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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高考作文的图书汗牛充栋，我们的角度与众不同。
我们从&ldquo;命题专家&rdquo;、&ldquo;阅卷组长&rdquo;双管齐下，变传统的&ldquo;一根筋&rdquo;
为&ldquo;两头堵&rdquo;，命题专家告诉我们备考的大方向，阅卷组长提示我们高分秘籍。
　　首先，写好作文是升学考试的需要。
有一个公式：作文=1／2语文。
各级语文考试中作文分数是语文卷面分中最高的。
小学阶段作文占30％左右，中学占40％左右，高中占到一半。
以中高考为指挥棒的科目界定中，语文中高考的作文分值的比例越来越大。
凭一篇作文上大学不再是什么新鲜事。
例：2003年中考，北京、济南、武汉、福州、上海等地，语文120分，作文占60分；大连地区120分，
作文占70分。
随着新课标的推行，作文越来越受到重视。
作文尖子生升入高年级，学习成绩大多优秀，约占三分之二。
《教育文摘》上讲，90％初高中的尖子生们，都有较强的阅读和写作能力。
　　2004年高考自主招生政策出台，28所重点高校招收作文尖子生。
例：北大、清华、复旦、南开、中山等大学分数线为作文尖子生降低20～30分，北大降了30分。
甚至有专家预测：未来中高考中.语文将只考读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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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最大的突破是从源头上寻找“真经”!    本书的作者涵盖了北大中文系教授、文学研究专家、作家
、教育家以及中学教材编者、中高考作文研究者。
这些人不管是文学素养还是教育水平都很高，他们甚至就是中高考作文走势的掌控者，他们面南而坐
，影响全局。
这些人对于中高考作文的动向和信息都颇具发言权，预测得也比较准确。
他们的建议对于提高中学生在中考、高考等考试中的作文成绩，无疑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本书在内容上也有重大突破!本书不是把重点放在提高中学生的写作技巧上，也不教所谓的不同题
材作文的应试方法。
本书贯穿全书的理念是不要把写作文当作考试，而是像作家写作一样，自由地发挥自己想象，不受拘
束地表达自己的情感。
    本书的内容是命题专家资深阅卷组长们专门针对中高考作文写成的，由于这些名家在长期的阅卷过
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知道高考作文判分细节，所以他们提出的技巧和方法以及应该回避的作文写
作细节，更具有针对性，也更具实战性。
中学生在写考试作文的时候可以拿过来就用，在平时的训练中也可以针对其中的某一两项技巧和方法
做专门的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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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曹文轩，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客座教授，&ldquo;新概念
作文大赛&rdquo;的发起人之一，在历届&ldquo;新概念作文大赛&rdquo;中一直担任评委。
　　孔庆东，人称&ldquo;北大醉侠&rdquo;。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高考作文命题专家。
著名作家，多次登上央视&ldquo;百家讲坛&rdquo;讲鲁迅和武侠小说。
　　梁衡，著名散文家、科普作家，博士生导师。
散文《晋祠》《觅渡，觅渡，渡何处》和《夏感》的作者。
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人教版中小学教材总顾问。
　　钱理群，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文学史家，鲁迅研究专家。
对中学语文教育问题非常关注。
　　何西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生院文学系主任，多所大学客座或兼职教授，
著名国学家、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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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曹文轩：写作文其实并不难　　我与故事一起出生　　一提到作文写不好，从老师到学生，首先
怀疑一点：是不是因为没有生活？
多少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于这样去分析原因。
　　现在，我们要打消这种疑虑，要对学生说：　　不要总怀疑自己没有生活。
你怎么能说你没有生活呢？
你既然是个有血有肉的人，且又是一个天性不肯安分的少年，你一定会有生活&mdash;&mdash;难道你
就没有发现你就在生活之中吗？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曾经有过这样的思想：作家必须离开自己当时所在的位置，到工厂、
农村、部队去深入生活；如果没有去，就肯定断了生活之源泉，就再也不可能写东西了。
这种理论搞得人心惶惶，都怀疑自己是否还有生活，是否还可以进行文学创作。
那时的作家都很老实，听信了这种理论。
我们总还记得他们当时的形象：身穿一件灰色的或者蓝色的中山装，手提一只缠了一条毛巾的长方形
塑料小包，在上衣口袋里插一把牙刷，纷纷地、真诚地与工农&ldquo;结合&rdquo;去了。
他们__年又一年地待在所谓的&ldquo;生活的海洋&rdquo;之中。
然而一年又一年过去之后，他们写出什么来了？
他们什么像样的东西也没有写出来。
现在再回过头去看他们那时的文字，除了让人感到遗憾还是让人感到遗憾。
这段时期的文学史显得十分苍白。
到了&ldquo;文革&rdquo;十年，几乎所有作家再也不能写自己的生活了，写出来的作品，滑稽可笑，
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中国的当代文学，竟有十年荒漠。
　　这种愚蠢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它把一个无比广阔的生活领域，缩小到工人、农民、军人的生活&mdash;&mdash;只有工人、农民、军
人的生活才叫生活。
它把作家从自己熟悉的生活中撵了出去，而到陌生的生活中寻找创作的灵感和素材。
　　这是一种极&ldquo;左&rdquo;的&ldquo;源泉观&rdquo;所导致的一种论调。
　　强调&ldquo;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rdquo;也许不为错（就这一观点，也不是说就绝对没有再可
商榷的地方），但将生活分为三六九等&mdash;&mdash;一部分生活算作生活，而另一部分生活就算不
得生活，却是极不妥的。
把工农兵以外的生贬为无价值的生活，甚至干脆就不承认这种生活，自然毫无道理。
它将生活等级化了。
这样的&ldquo;生活价值论&rdquo;是不公平的，是与民主平等的思想相悖的。
最糟糕的是，它将丰富无边的生活人为地割裂与缩小了，从而使我们失去了一个广阔无垠的世界。
我曾在讲台上问学生：此时此刻，我在讲台上讲课，算不算得生活？
下了课，我要到菜市场买菜，而在买菜时丢了钱包，而丢了钱包我就无法买菜，只好气恼地回家，算
不算得生活？
其价值大概不比那些&ldquo;深入生活&rdquo;之后写出来的所谓作品的价值小吧？
　　诸位知道，曾有一段时间，北京大学的中文系，新生入校时，首先要给他们当头泼一盆冷水：北
大不培养作家。
这也是这一偏激的生活源泉观所导致的。
　　我们对历史的遗忘，其速度、其丝毫不顾事实的样子，是令人瞠目结舌的。
仅仅十几年，我们就忘记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在那些占一席位置的作家之中
，有相当一部分人，当年都在大学任教或经常到大学任教：鲁迅、沈从文、徐志摩、闻一多、朱自清
、废名、吴组缃、林庚，等等。
鲁迅先生确实在学术与创作的双重工作中困惑过，但他本人恰恰是两者结合得美妙绝伦的实例与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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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学术著作《中国小说史略》，至今仍是经典的学术文献。
　　正是因为这样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导致了一些有悖于事实的结论与想法。
　　那个愚蠢的年代已经过去了，但&ldquo;有没有生活&rdquo;的疑虑，还存在于我们这些做老师、
做父母亲的大人们的头脑中，并且不时地冒出这个古怪的念头来，还朝那些孩子投去怀疑的目光。
当一个孩子的作文被我们打了一个三分之后，我们不会想到自己给的这个分数是否得当，而首先想到
的一点是：&ldquo;这个孩子没有生活。
&rdquo;　　怎么能没有生活呢？
处处有生活。
生活无处不在。
　　你对孩子说了这样一番道理之后，他还是会说：不，我确实觉得没有什么好写的。
　　他说的可能确实是实话。
既然我们肯定地告诉他有自己的生活，可是他为什么还是觉得没有什么好写的呢？
　　我要说：是孩子觉得没有什么好写的，而并不是实际上没有什么好写的。
造成这种怪事的原因之一是：孩子不知道应该写什么。
换句话说：他老想写一些不该写的东西。
　　如此状况，其责任也许不在孩子自己，还是在我们这些当老师与当家长的身上。
　　在写作文这件事上，中国的少年缺乏足够的自我意识与自主权利，他们预先（通过社会、学校与
家庭）被灌输了种种不利于发现自己生活的思想。
一套机械的、僵硬的、幼稚的、教条的、程式化的、抹杀个性的写作文的纲领和方式，迫使他们将自
己的身体扭转过去背对自己那份熟悉的生活，而睁大了眼睛，根据几条空洞的思想去寻觅一些所谓崇
高的、伟大的、光辉的人和事。
我曾经看到过一所小学为六年级学生考初中而预测的作文题。
题的数目多达五十个，但能让孩子走向自己的生活写自己熟悉的人与事的，也不过三四个，大量的题
目都是迫使孩子走出自己而走向陌生的一片空地。
这些题目限制性极强。
比如&ldquo;我爱我的学校&rdquo;这一题目，假如有一个孩子就不爱他当时所上的那所学校呢（谁也
没有权力要求他必须爱）？
让他硬做这个题目并且还要把这份爱写得十分深切，要爱得死去活来，岂不是难死他了？
他自然会说：我确实觉得没有什么好写的。
　　我的一位教小学语文的朋友说，某市某区小学五年级作文统考，作文题竟然叫《记我身边的一位
共产党员》（命题人完全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思路）。
结果许多孩子面对这道题目光翻白眼。
因为他们的身边并没有共产党员。
他们知道中国共产党，但未必很熟悉具体的共产党员。
阅卷时，老师们不时被其中一篇篇&ldquo;妙笔生花&rdquo;的文字逗得死去活来。
一个孩子写道：&ldquo;我也搞不清楚我妈妈是不是共产党员，但我觉得她像一个共产党员。
&rdquo;另一个孩子写道：&ldquo;杨大爷退休之后，每天到路口去维持交通秩序。
在他的胸前，戴了一块牌子，那上面写着几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共产党员。
&rdquo;这位朋友告诉我，他的儿子也参加了作文考试，几乎拿了满分，但全是瞎编的。
他 儿子写道：&ldquo;我的二姑夫在乡下，是一个新党员，他的工作是看水闸。
&rdquo;然后，他的儿子就大写特写这位二姑夫在抗洪救灾中如何如何地忘我工作。
而实际上，这位二姑夫既非党员，又非看水闸的，而是县城教育局的干部。
现在，一家人碰到一起，见了那位二姑夫，就开玩笑：&ldquo;共产党员来了&rdquo;、&ldquo;看水闸
的来了&rdquo;&hellip;&hellip;所谓的&ldquo;深度&rdquo;、&ldquo;高度&rdquo;一直在困扰着我们的语
文老师，也困扰着我们的孩子。
　　写作文自然要讲&ldquo;立意&rdquo;，但究竟要立什么意呢？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命题专家（初中版）>>

难道就是那些虚幻的和任意拔高的思想和观点吗？
孩子一入了这个道（他不知不觉地就会入了这个道），就很快陷入了空白状态，觉得自己简直是个草
包，是个废物：脑子里竟然没有一个人，一个故事，像只空罐儿。
于是，就使劲挤呀挤呀，挤了半天，也没有把一页纸写满。
要么，他就把早先在脑子里储存好了的落俗套的、毫无生气和趣味的东西写下来。
而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
是我们这些成年人所教导的，是我们所给予的，甚至是我们强加的。
我们将这些观念传达给他们，还把许多在我们看来能够圆满地完成这些思想的所谓的范文印发给他们
。
他在《师生情》一篇作文里写道：&ldquo;下大雨了，我想到批改作业的老师还没有回家，就给他送雨
伞（小学语文课文中的&ldquo;看图作文&rdquo;就有这样一个图景）。
&rdquo;他在《我应该这样做》之类的题目下，总是捡钱包，上回捡了一个中国人的，这回捡了一个外
国人的。
他总是送一个迷路的小孩回家，总是搀扶一个老大爷过马路，天下的好事简直全被他一个人独揽了。
　　说起来，他们似乎有点不幸。
小小年纪，就思维定向，被几条观念所牵引和束缚，把偌大一个就在他身边流动不息的世界丢失了，
而限制在一条狭窄的、荒凉的思维轨道上。
　　还是让我来说一些历史的教训&mdash;&mdash;　　我们要说的还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那些作
家。
他们在思想上失去了自由。
他们被一些带有行政性的政治概念框住了大脑和心灵。
他们迷失了。
他们如同得了遗忘症，从前那些复杂的人生经验，精彩绝伦的生活故事淹没了，只剩下一些干巴巴的
观念&mdash;&mdash;他们不得不根据这些观念去进行所谓的文学创作。
这简直太困难了。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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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们这些写作文的人，被那些关于&ldquo;意义&rdquo;的说法弄昏了头脑。
在我们&mdash;些人的记忆里只存了&ldquo;爱国&rdquo; &ldquo;团结&rdquo;&ldquo;大公无私&rdquo;
&ldquo;忠诚&rdquo;等一系列抽象的、骨头一样的概念&hellip;&hellip;我们简直不可救药了。
还是让孩子老老实实地不分巨细地写写切身感受吧。
写写春天天空下飘飞的柳花，写写夏季蝉鸣闹得不能入睡，写写秋日黄昏时的芦花如银狐的尾巴举在
落日的背影之上&hellip;&hellip;　　&mdash;&mdash;曹文轩　　你写作文的时候，可能要举例子。
这时你首先要把你最容易想起的材料丢弃。
因为你一下子想起来的东西，别人也会想起。
　　&mdash;&mdash;孔庆东　　一篇作文的构成，大概就包括五个方面，这可以说是写作文的一条公
式。
今天我把这条公式告诉你，在平时写文章的时候怎么用，就靠你的悟性了&hellip;&hellip;这五个元素可
不可以拿来硬往文章中套？
也可以，但效果可能会差一点，不如相互结合、灵活运用的效果好。
　　&mdash;&mdash;梁衡　　鲁迅对《孔乙已》的评价是很高的，甚至认为是自己的短篇小说里最满
意的一篇，认为这篇小说写得&ldquo;从容不迫&rdquo;。
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小说观念，或者说是审美观念，就是&ldquo;从容&rdquo;。
鲁迅认为小说应该写得从容不迫。
　　&mdash;&mdash;钱理群　　现在把小学课本、中学课本、高中课本当中选的所有的古文、诗、词
背下来，你会终身受益无穷的，你会超过季羡林先生提出来的标准。
　　&mdash;&mdash;何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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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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