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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精读」江苏省常州市 2021 届高三下学期期初学业水平监测语

文试题：《马家父子》 

作者| 毕飞宇  赏析| 吴杰明 

  
【编者寄语】 

毕飞宇的小说很少描写重大事件，通常以日常琐事为切入口，见微知著，发人深思。他的
小说没有雕琢做作之痕迹，给人以一种水到渠成、自然而然之感。很多作品写出了当下社会比
较敏感和人们比较关心的事件。老马祖籍四川，尽管他已经在北京娶妻生子，但他时时刻刻记
得自己是一个四川人，任何时候总是把一口川腔挂在嘴边，固执地认为只有四川话才是最标准
的语言形式。然而老马的儿子马多却不喜欢说四川话，他觉得北京话洋气、时尚、好听。一边
是对乡土、乡情的执着，一边是新的世界、新的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
充分展示的是时代的潮流与漂泊的忧思。 

【文本研读】 

马家父子  

老马的祖籍在四川东部，第一年恢复高考老马就进京
读书了。后来老马在北京娶了媳妇，生了儿子。但是老马坚
持自己的四川人身份，他在任何时候都要把一口川腔挂在
嘴上。 

 

老马的儿子马多不说四川话。马多的说话乃至发音都
是老马启蒙的，四川话说得不错。可是马多一进幼儿园就学
会用首都人的行腔吐字归音了，透出一股含混和不负责任
的腔调。语言即人。马多操了一口京腔就不能算纯正的四川
娃子。老马对这一点很失望。 

马家父子的矛盾聚焦于对
“川腔”与“京腔”的各执己
意，背后的根源是两代人的
身份认同和心理归属。小说
开头即叙述老马的祖籍、读
书定居北京的经历、启蒙马
多讲四川话、对马多的“京
腔”感到失望等等，为小说
情节和冲突的展开做了必要
的铺垫。 

老马这些年一直和儿子过，他的妻子在三年之前就做
了别人的新娘了。离婚的时候老马什么都没要，只要了儿
子。儿子是老马的命。 

老马的家庭生活中喜乐与苦
涩参半。老马考了大学，娶
了媳妇，生了儿子，可妻子
却又离他而去，正值青春期
的儿子马多也比较叛逆。儿
子虽然在外面八面和气，考
试成绩也历来出众，但在家
里却老是跟老马对着干。普
通人的琐碎、漂泊者的忧思，
老马都遇上了。这一段文字
是全篇的序章，这为下文父
子之间的矛盾冲突做了很好
的铺垫，也是最终父子和解
的逻辑基础。 

儿子马多正值青春，长了一张孩子的脸，但是脚也大
了，手也大了，嘎着一副公鸭嗓子，看上去既不像大人又不
像孩子，有些古怪。马多智能卓异，是老马面前的混世魔
王。可是马多一出家门就八面和气了。马多的考试成绩历来
出众，那些分数一出来就成了学校教学改革的成果了。学校
高兴了，老马也跟着高兴。 

在一个风光宜人的下午，老马被一辆丰田牌面包车接
到了校内。依照校方的行政安排，老马将在体育场的司令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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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向所有家长做二十分钟的报告。报告的题目很动人，很抒
情，《怎样做孩子的父亲》。 

老马是在行政楼二楼的厕所里头被马多堵住的。老马
满面春风，每一颗牙齿都是当上了父亲的样子。老马摸过儿
子的头，开心地说：“嗨！”马多的神情却有些紧张，压低
了嗓门厉声说：“说普通话！”老马眨了两回眼睛明白了，
笑着说：“晓得。”马多皱了眉头说：“普通话，知不知道？”
老马又笑，说：“兹（知）道。”马多回头看了一眼，打起
了手势，“是 zhīdɑo，不是 zīdɑo。”老马抿了嘴笑，没有
开口，再次摸过儿子的头，很棒地竖起了一只大拇指。马多
也笑，同样竖起一只大拇指。父子两个在厕所里头幸福得不
行。 

 

马在回家的路上买了基围虾、红肠、西红柿、卷心菜、
荷兰豆。老马买了两瓶蓝带啤酒、两听健力宝易拉罐。老马
把暖色调与冷色调的菜肴和饮料放了一桌子，看上去像某
一个重大节日的前夜。老马望着桌子，很自豪地回顾下午的
报告。他讲得很好，还史无前例地说了一个下午的普通话。
他用了很多卷舌音，很多“儿化”，很不错。只是马多的回
家比平时晚了近一个小时，老马打开电视，赵忠祥正在解说
非洲草原上的猫科动物。马多进门的时候没有敲门，他用自
己的双象牌铜钥匙打开了自己的家门。马多一进门凭空就
带进了一股杀气。 

小说始终从老马的视角叙述
事件，作者也常常跳出来以
心理分析师的身份描述老马
的感觉、思想等，这种外聚
集的叙述方式使得小说的叙
述呈现出多层次的审美效
果。 

老马搓搓手，说：“吃饭了，有基围虾。”老马看了一
眼，说：“还有健力宝。” 

“老马打开电视，赵忠祥正
在解说非洲草原上的猫科动
物”，看似平常的交代却为
父子交锋提供了表达元素，
这种场景中的相互生发，读
来饶有趣味。引入动物世界
部分桥段主要有以下几信方
面和作用：1、推动故事自然
发展；2、丰富故事情节的生
活化气息，让读者感到非常
亲切自然。 

马多说：“得了吧。” 

老马端起了酒杯，用力眨了一回眼睛，又放下，说：“我
记得我说普通话了嘛。” 

“得了吧您。” 

老马笑笑，说：“我总不能是赵忠祥吧。” 

马多瞟了一眼电视说：“你也不能做非洲草原的猫科动
物吧。” 

老马把酒灌下去，往四周的墙上看，大声说：“我是四
川人，毛主席是湖南人，主席能说湖南话，我怎么就不能冒
出几句四川话！” 

 

马多说：“主席是谁？右手往前一伸中国人民就站立起
来了，你要到天安门城楼上去，一开口中国人民准趴下。” 

老马的脸涨成紫红色，说话的腔调里头全是恼羞成怒。
老马呵斥说：“你到坦桑尼亚去还是四川人，四川种！” 

“凭什么？”马多的语气充满了北京腔的四两拨千斤，
“我凭什么呀我？” 

我打你个龟儿！” 

“您用普通话骂您的儿子成不成？拜托了您呐。” 

老马在这个糟糕的晚上喝了两听健力宝，两瓶蓝带啤
酒，两小瓶二两装红星牌二锅头。那么多的液体在老马的肚
子里翻滚，把伤心的沉渣全勾起来了。老马难受不过，把珍

马喝酒后拿出全家福仔细辨
认，体现了对过往一家三口
其乐融融生活的怀念，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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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多年的五粮液从床头柜里翻上桌面，启了封往嘴里灌。家
乡的酒说到底全是家乡的话，安抚人，滋润人，像长辈的询
问一样让人熨帖，让人伤怀。几口下去老马就吃掉了。老马
把马多周岁时的全家福摊在桌面上，仔细辨认。马多被他的
妈妈搂在怀里，妻子则光润无比地依偎在老马的胸前，老马
的脸上胜利极了，冲着镜头全是乐不思蜀的死样子。儿子，
妻子，老马，全是胸膛与胸膛的关系，全是心窝子与心窝子
的关系。可是生活不会让你幸福太久，即使是平庸的幸福也
只能是你的一个季节，一个年轮。它让你付出全部，然后，
拉扯出一个和你对着干的人，要么脸对脸，要么背对背。手
心手背全他妈的不是肉。对四十岁的男人来说，只有家乡的
酒才是真的，才是你的故乡，才是你的血脉，才是你的亲爹
亲娘，才是你的亲儿子亲丫头。老马猛拍了桌子，吼道：“马
多，给老子上酒。” 

对与儿子沟通不畅的失望和
沮丧。“老马的脸上胜利极
了，冲着镜头全是乐不思蜀
的死样子”， 这样的表达通
过照片的介入打破时空的限
制，侧面虚写与正面实写构
成了鲜明的对比。精短的句
子与快捷的节奏彰显了父子
间紧张的关系，是两个男人
之间的交流，熟悉的语言因
丰富的地域文化特色而被赋
予新的意趣和张力，也构成
作品的独特的语言风格。 

马多过来，看到了周岁时的光屁股，脸说拉就拉下了。
父亲最感温存的东西往往正是儿子的疮疤。马多不情愿看
自己的光屁股，马多说：“看这个干什么？”老马推过空酒
杯，说：“看我的儿。”马多说：“抬头看呗。”老马用手
指的关节敲击桌面，冲着相片说：“我不想抬头，我就想低
下头来想想我的儿子——这才是我的儿，我见到你心里头
就烦。” 

生活的艰辛、父子的不和勾
起了老马伤心的沉渣，老马
把马多周岁时的全家福摊在
桌面上举动凸显了老马对现
状的不满，也增强了有关人
物动作和语言描写的叙事张
力，有力推动小说主要矛盾
冲突向情节纵深发展。 

“喝多了。”马多冷不丁地说。 马多两次对父亲说“喝多
了”，简短的言语中折射出
内心细微的变化，说明他对
父亲的行为有了一些理解和
体谅。 

“我没有喝多！” 

马多不语，好半天轻声说：“喝多了。” 

老马的泪水一下子就汪开了。 

【知识建构】 

把握小说人物形象必须要注意的三个方面 

第一，人物的性格总是通过描写手段表现出来的。 

小说刻画人物的主要方法，是通过描写人物的语言、行动和心理来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和
性格特征的。俗话说：“言为心声”，即人物语言是人物思想性格的表白，至于人物心理活动
的描写，则更是直接表白了。另一方面，作品中人物的行动，又是人物思想性格的生动表现。
《马家父子》中老马喝酒后拿出全家福仔细辨认的细节以及“马多不语，好半天轻声说：“喝
多了”的细节都很好地表现了人物的个性特征。 

第二，小说里的人物都是在一定的背景下活动的。 

分析人物形象，我们还要联系人物活动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中的自然环境。既准确把握人
物鲜明的个性，又深切理解人物的社会意义（共性）。既要善于从自然环境的描写中体会人物
的情感、心境等，又要善于从人物间的相互关系、人物与环境的关系中了解人物的性格特征。
老马祖籍四川，在北京娶妻生子，却时时刻刻记得自己是一个四川人，任何时候总是把一口川
腔挂在嘴边。老马“漂泊者”的性格与他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并且具有非常具体明
确的社会将社会意义。 

第三，人物性格也常用抑扬、虚实、对比、衬托等塑造人物的传统手法揭示出来。 

《马家父子》非常巧妙地借用老马翻看全家福的细节描写将故事情节的叙述折向过去，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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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结合的写法拓展了艺术表现的时空限制，丰富了人物活动的思想意蕴与情感内涵。 

【试题解析】 

1.小说没有具体写老马作报告的情景，这样安排有怎样的艺术效果？请简要分析。 
①笔墨聚焦老马父子之间的互动，有利于小说基本矛盾冲突的展开； 
②老马报告前的自信和报告后的自豪与马多的反应形成落差，给原本让人心酸的场景增添了
幽默感； 
③采用虚实结合的写法，读者可以通过报告前的父子对话和报告后老马的回顾来推想，增强了
阅读的参与感。 
【解析】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重要情节的作用及写作技巧的能力。 小说没有具体写老马作报告的情景，
这样写更能突出报告前后老马父子的变化。作报告前，“老马满面春风，每一颗牙齿都是当上
了父亲的样子”，而他的儿子则要求他讲普通话，“老马眨了两回眼睛明白了，笑着说：‘晓
得。’”“父子两个在厕所里头幸福得不行”。作报告后，老马自我感觉良好，“在回家的路
上买了基围虾、红肠、西红柿、卷心菜、荷兰豆。老马买了两瓶蓝带啤酒、两听健力宝易拉罐。
老马把暖色调与冷色调的菜肴和饮料放了一桌子，看上去像某一个重大节日的前夜”，他还感
觉“他讲得很好，还史无前例地说了一个下午的普通话。他用了很多卷舌音，很多‘儿化’，
很不错”；而儿子却认为很糟糕，“马多进门的时候没有敲门，他用自己的双象牌铜钥匙打开
了自己的家门。马多一进门凭空就带进了一股杀气”，还讽刺老马“你也不能做非洲草原的猫
科动物吧”。由于没有写报告的内容，就使得老马报告前的自信和报告后的自豪与马多的反应
形成落差，给原本让人心酸的场景增添了幽默感； 另外不写报告的内容，笔墨聚焦父子之间
的互动，突出父子俩对报告的不同感受，有利于小说矛盾冲突的展开； 从读者角度看，虚实
结合，读者可以通过报告前的父子对话和报告后老马的回顾来推想，增强了阅读的参与感。 
2.小说结尾说，“老马的泪水一下子汪开了”，请结合全文分析老马流泪的原因。 
参考答案：  
①马多周岁时的全家福上定格的幸福，在现实的反照下使老马心头泛起苦涩滋味； 
②与青春期儿子难以沟通的中年单身父亲无人言说的隐痛；  
③少小离家，老大难回，家庭破裂，儿子叛逆，异乡漂泊、有家难回的孤独与寂寞； 
④从马多延缓的回答和放低的声调中，感受到儿子的反省和对自己的理解后的感动。 
【解析】 
本题考查学生鉴赏人物形象、理解重要语句含义的能力。 首先，需要理解老马为何把马多一
周岁时的照片找出来，老马异乡漂泊，家庭破裂，跟儿子又无法沟通，他内心有说不出的隐痛，
只能怀念儿子小的时候的幸福生活，流泪的原因也在此。曾几何时，老马确实很幸福：“马多
被他的妈妈搂在怀里，妻子则光润无比地依偎在老马的胸前，老马的脸上胜利极了，冲着镜头
全是乐不思蜀的死样子。儿子，妻子，老马，全是胸膛与胸膛的关系，全是心窝子与心窝子的
关系”，那时的幸福又与现在的不幸福形成反差，使老马心头泛起苦涩，这也是流泪的原因；
还有就是儿子后来的表现，马多听到父亲说“我不想抬头，我就想低下头来想想我的儿子——
这才是我的儿，我见到你心里头就烦”时，内心也有所触动，“马多不语，好半天轻声说：‘喝
多了。’”，从马多延缓的回答和放低的声调中，感受到儿子的反省和对自己的理解后的感动，
这也是他流泪的原因。 

【反馈检测】 

1.小说文本第 7段：“只是马多的回家比平时晚了近一个小时，老马打开电视，赵忠祥正在解
说非洲草原上的猫科动物。”请具体分析作者插叙此一情节的用意是什么。 
2.简析马家父子矛盾冲突的思想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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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公众号，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射阳县高级中学  吴杰明） 

【相关链接】 
为什么中国人的乡土情结特别浓重？ 

思乡、恋家，几乎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标签，每到端午、中秋、春节这样的传统节日，轰轰
烈烈的“反乡大潮”总会让外国人大为惊异，每年春节的“人口迁移”大潮甚至引来大批外媒
的关注。 

但其实，对故土的眷恋是人类共同而永恒的情感。只是为什么中国人对乡土的眷恋特别的
浓重而突出呢？ 

这得从中华民族的大河文明说起。大中华地大物博，不像欧洲人多地少，资源稀缺。我们
的祖先只要有块地，有水源，就能自给自足。所以，中国人，尤其是古人，是十分安土重迁的，
毫不夸张地说，简直是“嗜土如命”。不是说土改之后农民分到土地的反应是：“激动得抓起
一把土就吞进肚子里”吗？还有国人迫不得已要出国的时候，表达不舍之情的方式就是抓一把
土带走……所以中国自古才会有“地主”这种说法，大有“得土地者得天下”的架势。 

而外国人就不一样了。除了中华文明，世界古老文明而灿烂的文明大概就是欧洲文明了。
而欧洲文明是喜欢往外扩张的“海洋文明”、“殖民文明”。欧洲地盘小，资源少，如果欧洲
人不往外扩张，就没饭吃。既然欧洲人自古就喜欢“浪”，乡土情结自然就没有那么浓重。 

中国祖先的安土重迁思想一代一代地传承、固化，已经形成了中华民族的集体潜意识了。
所谓集体潜意识，是人格结构最底层的无意识，包括祖先在内的世世代代的活动方式和经验库
存在人脑中的遗传痕迹。从古至今，抒发乡愁之情的文学作品还少吗：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
乡；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月是故乡明，人是故乡亲；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集体潜意识是我们平时意识不到的，当我们年轻的时候，胸怀远大理想，总想往外闯荡，
我们以为自己是受西方文化影响最深的新一代中国人，不会被恋家情结束缚。但其实，离家在
外的我们，还是和古人一样，都有着浓重的乡土情结。历史已经走过了千年，而我们还是和千
年前的王维一样“每逢佳节倍思亲”。在外地的我们，只要听到乡音就会格外激动，无论对方
是谁，都想和他说几句话；只要看到家乡的美食，无论是不是地道，都愿意掏钱去买；只要看
到家乡的新闻，就会特别的关注，哪怕你平时你对新闻并无多少兴趣。 

思乡并非坏事，这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强大生命力所在，是国人凝聚力之所在。虽然每
一个在外漂泊的你，在外乡也能过得安好，但一定要记得多抽时间给家里打打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