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雷抒雁 

        ①从库尔勒出城不久，车子就离开国道，进

入石油公路。新修的石油公路，像一支黑亮的箭

镞，直直地射向前方。前方，是茫茫的戈壁，是

黄沙漫漫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举世闻名的西气

东送的第一口气井。车子全速奔驰在戈壁上。在

我们的视野里，地平线的远处，是无遮无拦的穹

窿和淡淡升腾着的云朵。开阔的戈壁，像是一方

棋盘，偶尔看见一团两团圆圆的草棵，像是刻意

摆下的一局残棋。生存与死亡，在这里艰难地进

行命运的博弈。我们来到这里时，已是深秋时节，

灰色，到处是灰色。 



   

         

        ②沿着公路，我们向塔中油田进发。这条路

将劈开塔克拉玛干沙漠直通塔里木盆地的中心。

那里，将是另一种风景，另一幅图画，另一样色

彩。 



   

         

          ③塔里木河是一条河岸散乱的河流，夏季过

去，汹涌的河水已变得平静和细瘦。河的两岸，

是密密麻麻的胡杨树林。这些树，多数已经飘落

了黄色的叶子，呈现出一种刚劲和苍凉。车子向

前，茂密的树林，渐次变得稀疏。树的脚下，已

经薄薄厚厚的铺上一片黄沙。独立的树木，有的

如石雕，有的如铜铸；虽然，它们也许已经死去, 



   

         

年复一年的风沙，折断了树枝，剥开了树皮，可

是树的残干依然挺立，像是一群强悍的舞者，向

天空和大地顽强地倾诉着它们的意志和信念。我

喜欢这些树，视它们为上天兆示给人类的精神榜

样。和我一样，石油工人们也喜欢胡杨树，曾经

为了保护26棵胡杨，他们7次挪动井位，多花费

了200万元人民币。渐行渐远，塔里木河水显然

已无力哺育这些植物，塔克拉玛干高大的沙丘，

已愈来愈稠密地拥挤在道路的两边。 



   

         

        ④可是，这一条沙漠公路却宽阔、平坦，不

逊于我在内地看到的任何一条道路。笔直的道路

随沙丘的起伏，上上下下。炎夏地表温度可以达

到60℃—70℃。你尽可以想象炎热、干燥、漠风

会怎样折磨工人们的血肉之躯；但你无法想象，

他们以怎样的智慧固定流沙，夯实路基，让这路

像与生俱来地生长在沙漠中一样。 



   

         

        ⑤翻过几座沙山，眼前一亮，只见一片银灰

色的油罐塔高耸，巨大的弯弯折折的银灰色管道

在塔间穿绕；还有一些雄伟的建筑和这些油塔管

道比肩而立。阳光下，银色、金色、棕色，各种

由建筑物放射出的光芒，让人顿时抖落了长途奔

驰的困倦与疲惫。塔中油田到了。仰望那些建筑，

那一瞬，脑海突然闪现出唐僧师徒历尽波折，看

到了西天胜景时的那番惊讶和喜悦。明知一切都

是真实的，你有时还不得不问自己：这会不会是

幻觉? 



   

         

          ⑥在这一切色彩中，最鲜艳夺目的，是石油

工人身上工装的红色。那是一种让人肃然起敬的

颜色。红帽、红衣、红裤，有如朝霞，有如春花。

更似共和国飘扬的旗帜。照耀着这一片沙漠。在

油田，我看到最显眼、最有气势的两句话：“只

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生。”这话被写在

墙壁上，刻在石头上，嵌在沙丘上。是心声，也

是写照；是鼓动，更是诺言。 



   

         

        ⑦我们的终点是伟大的西气东送工程的起

点——克拉2号气井。和沙漠地貌截然不同，这里

是犬牙交错、怪石林立的雅丹地貌。没有路，钻

井的迁移甚至不得不动用直升机。石油工人硬是

在这乱石中，打下了井，钻出了气，修成了路，

铺下了管道。当我把耳朵贴近输气管道，听见丝

丝的天然气奔走的急促喘息声，那一刻，真有点

让人激动。它们翻山越岭，渡江跨河， 



   

         

要到数千里之遥的上海、北京。那一刻，我真想

让北京的亲友知道，当你们为做午餐轻轻转动天

然气灶的开关旋钮时，我能听见那清脆快活的声

音，我的心跳正激荡在这离你们遥远而又亲近的

地方。 

        ⑧虽说是深秋，草木尽枯，但我却看到了荒

漠里最令人难忘的色彩。 



         1、文章第一段描写了戈壁滩的哪些特点?联系全文，

谈谈作者这样写有什么用意。 

       答：（1）①环境的恶劣：黄沙茫茫，辽远的天空，

开阔，缺乏生机；②色彩的单调：到处都是灰色。 

      （2）作者这样写的用意：①为下文写塔里木河边上

的胡杨树及其精神作铺垫，为下文写石油工人的奉献精

神作铺垫；②与下文写石油城的彩色荒漠形成鲜明的对

比；③沙漠是灰色，再写石油城的沙漠是彩色，欲扬先

抑，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 



        根据题干的要求，考生需要在文中找到作者对

戈壁滩的描写的相关信息，并进行简要地总结归纳。

与本题相关内容出现在文章第一段。第一段是对塔

克拉玛干沙漠的整体描绘。文中有“前方，是茫茫

的戈壁”的提示，之后所作的描写应该是提供答案

信息之处。作者以行进过程为序，写出了戈壁滩的

两个特点：一是通过写戈壁滩黄沙漫漫、无遮无拦

的穹窿、淡淡升腾着的云朵、戈壁的开阔、生与死

的博弈写环境极其恶劣；二是写秋天到来，这里到

处是灰色，写戈壁滩色彩的单调。 



        第二问要求联系全文谈这样的用意，可以从内容和

形式方面回答：（1）开头与题目的照应：题目是“彩

色的沙漠”，开头却从戈壁滩的恶劣的环境和单调的色

彩写起，作用是与下文写石油城的彩色形成对比；（2）

为下文做铺垫：下文写塔里木河边上的在恶劣环境下的

胡杨树的顽强的生命和意念，又写到像胡杨一样的石油

工人为了西气东输工程而作出的卓越的贡献。因此可以

概括为“为下文写塔里木河边的胡杨树和表现石油工人

为祖国为人民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作铺垫/埋下伏笔”；

（3）与主题的关系：本文的主题是赞颂石油工人的精

神，而从恶劣的环境和单调的色彩写起，在写法上属于

欲扬先抑，吸引读者。 



         2、根据上下文，解释文中画线句子的含意。 

        (1)我喜欢这些树，视它们为上天兆示给人类的精神
榜样。 

        (2)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生。 

        答：（1）在恶劣环境中的胡杨树，虽然已经死去，

但是树的残干依然挺立，显示出顽强的意志和信念，给人
以精神的启示。 

      （2）沙漠环境恶劣，也是色彩单调的，但是，在荒凉

的环境中，人生可以凭借顽强的意志和信念，通过辛勤的
劳动让人生变得丰富多彩。 



        第一句话出现在文中第3段。理解这一句 

话应该将其放在作者对胡杨树的描写及对其精神的赞美

的的语境中。所以，结合上下文，要抓住两个要点解释：

一是“我为什么“喜欢这些树”，二是“上天兆示给人

类”什么样的“精神榜样”。第一个问题，第3段原文

有“树的脚下，已经薄薄厚厚的铺上一片黄沙。独立的

树木，有的如石雕，有的如铜铸；虽然，它们也许已经

死去，年复一年的风沙，折断了树枝，剥开了树皮，可

是树的残干依然挺立”，这些语句勾勒出了胡杨树的形

象，形象地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像是一群强悍的舞者，

向天空和大地顽强地倾诉着它们的意志和信念”一句，

则概括地表达了“精神榜样”的内容。  



        第二句话出现在文中第6段的末尾。同样要注意上
下文语境。第6段主要描写彩色沙漠中的红色。作者先
写石油工人身上工装的红色，然后围绕“只有荒凉的沙
漠，没有荒凉的人生”这句话展开议论：“是心声，也
是写照；是鼓动，更是诺言。”理解这一句话，要注意
两个“荒凉”的含义：“只有荒凉的沙漠”中的“荒凉”
指的是戈壁滩荒凉的环境，即恶劣的环境、单调的色彩，
“没有荒凉的人生”中的“荒凉”是比喻义，从上下文
看，是单调的、没有色彩的、无意义的。结合语境“是
心声，也是写照；是鼓动，更是诺言”，表明这是石油
工人的追求，也是他们的行动：即使在艰苦的环境中，
也要通过自己的劳动实现自己的价值，让人生像这多彩
的沙漠一样丰富多彩。  



         3、作者为什么说，在他所看到的一切色彩中，最

鲜艳夺目的是石油工人身上工装的红色? 

        答：①相比荒漠和油田建筑的色彩而言，石油工

人工装的红色更加耀眼夺目。 

        ②工装的红色如花如霞，表达了对石油工人美好

心灵的赞颂和敬仰。 

        ③工装的红色如同共和国旗帜的颜色，寄托了作

者的爱国之情。 



        对文内各种逻辑关系的把握是考查文意常用的方法。

这类题往往从词语或者句子的角度切入，既要理解词语

或句子的含义，又要揭示出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因

此，要在把握句子的因果关系的基础上，分析每一个重

要词语或句子的含义，揭示作者的观点态度。 



       在题干中，有两个词语需要特别关注：“一切色

彩”“红色”。“一切色彩”指向第5段的色彩和工装

的色彩，即银色、金色、棕色、红色，银色、金色、

棕色是各种建筑物放射出的光芒，而红色是工装的颜

色，因此，从表层意义上说，因为工装的颜色是红色，

不同于建筑物的颜色，作者才认为他“鲜艳夺目”；

作者认为这是一种使人“肃然起敬”的颜色，把工装

的红色比作朝霞和春花，实际上暗合上文对胡杨树的

描写，赞颂了工人的精神；又把红色与共和国旗帜的

颜色作比较，其寓意不言自明。 



        4、在文章最后，作者是采用哪些方法来写 

克拉2号气井的?表达了什么样的思想感情?请简 

要分析。 

        答：（1）作者采用对比、排比、比拟和想象的方法
来写克拉2号气井。  

      （2）①通过对克拉2号气井所在的雅丹地貌和荒漠地

貌的对比，表现了石油工人充满激情，不畏艰险，克服
困难的精神。 

        ②通过对不同劳动情景的排比，表现了石油工人坚
定的决心和一往无前的气势。 

        ③通过对管道天然气声音的比拟，表现了石油工人
为西气东输所做的巨大贡献。 

        ④通过对远方亲人召唤，想象远方亲人使用天然气
的情景，表现了作者对石油工人的敬佩和感激之情。  



        解析：文章的最后部分，是指原文的第七八两段。

一般而言，文章的结尾部分往往是作者集中抒发感情
的地方，散文与议论性文章不同，主题表达具有含蓄
性的特点，因此，作者在描写客观景物的同时，往往
蕴含了自己的感情。因此，作者采用的描写方式也是
情感态度的表现方式。具体解题思路是条分缕析：作
者用什么方法，写了什么内容，表达了什么样的感情。
“和沙漠地貌截然不同，这里是犬牙交错、怪石林立
的雅丹地貌。”采用了对比的写作方法，写雅丹地貌
比沙漠地貌环境更为恶劣；突出环境的更加恶劣，实
际上是为了表现石油工人的精神——不畏艰险、克服
恶劣环境等困难的精神。 



        “石油工人硬是在这乱石中，打下了井，钻 

出了气，修成了路，铺下了管道。”连用四个相同的句式，
构成排比句式，写石油工人的艰辛劳动，表现出了石油工
人的气概。“当我把耳朵贴近输气管道，听见丝丝的天然
气奔走的急促喘息声，那一刻，真有点让人激动。它们翻
山越岭，渡江跨河，要到数千里之遥的上海、北京。”通
过对管道天然气声音、行动的比拟，写出石油工人造福北
京、上海，表现了石油工人为西气东输所做的巨大贡献，
“那一刻，我真想让北京的亲友知道，当你们为做午餐轻
轻转动天然气灶的开关旋钮时，我能听见那清脆快活的声
音，我的心跳正激荡在这离你们遥远而又亲近的地
方。” 通过对远方亲人的召唤，想象远方亲友使用天然气
的情景，表现了作者对石油工人的敬佩和感激之情。 



   

         

        ① 走一趟大西北，就像走在一块失去平衡的

地块上。这是一个怎样倾斜了的世界啊！ 

        ② 夕阳里的左公柳默默地伫立着。大漠的风

沙在它们身上刻下了斑斑驳驳的伤痕。我曾见过

一幕震慑人心的景象。那是一株在狂虞风暴中被

击倒的左公柳。这老柳并没有就此而死亡。在它

倒伏的身躯下，庞杂的根系一半裸露在地上，一

半残留在地下。 



   

         

        ③ 于是，残留在地下的根系顽强地负起了生

命的全部使命。茂密的枝叶在倒下的躯体上依然

生长得非常美丽，每一片叶子在阳光映照下好像

一串串晶莹发光的绿宝石。 



   

         

        ④ 去民勤县拜苏武山，公路有一半被流沙所

拥没。民勤被喻为沙海中的孤岛，四周为浩瀚沙
漠所包围。苏武牧羊的故事听说就是发生在民勤
已经干枯的北海边。有话流传：“民勤无天下人，
天下有民勤人。”一曰民勤之艰苦，外乡人都望
而生畏，不肯前来安营扎寨；二曰民勤人肯吃苦，
敢于外出闯荡。在民勤，常常能见到这样的画面：
一个农人，一匹骆驼，一辆小板车，在泥沙的路
上躜躜走着。落日将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那农人裸露的脸和手是黑的而且皱着，那农人转
动的眼珠是迟缓的却是渴望的。 



   

         

        ⑤ 他们就在这一派灰黄的鸿蒙中往返着。由

于降生在这样一个巨大的空间里，他们已无所谓

大。由于生存这样一块没有生迹的土地上，他们

亦无所谓无。他们知道属于自己的只有一个：要

想活下去，只有向命运抗争。 在戈壁上赶路，还

能经常看到这样的情景：一片片疤痕累累、粗壮

结实的胡杨林，因缺水而死亡了。 



   

         

仿佛是一个刚刚经历了恶战的古战场，死亡的胡

杨林挺立着身子不肯倒下，一条条高高举起的痉

曲干枯的胳膊直指蓝天，密密麻麻的胳膊汇成了

一片呐喊的海洋，为活着的伙伴和为死去的自己。

荒漠戈壁上随处可见被榨干了最后一滴水的枯枝

败草的尸体，唯有枯死的胡杨林的方阵总使我热

泪盈眶。 

        ⑥ 在戈壁大漠中赶路，满目皆是巨大的悲壮。

走一趟大西北，人会坚强几分；走一趟大西北，

长不大的孩子会长大。  



   

         

        ⑦在大西北我曾拣回一枚戈壁石。谁也无法读

出它的年龄，谁也无法估出它的身价。它体不盈握，
状若鹅卵，但通体的赤红中沁着几缕淡淡的乳白，
红白相间的石纹如涌动的江湖。记得那天就是这石
纹吸引了我，从此我们再没分离。月光溶溶地罩着
它，珠圆玉润般生辉，沉鱼落雁般美丽。多少夜，
我与它默默对视，静谧中总听见一个声音在呼喊我。
那声音苍凉而低沉，那声音遥远而神秘，那声音从
不可知的地方飘来，又消散在不可知的地方。每每
从沉思中醒来，心湖里便又涨潮似的涌动一层情思。 



   

         

         ⑧也许有那么一天，大家会猛然醒悟：南方的

天地太玲珑剔透了，太经不起摔打了。那里挤满了
人，矗满了楼，停满了车。人们会发现，大西北正
在呼唤我们。尽管那里的风是干燥的，水是咸涩的，
但那里有可以让鸟儿展翅翱翔的天空，那里有可以
让生命茁壮生成的绿洲。是的，会有那么一天，大
西北会像海市蜃楼一样美丽，到那时，倾斜了的世
界会重新平衡。 

       ⑨大西北并不苍白并不无奈的黄土地呵，总想
为你唱支歌。 



         1、文中刻画的“左公柳”和“民勤人”两个形象

具有哪些相同的特点？作者描写这两个形象的用意是什

么？ 
        答：特点：顽强不屈，有着极强的生命力。 

               用意： ①表现大西北的精神风貌。 

                            ②表达作者对大西北的赞美和崇敬之情。 



       解析：该题重点考查考生筛选整合信息，鉴赏文学

作品的形象、语言和表达技巧的能力。能力层级分别为

B级和E级。本题的答案位置在三、五两段。第一问需

要在筛选并整合文中信息的基础上，对两个形象进行概

括。文章第三段，在描写左公柳的时候，有一句“残留

在地下的根系便顽强地负起了生命的全部使命”，第五

段描写左勤人时最后一句“他们知道属于自己的只有一

个：要想活下去，只有向命运抗争”，可以当作中心句，

把它进行压缩变形，即可变成答案。 



        第二问是对文学作品形象进行鉴赏评价，可以从

内容与结构两个角度考虑。在结构上，写这两个形象

的用意是渲染大西北的恶劣环境，展现大西北的风貌，

为下文作铺垫；在内容上，抒发了对大西北的赞美和

崇敬，与下文呼唤人们到大西北去遥相呼应。 



   2、解释下列两句话在文中的含意。 

（1）走一趟大西北，长不大的孩子会长大。 

（2）南方的天地太玲珑剔透了，太经不起摔打了。    

        答：（1）大西北环境的艰苦恶劣、生命的顽强抗

争，会强烈震撼来自其他地方的孩子，使他们学会坚

强，早日成熟。 

     （2）南方过于精致纤巧，过于脆弱，和大西北相

比，远没有大西北粗犷坚韧。     



        解析：该题主要考查考生理解文中重要 

句子的含义的能力。能力层级为B级。 

        第一句话要结合语境理解。画线句子的前面有一句

话，是答案的钥匙，“在戈壁大漠上赶路，满目皆是这
巨大的悲壮。走一趟大西北，人会坚强几分”。虽然大
西北环境荒凉，生存条件艰苦恶劣，但是从左公柳到民
勤人，再到胡杨林，所有生命都在顽强地生长着，面对
这种悲壮的场面，任何到了此地的人都会受到震动，受
到升华。一个在温室中长大、没有经过苦难的孩子，自
然不会懂事，自然长不大了。可一旦到了这里，他们就
会被眼前坚韧顽强的生命所打动，从而迅速成长，学会
坚强。 

 



       第二句话则要综合全文去理解。全文着重写西北的

粗犷、苍凉，而在文章倒数第二段，突然提起脆弱剔透、

经不起摔打的南方天地，用意是与大西北形成对比，为

下文呼唤人们到大西北去张本。 



        3、文章第五段运用了哪些表现手法来描写枯死的

胡杨林？这样写有什么好处？ 

        答：运用比喻、拟人的修辞方法和想象的表现手

法。生动形象地表现出胡杨林死而不屈的精神。 



        解析：该题主要考查考生鉴赏文学作品形象、语

言和表达技巧的能力。能力层级为E级。   

       第一问的难点在于考生要明晰表现手法包括哪些。

在高中语文教学中，表现手法（表达技巧）的定义大多

是指广义的，包含修辞手法、表达方式、篇章技巧和一

般表现手法（狭义）。 



        一般情况是常见的表达技巧包括四大类：一是修辞手

法，包括比喻、比拟、借代、夸张、对偶、排比、设问、
反问等主要的8种；二是表达方式，包括记叙、议论、描
写、抒情等4种，其中描写可细分为动静结合、虚实结合、

正侧结合、乐景写哀等，抒情包括直接抒情、间接抒情
（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等；三是表现手法，包括衬托、
对比、联想、想象等；四是结构手法，包括开门见山、卒
章显志、以小见大，先抑后扬等。 



        从文中的“仿佛”、“胳膊”、“尸体”等词，不

难看出运用了比喻、拟人的修辞手法。而面对因缺水而

死亡的胡杨林，作者把它想象成一个刚刚经历了恶战的

古战场，自然是运用了想象的表现手法。 



        第二问是鉴赏表达技巧。运用比喻、拟人的修辞

手法，一般都是为了达到生动形象地塑造某种形象的

效果，这里也不例外。作者把因缺水而死的胡杨林方

阵想象成古战场，把痉曲干枯的树枝比喻成战士的胳

膊，又用拟人的手法，叙述密密麻麻的胳膊汇成海洋，

为活着的伙伴和死去的自己呐喊，形象生动地塑造了

胡杨林死而不屈的形象，震撼人心，就连作者自己都

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4、文章后一部分写到了“戈壁石”，这对表现文

章的主旨有什么作用？请简要分析。 

        答：以戈壁石来代表大西北，将自己对大西北的

感情浓缩于对一块戈壁石的感情上，以小见大，深化

主旨。 

        ①以戈壁石的美丽，揭示出大西北的美丽。 

        ②以戈壁石的诱人，强化对大西北的热爱之情。 

        ③以戈壁石的呼唤，突出“到大西北”去的主旨。 



        解析：该题重点考查考生分析文章结构，归纳内

容要点的能力。能力层级为C级。 

        首先，考生要对本文的主旨了然于心。文章的倒

数第二段，有一句话可以作为概括文章主旨的主旨句，

即“人们会发现，大西北正在呼唤我们”。 



        然后，要明晰文章结构。作者从左公柳与民勤人这

两个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形象入手，通过胡杨林方阵的场
面描写，渲染出一种悲壮的氛围，然后舒缓气氛，描写
美丽的戈壁石，透出大西北清新静谧的另一面，最后与
脆弱的南方进行对比，引导出歌颂大西北，呼唤人们到
大西北去的主旨。 

        准确把握了文章结构，再回头阅读第五段，进行内

容要点归纳。回答“有什么作用”的问题，我们一般从
内容与结构两个方面着手。在内容上，描写戈壁石是为
了展现大西北的另一种美丽，抒发作者对大西北的喜爱
和赞美之情；在结构上，是为下文揭示主旨作铺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