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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情感意蕴的传达

论  题

请以学过的两篇 / 部作品为例，讨论作者是如何展示浓郁的情感

力量的。

【选评引证作品】 （诗歌 + 散文）

海子《海子诗选》

汪曾祺《汪曾祺散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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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论文】

古往今来，不论是画家、作曲家还是文学家，大多擅长在其作品中展示出浓郁

的情感力量：或源于内心感悟，或感于生活启示，或基于艺术追求。文学作品尤其

如此，浓郁的情感往往成为作品的灵魂。《毛诗序》有云：“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

动于中而形于言”，英国诗人威廉·华兹华斯也说过，“诗歌是诗人强烈感情的自然

流露”，同作为抒情文学类别的诗歌和散文，往往都蕴藏着浓郁的情感。本篇将结合

《海子诗选》和《汪曾祺散文集》，讨论作者是如何借助意象和语言修辞来展示浓郁

的情感力量的。

首先，两位作家都非常善于借助独特新颖的意象运用，来展示浓郁的情感力量。

作为当代诗坛极富才情的诗人，海子在诗歌中展示出的情感世界热烈而深沉，浓郁的

情感力量往往凝聚在一些让人耳目一新的意象之中。他的早期诗歌《亚洲铜》巧妙地

将“亚洲”和“铜”组合为“亚洲铜”这一全新意象，实现了外部色彩和内部象征的

高度统一，一下子就将扎根黄土地的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感激活。借助歌谣式回环吟咏

的四句“亚洲铜，亚洲铜”，诗人激情洋溢的心仿佛跃动在读者面前。在海子笔下，

亚洲铜不只代表着单纯的泥土，其颜色和质地隐射着中国北方坚硬强悍的黄土地，海

子心目中的东方中国，是一块深藏在亚洲大陆下的坚实的矿床，是其心中“唯一一块

埋人的地方”。“祖父”“父亲”“我”的意象组合和三个“死在这里”的重复连用，

强调了亚洲铜作为一代代中国人“落叶归根”之所在的重要意义，“唯一”一词更是

增强了表情达意的力度。在此诗中，死亡意象已不再是重点，其带给读者的恐惧和消

极意义早已被亚洲铜的形象和诗句所体现的超越死亡的深沉浓情所冲淡。此外，第三

节中诗人还别出心裁地将“白鸽子”与屈原诗中的“白鞋子”联系到一起，让亚洲铜

“穿上”意味着心灵清白纯洁、步履坚定踏实的“白鞋子”，让沉实的“亚洲铜”黄

土地随着白鸽直击云霄，这为这首诗歌蒙上了一层跨越时空的梦幻色彩。而这正是评

论家们最为欣赏的海子诗作天马行空的个性化特色，也是他浓郁的个人情感喷涌的具

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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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话之间的关系。”足可见他在运用语言来传情上和作为诗人的海子不一样的追求。

综上可见，不论是诗人还是散文家，都在不遗余力地探索传达浓郁情感的多种可

能性。在海子的诗歌和汪曾祺的散文中，虽然都借助了意象和语言运用来或隐性或显

性地传达浓郁的情感，但两位作者展示出截然不同的审美追求，带给读者以多样的阅

读体验。

点 评

在搭配作品进行试卷 2 应答时，如何从自己学过的众多作品中作出最

优选择，看似取决于不同作品之间的异同点何在，实则也在考察考生对于不

同文学体裁的文体特征的把握能力。对于关键词指向“情感”的试卷 2 论题

来说，具有抒情特征的诗歌和散文往往有其天然的应答优势。这位考生选择

用诗歌和散文的组合来回应这道“情感力量如何展示”的论题，文体选择应

该说是恰到好处，而海子和汪曾祺两位作家迥异的风格，又使得其比较对照

的挑战不至于太大。此外，诗歌选集和散文选集本身在不同文本篇目上的包

容性，也使得论证中的举例较之长篇小说和戏剧更有灵活性。这位考生也充

分利用了这一点，选择了不同类型的诗歌和散文篇目并基于分论点挖掘其共

性，很好地把两位作者不同的创作风格在文本中的体现分析了出来，展示出

对两位作家创作个性的深刻理解和对诗歌散文中常用文学手法的熟练掌握。

尤其是结尾用“或隐性或显性地传达浓郁的情感”来概括两位作者的差异，很

见功力，比较难得。此外，这篇应答论文带给我们的启示还在于，复习阶段

一定要从一些基本的文体特征入手做好充分的梳理和准备，诸如“意象、语

言”这一类在各种文学体裁中都非常重要的文体特征，完全是可以在考试之前

有所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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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情节的转折和突变

论  题

文学作品结构上的起承转合，往往有利于形成文本张力，从而

吸引读者注意。请以学过的两篇 / 部作品为例，讨论作者是如何安

排结构的，产生了何种效果。

【选评引证作品】 （戏剧 + 戏剧）

曹禺《雷雨》

老舍《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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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论文】

文学作品的结构是作品内部的组织构造和总体安排，它对作品主题意义的传递有

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对于戏剧文本而言，结构尤其重要。作为中国戏剧大师的

曹禺先生和老舍先生，他们都借助对戏剧结构的巧妙安排，创作出具有跨时代魅力的

经典之作：曹禺的《雷雨》是中国话剧走向成熟的标志，老舍的《茶馆》更是中国

话剧走向世界的代表作。在《雷雨》中，我们能够看到曹禺先生对于戏剧情节的娴熟

把握—从骤雨将至到毅然离家，从反抗组曲到情爱悲歌，从而为观众精心营构了

“诗的戏剧、戏剧的诗”。而以小说家姿态涉足戏剧领域的老舍，将小说和戏剧两种

不同的艺术形式创造性地结合，将叙事因素、情节构建和矛盾冲突等小说创作的模式

引入戏剧结构中，在“戏剧生活化”的道路上，创作出如《茶馆》这样的恢弘巨制。

本论文将结合这两部作品，从戏剧冲突的设置以及悬念、伏笔与转折的设计两方面，

探讨结构对于戏剧感染力与张力的重要意义。

戏剧冲突是一出戏剧的生命力和灵魂之所在，曹禺和老舍精心设计相互联系又尖

锐对立的矛盾冲突，如山峰连绵，如波涛翻滚，在一重又一重的戏剧冲突中，复杂的

人物形象、纠结的人物命运以及深刻的社会问题被展现得淋漓尽致。通过戏剧冲突的

设立，两位作者使得戏剧情节紧张而充满了张力，读者在被吸引完全进入戏剧情节的

同时，对暗含其中的剧外之音、言外之意也有所感悟。

例如在《雷雨》中，曹禺在极为封闭的周公馆空间和短暂的一天之内，密集设

置了种种复杂的矛盾冲突，从而谱写了一幕大起大落的人生悲剧，展现“命运对人

的残酷捉弄”。剧作一气呵成，读来惊心动魄—处于矛盾漩涡中心的大老爷周朴

园，三十年前对侍女侍萍的始乱终弃，构成了第一重戏剧冲突；周朴园与生性叛逆

的现任妻子周繁漪之间充满压迫性的关系是另一重冲突；周朴园的大儿子周萍与年

轻继母繁漪之间的乱伦构成第三重冲突；大矿主周朴园与矿工代表鲁大海（鲁侍萍

当年所生的周朴园的二儿子）之间的劳资双方关系构成第四重冲突；此外，周公馆

二少爷周冲与侍女四凤、大少爷周萍和四凤、仆人鲁贵与妻子鲁侍萍以及女儿四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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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模拟练习一

论  题

请以学过的两篇 / 部作品为例，分析讨论作品如何表现命运对人

的影响。

【快速审题】

题目关键词

应答的中心论点提炼

分论点 1

分论点 2

分论点……

作品 1 作品 2

相同点

不同点

手法关联

主题关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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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题 提 示

这道题属于“主题类”的题目，它包含了三个层次，即“命

运”“对人的影响”和“如何表现”。

破题第一步就是要理解和界定“命运”。如果按照命数和运道来

解读，那命运应该既包含有不可抗拒和既定的一面，也有偶然和不确

定的一面，命运可能好，也可能不好，由此来关联到不同的作品，可

以从作品中的人、事、物所处的状态来思考。而回应“影响”，其实

就是要在人和命运之间的关联上做文章。

破题的第二步是要针对论题提炼出可能的中心论点和分论点，围

绕“命运对人的影响”这一焦点，从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这三个

方面出发，可以进一步思考：什么样的命运在影响人，命运影响的是

何种人，命运如何影响人，命运对人产生了何种类型的影响，等等。

思路打得越开，在不同作品之间找到关联点并进行比较对照的可能性

也就越大。

这道题目的第三个关键词是“如何表现”，这一问法其实是在把

答题方向往文学手法的方向引，应答时需要考虑所选作品的文体特征

如何能够表现出命运对人的影响。这种类型的题目，比较容易只停留

在对“命运”的讨论上而忽略“影响”及“如何表现”，只有全面和

准确把握论题，才可能提炼出高效的论点和分论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