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 《 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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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一法一读

王 万 里

一
、

看似容易却艰辛

蝉是北方极晋通的一种昆虫
�

很早就引起人

们的注意
,

成语中有
“

蝉联
” 、 “

金蝉脱壳
” 、

“

嗦若寒蝉
”

等一 诗词中有
“

西陆蝉声唱
”

�骆

宾王 �
、 “

临风听暮蝉
”

�王维 �
、 ‘�

初闻征雁

已无蝉
”

�李商隐 �
、 “

寒蝉凄切
”

�柳永 �
、

“

明月别枝惊鹊
�

清风半夜鸣蝉
”

�辛弃疾 �等

名句
。

但千百年来人们对蝉的观寮研究却如浮光

掠影
�

未能深入下去
�

向来很少有人问
�

蝉吃什

么� 从幼虫到成虫要脱几次壳 � 它 为 什 么要唱

歌� 它的寿命右多久� 此外
,

对蝉的误解也不少
,

比如有的说它性情高洁
�

外国寓言却又有说它向

蚂蚁乞食的
�

法布尔在他的十卷巨著 《昆虫记 》 �又译作

咤昆虫的故事》 �中揭破了大自然的许多神秘谜

语
。

他对蝉的生活作了大量的
、

细致的
、

长期的

考察
。

不论天气阴晴
�

即在使雨暴风狂的日子
�

法布尔都坚持观察
。

他不仅注意蝉在地面上的生

活
�

还很留心考察蝉的幼虫—蟒槽 �挤蜡不是

金龟子幼虫的名字
�

这里借指蝉的 幼 虫 �的 地

下生活
,

并坚持多年
,

他自己说
� “

蝉与我比邻相

守差不多十五年
�

每个夏天
,

将近两个月之久
�

它们总不离我的眼帝
�

而歌声也不离我的耳畔
”

�见 咤蝉》第三部分 嵘蝉的音乐 》 �
�

经过不辞

劳苦的观察
、

探索和研究
,

他终于发现了蝉的许多

秘密和规律
�

他发现蝉的脐蜡为了给它的地穴挖

一条隧道
,

常常要消耗掉几个星期
、

甚至几个月的

时间
,

从挤蜡变成蝉则要经过四年 �据新华出版

社���� 年出版的 《大自然的趣闻》一书中
“

蝉的

婚礼
”

一文载
�

蝉的生活周期为 十三 年 或十七

年
�

要脱五次壳才变为成虫
。

未知孰是
�

录以备

考 �
。

这些文字写来虽然似乎平易
,

但知识得来

却颇费工夫
�

是作者多年辛勤劳动
,

不
,

简直是

作者的全部心血在漫长的一生 �他 活 了 九十二

岁 �
一

中倾注到愧虫世界的结晶
�

法布尔为什么能写出这样真实
、

动人的昆虫

故事呢� 这应归功于他忘我的献身精神和严谨的

治学态度
。

法布尔幼年时曾给人放鸭
,

在与大自

然的接触中培养了 对 昆 虫研究的兴趣
、

志向和

爱好
。

不论生活多么艰难
�

即使在集市上叫卖柠

檬
�

或在铁路上从事筑路的艰苦劳动
�

都没有使

他改变初衷
。

有一次他失了业
�

还 拿 辛 辛苦苦

挣来的一文
“

压袋钱
”

买了一本心爱的书
�

一边

俄着肚子赶路
,

一边啃着书本
。

他专心致志地研究

学术
,

曾有人见他整天伏在路边沙地里观察着什

么
,

因而把他当成了傻子
�

因为他极端热爱昆虫
‘

研究的事业
,

所以能终身坚持昆虫研究而不辍
,

不慕荣利
�

自甘淡泊
�

乐在其中
。

法布尔所写的昆虫故事
�

不仅充满丰富有益

的知识
,

而且象诗一样美
�

比如 他 在 《蝉 的音

乐 》里写道
� “

蝉似乎是由于自己的喜爱而歌唱

的
。

翼后的空腔里带着一种象拨一般的乐器
。

它

还不满足
,

还要在胸部安置一种响板
�

以增加声

音的强度
。

有种蝉
,

为了满足音乐的嗜好
,

确实

做了很多的栖牲
。

因为有这种巨� 的响板
,

使得

生命器官都无处安置
,

只好把它压紧到身体最小

的角落里
。

为安置乐器而缩小内部的器官
,

这当

然是极热心于音乐的了 �
”

这里写的简直不是一

种无知无识的小小昆虫
�

而是一位酷爱音乐
�

为

之不惜栖牲一切的艺术家形象
�

从中不是可以照

见醉爱自己事业的作者的影子吗� 在‘蝉的卵》

结尾处
�

作者这样写道
� “

四年黑暗中的苦工
�

一个月 日光下的享乐
�

这就是蝉的生活
�

我们不

应当讨厌它那喧嚣的凯歌
,

因为它掘土四年
,

现

在才忽然穿起漂亮的衣服
�

长起可与飞鸟匹敌的

翅膀
,

沐浴在温暖的日光中
�

什么样的拔声能响

亮到足以歌颂它那得来不易的刹那欢愉呢 �
”

四

年苦工和一个少」享受的鲜明对比
,

写出了作者对

劳动和劳动者由衷的热爱和赞颂之情
,

对光明
、

自由
、

幸福生活的憧憬
‘

在作者看来
,

劳动者的

欢愉是他们应享爱的权利
�

是不容 剥 夺 和非议

的
。

这是因为法布尔出身贫苦
�

又长期过着艰苦

的生活
,

终生和劳动者保持比较紧密联系的缘故
�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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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和退伍老兵
、

瞎眼木匠保持着动人的友谊
,

深切她同情他们的不幸
。

他曾把蝉比作
“

勤劳的

生产者
” 、 “

矿工
, , 、 “

铁路工程师
” 、 “

歌唱家
”

和
“

可怜的母亲
” �

在它身上倾注了自已真挚‘

深切的爱
。

法布尔能写出这样动人的文字
�

还得力于他

的文学修养
。

他从小酷爱文学
�

熟悉拉
·

封丹
、

勒蒲尔和维基尔等著名诗人的诗章
,

并常常在他

的作品里引用他们的诗句
。

法布尔的作品充满着

诗一样的激情
, ‘

跌宕起伏的情节
,

奇妙的比喻和

联想
,

在叙述中有着强烈的爱僧
�

因 而 妙趣横

生
�

毫无沉闷枯燥之感
。

蝉在绿荫里尽情地歌唱
,

这似乎是非常简单

轻松的事
,

但是为了这一个月的歌唱的权利
�

它

却要付出四年 �甚至十三到十七 年 � 的 艰苦劳

动
,

献出自己一
�

�

匕均力录
。

《蝉》
,

篇幅不长
�

也并无惊人之语
�

看似

平凡
,

却是作者长期悉心观察
、

研究
、

刻苦学习

的结果
。

为了写出十卷巨著 《昆虫记 》
,

赫布尔

也贡献了自己一生的力量
。

看似答易却艰辛
�

这就是法布尔的 嘴蝉 》给

我们的宝贵启示
。

二
、

于精细 处 见功夫

嘴蝉梦的原文共有四部分
�
一

、 《

蝉和蚁
》 �

从人们对蝉的误解说起
,

主要描述蝉的成虫的生

活 � 二
、

嘴蝉的地穴 》
�

倒叙蝉的幼虫 �娇蜡 �

掘地和从地底爬出
、

变成 完 全 蝉 �成虫 �的过

程 � 三
、

《蝉的音乐 》
�

探求蝉 发 音器 官的秘

密 � 四
、

咤蝉的卵 补
�

叙述蝉产卵和卵的孵化过
�

程
�

统观全文
,

是以蝉的生活史为线索
�

作纵灼

说明
�

使读者能对蝉这种昆虫有比较全面
、

深刻

灼认识
�

统编教材高中语文第一册中的 《蝉 》虽

系节选原作中第二
、

四两部分
,

但仍给人比较完

整的印象
,

而无割裂之感
�

我们不能不佩服编辑

者的剪裁本领
。

味蝉的地穴 》第二 节 写 道
� “

在 阳 光 曝

晒
、

久经践踏的道路上
�

有好些圆孔
,

与地面相

平
�

大小约如人的拇指
。

通过这些圆孔
�

蝉的挤

婚从地底爬出
,

在地面上
,

变成完全的蝉
。 ”

这

两句话
�

是本部分主要内容的概述
。

在这一部分里
,

描述蝉的地穴的圆孔
、

隧道

及蝉的蜕变时
,

都准确地抓住了蝉本身独自具有

的特点
,

写得极其细致
、

生动
。

写圆孔
�

除了对

圆孔的离低
、

大小
、

位置等作了详细说萌外
,

还

特别抓住
“
四边一点垃圾都没有

”

这一特点
�

这

样就把蝉的洞 口和大多数掘地昆虫
,

例如金蚝的

有一座土堆的洞口区别开了
�

然后再说明造成这

种不同的原因
。

写隧道
,

则突出了
“

墙上涂上水

泥
” � ‘,

很坚固
” , “

适宜于它上下爬行
”

的特

点
�

以回答
‘�

为什么墙壁不会崩裂下来
” �

而写

蝉的蜕变
,

除了写蜕变的一般过程
�

还着重写了
“

它表演一种奇怪的体操
, ,

详尽生动地描述它

怎样摆脱空壳的羁绊
�

由于抓住了 最 主 要的特

点
,

法布尔就既具体又准确 地 描 写了昆虫中的
“
这一个

” �

一蝉的形象
�

而不是只写出一个一

般昆虫的概念
。

《蝉的卵 》这一部分
�

首先具体叙述蝉的产

卵过程
,

主要是突出了数鼠大这一特点
,

并强调说

明
“

它之所以产这许多卵
” ,

是为了
“
防御一种

特别的危险
” � “

预备被 �它的凶恶敌人—
一

种极小的纳 �毁坏掉一部分
” �

并具体叙述了纳

是怎样破坏蝉卵的
�

蝉
�

这种比较大的昆虫
�

竟

遭受极小的纳如此横暴的掠夺
、

欺凌
,

而不知奋

起 自卫
,

反抗压迫
�

甘愿自 己 牺牲
�

这是多么

悲惨和令人愤恨不平的事啊 � 然而
,

这就是生物

界无情的生存竞争
,

是 无 可 奈 何 的 事
,

而这

一点
,

是不应拿来和人类的社会生活作简单的类

比的
。

其次
�

作品细致地描述了蝉卵的孵化
�

着

承写它脱皮以后行日光浴
,

身体渐渐在空气中变

硬峋过程
。

然后
,

简述挤蜡掘地藏身的情形
‘ �

最

后
,

则以抒情和议论作为全文 的 结 束
,

画龙点

睛
�

突出了咋
‘

��’
�
的主题思想

。

咤蝉争
,

不仪给了人们许多有益的知识
�

澄

万青了人们
�
,�� 一些错误看法

,

还以爱 僧 分 明的感

情
,

感功石人们
。

作者是那样热爱生活和劳动
,

热爱科学
,

向往光明
、

自山
、 气

卜福
�

无限同情弱

者
�

而强烈僧恶那凶悍的掠夺者 �呐 �
。

作者对

真善美的爱
,

对假恶丑的僧
�

强烈地展撼了读者

的心灵
,

激发着读者热爱大自然
、

探索大自然奥

秘的情趣和愿望
。

《蝉 》的语言也很生动
、

风趣
�

富有艺术魅

力
。

例如
� ‘,

我是屋里的主人
,

门外它却是最高

的统治者
,

不过它的统治无论怎样总是不很安静

的
� ”

这样的对比给人们的印象多么强烈
,

又多

�下转�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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奄伤逝》中
,

从子君禽开肩生回到父亲家中到她

的默默死去
�

也留下了一小段
“

空白
” 。

尽管作

者没有交代一句子君归家后的遭遇
,

但根据作品

派塑造的子君的形象
、 我们可以想象

,

当她重回

义亲家中后一 方诚色经失去了反抗的力音
�

一

方面却又不甘于重新套到身上的礼教的束缚
。

她

的最后结局只能是怀着极大的矛盾和痛苦走向死

亡
。 “

此时无声胜有声
” �

鲁迅这种有意识地留

下
“

空白
”

的艺术构思的高明之处
�

不仅在于充

分考虑到短篇小说篇幅有限的特点
�

更重要的是

启发了读者的积极思维
�

促使读者在读完作品以

后
�

进一步反复细致揣摩作品
“

有声
”

的部分
�

不断熟悉人物的性格
�

从而去联想补充
“

无声
”

的
“

空白
” �

和作者一道
�

进行艺术的再创造
�

由于作者的
“

表现的深切
” ,

自然使读者进入到

对作品思想内容理解的
“

深切
” 。

从以上简略的论述中‘ 我们可以看到
�

鲁迅
�

所讲的
“

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
” �

有两个基

本点
,

值得我们重视
�

�一 �鲁迅很重视题材处
�

理和开掘上的
‘,

深
” 、 “

广
”

问 题
。 “

深
”

从
“

厂
”

中取得
� “

厂
”

借
“
深

”

得到体现
。

广阔的

政治
、

历史的视野
�

丰富而深刻的生活积累
�

以

及写出现代
“

国人的魂灵
” �

显示灵魂的深
�

这

三点
�

是使鲁迅的短篇表现出独特的思想光辉的

条件
。

�二 �艺术上的独创性
�

鲁迅说
� “

又因

那时的认为
’

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
’ �

颇激

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
�

然而这激动
,

却是向

来怠慢了绍介欧洲大陆文学的缘故
� ”

� 事实上
,

就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等方面看
,

鲁迅的短篇小

说是明显受外国文学的影响的
� “

我所取法的
�

大

抵是外国的作家
� ”

� 但是
�

鲁迅学习外国的表

现方法
,

用在表现中国人民生活中
,

使之具有民

放的特色
。

他一方面 �
深用外国的良规

�

加以发

挥
” ,

一方面
“

择取哪国遗产
�

融合新机
” �

�

既不同于外国的
,

也不同于 中国古式的
,

创造了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的艺术格式
�

鲁迅短篇小说的艺术构思经验具有深远的意

义
�

当年
,

鲁迅曾凭借这些经 验
�

浇 灌 出 咤呐

喊 》
、

嘴仿徨 》等朵朵新花 � 今日
�

我们同样期

待着短篇小说作者们
�

继承鲁迅的传统
,

在短篇

小说园地上浇灌出更多
、

更美的新花来�

注
�

� 《三闲集
·
“
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

”

小引》

� 《二心集
·

关于小说题材的通讯 》

� 《南腔北调集
·

“

自选集
”

自序 》

�《集外集拾遗
·

英译本
‘�

短篇小说选集
”

自序 》

回嘴二心集
·

关于小说题材的通讯》

� 《且介亭杂文末编
·

“

出关
”

的
‘�

关
”

》

� � 咤华盖集续编
·

阿�正传的成因》

� 《集外集
· ‘�

穷人小引
”

》

� 《南腔北调集
·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 � 《且介亭杂文二集
·

“

中国新 文 带 大

系
, ‘

小说二集序》

� 《鲁迅书信集
·

��� 致董永舒》

心《且介亭杂文
·

“

木刻纪程
”

小引》

�奋� � 今� � 今� � 今 � � � � � � � � 心 � � 今。

� 上接�� �页 �

么诙谐 不能不引起读者许多联想
�

而忍不住要

发笑
。

作者善于运用对比的方法
�

例如以金嵘和蝉

的祠口相比
,

以刚蜕掉壳的柔弱的
、

绿色的蝉和

强壮的
、

棕色的蝉相比
,

又以极小的凶残的纳和

庞大的可怜的蝉相比
�

给人留下具体
、

强烈的印

象
�

作者还善于用比喻
、

拟人等修辞手法
�

使人

如见其虫
�

如闻其声
。

在教学本文时
,

除
’

了要抓住那些特征描写
,

还要引导学生往意作品对一般过程的细致
、

生动

的具体描写
,

例如描述挤蜡掘土的情形
�

作者的

观察多么细致入微
,

遣词造句多么准确
、

生动
,

我们从中是可以领会一点写作的三昧的
。

教师应

注意通过教学培养学生热爱大自然的感情
�

培养

他们观察大自然的兴趣和能力
�

并努力提高他们

写作说明文的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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