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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美文如茶，越品越见香浓；美文如泉，越品越知清洌；美文如海，越品越感深邃；美文如歌，越品越
有韵味。
 　　语文课程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因而培养良好的阅读理解能力，是语文学习的重中之重。
　　《读本》每单元选文4—6篇，其中第一篇为“人文阅读·精读篇”，后3—5篇为“人文阅读·赏
读篇”。
每篇文章后都设置有“人文思考”（初中部分）或“人文演练”（小学部分）栏目，其设题不但符合
新课程标准在阅读方面的要求，而且符合考试的难度和梯度，具有知识性、思辨性、科学性的特点。
对于精读文章，我们还作了“人文品读”，对文章进行总的赏析和评价，并提供“人文点拨”，分析
答题思路，帮助大家找到答题规律，形成举一反三的能力。
在赏读文章中，我们则强调了阅读的自主性，用“人文思考”来鼓励大家积极思考和探究，实现“自
主阅读”。
    本书将读与写和谐勾连，力求由阅读熏陶自然延伸到写作演练，在选文以及选取写作素材时，非常
注重这些材料在人文精神方面的导向，力求使阅读者能够真正提高人文素养，增强人文底蕴。
     希望本书为你带来更多阅读的快乐、成长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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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凡人小事，触动我们的心灵第二编  仰望名人，收获感动第三编  爱国如饥渴，报国本天然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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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凡人小事，触动我们的心灵　　人文阅读·精读篇　　一个走运的秦文君　　有一个人，
让我特别难忘。
她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真走运啊！
”可这个人在我们看来并非特别幸福。
她开着一家小小的杂货店，出售一些糖果、烟草之类的小东西，那些瓶瓶罐罐上没有一点灰尘。
店主总是端坐在那里，含笑招呼客人。
闲下来时，她就低下头用丝线编织些小饰物，诸如手链啦、发带啦，随后就挂在店里，有谁喜欢就买
走。
最初，我被她编的一个精巧的笔袋所吸引，淡绿色的，像很娇嫩的草。
　　“今天真走运啊。
”她说，“春光多美！
”　　她的赞叹是那么由衷。
　　“这笔袋就像春的颜色。
”我说，“特别美。
”　　“我真走运，”她说，“遇到了一个知道我心思的人。
”　　我买下了这个笔袋，也牢牢地记住了这位制作者。
也许是受到了她温和友好的对待，也许是她单纯的落落大方的眼神，也许就是她那句“真走运啊”。
　　我经常会顺道去看看那家杂货店，有时买些东西，有时只是看看。
因为在我的生活圈里，很少有人认为自己很幸福。
有些人在外人看来已经过得相当不错了，但他们本人总觉得还缺点什么，远远谈不上“走运”。
　　可这店主，多么平凡。
她终日坐着，等待人们光顾，还得一张一张抚平那些乱糟糟的零钱。
但就是这个人，每天把头发梳得漂漂亮亮，穿着得体，安详而知足地活着。
　　有一天中午，我路过店门口，她正在吃午饭，就着开水吃一只大大的糯米团。
看见我，她笑笑，又说自己真走运，吃到了香甜的团子。
　　“你该到对面的店里吃一碗热乎的面。
”我说，“那才舒服。
”　　可她说，那团子可不是普通的东西，是她的一位老顾客亲手蒸的。
那老太太已经是八十多岁的高龄了，非常健康，还能爬山呢。
　　“我有这样的朋友，”店主说，“真幸运。
”　　那一次，我在店里买了个她编的发网，绾头发用的，我说去爬黄山时，要用它来盘起头发。
　　她让我归来时替她带一张黄山的风景照。
她又说：“真走运啊！
”像是恭喜我，又像在说她分享了这个“走运”⋯⋯　　后来，我搬了住处，好久没去店里。
有一天，我忽然想念起她来，便匆匆赶去。
　　可是，杂货店虽没关掉，但换了店主。
我问起她来，新店主说，她去世了，那个人真有礼貌，她倒下时，许多人去抬她，她还睁开眼，说：
“谢谢，我真走运。
”　　我怔了许久，问：“那你知道她去世前去爬过黄山吗？
”　　店主正忙着做生意，这时突然停下活计，说：“爬山？
不会吧？
”后来我才知道，她是个下肢瘫痪的女子，坐在特制的轮椅上看管小店。
而我，由于她阳光一样的微笑，从没在意她缺少什么。
　　我会常常想起她，想起那由衷的一声“真走运啊”，因为它是点燃人类良知的一片光芒。
　　人文品读　　“真走运啊”是文章的线索，“它是点燃人类良知的一片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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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部分，这句话女店主一共说了五次。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是一位可敬可爱的残疾人。
她虽然下肢瘫痪，但自食其力，坚强面对生活；她心灵手巧，安详而知足，对生活充满热情，对人充
满真诚；她有阳光一样的微笑，对每一个人都给予真诚的祝愿，充满感恩之心。
　　读了这篇文章，你也会感到自己是一个“走运”的人吧？
因为，你健康，你快乐，你可以自由地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人文思考　　1．文中的店主是怎样一个人？
从文中哪些地方可以看出？
　　2．文章末尾，“我”通过与新店主的对话，了解到店主原来是一个下肢瘫痪的残疾人。
那么，前面行文中关于此有没有相关的伏笔？
　　3．文中有一处对比，请找出来并简要概括对比的内容及作用。
　　人文点拨　　第1题考查分析人物的能力。
文中的主人公是一个特点非常明显的人，身体有残疾，却有着一颗感恩之心，许多语句都能表现这一
特点。
第2题考查研读细节的能力，考查的是小说情节的伏笔与照应，认真阅读文章，是可以找到这样的伏
笔的。
第3题考查的是对文章写作手法及其作用的分析，相关的语段应该是关于人是否有幸福感的那段论述
。
　　参考答案　　1．要点：身残志坚（虽然下肢瘫痪，但自食其力，坚强面对生活），心灵手巧（
自己编织小饰物），安详而知足，对生活充满热情，对人真诚（阳光一样的微笑，充满感恩之心）。
2.“店主总是坐在那里”；“她终日坐着”。
3．第10、11段。
很多人总觉得还缺点什么远远谈不上“走运”；店主安详而知足，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真走运啊
”。
通过对比，突出店主的乐观、坚强、对生活的热爱。
　　人文阅读·赏读篇周海亮　　晚报B叠第二版，满满的全是招聘广告。
每天他从小街上走过，都会停下来，在那个固定的报摊买一份晚报，回到住处，慢慢地看。
他只看B叠第二版。
他失业了，B叠第二版是他的全部希望。
　　卖报纸的老人，像他的母亲。
她们同是佝偻的背，同是深深的皱纹，同是混浊的眼睛和表情。
可那不可能是他的母亲，母亲在一年前就去世了。
他把报纸抓到手里，卷成筒，从口袋往外掏钱。
他只掏出了五毛钱，可是一份晚报，需要六毛。
　　五毛钱行不行？
他商量道。
　　不行。
斩钉截铁的语气。
　　我身上，只带了五毛钱。
他说。
其实他想说这是他最后的五毛钱，可是自尊心让他放弃。
　　五毛钱卖给你的话，我会赔五分钱。
老人说。
　　那这样，我用五毛钱，只买这份晚报的B叠第二版。
他把手中的报纸展开，抽出那一张，把剩下的报纸还给老人。
反正也没几个人喜欢看这个版，剩下这沓，您还可以再卖五毛钱。
他给老人出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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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这样的规矩。
老人说。
　　他有一种想哭的冲动。
上午他去了三个用工单位，可是无一例外地遭到拒绝。
事实上几天来，他一直被拒绝。
仿佛全世界都在拒绝他，包括面前这位极像他母亲的老人；仿佛什么都可以拒绝他，爱情，工作，温
饱，尊严，甚至连一份晚报。
　　他很想告诉老人，这五毛钱，是他的最后财产。
可是他忍住了。
　　你是想看招聘广告吧？
老人突然问。
　　是。
他站住。
　　在B叠第二版？
老人问。
　　是。
他回过头。
他想也许老人认为一份晚报拆开卖的确是个不错的主意。
　　知道了。
老人冲他笑笑，你走吧。
　　他想哭的冲动愈加强烈。
他认为自己受到了嘲弄。
嘲弄他的是一位街头的卖报老人。
老人长得像他的母亲。
这让他伤心不已。
　　第二天他找到了工作。
他早知道那个公司在招聘职员，可是他一直不敢去试，他认为自己不可能被他们录取。
可是因为没有新的晚报，没有新的晚报B叠第二版，没有新的供自己斟酌的应聘单位，他只能硬着头
皮去试。
结果出乎他的意料，他被录取了。
　　半个月后的一天，他又路过老人的报摊。
　　老人向他招手，他走了过去。
老人说，今天要买晚报吗？
　　他说，不买。
以后，我再也不会买您的晚报。
他有一种强烈的报复的快感。
　　老人似乎并没有听懂他的话。
她从报摊下取出厚厚一沓纸递给他。
　　老人说，你不是想看招聘广告吗？
　　他怔了砥那是一沓正面写过字的16开白纸。
老人所说的招聘广告用铅笔写在反面。
每一张纸上躺得密密麻麻。
　　他问：这您写的？
　　老人说：是，知道你在找工作，就帮你抄下来。
本来只想给你抄那一天的，可是这半个月，你一直没来，就抄了半个月。
有些怕已经过时了吧？
　　他看着老人，张了张嘴，却说不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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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五毛钱真的不能卖给你。
老人解释说，那样我会赔五分钱。
　　他低下头，翻着那厚厚的一沓纸。
　　能看懂吗？
老人不好意思地笑，我可一天书也没念过，不识字⋯⋯　　泪水毫无征兆地汹涌而出。
他盯着老人，老人像他的母亲。
他咬紧嘴唇，可是他分明听见自己说，妈⋯⋯　　人文思考　　1．题目“晚报B叠”如果换为“招聘
广告”或“我真想叫她妈妈”，你认为好还是不好？
为什么？
　　2．从选文的开头到结尾，卖报老人本身没有什么变化，“他”对她的态度却发生了变化，请概
括这些变化及其原因。
　　3．请说说你对文中画线句子的理解。
　　卖白菜莫言　　1967年冬天，我12岁那年，临近春节的一个早晨，母亲苦着脸，心事重重地在屋
子里走来走去，时而揭开炕席的一角，掀动几下铺炕的麦草，时而拉开那张老桌子的抽屉，扒拉几下
破布头烂线团。
母亲叹息着，并不时把目光抬高，瞥一眼那三棵吊在墙上的白菜。
最后，母亲的目光锁定在白菜上，端详着，终于下了决心似的，叫着我的乳名，说：　　“社斗，去
找个篓子来吧⋯⋯”　　“娘，”我悲伤地问，“您要把它们⋯⋯”　　“今天是大集。
”母亲沉重地说。
　　“可是，您答应过的，这是我们留着过年的⋯⋯”话没说完，我的眼泪就涌了出来。
　　母亲的眼睛湿漉漉的，但她没有哭，她有些恼怒地说：“这么大的汉子了，动不动就抹眼泪，像
什么样子！
”　　“我们种了一百零四棵白菜，卖了一百零一棵，只剩下这三棵了⋯⋯　　说好了留着过年的，
说好了留着过年包饺子的⋯⋯”我哽咽着说。
　　母亲靠近我，掀起衣襟，擦去了我脸上的泪水。
我把脸伏在母亲的胸前，委屈地抽噎着。
我感到母亲用粗糙的大手抚摸着我的头，我嗅到了她衣襟上那股揉烂了的白菜叶子的气味。
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在一年的三　　个季节里，我和母亲把这一百零曛棵白菜从娇嫩的芽苗，侍弄
成饱满的大白菜，我们撒种、间苗、除草、捉虫、施肥、浇水、收获、晾晒⋯⋯每一片叶子上都留下
了我们的手印⋯⋯但母亲却把它们一棵棵地卖掉了⋯⋯我不由得大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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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精选当代美文，弘扬人文精神，倡导自主阅读，提升写作能力。
　　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全国“知识工程”联合推荐用书，全国“知识工程·创建学
习型组织”联合团购用书，教育部全国中小学图书馆推荐用书，《中国图书商报》最具创新性助学读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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