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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站在远处看见了故乡的桥

【诗歌原文】

我站在远处看见了故乡的桥。

我看见桥上的风吹来吹去

但桥上的风，不是风景。

桥上的行人大都与附近的村庄

有关，他们走在桥上

就像桥走在河上。他们

比风具体，是桥的半个主人

他们追不上汽车，也不想

追赶汽车。我站在远处

看见了故乡的桥，石头的

缝隙，藏着昆虫的歌

夜晚降临，桥上安静而又隐秘

黑暗中的安静和隐秘

仿佛河水，不紧不慢地

流淌，仿佛不曾存在。

我站在远处看见了桥上的

徘徊者，一个少年

把故乡承载不了的命运

背在身上：他心中的

风，呼呼地刮着

他要与心中的风一起飞翔。 

— 王夫刚，2004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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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导 题

请分析诗歌中的核心意象及其作用。

【诗歌分析】

风吹向哪里就去哪里
—诗歌《我站在远处看见了故乡的桥》赏析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讲的是一个人无论走到哪里，心里总眷恋着故乡。

《我站在远处看见了故乡的桥》正表达了这样的一种游子情怀。当外部世界的繁华和诱

惑像风一样吹进了故乡小村，年轻人都离开了它。但是，他们虽身在远方，却能透过

空间和时间上的距离看见故乡 ：故乡出现在模糊的记忆中，出现在依稀的梦里，那里

有他们的父老乡亲、儿时痴迷的游戏，以及年少时怀揣梦想的自己。

这是一首充满感情的诗。诗中的核心意象“桥”连接了那些被寄予了独特故乡色

彩的事物，使情与物相随、物伴事变化，将抒情与叙事结合了起来。“桥”是沟通小村

与外面世界的一条纽带 ：当“我”离开家乡时，最后看见的景物就是通向外面的桥 ；

而当“我”回到家乡时，第一眼看见的，也是“故乡的桥”。在诗中，看见了桥就看见

了自己和故乡之间的联系，看见了与故乡母亲之间的那根无形的脐带。“桥”这个意象

饱含着“我”的感情，而把“桥”放在叙事中，叙事本身也就有了情感。

同时，诗歌中的关联意象“桥上的行人”与“我”的故乡有关，就和“我”产生

了联系。身在远方的“我”看见“桥上的行人大都与附近的村庄 / 有关，他们走在桥

上 / 就像桥走在河上”。“行人”“附近的村庄”是“我”的父老乡亲，是童年的玩伴，

是亲朋好友，是能让“我”想起那些曾经温暖的时光的人与事。在这里，人与桥、桥

与河产生了微妙的关系 ：“河”是“村庄”与外界之间的隔阂，而“桥”搭建了连通的

可能，“桥走在河上”意味着“桥”把“村庄”和小村里的“少年”带出了千百年的闭塞，

是他们乘风起飞的地方。所以，“我”的感情投射，通过以“桥”为核心及围绕周边的

系列关联意象作为载体，贯通并且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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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乡的桥”建立了一种清晰的镜头感。“看见了故乡的桥，石头的 / 缝隙，藏着

昆虫的歌。”这处富有画面感的描画，恰似电影镜头由远而推近 —先看到了“故乡

的桥”，然后是桥上的“石头”，到石头的“缝隙”，推近到缝隙里的小小“昆虫”，

再听到“昆虫的歌”。只有孩子才会去扒开石头捉缝隙中的小虫，而这乡村孩童平凡生

活中的细节，顿时造就一股存活在记忆之中浓浓的童趣意味扑面而来。“我”对故乡童

年生活的强烈思念不言而喻，都随细节跃然纸上。

最后，“故乡的桥”建立了一种和现实的差异与对比。尽管故乡千般好，但是村庄

中的人们“他们追不上汽车，也不想 / 追赶汽车”“黑暗中的安静和隐秘 / 仿佛河水，

不紧不慢地 / 流淌，仿佛不曾存在”，不思追赶，隐秘且缓慢，一如黑夜中的河水。作

为沟通着外面世界与古老村庄的“桥”，桥上的风带来新生活的新信息、新气象，村庄

生活的停滞不前和向往外面世界的“我”形成巨大的反差。背负改变家乡落后现状的

梦想的“我”，选择乘风起飞离开家乡，最末几行诗句彰显的昂扬向上的情感基调，给

人以鼓舞，给人以期待和希望。 

“我站在远处看见了故乡的桥”，那么，远处有多远？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诗人并没有在现实中看见故乡的桥，不过是在千万里之外的他乡，隔着数十年的时间

怀念故乡的物与景、人与情。桥也许不在了，但它会因为怀念而出现在“我”的心中

或梦里，给人温暖和慰藉，给人前进的动力。时代的风吹到哪里便去哪里吧，那繁花

似锦的他乡，理想实现的地方，何尝不是另一故乡呢？

点 评

《我站在远处看见了故乡的桥》属于一首主题常见、怀旧情感浓郁的诗歌，

考生在考试现场理解诗歌基本含义没有太大的障碍。无论是考生理解的“故乡”

概念上的时间和空间距离，还是现实与记忆空间，亦或是考生在第五段非常敏

锐地点出了故乡人群中两种矛盾的思想 —追风少年对自由的追求和对“母体”

的脱离渴望与主体人群的安逸、舒适和固守，考生都试图从多方面对主题理解

进行“突围”。

在对“某一形式和手法技巧”的回应上，考生牢牢抓住“桥”和桥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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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鹤 

【小说原文】

鹤原先画画儿。青春的年龄，人长得如画，修长的腿，修长的颈，修长

的臂。尹镇人说鹤长得像鹤，是跳舞的料。鹤便弃画画，跳舞蹈。

尹镇是有舞蹈团的，正规的，很时髦。舞女们穿得很少，脚尖着地，颈

项使劲儿向天举。排练有教师，没观众，一墙的大镜子，自己观自己。鹤进

练功房，胳膊腿的就想动，脖颈儿就想往天伸。老师说舞蹈的感觉就是鸟飞

翔就是草树生长就是河水流动 ……鹤便感觉自个儿不是用脚跳，而是有翅膀

飞。鹤跳的感觉好，动作美，很快换下了《鹤》的原主角。

《鹤》是尹镇舞蹈团的传统节目。几年里，尹镇人把原主角的脸瞧老了，

皮瞧松了，尹镇人不再爱看《鹤》。团里的自己人也说原主角哪儿是跳，是

猎手击中后的挣扎。现在鹤继主角，这《鹤》重又飞翔起来。尹镇人说鹤跳

《鹤》活了，神了。鹤自己也感觉在舞台上，她的两脚两臂有用不完的劲。

那天，鹤走下舞台，飞翔的两臂仍没有停下的意思，飘飞着走过街道。

一阵突猛的高飞间被车轮轧断两脚。尹镇人再瞧见鹤的时候，她已交给转动

的轮椅。尹镇人惋惜。鹤自己却显得轻松：不跳舞，还能画画儿呀。

从此鹤摇轮椅天天带自己来练功房。有脚的跳呀蹦的，鹤躲角落里支画

架画画儿。画什么？自然是画跳舞。《鹤》的音乐是舒展的，萦绕练功房里似

有鹤飞展双翅拍动空气的震颤声。鹤画着画着便停下，两臂痴迷着随音乐向

上伸呀伸的。“哗啦”一声，鹤便从轮椅上摔下。练功房的人停下脚去搀扶，

这才见鹤画的是鹤跳《鹤》。画面里的鹤脚尖着地，两臂伸长，颈项举向天

歌，一派从容欲飞的姿态。

那日鹤没滚轮椅来。舞蹈团的人推开门，见练功房的四壁贴满鹤画的

《鹤》。画面形态绰约，形象可人。只是每幅画的舞蹈人都擦去双脚，半悬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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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真正飞翔起来了。从这天起，尹镇人再没瞧见鹤，鹤哪儿去了？

月半的夜，月很圆且明亮一片。夜半，有人路经练功房听见里边传出

《鹤》的音乐声。朦胧里瞧见鹤在跳《鹤》。这人知鹤轧断双脚。没脚怎么跳？

这人走近，见鹤飞舞半空，确实没有脚。这人骇出一声惊叫。音乐没了，鹤

也没了。这人知鹤不是鹤，是鹤的魂。

这事传出去，尹镇人都知。再等月朗月圆的夜，尹镇人便拥向练功房

外，不靠近，都远远地等着，生怕打扰鹤。至夜半，练功房的音乐响。远处

的尹镇人能瞧见隐隐约约的鹤舞起来。鹤一身素白，旋呀旋地有头有尾，跟

《鹤》舞一样。曲终，舞止。练功房又安静如旧。然而尹镇人见门缝有一丝白

雾飘出，散失天空。

鹤死了？没有。

尹镇人不再需要舞蹈团。独留练功房，成一处景观。 

— 曹多勇，《微型小说佳作欣赏·第 1 卷》，2003 年

引 导 题

作者是如何塑造“鹤”这一形象的？

【小说分析】

鹤魂传说

“寒夜月下鹤渡江”— 仙鹤的优美形象深印在中国传统文学作品的文字之间。清

代曹雪芹《红楼梦》里的《中秋夜大观园即景联句》中就曾写到“寒塘渡鹤影，冷月

葬诗魂”。作家曹多勇由飞翔时的鹤，联想到舞蹈与绘画艺术，写下了这篇鹤魂化成人

形，人幻化为鹤的神奇故事，成就一篇韵味隽永、如诗如画的精彩微型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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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故事中写到的“月亮”是另一个与鹤的形象紧紧相联的辅助意象。如作者

写到“月半的夜，月很圆且明亮一片”，又如“再等月朗月圆的夜 …… ”，就在这样的

月夜里，发生了许多令人难忘的事情。这不禁令人联想起中国古典文艺作品中，“月”

与“鹤”常相伴出现，在清丽月光的映衬下，凌空起舞的仙鹤，显得更加超凡而绰约。

如上所评，这篇小说成功地运用了各种人物描写法和意象，把文中女子写得优雅

如鹤，让作为读者的我们如痴如醉，赞叹不已。在整幅画面的中央，是一个翩然起舞

的美少女，是女子，是白鹤，也是幽魂！这一个神奇的传说，长印在故事中的尹镇人

以及故事外捧卷叹息的读者们的心中！

点 评

当代小说家曹多勇的这篇《鹤》，尽管在文学体裁上属于当代微小说，但

是塑造了小镇女孩儿“鹤”的形象，讲述其离奇经历，创作手法却直接延承了

中国古典传奇小说的神韵。一则依托了“仙鹤”在中国传统文学及文化中惯常

具备的独特象征寓意，以“鹤”写人，画其风骨，写其气韵；二则成功带出一

丝志怪传说之神秘、虚幻而又浪漫的色彩；三则承接了《聊斋志异》语言风格

上的凝练精简、灵活律动且诗意盎然。如这样一篇有难度的作品，恰恰为中文

A ：文学课程高级程度（HL）考生的现场评论提供了充分展现个人出色的理解

能力和良好的写作训练基础的极好空间和绝大可能。

要评析作者如何描摹出女孩儿“鹤”内在的精气与神韵，不仅需要敏锐的

文学感悟力，还要能够洞察作品内涵与中国传统文学之间的师承关系，这便需

要考生有较好的古典文学素养。该考生的文学分析《鹤魂传说》，较为充分地表

现出了这两方面的实力，是一篇难得一见的考场佳作。

本篇习作最为精彩之处，是考生对作者借“鹤”写人、以人释“鹤”这

种亦真亦幻文学特色透彻入里的领悟。考生开篇即链接到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中

“鹤”的象征意义，揭示了“鹤”作为核心意象所具备的优雅、高洁的内涵，点

出全文通过塑造这一位满带仙气的人间女儿的故事所要彰显的主题，这是一个

“鹤魂附着于人，人幻化为鹤”的浪漫故事。考生分析的重点部分非常有效地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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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五月的麦地

【诗歌原文】

全世界的兄弟们

要在麦地里拥抱

东方，南方，北方和西方

麦地里的四兄弟，好兄弟

回顾往昔

背诵各自的诗歌

要在麦地里拥抱

有时我孤独一人坐下

在五月的麦地  梦想众兄弟

看到家乡的卵石滚满了河滩

黄昏常存弧形的天空

让大地上布满哀伤的村庄

有时我孤独一人坐在麦地为众兄弟背诵中国诗歌

没有了眼睛也没有了嘴唇

— 海子，1987 年

引 导 题

请评点诗中出现的一系列意象为凸显诗作的主题起到了怎样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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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 作 提 示

☆ 根据作品字里行间提供的信息，请在脑子里立体呈现这一首

诗歌描绘的画面，辨识画面中出现了怎样的场景和哪些人物，例如 ：

“家乡、村庄、五月的麦地、河滩、卵石、黄昏、天空、我、众兄

弟、全世界的兄弟 …… ”等，这些语汇中，蕴含并提供了理解作品

主题的确立和抒情趋向的关键要点。

☆ 确认这首诗的抒情主人公是谁，体察及感受其抒发的感情倾

向是什么。

☆ 有了解诗人海子背景的同学，可以联系其作为农民儿子及自

幼熟悉并热爱农村生活的特定身份与文化特征，就其与诗作的主题指

向和惯用手法之间的关联，作出解读和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