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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作文题·

有人说，我的幸福是物质的丰盈，欲念的满足；有人说，我的幸

福很简单，彼此的牵挂，温馨的相聚；有人说，我的幸福是一种成就

感，能充分挖掘自我的潜能，实现自我的价值⋯⋯

要求：①自选角度，自拟标题；②文体不限(诗歌除外)，文体特

征鲜明；③不少于800字；④不得抄袭，不得套作。

【写1隹导弓『】

这是一则关于幸福的话题，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命题。幸福最关

键的一点就是源于自我的满足感与获得感。

幸福是一种无形的存在，你有多少次想过自己的幸福呢?也许是

在大餐一顿后，腹中果然的充实感，抑或是读完一本书后，内心的充

盈感。其实，功成名就固然是幸福的，然而不是每个人都会功绩卓

著。凡能有所收获，便是幸福。

幸福的来源很简单，它是“生活中的花草”，甚至不是名贵的奇

花异草，只是一棵蒲公英，一缕“狗尾草”，找寻它需要的仅仅是一

点耐心。我们或许不能花一两个小时咀嚼一碗米饭，但我们犹有能力

去品味认识，比较生活。快乐的和苦痛的，圆满的和残缺的⋯⋯这个

世界永远是相对的，米粒的滋味有所不同，叶片的纹脉不尽相似，万

事万物都有可赞之处。因此，缺憾处处存在的同时，必然伴随着等量

的幸福。

(江苏天星湖中学语文组杨红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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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

省眉山市)人。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

苏轼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苏轼的诗歌现存2700多首，酣畅淋漓地表达了他对社会现实的

看法和对人生的思考。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

其中许多佳作已达到刚柔相济的境界，呈现出“清远雄丽”的风

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

苏轼现存词362首，是词的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他对词

体进行了全面改革，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成为一种独立的抒

情诗体，开创了词创作的新阶段。他强调词“自是一家”，在词的意

境、语言等方面都有新突破。其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

代表，并称“苏辛”。

苏轼继承了欧阳修文道并重的文学思想，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

现力和艺术价值。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众体兼擅，与欧阳

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轼亦善书，为书法“宋四家”之一。工于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

苏轼是我国文学史上杰出的文学家，他卓有见地的文学理论和丰富而成就斐然的文学创作，把北宋诗

文革新运动推向前进，使文学创作整体出现了高峰，并极大地影响着后世学人，其文学成就和人格精神

影响至为深远。

生平详见《宋史》卷三三八。有《东坡全集》《东坡乐府》等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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