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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谈“关键词阐释循环解读法”*

* 本文系广东省2021年度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项目重点课题“基于学习任务群的专题学习实践研究——以高中语文统编教材阅读与
写作单元为例”（编号：2021ZQJK040）的成果之一。

□ 廖聪文

摘 要：文章提出了“关键词阐释循环解读法”。这种解读方法有利于设计独特的基于学习任务群的专题

学习。文章以初中语文统编教材《老王》为例，具体阐释了“关键词阐释循环解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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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信箱

文本解读能够确定“教什么”，进而确定“怎么教”。

然而，大部分一线教师没有能力直接去解读文本，需要

借助一些可操作性强的文本解读方法。因此，在长期

研究孙绍振教授文本解读方法的基础上，在大量阅读

文学类文本的基础上，笔者首创了“关键词阐释循环解

读法”。下面，笔者将分别阐述“关键词解读法”“阐释

循环解读法”“关键词阐释循环解读法”“关键词阐释循

环解读法视角下的《老王》”。希望通过这些理论的阐

释以及例子的印证，帮助一线教师掌握“关键词阐释循

环解读法”。

一、关键词解读法

要了解“关键词阐释循环解读法”，首先要了解“关

键词解读法”。孙绍振教授认为，文学类文本可以利用

关键词进行解读。关键词还可以是一小组词语，甚至

句子。［1］也就是说，这种解读方法主要适用于文学类文

本，不太适合实用类文本。“关键词”只是一个大的概

念，还可以细分为“关键词”以及“关键句”。为什么可

以利用关键词句进行解读？因为作品不可能字字珠

玑，作者的创作意图往往隐含在部分关键的词语和句

子中。找到了这些关键词句并且进行深入的研读，可

能就会纲举目张。找不到这些关键词句，可能会迷失

在文学类文本中。具体说来，在文学类文本中，关键句

通常在结尾，因为作者往往在前面含蓄地抒情，在结尾

忍不住直接抒发感情，或者半显半隐地抒发自己的

感情。

二、阐释循环解读法

要了解“关键词阐释循环解读法”，其次需要了解

“阐释循环解读法”。学者李清良认为：“文本解读需要

在局部与整体之间进行循环阐释 。”［2］也就是说，根据

完形心理学理论，文本解读具有整体性。读者在解读

文本的时候，应该先从文本的整体出发，然后再去把握

局部。整体与局部是相互联系的。对整体的理解离不

开局部的印证，对局部的理解需要结合整体这个大语

境。当然，要把握作品的整体，往往先要找出关键的

词句。

三、关键词阐释循环解读法

孙绍振教授觉得西方文论在中国存在水土不服的

现象。于是，孙教授在解读大量文学类文本的基础上，

归纳出了各种文本解读方法。笔者借鉴这种思路，在

大量阅读文学类文本的基础上，提出了“关键词阐释循

环解读法”。

“关键词阐释循环解读法”融合了“关键词解读法”

以及“阐释循环解读法”。“关键词阐释循环解读法”以

“关键词解读法”“阐释循环解读法”为主。当然，主要

不等于全部。在实际的解读过程中，往往还会利用孙

绍振教授的各种文本解读方法作为辅助。常用的辅助

解读方法有：“比较解读法”“还原法”“矛盾法”“专业化

解读法”“作者身份法”“三层揭秘法”“艺术形式规范知

识解读法”“错位解读法”。［3］10因为“关键词解读法”主

要适用于文学类文本，所以“关键词阐释循环解读法”

也是主要适用于文学类文本。“关键词阐释循环解读

法”的具体使用步骤为：第一，找到关键的词句，把握整

体；第二，从文本的关键词句出发，然后再去把握局部。

对局部的理解需要结合关键词句，对关键词句的深入

理解也离不开局部的印证。

需要注意的是，“关键词阐释循环解读法”有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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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式。第一种使用方式比较简单，先使用“关键词

解读法”，再使用“阐释循环解读法”，大概也可以解读

出文本。第一种使用方式的优点是使用成本低以及可

操作性强，一线教师只需要掌握这两种文本解读方法，

非常适合文本解读初学者。缺点是这种解读还有一些

粗糙，不够深入，价值性比不上第二种使用方式。第二

种使用方式比较复杂，需要在第一个步骤以及第二个

步骤中，穿插使用各种辅助的文本解读方法。第二种

使用方式的优点是价值性非常高，能够深入地解读文

本。缺点是使用成本高以及可操作性低，因为很少教

师能够全部掌握孙教授的各种文本解读方法。因此，

第二种使用方式主要适用于对孙绍振教授文本解读方

法非常有研究的教师。

四、“关键词阐释循环解读法”视角下的《老王》

《老王》是初中语文统编教材的文本，非常适合运

用“关键词阐释循环解读法”去解读。下面，笔者以《老

王》为例进行具体阐述。

（一）“关键词解读法”视角下的《老王》

关键词还可以是一个句子。《老王》的关键句就是

最后一句：“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

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当然，这个关键句还可以拆

分为四个关键词：“愧怍”“幸运”“不幸”“渐渐”。

1.关键词：幸运与不幸

“幸运的人”是指杨绛，“不幸者”指老王，这是读者

一望而知的。对这两个关键词的理解非常重要，如果

对这两个关键词误读，就不能够纲举目张，也会影响对

后面局部的理解。

有读者认为，“我”之所以是“幸运的人”，是因为

“我”在那个年代终于还是活了下来。老王之所以是

“不幸者”，因为老王最终去世了。这里可以用孙绍振

教授的“因果解读法”进行辅助。老王最终去世了是一

个结果，造成老王去世的原因是老王的病。老王是因

为“我”而生病的吗？肯定不是。既然老王不是因为

“我”而生病，不是因为“我”而去世，“我”为什么要“愧

怍”？也有读者认为，“我”比老王幸运，是因为尽管在

那个时候“我”也受到打击，但是“我”作为一个知识分

子，“我”的物质条件依然比老王要好，有一个安稳的住

处，甚至还有冰箱。此外，“我”还有家人。而老王物质

条件比不上“我”，住的是塌坏的小屋，没有冰箱，也没

有家人。可是，老王经济不好，是“我”造成的吗？“我”

还在经济上帮过老王呢。老王住的不好，没有冰箱，又

关“我”什么事？老王没有家人，他是因为“我”而失去

家人的吗？很明显也不是。“我”没有必要因为这个而

感到愧怍。

其实，幸运与不幸是相对的。“我”之所以幸运，是

因为老王把我当成了最亲的人。老王帮“我”家送冰的

时候，“代我们放入冰箱”。也就是说，老王本来没有义

务帮“我们”放入冰箱。他是把“我们”当成朋友，甚至

是亲人，才这么做。而且送的冰块体积大，价格相等。

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如果用孙绍振教授的“历史语

境解读法”去分析，可以知道老王载钱钟书先生是有生

命危险的，说不定就被红卫兵打死。老王还不肯收钱，

悄悄问“我”的经济情况。

作者描述最多的是，老王在去世前来“我”家送香

油和鸡蛋。用“历史语境解读法”分析，可以知道那是

一个物资非常缺乏的时代，香油和鸡蛋不是有钱就能

买来的。而且，老王是一个如此贫穷的人，这些恐怕已

经是他的全部财物了。这部分内容作者刻意详细描

写，刻意放慢叙述节奏，突出强调老王把“我”当成了生

命中最亲的人，甚至在知道快要死去的时候，还艰难地

走到“我”家，给“我”这么宝贵的香油和鸡蛋。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更好地把握这两个关键词。

还可以运用孙绍振教授的“比较解读法”，“比较解读

法”的其中一种形式就是原稿与定稿之间进行比较。

杨绛的原稿是：“这是一个多吃多占的人对一个不幸者

的愧怍。”这里也可以继续运用孙教授的“作者身份法”

进行解读。在文本解读中，读者不仅仅要看到成品，更

加要还原作者写作的过程，要思考作者为什么这样表

达，为什么不那样表达。杨绛为什么要把“多吃多占”

修改为“幸运的人”？因为“多吃多占”侧重于物质，而

“幸运的人”更加侧重精神。也就是说，作者其实也希

望读者不要仅仅从物质这个角度去解读文本。

2.关键词：愧怍

愧怍也就是惭愧，是指做错了事情而感到不安。

根据孙教授的“三层揭秘法”，在文学类文本的解

读过程中，要注意人物的隐性意脉，也就是人物情感的

变化。“我”对老王的情感与认识是有变化的，一开始

“我”不确定老王是否老实，后来“我”发现老王是一个

最老实的人。“我”知道老王失群落伍，“我”知道老王经

济困难。尽管如此，过去的“我”还是不知道老王“爱和

归属感的需要”。

其实老王最需要的是：有人把他当成亲人。这从

老王的三句话可以解读出来。

“有个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此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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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什么亲人。”在这里可以感觉到老王隐性意脉的变

化。“有个哥哥”给了希望，但是“死了”又使希望破灭。

即使没有了哥哥，有两个侄儿也是好的啊，可是这两个

侄儿没有出息，有了一点希望，接着又破灭。“此外就没

什么亲人。”最后一句非常低沉，几乎陷入了绝望。其

实，老王是非常希望有亲人的，这种亲人不一定是血缘

上的，更多是情感上的。

“问起那里是不是他的家。他说，住那儿多年了。”

这里可以用孙教授的“矛盾解读法”去解读。这里问与

答之间其实存在着矛盾不一致。“我”只是问那里是不

是他的家。其实“我”所说的家更加侧重于居住的功

能，“我”觉得能够居住就是家。老王其实只需要回答

“是”或者“不是”。然而老王的回答非常耐人寻味。老

王只是说住那儿多年了。也就是说，老王不认为那里

就是他的家。因为那里没有他的亲人。可见，老王对

亲人的渴望。

“我不是要钱。”老王给杨绛送香油和鸡蛋，要的不

是钱。确实，对一个临死的人来讲，钱又有什么用呢？

而且他又没有亲人，拿了钱也不能给亲人。其实，老王

想说的是：“我不是要钱。我希望你能把我当成亲人，

不要这么客气。”但是，老王又是一个最老实的人，又是

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他也知道自己一个底层的人，和

杨绛这样的大知识分子攀上亲人的话，是一种高攀，所

以他没有继续说下去。

在这里，还可以用孙教授的“错位解读法”进行解

读。实用价值和情感价值之间往往存在冲突和错位。

杨绛最后给钱老王了，给与老王的是实用价值，但却伤

害了老王的情感。本来，老王以为自己和杨绛在物质

空间和精神空间都是重合的。然而，老王临死前的可

怕的外包吓怕了杨绛，把过去的杨绛打出了常规，让杨

绛暴露出第二心态，也就是深层的心态，也就是杨绛与

老王保持距离感的心态。老王最终发现，自己只是和

杨绛在物质空间重合，精神空间却存在错位。因此，老

王伤心地离开了，受到了精神的打击，第二天就去

世了。

老王把杨绛当成是最亲的人，杨绛却把老王当成

一般的人。因此，现在的杨绛觉得对不起老王，感到

愧怍。

3.关键词：渐渐

要理解这个关键词，就要运用孙教授的“艺术形式

规范知识解读法”。所谓艺术形式，其实就是文体。从

文体来说，《老王》属于回忆性散文。在回忆性散文中，

有两个我，过去的我与现在的我。解读回忆性散文，需

要把握三点：第一，过去的我怎么看待描述对象；第二，

现在的我怎么看待描述对象；第三，现在的我怎么看待

“过去的我怎么看待描述对象”，也就是说，现在的我怎

么看待“过去的我的行为”。

“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也就是说，过去的

杨绛只是隐约感受到自己对老王的不安，只是过去的

杨绛也找不出是什么原因。过去的杨绛是幼稚的，现

在的杨绛是成熟的。现在的杨绛用“愧怍”的眼光，看

似平淡、实则无情地批判了过去的杨绛，批判了当时对

待老王特有的“清高”和“矜持”。过去的“我”的“清高”

和“矜持”，让极度渴望亲人的老王陷入了绝望。

（二）“阐释循环解读法”视角下的《老王》

整体与局部是相互联系的。对整体的理解离不开

局部的印证，对局部的理解需要结合整体这个大语境。

也就是说，在文学类文本解读中，需要在局部中印证整

体。在《老王》中，最核心的关键词是“愧怍”，也就是

说，要在文本局部中印证“愧怍”。

1.在矛盾中印证愧怍

在《老王》中，出现了四处的矛盾，在这四处的矛盾

中可以印证现在的杨绛的“愧怍”。

（1）矛盾一：他蹬，我坐

“他蹬，我坐”，从表面上讲，没有什么问题。其实

这里可以用孙教授的“矛盾解读法”去分析。这里是隐

性矛盾，不容易看出来。这里的隐性矛盾在于：语言的

啰嗦与作者的行文风格不一致。前面已经说明了“我

常坐老王的三轮”，自然是老王蹬车，杨绛坐车，从语义

上来讲，这是不需要刻意说明的。

其实，杨绛的散文风格是惜墨如金、简洁。她应该

是有意使用这样的赘语。她的目的应该是通过重复来

达到强调的作用。强调老王是底层人士，“我”是坐车

的知识分子，“我们”之间是有阶级距离的。此外，蹬车

的与坐车的，是被雇佣与雇佣的关系。也就是说，在过

去的杨绛的心理，老王并不是“我”的朋友，更不是“我”

的亲人。当然，现在的杨绛对过去的杨绛的这种清高

进行了批判，暗含了愧怍的感情。

（2）矛盾二：闲话

“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闲话是指无关紧要的话。

表面上看没有矛盾，读者可能还认为杨绛与老王的关

系非常亲密，有说有笑。其实存在内容的矛盾。后面

老王说了自己的失群落伍、经济困难、凄苦孤单，这对

老王来讲，是非常重大的事情。但是，在过去的杨绛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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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只不过是无关紧要的话。当然，也暗含了现在的杨

绛对过去冷漠的杨绛的批判。

（3）矛盾三：据老王自己讲

“据老王自己讲”也存在隐性矛盾，语言的啰嗦与

作者的行文风格不一致。前面已经说明了“一路上我

们说着闲话”，后面说的都是老王的事情。路上只有

“我”和老王两个人，讲的也是老王的事情，难道还不是

老王自己讲的吗？从语义上来讲，这也是不需要刻意

说明的。

杨绛应该是通过重复来达到强调的作用。强调

“我”并没有主动关心过老王，“我”之所以知道老王的

身世，是老王自己主动说给“我”听的。而且这些话语

在当时的“我”看来只不过是“闲话”而已。当然，现在

的杨绛对此感到愧怍。

（4）矛盾四：我也不懂，没多问

“我也不懂，没多问”也存在隐性矛盾。如果“我”

当老王是亲人，“我”不应该询问老王埋葬的地方，方便

以后祭奠吗？如果是杨绛的亲人去世了，她能不问埋

葬的地方吗？过去的杨绛觉得“没多问”没有什么问

题，因为“我”潜意识没有把老王看做亲人，甚至没有看

做是要好的朋友。过去的“我”觉得“我”和老王只是雇

佣与被雇佣的关系。过去的“我”觉得给了足够的钱老

王，“我”不欠老王什么东西。但是，现在的“我”又把过

去的“我”推上了心灵的审判台。

2.在模糊词中印证愧怍

在《老王》中，出现了很多的模糊词。包括模糊的

时间词、模糊的代词、模糊的语气词。在这些模糊词

中，也暗含了现在的“我”的反思与愧怍。

（1）在模糊的时间词中印证愧怍

在《老王》中，出现了很多模糊的时间词。时间词

也暗含了一个人的感情。如果过去的“我”对老王重

视，那么“我”应该会精确地记得事情发生的时间。如

果过去的“我”对老王不重视，自然不会精确地记得事

情发生的时间。

当老王撞上电杆，受伤比较严重的时候，过去的

“我”只是记得“有一次”。当“我”发现老王的住处的时

候，也只是记得“有一天傍晚”。当老王热情给“我们”

送冰的时候，过去的“我”也只是记得“有一年夏天”，甚

至是哪一年都不记得了。当老王病了的时候，我只记

得“过些时”，过去的“我”记不清楚究竟是过了多久。

甚至，在临死前的一天，老王把全部财物拿来送给

“我”。过去的“我”居然也只是记得“有一天”。当“我”

碰见老李，得知老王死讯的时候，“我”也只是记得“过

了十多天”，具体过了多少天也说不清楚。这些模糊的

时间词暗示了过去的“我”对老王的不够重视。暗示了

现在的“我”对过去的“我”的批判，暗含了作者的愧怍。

（2）在其余的模糊词中印证愧怍

在《老王》中，出现了模糊的疑问代词“什么”，还有

模糊的语气副词“也许”。

当老王病了的时候，过去的“我”“不知什么病，花

钱吃了不知什么药”。过去的“我”对老王不够关心，甚

至都没有把老王当作朋友。即使是普通的朋友，朋友

病了，不应该问问生了什么病吗？不应该问问吃了什

么药吗？当老王临死之前，拖着疲惫的身体艰难地给

“我”送上宝贵的香油和鸡蛋的时候，过去的“我”表示

“也许他平时不那么瘦”。也就是说，过去的“我”平时

没有重视老王，没有认真观察过老王，连老王平时是否

这么瘦也不确定。过去的“我”确实不够重视老王，现

在的“我”明白了老王对“我”的深情。现在的“我”在字

里行间批判了过去的“我”，隐含了现在的“我”的愧怍。

结 语

在长期研究孙绍振教授文本解读方法的基础上，

在大量阅读文学类文本的基础上，笔者首创了“关键词

阐释循环解读法”。“关键词阐释循环解读法”的具体使

用步骤为：第一，找到关键的词句，把握整体；第二，从

文本的关键词句出发，然后再去把握局部。文本解读

是教学设计的基础，文本解读独特深刻，才能设计出独

特的基于学习任务群的专题学习，才能更好地促进学

生语文核心素养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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