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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狄尔泰指出生命回返是文本解读的任务，可见文学中寻藏着生命，用生命哲学来解读文本能够使文学在

想象中活跃。该文章就狄尔泰的生命哲学视阈来解读杜甫的《石壕吏》并据此进行教学设计，以期能够

通过生命哲学视阈的解读能够使从“无我”到“有我”，丰富自己的生命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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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lthey pointed out that the return of life is the task of text interpretation. It can be seen that there 
is life hidden in literature. Using life philosophy to interpret text can make literature active in im-
agination. Based on Dilthey’s philosophy of life perspective, this paper interprets Du Fu’s Shihaoli 
and carries out teaching design accordingly, hoping to enrich one’s interpretation of life from “no 
self” to “with self”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of life philosophy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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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狄尔泰在《体验与诗》中将文学定性为：“诗是生命的再现和表达。它表达体验，并且再现生命的

外在现实。”[1]“文学蕴藏着生命的力量，是生命的再现与客体化，且这些力量是能在想象中发挥作用

的。文学就是在想象这一活动中将生命凝聚、活跃起来。”狄尔泰正是基于这种生命蕴藏在文学中的认

知，提出了向生命回返就是文本解读的任务。[2] 
而迦达默尔对狄尔泰的这一认知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认为狄尔泰是将人类的一切活动及其成果

都视为生命的凝结与外化。”因而我们应当将生命的客体化转化为最原始的生命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狭

义上也就是我们应当将文本这一客体转化为原始的生命体验作为一种方法。因而我们从生命哲学的视角

来进行文本解读对于帮助“体验生命”有着重要作用。体验本身就是生命的自我展开，没有生命，体验

和活动便无从谈起。而没有生命，体验也就无法实现。生命、体验、表达和理解是一个结构关联体，而

生命哲学下的文本解读能够更好的唤起学生对于自身本真的生命体验，继而能在文本体验与自身体验的

交织下进行再体验，从而能够深化对于生命的感悟，生成深度、鲜活的表达，达成深层、多样的理解。 
本篇论文就从生命解释出发，以杜甫《石壕吏》为例进行文本解读及教学设计。通过对石壕吏中人

物的单一生命表现来体验内在的生命活动，并进行语言表达、行为表达、体验表达的多维度训练，使学

生最终形成自身的生命理解。 

2. 生命哲学凝聚：从无我到有我 

古今中外对于生命哲学的探讨未曾停止，而这生命又与每个个体息息相关，那么在语文教学的文本

解读中，也有不少学者从生命哲学的角度出发进行解读。 
在生命解释上，外国哲学家狄尔泰将生命解释划分为重新体验与再造经验两个部分，也就是要将解

释者与原作者相比，设身处地的思考从而更好地理解自己。而我国学者王国维也就看待生命万物上说到：

“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强

调生命是诗意情感与万物自然的相融，是动与静的共存，强调以动态相融的方式来看待生命。“吾所以

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老子在《道德经》中也曾强调，对生命万物，我们要忘

掉一己私欲，去除身体物质性的限制和欲望束缚之意。 
对于以上生命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出生命的解释大致的主张可以分为两部分：忘却自己和融入自

己。狄尔泰的生命解释与王国维的都是将自己的生命融于万物之中，而老庄的则是忘掉自己。对此，

笔者认为生命的解释有多种多样，而这两种观点之间并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相互关联的，忘掉自己

反而能够更好的设身处地思考，能够更加清晰得看清原作者。在这样的基础上再融入自身，融自身于

万物，便能更加的深入理解，成为更好的解释者。因此，本文就将生命解释凝聚为一个过程，也就是

从无我到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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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石壕吏》文本解读：从理解到解释 

杜甫的这篇《石壕吏》，的确反映了当时社会矛盾和时代缩影，在广度和深度都令人惊叹，就像电

影场景一般，一句话写出一人一事。而这实际上，不仅展示了当时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艰辛，而作

者虽不是故事本身悲惨的主人公，文章也不曾透露出明显的同情之情，但在这字里行间，又无不体现出

作者对于当时这安史之乱给百姓带来深重痛苦的无声呐喊。小小的老妪只是千百个百姓的一个，而小人

物的悲苦岂能如此轻易的被达官贵人所看见？当时的杜甫即使在安史之乱后，他也依旧能够在友人的相

助下继续做官，他也仍旧属于那达官贵人的一员。但他在写下这些诗句时，忘却了自己的身份，忘却了

自己的阶级，设身处地地体验百姓的疾苦，这种“无我”的状态，何尝不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理

解呢？ 
杜甫在《石壕吏》中塑造了“在场”捉人的官吏、逾墙走的老翁、啼哭的老妇以及“不在场”旁观

的诗人，这些都是单一的生命表现[3]。我们在对于这些文本中的形象进行剖析时，不能仅仅看到生命表

现而是要看见，这些表现后面的生命心理，例如：官吏的凶狠无情、老翁的害怕出逃、老妇的自我牺牲

以及诗人的心系天下，这样的生命心理与生命表现的整合就形成了独特的生命解释。 
在文本解读过程中，我们首先要做到无我，忘却自己所处的时代、身份，让自己与杜甫“在场”目

击事件发生的全过程。《石壕吏》是杜甫创造的在时间与空间上无限贴近真实的客观事件。与此同时文

章开篇第一句就给人创造出了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暮投石壕村”，诗人在一个傍晚在石壕村投宿，

这句话仿佛就暗示了这篇文章的所见所闻是作者亲眼目睹。与此同时，文章以“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

别”结尾，诗人在天亮踏上行程前，又独自与老翁告了别，又一次强调了这件事是诗人亲自经历的。在

这样无限真实的语境中，我们文本解读也要先完全融入故事的情景，脱离自身，尽可能切身地体悟当时

的时代、百姓的疾苦、杜甫的道义，因此在解读过程中，我们要先忘却自己去完全的理解小人物——老

妇、老翁、官吏等的生命表现，再去剖析他们背后得生命活动，是什么酿成这一家子的悲惨命运？杜甫

自身又有这样的道义？而我们现在身处的时代又能够有怎样的生命感悟？此时，从无我转化为有我，从

理解转化为解释，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跳脱出机械重复的解读与表达。 

4. 《石壕吏》教学设计 

【教学目标】 
1) 掌握文言知识，能理顺文意； 
2) 联系当时时代背景，能够运用文章的写作手法等多种形式进行表达； 
3) 联系自身，能够理解作者的感情并形成个人感悟。 
【教学重点】能够运用文章的写作手法等多种形式进行表达。 
【教学难点】能够以生命的视阈，以无我到有我的方式解读文本，形成学生的个人感悟。 
【教学流程】 
1) 以无我入境 
a) 赠言导入 
在正式上课之前，给学生提供两句赠言，让学生朗读王国维《人间词话》有我与无我的相关语句：

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

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

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 
教师通过课前赠言的方式，让学生能够以感受到语文的诗意性，在积累中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培

养学生的宏观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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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意图】语文课程是一门文学性与工具性相统一的课程，学生应该在学习过程中能感悟语文的

诗意性，增强对语文的兴趣，在潜移默化中提高语文素养。因此，在日常的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

以多种方式给学生提供一些课外补充，进行熏陶感染，激发学生的诗情、诗意。 
2) “理解”生命表现 
a) 初步感知 
设定两个不同的预习环节。分为基本预习与特色预习，请学生们大声朗读文章并借助注释进行。 
学生的基本预习情况，通过填空的方式来扫清文言文的字词障碍。特色预习则是基本预习的提升，

给学生提供学习单，让学生在填写的过程中，理清故事脉络，再请学生分享文章中感触最深的一句话并

讲明缘由。 
PPT 出示学习单，如表 1 所示： 
 

Table 1. PPT presentation of study form 
表 1. PPT 出示学习单 

人物 地点 时间 起因 经过 结果 

      

      

      

      
 
b) 无我——化身“小人物” 
从文章主要对话的官吏和老妇两个人物入手。请学生分析老妇的话语，剖析人物遭遇，妇啼的何苦

究竟包含哪些苦？ 
学生以老妇的身份朗读妇人的回答，可以从回答中推断出：丧子之苦；困窘之苦；应征之苦。 
杜甫这篇文章有一个特别之处在于，官吏的问并不完全，其实这是一种藏问于答的写作手法。从老

妇的回答中我们可以推断出官吏的问题，因此设计让学生补白官吏的问题。 
教师示例；吏问——汝家有男丁否？妇答——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在学生对老妇的苦以及对官吏的问题进行补白后，在对人物形象有了基本了解的基础上，让学生紧

抓“苦”和“怒”两字，进行角色扮演，入情入境，忘却自我，融入情境，化身为“小人物”，并按照

评分标准进行打分。 
角色扮演台词示例，如表 2 所示： 
 

Table 2. Role playing dialogue 
表 2. 角色扮演台词 

吏 妇 

汝家有男丁否？ 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还有他人否？ 室中更无人 

其真无人邪？ 惟有乳下孙 

孙母现何在？ 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 

汝家必征一人 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角色扮演评分示例，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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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Role play rating 
表 3. 角色扮演评分 

评分标准 分值 

能够具体、清晰、准确的写出官吏的所说内容 15 分 

能够准确的演绎台词 20 分 

能够准确的表达出人物情感 25 分 

能够在有感情的表达台词的同时，并有相关体态及肢体语言丰富人物形象 40 分 

总分 100 分 

 
【设计意图】根据初二学生的文言基础以及能力，应当适当的培养学生自学的能力。通过基础预习

和自主预习的方式，学生能够根据学习单厘清简单的文言字词，梳理故事内容，这有助于提高课堂的有

效性，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同时，根据学生活泼好动的年龄特点以及学生较少的人生经历，通过

角色扮演的实践活动，能够帮助学生设身处地的感受人物形象及心理，融入故事情境。最后，提供相应

的评分标准，落实教学评一体化，更准确的反映学生的学习程度。 
2) 以无我入情 
a) “理解”生命心理 
学生通过以上教学环节已经能够较为深层的感知人物形象，但这仍然只是停留在单一的生命表现，

还无法深入的体会生命心理。究竟是什么让杜甫看见了这凄苦的场景？究竟是什么造成了妇人的苦？ 
教师在 PPT 上补充安史之乱的时代背景，使学生联想自身所处这样的大时代变迁之时，进一步忖度

小人物的生命心理，思考杜甫借这样的故事表达的情感。 
教师 PPT 出示：安史之乱的背景与以及《盛唐》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

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

皆胶漆。百馀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 
通过盛唐下与安史之乱下的百姓生活的对比，可以明确是大时代的变迁造成了民生之苦。这时，我

们带着学生穿越时空，来到盛唐，在盛唐会看见什么听见什么呢？学生以以下形式回答： 
我仿佛听到了____________(某人的话语或声音)，这是_________________； 
我仿佛看到了____________(某人的动作)，这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仿佛闻到了____________(某种气味)，这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仿佛触摸到了_________________(某物)，这是_____________________； 
这是多么_______的一幅景象啊！ 
示例： 

我仿佛听到了连绵不绝的丝竹声，这是宫中天子祭祀天地的音乐； 

我仿佛看到了街上各式各样的吃食与饰品；这是小贩在路边贩卖东西； 

我仿佛闻到了淡淡的酒香与肉香；这是饭店里人们在高声畅谈聚餐； 

我仿佛触摸到了丝滑的布匹，这是许多人身上穿着的绸缎； 

这是多么和谐幸福的一幅景象啊！ 

现在带领学生再次穿越时空，来到由盛转衰的的安史之乱时。这时，我们又会看见什么样的场景呢？

听见什么呢？学生按照上述格式进行回答。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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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仿佛听到了老妇的哀声啼哭，这是她在诉说自己家门的惨遇； 

我仿佛看到了官吏凶狠地砸开百姓的家门；这是官吏上门来抓壮丁； 

我仿佛闻到了空气中蔓延的血腥味与腐臭味；这是战争时横尸遍野后散发出的味道； 

我仿佛触摸到了惨败破壁的百姓人家，这是战争时一切家具都已损害、家里荒凉无物； 

这是多么凄惨痛心的一幅景象啊！ 

学生通过对盛唐及安史之乱时期生活场景的想象与对比，可以更加深入的体会大时代的转变给百姓

带来的疾苦，在大时代的面前，小人物的无奈与凄苦显得无能为力，使学生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在小人物

背后更深刻的时代伤痕，也使学生仿佛置身当时的时代，化身文中的老妇。因此，此时再次让学生化身

为妇人，这时学生在感受时代变迁后一定有更加深刻的体验。 
场景设置：在这乱世之中，刚刚收到信件得知你的两个儿子战死，家中破败不堪，食不果腹；而官吏又紧紧

相逼，深夜砸门来抓人，这种时候你有怎样的心理斗争呢，会对官吏说些什么呢？ 
示例：内心：我的两个苦命的儿子啊，当初也是在这样一个深夜，你们被抓去充军，谁知那夜的匆匆一别竟成

了永诀。没有你们，我的余生该怎样度过啊！现在官吏又是苦苦相逼，看样子是要把我那媳妇抓了去，这可怎么了

得呢！儿媳这一走，孙儿的奶就断了，这孩子该怎样活下去呢。看来，只有苦苦哀求官吏把我带走了，除此之外还

能有什么办法呢？不管怎样我也要尽力一拼。 
对官吏说：官老爷，求求你把我带走吧，我家里实在是没人了。我的两个儿子刚战死，家里只剩下一个孙儿和

儿媳，可是我的媳妇这衣不蔽体的怎么能出去见人呢？我的这个可怜的小孙儿要是没了妈妈的奶更是活不下去了。

我什么活都能干，什么苦都能吃，我要是去你们那儿怎么也能为你们准备些吃食，我干起活来不比年轻人差，求求

你们了，别抓我的儿媳，把我带走吧！ 
【设计意图】利用 TPR 教学法，让学生调用多个感官想象、思考，在作者所描写的场景下他们会感

受到哪些东西，全方位的对战争时百姓的悲惨遭遇有具体的认识与体会，以便学生对老妇的不得已牺牲

之举有更深刻的理解。在安史之乱这个大时代之下，每个小人物都逃不开命运的悲剧。让学生带入老妇

人的视角，体会一个普通人在大时代面前的无力感，小与大的矛盾就此突出，而平凡的小人物在此时也

敢于牺牲自己，老妇为孙儿和儿媳考虑甘愿自己被抓走，体现出小人物的“大”，真正理解小人物的生

命心理[4]。 
b) “理解”生命活动 
杜甫这篇《石壕吏》充满了画面感与电影感，每一个字即凝练又恰到好处，短短几十字却形象描述

了这样的一个场景，能有这样的表达效果与其独特的艺术手法是分不开的。为什么这篇文章让大家能够

仿佛身临其境，又留有许多想象的空间？这都得益于其虚实结合的抒情艺术手法。 
教师提示：杜甫为什么只能和老翁告别？此时，老翁内心是怎么想的呢？此时，老妇在哪里？她在做什么？

她的内心会怎么想呢？杜甫走后，老翁，老妇，以及尚年幼的孙子以后会怎样呢？你可以从诗中找到答案吗？ 
学生明确：因为老妇人真的被抓壮丁了，所以送别的人只有老翁了。老翁此时内心有对老妇的担心和思念，

对这个家未来该何去何从的担忧，对战争的厌恶……此时，老妇可能正在为士兵做早饭，也在思念家庭…… 
由此可以发现诗歌的结尾是实写，留下的思考却是无穷的。抓壮丁的官吏，被抓的老妪，藏在家中

的孤儿寡母，独立支持家庭的老翁，他们的命运究竟会怎样呢?这是虚写，给我们留下了想象的空间。抒

情的主题让我们体会到安史之乱这场残酷的战争，它突破了人性的底线，让我们除了无尽的悲哀之外，

就只剩下了对战争的憎恨。 
杜甫写这个故事是要抒发怎样的情感呢？全篇句句叙事，无抒情语，亦无议论语；但实际上，作者

却巧妙地通过叙事抒了情，发了议论，爱憎十分强烈，倾向性十分鲜明。所有的这些都是诗人亲眼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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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耳所听，但是都没有融入自己的身份，忘却了自己作为统治阶级一员的身份，客观地描写自己的所见

所闻。诗人身为统治阶级的一员，“居庙堂之高，却能忧其民”，却能看到底层老百姓的苦，是诗人的

伟大之处。杜甫能够为百姓歌唱，为时代歌唱，为国家歌唱，正是杜甫自己的生命体验，正是中国诗歌

现实主义精神的反映，是“妙手著文章，铁肩担道义”思想的表现。 
3) 以有我入情 
a) 形成生命“解释” 
现在我们穿越回我们所处的时空，我们端坐在明亮的教室中，穿着得体保暖的衣服，有家人为我们

准备可口的饭菜，这和平且物质富足于杜甫所描绘的安史之乱的百姓生活大相径庭，学生肯定有属于自

己的不同体验。可以尝试从所处时代的小人物入手描写时代给我们带来的美好生活或是你想要造就的更

好生活，可以通过诗歌的形式进行呈现。 
b) 丰富生命“解释” 
学生年龄特点与时代特征决定了他们的视野与经历是有限的，他们对于社会时代的感悟较少，生于

和平富足年代的他们对于生命的理解太少，难以形成丰富的生命解释。因此可以推荐同学们观影《万里

归途》等题材类电影以及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目睹大量百姓悲苦生活后写下的一系列同情百姓的诗歌，

即：“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 
【设计意图】理解生命是形成学生自身生命解释的基础，而生命解释是属于学生个人的解释。现在

语文教学出现了许多学生机械重复的回答，教科书般的参考答案，让学生变得千篇一律，丧失了学生对

生命的特殊体验。要讲课文与学生自身的生命体验相联系，只有这样才能将学生对于课文单一的理解转

化为自身的生命解释。提供更多的素材，有利于学生拥有更多的理解力去形成自身的解释，因此，课外

补充是必不可少的。 

5. 结语 

生命是最珍贵的东西，而生命体悟是个人最独特的体验。现在许多语文课模式是固定的，内容是应

试的，形式是单一的。但学生自身对于生命理解的基础不同，因而对于文本的理解也不应是固定的单一

的，而应是多层次的多样的；学生在文本理解中视角不同，所领悟的生命感悟也不尽相同。因而单一的

文本解释，并不能满足学生多样化的生命体验需求，帮助学生形成独特的生命解释。因此，基于生命视

阈的文本解读，能够关注学生原有生命理解，并在此基础上能够让学生入情入境，与文本对话，与自我

对话，在体验中融合自己的生命理解，感悟出属于自己的生命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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