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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真心理与细节白描：铁凝小说《盼》的创意书写鉴赏
侯丽 刘金瑶

聊城大学外国语学院 文学院 山东 聊城 252059

【摘 要】：铁凝有着女性作家特有的写作创意，善于运用系列细节去描绘事物、人物，通过细节的雕琢与刻画，展现与绽

放文章的故事情节与生动过程。《盼》是铁凝早期的一部作品，也能较好地观察到其在创作初期的一些写作思路。文中通过

一系列的细节表现出了孩童身上的那种天真、无邪和童趣，全文充满趣味性。文章统编入语文教材后，编者对其中的文本内

容进行了较大的删改，删改后的教学重点有了较大的转移，删改前的我把新雨衣借给了他人，强调了“助人为乐”的主旨。而

删改后的文章则立足于展现属于孩童的本真、童趣。本文就《盼》这篇文章中体现的童真心理以及以及细节描写的创意写作

方法与技巧，进行剖析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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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从 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代表

性著作有长篇小说《玫瑰门》、《大浴女》、《笨花》等，

中、短篇小说代表作有《哦，香雪》、《第十二夜》、《没

有钮扣的红衬衫》、《对面》、《永远有多远》等百余部，

形成了多样的创作风格。铁凝在创作上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势

头，创作出了若干优秀作品，取得了显著成绩，是创意写作

上的杰出代表。本文通过对其被选入语文课本的《盼》，这

一篇早期作品的剖析和解读，来鉴赏其写作的创意与写作的

艺术。同时还就其被选入语文课本后，从编辑视角所进行的

改动，来看大众视阈下的文学创意与文艺接受。

一、《盼》的创作历程回溯

在字里行间可以看到铁凝“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她初

期写作时并不善于利用宏大的场景，而是着眼于生活中的小

事，而正是这些生活中的小事，往往给人留下以深刻的印象。

在文学创作上，铁凝始终坚信：文学是从生活出发、从人心

出发的事情，写作者须善于储备并调动、筛选自己的生活库

存，须首先忠实于自己的内心，才能有可能让你的故事走进

读者的心。文章《盼》中的小女孩一定程度上是根据作者铁

凝的原型来进行塑造的，铁凝因为小时候家里买了一辆新的

自行车，为了骑新的自行车，铁凝每天想出各种各样的理由，

这显现出孩童时的那种心思的单纯和天真。而在文章《盼》

中我是因为新雨衣而不断的期望下雨。其实就是作者将其自

身的经历进行了一个艺术的加工，将“自行车”换成了“雨衣”。

《盼》中的描写都十分契合小孩子的日常语言和行为，体现

出了一种对于人性和心灵的洞察和关注。这也是写作创意要

求的，以情动人、用情创作。

二、《盼》的童真心理书写

铁凝在创作中善用细节，将白描的手法将细节铺陈在文

章中的每一处，使文章充满趣味化。“盼”字在字典中的意思

是“希冀”“企盼”。或大或小，或近或远，每个人的内心深处

都有自己的“盼”的事情，而作者铁凝在她的作品《盼》当中，

围绕“盼”字记叙了“我”因为想穿新雨衣，迫切地盼望着一场

雨的到来，展现了儿童细腻、有趣的内心世界，赞美了童真、

童趣，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童年的怀念之情。《盼》中所描写

的这种童真趣味是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童真的心谁都拥有

过，但是时间的沉淀，让我们不能也不愿只是存在在童真的

世界中，所以我们坚定脚下的路程，向着自己的目标前进，

只是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淡忘了一些东西了，例如这种童真

的乐趣。

写作过程中应充分调动读者的共情。如上所言，长大的

过程意味着童趣的淡化，但是这并不是一种退步，每个人在

一生的过程中，都有不同的阶段，正是每个阶段走过的路程

使我们不断地成长，但每段成长的回忆和感觉都是印在我们

的心中的，这也就是铁凝所创作的《盼》的动人之处，她只

是在每个读者的心上打开了一扇窗户，使读者阅读的过程

中，不仅被文章中流露出来的童真所打动，更是对自己曾经

的童真的怀念与感动。这就是引起了读者的共情与共鸣。有

很多的文章赏析中常常把“引起读者的共鸣”挂在嘴上，但从

来没有去探究引起“读者共鸣”的真正含义，所谓推己及人。

引起读者的共鸣不单单只是说说这么简单。读者是文章阅读

的主体，如果连读者都不能打动，使人读后内心毫无波动，

那么这部作品无疑是失败的。文章《盼》立足本心，所传达

出来的情感也就更加的浓烈，使人回味无穷。

三、《盼》中的细节白描刻画

作家在创作的过程中紧守主线，“盼”是文章的中心，也

是情感的主线，围绕着“盼”，作者描写了一系列小故事，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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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感受到了文章主人公纯真可爱的童心。文章中通过很多

独具一格的白描写作手法，来刻画与描写这一童真。文章中

的主要写作特点有：

3.1肢体动作与心理语言的有机契合。在文章的启始，

作者花费若干笔墨对新雨衣进行了描述，这次新雨衣是不同

于以前的斗篷式的雨衣，是长着两只袖筒的雨衣，这种“新式”

的雨衣，更加加深了我对它的喜爱，所以我当场迫不及待的

穿上，却因为是在夏天，身上热的长出了痱子，还被妈妈批

评了。通过“观察新雨衣”“穿上新雨衣在屋里走来走去”“把自

己热了一身痱子”这一系列的事情，从细节处表现出我对于新

雨衣的喜爱，更为“我”接下来的盼雨埋下伏笔。进行人物形

象塑造的方法有很多，作者在文章中通过描写对“我”的动作

描写，如文章中的“我在屋里走来走去”“把雨衣弄得窸窸窣

窣”“奔进厨房”……这些都是透过动作描写，把从“我”获得新

雨衣，迫不及待穿上新雨衣，期盼下雨，下雨后这一心路历

程的曲折坎坷都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

全文也通过言语描写、心理独白的方式，进行人物形象

的勾勒刻画，如放学的路上我都在想“太阳把天考得这样干，

还能长云彩吗？为什么我一有雨衣，天气预报总是晴呢？”

下雨时，路人们都是行色匆匆，而我确是在心里想到“雨点儿

打在头上，才是世界上最美的事情”这既写出了“我”拥有新雨

衣后迫切想要淋雨的心情，但是越是想要下雨，却偏偏晴空

万里的反差，正是这种反差，显现出“我”的天真与烂漫。再

到最后下雨的时候，看着避雨的人，我心里确是美滋滋的不

着急避雨，认为这是世界上最美的事情，这难免有点寓情于

景的韵味，正是“我”的“美梦”得以成真，心情愉悦，因此觉

得这场雨落在自己的头上，就是世界上最美的事情。

3.2通俗凝练的童言童语来反衬矛盾。文章中的语言凝

练，通俗化，所有语言的表达是从一个小姑娘的角度出发的，

想“我”之所想，言“我”之所言。读起来不免有几分天真与幼

稚，充满着“童言童语”。在文章中写道，“我”所期盼的雨终

于来到了，我也终于可以如愿的穿上我的新雨衣，此时的“我”

明明可以直接穿着新雨衣出去痛痛快快的淋雨的，但“我”却

为自己找了一个穿新雨衣出去淋雨的借口，仿佛在证明自己

并没有对这场雨非常的期待，这种“矛盾”的心理，也正是小

孩子常常存在的心理，作者抓住这一心理，进行刻画描写，

使人从字里行间都能体会到蕾蕾的可爱与单纯。

文章的叙事内容来反衬处矛盾的色彩。但从更深层次的

方面来看，是为了说明新雨衣不同于一般新衣服、平日里不

应该穿，只能在变天下雨时、到户外活动才需要穿。这样，

开头描写的深一层用意，就是从主人公在晴天穿雨衣这一反

常行为入手，强调晴天穿雨衣是不行的，不可取的，从而推

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和与之而来后面的小女孩的认为在雨天

穿雨衣的正常行为相呼应，因此引出了小女孩盼变天、盼下

雨穿新雨衣的一条主线，因为只有雨天，她才有了穿雨衣的

合理性。

通过描写下雨前后心情的变化，形成了较为强烈的对

比。下雨前的“我”因为迟迟没有下雨，心情有些沮丧，天天

都在盼着下雨，甚至还认为是“我”在有了新雨衣之后才迟迟

不肯下雨；下雨后的“我”，因为可以穿上崭新的雨衣，所以

当时的“我”又立即变得快乐起来。如此看来，“我”仿佛有些

“阴晴不定”，上一秒还那么悲伤，下一秒又可以那么快乐。

正是通过下雨前后“我”心情的变化历程，从而进一步的突出

了童年时期简单的快乐和无忧无虑。后边又描写到，因为连

续几天的不下雨，于是我赌气般的不想“下不下雨”的事，但

再后来下雨时“我”表现出的那种惊喜与快乐，把“我”内心深

处对于雨的期盼表现得淋漓尽致。而这两种表现前后形成了

鲜明的对比，表明其实雨在“我”的心目中一直是念念不忘的。

从小女孩这种行为的展开过程，在不同层面的理解上导致了

正常与反常的互相逆转，产生了叙事的戏剧色彩，使得叙事

推进更加具有趣味性。

四、《盼》中童真的定义与涵义

“快乐”是幸福的代名词。小时候的幸福和快乐往往是简

单的，路边的小草，枝丫上的小鸟都会令我们驻足。但是，

渐渐地有的人在成长的路上走着走着就忘记了怎样快乐。童

年时期的我们，总是会将我们的情绪肆无忌惮的表露出来，

我们会因为一颗糖而开心的活蹦乱跳，也会因为不小心跌倒

而泪流满面。可是，我们都在慢慢地成长，在成长的过程中

我们学会了收敛自己的情绪，我们不再轻易表露自己的情

绪，甚至学会了来掩饰自己的情绪。因为在长大的过程中，

想要的东西太多，反而快乐却变的遥远。生活中不是缺少美，

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

铁凝的作品《盼》中全文充满着童真和童趣，表现了儿

童内心世界的纯洁和细腻。同时希望读者能够在平常的生活

中，发现美，珍藏美，保持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一份童真和童

趣。随着我们慢慢地长大，我们学会了成熟，学会了低调，

学会了内敛，学会了不露情绪。这正是我们长大的表现，没

错，每个人都会长大，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保持自己的赤

子之心，这份赤子之心会为你人生的旅途中增添许多的色

彩，收获一些别样的幸福，让你人生之路走得不是那么的艰

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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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盼》入编前后删改的创作意图蠡测

在原本的小说中，是主要着重于强调助人为乐的人际关

系，因此篇小说创作的时间比较早，其互助人际关系的主题

是和 20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儿童创作的思想价值观相

契合的。但是在入编前后有了较大的删改，值得我们去深入

探究。而管窥《盼》入编前后删改的意图，本身也是写作创

意的一个思想流转路线。

就文章《盼》的整体来说，写出了孩童时期的那种稚嫩

与单纯，但在描写中尚且存在着想象限制的局限。文章中对

于小孩子着急穿上新雨衣的描写，描写的较为生动，一定程

度上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文章《盼》是作者早期创作的

作品，就事论事的说，带有一定的道德劝诫和教条化的色彩，

同时也有想象力不足的问题。加之从文章的整体来看，文章

的内容较为单调，文章进行删减后着重于表现儿童内心的单

纯与天真，但也仅仅只是表现出了儿童的单纯这一层面的内

涵，层次相对较浅，中心思想相对匮乏。这是因为在删减的

过程中，编者只是注意了“删减”，而并没有注意“增添”，致

使全文就只是着重凸显儿童童真这一主题，反显文章的艺术

思想有些许的贫瘠。这也是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赏析《盼》

这篇文章时，应该更多地从文章本身的艺术价值与思想价值

进行考量和探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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