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07责编：潘旭涛 邮箱：hwbjzb@126.com责编：潘旭涛 邮箱：hwbjzb@126.com

2014年6月9日 星期一焦点关注

你可以选择穿越沙漠的道路和方式，所以你是自
由的；你必须穿越这片沙漠，所以你又是不自由的。这

是上海高考作文题“穿越沙漠与自由”的素材。当我读
完这句话时，内心响起一种声音：这是对中国全面深化改

革的隐喻。而研究各地的高考作文后，更加验证了这一判
断：“全面深改元年”的高考作文题，暗合中国全面深化改革

的逻辑。
之于中国，穿越沙漠就是改革。中国可以选择改革的道路

和方式，所以中国是自由的；而中国必须改革，所以中国又是不
自由的。这句有点绕口令却充满思辨的语句背后是中国必须全面

深化改革的现实。黄金发展期，矛盾凸显期，机遇与挑战并存，和
平崛起之路荆棘满地，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必须提防，这是中国的现

实。各种问题中，单以社会问题为例，就有就业问题 （如啃老，“喂
食动物失觅食能力”，全国卷 I作文题），住房问题，医疗问题 （“老王

生病”，广西卷作文题） 等。
中国当前面临的问题全面而深刻，仅从一个层面或领域改革，希望用

单兵突破来赢得全局的胜利，已经不再行得通。中国何以解忧？唯有“全
面深化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

态体制的改革。全面深化改革，是当下中国的宿命，是必然选择，是13亿人
的共同课题。

如何全面深改？我们需要寻找“门与路”（浙江卷作文题）。为了向前走，
我们要向后看。历史上中国多次变法，战国有商鞅变法、宋代有王安石变法、明

代有张居正变法、清代有洋务运动，这些变法的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张之洞曾
感喟改革之难：“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

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说的就是因把握不好守成和
变革的分寸而难形成共识。从中，我们不难领悟到，改革要“知通”（“要开窗看问

题”，山东卷作文题），也要知道“知本”（“老规矩”，北京卷作文题），更要在国内外
学习探索 （“课内外学习探索”江西卷作文题）。

改革是全中国的事，各部门各地正想方设法落实全面深改。而同样是十八届三中全会
决议，同样是简政放权的要求，在理解和执行过程中，难免出现局部折扣甚至偏差，这就

涉及到“政令能否出得了中南海”的问题 （“剧本修改谁说了算”，安徽卷作文题）。
各部门各地党政官员是担任全面深改的重要角色，可以结合具体情况，“根据需要改动台

词”。与此同时，剧本是一剧之本，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和中央精神，是集思广益的结果，
有其科学性和严密性，绝不能为一己之私而打折扣或故意曲解。辩证地看，部门与地方应根据

自身实际，科学落实中央要求，避免本本主义；同时，又要严格按照中央精神办，步调一致，避
免各行其是，乱行其是。

全面深改的另一重要背景，是中国的志向。“心在哪风景就在哪”（湖南卷作文题），
中国胸怀远大。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落实“两个一百年”目标，全

面深改是“关键一招”。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复兴要力避被内外部阻力打
断。外部阻力中，目前看首先有美国和日本。

“山羊过独木桥”，这是全国卷 II 作文题。通往霸权国家的路是一条独木桥，
美国错在不知道中国其实并不想做世界的老大。然而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卧
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当苏联实力日益增长之时，美国想方设法拉垮了苏联。而
今中国经济实力老二了，美国自然容不得中国势必日益扩大的影响力。独木桥也是

日本心中的假象，这个并没有像德国一样对法西斯军国主义进行彻底反省的国家，
在幻想修改历史，意图修改和平宪法，妄图夺走中国的钓鱼岛主权，但天底下哪有自

己走路让别人无路可走的道理！
中国压力不小。但中国更明白，“人站起来后世界才属于他”（四川卷作文题），归根

结蒂，中国要发展，实力要更强起来。时间在中国一方，未来在中国一方。这些年，需要我们
全体中国人一起进步，共同担当，把全面深化改革落实好，实现真正的复兴。在这过程建功立

业，即为“不朽”（江苏卷）。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一部高考作文史，
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当代史。

从 1952 年到 1977 年，全国高校统一招生制度断断续续地
走过了 25 年。在不多的记载中，一些高考作文题目，都鲜明
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比如，1953年，高考的作文题目是“写一个你熟悉的革命
干部”；1956年，题目则是“我生活在幸福的时代里”。1960年
的“我在劳动中受到了锻炼”、1963年的“‘五一’劳动节日
记”、1964 年的“读报有感——关于干菜的故事”，1965 年的

“给越南人民的一封信”，每一道作文题，都彰显出时代的特
色。

1977 年，中断了 11 年的高考制度在邓小平力主下恢复。
自此，对高考作文的关注就从未离开过人们的话题和视野。

恢复高考后的最初几年，作文题目的政治指向性较为突
出。比如，1977 年，北京市的作文题为“我在这战斗的一年
里”，上海的作文题为“在抓纲治国的日子里”，西藏的作文题
则为“我的革命理想”。1978年，全国统一的作文题目则是缩
写“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

进入改革开放的 20世纪 80年代，高考作文题目中的政治
色彩逐渐淡化，对社会的关注则逐渐上升。比如，“先天下之
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北宋政治家范仲淹的名言，就
成为 1982 年的高考作文题目，而环境与生态问题，则连续出
现在1985、1986两年的高考作文中。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高考作文题目的内容则更为广泛，
其中对辩证思维、创新思维的考察，成为新的趋势。比如，
1990年，作文题是对“花与刺”问题的思辨，1991年则是关于

“近墨者黑”与“近墨者未必黑”的探讨。到了1999年，一道
“假如记忆可以移植”的题目，更是一时间激起社会热议，人
们发现，高考这根“指挥棒”中，又增加了思维的开放性、趣
味性和想象力的内容。

类似的高考题目成为社会舆论焦点的例子，还有 2001 年
的“诚信”。这道题目讲述了一个故事：一个年轻人在乘船必
须抛弃一个行囊时，把“诚信”丢入水中，留下了“美貌”、

“才学”、“金钱”等背囊——这道用寓言引出的古老价值命
题，也激发出许多满分名篇。

2004年起，高考作文放开各地自主命题，关心社会热点、
鼓励多元思考等共同成就了高考作文命题多元化的趋势和走
向。

最近几年，各地的高考题目也越来越“接地气”。比如，

2013年的江西作文题“学生有三怕”，2011年全国卷的“代买
彩票”，都与学生生活相去不远。2011年的浙江作文题“我的
时间”，2010年全国卷的“浅阅读行动”，则都与学生的个人体
验有关。

在形式上，高考作文题目则经历了由命题作文、话题作
文、材料作文“三分天下”到材料作文成为绝对主流的演变。
分析人士指出，在这种变化背后，事实上也体现出高考作文提
倡思维、表达创新与多样化的内在要求。

高考作文虽屡经变迁，但依然有不变的内涵。
比如，2012年浙江卷“坐在路边鼓掌的人”，2010年北京

卷的“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就体现出对关注思辨的传统的
承接，这一传统在今年的高考作文中依然持续。

而对时代的关注，则也是高考作文不变的内容。从 20世
纪80年代中期关注环境问题，2008年聚焦抗震救灾、2009年
天津卷关注“90后”，到今年的作文题目中，普遍关注科技与
现代化、城市化及其相关命题以及对基层、对真善美的价值
观的追求，都体现出这一“不变”的精神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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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作文题
暗合中国深改逻辑

正 楷

“大赞、狂赞”，是语文出版社社长、原
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在微博上点评北京
今年高考作文题目时用的字眼。被他盛赞的
作文题目，是“老规矩”——“出门、回家
都要跟长辈打招呼”、“吃菜不许满盘子乱
挑”、“笑不露齿，话不高声”、“站有站相，
坐有坐相”、“忠厚传世，勤俭持家”……这
些影响了一辈辈北京人的“老规矩”，与今年
参加高考的多数“95 后”，都有一点儿“距
离”。

在王旭明看来，这一题目在选材上紧扣
社会现实，同时也能考察学生的思辨能力。
也有专家指出，在北京这样的超大城市，这
样的作文题目凸显了北京的特点，在迅速发
展的时代中承载了“乡愁”。

而在自贸区建设如火如
荼的上海，今年的作文题目
则与“自由”有关。这道

“必须穿越沙漠”的“不自
由”与可以选择道路的“自
由”之间的思辨题目，取材
于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著
作。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
家委员会委员温儒敏对本报
表示，北京谈“规矩”、上
海谈“自由”，都恰当地融
入了地方特色，很有新意。

温儒敏表示，今年的高
考作文题目质量总体上有所
提高，并表现出了“向理性
回归”的倾向。同时，注重

逻辑和思辨的特点在今年的考题中表现得尤
为明显。“在这种情况下，读书多、善思考的
同学能够取得比较好的成绩。”温儒敏说。

他举例说，辽宁卷的“科技改变生活”，
广东卷黑白胶片和数码照片的对比，体现出
了对社会和时代的关注；福建卷的“空谷”、
全国卷 I的“山羊过独木桥”、湖北卷“山顶
的风景”等题目，则体现出材料题占据绝大
多数的大趋势，给了学生更大的思考空间和
发挥余地。

而在一向“文艺”的江苏与浙江，“青春
的不朽”与“门与路”的题目，与山东的

“开窗看问题”一起，体现出高考作文注重考
察学生思辨能力的一向趋势。

与此相较，以安徽卷“剧本修改谁说了

算”为代表的一些省份，其题目则被许多考
生认为“不好写”。对此，温儒敏点评道：

“一旦题目的指向性、规定性过强，就不利
于学生打开思路。同时，如果题目脱离了
学生生活的实际，要求学生们去写他们
自己没有接触过、经历过的事情，就容
易让学生无话可说，只能泛泛而论。”

北京的“新意”，还不止于题材。
今年的北京高考作文，在结构和

形式上都迈出了突破性的一步。在
结构上，增加了一道 150 字“小作
文 ” 题 目 ； 而 在 形 式 上 ， 这 道

“小作文”则打破了“诗歌除外”
的高考作文惯例。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
学语文高级教师何杰在接受
本报采访时表示，这一道

“微写作”的题目，增加了
语文及写作的应用性，同时
能训练学生用简练的语言
进行精准的表达。而放开
体裁的限制，也给了擅
长诗歌写作的同学发挥
的空间。在高考这根

“指挥棒”下，诗歌此
次“解禁”，也被专
家视为高考语文中
文学性回归的信号。

全民热议：“北京新意”里的突破

高考作文的“社会议题”性质，在新媒体时代尤为凸显。从 7 日公布到 8 日，短短两
天，在微博上，关于高考作文的话题就有近3000万的阅读量。

而在高考开始前，6月6日，手机百度联合百度指数和百度搜索风云榜发布的《手机百
度2014高考蓝皮书》显示，在移动搜索中，语文是检索次数最多的科目，而作文更是占
据九成以上的份额成为关注焦点。

事实上，近年来，每一次公布高考作文题目，总会激起网上热议，这也成为了当代
中国社会的一种“新民俗”，可谓全民参与、“全民作文”。在这种背景下，高考作文可
以说不仅是考学生，也在“考”老师和命题人，因为人们讨论最多的，往往是哪些省
份的题目出得好，哪些省份的题目出得不好。

为何高考作文总是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话题？
“相对于其他科目来说，语文是最具有社会性的，每个人都可以将自己置身其

中，获得一种参与感。”温儒敏说。
但温儒敏同时指出，对于语文学科和语文教育来说，网上的议论大多是经验

性的、调侃性的，所以有时难以进入到对语文学科和语文教育的科学探究中去。
何杰也有类似观点。他认为，对高考作文的热议，一方面可以促进一线教

师与命题人在出题的过程中更加认真谨慎，另一方面，还应当引导人们更加
关注教育教学本身，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被热炒的话题而存在。

“好的作文题目应该具备这样两个特点。一是公平性，即必须保障题目
对于每个同学都是有话可说、有内容可写的；二是挑战性，即以思维的挑
战性来区分作文的高下优劣，从而让读书广、有见识的同学能够脱颖而
出。”何杰说。

温儒敏表示，高考作文题目要贴近时代，贴近
学生们的日常生活，这样才能让学生们有话
可说。规定性太死、远离同学们生活实
践的题目，必然会导致空谈，学生们
只能依靠猜测和搬用格言警句、古典
诗词来填充思路的空白，最终写成了套
作与模式化的作文。

何杰同时指出，在关注高考作文本身
的同时，也不应忘记高考作文在学生学习、
成长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高考作文本质仍然是写作。它的直接目的
虽然是应试，是进入大学校门的一块敲门砖，但从
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它实际上是通过对学生的表达、
积累和思维的训练，来帮助学生进一步适应日后学习、
生活与工作中的实际需要，因为写作能力的训练实际上
也是一种思维能力的训练。”

温儒敏表示，高考作文应更多地引导学生放宽视
角，关注时代与社会，而不是局限在课本范围内。要写
出优秀的作文，要培养全面的能力。因此，所谓“考
前预测”意义不大，在高中三年的写作训练中，应当
着重培养的是学生的思维能力、快速反应和对各种不
同材料的把握，并把它变成一种综合的思维能力，
这样在考场上才能更加收放自如。

舆论中心：高考作文成“新民俗”

高考作文：关注时代与思辨

破“壳”而出 商海春作 （新华社发）破“壳”而出 商海春作 （新华社发）

破禁忌 朱慧卿作 （新华社发）

“发现把作文题都串起来，是一段好暖的情话：
没有什么不朽，我们终将生老病死。但我不想探究老
规矩，只想带你走过那门那路那独木桥，穿越沙漠
和自由，穷村落和茫茫山顶，在空谷数繁星，在窗
边看霓虹。想如芯片一般永驻你心，做永久的房
客，共谱一篇爱情剧本，记录点滴，让我不用站
起便拥有这个世界。”

6月7日，高考第一天。全国18套高考作文
题目甫一公布，“不出所料”地引来全民热
议。在微博上，更是有网友别出心裁，把 18
地的作文题目串成这样一段“情话”，得到十
数万计转发。

每年高考，为什么作文题目永远是最
受关注的那一个？今年全国作文题，哪些
有新意，哪些被“吐槽”，显示出何种变
化趋势？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作文
题目的变迁，又如何折射出变迁中的中
国？

18套高考作文题一览

新课标I：“喂食动物失觅食能力”

新课标II：“
山羊过独木桥”

北京卷：“老规矩”

上海卷：“自由与不自由”

安徽卷：“剧本修改谁说了算”

四川卷：“人，只有在自己站起来之后”

福建卷：“空谷”

辽宁卷：“科技进步与环境”

江西卷：“课内外学习探究”

湖南卷：“最美乡村干部”

广东卷：“从黑白片到数码技术”

山东卷：“开窗看问题”

浙江卷：“门与路”

江苏卷：“关于不朽”

湖北卷：“山上的风景”

重庆卷：“碎的是玻璃 不碎的是责任”

天津卷：“智能芯片”

广西卷：“老王生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