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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8/2021_2022__E8_AF_B4_E

8_AF_BE_E6_8C_87_E5_c38_58664.htm 目的要求 一、理解美

籍华人的思乡之情，增强热爱自己民族的感情。 二、了解作

者怎样选用细小的生活材料，曲折地表达一个有深刻意义的

中心思想。 要点难点 一、体会海外华人的思乡心态，培养热

爱自己民族和故乡的思想感情； 二、学习本文选材具体，小

中见大的写作手法； 三、学习本文围绕枣核设置悬念，使文

章起伏跌宕的结构方法； 四、理解本文标题的特点及在文中

的作用。 写作背景 1979年8月，萧乾应邀赴美进行访问交流

，回国后将自己在美的见闻，写成系列文章。《枣核》便是

萧乾的特写《美国点滴》中的一篇（或一章），写于1980年4

月，是年5月全文分为10篇先后在《人民日报》连载，它犹如

一股从大西洋彼岸吹来的春风，送来了一束有关美丽现代社

会生活及一些海外华人心态的信息，而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 作者简介 萧乾，1910年生，现代作家、翻译家、记者。蒙

族人，祖籍内蒙古，生于北京。 1929年进燕京国文专修班学

习，一年后考入辅仁大学。1933年转入燕京大学新闻系，选

修“特写旅行通讯”课程，1935年6月毕业。 1939年他赴英讲

学，开始了七年的欧美生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作

为《大公报》的记者，奔波在西欧的反法西斯战场上。1945

年，他从莱茵河前线返回伦敦，经加拿大东岸转旧金山，采

访了联合国成立大会。在那些年代里，他先后写出了《矛盾

交响乐》、《血红的九月》、《伦敦一周间》、《南德的暮

秋》及《美国之行》等优秀特写。他的《美国之行》，是40



年代对美国认识的真实记录。 段落大意 课文分两部分。 第一

部分（第一段）写一位在美国旅居的旧同窗托“我”带给他

几颗枣核。这位老同窗不远万里，写信索要的竟是几颗不起

眼的枣核，而且是用“航空信”“再三托付”，可见这几颗

枣核对他很重要。读者不禁要问，它做什么用呢？而作者又

不肯说破，只说：“用途很蹊跷。”这样巧设悬念，引起读

者的阅读兴趣，自然地开启下文。 第二部分（第二── 十段

）写“我”与老同窗相见，到他家作客，了解到枣核的用途

。这部分可分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第二── 四段）写“

我”与老同窗相见。多年不见的老同学，相见的第一句话就

问及那几颗枣核，得到之后“托在掌心，像比珍珠玛瑙还贵

重”。待问到它的用途时，他却要“我”等会儿。这就更紧

紧地吸引住了读者。引出“我”的登门拜访。 第二个层次（

第五── 七段）写“我”去老同窗家作客，了解到枣核的用

途。这里笔锋一转，避开枣核，写路上的风光，写这位老同

窗的住宅、车库、精美的后花园；写“我”与老同窗的交谈

。说明这位老同窗住的是具有优雅环境的现代化住宅，有一

双成才的儿女和从事高科技研究的的爱人“家庭和事业都如

意”，可是思乡之情日切。他想“厂甸”，想“隆福寺”，

想“总布胡同院里的那颗枣树”。祖国、家乡的一景一物他

都思念。这思念之情是高级住宅、称心如意的家庭和事业所

无法替代的，所以他要朋友不远万里从祖国带几颗枣核，他

要种下这故乡的种子，寄托他对自己的民族、自己的故土的

眷恋之情。 第三个层次（第八── 十段）写老同窗兴建小“

北海”，寄托思乡之情。造小“北海”的假山石是“到几十

里以外，一块块亲手挑选，论公斤买下”的。假山上嵌的“



红庙”、“白塔”“都是从旧金山唐人街买来的”。真是不

惜重金和气力。这位美籍华人的良苦用心在于：创造出像故

土那样的环境，使他和老伴如身临其境，回忆往日故乡生活

的情趣，寄托思乡的苦恋之情。 第三部分（最后一段）点明

中国人最依恋故土。文章在上面叙事的基础上，用一个递进

句式议论，揭示文章的中心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意识很强，

民族感情极深的民族。 本文以枣核为线索，写一对老同窗的

交往，相互交谈的也全是家庭、生活的琐事，可表现的却是

热爱自己的民族这样重大的中心思想，体现了作者在选材上

的匠心。作者还巧设悬念，使故事曲折生动，紧紧吸引读者

。另外，文章语言平实自然，亲切动人，人物的对话和环境

描写都很好地突出了文章的中心思想。 主题思想 文章以枣核

为线索，写了一个美籍华人要几颗故乡的枣核试种，以寄托

思乡之情的故事，反映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深厚的民族意识

和丰富的民族情感的民族。 写作特点 以小见大、以物传情。

枣核一颗看似寻常不被人留意的种子；送枣核一件极为平凡

普通的小事，而在萧乾笔下，却写得那样情意浓浓，含义深

刻。小小的枣核寄托了一位远离祖国近半个世纪的美籍华人

思恋故土的民族深情。“改了国籍，不等于改了民族感情；

而且没有一个民族象我们这么依恋故土的。”作者独具慧眼

，从小处着笔、从大处着眼，寓情于物，以小见大、从一件

小事中，发掘出了一个有深意的重大主题。 悬念一：“动身

访美之前，一位旧时同窗写来封航空信，再三托付我为他带

几颗生枣核，东西倒不占分量，可是用途却很蹊跷。”是“

蹊跷”，背井离乡几十年，故土牵魂夺魄之物多矣，为何单

要几颗生枣核？文章看似起笔平平，但一下子抓住了读者，



不由你不读下去。 悬念二：二人见面“拥抱之后，他就殷切

地问我：‘带来了吗？’我赶快从手提包里掏出那几颗枣核

。他托在掌心，像比珍珠玛瑙还贵重”。“我问起枣核的用

途，他一面往衣兜里揣，一面故弄玄虚地说：‘等会儿你就

明白啦。’”这“故弄玄虚”，的确很吊人胃口，枣核的用

途一问便知，可他偏不正面作答，非让你“等会儿”，那么

，读者只好带着疑问去读下文了。 悬念三：“他把我安顿在

二楼临湖的一个房间后，就领我去踏访他的后花园”。两个

“分手快有半个世纪”的同学不去倾心长谈，为何踏访花园

？悬念之上又设悬念，真可谓是“紧锣密鼓”。 当层层设置

悬念之后，“他”才道出了枣核的用途：“近来，我老是想

总布胡同院里的那枣树。所以才托你带几颗种籽，试种一下

。”简简单单几句话，却说出了他“年纪越大，思乡越切”

的感情，至此，我们也被他的情绪深深地感染了。 悬念的特

点是先把疑问提出来，把矛盾摆出来，直至高潮，再解开疑

问，写出结局。它的好处是能引人入胜，扣人心弦，引起读

者的兴趣和思考，取得出奇制胜的效果。《枣核》层层设置

悬念，除有上述特点外，还有揭示人物性格、升华感情的作

用。 为了充分展示海外游子的思乡之情，《枣核》在设置悬

念之后，又补叙了“他”家的“北海”，使文章的材料更为

丰富，使我们进一步看到了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像我们这

样依恋故土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