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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 言　  梁 衡　  我在上中学时读着书里的课文，想象着作者，总有一种神秘的感觉。
没有想到1982年我在《光明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晋祠》，当年被选入中学课本。
以后又有《夏感》《觅渡，觅渡，渡何处？
》《跨越百年的美丽》《把栏杆拍遍》《青山不老》等陆续入选中学、小学和师范课本。
我想许多同学对我这个作者，大概也会感觉到有一点神秘。
1984年我读研究生时有一位同班同学，他的儿子正上中学，学我的《晋祠》，他就说：&ldquo;这作者
是我的同学。
&rdquo;那孩子仰头看着父亲，足有几秒钟，然后说：&ldquo;这人早死了吧。
&rdquo;2008年&ldquo;六一节&rdquo;，北京101中学举办师生与作家见面会。
校方问作协，能不能找到我。
好像我已经失踪。
我的活动领域基本都在新闻界、政界，从来没有参加过中学的活动，我说这次一定参加。
到现场一看，令我大为感动，同学们几乎人手一册我的散文集《觅渡》。
当时我就感到实在对不起热爱我的中学生读者，决定要为他们编一本散文集。
好让那些可爱的同学知道他的这位大朋友还活着，还没有失踪，还在为他们写作。
　  我的一些文章，同学们当然是在刊物上零星读过的，书店里也有其他选本。
2010年，我出版了专门为配合教学而编的《梁衡散文中学生读本》（文化艺术出版社）。
为此我曾请教了几位中学语文教师，定下当时结构，即全书分为教材解读、扩展阅读、教学研究三单
元。
后来有读者反应，扩展阅读这部分非常适合中学生阅读，于是我又将入选中学、小学和示范课本的文
章整理一下，加入一些新的篇目，来进行扩展阅读，就是你正在读的这本书，但总的来讲是想回答两
个问题：怎样做人和怎样作文。
当然这个大问题不是一本书就能讲清的，但是中学生阶段所有的教育，特别是语文教育却绕不开这个
话题。
本书中写到十多位名人，他们都堪称我们的人生楷模。
相信，只要第一次阅读，你就会把他们当作人生的坐标。
同时，作者又尽量复原当时的写作过程，披露背景资料，解析写作方法。
目的是想告诉同学们文章是这样写成的。
另外，除了人物散文，还解读了其他文体的写作。
我认为一篇文章，不管是教师讲，还是学生学，要从中得到三个东西，即：思想内容、语文知识和美
感。
一堂好的语文课应该是在充满激情、汲取知识和享受美感的氛围中度过。
我中学时代的一些语文课就是这么过来的，它让我终身受用无穷。
我希望这本书也能给同学们找到一点我昔日的那种美好的感觉。
　  最后，感谢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的李郦老师为本书撰写&ldquo;美文解读&rdquo;的文字。
　  2011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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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青山不老》精选了梁衡先生最知名的散文佳作，所选文章以入选中学教材的篇目为主，分为写
人篇、记事篇、抒情篇、说理篇，并附有作者自注及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学教师的解读赏析，极具学
习价值，供学生和老师谢谢品读，吸取文中之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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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衡，1946年出生，山西霍州人。
196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
历任《内蒙古日报》记者、《光明日报》记者、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中国记协常务理事、《人民
日报》副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
作品有科学史章回小说《数理化通俗演义》，新闻集《没有新闻的角落》《新闻绿叶的脉络》《新闻
原理的思考》《跟梁衡学新闻》，散文集《觅渡》《红色经典》《只求新去处》《名山大川》《人杰
鬼雄》，政论集《继承与超越》。
有梁衡散文九卷。
曾获青年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等。
散文《晋祠》《夏感》《觅渡，觅渡，觅何处？
》《跨越百年的美丽》《追寻那遥远的美丽》《青山不老》等入选中学和大学课本。

　　李郦，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学语文教师。
曾点评过散文集《把栏杆拍遍》《人人皆可为国王》《古典幽梦》《夹缝中的历史》《坟》等。
希望通过评点名家作品，帮助学生提高写作水平，爱上语文学科。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青山不老>>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写人篇
匠人与大师
武侯祠前的沉思
跨越百年的美丽
把栏杆拍遍
青山不老
周恩来让座
与朴老缘结钓鱼台
觅渡，觅渡，渡何处？

百年明镜季羡老
大无大有周恩来
一座小院和一条小路
读韩愈
读柳永
第二章 写景篇
晋祠
夏感
壶口瀑布记
泰山：人向天的倾诉
天星桥：桥那边有一个美丽的地方
长岛读海
雨中明月山
第三章 记事篇
夜市
在欧洲看教堂
百年革命 三封家书
第四章 抒情篇
母亲石
追寻那遥远的美丽
红毛线，蓝毛线
一个大党和一只小船
嘉兴南湖红船之铭
西柏坡赋
第五章 说理篇
年感
谁敢极言
你不能没有家
人人皆可为国王
文章五诀
书与人的随想
怎样区分低俗、通俗和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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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匠人与大师　  在社会上常听到叫某人为&ldquo;大师&rdquo;，有时是尊敬，有时是吹捧。
又常不满于某件作品，说有&ldquo;匠气&rdquo;。
匠人与大师到底有何区别？
　  匠人在重复，大师在创造。
一个匠人比如木匠，他总在重复做着一种式样的家具，高下之分只在他的熟练程度和技术精度。
比如一般木匠每天做一把椅子，好木匠一天做三把、五把，再加上刨面更光，合缝更严等等。
但就算一天做到一百把也还是一个木匠。
大师则绝不重复，他设计了一种家具，下一个肯定又是一个新样子。
判断他的高下是有没有突破和创新。
匠人总在想怎么把手里的玩意儿做的更多、更快、更绝；大师则早就不稀罕这玩意，而在不断构思新
东西。
　  匠人在实践层面，大师在理论层面。
匠人从事具体操作水平的上限是经验丰富，但还没从经验上升到理论。
虽然这些经验体现和验证了规律，但还不是规律本身。
大师则站在理论的层面上，靠规律运作。
面对一片瓜地，匠人忙着一个一个去摘瓜，大师只提起一根瓜藤；面对一大堆数字，匠人满头大汗，
一道接一道地去算，大师只需轻轻给出一个公式。
匠人常自持一技，自炫于一艺，偶有一得，守之为本；大师则鲜花掌声过眼烟云，新题层出，开拓不
停。
居里夫人把诺贝尔奖章送给小女儿当玩具，但是接着她又得了一个诺贝尔奖。
　  匠人较单一，大师善综合。
我们常说一技之长，一招鲜，吃遍天，这是指匠人，大师则不靠这个，他纵横捭阖，运筹帷幄，触类
旁通，举一反三。
因为凡创新、创造，都是在引进、吸收、对比、杂交、重构等大综合之后才出现的。
当匠人靠一技之长，享一得之利，拿人一把，压人一筹时。
大师则把这一技收来只作恒河一沙，再佐以砖、瓦、土、石、泥，起一座高楼。
牛顿、爱因斯坦成为物理大师并不只因物理，还有更重要的数学、哲学等。
一个画家，当他成为绘画大师时，他艺术生命中起关键作用的早已不是绘画，而是音乐、文学、科学
、政治、哲学等。
而一个社会科学方面的大师要求更高，马克思、恩格斯是一部他们那个时代的百科全书，毛泽东则是
当时中国政治、军事、文学的宝典。
　  这就是大师与匠人的区别。
研究这个区别毫无贬损匠人之意，大师是辉煌的里程碑，匠人是可贵的铺路石。
世界是五光十色的，需要大师也需要匠人，正如需要将军也需要士兵。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世界需要人们有一个较高的追求目标。
拿破仑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将军总是在优秀的士兵中成长起来的。
当他不满足于打枪、投弹的重复而由单一到综合，由经验到理性，有了战役、战略的水平时他就成了
将军。
鲁班最初也是一名普通木匠，当他在技术层面已经纯熟，不满足于斧锯的重复，而进军建筑设计、构
造原理时，他就成了建筑大师。
虽然从匠人而成为大师的总是少数，但这种进取精神是人类进步，社会发展的动力。
古语说，法乎其上，得乎其中；法乎其中，得乎其下。
要是人人都法乎其下呢？
这个社会就不堪设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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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能在实际业绩上达不到大师水平，但至少在思想方法上要循大师的思路，比如力求创新，
不要重复，不要窃喜于小巧小技，沾沾自喜。
对事物要有识别、有目标、有追求。
力虽不逮，心向往之。
在个人有了这样一种心理，就会有所上进；在民族有了这样一个素质，就会生气勃勃；在社会有了这
样一个氛围，就是一个创新的社会。
　  2006年5月19日发表于《人民日报》　  美文解读　  作者的这篇文章写得十分细致，运用比喻、对
比、举例的论证方式分析了匠人与大师的区别有三：分别是&ldquo;匠人在重复，大师在创造&rdquo;
、&ldquo;匠人在实践层面，大师在理论层面&rdquo;、&ldquo;匠人较单一，大师善综合&rdquo;，并于
文章最后总结了我们不应该仅仅停留在&ldquo;匠人&rdquo;，而是至少要从思想上循大师的思路，要
给自己设定更高的目标和追求，要善于识别，勇于创新。
这篇文章极具思想深度，很有启发，值得一读。
　  写诸葛亮，作者抛开了大家耳熟能详的诸多事迹，抓住了两个人。
一位是君：刘备；一位是臣：岳飞。
这两个人捕捉得很有意思。
　  刘备是诸葛亮的君主，武侯祠之名本为昭烈庙，但是在民间意志和力量的选择之下，刘备却渐渐
让位给诸葛亮，不管当权者再有什么不合礼法的顾虑，老百姓的选择始终无法阻挡。
作者在文中甚至捕捉了这样一个细节：&ldquo;文化大革命&rdquo;曾经疯狂地破坏了多少文物古迹，
但武侯祠却片瓦未损，足见诸葛亮在老百姓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而岳飞则是另一位名垂千古的忠臣良将，作者在文中着意写了岳飞书写的前后《出师表》，中国
传统文人士大夫忧国忧民的情绪共鸣就一直延伸到了今天，传递给了作者，也让我们感同身受。
　  匠人与大师　  在社会上常听到叫某人为&ldquo;大师&rdquo;，有时是尊敬，有时是吹捧。
又常不满于某件作品，说有&ldquo;匠气&rdquo;。
匠人与大师到底有何区别？
　  匠人在重复，大师在创造。
一个匠人比如木匠，他总在重复做着一种式样的家具，高下之分只在他的熟练程度和技术精度。
比如一般木匠每天做一把椅子，好木匠一天做三把、五把，再加上刨面更光，合缝更严等等。
但就算一天做到一百把也还是一个木匠。
大师则绝不重复，他设计了一种家具，下一个肯定又是一个新样子。
判断他的高下是有没有突破和创新。
匠人总在想怎么把手里的玩意儿做的更多、更快、更绝；大师则早就不稀罕这玩意，而在不断构思新
东西。
　  匠人在实践层面，大师在理论层面。
匠人从事具体操作水平的上限是经验丰富，但还没从经验上升到理论。
虽然这些经验体现和验证了规律，但还不是规律本身。
大师则站在理论的层面上，靠规律运作。
面对一片瓜地，匠人忙着一个一个去摘瓜，大师只提起一根瓜藤；面对一大堆数字，匠人满头大汗，
一道接一道地去算，大师只需轻轻给出一个公式。
匠人常自持一技，自炫于一艺，偶有一得，守之为本；大师则鲜花掌声过眼烟云，新题层出，开拓不
停。
居里夫人把诺贝尔奖章送给小女儿当玩具，但是接着她又得了一个诺贝尔奖。
　  匠人较单一，大师善综合。
我们常说一技之长，一招鲜，吃遍天，这是指匠人，大师则不靠这个，他纵横捭阖，运筹帷幄，触类
旁通，举一反三。
因为凡创新、创造，都是在引进、吸收、对比、杂交、重构等大综合之后才出现的。
当匠人靠一技之长，享一得之利，拿人一把，压人一筹时。
大师则把这一技收来只作恒河一沙，再佐以砖、瓦、土、石、泥，起一座高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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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爱因斯坦成为物理大师并不只因物理，还有更重要的数学、哲学等。
一个画家，当他成为绘画大师时，他艺术生命中起关键作用的早已不是绘画，而是音乐、文学、科学
、政治、哲学等。
而一个社会科学方面的大师要求更高，马克思、恩格斯是一部他们那个时代的百科全书，毛泽东则是
当时中国政治、军事、文学的宝典。
　  这就是大师与匠人的区别。
研究这个区别毫无贬损匠人之意，大师是辉煌的里程碑，匠人是可贵的铺路石。
世界是五光十色的，需要大师也需要匠人，正如需要将军也需要士兵。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世界需要人们有一个较高的追求目标。
拿破仑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将军总是在优秀的士兵中成长起来的。
当他不满足于打枪、投弹的重复而由单一到综合，由经验到理性，有了战役、战略的水平时他就成了
将军。
鲁班最初也是一名普通木匠，当他在技术层面已经纯熟，不满足于斧锯的重复，而进军建筑设计、构
造原理时，他就成了建筑大师。
虽然从匠人而成为大师的总是少数，但这种进取精神是人类进步，社会发展的动力。
古语说，法乎其上，得乎其中；法乎其中，得乎其下。
要是人人都法乎其下呢？
这个社会就不堪设想了。
　  我们可能在实际业绩上达不到大师水平，但至少在思想方法上要循大师的思路，比如力求创新，
不要重复，不要窃喜于小巧小技，沾沾自喜。
对事物要有识别、有目标、有追求。
力虽不逮，心向往之。
在个人有了这样一种心理，就会有所上进；在民族有了这样一个素质，就会生气勃勃；在社会有了这
样一个氛围，就是一个创新的社会。
　  2006年5月19日发表于《人民日报》　  美文解读　  作者的这篇文章写得十分细致，运用比喻、对
比、举例的论证方式分析了匠人与大师的区别有三：分别是&ldquo;匠人在重复，大师在创造&rdquo;
、&ldquo;匠人在实践层面，大师在理论层面&rdquo;、&ldquo;匠人较单一，大师善综合&rdquo;，并于
文章最后总结了我们不应该仅仅停留在&ldquo;匠人&rdquo;，而是至少要从思想上循大师的思路，要
给自己设定更高的目标和追求，要善于识别，勇于创新。
这篇文章极具思想深度，很有启发，值得一读。
　  写诸葛亮，作者抛开了大家耳熟能详的诸多事迹，抓住了两个人。
一位是君：刘备；一位是臣：岳飞。
这两个人捕捉得很有意思。
　  刘备是诸葛亮的君主，武侯祠之名本为昭烈庙，但是在民间意志和力量的选择之下，刘备却渐渐
让位给诸葛亮，不管当权者再有什么不合礼法的顾虑，老百姓的选择始终无法阻挡。
作者在文中甚至捕捉了这样一个细节：&ldquo;文化大革命&rdquo;曾经疯狂地破坏了多少文物古迹，
但武侯祠却片瓦未损，足见诸葛亮在老百姓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而岳飞则是另一位名垂千古的忠臣良将，作者在文中着意写了岳飞书写的前后《出师表》，中国
传统文人士大夫忧国忧民的情绪共鸣就一直延伸到了今天，传递给了作者，也让我们感同身受。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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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们为什么写文章，可以有很多目的。
比如，为了传递信息，传播知识，为了创造艺术，创造美感。
但还有更深的一层，就像开矿一样，是为了开采新的思想，交流新的思想。
当然，并不是每一篇文章都能有新思想，但有新思想的文章肯定是好文章。
这也是写作人追求的理想。
　  我常听到这样的话：你看到此情此景又可写一篇好文章了。
但我大多数情况下却心静如水，没有创作的激动。
写作就是一种感情和思想的喷发。
你可以在学识、技巧各方面已有足够的准备，但是没有一个契机，它还是不能成文。
就像一座火山要等百年千年才喷一次，也可能永远地怀抱岩浆，沉默不语。
　  文学的价值就在于揭示生活中的美。
美的内容一般分成三类：社会美、自然美、艺术美。
山水说明文的主要任务则是通过艺术手法来表现自然风物之美。
山水之美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它有独立性、长久性、多样性。
在文艺作品中，人物形象给人的主要是理想、信念、道德、哲理方面的启示，而自然风物给人的主要
是美的陶冶、感染与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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