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卷首语

“单则易折，众则难摧”出自《魏书·吐谷浑传》，原文为“单则易折，众则难

摧。戮力一心，然后社稷可固”。吐谷浑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活跃于西北地区的一

个地方政权。吐谷浑王阿豺临终前，让自己的二十个儿子各献一支箭，命自己

的弟弟慕利延折其中一支箭，箭轻易被折断，又命慕利延折另外十九支箭，箭

无法被折断。阿豺此时说，单支箭容易被折断，多支箭在一起就难以被折断，所

以只要大家团结一心，社稷一定会稳固。

团结出凝聚力，还出战斗力。孔子在《论语·为政》中提到“君子周而不比，

小人比而不周”，意指君子主张团结共事。荀子说“民齐者强，民不齐者弱”“和

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其实也是在讲“人心齐，泰山移”。此后

千百年，无论是孙武的“上下同欲者胜”，还是孙权的“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

矣”，都意在告诫后人：只要有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团结精神，就能形成心往

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强大合力，也必能应对一切挑战，战胜一切困难。

团结要“众人拾柴”，也要和而不同。《国语·郑语》就曾记录了郑桓公与史

伯的对话，史伯曾提到“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

物归之”，意思是不同事物相互调和，方可获得长远发展，旨在强调团结有力，

必须注重求同存异，兼顾好一致性与多样性。《论语·子路》中有言：“子曰：‘君

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的主张，不仅对于人际交往具有重

要参考价值，对于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交往也有着重要意义。

团结既要强化内部力量整合，更要积极争取外部各方支持。《管子·霸言》

提到“夫轻重强弱之形，诸侯合则强，孤则弱”，说明合作共赢的重要性。回首百

年党史，我们党正是凭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广泛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

积极因素，并最终凝聚起磅礴伟力、成就百年伟业。当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进入了关键时期，“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更需要全党全国各

族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团结奋斗向前进，才能形成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磅礴伟力。

（作者系山东省政德与廉洁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单则易折，众则难摧
○韩燕丽



72023.
（总第858期）（周刊）

高中版

高阶阅读

08 经典品鉴

品味孙犁：“荷花淀”中流淌出的革命美学

12 文史笔记

青山万里入诗来

——古代文人的“乐”山情结

16 博物地图

海南 奇观与激情并存的梦想之岛

20 备考指津

瞻前顾后看语境 斟酌词句细推敲

——“四步法”攻克成语新题型

以事分层 以题助读

谦谦君子 言之有“礼”

08
04

寻美敦煌

06 从敦煌文化看我们的文化自信

卷首语

01 单则易折 众则难摧

01

06

四史课堂
04 主题教育

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

“定海神针”



主管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主办单位：甘 肃 教 育 社

出版单位：甘肃教育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咨询委员会

主 任 张国珍

副主任 张晓东 党 勤

地 址：兰州市城关区雁宁路399号
邮政编码：730010
电 话：（0931）8583966
电子信箱：gaozsd@163.com
网 址：www.gsedunews.cn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671-7309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62-1160 / C
国内邮发代号：54-198
广告发布登记号：620100002
广告发行部电话：（0931）8583566

印 刷：甘肃新华印刷厂

发 行：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兰州市分公司

出版日期：2023年7月26日
定 价：600元

◆本刊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将原杂志寄回编辑
部，由本刊负责调换。

◆凡本刊发表文章作者，如自刊登起三月内未收到稿费与
样刊，请速与本刊联系，以便我们及时奉寄。

◆向本刊投稿，作者须文责自负，本刊概不承担任何连带
责任。

社 长/总 编

副社长/副总编

编 辑

主 编

执 行 主 编

责 任 编 辑

美 术 编 辑

李晓冬

马生骏 高万春

《学生天地》编辑部

李 峰

沈 俊

张亚群

雷康宁

28 46写作特训
28 素材

焠匠心之火 铸时代之刃

32 技法

重视叙事个性 飞扬青春色彩

——高中生记叙性写作能力培养

36 练笔

长夏连了髫年

读懂温柔深厚的母爱

聚奋斗之火 燃自强之花

青春的奇迹

42 考场

让句式为作文添彩

——考场作文如何做到句式灵活

封面作者 柠 檬

成长动能

46 大学视野

科技引领 开创“未来”

——未来技术学院之华中科技大学篇

选择经济类专业，注意这些易混淆专业

54 规划课

分门别类 大有裨益

——大类招生报考指南

58 法律课

订立合同二三事

60 心理课

证实偏见

——当心！你正在落入自圆其说的思维

陷阱

64 信息专递

“读享精彩，书香校园”主题系列活动启事



《学生天地》高中版 2023·7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

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

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十

个明确”系统总结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核心内涵，其

中居于首位的就是党的领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

多方面显著优势，其中，中国共产

党领导是最大优势，是其他方面优

势得以存在和发挥作用的根本保

证。回顾党的历史可以看到，什么

时候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党和人民

事业就健康发展；什么时候弱化甚

至放弃党的全面领导，党和人民事

业就受到挫折甚至失败。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这

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党肩

负民族复兴伟业，筚路蓝缕奠基立

业，中华民族的面貌为之焕然一

新。一百多年来，党领导人民浴血

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任人

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

返；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东

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解

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

成就，人民生活奔向全面小康；自

信自强、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

四史课堂 主题教育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

一心救中国……”抚今追昔，一代代中华儿女唱着这首心底的

歌，迎来新中国，走进新时期，迈入新时代。党和人民百年奋斗，

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穿越历史风云，

一个真理昭示未来：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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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中

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

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历史和现实证

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的核心力量，没有中国共产

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伟大征程还需爬坡过

坎、经历风吹雨打、克服艰难险阻，

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根本

在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重要成

就之一，也是党和国家事业取得

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

最根本保证。从保证党的团结统

一，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

领导，到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明

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从健

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确保党在

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作用，到坚

持民主集中制，完善推动党中央

重大决策落实机制……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围绕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作出

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党中央权威

和集中统一领导得到有力保证，党

的领导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党的领

导方式更加科学，党的政治领导

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

号召力显著增强。

“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

者成。”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

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

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从

积贫积弱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

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从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与社会

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中国共产党

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无畏精神，

开创中华民族历史新篇章；以“不畏

浮云遮望眼”的卓绝智慧，开启中华

民族发展新征程。

（综合自《人民日报》《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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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美敦煌

《学生天地》高中版 2023·7

公元前140多年，一支从长安出

发的和平使团，开始打通东方通往西

方的道路，完成了“凿空之旅”，开启

了丝绸之路，这就是著名的张骞出使

西域。正是经由敦煌，古代中国文明

同古印度、古希腊、古波斯等不同文

明交融汇聚、创新发展。

敦煌文化是中华文明几千年不

断融会贯通的典范。从公元4世纪到

14世纪的一千多年间，历经十六国、

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朝代兴

建，莫高窟、西千佛洞石窟、东千佛洞

石窟、榆林窟等石窟群开凿，统称“敦

煌石窟”。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敦煌

文化，“集建筑艺术、彩塑艺术、壁画艺

术、佛教文化于一身，历史底蕴雄浑厚

重，文化内涵博大精深，艺术形象美轮

美奂”。敦煌文化灿烂的奥秘，就在于

其彰显了不同文化的汇聚和交融。

敦煌，河西走廊最西侧茫茫戈壁中的一片绿洲。这里是历史上东西

方文化交汇的重要枢纽。千百年来，东西商贾、南北僧众，“驰命走驿，不

绝于时月”，不同文化在这里汇聚交融，塑造了独具魅力的敦煌文化。

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

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敦煌文化正是典型代表，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

自信。

文明的交流互鉴

从敦煌文化看我们的文化自信从敦煌文化看我们的文化自信
○甘肃省敦煌市第三中学 康志良

张骞出使西域图 莫高窟第 323窟 初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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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天下

大同”“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吐纳

八面来风，自信而大度地开展同域外

民族的交往交流，谱写了万里驼铃万

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创造了万国衣

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敦煌文化，历

经千年岁月，依然生动诠释着中华民

族兼容并蓄、博采众长、开拓进取的

文化自信。

敦煌地区多民族、多文化长期并

存，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体现出鲜明

的地域文化特点。从生产生活、民俗

节庆、婚丧嫁娶、喜怒哀乐等人生百

态，到建筑、服饰、用具、工具等具有

不同时代烙印的物质造型，敦煌壁画

构成敦煌中古时期活灵活现的社会

文化发展演变的图谱，这也使其不仅

是东西文明交融的文化宝藏，还具有

古代文明的博物馆功能。

敦煌文化遗存，以事实向世人雄

辩地证明，我们的祖先曾经是何等的

自信与富于创造力。自信、好学的中

国人，以开放的胸襟、包容的精神，成

就了丝绸之路的兴旺发达，铸就了中

华民族博采众长的文化自信，也必将

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023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变调如闻杨柳

春，上林繁花照眼新。”悠悠驼铃声从历史的深处涌来，在新时代

化为朗朗清音。铃声不绝，续成浩浩长歌，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

鉴滚滚向前。这是一个文明古国的文化自信和历史担当！

丝绸、瓷器、漆器、铁器等“中国

造”传向西方，胡椒、亚麻、香料、葡

萄、石榴等进入中国；阿拉伯的天文、

历法、医药传入中国，中国的四大发

明、养蚕技术走向世界；儒家文化起

源中国，又深受欧洲莱布尼茨、伏尔

泰等思想家推崇……正是由于不同

文明之间相互激荡、和谐共生，才融

汇成美美与共、生机勃勃的万千

气象。

自信的生动展示

丝路贸易图 莫高窟第 296窟北披 北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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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阶阅读 经典品鉴

为强化红色基因的传承，新课程标准中把“中国革命传统作品研习”单

列为一个学习任务群，对于身处和平年代的同学们感受革命前辈的爱国报

国之情具有重大意义，更有助于革命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同时，

这些革命文化作品能够丰富同学们的语言运用，锻炼思维能力，提升审美水

平，厚植爱国情怀。

今年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孙犁诞辰 110周年。在风起云涌的革命年代，

河北是一片红色的土地。这片红色土地不仅诞生了无数革命英雄，而且滋养

了许多红色作家，孙犁就是其中之一。他善于描写农村生活和战争场面，用

充满诗情画意的语言塑造出了一个个红色经典形象，成为“荷花淀派”的创

立者和代表作家。

孙犁（1913—1996），原名孙树勋，河北安平县人，现代作家。年轻时就

读于保定育德中学，1936年在白洋淀边的安新县同口镇做小学教员。抗日

战争爆发后，在晋察冀根据地从事革命文化工

作。1944年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工作。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天津日报》工作，注重发

现和培养文学新人，并坚持写作。曾任全国文

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1945年，孙犁发表《荷花淀》《芦花荡》等

《学生天地》高中版

品味孙犁：“荷花淀”中
流淌出的革命美学

2023·7

作家简介

○张 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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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写抗战的同时融入故乡

景物，让鲜明地域风光与人性、人

情之美交相辉映，成为孙犁文学的

突出特色。

《荷花淀》写夏天的白洋淀，“水

面笼罩起一层薄薄透明的雾，风吹

过来，带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在

这样气息醉人的月夜，水生匆匆告

别水生嫂去参加游击队。后来夫妻

俩在花叶葳蕤的荷塘偶然相遇，合

力伏击前来扫荡的日本大船。《芦花

荡》讲述老船夫护送一对小姐妹过

苇塘并智斗日寇的故事。趁着夜色，

一叶小舟突破炮火的封锁。无边的

淀水看上去幽深沉寂，内里却暗流

奔突：“敌人从炮楼的小窗子里，呆

望着这阴森黑暗的大苇塘，天空的

星星也像浸在水里，而且要滴落下

来的样子……苇子还是那么狠狠地

往上钻，目标好像就是天上。”

荷花、芦苇作为自然景物，气

质柔美甚至柔弱，在孙犁笔下却自

有一种刚强。他写茂盛的荷塘：“那

一望无际的密密层层的大荷叶，迎

着阳光舒展开来，就像铜墙铁壁一

样。粉色荷花箭高高地挺出来，是

监视白洋淀的哨兵吧！”他俯瞰丰

收季节的芦苇：“每年芦花飘飞苇

叶黄的时候，全淀的芦苇收割，垛

起垛来，在白洋淀周围的广场上，

就成了一条苇子的长城。”荷叶是

哨兵林立的“铜墙铁壁”，荷花苞如

直指天空的“利箭”，金黄色的芦苇

堆则筑起守卫的“长城”……关于

景物的细节渲染出战争的严酷紧

张，也可见一种全民皆兵的警备与

激昂。在孙犁眼中，白洋淀盛产的

芦苇更有一种亦刚亦柔的奇妙。当

抗战题材小说，在延安解放区成名，此后创作愈多、影响力愈大，而赞美故

乡人民保家卫国、英勇抗敌一直是不变的主题。孙犁曾说：“我最喜爱我写

的抗日小说，因为它们是时代、个人的完美真实的结合，我的这一组作品，

是对时代和故乡人民的赞歌。”孙犁的小说不以尖锐的矛盾冲突、离奇曲折

的故事情节吸引人，而是用诗的感情、诗的韵味来写小说。其小说的诗性美

通过诗情、诗境、诗语完美地体现出来，处处闪耀着美的光辉，因而赢得了

广大读者的喜爱，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

白洋淀水乡的描写，带有荷花香味的风

作品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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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阶阅读 经典品鉴

它们被破成苇眉子，柔滑修长，又薄

又细，在织席的水生嫂怀里跳跃：“不

久在她的身子下面，就编成了一大

片。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

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当它们

掩护老船夫诱敌杀敌，则成了一道密

不透风的屏障。其间点缀着鲜嫩的芦

花，“一片展开的紫色的丝绒，正在迎

风飘散”，正是宣告胜利的旗帜。

《学生天地》高中版

亲身参战、体验广阔多样的社

会生活，孙犁的文字带着山野田间

气息，真正从民众视角来观察现

实、反映现实。

正如丁玲晚年相当认可孙犁

以及其他在晋察冀边区成长的作

家群体：“（他们）与人民一道滚过

几身泥，吞过几次烈火浓烟，学过

使枪，学过使锄，比较熟悉劳动人

民，生活底子厚……他们有接近劳

动人民的本领，劳动人民亲热地把

他们看成自己人。”孙犁在边区生

活的多年，所见所写都是“小人

物”。他后来塑造的一些典型形象，

如水生、水生嫂、吴召儿等，都由此

脱胎而来。

《邢兰》的主人公邢兰，是孙犁

笔下第一个有名有姓、刻画细致的

人物。“我”作为驻村干部寄宿邢兰

家，渐渐和邢兰熟悉起来。这人家

里的孩子穿不上裤子、自己又患着

气喘咳嗽的病，却是出了名的操

心。他翻山走远路打探消息，赶在

日寇扫荡前通知乡亲们躲避；在村

里组织起互助团和代耕团，常常夜

里做侦察白天下地干活；还有爬到

大树上吹吹口琴的“雅兴”。村里有

人嘲笑邢兰自顾不暇，“我”却深深

理解这个做实事“有瘾”的人：“只

有寒冷的人，才贪婪地追求一些温

暖，知道别人的冷的感觉；只有病

弱不幸的人，才贪婪地拼着这个生

命去追求健康、幸福……只有从幼

小在冷淡里长成的人，他才爬上树

梢吹起口琴。”

孙犁的目光常常投向农村的女

2023·7

从民众视角出发，创造立体的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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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群体，既写她们作为妻子、恋人、

妹妹等家庭角色，也描绘她们如何

心向社会广阔天地。如《走出以后》

中的王振中身上集合着边区许多妇

女的苦涩，她在长年不如意的生活

中变得性格内向但行事果断，终于

从婆家出走到游击队做看护……这

些女性与邢兰一样，一边承担现实

苦难，一边不失生活的热情与趣味，

“她们的颜色，是浓艳的花也不能

比，月也不能比；无比的壮大，山也

不能比，水也不能比了”。

孙犁抗战文学的重点不是血

泪控诉而是抒发乐观与生机，为现

代文学史创造了别样的战争美学。

孙犁深情描绘的故乡景美、人

美，却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遭

受严重的摧残和破坏。在民族危亡

之际，传统家国观念激发了巨大的

抗敌热情，促使这片土地的儿女英

勇投入救亡洪流。孙犁刻画那些征

战的男人、守家的女人虽有感伤却

极少悲凄，他们坚定地相信终有一

天能赶走侵略者，迎来合家团聚。

孙犁通过小说人物的话不断

强调“还家”的信念，鼓舞民众斗

志。水生临行交代水生嫂：“千斤的

担子你先担吧，打走了鬼子，我回

来谢你。”水生嫂驾着冰床子送短

暂探亲后的水生归队，临别嘱咐：

“我为什么撑得这么快？为什么着

急把你送到战场上去？我是想，你

快快去，快快打走了进攻我们的敌

人，你才能再快快地回来。”水生夫

妇的离别淡化了战火灾难，强化了

必然还家的希望。

还有《投宿》中“我”在游击途

中向乡亲借宿，偶然住进了一对年

轻夫妻的新房。这里的主人已经为

了抗战先后离家，但“我”对着整洁

干净的房子却仿佛看到他们的身

影。两个青年男女恩爱眷恋的气

息，留在院子里茂盛新鲜的花草

上，留在白得发光的墙纸上，以及

装饰着白蛇盗灵芝草故事的红油

木箱上……房子里的一切仿佛告

诉人们，这里虚室以待、随时迎接

离家者的归来。

在孙犁笔下，儿女传奇总是连

接着离乱的艰难时世、连接着汹涌

的社会浪潮，所以茅盾评价“他用

谈笑从容的态度来描摹风云变

幻”，娓娓道来的情长故事同时也

是宏大壮丽的英雄赞歌。

用谈笑从容的态度，描摹风云变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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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阶阅读 文史笔记

中国是个多山的国家，可谓名山众多。有的山巍峨壮观、气象万

千；有的山旖旎秀丽、千姿百态；有的山与宗教、文化融为一体……它

们的风采吸引着全世界的游客流连忘返。古往今来，中国的诗人们留

下了无数咏山佳作，这些作品或为名山增色，或让一些原本不太知名

的山脉因此名扬千里，蜚声海内。

孔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所谓“仁者”就是

仁义之人。孔子认为有仁德的人像山一样稳健安静，仁慈宽容，不易冲

动。朱熹解释为：“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因

此，山的那种厚重、理性常常感染诗人，使之歌之、咏之。

泰山是“五岳之首”，有“天下第一

山”之称。重叠的山势、厚重的形体、苍

松巨石的烘托、云烟的变化，使它在雄

浑中兼有明丽，静穆中透着神奇。在诸

多吟咏泰山的诗词中，以杜甫的这首

《望岳》最为有名。全诗紧紧围绕“望”

字展开，作者通过描写对泰山的所望

所感，来抒发自己内心的雄心壮志，洋

溢着蓬勃向上的朝气。

望 岳

〔唐〕·杜甫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学生天地》高中版

青山万里入诗来
——古代文人的“乐”山情结

2023·7

○学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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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句“岱宗夫如何”，以问句来

引出全篇，岱是泰山的别名，因居

五岳之首，故尊为岱宗。“齐鲁青未

了”，作者在齐鲁的交界之外仍然

能望见泰山高耸入云的峰巅。“造

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描写的是

作者近观泰山所见之景。它神奇峻

秀，巍峨高大。一个“钟”字，便把天

地万物一下子写得鲜活生动起来。

大自然如此有心，竟把所有的神奇

和秀美都给了泰山，使泰山拥有了

造化之功，具备了神灵之气。由于

泰山过于高大，天色的昏晓被分割

于山的南北阴阳两面。一个“割”

字，写出了高大的泰山所具有的主

宰力量，它将山南山北的阳光割

断，形成一暗一明两个截然不同的

景观，突出了泰山遮天蔽日的雄奇

形象，使静止的泰山顿时充满了雄

浑的动态力量，体现了诗人“语不

惊人死不休”的艺术风格。

作者见山中云气层出不穷，故

心胸神情都为之荡漾，衬托出泰山

的魅力。末尾“会当凌绝顶，一览众

山小”，作者从望岳产生了登岳的

想法，泰山如此雄伟高大，以至于

引起了他的攀登之心。全诗寄托深

远，构思巧妙，给人以身临其境

之感。

李白从小在山林隐居的环境中

博览诸子百家的“奇书”，形成了一

种不受儒家思想束缚的傲岸性格和

反抗精神。后来在政治上屡屡受挫，

他便把自己的心绪倾诉于广阔的大

自然，寄情于清风明月，漫游名山大

川，留下了许多山水名篇。

《独坐敬亭山》就是李白的山水

名篇之一，它表面是写独游敬亭山

的情趣，而其深含之意则是诗人生

命历程中旷世的孤独感。“众鸟高飞

尽，孤云独去闲”，看似写眼前之

景，“尽”“闲”两个字，引入了“静”

的境界，这种“静”，正烘托出诗人

心灵的孤独和寂寞。“相看两不厌，

独坐敬亭山

〔唐〕·李白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

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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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阶阅读 文史笔记

归嵩山作

〔唐〕·王维

清川带长薄，车马去闲闲。

流水如有意，暮禽相与还。

荒城临古渡，落日满秋山。

迢递嵩高下，归来且闭关。

王维不仅是一位诗人，还是一

位画家，山在他的诗中就是一幅宁

静的画。这首诗首句描写诗人归隐

出发时的情景，清澈的河川环绕着

一片长长的草木丛生的草泽地，车

马缓缓前进，显得那样从容不迫。

第二句把“流水”和“暮禽”都拟人

化了，仿佛它们也富有人的感情：

河川的清水在汩汩流淌，傍晚的鸟

儿飞回茂盛的林中栖息，好像在和

诗人结伴而归。“流水”有一去不

返的意思，表示自己归隐的坚决态

度；“暮禽”含“鸟倦飞而知还”之

意，流露出诗人退隐的原因是对现

实政治的失望厌倦。景中有情，言

外有意。第三句中的荒城、古渡、落

日、秋山，构成了一幅具有季节、时

间、地点特征而又色彩鲜明的图

画：荒凉的城池临靠着古老的渡

口，落日的余晖洒满了萧飒的秋

山。这是傍晚野外的秋景图，是诗

人在归隐途中所看到的充满凄凉

色彩的景物，衬托出诗人越接近归

隐地就越发感到凄清的心境。最

后一句点出题目中的“嵩山”二

字。“迢递”形容山之高远，“闭关”

含有闭门谢客的意思。

整首诗写得很有层次。随着诗

人的笔端，既可领略归途中的景色移

换，也可隐约触摸到诗人感情的细微

变化：由安详从容，到凄清悲苦，再到

恬静淡泊。说明诗人对辞官归隐既有

闲适自得、积极向往的一面，也有愤

激不平、无可奈何的一面。

只有敬亭山”，诗人用浪漫主义手

法，将敬亭山拟人化。尽管鸟飞云

去，诗人仍没有回去，他久久地凝望

着幽静秀丽的敬亭山，觉得敬亭山

似乎也正含情脉脉地看着自己。他

们之间默默无言，却早已灵犀相通。

诗人把自己与敬亭山紧紧地联系在

一起，突出诗人对敬亭山的喜爱之

情。实际上，诗人愈是写山的“有

情”，愈是表现出人的“无情”；而他

那横遭冷遇，寂寞凄凉的处境，也就

在这静谧的场景中透露出来了。

《学生天地》高中版 2023·714



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节选）

〔唐〕·李白

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

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

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

庐山秀出南斗傍，屏风九叠云锦张。

影落明湖青黛光，金阙前开二峰长，银河倒挂三石梁。

香炉瀑布遥相望，回崖沓嶂凌苍苍。

翠影红霞映朝日，鸟飞不到吴天长。

庐山自古以雄、奇、险、秀闻

名于世，素有“匡庐奇秀甲天下”

之美誉。这首诗以浓墨重彩之笔，

正面描绘了庐山的雄奇风光，可

谓描写庐山的千古绝唱。

起句即用典，开宗明义表达

诗人狂放不羁的胸襟。第二段，正

面描绘庐山和长江的雄奇风光。

庐山巍峨挺拔，高耸入云，九叠云

屏像锦绣云霞般展开，湖光山影，

相互映照，分外明媚绮丽。之后则

是细描：金阙、三石梁、香炉、瀑

布，都是庐山绝景。金阙岩前矗立

着两座高峰，三石梁瀑布有如银

河倒挂，和香炉峰瀑布遥遥相对，

那里峻崖环绕，峰峦重叠，上凌苍

天。接着，总摄全景：“翠影红霞映

朝日，鸟飞不到吴天长。”旭日初

升，满天红霞与苍翠山色相辉映;
山势高峻，连鸟也飞不到;站在峰

顶东望吴天，真是寥廓无际。诗人

用笔错综变化，迂回别致，层层写

来，把山的瑰伟和秀丽，写得淋漓

尽致，引人入胜。

古人云：“登山则情满于山，

观海则意溢于海。”山川景物，异

彩纷呈，往往能触动人们的心扉。

时至今日，人们依旧喜欢攀登大

山大岭之巅，或游目骋怀，追寻古

人的足迹；或迎风舒啸，感受大自

然的雄奇壮观……每每此时，那

些文人墨客描写山川的名句便会

浮现眼前、涌上心头，自豪气概和

家国情怀也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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