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养老问题论文(通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
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养老问题论文篇一

原文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
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
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
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
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
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
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
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
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
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
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
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
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
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译文

永和九年，岁星在癸丑，三月初三日，我们在会稽郡山阴县
的兰亭集会，举行祓禊活动。许多著名人士统统来了，年轻



的和年长的都聚集在一起。这专访有高峻的山岭主，茂盛的
树林，外长的竹子。还有澄清的急流，在左右映衬环绕，引
来作为流觞的曲水。大家依次坐在水边，虽然没有琴、瑟、
箫、笛演奏的盛况，但边喝酒边赋诗，也足够畅叙衷情。这
一天，天色晴朗，空气清新，和风温暖。抬头看到天空的广
阔，低头看到万物的众多，藉此放眼观赏，开畅胸怀，可以
尽情享受耳目的乐趣，确实是欢乐的。

人与人的相处，时间很短暂。有的把自己的抱负倾吐出来，
和朋友在一间房屋里谈论;有的凭借爱好的事物寄托志趣，过
着放纵性情的生活。虽然各人谋求的和抛弃的千差万别，性
格的安静和浮躁也不一样，可是当他们对接触到的事物感到
高兴，被自己暂取得，就愉快地自满起来，不知道衰老即将
来到。等到他们对谋求或者取得的事物已经厌倦了，尽情就
随着事物的改变而改变，感慨也随之而来了。从前所喜欢的，
在极短的时间内已经变为陈旧的事物，还不能不因此而产生
感慨。何况寿命长短，跟着自然界变化，终究要走向结束。
古人说：“死生也是一件大事啊。”难道不令人悲痛吗!

每次我看到从前人产生感慨的原因，同我们好像契约一样相
合，没有不对着前人的文章悲伤感叹，可是心里又不明白会
这样。本来就知道把死和生看作一样是虚妄的，把长寿和短
命看成等同是荒诞的。后来的人看现在，也象现在的人看从
前一样，这是多么可悲啊!所以我把与会的人一个一个地记下
来，并且把他们所作的诗抄录下来。虽然时代不同，事情也
两样，但是人们产生感慨的原因，那情景还是一样的。后代
阅读的人，也会对这些诗文有所感慨吧。

《兰亭集序》逐句翻译讲解

第一段：

原文：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
亭，修禊事也。



翻译：永和九年，也就是癸丑年，(在)三月上旬(的某一天)，
在会稽郡山阴县的兰亭聚会，举行祓禊活动。

讲解：“永和九年”是用年号纪年法纪年，即：使用帝王确
立的年号加上序数词纪年;“癸丑”是用干支纪年法纪年，即
使用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和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
巳午未申酉戌亥)进行依次组合(甲子-乙丑-丙寅-等)来纪年;
这一年为东晋穆帝确立“永和”这一年号的第九年，也
是“癸丑”年。两种纪年方法一般单用，这里叠用有清晰纪
年的`作用，但更重要的要算是音韵上的作用。“暮春”是用
孟仲暮纪月法纪月，即：三月。“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状
语后置。“禊”为古代春秋两季在水边举行的清除不祥的祭
祀。《兰亭集序》还有个别称叫“禊帖”。

鉴赏：一语道尽时地事也。

原文：群贤毕至，少长咸集。

翻译：有贤德的人都来(到这里)，年轻的、年长的都(在这
里)会集。

讲解：“贤”“少”“长”为形容词活用为名词，意为“有
贤德的人”“年轻的人”“年长的人”;“至”“集”后都省
略了介宾短语“于此”，作状语。

鉴赏：八字写尽来人，更写尽修禊之盛事。

原文：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

翻译：这里有高大险峻的山岭，茂盛高密的树林和竹丛;又有
清澈激荡的水流，(在亭的)左右辉映环绕。 讲解：“崇山峻
岭”“茂林修竹”“清流激湍”三个短语都使用了互文的修
辞，翻译时都需要调整。“映”为动词“辉映”，“带”为
致词“环绕”，其后省略了介词“于”。



鉴赏：二十字写尽幽美环境。

原文：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
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翻译：(把水)引来作为飘传酒杯的环形渠水，(人们)在它旁
边排列而坐，虽然没有管弦齐奏的盛况，(可是)饮一杯酒，
赋一首诗，也足够用来痛快地表达幽雅的情怀。

讲解：“引”后省略了宾语“之”，代“清流激湍”;“以”
为承接关系的连词，不译;“列坐”后省略了介
词“于”;“一觞”“一咏”为动词性短语“饮一杯酒”“咏
一首诗”;“以”为介词“用来”。

鉴赏：三十字写尽饮酒赋诗之盛况。

原文：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

翻译：这一天，天气晴朗，空气清新，微风和暖。

鉴赏：一张一弛，此为弛。

原文：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
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翻译：抬头观望辽廓的宇宙，低头品察繁盛的事物，所用来
放眼四望、舒展胸怀的(景观)，(都)足够用来让人尽情享受
视听的欢乐，实在快乐啊!

讲解：“之”为定语后置的标志;“品类”为名词“世间万
物”;“所以”为固定结构“所用来??的景观”，“极”为动词
“尽情享受”。

鉴赏：此为“游”，有景物、有游踪。



第二段：

原文：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

翻译：人们彼此相处，俯仰之间(就是)一生。

讲解：“夫”为助词，不译。“之”主谓之间的结构助词，
不译。“俯仰”用两个动作表示时间短暂。 鉴赏：所有的生
命感悟实自一“夫”字始。

原文：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
外。

翻译：有的人从自己的情趣思想中取出一些东西，在室内(跟
朋友)面对面地交谈;有的人通过寄情于自己精神情怀所寄托
的事物，在形体之外，不受任何约束地放纵地生活。

讲解：“诸”为合声词“之于”，“之”代所言内
容，“于”与其宾语“怀抱”组成的介宾短语作状语;“晤
言”“放浪”后省略了介词“于”，“于”与其宾语组成的
宾语介宾短语作状语;“因”为介词“通过”，与其后面“寄
所托”一起形成介宾短语作了状语。

鉴赏：读此句有“物喜”“己悲”之感。魏时的弥衡，西晋
时的刘伶等人为典型代表。此实为政治黑暗，残害屡起时，
文人生活的畸变。

原文：虽趋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
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
之矣。

翻译：虽然(人们的人生)取舍千差万别，好静好动，也不相
同，但是，当他们对所接触的事物感到高兴时，暂时得意，
快乐自足，竟不知道衰老即将到来;待到他对于自己所到达的



地方感到厌倦，心情随着当前的境况而变化，感慨就会随之
而来。

讲解：“取”有两解，一为“趣”，一为“取”，这里
取“取”意。“欣于所遇”为典型的介宾短语作状语的倒倒
装句，“所遇”为名词性的所字短语。

鉴赏：此境而有此感，古今同也。

原文：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
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

翻译：以前感到欢快的事俯仰之间已经变为陈迹，仍然不能
不因此产生感慨，何况人寿的长短随着造化而定，最后终将
以生命的结束为最终结局。

讲解：“之”定语和中心语之间的结构助词“的”，在句中
译为状语，实因古今汉语习惯不同;“之”为代词，代“向之
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的情况;“修”为形容
词“长”;“期”为“以??为最终结局”;“尽”为“生命的
结束”。

鉴赏：生命之痛感由此而出也!

原文：古人云：“死生亦大矣。”

翻译：古人说：“死和生也是件大事啊!”

鉴赏：千古同此一叹!

原文：岂不痛哉!

翻译：怎能不悲痛呢?

鉴赏：此痛感为文学史上最初的痛感!西晋时阮籍的穷途而哭



为其先声!

第三段：

原文：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
能喻之于怀。

翻译：每当我看到前人发生感慨的原由，(跟我所感慨的)如
同符契那样相合，没有不面对着(他们的)文章而嗟叹感伤的，
在心里(又)不能清楚地说明。

讲解：“合契”：古代的契分为两半，各执其一，相合为信。
“喻”为动词“说明”;“于怀”介宾短语作为后置了的状语。

鉴赏：此为阅读之真境界!

原文：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

翻译：(我)本来就知道，把生和死同等看待是荒诞的，把长
寿和短命同等看待是妄造的。

讲解：“一”“齐”为意动用法，意为“把??看作一样”。

鉴赏：生命之痛更加重一层哲学感矣!

原文：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

翻译：后人看待今天，也像今人看待从前一样，真是可悲啊!

讲解：“之”为主谓之间的结构助词，不译。

鉴赏：生命之痛更加一层厚重的历史感矣!

原文：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



翻译：因此我一一记下参加这次聚会的人，抄录了他们的诗
作。

讲解：“时”为“当时的”，指“参加这次聚会的”;“其”
为人称代词“他们的”。

鉴赏：补录兰亭集之成因，实因生命之感，实因修禊始也!

原文：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

翻译：即使时代不同情况不同，但人们的情致却是一样的。
鉴赏：补录兰亭集之理论依托。

原文：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翻译：后代的读者读这本诗集也将有感于生死这件大事吧。
鉴赏：补录兰亭集序之目的，其间显示着极其强大的自信心。

养老问题论文篇二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

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

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

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望相似 一作：只相似)

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

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

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

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

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

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

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

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

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落月 一作：落花)

译文

春天的江潮水势浩荡，与大海连成一片，一轮明月从海上升
起，好像与潮水一起涌出来。

月光照耀着春江，随着波浪闪耀千万里，所有地方的春江都
有明亮的月光。

江水曲曲折折地绕着花草丛生的原野流淌，月光照射着开遍
鲜花的树林好像细密的雪珠在闪烁。

月色如霜，所以霜飞无从觉察。洲上的白沙和月色融合在一
起，看不分明。

江水、天空成一色，没有一点微小灰尘，明亮的天空中只有



一轮孤月高悬空中。

江边上什么人最初看见月亮，江上的月亮哪一年最初照耀着
人?

人生一代代地无穷无尽，只有江上的月亮一年年地总是相像。

不知江上的月亮等待着什么人，只见长江不断地一直运输着
流水。

游子像一片白云缓缓地离去，只剩下思妇站在离别的青枫浦
不胜忧愁。

哪家的游子今晚坐着小船在漂流?什么地方有人在明月照耀的
楼上相思?

可怜楼上不停移动的月光，应该照耀着离人的梳妆台。

月光照进思妇的门帘，卷不走，照在她的捣衣砧上，拂不掉。

这时互相望着月亮可是互相听不到声音，我希望随着月光流
去照耀着您。

鸿雁不停地飞翔，而不能飞出无边的.月光;月照江面，鱼龙
在水中跳跃，激起阵阵波纹。

(此二句写月光之清澈无边，也暗含鱼雁不能传信之意。)

昨天夜里梦见花落闲潭，可惜的是春天过了一半自己还不能
回家。

江水带着春光将要流尽，水潭上的月亮又要西落。

斜月慢慢下沉，藏在海雾里，碣石与潇湘的离人距离无限遥
远。



不知有几人能趁着月光回家，唯有那西落的月亮摇荡着离情，
洒满了江边的树林。

创作背景

《春江花月夜》为乐府吴声歌曲名，相传为南朝陈后主所作，
原词已不传，《旧唐书·音乐志二》云：“《春江花月夜》、
《玉树后庭花》、《堂堂》，并陈后主作。叔宝常与宫中女
学士及朝臣相和为诗，太乐令何胥又善于文咏，采其尤艳丽
者以为此曲。”

后来隋炀帝又曾做过此曲。《乐府诗集》卷四十七收《春江
花月夜》七篇，其中有隋炀帝的两篇。

张若虚的这首为拟题作诗，与原先的曲调已不同，却是最有
名的。目前具体的创作背景已不可考。

张若虚张若虚(约660—约720)，唐代诗人。扬州(今属江苏)
人。曾任兖州兵曹。生卒年、字号均不详。事迹略见于《旧
唐书·贺知章传》。中宗神龙(705～707)中，与贺知章、贺
朝、万齐融、邢巨、包融俱以文词俊秀驰名于京都，与贺知
章、张旭、包融并称“吴中四士”。玄宗开元时尚在世。张
若虚的诗仅存二首于《全唐诗》中。其中《春江花月夜》是
一篇脍炙人口的名作，它沿用陈隋乐府旧题，抒写真挚动人
的离情别绪及富有哲理意味的人生感慨，语言清新优美，韵
律宛转悠扬，洗去了宫体诗的浓脂艳粉，给人以澄澈空明、
清丽自然的感觉。

养老问题论文篇三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点明了时间、地点和特定的环境。大意是：在深秋的季节，
我独自一人站在橘子洲头，望着江水日夜不息地向北奔流。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
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一个“看”字，总领七句，描绘了独立橘子洲头所见到的一
幅色彩绚丽的秋景图。大意是：远望群山，重重叠叠的树林
点染如画;近看满江的秋水碧绿清澈，无数船只争相行驶。仰
视，雄鹰在天空中展翅高飞;俯看，鱼儿在江水中轻快地畅游。
宇宙中的万物都在秋天里生气勃勃地自由舒展、蓬勃生长。
诗人从山上、江面、天空、水底选择了几种典型景物进行描
写，远近相间，动静结合，对照鲜明。这七句，为下面的抒
情提供了背景，烘托了气氛。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面对这一派生机勃勃的大千世界，诗人思绪万端，不禁问道：
广阔无垠的大地呀，谁才是主宰你消长兴衰命运的真正主人
呢?这一问道出了诗人的雄心壮志，表现了他的博大胸怀。

养老问题论文篇四

近年来，申论考试已成为不少考生的热门选择，而在这个考
试中，人物事迹是一个常见的命题方向。通过学习和了解不
同人物的事迹，考生可以获得丰富的知识和启示，同时也能
培养自己的分析和思考能力。以下是我对申论人物事迹的一
些心得体会。

首先，人物事迹能给我们带来的最大启示就是努力与奉献的
力量。在今天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成功往往离不开努力和
奉献。通过学习那些取得杰出成就的人物，我们了解到他们
的成功并非是偶然，而是经过长时间的不懈努力和无私奉献
取得的。他们常常面临着重重困难和挑战，但他们始终不放
弃，坚持追求自己的梦想。这让我意识到，只要我们勤奋努
力，坚持自己的目标，就能够追寻到属于自己的成功。



其次，人物事迹也让我认识到了坚持原则和价值观的重要性。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诱惑和诱因，而
这往往会让我们游离于自己的原则和价值观之外。然而，在
那些取得伟大成就的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始终坚持
自己的原则和价值观，并不为外界的声音所动摇。比如马云，
他一直坚信“为了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并不断探索和
创新，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这让我明白，只有坚守自己
的原则和价值观，才能在复杂的世界中看清前进的方向。

再次，人物事迹也让我深刻理解到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在
当今社会，几乎没有哪个行业是可以独自完成的，而团队合
作是取得成功的关键。通过学习那些成功人物的事迹，我发
现他们往往都懂得如何与团队合作，善于发掘并运用团队的
优势，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成员的潜力。比如乔布斯，他能
够凝聚一个个优秀的人才，组建一个高效协作的团队，并带
领团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突破。这给了我很大的启示，正
如古人云：“一人难挑千斤担”，团队才是最强大的力量。

最后，人物事迹还让我明白了人生中的选择和坚持的重要性。
在每个人的人生中，都会面临各种选择，这些选择将决定一
个人未来的道路和命运。然而，面对选择时，有些人难以抉
择，有些人则流于随波逐流。与此相对，在那些取得巨大成
就的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始终坚持自己的选择，并
为之付出努力和奉献。比如李嘉诚，他在财富积累的过程中，
一直坚守着自己的价值观和原则，不违背自己的内心。这让
我明白到，在人生的道路上，只有明确自己的选择，并坚持
不懈地为之努力，才能取得真正的成功。

综上所述，通过学习和了解不同人物的事迹，我深刻认识到
了努力与奉献的重要性，坚持原则和价值观的重要性，团队
合作的重要性，以及人生中选择和坚持的重要性。这些心得
体会将激励我更加努力，不断追求自己的梦想，并为社会的
发展与进步做出更多的贡献。



养老问题论文篇五

人物事迹是一面镜子，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的品质和精神风貌。
通过学习人物事迹，我们可以汲取力量，激发自身的潜能，
努力追求卓越。以下将通过榜样人物的事迹来探讨他们的品
质和对我的启示。

首先，榜样人物的事迹常常体现出坚韧不拔的品质。例如，
乔布斯，在创办苹果的过程中，经历了很多挫折，但他从不
放弃，始终坚持自己的理念。他说过一句经典的话：“活在
别人的心里是你读书最好的方式。”这句话无疑是他坚韧不
拔的体现，同时也启示了我，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要始终
保持坚韧的品质，勇往直前。

其次，榜样人物的事迹常常体现出奉献精神。母亲是我生命
中最伟大的榜样之一。她总是默默地为我付出，从不求回报。
无论是在我学习困难的时候，还是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时，她
总能给我积极的鼓励和无私的帮助。通过观察母亲的付出，
我明白了奉献的真谛，她的行为激励着我努力工作，回报她
的养育之恩，同时也激励我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为社会
做出自己的贡献。

再次，榜样人物的事迹常常体现出顽强的意志力。例如，刘
翔是中国的田径运动员，他在运动生涯中经历了很多伤病和
挫折，但他从不放弃，始终坚持自己的训练和比赛。这种顽
强的意志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教会了我，面对困难
和挫折时要坚持不懈，勇往直前。

最后，榜样人物的事迹常常体现出智慧与创新的品质。比
尔·盖茨是微软公司的创始人，他在商业领域的成功得益于
他的聪明才智和对创新的追求。他推动了信息科技的发展，
并积极参与慈善事业，用自己的智慧和财富改变了世界。通
过学习比尔·盖茨的事迹，我明白了智慧和创新对于个人和
社会的重要性，也激励着我不断学习和进步，为社会的发展



贡献自己的力量。

综上所述，通过学习榜样人物的事迹，我们可以汲取力量，
追求卓越。他们的坚韧不拔、奉献精神、顽强意志和智慧创
新品质都是我们值得学习的，这些品质将激励我们在人生道
路上努力奋斗，不断追求卓越。我们应该立足于自我，不断
提升自己，并在实践中付诸行动，将榜样人物的精神融入到
自己的生活中，为自己和社会做出积极贡献。正如杰出领导
者尼尔·巴什所说的：“榜样只能指点方向，最后的成功还
要靠自己的努力。”只有自己不断努力，才能将他人的榜样
转变为自己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