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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阅读题所犯的错误，归纳起来无外乎两类：“硬伤”型

错误和“软伤”型错误。前者是“致命”的，表现在两点：

文章主旨领会不准确，文章思路梳理不清晰。后者是技巧错

误，表现在两点：语言表达不到位，审题读题不仔细。 1. “

硬伤”型错误犯“硬伤”型错误的同学在答题时稀里糊涂，

找不到答题方向，乱做一通，想当然地写答案，根本不管文

章主旨内容，也不把握文章思路结构，这就犯了做现代文阅

读题的大忌。在未弄懂文意主旨和未弄清文章脉络前切不可

答题，否则一答就是错。 例如，2006年重庆高考试题选文《

说村落》，有同学就错误地把文章主旨理解成“赞扬村落的

美丽诗意，与城市凡俗做对比”，在回答15题“如何理解‘

村落在今天似乎已经成为一个符号’的含义”时，答成“村

落是一个美丽的所在，是富有诗意的符号”，这跟正确答案

“村落的真正意义在今天被许多人淡忘了，似乎仅仅是农民

居住的地方”就相差太远了，不够准。在没有弄清结构层次

的情况下，做16题“文章以‘说村落’为标题，就文章构思

而言，作者对‘村落’是如何‘说’开去的”时就可谓“举

步维艰”了，往往只能答到正确答案四项中的两项，不够全

。 学生弄错主旨常有三种原因：一、主观定势。一看写到村

庄和城市，那一定是两者对比；一看写到家园故乡，就一定

是赞美热爱。二、割断分裂。只看几段就匆匆作结，全然不

管文章的整体内容。三、未成习惯。很多同学平时阅读就没



有关注过中心句、关键句、过渡句等，只停留在肤浅阅读、

泛泛理解的层面上，快速准确把握主旨的能力不够，一上考

场就很容易出错。 学生把握不住结构思路的原因也是平时“

刻意”度不够，没有养成划分段落层次的习惯。一篇文章拿

在手里要能快速合并“同类项”（把内容相关的段落合在一

起），要尽可能地说出每一自然段和相邻段的关系（如总分

、对比、因果、并列等）。 2. “软伤”型错误犯“软伤”型

错误的同学在答题时常常是语言和思维不同步，无法将理解

正确的内容准确清晰地表达出来，或者答题不规范，又或者

由于非智力因素的粗心出现审题读题的失误。例如2006年重

庆高考试题《说村落》，在回答17题“根据全文，概括说明

作者眼中‘村落’的完整含义”时，有同学就答成了“还有

一种精神，一种温馨，一种微微的甘甜”“给别人的温馨、

对自己的麻木和忍耐，却被人们从村落中删去了”，这两项

内容是动词性质的，与“村落”名词性质不吻合，而且内容

有重叠交叉（“温馨”），不够清。如在回答18题“作者说

‘我这个自认为是地道的农民的所谓作家’，对‘村落’也

‘模糊得如它们都沉在雾中了’，联系上下文说明这样写采

用了什么表现手法，有什么好处”时，有同学回答第一问时

，没有出现有关表现手法的术语，关键词不出来，答案不够

显。有同学回答第二问时只写了“深化主题”四个字，显得

太笼统，不够细。在回答15题“如何理解‘村落在今天似乎

已经成为一个符号’的含义”时，没有写出“符号”的比喻

意义，不够白（直白）。 实战演习 阅读下文，完成文后试题

。 今生今世的证据⊙ 刘亮程我走的时候，我还不懂得怜惜曾

经拥有的事物，我们随便把一堵院墙推倒，砍掉那些树，拆



毁圈棚和炉灶，我们想它没用处了。我们搬去的地方会有许

多新东西。一切都会再有的，随着日子一天天好转。 我走的

时候还不知道向那些熟悉的东西告别，不知道回过头说一句

：草，你要一年年地长下去啊。土墙，你站稳了，千万不能

倒啊。房子，你能撑到哪年就强撑到哪一年，万一你塌了，

可千万把破墙圈留下，把朝南的门洞和窗口留下，把墙角的

烟道和锅头留下，把破瓦片留下，最好留下一小块泥皮，即

使墙皮全脱落光，也在不经意的、风雨冲刷不到的那个墙角

上，留下巴掌大的一小块吧，留下泥皮上的烟垢和灰，留下

划痕、朽在墙中的木和铁钉，这些都是我今生今世的证据啊

。 我走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曾经的生活有一天，会需要证明

。 有一天会再没有人能够相信过去。我也会对以往的一切产

生怀疑，那是我曾有过的生活吗？我真看见过大地深处的风

？更黑，更猛，朝着相反的方向，刮动万物的骨骸和根须。 

⋯⋯ 我真沐浴过那样恒久明亮的月光？它一夜一夜地已经照

透墙、树木和道路，把银白的月辉渗浸到事物的背面。在那

时候，那些东西不转身便正面背面都领受到月光，我不回头

就看见了以往。 现在，谁还能说出一棵草、一根木头的全部

真实。谁会看见一场一场的风吹旧墙、刮破院门，穿过一个

人慢慢松开的骨缝，把所有所有的风声留在他的一生中。 这

一切，难道不是一场一场的梦。如果没有那些旧房子和路，

没有扬起又落下的尘土，没有与我一同长大仍旧活在村里的

人、牲畜，没有还在吹刮着的那一场一场的风，谁会证实以

往的生活即使有它们，一个人内心的生存谁又能见证？ 我回

到曾经是我的现在已成别人的村庄。只几十年功夫，它变成

另一个样子。尽管我早知道它会变成这样。 但我却不知道这



一切面目全非、行将消失时，一只早年间日日以清脆嘹亮的

鸣叫唤醒人们的大红公鸡、一条老死窝中的黑狗、每个午后

都照在（已经消失的）门框上的那一缕夕阳⋯⋯是否也和一

粒土一样归于沉寂。还有，在它们中间悄无声息度过童年、

少年、青年时光的我，他的快乐、孤独、无人感知的惊恐与

激动⋯⋯对于今天的生活，它们是否变得毫无意义。 当家园

废失，我知道所有回家的脚步都已踏踏实实地迈上了虚无之

途。 （文章有删节） 1. 第一、二自然段用了哪些修辞手法？

结合这些修辞手法具体分析这两段中作者借助它们表达了怎

样的情感。 2. 根据文章的思路和结构，回答下列问题：（1）

“即使有它们，一个人内心的生存谁又能见证？”这句话在

文中有何作用？ （2）今生今世的证据，可以证明哪些方面

？ 3. 作者在最后结尾说“当家园废失，我知道所有回家的脚

步都已踏踏实实地迈上了虚无之途”，这句话有什么深刻的

含义？ 4. 有人说《今生今世的证据》是一篇有别于一般性思

念故乡文章的独特的散文，请具体说说它的独特之处。 参考

答案1. 作者通过拟人、呼告、排比、反复手法和故乡事物交

流感情，更强烈地表达了作者对家园的思念之情，对生命证

据的珍爱之情，对自己当初不懂得珍惜的自责之情。 2. （1）

引出下文，提升文意的作用。从上文的“物质”证据转入下

文的“精神”证据，即对“内心的生存”的证明，从更深的

角度揭示了故乡对生命的意义，显现了家园“证据”的精神

内涵。（2）证明生活、生存、生命的痕迹，证明丰富的内心

情感生活。 3. 一个人要想将他生命的物质痕迹全部留住是不

可能的，但它们能长久地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成为人的精

神财富和思想资源，这才是最重要的。只有这样，“家园”



才不会废失，如果内心的证据也散失殆尽，那么人们只能在

“虚无”中永无归期了。 4. （1）文章主旨不是以讴歌赞美或

思念怀想故乡为重心，而是探索故乡对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富有哲理，具有思想的深度和厚度。（2）细腻的场景描写浸

透了个性化的感觉，视角感受独特。（3）感情抒发含蓄内敛

，语言风格理性克制，与一般的热情讴歌浓烈抒情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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