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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二所选《离骚》一文的注
释有两处值得商榷，一处是“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
生之多艰”中的“民生”；一处是“固时俗之工巧兮，
偭规矩而改错”中的“改错”。按照课文注释，“民
生”被理解为百姓的生活；而“改错”被理解为改变
措施。

诗歌节选部分的打头一句就是“长太息以掩涕
兮，哀民生之多艰”，如果对这一句解释有误，就会
导致对诗歌叙事立场理解的错位，势必影响到读者
对《离骚》全诗（课文节选部分）的认识。课文注释

“民生”为百姓的生活，又道“一作‘人生’”。虽然谈
到了另外一种解释，但其先后关系依旧说明了编辑
很明显地倾向于“百姓的生活”这个翻译，而理解为

“百姓生活”对全诗而言是说不通的。《说文·民部》：
“民，众萌（氓）也。从古文之象。”本义是奴隶。什
么是氓？氓就是亡民，就是流亡的民。因为是“众
（萌）氓”，所以民者，即指氓这一类人，换句话说就
是流亡的那类人。稍加引申而言，民，就是（泛指意
义上的）人，正如我们现在所说的“人民”一词，是同
义复词，即人者，民也；民者，人也。

诚然屈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但是他所遭
受的忧患并不是来自于百姓不治，而是来自于个人
被排挤放逐。所以，《离骚》全诗的主要内容就是诗
人遭受了排挤，深感忧患，借香草美人表明自己的
高洁品质，最后强调自己不愿忍受委屈，而是要坚
持志向，甚至于“虽体解吾犹未变兮”注解①。因
而，诗歌主要写的是诗人自己或言诗歌主人公，而
非百姓，更没有直接关注到百姓的生活。

所以，《离骚》中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
多艰”一句中的“民生”的意思就是“人生”。这一结
论也可以推演到其他相关句子中，如“怨灵修之浩
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中的“民心”即“人心”，“民生
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中的“民生”即“（人
们的）人生”等。

第二个词是“改错”,教材中的注释也是值得商
榷的。原文 是“ 固 时 俗 之 工 巧 兮 ，偭 规 矩 而 改
错”。课文对“错”的注释是“通‘措’，措施”。我
们试将此句细加分析，所谓“时俗”即世俗，指的
是世俗风气，“工巧”的意思是投机取巧，故而前
一句的意思是“我们（屈原）所身处的世俗环境是
崇尚投机取巧的。”下一句“偭规矩而改错”中的

“规矩”即圆规和矩尺的并称，引申为规章制度。
现在的问题是，其中“改错”一词究竟该作何理
解，“错”字能否当“措施”来讲？我们究查“错”字
的源流演变可知，本字符的篆书字形有两个。又
可以写作“逪”、和“措”。《说文·金部》：“错，金涂
也。从金，昔声。”本义是用金属在刻出的花纹或
文字的凹槽中涂饰。《说文·辵部》：“逪，交错也。
从辵，昔声。”本义是交错。而写作“措”的时候，
读 cù,主要意思有：停止、放置、废弃。换言之，在“错”字本字和其他
字形中都没有“措施”这个意象。

也就是说，“偭规矩而改错”中的“错”不可以当“措施”的“措”讲。
那这一句如何理解才比较准确呢？我认为应该本照借字“措”（cù）的意
思理解，即同“措”（cù），意思当根据文本内容作“放弃”、“不用”讲。那
前一个“改”字就应该与“措”（cù）并列，作为谓语，它们共同的宾语是前
文所提到的“规矩”，也属于反复致意，与该句首字“偭”相近。因而“偭
规矩而改错”一句当理解为：违背规矩而任意改变、废弃（规矩）。这样
一来既符合“错”字的本义，对于诗歌理解也更为通畅。据上所述，课本
的注释“错，通‘措’”是望文生义，是不准确的。

（注解①：王逸《<离骚>序》：“《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
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

考场作文因其要面临阅卷打
分，故在整体结构和各部分设计上
有较为严格的要求，而一篇考场文
章到了阅卷人手里，最先入眼的便
是标题和开头，标题和开头决定了
阅卷人对此文主旨和语言文字水平
的考量，也就是常说的“第一印象”，
与得分的关系不可谓不密切。如何
让一个“好的开始”决定“成功的一
半”？通过下面的材料作文习作解
读，可窥知一二。

材料一：“非洲圣人”史怀哲在
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他远赴非洲
行医，不畏艰难险恶，创办丛林诊所
并竭尽所能为穷困黑人服务 50 年。
1953 年，以 78 岁高龄获得诺贝尔和
平奖时，史怀哲已经在全世界享有
崇高的声望。爱因斯坦说：“像史怀
哲这样理想地集善和对美的渴望于
一身的人，我几乎还没有发现过。”

材料二：前不久台湾中央大学
教授洪兰在一所大学医学院演讲，演
讲中提起20世纪顶有名的医师史怀
哲，问现场是否有人知道此人，然而
知道史怀哲及其事迹的寥寥可数。

材料一突显了两个旨意，一是史
怀哲为贫困的非洲黑人作了无私奉
献，他的崇高品质令人敬仰；二是史
怀哲获得的荣誉和赞美，他的影响
深远广大。材料二着力表现的是史
怀哲被当今一些青年人遗忘的事
实。两则材料在内容上形成了一定
程度的反差，在情感上给人造成了
错愕，而这种错愕带来的对“史怀哲

被遗忘”这个现实的反思与自省，恰
恰是本次写作的主导方向，那么学
生们是如何写作的呢？

（习作1）《默默无闻的美丽》：娇
艳的荷花在夏雨中尽情地摇曳身
姿，傲雪的腊梅在风霜中坚定地守
候信仰。在我看来，这些都不是最
美的姿态，唯有默默无闻地付出，才
是令人为之倾倒的美丽。

习作 1 对材料的理解显然有不
准确的地方，材料 1 告诉我们史怀
哲获得过诺贝尔奖，在全世界享有
崇高的声望，并且以爱因斯坦的赞
誉 再 次 肯 定 了 史 怀 哲 的 道 德 光
辉。所以用“默默无闻”来形容他
并不合适。

（习作 2）《论圣》：古往今来，有
很多人被称为圣人，诗圣、酒圣、武
圣……不胜枚举。那么何谓圣人
呢？我以为，在某一领域执牛耳者
可为圣，抑或一生无愧于人，无愧于
己者可为圣，而史怀哲，恰是二者结
合体，他是优秀的医生，是环境保护
的先驱，更是仁与爱的高标。

习作 2 不仅肯定了史怀哲是其
专业领域的杰出人才，更是道德领
域的丰碑式的人物，立足点与材料 1
一致，但是标题和开头都没有涉及
材料 2的内容，“史怀哲是圣人”这个
理解没有错，但材料 2提示了一个更
重要的信息：圣人被遗忘了。漏掉
这个信息，主题就过不了关。

（习作3）《对历史的遗忘》：滚滚
长江东逝水，流去的是旧时光里的

人与事，流不去的是亘古不变的历
史。然而现今却有如此多的人，选
择了用遗忘来面对如山脉般雄伟的
历史，这种闭目塞听的冷漠与麻木，
实在令人心寒。

习作 3 倒是针对冷漠与麻木带
来的遗忘作了旗帜鲜明的批判，但
对象是“历史”，这个概念远远大于
史怀哲其人其事，故仍不合适。

（习 作 4）《英 雄 被 淡 忘 的 时
代》：这是最快的时代，科技更新迅
如闪电；这是最慢的时代，心灵供
养断水绝源。在我们全力以赴建
筑科学、经济的大厦时，是否意识
到，关乎人类生存与进步的最重要
的道德殿堂早已根基不稳了呢？

“英雄”二字对史怀哲作了定
位，对应了材料一，“被淡忘”是说史
怀哲这个名字在当下许多人那里遭
受的待遇，对应材料二，这个标题让
我们读出了很明显的遗憾与不平，
情感导向与材料一直。开头以道德
问题为角度对当下时代作了质问和
批判，符合材料旨意。

（习作5）《莫忘领路人》：世界上
的许多地方都有持有伟大信念的
人，甘于牺牲自己的财富、心血乃至
生命，来为那些处于黑暗寒冷中的
人们带来光明温暖。伟人们用一生
的奉献为我们证明大爱的广博与美
丽，然而就在转瞬间，他们的光芒却
被无知和麻木吞噬了，他们的名字
与事迹，消失在众人木然的眼光中。

习作 5 的标题和开头都做到了
涵盖两则材料的内容，是非常谨慎
周全的处理方法，值得肯定。另外，
我们单独谈谈开头撰写的技巧，刚
才习作中的一些句子，如“用遗忘来
面对如山脉般雄伟的历史”“心灵供
养断水绝源”“关乎人类生存与进步
的最重要的道德殿堂早已根基不
稳”运用比喻手法，“他们的光芒却
被无知和麻木吞噬了”运用了拟人
修辞，或是场景化、镜头式的描写，
如“消失在众人木然的眼光中”，这
些写作手法能够化抽象为具体，并
为读者营造了比较丰富的视觉感
受，一来好看，二来好懂。

由此我们确定，标题务必做到
准确完整地表达材料旨意；开头除
理解、涵盖材料外，还应强化画面
感，力求生动吸引人。

在教学中，任何一个学生提出的问题或
者在考试试题中出现的问题都会对教师的
教学带来一定的影响。如果教师把这个问
题处理妥当，那么就会对教师的教学起到
一定的助推作用，这种作用是积极的，是向
上的。特别有利于教学的顺利进行，而且
学生也会从这样的教学中获取很多，学到
很多。反之，如果教师对于试题中存在的
问题以及学生所提出的问题置之不顾，则
会 对 教 学 产 生 诸 多 不 利 。 学 生 提 出 的 问
题，一般都是具有疑惑的问题，学生对于这
些问题求知若渴，如果教师能够把这些问
题给学生解答，那么就会极大地调动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一旦学生有了学习积极性，
在未来的学科学习中则会事半功倍。作为
教师，就要善于捕捉学生所提出的任何一个
问题，善于利用存在在我们教材中、试卷中、
日常生活中的诸多问题。

例如今年秋季开始，我国大部分地区都
有雾霾天气，雾霾天气是如何产生的？雾
霾天气有什么危害？如何防治雾霾天气？
这些问题，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如果

教师可以灵活应用这个材料，无论是否在
环境保护这个教学中都会对学生产生很重
要的影响，让学生了解到地理学是与生活
密切相关的。作为古城西安的我们，则可
以从西安所处的地形、气候类型等自然原
因以及人为原因出发探讨西安雾霾天气发
生的原因。西安地处关中平原，北部有黄
土高原，南部有秦岭山脉。这种盆地式的
地形，不利于污染物质的扩散，这样污染物
质就会集聚在关中盆地。秋冬季节，由于
风力较小，污染物质不易扩散，个别时间还
有逆温现象发生。空气对流不顺畅，就不
利于地面的物质扩散到其他地区。这是西
安雾霾多发的自然原因，但是我们知道雾
霾是水汽和一些污染物质的统称。如果没
有污染物质，则即使盆地地形，逆温弱风高
湿也不会有雾霾的发生。所以，就必须得考
虑到人的影响作用。据中科院的最近研究
表明，北京雾霾的污染源主要分为五类，分
别为工业污染源、交通污染源、农业污染源、
城市化污染源以及面源，前三种为主要污染
源。工业污染源主要来自于燃煤和燃油两

个过程。煤发电、炼钢以及其他与燃煤相关
的过程，都会伴随产生大量的硫，对大气造
成污染。其实，在我们知道了雾霾的成因之
后，就可以对雾霾进行防治。例如人工降
雨，例如给地面洒水，这些都有利于污染物
质从空中降落到地面，以防止物质的扩散。
与此同时还需要控制污染源，提高燃油的标
准。通过在课堂上把这些问题剖析之后，学
生会对发生在身边的雾霾有科学的认识，也
就能预测在什么时间段雾霾会是最严重的，
什么时间雾霾相对较轻，在什么时候应该去
户外锻炼。

每一次的考试都会有学生把讲过很多遍
的问题做错，针对这些经常做错的问题，作
为教师就要抓住这些问题，把这些问题深层
次剖析。通过剖析，也许我们会发现学生对
相关概念掌握不清楚，从而产生诸多问题。
例如，通过考试会发现学生对“峡谷”和“裂
谷”区分不明，学生对“北京时间”和“北京
的地方时”理解不清楚，对“离心力”和“地
转偏向力”的理解不清楚就会对一些河流地
貌的形成和发育理解不清楚。“离心力”和

“地转偏向力”是从对“凹凸岸”弯道环流的
认识开始的。在中学教学中，一般把地转偏
向力的功能发挥到无穷大。北半球水平运
动的物体向右偏，南半球水平运动的物体向
左偏。高中地理教材把地转偏向力的影响
渲染得很大，在人教版教材中就有如此一个
例子；崇明岛未来和会和哪一岸相连。如果
根据地转偏向力，长江在入海口的时候是向
右偏的，最终崇明岛会与长江的北岸相连。
但是查阅文献却会发现，地转偏向力并没有
如此大的能力。我们一直在说“长江三峡”、

“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科罗拉多大峡谷”
以及“东非大裂谷”，但是却很少说“长江三
裂”、“雅鲁藏布江大裂谷”、“科罗拉多大裂
谷”以及“东非大峡谷”。为什么呢？裂谷和
峡谷有什么区别？峡谷是流水侵蚀作用形
成的河流地貌，而裂谷则是板块张裂所形成
的。我们看到的峡谷大多都是流水侵蚀作
用形成的。长江三峡的形成是与长江的下
切侵蚀以及侧蚀作用导致的，科罗拉多大
峡谷是科罗拉多河的下切侵蚀以及侧蚀作
用形成的，而东非大裂谷则是地壳断裂形
成的。通过这个对比分析，就可以扫清学生
心目中的疑问。

总之，任何一个小问题都可以引发一个
思考，这个思考则会对教学，对思维的培养起
到一个特别好的导向作用。因此，要学会抓
住学生提出的小问题，生活中的小问题，试卷
中的小问题。一个小问题，背后蕴藏了一个
大道理。

不 放 过 任 何 一 个 问 题
邓先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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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作文标题设计与开头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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