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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9_B4_E9_AB_98_E8_c65_106253.htm 有些时候，人们或许

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表达方式，比如考试。如果你是一位

参加过高考的年轻人，恐怕对高考作文的写作“诗歌除外”

的要求并不陌生。然而据《北京晨报》2月28日报道，日前出

台的《200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大纲》有一个

显著的变化，那就是高考作文不再限制文体。 往年大纲里“

除诗歌以外”的限制没有明确列出，而代之以“能写记叙文

、议论文、说明文及常用应用文的文章”。 尽管《大纲》对

作文提供的信息并不十分明确，但是从表述方式的变化至少

可以看出：在今后的高考环节中，对考生发挥设置的限制将

会越来越少，而更多的空间会留给未来的年轻人去尽可能发

挥他们的优势，充分体现他们的价值所在。 教育既是社会培

养人才的途径，也是社会选拔人才的摇篮。尤其在今天仍然

是人才选拔最关键环节的高考中，怎么设置选拔标准，考核

什么，如何考核等，都成为造就一个人才的必要环节。值得

注意的是，高考不仅仅是一场考试那么简单，它在很大程度

上也是这个社会对人才的理解方式，是这个社会对文化的理

解方式。甚至更多的时候，这场选拔不但可以决定个人的命

运，也会影响个人的价值观，更多时候是社会意识和主流文

化的特征外化。 因此高考本身的变化，就是社会变革的一个

显著标志，也带动了我们改革和创新一个发展的社会文化氛

围。 当我们选拔人才时，同样也在树立一种社会主流文化的

标准。社会文化从单一走向多元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更多的



成长模式被逐渐认可，传统意义上单一的同质化理解正在受

到挑战。 主流文化的准入门槛越宽，社会文化的多元价值就

越突出。选拔方式的多样化，正是今天多元文化社会对人才

期待值的进步，也是开放社会文化创新和思想解放的重要表

现之一。 社会的发展，必然以人的价值的充分体现作为一个

重要指针。随着社会文化的进步，更多的人会在不同领域、

不同层面上显示出他们的价值。这也是社会文化繁荣的体现

。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只有一种文体，或者是只会写一种文体

的社会群体，能够产生多元的思想或者创造性的智慧。当然

有人会说，同样的标准能够更加客观的选拔人才。但是从记

叙文、议论文到诗歌、应用文，美文的价值是共通的，而创

造美的方式却不应当是单调的。 因此在制定人才选拔标准时

，我们同样也在审视今天的社会文化宽容程度。 一个更加宽

容和自信的社会，才能够获得新的生命力。今天我们在高考

中减少对未来人才的限制，就是给未来的人才创造了一种宽

容、信任甚至是认可的发展环境，以期待更加多样化的果实

。 其实，许多历史上公认的人才并非真正合格的考生。如据

杨绛先生的回忆，钱钟书先生在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时，数

学只考了15分，著名诗人臧克家考国立青岛大学的时候情况

也大抵如此。那时，传统中国尚且给他们留下了宽阔的空间

，更何况今天多元开放的新社会。当然，这样的人才并非人

人能当。但是给予他们一个宽松的、自由的成长环境，不仅

是今天教育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使命，也是今后的中国社会开

放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方式。 相信在不断改革的考试大纲中，

会逐渐有更多的考生开始用不同的文体展现他们的才华。这

不但意味着有更多精彩的高考作文出现，也意味着会有更精



彩的高考命题方式和更少的创作限制。社会的发展需要创新

的思维方式，也需要对创新的宽容和自信。这是今天中国文

化的气度，非凡与否，值得期待。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