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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从军行>》一文突
出了品读诗歌的一种方法
——可以通过对一类诗的研
读，来提炼出某一类诗的特
色。

作者精选了王昌龄与杜
甫很有代表性的边塞诗，在
精准解读诗歌内涵的基础
上，也高屋建瓴地分析了诗
歌的“平民视角”与其所展现
出的对普通百姓的人文关
怀。文章由个体之愁到群体

之悲，结构上逐层推进，且思
维颇为开阔，引经据典，贯通
中外，对战争中“人性”的思
考与文学创作的价值所在，
作出了相当精辟的阐释。

品读诗歌，借助诗歌的
典型意象也是我们常用的方
法。《李清照与梅》一文紧扣

“梅”这一古典诗歌的传统意
象，选择了李清照写于不同
时期的三首关于“梅”的代表
词作，选点小而精到，切入点

相当巧妙。
文章挑选了三首写梅

词，通过其不同诗意内涵，将
之与处于不同人生阶段的女
词人的青春情怀、高洁品性
与家国之思一一对应。“诗词
品读”与“知人论世”做到了
和谐统一，文章意蕴丰富且
立意高远，很好地诠释出了
词人的情感与精神世界。
（广东广雅中学教师 蔡御
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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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达人地花

阅世?
初心见

上堂 作文

（本栏目与广州市中学语文教学
研究会联合主办）

古往今来有无数文人都曾
浓墨重彩地刻画过战场上或豪
迈、或悲壮的情态。如李益《塞
下曲》中的“定远何须生入关，
仍留一箭射天山”……但在唐
朝，有一群诗人，他们把自己的
目光从豪情壮志的战场移向戍
边之人无处抒发的思家念亲之
情，注意到中原地区人们对于
无休止战争的不满，他们把目
光转移向了战争中的人性。

以王昌龄的《从军行》为
例：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上
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无
那金闺万里愁。开头两句列举
了边塞常见的意象“烽火城”

“百尺楼”“海风”，为我们勾勒
出了一幅边塞特有的图景，最
后两句却从反面落笔，写戍卒
在家中等待的妻子。末句以一
个“愁”字，直叙思妇之“思”，
由此与前文所刻画的图景遥相
呼应，使全诗的感情达到最高
峰。

整首诗是以思家念亲为主
题的。与大部分边塞诗的豪壮
不同，王昌龄的这首诗摆脱了
边塞诗普遍的“大场面”与宏观
视角，转而从一个微观视角来
写战争。

其实在诗中运用的“平民视
角”，王昌龄并不是个例。唐朝

的繁华盛世之下并不太平，据
统计，唐朝从建立到覆灭的数
年间，几乎平均每一年就有一
场战争，仅对外的大战役就多
达一百余场。陈陶在《陇西行》
中这样写道：“同来死者伤离
别，一夜孤魂哭旧营。”无数的
生离与死别在民间真实又残酷
地上演着。“故乡今夜思千里，
霜鬓明朝又一年。”即使是普通
离别尚且会依依不舍，何况是
面临生死未卜的战争？而民间
疾苦，需要有一双敏锐的眼睛
去发现，于是便有了这群以平民
视角写战争诗的诗人们。

再举杜甫的《兵车行》为
例。据《杜诗详注》所述，这首
诗大约作于天宝中后期。当时
唐王朝对西南的少数民族不断
用兵。为补充兵力，杨国忠遣
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往军所，
送行者哭声震野。这首杜诗
中，“平民视角”体现得更为淋
漓尽致，已从王昌龄单一地刻
画个体的离愁别绪，铺开成了
对普天下平民深切的同理心。
我们不难发现，杜甫这首诗中
表现出了那些具有“平民视角”
的诗所存在的一个共性：诗中
消解了许多对于统治者盲目的
不理智的歌功颂德，而是以更
客观更冷静的方式来评析战

争。诗中增加了更多“人性的
回归”，体现出一种对个体生命
的歌颂，这就是一种人文关怀。

其实“人性的回归”讨论范
围可以很宽泛。从苏格拉底的

“人是万物的尺度”，到西方中
世纪的“文艺复兴”，都是关于
人性深沉的探讨。中国古代文
人也不乏这样的探讨，从道家
学说提出“性者，生之质也”，
到魏晋名士的“个体觉醒”，无
一不是对“人文”“人性”的追
寻。但本文所探讨的这种“平
民视角”，它似乎比单纯的追求

“人性回归”又多了一层社会意
义：它的立足点是人民的生
活。它是在试图从实际生活的
层面上，去改变社会现状，改善
人民生活。

白居易曾提出“文章合为
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观
点，也是与“平民视角”的思想
内核不谋而合。反观中国古典
文学的发展历程，文学要么自
成一格，为抒己见而存；要么融
入政治，为推动时代发展贡献
力量。但还有一种文字，不为
己，不为满朝文武；它扎根于庙
堂之外，无关于山水与风月，它
们在民间的土壤里生根、发芽，
最后枝繁叶茂，还民间一片阴
凉。

品诗入境，自得其妙。中国古代传统诗论通常都会
将诗品与人品相联系，人品决定诗品，诗品可见人品。
选择一首或几首你熟悉的诗词，写一篇古诗词读后感，
说说我们“品”到的诗词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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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照与梅“相伴一生”
□陈淙珂 广东广雅中学高三（8）班

李清照可谓是中国文学史上创造
力最强、艺术成就最高的女作家，开

“别是一家”的婉约词风，被后人推为
“婉约之宗”。而李清照对于“梅”有着
一种十分独特的情感。她将自己的亲
身经历、亲身体验和独特感受借梅的
形象融入诗中，为后人展现了一幅幅
女性特有的情感画卷。

但讨论李清照笔下的梅之前，先
得说一说李清照的身世。

李清照出身官宦世家，家境优裕，
身份尊贵，父母都有很高的文学素
养。李清照从小便知书达理、悠闲而
开朗，后与赵明诚结婚，生活总的来说
还算幸福。然而在“靖康之难”的动荡
时期，时代的巨变打破了她闲适恬静
的生活，国破家亡后，她背井离乡，颠
沛流离，又遭遇丈夫病故、家破人亡等
种种悲惨，尝遍人间悲欢离合。她孤
独寂寥，精神上更加痛苦，这些都深刻
地影响着她的思想，所以她人生后期
所作之词在内容与风格上也发生了巨
大变化，进入另一种词品极高的艺术
境界。但梅一直都是李清照心路历程
的映射之物。

“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
浓花瘦，薄汗轻衣透。见客入来，袜铲

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
嗅。”（《点绛唇?蹴罢秋千》）这是李清
照少女时期的经典作品。少女荡秋千
后的欢悦与见到陌生小哥哥（估计客
人是帅哥）时的娇羞，表现得淋漓尽
致，活泼可爱却不失风度。此处的梅
记录的是少女的美好青春，也是作者
对爱情的憧憬和纯真的心意。

“雪里已知春信至，寒梅点缀琼枝
腻。香脸半开娇旖旎，当庭际，玉人浴
出新妆洗。造化可能偏有意，故教明
月玲珑地。共赏金尊沈绿蚁，莫辞醉，
此花不与群花比。”（《渔家傲?雪里已
知春信至》）随着年龄渐长，李清照长
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梅的独特
品性更加吸引她。李清照将其人格
化，塑造出一个冰雪聪明、超群绝俗的
美人形象。这当然有她的自喻——傲
然独放、卓尔不群，不愿意纠葛于世俗
——但又像是李清照的理想。年轻的
李清照，追求美、不受束缚、才高八斗，
生活的安逸使得她诗中的梅花开得那
么灿烂，又有些孤芳自赏。

“年年雪里，常插梅花醉。挼尽梅
花无好意，赢得满衣清泪。今年海角
天涯，萧萧两鬓生华。看取晚来风势，
故应难看梅花。”（《清平乐?年年雪

里》）“靖康之难”后的国破，丈夫去世
后的家亡，政治迫害后的流亡，种种的
苦难将李清照压得喘不过气来。谁能
想到，如此爱梅的李清照竟痛苦到要
将那朵朵梅花撕成碎片。最后一句

“看取晚来风势，故应难看梅花”，更是
在诉说这傲立雪中的梅花也难逃厄运
的心痛。此时的李清照已无心赏梅，
梅花寄托着她的遭遇和情思，她不愿
看也难再看。

再看李清照晚年诗中的梅，总是
那么郁闷、忧愁。热闹繁华时会有“染
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的落
空与茫然；再得以欣赏时，却想象着

“从来知韵胜，难堪雨藉，不耐风揉”
的凋零；季节到时，依旧“试灯无意
思，踏雪莫心情”，梅此时也不再挺
拔，“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观照李清照的一生，我们方能看
懂梅对于她的意义。于她而言，梅花
的花开花落、荣枯盛衰，承载着她的青
春过往、家国情愁，承载着她的人生沉
浮和情感历程。而我们这些后人所能
做的，仅仅只是从梅花的风雅韵致中
去感受她的高洁情操与人格魅力，感
受她如何用生命去奏响一曲曲荡气回
肠的旋律。

读《从军行》，论唐诗的“平民视角”
□文海蓉 广东广雅中学高三（7）班

院子里那棵葡萄熟了，一串一串从
架上垂下来，黑得像黑玉水晶，暗示着
秋已经悄悄来了。作为二十四节气之
一的秋分也来了。自古逢秋悲寂寥，文
人笔下的秋总是带着凄切、悲凉，但我
看秋，却言秋日胜春朝。

秋分的那天早晨，凉风习习，含着
露水而来，妈妈嘱我多添件衣服，以免
着凉。奶奶则早早地从鸡窝里掏出两
枚刚出生的鸡蛋塞给我，她让我将鸡蛋
洗净，再写上我的名字，拿去跟小伙伴
们比试一下，看谁能先“竖蛋”成功。我
们轻轻地把鸡蛋尖立在地面上，可它怎

么也站不稳，大家屏气凝神试了好一会
儿，它才堂堂正正地站起来——“秋分
到，蛋儿俏”，不玩“竖蛋”的秋分是不完
整的。

过了一会，村里人送来“送牛图”。
图是用红纸印着全年农历年历，再盖上
农夫耕田的图印。送图的人一串美好
祝福的言词脱口而出，却讨得爷爷奶奶
心里欢喜，像院子里的树一样笑弯了
腰。爷爷赶紧给了送图人一个红包，还
从院子里摘了几串颗颗如珍珠般晶莹
的葡萄分给来看热闹的村里人。这些
大大小小的礼节，虽只是中国传统文化
里颗颗细弱的星光，却早已是中华文化
瑰宝的一部分，细水长流地影响着华夏
儿女。

晌午，奶奶在厨房里忙着做汤圆。
大锅里热乎乎的汤圆，赶走了秋分的寒
意，白白糯糯的样子让人食欲大增。奶
奶取来十几个汤圆，用细竹叉立在葡萄
架上、田野里，说是可以赶走来觅食的
雀鸟。

然后，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吃秋菜。这是秋分当日必不可少
的活动。

秋菜又叫秋碧蒿，生长于田野角落
里。每到秋分，村里人都会结伴去摘秋

碧蒿。我和奶奶行了几里的路，终于在
田地的水坑里发现它们，丛丛嫩绿，棵
棵细小，叶子中间一抹暗红色，上面还
挂着水珠。用手折断菜茎，那水珠从手
心里滑过，也从心尖上掠过，冰冰凉凉
的。我们摘了半篮子才肯罢手。回到
家，奶奶把秋碧蒿和新鲜鱼片一起“滚
汤”，这叫“秋汤”。这汤味淡甘甜，奶奶
要我多喝几碗，说可以“灌脏——洗涤
肝肠”。秋分吃秋菜，虽不是什么重大
习俗，却值得我们细细地品。它如同传
统文化中的一杯陈酿，香飘万里且醉
人。

饭后，我们歇于院中，三两张竹凳，
桌上摆满葡萄。凉风吹过院子里，桂树
婆娑影，天香满世间。空中还留着一片
夕阳红，浮在空中的几片彩云，将远处
的小溪也映上了颜色，像脸红的姑娘。
爷爷奶奶念叨着“秋分天气白云来，处
处好歌好稻栽”，说秋分一到，葡萄也快
下架了，岁月轮回，这老藤要蓄力结硕
果，又得等到明年秋分。而我，正在葡
萄藤下盼着何时能见到据说一年中只
有秋分才会出现的“寿仙”。

正是“秋气堪悲未必然，轻寒正是
可人天”。

（指导老师 梁冬青）

写生
青春瀑 秋分言秋

□林娇 广东廉江市第三中学 高三（13）班

从我有记忆开始，家里请的阿姨便
一直照料着我的生活起居。她是典型
的湖南人，性格就如她最常做的菜式
——剁椒鱼头，泼辣洒脱。

儿时，每周五放学归来，最期待的
就是回到家进门那一刻，能听到厨房里
锅碗瓢盆碰撞发出叮当脆响，能闻到那
熟悉的气味——鲜香、微酸，能看到阿
姨忙碌进出的身影……这几乎就是我
脑海里最早建构的对“家”的印象。

阿姨是我家公认的“厨神”。她做
的剁椒鱼头，无论品相还是味道都是外
面的餐馆难以企及的。雪白细嫩的鱼
肉、火辣红艳的剁椒，盛在青花瓷盘子
里，便如隆冬的红梅在雪中绽放，视觉
上已相当完美；夹一筷鱼肉入口，更是
香气四溢，恰到好处的辣刺激着味蕾，
鱼肉的爽滑尤其抚慰我心，当剁椒迟来
的微酸漫上舌尖，又巧妙地化解了鱼肉

的腥腻……每次坐在餐桌前享用这道
菜，那熟悉的味道便与时光一起镌刻进
我的记忆深处。

心灵手巧的湖南女人总有着自己
腌制剁椒独此一份的“秘方”。阿姨每
每做剁椒的时候，我都搬着小板凳过去

“帮忙”，最后总是被灰溜溜地赶走——
她倒不是担心“秘方”外泄，而是担心剁
碎的干辣椒呛到我。

阿姨后来离开我们家了，我仍常想
念着她，想念着她带给我的那种虽很家
常却极为独特的味道。知道我爱这一
口，阿姨有时也会回来看我，顺便捎上
几罐她亲手腌制的剁椒给我。有时我
也会去湘菜馆点上一道剁椒鱼头。餐
馆师傅手艺高超，选用的也是上好的鱼
头，但我总感觉少了些滋味。

有一个周末，学校要我们提交一份
“家有厨神”的作业，我决定来复制一回

这“童年的味道”。我找出阿姨最近才
送来的一罐剁椒，回忆着阿姨当年教我
的操作流程，一一认真执行。动作自然
有些生疏，不过，最终揭开锅盖时，水汽
升腾而起，随着熟悉的味道冲入鼻腔，
我的味觉再次被彻底唤醒。童年时的
记忆，也随着这味道被触动，一幕幕如
放电影般在眼前闪过。

妈妈尝过我做的剁椒鱼头，打趣地
说：“你现在也算是半个厨神了。”我笑
了。我知道这只是一道家常菜，我也不是
什么厨神，教会我做这道菜的阿姨的厨艺
也远未达到厨神的境界。只是这份微酸
鲜香的味道，记录着长者对孩童最为细致
的呵护，已成为我此生最为难忘的牵挂。

今天我又想起了阿姨。总有那么
一些人，那么些事，陪伴着我们经历过
美好的童年时光，让我们难以忘却。

（指导老师 张清）

泼辣洒脱的剁椒鱼头
□王子懿 广州市第六中学高二（16）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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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3 4 1 4

排列5 4 1 4 4 1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销量
（元）

本省销量
（元）

单注
奖金
（元）

18440158 908260

中奖情况

全国
中奖
注数

8226

11257

0

77

本省
中奖
注数

503

303

0

1040

346

173

100000

排
列
3

排列5 11894270

彩票开奖公告栏 开奖时间：2020年11月19日 ●●●●●●●●●●

好彩1 第2020266期

投注总金额：449476元
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3D 第2020271期

中奖号码 5 5 0

奖等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组选3
组选6
1D
2D

通选1
通选2

包选三全中
包选三组中
包选六全中
包选六组中
和数10

495
297
0
80
49
0
31
0
0
0
0
98

1040
346
173
10
104
470
21
693
173
606
86
16

514800
102762

0
800
5096
0

651
0
0
0
0

1568

本期投注总额：1849768元；本期中奖总额：625677元；
奖池资金余额：3716047元。

“南粤风采”36选7 第2020266期

36选7投注总金额：446852元
中奖基本号码：320613122321特别号码：07

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广东省体育彩票中心 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授权发布

中奖等级 中奖注数 总中奖金额（元）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0

2

1

234

146

4452

0

8586

4283

117000

14600

44520

中奖情况

累计奖金5870207元滚入下期一等奖。

好彩36投注总金额：508870元

类别

好彩2

好彩3

投注额（元）

32666

476204

中奖注数

609

1275

单注奖金（元）

27

186

4293

4283

500

100

10

中奖符号

投注方式 投注额（元）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07 马 春 东

数字
生肖
季节
方位

428890
15938
2520
2128

5284
494
373
247

46
15
5
5

双色球 第2020116期

本期投注总额：434234564元；广东省投注额：50379520元；
奖池资金累计金额841135768元滚入下期一等奖；
兑奖时间：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一等奖特别奖派奖
一等奖普惠奖派奖
六等奖翻番奖派奖

红球区 蓝球区
05 06 27 14 16 19 10
奖级 全国中奖注数 本省中奖注数每注奖金（元）

9
172
2843

114760
1947545
14546686

7
2

9831559

0
16
267

12997
222836
1685532

0
0

1076929

6979667
129484
3000
200
10
5

6979667
2500000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