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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象”解“象”，形象表达
文 /笑琰

苏东坡小时候向教他的老师

张道士请教《易经》上面的学问，

张道士觉得苏东坡当时有些事钻

牛角尖了，于是启发他说：“《易》

中许多道理都是靠人的悟性悟出

来的，决不是死抠字眼儿抠出来的，

要想解透《易经》必须终身感悟。没

有悟性的人，只能陷于泥潭之中难

以自拔，你是有悟性的，千万不要陷

于其中！大千世界，处处是‘象’（象：

形象，样子，景象，天象等。）《易》的

特点，是以‘象’解‘象’正因为此，它

才成了迷中之迷。宇宙万物，千变万

化，你只认得一，它便生出二来；你

知道了二，后面还有四，有八，有十

六，三十二，六十四。人生有限，宇宙

无穷，记住我的话，靠你的悟性，去

感悟这一切东西，感悟到这一点，你

就享受一点，一天有所感悟，你就幸

福一天。如果你要说明这种感悟，你

便也用《易经》以象解象的方式去

说，后世之人，便可同你一道领略这

些物象，与你一同感悟，历时再久，

物象常新。这样的话，你便也永远立

于不败之地。”听了老师的这番话，

小苏东坡豁然开朗，一下子仿佛聪

明了许多，后来终于成了一代大文
豪。

说的简单一点，以“象”解“象”，

就是以一种形象来说明另一种形
象。

写作便是一种形象思维，如何

把作文写的形象、生动、具体这是同

学们都头疼的，我在写作时大致只

注意了三点：一是力求叙事简洁完

整；二是运用比喻、拟人等修辞手

法，力求形象生动；三是选好角度，

抓住细节，感悟出新意。

我们先来说说叙事。
据说东汉桓帝在位时，一年的

正月初一京城洛阳发生了日食，大

白天，眼看天就黑下来了，全城的人

都惊慌害怕。那时，人们对日食等自

然现象认识肤浅，不知道这是月亮

转到地球和太阳之间，遮住了太阳

的光线造成的，而认为是老天爷在

发出降临灾祸的预兆，每次日食都

要由国家大臣恭敬地记录下来，作

为朝廷制定政策的参考。这次发生

日食时桓帝还小，由他的妈妈皇太

后管理国家，太后找来大臣黄琼说：

“这是老天在警告我们，你快把日食

的情况记录下来。”

黄琼就写道：“京城洛阳一带，

日食很厉害。”

“这点事情也记述不好！”太后

看后生气，骂道：“黄琼，你真是越老

越糊涂。光说日食很厉害，究竟厉害

到什么程度？后世谁看得清楚？”她

把记录退回，叫他重写。

黄琼见太后发火，早已吓出一

身冷汗。怎么记叙才能让太后满意
呢？他急得在屋子里转圈，像头驴子

围着磨盘转。这时，他的小孙子黄婉

进来，说：“爷爷，别着急。正月初一

日，京城洛阳日食，剩下的日头像初

三初四的月牙儿，百姓慌乱，两个时

辰后，太阳恢复原状，百姓欢呼———

您这样写，不就挺明了吗？”黄琼听

了小孙子的叙述，大受启发。他重新

改写了日食记录，太后看了十分满

意。询问黄琼是谁给出的主意，黄琼

老实地承认是受孙子黄婉的启发。

太后点点头，认为黄婉善于叙事，将

来能为国家出力。后来黄婉果然也

当上了大官。

黄琼刚开始记叙的日食不完

整，不形象。而黄婉几句话就把发生

日食的时间、地点、形状、百姓的反

应、太阳恢复的时间记叙的又具体

又形象。记叙并不难，就像我们平时

讲叙一件事一个故事一样，只要注

意具体、形象，让人听了看了了解明

白怎么回事就行。

说了叙事，我们再来说一下比

喻和拟人。
李清照是宋代著名的词人。他

丈夫赵明诚也喜欢舞文弄墨，但才

华却比不上妻子。一次，赵明诚出门

在外，李清照就写了一首词寄给他。

词的最后写道：“莫道不消魂，帘卷

西风，人比黄花瘦。”意思是说：不要

说离别的忧愁不烦人啊，当西风吹

起门帘的时候，家里人因思念你比

园子里的菊花还消瘦哩！“人比黄花

瘦”，多么新鲜、别致啊！赵明诚读了

后，就想也写几首好词，一心要超过

妻子。他谢绝客人，关在屋里，废寝

忘食琢磨了三天三夜，一下子就写

出五十首。他将李清照的那首词重

新抄写，混在自己写的五十首里，送

给朋友陆德夫看，说：“我这次写得

怎么样？”陆德夫并不知道赵明诚是
要同妻子争高低的，他把词反复阅

读、品味后，说：“你写得不少，只三

句绝佳。”“哪三句最好呢？”赵明诚

追问道。陆德夫念道：“莫道不消魂，

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这正是李

清照写的。赵明诚一听，服气了，后

来，赵明诚专心研究文物，成了著名

的金石学家。

李清照这个比喻一直为后人称

道。她拿人和黄花相比，黄花的茎高

叶小，说人比黄花还瘦，这个比喻很

新鲜，李清照以前，谁也没这么比

过，她是头一个。这一比，把人的消

瘦比得具体、生动，又透出高雅的气

质，又把她一腔思念之情表达得淋
漓尽致，真是妙不可言了。可见，比

喻不仅能使形象具体，还可以把抽

象的东西变为形象的东西，使人获

得一种美的享受。这就是以“象”解

“象”。所以，历代的诗人、作家都非

常重视比喻的使用。古代诗人把比

喻列为写诗的六大方法之一，古希

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比喻是

天才的标志。”

比拟的特点是拿物当作人来描

写，赋予物以人的动作或思想感情，

这叫拟人；或反过来，拿人当物，拿

一物当另一物来描写，赋予人以物

的特点，这叫拟物。比拟也是使文章

诗歌生动、具体、活泼的一种方法，

也被古代诗人列为写诗的六大方法

之一。

解缙是明成祖时的一位翰林学
士，此人才华横溢却为人孤傲，皇帝

甚是惜其才而厌其傲。一日，皇帝到

御花园中观赏秋景，见满园鲜红的

鸡冠花中有一株白鸡冠花，觉得很

奇异，便把这朵鸡冠花折下，藏在袖

中，想去考考一向孤傲自大的解学

士。

皇帝来到翰林院，命他以鸡冠

花为题材作一首诗。解缙欣然提笔

写了第一句：“鸡冠本是胭脂染。”皇

帝看了问道：“鸡冠尽是红的？”解缙

应了个：“是！”皇帝笑了笑，拿出袖

中的白鸡冠花。解缙灵机一动，又写

到：“为何今日浅淡妆？”皇帝立刻追

问：“你说为何？”解缙续上最后两

句：“只为五更贪报晓，至今戴却满

头霜。”皇帝不禁连声赞叹：“妙！妙！

妙！”

解缙才思敏捷，有深厚的艺术

功底，所以对皇帝突如其来的考问

应对自如。从修辞手法上说，这首诗

的第二句，对皇帝突然出示的白鸡

冠花，作者巧妙的运用拟人化的疑

问句，很自然的适应了特殊情况。接

着在最后两句，又把鸡冠花比做雄

鸡，把白色比做满头白霜，确实是别

出心裁，意趣盎然，天衣无缝。

使作文形象、生动修辞手法还

有对偶、排比等手法，这里我就不再

多讲了。

那么，同学们在写作时怎样使

用比喻、拟人、对偶呢？诗歌是最善

长使用比喻、拟人、对偶了，我就拿

诗歌来给同学们讲一讲。

生活是很平淡的，但当你拥有

了一颗诗心，用诗的心情，诗的眼光

观察生活时，你就会发现平淡的生

活处处充满了诗意。

同学们可以从模仿小诗起步。

诗歌并不神秘。

示例：妈妈
妈妈的头发白了，

把满头的黑发给了我；

妈妈的腰弯了，

把挺直的脊梁给了我。

妈妈的眼睛迟钝了，

把水灵的双眸给了我；

妈妈的脸颊灰暗了，

把美丽的青春给了我。

请你模仿《妈妈》这首小诗，展

开想象，自由发挥，用诗的形式抒写

出内心对妈妈或爸爸、奶奶或老师

的独特感受。

一位不爱学语文的同学通过模

仿，写道：

妈妈的手破了，

她把细嫩的十指给了我。

还有一位同学写道：

妈妈是大海，

我便是那海中的一夜小舟，

是海水的无私托起小舟的希

望。

妈妈是红烛，

我便是那红烛中的灯芯。

是红烛的自我牺牲照亮了我前

进的路。

生活的意象是层出不穷的、千

变万化的，你只要掌握了以“象”解

“象”的方法，从中感悟出新意，就能

写出新的好的文章、诗歌。

草
张玉亭（11岁）

你像一台吸尘器，

把祖国的灰尘，

吸进自己的肚里，

又吐出清鲜的空气。

你像翠色的乳汁，

哺育着牧群，

在秋风吹满大地时，

你枯黄了，

可春风拂面时，

你又绿得充满生机。

小作者运用新鲜的手法，把草

拟人化，“吸进灰尘，吐出清新的空

气，象翠色的乳汁哺育着牧群”，把

草无私的精神给歌颂了出来。

小雨儿

胡燕杰（12岁）

小雨儿，

草尖上面亲又亲，

亲得草儿青又青。

小雨儿，

花朵上吻又吻，

吻得花儿红粉粉。

小雨儿，

树叶上面跳不停，

跳得树叶绿莹莹。

（原载《学习方法报 -文学写
作版》2003年 6月 15日）

“亲”、“吻”、“跳”三个字便形象

生动地把“小雨儿”写的既活泼又可

爱。

写诗并不难，只要同学们留心

生活，善于思考，学会捕捉自然小

景，心灵火花，大胆联想、想象，运用

比喻、拟人手法，就能写出自己的小

诗来。

最后我再来谈谈角度、细节、感

悟。

同一事物，可以从不同方面去

理解、观察、思考、感悟。如写小草的

文章很多，千人

千面，各有各的

角度。意大利著

名画家达芬奇

的老师对达芬

奇谈自己画蛋的体会时说：“即使是

同一只蛋，只要变换一下角度，形状

就立即不同了。我国宋代伟大诗人

苏轼在仔细观察过庐山后作诗云：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

中。”可见，同一事物，用不同的观点

去审视它，就会有不同的结果。

我在河南安钢二小做作文实验

时，曾给同学们设置一个以“网”为

题的句式浓缩思维训练，同学们发

挥聪明才智，从不同角度入手，写出

了不同的优美且富有哲理的句子：

六三班李贝说：“学习是网，知识是

鱼。”六一班邓若文写道：“诱骗者的

话犹如一张迷魂网，搅乱了上当者

的思想”。郭雨则说：“父母的争吵就

像一张无形的网，网住了我的苦痛

与无奈。”六二班李伟又是另一种感
悟：“生活是网，快乐是鱼；友情是

网，朋友是鱼；亲情是网，我是鱼。”

写作之时要力求选择新的角
度，写出新的感受。

说了角度我们再来说说细节。
细节就是通过人物具有代表意

义的细小情节或事物某个细微特征

的具体描写，来刻画人物或事物的

方法，一般又称细节描写。一个典型

的细节往往就能写出一个人物，写

出一篇文章。它是丰富文章内容、突

出人物性格、增强故事情节真实性

的重要方法。

在我们读过很多书和故事后，

在我们看过很多电影电视后，时间

久了，故事大概或许忘了，但往往能

牢牢记住其中某个细节，电影《芙蓉

镇》里有一幕情景令人难忘：

“文革”期间，一位忧国忧民的

老支书感到前途迷茫，喝醉酒后在

空旷的田野上发酒疯，手里抱着酒

瓶，踉踉跄跄，嘴里重复着两句话：

完———了！没完！

一讲完了，就倒在地上，好像断

了气。

一讲没完，就立即站起来，眼里

露出必胜的光芒。然后又完———了，

没完；完———了，没完———

这个细节镜头把老支书的心

情、个性、形象刻画得非常到位，至

今令人难以忘记。

生活中的一些细节常常能让你

一下子牢牢地记住一个人或一件

事。比如一个你刚认识不久的朋友，

在你生日时他却给你送来生日蛋

糕，在你的生日宴会上，他又不小心

打碎了一个杯子或暖水瓶。

英国作家查尔斯·兰姆最擅长

细节描写，他说：“我从来不对事物

进行系统的评价，只是牢牢抓住细

节。”兰姆的文章材料大多取自个人

的生活经历和身边的人和事，他的

文章幽默、睿智。让我们来欣赏一

段：

包耶尔有两副假发，都是学究

式的，但却预兆着不同的情绪：一副

安详斯文，甚至带点喜气，预告着一

天平静无事；另一副是破旧的，褪了

色，乱蓬蓬，怒发冲天，透露一派杀

机。如果哪天早晨，他戴着这副蓬蓬

松松、怒气冲天的假发到学校里来，

学生们就要大祸临头了———这比扫

把星出现还灵验。包某心狠手重，我

曾经见他向一个可怜巴巴被吓得浑

身发抖的小孩攥紧他那疙里疙瘩的

粗拳头，喝道：“小东西，你还敢跟我

顶嘴！”我们不止一次见他从自己住

室或书房急急忙忙冲进教室，抓住

一个学生，满眼凶光，大声吼叫：“老

天在上！（这是他的口头语）你这个

小东西，我恨不得拿鞭子抽你！”说

罢，忽然又改变主意，愤愤然折回自

己的房间———停了一阵，事情似乎

冷了下去了（在这几分钟里，除了那

受罚的学生，大家似乎都把这档子

事忘了），可他突然又冲出来，大声

吼叫着，补上刚才没有说完的话：

“我真想把你抽一顿！”当他那狂暴

的怒气平息下去，变得心平气和的

时候，他还有一手，那就是绝招，据

我所知，只有他一个人才想得出来，

他能一边念议会辩论记录，一边拿

鞭子打学生，念一段，抽一鞭子。

———《三十五年前的基督慈幼
学校》

这个古怪的狂暴的教师在兰姆

笔下是多么活灵活现！这就是细节

的魅力。

要写出有新意的文章，就要培

养自己发现美、表现美的能力，这种

能力来自对生活的感受并从中悟出

人生的真谛，它就是人们常说的感

悟能力。

感悟，即是人们对自然与社会

某现象的内蕴产生的一种顿悟性认

识。也可以说，感悟就是一种对生活
对生命的深层理解。

比如你看到水和油相融，你能

不能感悟到这样的句子：水总把比
自己贵重的油举到上面。

感悟要从细节抓起，培养感受

生活，思考生活，提炼生活的能力。

感悟是在联想与想象的天空里

产生的新的含义。必须把事物与生

活、与人生、与很多事物内在的外在

的联系起来，加以联想与想象。

我们看一组句子，《花与刺》

花象征慢性子，刺象征急性子

花温柔，刺粗暴。

花富贵，刺贫穷。

花善良，刺丑恶。

花娇气，刺顽强。

花和平，刺战争。

这是一位小学五年级的女同学

写下的句子，她由花联想到“慢性

子”、“富贵”、“善良”、“娇气”、“和

平”而由刺联想到“急性子”、“贫

穷”、“丑恶”、“顽强”、“战争”，这种

极好的想象力正是给予“花与刺”新

内涵的源泉。

作文练习：从你的身边收集一
些故事，或采访你的爸爸妈妈、爷爷

奶奶，了解他们年轻或少年时代的

故事，写成一篇作文。

练习写 1-3首小诗，学习运用

比喻、拟人的修辞。

描写一个人，注意抓住细节。

（本文选 自“笑琰创新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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