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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文言文是中国的一种书面语言，它起源于先秦，兴盛于汉、唐、宋，一直延续至２０世

纪初的 “新文化运动”，可谓源远流长，其特点是典雅而简约，它是我国几千年来浩繁文献

的主要载体，也是我们语文学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学好文言文，不仅能大大促进现代汉语学习，加深对现代汉语的理解，提高现代汉语的

语言修养、文学修养和写作能力，而且懂得一些文言知识、具备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有

助于继承祖国的文化遗产。

学好文言文，首先要重视诵读。俗话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所以要多读、熟读乃

至背诵。同时，诵读也能很好地培养语感，有了语感，文意自然就好理解了；其次，要注意

积累文言文的词汇。为什么现代文好理解？除了语感外，现代汉语积累的词汇多。同样道

理，文言词汇特别是常用的文言词汇积累多了，理解文意就容易了；最后，还要多归纳一些

文言语法现象，如文言文的虚词、句式、词类活用、修辞手法等。

我们编写的这本 《高中文言文全解与检测 （苏教版）③④》，就为同学诵读、积累、归

纳、学好文言文提供最实在的帮助。

为了让同学们更好地使用本书，我们特此对书的编撰体例做简要说明。

本书目录完全按照当前课本中古诗古文顺序编排。每篇课文分设 “题解”“原文及译文”

“注释”“总结及赏析”和 “阅读与训练”五部分。其中 “题解”主要介绍作者生平及写作背

景，是对教材的补充。“原文及译文”，其中 “原文”一定要熟读成诵，“译文”则是以直译

为主、意译为辅，用以对照 “原文”，帮助理解 “原文”，以便 “原文”在理解的基础上更好

地背诵，因此对 “译文”不必过于拘泥。“注释”是对 “原文”中的重点、难点词语的解释，

这也是我们学习文言文的重点与难点，一定要结合 “原文”、放在句子中理解。 “总结及赏

析”则是对课文内容写作特点的分析与总结，可能与老师在课上讲读分析略有出入，但没有

原则分歧，可以帮助同学们开拓思路、启迪灵感。“阅读与训练”又分为两部分：其一 “课

内训练”是属课内练习，主要是引导同学对课文的文意及写作技巧进行深层的思考；其二

“课外训练”是属课外阅读，诗文难易程度与我们的教材相宜，同学们在完成课内学习之后，

尚有余力，可随意翻阅，以提高文言文学习的兴趣。

希望这本 《高中文言文全解与检测 （苏教版）③④》能为同学们学习文言文带来全新的

理念和体会，并为你的学习带来进步与快乐。

本书编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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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

【题解】

本文选自 《文山先生全集》卷十三，有删节。

文天祥 （１２３６—１２８３年），字宋瑞，又字履善，号文山，庐陵 （现在江西吉安）人，南

宋著名的民族英雄。《指南录后序》是文天祥的一篇广为传诵的文章。

《指南录》，文天祥诗集名。作者曾在 《渡扬子江》诗中写道：“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

南方不肯休。”德 （宋恭帝年号）元年 （１２７５年）正月，国事危急，朝廷召诸路 “勤王”，

文天祥积极响应，以全部家产充军费，组织武装力量。德二年 （１２７６年），元兵进逼南宋

首都临安，文天祥奉命赴元营谈判，他不辱国体，慷慨陈词，触怒元方丞相伯颜，遭扣押。

解送北方，至镇江乘隙逃脱，历尽艰险，得以南归。端宗赵
!

派遣他与南下元军作战，景元

三年 （１２７８年）兵败被俘，被押到大都 （今北京）后，元世祖忽必烈以宰相作为诱降条件，

遭到文天祥的严词拒绝。右丞相、汉奸邓光荐劝其降元，亦遭唾骂。文天祥历尽折磨而志不

屈，于至元十九年 （１２８３年）十二月初九在柴市就义，年仅４７岁。

此集就是他出使、被扣和逃归途中的纪行诗集。后序，此集前面有 《自序》《后序》两

篇，这篇课文就是 《后序》，并不在诗集的后面。

文中记述了作者出使元营、逃归永嘉这一段历经艰险的过程；并以充沛的感情，抒写了

作者坚贞不屈的英勇气概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

　　　　 【原文及译文】

　　德二年二月十九日，予除右丞相兼枢密使，
德二年二月十九日，我被任命为右丞相兼枢密使，

都督诸路军马。　时北兵已迫修门外，　　　战、
统一指挥各路兵马。这时元军已迫近都门外，不论是迎战、守、

【注释】

德二年二月：德二年，即

端宗景炎元年 （五月改元），

公元１２７６年。德，宋恭帝

的年号。二月，据史实当作

正月。

除：授官。

枢密使：枢密院长官，掌管国

家兵权。

北兵：指元兵。下文都以 “北”

代 “元”。

修门：本来是楚国郢都的城

门，见于 《楚辞》，这里借指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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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迁　　　皆　　　不　及施。缙绅、大夫、士萃于左丞
防守或迁都，都已经来不及安排。大小官员聚集在左丞

相　府，　莫知计所出。　会　　使　辙　交　驰，
相的衙门里，都想不出办法来。当时双方有使者车马往来频繁，

北　　　邀当国　者　相见，　众谓予一行为可以
元军方面约邀我国当权的人相见，大家认为我去一趟就可以

　纾　　祸。　国事　　　至此，予　不得　爱身；
缓解国家的祸患。国家事态到了这地步，我不能只顾爱惜自己；

　意　北　亦　尚可以口舌动也。　　初，　奉使
而且估计元军方面还是可以用言语说动的。以前，我们的使

往来，　无　留　北　者，　予更欲　　一觇北，
者往来，没有被扣留在北方的，同时我更想探察一下元军方面

　　　　归而求救国之策。　　于是辞　　相印
的情况，回来好寻求救国的办法。于是未接受丞相的印信

不拜，　翌日，以资政殿学士　　行。
不就任，第二天，以资政殿学士的身份前往。

初　至　北　营，抗辞慷慨，　　 上　下　颇
刚到元军军营的时候，我慷慨陈词，他们上上下下都很

惊动，北亦未敢遽轻吾国。不幸吕师孟构恶于前，
震惊，他们也不敢马上就轻视我国。不幸的是先有吕师孟干坏事，

　　贾余庆　　献谄于　后，予羁縻不得还，　国
后来有贾余庆向对方讨好献媚，我才被拘留不能回还。国家

临安的城门。

使辙交驰：使者所乘的车子往

来频繁。辙，车行之轨。

纾 （狊犺ū）祸：缓解 （国家的）

祸患。

辞相印不拜：未接受丞相的印

信，不就职。

以资政殿学士行：用资政殿学

士 （的身份）前往。资政殿学

士，是授予文天祥的官位。

吕师孟：南宋叛将吕文焕之

侄，任兵部侍郎，暗通元军。

贾余庆：南宋的右丞相，充任

祈请使至元军。他和吕师孟都

是通敌卖国的，所以说 “构恶”

“献谄”。

羁縻：这里是被拘留的意思。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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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录后序

事　　遂　　不可　　收拾。予自度　不得脱，则
的事情被弄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我自己估计不能脱身，就

直前诟虏　　帅失信，　数吕师孟叔侄　　为逆。
当面责骂元军统帅不守信用，揭露吕师孟叔侄二人叛国的罪行。

但欲求死，不复顾　利害。　北　虽　貌　　敬，
我只想求死，不再顾念个人的安危。元军方面虽然表面上尊敬我，

实则　愤　怒。　二贵　酋　名　曰　馆　伴，
实际上对我很愤怒。派来两个高级头目，名义上是招待使臣的

　　夜则以兵围所　寓舍，　而予不得归矣。
人，夜里却用兵包围我的住所，我就不能回国了。

未几，贾余庆等以祈请使诣　北；　　北　驱
不久，贾余庆等人作为祈请使要到北方去；元人逼迫我

　予并往，　而不在使者之目。予分当引决，然而
同他们一起走，但又不算作使者。我照理应该自杀，但还是

隐忍　　以行。昔人云：“将　　　　以　有　为
忍耐着随他们出发。古人说：“忍辱不死是为了将来有所作

也。”
为啊！”

至京口，得间奔　真州，　即具以北虚实　告
到了京口，得机会跑到了真州，就把北兵的虚实完全报告

东西　　　二阃，　　　约　以　连兵　大举。
了淮东、淮西两位边防统帅，约定同他们联合兵力奋起抗战。

诟 （犵ò狌）虏帅：骂元军的统

帅。虏帅，指元军的统帅伯颜。

下文的 “诋 （犱ǐ）大酋”也指

这件事。

数 （狊犺ǔ）：列举罪状。

利害：指个人的安危。

貌敬：表面上表示尊敬。

贵酋：指元军的高级官员。

名曰馆伴：名义上是招待使者

的官员。

目：列。

分 （犳è狀）当引决：理当自杀。

将以有为也：这是唐朝名将南

霁云的话。南霁云，唐朝张巡

部将。安史之乱中，与张巡等

同时遇害。

得间 （犼犻à狀）奔真州：得机会逃

往真州 （现在江苏仪征）。当时

镇守真州的是安抚使苗再成。

东西二阃 （犽ǔ狀）：指淮东淮

西两制置使 （主管军务的大

官）。淮东制置使是李庭芝，

淮西制置使是夏贵。恭帝降元

后，李庭芝仍苦守扬州，兵败

被杀。阃，统兵在外的将帅。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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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机会，　　庶几　在　此。　留　二日，维扬
国家复兴的机会，大概就在此一举了。在那里住了两天，扬州

帅下逐客之令。　不得已，　变姓名，　诡踪迹，
的边帅下了逐客令。我没有办法，就改名换姓，隐蔽行踪，

草行露宿，　日　与　　　　北　　骑　　相
在荒野里奔走，在露天里歇宿，每天同元军的骑兵在江淮一带，

　出没　　于　　长淮间。穷饿无聊，　追　　购
彼此互相出现或隐没没有遇见。困窘饥饿，无所依托，悬赏

　又　　急，天高地迥，号呼　靡　及。已　而
捕捉又很紧急，天高地远，叫唤求救都来不及，后来找到一

得舟，　　避　　渚　　洲，　出北海，　然后渡
只小船，避开敌军所占的江中小洲，从北海出去，然后渡过

扬子江，入苏州洋，展转四明、天台，以至于永嘉。
扬子江，进入苏州，经过四明，转到天台，终于来到永嘉。

呜呼！予之及于死者不知其几矣！诋大酋
唉！我接近死亡的危机不知道多少回了！责骂敌军大头目

维扬帅下逐客之令：维扬统帅

（即李庭芝）下逐客的命令。

文天祥到真州时，扬州谣传元

派一个丞相来真州劝降。李庭

芝信以为真，命苗再成杀天

祥。苗不忍这样做，骗天祥出

城，出示李庭芝命令杀他的公

文，让他留在城外。后见天祥

不像来劝降的，就派人领他赴

扬州。天祥到扬州城外，听守

门人说制置司正下令捕他，他

就改变姓名逃走。维扬，现在

江苏扬州。

诡踪迹：隐蔽行踪 （不使人知

道去向）。

相出没 （犿ò）： （彼此）互相

出现或隐没 （没有遇见）。

长淮间：指当时的淮东路 （在

现在江苏中部）。长淮，指

淮河。

追购：悬赏捕捉。购，重金

收买。

北海：指长江口以北的海。

四明：现在浙江宁波。

诋：辱骂。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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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录后序

　当　死；　骂逆贼当死；　与　　　　贵　　酋
会被处死；痛骂叛贼也会被杀死；和北兵那两个高级头目相

处二十日，争　曲直，　屡　　当　死；　去京口，
处二十天，争论是非曲直，好多次都可能被杀死；逃出京口

　　　挟匕首以备不测，几自刭死；经北舰十余里，
的时候，身边带着匕首以防意外，差点自杀；经过十多里有北兵

　　　　　　　为巡船所物色，几从鱼　腹死；
停泊船只的水区，被巡逻船搜寻，差点投水，葬身鱼腹；

真州逐之城门外，几　　彷　　徨　死；如扬州，
在真州被赶出城外，差点由于走投无路而急死；投奔扬州，

过瓜洲扬子桥，　竟使遇　　哨，　无　不　死；
路过瓜洲扬子桥，如果碰上敌人的哨兵，不可能不被杀死；

扬州城下，　进退不由，　殆例送死；坐桂公塘土
在扬州城下，进退不能自主，几乎类似送死；坐在桂公塘土

围中，　骑数　千过　其　门，　几落贼手　死；
围子里，敌人骑兵数千人从门前走过，差点落在敌人手里死掉；

贾家庄　　几为巡徼　所陵迫死；　　夜趋高邮，
在贾家庄，差点被巡查的军官凌侮逼迫而死；夜里投奔高邮，

迷失道，几　陷　　死；　质明，　避哨竹林中，
迷了路，差点儿陷入绝境而死；天亮时，在竹林中躲避哨兵，

　　逻　者　　数十骑，　几无所逃死；　至高邮，
遇到巡逻的元军骑兵几十人，几乎无法逃脱而死；到了高邮，

　制府　　檄　　　　　下，　　　几以捕　系死；
置制司衙门通缉捉拿我的公文下达了，差点儿被逮捕杀死；

去：离开。

物色：搜寻。

竟使遇哨：假使碰上哨兵。

不由：不能自主。

殆例送死：几乎类似送死。殆，

接近于。例，类于，等于。

桂公塘土围：在扬州附近。土

围，是一所民房，已无屋顶，

仅有土墙。

几为巡徼 （犼犻à狅）所陵迫死：

几乎被巡查的军官凌侮逼迫而

死。陵，同 “凌”，欺侮。

高邮：现在江苏高邮。

陷死：陷没而死。

质明：天刚亮的时候。质，正。

制府檄下：制置司官署的 （通

缉）公文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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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城子河，　　出　入　乱　尸　中，　舟　与
在城子河里航行，在横七竖八的死人堆里穿行，我坐的船同

　　哨　相后　先，　几　邂　逅　死；　至海陵，
敌人的巡哨船相隔很近，差点儿遇上敌人而被杀死；到了海陵，

如高沙，　常恐　无辜　死；　道海安、如皋，凡
往高沙去，常常担心白白地死掉；取道海安、如皋，一共

三百里，　北与寇　　往来其间，　无日而非可
三百里路，北兵和土匪在这一带来来往往，我没有一天不可能

死；　至通州，几以　不　　纳死；　以　小舟涉
死去；到达通州，几乎因为不被收留而死；后来驾着小船在

　鲸　　波，　出无可奈何，　而　　　死　固付
惊涛骇浪中航行，实在没有办法，这时已不把死亡的威胁放

之度外矣。呜呼！死生，昼夜事也。死而死矣；
在心上了！唉！生死不过是早晚间的事情，死了就死了；

　而　境　界　　危恶，　层见错出，　非人世所
可是处境是那样的危险艰难，而且层出不穷，实在不是人所

　　堪。　　痛　　　定　　　　思　　　　痛，
能忍受得了的。痛苦的事情过去以后再回味当时遭受的痛苦，

痛　何　如　哉！
那是多么的痛苦啊！

予在患难中，　间以诗　记所　　遭，　今 存
我在患难当中，有时写点诗来记述遭遇的情景，现在保

其　本　不　忍废。道中手自抄录。使　北营，
留着底稿舍不得丢掉。旅途中亲手抄写。有关出使北营，

城子河：在高邮东南。下文的

“高沙”也在高邮附近。

海陵：现在江苏泰州。

道海安、如皋：取道海安、如

皋 （现在江苏海安、如皋）。

通州：现在江苏南通。

鲸波：巨浪。

死生，昼夜事也：死生是早晚

间的事情，意思是随时都有死

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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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　　北关　外，　为一卷；　发北　关　外，
被扣留在北关外的部分，作为一卷；有关从北关外出发，

历吴门、毗陵，渡 瓜 洲，　复 还 京 口，为一卷；
经过吴门、常州，渡江到瓜洲，重回京口的部分，作为一卷；

脱京口，趋真州、扬州、高邮、泰州、通州，
有关从京口逃向真州、扬州、高邮、泰州、通州的部分，

为一卷；自海道至永嘉，来三山，为一卷。
作为一卷；有关从海路到永嘉又来到三山的部分，作为一卷。

将　　　藏之于　　　家，使来　者读之，　悲予
我打算把这部诗集保存在家里，让后代的人读到它，能同情

志焉。
我的心志。

呜呼！予之生也　幸，　而幸生　也　何为？
唉！我能死里逃生算是幸运了，可幸运地活下来要干什么呢？

所求乎为臣，　　主　　辱，　　臣　　　　死
要求做一个忠臣，国君受到侮辱，做臣子的即使死了也还是

有馀眀；所求乎为子，　以父母　之遗体　　行殆，
有罪的；要求做一个孝子，用父母留给自己的身体去冒险，

　而死有余责。将请罪于君，　君不许；请罪于母，
即使死了也有罪责。将向国君请罪，国君不答应；向母亲请罪，

母不　许；请罪于先人之墓。　　生无以救国难，
母亲不答应；我只好向祖先的坟墓请罪。人活着不能拯救国难，

死犹为　厉　鬼以击贼，义　也；　赖　天之灵、
死后还要变成恶鬼去杀贼，这就是义；依靠上天的神灵、

宗庙之福，修我戈矛，从王于师，以为前驱，雪九庙
祖宗的福泽，修整武备，跟随国君出征，作为先锋，洗雪朝廷

北关：临安的北门。当时，元

兵驻扎在临安城北的皋亭 （一

作高亭）山。

毗 （狆í）陵：现在江苏常州。

来者：后来的人。

悲：思念，同情。

眀：同 “戮”，罪。死有馀眀，

死了也还是有罪的。

殆：危险。

厉鬼：凶恶的鬼，厉，恶鬼。

修我戈矛，从王于师：语出

《诗经·秦风·无衣》： “王于

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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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耻，　复　高祖　之业，所　　谓　　　　誓不
的耻辱，恢复开国皇帝的事业，也就是古人所说的：“誓不

与贼俱生，　所谓鞠躬尽力，　　死而后已，　亦
与贼共存”，“恭敬谨慎地竭尽全力，直到死了方休”，这也

义也。嗟夫！若予者，　将无往而不得死所矣。
是义。唉！像我这样的人，将是无处不是可以死的地方了。

向也使予委骨于草莽，　予虽浩然无所愧怍，
以前，假使我丧身在荒野里，我虽然正大光明问心无愧，

　　然微以自文于君　　　亲，　　　君　　亲其
但也无法掩饰自己对国君、对父母的过错，国君和父母会

谓予何？　诚不自意　　返　　吾　　衣冠，重见
怎么讲我呢？实在料不到我终于返回宋朝，重整衣冠，又见

日月，使　旦夕得　正　丘首，　复　　何憾哉！
到皇帝，即使立刻死在故国的土地上，我还有什么遗憾呢！

复 何 憾 哉！
还有什么遗憾呢！

是年　夏五，　改元景炎，　庐陵　文天祥自
这一年夏季五月，年号改为景炎，庐陵人文天祥给自己

　序　其　诗，名曰 《指南录》。
的诗集写了序文，题名为 《指南录》。

九庙：古代皇帝立九庙祭祀先

帝。这里指国家社稷。

高祖：指宋代开国君主太祖赵

匡胤。

誓不与贼俱生，鞠躬尽力，死而

后已：语出诸葛亮 《后出师表》：

“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

安，故托臣以讨贼也。……臣鞠

躬尽瘁，死而后已。”鞠躬，

敬谨的样子。

若予者，将无往而不得死所

矣：指无论死于何处，都死得

其所，没有遗憾。

予委骨于草莽：把我的尸骨抛

弃在荒草丛。

无所愧怍 （狕狌ò）：问心无愧。

微：无，没有。

文：文饰，掩饰。

诚不自意：实在没有想到。

衣冠：服装。

日月：代指皇帝，皇后。

旦夕：早晚，比喻时间短暂。

正丘首：传说狐狸在洞外死去

时，一定会把头朝着洞穴所在

的土丘，表示对自己巢穴的依

恋。后多用 “正丘首”表示死

于故乡或故国。

是年夏五：这一年夏季五月。

这一年是１２７６年。

改元：改年号。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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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及赏析】

本文是一篇叙事与抒情相结合的散文。它记叙了作者出使元营，冒死南归历尽艰难险阻

的过程。抒发了作者忍痛含辱，“将以有为”，一心抗击入侵之敌的爱国情感。表现了作者对

祖国的深沉挚爱、对民族忠贞不渝的强烈感情以及对敌人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

全文８个自然段分为三部分。

一、二、三、四自然段为第一部分，写作者临危授命，出使元营，被拘押北行，中途脱

险后又辗转南归的经过；文章首先写了文天祥出使北营的政治形势和思想动机。德初，侵

略南宋王朝的元人主将伯颜率大军直逼南宋的都城临安。这使南宋朝廷乱作一团，“战、守、

迁皆不及施”；“北邀当国者相见”，出于 “欲一觇北”和 “归而求救国之策”的愿望，文天

祥挺身而出，不顾个人安危，毅然 “辞相印不拜”，到敌方去。他的这种思想和行动，正是

他高度的爱国主义和献身精神的表现。

文章接着记叙了文天祥到北营后与敌人进行面对面斗争的情况。由于叛将吕师孟叔侄和

叛徒贾余庆的谄媚作梗，作者被拘留。当文天祥意识到 “不得脱”以后，便以凛然不可侵犯

的民族气节，斥骂元军主帅与宋朝的叛将，表现了他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他 “隐忍以行”，

为的是 “将以有为”，也就是为了 “中兴”宋王朝，作长远的打算。

接着文章写了作者从京口脱逃，历尽艰难险阻，最后到达永嘉的经过。文天祥逃出敌

手，立即联络抗敌将领，“约以连兵大举”，可惜淮扬帅误信谣传，使作者险些被杀，“连兵

大举”的希望也只有落空。“穷饿无聊，追购又急，天高地迥，号呼靡及”，既写了作者面临

的困苦局面，又写了忠臣志士孤身奋斗的痛苦心情。

第五自然段为第二部分，主要是回顾自己在危恶的境界中出生入死的深痛感受。作者在

本段文字中一变前面寄寓感情的手法为直抒胸臆。２２个 “死”字连在一起，一气呵成，宣

泄而下，犹如响炮连珠。这段文字以 “呜呼！予之及于死者，不知其几矣”起首，又以 “呜

呼！死生昼夜事也，死而死矣，而境界危恶，层见错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

哉”收尾，前后呼应，深刻地表现了作者胸中的无限悲痛，虽经历艰险仍力图中兴的心愿，

取得了动人心魄、感人肺腑的效果。

第六、七、八自然段为第三部分，介绍 《指南录后序》所收诗的由来、编排体例和分卷

情况；从当时社会的君臣父子伦理来阐述自己报国的心志，抒发自己历尽千难万险回归故国

死而无憾的真挚情感，并说明写序的时间和诗集的命名。“予在患难中，间以诗记所遭”，是

指这些诗是他个人患难历史的记录，接着作者自叙写作顺序，表达他对这些作品的异常珍

惜，“手自钞录”，“藏之于家”，目的是使后人读他的诗时，洞察作者为挽救国难，百死不辞

的心意，从而激发国人保持民族气节，为国尽忠效力在所不辞的高尚精神。 《指南录后序》

一文透视出了一位爱国主义者的崇高品格及民族气节，使文天祥这位民族英雄永垂青史，光

照日月。

作者通过叙述 《指南录》诗集的成书经过，表达了自己的爱国信念和顽强意志。作者的

悲剧遭遇是双重的：既有来自敌人的悬购追捕，又有来自内部的误解和中伤。因此，这非同

寻常的九死一生的经历，越发昭示出他信念的崇高和毅力的非凡。

本文在写作上的特点一是记叙、议论、抒情完美结合，字里行间充满了爱国激情；表现

在：在记叙的基础上抒情。例如第２段，写被驱北上时，指出 “予分当引决，然而隐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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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昔人云：‘将以有为也。’”这里包含着克制内心无限痛苦的强烈感情。这是在记叙基础

上的抒情，而抒情中又含有议论。

在叙事的前后，用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词句直接抒情。例如第５段中 “呜呼！死生昼

夜事也，死而死矣，而境界危恶，层见错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等

句感情强烈，表现出作者在危恶境界中出生入死的深痛感受，这段文字正如作者九死

一生的历程一样波澜起伏，险象环生，曲折动人，句简意深，读后使人颇有亲历目见，

荡气回肠之感。

其二，叙事概括简明，用语简练、生动。散句、排偶句交错运用，线索清晰，感情奔

放。为适应叙述和抒情的需要，文章采用排比、对偶等长短交错的语句。如第二部分以 “呜

呼，余之及于死者不知其几矣”一句领起，下边一口气连用了末尾带 “死”字的１７个排比

句，排比中，又间以偶句与散句，使文章气势更为磅礴，感情更为充沛。

本文叙述复杂多变的国事和个人生活经历时，恰当地使用了许多动词。如奔 （真州）、

避 （渚洲）、出 （北海）、渡 （扬子江）、入 （苏州洋）、展转 （四明、天台）等。这些动词恰

当地写出了作者在危急中奔波跋涉的情况。

【探讨·练习】

一、文天祥是在怎样的形势下出使北营的，文天祥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和意图？

二、在第５段中两次使用 “呜呼”一词，它在体现层次和表达感情方面起什么作用？

参考答案

一、是在 “时北兵已迫修门外，战、守、迁皆不及施”（当时元兵已迫近国都门外，出

战、坚守、迁都全都来不及实施）的严重形势下出使北营的。

他的心情是：“予不得爱身”（我不能只顾爱惜自己），即已抱定了为国捐躯的决心。其

意图是：一方面 “意北亦尚可以口舌动也”（估计元军方面还是可以用言语说动的），企图以

外交手段来挽回败局；另一方面是 “更欲一觇北，归而求救国之策”（更希望去观察一下元

军的情况，回来后好寻求挽救国家的策略）。

二、第一个 “呜呼”引出种种 “及于死”的人生经历，说明自己在危恶境界中将生死置

之度外，虽经历艰险仍力图中兴；第二个 “呜呼”抒发为国难而出生入死的无限伤痛，将震

人心魄的悲痛之情推向高潮。

【阅读与拓展】

一、课文检测

（一）检测题

１．下列注音有误的一项是 （ ）。

Ａ．荟萃 （犮狌ì）　　缙 （犼ì狀）绅 　　纾 （狊犺ū）祸 　　翌 （狔ì）日

Ｂ．遽 （犼ù）然 羁縻 （犿í） 诟 （犵ò狌）病 造诣 （狔ì）

Ｃ．诋 （犱ǐ）毁 庶几 （犼ǐ） 酋 （狇犻ú）长 彷 （狆á狀犵）徨

Ｄ．愧怍 （狕狌ò） 自刭 （犼ǐ狀犵） 巡徼 （犼犻à狅） 檄 （狓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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