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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一 一文练透[提升多层面、多角度分析能力]

意蕴就是文学作品里渗透出来的理性内涵，如作品中渗透的情 

感，表现出来的风骨，某种精神或某种取向等。作品的意蕴不等同 

于作品的主题思想，它是指作品所蕴含的思想、情感等多方面的内 

容，属文本的纵深层次。作品的主题思想是构成意蕴的主要方面。 

但是很多作品的主题思想不是确定的，或不是唯一的，作者想要表 

达的思想和读者感受到的思想有时也是不同的。并且随着读者不同 

视角和层面的转换，也能发现作品的新意蕴。不过，考试中的“意 

蕴”是实实在在的，有明确的指向，更有明确的答案和得到答案的 

依据。比如涉及的具体探究有句子意蕴、标题意蕴、主旨意蕴、意

象意蕴、思想意蕴、情感意蕴等。



探究意蕴讲究角度和层面。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探究，讲的是

“广”字，求的是丰富意蕴；也可以从不同的层面探究，由浅层到

深层，讲的是“深”字，求的是深层意蕴。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任务。

遥远的葵花地[注]

李 娟

我们这里的河流全靠积雪融汇，而农民种地，又全靠从河里引 

水灌溉。因此在我们这里， 一遇到降雪量少的暖冬，第二年肯定大

旱。

这一年正是罕有的旱年。除了旱灾，风灾、蝗灾及其他严重的 

病虫害肯定也会全集中到这一年。尽管如此，我妈还是决定种两百

亩向日葵。

因为离家太远，葵花从播种到收成的三四个月期间，我妈得一 

直守在地边。这三四个月里就没法照顾九十多岁的外婆和几只小狗 

及满院子的鸡鸭兔子鹅了。于是，妈妈雇了一辆大卡车，把整个家

都搬到了地边。

就算是在鬼都不路过的荒野里，我妈离开家半步都会锁门。

我妈锁了门，发动摩托车，回头吩咐：  “赛虎看家。丑丑看地。

鸡好好下蛋。”然后绝尘而去。



我妈此去是为了打水。门口的水渠只在灌溉期的日子里才来几 

天水，平时用水只能去几公里外的排碱渠取。她每天早上骑车过去

打一次水，每次载两只二十公升的塑料壶。

我说： “那得烧多少汽油啊?好贵的水。”

我妈细细算了一笔账： “不贵，比矿泉水便宜。”

可排碱渠的水能和矿泉水比吗?又咸又苦。然而总比没水好。

这么珍贵的水，主要用来做饭、洗碗，洗过碗的水给鸡鸭拌食，

剩下的供一大家子日常饮用。再有余水的话我妈就洗洗脸。

脏衣服攒着，到了水渠通水的日子，既是大喜的日子也是大洗

的日子。当然，我妈也没有多少衣服可洗。

整个夏天，她赤身扛锹穿行在葵花地里，晒得一身黝黑，和万

物模糊了界线。叶隙间阳光跳跃，脚下泥土暗涌。她走在葵花林里，

如跋涉大水之中，努力令自己不要漂浮起来。大地最雄浑的力量不

是地震，而是万物的生长啊……她没有衣服，无所遮蔽也无所依傍。 

快要迷路一般眩晕。目之所及，枝梢的手心便冲她张开，献上珍宝，

捧出花蕾。她停下等待。花蕾却迟迟不绽。赴约前的女子在深深闺

房换了一身又一身衣服，迟迟下不了最后的决定。我妈却赤身相迎，

肝胆相照，她终日锄草、间苗、打杈、喷药，无比耐心。

浇地的日子最漫长。地头闸门一开，水哗然而下，顺着地面的

横渠如多米诺骨牌般一道紧挨着一道淌进纵向排列的狭长埂沟。渐

渐地，水流速度越来越慢，我妈跟随水流缓缓前行，凝滞处挖一锹，

跑水的缺口补块泥上，并将吃饱水的埂沟一一封堵。那么广阔的土



地，那么细长的水脉。她几乎陪伴了每一株葵花的充分吮饮。地底

深处的庞大根系吮吸得滋滋有声，地面之上愈发沉静。她抬头四望。

天地间空空荡荡，连一丝微风都没有。世上只剩下植物，植物只剩

下路。所有路畅通无阻，所有门大打而开。整整三天三夜，整面葵 

花地都均匀浸透了，整个世界都饱和了。花蕾深处的女子才下定决

心，选中了最终出场的一套华服。

即将开幕。大地前所未有地寂静。我妈是唯一的观众，不着寸 

缕，只踩着一双雨靴。她双脚闷湿，浑身闪光。再也没有人看到她 

了。她脚踩雨靴，无所不至。像女王般自由、光荣、权势鼎盛。她 

是最强大的一株植物，铁锹是最贵重的权杖。很久很久以后，当她 

给我诉说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还能感觉到她眉目间的光芒，感觉到

她浑身哗然畅行的光合作用，感觉到她贯通终生的耐心与希望。

水渠通水那几天跟过年似的。不但喂饱了葵花地，还洗掉了所

有衣服，还把狗也洗了。

那几天鸭子们抓紧时间游泳，全都变成了新鸭子。放眼望去，

天上有白云，地上有鸭子。天地间就数这两样最锃亮。鸭子没完没   

了地啄洗羽毛。在荒野中，窄窄一条水渠所聚拢的这么一点点生气，

也丝毫不输世间所有大江大河湖泊海洋的盛景。

面对这一切，唯有兔子无动于衷。每天瓜分完当天的口粮，他

们就一个个尾随我妈进了葵花地。太阳下山还不回家，显得比我妈

还忙。我妈说：  “兔子，快看!水来了!”人家耳朵都不侧转一下。



总之我离开了。把妈妈、外婆和小狗留在了那片荒野上。把她 

们抛弃了一整个夏天。又觉得其实是把她们一直抛弃到现在……总 

觉得，这些年来，她们一直还在那广阔的天空下寂寞艰难地劳作、

生活。

我常常会梦到秋天来临的时候，我们的葵花地金光灿烂、无边  

喧哗，无数次将我从梦中惊醒，却没有一次惊醒过他的故乡。(节选

自《遥远的葵花地》,有删改)

注

《遥远的葵花地》是新疆女作家李娟创作的散文集。它讲述了李 

娟一家在阿勒泰乌伦古河南岸耕种向日葵的生活经历。书中刻画了 

作者母亲和边地人民的坚韧辛劳，也表达了作者对环境的担忧和对

生存的疑虑，呈现出一种脆弱微渺又富于乐趣和尊严的生存体验。

精读这一篇，学通这一类

1. 下面是本文的思路导图，请结合文本填出空缺内容。

答案 ①母亲在水渠通水那几天，紧张忙碌地浇地

②母亲不忘让鸭子、狗等赶紧洗澡

2. 写人散文(见学案65“活动二”)

精做试题

1. 结合全文，谈谈你对文题“遥远的葵花地”意蕴的理解。



答：

答案  (1)从母亲角度

表层意蕴： 指那片离家很远的葵花地。  

深层意蕴：   “葵花地”象征理想(或“丰收”“期待”),但众多像 

“我”母亲一样的人还在荒野中艰难地挣扎，所以称“遥远的葵花

地”。 

(2)从“我”的角度

表层意蕴：   “我”离开了那片荒野，只目睹种子进入大地的过程，  

却没有看到丰收的葵花地，所以称“遥远的葵花地”。  

深层意蕴：  “我”离开了那片荒野，逃避了艰难，也抛弃了土地给 

“我”的深情的馈赠：    “我”生于这片土地，却叛离了它，所以称

“遥远的葵花地”。  

2. 请探究本文的情感意蕴。

答：

答案  (1)对母亲： 赞美并钦佩母亲的坚韧精神。  

(2)对母亲与动物： 讴歌遥远的葵花地里人与动物和谐共处的生活场

景。 

(3)对土地： 离开以后，深深地思念那片土地。  



3. 为什么读李娟的《遥远的葵花地》 “有如一股清泉流入心田，让

人心境澄明”?请结合“母亲形象”简要分析。

答：

答案  (1)母亲层面： 母亲自然纯粹(纯朴乐观)。她行事干练，毅然 

决然地承包了两百亩地并把家安在了葵花地旁；她豪情直率(不拘小 

节),夏日在葵花地里赤身劳作；她坚韧乐观(充满耐心与希望),坦

然面对生存的艰辛，充满对生命的关爱与喜悦。  

(2)读者层面： 母亲的形象让读者感动，人在艰难环境中依然可以富 

于乐趣和尊严的生存下去。(或：母亲的形象触动读者，学会坦然接

受苦难生活，内心就会平静安宁)

“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既是高考的要求，也是探究的途径。 “从

不同的角度”要求“广度”挖掘。散文中不同的材料，如不同的人、

不同的事、不同的物，都有可能成为“不同的角度”;即使是同一

材料，也有不同的阶段、不同的侧面，于是产生“不同的角度”,

等等。

“从不同的层面”要求“深度”挖掘。 一般说来，对一个文本，我   

们可以对它进行字面上的解读，这是浅层面的；可以联系自己的个   

人生活经历和体验进行解读，这就可以获得一些具有个性化的说明，

相对来说就深了一层；可以联系文本产生的时代，对文本解读考查，



看它具有怎样的历史意义；还可以联系现实生活对文本进行考查，

看它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

分析探究时要避免三个误区：

(1)在文“内”不能充分发掘。因为这类题是基于文本内的探究，故 

首先要对作品本身内容有全面准确的把握，不仅要把握直观显现的  

内容，而且要弄清隐含的内容；不仅要抓思想内容、情感倾向，而

且要抓艺术手法、表现技巧。

(2)在文“外”不适当地“引、联”发掘。基于分析意蕴需要联系作 

品的时代背景、作者情况及其他相关资料，要将其置于特定的氛围

中作全面的认识和评价。

(3)“角度”和“层面”扩展不够，思维单一，头脑僵化。其实，不

同的角度可以是正面的角度、反面的角度、当事人的角度、旁观者

的角度等。 “不同的层面”是指作品可以达到的层次，如深层、浅

层、实用层面、美学层面；可能涉及的范畴，如政治、文化、风俗、

艺术、科学、历史等。

活动二 一文练透[提升意蕴题型分析能力]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任务。

水银花开的夜晚

迟子建

猫冬让北方人筋骨疲弱，所以当积雪消融，埋藏在雪下的枯草

出狱似的，瑟瑟缩缩地出现在阳光下时，人们以为摸到春天的触角



了，奔向户外的漫步者不在少数。寒风虽是强弩之末，但威力尚存， 

我不幸被击中，有一日傍晚从江畔回来，咳嗽流涕，身上阵阵发冷。

我便取放在玄关托盘上的体温计，想看看自己是否发烧。

我取体温计的时候，不慎将外壳的护帽朝下，这一竖不要紧， 

由于对接处咬合不严，护帽叛徒似的落地而逃，将体温计彻底出卖

了，它随之坠落，摔成两截。

它这一跌，我家的黑夜亮了。

从玻璃管内径流溢而出的水银，魔术般地分裂成大大小小的珍 

珠状颗粒，像一带雪山巍峨地屹立在我面前。我先是拿来一块抹布 

擦拭，以为它们会像水滴一样，迅速被吸附，岂料它们欢欣鼓舞地 

一分二、二分三、三分四地遍洒银珠，泻地水银非但未少，反而如 

满天繁星，在白桦木地板上，朝我眨眼。它们近在咫尺，却仿佛远

在天边，不可征服。

我少时数理化不灵光，对水银的了解，竟来自当时广为流传的 

一本小人书《一块银元》,主要情节围绕一块银元展开，写了穷人 

的苦，地主的恶，其中最让人惊悚的情节，是一个地主婆死了，她 

的儿子竟让一对童男童女为他老娘殉葬。他们给童男童女灌注了水 

银。故事浓墨重彩的是那个身世凄惨的童女，在出殡的行列中，她 

端坐在莲花上，手持一盏纱灯，双目圆睁，虽死犹生。她的亲人在 

路旁声声唤她，可她无法应答了。那个画面给我幼小的心灵带来了 

浓重的阴影，恨地主，也恨水银。水银是毒蛇，它要了如花似玉的

姑娘的命!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接触到水银制品，除非是在镇卫生所。我

那时感冒了，发烧了，抗拒去卫生所，骨子里是恐惧水银体温计。

总觉得我的腋窝藏着火苗，会将爆竹似的它引爆。它灿烂了，我就

黑暗了。体温计是恶魔，这在看过《一块银元》小人书的同学心中， 

根深蒂固。以至于我们憎恨一位班主任老师时，私下议论要是小人

书中被灌注了水银的是她，而不是那个女孩，该有多好。好像我们

真的掌握了水银，都会沦为施恶的地主婆的儿子。

这位班主任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她中等个，微胖，圆脸上生满 

雀斑，厚眼皮，眼睛不大，但很犀利。她不是本地人，住在学校的 

板夹泥宿舍里。因为没有食堂，她得自己弄吃的，所以我常在清晨 

去生产队的豆腐房买豆腐时遇见她。因为怕她，又因为豆腐房总是 

哈气缭绕，人在其中如在雾里，面目模糊，我假装没看见她，溜之

乎也。

我们为什么怕这位老师呢?她严厉起来不可理喻。她有一杆长 

长的教鞭，别的老师的教鞭只在黑板上跳舞，她的教鞭常打在学生 

手上。期中期末考试总成绩不及格者，是她惯常教训的对象。她会 

让他们伸出手来，这时她的教鞭就是皮鞭了，抽向落后生。痛和屈 

辱，让被打的同学哇哇大哭。这种示众的效果，倒是让所有的学生 

不甘落后，刻苦学习了。但大家心底对她还是恨的，她头发浓密， 

梳着两条粗短的辫子，我们背地里就说她带着两把锅刷；她脸上的 

雀斑，被我们说成耗子屎；她擦黑板上红红白白的字时，粉笔擦不

慎碰着脸，成了大花脸，我们在底下偷着乐，没一个提示她的。

她管理班级严格到什么程度呢?要是教室的泥地清扫不净，值

日生的苦役就来了，会被罚连续值日。最让我们难堪的是检查个人



卫生，我们上课前她会手持碎砖头，高傲地站在门口，我们则像乞 

丐一样朝她伸出手去，如果我们的手皴了，或是指甲里藏污纳垢， 

她会扔给你一块碎砖头，让我们出去蹭掉手上的皴，抠出指甲里的 

泥，砖头在此时就成了肥皂了。如果春夏秋季，拿了砖头的学生会 

去溪边洗手(那时大兴安岭植被好，溪流遍布),冬天时只能用积雪 

清理了。我有一次也被检查出手上有皴，不允许我进教室，我一赌 

气，到了溪边，把她那堂课都消磨掉了。看山看水，看花看草，不

亦乐乎。我面临的惩罚，可想而知了。

这位班主任老师看上去跋扈，但她业务好，很敬业，也有善心。

有的同学家贫，她家访时会带上她买的作业本，她还帮助交不起学

费的学生交费，并带我们进城，去照相馆拍合影。当然，她还常在 

我们下午该放学时，给我们加一小节课，讲那些经典的励志故事。 

如果是冬天，天黑得早，讲台就点起一根蜡烛。烛火跳跃着，忽明 

忽暗，她的脸也忽明忽暗，那也是她最美的时刻。她不用教鞭，脸

上的雀斑看不见了，语气温柔，面目平和。

她离开我们小镇，似乎没有任何预兆。突然有一天，她要调到 

黑龙江东部的一个小城去，说是她恋人在那儿，是去结婚。这时我

们才意识到她是一个女人，是个有人惦念的人。

她要离开了，按理说我们是奴隶得解放了，该同声庆祝的，可 

大家突然都很沮丧，因为她一点儿狠劲都没了。她带着偿还之意， 

将自己所用之物，分给常遭她鞭打的人，那多是家庭困难的同学， 

我听说的就有书本、衣物、脸盆。在她走前，有天我在小卖店碰见

她，她还买了一双雨靴送给我。从此后她离开的风雨时刻，穿着雨



靴走在泥水纵横的小路上，总会想起她。而她带我们拍的合影，成

了同学们最美的珍藏。

四十多年了，我没有她的任何消息，也极少想起她来。但水银

泻地的这个夜晚，也过了半百之岁的我，却很热切地思念起她来。

不知她是否还在她当年嫁过去的小城。按她的年龄，应是儿孙满堂、

颐养天年了。

我不知当年的这位班主任老师的长辈，是否有出自旧学堂的，

她的一些教育方式，私塾痕迹明显，教育为主，体罚为辅，在今天 

可能会遭到众口一词的谴责。但试想在20世纪七十年代一个荒僻的 

山镇， 一个有抱负的教师，面对着一群天性顽劣的野孩子，她最直  

接有效的教书育人方式，也许就是恩威并施。她用教鞭打了那么多  

孩子，可没一个因之受伤，可见她心里是有轻重和尺度的；当她把  

砖头抛向你，让你蹭掉手上的皴时，尽管你满心不快，但至少让你 

从此以后注意个人卫生，时常用温水泡手，让它们散发出我们那个

年龄的手本该有的鲜润光泽。

再回到体温计碎裂的那个夜晚吧。我关了厅里的灯，打算回卧 

室休息一下。借着卧室的微光，我突然发现刚清理过的地板上，仍 

有水银珠一闪一闪的。我不相信，取了手电筒照向那里。呵呀，这 

分明是一个微观花园么,我发现了无数颗更加细小的水银珠粒，在

白桦木地板的表面和缝隙，花儿一样绽放着。

这不死的花朵，实难相送，那就索性不送，我不相信就凭它们，

会让我性命堪忧——将其当花来赏又如何!权当它们是蜡梅的心，

是芍药的眼，是丁香的小袄，是莲花的罗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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