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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星期天》选自史铁生首部长篇小说《务

虚笔记》第四章“童年之门”，现作为课文选入统

编小学语文教科书（以下简称“统编教科书”）六

年级下册第三单元。课文讲述了一个孩子在一个星

期天等待母亲带他出去玩、母亲最终却失约的经

历。整件事情发生在一天之内，短短篇幅讲述的不

过是生活中的一件平淡小事，却能被作者写得一波

三折、惊心动魄，将一个孩子内心情感的波澜起伏

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令人感同身受。我们不禁

好奇，作者究竟是怎么做到的？文本中隐藏了怎样

的技巧和匠心？

在阅读时“体会文中蕴含的情感”是小学阶段

的重要学习目标，《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以下简称“新课程标准”）中多次提到

“情感体验”与“情感表达”。统编教科书一至六

年级语文要素中关于“情感”和“感情”的学习要

求也有着较为清晰的能力序列，具体内容见表 1。

表1  一至六年级语文要素中关于“情感”和

“感情”的学习要求

年级及册次 语文要素

二年级上册 展开想象，获得初步的情感体验

四年级下册
抓住关键语句，初步体会课文表达的思想

感情

四年级下册
初步了解现代诗的一些特点，体会诗歌的

情感

五年级上册 初步了解课文借助具体事物抒发感情的方法

话语·视角·风景
——以《那个星期天》为例探索文本的情感表达技巧

柳美彤

摘要：《那个星期天》选自史铁生的首部长篇小说《务虚笔记》，既呈现出一般小

说类文本的叙事和表达特征，又带有作家强烈的个人风格。教师在教学时文体意识不

强、文本解读浅层化都会使教学效果打折扣。从叙事学背景出发对文本进行细致分析，

揭示统编小学语文教科书编排的叙事技巧和理论支撑，有助于教师更好地了解文本的

情感表达技巧，拓展文本的阅读和教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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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级及册次 语文要素

五年级下册 体会课文表达的思想感情

六年级下册 体会文章是怎样表达情感的

可以看出，统编教科书在低年段和中年段主要

是引导学生通过展开想象、抓关键词句、诵读等方

法体会文中“表达了怎样的情感”，高年段则在以

往学习的基础上提升要求，开始引导学生关注文章

是“怎样表达情感的”，初步学习品味作家的写作

方法和写作技巧。

统编教科书在六年级下册第三单元安排了语文

要素“体会文章是怎样表达情感的”和习作“让真

情自然流露”，意在引导学生读名家名篇，从中学

习、借鉴表达感情的方法并选择合适的内容表达真

情实感。统编教科书在“交流平台”中总结了“把

情感融入具体的人、事或景物之中”和“直接把心

里想说的话写出来”这两种方法，在“初试身手”

中也给出了“当心情不同时，对身边事物的感受也

会有所不同”的提示，引导学生试着综合运用多种

方法表达真情实感。

然而，在实际教学中却出现了两方面的困境：

一方面，教师文体意识不强，对文本内容理解得不

够深入，难以解码，以至于在文本表层滑行，脱离

具体的文本教授表达情感的方法，学生收获不大；

另一方面，即使学生了解了教科书中呈现的表达情

感的方法，却仍然离“运用表达情感的方法展现深

刻的人生体验”有较大差距，也较难真正做到像作

者在《那个星期天》中那样表达出真情实感，写出

来的习作仍显空洞、矫情。

《那个星期天》看似平实、浅白，故事情节也

较为简单，但实际上，作家在创作时运用了诸多小

说叙事的技巧和匠心，同时融入了他本人对宇宙世

界、人类命运的深入思考和感受，这些细节隐藏在

语言文字之中，不易被察觉，却能带给读者不寻常

的情感体验，产生意想不到的表达效果。本文试图

结合小说这一文体的叙事特征，更为细致地解读这

篇名作，探索《那个星期天》中情感表达的独到之

处，从话语模式、叙述视角和风景描写三个维度深

入文本的深层结构，为小学阶段的小说阅读与写作

教学提供更多的借鉴和参考。

一、话语模式的选取

小说中往往有两套话语，一套是叙述话语，另

一套是人物话语。这里想重点探讨的是《那个星期

天》中的人物话语及其表达方式。

（一）话语内容对人物情感的推动作用

人物话语是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小说

家注重用人物的言辞和思想来塑造人物。一方面，

从《那个星期天》中母子的对话可以清晰看出，

人物话语与人物性格高度契合。文本通过呈现简

短、平实的日常对话，让一个活泼、渴望出去玩

耍的孩子和忙于家务、无暇分身的母亲的形象跃

然纸上。另一方面，人物在一天之内的情绪变化

轨迹也通过人物话语逐步展现、层层推进。在一

天之内，“孩子催促、母亲安抚”这样的情节重复

了三次，而在这三次重复之后，作家将“我”的

情绪推入越来越极端的非常轨道，最终，一直在

克制、压抑的情绪终于爆发，以无助的哭泣和妈

妈的亲吻告终。

（二）不同话语模式所展现的表达效果

同样的人物话语也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及其功

能。例如，直接引语、间接引语、自由直接引语、

自由间接引语等，“变换人物话语的表达方式成为

小说家用以控制叙述角度和叙述距离，变换感情色

彩及语气的有效工具”［1］。话语模式决定了叙事文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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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人物语言的形态。理解文本的话语模式有助于

读者更好地把握人物语言的性质，丰富对人物形象

的认识。

很多小说作家偏爱用直接引语的方式展现人物

的对话，因为直接引语能直接呈现人物原汁原味的

话语，通过用词、语气、句式展现人物的个性，淡

化叙述者的存在感，放手把发言权交给人物，更容

易令读者与文中的人物产生共鸣。而《那个星期

天》则采用了大量介于自由直接引语和自由间接引

语之间的话语模式，把人物对话中的引导句和引号

都略去了。例如：

● 您说了去！等等，买完菜，买完菜就去。

买完菜马上就去吗？嗯。

● 下午吧，母亲说，下午，睡醒觉再去。去，

母亲说，下午，准去。

这样的话语模式“保持了直接引语的基本功

能，又便于把叙述语言和人物话语不割断地连成

一片，把对人物的神情、心理的描写和他所说的

话连成一片，把这个人物的话语和那个人物的话

语更密切地连在一起。……如果这一段人物话语

都用引述语和引号，文气又不流畅，读者的心理也

被分隔开”［2］。

除了能加强人物对话之间的连贯性，避免因频

繁出现引导句和引号带来的烦琐之感，“自由直接

引语”和“自由间接引语”也是表现人物意识活动

的理想话语模式。例如：

母亲买菜回来却又翻箱倒柜忙开了。走吧，您

不是说买菜回来就走吗？好啦好啦，没看我正忙呢

吗？真奇怪，该是我有理的事啊？

在这一段中，作者将叙事者的话语、“我”和

母亲两人的对话以及“我”被母亲训斥后十分委

屈的心理活动一股脑儿地呈现出来，说话人的身

份、人物思维的转换在这种话语模式中不需要任

何过渡，使对话显得直接生动，人物心理和情感

世界得以充分流露。

在小学阶段小说类文本的阅读中，学生对借助

人物对话体会人物形象的方法并不陌生。例如，六

年级上册“小说单元”中《穷人》《金色的鱼钩》

的课后练习题就引导学生关注描写人物对话和心理

活动的句子，但这些句子大都是以直接引语和间接

引语的形式出现，像《那个星期天》中“自由直接

引语、自由间接引语”这样的话语模式较为少见，

教师在教学时需要适当予以关注。与直接引语和间

接引语不同，这样的话语模式对学生的阅读能力有

更高的挑战。这是因为在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中，

学生可以借助叙述者的介绍和解释辨析说话人的身

份、心理，而在自由直接引语和自由间接引语中，

叙述者隐匿了，叙事和人物的声音交织在一起，需

要学生自行判断、重建和还原对话的大致情形。因

此，在教学时，教师可以先让学生自己找一找，把

叙事者的话语、“我”的话、母亲的话，以及“我”

的心理活动一一厘清，同时合理想象对应的叙述

者、引导句以及人物对话时的情态，例如：

母亲买菜回来却又翻箱倒柜忙开了。我焦急地

催促母亲：“走吧，您不是说买菜回来就走吗？”

母亲皱着眉头说：“好啦好啦，没看我正忙呢

吗？”我心里很委屈，真奇怪，该是我有理的事啊？

在此基础上，教师可以再让学生与原文作对

比，交流不同话语模式的区别及在阅读时给自己带

来的不同感受，由此体会文本话语模式中所呈现出

的人物对话与心理活动的紧密、连贯，感受“我”

当时内心的急切和焦灼，在面对母亲不耐烦的回应

时的委屈、不解。同时，还可以让学生分角色朗读

对话，揣摩“我”和母亲在对话时的心理活动，深

入把握人物形象，充分体会作者借由这一独特的话

语模式传达出的用意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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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叙述视角与作者的生命意识

叙述视角在小说叙事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

位，是感受小说结构艺术、探索人物情感的重要切

入口。“视角”指叙述者或人物与叙事文中的事件

相对的位置或状态，也就是“叙述者或人物从什么

角度观察故事”。

（一）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充分展现人

物情感世界

在《那个星期天》中，全文主要从“我”的眼

里观察各种人物、事件，而对文中的“母亲”，读

者只能像旁观者那样去猜测其思想感情。这种视角

“缩短了人物与读者的距离，使读者获得一种亲切

感……充分敞开人物的内心世界，淋漓尽致地表现

人物激烈的内心冲突和漫无边际的思绪”［3］。

《那个星期天》借助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充分

披露了人物内心的情感世界，容易让读者勾连自己

童年时代曾深切盼望又最终失望的经历，从而与文

中的“我”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文章开篇在表

达“我”的期待时，用了大量具有主观色彩、语气

极为笃定的词句，以体现“我”内心强烈的盼望之

情，如“她很久之
4 4 4

前
4

就
4

答应了”“这不会错
4 4 4

”“一个

人平生第一次
4 4 4 4 4

盼望”“都
4

不会错”“到底
4 4

是让我盼

来了”。而在“我”最后一次试图让母亲带我出去

时，文章再次使用了带有强烈主观化和情绪化色

彩的词句，如“我再不
4 4

离开半步，再不
4 4

把觉睡过

头”“衣服一
4

洗完我马上
4 4

拉起她就走”“决
4

不许她再

耽搁”。通过这一系列极为主观化的情感和语气的

反复叠加，充分展露“我”的内心世界，不断强化

“我”的盼望之深、失望之切。

（二）叙述视角的变异和游离，披露作家

的生命意识

尽管通过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可以充分展现人

物的所思所想、情感变化，但实际上，许多叙事作

品都不是运用一种视角完成的。《那个星期天》也

不例外，这篇小说里存在的多种视角。其中，一个

是童年时期亲历事件的“我”的视角，也就是文章

的主体部分；另一个是叙述者“我”后来的回忆性

视角，这两种视角的心理和情感走向基本一致，关

键区别在于时间距离。

除了这两种视角，本文还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

外部叙述者，从外部呈现了男孩和母亲的行动及客

观环境。这一视角从心理和情感上都与前两者有较

大的差异。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课文大多以第一人

称的视角展开叙述，唯独到结尾有两处以第三人称

的视角从外部呈现的景象和人物，人称也从“我”

变换为“男孩儿”和“他”：

母亲发现男孩儿
4 4 4

蹲在那儿一动不动，发现他
4

在

哭，在不出声地流泪。

男孩儿
4 4 4

蹲在那个又大又重的洗衣盆旁，依偎在

母亲怀里，闭上眼睛不再看太阳。

上文中的第三人称视角提供了与故事保持距离

的观察角度，暗含了作者对生命的无尽追问，由此

大大拓展了作品的深度和广度。一方面，可以使这

一段极具个人色彩的悲伤故事与世人“共享”，让

读者恍然意识到每个人都可能是文中的那个哭泣中

的男孩，也都有可能是那个安抚着孩子的无助母

亲，从而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另一方面，视角的

变换将读者的思维视线从“我”的情感中抽身出

来，投向家庭中孩子和母亲的生存境况，投向社会

生活中人所处的情境，并由此延伸至对整个人类生

存和社会环境的审视和思考。

对小说类文本的叙述视角有所了解和感受，

能够帮助学生在阅读小说时更好地体会其中的情

感和深意，对作者是“怎样表达情感的”有更直

观、深刻的认识。教师在教学时，不必引入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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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术用语，而是可以通过引导学生细读文本，

从文本的缝隙中发现作者的深层意图。例如，提

出问题：“文章前两个自然段表达了什么样的情

感？你是通过哪些词句体会到的？画出来并说

说这样的表达带给你怎样的感觉？”引导学生从

“很久之前”“平生第一次”“到底”等字眼感受由

“我”表达出的强烈语气和情感，体会作者通过第

一人称视角充分敞开人物内心、传递人物复杂心

绪的效果。还可以设置思辨性问题引导学生思考：

“全文都是从‘我’的角度来讲述故事，为什么最

后一个自然段中对人物的指称却一会儿是‘我’，

一会儿是‘男孩’，这是作家写错了还是另有深

意？这两种称呼给你的感觉一样吗？”提示学生

感受作者借助人称视角的变换所投射出的对儿童

心理的关注，以及文中流露出的生命意识和哲学

思考。

三、风景描写中的空间和时间

除了话语模式，风景描写也在表达情感、营造

氛围上起到了突出作用。风景描写也称环境描写，

在小说类作品中较为常见，它可以形成气氛、增加

意蕴、塑造人物乃至建构故事。

统编教科书中《那个星期天》的课后练习题

“为什么不直接写心情，而是写‘那个星期天’的

光线和声音”以及本单元“初试身手”中的提示

“当心情不同，对身边事物的感受也会有所不同”

都指向创作者对身边风景的观看之道，正如儿童文

学作家曹文轩指出：“心情好，那天气也好，一派

晴朗，阳光明媚；心情不好，那天气也很糟糕，阴

云密布，一片灰暗。”［4］

《那个星期天》中主要的两处风景描写都是从

“我”的视角展开的。一处是“我”在等待母亲买

菜时在院子里看到的，这里写到的景物包括天上的

云彩、空空落落的院子、蚁穴、草丛、电影画报；

另一处是当“我”意识到母亲不可能带“我”出去

玩时，眼前所看到的——“盆里揉动的衣服和绽开

的泡沫”“周围的光线渐渐暗下去，渐渐地凉下去

沉郁下去，越来越远越来越缥缈”。实际上，“院

子”“太阳”“光线”这几个关键词都是史铁生在风

景描写中尤为偏爱的意象，从中得以窥见史铁生从

空间和时间维度表达情感的写作密码。

（一）“院子”中蕴含的空间概念

“院子”可以视为作者为故事精心设计的叙事

空间，意味着一个人的新生、起点和终点的位置。

正如《务虚笔记》中所写：“C 来到人间，一睁开

眼看到的就是这个院子。四十年前他哭喊着来到

这儿，四十年中他到哪儿去走了一圈呢？”［5］14 同

时，“院子”还代表了作者在儿童时代生活的一片

天地，既是乐园，又是围城，既意味着保护，又象

征着约束，正如书中所写“那个院子正是C 童年居

住的地方”“我记得这些台阶很高，这个院子很大，

从院子这头跑到那头，对年幼的 C 来说很是一件辛

苦又渴望的事”。而“跑出院子”“院子已经搬空”

则意味着童年已经逝去、不可挽回，童年受到呵护

和训导的日子已经结束，即将面对的是广阔未知的

天地。“院子”在史铁生笔下还意味着一个人从童

年逐渐成长，从家庭走向社会，走向世界，最终走

向死亡：“我的全世界从一间屋子扩展到一个院子，

再从一个院子扩展到一条小街，一座城市，一个国

度，一颗星球，直到一种无从反驳又无从想象的无

限。简单说，那就是一个人的一生。”［5］74

由此可见，《那个星期天》中的这次“盼望”

在“我”心中绝不仅是一次简单的外出游玩，更充

满了一种象征意味——一个迫切想要探索外部世界

的孩子，盼望着走出旧有的熟悉环境，走向未知的

广阔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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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光线”所代表的时间意象

“光线”则可以视为作者所掌控的叙事时间，

通过不同的光线映射出不同时间里人物的内心情

感。《务虚笔记》中也多处出现“光线”，每当

“光线”非常强烈时，时间往往是白昼，人物是年

轻、鲜活的，情绪也是激昂、饱满、充满希望的。

例如，当残疾作家 C 给 X 写信希望与她团聚时：

“阳光任意挥洒，路面上、楼窗上、低矮的屋顶上、

古老的城楼上、每一片新绿的树叶上……到处都是

炽烈的光线，炽烈地喧嚣震荡、飞飞扬扬。”［5］11

而当时间来到傍晚，“光线”变得暗淡，人物变得

无力、无奈，环境也变得阴冷、凄凉，“光线渐渐

地昏暗了。因为匆忙中忘记买灯泡了，少女N 点起

了一支蜡烛。三个人围着那烛光坐下，开始吃冷面

包和一条冷熏肠”［5］209。

在《那个星期天》中，从“光线正无可挽回地

消逝，一派荒凉”可以看出，此处表现的情感应属

于后者，它清晰地映照出“我”此刻内心的无奈和

绝望。课文通过“我现在还能感觉到那光线漫长而

急遽的变化，孤独而惆怅的黄昏到来，并且听得见

母亲咔嚓咔嚓搓衣服的声音，那声音永无休止就像

时光的脚步”这样放慢叙事节奏的表达方式，充分

展示了人物的所听所观所想，犹如电影中的慢镜

头，使叙述者的情感得到充分宣泄，同时也强化了

“我”在盼望了漫长的一天后最终失望时的伤心和

无奈，对于那时的“我”来说，每一分每一秒都似

乎无限拉长至永恒。

统编教科书在六年级上册小说单元就已经引导

学生关注“环境描写”在小说中的表达效果。例

如，《桥》引导学生体会“描写雨、洪水、桥的句

子”对表现老支书的形象所起到的作用；《穷人》

让学生结合“渔家的小屋‘温暖而舒适’”体会桑

娜的形象，主要聚焦通过客观的环境描写体会人物

形象，感受其对情节的推动作用。与指向情节推动

和人物形象塑造的环境描写相比，《那个星期天》

中的环境描写更侧重凸显人物的主观感情色彩和故

事的象征意味，借助“院子”“光线”等意象深化

作品意蕴，拓宽故事的空间和时间场域。

教师在教学时，一方面可以有效勾连六年级上

册小说单元中关于“环境描写”的段落和学习要

点，对《那个星期天》中的风景描写进行对比欣

赏，让学生说说从中体会到人物怎样的情绪和感

受，和以往学过的环境描写有什么区别；另一方

面可以借助“初试身手”，让学生选择熟悉的情境

和合适的内容，试着把自己的情感融入身边的人、

事、景物中，为后面的习作作铺垫。

话语模式、叙述视角和风景描写是解读小说类

文本的重要维度。此外，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叙

事时间、叙事语法等都是小说叙事学中值得探讨的

因素。教师在解读文本和教学实践中加强文体意

识，有助于了解小说类文本的深层结构和丰富意

蕴，厘清教材背后的写作知识和叙事学原理，为小

学阶段的小说阅读与写作教学发掘更多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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