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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一单元

1 黄山绝壁松

冯骥才

黄山绝壁松生长在悬崖绝壁上。那里天寒风疾，寸草不生。一棵
棵野松却奇迹般地从石缝中生长出来，伸展出了优美的长臂。作者以
崇敬的心情描述黄山绝壁松于荒峰野岭、悬崖峭壁、山险莫测的绝境
中搏斗风雨的矫健与强悍，极力赞美其刚强、坚韧、适应、忍耐、奋进与
自信的生命理念，堪称绝壁灵魂的生命赞歌。作者用全景、远景、特
写、写意等多种手法，通过对黄山绝壁松生存的环境、生命的蓬勃旺盛
和它们具备的品质等的描写，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令人敬畏的生机勃
勃的黄山绝壁松的感人图画。文章笔调清新俊逸、语言优美隽永、主
题动人心魄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走进这篇精美的散文。

黄山以石奇云奇松奇名天下。然而登上黄山，给我以震动的是黄
山松。

黄山之松布满黄山。由深深的山谷至大大小小的山顶，无处无
松。可是我说的松只是山上的松。

山上有名气的松树颇多。如迎客松、望客松、黑虎松、连理松，等
等，都是游客们争相拍照的对象。但我说的不是这些名松，而是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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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极顶和绝壁上不知名的野松。
黄山全是石峰。裸露的巨石侧立千仞，光秃秃没有土壤。尤其那

些极高的地方，天寒风疾，草木不生，苍鹰也不去那里，一棵棵松树却
破石而出，伸展着优美而碧绿的长臂，显示其独具的气质。世人赞叹
它们独绝的姿容，很少去想在终年的烈日下或寒飙中，它们是怎样存
活和生长的。

一位本地人告诉我，这些生长在石缝里的松树，根部能够分泌一
种酸性的物质腐蚀石头的表面，使其化为养分被自己吸收。为了从石
头里寻觅生机，也为了牢牢抓住绝壁，以抵抗不期而至的狂风的撕扯
与摧折，它们的根日日夜夜与石头搏斗着，最终不可思议地穿入坚如
钢铁的石体。细心便能看到，这些松根在生长和壮大时常常把石头从
中挣裂! 还有什么树木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

我在迎客松后边的山崖上仰望一处绝壁，看到一条长长的石缝里
生着一株幼小的松树。它高不及一米，却旺盛而又有活力。显然曾有
一颗松子飞落到这里，在这冰冷的石缝间，什么养料也没有，它却奇迹
般生根发芽，生长起来。如此幼小的树也能这般顽强? 这力量是来自
物种本身，还是在一代代松树坎坷的命运中磨砺出来的? 我想，一定
是后者。我发现，山上之松与山下之松决不一样。那些密密实实拥挤
在温暖的山谷中的松树，干直枝肥，针叶鲜碧，慵懒而富态; 而这些山
顶上的绝壁松却是枝干瘦硬，树叶黑绿，矫健又强悍。这绝壁之松是
被恶劣与凶险的环境强化出来的。它强劲和富于弹性的树干，是长期
与风雨搏斗的结果;它远远地伸出的枝叶是为了更多地吸取阳光……
这一代代艰辛的生存记忆，已经化为一种个性的基因，潜入绝壁松的
骨头里。因此，它们才有着如此非凡的性格与精神。

它们站立在所有人迹罕至的地方。那些荒峰野岭的极顶，那些下
临万丈的悬崖峭壁，那些凶险莫测的绝境，常常可以看到三两棵甚至
只有一棵孤松，十分夺目地立在那里。它们彼此姿态各异，也神情各
异，或英武，或肃穆，或孤傲，或寂寞。远远望着它们，会心生敬意; 但
它们———只有站在这些高不可攀的地方，才能真正看到天地的浩荡与
博大。

于是，在大雪纷飞中，在夕阳残照里，在风狂雨骤间，在云烟明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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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这些绝壁松都像一个个活着的人: 像站立在船头镇定又从容地与
激浪搏斗的艄公;像战场上永不倒下的英雄;像沉静的思想者;像超逸
又具风骨的文人……在一片光亮晴空的映衬下，它们的身影就如同用
浓墨画上去的一样。

但是，别以为它们全像画中的松树那么漂亮。有的枝干被狂风吹
折，暴露着断枝残干，但另一些枝叶仍很苍郁; 有的被酷热与冰寒打
败，只剩下赤裸的枯骸，却依旧尊严地挺立在绝壁之上。于是，一个强
者应当有的品质———刚强、坚韧、适应、忍耐、奋取与自信，它全都
具备。

现在可以说了，在黄山这些名绝天下的奇石奇云奇松中，石是山
的体魄，云是山的情感，而松———绝壁之松是黄山的灵魂。

【作者简介】
冯骥才，浙江宁波人，1942 年生于天津，著名作家、文学家、艺术

家，民间艺术抢救工作者。现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执行副主席，
中国小说学会会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
艺术研究院院长，《文学自由谈》杂志和《艺术家》杂志主编，并任中国
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著有长篇小说《义和拳》( 与李定兴合写，是一篇历史小说) 、《神
灯前传》，中篇小说集《铺花的歧路》《啊! 》，短篇小说集《雕花烟斗》
《意大利小提琴》，小说集《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系列报告文学《一
百个人的十年》，电影文学剧本《神灯》，文学杂谈集《我心中的文学》
《俗世奇人》，以及《冯骥才中短篇小说集》《冯骥才小说集》《冯骥才选
集》等。短篇小说《雕花烟斗》、中篇小说《啊! 》《神鞭》，分获全国优秀
短篇、优秀中篇小说奖。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法、德、日、俄等文字在国
外出版。

冯骥才以写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天津近代历史故事见长，注意选取
视角的新颖，用多变的艺术手法、细致深入的描写，开掘生活的底蕴，
咀嚼人生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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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章开头作者说“给我以震动的是黄山松”，联系全文看，黄山
松在哪些方面给作者以震动?

2．文章第四自然段和倒数第二自然段分别写到绝壁松“伸展着优
美而碧绿的长臂，显示其独具的气质”和“有的枝干被狂风吹折，暴露
着断枝残干”，这是否矛盾，为什么?

3．描写绝壁松共用了几处对比，分别起什么作用?

4．从语言赏析的角度，谈谈下列句子的表达效果。
( 1) 裸露的巨石侧立千仞，光秃秃没有土壤。尤其那些极高的地

方，天寒风疾，草木不生，苍鹰也不去那里，一棵棵松树却破石而出，伸
展着优美而碧绿的长臂，显示其独具的气质。

( 2) 它们彼此姿态各异，也神情各异，或英武，或肃穆，或孤傲，或
寂寞。

5．文章结尾处，作者说“绝壁之松是黄山的灵魂”。请你谈谈对这
句话的理解。

2 香椿

张晓风

“春来即吐紫，不做自矜持。由来少花事，生香叶繁枝。可以佐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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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亦可当药使。可以登大雅，无需有兰姿。”这小诗，说的便是香椿。
它端得平民女子的装扮，糙糙的，看上去好似土气的村姑，却有一个奇
香的灵魂。香椿芽的芳烈之味，让作者张晓风大叹: “太完美了! 让时
间在这一瞬停止吧! ”不错的，咀嚼一芽香椿，就能吞吃到整个春天，那
些和风，那些细雨，那些深深浅浅的春滋味。这朴素而奇香的香椿带
给作者多少愉悦的体验，留给作者多少美好的回忆呢? 就让我们在作
者散发着璎珞敲冰的古典光芒的文字中，在她睿智柔婉的情感中去慢
慢体味吧。

香椿芽刚冒上来的时候，是暗红色，仿佛可以看见一股地液喷上
来，把每片嫩叶都充了血。

每次回屏东娘家，我总要摘一大抱香椿芽回来，孩子们都不在家，
老爸老妈坐对四棵前后院的香椿，当然是来不及吃的。

记忆里妈妈不种什么树，七个孩子已经够排成一列树栽子了，她
总是说“都发了人了，就发不了树啦! ”可是现在，大家都走了，爸妈倒
是弄了前前后后满庭的花，满庭的树。

我踮起脚来，摘那最高的尖芽。
不知为什么，椿树是传统文学里被看作一种象征父亲的树。对我

而言，椿树是父亲，椿树也是母亲，而我是站在树下摘树芽的小孩。那
样坦然地摘，那样心安理得地摘，仿佛做一棵香椿树就该给出这些嫩
芽似的。

年复一年我摘取，年复一年，那棵树给予。
我的手指已习惯于接触那柔软潮湿的初生叶子的感觉，那种攀摘

令人惊讶浩叹，那不胜柔弱的嫩芽上竟仍把得出大地的脉动，所有的
树都是大地单向而流的血管，而香椿芽，是大地最细致的微血管。

我把主干拉弯，那树忍着，我把支干扯低，那树忍着，我把树芽采
下，那树默无一语。我撇下树回头走了，那树的伤痕上也自己努力结
了疤，并且再长新芽，以供我下次攀摘。

我把树芽带回台北，放在冰箱里，不时取出几枝，切碎，和蛋，炒得
喷香的放在餐桌上，我的丈夫和孩子争着嚷着炒得太少了。

我把香椿挟进嘴里，急急地品味那奇异的芳烈的气味，世界仿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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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刹时凝止下来，浮士德的魔鬼给予的种种尘世欢乐之后仍然迟迟说
不出口的那句话，我觉得我是能说的。
“太完美了，让时间在这一瞬间停止吧! ”
不纯是为了那树芽的美味，而是为了那背后种种因缘，岛上最南

端的小城，城里的老宅，老宅的故园，园中的树，象征父亲也象征母亲
的树。

万物于人原来可以如此亲和的。吃，原来也可以像宗教一般庄严
肃穆的。

【作者简介】
张晓风，江苏铜山人，1941 年生于浙江金华，八岁后赴台，毕业于

台湾东吴大学，并曾执教于该校及他处。她笃信宗教，喜爱创作，小
说、散文及戏剧著作有三四十种，并曾一版再版，被译成各种文字。
1977 年其作品被列入《台湾十大散文家选集》，编者称“她的作品是中
国的，怀乡的，不忘情于古典而纵身现代的，她又是极人道的”。余光
中也曾称其文字“柔婉中带刚劲”，将之列为“第三代散文家中的名
家”。又有人称其文“笔如太阳之热，霜雪之贞，篇篇有寒梅之香，字字
若璎珞敲冰”，皆评价甚高。她的成名作《地毯的那一端》抒写婚前的
喜悦，情感细腻动人。但她的成就并不止于此。她其后的作品在内容
和技巧上都不断发展和突破，从描写生活琐事，渐渐转变为抒写家国
情怀及社会世态，融入哲理，不断开拓。她的主要作品有《白手帕》
《红手帕》《春之怀古》《愁乡石》等。

1．请自选角度赏析下面的句子。
我的手指已习惯于接触那柔软潮湿的初生叶子的感觉，那种攀摘

令人惊讶浩叹，那不胜柔弱的嫩芽上竟仍把得出大地的脉动，所有的
树都是大地单向而流的血管，而香椿芽，是大地最细致的微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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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椿树有什么特点? 找出文中相关句子，谈谈为什么说它是“象
征父亲也象征母亲的树”?

3．下面的句子采用了什么修辞手法? 请简要分析其表达效果。
不纯是为了那树芽的美味，而是为了那背后种种因缘，岛上最南

端的小城，城里的老宅，老宅的故园，园中的树，象征父亲也象征母亲
的树。

4．文章结尾处说: 万物于人原来可以如此亲和的。吃，原来也可
以像宗教一般庄严肃穆的 。请谈谈你的理解。

3 云雀

贾平凹

云雀被装入笼中，饱受约束，自然的本性无法施展，不能自由自在
地翱翔于青山碧水间，于是“叫起来的时候，总是在笼里不能安宁，左
一撞，右一碰的，常常把黄黄的小嘴从笼格里挤出来，盯着高高的云
天，叫得越发哑了”。“我们”看不得云雀的悲惨处境，就偷偷放走了
它，自以为干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正当“我们”想象着云雀重新获得
自由后的快乐时，云雀却又飞回来了，它放弃了自由，回到了笼子……
云雀为什么又飞回来了? 我们在感叹的同时是否感悟到了什么呢?
在云雀身上作者寄寓了什么情感? 作者讲云雀这个故事是想告诉我
们什么呢? 下面就让我们在轻松的叙事中去寻找答案吧。

小的时候，我眼见过一个奇妙的现象，便不敢忘去; 一直到现在，
我已是垂垂暮年了，但仍还百思不得其解呢。

我们的隔壁，是住着一位老头的。他极能养鸟，门前的木架上，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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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各式各样的鸟笼; 里边住着云雀，绿嘴，画眉，黄鹂儿……尽是些可
怜可爱的生灵儿。整天整天里，我们就守在那鸟笼下，听着它们鸣叫。
叫声很是好听，尤其那只云雀，像唱歌一样，打老远就能听见，使人禁
不住要打一个麻酥酥的颤儿了。

时间一长，那云雀声就不比以前那么脆了，老头便给它吃最好的
谷，喝最清的水，稍不鸣叫，就万般逗弄; 于是它就又叫起来了。但它
叫起来的时候，总是在笼里不能安宁，左一撞，右一碰的，常常把黄黄
的小嘴从笼格里挤出来，盯着高高的云天，叫得越发哑了。
“它唱得太疲劳了。”我们都这么说，便去给老头建议，不要逗弄它

了吧。
但是，每每黎明的时候，它就又叫起来了，而且每个黎明都叫。我

们爬起来，从窗口里看去，天刚刚发亮，云升得很高很高，老头并没有
起床呢。于此才明白别人不逗弄它，它还是每天要叫的; 依然嘴挤在
笼格外边，翅膀扑闪着，竟有几根绒绒的羽毛掉了下来。
“它在练嗓子吗?”妹妹说。
“不，它那嗓子已经哑了。”我说。
“那它为什么还要唱呢?”
“谁知道呢? 你听，它是在唱一支忧郁的歌吗?”
细细听起来，果然那叫声充满了忧郁; 那往日里悠悠然的叫声原

来是痛苦的呼喊呢?!
“是它肚子饥了，渴了吧?”妹妹又说。
我们跑过去，要给它添些食儿，却看见笼里满满地放着一盘黄谷，

一盘清水:这又使我们迷糊了。
“一定是向往着云天吧。”
我们这么不经意地说过，立即便觉得是很正确的了。想，它未被

老头捉住之前，它是飞在天上的，天那么空阔，天便全然是它的; 黎明
的时候，它一定是飞得像云一样地高，向黑暗宣告着光明。如今，黎明
来了，它却飞不出去了，才这么发疯似的抗议了! 我们在笼下捡起那
抖落下的羽毛，深深地感到它的可怜了。

我们把这想法告诉给老头，老头笑我们可爱，却终没有放了它去。
它每天还是这么叫着，唱那一支忧郁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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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终于不忍了，在一个黎明，悄悄起来，拆开了笼的门，放它出
去了。它一下子飞到了柳树梢上，和柳梢一起激动，有些站不稳，几乎
就要掉下来了。但立即就抖抖身子，对着我们响亮地叫了一声，倏忽
消失在云天里不见了。

老头发觉走失了云雀，捶胸顿足了一个早上，接着疑心被人放走
的，大声叫骂。我们听了，心里却充满了欢乐，觉得干了一件伟大的
事情。

云雀飞走了，我们却时时恋念着它，当看着那笼里的绿嘴、黄鹂、
画眉，就想它这个时候，是在天的哪一角呢? 在云的哪一层呢? 它该
是多么快活，那唱的，再也不是忧郁的歌了，而是凌云之歌，自由之歌，
生命之歌了啊!

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突然，我们在那棵柳树上，却发现了它。
它样子很单薄，似乎比以前消瘦了，也疲倦多了;在风里，斜了翅膀，上
下怯怯地飞。我们惊喜地呼唤它，但立即就赶走了它，怕那老头发现
了，又要捉它回去。

但是，就在第四天的早上，我们刚刚醒来，突然就又听到了云雀的
叫声。赶忙跑出门，看那柳树，柳树上没有它。老头却在大声地喊叫
我们了:
“啊，云雀，还是我的那个云雀! ”
我们看时，老头正提着那个鸟笼。笼门已经重新封了，云雀果然

就在里边，一声一声地叫。
这使我们大惊失色，责问他怎么又捉了它，老头说:
“哪里! 是它飞回来的; 这鸟笼一直在那里空着，它就飞回来

了呢。”
“这怎么可能呢?”我们说。
“怎么不可能呢?”老头说，笑得更得意了，“我已经喂它两年了，

这笼里多舒服啊! ”
我们走近去，云雀待在那里，急急地吃着那谷子，喝着那清水，好

像它一直在饿着，在渴着，末了，就静静地卧下来，闭上了眼睛，做着一
种疲乏后的休息。

我们默默地看着它，这只美丽的云雀，再没有说出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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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贾平凹，原名贾平娃，1952 年出生，陕西省丹凤县棣花镇人，1975

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1974 年开始发表作品，中国当代著名作家，
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西安市人大代表。著有小说集
《贾平凹获奖中篇小说集》《贾平凹自选集》，长篇小说《商州》《白夜》，
长篇自传《我是农民》等。贾平凹是我国当代文坛屈指可数的文学奇
才，被誉为“鬼才”。他是当代中国一位最具叛逆性、创造精神和广泛
影响的作家，也是当代中国可以进入世界文学史册的为数不多的著名
文学家之一。《腊月·正月》获中国作协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满月》获 1978 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秦腔》获第七届茅盾文学
奖; 《废都》获 1997 年法国费米娜文学奖; 《浮躁》获 1987 年美国美孚
飞马文学奖;他本人于 2003 年获得由法国文化交流部颁发的“法兰西
共和国文学艺术荣誉奖”。作品《我不是个好儿子》《月迹》《落叶》等
入选中学语文教材。

1．文章结尾处说“我们默默地看着它，这只美丽的云雀，再没有说
出话来”。作者为什么在此处强调云雀的“美丽”? 为什么“再没有说
出话来”? 这句话表达了“我们”怎样的感情? 谈谈你的理解。

2．请找出文中唯一的一处云雀外形描写。想一想，文章重点要写
的是云雀的声音，这里对外形进行描写，作用是什么?

3．请自选角度，赏析下面这个句子。
但它叫起来的时候，总是在笼子里不能安宁，左一撞，右一碰的，

常常把黄黄的小嘴从笼子里挤出来，盯着高高的云天，叫得越发哑了。

4．本文在写法上有什么特点? 请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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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概括这篇文章所写的故事，并谈谈这件事给你的启发。

4 一只惊天动地的虫子

迟子建

一只小虫子，最初出现在作者视野里不过是一个小黑点，以至于
作者怀疑它是黑色毛衣上散落下来的绒球碎屑。就是这样的一只不
起眼的太普通太寻常的虫子，带给了作者深深的震撼。这只虫子向佛
龛攀登。地板与墙壁形成的九十度的直角，佛龛上光亮暗红的油漆，
都使得这只虫子攀登的旅程宛如千仞绝壁般的艰难，对于一只肉眼都
难以看到的虫子来说几乎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但是这只黑色的虫
子，决不放弃，一次次向着佛龛坚韧不拔地冲击，每一次攀登都会从高
处摔下来，而每一次摔下，小小的虫子总是重整旗鼓，选择新的攀登。
在虫子的一次又一次的冲击里，作者仿佛听见了万马奔腾的声音，听
见了嘹亮的号角，看见了一个伟大的战士、一个背负梦想的英雄……
一个卑微的生命竟有如此执着的品格，在这浮华的尘世中，我们不该
为这个自然界的小生灵献上我们的敬意吗? 让我们在阅读中去反思
自己，在反思中品味人生。

我对虫子是不陌生的。小时候在菜园和森林中，见过形形色色的
虫子。绿色的软绵绵的喜欢吊在杨树枝上的毛毛虫，爱在菜园中飞来
飞去的有着漂亮外壳的花大姐，以及在树缝中养尊处优的肥美的白色
虫子，都曾带给我许多的乐趣。我曾用树枝挑着绿色的毛毛虫去吓唬
比我年幼的小孩子;曾经在菜园中捉了花大姐将它放到透明的玻璃瓶
中，看它金红色夹杂着黑色线条的光亮的“外衣”;曾经抠过树缝中的
虫子，将它投到火里，品尝它的滋味———想着啄木鸟喜欢吃的东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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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甘美异常。至于在路上和田间匍匐着的蚂蚁，我对它们更是无所顾
忌，想踩死一只就踩死一只，仿佛虫子是大自然中最低贱的生灵，践踏
它们是天经地义的。

成年之后，我不拿虫子恶作剧了，这并不是因为对它们有特别的
怜惜之情，而是由于逐渐地把它们给淡忘了。这时候我注意的是飞
鸟，是流云，是高耸入云百年老树，是湖泊中的野雁，是森林里的白雪
地上奔逃的兔子。虫子就像尘埃一样，被这些事物给深深地掩埋了。

然而去年的春节，我却被一只虫子给深深地震撼了。这一年来，
我从来没有忘记过它，它就像一盏灯，在我心情最灰暗的时刻，送来一
缕明媚的光。如今我写着以上的文字，想要描述它时，又仿佛看见了
它那矫健的身影———虽然说它是那般的小;又仿佛听见了它被摔下来
时那山呼海啸般的声音———虽然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声音出现。

去年在故乡，正月初一，我从弟弟家过完除夕回到自己的家。推
开家门，见陈设还是过去的陈设，杜鹃依然如往年一样怒放着，而窗外
的雪山及草滩也一如既往地沐浴着冬日清冷的阳光，这物是人非的场
景让我觉得分外的苍凉。我孤独地站在屋子的窗前，久久不肯离开。
我想让目光与那些流云做伴，因为它们行踪飘忽，时有时无，与我迷离
的心态正吻合。

后来是一个电话让我把目光又转向室内。接过电话，我给供奉在
厅堂的菩萨上了三炷香，然后席地而坐，闻着檀香的幽香，茫然地看着
光亮的乳黄色的地板。地板干干净净的，看不到杂物和灰尘。突然，
我的视野中出现了一个小黑点，开始我以为那是我穿的黑毛衣散落的
绒球碎屑，可是，这小黑点渐渐地朝佛龛这侧移动着，我意识到它可能
是只虫子。

它果然就是一只虫子! 我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它比蚂蚁还要小，
通体的黑色，形似乌龟，有很多细密的触角，背上有个锅盖形状的黑
壳，漆黑漆黑的。它爬起来姿态万千，一会横着走，一会竖着走，好像
这地板是它的舞台，它在上面跳着多姿多彩的舞。当它快行进到佛龛
的时候，它停住了脚步，似乎是闻到了奇异的香气，显得格外的好奇。
它这一停，仿佛是一个指挥着千军万马的将军在酝酿着什么重大决
策。果然，它再次前行时就不那么恣意妄为了，它一往无前地朝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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龛进军，转眼之间，已经是兵临城下，巍然站在了佛龛与地板的交
界上。

我以为它就此收兵了，谁料它只是在交界处略微停了停，就朝高
高的佛龛爬去。在平面上爬行，它是那么的得心应手，而朝着呈直角
的佛龛爬，它的整个身子悬在空中，而且佛龛油着光亮的暗红的油漆，
不利于它攀登，它刚一上去，就栽了个跟斗。它最初的那一跌，让我暗
笑了一声，想着它尝到苦头后一定会掉转身子离子。然而它摆正身子
后，又一次向着佛龛攀登。这回它比上次爬得高些，所以跌下时就比
第一次要重，它在地板上四脚朝天地挣扎了一番，才使自己翻过身来。
我以为它会接受教训，掉头而去了，谁料它重整旗鼓后选择的又是
攀登!

佛龛上的香燃烧了一半，在它的香气下，一只无名的黑壳虫子一
次一次地继续它认定的旅程。它不屈不挠地爬，又循环往复地被摔下
来;可是它不惧疼痛，依然为它的目标而奋斗着。有一回，它已经爬了
两尺来高了，可最终还是摔下来。它在地板上打滚，好久也翻不过身
来;它的触角乱抖着，像被狂风吹拂的野草。我便伸出一根手指，轻轻
地帮它翻过身来，并且把它推到离佛龛远些的地方。它看上去很愤
怒，因为它被推到新地方后，是一路疾行又朝佛龛处走来。

这次我的耳朵出现了幻觉，我分明听见了万马奔腾的声音，听见
了嘹亮的号角; 我看见了一个伟大的战士，一个身子小小却背负着伟
大梦想的英雄。它又朝佛龛爬上去了，也许是体力耗尽的缘故，它爬
得还没有先前高了，很快又摔了下来。我不敢再看这只虫子; 比之它
的顽强，我觉得惭愧。当它踉踉跄跄地又朝佛龛爬去的时候，我离开
了厅堂。我想上天对我不薄，让我在一瞬间看到了最壮丽的史诗。

几天之后，我在佛龛下的角落里发现了一只死去的虫子。它是黑
亮的，看上去很瘦小，我不知它是不是我看到的那只虫子。它的触角
残破不堪，但它的背上的黑壳，却依然那么的明亮。在单调而贫乏的
白色天光下，这闪烁的黑色就是光明!

【作者简介】
迟子建，女，山东海阳人，1964 年生于黑龙江漠河。先后就读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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