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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学年中考语文一轮复习--阅读技法突破（散文类）

分析文章线索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版)有关要求:

在通读课文的基础上，理清思路，理解、分析主要内容，体味和推敲重要词句在语言环

境中的意义和作用。对课文的内容和表达有自己的心得，能提出自己的看法，并能与他人合

作，共同探讨、分析、解决疑难问题。

欣赏文学作品，有自己的情感体验，初步领悟作品的内涵，从中获得对自然、社会、人

生的有益启示。能对作品中感人的情境和形象说出自己的体验，品味作品中富于表现力的语

言。

线索是贯穿整个作品情节发展的脉络, 也是结构全文的脉络。它可以是某个人物、某个

事物,也可以是作者的情感、文章的事件,还可以是故事中的空间、时间等。阅读小说,抓住线

索是把握故事情节发展的关键。线索的目的是用来贯穿全文情节，把全文的人物、事件串联

起来，使作品浑然一体，结构完整严谨。

线索，指事情可寻的端绪、路径，或贯穿于整篇文章的思路、脉络等。在写作中，用一

根线把事件按一定顺序连起来，让这些材料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这根"线"就是叙事的线索。

1、文章的叙述线索是什么?设置这一线索有什么作用?

2、联系全文，简要分析“×××”在文章谋篇布局中的作用。

3、本文中“×××”事物在文中多次出现，有何作用？

4、文章选材众多，但不觉凌乱，请分析其中的原因。

5、请补充文中“我”对“×××”的感情变化。

6、本文有多条线索，请说出其中两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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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索是在文章中起连贯作用的，如果有了好的材料，再加上有使之连贯的线索，那么文

章就成为一串美丽的珍珠。在一篇文章里，事物发展的过程或作者所表述的思路，常常成为

贯串始终的一条线索。

读课文，抓住了线索，就容易掌握段落结构，领会中心思想。写作文时，抓住了线索，

就容易做到围绕中心，组织材料，使文章中心明确、条理井然，显得内容集中、脉络清晰。

●线索形式

线索是作者选择材料的准绳，是作者选择材料的脉络或描写、记叙的脉络。散文的线索一般

有以下几种常见形式。

①时间线：以事情的发展、时间的推移变化为线索。如《伟大的悲剧》。

②地点线：以空间方位的变化或地点转换为线索。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③人物线：以人物或人物特征为线索。如《背影》。以人物的行踪或见闻感受为线索。如

《孔乙己》中的“我”。

④事物线：以某一件具体的或有某种象征意义的事物为线索如《猫》以“猫”为叙事线索。

⑤事件线：以某一中心事件为线索。如《社戏》以看社戏为线索。

⑥感情线：以思想感情变化发展为线索。如《紫藤萝瀑布》以赏花、惜花、思花的感情变化

组织材料。

⑦景物线：以景物为叙事或抒情的线索。

⑧见闻线：以所见所闻为线索。如《故乡》以“我”回故乡后的所见、所闻、所感为线索。

⑨明暗两线：一般明线是事物或事件线暗线是感情线，如《藤野先生》鲁迅与藤野先生的交

往是明线,鲁迅先生的爱国主义感情是暗线。

●概括文章线索

（一）设问方式：

①请补充文中“我”对“xx”的感情变化。

②本文有多条线索，请说出其中两条。

（二）答题思路：

①关键句“线”：注意开头句、结尾句、议论句、抒情句、中心句。

②反复出“线”：注意文中反复出现的事物、词语和句子。(物线、事线)。

③标题看“线”：很多文章标题会揭示线索或包含线索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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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以情导“线”：注意文中表达作者思想感情变化的词句。

⑤时空连“线”：注意表示时间变化、地点转移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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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文体隐“线”：叙事散文常以中心人物或事件的发展变化为线,游记散文常以游踪为线,抒

情散文常以情感为线。

（三）答题模板

文章以 xx（事物、人物、事件、思想感情的变化、时间推移、空间变化、所见所闻）为线

索。

●线索的作用

（一）设问方式

①本文“xx”事物在文中多次出现，有何作用?

②文章选材众多，但不觉凌乱，请分析其中的原因。

（二）答题模板

①xx 线索贯穿了全文的脉络，把文中的人物和事件有机连在一起，使文章条理清楚、层次

分明。

②明线是……，写了……内容；暗线是……，写了……内容。这样双线并行，相辅相成，具

有深化主题的作用。

（2024·安徽·中考真题）阅读下面的文字，回答问题。

山中的小草

郭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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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或许和年龄有关吧，我越来越喜欢回到乡村，望一望那巍峨的山峰，看一看那沟沟

梁梁中错落的农舍，摸一摸身边的一草一木，疲惫顿消，心生愉悦。

②太行山是雄伟的，也是温柔的，如一位历经沧桑的母亲，包容万物。一片片白杨林、

柳树林、松柏林交织在一起，还有林中高高低低的灌木丛，以及低矮的小草，都生长在大山

的怀抱里。大山无声，默默地哺育着草木；草木无言，静静地供养着山里的动物。

③每当走在山中，我总喜欢俯下身子，去观察一株株小草。任微风从耳边吹过，小鸟

在头顶欢唱。草木香混合着泥土的芳香，吸几口，如饮佳酿。

④在太行山里，每一株草都有自己的名字。山里的孩子从小就进山识草木。在孩子眼

里，草木是伙伴。在大人眼里，草木是宝贝，可以作为餐桌上的美食、家畜的饲料，更可成

为医治疾患的“救命草”——它们不仅为苍山披绿，也曾在漫长的岁月里救过山里人的命。山

里人代代相传，口口相授，对各种草木的习性和作用如数家珍。

⑤记得很小的时候，我就跟在父亲身后上山采中草药。我最先认识的是黄芩，我喜欢

它的向阳而生。除了喜欢阳坡外，黄芩似乎不再择地，荒石缝隙，道路旁边，只要有一点泥

土就能生长。根茎深埋泥土，春天生出新芽，细小的躯干慢慢抽出。农人们懂得，此时的黄

芩格外娇嫩，走过之时脚步会变得缓而轻，生怕把它踩疼。到了七八月份，它细长的躯干会

高高上扬，如柳叶般的叶子在躯干两边展开，顶端开出紫色的小花，随风摇曳，很是漂亮。

黄芩的根能入药，味道很苦，有清热、泻火、解毒的作用。山里人在挖黄芩的时候很讲究，

比如发现成片的黄芩，会选一些年长的挖走，留下年幼的继续生长。

⑥小柴胡似乎有点调皮，喜欢往灌木丛里钻，仿佛在和农人捉迷藏。不过它散发出的

特殊香气总会暴露它的存在。这种植物在春天里很容易被发现，因为上一年的枯枝还未腐朽，

懂它的人一眼就可认出。不过太行山里的农人不会在春天挖小柴胡，那样会遭到乡亲们的数

落。小柴胡的叶子同样细长、秀丽，春生夏长，开出的小黄花香气四溢。小柴胡的根细长，

多用于治疗感冒发热等。山里人偶感风寒，抓一把小柴胡，再配几根大葱的根，熬水喝，晚

上出一身透汗，第二天便又精神焕发。

⑦益母草的性格则比较外向，田埂旁，小路边，它总喜欢与灌木比高低，长得很是旺

盛。仿佛春来它先知，嫩小的新叶迎春破土，生长很快。进入夏季，远远望去，挺拔的个头

开满了粉红色的小花。花开两三天后，就是采收最好的时候。选一个晴朗的天气，用镰刀齐

地割下地上部分，留下的根来年又会旺长。采回后，稍作晾晒，清洗干净，母亲会将益母草

分段，然后在一口大砂锅里熬，边熬边搅拌。最后过滤掉枝叶，再接着熬，直到熬成膏状，

放入罐里，待入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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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每一次回乡，我总会走进山里，去看看这些草木，就像是去拜访一个个交情甚厚的

老友。初春的风在苍茫的群山中、空旷的原野上奔跑，苏醒的小溪一路迈着轻盈的脚步边走

边唱。背阴处偶有残雪待融，雪面上有山鸡、野兔走过，爪印如盛开的花朵。沉睡了一个冬

天的老桃树、大柳树，枝条上已有新芽冒尖，让人惊喜。此时大地之下，成群结队的小草闻

风而动，枯枝败叶中孕育着新生。阳坡上的黄芩，灌木丛中的小柴胡，田埂边的益母草，点

点嫩芽已经在解冻的泥土中萌生。我轻声唤着它们的名字，微风中，它们纷纷点头应答……

（选自《人民日报》2024 年 3 月 22 日，有改动）

文章线索明晰，首尾呼应，请结合全文加以分析。

【答案】①文章以“山中的小草”为线索贯穿全文，文章先总写山中的小草，然后重点写三

种小草，最后合写山野、小草，井然有序，层次分明。②开头“我越来越喜欢回到乡村”“摸

一摸身边的一草一木”和结尾“每一次回乡”“去看看这些草木”相呼应，结构完整，浑然一体。    

【解析】本题考查记叙线索和首尾呼应。解答记叙线索时需要梳理文章的层次脉络，找出文

章的线索，线索能使文章条理清楚，层次清晰。解答首尾呼应时，应具体找出文首哪句与文

尾哪句照应，前后照应使情节完整，结构严谨，中心突出。按照答题规范术语作答，言之有

理即可。

根据第①段“我越来越喜欢回到乡村，望一望那巍峨的山峰，看一看那沟沟梁梁中错落的农

舍，摸一摸身边的一草一木，疲惫顿消，心生愉悦”可知，作者开篇就说想想“摸一摸身边的

一草一木”可知，作者要写的是家乡的“草木”；

据第②段“大山无声，默默地哺育着草木；草木无言，静静地供养着山里的动物”，③段“草

木香混合着泥土的芳香，吸几口，如饮佳酿”可知，本文①—③总写山中的小草令“我”心生

愉悦，如饮佳酿；

根据第④段“在太行山里，每一株草都有自己的名字”，⑤段“记得很小的时候，我就跟在父

亲身后上山采中草药。我最先认识的是黄芩，我喜欢它的向阳而生”，⑥段“小柴胡似乎有

点调皮，喜欢往灌木丛里钻，仿佛在和农人捉迷藏”，⑦段“益母草的性格则比较外向，田

埂旁，小路边，它总喜欢与灌木比高低，长得很是旺盛”可知，④—⑦写山里人对各种草木

的习性和作用如数家珍，重点写了黄芩、小柴胡、益母草三种山中小草；

根据第⑧段“每一次回乡，我总会走进山里，去看看这些草木，就像是去拜访一个个交情甚

厚的老友”可知，第⑧段写“我”每次回乡总会走进山里看看这些草木，就像拜访老友，总结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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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本文有两条线索，明线是“山中的小草”，暗线是“我”对山中的小草的喜爱之情，

使文章条理清楚，层次清晰。

开头“我越来越喜欢回到乡村”“摸一摸身边的一草一木”和结尾“每一次回乡”“去看看这些草木”

相呼应，使文章结构严谨，中心突出。

（2024·山东滨州·模拟预测）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下面小题。

洒满阳光的晒谷场（节选）

洪忠佩

①稻田收割谢幕，便迎来了晒场的开场。

②等母亲用筐箩把稻谷担到晒场时，晒场上已经很热闹了。通常，像担谷这些重体力

的事，在村里都是男人做。可父亲常年在外地工作，这些活儿就只能落在母亲肩上。

③割禾抢时，晒谷抢天。此刻，村里人一个个在晒场上忙得不亦乐乎。有人在驮晒簟，

有人在抬风车。和我年龄相仿的少年也不闲着，扛扫帚，扛谷耙。

④一床一床的晒簟铺展开来，如划了线般整齐。晒簟是篾片编织的，铺开的面积有两

块露天电影幕布拼接起来大小。家家户户将笸箩里的稻谷倒在晒簟上，用谷耙呼啦呼啦地耙

开耙匀，整个晒场在阳光下，似是淌金一样。母亲站在晒簟边，一手攥住笸箩的箩沿，一手

使劲拍着箩底，生怕还有稻谷粘在笸箩之中。

⑤午后阳光明晃晃地刺眼。偏偏母亲在这个时候要我和她一起去晒场耙谷翻晒。我晒

蔫了，想悄悄溜走，结果被母亲拦住。她抚着我的头说：“眼下农忙，你去看看村里哪个小

孩不 帮父母搭把手？”

⑥看到母亲满头大汗，我没有作声。

⑦尽管民谚说，天上鱼鳞斑，晒谷不用翻。但母亲还是交代我用谷耙去翻晒，上午、

中 午、下午各一次，至于稻谷是否晒得干燥，全凭母亲的经验。接近傍晚时，母亲会从晒

簟里抓一小撮稻谷，放在掌心搓一搓，接着拿起一粒放进嘴里，“咔嚓”一声把谷粒咬碎，只

见她满意地笑道：“晒干了，饱满着呢。” 

⑧呼呼呼，风车迎风转动。母亲身材瘦小，需要踮起脚尖，才能把笸箩里的稻谷倒进

风车的漏斗里。风车过滤掉混在稻谷中的稗子与杂质。母亲捶着腰说：“今年接春接得好，

冷浆田里收成好。忙点累点算什么，有收有晒就是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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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暮色里，炊烟在鳞瓦的屋顶上升起，母亲还要忙着把晒干的稻谷归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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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这一夜，母亲再辛苦也要炒上一锅谷花。随着灶里的柴火燃起，铁锅的温度升了上

来，母亲用木铲铲些稻谷倒在锅里爆炒，像变戏法似的，就有了一锅爆谷花。然后，用竹筛

筛去谷壳，加上一勺红薯糖，抑或蜂蜜，那种香甜足以让一家老少暖心。

⑪翌日清晨，雾霭在山间缭绕，村里鸡犬相闻，又是一天村庄生活的开始。母亲比啁

啾的鸟儿还早。她在菜园里已经摘了一篮豆角，说是趁天气晴好赶着去焯水晒。

⑫一个晒场，盛放着一个村庄。在山里村庄，晒场宽阔、平整。一年四季，轮番晒出

的，不仅是稻谷，还有油茶籽、豆角、辣椒、黄豆……夜晚，偶尔也有露天电影和戏班登场。

乡亲在晒场上一边看戏一边聊天……

⑬一晃，过去好些年了。那些年，田野与晒场不仅磨砺了我的肩膀和耐力，也让我明

白了一个道理——那一家一户的炊烟，是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

⑭梯田中的有机稻谷，金灿灿的，又将迎来一年的丰收季。我仿佛闻到了田野收割的

气息，以及稻谷与阳光的味道。刹那间，家乡田野与晒场上经年的往事奔涌而来。母亲笑着

说：“九成开镰，十成进仓。有梦想，就有奔头。”农家田地上的事物，收藏的都是满满的阳

光。

1．本文以“稻谷”为线索展开叙述，理清文脉，在横线上填写相应的内容。

晒场晒谷→①      →筛选稻谷→②      →锅爆谷花

【答案】 耙谷翻晒     稻谷归仓

【解析】本题考查文章内容的理解和概括。

第一空。根据文章第④段“一床一床的晒簟铺展开来，如划了线般整齐。晒簟是篾片编织的，

铺开的面积有两块露天电影幕布拼接起来大小。家家户户将笸箩里的稻谷倒在晒簟上，用谷

耙呼啦呼啦地耙开耙匀，整个晒场在阳光下，似是淌金一样。”可以概括出稻谷在晒场上的

初步处理——耙谷翻晒，确保稻谷均匀干燥。填入“耙谷翻晒”。

第二空。根据文章第⑨段“暮色里，炊烟在鳞瓦的屋顶上升起，母亲还要忙着把晒干的稻谷

归仓。”可以概括出筛选稻谷之后的步骤——稻谷归仓，将干燥且纯净的稻谷收入仓库，为

将来的使用做准备。填入“稻谷归仓”。

2．按要求赏析下列句子。

①那些年，田野与晒场不仅磨砺了我的肩膀和耐力，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那一家一

户的炊烟，是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赏析加点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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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接近傍晚时，母亲会从晒簟里抓一小撮稻谷，放在掌心搓一搓，接着拿起一粒放进嘴里，

“咔嚓”一声把谷粒咬碎，只见她满意地笑道：“晒干了，饱满着呢。”（从人物描写角度进行

赏析）

                                                                               

【答案】①磨砺本义指人经受磨炼或锻炼，文中指我跟着母亲在田野与晒场里间辛勤的劳作。

赞美了劳动人民的勤劳和质朴，也蕴含着美好生活是劳动创造出来的这个道理。

②运用了动作、神态、语言描写细致生动地刻画了母亲通过用嘴咬稻谷来判断稻谷是否晒干

的情景，表现了母亲农事经验的丰富和对稻谷丰收的喜悦。

【解析】本题考查词句的理解和赏析。

①“磨砺”在这里是一个具有深刻内涵的动词，它原本指的是通过不断的磨练使物体变得锋

利或光滑，引申为人在经历困难、挫折后变得更加坚强和成熟。在文章中，这个词被用来形

容“我”在田野与晒场中的劳作经历。通过参与这些繁重的农活，“我”的肩膀和耐力得到

了锻炼和提升，变得更加健壮和持久。更重要的是，“磨砺”还暗含了更深层次的含义。它

不仅指身体层面的锻炼，更是指精神层面的成长。在劳作的过程中，“我”逐渐领悟到了生

活的真谛和劳动的价值，明白了那些袅袅升起的炊烟，其实是源自于对土地的辛勤耕耘和付

出。这种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生活，充满了真实和质朴，让人深感敬畏和感激。因此，“磨

砺”一词在这里不仅生动地描绘了“我”在田野与晒场中的劳作经历，还深刻地揭示了劳动

对于个人成长和领悟生活真谛的重要性。

②这个句子通过细腻的动作、神态和语言描写，生动地展现了母亲检验稻谷是否晒干的情景。

首先，母亲从晒簟里抓出稻谷，这个动作既体现了她的熟练和自信，也暗示了她对稻谷的关

心和珍视。接着，她将稻谷放在掌心搓揉，这个动作进一步展现了她的细致和认真。然后，

她拿起一粒稻谷放进嘴里，用牙齿咬碎，这个细节描写不仅增强了画面的生动性，也突出了

母亲对稻谷质量的严格把控。最后，母亲满意地笑道，并说出“晒干了，饱满着呢”的话语，

这既是对自己劳动成果的肯定，也是对丰收喜悦的表达。整个句子通过一系列连贯的动作、

生动的神态和朴实的话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勤劳、能干、细致且充满喜悦的母亲形象。同

时，这也体现了作者对母亲辛勤付出的敬意和感激之情，以及对农村生活的深刻理解和热爱。

3．请结合文章具体事例，分析母亲这一人物形象。

                                                                               

【答案】勤劳淳朴，热爱劳动；善于教导孩子；重视劳动过程，珍视劳动成果。



试卷第 9 页，共 2 页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解析】本题考查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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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文章第②段“通常，像担谷这些重体力的事，在村里都是男人做。可父亲常年在外地工

作，这些活儿就只能落在母亲肩上。”可以概括出母亲勤劳坚韧的特质。即使面对重体力活，

她也没有怨言，而是默默承担起责任，展现了她的坚强和毅力。

根据文章第⑤段“午后阳光明晃晃地刺眼。偏偏母亲在这个时候要我和她一起去晒场耙谷翻

晒。我晒蔫了，想悄悄溜走，结果被母亲拦住。她抚着我的头说：‘眼下农忙，你去看看村

里哪个小孩不帮父母搭把手？’”可以概括出母亲善于教导孩子。她不仅自己勤劳，还教育

子女要尊重劳动，帮助父母分担家务，体现了她作为母亲的智慧和责任感。

根据文章第⑦段“接近傍晚时，母亲会从晒簟里抓一小撮稻谷，放在掌心搓一搓，接着拿起

一粒放进嘴里，‘咔嚓’一声把谷粒咬碎，只见她满意地笑道：‘晒干了，饱满着呢。’”

可以概括出母亲重视劳动过程并珍视劳动成果。她对稻谷的仔细检查，以及满意的笑容，都

体现了她对劳动成果的珍视和对劳动过程的重视。

综上所述，母亲这一人物形象在文章中通过不同段落的描写得到了全面而深入的展现，她勤

劳坚韧、善于教导孩子，同时重视劳动过程和珍视劳动成果，是一位令人敬佩的劳动妇女形

象。

4．文章以“洒满阳光的晒谷场”为题目，有哪些妙处？

                                                                               

【答案】①交代文章的主要内容，写出了农民赶晒粮食的忙碌与辛劳。②点明了文章的中

心，赞美了农民勤劳的品质，抒发了他们丰收的喜悦之情。③“晒谷场”是文章的线索，贯

穿全文，使文章条理清晰，结构严谨。④“阳光”象征了希望，“洒满阳光”也象征着对生

活积乐观的态度。

【解析】本题考查标题赏析。

“洒满阳光的晒谷场”揭示了文章主要内容，写村里人一个个把稻谷担到晒场晾晒的事。天

气尚炎热时去晒谷，体现他们的辛劳与不易。

文章以时间为顺序，以“洒满阳光的晒谷场”为线索组织材料，回忆了“我”和母亲在晒谷

场做的几件事，从担谷子，到晒谷子，翻谷子，过滤，归仓，再到晒豆角。全文思路清晰，

结构完整。

“晒谷场”，在文中反复出现，推进故事发展，彰显人物形象，突出主旨，赞美了父老乡亲

们勤劳淳朴，热爱劳动的品格，表达他们丰收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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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洒满阳光”寓意勤劳的人们用辛勤的双手创造着美好的生活，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是乐观

向上的，他们的生活是幸福的。

5．统编版语文教材在自读课文后总会有相应的阅读提示，为学生自读文本提供方法与思路。

请你从主题思想或语言表达方面为本文写一段阅读提示，帮助同学们更好地理解本文。

示例：《台阶》用第一人称叙述了“我”父亲与台阶的故事。对父亲来说，台阶既是他

的物质期待，更是他的精神追求。当父亲用汗水和辛劳终于砌成了向往已久的台阶后，他却

处处感到“不自在”，感到从未有过的空虚和寂寞。

                                                                               

【答案】示例一：主题思想：本文围绕着晒谷场记述了母亲一生劳作的故事。晒场上活跃着

母亲担谷、耙谷、归仓的身影，展现出母亲的勤劳能干、劳动经验丰富、对生活充满热情和

信心。寻常的晒谷场承载着母亲和所有劳动人民质朴的梦想、美好的期许与向往。

示例二：语言表达：本文语言平实自然，生活气息浓厚。母亲拍笸箩、“我”用笸箩遮阳、

母亲将稻谷倒入风车漏斗、母亲爆谷花等叙述的语言自然亲切，散发着浓浓的生活气息；

“家家户户将笸箩里的稻谷倒在晒簟上，用谷耙呼啦呼啦地耙开耙匀”“呼呼呼，风车迎风

转动”中的“呼啦呼啦”“呼呼呼”等拟声词，仿佛将读者带入了乡亲们耙谷、滤谷时繁忙

热烈的劳动场面中；引用谚语“割禾抢时，晒谷抢天”“天上鱼鳞斑，晒谷不用翻”，使语

言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增强了文章的生活气息。

【解析】本题考查内容主旨的理解、拓展应用。

题干要求为给定的文章写一段阅读提示，目的是帮助同学们更好地理解这篇文章。阅读提示

应包含对文章特色的点评、提供合适的阅读方法以及引导学生关注文章的重点内容。这需要

我们首先分析文章的主题、结构、语言风格等，然后据此编写一段精炼的提示。

示例：本文是一篇充满生活气息和深刻哲理的散文，作者通过对稻谷从晒场到归仓的劳作过

程的细腻描写，展现了农村家庭的勤劳与快乐。文章语言朴实自然，情感真挚动人，不仅让

读者感受到了劳动的美好，更引导我们深入思考生活的真谛。阅读时，建议同学们注意体会

作者对劳作过程的细致刻画，感受其中蕴含的情感与哲理，同时学习如何通过日常生活细节

的描写来表达深刻的主题。

（2024·海南海口·三模）阅读下面选文，完成各题。

杨柳春风过晓园

徐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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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我认识袁晓园先生，是在 1982年秋。她从北京饭店打来电话，邀我小坐。师父袁

鹰告诉我，她的四妹是《新儿女英雄传》的作者之一袁静，等等。这一切均不重要，袁先生

本身就是一个传奇：她是现代中国第一位女税务官、第一位女外交官，且精通国学，诗词均

有佳作。袁鹰嘱我：“多听、多征求她对国学的意见，请她为《大地》赐稿。”

②我怀着有点儿胆怯和好奇的心情走进袁先生的客厅时，看到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着

红色绸缎上装、满面笑容的老人。她一边为我泡茶，一边说：“我们是邻居。”这一句话让我

顿时轻松了很多。当时人民日报社在王府井，离北京饭店只有一箭之遥。“还是近邻。”袁先

生又说，“远亲不如近邻哪！”

③和袁先生相对而饮时，我先转达了袁鹰的问候。她说：“我是袁鹰的老读者。我也

常读《大地》副刊，能感到一种新的时代气息，以及国学意蕴，我希望能读到更多美文。”

④茶过三巡，我们喝起了咖啡。她说：“对流落海外的中国人来说，咖啡是由芳香包

装的苦涩，是背井离乡者的心语。我是喝‘中国树叶’（外国人对中国茶的统称）长大的。

从小就见父亲陪客人喝茶，我总会凑热闹喝一杯。久而久之，茶就成为记忆的味道，心香一

缕。咖啡，尤其是意大利咖啡芳香浓郁，入口却不能入心。现在茶叶、咖啡并举，也算是中

西文化结合吧？”说完，先生笑着，笑得天真而优雅。

⑤袁先生是家中长女，从小叛逆。18岁时恰逢五四运动爆发，便对父母说：“你们‘关’

了我 18年，现在可以让我出门了吗？”她父母知道“关”不住这个执拗的女儿，便放她孤身一

人独闯上海滩去了。这一走：她就开始了独特而绚丽、艰辛而漂泊的人生。

⑥3天后，袁鹰请袁晓园吃饭，在淮扬菜馆。狮子头上桌，袁先生一尝，眉开眼笑：“乖

乖隆地咚，地道家乡味！”这一声“乖乖隆地咚”，引来邻桌客人的注目。望着这位服饰鲜丽、

略施淡妆的白发老太太，有评论轻声传出：“大家闺秀。”“格格出身。”“江北人。”袁先生笑

着轻声说：“只有江北人是对的。”袁鹰是淮安人，与袁先生攀起了老乡。饭后又要了龙井茶

饮，尽兴而归。我送袁先生到北京饭店，袁先生告诉我不久后她要南下，如出行前有空小聚，

她想请我们吃四川馆子。回到报社，袁鹰要我记得预订四川饭店，并知会袁先生。

⑦后来，我们在四川饭店落座，袁先生对四川饭店的来历一一道来，俨然一个从胡同

里出来的“老北京”，我却是茫然不知。袁鹰也感到惊讶：“您几十年身在国外，我几十年住

在北京，真是自愧不如了。”袁晓园先生说：“我每天读大量的中文报刊，除对汉字情有独钟

外，也喜爱中国美食。在美国听朋友说四川饭店有一道菜‘汤汁浇锅巴’，锅巴脆而鲜，很

好吃，我就尝试着煮米饭做锅巴。家里有各种不锈钢饭锅，可以把米饭烧糊却做不出锅巴来。

我们都笑了。吃到酸甜酥脆的锅巴，袁先生叫好，把厨师也引来了。厨师告诉她：“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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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铁锅才能烧出锅巴。”袁先生说：“我要背口铁锅回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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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吃饭，都是袁鹰请客，他不让袁先生付账，开玩笑说：“这家店不收美元。”

⑧自此一别，便到了 1982年年底。我收到了袁先生寄来的第一张贺卡，落款为“袁晓

园作于京邸一九八二年岁暮”。我猜想，先生当时已在北京购置宅邸，否则何来“京邸”？

⑨袁先生似乎特别喜欢北京的春天。1984 年 4 月，我陪袁先生在中山公园看花展后，

在来今雨轩小坐。她说：“只要不是风沙天，你在北京走走，大街小巷都有迎春。有的是大

片，有的是三两枝，在灰色四合院院墙的一处墙角吐蕊……”她问我：“你熟悉来今雨轩吗？”

我说：“艾青先生及夫人访美回国，我曾邀与艾青交好的几位文友，在来今雨轩设宴欢迎。

另外，读《饮冰室合集》，知道……”袁先生稍作沉思，说：“梁任公和艾青，都是我一生崇

敬的名人。年轻时就崇敬戊戌六君子和康梁，《少年中国说》是我心中的号角。”她又说，

艾青的《我爱这土地》，是她在海外漫长的岁月里常常朗诵的诗。于是，我们相约两天后去

拜访艾青。

⑩1984 年，我收到了袁先生的第二张贺卡，贺卡上写有她的 4首诗词。袁先生的诗词

有古典韵味而不泥古，朴素清雅、易读易懂，其中不乏佳句。如“万木轻披绿叶”一句中，一

个“轻”字，写尽了春天到来时的润物无声——植物轻轻地长出新叶，轻轻地披上绿色。因为

“轻”而有美，有爱，有动感，有文采。

⑪1985年袁先生回国定居，其间有个小插曲。她前往美国驻华大使馆，用标准的英

语询问该如何办理放弃美国国籍的手续。接待她的文化参赞一脸惊讶地说：“袁女士，我没

有听错吧？”“没有！我要放弃美国国籍加入中国国籍，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余生为中国服

务。”“你可以再想想。”“我想了几十年了。”

⑫袁先生回国定居后，开心地说：“我不仅有中国心，还是有中国国籍的中国人，人

生至此圆满！”

⑬袁先生曾在联合国任职，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而自豪。她告诉我：“只有对

汉字心怀敬畏，对中国古文化心怀感激地去学习、钻研，由字而词、而句、而文，才能做好

诗人，写好文章。”

⑭后来，我因工作调动，与袁先生失去了联系。常常回想袁先生的风采及贺卡上的细

节。小聚时，袁先生还一时兴起和我对过对联。她出上联“雨雪浪迹归人”，我对以“杨柳春

风晓园”。还有一次，她甩出一词“不周山”，我情急之下无奈以“袁晓园”对之。袁先生拊掌

笑曰：“意相近也。”

⑮2003年 11月 17日，袁先生安详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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⑯大雪时节，我翻检旧物时，袁先生的几张贺卡赫然出现于眼前，温情涌动。前一天

夜里风声呼啸，吹落了大树小树上所剩无多的叶子——冬之讯息也，而春的气息也愈来愈近

了。前行，不远处便将是杨柳依依、迎春撒金、玉兰开放的早春。是夜，仰望夜空，我问星

河：“我有贺卡，投向何方？”

（选自《光明日报》2024 年 1 月 5 日，有删节）

6．请认真阅读全文，概括“我”与袁先生交往中的三件事。

                                                                               

【答案】①1982 年秋，袁先生打电话邀“我”小坐。②“我”去拜访袁先生，她和蔼可亲。

她和“我”喝茶、喝咖啡。表现出对中国茶的喜爱。③袁鹰请袁先生吃饭，袁先生表现出对

地道家乡味的喜爱。吃完饭“我”把她送回住处。④袁先生回请袁鹰和“我”，席间，她谈

及四川饭店的来历和试做川菜“汤汁浇锅巴”。⑤1982年年底，“我”收到袁先生寄来的

贺卡，落款中说“作于京邸”。⑥1984年 4月，“我”和袁先生看花展后，在来今雨轩小

坐，相约去拜访艾青。⑦1984年，“我”收到她的第二张贺卡，上面写着 4首有古典韵味

的诗词。⑧袁先生告诉“我”，要对汉字有敬畏之心，学好中国古文化才能写好文章。（写

出三件事即可。）    

【解析】本题考查内容概括。文中写了“我”与袁先生交往中的多件事，概括出其中三件即

可。

根据①段“1982年秋。她从北京饭店打来电话，邀我小坐”，可概括为：1982年秋，袁先

生打电话邀“我”小坐。

根据②段“我怀着有点儿胆怯和好奇的心情走进袁先生的客厅时，看到的是一位白发苍苍、

着红色绸缎上装、满面笑容的老人”至④段“先生笑着，笑得天真而优雅”，可概括为：

“我”去拜访袁先生，她和蔼可亲。她和“我”喝茶、喝咖啡。表现出对中国茶的喜爱。

根据⑥段“袁鹰请袁晓园吃饭，在淮扬菜馆。……饭后又要了龙井茶饮，尽兴而归。我送袁

先生到北京饭店”，可概括为：袁鹰请袁先生吃饭，袁先生表现出对地道家乡味的喜爱。吃

完饭“我”把她送回住处。

根据⑦段“我们在四川饭店落座，袁先生对四川饭店的来历一一道来，俨然一个从胡同里出

来的‘老北京’……在美国听朋友说四川饭店有一道菜‘汤汁浇锅巴’，锅巴脆而鲜，很好

吃”，可概括为：袁先生回请袁鹰和“我”，席间，她谈及四川饭店的来历和试做川菜“汤

汁浇锅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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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

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928103047143006134

https://d.book118.com/9281030471430061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