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栏杆拍遍读书笔记摘抄(模板8篇)
辩论是一种激烈、有趣的思维碰撞，有助于增加学生们的思
维活跃度和创造力。辩论需要注意礼貌和尊重，我们应该注
重辩论的过程和讨论的质量，而不是争输赢。接下来，我们
一起来看一篇优秀的辩论范文，了解如何写一篇成功的辩论
演讲稿。

把栏杆拍遍读书笔记摘抄篇一

梁衡的文章读到现在，最喜欢看他写的议论文。我一向坚信，
不论写什么样的文章，将自己独一无二的思想传递出来的才
算是成功。梁衡的议论文与我的评判标准完全重合，句句振
振有词、掷地有声。特别是那篇《怎样区分低俗、通俗和高
雅》，思辨的力度，简直让人拜服。但今天其实想呈现的，
是一些有关于读了梁老的文章后，我的思辨。

我“思辨”了一下，觉得原因有二：

第一个是因为老师没教好。我们的老师在上课之前就在大屏
幕上放出了她自己去晋祠游玩时的照片，照片上的晋祠泯然
典型的“中国式景区”，游人密密麻麻，小贩熙熙攘攘。上
课了，老师对着大屏幕为我们介绍晋祠：“我去的时候晋祠
里面外面都是小摊贩，哎呦，真的'是乱七八糟的……好了，
我们来看文章……你看这里，描写得多美啊！”殊不知，我
们早已因为她对于晋祠的描绘而对之感到乏然无味了。

或许是因为我从小就立志想从事教育行业，我总喜欢思考如
何成为一个好老师。现在，《晋祠》的这个例子又给我带来
了这方面的启示。我觉得作为一个老师，最重要也是最难达
到的是引起学生对于所传授内容的兴趣。

这一点虽说难达到，但我觉得，至少应该在课堂上、讲课文
时，为学生营造一个美好的氛围，至少不应该去破坏这个氛



围。即使现实真的很骨感，但我们又不是在上社会课。文章
中的晋祠，处处透着古朴之美。而作为一个教师应该做的，
我认为应当是最大限度地为学生们还原“晋祠式”的美，却
不能用现实当中的情形来草率地带入其中，这样反而破坏了
这份独一无二的美感。

第二个原因，私心觉得是因为教材编得不好。且不说排版与
插图，单凭教材上对于文章的剪切，就让古色古香的晋祠又
一下子逊色了很多。我一直固执地认为被用来细细品读的文
章就不应该剪切任何子句、段落。读文章好比看“场中美
色”（当然不是“一眼即过”）。若要看一个美人是否真美，
当然要看未经过任何修饰的样子喽！美人的眉眼多情、腰肢
纤细，可若直接扔给你一段细腰、柳眉，和一只骨碌骨碌转
的眼珠子，这可哪里还有美感可言呵！

说得太激动了，有些言过其实。不过我觉得，文章不应该剪，
像《晋祠》这样的好文章，更不应该剪。担心课时的话，老
师们哪怕略过这些没有什么知识点的句段，也应该保留学生
们观赏这“美人”身上各部分的权利，无论美丑。你瞧，
《晋祠》原文中，其中有许多关于石像、雕刻的典故，我在
读时便能能够结合着这些典故去“游”晋祠，那树、那水、
那石，都是有故事的，便更显得活灵活现。可是课文中，却
删去了这些段落。失去故事的晋祠变得单薄了许多，单薄到
只剩下一页书纸。

尧尧的话：也是育才的作业。要求读文章，写笔记。我从来
不知道“读书笔记"该怎么写，跑到新生群上一问，有一个姑
娘答：“边读边写呗。”然后我便意识到读书笔记就是“读
书时的笔记”——这样解释可能有点古怪，不过的确给了我
启示。我就把自己的在读时的思绪整理，归纳起来，便形成
了这篇文章。



把栏杆拍遍读书笔记摘抄篇二

也许这个故事你并生疏——一位老人，在一个山住了15年，
与许多人一起绿化了8条沟，造了7条防风带，3700亩林
网……与风沙抗争，虽已经81岁了，但他依然留在这里，准
备好了棺材，在付出心血的山里等待死亡。

也许他没有周恩来总理的为人民服务，即使生病也在病床上
批改文件的令人感动，也没有华罗庚在讲台上与世人道别的
隆重，有的只是在山沟中绿化便留在这绿色遍野的山沟中，
等待死亡。他用这样的方式实现自己的价值。

山沟里的树没有白杨的挺拔，没有街旁边树的公整如一，为
城市增添魅力，而只是稍微倾斜，有的已被被雨水冲刷的七
零八落，但他们所在的山坡上，已经形成了一层一层的梯形。
老人说：“这些树下有2米多的淤泥呀。”那些树便像老人一
般坚守自己的职责，付出自己所有的力量。

老人从中年到老年，身体渐渐虚弱，拄着拐杖，每一天在自
己的`小院门口看着自己的成果，有时拿起自己快不能拿动的
锄头与树苗，一种下，浇水。谁能想到，就是这样的坚
守。15年做成了常人不敢想象的巨大任务。并还将自己的辛
苦换来的钱全给大家，一冬天，便为村民一人买下了一个彩
电。山，绿色与微风相映成趣，满山的翠绿，生机勃勃，老
人已与这山融为一体。他的生命更已经转化成了青山，永远
不老。

最后，梁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便是《人人皆可为国王》。一
开始其便写了国王的权高位重，一国之财任其所用，一国之
民任其役使。所以很自然就成了人人的目标。

但接着梁先生就说了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有的时候长短并不
是绝对的，王亦有局限。王也有其所不能得到的。当然也不
是人人都想成为王，有的人只喜欢游山玩水，放浪形骸，寄



情于山水，不被权势而折腰。但其实如今的社会是多元的，
国王也是多元的，每个人在其行业中在其领域内都可成为王。
接着告诫我们只要努力，人人皆可称王。正如北宋的刘永，
虽被仁宗贬谪，但其在他的领域??词域中成为了他的王。所
以我们不要自暴自弃，埋怨社会的不公平，只要我们肯努力，
就会成为自己的王，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谁也不用自卑，更
无须骄傲，努力便可成为自己心中的王。

这就是我读梁先生的散文的感想，相信之后我会真正的学会
读书，学会发现美，学会努力，不怨天尤人，我相信我的人
生将会更加美好。

把栏杆拍遍读书笔记摘抄篇三

万千感慨万千愁，一路风雨一路歌。翻开梁衡的散文集《把
栏杆拍遍》。其中有一篇文章题目也是《把栏杆拍遍》，取
自辛弃疾的《水龙吟》：“......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
无人会、登临意。”就是这篇文章，让我重新认识了“人中
之杰，词中之龙”的辛弃疾，开始了解这位马背上的大词人。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
翻塞外声......”那是怎样一种场面?杀声震天，鼓声激荡，
刀枪剑戟，金戈铁马......我仿佛回到了那个旌旗蔽日、尘
沙飞扬的战争年代。敌阵前的他如展翅高飞、搏击长空的雄
鹰，怀揣着无比坚定的理想，在刀光剑影中奋勇嘶杀的酣畅
情景......然而，天不遂人愿，如今的他却空有一身力，空
有一腔声，空有一颗爱国心，又能向何处使呢?唯有痛拍栏杆，
才能发泄心中的抑郁和愤懑。

从“沙场秋点兵”到“天凉好个秋”，辛弃疾只能借助笔走
龙蛇，泪洒宣纸，蘸着血和泪涂抹成一首首“前无古人，后
无来者”的辛词。“像屈原那样仰问苍天，像共工那样怒撞
不周”他心里明白，哪怕将栏杆拍遍，也改变不了国家现状。
只能望眼欲穿，大声疾呼。那肚肠寸断的`悲愤回荡在天地中，



那豪迈不羁的诗魂飘荡人世间。

有人这样赞美他“稼轩者，人中之杰，词中之龙”。他的成
名，“像地球大板块的冲撞那样，他时而被夹其间感受折磨，
时而又被甩在一旁被迫冷静思考。所以积300年北宋南宋之动
荡，才产生了一个辛弃疾。”

梁衡说：“苏轼的豪放仅止于‘大江东去’‘山水之阔’”而
“真正诗人只有被政治所挤压、扭曲、锤炼时才能得到感悟，
才能因此而燃烧、炸响、振聋发聩”。

把栏杆拍遍读书笔记摘抄篇四

对林则徐的描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说他是一位功臣，又为
何同时说他是罪人。

在禁烟斗争中，林则徐倾尽全力销烟，并下了“若鸦片一日
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的决心。但皇帝却在他上任一年半
后又将他革职到镇海，此后又被贬至伊犁。在大臣王鼎的保
举下方得“戴罪治水”，他又一次尽心尽力，但当治水完毕，
所有人都得到奖赏，唯独林则徐得到“仍往伊犁”的谕旨，
他就是在一次次打击下被赶出关外的。

但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林则徐在西行途中，群众都到他住
处慰问，并送鞋、送伞……将他住处围得可谓水泄不通。开
封知府邹鸣鹤公开宣示：“有人能救林则徐酬万金。”途中，
官吏、百姓都争相迎送，为他减轻痛苦。

林则徐就像被皇帝甩出的砖头，但这块砖还未落地就被下层
官吏和民众轻轻接住，并以身相护，安放在他们中间。

但恶劣环境的折磨让林则徐吃了许多苦，他“体气衰颓，常
患感冒，“、”作字不能过二百，看书不能及三十行。而让
一个博学而有思想的人、曾有作为的人、一个有大志于未来



的人脱离战场，这种寂寞，常人难以体会。但林则徐却没有
被压垮，相反，他却在恶劣的环境中用自身的意志和才能改
选了环境，在亘古荒原上爆出一声惊雷。

“一个爱国臣子和封建君王的本质区别是，前者爱国爱民，
以天下为己任;后者爱自己的权位，以天下为己有。”林则徐
是爱民的'，并一直为国效力，定是一个爱国臣子，我认为他
不是罪人，是功臣、是伟人。

漫漫黄沙、大雪纷飞，荒芜大地……这些林则徐用他的意志
扛过;痛苦、寂寞、黑暗，他默默忍受。常人难以想象有困难，
这位令人敬重的老爷子却毫不畏惧。

我被这位民族英雄深深打动，他能为民族、为人民，置个人
安危于不成。他的智慧与勇气值得我们学习，他的事迹也被
编入教科书，影响着代代学子。

作者梁衡更是亲自探访林则徐所到之处，去感受他的伟大。
在学习中，我们也要同困难斗争，更上一层楼。

把栏杆拍遍读书笔记摘抄篇五

想起宋政治之黑暗，心中一阵悸动；但想到辛弃疾，仿佛又
看到了曙光。

中国历史上，由行伍出身，从武起事，而最终以文为业，成
为大诗词作家的只有一个人，这就是辛弃疾。这也确定了他
的词除了文学气质之外还有一种特点。

当年，人民不满于金的侵略，辛弃疾在22岁时也便拉起一支
义军，后与耿京义军合并。他奉劝耿京南下归宋并亲自联络，
不想这几天又生变故，部将叛乱，耿京被杀，他擒叛将，押
解至临安正法并率万余人南下归宋。不料世事难测，他南下
归宋之后，失去了快刀利剑，只剩下一支羊毫软笔，为历史



留下悲壮的呼喊，遗憾的叹息和无奈的自嘲。

辛弃疾愿为国弃疾，可当大权由一个昏庸的.人掌握，忠臣是
否还有说话的机会？只有将谏言咽下，将忠心深藏，登危楼，
怒拍栏杆，痛拍栏杆，这时的他对朝廷仍抱有一丝希望，可
到了晚年，便明白报国无望，只得哀叹：烈日秋霜，忠肝义
胆，千载家谱。得姓何年，细参辛字，一笑君听取。艰辛做
就，悲辛滋味，总是心酸辛苦，更十分向人辛辣。椒桂捣残
堪吐，世间应有，芳甘浓美，不到吾家门户。

辛弃疾的词，是在时代的运动里，磨出来的。他时而被夹在
其间，感受折磨，时而又被甩到一边，被迫冷静思考。正是
寄予宋几百年动荡，产生了一个辛弃疾。

把栏杆拍遍读书笔记摘抄篇六

“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
意。“曾几何时，南宋诗人辛弃疾做了这样一首诗，那其中，
也不知饱含了他怎样的爱国之情。在诗中，一个“拍”字，
让我们仿佛看见了几千年前在高楼上惆怅的辛弃疾。他手中
的剑，不知几时被换成了笔，他的心，被锁在这里。他，曾
经南下的辛弃疾，望着远古，用力的拍着栏杆，在宣泄心中
那不曾发挥的热血。他，也没没有了南下的机会，挥刀斩马，
血染疆土的盼望也没了着落，那拍遍了栏杆的手，也不会再
拿刀斩马，而只有一只笔，奋写抒情。

不难想象，一个曾有热血方刚的青年，一个在疆域撒过热血
的人，却变成了一个只有笔的“稼轩”诗人，一个别人看起
来文弱的书生。岁月磨灭了辛弃疾的热血，而只留下“为赋
新词强说愁”的无尽愁绪与遗憾。

辛弃疾的情感只能用笔来抒发，他的诗中，弥漫这凛冽杀气。
对自己的遗憾，对金人的痛恨，对国家的热爱，和终造就了
以为伟大的爱国诗人——辛弃疾。



把栏杆拍遍读书笔记摘抄篇七

最初对于稼轩的认识是在小学的课本里读到了“七八个星天
外，两三点雨山前”，那时对他的印象只是停留在知道中国
历有这么一个人罢了。而第二次是在中学课本上，从老师的
介绍中得知他生平资料的一点皮毛，前两次都在课本上遇见
他的，而今天却是在一张充满了平凡气息的纸上再次与他对
话。

“把栏杆拍遍”，多么有诗意的一个题目，让人眼前浮出一
片景象：一个政途不顺的词人在一排安静的栏杆前轻轻拍过，
心情是复杂的。他想建功立业想让自己的满腔热血注入到国
家发展的坛子中。但是梦想有时虽然离现实很近很近，就是
中间隔着一堵墙罢了。南宋的皇帝没有练就一双善于发现人
才的眼睛，以至于老是看见一些像浮藻之类的东西，而终不
知那从淤泥中破水而出的荷花才是真正值得欣赏。但值得一
提的是，这一朵荷花并没有因为无人欣赏而马上枯萎凋谢，
而是用它的芳香，它的仪态，最重要的是它的品性——一种
不在乎有没有人注意的但始终是为自己的梦想而奋斗的品
性——在风雨飘摇的时代从未动摇过收复失地的决心!

从历史这本书里慢慢去翻阅去找寻，壮志难酬的人真不少。
陶潜也是有建功扬名之心的，只不过官场对他来说是一个黑
黑的染色坊，所以他及时的抽身，为后人留下了一篇篇清新
秀丽的田园诗作，不再执着于自己曾经的建功立业。“醉翁
之意不在酒”的欧阳修在仕途不顺的时候，也只能在小亭子
里举着杯子，望着斜阳，喝喝闷酒，曾经的理想变成了自己
闲置时的偶尔的回忆。但辛弃疾不同，因为他是真正操过刀
的人，正如文中说道的“是快刀利剑杀过几次人的。”这说
明他的诗词真的是从刀刃上用血洗蘸过的，是真的从铁蹄黄
沙的洗礼中抽出来的，带着对于“希望再回沙场”的无限渴
望，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只是拿着剑或是举着酒杯在某一个容
易勾起回忆找寻感觉的地方写下诗或是抒发自己心中的愤懑
之情。



把栏杆拍遍读书笔记摘抄篇八

文章的第一段是全文的总起，它告诉读者，全文要探索的是
辛弃疾怎么从一个爱国志士成为爱国词人的，以及这个过程
是如何决定了他的词、他本人在文学史上的惟一性和独特地
位的。作者首先就把辛弃疾放在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抓住
他的“以武起事，而最终以文为业”的特点，突出了他在中
国文学史上的“唯一性”和“独特性”。

文章的主体部分是将对辛弃疾的人生遭际的介绍与对他的诗
词创作的评价交错起来来写的。

作者在介绍辛弃疾的人生遭际时主要围绕他的以下几个经历：

二是他的为官经历。作者用数据作了这样的介绍：“他作为
南宋臣民共生活了45年，倒有近20年的时间被闲置一旁，而
在断断续续被使用的20多年间又有37次频繁调动。”作者客
观地分析了辛弃疾南归后不为朝廷喜欢的种种原因：

其一，他太爱国家，爱百姓，爱朝廷了，于是朝廷怕他，烦
他，忌用他;

其三，他爱提意见，45年间，他都不停地上书，不停地唠叨，
不停地要求痛杀贼寇，收复失地，这怎能不让主和苟安的朝
廷心烦?辛弃疾的这些特点在今天看来都是优点，是大大的优
点，但在当时的朝廷看来却都成了令他们心烦的缺点，是不
能容忍的缺点。于是他就只能痛拍栏杆，吟诗寄恨了。

三是他的心路历程。从一个沙场英雄对军营的渴望，到一个
忧国游子对苍天的发问，从“金瓯缺，月未圆，山河碎”的
心病，到“艰辛做就，悲辛滋味，总是辛酸辛苦”的内痛，
这里有悲壮的呼喊，有遗憾的叹息，也有无奈的自嘲。

作者在介绍辛弃疾的人生遭际时穿插引用了他的八首词，这



些词几乎都是辛弃疾的代表作，作者在引用这些词作时既没
有一引了之，也没有详加赏析，而是结合人物的命运作了精
当的点评。作者首先总评辛弃疾的由行伍经历到弃戎从笔的
无奈：“南归之后，他手里立即失去了钢刀利剑，就只剩下
一枝羊毫软笔，他也再没有机会奔走沙场，血溅战袍，而只
能笔走龙蛇，泪洒纸笺，为历史留下一声声悲壮的呼喊、遗
憾的叹息和无奈的自嘲。”这里有“钢刀利剑”与“羊毫软
笔”的对比，这里有“奔走沙场”与“笔走龙蛇”的对比，
我们还透过“只剩下”、“泪洒”等词语真切感受到作者对
诗人的同情和惋惜。

作者主要是从词作的内容和读者感受的角度来评说的，引
《破阵子》时作者说“感到一种凛然杀气和磅礴之势”;引
《水龙吟》时作者说“辛弃疾在这里发出的却是一声声悲怆
的呼喊”;引《菩萨蛮》时作者解说道“他只有一块心病：金
瓯缺，月未圆，山河碎，心不安”;引《永遇乐》时作者提醒
读者辛弃疾在“自嘲自己的姓名”;引《摸鱼儿》时作者感慨道
“今天我们读时，每一个字都让人一惊，直让你觉得就是一
滴血，或者是一行泪”;引《水调歌头》时又告诉我们辛弃疾在
“咀嚼自己的寂寞”;引两首《丑奴儿》时看似在谈词的风格，
仍然揭示了辛词“于淡淡的艺术美感中，却含有深沉的政治
与生活哲理”的特点。寥寥数言，一语中的。

文章主体部分巧妙地把人物的自身命运、作品以及作者的阅
读感受、评说融为一体，读来饶有兴味。

文章最后一部分也就是最后一小节，作者点明了以“把栏杆
拍遍”为题的原因，回应了开头，揭示了辛弃疾从一个爱国
志士而成为一个“连叹一口气，也是一首好词”的爱国诗人
成熟之由。

这一段的评说非常形象，什么“九蒸九晒”，什么“水煮油
炸”，什么“千锤百炼”，辛弃疾在词作领域的成功完全是被
“逼”出来的。历史的“歪打正着”毁掉了一个赳赳武夫，



却成就了一个千古词人。

这是一篇充满阳刚之气的人物评传体散文，在写作上有很多
值得借鉴之处：

一、联想丰富

本文揭示的是古代文学大家的心路历程，仅靠占有史料和作
家本人的作品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大胆的联想和想象。本
文作者就是这样。或由辛弃疾的事迹，联想到他的词作;或由
他的词作，联想到他所处的的时代、他的事迹和内心世界等
等。

例如，在第三段简要述说了辛弃疾南归的遭遇后，就联想到
他的《破阵子》《水龙吟》两首词，引述下来并加以评说，
把一个热切盼望重返沙场痛杀贼寇，而又壮志难酬的爱国将
军的悲愤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接着，又自然联想到一个问
题：辛弃疾南归后为什么不为朝廷喜欢?作者引用了辛弃疾本
人的话，并且概述了有关辛弃疾的事迹以及朝廷的心态，揭
开了其中的谜底，这就是他太爱国、百姓、朝廷了，只要一
有机会就真抓实干，时刻准备冲上前线去，这就让主和苟安
的朝廷心烦，惹来诋毁，皇帝对他也就时用时弃。再如，
由“弃疾”这个名，联想到他忧国的心病，联想到他表达这
种忧思的词作。总之，作者通过联想和想象，把辛弃疾由爱
国志士到爱国词人的心路历程展现了出来。

二、以评带传

梁衡的人物散文，写的大多是人杰鬼雄，其中大多是名垂宇
宙，家喻户晓的伟人，还有文惊当世，传之百代的文人。而
这些跨越千年、百年的人物却从作者的笔端一一鲜活起来。
梁衡的散文情理并重，以评带传，他写的人物在千年百年中
已有定论上又重新给出评价，而这种评价又是不落窠臼的。
人们都承认辛弃疾是个大词人，但能从他的出身到成业的发



展史上判定辛弃疾的词及人“在文人中的唯一性和在历史上
的独特地位”的，梁衡是第一人。作者还在文中借郭沫若评
说陈毅的“将军本色是诗人”来评说辛弃疾这个人，“词人
本色是武人，武人本色是政人”。说辛弃疾是“词人”
是“武人”是一般人的判断，而说辛弃疾是“政人”恐怕就
是梁衡的独见了。梁衡说“他的词是在政治的大磨盘间磨出
来的豆浆汁液。他由武而文，又由文而政，始终在出世与入
世间矛盾，在被用或被弃中受煎熬”。作者还将辛弃疾的为
政与陶渊明、白居易的为政作了比较，表明了辛弃疾为政的
投入与积极。他能从人性的深层重新来诠释一位人物，在文
章最后一段，作者在分析辛弃疾走上诗词创作道路的必然性
时就作了这样生动的评说：“他被九蒸九晒，水煮油炸，千
锤百炼。历史的风云，民族的仇恨，正与邪的搏击，爱与恨
的纠缠，知识的积累，感情的浇铸，艺术的升华，文字的捶
打，这一切都在他的胸中、他的脑海翻腾、激荡，如地壳内
岩浆的滚动鼓胀，冲击积聚。既然这股能量一不能化作刀枪
之力，二不能化作施政之策，便只有一股脑地注入诗词，化
作诗词。他并不想当词人，但武途政路不通，历史歪打正着
地把他逼向了词人之道。终于他被修炼得连叹一口气，也是
一首好词了。”著名作家梁晓声在谈梁衡的一本散文集时说：
“我确信，作为一个勤于思想的人，梁衡对历史的反思，肯
定比他写出来的以上篇章要更深邃更全面些。而他后来发表的
《最后一位带罪的功臣》、《觅渡，觅渡，渡何处》、《把
栏杆拍遍》，证明了这一点。他的思想一游到更远的历史中
去，一与那些历史时期中的人物敞开心扉地对话，则就变得
火花四溅了。文字也时而激昂;时而惋叹;时而叩问;时而调侃，
姿肆张扬起来了……”

一般来说，与政治密切相关的事件、人物，写其“思想”容
易，写出“美感”来难。常见的通病是严肃有余、活泼不足。
梁衡在这方面有很大的突破，使“思想和美感”达到了和谐
统一。他像一位烹饪大师，非弄出个“色、香、味、形”俱
佳才心满意足。他的那些评说文字完全不是抽象的概括和干
瘪的教条，而是形象生动又充满美感的。像“南归之后，他



手里立即失去了钢刀利剑，就只剩下一枝羊毫软笔，他也再
没有机会奔走沙场，血溅战袍，而只能笔走龙蛇，泪洒纸
笺”;像“辛弃疾的`词不是用笔写成，而是用刀和剑刻成的。
他永以一个沙场英雄和爱国将军的形象留存在历史上和自己
的诗词中”;还有“像屈原那样仰问苍天，像共工那样怒撞不
周，他临江水，望长安，登危楼，拍栏杆，只能热泪横流”。
这些文字多美呀，读起来令人回肠荡气。

三、善用对比

对比手法是作家们常用艺术手法之一，梁衡也不例外。他在
本文中就多处运用了对比，使人物形象更为鲜明突出。第一
处运用对比是在引用了《破阵子》之后，作者先将它与岳飞的
《满江红》比较，认为只有《满江红》可以与之媲美，然后
又用杜甫的“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卢纶的“欲将轻
骑逐，大雪满弓刀”与之对比，认为“这些都是旁观式的想
像、抒发和描述”，从而突出了辛词的“凛然杀气和磅礴之
势”。第二处对比是将他与陶渊明、白居易的从政经历对比，
他认为辛弃疾“对待政治”，“不像陶渊明那样浅尝辄止，
便再不染政;也不像白居易那样长期在任，亦政亦文”。因
为“对国家民族他有一颗放不下、关不住、比天大、比火热
的心;他有一身早练就、憋不住、使不完的劲”。他“不计
较‘五斗米折腰’，也不怕谗言倾盆”。所以“随时局起伏，
他就大忙大闲，大起大落，大进大退”。第三处对比是将辛
弃疾的豪放与苏东坡的豪放作比较。苏辛都是豪放派的代表
人物，因此文学史上是将“苏辛”连称的，但梁衡却在同中
见出异来，他认为：“苏的豪放仅止于‘大江东去’，山水
之阔。”因为“苏正当北宋太平盛世，还没有民族仇、复国
志来炼其词魂，也没有胡尘飞、金戈鸣来壮其词威”。
而“真正的诗人只有被政治大事(包括社会、民族、军事等矛
盾)所挤压、扭曲、拧绞、烧炼、捶打时才可能得到合乎历史
潮流的感悟，才可能成为正义的化身。诗歌，也只有在政治
之风的鼓荡下，才可能飞翔，才能燃烧，才能炸响，才能振
聋发聩”，而辛弃疾的诗正是这样的诗。第四处对比是将辛



弃疾的婉约词与柳永、李清照的婉约词作比较，他认为“柳、
李的多情多愁仅止于‘执手相看泪眼’、‘梧桐更兼细雨’，
而辛词中的婉约言愁之笔，于淡淡的艺术美感中，却含有深
沉的政治与生活哲理”。这些都是很有见地的精辟之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