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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的美目问路
——中学生写作源命题与典例

XIANG NI DE MEIMU WENLU



    为了应付日后贫乏无聊的日子，人们多么应该把

一切美好事物满满装进口袋小心保存啊！

——[ 德 ] 赫尔曼·黑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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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写作的源命题探究与示例（代序）

某种程度上说，有思想味的文章其实就是有哲学味的文章。

文章的深度，往往取决于一个人的哲思关注。高中生的写作，往

往浅表化，浮于口号式的情绪宣泄，陷于事情表象而不能升华为

形而上的普遍关注。这都是哲思意识薄弱，缺少必要的思想积累

和思想传承的表现。康德曾批判“人只能认识现象，不能认识本

体。”高考材料作文就是要从现象到本体，用本体的“理”来解

释现象。周国平也说，“没有哲学的眼光和深度，一个诗人只能

是吟花咏月、顾影自怜的浅薄文人。”

但高中生的哲学关注又不能过于学术化，甚至神秘化和

“玄”化，落地的哲学是对现实的关注，解决现实中矛和盾的冲

突，打开年轻心灵寻求出路的门径。正如“哲学”一词最初最原

始的意思就是爱智慧，中学生的写作就是表现你看待问题、思考

问题、解决问题的智慧。

一、源命题与写作序列

基于对高考命题和学生写作实践的持续关注，笔者发现，学生

优秀作文中展现出的思想现状都有一个“万理归一”的规律，那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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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归一”归向何处呢？这就有了有关写作“源命题”的思考。

写作源命题其实就是人类普世价值的命题，是超种族、阶

级、意识形态的，这些命题需要我们能就事论事并超拔其上，客

观、公正、人性、人伦地解决人类的问题。

如果可以这样定位的话，高考源命题其实就是基本的哲学

命题。

哲思作为思想的极致，究竟在关注什么？这三个话题基本上

是哲学家们共同关注的，即：宇宙时空、社会秩序和个人存在。

即使缺乏系统哲学素养的人也能一眼看出，这三个问题基本

上无法完全隔离开来谈，因为个体与社会共生，人类及社会又存

乎宇宙。取任何一端作思考，都是个人的、社会的和宇宙的。但在

教学过程中，为了便于学生掌握和实战运用可以作简单的分类：

宇宙时空：大与小、恒久与短暂……

社会秩序：轻与重、怪与常、束缚与自由……

个人存在：生与死、爱与恨、圆缺、孤独……

二、写作序列的教学实践

每一个源命题都是辩证的，我们在教学过程中无法呈现“正

确答案”，只能作认知示例，在展现的过程中提供“有故事、有文

本的思考”。学生中学阶段的思维特征还不具备普遍的理论接受能

力，所以，在故事和文本中感知、提炼、获得哲思是最佳途径，教

师负责引领和辅助，具体取向则决定于学生的个体认知差异。

下面作源命题解读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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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宇宙时空

1．大与小

大与小，取决于事物的参照系。“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

泰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庄子·齐物论》）

在庄子看来，大与小实则是一个没有恒常意义的话题，参照系不

一样，结果不一样，参照系变了，结果也就变了，这带来了万物

存在的不确定性。

所以，这个命题实则解决了我们对于“贫与富”“优与

劣”“好与坏”“幸福与痛苦”等话题的解读，他们互为参照，

并不断发生认知转换，而这种转换又推动了另一组话题的关注，比

如“知足”“舍得”“壮志”“平凡”“淡泊”“价值”等等。

2．恒久与短暂

宇宙苍茫，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时间客观，无情永逝。所

以“春花秋月何时了”之问难解，所以“江月何年初照人”之问

难答。难解难答之间，人反而获得智慧：

作为人如何与天地长存？于是有了“物质与精神”这样话题

的辩论；

作为人如何看待来与去？于是有了“变与不变”这样话题的

思考；

作为人如何看待成与败？于是有了“顺境与逆境”这样话题

的观照；

……

正如周国平所言：“人类最初的哲学兴趣起于寻找变中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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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相对中之绝对，正是为了给人生一个总体说明，把人的瞬息

存在与永恒结合起来。”对此类命题，古人给我们提供了众多

“有文本的思考”。枯灯黄卷，精神命脉就在历史的黄页中显现

身影，“三不朽”命题激励无数人超拔于现实之上；离离野草与

古道荒城，既物是人非又生生不息，所以要么慨叹时空并“念天

地之悠悠”，要么洞悉自然，与自然合一，吟一句“与谁同坐，

明月清风我”。这此间也还有一脉人世不息的进取心，如千帆竞

过，病树逢春，常来常往。

所以人或人世一旦置于上下四方、古往今来的时空，人便豁

然开朗，既不要执迷于“短暂”，也不要失于“恒久”。所以，

人生一世，就是寻找各自的意义。

（二）社会秩序

1．怪与常

有人说，故事源于事故。引起我们关注的往往是打破常态的

变化（怪），高考命题关注的也正是这些。天道有常，社会有

序，每个人在社会秩序或社会认知中遵道而行，但世间事瞬息万

变，所谓秩序与认知也未必一定。所以总有思想见识领先时代的

人，看出常态中的不合理（怪），而这种看出或挑战当下本身又

被无意识的群体当作“怪”。故而“怪”与“常”也互为转换。

譬如庄子“鼓盆而歌”。庄子妻死，鼓盆而歌，老朋友惠施

前来安慰，看到庄子非但没有悲伤，反而箕踞鼓盆而歌，惠施又

惊又气。原因就是惠施以伤别悼亡为“常”，而庄子以通乎命、尊

乎道为“常”。二人遵循的“常”不一样，故以彼此为“怪”。



005

还有“怪”出风骨的竹林七贤：比如纵酒放达、脱衣裸形于

屋中的刘伶；能作“青白眼”又有穷途之哭的阮籍；打铁不仕的

嵇康；等等，皆是古今之“怪”。

若追根溯源，不难发现“怪”源自个别的“理解”和众人的

“不理解”，所以关于“孤独与喧嚣”这样的话题受到关注。所

以屈原说自己孤独——“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哀南夷之莫吾知

兮”。柳宗元也说自己孤独——“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一众文人班底，在“怪”与“常”的社会冲突中写诗作文，各抒

块垒。

2．轻与重

红尘凡夫重权、钱、利、名等，故而执迷不悟；精神高蹈者

重义、情、自由、性灵等，故而严肃执着又豁达潇洒。比如古

代那些出色的诗人们，“诗人对于现实诸多问题的态度就与常

人有很大不同，他往往能重人之不能重，轻人之不能轻。”重

见于严肃、执着，如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李白“安能

摧眉折腰事权贵”；轻见于豁达、潇洒，如李白“千金散尽还

复来”，如毛泽东“粪土当年万户侯”。这道理的根源被《左

传》中“子罕弗受玉”的故事说透彻了，人生取舍就是“以玉

为宝”和“以不贪为宝”罢了，人各有宝，人各有自己有关轻

重的价值谱系。

由于每个人生命之轻重不同，甚至不同阶段的轻重取向也

不同，因此高考中常有“取舍”“选择”“动与静”“义与

利”“执着与变通”等一系列衍生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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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人存在

1．生与死

死亡，与生相对。对死亡的态度，即是生的态度。同样，善

其生，也亦善其死。曾给学生提供一段文字，说有个记者采访一

位老太太，问她为什么成都人慢悠悠地走路。老太太回答说：人

都在走向死亡，你走那么快干吗？

这算是一个生活写实的文本，它呈现了每一个有智识的个体

不得不思考的问题。为何生？为何死？死是生之意义还是生是死

之意义？在生活的过程中，生命有限的意识不断加强，人们逐渐

认识到：死是对生命的绝对否定，它反复提醒个体存在的渺小和

无常命运的无出路。并且个体存在的时间有限，能占有或识见的

空间也有限，于是出现了两种生活模式：焦虑忧郁——顺其自然

（无知无识）、焦虑忧郁——寻求意义（生命深广）。诸如王安

石“囚首丧面读史书”、欧阳修三上读书珍惜光阴、李白“昼

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以及想“逍遥游”的庄子和“羽化而登

仙”的苏轼都是对生命焦虑而展开的实践探索，在“短暂与永

恒”“存在与虚无”“有限与无限”等矛盾的纠缠中，慢慢建立

起古人关于生与死、个体与世界关系的基本思路。

2．爱与恨

“爱”与“恨”是绝对对立的肯定和否定。我们要知道爱恨

的缘由和爱恨的对象。爱有世俗之爱、艺术之爱、哲学之爱、宗

教之爱，投入情感，产出生命深邃的心灵果实，“恨”则站在对

立面立论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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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源命题论及高考写作，实践起来则要容易得多。比如

世俗之爱，涉及个体与群体、家与国、小爱和大爱、平等之爱与

差别之爱；艺术之爱，则多涉及艺术家们的追求，比如徐渭和梵

高；哲学之爱，如道家清心寡欲、顺应自然的主张何尝不是另一

种惜生爱命和尊生重死；宗教之爱则实践着包括隐忍、救赎、唤

醒、普度等多种精神乐途。

试举例说明。海明威在《丧钟为谁而鸣》中引用了英国诗人

约翰·唐恩的诗句“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损失，因为我是人

类的一员。”转而言之，也可以说“一个人的死亡就是我们的

死亡”。这是从个体到群体，或者说个体融入群体，是大爱的

根源。

三、高考试题与源命题的关系构建

无论是阐释型作文还是任务驱动型作文，在追根溯源和就

事论理上，很多时候要进行这种源命题的追溯和哲学范畴的初

步思辨。

关系构建能帮助中学生获得实践信心。我们就全国卷作文来

做一个示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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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作文
高考作文与源命

题的关系构建示例

（2015全国卷1）  因父亲总是在高速

路上开车时接电话，家人屡劝不该，女

大学生小陈迫于无奈，更出于生命安全

的考虑，通过微博私信向警方举报了自

己的父亲。警方核实后，依法对老陈进

行了教育和处罚，并将这起举报发在官

方微博上。此事赢得众多网友点赞，也

引发一些质疑，经媒体报道后，激起了

更大范围、更多角度的讨论。

①举报父亲：大爱小爱/轻

与重

②质疑：怪与常

③警方维护交规：社会秩

序与个体；人与规则

④发微博、媒体报道：个

人隐私与社会影响的“轻

与重”

（2015全国卷2）  当代风采人物评选

活动已产生最后三名候选人。小李，笃

学敏思，矢志创新，为破解生命科学之

谜作出重大贡献，率领团队一举跻身国

际学术最前沿。老王，爱岗敬业，练就

一手绝活，变普通技术为完美艺术，走

出一条从职高生到焊接大师的“大国工

匠”之路。小刘，酷爱摄影，跋山涉水

捕捉时间美景，他的博客赢得网友一片

赞叹：“你带我们品味大千世界”“你

帮我们留住美丽乡愁”。这三个人中，

你认为谁更具风采？

①每个人的选择是每个人

的“轻与重”；

②摄影师“品味世界”相

较 于 “ 学 术 ” “ 大 国 工

匠”背后是“怪与常”

③三种不同选择，也可以

是 时 空 之 下 “ 恒 久 与 短

暂”的思考

④ 三 种 选 择 也 可 以 是

“爱”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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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表格可以看出，审题，就是把命题中的事件要素或话

语要素与源命题建立起关系。在这种关系构建中，形成我们看待

问题、表明态度的“理”，主心骨一旦确定，则万物来归。高考

命题千变万化，我们无法预测难以把控，唯有追本溯源，以不变

的“本”应万变的繁枝。

（本文发表于中文核心期刊《语文教学通讯》2016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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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

我四周沉寂，我内心平静。

——黑格尔《埃琉西斯——致荷尔德林》

痛苦的诀别

或许很多人看到“独”这个字，首先想到的是一些孤高自

诩、独来独往、仙风道骨的形象，但我认为独恰恰是个体与群体

的诀别，而这诀别未必是洒脱的，而是痛苦的。

能将这种痛苦深味的，我认为是卡夫卡。卡夫卡说：“是

的，人太可怜了。因为他在不断增加的群众中一分钟一分钟地越

来越孤独。”这种体验在他的作品中体现得太明显了，比如那座

永远存在又永远让人无法逼近的《城堡》，阅读过程就是一种孤

独的体验，仿佛在前行的路上不断被城堡拒绝进入，循环往复又

循环往复，这是被神秘群体抛弃的体验。

再比如《饥饿艺术家》，描述了一个“痴迷”饥饿艺术的表

演者从其风靡全城的荣光到被人厌弃的落寞，始终不被真正理解

而孤寂痛苦直至无声死去的过程。这是人被接纳与抛弃的过程，

或者说这里的接纳也是一种肤浅的接纳，未必就是被理解，只是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