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四　散文类文本阅读
分点突破一　分析行文脉络与文本结构



逐点突破 • 建知识之架构



【链接教材】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围绕着清华园的一方荷塘，写

出了特定环境下的景物之美，也抒发了个人的独特情怀。从空间线索来

看，作者从出门开始，经小径到荷塘独赏荷花，然后归来，是一次夏季

夜游。从情感脉络来看，淡淡的喜悦与淡淡的忧愁相互交织，显示了作

者复杂的感情线索。作者“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想摆脱忧郁心境而

前往荷塘；沿着荷塘的小路，“今晚却很好”，作者以一段内心独白抒

发了月下暂得的自由；到了荷塘，心系于美景，心灵得到了极度自由的

舒展，进入到一种浑然忘我的境界；然而这种超然物外注定是短暂的，

环顾荷塘四周，热闹的蝉声和蛙声令作者顿感“但热闹是它们的，我什

么也没有”；由赏景而思接千载，想到古人采莲的盛况，可惜现在“早

已无福消受了”，失望、惆怅之情溢于言表；在挥之不去的失落感中，

作者发出“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的感慨；最终又回归现实中来。



考向分析

脉络是指按照一定的条理由此及彼地表达思想感情的路径、思路。

结构是指行文思路的外在表现，指作品的整体构思(布局谋篇)、行文线

索以及段落间(各个部分和各个方面之间)的关系与安排。



考向(一)　分析散文的行文线索

【知识储备】

线索是贯穿于全文的脉络，是文章前后内容中都有的某个共同的东

西，回答的是围绕什么展开的问题，是梳理作者行文思路的一个重要参

考。抓线索，不仅有助于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而且也是对作者谋篇布

局本领的鉴赏，从而透过散文的“形散”表象抓住其传神的精髓。



类型 阐释 线索的作用或效果

时线
以时间的推移、事情的发展、
人生的经历等为线 结构方面：

①组织材料，贯穿全文；
②结构清晰，情节集中；
③使行文富于变化。
内容方面：
①表达某种情感或思想；
②揭示主题。
特殊方面：
①物线有象征、呼应作用，增添诗意；
②情线有使情感浓厚、不断深化的作用；
③时空线有层次清晰、结构明了的作用

地线
以地点的转移，如游记散文的
移步换景等为线

物线
把发生在不同时地、不同情况
的事件借助事物组合来组织行
文，如托物言志的散文

人线
以人物的变化、更换，或人物
之间的关系发展组织行文

事线
以某个中心事件为中心组织行
文

情线 
以情感的脉络或心理状态的变
化来组织行文 



要判定散文的线索，需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题材猜“线”。不同的散文，其线索往往不同，如写景散文多以

时间、空间为线索，写人散文多以感情为线索。

2.标题判“线”。有的标题即线索。

3.时空连“线”。文中有一些表示时空转换的词语，阅读时只要把

这些词语连接起来看，就能把握文章的线索。

4.以物求“线”。不少托物、叙事类散文，常用一个具体事物或象

征事物贯穿全文，作为行文线索以突出主旨，这个事物常作为标题或在

文中反复出现。



5.反复出“线”。可以通过反复出现的具有丰富内涵的事物或抒情

议论的语句去熟悉、把握线索。

6.以情导“线”。前几种方法，都因有较明显的外部标志而较易于

把握，而感情线索经常隐伏于内容之中。阅读时要细心分析材料之间的

内在联系，理清感情发展变化的轨迹，以此导出文章的线索。



【思路指引】

分析线索或作用的答题步骤是：



         (2020·新高考Ⅰ卷)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题目。

建水记①(之四) 

于 坚

①看哪，这原始之城，依然像它被创造出来之际，藏在一座朱红色

的、宫殿般的城楼后面。“明洪武二十年建城。砌以砖石，周围六里，

高二丈七尺。为门四，东迎晖，西清远，南阜安，北永贞。”(《建水县

志》)如果在城外20世纪初建造的临安车站下车，经过太史巷、东井、洗

马塘、小桂湖……沿着迎晖路向西，来到迎晖门，穿过拱形的门洞进城，

依然有一种由外到内，从低到高，登堂入室，从蛮荒到文明的仪式感，

似乎“仁者人也”是从此刻开始。

 典例1



②高高在上的是朝阳、白云、鸟群、落日、明月、星宿，而不是摩

天大楼。一圈高大厚实的城墙环绕着它，在城门外看不出高低深浅，一

旦进入城门，扑面而来的就是飞檐斗拱、飞阁流丹、钩心斗角、楼台亭

阁、酒旌食馆、朱门闾巷……主道两旁遍布商店、酒肆、庙宇、旅馆

……风尘仆仆者一阵松弛，终于卸载了，可以下棋玩牌了，可以喝口老

酒了，可以饮茶了，可以闲逛了，可以玩物丧志了，可以一掷千金了，

可以浅斟低唱了，可以秉烛夜游了……忽然瞥见“小楼一夜听春雨，深

巷明朝卖杏花”那类女子——建水的卖花女与江南的不尽相同，这边的
女性身体上洋溢着一种积极性，结实、健康、天真——正挑着一担子火
红欲燃的石榴，笑呵呵地在青石铺成的街中央飘着呢。不免精神为之一

振，先去买几个来解渴。



③街面上，步行者斜穿横过，大摇大摆，扶老携幼，走在正中间，

俨然是这个城的君王。满大街的雕梁画栋、摊贩食廊、耄耋之辈……令

司机们缩头缩脑，不敢再风驰电掣。城门不远处就是有口皆碑的临安饭

店，开业都快七十年了，就像《水浒传》里描写过的那种，铺面当街敞

开，食客满堂，喝汤的喝汤，端饭的端饭，动筷子的动筷子，晃勺子的

晃勺子，干酒的干酒，嚼筋的嚼筋，吆五喝六，拈三挑四，叫人望一眼

就口水暗涌，肚子不饿也忍不住抬腿跨进去。拖个条凳坐下，来一盘烧

卖！这家烧卖的做法是明代传下来的，肥油和面，馅儿是肉皮和肉糜。

大锅猛蒸，熟透后装盘，每盘十个，五角一个。再来一土杯苞谷酒，几

口灌下去，夹起一枚，蘸些建水土产的甜醋，送入口中，油糜轻溢，爽

到时，会以为自己是条梁山泊好汉。



④临安饭店后面，穿过几条巷子走上十分钟，就是龙井菜市场，那

郑屠、张屠、李屠、赵屠……正在案上忙着呢。如果是七月的话，在某

个胡同里走着，忽然会闻见蘑菇之香，环顾却是老墙。墙头上挂着一窝

大黄梨。哪来的蘑菇耶？走，找去，必能在某家小馆的厨房里找到，叫

做干巴菌，正闪亮亮的，在锅子中间冒油呢。这临安大街两边，巷子一

条接一条流水般淌开去。在电子地图上，这些密密麻麻的小巷是大片空

白，电子地图很不耐烦，只是标出一些大单位的地点和最宽的几条街，

抹去了建水城的大量细节，给人的印象，似乎建水城是个荒凉的不毛之

地。其实这个城毛细血管密集，据统计，建水城3.3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有



30多条街巷，550多处已经被列为具有保护价值的文物性建筑，这是很

粗疏的统计。许多普通人家雕梁画栋的宅子、无名无姓的巷道并不在内。

在巷子里面，四合院、水井、老树、门神、香炉、杂货铺、红糖、胡椒、

土纸、灶房、明堂、照壁、石榴、苹果、桂花、兰草、绵纸窗、凉粉、

米线、青头菌、炊烟、祖母、媳妇、婴孩、善男信女、市井之徒、酒囊

饭袋、闲云野鹤、翩翩少年、三姑六婆、环肥燕瘦、虎背熊腰、花容月

貌、明眸皓齿、慈眉善目、鹤发童颜……此起彼伏，鳞次栉比。



⑤在这个城里，有个家的人真是有福啊。他们还能够像四百年前的
祖先们那样安居乐业，不必操心左邻右舍的德行，都是世交啦。有一位
绕过曲曲弯弯的小巷，提着在龙井市场买来的水淋淋的草芽(一种建水特
有的水生植物，可食，滚油翻炒数秒起锅，甜脆)、莴笋、茄子、青椒、

豆腐、毛豆、肉糜、茭瓜……一路上寻思着要怎么搭配，偶尔向世居于
此的邻居熟人搭讪，彼此请安。磨磨蹭蹭到某个装饰着斗拱飞檐门头的
大门前(两只找错了窝的燕子拍翅逃去)，咯吱咯吱地推开安装着铜质狮

头门环的双开核桃木大门，抬脚跨过门槛。绕过照壁，经过几秒钟的黑
暗，忽然光明大放，回到了曾祖父建造的花香鸟语、阳光灿烂的天井。
从供销社退休已经三十年的祖母正躺在一把支在天井中央的红木躺椅上，
借着一棵百年香樟树的荫庇瞌睡呢。

(有删改)

【注】　①建水：县名。在云南省，旧称临安。



本文采用空间和时间两条线索行文，请分别加以简析。

【我的分析】　题干要求分别简析空间和时间两条线索，应回归文

本进行分析。

(1)空间线索

____________(文章以空间为线索，展开对建水的描写：从城外的临

安车站开始，依次写穿过城门，经过街道、市场、胡同小巷，最后进入

家庭院落。)



(2)时间线索

____________(文章以时间为线索，既写了“原始之城”，又写了今

日的建水城，将建水同时置于历史文化传承与当下日常生活中来描写，

表现这座古城经久不衰的生命活力。)

【答案】　示例：①文章以空间的转换为行文结构，展开对建水的

描写，从城外的临安车站开始，依次写穿过城门，经过街道、市场、胡

同小巷，最后进入家庭院落；②文章以时间的延续为线索，将建水同时

置于历史文化传承与当下日常生活中来描写，表现这座古城经久不衰的

生命活力。



考向(二)　分析散文的行文思路

【知识储备】

文章思路是对文章内容的设计安排，是结构的内在脉络。思路与结

构是一个整体中的两个侧面，分析文章结构是把握文章内在脉络的手段，

分析文章思路是把握文章外在结构的基础。



【思路指引】

梳理散文行文脉络的步骤如下：

1.明——明确文体，把握全貌

通过阅读，明确散文内容，是写人叙事、写景状物，还是阐发哲理，

概括文章主要叙述了什么事情或者谈的是什么问题，不同的文章题材，

行文思路有所不同。



2.圈——圈点勾画，抓住关键

在阅读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圈画重点词句。

(1)关联词可以清楚地显示作者的思维路径。

(2)指示语、概括语、情态语等可以提示写作对象、内容以及文章的

情感基调等，往往能揭示文章的层次。

(3)文章的开头、结尾，每一段的起始句、收束句，这些地方往往被

作者安排上中心句，以起到总领或收束的作用。明确了这些语句，整体

思路和结构也就变得清晰了。



3.标——标示段意，显露脉络

在找出中心句后，分析综合每一个自然段表达的意思，给每一个段

落来一个总结，用一句简明扼要的话标示出文段的段意。这样做的目的

是把成百上千字的文章浓缩成几句话，显露出文章内在的脉络。

4.通——通读全段，概括大意

无明显总领或总结性信息的段落，应该通读全段，找出概括性语句

或关键词语，分析并概括段意。这些都没有时，要考虑句间的关系，先

划分层次，概括出各层意思，再综合考虑。



5.理——理清思路，把握结构

分析段落之间的内在联系，划分文章层次。重视具有前后衔接、勾

连、照应作用的语言标志；重视有区分层次作用的标点符号，如分号、

冒号、句号等。散文在结构上有三种层次关系：一是相并，它包括并列

关系和对照关系，通常有并列式、对比式等；二是相承，它包括承接关

系和递进关系，通常表现为由叙事到议论或抒情，由写景到议论或抒情；

三是相属，它包括总分关系和分总关系。



6.关——关注手法，分析脉络

散文的脉络又往往和表现手法的恰当运用紧密相关，如与借景抒情、

寓情于景、托物言志、抑扬、虚实相生、烘托对比、象征手法、修辞技

巧等相结合。



          (2021·北京卷)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题目。

心灵的呼吸

①音乐，在我的童年生活里，是沉重而苍凉的存在。许多真诚而朴

实的响器的演奏和歌声，强烈地感染了我，像土地、阳光、露珠、微风

那样地真实。我觉得人世间的确有一些美好的声音使你无法忘却，它渗

透了你的生命，它沉重如种子落在你的心上，永远留在那里，生了根。

 典例2



②父亲屋里的墙上，挂着一管竹箫，我只听他吹过一次。一个秋天

的黄昏，我已近十岁光景，父亲独自到房顶上，背靠着烟囱，手拄着箫。

我坐在房顶的一个角落，离父亲好远，我的心灵感到一片空茫，隐隐地

感觉出父亲是孤独而哀伤的。天渐渐地暗黑下来，父亲的面孔已经模糊

不清。我不是听见，是感觉到了有一种很轻飘的、跟夜雾融成一气的声

音，幽幽地，静穆地，一缕一丝地降落到我的心上。吹的什么曲调，我

不知道，是从来未听过的声音。那箫声仿佛是从父亲深奥的体腔内部流

泄出来的，像黑暗中的小溪流，你不用心去感觉，就什么也听不到。父

亲什么时候不吹了，我不知道，我们谁也看不见谁，互相没有说



一句话。箫不吹了，但那个由声音显示的情境还在，人和箫声都不愿意

分离。我觉得箫声是很神秘的，箫是接通心灵与遥远世界的通道，就像

微细的血管与心脏相通那样相依为命的关系。回想起来，我当年学着写

诗，就是想找一管接通遥远世界的箫，或与箫相似的让心灵能呼吸的气

管。



③箫，只属于我父亲个人，他只为自己吹，不要听众。笙和管子，

父亲经常吹，不是独自吹，是跟村里的“自乐班”的人一块儿，总是在

黄昏以后吹。深秋农闲以后，他们几乎天天在村里的广场上吹奏，全村

人都能听到。演奏的声音，如当空月亮，照遍了每个角落。



④父亲有两船笙，一船是黄铜的，从我能记事时起，它就摆在父亲

的桌上，竖立的竹管如张开的翅膀，我觉得它很好看，知道它能发出奇

异的声音，就更对它生出崇敬的感情。我十岁以后，父亲置买了一船白

铜的，他特别珍爱这白铜的。父亲用白铜的笙吹，我得到他的允许，怀

抱着黄铜的笙坐在一边学着吹。父亲在家里偶然对我说过几句：指头按

眼，不能按得太死，声音都憋死了，音调要像呼吸那么自然才好，呼吸

是随曲调的命脉而呼吸。我从父亲吹笙前严肃的准备动作和神情，开始

向他学习，他瘦削的双手端着笙座，嘴唇跟笙的嘴一旦接触，笙跟他的

生命就形成了一个活生生的整体：没有笙，就没有父亲；没有父亲，也

就没有笙。



⑤“先得摸透每个笙管的个性”，父亲对我说。他让我一个音一个

音地认识笙。黄昏时，我坐在屋顶上学着吹，如果父亲正好在家，他总

认真地听我吹，很少指点，最多说一句“用心好好琢磨”。笙对我是一

个很大的诱惑，我吹奏时感到很振奋，整个的生命都感触到了美妙的节

奏。可以说，我对节奏的理解，就是从吹笙开始的。心灵的吐诉需要节

奏，节奏能把内心的各种情感调动起来，凝聚成实实在在的音响世界，

任何一个音节都不是可有可无的，都不是孤立的。



⑥父亲跟我一块儿吹，总要检查我的手和脸是否干净。仿佛不只是

吹吹笙，是带我一起去一处远远的精神境界，比走亲戚还要郑重几分。

父亲和我端端地坐在炕上，面对面地吹，中间隔着一张炕桌。我当时觉

得这一切的细节确有必要，它表现了一种虔诚的气氛和心境。



⑦父亲没有让我吹过管子，说我人还小，容易伤了心肺。笙主要起

和声作用，是柔性子，它的声音是浑圆的，而管子的声音是峻拔的，像

忽上忽下飞翔的鸟，在笙声的云雾中鸣唱。管子是用硬木镂空制作的，

握在手里很沉重，还镶着一圈圈的白铜。父亲吹管子时，脸憋得通红，

胸间的气似乎聚集起来朝上冲，拼命朝高高的顶峰飞跃。父亲的嘴异常

灵活地吹奏着，声音的高低强弱很难控制，每个音节，稍一不慎，松懈

一下，就可能从高入云霄的顶峰摔了下来，把乐曲摔得粉身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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