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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质疑，建构意义

——以《项羽本纪》为例谈撰写人物评论方法
黄淑菁

江苏省常州市新桥高级中学　江苏　常州　213032

摘　要：当前语文阅读教学中，教师在引导学生阅读文学作品，撰写人物评论时，要引导学生深度质疑。本文以《项羽本纪》

为例，引导学生从评价、人物情感、行动、语言等方面进行质疑，深入内心解读人物形象，建构意义，从而提高质疑水平，

提高学生审美鉴赏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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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阅读与写作”任务群旨在引导学生阅读古今中外诗

歌、散文、小说、剧本等不同体裁的优秀文学作品，使学生

在感受形象、品读语言、体验情感的过程中提升文学欣赏能

力，并尝试文学写作，撰写文学评论，借以提高审美鉴赏能

力和表达交流能力。

然而，在教学中如何引导学生撰写人物评论呢？引导学

生深度质疑，深入人物内心世界去探究人物形象，建构意义，

是撰写人物评论的有效方法。下面以《项羽本纪》的教学为

例来说明撰写文学评论的方法。

一、从评价处质疑

在现实的教学中我们常常会这样提问：请同学们仔细阅

读文章，分析、概括项羽是个怎样的人？司马迁采用了什么

方法来刻画人物？这种提问设计未免粗疏笼统，如此分析如

同将人物大卸八块，往往使人物形象丧失了整体性。

项羽已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人物，更是一个文学典型，历

久弥新，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在亿万读者心中留下了

不可磨灭的印象。我们应该追问：他的魅力究竟来自何处？

四面楚歌中的项羽，由于性格上的暴戾，政治上的幼稚，

几乎是众叛亲离，处于穷途末路。可是，此时的项羽又深受

后世读者的赞叹、欣赏。为什么会这样？

历史诗人有不少写过项羽，对他有不同的评价：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

东。——《夏日绝句》宋代：李清照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

卷土重来未可知。——唐·杜牧 《题乌江亭》……
千载兴亡莫浪愁，汉家功业亦荒丘。空馀原上虞姬草，

舞尽春风未肯休。——《项羽庙》宋代：许表

……

这些诗人为什么对项羽有不同的评价？你赞同哪一种？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特别强调：“阅读文学作品的

过程，是发现和建构作品意义的过程。……应引导学生设身

处地去感受体验，重视对作品中形象和情感的整体感知与把

握，注意作品内涵的多义性和模糊性，鼓励学生积极地、富

有创意地建构文本意义。”阅读文学作品，目的在于发现和建

构作品意义，而且还有主观性和个人色彩。

去分析评价他人的评价，在这个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认知，

这也便是建构意义的过程。

二、从情感处质疑

四面楚歌声中，项王一曲英雄悲歌，“泣数行下，左右皆

泣，莫能仰视”。到此，无不让人泣下，为之一洒同情之泪。

然而，在疆场上叱咤风云、建立了丰功伟业、刚猛矜持的英

雄居然悲泣落泪，为何会在此时如此伤感？

“泣数行下”是热泪滚滚，迸涌而出，是不可遏抑的悲

痛，不期而然的流泻。这种伤感是被背叛而产生的委屈，是

在面对最忠贞于自己的乌骓马和虞姬时流露出内心最柔弱的

一面。再来看另外一个人物，刘邦身处绝境时，我们从未看

到他的眼泪，这多像一个坚强的硬汉形象。可是，似乎更多

的人喜欢项羽。这是为何？是否仅仅是出于对弱者的同情？

我觉得，更多的是读者从项羽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们

并未明确意识到而只是处于潜意识罢了。从刘邦身上，我们

看到更多的是无情的一面，常人难以做到；从项羽身上，我

们看到是人之常情，是在尖锐的矛盾冲突（斗争）中暴露出

的人性的弱点。文中的两个词“惊”、“悲”，我们看到是情绪

失控的人，这正是项羽的个性特点，也正是真性情的表现。

人们说“多情未必不英雄，无情未必真豪杰”，此时多情的项

羽让后人欷吁不已，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未必是英雄

的做法。因为当情绪控制了大脑，理智就不起作用了，从而

导致更大的失败。

探究人物之所以这样做的深层原因，引导学生深入到人

物的内心世界中，从而迁移到我们自己的生命体验中来，我

们可以深入解读人物形象及其意义。

三、从行动处质疑

随后项羽带领八百余人“直夜溃围南出”。不禁让人产生

疑问，作为英雄的项羽怎么会逃？为何而逃？逃向何方？

用王立群教授的话讲就是“没有军事会议，没有出逃计

划”，而且是将 10 万大军弃之不顾，完全是失去理智的行

为。从这里更可看出项羽一贯的性格特点，即一意孤行，缺

少谋略。垓下之败，四面楚歌，已使他的自信心遭受严重打

击。极自负的人往往容易陷入另一个极端，那就是自卑，逃

避（逃跑）便是自卑心理导致的一种行为。

形成这样的印象后进一步生出下一个疑问，既然项羽的

信心崩溃了，那么在东城快战中为何又会表现的如此英勇？

这就是项羽又表现为英雄的一面，当逃无可逃时，作为

英雄的项羽又绝不会束手就缚，面对死亡和绝境，展现出的

不是畏惧，不是卑微，而是一种豪气，一种痛快淋漓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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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让读者看到的是生命的壮烈，让人犹然而生一股敬意。

决心“快战”，并制定了“溃围，斩将，刈旗”的三个作战目

标和具体的作战方法，最终皆实现。再次写项羽的英勇和指

挥作战能力，显示其光辉的一面，而这光辉的一面与巨鹿之

战完全不同，巨鹿之战的光辉是如日中天，是辉煌而显耀的；

东城快战，可以说是回光返照，更表明其执迷不悟的性格。

然而这一仗打下来，项羽充分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然而，东城快战之后，原本“决死”的项羽“乃欲东渡

乌江”。此时的项羽又有了逃生的愿望，这是为何？分析其心

理，或许是东城快战的胜利又给了他信心，鼓起了活下去的

勇气和欲望。

四、从语言处质疑

在乌江亭长舣船而待完全可以借此逃出汉军的重围时，

项羽却笑曰：“天之亡我，何渡为？”这是为何？背后究竟有

着怎样的心理状态？

看他此时的处境，是穷途末路，乌江亭长要挽救他的性

命时。23 岁起兵反秦，25 岁巨鹿之战，“诸侯皆属”，27 岁
自立为霸王，分封诸侯，从来都是高高在上、他人仰视甚至

仰视都不敢的人物，可是如今穷途末路，却要接受一个小小

的亭长的怜悯，来挽救的自己的性命，如何忍受得了？

不渡的背后是他的高傲。他的自尊无情地受到失败的打

击和摧毁。他无法坦然地面对失败，本来东城快战的胜利使

他受挫的自尊心又受到了鼓舞，才有了东渡乌江的想法。可

是亭长的一番话猛然间让项羽清醒了过来，他彻底地失败了，

强烈的自尊转化为无比的羞愧之心，“纵江东父老怜而王我，

我何面目见之？”无颜见江东父老，除心中有愧之外，更在

于受不了那份怜悯。

对于项羽这位要强的英雄而言，怜悯就是伤害。他宁愿

去死也要保住自己的面子，只有用生命才能换取他内心的平

衡。在他的价值体系中，可以凭借武力王天下，而不可接受

他人的怜悯而茍活。强烈的自尊，实际是强烈的自我意识的

另一种表现形式。太注重自我，这种失败的耻辱感就尤其强

烈。刘邦则是另一种类型的人，如果刘邦处于这一情境，则

绝不会拒渡，他不会等亭长把话说完就要第一个跳上船去。

此时的项羽不可避免地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走向死亡。

只要项羽还是那个项羽，失败恐怕在所难免，心理和性

格的原因注定了他失败的必然。项羽的悲剧是性格的悲剧，

也是性格决定的命运的悲剧。因此，分析项羽的艺术形象，

通过对其语言、行动等方面的质疑，进入到项羽的内心世界

中，去揣摩他这么做的深层心理和性格因素，是我们读懂项

羽、品悟人性的一个重要方法。

有人认为，“在文学鉴赏活动中不但可以获取语义内蕴

的信息，而且直接影响人的情感、影响人的个性和品格的形

成”，①理解作品的过程，就是鉴赏者“理解文本意义、发现

世界、也认识自己的过程”，“从中接受和创造一个扩大了的

自我，在建构文本的同时建构自己”。②因此，返观自身，我

们从项羽的悲剧命运与他的性格之间的关系中得到怎样的启

示，又如何在现实中升华自我，成为我们鉴赏《项羽本纪》

进一步思考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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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建专业团队，引进专业的管理人员

为了保证图书馆管理工作可以有效实现信息化，图书馆

还应当组建专业的管理团队。图书馆可以从两方面入手进行

专业管理团队的组建工作：一方面是积极引进先进的、专业

的信息化管理工作者，通过丰厚的薪资待遇，鼓励信息工作

者进入图书馆进行工作，以此来改善图书馆管理工作者的结

构；另一方面，图书馆要从馆内的工作人员入手，虽然现有

的工作人员在信息技术掌握方面有所欠缺，但是他们对于图

书馆的管理工作比较熟悉，所以图书馆可以积极组织工作者

参加培训，帮助他们熟练掌握基本的软件运用技能，进而更

好地开展图书管理工作。

（四）完善服务环境，拓展图书馆服务内容

在图书馆的信息化设备和人才逐渐完善之后，图书馆还

要不断完善馆内的服务环境，让读者可以在一个轻松的状态

下进行阅读。首先，图书馆要定期对馆内的基础设备进行检

查，对损坏的物品及时进行检修，以免对读者带来不便。其

次，图书馆还可以对书吧进行效仿，构建书店、图书馆、饮

品店三位一体的新型图书馆，满足更多读者的需求。对于图

书馆信息技术的服务内容，除了可以利用信息技术进行检索

之外，最好还能够开展电子阅读、笔记、创作等多项内容，

让图书馆的信息技术服务内容逐渐得到完善。

（五）做好信息安全建设工作

在新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给人们提供了较大的方便，

但是，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和弊端。信息化图书馆管理能够

切实提高图书馆管理的质量和效率，但是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比如读者个人信息及图书馆信息安全存在一定的隐患。所以，

在进行信息设备引进的时候，图书馆必须跟上社会和时代发

展的步伐，重视先进高科技设备的引进，重视技术部门的发

展，引入高素质的技术人才，从而做好检查和监督信息设备

的工作。此外，还应该定时检查图书馆内的信息设备，做好

设备故障的排查工作，同时，还应该完善网络风险预警制度，

确保网络信息真正的安全。

四、结语

大数据时代对图书馆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图书馆的规

范管理和发展创新提供了思路。对于图书馆的管理服务创新，

要转变观念，顺应时代潮流，为全面建成现代信息化图书馆

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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