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在分析作者的思想感情时，应主要从这些方面

入手： 

         1、从分析散文类型入手。不同散文表达中心的方法

不同，借此可以帮助我们确立分析归纳的着眼点和归结

点。叙事性散文应看写了什么人，记了什么事，表现了

什么精神人格；写景状物性散文应分析写了什么景物，

抒发了什么感情；议论性散文主要分析阐发了什么观点

或哲理；咏物性散文最鲜明的就是托物言志，主要分析

所托之物被赋予了哪些象征意义。  



         2、从文章关键点入手。对文章中心而言，文章的标

题、开头、结尾等都是特别要注意的地方。抓住这些关键

点不失为概括中心意思的有效途径。 

         如，《故都的秋》的开头结尾：秋天，无论在什么

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地来

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

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也不过想饱尝一尝

这“秋”，这故都的秋味。 

        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把寿命的

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 



        3、从分析结构层次入手。有些文章主旨 

比较含蓄，难以把握，只能在理解和分析全文的基础上，划分

文章层次，归纳各层层意，进而提炼出中心主旨。 

        如：崔明秋的《沉思望江楼》：     

        历史是那么的遥远，远得几乎无力去陈述。历史又仿佛就

在眼前，与一块块青砖对视，黑色的瓦片间一棵小草缓缓地伸

出手掌，举着生命的意象。风从双肩掠过，在我的耳畔低语着

季节的万般柔情。多少年的冬去春来，多少年的隐忍与执着，

多少年的寂寞与守望，历史在这里折断了嗓音，它仿佛就是巨

大的磨盘研磨着灰色的时光。刻在墙上的文字在夕阳的余晖中

目送着一个又一个日子悲壮地离去。那一横一竖、一撇一捺中

隐藏了多少无常世事，吞咽了多少惆怅与苦涩。 



        青山如黛，碧草如丝，江水在时间的磨砺中依旧保持着

最初的纯真，向它该去的地方流去，不舍昼夜。任何的兴衰

荣辱、时代变迁都似乎与它无关。愁肠百结的是这门窗紧

闭、缄默不语的望江楼。爱情早已苍老无语，它在岸边站成

一座城市的标记，在浩渺烟波中站成一个永不透露的承诺。

它不需要被赞美，朴素得如苍穹永恒的淡蓝。或是古老长城

那永远的深灰。它目睹了太多的悲欢离合，望着时光如落木

萧萧而下，多少种命运，多少种凄凉，多少种无奈……阅尽

沧桑，却依然无法让内心生出坚硬的老茧。 



        文字记载的历史，是帝王将相的江山与权 

谋明争暗斗的喧嚣。对于一座古老建筑的探寻， 

人们争先恐后想要找到的也是那些王公贵族、文武官员留下的
痕迹。光绪七年，钦差大臣吴大徵到宁古塔巡查边务，宁古塔
副都统容峻为其在牡丹江畔建造望江楼。作为住所。昊大徵，
字清卿，出生于江苏吴县，是清代金石学家、书画家和诗人。
光绪十一年，吴大徵奉旨再来宁古塔，与俄使勘界，在望江楼
短暂停留，这也是他最后一次来到。他凭栏远眺，心中既有对
前尘往事的回忆，同时也生出一丝伤感与留恋，于是写下了
《登望江楼题诗》：“忆昔临江筑小楼，与君传酒话中秋，自
径一去三年别，那想重来两日留。国恩未报归和远，敢把闲情
寄白鸥。”而那些在历史长河中如沙砾一样默默无闻的人却终
将成为烟尘，消散在天际。他们甚至没有被遗忘的幸运。江水
在大地上流淌，而另一条隐秘的河流在历史的掌心流淌。 



        青苔葳蕤，石阶湿滑，古老的望江楼在月光的浸润

中泛起柔和的光。江畔小路冷清下来，高大的榆树弯曲

的树枝也在夜风的抚弄下有了些许的灵动。新植的杨树

睁着懵懂无知的眼睛，渴求读懂那紧闭门窗内神秘的往

事与深邃的哲理。夜，让一切变得真实起来，虚荣与狭

隘被星星纤细的明亮刺破。 



         黑暗，也许更能接近神灵，在风中行走的灵魂寻找着

怀念的人。面对一座古老的建筑，面对厚重的历史，人们

的敬畏与崇拜太少太少。欲望的无限扩张，故土成为被遗

忘的薄薄的过往。谁会在月亮的注视中，俯身向下，去感

悟一滴露水的清澈与柔弱？谁会在斑驳的树影与青草的气

息中去感谢大地的恩泽？又有谁会站在望江楼前，仰视那

木制的栏杆、镂空的花窗，在时光的遗韵中缅怀那些用汗

水、泪水、鲜血或是用生命来创造历史的平凡人？  



人们在不断追寻着历史的真相，更加渴望探求到时

间与空间的真相。这种探求本身就是一场失望之旅与无

果而终。人类是渺小的，不要说面对庞大的历史与多变

的世界，就是面对自己的命运，又有谁不是无力而脆弱

的呢？也许，所有的真相都只是一个真相，生命终究只

是落花流水，如秋草一般在风中哀怨地等待冬天，等待

大地最后的宽容与收留…… 



        推土机霸气地推倒一座座灰瓦红砖的房舍，生长多年粗壮

而挺拔的杨树也在电锯的嘶叫声中轰然倒下。一片片残枝碎

叶、一堆堆残砖碎瓦被卡车轰鸣着运走。那轰鸣声带着势不可

挡，带着理直气壮，仿佛在为一个即将到来的新时代吹响号

角。卡车运走的不只是一堆堆的垃圾，更像是一个旧时代的废

墟。古城的韵味被粗野地撕碎，那曾经被日子压得弯弯曲曲的

街巷消失于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钢筋与水泥构成的高大丛林中。

还有什么可以见证古城的历史？时间失去了等待的耐心，记忆

还来不及书写，孩子们已羽翼丰满，展开飞翔的姿势。就连那

滚滚东去的江水也被欲望的排泄物污染而发出腥臭的味道。 



望江楼的身后是车水马龙、商铺林立的街市，那一幢幢

崭新而高大的建筑穿着文明与进步的华丽外衣，讥笑着这座

散发着岁月沧桑味道的望江楼。它是那么的孤单，那么的寡

言，坐在它身旁的老人干涩的眼里蜷缩着欲言又止的忧伤。 

         多年以来，将多少细碎的脚步留在了江畔，将多少细碎

的心事留在了望江楼苍老的目光之中。我叩不开那紧闭的门

窗，也无法进入那青砖围砌的建筑内部，去感受一颗古老而

忧郁的心。我只有站在寂寥的岸边，听流水的叹息声，在那

幅灰暗的轮廓中，我看到的除了时光，还是时光…… 



         4、从分析文章抒情议论性句子入手。文章抒情议论性

的句子，往往能直接表达作者对所写对象的看法，同时有揭

示事物本质、表现文章中心的作用。如，朱自清的《荷塘月

色》： 

        像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

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

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不理。 

        可见当时嬉游的光景了。这真是有趣的事，可惜我们现

在早已无福消受了。 



         5、从分析文章的写作背景入手。适当借助注解，调

动自己的知识储备，尽可能多地了解事物、人物、活动

的时代背景，进而推断作者的写作意图。如鲁迅的《为

了忘却的纪念》。 

        抓住了散文的情感和思想，能提升我们的理解能力

和辨析能力，同时，也要理解和吸收其情感和思想，扩

充自己的知识面，丰富自己的心灵世界。 



一、感知和迁移情感 

         如朱自清的《背影》、  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

屋》和《社戏》。 

        《西风胡杨》：胡杨，是最无私的树。胡杨是挡在沙

漠前的屏障，身后是城、村庄，喧闹的红尘世界，是并不

了解它们的芸芸众生。可它们不在乎，它们将一切浮华虚

名让给了所有的奇花异草，而将这摧肝裂胆的风沙留给了

自己。 

        胡杨，是我平生所见最悲壮的树。胡杨生下来一千年

不死，死后一千年不倒，倒下去一千年不朽。在塔里木我

看见了大片壮阔无边的枯杨，它们生前为所挚爱的热土战

斗到最后一刻，死后仍奇形怪状地挺立着。 



二、深刻思想，丰富心灵 

        梁衡所描述的“基本是悲剧人物，都是处在逆境中而

又奋起，而且我的切入点也是选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包括

领袖人物” 。梁衡以独特的视角选择了一个又一个历史

人物作为书写对象，如诸葛亮、韩愈、范仲淹、辛弃疾、

柳永、李清照、林则徐、瞿秋白等，无不带有浓郁悲剧色

彩，这就构成了他散文世界中独有的悲剧人物“长廊”。

而且，梁衡善于用如刀之笔，剖析了这一个个孤独英雄的

灵魂，指出了他（她）们在历史坐标系中应有的位置。梁

氏认为：“复杂的背景，跌宕的生活，严酷的环境，悲剧

式的结局更能考验和拷问一个人的人格。” 梁衡常常指

明困厄之于英雄的转折性意义，以此来凸现英雄、伟人人

格中的悲壮之美。“悲壮”二字，无“壮”便无以言

“悲”。 



         汪曾祺散文淡泊超然并不等于他的散文超然得无心世

事，没有社会责任感和对世人的关怀。他的散文总是流动着

一种对生命的热爱，对生活的真诚。这种被内敛起来的情感

使得他的散文别有一种温情脉脉的魅力。汪曾祺是关注文化

的传承和发展的，在谈吃的文章中，不但谈吃文化还巧妙而

中肯地向读者（特别是作家）提出要广泛地关注生活积累素

材，又说“能习惯类似苦瓜一样的作品，能吃出一点味道

来”，表达对新生的文学应持辨证的观点， 



不能一刀切。他也呼吁保护自然环境的平衡，在畅谈自己对

翠湖的昔日情怀时，建议在发展中注意还翠湖一个“明爽安

静”的环境。汪曾祺也将这种爱心兼顾到了一枝一叶上。大

自然的各种小生命如蝈蝈、蜻蜓、知了等等经常在他的笔下

展现生机，对一株百年柳树，他写到：用手指搔搔它的树

干，无反应。它已经那么老了，不再怕痒痒了。爱抚之情历

历可见。汪曾祺是站在一个内敛不张扬的情感角度上表达他

对世间事物的关注，对生命的热爱的，故显得淡然超脱，但

真挚的情感又是那样流溢着丝丝入扣的温馨。 



         尤今的散文，大多不长，文笔清新可人，其情在字里

行间中自然流露，透着一种对生活的自得与爱。  

         尤今的笔头功力甚佳，自有一套独特的价值观，因此

常常见她从一件小事、一个小境中引申出她自己对生活的

一点判断，一个小小的“不求人”（一种搔痒的东西），

让她发出了“不求人，自己尽力而为，不论成功失败，都

心安理得。成功了，便盼以后‘更上一层楼’，失败了，

便吸取经验，东山再起”的感叹。在她的《不求人》中，

引述的一段话甚得我心：“人对人的要求，就像银行存

款，要求一次，存款就少一些。不要求人，不动存款，你

永远是个富人。”  



         她的散文取材之广，让人觉得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似乎都

可以成为其笔下可写、可述、可叹、可悯之素材。就连生活中

最常见的鸡蛋，在她笔下也有滋有味（见《美哉鸡蛋》）。  

        尤今写作有一种良好的修养与心态，因此读她的散文，你

会从中发现周围的人与事中竟蕴藏着如此多的美，而平时你大

多忽略了。身为教师的她，拥有一颗平静的心，业余时间出于

喜爱与习惯勤于笔耕，在她的文字中，向众人传播一种悠然恬

静的生活。  

        在尤今的散文中，你读到的是一个有思想、充满自信的东

方女性眼里的人生、社会与自然。 



        余秋雨散文作品中始终贯穿着一条鲜明的主线，那

就是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追溯、思索和反问。 

        《文化苦旅》比较经典，《霜冷河》讲述人生，

《山居笔记》思索文化，《千年一叹》绝境回来，《行

者无疆》来到欧洲，《借我一生》回味人生。《笛声何

处》，余秋雨关注的则是另一种历史的、音乐的非物质

的文化：昆曲。 



        余的作品透着几丝灵性与活泼，尽管表达的内容是

浓重的。余利用他渊博的历史知识，丰厚的文化功底，

将历史与文化契合，将历史写活、展现，引起我们反

思、追问，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的作品已渗透了文人

的忧患意识和良知，这点也许是最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