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单元 知识清单 

第一部分 文学与文化常识积累（鲁迅、沈从文、艾青、徐志摩、冯

志、贾平凹、老舍 ） 

第二部分 成语积累及语境呈现 

第三部分 作文素材积累及运用 

第四部分 锤炼语言的技法 

现代文坛的一代宗师——鲁迅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是我国现代伟大的文

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他一生有大量的创作，对我国现代文学的发

展有巨大的影响。作品主要有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和历史小

说集《故事新编》，散文集《朝花夕拾》，散文诗集《野草》，以及

大量的杂文集①，如：《坟》《而已集》《二心集》《华盖集》《南

腔北调集》《且介亭杂文》等。 

[伴读] ①先生杂文“像投枪，像匕首，直刺向黑暗势力”。他的作品是

一部记录着对黑暗愤懑和对光明渴慕的民族启示录。 

辛亥革命之后，广大农民仍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

迫之下，承受着政治上的压迫、经济上的剥削和精神上的奴役。封建

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用“精神胜利法”对人民进行封建麻醉教

育，这正是造成劳动人民不觉醒的精神状态的麻醉剂。这种麻醉剂只

能使劳动人民忘却压迫和屈辱，无反抗，无斗志，永远处在被压迫、

被剥削、受毒害的状态中，成为封建统治者的奴才和顺民。②鲁迅以

思想家的冷静和深邃思考，以文学家的敏感和专注，观察、分析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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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所思考的一切，感受着时代的脉搏，逐步认识自己所经历的革命、

所处的社会和所接触的人们的精神状态。这便是《阿 Q 正传》基本

的写作背景。 

[伴读] ②在阿 Q 身上，我们可以看出封建统治者精神奴役的“业绩”

和被奴役者严重的精神“内伤”。 

中国乡土文学之父——沈从文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字崇文，湖南凤凰人。现代著名

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学者、京派小说代表人物。代表作：短篇小说《丈

夫》《贵生》《三三》，中篇小说《边城》，长篇小说《长河》。 

20 世纪 80 年代后，沈从文作为一代文坛巨星方被世界公认，他的文

学作品得以重新在国内外出版发行，美国的汉学家所编《中国文学史》

中，他的排名仅次于鲁迅；曾于 1987 年、1988 年两度得到诺贝尔文

学奖提名，他的文字是中国文学最美的象征。 

[伴读] 我还记得沈从文的名句：“美丽总令人忧愁，然而还受用。”

我们感谢沈从文在那天崩地陷、满目疮痍、率兽食人、鲜血淋漓的丑

恶和腐烂的时刻为我们留下了如此精致美丽的图画和传说。 

沈从文是带着年轻人的理想和热情，带着对新世界的热望，从荒僻、

闭塞、落后的湘西赶到大都市北京的。然而，迎接他的却是帝国主义、

封建军阀和官僚共同统治下的黑暗天地。身处于虚伪、自私、卑鄙、

懦弱、冷漠而又冠冕堂皇的都市，沈从文感到，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

要脱离眼前的苦难，唯有重造有形的社会和无形的观念，必须重铸我

们的国魂。于是，他将表现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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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人生形式”作为自己的艺术追求。他生在湘西，长期生活在湘西，

对故乡人民怀着特殊的深厚的感情。于是，他便用自己的笔，勾勒了

一幅幅湘西风俗画，以自然、民风和人性的美来表现自己所崇奉的民

族传统美德。 

[伴读] 沈从文说，“我很愿意尽一份时间把世界上的人改造一下看看”，

“用作品燃烧起这个民族更年轻一辈的情感，增加他们在忧患中的抵

抗力，增加一点活力”。《边城》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话语情景中产生

的吧？ 

卓越的民族诗人——艾青 

艾青(1910—1996)，蒋海澄， 浙江金华人，诗人。1932 年加入“中

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因从事爱国运动被捕，狱中从事创作活动。1936

年出版第一部诗集《大堰河》，其自传性抒情长诗《大堰河——我的

保姆》是他的成名作。抗战时期写了长诗《向太阳》《火把》，新中

国成立后又写了《在浪尖上》《光的赞歌》等。 

[伴读] 艾青说：“我的一生都在探索。”在漫长的道路上坚持探索、吹

号行进的诗人与作品，尽管常常会几经斫丧，但终将显示其旺盛的活

力——因为对于艾青来说，太阳、火把、诗和他同在！ 

艾青出生时难产，一位算命先生说他的命是“克父母的”，因此被送到

一位贫苦农民家里抚养。5 岁被领回家中开始读书，但依然受到冷遇，

不准称自己的父母为爸爸妈妈，只准叫叔叔婶婶。正如他自己所说，

他是在“冷漠和被歧视的空气里长大”的。 

1932 年诗人加入“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7 月 12 日，艾青和其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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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青年遭到逮捕，国民党反动派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控告这些手

无寸铁的青年“颠覆政府”，艾青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大堰河——

我的保姆》即写于诗人在监狱的日子里。当他看见了漫天飞舞的雪花，

联想到保姆落满白雪的坟头，挥笔写下了这首赞颂劳动人民、诅咒黑

暗世界的诗篇。② 

[伴读] 艾青的诗歌，艾青的名字，在中国当代人的精神生活中扎了根，

也在全世界赢得了声誉。美国的学者把艾青和希克梅特、聂鲁达并列

为现代世界三位最伟大的人民诗人。 

新月诗人——徐志摩 

徐志摩(1897—1931)，浙江海宁人。著名诗人、散文家，“新月派”代

表作家。1918 年赴美留学，获文学硕士学位。1921 年转入英国剑桥

大学皇家学院深造，受到英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歌影响，开始创作

新诗。1922 年回国，次年参与发起成立“新月社”，与闻一多、朱湘

等倡导“格律诗”写作，成为“新月派”的代表诗人之一。1931 年因飞机

失事遇难。诗集有《志摩的诗》《翡冷翠⑤的一夜》《猛虎集》，死

后，由陈梦家编辑出版《云游集》。 

[伴读] 胡适曾经说：“志摩的人生观是一种单纯信仰， 这里面只有三

个大字——爱， 自由，美。” 

“翡冷翠”是徐志摩对佛罗伦萨的中文翻译，很有诗意，也符合古城的

气质。 

20 世纪 20 年代，徐志摩先生远渡重洋，从美国到英国研究文学。在

伦敦剑桥大学，他以一个特别生的资格，随意选科听课，度过了一年

2022-2023学年高二语文选择性必修下册第二单元(知识清单) --第4页

2022-2023学年高二语文选择性必修下册第二单元(知识清单) --第4页



多真正悠闲自在的日子。在风景秀丽的康河两岸，他仰卧在星星黄花

的葱绿草坪上，或看书，或看天上的行云。有时到碧波荡漾的康河里

划船。他完全陶醉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临到他要离开伦敦的前夕，在

一个美丽的黄昏，他在康桥上漫步，流连忘返，写下了《再别康桥》

这首诗。 

[伴读] 徐志摩曾说：“我的眼睛是康桥教我睁开的，我的求知欲是康

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的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 

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冯至 

冯至(1905—1993)，著名诗人、学者、翻译家。原名冯承植，河北涿

州人。1923 年后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开始发表新诗。1927 年 4 月

出版第一部诗集《昨日之歌》。1930 年赴德国留学，其间受到德语

诗人里尔克的影响。五年后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返回战时偏安的昆明，

任教于西南联大，任外语系教授。1941 年他创作了一组后来结集为

《十四行集》的诗作，影响甚大。冯至的小说与散文也均十分出色，

小说的代表作有二十年代的《蝉与晚秋》《仲尼之将丧》、四十年代

的《伍子胥》等，散文则有 1943 年编的《山水》集。他的散文也写

得清新明澈，别具一格。 

[伴读] 冯至曾被鲁迅誉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 

《十四行集》、中篇小说《伍子胥》、散文集《山水》，被钱理群先

生誉为冯至的“三绝”，也使冯至的文学生涯达到了最辉煌的历史时期。 

新时期的代表作家——贾平凹 

贾平凹，原名贾平娃，陕西丹凤人，1952 年出生。于西北大学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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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毕业，曾从事过几年文学编辑工作，现为西安市文联专职作家、《长

安》文学月刊编辑。1982 年后从事专业创作。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作协陕西分会副主席等职。长篇小说有《商州》《州河》《浮躁》《废

都》《白夜》，自传体长篇《我是农民》等。散文集有《月迹》《心

迹》《爱的踪迹》《贾平凹散文自选集》等。他的《腊月·正月》获

中国作协第 3 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满月儿》获 1978 年全国优

秀短篇小说奖。贾平凹小说描写新时期的西北农村，特别是改革开放

后的变革，视野开阔，具有丰富的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心理内涵，富于

地域风土特色，格调清新隽永。 贾平凹的散文无论是在思想意蕴、

文化趣味上还是在语言表达上，都倾向于吸取中国文学传统因素，崇

尚简单古朴的风趣和静虚境界的营造。 

[伴读] 贾平凹“自传”：贾平凹，姓贾，名平凹，无字无号；娘呼“平

娃”，理想于通顺，我写“平凹”，正视于崎岖，一字之改，音同形异，

两代人心境可见也。 

秦腔是一种广泛流行于陕西及西北地区的传统戏曲艺术形式。在西北

这块土地上，秦腔已经和“西凤”白酒、长线辣子、大叶卷烟、牛肉泡

馍一样，成为人民生命的五大要素。八百里秦川的劳作农民只有也只

能有这秦腔使他们喜怒哀乐。作者对秦腔和秦川之地人民生活都饱含

热爱，创作了不少具有浓郁陕西地方特色的散文，⑤此文即是其一。 

[伴读] ⑤贾平凹是一位从乡土走出来的“地之子”，他以故乡为写作背

景，创作出了一系列反映乡土问题的文学作品，细腻地记录了乡土的

美丽，也无奈地书写了乡土的哀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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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艺术家——老舍 

老舍(1899—1966)，现当代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另有笔名絜

青、鸿来、非我等。满族，北京人。一生写了约计 800 万字的作品。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火

葬》等，中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剧本《龙须沟》《茶

馆》等。老舍以长篇小说和剧作著称于世。①曾因创作优秀话剧《龙

须沟》而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他的作品已被译成 20 余种文

字出版，以具有独特的幽默风格和浓郁的民族色彩，以及从内容到形

式的雅俗共赏而赢得了广大的读者。 

[伴读] ①老舍虽已离我们而去，但他的文字仿佛残留于世的碑文。他

的作品见证了老北京的人间喜剧，不仅描摹了一道风景，而且也融入

人们的日常生活里。 

《茶馆》是老舍 1956 年至 1957 年间的作品。它是作家一生中最优

秀的戏剧创作。通过裕泰茶馆这个“窗口”，截取一系列生活横断面，

以高度的艺术概括力，从侧面反映了清末到民国半个多世纪中国社会

的沧桑巨变，展现出一幅幅社会历史风俗画，深刻揭露了三个时代的

黑暗腐朽。老舍《茶馆》的叙述动机，来自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强

烈渴望，和对一个不公正的社会的强烈憎恶。 

[伴读] ②老舍的《茶馆》是历史的写作，是时代促就并且是占有主要

地位的写作，是一部匿名的全人民的作品。它展现的是一段历史高度

的浓缩。 

[语境呈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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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仁宗和妃嫔们在汴京皇宫宣德门广场游玩，以示与民同乐。 

②生活就是这样平淡无奇，没有朋友的喜悦，没有好运气的光临，也

没有意外。 

③光阴似箭，朦朦胧胧间，也就这样走过了记忆的春秋，来到了苍白

的季节。 

④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作蛛丝一样轻轻拂去，只是在万不

得已时才给以回敬。 

[释义] 

①与民同乐：原指君王施行仁政，与百姓休戚与共，同享欢乐。后泛

指领导与群众一起游乐，共享幸福。 

②平淡无奇：指事物或诗文平平常常，没有吸引人的地方。 

③朦朦胧胧：指人意识不十分清晰或事物界限不清。 

④毫不在意：丝毫不在乎或不介意。 

[语境呈现二] 

①在我以后的日子里，无论工作多么繁忙，都要抽出时间，多陪陪年

迈的父母，让他们年迈的身体和心理，充满些许慰藉，享受一些天伦

之乐。 

②在屠维岳的锋芒逼人的眼光下，这张长方脸儿上渐渐显现了忸怩不

安的气色。 

[释义] 

①天伦之乐：指家庭中亲人团聚的快乐。 

②忸怩不安：形容不大方、羞惭、不好意思的样子，心里慌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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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呈现三] 

①由于个人防护用品会伤及我的身体，白色防护服使我汗流浃背，穿

上防护服后连续 6 个小时无法上厕所甚至喝水，所以我筋疲力尽。 

②英国 83 岁老人身体健康却恐惧感染新冠，担心世界天翻地覆竟自

杀身亡。 

[释义] 

①筋疲力尽：形容非常疲劳，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了。 

②天翻地覆：形容变化极大。也形容闹得很凶。 

[语境呈现四] 

①唐代文宗昌黎韩文公亦喜与人争辩，且言辞尖刻，时时横眉立目，

怒发冲冠。 

②两个人站在一起对比就更明显了，一个老气横秋，小孩硬装大人；

一个妩媚动人，唇红齿白，让人挪不开眼。 

③我如今与舍弟分开，这弟兄们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我叫舍弟看

看我的过法。 

④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里，有几个人能像他那样，埋头在实验室里。 

[释义] 

①横眉立目：怒视的样子。多形容强横或强硬的神情。 

②老气横秋：形容人摆老资格，自以为了不起的样子。也形容人没有

朝气，暮气沉沉的样子。 

③八仙过海：比喻各自有一套办法，或各自施展本领，互相竞赛。 

④兵荒马乱：形容战时社会动荡不安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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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鲁迅哲思妙句 

(1)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的说话。

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

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热风·随感录(四十一)》1918 年 

(2)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

缸，无论加进甚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可是除了再想法子来改革

之外，也再没有别的路。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

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缴了白卷，因为谁也开不出药方。

所有最好的药方即所谓希望将来的就是。——《两地书》1925 年 

(3)我想，要中国得救，也不必添甚么东西进去，只要青年们将这两种

性质的古传用法，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

如羊时就如羊！——《忽然想到(七)》1925 年 

(4)中国人有一种矛盾思想，即是：要子孙生存，而自己也想活得长久，

永远不死；及至知道没法可想，非死不可了，却希望自己的尸身永远

不腐烂。——《老调子已经唱完》1927 年 

(5)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

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来

调和，愿意开窗了。 

——《无声的中国》1927 年 

(6)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

风顺的，冷笑家的赞成，是在见了成功之后。——《中国语文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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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 年 

2．鲁迅：“冷静＋锐利＋热血” 

[冷静] 

鲁迅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和民主斗士。他的才华、文笔、视

野，在当时的中国文坛都是首屈一指的。但他的天分并不只在笔头，

他对于人性深刻的认识，更让他人难以望其项背。鲁迅刻画的人物，

时隔多年依旧鲜活；鲁迅书写的人生百态，在今天仍然能引起人们的

共鸣。那些生而为人的真实、局限和孤独，鲁迅早在多年前就写下了

无数精准的“预言”。 

他曾说：“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然而在众人皆醉的时

代，他选择做一个独醒的人，用最冷静的眼，看最黑暗的世界。 

[锐利] 

在那片深沉的黑暗之中，他就像闪耀的火光，试图点燃沉睡的大地，

唤醒一个民族寂灭已久的热情。那时的国民习惯了顺从，接受了压迫，

失去了人的尊严和理想。而他看透了这现实背后的腐朽，于是他声嘶

力竭地呐喊，用自己的笔去拯救愚鲁的国民。“真的猛士，敢于直面

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他洞察一切虚妄的繁华和太平，

铭记所有苦难，以犀利的文字一针见血地道出那黑暗社会“吃人”的本

质。 

[热血] 

成为一个“斗士”，是鲁迅的初衷。纵观鲁迅的一生，可以说无时无刻

不在战斗，从他力透纸背的文字当中，我们读出了文化的腐朽、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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