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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基础教育，给广大中学语文教师和中学生提供
一个践行课标、评鉴经典、提升能力的蓝本，我们编写了这套 “新
评鉴”系列著作。

该系列以古今中外文学名篇为点评对象，以现行中学语文教材中
的经典名篇为鉴赏素材，力求突出一个 “新”字。全系列入选作品
堪称经典名篇，其中，《古文经典名篇新评鉴》，精选历久弥新的广
义性散文即精短小说、文学散文作品，诗词曲赋等韵文没有选入;
《现代文学经典名篇新评鉴》，选用新中国成立之前问世的散文、小
说等体式的作品，当代文学作品没有选入; 《外国文学经典名篇新评
鉴》，所选文学作品国别众多、时间跨度大，但多是巨擘力作、名家
精品。

这三册“新评鉴”著作各有重心，故分类编排，以凸显其特色:
或即景感怀、浓情深理，或世态人生、怀旧忆人，或寄情山水、托事
寓意，或世间至情、论理说道，或历史回声、人物史迹，或世相百
态、悲喜人生，或透视生活、生命之思，或精神之光、自然之悟。书
中每一篇目的评鉴，大体依照 “精品呈现—特色品评—技法借鉴—
探究运用”的行文思路，挖掘作品亮点，尝试新的评鉴。 “精品呈
现”，选用传世的古今中外规范文学版本中的作品进行展示。“特色
品评”，巧选鉴赏角度，立足整体感知，或探析作者写作意图，或揣
摩作品主旨倾向，或指出文章行文思路，取其几点，有所侧重。“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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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借鉴”，对经典名篇以例说方式精析品赏，条分缕析，侧重凸显独
特而可鉴的艺术特色、语言韵味，强化重点，突出亮点。 “探究运
用”，链接名篇，紧抓特色，探究文题，彰显运用价值，注重广度深
度，呈现简要提示，便于巩固提升。

教育部新的语文课程标准指出，中学生应在语文的应用、鉴赏和
探究等方面均衡发展。在指导中学生 “感受·鉴赏”的目标要求中，
新课标强调 “阅读优秀作品，品味语言，感受其思想、艺术魅力，
发展想象力和审美力”，“深化热爱祖国语文的感情，体会中华文化
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陶冶情操，追求高尚情趣，提高道德修
养”。我们如是编写，意在方便中学语文教师借鉴，引导高中学生学
以致用，实现新课标提出的正能量目标: “在阅读与鉴赏活动中，不
断充实精神生活，完善自我人格，提升人生境界，逐步加深对个人与
国家、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和认识。”

编 者
2016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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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踪为序，清寒是魂
———柳宗元 《小石潭记》新评鉴

!"#$

小石潭记

（唐）柳宗元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珮环，心乐之。伐
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①，

为坻，为屿，为嵁，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
不动②，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
源。

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

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同游者：吴武陵，龚古，余弟宗玄。隶而从者，崔氏二小生：曰

恕己，曰奉壹。

简注：①卷 （ｑｕáｎ）石底以出：石底向上弯曲，露出水面。卷，

弯曲。以，而。②佁 （ｙí）然不动：呆呆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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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段译赏

潭中的鱼大约有一百来条，好像在空中游动，什么依靠都没有。

阳光直照 （到水底），（鱼的）影子映在石上，呆呆地 （停在那里）一

动不动；忽然间 （又）向远处游去了，来来往往，轻快敏捷，好像在

游玩逗乐。

向小石潭的西南方望去，看到溪水像北斗星那样曲折，水流像蛇

那样蜿蜒前行，一段明的看得见，一段暗的看不见。两岸的地势如犬

齿般相互交错，看不到溪水的源头。

我坐在潭边，四面环绕着竹林和树林，寂静寥落，空无一人，使

人感到心情凄凉，寒气入骨，幽静深远，弥漫着忧伤的气息。因为这

里的环境太凄清，不可长久停留，于是记下了这里的情景就离开了。

特色品评

柳宗元于唐顺宗永贞元年拥护王叔文的改革，后失败，被贬为邵

州刺史，赴任途中，改贬为永州司马，一贬就是 “江湖夜雨十年灯”

（８０５—８１５）。“永州八记”就是这一时期写下的，它是我国古代游记

散文中的冠冕，而 “八记”中的 《小石潭记》，则是这顶冠冕上一颗

璀璨的明珠。

作者紧扣 “清寒”特点，以游踪为序行文，思路清晰，四幅奇特

图画有序扑面而来，如诗如画：如鸣佩环之潭声美；卷石以为底之潭

石美，游鱼日光之潭水美，斗折蛇行之潭源美；竹树环合之潭境凄

美；游潭后心情由乐转凄凉，写出了变化之美。全文语言清新、婉

约，生动地描绘了小石潭环境的清澈幽静，抒发了作者贬官失意后的

孤凄之情。与其说是小石潭清寒秀美无人欣赏，不如说是作者自叹空

有满腹才华而无用武之地！小石潭的清寒，就如作者之清寒际遇！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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