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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单元导读

欣赏优秀作品，如品陈年佳酿，只有用心感悟，才能获得心灵的净化和思想的升华。
一位好的老师会对学生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藤野先生》是鲁迅对 20 世纪初自

己在日本留学时的一段经历的回顾，重点叙述了与藤野先生的交往，热情歌颂了藤野先
生的高尚品格，洋溢着作者的一腔爱国之情;《我最好的老师》主要叙述了怀特森老师的
两件事，突出了怀特森老师是一个善于引导学生探究学习的“最好的”老师。

母爱，一个饱含柔情的永恒话题。著名学者胡适在《我的母亲》中叙述了母亲对自己
人生的深远影响，再现了中国传统社会一位既普通又伟大的母亲的形象; 拓展阅读文章
《生日卡片》则赞美了母爱的宽容与纯正。

诗人牛汉对自己的“第一本书”永志难忘，因为他的“第一本书”折射出 20 世纪初中
国农村的苦难生活、人间温情和生活乐趣。学习这篇随笔，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生活，感悟
读书对于人生的意义。《最矮的父亲最高的爱》中的“父亲”是一个坚毅、无私、有极强的
自尊心、爱心和家庭责任感的人。他那颗永不泯灭的爱子之心像“远处一盏灯光”划亮了
“我”的心，也让感动纷纷洒落在读者心间。

《列夫·托尔斯泰》是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用文字给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画的
一幅“肖像画”。作者用他深刻、妙趣横生的语言揭示出托尔斯泰卓越的精神世界。比
喻、夸张的妙用，尺水兴波，让我们犹如与两位大师对话交心，自然受到人文精神的熏陶。
与之辉映的《爱迪生传》则表现了爱迪生钟情于科学研究的美好品质，读来定会产生“我
们不仅生活上接受他的恩惠和利益，最重要的是我们继承了他的精神遗产”的共鸣。

一位谱写出人类文明史上辉煌生命赞歌的盲聋哑人，被马克·吐温赞誉为与拿破仑
齐名的 19 世纪了不起的人物，她的传奇人生，照亮了人类精神的殿堂，向世人昭示着残
疾人的尊严和伟大，她就是美国教育家、盲聋哑作家海伦·凯勒。《再塑生命》这篇隽永
精美的散文表现了富有爱心的莎莉文老师高超的教育艺术，同时也展示了海伦·凯勒的
精神追求。《生命的暗示》则启发我们“一要珍惜生命，二要实现自身生命的价值”，使我
们在思想上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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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元的选文，人文内涵深厚丰富，表达形式各有特色，值得我们学习、品评。

1 藤野先生(节选)
鲁 迅

有一天，本级的学生会干事到我寓里来了，要借我的讲义看。我检出来交给他们，却
只翻检了一通，并没有带走。但他们一走，邮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开看时，第一
句是:
“你改悔罢!”
这是《新约》上的句子罢，但经托尔斯泰新近引用过的。其时正值日俄战争，托老先

生便写了一封给俄国和日本的皇帝的信，开首便是这一句。日本报纸上很斥责他的不
逊，爱国青年也愤然，然而暗地里却早受了他的影响了。其次的话，大略是说上年解剖学
试验的题目，是藤野先生在讲义上做了记号，我预先知道的，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末尾
是匿名。

我这才回忆到前几天的一件事。因为要开同级会，干事便在黑板上写广告，末一句
是“请全数到会勿漏为要”，而且在“漏”字旁边加了一个圈。我当时虽然觉到圈得可笑，
但是毫不介意，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讥刺我了，犹言我得了教员漏泄出来的题目。

我便将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 有几个和我熟识的同学也很不平，一同去诘责干事托
辞检查的无礼，并且要求他们将检查的结果，发表出来。终于这流言消灭了，干事却又竭
力运动，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结末是我便将这托尔斯泰式的信退还了他们。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
也无怪他们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
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
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
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

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采，———呜呼，无法可想! 但
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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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要概括上文所写的主要
獉獉

的两件事。
( 1)
( 2)
2．“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句中“那时那地”指 ;

“意见”指 。
3．谈谈你对文中画线句“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

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的理解。

4．结合全文来看，选文所写的这些事与藤野先生有什么内在联系?

我最好的老师
【美】大卫·欧文

怀特森先生教的是六年级的科学课。在第一堂课上，他给我们讲了一种叫做凯蒂旺
普斯的东西，说那是种夜行兽，冰川期中无法适应环境而绝迹了。他一边说，一边把一个
头骨传来传去，我们都作了笔记，后来又进行了测验。

他把我的试卷还给我时，我惊呆了。我答的每道题都被打了个大大的红叉。测验不
及格。一定有什么地方弄错了! 我是完完全全按照怀特森先生所说的写的呀! 接着我
意识到班里的每个人都没及格。发生了什么事?

很简单，怀特森先生解释道，有关凯蒂旺普斯的一切都是他编造出来的，这种动物从
来没有存在过，所以，我们笔记里记下的那些都是错的，难道错的答案也能得分吗?

不用说，我们都气坏了。这种测验算什么测验? 这种老师算什么老师?
我们本该推断出来的，怀特森说道。毕竟，正当传递凯蒂旺普斯的头骨(其实那是猫

的头骨)时，他不是告诉过我们有关这种动物的一切都没有遗留下来吗? 怀特森描述了
它惊人的夜间视力，它的皮毛的颜色，还有许多他不可能知道的事实。他还给这种动物
起了个可笑的名字。可我们一点没有起疑心。

他说我们试卷上的零分是要登记在他的成绩记录簿上的。他也真这么做了。
怀特森先生说他希望我们从这件事当中学到点什么。课本和老师都不是一贯正确

的。事实上没有人一贯正确。他要我们时刻保持警惕，一旦认为他错了，或是课本上错
了，就大胆地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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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怀特森先生的课，每一次都是不寻常的探险。有些科学课我现在仍然能够差不多
从头至尾地记起来。有一次他对我们说他的大众牌轿车是活的生物。我们花了整整两
天才拼凑了一篇在他那里通得过的驳论。他不肯放过我们，直到我们证明我们不但知道
什么叫生物，且还有坚持真理的毅力时，他才罢休。

我们把我们这种崭新的怀疑主义带进了所有课的课堂。这就给那些不习惯被怀疑
的老师带来了问题。我们的历史老师讲着讲着，会有人清清嗓子，说道:“凯蒂旺普斯。”

如果要我给我们的学校危机提出个解决办法的话，我一定会提出怀特森先生。我没
做出过什么重大的科学发现，但我和我的同学们从怀特森先生那里得到了一种同样重要
的东西，一种正视着某个人的眼睛，告诉他他错了的勇气。怀特森先生还让我们看到，这
么做有时候是很有趣的。

这里面的价值并非每个人都能觉察到。有一次我把怀特森先生的事讲给一位小学
老师听，他惊骇极了。“他不该像这样捉弄你们的。”那小学老师说道。我正视着他的眼
睛，告诉他全错了。

1．本文主要叙述了怀特森老师的哪两件事? 请概括。

2．“我”从怀特森老师那里学到了什么?

3．从对待怀特森老师的态度变化上看，本文采用了什么写法? 这样写的好处是
什么?

4．文章中哪些事实表明学生们已深受怀特森老师的影响?

5．你喜欢怀特森这样的老师和他的这种教学方法吗? 说说理由。

2 我的母亲(节选)
胡 适

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就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
她看我清醒了，才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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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 “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
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 跌股便是丢脸、出丑。) 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
泪来。到天大明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
里; 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
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10 天之中

獉獉獉
，总有八九天
獉獉獉獉獉

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
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

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
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就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
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
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借
此出气叫别人听的。

有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这时候我母亲
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来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说:
“穿上吧，凉了。”我随口回答: “娘( 凉) 什么! 老子都不老子呀。”我刚说了这句话，一抬
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我赶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晚上人静
后，她罚我跪下，重重地责罚了一顿。她说: “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 好用来说
嘴!”她气得坐着发抖，也不许我上床去睡。我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了什么微
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医来医去，总医不好。我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
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头舔我的病眼。这是我的严师，我的
慈母。

1．选文中能体现母亲是“我的严师”的有几件事? 请用简洁的语言概括。

2．选文第一段中加点的语句有什么作用?

3．母亲为什么“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 又为什么“无论怎样重罚，
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

4．选文最后一段画线句所蕴含的情感是怎样的?

5．根据你平时的积累，写出连续两句有关亲情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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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卡片

席慕蓉

刚进入台北师范艺术科的那一年，我好想家，好想妈妈。
虽然，母亲平日并不太和我说话，也不会对我有些什么特别亲密的动作，虽然，我一

直认为她并不怎么喜欢我，平日也常会故意惹她生气;可是，一个十四岁的初次离家的孩
子，晚上躲在宿舍被窝里流泪的时候，呼唤的仍然是自己的母亲。

所以，那年秋天，母亲过生日的时候，我特别花了很多心思做了一张卡片送给她。在
卡片上，我写了很多，也画了很多。我说母亲是伞，是豆荚，我们是伞下的孩子，是荚里的
豆子;我说我怎么想她，怎么爱她，怎么需要她。

卡片送出去了以后，自己也忘了，每次回家仍然会觉得母亲偏心，仍然会和她顶嘴，
惹她生气。

好多年过去了。等到自己有了孩子以后，才算真正明白了母亲的心，才开始由衷地
对母亲恭敬起来。

十几年来，父亲一直在国外教书，只有放暑假时偶尔回来一两次，母亲就在家里等着
妹妹和弟弟读完大学。那一年，终于，连弟弟也当完兵又出国读书去了，母亲才决定到德
国去探望父亲并且停留下来。出国以前，她交给我一个黑色的小手提箱，告诉我，里面装
的是整个家族的重要文件，要我妥善保存。

黑色的手提箱就一直放在我的阁楼上，从来都没想去碰过，一直到有一天，为了找一
份旧的户籍资料，我才把它打开。

我的天! 真的是整个家族的资料都在里面了。有外祖父早年那些会议的照片和札
记，有祖父母的手迹，他们当年用过的哈达，父亲的演讲记录，父母初婚时的合照，朋友们
送的字画，所有的纸张都已经泛黄了，却还保有着一层庄严和温润的光泽。

然后，我就看到我那张大卡片了，用红色的圆珠笔写的笨拙的字体，还有那些拼拼凑
凑的幼稚的画面。一张用普通图画纸折成四折的粗糙不堪的卡片，却被我母亲仔细地收
藏起来了，收在她最珍贵的箱子里，和所有庄严的文件摆在一起，收了那么多年!

卡片上写着的是我早已忘记了的甜言蜜语，可是，就算是这样的甜言蜜语也不是常
有的。忽然发现，这么多年来，我好像也只画过这样一张卡片。长大了以后，常常只会去
选一张现成的印刷好了的甚至带点香味的卡片，在异国的街角，匆匆忙忙地签一个名字，
匆匆忙忙地寄出，有时候，在母亲收到的时候，她的生日都已经过了好几天了。

所以，这也许是母亲要好好地收起这张粗糙的生日卡片的最大理由了吧。因为，这
么多年来，我也只给了她这一张而已。这么多年来，我只会不断地向她要求更多的爱，更
多的关怀，不断地向她要求更多的证据，希望从这些证据里，能够证明她是爱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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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呢? 我不过只是在十四岁那一年，给了她一张甜蜜的卡片而已。
她却因此而相信了我，并且把它细心地收藏起来，因为，也许这是她从我这里能得到

的唯一的证据了。
在那一刹那里，我才发现，原来，原来世间所有的母亲都是这样容易受骗和容易满足

的啊!
在那一刹那里，我不禁流下泪来。

1．第三段中对“特别花了很多心思”做的那张卡片并没有详细描写，在后来的行文中
才具体写到，请把文中描写“我”做卡片的句子摘抄在下面。

2．第三段中写“我特别花了很多心思做了一张卡片送给她”，联系上下文，说说“我”
特别花了很多心思做了一张卡片送给母亲的原因有哪些?

3．“我”曾寄给母亲许多贺卡，为什么母亲单单“仔细地收藏”了“这一张”，并将它和
家族的重要文件放在一起?

4．根据文章内容，谈谈你对倒数第二段中“原来世间所有的母亲都是这样容易受骗
和容易满足的啊”一句话的理解。

3 我的第一本书(节选)
牛 汉

我是开春上的小学，放暑假的第二天，父亲回来了。我正在院子里看着晾晒的小麦，
不停地轰赶麻雀，祖母最讨厌麦子里掺和上麻雀粪。新打的小麦经阳光晒透发出甜蜜蜜
的味道，非常容易催眠和催梦。父亲把我喊醒，我见他用手翻着金黄的麦粒，回过头问
我: “你考的第几名?”我说: “第二名。”父亲摸摸我额头上的“马鬃”，欣慰地夸奖了我一
句: “不错。”祖母在房子里听着我们说话，大声说: “他们班一共才三个学生。”父亲问:
“第三名是谁?”我低头不语，祖母替我回答: “第三名是二黄毛。”二黄毛一只手几个指头
都说不上来，村里人谁都知道。父亲板起了面孔，对我说: “把书本拿来，我考考你。”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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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坐下，我磨磨蹭蹭，不想去拿，背书认字倒难不住我，我是怕他看见那本凄惨的课本生
气。父亲是一个十分温厚的人，我以为可以赖过去。他觉出其中有什么奥秘，逼我立即
拿来，我只好进屋把书拿了出来。父亲看着我拿来的所谓小学一年级国语第一册，愣了
半天，翻来覆去地看。我垂着头立在他的面前。

我的课本哪里还像本书! 简直是一团纸。书是拦腰断的，只有下半部分，没有封面，
没有头尾。我以为父亲要揍我了，可是没有。他愁苦地望着我泪水盈眶的眼睛，问: “那
一半呢?”我说: “那一半送给乔元贞了。”父亲问: “为什么送给他?”我回答说: “他们家买
不起书，教师规定，每人要有一本，而且得摆在课桌上，我只好把书用刀裁成两半，他一半
我一半。”父亲问我: “你两人怎么读书?”我说: “我早已把书从头到尾背熟了。乔元贞所
以考第一，是因为我把自己的名字写错了，把‘史承汉’的‘承’字中间少写了一横。”父亲
深深叹着气。他很了解乔元贞家的苦楚，说: “元贞比你有出息。”为了好写，后来父亲把
我的名字中的“承”改作“成”。

父亲让我背书，我一口气背完了。“狗，大狗，小狗，大狗跳，小狗也跳，大狗叫，小狗
也叫……”背得一字不差。

父亲跟乔元贞他爹乔海自小是好朋友，乔家极贫穷，乔海隔两三年从静乐县回家住
一阵子，他在静乐县的山沟里当塾师。脸又黑又皱，脊背弓得像个“驮灯狮子”( 陶瓷
灯具) 。

父亲对我说: “你从元贞那里把那半本书拿来。”我不懂父亲为什么要这样，送给人家
的书怎么好意思要回来? 元贞把半本书交给我时，哭着说: “我妈不让我上学了。”

晚上，我看见父亲在昏黄的麻油灯下裁了好多白纸。第二天早晨，父亲把我叫到他
的房子里，把两本装订成册的课本递给我。父亲的手真巧，他居然

獉獉
把我们两个的半本书

修修补补，装订成了两本完完整整的书，补写的字跟印上去的一样好看。父亲把两本课
本用牛皮纸包了皮，在封皮上写上名字。元贞不再上学了，但我还是把父亲补全的装订
好的课本送给他。

这就是我的第一本书。对于元贞来说，是他一生惟一的一本书。

1．请用自己的话概括选段的主要内容。

2．当问清“我”那半本“凄惨的课本”的原委后，“父亲”只是“深深叹着气”，怎样理解
父亲深深的叹息?

3．结合选文对父亲的言行描写，可以看出父亲是个怎样的人?

4．选文第六段中加点的“居然”一词能否去掉，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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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请你展开想象，用一段精彩的文字，将“父亲“修补装订课本过程中的神态、动作描
绘下来。

最矮的父亲最高的爱
包利民

父亲的形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心中低矮下去的呢? 孩提时仰视父亲的高大仿佛
是昨天的事，只是刹那间，我就比父亲高出许多了。也许是那次学校开家长会，人群中的
父亲还不到别人的肩膀，心中才惊觉父亲是如此地矮小。那天回去后我一直闷闷不乐，
而父亲也再没去参加过家长会。

在父亲矮小的身躯里仿佛蕴藏着不竭的能量，每天都为了工作而奔忙，夜里还要写
文章。只是那时还不能体悟他怎样艰难地将一个屋顶慢慢托起，在少年的我眼中，父亲
只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人。

当我的个子和父亲一般高时，坐在父亲肩上的岁月便一去不复返了。有时我怀疑自
己是否真的曾坐在父亲的肩上，记忆中的父亲是那样地高大，在他肩上所看到的世界也
是那样地宽广。中学时的一个夜里，我突发重病，父亲立刻背起我去医院。那是一个很
黑很黑的夜，伏在父亲的肩上，头脑中一会儿清晰一会儿糊涂。耳边是父亲沉重的脚步
声，睁开眼睛，从父亲的肩上往前看去，远处的一盏灯光

獉獉獉獉獉獉獉
蓦地划亮了我的心，于是感动纷

纷洒落在心间，我悄悄地流下了眼泪。
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父亲的高兴让我的心一阵阵地濡湿。于是我对他说:“爸，

你送我去学校吧!”父亲迟疑了一下，点头答应了。到了学校，父亲不想进校门，说在外面
找个旅馆住一宿，明天就回去。我的心一阵悸动，知道父亲是怕他的矮小使我在同学面
前丢人。于是我拉着父亲进了学校，向那些新认识的同学介绍:“这是我的爸爸!”父亲一
个劲儿地笑着，眼睛湿湿的。

第二天父亲便回去了，走时执意不让我去送他，我只能看着他走出校门。父亲渐行
渐远的身影在泪光中忽然高大起来，仿佛又回到童年仰视父亲的年代。心中忽然就风起
云涌，所有被忽略的点点滴滴刹那间都清晰无比，于是心便温柔地疼痛起来。

多年以后我才在泪眼朦胧中感悟，是矮小的父亲用他最无私的爱，把我的生命托举
到最高。

(选自《意汇》，有改动)

1．请用简洁的话概括文章第三、第四两个自然段的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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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段:
第四段:
2．选文第二段中的“慢慢”、“托”两个词极富表现力，请作赏析。

3．结合语境，说说选文第三段中加点的词语“远处的一盏灯光”的表面意思和深层
含义。

4．请分析选文中“父亲”的形象。

5．“那是我小时候，常坐在父亲肩头。父亲是儿那登天的梯，父亲是那拉车的
牛……”相信，每当听到《父亲》这首深情的歌曲时，天下所有的父亲和儿子都会有一种莫
名的感动。请你仿照“父亲是那登天的梯，父亲是那拉车的牛”续写两句话，表达你对父
亲的真挚感情。

4 列夫·托尔斯泰(节选)
茨威格

突然，客人惊奇地屏住了呼吸，只见面前的小个子那对浓似灌木丛的眉毛下面，一对
灰色的眼睛射出一道黑豹似的目光，虽然每个见过托尔斯泰的人都谈过这种犀利目光，
但再好的图片都没法加以反映。这道目光就像一把锃亮的钢刀刺了过来，又稳又准，击
中要害。令你无法动弹，无法躲避。仿佛被催眠术控制住了，你只好乖乖地忍受这种目
光的探寻，任何掩饰都抵挡不住。它像枪弹穿透了伪装的甲胄，它像金刚刀切开了玻璃。
在这种入木三分的审视之下，谁都没法遮遮掩掩。———对此，屠格涅夫和高尔基等上百
个人都作过无可置疑的描述。

这种穿透心灵的审视仅仅持续了一秒钟，接着便刀剑入鞘，代之以柔和的目光与和
蔼的笑容。虽然嘴角紧闭，没有变化，但那对眼睛却能满含粲然笑意，犹如神奇的星光。
而在优美动人的音乐影响下，它们可以像村妇那样

獉獉獉獉獉
热泪涟涟。精神上感到满足自在时，

它们可以闪闪发光，转眼又因忧郁而黯然失色，罩上阴云，顿生凄凉，显得麻木不仁，神秘
莫测。它们可以变得冷酷锐利，可以像手术刀、像 X射线那样揭开隐藏的秘密，不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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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趣盎然地涌出好奇的神色。这是出现在人类面部最富感情的一对眼睛，可以抒发各种
各样的感情。高尔基对它们恰如其分的描述，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 “托尔斯泰这对眼睛
里有一百只眼珠。”

1．用简洁的语言概括出这两段文字的主要内容。
第一段:
第二段:
2．选文第一段画线的句子运用了哪两种修辞手法? 有什么表达效果?

3．选文第二段中加点的“像村妇那样”几个字能否删去? 为什么?

4．第二段结尾作者引用高尔基的话作结，有什么作用?

爱迪生传(节选)

81 岁时，爱迪生到了佛罗里达。在他诞辰的那天，纽约的友人们在阿斯托饭店内举
行欢宴，但他本人却不能参加。他发来了一个电报:此刻正愉快工作。

宴席上，梅多克洛夫特站起来向大家报告爱迪生的“工作”:
“由于他那天赋的彻底精神，他现在正探索着一切关于橡胶的种植和制造的知识。

他的目的是想从美国南部各州和其他在冬季冷至零下 20 度的各州中所产生的葡萄藤、
灌木以及杂花中提出橡胶来。爱迪生先生已经在进行着这一伟大而艰苦的工作;而他很
安于这一个工作，他依旧以他彻底的精神、充沛的活力和无限的热忱去处理这个问题。
他对我说:‘我已经研究了 60 年的物理学，而我现在所从事的却是一些全然不同的学科，
因此，我觉得很高兴。’而现在他在佛罗里达的确处在最紧张的工作中。这次他带去了 7
个助手，已经收集并试验了 945 种植物，他发现有很多种植物中含有橡胶，他将试验更多
的植物，也许是一倍，也许再多些。”

美国种植橡胶的可能性问题对爱迪生来说是一项全新的事业。
10 多年以前，即 1915 年他访问伯班克，在墨巴巴拉的苗圃时，曾与福特讨论了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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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橡胶供应如何解决的问题。
大战过后，爱迪生接受福特的建议，于 1927 年成立了爱迪生植物研究公司。
爱迪生心想:“橡胶树以外的植物，没有办法生产同性质的东西吗? 橡胶树需要经过

那么些年，才能采到橡胶。如果像杂草那样，每年都能采到同性质的东西，那就好办了。”
他认为，首先应将北美和南美的植物收集起来，依次采取树液进行研究。

不到一年，被派往世界各地去寻找的人采集了约 3 000 种植物回到美国。爱迪生对
14 000 种植物进行分析研究，对几种菊科植物进行杂交，培育了一种含有大量胶乳的植
物，但使用这种菊科植物提胶，造价太高。1928 年，这个老发明家继续努力地试验。他
说:“再给我 5 年的时间，我一定让美国出现常年产胶的植物!”“我希望产量能增至 100
天 10 磅 ，我们现在还正在开始，如果工作原理确定了，将来的希望真是没有止境呢 。”

爱迪生由于患了肾功能失调综合症，便只好放弃了橡胶植物的种植研究。当此项任
务由爱迪生的后继者承担起来的时候，已不再是由菊科植物提取，而是合成橡胶。爱迪
生从野草中提炼橡胶的功绩，受到世人极高的评价。

1931 年 10 月 18 日，星期日的凌晨 3 点 24 分，发明大王爱迪生走完了 84 年的伟大人
生旅程。临终时他说:“我为人类的幸福，已经尽了心力，没有什么好遗憾的了!”

3 天后的 10 月 21 日傍晚，这位发明大王的遗体埋葬在靠近他在西奥兰治克雷的家
的大橡树下。

当时，全美各地熄灭电灯一分钟，以示哀悼。
在这一分钟之内，芝加哥、加利福尼亚、丹佛、纽约，整个密西西比河一片黑暗。纽约

百老汇一片黑暗，世界一片黑暗。接着，从东海岸到西海岸，从城市到乡村，灯火通明，亮
如白昼，世界一片光明。

人们纷纷为爱迪生献上追悼和赞辞，其中以胡佛总统的话，最令人感动。他说:“所
有的美国人都是爱迪生的受惠人! 我们不仅生活上接受他的恩惠和利益，最重要的是我
们继承了他的精神遗产!”

1．文章开头写爱迪生 81 岁诞辰时纽约的友人为他举行欢宴，起了什么作用?

2．爱迪生为什么对研究生产橡胶这项工作那么投入?

3．在熄灭电灯哀悼爱迪生的这一分钟前后，世界从“一片黑暗”到“一片光明”，这里
运用了怎样的表现手法? 请结合原文分析这样写的作用与好处。

4．“我们不仅生活上接受他的恩惠和利益，最重要的是我们继承了他的精神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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