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 

④牢牢扎根在 中的这棵树，是我童年的生命树，也是我成长 的消息 

树。从它开始，我钟爱上了银杏树。它高大雄伟，宠辱不惊，叶黄知秋，长寿古 

老，是树中的君子、智者与寿星。大概是 中这棵树太根深蒂固了，我总认为 

其他银杏树都不如它老，它以强大而顽固的气场笼罩了我。 

其枝干四下横生，莽莽苍苍；树身老气 ，褶 

皱密集龟裂；根系 蜿蜒，仰之遮天蔽日。我承认，眼前这棵树肯定比 中 

那棵树老，不仅因为它是“天下第一银杏树”，更因为它四千年通天入地所承载 

和记录的 。穿过 的烟云和尘土，我仿佛看见它密如蛛网的年轮间，盘旋 

着多少兴衰往事…… 

⑥它也是一棵野树。它从一粒果实开始，也许是随着一阵风飘浮而来，也许 

是顺着一场雨漂浮而下，还也许是一只鸟，不知从哪儿衔了一粒银杏果，一松口， 

让它落了下去……当然，想象还可以有另外一些。但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四千 

年前的一天，一粒银杏果落到了浮来山的山坳间，生根发芽，渐渐枝繁叶茂，根 

系像一只铁拳，紧紧攫住山石，任由狂风暴雨、 海啸也撼动不了。浮来山— 

—山也可以浮来吗？像这棵树一样，飘浮或漂浮而来。我不得不说，这的确是一 

个好名字，动感十足，禅意也浓，浮来一座山，又浮来一棵树。这棵树的生长是 

多么不容易呀，它要忍受和承担一棵树与生俱来的宿命，比如风摧、雨打、雷劈、 

霜冻、鸟啄、虫咬、火烧、斧砍……这个过程漫长而 ，它不会拔起自己躲避， 

只能站在原地 ，一声不吭地往下扎根，朝上和四周扩张。它幸运地躲过 

了一次次 ，直到它足够健壮和强大，一些宿命对它没了 ，另一些宿 

命仍然如影随形。 

⑦它在与身边的同伴赛跑，在年轮的跑道里跑，跑着跑着它成了浮来山上最 

老的树。此时人们才惊讶地发现，自己身边居然有这么一棵树，活过了许多代人。 

他们开始 它对每一个人的重要，是它将 驰骋的根系扎入包容他们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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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地，成为土地的一部分，共同托起了他们。他们无比信赖它，虔诚地膜拜它， 

因为他们在它身上看见了自己梦寐以求的东西，这些东西可以笼统地归之于生命 

力。他们生病时取一片它的叶子入药煎服，逢灾时对它祭拜祈祷，没病没灾时系 

上一条红色福带，朝它说出自己的心事，借助它四千年的 ，搭起与天地  

的阶梯，也听到了雄浑苍凉的回声。 

⑧它是一棵长满故事的树。《左传》记载，鲁隐公八年，鲁莒两国曾在此树 

下会盟。它 了两国国君笙歌弦舞、化剑为犁的情景。莒国虽小，“毋忘在莒” 

之典故，自春秋至西汉，犹如这棵树繁密的根系，在《管子》《吕氏春秋》《新 

序》等典籍中鲜活地延续，逐渐由臣子规劝君王居安思危、不可忘本，演变为普 

通人之间的相互告诫。而“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则有揪出罪魁祸首，不杀不 

足以求安宁、平 的意味……这些都发生在它眼皮 ，四千年不过它的四季， 

由绿转黄，从繁华到凋零，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它扎根于 腹地，矗立在道 

义的制高点上，历二十朝代，铭记多少成败是非，洞悉多少善恶兴亡。 

⑨公元 495 年，一个叫刘勰的莒地读书人，先后经历了丧父丧母的打击，又 

以一介清贫白衣，在寺院中孤苦伶仃地苦读十年。而立之年的一个夜晚，他梦见 

自己手捧祭器，追随孔子南行。他认为这是孔子在暗示他要有所担当，遂决心著 

书立说，树德建言。此后历经四个寒暑，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著述之中，终生未娶 

的他终于有了一生最得意的孩子——《文心雕龙》。人因文显，自此刘勰名噪一 

时，他也终于从寺院中走出来，做了一系列小官。正当他渴盼施展 抱负之际， 

梁武帝下诏解除他的职务，敕令他重回寺院编纂经藏。两年后，完成任务的他“燔 

发 ”，改名慧地。从此，俗世少了一个官，寺院青灯下多了一个孤傲的身影。 

通往这棵银杏树的黄泥古道上，常常能够看见他鹑衣 ，飘然而过。校经楼中， 

晨钟暮鼓，青灯黄卷，楼外银杏树绿了黄了，经年不辍…… 

⑩一千五百年后，我站在这棵银杏树下，才 《文心雕龙》也是一棵结 

满 成语、格言和警句的银杏树。这棵树氤氲着千载充沛文气，雕版着千年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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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乡愁。 

⑪我绕着这棵树走了一圈又一圈。 能够生长如此长寿树的地方，必得吸 

纳天地之精华。我要围绕着它，呼吸它的气息，啜饮它的甘露。临走我还要拾一 

片它的落叶，我将重温我曾被它荫庇的童年和少年。归来我仍是中年，但从此， 

我 中那棵银杏树，便与我眼前这棵银杏树，合株同心，难分彼此…… 

（取材于简默的同名散文） 

2．文章结尾说“ 

。这句话有何含义？请结合全文内容，简要阐述。（7 分） 

这句话的意思是作者认为两棵银杏树非常 。 

外形：两棵树都 、古老长寿； 

品质：都是野树， 条件非常恶劣，但都顽强地 ，充满了生命力 ； 

对作者影响很大： 中的银杏树陪伴作者童年的成长，让作者重新找回童 

年；眼前的银杏树让作者理解了 的沧桑；懂得了分辨是非善恶；明白了文艺 

作品有 时间的永恒价值。 

这句话的含义是两棵银杏树有很多相似之处，在作者心中已成为一体。 

；长寿古老；都是野树。 

顽强而  宠辱不惊的品格与顺其自然的智慧。 

对这两棵树的感悟和认识最终融化在一起，成为了作者 

的精神养料。 ；浮来山上的 

银杏树是 ，作者从中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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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6】 西塘的心思 

相传，春秋时期吴国大夫伍子胥兴修水利，引胥山以北之水入境，故有胥塘， 

别称西塘。这样算来，西塘已经有两千年以上的 了。许多世代已经从它身边 

一一过去，而西塘，至今仍然没有起身离去。 

南来北往的客，纷纷慕盛名来看西塘，却又难免与西塘擦．肩．而．过．。有的人知 

道，西塘不仅仅只是一渠水、一座桥、一篷小船或一些旧房子，更不是被杜撰、 

修改了很多次的 。于是，他们便在游览的流水线上格外用了些心思，四处看 

一看，找一找。无奈市声嘈杂、人潮如蚁，目光交错如麻，最后乘兴而来扫兴而 

归，也就自觉或不自觉地陷西塘于“其．名．难．副．”的怨诽之中。有一些人兴冲冲地 

到了西塘，抱着 与远方的亲人朋友“微”来“微”去，或随人流在一家挨一 

家的 里找一件儿工艺品，盘算着如何低价买下。还有一些人，要么在某知名 

景点偷偷刻下“某某到．此．一．游．”，要么就是拥着挤着争着抢着在古镇的水巷边、 

石桥头或一处刻着字的古宅前排队留影，希望自己的倩影在古镇背景的映衬下更 

加隽永美好。但是，很多人拍完 一看，人与景儿之间你是你我是我地分离着、 

隔阂着。而那些守候于观光必经 的本地人，常常以主人的 向外出租和出 

卖着西塘。他们中的一些人虽然每天背靠西塘，一颗心却不．舍．昼．夜．地悬于客人的 

背包和口袋之下。对他们来说，西塘不过是一个栖身和谋生的地点。 

然而， 

水巷两边的客栈是老房子，别致的木质雕花窗，通常都是敞开的。从窗  

去的是风和阳光；从窗里流溢而出的是各种各样 和色彩、各种各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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