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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书馆》是统编高中语文必修（上）第六

单元的课文。在整个单元中，《上图书馆》是一篇阅

读难度较小的文章。相对于《读书：目的和前提》一

文对事理的阐释，它更注重人生体验的传达。在教学

中，我以“光”为切入点，以期引导学生走进作者的

内心，理解并把握文本。

学生在阅读中找到以下几处与“光”相关的文字：

①当时新建的第三阅览室好像有一个足球场那

么长，其中各种精美的书刊闪着光，宽长的书桌上两

端各立一个铜制的高台灯，它们在一个 19 岁青年的

心上投下了温情和宁静的光，是后来任何日光灯、白

炽灯所不能比的。

②……进入了一个知识上和情感上的新世界，

一片灿烂！

③“七七事变”一起，清华图书馆的灯光全灭了。

④那里天花板上有彩画，四壁还有过去的名人

画像，也是华美的建筑，然而照明相当差。

⑤那种一灯如豆一心苦读的空气却与我当时的

心情合拍……

⑥初夏的阳光给了馆内更多光亮，我的心境也

豁然开朗了。

⑦……使我想起一段台词：“这个覆盖众生的

苍穹，这一顶壮丽的帐幕，这个金黄色的火球点缀着

的庄严的屋宇……”

在这几处文字中，第①和第②处同属于第六自

然段，构成一个整体，对“光”的表现最为详细。其

中的“光”包括“书刊的光”和“台灯的光”、“温

情和宁静的光”、“知识上和情感上的光”。这三种光，

与具体的光、感觉的光和精神的光对应，但又不完全

是这样。关于书刊的光，作者用了“闪”字，使光呈

现出一种连续的动态，犹如星光一般。可见，这些书

刊在作者心目中是极为珍贵的，其对作者的吸引力是

巨大而持久的。书刊的光既是书刊本身的光，为具体

层面的，又是作者的情绪的直接反应，为感觉层面的。

“温情和宁静的光”是由台灯投射而来的。台灯的光

为具体的，但作者却让光投射在其心上。“温情”为

“温柔的情感”或“温柔的态度”，台灯对其温柔以

待，作者更多的是借台灯对自己的态度来表现自己对

图书馆的情感。而“宁静”则是表现自己身在图书馆

阅读的身心状态，当然，也可以暗示社会国家的相对

稳定、内外环境的统一，给予一位喜爱阅读的人更大

的阅读空间。从分析看，“温情和宁静的光”虽是感

觉上的，但从具体而来，二者的和谐统一，让读者有

身临其境之感。接着，作者提及在清华图书馆所阅读

之书，如果前面是作者身在具体环境之下的体验和感

受，那么这里则是作者被种种精深的书籍打开精神世

界之后所呈现的人生的开阔与豁朗，同时也蕴含着作

者对求学的渴望、对未来的希冀、对理想的追求。

这三种光交织在一起，如梦似幻，美好得让人

觉得不真实，从而顺理成章地引出“真实世界”的黯

淡，以及“清华图书馆的灯光全灭了”，在脉络上构

成转折。“真实”与“虚幻”相对，相对于国家现状

追“光”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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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实，所谓的求学是虚幻，所以作者在此处用一个

“全”字，表现灯灭得彻底，这是国家危亡之时，现

实对个人的强烈冲击，让一个人的求学生涯打下深重

的国仇家恨的烙印。

第④⑤⑥处同属于第八自然段，其中第④、第

⑤处是紧承前一个自然段而来的，提到自己“七七事

变”之后在牛津大学包德林图书馆的一段学习经历。

作者先是说照明相当差，然后再强调“一灯如豆”，

营造出压抑的氛围，作者的苦闷溢于言表。对此，作

者一一道明原因，一为国内的大战，一为家无音讯，

一为论文与口试的压力。一个图书馆，承载着一个

中国人对国与家的忧心；一个图书馆，也见证了一个

中国人在重重压力之下的努力与拼搏。苦闷与拼搏同

在，忧患与求学共存，这就是作者当时生活与学习的

状态。可见，灯虽全灭，前进之路却不可断绝。接下来，

笔调一转，论文完成，口试通过，北平解放，初夏的

阳光给图书馆带来光亮，作者的心境也“豁然开朗”。

从写作脉络上讲，前面由和谐温情转到压抑苦闷，极

为突然，此处由压抑苦闷转到豁然开朗，亦极为突然。

这种转折基本上是与外在世界相关联的，反映的是

国家的灾难对个人的人生发展的影响，以及个人在国

家遭受灾难的情况下的生存状态和努力拼搏的精神。

从这个角度看，以上出现的“光”，既是国家之光，

也是个人之光；既是抗争之光，也是求学之光。作者

将其融合在一起，不留痕迹，娓娓道来，国家忧患、

人生历程、心路历程交织，让“上图书馆”这四个字

变得沉甸甸的，耐人寻味。

最后一处关于光亮的文字引自《哈姆莱特》。

引文先是表现博物馆圆形图书馆的屋顶，然后再讲金

黄色的火球，最后讲人类的高贵的理性与伟大的力

量，行文颇有跳跃性。我们可以逆推，人类为什么有

高贵的理性与伟大的力量？这自然离不开人类的文

明、文化、思想。而这一切的载体又是什么？很显然

是书籍，人类借助书籍一代又一代地传承文明、文化、

思想，又在旧有的文明、文化、思想的基础上生发出

新的文明、文化与思想。这样，作为保存书籍供人求

学的图书馆，又何尝不是一个灿烂辉煌的金黄色的火

球，何尝不是一轮太阳呢？作者从对国家的忧患上升

到对整个人类进步的思索上，从思想层面上来讲，又

进一层。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此处提到该图书馆

就是马克思常去的地方，也绝非闲笔，我们可以结合

前面的分析来思考。

讲到这里，学生会意识到，前面关于“公书林”

的内容并没有讲到。那这一部分内容里有没有光？学

生在再次阅读这一部分时会发现，这一部分有一些环

境描写，如“‘公书林’的房子也宽敞，舒服，而且

环境优雅”“馆外的一片绿色和馆内的幽静整洁”。

学生一方面认为舒服、优雅、整洁自然与亮度有关，

如果光线黯淡，空间压抑逼仄，很难让人产生舒服之

感，更何况优雅，另一方面“绿色”是带有亮度的颜

色，在绿色植物的映衬下，图书馆中光线充足。我们

还可以注意到“宽敞”一词，“敞”，即为“房屋、

庭院等没有遮拦”，自然光线无所阻隔，照进空间极

大的图书馆，其间当然是一片光亮。在这样光亮宽松

的环境里，是最适宜培养兴趣和形成习惯的，在其中，

虽然名为消磨，或满足好奇心，但求学的种子不知不

觉埋下。从这个角度来讲，在公书林，培养兴趣、形

成习惯是求学的起步阶段，在清华图书馆接触专业书

籍是奠定专业基础的阶段，在包德林图书馆刻苦钻研

是学有所成的阶段。“上图书馆”将作者求学的各个

阶段串联在一起，文中之光，也应该是生命成长之光。

紧扣“光”来分析文本，将外在世界与作者的

生命世界结合思考，可以打破常规教学的窠臼，更好

地挖掘作者的人生体验，从中获得启迪与认识。

（作者单位：湖南省地质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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