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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万言不值一杯水”说开去

——论文写作在教师素养提升中的作用／夏峥嵘

“生活化”回归：初中学生写作能力提升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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媚之人，甚至会在路边拜倒在权贵贾谧的车尘之下，哪

怕贾谧已经远去，也忙不迭地望尘追逐攀附。

写下“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文人宋之问，生

活中却不断地向武后献媚求宠，后又退而巴结张昌宗、

张易之这两个“男妃”。写下“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

山不是云”“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的元稹

在抒发完对隋人的思念爱恋、对亡妻的痛彻哀思后，转

身步人群芳争艳的新天地，乐颠颠、喜滋滋地又去“怜

取眼前人”了⋯⋯

3．文品与人品时分时合的素材

弗朗西斯·培根在《培根论人生》中，以渊博精深的

学养、深邃睿智的思想，娓娓而谈，论真理、论美德、论

知识、论友情，可谓字字珠玑、满目锦绣。然而，现实生

活中的培根，是一个冷酷自私、卖友求荣、贪赃枉法、投

机钻营的伪君子。他逐臭嗜腐于名利场的污泥塘中，在

不堪其污，静心进入书斋时，他成功完成人格切换。一

个高尚的、纯粹的道德君子，便将自己那心灵深处的酿

造，汩汩地喷涌于笔端，流淌在纸上。

满分佳作

且以作品论英雄

．
口浙江一考生

、

自孔孟以来．我们的阅读模式、欣赏模式大致便是

“知人论世”，我们大多认定“文如其人”，这是有道理

的，但并不全面。如是我言，逢人先勿论人品，且以作品

论英雄。

我们很容易‘理解“言为心声”，也即作品反映其人

品。所谓“郁结乎心而发乎声”，作品本身定然有着作者

个人人品的渗透。引美学家蒋勋之言：“杜甫的‘朱门酒

肉臭，路有冻死骨’，之所以成为千古名句，我认为不是

诗歌上的技巧．而是诗人心灵上动人的东西。同样是一

堆白骨，很多人走过去了，却没有看见。”试想，若是杜

甫没有忧国忧民之心，又何来发自肺腑之言?伟大的心

灵，投影在文学上，依然是伟大的作品，是高尚的品性。

然而这并不是说高尚作品背后一定是脱俗之人。我们

从小读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读犹太人斤斤计较、视

财如命的险恶心肠，然后明白人不能为金钱奴役，要追求

人性上、人品上的美与良善。但事实上呢?莎士比亚成名后

一直为钱财奔波。他敛财如命，甚至发放高利贷敛资，更因

一家人无法如期还清财物而气急败坏，对簿公堂。这时候，

我们再看元好问的“文章宁复见为人”，便显得格外讽刺而

引人深思：高雅的作品并不能看出写就它的笔杆人品如

何。如此，你又怎能像孔夫子一样操琴无数、推演其人为文

王：又怎能像孟夫子一样“知其人、论其世”呢?

既然作品的格调趣味与作者人品未必挂钩．那

又何必纠结其人品如何?人类的文明本身就是宽容

的，它看重作品本身。所谓“文以载道”，作品之“道”，

为其根本。我们不妨说．如果一部作品传递了人品的

真善美，读之令人动容、发人深省，那它就已经达到

了作品所应达到的目的，至于作者本人如何——你

无法从作品中推知的情况是可能发生的——并不在

对作品的考虑范围之内。作者或许依靠作品而不朽，

但文学史最终告诉我们，它保存的，是“不朽的作

品”．不是“不朽的文人”。

所以我认为，面对作品时，要以作品论英雄。我们

固然尊敬杜工部的情怀并愿意将其内化为修养，但我

们也能从《威尼斯商人》中汲取正义忠诚的不竭力量。

作者终将逝去．其人品也会销蚀不见，但一旦其作品高

雅，便足以光照千古，惠泽古今。对于作品，道为重，人

品须臾如苍狗，应以作品论英雄。

最终得分：60

高分启示

该文得以在几十万份作文中脱颖而出而获得满

分，首先在于观点的新颖独特。作者跳出“作品与人品

的一致或背离”的观点，强调忽略背后的人品，且以作

品论英雄，在论题的内涵上有推进，在视角的选取上很

巧妙。虽有唯作品论之嫌，但作者能够自圆其说，能够

使读者信服。其二，文章逻辑严密，论证翔实，文势浩

然。论证过程中，环环相扣，逐步推进，不游离，不枝蔓，

足见考生思维的缜密。其三，在材料例证的运用上，不

是依赖堆砌材料来推动文章，而是靠论证去带动材料，

材料是为论证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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