第l车厢跑去。

列车长看着这么多远远跑来的乘客一头雾水：“你们这是从

哪儿来啊？”乘客们说：“从第9车厢来的……那个车厢早

就满了……”列车长此刻没时间研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

需要马上把这些乘客安排好。一阵忙碌之后，乘客们终于安

顿好了，他松了一口气后发出了发车命令。 



        这时，后一节第9车厢的乘务员又来了，还是说：“我的

车厢里一个乘客也没有。”“怎么可能呢？”这次列车长认
为这个乘务员肯定疯了。于是，列车长决定和这个乘务员一
起去车厢里看看，这才发现原来是这趟列车有两节第9车厢。

列车长现在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后，
回到自己的包厢通知了下一站：“摘掉第9车厢!” 

        当时已是深夜，负责摘车厢的那些人也是一些正常人。
他们数到前一节第9车厢，就把它摘了下来，拖到了备用道上，

然后重新组装好列车就通知了列车长。列车长再一次松了一
口气后发出了发车命令，然后回自己包厢睡觉。可后来后一
节第9号车厢的乘务员又找来了：“我的车厢里还是一个乘客
也没有。” 



        我不知道这次事故后列车长是不是疯了。但给我讲故事的
这个人当时和他的妻子就在前一节第9车厢里。深夜，他起来

吸烟。他边吸边想：“列车怎么停这么长时间呀？”然后他往
窗外望了一眼，这才发现了前面后面的车厢都没了踪影，就更
别说车头了。四周是一片大草原，光秃秃的，一轮圆月冷冷地
照在停着第9车厢的备用道上。他急忙叫醒了所有乘客。大家

连外衣都没穿就从铺位上跳了下来，猜测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现在是在哪儿。 

        听他讲到这儿，我忍不住哈哈地笑出声来。结果讲故事的
人火了：“我一点都不觉得这有什么好笑!我们第9车厢的这些
乘客原本是打算去保加利亚旅游的!” 

                                                                                （本文有修改） 



故事的主体部分采用的是第几人称叙述？有什么效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名师解题] 解答此题，首先要审清题干，注意题目强调

的是“主体部分”，因为开篇两段是运用第一人称，结尾

两段也是运用第一人称，只有中间主体部分是采用第三人

称，叙述了这位读者向作者反映的他与他妻子的乘车经历。

其次，要明确不同人称叙述的不同效果，分析时要和具体

文本结合起来。 



[参考答案]第三人称叙述。 

        ①突破开篇以第一人称写“我”的所见所闻的局限，

较为自由地展现了事件的过程、人物的心理，以及不同地

点发生的事情。②拉开了叙述者与故事之间的距离，更具

有客观性。 

[方法技巧突破] 

        鉴赏小说叙述人称的基本方法： 

        注意小说的叙述技巧，如叙述人称或叙述方法。叙述

人称往往和其他技巧综合运用，如肖像、心理、动作、细

节、语言描写等，还要注意人物间的对比、映衬技巧及环

境衬托技巧，即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等。 



二、语言描写与语言风格 

核心总结 

        从表达方式来看，小说的语言有以叙述为特色和以描

写为特色两种不同的类型。以叙述为特色的小说，如《三
国演义》；以描写为特色的小说，如《红楼梦》。当然，
在同一部作品中，这两种手法互相渗透，是不可将二者截
然分开的。 

        从小说语言的发出对象来看，小说语言可分为人物语

言与叙述语言。人物语言指小说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的语
言，它包括对话描写、独白描写等。叙述语言是指小说中
除人物语言之外的一切语言，其中人物语言是高考考查的
重点内容。个性化的人物语言具有反映人物的心理，显示
人物的身份、地位，展示人物性格，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
间接地揭示作品的主题思想等作用。 



        明确小说语言的分类固然重要，但对小说语言特色的把

握更是品鉴小说语言、把握小说主旨的前提。 

        小说的语言风格多样，平实、清新、华丽、口语化、简

洁明快、含蓄深沉、寓庄于谐、生动形象、有地方色彩等，异

彩纷呈。如《祝福》的色调沉郁，叙事写景中传达出悲哀的情

调；《老人与海》用内心独白来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语言流

畅、朴实平易；《边城》的语言古朴简约、清新自然，如一曲

温润的山歌，令人难忘；《装在套子里的人》寓庄于谐，以夸

张的语言勾勒出人物的外貌特征，漫画式的笔调造成强烈的讽

刺效果。 



例2 （山东卷节选）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题目。 

        人和车厂的老板刘四爷快七十岁了；人老，心可不老实。

年轻的时候他当过库兵，设过赌场，买卖过人口，放过阎王账。
干这些营生所应有的资格与本领——力气，心路，手段，交际，
字号等等——刘四爷都有。在前清的时候，打过群架，抢过良

家妇女，跪过铁索。跪上铁索，刘四爷并没皱一皱眉，没说一
个饶命。官司教他硬挺了过来，这叫作“字号”。出了狱，他
开了个洋车厂子。土混混出身，他晓得怎么对付穷人，什么时
候该紧一把儿，哪里该松一步儿，他有善于调动的天才。车夫
们没有敢跟他耍骨头（调皮捣乱）的。他一瞪眼，和他哈哈一
笑，能把人弄得迷迷糊糊的，仿佛一脚蹬在天堂，一脚蹬在地
狱，只好听他摆弄。  



到现在，他有六十多辆车，至坏的也有七八成新的，他不存

破车。车租，他的比别家的大，可是到“三节”他比别家多

放着两天的份儿。人和厂有地方住，拉他的车的光棍儿，都

可以白住——可是得交上车份儿，交不上账而和他苦腻（注：

软磨硬缠） 的，他扣下铺盖，把人当个破水壶似的扔出门外。

大家若是有个急事急病，只需告诉他一声，他不含糊，水里

火里他都热心地帮忙，这叫作“字号”。…… 

                  （节选自老舍《骆驼祥子》第四章，有删改） 



第一段中画线部分突出的语言特色是什么？请举例分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名师解题] 老舍的语言口语化突出，所以自然也形象。

本题是要找出画线句子的语言特色，答案就要依据画线的

句子分析，要学会提炼。 

        [参考答案] 运用了口语方言（北京方言或“有京味

儿”“有浓郁的地方色彩”），例如“土混混”“耍骨

头”“紧一把儿”“松一步儿”“迷迷糊糊”等，质朴

（自然、通俗），形象（活泼、生动）。 



方法技巧突破 

        “赏析精彩语句的艺术表现力”这类题目是以作品中

某一处或几处语句为对象，以赏析表达技巧为重点的综合

性赏析题。这种题型有以下两个特点： 

        1、所选择的句子从内容上分为两类：一是小说中描

写景物的句子，二是小说中描写人物的精彩语句。 

        2、题干中有“赏析”关键词，意思是以表达技巧为

重点的综合性赏析题目。这里的表达技巧主要是描写艺术，

重点是写人艺术。 

       “赏析小说的语言风格”则是综合把握小说的语言特

色，如平淡、自然、浓郁的地域色彩等。 



做好这两类题，要掌握以下技巧： 

        （1）体会、琢磨和分析该作品的语言是否简洁、生动、

传神、得体，是讽刺还是幽默、诙谐，或是庄重、含蓄、深沉，

将这种语言风格与文章的主旨联系起来考虑。 

        （2）要注意把相关词语放入语境中，做到字不离词、词

不离句、句不离篇；要特别注意对语句深层含义的挖掘，要能

依据文章的主旨、作者的观点态度、文中人物的性格，读出言

外之意。 



        （3）在鉴赏语言时，具体可从遣词造句（如用词、句

式：叠字叠词、动词、形容词、量词的选用，整句散句、长

句短句等），语言风格（如：朱自清，自然淡雅，用工笔写

意蕴；周作人，平和冲淡，用淡笔写浓情；鲁迅，苍劲雄健，

刚健之中见哲思等），语体角度（如：书面语与口语、普通

用语与专业术语等）等去鉴赏。 



（4）熟知各种修辞格及其修辞功能，在鉴赏中能灵活运用。 

        知识储备：“语言特色”，又称“语言风格”，泛指某一

语言相别于其他语言的风格特点。文化背景和情境的不同，使

被选用的交流方式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就是语言特色形成的基 

础。这些差异中，常见的有书面语和口语的差异、文体的差异、

不同学科语言习惯的差异，地域文化及语种的差异等。不同的

文体也有不同的语言特色。 



三、表现手法 

核心总结 

        表现手法是指作者在选材立意、结构布局、语言运用、

事件叙述、人物刻画、观点阐述、感情表达时所运用的写作

技巧，又称为“表现技巧”“表现技法”“艺术技巧”“艺

术技法”，不同文体的表现手法不尽相同。 

        小说的表现手法可以从情节安排、人物刻画、艺术技巧

三个方面加以分类理解。 

        （1）从情节安排上分析小说的叙事方式与构思方式。

从情节安排看，小说的表现手法主要有顺叙、倒叙、插叙、

补叙、平叙等叙事方式与铺垫、巧合、一波三折、首尾呼应、

设置悬念、单双线索等构思方式。 



        （2）从人物刻画上分析小说的描写方法。从人物刻画

看，小说的表现手法主要有外貌、语言、动作、心理等描写

方法。 

        （3）从艺术技法上分析小说烘托、对比、象征等手法

的运用。从艺术技巧看，小说的表现手法主要有烘托、对比、

象征（托物言志）、白描、细描、先抑后扬、动静结合、虚

实结合、情景交融、讽刺等。 



例3 （新课标全国卷I）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的题目。 

喂自己影子吃饭的人 

[阿根廷]莱·巴尔莱塔 

        晚饭时，饭店里走进一位高个儿，面容和蔼，脸上的笑

容矜持而又惨淡。 

       他风度翩翩地走上前台，朗声说道： 

        “诸位，敝人十分愿意应邀在此介绍一种奇迹，迄今无

人能窥见其奥妙。近年来，敝人深入自己影子的心灵，努力

探索其需求和爱好。兄弟十分愿意把来龙去脉演述一番，以

报答诸位的美意。请看!我至亲至诚的终身伴侣——我的影子

的实际存在。” 



        在半明半暗的灯光中，他走近墙壁，修长的身影清晰地投

射在墙上。全厅鸦雀无声，人们一个个伸长脖子，争看究竟。

他像要放飞一只鸽子似的，双手合拢报幕： 

        “骑士跳栏!” 

       骑士模样的形状在墙上蹦了一下。 

       “玉兔食菜!” 

       顿时，出现一只兔子在啃白菜。 

       “山羊爬坡!” 

      果然，山羊模样的影子开始步履艰难地爬一个陡坡。 



        “现在我要让这昙花一现的形象具有独立的生命，向

大家揭示一个无声的新世界。” 

        说完，他从墙壁旁走开，影子却魔术般地越拉越长，

直顶到天花板上。 

        “诸位，为了使影子能脱离我而独立生活，敝人进行

过孜孜不倦的研究。我只要对它稍加吩咐，它就会具有生

命的各种特征……甚至还会吃东西!我马上给诸位表演一

番。诸位给我的影子吃些什么呢？” 

        一个炸雷般的声音回答说： 

        “给，给它吃这块火鸡肉冻。” 



        一阵哄堂大笑。他伸手接过递来的菜盘，走近墙壁。他

的影子随即自如地从天花板上缩了回来，几乎贴近了他的身

子。人们看得清清楚楚，他的身子并未挪动，那影子却将纤

细的双手伸向盘子，小心翼翼地抄起那块肉，送到嘴里，嚼

着，吞着…… 

        “简直太神了!” 

        “嗯，你信吗？” 

        “天哪!夫人，我可不是三岁的小孩!” 

        “可是，您总不会否认这把戏确实很妙，是吗？”  

        “给它这块鸡脯。” 



        “梨!看着它如何吃梨一定妙不可言。” 

        “很好。诸位，现在先吃鸡脯。噢，劳驾哪位递给我一

条餐巾？ 谢谢!” 

        所有人都兴致勃勃地加入了这场娱乐。 

        “再给它吃点饼，你这影子可有点干瘦呵!” 

        “喂，机灵鬼，你的影子喝酒不？给它这杯酒，喝了可以

解愁。”  

        “哎哟，我笑得实在受不了喽。” 

        那影子又吃、又喝，泰然自若。不久，那人把灯全部打

开，神情冷漠而忧郁，脸色显得格外苍白。他一本正经地说

道： 



        “诸位，敝人深知这般玄妙的实验颇易惹人嘲讽、怀疑，

但这无关紧要。总有一天，这项旨在使自己的影子独立于本

人的实验，必将得到公认和奖励。临走前，敬请凡有疑问者

前来搜一下敝人的衣服，以便确信我绝没有藏匿任何物品。

诸位的慷慨惠赠，无一不为我的影子所食。这如同敝人叫巴

龙·卡米洛·弗莱切一样千真万确。十分感谢，祝大家吃好，晚

安!” 

        “见鬼去吧!” 

        “谁要搜你的身子!” 

        “幻术玩够了，来点音乐吧!” 



       卡米洛·弗莱切，真名叫胡安·马里诺，他面朝三方，各鞠

了个躬，神态庄重地退出了餐厅。穿过花园时，突然有人一

把抓住他的胳膊。 

        “你给我滚!”警察厉声吼道，“下次再看到你，就让你

和你的影子统统蹲到警察局过夜去。” 

        他低下头，慢慢地走了出去。拐过街角，他才稍稍挺直

身子，加快脚步回家。 

        开门的是他女儿，十五六岁光景。 

        “你不回来，小家伙们不愿睡，他们可真累人呵!” 

        两个金发的孩子在一起玩耍着，兴高采烈地迎接他。 



        小姑娘走过来，缓声问道： 

        “带回来什么没有？” 

        他没吱声，从衣服里掏出一方叠好的餐巾，从里面取出一

块鸡脯，几块饼，还有两把银质小匙。 

        她把食物切成小块，放在盘里，同她的两个兄弟吃了起来。 

        “你不想吃点什么，爸爸？” 

        “不，”他头也不回地回答说，“你们吃吧，我已经吃过

了。” 

        马里诺面朝窗子坐下来，茫然失神地凝望着沉睡中城市的

屋脊，琢磨着明天该去哪里表演他的奇迹…… 

                                                                     （沈根发译，有删改） 



“影子”对小说的艺术表现有什么作用？请简要分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名师解题]本题综合考查“重要形象在文中的作用”和

“鉴赏作品的表现手法”的考点。答此题的关键是题干中所说

的“艺术表现”一词，其目的是考查“影子”这个道具在整篇

小说中产生的表达效果。可从读者感受、形象塑造、小说情节

等角度思考。 

[参考答案] ①通过奇特形象的塑造，营造作品神秘的氛围，激

发读者的阅读兴趣；②通过影子逼真神妙的表演，表现出主人

公幻术技艺的高超；③通过制造故事悬念，为后文揭开事实真

相埋下伏笔。 



方法技巧突破 

        鉴赏小说的表现手法，要注意以下几点： 

        1、一定要注意文章对人物自身的描写，如肖像、心理、

动作（细节）、语言描写等；更要注意人物间的相互对比、

映衬技巧及环境衬托作用，即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实写和

虚写。 

        2、小说刻画人物的表现手法灵活多变，它可以包罗其他

艺术体裁的所有写法，分析时要注意视野的广阔。但重点应

放在情节、环境、细节、人物以及表现手法上。 



        3、对内容和效果的分析一般要紧紧扣住小说四要素——

人物、环境、情节、主题作答。另外，从表达效果切入，可从

两方面考虑：一是从表达者的“表达视角”考虑，分析“表达

作用”；二是从阅读者方面考虑，看作者这样写可以对读者的

阅读产生什么样的积极效果。这样全盘考虑，会收到事半功倍

之效。 

        答题可遵照下列步骤和模式： 

        （1）步骤：第一步，运用了什么艺术手法；第二步，结

合文章中的实例，表达了什么内容；第三步，达到了什么艺术

效果。 

        （2）模式：艺术手法+具体内容+艺术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