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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鲁迅和沈从文都十分关注中国普通民众的生活和精神世界，但观察和描写

的角度却有很大的不同。研读本单元的两篇小说，完成下列任务。

1. 通读《阿Q 正传》全篇，思考几个问题：鲁迅说他写《阿Q 正传》是因为“

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怎么理解鲁迅的创作动机？有人说阿Q 的“精神

胜利法”是我们民族落后的“国民性”的集中体现，也有人说“精神胜利法”是人类

摆脱绝望处境的一种常见的精神反应，对此你怎么看？在老师指导下，搜集并阅读相

关评论，围绕“说不尽的阿Q”这个话题，形成自己的看法，与同学讨论。

2. 汪曾祺在《又读〈边城〉》中说，“《边城》的生活是真实的，同时又是理

想化了的，这是一种理想化了的现实”；又说，“《边城》是一个温暖的作品，但是

后面隐伏着作者很深的悲剧感”。你是否有类似的阅读感受？循着自己感受最深的一

点去思考探究，形成对作品的理性认识。还可以搜集相关的评论，看看这些评论中有

哪些说法可以支撑或者丰富你的观点。然后以《〈边城〉中的“矛盾”》为题，写一

个发言提纲，在班级或者小组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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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路点拨 |

本题考查深入阅读、深入探究、多角度思考以及文学评论的能力。“怎么

理解鲁迅的创作动机？”是对作者创作意图的探究，可从鲁迅谈创作的一

些文章（如《〈呐喊〉自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探寻

答案。对阿Q“精神胜利法”内涵的理解，可在阅读课文以及相关资料的基

础上，形成自己的看法。对“《边城》中的‘矛盾’”的思考，要找出其

“矛盾”之处，结合作品内容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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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示例 |

1.（1）怎么理解鲁迅创作《阿Q 正传》的动机？

从鲁迅弃医从文的思想转变看，在日本学医时，许多体格健壮却精神麻木的中国人围

观一个同胞被日本人砍头的事件，让鲁迅意识到，“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

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候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呐喊〉自序》）。

从鲁迅作品的选材特点看，鲁迅的作品“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

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而当时的鲁

迅认为最须急切疗救的，正是未庄那样“病态的社会”和阿Q 那样“病态的灵魂

”。

从鲁迅思想家的担当看，他热切而不懈地关注人，思考人类、人生、人性等普遍性问

题。在他那里，人生探索与哲学思考一致，文学典型塑造与国民的共性反思并存。鲁

迅正是通过揭露和批判中国人的劣根性，找出民族衰败的病根，为中国文化的转型寻

找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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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说不尽的阿Q”——对阿Q“精神胜利法”内涵的理解。

观点一：“精神胜利法”是我们民族落后的“国民性”的集中体现。

“精神胜利法”不仅仅是中国下层民众所特有的一种“劣根性”。1840 年鸦片战

争之后的中国近代历史，是受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的屈辱史，封建统治阶级在这种

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形成一种变态的心理，一方面对帝国主义者奴颜婢膝，表现出一

副奴才相；另一方面对自己统治下的臣民又摆出主子的架子，进行疯狂的镇压、凶

狠的盘剥。于是，他们便形成一种“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 这些话

来粉饰，聊以自慰”的畸形变态心理，追求精神上的胜利。同时，他们又以这一思

想深深毒害着下层劳动人民，对人民进行封建麻痹教育，使无数同阿Q 一样的劳动

人民忘却压迫和屈辱，不反抗，无斗志，永远处在被压迫、被剥削、受毒害的状态

中，成为封建统治者的奴才和顺民。最终，“精神胜利法”成为我们民族落后的“

国民性”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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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二：“精神胜利法”是人类所共有的一种心理特性。

许多外国评论家谈到阿Q 时都指出过，外国人作为弱者和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也有不少像阿Q 

那样的，因此，“精神胜利法”是人类所共有的一种心理特性。从深层次上来看，它是一种主

观唯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其特征是：在这种思维方式的支配下，人们对于自己的失败，不是正

视认可，并努力克服造成这种失败的因素，而是借助主观想象，在思想上替自己的失败进行宽

解、疏导和自我说服，借此减缓内心世界与外在环境（自然的和社会的）在精神、感情上的冲

突与对立程度，达到心理上的平衡。可以说，“精神胜利法”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观点三：“精神胜利法”是人们摆脱绝望处境的一种常见精神反应，也是人们适应社会所必需

的一种心理安慰剂。

人的一生中，有时难免会陷入困境，心理、情绪会处于失衡状态。长期的心理和情感失衡，会

让人的心理、性格畸形发展。因此，常常需要用“精神胜利法”来宽慰自己，调节这种失衡。

事业失败时，我们常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失败是成功之母；面对今天的困境，我们相信明天会

好起来；失恋时，我们会说天涯何处无芳草；等等。这些，都是“精神胜利法”的体现。合理

运用“精神胜利法”，有利于人们以良好的心态去面对现实，摆脱困境，走出绝望，走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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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边城〉中的“矛盾”》发言提纲。

（1）船总与老船夫人性中善与恶的矛盾。

船总顺顺大方洒脱又唯实唯利。《边城》写到顺顺时说：“这个大方洒脱的人，

……欢喜交朋结友，慷慨而又能济人之急，……又不爱财。”但在傩送的婚姻上，

却表现得不尽如人意。他想和王团总攀亲，即使在儿子表明态度后，他还是专横地

逼着儿子接受那座碾坊。

老船夫的达观与务实的心理矛盾。老船夫自甘贫苦而生性达观，洞悉世情而信守天

命，却又想干预翠翠的爱情，有重重心事。作品中的矛盾冲突体现在老船夫对待翠

翠爱情的矛盾心态上：他已经知道翠翠喜欢傩送，又希望翠翠嫁给大老天保，他说：

“大老是个有出息的人，为人又正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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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爱情与亲情、职责的矛盾。

爱情与亲情的矛盾导致了翠翠父亲与母亲的爱情悲剧。翠翠父亲是一个茶峒军人，

爱上老船夫的独生女，于是发生了暧昧关系。这位屯戍兵士便想邀她私奔，可是这

样一来，“一个违背了军人的责任，一个却必得离开孤独的父亲”。“经过一番考

虑后”，军人首先服了毒。翠翠母亲等到生下翠翠后“到溪边吃了许多冷水死去了

”。

天保、傩送的血缘“真”与对翠翠爱情“不真”的矛盾。天保、傩送先后为了亲情

而放弃对翠翠的爱情，表明他们兄弟二人都不能算是真心实意地“爱”翠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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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边城“美”与“丑”的矛盾。

①边城的祥和与不祥和。边城“既不至于受战争停顿，也不至于为土匪影响，一切

莫不极有秩序，人民也莫不安分乐生”，可算得上“世外桃源”了，然而翠翠在吊

脚楼下听到两个水手议论卖唱的妓女“楼上妇人的爸爸是七年前在棉花坡被人杀死

的，一共杀了十七刀”。边城的宁静祥和与令人心惊胆寒的凶杀事件并存。

②边城人性的善与恶。边城人性的善，小说中多有描写，然而促成老船夫死去的最

后一个原因是中寨人的奸诈。他歪曲二老的意思，又引发老人的负罪感，在旁敲侧

击中残酷地断送了老人残存的信心，流露出了边城人性中恶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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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作者对人性美的讴歌与作品中人性美的失败之间的矛盾。

《边城》被誉为“歌颂人性的至美”“表现人性美的力作”“人性美的赞美诗”等。

就连沈老先生自己也说，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

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并被到处引用，几乎写进所有相关论文和专著，被当作

人性美观点的“护身法宝”。然而，事实上，在老船夫死去、白塔倒掉之前，人性

美的失败一直是《边城》的主要线索。作品中那些细小和猛烈的冲突中闪现着的是

一个个极其孤独的灵魂，这种孤独来自人的精神局限性，并把人一个个逼向死亡。

人性是美的，然而人性美的结局却是一个个的悲剧，这不能不说作品所揭示的主题，

客观上是人性美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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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现当代文学是近百年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折射出社会变革发展

的曲折历程，在表现民族心理和时代精神方面有着独特的贡献。研读本单元

课文，回顾初中以来学过的相关文章，再拓展阅读一些现当代作品，从下列

任务中任选一项，在老师指导下举办一次“现当代文学读书研讨会”。

1. 有人说中国现代文学的特点之一是“感时忧国”，作家的目光更多

地凝聚在国家命运和人民悲欢上。你是否赞同这种概括？联系自己读过的现

代文学作品，特别是本单元作品，作出你的判断并说明理由，与同学交流。

2. 阅读本单元作品，感受不同作家各自的创作风格。任选一位你喜欢

的作家，再拓展阅读他的一些作品，从写作理念、艺术特色、语言风格等方

面选择其一，深入思考，谈谈你的认识，全班研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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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路点拨 |

本题考查鉴赏文学作品并加以探究的能力，目的是引导同学们站在一

定的高度，从宏观上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某些特点和某些作家的作品进

行审视和分析，提高同学们在更宽广的视域内认识文学创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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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示例 |

1. 赞同这种概括。

中国现代文学“感时忧国”的特点，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暴露国民的弱点，引起疗救者的注意。鲁迅的小说《祝福》《药》《阿Q 正

传》都体现了这一特点。《祝福》中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有进步思想，讨厌

四叔，同情祥林嫂，但又有软弱性；柳妈给祥林嫂出主意，让她捐门槛，结果祥林

嫂捐了门槛后，在祝福时因四婶的一声断喝而彻底绝望。《药》中的华老栓愚昧落

后，相信蘸着革命者夏瑜鲜血的人血馒头能够治好儿子的肺痨病。《阿Q 正传》中

的阿Q 是没有固定职业、没有住处的底层农民，他自欺欺人、妄自尊大，面对种种

屈辱，总是用“精神胜利法”聊以自慰。这些形象都是小知识分子和底层人民，鲁

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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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反映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疾苦。老舍的《茶馆》逼真地勾勒出晚清社会

的真实图景，写出地痞、流氓、特务横行及百姓卖儿卖女、民不聊生的残酷现

实；沈从文的《边城》描摹出边地山寨的风土人情，以人性美与人生悲剧的对

立表现了旧时代人民生活的不幸。

（3）表现对革命的思考和强烈的爱国情怀。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不主张

徒手请愿，表现出对斗争形式的理性思考；《药》中的革命者夏瑜被杀，群众

成为看客，揭露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茶馆》中的常四爷正直、爱国，因为

说了句“大清国要完”而被逮捕 。孙犁《荷花淀》塑造了以水生和水生嫂为代

表的抗日青年形象，反映了民众的觉醒和勇于杀敌的革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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