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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和猫

鲁迅

住在我们后进院子里的三太太，在夏间买了一对白兔，是给伊的

孩子们看的。

这一对白兔，似乎离娘并不久，虽然是异类，也可以看出他们

的天真烂熳来。但也竖直了小小的通红的长耳朵，动着鼻子，眼睛里

颇现些惊疑的神色，大约究竟觉得人地生疏，没有在老家时候的安心

了。这种东西，倘到庙会日期自己出去买，每个至多不过两吊钱，而

三太太却花了一元，因为是叫小使上店买来的。

孩子们自然大得意了，嚷着围住了看；大人也都围着看；还有一

匹小狗名叫S的也跑来，闯过去一嗅，打了一个喷嚏，退了几步。三

太太吆喝道，“S，听着，不准你咬他！”于是在他头上打了一拳，S

便退开了，从此并不咬。

这一对兔总是关在后窗后面的小院子里的时候多，听说是因为

太喜欢撕壁纸，也常常啃木器脚。这小院子里有一株野桑树，桑子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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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他们最爱吃，便连喂他们的菠菜也不吃了。乌鸦喜鹊想要下来

时，他们便躬着身子用后脚在地上使劲的一弹，砉的一声直跳上来，

像飞起了一团雪，鸦鹊吓得赶紧走，这样的几回，再也不敢近来了。

三太太说，鸦鹊到不打紧，至多也不过抢吃一点食料，可恶的是一匹大

黑猫，常在矮墙上恶狠狠地看，这却要防的，幸而S和猫是对头，或者

还不至于有什么罢。

孩子们时时捉他们来玩耍；他们很和气，竖起耳朵，动着鼻子，

驯良的站在小手的圈子里，但一有空，却也就溜开去了。他们夜里的

卧榻是一个小木箱，里面铺些稻草，就在后窗的房檐下。

这样的几个月之后，他们忽而自己掘土了，掘得非常快，前脚一

抓，后脚一踢，不到半天，已经掘成一个深洞。大家都奇怪，后来仔

细看时，原来一个的肚子比别一个的大得多了。他们第二天便将干草

和树叶衔进洞里去，忙了大半天。

大家都高兴，说又有小兔可看了；三太太便对孩子们下了戒严

令，从此不许再去捉。我的母亲也很喜欢他们家族的繁荣，还说待生

下来的离了乳，也要去讨两匹来养在自己的窗外面。

他们从此便住在自造的洞府里，有时也出来吃些食，后来不见

了，可不知道他们是预先运粮存在里面呢还是竟不吃。过了十多天，

三太太对我说，那两匹又出来了，大约小兔是生下来又都死掉了，因

为雌的一匹的奶非常多，却并不见有进去哺养孩子的形迹。伊言语之

间颇气愤，然而也没有法。

有一天，太阳很温暖，也没有风，树叶都不动，我忽听得许多人在

那里笑，寻声看时，却见许多人都靠着三太太的后窗看：原来有一个小

兔，在院子里跳跃了。这比他的父母买来的时候还小得远，但也已经能

用后脚一弹地，迸跳起来了。孩子们争着告诉我说，还看见一个小兔到

洞口来探一探头，但是即刻便缩回去了，那该是他的弟弟罢。

那小的也捡些草叶吃，然而大的似乎不许他，往往夹口的抢去

了，而自己并不吃。孩子们笑得响，那小的终于吃惊了，便跳着钻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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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里去；大的也跟到洞门口，用前脚推着他的孩子的脊梁，推进之

后，又爬开泥土来封了洞。

从此小院子里更热闹，窗口也时时有人窥探了。

然而竟又全不见了那小的和大的。这时是连日的阴天，三太太又

虑到遭了那大黑猫的毒手的事去。我说不然，那是天气冷，当然都躲

着，太阳一出，一定出来的。

太阳出来了，他们却都不见。于是大家就忘却了。

惟有三太太是常在那里喂他们菠菜的，所以常想到。伊有一回走

进窗后的小院子去，忽然在墙角上发现了一个别的洞，再看旧洞口，

却依稀的还见有许多爪痕。这爪痕倘说是大兔的，爪该不会有这样

大，伊又疑心到那常在墙上的大黑猫去了，伊于是也就不能不定下发

掘的决心了。伊终于出来取了锄子，一路掘下去，虽然疑心，却也希

望着意外的见了小白兔的，但是待到底，却只见一堆烂草夹些兔毛，

怕还是临蓐时候所铺的罢，此外是冷清清的，全没有什么雪白的小兔

的踪迹，以及他那只一探头未出洞外的弟弟了。

气愤和失望和凄凉，使伊不能不再掘那墙角上的新洞了。一动

手，那大的两匹便先窜出洞外面。伊以为他们搬了家了，很高兴，然

而仍然掘，待见底，那里面也铺着草叶和兔毛，而上面却睡着七个很

小的兔，遍身肉红色，细看时，眼睛全都没有开。

一切都明白了，三太太先前的预料果不错。伊为预防危险起见，

便将七个小的都装在木箱中，搬进自己的房里，又将大的也捺进箱里

面，勒令伊去哺乳。

三太太从此不但深恨黑猫，而且颇不以大兔为然了。据说当初那

两个被害之先，死掉的该还有，因为他们生一回，决不至于只两个，

但为了哺乳不匀，不能争食的就先死了。这大概也不错的，现在七个

之中，就有两个很瘦弱。所以三太太一有闲空，便捉住母兔，将小兔

一个一个轮流的摆在肚子上来喝奶，不准有多少。

母亲对我说，那样麻烦的养兔法，伊历来连听也未曾听到过，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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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是可以收入《无双谱》的。

白兔的家族更繁荣；大家也又都高兴了。

但自此之后，我总觉得凄凉。夜半在灯下坐着想，那两条小性

命，竟是人不知鬼不觉的早在不知什么时候丧失了，生物史上不着一

些痕迹，并S也不叫一声。我于是记起旧事来，先前我住在会馆里，

清早起身，只见大槐树下一片散乱的鸽子毛，这明明是膏于鹰吻的

了，上午长班来一打扫，便什么都不见，谁知道曾有一个生命断送在

这里呢？我又曾路过西四牌楼，看见一匹小狗被马车轧得快死，待回

来时，什么也不见了，搬掉了罢，过往行人憧憧地走着，谁知道曾有

一个生命断送在这里呢？夏夜，窗外面，常听到苍蝇的悠长的吱吱的

叫声，这一定是给蝇虎咬住了，然而我向来无所容心于其间，而别人

并且不听到……

假使造物也可以责备，那么，我以为他实在将生命造得太滥了，

毁得太滥了。

嗥的一声，又是两条猫在窗外打起架来。

“迅儿！你又在那里打猫了？”

“不，他们自己咬。他那里会给我打呢。”

我的母亲是素来很不以我的虐待猫为然的，现在大约疑心我要替

小兔抱不平，下什么辣手，便起来探问了。而我在全家的口碑上，却

的确算一个猫敌。我曾经害过猫，平时也常打猫，尤其是在他们配合

的时候。但我之所以打的原因并非因为他们配合，是因为他们嚷，嚷

到使我睡不着，我以为配合是不必这样大嚷而特嚷的。

况且黑猫害了小兔，我更是“师出有名”的了。我觉得母亲实在

太修善，于是不由的就说出模棱的近乎不以为然的答话来。

造物太胡闹，我不能不反抗他了，虽然也许是倒是帮他的忙……

那黑猫是不能久在矮墙上高视阔步的了，我决定的想，于是又不

由的一瞥那藏在书箱里的一瓶青酸钾。

一九二二年十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7

作品欣赏

提到鲁迅，大家是再熟悉不过了，从初中起，我们就和鲁迅相聚在

百草园和三味书屋。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先生在《“于我心有戚戚

焉”——读王景山先生《〈鲁迅五书心读〉》中的评价是最为贴切的：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一些大师级的思想家、文学家，他们的思想与文学

具有一种原创性，后人可以不断地向其返归、会省，不断地得到新的启

示，激发出新的思考与创造。这是一个民族精神的源泉，应该渗透到民族

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心灵深处……在我看来，鲁迅正是这样的一位具有原创

性的现代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作品的体裁多样、题材广泛，而蕴藏在

其中的情感更是丰富。也许大家所熟悉的鲁迅是“复仇”的形象、“呐

喊”的形象，“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

光明的地方去”的形象，而在这篇《兔和猫》中，你也可以读出鲁迅“温

情”的一面，虽然在文章的末尾，难免会回归“复仇”，但是全文的主题

无疑是钱理群先生所说的“无辜的生命被吞噬”。贯穿全文的不仅仅是白

兔一家和矮墙上的黑猫，还有“我”“三太太”和“母亲”，在面对白兔

一家的“悲欢离合”时，每个角色有着怎样的反应？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

版的由钱理群先生编写的《鲁迅小说十五讲》中，《心灵的探寻》着重分

析了《兔和猫》这篇文章，希望大家在课余时间阅读，由大师引路，可以

更准确、更深刻地理解鲁迅的作品。

读一读

1. 那小的也捡些草叶吃，然而大的似乎不许他，往往夹口的抢去

了，而自己并不吃。孩子们笑得响，那小的终于吃惊了，便跳着钻进洞

里去；大的也跟到洞门口，用前脚推着他的孩子的脊梁，推进之后，又

爬开泥土来封了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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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气愤和失望和凄凉，使伊不能不再掘那墙角上的新洞了。一动

手，那大的两匹便先窜出洞外面。伊以为他们搬了家了，很高兴，然而

仍然掘，待见底，那里面也铺着草叶和兔毛，而上面却睡着七个很小的

兔，遍身肉红色，细看时，眼睛全都没有开。

3. 但自此之后，我总觉得凄凉。夜半在灯下坐着想，那两条小性

命，竟是人不知鬼不觉的早在不知什么时候丧失了，生物史上不着一些

痕迹，并S也不叫一声。我于是记起旧事来，先前我住在会馆里，清早

起身，只见大槐树下一片散乱的鸽子毛，这明明是膏于鹰吻的了，上午

长班来一打扫，便什么都不见，谁知道曾有一个生命断送在这里呢？我

又曾路过西四牌楼，看见一匹小狗被马车轧得快死，待回来时，什么也

不见了，搬掉了罢，过往行人憧憧地走着，谁知道曾有一个生命断送在

这里呢？夏夜，窗外面，常听到苍蝇的悠长的吱吱的叫声，这一定是给

蝇虎咬住了，然而我向来无所容心于其间，而别人并且不听到……

4. 假使造物也可以责备，那么，我以为他实在将生命造得太滥

了，毁得太滥了。

5. 但我之所以打的原因并非因为他们配合，是因为他们嚷，嚷到

使我睡不着，我以为配合是不必这样大嚷而特嚷的。

6. 造物太胡闹，我不能不反抗他了，虽然也许是倒是帮他的

忙……

练一练

1．填空题

（1）乌鸦喜鹊想要下来时，他们便（　　）身子用后脚在地上使

劲的（　　），砉的一声直（　　），像（　　），鸦鹊吓得赶紧走，

这样的几回，再也不敢近来了。

（2）孩子们自然大得意了，（　　）围住了看；大人也都围着

看；还有一匹小狗名叫S的也跑来，（　　）过去一（　　），打了一



9

个喷嚏，退了几步。三太太（　　）道，“S，听着，不准你咬他！”

于是在他头上（　　），S便（　　），从此并不咬。

2．思考题

（1）当大家都为“白兔的家族更繁荣”而“高兴”时，“我”却

“觉得凄凉”了，这是为什么？

（2）“夏夜，窗外面，常听到苍蝇的悠长的吱吱的叫声，这一

定是给蝇虎咬住了，然而我向来无所容心于其间，而别人并且不听

到……”你能感受到鲁迅此时的自责吗？

（3）“假使造物也可以责备，那么，我以为他实在将生命造得太

滥了，毁得太滥了。”是全文最著名的一句话，你能否感受到鲁迅内心

的沉重？他为什么要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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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麻雀

老舍

雨后，院里来了个麻雀，刚长全了羽毛。它在院里跳，有时飞一

下，不过是由地上飞到花盆沿上，或由花盆上飞下来。看它这么飞了

两三次，我看出来：它并不会飞得再高一些，它的左翅的几根长翎拧

在一处，有一根特别的长，似乎要脱落下来。我试着往前凑，它跳一

跳，可是又停住，看着我，小黑豆眼带出点要亲近我又不完全信任的

神气。我想到了：这是个熟鸟，也许是自幼便养在笼中的。所以它不

十分怕人。可是它的左翅也许是被养着它的或别个孩子给扯坏，所以

它爱人，又不完全信任。想到这个，我忽然的很难过。一个飞禽失去

翅膀是多么可怜。这个小鸟离了人恐怕不会活，可是人又那么狠心，

伤了它的翎羽。它被人毁坏了，而还想依靠人，多么可怜！它的眼带

出进退为难的神情，虽然只是那么个小而不美的小鸟，它的举动与表

情可露出极大的委屈与为难。它是要保全它那点生命，而不晓得如何

是好。对它自己与人都没有信心，而又愿找到些倚靠。它跳一跳，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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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停，看着我，又不敢过来。我想拿几个饭粒诱它前来，又不敢离

开，我怕小猫来扑它。可是小猫并没在院里，我很快地跑进厨房，抓

来了几个饭粒。及至我回来，小鸟已不见了。我向外院跑去，小猫在

影壁前的花盆旁蹲着呢。我忙去驱逐它，它只一扑，把小鸟擒住！被

人养惯的小麻雀，连挣扎都不会，尾与爪在猫嘴旁搭拉着，和死去差

不多。

瞧着小鸟，猫一头跑进厨房，又一头跑到西屋。我不敢紧迫，怕

它更咬紧了可又不能不追。虽然看不见小鸟的头部，我还没忘了那个

眼神。那个预知生命危险的眼神。那个眼神与我的好心中间隔着一只

小白猫。来回跑了几次，我不追了。追上也没用了，我想，小鸟至少

已半死了。猫又进了厨房，我愣了一会儿，赶紧的又追了去；那两个

黑豆眼仿佛在我心内睁着呢。

进了厨房，猫在一条铁筒——冬天升火通烟用的，春天拆下来

便放在厨房的墙角——旁蹲着呢。小鸟已不见了。铁筒的下端未完全

扣在地上，开着一个不小的缝儿小猫用脚往里探。我的希望回来了，

小鸟没死。小猫本来才四个来月大，还没捉住过老鼠，或者还不会杀

生，只是叼着小鸟玩一玩。正在这么想，小鸟，忽然出来了，猫倒像

吓了一跳，往后躲了躲。小鸟的样子，我一眼便看清了，登时使我

要闭上了眼。小鸟几乎是蹲着，胸离地很近，像人害肚痛蹲在地上那

样。它身上并没血。身子可似乎是蜷在一块，非常的短。头低着，小

嘴指着地。那两个黑眼珠！非常的黑，非常的大，不看什么，就那么

顶黑顶大的愣着。它只有那么一点活气，都在眼里，像是等着猫再扑

它，它没力量反抗或逃避；又像是等着猫赦免了它，或是来个救星。

生与死都在这俩眼里，而并不是清醒的。它是糊涂了，昏迷了；不

然为什么由铁筒中出来呢？可是，虽然昏迷，到底有那么一点说不清

的，生命根源的，希望。这个希望使它注视着地上，等着，等着生或

死。它怕得非常的忠诚，完全把自己交给了一线的希望，一点也不

动。像把生命要从两眼中流出，它不叫也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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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猫没再扑它，只试着用小脚碰它。它随着击碰倾侧，头不动，

眼不动，还呆呆地注视着地上。但求它能活着，它就决不反抗。可是

并非全无勇气，它是在猫的面前不动！我轻轻的过去，把猫抓住。将

猫放在门外，小鸟还没动。我双手把它捧起来。它确是没受了多大的

伤，虽然胸上落了点毛。它看了我一眼！

我没主意：把它放了吧，它准是死？养着它吧，家中没有笼子。

我捧着它好像世上一切生命都在我的掌中似的，我不知怎样好。小鸟

不动，蜷着身，两眼还那么黑，等着！愣了好久，我把它捧到卧室

里，放在桌子上，看着它，它又愣了半天，忽然头向左右歪了歪用它

的黑眼睁了一下；又不动了，可是身子长出来一些，还低头看着，似

乎明白了点什么。

作品欣赏

对于老舍，我们同样非常熟悉，和鲁迅一样，他是中国现代文

学史上最卓越的文学家之一。也许大家对老舍的《骆驼祥子》《四世

同堂》和《茶馆》更为了解，却不知道他的中短篇更是精彩！《小

麻雀》就是这样一篇绝佳的散文。无论是其细腻、生动的描写还是

准确、深刻的立意，都是中学生写作的标杆性模板。老舍用不到

一千五百字，记录了“我”在院里发现一只受伤的小麻雀的故事。

麻雀那么小，小到被常人忽视的地步，老舍却看出了它的“进退为

难”，它的“不晓得如何是好”，它眼中的“生与死”和它眼中的

“一线的希望”，他不仅写小麻雀的行为，写小麻雀的神态，甚至捕

捉到了小麻雀的内心！而谁能说这不是老舍自己的心声呢？难道这只

“怕得非常的忠诚”的小麻雀仅仅就是一只小麻雀吗？常言道“言为

心声，文如其人”，这样有着慈悲、敏感而脆弱内心的老舍，是不是

让你觉得更加的值得钦佩和尊敬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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