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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说明 

本教材是 2011年我校语文教研室根据中专《语文教学大纲》的要求，结合中等职业

学校课程改革和我校的实际情况编写的。这本教材在展现语文教学功能，注重思想性、

人文性的同时，把培养学生综合能力放在突出的重要位置。 

这本语文教材编写时遵循了创新性和实用性原则，以全新的体例，打破了传统的以

文章体裁划分单元的编排体系，采用以活动为载体、以知识链接为辅助的体系来编排，

寓知识于丰富的课堂活动之中。这样不仅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而且可操作性强，基本

能使教学呈现出学生在做中学、学中做的教学情境，充分调动学生的主体作用。 

本教材为单行本，按 3个模块安排了 10个单元：经典诵读模块 2个单元，口语训练

模块 4个单元，应用写作模块 4个单元。参加编写的有韩丹峰、凌兴武、魏任菊、刘陈、

陈燕萍、徐水能、汪带生、胡珊霞等。 

由于这本教材初版古汉语知识涉及不多，这次修订主要是增加了六篇传统经典文言

文和一首唐诗，并将这七篇课文连同原来的一篇文言文课文分别按类别属性安排到经典

阅读、朗诵、复述等 4个单元里面，增加了课文容量，丰富了教材内容。 

重新修订后具体添加的课文安排如下：第一单元经典诵读新添加了苏轼《赤壁赋》

和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第四单元朗诵补充了苏洵的《六国论》和韩愈的《师说》这

两篇经典议论语体的文言文。议论文在原教材中几乎没有涉及，我们在修订时也想通过

这样的一种方式加以弥补，而且，这两篇文章是传统的经典议论语体文章，也适合吟诵，

与朗诵这一主题并不相悖。第六单元经典诵读安排的是一组中外小说名篇，主要是增加

学生阅历，提升学生人文素养。因此，我们在这一单元添加了《水浒传》中节选的《林

教头风雪山神庙》和蒲松龄的《促织》这两篇文言文小说。第七单元复述，为了锻炼学

生表达能力，原教材安排的是故事性、情节性都较强的文学作品。因此，我们在这一单

元添加了司马迁《史记》中的两个节选《廉颇蔺相如列传》和《鸿门宴》，这样与上一单

元结合起来，都是故事性很强的叙事体文章，构成了学生复述时丰富的素材，使同学复

述有东西可讲，也可借此培养学生口语表达能力。 

这些补充课文从汉代到唐宋再到明清的文学作品都有涉猎，极大地丰富了这本校本

教材的内容，更加凸显出本教材特点：培养学生综合素质，锤炼学生实用能力。 

参加本次修订的老师是胡珊霞、魏任菊、汪带生。 

 

 
编写组      

2014年 2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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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经典诵读 

【单元导读】 

中华经典诗文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精髓。它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化艺术宝库中

一颗璀璨的明珠。经典诗文作为民族智慧与民族精神的载体，是人类文明宝贵的精神财富，

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魂与根，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奋勇前进。诵读这些经典名篇，有利

于弘扬优秀文化，传承中华美德，开阔阅读视野，增强文化底蕴，陶冶高尚情操，增进爱国

热情。 

“活动设计”：旨在培养学生诵读兴趣、培养阅读习惯、提升阅读能力；让学生在诵读中

增强语感，感受文言精华，提高学生语文水平和审美能力，增强人文素养。 

“范文”：本单元安排了《荷塘月色》《我的祖国》《故都的秋》《赤壁赋》四篇散文，《桃

夭》《春江花月夜》《将进酒》《声声慢·寻寻觅觅》四首古诗词，《乡愁》《再别康桥》《面朝

大海，春暖花开》三首现代诗歌，旨在让学生感知经典散文和古诗词、现代诗歌的魅力。 

“知识链接”：主要是通过诗歌和散文鉴赏基本知识的介绍，让学生全面、系统地掌握诗

歌和散文鉴赏的相关知识和技巧，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和人文素养。 

【活动设计】 

活动主题：诵经典、品美文、享乐趣 

活动目标： 

1. 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学生热爱祖国传统文化，了解祖国优秀文化，提升人文

素养。 

2. 让学生诵读经典、理解经典，以经典诗文，陶冶学生高雅情趣，培养开朗豁达的性情、

自信自强的人格、和善诚信的品质。 

3. 在诵读中培养学生读书兴趣，掌握诵读技巧，培养阅读习惯和能力，使学生在诵读中

增强语感，感受文言精华，提高学生的语文水平和审美能力，提升学生人文素养。 

4. 在学校营造浓厚的阅读氛围，通过开展经典诵读活动，营造和谐的、人文的、丰富的

校园文化。 

活动步骤： 

1. 整合资源，营造氛围 

在教室显眼地方补充装饰经典诗文的内容，充分利用好黑板报，开辟“古诗乐园”“今日

格言”“精彩段落”等栏目，营造良好的诵读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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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好阵地，有效运作 

利用每天的早自习时间、每节语文课前准备 2 分钟，引导学生全员参与、大声朗诵，让

学生感其声，领其情。师生集体共读经典，共赏美文，进行经典吟诵、演讲、分组背、个别

背、接龙背、默背等学习游戏活动，为经典诵读拓展更宽的道路。 

3. 搭建平台，成果展示 

组织开展诵读比赛。诵读活动与班级活动相结合；个人学习与集体辅导相结合；诵读与

展示相结合；评比与激励相结合；总结与提高相结合。以本单元选文为主要内容，其他国学

经典诗文为补充内容，以集体诵读为基本形式，同时组织编排一个对诵、小组朗诵、配乐朗

诵等艺术表演形式，参加展示活动，每个节目时间 3～5分钟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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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文】 

一  荷塘月色 

朱自清 

题  解： 

朱自清（1898—1948），原名自华，字佩弦，号秋实，祖籍浙江省绍兴市，生于江苏省东

海县。中国现代散文家、诗人、学者、民主战士。主要作品有诗歌散文集《踪迹》，散文集《背

影》《欧游杂记》等。 

本文写于 1927年 7月。当时，蒋介石叛变革命，发动“四一二”政变，中国处于一片黑

暗之中。作者苦闷彷徨，在欣赏荷塘月色的淡淡喜悦之中，夹杂着不满黑暗现实但无法超脱

的哀愁。这正是那个黑暗时代在作者心灵上的折射。 

 

 
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今晚在院子里坐着乘凉，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在这满月的

光里，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月亮渐渐地升高了，墙外马路上孩子们的欢笑，已经听不见了；

妻在屋里拍着闰儿1，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我悄悄地披了大衫，带上门出去。 

沿着荷塘，是一条曲折的小煤屑路。这是一条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夜晚更加寂寞。

荷塘四面，长着许多树，蓊蓊2郁郁的。路的一旁，是些杨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树。没有

月光的晚上，这路上阴森森的，有些怕人。今晚却很好，虽然月光也还是淡淡的。 

路上只我一个人，背着手踱3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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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像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

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

的话，现在都可不理。这是独处的妙处，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4的是田田5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

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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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像闪电般，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

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地挨着，这便宛然7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叶子底下是脉脉8的流水，遮

                                                           
1 闰儿：作者的次子朱闰生。 
2 蓊蓊（wěnɡ）郁郁：树木茂盛的样子。 

3 踱（duó）：慢步行走。 
4 弥（mí）望：充满视野，满眼。 
5 田田：形容荷叶相连的样子，古乐府《江南曲》中有“荷叶何田田”的句子。 

6 袅娜（niǎo nuó）：柔美的样子。 
7 宛然：好像。 
8 脉脉（mò）：这里形容水没有声音，好像深含感情的样子。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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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致1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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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

能朗照；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的。月光是隔了树照

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2的黑影，峭楞楞如鬼一般；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

倩影3，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4上

奏着的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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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是阴阴的，乍看像一团烟雾；

但杨柳的丰姿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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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然想起采莲的事情来了。采莲是江南的旧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时为盛；从诗歌

里可以约略知道。采莲的是少年的女子，她们是荡着小船，唱着艳歌7去的。采莲人不用说很

多，还有看采莲的人。那是一个热闹的季节，也是一个风流8的季节。梁元帝9《采莲赋》里

说得好： 

于是妖童媛女，荡舟心许10；鹢首徐回，兼传羽杯11；櫂将移而藻挂，船欲动而

萍开12。尔其纤腰束素，迁延顾步13；夏始春余，叶嫩花初，恐沾裳而浅笑，畏倾船

而敛裾14。 

                                                           
1 风致：美的姿态。 
2 斑驳（bó）：原指一种颜色中杂有别的颜色，这里有深浅不一的意思。 
3 倩影：美丽的影子。 
4 梵婀（ē）玲：英语“violin”的译音，即小提琴。 
5 一例：一概、一律。 
6 丰姿：风度，仪态，一般指美好的姿态。也写作“风姿”。 
7 艳歌：专门描写男女爱情的歌曲。 
8 风流：这里的意思是年轻男女不拘礼法地表露自己的爱情。 
9 梁元帝：南朝梁代皇帝萧绎，写有《采莲赋》。 
10 妖童媛（yuàn）女，荡舟心许：艳丽的少男和美貌的少女，摇着小船相互默默地传情。妖，

艳丽。媛女，美女。许，默认。 
11 鹢（yì）首徐回，兼传羽杯：船慢慢地来回荡漾着，双方传递着酒杯。鹢首，古时画鹢于船
头，所以把船头叫作鹢首。鹢，鸟。徐，慢慢地。回，转。兼，指双方。羽杯，酒器。 

12 櫂（zhào）将移而藻挂，船欲动而萍开：桨要划动却被水草挂着；船要移动，就把浮萍分

开了。櫂，通“棹”，划船的一种工具，形状和桨相似。 
13 尔其纤腰束素，迁延顾步：那细细的腰肢，裹着洁白的绸子，走走退退，不住地回视自己

的动作。尔其，那。迁延顾步，形容走走退退不住地回视自己动作的样子。顾，眷顾，多

情的样子。 
14 敛裾（jū）：这里是提一提衣裳的意思。裾，衣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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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当时嬉游的光景了。这真是有趣的事，可惜我们现在早已无福消受1了。 

于是又记起《西洲曲》2里的句子： 

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 

今晚若有采莲人，这儿的莲花也算得“过人头”了；只不见一些流水的影子，是不行的。

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这样想着，猛一抬头，不觉已是自己的门前；轻轻地推门进去，

什么声息也没有，妻已睡熟好久了。 

1927年 7月，北京清华园。 

 

思考与练习： 

一、给下列加点的字注音。 

小煤屑．（    ）路       踱．（    ）着     蓊．（    ）蓊．（    ）郁郁 

袅娜．．（    ）（    ）       脉脉．．（    ）（    ）的流水 

独处．（    ）的妙处．（    ）       敛裾．（    ） 

二、请勾画出文中作者感情发展的脉络，品味作者的思想感情。 

三、分别概括出月下荷花和月光的特征。 

四、分析下列句子运用的修辞手法，并说说这样写的好处。 

1. 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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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 

 

 

                                                           
1 消受：享受。多用于否定。 
2《西洲曲》：南朝乐府中的诗。描写一个青年女子思念情人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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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的祖国 

张海迪 

题  解： 

张海迪（1955年 9月 16日—  ），生于济南，中国著名残疾人作家，哲学硕士。现任全

国政协常委，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委员，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60年，

张海迪五岁时因患脊髓血管瘤导致高位截瘫，1970年又随父母下放至山东聊城梓县，自学完

成了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学习，并学习针灸，在当地行医。张海迪得到了两个赞誉：一个是

“八十年代新雷锋”，一个是“当代保尔”。代表作有《生命的追问》《轮椅上的梦》《绝顶》等。 

本文是为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我的祖国》一书写的序言。独特的人生经历为张海迪提

供了多样的视角，祖国在海迪多情的笔下尽展风华。文章既饱含深情，又具有远见卓识，内

容涉及历史、文化、地理等多个领域，轻松亲切地弘扬爱国主义，对于今日中职生树立民族

自豪感、强化时代使命感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祖国是什么？也许这是每一个孩子都曾经问过的。我很小的时候，也曾经问过我的父亲

和母亲。他们告诉我，中国就是我的祖国。中国有 56个民族，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有数不清的高山大河，还有辽阔的海洋⋯⋯ 

可是中国为什么叫中国呢？那时候我真的这么想过，一个孩子的心里总是有很多问号。

直到有一天，父亲和母亲带我去看电影《上甘岭》，一位美丽的志愿军护士唱了一首歌，那优

美的旋律深深打动了我幼小的心： 

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岸， 

我家就在岸上住， 

听惯了艄公的号子， 

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从此我就会唱这支歌了，我也慢慢懂得了祖国就是生我养我的地方，祖国就是农村广阔

的田野，宁静的村庄，密密的树林，还有绿色的山峦，清凉的小河。祖国就是城市宽阔的马

路，高高的楼房，美丽的公园，来来往往的人们，他们都像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叔叔

姑姑，就像很多我在书中和电影里认识的人，他们勤劳善良，热情真诚，他们爱亲人，爱朋

友，爱邻居，爱同事，也爱工作，爱和平⋯⋯ 

有一天，母亲带着我坐火车去远行，当火车隆隆地驶过黄河大铁桥，我看见黄河像一条

金色的巨龙，波涛滚滚，真的仿佛从天而降，一刻不停地向远方奔去⋯⋯再看看，大地是那

样辽阔，天空是那样高远，村庄，森林，山脉，都在远方的地平线上旋转，白云在蓝天上

悠悠飘荡，鸟儿自由自在地在天地间飞翔，风把人们的歌声和鸟儿的鸣唱传播到更加遥远

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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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当了作家，我用自己的笔写我少女时代生活的故事，也写壮丽的雪山，浩瀚1的沙

漠，神奇缥缈2的星空。我渐渐懂得了，祖国不仅是我生长的土地，不仅是我感受温暖亲情的

家园，祖国也是亿万人民的共同体，我是其中之一，我为她学习，为她工作，为她创造；当

我在欧洲学习和工作期间，祖国更是我常常牵挂、魂系梦萦3的地方。在远离祖国千里万里的

他乡，每当唱起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的泪水就情不自禁地流下来，仿佛黄

河波浪就响在耳畔⋯⋯ 

远在他乡更能感受祖国的壮美，长江，黄河，从青藏高原上逶迤4而下，不舍万里，奔向

大海；珠穆朗玛峰巍峨屹立在世界屋脊，任凭狂风把头顶的雪雾洒向天边；太平洋的波涛轻

轻拍击着宝岛的礁岩，仿佛亲密地和大陆邻居喃喃私语⋯⋯ 

迴祖国的历史悠久绵远，就像黄河，也像长江，历经万年风雨，千 百折，却永远滔滔滚

滚，一往无前；亘古5绵延的年代里，亿万次锤炼的民族精神就像珠穆朗玛峰一样威风凛凛，

气冲霄汉。 

当孔夫子面对流水感叹生命的消逝，屈原忧国忧民抚剑悲吟，司马迁忍辱负重奋笔疾书，

中华民族的血液里就已经被注入了永恒的力量——信仰，责任，关怀，无私。 

当李白吟游山水，纵情高歌，杜甫执笔沉思，仰天悲唱，他们给中华民族的子孙留下的，

不仅是光焰万丈的诗篇，而且是传承千载的精神——激情，想象，热爱，博大。 

当李清照悲切吟哦6，岳飞怒发冲冠，他们让我们记住的，不是仇恨，不是抱怨，不是叹

息，不是畏缩，而是坚韧无畏，勇往直前的宝贵品格。 

我们有无数的词语赞颂先辈们在民族灵魂中熔铸7的崇高，坚定，克己，宽容，和睦⋯⋯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8——这是我们祖先在人类文明史上写下的瑰丽词句，是一

个民族的宽广胸怀，也是我们今天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信念支撑！ 

可是，中国为什么叫中国呢？这个问题我一直想了很多年。 

很多年以来，我一直坚持读书，在浩瀚的古代典籍中寻找“中国”这个名字的起源。有

一天，我在《诗经·大雅》里读到了，“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9早在

春秋时代，我们的祖先已经把自己生息繁衍的国家称为中国了。所以，我们的祖国是一种悠

                                                           
1 浩瀚：形容广大、繁多。 
2 缥缈（piāo miǎo）：形容隐隐约约，若有若无。 
3 魂牵梦萦（yínɡ）：形容思念情切。 
4 逶迤（wēi yí）：形容道路、山脉、河流等弯弯曲曲延续不绝的样子。 
5 亘（ɡèn）古：整个古代，终古。 
6 悲切吟哦（é）：悲伤地吟咏。 
7 熔铸（zhù）：熔化并铸造。 
8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出自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意为在天下人担忧之前先

担忧，在天下人快乐后才快乐。 
9 民亦劳止，汔（qǐ）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suí）四方：出自《诗经·大雅·民劳》，意

为百姓劳苦忧伤，但求能得到安康。应当加惠中原，安抚全国四方。止，语气助词。“汔”

通“乞”，即求。这里的“小康”应该是“安养”“休息”的意思。绥：安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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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的历史延续，生生不息，她由一种看不见的强大力量所维系，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礼

记·中庸》里说，天下的圣贤，如果具备了聪明睿智，温柔宽容的品格，有刚毅坚强的意志，

端庄典雅的风度，而且具有洞悉一切的才能，就能“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1，并且让周围的

民族和国家受益。 

两千多年前的先人们已经把维护国家荣誉、弘扬民族精神看得非常重要了。祖国，这片

美丽富饶的土地，中华民族的祖先挥洒着汗水和血泪，尽情为她书写了五千年。五千年写就

了多少厚重的典籍，多少光辉的篇章。五千年，中国为人类文明史的发展，贡献了多少不可

替代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啊！毛主席曾经说过，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实践证明，

经过全体中国人民的努力，中国已经为世界的文明进步描绘了最美的图景。 

今天，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时候，我写下这些文字，耳畔也仿佛又听见了那支歌： 

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岸， 

⋯⋯ 

 
 

思考与练习： 

一、给下列加点的字注音。 

缥缈．．（    ）（    ）      逶迤．．（    ）（    ）   礁．（    ）石 

魂牵梦萦．（    ）       亘．（    ）古           熔铸．（    ） 

二、谈谈你对祖国含义的理解。 

 
 

 

 

 

 

                                                           
1 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出自《礼记·中庸》。因此，声誉广泛传播于中原一带。是，指

示代词，这。古代称“中国”一般指中原一带，即“中原”“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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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故都的秋 

郁达夫 

题  解： 

郁达夫（1896—1945），原名郁文，字达夫，幼名阿凤，浙江富阳人，中国现代著名小说

家、散文家、诗人。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沉沦》、小说《迟桂花》等。 

从 1921年 9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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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 4月他从上海迁居到杭州，在近三年的时间里，

他过的是一种闲散安逸的生活，花了许多时间到处游山玩水，写下了许多游记散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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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写下了本文。 

作者在对北平秋的描绘中，寄寓了眷恋故都自然风物和对美的执著追求，流露出一种沉

静、寡淡的心境。“故都”表明描写的地点，含有深切的眷恋之意；“秋”字确定描写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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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也不过

想饱尝一尝这“秋”，这故都的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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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夹在苏州上海杭州，或厦门香港广州的市民中间，混混沌沌1地过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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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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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逢北国之秋，已将近十余年了。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

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2的钟声。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吧，就是在皇城

人海之中，租人家一椽3破屋来住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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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而然地也能够感觉

到十分的秋意。说到了牵牛花，我以为以蓝色或白色者为佳，紫黑色次之，淡红色最下。最

好，还要在牵牛花底，教长着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使作陪衬。 

北国的槐树，也是一种能使人联想起秋来的点缀。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4，早晨

起来，会铺得满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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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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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叶而天下知秋的遥想，大

                                                           
1 混混沌沌：形容糊里糊涂，无知无识的样子。 
2 潭柘（zhè）寺：位于北京西部门头沟区东南部的潭柘山麓，距市中心 30 余公里，始

建于西晋永嘉元年（公元 307 年）。  
3 椽（ chuán）。  

4 落蕊（ ru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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