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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53/2021_2022__E5_AD_A6

_E3_80_8A_E9_82_93_E7_c64_353928.htm 《邓稼先》是对“

‘两弹’元勋”邓稼先的一曲赞歌，是对他“鞠躬尽瘁，死

而后已”、献身祖国科学事业的崇高精神的一首颂诗。作为

邓稼先的老同学，杨振宁的笔尖流泻着真挚深沉的感情，在

写法上也颇具个性的创新色彩，值得我们借鉴。 一、强化主

题的对比烘托。 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以对比的眼光审视

历史。 作者开篇没有直接写邓稼先，而是将目光穿越时空，

回溯至“一百年以前”，锁定在1898年，历数中国“任人宰

割”的史实，揭示当时“最黑暗最悲惨”“有亡国灭种危险

”的社会背景；接着，作者激情洋溢地概述“一个世纪以后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伟大胜利，再推出为这一巨大转变

做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邓稼先。这样，作者把人物置于对比

鲜明的历史大背景中，使邓稼先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更显示

出重要的时代意义，使邓稼先高尚的品格更闪射出耀眼的时

代光彩。 二是用比较的手法彰显品格。 作者写“邓稼先与奥

本海默”这一节，在叙述了两人都是“原子弹设计的领导人

”、是“功臣”这一共性后，更多的是作了“性格”和“为

人”的对比。奥本海默“锋芒毕露”，在公共场合咄咄逼人

，使人难堪，以致“不喜欢他的人”不少；说到邓稼先，作

者用了一连串的褒扬词语“最不要引人注目”“忠厚平实”

“真诚坦白”等，赞美之情溢出纸面。 三是以设疑的口吻烘

托崇高。 作者在“我不能走”这一节中，连续用“不知道”

“也不知道”“不知”等词语设疑发问，实际上是以邓稼先



所处环境的艰苦和所负责任的重大烘托他不畏艰险、为发展

祖国科学事业置生死于度外的崇高精神和作为科学巨匠所特

有的睿智和胆识。 二、精心选用的抒情方式。 作者行文时，

既有理性的阐发，更有情感的激荡。当喷发而出的激情无法

控制时，作者会直抒胸臆 ，一吐为快。例如写到作者读了邓

稼先的短信时，文章这样描写心理活动：“⋯⋯事后我追想

为什么会有那样大的感情震荡，是为了民族而自豪？还是为

了稼先而感到骄傲？我始终想不清楚。”其实，作者并非“

不清楚”，而是作者有着为民族、为稼先的双重骄傲，说“

不清楚”正是这双重骄傲给作者强烈的“感情震荡”的结果

。作者运用间接抒情也很出彩，在“我不能走”这一节的结

尾，作者引用了“儿时从父亲口中学到的”一首歌，借歌抒

情，抒发对“将只手撑天空”的“奇丈夫”邓稼先的由衷赞

美之情。 三、凸现感情的句式变化。 文章的句子长短整散等

变化都服从于感情的需要。 例如，开篇用“德国强占⋯⋯俄

国强占⋯⋯法国强占⋯⋯”这样的整句、短句抒写对黑暗社

会和列强侵略的愤慨之情；文末“永恒的骄傲”一节，用“

稼先去世的消息⋯⋯这些记忆”等长句表达作者对稼先的绵

绵思念之情；在“‘两弹’元勋”这一部分，作者先用

“1964年10月16日⋯⋯，1967年6月17日⋯⋯”这两句高度概

括的短句叙述我国火箭技术飞快发展的历程，紧接着用“这

些日子是⋯⋯新生日子”这长达40字的长句揭示这些成就的

历史性意义，无比喜悦和激动的深情，对稼先的高度褒奖之

情寓于这长短结合的句群中。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