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闻一多先生的
说  和  做

臧克家

     毛泽东同志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许多

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
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
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肯屈服。”高度赞扬闻
一多体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闻一多（1899-1946），湖北浠水县

人，学者，诗人，民主战士。曾参加学生
运动，1922年赴美学习，1925年回国任大
学专家。1923年出版诗集《红烛》，以反
帝爱国为主题，1928年出版《死水》，体
现出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后致力于古典
文学的研究。1937年，抗战开始，在昆明
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抗战八年中，他留了
一把胡子，发誓不获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
表达了抗战终究的决心。1943年，因不满
蒋介石反动独裁统治，主动参加爱国民主
运动。1946年7月15日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闻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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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臧克家(1905-2004)，诗人，

从小受家庭影响，喜欢古典诗歌
和民歌。1932年开始写新诗，以
一篇《老马》成名，1933年出版
了第一部诗集《烙印》，这是他
最具影响的作品。此后，他陆续
出版的诗集，长诗有《罪恶的黑
手》《自己的写照》《泥土的歌
》《宝贝儿》《生命的零度》等
十多部。
   我们学过了他的诗作《有的人

》。

臧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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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章是从哪两个方面来写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
的？围绕这两方面文章写了哪几件事？从中看出闻一
多先生是如何一种人？

整体感知

 A、文章从作为学者和作为革命家两个方面写闻一

多的“说”和“做”。
 B、围绕这两方面文章写了闻一多十数年来默默钻

研，写作《唐诗杂论》《楚辞校补》《古典新义》；
起草政治传单、在群众大会上演说、参加游行示威共
六件事。
 C、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看，闻一多先生是一位治

学严谨、成就卓越的学者，一位言行一致的民主战士。



2、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有什么不同普通人之处？

做了再说、做了不说、说了就做。

3、本文重要体现了闻一多先生的什么精神？

为了救国救民的需要而说和做的爱国精神。

整体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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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课文

4、这篇文章在叙述中运用了哪些形象的描写?并说

说这样描写的作用。

语言描写、肖像描写

例如：炯炯目光、头发零乱、昂首挺胸、长须飘飘。

  具体再现闻一多先生那令人尊敬的高大形象的作

用，使他的精神、品格、作风仿佛都成了能够具体感
知的东西。



5、闻一多先生的事迹诸多，作者为什么只选用这六

件事?

分析课文

  单这六件事就已经把闻一多先生的严谨刻苦

的治学态度、无私无畏的斗争精神、澎湃执著的
爱国热情、言行一致的崇高人格都体现出来了。

  选材要讲究典型性，不在多而在精，要以少

胜多。



6、怎么理解作为革命家的闻一多的说和做？

分析课文

  作为革命家的闻一多先生，他对反动派的

揭发与斥责，对于革命、对于人民的呼喊，是
他的说，也是他的做。他是以他的说表达他的
做，而在有些时候，他不仅说，并且以生命为
代价来这样做。



问题研究

7、品味重点语句中的核心词语，探究语句的内涵，体

会语句饱含的激情。

（1）他正向古代典籍钻探。

（2）目不窥园，足不下楼，兀兀穷年，沥尽心血。
几年辛苦，凝结而成《唐诗杂论》的硕果。

“钻探”，这个比方，既形象，又深刻。叙述由
静态变成动态，给人的印象不再是客观的介绍，并
且是热情的称赞。

以整洁的句式，饱含深情地赞美闻一多治学之勤
之。“凝结”体现治学成果来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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