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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06/2021_2022__E4_BB_A5_

E7_89_A9_E5_96_BB_E4_c65_106519.htm 詹克明的《孤树与林

木》这篇散文，以准确、精练、隽永的语言，剖析了孤树与

林木各自的特点。它并没有采用这类文章惯用的反衬手法，

没有简单地否定哪一方，而是在肯定林木巨大用途的基础上

极力赞美了孤树的自信、坚韧等品质。这实际上是看问题的

两个角度而已，它分明隐喻了两种人才观、价值观。一种是

成批生产出来的、实用的、为社会所认同的材料，一种是在

寂寞中长大的、卓然独立于天地间、更具恒久审美价值的材

料。不难读出，作者尽管也有对“林木”看不顺眼的地方，

但依然给了它同“孤树”一样的赞美，恐怕这也是我们对这

个世界应有的态度吧。无疑，作者在本文中也传达了一种“

包容”的思想，犹如一位哲人所说：“自己活着，也让别人

活着。” 多年来，我们在各种领域里总喜欢在树起一样东西

的同时立即推倒另一些并不碍事的东西，我们的民众也总是

喜欢拿着一种标尺衡量事物，那么，这篇文章是否可以作为

我们的洗脑剂？另外，本文还启示我们要努力学习各种人的

优秀品质，面对种种恶劣的环境、条件要学会适应，而不能

只知埋怨、逃避。 显然，以物喻人是本文的一大特点，写自

然，也是在写人、写社会，从对孤树、林木的具体描写、刻

画中揭示出深刻的人生哲理。 附原文：《孤树与林木》来源

：www.examda.com 走进大兴安岭，置身于一派参天拔地、挺

直伟岸的大树之中，我们不禁要被这种壮阔的群体气势所震

撼。由于争夺阳光的需要，每一棵树都竭尽全力发展自己，



竞相向上，呈现出一种充满活力的生命张力和一种群体氛围

的无形压力。 它们的竞争似乎是良性的，没听说哪棵树因竞

争失败而死。竞争的结果常常是促使大家一起尽快成长，犹

如一批就读于名牌学校的高才生们，竞相苦学的结果是大家

一起成长。经过这番磨炼而成长起来的林木，出山之后都可

成为造屋架桥的栋梁之材。 寄趣名山大川，一些闻名遐迩的

千年古松，以及风姿独特的崖畔孤松，展现的又是另一种风

格了，完全不是那副千篇一律的电线杆模样。它们充分地展

示了一棵树处在无拘无束生长条件下全赖天成的最自然体态

，舒心地蓬开，自由地伸展，那么地从容不迫，那么美，又

那么和谐。摒弃了林木那种千树一面的简单范式，每一棵孤

树都亮出了自己的风格，都展示了自己独特的美。世界上决

没有两株一模一样的孤树。这里不存在流行款式、示范样式

或是规定方式，每一棵树都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它的自然本

性，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自由成长，出落成形态各异的自然体

形。 孤树和林木也可能来自同样的种子。只不过一个落脚在

大森林，另一个被鸟儿衔去，随意丢在了旷野荒郊或峭壁崖

头。难道仅仅由于境遇的不同就使它们分野成如此悬殊的形

体差异？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恰恰来自于它们自己的同类，

取决于自己与同类之间关联的强弱。 林木中每棵树与邻近的

树之间都处在一种互为强邻的关联状态。这种近距离的强劲

交侵，使它们的根系既互相穿插而又各自守住基本上属于自

己的一块领地。每棵树又各自顶着一方暂时属于自己（稍不

留神就会被侵占）的蓝天一孔生命的窗口。就是在这种争天

夺地的较量中彼此互相对峙又互相承认，谁也不敢怠慢，谁

也不能松懈，较着劲地一起成长，才形成这样一种强制自己



，然而客观上又对人类十分有利的特殊体态。 孤树可就完全

不一样了，天高地阔，孑孑自立，阳光、空气、土石、水分

总还不缺，它们不必为竞争一寸土地或一角天空而使自己精

神时刻处于紧张状态，也不必为保住自己的一席之地而约束

自己的天然习性。周围疏隔的自然环境使它们心静如水，既

犯不着算计谁，也用不着防谁。这似乎让它们的心态更加安

宁，心灵也更加单纯。它们的面前只有自然，心中也只有自

然。 然而，孤树自有孤树的情怀，它绝不会因为得天独厚的

自然条件、生计不愁的无忧环境而让自己怠惰下去。相反，

它活得很用心，而且似乎比林木还需更多费些心思。旺盛的

生命力在它身上又是另一种体现：它总是以一种与生俱来的

散淡气质去追随自己的最大兴致，总是力图尽善尽美地圆成

自己的心愿，竭尽全力地实现自己的梦想。虽然并没有谁赋

予它什么使命，但它把这种追求视为自己的生命，失去追求

也就失去了自我。孤树在力求深刻地领悟自己周围环境的同

时也在力图深刻地理解自己。对它来说，没有现成的楷模，

没有可参照的样板，当然，更不存在哪个长者的指点。它的

面前总是充满了未知，一切都只能靠自己来琢磨，一切都是

由心而发。只是凭着自己的直觉，在这里重重地添上几笔，

在那里又勾勒出一抹淡淡的弯曲，寻求着，发展着，叩问心

声，展示个性，这是一种自由中的自觉，一种独立中的顺应

，一种探索中的追求。 孤树的独立支撑是相当艰难的。它不

像林木那样可以互相依靠、互为屏护，它只能依靠自己。这

必须要有足够的实力、足够的自信、足够的坚强与足够的韧

劲。哪怕是昏天黑地的暴雨狂风，脚下的土石都被雨水浸松

了，它还必须只身抗拒住狂怒山风的摇曳，经受住对独立生



存的严酷考验，多亏了它平时毫不松懈地扎下深深的根，长

成粗壮的干，使它能在风雨中安若磐石。这体现了别一种的

居安思危。没有强劲的生命活力，绝难成就出生命之树的千

年常绿。 孤树最能耐得住寂寞。它不像林木，大家聚在一起

互相挤挨、枝叶婆娑、松涛话语，前后左右都有个照应。孤

树少有近邻，有时甚至连个交谈的伴儿都没有。这养成了它

的孤寂性格。孤独对它来说恰恰是一种财富，一种极其宝贵

的无扰心境，使它能像一位久经风霜的哲学家一样仁立着、

沉默着、观察着、思考着，颖悟着深奥的自然。 孤树与林木

似乎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自然观：一个体现了个体的多样性，

另一个呈现出整体的规范性；一个张扬了自然的天性，另一

个凸现了环境的约束性；一个涉及到具象的复杂性，另一个

则偏爱抽象的简单性；前者个体的分枝结构更多地服从现代

分形几何学规律，后者群体的平行直线也许更加接近于经典

欧几里得几何学。两者在哲学思考、自然规律、空间几何上

都有明显的分野。 孤树与林木只是一种后天的差异，上一辈

的润泽并不通过种子遗传给后代。它们对于“宁有种乎”的

回答是否定的。哪怕你是一株来自迎客松的嫡传名种，长在

森林里也不会受到任何特殊优待。 世上成功的路不止一条，

成功的方式也不止一种，不论是孤树还是林木都可以成为不

同的材。作为一棵树苗，你若置身于大森林，你就该按照林

木的规律参与竞争、赢得胜利，成为栋梁之材；你若立身为

孤木，你就要按照孤木的准则去规划你的一生，顺天、得道

、应时，花更多的心思，努力依靠自己的力量去玉成你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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