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与地坛》以平实而深邃
的笔触，描写了史铁生在残疾
后与地坛的相遇、与自然的融
合、与自我的对话。阅读此文，
内心深受触动，对作者面对命
运的坚强、面对生活的勇气、面
对生命的思考，充满了敬意。

作者在双腿残疾、人生陷入
低谷之际，选择了地坛作为心灵
的避风港。那古老而寂寥的园
林，成为他思索人生、探究自我
的独特空间。在那里，他独自面
对自然，倾听内心的声音，逐渐
走出困惑和怨怼。他在文中说
道：“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
事。”这种对生死的通透，彰显了
他内心的豁达与坚韧。地坛不
仅是他休憩的场所，更是他精神
的寄托和灵魂的归宿。

文章中对母亲的描写，感人
至深，催人泪下。作者回忆了母
亲在他最绝望的时刻，对他的默
默支持、无私关爱、深情陪伴。
他意识到，自己的痛苦在母亲那
里被加倍承受，自己的无助在母
亲那里被无限放大。母亲为了
他，默默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
力，却从未对他诉说过半句苦
楚。她用自己柔弱的肩膀，为儿
子撑起了一片天空。作者在母
亲离世后，才深刻领悟到她的伟
大和深沉的爱。这份对母爱的
反思，是对亲情的赞美，更是对
人性的洞察。

作者对生命意义的探寻，贯
穿全文。他在地坛中观察自然
万物，感受四季轮回，领悟生命
的真谛。他明白，苦难是人生的
试炼，挫折是成长的阶梯，磨难
是成熟的催化剂。他提出，生命
的价值在于自身的选择和奋斗，
只有勇敢地面对命运，才能彰显
生命的意义。这种哲理性的思
考，令人深受启迪。

读完《我与地坛》，我深刻地
认识到，人生的道路不会永远平
坦，生命的旅程不会永远顺利。
史铁生用他的经历告诉我们，即
使身处黑暗，也要坚定信念、勇
往直前。他在文中展现的坚强
与执着，给予了我们无尽的力量
和鼓舞。本书语言平实，却充满
了情感和哲理。作者以冷静的
笔调，叙述了自己与地坛、与母
亲、与生命的故事，没有夸张的
修辞，却直抵人心。

总而言之，《我与地坛》不仅
是一篇个人的心灵独白，更是一
部关于人性、亲情、生命意义的
哲学之作。它启示我们，要学会
思考、勇于面对，要不畏艰难、奋
勇前行，要学会感恩、珍惜亲
情。我们应当以史铁生为榜样，
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种种磨难，
用自己的行动去诠释生命的价
值。我相信，只要心怀希望、不
畏艰难、积极进取，就能战胜一
切困难，迎来属于自己的光明与
未来。

阅读《我与地坛》前，我对
本书的印象停留在“21岁时，我
失去了双腿，我没有死，是友情
救了我”这句话中，虽简短却充
满力量，激发了我对史铁生及
其作品的好奇。特别是当我在
综艺节目中看到余华提及史铁
生时，那份对友情的怀念与对
生命的感慨深深触动了我，促
使我翻开了这本书。

读完《我与地坛》，我深感
之前对本书的理解过于片面。
这本书并非仅聚焦于个人遭遇
的苦难，而是一部深刻探讨生
命、死亡与历史的哲学随笔。
阅读这本书，如同跟随史铁生
在地坛的每一个角落穿梭，感
受他细腻的心思和对世界的深
度思考。

地坛，作为史铁生的精神
支柱，见证了他从痛苦、迷茫到
平静、释然的转变。书中那句

“死，从来不是一次性完成的”
让我久久无法释怀。它似乎在
说，死亡不是某一天突然来临
的，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生
命逐渐消逝的过程。这一点让
我回忆起电影《寻梦环游记》中
提到的——遗忘才是最终的死
亡。史铁生虽因病致残，但他
的思想、他的精神却得以通过
文字传承、永存，他的生命由此
得以延续。他的故事让我意识
到，虽然生命有脆弱性，但精神
的力量却可以超越肉体的限
制。他的“死亡”比我们缓慢，
每一个读者都将是他生命的延
续，这样想来，他大抵在某些方
面又是幸运的。

书的后半部分，史铁生仿佛
完成了一次心灵的回归。他写
道：“我看出来了——我又走回
来了，又走到本文的开头去了。”
这句话寓意深远，它似乎在告诉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个
圆，从起点出发，最终又回到起
点，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经
历和思考让我们的生命变得丰
富。我们的人生，都是由循环往
复构成的，每一次重新开始，都
是对自我的重塑和超越。“我听
见老家在慢慢地扩展，向着尘封
的记忆深入，不断推陈出新。”记
忆的力量让人惊叹，它能够在不
经意间唤醒我们对过往的怀念；
记忆是历史的载体，它让我们能
够连接过去与现在，成为理解自
己的根源。他提到，地坛就像一
面镜子，映照出人的内心世界。
在这里，他学会了沉思，学会了
面对生活中的起起落落。地坛
的宁静和庄严，让他在喧嚣的生
活中找到了一片净土。

文章结尾，史铁生对地坛
的深情告白，不仅是对一个地点
的眷恋，更是对生活的热爱和对
未来的期待。在快节奏的现代
生活中，《我与地坛》提醒了我，
要时常放慢脚步，去感受那些看
似平凡却充满意义的事与物。
地坛的故事，也是每个人心中的
故事，无论生活如何变迁，那些
留在心底的记忆和情感，永远
是最宝贵的财富。

初读这本书的契机，是看
到余华在一本书中写道“铁生
坐在轮椅里守住篮球支架中间
的空隙以后，辽宁的学生再也
不敢射门了，他们怕伤着铁
生。”那时我以为史铁生是一位
没有行走能力但乐观的残疾
人，于是带着好奇，打开了《我
与地坛》。

说来也巧，读这本书的时
间点正好是我研究生刚毕业，
未来的憧憬、同辈的压力、就业
形势的严峻等种种惆怅交织心
头之时。我认为自己就是生活
中那个“最苦”的人，不解人生
来就是要受苦的吗，那人为什
么还要活着？直到读完《我与
地坛》，我才为自己那些所谓的

“苦”感到惭愧。不，甚至不能
称之为“苦”，仅仅是挫折而已。
更何况，我们大多数人，已经是
他书中提到的“好运设计”中的
那一个了。

关于“好运设计”，他这样
写：“生在穷乡僻壤，有孤陋寡
闻之虞，不好；生在贵府名门，
又有骄狂愚妄之险，也不好。
在一个介于此二者之间的位置
上怎么样？嗯，可能不错……
既饱尝过人情友爱的美好，又
深知世态炎凉的正常，故而能
如罗曼·罗兰所说：‘看清了这
个世界，而后爱它。’——这样
的位置可好？好。确实不错。
好虽好，不过这样的位置在哪
儿呢？”

这样的位置在哪呢？这样
的位置好像就在我们芸芸众生
之中。我们大多数人出生在寻
常百姓家，温柔慈祥的母亲、严
格少言的父亲是大部分家庭的
标配，从读书起就被寄予“好好
学习，天天向上”的嘱托，成长
的过程中也出现过无数个泄
气、苦闷、失意的瞬间，但最终
还是在自己或是他人的鼓励、
帮助下安然渡过难关。我们在
不同阶段经历挫折和成长，每段
经历都有它各自的故事和感悟，
正是这些经历塑造了我们，让我
们成为了今天独一无二的自己，
正如辛弃疾所言“与我周旋久，
宁作我”。所以，我们都已经是
那个最好运的人了，不是吗？

现在，当我再次回头去看
那些曾一度困扰我的难题时才
发现，它们仅是轻描淡写的一
笔，但也是不可忽视的一笔。
高兴也好、悲伤也罢，热烈也
好、孤独也罢……都是生命的
体验，这些体验会丰盈着我们
的人生。我们可能还会被生活
中的挫折打倒，但我们也一定
会再次找到出口，继续前行。

当生活的浪潮将人拍打得
疲惫不堪，我翻开《我与地坛》，
仿佛踏入了一片宁静的圣地，
寻得了一处心灵的皈依之所。

史铁生笔下的地坛，是一
座承载着生命重量的精神殿
堂。地坛于我，像是一座远方
的灯塔，虽遥不可及，却能在心
灵的暗夜中发出柔和而坚韧的
光。我仿佛看到了史铁生独自
坐着轮椅，缓缓行驶在地坛的
小路上，一道道车辙，印刻下的
不仅仅是他的行踪，更是他不
断探索生命的痕迹。他在这片
荒芜但充满生机的地方，开始
了一次次对自己、对生命的对
话。

从书中，我感悟到了生命
的顽强与不屈。命运的巨手无
情地将史铁生推向了深渊，但
他却在地坛的怀抱中，找到了
重新站起来的力量。就如同从
石缝中挣扎而出的小草，尽管
生存环境恶劣，却依然向阳生
长。我们在生活中又何尝不是
如此？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
折与磨难，有时候甚至觉得自
己已经走到了绝境。然而，只
要心中存有一丝希望，生命就
会展现出令人惊叹的韧性。每
一次跌倒后的爬起，都是一次
重生；每一刻汗水与泪水的交
织，都是对生命的颂扬。书中
虽未大肆渲染故事的来龙去
脉，但字里行间溢出的对生活
的热爱与对未来的憧憬却如春
风拂面。它让我懂得，生活并
不总是一帆风顺的康庄大道，
更多的是布满荆棘的羊肠小
径。然而，正是这些荆棘，让我
们的生命体验变得更加丰富和
深刻。就像在地坛中那些不起
眼的野草，在石缝中求生存，在
风雨中展身姿，以顽强的生命
力诠释着存在的意义。

《我与地坛》也让我对人生
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我们在
这世间匆匆而过，如何才能留
下属于自己的足迹？是追求功
名利禄，还是坚守内心的那份
纯净与善良？地坛仿佛在默默
诉说，人生的价值不在于外界
的认可，而在于内心的富足。
当我们能够坦然面对自己，聆
听内心的声音，便能找到真正
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

亲情，在这本书中如同涓
涓细流，润泽着心田。史铁生
先生对母亲的情感，深沉又愧
疚，让我反思起自己与家人的
关系。那些日常的唠叨、琐碎
的关怀，原来都是爱的表达。
我们总是在追逐远方的梦想
时，忽略了身边最温暖的港湾。
而地坛，就像是一个情感的纽
带，将亲情的力量凝聚，让我懂
得珍惜眼前人，珍惜那份血浓
于水的深情。

合上书页，地坛的景象依
然在脑海中回荡，它不再单纯
是一个文学作品中的场景，更
是我心中的一座灯塔。今后，
无论遇到怎样的狂风暴雨，我
都会想起《我与地坛》那股宁
静而坚韧的力量。它将激励
着我，在生命的旅途中，怀揣
着希望，坚定地走下去，去感
受生活的酸甜苦辣，去领悟生
命的真谛。生命的意义在于
不断探索、不断成长，在这片
精神的园子里，我们种下希望
的种子，收获的将是无尽的智
慧与力量。

初读《我与地坛》，透过史铁
生的故事，回忆起了我的生活过
往和家庭故事，使我重新思考曾
经对周遭的忽视。

《秋天的怀念》一章中，史铁
生好不容易答应和母亲去北海
看菊花，却在约定还没兑现前，
母亲就离他而去，只剩追悔莫
及。母亲对史铁生的爱和担忧
超过了对自己，全心奉献给孩
子，以至于她没有过多在乎自
己，最终在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打
击中离去。亲情在史铁生的笔
下，犹如夕阳，是柔和的陪伴；又
犹如绚烂的昙花，直至失去后才
懂珍贵。

小时候我总想，等我学会了
摄影，一定要为外公外婆拍一组
有意义的照片，每年都这么想
着，可我每年都没有行动，甚至
没有带他们去过照相馆拍照。
直至今年 9 月，外婆外公相继离
世，我便再也没有机会完成这个
心愿。外公离世那天，在殡仪馆
透过透明顶盖的棺材看到外公
的遗体时，我崩溃大哭。第二天
看到外公因长期服用治疗癌症
的药物而偏黄的骨灰时，我的内
心竟异常平静，那时我并不觉得
那是他，只觉得他还在家里的沙
发上看着报纸等待我们回家吃
饭。小时候总以为家人不会离
开我，会一直都会陪伴在我身
边，经历后才懂，越长大，越是会
面对更多的挥手告别，甚至来不
及告别便只得痛哭流涕地回忆
过往的画面。不禁想起史铁生
所说的“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
节日。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
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

“假如世界上没有了苦难，
世界还能够存在么？要是没有
愚 钝 ，机 智 还 有 什 么 光 荣 呢
……”正如文中所言，世间苦难
与幸福共生共存，若感到痛苦，
只需卸下负担、坦然面对。

本科期间，我总是渴望远离
家乡小城，去往大城市追求新
鲜、繁华的生活，但当我在大城
市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最终还是
选择回到了家乡小城。看过生
活百态，才懂得大城市并非尽善
尽美、处处充满光鲜亮丽，小城
也并非无聊乏味。每个城市皆
存在贫富差距，每个人皆有各自
生活的幸福和烦恼，并非所有人
都能去做热爱的职业，也并非所
有人都能过上从小梦想的生活。
生活没有绝对的完美，人生没有
最优选择，若选择了小城，便不
必妒忌大城市优享的先进设施，
若选择了大城市，也不必猜测小
城的安逸生活。

书的结尾，史铁生说，“有一
天，我也将沉静着走下山去，扶
着我的拐杖。那一天，在某一处
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蹦
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他告别
了，但会有新生的孩子以完整的
身体、活泼的姿态跑向他曾经生
活过的地方，去迎接崭新的生
活。人生总有力量，只要活着，
就会有希望和将来，不必过度纠
结，只需认真珍惜当下，怀抱对
未来的期望，因为生生不息，是
世间的规律，不论是事物的开始
和结束，还是人生的启程和抵
达。人生如旷野，历经百般、变
化莫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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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园中不单是处处都有过我
的车辙，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
有过母亲的脚印。

赏析：作者在园中停留，放心不
下他的母亲总是悄悄跟随，母亲既
希望他有个人空间，又对残疾的他
心怀担忧，“车辙”和“脚印”，形象地
表达了作者与母亲之间深厚的情感
联系。

2.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
弯了草叶，轰然坠地，摔开万道金
光。

赏析：作者对露水的细节描写，
让人犹如共入其境观赏，侧面反映
出史铁生观察万事万物的细致。隐
喻生命如露水一般，脆弱但美丽。

3. 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
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赏 析 ：作者经过长期对
生命的体悟而

变得豁达开朗的心态，让他面对死
亡时已无所畏惧。不必提前担忧和
畏惧任何没有降临的事，否则只会
增加无形的焦虑与痛苦，只需认真
对待当下，接受生命中的悲欢离合。

4. 但是太阳，他每时每刻都是
夕阳也都是旭日。当他熄灭着走下
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他在
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
晖之时。

赏析：落日余晖洒向大地代表
新一轮的太阳即将升起，隐喻生命
往复、尽时又始，世间万物生生不
息、希望不止。

                    (许瑜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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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句 赏 析书籍如扬起的船帆，为波涛汹涌的人生
之海提供动力；如船舵，让读者能够执掌个人
命运的航行方向。愿文字打破时空疆域，构
筑多维眼界，为你我的心灵镀上坚韧的力量。
千人千面，同读《我与地坛》，本期读书时间，
让我们共同体会生命的礼赞。

《我与地坛》是中国作家史铁生创作的一
部长篇抒情散文。史铁生常年带着病痛独自
待在地坛，对地坛和周遭的观察，对人生、生
命、亲情的思考和对时代的回顾，看似平淡却
亲近的文字，隐藏着对命运不屈的力量、对母
亲深切的怀念。温柔的笔触，唤起读者的自
我反思。书中前第一段和第二段被纳入人民
教育出版社的高一教材中。

“地坛”这个场景标识，对于史铁生来说，
是一处静谧的、释放内心的空间，他默默地待
在地坛，地 坛也静静地陪伴他，双腿的残疾
促使他强烈需要一个独处的环境。其实，我
们每个人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地坛”——无人
打扰的空间或虚拟空间：阳光洒满的绿茵地、
公园树下无人打扰的座位、常看常新的书籍、
反复品味的电影……这个“地坛”赋予个人
精神慰藉和寄托，承载个人童年记忆或未来
期许。

                                    ——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