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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56/2021_2022__EF_BC_BB_

E4_B8_AD_E8_80_83_E5_c64_156484.htm 这里所说的中心，就

是记叙文的中心思想，也有人称为主题或主旨。写文章时确

立中心思想的过程就叫做“立意”。记叙文的中心思想，是

指通过记人、叙事、写景、状物所表现出来的对生活的主要

看法，或赞成、或反对、或歌颂、或批评。在一篇记叙文中

，确立中心思想是很重要的。清朝作家姚鼎说过：“诗文美

者，命意必善。”中心思想是文章的灵魂，中心思想确立得

好，写出文章才能有神。 记叙文的中心思想必须做到鲜明和

集中。鲜明，指文章的褒贬必须明确，不能含含糊糊；集中

，指要将所有的材料有机地组织起来，表现一个中心思想。 

我们在初中第一册中学过萧乾先生的《枣核》一文。这篇短

文写了一位海外的旧时同窗托付作者从家乡带几颗生枣核的

故事。文中写了这位同窗住宅中的种种景物：垂柳、睡莲、

假山石、凉亭、白塔，以及他对家乡枣树的怀念、托带枣核

的用意。这一切都是为了表现一个中心，即海外华人的思乡

之情。文章很短，却非常感人。 杨朔的《荔枝蜜》写了作者

对蜜蜂的思想感情上的变化：从小时候见到蜜蜂的“疙疙瘩

瘩，总不怎么舒服”；到喝了荔枝蜜后“动了情，想去看看

一向不大喜欢的蜜蜂”；再到听老梁介绍蜜蜂的习性后对蜜

蜂的赞叹；直到文末“梦见自己变成一只小蜜蜂”。这一系

列的描述和渲染，都是为了突出一个中心赞美蜜蜂“对人无

所求，给人的却是极好的东西”的高尚品质，并通过这一赞

美，歌颂了像蜜蜂一样默默无闻做奉献的劳动者。 从以上的



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文章的光彩首先在于要有发光的思想。

一篇感人的记叙文在思想见解上总要有过人之处，也就是“

立意”要立得好。有的同学写作文时，往往没有认真考虑中

心思想就忙于动笔，结果写出的文章纵然有千言万语，却缺

乏明确的中心，这是文章失败的主要原因。 一篇好的记叙文

的中心思想除了要鲜明、集中之外，还要做到新颖深刻。文

章，特别是考生的作文，最忌千篇一律。这样的作文，容易

使阅卷的人感到乏味，甚至于厌倦，是不会得到太高的分数

的。反之，如果在“一律千篇”之中突现出一篇立意新颖深

刻的文章，其他方面即使是上等水平，也会得到优良的成绩

的。 例如有一年的高考作文，要求考生对圆展开联想。很多

人写到太阳、地球，这就不够新颖；有的人联想到“风雨中

的小红伞”，又由此写出“圆圆的火红的身躯在雨中顽强前

行⋯⋯”，歌颂不畏困难、顽强奋斗的精神，这就比较新颖

深刻；还有人联想到水上的石拱桥，就更加新颖了。 请你想

一想，如果你是一名阅卷人的话，在其它条件都接近的情况

下，你会给立意新颖深刻的作文高分还是低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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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