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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
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
享阅读。

登山的阅读篇一

今天上网课，老师带我们学了一篇叫《登山人》的阅读。

读完了这篇阅读，我发现了前两个人，第一个人没有一点克
服困难的精神，第二个人与其说是知难而退，还不如说他是
半途而废。而第三个人在攀登途中少不了跌倒，可是在他无
数次跌倒后，也没有选择半途而废和知难而退，他的选择是
迎难而上，最终上了山顶。

这三个人真是“有志者登山，无志者站山脚。”而登上顶峰
的人，就像唐代大诗人杜甫《望岳》中说的那样：“会当凌
绝顶，一览众山小。”

有一句话是没有追求和付出，哪来的`成功，每一天，每一年，
都是新的起跑线。其实，只要努力，什么时候奋斗都不晚。
《登山人》的故事就像我们在攀登书山。古人们说：“书山
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是啊，只有勇于攀登，不
懈奋斗，才会登山书山的最高峰！人生也一样，强者奔跑，
弱者止步。

登山的阅读篇二

《谈艺录》实际上是一部诗话，只是不涉及时人作品而已。
不像《随园诗话》有假书传诗之嫌，亦有借人抬己之疑。钱



先生对随园颇有微词，常有发难之语。如果单就趣味性而言，
我以为《谈艺录》不及《随园诗话》，不搞专门研究者不一
定要看。

《谈艺录》的'特点是旁征博引古今中外的相关资料，书（中
华书局1996年版本）中补遗、补订、补正篇幅超过原文，释
道儒墨阴阳家，英德法意希腊文，信手拈来，其才情博学记
忆力，无不令人叹为观止。资料的丰富罗列，为后人作某项
专题研究提供了可贵的索引；但为了说明一个问题，有时是
用不着举那么多例子的。（他自己在《管锥编》里说：贾谊
《过秦论》“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
八荒”，四者一意，任举其二，似已畅足；多举犹“一个孤
僧独自行”“关门闭户掩柴扉”一样可笑了。

凡读过《谈艺录》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不论名气多大的诗
人，他都能在其诗作里找出沿袭前人的句子。如大诗人陆游，
简直被他追得无地自容。

钱先生论唐诗宋诗的差别，“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
多以筋骨思理见胜”，“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
人”。所谓唐宋诗是指风格而言，“自宋以来，历元、明、
清，才人辈出，而所作不能出唐宋之范围，皆可分唐宋之畛
域”。

一般的说法，师法尚高，“取法乎上，仅得其中”。但钱先
生比较竟陵与公安两派，“以作诗论，竟陵不如公安；公安
取法乎中，尚得其下，竟陵取法乎上，并下不得。”可能是
眼高手低吧。

“文贵曲，诗宜淡”，钱先生引古人言证之。贵直者人也，
贵曲者文也；天上有文曲星，无文直星。作诗无古今，唯造
平淡难。诗到无人爱处工，俗人犹爱未为诗。直须作到无人
爱，始是吾诗长进时。



诗文之累，不由于谤而由于谀。诗文之累学者，不由于其劣
处，而由于其佳处。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长者也。第一个用
花比女人的是天才，但花喻女人已流为俗套；好诗被学被尊
为xx体，便不怎么新鲜了。

关于剽窃，须严格区分“改”与“袭”：以为原句不佳，故
改；以为原句甚佳，故袭。改则非胜原作不可，袭则常视原
作不如。

司空徒《诗品》“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不是一个字不写。
“不著”者，不多著，不更著也；“著”有注解的意思。好
像山水画，无笔墨处与点染处互相烘托，并不是无字天书或
圆光之白纸。

关于诗与文的比喻，转引《围炉诗话》说明，非常形象。意
喻之米，文如饭，诗如酒，饭不变米形，酒则尽变；饭使人
饱，酒令人醉。

作诗须以不类为类乃佳；看了上句，使人想不出下句，方见
变化不测。“珠圆花上露，玉碎草头霜”，虽工不绝。这样
说来，必“西班牙”对“东坡肉”，“三星白兰地”对“五
月黄梅天”才妙。一笑。

韩愈同柳宗元的差别好像建房子，“子厚先量自家四至所到，
不敢略侵别人田地。退之则惟意之所指，横斜曲直，只要自
家屋子饱满，不问田地四至，或在我与别人”。苏轼与黄庭
坚的不同“犹丈夫女子之接客”，“丈夫见宾客，信步出将
去；如女子，则非涂泽不可”。苏东坡如名家女，大脚步便
出；黄山谷缩头拗颈，欲出不出，有许多作态。

李商隐《锦瑟》诗非“悼亡”之意，而是以古瑟自况。“诗
冠全集，倘非偶然，则略比自序之开宗明义。”首“锦瑟”
两句，言景光虽逝，篇什犹留，毕世心力，平生欢戚，开卷
历历，“借此中传”；次“庄生”两句，言作诗之法，心之



所思，情之所感，寓言假物，譬喻拟象；中“沧海”两句，
言诗成之风格或境界；末“此情”两句，乃与首二句呼应作
结，黯然于好梦易醒，盛筵必散。

《谈艺录》一书，博大精深，根据读者自身的学养差异，给
予你不同的收益。功底深的，得到便多；像我辈浅薄者，只
能学到一点简单的知识，如韩非为什么叫“韩非子”而不
称“韩子”之类，读不读意义不大，实在对不起钱先生的大
著。

文档为doc格式

登山的阅读篇三

今天，我读了《课外阅读》中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黄兴
写的《走向山下的登山者》。

这篇文章内容主要讲述两位登山者的故事。一位名叫棒球的
日本小伙子16岁时登上了阿尔卑斯山最高的山峰——3354勃
朗峰。他在20xx年登上珠穆朗玛峰时，清除了其他登山者留
下的垃圾，6年来在珠穆朗玛峰捡了9吨垃圾。我尊重他的环
保观念。

另一个登山者名叫梅根。她是女职员20xx年5月21日，她终于
登上珠峰的8500米高，看到垂死的女子登山运动员，将她背
到7500米处进行治疗，使受伤的女子登山运动员脱离生命危
险。我认为她舍己救人的行为值得大家学习。

世界可以像野生区一样拥有更多保护环境的人，只要减少破
坏环境的人，地球就会变得更加干净。如果世界能像梅根一
样拯救更多自我牺牲的人，少见不求死亡的人，世界就会像
歌词一样更加和谐。只要每个人都献上一点爱，世界就会变
成美好的明天。



登山的阅读篇四

作者：张洳之

鲁迅曾说过：“读一本好书，就像交了一位益友。”最近我
就读了一篇文章，叫做《登山人》。

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有三个登山的人，都准备到山顶看
美丽的风景。第一个登山者刚刚上山，就觉得全身无力了，
心想：山这样高，我还是知难而退吧。第二个登山者登到了
半山腰也半途而废了。第三个登山者一路跌跌撞撞，终于登
上了山顶。

从中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做事情如果知难而退或半途而废就
会前功尽弃，所以我们要持之以恒，坚持到底，才会有所成
就。我还知道了一鼓作气的人多，坚持到底的人少的道理。

就像学习下饺子一样，那一次，奶奶教我下饺子，我先看奶
奶的样子，灌水、烧水、下饺子……看着十分简单。我信心
十足地去拿锅，准备接些水来烧，但奈何我力气小，拿不起
锅来。于是我使出了全身的力气，终于拿起锅来了，可我下
饺子的时候却把饺子给煮烂了，我心想：怎么那么难？奶奶
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下饺子没那么简单，要有耐心，你之
所以煮烂了，是因为煮的时间太长了，不要到处跑，就在锅
边观察着、等待着就行了。”我听了奶奶的话，又试了一次，
果然成功了。

读了这篇文章，我明白做事要持之以恒，不要半途而废的道
理，真是受益匪浅！

作者：刁贤

读了《登山人》这篇文章，使我懂得了只有坚持、知难而进，
才能得到最后的成功。



文中说第一个人爬一会儿就下山了，第二个人爬到半山腰就
下山，耗费了体力，也观赏不到美景；只有第三个人，知难
而进，耗费了体力，但看到了美丽的景色。我们不能学习前
两者，看不到大好风光；要像第三者学习——坚持，最后成
功。

我的朋友说：“反正这又不是必须做的，我不做何妨？”于
是，他玩去了。我则一遍遍考虑算式怎么列，思考为什么与
结果不符……终于，我成功了，我知道六边形面积了！看来，
只要坚持，什么样的困难都会被克服。

人最可怕的是半途而废，那将既花费体力，又一事无成。如
果遇到困难就放弃，那什么事情也不会有结果，因为所有的
成功都要经历困难。只有战胜困难，才能摆脱困难。战胜困
难是走向成功之路的关键所在，我们不能被困难这块绊脚石
给绊倒。我们要成为“第三者”，把挡住去路的困难搬开。

登山人一文告诉我们，不能知难而退，那样什么也干不成；
只有知难而进，才能享受最后的成功。

登山的阅读篇五

4月7日那天，我怀着激动的心情阅读了《登山》这篇课文，
它给了我很多的启迪。

《登山》这篇课文主要是讲列宁邀请波兰革命者巴果茨基去
山顶看日出。由于出发晚了，他们要想早些看到日出就必须
走一条近路，但这条狭窄的小路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深渊，
路宽只能容一只脚，非常危险。稍不留神就会跌进深渊。但
是列宁凭着自己坚强的意志两次都顺利走了过去。这个故事
告诉我们一个革命者不应该被害怕所压倒，应该不畏任何艰
难险阻，勇往直前，并且随时随地、每时每刻锻炼自己的意
志。我想：一个人做事不应该有畏难情绪，干什么事都得有



自信心，不然是永远干不好的。

有一句谚语说，困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屈服。读完这篇文
章后，我非常的敬佩列宁这种不怕困难、不退缩的精神。再
把列宁和生活中的我作比较，我发现我和列宁之间的差距还
很大。比如，遇到一点点小事就退缩了，真是不应该。以后，
我也要向列宁学习，学习列宁这种不被困难所压倒的精神，
做一个有用的人。

我永远不会忘记列宁所讲的一句话：“一个革命者不应该被
害怕所压倒，我们得随时随地、每时每刻锻炼自己的意
志。”它一定会成为我成功之路照亮我未来之路的指明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