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族魂

 译书尚未成功，惊闻殒星，中国何人领呐喊；
  先生已经作古，痛忆旧雨，文坛从此感彷徨。 

美国作家斯诺与剧作家姚克合写的悼念“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
领土的作家”所作的的挽联

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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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鲁迅(1881年—1936年），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

改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在《新青年》发表《狂人日记》（第一篇

白话小说，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时所用的笔名，浙江绍兴人。

      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

的奠基人。

      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作者简介:

       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

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

献。

       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

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历史小说集）

 散文集：《朝花夕拾》

 散文诗集：《野草》

 杂文集：《南腔北调集》《坟》《热风》等16部

      鲁迅的小说具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为中国现代文学

的艺术殿堂塑造了第一批不朽的典型形象，如阿Q、闰土、祥

林嫂、孔乙己等。

主要作品



写作背景

 刘和珍是鲁迅先生的学生，是位爱国的热血青年，她的

牺牲给鲁迅先生带来了莫大的悲哀，而当时的反动文人还在

一些刊物上发表文章对爱国青年进行污蔑、中伤，致使鲁迅

先生悲愤之极，同年四月，写下了这篇纪念文章。



记念刘和珍君
●●记记: : 相当于相当于““纪纪““，在白话文刚刚兴起时，人们有时不能严格界定字，在白话文刚刚兴起时，人们有时不能严格界定字
词。也有一说，认为鲁迅曾留学日本，他的用词受到过日文的影响。词。也有一说，认为鲁迅曾留学日本，他的用词受到过日文的影响。  

●●记念记念: : 本文是一篇写人叙事类的散文。本文是一篇写人叙事类的散文。  

●●君君: : 对刘和珍的尊称。对刘和珍的尊称。  　　



基础梳理 字音字形

屠戮(      )

菲薄(      )

租赁(      )

不惮(      )

干练(      )

殒身不恤(       )

寥落(       )

踌躇(       )(      )

黯然(      )

喋血(      )

攒射(       )

立仆(       )

长歌当哭(        )

桀骜(      )(      )

噩耗(       )

尸骸(       )

浸渍(      )(      )

惩创(            )

lùlù

fěifěi

lìnlìn

dàndàn

gàngàn

yǔnyǔn

liáoliáo

chóuAAAchúchóuAAAchú

ànàn

diédié

cuáncuán

pūpū

dàngdàng

jiéAAAAAàojiéAAAAAào

èè

háihái

jìnAAAAAzìjìnAAAAAzì

chuàngchuàng　　



基础梳理 字词含义

菲薄菲薄 ①微薄：菲薄的礼物 ②轻视、看不起：妄自菲薄

殒身不恤殒身不恤 牺牲生命也不顾惜。

喋血喋血 指杀人很多，血流满地。多形容战争激烈。

攒射攒射 集中射击。

长歌当哭长歌当哭 把长声歌咏当作痛哭。后指用写作长诗来抒发内心的悲愤。



纪念逝者
揭露敌人（政府/所谓的学者文人)

警醒庸人

●三、四、五：回忆过往及叙述死难的经过
3、追述平生事
4、概述遇难事实
5、详写遇难经过

●六、七：思考惨案的教训和意义 6、劝戒徒手请
7、激励奋然前行

刘和珍是谁？

为什么要记念她
？

写文章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一、二：悼念逝者，叙述写作缘由

 细读文本，概括情节



走进文本，认识人物

 总结填空：

刘和珍是一个                         的青年学生。



事迹 品格

在艰难的生活中，毅然预定《莽原》全年

在女师大风潮中“不为势力所屈，反抗一广有羽翼的校长”

女师大复校，“虑及母校前途，黯然至于泣下”

平时“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

“欣然前往”，请愿殒身

向往革命，追求真理

有斗争精神

温和善良，有革命韧性

有远见，有责任感

热爱国家，勇敢无畏

请结合一、三、四、五节，用自己的语言概括刘和珍的主要事迹和表
现。这些事迹和表现主要反映刘和珍哪些性格、品质？



★刘和珍是一个渴求真理与进步，富于斗争精神，有远见卓

识，温和善良而又具有爱国热忱的青年学生。   

走进文本，初识人物

 总结填空：

刘和珍是一个                         的青年学生。



u“但她却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

u“也还是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

u“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

u“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确是死掉了， 这是真的，有她的尸骸为证。

”

作作    用？用？

刘和珍君的四次微笑



1、反复、强调，突出刘和珍的温和善良的性格

3、表达作者脑海中永存刘和珍始终微笑的面容，不相信不愿意她死、却真的
死掉了的极度伤痛之感和对刘和珍的敬意

刘和珍君的四次微笑

2、对比、衬托，突出执政府的残暴和反动文人卑劣

pk强大 正义pk

研读文本，走近人物

作
用

细节描写



悼芳魂小女子铸大勇毅，

赴国难真猛士显真精神。

当时人们悼念刘和珍的挽联：

殒身不恤从容如是女子柔肠铁骨，

 不畏强权笑靥如花巾帼不让须眉。



这样一个始终微笑着的、温和善良
的女大学生被残忍地杀害了！

假如让我们写一篇文章来悼念她，
这篇文章要怎么写？



“的确，冷是鲁迅先生的一个关键词。是冷构成了鲁迅先
生的辨别度。他很冷，很阴，还硬，像冰，充满了刚气。”
“既然说到了冷，我附带着要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了，

那就是一个作家的基础体温。正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基础体
温一样，每一个作家也都有他自己的基础体温。……如果我
们对鲁迅有一个整体性的、框架性的阅读，结论是显性的，
鲁迅的基础体温着实非常高。”

——毕飞宇

毕飞宇，1964年1月出生于江苏兴化，

中国当代作家，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南京大学特聘教授，

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



3月25日，追悼会现场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

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

群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独在礼堂外徘徊，遇见程

君，前来问我道，“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

有？”我说“没有”。她就正告我，“先生还是写一点

罢；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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