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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基础教育，给广大中学语文教师和中学生提供

一个践行课标、评鉴经典、提升能力的蓝本，我们编写了这套 “新评

鉴”系列著作。

该系列以古今中外文学名篇为点评对象，以现行中学语文教材中

的经典名篇为鉴赏素材，力求突出一个 “新”字。全系列入选作品堪

称经典名篇，其中，《古文经典名篇新评鉴》，精选历久弥新的广义性

散文即精短小说、文学散文作品，诗词曲赋等韵文没有选入；《现代

文学经典名篇新评鉴》，选用新中国成立之前问世的散文、小说等体

式的作品，当代文学作品没有选入；《外国文学经典名篇新评鉴》，所

选文学作品国别众多、时间跨度大，但多是巨擘力作、名家精品。

这三册 “新评鉴”著作各有重心，故分类编排，以凸显其特色：

或即景感怀、浓情深理，或世态人生、怀旧忆人，或寄情山水、托事

寓意，或世间至情、论理说道，或历史回声、人物史迹，或世相百

态、悲喜人生，或透视生活、生命之思，或精神之光、自然之悟。书

中每一篇目的评鉴，大体依照 “精品呈现—特色品评—技法借鉴—探

究运用”的行文思路，挖掘作品亮点，尝试新的评鉴。“精品呈现”，

选用传世的古今中外规范文学版本中的作品进行展示。“特色品评”，

巧选鉴赏角度，立足整体感知，或探析作者写作意图，或揣摩作品主

旨倾向，或指出文章行文思路，取其几点，有所侧重。“技法借鉴”，

对经典名篇以例说方式精析品赏，条分缕析，侧重凸显独特而可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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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特色、语言韵味，强化重点，突出亮点。 “探究运用”，链接名

篇，紧抓特色，探究文题，彰显运用价值，注重广度深度，呈现简要

提示，便于巩固提升。

教育部新的语文课程标准指出，中学生应在语文的应用、鉴赏和

探究等方面均衡发展。在指导中学生 “感受·鉴赏”的目标要求中，

新课标强调 “阅读优秀作品，品味语言，感受其思想、艺术魅力，发

展想象力和审美力”，“深化热爱祖国语文的感情，体会中华文化的博

大精深、源远流长，陶冶情操，追求高尚情趣，提高道德修养”。我

们如是编写，意在方便中学语文教师借鉴，引导高中学生学以致用，

实现新课标提出的正能量目标：“在阅读与鉴赏活动中，不断充实精

神生活，完善自我人格，提升人生境界，逐步加深对个人与国家、个

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和认识。”

编　者

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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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悲喜人生

冷漠社会的多余人
———莫泊桑小说 《瞎子》新评鉴

!"#$

瞎　子

［法国］莫泊桑

看见初升的太阳便觉得衷心喜悦，这种喜悦到底是怎么回事？为

什么降到大地来的这片光明会如此这般使我们感到生活的幸福？天空

蔚蓝，田野碧绿，房舍雪白；我们喜洋洋的眼睛畅饮着这些鲜艳的色

彩，把它们化成我们心灵中的快乐。于是我们一心只想跳舞、奔跑、

歌唱，在思想上感到轻松愉快，在心田中产生了一种普及到万物的

爱，简直想抱住太阳吻它一下。

门洞底下的那些瞎子处在永恒的黑暗之中，早已漠然无动于衷。

在这个新的欢乐气氛之中，也仍旧是安安静静地待着。只是时时刻刻

吆喝身边的狗，叫它们安静，不明白为什么它们老想蹦蹦跳跳。

一天过去以后，他们扶着小弟弟或小妹妹的胳膊回家，那孩子如

果说：“今天的天气真好啊！”瞎子就会回答：“我早就觉出来了，今

天天气好，鲁鲁 （狗的名字）再也不肯老实待着了。”

这样的人我曾经见过一个，他过着难以想象的最残酷的苦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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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他是一个乡下人，父亲是诺曼底的一个农庄主人。父母在世的时

候，总算还有人照看他；他感觉苦痛的只是他那可怕的残疾。可是两

老一去世，残酷的生活就开始了。有一个姐姐收留了他，然而农庄里

的人待他却像待一个白吃饭的穷鬼，每顿饭都要怪他吃得太多，叫他

懒虫、饭桶。尽管他的姐夫把他那份遗产夺到自己手里，可是连汤也

舍不得给他多喝，给他的也就是刚刚够他不至于饿死的那么一点。

他脸上没有一点血色，两只白色的大眼睛好像两块封信用的小面

团。他挨了辱骂总是声色不动，他是这样的深沉，以致他是否感觉到

挨了骂，别人也无从知道。而且他也从来没有得到过温暖，他的母亲

是不喜欢他，对他总是凶巴巴的；因为在乡间，没用的人就等于有害

的人，母鸡遇到它们中间有了残废的就要把它啄死，乡下人如果可能

也很愿意这样办。

汤一喝完，夏天他就到大门口去坐着，冬天就靠在壁炉边，一直

到天黑再也不动弹了。他手不动一动，脚也不挪一挪；只有他的眼皮

由于一种神经性的疼痛抽动着，有时落下来盖住眼里的白斑。他是不

是有智力，有思想？是不是对自己的生活有清楚的认识？谁也没想过

这些问题。

几年里情况就是这样。不过他什么事也不能做，再加上老是冷冰

冰地不声不响，最后惹恼了他的亲戚们。于是他成了受气包，成了一

种供人虐待折磨的小丑，一种牺牲品，专供周围那些粗胚子发泄他们

的兽性，惨无人道地取乐。

凡是他的失明使人想到的残忍的恶作剧，都被想出来了。为了叫

他吃了东西付出代价，他的几餐饭变成了邻居们散心、残废人受罪的

时刻。

邻近人家的乡亲们都跑来寻找这个消遣；他们挨门挨户互相通

知，农庄的厨房里每天总是挤得满满的。有时候他们在桌上他舀汤喝

的盆子前边放一只猫或者一只狗。这只动物根据它的本能嗅出了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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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残疾，慢慢地走近，津津有味地用舌头舔着，一声不响地吃起来

了；有时舌头吧哒响了一点，引起那个可怜虫的注意，他便举起勺子

朝前面胡乱打一下，它于是小心地躲开。

这时候聚集在墙边的观众就哈哈大笑，你推我搡，还不停地跺

脚。他呢，从不说一句话，用右手又吃起来，同时伸着左手保护着他

汤盆。

有时候他们就弄些瓶塞子、木头、树叶子，甚至垃圾让他嚼，他

也分辨不出来。

后来，这种玩笑也开腻了；他的姐夫因为总这样养着他，心里有

气就动手打他，不停地抽他的嘴巴，看见他躲躲闪闪或是举手还击时

的那种瞎费气力的样子，不禁笑了起来。从此又有了新的玩法，就是

打耳光。那些长工、短工、女仆高兴起来就给他一巴掌，打得他眼皮

直眨巴。他不知道往哪儿躲，只好不停地伸着胳膊阻挡别人的攻击。

最后他被逼着去要饭。赶集的日子他被带到大道边上；一听见有

脚步声或是车轮声，就伸着帽子结结巴巴地叫喊：“求求您，行个好

吧。”可是乡下人是不喜欢乱花钱的，一连几个星期，他一个铜子也

带不回来。

于是对他产生了一种既强烈而又残忍的憎恨。请看他是怎么死

的。

有一年冬天，地面盖满了雪，天冷得出奇。可是他的姐夫一天早

晨把他带到很远很远的一条大路上去求乞。一整天他都把他撂在那

里，到了晚上，他当了他那些雇工的面说他没有找着他。随后他又

说：“用不着担心，一定是有人因为他冷把他带走了。丢不了，明天

早上他一定会回来喝汤的。”

第二天，他没有回来。

原来瞎子一连等了好几个钟头，冷得受不住，感到自己快要冻死

了，于是决定回去。路埋在大雪底下，他认不出来，瞎碰瞎撞地走

着，掉在沟里再爬起来。一直闷声不响，想找一家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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