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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黎

究

一九八一年七月,我 曾提出在中学语文

教学中搞
“
导读

”
的主张。当时,教学有两种

倾向:工是因死板的、填鸭式的
“
满堂灌

”
,限

制和束缚了学生智力;一是跟着高考试题转

的
〃
满堂练

”,真是题海无边,学生难游。

针对上述弊端, 
“
导读

”
既 能 克 服

“
满 堂

灌
”,又能改变

“
满堂练

”,还能要调动学

生的聪明才智,激励学生学习进取,在提高

自学力和创造力的同时,提高他们的政治思

想觉悟。

一九八三年九月,邓小平同志 提 出 的
“
三个面向

”,是教育改革的方向。 “三个

面向
”

的核心是面向现代化。
“
教育要面向现

代化
”
,必须培养有创造力的人才。 “

面向世

界
”,就是要创造性地学习和运用世界上最

新的科学成就,迎接新的技术革命的挑战 ,

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
面向未来

”,就是

按照近期和远期的需要,不断提高青年一代

的创造水平,为 实现四化、为实现共产主义

而奋斗。囚此, “
三个面向

”
对培养学生的

创造力,有较高的要求。 “
导读

”
着眼于培

养学生的创造力。 “
导读

”
要根据语文学科

的特点,具体落实
“
三个面向

”
。

按
“
导读

”
精 神指 导 写 作,叫做

“
导

写
”

。本文谈
“
导读

”,也涉猓 f导写
”
。

学生读写,都须立足于
“
导

”,使学生
“
读

有创见,写有新意
”

。

以
“
三个面向

”
作指导的

“
导读

”
法 ,

要着重培养创造力。创造力,一般说来,包

括超常力、进取力、想象力、综合力、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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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明

力、批判力和敏捷力。
“
导读

”
培养创造力

就必须培养敢于创新的超常力,勇 于探索的

进取力,富有联想的想象力,善于归纳演绎

的综合力,巧于鉴别的选择力,长于评价的

批判力和锐于发现的敏捷力。

“
导读

”
俸瑰请感教宵

情感教育,是思想教 育 的 核 心。 “
导

读
”
在培养创造力的同时,要引导学生接受

情感教育。列宁说: “
没有

‘
人的感情

’
就

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对真理的追求。
”

积

极的情感,激励着人们创造性地探索和大胆

地独创。创新的超常力和萆命的进取力是密

切结合的。爱因斯坦说: “
智力上的成就 ,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性 格 的伟 大
”

。而创

造力的花朵,必须在
“
性格伟大

”
的沃土中

开放。我们要培养学生成为 有 理 想、有 道

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丿、,导读中的情感教

育必须为实现这个培养目标而努力。

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大致有以下七

个方面。

一、进入情境。一定的情境,产生一定

的情感。导读要引导学生根据教材所表达的

特定情感,进入情境,造成 气 氛,让 学 生
“
触景生情

”,让他们去体验强 化某 种 感

情。

二、掌握情调。情境不同,情调也各自

不同。情调,就是事物所具有的能引起人的

各种不同感情的性质。事物性质不同,所能

引起人们的情感也就不同。要引导学生善于



掌握不同教材所具有的不同情调,从而产生

相应的情感。

三、体察情态。作品总是用具体形象来

触动学生感情的。要引导学生感受事物的具

体形象,细致体察各种具体事物 的 不 同情

态,从而触动情感。

四、明确情理。一篇文章总是有情有理

的。阅读作品,有情无理,则思路紊乱,不

见本质;有理无情,则干瘪枯 燥,语 言 无

味。因此,揣情度理,是阅读作品极为重要

的一环。

五、激扬情趣。情趣有美有丑,有善有

恶,有是有非。激扬情趣,要引导学生培养

积极的情趣,克服消极的情趣,作 到是美非

丑,是善非恶,是是非非,让学生有正确的

鉴赏能力和审美能力。

六、扩展情怀。读书、作文,都须密切

联系实际,不仅要理解其历史意义,也要认

识其现实意义,还要瞻望未来,明确其未来

意义。这样,才能扩展情怀,作 到 思路 开

阔,视野远大。

七、培养情操。情操是由感情和思想综

合起来的不易改变的心理状态,是历史上一

切伟大人物性格的闪光点, “
导读

”
要启发

学生自觉,逐步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情操。

譬如,导读 《最后一次讲演 》,先简要

描绘:李公朴被杀害,闻先生悲恸万分,伏
在李公朴的身边,眼睛凝视着前方,不断地

说
“
公朴没有死,公朴没 有 死 !” 当 李 公

朴的爱人泣不成声走下讲台,他便怀着激情

和愤怒走向讲台。这样描绘,把学生召唤在

闻先生的讲台之下,便于进入情境。然后引

导学生默读,朗读,反复体会感情。本文是

呼唤斗争的号角,是声讨反动派的檄文。对

敌对友的讲话,在语气上和用语上感情色彩

截然不同,它用四十四个感叹句和九次设闷

和反问,构成怒涛排壑之势。抒写感情,又
用

“
愤慨揭露

”
、

“
沉痛剖析

”
、 “

庄严号

召
”

三个层次,来体现情感的变化。读时 ,

须仔细体察情态,掌握情调。全文的基本观

点是: “
反动派必然灭亡,人 民必然胜利

”
,

由此,可以明确本文的情理。学生读后,受
到薰陶感染,热爱闻先生,痛恨反动派ρ由

此形成积极的情趣,逐步培养自己的情操。

今天,读本文的现实意义是,激励自己热爱

社会主义祖国夕具有为国家富强和入民富裕

而艰苦奋斗的精神。凡学生 读 后,触 动 情

感,扩展情怀,较好地联系 了 实 际,便 是
“
读有创见

”,表现了创造力。

“
导读

”
展开扩散思维

扩散思维,是形成创造力的重要思维形

式。扩散方法有三:一、纵向扩散。这是弄

清前因后果、找出来龙去脉的纵 向 思 维 形

式。它把因果、前后、古今,作纵向排列,

顺直线形成多种扩散,按事切发展的观律去

探索创造。二、横向扩散 ,即根据一种现象,

联想到与之相似相关的,但又各 具 特 点 的

事物,形成横向排列,按横向形 成 多 种 扩

散,然后在多种设想、多种方案中,经过比

较选择,有所创造。三、逆向扩散。即形成

思维的对立面,从问题的相反方向,进行多

方探萦,然后在探索中选择新思想,树立新

形象。
“
导读

”
展开扩散思维的具 体 作 法 如

下 :

一、博问多识。 《楚辞 ·天问》对那些

离奇的神话传说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

从宇宙起源,日 月星辰,直到神话、历史 ,

提出了一连串的疑问,构成广博 的 扩 散 思

维,反映出作者大胆质疑的精神。这种质疑

精神用之于
“
导读

”,则是鼓励学生质疑 ,

引导学生提出众多问题,从博问中多识,就

多识中博问,形成扩散思维能力。

导读 《狂人 日记》,要求学 生 提 问 作

到←一)椅 渎质疑处;(二 )深 思熟虑,寻根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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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不人云亦云;(三 )运用正确的观点,从

实际出发;《 四)力 求创造性提 问。 学 生 读

后,提出九十多个问题。有关于狂人形象探

萦的,有关于吃大恶心肝的矛盾的,有关于

其他人的,有关于序言与本文关系的,有关

于抬锇字词的,有关于探索背景的,有关于

十一段之阚的结构的。提问可归纳为几种情

∶;己 :(一 )知识疑难;(工 )对教师的导言持不

同看法;(二 )考 虑不够成熟的提问;(四 )有

'仓刂造见解的提闷。其中,创造性的提问,即
使很少,'F虽 足创造萌芽,也作了鼓励。提倡

学生捉问闪烁着创造恩维的火花。

二、概括多方。 综合概括能力是创造思

维的先导。李、杜宏伟诗篇正是综合六朝、初

唐诗风并加以创造的结果。综合概括之所以

方飞跃,有创造'是困为摸出规律,道出特

点 ,使衤有营遍性9扌t认识实现由个别到一般

衔飞跃。站得高、看得远,使认识更普遍、

更泺丬、页新鲜'以约取搏,有所创迭。

攒打冶娶'忸有创造。读 《记念刘和珍

君 》,学生选用词语概括刘和珍君的形象。

蚀们找宀
“
毅然

”,悦明刘和珍君奔向萃命

沟坚决;找出
“
黯然

”,说明她忧国忧民感

情沟深潭;找出
“
欢然

”
说明她奔赴革命的

勇敢乐观。最后,她 的牺牲,必然激励真正

的猛士
“
窝然

”
前行。 “

毅然
”

、
“
黯然

”
、

“
欣然

”
冫分别概括出刘和珍君在不同场合

所显示出来的斗争态度和性格特征,而
“
奋

然
”
讠氵∴明她牺牡后所产生的广泛而深刻 的 影

η。这粹概括,加深对词语的理解,突出刘

和珍君的形象少算是有创造性的概括。

学生阅读的思路不同,概括 的方 法 有

异。须鼓劢他们扩展:思维,百花齐放。如学

生渎《雷雨》后,祝括恩路各异。有的是
“
邂

逅
”

柑逄,追忆往事;明 白真 象,软 硬 兼

炖;生持罢工,大海不属
”

。有的是
“
点出

侍萍`侍 萍斤死 P丿、出侍萍;说 惑威胁与愤怒

拄∷;jj山 凶;:∶ 、义Ⅱ词严
”

苷等。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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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各有特点,但曹黜自冂;却把这幕戏的情

节归纳为
“
指认

”
、 饣

转机
”

、 “
打

”
五个

字。由此,i圭得作者自己提出的最优概括。

区剔义近词,引导学生掌握其 概 括 特

点,探索扩散思结。如 《击于建设一个新世

界 》里的
“
粉怖太平

”
、

“
拧鹿为马

”
、

“
装

模作样
”

、 “
滥竽充数

”
几 个 成语,仔 细

区别,各有特点。 “
粉饰太 1∶ ∶”, 着 眼 粉

馆; “
揩庄为马

”
9着 眼于颠倒混淆;“装模

作样
”
若眼于做仵; ““

滥竽充数
”,着眼

于冒充。它们分别从不同侧面说明弄虚作假

不实事求走的态度。这样,既铲b识其共佳,

又区别其个性,有 日的有系统地探讨扩散思

维。

三、、对比 乡丹l冫  合丿j!文刂安 共 老 师 提

出
“
设写对甲,以写廿渎

”
‘1∮ i世。 “

设写

对照
”

就是在学习某些t果文时'按原
“
假如

你写这个题 珥
”

讼行构思,引导学生审题、

设写、对照'并用自己的构思与作者的思路

怍比较,找 出异同,浮定优劣,从而深刻领

会课文深刘的思想内容和高超的表现方法。

朱光潜先生主张
“
以作文带读书

”
。丨℃认为 ,

妤处是
“
为着写,学习就得认萁些

”
,要就所

学的问题多费些心思来把置文吃逶,整理自

己的思恕和斟酌表达方式。
“
以渎促写,迁移活用

”
。从比较思路

中求同,从而搴仿创造。一个学生读了 《眼

睛与仿生学》,曲此认为,喜仿生物功能可

以开辟一条技术设计的新途径。他的父亲是

一个外科医生,经常感到储存血浆的困难 ,

因为血浆一般只能储存很短的时问。后来发

现蚊虫吸~畦攵后,迪‘浆可以长时闸在蚊体内保

持不变。于是他设想,如果摹仿蚊虫的储血

功鸵进行技术设计,制成与蚊体储血类似的

工具,则可使血浆久存,造福于病者。这样

样,写有新意,体现创造。

曰、J∶I向 彡珞。思路从作品糊反方向发

散,形戍扎判思维,从批判中开拓思路,形



成自己的创见。 《过秦论》总结秦亡的原因

是
“
仁义不施而功守之势异也

”
。不少学生

表示反对,认为秦亡并非贾谊所指的
“
仁义

不施
”

这一个条件9还有其他的本质原囚。

这便是从逆向扩散论断秦亡的是非,从雨批

判贾谊所持观点的片面性。

-九八一年高考作文题 目是 《毁树容易

种树难 》,很多学生紧扣
“
创业维艰,不善

于守业者却可毁于一旦
”

这个中心,写得有

血有肉,有理有据。但有的学生写这个题 目

却采用了另一思路。他说,如果把我们新中

国比作一棵太树,种它本不容 易, 创 业 难

艰;但要毁掉它却也不容易,因为一切爱国

者都要爱惜它9保护他。因而种树难,毁树

也是不容易的。文章写得有血有肉,论证严

密。

《毁树容易种树难 》这个题 目,其 中毁

树的易而又不易,存在着两种情况:在败业

者手里 ,毁树易;在创业者手里 ,毁树难。一

般学生的作文,阐述了命题的前一部分,而
有的学生却阐述命题的后一部分'补足了命

题之不足。后者构思具有超常性,特异性。

这是按推理进行逆向扩散,闪烁着创造思维

的火花。导写,对类铝l情 况要苷于及时发现

和肯定。

总之,扩散思维能力'不仅求
“
一

”
、

雨且求
“
多△ 让学生在求多之中氵培养发现

能力'提高思维的灵活怪。在发现的关键时

刻,创造就是作出选择。有了扩散思维沟成

众多的选择条件,选扦就有了根掂'囚 而在

提高扩散力的同时,还要提离逸择力。

“
导瀵

”
串富形冁思维

想象活动,总 是有创造性的。再造想象、

创造想象都有创造。想象是创造的源泉,没

有想象,就没有创造。学生想象的兴趣和习

惯,可用以下一些方法来培莠。

一、预见想求f  “
凡事预则立'不预

则废
”

。事物的
“
立

”
与

“
废

”,取决于人

们是否有预见。预贝‘离不开想象,但叉要以

现实为基础。预见娶全面,对事物的发生发

展、变化、结果,有比较全面的见解。
“
面向未来

”,眼光要放远,不能只看到

眼前,要想更I今后十几年、几十年世界可能

是什么样,我们应该是什么样。刈
·
未来铝i出

设想,往往能调动学生积极展开预见想象。

学生读了 《人类的出现》,回厥人类进步历

程,之后,引导他们预见未来。 《百年以后

的沙坪坝 》、 《百万年以后的沙坪坝 》⋯⋯

时限不断递增,想象更加深远,学生恩想不

断活跃起来,群情激动,笑声哗然,他们便

行
^。

了创造想象的深远境地。

读写议论文,要求有远见和创见。这种

远见和创见,就是对于社会的预见想象。所

谓远见,就是满怀热情、高瞻远瞩9洞蔡前

景,明鉴未来。如 《共产党宣言 》向全世界

声称: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这就是远见。

其次,议论文中的想象,不是过多地再见形

象,而是对再现形象加以概括,对事物作注l

论断。概括鲜明、生动、具体'论浙有创造

性,就是具有创△J。 因此读写议论文,不仅

在于有观点,还在于能活用观点,发前人之

未发,见别入之未见,独树 一 杉l,别 具 △1

格,确有创见。

二、假设想象。 凡事物本未经历,也
无体验,但可假设一定的条件,涝t发想象。

这些假设条件夕包括假设时问,假设地点步

假设环境,假设人物,假设i青节,等等。作文

题目《假如我是老师 》、《假如我当了市长》

等能激发学生展开假设想象,已被实丨:ˇ 所证

明。

学生读 《天山景物记 》,常常被
“
马走

在花海屮,显得格外矫健;人浮在花海上 ,

也显得格外精神
”

这个复句所感染。达时 ,

引导学生运用假设想象:设想自 己也 骑宥

马冫马走在花海中,多 么矫键; 冖己也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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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海中,又显得多么有精神。这 种 假 设 想

象,让花海景物在学生心目中再现。印象深

刻之后,便感觉到祖国天山多么可爱,生活

在那里多么幸福。这种幸福感与好奇心理绪

合起来,便可产生创造思维活动,下决心要

去开拓边疆,创造未来。

三、对比想象。 想象多从比较中来,

因而通过对比展开想象,是一种常用的方法。

比较的方法很多,美丑、是非、善恶、上下、

内外、远近,久暂、今古、现在与未来,大

小、长短、多寡,等等,都可通过比较,展

开想象。 《土地》一课,上下若干年,纵横

千万里,材料众多,联想深远。但总的脉络

仍是古今对比。用此对比,激励读者对土地

的热爱。这是从总体设想的对比想象。这种

想象,建立在古今土地变化这个 现 实 基 础

上,透过创造性的众多形象概括,生动而具

体表现出来。导读不仅要把
“
土地

”
作为红

线贯串,而且要引导学生善于展开想象,古

今对比,善于创造。

四、比拟想象。 比拟想象,一般从两

个方面着手。一是由人及物,把人的特征物

化,从而形象化;一是由物及人,把物的特

征人化,从而性格化。两种办法都在于把人

与物典型化,创造新的形象。

契诃夫塑造别里科夫 ,把他叫做
“
装在套

子里的人
”,用 的就是

“
比

”
。生活用具 ,

雨伞、表、小刀都装在套子里。自已也装在

套子里:穿雨鞋、带雨车、穿棉大衣,脸藏在

衣领里,戴黑眼睛,穿羊毛衫'用棉花堵住

耳朵,坐马车支上伞篷。回到家里,卧室象

箱子,床上挂帐子,上床蒙被子。套子一层

套上一层,反复用
“
比

”,把人的性格特征

物化,塑造顽圃守旧、与世隔绝的典型。

由物及人,展开想 象。茅 盾 《白杨 礼

赞》塑造的白杨,陶铸 《松树的风格 》塑造

的松树,杨朔 《茶花赋 》塑 造 的茶 花,冰

心 《樱花赞》塑造的樱花,都给事物赋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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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格。引导学生透过比拟想象,把握其性

格特征,领会其所创造出来的不 同 的 新 形

象。

五、补充想象。 这是在教学中创造条

件,让学生在无言中补充想象,提高学生想

象的敏感。如 《琵琶行 》描绘琵琶的声音 ,

一阵繁响交锆,清脆圆滑,宛转流利的声音

之后,突然
“
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

暂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
”
。

为什么无声胜有声 ?这就需要学生去领会这

个无声的境地,让他们去补充想象:究竟这

无声中包含了多少的幽愁暗恨。探讨这个问

题,要留给学生想象的余地,让他们各自去

发挥 自己的想象力。

六、分析想象。想象要透过分析,从现

象进入本质,作到深刻地感受形象。 《狂人

日记》第八段写狂人与二十岁左右青年的对

话。其中青年的回答分六个层次,并各有特

点。

一、排除法。 “
不是荒 年,怎 么 会 吃

人
”

。排除非荒年吃人的可能。

二、回避法。 “
你真会 ¨̈ ·说 笑 话。

⋯⋯今天天气很好
”
。答非所问,回避问题。

三、含胡法。他,含含 胡 胡 的答 道,

〃
不⋯⋯”

含含胡胡,模棱两可。

四、否定法。 “
没有的事⋯⋯”

说不过

去,矢 口否认。

五,因袭法。 “
有许有的,这是从来如

此⋯”
因袭旧传统,认为从来如此,便是真

理。

六、横蛮法。 “
总之你不该说,你说便

是你错 !” 说不过去,横不 讲 理,妄 加 过

错。

排除、回避、含 胡、否 定、因袭、 横

蛮,反映了当时社会形形色色的守旧态度。

鲁迅——列举,予 以批判。指出: “
吃人

”

是普遍现象,而非特殊现象; “
吃人

”
是现

实,而不可回避; “
吃人

”
是严肃问题,不



可含胡; “
吃入

”
是事实,不可否定; “

吃

人
”

是传统罪恶,不能因为
“
从来如此

”
便

以为是; “
吃人

”
而横蛮反诬,必须揭露。

读书,要引导学生分清六处对话的层次,明

确特点,掌握实质。这样,才能对作家所塑

造的典型,进行本质的、创造 性 的 理 解。

“
导读

”
培养创新速度

思维敏捷是创造的重要条件,快速是现

代生活的基本节奏,信息化是现代社会的基

本特征。学生不具各一定的敏捷力,就很难

储备信息,吸收信息,应用 信 息,创 造 信

息。

我国古代十分重视思维敏捷。 《世说新

语 ·悟捷》记述曹娥碑背上 题 的
“
黄 绢 幼

妇,外孙齑臼
”

八个字,杨修见了立刻能够理

解,说是
“
绝妙好辞

”
。而曹操却须行三十

里后,才能理解。故事肯定杨修智慧敏捷 ,

说明人的理解速度有快有慢。

培养创造力,要求学生不仅善于思考,

而且敏于思考。导读恰当地提出速度要求 ,

促进学生积极思考,敏于创造。培荞思维敏

捷能力 ,虽个人的素质重要,但教育的影响与

促进,更为重要。建安之才9七步成章,这

种敏捷才能,也是在人才济济的环境中熏陶

感染,在吟诗作赋的速度竞赛中才逐渐形成

的。

我在高中一个班作过调查, 阅读 现 代

文一千字,速度有三个等次。即二分钟、三

分钟、四分钟。一般能在三分钟 内读 完 千

宇。加强速度训练,可以逐步提高等次。写

千字文,一节课四十五分钟写成的,最初只

有40%,经过一年的速度训练,80%能在一

节课内写成。提高读写速度的同时9还要有

创新速度的要求。学生
“
渎有创见,写有新

意
”

的比例开始不高,一般在10%左右。经

过倡导、指导,可 以逐步提高到30%。

导读培养敏捷思维的作法如下 :

ˉ、精力专注。 注意力是指在完成读

写任务时,人的意识所选择的方向。方向明

确,兴趣倍增9读写创造的效果,也就更尢:

明显。

语文课的慢节奏,是学生学习语文不感

兴趣的原因之一。节奏一慢,思想开小差 ,

注意力不集中,读书速度低于思维速度。导

读明确提出速度要求,使学生精神振奋,思

维集中,读有效果,更增兴趣。
“
导读

”
集中注意力训练,首先要养戚

聚精会神的习惯:其次要培养注 意 的 持 续

性,发现注意中断,要提醒 注 意,坚 持 到

底。第三,按一定的目的要求读写,把注意

力集中在既定的要求上。

二、说促读写。 学生 中,能 说 会 写

的,是少数;会说不会写的,也是少数:而

会写不会说的,占多数。学生,年级逐年增

高,说话能力逐年下降。他们动 脑 动 手 者

多,动脑动口者少。这种现象,说明学生智

力爱束缚,不利于形成创造思维。

其实,说话是培养敏捷力和创造力的重

要手数。及时提出问题,及时分析问题9就

需要敏捷力和创造力。及时描绘形象,再造

形象ρ创造形象,也需要敏捷力和创造力。

而思维及时用口头语言表达,学生逻辑思维

的是与非,形象思维的好与坏,可 以得到教师

及时判明,受到及时肯定或否定。这样,迪

就保证了思维敏捷的准确性。

过去,教师串讲文言文,师 生 都 是 苦

事。现在,学生认真自学后,面 对 全 班 讲

解,相互评定,然后教师指关键,释难点。

提高了学生自学文言文的速度和质量。课堂

上的口头作文,也能培养敏捷力,同时也相

应提高了学生书面作文的速度和质量。

三、分清步骤。 要按照阅读要求,分

清阅读步骤。要求深思熟虑,推敲词句,遮

度可慢;要求掌握全文重点,速度可略快 ;

要求浏览,略知大意,速度应更快。这种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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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又不是圃定的。有了经常的速度训练,

也可逐级提高速度。即使是深思熟虑的ρ也

都应该逐步提高阅读速度。

这里,还要特别强调创新的速度。 “
渎

有新意,写有创见
”,发前人之所未发,见

前人之所未见。这种创新的本身就有速度。

因此在探索新意,酝酿创见的时候9就不怕

花大功夫,费太力气,作到
“
语不惊人死不

休
”

。勤奋劳动,孜孜以求,产生灵感;深
入实际,加 强体验9增多灵感。创造,是富

于灵感的劳动,有 了创造的灵感'也就有创

造的速度。

四、博览增速。 博览增加速度,早为

实践所证明。阅读广,必然速度快。i扌览,

从积累知识中形成能力,提高速度。有广博

的知识,便有智力优势;有智力优势,必然

形成智力速度。所以
“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

有神
”

。下笔有神,说明创造与速度同在。

再说,博览本身,就有速度训 练。 按 类 选

萦,抄存资料,求速度,多积 累,见 多 识

广,触类旁通,于是,逐渐提高了阅读速度。

搏学不等于杂学,不等于成为倮管知识

的字纸篓;博学,要有明确的目的性, “
博

于一
”

而后
“
精于一

”
。按照

“
博于一

”
的

要求,广泛涉猎,综合的对象越多,范围越

广,见解就越深刻,越 普 遍,于 是
“
精 于

一
”
所作的创造,也就越大,创造的速度也

就越快。

何谓
“
人创造了第二自然

”
?

桂 贞 国

《风景谈 》中
“
人创造了笫二自然

”
一句,旨

关全文。但课本无注,教参无解,学生感到茫然。

一般注家和教者囿于传统,只停留在阐述文中人们

熟知的五句议论性文字的含义和作用。 以此 说 明

“
名为写实,旨在赞人

”
的主题,而未注意到文巾

隐含着一个重要美学观。何谓
“
人创造 了第 二 自

然
”

?这是一个美学范畴。简言之,是人类通 过 劳动

和实践征服了的和改造了的自然 ,即 人化了的自然 ;

它深深地打上了入的意志和印 l己 ,牢牢 地 体现 丁

人的
“
本质力量

”
。这一观点的构成因素是

“
人和

自然
”

。人是主体,自 然是客体。二者的关系是征

服与被征服,改造与被改造的关乐。茅盾根据白己

在延安独特的感受和当时在重庆特殊的环境,在文

中含蓄地指出,这里的人,已不是抽象的人,而是

在党领导下
“
充涡了崇高精神的人

”;也不是
“
百

无聊赖
”

的入,而是异于国统区的
“
弥满着生命力

的人
”
,因而也就尤其伟大。这里的自然,早 已不

是癞头秃顶、黄土荒山的第一形态的大 自然,而是

用
“
人类的高贵精神的辐射,填补了

’
的第二形态

的大自然;也不是沉闷寂寞、单调平板的第一形态

的大自然,而是
“
完全改观

冫
出现了奇迹的庄严妩

媚的第二形态的大自然。在文中作 者 正 是 用
“
创

造
”

这个字眼把这两个方面,把这 样 的
〃
人 和 自

然
”

织成六幅巧妙的图画,绘出延安抗 日军 民劳

动、战斗、理想的生活画面,构成解放 区 的 自然

关、生活美、艺术关。从而赞颂了边区人民伟大的

革命精神,表现了作者对党领导的延安军民的无限

的挚爱深情。显示了本文的重大的美学价 值 和 意

义,深化了文章的主题,佧 △ 了 乍者 这 一 美 学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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