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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梁衡是中国当代知名的散文家，他的多篇散文入选了多个版本的中学生教材及自读课本。
本书是梁衡专为中学生编写的一本散文读本，最大的特点是梁衡亲自挑选了一些适宜中学生阅读的文
章，并对每篇文章亲自进行点评，以便让中学生读者能够明白每篇文章的写作背景及写作技巧和方法
。
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作者已入选中学课本的六篇文章解读，第二部分为作者挑选的各类文
章数十篇及点评，第三部分为其他作家或教师对作者文章的解读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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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衡，1946年出生，山西霍州人。
196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
历任《内蒙古日报》记者、《光明日报》记者、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中国记协常务理事、《人民
日报》副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
作品有科学史章回小说《数理化通俗演义》，新闻集《没有新闻的角落》、《新闻绿叶的脉络》、《
新闻原理的思考》、《跟梁衡学新闻》，散文集《觅渡》《红色经典》《只求新去处》《名山大川》
《人杰鬼雄》，政论集《继承与超越》。
有两横散文九卷。
曾获青年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等。
散文《晋祠》《夏感》《觅渡，觅渡，觅何处？
》《跨越百年的美丽》《追寻那遥远的美丽》等入选中学和大学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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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单元  入选中小学教材解读　晋祠　　美文解读　我写《晋祠》　觅渡，觅渡，渡何处？
　　美文解读　我写《觅渡》　　《觅渡》自注16条　　参考资料　瞿秋白女儿给作者的一封信　跨
越百年的美丽　　美文解读　我写《跨越百年的美丽》　　相关资料　《数理化通俗演义》节选　把
栏杆拍遍　　美文解读　《现代散文鉴赏辞典》对《把栏杆拍遍》的讲解　夏感　　美文解读　我写
《夏感》　　相关资料　六百六十六字凝成的精美镜头　青山不老　　美文解读　我写《青山不老》
第二单元  扩展阅读　写人篇　　阅读指导　关于写伟人　　百年明镜季羡老　　大无大有周恩来　
　这思考的窑洞　　一座小院和一条小路　　二死其身的忠臣彭德怀　　读韩愈　　读柳永　　乱世
中的美神　　最后一位戴罪的功臣　　追寻那遥远的美丽　写景篇　　阅读指导　山水为什么美　　
冬日香山　　石河子秋色　　草原八月末　　泰山：人向天的倾诉　　壶口瀑布记　　吴县四柏　　
天星桥：桥那边有一个美丽的地方　　佩莱斯王宫记　记事篇　　阅读指导　叙事是写作的基本功　
　红毛线，蓝毛线　　周恩来让座　　与朴老缘结钓鱼台　　平塘藏字石记　　试着病了一回　抒情
篇　　阅读指导　为文第一要激动　　年感　　一个大党和一只小船 　　西北三绿　　忽又重听走西
口　　母亲石　说理篇　　阅读指导　文章为思想而写　　文章五诀　　人人即可为国王　　匠人与
大师　　书与人的随想　　你不能没有家　　提倡写大事大情大理　　假奶粉拷问真道德　　石头里
有一只会飞的鹰第三单元  作品与教学研究　追求一个境界　探索大散文的先行人（探索大散文）—
—读梁衡的《人杰鬼雄》　潇洒中的大气——读梁衡的两篇散文　敢问谜在何方？
——梁衡散文《觅渡，觅渡，渡何处？
》简析　梁衡谈《晋祠》　从《晋祠》到《觅渡》　《跨越百年的美丽》备课思考及教学　《泰山：
人向天的倾诉》一文解读　欣赏梁衡之“工”　理与情铸就的美　北京101中学学生课件作业两篇　梁
衡入选语文教材和教学阅读用书作品一览　媒体及教师推荐名单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梁衡散文中学生读本>>

章节摘录

生命活力，使人有思有感，可赞可叹。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人登高而见到大自然的美景不由得“目既往还，心亦吐纳”，便是自然景
物激起了人生命、思维、感情的活力。
要表现山水草木之美，我想尽量取动势，虽是从山水落墨，却是从人情着眼，将主客观之间沟通。
山水是自然存在，将美传达于读者却是文章的功能。
文章写到泥塑仕女的形态，写木龙抱定大柱，怒目利爪，周身风从云生，写十字飞架石桥，又从桥引
申到“人行桥上，随意左右”，写石雕的小和尚笑眯眯、傻呵呵地接水，石虎前爪抓岸，引颈探腰，
要一吸百川等，都是尝试着以动写静，突破自然美，而去追求艺术美。
或者说，力图用语言艺术的美去挖掘自然风物之美。
人们常说：“看景不如听景。
”看到的是自然原形，听到的却是经过提炼、艺术化了的景物，自然更多了一层美。
第三，还有一点体会就是借鉴前人。
正如历史不可割断一样，艺术的发展和人们的审美观也有其固定关系。
学美术，先从临摹入手，进而吸收百家之长，自成风格。
一个画家、书法家，总能在他的身上找出对前人借鉴、吸收的来踪。
科学的发展也是如此，按牛顿的说法，就是踩着巨人的肩膀去攀登。
我每在提笔写作时，脑子里就不由自主地闪过许多文学巨人的影子，自觉不自觉地向他们借词、借字
、借意、借境，然后再汇拢到一起，从自己的笔管里流了出来。
我中学读书时，语文教师讲过一件文坛轶事，说韩愈每为文时，先要将司马迁的文章痛读一遍，以借
其气。
当时听得朦朦胧胧，现在却真感到其言不谬。
这篇小文也是这样。
比如欧阳修《醉翁亭记》写山，朱自清《松堂游记》写树，柳宗元《小石潭记》写潭，这些在本文的
山水、树各节中都能找到影子。
另外还有，《史记》写人状物之笔力刚劲，我在写木龙、石虎时，虽数字，却实赖太史公之气；徐志
摩写康桥风光时色调之艳丽，我在写山水绿阴时，实向他借过颜料。
这些只是心得而已，真要细指，确又难说。
本来，文章贵乎意与气。
不知以上这些文章在中学教材中是否全有选。
细细对比便可知我这篇小文的师承。
在字、词和句式上，如“石间有细流脉脉，如线如缕；林中有碧波闪闪，如锦如缎”，“绿水碧波绕
回廊而鸣奏，红墙黄瓦随树影而闪烁”，是明显地来自古文。
“清清的波，将长长的草蔓拉成一缕缕的丝”，“合着那些金鱼、青苔”，“长长的又如伸开的两臂
”这种慢节奏的用词效果，是取法于三十年代的散文。
其余还可再研究，总之，我想说明，这实实在在是一篇习作，学习前人之作。
最后，还有一点就是结构。
教师上课，最喜向学生讲结构，因为结构一般好讲，学生也好懂。
我在中学读书时对此印象很深。
我认为散文应先重气、重意，次再锤炼文字。
结构，只要自然便好。
本来结构比之于以上其他方面是好理解的，过分分析结构，学生不作基本功培养，写出的文章便会底
气贫虚，架子大散，成了新八股文。
正像书法，不先做笔画训练，便讲间架结构，终难成功。
如果是要做说明文，首先还是要去深刻地理解被说明的对象，挖掘独特的发现，然后为文，顺其自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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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结构也实在一般，先自然山水，后建筑艺术，仍觉言之不尽，叙一段园中的小品，最后总之以
“晋祠就是这样以她优美的身躯来护着这些珍贵历史文化”。
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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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在几篇谈散文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个看法：在中国散文坛上有两个流派。
一个是“松散派”，另一个是“经营派”。
我还指出，在中国文学史上，散文大家的传世名篇无一不是惨淡经营的结果。
我窃附于“经营派”。
我认为，梁衡也属于“经营派”，而且他的“经营”无论思想内容还是艺术表现都非同寻常。
难得他总能将这一种政治抱负，化作美好的文学意境。
在并世散文家中，能追求、肯追求这样一种境界的人，除梁衡以外，尚无第二人。
　　——季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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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梁衡散文中学生读本》：南昌十七中特级教师 王道信、复旦大学附中特级教师 黄荣华、苏州景范
中学校校长 顾苏云、北大附中副校长 程翔、北京101中学校长 郭涵、《中国校园文学》主编 寒小风、
《美文》常务副总编 穆涛、《小说选刊》主编 杜卫东、《散文选刊》主编 葛一敏、《学习报》总编
辑 孙志勇、《语文报》总编辑 蔡智勇20位文学教育媒体40位校长特级教师共同推荐。
  梁衡亲自挑选，亲自点评最适合中学生阅读的40篇散文  人们为什么写文章，可以有很多目的。
比如，为了传递信息，传播知识，为了创造艺术，创造美感。
但还有更深的一层，就像开矿一样，是为了开采新的思想，交流新的思想。
当然，并不是每一篇文章都能有新思想，但有新思想的文章肯定是好文章。
这也是写作人追求的理想。
  我常听到这样的话：你看到此情此景又可写一篇好文章了。
但我大多数情况下却心静如水，没有创作的激动。
写作就是一种感情和思想的喷发。
你可以在学识、技巧各方面已有足够的准备，但是没有一个契机，它还是不能成文。
就像一座火山要等百年千年才喷一次，也可能永远地怀抱岩浆，沉默不语。
  文学的价值就在于揭示生活中的美。
美的内容一般分成三类：社会美、自然美、艺术美。
山水说明文的主要任务则是通过艺术手法来表现自然风物之美。
山水之美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它有独立性、长久性、多样性。
在文艺作品中，人物形象给人的主要是理想、信念、道德、哲理方面的启示，而自然风物给人的主要
是美的陶冶、感染与享受。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梁衡散文中学生读本>>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