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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一场奔赴梦想的较量
戴庆华

生命永恒，万物常新。

我们常常赞叹和敬佩那些像年轻人一样英气勃勃、毕生充满朝气与活

力、矢志不渝地与自我较量、排开万难着力奔赴梦想、拥抱成功的人。比

如晋代的高僧法显，他在62岁的时候，还徒步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翻

越高山峻岭，无数次出生入死，前往千万里之遥的佛国印度，追寻他心中

始终燃烧着的为天下苍生寻找精神支柱的神圣梦想。历时14年，最终完成

宏愿，为华夏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精神财富。其艰苦卓绝、刚毅不屈之志，

不由得让我们肃然敬仰。再如近代著名国画宗师黄宾虹先生，在他早已名

扬天下，成果卓著的78岁高龄，依然孜孜不倦地变革画风，锐意向中国文

人画的最高境界勇猛奋进，为中国山水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强大浑厚

的精神力量和全力奔赴梦想的人生较量，可谓波澜壮阔，气壮河山，足令

世人惊叹。然而人世间，像这样的杰出之人毕竟只是少数，社会、国家和

民族的梦想最后还是要靠正在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去承托和延续。

人的一生中，最美的时光，莫过于青春岁月。而青春之美，除了大

自然赋予的容貌、禀赋和激情澎湃的精力之外，就是有一颗勤学上进、胸

怀天下、奔赴梦想的心灵：纯真执着、刚毅不屈，无所不在，无往不至。

那些像法显、黄宾虹等一样为社会做出伟大成就的人，在其青春时代，都

有一个不平凡的成长过程，抱定了人生的理想和宗旨，以千里之行始于足

下的意念，迈开大步，朝着梦想的方向奔跑，不断地接近梦想的领地。否

则，他们何以在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只身登上思想和艺术的高峰？这其

中的缘由，我想全在于较量二字。青春时期，每个人都会有许多梦想，但

如果缺失了较量的过程，所得到的恐怕只是一个梦，一个如海市蜃楼般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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缈的梦。

实现梦想，其实是一个较量的过程，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地成功，也

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地失败。这中间，无论明与暗、显与潜，较量必定是不

可少的。只是有些人坚持了下来，有些人则早早地缴械投降了。假如漂流

荒岛的鲁滨逊不与自然较量，放弃了回家的梦想，肯定会早早被饥饿、疾

病和野兽吞噬。如果司马迁不和自己的屈辱、内心的极度痛苦较量，我们

何以能够看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苏

东坡可谓对这一点看得非常透彻。他在那篇著名的《晁错论》中说：“古

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龙

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惟能

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得至于成功。”如此入木三分

的眼光，值得我们深思和践行。就本人愚浅的理解来看，至少有三点，是

我们必须面对和挑战的。

较量之一，战胜自我，找到自我。现实的诱惑总是以变幻莫测、千奇

百怪的姿态朝我们涌来，时时刻刻准备淹没我们，这是我们必须清醒意识

到的潜在危险。我们无法改变现实，只有改变自我。就如洛克菲勒在给儿

子的忠告中说：“我们无法左右风的方向，但我们可以调整风帆。”我们

要做的就是战胜诱惑，找到自我，然后给自我一个梦想。“原来，人的灵

魂不是不会改变，改变也不是毁灭，而是重生；灵魂的形状不一定不会改

变，它只是人的个性，而不是人的本性，褪去所有的浮华后，我仍是我。

一个不同于你、不同于他、不同于任何一个人的我。我，行走在成长路

上。”这是云南省昭通第一中学的铁宇丹同学在《流年却似磨刀石》一文

的感悟。或许战胜自我是人一生都在努力做的事，但每战胜一次，你就向

前迈进了一大步。

较量之二，拒绝平庸，追求卓越。平庸有时候是由于没有办法选择

的环境造成的，并非我们不想卓越。如果你出身、生长的环境不佳，祖辈

父母以及周围人都忙于生计，每日所想都是些琐屑小事，要想不平庸谈何

容易。故墨子说：“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以入者变，其色亦变，

五入而以为五色矣。”这时候，唯有梦想和勤奋学习才能帮你走出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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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的一天，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在《科学》杂志上看到一篇论

文，不禁拍案叫绝：“这个华罗庚是哪国留学生？”“他在哪个大学教

书？”最后得知他竟是一个肢体有残疾的普通人，一个柜台伙计。在震撼

和惊喜之余，毫不忧虑地将其调入清华大学，最后终于成就了他世界级数

学大师的美誉。这近乎传奇而不由质疑的故事告诉我们，梦想加勤奋，定

能让我们成就卓越的人生。我们不妨记住洛克菲勒给儿子的忠告：

我们这个世界就如同一座高山，当你父母生活在山顶时，注定你不

会生活在山脚下，当你父母生活在山脚下，注定你不会生活在山顶上。在

多数情况下，父母的位置决定你人生的起点。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的

起点不同，其人生结果也不会发生变化。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没有穷富世

袭之说，也永远没有成败世袭之说，有的只是我奋斗我成功的真理，我坚

信，我们的命运由我们决定，而绝非由我们的出身决定。

较量之三，刚毅执着，身体力行。梦想，无论大小长短，都要靠刚

毅强大的内心来守护，战胜重重困难，一路走下去才能实现。“现实和理

想，中间隔着南墙。我们可以一次一次去撞南墙，但我们不能一个一个失

去理想。”这是一位把自己戏称为罗歪歪的高一女孩的坚守，十分令人欣

赏。怀揣着美好的梦想，憧憬着绚丽的未来，年轻的学子们仿佛在我面前

加速向前方的理想目标奔跑着，我想，那将是一场为命运和梦想而进行的

较量，必定要付出热情、智慧和执着的努力。就如昭通一中高二年级龚晓

萌在文章中说的：“对于生活带给我们创伤，有的只会任其感染，溃烂直

至死亡；有的自暴自弃，结果只能平庸一生。只有主动应战，不仅战胜困

难，疗好创伤，还可能有意想不到的结果。”真心希望，我们的年轻一

代，在奔赴梦想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笔尖上的成长——中国名校名师选评作文（云南省高中卷）》即将出

版，作为一名普通教研员，我真切地感谢华文出版社的老师们，给了我们的孩

子这么好的一个平台，让我们可以看见他们为梦想而较量的身影。尤其是身处

祖国边疆的云南孩子们，有了这样的一个平台，他们或许可以用执着和自强不

息的脚步，奔赴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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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植生活，独抒性灵
蒋  文

呈现在您面前的，是《笔尖上的成长——中国名校名师选评作文（云

南省高中卷）》，这本由教研员和学校教师携手编写的作文书，可以说基

本代表了近几年来云南省高中学生作文的最高水平，也是语文教育教学研

究和教学实际相结合、相统一的一项尝试，共同见证了云南省的广大师生

领会贯彻新大纲和使用新课标教材进行作文教学的探索和成果。

所选文章，虽出自高中学生之手，然而可读性很强，各具特色。他们

关注社会，关注生活，仔细观察，用心感受，都有一双善于观察发现的眼

睛，一颗善于感受体验的心灵，一个善于思考探索的大脑，一支善于表现

诉说的妙笔，展现在你面前的是花季少年们的一颗颗澄澈透明的心。表现

形式也各有所长，或幽默或调侃，或轻松或凝重，或叙事或记人，或抒情

或议论，都流畅自然，不滞不涩。当然，稚嫩之处，抑或存焉。

选文涵盖了参赛佳作、高考优秀作文、高三模拟训练之出类拔萃者，

包括应试作文和自然作文，也均可资借鉴。

不同的写作类型，要求自然也不一样。

应试作文的束缚相对多一些，包括审题、选材、构思、表达、字数都

得符合高考要求——所谓戴着镣铐跳舞，但我们的考生，在紧张的高考考

场上，在有限的时间里，依然能自出机杼，锦心绣口，写出审题准确、选

材得当、构思精巧、表达流畅、有思想、有文化、有文采的考场佳作，实

属不易。

参赛作文或者称自然作文，束缚较少，更能展现学生的思想与才华。

参赛作文不等于中考、高考的应试作文。

现在的应试作文、套路作文，充斥着“文艺腔”，伪抒情，华丽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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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大话，无务实亲切之感，一大串的排比句，宿构作文多——确实是问题

多多，形势严峻。

不说全国中学生作文大赛是专为匡正高考作文之失，起码也不能把参

赛作文当成应试作文来写。要有一定的厚度，不仅是思想的厚度，更主要

是内容的厚度。

要说真话，抒真情。

应试作文有应试作文的评价标准，应试作文是戴着镣铐跳舞，限制较

多，你只要满足相关条件，就可得高分乃至于满分。竞赛作文也有自己的

评价标准。竞赛作文是一种“自然作文”（北京大学孔庆东语），写文章

的目的在于表情达意——抒发自己的真实情感，阐述自己的真实想法——

文章以真理服人、真情动人，不能打动自己，焉能动人？高考作文伪抒情

泛滥，多情而无真情，叙事而无细节，议论而无对论据的分析。高考作文

的“伪抒情”和空话、假话、套话、大话在竞赛作文中没有市场；情感就

是假的，文字再漂亮，也不过是掩盖死鱼臭味的浓酽作料罢了。优秀的竞

赛作文，一定要写出自己真实的体验、感悟和思考。自然作文就应该是真

诚的表达，通畅的表达，抒发真感情、表达真思想、反映真知识。哪怕你

的语言稍微差点，评委也能被你的真情打动。

最后，要体现地域特色。

云南作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地域特色非常突出。艺术界里有句名

言：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你拿什么去和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的同龄

人竞争？一定要凸显我们的地域特色。

所选文章，每文后附一教师评语。所下评语，试图对文章特色有所揭

示，力求结合教材写作要求，并就文章作具体分析，以期能引导学生更好

地鉴赏文章，从中得到收益与启示，并昭示后学，提供范例。形象大于思

想，作者未必然，读者未必不然，见仁见智，实难求同，各有自己的林黛玉

和哈姆莱特，只是贡献评点者的一己之得，不足之处，尚请各位同行指正。

此书之编，得到了各地州市教研员和老师们的大力支持，他们或纷

纷与学校联系，搜求稿件，或多方打听同学的情况，收集同学的信息，等

等，所以能得到许多优秀的作文，离不开他们的辛苦劳动。本书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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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例、结构和稿件的选用等也都是经过集体讨论后确定下来的，因收齐书

稿的时间较晚，致使本书的编写和各章节的写作指导显得有些仓促，错漏

之处还请读者谅解。另外各位指导老师也辛勤付出，其敬业精神，令人感

佩良深。

衷心希望今后还有这样的机会，把云南学生的优秀文章介绍给全国的

读者，实为学生之幸，教师之幸。

201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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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与期待
——材料作文如何审题

蒋  文

自2006年高考全国大纲卷、2007年课标卷（或称宁海卷）开始把话题

作文改为材料作文，迄今已8年了。虽然云南省从2012年才进入课标卷，

但作文的命题式样与之前的大纲卷毫无二致。按理说在作文审题方面应该

不会有太大问题，可事实上每年高考阅卷从考生的作文来看，问题还是相

当严重。

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不能完整理解材料最根本的意义指向，亦即不能整

体把握材料的主旨，或读不懂材料，随便从材料中找一个所谓的关键词，

就成为立意的角度，没能从中心角度立意，直接影响得分。

2013年高考作文题的一段材料中，所有加粗的都是考生选择的所谓关

键词：

高中学习阶段，你一定在班集体里度过了美好的时光，收获了深厚的

情谊，同窗共读，互相帮助，彼此激励，即便是一次不愉快的争执，都给

你留下难忘的记忆，伴你走向成熟。

某机构就“同学关系”问题在几所学校作了一次调查。结果显示，

60%的人表示满意，36%的人认为一般，4%的人觉得不满意。

如果同学关系紧张，原因是什么？有人认为是自我意识过强，有人认

为是志趣、性格不合，也有人认为源于竞争激烈，等等。

对于增进同学间的友好关系，营造和谐氛围，72%的人表示非常有信

心，他们认为互相尊重，理解和包容，遇事多为他人着想，关系就会更加

第一章  材料作文的约束与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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