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考作文指导：让高考作文言之有物言之有味 PDF转换可能

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77/2021_2022__E9_AB_98_

E8_80_83_E4_BD_9C_E6_c65_177223.htm 学者钱穆曾说，文章

者，花样也。语言就是文章的最出彩的花样。没有智慧的表

达，只有表达的智慧，那不能算好文章。作为即兴的应试之

作，高考作文首先吸引阅读老师眼球的，也应是语言。从历

年的高考佳作来看，也确实如此。因此，在高考作文训练中

，语言的磨砺与提升始终是极为重要的一环。然而，我们许

多同学，甚至老师，对语言的训练是没有信心的，这缘于一

个陈腐的观念语言乃“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之物也。当

然，欲使语言炉火纯青，有自家风格与个性，委实不易。但

是，通过有意识的训练，练就足够得高分的作文语言却并非

一件难事，关键在于得法。 其一，语言问题首先是一个态度

问题 语言是情感化的，是智慧性的，是美的。一个从未真正

为语言感动过的人是不能获得一流语言能力的。譬如下面这

几段话： 我一回头，身后的草全开花了。一大片。好像谁说

了一个笑话，把一滩草惹笑了。 我正躺在山坡上想事情。是

否我想的事情一个人脑中的奇怪想法让草觉得好笑，在微风

中笑得前仰后合。有的哈哈大笑，有的半掩芳唇，忍俊不禁

。靠近我身边的两朵，一朵面朝我，张开薄薄的粉红花瓣，

似有吟吟笑声入耳；另一朵则扭头掩面，仍不能遮住笑颜。

我禁不住也笑了起来。先是微笑，继而哈哈大笑。 这是我第

一次在荒野中，一个人笑出声来。 节选自刘亮程《对一朵花

微笑》 因此，意欲获得语言，首先就要亲近语言。因为亲近

而能感受语言的美，因为美的经验而唤起对语言的热爱，因



为热爱而愿意琢磨语言，因为琢磨而提升了语言能力。这便

是获取语言的流程，流程里最重要的就是须花时间阅读经典

，在阅读中精心琢磨语言。亲近着，琢磨着，这是一个意欲

提升语言能力必须的态度。 其二，文辞积淀是提升语言的基

础 文辞不足则意不能达。章句终究是一个个词语元素构成，

没有丰富的言辞，言语便落俗老套而枯干生涩。请看下面这

段话： 人之一世，殊为不易。在看似平坦的人生旅途中充满

了种种荆棘，往往使人痛不欲生。痛苦之于人，犹狂风之于

陋屋，巨浪之于孤舟，口舌之于心脏。百世沧桑，不知有多

少心胸狭隘之人因受挫折放大痛苦而一蹶不振；人世千年，

更不知有多少意志薄弱之人因受挫放大痛苦而志气消沉；万

古旷世，又不知有多少内心懦弱的人因受挫放大痛苦而葬身

于万劫不复的深渊⋯⋯面对挫折，我们不应放大痛苦，而应

直面人生，缩小痛苦，直至成功的一天。 这是一篇高考佳作

的开篇。短短一段，言辞丰富，书卷气浓郁。如此开篇，哪

有不征服阅卷老师的道理呢？而我们许多同学的文辞积淀多

是缘于口语，而非来自经典的阅读。好的语言应当依托于大

量的书面文辞的积淀。如何积淀呢？最简单最笨而又最有效

果的方法就是背诵，尤其是对文辞量丰富的篇章的背诵。 其

三，模仿和借鉴是提升语言的捷径 千古文章一大抄。说“抄

”固然偏激，但文章必然要经过一个模仿、借鉴的过程，这

却是不易之论。就连说“惟陈言之务去”的唐宋八大家之首

的韩愈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窥陈编以盗窃”。北宋“江西

诗社宗派”的开创人黄庭坚说得也明白：“老杜作诗，退之

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

。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



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由此可见，“抄”是一定

的，要看会不会抄，会抄就是会模仿会借鉴。千古文章有二

端：可变处和不可变处。可变的是自己创新的，不可变的，

便是前人留下的，思想、素材、技法⋯⋯我们要模仿借鉴的

是不可变处。 语言也可借鉴。前人遣词造句的技巧，说话的

语气，也是可以模式化的。拣前人三二好句子，或改名家二

三好句子，移花接木到自己文章中，往往就是文章“亮点”

。不妨看看下面这篇高考作文的语言： 我是二胡，漂泊似冬

雪之夜、幽怨似深秋桂子的二胡。从一开始，我就在流浪，

我想忘记流浪，我要有个安稳的家。 我到过蒙古包、轱辘车

、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草原，可那儿有马头琴悠扬的声音；

我到过红高粱、信天游、大风起兮云飞扬的黄土高原，可那

儿天生就是唢呐的故乡⋯⋯ 我闭上眼，试图让自己忘记所有

的冷遇。 我依旧在流浪，依旧在忘记，可我踏着犹豫的脚步

怯怯走近杨柳岸、乌篷船、小桥流水人家绕的江南时，我知

道一切凝固了，我的脚步像钉住了似的，步履蹒跚。 节选

自2005年陕西考生《二胡江南》再看看下面这篇散文的语言

： 有一个精灵，漂泊如三春之水，清冷似冬夜之月；有一个

精灵，惆怅如初夏细雨，幽怨似深秋桂子；有一个精灵，它

注定永远都在流浪二胡，江南，流浪的二胡。蒙古包、轱轳

车、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草原注定了是马头琴的摇篮，红高

粱、信天游、大风起兮云飞扬的黄土高坡天生就是唢呐的世

界，而杨柳岸、乌篷船、小桥流水绕人家的江南则永远是二

胡生生不息的磁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风情孕育一方

乐器的生长，只是我们不知那当初的当初，是江南选择了二

胡，还是二胡选择了江南。这样的选择费思量，难端详。 二



胡之于江南，恰如杏花春雨之于江南一般地诗意和绵长。虽

然高山流水，传世的是俞伯牙的那架琴；浔阳江边，令白居

易动情的是一把琵琶。虽然众多的唐诗宋词元曲明剧之中，

我们很难听到二胡的那一声低泣，触到二胡的那一脉无奈，

但是谁能说，倘无琴和琵琶，二胡就不会在江南寂寞地流浪

呢？ 节选自陈荣力《流浪的二胡》 比较一下，不难发现前者

对后者的模仿和借鉴，甚至已经不是模仿、化用，而是引用

、搬用。或许，这就是高考作文的语言突破的快捷方式。当

然，这篇文章的做法也有抄袭之嫌，但言其抄袭，其实不过

是说他在一篇文章里借鉴得太多了些罢了。倘若我们的同学

遵循下面四条原则： 1. 不在一处借。模仿化用的不是一篇文

章，而是几篇甚至更多的文章，那就不是抄袭，而是创新。

2. 不在熟处借。在大家都熟悉的篇章中借鉴，自然容易当成

抄袭，但倘若避熟，用一些相对陌生的篇章,相信这样会好一

些。 3. 鼓励借自己。我平时将一些东西早早表达好，表达精

致，考场上我用我自己的，那自然不能算抄袭吧？ 4. 提倡自

己借。别人可能会借鉴的，我不借鉴，我借鉴的，别人压根

不用，避免雷同，便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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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