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散文阅读专项训练(大全9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散文阅读专项训练篇一

恒星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普照着华夏大地，恩泽着我们全
体恒星员工和我们焦湾村三千多父亲乡亲。我为恒星而骄傲，
我为恒星而自豪，我为自己是一名恒星员工而欣慰。恒星给
了我事业的平台，生活的保障，幸福的希望，是我生的起点，
力的支点，美的源泉。

近日，反复阅读董事长的一封信，感到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作为恒星一名老职工，我感到了恒星的诞生，经历了恒星的
发展，体验了恒星的辉煌，8年拼搏，实现了当初的夙愿;8年
奋战，改变了焦湾的'面貌;8年拼搏，换来了我们恒星人幸福
的笑脸。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随着公司的飞速发展，工
资、福利待遇的逐步改变，一些人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忘记
了当初艰苦创业的磨难，忘却了自己是一名恒星人。董事长
言辞犀利，剑指邪弊，严厉不失慈祥，苛求不失柔情，使我
们在内心深处感受到情感的撞击、心灵的碰撞。从恒星诞生
到现在，公司在董事长呕心沥血的领导下，从无到有，从小
到大，逐步走到今天，如果没有董事长的英明领导，我们不
可能每月拿到几百甚至上千元的工资;不可能骑着豪华摩托车，
风驰电掣，也许仍骑着自行车，走在泥泞的沟窝里;如果没有
恒星，我们也许在分村小道上徘徊流浪。董事长的英明大度
给了我们一切，每年颁发的奖品比例为5:1，这在全国都是首
屈一指的，每月的劳保福利，每年的工作服，每年的大会餐，
董事长给予我们太多太多了，可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辜负董事
长的一片苦心、热心和爱心呢，又有什么理由不支扪下心思、



恪尽职守、努力工作、回报恒星呢?我来到恒星已多年，从我
内心深处真正感受到董事长那种仁爱慈善的温情，感受到董
事长那种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感受到董事长对事业的那
种“任你东西南北风，咬定目的不放松”的坚韧执着。我深
深地被董事长的人格魅力吸引着，感动着，这是激发我努力
工作的动力和源泉。

全体员工朋友们，作为一名恒星员工，我们应该为拥有这样
的董事长而骄傲和荣耀，应该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踏踏实实、
兢兢业业地做好自己的工作，来报答董事长对我们深厚的爱，
我们要真正地转变思想观念，端正工作作风，革除不良陋习，
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每个人都要以崭新的面孔，迎接明
天的太阳，决不辜负董事长寄予我们厚重的期望。

散文阅读专项训练篇二

老屋已经很老了。是本文的第一句开篇。本文先从老屋筑造
的年代讲起。那时候封建统治时代仍然还在。紧接着讲述了
老屋的建筑过程，是热闹的、神秘的、欢快的。在这座百年
老屋的屋檐下，作者静静地回忆从前，感受到一种来源于古
老的传统与悠久的时间所赋予的一种责任感与敬畏。关于岁
月、生命与血脉流转。以前的先人们用一代代的青春延续了
一个古老的家族。

这种故乡所给予的一种思念追忆之情让我联想到，江南小镇
有方言“式微”一语。意思是说天色已晚。在天黑月明时走
在古街小巷，脚边流水淙淙，听得一声“式微咯，回家吃饭
咯！”回首之间，看见有人倚门而立唤着远方归来的游子，
言语里的温馨与幸福让人有瞬间回家的冲动。虽然明知唤的
不是自己，但也有丝丝暖意涌上心头。

人生长行寂寞，究其淡然却少。有些人也许终其一生也只为
等待一种像老屋给人以归属感的归宿，一声唤。若在天黑欲
转归程时，得你一声唤，唤我回家食饭，那么我无论是行于



露水之中亦或是泥泞之中，都可以找到家一般的安全感，然
后抱住你，展颜一笑了。

一些事物存在的力量与美，其实在于它们转达给我们内心的
一种真理与坚定。因此获得冲破时间空间禁制的力量。不同
时代的人，一样会在门外浮动着的远山落日之下，感受着一
代代血脉与故乡流转；一样会在老屋前轻抚着微微腐朽的实
木，感受着当年婚丧嫁娶的幸福；一样会在有所思忆的时候，
感受着远方亲人所满含的关怀。

老屋已老，但它记载了四万多个日月星辰变换的故事。我想，
如果有一天我也能够来到老屋前，我也必会吟出“式微，式
微，胡不归？”

它的意思是：天色已晚，天色已晚，远方的人你为何不回来？

散文阅读专项训练篇三

作为《散文选刊》的主编，王剑冰肯定是应当阅读发表在全
国各地报刊上的许多散文作品。实际的情景也正是如此，他
阅读过的当代散文作品，确乎是太多了。正因为他读得如此
的广泛，就能够在认真和深入的比较中，高屋建瓴地俯视着
整个散文创作的园地，得出了很精当的评价。

像王剑冰这样不断增加着的多么巨大的阅读量，也许是同样
都关心当前散文创作发展前景的不少作家和评论家所无法企
及的。正因为如此，他在这部刚出版的《散文时代》中所提
及的许多有关作家的篇章，以及在那里阐述和发挥出来的不
少洋洋洒洒的见解，就很值得引起相应的参考和思索。无论
是产生认同还是引发商榷的诸多看法，都能引起不断深入的
探讨，这样就有可能推动当前散文创作和研究迅速向前迈进。

正是在这样广泛阅读和深入思考的坚实的基础之上，王剑冰
对于散文此种文体的本体特征，就有着很牢固和确切的认识。



他提出了“自由”和“自然”的问题，他在反对虚构的时候，
还提出了“想像力”的问题，这是很有道理和境界的一种艺
术设想。对始终立足于真实的散文创作来说，卤莽的虚构、
矫情的诉说或随风飘荡的倾向，都会失去读者的信任，而运
用艺术的想像力，充分和巧妙地表达自我纯洁与健康的个性，
才可能引起大家的感动和共鸣。

他还认为“越朴素、越自然、越纯真的东西，就越有生命
力”，认为在散文创作中间应有“坚韧与永恒，鲜活与纯
美”，认为“散文的生命力在于它能让读者从中获得生命的
感悟、思想的启迪、魂灵的慰藉、学养的滋润和审美的愉
悦”。

王剑冰在肯定当前散文创作，对历史进行反思，以及追求人
文精神，和在艺术上不断提高和升华的同时，也批评了某些
经过乔装打扮的贵族化的倾向和独创性的缺乏。这是应当引
起注意和思考的。

他还很细致地指出，在当前的种种散文创作中，存在着的一
些问题，譬如像他指出的“政治散文的说教性”，他在其中
尤其反对运用词语上的“绝对化”；“文化散文的论文性”，
他反对沉溺于历史资料的论述，却难以见到作者自我内心对
此的`关照；“叙事散文的小说性”，他反对玩弄情节和虚构
的做法；“抒情散文的诗歌性”，他不反对语言表达的诗意，
却反对整体上刻意雕琢的诗化的做法；“游记散文的过程
性”，他反对那种导游式的解说。“生活散文的无序性”，
他反对那种事无巨细的全盘端出。这些都是从散文本体的视
角，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和核心，很值得引起充分的注意。

在愈益趋于开放的时代，王剑冰主张要直面现实，拓展题材，
深入思索，同时在审美方面又要注意文字和艺术技巧的升华，
并且要广泛吸收诸如音乐和绘画这些艺术门类的表达方法。
像这样坚实地立足在整个人类的生活之上，从事于哲思的深
化和审美的翱翔，自然就更有可能提高散文创作与研究的水



准。

王剑冰不仅仅在散文的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像上述那样丰
富多彩和高瞻远瞩的收获，并且在散文创作方面也是常常贡
献出自我的佳作，像《绝版的周庄》和《回望乾陵》等等，
就是不少朋友所熟悉的篇章。对于散文本体论的深思熟虑，
颇多卓见，对他从事创作的起点，对于整个过程的分布与筑
构，以及思想和艺术境界追求的高旷与完美，产生了十分进
取的作用。而像这样在创作和研究方面相互的反馈与促进，
自然就会获得双倍的丰收。

像他这样两栖型的既从事创作又埋头研究的情景，在古今中
外的文学史上，是早有先例的，像这样就确实会在灿烂缤纷
的触发与融会中间，获得更好的丰收。类似这样的经验是值
得好好研究的。

很高兴地读完了王剑冰的这部散文理论著作《散文时代》，
深感他对于当前散文创作整体的现状，真是有着高瞻远瞩和
钩深致远的把握。对于不断涌现出来的诸多名家的佳篇，从
思想与审美的视角，分别作出扼要和简洁的评点，既能够使
得许多朋友更好地了解大概的情景，又能够引起进行欣赏的
兴致。他还在这样微观剖析的牢固的基础之上，升华出不少
宏观的理论见解，对于当前散文创作拓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成
绩，以及存在的若干需要解决的问题，都阐述了自我很有启
迪意义的看法。他做出的这种贡献，确乎是很值得注意的。

散文阅读专项训练篇四

我本来很喜欢读书，由于年龄和眼疾的原因，近几年却很少
读书了，可读书的兴趣依然不减，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前
不久，在户外活动时，见到《河北经济日报》驻衡水记者站
原站长（已退休）于更生先生，谈起读书的事情，他毫不吝
啬地赠送了一本他的处女作《从农民到省报记者》一书。开
始出于好奇和对更生先生的尊重，读了书的《序》和开头两



篇，感觉还不错，确实像书的《序》中说的那样，是一本励
志的书，充满了正能量，其中有当代最需要的一种精神在涌
动。然而，更让我欣赏的是作者在书中以朴素的语言客观准
确地记录了其人生历程和时代变迁，让我们那个时代的过来
人感到非常亲切。因此，越读越想读，有时读得还有点爱不
释手。

该书是一本励志书，也是一本自传，记载了作者从年少时产
生当记者的理想到成为省报记者站站长几十年的奋斗历程，
以及生活和工作中的浪花涟漪。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没
有采用流水账式地记录，而是用一个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典型
事件串连起来，绘就了一幅励志图景，展示了作者的人生和
品性，也使本书具有了很强的故事性。特别是作者还巧妙地
运用了章回小说的一些表现形式，进一步增强了故事的连续
性和曲折性，许多地方还颇有些跌宕起伏，足够吊人胃口。
为此，我认为该书是在当下浮躁社会氛围中投下的一副强效
安神剂。可以说，该书对于青年人规划未来、夯实人生基础
很有帮助。对于新闻工作者，也不失为一部教科书。

记实作品最关键的是要尊重历史事实，否则，写得再好，也
是没有意义的，这就要求作者要有“严谨”的治学精
神。“严谨”一般都是从逻辑学的角度去评价的，如果没有
事实依据的编造，即使逻辑性再强，也会有失逻辑之处。只
有在尊重事实，以事实为依据，才能自然而然地符合逻辑。
在读该书过程中，我常常感觉用现在的思想认识去衡量过去
的事情有些内容不尽合理，或有失逻辑，但细细品味，这也
是于更生先生治学严谨的表现。因为它符合历史事实，如果
用今天的认知和逻辑来写历史事件，反而不能很好地反映历
史。更生先生尊重历史事实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在该书中，
他对书中的人和事不因时代变迁而褒贬，而是站在当时的特
定历史节点上去客观地记录下来，不论书中的人物结局怎样，
在曾经的某个节点上是什么样就怎么写，不论目前对历史事
件的评判如何，在曾经的某个历史节点上该怎样评价就怎样
写。这样，才能真实地再现历史，才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更生先生虽然是第一次写书，但从书的表达方式上可以看出
其功底很深，不愧是一位资深记者。在他的书中，常常看到
一些精彩地描写。如他用极其简练的语言，形象地描绘出了
上世纪70年代深（县）南农村和农民的生活风貌。他对过年
大清除的描写，以扫屋子时留在墙壁上的花白笤帚印子，生
动形象地描绘出了当时的情景，抓住了事物的关键特征。在
那个时代，冀东南一带的农民居住的大都是外面挂面子砖的
土坯房，内墙抹一层厚厚的细泥巴或再抹上一层薄薄的白灰，
睡的是土炕，烧饭用的是与火坑相联的大柴禾灶，除夏天或
很热的时候外，其他时候做饭几乎都是在这大柴禾灶上烧。
因此，屋子里的墙壁上难免被烟熏火燎得黑乎乎的，屋的犄
角旮旯还会吊着一串串地塔灰，现在的`年轻人是无法想像那
个时代的农村生活。那个时候，人们的生活条件是十分简陋
的，平时大家都忙着糊口，无心亦无力去美化或改善自己的
生活环境。但每逢快到春节时候，家家户户都要借这个时机
进行一次大清除。这大清除的气势比现在人们的大清除要大
多了。清除完了，屋子干净了许多，最具象征意义的就是墙
壁上现出了花白的笤帚印子，细看起来就像是一幅幅的山水
画，很是美丽。这时，年的味道也就浓起来了。

有人说字如其人，其实书更如其人。通过读更生先生的《从
农民到省报记者》一书，我对他有了更深的了解，也充分印
证他的人性、人品和人格。我认为，更生先生是一个很纯朴、
很正派又很诚实、很干练的人，和他在一起，常常能感受到
他的身上总是释放着一股强大的正能量，他总是在感染着周
边的人们。因此，凡是与他接触过的人，大都愿与他交往，
进而成为朋友，以于无形中吸取些正能量。我就是这样一种
情况。

散文阅读专项训练篇五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晨”，尤其是读了《匆匆》
这篇文章，更使我牢牢记在心中，《匆匆》主要讲的是：燕
子去了，有再来的时侯，杨柳枯了，有再生的时候，但是，



时间去了，为什么不复返呢？是啊！时间一但去了，就无法
复返，时间只有三天“今天”、“明天”和“昨天”。无论
你在干哪件事情，时间都会慢慢地流过，可见时间多么宝贵，
想想自己，平时在学校里嬉戏的时候，在和同学玩闹的时候，
时间不知不觉地就过去，终于我明白了，要做时间的小主人，
利用好每一分钟，那么生活就变得更有意义了。同学们，好
好利用时间吧！还有《背影》这篇文章，它讲的是：父亲送
儿子去车站，看见有买橘子的，就去买橘子，此时，儿子看
到父亲的背影，儿子一下子感觉到父亲的伟大。想想自己，
妈妈每天送我去上学，我却感觉不到什么，现在我明白了，
父母的爱是多么伟大、无私。散文集还有许多感人的文章，如
《春》、《威尼斯》……，从一件小事中，能够悟出一个大
道理，这些都是靠平时积累的呀！清茶是淡香的，咖啡是苦
涩的，美酒是辛辣的，它们虽然味道同，但都能给人们带来
美好的享受，让人回味无穷。《朱自清散文集》中的文章，
有的似清茶，有的像咖啡，有的是一杯淳淳的美酒。朱自清
生于1898年,名字华,号秋实,后改名为自清。他是我国现代文
学史上杰出的诗人和散文家。他是“五四”新文学的开拓者
和创业者之一。为中国现代文学作了许多创新的工作，做出
了巨大的贡献。朱自清的散文不同于俞平伯的'缜密，也不同
于冰心的飘逸，更不同于周伯人的隽永。他用自己“真挚清
幽”的特性创造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其中，《背影》、
《匆匆》、《荷塘月色》、《春》这几篇散文，被誉为白话
美文的典范。《背影》这篇散文通过描写父亲送儿子远行的
一幕，表现了父子之间的真挚情感；《匆匆》讲述了时间流
逝之快，并且时间不能倒流。告诉我们：昨天是作废的支票，
明天是未发行的债务，只有今天才是黄金。所以，我们一定
要把握住今天；而《荷塘月色》这篇散文中，作者用月光衬
托荷花，描写了夜晚中荷塘的美景。而令我感触最深的还是
《春》。在文中，朱自清先生把春比喻为一个刚刚睡醒的孩
子，欣欣然张开了眼，遍地的野花仿佛是天上的星星眨着眼。
风，不再像冬天那样寒冷，像母亲的手，轻轻地抚摸着万物。
在温暖的春风中，孩子们高兴得放着风筝。在春天，春雨是
寻常的，它滋润着世间的万物。在《春》这篇文章中，我认



为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儿，有的
是功夫，有的是希望”。是呀，春天代表着绿色，寓意着复
苏，象征着希望。我们只有在春天播下希望的种子，到秋天
才会有累累硕果。而我们小学六年级不正是我们人生的春天
吗？我了我们秋天的收获，我们现在难道不应该付出汗水和
努力吗？我热爱春天，歌颂春天，但我更珍惜春天！

散文阅读专项训练篇六

毕淑敏——侑人這样评价她：在热闹而浮躁的文坛，毕淑敏
似乎自立门户，不能把她归属于任何一茖派别;她不以学问见
长，也不以前卫的语言标榜;她不是江南的清山秀水，也不是
草原尙的黑骏马，她似乎是从五千年的文化传统中走來，但
又不全是传统文化的回归。她把日常生活中极为平常的事物
作为审美客体，把人人都经历的事情写得妙趣横生。這种朴
实无华的文风，很侑一点平淡而山高水深的境界。

毕淑敏《爱怕什么》以散文的形式，以诗一般的文字告诉我们
“爱”是世界尙最侑记忆的金属，她是那么具侑夺目的`光泽，
是那么具侑多艳的色彩。“爱”是人世间最最具侑情感，最
最具魅力的，是任何物品所替代不了的。毕淑敏对“爱”的
深刻理解打动了我。

“爱一桩事业，就奋不顾身地投入。爱一茖人，就斩钉截铁
地追求。爱一茖民族，就挫骨扬灰地献身。爱一种信仰，就
至死不悔。”从毕淑敏对“爱”的诠释中，不难看出她
对“爱”那种独侑释怀。阅读這篇散文，感觉毕淑敏
对“爱”的解释个性具侑生活的气息，个性具侑人性的舒漫，
使“爱”更具侑人性之魂。在她的笔下，“爱”怕撒
谎，“爱”怕沉默，“爱”怕犹豫，“爱”怕模棱两
可，“爱”怕沙尙建塔，“爱”怕无源之水，“爱”怕假冒
伪劣，“爱”怕刻意求工。毕淑敏在散文中从广泛的多视角
诠释了“爱”的博大、“爱”的坚固、“爱”的力量和宏大。
文中对“爱”的强调，足以保侑一份人世间的真“爱”



真“情”，能使孕育万物之生活的草原生长出潜力、勇气、
智慧、才干、友谊、关怀……。保侑一份真“爱”，就是照
耀人生长明的温暖的灯。

散文阅读专项训练篇七

两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和同学们一起去了湛江的一个玛珥
湖――湛江湖光岩，一人美丽神奇的地方。

进了玛珥湖风景区的大门，绕过树丛，走过羊肠小道，就来
到有名的一块石壁前。上面记载了玛珥湖的传说。

旁过有一块被各种古代痕迹划过的石头，有石灰岩。还有种
种被海水冲刷多年的痕迹，这就可以知道玛珥湖是怎样形成
的了。柔和的风从右边的玛珥湖吹来，使人心旷神怡。

再走一段路，就来到了玛珥湖。站在岸边，远远望去，一座
鲜明的古建筑物显在眼前，那是一座寺庙，千年古刹楞严寺。
旁边有一个大旋涡，可别认为这是什么好东西，这个旋涡有
许多人考察过，却为此没了命，也没有人找到他们的遗物，
这始终是个谜。

绕过玛珥湖，就来到一个游乐场。这里绿树成荫，有很多秋
千，很多人都在这里玩，一个秋千旁，抬头一看，一棵有三
层楼高的大树耸立在身旁，亭子和石级环绕着它。登上去，
玛珥湖的大半景色收在眼底，往对面的石级走下去，海风就
大了起来。

再走一条小路，眼前一个小餐厅出现在眼前一座小桥不过2米，
桥下有一条小溪，有几条小鱼游来游去。

玛珥湖到处都有美丽的景色，说也说不完，希望你有机会去
细细游赏。



散文阅读专项训练篇八

秋雨的心是年轻的，却又是迟暮的。有着儿童的天真，有着
老人的睿智，因而有了天真的向往新奇的心，有了发自内心
的对历史的感悟。所以他的人生是美丽的。正如他在散文集
的序文中所写的那样他应该是一个“天使般的老人”即使他
年老了，也会有一颗年轻的心的。

秋雨对梦想的初衷，对历史的感悟。更是由于他对人类历史
的重视。他追寻的心是沧桑的，他对待敦煌文明遭受蹂躏的
过去不再如别人所云的那样，将罪过归咎于一尽全力保护但
却无力回天的王道士。历史的失落是有她既定的命运也有历
史的更深层的本质的。历史的源远流长也正是因为它有令人
悲痛的过去。

初次接触余秋雨是他的第一本散文集《文化苦旅》，很是被
作者深厚的文化底蕴所折服，他的思牵千载，行云流水的记
录，对历史、对文化渗透着的领悟力，也是使余秋雨在中国
的文化史上留下一席之地！

而后接触到他的另几本着作，如谈史谈鉴的《山居笔记》、
阐述立身处世的《霜冷长河》、《行者无疆》，以及对比几
大文明的《千年一叹》，还有类似回忆类的封笔之作《舍我
一生》。读完后，总想写点什么，却一直未敢动笔，只怕自
己的看法大为浮浅，甚至落入俗套，而今下定决心来浅谈一
下余秋雨散文的写作风格问题，对于我们的写作也有很多的
借鉴意义。

余秋雨散文作品中始终贯穿着一条鲜明的主线，那就是对中
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追溯，思考和反问，与其他一些文化散
文家相似，余的作品更透着几丝灵性与活泼，尽管表达的内
容是浓重的。

余利用他渊博的历史知识，丰厚的文化功底，将历史与文化



契合，将历史写活、展现，引起我们反思、追问，作为一个
知识分子，他的作品已渗透了文人的忧患意识和良知，这点
也是最重要的。典雅、灵动如诗般的语言。

余对语言有一种超强的领悟力和驾驭能力，他的散文追求一
种情理交融的雅致语言，并且“语言在抒情中融着历史理性，
在历史叙述中也透露着生命哲理”。

他选择恰当的、富有诗意、表现力的语言加以表达，这些语
言具有诗的美感，从而把复杂深刻的历史思想和文化说的深
入浅出，平易近人，可读性很强。同时他还综合运用对偶、
排比、比喻等修辞手法，大段的排比，对偶增强了语言表达
的力度，构成了一种语言的气势，使语言不矫揉造作，装腔
作势，平淡无味，而富有了张力，富有了文采。

简单叙述至此，最后一余秋雨的一句话来结尾。

阅读的最大理由是想摆脱平庸，早一天就多一份人生的精彩；
迟一天就多一天平庸的困扰。

散文阅读专项训练篇九

看琦君的文章就好像翻阅一本旧相簿，一张张泛了黄的相片
都承载着如许沉厚的记忆与怀念，时间是这个世纪的前半段，
地点是作者魂牵梦萦的江南。那一幅幅的影像，都在诉说着
基调相同的古老故事：温馨中透着幽幽的怆痛。笔下的故乡，
处处洋溢着“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余光中剪不断的乡愁浓得声声撕心裂肺,琦君的乡愁也浓，却
如浓郁的桂花香，多了份从容多了份暖心，所以她的乡愁悠
悠如桂花香浓郁过后的余香缭绕。

喜欢琦君，喜欢琦君文字里成年人才有的乡愁被她用邻家女
孩固执的“但我宁愿俗，就是爱桂花”挥洒出来。



琦君所追求的美，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艺术美。
善于从中发掘并表现出人所未见，道人所未道，在人们共同
的思想感情中写出独特的感受和体验，写出人人心中所有，
人人笔下所无。正如我们一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
人物”，我们就会判断这是苏东坡所作;读"杨柳岸晓凤残
月”，就认为是柳永所为。我们也可以从“等国奉比，又惹
轻愁起”，看出是琦君笔法。

琦君作品的独特风格是跟她独特的艺术思考和艺术追求分不
开的——那是对真、善、美的思考和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