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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描写，是指文学作品中对人物外

貌、语言、神态、心理、动作及自然景物、场

面气氛等细小环节或情节所进行的描写。

描写人物时，我们不能依赖单一视角，而要

有意识地通过三面透镜，不断地调整观察

角度和焦距，捕捉有特色的信息。若观察

角度过于单一，只从一个固定机位，用固定

焦距看，人物形象只会干瘪无味。唯有运

用“双焦镜”“遮光镜”“放大镜”来助力细节

描写，才能凸显人物特质，使人物形象立体

化、主题深刻化。

在《说和做——记闻一多先生言行片

段》中，作者臧克家就运用了这三面镜子助

力人物细节描写，把闻一多先生治学严谨、

言行一致、无私无畏等品质展现得淋漓尽

致。

一、亮“双焦镜”，凸显个性

“人家说了再做，我是做了再说。”

“人家说了也不一定做，我是做了也不

一定说。”

开篇两句就运用了“双焦镜”。所谓

“双焦镜”，是指有两个焦点的透镜，观察对

象时至少要找到两个不同的视角，观察到

的信息可以互为补充，形成对比。臧克家

用“双焦镜”瞄定“人家”与“我”两个视角，

把闻一多先生严谨内敛的特质凸显出来。

言为心声，这组对比鲜活、掷地有声的

金句，成为许多人的座右铭。当然，这两句

绕口令一般的话还有两个“焦点”需要大家

注意，分别是“说”和“做”。而全文的叙述

与描写，自然也都围绕它们展开。

二、用“遮光镜”，丰满人物

“秩序不在我的范围以内”，这句话用

“遮光镜”看，可以复盘出哪些被我们忽略

的细节呢？“头发凌乱”“书桌零乱”是作者

描述的本意吗？显然不是。作者借此想表

达的是：文化复兴、民族振兴、争取民主、反

对独裁等。看似朴实无华的一句话，隐藏

的信息却极其丰厚。闻一多先生的高贵品

质就蕴藏在这一动人的细节描写中。

“此身别无长处，既然有一颗心，有一

张嘴，讲话定要讲个痛快！”目不窥园、足不

下楼、不动不响的闻一多先生，此时为什么

一定要讲话，而且要讲个痛快？一直做

了再说甚至做了不说的闻一多先生，给

朋友写信“另函寄上油印物二张，代表我

最近的工作之一，请传观”。油印物是什

么？他最近做了哪些工作？为什么要特

意请朋友传观？这些细节言有尽而意无

穷，调动了读者的思维，使人物形象更立

体、丰满。

三、用“放大镜”，聚焦真情

对特务，对躲在暗处的敌人，先生痛斥

“你们站出来！你们站出来！”两个短句，两

个叹号，铿锵有力。对昆明的青年，先生引

领：“我们要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

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看似平

静的叙述，其实喷涌着火山，激荡着真情

——榜样示范，前赴后继，视死如归。

作者找到那些需要特别关注的细节，

用“放大镜”聚焦。如“大骂特务”一节，添

加了“在李公朴同志被害之后……明知凶

多吉少”“在群众大会上”的背景，嵌入“大

无畏”“慷慨淋漓”等修饰语，声震天地。这

一细节，聚焦了环境、神态、动作、语言描

写，再现了闻一多先生伟大的英雄形象。

再如“他正向古代典籍钻探……他要给我

们衰微的民族开一剂救济的文化药方”，作

者巧用比喻的修辞手法，添加“起劲”“炯

炯”等修饰语，选用“钻探”“攀”“射”等有表

现力的动词，把闻一多先生孜孜不倦的学

者形象展现得极有画面感和现场感。

细节描写是情节中一粒粒闪亮的珍

珠，剥离它们，情节就不再连贯，人物就不

再光鲜。细节描写的亮相方式其实有很

多，如正面描写和侧面衬托相结合，用“外

语动心神”秀出人物特质，添加修辞、标点

等道具打组合拳等。

细节决定成败。对人物进行细节描

写，要多维度观察，多角度描写，不能人云

亦云，更不能千人一面，这样，才能写出人

物的神韵。

作者：张英红

来源：《作文周刊》

三面“镜子”，
助力人物细节描写

在散文中写人，好比在白纸上画人。

画人是否成功，很多人觉得要紧的是能否

画得逼真，画得像。其实，对于人物画来

说，逼真也许还不是最重要的，仅追求逼

真，那不如拍照片，“咔嚓”一声，就把人物

拍下来，和真人一样。人物画的更高境界，

是画得传神，画出人物的精神和感情。这

就是绘画艺术家和画匠的区别。

写文章的道理也是一样的，写人物的

散文，必须把人物写得生动传神，写出人物

的个性。不仅要写出他们的外表形象，也

要刻画出他们的内心世界。

绘画有各种各样的类型，油画、国画、

水彩画、版画、素描……虽然用的材料和工

具不同，但本质是一样的——通过丰富的

色彩和线条，勾勒描绘出人物的形象。而

写文章是用文字作为色彩和线条，画出人

物的形象和精神。什么是文字的色彩和线

条？答案很简单，就是体现人物性格的细

节、情景和故事。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的人物散文，一定有让人难忘的细节，这些

细节，也许很平常，也许很特别，但在不同

的场景中。

它们可以生动传神地体现人物的情感

和性格。譬如朱自清写父亲的散文《背

影》，就描写了一个看似平常的细节——送

别时，父亲为儿子爬过车站月台买橘子的

背影。为什么这样的细节能让作者流泪，

也能让读者感动？因为这样的情景正是父

爱最生动的表现，父子亲

情就体现在这样细微却真

实的细节中。如果不经意，这样的细节转

瞬即逝，留不下任何痕迹，但如果被有心人

观察到并用文字记下来，它们就会成为刻

画人物的动人细节。

我写了大半辈子散文，其中很多是写

人物的。我写的这些人物中，有我熟悉的

长辈和朋友，有的人曾经朝夕相处，有的人

只是见过几面，有的人素昧平生，只是匆匆

一见，甚至只是擦身而过。然而这些人物

都成了我散文的主体。写长辈的文字，表

达的是亲情，譬如几篇写父亲的散文——

《热爱生命》《不褪色的迷失》《挥手》，写的

是不同的故事和细节。《热爱生命》中写父

亲养金铃子，《不褪色的迷失》写童年的一

次迷路。《挥手》是父亲去世后我对父亲的

回忆，文中有很多故事和情景，但有几个细

节也许会给读者留下较深的印象，那是父

亲在不同时代三次为我送别的情景。这样

的细节，也许都很平淡，不是什么大事，但

在父子之间，却是刻骨铭心的记忆。《母亲

和书》写我对母亲的误会，我以为母亲对我

的创作没有兴趣，没想到母亲那个藏在密

室的书柜，是收藏我的著作最完整的所

在。这样的故事和细节，有点曲折，也有点

特别，它使我对母爱有了更深的体验和了

解。我在散文中写过的有些人物，其实素

昧平生，我为什么会写他们？因为他们的

言行举止吸引了我，感动了我，引起了我的

联想和思索。譬如《峡中渔人》，写的是我

在长江边遇到的打鱼人，我只是远远地观

察他们，他们面对急流时的沉默执着，那种

惊人的耐心，让我难以忘怀。《亮色》的构思

写作，也是缘于一次偶然的路遇，一个坐轮

椅去菜场买菜的残疾人，买了一束鲜花回

家。我在路上观察他很久，那束价格远高

于蔬菜的鲜花，让我产生很多猜想，由此推

想轮椅上这位残疾人的人生。回到家里，

我脑子里一直想着那轮椅和鲜花，于是写

成了《亮色》。

画家画人，有浓墨重彩、工笔精绘，也

有简约写意、轻描淡写。只要抓住要点，画

得传神，画出人物的特点和灵魂，就是佳

作。写文章也一样，可以用大量的细节和

情景详尽地写，也可以只是一两个细节，甚

至是一句话，一个眼神或表情，寥寥数笔，

就写活了人物，写出了人物的真性情。

作者：赵丽宏

来源：《七彩语文》

怎样把人物写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