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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 郑振铎(duó)，我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又是著名
作家、学者、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艺术史家，也是国内
外闻名的收藏家。

• 郑振铎祖籍福建长乐，1898年12月19日出生于浙江永嘉（今温州）。
1917年夏，靠亲友的帮助到北京铁路管理学校（今北京交大）求学，

课余读了不少西方社会学著作和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思想上、
文学上都受到启蒙教育。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文物局局长、考古研究所所长、
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化部副部长，以及中国民
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理事等职。

• 1958年10月18日，他在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

失事殉难。让人不禁想起另一个因飞机失事而去世的文坛巨匠徐志摩。



燕子

• 燕子也是人类的益鸟。当秋风萧瑟、树叶飘零时，燕子成群地向南方
飞去，到了第二年春暖花开、柳枝发芽的时候，它们又飞回原来生活
过的地方。

• 表面上看，是北国冬天的寒冷使得燕子离乡背井去南方过冬。其实不
然，原来燕子是以昆虫为食的，且它们从来就习惯于在空中捕食飞虫，
而不善于在树缝和地隙中搜寻昆虫食物，也不能橡松鸡和雷鸟那样杂
食浆果、种子和在冬季改吃树叶（针叶树种即使在冬季也不落叶）。
可是，在北方的冬季是没有飞虫可供燕子捕食的，燕子又不能像啄木
鸟和旋木雀那样去发掘潜伏下来的昆虫的幼虫、虫蛹和虫卵。食物的
匮乏使燕子不得不每年都要来一次秋去春来的南北大迁徙，以得到更
为广阔的生存空间。燕子也就成了鸟类家族中的“游牧民族”了。

• “年年此时燕归来”。早在几千年前，人们就知道燕子秋去春回的飞
迁规律。对燕子的飞迁习性，古代的诗人曾这样描述：“旧时王谢堂
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我会读

燕    聚     增     掠

稻    尖     偶     沾

圈    漾     倦     符

演    赞



燕子      乌黑      轻快      翅膀  

剪刀      尾巴      活泼      机灵  

微风      赶集      聚拢      增添  

生机      掠过      稻田      偶尔
一圈      音符       演奏     赞歌
  光彩夺目             一转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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