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叙述视角的小说主题解读方法 

——以部编语文七上第五单元《猫》为例 

南洋模范初级中学   蒋卓颖 

【摘  要】 

对部编语文七上第五单元《猫》一文的解读，许多老师忽略了辨析文章的文

体，从而忽视了对于小说叙述视角的思考探究。《猫》以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叙述

整个故事，“我”既是故事的叙述者也是故事的参与者，既是前两只猫悲惨命运

的见证者，又是第三只猫悲惨命运的缔造者。结合作者写作背景及意图，可知《猫》

作为小说集的首篇，以猫的悲剧拉开人的悲剧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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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小说这一独特的文学形式，是作者通过展现人物的行为、情感来塑造具有代

表性的人物形象，在逐步揭示人物命运的同时，揭露社会问题，引发读者思考与

反思。阅读时关注小说叙述视角的选取，能够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带动学生深入

解读文本的思想主题。本文旨在探讨如何基于小说叙述视角解读主题思想，以部

编语文七上第五单元《猫》为例，为读者提供另一种教学思路，以区别于一般的

以“梳理情节——辨析三只猫的特点——分析“我”的情感变化”为主要教学思

路的教学模式。 
 

一． 文体辨析 
备课过程中我发现教师们对于郑振铎《猫》这篇文章的文体存在一定困惑，

由于其语言具有散文化的特点，许多教师将本文归于“散文”文体进行教学。在

查阅整理有关《猫》的文本解读、教学设计等相关资料时，也发现目前学界将此

文定性为散文的居多。对于这篇文章到底是散文还是小说这一文体归属问题，学

界人士的讨论也纷繁复杂，各有说法。 

在 2013 年人教版教材的课前提示中写道：“猫，因为它的活泼乖巧而被许

多人喜爱……作者的家里就曾养过三次猫，这三次养猫的经历给他带来了不尽相

同的感受，有快乐，有辛酸，有愤恨，甚至还有不尽的懊悔……”从中我们可以

读出，该版教材编写时，将此文视作散文来进行选编，将文中的“我”等同于作

者本人。在 2013 人教版配套教师教学指导用书中，编者直接认定本文的文体为

散文。“本单元选编了五篇描写人类的生存伙伴——动物的文章，它们是郑振铎



的散文《猫》……”。但是在 2019 版部编教材教师教学指导用书中，编者就将

文体修正为“小说”。这使得我对教授这篇课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猫》一文最初发表于 1925 年 11 月的《文学周刊》上，之后收集在郑振

铎早期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中，在这本书的作者自序中，我们可以看到作

者这样的表述：“!"#$%&'()*+,-./012)3!45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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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此可见，《猫》中所描写的情境并非作者真实的生活经历，而是与真实生活

有所重叠、交叉但经过艺术加工和典型形象塑造后的小说作品。在郑振铎先生的

儿子郑尔康所写的《石榴又红了一回忆我的父亲郑振铎》一文中，他是这样回忆

这篇文章的创作背景的:“!d/e'f,]Zgh/ij2ck'cl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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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清晰地判定，《猫》这篇文章的文体属于小说。 
 

二． 叙述视角分析 
1. 小说中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作用 

第一人称叙述视角通常是通过“我”的视角来叙述故事，这种视角具有很强

的代入感，使读者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故事中的情节和人物形象。同时，由于叙

述者是故事亲历者，因此第一人称叙述视角还具有很高的可信度，能够增强作品

的艺术感染力，但是这种带有主观色彩的叙述，也会受到个人情感、立场等因素

的影响。 

第一人称叙述的优点：能够增强真实感和主观色彩、便于表达情感、拉近读

者与作品的距离。 

第一人称叙述的局限性：只能从“我”的角度呈现事件,可能会造成信息的

缺失和误导。 适合内心独白和感情渲染,对于科学性和专业性较强的内容则不太

适用。不能用于描写场景细节或者勾画人物形象特征等等。此外由于个人立场和

观念的存在也可能会导致叙述的不全面和不客观性。  

总之第一人称叙述视角是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在当代文学中扮演着重要的

角色。它具有真实亲切和主观色彩等优点，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未来

的文学发展中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将会继续发挥其独特的优势为文学作品注入新

的活力丰富读者的阅读体验。 
 
2. 《猫》一文中叙述视角的解读 

小说叙述视角的选取决定了这篇小说是以怎样的方式，怎样的角度推进情节，

选取一个最适合推进情节发展，揭示文章主题思想的叙述视角对于小说创作而言

是至关重要的。 



《猫》一文是以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展开的，“我”既是故事的叙述者也是故

事的参与者，作者用这样的叙述方式赋予了作品独特的魅力和意义。全文围绕“我”

三次养猫的不同经历进行叙述。小说的一开始由现在的“我”作为叙述者，叙述

过去发生的事件，最后结尾又回到现在的“我”，可见三次养猫的经历，尤其是

第三只猫给“我”带来的情感冲击与人性拷问令我印象深刻，对现在的“我”而

言是具有极大影响的。 
在叙述的过程中，“我”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推动着故事的发展，这种近乎于

散文的叙事风格让文本以一种极近真实的口吻为读者快速地构筑起了一个真实

的情境，带动读者清晰明了地了解整个故事。 
文中的“我”在三次亡失猫之后所显现出的内心情感都有所不同，对于第一

只猫亡失后的酸辛，第二只猫亡失后的怅然与愤恨，以及第三只猫亡失后的愧疚

与悔恨都通过“我”的叙述视角清晰且真实地展现出来。读者通过直观地感受能

更深入地了解人物的情感变化和内心世界，对于理解文本背后的深层意义和作者

的写作意图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 主题思想解读方法分析 
1. 关注叙述者的身份  

在小说创作中，叙述者的身份直接影响了其参与故事的程度，不同的身份立

场，决定了小说展开的角度与深度。哪些事需要提及，哪些不需要，哪些线索的

铺设可以引导读者利用想象与联想串联起整个故事，这些问题都与叙述者的选取

相关。更重要的是，读者往往能够借助叙述者的眼光来审视问题，观察世界，从

而更清晰，更深入地理解探究小说的主题思想。《猫》一文以“我”作为叙述者，

“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都决定了读者对小说的理解。 
“我”在文中是以一家之主的身份登场的，在这样一个中国旧式家庭中，我

有绝对的话语权，决策权，是全家中地位最高的一个人物。对于家中是否养猫？

是否再养猫？如何处置猫？“我”的行为与决定都有着绝对的自由度，没有人能

够加以干涉或反驳。这就为作者创作“冤枉第三只猫，造成猫的命运悲剧”这一

情节提供了空间。不仅如此，“我”因三妹爱猫，时常放课后逗弄猫玩，故而决

定为三妹在家中养一只猫。从这一点上看，我们不难发现，“我”是一个温柔，

和蔼，关爱小辈的家长，同时，我也是一个会关注他人的情感、喜好和感受的人。

这种人物性格的设定为之后我对猫的悲剧产生自我反思奠定了基础。 
除了在家庭中的身份地位，我们还可以从文中“有一天中午，我从编译所回

来……”一句，探知“我”是一个有文化学识的知识分子，这一人物身份设定为

后文“我”的反思、自省、勇于自我批评增加了可信度。 
作为家中最高权力者的“我”，自然是不需要参与一切底层劳动的，故而在

小说的构建中，作者只展现了“我”享受猫所带来的乐趣的场景，“!"#$%
&'()*+,-./(0123456789+:6;<8==>?(+@&
A(BC7DEFGHI”由此可见，家中养猫，我只需要享受猫带来的快乐，

而不用参与养猫的琐碎凡事，甚至在第一只猫忽然消瘦的时候，“我”也只是发

出了“我们都很替它忧郁”的感叹。一个是家中绝对的权威，一个是家中绝对的

弱势，两者身份地位乃至物种的差距，决定了“我”绝对无法以平等的视角和态

度去对待一只弱小的动物。当第三只猫被“我”判定为“杀鸟”的“凶手”时，

我可以肆意宣泄自己的情绪，任由自己用暴力发泄胸中怒气。而作者高明之处正



在于此，前期将人物的罪孽刻画地越深重，后期人物的反思就能够越深刻。 
如果换做是以其他人作为叙述者，那又会如何呢？ 
三妹虽然爱猫，但毕竟年纪尚小，在家中也几乎没有决策权，她无法决定是

否养猫，更无法决定在第一只猫病逝后是否再养第二只猫，这就可能导致情节无

法顺利推进。再者，三妹毕竟年幼，对于世界的认知和自我的人性反思也是有限

的，即便最后能有所感悟，也未必能够达到“我”的高度。况且从文中对三妹的

细节描写可以探知，三妹对三只猫亡失的态度是逐渐走向“淡漠”和“麻木”的，

三妹对猫的“喜爱”是否真切？是否经得起推敲？这些问题，值得另开一文进行

讨论。 
妻子虽已是成年人，在家中也是主人的地位，但对于中国旧式家庭而言，女

子的地位与权力相较男子而言依旧存在一定差异，以妻子作为叙述者也无法达到

以“我”作为叙述者的高度。 
至于张妈或李妈，她们在家中的地位相对较低，作为底层劳动者的她们，需

依附于主顾以求生活的稳定安宁，在这样的家庭等级中，她们是被侵害，被欺压

的群体，她们目之所及的皆是生活中的琐碎杂事，全无享受生活的惬意与可能性，

更不像“我”那样是一个知书达理，有学识见地的知识分子。若以张妈或李妈作

为叙述者，非但无法在小说最后引起自我反省，更可能将故事引向“弱者间的情

感共鸣”或“弱者命运的相似性”这一话题。 
 

2. 关注叙述者的情感态度 
（1）关注叙述者的情感变化 

“我”作为三只猫的主人，对待它们的态度却是截然不同的。“我”较第一

只猫而言，更喜欢第二只活泼可爱的小猫，但对于第三只猫，我从最开始就是不

喜欢，不在意的，待芙蓉鸟被吃后，“我”的情感上升为憎恶，暴怒。 
教师在教授此课时，可以从“我”的情感变化入手，分析比较“我”对于三

只猫的喜爱程度与猫亡失后的难过程度，从中找准切入点，以“‘我’对于最不

喜爱的第三只猫的亡失为何感到最难过？”这一问题作为抓手，引导学生逐步向

文本深处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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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注叙述者的内心独白 
叙述者的内心独白往往可以直观地传递情感、揭示动机、交代背景、推动情

节发展等。通过分析小说中叙述者的内心独白，读者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叙述者的

思想、情感和动机，从而更容易产生共鸣和真实感。《猫》这篇小说的最后，作

者将“我”的内心独白毫无保留地呈现在读者眼前：“!@©'~>z2+(7+
!7)@*+`+!,¸��øù+-�¤�.+��`3rm}¼/0172
3IÆyt7º45767+89!Ay!7:;<!7="+§�>+?!)
@7>@!{ÆAB!72v+ât�m}¼/7+!CDE>VtFù!7G
H�I”“我”以一种全然地敞开心扉，捧出灵魂的态度，揭露内心最真实的情

感，这份独白的背后承载的是怎样厚重的反思与自省啊！这样的叙述语言，仿佛

将一个探头插入人物的内心深处，探照出人物内心最隐秘，最复杂，最阴暗的情

感，这样的独白是其他叙述视角都无法达到的。 
教师在教授《猫》一文时自然不可忽视这段自我剖白，那么要如何引导学生

去关注这段独白呢？以下实录望能为各位教师提供一点教学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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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若授课过程中教师仅注意到“我”对第三只猫的愧疚悔恨，

仅分析这部分的情感态度价值观，那么是有失偏颇的。“我”对于三只猫的情感

是有着前后关联的，最终“我”对于人性的反思也是由前两只猫悲剧的经历中生

发出来的。 
从三只猫的遭遇来看，第一只猫本来是的生活是幸福的，也是给“我”带来

“生命的新鲜与快乐”的，最终染病而亡的结局是不可预料的天灾。第二只猫的

境遇就有所不同了，它的亡失是一场人为的“夺取”，对于我们一家而言，这是

一件令人愤恨且怅惘的事，但从猫的角度来说，很难判定之后它的生活是有幸还

是不幸，但其无法主宰自己命运这一点是确定的。第三只猫的亡失则较前两只猫

要来得更为复杂。它的到来是我们一家所谓预料到的，我们也并非出于自愿而收

养它，只是因为不忍见它为寒冬与饥饿所杀，所以才出于人道主义收留了它。因

此我们对于第三只猫的不喜爱是从最本初时就已经隐约存在的，再加之它个性懒

惰，不活泼，又不能给我们带来欢愉，这就使得我们对于它的存在更觉得可有可

无，更不加关注了。直到“芙蓉鸟事件”的发生，这只猫成为我们斥责的对象，

成为了整场事故中唯一的罪人，同时也是唯一的受害者。虽然三只猫的境遇各不

相同，但我们可以发现，造成三只猫不幸的根本原因都是因为他们是弱小者，他

们都无力抵抗外界对于它们的侵害，这是这篇小说中个性与共性的统一。而“我”，

既是前两只猫悲剧的见证者，又是第三只猫悲剧的缔造者。M
 
3. 关注写作背景与创作主张 
之所以许多教师会将《猫》一文视作散文进行教学，与作者构建的叙述者身

份极像作者本人有着很大的关系。作者在《家庭的故事》自序中提到：“!"#

$%&'()*+,-./01×)3!45Ø'|�Ù:;!/>?@'AB

C*+,-.;D&'EF:;D&/ÚH2³!"#可见作者在构建人物时，是以

自己的真实生活作为依据的，故而文中的“我”与作者有几分相似也就不足为奇

了。再加之彼时作者深受俄国文学的影响，追求“求真”，“质朴”的文学观，

以平淡朴实的语言真实地反应社会生活，不伪饰，不造作。这也就更使得全文给

人以一种散文的感受了。基于以上几点，明确本文叙述视角后关注作者的写作背

景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猫》最初发表于 1925 年 11 月的《文学周刊》，后被收集在郑振铎早期

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一书中。《家庭的故事》创作于 1924年至 1928年之
间，彼时中国社会刚刚经历巨变，许多封建旧家庭正走向瓦解。郑振铎着力描绘

的正是当时“旧家庭的“积影”。[3]这样的旧家庭，是酝酿出“许许多多悲剧”

的家庭，而其中的家庭成员也或多或少有着被侮辱被损害的命运。《猫》作为小

说集的首篇，可以说是以猫的悲剧拉开人的悲剧的序幕。 
关于小说的创作意旨，作者在《家庭的故事》自序中写道：“BÛ/dÓ'

;c�ÜÝÞß/^u2à!á¶/âã'!Hu6:ä|åæ;�'�;ç'

Khèéä|/ç[êu'C�[êu2Ä¼T-Ö/%&BC45ëëOä#

�ÜÝÞß/ìí/BÛDdÓ/�îï2ð!"#在上个世纪 20年代，郑振铎深受

五四时期从西方传入的科学、民主、博爱等思想的影响，然而这并未理清他烦乱

的思想，正是这些全新的思想与旧式家庭残存的糟粕，让他十分彷徨，他难以看

清处于困顿、复杂、内忧外患的国家之出路。郑振铎笔下的作品，没有巴金《家》

那种强烈的斗争精神，明确的与旧家庭决裂的意识，也未见如鲁迅《伤逝》那般

“醒了之后无路可走”的社会拷问。他的笔调来得更为温柔，也更带有一份对于

旧式家庭的“眷恋”。正如他自己所言“!ñèDdÓ'DIJ'òóô,õ�

/ö÷'føù,$012#cú'Oû/I();õü/'øø��/ýþ'

�:\;T$DdÓÿ!äP/"#:$%&78;�ç/³'C�:ñ/³'

T;78'�/()"#”[1]因而他的这部小说集，更有着有别于其他同期描绘

家庭生活的小说的重要意义。 
结合以上写作背景，教师在授课时可以引导学生查阅相关背景资料，结合文

本，重新思考作者塑造的三只“猫”的形象，仅仅是为了写三只小猫的不同遭遇

吗？还是作者借塑造“猫”来引起人的反思？文本中只有四只“猫”（还有一只

黑猫）的存在吗？作者所塑造的那些家庭中的成员是否有人过着如同“猫”一般

的生活？经历着如同“猫”一般的命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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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注易被忽略的形象 
许多教师在教授这篇课文时，往往将关注点放在前三只猫身上，对于第四只

黑猫一笔带过或更有甚者忽略不提。我认为若不讲第四只黑猫，则可以说是辜负

了作者的一片苦心，这只看似可有可无的黑猫，才是整篇文章的点睛之笔。教师

们用好了“黑猫”，才算作是真正将这片文章的审美情趣提升到了一个有价值的

高度。 
文章中对第四只黑猫的描写相当有限，只有一句话就交代了这只黑猫——

“同时我看见一只黑猫飞快地逃过露台，嘴里衔着一只黄鸟。我开始觉得我是错

了。”这就是作者真正独具匠心的所在了，作者将大量的笔墨倾注在描绘三只猫

的境遇上，让读者也在潜意识中跟着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我”所养的三只

猫身上，对于这只仅出现了一句话的，不知何处来的黑猫，读者往往也会选择视

而不见。 
值得注意的是，第四只出现的是一只“黑猫”，作者为何要将这只猫塑造成

拥有黑色毛发的“黑猫”？前三只猫不是花白的毛，就是浑身黄色的猫，即便是

被我冤枉的第三只猫，它也是只拥有着花白毛发的终日懒惰地伏着的胖猫。这种

在角色形象上的刻意区分，是不是就预示着作者在这第四只猫身上，隐藏了极富

讨论价值的深意。 



“我”是在看到黑猫之后才意识到自己错了，才开始反思自己对于第三只猫

的妄断与暴虐导致了它的逃离。如果没有黑猫的出现，那么第三只猫的罪行就被

如此粗暴的断定了。黑猫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是在为第三只猫沉冤昭

雪，也是在引领读者进入逻辑思维的转折点，更是本文真正的阅读高潮。此时教

师若能够引导学生思考“黑猫是不是之前芙蓉鸟事件的真正元凶？”那么将会引

导学生走向更深层次的阅读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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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结 
基于小说叙述视角下主题思想的解读方法是一个复杂而又有趣的过程，教师

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关注叙述者的身份及其情感态度、结合作者写作背景及创作

主张，关注易被忽略的形象塑造，探究挖掘主题思想。引导学生站在更高的维度

审视文本，在实现学生“情感浸润”的同时，拓展学生思维发展，鼓励学生做更

多个性化的解读，借此以达到聚焦语言文字魅力，锻炼思维能力的核心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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