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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园员园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
上海语文试卷（秋季）作文

根据以下材料，选取一个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不少于 愿园园 字的文章（不要写成诗歌）。
丹麦人去钓鱼会随身带一把尺子，钓到鱼，常常用尺子量一量，将不够尺寸的小鱼放回河

里。他们说：“让小鱼长大不更好吗？”两千多年前，我国孟子曾说过：“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

可胜食也。”意思是，不要用细密的渔网在池塘里捕捞小鱼，这样才会有更多的鱼。

实际上，其中的道理也贯穿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方面。



评 分 标 准

一类卷

准确理解材料，角度恰当，立意深刻，中心突出，内容充实，感情真挚，结构严谨。有新意，

有文采。

二类卷

理解材料基本准确，角度较恰当，立意较深刻，中心明确，内容较充实，感情真实，结构完

整，语言通顺。

三类卷

尚能理解材料，角度尚恰当，立意一般，中心尚明确，内容尚充实，感情尚真实，结构基本完

整，语言基本通顺，偶有语病。

四类卷

偏离材料，角度或立意不当，中心不明确，内容单薄，结构不够完整，语言欠通顺，语病较

多。

五类卷

（员）脱离材料。（圆）文理不通。（猿）全文不足 源园园 字。
说明：

（员）未写题目扣 圆 分。（圆）错别字 员 个扣 员 分，至多扣 猿 分。（猿）标点错误多，酌情扣
分。（源）文面不整洁，酌情扣 员—圆 分；文面整洁美观，酌情加 员—圆 分。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010 年 上 海 市 高 考 作 文 评 析

前摇 摇 言

圆园员园 年（秋季）高考语文上海卷采用材料作文，虽然这一命题方式是前一年的延

续，但材料类型有了变化，就是将主题相似的一中一外、一古一今两则材料组合为一

体。正是材料的同中有异，异中趋同，据此的作文立意，或取同，或取异，或参差对比，

或互为观照，考生在尊重材料所提供的核心思想的同时，也有了多种取向的可能，并在

一定范围内超越了材料作文对写作思路的制约性。

从材料的相似性入手，首先，其蕴含的道理，是要人们不能只顾眼前小利、忽视长

远的利益，不能急功近利，而要放远眼光，从长远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获得更大的收获。

有考生引用毛泽东的诗句“风物长宜放眼量”来命题立意，可说是较能领会材料的整

体精髓的。如果再深入一步思考，从抓大放小中抽象出一个度的原则，那么，确如有些

论者所说的，可以把作文主旨确立为“对大自然的开发和索取，必须有一个‘度’，应以

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能否把握这个‘度’，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阶层

成熟的标志”。

从材料的相异性出发，同样是追求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西方人讲究的是量化的规

则，是可以甚至是必须用尺子来把对象的大小界定加以精确化，从而便于依靠法律来

对人的行为加以约束；但是东方人，则是用笼统的、相对的词语来描述网眼之大小，要

求人们在生活中灵活掌握，更多的是借助于人自身的感悟和自觉的道德来行动。当

然，需要说明的是，孟子原话的完整意思，是劝诫君王要遵循自然规律“使民养生丧死

无憾”，本身就是倾向于论道的，与材料中描述丹麦人之倾向于操作，也是有区别的。

说这里有相异，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特性的差异，不一定非要比较出高低来。不过也有

考生据此加以发挥，认为缺少具体规定的法律，或者规则离谱的法律是中国社会较普

遍的特征，从而给社会造成不少乱象，因此提出了“咱差鱼，更差尺”的呼吁，这是在比

较中，提出了个人的见解，同样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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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考生作文的总体情况看，取相似性入笔，把主题聚焦在中西方的共同智慧上，主

张摒弃浮躁心态，把经济的、文化的长远发展作为其基本立意，仍占了多数。因为两则

材料的趋同性主题，两点相交的审题指向，已经让考生感到提供的材料在理解上没有

太大的障碍。但同样是反对急功近利，因个人胸襟、视野的不同，所营造的文章境界也

自有差异。比如，有考生举古人拒收贿赂为例，说明他的廉洁是“让自己长远地为

仕”，虽然这样说并没有错，也符合材料的大意，但这样的例证，似乎有滑落到“吃小亏

占大便宜”的庸人哲学的嫌疑，幸好这样的例证只是一笔带过，不占文章的主导，但其

可能隐含的一种庸人习气，总不是我们所应倡导的价值取向。相反，那种把长远落实

到群体、着眼于后代的文章立意，才会让人读来为之动容，心头不禁一震，如同“请为后

代去‘量’”这样的标题昭示给我们的。因为，同样是把小鱼放回去的举动，毕竟有着

为个人还是为集体，为自己还是为别人的动机差异。

功利的价值观，不论这功利是切近还是长远，都是在人与鱼的相对关系中凸显的。

但是当人与鱼的显而易见的功利关系被暂时抹去，当考生把小鱼作为人、作为学术甚

至作为梦想的隐喻而期待充分发展时，原本相对于鱼的人，就成了社会的代名词。呼

唤学术大师的《放宽网眼，让学术长大》是这样，写白先勇执著于昆曲艺术的《有一份

美丽需要等待》是这样，写十年磨一剑的《卡梅隆的智慧》也是这样。当然，更多的是

如《给成长一把宽松的尺》这样的源自考生切身感受的文章。就如同在功利化关系

中，养大的鱼要奉献于人一样，成长了的人、发展起来的文化和瓜熟蒂落的梦想终究要

奉献于社会。这种蜕变式的转喻，是功利观的升华，也是人的精神的升华。

近年来，高考作文相当注重考查学生的思辨能力，圆园园愿 年命题作文《他们》中隐含

的“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张力，以及 圆园园怨 年有关板桥体的材料作文中，对传承与创

新、局部与整体以及正与奇的辩证式理解，无不渗透着一种思辨的力量。同样，从人们

对待自然界鱼鳖抓大放小的一种看似简单的操作行为中，也蕴含着“眼前小利”与“长

远利益”、“人类发展”与“生态平衡”等辩证关系。而大家耳熟能详的“可持续发展”、

“科学发展观”、“尊重事物发展规律”等问题，也是材料本身的应有之义。学生对此，

都有比较到位的把握和表现。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许多考生的思维方式尚不能

摆脱机械的桎梏，尚不能展开一种辩证思维，来充分挖掘材料的深度。之所以机械，是

因为他们往往被动接受材料表面提供的思想与观点，而不能主动地用人的智慧之光，

来照亮材料中隐晦的乃至矛盾的地方。他们是用抛弃矛盾而不是扬弃矛盾的方式，来

展开自己的观点。这样，大部分学生的作文，是取向正确，立意不偏，但文章的深刻性

和思辨性，却没有得到充分体现。相反，也有一些考生能独辟蹊径，借助于一种思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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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写出不同凡响的文章来，例如《丹麦人，你的鱼还好吗？》一篇，对丹麦人的看似

很环保的行为，用进化论的理论原则予以颠覆，认为这会导致物种退化。因为抓大放

小很可能是保护了发育不良的幼小鱼类，其结果使大鱼越来越稀少，甚至导致物种灭

绝。虽然这样的理论是否普遍适用于自然界，尚有疑问，但是，学生能质疑材料观点的

合理性，其表现出的思辨的理论勇气，值得嘉许。但是，正是不可或缺的思辨性，也促

使我们进一步思考，这种质疑，是否在不自觉中，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种遥相呼应，

其结果，只是肯定了弱肉强食的残酷竞争？

思维是机械还是辩证，既体现在学生的文章立意上，也体现在对文体的认识和选

择上。高考作文大多对文体不作限定，其目的是希望学生在构思时，能从文体的束缚

中解放出来。但在一种机械的思维和不甚恰当的观念引导下，认为记叙即肤浅、议论

即深刻的人，比比皆是，以至于学生如要追求思辨性、深刻性，选择写议论文就是不二

路径了。其实，认为只有议论才能为深刻或者思辨提供可能，只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观

点。殊不知，形象思维也能达到深刻性，而利用抽象思维却呈现出空洞浅薄的文章，不

在少数。不然的话，也不会如托尔斯泰那样，从《一个地主的早晨》到《战争与和平》、

《安娜·卡列尼娜》，其对人性和社会的认识深度，其借助于形象所蕴含的思想深刻性

博得了“心灵辩证法”的美誉。同样，对于鲁迅，谁又能说，其小说的思想性不如议论

文深刻呢？其实，形象感与思想性较好的统一，在这次部分考生的文章题目中也能略

窥一二，如《风物长宜放眼量》，如《莫放修芦碍月生》。可惜的是，囿于一种机械的思

维方式，使得高考作文解除文体的限制，并没有能让考生放开手脚来自由发挥，从议论

文角度处理这一材料的，依然占了绝大多数。相比之下，那些能在文章中融入较多记

叙元素而又处理独到的个别篇章，反倒是脱颖而出，获得了好评。比如，一篇《当下？

长远？》的作文，截取了生活中四个画面，在前后对照中凸显主题，显得别具一格。而

《稚嫩的成年》一篇，更是从叙述买鱼经历开场，结尾则是清风吹拂下的《易经·蒙》爻

辞（虽然出于戏剧性结尾的需要把爻辞的“包蒙吉”改写成“包蒙凶”未必妥当），写得

活泼灵动，令人难忘。

思维方式从机械走向辩证，不但体现在能正确理解主旨深刻与文体运用的复杂关

系上，也体现在遣词造句上，体现在对词语、对概念内涵的深刻辨析中。比如《蓄机待

发》一篇，引用巴菲特的话，来辨析“投资”与“投机”的区别，既获得了文章一定的思辨

容量，也展露了借助材料来思考现实的思想触角。但最为精彩的还是《留一隅呼吸》，

起笔就有引人注目的力量：“听起来似乎是一个童话，丹麦人居然会用尺去丈量鱼的大

小；听起来像是一个谎话，不用细密的渔网捕鱼会换来更多的鱼；听起来倒是一个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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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留一隅呼吸。”其抛出“童话”、“谎话”和“笑话”这一个个词语时，词语差异之间的

张力，言语表面的感觉（所谓“听起来”）与实质之间的不对称，这张力和不对称背后，

流动的是一种睿智的目光和敏锐的思考力。

总之，以上举的种种范文，对于学生如何写好材料作文，特别是如何展开一种辩证

思维，提供了值得学习和揣摩的方法。与此同时，另有一些由于欠缺所暴露出的普遍

性问题也值得引起学生和指导教师的警惕。特别是有相当一部分学生缺乏对材料的

分析能力，无论命题者提供的还是考生自己增补的，都无法把握具体材料本身的特点，

不能把不同材料之间的差异区分出来，在作文中，只会用一两个笼统的概念和机械的

思维方式来套用所有的材料，结果使观点与论证产生了严重的脱节。对于在读的中学

生来说，如何在看到别人作文的缺陷时发现自身的不足，并在训练中加以弥补，这同样

重要。

如果说，有不少学生在作文中，都把自己比作是一条有待发展的鱼，那么，我们就

有理由期待，作文命题和作文教学能够提供给学生的是一个更为宽广的海洋，使他们

能在里面尽情沉浮、自由跳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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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摇 摇 录

一类卷

村摇 居
“罟不入洿池”的国家智慧

放弃也是一种美

“可持续”的智慧

理性，网也，非网也？

不尽乃至无穷

咱差鱼，更差尺

卡梅隆的智慧

言时事

谁动了我们心中的尺

竭泽而渔，其未可取

悦澡蚤灶葬，拆哪儿？
风物长宜放眼量

生活，需要把目光放得长远

有一份美丽需要等待

滋养文化的“活鱼”

从“钓鱼哲学”观文化浮躁风

捕鱼的智慧

明朝风日好

莫放修芦碍月生

带一把尺

当下？长远？

蓄“机”待发

稚嫩和成年

鱼！鱼！

生生不息

请为后代去“量”

给成长一把宽松的尺

静候更大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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眺望远方的山

无从责难，不妨等待

人才的可持续

留一隅呼吸

丹麦人，你的鱼还好吗？

让心灵漏网而出

物换星移，规律不变

试着换一种角度

二类卷

节制，限制，为了持续

放小鱼而候大鱼

看得更远，做得更好

属于未来的鱼

把握钓鱼的度

等待时机的智慧

剩余的哲学

放弃也是一种态度

多留一方净土

生活，需要我们取舍

适当的尺度

风物长宜放眼量

缓一缓，等一等

看得更远，做得更好

钓鱼法宝

捕鱼的哲学

学会长远的思考

该放就放

进亦忧，退亦忧

追求可持续发展

质与量的差异

三类卷

把眼光放远

学会高瞻远瞩

放长线钓大鱼

自信地生活

三思而后行

后退可以是一种前进

成全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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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一步海阔天空

交摇 友
生命的意义在于爱

谈潜能

从小鱼说起

做事应顾大局

从另一处拾起

志短·人穷

撒下疏网，捕捞希望

四类卷

善择言

附录：一类卷作文选登

收放自如

“节”泽而渔

有余才有希望

留鱼并留“余”

心中的标尺

网住疏落和平和

放眼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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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摇 摇 居

摇 摇 这里少了一份金戈铁马的厮杀，亦少了一份雾失楼台的迷情。质朴而
又错落的阡陌，便这般轻便地构筑起起点的恬淡。一处村落，一曲闲情，功

利而浮躁便这般被点破。

我们还在为工业社会的硬指标而追赶，匆匆踩过年岁的步调，如此大

意，或许还在迷茫，这是为哪般的作息，却在三声鸡鸣之后重装上路。

孟子曰：“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拔苗究竟是助长还是抑长

早有定论，只是我们却又为何难以放慢脚步，拂却一丝功利的急迫呢？人

之在世，或许确有太多的不得已，但社会的核心所在却最终是人，十个二十

个地放慢脚步，谁说社会听不到呢？是孟子太过“超前”，还是当代人们“可

持续”意识紧缩，我们不得而知，只是哪个洞穴可以吹来一股清风，清凉一

下当代人奋勇上溯的“欲火”？

我们从来提倡“行知合一，天人一家”。“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口号喊

得多了，又是否真的有人贯彻落实呢？一年之中总有几个月是封海让鱼恣

意生长的，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更多的鱼，以供消费。宏观上，国家做到了

“可持续”，而微观一点来讲，封海期间“偷渡”捕鱼的人当真一个没有吗？

就像鲁迅在《药》中暗喻的一样，群众没有革命的意识，革命者的鲜血岂不

白流？那么，群众没有从心底达成“可持续”的统一战线，国家的政策岂不

仍有钻空者？

张悟本的倒下揭示了多少丑恶，我并不想多说，可“张悟本们”的兴起，

岂不正是我们太过功利的表现。我们在加薪升职的道路上发挥了最大的

脚力，“早上机器人，晚上木头人”职业病比比皆是。而正规医院的费用、用

时也越来越贵、越长。黑幕丑闻让人听到淡漠。于是张悟本如此廉价的

“绿豆疗法”大热，又与“养生”挂钩，何乐而不为？随之，又是丑闻和失望。

这般可笑的循环，就算不是“有害”，却也着实顾此失彼，说到底，也就是急

功近利，丧失了理性。

为什么不能慢一点呢，中国人？丹麦人的尺子应该不贵，何不常备

一把，量量鱼身，量量你的梦想？所幸，早已流行起了“农家乐”，是该吹

吹清风，拂却一些功利，豪享一番农家的清淡，乐一番农家的闲情与淡

泊了。

“醉里吴音相媚好”，村落的鸡犬相闻是我们的起点，也终是我们的落

足点。这里的宁静定让你惊羡“日夕佳”。卷上裤脚，再去河边填满我们童

真的渔网。哦，别忘了再带上把中国制造的尺子！




















































摇

语言富有诗意。

摇 摇 步步追问，寻

觅答案，将思考引

向深入。

摇 摇 以《药》作类

比，试图在寻找一

剂良药。但社会中

更多的是张悟本一

类的假药。

摇 摇 “别忘了再带

上把中国制造的尺

子”，看似信手拈

来，却如空谷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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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摇 析

这是一则村居少年的心语，它淡定从容，富有诗意。这是思想纯情者的独特眼光，它萧然物

外，充满智慧。文章开头不是急于表达自己的观点，而是用散文化的语言，为我们创设令人神往的

优美画面，置身世外，关照现实，自然会有许多感悟和发现。是孟子太过“超前”，还是当代人们“可

持续”意识紧缩，让人深思。即使我们“可持续”意识没有紧缩，我们落实行动也是蜻蜓点水，结合

张悟本的事例，作者认为是“急功近利，丧失了理性”，一语点破天机，揭示了问题的实质，深刻有

力。最后作者又让我们回归起点，回归乡野，享受小国寡民、鸡犬相闻的安逸与乐趣，闲情与淡泊。

文章的作者完全沉浸在村居的自我世界中，在紧张的考场上，行文自如，有张有弛，破立结合，游刃

有余，用朱光潜的话说是“沉着委婉”，特别是语言拂去繁华，芬芳清新，实属难能可贵，也自然会得

到阅卷者的青睐和赏识。

“罟不入 池”的国家智慧

摇 摇 西人捕鱼，携尺而行，遇小幼者，则返之；孟子亦有同得，言“使罟入洿
池以胜食！”

安是“鱼穷虾尽”为真正决胜之道乎？西人和古圣给今天效率至上的

我们，提出了完全的悖论。

我想说，小小的捕鱼之道中，酝酿着大大的国家智慧，一种统筹协调的

和谐智慧。

不错的，穷极所用不应是我们的信条，在捕鱼之道中我们知道，休养生

息，厚积薄发，兼顾协调，才应是当今的主流。

“罟不入洿池以胜食”，宣扬着与民为善，休养生息的传统古道。简政

删令，此历代所以始兴，苛政繁令，此历朝所以始颓也。翻阅史册，无数文

人士大夫在王朝欲倾之际，都发出了“民已不堪重负”的呼喊，从捕蛇者屋

前走过的柳宗元，到路边看到丧夫于虎口母子的孔夫子，抑或是与司马光

就冗兵冗官在朝殿争得面红耳赤的王安石，他们站在历史的湖边，以文人

孱弱的身躯呼喊，抵挡着国家机器从小池中捞尽最后一片虾米，然后发出

无奈的悲叹。当然，我们也可以在历代励精图治帝王身上找到“培养鱼苗”

的智慧影子，从刘邦的“约法三章”到汉惠的萧规曹随，一时的忍耐成就的

是千秋伟业，一刻的驰骋耗干的是万古基石。

“罟不入洿池以胜食”，昭示的更是统筹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现代智慧。

如果在古代，那些池中的小鱼们更多是苍生百姓的象征，那么在今天这些

理应受到“网下开恩”的鱼苗则应是我们行将耗尽的自然资源。当内蒙古

圆园园怨 年以 员怨援 圆％的 郧阅孕增长率雄踞全国榜首之时，当各国首脑衣冠整齐
地为经济与环境间的进退得失在哥本哈根勾心斗角之时，

































当沙特阿拉伯这

摇 摇 中西古今对
照，发现悖论，引出

观点。语言简洁，

明快有力。

摇 摇 根据后文，顺
序应该为：休养生

息，兼顾协调，厚积

薄发。

摇 摇 应该是“罟不
入洿池以胜食”，否

则语意相反，释义

错误。

事例新鲜，内

涵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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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产油大国宣布近四成的油田正在枯竭之时，我们顿时明白了煤炭的疯狂

开采，或许能成为一时之兴，却取代不了可持续发展的主调，各国可以为减

排护境，推卸逶迤，但却无法争辩我们正在捞尽地球最后一条鱼的可悲事

实。“罟不入洿池”目的路，其实就是给我们自己一条生路。

“罟不入洿池以胜食”，透射的不单是休养生息，环境保护，更是注重积

蓄，厚积薄发的自由积极氛围的培养。当反对和质疑如鱼虾被赶尽杀绝，

当《南方周末》等先驱亦因“出格”而被封杀，我们社会公平正义的鱼池也就

丧失了它的粼粼波光。

所以，效古法以通今变，学会修养与协调，才是我们崇尚的国家智慧。

罟不入洿池，手下留情，网开一面，以遗后人。

















摇

评摇 析

文章从捕鱼之道中领悟治国之道，立足点高，立意大气，对于一般考生来说，具有一定的挑战

性，需要写作者具备相当的勇气和胆识。作者行文思路层层递进，开合自由。从材料中认识到，

“罟不入洿池以胜食”的意义和价值，分别确立了三个分论点：宣扬与民为善，休养生息的传统古

道，昭示统筹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现代智慧，可以培养注重积蓄、厚积薄发的自由积极氛围。这三个

分论点紧扣材料，体现作者对材料内涵的准确把握，三个分论点之间看起来缺乏真正的内在逻辑

联系，但从古代到今天不同的历史时期，“罟不入洿池以胜食”却始终发挥着治国之用，领悟这一道

理，岂不是治大国若烹小鲜。文中列举事例，紧扣观点展开论述，如：“抵挡着国家机器从小池中捞

尽最后一片虾米，然后发出无奈的悲叹。”“但却无法争辩我们正在捞尽地球最后一条鱼的可悲事

实。”“我们社会公平正义的鱼池也就丧失了它的粼粼波光。”这些论述，切中肯綮，激发深思，情寓

其中，令人回味。

放弃也是一种美

摇 摇 渔人放生小鱼，收获的是更多的鱼。
陶潜弃官场隐田园，收获的是生活的安逸和心灵的满足。

鲁迅“忘却”对白莽等五位革命先烈的深深悲痛，收获的是革命热情的

激发与昂扬的斗志。

放弃，何尝不是一种美丽？

如今的人啊太舍不得放。官不肯放权，商不愿放利，名人不肯放誉，有

舍方有得，有高瞻才有远瞩，跂而望才能见者远闻者彰。

作为个人，放弃小利以成大利，人的品性方能臻于完美。孟子有“舍鱼

而取熊掌，舍生而取义”的品性，亚圣的美名方能流传；维和部队身居险境














 ，

摇 摇 相对前面两

段，本段文字不多，

但有一定的力量。

摇 摇 由材料引入，

紧 跟 事 例，引 出

观点。

鲁迅应该不是

真正的“忘却”，是

无奈的愤激之词，

这 句 话 不 是 最

恰当。

要言不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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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小家为大家，地区和平与人格魅力的彰显方能成就；世博志愿者舍弃个

人安逸舒适奔波于烈日下，他们的社会价值方能彰显。无关乎身份和地

位，无关乎时间与空间，懂得适当放手的人才是智者。

作为一国政府，有时也该松松手，或许能收获更多。金融危机冲击，我

国安然度过。国家却放话说：“放慢发展的脚步，促转变调结构！”于是，低

碳经济、低碳生活走入千家万户。民生是一国力量之源。政府注重民生工

程，致力于改善人民生活质量，百姓拥护称赞声也响亮了。中国政府是聪

明的，牺牲眼前利益减少了几个 郧阅孕的百分点，打好人民生活这块基石，国
家的发展才有可能。

作为全人类，我们是否也该敲响警钟，手中抓住的是否太多？自 圆园园愿
年汶川地震起，地球似乎就调成了“震动荡”，撇开大自然因素不说，人为造

成的负面影响实在是令人发指。国旗半垂，山河同悲！人类是否该扪心自

问，丢西瓜捡芝麻，弃生命谋资源的做法是否能无愧俯仰于天地？怕是上

天都会嗤笑人类的痴傻吧。

佛语有云：“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放弃这株草或许就意味着脚下

开出绚烂的花。现实生活中，这般绚烂的花也不少，只是我们的头抬的太

高或是埋怨得到的太少。当我们转头看花时，只怕早已“花落成泥碾做尘”

了吧。

要握紧拳头，只有手松后才能握得更紧。要跳得更高，只有屈膝后方

能跃得更高。

放弃并不意味着失去，而意味着你能得到的更多更美丽。

错别字：摇 荡摇
摇 订正：摇 档





































摇

评摇 析

本文的观点在考场作文中并不新鲜，文章由个人到国家再到人类，从思路和结构上说，也是一

般高考应试作文的俗套，但这篇文章为什么能够获得阅卷教师青睐，最终评定为一类卷，值得我们

去推敲和学习。首先它选择的事例十分恰当，能够有力地证明自己的观点。比如，从个人上说，孟

子、维和部队和世博志愿者都是懂得舍与得之间关系的人；从国家的角度说，牺牲眼前利益减少了

几个 郧阅孕的百分点，获得长足发展的可能；从人类的角度说，在汶川地震中看到弃生命谋资源的反
面做法，这些事例紧紧围绕观点展开论述。其次语言表达有一定的哲理并很有特色。比如“官不

肯放权，商不愿放利，名人不肯放誉”，排比句式，一语中的，十分犀利。“要握紧拳头，只有手松后

才能握得更紧。要跳得更高，只有屈膝后方能跃得更高。”通过比喻，形象地说明舍与得之间的辩

证关系；“跂而望才能见者远闻者彰。”“当我们转头看花时，只怕早已‘花落成泥碾做尘’了吧。”灵

活巧妙地化用语文教材中的语句，体现了作者的语文功底。

摇 摇 主体部分内容

集中，思路清晰。

摇 摇 这段语言耐人

寻味，包含一定的

思想，富有文学色

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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