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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鲁迅《故乡》的叙事艺术特点

⊙林 云［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0］

摘 要：叙事是一门艺术，小说的叙事远远比故事本身更重要。《故乡》是体现鲁迅乡土意识的一部重要作品，其独特

的叙事艺术展现了故事背后的深长意味，本文将从叙事视角、叙事方式、叙事语言等方面对该作品进行解读，分析文

章中具体的叙事手法使用。
关键词：故乡 叙事视角 叙事方式 叙事语言

每一部故事性的文学作品都有自己独特的叙事艺术，鲁迅的《故乡》也不例外。读罢《故乡》总让人忘不了文中

说不清、道不明的忧郁情绪，也让人忘不了文中的人物形象，不管是少年闰土、中年闰土、杨二嫂，还是宏儿和水

生。鲁迅何以用他平实的笔触写出如此让人难忘的文章？其实这与小说的叙事艺术是分不开的。
一、第一人称叙事视角的使用

为了更好地表达故事和人物的深层思想意蕴，鲁迅惯于在小说中使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以“我”的视角来

叙述故事和人物，“我”作为作品中的人物，既是故事中的人物，有人物特有的情感，但同时也寄托着作者的思想。
“我”通过作为故事人物的情感和经历来展现故事的进程”，使得叙述者“我”和小说中的“我”达到了一种良好的结

合，增强了小说的真实性，也使读者易于走入“我”的思想情感之中。叙述者“我”在讲诉别人的故事，而那似乎也是

作者自己的故事。第一人称的叙述构成了一种复调。小说中的复调，按巴赫金的研究，是指一部小说中有多种独立

的、平等的、有价值的声音，这些声音以对话和辩难的关系共存，把人和人（作者和人物）、意识和意识放在同一个

平面上。复调的叙事方式展现出了活生生的人物情感和情节活动。在小说中漂泊异乡的“我”带着对家园的向往和

儿时的美好回忆回到故乡，而现实中落败萧条的故居、被生活折磨得麻木的儿时玩伴闰土、曾经的豆腐西施而今变

成市侩现实的杨二嫂……现实与理想的落差让“我”失落不已。此处“我”心中的复杂情感也是作者内心情感的体

现。“我”努力想找回一点过去的痕迹，却因现实中闰土的一声“老爷”打破了“我”所有的希望。
第一人称“我”的运用使得我们看到一个内心矛盾的叙事者，“我”抑或作者内心都充满了困惑和痛苦，难以接

受现实的变化，在复调的叙事中，“我”与作者经历了一场内心的对话，甚至开始争辩，开始怀疑。第一人称叙述抒情

的直接性和叙事的真实性传达出了作者对世事的忧愤情怀。可以说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不仅能更好地讲述故事，

更重要的是寄托着整篇小说的思想内容和精神意识。就像陈平原先生所说的：“五四作家则主要从便于抒情的角度

选择第一人称叙事，这就难怪第一人称叙事（包括日记体、书信体）最得‘五四’作家青睐。它为五四作家突破旧的艺

术规范，充分发挥个性，表现自我提供了一种最佳的艺术手段。”① 鲁迅正是很好地领悟并运用了这样的艺术手段。
二、叙事方式独特：大量插叙手法的使用

插叙即作者在小说的叙述过程中直接插进来进行叙述、介绍和说明，或通过作品中的人物所见所闻所感和回

忆经历来进行插叙。插叙手法的运用可以使小说内容更加充实，人物形象更加饱满，使主题更为突出和深刻，同时

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整个小说事件和人物起到补充作用。从表面上看，《故乡》遵循着线性的时间叙事结构，从回故

乡到在故乡，最后离开故乡。叙事结构给人一目了然之感。但仔细阅读便发现文中运用了大量的插叙手法。“我”
回到故乡，母亲提起闰土很想念“我”，于是小说便开始以“我”的回忆为线索，中断原来的叙述，插入了记忆中令

“我”印象深刻的片段，即儿时“我”与少年闰土的一段交往：看西瓜和捕鸟的情形。记忆中的闰土是一个勇敢的少

年，他的果敢和见识让“我”羡慕不已。作者通过插叙的方式还原了少年闰土的形象，也为小说后面关于中年闰土的

叙述作了铺垫。当插叙结束之后，又用“现在我的母亲提起了他，我这儿时的记忆，忽而全部闪电似的苏生过来，似

乎看到了我的美丽的故乡了。我应声说：‘好极了！他，———怎样？……’”② 简单的几句叙述，将话题拉回了现实。
同样的，当杨二嫂出现在“我”眼前时，又采用了插叙的方式，加入一段关于杨二嫂昔日形象的回忆，有着豆腐

西施美称的女子现今却变成如细脚伶仃的圆规般的中年妇女，杨二嫂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时光如斯的感慨，更多

的是对世事多变的感叹。正是这些插叙的内容向我们展现了同一人物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形象，给了我们强烈的视

觉对比和内心情感落差的冲击，这样一种冲击透露出来的实际上是鲁迅对旧中国社会生活的希望和失望，这种希

望与失望的相互纠结，使得他内心矛盾而彷徨，虽有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却又迷茫和无奈，文章通过插叙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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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及了人的存在的深层悲剧，即人的社会状态和文明

状态对人的‘异化’”③。使得文章更富张力，这也正是

《故乡》叙事方式的独特之处。
三、文字与标点符号并用，叙事语言的平实与凝练

鲁迅小说中的语言总是让人印象深刻，不管是平

实的叙述语言，还是形象生动的比喻，甚至连标点符号

也值得我们深深体味。
1.用词用语的精准与凝练 鲁迅十分重视文章的

用词用语。在给许广平的信中，他曾说过：“我新近想到

了一句话，可以形容这学校的，是‘硬将一排洋房，摆在

荒岛的海边上’。”④ 他是经过一番思考之后才确定了

要用“硬”和“摆”这两个词，可见鲁迅对于用词用语的认

真态度。他对于词语精确性的重视近于古人的“推敲”，
且更注重用词语来把捉他对现实世界的独特感受。

在《故乡》中也有许多用词用语精确的表述：

“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
一些活气。”“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正在说
明这老屋难免易主的原因。”“我到了自家的房外，我的
母亲早已迎着出来了，接着便飞出了八岁的侄儿宏
儿。”“我的母亲很高兴，但也藏着许多凄凉的神情，教
我坐下，歇息，喝茶，且不谈搬家的事。”⑤

在这些文字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用了一个

“横”字来形容村庄的存在状态，营造出了荒凉和死气

沉沉的气氛。而枯草则是在风中“抖”着，荒凉的情绪不

禁潜入读者心中。一个“迎”字，一个“飞”字，则道出了

家人对“我”的期盼。但是在这种强烈的期盼之下，母亲

却也“藏”着许多的凄凉神情。这些看似简单的词语，经

过作者巧妙而精确地运用，带给我们不一样的审美效

果，也更进一步强化了文章的思想主题。
2.色彩词语的使用，营造出印象深刻的画面 虽然

小说的总体基调给人以阴郁荒凉之感，但也不乏色彩

明亮的人物刻画和场景描写。如：深蓝的天空、金黄的

圆月、碧绿的西瓜、紫色的圆脸、明晃晃的银项圈等等。
“我”回忆起了过去的故乡，那是一个多彩的世界，每一

种颜色都让“我”记忆深刻。与其说是在描摹美好的童

年情景，不如说是在渲染“我”心中那个极富韵味的美好

故乡。而同时各种形容色彩词语的使用也勾起了读者

对故乡的向往，让我们仿佛也置身于美好的故乡之中。
但是回到现实中，紫色的圆脸变成了灰黄，红活圆

实的手却像松树皮。颜色的对比与落差，不免让叙事者

“我”的心情从希望转为悲凉，是什么造成这样的变化？

仅仅是生活的磨难促成了色彩的变化吗？鲁迅巧妙地

运用了这样一些色彩的对比，触发“我”开始思索，也触

发读者开始思索。这也正是文章叙事语言的精妙之处。
3.标点符号的特殊使用，使得叙事语言表达更显

张力 标点符号是语言表达的组成部分，对文章句子

的语义表达起着重要作用。巧妙运用标点符号可以加

强语言的表现效果和情感表达。
在《故乡》一文中，鲁迅巧妙地发挥了标点符号的

作用。当母亲在“我”面前提起了闰土，“我”应声说：“这

好极！他，———怎样？……”母亲的提起，让“我”心情复

杂，既期待、激动又不知所措地害怕。这样的心情无法

用更多的文字来表述，于是作者把感叹号、破折号、问
号、省略号用在了一句话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感叹号和破折号是对“我”心情激动、
欣喜万分的表达，而问号和省略号则是“我”心中疑虑害

怕的展现，“我”既期待着看到闰土，想了解闰土的情况，

却又害怕结果会如回乡途中看到那些村落和枯草般

凄凉，因为母亲的神情已让“我”心中有所预感。当“我”
真正见到闰土的时候，很兴奋地说：“阿！闰土哥———你

来了？……”⑥ 在此几个标点符号的连续使用，表达出

了“我”兴奋而激动的心情，而省略号则掩盖住了“我”
内心不愿说出的现实，此时的闰土已不再是记忆中勇

敢机智的少年，“我”预感中的隔阂壁障还是出现了。
类似于这样的标点符号使用，在文章中还有许

多。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善于运用标点符号来表

现文字无法展现的叙事张力，也使得《故乡》中的叙事

语言更生动，更具韵味。
总之，不管从叙事人称、叙事方式还是叙事语言

等方面来说，《故乡》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叙事艺术特点，

正是这些独特的叙事艺术手法使得作品更加耐人寻

味，值得我们作深入解读。

①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第91页。
②④⑥ 鲁迅：《鲁迅全集》，人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04

页，第501—502页，第507页。
③ 王学谦：《鲁迅〈故乡〉新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9年第2期，第183页。
⑤ 鲁迅：《两地书》，见《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

社1981年版，第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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