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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学 语 文 高 级 教
师，重庆市骨干教师，重
庆市巾帼文明岗三八红
旗手，重庆市我最喜爱
的班主任，重庆市艺术
展演活动“先进个人”，
曾荣获重庆市高中语文
优课唯一特等奖，重庆
市班主任基本功大赛一
等奖，国家级、市级论文
评比一等奖。

吴蓉蓉：重庆外国语
学校教师

人物介绍>>

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
□吴蓉蓉

作为一般人表情达意的工具，文言已经让位给了白话，平常不
太有人会去使用。那么，文言作为一种书面语言，它对现代人写作
有什么好处呢？

习古文获到中华文学之美的基因

一起观看了影片《长安三万里》后，我和同学们开启了一场智
慧对话，由国风到国文再到文言，引导学生了解并重视文言读写的
途径和意义。

学习文言，我们懂得更诗意的表达，可学习遣词造句之技。“孔
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当我们在《孔雀东南飞》的爱情咏叹后，也
可以学习文本对人物塑造的技巧。

学习经典政论文，它们语言优美、思想丰富，且结构清晰、逻辑
严密。《六国论》主体部分的并列式结构，赂者与不赂者并列，分别
讲述六国破灭之因；《谏太宗十思疏》采用最典型的议论文层进式
结构；《谏逐客书》先亮明观点，再驳逐客，驳立结合的议论结构让
说理周密有深度。

从《苏武传》《张衡传》中习得“传记”的谋篇章法，链接古今传
记文学的写作特点；在《游褒禅山记》品读后，习得顺势游记的写
法，叙议结合。

文言“读写1+1”悟中华思想之精

学生在文言经典课文的学习中，开掘文言的阅读、写作，直达
语文学习的终极目标——培养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知和理解，使
他们能够欣赏和理解文学作品、传统文化，培养对美的感受和审美
情趣，成就“人”的教育。

文言“读写1+1”，因读而悟写。这里的“读”就成了手段，成了
方式，而“写”则是核心，是目的，“读”的主要用意在于领悟作文的
方法，揣摩作文的规律，为自己的写作寻找“范本”和“经验”。最重
要也是写作最根本的追求，在因读悟写的思维激化中，学生能在浩
如星辰的鸿篇巨著、经典文言中，更好地理解古代文化、思想和传
统，保持对阅读与写作的热爱，对精神世界的守望矢志不渝。

张岱兄：
展信佳。
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月落疏林，泉游青

石，风拂玉涟，花笑新枝，想来梦中的春色，亦是如此清新淡雅；玉
辇金鞭，火树银花，秾李相间，绢缣相拂，梦中繁华，自也未曾散
去。今人语子“耽于梦境”，若使其入此梦，恐翩翩乎不复醒。故黄
粱一梦，虽则虚幻，怀之而行，亦是人之乐事。

遥想当年，山河倾颓，民生凋敝，公遁入山林，自谓“駴駴为野
人”，视息人间，作《石匮书》《陶庵梦忆》。吾阅之，于句句梦呓中识
子之“痴”。

然子之梦在过往，吾之梦在未来。
吾身渺渺然，匿于书山之间，浮于题海之上，晨光熹微时即行

于街衢，月出星寐时则点于灯下，笔尖日行八万里，页边宿展三千
度。此乃一梦，吾谓之“会当凌绝顶”。

吾心飘飘然，行于汪洋之滨，翔于九皋之怀，倚剑天外，挂弓扶
桑。入梦时，吾观异国风情，虽遥不可及，品之愈真，触之愈切，恍
若帘外咫尺；亦潜入书中黄金屋，或会群侠于少林，或赏众星于太
虚。此又乃一梦，吾谓之“直下看山河”。

然世态炎凉，熙来攘往，梦者，似渐行渐远耳。世人或奔波于
街衢，或踯躅于楼巷，人影幢幢，掩梦之红颜，市声切切，扰梦之清
韵。忽而又想，人于世上，自有其欢喜、伤悲、热闹、孤独，树影婆
娑，掩人心扉。若无人知我，则尘世即梦，潇洒走一回，又有何惭？

若众人羡我，则吾身即梦，铁肩担道义，不落流俗；若有人念我，则
彼此即梦，海内存知己，各自安好。故世人皆有梦，只藏于心扉，待
时而叩。

如此一来，似万物皆有梦，草木之梦，乃朝露伴景明；鹰隼之梦，乃
行云伴苍穹；繁花梦蝶，蜜乃梦之倾诉；湖海梦风，涟乃梦之窃笑。故万
物有情有梦，众生皆可忆。

余今大梦未寤，亦不愿寤。虽常思得失如梦，否泰无常，亦于
众生幻梦中，得数知己，数真情，故难弃难舍，不过浮世一痴人也。
昔李白云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亦纵身入世，争渡中流；子悟繁华皆
空，亦难舍难分，寄之笔下；吾虽未悟，亦徘徊于俗世幻梦。故一梦
耳，惟恐其非梦，又惟恐其是梦，其为痴人则一也。

顺颂
春安

友：痴人
辛丑三月初六

■指导老师点评

陶庵梦忆，痴人呓语；人生希夷，抒于辞意。随张岱历一场繁
华靡丽之梦，你我所求绝非空叹觉时之枕席，独怆人世之烟霞，以
过往之梦照鉴未来之梦。华夏栋梁，于缈缈、飘飘的现实沉浮中，
找寻“我”的意义。不论“无人知我”，或“众人羡我”，亦或“有人念
我”，吾终守痴抱朴，大道三千，赤心为根。有生如此，为师幸哉！

学生习作>> 怀梦
重庆外国语学校高2022届11班 周雍卓 指导老师：吴蓉蓉

特别关注
走进重外

师说·师古

语文教师，文学硕
士。曾获全国高中语文
基本功大赛、重庆市论
文比赛、重庆市文本解
读大赛一等奖；获全国
百名中学语文“读书种
子教师”称号。愿立足
讲台，带领学生，亲近母
语，涵养素养，培养思
维，润泽人生！

杨柳欣：重庆外国语
学校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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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活生活素材，点燃写作火苗
□杨柳欣

“一怕写作文，二怕文言文，三怕周树人”，这句老生常谈的“三
怕”，在今天，依然道出了许多中学生学语文的心声，尤其是写作文，
更是“第一怕”。若细究之，往往是如下情况：不想写，缺乏兴趣和动
力；不知道写什么，很难发现写作素材；不会写，没掌握方法。面对
学生写作的这些困境，语文老师不妨尝试带领学生重新审视生活，
将日常生活中的素材“盘活”，从而激发写作兴趣，习得写作方法。

素材：“盘活”日常生活的平凡瞬间

某一天，学生小Z兴奋地推荐了一首歌曲给我，歌名叫《如果
你要写风，就不能只写风》，我初听，觉得节奏轻快，旋律也动人，学
习之余听一听，很能放松心情。这是歌词的第一段：

如果你要写风 就不能只写风
你要写柳条轻轻柔柔飘入你心中
竹筏轻轻飘荡 湖面在泛粼光
船上悬挂的铃儿响呀响呀响叮当
炊烟朝着你的方向飘散
旅人般自由不定越过山峦
抓不住的气球会飞向哪
环游世界之后藏进云端
写散了的大雾 写倾斜的雨竹
写迎着大雨慢慢走出艰难每一步
如果你要写风 就不能只写风
你要用眼睛耳朵捕捉每一刻
用心感受
细看这歌词，我顿时激动了，这哪里是歌词，这明明就是一堂

活生生的写作课呀！
写风，是写作目的，但怎样写，是写作方法。当课堂上枯燥地

讲解写作方法时，教师“强灌”，学生“硬听”，但像这种，轻快的音乐
中，稍加点拨几句，学生更能体会到这灵动有效的描写方法。那，
不妨也顺势来个小小的仿写练习：

如果你要写酒，就不能只写酒。
你要写曹操“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求贤若渴和酾酒临江。
写梁山好汉武松赤手空拳打死大虫，何惧所谓的“三碗不过冈”。
写李白金樽清酒入豪肠后那三分剑气和七分月光，口中的锦绣盛唐。
写王羲之永和九年的那场醉，兰亭集上曲水流觞、惠风和畅。

老师：学生写作路上的“强辅助”

可见，中学生不是没有写作素材，是没有在“语文”视野关照下

重新审视和筛选，只能让鲜活的“素材”埋没于“生活”的汪洋之中；
中学生不是没有思考，是没有有效恰当的引导，只能让零碎散乱的
感悟一闪而过，消失在茫茫的“日常”星空。

语文，尤其是作文，本就该和生活息息相关。由生活到作文的
过程可以概括为：生活触动，适当引导，顺势而为，水到渠成。作为
语文老师，要善于发现契机，敏锐抓住学生的兴趣点；再给予恰当
的引导和必要的限制，帮助学生将适合的“素材”找出来、亮出来，
形成清晰的观点，梳理成充分的论证；写作完成后，还要再及时辅
以点评或交流，让学生更清晰知道此次作文的得与失。

经由此番，学生能有目的地积累，有方向地思考，有条理地表
达，日积月累，便搭建了由日常生活到作文素材的“盘活”路径。

立志青云，殊途同归
——《长安三万里》观后作
重庆外国语学校高2024届年级5班 刘方周 指导老师：杨柳欣

“谪仙”李白的风姿永远为世人所艳羡；腰间宝剑七星文，臂上
雕弓百战勋，“诗之达者”高适，又何尝不是万千寒门成功之榜样？
他们的人生经历何其迥异，但在大唐的盛世之下，看似分道扬镳的
两人，命运又有了奇妙的交织，他们各自立下了那锦绣青云之志，
成就了一番万古流芳之业，可谓殊途同归。

世人皆知李白的仙姿，而不闻李白坎坷的人生。心怀青云之
志，他方能走出家乡，接受商贾之后不得举荐的现实，才会坦对赐
金放还，众人排挤的不公。一骑绝尘的才华，是他青云之志的助
力，如同大鹏所乘那股扶摇羊角之风，让他的诗名迅速地从扬州传
到长安，走通终南之道，靠近自己的理想。

高适似乎没有李白那般天仙之资，却也走到了与李白并肩的
高度，在他的身上展现出的，是千千万万平凡人的成功之路：一天
一进步，一步一踏实。有唐以来，诗之达者，唯适而已。

由此观之，无论天资几何，立青云之志，下水磨功夫，方能一展
才华，虽殊途而均能致远。

或曰：我非天才，亦得如此乎？伟人曾言，数风流人物，还看今
朝。请君揆诸当下，惜秦皇汉武，不知九天揽月，五洋捉鳖已成现
实。“惜我少年郎，晔晔如扶桑”，吾辈青年，身担复兴大任，必当胸
怀青云之志，笃行康庄正道。李高二人生逢大唐盛世，吾辈青年恰
遇今日太平，焉能不成大鹏？焉能不上青冥？

特别关注
走进重外

师说·抚今

学生习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