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孔乙己教学设计两课时(实用8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
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孔乙己教学设计两课时篇一

一盘茴香豆，两碗温酒，三年不举，四处钞书游。莫言谁窃
谁家丢，知乎者也一身长衫，若论清白争不休。 我不是孔乙
己，我生活的世界有自由。

我不是孔乙己，清晨，踩着一缕阳光。不用想着一天的规则，
拥挤在熙熙攘攘。哪怕是起的早些，我可以随意的轻漫在大
道上。下雨了，不用撑伞，哪怕是跑的快些、累些至少可以
躲进屋檐。

我不是孔乙己，暮晚，拉着一抹夕阳。不用猜着明天的生活，
把烦恼堵在心上。哪怕是睡的晚些，我可以轻松的躺上床。
风雪来了，不用刻意取暖，哪怕是裹的多些，紧些至少可以
安心入眠。

我不是孔乙己，没有太过苛刻的遵循着“文化人”去言语。
我是一个正常的人，有着自己的情绪。我一样会恼羞成怒，
骂上两句。只不过有时候不愿说出口，但同样的话已经流过
心底。

我不是孔乙己，也没有万能的好耐心。对了错了，没必要解
释的太认真。我可以真实的生活着，肆意看尽人生百态，潮
起潮落，繁华落尽。

我不是孔乙己，更没有什么清白可论。我有着自己底线，别
人说再多也不算。我不再像从前一样担忧，我不看别人的眼
光，也不怕我和别人不一样。因为我就是我，我本来就和别



人不一样。

有时候，生活像一个高明版的孔乙己，有着说不完的精妙谎
言。它可以欺骗着自己跟着它的脚步，慢慢的被改变。每天
醒来都要起床洗漱，穿好衣服吃着食物。每天都要上学、上
班、游玩或者赋闲。无形中遵循着规则，衣食住行被某些东
西垄断。现代科技让我们的生活变的很方便。一台电脑或者
一部手机就能做非常的事情。但一味的使用电脑手机不能把
我们变得更聪明。我们需要思考，需要跳出某些生活的圈套。

年轻的时候总有想不完的事情。但大都因为着所谓的限制，
每天每夜“逼不得已”的做着不想做的。等到老了，觉得可
以去做了，短暂的时间里就化成了一培黄土。

所以说，生活像一场科举，有着无形的规则，等着自己去打
破。若不改变那个原来的自己，若想着不得不考，而且必须
考好，那就是下一个孔乙己。

孔乙己教学设计两课时篇二

逛街到了傍晚该吃饭的时候。大街东侧并列着两家酒店，名
字都很有特色。北面的叫“秀才府”，不知雅号从何得来，
想必与传统文化渊源深厚。南面一家招牌赫然写着 “孔乙己
酒家”，说来有趣，虽说孔老夫子读书大半生，连个秀才也
没捞着，但名气却比秀才大得多。看那门庭若市的景象，就
知道生意不错，于是我带着点猎奇心理走进这家酒店。

迎面是木头搭设的影壁，前面桌上安放着鲁迅先生的半身瓷
质塑像。后面影壁上密密麻麻用毛笔行书写着“鉴湖绍兴名
士录”，近现代从周恩来秋瑾到当代名流有百多位。影壁后
面是一间古朴整洁的有一百多平米的餐厅。

右侧一溜三间雅间静室，外面有廊檐状的装饰，小青瓦覆盖，
瓦缝里还缀有乱草，使人想起先生作品中这样的句子“瓦楞



上枯草的断茎当空抖着”。对面墙中央有孔已己的大幅画像，
不知是什么人的水墨丹青。画面上秋风萧瑟，乱叶飘飞，那
孔乙己一袭破旧的长衫，纷杂的白发乱蓬蓬的胡须，衬着他
凄苦茫然的神情，基本再现了人物穷途末路时的情态。旁有
一联云“上大人孔乙己高朋满座，化三千七十士玉壶生香”。
这对联褒扬鲜明，显然不是在表彰鲁迅笔下那个穷困潦倒好
喝懒做的孔乙己，而是在歌颂孔子了。因为“孔乙己”三个
字本来就是人们从“上古大人唯孔子一人而已”意思谬解出
来，硬加在这迂腐失败的孔姓读书人身上的。墙的大块空白
处，精心贴裱着用漂亮行书抄录的《孔乙己》原文。

左侧墙门通操作间，墙上挂筑着一叶江浙特有的乌蓬船，下
面的吧台小而拥挤，与先生笔下那“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
台”相去甚远。这也难怪，在这寸土寸金的地方，老板会尽
量挤出地方安放招待顾客的桌子。实际上地方真的不宽绰，
不到二十张桌，粗木桌椅陈旧拙朴，上罩仿蜡染的蓝底白花
台布。服务员小姑娘穿蓝花布袢镶滚边的上衣，小伙子一律
黑衣皂裤，只是头上没有闰土式的毡帽，难怪了，时值仲秋，
天气还很热呢。

菜单也与别处不同，是用工整小楷写成复印的，那孔已己经
常花一文大钱买一碟的茴香豆赫然居于榜首。这菜和东坡肘
太白鸡一样大名鼎鼎，横扫一眼，几乎每个桌上都有这么一
碟。

菜上来了，餐具多用黑釉粗瓷碗盘，只是味道似乎太咸太酽
了一点，只好多喝酸梅汤稀释了。菜价不菲，味道亦有独到
之处，可惜我不十分喜欢，倒是那茴香豆用鲜蚕豆加浓调料
煮成，咬起来香鲜劲道，是下酒的上佳小菜，当年孔已己喝
酒必备，有孩子围着他，他会友善地给他们每人一颗，还留
下那句孔氏名言“多乎哉？不多也！”

啊，一个充满了矛盾的可悲可气又可怜的被毒害被漠视的苦
人，一伙身位低微却以欺凌比自己更不幸者为乐的麻木人群，



一个冷酷无情的病态社会。感谢孔乙己酒店，它使我几乎近
距离地感受了〈孔乙己〉的内涵，再次为先生作品的伟大生
命力而叹服。

走出门来，已是万家灯火，繁华的大街华灯初放，车队像一
条彩色的河在栉次鳞比的楼群中流淌，现代化气息扑面而来。
回望那醒目的招牌，我感慨万千，旧的时代孔乙己己是那样
的微不足道，充其量是人们排遣无聊的笑料而已，而在现代
化的今天，他老人家却陡然身价百倍，以他名字命名的酒店
财源滚滚，孔老夫子地下有知，也会含笑于九泉的。

孔乙己教学设计两课时篇三

〔提问〕：第九节的深刻含义是什么？在结构上有什么作用？

明确：这段是承上启下的过渡段。前句归结了以上各个场面
不同人们的笑，说明孔乙己的存在，不过是逗人发笑的笑料；
后句预示孔乙己的悲惨结局，在那冷酷的社会里，他只是可
有可无的戏弄对象，这是封建科举制度摧残下必然产生的悲
剧。这句平平淡淡的话寄寓着作者浓烈的感情：对孔乙己既
哀其不幸，又批判其麻木不仁和苟且偷生，以画龙点睛之笔，
深刻揭露和控诉了封建科举制度和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

〔提问〕：掌柜忽然说：“孔乙己长久没有来了”，这样写
的作用是什么？

明确：“忽然”，说明偶尔想起，他在掌柜等人头脑里印象
不深，只是由于他欠的十九个钱才想起，承接上文（“没有
他，别人也便这么过”），又引起下文（一酒客讲“他打折
了腿”）。

明确：侧写孔乙己因偷窃被打成残废，用“竟”和反诘句突
出丁举人作为地方上封建一霸的凶横残暴和狠毒。小说写一
个读书人毒打另一个读书人，再次点出孔乙己悲剧的社会根



源是封建科举制度。丁、孔二人，同是读书人，但地位命运
截然相反，科举中，一个爬了上去，成了有权有势的“举人
老爷”，成了狠毒的“吃人”者，一个因“半个秀才也捞不
到”而跌了下来，成了可怜的牺牲品，这就深刻揭露了人吃
人的封建社会和科举制度的罪恶。

〔提问〕：孔乙己最后一次出场和第一次出场有什么不同？
请从肖像、声音、神态、动作几方面加以比较。（教师画比
较表，每项由学生找出课文语句教师概括填写）。

以上对比，说明了封建制度不但戕害了他的思想，而且摧残
了他的肉体。孔乙己已经不成样子，周围的人们仍对他取笑，
这反映了人们的冷漠无情、麻木不仁。

〔提问〕：写“长久没有看到孔乙己”，用了四个“到”，
说明什么？

明确：具体写出了孔乙己已渐渐被人遗忘，点出了“没有他，
别人也便这么过”。

〔提问〕：“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
”这句话应该怎样理解？

明确：因事隔20多年，无人确切讲过孔乙己死的消息，只能
推测。说“的确”，因为从孔乙己的社会处境和不幸遭遇来
看，死亡是必然的。又由于在社会上毫无地位，根本无人重
视，即使死了也是默默的无人关心的。小伙计确信其死，但
又始终没有听到确实可靠的消息，所以说“大约孔乙己的确
死了”。

明确：《孔乙己》这篇小说，塑造了一个受封建科举制度摧
残致于毁灭的旧知识分子的典型，揭示并控诉了封建制度人
吃人的罪恶本质。



（一）描述鲁镇咸亨酒店，为典型人物活动提供了典型环境。

（二）以插叙说明孔乙己的经历，使人物形象完整，情节紧
凑。

（三）以“我”——酒店小伙计的见闻为线索组接生活画面，
使人物性格脉络清楚，故事情节的展开线索分明，结构安排
严谨完整，增强了亲切感和真实感。

（四）以笑贯穿全文，使孔乙己在笑声中出场，最后在笑声
中离开生活舞台，既是对孔乙己的性格的批判，也是对社会
的冷酷、群众的麻木的批判，更是对罪恶的封建制度的无情
鞭挞。

孔乙己教学设计两课时篇四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重要的作家和思想家，他的作
品以极其深刻的社会批判和人性揭示闻名于世。其中《孔乙
己》是他的短篇小说之一，通过描写一个底层小人物孔乙己
的悲惨经历，反映了社会的不公和人性的脆弱。阅读《孔乙
己》后，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作品所传达的讯息。本文将从与
现实社会的共鸣、人性的悲剧、社会对弱者的嘲讽、对道德
良知的思考以及思想启示五个方面展开对《孔乙己》的心得
体会。

首先，我深深感受到《孔乙己》与现实社会的共鸣。孔乙己
是一个不幸的底层小人物，他出生在社会的底层，从小就备
受贫困和逆境的折磨。他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却在每一个
转折点上碰壁。这与现实社会中底层社会阶层的人们所遭遇
的种种困境如出一辙。他们在竞争残酷的社会中很难脱颖而
出，他们的命运常常受到社会的不公和机会的剥夺。故事中
的角色和情节使我对社会中底层人士的困境有了更深层次的
理解和同情。



其次，作品通过对人性的悲剧揭示了人的脆弱。孔乙己是一
个善良而单纯的人，他对世界怀有美好的憧憬和对人性的信
任。然而，他的一腔热血和真诚坦率却往往遭到了他人的冷
漠和嘲笑。他在生活中被动地接受了各种挫折和打击，最终
走上了自毁的道路。这充分展示了人性的脆弱和无奈。作品
给予我启示，让我深思人性的本质和社会对人性的摧残，使
我更加珍惜和保护我自己的人性，也更加同情那些生活在边
缘的人们。

第三，作品通过社会对底层弱者的嘲讽，着重揭露了社会的
不公和压迫。在故事中，孔乙己是一个被社会边缘化的人，
他在社交场合中经常受到高高在上的人们的嘲笑和取笑。这
种嘲讽并非是无端的，而是源自于社会上对底层人士的偏见
和歧视。这令我对社会中蔓延的不公和不平等感到不安，对
弱者的嘲讽和欺压更是令人伤心和愤懑。

而第四，故事通过对道德良知的思考，引发了我对人性和道
德价值观的思考。在《孔乙己》中，孔乙己虽然生活在困顿
中，但他始终保持着完整的道德良知。他对朋友的信任和对
诚实的坚守，令人敬佩。在现实社会中，人们可能会因为生
活的压力和诱惑而放弃自己的良知，但是孔乙己以自己的高
尚情操和道义精神给我们树立了榜样。他的悲剧不仅仅是个
人的悲剧，更是人性价值观在逆境中的考验。

最后，我在《孔乙己》中获得了来自鲁迅思想的启示。作为
鲁迅的重要作品之一，它深刻地揭示了社会的黑暗与人性的
脆弱，强烈地呼唤我们应当重视每一个底层人士的尊严和权
益。它唤醒我对社会现实的清醒认知，让我深感人性的可怕
和善良的可贵。同时，它激励我努力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促使社会向更加公正和平等的方向发展。

总而言之，《孔乙己》是一部深刻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通
过对底层人士的命运和人性的悲剧的描写，启示了我们对社
会的思考和人性的弱点。它让我对社会的不平等有了更深刻



的认识，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了更加清醒的思考。通过阅
读和体味《孔乙己》，我相信我们可以唤醒更多人的良知和
对社会不公的敏感，并为社会的公正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孔乙己教学设计两课时篇五

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心地善良，饱读诗书，却连秀才都没有考
上。在当时科举制度的毒害下，变得一无所能，潦倒贫困，
连仅会的“之，乎，者，也”都成了人们的笑柄。穷得一无
所有的他，偶尔也会偷东西。最后偷到丁举人家里。被打断
了腿，在生活的折磨下，孔乙己慢慢的死去。

也许，在刚开始读时，会觉得孔乙己这篇文章的语言风趣幽
默。可是当你细细品味时，就会觉得孔乙己是“喜剧”中
的“悲剧”它表达了鲁迅对当时封建制度的极度不满。写出
了腐朽的科举制度对读书人心灵的残害。

孔乙己是一个受封建文化的毒害深至骨髓，被科举制度摧残
得不轻的人。也正是这些因素，使孔乙己形成了迂腐不堪、
好喝懒做、自命清高、自欺欺人的性格。他想成为科举制度
的受益者，但始终不能如愿；又不肯面对现实，不屑用自己
的劳力养活自己，认为这是低贱的。这种现实生活与思想意
识的不相协调，就注定了他是一个悲剧人物。孔乙己的本身
是可笑的，但他塑造的形象是可悲的。

他极爱喝酒，就算最后只剩下那四文钱，他也没有用来买饭、
买药，还是在明知会被人嘲笑挖苦的情况下，用那手“走
来”喝了一碗酒。那时的他已经惨不忍睹了：“他脸上黑而
且瘦，已经不成样子了；穿着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
垫着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这段外貌描写越发衬
托出孔乙己的可怜，而他在熟悉的酒店里却也没有得到解一
丝温暖，反而被嘲笑挖苦，雪上加霜。掌柜的面对这样的孔
乙己仍然会笑着说：“你还欠十九个钱呢！”仍然会穷追猛
打：“要是不偷，怎么会打断腿？”人们的冷漠，至此，到



了极致。

难怪鲁迅先生当时要选择弃医从文。如果中国人的思想不觉
悟，即使治好了他们的病，也只是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
看客。当时中国最需要的是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他终于下
定决心，弃医从文，用笔写文唤醒中国老百姓。

其实，生活中也有很多孔乙己这样的人，也许是你，也许是
他，也许是我，只是程度深浅罢了，我们不能活在自欺欺人
的世界里，自己要有清醒的认识，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追求。

孔乙己教学设计两课时篇六

阅读了鲁迅先生的小说《孔乙己》后，我深受触动。这个作
品通过孔乙己的遭遇，生动地展示了社会的冷漠和人性的悲
哀。同时，它也揭示了中国社会的旧时封建制度所造成的不
公平和困境。在读完这篇小说后，我不禁对人性的冷酷和社
会的不公感到深深的反思，同时也深受鲁迅先生对于社会的
警示和启示所感动。

首先，在小说中，孔乙己这个可怜的人物引起了我深深的同
情。孔乙己是一个质朴的农夫，他心地善良，但因为出身贫
寒，一直被社会所边缘化。他对喝酒无从拒绝，从而被别人
利用，最终落得了悲惨的下场。这种明显的社会不公让我深
感愤怒，也让我陷入沉思：为什么我们生活在一个如此不公
平的社会中？为什么真心善良的人总是受到冷落和伤害？通
过孔乙己的遭遇，鲁迅先生向我们揭示了社会阶级和身份的
悲哀，同时也呼吁我们对社会中弱势群体给予更多的尊重和
关爱。

其次，在小说中，我也看到了人类冷酷无情的一面。孔乙己
从小就背负着贫穷和被歧视的命运，但他依然怀有一颗善良
的心。他默默地承担着种种委屈，却从未向社会呐喊。然而，
社会对于他的冷漠和嘲笑，使得他最终走向了悲剧的命运。



这种残忍的对待让我感到痛心和震惊。社会的冷漠和人们的
无动于衷，使孔乙己无法获得公正和尊重。这个故事教育我
们，要以同情和关爱的态度对待他人，不能因为他们的出身
或者条件与我们不同，就对他们进行歧视和欺凌。只有以善
心对待他人，才能带来真正的平等和公正。

第三，在小说中，鲁迅先生对于旧时封建制度的批判也引起
了我深深的思考。在故事中，孔乙己因为自己贫穷的出身而
被人轻视。封建社会严重剥夺了贫苦人民的尊严和权利，使
他们处于社会的边缘。这种不公平和困境让我对中国封建社
会的黑暗岁月倍感悲痛。通过小说中明确的角色刻画和社会
描写，鲁迅先生直接地批判了旧时封建制度的不公和压迫，
警示我们要摒弃旧有的封建观念和制度，推动社会的进步和
发展。

最后，这个故事也给了我许多启示。既然社会如此不公，人
性如此冷酷，那我们就应该反思自己，做一个善良的人。从
小事做起，在生活中多给予他人关爱和帮助，以微小之力改
善社会的不公与不平。同时，也要崇尚平等和正义，不论是
贫穷还是富有，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平等的对待和机会。希望
通过我们的努力和付出，让社会变得更加公正和温暖。

总结起来，通过鲁迅先生的作品《孔乙己》，我们看到了社
会的冷漠和人性的悲哀，也看到了旧时封建制度所造成的困
境和不公。作为读者，我们应该从中汲取教训，痛定思痛，
反思自己的行为和社会的现状。同时，也要以善良和公正的
态度去对待他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为社会的正义和进步贡
献一份力量。

孔乙己教学设计两课时篇七

孔乙己，鲁迅先生笔下的一个可怜的小人物。他是一个劳动
者，酒店的伙计，整天忙碌着却活得像是一个无依无靠的流
浪汉。鲁迅通过孔乙己这个形象，展现了社会的冷漠和人性



的扭曲，给我们带来了深深的触动和思考。

第一段，介绍孔乙己的形象和背景。孔乙己是一个酒店的伙
计，他穿着破烂的棉袍，满脸胡须，样子猥琐可怜。他整天
忙碌着，但享受不到属于自己的一切。孔乙己的背景代表了
那个时代劳动者的真实状况，他们没有继承财产，没有学历，
只能依靠自己的身体劳动来维持生计。

第二段，描绘鲁迅对孔乙己的同情和关注。虽然孔乙己只是
一个普通的伙计，但鲁迅通过细腻的笔墨描写他的内心，表
达了对孔乙己的同情和关注。他说：“孔乙己整天对人说他
有责任感，但这责任感却从来不曾和任何人的利害冲突。”
他的话揭示了孔乙己内心的矛盾和无奈。鲁迅通过孔乙己这
个形象，探讨了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引发了对社会责任
和公平正义的思考。

第三段，指出社会对孔乙己的冷漠。孔乙己虽然过着贫困的
生活，但他却保持着一颗纯真的心。他为了不给人添麻烦，
总是不好意思提出自己的需求。在众人眼中，他只是一个可
怜的饭桶，没有任何价值。这种对劳动者的冷漠和漠视，在
那个时代是司空见惯的现象。社会的冷漠不仅剥夺了他的尊
严，也使他丧失了追求自己理想的机会。

第四段，鲁迅对社会冷漠的批判。鲁迅通过孔乙己的形象，
批判了当时社会的冷漠现象。他说：“在这卑微中间，却有
人持着坚定的心，去献出他对人类的爱。”鲁迅认为，尽管
孔乙己在社会眼中没有价值，但他依然有着自己的梦想和坚
定的爱心。鲁迅批判了社会对劳动者的冷漠，呼吁社会关注
弱势群体，倡导对社会的责任感。

第五段，从孔乙己的形象中反思人性的扭曲。虽然孔乙己是
一个可怜的小人物，但他从没有放弃追求自己理想的心。然
而，社会的冷漠和不公让他被逼上了绝路。这个孔乙己形象
既是社会的产物，也反映了人性的扭曲。通过孔乙己这个形



象，鲁迅启发读者反思人性的扭曲和社会的不公，引发对社
会改革和人性救赎的思考。

总结一下，鲁迅通过孔乙己的形象，揭示了社会的冷漠和人
性的扭曲，给我们带来了深深的触动和思考。这个小人物的
形象让我们想起了劳动者的辛苦与无奈，也让我们思考了社
会公平和人性的真实面貌。在这个现实主义的作品中，我们
看到了人性的善恶，也看到了对社会的深刻反思。希望我们
能从孔乙己的形象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
义而努力奋斗。

孔乙己教学设计两课时篇八

快到年关，风是一天凉比一天。我也须穿上棉袄，整天无聊
地抱着热壶，寂寞地靠在柜台上，望着一条空荡荡的街道。

柜台上也或多或少地蒙上了灰尘，惟有掌柜的算盘倒还干净。
店里的境况也似这冷风，一天不及一天，粉板上就惟有“孔
乙己欠十九文钱”还未抹去。

掌柜每每拨完算盘，总瞅着粉板发愣，不时重重的叹气，嘴
里喃喃着：万不该赊给他！

店外的梧桐树上，那几片残叶也不知何时在冷风中消逝了。
冬季日短，又是阴天，故而天色很早就阴暗下来，竟又下起
雪来，雪花大的有梅花那么大，满天飞舞，夹着烟霭和忙碌
的气色，将鲁镇笼成一团糟。

腊月二十以后，鲁镇上可就忙碌了起来。掌柜也在店门上贴
了大红纸，店内设了香案，摆满祭品，点起红烛，掌柜不住
地向香案上的菩萨磕头，嘴里也不知念些什么。

一天的下午，生意不好，掌柜刚叫我关门，我也想趁此进屋
取暖，然而一抬头便瞅见了对面的孔乙己。我这回在鲁镇所



有的人们中，改变之大，可以说无过于他了：花白的胡子全
变灰了，夹着片片雪花，死尸似的脸上瘦削不堪，毫无血色
的开裂的嘴唇，使得他活像一个木雕；只有他的眼睛转动，
还可以表示他是个活物；长衫不见了，蒲包也四分五裂，唯
一保暖的，也只有身上缠的几圈草绳；盘着的腿上放着一个
破碗——空的，又乱又脏的已搓成绳状的头发散在头上，很
像个疯乞丐：他分明已经完全是一个乞丐了。

他用了很长时间从柜台对面爬来，嘴里直呼噜着热气，稍一
休息，便从胸口好不容易搜出五文钱，用开裂的手捧给我。
他的嘴唇微微颤动，许久才翻出一丝细微的声音：“温……
酒，……茴……豆……”

掌柜听了动静，探出头来，惊奇地问：“孔……孔乙己么？
你没有……？”但终究是大年天，掌柜没有说出那个晦气的
字。他回头看到粉板，嚷道：“还欠十九个钱呢！”孔乙己
嘴唇蠕了蠕，但始终没有出声。掌柜见我在温酒，又嚷
开：“酒不必给了，就算还上了四文！……豆么？收半价，
一文一碟，谁让我是善人，要积点德呢！”

孔乙己张着嘴怔怔的坐在地上，直着双眼看掌柜。直到隔壁
又响起和谐的拨珠的“啪啪”声。我暗地里多加了豆，弯下
腰递给了他。他的长指甲断了，手也冻得几乎捏不住豆，有
时夹起刚到嘴边，手一颤，又滚落到远处。他见我在瞧他，
便不去理会那掉了的豆；待我一转身，他便飞快地将它抢到
碟里，伸开拇指和食指夹住，送进嘴里。我又看见他时，他
便又不去理会它了，似乎不屑一视。我见状，想笑又不能够
笑。

吃完豆，他便又爬了出去。也许他就是这样天天爬着过活的。
他在人们的记忆中，似乎已经销声匿迹了。他的境况，便是
最慈悲的念佛的老太太们眼里也不再见一点点泪迹了。他也
许未必知道，他的境况经过人们的咀嚼鉴赏了许久，早也成
为了过去，只值得烦厌和无聊。在掌柜的催促下，我关上了



店门。掌柜也自然忘不了在粉板上写下“孔乙己，欠十五文
钱。”

次日，人们发现了孔乙己的尸体。他的破夹袄不见了，手里
捏着几文大钱，倒在了离当铺不远的路边。掌柜和众人在不
住的咒骂：“早不去晚不去，偏偏在这时去了，真是晦
气……”“灾星呀！大年天儿就不吉利！阿弥陀佛！”掌柜
骂也骂了，又叹起气来：“可惜了我那十五文钱。”他见了
孔乙己手里的几文钱，便又嚷开：“这手里的几文，想必是
来还我的，我也暂且收下了，安了这个去天国享极乐的心
吧！”说罢，便捋起了袖子，用指甲将钱夹起，放在掌上，
掂了掂，露出了一丝笑意，又摸出了佛珠，念着走了。众人
也一哄而散。雪地中只剩下他那又瘦又黑又冰冷的僵尸。

爆竹又响了起来，天空又闪起了黄色的火光，毕毕剥剥的声
音响得震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