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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80/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6_88_90_c66_580140.htm 《灯下漫笔》（重点课文） 《

作家作品》 鲁迅 1，本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 2，中国现

代文学的奠基人； 1918年在《新青年》开始用鲁迅笔名发表

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主旨》 本文时代背景（重

点，是掌握本文的一把钥匙） 本文发表于1925年，正是北伐

战争的前夕，当时国内阶级斗争极为激烈。反动的文人为了

阻挠青年投身到革命运动中去，就一再引导青年人钻进“故

纸堆”去欣赏中国的历史。针对反动文人的这一企图，鲁迅

先生写作了这篇杂文。 本文通过对中国历史的反思与剖析，

对中国现状的揭露，指出中国历史的黑暗，现状的残忍，号

召青年创造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 《疑难词句》 时日曷丧

，予及汝偕亡：这个太阳什么时候灭亡，我和你一起死。 到

现在还为我们爱国者所自栩。自栩：自夸； 常有兵燹。兵燹

：战乱； 因此受了蛊惑。蛊惑：迷惑； 万姓胪欢。胪：传告

； 《课文串讲》 全本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从民族心理

的角度，剖析中国历史。 第一层：（14自然段）写辛亥革命

后，金融动荡，钞票贬值。百姓用高价兑现银元，明知吃亏

，还满心高兴的生活实例，引出：中国人“极容易变成奴隶

，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 揭示了国民的思想弱点，即容

易苟安，满足。 第二层：（511自然段）分析了被压迫的中国

民众安于被奴役地位的思想产生的历史根源。指出正是封建

专制制度的愚民统治，造成民众的奴性十足的民族心理。把

历史形象地概括为两种时代，揭示出“太平盛世”的真相。 



第三层：（1214自然段）揭露复古主义者的本质：向往做奴

隶的地位，是民族心理在作祟。号召青年创建第三样的时代

。 第二部分，从民族文化的角度，剖析中国的现实，剖析中

国“固有文明”的实质。 第一层：（1517自然段）通过一个

日本作家的文章展示帝国主义对中国固有文明别有用心的赞

颂。用现实和历史的事实揭露洋人赞颂的固有文明实际是“

中国人用子女玉帛所做的奉献于征服者的大宴”。 第二层：

（1820自然段）分析中国固有文明的核心是封建等级制度。 

第三层：（2123自然段）揭示中国固有文明的内涵，就是保

古守旧，苟活偷生。帝国主义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目的，就

是反对中国现代化。结尾发出“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宴

席，则是现在青年的使命”。 《学习要点与难点》 本文第一

部分的中心论点： 对广大人民来说，历史是“想作奴隶而不

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两者的交替循环。 

本文第二部分的中心论点： “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

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

排这人肉筵宴的厨房。” 本文两部分之间的联系。 两部分互

相联系，对应统一。 第一部分，从民族心理的角度，探讨了

中国的历史；第二部分，从民族文化的角度，探讨了中国的

现状。两部分互为因果（重点）。因为历史与现状，心理与

文化都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互为因果。 两部分结尾，都指

出“现在青年的使命”，“创造第三样的时代”与“扫荡这

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都是“使命”的重要

内容。 论证方法上面，两部分也都一样，都是从日常生活的

感受入手，然后引用大量历史事实，文献典籍等论据，进行

论证。 本文对中国历史的反思与剖析。 历史上，“中国人向



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然而下于

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所谓“下于奴隶的时候”

，就是战乱时候，百姓“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中国的

历史就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

代”这样两种时代交替循环。 5，本文对民族心理的剖析。 

中国人“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高兴。”

唯恐做不上奴隶，希望有个主子给他们定下奴隶规则，而这

个规则稳定不变，则“万姓胪欢”，称颂“天下太平”。 中

国几千年来延续下来的民族心理是奴化性，麻木不仁，苟且

偷安，俯首贴耳，屈服于统治者的暴力之下。 本文三种时代

的含义。 第一种，“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社会处于战

乱，百姓连性命全不保，连奴隶都不如； 第二种，“做稳了

奴隶的时代”。社会比较稳定，百姓可以按照奴隶的规则生

活； 第三种，“中国历史上从未曾有过的时代”，百姓当家

作主的时代。 7，“中国固有精神文明”“吃人”的本质。 

封建统治者提倡的文明就是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一级一级

制驭着，贵吃贱，大吃小，上吃下，“自己被人吃，但又可

以吃别人”，作者指出，所谓中国文明者，不过是安排给阔

人享用的人肉筵宴。 8，本文对当时中国现状的剖析。 文本

在第二部分揭露了中国固有文明的吃人本质，同时还剖析了

中国现状。在当时，人肉筵宴还在排着，而这些人肉筵宴只

有阔人和外国人才能享用，而百姓则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有吃烧烤的身价不资的阔人，也有饿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

子”，这种严重的阶级对立和贫富悬殊，正是当时中国的现

状。 9，作者指出的当时进步青年的历史使命。 创造中国历

史上从未有过的第三样的时代； “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者



筵席，毁坏这厨房”。 10，善于运用形象化，文艺性，高度

理论概括相结合来说理论事。 如把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一

冶一乱”的历史形象地概括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暂

时作为了奴隶的时代”的交替循环；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

权，比作“人肉宴筵”。把旧中国比作“厨房”。等等。 11

，反语：“古人的良德美意”“自然就皇恩浩荡”，“就叫

做天下太平”“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有讽刺意味，并有深

刻的思想感情。 暗示：“轿夫如果能对坐轿的人不含笑，中

国也早不是现在似的中国了。” 轿夫暗示人民大众；坐轿者

暗示统治者。“不含笑”指敢于反抗。 比喻。 《重点段落简

析》 1，“我们在目前，还可以亲见各式各样的筵宴，其实

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 1，层次（1）开始至“

有西餐” （2）“但茅檐下每斤八文的孩子” （3）“所谓中

国文明者，” 2，此段论点：吃人； 3，论证方法：对比 4，

修辞方法： 排比：茅檐下也有淡饭，路旁也有残羹，野上也

有饿莩。 对偶：有吃烧烤的身价不资的阔人，也有饿得垂死

的每斤八文的孩子。 比喻：可以见各式各样的筵宴 人肉筵宴

安排人肉筵宴的厨房。 《谈时间》（泛读课文） 《作家作品

》 梁实秋“新月派”成员。主要作品《雅舍小品》。 《主旨

》 作者以自己和古今中外名人对待时间的深刻体悟，论述了

如何度过我们所能掌握的尚未逝去的时间问题。提出时间是

生命和金钱，如何打发时间反映了人的不同人生态度和价值

观念。 《课文串讲》 全文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13自然段

。作家以自己和古今中外人们对待时间和人生的深刻体验，

引出：时间极为宝贵，在人一生中要考虑如何支配时间。 第

二部分：47自然段。从不同角度思索和论述如何支配自己的



时间。 45自然段，人们对时间的不同看法，分析时间的内涵

，论述“惜阴说”的必要性。 67自然段，论述如何打发时光

的不同方式，提出“人各有志”。 第三部分：8自然段。提

出自己的主张。要正确看待时间的价值，要好好思考“以心

为形役”还是“立德立功以求不朽”。 《选择与安排》（泛

读课文） 《作家作品》 朱光潜美学家，文艺理论家。 《选择

与安排》收入《谈文学》 《主旨》 在作文运思时，最重要的

，最艰苦的工作是在有了材料之后的选择与安排，给文章一

个完整的有生命的形式。 《疑难词句》 一切成功和失败的枢

纽都在此。枢纽：事物的重要关键； 在这上面鞭辟入里。鞭

辟入里：词意深刻； 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拱：环绕。 《课文

串讲》 本文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12自然段）重点谈文

章在运思时，首要的问题是选择与安排，而不是搜寻材料。

用类比方法把写作中的选择，安排的诀窍比喻成战争中用兵

打仗。 第二部分（38自然段）集中谈关于写作应该如何选择

，安排。 第一层（34自然段）正确的选择方法。用用兵之道

谈选择的问题。列举戏剧小说中的例子，强调写人写事都必

须选择重点，突出主旨，选择典型细节。 第二层（58自然段

）正确安排的方法。文章布局必须做到：一，结构完整，有

头有尾有中段，之间要有逻辑联系；二，头，尾，中段必须

各在其位；三，有一股生气贯注全体。要阅读完美的作品来

掌握文章布局的诀窍。 结构安排上的两个重要条件，1，层

次清楚，条理缜密；2，轻重分明，以主旨为纲；文章显出轻

重的办法：1，在层次上，2，在篇幅分量上。 第三部分（9自

然段）总结写作原理，经验。 《学习要点与难点》 本文的主

要观点 主旨； 选择材料，一要进行剪裁，要舍得割爱，二要



选最能表现主旨的材料； 安排材料，一结构要完整，要有一

股生气贯注全体，二层次要清楚，轻重要分明； 写作文章有

一定的理，没有一定的法； 本文的类比推理法。 文章多以如

何用兵来做比喻。 在论述剪裁时，“善将兵的人都知道兵在

精不在多”。“虽是精锐，如果摆布不周密，纪律不严明，

那也就成为乌合之众，打不来胜仗。” 在说明选择材料要为

文章主旨服务时，“用兵致胜的要诀在占领要塞，击破主力

，” “古人所以有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的说法。” 在论

述材料的安排时，“第二要事是安排，就是摆阵势，兵家有

所谓常山蛇阵，它的特点”。 3，分论点“层次清楚”分析 

文章要有层次； 文章的头尾和中段各在其位，并使文章成为

完整的有机体； 层次不清的表现，主要为脱节断气，前后矛

盾，意思杂乱； 以上表现产生的根由在于思想的疏懈； 分论

点“轻重分明”的分析。 轻重分明的作用；避免单调，使重

者越重，效果强烈； 艺术的特征是完整，必须做到轻重分明

； 做到轻重分明的方法：在层次上，在篇幅分量上分出轻重

； 《重点段落简析》 1，“用兵致胜的要诀在占领要塞做文

章不能切中要害，错误正与此相同” 论点：用兵致胜的要诀

在占领要塞。 论证方法：类比法； 引用杜甫的诗，为理论论

据，名人名言论据； “那还希望打什么胜仗？”属于反诘句

。 2，文章的最后一段。 论点：写作文章有一定的理，没有

一定的法； 写作文章有一定的原理，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 

引用《孟子》的话，工匠师傅能教人作工的法则，但是，要

使其巧，则需要个人心灵去悟，师傅是无法教授的。 （4）

“艺术的基本原则是寓变化于整齐”。艺术虽有规律，但具

体方法千变万化，只有把变化归于整齐之中，才是真正的艺



术的基本规律。 最后一句，选自《周易》，作文之道，千变

万化，全靠个人在领悟创作的规律后的巧妙运用。 《论学问

》（泛读课文） 《作家作品》 培根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 马克

思称他“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 

培根是近代归纳法的创始人。 提出“知识就是力量”。 《主

旨》 通过对学问的用途，读书治学的目的，读书治学的方法

的论述，体现了作者唯物主义思想和重视实验科学的精神，

具有积极的认识意义。 《疑难词句》 地球：指一种体育运动

。 《课文串讲》 全文可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第一自然

段。集中谈学问的用途，治学的目的。 第二部分：第二自然

段。集中谈治学的方法。 《学习的要点与难点》 学习的用途

。 娱乐；（2）装饰；（3）增长才干。 治学读书的目的。 “

不要为了辩驳而读书，也不要为了信仰与盲从；也不要为了

言读与议论；要以能权衡轻重，审察事理为目的。” 作者提

出学习的三种用途，但是更强调增强才干的用途，因为它能

够提高判断和处理事务的能力。同时，也不排斥实践的重要

作用。“学问锻炼天性，而其本身又受经验的锻炼。” 3，

治学读书的方法。 “有些书可供一尝，有些书可以吞下，有

不多的几部书则应当咀嚼消化”。 即读书要采取选读，全读

，勤读，精读四种不同方法。并且要与会谈，写作，笔记结

合起来。 4，本文的排比句。 在学问上费时过多是偷懒，把

学问过于用作装饰是虚假，完全依学问的规则而断事是书生

的怪癖。 多诈的人渺视学问，愚鲁的人羡慕学问，聪明的人

运用学问。 阅读使人充实，会谈使人敏捷，写作与笔记使人

精确。 史鉴使人明智，诗歌使人巧慧，数学使人精细，博物

使人深沉，伦理使人庄重，逻辑与修辞使人善辩。 （5）地



球有益于结石和肾脏，射箭有益于胸肺，缓步有益于胃，骑

马有益于头脑。 5，本文的比喻句。 （1）盖人底天赋有如野

生的花草。野生的花草比喻人的天赋。 （2）否则录要的书

就和蒸馏水一样。蒸馏水比喻录要的书。 （3）精神上的缺

陷没有一种是不能有相当的学问来补救的。就如同肉体上各

种病都有适当的运动来治疗似的。以运动能治疗疾病来比喻

学问能补救精神上的缺陷。 《重点段落简析》 “精神上的缺

陷没有一种是不可能由相当的学问来补救的，精神上各种的

缺陷都可以有一种专门的补救之方。” 1，本段的论证方法

：类比法。用运动能治病来类比学问能补救精神上的缺陷。

2，修辞方法为比喻，排比能找出比喻的句子，排比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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