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散文的标题 

        标题是文章的眼睛，散文作品自然也不例外。散文大多

篇幅短小、内容精炼，其标题内涵一般比较丰富。散文标题

在文中主要有以下作用： 

        (1)点明写作对象的特点和多层含义。巴金的《小狗包

弟》、艾青的《忆白石老人》、郁达夫的《故都的秋》、林

斤澜的《春声和春深》、洛夫的《一朵午荷》等作品的标题，

直接点出了作者写作的对象。阅读中，我们要特别关注标题

的特点，探究作者为何拟此标题，从而真正读懂作者想要表

达的意思。 



        (2)表达作者主观的感情和态度。张炜的《木车的激

情》、周劼人的《寂静钱钟书》、张炜的《耕作的诗

人》，这些标题中，我们要特别注意表达感情的词语，

如“激情”“寂静”，这是作者对写作对象的主体特征、

内在感情的一种概括，我们要结合文章内容准确理解其

含义；而如“耕作”这样的动词，也让我们自然联想到

劳动的踏实、辛苦和苦苦追寻的感情，阅读时对“耕作”

的含义和作者的感情自然也应该全面把握。 



        (3)揭示文章的主旨或哲理。周国平的《记住回家的

路》、张笑天的《上善若水》等是以句子为标题的，标

题常常就是主旨的表达或哲理的启示。理解前者，需联

系定语“回家”，读出它的表层和深层含义，更好地把

握其哲理；理解后者，需进一步弄清此“水”的宽泛意

义和具体环境，才能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思想和认识。 



         (4)成为文章的线索。从构思看，写景状物的散文

如果以写作对象为标题，这个写作对象常常就成了文章

的线索，并能够设定全文的结构思路，如朱自清的《荷

塘月色》，作者在月下绕着荷塘而行，围绕着荷塘和月

色展开描写，其主体内容就是先写月光下的荷塘，再写

荷塘上的月色以及荷塘的四周，使文章线索明确、结构

清晰。可见，有些标题不仅点出了写作的对象，而且在

文章的结构、思路上也有着重要作用。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的题目。 

柴  禾 

刘亮程 

        ①我们搬家时，那垛烧剩了一半的梭梭柴，也几乎一

根不留地装上车，拉到了元兴宫村。元兴宫离煤矿很近，
取暖做饭都烧煤，那些柴禾因此留下来。 

        ②柴垛是家力的象征。有一大垛柴禾的人家，必定有

一头壮牲口、一辆好车，当然，还有几个能干的人。这些

好东西碰巧凑在一起了就能成大事，出大景象。可是，这

些好东西又很难全凑在一起。有的人家有一头壮牛，车却

破破烂烂，经常坏在远路上；有的人家置了辆新车，能装

几千斤东西，牛却体弱得不行；还有的人家，车、马都配

地道了，人却不行——死了，或者老得干不动活。 



        ③我们刚到父亲的住处时，家里的牛、车还算齐备，

只是牛稍老了些。柴垛虽然不高，柴禾底子却很厚大排场。

不像一般人家的柴禾，小小气气地一堆，都不敢叫柴垛。

父亲带我们进沙漠拉柴，接着大哥单独赶车进沙漠拉柴，

接着是我、三弟，等到四弟能单独进沙漠拉柴时，我们已

另买了头黑母牛，车轱辘也换成新的，柴垛更是没有哪家

可比，全是梭梭柴，大棵的，码得跟房一样高，劈一根柴

就能烧半天。 



        ④现在，我们再不会烧这些柴禾了。我们把它们当没

用的东西乱扔在院子里，却又舍不得送人或扔掉。我们想，

或许哪一天没有煤了，没有暖气了，还要靠它们烧饭取暖。

只是到了那时我们已不懂得怎样烧它们。劈柴的那把斧头几

经搬家已扔得不见，家里已没有可以烧柴禾的炉子。即便这

样我们也没扔掉那些柴禾，再搬一次家还会带上它们，它们

是家的一部分。那个墙根就应该码着柴禾，那个院角垛着草，

中间停着车，柱子上栓着牛和驴。在我们心中一个完整的家

院就应该是这样的。许多个冬天，那些柴禾埋在深雪里，尽

管从没人去动它们，但我们知道那堆雪中埋着柴禾，我们在

心里需要它们，它让我们放心地度过一个个寒冬。 



        ⑤那堆梭梭柴就这样在院墙根待了二十年，没有谁去

管过它们。有一年扩菜地，往墙角移过一次，比以前轻多

了，扔过去便断成几截，颜色也由原来的铁青变成灰黑。

另一年，一棵葫芦秧爬到柴堆上，肥大的叶子几乎把柴禾

全遮盖住，那应该是它们最凉爽的一个夏季了。秋天我们

为摘一棵大葫芦走到这个墙角，葫芦卡在横七竖八的柴堆

中，搬移柴禾时我又一次感觉到它们腐朽的程度，除此之

外似乎再没有人动过。在那个墙角里它们独自过了许多年，

静悄悄地自己朽掉了。 



        ⑥最后，它们变成一堆灰时，我可以说，我们没有烧它

们，它们自己变成这样的。我们一直看着它变成了这样。从

第一滴雨落到它们身上、第一层青皮在风中开裂时我们看见

了；它们根部的茬头朽掉，像土一样脱落在地时我们看见了；

深处的木质开始发黑时我们看见了，全都看见了。 

        ⑦当我死的时候，人们一样可以坦然地说，他是自己死

掉的。墙说，我们只为他挡风御寒，从没堵他的路；坑说，

我没有陷害他，每次他都绕过去；风说，他的背不是我刮弯

的，他的脸不是我吹旧的，眼睛不是我吹瞎的；雨说，我只

淋湿他的头发和衣服，他的心是干燥的，雨下不到他心里；

土说，我们埋不住这个人，梦中他飞得比所有尘土都高。 



        ⑧可是，我不会说。没谁听见一个死掉的人怎么说。 

        ⑨我一样没听见一堆成灰的梭梭柴，最后说了什么。 

根据全文概括“柴禾”在文中的含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 生活物资，家力象征，家的一部分，传统生

活方式，精神寄托。 



二、散文的开头和结尾 

散文的开头 

        优秀的散文，开头往往能吸引读者，使其领会文章将

要表达的主题，把握文章的意脉，较顺畅地读下去。散文

开头常见的技法有： 

        (1)起兴铺垫。用对比、衬托或铺垫等手法，引出写

作对象，表达作者对所写内容的特殊感情。如冯骥才的

《黄山绝壁松》：“黄山之松布满黄山。由深深的山谷至

大大小小的山顶，无处无松。可是我说的松只是山上的松。

山上有名气的松树颇多。如迎客松、望客松、黑虎松、连

理松等等，都是游客们争相拍照的对象。但我说的不是这

些名松，而是那些生在极顶和绝壁上不知名的野松。” 



        (2)渲染烘托。通过景物、心理描写，烘托气氛，渲染心
情，寄托情感。在结构上暗示下文的情节，为下文作铺 

垫，或与下文的情感变化形成对比。如肖复兴的《细雨台儿
庄》：“去台儿庄那天，天下着雨，整个台儿庄都笼罩在蒙蒙
细雨之中。灰蒙蒙雾一样的雨飘洒着，摇曳得远近的景物都有
些变形，台儿庄还像是在一片硝烟未散的弥漫里，似乎战争刚
刚结束不久……眼前的景色如慢镜头般徐徐展开，历史仿佛悄
悄向我走近，一下子可触可摸起来。” 

        (3)设置悬念。开篇设置悬念引起读者思考，吸引读者的

阅读兴趣，使文章跌宕有致，造成波澜，避免平铺直叙。如鲁
迅的《秋夜》：“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
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4)引用名句。通过引用诗文名句，引出所写话题，揭

示主旨，在结构上为下文作铺垫，同时也增加了作品的文

采和文化内涵。如红烛的《横穿<诗经>的河流》：“‘关

关雎鸠，在河之洲。’掀开《诗经》的第一页，总是那条

河流阻挡住我的去路，所以我无法真正进入文字背后的生

活。” 

        (5)开门见山。直接引出写作对象或点明观点。如萧萧

的《灯火》：“乌黑油污的煤油灯，一经火柴点燃，便有

了亮晃晃的‘生命’。” 



散文的结尾 

        所谓“豹尾”，便是指结尾时笔法要简洁、明快、干

净利落，犹如豹尾劲扫，响亮有力，给读者以咀嚼回味的

余地。散文结尾常见的技法有： 

        (1)卒章显志。直抒胸臆，表达浓烈的情感或表明鲜明

的态度。如和谷的《司马祠》：“这是天问！我听见史圣

在歌唱。这歌声穿越古今，扬善弃恶，与大河一起歌舞。

天空有雄鹰飞过，它读圆的墓冢，读方的祠院，读直的牌

坊和山门，再读弧形的古石坡和小桥大路，这竟然是大地

上一个巨大的问号。” 



        (2)引用名句。首尾呼应，深化主题。如红烛的《横穿<

诗经>的河流》：“‘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

涟漪。’岸边的伐木者，面目模糊，背对着我从事永恒的职

业。” 

        (3)问句结尾。用疑问、反问、设问等句式，表达困惑、

强调、肯定等不同内涵。如舒婷的《小河殇》：“祈求河的

宽恕现在会不会太迟？” 



        (4)以景结情。通过景物、场面描写，首尾呼应，渲

染气氛，营造意境，点明主题，或产生言有尽而意无穷

的艺术效果。如肖复兴的《细雨台儿庄》：“细雨还在

飘飘洒洒，仿佛是苍天祭祀他们而洒下的泪水。我们不

会忘记他们，我们不会忘记战争，我们不会忘记历史，

我们不会忘记与这一段悲壮历史交融共存的台儿庄。”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的题目。 

荷叶 

韩开春 

        ①那年我去宏村，正是深秋季节，顺着黄山的皱褶一路前

行，层林尽染，草黄枫红，间杂粉墙黛瓦，古徽州果然气派非

凡。到了村前，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泓碧水，一条小道笔直穿

过湖心，上面有座弯月般的石砌小桥，名叫画桥。据说，当年

李安在此拍摄《卧虎藏龙》，男主人公李慕白就是从这座小桥

上牵着他的白马走过的。 



        ②但是，我的目光却被湖中那一大片枯萎的残荷吸

引，脑海中瞬间浮现的竟是《红楼梦》里林黛玉反对贾

宝玉拔除破荷叶的理由：“我最不喜欢李义山的诗，只

喜他一句‘留得残荷听雨声’。”恍惚间，我似乎看到

了林妹妹那双对着残荷发痴的忧郁的眼睛。在那一刻，

我居然有了长留宏村的想法，要是能有机缘在湖边的书

院住下，在有雨的夜晚，或是撑着一把油纸伞，顺着石

砌的湖堤漫行，或是隔着石雕的窗棂卧听雨打残荷，该

是多么惬意的享受啊。  



        ③其实，我有许多亲耳聆听雨打残荷的机会。我读初中

的时候，学生宿舍的后面就有一大片荷塘，每年莲藕起出之

后，就再也没人去管它，任由满塘的荷叶自生自灭。然而我

终究只是个俗人，比不得林妹妹那样冰雪聪明，所以听雨打

残荷的次数虽然不少，却从未听出过什么诗意。 

        ④与枯萎破败的残荷相比，我更加喜欢夏日的新荷，光

鲜洁净，绿意盎然，看上去就很赏心悦目，勃发着无穷的生

机。中午或是傍晚，会有一些或红或绿的蜻蜓、豆娘前来参

观，它们或许是被这荷塘满目的绿迷住了，绕着圈不停地飞，

迟迟不肯离去，飞累了,就在新冒出的小荷尖上歇歇脚；  



身上穿着黑黄条纹套衫的小青蛙也从水里冒出头来，双腿

一蹬，用它那著名的蛙跳一下子便跃上了荷叶的表面，随

之溅起的一串水滴，滴溜溜地汇到荷叶的中心，凝成一颗

又圆又亮的大水珠，映着太阳的光辉，像是一颗耀眼的明

珠，它们或许是把这一张荷叶当成了运动场，鼓着大腮帮

咕咕呱呱不停地叫，呼朋引类；还有一些黑脊背的鱼，在

荷叶撑起的太阳伞下悠闲自在地游来游去，间或举起大尾

巴，在平静的水面上使劲一击，发出“泼刺剌”的一声响，

溅起一朵大水花，旋即一头扎进水底，再也不见了。 



        ⑤这样的季节，最快乐的自然还是孩子，从第一朵荷花

在水面上升、绽开它美丽的笑脸时起，就会不断有孩子顺着

塘埂悄悄滑下水去，学着在水面上嬉戏的那群鸭子的样子，

把鼻子一捏，头往下一低，便潜进了水底，浮上来的时候，

手里总会多出一截细嫩甜香的花香藕，临上了岸，还不会忘

记摘一片荷叶顶在头顶。有时候也玩打水仗游戏，学着电影

里白洋淀民兵打鬼子的模样，顶着一片荷叶，手里端根树枝，

一只眼闭着，煞有介事地一瞄，手指一勾，嘴里同时发出

“叭”的一声。 



        ⑥少年的记忆，除了玩耍，大多数还是和味蕾紧密联系

在一起，关于荷叶，也是如此。说到吃，必须提一下荷叶粥，

这是我母亲夏天常做的，把新鲜的荷叶洗净，切成细丝，放

点冰糖，和粳米一同煮，做出来的粥青白相间，颜色好看，

味道也好，清香扑鼻，有清热解暑之功效。荷叶还可以包裹

食物。我祖父有个习惯，赶集的时候带上一张荷叶，或干或

鲜，随季节改变而有所不同，回来的时候，总会变戏法般从

怀里掏出一只荷叶包来，里面包着的有时是几片卤猪头肉，

有时是两根油条。 



他用筷子夹起肉丢进我的嘴里，果然是跟往常吃到的不

同，肉香中夹杂着荷叶的清香。长大后读明清小说，见

到许多关于市井场景的描写，我才知道，原来这用荷叶

包熟食的举动并不是我祖父的首创。 

    （选自《2012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有删改） 



文章开头描写宏村秋景有什么作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参考答案］(1)开头点明季节，描写了优美的风景，

营造了古典的意境。（2）引出下文，为写荷叶作铺垫，

同时映衬了残荷之美。         



三、线索 

        散文线索的类型主要有：以具体事物为线索，以人物为

线索，以中心事件为线索，以思想感情变化为线索，以  时

间推移或空间变化为线索，以作者的所见所闻为线索等。就

散文线索的内容和作用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形式： 

         (1)横贯式。以内在的思想路线或者外在的某个物体来

连缀各种互不关联的“画面”“片断”，按事物的性质归类，

并列地组织材料。在具体运用中，以情感为线索，多见于抒

情散文，在一些怀人叙事散文中也常常碰到；以事理为线索，

偏重于内在逻辑性，多见于以事明理的议论散文；以物件为

线索，多见于一些托物言志、寄情于景的抒情散文。 



        (2)纵贯式。以事物本身发展的自然顺序或进程为线

索，深层次组织材料，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也符合人

们循序渐进的认识规律。最常见的是以时间先后为线索，

这种方式常常为叙事散文所用。也有以空间转移为线索，

写景类散文多属此类。随作者观察次序来组织文章，从

本质上说，还是按时间顺序。还有以情节为线索的，这

在叙事散文中常见。 



        (3)纵横交错式。指上述两种类型的综合运用，在一

些游记散文、叙事散文中常见。如汪曾祺的《胡同文

化》，既从横的方面写了胡同的多、深、方正，胡同里

人的关系、心态，也从纵的方面写了北京胡同及胡同文

化的没落。 

         注意：散文的线索不等于中心，不等于重点。线索

只是把材料组织起来的绳索，可以是中心、重点，也可

以不是中心、重点。 



查找线索的方法 

        1．文章线索常常就是以时间为线索或以地点（行踪）

为线索，如有时间标志或地点方位标志的词语。 

        2．以物写人、借物抒情、托物言志的文章线索常常就

是这个“物”，就是以“某某物”为线索。 

        3．文章写一件核心的事件，事件的发展过程就是文章

的线索。 

        4．反复出现的同一个细节（同一句话、同一个动作、

同一种表情等）常常是文章的线索。 

        5．反复出现的抒情、议论语句及表达感情的词句常常

是文章的线索。 



        抓线索一是要了解文章的体裁分类和表现手法。以

物喻人的散文一般以作者对“物”的理解或情感为线索，

写景散文一般以游踪或某一景物为线索，叙事记人的散

文一般以事情发生、发展的过程或与人物交往的过程为

线索，抒情散文往往以感情为线索。阅读时抓住线索有

助于我们了解文章的立意，把握文章的主旨。二是要注

意文章的标题。有的标题直接揭示线索，如《故都的

秋》；有的标题包含线索的因素，如《小狗包弟》。三

是要注意文中反复出现的词语、句子。四是要特别注意

文中的议论、抒情部分。因为散文中的“情”，通常是

文章组织材料的重要线索。 



四、思路结构和情感脉络 

        思路即作者在构思活动中，经过反复思考之后形成并

表现在文章中的指向表达目的的思维轨迹。理清思路，就

是要透过文章表面的语言形式，弄清文章各个意义单元

（通常以节、段或句为其形式上的标志）是怎样相互联系、

组合成一个整体，从而有效地表达主旨以及这样组织的道

理所在的。 

        思路是以客观事物为基础的，而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

不外乎三种：时间关系、空间关系和逻辑关系。因此，写

记叙性散文以时间先后为序，因为事情发生总有先有后；

写游记类散文常以游踪（空间方位）为线索，因为游览总

是从甲地再到乙地。 



        从高考真题中我们可以发现，“把握文章思路”多

与“理解文中重要句子的含义”“筛选并整合文中的信

息”两个考点相结合，常常是围绕文章主旨、行文线索、

情感脉络、中心话题，从整体的角度出发，着眼于部分

（词、句、段、层）与部分、部分与整体（篇）之间的

关系，去分析作者的写作意图和目的，去分析作者思想

情感的变化，去分析作者某种表达的作用和好处，去分

析作者“谋篇”的动机和效果。 



         结构是就文章的表现形式来说的，是思路的归宿，

表现为文章的骨架。我们常说的段落、层次、开头、结

尾、统领（总领）、收束（总结）、伏笔（铺垫）、过

渡、照应（呼应）、详略、主次等，就是文章结构的内

容。分析文章结构，便于透彻理解文章中心。文章的结

构和作者的思路关系密切：结构是外显的思路，思路是

内化的结构。思路是谋篇，结构是布局；思路是内隐的，

结构是外显的。 



        “分析文章结构”多与“归纳内容要点，概括中心意

思”“分析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两个考点相结

合，通过归纳内容、概括中心、分析作者的观点态度去

理清文章结构，常常着眼于文章的各个构成部分之间的

组合方式、结构特征及某种结构安排的技巧和作用。  



结
构
安
排 

关系
类型 

子类型 具体特点 

相承
关系 

承接关系 由叙事到议论或抒情，由写景到议
论或抒情，哲理散文的层层相递 递进关系 

相并
关系 

并列关系 文章材料之间是平行的，它们之间
或并列或对照 对照关系 

相属
关系 

总分关系 
先总说再分说，或者相反 

分总关系 

材
料
组
织 

组织
方式 

①从时间上组织材料 

②从空间（场面）上组织材料 

③以什么物件（观察点）为中心组织材料 

④以情感（或认识过程）来组织材料 

⑤由实到虚，层层深入，组织材料 

特别
提示 

需要指出的是，组织材料的方式常常是线索本
身；有时材料组织形式可以从全文的表现手法
角度考虑，如抑扬、虚实、对比等 



分析句段在文中的作用： 

        1、确认指定段落在行文中的位置。 

        2、明确段落的作用，明确答题的方向。从以下三个

角度思考： 

        (1)内容角度。看该语段写了什么内容，对表现主旨、

抒发感情等有哪些作用。 



        (2)结构角度。详细内容请参照前面的表格“语段的作用”，

注意答题时一定要结合文本进行具体分析，不可机械照抄。如

答“承上启下”，必须写出承上解说（或说明，或总结，或照

应）什么内容，引出下文什么内容；答“照应”时，必须写出

与哪些内容相照应。 

         结构上，不同位置、类型的段落（句子）在全文中所起的

作用往往不同。 

         (3)表现手法（或写作目的）。或与什么内容形成对比，或

为下文的抒情（或议论）做铺垫，或以小见大、突出（或象征）

什么主旨。         



        3、看分答题，分条列点。譬如6分题，答案一

般情况是分三点或两点；4分题则答案一般分两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