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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3个片段都出自
屈原的代表作长诗《离骚》。

第一个片段：长太息以
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第二个片段：亦余心之
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第三个片段：路漫漫其
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首先，讲讲有关屈原的
故事：

屈原（公元前340年～
前278年），名平，出身于楚
国的贵族。由于他既懂得内
政，又懂得外交，加上口才
与文章都好，所以，起初很
受楚怀王的信任，曾做到左
徒那样的高官。在国内，他
主张改革内政；在外交上，
他主张联合齐国，对抗秦
国。但是，楚怀王的其他高
官，还有楚怀王宠爱的妃子
郑袖等人，由于受了秦国使
者张仪的贿赂，就联合起来
诽谤与攻击屈原。结果楚怀
王听信了那些人的话，疏远
了屈原。后来，楚怀王也被
秦国骗去了，秦国把他关押
起来，最后死在了秦国。你
看，这就是昏君的下场！

后来，楚怀王的儿子顷
襄王即位，屈原又受到了进
一步的迫害，他被流放到汨

罗江一带。据《史记·屈原贾
生列传》记载，公元前278
年，秦国大将白起带兵攻破
了楚国的国都郢都。屈原这
时心如刀割；但他知道自己
无法挽救祖国了，于是在旧
历五月五日这天，写了绝笔
诗《怀沙》之后，就抱了一块
石头，跳到汨罗江里了。他
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
壮丽的爱国主义乐章。

现在讲讲端午节（也叫
端五节）的故事：传说屈原
死后，楚国的老百姓非常悲
痛，他们纷纷到汨罗江边去
追悼屈原。渔夫们划起船
只，在江上来回打捞他的真
身。据说，有位渔夫拿出事
先准备好的饭团、鸡蛋等食
物，扔进江里，意思是让江
里的鱼虾吃饱了，不要去伤
害屈原的身体。人们看到他
这么做，就都来仿效，大家
用各种办法保护屈原的身
体。一位老医师拿来一坛雄
黄酒倒进江里，想用雄黄酒
把蛟龙、水兽弄晕，以免伤
害屈原。后来，人们又怕饭
团被蛟龙吃掉，就用楝树叶
包上饭团，外面再缠上彩
丝，这就是棕子。

现在，每年的五月初
五，赛龙舟、吃粽子、喝雄黄
酒的风俗，据说就是纪念屈

原的。人们还把这一天定为
端午节。

有人可能问：“为什么
叫端午节呢？”有一种解释
说：“端”字有“初始”的意
思，“端五”就是“初五”；而
按照历法五月正是“午”月，
因此“端五”也就渐渐演变
成了“端午”。

以上只是一种传说，未
必是真的。但从这个传说
中，可以看出我国人民，对
屈原的尊敬、爱戴与怀念之
情是多么深沉与浓厚啊！

其次，我们来认真学习
这三个片段所包含的思想
感情。

1.先分析第一个片段：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
之多艰。”

从这一片段中，我们可
以看出，屈原虽是个当官
的，但他处在被流放的环境
之中。一般来说，他会颓唐，
或想办法去迎合那些有权
的人，好给自己找一条回去
的路。可他没有这样做，而
是借此机会，深入接触劳动
人民，身临其境地感受人民
的痛苦。他也许觉得：只要
能与自己所热爱的人民在
一起，就是幸福。

但是，当他看到“ 民
生”的艰难，而他又知道自

己无法解救他们时，他又感
到无限的悲痛与无奈。一声
长叹后，诗人捂着脸哭了！
太息，意思是叹息；掩涕，就
是掩面哭泣的意思；至于

“兮”，那是一个句中的语气
助词，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

“啊”。
相信，凡是对诗人有所

了解的，都会与这句诗产生
共鸣！

2.再分析第二个片段：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
其犹未悔。”

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
是我内心所珍爱并追求的，
即使让我死无数次，我也不
会后悔。诗中的“亦”，当如
果讲；“善”，当珍爱的、追求
的讲。从这一片段中，我们
不仅可以看出诗人追求理
想的执着，而且可以体会
到，诗人一生对知识的渴

求，对国家对人民的酷爱。
就是这种精神，使他练就与
诸侯舌战的口才，写出爱国
爱民而又惊天地、泣鬼神的
诗文。

当时，他的最大理想与
追求是抗击秦国的侵略，为
楚国的独立与强大而贡献
智慧和力量。为此，他即使
牺牲多少次，也在所不辞。

屈原这种为美好事物
不懈奋斗虽死不悔的精神，
不仅影响了与影响着历代
文人，而且更影响了与影响
着历代的劳动人民。

可以这样说，几千年
来，优秀的中华儿女的基因
中，无不渗透着诗人的这种
精神！

3.现在分析第三个片
段：“路漫漫其修远兮，吾
将上下而求索。”

《离骚》中这一诗句，人
们最熟悉。意思是说：在追
寻真知、真理尤其是理想方
面，道路还十分漫长。诗人
表示，为了获得它，他可以
上至天空、下至地底（上穷
碧落下黄泉）不遗余力地去
探索。漫漫，形容道路或时
间很长很长；修远，就是遥
远的意思，修，指长度；上
下，指上天下地，即到天上
到地底的意思。

这两句诗激励作用太
大了，以至于千千万万的学
子，即使他们没有读过《离
骚》，甚至不知是何人所写，
都会背诵这两句诗。因为这
样形象生动而又比喻恰当
的诗句，最容易拨动人们的
心弦，从而引起共鸣！

所以，从《离骚》问世
之后，千百年来，这两句诗
就一直激励着古今中外所
有的有志者，成为他们的
座右铭。尤其当他们遇到挫
折，倒在地上，觉得精疲力
尽，想着放弃时，只要这两
句诗突然出现在脑海中，往
往就会使他们精神为之一
振，顿时产生无穷的智慧和
力量。于是，又爬起来，继续
前进了！

最后，如果我们把这3
个片段联系起来考虑一下，
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千百年
来，人们对不少历史人物敢
于否定或诋毁，而对屈原则
几乎所有的人都以“高山仰
止，景行行止”的崇敬的心
情缅怀他，学习他，有时竟
然达到顶礼膜拜的程度！一
句话：因为这位伟大诗人崇
高的人格与超群的智慧给
予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心系
民生的情怀，以及追求真理
的奋斗精神！ 文/李淑章

《离骚》（片段）赏析

近日，方金良的历史文
化散文集《古墙、古城、古道》
由远方出版社出版，这是他
出版的第五部书，写包头旅
游文化历史的第四部。

与前四部不同，这是他
十年行走包头的一次总结，
古墙、古城、古道，是他行走
的顺序，也是标志，他一步步
从走长城开始，逐渐走长城
沿线的古城，又走连接一个
个古城的古道，十年间，包头
的古墙、古城、古道，留下了
他的足迹、他的思考、他的恐
惧、他的担忧、他的友谊、他
的很多很多……

■行走

由爱好走向文化

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
《中国长城志》总主编董耀会
在《古墙、古城、古道》的序中
写道“古墙、古城、古道，是历
史的重要承载，是关联的整
体。古墙横亘，象征着古代帝
王开疆拓土的丰功伟绩，是
文化的渗透、碰撞以致融合
的具象表达，古墙的设计修
建护守，演绎着波澜壮阔的

中国历史进程。古城沧桑，象
征着皇权的力量，承载着国
家的意志，书写着历史的悲
欢离合，记录了人民的喜怒
哀乐，是保障古墙横亘久远
的后防。古道苍茫，是古城、
古墙的连接，是不同民族、不
同文化融合的历史脚步，秦
直道的端点，参天可汗道的
要塞，昭君出塞之路的驿站，
留在了苍茫的古道上，隐没
在历史的岁月风沙。”

方金良的包头行走，是
从职务行为，转变为爱好，最
后转变为文化行为。方金良
的行走始于2005年，工作之
余本来就有文学作品问世的
他，迷上了包头的文化、旅游。
他用了10年时间几乎走遍了
包头的所有开发、待开发的
旅游景点。执行主编了《导游
包头》、《旅游包头》两部宣传
书，创作出版了《惶恐与感悟》
《老方带你游包头》散文集。

十年行走后的休整期，
他沉淀了下来，阅读了很多
文化历史方面的书。从2015
年开始，方金良的行走从对
自然风光的赏析为主，转变
为对包头历史文化的探究。

历史文化的考察的脉
络也不是一开始就清晰的，
开始时，是对单个古城的行
走与考察，梅力更沟障城、麻
池古城、固阳草地沟障城，走
遍了包头境内几乎所有带

“城”和“库伦”、“忽热”等字
眼地名附近的古城。

■文化

由记录走向挖掘

一个个古城走下来，他
的疑惑也来了，这些古城是
单独存在的吗？这么多，是不
是有什么规律呢？他把行走
和思考连缀起来发现，似乎
有些规律，那就是，古长城周
边的古城特别多，也形成了
线状分布：从春秋战国至明
清时期，包头境内修建了8条
长城，其中赵长城、秦长城各
1条，汉长城2条，北魏长城2
条，金界壕2条，今天还都有
遗存。

于是，他又开始行走长
城。长城是古代政权、民族之
间分割的边界。互相的防备，
就需要驻兵防守，于是有了
兵城和障城，之后地区中心

形成后，就有了县城、郡城、
王城、都城。在长城沿线，包
头境内现有7类近百座古城
和障城，其中，长城障城约50
座，未知其年代和用途的石
城5座。

从古城到长城之间，还
要有链接通路，就是古道。古
道最早是驿路古道，之后，古
道由纯粹的军事的道路，发
展为商道。这些古道包括秦
直道、中道、稒阳道、参天可
汗道、呼延道、回纥道、五当
沟古道、木怜道等。

几年间，方金良就行走
了40多座古城、4条长城和4
条古道，拍摄了一万多张照
片。当然，也经历了难以想象
的困难。寻找是艰难的，尽管
查看了不少资料，又有卫星
导航，但要在苍茫草原上能
准确找到位置也是十分的
不易。有一次，他寻找苏木图
障城。从白云矿区东北的汉
北长城巴音敖包嘎查段开
始寻找，一路向西，在红旗牧
场西南约25公里处的乌兰宝
力格嘎查西约3公里，终于看
到了耸立在山顶的城墙残
垣。“行走虽然辛苦，但收获

了苍茫荒野的寂寞感受，收
获了沐浴风霜的身心愉悦，
收获了穿越远古的思维发
散，发现了鲜为人知的身边
美景。”方金良说。

■挖掘

由零散走向系统

董耀会在《古墙、古城、
古道》的序中写道：这是一部
历史文化散文集，也极具地
方史研究价值，具有较强的
可读性和欣赏价值。读者从
古城、古道，想到王昭君的落
雁愁容，对汉代、唐代乃至清
代一直存在的和亲政策，或
许会多几分新的解读。作为
历史研究著作，他用脚步丈
量历史，用心血解读历史，观
点鲜明，立意新颖，他将包头
及周边的历史放在中国历
史文化的大格局中进行思
考，于细节之中管窥大历史，
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他对汉
长城的解读，对北魏长城的
复线的观点，对昭君古城的
研究，对昭君出塞之路的探
索，对达茂草原五座石城的
猜想等，都会对包头历史文

化旅游的发展起到很好的推
动作用。方金良勤于学习，在
浩瀚的古籍中寻找有价值的
历史信息并进行实地考察，
进行认真思考。读者可以从
《古墙、古城、古道》一书中感
受到作者严谨的治学精神。

“整个包头市的历史文
化遗存是中国北方古代的缩
影，承载了过多的历史，但可
惜的是，记载和发掘这些的著
作太少，以至于淹没于荒野
蔓草间了，这需要我们包头
现在的学者和文化人共同
努力，把包头的灿烂文化挖
掘出来，宣传出去，这是我
们包头的文化人应该做的
事，我也将继续行走，继续
思考，为包头的文化建设，
做出自己的努力”方金良说。

文/李 岸

■链接

方金良：1962年生于包

头市固阳县乡村，内蒙古及

包头市作家协会、摄影家协

会会员，包头旅游发展专家

委员会专家。著有散文集

《惶恐与感悟》、《老方带你

游包头》和历史文化散文

集：《古墙、古城、古道》。

方金良：走访历史遗迹 发掘远古文化

◎◎淑章谈古诗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