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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所论系近年入选中学语文教材的古代诗文。
题作“散论”，是作者对古代诗文教学中一些具体问题的论述。
散论分为四个板块：诗文品读、比较鉴赏、教法探索、教学设计。
这些文章的研究方法，是以某篇课文为中心，源于课文而跳出课文，然后拓展开去，取得研究成果。
在语文教材的研究上，作者有自己的独特判断和理解。
本书的用途不仅表现在对语文教学所作的探讨，更主要在乎扩大语文教师的文化视野，提升语文教师
的研究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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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陆精康，曾任中学语文教研组组长30年，于近30家语文专业报刊发表文章600余篇，在中学语文界产生
了一定影响。
在读书治学方面的基本理念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对中学语文教材的研究具有鲜明个性
，被称为“学者型中学语文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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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词鉴赏的不同层次
　　——以苏轼《定风波》词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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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机杼并峙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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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种不同的艺术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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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清照三首泛舟词比较赏析
　“铁马秋风”和“杏花春雨”
　　——陆游两首七律对读
　“登临”诗词的文化观照
　　——以苏教版《唐诗宋词选读》为例
　多情的月亮
　　——高中《语文》唐诗宋词中“月亮”意象的解读
　诗词本事的真与伪
　关于唐人七绝压卷之作
教法探索
　一石三鸟
　“屈子自沉”引发的讨论
　关于渔父的观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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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李将军“数奇”的深处
　秦王“左右”系何人
　侯赢缘何自杀
　不妨从“先是”切人
　“落花流水”和“流水落花”
　易词造意品俊句　
　工笔绘好景名画夸凤池
　探究“醉翁”形象
　四个“何等”品“丰乐”
　“予购三百盆”的信度
　⋯⋯
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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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诗文品读　　悲剧英雄的内心独白&mdash;&mdash;读司马迁《报任安书》　　什么是人生的悲剧
？
&ldquo;悲剧是人的伟大的痛苦或伟大人物的死亡&rdquo;，&ldquo;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
看&rdquo;。
&ldquo;百世奇人悬日月，千秋孤愤诉晨昏。
&rdquo;读司马迁《报任安书》，激荡心灵而挥之难去的，首先是这种&ldquo;伟大的痛苦&rdquo;、悲
情的人生。
　　人生旅途有种种屈辱和不幸。
司马迁那个时代，&ldquo;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
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簦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
辱&rdquo;，然而，这种种耻辱比起宫刑，算得了什么！
&ldquo;最下腐刑极矣！
&rdquo;一个&ldquo;最&rdquo;字，一个&ldquo;极&rdquo;字，将人生的悲剧命运推向了极致！
　　&ldquo;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
&rdquo;受宫刑六年之后，司马迁&ldquo;泪洒书函&rdquo;回复故友任安之时，&ldquo;究天人之际，通
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rdquo;的煌煌巨著《史记》已在磨难中草成。
他以&ldquo;大质亏缺&rdquo;&ldquo;身残处秽&rdquo;为代价，成就了&ldquo;功追尼父&rdquo;的千秋
伟业，在民族文化史上构筑了一尊悲剧英雄高高耸立的雕像，令后人高山仰止。
而我们从《报任安书》中读到的，则是这位悲剧英雄饱含血泪的内心独白，其问浸透着崇高绚丽的悲
剧精神。
　　奇耻大辱&mdash;&mdash;司马迁清晰记起天汉四年（前97）密不透风的蚕室中刻骨铭心的一幕。
那是在修撰《史记》的中途。
罪囚司马迁接受了这一生命的重新选择，也开始了人生的一大转捩。
　　&ldquo;诟莫大于宫刑。
&rdquo;&ldquo;中材之人，事有关于宦竖，莫不伤气&rdquo;，何况司马迁这样的慷慨之士！
卫国的雍渠、秦国的景监、本朝的赵谈&hellip;&hellip;君子不齿。
这些故事，司马迁是太熟稔了&mdash;&mdash;这更是作为史家的司马迁的不幸。
　　传统理念是：&ldquo;士可杀不可侮。
&rdquo;不甘受辱视死如归是一种可歌可泣的壮举。
司马迁绝非畏死之人，对他而言，活着，实在比死沉重万分！
司马迁对自己生命的存在和归宿有着与传统理念未必完全相同的价值判断：&ldquo;人固有一死，或重
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rdquo;功成名就，壮怀激烈从容赴死，固然是&ldquo;重于泰山&rdquo;，事业未竞，陷入绝境无谓丧
生，则&ldquo;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
&rdquo;司马迁之所以&ldquo;减死一等&rdquo;自请宫刑，甘心受辱隐忍不死，是为着&ldquo;恨私心有
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rdquo;。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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