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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小说《走出沙漠》阅读鉴赏
孙梦叶 

（远西大学，尼泊尔 比姆达塔 999098）

摘要：微型小说作为一种短小精悍的叙事性文学体裁，具有丰富的审美内涵和文学价值，常常在简要的叙事中反映社会和人生的百态，

阐明事理以发人深省，启迪智慧，对提高读者的文学素养也有着重要的作用。论文以沈宏的微型小说《走出沙漠》为例，从线式结构贯穿始终、

延变模式融合运用、叙事策略多样结合三个方面对该篇微型小说展开阅读鉴赏。　　

关键词：微型小说；走出沙漠；鉴赏

小说以其特有的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设置和个性鲜明的人物

形象塑造，使小说相对于诗歌、散文、戏剧等其他文学文体更具

有阅读的趣味性和吸引力，也更容易地让读者在专注小说阅读的

过程中潜移默化地获得思想和情感的审美体验和教育，提高读者

对语言文字的审美鉴赏能力。新文体的诞生，既是社会发展对文

学提出的要求，也是文学自身不断完善的结果，中国微型小说从

20 世纪八十年代的异军突起到今天的蓬勃发展亦是如此。微型小

说是短篇小说的一种类型，也是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短小精炼

的小小说、微型小说创作，受到越来越多读者的关注和喜爱，微

型小说这一短小精悍的叙事性文学体裁，作为“小说界的第四个

家族”，已经独立成一种为大家所认可的小说文体。微型小说“通

过截取生活中具有某种特征意义的一个片段、一个镜头或一个场

景，以典型化的方法，以简练的笔墨，概括而及时地反映现实生

活”。精短的篇幅布置、巧妙的构思技巧和简略的语言叙述决定

了微型小说不同于其他小说形式的特点，尽管微型小说体小型微，

但也同样具有完整而多样的结构形态和艺术特征，其作为独立的

文学体裁，同样具有丰富的审美内涵和文学价值，常常在简要的

叙事中阐明事理以发人深省，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反映社会和

人生的百态，启迪智慧，在承担文学反映时代精神和体现文学创

作价值方面丝毫不逊色于其他小说文体类型，形成了当代文坛绚

烂的一道文学风景。　　

微型小说不管是在篇幅的设置、情节的安排方面，还是人物

的塑造、思想的深度方面，都会根据题材的内容选择合适的艺术

表现手法展开巧妙的构思，在叙事的视角中内在包涵作者的创作

意图，整体的结构都有别于其他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表现出微

型小说独有的艺术特征。在此，以刊登在《小小说选刊》沈宏先

生的微型小说作品《走出沙漠》为例展开阅读鉴赏。　　

微型小说《走出沙漠》于滴水中见波澜，在剑拔弩张的环

境氛围中凸显人物形象的崇高和生存信念的力量，小说篇幅短

小，小说以“我”是叙述者和经历者的第一视角展开了故事叙

述的起承转合：半个月前，包括“我”在内的五个人跟随肇教

授沿着丝绸之路一路考察当地的风俗民情，却在七天前不幸迷

路走进了杳无人烟的沙漠。面对完全断绝任何食物和水的严峻

现实，几个人靠着肇教授灌满沙子的水壶和最后一丝残存的信

念坚持着在干燥炎热的沙漠前行，直到最后逼近绝望时发现了

绿洲才明白肇教授以水壶为引作精神支撑顺利走出沙漠的良苦

用心。　　

一、线式结构贯穿始终

“微型小说之所以叫‘微型’，就是它的篇幅短小，字数有

限，由于这些限制，微型小说更适于取‘单线结构’来结构作品。”

一般的长篇小说或短篇小说在结构设置上基本都包含两个或两个

以上的具体事件，而微型小说受自身文体特征的制约，它的结构

基本上只能由一个具体事件构成，以单线式结构贯穿小说的开端、

发展、高潮和结局，这是微型小说与其他类型小说在结构设置上

的根本区别，而采用这种单线式结构也更能够让微型小说的结构

在篇幅的限制中呈现出跌宕起伏的动态美。　　沈宏的《走出沙漠》

也是采用了单线式结构谋篇布局，紧抓一条线索照样让小说情节

摇曳得斑斓多姿。沙漠、死亡、水这些元素构成了人的生存欲望，

而就是在这样紧逼死亡的绝境里，唯一能够让几个人保留活着的

最后希望是仅有的灌满沙子的“一壶水”。这灌满沙子的“一壶水”

所代表的远远不止于解决当前干渴难耐的生存问题，更包含了肇

教授临死前语重心长的嘱托与坚持的信念传递，也正是保护这“一

壶水”才让困在沙漠里的几个人历经自然环境与生存欲望的双重

折磨中，凭借残存的信念顺利找到沙漠绿洲走出了荒芜的沙漠，

获得了生命重生的洗礼。装满沙子的“一壶水”，又或者说是坚

持的信念，就是沈宏在创作微型小说《走出沙漠》时紧握住的一

把钥匙，并用这把钥匙开启了小说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的大门，

向读者娓娓道来沙漠里精彩的故事。　　

二、延变模式融合运用

刘海涛教授在谈到微型小说的结构原则时说到，“微型小说

的结构是单一和单纯的，但是作者在艺术构思中，偏偏要在这单一、

单纯中追求变化和曲折，这是体现‘小巧和精美’这一微型小说

结构原则的第一招。”微型小说要成功吸引广大的读者阅读和思

考，创作者必须要结合小说的结构精心构思、巧妙安排故事情节，

力求在有限的篇幅中创造最大的文学感染力，让微型小说在单一

中体现精美，平凡中开掘新奇。　　

微型小说研究者刘海涛教授，在微型小说创作理论方面归纳

出了三大写作规律，其中的变化律认为，微型小说的情节安排可

以呈现出延变模式，主要包括“反转、曲转、骤升”三种不同的

情况。具体地说，反转可以用“A—-A”模式表示故事情节的变化，

即故事的走向由A转到了另一种结局-A的情节安排。微型小说《走

出沙漠》在情节的安排上就巧妙运用了这种延变模式，使故事的

整体走向在不经意间发生了结局的反转，让读者深感意料之外的

同时又忍不住为这样的情节安排拍手叫好。小说在一开始就让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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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如临其境般感受紧张的情境氛围：“他们四人的眼睛都闪着凶

光，并且又死死盯住那把挂在我胸前的水壶。而我的手始终紧紧

攫住水壶带子，生怕一放松就会被他们夺去”“一步一步向我逼

近，他身后的三个人也跟了上来”“夕阳下的我与孟海他们再一

次对峙着，就像要展开一场生死的决斗。我想此时已无路可走，

还是把水壶给他们。一种真正的绝望从心头闪过”，至此，沈宏

展现给读者的正是“我”与孟海他们为“一壶水”对峙的画面，

面对恶劣严峻的自然环境，沈宏笔下的人物最后还能坚守住最后

“一壶水”吗？能透过“一壶水”理解肇教授对他们坚持走出沙

漠的期望吗？　　以 A 表示读者对故事情节的理解，结局应该是

“我”最后还是把水壶给了孟海他们，在所有人都知道“一壶水”

原来是沙子之后再没有继续往前走的动力，绝望的意识已经足够

磨灭他们残存的希望和坚持的信念，最后活着的孟海一行人势必

屈服于沙漠的考验直至生命消失殆尽，留下对生命的唏嘘。但沈

宏就此将笔锋一转：“果然，左边那高高的沙丘下出现一片绿洲。

大伙发疯似的涌向湖边。夕阳西沉，湖对岸那一片绿色的树林生

机勃勃，湖边开满了种种芬芳的野花。孟海他们躺在花丛中，脸

上浮现出满足的微笑”，这里，-A即是孟海一行人终于绝处逢生，

发现了绿洲并成功走出了沙漠，明白了肇教授的良苦用心的同时

也重新燃起了生的希望，圆满的结局即是沈宏给《走出沙漠》设

定的大反转，并在巧妙的情节安排中完成了“A—-A”模式的过

渡变化。　

三、叙事策略多样结合　　

（一）内聚焦的叙事视角（第一人称）

视角是指故事的叙述者根据情境的需要具体选择从哪一个细

微的角度观察动态和叙述故事。内聚焦的叙事视角，又或者称之

为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是以作品中塑造的某个人物的视线观察

呈现完整的事件，包括第一人称叙述中“我”对正在发生事件的

意识和态度以及作为故事中心见证者的“我”对正在发生事件的

意识和态度。该叙事视角的特点和优势在于“这个人物作为叙述

者兼角色，他既可以参与事件过程，又可以离开作品环境面向读

者描述和评介，这双重身份使这个不同于作品中其他角色，他比

其他角色更透明，更易于理解。”[8]　　微型小说《走出沙漠》

全篇在叙述故事情节和刻画人物性格上始终没有采用任何的正面

描写，而是通过当事人“我”的在场感受和体验具体描写“我”

与其他迷路的考察队员坚决不动最后“一壶水”，怀着生的希望

咬牙坚持到最后成功走出沙漠的故事。其次，也是通过“我”的

描述才让读者了解到肇教授在试图走出沙漠过程中发生的不幸，

并由此展示出肇教授先人后己的无私和机智沉着的性格，以及坚

持的信念主题思想。小说的整个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我”

既是小说的叙述者，同时又是故事的参与者，采用内聚焦的叙事

视角更能让读者在代入小说的时候深层感受和理解主人公的情感

起伏。　　

（二）倒叙的叙事时序

事件的叙述顺序将直接影响到微型小说的文本效果，微型小

说要在限定的叙事时间内给读者呈现精彩的故事内容，创作者必

须在小说创作过程中巧妙设置小说情节的叙事时序，根据文本创

作的需要和美学效果的期待合理地调整叙事时序。　　微型小说

比较常见的叙事时序是倒叙，即“对故事发展到现阶段之前的事

件的一切事后叙述”。[9] 倒叙往往隐藏开头或中间的某些叙事环

节，直至故事的叙述到了尾声才缓缓揭开谜底，让读者在瞬间恍

然大悟，慨叹不已。倒叙的直接作用就在于解答文本设置的悬念，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而言，被跳过或遮蔽的叙事环节经过后期的渲

染和强化更能产生文本的艺术冲击力。　　沈宏在创作《走出沙

漠》时就设置了文本的“悬念”，制造了情节的空白：小说的起

始部分隐藏了同行队伍中肇教授的死因，也没有直接交代“我”

为什么在大家极度缺水的情况下仍然拼死保护挂在胸前的水壶。

直至故事的结尾部分作者才将谜底揭开：肇教授已经有好几天没

有进水了，他把自己的一份水都给了同行的学生，还硬是将水壶

灌满了沙子来伪装成水壶还有水的假象，只是为了让学生能有坚

持走出沙漠的动力和支撑。而这个灌满沙子的水壶是教授给“我”

的重要嘱托和信念传递，“我”必得紧紧保护它才算不辜负了教

授的牺牲与期待。倒叙的运用使微型小说《走出沙漠》的叙事时

序发生了创造性的变化，也增强了读者对小说真相的好奇和阅读

的期待。　　

微型小说作为独立的文学体裁，具有丰富的审美内涵和教育

价值，现如今微型小说在文坛的地位越来越高。沈宏的《走出沙漠》

是具有完整叙事结构的微型小说，无论在篇幅的设置、情节的安

排方面，还是人物的塑造、思想的深度方面，都能够有效激发读

者的阅读兴趣，并能促进读者在体会人物形象的过程中获得思想

的启迪、道德的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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