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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和高雅的情趣，提升

综合能力。本报诚征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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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他人文章时，请务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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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请勿推荐，来稿一律不

收。推荐类稿件一经采

用，本报将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之规定给原作者和推

荐者奉寄稿酬和样报。

3援由于部分作者通

讯地址不详，见报后请与

我报及时联系，以便奉寄

稿酬和样报。

电话：

0351原3239626（总编

办）或请与各编辑部联系

咨询。

主题连连看

学一学 这篇选文具有鲜明的语言特色。作者将文言词语

与口语结合起来，相映成趣，倍添韵味。例如：“质细而

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都属古汉语语言；而“发干、发粉”又极俗；“筷子

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有声有色、富有动感。整篇文章文

字轻松幽默，流露出作者对家乡咸鸭蛋由衷的热爱与自豪之情。

想一想

出版日期 2020 年 2 月 5 日 总第1453 期

第21期

文/汪曾祺

员援选文主要写了两方面内容，先写了高邮咸鸭蛋 __________，然后写

了高邮咸鸭蛋 ____________的特点。

圆援读句子，仔细揣摩加点词语在文中的作用。

筷子头一扎下去，
·
吱———红油就冒出来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猿援选文透露出作者对家乡的咸鸭蛋什么样的感情？请结合文段举一例

句简要分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新视窗

张富清是西北

野战军的突击队员。

他 员怨源愿 年入伍，曾

经参加了扶眉战役、

西府战役等战争时

期的大规模战役。在

解放战争中，张富清荣立特等功一次，

一等功三次，二等功一次，并两次获“战

斗英雄”的称号。一次战斗中，张富清带

领突击队率先冲入城墙内的敌军阵地。在

身边战友全部倒下、自己负伤的情况下，

张富清依然用炸药包炸毁了敌人的几个

碉堡，为战斗的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

可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张富清复员

转业了。他隐姓埋名，来到了湖北省的来

凤县成为了一名银行干部。后来，他又响

应祖国的号召，成为了一位农民，过上了

平凡人的生活。他把军功章和立功奖状藏

了起来，隐藏身份 远园多年，直到 圆园员愿年，

来凤县退役军人事务局采集老兵信息的

时候，才发现了张富清的战斗英雄身份。

居功不傲，低调做事，张富清是真正

的英雄模范，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老兵张富清

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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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习作指导

文 题 分 析
“离家三里远，别是一乡风。”我们的祖国幅员

辽阔，民族众多，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风俗习

惯。这次习作，要求我们介绍一种风俗，或写一写你

参加风俗活动的经历。

我们可以选择介绍风俗，也可以写自己参加风俗活动的亲身

经历。但不管怎样选，我们都可以从“风俗的特点——风俗活动的

过程——风俗的意义———自己的看法”这几方面去构思。最后还要

注意，在写自己亲身经历的过程中，要重点突出风俗的特点，善用

人们的语言、动作等来表现风俗。

精彩片段：我跟在爷爷后面，手里

拿着一个秤走进新房。爷爷说，秤代表

的是称心如意。这时，奶奶把新的电饭

煲拿出来要煮饭，我连忙说：“奶奶，今

天我们去酒店吃饭。”奶奶说：“我们虽

然是去酒店吃饭，但在新房子里的第一

顿饭还是要在家里煮的，表示热热乎

乎。”说完，把米倒进了电饭煲。

———秦依瑶《搬家习俗》

对于家乡的风俗，你可能既熟悉又陌生。

熟悉是因为你亲身参与过，陌生是因为你可

能还不知道这些风俗的意义。通过回忆、观

察、调查，查询资料、访问长辈，你会了解到更

多的信息。下面的思维导图能否帮到你呢？

思 维 裂 变

片 段 超 市

微信扫码

获取免费资源

家长辅导真轻松

供稿 胡丽平

点评：这篇文章通过写自己参加

一次婚礼的经历来介绍家乡的婚俗，

重点介绍了接亲、结婚典礼这两个方

面，洞房中床上的摆设则简略介绍，

这样就详略得当地介绍清楚了家乡

的婚俗。

隗

隗
家乡的风俗

隗 隗 隗

隗

介绍风俗

表达自己
的看法

风俗的
意义

风俗活动
的过程

风俗的
特点

隗

参加风俗活动
的亲身经历

（参考答案见下期）

我的家乡是水乡，出鸭。高邮大麻

鸭是著名的鸭种。鸭多，鸭蛋也多。高邮

人也善于腌鸭蛋。高邮咸鸭蛋于是出了

名。我在苏南、浙江，每逢有人问起我的

籍贯，回答之后，对方就会肃然起敬：

“哦！你们那里出咸鸭蛋！”上海的卖腌

腊的店铺里也卖咸鸭蛋，必用纸条特别

标明“高邮咸蛋”。高邮还出双黄鸭蛋。

别处鸭蛋也偶有双黄的，但不如高邮的

多，可以成批输出。双黄鸭蛋味道其实

无特别处。还不就是个鸭蛋！只是切开

之后，里面圆圆的两个黄，使人惊奇不

已。我对异乡人称道高邮鸭蛋是不大高

兴的，好像我们那穷地方就出鸭蛋似

的！不过高邮的咸鸭蛋，确实是好，

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鸭蛋多矣，但和

我家乡的完全不能相比！ 曾经沧海

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

袁枚的《随园食单·小菜单》有“腌蛋”

一条。袁子才这个人我不喜欢，他的

《食单》好些菜的做法是听来的，他自

己并不会做菜。但是《腌蛋》这一条我

看后却觉得很亲切，而且“与有荣焉”。

文不长，录如下：

腌蛋以高邮为佳，颜色细而油多，

高文端公最喜食之。席间，先夹取以敬

客，放盘中。总宜切开带壳，黄白兼用；

不可存黄去白，使味不全，油亦走散。

高邮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

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

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

鸭蛋的吃法，如袁子才所说，带壳切

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

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

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

就冒出来了。高邮咸蛋的黄是通红的。

苏北有一道名菜，叫作“朱砂豆腐”，就

是用高邮鸭蛋黄炒的豆腐。我在北

京吃的咸鸭蛋，蛋黄是浅黄色的，这

叫什么咸鸭蛋呢！

编者按 圆园员怨年，为了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苑园周年，隆重表彰为

新中国建设和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功

勋模范人物，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

神，国家特授予于敏、申纪兰 、孙家栋、

李延年、张富清、袁隆平、黄旭华、屠呦呦

八位人士“共和国勋章”。你

了解他们吗？

“新郎来了，来了！”闺房内，几个躲

在门后的小孩子欣喜而急切地喊着，而

我就是其中之一。

（语言导入，突出结婚风俗中最欢

乐的是孩子，也说明“我”是见证结婚风

俗的人。）

新娘子的脸一下子红了，娇羞地低

下头。隔着门，我们开始讨要：“红包，红

包，红包！”新郎从手袋里掏东西的声音

隐隐传来。随即，几个大红包从门缝里

塞进来。我们几个小孩拿着红包喜笑颜

开。我们继续挡住门喊：“升高，升高，升

高！”几个红包又被塞了进来。果然比刚

才的红包又大又多，我们当然喜不自胜！

“小守门神该开门了吧！”外面传来伴郎

哀求的声音。我们笑嘻嘻地打开了门。

新郎进来了，单膝跪地，喜悦地看着新

娘，庄重地说：“我们结婚吧！”说着，把

手里的捧花送给新娘。新娘羞涩地点点

头，接过了捧花。我们热烈地鼓起掌来。

这就是有趣的接亲仪式———由娘家的

小孩子把门挡住，让新郎经历一些困难

才能进来，这样他就会更懂得珍惜新娘。

（第一部分写接亲，小孩子把门关

住讨红包，喜庆又热闹；给一次红包还

不行，要“升高”，是给新郎设置的小小

考验，让他更懂得珍惜新娘。这就是结

婚习俗中快乐又有意义的一环。）

接亲过后，就开始最神圣的婚礼仪

式了。新娘由她爸爸牵着手款款走向婚

礼的礼台，新郎则在另一侧庄重地向新

娘走过来。这一刻是神圣、庄严的。新娘

从小到大一直由爸爸守护着，现在爸爸

要把这责任托付给另一个男人了，他的

表情有些凝重。但当他看到面前幸福的

两个人时，便放心地把新娘的手轻轻地

放在了新郎手中。全场掌声响起，新郎

用响亮的声音做出承诺：“爸爸，请您放

心，您的决定是正确的！”

（结婚典礼中最感动的环节———两

个男人之间的责任交接。小作者对新娘

爸爸的心理描写以及对新郎的语言描

写既真实又生动。）

喜宴结束后，我们小孩子凑热闹，

跟着一众大人陪伴新郎新娘拥进新房。

我们发现喜气洋洋的新房里，大红的床

上摆着红枣和莲子。我连忙问奶奶：“奶

奶，为什么把枣子和莲子放床上啊？”奶

奶神秘地一笑：“看不出来吗，就是早

（枣）生贵子（莲子）的意思！”

（通过询问，再次说明家乡祝福新

郎新娘“早生贵子”的习俗。）

原来家乡的婚俗不只喜庆有趣，还

包含这么多深刻的含义，饱含着人们对

新人美好的祝愿。我真心祝福新郎新娘

百年好合！

（总结全文，写出作者对家乡婚俗

的看法和对新人美好的祝福。）

指导老师 胡丽平

翌浙江平湖市百花小学 包心怡

范文引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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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外链接

还有我们熟知的

杜牧的《清明》是关于

清明节的，王维的《九

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是

关于重阳节的。你还知

道哪些描写节日的古

诗？把它们记在你的积

累本上，或者和同学交

流一下吧！

元夕
［宋］欧阳修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

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下面这一首是关于端午节的：

端午
［唐］文 秀

节分端午自谁言，

万古传闻为屈原。

堪笑楚江空渺渺，

不能洗得直臣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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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学习《北京的春节》，你发现了

吗，本课在写作方法上有两个明显的特征：

一、按序介绍

课文按时间顺序展开描写，出现了很多

表示时间的词语，如“腊八”“腊月二十三过小

年”“除夕”“初一”“初六”“元宵节”“正月十

九”等。各段均有一个总起句、中心句，紧接着

围绕中心句列举事例，介绍风俗。这样有序描

写，显得层次清楚，脉络分明。

二、详略得当

作者介绍北京春节的风俗民情时，有的

民俗习惯是一句话带过的，如“在除夕以前，

家家必须把春联贴好，必须大扫除一次，名曰

扫房”，“铺户多数关五天门，到正月初六才开

张”等，非常简略。

但是作者详细描述了老北京市民过春

节的几次高潮：腊八这天要熬腊八粥、泡腊

八蒜；腊月二十三家家祭灶王，放鞭炮，吃

糖；除夕做年菜，穿新衣，灯火通宵，吃团圆

饭，祭祖，守岁；初一男人外出拜年，女人在

家待客，小孩逛庙会；元宵节观花灯，放花

炮，吃元宵。作者特别从大街上、老铺、家里

等多个场面描写了元宵节的热闹，使过年

的气氛达到了顶峰。作者这样安排内容，是

因为腊八、腊月二十三、除夕、初一、元宵节

这几天最能体现北京独特的过年风俗，是

北京人过年的高潮。

作者按时间顺序介绍，详略得当地安排

内容，使全文重点突出、主次分明，给读者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

“章”是“彰”的本

字，金文字形为“ ”。

= （辛，带木柄的刻

刀）+ （囗，木、石的圆

形横截面），表示用刻刀

“ ”在圆形的木、石横

截面“ ”上刻画姓名或标识性的文

字，沾上红色印泥后，可以印在高

级文件或书画作品的结尾位置，作

为个人特有地位或身份的醒目标

识。有的金文“ ”将圆形的“ ”写

成“ ”，在圆圈“ ”内加一横指事

符号，表示在圆形的木、石横截面

上刻画图文。所以“章”的造字本义

是：动词，在圆柱形的木、石横截面

上刻画姓名、称号等文字，沾上红

色印泥，印在高级文件或书画作品

的结尾位置，在白纸黑墨的文件背

景上，以红色印痕突显个人的姓名

或身份。楷书“ ”将篆文字形中

的“ ”（辛）写成“ ”（立），将

“ ”写成“ ”。当“章”的动词本义

“刻印文字以标识身份”消失后，金

文“ ”加上了“彡”（醒目的光彩）

造“彰”来代替。汉语中常将“印”

“章”连用，“印”表示“章”的摁压用

法，“章”表示突显姓名、身份的红

色印子。

一、生字干果铺。

员.我会看拼音写字词。

（员）他点

则佗灶

蜡烛，通

曾蚤佟燥

达旦地阅读，终于把《

贼怎燥造怎侔

祥子》读完了。

（圆）

造伽

八

扎澡侪怎 佗燥

得又黏又

糟澡佼怎

，用筷子

遭伽灶躁蚤伲燥

一

下，再用大

c澡侏

朝嘴里一灌，嘴里立时生出一种甜甜

灶佻灶佻

的感觉，爽极了！

圆.我可以给黑体字选择正确的解释。

（员）万象更新（ ） 粤援更加 月援改变、改换 悦援经历

（圆）截然不同（ ） 粤援阻拦 月援界限分明 悦援截止

（猿）日夜不绝（ ） 粤援穷尽 月援走不通 悦援断绝

二、词语特产店。

员.从“‘腊七腊八，冻死寒鸦’，这是一年里最冷的时候”一

句中，我们感受到了严寒的天气。我还知道这些形容天气寒冷

的词语：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圆.在黑体词语与例句中黑体词语意思相同的句子后面打

“姨”。

例：初一的光景与除夕截然不同。

（员）里面有十几个孩子，大都只有五六岁光景。 （ ）

（圆）好一派草原光景！ （ ）

（猿）我俩初次见面的光景，我还记得很清楚。 （ ）

猿.“到年底，蒜泡得色如翡翠，醋也有了些辣味，色味双美，

使人忍不住要多吃几个饺子。”这句话用“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两个词语来夸赞腊八蒜。

三、句子小吃摊。

1.我会仿写句子。

例：这种粥是用各种米，各种豆，与各种干果熬成的。

这种腊八粥是用雪白的大米，金黄的小米，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等熬成的。

圆.我可以将下面的句子改成陈述句。

你们想，妈妈的命令，看羊还不够资格的八儿，难道还能设

什么法来反抗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猿.我能根据要求完成句子练习。

（员）这不是粥，而是小型的农业产品展览会。

这句话运用了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的修辞手法。我也会写这样的句

子：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圆）住方家大院的八儿，今天喜得快要发疯了。

这句话运用了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的修辞手法。我也会写这样的

句子：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四、课文节庆苑。

员.我能根据课文内容填空。

（员）《北京的春节》一文是按照 赃赃赃赃赃赃赃顺序写的。照北京

的老规矩，春节差不多在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就开始了。课文详写的

是“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这五天的情景，其他

的日子则一笔带过。

（圆）《腊八粥》这篇课文写了 赃赃赃赃赃赃和 赃赃赃赃赃赃赃两件事

情。其中 赃赃赃赃赃赃赃写得详细，赃赃赃赃赃赃赃写得简略。我知道这样

写的好处是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_赃。

圆.我能阅读课文片段，回答问题。

北京的春节（节选）

淤元宵（汤圆）上市，春节的又一个高潮到了。除夕是热闹

的，可是没有月光；元宵节呢，恰好是明月当空。大年初一是体

面的，家家门前贴着鲜红的春联，人们穿着新衣裳，可是它还不

够美；元宵节，处处悬灯结彩，整条大街像是办喜事，火炽而美

丽。有名的老铺都要挂出几百盏灯来：有的一律是玻璃的，有的

清一色是牛角的，有的都是纱灯；有的通通彩绘《红楼梦》或《水

浒传》故事，有的图案各式各样。这在当年，也就是一种广告。灯

一悬起，任何人都可以进到铺中参观，晚间灯中都点上蜡烛，观

者就更多。这广告可不庸俗。干果店在灯节还要做一批杂拌儿

生意，所以每每独出心裁，制成各样的冰灯，或用麦苗做成一两

条碧绿的长龙，把顾客招来。

于孩子们买各种花炮燃放，即使不跑到街上去淘气，在家

中也照样能有声有光地玩耍。家中也有灯：走马灯、宫灯、各形

各色的纸灯，还有纱灯，里面有小铃，到时候就叮叮地响。大家

还必须吃元宵啊。这的确是美好快乐的日子。

（员）第淤段中，“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一词具体地说明了灯的数量

多，“有的……有的……有的……有的……”写出了灯的

赃赃赃赃赃赃多。我发现句中与“一律”意思相近的词语有“赃赃赃赃赃赃、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圆）通过阅读上面的文段，我了解到北京人过元宵节有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等风俗习惯。

（猿）选文第一句中的“又”字用得妙，妙在 __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源）作者详细地展开描写老北京人过元宵节，想想这样写

的理由，并说说你觉得这样写的好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习作美食展。

《腊八粥》中，作者笔下的腊八粥让人垂涎欲滴。我可以借

鉴课文的第一自然段，照样子写一种自己最喜欢的食物，并和

同学展开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