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点七 小说情节梳理和叙事艺术鉴赏

——突破高考第 8-9 题（解析版）

一、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下面小题

俄罗斯性格

（苏联）阿·托尔斯泰

当德国鬼子已经被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的时候，我的朋友叶戈尔·德略莫夫的坦克在小山冈上的

一片麦地里中了弹，机组有两名战士当场牺牲。中了第二弹后，坦克着起火来。驾驶员丘维略夫拖着他爬

过一个又一个弹坑到救护站去。

叶戈尔·德略莫夫活了下来。他在医院里躺了八个月，做了一次又一次整形手术，医生给他重新做了

鼻子、嘴唇、眼睑和耳朵。八个月之后拆掉绷带的时候，他看见了自己的面孔。那个把一面小镜子递给他

的护士，把身子转了过去，抽泣起来。他立即把镜子还给了她。

他说：“这还不算是最糟糕的事。就这副嘴脸也一样能活下去，一样能回到战场。”

他被批准休假二十天，为了彻底养好身体，他动身回家探望父母去了。

他下了车后步行了十八俄里。四面是厚厚的积雪，空气潮湿，周围阒无人迹。冰冷的风不停驰吹开他

军大衣的下摆，在他耳边孤独凄凉地呼啸。等他进得村来，已经是傍晚时分了。他忽然停下脚步，把手插

在大衣兜里，摇了摇头，转过身斜插着走到父母住的房子侧面，站在齐膝深的雪里弯下身子往窗里探望。

叶戈尔·德略莫夫隔着窗子看着母亲，心里明白：绝不能让母亲受惊，不能叫她苍老的面孔由于绝望而抽

搐。

他打开篱笆门进了院子，走上台阶敲起门来。母亲在门里应声问道：“是谁呀？”他回答说：“是苏

联英雄德略莫夫中尉。”

他的心剧烈地跳出来，使他不由得一肩头靠到了门框上。是呀，母亲并没有听出他的声音来，就连他

自己也好像是头一回听到自己的声音。动了多次手术之后，他的嗓音变了，变得嘶哑不清了。

“玛利娅·波莉卡尔波芙娜的儿子德略莫夫上尉托我给他母亲捎口信问好来了。”

母亲立即打开门，扑到他跟前，握着他的双手问道：“我的叶戈尔活着吗？他身体好吗？您这位大哥

请进屋去吧！”

叶戈尔·德略莫夫在桌子旁边的长凳上坐了下来，他开始对母亲讲她儿子的情况，也就是讲自己的情

况，讲得很详细：讲他吃得怎样，喝得如何，什么也不缺，身体一直很好，总是快快活活；同时也讲了他



和他那辆坦克参加过的战斗，但是讲得很简单。

“请您告诉我，打仗是不是挺可怕的？”母亲打断他的话这样问道.一面用那双黑黝黝的此刻对他视而

不见的眼睛直盯着他的脸。

“是的，老妈妈，当然是挺可怕的。不过我们已经习惯了。”

他的父亲叶戈尔·叶戈罗维奇回来了。他对客人瞧了几眼，在门槛上跺了跺已经穿破了的毡靴，不慌

不忙地解下围巾，脱掉短皮大衣，然后走到桌子跟前和客人握手问好。啊，这是他多么熟悉的手啊，这就

是他小时候每当犯了错误父亲用来惩罚他的那只又宽又大的手啊！父亲什么也没有问便坐了下来，半闭着

眼睛，也开始听着他讲的那些事。

德略莫夫上尉坐的时间越长，把自己的事当成别人的事讲得越多，就越是没有办法把真相和盘托出，

坐在父母的桌子面前，他既觉得幸福温暖，又感到委屈心酸。他们就像当年那样坐下来吃晚饭，在吃饭的

时候，德略莫夫上尉才发觉母亲特别留神地盯着他握勺的那只手。他苦笑一下，这时母亲抬起头来，脸上

的肌肉痛苦地抽动着。

父母在火炕上腾了一个地方给他睡。在隔扇的那一边，父亲不时轻轻地打着鼾；母亲翻来覆去，唉声

叹气，睡不着觉。上尉用双手捂着脸趴在那里，心里想道：“妈妈呀，我的妈妈呀！难道到这会儿你还认

不出我来！难道你就认不出这是我？……”

就在这一瞬间他下定决心要走，而且明天就走。

他回到了原来所在的团队。战友们怀着由衷喜悦的心情迎接他归队，这就使他卸下了那个把他折磨得

吃不下、睡不着、喘不过气来的精神包袱。

大概过了两个星期，母亲来了一封信：

“你好，我最最亲爱的儿子。我真怕给你写这封信，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想才是。有一个人从你那

儿到咱家来过，这个人好极了。他本来打算要住几天的，可不知为什么收拾起东西说走就走了。打那以后，

我就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总觉得那是你回来过。你爹为了这个尽骂我，他说：‘你这个老婆子发疯了吧，

要是这个人是咱们的孩子，难道他不会明说吗？……他干嘛要瞒着呢？如果他的脸变得和来过咱家的这个

人那样，咱们该感到自豪才对。’你爹老是想要把我说服，可是我这颗做娘的心呀，却还是一个劲地认准

了，小叶戈尔呀，你给我写封信来，告诉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莫非我真是疯了不成？……”

叶戈尔·德略莫夫把这封信给我看了。我对他说：“傻瓜呀，你这个傻瓜！快给你母亲写封信请罪吧！

别把她折腾疯了……她就那么稀罕你的脸蛋子了？！因为你的脸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她还会更疼你哩！”

他当天就写了这样一封信：“亲爱的双亲：请原谅我糊涂不懂事，回过咱家的那个人确实是我——你

们的儿子……”



过了几天，我和德略莫夫正站在靶场里，一个士兵跑来对他说：“大尉同志，有人找您。”这个士兵

虽然站得规规矩矩，可是脸上那副表情好像打算去喝二两庆祝什么喜事似的。我们动身回镇上去，当走近

我和他合住的房子时，我看见他六神无主，无缘无故地一个劲儿地清嗓子……我想：“坦克手呀，你这个

坦克手，怎么还会这样紧张！”我们走进屋去，他走在我的前面。我听见他说了一声：“妈妈，你好哇！

这是我呀！……”于是我看到一个瘦小的老太太扑上去紧贴在他的胸前。

是啊，这就是俄罗斯性格！看来，一个人是平凡的，但是，当严峻的灾难降临的时候，他的心中会产

生一种伟大的力量……

8．文中的叙述视角富于变化，请指出并说明这样写的好处。

【答案】①小说开头和结尾使用第一人称视角来叙述，德略莫夫回家的故事以第三人称视角来叙述；②使

用第一人称视角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性，使用第三人称视角可以客观全面地展现故事全貌，增强故事的完整

性；③两者结合，使情节的展开更加顺畅合理，有利于主题的表达。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对小说叙述视角及其作用的理解与分析能力。

小说开篇写道“我的朋友叶戈尔·德略莫夫的坦克在小山冈上的一片麦地里中了弹，机组有两名战士当场牺

牲”，小说结尾说“我和德略莫夫正站在靶场里……我们动身回镇上去，当走近我和他合住的房子时，我看见

他六神无主，无缘无故地一个劲儿地清嗓子……我想：‘坦克手呀，你这个坦克手，怎么还会这样紧张！’

我们走进屋去，他走在我的前面。我听见他说了一声：‘妈妈，你好哇！这是我呀！……’于是我看到一个瘦

小的老太太扑上去紧贴在他的胸前”，小说开头和结尾使用第一人称视角来叙述，使故事人物更“透明”，更

易于理解，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性。

“他被批准休假二十天，为了彻底养好身体，他动身回家探望父母去了。他下了车后步行了十八俄里”“叶戈

尔•德略莫夫隔着窗子看着母亲，心里明白：绝不能让母亲受惊，不能叫她苍老的面孔由于绝望而抽搐”“他

的心剧烈地跳起来，使他不由得一肩头靠到了门框上。是呀，母亲并没有听出他的声音来”“他的父亲叶戈尔

•叶戈罗维奇回来了。他对客人瞧了几眼”……德略莫夫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回家的故事采用第三人称视角

来叙述，也就是站在与故事无关的旁观者立场进行叙述，这种叙述方式由于没有视角限制而使作者自由、

客观、全面地展现故事全貌，增强故事的完整性。

德略莫夫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回家的故事使用第三人称视角来叙述，能够更好地展现故事的全貌，不受

视角的局限，增加了故事的完整性；开头结尾使用第一人称叙述，故事情节更加紧凑，有利于主题情感的

表达。采用第一人称视角和第三人称视角结合，更有利于将故事情节展现在读者面前，有利于主题情感的

表达。



二.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花瓣饭

迟子建

我正出神地蹲在灶坑前看火，灶房的门响了，爸爸回来了。他一进来就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你妈还

没回来？”

“回来了，又走了。”我说，“找你去了。”

爸爸皱了皱眉头，突然盯着那顶高高的纸帽子问我们：“你妈妈今天又游街去了？”

“去了。”姐姐说。

“游街时没人打她吧？”

“没人打她。她戴着高帽子走，好事的人跟着看看而已。”姐姐说。

爸爸略感欣慰地哦了一声，嘱咐我们先吃饭，然后自己转身又出门寻妈妈去了。

他出门一会儿，妈妈便无声无息地回来了。她进来没有和弟弟说话，也没有搭理我。径直进了里屋。

我跟了过去。她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似的泪眼朦胧。她说：“知道爸爸上哪儿找我去了？他上梁老五家！”

“你是不是碰到梁老五的老婆了？她骂了你？”姐姐问。

“是啊，我路过梁老五家，正赶上他老婆出来泼水。她一见我就骂：‘你一个特务还想养汉养到我家门

口！’然后故意把水泼到我脚下。”

妈妈说完，像个受到伤害的小女孩一样，嘤嘤哭个不休。

姐姐说：“妈，你别生爸的气。爸去他家找你，肯定以为你去那里找他去了……”

“那梁老五的老婆凭什么那样污蔑我？”妈妈一梗脖子，天真地问。

我说：“就是因为你比她长得好看，她看着眼气。”

妈妈含泪笑了。她笑得很好看。

姐姐不失时机地告诉她，爸爸很惦念她，向我们打听她上午游街时受没受委屈。这个“苏修特务”听到这

番话后，眼睛里就泛出温柔亮色了。她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嘟嚷一句：“这么晚了，他别是因为上老梁家遭

了白眼，想不开了，我得出去找他。”

妈妈一转身消失在夜色中。我坐在灶坑前，灶膛的火微微熏炙着我，使人昏昏欲睡。正在似睡非睡之

时，院子里传来急促的脚步声，爸爸推门而入了！

“你妈妈还没回来？！”

我看不清他的脸，只听见他焦急的声音。

“回来了，又找你去了。”我有气无力地说。



“她怎么不知道在家等我？”爸爸抱怨道。

“那你怎么不知道在家等她？”我反问。

“她是个女人，我不放心她天黑时一个人在外面，我不去找她行么！”爸爸跟我喊道。

“那她怕你不当校长去当装卸工想不开了，她在家能坐得住凳子么？”我抢白爸爸。

姐姐简短地把妈妈遭梁老五老婆羞辱的事告诉了爸爸，爸爸更加着急了，他说：“我得赶快去找她，她

哭完了出去，别再出点什么事。”

爸爸像旋风一样来去匆匆。那夜伸着一条长舌头，把他又卷入黑暗之中了。

钟摆左摇一下，右摇一下，时间就让它给这么不经意地摇走了半个小时过去了……一个小时过去了，

弟弟开始伏在饭桌一角打盹，我和姐姐有些提心吊胆了，爸爸妈妈是否真的去死了？他们是不是抛下我们

不管了？

我们一旦把事情往坏处想了，就魂不守舍了。这样思来想去，便觉得他们已经死了，于是此起彼伏地

哭着，把夜都给哭深了。

突然院子里响起脚步声，我们三个人几乎同时奔向门口，爸爸妈妈回来了！

他们进了屋里，一身夜露的气息。爸爸和颜悦色地提着手电筒，妈妈娇羞地抱着一束花，那花紫白红

黄都有，有的朵大，有的朵小，有的盛开着，有的则还打着骨朵，还有一些已经快凋谢了。爸妈都是爱花

的人，我们家的窗台上除了冬天，似乎从来都少不了花儿的影子。在爱花的问题上，爸爸更像个女人，极

具怜惜之情。他清晨起来的惯常动作是，先奔到窗台去闻闻野花的香气。他从粮库回来骑自行车走山路的

时候，只要天气好，又碰到了姹紫嫣红的野花，他总要停下车子采上一束。所以他回家的时候，车把上常

常别着一束花。镇子里的一些人见了会啐口痰说：“臭老九就爱瞎浪漫！”

妈妈抱着那束花经过饭桌的时候，许多花瓣就落进了粥盆里。那苞米面粥是金黄色的，它被那红的黄

的粉的白的花瓣一点缀，美艳得就像瓷盘里的一幅风景油画。

我赶紧去灶房当我的司火女神。柴火已经灭了，我又重新点燃，把那份落着花瓣的饭给重新热了。

当我端着粥盆回到里屋时，正赶上妈妈把那束花往一个大罐子里插，她一摇晃，好家伙，又有一批花

瓣落在饭上，这盆粥真是香气蓬勃了。

妈妈把花插好，将它摆在八仙桌中央。深夜全家团聚在桌子旁，吃起了花瓣饭。谁也没舍得把那些花

瓣挑出来扔了，我们把它们吃了。那是我们家吃的最晚的一顿饭，也是最美最美的一顿饭。

（有删改）

7．小说在叙事上有什么特征？这样写有什么作用？请简要分析。



【答案】①采用了“我”这一儿童视角叙事，借“我”这个小女孩的眼睛去看故事的发展，这使得小说充满了童

真、童趣。

②在叙述人称上采用第一人称，通过我对爸爸妈妈的称谓反映时代特点，我和弟弟一样称自己的母亲为“苏

修特务”，反映了那个年代对孩子的巨大影响。

③多用对话形式，使叙事更为集中，推动情节的发展。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鉴赏文章表达技巧的能力。

解答此题，首先要明确答题角度。叙事特征一般要从叙述角度、叙述人称、叙述顺序等角度分析探究。

从叙述角度看，本文采用了“我”这一儿童视角叙事，借“我”这个小女孩的眼睛去看故事的发展，是一种直接

表达的方式，通过“我”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事情来揭示主题更加直接，在这一过程中，文中情节和细节处

也增添了儿童角度下的观察所得和独特感受，使得小说充满了童真、童，。读起来让人觉得轻松活泼、畅快

淋漓。

在叙述人称看，采用第一人称，使文章更具真实性，使读者能更具体地体会作者的心情。通过对“我”的详细

描写，来唤醒读者内心的感受和思考。比如“我”对爸爸妈妈的称谓，与弟弟一样称自己的母亲为“苏修特务”，

这在“我”身上是令人震惊的有悖于常情的东西，但这也恰反映了时代特点，反映了那个年代对孩子的巨大影

响，便于揭示主题。

在叙述方式看，文中主要采用了对话形式，小说通过很多对话体现爸爸对妈妈的关心，妈妈在百般委屈下

依然担心爸爸受委屈，孩子们对爸爸妈妈的依赖和关心等，在对话中推动情节的发展，也使叙事更为集中。

三.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手镯

马冰川

小美五岁时，妈妈和爸爸离了婚，小美由妈妈抚养。在她九岁时，妈妈病故了。她被唯一的亲人——

爸爸接了回去。

小美来到爸爸家，一切都感到陌生，陌生的女人，陌生的妹妹。爸爸让小美向陌生女人叫妈妈。小美

盯着陌生女人不开口，她心中只有一个妈妈，而妈妈已经不在了。

爸爸见小美倔犟，改口让她叫婶婶。小美低下头，怯怯地叫了一声，婶婶。脸上没有笑容的婶婶“嗯”

了一声，把小美安顿在已经七岁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房间，和她睡一张床。

小美在新家里很不习惯，有种生疏、拘束感。特别是见到没有笑容的婶婶，都不知手该放何处。【A】

而婶婶时常指使她干一些细小的家务活，扫地、擦桌子，洗自己的单衣、袜子等。这些活儿，妈妈活着时，



小美是从不干的。

每当小美笨拙地干活时，就会想起妈妈。当她独自在小卧室里时，就从书包里拿出一个手镯看，好像

手镯就是妈妈。她就会在心里或是小声地叫一声，妈妈，我想你了。

一次，她正拿着手镯看，被推门进来的婶婶撞见了。婶婶看见小美盯着一只手镯发呆，上前夺下来，

严厉地询问小美哪里来的？小美胆怯地说，这是姥姥临终前送给妈妈的，妈妈病逝前又留给了我。

婶婶把手镯举近眼前细看，这是一只又宽又厚的翠绿色手镯。上面雕刻得龙飞凤舞，立体感极强。特

别是龙和凤凰的眼睛，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闪闪发光。

婶婶看了又看，知道这是个好手镯，非常喜欢。表面却严肃、认真地对小美说，你个黄毛丫头，要好

好学习，书包里不能放这东西，搁我这里吧！

小美不想放婶婶那里，这样，就等于再也见不到妈妈了。但她又不敢反对，只好依了婶婶。事后，小

美对爸爸说，婶婶拿走了妈妈送给她的手镯。爸爸不以为然地回答，你一个小孩子，要手镯干什么？再说，

你手小腕细，也戴不住手镯，就让婶婶戴着吧！

从此，手镯成了婶婶手腕上最亮眼的饰物。每次，小美看见婶婶戴着妈妈的手镯，心里便产生无限的

忧伤。【B】要是妈妈活着该有多好，不用我扫地，不用我擦桌子，不用我洗衣服。

小美在天天留意、瞄着婶婶手腕上的手镯中上了中学，课程一年比一年增加，学习也紧迫起来。【C】

小美主动帮婶婶干一些家务活的同时，也不忘思考、背题，一门心思用功学习了，对婶婶戴妈妈手镯的怨

气，早已烟消云散。

有一天坐在餐桌边吃饭，小美猛然间发现婶婶的手腕上，妈妈的手镯不见了。她迟疑片刻，想问婶婶

哪里去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可能是婶婶干活不方便，摘下来放到别处了吧？

虽然妈妈的手镯戴在婶婶手腕上小美很不开心，但天天能见到，就像妈妈在身边一样，同样有种安全

感。如今却一连多天都不见婶婶戴手镯了。小美生疑，卖了、丢了或是碰碎了？

她偷偷问爸爸，爸爸也说不知道，没注意。

其实，手镯没丢也没卖。有天婶婶逛街，路过珠宝店，她心血来潮，走进去让商家给鉴定一下手镯值

多少钱？经过商家再三仔细鉴定，告诉她说，这是经过著名雕刻大师雕琢的翡翠手镯，纯度极高，没有一

点瑕疵。市面上仅有两只……她听了非常兴奋，如获至宝，更加爱惜，为了不使手镯受损害，她舍不得戴，

存放了起来，并把这个秘密埋在了心里，对任何人都没有说。

手镯昂贵的价值，爸爸和小美并不知道。小美在刷碗、拖地、洗衣服中迎来了高考的冲刺阶段。

经过不懈努力，小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大学。【D】尽管婶婶给了她生活费，为了不给家里增添负担，

她时常打短工，寒暑假也去饭店刷碗，端盘子。



有一年寒假回家，小美发现妹妹的手腕上，戴着自己妈妈的手镯。她心中生恨，很是不满。妹妹向她

解释，说是在衣柜里看到的，她挺喜欢，就自作主张戴上了。已经读大学的小美，不再是小时候的小美了。

她向婶婶提出，想要回手镯。

婶婶想想回答说，你是姐姐，妹妹喜欢，就让她稀罕稀罕吧！

小美听出来，婶婶的言外之意，是不想还给她了。莫不是有意要留给她自己的女儿？小美一气之下，

返校后再没回家。她大学毕业，找了工作，处了男朋友。

到了谈婚论嫁时，小美把喜讯告诉了爸爸，并强调说，希望爸爸能把手镯从婶婶那里要回来还给她。

爸爸回话说，你别老盯着那只手镯不放，你在家这些年，吃喝穿用学费，你婶婶亏待过你吗？她为你的付

出，还不值一个破手镯钱？

小美听说过，有后妈就有后爹的传闻。听爸爸如此说，她对要回手镯不抱希望了，也就不再难为爸爸，

手镯任由婶婶做主吧！

小美大喜之日，爸爸、婶婶、妹妹都去了。小美一眼就看见，妈妈的手镯又戴在婶婶的手腕上了。

在婚礼进入高潮，双方父母走上典礼台这个环节时，婶婶在众目睽睽的注视下，从手腕上取下手镯，

对小美说，你妈留给你的这只翡翠手镯。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我替你妈给你戴上，替她向你贺喜！替她

祝你新婚幸福！

小美如梦初醒，原来，妈妈留下的手镯，婶婶一直为她保管着。小美看着笑容可掬的婶婶，心中涌起

一股暖流，扑进婶婶怀里，亲切地叫了一声：妈——

（选自《河南文学》）

9．在情节特点和标题作用上，本文与蒲松龄的《促织》有相似，请简要概括和分析。

【答案】①（情节特点）情节曲折，结局圆满（如答“起伏变化，结局圆满”亦可）：《促织》主要情节是“得

虫”“失虫”“化虫”“斗虫”和“献虫”等，情节一波三折，最终主人公苦尽甘来；本文主人公小美经历了“看手镯

想妈妈”“交手镯给婶婶”“念手镯而不见”“要手镯失败”“结婚收手镯”等过程，情节起伏变化（或抑扬变化），

最后被感动。②（标题作用）标题都是线索，都有情感的寄寓：“手镯”是母爱的寄托，人性美的见证；“促

织”寄寓着作者对社会的批判。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对小说情节以及标题作用的把握能力。

情节特点：

本文写到九岁的小美因妈妈去世来到了爸爸家，小美在新的家里很不习惯，有种生疏、拘束感，在笨拙地

干活时就会想起妈妈，于是自己独自在小卧室里的时候，就会将妈妈留给她的手镯拿出来，好像手镯就是



妈妈，所以文章首先写到小美看手镯想妈妈这一情节。有一次，小美正拿着手镯看，被推门进来的婶婶撞

见了，婶婶认真地对小美说书包中不能放这东西，于是拿走了手镯。接着写婶婶有一次逛街的时候，让商

家给鉴定了一下手镯，发现手镯的价值非常地昂贵，于是就将手镯存放了起来，于是小美发现婶婶手腕上

妈妈的手镯不见了。小美上大学之后，有一年寒假回家，发现妈妈的手镯带在了妹妹手腕上，于是向婶婶

提出想要要回手镯，但是婶婶却说妹妹喜欢就让她稀罕稀罕，要回手镯以失败告终。小美结婚的时候爸爸、

婶婶、妹妹都去了，在婚礼进入高潮的时候，婶婶在众目睽睽的注视下，从手腕上取下手镯给小美带上，

小美心中涌起一股暖流，扑进婶婶怀里亲切地叫了一声妈。所以本文主人公小美经历了“看手镯想妈妈”“交

手镯给婶婶”“念手镯而不见”“要手镯失败”“结婚收手镯”等过程，情节起伏变化（或抑扬变化），最后被感动。

《促织》写到故事的起因：为满足宫中斗蟋蟀之乐而“岁征民间”，一头促织会带来“辄倾数家之产”的后果。

故事的开端：写成名因缴不上促织而遭受的痛苦。故事的发展：写求卜得虫为成名一家带来解脱苦难的希

望，成名得画，按图苦搜，终获佳品。成名的儿子看到爸爸不在（家），偷偷打开盆子来看，将蟋蟀不小心

弄死了。成名的儿子因为害怕投井而死，成名的儿子苏醒之后，第二天早上听到门外有蟋蟀的叫声，成名

捉到蟋蟀之后，让它强敌“蟹壳青”搏斗以及鸡口脱险，最后成名将这只蟋蟀献给朝廷，宫中试斗进一步展示

了小虫非凡的才能，成名因得厚赏而巨富。成子复苏之后“自言身化促织”的交代点明了神异促织的来历。所

以《促织》主要情节是“得虫”“失虫”“化虫”“斗虫”和“献虫”等，情节一波三折，最终主人公苦尽甘来。

两篇小说在情节上都非常地曲折，但是结尾都是圆满的。

标题作用：

《手镯》中写到“看手镯想妈妈”“交手镯给婶婶”“念手镯而不见”“要手镯失败”“结婚收手镯”等情节，可以说

手镯贯穿了全文，是文章的线索，并且小美看到手镯就想到了妈妈，所以手镯是小美的情感寄托，是母爱

的象征。

《促织》中写到“得虫”“失虫”“化虫”“斗虫”和“献虫”等情节，所以促织贯穿了文章的始终，也是文章的线索。

通过促织借促织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统治者“宫廷”的骄奢淫逸，以及各级官吏的媚上责下“假此科敛丁口”

等等罪责，同时也提示了封建社会制度本身的黑暗和腐朽性。

四.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头发的故事

鲁迅

星期日的早晨，我揭去一张隔夜的日历，向着新的那一张上看了又看地说：“啊，十月十日，今天原来

正是双十节①。这里却一点没有记载！”



我的一位前辈先生 N，正走到我的寓里来谈闲天，一听这话，便很不高兴地对我说：“他们对！他们不

记得，你怎样他！你记得，又怎样呢？”

这位 N先生本来脾气有点夸张，时常生些无谓的气，说些不通世故的话。当这时候，我大抵任他自言

自语，不赞一词：他独自发完议论，也就算了。

N忽然现出笑容，伸手在自己头上一搂，高声说：“我最得意的是自从第一个双十节以后，我在路上走，

不再被人笑骂了。”

“老兄，你可知道头发是我们中国人的宝贝和冤家，古往今来多少人在这上头吃些毫无价值的苦呵！”

“我们的很古的古人，对于头发似乎也还看轻。据刑法看来，最要紧的自然是脑袋，所以大辟是上刑：

次要便是生殖器了，所以宫刑和幽闭也是一件吓人的罚；至于“髡”②，那是微乎其微了，然而推想起来，正

不知道曾有多少人们因为光着头皮便被社会践踏了一生。”

“我们讲革命的时候，大谈什么扬州三日，嘉定屠城，其实也不过一种手段；老实说：那时中国人的反

抗，何尝因为亡国，只是因为拖辫子。”

“顽民杀尽了，遗老都寿终了，辫子早留定了，洪杨又闹起来了。我的祖母曾对我说，那时做百姓才难

哩，全留着头发的被官兵杀，还是辫子的便被长毛杀！”

“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只因为这不痛不痒的头发而吃苦，受难，灭亡。”N两眼望着屋梁，似乎想些事，

仍然说：“谁知道头发的苦轮到我了，”“我出去留学，便剪掉了辫子，这并没有别的奥妙，只为他不太便当

罢了。不料有几位辫子盘在头顶上的同学们便很厌恶我；监督也大怒，说要停了我的官费，送回中国去。“不

几天，这位监督却自己被人剪去辫子逃走了。去剪的人们里面，一个便是作《革命军》的邹容，这人也因

此不能再留学，回到上海来，后来死在西牢里。你也早忘却了罢？”

“过了几年，我的家景大不如前了，非谋点事做便要受饿，只得也回到中国来。我一到上海，便买定一

条假辫子，那时是二元的市价，带着回家。我的母亲倒也不说什么，然而旁人一见面，便都首先研究这辫

子，待到知道是假的，就一声冷笑，将我拟为杀头的罪名；有一位本家，还预备去告官，但后来因为恐怕

革命党的造反或者要成功，这才中止了。”

“我想，假的不如真的直接爽快，我便索性废了假辫子，穿着西装在街上走。”

“一路走去，一路便是笑骂的声音，有的还跟在后面骂：‘这冒失鬼！’”“假洋鬼子！”“我于是不穿洋

服了，改了大衫，他们骂得更厉害。”

“在这日暮途穷的时候，我的手里才添出一支手杖来，拼命地打了几回，他们渐渐地不骂了。只是走到

没有打过的生地方还是骂。”

“宣统初年，我在本地的中学校做监学，同事是避之唯恐不远，官僚是防之唯恐不严，我终日如坐在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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