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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 ， 我连续听了 四节 《说

书人》的 同题异构课 ， 四位教师

的切人点虽不 相 同 ， 但殊途 同

归 ，都是通过
“

说书人
”

的
“

形象

分析一散 文化 笔 法一揭 示 主

题
”

来进行教学的。 我 收获很

多
，
并反思 自 己 的教学。 教学此

文时 ，我常常忽略文中忽隐忽显

的环境意象 ， 即便有所涉及 ，
也

是浅尝辄止 ，
很少深究其中 的意

蕴及其文章前后的相关性 。

一

、小城、城隍庙

师陀称果园 城是
“
一切这

种中 国小城的 代表
”

。 从某种

意义上说 ，这个小城就是二十世

纪三四十年代中 国社会的
一

个

缩影。

“

说书人
”

存在于这样
一

个特定背景下 ，他在小城中播撒

真善美 的
“

种子
”

， 却又在小城

中 挣扎 陨落 ， 以 致湮 没无 闻 。

“

说书人
”

出乎 常理的命运结

局
，
显然与小城的整体环境有着

紧密联系 。

小说对小城环境的直接描

写不多 ，作者把小城的特性聚焦

在
“

城隍庙月 台
”

。

“

城隍庙 月

台
”

作为
一个背景和说书人展

示技艺的舞台 ，
不应该被我们忽

视。 文中两次提到
“

城隍庙 月

台
”

，第
一次是初见说书人

“

我

第
一

次看见说书人是在这个小

城里。 在城隍庙月 台下面 ，
他放

一

张断腿板桌 ，周围
——

前面和

两旁 ，放几条板凳
”

。 可 以说 ，

说书人的舞台 就是
“

城隍庙 月

台
”

，简单到极致。 第二次 ，

“

最

后一次我到这小城里来 ，就在不

久以前 ，我已经好几年不曾听说

书人的 书。 我到城隍庙里 （ 城

隍庙早已改成倶乐部 ） ， 在月 台

下面 ，原来说书人放桌子的地方

停着
一个卖汤的 。

”

说书人
一直

以
“

城隍庙月 台
”

作为舞台 ， 可

随着城隍庙改成俱乐部 ，说书人

放桌子的地方变成了卖汤的 ，说

书人渐渐被小城人淡忘 了 。 这

是巧合 ，还是必然 ？ 城隍庙这个

特定的背景 ，与说书人到底有着

怎样 的联系 ？ 又意味 着什么 ？

我们不妨从城隍庙谈起。

城隍庙是古时人们祭拜城

隍神的场所 ，城隍是古代宗教文

化中普遍崇祀的重要神祇之
一

。

城隍庙里供奉的城隍神是作为

城市保护神和至高道德化身而

存在的 ，
老百姓希望能够得到神

灵的保护。 简言之 ，城隍神的职

能就是保城护民 ，惩恶扬善 ，祛

除灾厄 ；
城隍庙的主要职能就是

举行祭祀仪式 ， 祈求风调雨顺 ，

庇佑百姓祈祷平安。 到 了近现

代 ，城隍庙还承担了世俗欢娱、

商业交流的职能 ，而且这种变化

是社会发展的趋势 。 我们只有

明确了这一点 ，才能理解小说的

用意 。

首先
，说书人选择城隍庙作

为展示 场所是最合适不过 的。

在作者看来 ， 城隍庙
“

多么 热

闹
”

，是老百姓娱乐的场所 ； 说

书又是即时呈现的艺术形式 ，
聚

的是人气 ， 博的是喝彩 ，赚的是

小钱 。 其次 ， 城隍庙是
“

雄 伟

的、神圣 的
”

，说书的 内容价值

恰恰吻合了城隍庙的文化精髓。

“

他说武松在景阳 冈打虎 ，说李

逵从酒楼上跳下去 ，说十字坡跟

快活林 ， 大名 府与扈家庄
” “

说

封神
”

、 说
“

隋唐
”

、说
“

七侠五

义
”

和
“

精忠传
”

。 关于说书 内

容 ，小说前后出现过四次。 说书

人说的是忠义良善 ，谈的是古今

奇闻 ，
绘的是美好生动的理想世

界 你向这个沉闷的世界吹进

一股生气 ，
在人类 的平凡生活

中 ，你另外创造
一个世人永不可

企及 的
，

一

个侠义勇敢的天地

中学语文教学参考
？ 高中 ２０２０ ．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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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 ？ 

”

因此
， 与其说是说书人选

择了城隍庙 ，还不如说城隍庙选

择了说书人。 城隍庙 ，

一个道德

祭拜 ，信仰追寻的圣地 ；说书人 ，

一个孤独的道德宣讲家 ，

一个理

想精神的代言者 ， 更是
“

我
”

和

“

我们
”

的精神启蒙者。 这两者

天然契合 、相映生辉 ，
强化了社

会的悲剧性和人的悲剧性。

当城隍庙改成倶乐部 ，当城

隍庙月 台变成卖汤场所 ，城隍庙

的职能发生了变化 ，
道德祭拜 、

信仰追寻不再是城隍庙的主旋

律 ，
庄严神圣不再是城隍庙的主

题
，
小城人的精神追求也发生 了

变化。

“

他的老听客慢慢减少

了 ，年老的
一个跟着一个死了 ；

年少的都长成大人 ，他们有 了大

人的职务 ，
再不然他们到 外乡

去 ，离开了这个小城
”

，

“

原来说

书人放桌子的地方停着
一个卖

汤的
”

，
可 以看出小城人的精神

家园逐渐被现实物质世界所取

代 ，
人们忙于奔波生计 ，沉浸在

“

俱乐部
”

式的及时欢乐中 。 当

神圣变得卑陋可怜 ，
小城的环境

背景发生了质的变化。 由此 ，那

个头顶光环的道德家被小城人

彻底遗忘。 城隍庙 的变迁在情

节上暗示 了说书人已是无处可

去 ， 同时也暗喻了说书人的命运

结局 。 说书 ，城隍庙作为纯粹的

传统文化的符号化存在 ，在时代

的洪流中逐渐被边缘化。 在这

样的背景下 ，
浸透了作者悠远的

悲思 。

由此可见
，
我们对城隍庙的

解读一方面作为传统文化的载

体而存在 ，另一方面应该与说书

人的精神 追求、 命运联系 在
一

起
，
是具体的 、是真善美的道德

价值存在。 因 此 ， 城隍庙 的变

迁、说书人的湮没无闻
，
是人性

的悲剧
，
更是小人物对抗时代大

潮的必然结局 。

没有了城隍神的护佑 ，小城

还会平安吗 ？ 没有了说书人的

小城人
，他们的内心会不会变得

贫乏荒凉？ 在师陀沉静的笔下 ，

小说蕴 涵 沉 重 深远 的 思 考。

“

我抬头望望前面 ，
这个小城的

城外多荒凉啊 ！

”

可荒凉又何止

是城外 ！

二 、城外 、大路、郊野 、小路
“

第二天说书人死了 。 我

正在城外漫不经意走着 ，

一

副灵

柩从后面赶上来
”“

他们顺着大

路到郊野上去 。 天气是很好的 ，

大路上照满了 阳光 ；游丝在空中

飞动 ，有的挂在草上 ；郊野上 ，

一

望几乎看不见行人
” “

接着我们

转上小路 ，埋葬的人不久便越过

一个土坡
”

。 这部分是小说最

明显 的环境描写 ，
写

“

我
”
一路

追随说书人的灵柩 ，

一

路追问说

书人 ，

一路 目送直至说书人被掩

埋的过程中的所见所闻 。 从城

外到 大 路到 郊 野再到 小路 ，

“

我
”

似乎就是
一

个孤独而又执

着的送葬者 ， 咀嚼着人世炎凉 ，

反思小城人的无情冷漠 。

城外 、大路 、郊野、小路 ，地

点的连续转换 ， 夹杂着
“

我
”

毫

无意义 的 急 切 追 问
， 表现 了

“

我
”

的不解不忍不舍。

“

路
”

的

变化 ， 分 明就是说书人的
一生

啊 ！ 从热闹的城隍庙到荒凉的

郊野 ，
这一条人生之路走得如此

艰辛 ，越走越窄 、越走越难 ，
以致

无路可走 ，
最终消失在乱葬岗 。

这里 ，作者并没有为了突出

悲哀而直接描写环境凄凉 ，而是

写
“

天气是很好的 ， 大路上照满

了 阳光
；
游丝在空 中飞动 ，

有的

挂在草上
；
郊野上 ，

一望几乎看

不见行人
”

。 这样的环境描写 ，

别有深 意。 天气晴好、 阳 光充

溢
，这样的环境映衬出人们心情

的轻松 ，
写出了说书人的离去对

这个美好的世界没有丝毫的影

响 。 说书人的命运犹如游丝 ，
缥

渺无所依存 ，在小城人的心里似

乎可有可无 ，轻轻地来又轻轻地

走 ，
微弱无力 、孤单寂寞 ，

这与热

闹有趣的说书场景相比 ， 与说书

人在台上纵横捭阖 的精彩演绎

相比
，与说书人给小城人带来的

“
一

个世人用不可企及 的 ，

一

个

侠义勇敢的天地
”

相比
，
虚无荒

凉的意味油然而生 。

“

这所谓灵柩 ，其实只是
一

卷用绳子捆着的芦席 ，说书人的

脚从席子里露出来 ，不住随着杠

手的步骤摆动 ，他的破长衫的
一

角直垂到地上 ，

一

路上扫着路上

的浮土 。

”

长衫依然是说书人精

神追求的最好注解 ， 即便破烂到

衣不遮体 ，

一路扫过尘土 ，似乎

是诉说这是说书人留给这个世

界的最后痕迹 。

三、乱葬Ｍ 、小城的城外

无主坟、 荒冢、 乱葬岗是乱

世的产物 ，是卑贱生命最悲惨的

结局 。 生之尊贵 、死之庄严 ， 可

“

累累 的无主坟墓
”

却是那个时

代最残酷的缩影 ，也反映了小城

难逃的劫难。 生命在这里毫无

尊严 ，也反映了那个时代有多少

像说书人
一

样的人 ，他们处在社

会的最底层 ，在社会时代的变迁

ｚｈ ｏ ｎｇｘｕ ｅｙ ｕｗｅｎ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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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被裹挟着前移 ，
最后 的消亡

无声无息 ，

“

多余人
”

的命运 困

局就此画上句号 。

“

点缀坟墓

的枸杞和野草
”

，
阳光充溢下的

枸杞和野草特别显眼 ，
在一片死

寂荒芜中孕育着生机却又孤单

落寞 。

“

有谁看见过乱葬 岗吗 ？

”

其实 ，

“

我
”

的追问 ， 隐含着作者

对说书人生命价值意义的追问 ，

对说书人生命归宿寄寓无限的

悲悯和困惑 。 也许像说书人这

样的小人物本来就很难 留存于

世
，更谈不上留存于人心 ！

加西亚 ？ 马尔克斯说过 ：每

个人都会死亡两次 ，

一

次是停止

呼吸
，

一

次是最后
一

个叫他名字

的人也死了 。

“

我站着 ，
直到新

的坟墓从地面上耸起来 ，埋葬的

人吸着了烟
，
然后抛下他们掩埋

的新坟走 了 ，不见了 ，郊野上只

剩下我一个人了 。

”“

我
”

成为那

个最后 留存说书人温暖生动记

忆的人 ，

“

我
”

也希望永久铭记

说书人的
一

切 。 说书人 已然成

为
“

我
”

今生今世的证据 ，
已然

是小城今生今世的证据 ！

“

我抬头望望前面 ， 这个小

城的城外多荒凉啊 ！

”

小城外的

景象的确荒凉。 小城人面对死

亡的冷漠 ， 面对生命的麻木 ，
让

“

我
”

感到荒凉 。 说书人死了 ，

再也无人给小城带来幻想 、感

动 、生气 ， 小城人的 内心会更加

贫乏。 生命无常 ， 回忆中美好的

事物消失殆尽 ，对逝去的眷恋焦

虑 ，

“

我
”

内心越发渺茫空 虚 。

“

小城的城外
”

有多大 ？ 也许就

是中国的
一

切小城。

师陀无疑是
一

位讲故事 的

大师 ，他的高明在于对当时社会

环境的体察和理解很透彻 ，镜头

选取精巧 ，叙述冷静低沉 ，视角

多元化 ，着力在微缩的空间里表

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时代

的关联。 在 《说书人》 中 ， 作者

用语简练 ，看似漫不经心的几笔

蕴藉内敛 ，
选择典型化、象征性 、

符号化的环境背景
，前后勾连草

蛇灰线 。 小城、城隍庙 、城外 、大

路、郊野 、小路 、乱葬岗 ，

一连 串

镜头的转变勾勒出说书人清晰

的人生轨迹 ，
让读者似乎在观赏

一部电影。 江河流转 、 岁 月 奔

腾 ，

一个形销骨立 的说书人 ， 不

断切换的背景画面 ，从热闹到荒

凉 ，从庄严到虚无 ，从一座小城

到整个中国 ，我们从期待到悲凉

再到陷入沉思 。 文学评论家夏

志清说 ：

“

《果园城记》的 １ ８ 篇

素描虽无悲剧力量 ，却有鲁迅在

《呐喊》 《彷徨》 中所表现的讽刺

和同情。

”

真 的如此 ， 师 陀娓娓

道来的忧伤故事 ，却拷问着我们

的灵魂 ，带给我们沉重的思考 。

□

（上接 第 １２ 页 ） 图式的 同化和

顺应 ，
正如

“

新课标
”

指 出 的 ：

“

语文课程应引 导学生在真实

的语言运用情境中 ，
通过 自 主的

语言实践活动 ，积累言语经验 ，

把握祖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和运

用规律 ，加深对祖国语言文字的

理解与热爱 ，培养运用祖国语言

文字的能力
；
同时 ，发展思辨能

力
，提升思维品质。

”

设计好 、运

用好恰当的思维图式就是在落

实
“

新课标
”

精神 。

在任务设计中 ， 仲老师多次

要求学生
“

品 味语言
” “

拥抱文

字
” “

穿行在文字中
”

，体会人物

的喜怒、体验人物的苦乐 ，这既

可能同化或顺应原有的思维图

式 ，也可能有新的习得、新 的构

建 ，到了台词的写作 、戏剧 的表

演 中 ， 则 是 多 种 图 式 的 综合

运用 。

梳理与整合、 习得与运用 、

构建与创新 ，
对于大单元教学有

着特别 的意义。 文本之间的关

联与比较必须 自然而然 ，文本的

价值与意义不仅要有外在的 、表

面的
， 更要有 内在 的 、 本质 的 。

因此 ，教者更应珍视且充分利用

剧本的精美语言。 比如 ， 《窦娥

冤》 以唱为主 ，
强化了戏曲的虚

拟性与抒情性 ， 而 《 哈姆莱特 》

贯穿始终的甚对白与独 白
，
这更

有利于表达人物行为的关联性

与因果性。 比较两者 ，可以看出

这既缘于作者 自身的艺术追求 ，

也缘于作者所处时代和国别的

特殊背景 。 教师在这些方面下

工夫 ，对于学生的语言和思维都

大有裨益的 。 高一学生无论是

语言习得 、思维图式优化 ， 还是

道德情感的净化提升 ，都需要教

师适 当的引 导 、点拨 、示范 。 文

学作品依语言而思维 ，
学生的思

维图式也因文学作品的习 得而

巩固 ，
更因文学作品的创作而有

新的变化和构建。 否则 ，就可能

架空语文学习 ，架空核心素养的

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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