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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谈的主要是狭义散文的教学。

狭义散文即记叙散文与抒情散文,还有散文诗,在语文教材中,占有一定的比重。

然而”由于 “四人帮
”的破坏和干扰,教师常常丢掉了散文教学自身的特点和规律的探

讨,致使教学中一度存在着落俗套、一般化的情况。党的十一大向我们提出了 “一定搞

好文化教育领域的革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事业”
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因

此,在散文教学中9如何给学生以必要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写作上必要的知识与技巧,便
成为需要注意解决的重要课题。

进行散文教学,必须明确散文的主要特色。散文的主要特色9择要而言,就是题材

多样9感情充沛,形式灵活,因而能够敏捷、灵便、生动、及时地反映和服务于现实的

三大革命运动。选入教材的散文作品,一般说是优秀的和比较优秀的。它们思想性强 ,

寓意深远,联想丰富,构思新颖9文词优美。因此,在散文教学中9应该从内容和形式

上抓住这些主要特色,根据语文教学总的目的、要求,有效地完成散文教学的任务。

首先,要通过内容 (主要是题材和主题)的分析,重点探讨和开掘其内涵 ,即寓意。

散文以题材多样著称。现实的斗争生活,历史的峥嵘岁月9工农兵的战斗业绩,作
者自己在革命实践中的体会、感受和意愿,以至有意义的一景一物,都可用散文得以充

分反映。它往往以其极深远的寓意米深刻地反映现实生活,紧紧扣住时代的 “弦”。特

别是抒情散文、散文诗尤为突出。因此9在教学中对于某一篇具体的散文所寓的深刻意

义9必须细心探讨9认真体会。例如鲁迅的散文诗 《秋夜》所摄取的一景一物9都似乎

平淡无奇”但却蕴藏着极其深刻的思想。作者描绘了自己所见的一幅深秋夜景,寄托和

抒发了内心复杂的感情。作品的前七段写后园的夜景,凄冷、静穆,融合着作者深沉的
'

情思。后三段写回到屋里的所见所思:集中地写了小飞虫,更是寄托了作者复杂而明确

的爱憎感佶。先写它们在 “后窗的玻璃上”乱撞得 “丁丁地响
”·次写 “几个进来了”

,

“又在玻璃的灯罩上撞得丁丁地响
”,而且写了 “一个从上面撞进去

”, “遇到火
”

,

“
两三个却休息在灯的纸罩上喘气。

”
再着意细写了

“
那老在白纸罩上的小青虫,头大尾小 ,

向日葵似的,只有半粒小麦那么大,遍身的颜色苍翠得可爱9可怜。”
面对此物此景 9

作者思绪万端,最后写道: “我打了一个呵欠,点起一支纸烟 ,喷 出烟来 9对着灯默默地

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这-结尾,使作者对小青虫的赞美和所寓的深刻意义 ,

豁然明朗。这篇作品写于一九二四年九月。作者对小飞虫(犭
`青

虫)的描写,满怀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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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形象虽然很小,其精神却很伟大。鲁迅通过这首散文诗,寄予了对当时同黑暗势力作

斗争、甚至为此牺牲的英烈们的同情和赞颂。如此深刻的寓意,在教学中是不能随意放

过的。否则,学生会不知所云,更谈不上获取教益。           |
寓意深刻的散文,教材中极为普遍。高尔基的散文诗《海燕》是通过对海燕的抒写,

赞美勇于斗争、坚信胜利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多并且通过它对暴风雨勇敢的呼唤9预示

无产阶级革命风暴即将到来和沙皇反动统治必然崩溃的趋势。另外,对于乌云、狂风、

雷声、闪电丿对于海鸥、海鸭、企鹅,对于大海、暴风雨、太阳,都赋予了不同的一定

的寓意。还有散文 《白杨礼赞》抒写与礼赞白杨的寓意, 《海关钟声》因钟声而联想的

寓意, 《青山翠竹》赞美翠竹的寓意, 《珍珠赋》赋予珍珠的寓意, 《歌声》因歌声而

联想的寓意,等等,都要引导学生确切而恰当地去理解。即使是在典型的记叙散文中,

也常常有对局部的、个别的事物或景象的叙述描写而寓以深意的情况,这都要求我们注

意并善于去探究。注意了对散文寓意的探讨与开掘,就抓住了散文教学的要点,从而就

能给学生以一定的生动的政治思想教育,也会给学生以写作上的帮助。

此外,注意情感的传达,使学生受到感染,也是很要紧的。

散文,是一种需要有丰富感情的文学样式。革命的优秀的散文,尤其是抒情散文,总

是贯有真切而饱满的革命激情的;它或溢于言表,或蕴含其里。这一点,尽管与诗歌接

近,但却有自己的特点与规律。它 “富于文采”,决非堆砌漂亮、绚丽的文词,而根本

在于通过记写、描述,以至议论表达真挚、饱满的激情。至于直抒情怀,则更是往往炽

如烈火。像 《白杨礼赞》等一些好的散文,情感竟犹如激浪排涌,震荡着读者的心灵;

犹如烈火奔突,燃烧着读者的肺腑。作者通过感情的强烈抒发,尽情地表达对现实生活

的赞美。由于感情的充沛、激越,散文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就显得格外充分。因此,在

讲读中,我们的思想感情就应该与作者在散文中所抒发的感情融合,注意采用适当的方

式,比如反复朗读、细细默诵等,将它充分而恰当地传达出来 ,使学生从中受到感染,获

取力量。

对于抒情为主、情溢于表的散文是这样,对于记叙为主的散文也不例外。'特别是有

的作品,做到了内情与外物的融合,意与境的融合,而其中的情感又蕴藏较深,未露于表,

这就尤其需要注意体会。例如在鲁迅的 《藤野先生》中,作者对其尊师藤野的念恋、敬

佩之情是极为深沉的,最后写到藤野的照片以及由此表现的对 “正入君子
”

的憎恶尤其

突出: “·⋯⋯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 ,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 ,

正想偷懒时,仰面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

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支烟,再继续写些为
‘正人君子’之流所深

恶痛疾的文字。”如此细腻、真挚的感情,通过朴实无华的叙写抒发出来,使人感动,

催人以力量。类似情况,在教学中,也是不可轻易地放过去的。

在散文教学中,还应该把握富于变幻而严谨的结构形式 ,讲清它对表现主题的作用。

鲁迅指出: “
散文的体裁,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

”, “大概很杂乱”。所谓 “大可
/以

随便
”

、 “很杂乱”
就是意味着 “

散
”。有人说,“散文无定体

”
,“散文贵乎散

”
,

就是从这个角度谈的:散文的形式不拘9行文自由。不受一定程式的限制7为它能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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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深刻、敏捷而充分地反映现实生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形式不拘,行文自由,首先
是由于内容的基本因素之一题材的多样决定的。散文的写作对象海阔天空,它不仅从丰
富多采的现实生活中取材,而且为了更好地反映现实,表现某一主题,还可以甚至必须
展开思绪,善于联想,追忆往昔,展望未来9将人物、事件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组
织于一篇之中。散文的结构虽会给人以 “

散
”

的感觉9但却总是严谨的。在教学中,要特

别注意理清既变幻又严谨的结构形式,以有助于寻求所展示的主题。

《藤野先生》是一篇以写人为主的典范的记叙散文。它反映了极广的生活面,容纳

了众多的人和事:有在东京的 “
清国留学生”

的昏庸无聊的生活;有明朝遗民朱舜水客

死的水尸;有 “我”
在仙台所受到的所谓 “优待

”;有藤野的衣着、人品、治学态度、

教学思想、工作精神,以至音容笑貌和
“
我

”
对他的深深怀念;还有日本某些所谓

“
爱国

”

学生的狂妄无礼行动3更有
“我”弃医学文的志向改变的思想发展过程9等等。纷繁众

多的材料和 “我”
的个人经历,竟能如此摆脱时间、空间的限制,不受人物、事件的约

束,灵活有机地穿织在一定的思想红线之下,既舒卷自由,令人神驰,又 脉 络 贯一 ,

“
焦点”

集中。这同一般的记叙文的形式是有显著区别的。不把握住它变幻和严谨的统

-所在,学生就可能产生对它有零散杂乱的误感,就会不明白正是因其收放自如、形似

散乱而能有效地显示主题,集中地传出 “
神

”
来。同时,由此也应该让学生明白,结构

灵活多变,决非搞离奇古怪,而必须受到主题的制约与限制。

除以上三点外9在散文教学中,还要注意有重点地抓住灵活应用的表现手法。

记叙(包括顺叙、插叙、倒叙 )、 描写、议论、抒情几种表现手法的兼用,是散文有

别于其它文学样式的一个方面。例如小说,就不宜有过多的议论,作者直发感慨也不相

宜。散文则可以几者相互结合,交替使用,达到有主有副、水孚1交 融的地步。自然,散
文中的记叙是要精炼生动,不板滞;描写

一
般是

“
白描”

,勿需追求工笔;议论要精当,

中肯。至于抒情,则要有所依据,并与描写叙述取得内在的融合。总之,由于作者充满

激情地对现实生活与客观事物的感受、理解和对未来的展望,往往是驰神浮想,纵意行

文,深入开掘的。在教学中要抓住这-特色,从-篇具体作晶中的具体手法应用入手 ,

分析它对表现思想内容和展现主题的积极作用。

以 《珍珠赋》为例。作品是歌颂滨湖人民公社社员如何在党的领导下,学习大寨、

艰苦创业、改造洞庭的伟大斗争和革命精神。作者对洞庭今昔巨变的赞美,着重是抓住
“珍珠

”
这一具体事物”通过必要的记述、描绘,抒情和议论来完成的。先写湖里丰收的

珍珠(实写), “光华夺目,莹光熠熠
”,后写岸上 “更美的珍珠”和入夜时的 “珍珠”

(虚写)—— “沉甸甸的稻谷,像一垅垅金黄的珍珠,炸蕾吐艳的棉田,像一厢厢雪白的

珍珠,婆娑起舞的莲蓬,却 又像一盘盘碧绿的珍珠”
|“霎时9四面八方,电灯明亮,像

万千颗珍珠飞上了天:这排排串串的珍珠,叫天上银河失色,叫满湖碧水生辉。”此时

此景,作者深感洞庭的
“
天上、地面、水下,处处闪耀着珍珠的异彩

”,成了珍珠的世

界,因而情不自禁,最后干脆赞美洞庭湖 “
就是镶嵌在我们伟大祖国土地上的一颗大珍

珠”。作者通过描写、记叙,以至议论的途径,展开浮想的翅膀,极其充分地抒发了沸

(下转 10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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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中记叙了自己一生经历,表示了坚持搞马列主义的原则立场和对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必胜的坚定信念。      ·

巛九十初度》写于一九七五年三月五 日,即董老八十九寿辰那天。这正是华主席和

邓副主席在积极筹备召开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时候,而 “四人帮”却疯狂破坏

这次会议的顺利召开。因此,董老的诗句 “随人治岭与治河”是一个鲜明的路线表态 ,

表达了对 “农业学大寨
”运动以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热情支持和对 “四人 帮” 挥 舞 的

反动的 “唯生产力论”的明确鄙弃。诗的结尾 “
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

,

表达了董老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必然胜利的坚强信念,也是对 “四人帮”-伙进行

三搞一篡的当头棒喝。当我们读完全诗,看到民主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如此谦虚谨慎,坚持继续革命,矢志 “
真心搞马列”,真是感动之至而更生敬

爱;对于妄图打倒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
“四人帮”,不 由得从心里涌起一股无比的

革命义愤。这首诗,是我们批判
“四人帮”

所抛出的那个
“老干部是

‘
民主派

’, ‘
民

主派’就是
‘
走资派

’”
的反革命政治纲领的一篇重要教材。

(上接96页冫

要着重提一下的是,散文中的议论是抒情性的,不同于议论文中的议论。为了更鲜

明地表达对生活的感受,作者贯注于描述中的清感潜流9有时会溅起抒情性议论的浪花。

这种议论既从描叙中自然引出,又与贯穿在描叙中的情感潜流一致,因此不致叫人有牵

强和突然之感。而且,所写对象的内在意义,还由于这种议论的点染,显得更加突出和

鲜明。例如 《海关钟声》在抒写到这是革命的、胜利的钟声时,议论道: “
同志,当你

倾听着海关钟声的时候,你会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多么自豪;你会深深感到这种钟声不

仅充满了胜利的欢腾,而且饱含着革命的信念。这钟声啊,不仅是祝捷的凯歌,而且是

进军的召唤:” 通过这一抒情性议论,进ˉ步揭示了钟声的意义,起到了感染读者奋进

的作用。对于这样的抒情性议论,要引导学生领会其作用和意义,学 习其写法。

散文的思想艺术吸引力和感染力9在很大的程度上还取决于语言的魅力。所谓 “
散

文笔调”,主要指散文独具的语言风格而言。好的散文9语言有浓厚的感情色彩,总是

清新、明快,朴实、优美,洗炼、生动的,能把情景、感觉完美地表现出来。在教学中 ,

也应引导学生好好学习体会,通过它;掌握作品反映的内容与表达的情思。

注意了以上五点,应该说就会体现出散文教学的特点。当然,这些只是一般而论。

在实际教学中,还必须把握住记叙、抒情、散文诗等各类散文的不同点,根据一篇具体

作品,针对不同年级,从实际出发进行,讲出特点来。散文是一种文学样式,不要把它

的教学同文学评论、文学欣赏等同起来。

散文创作,在粉碎 “四人帮”以后,同其它文学创作-样,获得了解放。这为搞好

散文的教学开辟了新的前景。我们∵定要在党的十一大路线指引下,努力实践,认真探

讨,以新的姿态,迈开新的步伐,在散文教学中做出新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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