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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001    

第一单元

1 荷 塘 月 色

1. 字音

蓊
踿

蓊郁郁(wěnɡ) 袅娜
踿踿

(niǎonuó) 踱
踿

步(duó)
霎
踿

时(shà) 弥
踿

望(mí) 斑驳
踿踿

(bānbó)
脉脉
踿踿

(mòmò) 点缀
踿
(zhuì) 惦

踿
记(diàn)

煤屑
踿
(xiè) 倩

踿
影(qiàn) 媛

踿
女(yuán)

櫂
踿
(zhào) 鹢

踿
首(yì) 敛裾

踿踿
(liǎnjū)

乍
踿

看(zhà) 酣
踿

眠(hān)

宁
(nínɡ)宁静

(nìnɡ){ 宁可
    乘

(chénɡ)乘凉

(shènɡ){ 千乘之国

曲
(qū)曲折

(qǔ){ 戏曲
 荷

(hé)荷花

(hè){ 负荷

脉
(mài)脉络

(mò){ 脉脉
挨
(āi)挨着

(ái){ 挨打

2. 词语

(1)重点词解释

幽僻:幽静偏僻。
蓊蓊郁郁:形容树木茂盛的样子。
丰姿:风度、仪态,一般指美好的姿态。也写作“风姿”。
受用:本文中的意思是享受,动词。
弥望:充满视野,满眼。
田田:形容荷叶相连的样子。
袅娜:柔美的样子。
渺茫:因遥远而模糊不清。
宛然:仿佛。
脉脉:文中形容水没有声音,好像饱含深情的样子。
风流:这里的意思是年轻男女不拘礼法地表露自己的

爱情。
斑驳:原指一种颜色中夹杂有别的颜色,文中是深浅不

一的意思。也写作“班驳”。
倩影:美丽的影子。
一例:一概,一律。
大意:文中的意思是轮廓。
消受:享受。多用于否定。
没精打采:形容不高兴,不振作。也说“无精打采”。
(2)词语辨析

【优美·幽美】
二者都是形容词,都含有“美丽、美好”的意思。主要区别

在于不同的词素:优和幽。“优”指优良、美好;“幽”指幽静、幽
雅。“优美”侧重于优良美好,指好看或好听,能给人以美感或

快感的事物,多用于形容风景、姿态、文艺作品、音乐舞蹈等;
“幽美”侧重指环境、风光幽雅美好,即形容自然景物幽静而

美丽。
【幽僻·偏僻】
“幽僻”指昏暗而僻静;“偏僻”指离城市或中心区远,交通

不便。
【斑驳·斑斓】
“斑驳”也作“班驳”,指的是一种颜色中杂有别种颜色,或

分布错杂。“斑斓”指灿烂多彩。
【宁静·安静·平静·寂静】
都是形容词,都含有没有声音、安定、清静的意思。“宁

静”一般用来形容自然环境清静,有时也用来形容人的内心安

静;“安静”侧重形容周围环境的清静和人物的外部动态安静;
“平静”多用于形容人的心情安定;“寂静”常用于形容环境,与
“热闹”相对。

【没精打采·萎靡不振】
二者都表示打不起精神来,没有生气。不同的是:“没精

打采”表示没有精神,振作不起来的样子,程度轻一些;“萎靡

不振”形容精神颓靡,意志消沉,程度重一些。
【亭亭玉立·婀娜多姿】
二者都形容姿态美好。不同的是:“亭亭玉立”形容女子

修长的身材,也形容花木挺拔秀丽;“婀娜多姿”只形容轻盈美

好的姿态。

【题目解说】
本文标题点明了文章的写作对象———“荷塘”和“月色”。

两者是并列交叉关系,即描写的“荷塘”是“月色”之下的“荷
塘”,描写的“月色”是“荷塘”之上的“月色”。二者相互依存,
相互映衬。
【人物名片】

朱自清(1898—1948),原名自华,号秋实。祖籍浙江绍

兴。生于江苏东海县,1903年随家定居扬州,所以自称“我是

扬州人”。1916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班。1917
年,为了策励自己在困境中不丧志,不灰心,保持清白,便取

《楚辞·卜居》中“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中“自清”二字为名。
同年考入了北京大学本科哲学系,1920年毕业。1922年发表

长诗《毁灭》,后又从事散文创作。1931年至1932年,曾留学

英国。回国后,先后在江苏、浙江的几所著名中学和清华大

学、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等校任教,并致力于学术研究。抗日战

争结束后,积极支持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学生运动。闻一

多被刺,他冒险参加追悼会,作演说,写挽诗。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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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    语文·必修2(人教)

受美国的救济粮,因贫病在北平逝世。毛泽东同志称他“表现

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朱自清是诗人、散文家、学者,又是民主战士、爱国知识分

子。早期诗作表现了对黑暗现实的忧愤和对光明、对美的憧

憬;散文风格朴素缜密,清新沉郁,以语言洗练、文笔秀丽著

称。著有诗集《雪朝》(与人合作),诗文集《踪迹》,散文集《背
影》《欧游杂记》等。他的作品艺术成就较高的名篇是《背影》
《荷塘月色》《绿》《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
【背景资料】

《荷塘月色》最初发表于1927年7月。当时,作者正任清

华大学中国文学教授,住清华园西院。文章中描写的荷塘就

在清华园。当时正值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国大地。
朱自清也处于苦闷彷徨中,由一直在呐喊、斗争的“大时代的

一名小卒”而一头钻进古典文学的“象牙之塔”。他曾毫不掩

饰地表白自己的思想变化:“在旧时代正在崩溃,新局面尚未

到来的时候,衰颓与骚动使得大家惶惶然……只有参加革命

或反革命,才能解决这惶惶然。不能或不愿参加这种实际行

动时,便只有暂时逃避的一法……在这三条路里,我将选择

那一条呢? 我既然不能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总得找一个依据,
才可以故作安心地过日子……我终于在国学里找着了一个

题目。”(《那里走》)但他毕竟是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面对现

实的黑暗,又不能安心于这种“超然”。在《一封信》中他写道:
“这几天似乎有些异样,像一叶扁舟在无边的大海上,像一个

猎人在无尽的森林里。……心里是一团乱麻,也可以说是一

团火。似乎在挣扎着,要明白什么,但似乎什么也没明白。”
《荷塘月色》正是作者自己想“超然”而又想“挣扎”的心迹的真

实描摹和生动写照。

【主旨探微】
本文是一篇以写景为主的抒情散文。全文在写景中,委

婉曲折地表达了作者不满现实,幻想超脱现实而又无法超脱

的苦闷心理。在月光下,在荷塘畔,虽然自我陶醉了,感受到

一种“难得偷来片刻逍遥”的淡淡的喜悦,但仍然夹杂着摆脱

不开的淡淡哀愁。
【梳理文脉】

【重点难点】

1. 重点句段赏析

(1)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

赏析:这句话是本文的文眼,直接写出了作者当时的心

境。放在开篇第1句非常惹眼。它不但是夜游荷塘的缘由,

而且奠定了全篇的感情基调。“颇不宁静”是关键词,“颇”字

表明了不宁静的程度之深。正是这种不宁静的心绪笼罩了

全篇。

(2)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

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

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

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

赏析:这一段景物描写,历来为人所称道,我们要借鉴作

家描写景物的手法,如博喻、拟人、通感等修辞。“点缀”准确

地描写出荷花零星不多,叶多花少,相映成趣。“袅娜”“羞涩”

以拟人的手法生动描绘出两种情韵的荷花。“袅娜”以女子体

态的轻柔优美,状盛开荷花之艳丽,以本意是难为情的“羞

涩”,写待放荷苞之娇媚。在朦胧月光的照射下,白色荷花如

明珠闪耀,在弥望的田田的荷叶的映衬下的零星荷花闪烁光

色形态与“碧天里的星星”相仿,而荷花质地白嫩丰润水灵与

刚洗浴的美人姣好的肌肤相似。前两句以物喻花,后一句以

人比花,从光、亮、质多角度描写荷花之美。全句倾注了作者

喜悦的情感,使读者产生丰富的想象。第2句写荷香,运用通

感,是由嗅觉向听觉转移。“缕缕清香”与“渺茫的歌声”在时

断时续、若有若无、轻淡缥缈、沁人心脾等方面有相似之处。

两个优美的意象叠加在一起,扩大了意境的内涵,使意境更加

优美。而且将“清香”说成“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也烘托了

环境的优雅与宁静。

(3)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

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

又像笼着轻纱的梦。

赏析:“泻”本指液体快速地流,这里以流水喻月光,用动

感极强的词语“泻”加以点化,非常精工,又加上“静静地”这个

修饰语,使静态的月光流动起来,但又绝无声响,准确写出了

静穆的景象。能“浮”的物体是轻柔的,“浮”的动态是自下而

上逐渐扩散,用“浮”写“雾”,突出了“薄薄的青雾”的形态。

“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比喻月光下的花叶,既突出了它们

特有的色调和实感,又从侧面写了月光的柔和。以“笼着轻纱

的梦”非常形象地写出了月光下的荷花飘忽虚幻的姿态,传递

出作者此时无限的惬意与陶醉。

2. 重难点问题分析

(1)作者描写了清华园荷塘的哪些景物? 这些景物各有

什么特点? 找出文中描写心理感受的语句,说说作者的情绪

随着景物的转换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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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003    
小煤屑路———幽僻、寂寞;荷塘四周的树木———阴森森;

荷叶———繁密,出水高,亭亭玉立;荷花———姿态各异,尽显秀

色;荷香———随风飘荡,不绝如缕;荷叶的波动———疾如闪电;

月光———清幽,如流水;青雾———薄如轻纱;云天———淡淡的;

树影———奇形异状,如画如乐;树缝灯光———没精打采;蛙叫

蝉鸣———最为热闹。总之,写出了荷塘四周和荷塘当中的各

种景物,其中以写荷塘中的景物为主,写出了月下荷塘的清

幽、朦胧、恬静之美。

作者的感情发展线索:“心里颇不宁静 →” 淡淡的月光

下,“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便觉是个自由的人 →” 在自然

美景中, →有淡淡的喜悦 发出“我什么也没有” →的慨叹

惦念江南,欲超脱而不可得。

(2)文章重点描写月下美丽的荷塘和荷塘上优美的月色,

表达作者的喜悦之情,但为什么说是“淡淡的”呢?

当时作者陷于彷徨苦闷之中,因此,写景过程中,抓住月

色下的荷塘、荷塘上的月色的特征来写,使景物蒙上了素淡、

朦胧的色调,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不满现实、幻想超脱现实

的淡淡哀愁和难得偷来片刻逍遥的淡淡喜悦之情,实际上表

达了作者希望在一个幽静的环境中寻求精神上的解脱而又

无法解脱的矛盾心情。

(3)作者写蝉与蛙的叫声时,为什么说“热闹是它们的,我

什么也没有”?

蝉声和蛙声使他感到无形的孤独和寂寞。

为什么会产生如此之痛呢? 还是那独处的境界与不自

由的人生之间的矛盾。置身于“无边的荷香月色”,他也的确

感到了某种超脱:“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

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世界里。”也正是在这淡淡的喜悦之中,那

弥望的荷塘,那田田的叶子,那袅娜的花朵,那缕缕的清香,那

凝碧的波痕,那脉脉的流水,那薄薄的青雾,那淡淡的云影,那

柔和的月光以及那光与影和谐的旋律……都让他的心得到

了暂时的安宁。然而,这安宁的确只是暂时的,因为,作者心

灵深处的惆怅是难以排遣的,所以,当耳边传来“树上的蝉声

和水里的蛙声”时,他便发出了“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

有”的感叹,而月下荷塘式的短暂之美就显得分外的锥心刺

骨而令人感伤了。这是一种对人生瞬息性的感伤,也暗含着

对过去幸福欢乐的一种贪恋与向往,表现出来的就是如同古

代诗词中所说的“故地重游”的感伤心态。正如英国诗人济慈

所说的:“忧郁总是同美丽之事物同在———那种注定要消逝

的美丽之中。”

(4)如何理解《荷塘月色》中引用的《采莲赋》《西洲曲》里

文句的意思及其在文中的作用?

课文所引的《采莲赋》是梁元帝萧绎的作品,课文节选了

其中的一段,描写了美艳的少男少女,驾着小船在湖中饮酒

采莲、欢乐嬉戏的情景。作者漫步荷塘,触景生情,联想到采

莲,又由采莲联想到江南旧俗,想到古代采莲那种自由而热

闹的盛况,表达了追怀往昔、惦念故乡的心情,借以摆脱不宁

静的心境,超脱现实的重压。

《西洲曲》中,“莲子”从修辞上讲是双关,“莲”是谐音双

关,“子”是语义双关,意即“怜子”(爱你)。“清如水”比喻爱情

纯洁。作者在回忆《采莲赋》的基础上,又忆起《西洲曲》,进一

步表达了作者对江南的怀念,对现实的不满,进而表现了作者

内心的不平和对自由与光明的向往。

《采莲赋》和《西洲曲》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都是赞美爱情、

歌颂青春。作者由眼前的荷塘想起诗歌里的采莲,顺理成章,

水到渠成。作者面对现实世界是孤独寂寥的,所以,他就在他

的精神王国里幻化一个热闹、风流、自由、美好而又多情的世

界来与之对抗,并满足自己的向往,只不过这种满足是暂时

的。所以,《采莲赋》和《西洲曲》反映了作者对青春快乐、自由

美好的憧憬,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和否定。

【延伸探究】

关于本文的主题思想和作者的写作意图,历来有多种不

同的理解。请在了解朱自清及其生活时代的基础上,结合下

面的不同观点谈谈自己的见解。

观点一:本文是作者寄情山水之作,抒写清冷幽深的境

界,表现凄凉的心境。

观点二:本文是借景抒情之作,表现作者愁闷的心情。

观点三:本文描写作者欣赏月下荷塘自然之美的情趣,拘

守个人的小天地,表现闲适的心情。

观点四:本文不是抒发作者逃避现实的情绪,而是表现作

者对现实不满的愤激心情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观点五:    

   

   
【写作特点】

1. 结构设计巧妙。

本文的结构是圆形的,从外结构看,这篇作品是出门经小

径到荷塘复又归来,依空间顺序描绘了一次夏夜游。从内结

构看,情感思绪从不静、求静、得静到出静,也是一个圆形。内

外结构的一致性,恰到好处地适应了作者展现一段心路历程

的需要。

2. 寓情于景,情景交融。

荷塘月色中的一切景物无不笼罩在作者淡淡的哀愁与

难得的片刻淡淡的喜悦之中。在对自然景物的描绘与赞美

中,既有他获得片刻逍遥的喜悦又有难以排遣的淡淡的忧愁,

这种复杂的情感,都借助优美的景物,恰当地表现出来。

3. 语言优美。

(1)精于炼字,精于炼意。

“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一个

“泻”字,再加上用“静静地”作修饰语,就准确地写出了月光既

像流水一般在倾泻,但又绝无声响的幽静。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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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脉的流水”,“脉脉”是指默默地用眼神或行动来表情达意,这

里用来写流水,流水虽无声但好像也有情义了。即使使用很一

般的叙述句,作者也一丝不苟,用到的每一个字都经得起推敲,

显示出炼字的功夫。如第1段中写妻的情状是“拍着闰儿”,

“哼着眠歌”,“拍”和“哼”,多么传情。写“我”的动作是“披”了

大衫,“带”上门出去,轻悄熟练,多么富于动作感。

(2)善用比喻。朱自清爱用比喻,也最会用比喻,用喻清

新而贴切。荷叶,像“舞女的裙”。“亭亭的舞女的裙”与“出水

很高”舒展自如的荷叶形态相似,以动态的人美写静态的叶

美,使无生命的叶子有了人的情态美。

(3)擅用活用叠词。《荷塘月色》里各种形式的叠词,应用

得体,俯拾皆是。形容荷塘,用“曲曲折折”;形容树木,用“蓊

蓊郁郁”,除此之外,还有“亭亭”“粒粒”“脉脉”“缕缕”等。极

平常的字,一到朱自清笔下,就有了出神入化之功。这些叠

词,不但传神地描摹出眼前的景象,而且加强了语意,给人一

种音韵和谐的美感。

 正确辨析与运用近义词

例1  依次填入下列句子中横线上的词语,正确的一组是

(  )

① 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

②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 一 层 的 云,所 以 不 能

朗照。

③这些树将一片荷塘 围住;只在小路一旁,漏着几

段空隙。

④我 地披了大衫,带上门出去。

⑤(我) 地推门进去,什么声息也没有,妻已睡熟好

久了。

A.田田  微微  重重  轻轻  悄悄

B.田田 淡淡 团团 悄悄 轻轻

C.层层 微微 团团 轻轻 悄悄

D.层层 淡淡 重重 悄悄 轻轻

[解析] 本题考查运用叠音词的能力。能力层级为D级。理

解叠音词的表达效果,可以从语义和音韵两个方面入手。从语

义上看,叠音词比其他的常用词语表示的程度要深;从音韵上

看,则显得和谐,读起来琅琅上口,富有音乐美。①句中,“田

田”,形容荷叶相连的样子;“层层”,形容荷叶参差错落,高低相

间。用“层层”更符合荷叶高低相间的实际。②句中,“微微”,

微小、细小;“淡淡”,薄薄。用“淡淡”更恰当。③句中,“重重”,

一层又一层,形容很多;“团团”,形容旋转或围绕的样子。用

“重重”更恰当。④⑤句中,“轻轻”,用力不猛;“悄悄”,没有声

音或声音很低,(行动)不让人知道。④句用“悄悄”更恰当,⑤
句用“轻轻”更恰当。

[答案] D

 正确运用修辞手法

例2  下列句子所用修辞手法与例句相同的一项是 (  )

例: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

声似的。

A. 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B.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

C.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

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

D.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

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

[解析] 本题考查对常见修辞手法的理解,主要是分辨通感

和比喻,能力层级为D级。“通感”又称“移觉”,它用形象的

语言把一种感官的感觉转移到另一种感官上,凭借感受的相

互沟通、相互映照,使原来不可名状、难以言传的感受,具体生

动地表现出来,收到耐人寻味、余韵无穷的艺术效果。例句是

通感句;A、B是比喻句;C是拟人句;D是通感句。

[答案] D

一、基础检测

1.下列加点字的注音有错误的一项是 (  )

A. 处
踿

置(chǔ)     颤
踿

动(chàn)

曲
踿

折(qū)  霎
踿

时(shà)

B. 倩
踿

影(qiàn) 袅
踿

娜(niǎo)

头屑
踿
(xuè) 丛

踿
生(cónɡ)

C. 脉
踿

脉(mò) 参
踿

差(cēn)

酣
踿

眠(hān) 幽僻
踿
(pì)

D. 空
踿

隙(kònɡ) 宁
踿

静(nínɡ)

敛
踿

裾(liǎn) 数
踿

落(shǔ)

2.下列各组词语中,没有错别字的一组是 (  )

A. 袅娜 亭亭玉立 刹那 追本溯源

B. 煤屑 株联璧合 独处 针砭时弊

C. 脉脉 责无旁贷 参差 励行节约

D. 潋滟 煞有介事 遐尔 一塌糊涂

3.依次填入下列各句横线上的词语,最恰当的一组是(  )

(1)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 的歌

声似的。

(2)这些探测队员以 的精神在祖国天南地北找新的

矿产资源。

(3)人说黄鹤楼是登临远眺的最佳去处。我们登上五层的

回廊, 见得天光水色辽阔无边,心胸 也宽

广起来。

A. 淼茫 艰苦 居然/果然

B. 渺茫 艰苦 自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居然

4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一单元005    
C. 渺茫 坚苦 果然/居然

D. 淼茫 坚苦 居然/自然

4.下列句中加点的成语,使用不当的一项是 (  )

A. 抑郁病还表现在整日疲劳不堪,四肢无力,吃饭走路都

没精打采
踿踿踿踿

,甚至不知道哪里还能使出力气来。

B. 李刚天不亮就起来打扫卫生,同学们到教室时,他早隐
踿

隐约约
踿踿踿

地把卫生打扫好了。

C. 这群姑娘穿上这套时装,亭亭玉立
踿踿踿踿

,翩然若仙,更增添

了节日的欢庆气氛。

D.那座房子因年久失修,天花板上斑驳陆离
踿踿踿踿

,好像要裂开

一样。

5.下列各句中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  )

A. 我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要通过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和

创新体制机制,调动商业银行增加信贷投放,增强金融

机构抵御风险能力,形成银行、证券、保险等多方面扩

大融资、分散风险的合力,更好地发挥金融支持经济增

长和促进结构调整的作用。

B. 在当下群体性事件频发、基层矛盾加剧的背景下,迅速

提高县委书记的执政能力和水平,避免新一轮与农村

改革有关的政策在基层被虚化、异化,正是中共中央对

县委书记直接“垂训”的良苦用心。

C.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观念的更新,法律意识的不断提

高,一些以往被认为是“鸡毛蒜皮、不值一提”的琐事,

如今往往诉诸于法院。

D. 在探险之前,他已立下遗嘱,万一若他在探险中遇难,

他的遗产由3个子女平分。

二、阅读延伸

(一)课内阅读

荷塘的四面,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树,而杨柳最多。

这些树将一片荷塘重重围住;只在小路一旁,漏着几段空隙,

像是特为月光留下的。树色一例是阴阴的,乍看像一团烟雾;

但杨柳的丰姿,便在烟雾里也辨得出。树梢上隐隐约约的是

一带远山,只有些大意罢了。树缝里也漏着一两点路灯光,没

精打采的,是渴睡人的眼。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

与水里的蛙声;但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6.在荷塘四周的情景描写中,本段描写了哪些景物? 是按照

怎样的顺序来写景的?

   

   

7.“树缝里也漏着一两点路灯光,没精打采的,是渴睡人的

眼”,这句话运用了什么样的修饰手法? 有何表达效果?

   

   

8.文中写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有什么作用?

   

   

9.选段用了不少叠音词,如“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阴阴”

等,这样写有什么好处?

   

   

   
(二)延伸阅读

绿

朱自清

我第二次到仙岩的时候,我惊诧于梅雨潭的绿了。

梅雨潭是一个瀑布潭。仙岩有三个瀑布,梅雨瀑最低。

走到山边,便听见哗哗哗哗的声音;抬起头,镶在两条湿湿的

黑边儿里的,一带白而发亮的水便呈现于眼前了。我们先到

梅雨亭。梅雨亭正对着那条瀑布;坐在亭边,不必仰头,便可

见它的全体了。亭下深深的便是梅雨潭。这个亭踞在突出的

一角的岩石上,上下都空空儿的;仿佛一只苍鹰展着翼翅浮在

天宇中一般。三面都是山,像半个环儿拥着;人如在井底了。

这是一个秋季的薄阴的天气。微微的云在我们顶上流着;岩

面与草丛都从润湿中透出几分油油的绿意。而瀑布也似乎分

外的响了。那瀑布从上面冲下,仿佛已被扯成大小的几绺;不

复是一幅整齐而平滑的布。岩上有许多棱角;瀑流经过时,作

急剧的撞击,便飞花碎玉般乱溅着了。那溅着的水花,晶莹而

多芒;远望去,像一朵朵小小的白梅,微雨似的纷纷落着。据

说,这就是梅雨潭之所以得名了。但我觉得像杨花,格外确切

些。轻风起来时,点点随风飘散,那更是杨花了。———这时偶

然有几点送入我们温暖的怀里,便倏的钻了进去,再也寻它

不着。

梅雨潭闪闪的绿色招引着我们;我们开始追捉她那离合

的神光了。揪着草,攀着乱石,小心探身下去,又鞠躬过了一

个石穹门,便到了汪汪一碧的潭边了。瀑布在襟袖之间;但我

的心中已没有瀑布了。我的心随潭水的绿而摇荡。那醉人的

绿呀! 仿佛一张极大的荷叶铺着,满是奇异的绿呀。我想张

开两臂抱住她;但这是怎样一个妄想呀。———站在水边,望到

那面,居然觉着有些远呢! 这平铺着、厚积着的绿,着实可爱。

她松松的皱缬着,像少妇拖着的裙幅;她轻轻的摆弄着,
﹏﹏﹏﹏﹏﹏﹏﹏﹏﹏﹏﹏﹏﹏﹏﹏﹏﹏﹏﹏﹏﹏﹏﹏

像跳

动的初恋的处女的心;她滑滑的明亮着,像涂了“明油”一般
﹏﹏﹏﹏﹏﹏﹏﹏﹏﹏﹏﹏﹏﹏﹏﹏﹏﹏﹏﹏﹏﹏﹏﹏

,

有鸡蛋清那样软,那样嫩;她又不杂些儿尘滓,
﹏﹏﹏﹏﹏﹏﹏﹏﹏﹏﹏﹏﹏﹏﹏﹏﹏﹏﹏﹏﹏﹏﹏﹏

宛然一块温润

的碧玉,只清清的一色———但你却看不透她
﹏﹏﹏﹏﹏﹏﹏﹏﹏﹏﹏﹏﹏﹏﹏﹏﹏﹏

!我曾见过北京什

刹海拂地的绿杨,脱不了鹅黄的底子,似乎太淡了。我又曾见

过杭州虎跑寺近旁高峻而深密的“绿壁”,丛叠着无穷的碧草

与绿叶的,那又似乎太浓了。其余呢,西湖的波太明了,秦淮

河的也太暗了。可爱的,我将什么来比拟你呢? 我怎么比拟

得出呢? 大约潭是很深的,故能蕴蓄着这样奇异的绿;仿佛蔚

蓝的天融了一块在里面似的,这才这般的鲜润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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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    语文·必修2(人教)

人的绿呀! 我若能裁你以为带,我将赠给那轻盈的舞女;她必

能临风飘举了。我若能挹你以为眼,我将赠给那善歌的盲妹;

她必明眸善睐了。我舍不得你;我怎舍得你呢? 我用手拍着

你,抚摩着你,如同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我又掬你入口,

便是吻着她了。我送你一个名 字,我 从 此 叫 你“女 儿 绿”,

好么?

我第二次到仙岩的时候,我不禁惊诧于梅雨潭的绿了。

10.请找出本文的文眼。

    

11.画波浪线的句子运用了什么修辞手法? 分别写出了“绿”

的什么特点?

   

   

   

12.画横线的句子,在文中有什么作用?

   

   

13.《绿》与《荷塘月色》都是朱自清写景抒情的名篇,试分析

探究两篇文章在抒发的情感上有什么不同?

   

   

   

三、表达运用

14.下面这首诗的每一句都可以想象成一个电影镜头,前两

个镜头的脚本已写出,请续写后两个。要求:①按照诗意

来设计场景和人物的神态动作;②想象合理;③每个镜头

脚本的字数不超过40个。

采 莲 子

皇甫松

船动湖光滟滟秋,贪看年少信船流。

无端隔水抛莲子,遥被人知半日羞。

[场景]湖边。采莲船上。

[人物]采莲女,小伙子,女伴。

镜头一:秋日湖上,波光粼粼。一位美丽的姑娘划着采莲

船从荷花丛中划出。左顾右盼。

镜头二:忽见岸上有位英俊少年。姑娘怦然心动,痴痴地

看着他,竟忘记了摇桨,任凭船儿飘荡。

镜头三:    

   

   

镜头四:    

   

   

15.为下面的对联拟写下联。

(1)上联:月色映荷塘诗情一片

下联:

(2)上联:清清幽幽,荷塘边上斯人独处

下联:    

清 塘 荷 韵

季羡林

楼前有清塘数亩。记得三十多年前初搬来时,池塘里好

像是有荷花的,我的记忆里还残留着一些绿叶红花的碎影。

后来时移事迁,岁月流逝,池塘里却变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

光云影共徘徊”,再也不见什么荷花了。

我脑袋里保留的旧的思想意识颇多,每一次望到空荡荡

的池塘,总觉得好像缺点什么。这不符合我的审美观念。有

池塘就应当有点绿的东西,哪怕是芦苇呢,也比什么都没有

强。最好的最理想的当然是荷花。中国旧的诗文中,描写荷

花的简直是太多太多了。周敦颐的《爱莲说》读书人不知道的

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他那一句有名的“香远益清”是脍炙人口

的。几乎可以说,中国没有人不爱荷花的。可我们楼前池塘

中独独缺少荷花。每次看到或想到,总觉得是一块心病。

有人从湖北来,带来了洪湖的几颗莲子,外壳呈黑色,极

硬。据说,如果埋在淤泥中,能够千年不烂。因此,我用铁锤

在莲子上砸开了一条缝,让莲芽能够破壳而出,不至永远埋在

泥中。这都是一些主观的愿望,莲芽能不能长出,都是极大的

未知数。反正我总算是尽了人事,把五六颗敲破的莲子投入

池塘中,下面就是听天由命了。

这样一来,我每天就多了一件工作:到池塘边上去看上几

次。心里总是希望,忽然有一天,“小荷才露尖尖角”,有翠绿

的莲叶长出水面。可是,事与愿违,投下去的第一年,一直到

秋凉落叶,水面上也没有出现什么东西。经过了寂寞的冬天,

到了第二年,春水盈塘,绿柳垂丝,一片旖旎的风光。可是,我

翘盼的水面却仍然没有露出什么荷叶。此时我已经完全灰了

心,以为那几颗湖北带来的硬壳莲子,由于人力无法解释的原

因,大概不会再有长出荷花的希望了。我的目光无法把荷叶

从淤泥中吸出。

但是,到了第三年,却忽然出了奇迹。有一天,我忽然发

现,在我投莲子的地方长出了几个圆圆的绿叶,虽然颜色极惹

人喜爱,但是却细弱单薄,可怜兮兮地平卧在水面上,像水浮

莲的叶子一样。而且最初只长出了五六个叶片。我总嫌这有

点太少,总希望多长出几片来。于是,我盼星星,盼月亮,天天

到池塘边上去观望。有校外的农民来捞水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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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007    
手下留情,不要碰断叶片。但是经过了漫漫的长夏,凄清的秋

天又降临人间,池塘里浮动的仍然只是孤零零的那五六个叶

片。对我来说,这又是一个虽微有希望但究竟仍是令人灰心

的一年。

真正的奇迹出现在第四年上。严冬一过,池塘里又溢满

了春水。到了一般荷花长叶的时候,在去年飘浮的五六个叶

片的地方,一夜之间,突然长出了一大片绿叶,而且看来荷花

在严冬的冰下并没有停止行动,因为在离开原有五六个叶片

的那块基地比较远的池塘中心,也长出了叶片。叶片扩张的

速度,扩张范围的扩大,都是惊人地快。几天之内,池塘内不

小一部分,已经全为绿叶所覆盖。而且原来平卧在水面上的

像是水浮莲一样的叶片,不知道是从哪里聚集来了力量,有

一些竟然跃出水面,长成了亭亭的荷叶。原来我心中还迟迟

疑疑,怕池中长的是水浮莲,而不是真正的荷花。这样一来,

我心中的疑云一扫而光;池塘中生长的真正是洪湖莲花的子

孙了。我心中狂喜,这几年总算是没有白等。

天地萌生万物,对包括人在内的动、植物等有生命的东

西,总是赋予一种极其惊人的求生存的力量和极其惊人的扩

展蔓延的力量,这种力量大到无法抗御。只要你肯费力来观

察一下,就必然会承认这一点。现在摆在我面前的就是我楼

前池塘里的荷花。自从几个勇敢的叶片跃出水面以后,许多

叶片接踵而至。一夜之间,就出来了几十枝,而且迅速地扩

散、蔓延。不到十几天的工夫,荷叶已经蔓延得遮蔽了半个池

塘。从我撒种的地方出发,向东西南北四面扩展。我无法知

道,荷花是怎样在深水中淤泥里走动。反正从露出水面的荷叶

来看,每天至少要走半尺的距离,才能形成眼前的这个局面。

光长荷叶,当然是不能满足的。荷花接踵而至,而且据了

解荷花的行家说,我门前池塘里的荷花,同燕园其他池塘里

的,都不一样。其他地方的荷花,颜色浅红;而我这里的荷花,

不但红色浓,而且花瓣多,每一朵花能开出十六个复瓣,看上

去当然就与众不同了。这些红艳耀目的荷花,高高地凌驾于

莲叶之上,迎风弄姿,似乎在睥睨一切。幼时读旧诗:“毕竟西

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

红。”爱其诗句之美,深恨没有能亲自到杭州西湖去欣赏一番。

现在我门前池塘中呈现的就是那一派西湖景象。是我把西

湖从杭州搬到燕园里来了。岂不大快人意也哉! 前几年才搬

到朗润园来的周一良先生赐名为“季荷”。我觉得很有趣,又

非常感激。难道我这个人将以荷而传吗?

前年和去年,每当夏月塘荷盛开时,我每天至少有几次

徘徊在塘边,坐在石头上,静静地吸吮荷花和荷叶的清香。

“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我确实觉得四周静得很。我在

一片寂静中,默默地坐在那里,水面上看到的是荷花的绿肥、

红肥。倒影映入水中,风乍起,一片莲瓣坠入水中,它从上面

向下落,水中的倒影却是从下边向上落,最后一接触到水面,

二者合为一,像小船似的漂在那里。我曾在某一本诗话上读

到两句诗:“池花对影落,沙鸟带声飞。”作者深惜第二句对仗不

工。这也难怪,像“池花对影落”这样的境界究竟有几个人能参

悟透呢?

晚上,我们一家人也常常坐在塘边石头上纳凉。有一夜,

天空中的月亮又明又亮,把一片银光洒在荷花上。我忽听扑

通一声。是我的小白波斯猫毛毛扑入水中,她大概是认为水

中有白玉盘,想扑上去抓住。她一入水,大概就觉得不对头,

连忙矫捷地回到岸上,把月亮的倒影打得支离破碎,好久才恢

复了原形。

今年夏天,天气异常闷热,而荷花则开得特欢。绿盖擎

天,红花映日,把一个不算小的池塘塞得满而又满,几乎连水

面都看不到了。一个喜爱荷花的邻居,天天兴致勃勃地数荷

花的朵数。今天告诉我,有四五百朵;明天又告诉我,有六七

百朵。但是,我虽然知道他为人细致,却不相信他真能数出确

实的朵数。在荷叶底下,石头缝里,旮旮旯旯,不知还隐藏着

多少,都是在岸边难以看到的。

连日来,天气突然变寒。池塘里的荷叶虽然仍是绿油一

片,但是看来变成残荷之日也不会太远了。再过一两个月,池

水一结冰,连残荷也将消逝得无影无踪。那时荷花大概会在

冰下冬眠,做着春天的梦。它们的梦一定能够圆的。“既然冬

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我为我的“季荷”祝福。

【品析】 很多植物都有着顽强的生命力,自古至今很多文人

不断歌咏着这种生命力:春天的小草、岩缝里的种子、漫天飘

舞的飞絮……本文从叹息宅前荷塘空荡荡写起,由此引出投

莲子入塘以及漫长的期待。这以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作

者每天多了一件工作,心里多了一线希望。几颗弱小的莲子,

就在这关注、企盼中慢慢长叶,开花,最后蔓延成片,被朋友喜

称为“季荷”。这繁茂的“季荷”,不正是绵绵生命的象征吗?

莲子于淤泥中孕育新生,由纤弱转成茁壮,这是人所共

见;寒冬将至,鲜荷不见,而荷花在冰下做着春天的梦,这是作

者的独到之思。细读本文,我们难道不会从这独到之思中感

悟到某种哲理吗?

可将本文与《荷塘月色》作比较阅读。《荷塘月色》写月夜

荷塘的静态,力求描绘出物境之美;本文写荷花从无到有、从

弱小到繁茂的成长动态,重在表现莲荷顽强的生命力以及作

者由此得到的欣慰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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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    语文·必修2(人教)

2 故 都 的 秋

1. 字音

潭柘
踿

寺(zhè) 椽
踿
(chuán) 喇

踿
叭(lǎ)

落蕊
踿
(ruǐ) 细腻

踿
(nì) 夹

踿
袄(jiá)

平仄
踿
(zè) 歧

踿
韵(qí) 橄榄

踿踿
(ɡǎnlǎn)

颓
踿

废(tuí) 散文钞
踿
(chāo) 萧

踿
索(xiāo)

普陀
踿

山(tuó) 鲈
踿

鱼(lú) 房檩
踿
(lǐn)

譬
踿

如(pì) 槐
踿

树(huái) 驯
踿

鸽(xùn)

混沌
踿
(dùn) 潜

踿
意识(qián) 廿

踿
四桥(niàn)

泡
(pāo)泡桐

(pào){ 泡影
     藉

(jiè)慰藉

(jí){ 狼藉

夹

(jiá)夹袄

(jiā)夹板

(ɡā)

ì

î

í
ïï

ïï 夹肢窝

折

(zhē)折腾

(zhé)折叠

(shé)

ì

î

í
ïï

ïï 折耗

落

(luò)疏落

(luō)大大落落

(là)落下很远

(lào)

ì

î

í

ï
ïï

ï
ï 落枕

着

(zhuó)穿着

(zháo)着急

(zhāo)着数

(zhe)

ì

î

í

ï
ïï

ï
ï 长着树

2. 词语

(1)重点词解释

混混沌沌:形容糊里糊涂、无知无识的样子。

潜意识:即下意识,心理学上指不知不觉、没有意识的心

理活动。

梧桐一叶而天下知秋:《淮南子·说山》:“以小明大,见叶

落而知岁之将暮。”《太平御览》卷二十四引作“一叶落而知天

下秋”。

落寞:冷落,寂寞。

不能自已: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

疏疏落落:在空间和时间上间隔远,稀稀落落的意思。

不远千里:不认为千里遥远,不怕路途遥远。

深沉:①阴暗沉静。②形容程度深。如,深沉的思考。③
也指思想感情不外露。如,性格深沉。

悠闲:形容闲暇安适。

颓废:意志消沉,精神委靡。

萧索:缺乏生机;不热闹。

幽远:幽静深远。

领略:领会,欣赏。即了解事物的情况,进而认识它的意

义,或者辨别它的滋味。

(2)词语辨析

【幽远·悠远】

幽远:指(山水、树木、宫室等)深而幽静。悠远:①离现在

时间长;②距离远。

【萧条·萧索·萧瑟】

萧条:①寂寞冷落,毫无生气;②(经济)衰微,不景气。萧

索:缺乏生机,不热闹。萧瑟:①形容风吹树木的声音;②冷

落;凄凉。

【赏玩·赏析·赏识】

赏玩:欣赏玩味。赏析:欣赏并评述(诗文等)。赏识:认

识到某人的品德、才能或作品的价值而予以重视或赞扬(多指

上对下)。

【情趣·情味·情调】

情趣:①性情和志趣;②情调和趣味。情味:①情调;意

味;②情谊;情义。情调:①思想感情的格调;②事物所具有的

能给人留下强烈印象的独特风格。

【颓废·颓败】

颓废:指意志消沉,精神委靡,多用于形容人。颓败:指衰

落,腐败,多用于形容物。

【十足·实足】

十足:①指(黄金等)成色纯;②十分充实(多用于抽象概

念)。实足:确实足数,强调数量符合要求。

【何尝·未尝】

何尝:有“哪里”“怎么”的意思,用反问语气表示肯定或者

否定。未尝:“不是”“没有”的意思,用在否定词前构成双重否

定。带有委婉的语气。

【题目解说】

“故都”两字指明描写的地点,含有深切的眷念之情,也暗

含着一种文化底蕴;“秋”字确定描写的内容,与“故都”结合在

一起,暗含着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融合的一种境界。题目

明确而又深沉。

【人物名片】

郁达夫(1896—1945),现代作家。原名郁文,浙江富阳

人,少时聪颖好学。1913年赴日本留学,饱受屈辱和歧视的

异国生活,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使他从研究经济学转而走上

文学创作的道路。1921年参与发起成立创造社,出版了新文

学最早的白话短篇小说集《沉沦》,轰动了文坛。1922年毕业

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部。回国后参与编辑《创造》季刊、《创造

周报》等刊物,主编《大众文艺》。1930年中国自由运动大同

盟成立,为发起人之一,并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8年

底赴新加坡,从事报刊编辑和抗日救亡工作。1942年流亡到

苏门答腊,化名赵廉隐居下来。不久,当地日本宪兵部强迫他

去当翻译,他暗中保护和营救了不少当地志士和华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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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009    
了许多日本宪兵部的秘密罪行。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日本

宪兵秘密杀害。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他为“为民族解

放殉难的烈士”,并在他的家乡建亭纪念。

郁达夫一生著述宏富,成就卓著,尤以小说和散文最为

著称,影响广泛。其中以短篇小说《沉沦》《采石矶》《春风沉醉

的晚上》《薄奠》《迟桂花》,中篇小说《迷羊》《她是一个弱女子》

和《出奔》等最为著名。小说多以失意落魄的青年知识分子作

为描写对象,往往大胆地进行自我暴露,富于浪漫主义的感

伤气息,笔调洒脱自然,语言清新优美,具有强烈的主观抒情

色彩。他的散文直抒胸臆,毫无掩饰地表现了一个富有才情

的知识分子在动乱社会里的苦闷心情,写得清新秀丽,富有

气势和神韵,与他的小说一样,具有真率、热情、明丽、酣畅的

风格。

【背景资料】

从1921年9月至1933年3月,郁达夫曾用相当大的精

力参加左翼文艺活动和进行创作。由于国民党白色恐怖的

威胁等原因,郁达夫从1933年4月由上海迁居杭州,1936年

2月离杭赴福州。在杭州居住了近三年。在这段时间里他思

想苦闷,创作枯竭,过的是一种闲散安逸的生活。在这两三年

间,郁达夫的确花了许多时间到处游山玩水,在一定程度上

也是为排遣现实带给他的苦闷和离群索居的寂寞。在游山

玩水的过程中,写了许多游记,这是他在这段时期创作的主

要收获,为我国现代游记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在杭州期间,郁

达夫提倡“静”的文学,写的也多是“静如止水似的遁世文学”。

  1934年7月,郁达夫“不远千里”从杭州经青岛去北平,

再次饱尝了故都的秋“味”,并写下了优美的散文《故都的秋》。

【主旨探微】

本文通过对故都的秋的洗练、优美的描写,赞美了故都

秋天特有的美,勾勒了故都之秋的清、静又带有悲凉的情景,

抒发了作者眷恋、热爱故都的真挚情感,从中也流露出作者

深远的忧思和冷落、孤独的情怀。

【梳理文脉】

【重点难点】

1. 重点句段赏析

(1)秋并不是名花,也并不是美酒,那一种半开、半醉的状

态,在领略秋的过程上,是不合适的。

赏析:该句运用了比喻手法,是对上句“秋的意境与姿态,

总看不饱,尝不透,赏玩不到十足”的解释。所要表达的意思

是:对于欣赏名花,品尝美酒来说,那种半开、半醉的境界是最

好的,但对于领略秋来说,这种境界则不够味儿。整个句子的

意思是说,江南的秋让人“总看不饱,尝不透,赏玩不到十足”,

从而表达了作者对北国之秋的向往与赞美。

(2)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

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从槐树叶

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静对

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朝荣)的蓝朵,自然而然地也能感觉到

十分的秋意。

赏析:这里写了视觉形象、听觉形象。景物写得非常细

致,如“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像喇叭似的牵牛花(朝荣)的

蓝朵”;也写了观景、赏景的心态、动作,如“细数”“静对”,透露

出悠闲与惬意。这里仿佛描绘了一幅画,背景是一片碧绿辽

阔的天空,间或有一两只白色或瓦灰色的鸽子,下面是一平民

小院,院中牵牛花盛开,坐在院中的人,手捧茶碗,举头望碧

空,俯身撷牵牛,耳边不时传来驯鸽的飞声,画面有动有静,绘

声绘色,秋的美、秋的情趣完全融合在蓝天之中。

(3)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

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

觉得有点儿落寞。

赏析:“细腻”本指(描绘、表演等)细致入微,也可指人的

感情细致,这里用来形容“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

纹”,明显带有作者的主观倾向,而后面的“清闲”“落寞”则更

是作者主观感情的流露。一片飘零的槐叶能打动情意,这种

深远的忧思和孤独者的冷落之感,正是郁达夫当时的心境。

此段文字极好地体现了情景交融的特点。

  2. 重难点问题分析

(1)文中哪些地方突出了“故都的秋”的“清、静、悲凉”的

特点?

  写秋院———“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境的宁静);“细

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静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朝

荣)的蓝朵”(心的宁静);“一椽破屋”“破壁腰”(境的悲凉)。

写秋槐———“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

出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既是境的宁静,也是心的宁

静);“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

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

得有点儿落寞”(既有境的宁静,也有心的悲凉)。

写秋蝉———“衰弱”“残声”(这本身就是一种悲凉)。

写秋雨———“息列索落”“云渐渐地卷向了西去”“很厚的

青布单衣或夹袄”(既有境的宁静,也有情和境的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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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   语文·必修2(人教)

写秋果———“淡绿微黄”,即使是写“红”也是“红完”(是一

种清、静的淡色)。

郁达夫写“故都的秋”,紧扣住“清”“静”“悲凉”的特点,不

用浓墨重彩,而是用平凡的词语表现了平凡的秋姿、秋色、秋

声和秋味。

(2)作者为什么把秋景写得如此的“清”“静”与“悲凉”呢?

①社会环境的黑暗。20世纪30年代的旧中国,连年战

乱,民生凋敝,读书人也衣食无安,居无定所。为了谋生,郁达

夫辗转千里颠沛流离,饱受人生愁苦与哀痛。他心中的“悲

凉”已不仅是故都赏景的心态,而是整个的人生感受。

②与作家个人气质和抑郁善感有关。从身世命运来看,

“郁达夫三岁丧父,家道衰贫”,后来又经过两次婚姻失败,再

有两次丧子之痛,在日本十年的异地生活使他饱受屈辱和歧

视,他的身世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忧伤压抑的性格,

从而影响着他在创作上的情趣倾向。

③与作家的文艺观和审美追求有关。在杭州期间,他思

想苦闷,创作枯竭,过着一种闲散寂寥的生活,提倡“静”的文

学,写的也多是“静如止水似的遁世文学”。

④与中国文人传统的悲秋情结有关。郁达夫作为一个

现代文人,由于所受教育的影响,始终没有完全摆脱中国旧

式传统文人的积习,因此,当他写故都之秋时,就自然地承袭

了中国传统文人的悲秋情结。

(3)本文是写景抒情散文,却在描绘了五幅秋景图之后,

插入第12段这样一大段议论,这段话的中心句是哪一句? 这

段议论的作用是什么?

中心句:足见有感觉的动物,有情趣的人类,对于秋,总是

一样的能特别引起深沉,幽远,严厉,萧索的感触来的。

作用:从思想内容上看,作者意在创造一种文化氛围,在

自然气息之外再添一重文化气息,给“故都”再添色彩,也更显

示出作者对故都之秋的眷恋。从行文章法看,作者把文笔由

写景转到议论,有起伏跌宕的效果,显出作者深厚的文化底

蕴和开阔的思路。

(4)本文运用了大量排比句,这样写的好处是什么?

①通过多组排比句,表现故都秋天的特点。

如“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

国的秋,却特别地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作者在“秋天,

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之后,笔锋陡然一转,浓烈

的感情犹如决堤的洪流,喷泻而出:“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

凉。”短短10个字的排比句,道出了北国秋天的“清、静、悲凉”

的特点,“来得”的反复使用,舒缓了语气,为全文笼上了一种

感伤的基调。

②排比手法的运用,较好地表现了作者深远的忧思和孤

寂冷落的情感。

时代的黑暗,使得作者报国无门,作者隐逸于恬淡的山

水之间,徘徊在凄风惨雨的秋色之中,其思想情感,便通过笔

下的景物抒发出来。如:“说到了牵牛花,我以为以蓝色或白

色者为佳,紫黑色次之,淡红者最下。”作者借牵牛花的颜色,

阐述自己对秋景配色的看法,一种单纯的情境,不受外界干扰

的心情便由此表露出来,这便是作者当时思想上孤寂冷落的

真切反映。

③运用排比,描绘了南方的秋景、秋味。

例如:“江南,秋当然也是有的;但草木凋得慢,空气来得

润,天的颜色显得淡,并且又时常多雨而少风……”

“(一个人)……只能感到一点点清凉,秋的味,秋的色,秋

的意境与姿态,总看不饱,尝不透,赏玩不到十足。”

“南国之秋,当然是也有它的特异的地方的,譬如廿四桥

的明月,钱塘江的秋潮,普陀山的凉雾,荔枝湾的残荷等等。”

以上几句,运用排比的方法,写出了南方的秋天,是为了

反衬北国秋天清、静、悲凉的特点。南国的凉秋与故都的寒秋

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中我们可以品味出不同的滋味,从而领

会作者心目中的秋意。

(5)如何理解文章结尾一段话?

文章最后的议论,是点睛之笔。“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

留得住的话,我愿意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

一的零头。”这是惊人之笔,作者愿以生命为代价,与北国之秋

同在、同生活,足见他对北国秋天所倾注的深情。作者在

1936年5月写的《北平的四季》里写道:“北方的秋才是真正

的秋,南方的秋不过是小春天气;北平一年四季无一月不好。”

再联系当时国家山河破碎、内外交困的现实,作者为了保住祖

国美好的东西,“愿意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不仅体现了眷

恋故都风物的真情,也表现了深沉的爱国之情。

【延伸探究】

本文结尾说道:“南国之秋,当然是也有它的特异的地方

的……可是色彩不浓,回味不永。比起北国的秋来,正像是黄

酒之与白干,稀饭之与馍馍,鲈鱼之与大蟹,黄犬之与骆驼。”

“黄酒之与白干”等四对比喻,本体和喻体有可比性吗? 这样

写有什么好处?

观点一:贺诚章先生认为:“这是多角度表达了对南北方

秋天的具体差别的体验:一是味道薄厚的差别;二是充实程度

的差别;三是肥美程度的差别;四是规模的差别。”

观点二:漆瑗先生认为:“一个温和,一个刚烈;一个稠润,

一个硬实;一个细腻秀美,一个粗壮威严;一个机灵活泼,一个

沉稳刻苦。”

观点三:张宏星先生认为:“它们比喻的是南国之秋秋味

平淡,北国之秋秋味浓烈;南国之秋秋味稀薄,北国之秋秋味

厚实;南国之秋秋味柔软,北国之秋秋味刚强;南国之秋范围

狭小,北国之秋范围广大。”

观点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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