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 阅  读 第一单元

4  孙权劝学
①

《资治通鉴》

预 习
◎ 你知道“吴下阿蒙”和“刮目相待”的意思吗？这两个成语就出自本

文。参考注释，大致读懂课文，了解文章所讲的故事。

◎ 朗读课文，注意读出文中人物说话的语气。

初，权谓吕蒙②曰：“卿③今当涂④掌事，不可不学！” 蒙辞⑤以军中多务⑥。

权曰：“孤⑦岂欲卿治经⑧为博士⑨邪⑩！但⑪当涉猎⑫，见往事⑬耳。卿言多务，

孰若孤？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学。及⑭鲁肃过⑮寻阳⑯，与

蒙论议，大惊曰：“卿今者⑰才略⑱，非复⑲吴下⑳阿蒙 21！”蒙曰：“士别三日，

即更 22刮目相待 23，大兄 24何见事 25之晚乎！”肃遂拜蒙母，结友而别。

① 节选自《资治通鉴》卷六十六（中华书局1956

年版）。题目是编者加的。孙权（182—252），

字仲谋，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三国

时吴国的创建者。《资治通鉴》，北宋司马光

主持编纂的一部编年体通史，记载了从战国

到五代共1 362年间的史事。司马光（1019—

  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

北宋政治家、史学家。

② 〔吕蒙（178—219）〕字子明，汝南富陂（今安

徽阜南东南）人，东汉末孙权手下的将领。

③ 〔卿（qīng）〕古代君对臣的爱称。朋友、夫妇

间也以“卿”为爱称。

④ 〔当涂〕当道，当权。

⑤ 〔辞〕推托。

⑥ 〔务〕事务。

⑦ 〔孤〕古时王侯的自称。

⑧ 〔治经〕研究儒家经典。经，指《易》《书》

《诗》《礼》《春秋》等书。

⑨ 〔博士〕专掌经学传授的学官。

⑩ 〔邪（yé）〕语气词，同“耶”。

⑪ 〔但〕只，只是。

⑫ 〔涉猎〕粗略地阅读。

⑬ 〔见往事〕了解历史。见，了解。往事，指历史。

⑭ 〔及〕到，等到。

⑮ 〔过〕经过。

⑯ 〔寻阳〕古县名，治所在今湖北黄梅西南。

⑰ 〔今者〕如今，现在。

⑱ 〔才略〕才干和谋略。

⑲ 〔非复〕不再是。

⑳ 〔吴下〕泛指吴地。

21  〔阿蒙〕吕蒙的小名。

22  〔更〕另，另外。

23  〔刮目相待〕拭目相看，用新的眼光看待他。

刮，擦拭。

24  〔大兄〕对朋友辈的敬称。

25  〔见事〕知晓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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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考探究

一 朗读课文，理解大意。说说孙权为什么要劝吕蒙学习，又是怎样说服吕蒙的。

二 课文是怎样表现吕蒙学识进步的？吕蒙的变化对你有什么启示？

三 诵读下列句子，体会加点词所表示的语气。

1. 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
4

！

2. 但当涉猎，见往事耳
4

。

3. 大兄何见事之晚乎
4

！

  积累拓展

四 文言文中的称谓语非常丰富，有自称，有对他人的爱称、敬称等。说说下列

句中加点的称谓语分别属于哪种情况。课外再搜集一些。

1. 卿
4

今当涂掌事，不可不学！

2. 孤
4

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

3. 大兄
4 4

何见事之晚乎！

五 参考下面的提示，把课文翻译为现代汉语。

翻译提示：

留——国号、年号、地名、书名、人名等可以保留，直接使用；

替——用现代汉语双音词替换古代汉语单音词；

调——调整语序，使其符合现代汉语的表达习惯；

补——补充省略部分，使意思完整；

删——删去无实在意义的词，不译。

4  孙权劝学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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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活动·探究任务一

这几天，大家晓得，在昆明出现了历史上最卑

劣最无耻的事情！李先生b 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

此毒手？他只不过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而

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

中国人的话！大家都有一支笔，有一张嘴，有什么

理由拿出来讲啊！有事实拿出来说啊！（闻先生声

音激动了）为什么要打要杀，而且又不敢光明正大

地来打来杀，而偷偷摸摸地来暗杀！（鼓掌）这成

什么话？（鼓掌）

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

的站出来！你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厉

声，热烈的鼓掌）杀死了人，又不敢承认，还要诬

蔑人，说什么“桃色事件”c，说什么共产党杀共

产党，无耻啊！无耻啊！（热烈的鼓掌）这是某集

团d的无耻，恰是李先生的光荣！李先生在昆明被

暗杀，是李先生留给昆明的光荣！也是昆明人的光

荣！（鼓掌）

去年“一二·一”e 昆明青年学生为了反对内

a 选自《闻一多全集》第三卷（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有删节。抗日

战争结束以后，国民党反动派不顾全国人民

对和平民主的迫切要求，继续发动内战，并

对爱国民主运动进行镇压。1946年7月11日，

李公朴因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在昆明被国民

党特务暗杀。7月15日，闻一多在李公朴的追

悼会上发表了这一演讲，当天下午被国民党

特务暗杀。

b 〔李先生〕指李公朴。

c 〔“桃色事件”〕当时把男女关系所引起的事件

叫“桃色事件”。国民党反动派暗杀李公朴

后，企图在人民面前掩饰他们的罪行，造谣

说李公朴被暗杀是因为“桃色事件”。

d 〔某集团〕指国民党反动派。

e 〔“一二·一”〕1945年 11月 25日晚，昆明市

大中学生六千余人在西南联合大学举行反内

战时事晚会，国民党反动派派出军队包围会

场，开枪放炮，进行威胁，并在学校附近戒

严，禁阻师生通行。于是，各校学生联合罢

课。12月1日，国民党反动派派大批军警和特

务至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大学等校殴打学生，

并投掷手榴弹，死四人，伤数十人。

13  最后一次讲演
a

 
   闻一多

开头一段，义愤填

膺，慷慨激昂。这种情

绪是如何传达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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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活动·探究 第四单元

战，遭受屠杀，那算是青年的一代献出了他们最宝

贵的生命！现在李先生为了争取民主和平而遭受了

反动派的暗杀，我们骄傲一点说，这算是像我这样

大年纪的一代，我们的老战友，献出了最宝贵的生

命！这两桩事发生在昆明，这算是昆明无限的光

荣！（热烈的鼓掌）

反动派暗杀李先生的消息传出以后，大家听

了都悲愤痛恨。我心里想，这些无耻的东西，不知

他们是怎么想法，他们的心理是什么状态，他们的

心怎样长的！（捶击桌子）其实很简单，他们这样

疯狂地来制造恐怖，正是他们自己在慌啊！在害怕

啊！所以他们制造恐怖，其实是他们自己在恐怖

啊！特务们，你们想想，你们还有几天？你们完

了，快完了！你们以为打伤几个，杀死几个，就可

以了事，就可以把人民吓倒了吗？其实广大的人民

是打不尽的，杀不完的！要是这样可以的话，世界

上早没有人了。

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

起来！你们将失去千百万的人民！你们看着我们人

少，没有力量？告诉你们，我们的力量大得很，强

得很！看今天来的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

我们的力量！此外还有广大的市民！我们有这个信

心：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

历史上没有一个反人民的势力不被人民毁灭的！希

特勒，墨索里尼，不都在人民之前倒下去了吗？翻

开历史看看，你们还站得住几天！你们完了，快完

了！我们的光明就要出现了。我们看，光明就在我

们眼前，而现在正是黎明之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

我们有力量打破这个黑暗，争到光明！我们的光

明，就是反动派的末日！（热烈的鼓掌）

李先生的血不会白流的！李先生赔上了这条性

命，我们要换来一个代价。“一二·一”四烈士倒

演讲者谈及特务时

直呼“你们”，面对听

众时则用“我们”。这

两种不同的称呼有什么

表达效果？

结合背景材料，想

一想这里的“光明”和

“黑暗”分别指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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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活动·探究任务一

a 〔护国〕指 1915年至 1916年，为反对袁世凯

复辟帝制而发动的“护国战争”。反袁的护国

军最初是在云南宣布起义的。

下了，年青的战士们的血换来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召

开；现在李先生倒下了，他的血要换取政协会议的

重开！（热烈的鼓掌）我们有这个信心！（鼓掌）

“一二·一”是昆明的光荣，是云南人民的光

荣。云南有光荣的历史，远的如护国a，这不用说

了，近的如“一二·一”，都是属于云南人民的。

我们要发扬云南光荣的历史！（听众表示接受）

反动派挑拨离间，卑鄙无耻，你们看见联大

走了，学生放暑假了，便以为我们没有力量了吗？

特务们！你们错了！你们看见今天到会的一千多青

年，又握起手来了，我们昆明的青年决不会让你们

这样蛮横下去的！

反动派，你看见一个倒下去，可也看得见千百

个继起的！

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鼓掌）

历史赋予昆明的任务是争取民主和平，我们昆

明的青年必须完成这任务！

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

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

大门！（长时间热烈的鼓掌）

  读读写写

这里的情感发生了

变化，你体会到了吗？

想象现场的氛围，

感受演讲的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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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阅  读 第四单元

15	 故	 乡
a

	
		鲁	 迅

预 习
◎  在小学阶段，同学们都学过《少年闰土》这篇课文吧？在你的印象中，

闰土是一个怎样的孩子？想象一下，他长大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  阅读课文，初步梳理故事情节，画出小说中标示现实和回忆之间转换

的语句。

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

时候既然b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c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

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d的荒村，没有

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

阿e！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

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起他的美丽，说

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f，没有言辞了。仿佛也就如此。于是我自己解

释说：故乡本也如此，——虽然没有进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这只是

我自己心情的改变罢了，因为我这次回乡，本没有什么好心绪。

我这次是专为了别他而来的。我们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经公同g卖给

别姓了，交屋的期限，只在本年，所以必须赶在正月初一以前，永别了熟识的

老屋，而且远离了熟识的故乡，搬家到我在谋食h的异地去。

第二日清早晨我到了我家的门口了。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

a 选自《呐喊》（《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

出版社2005年版）。

b 〔既然〕这里是已经的意思。

c 〔阴晦〕阴沉，昏暗。

d 〔萧索〕缺乏生机，不热闹。

e 〔阿〕现在写作“啊”。

f 〔影像〕印象。

g 〔公同〕共同。

h 〔谋食〕谋生。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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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阅  读15  故乡

正在说明这老屋难免易主的原因。几房的本家大约已经搬走了，所以很寂

静。我到了自家的房外，我的母亲早已迎着出来了，接着便飞出了八岁的侄

儿宏儿。

我的母亲很高兴，但也藏着许多凄凉的神情，教我坐下，歇息，喝茶，且

不谈搬家的事。宏儿没有见过我，远远的对面站着只是看。

但我们终于谈到搬家的事。我说外间的寓所已经租定了，又买了几件家

具，此外须将家里所有的木器卖去，再去增添。母亲也说好，而且行李也略已

齐集，木器不便搬运的，也小半卖去了，只是收不起钱来。

“你休息一两天，去拜望亲戚本家一回，我们便可以走了。”母亲说。

“是的。”

“还有闰土，他每到我家来时，总问起你，很想见你一回面。我已经将你

到家的大约日期通知他，他也许就要来了。”

这时候，我的脑里忽然闪出一幅神异的图画来：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

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

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a尽力的刺去，那猹却

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

这少年便是闰土。我认识他时，也不过十多岁，离现在将有三十年了；那

时我的父亲还在世，家景也好，我正是一个少爷。那一年，我家是一件大祭祀

的值年b。这祭祀，说是三十多年才能轮到一回，所以很郑重；正月里供祖

像，供品很多，祭器很讲究，拜的人也很多，祭器也很要防偷去。我家只有

一个忙月（我们这里给人做工的分三种：整年给一定人家做工的叫长年；按

日给人做工的叫短工；自己也种地，只在过年过节以及收租时候来给一定的

人家做工的称忙月），忙不过来，他便对父亲说，可以叫他的儿子闰土来管

祭器的。

我的父亲允许了；我也很高兴，因为我早听到闰土这名字，而且知道他

和我仿佛年纪，闰月生的，五行缺土c，所以他的父亲叫他闰土。他是能装

a 〔猹（chá）〕作者在1929年5月4日给舒新城

的信中说：“‘猹’字是我据乡下人所说的声

音，生造出来的，……现在想起来，也许是

獾（huān）罢。”

b 〔大祭祀的值年〕封建社会的大家族每年都有

祭祀祖先的活动，由各房轮流主持，轮到的

称为“值年”。

c 〔五行（xíng）缺土〕五行，即金、木、水、

火、土。按旧时迷信的说法，人的生辰八字

要五行俱全才吉利；五行缺土，不吉利，补

救的办法是，用土或土作偏旁的字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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弶a捉小鸟雀的。

我于是日日盼望新年，新年到，闰土也就到了。好容易到了年末，有一

日，母亲告诉我，闰土来了，我便飞跑的去看。他正在厨房里，紫色的圆脸，

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这可见他的父亲十分爱他，怕

他死去，所以在神佛面前许下愿心，用圈子将他套住了。他见人很怕羞，只是

不怕我，没有旁人的时候，便和我说话，于是不到半日，我们便熟识了。

我们那时候不知道谈些什么，只记得闰土很高兴，说是上城之后，见了许

多没有见过的东西。

第二日，我便要他捕鸟。他说：

“这不能。须大雪下了才好。我们沙地上，下了雪，我扫出一块空地来，

用短棒支起一个大竹匾，撒下秕谷，看鸟雀来吃时，我远远地将缚在棒上的

绳子只一拉，那鸟雀就罩在竹匾下了。什么都有：稻鸡，角鸡，鹁鸪，蓝

背……”

我于是又很盼望下雪。

闰土又对我说：

“现在太冷，你夏天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日里到海边检b贝壳去，红的绿

的都有，鬼见怕c也有，观音手也有。晚上我和爹管西瓜去，你也去。”

“管贼么？”

“不是。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个瓜吃，我们这里是不算偷的。要管的是獾

猪d，刺猬，猹。月亮地下，你听，啦啦的响了，猹在咬瓜了。你便捏了胡

叉，轻轻地走去……”

我那时并不知道这所谓猹的是怎么一件东西——便是现在也没有知道——

只是无端的e觉得状如小狗而很凶猛。

“他不咬人么？”

“有胡叉呢。走到了，看见猹了，你便刺。这畜生很伶俐，倒向你奔来，

反从胯下窜了。他的皮毛是油一般的滑……”

a 〔弶（jiàng）〕一种捉鸟兽的工具。

b 〔检〕现在写作“捡”。

c 〔鬼见怕〕和下文的“观音手”都是小贝壳的

名称。旧时浙江沿海的人把这种小贝壳用线穿

在一起，戴在孩子的手腕或脚踝（huái）上，

说是可以“避邪”。这类名称就是根据“避

邪”的意思取的。

d 〔獾猪〕即猪獾，头长嘴尖，样子像猪，喜在

夜间活动，损坏庄稼。

e 〔无端的〕没有来由地，无缘无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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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素a不知道天下有这许多新鲜事：海边有如许b五色的贝壳；西瓜有这

样危险的经历，我先前单知道他在水果店里出卖罢了。

“我们沙地里，潮汛c要来的时候，就有许多跳鱼儿只是跳，都有青蛙似

的两个脚……”

阿！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希奇d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

的。他们不知道一些事，闰土在海边时，他们都和我一样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

的四角的天空。

可惜正月过去了，闰土须回家里去，我急得大哭，他也躲到厨房里，哭着

不肯出门，但终于被他父亲带走了。他后来还托他的父亲带给我一包贝壳和几

支很好看的鸟毛，我也曾送他一两次东西，但从此没有再见面。

现在我的母亲提起了他，我这儿时的记忆，忽而全都闪电似的苏生e过

来，似乎看到了我的美丽的故乡了。我应声说：

“这好极！他，——怎样？……”

“他？……他景况也很不如意……”母亲说着，便向房外看，“这些人又来

了。说是买木器，顺手也就随便拿走的，我得去看看。”

母亲站起身，出去了。门外有几个女人的声音。我便招宏儿走近面前，和

他闲话：问他可会写字，可愿意出门。

“我们坐火车去么？”

“我们坐火车去。”

“船呢？”

“先坐船，……”

“哈！这模样了！胡子这么长了！”一种尖利的怪声突然大叫起来。

我吃了一吓，赶忙抬起头，却见一个凸颧骨，薄嘴唇，五十岁上下的女人

站在我面前，两手搭在髀f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

脚伶仃g的圆规。

我愕然了。

“不认识了么？我还抱过你咧！”

我愈加愕然了。幸而我的母亲也就进来，从旁说：

a 〔素〕向来。

b 〔如许〕这么些。

c 〔潮汛（xùn）〕一年中定期上涨的潮水。

d 〔希奇〕现在写作“稀奇”。

e 〔苏生〕苏醒，复活。

f 〔髀（bì）〕大腿。

g 〔伶仃〕形容瘦弱或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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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多年出门，统忘却了。你该记得罢，”便向着我说，“这是斜对门的杨

二嫂，……开豆腐店的。”

哦，我记得了。我孩子时候，在斜对门的豆腐店里确乎终日坐着一个杨二

嫂，人都叫伊“豆腐西施”。但是擦着白粉，颧骨没有这么高，嘴唇也没有这

么薄，而且终日坐着，我也从没有见过这圆规式的姿势。那时人说：因为伊，

这豆腐店的买卖非常好。但这大约因为年龄的关系，我却并未蒙着一毫感化，

所以竟完全忘却了。然而圆规很不平，显出鄙夷a的神色，仿佛嗤笑法国人不

知道拿破仑b，美国人不知道华盛顿c似的，冷笑说：

“忘了？这真是贵人眼高……”

“那有这事……我……”我惶恐着，站起来说。

“那么，我对你说。迅哥儿，你阔了，搬动又笨重，你还要什么这些破烂

木器，让我拿去罢。我们小户人家，用得着。”

“我并没有阔哩。我须卖了这些，再去……”

“阿呀呀，你放了道台d了，还说不阔？你现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

八抬的大轿，还说不阔？吓e，什么都瞒不过我。”

我知道无话可说了，便闭了口，默默的站着。

“阿呀阿呀，真是愈有钱，便愈是一毫不肯放松，愈是一毫不肯放松，便

愈有钱……”圆规一面愤愤的回转身，一面絮絮的说，慢慢向外走，顺便将我

母亲的一副手套塞在裤腰里，出去了。

此后又有近处的本家和亲戚来访问我。我一面应酬，偷空便收拾些行李，

这样的过了三四天。

一日是天气很冷的午后，我吃过午饭，坐着喝茶，觉得外面有人进来了，

便回头去看。我看时，不由的非常出惊f，慌忙站起身，迎着走去。

这来的便是闰土。虽然我一见便知道是闰土，但又不是我这记忆上的闰

土了。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

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这我知道，在海边种地的

a 〔鄙夷〕轻视，看不起。

b 〔拿破仑〕即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
十九世纪法国政治家、军事家，历任法兰西第

一共和国第一执政（1799—1804），法兰西第

一帝国皇帝（1804—1815）。
c 〔华盛顿〕即乔治·华盛顿（1732—1799），

美国政治家、军事家，美国第一任总统。

d 〔放了道台〕被任命为大官的意思。道台，清

代官职“道员”的俗称。

e 〔吓（hè）〕感叹词，表示不满。

f 〔出惊〕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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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终日吹着海风，大抵是这样的。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

棉衣，浑身瑟索a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

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

我这时很兴奋，但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只是说：

“阿！闰土哥，——你来了？……”

我接着便有许多话，想要连珠一般涌出：角鸡，跳鱼儿，贝壳，猹，……

但又总觉得被什么挡着似的，单在脑里面回旋，吐不出口外去。

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

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

“老爷！……”

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

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

层可悲的厚障壁b了。我也说不

出话。

他回过头去说：“水生，给

老爷磕头。”便拖出躲在背后的

孩子来，这正是一个廿c年前

的闰土，只是黄瘦些，颈子上

没有银圈罢了。“这是第五个

孩子，没有见过世面，躲躲闪

闪……”

母亲和宏儿下楼来了，他

们大约也听到了声音。

“老太太。信是早收到了。

我实在喜欢的了不得，知道老

爷回来……”闰土说。

“阿，你怎的这样客气起

来。你们先前不是哥弟称呼

么？还是照旧：迅哥儿。”母亲

a 〔瑟（sè）索〕身体因寒冷、受惊等而蜷缩、

抖动。现在多写作“瑟缩”。

b 〔障壁〕屏障，墙壁，这里指隔膜。

c 〔廿（niàn）〕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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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兴的说。

“阿呀，老太太真是……这成什么规矩。那时是孩子，不懂事……”闰土

说着，又叫水生上来打拱a，那孩子却害羞，紧紧的只贴在他背后。

“他就是水生？第五个？都是生人，怕生也难怪的；还是宏儿和他去走

走。”母亲说。

宏儿听得这话，便来招水生，水生却松松爽爽b同他一路出去了。母亲叫

闰土坐，他迟疑了一回，终于就了坐，将长烟管靠在桌旁，递过纸包来，说：

“冬天没有什么东西了。这一点干青豆倒是自家晒在那里的，请老爷……”

我问问他的景况。他只是摇头。

“非常难。第六个孩子也会帮忙了，却总是吃不够……又不太平……什么

地方都要钱，没有定规……收成又坏。种出东西来，挑去卖，总要捐几回钱，

折了本c；不去卖，又只能烂掉……”

他只是摇头；脸上虽然刻着许多皱纹，却全然不动，仿佛石像一般。他大

约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沉默了片时，便拿起烟管来默默的吸烟了。

母亲问他，知道他的家里事务忙，明天便得回去；又没有吃过午饭，便叫

他自己到厨下炒饭吃去。

他出去了；母亲和我都叹息他的景况：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

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母亲对我说，凡是不必搬走的东西，尽可以送

他，可以听他自己去拣择。

下午，他拣好了几件东西：两条长桌，四个椅子，一副香炉和烛台，一杆

抬秤。他又要所有的草灰（我们这里煮饭是烧稻草的，那灰，可以做沙地的肥

料），待我们启程的时候，他用船来载去。

夜间，我们又谈些闲天，都是无关紧要的话；第二天早晨，他就领了水生

回去了。

又过了九日，是我们启程的日期。闰土早晨便到了，水生没有同来，却只

带着一个五岁的女儿管船只。我们终日很忙碌，再没有谈天的工夫。来客也不

少，有送行的，有拿东西的，有送行兼拿东西的。待到傍晚我们上船的时候，

这老屋里的所有破旧大小粗细东西，已经一扫而空了。

我们的船向前走，两岸的青山在黄昏中，都装d成了深黛e颜色，连着退

a 〔打拱〕一种礼节。两手抱拳，上下略微摆

动。

b 〔松松爽爽〕形容轻松畅快。

c 〔折（shé）了本〕亏了本，赔了本。

d 〔装〕装点，装饰。

e 〔黛（dài）〕青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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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船后梢去。

宏儿和我靠着船窗，同看外面模糊的风景，他忽然问道：

“大伯！我们什么时候回来？”

“回来？你怎么还没有走就想回来了。”

“可是，水生约我到他家玩去咧……”他睁着大的黑眼睛，痴痴的想。

我和母亲也都有些惘然，于是又提起闰土来。母亲说，那豆腐西施的杨二

嫂，自从我家收拾行李以来，本是每日必到的，前天伊在灰堆里，掏出十多个

碗碟来，议论之后，便定说是闰土埋着的，他可以在运灰的时候，一齐搬回家

里去；杨二嫂发见了这件事，自己很以为功，便拿了那狗气杀（这是我们这里

养鸡的器具，木盘上面有着栅栏，内盛食料，鸡可以伸进颈子去啄，狗却不能，

只能看着气死），飞也似的跑了，亏伊装着这么高底的小脚，竟跑得这样快。

老屋离我愈远了；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

留恋。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那西

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的影像，我本来十分清楚，现在却忽地模糊了，又使

我非常的悲哀。

母亲和宏儿都睡着了。

我躺着，听船底潺潺的水声，知道我在走我的路。我想：我竟与闰土隔绝

到这地步了，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a，宏儿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我希望他

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

辛苦展转b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

别人的辛苦恣睢c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了。闰土要香炉和烛台的时候，我还暗地里笑

他，以为他总是崇拜偶像，什么时候都不忘却。现在我所谓希望，不也是我自

己手制的偶像么？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罢了。

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

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

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一九二一年一月

a 〔一气〕声气相投，指朋友间思想一致，性情

投合。

b 〔展转〕原指身体翻来覆去，这里形容生活不

安定，到处奔波。现在写作“辗转”。

c 〔恣睢（zìsuī）〕任意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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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考探究

一 这篇小说写故乡，主要是写故乡的变化。通读课文，梳理这些变化，并用

一张示意图表示出来。

二 曾经亲密无间的一对小伙伴，现在却变得那样“隔膜”，让“我”感到

“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这“可悲的厚障壁”是什

么？你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同学们之间讨论。

三 画出文中描写环境的语句，体会作者以此营造的氛围，说说这些描写对表

达主题所起的作用。

 积累拓展

四 联系上下文，揣摩下列语句的含义。

1. 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

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老爷！……”

2. 老屋离我愈远了；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

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那西瓜地上的银

项圈的小英雄的影像，我本来十分清楚，现在却忽地模糊了，又使我非常的悲哀。

3. 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五 文中说：“我想：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

宏儿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

发挥想象，续写宏儿和水生长大后见面的情景。300字左右。

           

  读读写写

统
编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