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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采一朵送给我小小的姑娘，把它别在你的发

梢，捧在我心上，陪着你长大了……”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在看电影《你好，李

焕英》时，当悠扬的歌声响起，我轻唤着母亲的名字，泪如雨下，因为母亲的名

字里也有个“英”字。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世间还有萱草这种花，我不知道每年春季在我家东河

边盛开的黄花菜，竟然有如此文气的名称，更不知道它还被称为“母亲花”“忘

忧草”。

其实，“母亲花”的美名由来已久。元代画家、诗人王冕曾在《墨萱图》中写

道：“灿灿萱草花，罗生北堂下。南风吹其心，摇摇为谁吐？慈母倚门情，游子行

路苦。甘旨日以疏，音问日以阻。举头望云林，愧听慧鸟语。”诗中饱含着对母亲

的思念之情，以及因不能膝前尽孝而生的惭愧之情。明代画家沈周也曾绘《怀

萱图》赠与友人王鏊，以纾解友人对已故母亲的思念之情。

在我国的文化意象中，萱草代表母亲和孝亲。古人认为萱草可种植在北堂

母亲的居室，因此北堂又称“萱堂”，“萱堂”也可作母亲的代称，“北堂植萱”亦

引申为母子之情。约在唐宋时期，萱草代母的意蕴最终形成，萱草成为了中国

人的母亲花。

关于萱草忘忧的记载最早出自《博物志》：“萱草，食之令人好欢乐，忘忧

思，故曰忘忧草。”《诗札》中亦有记载：“自后人以谖草为萱草，遂起萱草忘忧之

说。”可见，古人早知萱草有忘忧的功效。

西汉时期，苏武出使匈奴，被匈奴扣留数年之久。他在与友人的书信往来中

曾有诗云：“亲人随风散，沥滴如流星。愿得萱草枝，以解饥渴情。”唐代诗人白居

易也有“杜康能散闷，萱草解忘忧”的诗句。萱草忘忧的说法，历代相沿成俗。

“遥遥的天之涯，萱草花开放，每一朵可是我牵挂的模样，让它开遍我等着

你回家的路上，好像我从不曾离开你的身旁。”歌声袅袅，东河边的萱草花又开

了。恍惚间，我仿佛看到母亲在花丛中微笑。

灿灿萱草 以爱忘忧
○葛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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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史课堂

《学生天地》高中版 2023·5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

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

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各民族团结和

谐，才能国家兴旺、社会安定、人民幸福。

走进位于甘肃省临夏回族自

治州东乡族自治县高山乡的布楞

沟村，3600 亩高标准梯田环绕村

落，整齐划一的红砖红瓦房坐落山

间，5米宽的水泥硬化路绵延村外，

地下 15千米的自来水管通向每一

户村民家中……

而在 2013 年之前，这里曾是

另一番景象。布楞沟，东乡语意为

“悬崖边”，村如其名，山大坡陡、沟

壑纵横，村民吃水困难，要么喝雨

水或者盐碱水，要么往返 30 千米

到洮河取水；全村都是又窄又陡的

土路，八成以上村民住的是土坯危

房……

2013年 2月，习近平总书记赴

甘肃调研考察。在布楞沟村，总书

记希望乡亲们“发扬自强自立精

神，找准发展路子、苦干实干，早日

改变贫困面貌”。经过几年的努力，

如今的布楞沟村发生了巨变。

布楞沟村所在的临夏回族自

治州，是国家重点扶持的“三区三

州”深度贫困地区之一。党的十八

大以来，中央多个部门相继出台支

持“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脱贫

小视角

布楞沟村的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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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从雪域高原

到塞外草原，从天山南北到西南边

陲，少数民族群众生活蒸蒸日上，

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我国各民

族面貌、民族地区面貌、民族关系

面貌、中华民族面貌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党

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

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国改

革发展全局中更加突出的位置，出

台的政策措施之密集、扶持的力度

之大前所未有，为民族地区发展注

入了勃勃生机和活力。

昔日的苦窖水变成了甘甜的

自来水，过去的土坯房变成了崭

新的砖瓦房，高速公路和高铁通

到了家门口，孩子们能就近上好

学校，老人们不用到大城市就能

看好病……党的十八大以来，民族

地区 3121 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了脱贫

攻坚战，实现了全面小康，民族地

区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的

坚强领导下，各族儿女在中华民族

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在脱贫攻坚和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打造了

东西部对口扶贫协作帮扶的“闽宁

模式”，演绎了广东珠海与云南怒

江对口帮扶、守望相助的“江海情

深”，对口援疆、对口援藏中更是结

成数不清的“亲戚”，留下无数感人

的故事。

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

只有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民族复兴伟大梦想才能顺利实现，

民族团结进步之花才能长盛不衰！

（综合自《人民日报》）

大成就

民族团结谱新篇

攻坚的文件，专门对“三区三州”深

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作出部署。从

住房安全、饮水安全到教育医疗、

基础设施建设，各项扶贫举措一项

项推进，昔日阻碍当地脱贫致富的

“穷根”被一一斩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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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美敦煌

莫高窟第 23窟北壁的《雨中耕

作图》，描绘了在一个春天，天空中

乌云密布，细雨淅淅沥沥，一位农

夫头戴草帽，正一手扶犁，一手挥

鞭策牛，在田间辛勤劳作。另一位

农夫挑物而行。地头上坐着一家三

口，即农夫、农妇和他们的孩子，父

子俩左手端碗，右手拿筷，母亲关

切地注视着他们。这一田头小景，

温馨和谐，充满了生活气息。

在古代，大多数农民的孩子是

没有条件上学的，只能跟随父母在

田里劳作，或者在一旁玩耍，待需

要时给大人搭把手。因此，壁画中

呈现出的还有中国普通劳动人民

实实在在的家庭教育，父母带着孩

子一起参与劳动，这就是最实际的

家庭教育。

敦煌敦煌““农作图农作图””黄砂碛里春耕忙黄砂碛里春耕忙
○甘肃省敦煌市第三中学 康志良

春光明媚，正是田间地头春耕忙。作为河西重镇、丝路要冲，古

时候的敦煌人口众多，农业十分发达。敦煌壁画中就保存了不少“农

作图”，画中有的人策鞭赶牛，有的人埋头播种……生动地再现了农

人耕作生产的忙碌场景。

《雨中耕作图》 莫高窟第 23窟 盛唐

《学生天地》高中版 2023·56



莫高窟第 445 窟北壁的《一种

七收图》采用“异时同图”的绘制手

法，将耕种、收割、扬场、运载等场景

在同一画面进行表现。一位男子头

戴斗笠，双手扶犁，正在犁地。一黑

一黄两头健硕的耕牛拉犁前行，采

用的是汉代以来“二牛抬杠”的耕作

方式。男子身后跟着一位妇女，正持

筐往犁过的土地里播撒种子。整个

画面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再现

了唐人的劳动生活。

诸多有关农业的生产工具也在

敦煌壁画中得到了形象的记录。如，

在莫高窟第 445窟中出现的曲辕犁

的构造与唐代陆龟蒙撰写的古农具

专志《耒耜经》中所描述的基本一

致。曲辕犁是把前代耕犁的直辕长

辕改革成曲辕短辕，并在辕头上安

装可以转动的犁磐，便于转弯和调

头，以提高耕作速度。曲辕犁可以调

整犁头入土深度，适应深耕浅耕的

不同需要，同时减少阻力利于精耕

细作。作为一种先进的耕作工具，曲

辕犁在古代农业史上具有划时代的

意义。直到 13世纪，欧洲才出现与

曲辕犁类似的步犁记录。还有出现

在莫高窟第 454 窟壁画中的三脚

耧，相比一人犁耕一人撒播的原始

播种方式，三脚耧播种已经趋于自

动化。三脚耧一次能播种三行，而且

行距一致，下种均匀，极大地提高了

播种的效率和质量。

《一种七收图》 莫高窟第 445窟 盛唐

“太守到来山出泉，黄砂碛里人种田。”唐代诗人岑参在《敦煌太

守后庭歌》中，用这样的诗句再现了古代敦煌及河西走廊地区农人在

黄沙瀚海里辛勤劳作的场景。

农月无闲人，倾家事南亩。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虽然历经艰难曲

折，但是始终屹立在世界的东方，首先靠的就是热爱劳动这个传家

宝。正是辛勤的劳动，支撑起了我们个人、家庭和国家的发展成长。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要靠着我们踏踏实实地劳动来一步步实现。

7



高阶阅读 经典品鉴

2023年春季新学期，部编版语文教材将《经典常谈》排入“名著导读”。

《经典常谈》写于 1942年，是朱自清先生专门为中学生“量身定制”的，介绍中

国古代文学、历史、哲学经典的启蒙读物，被教育家叶圣陶先生称为“极有用

处”的好书。通过这本书，读者能够循着朱自清先生的指引，去了解

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精髓，感受经典的无限魅力和隽永之味，提高

国学修养，成为博雅君子。

朱自清（1898—1948），原名自华，字佩弦，号秋

实。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散文家、诗人、教育家。

朱自清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曾留学英国，专攻语

言学和英国文学。后任清华大学教授、西南联大中文

系主任。朱自清 21岁时开始发表诗歌并出版诗集，其

散文曾被誉为“白话美文的模范”。他在诗歌理论、古典文学、新

文学史和语文教育等领域也都有很高的成就。代表作有散文集

《背影》《欧游杂记》《伦敦杂记》，诗集《踪迹》，学术论著《新诗杂

话》《诗言志辨》《经典常谈》等。

作家简介

○李 新

《学生天地》高中版 2023·58



如何读书，在中国历来是一个

千古不衰的话题。科学的选择和正

确的阅读方法，能帮助人们在有限

的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效

率，从浩繁的书海中获取对自己有

用的知识，以继承和发扬前人宝贵

的精神财富。在前人留下的精神财

富中，有一些经过了悠悠时光的冲

刷，光泽却一天比一天璀璨，它们

被我们称为经典。

人类灿烂的文化流传至今，有

非常多的经典著作，这些都是当之

无愧的文化精品，当人们在纷繁芜

杂的文化市场上无所适从的时候，

选择它们无疑是安全且有效率的。

与那些浅易解说或是哗众取宠的

歪评相比，只有经典才是真正解读

传统的最佳门径。

如果说“经典”是那些经过了

时间考验的书籍，那么“大师”就

是那些经过了时间考验的人。大

师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着深厚

学养，虽然普通的读者很难在短

时间内去深入学习他们专业的学

问，但大师们无疑都有着扎实的

功底，他们对经典文化或经典本

身都有着比普通人更深入的理

解，很多时候，大师们解读经典本

身又会成为一种新的经典。不论

过去、现在或将来，它们仍会滋养

着我们。

《经典常谈》正是从这一角度

出发，让读者聆听大师对经典的

解读。

《经典常谈》全书共 13篇，按

照历史发展的脉络，梳理了古代经

典文化包括《说文解字》《周易》《尚

书》《诗经》《三礼》《春秋三传》《四

书》《战国策》《史记》《汉书》、诸子、

诗、文等共十三章内容。朱自清先

生以现代的、科学的学术观点来研

究传统典籍，系统总结了中国传统

文化的精髓，清晰展示了我国古代

思想文化的基本面貌，全面呈现了

朱自清先生在文艺和国学经典通

俗化方面的见解和体悟。

朱自清先生的传统文化研究，

作品解读

9



高阶阅读 经典品鉴

不只注意到学术的高度和深度，更

注意到大众所能接受的广度。尤其

作为写给中学生看的书，他时时留

意《经典常谈》的普及性和通俗性。

全书不夸奇炫博，不故作高深，读

起来文笔优美，通俗流畅，深入浅

出，不蔓不枝。同时包含着作者的

研究成果，有着独到的见解——这

样的普及读物，外行读者看得懂，

专家学者也能从中得到教益。能够

做到雅俗共赏是很不容易的，《经

典常谈》即为其中的典范之作。这

种学术写作的境界，不是轻易能够

达到的。

《经典常谈》也可以看做一本

精彩的学术散文集，不“板着脸说

话”，也不平铺直叙，而是以流利畅

达的语言娓娓道来，常有引人入胜

之处。例如写战国时期的说客：“他

们的说辞却不像春秋的词命那样

从容宛转了。他们铺张局势，滔滔

不绝，真像背书似的；他们的话，像

天花乱坠，有时夸饰，有时诡曲，不

问是非，只图激动人主的心。”像这

样生动传神的精彩笔墨，书中还有

很多，让读者能够饶有兴味地了解

一个时代、一个群体或一类作品的

风貌。

朱自清先生在《经典常谈》的

序言里说，他写这本书，是为了给

希望读些经典的中学生做个向导，

指点阅读门径，让他们面对浩如烟

海的古代典籍不至于茫然无措。同

学们读了《经典常谈》，“把它当做

一只船，航到经典的海里去”，这正

是朱自清所寄予的殷切希望。

春秋末年，封建制度开始崩

坏，贵族的统治权，渐渐维持不住。

社会上的阶级，有了紊乱的现象。

到了战国，更看见农奴解放，商人

抬头。这时候一切政治的社会的经

济的制度，都起了根本的变化。大

家平等自由，形成了一个大解放的

时代。在这个大变动当中，一些才

智之士对于当前的情势，有种种的

看法，有种种的主张；他们都想收

拾那动乱的局面，让它稳定下来。

有些倾向于守旧的，便起来拥护旧

文化、旧制度，向当世的君主和一

般人申述他们拥护的理由，给旧文

化、旧制度找出理论上的根据。也

有些人起来批评或反对旧文化、旧

经典常谈——诸子第十（节选）

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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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又有些人要修正那些。还有人

要建立新文化、新制度来代替旧的；

还有人压根儿反对一切文化和制

度。这些人也都根据他们自己的见

解各说各的，都“持之有故，言之成

理”。这便是诸子之学，大部分可以

称为哲学。这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

代，也是一个思想发达的时代，在中

国学术史里是稀有的。

诸子都出于职业的“士”。“士”

本是封建制度里贵族的末一级；但

到了春秋、战国之际，“士”成了有才

能的人的通称。在贵族政治未崩坏

的时候，所有的知识、礼、乐等等，都

在贵族手里，平民是没份的。那时有

知识技能的专家，都由贵族专养专

用，都是在官的。到了贵族政治崩坏

以后，贵族有的失了势，穷了，养不

起自用的专家。这些专家失了业，流

落到民间，便卖他们的知识技能为

生。凡有权有钱的都可以临时雇用

他们，他们起初还是伺候贵族的时

候多，不过不限于一家贵族罢了。这

样发展了一些自由职业，靠这些自

由职业为生的，渐渐形成了一个特

殊阶级，便是“士农工商”的“士”。这

些“士”，这些专家，后来居然开门授

徒起来。徒弟多了，声势就大了，地

位也高了。他们除掉执行自己的职

业之外，不免根据他们专门的知识

技能，研究起当时的文化和制度来

了。这就有了种种看法和主张。各

“思以其道易天下”。诸子百家便是

这样兴起的。

第一个开门授徒发扬光大那非

农非工非商非官的“士”的阶级的，

是孔子。孔子名丘，他家原是宋国的

贵族，贫寒失势，才流落到鲁国去。

他自己做了一个儒士，儒士是以教

书和相礼为职业的，他却只是一个

“老教书匠”。他的教书有一个特别

的地方，就是“有教无类”。他大招学

生，不问身家，只要缴相当的学费就

收；收来的学生，一律教他们读《诗》

《书》等名贵的古籍，并教他们《礼》

《乐》等功课。这些从前是只有贵族

才能够享受的，孔子是第一个将学

术民众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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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阶阅读 文史笔记

400多年前的某一天，有位少年读到《晋书·陶渊明传》时，立下誓言：

“大丈夫应当走遍天下，朝临烟霞而暮栖苍梧，怎能限于一地终老此生？”

从 1608年开始，22岁的他徒步跋涉，历经 30余年，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

他走过荒凉的穷乡僻壤，到过人迹罕至的边疆地区，冒着生命危险，探索

自然的奥秘，并将所见所闻记录下来，留下 60余
万字的游记资料经由后人整理成书。

他，就是徐霞客。而那本书就是地理名著《徐

霞客游记》，它的开篇之日（5月 19日）被定为中

国旅游日。

1498年，富家子弟徐经，也就

是徐霞客的高祖，怀抱仕途梦想赴

京赶考。他遇见了江南第一才子唐

寅，两人相见恨晚，引为知己。

有人问唐伯虎：“今年的科举

会考什么？”唐寅便将自己觉得会

考的内容悉数道尽，徐经则在一

旁附和表示认同。结果那年的科

举考题真的和唐寅说的差不多。

之后，一条“唐寅和徐经买通考

官，提前拿到考题”的小道消息传

开了。弘治皇帝为平息风波，直接

削除两人的仕籍，并命其终生不

得再参加科举。原本对仕途信心

生就人间烟霞客

○○张 睿张 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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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满的徐经，此后对科举不再抱有

期待，回家后，直接跟儿子们说：

“我不再强迫你们参加科考，你们

爱考不考。”这也成了徐家的家

训。到了曾孙徐有勉这一代，不但

不参加科举考试，整天就喜欢游山

玩水。

1587年，徐有勉喜得一子，取

名徐弘祖。徐弘祖天资聪颖，自幼

好学，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下，他翻

遍了家中的所有藏书，专挑历史、

地理等这一类在当时看来毫无用

处的闲书，广泛涉猎古今史籍、舆

图方志等。徐弘祖对“奇书”的痴迷

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他在

私塾课堂上偷看《水经注》，把先生

气得不轻。他还整天遇山就爬，遇

水就下。朋友都劝徐有勉要好好管

管儿子，但徐有勉认为“不屑于功

名之教，不拘于圣人之言”，让儿子

随自己的性子去做喜欢的事：“你

这小子，实在太像我了。你眉宇间

有烟霞之气，你不是立志周游天下

吗？那就去吧。”名儒陈眉公也说：

“我看啊，他是烟霞之客，就叫他霞

客吧。”从此，徐弘祖便以“霞客”为

号，更以“徐霞客”一名为后人所熟

知，流芳百世。

如果说父亲熏陶了徐霞客去

远方探险的志向，那么母亲为他的

出行下定了最后的决心。19 岁那

年，父亲徐有勉病故，他在家里守

孝三年。守孝期满后，想外出的心

蠢蠢欲动，可是“父母在，不远游”，

徐霞客不忍心丢下母亲一人在家。

知子莫若母，母亲一下子就看穿他

的心思，说：“男儿志在四方，你当

往天地间一展宏图，怎么能因为我

而无所作为呢？”在母亲的支持下，

徐霞客最终决心出游，去拥抱天与

地，发现世界的另一面。

这一年，徐霞客 22岁。

知乎上有一个问题：“贝爷和

徐霞客谁的生存技能更强？”网友

说：“一时来看，贝爷胜，一世来

看，霞客赢。”长期在外，徐霞客饱

览了各种人间胜迹，也遭遇了大

小不同的险境，练就了一身本领。

上黄山之时，途遇大雪，陡崖结

冰，他就以铁杖在冰上凿坑攀登；

上武夷山大王峰时，千仞绝壁没有

下山之路，他就用手抓住悬着的荆

棘，“乱坠而下”；在湘江路遇强盗

打劫，他飞身入江，逆流而行；当

野外生存技能满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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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阶阅读 文史笔记

竹杖芒鞋轻胜马

苏轼在《定风波》里写到：“竹

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

平生。”这就是徐霞客的真实写照。

他全程徒步游行，风餐露宿，足迹

遍及三山五岳、大江大河。而且不

管旅途有多艰难，徐霞客都会燃起

探秘广西真仙岩石洞，他还从巨蟒

身上跨过……绝壁、激流、盗匪、猛

兽，都不能阻止他前进的步伐。

“欲穷雁荡之胜，非飞仙不能。”

徐霞客幼年时所读的地理书籍对他

产生了深远影响，于是，他来到雁荡

山寻找古书中记载的雁荡山巅的雁

湖。雁荡山以奇特险峻、瑰丽多姿的

山岳风景而闻名，就连当地的向导

都望山生畏，向徐霞客指了方向后

就停步不前了。徐霞客孤身一人翻

越了一座又一座险峻的高峰，往上

山势陡峭，脚下全是万丈深渊。发现

无路可走的时候，徐霞客就将布带

系在岩石上，悬空而下。结果布带

被岩石勒断，徐霞客险些掉入深

渊，还好他反应机敏，及时抓住了

突出的岩石，才捡回了一条命。最

后，他证实了雁荡山顶并无大湖。

诸如此类的险情在徐霞客的旅途

中不计其数。

登顶嵩山万岁峰后，徐霞客决

定从嵩山西壁攀援而下。他抓着野

藤沿着山壁滑落，速度越来越快，

到了谷底后才发现自己的双手已

经血肉模糊，身上的衣服也都蹭破

了。就在此时，徐霞客看到了霞光

穿缝而入，光下的树木、石壁、瀑布

呈现出一片绚丽的迷人景色，他立

刻欢呼雀跃，“好一个人间仙境”，

完全忘记了刚才的惊险和手上的

疼痛。而这个地方，就是如今嵩山

的奇景西沟。

徐霞客在 1616年和 1618年两

次游历黄山。他最早发现并记录了

光明顶、鳌鱼背等处是黄山最高处

的古夷平地，考证出黄山是长江水

系和钱塘江水系的分水岭。登顶天

都峰，徐霞客感觉“万峰无不下伏，

独莲花与抗耳”；等爬上莲花峰顶，

果真发现是“峰居黄山之中，独出

诸峰上”，所以他得出结论：莲花峰

是黄山最高峰。这个发现至今让测

绘专家连连称奇，因为通过现代化

技术测定，莲花峰比天都峰高了 54
米，但通过目测就能知道两者的海

拔差距绝非一般人能做到，毕竟两

座山峰之间隔了 11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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篝火，在摇曳不定的昏暗火光中写

下旅途中的所有见闻，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不曾间断。

徐霞客游历 30 余年，留下了

60 余万字的资料，经后人整理成

《徐霞客游记》一书，并广为流传。

《徐霞客游记》开辟了地理学上系

统观察自然、描述自然的新方向，

既是系统考察祖国地貌地质的地

理名著，又是描绘华夏风景资源的

旅游巨篇，在国内外具有深远的

影响。

徐霞客也是世界上对石灰岩

地貌进行科学考察的先驱，欧洲最

早对石灰岩地貌进行广泛考察和

描述的是爱士培尔，时间是 1774
年；最早对石灰岩地貌进行系统分

类的是罗曼，时间是 1858年，他们

都晚于徐霞客。而对热带岩溶的考

察，西方直到1845年才有德国旅行

家容格·胡恩对爪洼“千山”地形的

描述，比徐霞客晚200多年；俄国科

学家罗蒙诺索夫的《论地层》论述

了石钟乳，比徐霞客晚130多年。

当代人的说走就走，可能带回

来的只是朋友圈的晒照和短暂的

愉悦；可徐霞客的说走就走，走了

30 多年，带回了无比珍贵的地理

文献资料。他不仅对地理学有重大

贡献，在文学领域中也有很深的造

诣。他的游记，既是地理学上的珍

贵文献，又是笔法精湛的游记文

学，有人称赞它是“世间真文字，大

文字，奇文字”。《徐霞客游记》被学

术界列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 20部

著作之一，是中国旅游走向全球的

重要文化基石之一。

古代读书人大多走两条安稳的

路，要么寒窗苦读走经邦济世之

道，要么诗酒田园终老一生。而徐

霞客走了第三条险峻的路：去远方

探险，去发现世界的另一面，也去

发现另一个自己。他达人所之未

达，探人所之未知，用一生的时间

去完成了“朝碧海而暮苍梧”的

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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